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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夏方言概要》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方言学者对宁夏方言研究的基础上，描写宁夏方言的语言
面貌，归纳宁夏方言的特点，比较宁夏方言内部的异同，总结宁夏方言研究成果的专门性学术著作。
　　《宁夏方言概要》共分六章。
第一章引言，介绍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理、人文、民族概况、历史沿革，宁夏方言的形成、区划及主
要方言代表点。
第二章语音，描写宁夏各方言代表点的语音系统，归纳宁夏方言的语音特点，比较各方言代表点常用
字读音。
第三章词汇，阐述宁夏方畜的词汇特点，比较各方言代表点的常用词语，列举宁夏方言中的谚语、歇
后语和回民话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
第四章语法，论述宁夏方言的语法特点，列举各方言代表点的语法例句。
第五章宁夏方言代表话（银川话）标音举例。
选取流行于宁夏首府银川地区的儿歌、民歌、花儿、谚语、歇后语、宁夏坐唱、快板、故事等，用国
际音标标音。
第六章宁夏方言研究，总结宁夏方言5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汇集宁夏语言学著作、论文成果目录，载
录宁夏语言学科优秀成果获奖名录。
　　书后附有宁夏方言研究的历史文献和代表点以外的其他市、县、区方言的语音系统。
《宁夏方言概要》可供方言研究同仁参考，也可供了解、学习宁夏方言的广大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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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涛，北方民族大学教授。
1941年出生，宁夏中卫市人。
执教45年，在高等院校工作期间主要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
曾任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教务处长等职务，兼任宁夏语言学会秘书长、副会长、顾问等。
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
　　教学中主张“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鼓励学生创造性思维，成绩显著，被
宁夏回族自治区授予“优秀教师”称号；科研上致力于宁夏方言研究和中亚东干语研究。
承担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10多部，曾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
作、论文一、二、三等奖奖励。
代表著作有《银川方言志》（合著）《中卫方言志》《宇夏方言概要》《中亚东干语研究》《东千语
论稿》《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等，转写翻译作品有《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中亚回族的口歌和
口溜儿》《骚葫芦白雨下的呢》《雪花儿》《东干起义的最后一幕》等。
　　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和豳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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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引言一、宁夏地理、人文、民族概况二、历史沿革三、宁夏方言的形成四、宁夏方言的区划
及代表点五、本书所使用的音标符号第二章 语音一、宁夏方言的语音特点二、宁夏方言代表点的语音
系统三、宁夏方言代表点字音比较第三章 词 汇一、宁夏方言词汇特点二、宁夏方言代表点词汇比较
三、宁夏回民话中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借词四、谚语五、歇后语第四章 语法一、宁夏方言语法特点二
、宁夏方言代表点语法例句第五章 宁夏方言代表话（银川话）标音举例一、儿歌二、民歌三、花儿四
、谚语五、歇后语六、宁夏坐唱七、快板八、故事第六章 宁夏方言研究一、宁夏方言研究综述二、宁
夏语言学著作、论文成果目录三、宁夏语言学科优秀成果获奖名录（1981 - 2009年）附录一、《朔方
道志》方言二、高葆泰先生《宁夏方言概要》编纂大纲（征求意见稿）三、宁夏其他市、县、区语音
系统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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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方言综合研究　　我区对大部分市县方言进行综合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截至2000年，各市县地方志陆续出版，里面的方言卷、篇、章撰写任务也相应完成，并出版了五六本
专著。
　　李树俨的《中宁县方言志》和杨子仪、马学恭的《固原县方言志》于1989年、1990年由宁夏人民
出版社先后出版。
两部方言专志分别对中宁话、固原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描述，其中一些语法条目
被《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主编，青岛出版社1996年）收录。
　　1993年《银川方言志》（高葆泰、林涛，语文出版社）、1995年《中卫方言志》（林涛，宁夏人
民出版社）相继出版。
两部志书除了语音、词汇、语法的描写外，还包括语汇特点的概述和方言形成历史的分析，并提供了
详细的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对应关系及对照字表。
《中卫方言志》的汉语词表收词最多，计3800余条，记音释义颇为详实。
　　2000年，张安生的《同心方言研究》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同心县回民话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两层内容：1.对回民话语音、词汇、语法事实以及各土语
的特点、地理分布的描写分析。
2.对文白异读、连读变调、轻声、儿化、回民话的特有词语、汉词语系源及本字考求、某地语法现象
历史由来等的专题研究。
本书是宁夏首部研究型方言著作，属于自治区“八五”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方言》在2001年第1期“新书消息”专栏中对本书给予较高评价。
　　《银川话音档》（高葆泰、张安生，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属于综合研究银川话并用有声形式
保存银川话基本面貌的成果，包括一盒音带、一册文本，是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现代汉
语方言音库》的子项目。
文本论及宁夏方言的内部差异、分区、形成以及银川话的特点，其中，银川话的轻声音变规律、回民
话儿化韵的简化均为新的发现。
　　属于综合研究的论文还有：《青铜峡方言记略》（林涛，《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
期）、《（银川方言词典）引论》（李树俨、张安生，《方言》，1995年第2期）、《兰银官话区银吴
片方言的特点》（李树俨，《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青岛出版社2000年）、《宁夏
纳家户回民汉语方言纪略》（林涛，《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等。
　　李树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汉语方言研究》（《方言》，1999年第1期）总结了《方言》杂志创
刊20年来的办刊特色及汉语方言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对21世纪汉语方言研究的走向进行了展望并提
出了四项建议。
李树俨的另一篇文章《字本位与汉语方言研究》（《语文研究》，2003年第2期）认为，汉语方言的结
构本位是“字”，方言研究应该以“字本位”的理论为基础。
2001年，李树俨的《宁夏方言研究论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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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宁夏的方言像宁夏盛产的红梅杞、黄甘草、贺兰石、白滩羊二毛皮、黑发莱一样五彩斑斓，颇具
特色。
它既有兰银官话的特点，也有中原官话的特点，如银川话阳平和上声合并，称为一阳平上～，八声基
本上派八去声。
宁夏方言在汉语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宁夏方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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