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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觅 主~

《锦屏县汉伺苗语方言志》记述世居锦屏县境内的汉族、恫族、苗族的语言现状。

锦屏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伺族自治州东部，东经 108 048'一一109 024' ，北纬 26。

26'一-26046'之间。东与湖南省靖县交界，南与黎平县相连，西接剑河县，北邻天柱县。

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边缘，玩江上游的清水江与其支流小江、亮江在此汇合。面积 1 ， 591

平方公里。

今锦屏县政府驻三江镇。设有三江、平略、九寨、启蒙、敦寨五个区，该五区辖三江镇

以外的四镇、三十一乡。

锦屏地区自古以来即与中原交往，中央政权在此建置管辖至少可追溯到隋唐时代。

元朝时，该地区属湖广行省思州宣慰司(治所在今岑巩)。明初洪武年间，于思州宣慰司领

地设置卫所。今敦寨区南部亮寨、新化、龙里、钟灵一带及黎平北部地区为五开卫敦寨区

北部铜鼓一带为铜鼓卫，形成卫所与土司相间的局面。永年年间，废思州宣慰司，分其地

为四府:思州府、石肝府、新化府、黎平府。今锦屏地区属新化府，归新建的贵州布政司管

辖。后新化府归入黎平府。此时仍保留府、卫分治的格局。史至清代，行政区划统一，府、

卫分治结束。五开卫、铜鼓卫分别改为开泰县、锦屏县(后并人开泰县) ，均属贵州省黎平

府。民国初年，开泰县治移往铜鼓，改称锦屏县。县城不久又移至王寨(今三江镇) ，改属

黔东道(镇远道)管辖。此后数十年，锦屏县虽在归属分并上曾小有变动，但建置基本稳定

至今。

上述建置沿革的历史痕迹仍反映在今锦屏县汉语方言的差别和分歧上。

锦屏县世居民族是汉族、恫族、苗族。全县总人口数及各民族人口数详见下表。

锦屏县各民族人口表

1964 年普查 1982 年普查 1986 年末 1987 年末

人口数 人口数 人口数 人口数

全县合计 105 ,530 165 ,205 178 ,799 181 ,835 

汉 族 35 ,543 50 ,192 39 ， 7∞ 39 ,141 
J 

伺 族 44 ,537 72;732 78 ,539 82 ,121 

苗 族 25 ,394 42 ,082 58 ,011 59 ,872 

其他非世居民族 56 199 1,349 701 

汉族主要居住在三江镇、敦寨区和启蒙区的部分乡、村、镇。汉语是汉族以及敦寨区、

三江区、启蒙区部分乡、村苗族、恫族使用的第一语言，也是各民族之间交际使用的语言c

锦屏县境内的汉语属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但南北语音有明显区别。铜鼓乡及其以北地区



的方言音系属于镇远一带的西南官话黔东次方言。 敦寨区敦寨、亮司、新化、钟灵、龙里及

启蒙区地茶等地的语言则近于黎平一带具有五个声调的西南官话黎平次方言。

九寨区、启蒙区以及三江区大同、秀洞、稳江乡一带是伺族聚居区。 伺语属汉藏语系

壮恫语族伺水语支，内部分为南北两大方言。 启蒙区俩话属南部方言，与黎平、榕江等地

的伺话相近。 (伺语新创文字以伺语南部方言榕江次方言为基础。)九寨区{同话属北部方

言，与天柱、剑河等地的伺话属同一种次方言。 三江区大同乡伺话也属北部方言，但与丸

寨区伺话有明显差别。 它与湖南省靖县烂泥沟一带的恫话相近，属另一种次方言。

县境内苗族主要居住在平略区、启蒙区的河口、文斗、新民、裕河等乡以及三江区、敦

寨区的部分乡、村。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从整体上讲，苗语各方言分歧很

大，不能互通。但锦屏县境内的苗语均属黔东方言东部次方言(土语) ，内部差别不大，语

音系统上，对应规律比较明显整齐;词汇系统上，同源词占绝对优势。根据各乡、村苗语的

差别情况，一般把锦屏苗话分为三种小片区方言(次方言以下的再分类)。河口话分布在

启蒙区的河口、文斗乡一带;偶里话分布在平略区及附近地区，敦寨区委江乡的苗语也属

这种小方言;裕河苗话分布在启蒙区的裕河、新民两乡。

本书分汉语篇、恫语篇、苗语篇，叙述锦屏县各族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概况。记音

采用统一的国际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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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又 t吾 京吉

汉语是汉族以及敦寨区、三江区、启蒙区、平略区部分乡镇伺族、苗族使用的第一语

言，也是各民族之间交际使用的语言。县境内讲汉语的人口在 60 ，∞0 以上。

锦屏县各乡镇的汉语都属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但各乡镇汉语(主要在语音上)不尽

一致，各具特点。以下分章叙术述锦屏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词汇和语法概况。

昌
且

1吾 2主.
曰

本章对以下七个重要乡镇的语音作综合比较，记述锦屏汉语方言的语音情况。这七

个乡镇是:

王寨 锦屏县城及三江镇所在地。锦屏县的政治、经济中心。

茅坪锦屏木材水路外运的中心。锦屏县五镇之一。属三江区。

铜鼓 锦屏县原县城所在地。明代即在此设卫所。属敦寨区。

敦寨 敦寨区公所驻地。锦屏县重要的农贸集镇。

新化属敦寨区。元、明有司、所设置，永乐年间曾建新化府于此。

隆里 属敦寨区。相传唐王昌龄曾滴居于此。元，明有司、所设置。现有保存较完好

的古城门等。

钟灵属敦寨区。元、明有土司设于此。

一、声调

(一)声调概况

锦屏县北部乡镇的汉语方言是 4 个声调:阴平 324、阳平 31 、上声 42 、去声 35 0 南部乡

镇是 5 个声调，古人声字自成一调:阴平 324、阳平 31 、上声 42 、去声 35 、人声 24( 没有塞音

韵尾)。①

北区(四声调语音区)的范围是:

