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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厦门大学中文系李国正著，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联合发行，1997 年9 月
台北初版。
16 开本，260页，33 万字。

著者所指的泸州方言“，实际上是泸县和泸州市共同通用的土语，而以泸州市市中区的土语为州方言
的代表”（引言） 。
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
根据现存族谱和实地调查，明清两代，泸州的人口，基本上是由湖广（今湖北省） 迁蜀的移民及其后
裔。
也就是说，其先祖籍河南，迁居湖北，后来由湖北移入四川，由湖北孝感乡迁泸者尤多；少部分来自
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湖南，其中福建、广东的多是客家人，浙江一带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内迁
的居民。
故今泸州人并非古蜀人的后裔。
因此，泸州话同四川境内的绝大多数方言土语（即属于西南官话的四川话） 一样，与湖北、河南方言
比较接近，与普通话距离也不大。

著者首先将泸州话的形成与移民联系起来，不仅揭示了泸州方言同泸州人口源流的关系，并且其方言
特点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或证明，而结论亦自然可信了。

该书的重点是对泸州话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此展示出泸州方言的
特点和它同普通话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些语言现象作了理论上的说
明，以期对方言的流变、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以至整个汉语史的研究，能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第一章概括描写了泸州话的声韵调系统、音节结构和声韵配合关系，并列有单音字表。
四川话的语流音变不太多，然而著者在第二章对泸州话的语流音变却做了较细的分析。
先分析一般音变，即连续变声、连续变韵、连续变调；然后着重剖析了儿化音变，并且从儿化的范围
及引起的韵母变化、儿化词的构成手段及儿化词的功能诸方面一一同普通话进行了对比，说明泸州话
的儿化音变不仅范围广泛，而且显得单纯整齐并具有地方特色。

第三、四、五章是重中之重。
在将泸州话的声韵调与普通话语音、中古音进行比较分析之后，著者还就中古语音的痕迹和客话的影
响，舌尖前、后声组的归并，蟹摄开口二等见系特殊音读[ iai ] [ ian ] ，流摄唇音及个别庄母字特殊音
读（如某、皱） ，入声调类长期保留的主要原因一一作了计论。
泸州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异表现在词形、词义、词素、词的音节、构成方法等各个方面:或者词
形各异、词义相同，或者词形相同、词义有别，有受外来影响的方言词，有比喻和拟声的方言词，还
有古语词的保留。
泸州话词汇的单音词一般比普通话同形词意义范围广； 叠音名词，三、四音节的名词和形容词较为丰
富；并保留着一部分古汉语词。
这些情况一方面同其音系的简单（有字音节仅1000 余， 普通话为1300 个） 、语音系统的发展变化相
联系；另一方面，多音、叠音词的构成，又与语法系统密切相关。
在讨论泸州方言较之普通话有独特个性的一些语法现象时，词法比较中就名词（“些、家、伙、角、
瓜、巴郎、子、壳、气、巴、杆等后缀） 、动词（打、倒） 、形容词（前缀、后缀） 、代词、数量
词、语气词等分别作为比较；句法比较则包括:数量词与名词的搭配关系，名词词组，形容词词组，“
程序副词+ 形+ 量”（太小砣） “， 形+名”（麻人） “， 动+形”（吃月白）等以及各种句式。

综观全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著者通过亲自调查，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实际材料，全书的研究都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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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书中附录的同音字表、词汇表、标音材料、俗语材料就是经过全面深入调查所归纳整理出来的。
二是对泸州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分析比较全面、细致。
在四川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可以说这是第一本重在研究官话方言点的专著。
李国正先生“长期搞古汉语，只是业余写点四川方言的文章”，他的《四川话流、蟹两摄读鼻音尾字
的分析》（《中国语文》1984.6）《四川话儿化词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86. 5） 、《泸州方言
本字考》（《语言研究》1988. 2） 、《泸州话名词的特殊词缀》（《语文研究》1996. 4） 已见其功底
。
这本《四川泸州言言研究》是台北中华发展基金会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关系良好发展、鼓励两
岸学术交流，作为“国学精粹丛书45”而出版发行的。
它的出版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一份方言史料，对四川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亦将有所推动，这是值得称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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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国正，  男，1947年4月出生于四川泸州，籍贯重庆永川，教授。
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
曾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现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教授、马来
亚大学客座教授、韩国仁荷大学客座教授、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点通
讯评议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议专家、教育部学科评估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议专家、教
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通讯评议专家、福建省辞书学会副会长、四川泸州市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主要贡献：创立了生态汉语学。
中国新闻社1991年6月28日发布《厦门大学一教师创立生态汉语学引起关注》的新闻，称作者“创立了
生态汉语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许多国家的报刊转载了这一新闻，国内五家刊物发表了评价文章。
在国内外已出版《生态汉语学》、《四川泸州方言研究》、《古汉语文化探秘》、《汉字解析与信息
传播》、《网络文学的语言审美》、《文学修辞学》等10部学术著作，在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
、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上已发表70余篇论文。
代表性论文有《四川话流蟹两摄读鼻音尾字的分析》、《四川话儿化词问题初探》、《“蔡蔡叔”辩
诂》、《说“乱”》、《〈诗经〉亲属称谓词研究》、《〈红楼梦〉前八十回“红”字研究》、《〈
红楼梦〉后四十回“红”字研究》（英文稿）等。
获美国CICSC科学文化信息中心千禧优秀论文奖、福建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个奖项。
亊迹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录》、《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华人突出贡献专家名典》、《
世界文化名人辞海》等一百余种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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