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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位事业有成的中学校长，出于对方言的爱好，更出于对自己母语究竟的探询，涉足了汉语方言研究
领域，并以自己的母语——四川宜宾王场方言入手，最终著成集宜宾方言词汇、语音、方言字及语法
全方面反映宜宾方言的著作《宜宾方言研究》，他就是左光福老师。

左光福老师是喜捷中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同时也是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四川省语言学会会员。
他长期从事四川湘语和西南官话的研究，在国家、省、市级报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是在左光福读函授大学的时候。
那是80年的一个暑假，左光福在西师听现代汉语课，讲授汉语课的老师讲到方言的时候，对方言统筹
地介绍了一下。
左光福听的时候就在想：“自己的母语是属于什么方言呢，我一定要研究出来。
”
漫漫研究路
之后，左光福就开始了方言研究方面的工作，马上订阅了方言类的杂志、刊物，并收集相关方面的资
料。
可是，当左光福翻阅方言类杂志、刊物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根本就看不懂相关的文章。
但是，左光福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反而积极地开始了古语言学的学习。
从此，左光福一边展开了对方言的漫漫研究路，一边也踏上了对古语言的漫漫求学路。
由于左光福当时在王场职中担任校长职务，且任教两个初三班级的语文教学，他只能在百忙之中一点
一滴地挤时间出来搞研究，很多时候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能不被打扰地专心致学。

左光福利用这些宝贵的时间，了解到了宜宾县邱场、永兴、花古范围内的地方语言音系特色，著成《
宜宾王场方言音系》，并向《方言》杂志去稿。
《方言》当时的编辑冯爱珍在看过左光福的这篇文章后，便被文中所记录的方言现象所吸引住了。
冯爱珍联系上了左光福，希望他从词汇、语音、方言字和语法区别上，全面地反映方言的特点。
左光福重新编写后，1995年《方言》杂志第一期刊登了《四川省宜宾王场方言记略》。

之后不久，左光福成为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会员，“别人都是这个大学的教授、那个大学的博士，
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农村中学的老师。
”事隔多年，左光福依然对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有一个北大的教授问我是哪个大学的，我说我是
中学的，他当时感到非常震惊。
西昌师专一位副教授对我说‘你还敢在《方言》上发表文章啊！
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那可是非常权威的一本刊物啊。
”
当说道研究过程中的困难，左光福感叹道：“那可是太多太多了。
”首先因为学识不够，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左光福就靠自学，首先在短时间内就把国际
音标这个难关攻破了。
后来左光福到喜捷镇中学后，没有再担任校长职务，时间比以前充裕了，左光福这才一心扑到了对宜
宾方言的研究工作上。
可困难依旧有很多。
当时左光福只能在宜宾市图书馆借可以查阅的资料书籍，其中有一本古文字典，图书馆分为了三册，
可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书，有时候左光福要查一个字，需要从喜揭专程到当时大观楼图书馆借阅上册
，若上册没有，又得重新借阅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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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致力方言研究，左光福至今没有一分钱存款。
大学校里有图书馆，需要的资料就得一张一张地复印拿回去学习。
1960年出版的一本《四川方言音系》，还只能让在北京读书的儿子从中国国家图书馆里复印。

为研究语言作出更大贡献
经过历时10余年的研究，左光福终于著成了《宜宾方言研究》。
如实地反映了入声字在宜宾方言中的特点，为今后语音史的学者提供依据。
同时，长江上游岷江下游沿河一带的方言中入声字的相似特点，也为研究这一带地区的历史时，提供
了语言上的依据。

如今，左光福老师已经退休了，有个更充裕的时间。
他有一个愿望：要利用自己退休后的时光对更多的地方方言进行搜集和整理，为今后研究语言的发展
和变化留下一份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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