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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近３０年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述评①

李康澄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现代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开始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湖南汉语方言研究的全面展开始终贯穿着

比较研究，湖南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内容大致体现在语音比较研究、词汇比较研究、语法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地理

比较研究、民族语言比较研究和地域文化比较研究等七个方面。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为了深化湖南

汉语方言研究，有一批新的比较研究课题亟需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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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资源丰富，主要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以及归属待定的非官话———湘南

土话和湘西乡话六种汉语方言。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湖南的汉语方言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研
究对象覆盖了湖南省内的六种汉语方言，研究领域涉及了语音、词汇、语法三大系统，研究方法包括了描

写、比较、语音实验、语言地理、文献考释等多种手段。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湖南的汉语方言研究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其中，湘语研究开展最为充分，研究成果最多，其它五种汉语方言的研究也相继展开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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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较理想的成果。

汉语方言研究从一开始就遵循了描写和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且结出累累硕果，因此描写和比

较是汉语方言研究的生命。描写是汉语方言研究的基础，比较则是汉语方言研究推进的第一利器。

“现代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开始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１］１比较有不同的范畴，共时比较体现

方言特征、差异，历时比较体现方言的流变。比较有不同的层级，有个体比较、群体比较和整体比较。比

较有不同对象，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普通话、方言与古代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等。比较有不同的目标，

如展现方言特点、划分方言区域、探讨方言关系等。

湖南汉语方言研究的全面开花始终贯穿着比较研究，这些比较研究在比较范畴、比较层级、比较对

象、比较目标等方面各有侧重。本文以近３０年来公开出版的著作和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要依据，拟对
湖南汉语方言中的比较研究进行大致的梳理，首先回顾湖南汉语方言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情况，然后对湖

南汉语方言中的比较研究进行评价，最后探索湖南汉语方言研究中有待开展的比较研究课题。

二　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回顾
比较研究中的“比较”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任何一种汉语方言的研究都应该运用比较研究的方

法，首先应该开展的是与普通话、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的比较。比较研究中的“比较”也可以是一

种专题研究范畴，可以是共时平面的方言点、方言片、方言区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

的比较研究；可以是历史平面的叠置、演变、层次的比较研究；可以是内部的比较，也可以是外部的比较；

可以是研究方言系统的内部语言学比较研究，也可以是联系社会现象的外部语言学比较研究。

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个独立的结构系统，都包含了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子系统。方言的比较研究

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对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比较

研究。共时比较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内部比较研究和外部比较研究、内部语言学比较研究和外部语言

学比较研究都可以以方言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子系统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到２０世纪末，是湖南汉语方言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２］。进入２１世纪，湖南

汉语方言研究持续、深入发展。在近３０年的湖南汉语方言研究中，“比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得到了充
分的运用，“比较”作为一种专题研究范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湖南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内容大致体现

在语音比较研究、词汇比较研究、语法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地理比较研究、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方

言与地域文化比较研究７个方面。
（一）共时语音比较研究

语言演变是有规律的，而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尤为明显和整齐，因此方言研究首先关注语音，语音的

研究成果最多。在湖南汉语方言研究中，语音研究最繁荣，比较研究在语音领域开展得最充分，比较研

究成果覆盖了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湘南土话、湘西乡话六种汉语方言。语音的比较研究侧重

三方面：单点方言的“普－方－古”三角比较；内部比较，主要是县境内不同方言点、连片地理区域内不
同方言点、方言片不同方言点、大区方言内不同方言点进行比较；处于不同地域 或不同系属方言的外部

比较。

单点“普－方－古”语音三角比较。这种研究指单点方言与现代普通话、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
的三角比较。这种比较开展比较充分，在个体（单点）方言研究中最常见，已经成为了汉语方言基础研

究中的一种基本比较范式。与普通话的比较可以展示方言的特点，与中古音的比较可以探求方言语音

的演变规律。通过这与“普－古”二个维度的比较，单点方言的基本语音特点就呈现了出来。《衡阳方
言》（李永明，１９８６）、《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１９９３）和吴启主、鲍厚星等主编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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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点方言语音的研究中，“普－方－古”三角比较是使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成功的研究手段，任何
一种单点方言的研究都必须运用这种最基本的比较方法。“普 －方 －古”的三角比较可以有效地考察
单点方言的语音特点，并将语音特征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湖南各地汉语方言特点的概括归纳无一不

