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南充方言／李志杰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１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丛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０－０９８６５－９

　Ⅰ．①南…　Ⅱ．①李…　Ⅲ．①西南官话－研究－南充市
Ⅳ．①Ｈ１７２．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６）第１６３３７２号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丛书
ＮＡＮＣＨＯＮＧ　ＦＡＮＧＹＡＮ

南充方言

李志杰　主　编

责任编辑 叶　驰　章　涛
封面设计 廖椿升　四川胜翔
版式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李　剑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２号）
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ｐｐｈ．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　 ｓｃｒｍｃｂｓ＠ｓｉｎａ．ｃｏｍ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０２８）８６２５９６２４　８６２５９４５３
防盗版举报电话 （０２８）８６２５９６２４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１７０ｍｍ×２４０ｍｍ
印　　张 ２６．２５
字　　数 ４１０千
版　　次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２２０－０９８６５－９
定　　价 ７８０．００元 （全十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５９４５３



书书书

编辑说明 □

!"#

□　

$

《南充方言》一书所论述的地域范围为现今南充市管辖的三区一市五县，

即顺庆区、高坪区、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仪陇县、营山县、

蓬安县。书中搜集到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资料根据方言理论进行归纳和整

理，并以章节形式展示。

第一章 “南充方言语音”着重说明南充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按语音特

征划分各县 （市、区）方言的方言小片，整理归纳南充方言语音特征，分声

母、韵母、声调等分别进行说明，并列 “声韵调”配合表，汇总南充方言语

音具体情况，便于读者拼读。声母按照唇音、舌尖音、舌根音、舌面音、零

声母等发音部位进行描写；韵母按照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呼

进行描写；声调按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轻声、儿化进行描写，

并列表说明各县 （市、区）的发音情况。

第二章 “南充方言词汇”着重收录南充方言至今仍在使用的独特词语，

以及与普通话同形不同义的词语，揭示方言的通俗与文雅，罗列南充各县

（市、区）方言特征词 （包括完全特征词和部分特征词），说明俗字俗语，并

附有南充官话方言词汇表。词汇表共收录３０３６条词语，按南充方言读音的音

序排列，不以传统分类排列，以便检索。“词条”先编号，再写出方言词汉字

（尽量写本字），然后标出方言读音与国际音标，词形有差异者加脚注，词义

与普通话有差别的作解释，简明释义后附加方言例句，以便读者理解。其中

方言含义只限部分县 （市、区）的则加脚注说明。本书方言词汇多采用记音

字形式呈现，方言记音字是方言区人民不明本字，根据语音和意思造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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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语。

第三章 “南充方言语法”着重通过词法和句法来让读者了解南充方言与

普通话的差异，词法部分论述合成构词、派生构词、重叠、词类及其他现象，

句法部分则说明句法成分、句法现象及其他现象。

第四章 “南充方言中的方言岛”分 “官话方言岛” （即西充方言岛）与

“非北方方言岛”（包括湘方言岛、客家方言岛、徽方言岛、闽方言岛）两部

分，各方言岛的方言有简单概述，之后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部分。

第五章 “南充方言民谣、歇后语”着重叙述有南充方言特色的民谣和歇

后语，并对其中涉及的方言加以分析。

“附录”中绘制有各县 （市、区）的 “方言分布地图”与 “方言音系表”。

其中，“方言分布地图”除蓬安县方言分布地图外，其他县 （市、区）的方言

分布地图均根据实地调研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征通过归纳和整理而成。

各县 （市、区）的 “方言音系表”包括方言的声母表、韵母表、声调表，并

包括龙蟠方言、长乐方言、新城方言等特殊方言岛的声母表、韵母表、声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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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统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并传承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亦是一种由民间自主行为而形成的精神财富，更是一种在民间世代相传的地

域文化；产生并传承于民间，反映的是基层民众共同的社会诉求和审美情趣。

正如冯骥才先生①所言，灿烂的中国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是 “中华

文化的一半”，不仅凝结着炎黄百姓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而且昭示着华夏

民族的个性与精神。

南充市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属丘陵地带，嘉陵江纵贯全境，其历史悠久，

加之明末清初外来移民众多，故而民间传统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千百年来，

南充民间忠义诚信的道德精神、和睦乡里的民间规制、勤劳淳朴的民风民俗、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斑斓多姿的民间艺术，以及精美绝伦的民间工艺等等，

