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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语言学（第4辑）》主要以东亚语言为研究对象，其宗旨是用语言学的普遍原理来研究语
言，并通过由研究这些语言中的特有现象所得到的规律丰富语言学的普遍原理，为东方语言的研究者
提供了一块试验田。
本论文集是《东方语言学》辑刊的第四辑，收录了当代语言学者关于语法学、语音学方面的若干篇论
文。
语言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它的出发点就是经验世界，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发现普遍现象，总结规则
，提出假设，形成理论，并作出更深层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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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悟云，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语言学家，浙江瑞安人。
汉语音韵学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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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威斯康辛大学、奥斯陆大学、香港
城市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的邀请讲学、研究和学术访问。
现为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博士点带头人，语言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
昌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言科学》编委。
同时还担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市社联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和东亚语言历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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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反问句对于语义变化的影响试论量词“串”对名词选择的范畴化过程了然于心·预料之中·出乎预料
汉语方言中f、h相混现象广东省客家方言的界定、划分及相关问题论汉语、苗瑶语声母中流音r、l的重
建及古音构拟偏向上古汉语动词内部的达及态构词最新派上海市区方言语音的研究分析国际音标的命
名与中文定名音节和音节学分子人类学与当代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尚书》文本考音变的语音学
基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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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别是宁化的石壁一带，堪称江西等地迁民的乐土。
罗香林（1965）指出：“至石壁移民，所以与黄巢反乱有关者，则以黄巢尝率众陷江西虔、吉、饶、
信等州，有以使客家先民不得不东向迁避故也。
”“唯宁化为自赣入闽之重要径口，故不特唐末自虔州东移难民始多唐避其地，即宋元间自赣省徙闽
粤之客籍，亦每途经其地。
”我们推测，那个时期江西等地的迁民带到石壁一带的方言古浊上字也是保持独立的调位（阳上），
在宋元之际由该地区转徙粤东之前，古浊上字并入了阴平，演变成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
阴入、阳入7调的声调格局。
时至今天，长汀、宁化等地的客家方言还保持古浊上字读如阴平，阴去和阳去有别的基本特征。
宋元之交，由于元兵入侵和文天祥“勤王”，早前迁移到长汀、宁化一带的客家先民沿着汀江水道再
事迁徙，近的到达中游的上杭等地，远的到达下游的粤东山区。
罗香林（1933）在援引了五华魏氏、兴宁黄陂曾氏等10个宗族的谱牒资料后说：“以上十姓，上列谱
牒，皆曾明载其迁移年代，此外尚有未尝明载年代，但从其所列各祖世次亦得推知其迁移年代亦确在
宋末元初，而其迁入地又皆在今日广东省内者，尚有巫氏、⋯⋯且皆出于福建宁化、长汀、上杭等地
，而尤以自宁化石壁乡来者为多。
”当时由客家先民带到粤东等地的客家方言应该是属于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
入7调的声调格局，这种格局在海陆型客家方言中一直保持不变。
韶五型客家方言的主体在粤北的中部地区（庄初升，2005），主要是明朝成化年间（1465一1487）由
闽西上杭县一带的客家移民带来的（庄初升，1999）。
时至今天，始兴、曲江、翁源、英德等县（市）的客家人还念念不忘自己的祖上来自上杭的“瓦子街
”。
我们推测，明朝后期分布在闽西上杭县一带的客家方言已经完成了“浊去归上”的演变，正是这一带
的客家人把这个特点带到了粤北的中部地区。
张双庆、练春招（2007）指出：“这种演变类型在客家方言分布范围较广，但主要集中在闽粤两省境
内，不见于赣南。
”反观今天闽西南片的上杭、武平、永定（城关）等县的客家方言，其声调模式与广东省内韶五型的
客家方言完全相同，这是方言史与移民史完全契合的一个生动例证。
清朝以后，粤北的客家人把上述特点带到了粤西的阳春、阳西、信宜、电白、高州等地。
粤东五华县的客家方言也属于韶五型，但到底是在海陆型的基础上独立演变而来的，还是明朝以后从
闽西上杭等地迁来的，还需要调查研究。
饶丰型客家方言分布在粤东闽、客交接的地区，传统上被称为“半山客”。
这一带的客家方言与福建西南部的诏安、云宵、平和及永定的湖坑、下洋等地的客家方言基本上连成
一片，属于同一种类型。
这种类型可以断定是在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7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到底是
在福建西南部还是在粤东本土成形，还不是十分清楚。
兴梅型客家方言的大本营在旧嘉应州所属的梅县、兴宁、平远和镇平（今蕉岭）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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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语言学(第4辑)》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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