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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地处浙西南山区，古为处州府、今
为丽水市所辖。遂昌方言属吴语上丽片丽水
小片。因相对闭塞的地理交通以及独特的人
文历史，遂昌方言保存了许多中古乃至上古的
语言特征。浙江师范大学王文胜教授《遂昌方
言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 年 6 月）的出
版，实为方言学界的一大喜事。王文胜从小在
遂昌长大，遂昌方言是他的母语。他从语音、
词汇和语法等角度，归纳了遂昌方言的语音系

统，存储了遂昌方言的词汇仓库，构建了遂昌
方言的语法体系。读完之后，我深深感受到古
老而独特的遂昌方言所蕴含的魅力。

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概况介绍遂昌的
人文地理、历史沿革、方言概况以及遂昌方言
的内部差异，还有遂昌境内处于濒危状态的
客家话、畲话、赣语、官话等的分布状况。

第二章到第四章介绍遂昌方言的声韵调
系统、同音字汇和音韵比较。从音韵角度看，
遂昌方言存在较多的存古特征。例如，部分非
敷奉母字白读为重唇音，如“粪（音同‘半’）｜
吠（音同‘被’）”；个别心邪书禅母字读塞擦
音，如“手（音同‘取’）｜树（音同‘旧’）”；端系
咍泰二韵有别，如“菜≠蔡”，等等。

第五章分类词表收词非常丰富，约 5000
条词涵盖了天文、地理、生产劳动、植物、动
物、饮食、服饰、房屋建筑、器具等各个类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对很多词所蕴含
的方言文化内涵进行了挖掘。以婚俗词为
例，“搞五碗”一词注释为“新房中一般都有摆
着龙凤对烛的案台。案台上摆放着饰有柏树
枝的红鸡蛋、桔子、柿饼、红枣和莲子，分别用
五只大碗盛着，叫作“搞五碗”。五只碗所盛
之物寓“百事吉祥、早生贵子”之意”。“传袋”
一词介绍了遂昌民间婚礼上的一种特殊仪
式，指新娘踏着交替移动的麻布袋步入新房；

“传袋”谐音“传代”，反映了民间娶妻生子、传
宗接代的传统婚姻观念。

第六章作者首次构建了遂昌方言全方位
的语法框架和体系，包括词法和句法。词法
主要介绍了派生词和形态变化、小称、重叠、
词缀等。句法从结构和范畴入手，介绍了短
语构造、语序、处置句、被动句、双宾句等。

第七章单列后置修饰句法结构和后置成
分，介绍了遂昌方言“险（热险：很热）”“添（咥
碗添：再吃一碗）”“过（做件过：重新做一件）”

“起（你去起：你先去）”四个后置成分的用法
及其地理分布。这一后置修饰特点，又与动
物性别语素多位于动物语素之后从而与普通
话相反的情况相吻合，如“猪娘（母猪）、牛娘
（母牛）；猪牯（公猪）、牛牯（公牛）”。针对后
置修饰结构，作者在提出“遂昌话修饰谓词的
副词一般都在谓词之前，为什么上述的‘险、
添、过、起’却都在谓词之后呢”的问题之后，
认为“这可能和少数民族语言底层有关”，“汉
人南下之前，处衢一带曾是百越族的天下；汉
人南下之后，百越各族在与汉民族的交融中，
它们的语言成分及结构也必然会在汉语中留
下痕迹”。古老漫长的历史长河冲刷之下的
语言底层，确实耐人寻味、令人遐想。

《遂昌方言研究》为人们了解遂昌方言及
文化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子。透过这一窗
子，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遂昌话的语音、词汇
和语法特点，了解遂昌方言词汇所蕴含的丰
富的地域文化信息。愿遂昌方言与文化盛开
灿烂之花！

打开遂昌文化的一扇窗
——读《遂昌方言研究》

施俊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语言生态加速变迁
的今天，许多承载着独特文化记忆的语言，正
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浙江景宁畲话》
的问世，在濒危语言——畲话保护的征程中
具有非凡意义。这部系统记录畲话的重要著
作，不仅为深入了解畲族语言文化、推动民族
语言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撑和理论
基础，更是一份在语言生态危机时代珍贵的
文化见证。

