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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著名语言学家、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李荣先生在《分地

方言词典总序》里讲道：“方言调查记录语言的现状，方言比较反映语

言的历史。方言词典用分条列举的形式，表达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读

者可以用来查考方言词语的意义。语言工作者可以据此从事专题研究。

文史方面的学者，也可以取用其中的语料。”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阐述了

编纂方言词典的意义和方言词典广泛的用途。的确，一个地域的方言词

语既能反映该地域的文化，又直接体现了该地域方言在语音、词汇、语

法等方面与其他方言之间的一致与差异。

从地域上说，宁夏方言区划大致分为两大官话区，即以北部银川方

言为代表的兰银官话区和以南部固原方言为代表的中原官话区。固原市

所辖四县一区又分属中原官话的不同小片，本词典即以固原市原州区本

地老派居民口语为根据，以原州区开城镇为代表开展调查。作为中原官

话秦陇片的代表，固原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与陕西的关中话、甘

肃的陇中话相区别，独具特色，自成系统。

固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又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地

名（如：堡、营、寨、沟、岔、崖、洼、湾、崾岘）中所反映出的军事

文化和地理文化，日常用语（如：摆耧、秋田、社火、燎疳、牛皮灯影

子、中堂、乃麻孜、埋体、无巴里）中所反映出的农耕文化、中华传统

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等构成了固原方言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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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方言词汇中有许多古语遗存和特征性词语，如：剺（用刀

划）、觑（偷看）、焣（用文火将加水面粉或米熬成干饭）、搲（用手

或爪子撕抓）、苶（疲倦，精神不振）、豗（猪用嘴拱）、熇（太阳曝

晒，空气热干）、癊（内心焦灼，有预感）、平斤（锛）、烧（霞）、

碎（小）、照（看）、爽（舒服）、争（厉害）、帮间（差不多）、窝

业（舒服、好；圆满结束）、赍发（打发）、打平伙（共同吃喝、均摊

费用）、一世界（到处都是）等。

调查、收集、整理固原方言词汇，是以《方言》2003年第1期《汉

语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为依据，在不随意省略调查表上的词条、可适

当增加的原则下开展的。语料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确定发音合作人，按

条目表调查记录；二是广泛深入生活，在日常生活口语中收集记录。在

《汉语方言词语调查条目表》基础上形成的《固原方言分类词表》共收

录词条计5900余条，其中既有方言特殊词语，又有使用频率很高的基本

词语，较好地反映了固原方言词汇的系统性。词典正文按照固原方言的

韵母、声母、声调为序排列，共收录词条计4500余条，每条词目均注音

释义。重点对有别于普通话的方言词语列举例句给予进一步说明，例句

大多以口语、俗语为主。词条释义时尽可能对义项进行分析并按照常见

义、本义、引申义的顺序依次列举，如：拾掇①打扫，整理；②修理；

③惩治。

作者深知自己的学识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在所难免，恳

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的靳红慧女士审

校书稿所付出的辛勤努力，感谢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编委会为

词典出版给予的大力资助。

高顺斌

2015年10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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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自2012 年创立以来，至今已出版

发行三辑，共资助出版学术著作及文学作品二十一部，其中六部

是教师学术成果的汇编，十五部是中青年才俊潜心钻研的智慧结

晶。回首前三辑，“学人文库”编委会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呈

现近四十年来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推进学术繁荣”，并

借助这一平台集中展示了宁夏师范学院前辈后学的学术成果。

“学人文库”的著作涉及文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

传播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内容继承传统、立足地方，

紧紧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为学校实现“特色发展、内涵发展、

科学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办学目标，发挥了学术引

领作用，为宁夏教师教育、文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著

作的面世也是宁夏师范学院服务社会发展、传承地方文化的重要

体现。

“学人文库”秉承传统，关注当下，志在目前，功在未来，

出版的著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有的获得宁夏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引起区内外专家的关注；有的是研究西海固文学的

专论，开辟了宁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有的成为宁夏石窟文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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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研究专书，填补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空白；有的新论迭出，在国

内外学术界具有一定反响；有的在学科建设方面探索、创新，是

自治区级重点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有的则是中青年作家的佳

篇荟萃。我们相信，随着学校整体学术水平与办学能力的提升，

“学人文库”将会推出更多精品佳作。

今年，正值宁夏师范学院建校四十周年，四十年在历史的长

河中只是短短一瞬，然而，对于宁师人，却是负重拼搏、永不言

败的奋斗岁月。四十华诞，了然不惑，又逢“学人文库”第四辑

付梓出版之际，谨以此辑献给美丽的宁师，献给六盘山下、清水

河边，这座孕育、滋养宁师的历史文化名城固原。

                                      学人文库编委会　　

                                      201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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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一  固原市

