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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不仅对语言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可以反映一个

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生产活动，跟别的民族的交往等方

面的情况。以往的地方志中差不多都有当地方言土语的记载。

方言跟考古发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地下埋藏着的历史文

物，暂时不发掘，还保存在那里。一个历史时期的方言，如果

不及时调查和记录，一旦从人们的嘴里消失，就会消失得无影
●

无踪。

以往地方志中记载的方言土语，是很有用的研究资料。但

受到语言学研究水平和记录工具的限制，多是记录一些方言词

汇，没有标音，不能反映一个方言的基本面貌。

张宁同志配合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缩纂地方志的工作，在

当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下，采用现代的调查和分析

方言的方法，深入地调查了云南省建水县的方言，编写出了

《建水方言志》。这本方言志尽可能多的记录了建水话里用到

的单字字音，记录了相当丰富的建水话词汇，还收集了一些民

歌、．谚语、小故事等，并且用国际音标记音。这就把建水话的

基本面貌反映出来了。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是我国民族成份最多的省区。汉

族人民跟其他各族人民长期相处，那里的汉族方言是很值得调

查和研究的。而到jEl前为止，深入细致的调查还做得很少。

《建水方言志》的出版，对云南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一定会

起促进作用。

熊正辉

一九八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方言志是地方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的

国家。”这表现在语言上尤其如此。不仅这个民族与那个民族

的语言有系统性的区别，就是一个民族的语言，也因地域不同

而有很大差异。所以修地方志就不能忽略方言。不过，修方言志

的目的，又不仅在存各地方言之异，更在于由异中求同。胡耀邦

同志写给华罗庚同志的信中，引用过《圣经》中“通天塔”的

故事。故事讲的是古巴比伦入想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就变乱

他们的语言，浚人们的意见互不相通，塔就无法建成：这个故

事正好说明了统一语言之必要。秦始皇统二中国后，实行“书

同文”， “车同轨”，这是历史上一大创举。{魄他毕竟还没
有想到统一的口头语言。盛唐时，人们曾推崇过标准的长安

话。不过，这并没有形成国策．解放前，曾有“国语”之说，

其实也只局限在部份知识分子之中。真正提倡全民族的共同

浯，即普通话，是解放后才有的事。提倡统一规范的1：3头语言

和书面语言，并将此定为国策，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但这种统一，这种规范，又正是从差异中来的。普通话，实际

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取各

地方言而丰富、而成熟。所以、全民族共同语的确立，离不开

方言。反过来，要推广普通话，也要先了解各地方言状况，认

清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才能立足于科学的基础，找出科

学的手段，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修方言志，不仅有长远的

历史意义，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编写，县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



持：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张宁老师独力承担了编写任务；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方言》杂志副主编熊正辉先

生专程从北京到云南来为我们审订；我县一些部门的同志及居

民群众都热心地提供口头和文字材料。我们借此书出版的机

会，向各方面表示衷心的谢意!

建水县志编纂办公室

一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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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言

1 地理概况

建水县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部，是滇南的

历史文化古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是滇南地下党活动的

-中心地。它东邻个旧市、开远市和弥勒县，南连元阳县和红河

县，西接石屏县，北靠通海县和华宁县。县辖区范围东西界于
东经一百零二度六分至一百零三度二分之间，南北界于北纬二

十三度二分至二十四度二分之间。县行政管辖为一镇、十六

区，区下共辖一百三十四个乡和三个区辖镇，其中有四个民族

乡(两个回族乡，两个傣族乡)。据一九八四年统计，全县人口

四十二万人，其中彝族十万零四千多人，回族一万人，哈尼族

六千多人，傣族四千多人，苗族约三千人。面积为三千七百八

十九平方公里。建水地处滇东高原南缘，地势南高北低。南部

五老蜂为最高点，海拔二千五百一十五米，北部盆地海拔只一

千三百米。境内海拔最低点是二百三十米，在红河谷地阿土

村。建水交通便利，蒙宝铁路横贯全县，公路四通八达，为滇
南交通要道．

据《元史·地理志》临安路建水州释名说： “建水州，在

本路之南，接近交趾，为云南极边。”又据《重印建水州志》
说，～建水“为滇上阃，边缴重地⋯⋯近控交趾，防御为急”。

可见，建水县的地理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j



2 历史沿革

建水古称步头，亦名巴甸。汉时始设治，属益煳郡母掇县

地。西晋改属宁州兴古郡。唐为南宁州都督府属东爨乌蛮地。

南诏政权子唐元和年问(公元8 10年前后)在此筑惠厉城，属

通海都督府。 “惠厉”为古夷语，意思是“大海”，因为每夏

秋水涨溢如海，故名。汉语译为建水。大理政权时期属秀山郡

阿焚部．元时设建水州，属临安路(路治在通海)．明代改路

为府，临安府治移至建水，称临安府，后清乾隆年问改为建水

县。民国元年改建水县为临安县，次年又复称建水县。1921年

析出曲江、东山等区乡增设曲溪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建水县隶属蒙自专员公署。l 950年将县属红河南岸地魁出增设

