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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邢向东博士在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所作的研究报告。
这部书出版之际，作为合作导师，我为邢向东、为方言语法研究取得的新进展而高兴。
他命我写序，我很愿意从命，向读者介绍这位作者，推荐他的著作。
　　作者邢向东曾在山东大学受业于著名的钱曾怡教授，进南开流动站时已是出色的方言研究专家。
他以陕北人的淳朴勤奋，默默耕耘，出版了《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与张永胜合著，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和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呼和浩特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学术著作，
在《中国语文》和《方言》杂志发表了多篇论文。
在南开站的两年中把博土论文《神木方言研究》由25万字扩充到50.1万字，已于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写成这部博士后研究报告25万字；撰成其他论著10万余字，可谓成绩斐然。
在站期间他被陕西师范大学聘为该校教授、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因此要处理许多事务性工
作。
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么多出色的成果，真令人佩服。
　　中国是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度。
汉语拥有众多的方言，特别引人瞩目。
近20年来，汉语方言研究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李荣 熊正辉 张振兴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社1989、1991)、《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分卷本4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1997、1998)、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40种音档(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998、1999)、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等相继出版
。
汉语方言是一个难得的有利于语言学发展的宝库。
方言研究不仅在实用方面有助于普通话的推广，而且在理论方面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普通话的认识，有
助于普通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发展。
汉语方言中有许多宝贝等待探宝人去发现。
邢向东就是一位披荆斩棘的探宝人。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可以追溯到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祖师赵元任，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北
京1928)涉及了语助词。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都包括若干语法内容。
朱德熙先生身体力行，大力提倡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方言语法比较研究，扩展了汉语语法研究的领域
。
方言语法为越来越多的语言科学工作者所重视，日渐繁荣，近20年来逐渐成为汉语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之一，《方言》、《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文研究》等期刊和许多学报发表了许多方言语
法论文。
方言语法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精品，其中获奖著作有：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1993)、刘俐李《焉耆汉语方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曹志耘《严州方言
研究》(日本好文出版1996)、李如龙《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
文研究中心1996)；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等《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等。
获奖论文有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1)，曹志耘《金华汤溪方言的
词法特点》(《语言研究》1987—3)，林伦伦《潮汕方言的虚词及其语法意义》(《汕头大学学报》1992
—1)、《广东闽方言语法特点的比较研究》，刘丹青《苏州方言的发问句与“可VP”句式》(《中国
语文》1991—2)、《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中国语言学报》第六期，北京：商务
印书馆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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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一 本研究的内容、主旨和理论、方法二 方言归属和语音特点三 体例和常用词语释义四 调查合
作人壹 代词一 人称代词二 指示代词三 疑问代词贰 体貌范畴一 体貌和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体貌系统二
完整体三 非完整体四 貌叁 时制范畴— 时制和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时制系统二 先事时三 后事时四 当
事时五 关于时制助词的来源肆 虚拟范畴一 愿望类虚拟语气二 假设类虚拟语气三 犹豫类和纵予类虚拟
语气伍 复句关系的表达手段一 因果类复句二 并列类复句三 转折类复句陆 “把”字句与“教”字句的
套合句式一 把NP+教NP+VP二 教NP+把NP+VP三 近代汉语中的处置句、被动句套合句式四 结语柒 反
复问句一 否定词为“不”的反复问句二 否定词为“没”的反复问句三 几个问题的讨论捌 现代汉语方
言祈使语气词“着”的形成一 现代汉语方言中的“着”和“着”二 “着”的来源三 “着”的形成四 
结语玖 语法成分的语音变异一 由语义、语法因素导致的语音变异二 由方言音系差异导致的语音变异
三 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语音变异四 结语拾 论加强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比较研究一 利用方言语法事实来
印证近代汉语语法中的问题二 充分考察近代汉语语法，深化方言语法研究三 结语参考文献附录一： 
陕北吴堡话(东王家山)音系及其特点附录二： 陕北晋语沿河六县方言音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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