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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说

1．1 济南地理人口概况

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位于山东省中部，地理坐标为I北纬36。017至37。327，东经1 16。IIt

至117。447。东邻淄博市，南邻泰安市，西邻东阿县，北邻齐河、禹城、临邑和乐陵，西北

与阳信、惠民、邹平相接。全市总面积为8227平方公里。其中山地1472平方公里，丘陵1821

平方公里，平原447]平方公里，水面463平方公里。市区面积为2119平方公里。

济南地处我国南北交通要冲，拥有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航空等各种交通设施，是全

省的交通中心，也是我国北方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是胶济和京沪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

济南市现辖历下、市中、天桥、槐荫、历城五个市区和章丘、长清、平阴、济阳、商

河五个县。共设53个街道办事处、54个镇，57个乡、662个居委会雨14697个村委会。

1989年，济南市总人口为513．4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157．87／人，农业人口355．6万

人。市区人口为228．9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4．6％。

全市共有汉、回，满、苗，侗、蒙古，朝鲜，壮，布依，维吾尔，鄂伦春，土家、彝、

高山、自、锡伯、仫佬，仡佬、水、京、瑶、藏、哈萨克、俄罗斯，傣、赫哲、土、纳西、

黎等29个民族。

1．2济南历史沿革

济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1964年发现的西郊田家庄“大汶口文化"遗存表明，远在

六千五百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繁居在此。商代济南地属青州，西周和春秋时代，属

齐国I秦统一中国后，属齐郡，汉代置济南郡，属青州，北宋时为齐州，1116年改济南府I

1368年(明洪武元年)设山东行中书省，1376年(洪武九年)移省治于此，民罔时先属岱北道，

后改济南道，为道治，1929年，析历城县城和城外商埠及其四郊，设为济『萄市。此后，济南

市一直是山东省的省会。

1·3济南语言概况

济南是山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历史的变革、入111的变化，语言也在发生

变化。特别是解放以来，由于外地人口的大量拥入，文化教育的发展，普通话的推广等原

因，济南话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如此，济南方矗仍保有它本身的特点。

济南方言以市内旧城老区为代表，除章丘，长清、平阴、济阳、商河五县外，市区内语

言基本统一。老一辈人与年青一代有一定差别。从调查所见，全市声调的调类、调值一致。在

声母方面，市内V声母较明昆，郊区部分地区没有V声母。市区内的韵母是一致的，只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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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旧城老Ⅸ儿化韵较多，郊区较少。城内和郊区在词汇方面的差别要比语音方面多一些。例

如城内将荷花开花后的花托叫“莲蓬"，北郊叫“莲菜"， “冰锥儿”城内nq“流流嘴”，

郊区叫“流流角’’，城内说“锄地"，郊区说“耪地刀，城内称“叔父’’叫“叔叔”或“?

叔”，“三叔”，北郊多叫矗二爸爸”、“三爸爸’’；城内称姑姑的丈夫为“姑夫’’，北郊

叫“姑爸爸"，城内多用程度副词“楞力，郊区多．咐程度剐词“挺"等。

本志描写的以市内旧城区的话为主，郊区与市内不同的地方加以说明。

1．4音标符号

本忠Jl】刚际音标标音，毖要时辅以补充说明。本节所说，限于本志用到的。

’一、辅 音

本j畚所用辅疗符H．如下表；

●
二、元 音

本志所J|J舌面元音符号如元音图。

舌面元音图

HIJ

高i．_

低ai．一一～⋯．一

～lU

X

高

0

——l‘a

一一a低

后．



鼻化元膏用～表示，如巨是a的鼻化膏。

卷舌元音用r表示，如ar是a的卷舌皆。

除元青图上表示的舌面元膏外，还有一个舌尖前元音l和一个舌尖后元宵l。

三、声调符号

调值符号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为“低"、“半低"、“中弦，

“半高"、“高”五度，分别用1、2、3、4、5表示。如济南的阴平调值用213表示，辟I平调

值用42表示，上声调值用55表示，去声调值用31表示。

本志单字调值标在音标的右上角，它的变调标在本调的下方。如“动荡"tuax3：；

ta习31。

本志单字调的轻声用圆点儿“·刀表示，轻声符号“·，，标在音标的后边。如“村里"

