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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方言研究
＊

邢福义 汪 国 胜

《湖北方言研究丛书 》序言

汉语方言研究 ， 意义重大 。 可以帮助我们追溯古代语音 、语汇和语法之源流 ， 更好地 了解

古代汉语 ， 释读经典 ，研究中 国文化 ，认识汉 民族的发展 ；
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

“

整体汉语
”

，

有效地促进现代汉语共 同语的发展 ，推进华语的全球化传播 ，加强全球华人的相互团结和寻根

意识 ，提高华语在 国际交往中 的精＿性和表述力 。

湖北省有多种方言 ，
包括西南官话 、江淮官话 、赣方言等 ，情况复杂多样 ，

而且有相当大 的

代表性 。 多年来 ，学者们十分关注湖北方言 。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 ，应是系 统性很强的关于湖

北方言的第一部重要著作 。
1 9 3 6 年 ， 赵元任 、 丁声树 、杨时逢 、吴宗济等几位先生调查 了 当时

湖北省的 7 1 个市县中的 6 4 个市县 ，于 1 9 4 8 年 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了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 。 序

言中 ，作者们希望此书
“

成为方言调查报告的一个模型
”

，表达了老一辈著名语言学家对发展湖

北方言研究的期盼 。

湖北省智者众多 ，人才辈 出 。

？

多位学者 ，从不同范围 、不同角度 ，对湖北方言研究 的推进作

出 了令人瞩 目 的贡献 。 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 ， 由 汪 国胜教授领头 ， 组织编写一套大型 的《湖北

方言研究丛书 》
，有二三十部 。 这是一个浩瀚的 工程 ，将使湖北方言研究进入一个新的 阶段 。

这套丛书 ， 由 张振兴先生和我担任顾问 。 由 于我 比振兴先生大几岁 ，他一定要我来写序

言 。 所知甚少 ，不敢多言 。 借用苏轼诗句 ，为这篇短序作结 ：

“

山鸣谷应 ，风起水涌 。

”

（邪福义）

《湖 北方言研究丛书 》前言

湖北地处我国中部 ，处于汉语南北方言 （官话和非官话 ） 的交汇过渡地带 ，语言状况相当复

杂 。 根据 目 前学界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 ，湖北境 内分布有赣语 （鄂东南 ） 和属于官话系统 的江

淮官话 （鄂东北 ）及西南官话 （其他地区 ） 。 就境内 的赣语来说 ，相邻市县之间有 的难 以通话 ，可

见内部差异之大 。 研究湖北方言 ，无论是对方言史 、汉语史和语言 （方言 ）接触问题 的研究 ，还

是对湖北地域文化的开发 、和谐语言生活的建构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1 9 3 6 年 ，赵元任等先生全面调査了 湖北方言 ，并于 1 9 4 8 年出版 了划时代的不朽之作 《湖

北方言调查报告 》
； 同时 ，赵先生还重点调查了湖北钟祥 方言 ，于 1 9 3 9 年出版ｊ 方言重点调查

＊ 本文为《湖北方言研究丛书 》的 序言和前言 。 《丛书 》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 项 目 和
“

2 1 1 工程
”

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成果 ， 得到湖北省学术著作 出版专项基金 的资助 ， 由华 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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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钟祥方言记 》 ， 为我们 留下 了宝贵的方言史料 。 时 隔七十多年 ，湖北方言发生 了哪些变

化 ？ 赵先生当年的调查 ，重点是在语音 ，湖北方言在词汇 、语法方面具有哪些特点 ？ 随着普通

话的推广 ，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 ， 人际交往的频繁 ，语言生活的活跃 ，给方言带来了怎样的影

响 ？ 这些既是语言学关注的问题 ，
也是社会学研究的课题 。 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城镇区域 ，

方言面貌也在快速变化 ，有的甚至处于濒危状态 。 记录方言事实 ，
抢救方言资源 ，

已痉成为语

言学界的 当务之急 。 2 0 世纪 9 0 年代 以来 ， 湖北 的语言学者就拟对湖北方言展开全面深入 的

调查和研究 ，特别是周边省份方言调查研究成果的不断推 出 ，
更增添 了我们 的使命感和紧迫

感 。 但限于人力和财力等方面条件 ，
工作难以推进 ，直到 2 0 0 7 年才开始启动 。

2 0 0 7 年 1 2 月 1

日
，华中师范大学

“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

召开
‘‘

湖北方言研究
”

项 目 会议 ，
正式提 出研究计

划 ，并邀请张振兴先生到会讲学 ，就方言调査研究的有关问题提 出具体要求 。 我们 的设想是 ，

通过调查研究 ，弄清湖北语情 。 力求做到两个结合 ：

一是
“

点
”“

面
”

结合 ，以
“

点
”

见
“

面
”

，通过重

点方言的调查 ，反映当今湖北方言的基本面貌 ；
二是

‘ ‘

语
”“

文
”

结合 ， 以
“

语
”

观
“

文
”

，透过方言现

象
，
发掘方言背后的文化内涵 ，展示地方文化的 自 然生态 。 项 目 的实施拟分两个阶段 。 第一阶

段 ：方言重点调查 ；第二阶段 ：综合 比较研究 。 先期启动第一阶段工程 ，计划选择 2 0 

—

 3 0 个市

县方言点 ，进行全面深人的调查 ，
形成系 列成果 《湖北方言研究丛书 》

。

为 了便于第二阶段 的比较研究 ，
《丛书 》在内 容和体例上做了统一的规定 ，并制订 了详细的

内 容大纲和体例规范 。 特别是语法方面 ，要求具有相对的系统性 ，
既能显示方言语法 的基本格

局 ，又能突 出方言语法的主要特点 。 当然 ，统
一是相对 的 ，在保证基本内容的前提下 ，作者可以

根据各地点方言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 的变通 。 比如 ，

“

方言的现代发展
”

要求写成
一

章 ，但如果

觉得可写内容不多 ，难 以成章 ，也可放在
“

导言
”

部分来叙述 。 全部书稿 ，哪怕是后记 ，
要求风格

统
一

，力求朴实 ，体现 良好的学风和文品 ，反映湖北语言学者
一贯坚持的崇实主张 。

项 目 的实施和 《丛书 》的出版得到 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 。 邢福义先生和张振兴先生作为顾

问 ，身体力行 ， 自 始至终关心项 目 和 《丛书 》 的进展 ， 给予具体全面的指导 。 邢先生还亲 自 为 《丛

书 》作序 ，表明对本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 回应 。 张先生认真审读 了每一部书稿 ，提 出 了非

常详细的修改意见 。 项 目 由
“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 中心
”

组织实施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

中南 民族大学等湖北高校的
一批方言学者参与合作 ，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 目 和
“

2 1 1 工程
”

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 的资助 。 《丛书 》被列入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重点图

书出版计划 ，并得到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 的资助 。 出版社领导为《丛书 》的 出版花费

了不少心血 。 对于各方面的支持 ，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丛书 》力求客观反映方言事实 ，

揭示方言特点 ，期望成为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能够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肯定 ， 但能否真正实现这
一

目标 ，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 我们期盼着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

（汪国胜 ）

（邢福义 华 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 中心 4 3 0 0 7 9
；

汪国胜 华中 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 中心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 中心 4 3 0 0 7 9 ）

？ 3 2
？汉语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