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投稿

  
全部

学术快讯 | 成果介绍 | 书评 | 社会服务 |  

首页 管理 资讯 观点 机构 会议 项目 奖励 统计 专栏 在线期刊 论文在线 项目成果库 学科导航 常用速查 留言板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资讯 成果平台 书评

填补汉语历史方言研究空白之作—— 读《宋代四川语音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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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以来，汉语语音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由通史向断代史发

展；二是由通语向历史方言拓展。目前，汉语方音史的研究是汉语历史方言研究的重要阵

地之一。就宋代而言，学术界已对大北京地区、山东、河南、江浙、闽、赣、湘等七大地

区的方音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而地处西南的四川语音尚未见全面系统的研究。复旦大学

刘晓南教授完成的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著作《宋代四川语音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宋代四川》），则恰好填补了这项空白。

该著作凭借扎实的语言材料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表达出独到的学术观点并显现出求实的学

术风格。

  扎实的语言材料。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共同构成了《宋代四川》扎实的语言材料。该

书选取宋代巴蜀文献或与巴蜀相关的文献数百种，这些历史文献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四川文士的诗、词、文用韵材料，这是研究宋代四川语音的主体材料。其中词韵部分采用

上世纪80年代著名音韵学家鲁国尧先生《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研究》的成果，因为此

成果完全可代表宋代词韵的概貌；刘晓南教授则穷尽考察了四川诗、文用韵，他从《全宋

诗》、《全宋文》这两部收集宋代诗、文作品最全面的总集中穷尽搜集出宋代四川文士

465家、诗作22249首、有韵之文1997篇，共计32437个韵段。第二类是宋代及先宋文士笔

记小说、诗话词话、经传注疏、史传谱志等材料，这是研究宋代四川语音的重要旁证材

料。这两种材料构成了考明宋代四川方音的历史语言材料。除此之外，语言材料还包括现

代方言尤其是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它们是研究宋代四川方音的现代语言材料，这是运用

历史比较法考证古代语音的基础材料。

  科学的研究方法。该书充分地发掘、占有文献，进而穷尽文献语料，同时根据语言学

与方言学的知识来判断文献中的古代方言信息。该书始终贯穿“新二重证据法”，在具体

研究中还运用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操作原则，如诗、词、文用韵往往涉及3个以上韵

部的通押，这一类押韵组合的处理较为棘手，将其视为其中任何2个韵部的通押都不合

适，为此，该书特设“复杂的跨部通押”这一押韵条目，专门讨论此类通押，并且其将大

致分为“显性复杂通押”和“隐性复杂通押”两种情况。

  独到的学术观点。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宋代四川》全书洋溢着创新的氛围，诚如鲁

国尧先生所言：“这是一本原始创新的书。”该书首次全面地描写了宋代四川地区语音概

貌，并进行了与当时其他地区方音的横向比较与先宋以及现代四川语音的纵向发展的探

讨。更重要的是，该书揭示并论证了“闽蜀相近”和“四川方言的历史断层现象”两个西

部方言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这成为了该书最大的创新点和最出彩之笔。“闽蜀相近”即

宋代四川、福建二地的方音相近，这一观点是通过与已有宋代大北京地区、山东、河南等

七大地区的方音研究成果作“存否”、“同异”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同时，将宋代四川

方音与现代四川方音作比较，却有惊人发现：两者相似度非常低，究其原因，应该是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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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乱使原来的四川方言逐渐消失，因此，四川方言在这一阶段出现历史断层。这些发现

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求实的学术风格。《宋代四川》秉承清代朴学的优良作风，注重语言材料的穷尽搜集

和整理，坚持“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例不十，法不立”等重要学术原则。如潼川府

释亮诗作阳声韵“关”押入阴声韵“沙花遮”，这与现代四川方音前鼻尾弱化的方言特征

相对应，但是由于此例为僧诗，僧诗用韵不太严谨，再加上此为孤例，因此，该书认为

“据此一例就确定此种用韵为现代四川方言前鼻尾弱化的源头为时尚早”。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江浙吴音研究”负责人、湖南邵阳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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