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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闽语是个最富特色的古老方言。
闽语的历史层次最为复杂，也最为典型，这应该是学界的共识。
《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作者戴黎刚)采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对这种汉语中最富特色的古老方言—
—闽语进行分析研究。
历史层次分析法既是一种新语言的史观，也是一种新的语言分析方法，是中国学者基于汉语的特点提
出的，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历史比较法。
《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首先对这种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归纳总结。
指出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补充和修正这种新方法。
根据这一新的分析方法，本书分韵摄讨论闽语的历史层次。
在具体的分析中，从比较莆仙话的历史层次入手，排比其历史层次，然后通过层次关系字，系联闽语
其他方言的历史层次。
在每节之后，都详细列出闽语各地的层次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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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观点我们是完全赞同的。
至于不同方言，陈保亚认为它们的相互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其间的声调借贷是以对应原则完成的。
他举了三类例子。
首先，他以北京话和成都话的对应举例，请见表16.2：表16.2的成都话和《汉语方音字汇》（2003）不
同，可能是陈保亚自己调查的语料。
他认为，北京话和成都话相互借贷时在声调上总保持着一种对应关系。
汉语各方言的调类有整齐的对应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从该书的字面表述上看，我们似乎看不出表16.2的北京话和成都话内部有何借贷关系。
北京话是北京话，成都话是成都话，两者不必一定要有借贷关系。
我们猜测，或许表16.2的成都话指的是从北京话借来的文读音。
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证明北京话和成都话的调类借贷是以对应原则为基础的（下文再展开论证）。
　　其次，他又举了皎平汉语为证。
他说：“相同的汉语词汇，皎平傣族在讲西南官话时使用的是一种调值，进入傣语状态时又是一种调
值⋯⋯实际上皎平傣语在用对应原则接受西南官话的借词，早期皎平傣语也是用相似性原则接受西南
官话借词，由于借贷程度深广，皎平傣语改用对应的原则接受西南官话的借词”。
该书此处的表述似乎也不是很清楚；实际上，皎平傣族使用两种调值讲同一词汇的现象很常见，也很
好理解。
这个与傣族人的汉语水平有关，而与声调借贷没有关系。
西南官话和傣语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并不能说明汉语和傣语有接触关系，无法体现其内部存在
借贷，因此借贷的原则就无从谈起了。
只要傣族人汉语学得好，就足以把西南官话模仿得字正腔圆。
同时，这也不妨碍傣族人讲标准的母语。
　　实际上，这里可以用来比较的，只有傣语的汉借词。
所以，不应该比较傣族在两种语言状态下的调值，而应该将傣语的汉借词和西南官话原词调值进行比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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