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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旨
Preface

邱克威
(KHOO拉沁Uei)

詹伯慧在2012年"第兰届海外汉语方言研讨会"上，提出"再接再

厉，把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詹伯慧2013)。然而

时至今日，中国地区W外的汉语方言研巧工作仍未受到足够关注，成果更

属寥寥。其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从学科内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总

结主要的内外因素有二：一、内因为汉语方言学科性质问题，即中国地区

的汉语方言研究较专注于历史音韵的探讨，尤其是通过中古音类的参照对

比分析其中的历史音变规律，并由此进行方言分类与分区。二、外因为海

外汉语方言生态问题，即海外华人方言社会结构形成的特殊历史及其多语

多方言的复杂接触融合模式，往往造成非连续性的方言地域分布与多向性

又多层性的语音变异现象。

具体落实到马来西亚没语方言研究领域，邱克威(2017)曾针对这二

大内外主因做过深入的讨论分析，尤其提及本地方言生态云："马来西亚

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必须结合华人方言帮群的特殊社会结构，尤其每个

调查地点的社会历史与发展，才能真正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描写。"同时总

结其研巧方向云："我们主张使用的是一种结合汉语方言描写与社会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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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综合研究方法。"關后更据其调查资料提出关于探讨本地方言地理研

巧的途径（邱克威2019)。

邱克威虽然通过研究实例提出了一些调查与分析的大原则，且纠正

此前研究的某些偏颇，尤其强调"定点定言"的重要性，但毕竟还是未

做出完整系统的归纳。本期专号董忠司(2019)则具体提出"四象十法"

的研究思路，即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生态的四种特征及其针对性的十种研究

方法；且指出"'多元多支'、'多层多代'、‘远距散殖’、'近接交

融’四种语言现象"，"这是马来西亚无可取代的文化财产，也是世界的

文化财产。在人类文明史上，马来西亚对人类的这个贡献，无与伦比。"

董忠司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巧的学科价值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最

重要的是，他对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生态的归纳非常准确，并由此提出了合

理的研究方法；其定性与定向将足W引领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未来研究走
向。

然而综观目前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处境，我们仍须指出

当下推进学科发展的四道口坎：一、收集方言材料；二、建立论述框架；
兰、培养研究团队；四、整合研究资源。

一、目前为止，按照严格方言调查记录的资料微乎其微。尽管关于本地各
城镇各方言的讨论也不少，但多属于泛论式文章，一则缺少定点定言
的意识，二则缺少专业系统的意识。这些都难成积累性成果，尤其是

缺乏完整系统的方言语料如音系描写、同音字汇等。所谓"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缺少语料根本就无从进行学科研究。因此邱克威(2017)
讨论推行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规划的第一步就强调开展类似于"方

言普查"的资料收集工作。除此W外，我们同时还要提出策划并组织

方言声音语料的采集与建库工作。

二、邱克威(2017)曾提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巧方法有别于传统历史音

韵的分析，然而其所谓社会方言与历史音韵的结合方法似仍只是设

想。语言研究有句名言"例不十，不立法"；根据目前极有限的方言

调查材料，即使提出一些研究方向或论述框架的设想，却苦无足够例

证W资检验。当然也不能因材料不足而轻视理论框架的探讨，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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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知行合一，即收集调查材料的同时思考理论框架的建设；W此设

计出一套适应本地方言生态且具针对性的调查与分析方法，否则难保

一些关键信息的缺漏，乃至于误读。

兰、方言资料收集与描写王作的核也就是语音系统的记录与整理，这是学

科基础；此外，不论是讨论方言变异或是接触融合，都仍难免会涉及
声韵类别纵横向比较的方言历史音韵知识。最关键的是作为本地方言
群社会结构的直接产物，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描写离不开对地方社会

发展史的彻底调查与掌捏。因此虽然邱克威(2018)也极力推动国际
学者合作，但仍是强调建立本止研巧团队的重要性，其云："任何本

王课题研究的发展，必须依赖当地生成基层团队的主体人员，否则难

W形成具延续性与积累性的研巧；外来学者的研巧活动毕竟难免是畳

花一现，有些甚至仅为浅尝即止。"

四、邱克威(2017)曾总结当下开展马来西亚没语方言研巧工作上的"社

会与行政资源的匿乏"。当中尤其指出："学界与社会对于汉语方言
调查工作的性质及其重要性未有足够认识，造成学术及行政上的资源
无法整合，包括学科发展需要的平台、学术成果发表与交流的平台等
等。这是马来西亚整体学科学术发展的自身问题，也是高校中文专业
课程设置上的缺漏；当然其中更牵涉到'华人研究'学科历史发展的
内在因素。"这就需要社会与学界认知观念上的重新调整，尤其是华
人研究学界拓宽视野，包括将方言研巧提上其华人社会研究的议程。
华社研究中也的旗舰学术刊物《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是本地最早

的华人研究学术期刊，至今二十余年历史，为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积累下丰
富的学术成果与资源。近年随着全球华语研巧学科的兴起，2013年直击学
术前沿推出一期"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专号"：本次更引领学科推进而策划
送一期"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专号"，开拓本地华人语言研巧的视域，
并将如此重要却长期受忽略的课题摆上"华人研巧"台面。尤其当国际
专家都赞叹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重要学科价值与文化价值（董忠司
2019),又如邱克威(2017)所曾警示："送样丰富的方言生态由于近期
华语的急速扩散，正在急剧消亡中，而本地的方言调查却始终处于近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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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状态。"可见这确实是当下极迫切的研巧课题。

本期专号昭示着本地方言研究新阶段的发端，有兰大可喜之处：一是

国际闽粤方言专家的支持，这显示本地方言的学科价值己受到国际学界关

注；二是本地年轻学人的投身工作，这些具备专业训练与视野的新血必将

是未来学科发展的主力；兰是系统而完整的调查资料与音系描写，这些方

言语料是促成学科积累性发展的重要奠基石。

这正是本地方言研究工作所乐见的趋势，也更是当下学科发展所应坚

守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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