乜‘uSii 3
li·。 ．

四、本志所用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对照表

下面把本志所用声母，韵母的音标和拼音方案列表对照，汉语拼音方案没有的音标酌加

说明。会汉语拼音方案的读者通过这个表可以了解本志所用的音标。

(一)声母对照表

本志所用音标 汉语拼音方案

P b

P‘P

m m

l · f

V①

t d

t‘t

n‘ n

l l

备 Z

b‘ C

8 S

々 zh

奄‘ ch

- sh

瓦 r

扫 j

■‘ q

n⑦

口 x

k

，



南

“

①

话的

②

女”

k‘

日

X

V是唇齿浊擦肯，发爵时上齿轻微接触

“文"V6”、 “武"VII¨的声母。

“

k

ng(用作声母限于轻声音节)

h

下唇，声带颤动，普通话没有这个声母。如济

礓尼舌面前鼻浊音，普通谣没有这个声母。如济南i再的“年’’轴i矗‘2、“牛"I)．iou¨，

ny 65的声母。
。

(二)韵母对照表

，本志所用爵标 汉语拼青方案

a 8

i a ia

Ua Ua

a e

0

Ua

lo

Ya

0

13

6

15

US

el

Uel

OU

l 0U

a

j五

Ua

ya

e

le

Ue

ye

a口(蠢)

ia妇(i蠢)

uag(tl氧)

a可(5)

ia口(i5)

UO

i e

ne

aO

lao

al

U8l

el

uei(Ui)

0U

iou(iu)

an

lan

Uan

Uan

en

ln

Uen

Un

ang

18ng

U8ng

eng

Ing



oⅡg

uevCu@) uenfl

y口(y百) iong

l i(zi、ci，si的韵母)
t

． i(zhi、ehi、shi的韵母)
i i

U
U

Y n

ar
er

§、i百、ui、吾、i6、u每、y5是a移、ia留、uav、a移、ia口、u。移、y移的另一种标法，为
了明晰起见，本志只用后一种标法。



第二章济南语音的分析

济南市内有二十五个声母，

P布伴败

t到低读

t s糟祖增

奄招争朱

劫精经居

k贵跪古

0二延元

P‘怕盘皮

t‘太同铁

t S‘仓曹此

奄‘昌巢陈

劫‘秋丘去

k‘开葵哭

2．1 声 母

包括零声母。列表如下t

m门梅妙 l飞冯付 V闻午王

n难怒能 l兰路若软

耻年女宁

习岸案袄

说明s ‘

1．V声母在济南方言中逐渐趋于减弱，

轻，北郊没有V。
。

2．n只同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相拼。

3．礓只同齐齿呼和撮口呼的韵母相拼。

4．1中的部分字，有时读l，有时读互。

互U921 o

s苏丝三

量书生诗 气肉只仁

口修休雪

X灰化河

在老年人中比较明显，青年人发音时齿唇接触较

例如矗软力lu宣55——气u宣¨、 “若’，lue2 1——

5．每、奄‘、簪、瓦部他较普通话靠前。

6．习是舌根鼻音，发音部位跟k、k，、x相同。

7．其他卢母音值大致跟普通话相同。

2·2韵 母

济南市内共有三十七个韵母(不包括儿化韵母)。列表如下。

8八爬蛇麻达 ia家掐瞎牙 Ua瓜诲花爪

a遮车俄波摸 ia接铁撤些 ua郭多罗说 ya月缺雪脚

l资自词次 i比第题米 u9书出古 y虚吕居女

‘l知十尺日

6买开太炎柴 i6介解鞋挨① u6乖怀惕帅

ei肥杯黑窄德tiei归对追嘴

a保烧刀高遭 io条表鸟妖

、Otl斗周手勾欧 i011流丢休有

6



①“挨打又读习6。

直般胆三千山 i磊边间连烟 u直端官酸专

6门根真恩 i§民林心因 u毒吞村春昆

a移邦党刚章桑 ia口良江香央 ua凹庄光狂床

9材崩庚登争风 i9妇兵晶星丁 ua移红东中宗

9r耳而二

说明。
’