不仅记载着南充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信息，折射出基层民众的价值取向与观念，

反映了南充人民的精神追求与智慧，而且还包含有许多激励人们向上崇善的

思想内容，蕴藏着大量适于调整社会关系与解决社会难题的重要启示。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人类社会交往的全球化，以及人

们生产与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前

１００

① 冯骥才 （１９４２—　），男，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曾担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
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 （ＩＯＶ）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以及
开明画院院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等职。２０世纪末以来，他投身文化
遗产抢救工作，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并致力于推动民间文化的保护与
宣传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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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的严重冲击，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形态正在迅速减退甚至消

亡，其文献资料也在不断散失，故而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抢救与整理的紧

迫性已时不待人。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借鉴省内外的经验，２０１２年３月，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搜集、整理与调研工作正式启动。四年来，通过全市上下

包括许多乡镇、街道的相关领导及文化专干通力合作，尤其是通过一批专家、

学者的艰辛努力，形成了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书系”的工作成果。“书系”共

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概论》。这是一部带研究性质的专著，全书共分

七章和附录，其内容涵盖了南充方言俚语、民间风俗、文学、艺术，以及民

间规制、古镇与码头文化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与南充的自

然地理、人文传统的关系及特点，并分析了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中的困境，

提出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思考与建议。在附录中，还表列有

“南充市国家、省、市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镇 （乡）、村名录”“南充市国家

及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充市国家及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

录” “南充市现存历代字库塔一览表”，以及 “南充市１００年以上的古镇

（乡）、码头一览表”。

二是带有文献性质的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丛书。我们按照民间传

统文化的分类，并依据南充民间文化的特点及所收资料的具体情况，将丛书

编辑为十辑，即 《南充方言》《民间风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

歇后语·楹联·碑记》《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家训族规》《民间建筑》以

及 《古镇·码头》。其中，《南充方言》对较为复杂的南充官话方言，尤其是

对在南充范围所存在的客家方言岛、湘方言岛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说

明；《家训族规》对南充境内所收集到的８０余部家训族规进行了点校与注释，

它们中制定时间最早的为唐、宋时期，以清代为最多，其内容丰富并具有时

代性、典型性与代表性。此外，其他各册均较为全面地收集有南充境内相关

的文献资料，不仅所涉及的时空范围广，而且文化形态种类亦多，其中不少

历史资料如民间故事、歌谣、音乐，以及楹联与碑记等均为抢救性的整理与

保存。

三是影像资料，这是一套以历史照片为主体的影像图集，共收存了不同

时期的一千四百余幅新老图片，共分为 《民间艺术》《民间风俗》《码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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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古建筑》三册。它们记录与承载着众多具有实物形态的民间文化历史信

息，更是一种直观而形象的南充民间传统文化史料。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历时久远，且具体内容宽泛庞杂，由于有的资料已

经散失，有的又因碑刻破损而字迹模糊，或因文献资料的残缺错漏，或因来

自民间人士的转述等原因，故而上述成果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不足。

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尤其是基层民

众的热情参与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在此次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我们相信，民间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定会

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并为推动南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全面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我们期望，此后有更多的人士来关心和从事民

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让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花朵在中华文化的百

花园中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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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方言俗称南充话，属于北方方言的次方言———西南方言，又称西南

