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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湖南方言研究概述
‘

鲍厚星 陈立中 彭泽润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长沙 �������

提要 二十世纪的湖南方言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世纪初期到 四十年代
，

是从传统

到现代的转变时期 �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
，

大约十年时间
，

是以语音为重点的普查时期 �第三阶

段从八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纪末期
，

是方言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
。

关扭词 湖南方言研究 转变时期 普查时期 全面发展时期

变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时期

�
�

� 开始用现代手段调查研究湖南方言 早期研究方言的学者一般是利用传统的音韵

学
、

训话学和文字学的知识来研究寻求古今语言文字擅变的轨迹
。

杨树达从 ����年开始陆续

发表考证长沙方言的文章
，

后来形成 《长沙方言考》 、 《长沙方言续考》�见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
丛》�，

共考证长沙方言词 ��� 条
，

考证的本字多数被后人采纳
，

影响深远
。
����年到 ����年

�海王�期刊分 �� 期连载了异人撰写的�楚语研究�
，

对湘方言的许多词语进行解释和考证
，

内

容相当丰富
。

����年秋
，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
、

丁声树
、

吴宗济
、

董同和
、

杨时逢等对湖

南方言作了普遍的调查
。

一共有七十五个调查点
。

大约是一县有一点
，

或县城或在某乡
。

这

次调查的成果由杨时逢整理成�湖南方言调查报告�
，
���� 年在台北出版

。

调查采用国际音标

记音
，

注重活的口语
，

运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
，

注意比较不同方言点材料的异同
，

探讨古

今语音的演变
。

这次调查对湖南来说
，

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方言的开创性的工作
，

无论从它的规模
、

方法
，

还是成果
、

影响来看
，

在湖南方言研究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年 �月长沙文印书局石印出版了李旦莫编著的�湘音检字》 。

作者虽未就湘音的具

体地点作出说明
，

但从全书所列字音分析归纳
，

可以看出本书记录的是长沙方言音系
。

本书借

鉴了中国传统韵书的体例
，

将湘音分为 �� 韵
，

每韵以所举代表字表示统领的音节
。

正文后的
“

湘音补遗
”
反映了假摄字和梗摄字等的文白异读情况

。 “
湘音国音差异之统系

”
列举了二十三

项差异
，

例如阳平送气与否
、 � 与 �

、
玮 的分混

、

尖团音的分合
、

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的分合
、
�与

� 的分混
、
习声母与鼻化音的有无

、

前后鼻音韵尾的分混等等
，

观察入微
，

概括全面
。

作者还特

地谈到了当时长沙语音中
“
被视为特殊之俗音

”

的一些问题
，

例如
“

唐谭不分
” ， “
杨言不分

”

等

�
本文曾在 ���� 年 � 月 �至 �日于桂林举行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届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

此次发表

时作了修改
。

鲍厚星
，

生于 ����年
，

湖北黄破人
。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著有 《东安土话研究》 、

�长

沙方言词典��合著�等著作
，

并发表过若干重要论文
。

陈立中
、

彭泽润
，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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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另外
，