y鲥目权宣圆

y百云群均

y移雄穷用

1．9的实际音值还要稍高一些，随着声母或介音的不同有些小的变化。在舌根音后边接

近1『，在u的后边接近0。 ．

2．a，6的实际发音口形也略有变化，不是完全在静止状态。
‘

3．再、百是鼻化韵母。直的实际发音略高一些，接近自。百的实际发音略靠后，介于e和a之

间。

4．av、iav，uav和a口，ia凹、ua秒、yV两组韵母，实际音也有些鼻化。

5．其他韵母大致同普通话一致。

2·3儿化韵母

济南的儿化韵母共二十六个。列表如下。

儿化韵母 例

小马儿

帮忙儿

豆芽儿

丑样儿

牙刷儿

小筐儿

小车儿

小凳儿

小碟儿

小钉儿

被窝儿

小瓮儿

补缺儿

小刀儿

小苗儿

牛犊儿

小楼儿

小牛儿

小孩儿

小摊儿

词

法儿

小房儿

小虾儿

小箱儿

小爪儿

小庄儿

泡沫儿

小坑儿

树叶儿

影儿

小锅儿

有空儿

小镢儿

小枣儿

纸条儿

小兔儿

小周儿

小球儿

瓶盖儿

小盘儿

?：口>ar ．

}a＼iar
i aV／

二>uar
ua玎／

9＼ar
9口／～

i9、>i裔r
i9蚜／⋯

二>u。r
u9玎／

‘y9一yar
io—ior
n—_二一Ur

oU一0Urjou—jour

：>6r
7

盯

m

呲

盯

衙

卅

川"m们一．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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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r 小鞋儿 台阶儿 i￡＼．

、 旁边儿 榆钱儿 i∥16r
u6r 小块儿 乖儿 us＼

拐弯儿 小罐儿 u直夕u6r
y6r 纸卷儿 圆圈儿 y直——y6r
er 字儿 没词儿 l＼ ，

事JL ，J、侄JL ‘I ＼

宝贝儿 illl白Jh ei／el"

小本儿 草根儿 百／ ：

．，

ier tb鸡JL 眼皮儿 i＼‰
莱，L'JD 手印儿 i6／“‘

uer 墨水儿 小鬼儿liei＼

小轮儿 花纹儿 ue。／uer
yer ，J、雨儿 ． ，J、驴儿 y＼

--群JD y奄夕，er
aVr 帮忙儿 小缸儿 a移——a移r(ar)
iaffr 亮儿 样儿 ia口——ia口r(iar)
uaffr 小筐儿 小床儿 u8珂一u8驰(uBr)
9暂r 小凳儿 小坑儿 9日——a珂r(9r)
iovr 小镜儿 人影儿 ia日——ia玎r(i9r)
uaffr 小瓮儿 有空儿 u9玎——u9口r(u9r) ·

