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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历史悠久，开发较早。秦，汉问修通了五尺道，、沟通了。

晒川和中原，使昭通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西汉建元六年(公元

前135年)设置了朱提县。元，明，清以来，中央王朝的屯田，·，

移民政策，推进了昭通社会，经济、文化的发晨，．也使大量的中 ；
原和邻省的汉族人民在昭通定居下来。 、．

：： 。粤

，+长期以来，迁徙而来的昭通汉族，语言既保留了北方话的特 ；’

点，又受到邻省和本地其它民族语言的影响，形成了既属北方方 ．

言体系而又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具有自己特点的昭遇方

言。 Ⅳ

一一
．方言既然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它必然与社会流传下来的风土 1

习俗和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因而编写方言志对本地区社会、经

济、民族、人口等方面的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

昭通方言的研究，前辈已作了不少尝试和努力。’诸如《民国

耀通县志>>对昭通汉族和少数民族语言从发音上作了一些说明和

解释，1935年前后，昭通籍的语言学家姜亮夫先生编写了《昭通

方言疏证》，对昭通方言的词汇作了详尽的注释和考证。

盛世修志。江泽民总书记指出：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 ．

一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

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于后世的千秋大业。圩今

天，全面地，科学地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描述和保存我市

一定时期的方言风貌，对进一步研究昭通文化，推广普通话，提

高语文教学及文化教育的质量，提供详实可靠的材料和依据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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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意义的工作。+．
’

．

市委，市政府对编纂社会主义的昭通市志工作十分重视，央

定在编纂昭通市志的同时，编纂昭通方言专志。特邀请昆明陆军

学院副教授卢开镰同志编著，并请云南省语言学会会长，云南师

-范大学校长吴积才教授审定。． “

； ．《昭通方言志》是我市第一部率先出版的专志，内容详实，，

体例得当，质量可靠。‘《昭通方言志》的成书，对昭通市志的编

纂工作必将起到推动作用，在此我们对卢开镰同志和吴积才教授

·一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 。．。-j。 r ·j‘
’

；。编纂新方志，在我市还属尝试。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 ’!
一 者提出宝贵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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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地理位置及建制沿革

昭通市是云南省昭通地区行署所在地、昭通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它位予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东经103。8’36’’

一103。56’17竹，北纬27。7’3”一27。39’14”。东与贵州省威宁

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毗邻，西隔金沙江与四川省金阳县相

望，南接鲁甸县，北连永善，大关二县，东北则与彝良县接壤。

东西横距61公里，南北纵距43公里，全市总面积2167平方公里。

其中，坝区占33．6％，山区占64．3％，河谷地带占2．1％。其地

理位置属滇中凹陷东北端，境内有乌蒙山和五莲峰两大山脉并

列，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加之金沙江流域的横江水系所属的洒渔

河等大小河流冲刷切割，致使地形相对高差达2867米。海拔最高

点是大山包乡的独石包，’为3364米，海拔最低点是大寨子乡的茅

坡，仅494米。市区位于市境东南的昭通坝子中部，面积约3．7平一

方公里。
”t

。，

。

。

昭通市处于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历来是三省边境地区的‘

商品集散地，也是云南通往四川、贵州并与内地往来的交通枢“

纽。公路东经贵州省的威宁达水城，可与贵昆铁路连接，南经曲

靖地区的会泽、嵩明或宣威、曲靖，可直达省会昆明，距离473：

公里，北经大关、盐津抵四川省的宣宾市，可与内昆铁路，成渝

铁路沟通：另有民航班机与昆明相联系。 一‘一一j j

+昭通市作为滇东北重镇，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考古资料证明，，



I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息。夏，商两代，昭通

属古梁州域，周时称窦甸地，、春秋时称靡莫地，为蜀国所辖，秦

对改称西焚，为蜀郡辖地。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于窦地

置朱提(爷u、J钆q)县，隶犍为郡，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分犍

为郡南境置犍为属国都尉，治所设在朱提(即今昭通)，建安十九

年(公元214年)，刘备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郡治仍在朱提。

这一时期的朱提，经济、文化已十分发达。两晋、南北朝，朱提

之郡名依旧，下辖朱提，南广，汉阳、南秦，堂狼五县，至杨坚

．取代北周政权而建立隋朝，始改朱提郡为恭州。唐初改恭州为曲

州，在昭通设安上县，作为曲州治所，不久又恢复朱提县之名。，

．天宝以后，南诏在云南境内兴起，势力日强，，遂废朱提之名而将

，其地入南诏，称为乌蒙部地。元时，乌蒙地再次臣服中央政府，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政府于乌蒙地置乌蒙路，设乌蒙

宣抚司，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隶

属于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乌蒙军

民府，．次年将乌蒙府改属四川布政使司川南道。清初，+乌蒙仍属

四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乌蒙与东川，镇雄两土府并由

四川划归云南，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经云南、广西、贵州

总督鄂尔泰向雍正奏准，取“昭明宣通"之意而将乌蒙更名为昭
通，设昭通府，府治所在设恩安县，即今昭通市所在地。民初废

府设道，恩安县划归迤东道管辖，1913年复废除各道，改恩安县

为昭通县，直属省府。 、 一

．．。’
。‘：～!