本书主要记录读书音
，

去声只有一个
，

不分阴阳
。

�
�

� 湘方言地位的确立是方言研究逐步深入的必然结果 近代学者最先给汉语方言分

区的是章太炎
，

他把汉语方言分为 �� 类
，

其中湖南自为一种
，

而湖南的玩州与四川
、

云南
、

贵

州
、

广西合为一种
。

�见�章太炎文钞》卷二�这种分类虽然注意到了湘西地区说西南官话的事
实

，

但对湖南其他地区的方言状况缺乏清楚的了解
，

因而笼统地归为一类
，

�章氏丛书�中检论

卷五 《方言》又把汉语方言分为 �类
，

把湖南与河南自开封以西
，

汝宁
、

南防等处
，

及湖北沿江而

下至于镇江合为一种
，

显然与湖南方言的事实面貌相差很远了
。

后来黎锦熙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二系
。

湖南方言被分为东
、

西二部
�

东部与湖北东南角
、

江

西的南部归为江湖系 �西部与四川
、

云南
、

贵州
、

广西北部归为金沙系
。

�转引自王力《汉语音韵
学》第 ���页�这种划分也显然与现实状况存在较大的差距

。

直到 ����年赵元任为上海�申报��� 周年纪念印行的�中华民国分省新图》中所提供的语
言区域图把汉语方言分为九区

，

湘方言的地位仍未被确立
。

����年秋天的调查终于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湖南全省的方言
“
是相当复杂

”
的 �“ 一般人总

觉着长沙话就是湖南话
” ，

其实
， “

湖南话并不全是长沙话
。 ”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序�。

����年李方桂把汉语方言分成八区
， “
湘语

”
第一次被作为独立的一区正式提出

。

�原载

������� ���� �以〕� �
�

��一 ��
，

上海商务印书馆�赵元任也在�� 年代以后
，

对自己在 ����年提

出的九区说作了修订
，

把
“
湘方言

”
作为独立的一区

。

����� ��� ����
�。 ������� 尸����� ��

��
，
�����

���
� �����

，
����������

，
��� ����

，
�����

。

“
湘方言

”
地位的确立使人们能正视湖南方言内部的差异性

，

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
。

贰 以语音为，点的普查时期
�

�

�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普查 ����年 �月湖南省教育厅根据上级的指示
，

抽调 �� 个中

学教师
，

委托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负责培训
，

然后分散到全省各地进行汉语方言普查
。

他们调

查了 �� 个方言点以后
，
�月回到长沙写出调查报告 �� 个

，

学话手册 �� 个
。
����年以后

，

方言

普查工作由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负责
，

当时曾组织 �� 多个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调查了 �� 个方

言点
。

以后由彭秀模
、

曾少达两位专职老师进行补充调查
。

到 ���� 年 �月共调查了 �� 个地

点�当时有 ��个县
，

�� 个市�的方言
，

其中�� 个地点有同音字表
。

����年 �月石印出版了《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初稿�》 。

这个普查总结用了主

要篇幅对湖南方言的声调
、

声母
、

韵母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比较
。

编者根据多地方音特点的比较

和综合印象
，

把湖南方言分为三个区
�

第一区主要包括湘水流域和资水流域
。

一般有 �个或 �

个声调
，

去声分阴阳 �古浊音系统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保留得比较完整
，

部分地区浊音清化
，

不论

平仄
，

一律读不送气清音 �单元音韵母多
，

元音鼻化现象比较突出
。

第二区分布在湖南西北部

和南部一带
。

一般 �个声调
，

去声不分阴阳
，

入声一般归阳平 �古全浊声母清音化
，

平声送气
，

仄声不送气 �复韵母韵尾一般都完整地保存着
。

第三区在湖南东部形成一个狭长地带
。
一般

是 �个声调
，

有的多至 �个声调
，

去声一般不分阴阳
，

入声多保留
，

有的还有塞音韵尾 �古全浊

声母不论平仄均读送气清音 �复元音韵母枚县以北多
，

以南少
。

全书还有两个附录
�
其一是湖

南方言词汇
，

比较了全省各方言点 ��� 个词语的对应说法 �其二是湖南方言地图
，

包括分区参

考图 �幅
，

声调分析图 � 幅
，

声母分析图 �� 幅
，

韵母分析图 �幅
，

其他 �幅
，

共计 �� 幅
。

这次普查工作在语音的调查与分析比较上成绩突出
，

为湖南方言的分区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

应该说
，

它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

这份普查总结已经成为珍贵的具有重要文献
�

咬�
，

方 言



价值的湖南方言史料
。

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

这主要是对湖南各方言的了解不很平衡
，

对湘方

言和西南官话的了解比较多
，

对客赣方言和双方言区的复杂状况了解比较少
，

甚至还缺乏一些

调查
。

和语音调查相比
，

对词汇和语法的调查研究相对薄弱
。

�
�

� 普查总结报告以外的研究成果 杨耐思 ����年在�中国语文�发表的�临湘方言里的

动词补足语�
，

是比较早的研究湖南方言语法的论文
。
���� 年发表的唐作藩的�湖南洞 口县黄

桥镇方言》和向熹的《湖南双峰县方言��见 《语言学论丛》第四辑
，

上海教育出版社 ����年 �

月�是这个时期对单个方言进行全面描写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

����年第 �次出版的袁家弊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
，

对长沙
、

双峰等方言进行了全面的

概要分析
。
����年第 �次出版的袁家弊等著的�汉语方音字汇�收录了长沙

、

双峰两处方言 �

千多个字
。

���� 一 ����年还发表了一些方言与普通话语音比较的论文和著作
。

论文例如
�

李遇恩

《长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

周另吾�新化话与普通话的差别》 、

杨道经�湖南临湘方音与北京语

音的比较》 ，

刘径选 《岳阳南乡的土音》 。

著作例如
�
周铁铮 《长沙人学普通话手册》 ，

