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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全生出版《晋方言语法研究》，我曾写有一小序，如今，全生新著《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书稿已置于我的案头，我开始写这篇小序。
此刻的心情颇好。
原因是书稿带给我的感觉：作者的勤奋、开拓、进步及由此折射出的晋语研究乃至当代汉语方言研究
的进步。
　　鲁国尧先生曾说过：“方言史是方言学和音韵学两个姐妹学科的交叉部分，结合部分，遗憾的是
，它正是一个薄弱环节．”他在为他的学生林亦博士最近出版的《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一书写
的序言里头，借用鲁迅先生的话一一“林间的响箭”，称赞林书是射向这个薄弱环节的“第一只响箭
”，并且期待第二支响箭的射出。
全生的这本《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出版可以说就是射向这个薄弱环节的“第二支响箭”。
　　作“史”的研究，当代资料及历史文献的把握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晋方言语音史研究》是全
生的博士论文，数年寒窗，磨得一剑，立论的基础一一无论是在资料的准备还是撰写依循的原则均很
到位。
资料丰富，古今中外都有。
历史资料，像志书、山西文人诗词用韵杂记、地方戏曲、西夏／汉两种文字注音资料几乎穷尽，前人
、今人，国人、洋人之说，也均有所评述。
例如，对《西儒耳目资》的代表方言的评述，对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记录晋方音的评述均颇有
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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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史”的研究，当代资料及历史文献的把握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晋方言语音史研究》是全
生的博士论文，数年寒窗，磨得一剑，立论的基础一一无论是在资料的准备还是撰写依循的原则均很
到位。
资料丰富，古今中外都有。
历史资料，像志书、山西文人诗词用韵杂记、地方戏曲、西夏／汉两种文字注音资料几乎穷尽，前人
、今人，国人、洋人之说，也均有所评述。
例如，对《西儒耳目资》的代表方言的评述，对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记录晋方音的评述均颇有
见地。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作者征引了大量的文献，从晋方言的声、韵、调各方面探讨其与唐宋是西
北方音的传承关系，并将晋方言与其他方言音系作横向比较，提出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直系后
裔，晋方言与官话方言非同步发展的观点，填补了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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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晋方言概况　　本书所称“晋方言”即当今学界之“晋语”，不同于
“山西方言”。
晋方言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分布于山西省除南部以外的广大地区以及河北、河南、内蒙古、陕西4
个省区临近山西的地区（侯精一，2002）。
晋方言区共174个县市，面积仅小于官话；使用晋方言的人口约4500万，仅次于官话、吴方言，与闽方
言、粤方言相当；晋方言区的人以山西省居民为最多。
　　晋方言目前分作8个片：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大同—包头）片、张呼（张
家口—呼和浩特）片、邯新（邯郸—新乡）片、志延（志丹—延川）片（见晋方言分片示意图）。
并州片是晋方言的核心地区，其次是吕梁片、五台片、志延片，其余是晋方言的边缘地区。
山西省南部20多个县市今属中原官话区，称汾河片。
汾河片在历史上与宋西北方音接近，以后逐渐受到中原官话的影响，汾河片实为晋方言到中原官话的
过渡区，尤其与晋方言核心地区并州片有较多共同点，为讨论方便，本书所提“晋方言”，大体包括
汾河片。
　　就现代晋方言而言，它“的确具有相当多的特点”（王福堂，1999），至今保留入声并有喉塞韵
尾，某些方言点保持着中古等、呼、韵的分别，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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