； 1950年3月，。昭通解放，。旋成立昭通县人民政府，县治同时

作为昭通行政专员公署驻地。1958年，鲁甸县撤销并入昭通县，。

1963年，昭、：鲁二县重新分设。198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分设

昭通市和昭通县，划昭通县的城关镇及博禄，蒙泉、北闸三个公．

社的14个大队为昭通市辖区，1983年9月，，昭通县撤销，并入昭

通市。至此，昭通市遂具有今日之版图。c 1988年12月，经过区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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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大的增长： 。

t。

‘ ，1942年，全县总人日为206200人’1953年为255669人，1964

年为312069人，1982年，市、县合计共519228人，1984年，全市

总人日为538029人，1985年为546564人，1986年为561177。人，

1987年为569001人，截至1989年底的统计，全市总人口为609389

o在近6l万人日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其次是回、彝，苗等兄

弟民族，此外尚有少量由外地到昭通工作的白、壮、傣、纳西、

哈尼，布依、傈僳、满，黎、水、倜等族人口。兄弟民族人日总

计约占全市总人日的15％。人数较多的回族，彝族主要聚居在市

境东部的小龙洞回族彝族乡，东南部的守望圆族乡、和部的布嘎

回族乡和北部的青岗蛉回族彝族乡。。；

昭通汉族之所由来，尚无较为明确，一致的意见，还有待予

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过，据现有资料判断，可以大致确定

昭通汉族主要来自古代中原、江淮和巴蜀地区，而与四川(巴

蜀)的关系尤为密切。首先，从昭通在历史上的归属看，周，秦

以来，昭通即与四jil(古蜀国，蜀郡)有着紧密的联系，云南的

各个民族经由昭通而至蜀地，从而与中原，湖广相通。自“秦时

÷常颊略通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商贾更纷纷

?进入昭通。此后，昭通与中原的交往日益频繁。先后在昭通发现

的东汉盂孝琚碑，东晋霍承嗣壁画墓等历史文物证明，汉代以

， 后，昭遁不仅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丽且有不少中原吏民来此定



居。据姜亮夫教授考证， “孟本南中五大姓之一黟， 搿霍亦五姓

而拥有部曲者，本湖北枝江旧姓"，因此断定“中原移乔久乐此

土矣’’ (《昭通方言疏证》)。中原，巴蜀之吏民商贾定居昭

通，其言语习染，且借文化、经济以至政治之力广为传播，当对 ，

“

昭通汉语方吉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至于古代的昭通，不论

隶属犍为、蜀郡，还是隶属朱提，不论划归云南，还是划归四

川，它与中原地区，与当时的中央攻权有着=F丝万缕的关系，当

可断言，故尔中原吏民移居昭通，即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其次， ．

， ’今日昭通居民，多说自家祖籍原在南京，民间关予昭民祖籍是“南

京白马街柳树巷修的传说亦流传颇广，这与元’|明两代实施“屯

田制’’，移川陕、，潮广、江淮军民入滇屯田，当不无关系。’民

闻传说圈非信史，但似乎可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汉族人民入昭的

蛛丝马迹。第三，今夭昭通方言中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土俗词语，‘

有的与四川方言词语毫无二致，如表示事情结束用靠归一黟，演

戏散场说“吆台修，表示疑问用“啥子’’，等等，有的则与Ⅸ水
． 浒》、《金瓶梅》，《红楼梦》等用北方话写成的明，清自话小

说中的一些词语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例如：

表示十分整齐，昭通方言有“齐臻臻"-语，‘《水浒》第十‘

=回： “左右两边齐臻臻地排着两行官员。痔用法与昭通方言毫

无区别。 ．二_。 j．，
“

· ’昭通方言中，表示一阵子、一段时闯、一会儿，有“一歌"

的说法，有时前面还可以加上程度副词“好炒，构成“好一歇”，‘

表示更长久的时问。 《金瓶梅》中亦有“吃了一歇’’，“等了一。。

： 歌’’、“好一歇儿’’的说法，与昭通方言用法相同。‘ ，’