李仲平�邵

阳人怎样学普通话》 ，

罗柞韩《常德桃源人怎样学普通话》 ，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方言普查

组 《湖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

另外
，

这个时期杨时逢在台湾发表了《长沙音系》 、 《湖南方言声调的分布》 、

�湖南方言极常

用的词汇》 。

日本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湖南方言研究成果
。

叁 方言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随着�方言》的创刊 ，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成立
，

国家级课题任务

的带动
，

湖南方言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

���� 年底
，

湖南省语言学会成立文改与方言研究会
。
���� 年 � 月李永明

、

鲍厚星
、

胡正

微
、

伍云姬等参加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
。

当年年底召开了首届

湖南方言研讨会
，

此后每逢省语言学会举行年会
，

同时就举行方言研讨会
。
����年和 ����年

先后出版两本�湖南方言专辑》 ，

正式发表 �� 篇论文
。
����年湖南师范大学成立了湖南方言

研究室
。
����年湖南承办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

。

自 ����年起
，

湖南方言

工作者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
“
六五

” 、 “
七五

” 、 “

八五
” 、 “

九五
”
课题

，

为�中国语言地图集》
、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 《湘南土话》 、

�湖南南部方言调查报告》
、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

典��分卷本�
、

�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等国家级项目贡献了力量
。

湖南师范大学在八十年代初期

开设汉语方言专业硕士点的基础上
，

又在 ����年开设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点
，

同年招收了

第一批方言专业博士生
。

这一时期湖南方言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

�一�分区研究 ��二�单点研究 ��三�

专题研究��四�方言志编纂
。

�
�

� 分区研究 湖南境内是多方言地区
，

由于各方言相互之间的影响
、

渗透和特殊的历史

人文地理因素
，

方言的分布�特别是在那些边缘地带�呈现出复杂状态
。

有关湖南方言分区的

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

这一时期出现的关于湖南方言分区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
�

杨时逢在�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把湖南省的汉语方言�材料为 �� 个点�分为 �区
，

作者认为
，

第一区是
“
典型的湖南话

” ，

第二区
“
大都跟第一区差不多

” ，

第五区
“
很像西南官话

” ，

第三
、

四区作者指出都有官话
、

土话并存的局面
，

情况较为复杂
。

其作法是
“
把某一处的方言特

点归纳起来
，

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
�

肖
、 ，

声调的类别
，

音韵特点
，

开合 口及词类等区别
，

来作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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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 。

分区结果学术界一般认为与湖南万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出入
。

日本学者迁伸久在 《湖南诸方言内分类 巴分布—全浊声母变化 忆基 �初步的试再 》
������中利用杨时逢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的材料 ，

以单一的语言特征将湖南汉语方言分为四

种类型
，

即江西型湘方言
，

北方型湘方言
，

老湘型湘方言
，

新湘型湘方言
。

周振鹤
、

游汝杰在�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中也是根据杨时逢�湖南方言调
查报告�的材料进行分区的

。

他们参照数学上的集群方法
，

先找出各方言点之间方言特征的接

近程度并初步分区
，

然后再参考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进行局部调整
。

他们

把湖南方言划分为五个片
�①西南官话片②湘语北片③湘语南片④赣客语片⑤混杂方言片

。

李蓝的�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关于湖南方言的分区仍以杨时逢的�湖南方
言调查报告》为主要依据

，

采用一种
“
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

” ，

即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
，

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
，

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
，

从三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

母
、

韵母
、

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
，

然后把湖南境内的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

三个代表点相比较
。

据此
，

把湖南方言归纳为五种类型
�
湘语型方言

，

赣语型方言
，

西南官话型

方言
，

混合型方言
，

独立型方言
。

鲍厚星
、

颜森关于湖南方言分区的意见开始发表于�方言》����年第 �期
，

曾把湖南方言

分为 �区
�①湘语②赣语③客家话④江淮官话⑤西南官话⑥乡话

。

后来在�中国语言地图集》
正式出版时

，

原
“

江淮官话
”

