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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语言是特定族群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族群

对 世 界 的 基 本 认 知 方 式 和 成

果，通常被当作构成一个民族

的标志性元素之一。一个国家

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

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

匙。

汉语的各种方言是地域文

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也

是普通话健康发展的资源和保

障。

我国拥有五大语系 130 多

种语言、10 大汉语方言区（至少

包括数十种彼此通话非常困难

的土语），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

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随着

社会的发展，汉语方言正在衰

退，因此，我国于 2015 年开始

启 动“ 中 国 语 言 资 源 保 护 工

程”。 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

语言日渐萎缩之际，通过科学

规划，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全面

调查保存当今我国汉语方言、

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文化的实

态语料，及时抢救保护濒危语

言方言，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吴语,又称吴方言、江南话、

江浙话，通行于江苏南部、上

海、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

北 角 和 安 徽 南 部 的 一 部 分 地

区。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二版，2012 年）统计，大约有

127 个县市区,使用人口 7379 万

左右。在汉语方言中仅次于官

话和闽语，排在第三位。

吴语源远流长，其形成历

史或可上溯至汉代，最早见于

《世说新语·排调》。自兹以降，

它流淌在几千万人的血液中，

是江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

流的工具，反映了这一地区生

产、生活和风俗习惯，对社会经

济发展发挥并将继续产生巨大

的作用。

西方学术界在 100 多年前

开始研究吴语。国内的第一部

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

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是被

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

赵元任先生的代表作。

中文系陶寰教授任首席专

家 的 2020 年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项目《吴语语料库建设和吴

语比较研究》将使用相对统一

的格式广泛收集语料，利用实

验语音学、数据库技术、语言统

计学等新的技术和方法挖掘、

描 写 新 的 语 言 事 实 ，以 类 型

学、音变理论、接触语言学等

前 沿 的 理 论 为 背 景 展 开 全 新

的研究，深化人们对吴语的认

识，丰富发展方言学理论，对

语 言 资 源 保 护 起 到 积 极 的 作

用。

吴语研究的意义

吴语在近代白话文形成过

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吴语研究开启了现代意义上汉

语方言研究的先河，也是今天

汉 语 方 言 研 究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陶寰说，语言学是经验科

学 ，材 料（语 料）是 研 究 的 根

本。相较于标准语，方言语料

有三个特点：变异丰富、口语性

强、文献稀少。在社会高速进

步、方言快速衰退的背景之下，

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抢救性的记

录，那么这些方言就会在历史

长河中消失无踪。失去了丰富

多样的样本，特别是利用现代

技术记录的样本，语言学研究

的拓展和进步势必会受到很大

的影响，尤其不利于语言类型

学的研究。多样性在生命科学

研究中已有深刻的认识，即每

一个物种的消失、生物多样性

的退化对我们认识世界来说都

是极大的损失。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形态急剧变化，促使方言的语

音、词汇、语法系统同时产生了

剧烈的变化。普通话在各地形

成的各种新的变体，不再是以

前“旧时代方言”（姑且用这个

名称）直接传承。我们所处的

这个时代是新旧两类方言交替

的时期，旧时代方言仍是许多

中老年人的日常交际工具，但

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已不能熟练

使用，因此记录还活着的旧时

代方言就成了眼下最紧迫的任