该书作者雷艳萍教授长期从事方言研

究，多年来深耕方言调查一线，承担了 10 余
项国家级、省部级语言学课题，作为畲族儿
女，在畲话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
成果。本书基于作者所主持的 2016 年中国
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任务“濒危汉语方
言调查·浙江景宁畲话”，并入选由曹志耘
总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志》第二辑，该丛
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四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后，获评 2024 年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这
些荣誉无疑是对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
高度认可。

《浙江景宁畲话》是对景宁畲话进行综合
性描写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深入畲族聚居的村落，采录最真
实、最鲜活的语料，历经 8年的田野调查与整
理才完成本著作。本书语料丰富详实，不仅
详尽地记录了景宁畲话语音、词汇、语法，还
收录了大量畲族歌谣、谚语、故事等。这些珍
贵的语言样本不仅为语言学者提供了极具参
考价值的研究素材，也让普通读者得以一窥
畲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图景。

在研究方法和呈现形式上，本书极具创新
性和前瞻性。采用多媒体技术，以EP同步的
方式展示真实鲜活的口头语料，读者不仅可以
通过文字了解畲话，还能通过扫描二维码直观
地感受畲话的语音语调，欣赏原生态畲歌的优
美韵律。同时，书中精心配以相关图片展示畲
话中的文化词，这些图片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与
畲话相关的文化习俗、传统器物等，极大地增
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这种将传统文

字记录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集声、像、
图、文于一体的立体化记录方式，使本书突破
了传统方言志的平面维度，形成珍贵的可听、
可视、可感的数字档案，对畲话以及畲族文化
的保护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浙江景宁畲话》作为首部全面、系统研
究景宁畲话的学术著作，犹如一把钥匙，为我
们开启了畲族语言文化的大门。它不仅清晰
展现了畲话的独特魅力，其文化价值更在于
对濒危语言的抢救性保护，是守护人类文明
多样性的重要实践。如今，在现代化进程的
冲击下，许多畲族传统村落面临着巨大的变
革，畲话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部
著作中被文字定格的语音记忆，将成为新一
代畲族青年寻根问祖的文化路标，传承断裂
严重的畲话将通过学术研究获得新生，实现
学术研究向文化传承的完美转化。所以，无
论是对于语言学研究者，还是对民族文化发
展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言，本书都具有极高
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无愧为畲话研究领
域的扛鼎之作。

令人欣喜的是，作者目前正在进行后续
研究《景宁畲话词典》，且该项目已入选 2025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拟资助项目名单《浙江方
言词典系列》。这意味着畲话研究将进一步
深入，畲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将迈
向新的阶段。相信在雷艳萍等学者的不懈努
力下，畲族语言文化研究将不断取得新的突
破，让这颗民族文化的瑰宝在新时代绽放出
更加耀眼的光芒，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
化格局增添绚丽的色彩。

展现畲族语言的独特魅力
——读《浙江景宁畲话》

孙宜志

我们不是第一次知道毕飞宇是天才，但是毕飞
宇的每一次出现，都在提醒着我们，什么是天才。

这个天才的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
人间》里，写了一个天才的肾移植科青年医生傅
睿。这个故事，是关于孤独的个体与抱团的群体、
天才的冷清与人间的热烈、失控的理性与坚定的
直觉之间的退避、缠斗、抗争……

毕飞宇的文字还是那么的好。他写医院的走
廊：“阳光从双层玻璃上照耀进来，纤尘不动。”环
境的净和静，就写尽了。他写傅睿的帅：“其实又
不是帅，是干净……当所有的干净全部组合在一
起的时候，干净就不再是干净，这个文弱的男人顿
时就有了一股强大的势能——他的干净坚不可
摧，什么都不可改变。”就再不用知道傅睿的身高
体重五官长相了，这个男人已经连气息都在读者
耳边了。他写配角老赵形容自己与隔着太平洋、
远在旧金山的儿子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一水之
隔。”老赵的圆滑和自渡，就出来了，这样的人，一

