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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词语出现的领域可以把词分成书写词、语法词、词典词、输入词。书写词是在语言的书面动态使

用现实中被空格隔离的词。正词法就是确认书写词的基本法则。语法词是根据词的语法定义确定的词。词典词

是词典中收集的词条。输入词是文字复杂的语言在文字编码输入计算机过程中用的词语。词典词和语法词是确

定书写词的根本 ,词典词是确定书写词核心 ,输入词最远离书写词。词典词确认的工作成绩最大 ,主要体现《现代

汉语词典 》中。确定书写词的六大原则是 :系统原则 ;自由原则 ;最小原则 ;频率原则 ;长度原则 ;弹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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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ppearing domain words may be divided into written words, grammar words, dictionary

words and input words. W ritten words are those words that are isolated by blank space in the dynam ic use reality of

written language. Morphology is the basic p rincip le of confirm ing written words. Grammar words are the words that

are defined by their grammar definition. D ictionary words are words collected in a dictionary. Input words are those

comp licated words or exp ressions which are put into the computer in the computer input p rocess via literal code.

D ictionary words and grammar words are the basis for determ ining written words, dictionary words being the core

and input words the furthest away from written word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comes from the confirmation of dic2
tionary words and is mainly embodied in Modern Chinese D ictionary. The 6 big p rincip les of determ ining written

words are system p rincip le, free p rincip le, smallest p rincip le, frequency p rincip le, length p rincip le and elastic

p rincip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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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词意识和不同角度的词

虽然有人怀疑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 ,但是我们

可以从汉语及其方言的事实中看到词的确切存

在。[ 1 ]《现代汉语词典 》也做了明确的展示。但是 ,

书写中的词是怎么确定的呢 ?

尽管《现代汉语词典 》2005年第 5版有里程碑

性质的变化 ,完全区分了 1个字记录的词和非词 ,给

所有词标注了词性 ,但是作为使用书面汉语的中国

人 ,我们的拼音意识和词意识是在漫长的汉语实践

摸索中逐渐产生的。中国在 1958年颁布《汉语拼音

方案 》, 30年以后的 1988年又颁布《汉语拼音正词

法基本规则 》(1996年成为国家标准 )。[ 2 ]这样配套

的两个法规使我们能够用一种简便的方法按照词式

书写方式书写汉语。几十年以来 ,它们虽然在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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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汉语信息排列和检索等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 ,但是许多人仍然不能认识它的真正意义 ,甚至有

人抵制执行。我们在 21世纪这个信息社会 ,在继续

发挥传统汉字的作用的同时 ,应该研究和完善这些

法规 ,使用好汉语拼音。

同时 ,通过汉字书写进行汉语教学和应用都需

要跟传统的字典不同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 》就

是这样在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但是这本词典的词

意识和词的确定原则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

走向成熟。一直到 2005年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

典 》才第一次全面区分了词和非词 ,在给词标注词

性的基础上 ,研究和完善了汉语的词意识。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简称“正词法 ”)

