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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言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吴江位于长三

角腹地，自古河湖密布，集镇林立，形成了众多

的方言，可谓“十里不同乡，三里不同音”。作

为一名异地任职的政府官员，我深切地感到，

到一个地方不熟悉方言，就很难真正融八这地

方。《吴江市方言志》的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

的事。工作之余，我这个新吴江人就可以照本宣

科，好好学一学吴江方言了。也许不用多久，我

也可以说一口地道的“吴江闲话”了。

《吴江市方言志》的鳊纂出版是全市文化建

设、地方志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编纂过程

中，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其一，改变了松陵方言

就是吴江方言代表的习惯观念，以一种崭新的形

式告诉读者，吴江境内的每一种方言都是一朵艳

丽的玫瑰。其二，专门剖析了吴江方言与北京、

上海、浙江、苏州、常州等地区方言的区别与联

系，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学习周边地区的语言，有

助于新吴江人更快更好地掌握吴江方言。其三，

选择一条“学术研究+市民化”相结合的道路，缩

短学术类著作与寻常百姓间的距离，促使原本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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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乏味的方言学著作焕发出新的生机。吴江方言志的出版，有助于新吴江

人更好地融入吴江这块热土，也促使吴江人借助对周边地区方言的了解，

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出吴江，融入世界。

盏世修志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借《吴江市方言志》编纂出版之

际，我希望全市正紧锣密鼓编纂的市志、镇志、专业志和各类地情书都能

早日出版，为“乐居吴江”建设发挥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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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吴江市简况

吴江市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县级市，位于北纬30。45
7
36”～310 13，41”、

东经120。21
7 4”～120。53 7

59”，居本省东南部，东接上海市青浦区，南连浙江省

嘉兴市和桐乡市，西临太湖，北靠苏州市吴中区，东南与浙江省嘉善县毗邻，东

北与昆山市接壤，西南与浙江省湖州市交界。全市总面积1176．68平方千米，其中

水面积2．67万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22．70％(均不包括所辖太湖水面)。市内交通

便捷，京杭大运河、苏嘉杭高速公路、227省道南北穿境而过，太浦河、沪苏浙高

速公路、318国道东西横贯而行。市内全境无山，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河道纵

横，湖荡棋布，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降水丰沛，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2008年，全市设松陵、盛泽、同里、震泽、平望、桃源、横扇、七都、汾湖

9个镇和吴江经济开发区、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2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全市镇(区)

下辖16个街道办事处、62个社区居委会和250个村民委员会。

2008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795254人，其中男性393986人，女性401268人，

男、女性另lJl00：101．8；非农业人口269979人，农业人I：：1525275人。2008年末，全

市登记外来暂住人口652200人。全市除汉族外，有回族、壮族、满族等25个常住

少数民族，共计906户、1035人。

据考古发现，距今六千多年前，也就是马家浜文化晚期，吴江就有先人在现

桃源镇的广福村居住生活。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属会稽郡，始设吴县、由

拳县(三国吴时改为嘉兴)，管辖现在吴江市所辖区域。自此至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吴江之地南属嘉兴，北为吴县。西汉汉高帝元年(前206年)，置松陵镇，属

吴县。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吴越王钱谬奏请割吴县南地、嘉兴北境置吴江县。

吴江置县的历史从此开始，县治设在松陵镇。元元贞二年(1296年)，以户口计，

吴江升为中州(正五品)。明洪武十四年，以田粮计，吴江为繁县(3万石以上)。清

雍正四年(1726年)，吴江析为吴江、震泽两县，偏东为吴江县，偏西为震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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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县同城共治，均属苏州府。民国元年(1912年)，吴江、震泽两县结束186年的分