．：，+。表示真的或是不是真的，昭通方言习用翻真个’’·(‘‘个”读‘

如阴平)一词， 《金瓶梅》第十三圆中也使用同样的词语： 靠西1
： 门庆道{‘真个?我通不知。"二者含义、用法完全一致。、。’

【‘

■ 按旧时迷信说法，认为生病是碰上了鬼魅，昭通方言至今儋t



有“撞磕着"·语，义即因碰上鬼魅致产生病痛或祸殃。 《红楼

梦》中则有“撞客"·词。该书第四十二回； “依我说，给他瞧

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着!’’其含义与昭通方言无异。唯“磕”、 、

“客，，读音略异，实系一声之转。何况昭通方言中“磕一亦可读

作“客’’音，如“磕膝头"中即如此。 ，，

’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其一，昭通的汉族人口其源来自中原等

地，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话区，其语言对昭通汉语方言的形

成必然产生很大影响。这是昭通方言属予北方方言的重要成因。．．

．其二，昭通汉民的祖籍虽有来自湘，粤、赣，吴、越等地者，但

估计数量相对较少，经过历史的变迁，其方言已逐渐融入北方话7

体系。加以自清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以来，凭借行政

和军事实力作后盾而推行“官话"，更使北方话在昭通占有主导

地位，因而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看，湘，赣、吴、越等地的方言对

诏通汉语方言的形成没有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其三，昭通虽有占

人口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但除苗，彝二族的部分人口尚能操本

民族语言外，占比例最大的回族几乎已全操汉语。这种情况，使

少数民族语言对昭通汉语方亩的形成亦未构成何种具有普遍意义

的影响．r ．、 ．

．

7第三节方言述略

．昭通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南次方言。除了一部分仅流行

于当地的土俗词语不易为外地人所理解外，其语音系统，基本词

汇和语法结构均与北方话大同小异。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前西南

联大教授、原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在他的遗

著《云南之语言》中指出。 “云南方言虽属西南官话，宜其音素

纯净，调类简明，词汇雅达，语法平正。虽与中原相去万里，而

语言固无扦格也。，，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籍昭通县的姜亮夫先生，在《昭通方言疏证》中则说： “(晤

通)为四会之地，．其语以北语为主，而兼有取于山左、关东，

蜀、黔、三楚、’赣，粤，下及吴越⋯⋯而以北音类化四方。虽远

至辽东，。亦可仿佛通气。矽事实证明了两位先生的论断。‘
。

。

·．

·

。j

⋯l
r

⋯j

_一
。

一、昭通方言的内部差别．， 。‘、、
’ r。 ⋯ ’

4
’^’

7- ‘

就其大体而言，昭通方言统属一种地点方言，但内部仍存在

着一定差别。根据语言特点，并结合地域因素考察，大致可划分

为东、’西、南三个片区：东片以市境东北部、距市区39公里的盘

河乡为代表0该乡与彝良、大关二县毗邻，其方言接近彝良话。、

西片以市境西部的炎山乡和大寨乡为代表。炎山乡距市区102公

里，大寨乡距市区99公里，两乡接壤，又都濒临金沙江，其方言
一

‘虽仍小有区别，但基本特征相同，，与邻近的永善县方言相似；并

接近隔江相望的四川省金阳县方言。南片即以市区为代表。市区

话与郊区话略有差异，然无显著区别。本志主要描写南片．(即昭

通市区)方言，对东、西两片仅作适当比较说明。；． ．‘．

～

。

， 东、西、南三个片区的方言，其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

． 具体的如： ，

’＼、
·

．。。、。‘．

1．古(指《广韵》音系，下同)遇摄合口一等的晓，匣二母

-字和遇摄合口三等的非，敷，-奉三母字，在东，西两片均混读

作Cfu3音节，南片则分读作[xu)和Uu3。换言之，普通话读作7

(u]韵而声母是[f]、 (x]的部分字，在昭通方言的东，一

西两片中混读作[f]声母，南片的读音与普通话相同。如：．

。 “胡，湖，糊，狐，蝴、‘壶，：乎，虎’=浒、互、户、护”与“肤，
’

夫、扶，芙、符、拂、伏、服、福、府，辅，傅，妇黟等。。、。
’