说明。

1．济南二十六个儿化韵母由三十五个韵母变化而来。有的一个儿化韵由一个韵母变来，

有的一个儿化韵母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母变来。

2．济南读儿化韵的词多指小的或喜爱的东西，因此这类词多在词的前边加上“小劳字，

不读儿化韵的多在后边加“子一。例如“小轮儿一——“车轮子乃、 “小孩儿"——“小孩
子力。

3．y百韵的儿化韵yer字很少。

4．氲、i置，u矗，yiJL化后分别变成￡，i￡，Ug，ye的儿化，鼻化音也相应的丢失。

5．6，i毒、u百，y6儿化后都丢掉鼻化音，分别读成e，ie，tle、ye的儿化。

6．ei、uei儿化后丢失韵尾“i力，是主要元音e加上卷舌动作。

7．I、I儿化后变成e的儿化。

8．i，yJL化后变成i，y分别在后边加I-_e的卷舌音。

9．aft、iaff，ua口儿化后，主要元音a加重了鼻音，口韵尾减弱，有时干脆读成了a、ia、

lla的儿化。

10．a玎，i日玎，na移儿化后，玎韵尾减弱。市内多读。r，ior、uOr，北郊多读a珂r、iaffr、
uo[／r。

11，济南儿化韵母的卷舌程度比普通话儿化韵母的卷舌程度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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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特殊音变

一些字在特定的复词中读得跟原来的音不同了，它们的音变有的是同化的结果，有的是

经受轻声的影响，现列表如下·

词语 原来读音

眨眼
’

每a
5
5i五¨

暖和 nu蠢¨Xtl0‘2

棉花 mifi‘2Xua2¨

南瓜 n巨‘2kua2¨

端五tuff21 8vu
55

盖天 k6 31tig2¨

用细辣秸■的铂董

和尚

风箱

邻舍(家)

脊梁

方滚热

一股劲

一阵子

Xa‘2§aV2¨

fay2
1
50iau2

1。

lift‘2pa
5

1(tOia’)

toi
2
1。liar‘2

fa盟2 1。ku百5 5耳a
3 1

i 2¨ku·5t口ifi
o 1

i 2。。1亭百31乜15
5

济南有四个声调(轻声除外)·

调类 调值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说明。

213

42

55

31

音变后的读音

奄氨¨ ifi¨

aa02'：l Xuo。

4i
。

rM百．5 Xua。

na口：2 kua‘

tilj
3

yu。

k6
01

ti氨‘

Va“4 b 1簪‘aV。

fa材：j。9ii’

li6‘2叠‘I‘(toia‘)

toi：：。r)ia玎‘

fay21 3kua口‘‘互9。‘

i
21

3kuoO¨toifi。1

i 2¨1簪6¨b1‘

2·5声 调

一，单字调

列表如下·

例 字

诗天方初开婚 八

时题房穷寒鹅白

五古使走比好国

近是正大看月麦

1．阴平是213词，结尾较短，有时不到3度。

2．阳平是42调，有时结尾不到2度。
’

3．去声是31词，读起来开头要IZ3度稍低，在2、3之间。

．‘．除个别字外，古声调在济南方言中的归类大致跟普通话相同。

'



