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宁波方言研究综述周志锋提要：宁波方言是吴语中颇具特色的一种次方言。从清末西洋传教士编写宁波方言手册算起，宁波方言研究历史已有一百多年。本文分“宁波方言研究历史回顾”和“宁波方言研究分类述要”两部分记述了宁波方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以改革开放以来为重点。关键词：宁波方言研究历史综述作者周志锋，男，1958年生，宁波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宁波315211)一、宁波方言研究历史回顾宁波方言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传统方言研究。明末清初鄞县人高字泰编撰的《敬止录》专列一类“方言考”，考证了宁波方言词语111条。近人陈训正《甬谚名谓籀记》(1924年)、应钟《甬言稽诂》(稿本，藏天一阁博物馆)、樊恭垣《浙江象山方言考》(《人文月刊》1936年第7卷第2、3、4期)等，都是用传统语言学方法记录宁波方言，考证宁波方言词语的来历和出处。清代宁波人仇廷模于雍正年间编撰的《古今韵表新编》收字约9000个，其实是一种宁波方言的同音字表。近人寒涛《宁波方音和国音比较的札记》(《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1卷第2期)．则属于宁波方言与旧国音的比较。清代以来各地县志也大多有方言内容，如同治《鄞县志》专列“方言”一卷，收录宁波方言词语700多条。光绪《镇海县志》、民国《象山县志》等都有方言专节，后者方言篇对当地方言情况的分析说明有许多精辟之处。特别是三十年代成书、1951年刊印的《鄞县通志》，其“文献志·方言”部分对宁波方言语音、词汇和谣谚等的整理和描写非常具体、细致，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1844年，宁波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正式开埠，宁波方言由此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和兴趣。自清末起西洋传教士在宁波等地推行教会罗马字，出版方言圣经、课本等，具体有宁波方言圣经全译本、佚名《宁波土话初学》(上海美华书局，1868年)等。1876年，美国传教士睦里逊(W．T．Morrison)化了16年的时间整理出版了他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Anglo—ChineseVo-cabularyofTheNingboDialect)。1884～1885年，英国人派克(EdwardHarperParker)在香港的《中国评论》(ChinaReview)发表了《宁波方言》(TheNingboDia—lect)(1884年第12期一1885年第13期)。1901年和1910年，德国任宁波海关官员穆麟德(P．G．vonM611endoff)又先后在上海和宁波分别出版了《宁波方言音节》(TheNingboSyllabary)和《宁波方言手册》(TheNingboHandbook)。这些著作都是用拉丁字母为宁波方言注音的例字、例句的汇编，学术水平不是很高，但由于方法比较科学，记音比较可靠，对研究宁波方言历史面貌和演变情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最早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宁波方言进行*本文系宁渡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课题(08JDZOSN)成果之一。～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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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刊2010年第1期科学调查研究的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1927年下半年，赵元任带着助手杨时逢到江浙两省调查吴语，宁波也是一个调查点(今隶属宁波市的余姚也是一个调查点)。赵元任在宁波找了八位发音人作实地调查，记录了宁波方言的音系。调查的成果收录在第二年发表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1928年)一书中。建国以后，方言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方言研究普遍地走上科学的轨道。浙江省先后组织过三次方言调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第三次，1964～1966年由傅国通等五人组成浙江省方言组，对省内七十二个点的语音、词汇、语法作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涉及宁波方言的有宁波、镇海、奉化、象山、宁海等点。1985年，傅国通等《浙江吴语分区》由浙江省语言学会出版(杭州大学学报增刊《语言学年刊》第3期方言专刊)，该书介绍了明州片方言的特点，列出了例字字音对照表。1992年，傅国通等《浙江方言词》由浙江省语言学会印行，该书共列有69个方言点202个方言词语的比较，对了解宁波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异同以及宁波方言内部的异同颇有参考价值。