① 各乡镇语音的阴平调值在单念时于 323 或 324 ，稍有曲折。 本书标记时略为 3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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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司 t吾 京有

锦屏县境内的伺语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九寨型，九寨型{同语属北部方言

第一土语，主要由九寨区平秋镇和魁胆、高坝、黄门、彦洞等乡的伺族使用。九寨区是锦屏

县最大的伺族聚居区，使用九寨型伺语的人数量最多。第二种是大同型，大同型伺语属北

部方言第三土语，主要由主江区的大同、稳江和秀洞等乡的恫族使用。第三种是启蒙型。

启蒙型伺语属南部方言第一土语，主要由启蒙区启蒙镇和巨寨、胜利等乡使用。

锦屏县内的这三种恫语在语音方面的差别较大，词汇方面的一致性很大，语法方面的

差异很细微。本篇的语音部分将分述这三种伺语的音系和语音特点等。词汇部分则以词

表形式并列这三种铜语的常用词。 因为这三种恫语的语法基本一致，所以，语法部分就只

介绍大同(秀洞)的语法特点。

各型恫语内部，在语音和词汇方面有一些差异，尤其是语音的差异较为显著。每种类

型的伺语语音，本篇都用一个点作为该型的代表重点介绍，而该点与其它不同之处则作简

要说明。

昌
且

1吾 .::ë己
曰

一、九寨型

九寨型的代表点是高坝乡的皮所村、该点与魁胆、平秋、高坝等点都有一些语音差异，

但总的特点则是一致的。下面先介绍皮所音系。

(一)皮所声、韵、调

1 、声母，20 个

p( ph ) m w 

PJ mJ 〈叮〉

s( 毛〉

t( th) n 

U 
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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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 t吾 芳宫

概况

锦屏县苗族人口约 60 ，∞0 人，其中以苗语为第一语言的约有 40 ，000 人。主要居住在

平略区以及启蒙区、敦寨区、三江区的部分村寨。

锦屏苗话属黔东方言东部土语。根据语音、词汇方面的异同，可再分为 3 个小片区

方主
仨习。

河口音 说这种方言的有 10 ，0∞多人，居住在启蒙区的河口乡、文牛乡及平略区的彰

化乡一带。

偶里音 说这种方言的人数在 20 ，∞0 以上，居住在平略区的平略乡、偶里乡、寨早乡、

胶三乡，三江区的茅坪乡、挂治乡、平金乡、稳江乡以及敦寨区的委江乡、铜坡乡等地。这

种方言内部也有一些差别，如委江、铜坡、稳江一带的口音与偶里等地稍有分歧。

裕河音 说这种方言的人数较少，约有 3 ，∞0 人，居住在启蒙区的裕河乡、新民乡、固

本乡。

这三种方言，河口音与偶里音比较接近，语音对应关系简明整齐，词汇也大体相同，裕

河音与它们差别稍大，互相之间通话也较困难。

量骂 、王
.s:主 b曰

一、声母

.::å:. 
罔

苗语的声母系统一般比较复杂。在苗语各大方言中，黔东方言声母相对比较简单。

锦屏苗话声母系统更趋于简化，是苗语中声母数最少的方言之一。

河口、偶里、裕河三个小片区方言的声母系统基本相同。现以河口苗话声母系统为例

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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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锦屏县汉洞苗语方言志》根据 1989 至 1991 年作者赴锦屏县各乡镇调查，并于 1992

年铅字排印的内部交流资料整理而成，是第一部记录一县境内不同民族语言方言，及其内

部差异情况的专志。工作从立项、调查、撰稿，到付印成书，经历了许多因难曲折，如无许

多方面的，特别是时任锦屏县县委书记单洪根、锦屏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姚

炽昌、欧阳克俭等同志的热情帮助，本书的资料搜集和问世是不可能的。

我们虽深人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数易其稿，但毕竟因各方面条件限制，调查了解不

可能能深入到每个乡镇，加之伺语、苗语方音内部分歧较大，记音音标复杂，排印中校对难

度极大，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学者斧正。

为本书提供发音合作的有:

彭金莺 李才美 姚茂根 林顺炳 杨远雄

阳天安 姚绍湘 吴运钧 杨顺兴 杨达勤

夏宗英 吴海涛 邓先英 杨新竹 徐德蓦

刘见明 王世芝 杨金妹 杨荷花 何长盛

陈长恒 陈永光 龙家兴 王泽芳 杨现清

王宗勋 王耀规 姚屏 杨伶

为我们语言调查给予支持协助的还有刘植坤、龙景斌等人

本书汉语方言部分，采用了原贵州大学中文系 87 级选修"汉语方言学"的同学 1989

年赴锦屏进行方言调查的部分材料。另外，复核材料时，得到贵州大学中文系 90 级锦屏

籍学生杨从书、杨再锋，以及贵州民族学院民语系锦屏籍学生的积极配合。

《锦屏县汉洞苗语方言志》的正式出版，得到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匡萍波书记、陶渝苏院

长的全力支持。

这里谨向以上同志和同学，以及其他关心帮助本书的各方面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者 2∞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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