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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是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科研课题。
遣一课题按计划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调查四十处方言，编四十册分地方言词典。
第二步是在四十册分地词典的基础上，编一部综合的汉语方言词典。
本课题从一九九一年春天起步，一九九二年秋天起，分地词典先后交稿，陆续出版。
一九九八年年底，分地词典全部完成，出版了四十一本，后来又增加了绩溪卷，总共是四十二本。
紧接着就开始了综合本的编纂。
经过四年多的紧张努力，这部综合本终于完稿。
语言的研究离不开语言的事实。
对语言的科学认识，要从语言事实分析归纳出来，又要经受语言事实的检验。
纵向看，语言是不断发展演变的。
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会有差异。
横向看，语言分为许多的方言。
同一时代的不同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也会有差异。
通过历史的比较和平面的比较来认识语言的特点、规律，是语言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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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有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的《现代汉语方言
大词典》分卷本于1999年初全部出齐。
这部大词典由著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担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编写，江苏教育出版
社出版发行。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由41部分地词典构成，这41个地点分别是：崇明、苏州、厦门、
长沙、娄底、西宁、太原、贵阳、南昌、武汉、梅县、乌鲁木齐、南京、丹阳、忻州、柳州、黎川、
西安、扬州、徐州、金华、海口、银川、洛阳、济南、东莞、万荣、杭州、温州、上海、宁波、萍乡
、南宁、牟平、成都、哈尔滨、福州、建欧、广州、雷州、于都。
每部词典收词都在8000条左右，全书收词总数约32万条，总字数约两千万字，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煌煌
巨著。
41部分地词典的选点都是经过反复讨论后才定下来的，大的方言区一般选三四种，能从总体上比较充
分地反映现代汉语各方言间词汇异同和语法虚词用法的基本情况。
每部分地词典的内容都是统一设计的，包括下列五个部分：首先是李荣教授的《分地方言词典》总序
””总序”说明编写方言词典的意义和工作程序，指出”分地方言词典的要求有两项：一是为综合的
方言词典准备条件，二是反映本方言的特色”另外还对分地词典的编写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第二部分是“引论”。
“引论”内容共有八项。
第一项介绍该方言点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和人口构成等与方言变化密切相关的背景材料。
第二项描写该方言的语音系统，包括该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连读变调，轻声，儿化，重叠等语
音变化情况。
第三项说明方言的内部差别，包括该方言所属范围内城市与农村、新派与老派、四乡之间的社会差别
和地域差别，并说明词典所描写的方言派别(一般是城区的老派)。
第四项是单字音表。
单字音表表头第一行是韵母，一个韵母占一栏，第二行是声调，该方言的单字音声调都在同一栏内，
纵行第一列是声母，声母按发音部位分栏排列，声母和韵母、声调相交的地方就应该有一个方言读音
，有音有字者列出该字，有音无字者用一个圆圈表示，生僻字、方言字和圆圈都在表下加注释，无音
无字处空白。
第五项说明该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方言特点的确定与编写者的主观认识有关，一般
是和普通话比较后得出的，有的也说明该方言在所属方言区中的特点。
第六项是词典凡例。
凡例的繁简各词典并不完全相同，但要求各词典用相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条例。
第七项是对词典例句中常用字的注释。
这是因为词典中的例句都要求用地道的方言，提前解释就可以避免出现刚开始使用词典就要先查词典
这种情况。
第八项是方言音节表。
音节表的编排顺序按单字音表：以韵母先后为序，同韵的按声母顺序，声韵相同者按声调顺序，每一
个音节都标明该音节在词典正文中出现的页码，实际上是该词典的音序检字表。
　　词典的第三部分是词典正文，即词典条目。
每一部词典条目的多少不完全一致，一般都在八千条左右，原则上是大词典编委会规定的三千五百个
统一的条目都得有，在此基础上尽量多收有当地特点的方言词。
每一个条目词都包括字形、注音、释义三个部分。
因“子”尾、“儿”化、轻声、重叠等构形方式形成的同义词采用参见的方式出条。
字形上，汉语方言词典采用繁体字。
这主要是普通话中已规范简化的字形有限，而各地方言都有一些方言字、俗字和生僻字，这些字大都
没有规范的简化字字形，如果采用简化字，势必比照普通话的简化原则来自造简化字，其结果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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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虽然简化了，但仍可能出现新的不便和麻烦。
因此，比较简便的解决办法是仍然使用繁体字。
此外，使用繁体字也便于文史工作者直接引用和打开海外市场。
41部分地词典都是用国际音标注音。
这是由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各地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单就声调而论，少的只有3个，多的有12
个，汉语拼音是专对北京话制定的，对大多数汉语方言不适用，而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为各地的汉