的
“
常鹤片

”
改属西南官话范围

。

我们对湖南方言的分区
，

基本上赞同鲍厚星
，

颜森 ����年提出的六区说
，

对湘西一带部分

市县的方言系属再作一些调整
，

即把吉首
、

保靖
、

花垣
、

古丈
、

沉陵等地方言划入西南官话
，

辰

溪
、

沪溪
、

淑浦三县方言仍留在湘语范围内
，

单独为一片�详见�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前言
“
湖南

汉语方言概况
”
�

。

我们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基于以下几点
�

①调查的方言点有了变化
。

已经不是 �� 个点�杨时逢�
，

也不是 �� 个点�普查总结�
，

而是

上百个点了
，

这大多因为行政区划有了新的变动
，

或者是出现了以往分区中未曾揭示的空白

点
。

我们对这些都逐一进行了调查
。

②对原有的点尽可能地进行了实地核对
。

我们认为既要重视过去分区的成果
，

又不要囿

于成说
。

一旦发现需要进行修正的地方就给以修正
。

比如岳阳
、

安化
、

隆回
、

绥宁
、

洞 口
、

平江
、

浏阳
、

茶陵
、

枚县
、

部县
、

安乡等十来个县市的方言都不宜于单一地划入某一方言区
，

而需分别

情况划分
。

③本省各地的方言工作者熟知当地方言的特点和一些难以从文献中了解到的历史人文因
素

，

他们对我们的分区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

�
�

� 单点研究 经历了五十年代的方言普查工作以后
，

学术界对普查的材料及其成果已

经感到不满足了
。

对一个个方言代表点的语音
、

词汇和语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

逐渐被

人们重视
。

于是一批单点研究的专著先后应运而生
。

从 ����年到 ����年
，

这一期间陆续出版了下列著作
�《衡阳方言��李永明，

湖南人民出版

社
，
�����

、

��陇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李永明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

�华容方言志�

�吴泽顺
、

张作贤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

�常德方言志��李永明
，

岳麓书社
，
�����

、

�长沙方

言》�李永明，

湖南出版社
，

�����
、 《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

�湖南

安乡方言》�应雨 田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安仁方言》�陈满华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
，

�����
、

�资兴方言》�李志藩 ，

海南出版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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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衡阳方言�的出版 ，

是第一次为湘语提供了有代表意义的专著
，

也是本世纪第一部对

湖南一个单点方言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
。

研究员黄雪贞的�江永方言研究�是国家
“

七五
”
社科

规划重点项 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成果之一 ，

全书对江永方言的语音
、

词汇和语法作了详细的

纪录和描写
，

与上述李永明的�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研究》都是研究湘南土话的重
要的代表作

。 《湖南安乡方言》是应雨田长期潜心研究的成果 ，

成为了解湖南境内西南官话的

重要著作之一
。

推动单点研究使其形成强劲势头的是 ����和 ����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集中推出的
“
湖

南方言研究丛书
” 。

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在为丛书所作的序中说
�“
近年来方言著作出版的

多了
。

就各县�市�的方言志而论
，

山西省已经出了三十几种
，

山东省已经出了十几种
。

现在湖

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持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
。 ”
丛书的筹划工作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的热心关注

、

具体指导和湖

南教育出版社的全力资助
，

并被列入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的课题
。

这套丛书包括
�《浏阳方言研究��夏剑钦 ，

�����
、

�益阳方言研究��崔振华
，
�����

、 《东安土
话研究��鲍厚星

，
�����

、

�邵阳方言研究��储泽祥
，
�����

、

�常宁方言研究��吴启主
，
�����

、

�祁

阳方言研究��李维琦
，

�����
、 《新化方言研究��罗听如 ，

�����
、 《常德方言研究��郑庆君 ，

�����
、

�玩陵乡话研究》�杨蔚 ，
�����

、 《涟源方言研究》�陈晖 ，
�����

、

�宁远平话研究��张晓勤
，

�����
、

�长沙方言研究》�鲍厚星 、

崔振华
、

沈若云
、

伍云姬
，
�����

、

�宜章土话研究��沈若云
，

�����
、

�淑浦方言研究》�贺凯林 ，

�����
、

�衡山方言研究��彭泽润
，

�����
。

此外
，

湖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了�韶山方言研究》�曾毓美 ，
�����和�岳阳方言研究��方平权

