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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简要地回顾了现代西方言学的历史，比较了中西方言研究的不同学术
传统，在此基础上对方言地图、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类型和同言线理论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讨论，并
专章介绍了汉语方言的分区地图。
最后一章是若干专题的方言地理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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