官话。按理本应称土话，但按习惯则多称方言，所以我们称其为南充方言，

不称其为南充土话。

顾名思义，南充方言就是南充人说的方言。但并不是所有南充人讲的方

言都是南充方言。因为南充人说的话中还包括湘方言、客家方言等其他方言。

南充人还包括外来移民，这些移民来自外地，所以他们所说的方言就不是南

充方言。根据调查，这些移民来到南充，成为新的南充人，他们说的方言包

含湘方言、客家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等其他方言，而这些方言并不属于北

方方言。即使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南充人，受文化、教育、地域等因素的影响，

所说的方言也不一定是南充方言，至少不是纯正的南充方言。

南充市的行政区划包括顺庆、高坪、嘉陵三区以及阆中市和南部、西充、仪

陇、营山、蓬安五县，共计九个县 （市、区）。根据南充方言的语音特征和行政区

划，南充方言包括南充市管辖的三区一市五县的方言，具体包括顺庆区方言、高

坪区方言、嘉陵区方言、阆中市方言、南部县方言、西充县方言、仪陇县方言、

营山县方言、蓬安县方言。不同步是指下面的分会出现交叉和跨县情况。

严格地说，南充方言是南充本地居民说的汉语方言①。南充方言分南充官

１００

① 本地居民不包括外地移民和外地学生，这些居民应该长期在南充居住，不说其他方言。不过，
时间多长算本地居民难以把握，最理想的是祖辈都在南充居住的民众，但是现实中这类人数量往往不
是很多，我们认为移居南充２０年，长时间说南充方言的人，也可以算南充本地居民。还有南充民众移
居外地，仍然能够说南充方言的，也应该列入南充本地居民的范畴。



□ 南充方言

话方言与南充方言岛两类。南充官话方言又分为市区方言与郊县 （市）方言。

南充方言岛包括湘方言、客家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等。南充官话方言也可

以分两类：一是南充市方言，包括南充市区方言 （即顺庆区方言、高坪区方

言、嘉陵区方言）、阆中市方言、南部县方言、西充县方言、仪陇县方言、营

山县方言、蓬安县方言等方言，范围包括顺庆区的城区、潆溪 （俗写成云

溪）、芦溪、李家等，高坪区的高坪、龙门、东观、青居等，嘉陵区的火花、

李渡、金凤、安平、西兴，阆中市的保宁镇、双龙、柏垭、水观、洪山、河

溪、文成、二龙、老观、千佛，南部县 （楠木除外），西充县 （莲池、永清除

外），营山县的城守、回龙、绿水、骆市、新店、老林、小桥、双河等，蓬安

县的周口、锦屏、巨龙、金溪、徐家、河舒、罗家、兴旺等地的方言。这些

县 （市、区）方言语音系统声母、韵母、声调稍有差异，并非都是１９个声

母、３６个韵母和４个声调，下面又有很多次方言、土语，如东观话、义兴话、

定水话；二是南充市区方言，包括顺庆区方言、高坪区方言、嘉陵区方言。

通常说的南充方言往往两者兼包。在南充市外提到南充方言，多指前者；在

南充市内提到南充方言，多指后者。

南充官话方言语音系统共１９个声母 （不含零声母）、３６个韵母、４个声

调，还存在有韵母儿化现象。南充官话方言中，除西充县官话方言归四川方

言的灌赤片之岷江小片外，其余都归四川方言的成渝片，语音、词汇、语法

等和普通话有很大的一致性，同时，也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其中以语音方面

的差异最大。西充县官话方言在南充方言中如同一个方言岛。

顺庆区方言分同仁话、李家话和城区话三片①。

高坪区方言分长乐话和高坪话两片。② 长乐话属于湘方言的新湘语。

２００

①

②

同仁话以同仁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同仁、共兴 （部分）、黄金 （部分）等乡镇，与西充县官
话方言相似；李家话以李家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李家、辉景、桂花等乡镇，与南部县官话方言差异
不大，儿化音重；城区话以顺庆城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另外两片以外的其他乡镇，儿化音特色明显，
舌根发音，不卷舌，“二”读成 “鹅”。同仁话、李家话和城区话都属于南充市区官话方言。

长乐话以长乐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高坪区的长乐、南江、隆兴、斑竹、胜观、鄢家、黄溪
等，与蓬安县的天成等乡镇，属于湘方言的新湘语。高坪话则是除长乐话以外的方言，以高坪镇话为
代表，范围包括高坪、小龙、龙门、青居等乡镇，属于南充市区官话方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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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区的方言分龙蟠话和嘉陵话两片。①

