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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宁夏的语言工作者就曾对宁夏

方言进行了初步调查，积累了一些资料。1979年lo月，宁夏大学中文

系宁夏方言调查研究小组又在对宁夏方言进行全面酱壹的基础上编写

。了《宁夏入学习普通话手册》(内部印发)．。此后，一些从事语言教

学与研究的同志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宁夏地区个别

县、市的方言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

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编

‘审委员会还把方言志的编纂出版纳入规划，成立了由熊烈同志(原宁

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顾问，高葆泰教授：。刘世俊教授

为正副主任的宁夏方言志编审委员会。根据规划，银川市，固原县，

中卫县，中宁县，盐池县五个点的方言志和《宁夏方言志》先行出

版。其他各市．县在市，县志中设方言章，条件具备时也可再出方言

专志。以上所列的六部方言志在编写和出版方面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

先行出版的这几部方言志，在体倒和重点上各具特色，均能在体

现宁夏方言的特点：反映宁夏方言的概貌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无疑

也将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些书的面世，可以说是对

近三十年宁夏方言研究的一次小结和检阅。

这些著述都还存在一些错误．缺点或尚未解决的问题，热切地希

望得刭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固原县方言志》是由固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写和支持出

敝的．



’

0
《固原县方言志》经宁夏方言志编审委员会审定后，在

’ {

- 匿原县志办公室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共同支持下即将问世 ．

了·这是一件令人欣慰可庚可贺的事情。‘-t卜4
： 7

．．汉语方言是研究汉语史的重要资料，是诠释古文献词语
’

的依据，也是研究汉语规范化，有效地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根

僻 据。汉语方盲里的形形色色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不仅
1，

．．· 对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普通语言学、．

．理论探讨的非常重要的素材。众所周知，方言是流传乎人

们口头的宝贵财富，这种财富不像地下的矿藏，不去开发还

在那里。汉语方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不及时调查和记
’

．

’

载，时过境迁，某些现象就会消失，就会失传。《固原县方

言志》的功绩就在于它及时地“抢救黟了固原方言财富，较．
。 全面地反映了当今固原方言的面貌，为今人和后人了解和研
’‘

究固原方言奠定了良好基础，为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宁夏方’4，

，’‘ 言创造了良好条件。 ·． 、 ，

，
。。· 方言志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撰

。 写好方言志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文化建设任务。历来各地编纂

的地方志，总是把方言志列为不可缺少的部分之一，因为地
4

’-方方言不但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习俗，历史文化，也反映了当

地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口历史上的方志中

、。r。 的方言记载由于时代的局限，缺乏科学的标音手段和调查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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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往往只用汉字记录一些方言土语，间或用直音，反切

注音，对当地方言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特点不作描述，因而不

能反映该方言的全貌，给后人了解和研究造成了困难。《圃

原县方言志》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采用了当代方言

调查研究的新方法，采用国际音标标音，无疑是一大进步。

i。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来，宁夏的语言工．作者在‘抢

救力宁夏方言财富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作了大量工作，一些

代表点的方言志将陆续阔世。《固原县方言志，》是其中的一

部，但愿它能在我区方言志的缩写工作中起到促进作用。实

践证明，哪里的领导重视，哪里的地方惠办公室善于依靠语

语言工作者并给以有力支持，那里的方言志撰写工作就完成

得早，完成得比较顺利。《固原县方言志》的出版就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 ·， ．
．

．

． ．一．，

《固原县方言志》一定还有某些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不

吝指正，，我想，作者一定是非常欢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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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有所铷新，方法比较科学，反映了地方特色。庆幸之余，

深知错误疏漏难免，恳请读者匡谬正误。

·4·

柳富

198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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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原人文地理概况：’ ，

