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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
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
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
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
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
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姚莉三
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
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
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同年5月，编辑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自选集》入选对象的条件和依
据：    1．主要从事汉语（包括汉字）研究或者与汉语相关的语言理论研究。
    2．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并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3．年龄在45～60岁之间，工作单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4．适当兼顾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根据上述条件，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编辑组拟出一份仅供咨询、参考的候选名单，分别寄呈各位
学术指导，请他们以在候选名单上画圈的方式推荐《自选集》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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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悟云，浙江省瑞安市人，1943年3月出生。
1982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93年从温州师范学院调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同年评为现代汉语博士生导师，并任该博士点负责人，
1999年任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联）副主席，上海社联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1986年以后多次应加州大学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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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中古汉语方言中的鱼和虞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温、处方言和闽语“囡
”所反映的吴语历史层次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温州方言的体和貌喉音考吴语的指代词缅甸
文元音的转写上古指代词的强调式和弱化式流音考反切行为与反切原则作者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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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温、处方言和闽语①　　现代的温州、处州方言都带有闽语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怎么去认识这
些特征，这些特征是怎么来的，会有不同的解释。
　　在清以前，发生过几次闽人向浙南的移民，比较大的有两次。
一次是唐季五代之间，闽人避王曦之乱迁入浙南；一次是南宋乾道二年，潮水灌城，温州居民大批死
亡，政府迁闽人补充。
温州、处州话中的闽语成分也许可以解释作这些移民带过来的影响。
　　但是这种解释会碰上一些困难。
 　　第一，闽语的一些主要特征不仅仅见于浙南，而且还零零星星地分布于北部吴语。
这些特征来源的时代一般也都比较早，很多特征的年代当在《切韵》以前，比上述两次移民的时间都
要早一些。
从移民方向来看，早期的移民一般是从浙江移向福建，而不是从福建移向浙江，所以我们很难相信，
这么早的年代就有大批移民从闽地把这些特征带到吴语去。
　　第二，有些语词在南部吴语①和闽语虽然采用相同的语素，但是语音形式却不相同。
例如，&ldquo;传染&rdquo;一义，闽语和南部吴语都是&ldquo;过依&rdquo;，但是闽语的&ldquo;
过&rdquo;为见母字，而温州的&ldquo;过&rdquo;为《广韵》所不收的匣母字。
温州的&ldquo;过侬&rdquo;自然不是从闽语传过去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来自更早的历史阶段。
　　第三，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影响，首先总是作用于语言的表层。
例如汉语对日语、越南语以及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都很大，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是词汇方面，语