_ 2．古蟹摄开口一，二等，效摄开口二、二等，成、山二摄开 。。

口一等，。宕摄开口一等及梗摄开口二等的影，疑二母字，西片读
‘

作[习)声母，而东，南二片读作零声母。或者说，普通话读



(ai)，’亡au]、 (an)、 (a妒， (i日)等韵的部分零声母字，

在昭通方言的东、南=片中亦读作零声母，西片却读舌面后鼻瞢

声母(习)·如：“哀、挨、爱，碍，熬，袄、7傲，懊、安、庵，

暗、．岸，按、硬"等． ，，j’ 。一 。

一
3．古精组和知系字，在东片盘河和西片的炎山基本能区分ii争

楚，西片的大寨则把知系与精组洪音全部混同，南片的知系字多

数混合予精组洪音，部份字则精、知自由变读。或者说，普通话咿

声母读[奄、b‘、s)和(每、奄‘、置)的字，盘河、炎山亦分读

作[乜，ts‘，S]和(奄、奄‘，每]I大寨只有(b)组声母而羌
(奄]组声母，因而普通话读[每、每‘、簪)的字，大寨均读作

随，ts‘，S]，昭通市区则基本上无(奄]组声母，但也有小舔Ⅵ

分精组洪音(少数细音)字与知系字(b]c，(奄)混读，声母属

于音位的自由变体，如“糟、祖，仓、慈，苏、三艿与“招，主、·

昌、迟，书、山"等，不过，通常是把(喀]组字读作(电)组声
母，逆行的情况较少。． 7：

、

·．
一；‘

4’．

4．古泥、来二母字，南片多读作(n)声母，东，西二片爹

读作(I)声母。换言之，南片有(n)无(I)，东，西二片

有(1)无(n)。语流中有少数字(n]，(1)混读，亦J鼍{

于音位的自由变体。．， ，， ．．’ -o’√ ．

5．古咸、山二摄的开口兰、四等和假摄开口三等的部分字，

同蟹、梗二摄开口三、四等，止，深，臻，曾等摄的开日三等

字，南片区分得十分清楚，东片有部分字读音相混，，西片则几．

乎全部混读作同一韵母。具体的说，普通话读(i]，Cie)二
韵的字，昭通市区也分别读作(i)韵和Cie)韵，东片盘河赃

多数字读作(i)韵j，有少数字读作[ie)韵I西片方言却拽
(i)、[ie]二韵字都读作[i)韵。如“鼻、迷、敌，题、

逆、离、集、已，旗，吸、椅"与“别，灭，跌、铁、聂，列、．

杰，结、姐、切、协，野"等。



’ _

^ ‘” 4
’

， ●

，

一

，

‘

，

， 6．古曾摄开口一，三等，梗摄开I：I二等，以及假、咸，山、

深、臻等摄开口三等的部分字，南片读作(a)韵，东，西二片

．却读作(B)韵，舌位较前。，这一类字在普通话里分别读作

[Y](得、德、特、色，泽，责、涩、遮，者、车，蛇、热)，·

’·：(ei)(北、给)，，(ai) (塞，白，百，拍、麦、窄)、(O)

(eft，追，魄)等韵。：。一 一 ’
．

． ：’
’

7。，与此相应，有少数古见，溪，匣三母的字，．东，西二片读作

(uE)韵，南片无[uB)韵而把这些字读作(o]韵，如“国，．一

、扩，阔，或、惑、获"等。，，， 一

”

，

， 7．东、西二片均有撮口呼韵母，南片则只有齐齿呼韵母而无

撮口呼韵母，普通话或东、西二片读撮口呼韵母的字，南片均并

。入齐齿呼。如“居、举，。巨、缺、全、1+犬、虚、许、旋、云，雨，
。

●
一 ，

。． 月"等。·‘， I’。，

’

’。一。 ‘{

．。

’，除了上述语音的区别之外，昭通方言的3个片区之间，某些

’常用词语在读音或说法上亦有所不同。例如： ，

’

，’

．。 南片称父亲为“爸爸力[pAq pAqr)“爹’’(tie-1)或“耶，

7耶"(iel iel)。西片则多称作“伯伯"(p副P嗣-q3， ：

“洋芋"(土豆≥一词，南片读作(iA04 iJ]，．东片读作(i04

j yJ]，西片读作·[i削yJ]，这种区别，同东片苗族人日较多，， ⋯

，西片彝族人口较多恐不无关系， ：
．， 一

．

一 ‘‘去’’一诃，南片口语读作(k‘aJ]，东片读作(k‘EJ)，

’西片则读作[k‘i_I)，西片的读音突破了昭通方言中舌面后阻声

母不能与齐齿呼韵母拼合的一般规律l 。⋯ ．
，

-东、南二片称摘辣椒为矗扯辣子黟，西片则谓之搿讨辣

‘子"，所用动词不同，发音则有舌上、舌头之别。
’^

一5一’

． ， 本志所列音系，以南片(市区)语音为准。为资比较，现将
． 霸通方言内部3个片区的声、韵、调列表对照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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