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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phony Syllabary of Lijiatian Xianghua Dialect
in Luxi County，Hu'nan Province

DENG Jie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s phonological system of Lijiatian Xianghua dialect in Luxi
county，Hu'nan province，summaries the rules of change and lists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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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方言泰如片与吴语的语法比较研究》

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汪如东老师撰写的《江淮方言泰如片与吴语的语法比

较研究》于 2017 年 12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 50 万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结项成果。
古吴语在历史上曾分布甚广，永嘉乱后千余年来，北来移民一步步将吴语向南逐退，将大

片原吴语区改变成官话区。泰如地区僻处江淮东南一隅，今方言虽属官话，而地理上邻近吴

语，保留了较多的吴语底层特点。近年来学界对该片方言已有不少研究，本书借鉴已有的成

果，结合作者的实地田野调查，比较泰如片方言与吴语在构词法( 包括复合、附加、重叠) 、指代

词、数量词、问句、体貌类型、语序、连词、副词、介词、助词等方面的语法特点，进行了比较详尽

的描述，呈现了其相对完整的面貌。本书的各项结论及所提供的丰富语料，对江淮方言、尤其

是泰如片的语法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邻近方言、尤其是吴语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此书在 2018 年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荣获学科学术著作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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