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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行的现代汉语教科书中，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并列为汉语两大方言区。
不过，由于它们不仅地域相连，历史、文化、经济、民俗诸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的特点也
多有交叉。
所以，如何看待这两种方言各自的语言特点，它们究竟应当合为一个大方言区还是分为两个大方言区
，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
客、赣方言的研究无疑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焦点。
    1996年至2000年，我们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比较研
究”，就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客赣方言比较研究》是它的终结成
果。
在研究中，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对此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验证，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不过，由于人力、研究时间与调查地域范围的限制，这一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
       2001年，南昌大学第二期“211工程”建设开始启动，再次将客赣方言研究列为重点项目赣学的子
项目。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计划进行四方面的工作：1.继续充实客赣方言语音数据库；2.绘制客赣方言地图
；3.选择部分方言点深入调查，编写一套研究丛书；4.筹备编写客赣方言词典。
    赣方言虽然主要分布在江西，但也散布于江西周围的几个省；客家方言则分布更广。
为此，除了江西省的研究者之外，我们还邀请了部分其他地区的研究者参加研究与撰稿。
这套丛书的出版，就是大家辛勤劳动的结晶。
这里，我们对诸位的参与和付出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套丛书分别对所在客赣方言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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