，
�����

，

也可列入丛

书
。

可以说
，

丛书的架构颇具规模
。

它不仅内容丰富
，

语料翔实
，

而且在选点上注意覆盖湖南

各种方言类型
，

使全套丛书成为能够反映湖南方言基本面貌的一个有机整体
。

丛书的布局是
，

主体为湘语�选了长沙
、

益阳
、

衡山
、

邵阳
、

涟源
、

新化
、

祁阳
、

淑浦等点
，

长益片
、

娄邵片和辰淑片

均有反映�
，

官话和赣客作
“
西翼

”
�选了常德和浏阳

、

常宁
，

点虽不多
，

却具代表性�
，

土话和乡话

给以适当突出�选了东安
、

宁远
、

宜章和沉陵 �点
，

湖南土话和玩陵乡话都是�中国语言地图集�

中未分区的非官话
，

为学术界所特别关注
，

因而有所突出�
。

《湖南方言研究丛书�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湖南方言研究的成果 。

丛书与其他方言著作交

相辉映
，

相得益彰
，

使整个湖南方言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

因此
，

它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鼓

励
，

张振兴先生赞扬它为
“
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
�光明日报

，
����一��一����”

，

并指出
“
湖

南已经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

湖南师范大学已经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中心之一
”

��韶山方言研究�序
，
�����

。

�
�

� 专题研究 这一时期的方言研究的特点是
“
向纵深发展

，

向全面推进
” 。

单点研究是

一个方面
，

另一方面是各种专题的研究
，

这多数是论文形式
，

也有一部分专著
。

为了说明的方

便
，

可以概括为语音研究
、

词汇研究
、

语法研究及其他研究
。

� 语音研究 对于方言研究来说
，

语音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 “
语言构造是有规律

的
，

语音构造的规律尤其明显
。

语言是变的
。

语言演变是有规律的
，

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十分严

格�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比较语言学的基础�
”
�李荣�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

方言词汇语法的研究都要以方言语音为依托
。

首先是关于方言音系的描写研究
。

仅仅在 《方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有 �� 多篇
，

例如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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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邵阳方言音系》 、 《湖南城步�儒林�方言音系��鲍厚星�
、 《湖南江永方言音系��黄雪贞�

、

《湖南娄底方言的同音字汇》�李济源 、

刘丽华
、

颜清徽�
、 《湖南桃江�高桥�方言同音字汇��张盛

裕
、

汪平
、

沈同�
、

�桂东方言同音字汇》�崔振华�、

�湘潭方言同音字江��曾毓美�等
。

其他刊物发表的这类研究影响较大的有
�《湖南沪溪瓦乡话语音》�王辅世�、

�南岳方言的

语音系统及其来源》�郭锡良 �����
。

�

王辅世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 目
，

引来了关于乡话�或瓦乡话�的进一步调查

和研究
，

鲍厚星
、

伍云姬的�玩陵乡话记略�������和杨蔚的�沉陵乡话研究》������是这一研究
的补充与发展

。

其次
，

关于方言语音突出特点
、

新老差异
、

文白异读等方面也出现了一批论文
，

例如 《益阳
方言的边音声母��陈蒲清 �����

、 《湘方言中的舌面前塞音声母 》�钟隆林 、

胡正微
、

毛秉生

�����
、

�长沙方言的新派与老派��鲍厚星 �����
、

�长沙方言去声字的文白异调��江额 �����
、

�来阳方言的文白异读》�钟隆林 �����
、

�冷水江方言的文白异读��李亭玉 �����等
。

建立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是中国语言学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

