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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
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
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
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
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
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姚莉三
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
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
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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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振兴，男，1941年3月20日生于广东省汕头市，青少年时期在福建省漳平市(原漳平县)度过。
先后就读于福建省漳平第二中学、漳平第一中学，并于1959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196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同年8月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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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语的分区闽语及其周边方言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广东省海康方言
记略广东省吴川方言记略重读《中国语言地图集》闽方言古浊去今读阴平调的现象广州话音系的分析
和处理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特点从汉语方言的被动式谈起汉语的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再论汉语的双
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方言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台湾社会语言学史五十年述评台湾话研究的进展和现状
评村上嘉英《现代闽南语辞典》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评《台语与国语字音对应规律的研究》《
简明吴方言词典》评述《香港粤语词典》序《厦门方言研究》序《鄂东方言语法研究》序作者论著目
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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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面从汉语方言出发，举一些例子说明在高年级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讲一点方言知识是有好处的
。
语音的例子比较复杂，也比较枯燥，可以先从略不说。
这里只举词汇和语法的例子说一说。
　　词汇的例子。
称呼中配偶女性的一方，书面语可以称&ldquo;内人、内子&rdquo;，或谦称&ldquo;贱内&rdquo;。
文言通称&ldquo;夫人、太太、妻子&rdquo;。
但口语多称&ldquo;老婆&rdquo;，在汉语方言中几乎南北通行，流行范围很广，从北边的哈尔滨到南
边的广州。
济南、扬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南昌、福州、萍乡、南宁（平话）都可以包括在内。
当然，同是&ldquo;老婆&rdquo;有时用法还有差别。
例如南京多用于老派，常常和&ldquo;老爹&rdquo;（丈夫）对举；福州用做谑称，同时也用来指称老
年妇女；南昌说老婆在听感上有点儿粗俗。
北方地区还有很多地方通行说&ldquo;女人、女的、媳妇&rdquo;。
除此之外，汉语方言还有很多的说法。
例如：温州说&ldquo;老安、老安人、老安儿&rdquo;，萍乡说&ldquo;婆娘、婆佬&rdquo;，南京
说&ldquo;马马&rdquo;，上海说&ldquo;娘子、家主婆、屋里个&rdquo;，扬州、长沙、武汉说&ldquo;
堂客&rdquo;，宁波说&ldquo;屋里人&rdquo;，崇明、南昌说&ldquo;女客&rdquo;，丹阳说&ldquo;老马
、女过&rdquo;，苏州说&ldquo;家婆、家小&rdquo;，建瓯、州说&ldquo;老妈&rdquo;，厦门说&ldquo;
