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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固始这一豫东南小城，近来受到历史文化学界的重视，一是据专家考证，历史上固始人民曾多次
族群南迁，其中较大规模的移民有4次，共计100多姓1万多人，特别是唐朝两次大规模的移民，使中原
文化广为传播，时至今日，福建、广东、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地仍沿袭着固始的一些民间习俗，固始也
因此成为许多海外侨胞的乡关祖地，被誉为“唐人故里”、“中原第一侨乡”，形成了“台湾访祖到
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的“根亲文化”现象。
二是因上世纪80年代，固始县文化馆搜集整理出叙述灶王爷和灶王奶奶故事的民间生活史诗《郭丁香
》，2005年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列入“国家第一批五个重点抢救工程”项目，4837行的《郭丁香》
的正式出版，被学界称为“打破了黑格尔‘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的断言”。
　　祖贵是土生土长的固始人，现为语言学博士生，他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固始方言语法研究》，
已经为进一步的固始方言研究打下基础。
读过祖贵的《固始方言研究》，较之原硕士毕业论文，我首先感到祖贵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有了很大
的提升，如语法方面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语法手段、语法形式和意义的描述探讨，都有相当的见
地，可为中原官话的语法研究，以及固始方言与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相关方言的比较研究，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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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方言，特别是方言词汇是地方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蕴藏着一个地方民众厚重的文化积淀，是反映地方
文化心理和习俗演变的活化石，方言及方言词汇的研究是研究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祖贵对固始地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词汇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使方言的研究与地方民俗文化的研
究有了更密切的联系，或者说为地方民俗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语言学的支持。
　  在词汇方面，固始方言的常用词很丰富，表现力也很强，与中原官话其他方言片的情况基本相同
。
    全书研究的重点是在语音和语法方面，语法方面尤为着力细致，这是本书的突出特点。
其中有些内容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固始方言的面貌，而且为汉语史的研究和完善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例如阳声韵转化为阴声韵的例子在传世文献中很多，阴声韵转化为阳声韵的例子则很少，该书语音部
分提到本属阴声韵的“模模子、暮、慕、募、墓”等字在固始方言中读作*韵母，这正是阴声韵可以
转化为阳声韵的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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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语法研究　　第二节 动词的形态格式及语法意义　　动词的形态格式可以粗分为体貌格
式、情态格式和生动格式。
先看体貌格式：　　一　体貌格式　　“体貌”这一术语来自英语的aspect，从名称上来说，有人把它
称做“情貌”，有人叫“体”，还有人叫“动态”、“动相”，但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把它称为“体
”。
严格地说， “体”和“貌”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郑定欧先生（2001）就认为“体是观察横向进程中
的事件构成的方式，指示着动作主体的客观判断。
貌是观察时间纵向进程中的事件构成的方式，伴随着动作主体一定的主观感知。
”不过本文对“体貌”不加以区分。
本文把固始方言中动词（有的甚至为动词短语）与助词进行一定形式的组合，构成各种语法格式来表
达一定语法意义类型的都称为“体貌”或者“体”。
此外由于“体”是动词所特有的语法范畴，它着眼于动作行为发生或进行的状态，因此“体”与“时
”又存在一定的联系。
“体”离不开“时”，但又和“时”属于不同的范畴。
“体”是在时间的进程中观察事物的动态而产生的，“时”着眼于动作发生的时间，如“过去、现在
、将来”等。
“体”虽不着眼于时间，但任何动作的发生总是和一定的时间、地点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体”与“
时”联系密切，因此本文的有些“体”还包含有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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