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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燕同学的博士毕业论文《洞口赣方言语音研究》就要出版了，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到了收获的
季节，可喜可贺。
　　海燕同学和我的缘分始于2002年底。
从他的来信和几次电话，我感觉他是一个质朴、勤恳的人。
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我的博士研究生，并获得公费攻读的机会。
3年的学习生活，海燕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的学习和研究是积极主动、紧张而忙碌的。
早在第一学期他就跟我讨论毕业论文的选题问题，我当时告诉他不要太着急，先要加强专业基础知识
，查找一下自己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同时也要注重了解时下新兴的语言学理论和观点，而后再逐步
进入自己的选题方向。
他诚恳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致力于拓宽、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
他会经常向我汇报他的学习状况和心得，也时常跟我讨论他在学习或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的一些饶有兴
趣的话题。
我觉得他有很强的独立思维能力，他对某些语言现象的认识和分析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
　　赣方言是我国南方的一种重要的汉语方言，它的标准音点是江西省的省会南昌市。
多年来研究的人员颇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厚。
我所知道的湖南师范大学鲍厚星先生、江西师范大学颜森先生、南昌大学刘纶鑫先生都长期致力于赣
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也有一些中青年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应该说人们对赣方言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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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系列之一的《洞口赣方言语音研究》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
洞口赣方言的声母、古全浊塞音声母的演变情况、古全浊擦音声母的演变情况、洞口汉语方言的归属
、洞口县的主体汉语方言不是客家方言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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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海燕，1968年生，湖南洞口人；语言学博士，贵州民族学院副教授。
2003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获语言学硕士学位。
同年，考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并师从季永
海教授学习满文满语。
2006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任教于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
教学之余，师从同事随班学习过黔东南苗语、黔西南布依语等民族语言。
现主要致力于布依族语言研究。
主持或参与各类课题3项，发表专业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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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洞口县的历史非常悠久。
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
1974年在洞口区花古乡七里村出土的文物“石斧”，经鉴定产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6000年。
1986年在高沙区石榴村出土的文物“鸟兽壶”，据鉴定是西汉早期的遗物。
但直到西汉时期，洞口境内仍为苗瑶族居住。
东汉桓帝在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派官驻守都梁（洞口旧属）以镇苗。
汉族人口才从此慢慢入境。
北宋末年，金辽侵犯中原，北方汉族大批南迁。
元末明初，大量汉人从江西的泰和、丰城等地纷纷迁入，因而把江西的赣方言带到洞口县境内。
明末清初，又有大批汉族从闽、鄂、鲁、豫、皖等地迁入，定居在今洞口境内的蓼水、平溪江、黄泥
江的中下游一带。
而原来的瑶族、苗族等土著居民则被挤进雪峰山内。
汉族居民迁入洞口后，一般以姓氏为纽带集中居住，如三阳王家、马鞍曾家、山门尹家等等。
据考证，1986年全县共有姓氏299个，其中清代以前迁入的137个，占总姓数的45．8％，民国年间和新
中国建立后从外地迁入的有162个，占总姓数的54．2％。
　　从历史行政区划看，秦代洞口县属长沙郡；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称都梁侯国，汉武帝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称都梁县，属零陵郡；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改都梁县为武冈县，属
昭陵郡；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析武冈县东北地区置都梁、建兴二县，洞口属建兴县管辖，仍隶属
昭陵郡；南朝梁大通二年（528年），又合武强、建兴、都梁三县为都梁县；隋朝开皇十年（590年）
，原来三县合并而成的都梁县又并入邵阳县，洞口因而属邵阳县管辖；隋大业元年（605年），从邵阳
县内析置出武攸县，洞口为武攸县辖地；唐代武德四年（621年）易武攸县为武冈县，另置建兴县，洞
口属建兴县；唐武德七年（624年）并建兴入武冈；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武冈设军，领武冈、莳竹
、临岗三县，洞口在武冈县管辖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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