是这种比较方法的结晶。

方言内部比较。方言内部差异比较包括四个方面：县境内的若干地点方言比较，老派和新派的比

较、连片地理区域内的若干地点方言比较，方言片比较，大方言内部比较。方言内部差异比较可用于探

讨方言的演变、方言的分区、方言的接触和方言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某个县的若干地点方言研究。这种研究多在方言背景比较复杂的县域内展开，其研究的区域不宽，

但对于充分探讨方言的复杂性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研究》（李永

明，１９８８）对临武县境内的二种不同属性的方言———土话和官话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揭示二种不同方言
的特点与差异。黄雪贞（１９９３）对江永县境内土话的语音做了初步比较，并将江永的土话分为 ６

片［３］２－９。《湖南蓝山土话的内部差异》（罗昕如，２００２）对蓝山境内的１１个土话方言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了内部的主要差异。《湘乡方言语音研究》（蒋军凤，２０１０）细致的比较了湘乡境内１１个方言点的语音

面貌，探讨部分古声母和韵摄的演变，揭示了湘乡方言的差异，并据此对湘乡方言进行分类。

老派和新派的语音比较。老派和新派是就年龄大小而言，方音的年龄层次差异可以为方言的历史演

变提供活的证据。《湖南会同话知三章组的老派和新派读音》（胡萍，２００９）从具有年龄差异的老派和新派
中寻找会同林城话知三章组读音的历史演变轨迹，认为知三今读ｔ不是古音的遗存，而是一种后期音变。

连片地理区域内的若干地点方言比较。由于地理的邻接，方言之间的接触更为频繁，同时，方言的

地理差异就是方言历史演变不同阶段的投影，因此，比较研究连片地理区域内的若干地点方言对于探讨

方言差异、方言接触与方音演变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湘西南汉语方言语音研究》（胡萍，２００７）选

取了湘西南地区９个县的１３个方言点的语音进行比较，概括了湘西南地区方音的区域特征［４］１７７－１８２。

《湘南永州土话音韵音韵比较研究》（谢奇勇，２０１０）对永州市９个县、区１７个土话方言点的声韵调进行
了具体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永州土话的共性和差异。唐伶《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研究》（２０１０）对永州南部

的土话语音进行了比较，描写了南部土话语音的基本面貌，揭示了许多重要的语音特点，并与周边的土

话进行了初步比较。《湘西乡话语音研究》（杨蔚，２０１０）对湘西乡话５个片的８个方言点进行了详细调

查，通过比较揭示了乡话内部的差异和一致性［５］１６１－１８５。《湘南官话语音研究》（曾献飞，２０１２）比较了湘

南１２个官话方言点的声韵调情况，揭示了湘南官话的特点。

方言片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主要是在性质归属已经明确的方言中进行。湖南的湘语、西南官话、赣

语都是区属非常清晰的方言，可以进行方言片的比较研究。《湘语辰溆片语音研究》（瞿建慧，２０１０）比较了

湘语辰溆片２４个方言点的声韵调现象，通过比较探讨了部分音韵现象的演变和周围方言的接触。
大方言内部比较。这种比较研究对湖南境内的湘语、赣语和西南官话作整体上的宏观研究。①通过

语音比较对方言进行划分［６］９－６０。《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周振鹤、游汝杰，１９８５）通过比较杨时

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的语音材料，将湖南汉语方言分为四种类型。《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李

蓝，１９９４）以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语音材料为主要依据，采用“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的比较，将湖

南境内的方言分为五种类型。《湘语的分区（稿）》（鲍厚星、陈晖，２００５）通过比较音韵特征，对湘语内部的
分片进行重新划分。《湘方言概要》（鲍厚星，２００６）中“湘方言区划概况”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湘语内部

进行划分。②通过语音比较探讨方言特点与演变。《湘方言语音研究》（陈晖，２００６）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
湘语声韵调方面的若干重要特征。《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陈立中，２００３）对湖南客家话的声韵调

进行了全面描写和比较，揭示了湖南客家话共同点和内部差异［７］３７－１９０。《湖南赣语语音研究》（李冬香，博

士论文）对湖南境内的赣语语音进行了全面描写和比较，揭示了湖南赣语语音的一致性和差异，曾献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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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通过比较归纳了湘南官话的语音特点，并将湘南官话分为山南片和山北片。
从内部比较来看，湖南汉语方言的语音差异比较大。方言的内部比较既可以体现某一地域或某一

