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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学术界纷纷对各自领域近一百年的历程做出总结，并以专书的形式出版，这
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在汉语史研究方面，有关的著作至少有三部，它们是《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许嘉璐，1996)、《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刘坚，1998)和《二十世纪的古汉语研究》(严修，2001)。
但稍感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对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的中古汉语的研究成果所给予的关注，与中古汉语
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并不完全相称。
 　　在上述背景之下，2000年10月的金秋时节，中古汉语研究领域的同行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首届中
古汉语学术研讨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回顾总结已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古汉语研究成果，并为新世纪的学
科发展提出展望。
几乎所有在这一领域做出成绩的学者都参加了会议，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显示了中古汉语研究队伍
的蓬勃生机。
 　　正是在这个会议举行期间，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的张万起先生委托我继方一新和王云路教授选
编的《中古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之后，编辑《中古汉语研究》第二集，并就收录范围等做
了交待，即延续第一集的体例，以收录已往发表过的优秀论文为主，同时选录少量会议论文。
现在献给大家的就是三年来工作的结果。
 　　尽管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中古汉语的分期还是一个在选编时不得不涉及的问题。
简要而论，东汉作为汉语中古期的上限似乎没有太多的异议，但相比起来，下限就不同了，可谓聚讼
纷纭：从严者到隋以前，从宽者到唐以后，一般读者可能会有点儿无所适从。
 　　在理论上，分期应当主要依据语言的内部特征。
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等到研究清楚了这些特征以后再分，而是先根据已有的知识分了再研究；然
后再根据新的研究对已往的意见加以修改。
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往复循环，逐渐接近事实。
中古汉语的分期也是如此。
在现阶段，系统的中古汉语研究刚刚起步，分期的最大意义在于方便研究者进行更细致的工作。
因此，学术界在分期方面出现分歧是正常的，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这一方面，近代汉语研究领域近些年的一些变化很值得注意。
有些学者将近代汉语的上限由晚唐五代向前推至中唐甚至初唐，更有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入魏晋。
这不但没有影响中古和近代的相对独立，反而促进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论文集对于中古汉语的界限的把握即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我们注意到在语音、语法和词
汇三个方面不能“一刀切”，同时也不要求作者的意见必须一致。
 　　根据内容，这个论文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正文，共收入文章19篇，包括：一、回顾总结，二、专题研究，三、学术评论。
二是附录，收入中国内地和日本学者所编的中古汉语研究论著目录2篇。
以下将正文部分的编辑旨趣略作介绍，以便阅读。
 　　回顾总结。
共收入5篇文章，都是作者撰写的专稿，初稿大都在首届中古汉语学术研讨会上做过交流，收入时作
者进行了增补。
虽然我们并不奢望这几篇文章能够对已往的研究成果做出全面完整的总结，但相信它们能够适当弥补
前边提到的缺憾，让整个学术界看到我们的成绩。
 　　专题研究。
共收入12篇文章，分为语音、语法、词汇(语义)和语言接触四个专题。
总的来说，这些文章大都具有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特点，在描写的同时，还或多或少地有些抽象的说
明或解释。
这应当是今后中古汉语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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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重要原因，但在已往的汉语史研究中措意不够。
设立这样一个专题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学术界更多关注。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佛教文献语言的研究是近二十年中古汉语研究的一个热点，其成果理应有更多的
反映，但我们已经在着手编辑《佛教汉语研究》的论文集，相信可以更加集中地展示这方面的成果，
故将这里的篇幅更多地留给其他专题。
 　　学术评论。
收入2篇文章。
学术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严肃的学术批评。
但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学术批评，似乎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我们以为，真正的学术批评，应以促进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为宗旨，是善意的、积极的。
因此，学术批评应将鼓励科学创新，反对平庸作为核心，批评者不但要勇于“挑”出被批评者的缺点
和错误，更要善于发现他们独到的优点和长处。
有的时候，后者更难。
然而，就已往的学术评论来看，反对那种以相互吹捧为目的的伪学术批评，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基于这样的认识，入选的两篇文章或可一读。
 　　坦白地说，现在的内容与我最初的设想有一点距离。
大约在十年前，美国学者罗杰瑞和柯蔚南教授发表了题为《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的文章，
对高本汉以来的汉语历史语言学传统作了尖锐的批评，在海外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不久，蒲立本教授以《和：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主要依据》的文章做出了认真的回应。
方法论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原来计划将这两篇观点对立的文章放在一起，同时加上丁邦新教授的讨论文章构成一个专题，以期
对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有所帮助。
然而，这个专题最终因为篇幅的限制被取消了，让人感到无限的遗憾。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不知道选编一个论文集会比自己写一本书还要难上好几倍。
这样的感觉并非来自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仔细阅读那些心血之作，而是来自一种心理上的矛盾：明
明知道有些更优秀的文章会由于自己的偏见而不能入选，却仍要为之。
敬请读者原谅。
 　　最后，感谢海内外同行的支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信任，感谢责任编辑。
祝愿中古汉语的研究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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