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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方言研究》

前言

　　2002年6月至7月间，我率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师生一行18人到浙江庆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方
言调查教学实习。庆元地处吴语区南缘，与闽北毗连，是观察方言接触和过渡的理想地带，而且听说
这里古音保存得非常之多，这正是我们选择庆元方言作调查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带有偶然性的特
殊原因：不久前，日本爱媛大学秋谷裕幸教授顺访我系，作关于原始处衢方言古音构拟的学术报告，
主持人王福堂先生生动地介绍了秋谷教授从庆元方言开始，持续数年深入浙西南山区进行方言调查的
种种情形，勾勒出一位“奇人”一个献身于汉语方言学的日本学者的感人形象。与此同时，深深吸引
了这位日本学者的庆元方言也就在与会者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令人神往的魅力。带着这种好奇心和探
索欲，我们来到了庆元。　　在县教育局吴应兴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我们4个小组次日便都顺利地开
始了调查日程。就在这一天，绵绵梅雨中，一位素不相识的不速之客经吴应兴指引，只身前来造访。
客人直宣来意，要送几套刚排印出来的关于庆元方言的书给我们作参考。他的一只胳膊因摔伤而缠着
纱布，便用另一只手取出几套厚厚两大册的蓝皮书简——《古老珍贵的庆元方言》。没有客套，也未
久坐，几分钟后，他用那只未伤的手撑开雨伞，悄然离去。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吴式求。当时并不知道
怎么称呼他，大概因为看上去像个文化人吧，我们便跟着感觉信口称之为吴老师。　　《古老珍贵的
庆元方言》上下两册共750来页，120万字，这样的篇幅，在县级方言研究著作中堪称巨著，其语料之
富，用力之勤，可以想见。然而，封面上却无作者署名，查找版权页，才知道此书还不是正式出版。
由此想到，作者不仅为撰写此书付出了心血，而且为它的排印承担了经济责任。在这个年财政收入
仅5000万元、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于是，在我的心目中，吴式
求成了研究庆元方言的又一位奇人。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们的调查日程排得很紧，此后与吴式
求只有四五次短暂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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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方言研究》

内容概要

享有“古语活化石”盛誉的庆元方言，是一宗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她不章是庆元不民的，中华民族
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庆元方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声韵调系统、语音和语法、词语和字源、字
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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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方言研究》

书籍目录

导言 多姿多彩庆元话第一章 概述一、庆元的历史地理简况二、庆元方言的基本概况三、庆元话语音
与现代普通话语音的比较四、庆元方音与古代语音的比较附表1.1庆元话语音与现代普通话语音比较表
附表1.2庆元话语音与《广韵》音系比较表五、唐宋时期“普通话”语音的活样板第二章 声韵调系统一
、音标符号总表二、韵母“四呼”分类表三、声母韵母表四、声调表五、声母音标符号对照表六、韵
母音标符号对照表七、声韵调配合关系表八、音节表第三章 语音和语法一、文白异读二、变调和变音
三、变调的一般规律四、变音的一般规律五、语法特点第四章 词语一、自然天地时序二、物类动物植
物食物饮食三、器用农具工具、机具家具炊具餐具洁具卧具服饰杂物文具四、称谓亲属人体躯体动作
疾病医疗五、社会城乡环境家庭建筑交通战乱、灾荒吏治、刑罚商贸六、语言、文化语言文字、书籍
文化、学习游乐七、劳动-农事家务其他劳作作息、忙闲八、人事生长、老死习俗庆吊鬼神、信仰人际
交往纠纷、争斗品行思维活动感觉九、特征、现象形态方位移动数、计量十、虚词代词、不定词副词
、介词及其他时态助词十一、多音节固定词组十二、歇后语十三、俗语巧对十四、谣谚、谜语、蕈山
话第五章 字源、字汇一、音字探源二、同音字汇三、多音字汇四、文白异读字汇五、变音字汇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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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方言研究》

章节摘录

　　对于旧体诗词来说，依律押韵固然十分要紧，平仄协调更是必须讲究，因为它最能体现出诗歌语
言的音乐之美。　　那么，什么是“平仄’’昵？所谓“平”，指的是发音清越响亮；所谓“仄”，
指的是发音低沉短促。“平，，的对象包括所有读平声的字；“仄”的对象则包括除平声之外的全部
读上、去、入三声的字。　　唐诗宋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阅读和创作诗词，处处都离不开对平仄的
掌握和运用。如何区分平仄，可以说是文化人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人们提高这方面的水平，
过去的文人通常会采取一种用线条给文字加旁注（横线代表平声，竖线代表仄声）的方法加以解决，
只不过好像并未产生多大效果。据笔者了解，至今不少学校里的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对于哪个字
该念平声，哪个字该念仄声，仍然不太搞得清楚，他们往往为此感到头痛。　　然而，这个难题对于
庆元人来说，则不成其为问题。　　一位平时爱写点旧体诗词的朋友曾跟笔者谈过这样的体会：他尝
试过用普通话写诗，感觉很别扭，改用庆元话写，马上觉得顺手得多。原因何在？就在于这位业余诗
人是“我伲”（庆元方言“我们”）庆元老乡，从小就讲庆元话，根本用不着特别刻意地费时费力去
学习如何区分平和仄。古老而奇妙的庆元话，早已无师自通地造就了他准确掌握做旧体诗词所必不可
少的用韵规律。　　想不到吧，庆元方言竟然会有如此的“特异功能”和妙处！　　附录　　曹操《
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
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
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蒜，心念旧恩。月明星稀，鸟
雀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毛泽东《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
天遥看一千河。牛郎若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媒人去数
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成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
⋯⋯”　　李商隐《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林逋
《山园早梅》：“众芳摇落独喧妍，占断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
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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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术圈外的写作，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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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方言研究》

精彩书评

1、语音字典(VoiceDic)是一个用于查询汉字在各种方言中发音的工具，目前已支持汉语方言（普通话
、广州话、闽南话、潮州话、苏州话、上海话、客家话、围头话等）、日语汉字等几个语种的查询。
享有“古语活化石”盛誉的庆元方言，是一宗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她不章是庆元不民的，中华民族
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庆元方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声韵调系统、语音和语法、词语和字源、字
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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