系属方言的共同特点和差异性，为方言分区和探讨语言演变提供充分证据。湖南汉语方言的分区、分片

以及揭示各种方言的特点主要是依据内部比较研究。

方言外部比较。外部比较主要是指不同系属方言之间的比较，或者不同区域内的同一种性质的方

言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是不同方言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是方言与民族语言的比较。方言通过外部比较

可以更好的展示方言的特征。

湘语的外部比较。《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陈立中，２００４）比较分析了吴语和湘语的“浊声

母”、“中古元音韵尾”、“中古无尾韵”和“声调”。［８］１０－１８７《湘语与赣语比较研究》（罗昕如，２０１１）研究内

容之一就是“湘语赣语的语音比较研究”。［９］２７－６３《从音韵现象看赣语、湘语关系》（李冬香，２００７）通过外

部比较讨论了湘语和赣语的关系。杨蔚（２０１０）将湘西乡话与湘吴闽赣客方言进行了比较。《湖南省的

汉语方言（稿）》（陈晖、鲍厚星，２００７）通过外部比较探讨了湖南境内湘语与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的关
系。另外，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论湘语、吴语及周边方言里蟹假果遇摄字主要元音的连锁变化现

象》、《吴语、湘语链变类型比较》、《湘语与赣语接触个案研究》、《现代湘语和吴语浊音声母发音特征的

比较》、《论湘语在湘西南地区的接触与变异》、《南昌、温岭、娄底三处梗摄字的韵母》、《湘赣语里中古

知庄章三组声母的读音》。

湘南土话的比较研究。李永明（１９８８）对临武县境内土话和官话的语音比较就是一种外部比较。

黄雪贞（１９９３）将江永县境内土话与当地的西南官话进行比较来展现二者之间的关系。罗昕如（２００２）
对蓝山境内的土话与西南官话进行了比较。唐伶（２０１０）对永州南部的土话语音与周边的湘南土话、粤

北土话、桂北平话进行了比较。另外还有《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及《汉越语和湘南土话、

粤北土话中?定母读音的关系》（王福堂）。

西南官话的比较研究。曾献飞（２０１２）将湘南官话语音与周边的西南官话进行了比较，认为湘南官

话主要是由湘南的其它方言转变而来。湘南官话对湘南土话的影响是词汇扩散方式，而湘南土话对湘

南官话的影响是类的影响。

湖南方言语音的外部比较更好地展现了湖南各种方言的特征，而方言的特征恰好是方言分区的根

本依据。湖南汉语方言的外部比较体现了湖南各种汉语方言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体现了湖南汉语方言

和其他汉语方言之间的历史关系、接触关系，有利于概括方言的类型特征。

（二）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湖南方言的词汇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揭示方言间词汇的差异和探求方言之间的关系。湖南方言的词

汇研究成果较少，专门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湘语和湘南土话里。

湘语词汇内部比较研究。《方言词汇比较与湖南方言分区》（鲍厚星，１９８５）通过对湖南省境内若干
地区特色词的比较对湖南方言的分区，提出了一些看法。《湘方言词汇研究》（罗昕如，２００６）是关于湘

语词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通过１０个湘语方言点的调查，比较分析了湘语词汇的特点、内部差异及演变

等内容［１０］２１６－２５７。彭逢澍（１９９９）运用比较方法考释了湘语３０６条（组）词语。

湘语词汇外部比较研究。罗昕如（２０１１）对湘语和赣语词汇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湘语和赣语
词汇上的区别和联系，并从词汇角度探讨了湘语和赣语的关系。《湘语与赣语词汇异同研究》（罗昕如）

比较了湘语和赣语词汇异同，并探讨了二者关系。《从词汇看湘语和西南官话的关系》（罗昕如，吴永

存）从词汇的角度探讨了湘语和西南官话的联系与区别。

湘南土话词汇比较研究。《湘南土话词汇研究》（罗昕如）是湘南土话词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通过

比较研究探讨了湘南土话的特色词、词汇内部的差异，土话词汇的层次等内容，并从词汇特征角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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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湘南土话与周边方言的关系。另外还有《从词汇看粤北土话与湘南土话的异同》、《从特色词看平话、