固原市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六盘山地区，是宁夏五个地级

市之一，是宁夏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是全国主要的

回族聚居区之一。固原市位于西安、兰州、银川三个省会城市所构成的

三角地带中心，地域范围在北纬35 14 ～36 38 ，东经105 20 ～106 58 之

间，总面积1.05万平方千米。固原市地处我国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境

内以六盘山为南北脊柱，将全市分为东西两壁，呈南高北低之势。海拔

大部分在1500～2200米之间。由于受河水切割、冲击，形成丘陵起伏，

沟壑纵横，梁峁交错，山多川少，塬、梁、峁、壕交错的地理特征，属

黄土丘陵沟壑区。固原市东部、南部分别与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为

邻，西部与甘肃省白银市相连，北部与本区中卫市、吴忠市接壤。固原

市现辖4县1区，即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原州区。

固原历史悠久，古称高平、原州，曾是我国古代西北重镇之一，是

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史称秦汉萧关故地，是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清人顾祖禹评价其地理位置说：“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

北，崆峒阻南，”“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

固原历史，本质就是一座城池的历史。固原最早的行政建置始于秦

惠文王时期（公元前337～前311年）的乌氏县（在今原州区南）。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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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为加强西北边地军事防御，置

安定郡，治高平城（即今固原市区），这是史书有明确记载的固原历史

上的城。因其城坚池深，史称高平第一城。固原作为军事战略要地的历

史也由此开启。北魏太延二年（436年）置高平镇（固原），到了正光

五年（524年），改为原州（固原）。受战乱影响，原州城遭到不同程

度破坏。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六月，再“筑原州城”。北周修筑原

州城，不是对原高平城的修葺，而是在高平城（旧城）外围拓展修筑的

新城，原高平城就成为新筑城的内城。从此，固原城就有内城和外城的

格局。隋朝初年仍在固原设原州，公元607年，改原州为平凉郡。唐朝

建立后，固原仍为平凉郡治。安史之乱后，平凉郡再改为原州，直到吐

蕃陷原州达86年之久。宋代，由于宋夏之间长期的军事冲突，固原城所

在的镇戎军成为军事对峙的前沿，固原城始终处在军事状态下。元代，

在固原城南20公里处的开城镇（今原州区开城镇）修筑规模宏大的安西

王府。明代，在固原设有整个西北地区军事指挥的中枢“陕西三边总

督”。同时，还设有地方政权建制固原州。景泰二年（1451年）修筑故

原州城，讳“故”改为“固”，“固原”之名由此而来。伴随着西北军

事防务的升级，弘治十四年（1501年），升固原卫为固原镇，固原成为

北方“九边”重镇之一，也是陕西三边总督驻节之地，城防大为加强，

是固原建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清代，固原既有统揽西北军事的高层次

军事指挥中枢，也有州一级地方政权建制。嘉靖十六年（1811年），时

任陕甘总督的那彦成“请旨”重修固原城。1920年海原大地震对固原城

影响较大，而“陇右名城无出其右者”（《民国固原县志》）确为评论

固原城的中肯之辞。20世纪70年代初，受“备战备荒”路线影响，千年

古城被人为拆毁，仅留西北一角低诉昨日的辉煌，着实让人唏嘘万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成立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

1955年11月改称固原回族自治州。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撤

销固原回族自治州，成立固原地区行政公署，辖固原、海原、西吉、隆

德、泾源5县。1983年从固原县析置彭阳县。2002年7月，改固原地区行

政公署为固原市，固原县改称原州区，辖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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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县、彭阳县和原州区。2004年6月海原县划归中卫市。2003年2月，原

州区什字路镇、蒿店乡、大湾乡归泾源县管辖；2008年2月，原州区黑

城镇、七营镇、甘城乡归中卫市海原县管辖。

早在距今2.7万年至3.2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固原境内即有古人类活

动。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戎族迁居。汉代以降，漠北少数民族来到

本地居住。隋唐至元明，境内成为军屯、监牧之地，大片土地沦为屯

田、牧地。明嘉靖二十年（1542年），固原州有人口52921人（不含驻

军）。清代，人口锐增。尤其在同治年间（1862～1874），陕甘起义

军中的回民被大量安置到本地。1920年海原大地震，仅固原各县遇难

人数14.8万，震后幸存者多数迁出固原，人口急剧下降。1928年，总人

口227548人；1945年，总人口333212人，其中回族155914人，占总人

口的46.79%；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制度优越，人口迅猛增长，

到1990年，总人口已达到1316834人，其中回族547024人，占总人口的

41.54%；2014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153.33万人，其中回族人口71.74万

