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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方言研究自西汉末年扬雄 《輶轩使者绝
代语释别国方言》 为嚆矢， 以后各代研究者络绎接
踵，这些已有专文介绍。 本文仅就建国 60 年来的陕
西方言研究进行评介。 分建国至改革开放前期的研
究， 改革开放时期的研究和新世纪时期的研究三个
阶段来评介。
一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期的研究（1949-

1978）
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推广普通话和方言普查工

作开展研究。
迄今为止，最先看到的是黎锦熙《中国语法与词

类》中附录陕北洛川和关中铜川（同官）两县方言分
类词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50 年版），《陕北关
中两县方言分类词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接着白涤洲遗稿、喻世长整理《关中方音调查
报告》（中国语言研究所编辑， 中国科学院出版社
1954 年版）。 此书为白涤洲 1933 年调查，调查之后
只刊发了《关中声调实验录》、《关中入声之变化》等，
1934年即去世。 当时喻世长正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
所语音乐律实验室跟罗常培先生学习语音学、 音韵
学，就把整理白氏遗稿作为实习工作。

白涤洲（1900-1934），名镇瀛，字以行，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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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西方言研究 60 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至改革开放前期（1949-1978）为
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推广普通话和方言普查工作为主；改革开放时期（1979-1999）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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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of Shaanxi dialect roughly experiences three stages in the past sixty years.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to the initial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949-1978), which featur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Putonghua and dialect census.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979-1999), which features the compilation of dialect chroni-
cles and dialect research work.The third stage is the new century (2000-2009)，which features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dialect research work.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human resources, fund
and results etc., the previous two stages is no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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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 193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应聘在北
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乐律实验室任职。 他早年即投
身于国语推广工作， 曾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
委员、 中国大词典编纂处理部主任， 跟何兆熊共任
《国语周刊》主编，后致力音韵、方言研究，著有《〈广
韵〉入声今读表》、《〈广韵〉通检》、《〈广韵〉声纽韵类
之统计》、《〈集韵〉 声类考》、《北音入声演变考》、《汉
字标音方法之演进》等。

喻世长（1916-1999），天津宝坻县人，1943 年毕
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1948 年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
所语音乐律实验室任职，跟罗常培先生学习语音学、
音韵学。 1956 年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
曾任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
另著有《布依语调查报告》、《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
展》等。

《关中方音调查报告》用国际音标记音，对关中
的元音、辅音作了科学地描写，审音严格、细致、准
确。对 42个县 50个点的声母、韵母的音位作了科学
的归纳，用 427 个代表汉字，将 50 个点的发音作了
记音对照（可惜标汉字时声韵和声调分了家），讨论
了 26种方音变化， 将关中方音跟古音作了比较，对
关中方言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绘制了 22 幅方言
地图。此书对陕西的方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
后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
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 的社论。
1955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
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人民日报》于 12 月 25
日发表了《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
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 国务院于 1956 年 2 月 6 日
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部、中华人民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汉
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

此后， 陕西的方言工作者便围绕推广普通话和
方言普查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杜松寿率先写出了
《西北人怎样学普通话》分三本出版。第一本《普通话
问题解说》（全书的绪论部分）； 第二本 《普通话入
门》；第三本《普通话语音和西北音对应练习》（分别
由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6 月、1957 年 4 月、1958
年 4月出版）。

杜松寿（1905-1991），陕西华县人，笔名拓牧，曾
以杜松涛之名担任白涤洲关中方言调查的合作人。
据本人告知，“涛”系“寿”之误。时年 29岁，为省立二
中教员。杜松寿对拉丁新文字的宣传与推广，对汉语
拼音方案的制定， 对普通话的推广都作出了重要贡

献。 《西北人怎样学普通话》一书，对指导西北人学习
普通话和拼音字母，掌握对应关系，克服学话难点，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接着薛生民《陕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由陕西人
民出版社 1958 年 6 月出版，发表论文《汉语方言调
查和语文教学》（《中国语文》1966年第 2期）。

紧随其后，杨春霖、孙福全《关中人怎样学习普
通话》由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6 月出版。 杨春霖
（1921-2005），江苏无锡人。 西北大学教授，在音韵
学、文字学、陕西方言方面有较深造诣。孙福全，西安
某中学教员。 关中，据《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导论注
解：“《史记》卷五：《项羽本纪集解》引徐广曰‘东函古
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因居四关之中，所以叫
关中。 ”关中包括现陕西中部，山西运城、万荣、永济
一带，宁夏固原地区，甘肃庆阳地区和两当、成县、徽
县、康县一带。 这一大片的人讲话有许多相似点。 《关
中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一书只包括陕西境内 42个县：
华县、渭南、临潼、澄城、白水、蒲城、富平、耀县、铜川、
高陵、三原、泾阳、淳化、咸阳、兴平、武功、礼泉、乾县、
永寿、旬邑、彬县、长武、扶风、眉县、岐山、麟游、千阳、
陇县、凤翔、宝鸡、商县、周至、户县、西安、蓝田、洛南、
华阴、潼关、朝邑、大荔、合阳、韩城。 该书用汉语拼音
字母注音。 主要写了对普通话学习的认识，基本训练，
掌握普通话字音的方法，对应规律，连读常识，词汇和
语法的简单对比。 印行 14 000册，在指导陕西人学习
普通话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成材在《中国语文》连续发表《商县方言的人
称代词》（1958 年 3 月）、《商县方言动词完成体的内
部屈折》。 在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方言与普
通话集刊》上发表《商县方音与北京音的差别》（第二
本 1958 年 6 月）、《从西安音跟北京音的差别谈到西
安人怎样学习标准音》（第七本 1959年 12月）。

张成材（1932-），陕西商洛市商州区人，1951 年
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1955 年毕业后考入东北师范
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研究班，1958 年毕业后到青海
师范学院（今青海师范大学）任教，现为青海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西宁方言志》（合作）、《中古
音与青海方音字汇》、《商州方言词汇研究》等。 张成
材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开始重视陕西方
言语法的研究，他运用了西方的语言分布理论，把语
法现象放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去检验，如《商县方言
的人称代词》一文，把人称代词用声调区别单复数的
现象放在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去检
验；《商县方言动词完成体的内部屈折》把用声调和语
音变化表示动词完成体的现象分别放到各种韵母中
去检验，并且发掘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音变现象。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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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把语音和语法结合起来的研究，在当时来说，非常
难得。 也是首先揭示关中方言普遍有用声调表示人称
代词单复数的现象的。 后来发现复数由高降调变低降
调时还可加“的”。 发表之后，立即引起语言大师们的
关注。 被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袁家骅等《汉
语方言概要》、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等
书刊引用。

赵林森在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第二本上发表
《西安方言跟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 》（1958 年 6
月）。 许树声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西安方言的一些
特殊语法现象》（1958 年 9 月）， 文章谈了名词、量
词、形容词重叠，词头“阿”，词尾“娃”、“儿子”、“子”，
人称代词复数加“的”，动词词尾“屁子”、“-咂咧”，副
词“-的太”、“-的太太”等等。

陕西省方言调查指导组、陕西省教育厅编《陕西
方音概况》1960 年 8 月出版，编写人员有杨春霖、薛
生民、马学瑞等（据马学瑞 2010 年 1 月 19 日电话告
知），该书主要以《关中方音调查报告》为基础，又作
了一些补充调查，将陕西方言划分为陕北、关中和陕
南三个方言区， 描述了陕西方言的声韵调及其方音
特点，用 130 个代表汉字，将陕西 101 个县市方言点
作了记音对照。 并绘制了 48 幅“陕西方音特点示意
图”。 此书对陕西方言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后人研
究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1961 年罗常培 《唐五代西北方音》（原书 1933
年出版）， 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新 1 版 。 罗常培
（1899-1958），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北京人，
满族，我国著名语言学家。 191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中文系，又读哲学两年。曾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
长，1950 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中
国语文》 总编辑，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
员。 在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等方面
都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并有突出贡献。 著有《汉语音
韵学导论》、《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厦门音
系》、《临川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八思巴字与
元代汉语》等。 《唐五代西北方音》是利用敦煌石室所
发现的一批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等 6 种材料，用
《切韵》比较去推溯其渊源，然后，再同现代 6 种西北
方音（兰州、平凉、西安、三水、文水、兴县）比较来探
讨它们的流变。 材料珍贵，方法科学。 是我国第一部
研究古代方言音系的著作， 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非
常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孙福全发表《西安方言的变调》（《中
国语文》1961 第 1 期）；杨春霖《“关中方言词语”漫
谈》在《西安晚报》1961 年 8 月、9 月、10 月连载；北
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王福堂主编 《汉语方音字

汇》（包括西安部分，1962 年 9 月由文字改革出版社
出版第 1 版，1989 年 6 月文字改革出版社第 2 版；
语文出版 2003年 6月重排第 1版）。

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考证西北方音的书刊和
文章。计有：张清常《唐五代西北方音一项参考资料》
（《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 年第 2 期）；邵荣芬《敦煌
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
文》1963 年第 3 期）；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卜天
寿〈论语〉写本》（《考古》1972年第 6期）。

文革十年，方言研究工作停滞不前，唯有杨春霖
《学习普通话广播讲座》 于 1975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同期还有李平、孙福全《普通话语音常识》出
版（书上无版权页和出版时间，但从封面设计看，跟
上书相似，都有 AOE字样）。

本时期研究小结：这一时期处于建国初期，百废
待兴， 陕西的方言工作者， 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
上，逐步改变从文字到文字，以用方言验证古文献为
目的的局面，开始重视活的单点语言的调查。并一改
过去只偏重语音而忽视词汇和语法的局面。 紧紧围
绕普通话推广和方言普查开展研究工作。 强调用国
际音标进行科学、细致的描写，找出方言跟普通话语
音的对应，词汇的对照，语法的对比。 就此也为语言
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为陕西的方言研究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出现了像杜松寿《西北人怎样学
普通话》、杨春霖，孙福全《关中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陕西方音概况》、 张成材 《商县方言的人称代词》、
《商县方言动词完成体的内部屈折》 等重要研究成
果。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总的说，还是零散的、自发
的，不够系统、不够深入。
二 改革开放时期的研究（1979-1999）
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编写地方志和完成国家课