1992年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钱乃荣《北部吴语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两书都有专篇对宁波方言进行进一步的描写和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宁波方言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1991年和1996年，朱彰年等先后编写出版了《阿拉宁波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宁波方言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对宁波方言词语、谚语等作了比较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其中《宁波方言词典》附录“宁波话简述”介绍了宁波方言的语音系统、词汇特点和语法特点。1997年汤珍珠等出版了《宁波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该书收录宁波方言词语数量更多，而其“引论”部分介绍了宁波方言的内部差别、宁波方言的声韵调、宁波方言的特点，还列有宁波方言单字音表、音节表。2000年周时奋出版了《活色生香宁波话》(宁波出版社，2005年第2版)，该书重点收录解释宁波方言的短语和谚语。2006年张济同出版《实用宁波话》(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该书仅仅是用自创的“宁波话拼音方案”为汉字注上宁波方言读音，在方法、内容方面都无新意。2006年阮桂君完成《宁波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这是宁波方言语法研究的第一部专著。2007年崔山佳出版了《宁波方言词语考释》(巴蜀书社)，这是一本对宁波方言词语进行系统疏证的专著。2007年周志锋、胡方合作出版《北仑方言》(中国文史出版社)。对宁波北仑方言语音和词汇作了全面系统的描写和研究。2007年李建树、贾军主编《贾军教你学说宁波话》(宁波出版社)是一本“供初到宁波工作以及来宁波出差、旅游的外省、市人使用”的“应急性质的工具书”。单篇的论文数量很多，内容涵盖宁波方言研究的各个领域，详见下节分门别类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宁波和全国一样，进行了建国后第一轮大规模修志工作，编撰出版了《宁波市志》及镇海、鄞县、奉化、宁海、象山、余姚、慈溪等县志或市志。以上志书中都设有方言专编或专章，详略不等地介绍了各地方言的特点，以及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情况。二、宁波方言研究分类述要(一)语音方面1．宁波方言语音描写分析。上节提到的有关著作其中有不少都论及了宁波方言的音系。此外，单篇论文有：1988年朱东丰《宁波话中的异读字》(《宁波师院学报》第2期)，1990年高志佩、辛创、杨开莹《宁波方言同音字汇》(《宁波大学学报》第1期)，1990年钱乃荣《宁波方言新派音系分析》(《语言研究》第1期)，1990年陈忠敏《鄞县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1期)，2005年方松熹《甬江片吴语语音内部的共时比较》(《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戴红霞《镇海方言塞擦音一擦音音位系列的调查研究：现状及演变》(《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周志锋、胡方合著《北仑方言》(中国文史出版社)上篇“语音”全面介绍了北仑方言的语音情况。包括声韵调系统、音系特点与语音特征、历史音韵特点与来源、连读变调、儿化变韵和变调等，还列了一个同音字汇。2005年胡方《宁波方言元音的声学语音学研究》(《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胡方《电磁发音仪与宁波方言的元音研究》(《中国语音学报》第1期)则是用实验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描述宁波方言元音性质和特征的论文。2．连读变调和音变。1985年香港大学陈宁萍《宁波方言的变调现象》(英文，《方言》第l期)一文是国内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讨论宁波方言变调的论文。1990年汤珍珠、游汝杰、陈忠敏《宁波方言(老派)的单字调和两字组变调》(《语言研究》第1期)、1990年汪平《宁波方言连调的探讨》(《语言研究》第2期)、1993年陈忠敏《宁波方言声调变异》(《中国语文》第5期)，以上论文也都是探讨宁波方言连读变调及声调变异现象及其规律的。变调和音变往往牵涉到语音与词汇语法的关系，这方面的成果有：1985年徐通锵《宁波方言的“鸭”[￡]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第3期)，文章一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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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宁波方言研究综述揭示了宁波方言“儿化”的残存遗迹，科学地解释了宁波方言“鸭”Ed类词语音演变的性质和理据；1992年陈忠敏《宁波方言“虾猪鸡”类字声调变读及其原因》(《语言研究》第2期)，文章从小称变调的角度对“虾猪鸡”类字声调变读作了分析。1991年汪维辉《<亲属称谓词的变读>再补》(中国语文》第6期)列举若干宁波方言的实例，补充方言中亲属称谓词变读这一比较普遍的语言现象。2003年胡方《宁波方言功能词变调及与句法的关系》(《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具体描述了宁波方言功能词变调现象，并讨论了所牵涉的句法一音系接口关系。3．历史音变。这方面的论文有：1988年汪维辉《宁波方言阴阳对转考》(《宁波师院学报》第2期)，文章根据清代学者“阴阳对转”的理论，论析了宁波方言音变现象。