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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东的方言研究工作，从50年代的方言普查起，一直做得不

错。1982年．山东省方言研究会成立。1984年9月，《山东省方言

调查提纲》出版。这几年的工作进展顺利，已写成三十五种方言志

和一部《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 ·

《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受

读者欢迎。书中罗列山东话语言、词汇、语法的特点。指出山东入学

习普通话的要点。叙事详明．切合实际，充分反映出山东方言研究

的水平。这里就字音和句法选些例子来说。

一般的说，山东话和北京话声韵调的对应关系相当整齐。可是

有些地方有些字音对应关系与众不同，学习时要个别记忆。书中

(110～113面)《山东人容易读错的字》举出一百五十一个字，现在

转录十九个字。

山东有些方言

猫 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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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曾怡主编，曹志耘、罗福胯、武传涛编著，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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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的一百五十一个字是就全省方言立论，要个别记忆的

字各地多寡不同。山东各地教学普通话。不妨把那一百五十一个字

检查～遍。把本地要注意的字都摘出来，分别造成句子反复练习，

预计会有效果。 ·

平常都说汉语方言之词，尤其是官话方言之间．语法的差别不

大。其实就山东方言而言，句法颇有特色，《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

南》(196,,-,210面)一共举了五项，现在只转录一项比较句的例子。

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新泰等大片地区最常见的比较句用

“起”字，跟北京话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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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等地方言·

一天强起一天

一天热起一天

他长得不高起我

这本书不好看起那本

论手艺他不差起你

全班儿没聪明起他

我不知道起你?(反问)

· 北京话

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比一天热

’他长得T-l：t,我高

他长得没我高

这本书不比那本好看

这本书没那本好看

论手艺他不比你差

全班没有比他再聪明的了

我不比你知道吗?

这种成套格式的对比，对语文教学(包括推广普通话)很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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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价值。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编地方志．语言调查为国情调查重要内

容之一．方言志为地方志不可缺少的部分。山东已写成的方言志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十万字左右，可以作为单行本出版；一类字数在

两万到五万之间，可以作为方志的一部分或单独出版。我只看过其

中两部的稿本。总的印象是体例符合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的原

则，并且报告了一些新鲜的事实．水平跟《山东入学习普通话指南》

差不多。各地发行的方言志El渐增加，方言志的出版还是不容易

的。好在山东省各地区、市、县已经筹措了一些出版费，《山东方言

志丛书》即将陆续问世，令人欣慰。是为序。

李荣

1989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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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我国的传统文化发展中心之一的齐鲁之邦，对本地方言的研

究方面也有值得称道的历史，近二十年来又有了较大的进展。有计

划的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下述内容：补充调查了方言普查时缺查的

各点；为省方言志的编写，对36个代表点按统一的提纲作了较为

全面系统的调查；对有的县市从不同角度作了重点调查。在此基础

上分别编出了35种县(市)方言志。这批方言志分为_置种类型：一

类是10万字左右，可以单独作为专志的，有济南、诸城、曲阜、长

岛、枣庄等1 4种；一类是两万字左右，可以直接纳入当地县(市)地

方志的，有博山、崂山、临朐、青州、宁津等19种；另一类是为直接

收入地市级地方史志而编写的．5～7万字。有潍坊、烟台两种。

在逐步深入的山东方言实地调查中，山东的方言的工作者越

来越感受到山东方言调查研究的价值。为巩固成果，我们决定陆续

将上述第一类方言志编辑为《山东方言志丛书》正式出版。这套丛

书规定有统一的编写体例。并要求在有限的字数内最大量地记录

方言事实、突出方言特点。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利津、即墨、德

州、平度、牟平五种。

现在出版的《潍坊方言志》编写的属于上述方言志的第三类。

是为《潍坊市志》编写的一种地市级方言志。其内容安排和体例都

跟第一类有所不同。这样的写法仅仅是一种尝试，为了能够提高此

类方言志的编写水平，我们期待着读者行家的批评指正。

《山东方言志丛书》由钱曾怡主编。中国方言学会理事长、中国

社会科学语言研究所顾问李荣先生为丛书写了总序。潍坊市新闻

出版局和潍坊日报社印刷厂热情支持本志的出版。我们谨向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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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出版的所有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

和潍坊市史志办公室的愉快合作。

6

山东大学方言研究窒

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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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言

一潍坊市和潍坊方言志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西部，东经118。10，一120。01，，北纬35口

35’一37。26 7。东接烟台、青岛两市，南部和西部分别跟临沂地区、

淄博市相邻，北临渤海莱州湾。总面积17302平方公里，辖潍城、坊

子、寒亭三区及昌邑、高密、诸城、五莲、安丘、昌乐、临朐、青州、寿

光九县市。市人民政府驻潍城区。

潍坊市人口约788．99万，有汉、回、满、壮、朝鲜、蒙古等二十

余个民族，其中汉族入口占总人口的99％以上。各民族全部用汉

语进行交际，除青州市益都镇的北城村一带保留满族移民的一些

东北口音以外，一般都是说的当地方言。

潍坊市历史悠久，是我国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之一。我们今天虽然已无从了解远古的潍坊市方言的情况。但从