定是能将问题自动消化的。他写拥堵的街道：“刹
车是一种临时的克制，骨子里是急迫，是狂暴。一
盏又一盏刹车灯亮了，它们鲜艳，妖媚。刹车灯绵
延起来了，犹如一片火海。大街被拉出了纵深，它
真长啊，很深。这是急迫所构成的风景，是被遏制
的超越所构成的风景……所有的焦躁聚集在这
里，构成了如此巨大的和华美的寂静。”何等绵长
痛快的叙述，阅读最原始的乐趣已经被太多只注
重推动情节的书写者抛弃，毕飞宇耐心地还原了
文字的天然使命，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对文字
的渴望和需求。

傅睿，读起来多么像英文 FREE。这个用理性
指导生活的完美主义天才，在一重一重叠加的规
则中无法准确摸索到自我的边界。而他身边所有
的人，却凭着简单、直接的本能，过得活色生香。
他被自我困扰，被旁人裹胁。理性和感性在这里
似乎颠倒了。理性的人失了控，而凭直觉生活的
人往往能在人间游刃有余。大概每一个理性的

人，都在追求完美的同时渴望着自由，却困于人
间，亦困于自我。

23 万字，15 年时间，磨出一本《欢迎来到人
间》。这是天才的文字，亦是无解的人间。小说细
节很好，局部很好，但到了故事的后半部分，作者
似有力不从心的表现，结尾也多少有些无所适
从。不得不承认，小说的人物是有些悬浮的，人物
之间的关系，是有些游离的，小说的情节，是不够
紧凑有序的。甚至，它直至结束，都没能给出读者
期望中的一个合理的解脱。它就像一只努力了很
久之后，颓然放下的手，修长、干净，却疲倦、绝
望。阅读过程中渴望被安抚的心，最后凝滞在一
片白茫茫的冰雪之中。然而，会被读者诟病的后
半段又确乎就是与故事气质最为契合的颠倒混乱
破碎狼狈。这是我近几年来见过的最勇敢的作
品。我的天才作家毕飞宇，他垂下了他的手臂，没
有故作振臂高呼状。他渴望的世界，是允许在一
片火热之中，保留有属于一个人的那一点冷。

《欢迎来到人间》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说。但是
谁规定小说一定得是完美的呢。我们习惯了一部
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要面面俱到，要有始
有终。如今，与完美周全相比，我更珍视作家的自
我放逐，它是那样的坦白，那样的任性。只有放弃
完美，我们才可能看到更完整、更丰富的作家和作
品，也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重新正视我们所在的
这个充满差异性的人间。

何必完美
——读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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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著

简介：近九百年前，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
圣公孔端友负圣像随宋室南渡，被宋高宗赐居于浙
江衢州。此后，孔子后裔便将儒家文化的星火播撒
于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大地，逐渐形成了孔氏南
宗。该书让人跟随其质朴纯澈而意蕴深长的话语，
在茶香与典籍间触摸南孔文化跳动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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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

陈
学
霖

著

简介：这是一部解读北京建城历史的知识性
普及作品。北京作为一座绵延千年的古老城市，
也是元、明、清三朝的都城，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流
传着许多神奇瑰丽的传说。其中，建城是一亮点，
一直有刘伯温以莫测的神机妙算，受天庭三太子
哪吒的点化，建造了形如八臂哪吒的北京城之
说。历史学家陈学霖先生从高层次的角度揭开了
刘伯温修建北京城的历史真相。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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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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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念
海

著

简介：该书以运河变迁为切入点，网罗历史
事件与其中的人事变动，让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
织着无数赞歌和悲剧的历史，也为我们展示了一
幅幅与运河的盛衰息息相关的社会图景。该书
同时兼顾了历史的质感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当
代中国运河历史研究的先河。

《
玉
见
故
宫
》

徐
琳

著

简介：《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按
照时间线索，挑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精美、
最具代表性的玉器，讲述从新石器时代到明
清时期的玉文化故事，以一部故宫玉器通史
串联起一部生动的中华文明史，以“玉器”作
为切入点，展示未曾间断、生生不息的中华文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