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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做為漢語基礎的漢字，除了提供人際溝通的媒介之外，它還是個極具威力的文化表徵：掌握漢字可用
於區别你我是否漢民族成員的特别標志。在第五世紀，操突厥語的拓跋魏統治中原，決定漢化，以漢
語漢字為其統治工具。拓跋魏掌握漢字之後，就運用帶有突厥腔調的漢語，從事日常統治業務：宣布
詔書、公告政令、呈獻奏章、例行訓示、法庭裁決等等口頭及文書作業。拓跋魏官員帶有腔調的漢語
，經過兩百年的政經優勢，形成了達到正統地位的官話。
本文以漢語內部的文獻，論述古漢語音系，如何因突厥語的參與，而引起中古漢語音系的系統性轉移
。涉及官話音系形成的機制，本文提出了「合一識別為分二」的非線性音變模式。此模式是根據：
（1）切韻、廣韻、韻鏡的綜合信息，（2）詩經、兩漢、魏晉詩韻譜，（3）經典釋文的舊文反切，
（4）清儒考證，（5）古突厥語音系須求。
非線性音變模式提供了一個擬測古音能夠遵循的線索。初步探索的結果：古聲紐十八由突厥雙語人識
別為中古聲紐四十七。古聲韻十一韻圖由突厥雙語人識別為中古韻鏡四十三韻圖。
本文認定西元四百年是漢語歷史音韻學的關鍵里程。之前為古漢語，之後為突厥語參與後的今漢語。
本文的結論可廣泛地運用於漢語方言的研究。進一步的古聲韻擬測也有待於集合各個方言的整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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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就當小說讀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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