元阳县．1 957年起建水县隶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958年

撤销曲溪县，其地并入建水县。

3 建水方言概说

建水县属红河哈尼族自治州，境内有汉、回、彝、哈尼、

傣、苗等六个民族。建水中部和西北部主要居民是汉民和回

民，本志记录的就是这部份地区的汉语方言。建水县有彝民十万

零四千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散居于东部、南

部、、西部及东北山区，但只有红河沿岸的一些彝家村寨还用彝

语通话，其余的彝民大多已汉化，听不懂也不会说彝语了，他

们操同建水南区口音相近的汉语。

建水方言，城区同郊区有差别，同所属区、乡、村寨有差

别，汉民和回民有差别，这里不能一一细述。我们选了中部晦

城关及北都的曲江镇作为调查点，以城区为主，从两个方面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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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建水县境内汉语方言的差别。

(1) 南北两区的差别

建水方言可以分为南北两区．大体上说，解放以前就属于
建水县的地区是南区，一九五八年以前属予曲溪县的趣江、东

山两区是北区．本地人认为南北两地区的口音不同，经过调

查，证明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

建水方言南北两区的差别，可以分四项来说。南区以城关

话为代表，北区以曲江镇(区政府所在地)话为代表。

第一、普通话读[uon]韵的字，南区读[oro]韵母，北

区读[i]韵母。下面列表说明：

建水城关 曲江镇
‘

蹲torj“ t{“

，

屯t‘oq
53

一t
7 I

6。

嫩 noq
2 12

ni 2 12

轮loq
53

li
53

棍 korj
2¨ k i

21 2

昆 k‘013¨ k‘i“

嫣xoq“Xr“ ，

准tsorJ
33

tsi 5 3

村ts 7013“ ts 7f“

孙 sot3“ si 4 4
’

温 or3
4‘

1 4 4

如上表所示，建水城关“树冲”同音，曲江镇“封清”同

音，区别是很明显的。

第二、南区有卷舌韵母，有儿化凿，北区没有卷舌兹母，

3



也几乎没有儿化韵．例如，

区读[Or]，北区读[a]

不儿化。

例如：

建水城关

“二”、“耳”、“儿”等字，南

；南区可以儿化的词，北区几乎都

帽儿 rnar
2 12

帽

坡儿P。ar“ 坡

瓦渣儿U；3 3 3 tsor“ 瓦

豆角儿t3u
21 2 kor5 3 豆

j匕区不卷舌的儿化音也有几个，例如：

月儿亮 ia 53
liR 212

曲江镇
mO 2l 2

P7 0“

渣U04 4 tSO“

角t3U 2¨k05 3

八月儿份 po
5 3 ia 53

f琶2
12

树叶儿 SU 2地io 5 3

～ 陈家营儿ts’琶53 t⋯e14 4
i9

5 3

一页儿书i
5 3 io 5 8

su4
4

其中“月”可以儿化，是北区的一个特点。

第三、南区和北区副词“没有”和动词“没得”的读音不

同。下面列表说明：
． 建水城关 曲江街上

没有 mi 4 4 isu 33

(不有)Pi3u
33

没得 mi 4 4
tel53 (不有)得pi3u3 3 tel5 3

如果问。他去了没有?”南区用“没有去[mi“， i3u s。

k7ei212]”回答，北区用“(不有)去[pi3uS 3 k‘ei 2 z

2]”回

答。如果问“你有书没得?”南区用‘毁得书[mil．ttcis 3sut 41，，

回答，北区用“(不有)得书[pi3u
3
3tci 5

3SUt‘]”回答。

第四、南北两区个别字音及词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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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猫”南区读[ms‘4]，北区读[mia4 4]。

②“帽”南区读“帽儿[m寻r 2”]”，北区读[mo 212]。

③“巷巷”南区读“巷儿巷几”[x3I 212x。r：：2]，北
区读[x吞¨2xaj：2]。

④“母亲”南区叫“阿嫫” [留4
4
mo

4

4]，北区叫“阿
妈”[谚4 4mo“]。

⑤“小孩”南区叫“小儿”[口i3 33r2；]，北区叫“小娃”

[口iQ 3
3u35 3]．

⑥“妻子?或已婚妇女，南区叫“老妈儿”[1a3 3mar44]，

北区叫“婆娘”Ep 705
3

n淹i s]．

⑦“马铃薯”南区叫“洋芋” [i百53i 2 12]，北区叫“组

芋头”Exo,j
5 3 i 2 12

t7 3U一4 4]．

⑧“花生”南区叫“落地松” [105 3ti2 12sod
4

4]，北区

叫“地松” [ti 2

12so*3“]。

⑨“藕”南区叫“莲花根” [1造让XllD44k芒4 4]，北区叫
“莲花菜” [1i琶53XUO 4

4ts7 a
2

12]。 ．

⑩“红苕”南区叫“沙莜”[sa“is．4 4]，北区叫“山
莜”[Sa4 4i3U 4

4]。

⑩“门旮旯”南区叫“门格里儿”[m乏53kei 53li。r；：]，

北区叫“门格落” [m舌53kei5 3

10：：]。

⑥“昨天”南区说“昨几日”[tsar53zl：：]”，北匿说
“昨日”[tso 53zl；：]”。

⑩“前天”南区说“前日” [t口，i芭5321：2]， 北区说

[tp 7io 53zl：：]。

⑧“去年”南区说“旧年”[t口i3u 2÷2ni乏：；] ，北区说

“前年”[t雾7i￡53ni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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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 南区说[t9
7