阆中市方言分老观话、思依话和保宁话三片。②

南部县方言可分为升钟话、建兴话、楠木话和南隆话四片。③ 楠木话属于

客家方言。

西充县方言与其他县市明显不同，类似于南充官话方言中的方言岛，内

部也有分化。西充县方言分槐树话、祥龙话、义兴话、莲池话和晋城话五

片。④ 义兴话属于安徽方言，莲池话属于湘方言。

仪陇县方言分乐兴话、新城话、磨盘话和金城话四片。⑤ 乐兴话属于客家

３００

①

②

③

④

⑤

龙蟠话以龙蟠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龙蟠、金宝、大通、双桂等乡镇。龙蟠话又可以细分为
龙蟠、金宝、双桂三个小片。龙蟠小片范围包括龙蟠、集凤、里坝、大通、礼乐等乡镇；金宝小片范
围包括金宝、桃园、太和、三会、晏家、龙泉等乡镇；双桂小片范围包括双桂、石楼等乡镇。龙蟠话
的语音、词汇、语法都与西充县官话方言一样，也是古代西充县方言的遗留产物。嘉陵话则是除龙蟠
话以外的方言，以火花镇话为代表，范围包括火花、文峰、世阳、一立、李渡、河西、曲水、金凤、
安平等乡镇，属于南充市区官话方言。也有人认为嘉陵区分火花话、李渡话与金宝话三片，把李渡话
独立出来。

老观话以老观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老观、龙坪、土垭、方山、西山、构溪、花冠、峰占、
二龙、红土、金城、凉水、护山、石滩、解元、千佛、石岗、望垭、护垭、狮子、鹤峰、三庙等乡镇，
有卷舌的声调，属于阆中市官话方言；思依话以思依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思依、河楼、桥楼、木兰、
枣碧、北门、小垭等乡镇，属于阆中市官话方言；保宁话以保宁镇话为代表，范围包括保宁、双龙、
柏垭、水观、洪山、河溪、文成等乡镇，属于阆中市官话方言。

升钟话以升钟镇话为代表，范围包括伏虎、升钟、大坪、保城、店垭等乡镇，属于南部县官
话方言；建兴话以建兴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建兴、大河、玉镇、伏虎、义丰、碾垭等乡镇，属于南
部县官话方言；楠木话以楠木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楠木、东坝、碑院等乡镇，属于客家方言；南隆
话以南隆镇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南隆、金星、火峰、老鸦、定水、盘龙等乡镇，属于南部县官话方言。
南部县官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成渝片，声母２０个，比普通话多ｖ、ｎɡ、ｎｔ３个声母，少ｌ、ｚｈ、ｃｈ、
ｓｈ４个声母，韵母共３７个，比普通话多２个，仍保留有部分古入声字；少数乡村讲江淮官话。有人认
为，南部县方言也可以分为上区话和下区话，上区话范围包括伏虎、升钟、大坪等乡镇，而下区话范
围则包括东坝、楠木等乡镇。南部县官话方言与南充其他县市官话方言类似，古入声字多数归入阳平，
只有极少数归入其他声调。读作阴平的，如雹、喝、呼、拉、摸、挖、曰、只；读作上声的，如的
（目的）；读作去声的，如错、嚼、剧、觉 （睡觉）、幕、射、涉、式、饰、忆、亿、翼、易、液、掖、
玉、毓、聿、跃、窒、桎、术。大坪、升钟、伏虎一带地区，接近绵阳市盐亭县的方音；接近广元市
剑阁县的升钟、保城、店垭乡一带，有明显的剑阁方音，某些字词的发音更浊更重；靠近西充县的建
兴、伏虎等乡镇，略带西充县方音。其中西河乡说话发音奇特，如将 “船”发为 “床”音。

槐树话以槐树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槐树、罐垭、义和、鸣龙等乡镇，属于西充县官话方言；
祥龙话以祥龙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祥龙、车龙、占山、莲池、高院、双凤、永清等乡镇，有前鼻音
ɑｎ，无后鼻音ɑｎɡ，“当”“讲”“光”“床”读成 “担”“减”“关”“船”，属于西充县官话方言。义兴
话以义兴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青狮、观凤、凤鸣、中岭、关文、紫岩、西碾、复安等乡镇及槐树、
双洛、青龙、太平等乡镇的部分，属于安徽方言，将ｉ读成平舌音ｉ，也就是前ｉ，即 ［］，“鸡”“妻”
“西”读成 “资”“疵”“思”，还有翘舌音，也就是后ｉ，即 ［］；莲池话以莲池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
莲池、永清等乡镇，属于湘方言的老湘语；晋城话以西充县城晋城镇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县城及不属
于其他四片的乡镇，又称城周方言、西充官话，属于西充县官话方言。