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关系》。

湖南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显示了湖南湘语、赣语、湘南土话的词汇特色，词汇的差异与语音的差异

一样显著。词汇比较研究为湖南汉语方言分区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依据，为探讨各种方言之间关系提供

了重要参考。

（三）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方言研究热点领域之一。湖南方言的语法研究近年来也获得比较

大的丰收。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语法系列”目前已经出了５辑，这标志着湖南方言语法的研究已经
开始逐步走向繁荣。目前湖南方言语法的研究异单点的描写居多，比较研究成果则较少。

湘语语法比较研究。卢小群《湘语语法研究》是第一部综合全面描写、比较分析湘语语法的著作，

从词法和句法的角度，通过比较揭示了湘语语法的一些特点［１１］３７９－３８４。伍云姬《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

及其演变》是一部以描写解释长沙方言动态助词为主，同时辅以比较其它湘方言动态助词的语法著作。

《湖南方言句中完成态助词的形成过程》（伍云姬、曹茜蕾）通过比较湖南方言的句中完成态助词的类型

来探讨句中完成体助词形成过程。湘语语法与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湘语与吴语语序类型比较研究》

（林素娥，２００６）以若干参数比较了湘语和吴语的语序类型，探讨了方言语序类型的比较参项问题。罗
昕如（２０１１）详细比较了湘语与赣语的若干语法现象、“‘Ｖ＋Ｘ＋趋向补语’结构”、“动词 ＋动态助词 ＋

介宾短语句型”等内容。

湘南土话语法比较研究。《湘南土话代词研究》（卢小群），对湘南土话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

问代词进行了全面地描写，开展了内部和外部的共时比较。《桂阳土话语法研究》（邓永红，博士论文）

运用普方古的综合比较方法探讨了桂阳话不同于普通话的语法现象，并与古汉语、湘语、赣语、其它土话

进行了比较，勾画出了桂阳土话语法的基本面貌。

湖南汉语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主要揭示了湘语的语序、动态助词、句式和湘南土话代词等方面的特

点和发展规律。对于探讨方言分区、探讨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类型学具有重要意义。

（四）历史比较研究

方言的形成是历史的，通过整合不同来源、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特征而组织成的一个完整的结构系

统。历史比较研究对于追溯方言的形成、梳理语音的演变和历史层次、探讨方言之间的关系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在共时描写和比较已经充分开展之后，方言研究须依赖历史比较研究才能得以深化。用历

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湖南汉语方言已经成为近年来湖南汉语方言研究的一种新趋向，并且已经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

湘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湘方言音韵比较研究》（周赛红，博士论文）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

对湘语语音进行综合研究，较好地解释了一些共时比较难以解释的语音现象。《湘语音韵历史层次研

究》（彭建国）通过历史比较讨论湘语全浊声母的演变、舌齿音的历史层次及演变和一些韵摄的历史层

次和演变，为深入思考湘语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

湘南土话历史比较研究。《湘南土话语音的历史层次研究》（刘祥友），在分析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对

湘南土话的语音做综合比较研究，从历时的角度探讨湘南土话语音的历史层次，揭示语音的特点和流变

规律。唐伶（２０１０）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主要讨论了湘南土话若干音韵特征的演变情况，并与周边方言进

行比较。

官话的历史比较研究。曾献飞（２０１２）通过与杨时逢（１９７４）中的湘南官话的比较，探讨了湘南官话

近７０年来的语言演变。
随着历史比较研究的相继开展，湖南汉语方言语音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历史比较研究理清了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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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湘南土话的演变规律，揭示了湘语和湘南土话的历史层次，解释了其他方言的一些特殊语音现象。

（五）方言地理比较研究

方言地理比较属于地理语言学的范畴，方言地理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方言研究热点。语言地理学是

一门研究方言差异在地理空间如何分布的学科，语言地理学从方言的空间变化透视方言的历史演变，因

此语言地理学是研究语言史的重要方法之一。绘制湖南方言地图在上个世纪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地

图只是方言调查报告的附属内容，目的是为了说明方言的分区。新世纪湖南方言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

地理语言学研究［１２］。近年来湖南方言的研究成果中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方言地理的比较研究成果。