1991年徐通锵(《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语言学论丛》第16辑)，这篇长篇论文考察了一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从中总结出音变规律的三种方式及其特点。2001年胡方《试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语言研究》第3期)对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作出了新颖而合理的解释。2005年汤珍珠《宁波话的一、二等群母字》(《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则考证了宁波方言23个属于一、二等的群母字。4．语音比较。主要是宁波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如1988年陈强峰《宁波人怎样学好普通话的声韵调》(《宁波师院学报》第2期)、1993年郑文华《宁波学生容易念错的复韵母》、王苹《谈谈宁波人如何学好普通话声母》(皆见《宁波师院学报》第2期)、2006年王苹《宁波方言区三大等级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宁波大学学报》第1期)。著作有1998年郑文华等《宁波人学习普通话》(宁波出版社)。宁波方言与其他吴语语音比较的有2007年胡方《论宁波方言和苏州方言前高元音的区别特征》(《中国语文》第5期)。此外，2008年赵则玲《宁波方言的三身代词》(《宁波大学学报》第6期)则是通过语音比较，探讨宁波方言三身代词读音层次的形成和词目用字的语源理据。(二)词汇方面1．本字考证。传统方言研究历来注重从古代字书、韵书及其他文献中查考方言本字，上节所举《敬止录》、《甬言稽诂》、《浙江象山方言考》、《鄞县志》、《鄞县通志》等莫不如此。今人做的工作有：1979年施文涛《宁波方言本字考》(《方言》第3期)考证宁波方言本字共】66个，1988年周志锋《宁波方言古词语拾遗》(《宁波师院学报》第2期)考证宁波方言本字共71个。2007年宋闻兵《“捉漏”考略》(《语言研究》第1期)考证了方言“捉漏”的本字。2008年周志锋《江苏教育版(宁波方言词典>词目用字问题》(《方言》第1期)，主要也是辨正和考释宁波方言的本字。2．方言词语整理与解释。上节提到的朱彰年等《阿拉宁波话》和《宁波方言词典》、汤珍珠等《宁波方言词典》、周时奋《活色生香宁波话》等都是比较集中地搜集、整理和训释宁波方言词语的著作。特别是两本同名《宁波方言词典》，朱彰年本收录词语约4800条，汤珍珠本收录词语8000多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宁波方言词汇的面貌。2007年周志锋、胡方合著《北仑方言》(中国文史出版社)下篇“方言词”全面介绍了北仑方言的词汇情况，按“天文”、“地理”、“时令时间”等二十五个大类分别收词、释义、举例。此外，1986年闵家骥等编《简明吴方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吴连生等编《吴方言词典》也收录或涉及了不少宁波方言词语。有关宁波方言词汇的论文有1997年刘瑞明《宁波方言词汇面面观》(《宁波师院学报》第4期)、2004年刘瑞明《宁波方言谐音趣难词》(《宁波大学学报》第5期)。此外，2004年徐波《舟山方言表指示义的“介”的用法与来源》(《方言》第4期)、2008年徐波《吴语舟山方言中的“呒”》(《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也可以看作是宁波方言词汇的研究成果。3．方言词语溯源。方言来自古汉语。从古汉语尤其是近代汉语中追溯方言词语的来历和出处。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1985年俞信芳《方言可以证古》(《杭州大学学报》第2期)、1986年俞信芳《鄞言发微——说时、久、突、锯、咀、属、类、风等》(《宁波师院学报》第4期)、1988年薛恭穆《宁波方言词探源》(《宁波师院学报》第2期)、1985年汪维辉《宁波方言古词语例释》(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第2期)、1993年汪维辉《<两拍>词语札记》(《语言研究》第1期)、1996年汪维辉《(两拍>释词》(《宁波师院学报》第1期)、2003年汪维辉《宁波方言词语札记三则》(《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周志锋《近代汉语词语选释——方言佐证词义举例》(《语言研究》第2期)、2000年周志锋《吴方言词语考辨》(《宁波大学学报》第3期)、2001年周志锋、崔山佳《宁波方言词语溯源》(《宁波大学学报》第4期)、2002年周志锋《吴方言与明清白话著作语言互证研究》(《语言研究》第3期)、2003年周志锋《吴方言词语札记》(《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以上论文的作者都是宁波人，文章都是采用宁波方言与古代文献互证的方法，所以尽管有的论文题目没有指明“宁波方言”，但从总体上讲都与宁波方言词语溯源有关。奉化崔山佳撰有宁波方言词语溯源考释系列文章。如一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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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学刊2010年第1期《宁波方言词语考源(之一)》、《宁波方言词语考源(之--)》、《宁波方言词语考源(之三)》、《宁波方言词语例释》、《宁波方言词语札记》等，收录在他的专著《近代汉语词汇论稿》(巴蜀书社，2005年)第一编“宁波方言与近代汉语词汇”当中。崔山佳把宁波方言与近代汉语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利用近代汉语文献语料力求为宁波方言词语找到出处和源头，做了许多工作，其成果汇总在专著《宁波方言词语考释》(巴蜀书社，2007年)当中。