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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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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南部吴语语音研究》  曹志耘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即出）。南部吴语分布在浙赣闽山区，与徽语、赣语、闽语交界，方

言面貌特异，内部分歧巨大，极具研究价值，但长期以来缺乏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本书在作者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全面、系统

地描述了南部吴语语音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并对南部吴语语音现象的地域分布和历史演变情况进行讨论，得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本

书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同时在成片地区的方言研究、方言现象的理论探讨等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本书在作者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改写而成。经专家匿名审查，本书被选为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第一批资助项目之一。 2.《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曹志耘、秋谷裕

幸、太田斋、赵日新著，日本东京好文出版株式会社，2000年3月出版，16开本，470页，68万字，定价5000日元。本书为中日合作研究项

目“吴语处衢方言调查研究”（1996-999）的重要成果。浙赣闽交界地区的方言极为复杂，但长期以来缺乏深入研究，本书在实地调查的

基础上，描写了该地区7个代表点（开化、常山、玉山、龙游、遂昌、云和、庆元）方言的基本面貌，介绍了处衢方言的语音、词汇、语

法特点，绝大部分材料为首次发表，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山东大学钱曾怡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古屋昭弘教授作序。本书出版后，得到

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法国社会科学院沙加尔（Sagart）博士撰写书评。著名语言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先生指出

（《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2001年第1期）：九十年代初期因为缺乏资料，这两个问题（指：1.北部吴语有

个鱼虞有别的层次，浙南吴语有没有？2.《切韵》序一口气说了“支脂鱼虞，共为不韵”，而且鱼虞之别和支与脂之的区别都保存在闽语

里，支与脂之的区别是否也保存在吴语里？——按）都无法解答。最近看到《吴语处衢方言研究》（2000），两个问题都迎刃而解。《研

究》是本难得看到的好书，描写七个浙南方言，而且每个方言都有段“音韵特点”，其中遇摄列出鱼韵、虞韵的特字，止摄列出支韵的特

字，包括[-e]韵的字。有了这样炮制过的方言资料，做吴语的历时研究可以事半功倍。 3.《吴语婺州方言研究》  曹志耘、秋谷裕幸主

编，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刘祥柏、王正刚著，日本东京好文出版株式会社，2002（即出）。本书为中日合作研究项目

“吴语婺州方言调查研究”（2000-002）的重要成果。婺州（即今金华）地区位于浙江省中部，方言内部差异极大，本书描写了该地区7个

代表点（金华、汤溪、浦江、义乌、磐安、永康、武义）方言的基本面貌，介绍了婺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绝大部分材料为首

次发表，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4.《吴语兰溪东阳方言调查报告》  秋谷裕幸、赵日新、太田斋、王正刚著，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13-15年

度基盘研究（B）“历史文献デ-タと野外调查デ-タの综合を目指した汉语方言史研究”（代表者：太田斋，项目号：13410130）研究报告，

2002年3月出版，16开本，122页。本书为中日合作研究项目“吴语婺州方言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兰溪、东阳方言属吴语婺州片，方言

现象特别是连读变调、小称变调十分复杂，本书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写了兰溪、东阳方言的基本面貌，介绍了两地方言的语音、词汇

和语法特点。 5.《金华方言词典》  曹志耘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本书为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成果

之一，国家新闻出版署1990-2000年重点出版书目之一。金华方言是吴语婺州片的代表方言，但迄今未有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发表。本词典完

全依据作者的实地调查，收录金华方言词语约8000条，有国际音标注音、释义、举例和考证，并在“引论”部分对金华方言的总体情况作

了较详细的介绍。浙江师范大学傅惠钧教授撰写书评《读<金华方言词典>》，载《方言》杂志1997年第4期。包括本书在内的《现代汉语

方言大词典》于1999年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全国辞书一等奖。 6.《严州方言研究》  曹志耘著，日本东京好文出版，1996。本书为国

际合作科研项目“新安江流域语言文化调查研究计划”成果之一。徽语严州片（分布在浙江省西部淳安、遂安、建德、寿昌4县）方言的

调查研究历来是个空白。本书在多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严州方言的基本面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描写，除总体性的介绍外，还收有4县



县城方言的同音字汇、词汇对照和语法例句对照。是国内外学术界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徽语的专著。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作序。日本