《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彭泽润，２００５）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对南岳３５０个村进行高密度
调查，画成９０幅方言地图，研究不同方言的分布、分界、过渡、接触，以及它们跟周边方言的关系。《湘

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李永新，博士论文）运用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湘江流域的

几个特殊语音现象、几个常用词和重复体的地理分布，分析了分布规律和意义，讨论了语言接触和演变

的规律。《“姑母”称谓在湘东北及湘中部分地区的地理分布》（孙益民，２００９）运用了语言地理语言学
的理论和方法，展现了湘东北及湘中部分地区“姑母”称谓形式的地理分布状况，推倒了各种称谓类型

的竞争和演变趋势。《湘东北曾祖父母称谓的地理分布》（孙益民，２０１２）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论述了
湘东北及湘中部分地区的母亲称谓的发展演变过程。

方言地理比较研究直观显示了一些重要的语音、词汇特征的地理分布，对于讨论湖南汉语方言的分

区、边界、过渡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有利于总结湖南汉语方言的接触规律和演变规律。

（六）方言与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

湖南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秦汉以前是百越的南蛮之地，随着北方汉人的不断移民，族群

之间产生了剧烈的互动，族群的互动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产生了语言的替换，语言的替换会遗

留“底层”。因此，无论是从“底层”来看，还是从与民族语言的接触看，湖南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会有零

星相同的特点，湖南各地的汉语方言中都应该有零星的“底层”现象存在，特别是在边远的、汉族与少数

民族杂居地区“底层”现象更明显。《湘南土话中的底层语言现象》（罗昕如），以壮侗语与苗瑶语为参

照，分别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举例分析湘南土话中的底层语言现象。《绥宁汉语方言的指示词

后置语序类型》（李康澄），描写了绥宁少数几个汉语方言的指示词后置语序现象，并将此现象与民族语

言进行了比较。

湖南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发现，湖南汉语方言中零星存在若干民族语言的底层成分。

湘南土话、湘西部分汉语方言都有民族底层现象。与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对于讨论湖南汉语方言史具

有重要意义。

（七）方言与地域文化比较研究

方言忠实地反映了某一地域的历史与文化，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的形成与演变必须通过地方

史来研究，方言词反映某地区的地理环境、地方风俗和文化心理等情况。通过方言的比较来透视地域文

化特征属于外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通过方言的比较来透视地域文化特征是拓宽方言研究视野和增强

方言研究社会性的重要途径。《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罗昕如２００１），是第一部研究湖南方言与
地域文化的专著，通过比较的方法，从湖南方言词汇、语法、修辞现象来讨论湖南的人文地理历史、生活

习俗、文化内涵、地域文学等地域文化特点。胡萍（２００５）从湖南方言格局与历史人文背景、湘语与楚
语、楚文化的源流关系等方面揭示了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三　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评价
近３０年来，湖南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呈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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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比较研究全面展开。湖南境内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以及归属待定的非官话———湘南

土话和湘西乡话六种汉语方言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研究。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齐头并进。语音、

词汇、语法的本体比较研究全方位进行，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外部语言学比较也渐趋增多。比较研究方法

多样：共时比较，历史比较、“普－方－古”比较、内部比较、外部比较、地理语言比较。

第二，语音比较研究硕果累累。有单点方言的“普 －方 －古”比较，也有单点方言的新派与老派的

比较。有县域内若干地点方言的比较，也有连片、大区的比较。有内部比较，也有外部比较，有共时描

写，也有历史层次分析，还有方言地理比较。

第三，词汇、语法比较日渐重视。继语音比较研究勃兴之后，词汇、语法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在比

较研究领域中，已出现了研究湘语词汇、语法的宏观著作，湘南土话词汇的综合研究成果也已经产生。

词汇、语法的比较视野进一步拓宽，湘语与赣语、吴语、西南官话的比较研究已经逐步铺开。

第四，比较研究新方法的不断引进与实践。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与时俱进，除了沿用传统的比较

方法外，还积极吸收运用当前方言学研究的热点理论与方法———历史层次和演变与地理语言学等理论

与方法对湘语、湘南土话、湘西乡话进行比较研究。

第五，开始注重与周边方言及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和关系探讨。探讨了湘语和赣语、吴语、西南官