i云53ni云：；]， 北区说

[t簪7ia2 12n谵；：]。

⑩从井里提水，南区Ⅱll“拽水” [i
5

3口yei
3 3]，北区叫

“扯水”Ets／ei
3
30yei

3

3]。

⑥在臼星捣盐、捣花生，南区说“推” [K 70
5

3]，北区

说“踩” Its 7a
3

3]。
、

(2) 回民和汉民说话的差别

本地人认为回民和汉民说话有差别，调查结果证实了这种

说法。其差别从两个方面来说t
第一、从语音上看，回民ts ts7 s和tp t拿7争有分别，汉

弱只有ts tS，s。例如： ：

回民 ， 汉民

资tsi 4 4

知lpl“ 资知tSl“

此tsr l
3 3

耻t§7 t33 ． 此耻ts7 1
3 3

圆 sl
2 4 2

柿簪t
2

12． }，娶柿s1
2 12

灶tS(I¨2 赵t§n 2 12 灶赵tsct5“

桑s磊4 4 商 §萏“ 桑商s螽4 4

层∥舌5 3 陈t擘7毛5 3 层陈t始53

葱ts7 013 4 4 村t§!013 4 4 葱村ts7 o习4
4

第二、在用词上有差别，例如：

回民
‘ 汉民

祖父 阿爸B4 4po
53

阿爷 甘“i；：

父亲 阿大学4 4t3i：2 阿爹B 4 4ti 4 4

小孩 小娃曰ia3 8u。；； 小儿 pi 3 3ar；：



妻子

老头

老婆】Q3 8P7 0 2 2

老爸爸1cL3 3po 53p3i i

老婆婆老奶奶la3 3aa“／la“

猪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菜油

猪

杀(鸡)

死

坟坑

钱

猪大膘tsu 4
4t3

2
12pict4

4

牛菜nizu6 3tS7 a
21 2

羊菜ia 5 8ts‘a 212

鸡嘉t口i“ts7 a
212

卤安’lu 3 3磊4 4

黑虫xei58ts7 013
53

牲口 s芒4 4k7 3ll
3 3

宰tsaao

归真了kuei
4
4ts专4 4l留3 3

燕窝

得拉

i乏21 20
4 4

tei 5 813 4 4

老妈儿la8 3mot¨

老倌儿倌儿 lQ33

ku3r4‘kuor‘4

老妈儿妈儿 】Q3
3

mar 4
4ITlal7

4 4

肉 ZU∞

牛肉ni3u53zLl5 3

羊肉 i豆她zu53

鸡肉 t口i“zU 53

亮水I逅2地9yei 3 3

猪tsu4 4

杀 s3
5 3

归世了kuei“

s 1
21 21B 8 3

坟坑f云53k7云4
4

钱儿t97 ior 5 3



驸一

回民中的阿拉伯借词

美依特mei”i
4 4t‘ei4 4

尸体：送～(送丧)

尼丫梯ni 83i34 4t‘i 4 4 。

心愿：我呢小娃病好

了，我要出散点儿'／你有这点儿～就好了
尼科海儿ni 3 8k7 0“Xor 88喜经：请阿訇念～

乃绥补na 8
8eyei

8
3pu

8 3 福气：你有～

以不利斯 i 8
3pu 53li 2 12s14 4鬼怪、幽灵：你合

跟(好象)个～，在这里捣哪样鬼

摩罗费格m04 4lo 4 4fei 21 2kei 53

叛教徒

左细勒tso
3 3譬i 2 12lei 5 8

无知者

耳勒摩以。r8 31ei 8 8m04 4

i33，伊斯兰学者

阿荷儿溥里鬯4 4X04 40r4 4p05 3li3 8 博士

一吾斯拖Vu 3。sl
4 4t7 0 44， 师傅，对阿訇的敬称

阿萨留摩尔拉以块℃4 4s3“1i3u5 8m04 40r
8 3b4 4i 3 3

k7 ua3 8
见面问候话，意为“你我都得进天堂”。

河儿瓦尼X05 8
ar 53uo

8 8ni 3 3 不正派的

以斯枯i
38

s，4 4k7 U4
4

送丧

吾不戴斯Vu
8 3

pu
5
8ta 212s1“ 小净，礼拜前洗脸、洗

脚、洗下身等。

吾苏鲁Vt／4
4
SH

4 4lu¨ 大净，礼拜前洗澡：保持～是叵

族最起码的要求。 ．

‘

丫枯鲁i34 4k7 U 4 4lu 4 4

饭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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