题开展研究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1979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方言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方言》杂志创刊，我
国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首任主编。 1981年全国汉
语方言会在厦门成立，李荣先生首任会长。标志着我
国方言研究新里程碑的开始。 不但为全国方言工作
者发表论文提供了园地， 更重要的是它同方言学会
一起为论文交流、协同组织、发现人才、扩大队伍、沟
通信息，聆听专家报告提供了平台，对方言研究的逐
步深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陕西方言研究工作者，跟
随其后，结合方言志的编写开展研究工作，后来才结
合国家课题开展研究工作。

下面分陕北、关中、陕南三部分的研究成果加以
评述，以文章发表年代为序评介，每个作者的论著集
中在一起，先说专著，后介绍论文，有的还有作者传



·46·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第 26 卷

略。 为了方便，同种杂志承上，只写时间，省去刊名。
/线后表示页码。 重要论著将作详细评述。

（一） 陕北方言研究
刘育林出版的专著有《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

部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 李荣先生
为本书写了序，序言原文如下：

《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包括下
列 19 个县市：绥德、子洲、米脂、佳县、吴堡、
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延安、甘泉、安
塞、志丹、吴旗、清涧、子长、延川、延长，陕北
方言的调查工作过去做得不多，从 1979年开
始，延安大学的刘育林同志一面教书，一面
调查陕北及其附近地区的方言， 六经寒暑，
四易其稿，才写成本书。

本书说明西安和 19 处方言的音系，并
且对比各处的字音、词汇和语法例句。 西安
不在陕北范围之内，为阅读参考方便才加上
的， 书中还有延安话和绥德话的标音举例，
记录了当地民歌、歇后语、谚语和民间故事。

陕北方言有入声， 就整个地区而言，古
入声字今读入声的，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逐
步递减。 这现象充分说明方言在地理上的渐
变性，因此陕北可以说是“有入声”到“无入
声”的过渡地带。

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刘育林同志原
籍绥德县，从小熟悉本地方言。 本书篇幅很
大，作者虽然努力，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指正。

本书对于教学和研究，对于各地编写方
言志，对于提高本地区的文化水平，都很有
价值。
《陕北方言词典》（刘育林、安宇柱，陕西人民出

版社 1991 第 1 版），《陕北人学习普通话教程》（陕西
人民出版社 1993 第 1 版）。 刘育林先后发表的论文
有：《陕北方言概况》（《延安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陕北话的分界》（1980 年第 2-3 期）、《陕北话
声韵调》（1982 年第 3 期）、《陕北话声韵调》（续一）
（1982 年第 4 期）、《陕北话声韵调》（续二）（1983 年
第 1 期/55-64）、《陕北话声韵调》（续三）（1983 年第
2 期/57-66）、《陕北话声韵调》（续完）（1983 年第 3
期/8-23）、《今陕北方言中之入声》（1986 年第 3 期）、
《陕北民歌中陕北方言字词考释》（1987 年第 3 期/
94-96）、《陕北方言本字考》（刘育林、 张子刚，1988
年第 3期）、《陕北方言略说》（《方言》1988 年第 4 期/
257-269）、《陕北话漫谈》（一）（《延安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89-96）、《陕北话漫谈》（二）（1990 年第 1

期/50-63）、《陕北话漫谈》（续一）（1990 年第 2 期/
89-91）、《关于陕北延安、延长、甘泉话的归属问题》
（《语文研究》1995 年第 3 期）、《陕北话入声刍议》
（《三秦论坛》1996 年第 1 期）、《陕西地名札记》（《延
安大学学报》1998年第 1期）等。

刘育林（1938-），陕西绥德人，先后在延安大学
中文系和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62 年毕业后到延
安大学任教，现为延安大学教授，曾任陕西省语言学
会副会长，著有《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等。

薛生民发表的论文有：《吴堡方言词汇研究》（陕
西省语言学会编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 年总第 2
期/94-99）、《吴堡话“来”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
1980 年第 5 期）、《吴堡方言本字考》（《语言教学与
研究》1981年总第 3期/20-30）。

张崇专著：《陕西方言古今谈》（陕西人民教育出
版社 1993 年 8 月第 1 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包
括语音、本字、语法；语音部分列举了 10 个问题是
古代声母的各个声类，也涉及古代韵母与声调的问
题。 语法主要谈了一些特殊的构词法，虚词、虚字的
用法也涉及句法问题； 本字主要考了一些很常用，
大家不知如何写，然而已见于《广韵》、《集韵》的俗
字。下篇词汇，每条词释义，谈及地理分布。并引《元
曲选》、《元人杂剧选》、《明人杂剧选》和一些早期白
话作品等作为书证。 邢向东对这本书评价说：“本书
在方法上值得称道的是，在共时、历时两个角度考
察方言，拿今方言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作了纵向
比较，篇幅不大，内容精当，对陕西方言的研究多有
启发作用。 ”本书是陕西省较早出版县方言志单行本
之一。 内容包括：概况、语音分析、同音字表、延川语
音和北京语音的比较、分类词表、语法特点、标音举
例。 字数 13 万，很精粹、很扼要，在陕西语言学界影
响较大。论文：《也谈吴堡话“来”的特殊用法》（《中国
语文》1982 年第 2 期）、《延川方言保留的表示 “看”
的一组古语词》（《延安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延川方言的逆序词》（《方言》1992 年第 4 期）、《陕
北方言与民俗》（《唐都学刊》1992 年第 4 期）、《嵌 L
词探源》（《中国语文》1993 年第 3 期）、《陕北延川方
言的语法特点》（黄伯荣主编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青岛出版社 1996年版）。

张崇（1944-），陕西延川人。 1967年西安外语学
院本科毕业，1981 年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 获硕士
学位。 著有《延川县方言志》、《陕西方言古今谈》、主
编《陕西方言词汇集》等。 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邢向东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有：《神木方言的
语法特点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985 年第 4
期）、《神木方言词语拾零》（1985 年第 4 期）、《神木



方言的语法特点（续）》（1986 年第 3 期）、《晋语圪头
词流变论 》 （1987 年第 2 期 ）、 《神木话表过去时
“来”》（《延安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神木方言
四字格的结构和语法修辞特点》（《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报 》1992 年第 1 期 ）、 《神木方言四字格例释 》
（1993 年第 2 期）、《神木话的“尝试短语”和“短时短
语”》（《中国语文》1992 年第 3 期）、《神木话表将来
时“呀”》（《延安大学学报》1993 年第 4 期）、《神木话
的结构助词 “得来 /来”》（《中国语文》1994 年第 3
期）、《神木方言的儿化变调 》（《方言 》1996 年第 1
期）、《陕北神木话的助词“着”》（《中国语文》1997 年
第 4 期）、《神木方言表虚拟的语气词》（日本早稻田
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开篇》1997 年第 16 期）、《神木
县的汉语蒙语地名及其特点》（《汉字文化》1998 年
第 3 期）、《神木方言音系及其内部差异》（日本早稻
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开篇》1999年第 19期）。

邢向东（1960-），陕西神木人，1982 年陕西师范
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6 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生毕业，1997 年考取山东大学博士生， 师从钱
曾怡教授，2000年获博士学位。2001-2003年在南开
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合作导师马庆株教授。
之后回母校陕西师范大学任教。 现为教育部长江学
者专聘教授，该校博士生导师，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
中心主任，陕西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语言学
会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著有：《神木方言研
究》、《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主编《西北方言与民
俗研究论丛》（一）（二）等。邢向东对自己的母语进行
了非常细微的挖掘、研究和剖析，为以后出版《神木
方言研究》作了资料方面的充分准备。

刘勋宁发表的论文有：《陕北清涧方言的文白异
读》（《中国语文》1983 年第 1 期/40-43）、《现代汉语
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 版）、
《古入声在清涧方言中的分化与广州话的长短入》
（《语言学论丛》 第 10 辑，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
版）、《陕北清涧话的归属》（《方言》1988 年第 2 期/
100-102）、《陕北清涧方言的逆序词》（《方言》1989
年第 3 期/224-225）、《陕北清涧话的人称代词和指
人名词词尾 [mi]探源》（台湾《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
学》第 2 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94）。 刘勋宁
（1955-），陕西清涧人，语言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毕
业后，曾任职于北京大学、日本筑波大学和美国华盛
顿大学。 现任职于日本明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研究员。刘勋宁是当代国内
外很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很勤奋、博学、严谨。
他所写的《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现代汉语词
尾“了”的语法意义》、《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

义及其词尾“了”的联系》等文章经常为专家们所引
用。对刘勋宁的研究，邢向东（2006）评论说：“首先必
须提到刘勋宁收入 《现代汉语研究》 中的一系列论
文。 作者高屋建瓴，在北方话或者整个现代汉语、古
代汉语演变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清涧方言、 晋语的研
究，充分挖掘语言材料的理论价值，陕西以至西北方
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先生的每一篇论文
都经过精雕细刻，立论严谨，分析透彻，文风典雅，他
在学问上追求完美的精神，颇值得青年一代学习。 ”

其他著述。 黑维强：《陕北绥德话带“日”字头词
语》（《方言》1996 年第 2 期）、《陕北话果假摄字读鼻
音韵例》（《中国语文》1997 年第 4 期）； 马世平：《绥
德方言形容词的一种特殊重要形式》（《榆林师专学
报》1991 年第 1 期）、《保留在陕北方言里 〈金瓶梅〉
词语》（1995 年第 2 期）； 王军虎：《〈陕北方言略说〉
补正》（《方言》1994 年第 1 期）； 张子刚：《陕北方言
中 “圪”》（《延安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曹晖：
《〈陕北方言词典〉 读后》（《语文研究》1994 年第 4
期）；马晓琴：《陕北方言的选择问句》（《社会科学家》
1996 年第 1 期）；吴天蕙，张崇：《普通话基础方言基
本词汇集 》 （绥德 ） （语文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
1122）。