人，占总人口的46.8%。

固原地处宁夏南部山区，方言归属上属于中原官话区，固原市所

辖4县1区分属秦陇片（原州、彭阳）、陇中片（西吉、隆德）和关中片

（泾源），三小片之间同中有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固原回

民说固原话，受宗教影响，个别词语有差异。

二  固原方言的声韵调

据现存文献显示，最早用文字记载固原方言的是叶超编纂的《民国

固原县志》。该志在正文“居民志”之“习尚”篇中将“语言”单列一

题，开篇总述：“秦前后语杂羌戎，北魏鲜卑入主，语益纷歧。明开阃

移民。清提督驻此，各省语言，递相输入。民国后渐习国语，但方言尚

有存者。”县志中集录本县土音、方言、谚语、歇后语计450条。1979

年，宁夏大学中文系宁夏方言调查研究小组对宁夏方言进行了全面调

查、复查和补查，特别是对以往没有调查的宁南山区各县及阿拉善左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固
原
方
言 

词 

典

的语言状况做了实地调查，后形成《宁夏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一书。此

后，有关固原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文章也陆续发表。1990年，

杨子仪、马学恭编著的《固原县方言志》出版，该书运用现代语言学理

论和方法对固原方言进行系统研究，也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反映固原方

言语音、词汇和语法基本面貌的著作。自此之后，学界对固原方言研究

进入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段，期间鲜有研究文章发表。近年来，有部分青

年学者开始关注固原方言，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些可资研讨的

文章，固原方言研究出现了可喜的态势。

本词典以固原市原州区本地老派居民口语为根据，以原州区开城镇

为代表开展调查，现将其声韵调系统陈述如下。

（一）声母（固原话有25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在内）















①是唇齿浊擦音，凡普通话零声母合口呼字固原话都读声母。

②、、、四个舌尖后音声母发音时与普通话相比舌尖与硬腭

的接触点略靠后。

③是舌面前浊鼻音，与是互补关系。凡普通话齐齿呼、撮口呼与

声母相拼的字固原话都拼声母。

④是舌根浊鼻音，仅出现在单韵母前，例字只有一个，即“我

”。

⑤与普通话相比，固原话开齐合撮四呼零声母情况较复杂：开口

呼零声母只有“而儿耳二”等少数中古日母字和“啊嗯”等语气词，

其余部分均与声母相拼，如“鹅”“爱”“袄”“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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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昂”“恩”；齐齿呼零声母部分和普通

