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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作品简介

郭纬国，男，汉族， 39 岁，青海省循化县人。毕业于北京师

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函授部，曾在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

系进修两年;参加过国家语委专业培训 。系青海省语言学会会

员，民革党员 。 现任青海师范学校汉语文讲师，教龄 18 年。

任教以来，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0 1985 年以来，在省级

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多篇，并获得过"教研成果奖"。

1993 年获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主办的"全国中师教育理论学

术论文评比"二等奖。

《循化方言志》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的反映循化等地的

方言状况，描述方言特征的学术专著。它是循化人把握自身方

. 言规律，学好普通话的钥匙。它为循化少数民族了解本民族语

同汉语的相互影响，提供借鉴 。 它不仅为广大语言工作者、爱

好者提供了最准确的历史性资料，而且为当地中小学语文教

师的语音、语法教学提供了参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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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言研究是语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社会、历史、

语言和人文科学都有很大的价值。在我国，如果从西汉扬雄的

《方言》算起，方言研究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了，但真正运用现

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来调查研究方言，则是晚近的事

情。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特别是近四十年来，方言的调查和

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各地的

工作进展还相当不平衡。到目前为止，县一级行政区的方言调

查和研究仍然有不少的空白。《循化方言志》的出版发行，无疑

是为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研究添补了一项空白。这部著作对循

化方言作了全面而翔实的描写，对当地各民族的语言的相互

渗透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它有利于当地民众学习和推广普通

话，也为临近地区的方言调查和研究树立了一个榜样。《循化

方言志》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从三十年代国语运动算起，推广民族共同语在中国已有

半个多世纪了。从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角度来看，推广

普通话的成绩还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从方言研究的角

度来看，各地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速度，叉着实令人吃惊。年

轻一代所说的话，不要说跟祖父辈相比，就是跟父辈相比，都

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对方言做些抢救、发

掘、记录、整理、描述的工作，这些方言土语将很快地埋没于历

史的长河中。因此说，出版方言志，是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

的功德无量的好事。

调查和研究方言，是个枯燥烦劳的工作。面对商品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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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人们更多地去为钱而操劳奔波，愿意涉足这个领域做潜

心研究的人很少很少。而做出成绩的人就更少了 。 郭纬国同

志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其志可嘉 ，

其行可彰。郭纬国曾参加第十六期中央培训班的进修，当时在

班上，他刻苦学习、孜孜不倦的精神是获得一致好评的 。"有志

者事竟成。"((循化方言志》的出版，是他心血、汗水的结晶，也

是他奉献给祖国和家乡的一份诚挚的爱。

《循化方言志》材料翔实、体系完备、分析精当、体例严谨 。

作者在中原官话陇中片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青海省循化县、同

仁县，甘肃省临夏市划归为同一小片，是对《中国语言地图集 》

(987)的结论所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此外，作者通过少数民族

语言的宏观比较，分析阐明了方言形成的历史轨迹。这一点是

很有价值的。

眼下，出版界处境很艰难 。 出版学术著作，印数有限，发行

困难，是一种赔本生意 。 特别是方言著作，符号多，冷僻字多，

表格多，排版难度很大，一般出版社避之惟恐不远。 得悉青海

省企业界、青海省西宁市和循化县新华书店、循化县县志办公

室对该书的出版和发行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深受感动 。 做

为一个语言文字工作者，做为一个方言研究者，我敬佩这些领

导同志，敬佩这些文化界同仁的远见卓识。

郭纬国同志希望我为《循化方言志》作序，我自知不胜任，

但为了庆贺这部著作的出版，还是说了这么些话。祝愿郭纬国

同志事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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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青海循化方言是比较有特色的方言，跟甘肃临夏〈古"河

州")话均统称"河州话"。可惜研究者却寥若晨星，对循化方言

进行研究者更是屈指可数了。 .

今青海师范讲师循化人郭纬国，以其北京语音研究班学

习之功底，加上土生土长从小熟悉循化方言的得天独厚的条

件，运用当代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写出《循化方言志))，为循化

人民的文化建设作下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实在可喜可贺!