（二） 关中方言研究
费秉勋：《关中方言二得》（《陕西教育》1979 年

第 5 期）、《正确使用关中方言二则》（《人文杂志》
1983 年第 3 期）； 张展华：《略说关中方言形容词》
（《人文杂志》1980 年第 4 期）；王珊琪：《西安方言词
汇与普通话的对应》（《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 总第 3
期/51-63）；孟维智：《西安方言语气词“些”》（《语文
研究》1982 年第 2 期）；孙立新：《户县方言的连读变
调》（《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78）、《关中
方言的一些本字》（《陕西日报》1985-04-30，1985-
05-05 连载）、《西安市各县区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孙立新、 赵焕痴，《唐都学刊》1987 年第 4 期）、《蒲
城 （兴镇） 方言见知章组声母的读音》（《方言》1992
年第 3 期）、《陕西澄城方言逢洪音读作[t]声母》（《中
国语文》1994 年第 5 期）、《咸阳市方言语音特点综
述》（《咸阳师专学报》1995 年第 1 期）、《关中方言略
说 》（《方言 》1997 年第 2 期 ）、《关中方言本字考 》
（《陕西日报》1998-05-12）、《关中方言集锦·方言小
考》（《陕西农民报·秦风周末》1998-05-16，05-30，
06-06，06-13，07-11，07-18 连载）、《元杂剧中的陕
西方言词汇》（《当代戏剧》1998 年第 6 期）； 张成材
专著：《商县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1990 年 5 月，经精
简修改后入 《商州市志·方言志》1999 年 12 月中华
书局出版）。本书是陕西省较早出版县方言志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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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内容包括：导言、语音分析、商县方音和北京语
音的对应规律、同音字表、分类词表、语法特点。篇幅
虽小，但很精粹，仅语法特点就列举了 11种之多。影
响较大。论文：《商县（张家塬）方言单音词汇释》（一）
（《方言》1983年第 4 期/305-318）、《商县（张家塬）方
言单音词汇释》（二）（《方言》1984 年第 1 期/74-79）、
《商县（张家塬）方言单音词汇释》（三）（《方言》1984
年第 2 期/155-159），这篇文章运用了丰富的方言口
语材料，详尽地解释了商县（张家塬）方言单音词词
汇，并对一些单音词作了考本溯源工作。 《中古合口
三等韵字在岐山方言中逢知组、照组、日母读开口》
（《中国语文》1983 年第 4 期）、张盛裕，张成材：《陕
甘宁青四省区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1986 年第 2
期/93-105）、《西安方言的反语》（《语言研究》1987 年
第 2 期）、《商县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方言》
1989 年第 3 期）、《商县方言几个语气词在句末所表
示的时制范畴》（黄伯荣主编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青岛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又刊登于《商洛师专学
报》1997 年第 3 期）、《关中方言略说补正》（《方言》
1998 年第 2 期）、《商州市方音与北京语音的对应规
律》（《商洛师专学报》1999 年第 1 期）、《商洛方言概
况》（上）（《商洛师专学报》1999 年第 3 期）； 唐斯力
等：《谈谈古浊声母和今蓝田声母的关系》（《湘潭大
学学报》，1983年增刊/97-100）； 杨春霖：《关中方言
词语考》（《陕西日报》1984 年 12 月-1985 年 1 月连
载）、《陕西方言内部分区概况》（《西北大学学报》
1986 年第 4 期）、《“坷利妈匝”的来源》（《西安晚报》
1982-07-25-（5））、杨春霖，佐藤孝《关中方言漫议》
（《西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吴天惠，张安生：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西安）（语文出版社
1996年第 10 期/1079）； 容绍：《宝鸡方言选注》（《宝
鸡今古》1985 年第 12 期）； 雷广文：《关中方言词语
拾零》（《陕西日报》1985-04-14-（2））；王炳社：《大荔
方言语音跟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渭南师专学
报》1986年第 2期/61-62）； 郭芹纳：《关中方言词语
考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45-47)、
《关中方言词语疏证》（《西安外语学院学报》1994 年
第 2期）； 毋效智：《扶风话和普通话语音比较》（《伊
犁师院学报》1994 年第 1 期）、《陕西省扶风方言同
音字汇》（《方言》1997 年第 3 期）；钱曾怡：（《关中方
言古词论稿》 序 （朱正义著）（《渭南师专学报》1994
年第 1 期）；苏炳社：《关中（扶风）方言本字考释举
隅》（《宝鸡师院学报》1988 年第 2 期/98-100）； 南保
顺：《乾县话的指示代词》（《语言学论丛》第 15 集，商
务印书馆 1988 年/215-220）；杜永道：《渭南话“把”
字句的几种特殊现象 》 （《中国语文 》1989 年第 2

期）、《华县话反复问句的几种特殊形式》（《中国语
文》1990 年第 3 期）；穆光：《从西安回族方言习俗看
西安回族的渊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 年第 3
期）；黄当时：《西安方言上声的声调交替》（日本《佛
教大学研究纪要》1989 年第 73 期）； 刘继超：《宝鸡
方言语法特点概要》（《宝鸡师院学报》1990 年第 1
期）；唐明路：《西安方言 pf、pf‘音的共时变异》（《语
言研究》1990 年第 2 期/25-31）、《西安方言 pf、pf‘音
的历史演变轨迹及其出现的年代》（《周口师范学院
学报》1995 年第 3 期）。 唐认为西安的 pf、pf‘从 鬛v、
鬛v‘变化而来。 新疆和静话猪出书读为 鬛f、鬛f、拶f，周
至哑柏猪出读为 tf、tf‘。通过方音读音异同推测 pf产
生于知庄章三母合流之后。出现的年代推测，三母在
《切韵》、《广韵》年代不同音，因此不可能出现在《切
韵》、《广韵》之前，只能在之后。 根据法国人金尼阁
《西儒耳目资》 所记山西方言韵母正在失去 i， 从 iu
向 u过渡。 虽为山西方言，但秦晋往往并提。 出现的
上限是 1626年，从而推测出 pf、pf‘ 产生的年代。 李
娓 ：《关中方言与普通话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5月第 1版）。杨春霖教授为本书写了序。他
在序中说：“其优点是：1.汉语理论、知识以及关于普
通话的阐述均写得全面、准确、扼要，恰到好处。 2.仔
细论述了包括相当多的关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三
者的关中话与普通话的对应情况，搜集材料丰富，归
纳对应关系周到。这对说关中话学生读者极有帮助。
这部分篇幅较多，是这本教材的精彩部分……。 3.安
排了适当数量“思考和练习”，而且内容多样，趣味性
较强。 4.各部分的论述文字，精练畅达，不支不蔓，给
教材增色不少。 ”宋文程、张维佳主编《陕西方言与普
通话》（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副主
编是：康素娟、王抒，参加编写的有：段永华、韩承红、
康素娟、李文华、马世平、宋文程、孙立新、王抒、杨
峰、张宁、张维佳。杨春霖教授为本书写了序。序中写
道：“这本书是高校教材，与一般著述有所区别。由于
编著同志尽心竭力， 几乎搜集了全陕西省的方言资
料，丰富充实，前所未有，而且编写周详，应有尽有，
真是一部学术专著性的教材。水平之高，堪称罕见。”
杨先生建议“使用时要竭力倡导实用性。 ”刘百顺：
《关中方言词语考》（《西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29-47）； 聂益南：《宝鸡河南方言岛音生成的过程与
特点》（《第三届全国现代语言学会议论文集》1994
年）。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宝鸡）（语文出
版社 1996 年 10 月/1103）； 关会民：《〈说文解字〉与
关中方言词》（《唐都学刊》1996 年第 2 期）；王玉鼎：
《试论关中方言语音变化的类型》（《延安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2 期）；邓国栋：《咸阳方言中的指示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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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师专学报》1995 年第 2 期）；龚群虎：《关中方
言的变调和变音》（《语文研究》1995 年第 4 期）；茹
钢：《铜川方言的语法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韩城话的语音特点》（1997 年第 3 期）；
杨雅丽：《〈渭南地区民间文学集成〉 方言词语考》
（《唐都学刊》1996 年第 2 期）； 胡安顺：《长入说质
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中国人民
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
年第 1期转载)。 此文运用多种方法对上古汉语有无
去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辨。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
学教授周祖谟先生称该文 “足于江晋三之说相证”。
《关中人辨释古入声字方法略论》(《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1996 年第 4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
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97 年第 3 期转载)；陈里：
《西安方言的重叠、附加和内部屈折》（载黄伯荣主编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张维佳：《从关中方言中古轻唇音产生的语音机制》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 3 期) ；张崇：《关中
西府地名异读之成因》(《三秦论坛》1998 年第 1 期))；
任福禄：《咸阳方言俗语稽古举隅》（《咸阳师专学报》
1998 年第 1 期）； 赵新：《户县话中两组合口三等字
的特殊读音》（《语言研究》1998 年第 2 期）；郭敏厚，
王天时：《商州方言特殊音义词举隅》（《商洛师专学
报》1998 年第 3 期）；郭沈青：《宝鸡方言时空变异与
地域方言的演变机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
年第 4 期）、《宝鸡方言浊声母清化规则》（1999 年第
4 期）；王宝红：《宝鸡方言里“的”字的用法》（《宝鸡
文理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董琳莉：《周至方言
的词汇特点》（《汕头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田
晓荣：《渭南方言语词导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第 3 期）； 韩承红：《渭南方言变调浅说》（《渭
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6 期）；王军虎：《西安方
言词典》引论（《方言》1995 年第 2 期）、《西安方言几
个句法特点》（《西北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西
安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分卷之一，江
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版）、《西安话音档》（《现
代汉语方言音库》分卷之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12月）。

王军虎(1962-)，陕西凤翔人，1985 年 7 月毕业
于西北大学，1988 年获西北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
现任职于西北大学， 硕士导师， 著有 《西安方言词
典》、《西安话音档》等。 《西安方言词典》出版后，于
1997 年 4 月 22 日在西安召开了座谈会，大家认为：
这部词典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当地的文化建设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江苏教育出版社马镇兴认为，这
部词典收词丰富，释义准确，对一些字的形音义做了

考证，而且精选了例句。 获得了专家们的好评。 邢向
东评价说：“作为汉语方言学两大工程的组成部分，
在共时的描写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本关中方言词语汇释、考
释的书籍，如：任克《关中方言词语考释》（西安地图
出版社 1995 年第 1 版）、 景尔强：《关中方言词语汇
释》（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 版）、 朱正义：《关
中方言古词论稿》等。

（三） 陕南方言研究
这一时期，陕南方言研究发表论文 20 多篇。 段

永华：《汉中话语法举例简析》（《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1986 年第 1 期）、《汉中方言词汇浅析》（《陕西理工
学院学报》1990 年第 4 期 )、《陕南方言与推广普通
话》（《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 2 期）；翟时雨：
《陕西南部地区方言的归属 》（《方言 》1987 年第 1
期）； 邹先道：《陕南方言 l、n 的分混与英语语音教
学》(《陕西理工学院学报》1989 年第 3 期)；丁力：《安
康方言中的“很”字结构》（《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4 期）、《安康方言中的 V 开 NP 了结构》（《湖北
大学学报》1995 年第 6 期 ）、《安康方言中的 V 开
（NP） 了和 V 起 （NP） 了句式》（《汉中师范学院学
报》1988 年第 1 期）； 杨晓安：《白河方言的成因》
（《人文地理》1995 年第 2 期）、《普通话基础方言基
本词汇集 》 （白河 ） （语文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
1039）； 孙立新：《陕南方言亲属称谓的异读别称》
（《中国语文 》1986 年第 3 期 ）、《陕南方言构词特
点》（《陕西史志》1997 年第 5 期）、《陕南方言略说》
（《方言》1998 年第 2 期）； 刘澍声：《洋县方言文化
透视》（《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1 期）。

