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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桥镇和杉洋镇的闽东方言作为对象，调查研究古田方言。
较为系统地描写、研究这两地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给学界提供这两个闽东区方言的新材料
，进而讨论其合理的方言区划归属及其在闽东区方言史上的位置。
全书共分5个部分，包括前言、音韵、词汇、语法、结论，作者通过田野调查，以系统性的语言材料
揭示了以大桥镇和杉洋镇方言为代表的古田方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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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日]秋谷裕幸，为日本爱媛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闽东方言的研究，
出版过多部有关闽东方言的专著。
另一作者陈泽平，福建师大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福建方言研究，出版过多部有关方言的专著，其
个人专著《19世纪以来的福州方言》2011年获得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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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闽东区古田方言研究》以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桥镇和杉洋镇的闽东方言作为研究对象，较为
系统地描写了以大桥、杉洋方言为代表点的古田方言的音韵、词汇、语法特点。
作者致力于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古田方音和古音之间的纵向比较以及古田方言和其他闽东区方言
之间系统性的比较。
闽东方言是闽语的一个支派，对闽东方言的研究至今学界主要以福州方言为中心展开，对福州方言以
外的闽东区方言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因此该书的出版对闽东区方言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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