某、牵手、妇人人、厝里&rdquo;，忻州、万荣、银川、西宁、西安、洛阳说&ldquo;婆姨&rdquo;
或&ldquo;婆娘&rdquo;，徐州说&ldquo;家下、家来&rdquo;，乌鲁木齐说&ldquo;央格子&rdquo;（借自
维吾尔语，原意是嫂子、大嫂的意思），等等。
以上这些说法都还是通称，如果带上一些修辞色彩，那就更加丰富多彩。
例如温州旧时称正妻为&ldquo;正娘&rdquo;，相对于称妾的&ldquo;姨娘&rdquo;而言，又有&ldquo;路
头妻&rdquo;的说法，指与男人有露水姻缘的女人；哈尔滨还管自己半老的妻子叫&ldquo;老半口
子&rdquo;，有时干脆就叫&ldquo;老半&rdquo;，表示一种亲昵的意思，口语里还常常说&ldquo;老娘们
儿、屋里人儿&rdquo;，包含一种随意的意思；柳州称老年妻子为&ldquo;奶老&rdquo;，时下有通
行&ldquo;老爱&rdquo;，这是&ldquo;爱人&rdquo;的一种随便的说法，用于称述，也可以指男方。
 　　民以食为天。
在多数情况下，汉语的&ldquo;饭&rdquo;指每天定时吃的食物，北京话说&ldquo;早饭、午饭、晚
饭&rdquo;，山东很多地方说&ldquo;早上饭、晌午饭、下晚儿饭或夜饭&rdquo;。
如果笼统说吃饭的&ldquo;饭&rdquo;，南方地区一般指的是米饭，北方地区可能指的是馒头，也可能
指包子，现在有些地方也可能指的是米饭。
可是&ldquo;米饭&rdquo;指什么，南北地区有很大差别。
南方地区只有大米才叫米，小米叫黍或粟等，所以米饭是指大米、稻米做的饭。
北方以前多数地方不种稻子，口语里没有大米或稻米的说法，米指的是小米儿，所以米饭多指小米儿
做的饭。
有的地方更特别，例如山东沂水&ldquo;米饭&rdquo;指小米儿粥，&ldquo;干饭&rdquo;指小米儿饭
，&ldquo;大米饭&rdquo;指大米粥，&ldquo;大米干饭&rdquo;才是指大米做的饭，要是用粘性小米儿做
的干饭就叫&ldquo;粘粥&rdquo;。
类似的例子在沂水方言有的是，例如管饺子叫&ldquo;包子&rdquo;，管肉馅饺子叫&ldquo;肉包
子&rdquo;，管手制的鲜面条叫&ldquo;面汤&rdquo;，管馅饼叫&ldquo;火烧&rdquo;，似乎跟我们平时
的理解很不一样。
这种现象其实在方言里是很平常的。
　　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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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酸&rdquo;字在《现代汉语词典》分为两个单字条目，&ldquo;酸&rdquo;&rsquo;有四个义项：
（1）能在水溶液中产生氧离子的化合物的统称；（2）像醋的气味或味道；（3）悲痛；伤心；（4）
旧时讥讽文人迂腐。
&ldquo;酸&rsquo;&rdquo;又作&ldquo;疫&rdquo;，因疲劳或疾病引起的微痛而无力的感觉。
两者加起来是五个义项。
以&ldquo;酸&rdquo;字作首字的条目共18条，其中&ldquo;酸酐、酸根、酸碱度、酸雨&rdquo;是化学等
学术名词，&ldquo;酸楚、酸辛&rdquo;是文言成分。
真正口语里常用的条目只有&ldquo;酸败、酸不溜丢、酸菜、酸懒、酸溜溜、酸梅、酸梅汤、酸牛奶、
酸甜苦辣、酸痛、酸枣&rdquo;等11条。
再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银川、西宁、贵阳、西安、乌鲁木齐、洛阳、太原、忻州、扬州、柳州、
南京、丹阳、金华、南昌、厦门、黎川、梅县等17种方言词典作比较，&ldquo;酸&rdquo;字的综合单
字义项是八个，除了上述的（2）（3）（4）和&ldquo;酸&rsquo;&rdquo;的义项之外，没有义项（1）
，但却多了另外的四个新义项：A．[柳州]腌制的咸菜，名词，&ldquo;她最中意吃酸&rdquo;
，B&middot;[银川]使变酸，动词，&ldquo;酸点菜&rdquo;，C．[扬州]胆怯，&ldquo;他看到老王就酸
了，没得这门神了&rdquo;，D．[西安]比喻说的话下流，&ldquo;酸得很&rdquo;。
17种方言词典中以&ldquo;酸&rdquo;作首字的综合条目总共有54条，其中&ldquo;酸包梨、酸醋、酸梗
、酸姜、酸浆味、酸浆子气、酸困、酸辣汤、酸里红、酸溜姑、酸萝卜、酸咪咪、酸奶子疙瘩、酸泡
烂气、酸胖、酸肉、酸笋、酸水、酸糖、酸涩儿、酸汤、酸坛、酸头、酸甜儿、酸楂涝儿、酸枣面、
酸鱼&rdquo;等三十来条是《现代汉语词典》所不见的。
如果用来比较的方言词典越多，这一类综合条目的数量还会增加。
　　再举语法的例子。
汉语里有些语法成分有很大的包容性，例如北京话的&ldquo;给&rdquo;可以同时表示给予、被动、处
置和使役。
&ldquo;给他一本书l给他十元钱&rdquo;表示给予，&ldquo;小孩给吓着了I他在回家的路上给抢
了&rdquo;表示被动，&ldquo;信写完了，请你给打印一下就寄走吧&rdquo;表示处置，这里的&ldquo;
给&rdquo;相当于&ldquo;把它（信）&rdquo;，&ldquo;村里拨出几亩地来给他们做实验&rdquo;表示役
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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