．．·．：。 。一 ， 、

。 。 。

． 一．’固原县位予宁夏圆族自治区南部，地处东经105。587—一

106。32，，北纬35。347—L-·36。38’。南接甘肃省平凉县，本‘：．

． 区泾源县，北连本区海源县．同心县，东界彭阳县，西界西吉

f ’县，东北邻甘肃省环县，西南接本区隆德县，东西宽约52公
+

里，南北长约117公里，总面积为3878平方公里。固原县城也

是固原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是宁夏南部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
‘ 、 。

．

?’ 目前，，县辖2区、l镇、23乡，据1986年统计，总人口厂，。
．． 为402 851人，其中回族占41．1够，是宁夏主要的匾族聚居区，

、 ．另外还有满、蒙、壮，朝鲜，藏，苗等少数民族。 一

：+境内群山连绵、沟壑纵横，高原丘陵起伏。位子西南部的

六盘山主峰海拔2928米，其支脉仲延全县，以西南部为主，

墓j ． 构成西南山地。东北部为黄土高原，中部为河谷川地，清水

鬟 ．河纵贯南北至中宁县而入黄河。’‘、r ”’_
．，

弗 自古以来固原城就是西北军事重镇，北控塞上I南屏关
“

中，零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汉时的

：‘ 高乎城曾有。天下第一城劳之美称，‘明为九边重镇之一i著7
”

．名的秦长城j横亘本县境内。遗迹尚存I丝绸之路，蜿蜒西



去，故道可寻，始凿乎北魏的须弥lIJ石窟，历经千年风采依

旧、神韵湛然。固原虽地处偏僻，而交通殊不闭塞，有平

(平凉)——银(银J11)公路纵贯南北，宜(宜川)一兰
(兰烈)公路横越东西。北至银川，西达兰州，东南抵西

安，捏避、西，银三角地带中心所在。
固原历史悠久，史载颇丰。早在公元前337—311年，战

． 国时的秦国在境内瓦亭一带设置乌氏县，为宁夏最早的行政

建制。豫汉时在高平(今固原)设置安定郡，是北至中卫、

南至陕西长武、东至甘肃环县、西至甘肃景泰一带的政治，

军事中心。北魏置原卯。隋～唐两朝相沿袭并置牧监，是陕

甘牧马重地。宋置镇戎军，是宋与西夏对垒的前沿阵地．元

立开城府，为安西王行宫。明置固原州^又置三边总制府，

为西北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清康熙时陕西提督移驻固原，同

治时升固原州为直隶姒。辛亥革命后废州改县属甘肃省。

19,53年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固原回族自治

～州)，周原为辖县之一。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固原县

为宁夏固原地区所辖县之，。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划东部

15乡另置彭阳县， ．

．． ． ，』．、‘

固原县虽属山区，但物产较为丰富，是宁夏的特殊杂粮

产区，农作物有小麦，糜、谷。马铃薯，莜麦．莽麦、玉

米，豌豆、扁豆、蚕豆、胡麻等数十种。矿产资源有烟煤、浊

页岩，石灰岩，石英砂等。工业有煤炭，水泥，毛纺，皮
、 革，榨油、食品加工等。畜牧业，林业正在逐步发展。文

教．卫生等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现有师范专科学校l所、中

等专业学校7所、中学44所、小学63：3所，博物馆l所，另

有电影院、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等文化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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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以及人文地理，民族

迁徙．等原因，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固原话，。，．。。一．， ． ，

●
． ●

·· ， ～．甚．．：．n一

、 =、固原方言的区划 ．．

’
固原方言是中原官话区秦陇片之下的一个小方言支。 ，

固原全县方言大体一致，词汇与语法的相同是其基本的 ．

”．． ’特征。从语音方面的小的差异来考察，尚可分为三区，

、

’

1．中区l以城关镇为中心，包括西部的张易，红庄等乡

及沿平一银公路向北的头营、杨郎，三营，黑城，七营等

：‘ 乡。本区所辖地域最广；入口最多，是固原方言的代表区。：
‘ ’