法框架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温处方言中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跟闽语非常相似，下面是温州方言中的一些例子。
为了阅读方便，方言词都转写作普通话的词语： 　　1．温处方言的动词和宾语之间结合非常紧密，
其间如插进一个成分，宾语往往要提前，特别是碰上&ldquo;动十补+宾&rdquo;的结构，宾语必须要提
前，转换为主谓谓语句，或用处置式把宾语提前到动词之前．例如，&ldquo;我吃过饭了&rdquo;一般
要说成&ldquo;我饭吃过了&rdquo;，&ldquo;我掉了钱了&rdquo;，必须说成&ldquo;我钱掉了了&rdquo;
或&ldquo;我把钱掉了了&rdquo;。
　　2．量词加在名词前起指代作用，如&ldquo;支笔是我个&rdquo;，即&ldquo;这支笔是我的&rdquo;
。
　　3．动词加&ldquo;下&rdquo;（或&ldquo;记&rdquo;）再重叠，表示动作的随意、缓慢：&ldquo;跳
下跳下&rdquo;、&ldquo;碰下碰下&rdquo;、&ldquo;叫下叫下&rdquo;。
 　　4．形容词加量词作形容词用：&ldquo;大粒砖&rdquo;、&ldquo;细（小）头牛&rdquo;、&ldquo;大
张纸&rdquo;、&ldquo;烂粒的黄豆&rdquo;。
 　　5．副词能直接加在动词短语之后：&ldquo;吃碗添&rdquo;、&ldquo;走去先&rdquo;、&ldquo;好吃
甚&rdquo;、&ldquo;好最&rdquo;。
　　6．偏正式构词方式中，修饰成分后置的更多：&ldquo;人客&rdquo;、&ldquo;鞋拖&rdquo;
、&ldquo;菜咸&rdquo;、&ldquo;鱼咸&rdquo;、&ldquo;墙围&rdquo;、&ldquo;豆腐生&rdquo;。
 　　7．后置否定词形成选择问句的方式有三种，加&ldquo;不&rsquo;，询问施事的主观意愿，
加&ldquo;未&rdquo;询问动作发生了还是尚未发生，加？
没有&rdquo;询问动作是否成为已然的事实．　　8．&ldquo;有&rdquo;可用作助动词，&ldquo;有听
着&rdquo;意思是曾经听到，&ldquo;去过没有&rdquo;要说成&ldquo;有走过没有&rdquo;或&ldquo;有没
有走过&rdquo;，这跟闽语的有无句相同。
　　9。
特殊的比较句。
&ldquo;甲比乙大&rdquo;可说作&ldquo;甲大如乙&rdquo;，跟潮州话&ldquo;甲大过乙&rdquo;相比，只
是语素的不周。
　　这些深层次的语法现象，很难设想会是简单的移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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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纯语言特征来看，认为吴瞬两语之间的大量相似之处反映更早时期吴闽两语间的密切关
系，似乎是更加可信的解释。
秦代温、处两地跟福建的北部共属闽中郡。
一从地下的发掘看，跟佤越文化类型更接近的是闽越而不是於越。
东北迁以后，越人复出自立冶县，地理范围包括现代的温、台、处和福建的北部。
可见温、处两地本来就同福建的北部关系密切。
　　但是在三国以前，这里的主要居民是百越人，那也是无可怀疑的，《蜀志．许靖传》载靖与曹操
书，自述从会稽&ldquo;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rdquo;。
既然吴闽之地当时还居住着百越民族，我们又怎么能够把吴闽两语的源流跟百越居民联系在一起呢？
 　　吴闽两语的形成时间已很难考定，但可以肯定决不会晚于庸代，因为唐诗人顾况在《囝》诗中已
指出闽人呼父为&ldquo;郎罢&rdquo;。
呼儿为&ldquo;囝&rdquo;，这是两个重要的闽语特征词。
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23引《古今诗话》：&ldquo;章圣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
何&rsquo;仰之弥高（读作歌）。
会考试者亦闽人，遂中选。
&rdquo;当时的一些歌豪字同韵，也跟今闽语相同。
这说明闽语的基本特征在唐代就已经形成。
浙江受汉语影响的时间当然会更早，也就是说，吴语的形成时间更可能在闽语之前。
在南朝吴歌中的第三人称&ldquo;渠&rdquo;至今还是吴语的主要特征。
《洛阳伽蓝记》&ldquo;吴人自呼阿依&rdquo;，现代的金华、衢州人还是这样称呼自己。
不过，这些年代还只能是吴闽两语形成的下限，实际形成的时间可能更早。
语言的同化往往发生在民族同化之前，像满族和西南的一些民族，作为民族现在还存在，但是他们平
时的交际语言却都是汉语了。
古代居住在吴闽两地的百越人&rsquo;也可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
从古汉越语的材料看，早在汉或汉前，汉语的借词就已经大量地进入越南，吴闽两地更靠近中原，汉
语传人的时间当然会更早一些，数量也一定更多。
在现代的方言中，&ldquo;箩&rdquo;福州读1ai2①，&ldquo;搅&rdquo;温州读kus，&ldquo;猪&rdquo;开
化读tdl，这些字的语音形式说明它们的传人年代当在汉或汉以前。
吴闽两语的底层都是古百越语，且汉族的移民往往经过浙江进入福建，所以吴闽两语在古代一定是非
常接近的．当时在江南一带也许存在着一个有着内部差异的大方言，可能就是郭璞所说的江东方言或
江南方言，后来才从中分化出了吴、闽、赣诸方言．中古以后，北方的移民大量地南下，再加上中原
地区语言的权威性，使吴闽两地的语言不断地受其影响。
越靠近中原地区，所受到的影响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北部吴语接近官话，南部吴语接近闽语的原因。
所以，南部吴语中的许多闽语成分，实际上只是江东方言留下来的古老特征，越是偏僻的山区，越是
受北方影响较少的地方，保留下来的古老成分就越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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