话一致如“姨鸭叶舀演养印”，部分则与声母相拼如“疑”“业

”“咬”“眼~”“仰”“硬”；没有合口呼

零声母字；撮口呼零声母发音时圆唇元音圆唇度趋于扁平。

（二）韵母（固原话有32个韵母）



















~~~~





①是舌尖后元音，与普通话韵母相近，舌位略靠后。

②是卷舌元音，与普通话相近，只是舌位较低，卷舌度较轻。

③是舌面后半高不圆唇元音。固原话没有声母，出现在、、

、、后的是。

④与普通话相比，、发音时主要元音为后半高不圆唇元音。

⑤与普通话相比，、、、发音时主要元音舌位略高，开

口度较小，整体动程较短。

⑥与普通话相比，、发音时主要元音舌位略低靠前且不圆唇。

⑦~是鼻化元音，为舌面前次低不圆唇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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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调（固原话有4个单字调）

阴平[213]高伤出七尺铁责药            阳平[24]陈寒鹅麻食读舌俗

上声[53]古纸楚体手粉染暖              去声[44]是厚醉菜汉病谢漏

固原话声调的古今演变情况比较整齐：今阴平来自古平声清音声母

字和古入声清音、次浊声母字，今阳平来自古平声浊音声母字和古入声

全浊声母字，今上声来自古上声清音、次浊声母字，今去声来自古去声

声母字和古上声全浊声母字。

固原话连读变调情况不复杂，整体可分为非轻声和轻声两字组两类。

1. 非轻声两字组连读变调

非轻声两字组连读变调指的是两字组中前字变调而后字读原单字

调。固原话的非轻声两字组连读变调组合形式共有16种，其中14种前

字、后字都不发生变调，仅有两种发生变调：

（1）阴平+阴平，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名词形容词重叠形式的词

语，后字不变，前字变211，如：

搬家~作曲发黑

盅盅刀刀宿宿

酸酸（的）~~（）酥酥（的）（）

（2）上声+上声，大部分后字不变，前字变211；如：

小姐好歹保守苦胆

一小部分前后字均不变。如：

起草举手厂长打水

2. 轻声两字组连读变调

轻声两字组在固原方言里表现为：除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外，其余

13种组合前字均不变，后字均读为21。如：

飞机  来宾  皮球    牙齿

棉裤~ 酒杯 口粮   耳朵

板凳~   旱灾~  壮年~  到底

厚道

需要说明的是：（1）绝大部分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两字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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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无论何种组合后字读轻声21的情况均不存在；（2）后字为后缀

“子、头”和表方位的“里”的两字组，有两种变调模式：①前字为阴

平字时，“子、头、里”均读作213，前字阴平读211。例如：

碑子法子机子

木头说头吃头

家里车里锅里

②前字为非阴平字时，“子、头、里”均读作21，前字不变。例如：

瘊子来头房里

女子枕头厂里

空子盼头~庙里

（3）重叠式两字组有两种变调模式：

①前后字均为阴平字时，前字读211，后字读原调213（表“每一”

义项时有所不同，见下文）。例如：

勾勾坑坑褡褡

汪汪（的）（）欢欢（的）~~（）

②前后字均为非阴平字时，名词重叠式前字读原调，后字读21；

例如：

核核
果核          耙耙齿齿

底底
容器的底部       裤裤混混

形容词重叠式前后字均不变调，例如：

齐齐（的）（）         甜甜（的）~~（）

腻腻（的）（）        嫩嫩（的）（）

值得一提的是，固原方言名词性重叠式两字组是否读轻声在意义上

区别明显。例如：

天天：~~每一天；       ~~按天数计。

家家：每一家；      小孩游戏“过家家”。

桌桌：每一桌；    “桌子”的小称义。

回回：回族；         每一回。

人人：对小孩昵称；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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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盆：“盆子”的小称义；     每一盆。

本本：书本或记录本；              每一本。

片片：~~物品呈片状；                 ~~每一片。

捆捆：物品呈捆起来的形状；每一捆。

个个：个头儿，身高；                每一个。

件件：~~组成整体的零件；       ~~每一件。

样样：供参照的模样；         每一样。

（4）存在修饰和被修饰关系的部分两字组词语（主要是名词），

后字往往读轻声，如：叛徒、胡麻、小人、请帖、彩色、台灯、棉袄、

大衣。

三  固原方言单字音表

    

固原方言单字音表由下面的五张表组成。在每张表中：

（一）表左是声母，表端是韵母和声调。表中是单音节例字。本表

韵母、声母、声调的顺序跟上文第二节声韵调表的顺序相同。

（二）表中空格表示固原方言没有这个音，或者口语里不用这个

音。圆圈表示有音无字的音节。

（三）表下的注解，按韵母顺序对表中圆圈的意义和某些特殊的字

略作说明。

（四）表中有些字重复出现，是为了区别该字的不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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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固原方言单字音表（一）

     

阴阳上去
平平声声

阴阳上去
平平声声

阴阳上去
平平声声

阴阳上去
平平声声

阴阳上去
平平声声

阴阳上去
平平声声





笔鼻比备
批皮匹屁
密眉米秘

不  堡布
铺菩普部
目谋母墓




夫服腐富
乌无午务






低敌底地
踢提体剃

力离里利

督毒赌度
秃图土兔

录庐鲁路 律驴吕滤





支  止字
雌瓷齿刺
思时屎事

足族组做
粗觑○醋
苏俗○素






 知值  治
 吃池耻
 湿石势
 日

 朱轴煮注
 出锄鼠
 书熟暑树
 入如儒






激及几季
七旗起气
  泥你腻
西席喜戏

居局举句
 区渠取      
      女
虚徐许序






谷  鼓顾
哭  苦库

忽胡虎户

   儿耳二 衣姨蚁艺 淤鱼雨欲

○：拟声词。～的一声上天咧。

○：物品质地稀疏，不结实。拿着手里～～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