语方言制定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因此只能用国际音标注音。
　　第四部分是词典条目的义类索引。
索引正文前有索引目录，索引目录先把词典条目分成天文、地理、时令/时间、农业、植物、动物、房
舍、器具用品、称谓、亲属、身体、疾病/医疗、衣服穿戴、饮食、红白大事、日常生活、军/政/法、
交际、文化教育、文体活动、动作、位置、代词等、形容词、副词/介词、量词、附加成分、数字、其
他等三十大类，有的大类下面还分小类，如“日常生活”下面又分“(1)衣”“(2)食”“(3)住”“(4)
行”这样四小类，大类小类后面的页码都是该类词条在索引正文中的页码。
索引正文按大类〉小类〉词条的顺序列出每个条目在词典正文中的页码。
分类后难免有的词条有两属甚至三属的情况，编制索引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查找，因此，两属或三属
的词条就两处或三处出条。
　　第五部分是词典条目的首字笔划索引。
首字笔划索引的编排原则有三条：一、按词典正文条目首字笔划的多少由少到多依次排列；二、笔划
相同的字按前五笔横、竖、撇、点(包括捺)、折的顺序排列先后；三、一个字因读音不同而在不同页
码出现的分别注上页码。
字的笔划顺序都按国家公布的规范来确定。
索引中字右边的页码是词典正文页码。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继《现代汉语词典》后向社会奉献
的又一词书精品。
和《现代汉语词典》相比，这部词典有以下几个特点。
《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范围主要是全国通用的规范词语，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收一些方言词和古
语词，以规范性为主，兼顾实用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本主要收当地方言中比较地道的
方言词，也不排斥已进入当地方言的普通话词语，以实用性为主，兼顾规范性。
二，《现代汉语词典》用汉语拼音注音，社会通用性比较高，属于通用型语文词书；《现代汉语方言
大词典》分卷本用国际音标注音，各分地词典主要服务于所描写的方言区，社会通用性比较低，属于
专用型语文词书。
三，从使用繁体字、用国际音标注音、本字不明者可以用方框代替等情况来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
典》的学术性比较强，对使用者的文化程度要求比较高。
总的说来，这两部词典各有侧重，不能相互替代。
　　从汉语语言学发展的角度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是二十世纪汉语语言学史上的重大
工程之一，其学术意义可以从以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开始，汉语方言学家们很快就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汉语方
言语音的方法。
一般情况下，一个调查者用一本《方言调查字表》，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把一个方言的单字音系调查出
来。
词汇的调查则困难得多。
首先是词汇的数量比较大，只就五、六千条常用词语来说，调查所费时间就得一个月以上；另外，如
果调查者不是当地人，对词语的解释和细微的词义分辨都比较困难。
由于这种工作上的客观困难，几十年来，汉语词汇的调查研究一直远远滞后于语音的调查与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丁声树先生早在1961年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题为《关于进一步开展汉
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的文章，大声疾呼加强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工作，然而，汉语方言
词汇的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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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研究汉语方言词汇的学者基本上只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汉语方言词汇》中提供的二
十个方言点、1230个词条(1964年版为905条)的基础上摸索、总结汉语方言词汇的规律和异同。
《汉语方言词汇》是一本有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的汉语方言学著作，但从学术发展的眼光来看，这部
著作的局限性主要有三点，一是所选方言点的代表性不够强，二是词汇量比较小，三是受表格的限制
，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等现象无法得到体现，一个词只能列一两个最常用的义项，更不可能为一些词
义比较微妙的词语举出例句，使读者可以通过例句来准确把握词义。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共四十一部，每部词典的条目都在八千左右，合计四十一个方言点相
同或不同的词汇总量约为三十二万条，总字数约三千万，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语词词典之一，堪称
煌煌巨著。
这部词典出齐以后，把汉语方言词汇调查和研究的水平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汉语方言词汇
调查落后于语音调查”的说法从此可以休矣。
　　第二，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全国陆续出现了一些方言词典或有词典性质的词语集之类的著作，有
的以省命名，有的以方言区命名，有的则以地点命名。
体例大多各不相同。
收词范围不大一致，有的偏重口语，有的只收书面语，收词数量也多寡不一。
有的用拼音字母给方言注音，有的则用国际音标。
词典质量也很不均衡。
单独就所描写的方言来看，多少都有一些用处，如果想做大范围的崐比较研究，其作用明显不如《汉
语方言词汇》。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地词典》都是由有一定方言调查经验的方言学者调查方言口语，然后根据
实地调查的材料来编写，都是用国际音标注音，有可以作全国对比的基本词条，体例不但是统一的，
而且，比较完备而周详。
词典是供人查用的。