乐兴话以乐兴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乐兴、马鞍、丁字桥、周河、大风、旭日、武棚、石佛、
杨桥、大寅、磨盘、日兴、双庆、碧泉、福临、来仪、凤仪、金城、芭蕉等乡镇，属于客家方言；新
城话以新城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新城、二道、双河、复兴等乡镇，属于湘方言的老湘语；磨盘话以
磨盘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磨盘乡及其周边，属于安徽方言；金城话以金城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周
围大部分地区以及其他三片以外的乡镇，客家人称为 “四里话”，属于仪陇县官话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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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新城话属于湘方言 （老湘语），磨盘话属于安徽方言。

营山县方言分老林话、双河话、安化话和城守话四片。① 安化话属于湘方

言 （老湘语）。

蓬安县方言分永州话、沅州话和周口话三片。② 马回乡有特殊的闽方言

岛。

综上所述，南充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内，除了南充官话方言外，还存在

湘方言、客家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等方言岛。

地图上圆点表示湘方言岛，倒三角表示客家方言岛。③

４００

①

②

③

老林话以老林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老林、小桥等乡镇，属于营山县官话方言；双河话以双
河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双流、金堂、柏林等乡镇，属于营山县官话方言；安化话以安化场话为代表，
范围包括安化、茶盘、星火、联升、凉风、柏坪、铁顶、七涧、西桥、渌井、南桥、新店等乡镇，属
于湘方言的老湘语；城守话又称县城朗池话，以朗池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朗池、回龙、绿水、骆市、
新店、法堂等乡镇，属于营山县官话方言。

永州话以福德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福德、南燕、银汉、诸家、方广、茶亭、石孔、海田、
凤石等乡镇，属于湘方言的老湘语；沅州话以兴旺场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兴旺、龙蚕、凤石、罗家、
杨家、开元、徐家、鲜店等乡镇，属于湘方言的老湘语；周口话以周口镇话为代表，范围包括周口、
锦屏、巨龙、金溪、河舒、罗家、兴旺等乡镇，属于蓬安县官话方言。

李荣等：《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 （远东）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版，Ｂ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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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言地图也可以看出，南充境内的方言并不仅仅只有北方方言，还有

湘方言和客家方言等，形成方言岛，明显与周边方言差异较大，如长乐话、

新城话、乐兴话。

南充方言语音的主要特征如下：

１．不分平舌音与翘舌音，不分鼻音与边音。如 “事”音ｓì［ｓｉ　２１３］，“师”

音ｓī［ｓｉ　４４］，把翘舌音读成平舌音，声母不用ｚｈ、ｃｈ、ｓｈ，只用ｚ、ｃ、ｓ、ｒ；

“男”音ｌáｎ ［ｌａｎ２１］，把鼻音读成边音，但又不完全是边音，只能是接近边

音，不用ｎ，多用ｌ。

２．声母比普通话增加ｎɡ ［］、 ［］。

３．古浊声母，去声不送气，平上入三声皆送气。如去声的 “坐”读成不

送气，音ｚò ［ｔｓｏ２１３］；平声的 “婆”读成送气，音 ｐō ［ｐ ‘ｏ４４］；上声的

“挺”读成送气，音ｔíｎ ［ｔ‘ｉｎ２１］；入声的 “泽”读成送气，音ｃé ［ｔｓ‘ｅ２１］。

４．古二等字不颚化。如 “街”音ɡāｉ［ｋａｉ　４４］；“敲”音ｋāｏ ［ｋ ‘ɑｕ４４］；

“崖”音ｎɡáｉ［ｎɡａｉ　２１］；“咸”音ｈáｎ ［ｘａｎ２１］等。

５．韵母没有ｅ，有ê，就用ｅ代替ê。

６．不分前鼻音和后鼻音；“耕”音ɡēｎ ［ｋｎ４４］，“梗”音ｎɡèｎ ［ｎ２１３］，

“英”音ｙīｎ ［ｉｎ４４］，韵母把后鼻音读成前鼻音。

７．古入声字一般归阳平。

８．古浊去声归阴平调。如 “是”音ｓì［ｓｉ　２１３］；“路”音ｌù ［ｌｕ２１３］；“弄”