是在《汉语拼音方案 》解决音节拼写的基础上 ,进一

步解决了词语和句子的拼写问题。

根据词出现的领域可以把它分成书写词、语法

词、词典词、输入词。

1、书写词是在语言的书面动态使用现实中被空

格隔离的词。正词法就是确认书写词的基本法则。

由于汉字是语素文字 ,一个词只用大约 2个字 (语

素字 )记录 ,对正词法的迫切要求不强烈。但是用

汉语拼音书写汉语 ,一个词需要大约 6个字 (音素

字 )记录 ,词的书面界限难以把握 ,影响阅读效率 ,

因此迫切要求正词法的帮助。

2、语法词是根据词的语法定义确定的词。词是

语言中最小又自由的语言备用单位。这就是语法词

的定义 ,是词的根本属性。

3、词典词是词典中收集的词语 ,又叫做词条。

词典首先是针对语言教学、语言表达和理解编写的。

词典词确认的工作成绩最大 ,主要体现在《现代汉

语词典 》中。

4、输入词是文字编码输入计算机过程中用的词

语。输入词是针对在电脑上书写汉字这种文字复杂

的汉语等语言制定的。它主要根据整体输入频率确

定的 ,目的是为了提高输入效率。切分的单位越长 ,

输入的代码越少 ,但是使用频率就越下降。因此一

般是在词这个单位的基础上 ,适当向 4个音节为主

的词组发展。

词典词和语法词是确定书写词的根本。词典词

是确定书写词的核心。

冯胜利提出“音节词 ”、“词汇词 ”、“句法词 (短

语词等 ) ”与“韵律词 ”的多维性研究 ,
[ 3 ]跟我们讨论

的角度不同。我们根据词出现的领域分类。他提出

的类型其实是语法词内部的不同词。

二 书写词和语法词

书写词和语法词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语法词严

格遵循“最小又自由 ”的原则。语法词跟书写词的

不同是什么 ?

1、由几个书写词构成的专有名称可能被当做一

个语法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 ”因为

在中间不能插入任何成份 ,被语法当做一个已经最

小的自由单位 ,也就是一个语法词。但是正词法要

求按照在其他场合可以做词用的情况当做几个书写

词书写。这也就是不少人不理解为什么姓名要分开

写的原因。

2、由一个书写词构成的普通词语可能被当做几

个语法词。在不多于 3个音节的情况下 ,一些高频

率整体使用的词组在书写中可以当做一个词 ,例如

“羊肉 ”,“小草 ”,“搞好 ”,“拿得动 ”,“说不好 ”,“对

不起 ”。

3、一个书写词可能不足一个语法词。在普通话

中没有自由能力的语素 ,由于夹杂文言词和方言词

的原因使用了 ,我们只能临时把它当做词。在书面

处理的现实中 ,必须把它当做一个书写词。例如

“此 (这 )话题 ”,“故 (所以 )不需要这样 ”,“成功之

(的 )经验 ”,“那些不听劝告者 (的 /的人 ) ”,“虽 (虽

然 )不是这样容易 ⋯⋯”当然如果是在写作过程中 ,

我们需要用括号里面的普通话的词 ,这就避免了语

法词和书写词的矛盾。也许词式书写的实践可以促

进书写词跟语法词在这个方面保持一致 ,有利于普

通话书面语词汇规范。

三 书写词和词典词

书写词跟词典词是基本一致的。主要的不同是

词典受到篇幅限制或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不能全

部收集书写词。因此在数量上词典词比书写词少。

词典词舍弃了书写词的哪些东西 ?

1、词典的词舍弃了词中容易类推理解的词缀和

词尾。例如词典收录英语的“book”,不会收录它的

复数形式“books”。但是“i”和“we”虽然也是单数

和复数的关系 ,由于没有形态变化规律可以在语法

中描写所以都被当做词条。汉语中“我们 ”是词条 ,

但是“作家们 ”、“老师们 ”等就不是词条 ,其中的

“们 ”通过语法书掌握。把这些容易类推的词缀交

给语法去解释可以提高效率。

2、词典的词舍弃了数量庞大的专有名称 ,例如

中国 12亿个人的名称不可能都做为词条收录和解

释。即使是“孔子 (孔丘仲尼 ) ”、“毛泽东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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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称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的国家

名称 ,《现代汉语词典 》都没有收录 ,虽然在解释“孔

孟之道 ”的时候用了“孔子 ”这个词 ,虽然在词条“中

国人民解放军 ”等中出现了书写词“中国 ”。

另外词典的词包含了大量的书写词的词组。这

种词组往往是结构固定 ,意义融合 ,具有一定语法词

性质的词组 ,主要是由普通词构成的知识概念名称 ,

例如“天文望远镜 ”、“上呼吸道感染 ”、“空气污染指

数 ”。也包括由普通词构成的专有名称和熟语。例

如“福音书”,“一个巴掌拍不响 ”,“一棍子打死 ”。

《现代汉语词典 》对于书写词构成的词组 ,汉字

无法区分 ,但是对应的拼音区分了词。例如“空气

污染指数 ”的汉字原来是“空气污染指数 ”,但是拼

音是“kōng qìwūrǎn zhǐshù”。

至于完全由文言词构成的成语在古代是词组 ,

例如“走马观花 ”、“守株待兔 ”等 ,在现代无论做为

语法词、词典词还是书写词都应该当做词 ,虽然《现

代汉语词典 》的拼音按照文言词分成几个词书写。

四 书写词和输入词

输入词分成两种 :一种是计算机软件系统选定

的通用的输入词。《GB /T15732 - 1995汉字键盘输

入用通用词语集 》就是收集通用输入词的。[ 4 ]另外

一种是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的专业词和常用的

词组。输入词的特点是注重输入效率 ,把经常在一

起整体书写的字组当做一个输入单位 ,但是跟书写

词的主体还是基本一致的 ,因为词毕竟是最容易感

知的整体输入单位。

那么输入词跟书写词又有哪些不同呢 ?

