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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省 方 言 志 盖害序

李 荣

山 西 方言 在我 国北 方 方言 里是 比 较 复 杂 的
。

对研究 语 言 的 人 来 说
,

山 西 的 方言 跟 山 西 的

煤炭 一样
,

是无 穷无 尽 的 宝藏
,

正 待开 发
。

研究 语 言有 语音
、

词 汇
、

语 法 等 方面
,

研 究 方 言 也 是 如 此
。

这 叫做 麻 雀 虽 小
,

五脏 俱全
。

过
去 有 的 人研 究语 言

,

直接从 文 字入 手
,

对 语 音 不 够 重 视
。

研 究方 言必 须从 记音 开始
,

过从 口 语
到 文 字 有关

。

就 培养 人 才 说
,

语 言 工 作者 从 研究 方 言可 以 得 到 比 较 全面 的 训 练
,

更快 的 提高 工

作 能 力
。

山 西省 的 语言 工作 者 在 实践 中逐 步体 会 到 调查
、

研究 山 西方 言的 重 要性
。

他 们 在 山 西 省
社 会科 学院 的 领导 和 组织 下

,

配 合 山 西 省 各县 ( 市 ) 地 方志 的 编纂 工 作
,

一 个 点 一 个点 的 调查 研

究
,

一个 县 ( 市 ) 一个县 ( 市 ) 的 编 写 方言 志
。

经 过 几 年 的 努 力
,

初 步取 得 了 一些 成果
,

曾经试 印

过 平 遥
、

怀 仁
、

太 谷
、

晋 城
、

陵 川
、

洪 洞
、

寿 阳
、

祁县
、

襄垣
、

文水
、

万 荣 等十 一种 方言 志
。

在广 泛征
求 意见

,

反 复 商讨
,

修改 补充 之后
,

决 定以 《 山 西省 方言 志丛 书》 的 名义 由 [ 语 文 出 版 社与1山 西高

校 联 合 出版 社 陆续 正式 出 版
,

这是 文 化建 设 方面 一件 有意 义 的 事 情
。

方言 志 以 记录 事 实为 主
。

为 了 便 于 比 较
,

山 西各县 ( 市 ) 方言 志 有一致 的 体 例 ; 为 了 反 映各

地 的 方言特 点
,

又 有灵活 的 安 排
。

这 种做 法 是 可 以 借 鉴 的
。

《山 西省 方言 志丛 书 》将反映 山 西全 省 方 言 的 面貌
。

山 西开 了 头
,

假如其 他 省
、

区
、

市也 接 着

做
,

合起 来就 可 以 给 汉 语 方言 做一个 全 面 的 记 录
。

山 西首 先编辑 这 样一 套丛 书
,

经验 不足
,

一
定 有许 多缺 点

。

如 蒙读 者与 同行 不吝 指 正
,

可 以 断 言
,

编者 一 定 是 十 分欢 迎 的
。

( 一九 八 四年
十 二 月)

山东 省 方 言 志 盖 害 序

李 荣

山东 的 方 言研 究工 作
,

从五 十年 代的 方 言 普查 起
,

一直 做 得 不 错
。

一九八 二年
,

山东 省 方
言研究 会 成立

。

一九 八 四 年九 月
, 《 山 东 省方 言调 查提 纲 》 出 版

。

这几 年的 工 作 进展顺 利
,

已 写
成 三 十五 种方 言志 和 一部 《山 东人 学 习 普 通 话 指 南》 。

《 山东 人 学习 普 通话 指南 》已 由 山东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 ,

颇 受读 者 欢迎
。

书 中罗 列 山东 话
语音

、

词 汇
、

语 法 的特 点
,

指 出 山东 人 学 习 普通 话的 要 点
,

叙 事详 明
,

切 合实际
,

充 分反映 出 山 东

方言 研究 的 水 平
。

这 里 就 字音 和 句法 选 些例 子来 说
。

一般 的 说
,

山东 话和北京 话 声 韵 调的 对应关系 相 当整 齐
。

可是 有些地 方有 些字音 对应 关
系 与 众 不 同

,

学 习时 要个 别 记 忆
。

书 中( l ro 一 1 13 面 ) 《 山东 人 容 易读错 的 字 》举 出一百 五 十一
个 字

,

现 在 转录十 九 个字
。

钱 曾怡主编
,

曹志耘
、

罗 福腾
、

武传涛编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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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 的 一百 五 十一个 字是 就全 省方 言立 论
,

要个 别记忆 的 字 各地 多寡不 同
。

山东 各 地

教 学 普通话
,

不妨 把那 一百五 十 一 个 字检查 一 遍
,

把 本地 要注 意的 字 都摘 出 来
,

分别造成 句子

反 复练 习
,

预 计会 有效 果
。

平 常都 说汉 语 方 言之 间
,

尤其 是 官话 方言之 间
,

语法 的 差别 不大
。

其实 就 山东 方言 而 言
,

句 法颇 有特色
, 《山东 人 学 习普 通 话指南 》( 1% 一2 10 面 ) 一共举 了 五 项

,

现 在只 转录 一项 比 较

句的 例子
。

青 岛
、

烟台
、

威 海
、

潍坊
、

淄 博
、

新泰 等 大片 地区 最常 见的 比较句 用
“

起” 字
,

跟北 京 话

对 比 如 下
。

青 岛等地方 言 北 京 话 七

一天 强起 一 天 一天 比 一 天 好

一天 热起 一 天 一 天 比 一 天 热

他 长 得不 高起 我 他 长得 不比 我 高 / 他 长得 没我 高

这 本书 不 好 看起 那本 这 本 书不 比 那 本好看 / 这 本书没 那本 好看

论 手艺 他 不差起 你 论手 艺他 不 比 你 差

全 班儿 没 聪 明 起 他 全 班 没有 比 他 再聪 明 的 了

我 不知 道起 你 ?( 反 向) 我 不 比 你 知道 吗 ?

这 种成套 格式 的 对 比
,

对语 言教 学( 包 括推广 普 通话 ) 很 有 参考价值
。

近 年来 全 国各 地都 在 编 地 方志
,

语言 调查 为 国 情 调查 重 要 内容之 一
,

方言志 为 地 方志 不可

缺 少 的 部分
。

山东 已 写 成 的 方言 志可 以 分 为两 类
,

一 类十 万字左 右
,

可以 作 为 单 行 本 出 版 ; 一

类 字数 在 两万 到五 万 之间
,

可 以 作 为 方志 的 一部 分或单 独 出版
。

我 只 看 过其 中两 部 的 稿本
。

总 的 印 象 是 体 例符 合 方言志 以 记 录事 实 为主 的 原 则
,

韭 且 报告 了 一些 新鲜 的 事实
,

水 平 跟 《 山

东 人 学 习 普通 话 指 南 》差 不多
。

各地 发行 的 方言 志 日 渐增 加
,

方 言志 的 出版 还是 不 容 易
。

好 在

山 东 省各 地 区
、

市
、

县 已 经 筹措 了 一些 出版 费
, 《山东 省 方 言志丛 书 》 即将陆续 问世

,

令 人 欣 慰
。

是 为序
。

( 一九八 九 年春 )

方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