（四） 陕西方言综合研究
这一时期， 陕西方言综合研究发表论文 20 多

篇。张盛裕，张成材：《陕甘宁青四省区汉语方言的分
区》（《方言》1986 年第 2 期）； 张成材：《西北方言语
法调查提纲》（《固原师专学报》1991 年第 2 期）；杨
春霖：《陕西方言内部分区概说》（《西北大学学报》
1986年第 4期）；张崇：《也说“牛寿 ”字的反切》（《中国
语文》1987 年第 4 期）、张崇，王军虎：《陕西方言词
汇和语法方面的几个特点》（《西安外语学院学报》
1998 年第 2 期）、《文化遗产与方言———以方言考证
陕西故址为例》（《人文地理》1991 年第 2 期）、《陕西
方言与北京话语素同义、 词等义举隅》（《唐都学刊》
1993 年第 2 期）、《陕西方言 “家” 虚化用法探源》
（《三秦论坛》1993 年第 5 期）、《陕西方言反映的民
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年）、《陕西方言与
古汉语》（《西安外语学院学报》1994 年第 4 期）；郗
政民：《陕西方言与读书音》（《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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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1990 年第 2 期）； 张维佳：《陕西方言研究综述》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 年第 1 期）、《陕西方言
内部分区及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唐都学刊》 增刊
1997 年）；郭子直：《岐山县志·方言》（陕西人民出版
社，1992 年 8 月）、《评张崇〈陕西方言古今谈〉》（《西
安外语学院学报》1994 年第 1 期）；郭芹纳：《〈三言〉
中所见陕西方言词汇》（《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陕西方言词语汇释》（1997 年第 2 期）；
刘育林：《陕西地名札记》（《延安大学学报》1998 年
第 1期）； 孙立新：《元杂剧中的陕西方言词汇》（《当
代戏剧》1986 年第 6 期）；邢向东：《论时空观在方言
研究中的体现》（《山东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李长青：《陕西省普通话水平测试指要》（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8年）。

（五） 志书中的方言志、方言志的编写和评论
孙立新共编写志书中的方言志 16 种： 户县、澄

城、凤翔、千阳、陇县、扶风、蒲城、麟游、兴平、凤县、
太白、宁强、华阴、耀县、宝鸡市、长安等。还写了一些
方言志如何编写和评论的文章。

（六） 周秦汉隋唐宋长安方音的研究
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初探》（《语言研究》

1982 年第 2 期）、《周隋长安音再探》（1984 年第 4
期）、《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声母系统》（1985 年第
2 期）。 尉迟治平（1944-），文学硕士，曾任《语言研
究》主编。 他对周隋长安方音作了探索。 采用的方法
是： 利用汉译佛教中的梵汉对音和译经师生活的地
域和时间来探求长安古音。 译经师徒同学习方言 20
多年，从对音材料考证出周隋长安方音的声韵系统。
在考证韵母时发现因梵文元音贫乏， 又有元音替换
现象，给考据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韵母系统只能看
出一个概貌。 龚煌诚：《12 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言》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81 年第 52 本）；桥本万
太郎：《西北方言中古汉语的硬软腭音韵尾； 中古汉
语的鼻音韵尾的不同作用》（《语文研究》1982 年第 1
期/19-33）。 桥本万太郎（1932-1987），国际著名语言
学家。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中
国研究部主任教授，1955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院
中国语文学系 ，1957 年取得东京大学文学硕士 ，
1962年在东京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语文
系修完博士课程，1965 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
学研究院普通语言学系， 同年取得哲学博士。 自
1962 年，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俄亥俄州立大
学、夏威夷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日本大阪市立大学
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桥本万太郎教授毕生从事语
言学的研究，他不仅对普通语言学有相当高的造诣，
而且对汉语历史及方言均有深入的研究。他在 30余

年的学术活动中，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对语言学
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详见 《中国语文》1987
年第 4期封 3）。 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
研究》（《西南解放军学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王
吉尧：《从日本汉音看 11 世纪长安方音》（《语言研
究》1987 年第 2 期）；金德平：《唐代长安话日母读音
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40-44）、
《唐代长安方言声调状况试探》（1989 年第 4 期）；刘
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声纽》（《语文研究》1984 年
第 3期）、《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河北
大学学报》1991 年第 3 期）；李恕豪：《扬雄〈方言〉中
的秦晋方言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92 年第 1
期）；朱正义：《〈史记〉与汉代语言及关中方言》（《渭
南师专学报》1993 年第 3 期）、《周代“雅言”———〈关
中方言古词论稿〉节选》（1994 年第 1 期）、《秦汉“关
西语”———古代关中方言简说》（1994 年第 3 期）；李
范文：《宋代西北方音———“梵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唐淬伯：《唐代
关中方言音系》（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李如龙、辛世彪：《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
北方音》（《中国语文》1999 年第 3 期）。 研究涉及普
通话学习和测试，文学作品中方言词的运用，方言与
民歌，方言趣谈，方言志如何编写和评论等等就不一
一叙述了。

这个时期主要是围绕编写地方志·方言志、推广
普通话、完成国家课题来开展研究工作。 出版了许多
重要著作（以出版时间为序，某人的连续著作即写在
某人之后）。 张成材：《商县方言志》（1990年 5月）；张
崇：《延川县方言志》（1990 年 5 月）、《陕西方言古今
谈》（1993年 8月）；刘育林：《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
部分）（1990年 12月）、《陕北方言词典》（刘育林、安宇
柱，1991年）、《陕北人学习普通话教程》（1993年）；李
娓：《关中方言与普通话》（1992年 5月）； 郭子直：《岐
山县志·方言志》（1992年 8月）；宋文程、张维佳主编
《陕西方言与普通话》（1993年 9月）；孙立新：户县等
16种县志方言志；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梵汉
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年）；王军虎：《西安方言
词典》（1996年 12月）、《西安话音档》（1997年）；唐淬
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1998年）、 关中方言词语汇
释、考释方面也出了好几本著作。 还有《普通话基础方
言基本词汇集》和《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所收的有关陕
西方言的文章。 另外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
文。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开始对个别方言点进行
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在内的全面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但仍是以重视语言的静态描写和比较为主，缺乏动态
的研究，仍是以个别分散为主，缺乏团队式的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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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领导的开展研究。 比起兄弟省市来，仍处于相对滞
后的局面。
三 新世纪时期的研究（2000-2009）
21 世纪以来陕西方言研究随着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4 月 12 日的
成立，以邢向东博士和胡安顺教授为核心，围绕陕西
重点方言研究的开展，以及国家课题的研究，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绩。

（一） 陕北方言研究
邢向东的研究：专著《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是陕西方言研究中一本十分
厚重的书。 “本书将神木方言置于晋语的宏观格局
中，静态描写、共时比较、历时溯源相结合。全面系统
地考察了神木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语音篇描写、
讨论方言的语音系统、内部差异、语流音变，进行历
时比较和例外字解释，从横、纵两个层面概括方言音
系特点， 列出了同音字汇。 词汇篇讨论方言的古语
词、分音词、圪头词、重叠词、儿化词、四字格、地名等
特殊词汇的语音、结构、语义特点，对部分词汇现象
进行历时解释，对方言词汇进行内外比较，列出了分
类词表。语法篇描写方言的构词法、副词、代词、结构
助词、体貌助词、时制助词、语气表达系统、复句表达
手段等，并对部分语法成分做了历时考察。最后讨论
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此书获得全国优
秀博士论文奖， 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成为以后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的范本。
也必将在陕西方言研究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陕北晋
语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1 版）马庆
株教授在序中说：“邢向东是少有的方言语法博士
后， 他从事陕北晋语沿河方言语法比较研究有利条
件很多。 他是神木人，神木话是他的母语，他对神木
话有深入的研究 ，出版了我所见到的一个县的描写
最为详尽，篇幅最大的地点方言研究专著。他还研究
过邻近的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这使他站得更高，在
晋语宏观背景观察陕北沿河七县方言语法特点来写
作这本书。 ”“邢向东系统调查得到了原始语料，基于
这宝贵语料的共时描写、横向比较和历时比较，填补
了方言语法研究的空白， 为改变晋语研究的考察区
域不平衡状况， 为全面深入地揭示晋语的特点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 为晋语在方言分区中地位的确定和
晋语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作者
视野开阔，很好地运用了语义功能语法理论。 ”“全书
以语法范畴为纲，以表达手段为目，描写陕北沿河七
县方言的语法，讨论代词，体貌范畴，时制范畴，虚拟
范畴，复句关系的表达手段，‘把’字句与‘教’字句的
套合句式， 语法成分的语音变变异等共 10 个专题。