务。吴语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

政策的得风气之先者，社会经

济的发展尤为迅速，教育水平

也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从一

定程度上说，吴语区人民的语

言忠诚度也较其他地区低，很

乐意接受标准语的影响，因而

伴随着这些社会经济文化优势

的就是吴语的衰变消退速度也

远高于其他方言。吴语调查记

录的迫切性是催生这一项目最

根本的动力。

相对以往的研究，本项目

是大规模、统一的调查方式和

计量方法的具体应用，是对已

有研究的一次方法更新。

建设数据库 开展比较研究

项目由数据库建设和比较

研究两个部分组成。数据库建

设旨在提供较为全面又相对统

一的现代吴语语料，包括 50 个

方言点的共时语音声学参数、

字音、词汇和语法等四个方面

的语料。陶寰说，这项工作从

田野调查开始，选择吴语六个

片共计 50 个方言点，对其语音

系统、字音、词汇、语法进行系

统的调查。然后以本次调查所

得的语料为基础，建立可共享

的开源语料库。数据库还将整

理近代文献材料，项目拟选取

其中有代表性的20 种著作进行

整理、校对、注释、翻译。

在数据库材料的基础上，

结合前人已有的积累，开展吴

语的综合比较研究。陶寰说，

将 以 新 描 写 主 义 作 为 学 术 旨

归、语言类型学作为研究视角，

采用描写方言学、实验语音学、

方言地理学、历史比较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和接触语言学等多

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吴语内

部、吴语和周边方言、吴语和标

准语之间的比较研究。旨在回

答三个方面的问题：1．吴语的

共时面貌是怎样的？这些共时

面貌在地理上如何分布？在类

型学上的地位如何？2．吴语

的共时面貌是怎样形成的？哪

些是吴语自身演变的结果，哪

些是方言接触的产物？3．吴

语的历史演变模式有什么样的

理论价值，能为方言的语言类

型学研究和历史演变研究提供

怎样的理论借鉴？

陶寰说，项目分为五个子

课题：《吴语音系和语音数据库

及实验研究》、《吴语字音和词

汇数据库及比较研究》、《吴语

语法数据库及类型研究》、《近

代文献所记录的吴语研究》和

《吴语数据集成及计量分析研

究》。他如此梳理子课题与总

课题之间、子课题相互之间的

内在逻辑关系：项目包括调查、

建库和研究三个部分，研究又

包括共时比较和历史演变两个

方面。在调查的基础上建库，

调查和建库为研究服务，共时

比较为历史演变研究的基础。

在研究内容上，项目预期

达到四项理论目标，以丰富和

发展语言学理论：建立统一的

吴语调查用表和记音原则；提

供丰富的方言共时语音类型、

词汇地理类型、语法类型数据；

建立基于吴语研究的自然音变

规则和链移（chain shift）理论；

建立方言接触为基础的接触语

言学理论。

在传承的基础上接入现代科学

虽然现代语言学研究呈现

出更为多元的趋势，但每一项

研 究 都 更 加 强 调 语 料 的 重 要

性。因此陶寰一再强调项目把

调查、建设数据库和研究结合

起来，遵从新描写主义“细颗粒

度”描写的精神和类型学的视

野，以实地调查的第一手材料

为基础进行共时的比较研究，

进一步讨论吴语的历史演变，

最终上升到语言共时类型和历

史演变类型的理论探讨，重点

在于建立吴语演变历史上的接

触模型。

他用了三个词概括项目的

要点：相对统一、共时类型、历

史演变。关键问题是语料的相

对统一，因为从调查和语料的

描写来讲，解决不好标准的统

一，跨方言比较就会偏离方向

或者陷入无谓的争论。

重点问题是共时类型和吴

语历史演变研究，包括吴语有

哪些语言库藏，这些库藏具体

可以划分为哪些类型，这些类

型在地理上的分布如何，从地

理类型我们可以建立怎样的演

变规则，自然演变和接触演变

有哪些不同的表现，两者如何

进行区分，如何在自然演变和

接触演变的双重作用下建立起

符合吴语实际的演变模型。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然要

在问题选择、学术观点、研究方

法、分析工具、文献资料、话语

体系等方面有突破、创新或推

进之处，需要做事实和理论两

方面的准备。

吴语正处在方言急剧变化

的时代，普通话（权威方言）对各

处方言的影响十分巨大，是观察

方言接触和语言演变的良好时

机。陶寰总结说，用现代语言学

方法进行的方言调查和方言描

写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随

着语言学科整体的发展，社会语

言学、接触语言学、实验语音学、

语言统计学等等新领域的拓展、

新方法的引进，吴语的研究需要

进一步跟上时代，针对具体研究

领 域 的 调 查 也 需 要 进 一 步 展

开。项目一方面承接原有的研

究加以深化，一方面在时代提供

鲜活的语言现象时，展开新的适

当的研究。

文/傅 萱 制图/刘岍琳

项目旨在用相对统一的调查表格，对吴语进行较为

全面的调查整理，建立比较可靠、精细的吴语有声语料

库，利用网络技术实现较为便捷的语料搜索和语料共享，

并允许其他学者对语料库进行补充和修正。在本次调查

的语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已有的积累，进行吴语的综合

研究。

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和保护吴语
陶寰教授谈《吴语语料库建设和吴语比较研究》

重大项目写真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