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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必须从共时的内外比较人手，归纳区内的各种类型，再和周边方言比较其异
同，然后在汉语语音吏方面分析其历史层次。
因此，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实际上就是方言语音的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
本书是就一个大方言区进行这种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虽然讨论的只是声母的历史层次，其实在许多方面已涉及韵母和声调的特征。
因为声母的分合和演变常常是以韵母、声调为制约条件的。
不仅如此，讨论声母的历史层次势必还会牵连到词汇的特征，关系到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常用词和非常用词、方言固有词和通语用词、口语用字和书面语用字等等，也常常成了不同语音历史
层次的取决条件，而方言历史背景对于理解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来说，有时，是不可缺少的。
本书关于赣语声母历史层次的研究方法是遵循内外比较、历史分析、关照系统(声母、韵母和声调的语
音系统和语音、词汇的系统)，并且联系了语言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外部关系，因此，所做的分析是有说
服力的，也可以使人们得到关于赣方言的整体特征的认识。
可见，研究方法对头了，分析问题就会有新的突破，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升华。
    除了方法科学，本书的成功还在于作者下足了功力。
在讨论每个声母现象的时候，本书都能尽量不遗漏地罗列已有的赣语调查材料，努力进行类型归纳，
做到言之有据。
同时也尽量不遗漏地查检历来学者们的有关分析结论，认真加以比较、权衡和评价。
在材料方面，作者从1987年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就一点一点地调查赣方言，后来参加我们所主持的《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这个研究项目，赣方言点大多是他参与‘或独力到实地调查的。
从那时到本．书成书，真可谓是十年磨_剑，其中甘苦不言而喻。
所以，本书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这十几年的积累。
在理论方面，作者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努力做到不论巨细，一一检验。
对于初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忽略，对于大专家的结论也敢于提出质疑，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发掘材料和检验理论这两方面的功力，要寻求突破是艰难的。
    本书对于赣语声母的历史层次的研究上有哪些突破，当然还有待于各方面的专家们审核。
无需在这一篇序文里一一提出。
但是，由于我们始终都参与并关注这项研究，还是有不少感触的，希望专家和读者能仔细披阅，多加
发掘。
这里只就若干较为重要的课题提个头，供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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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禹征三苗后，史籍上“三苗”的名称不见了，在南方代之而起的是越族。
从来源上看，越族可能是苗蛮的后裔。
关于其活动范围，《吕氏春秋·恃君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
”《汉书·地理志》说得更具体一些：“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
”学界一般都同意林惠祥（1936：111）的观点：“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
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
”可见，自夏以后，江西地区的居民应为越族。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至青铜时代，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器文化，为古代百越族物质文化遗存。
从江西境内180余处已发掘的商周文化遗址来看，基本上各处都有几何印纹陶出土。
如被认为是中国南方地区考古学重大成果之一的江西吴城商代文化遗址，共出土文物900余件淇中就包
括大量几何印纹陶，纹饰特别丰富。
根据彭适凡（1992：95）的研究，吴城遗址大量出土文物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说明它不可能是中原商
民族的文化，“而应是与中原商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古越族的文化。
”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说明，夏商西周时期，江西地区的居民为百越民族，所以，当时通行于
江西地区的语言也应是非汉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古越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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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必须从共时的内外比较人手，归纳区内的各种类型，再和周边方言比较
其异同，然后在汉语语音吏方面分析其历史层次。
因此，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实际上就是方言语音的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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