作者对同类语法成分的语义差异， 对不同方言类似
语法手段的表义作用的差异作了细致的描写和比
较、分析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共时比较和历时
的比较探讨以坚实的细致的共时静态描写为基础，
作者把横向方言间的研究比较和纵向比较研究结合
起来， 把方言语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语法化
理论结合起来，作了有益的尝试，更好地体现了该地
区方言语法的面貌。 ” 此书获得王力语言学奖二等
奖。 另外邢向东还主编了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
丛》（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收
论文 22 篇；《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二）（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收论文 29
篇。 论文：《神木方言的虚词“得”》（《语文学刊》2000
年第 2 期）、《说“我咱”和“你咱”》（《中国语文》2000
年第 2期）、《小议部分 “舒声促化字”》（《语文研究》
2000 年第 2 期）、《神木方言音系及其内部差异》（日
本早稻田大学 《中国语学研究·开篇》2000 年第 19
期）、《神木方言的副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0 年第 6 期）、《神木方言的代词》（《方言》2001 年
第 4 期）、《陕北神木话的助词 “得”》（《中国语文》
2001 年第 5 期）、《神木话（老派）同音字汇》（日本早
稻田大学 《中国语学研究·开篇》2001 年第 21 期）、
《神木方言词汇的内外差异》（《语言研究》2002 年第
1 期）、《神木方言“例外字”试解》（《语文研究》2002
年第 2 期）、《陕北吴堡话（东王家山）的音系及其特
点》（日本白帝社 《中国语研究》2002 年第 44 期）、
《神木话“把”字句与“教”字句的套合形式》（《晋语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 2002 年 9 月；又见《汉语方
言语法研究和探索》———戴昭铭主编《首届国际汉语
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 11
月版）、《陕北晋语沿河方言复句关系的表达手段》
（《汉语学报》2003 年第 6 期）、《神木县山曲儿、酒曲
儿的押韵》（《中国语文》2003 年第 2 期）、《陕北晋语
沿河方言复句关系的表达手段》（《汉语学报》2003
年第 6 期）、《论神木方言的分音词和圪头词》（纪念
《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论西北方言和晋语重轻式语音词后字
的调位中和模式 》 （《南开语言学刊 》2004 年第 3
期）、《陕北神木话重叠名词与儿化名词的比较》（陈
学超主编：《国际汉学集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陕北晋语沿河方言体貌范畴的比较研
究》（《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4 年第 1 版）、《陕北晋语沿河方言愿望类虚
拟语气的表达手段》（《语文研究》2005 年第 2 期）、
《陕北晋语沿河方言的指示代词及其来源》（《陕西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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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陕北晋语沿河方言
的反复问句》（《汉语学报》2005 年第 3 期，又见《西
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之二）、《陕北晋语沿河方言
的时制系统》（《语言学论丛》2005 年第 31 辑）、《陕
北神木话的准语气词 “是” 及其形成》（《方言》2006
年第 4期）、《陕北甘泉、 延长方言入声字读音研究》
（邢向东，孟万春《中国语文》2006 年第 5 期）、《陕北
晋语沿河方言语法成分的语音变异》（《中国方言学
报》2006 年第 1 期，商务印书馆）、《陕北晋语沿河方
言假设类虚拟语气的表达手段及其语法化过程 》
（《中国语言学报》2006 年第 12 期， 商务印书馆）、
《陕北吴堡话的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研究》
2007年第 1期）。

李宇：《陕北子洲话“的”字的用法》（《榆林师专
学报》2000 年第 2 期）； 刘育林：《晋语词汇双音化
的一种方式： 加 “圪 ”》（《中国语文 》2001 年第 1
期）、《陕北民歌与陕北方言》（刘育林，常炜《西北方
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二/337-349），又见《中国音乐》
2005 年第 1 期）。 黑维强：《晋语 “去” 字本字辨》
（《榆林师专学报》2001 年第 1 期）、《元杂剧词语方
言证》（《西北第二民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敦
煌文献词语陕北方言证》（《敦煌研究》2002 年第 1
期）、《敦煌文献词语陕北方言证》（续）（2005 年第 1
期）、《从陕北方言看“也似”的来源》（《延安大学学
报》2002 年第 1 期）、《陕北方言表贬义“儿”的用法
及来源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003 年第 3 期 ）、
《陕北绥德话 “的” 的用法》（《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3 期）、《陕北绥德话 “的” 的一种用法》
（《中国语文》2003 年第 4 期）、《晋语“去”的词性辨
析》（《语文研究》2003 年第 4 期）、《绥德话后置词
[x扪33]（行） 考》（《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二，
2006 年/235-243）、《陕北方言助词也[ia]似的》（《语
文研究》2007 年第 3 期）、《陕北绥德方言“个”的读
音和用法》（《方言》2009 年第 3 期/283）。

张崇：主编《陕西方言词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西安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2007 年 6 月第 1
版），撰稿人：王军虎、田晓荣、刘永群、张崇、杨晓安、
陈晓桐、周东华、茹钢、黑维强。 全书 137 万字，反映
了延安、绥德（以上陕北）、西安、渭南、宝鸡（以上关
中）、商州、安康、汉中（以上陕南）8 个方言点的词汇
面貌及语音系统。 收词目 3 405条，书前有条目义类
索引，后附音序索引。 此书是我省重要著作之一。 论
文：《陕西西安等 8 个方言点的语音系统》（《庆祝李
荣先生 80 华诞论文集》，2001 年）、《西安、吴堡等地
的单复数人称代词及其成因》（《西安外语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3 期）、《表音词头探源》（《西北方言与民

俗研究论丛 》，2004 年 ）、《几个常用词语的本字 》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二，2006年）。

其他学者的著述。 袁梅：《陕北方言中的一种常
用格式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高
登亮：《陕北方言的特点分析》（《延安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期）； 王鹏翔：《陕北方言的疑问句》（《延安大
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陕北方言的动态类型》
（2002年第 3 期）、《陕北方言关系称谓词“NP+的”结
构研究———兼论汉语“的”发展趋向》（《广西民族学
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陕北志延片方言的 “噻”
类语气词》（《延安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陕北
志丹话的 “得 V” 句》（《语文研究》2008年第 1期）、
《陕北志丹方言的语气词 “该”》（《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2008 年第 3 期）、《陕北方言语法对普通话学习
干扰五种———地方普通话考察调研之一》（《延安大
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陕北志丹方言的 “敢”》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 /45-47）；邵敬
敏， 王鹏翔：《陕北方言的正反是非问句———一个类
型学的过渡格式研究》（《方言》2003 年第 1 期）；汪
蕾：《陕北方言续本字考》（《延安大学学报》2003 年
第 2期）； 王鹏翔， 王玉彪：《陕北方言的 “嘞”“囒”
“唻”》（《延安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李延梅，汪
敬尧：《陕北方言词头探微》（《延安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李延梅，刘刚：《陕北方言子长话中形容
词的程度表达》（《榆林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李延梅，汪沛：《陕北方言反复问句的句法形式》（《河
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傅来兮：《〈陕西
省普通话水平测试指要〉 商补———兼谈陕北方言词
语的特点》（《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张子刚：《陕北方言中的合音词》（《延安大学学
报》2003 年第 4 期）、《陕北方言中的分音词》（2004
年第 2 期）、《〈陕北方言词典〉 部分词条用字商榷》
（跟张晓梅合作）（《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汪敬尧：《陕北方言称谓词“强强妈妈的”中的
“的”辨析》（《延安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马晓
琴：《陕北方言的选择问句》（《社会科学家》2004 年
第 2 期）、《陕北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常见声母韵
母错误类型分析》（《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绥德方言的副词 》（《唐都学刊 》2004 年第 3
期）、《绥德方言语气词的连用》（《西北民族大学学
报》2007 年第 1 期）； 张晓梅：《陕北方言本字新考》
（2004 年第 2 期）；张军：《榆林等方言中的祈使语气
词“嘇”[s覸]》（《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2004 年第
5期/304-317）；孟万春：《陕西延长方音说略》（《延安
大学学报》2005年第 1期）。 孟万春(1973-) ，陕西商
南人，1993-1997 延安大学本科毕业，1999-2002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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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南昌大学硕士学位，2004-2007 年获得陕西师范
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商洛方音语音研究》。孟
万春现为延安大学副教授。 温端政：《简评〈神木方
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马世平：《绥德方言单音词举凡》（《榆林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1 期）； 马世平：《绥德方言单音词举凡》
（《榆林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45-50）；王莉，马
佳：《陕北普通话研究初探》（《延安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108-111）； 张俐：《陕北方言在陕北民歌
中的作用》（《西北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李建
校：《陕北晋语语音研究》（博士论文）、《陕北晋语知
庄章组读音的演变类型和层次》（《语文研究》2007
年第 2期）、《陕北晋语假开三精组和以母字的读音》
（《方言》2008年第 3 期/268-271）、《陕北晋语果摄字
的读音》（《语言科学》2008 年第 5 期）、《陕北晋语古
塞音、塞擦音声母的读音及演变层次》（《山西大学学
报》2009年第 3期/51-56）。李建校（1970-）山西娄烦
人，现任晋中学院院长，山西大学毕业，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硕士，南开大学博士。 跟邓名合著有《实用
普通话教程》。 李思民：《府谷方言的文化解读》（《宝
鸡文理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苗丽：《陕西定边
话与绥德话读音的比较研究》（《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卷 2008 年第 5 期）； 曹鹏：《关于陕北延川方言的归
属问题———兼谈晋语志延片的调整》（《唐山师范学
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李江艳：《陕北米脂方言中
“吃+了”》（《现代语文》语言研究卷 2009 年第 2 期）；
马新娜：《陕北方言中“了”的特殊用法》（《语文学刊》
2009年第 4期/123-124）。

（二） 关中方言研究
张成材：专著《商州方言词汇研究》（青海人民出

版社 2009 年 8 月第 1 版），这本书是作者 50 年来搜
集整理、调查研究商州方言词汇的总集，是作者长期
研究母语的重要成果。收词逾万，著名语言学家陈章
太、 郑张尚芳二位推荐的著作， 陈章太在推荐书中
说：“作者对该方言语感很强，收词恰当稳妥，记音辨
音准确，分析描写深入细致，全书内容充实精当。 确
实是一部水平较高的、价值较大的好书。 ”郑张尚芳
在推荐书中说：此书“为他对其母语商州方言最详细
的集大成记录，内容充实，准确、细致，很有出版价值
和意义。 ”论文：《商洛方言概况》（下）（《商洛师专学
报》2000 年第 3 期）、《商州 （张家塬） 方言的儿尾》
（《语言研究》2000 年第 4 期）、《商州市方言形容词
的表现形式》（《商洛师专学报》2001 年第 2 期）、《商
州方言里的“形+人+哩”结构》（《语言科学》2003 年
第 1 期）、《商州方言的逆序词———兼论汉语中的语
素颠倒构词和用词》（《商洛师专学报》2003 年第 1

期）、《商州方言的“圪”类词、合音词和分音词》（《西
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一，2004 年）、《商州方言里
宾+动+开/毕》（《汉语学报》2006 年第 2 期/31-32）、
《商州方言口语中的数量连音变化》（《中国语文》
2007 年第 2 期）、《西安方言研究》序（《西安方言研
究》孙立新著，2007 年）、《商州方言的尖团音及其音
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 1期/62-63）。