二、．连读变调

下面分析的足两字相连时的变调和两字连读时的轻声变调。

济南两字连读时有的变调有的不变调，列表如下：

1．阴平和阳平连读时前字变低升23。如：

天空t 7i蠢i；3k7uoU2
13

中央奄ua移；§3 ia刁2
1 3

声音备。日；；3i百2 I 3 花边Xuai；3Pi螽2¨

2．阴平和阳平连读时前边的阴平字变212。如t

天鹅t7 i蠢i：；口a¨ 亲人t口7i百ll；互6‘2

公民kuo!Tii；mi6¨ 声明謦a口i}；mio口¨

3．阴平和上声连读时前边的阴平字变212。如。

中午Cuoui：Ivu
55

声母量9玎ii 2 smu
56

公里kua可i：2 l i¨ 亲友t口7 i百l i iiou¨

4．阴平和去声连读时前边的阴平字变23。如t ．

天气t7i直：§3t97i¨ 亲信t口7i百i；3口i百¨

生命量直i 13mia曩¨ 花布xual；3pu
3 1

5．阳平和阴平连读时前边的阳平字不变，仍读原调。如。

毛巾mo‘2t口i百213 文章v6“奄a材¨o

留心liou‘20i百2¨ 年糕礓i蠢‘2ka
2¨

6．阳平和阳平连读时前边的阳平字变43。如。

毛驴mo：；Iy‘2 临别li6：§pi9‘：

油条iOU：：t7 ia‘2 银行i奄：IXat7‘2

7．阳平和上声连读时前边的阳平字不变，读原调。如。

毛纺m．-t．2￡a玎5 5 文选V奄‘2口y氧5 5

牛奶礓iOU‘2n6 55

油饼iOU‘2piaU5 1 ．

8．阳平和去声连读时前边的阳平字变44。如。

临近li6：：t口i百81 流动liou：：tuoV 81

年货功i蠢：：Xuo。1 鱼刺Y：：ts‘l。l

9．上声和阴平连读时前边的上声字不变，读原调。如。

老师la¨昏112 1 3

小葱oia 5

5ts7ua曩2
l。

火车XUO¨每7a2 l 3

领章lia 175 5CaU2 l。

10．上声和阳平连读时前边的上声字不变，仍读原调。如。

演员j五¨y点‘2 主粮每u 5 5

JiaU‘2

打雷ta55luei‘2 老人ia‘5互色·2

1 1．上声和上声连读时前边的上声字变42。如。

小暑口ia：：pu 5 5

土产t7ut；奄，蠢¨



海岛xe 2 2t。¨ 友好iou：2)(a¨

12．上声和去声连读时lj{f边的上声字不变，仍谈原调。如。

眼泪i点55l Llei 81 礼物Ii 55ynu

打败ta¨p6 8l r 土地t
7
U 55ti 3l‘

13．去声和阴平连读时Iiif边的去声字不变，仍读原调。如：

动工tua口8lkueV2 1。 下乡口ia 819ia移2
l。

犯规l矗3 1kuei 2 l 3

气功t口7 i 8
1kueff2

l。

14．去声和阳平连读时前边的去声字不变，仍读坂凋。如。

地雷ti。1luei‘2 动摇tu9[／。lia¨

受凉擘OU 3l
Jiab'¨ 下棋口ia 31t07i‘2

15．去声和上声连读时前边的去声字不变，仍读原调。如。

动武tueff81vu
5 6

下雨口ia31Y
6‘

受苦簪Oil 31k‘I,i¨ 信纸口i奄31每I 5 5

16．去声和去声连读时前边的去声字变23。如：

动荡tua嚣2；ta移8 1

受害pou；；)c￡8 l ‘

上报叠av；；pa 3‘ 病历pio口；；li 8l

济南两字连读，如果后一个字读轻声，前一个字的声调受影响往往发生变调。济南的轻

声调值不固定，而是由前一个字的调值来决定。变调情况如下，

1．阴平和轻声连读，前边的阴平字有两种变调，一是变成21，一是变成22，后者多是中
古的清声母入声字。如t

①张家每a材；j 3toia 村里t87u6；：8 li’

天上t7 i豆i j。叠a打’ 亲戚t97 i百i：8t口7 i‘

②吃的每7 t；i 3ti‘ 铁匠t‘iaii 3t口ia箩’

‘桌子奄ua；i 3t B1‘ 玻璃pa；：3li’

2．阳平和轻声连读，前边的阳平字变45。如：

娘家今ia刁：：t9ia。 怀里Xu8：：1i’

炉子lu．2tsl’ 粮食Iia移：：蚤1’

3．上声和轻声连读，前边的上声字变44。如，

雨里y：：li。 早上tso：：乎a玎’