它因此而被纳入
“
九五

”
国

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

音库计划收录 �� 种汉语方言音档
，

每一个地点方言的音档都有一

盒录音带
，

包括语音系统
，

常用词汇
，

构词法举要
，

语法例句
、

长篇语料 �部分
。

并附有本区方

言记略和所录方言概述以及同音字表
。

湖南承担了两项
，

即�长沙话音档》�鲍厚星 ����
�

��
、

�湘潭话音档��曾毓美 ����
�

���
。

湖南省公安厅根据语言识别工作的需要
，

在 ����年聘请专家培训方言调查骨干
，

经过数

年调查
、

整理
、

审订
，

终于在 ����年 �� 月正式出版了�湖南汉语方音字汇�
。

该书从湖南各种

方言中选出 �� 个代表点
，

每个点选用 ���� 个字比较
，

正文前有各点方言音系简介
。

� 词汇研究 词汇研究是方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八十年代初期由湖南省方言研究

会主编的两本�湖南方言专辑�所发表的�� 篇文章中有四分之一是关于词汇研究的
，

例如�长

沙方言词汇》�向方炎�、

�来阳方言词汇》�钟隆林�、

�双语区的宁远方言词汇��李永明�
、 《平江

方言词汇��张胜男�等
。
���� 年收单词和短语 ����� 条左右的�衡阳方言词汇��李永明�出

版
。
����年�方言》�、

�
、
�

、
�期连载了�湖南娄底方言词汇》�颜清徽 、

刘丽华�
，
����年�方言�

�
、
�

、
�期连载了�湖南江永方言词汇��黄雪贞�

。

有的文章把方言词汇比较和方言分区结合起来
，

例如�方言词汇比较与湖南方言分区》�鲍
厚星 �����

。

日本学者迁伸久 ����年出版了�湖南省南部中国语方言语汇集》
。

在前面说的 �� 多部单点研究的专著中包含了大量的方言词汇材料
。

，’�又五 ”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种分卷本的出版是我国语言学界的

一件盛事
。

湖南完成了其中的两部
�《长沙方言词典》�鲍厚星 、

崔振华
、

沈若云
、

伍云姬 ����第

一版
，
����第二版�

、

�娄底方言词典》�颜清微 、

刘丽华 ���� 第一版
，
����第二版�

。

作为分卷

本词典都必须服从统一的规划
，

内容分为三部分
�

主体是词典正文
，

前面有引论
，

后面有义类索

引与条 目首字笔画索引
。

都要求为综合本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准备条件 ，

并充分反映本方

言的特色
。

目前正配合这部大词典的第二期工程
，

即 ���� 万字的综合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

典�
，

做好规定完成的有关工作
。

� 语法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性不亚于方言语音和词汇的研究
，

但较长时期以来湖

南方言研究中的语法部分是一个薄弱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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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两本�湖南方言专辑�为例
，

�� 篇文章中属于语法方面的只占 �篇
，

其中李永明
、

张大

旗
、

崔振华各占 �篇
。

李永明是�长
、

衡方言中某些有特色的形容词�
、

�衡阳方言人物称谓的词

及其构词标志》 ，

张大旗是 《湖南临武话的一些语法特点》 、 《长沙话的特殊语序现象》 ，

崔振华是

《长沙方言中的 “
起

” 》 ，

�益阳方言的儿个词缀》 。

�方言》上发表的关于湖南方言语法的文章较少 ，

只有下列几篇
�《长沙话 “

得
”
字研究》�张

大旗 �����
、

�嘉禾土话
“
一

、

二两
”
的读音及用法��谢伯端 �����

、

�娄底方言的两个语法特点�

�颜清徽
、

刘丽华 �����
、

�长沙方言的动态助词��伍云姬 �����
、

�湘潭方言的代词 》�曾毓美
�����

。

其中《长沙话 “
得

”
字研究》影响较大 。

全文共分七个部分
�
引言 �“ 得

”
用作结构助词 �

“
得

”
用作助动词 �“ 得

”
用作介词 �“ 得

”
用作动态助词和形容词 �“ 得

”
用作语气助词 �“ 得

”
用作构

词成分和衬字
。

全文长达 �万 �千多字
，

是�方言�上少见的长篇论文
。

该文之后还加有 ���

字的编者按
，

其中指出
�“
长沙话轻音节

‘

得
’ 【

�

�司的语法功能十分纷繁
，

显然代表好几个不同

的语素
。

本文按照
‘

得
’ 【

�

�习字的分布和功能初步归纳为若干类
。 ”

�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和第五期������先后发表了�鄙县客家话的语法特点》�周
定一�

、

�常宁方言的语法特点��吴启主�
。

前一篇在词法方面
，

谈了名词词缀的特点和使根词

生动化或强化的几种语音附加成分
。

在句法方面主要是谈助词的一些用法
，

也包括个别副词

和个别句式的特点
。

后一篇在词法方面
，

记述了该方言词类系统的特点
。

在句法方面从语序
、

句型
、

句式
、

句类等几个方面记述了该方言的某些突出的特点
。

还必须看到
，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多部单点专著中
，

都把语法研究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

从构词法
、

句法
、

虚词等多方面来进行研究
，

同时还提供了丰富的语料
。

比较突出的例如 《衡阳
方言》 、 《安仁方言》 、 《益阳方言研究》 、

�常宁方言研究》 、 《常德方言研究》 、 《新化方言研究》 、 《长
沙方言研究》 、

�衡山方言研究�等
。

胡明扬在�安仁方言》序中指出 �“
如果说现代汉语语法几十

年来这么多人一直在研究还有不少问题没有研究清楚
，

那么方言语法研究就更不可能要求一

个人一次就研究清楚
。

我认为
，

只要能如实描写
，

多提供例证就可以了
，

怎样分析
，

怎样解释
，

允许不断修正
，

不断深入
。 ”

伍云姬关于
“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

”

的构想有独到之处
，

她认为
“
不管是从地理语言学

、

类型

学的角度
，

还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

湖南方言的语法研究都是不应忽视的
。

湖南集湘
、

赣
、

客等方言于一地
，

正好处于南北方言的中间地带
。

要解释某种句式或某种语法现象的断代

差异或历史变迁
，

常常要借助这个中介
。 ”
该系列得到了湖南方言工作者的热心支持

，

目前计划

出版 �集
�

第 �集《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年已经出版�，

第 �集《湖南方言的介词 》�����

年已经出版�
，

第 �集�湖南方言的代词�
，

第 �集�湖南方言的语气词�
，

第 �集�湖南方言的语

序和句式》 。

正在编写或出版中
。

画 其他研究 �� 年代湖南省及各市
、

县纷纷成立了专门的地方志编纂机构
。

各级地方

志编纂部门对方言志的编写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

有的从大专院校
、

科研单位聘请方言学专家

学者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
，

编写方言志
。

到 目前为止
，

各市
、

县志都已基本完成编纂出版

工作
。

在这些志书中都有
“
方言志

”
的内容

。

方言在这些志书中或为独立的一卷或与风俗
、

民

情
、

宗教等合为一篇
。

它们大多用国际音标记录
，

不少方言志注重境内方言的分区
、

比较
，

例如

《常德地区志
·

民俗志
·

方言志��罗柞韩�
、

�浏阳县志��夏剑钦�
、 《衡山县志��毛秉生�、 《湘潭市

志��曾毓美�
、

�零陵县志��彭泽润�等等
。

有的还有语法特点分析和标音举例
，

个别的还附有
“
次方言区示意图

” ，

例如 《桂阳县志》 。

有的用汉语拼音将就记录语音
，

价值不大
。

各市
、

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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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
“
方言

”
部分虽然体例上参差不齐

，

篇幅长短不同
，

编写人员情况也不同
，

但是它们无疑

是研究湖南方言的重要成果
，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方言志中也有以专著形式单独出版的�见前面�
。

由李永明
、

鲍厚星共同主持即将出版的

�溉南省方言志》
，

凝聚了湖南省内一批方言研究学者多年的心血
。

全书篇幅达 ��� 多万字
，

分

吩汀言
” 、 “
概述

” 、 “

湘语
” 、 “

西南官话
” 、 “
赣语

” 、 “
客家话

” 、 “
土话

、

乡话
” 、 “
湖南各方言点声调字

对照表
” 、 “

湖南各方言点单字音对照表
”
和

“
湖南各方言点词汇对照表

”

等十个部分
，

采取重点

与非重点结合的方法
，

对 �� 个重要方言点的概况
、

语音系统
、

常用词汇
、

语法特点等进行了较

为详细的叙述
，

对 ��� 多个县市方言点的声调
、

单字
、

词汇材料进行了比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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