张维佳：专著《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
构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第 1 版）潘
悟云教授在序中说：“演化和竞争是关中方言音韵结
构变迁的两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关中方言音系的变
迁来自其结构内部成分或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
方言音系中，由于音韵结构内部的不平衡性，音类的
发展， 呈现出同一音类扩散式的演化层次。 有快有
慢，形成同质结构内不同音类的演化层次。在同一语
音条件下，语音发展也有快有慢、方言同质结构的历
史层次正是关中方音结构变迁的表现形式之一。 本
书十分关注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音类的演化形式、
条件、方向和层次。 另一方面，关中地区历史上曾经
历过由政治中心区向边缘区转变的过程， 其方言既
参与了其他方言的演变，又保留了自身的特点；关中
地区历史上曾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前沿， 不同民族语
言之间的接触一定会给关中方言带来独特的变化。
因此， 不同文化的频繁交流必然引起关中方言与其
他方言之间的竞争， 最终使异质结构的音韵成分叠
加在现代关中方言音韵结构之中。 本书也十分关注
关中方言音韵结构与其他方言的竞争形式、条件、方
向和层次。 本书是根据方言音韵结构变迁的两个途
径———‘演化’与‘竞争’ 来安排章节结构的。 全书共
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前辈学者有关音系结构
及其发展的一般理论出发， 初步探讨方言音韵结构
的基本特征， 详细分析方言音韵结构变迁的基本条
件和基本途径， 简单介绍研究变迁中的关中方言音
韵结构的一般方法和材料， 为全书研究建构一个较
为科学的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根据关中各点方言之
间共性和个性并存的基本特征， 详细描写一些音类
在不同地点方言中的具体音值， 认真分析这些音值
在方言音韵和地理等两个方面的分布条件， 并在此
基础上归纳出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系统。 第三部分从
关中方言地理与历史行政地理之间的关系入手，历
史地看待关中方言内部音韵结构共性和差异的由
来。第四部分从方言音类的‘演化’着眼，把关中方言
共时差异放在汉语发展的时间坐标中去考察， 分别
讨论了古入声调的分派层次、pf-、pfh-声母与中古轻
唇音产生的语音机制、鼻尾韵的音变模式、果摄读音
的分化及其历史层次等方面的问题， 探索关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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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结构的演变轨迹。 第五部分从方言音类之间的
‘竞争’着眼，把关中方言音韵结构中的文白异读看
做是异质方言音类渗透、竞争的形式，并把‘白读音’
和‘文读音’放在汉语音韵结构的不同历史层面上来
分析， 分别探讨了古全浊声母文白叠加及其层次河
西麻三韵文白叠加和宕梗两摄舒声字文白叠加等方
面的问题， 揭示关中方言音韵结构某些音类在其他
方言影响下所形成的历史层次。 关中方言是由中古
时代汉语正音之一———古长安方言直接发展而来
的。本书研究有利于重建关中方言的历史，有利于解
释汉语语音史上的一些音变现象； 对关中方言音韵
结构的历时研究， 可以使方言本字的考释工作和方
言与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建立在较为坚实的基
础上。另外，本书研究采用历史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
方法， 使这项研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意义， 这就
是， 在重视对方言共时结构进行细致的静态描写的
基础上，将方言研究导向历时解释，导向对演变规律
的探讨。 ”本书获王力语言学奖第 10 届二等奖。 论
文：《关中方言鼻尾韵的音变模式》（《语言研究》2001
年第 4期）、《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基本特征》（《学术
研究》2001 年第 11 期）、《关中方言的形成及新时期
关中方言研究现状》（《榆林师专学报》2002 年第 3
期）、《关中方言全浊声母清化及其与赣客方言的关
系》（《东方语言与文化》2002 年第 1 期）、《关中方言
音韵结构共性与行政区划》（《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2 期）、《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
层次》（《方言》2002 年第 3 期）、《关中方言内部差异
与历史行政现状》（《语言研究》2002 年第 3 期）、《秦
晋之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的读音层次》（2004 年第
2 期）。

孙立新的研究：专著《陕西方言纵横谈》（华夏文
化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第 1 版）、《户县方言研究》（东
方出版社 2001年 10月第 1版）。这本书是作者深入
研究母语的力作，邢向东在“十年来的陕西方言研究
述评”中评价说：“是一部厚重的地点方言研究专著。
挖掘了大量方言材料，描写具有相当的深度，成为研
究西北方言的重要参考书。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
论丛》 二，2006年/382-390）、《陕西方言纵漫谈》（中
国社会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西安方言研
究》（西安出版社 2007年 6 月第 1 版）。 张成材为之
作序，序中说：“立新在新著《西安方言研究》时，给我
寄来了全书目录，同音字表、语流音变等。从目录看，
有西安的语音分析 （包括市区语音的主要差异）、西

安音与北京音的比较、西安音与古音的比较、语流音
变、主要词汇、语法特点、标音举例等等。想必通过这
些内容的描述， 一定会将西安方言的全貌展现在读
者的面前。 从同音字表和语流音变看， 工作做得扎
实、 细致。 ”《陕西人学习普通话教程》（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编写咸阳、武功、泾阳、高陵等县方
言志。对孙立新的研究，邢向东还评价说：“后两部书
（指《纵横》和《漫话》）是作者的论文集，是孙立新对
大量陕西方言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 作者行文
不拘一格，描写、讨论了陕西方言———尤其是关中方
言中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对于开阔眼界，进一
步开展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对方言学事业的高度热
情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颇值得方言工作者学习。 ”《关
中方言代词研究》（三秦出版社 2010 年第 1 版），张
振兴为之作序认为：“就我所见， 本书也许是这方面
做得最好的。我认识孙立新先生多年，他常年以来对
陕西方言， 特别是关中地区方言作过很多很深入的
田野调查，曾经在《方言》、《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
过有一定影响的重要研究论文。 他也是一个对学术
很负责任的学者，他的认真态度是很少有的；他没有
因为这是一个小课题就浅尝辄止地草草完稿， 而是
努力地去对许多问题进行尽可能的穷尽研究， 直到
本书定稿前，还在不懈地发掘、增减、调整，使之更加
完善。这种精神的确感人至深。我认为本书的材料是
可靠的，有关的见解能成一家之言，值得读者一读。 ”
论文 ：《关中方言代词概要 》 （《方言 》2002 年第 3
期）、《西安方言逆序词考证》（《西安政协》2002 年第
4 期）《户县方言的把字句》（《语言科学》2003 年第 6
期）、《从陕西人的口语看方言本字》（《西安政协》
2003 年第 9 期）、《陕西西安的语言避讳》（日本 《神
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8 期）、《陕西户县方
言里的助词“着”———兼谈“着”字在官话及晋语里的
用法》（戴昭铭主编 《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关中
方言的词缀 》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1
期）、《关中方言五种疑问句的特征及分布》（《西京论
坛》2004 年第 1 期）、《关中方言的特征词》（《西安联
合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户县方言的“得”字》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一），2004 年）、《桂北
平话中古宕曾梗通四摄字韵母阴化现象与关中东部
方言的比较》（《桂林师专学报》2005 年第 4 期）、《从
西安第一人称不用“俺”谈起》（《西安之窗》2005 年
第 10期）、《关于普通话舌尖后辅音声母在关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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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音问题》（《宝鸡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户
县人的“计较”和“忌讳”》（《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
丛》（二），2006 年/296-307）《户县方言的“给”字句》
（《南开语言学刊》2007 年第 1 期）、《与户县方言表
示时态 “着” 字有关的几个问题》（《甘肃高师学报》
2007 年第 1 期）、《户县方言的趋向助词 （《唐都学
刊》2007 年第 3 期）、《关中方言的“的”字以及与之
有关的几个问题 》 （《安康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2
期）、《咸阳方言同音字汇》（《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3 期/82-89）、《关中方言“人家 ”的合音
及 其 用 法 》 （2010 年 第 1 期/56 -62）。 孙 立 新
（1956-）， 陕西户县人，1982 年毕业于宝鸡师范学
院，现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是一位著作颇
丰的研究人员。

毋效智的研究：专著《扶风方言》（新疆大学出版
社，2005 年 8 月第 1 版）。 此书主体部分包括语音、
词汇、语法、语料四章，详细全面记录了陕西扶风方
言。 许宝华教授在《扶风方言》叙略中说：“此书是一
部精品力作，填补了扶风话研究专著的空白。 ”另外，
有两篇书评： 程起兵：《西北方言研究的新收获———
评 〈扶风方言〉》（《伊犁师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柯西钢： 评毋效智 《〈扶风方言〉》（《伊犁师院学报》
2006年第 4期）。 毋效智（1942-），陕西扶风人，1965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为伊犁师范学院
教授。

其他学者的著述。 鲁林：《略谈关中方言若干》
（《人文杂志》2000 年第 1 期/113-115）； 董琳莉：《周
至方言的内部差异》（《汕头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64-68）、《陕西周至方言的文白异读》（《西北大学
学报》2000 年第 3 期）、《陕西周至方言语音特点的
探究》（2001 年第 3 期）、《周至方言的古今音变特点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田晓荣：《渭
南方言的程度副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
第 6 期》）、《渭南方言词语的形态变化》（2000 年第 1
期》）；郭沈青：《宝鸡方言同音字汇》（《宝鸡文理学院
学报》2001 年第 2 期）；李平：《西安话与普通话的语
音对应规律 》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2
期）；赵惠霞：《宝鸡方音与普通话语音声母的对应关
系》（《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 年第 2 期）、《宝鸡方
音与普通话语音韵母、声调的对应关系》（2002 年第
2 期）；王军虎：《陕西关中方言的 鬞 类韵母》（《方言》
2001 年第 3 期）、《陕西凤翔方言的语音特点》（《西
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一，2004/184-188）；王卉：