1、输入词跟词典词有类似的地方 ,舍弃了大量

专有名称。

2、系统通用输入词收集了词典不收集的词组。

其中有一些是常用的专有名称词和词组 ,例如“孔

子 ,孟子 ,毛泽东 ,刘少奇 ,彭德怀 ,朱德 ,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

国共产党 ,中国科学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人

民日报 ,光明日报 ”。有一些是一般的词组 ,主要是

类似成语的 4个音节表达的或者 4个字记录的词

组 ,例如“组织纪律 ,经济效益 ,体制改革 ,综合治

理 ,参考资料 ,参考消息 ,通信地址 ,群众路线 ,联系

实际 ,社会科学 ,社会实践 ,精神文明 ,数据处理 ”。

个别的多于 4个音节表达的或者多于 4个字记录的

词组 ,例如“常务委员会 ,人民代表大会 ”。

3、用户专用输入词收入了更多的专有名称词

组。用户专用输入词就会根据自己交际需要增加更

多的专有名称 ,包括每个人自己的具体的工作单位 ,

每个人经常联系的朋友的姓名 ,等等。例如 ,“南开

大学文学院 ”。但是 ,任何用户也不会把所有专有

名称变成自己的输入词 ,电脑系统也没有容纳这么

多用户专用输入词的空间。

4、用户专用输入词收入了更多的专业词。有些

词词典可能收集了 ,但是系统通用输入词没有收集 ,

例如“音位 ,韵头 ,韵尾 ”。有的词典也没有收集 ,例

如“韵身 ”。特别新产生的词 ,恐怕只有用户专用输

入词能够最先收集进去。

五 确定书写词的困惑

词的确定虽然对于多数词没有问题。但是 ,有

些情况值得反复研究。即使是《汉语拼音正词法基

本规则 》也还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 :同样是动词重

叠 ,“看看 ”连写成 kàn kan,“研究研究 ”分写成 yán

jiūyán jiū;同样是形容词重叠 ,“大大 ”连写成 dà

dà,“清清楚楚 ”却写成 qīng qīng - chǔchǔ。这样

的分歧应该消除。这就需要我们的研究具有高度概

括性和指导性的确定词的原则。

有时会遇到语法的层次性和语音的线条性的矛

盾。“古生物学家 gǔshēng wùxuéjiā”必须当做一个

词书写 ,因为无论“学家 ”还是“古 ”、“学 ”、“家 ”在

这里都是不自由的语素。“语言应用研究所 ”按照

词写成“yúyán yìng yòng yán jiūsuǒ”一般应该没有

分歧 ,因为“研究所 ”是一个词 ;但是也有人认为语

法上应该是“ (语言应用研究 yúyán yìng yòng yán

jiū) + (所 suǒ) ”。像“老师和同学们 ”,如果按照词

写成“老师和同学们 ( lǎo shīhétóng xuémen) ”之

后 ,虽然“同学们 ”是一个词就比较明显地出现跟语

义层次不一致的问题。可以在表达的时候用“老师

们和同学们 ”或者“各位老师和同学 ”就没有矛盾

了。因此 ,我们不能要求词式书写能够解决所有问

题 ,因为不仅在汉字字式书写中会存在歧义 ,在英语

词式书写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例如“father and

mother’s⋯⋯”。

有时会遇到开放性和自由性的矛盾。例如 ,

“第 - ”和“初 - ”这样的词缀不自由 ,但是因为具有

“开放性 ”有人主张处理成词。词缀当然具有类推

的“开放性 ”。不能因为具有开放性 ,会增加词的数

量就拒绝它做词缀 ,而给它升格成“词 ”。在英语的

词典中有时也只是解释前缀 ,不必要把这个前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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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所有词做词条列入。

