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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语言学的基础性工程

王宏宇

院重大课题“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进展顺利  
我国语言学的基础性工程  
 

     
     
    我院语言研究所2002年立项的院重大课题“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以张振兴为总课题主持人，由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振兴、熊正辉和民族学与人

类学研究所副所长黄行研究员分别主持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两个研究部分。该课题是在1987年我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基础上，新编的一部《中国
语言地图集》，并且把濒危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和编制新地图集结合起来。课题将以大型彩色地图的方式反映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状况，尽最大努力对我国濒危语言和

方言进行一次基本调查，永久性地保存其基本语料。课题组2006年2月推出第一阶段研究成果，计划2008年完成预定的研究任务，完成并出版新的地图集，包括80幅大型彩色地图，80
万字的地图文字说明，约300万字的《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报告》，和一个中国语言与方言数据库。 
     张振兴介绍说，濒危语言方言的调查研究是课题的重点。目前，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世界语言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经初步调查，世界上现有6000多种语言，

在21世纪将有大部分语言或方言陆续失去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优势方言。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的消失将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死亡，这是人类财
富的巨大损失。濒危语言或方言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境内有很多语言和方言也已处于濒危状态，对这些语言和方言进行保护性的调查研究，是我国语言学家义不容

辞的责任。编纂一部新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课题的另一个重点。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获得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但该地图集出版至今已20年，据不完全统计，有

关晋语研究的论著1987年以前约27种，1987年至2002年论文增加到287篇，专著50多种。有关平话研究的论著1987年以前只有7篇，1987年至2004年增加了20倍，约156篇，专著有

4种。有关土话的研究1987年以前，几乎不为人所知，1987年至2004年，论文达到178篇，专著有7种。1987年以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中国语言学迫切需要有一部新的语言
地图集，反映中国语言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展示中国语言和方言的统一性和分歧性特点。 
     课题组在第一阶段工作期间，汉语方言部分的研究人员分别在内蒙、辽宁、河北、山西、甘肃、新疆、广西、四川、湖南、贵州、海南等省区的大约230多个县市旗内进行了方言补充

调查，耗时210多个工作日。少数民族语言部分的研究人员在四川、云南、广西、内蒙、黑龙江等省区，进行了大约105天的田野调查。这些调查获取了大量新鲜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

的资料。同时，课题组还整理了一批文献资料，如250多种汉语方言岛的分布以及有关资料；120多个地点汉语方言特征字音的有关资料；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描写性语言调查研究文

献；4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资料；55个少数民族历年人口资料；150多个省、地、县级有少数民族分布的行政区划地理资料等。课题组调查的侧重点是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
综合调查。在濒危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方面，已经调查了军话、站话、正话、乡话、九姓话、畲话、蛋家话等七种方言。其中军话、站话、正话已出版调查报告，这三种调查报告的总字

数大约150万字。在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已调查了满语、畲语、拉珈语（瑶族）、土家语、阿侬语（怒族）、西部裕固语（裕固族）、尔苏语（藏族）、赫哲语等八种语
言。其中阿侬语、西部裕固语研究报告也已正式出版。 
     该课题已经取得很多重要突破。以汉语方言部分为例，一是增加了新内容，纠正了某些语言事实的偏差。与1987年版相比，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增加了新的图幅、新的内容，纠

正了某些语言事实的偏差。新图集汉语方言总图幅达到35幅，1987年图集是16幅。新图集还增加了包括台湾省的汉语方言等10幅行政区划方言图；5幅方言分区图。新的图集增加了

100多处新鲜的内容。如各个方言区的总体特征的描写和分析；方言岛的大致分布；内蒙、四川西部等新调查地区方言等。二是充分体现了20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水平。20年以来，汉
语方言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高的研究水平要在新编地图集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比较完善地修正
了原来的分区和分类。如新疆取消北京官话；上海市的方言独立成为吴语的一个小片；原来一部分韶关土话划入客家话等。这一类的修正多达四五十处。尤其是新图的文字说明，比较充
分、客观地反映学术界对一些问题的不同意见。如晋语图及说明、平话土话图及说明、徽语图及说明等。少数民族语言部分同样有很多突破和创新。三是绘图技术做到自主创新，优良研

究资源得以整合利用。1987版《中国语言地图集》绘图由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专业绘图师绘制而成，新编地图集则完全由课题组自主完成。 
     有评论认为，该课题的研究，无论是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还是濒危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都是一项语言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同时又是一项语言学的前沿研究。更加重要的
是，这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它把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融合在一起，这是多学科研究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在我国的国情调查、资源调查中占有重要位
置。该研究成果体现了基础性研究和前沿性研究的良好结合，在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方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 
     张振兴就课题的下一步工作重点作了展望，他说，第二阶段的工作要绘制5幅全国语言和方言的总图，包括中国语言分布图、中国汉语方言分布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等，这是
一项工作量很大的综合性和技术性研究工作。同时要完成所有地图的文字说明定稿，特别加强第一阶段草图中的薄弱部分，进一步做好实地的语言调查和材料核实。同时做好地图集和濒
危语言方言的出版工作，建立中国语言方言的数据库，为繁荣我国的语言学术研究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王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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