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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麦耘
男，1953年8月出生于广州，祖籍广东番禺。
笔名"南原" 。

1965年夏上初中，一年后因"文革"停课。
1968年底算作初中毕业而"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种橡胶。
1972年底回城，次年初进入一家建筑工程队当工人。
1978年秋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2年夏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同年考取中山大学汉语史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李新魁教授习汉语音韵学。
1985年夏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笠翁词韵〉音系研究》）。
1985年7月至1998年1月在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任职，其间有一年（1995年6月至1996年6月）应聘
到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做研究工作。
1988年从实习研究员升为助理研究员，1993年升为副研究员。
1998年1月调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于古代汉语教研室。
1999年升为教授。
现兼任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1990年当选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连任至今。
1995年当选为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理事，1999年当选为该学会常务理事。
1996年当选为中国语言学会理事，连任至今。

主要专业方向：汉语音韵学；方言学（粤方言研究）；古籍整理。
对汉语语音史的各个阶段都有深入的钻研，尤注重于中古音，以"重纽"为切入点重新解析《切韵》音
系，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见解。
研究广州话和粤方言发展史，主要成果在于对广州话的语音、尤其是语素变调和语调的探讨，也着力
于广州话的应用研究。
注重研究方法和理论，在运用现代音系理论、实验语音学及数理统计等方法于音韵和方言研究方面有
相当成绩。

开设课程
本科专业基础课：古代汉语
本科选修课：音韵学，广州方言研究
研究生课程：音韵学，传统语文学，汉语史
主要著作(专著、辞典、论文集等)
韵学古籍述要（李新魁、麦耘合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3.2. 599页，420k
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合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5.6. 606
页，450k
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麦耘、谭步云合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7.8. 577页，700k
音韵与方言研究［个人论文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5.4. 322页，240k
主要论文 (YF 指收入《音韵与方言研究》)
A．音韵学:
《诗经》韵系 YF pp1-25
从尤、幽韵的关系论到重纽的总体结构及其他 《语言研究》(武汉)1988:2(总15) pp124-129; YF pp26-36
论重纽及《切韵》的介音系统 《语言研究》(武汉)1992:2(总23) pp119-131; YF pp37-62
论韵图的介音系统及重纽在《切韵》后的演变 YF pp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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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知、庄、章组及相关诸声母的拟音 《语言研究》(武汉)1991:2(总21) pp107-114;YF pp119-133
关于章组声母翘舌化的动因问题　《古汉语研究》(长沙)1994:1(总22) pp21-25,32; YF pp134-144
《切韵》二十八声母说 《语言研究》(武汉)1994:2(总27) pp.116-127; YF pp145-157
古全浊声母清化规则补议 《中国语文》(北京)1991:4 pp289-290; YF pp228-231
"浊音清化"分化的语音条件试释 《语言研究》(武汉)增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次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1998.7.) pp25-31(会议:1998.8.长春)
利用梵汉对音构拟《切韵》遇流二摄的元音 《语言研究》(武汉)增刊: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语音的研
究)论文集(1991.11.) pp71-72(会议:1991.11.武汉); YF pp89-95
《切韵》元音系统试拟 YF pp96-118 [17k]
隋代韵文材料的数理分析 《语言研究》(武汉)1999:2(总37) pp.112-128
《切韵》"祭泰夬废"四韵不带辅音韵尾 《中山大学学报》(广州)1992:4 pp127-130
从《五音集韵》的并韵看其韵系的性质 《语言研究》(武汉)增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八次学术讨论会
论文集(1994.6.) pp209-212(会议:1994.8.天津)
《蒙古字韵》的重纽及其他 YF pp77-88
《中原音韵》的舌尖后音声母补证 《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 pp145-155; YF pp168-178
"《中原音韵》无入声内证"商榷──兼论相关的几个问题 YF pp179-192
《西儒耳目资》没有儿化音的记录 《语文研究》(太原)1994:4(总53) pp49-51,14
《韵法直图》中二等开口字的介音 《语言研究》(武汉)1987:2 (总13) pp78-80; YF pp193-198
《笠翁词韵》音系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广州)1987:1 pp120-130;YF pp199-216
论近代汉语-m韵尾消变的时限 《古汉语研究》(长沙)1991:4(总13) pp21-24; YF pp217-227
《正音撮要》中尖团音的分合 《古汉语研究》(长沙)2000:1(总46) pp31-34
小议汉语语音史上的"橄榄形"现象 《语言研究》(武汉)增刊: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九次学术讨论会暨汉
语音韵学第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8.) pp20-26(会议:1996.8.福州)
《汉语语音史上词汇扩散一例--卷舌咝音使i/j消变的过程》，《声韵论丛（第九辑）》，台湾学生书
局2000.11. pp377-393
《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兼论早期韵图的性质》，《东方语言与文化》，东方出
版中心（上海）2002.3. pp147-166
B．方言学:
广州话介音问题商榷 《中山大学学报》(广州)1999:4 pp66-71
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音及其历史涵义(A historical view: th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in Yue
dialects correspond to the Jing initials of Ancien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国语言学报)》(美
国)Vol.25, No.2(1997.6.) pp211-226
广州话的特殊35调 《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1990.12. pp67-71(会议
：1989.7.广州); YF pp232-240
广州话的语素变调及其来源和嬗变 YF pp241-272
广州话语调说略 《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1998.2. pp269-279
广州话的后补式形容词 《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广州)1995.10. pp11-21
粤语是汉语的一支方言──与李敬忠先生商榷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41(1993.9.) pp65-72,38; YF
pp294-311
《实验报告：广州话句末升语调对字调的影响》，《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北京）2000.12. pp163-171
《广州话的声调系统与语素变调》，《开篇》Vol.20，好文出版社（东京）2000.12. pp100-122
C．古文字学、训诂学、语音学:
"非声符化"说 《语言研究》(武汉)1984:1(总6) pp90-95
读《尔雅·释诂》札记两则 《中山人文学术论丛(第三辑)》，台湾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0.10.
pp323-334
汉语音节-音位层次分析--以广州话为例 《语言研究》(武汉)1998:2(总35) pp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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