爱媛大学秋谷裕幸教授撰写书评《姿を現した嚴州方言》，载日本东京《东方》杂志第198号（1997年9月）。本书于1997年获得北京大学王

力语言学奖金二等奖。 7.《徽州方言研究》  平田昌司主编，平田昌司、赵日新、刘丹青、冯爱珍、木津祐子、沟口正人著,《中国语学研

究·开篇》单刊之九，日本东京好文出版，1998。赵日新作为主要作者之一，负责撰写绩溪、歙县、黟县三地的语音、词汇、语法及徽州

方言语法特点。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全面详细地研究徽语的专著，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应该说这是徽州方言研究史上的大事，也是汉

语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研究较薄弱的地区所作的调查研究，有填补空白之功。”“本书由中日两国的6位学有专长、颇有

建树的中青年语言学者合作进行调查和撰著,也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引自石汝杰为该书写的书评《徽州方言研究的重要

成果──读〈徽州方言研究〉》，《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 8.《绩溪方言词典》  赵日新著，江苏教育出版社，预计2003年出版。本书

为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41种出版后决定增补的第42种。李荣先生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

出版座谈会上说：“最令人遗憾的是四十一处里没有徽州地区的方言”。鲁国尧先生说：“建议至少补加第42本，即徽语代表点本”。绩

溪方言是徽语的代表方言，本词典依据作者的实地调查，收录绩溪方言词语约9000条，有国际音标注音、释义、举例和相关的考证，“引

论”部分对绩溪方言的总体情况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9.《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  张维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演化和竞争是关中方言音韵结构变迁的两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关中方言音系的变迁来自其结构内部成分或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方言

音系中，由于音韵结构内部的不平衡性，音类的发展有快有慢，形成同质结构内不同音类的演化层次。在同一语音条件下，语音发展也有

快慢之分，呈现出同一音类扩散式的演化层次。方言同质结构的历史层次正是关中方言音韵结构变迁的表现形式之一。本书十分关注关中

方言音韵结构音类的演化形式、条件、方向和层次。另一方面，关中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由政治中心区向边缘区转变的过程，其方言既参

与了其他方言的演变，又保留了自身的特点；关中地区历史上曾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前沿，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一定会给关中方言带来

独特的变化。因此，不同文化的频繁交流必然引起关中方言与其他方言之间的竞争，最终使异质结构的音韵成分叠架在现代关中方言音韵

结构之中。本书也十分关注关中方言音韵结构与其他方言的竞争形式、条件、方向和层次。关中方言是由中古时代汉语正音之一——古长

安方言直接发展而来的。本书研究有利于重建关中方言的历史，有利于解释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些音变现象；对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历时研

究，可以使方言本字的考释工作和方言与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建立在较为坚实的基础上。另外，本书研究采用历史语言学的新理论和

新方法，使这项研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意义，这就是，在重视对方言共时结构进行细致的静态描写的基础上，将方言研究导向历时解

释，导向对演变规律的探讨。  本书由潘悟云教授和郑张尚芳教授作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10.《康熙字典

（现代版）》  张维佳（副主编），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康熙字典（现代版）》是一部极富使用价值的大型语文字典。它较好

地保留了原书的基本面貌，并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多角度的整理。全书核对书证，匡正讹误，使原书的释文更具科学性；统一人名和地

名，加注“今按”，并将《补遗》、《备考》、《考证》编次入文，使全书更加完整；合理调整检字顺序，科学编排释文次第，使查询变

得更加方便快捷；加注标点符号，规范偏旁部首，对原书中的反切系统进行了认真耙梳，运用现代拼音系统注音，后附简化汉字，方便了

读者的阅读。因此，《康熙字典（现代版）》把我国第一部收字最多、规模最大的官修字典变成了编排较为完整、释义较为科学、查询较

为方便的现代工具书。在《康熙字典》诸多版本中，该书是目前最新的版本，其中的点校方法可以为以后整理古代语文典籍所借鉴。本书

是由20多位中青年学者经三年编撰而成，张维佳是本书编撰的主要主持人。 11.《陕西方言与普通话》  张维佳（主编），陕西人民出版

社，1993。本书是受陕西省教委的委托而撰写的省高等师范学校地方课教材。鉴于陕西省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本书特别突出四

个方面的特点：（一）根据陕西方言内部的复杂性，分陕南、关中、陕北三片，分别介绍其方言特点和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指导人们学

习掌握普通话的方法；（二）通过认真比较，找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增强学习普通话的针对性和主动性；（三）力求把理论与实

践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在提供系统的普通话和方言知识过程中，突出言语训练的内容；（四）重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本书主体部

分由张维佳撰写，西北大学教授杨春林作序。曾获中国文化语言学会学术著作应用类三等奖。如需要购买以上书籍，可与北京语言文化大

学语言研究所王正刚先生联系，Email地址：yuyansuo@bl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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