音ｌōｎɡ ［ｌｏｎɡ４４］；“夜”音ｙē ［ｙｅ４４］。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南充管辖的县 （市、区）中，西充县方言的语音

最奇怪，明显与其他县 （市、区）方言的语音不同。

南充方言里带有古汉语的一些发音，属于古代汉语在方言中的层累现象，

代代相传，不断变化，发生演变与变异，这也是西南官话方言中比较常见的

现象，只是声母、韵母、声调等有一些变化。

第一节　声母

南充方言有１９个声母，普通话有２１个声母。具体来说，南充方言声母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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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普通话少ｎ ［ｎ］、ｚｈ ［ｔ］、ｃｈ ［ｔ‘］、ｓｈ ［］；多ｎɡ ［］、 ［］。①

南充方言的零声母字与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异，有的零声母读ｎɡ ［］，有

的读 ［］。就是古代的影母字开口二等读成ｎɡ ［］、 ［］。

南充方言与普通话语音差异并不大，主要是边音、鼻音、平舌、翘舌存

在差异。表中每个声母标注国际音标，下面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声

调顺序标注代表例字，加粗者为与普通话声母有差异的。

不送气塞音
不送气
塞擦音

送气塞音 送气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浊擦音

双唇音 ｂ ［ｐ］
爸杯兵

ｐ ［ｐ ‘］
婆派旁

ｍ ［ｍ］
妈妹满

唇齿音 ｆ［ｆ］
非分逢胡

舌尖中音 ｄ ［ｔ］
大呆邓筝

ｔ［ｔ‘］
拖抖滩

ｌ［ｌ］
路南劳蓝

舌根音 ɡ ［ｋ］
孤搞耕该

ｋ［ｋ‘］
哭跪矿敲

ｎɡ ［］
我哀按

ｈ［ｘ］
花红海鞋项

舌面音 ｊ［ｔ］
鸡嘉奖

ｑ ［ｔ‘］
奇巧枪

 ［］
女泥年严

ｘ ［］
西霞想

舌尖前音 ｚ［ｔｓ］
租在中争珍

ｃ ［ｔｓ‘］
曹词茶
船巢潮

ｓ［ｓ］
所僧

是双生声

ｒ［ｚ］
日肉让

一、唇音

（一）双唇音

１．与普通话一致

南充方言中，声母是ｂ、ｐ、ｍ的音节，一般能和普通话声母是ｂ、ｐ、ｍ

的音节互相对应。各县市也完全一样，并未出现分歧。

６００

① 零声母的归属以及是否计算在声母总数内，不同学者有不同做法，多数是将零声母计算在内
的。不过，我们认为零声母不属于声母，因为所谓零声母，实际上就是没有声母。因此，我们在计算
南充方言声母的总数时不将其计算在内。另外，南充方言中西充县方言有翘舌音，因是特殊情况，不
作整个统计的根据。另外，南充方言鼻音ｎ与边音ｌ不分，多数人将其记音为鼻音ｎ，南充方言的实际
读音更接近边音ｌ，故记音为边音ｌ，表格设计时将其放入鼻音。南充管辖的西充、南部、阆中、仪陇、
营山、蓬安等郊县方言声母与南充市区方言声母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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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方言 南部方言 营山方言 蓬安方言 西充方言 仪陇方言 阆中方言

