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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州方言研究》在对苏州方言作实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方言学传统，从语音、词汇、语法、
语料等方面进行了描写，对苏州方言音系、基础字、规定词表、语法例句、规定话题等进行了全国和
全省的横向比较研究。
并且在在严格依循方言研究学术规范的基础上有所开拓创新。
同时，还有规定的录音内容，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及语音软件，并用语图进行分析。
这在方言研究丛书领域尚属首创。
本书由汪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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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浙江武义话各类声母的清浊（清送气音除外）都可以随调值高低变化而变化，逢高调一律清音，
逢低调一律浊音，无论是否在起首位置上（傅国通1984）。
也就是说，武义话全部声母都比苏州话第三类声母变得更彻底。
如果按照本书的处理方式，武义话声母可以跟官话一样，所有声母都不分清浊（官话鼻音边音只有一
类，也属于不分清浊）。
我们认为，单从这一特点而言，这样的处理是可以的，它的好处还在于大大减少声母，也省去必须在
变调时一个声母记两个辅音的麻烦。
　　但是，处理一个方言音系，仅仅考虑本身特点是不够的，还应该照顾到其他特点和跟邻近方言的
照应。
武义音系的其他许多性质跟吴语是一致的，如：前响复合元音多，有带喉塞音的人声，声调平上去人
各分阴阳，阴调高，阳调低，浊音的实际出现频率也远非官话可比。
综合起来，武义话属吴语无疑。
而如果清浊合并，就会带来不像吴语的错觉，这大约难为武义人接受吧？
　　概括地说，温岭话、苏州话、武义话的声母（都不包括清送气）代表了吴语清浊情况的三种不同
类型。
温岭话清浊分得最彻底，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有带音不带音的分别；苏州话在调值相同时只有一半
声母（塞音、塞擦音、擦音）清浊有别，另一半（鼻音、边音、零声母）不分清浊，武义话的声母清
浊都跟调值高低走，不管其中古音清浊来历如何。
这种状况很好地反映了汉语声母系统从分清浊到不分清浊过程中出现的色彩纷呈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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