话、湘南土话的关系，同时还开展了湘南土话与粤北土话、广西平话的关系探讨。湘语和赣语具有横向

渗透关系，同时还可能具有纵向源流关系。湘语和吴语共同保留了若干早期的音韵特征，同时，他们也

可能存在某种历史关系。西南官话是强势方言，对湘语分化为“新湘语”和“老湘语”产生了重要影响。

湘南土话处于湖南地域之内，与湘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关系。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广西平话都处于连

片的地域范围之内，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湖南历来是少数民族居住之地，现在不少地方仍然属于

双语区，因此，湖南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之间一定存在互动接触关系。

第六，初步开展外部语言学研究，关注方言的文化属性。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地域文化深深植

根于方言之中，地域文化促进方言发展，地域文化保持方言的生命力。湖南方言资源非常丰富，因而湖

南的地域文化也是五彩缤纷的。

近３０年来，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还有一些工作需要继续努力推进。
第一，比较研究的进展不均衡。比较研究侧重于语音，而语法、词汇比较研究不足，历史比较和方言

地理比较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语音的比较研究中较少关注声调的比较。湘语的比较研究开展得最广

泛、最充分，其次是湘南土话比较研究，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乡话的比较研究则较少，关于赣语、西南

官话、客家话、乡话的词汇和语法的比较研究非常少见。

第二，方言区内部异同比较多，方言之间的外部比较较少。湘语和西南官话的比较、湘语和客家话

的比较、赣语和客家话的比较、湘南土话与湘语、赣语、客家话、西南官话的比较还没有很好开展。此外，

应该重视与民族语言的比较，通过与民族语言的比较理清湖南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

第三，方言与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比较较多，而与上古汉语及近代汉语的比较还很少。汉语

方言的形成是历史的，它整合了上古、中古、近代各个历史阶段的语言特点。仅将汉语方言与中古音比

较，还不能全面揭示汉语方言的形成与演变的线索，不能为汉语史的建立提供充分的证据。

第四，湖南方言的本字考释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本字考释工作须遵循严谨的音韵演变规律和语

义引申规律，并且通常需要与周围方言语音形成比较才能找到音义的线索。湘语是最古老的汉语方言

之一，应该通过本字的考释发掘湘语的一些古老特征。

第五，虽然湘语研究成果最多，但湘语的比较研究有待深入。“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内涵和特征

是什么？“新湘语”和“老湘语”的提出已有半个世纪，但是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来探讨新、老湘语的特征；

二者之间除了“古全浊声母今读是否清化”这一重要区别特征外，其他的区别特征至今还比较模糊。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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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特征是什么？近年来的湘语研究成果多半是基于方言事实的调查报告，没有很好的开展大区域的

湘方言特征研究，湘语的语音特征，特别是词汇特征和语法特征不是很明确。湘语的比较研究开展不

足。湘语大范围的、综合的横向和纵向比较还没有全面和深入开展，这就直接影响湘语特征研究和湘语

发展演变趋势的研究。

第六，湘语和赣语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二者之间的比较需要进一步深化。湘语和赣语的比较限于

共时比较，而历史比较研究则较少开展。现有的关于湘语和赣语关系的探讨都是基于历史人文背景的

共时关联特征，而很少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着眼，因此现有的研究有待补充。哪些关联特征体现了纵向

源流关系？哪些关联特征体现了历史移民带来的横向渗透关系？哪些关联特征与通语影响有关？湘语

和赣语的关联特征到底是共同保留，还是共同创新，还是共同脱轨？抑或是平行创新？共同保留、共同

创新和共同脱轨是历史语言学探讨语言关系的３个参考指标，而平行创新特征则不能用于说明方言之
间的历史关系。

四　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新课题
为了推动湖南汉语方言的深化，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应该亟需在以下几方面努力。第一，开展

“新湘语”和“老湘语”特征比较研究。第二，用历史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湘语和赣语的关系，探讨湘南

土话与湘语、赣语、客家话、西南官话的关系。第三，全面开展湖南赣语和客家话比较，探讨二者关系，并

与省外赣语、客家话比较。第四，湘语与吴语的词汇比较研究也应该重视。第五，全面探讨官话对湘语

的影响。第六，以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依据探讨湖南方言７０多年来的演变。第七，利用新技
术全面保存湖南方言，建立湖南方言数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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