治史，合并为吴江县。民国38年(1949年)4月30日吴江宣告解放，5月3日吴江县人

民政府成立，县人民政府设在松陵镇。1992年5月1日，吴江撤县建市，由苏州市

管辖，市人民政府设在松陵镇。

吴江人自古以集镇聚居为主，形成了历史上的松陵、盛泽、平望、同里、黎

里、震泽、芦墟七大镇。七大镇的历史均在千年左右，文化积淀深厚，对周边的

集镇、乡村具有很大的辐射作用，往往形成一个“小地区”，成为吴江市的一大

特色。七大镇上居民的习俗、语言、宗教信仰等大致相同，但由于受到具体地理

位置的影响和历史文化的熏陶，也有所区别。本志介绍境内方言情况，跟七大镇

的分布有很大关系。

吴江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历史上境内以农业生产为

主，但丝绸业历史悠久享有盛誉。自古以来形成的松陵等七大镇，既是全市的人

口居住大镇，也是全市的经济重镇。改革开放后，随着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小

城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七都、横扇、桃源等乡镇成为新的人口居住大镇和经济

大镇。1992年撤县建市后，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吴江境内逐步构建了沿浙(浙

江)、沿沪(上海)、沿苏(苏州)和沿湖(太湖)四大经济片区，形成了吴江经济开

发区、盛泽镇和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三大经济主战场，电子信息、丝绸纺织、光

缆电缆和装备制造业成为全市四大支柱产业，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都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2008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0．1亿元，2009年位列全国县域

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第二位。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吴江全市的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人民生活等各项社会事业

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园

林城市、生态示范区等20多项荣誉称号。2008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4，446

元(约13，600美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41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869元，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7，155元和7，576元，人民生活水

平和社会和谐程度不断提高。

吴江地处春秋战国吴、越两国交界处，融汇了吴、越两地的精华。民间舞

蹈、戏曲曲艺、民间工艺流派纷繁，各呈千秋，主要有高亢嘹亮、乡土气息浓厚

的芦墟山歌，合昆曲曲艺和木偶技巧于一体的昆曲木偶，融宣讲与演唱于一炉的

同里宣卷，聚实用和艺术于一身的扎花烛等。同里镇著名的古典园林退思园，已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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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吴江方言及其内部差别

吴江地处江南腹地太湖流域，其方言属正宗的吴语方言。

据《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吴语共分六片，其南部的五片都在浙江省，只

有太湖片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按学界惯例，我们把太湖片称为北部吴语，其

他五片称为南部吴语。

太湖片又分东中西三小片，吴江属中部的苏嘉湖小片。该片包括江苏省苏州

市和无锡市、浙江省嘉兴市和湖州市。行政上属苏州市的吴江市正居于该小片的

中心位置。

如前所述，吴江各镇都很繁荣，他们的方言也就各有千秋，本地人能很容易

听出各镇方言的差别。根据调查，我们认为，全吴江市可以分为北、中、西南三

片。

1．北片包括松陵、同里、平望、黎里。

这一片内部差别较小，特别是松陵与同里，地理上接近，方言也接近。平

望、黎里与前二者在地理上一定距离，方言也有一定差别，但不很大。最重要的

特点，次清声母字的声调跟浊声母字走，这四点都一样。他们的方言应是吴江方

言的主体。

2．中片包括芦墟、盛泽。

芦墟和盛泽虽然不相邻，但都跟浙江嘉兴、嘉善为邻，受到后者的影响。

3．西南片包括震泽、桃源、七都、横扇

这一片跟以松陵为代表的吴江话差别要大一些，跟浙江桐乡、湖州交界，与

其有共同之处。

此外，菀坪属方言岛，多数居民都来自外地，说的是官话，跟本地吴语没有

直接关系。

本志努力反映这样的方言状况。在现行的9个建制镇中，松陵就代表吴江市，

同里、平望与松陵比较接近，横扇与七都比较接近，汾湖镇政府在原芦墟。因

此，我们选择盛泽、震泽、芦墟、桃源、七都作为各镇代表，分别介绍其与松陵

的不同处。此外，还有菀坪的“河南话”和苏北话。这样，总共有6个点。

考虑到同里、平望、黎里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也给予适当介绍。

但是，从外地人的角度看，吴江各镇方言毕竟都属苏嘉湖小片，共同点还是

大于不同点。如果每个点都详细介绍，必然会有大量重复。所以，本志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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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松陵话，其他各处介绍的只是跟松陵话比较的不同之处。

本志后头提到的“吴江话”，凡不加特别说明时，指的都是松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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