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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分特稿、语音、方言、语法语用、词汇认知等几
个部分，共有《论天津话的源流》（曾晓渝）、《汉语北京话疑问句语调的起伏度》（王萍，石锋）
等24篇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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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主编马庆株、石锋。
马庆株，南开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
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学术委员，《汉语学报》、《汉语学
习》、《东方语言学》编委，《现代语文》、《语言应用研究与教学》顾问，多所高校客座或兼职教
授等职。
石锋，南开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会理事，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
曾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议专家。
世界汉语教学中心列为中国当代语言学家。
现在应聘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为大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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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一代巨匠——深切怀念吴宗济先生　稿约  　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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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 观点之二：天津话的底层是冀鲁官话，后受北京、东北、胶辽官话影响王临惠、蒋
宗霞、唐爱华最近（2009：45-50）认为“天津方言来自淮北平原的宿州、固镇一带的方言的说法证据
不足”，作者通过安徽宿州、固镇方言的田野调查并与天津话语音进行比较，同时查阅相关的历史文
献，得出结论：“天津方言的底层是冀鲁官话，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北京官话、东北官话、胶
辽官话的影响。
”文章的具体理由如下（王临惠等，2009：46-50）：（1）天津话的声调格局与宿州话没有血缘关系
；（2）天津话知系声母读音老派同东北话官话和固镇方言，新派属东北官话的长春型；（3）天津话
宕江摄入声字的文白异读与冀鲁官话、北京官话的同步发展，其底层不可能是淮北平原的方言；（4
）明初洪武年间安徽淮北一带人口稀少，根本就没有向外移民的条件；永乐初天津三卫戍卒的来源并
无文献记载。
就基本研究方法而言，上述两种代表性观点都是经过历史文献的考察、天津话与安徽宿州话语音的比
较而得出来的，但是结论却相对立，问题在哪里呢？
第一种观点“天津话源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淮北方言”（李世瑜、韩根东，1991）发表时间较早，
影响比较大。
但是，用以支撑文章观点的明初人口、来源等理由仅是依据传说，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再者，作者
仅凭语感认为天津话与宿州话是同一方言，缺乏细致的语言分析，且未提及天津话与宿州话的入声归
派规律明显不同等差异，而这是源流问题讨论不能回避的。
因此，不少学者对此观点存有疑虑。
第二种观点“天津话的底层是冀鲁官话，后受北京、东北、胶辽官话影响”（王临惠等，2009）的论
证从语音特点的比较入手，强调天津话与冀鲁、北京、东北、胶辽官话的相同点，列出了一些微观现
象。
但是，作者未对天津话与宿州、固镇话声调的接近作出解释，亦未解释为什么天津话在周边方言里显
得“另类”的问题，文中的文献考察分析及所得观点尚可商榷。
总之，提出上述两种代表性观点的文章均有不少值得肯定借鉴的学术价值，为天津话来源的研究奠定
了很好的基础，不过，近代天津移民的来源究竟如何考察，天津方言特点中哪些是源哪些是流，两篇
文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分歧和较多的补充空间，这也是导致各自得出不同结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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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开语言学刊(2010年第2期·总第16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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