衡量一部词典质量的高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试着查一下这部词典，看能不能很快查到读者想查的词
语。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在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周到，词典前有音序检字表，后附义类索引和词
条首字笔划索引两种检索方式，非常便于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查阅词典。
首设义类索引，可以说是这部词典的一大创举，这不但便于模糊查找一些用方言读音和首字笔划难于
查找的词，而且非常便于方言间同一类词语的比较研究。
可以说，这部词典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汉语方言词典的编写水平，为方言词典的编写提供了一批示范性
的作品，这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词典的编写和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工作向前发展。
　　第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不限于词汇方面，对方言语法的研究
也有重大贡献。
这种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语法研究可以分成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词法中构词和构形的研究都必需以词为单位。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四十一个方言点的三十二万条词汇，为研究、比较现代汉语各方言构词法、
构形法的异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料，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编写原则中有一条是要求特别注重对语法功能词作详尽描写。
在义类索引中，按语法意义归类的类别有五六种左右，下面是《南昌方言词典》中有关的部分：(二十
四)代词等，(二十五)形容词，(二十六)副词、介词等，(二十七)量词，(二十八)附加成分。
语法功能词的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
而千百年来各汉语方言的发展情况又不完全一致，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方言中用法往往差别很大。
比如，北京话中的”着”可以表持续，不能表被动，成都话中的”着”可以表被动而不能表持续。
如果把四十一部分地词典中”着”的用法全都抽出来比较研究，就可以把现代汉语中介词”着”的用
法差别大致归纳出来。
于此可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这部词典的学术意义并不限于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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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先生在《分地方言词典总序》中指出，“文史方面的学者，也可以取用其中的材料。
”这说明，方言词典对文学史和历史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
比如几年前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证，争论的各方几乎都是根据《金瓶梅》中使用的方言词语来推测
其作者的。
同时，对一些相关的学科如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民族接触，人口迁移，民风民俗，社会变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而四十一部分地词典中的三十
多万条词语，为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一点，这些分地词典还具有一些有价值的经济信息。
前几年，“中华鳖精”在全国卖得比较火，但在一些地方却打不开市场。
原因不在于销售人员无能，而是”鳖”字在这些地方是禁忌字，很难想象人们会去买一个说不出口的
东西来作礼物送人。
因此，这部大词典还可以为商品的命名提供重要参考。
工商从业人员在给产品命名时应尽量回避各地汉语中的禁忌字，避免意外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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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荣，1920年生，音韵学家、方言学家。
笔名董少文、昌厚等。
浙江省温岭市人。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
1946年自昆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
1950年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
、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杂志主编等。
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其中尤其是对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音
韵的研究和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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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凡例四十二处方言概况筆书索引词典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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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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