寒亭鲁家口、青州肖家庄、五莲丹土村等古遗址所发掘的器皿(包

括石器、骨器、陶器、玉器、铜器等)可以想见，当时的语言应已相当

发达。我国方言研究最早的记录是扬雄《车酋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

言》。在这部著作中，潍坊市的方言应划在东齐方言的范围之内。首

先对潍坊市方言进行专题描写的要数本市的一些地方志，有1931

年《潍县志稿·民社志》卷十五、十六的“方言”，1935年《临胸续

志》卷十六“方言”，1936年《寿光县志》卷十八“方言”等．都是方言

词汇的记录。此外，近代日照人丁惟汾《俚语证古》。对潍坊近邻日

照一带的方言词汇进行考证，他的另一著作《方言音释》在对扬雄

《方言》的诠释中也多次举到了日照等地的方言词汇。

解放后正式发表的有关潍坊方言的论文主要有：丁志坤《诸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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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与标准语音的系统比较》(《山东大学学生科学论文集刊》1956．

1)．董遵章《山东寿光方言里的一些语音、语法现象》(《中国语文》

1957．5)．曹正义1961年《山东安丘方言和北京音》《安丘方言词

汇》《山东安丘方言在词汇上的一些特点》(《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7

八本．1961年)，钱曾怡、罗福腾、曹志耘《山东诸城、五莲方言的声

韵特点》(《中国语文》1984．3)、《山东诸城方言的语法特点》(《中国

语文))1992．1)，张树铮《寿光方言的指示代词》(《中国语文}1989．

2)、《山东寿光方言的形容词》(《方言》1990．3)。

对潍坊市进行规模较大的方言调查共有两次：第一次1983

年，由钱曾怡、罗福腾、曹志耘共同调查了诸城、五莲和潍城；第二

次于1986年，由钱曾怡、郭展、李蓝、王淑霞、刘自力、张艳华共同

记录了临朐，并在此基础上由上述同志加罗福腾分头调查了余下

各县市。两次都得到了潍坊市史志办公室和各县市地方志办公室

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

上述两次调查的材料就是本方言志的编写基础，为适应统一

编志的要求，调查前设计了便于十二区、县比较的调查内容和有关

表格。各区县由专人负责进行整理。十二区县的整理人是：潍城、

青州、寿光(罗福腾)、寒亭(郭展)、坊子、五莲、临朐(钱曾怡)、诸城

(曹志耘)、高密(王淑霞)、安丘(刘自力)、昌乐(李蓝)、昌邑(张艳

华)。．

‘ 二潍坊方言的区属及特点

潍坊市方言属于汉语北方方言的胶辽官话。就山东来说，是属

于山东东区方言的东潍片。山东东区方言。也就是胶辽官话分布在

山东的部分。东潍片东临黄海，南至莒南。西到蒙阴、沂源、青州，北

沿渤海莱州湾到莱州、平度、即墨，总共二十五个县市。潍坊市位于

胶莱河之西，是潍河、滁河的流经地，其所属十二区县全部在东潍

片的范围之内，处于东潍方言片中间偏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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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方言以其声母的丰富特色而引人注目，主要是东区方言

声母的发音部位区分细致。东潍片的方言在山东方言中是很有特

色的一支，其声母发音部位的复杂情况较之处于北部的东莱片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潍坊市所属各县市的方言完全具有东潍方言

的种种特点，可以视为东潍片中的代表。全市各地虽然在地域上还

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的地方。下面择要介绍本市方言比

较显著又较一致的特点。

(一)语音特点

1．声母方面 第一，潍坊全市都有一套舌尖后的乜每‘$声

母，但是普通话读奄每‘§声母的字在潍坊各地除青州、寿光两县西

部的少数点(道沟、寿光县城、化龙、西刘营)以外，其余各地分为两

套，例如“争愁生”和“蒸酬声”两组字。普通话“争一蒸”、“愁=酬”、

“生=声”。声母都是旃奄‘§，而潍坊方言则“争≠蒸”、“愁≠酬”、

“生≠声”，。争愁生”读奄奄‘5，“蒸酬声”读t，tJ‘，(寿光北部牛头、

崔家庄、河南道口等村读肇肇‘G)。 第二。潍坊各地较普遍

地有rj和tO tO‘B四个声母。前者是普通话开口呼的零声母字如“爱

袄安恩”等，潍坊全市除高密读舌根浊擦音i声母以外．其余各地

都读rj声母；后者是北京读ts ts‘s声母的字如“资刺四、租粗苏”