有时会遇到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有人认为“ -

者”可以分别处理成词和词缀 ,“作者 ,读者 ,或者 ”

等词中的“者 ”是词缀 ,但是“不遵守交通规则者 ”中

的“者 ”应该是词。原则上这样处理没有问题 ,但是

要区分夹杂的文言词和词缀。也就是说 ,在普通话

中“者 ”不能做词用 ,书面语出现做为词的“者 ”也应

该是夹杂文言词的表现 ,应该教育作者回避 ,例如

“不遵守交通规则者 ”应该说“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人 ) ”。我们再讨论“变成 ”跟“变为、变作 ”的不

同。“变成”不仅使用频率高 ,而且内部的语素“变 ”

和“成 ”自由性强。“变为、变作 ”由于内部的“为、

作”不自由 ,很容易当做词。“变成 ”虽然没有成为

《现代汉语词典 》中的词条 ,但是成为汉语水平考试

大纲的高级词 ,不是因为自由性的原因 ,而是因为音

节数量少和使用频率高。这说明频率原则是有前提

的 ,只能是辅助原则。“者 ”的使用频率再高 ,音节

数量再少也不能成为现代汉语的词 ,除非语法上具

有自由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标注词性的 2005年版

本的《现代汉语词典 》的修订主持人晁继周 2005年

12月 13日给笔者来信说 :

你 9月 2日的来信我昨天才看到 ,拖了两个多

月才回信 ,只能请你原谅了。原因是我前一段时间

在另一间办公室工作 ,而信件送到原办公室。

《现代汉语词典 》第 5版给词全面标注了词类。

既然是给词标注词类 ,首先就要分清词和非词。多

音词主要是区分词和词组 ,单音词主要是区分词和

不成词的语素。一个单字 ,能单用的是词 ,不能单用

的是语素。我们在确定单字能不能单用上做了细致

的规定。比如 ,首先应该确定是现代汉语平面 ,不考

虑文言用法 (文言中大多数单字都能单用 )。又例

如 ,在现代汉语中 ,既要考察口语 ,又要考察书面语。

一般说来 ,书面语中能单用的范围更宽一些 ,例如口

语中只能说“时候 ”,书面语中可以说“时 ”,“时 ”可

以看作单用。还有要照顾科学定名 ,例如“鲤 ”(一

般要说“鲤鱼 ”)、“金 ”(一般要说“金子 ”)、“氧 ”

(一般要说“氧气 ”)等 ,可以看做单用。诸如此类 ,

来不及仔细叙述。我们认为 ,只有在区分词与非词

的基础上实行词类标注 ,才是科学的和有实际意义

的。比如“牙 ”和“齿 ”,“牙 ”是词 ,“齿 ”不是词。如

果给“齿 ”也标上名词 ,就会形成误导 (学汉语的人

会造出“小孩还没有长齿 ”这样的句子 )。现在不少

词典给所有单字的所有义项都标上词类 ,是不科学

的 ,对语言研究、语言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都没有任

何实际意义。

谢谢你寄来的大作 ,还有多期《北华大学学

报 》。我给你寄去刚出版的拙作《语文词典论集 》,

请多提意见。

晁继周以上信中的观点对于我们辨别现代汉语

的词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精神 ,归

纳和完善确认词的原则。他说的“单字 ”应该指一

个字书写的口语单位 ,一般是语素 ,“不能单用的是

语素 ”应该指“不能自由使用的是不能成为词的语

素等语言单位 ”。

六 确定书写词的原则

我们归纳确定词的六大原则如下 :