ｂ ［ｐ］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把

ｐ ［ｐ ‘］ 怕 怕 怕 怕 怕 怕 怕

ｍ ［ｍ］ 马 马 马 马 马 马 马

２．与普通话不一致

南充方言与普通话不一致的属于少数情况，记住它们，就可以纠正方音，

下面其他发音部位也与此类似。

（１）旁转，读邻近的双唇音声母

声母发生音变，读成邻近的声母，音韵学称为 “旁转”。南充方言多见声

母旁转现象，双唇音往往读邻近的双唇音声母，如 “鄙”读成ｐì，不读ｂì；①

“遍”读成ｐｉǎｎ，不读ｂｉàｎ；“蓓”读成ｐěｉ，不读ｂěｉ；“鬓”读成ｐǐｎ，不读

ｂìｎ。这些字它们都属于帮母，本该读ｂ，但都读成邻近的ｐ。

（２）旁转，读邻近的唇齿音声母

“筏”读成ｐá，不读ｆá。“筏”属于奉母，入声。读成ｐ，应该是受到了

“古无轻唇音”的影响。

（３）古浊音清化旁转，读邻近的双唇音声母

还有一些字声母发生音变，也读成邻近的声母，看似与上面的变化差不

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样，这些字多是古代的浊音声母字，现代浊音消亡，

因而发生音变。奇怪的是，它们本应该遵循平送仄不送的规律，也就是平声

变送气，仄声变不送气。② 但是南充方言却刚好相反，也就是仄送平不送。

如：

“爬”读成ｂā，不读ｐá；“琶”读成ｂā，不读ｐá；“培”读成ｂěｉ，不读

ｐéｉ。“爬、琶、培”均属于并母，平声。

“拔”读成ｐá，不读ｂá；“泊”读成ｐé，不读ｂó；“敝”读成ｐｉě，不读

ｂì。“拔、泊”均属于并母，入声；“敝”属于并母，去声。

７００

①
②

此处作者所指 “不读”的读音为四川方言读音，不为普通话读音，全文同。———编者注
古声母的清浊和今声母送气不送气有很大关系，送气不送气是指塞音或塞擦音说的。平送仄

不送主要是针对中古六个全浊声母 （并定从澄崇群）而言的。这六个声母的字，在普通话里按古音调
类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套。平声今音送气，仄声 （上去入）今音不送气。例如：“蒲”“步”都是并母
字，“蒲”为平声，送气；“步”为仄声，不送气。



□ 南充方言

（二）唇齿音

１．与普通话一致

南充方言中，声母是ｆ的音节，一般能和普通话声母是ｆ的音节互相对

应。

２．与普通话不一致

各县市并不完全一样，已经出现分歧。

南充方言 南部方言 营山方言 蓬安方言 西充方言 仪陇方言 阆中方言

ｆ［ｆ］ 扶胡忽 扶胡忽 扶胡忽会 扶胡忽花 扶胡 扶胡忽 扶

　　 （１）只是无法区分ｆｕ与ｈｕ

由上表可知，南充各县市除阆中外，其余各县都无法区别与韵母ｕ相拼

的ｆ和ｈ两个声母，都读成ｆｕ。① 也就是说，当与韵母ｕ相拼合时，不分非

母、敷母、奉母与晓母、匣母的字，如 “虎”和 “府”、 “呼”和 “夫”等误

读为以ｆ为声母。就是ｈ和ｕ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 “胡”的音，这个音

在南充话里面是很难听到的。南充绝大部分地区 “胡”不读ｈú，而读成 “扶”

的音ｆú，“呼”“胡”“虎”“户”与 “敷”“服”“府”“父”同声。“蝴蝶”读

成ｆúｄｉé。打麻将胡了，南充话叫 “服了”，其实说的是 “胡了”，还有 “虎

年”要读成 “福年”，“护理学院”要读成 “付里学院”。这是绝大多数南充方

言乃至西南地区的人都不分的一个音。

（２）完全无法区分ｆ与ｈ

南充绝大部分地区将 “会”读成ｈｕǐ，“费”读成ｆěｉ，两者声母不同，不

混淆；“黄”读成ｈｕáｎɡ，“房”读成ｆáｎɡ，两者声母不同，不混淆。

个别地方 （如蓬安县、营山县）不分非母、敷母、奉母与晓母、匣母的

字，相当于ｈ与ｆ完全不分，读音混淆。② 如 “防”和 “黄”、 “飞”和 “辉”

等误读为一个声母，“花”“发”不分，把 “飞机”说成 “灰机”，“黄花”说

成 “房发”，“吃饭”说成 “吃换”，“肥皂”说成 “回皂”，“会员”说成 “费

８００

①

②

阆中市与川东北的广元市区、旺苍县、巴中市区、平昌县、宣汉县 （这里是古代 “巴国”所
属）和川西南的丹棱县、夹江县、峨眉山市、洪雅县、天全县等地一样，不会把 “茶壶”读成 “茶
辐”，把 “虎符”读成 “府符”。

中江县、三台县、岳池县、遂宁市区、乐至县、安岳县、资中县、荣昌县等地与蓬安县、营
山县一样，都把 “黄昏”读成 “房芬”，“飞”“饭”“肥”“放”分别读成 “灰”“换”“回”“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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