等，潍坊除潍城三区及青州、寿光等某些县城也读ts ts‘s以外，其

余一般都读tO tO‘o。 第三，普通话特殊韵母or。在潍坊各地除潍

城、寒亭、寒亭的河南和青州市区、青州的闰家崖、怪场六点以外．

其余口语都有一个舌尖后的边音z声母，韵母是a。这个音节发音

比较特殊。开头发z的本音，拖了一会之后舌尖突然离开上腭，带

出一个轻微的中央元音a。这个音无论在发音上还是在听感上都

跟辅音￡和元音a的简单的拼合有明显的不同。

2．韵母方面 第一。潍坊方言鼻辅音韵尾比较少，除去高密

以外，一般没有舌尖中鼻辅音韵尾n。凡普通话有i"1韵尾的字如

“安烟弯冤”、“恩音温晕”等．潍坊方言读为丽、矗、u五、y五和蒂、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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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占、y三，都是鼻化元音韵母。 第二。潍坊方言有部分复合元音单

元音化的趋势。凡古代蟹、效等摄普通话读ai(uai)、au(iau)的．例

如“盖怪”、“高交”等字．潍坊各地普遍读为e(uc)和a(ia)。e和a有

时也存在由低元音滑向高元音的动程．但是极为微小。 第三，

潍坊方言中读ei韵母的字比较多，象“革刻”、“自拍麦”、“伯默”三

组字。普通话分别读为百、ai、0三个韵母，而潍坊各地一般都读ei

韵母。此外。潍坊方言读UO和a韵母的字也比较多。前者如“各课

河”．后者如“蛇喝”等。 ．

3．声调方面 潍坊方言声调的一致性较强，远远超过声母

和韵母。在调类的古今分合上。除去古代的清声母入声字以外，其

余完全一致。声调的一致性在调值方面尤为突出。全市各地四个调

类的调值都是阴平低降升、阳平高降、上声高平、去声低降。值得注

意的是变调和轻声的情况：两个上声相连时，前面的上声变阳平，

例如上声“土”跟阳平“涂”本不同音，但在“改”的前面则“土改一涂

改”．再如“有≠油”．而“有水=油水”．“起≠骑”而“起码=骑马”。

此外．在轻声前。阴平多读低降调．上声多读低降升调．等等。潍坊

方言上述调值特点不仅全市各地一致．而且跟省城济南为代表的

山东西齐方言也基本相同。 、

(二)词汇特点 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及人们的

生活习俗、心理状态等原因，潍坊方言的词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自身统一、丰富、古朴、生动的特点。

据对三百特殊词语①的调查来看．潍坊全市十二区县说法相

同的计有八十余条．占三分之一强，这还不算“厨屋”、“饭屋”(厨

房)和“香油果子”、“油炸果子”(油条)说法近似的条目在内，说明

本市方言的词汇是相当一致的。

①本志所谓特殊词语．是指跟普通话说法不同．并非一定是潍坊方言独

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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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方言的词库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词。例如：“连襟”一词在