姐姐t口ia：2t口ia。 喜欢口i：：XUil。

4．去声和轻声连读，前边的去声字变42。如。

J占家ti百：it口ia‘ 下头口iB：it 70U‘

弟弟ti：；ti。 力气li：it口’i‘



2 06声韵调配合关系

济南二十：匠个卢母町以分为以下十二组l p、P7、n2，王，V，t，t‘，n'l，ts，ts‘，

s，奄、龟‘、p，五，t口，t口‘、口，礓，k，k‘、)(，珂和oo

P、P‘、171只拼开口、齐齿和合【j的u韵，不拼撮日。

f、v只拼丌口和合口的u韵，／fi拼齐齿和撮LJ。

t，t‘拼Jj二口、合口、卉齿，刁i拼搬U。

n只拼JI二口、合口，才i拼齐齿、掇LJ。

1跟JI：口、合口、齐齿，撮U都拼。

b、ts、sy,拼开口、合U，4i拼齐齿、撮口。

罄、每‘、昏只拼开口、合口，不拼齐齿、撮U。

五只拼扦U、合U，不拼齐齿、撮U。

瓴．船‘、口只拼卉齿、撮u，／fi拼丹u、合LI。

玷多{拼卉齿、撮U，／fi拼开U、合lj。

k、k‘、X只拼开Il、合U，小拼卉齿、撮U。

凹Jj拼扦LI，／fi拼合口、齐齿，撮LJ。

零声母只拼齐齿，撮U，不拼合口，只拼井口的or韵和其他少数语气词。

l韵母只拼乜，乜7，s三个声母。
。

1韵母只拼每，每7，擘，互四个声母。

开U韵IJ丁以拼除了功，扫、和‘、口的所有声母。 ．

合U韵可以拼除了rh，扣、扫‘，口，移的所有声母。

齐齿韵只拼P、P‘、m，t、t‘，l，匈、如‘、口，珐，零等十一个声母。

撮口韵只拼l，劫、肇‘，口，玷，零等八个声母。

，矗韵的配合笑系看_卜-边《卢韵配合关系农》，卢韵谢配合火系看《卢韵调配合关系袭》o

声韵配合关系表

j：：一≯韵．～芝：=Il：u 齐 齿 合 u l撮 口

P P‘ Ill f有 有
f v 有 U

t t‘ ’有 有 有
11 行

一

有
l 有 有 有 有
ts b‘ s ：有 有

奄 奄‘ 叠 五 }行 有
缸 船 n 口 有 有

泛k·’x li 有

罄 备
一

O一⋯⋯——．。订(少数) ———— ‘——

{i 存



声韵调配合表

●
●

f＼母 a la Ua a le U9

／声严＼
母＼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l

P 巴拔把霸 波薄簸簸 憋别 别
～扭

、

P‘ 趴爬 怕 坡婆泼破 撇

m 妈麻马 骂 摸磨抹末 灭

f 法伐 佛

V 洼娃瓦袜 握 我卧

t 答达打大 得 爹叠 多夺朵剁
～了

t‘ 塔 特 贴铁 拖 驼妥

11 拿哪那 口挪 糯
～一脚泥

l 拉拉 腊 俩 勒
裂猎 烙罗裸落

～一个1：1予

b 咂杂 咋 作昨左佐

b‘ 擦 搓矬 错
B 仨 撒 梭 口锁口

～种 蔹子～鸡蛋～子

奄 渣炸 诈 遮辙者这 桌浊

奄‘ 叉茶衩岔 车 扯彻 戮戳
手～～动

暑 沙 傻啥 赊舌拾舍 说勺
z 惹热

乜 家假架 接截姐借

缸‘ 掐卡 切茄且怯 ／●

n 捏 聂

口 煅霞下 些邪写谢

k 嘎 莹 瓜寡卦 哥咯 个 锅 果过
～巴 ～古 ～牙 ～火

k· 咖揩 口 诲垮跨 科 可课 阔 扩阔
～油 ～拉昧 ～气

玎 口 恶蛾 饿
笤应声

X 哈蛤 花华化 喝何 贺 豁活火货

0 啊啊 鸭牙哑哑 洼娃瓦袜 噎爷野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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