’． 2．南区。包括大湾、什字、蒿店等乡，均在固原县的南
～ ‘

、

_， 部。
．．．．

， 二． ；
二 3．东区。包括寨科，官厅等乡。 ． ．

．．
：：： ：

·．．

； 三区语音方面的差异突出的有两点t ÷ ．

‘

：1．[日]，[n]，[v]的区分。南区与中区有[羽： ，

声母，但中区只有一个“我"字读[gv 53]，而南区。[习j’；

．． 声母字较多，如“暗，案，安，恩、爱，袄，欧，呕秒等，i ，’

： 而这些字在中区均读为[n]声母。东区没有[目]声母，j
一。

“我’’读为[v]声母，“暗、案，安，恩、爱，袄、欧，i
。

舾 呕"等字读为[n]声母。 。 ．· ～；

jif 2．Iv]、(ulr]的分混，南区的Ek]、[Y]，．亡x】：

蚕‘ 声母字有亡俚丫]韵而无[Y]韵，因此“歌一戈、哥一锅’可；
’

哆‘． 一颗，贺一祸"同音。而中区、东区多数人能分清EY]与：
“

·CuT]，如“各挣读[ky“]’“郭’’读[k蚪甜]。以上四
‘． ·组字也不同瞢。但中区，东区的少数人也有混[?]为[u丫]的
： r

。’

7
。

． ·3·



现象。’，‘．t。
：： “’’：，

。

i．

出^h查李要载以中区音为固原话的代表音，只是在矗晶某些
音的特点时，间用南区音。 。。：⋯“’一

巧表示零声母。

·4’

标

谁
，

嚣一

，

为

i符

11一

锄

i懿



． 1。

t

●、j

：．
’

J’

囊’
_●

●

(=)元音． 一·

本志所用的舌面元音如下图。

， (三)声讽
+_ 1

：一
‘

本志所用的声调符号’
． ．：． ““．。 、

’

1．五度标调法：．
’。

。,1213调 (固原阴平) ：155调 (北京阴平) ．

●。,124调 (固原阳平) ‘135调 (北京阳平)

153调 (圃原上声) ‘．12“调 (北京上声)

-．
’，’144调。 (固原去声) ’j、51调‘4(北京去声X’．

‘

，?·轻声‘·。·
‘ 一 +， 。．

’

’．‘

2+ ．^，三：芋调符号 。，．I。．。j．．_：．?’·“’|．，一皋
摹‘ ‘．孓 ；：?(阴子变调)j，．． ，’。’．．，’，⋯’’一‘．．；‘

． 』 嚣3(士声变调)． ．一．，一：．j⋯·．。： +0
i·一

‘’

’?。_，：’：、： 。j 一。： j．⋯t一一?·，” 。‘．．t

’． j’唑’．：，．，!⋯．·．_一一．：’：’，-．，，_⋯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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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固原方言语音
．， ，

●

一、固原方音的声韵调系统
j．●，-，

’

一

(一)声、‘ 母
。

圈原话有25个声母。 一

P布别 d怕盆m妈门f飞反V吴玉

t到旦 f太同n拿内 l辣类

电糟醉 g曹翠8骚碎 一

每知正 奄f吃陈謦书烧毛任热 ：． ：

聱精基 蟛清欺轴年娘口心先

k根革 Y肯客习我 ．x胡红 ．，

5zj因云
． 。．，， ．．

声母音值说明： ． ．

tf]{唇齿清擦音，与普通话[f]相近，只是唇齿着势较轻。

【v]，唇齿浊擦音，为[f]的浊音，唇齿着势较[f】更轻。

‘【奄】l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与普通话[姆】相近，只

是舌尖与硬腭的接触点较后。 ．．

[簟】t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与普通话[F]相近，只是

舌尖与硬腭的接触点较后。 。，

‘

【簪]t舌尖后清擦音，与普通话(p]相近，只是舌位较后。

【气】，舌尖后浊擦音，与普通话[气】相近，只是舌位较后．
一

除[硌][习]，其它声母音值均与普通话声母音值相同·

·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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