各地差不多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象五莲的“连襟”、“割不断”、“连

乔儿”。临朐的“连梗”、“一担挑儿”，寿光的“连襟”、“一担挑儿”、

“一条绳儿”等l制作时用刀切的方形馒头称“卷子”，用手揉的圆形

的则称“饽饽”I长条的凳子称“板凳”，方形或圆形的则称“杌子”或

“坐杌”l小孩死称“瞎了”或“撂了”，有别于大人死“不在了”、“老

了”，等等。从构词成分看，潍坊方言中用人品称谓的名词词尾比较

丰富．除去用得最多的“子”之外，还有“儿”、“的”、“汉”、“婆”、

“厮”、“巴”等．例如：“婶子、铟露子、光棍子”，“侄儿、孙女儿”，“送

信的、玩藏掖的”．“聋汉、疯汉”，“老娘婆、老婆”．“小厮、秃厮、嫂厮

(有的地方称嫂子)”．“瘸巴、野巴”等．这些词尾除极个别外都读轻

声。大量同义词的存在及人称名词词尾之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

明了潍坊方言词汇的丰富。 ．

在潍坊市．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用语中．还保存着一些古汉语

词。这些词已跟现代书面或普通说法存在一定的距离，往往被认为

是比较土、比较俗的，例如称呼“爷”、“娘”，以及“家鹤子”、“箍(小

鸡)”、“夜来”、“将(娶)9P、“待”(将、打算)等。正是这些既古老又通

俗的词语．构成了本市方言词汇古朴的特点。 ．

潍坊方言中还有一批十分形象生动的词语，具有浓郁的乡土

气息．例如：“勺星”(北斗星)、‘‘饭巴拉子”(雪珠儿)，“扁嘴”(鸭

子)、“锤”(拳头)、“舔腚”(或“舔脸子”．拍马屁)、“带犊子”(随改嫁

的母亲到继父家生活的孩子)、“叔伯字儿”(别字)、“棒(槌)子”(或

“玉豆”．“玉米”)、“地蛋”(马铃薯)等。

(三)语法特点 潍坊方言语法特点比较明显的有：第二人

称代词“恩”(上声)、“恁”的用法；副词“刚”(上声)和“綦”的运用及

“大宽宽p9,16精窄窄”等程度表示法I量词“块”、“根”、“溜”、“行”及

介词“使”、“叫”、“巴”、“漫”等l“中啊不”．“有啊不”的疑问式；以及

“知不道”、“刚手[脚]冷”的固定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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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潍坊方言的地域分歧及方言地图

潍坊方言除去上述较为一致的特点以外，也还存在着地域、城

乡、新老、口语与书面语等各种差异。这些差异虽然都涉及到语音、

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而其中较为突出又成系统的是语音’的地域

差异，其次是新老差异。下面主要就几个语音问题，介绍本市方言

的地域分歧。
’

1．尖团分不分 这是划分山东方言东、西两区的重要标准

之一，指“精清星”和“经轻兴”两组字同音不同音。山东东区一般不

同音。西区则一般是同音的。在潍坊市，靠西区的临朐、青州、寿光

及潍城、坊子、寒亭一带主要是同音的；昌邑、安丘及其以东、以南

各县乃至昌乐大部、临朐东南及青州、寿光的少数点皆不同音。(参

见《潍坊方言地图一》)

．2．普通话乏声母字的读音‘这也是山东方言东、西两区的

划分标准，普通话乙声母字如“热日扰柔然人让、如锐弱荣”等。东

区一般读零声母，西区读乏、l等不一。潍坊市的多数地区绝大多

数字读为零声母，只有靠西区的临胸西部、青州、寿光两县及潍城

读l或乙。(参见《潍坊方言地图二》)

．3．a旷u习、j旷y习分不分’ “东一登”不分、“用一硬”不分。。

是山东东潍方言片的重要语音特点之一，在潍坊市境内，东南部高

密、安丘以南的地区都具有这一特点。昌邑、坊子、昌乐、临朐一线

以西，以北则严格不同。(参见《潍坊方言地图三》)

4．i三韵母音节的多与寡 潍坊方言跟普通话in韵母相对

应的韵母是i三，例如“宾贫民、恁林、进今秦勤心欣”等字，但是这个

齐齿呼韵母的字在本市不同地方有或多或少地读为开口呼三的情

况。从跟声母的配合关系看。普通话in韵母方言读占的以I声母的

分布地最广，其次是唇音声母p P‘m。从地域看，普通话in韵母方

言读三的主要在南部地区(北部是个别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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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一带。诸城除n 1和p p‘ITI不拼i占以外，还有t』tl‘f稽tO tO‘o，例

如“今芹欣”和“进亲心”分别读为。tJ'e。tJ"‘占。后和toe：t0‘三。瞻。这样，那

里读i三韵母的就只剩下零声母字了。本市方言的i；韵母在各地的

情况可以按与声母的组合关系大致划为五类．各举一点作比较如

下：(并参见《潍坊方言地图四》)

声母 n l P P I'D t0 t0‘9 tG 肇‘G 仍

例字 恁林 宾贫民 进亲心 今芹欣 音银

潍城 le le le le le

潮海 占 j三 i占 i三 i占

彭家沟 e+ e～le Ie le le

临朐 e e le le le

●

诸城 e e e e le

说明：上表tO tO‘o。潍城读ts ts‘s；tO肇‘c，诸城读tS tJ"‘，。

5．古代清声母入声字的归类 中古的清声母入声字，山东

东区一般归上声，西区一般归阴平。潍坊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绝

大多数地方归上声；第二种，西北角从寿光等地向中直插到潍城，

以及青州西南边上的道沟归阴平；第三种，部分字归阴平，部分字

归上字。(参见《潍坊方言地图五》)在第三种情况的各点中，北面的

坊子、寒亭、河南、三涿子、皇庄、黄旗堡、安丘等点以读阴平的字居

多，而南面的辉渠、牟家沟、柘山、王家庄子等，则又以读上声的字

居多。

6．局部地区的语音特点 本市方言中还有一些只通行于小

’片地域内的语音特点，从汉语语音演变的历史看，它具有相当特殊

的演变规律．充分地反映了本市方言的丰富多彩，是十分值得注意

的语音现象；从全市范围看，它又跟本市的多数地区不同，地域差

异十分明显。下面酌举几例：

①诸城、五莲两县的大多数地方及寿光北部、青州少数点．古

代知系字的一部分跟见系的一部分合流，例如：蒸一经、知=鸡、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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