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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現代人物 

【丁邦新】1936～，男，江蘇省如皋縣人。臺灣第 16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國立臺

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59 學士學位)，中國文學研究所(1963碩士學位)，美國西

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系(1972博士學位)。師從董同龢、李方桂兩位先生，

論證嚴謹，對方言學及聲韻學有重要的貢獻。學術簡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助理員(1963-1964)、助理研究員(1964-1966,1969-1970)、副研究員

(1970-1975)、代理語言組主任(1973-1975)、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1975-1981)、

研究員兼副所長代理所長(1981-1985)、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

(1975-198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1985-1989)、美國加州

大學柏克萊校區中國語言學教授(1989-1994)、講座教授(1994-1998)；國際中國

語言學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副會長

(1992-1993)，會長(1993-1994)；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1996-2004)。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語言學、漢語方言學、漢語史。國家級承擔

項目：臺灣中央研究院聘任評議員(1990迄今)、學術諮詢總會委員(1991-1997)、

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諮詢會委員兼主席(1991-1997)，委員(2011-迄今)、中國文

哲研究所學術諮詢會委員(1989-2000)、兼主席(1992-1995)、語言學研究所籌備

處學術諮詢委員(1997-2004)、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1989迄今)、第二屆

國際漢學會議執行秘書(1986)。獲獎與榮譽：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

當選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2000)，當選中華民國聲韻學會榮譽會員(2002)，當

選臺灣大學傑出校友(2011)，當選美國華盛頓大學傑出校友(2011)；香港教育學

院頒與「榮譽人文博士」學位(2011)；中山學術獎(1977)，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第

一屆 1985、第二屆 1989)；曾多次獲得下列機構獎助：國科會、哈佛燕京學社、

蔣經國學術文化基金會。主要論著：《臺灣語言源流》(臺灣學生書局 1980第三

版)、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1975)、

《臺灣方言源流》(臺北：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70；臺灣學生書局再版，1979)、

《儋州村話：海南島方言調查報告之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



刊之 84，1986)、《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一百

年前的蘇州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2008)。中文或英文的論文上百篇，其中跟音韻學和方言學相關之學

術貢獻如下：在中古平仄的討論中，反對「輕重、長短、高低」三種說法，從「明

律、暗律」的觀點區分「平仄、四聲」的本質差異，前者就是「平調和非平調」

的對比，屬於文學的明律；後者「平、上、去」為長調，「入聲」為短調，屬於

文學的暗律。(1975) 通過中古漢語音節結構和各家的擬音，統計帶有-i尾和-u

尾的音節，發現在全部陰聲韻母中所占的比例特別高，它們又跟上古的入聲字相

配，其它細節或異論亦可說明原委或反駁，從而斷定上古陰聲韻有濁塞音尾。

(1979) 研究元曲韻字示意的同時，發現喬吉、汪元亨的作品跟周德清《中原音

韻》差異頗大；從舌根鼻音聲母ŋ-和個人方言的角度，推論喬、汪二人作品反

映某種江西方言。(1981) 在趙元任、李方桂、Forrest、董同龢、袁家驊、詹伯

慧等先生討論方言分區的基礎上，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

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

孤立的方言島則以特例處理。(1982) 在吳語聲調的研究中，重新檢視單字調的

「本調」和連讀調的「變調」，另外提出平面性的「基調」和歷史性的「原調」。

認為基調或可反映古代原調的陰陽徵性。某個方言字的本調有多個變調時，應探

究其來歷和語音環境，如蘇州話的上聲變調。採用「以變調為基調」的方法，推

究各小方言的基調之後，再上推吳語次方言的原調，最後擬測吳語的古聲調系統。

(1984) 在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認為浙江西南角吳語底層的白話音具有閩語的

成分，可能南北朝時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

祖先。(1988) 在李方桂先生之學術基礎上，通過數字「五、六」以及「構詞法

相同、系統性對當」等角度確定漢語和傣語(台語)之同源關係。(2005-2008) 