倘若我省农业区汉语流行各县每县都能像纬国这样出版一本

方言志的话，那将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青海方言如同柴达木

盆地的宝藏一样，蕴藏量非常丰富，亟待挖掘。

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做好了将填补空白、造福后代、

嘉惠学林;相反地，如果记录不确、处理不当也会贻误读者。今

读《循化方言志》觉得记录精细、处理得当，可以付梓以飨读

者，也可以藉出版机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臻完善。

在本书出版之际遵纬国之嘱写上如上一些话作为序。

张成材

1994.7.1 

于青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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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井言

郭君纬国致力于语文教学，历 19 年。自初中而高中，而中

专，连教边学，即研即思 F 日有进益，年积有成;论文篇什，相续

见刊，且每有独到见解，于当前语文教改梅益谅匪浅解。郭君

年正韶华，为人谦和嗜学;罩思精虑，旦夕不懈。其敬业精神，

堪为吾辈师道之楷模，令人敬佩不已!

近者，郭君于假期、课教余暇，又潜心于语音学之研究 。不

期年，其《循化方言志》一稿撰成，为皇皇一学术著作矣。余有

幸得以先读为快!除感郭君之于此学术领域，不啻开拓新境，

且为我省县级方言研究之哺矢，殆无疑义;此诚难能可贵。至

于该书之写作特点，余约略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从历史横断面而言，对反映乡土文化较为准确。系统

地描述了多民族地区的方言音系及其语音特征，注意到撒、

藏、汉三个民族在语言上的相互渗透。

二、从历史价值来看，忠实地记载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为中

心的语音、语汇材料，挖掘并拯救了家乡方言这块活化石。

三、从实用价值着眼，则为循化撒、藏、回、汉各民族学习

普通话觅得一捷径;为中小学教师和高中学生在汉语的教与

学方面，提供了系统而可靠的语音依据。

基于上述各点，凡是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语音学之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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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该书是值得一读并须参考的一本好书。

郭君之潜研语音学并有如此硕果，与其勤奋精进 ，用心良

苦 4与其广概博采j实蝠调研的务实学风密不可分的 。余以为:

郭君在此学术领域里，除了继续发掘探索外，进而在语文教学

的广阔领域里开拓研讨，必能游刃有余;为语文教改之促进、

创新和发展，定能做出非凡的贡献。谓余不信，请拭目以待!

岁次甲戌仲春积石山隐董培深敬撰

. 5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自序

离开家乡已有 5 年，然而那拔地擎天的积石山多少回在

我梦中萦绕;那激荡在天外的黄河海多少回在我耳边震响。为

什么提起故乡我的心在震颤?为什么提起故乡我的血在沸腾?

对那方厚土的情思谁又能说得清楚!尽管离乡人在故乡时，也

许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不快，甚至于遇到过不公，但在我看来，

这好像是孩儿同母亲的那种特殊感情，唯其有喜有乐，有忿有

怨时，这种爱也愈显得深沉!正是基于这种情感的燃烧，每每

思念着怎样为母亲尽寸草之心，为故乡效绵薄之力。然而一介

书生，别无长物，只有在长年耕耘的小天地里，期待着有所收

获。身为"黄埔"学员，面对方言随时代迅速向普通话靠拢的现

状，不加拯救，不加挖掘、整理、描述，任其涅没在历史的长河

中，不给后人留下准确的历史资料，这是一种多大的失职!但

1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冷得无人问津，显得背时的工作，以至

于竣工后的付梓，出现难以名状的艰难。难道难在文稿质量上

吗?文化人为家乡搞点文化建设，何其艰难!不管怎么说，求

安逸、瞻前顾后者，终难成事。决心一定，便用两年的业余时间

(主要是寒暑假) ，部分内容几易其稿，才完成拙作。身无举羽

之力，而谋扛鼎之功，实属自不量力。

方言调查是一种极艰苦的劳动。作为在循化方言这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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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泡大的我，调查以自己为主，极个别地方可通过家父等人

进行，所以书中对调查对象的情况不作介绍。从方言截取时代

看，以本世纪六十年代为主。这样后靠的原因是，除了自己当

时的口语己趋成熟，记忆清晰外，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国家

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政治运动，但从生产、生活、经济、文化

看，尚未出现新的格局，全新的内容。因此语言的发展还是相

对稳定的。在迎接循化县 40 周年县庆之际，作为循化县新政

权同龄人的我，仅献拙作，也算是献给 40 周年县庆的一份薄

札吧!

拙作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恩师一一国家语委推普司司

长刘照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应用研究所方言研究专

家厉兵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张成才教授、青海民族研究所韩建

业副教授、循化县教育局教研室董培深先生的关心、支持、鼎

力相助;得到循化中学韦璋同志的鼎力相助;得到龙电方正激

光排版公司的鼎力相助;值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各位

专家、同好、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注"黄埔"在这里指师生对国家语委语言培训班的爱称 。

郭纬国

1993 年 8 月于西宁林家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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