1、系统原则。系统原则是指所有词必须接受普

通话时间和空间系统的制约。从已经变成语言事实

来看 ,只有符合普通话系统要求才进一步优先考虑

是否是词。凡是已经构成语言事实 ,又不符合现代

汉语词汇标准的语素及其组合 ,在最后再根据它的

来源确定是几个词 ,并且做特殊标记 ,提醒语言使用

者。例如“现代汉语 400名词之研究 ”的“之 ”,是夹

杂的文言词 ,在教学中应该用规范的助词“的 ”注

释。但是“音乐之声 ”的“之声 ”可以处理成一个词 ,

也可以处理成两个词 ,在教学中要告诉学生最好说

“音乐声音 ”或者“音乐的声音 ”。

如果还没有成为语言事实 ,我们应该鼓励和引

导按照这个系统标准使用词。如果出现文言词或者

方言词一律改成普通话的词再独立。例如“她习得

白白嫩嫩的 ”中的“习 ”在有的方言中是词 ,在普通

话中不是词 ,必须更换成意思相同的普通话词

“养 ”。又例如“故呢 ,你这个病一定要及时治疗 ”中

的“故 ”是文言词 ,必须改成“所以 ”。同样“故 ,为

何 ,便 ,将 ,此 ,处 ,称 ,湘 ”要分别替换成普通话的词

“所以 ,为什么 ,就 ,把 ,这 ,地方 ,叫做 ,湖南 ”

如果成为语言事实 ,又不符合普通话标准在应

用中应该进行特殊标记和处理。例如在语文教学

中 ,如果是文言词和方言词就要用对应的普通话词

进行注释。做为课文最好做适当修改。

2、自由原则。自由原则是指一个词在最小的前

提下必须具有单独做为句子及其成份和句子成份结

构的能力。“学 ”、“学习 ”、“科学 ”就是这样自由的

最小单位。不自由的单位 ,不能当做词处理 ,具体操

作如下 :

第一 ,不自由语素一律不能当做词用。[ 5 ]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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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的语素一律不允许单独做词书写 ,一定要在

前后找到可以依靠的语素用来构成一个词再独立书

写。例如“学习 ”是因为“习 ”不自由 ,“是否 ”、“是

非 ”、“科学家们 ”是因为“否 ”、“非 ”、“家 ”、“们 ”不

自由 ,“中国 ”是因为“国 ”不自由 ,“破罐破摔 ”中的

“罐 ”不自由而且“破摔 ”的结合也不符合词的组合

规律 ,“与时俱进 ”中的语素几乎都不自由 ,所以它

们都应该当做 1个词处理。英语的“unknown”类

似。但是在夹杂非普通话系统的词的时候可以特殊

处理 ,例如“生命之源泉 ”中的“之 ”。不过这种情况

在写作或者修改中最好规范化用“的 ”替换。

第二 ,非句法组合的自由语素也不能当做词用。

通常说词内部不能插入成份 ,就是指词内部的结构

要素不具有句法组合关系。凡是自由的语素在当前

的组合中无法单独跟前后单位发生句法关系的要考

虑跟其他语素做为一个词书写。例如 ,“学风 ”虽然

“学 ”和“风 ”都是词 ,但是当它出现在“要养成好的

学风 ”中的时候 ,它们没有句法结构关系。即使出

现在有歧义的结构“学说 ”中 ,可以表示“先学说再

学写 ”中的“学习 ”的意义 ,但是当它表示“学术见

解 ”的意义的时候也没有“学的说 ”这样的句法关

系。又例如表示强调、转折等意义的副词“可 (可别

说了 ,可他不来了 ) ”,但是在“可是 ”中由于“可 ”和

“是 ”不具有句法组合关系 ,只能当做一个词。“人

口 ”、“天空 ”、“急忙 ”、“人人 ”、“急急忙忙 ”、“七上

八下 ”等词都是这样。在英语中“barefeet (光的

脚 ) ”是词组 ,其中“feet”是复数 ,“barefooted (赤脚

的 ,赤脚地 ) ”是词 ,其中的“foot”永远用单数形式 ,

词缀“ed”也可以省略。英语的“one2to2one”类似。

这还可以用来发现和解释字式书写无法引起人

们注意和思考的一些书写词。例如“科学 ”、“科学

性 ”是词 ,没有问题。“不科学 ”是词组 ,也没有问

题。为什么“不科学性 ”不能分成词组“不 +科学

性 ”? 因为“不 ”是副词 ,“科学性 ”是名词 ,它们之间

没有句法关系 ,也没有直接组合关系。“性 ”是后

缀 ,不自由 ,导致跟它直接结合的词组“不 +科学 ”

也不自由。“不科学性 ”不是“状语 +中心语 ”的谓

词性词组 ,而是名词。[ 6 ]

