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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望岳文库·汉语言文字系列：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为“汉语言文字系列”望岳文库“丛书
之一，主要内容有绪论；清代山东方言的声母；清代山东方言的韵母；清代山东方言的声调；清代山
东方言毕韵轻声和儿化；《日用俗字》语音研究；《万韵书》音系研究；《等韵便读》音系研究；《
聊斋俚曲集》用韵研究；《韵略新抄便览》音系研究；《七音谱》所反映的山东方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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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树铮，男，山东寿光人。
1956年11月1日生。
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4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获得博士学位。
现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
事、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方言学，兼及语法学、社会语言学、汉字
信息处理等。
已独立出版著作有《方言历史探索》、《寿光方言志》、《遥遥长路——赵元任》、《高考语文：专
家阅卷心得和学生备考策略》等，合著有《山东方言研究》、《山东方言词典》等。
在国内和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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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方面，前文提到的《聊斋俚曲集》所反映的早期淄川方言部分清入字归上而后来全部转变为
归阴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例子。
　　如果我们承认古清人声字有一个由归上（或接近于上声）到归阴平的变化（起码在淄川、寿光甚
至济南是如此），那么，利津等地（以及《万韵书》所反映的清代高苑等地）部分原读上声的舒声字
读同清人，便是在入声韵尾消失之后清人与上声调值相近时发生的相混现象；而寿光等地的这部分舒
声字则随着清人转入了阴平，只不过在连读调中仍读同上声，保留了它们原归清入、读近上声的痕迹
。
　　至于《万韵书》和今利津方言中有一部分阴平字读为阴人，可能与冀鲁官话的影响有关：冀鲁官
话阴人、阴平不分，导致方言中部分非常用的阴平字地位发生游移，跟着阴入字读了；而《万韵书》
和今利津方言中都有部分阴人字读阴平，则是这种游移向着相反的方向走了。
　　当然，以上的分析，是就主要情况而言的。
其中个别字的变化，以及不同方言中一些字的变异，这里就暂不论及了，待将来对这批字在各地方言
中的表现作详细调查之后再加讨论。
有一点可以先说一下我们的意见：这类字各地所辖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此处读或读同
阴人而彼处不然，这种参差的情况恰恰说明它们没有共同的来源，而只是在一个共同的阴人由接近上
声变向阴平的趋势之下各地发生的不规则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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