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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度和汉语史》

内容概要

本书从文化制度的角度审视汉语史，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制度和汉语史，二是何谓雅正？从音
韵、语言的演变探讨制度、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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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昌司，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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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方向很新。不过由于主要从外部探讨问题，一些论证就显得有点穿凿。还有作者本来想从南
北朝时期佛教和梵语对汉语影响说起，后来未能成文，有点可惜。还有，书的封面不是这个颜色的。
。。
2、前面很多不明白，但更觉出章《新方言》的重要。
3、涉及的面非常广，眼光也好，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有些章节如果能再展开论述一下会更好
。
4、哇哦~
5、当然是很好的。中原雅音的论述最赞⋯⋯把文学史文化史和音韵学熬成一锅杂烩的烹调法很对学
徒我的胃口。我们一定要牢记平田老师的呐喊：“中原雅音”既不可能是一时一地之音的描写，也不
是临安妓女口耳相承的京洛语！
6、一气贯注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
7、論文集。評述某些小學書，能深入骨髓。真知味者。後來說那些明清的官話，感覺沒啥意思，可
能我興趣不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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