《（陕西省）关中地区河南方言的人称代词》（《松辽学
刊》2001 年第 3 期）；郭芹纳：《“这搭、那搭、哪搭、兀
搭”疏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乔
光明，晁保通：《彬县方言同音字汇》（《方言》2002 年
第 3 期）、《旬邑方言读[tt‘]声母的知章组字》（《西北
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之二，2006 年/253-254）；黄元
英：《商洛方言中的文雅之词》（《商洛师专学报》2002
年第 4 期》）； 韩承红：《渭南方言的虚词》（《人文杂
志》2003 年第 3 期）； 许宝华：《〈扶风方言〉 叙略》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吴天惠：
《〈汉语方音字汇〉第 2 版重排本“前言”：西安部分》
（西北大学吴天惠修订， 语文出版社 2003 年 6 月
版）；胡安顺：《商州市话的句类及其语气词》（载戴昭
铭主编： 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 2003 年版）； 任永辉：《宝鸡方言的语法特点》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咸阳方言
的语法特点 》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5 年第 1
期）、《宝鸡方言的词法特点及其文化特征》（《语文学
刊》语言研究版 2005 年第 18 期）、《咸阳方言的名词
重叠式》（《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陕
西凤翔方言的语音特点》（《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4 期）、《陕西凤翔方言的助词》（《语文学
刊》语言研究版 2007 年第 10 期）、《陕西凤翔方言的
语音变化》（《语文学刊》 语言研究版 2007 年第 11
期）、《关中方言的古语古义疏证》（《牡丹江教育学院
学报》2008 年第 6 期）、《关中方言的比较句》（《咸阳
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茹钢：《韩城话“的”
字用法上的特点 》 （《西北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4
期）；兰宾汉：《西安方言中的“把 N-V”结构》（《西北
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一，2004 年/251-254）、《西安
方言中的几个程度副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期）、《西安方言中语气词的古今用法及来源》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二，2006 年/118-136）；
韩宝育：《岐山话人称代词的数与格》（《西北方言与
民俗研究论丛》 一，2004 年/255-265）、《岐山话正反
问句时体等情态意义的表达》（《中国语言学报》12
集，商务印书馆）、《韵母局部重叠：岐山话一种重要
语法手段》（《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二，2006 年/
131-144）； 张巍：《关中方言的词根与词缀同义的
ABB 式派生形容词》（《黄山学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李斐：《从秦腔剧本看民国初年关中方言的语音
特点》（《延安大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潼关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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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贾东：《略谈
回族的语言特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杨雅丽：《论民间文学中的关中方言》（《渭南师
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又见（《西北方言与民
俗研究论丛》 二，2006 年/336-348）、《从民间文学看
关中方言民俗文化的积淀》（《长江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期）；唐正大：《关中方言的第三人称形式的类
型学研究》（《方言》2005 年第 2 期）、《关中方言趋向
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 》 （《语言科学 》2008 年第 2
期）、《关中永寿话的关系从句类型》（《方言》2008 年
第 3 期/244-251）；别敏鸽：《关中方言特殊“把”字句
探源》（《淮南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马毛明：
《陕西西安方言单字音声调声学实验》（《延安大学学
报》2005 年第 4 期）、《渭南方言志》（刘静主编：《陕
西东府五县市方言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吴媛：《谈电视说话类节目方言运用中的语音
问题———陕西电视台方言节目〈说案〉的语音分析》
（《陕西师大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岐山方言语音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006）； 许品香：《关中话语音普通话的语音对比》
（《语文学刊》语言研究版 2006 年第 2 期）；陈玉芳：
《从白水方言婚俗看古今婚俗文化》（《陕西教育学院
学报》2006 年第 2 期）；聂玮，赵晓：《商洛方言部分
古词语考释》（《商洛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曹
强：《〈史记〉 中所见的关中方言词语》（《渭南师范学
院学报》2006 年第 6 期）；王蕾：《陕西大荔方言今入
声读音考察》（《陕西教育》2006 年第 22 期》）；郑宏：
《蒲城方言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杨
银梅：《铜川方言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版）、《铜川方言声母系统的文白叠加及其立体化过
程》（《时代文学》2008 年 10 月）； 李红：《富平方言
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任福禄：《如
何利用关中方言分辨全浊声母字》（《陕西教育学院
学报》2007 年第 1 期）； 卜晓梅：《陕西渭南方言中
“很”类程度副词》（《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07 年
第 1 期）、《从渭南方言看“敢”字的虚化过程》（2007
年第 10 期）、《陕西澄城方言语音概论》（《咸阳师范
学院学报》2008年第 5 期/50-53）； 韩佳蔚：《试论关
中方言修辞现象的文化意蕴》（《商洛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期）； 王劲：《关中方言漫谈》（《陕西教育学院
学报》2007 年第 5 期）；陈鹏录，黄党生：《陕西彬县
方言声母与普通话声母的差异分析》（《现代语文》
2007 年第 9 期）；余永敏：《谈韩城方言的语音特点》

（《新西部》2007 年第 11 期）； 孟万春：《商洛方言语
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 董琳
莉：《周至方言和周边几个方言点的声调比较》（《西
安文理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周至方音的古
今音变特点 》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5
期）； 徐鹏彪：《富平方言的文白异读》（《咸阳师范学
院学报》2008年第 3 期/100-102）； 侯静：《岐山方言
两字组连读调式》（《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97-99）； 王应龙：《咸阳方言词疏证》（《咸阳师范
学院学报》2008年第 3 期/90-92）、《乾县方言两字组
的连读变调 》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4
期）、《关中方言词语疏证》（《宁夏师院学报》2008 年
第 5 期）、《陕西乾县方言的语音特点》（《现代语文》
2008 年第 10 期）、《〈乾县志〉之“方音方言”章指瑕》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67-69）、《陕西
乾县方言亲属称谓》（《社会科学论坛》2009 年第 9
期 /167-171）；康素娟，孙立新：《陕西户县的否定式》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王三敏：《陕
西合阳防虏寨方言的语音特点》（《商洛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4 期）、杨文惠：《从〈金瓶梅〉看现代陕西
方言的语法特点》（《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5
期/46-49）；邢向东：《中古精组来母合口一等字在关
中方言中的演变———附论合口三等字的演变》（《语
文研究》）2009年第 1 期/52-57）；张锦玉：《西安话和
北京话单字调的比较》（《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期）、《西安话单字音声调的统计分析》（《咸阳
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38-42）； 张莹：《临潼
歌谣与临潼方言》（《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63-67）； 张荣荣：《陕西洛南话构词的三个特征》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 5期/43-44）； 袁月：
《泾阳蒋刘方言的音韵特点》（《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 5期/48-50）；王西维：《简论论西安方言的构
词法》（《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 1期/67-69）。

（三） 陕南方言研究
赵桃：《安康方言泥母字的读音》（《安康师专学

报》2000 年第 1 期）、《安康方言的变异现象》（2000
年第 4 期 ）、《安康方言难点音与普通话的教学 》
（2002 年第 1 期 ）、 《安康方言的几种特殊句式 》
（2002 年第 4 期）、《安康城西方言新派、老派之间的
词汇差异》（2008年第 2期）。

郭沈青：《陕南镇安云镇音系纪略》（《榆林师专
学报》2002 年第 4 期）、《陕西镇安云镇客伙话音系》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一，2004 年 /16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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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西南官话的内部差异与归属》（《方言》2006 年
第 2 期/168-176）、《陕南中原官话的性质与归属》
（《语文研究》2006 年第 4 期）、《陕南客伙话的性质
与归属》（《中国语文》2006 年第 6 期）， 此文查阅了
大量的方言语料和历史文献资料， 通过历史上的行
政归属、人口变迁雄辩地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客伙
话中既包括江淮官话，也包括下河话、江南话，从性
质上看属赣语（张成材按：还有广东话）、《陕南赣语
方言岛的特点与成因》（《中国语言学会 13 届年会/
北戴河/论文》2006 年）、《陕南江淮官话的特点与成
因》（《西北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陕南赣方言
岛》（《方言》2008年第 1期）。 郭沈青（1965- ），山西
平遥人，1987 宝鸡文理学院毕业，1990 获西北大学
硕士学位，2000-2001 年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作访
问学者，2002晋升副教授，2008年晋升为教授。郭沈
青是一位执着的陕南方言研究专家。

周政： 专著 《平利方言调查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钱曾怡教授在序中说：“书稿
很长洋洋数十万言， 地理历史人口到移民和方言的
形成，从语音到词汇语法，再到语料记音，从平面描
写到共时、 历时比较， 详细地描绘了平利方言的全
貌，丰富而鲜活的语料揭示出这个处于江淮、西南、
中原三个官话地区之交的方言错综复杂的情况。 平
利这个混合型方言的许多特点， 诸如亲属称谓、词
缀、语气词的兼收并蓄，动词体貌的多种表现形式，
特色明显的补语及其多种格式，等等，都使我开了眼
界，受益良多。 ”论文：《陕西平利话的归属》（《陕西教
育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安康方言的人称代
词》（《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一，2004 年/318-
324）、《安康方言内部分区概说》（陈学超主编 《国际
汉学集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陕西
平利洛河方言同音字汇 》（《方言 》2005 年第 4 期/
344-355）、《平利方言的情态语气词》（《安康师专学
报》2006 年第 1 期》）、《关于安康方言分区的再调
查》（《方言》2006 年第 2 期）、《安康方言研究的社会
价值及其汉水文化的关系》（《安康师专学报》2006
年第 4 期》）、《平利话形容词的生动形式》（2006 年
第 6期）、《平利话补语格式的考察与分析》（《西北方
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二，2006 年/187-198）、《镇坪钟
宝方言同音字汇》（2007 年第 2 期）、《陕西平利方言
几个表否定的词语及相关格式》（《安康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3 期》）、《陕西平利方言“子”尾》（《语文研
究》2007 年第 3 期）、《陕西安康方言的混合特征》

（《方言》2007年第 3期）、《镇坪八仙方言“哒” 》（《咸
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1 期/64 -66）。 周政
（1951-） 陕西平利洛河人，1983 年毕业于陕西教育
学院， 又于 1987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
为安康学院教授。

张德新：《汉阴县志·方言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岚皋县志·方言志》（陕西人
民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第 1 版）、《安康方言的演变》
（《语言研究》1994 年增刊）、《旬阳县志·方言志》（中
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汉阴方言语
法研究》（《安康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陕南湘
语的文白异读》（2006 年第 3 期》）、《安康方言的南
北融合现象———汉语语音的方言证据》（2006 年第 4
期）、《陕西汉阴蒲溪方言音系研究 》（2007 年第 1
期）、《紫阳城关方言音系研究》（2008 年第 1 期》）、
《宁陕城关方言音系研究》（2008 年第 6 期）、《石泉
城关方言同音字汇研究》（2009年第 1期）。

