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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有关官话音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mdash;&mdash;薛凤生语音规范化的历史经验和&ldquo;官
话音&rdquo;研究&mdash;&mdash;张鸿魁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mdash;&mdash;张玉来再谈
《中原音韵》音系的性质问题&mdash;&mdash;唐作藩重读《论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
》&mdash;&mdash;忌浮&ldquo;中原雅音&rdquo;与宋元明江南儒学&mdash;&mdash;&ldquo;土中&rdquo;
观念、文化正统意识对中国正音理论的影响&mdash;&mdash;平田昌司对元代官话基础方言问题的再探
讨&mdash;&mdash;黎新第从《元史》看元人的&ldquo;中原&rdquo;概念&mdash;&mdash;《中原音韵》
研究中的一个背景性问题&mdash;&mdash;麦耘再证《中原音韵》的基础方音不是洛阳
音&mdash;&mdash;桑宇红元朝指空沙哕巴梵汉对音初释&mdash;&mdash;刘广和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
方言的廿二年历程&mdash;&mdash;&ldquo;从字缝里看&rdquo;到&ldquo;从字面上
看&rdquo;&mdash;&mdash;鲁国尧关于明代汉语共同语基础方言的几点意见&mdash;&mdash;蔡瑛纯从
《四声通解》今俗音看明代前期官话人声&mdash;&mdash;刘晓南试论明代前期南京话的语言地
位&mdash;&mdash;张竹梅论近代汉语官话史下限&mdash;&mdash;张卫东民初国音的历史回
顾&mdash;&mdash;叶宝奎从历史上的人口变迁看近代北京话的递嬗延续&mdash;&mdash;耿振生十九世
纪末叶北京官话声调初探&mdash;&mdash;以日本人编《官话指南》为依据&mdash;&mdash;李无未、赵
小丹从官话中几个字的读音变化看例外音变与语音构造的规  律&mdash;&mdash;孙玉文论《尔雅音图
》的音系基础&mdash;&mdash;冯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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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得有点辛苦。
2、开始几篇综述性文章都不错，平田昌司的角度尤其好，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考察中原的意义比纠缠
在究竟是北京还是汴洛要好的多。叶宝奎通过民初国音以今证古的角度也有意思，不过结论还有点怀
疑。所谓官话，在元明清三代实则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它跟读书音、口语音、正音这几个概念的关
系要清理清楚才好说。不然，说官话有南北两支，也是欠妥的。因为所谓南北终究属于相对而言，到
底怎么分呢？再者，如果说北京是北方官话的标准，南京是南方官话的标准，怎么理解这个标准？其
实，并无一个统一的标准，大家对官话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应该是怎样的而已，并不像普通话这样
清晰。所以我理解官话实则是自宋代以来的通语一脉相承发展至今的通语形态，说国家的通语因为改
朝换代、政治中心而变是没有根据的。比如说台湾和大陆语音的差别并不大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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