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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博士论文改编而成。
全书共八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引言、海南岛的历史沿革与语言分布、海南闽语语音的共时描写、历
史音韵、海南闽语中的训读和文白异读、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看海南闽语语音的特点、海南闽语中一
些语音现象与周遍民族语言中相关现象的比较、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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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新中，男，1965年8月生于新疆，文学博士，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
目前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5一1998年，作为主要研究人员承担并完成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海南多方言地区高师普通话
教学改革与研究》，1999—2001年，主持并完成海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琼南地区汉语方言研究》的
研究项目。
2002—2006年，参与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研究课题，本人负责海南岛和雷
州半岛的调查研究工作。
2004—2007年，承担暨南大学《粤西、海南闽语的动态研究》项目。
发表论文、译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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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时期2.1.3两宋时期2.1.4元明清时期2.1.5民国时期至2002年2.1.6小结2.2海南岛的语言与方言2.2.1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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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辅音的语音学特征3.1.3几个特色声母的地理分布3.2海南闽语的韵母3.2.1单元音韵母和复元音韵
母3.2.2鼻尾音韵母3.2.3塞音尾韵母3.3海南闽语的声调3.3.1海南闽语各个点声调的调值和调类3.3.2调值
的实验问题第四章　历史音韵4.1海南闽语的声母与中古音的对照4.1.1唇音4.1.2舌音4.1.3齿音4.1.4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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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摄4.2.7流摄4.2.8成摄4.2.9深摄4.2.10山摄4.2.11臻摄4.2.12宕摄4.2.13江摄4.2.14曾摄4.2.15梗摄4.2.16通
摄4.3海南闽语的声调与中古声调4.3.1古平声的演变4.3.2古上声的演变4.3.3古去声的演变4.3.4古入声的
演变第五章　海南闽语中的训读和文白异读5.1海南闽语中的训读现象5.1.1训读的性质5.1.2训读的方
式5.1.3训读产生的原因以及其他问题5.2海南闽语的文白异读5.2.1文白异读的确定5.2.2海南闽语中的文
白异读第六章　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看海南闽语语音的特点6.1引言6.2海南闽语声母的特点6.2.1浊音g
、d的分布6.2.2部分疑母字和微母字的声母相同6.2.3微母和明母合流读为v声母6.2.4先喉塞音的分
布6.2.5海南闽语中的塞音擦化6.2.6送气塞擦音擦化6.2.7擦音塞化6.2.8塞擦音塞化6.3海南闽语韵母的特
征6.3.1曾摄、梗摄部分中古阳声韵、入声韵今读阴声韵，读同假摄开二开三的部分字6.3.2中古成摄、
深摄的入声字在海南闽语中的韵尾6.3.3海南闽语来自中古山摄、臻摄入声韵的一t尾6.3.4海南闽语来自
中古宕、江、曾、梗、通五摄的入声韵的一k尾6.3.5一m尾在海南闽语中的分合6.3.6山摄、臻摄在今海
南闽语中读.n尾的情况6.3.7一n尾在海南闽语中的分布6.3.8中古宕摄部分阳声韵今海南闽语中读同效摄
开一和开三、四等6.3.9中古梗摄开口二三四等的部分字在今海南闽语中读同假摄开口二三等6.4声
调6.4.1海南闽语的长入调和高去调6.4.2海南闽语中浊去读阴平6.5带有整体性的语音特征6.5.1训读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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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7.1.3先喉塞音6、d在各语言之间影响的情况7.2 h一、x.声母的对立与分布7.2.1海口话中h一、x一声母
的区别与分布7.2.2临高话中h一、x一的分布以及与海南闽语的关系7.2.3临高话中h一、x一声母与海南
闽语中相关声母的关系7.3海南各语言的一om、一3m、一op、一3p等韵母的分布7.3.1一om、一om、
一op、.op等韵母在海南各语言中的分布7.3.2一om、一3m、一op、一3p等韵母所组成的词语7.3.3小结
第八章　结语8.1海南闽语声母的特点8.2海南闽语韵母的特点8.3海南闽语声调的特点8.4整体性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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