该书共讨论宁波方言词语1700多条，是一都比较全面系统地对宁波方言词语进行文献溯源的专著。此外，1995年吴连生等编著《吴方言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石汝杰、宫田二郎主编《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及上面提到的《简明吴方言词典》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宁波方言词语源头问题。(三)语法方面1．词法。1981年朱彰年《宁波方言量词的重叠式》(《中国语文》第3期)一文考察了宁波方言量词重叠时插人中加成分“打”(如“只打只”、“回打回”)这种特殊表示法。2001年周志锋《说后缀“动”》(《语文研究》第4期)考察了宁波方言“旺旺动”、“晕晕动”、“拐拐动”这种结构及其来源。舟山徐波撰有多篇讨论宁波方言构词法的论文，如1997年《宁波方言中的头尾词》(《湖州师专学报》第1期)、1997年《普通话与宁波话子尾词的比较》(《湖州师专学报》第4期)、1998年《宁波方言的语缀》(《宁波大学学报》第2期)、1999年《宁波方言中的合音词》(《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4期)、2001年《宁波方言形容词摹状形式——兼议汉语的形态变化问题》(《语文研究》第3期)等。此外还有：2008年王苹《宁波方言中动词重叠结构类型探析》(《宁波大学学报》第3期)等。2．句法。1988年范可育《宁波话“绳(依)缚其牢”格式》(《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是一篇较早探索宁波方言句法的论文。近年来，余姚阮桂君博士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宁波方言句法的论文，如2002年《宁波话的被动句》(《汉语学报》下卷，总第6期)、2005年《宁波话的完成体》(《汉语双方言》[八]，汉学出版社)、2005年《宁波方言尝试体标记“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6期)、2004年《宁波方言的进行体与持续体》(湖北省语言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咸宁)、2005年《宁波方言特殊被动句考察》(全国汉语方言学第十三届年会暨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苏州)、2008年《宁波(田螺山)方言“勿”字句》(《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等。此外还有：钱乃荣《宁波方言的时态》、郑晓芳《宁波方言中“动词重叠+结果补语+(有)+数量成分”句式研究》、钱萌《宁波方言中的sov句》(均见《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2004年郑晓芳《宁波方言的主题句》(《语言研究》增刊)探讨了宁波方言主题优先型的句法特点。2006年加纳巧《宁波话VR结构里出现的“其”和名词词组的非对称性》(第四届国际吴语研讨会论文·宁波)则是日本学者研究宁波方言句法的论文。3．虚词。1990年朱彰年、薛恭穆、汪维辉、周志锋《宁波方言的虚词》(《宁波师院学报》第4期)一文比较全面地搜集了宁波方言不同于普通话的虚词，并逐条作了释义，举出例句。有关宁波方言语法研究的论著还有：1996年朱彰年《宁波老城区方言语法特点举要》，散见于黄伯荣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2006年阮桂君《宁波方言语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1年梅祖麟《明代宁波话的“来”字和现代汉语的“了”字》(《方言》第1期)则是探索语法史的论文。(四)其他方面有关宁波谚语的论著有：1972年汤强著述、张行周校订《宁波乡谚浅解》([台湾]民主出版社)，1988年《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鄞县故事歌谣谚语卷》(鄞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1991年朱彰年、薛恭穆、周志锋、汪维辉《阿拉宁波话·叁·谚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关宁波方言与文化的论著有：2005年周志锋《宁波方言的文化解读》(《宁波历史文化二十六讲》，宁波出版社)，2006年周志锋《宁波话里看宁波》(《宁波晚报》9月30日)、2008年王苹《吴语姚江方言动植物名称的具象化特征》(《修辞学习》第3期)。2004年徐波《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部研究舟山方言与东海文化的专著，同时也可看作是一部研究宁波方言与文化的著作。2008年屠国平《宁波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状况考察》(《语言文字应用》第i期)虽然讨论的是宁波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状况，也涉及宁波方言与文化。有关“方言岛”和堕民暗语的论著有：1998年游汝杰、徐波《浙江慈溪的一个闽语方言岛——燕话》(《语言研究》第2期)、2008年黄晓东《浙江象山县爵溪“所里话”音系》(《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周志锋《宁波慈城堕民暗语探析》(《语言研究》第l期)等。---——220-·-——责任编辑：胡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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