(陳貴麟撰稿 2014)  

 

=========================== 

 

論文集 

丁邦新. 198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丁邦新. 2008.《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篇名與頁碼 

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pp.2-32)、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補證(pp.33-41)、漢

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pp.42-63)、平仄新考(pp.64-82)、漢語聲調源於韻尾說之

檢討(pp.83-105)、漢語聲調的演變(pp.106-126)、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

方言現象(pp.127-165)、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pp.166-187)、漢語方言史和方言

區域史的研究(pp.188-208)、論官話方言中的幾個問題(pp.209-245)、吳語中的

閩語成分(pp.246-256)、吳語聲調之研究(pp.257-297)。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篇名與頁碼 

一、音韻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pp.1-17)、Archaic Chinese *ɡ, *ɡw, *ɣ and 

*ɣw (pp.18-25)、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ɡ-(pp.26-30)、上古音聲母*ɡ和*ɣ在

閩語中的演變(pp.31-42)、論上古音中帶 l-的複聲母(pp.43-59)、從閩語白話

音論上古四聲別義的現象(pp.60-64)、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pp.65-73)、

重紐的介音差異(pp.74-88)、論《切韻》四等韻介音有無的問題(pp.89-99)、《問

奇集》所記之明代方音(pp.100-116)、17世紀以來北方官話之演變(pp.116-125)、

Review: F. S. Hsueh,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pp.126-128)。 

 

二、方言 

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並論國語聲調及閩語全濁塞音聲母演變的兩個問題

(pp.129-141)、漢語方言層次的特點(pp.142-149)、從漢語方言現象檢討幾個辨

音徵性的問題(pp.150-156)、漢語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pp.157-166)、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pp.167-179)、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pp.180-193)、從特字看吳閩

關係(pp.194-203)、從歷史層次論吳閩關係(pp.204-210)、北京話文白異讀和方

言移借(pp.211-218)、Dialectal Words as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Dialects: An Example from Chinese(pp.219-227)、方言

詞彙的時代性(pp.228-231)、澎湖語彙(pp.232-292)、書評：中國語言地圖集

(pp.293-298)。 

 

三、聲調 

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pp.299-314)、《論語》《孟子》及《詩

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pp.315-351)、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pp.352-366)、Tonal Evolution and Ton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ese(pp.367-387)。 

 

四、構詞 

上古漢語的構詞問題---評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pp.388-397)、漢語詞序問題札記(pp.398-403)、論漢語方言中「中心

語-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pp.404-408)、如皋方言裡完成貌詞尾的詞音位變

化(pp.409-413)。 

 

五、漢語與「非漢語」  

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pp.414-423)、論漢語與台語的關係---李方桂漢台語

同源論的檢討(pp.424-437)、說「五」道「六」(pp.438-445)、漢藏語中的基本

數詞(pp.446-456)、古卑南語的擬測(pp.457-511)、Morphological Change of 

Personal Names in Saaroa: Reflecting Changes in Social 

Status(pp.512-514)。 

 



六、語言與文字 

中國文字與語言的關係---兼論中國文字學(pp.515-526)、以音求義，不限形體

---論清代語文學的最大成就(pp.527-537)、從《詩經》「其語」的用法看卜辭中

命辭的性質(pp.538-542)。 

 

七、語言與文學 

從聲韻學看文學(pp.543-556)、從音韻論《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pp.557-563)、

元曲韻字示意說之探討(pp.564-581)、聲韻學知識用於推斷文學作品時代及真偽

之限度(pp.582-591)、七言詩的起源(pp.592-597)。 

 

 

附錄 

趙元任先生小傳(pp.598-607)、「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先生

(pp.608-622)、《李方桂全集》總序(pp.623-635)。 

 

文學創作 

《千石齋詩稿》。臺北市：臺大藝文中心，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