第三 ,双重性质的语素的处理。有的是相同的

语素有两种结合可能。它本来自由 ,但是意义虚化

以后要当做不自由的语素。这时语素之间不是组合

关系而是融合关系。例如“科学 ”、“物理学 ”中的

“学 ”已经从表示“学习 ”这个实在意义动词变成表

示“学科 ”意义的虚化意义了 ,是不自由的词缀。又

例如“你好 ”,“吃饭 ”,“对不起 ”,“实际上 ”。有时

甚至融合关系比组合关系的使用频率还要高。英语

的“nobody”类似。

3、最小原则。最小原则是指作为自由单位不能

再分解。最小的自由单位一般应该做词独立书写。

例如“你 +说 ”,“对 +答案 ”,“语言 +现代化 ”都是

两个最小的自由单位构成。“现代化 ”中的“现代 ”

虽然自由 ,但是“化 ”不自由 ,导致整个“现代化 ”作

为自由单位最小 ,不能再分解。但是符合下面原则

允许再跟其他词合作做词。

4、频率原则。频率原则是对最小原则的放松 ,

指即使不最小只要使用频率高 ,可以把它当做词的

“集装箱 ”整体书写。根据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特点 ,

2个音节的单位 ,即使内部还可以分解成 2个自由

单位 ,也就是说 ,它是由 2个词构成的词组 ,但是如

果整体使用频率很高 ,还是可以当做一个词书写。

例如“一个 ”,“不是 ”,“好坏 ”。有人不明白这个原

则 ,总觉得“一个 ”还应该分解。英语的“ I’m”和

“can’t”等类似。

5、长度原则。长度原则是对自由原则的放松 ,

指即使意义具有融合性在内部还可以分解自由单位

的固定词组 ,适合当做一般词组书写。凡是超过 2

个音节的单位 ,即使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份 ,整体使

用的频率也很高 ,还是要根据一般使用中的自由能

力分开成不同的词。例如“开 +倒车 ”,“条件 +反

射”,“变速 +运动”,“天下 +乌鸦 +一样 +黑 ”,“毛

+泽东”,北京 +大学”,“中华 +人民 +共和国”。当

然 ,本来意义就不自由的固定词组仍然要当做一个

词书写。例如“变本加厉 ”、“守株待兔 ”。有人不明

白这个原则 ,总认为一个人的姓名是一个词 ,总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国 ”一样是一个词。

6、弹性原则。弹性原则是指可以有两种处理可

能的单位允许使用者自由选择 ,让使用者在使用过

程中获得认同 ,逐渐走向统一。例如写成“两个 ”还

是“两 +个 ”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个别 ”、“个体 ”

等词绝对不允许分开写。这样可以避免有些人抓住

个别不能统一标准的现象全盘否定给汉语实行词式

书写改革的可能性或者对它动摇信心。

根据这些原则 ,我们可以利用现代语言材料资

源和检索技术对每个汉语语素进行成词和不成词的

详细研究 ,并且把这些成果的结晶汇集到《现代汉

语词典 》中。因此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涉

及的书写词和词典词问题是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具有

潜力的大课题。 (下转第 1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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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语法以及语料全面地描写和记录。

7、逐渐扩展形成“‘濒危土话 ’研究系列丛书 ”。

在单点抢救性研究的基础上 ,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展

开去 ,规划一套“湘南‘濒危土话 ’研究系列丛书 ”,

发动更多方言研究者来做这项工作 ,最后完成这个

“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 ”工作。

总之 ,在“濒危方言 ”中 ,确实存在一批像“湘南

土话 ”中带有自身特点面临消亡的汉语“土话 ”,我

们称之为“濒危土话 ”,是适得其名的 ,它们应该得

到及时的抢救性研究。按照“濒危方言 ”的标准 ,将

这片土话中的“濒危土话 ”加以确定 ,并列为抢救性

研究之列 ,是目前抢救性研究的当务之急。同时只

有通过专家进行充分调查 ,然后进行音像记录和专

著描写才是进行“濒危方言 ”抢救性研究的最可行

的方法 ,只有在国家支持下发挥众多专家学者科学

研究的积极主动性 ,并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 ,此项研

究才可以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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