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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为庆祝詹伯慧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而编辑的该本评论集分为两个大部分：一是综
论，二是序跋、书评，时间从1956年到2008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多数成果是在改革
开放以后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学术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不仅反
映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改变，语言研究也逐步复苏并驶入快车道。从这部评论集也能
反映出学术交流的不断加深，尤其是与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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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篇
有关编写“学话手册”的几个问题
一
  自从1956年全国掀起学习普通话的高潮以来，为了配合这一群众性的运动，贯彻语言
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精神，各地的语文工作者都在党、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
下积极参加了方言普查工作，并在这一基础上编写出不少指导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话
的小册子。应该说，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我国语言科学研究面向广大人民、理论密
切联系实践的一个具体表现。只有在今天，在党的语言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语文工作
者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来。
  随着“大跃进”形势的发展，目前推广普通话运动随着注音认字运动正进一步在各方
言区深入开展。可以预料，像福建大田、山西万荣这样的“标兵”将越来越多，方言区
人民满口普通话的前景已经不是太遥远的事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站到运动
的前面，编写出更多更好的“学话手册”来，充分发挥语言科学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
作用，就成为当前语言学界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光荣任务了。
  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几年来我曾有机会参加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也看过一些“学
话手册”。在这里我想就我所看到的这些“学话手册”以及个人在工作中的点滴体会，
提出几点有关编写“学话手册”的意见，希望能通过大家的讨论，共同把工作搞好。
二
先谈谈“学话手册”的作用和对象问题。
  无论编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也好，或是编写“××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也好
，在组织材料、动笔编写以前，心中总得先要想到：这种小册子将起什么作用，它是写
给谁看的。前一个问题决定了我们将在这类小册子中写些什么，后一个问题影响到我们
如何写这类小册子。
⋯⋯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