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101057881

10位ISBN编号：7101057888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丁邦新

页数：635

字数：6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前言

　　自从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语言学论文集以后，转瞬已经十年。
现在又有机会把当时未收的跟后来发表的论文在中华书局再出一本集子，实在是很高兴的事。
除去藉结集的机会可以多向读者请教以外，至少有三点跟以往不同的地方：第一，这本书没有字数的
限制，所以收的论文比较多；第二，中英文兼收，有些英文的文章在国外发表，国内不大看得到；第
三，这本书是用繁体字排的，讨论古汉语音韵的文章常常牵涉文字的形体，如果用简体字排版，有的
地方就会有误解的可能。
这实在是这十年以来国内很大的进步！
　　商务的论文集出版的时候我还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执教，后来转到香港科技大学，现在又已经从科
大退休。
好像陆法言在《切韵》序裹所说的“今返初服。
⋯⋯屏居山野”，虽不至于到“交游阻绝”的程度，但没有教书管行政的压力，做研究的时间确实多
了一点。
可惜手边的琐事还是不少，七十岁了，并不真能随心所欲。
　　现代科技带来了许多方便，电子邮件不是朝发夕至，而是随发即至，好些邮件都有时间性，都加
注了“urgent”的字眼。
而且我为人心软，常常答应做一些为人服务的事，一经答应就变成一顼债务。
有些审查案板系着别人的升等或者研究经费，催债的人急如星火，振振有词：“某月某曰先生应允审
查此案，目前尚未收到意见书，因为时限已届，请即送来。
”大把的时间就从这些邮件裹流失了！
　　我说这一段话是想为自己找一个借口，因为好些文章既没有能改写，又舍不得割爱，只作了些必
要的修正。
有的可能已经过时，但也许还有一点参考价值；有的当时说得不够详尽，但现在改写又太费周章。
所以每一篇论文之后都附注原载的出处跟时间，让读者了解相关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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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論文大致做了一個分類，分成音韻、方言、聲調、構詞、漢語與“非漢語”、語言與文字、語言與文
學等七個部分，外加一個附錄。
这實在是一個不一致的分類，音韻的文章裹有方言，方言的文章裹也有音韻；聲調的文章討論的或者
是現在方言的聲調，或者是古音裹的聲調。
所以衹能就主旨來分，總比完全不分要好一點。
趙元任先生在他的《早年自傳》裹說：他小時候“弄出個喜歡给樣樣儿東西歸類的脾氣。
後來過了許多年我念哲學的時候儿，想拿科學分類作我的論文题目”。
趙先生要拿科學分類作博士論文，可見分類之難！
    “非漢語”指的是中國境内漢語以外的語言，李方桂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
這裹我把討論漢藏語、南島語的文章都放在一起了。
附錄裹就是為趟、李兩位先生寫的小傳，以及我主编《李方桂全集》寫的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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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语音韵史上有待解决的问题　　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有两条主钱：一条是继承传统语文学的研究
，把古文献中有关汉语语音的资料整理分析，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加以诠释，赋予新的意义。
另一条是调查汉语方言，整理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拟测古音。
研究者试着把这两条纔交汇起来，找出音韵史上若干演变的点。
到目前为止，第一条主线绩相当可观，第二条主纔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至于追寻两条纔的交汇点，则有的成功，有的难以成立，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一、汉语音韵史研究方法论　　1995年同时有两篇文章讨论到汉语音韵史研究的方法论。
一篇是JerryNorman（罗杰瑞）和South Coblin（柯蔚南）（1995）合作的文章：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另一篇是我写的《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丁1995）。
这两篇文章都认为现在大家所采取的研究法有些缺陷，应该改弦更张，但是意见并不相同。
我想有必要在此略为介绍这两篇文章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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