其他学者的著述。 史丰：《石泉方言中的一组偏
正式短语词》（《安康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镇坪方言的内部区划及成因》（2007 年第 6 期）；王
彤伟：《汉中方言中的古语古义疏证》（《汉中师范学
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柯西钢：《白河方言声调
略说》（《安康师专学报》2004 年第 5）、《白河方言的
内部差异及其形成原因》（《陕西师大继续教育学报》
2007 年第 3 期）、《汉江上游地区方言语音研究》（博
士学位论文，2008 年 11 月）、《陕西白河城关方言音
系》（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开篇》2009 年
第 28期）； 李霞：《论安康话与普通话声调的差异及
矫正措施》（《安康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镇
坪方言的地名的文化解读》（2008 年第 3 期）； 孟万
春：《商南蛮子话语音研究》（《延安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黄党生：《汉中话与普通话 ABB 式形容
词格式变换异同规律探析》（《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4 期）；余海章，戴承元：《在紫阳民歌演唱
中如何处理方言字音的探讨》（《安康学院学报》2007
年第 5 期》）、《紫阳民歌中的方言词语解读》（2007
年第 6期）； 杨静：《安康城区方言中的副词》（《安康
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安康方言的重叠式》
（2008 年第 1 期）、《安康城区方言的重叠式》（《语言
科学》2008 年第 2 期）、《安康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
（《安康学院学报》2008年第 3期）；刘澍声：《洋县方言
文化透视》（《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 1期》）；刘
新民：《陕西洋县方言中“go”的语音演变和用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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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语言研究卷，2008 年第 1 期）；邢向东：
《论陕南方言调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 2
期）；李文娟：《镇安云镇方言中“子”尾词》（《安康学院
学报》2008年第 2期》）； 杨运庚：《安康赣语方言岛的
ABB式状态形容词论析（《现代语文》2009年第 2期）。

（四） 陕西方言综合研究
这一时期陕西方言综合研究主要是论文。 张成

材：《汉语方言中 [pf pf‘]的分布范围》（《语文研究》
2000 年第 2 期）、《“东干” 音义考释》（《中国语文》
2005 年第 4 期）、《“食摞”考察》（《中国语文》2006 年
第 4期）、《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商洛学院
学报》2008 年第 3 期）； 杨建洲：《陕西方言语词集
释》（《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彭
清深，张祖煦：《西北地区汉语方言之纵横考察》（《西
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张维佳：《陕西方
言与周边方言之间的关系》（《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
术讨论会论文集》 青岛出版社 2000 年版）、《秦晋之
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的读音层次》（《语言研究》2004
年第 2期）、《方言研究与方言视图的数字化》（《西北
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一，2004 年/89-109）；黑维强：
《元杂剧词语方言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1 期）； 胡安顺：《汉语辅音韵尾对韵腹的
稳定性作用》（《方言》2002 年第 1 期）， 邢向东评此
文说：“是利用方言材料来解决汉语语音发展演变问
题的力作。 ”《中古声纽到现代方言中的变化》（《西北
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二，2006 年/25-69）、《汉语声
母的稳定性》（《方言》2007 年第 4 期）； 孙立新：《陕
西方言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002 年第 4 期，又见
《陕西方言漫话》/338）、《从陕西人的口语音看方言
本字》（《西安政协》2003 年第 9 期）、《西北方言表示
程度的“匝”》（《陕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清
末陕甘方言的活化石》（《陕西穆斯林》2004 年第 1
期）、《陕西方言的特征词》（《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5 期）； 雷汉卿：《河西宝卷所反映的西北
方言浅说》（《汉语史研究集刊》， 四川大学汉语史研
究所编，第 5 辑，巴蜀书社 2002 年版）、《近代汉语中
的西北方言词语选释》（《中国训诂学论文集》，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西北方言词语在近代俗语
词考释的价值略论———〈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
传〉和〈聊斋俚曲集〉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
第 3 期）；刘中华：《陕西方言中“知道”和“知不道”》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王军虎：《晋
陕甘方言的 “支微入鱼” 现象和唐五代西北方音》
（《中国语文》2004 年第 3 期），这篇文章不但举了晋
陕甘，吴、闽、江淮官话、徽语和老湘语中的“支微入

鱼”现象，并论证了，这一现象早在《唐五代西北方
音》 中就有记载的史实； 郭芹纳：《陕西方言书证》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一，2004 年/205-218）、
《陕西方言的用字问题》（《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
丛》二，2006年/199-224）；邢向东：《晋陕宁三省区中
原官话的内外差异与分区 》 （《方言 》2005 年第 4
期）、《关于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思考》（《陕西师
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陕西省的汉语方言》
（《方言》2007 年第 4 期）、《中古端、精、见组字在关
中方言齐齿呼韵母前的演变》（《语言学论丛》2007
年第 35 辑）、《秦晋两省黄河沿岸方言的关系及其形
成原因》（《中国语文》2009 年第 2 期/166-175）；刘勋
宁：《陕西民俗与方言本字》（《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
论丛》一，2004 年/1-9），本文很有见地，纠正了许多
错误，例如指出“炒面≠麨面”等。 《一个中原官话曾
经存在过的语音层次》（《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二，2006 年/82-93）、《黄土高原的方言是一个宝藏》
（《语文研究》2008 年第 2 期）、《民俗调查与语言研
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张惠英：
《从“胡同”说起》（《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之二，
2006年/70-81）；《表音字词头探微》（《西北方言与民
俗研究论丛》一，2004 年/189-204）、《陕西方言“弱着
缩”等字[a耷]组韵念法与“麻雀”读“麻将”》（《咸阳师范
学院学报》2008年第 5期/43-45）；罗自群：《西北方言
持续标记浅谈》（《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一，2004
年/266-280）；莫超：《“动宾短语+开/起”西北方言补
例》（《中国语文》2005 年第 2 期）； 吴媛：《谈电视说
话类节目方言运用中的语音问题———陕西电视台方
言节目〈说案〉的语音分析》（《陕西师大继续教育学
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李小平：《入声在秦晋黄河
两岸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2006 年第 4 期）；
张振兴：《汉语方言里异性词同称现象的社会观察》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二，2004 年/2-9，又见
《商洛师专学报》2001 年第 2 期）； 郑定欧：《汉语的
“把”字句与波斯语[R耷a]字句》（《西北方言与民俗研

究论丛》二，2004 年/94-101）；柯理斯（东京大学）：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从几个具体事例谈起》（《西北
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二，2004 年/102-117）、《西北
方言的惯常性行为标记“呢”》（《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 3期/39-43）；林涛：《中亚东干语的词汇特
点》（《中国语言学报》2006 年第 12 期）、《中亚回族
陕西话与甘肃话语音的比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 5期/44-47）；马晓琴：《陕西方言中“起去”
的用法———兼谈“起去”在普通话中不可说》（《陕西
教育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杨文蕙：《从〈金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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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看现代陕西方言的语法特点》（《咸阳师范学院学
报》2008年第 5期/45-49）；任永辉：《〈二拍〉中所见的
陕西方言词汇》（《语文学刊》2008年第 8期）、《新世纪
以来的陕西方言研究综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2 期/45-48）、《陕西方言的新收获 ———评
〈都市方言辞典〉》（陕西卷）（《西安社会科学》2009 年
第 2期）、《〈醒世姻缘传〉 中所见陕西方言词》（《语文
学刊》 基础教育版，2009年第 4期/153-155）、《〈红楼
梦〉 所见的陕西方言词语》（《语文学刊》2009 年第 5
期）；邢向东：《论加强汉语方言语法的历时比较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 5期）、《秦晋两省黄
河沿岸方言词汇中的语音变异》（《方言》2009 年第 1
期/23-28）、《秦晋两省黄河沿岸方言的关系及其形成
的原因》（《中国语文》2009年第 2期/166-175）。

（五） 古方音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一般也是论文。 龚煌诚：《十二世

纪末汉语西北方音 （声母部分）》（《汉藏语研究论文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十二世纪末汉语
西北方音》（韵母部分）（2004）；郭沈青：《西北方言全
浊清化年代考》（《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师为公：《宋鲁方言与关中方言本字考》（《苏州
科技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郗政民：《方音释
古》（《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周秦时
代陕西关中方言———中华民族早期普通话》（《民办
教育研究》2005 年第 4 期）；孙伯君：《西夏译经的梵
汉对音与西北方音》（《语言研究》2007年第 3期）。

这一段的小结： 这一阶段以张维佳：《演化与竞
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和邢向东《陕北晋语
语法比较研究》为代表的方言研究。都将方言研究中
的静态和动态结合起来，将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利
用文白异读的差异， 注意语音发展中的层次和层次
的叠加。 都尝试把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论和拉波夫的
音变理论贯彻到研究之中，用精密科学方法，语音变
化的统计仔细地观察、分析语音变化的微观过程，构
建语音变化的统计模型。 当然此研究也必须在全面
调查静态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这种研究是
方言研究的深层次、大挖掘、大发展的标志，因此都
分别获得了我国语言学的大奖———王力语言学 10
届和 12届二等奖。

还有邢向东的神木方言研究和编辑的两本西北
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刘勋宁的清涧方言研究和重
要论述，张成材的商州方言研究，孙立新的户县和西
安方言研究， 张崇的延川方言研究以及主编的陕西
方言词汇集，周政的平利方言研究，毋效智的扶风方

言研究，郭沈青的陕南方言研究，还有许多重要论文
发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胡安顺将音韵学和方言结
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可以说动态研究
刚刚起步，静态研究尚须加强。 自发、分散的局面已
初步得到改善。 只重视语音，忽视词汇、语法的现象
得到彻底改善。 陕西方言重点研究也已刚刚起步。
四 结 语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综观陕西方言研究 60 年

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陕西方
言研究工作者努力的结果， 是全国大好的方言研究
形势给我们带来的良好机遇。总结经验有：一是有过
硬的学术带头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陕西师范
大学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的成立，有邢向东、胡
安顺、刘育林、张崇等学术带头人，就可以取得重大
成果。 也可以保证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的成果陆
续问世，并将继续开展下去 。 论丛的创刊不但为陕
西的方言工作者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 而且
也为西北方言工作者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
西北方言与民俗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分别在西安、西
宁、 兰州召开了三届， 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 二是事实充分说明，搞自己熟悉的、会说的的母
语，最有把握，最容易深入下去。 三是方言研究的开
展和成果的发表必须有资金的保证， 因此必须得到
有关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随着新形势的要求，摆在
陕西方言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一
是应该在未来 10 年再出版 10 部陕西方言重点调查
研究的成果。 二是全省 107 个县市及市辖区都应该
有一本方言志； 每个县市及市辖区都必须至少有一
份同音字表。 三是应该关注和协助《陕西省志·方言
志》（关中部分）和《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南部分）的
修订和出版工作。 四是在继续搞好静态研究的基础
上，深入开展方言研究的动态研究，比如研究方言的
源流、形成、发展、演变，历史层次以及层次的叠加，
总结其发展规律。

总之，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我们不但要继
续挖掘方言事实，开拓方言研究的领域，把方言研究
跟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词源学、考古学、语法学、
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数理语言学等边缘科学衔
接起来，不断吸收新的理论，采用新的方法和手段，
从新的方位和角度去开创方言研究的新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