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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山东方言具有丰富的特色，在汉语发展中影响深广，历来受

到相关学者的注意。改革开放以来，山东方言研究有了更大的发

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去相继出版了济南、曲阜、长岛、临

清、莒县、青岛、威海等多个县市的方言志和《山东省志．方言

志》、《山东方言研究》、多种方言词典以及针对当地方言指导各地

人民学习普通话的教材以外，还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和研

究性论文。 ．

本丛书是上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以来，受到同行学

者的高度重视，国内外已有多篇文章专题评介，常常被相关论著

列为参考文献或引用。这套丛书规定有大体统一的编写体例，要

求在有限的字数内最大限度地记录方言事实、突出方言特点。在

布点上，力求照顾到山东方言各区片的平衡，但也考虑多收入某

些方言特点显著地区的一些点，希望能够全面反映山东方言的整

体面貌和明显特征。

本丛书原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后改为齐鲁书社出版。另有

三种是潍坊市新闻出版局i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

版的。我们十分感谢以上出版单位给这套丛书出版的机会，不会

忘记各位编审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他们为提高本丛书的质量

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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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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入学习普通话指南》。

《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Ⅲ，颇受

读者欢迎。书中罗列山东话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指出山东

人学习普通话的要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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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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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n—

W一

① 钱曾怡主编，曹志耘、罗福腾、武传涛编著，1988年9月第l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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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c· z．

缩所森 sh． s．

蛇 ．a ．e

做 ．u，．0u ．uo

农 -u —ong

龙垄 -iong -0n9

倾 -iong —ing

横 一un，-ong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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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检查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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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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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较旬用“起”字，跟北京话对比如下：

青岛等地方言 北京话

一天强起一天 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热起一天 一天比一天热

他长得不高起我 他长得不比我高

他长得没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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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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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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教学(包括推广普通话)很有参考

价值。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编地方志，语言调查为国情调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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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学习

普通话指南》差不多。各地发行的方言志日渐增加，方言志的出

版还是不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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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

第一章绪言

一地理人口简况⋯⋯⋯⋯⋯⋯⋯⋯⋯⋯⋯⋯⋯⋯⋯(1)

二历史沿革⋯⋯⋯⋯⋯⋯⋯⋯⋯⋯⋯⋯⋯⋯⋯⋯⋯(1)

三方言概况⋯⋯⋯⋯⋯⋯⋯⋯⋯⋯⋯⋯⋯⋯⋯⋯⋯(1)

四标音符号⋯⋯⋯⋯⋯⋯⋯⋯⋯⋯⋯⋯⋯⋯⋯⋯⋯(3)

五发音合作人⋯⋯⋯⋯⋯⋯⋯⋯⋯⋯⋯⋯⋯⋯⋯⋯(5)

第二章语音
’’

一单字音系⋯⋯⋯⋯⋯⋯⋯⋯⋯⋯⋯⋯⋯⋯⋯⋯⋯(6)

二同音字汇⋯⋯⋯⋯⋯⋯⋯⋯⋯⋯⋯⋯⋯⋯⋯⋯⋯(21)

三语流音变⋯⋯⋯⋯⋯⋯⋯⋯⋯⋯⋯⋯⋯⋯⋯⋯⋯(66)

第三章词汇 、

一天文⋯⋯⋯⋯⋯⋯⋯⋯⋯⋯⋯⋯⋯⋯⋯⋯⋯⋯⋯(88)

二地理⋯⋯⋯⋯⋯⋯⋯⋯⋯⋯⋯⋯⋯⋯⋯⋯⋯⋯⋯(92)

三时令、时间⋯⋯⋯⋯⋯⋯⋯⋯⋯⋯⋯⋯⋯⋯⋯⋯(100)

四 农事⋯⋯⋯⋯⋯⋯⋯⋯⋯⋯⋯⋯⋯⋯⋯⋯⋯⋯⋯(104)

五植物⋯⋯⋯⋯⋯⋯⋯⋯⋯⋯⋯⋯⋯⋯⋯⋯⋯⋯⋯(109)

六动物⋯⋯⋯⋯⋯⋯⋯⋯⋯⋯⋯⋯⋯⋯⋯⋯⋯⋯⋯(116)

七房屋、器具⋯⋯⋯⋯⋯⋯⋯⋯⋯⋯⋯⋯⋯⋯⋯⋯(127)

八人品⋯⋯⋯⋯⋯⋯⋯⋯⋯⋯⋯⋯⋯⋯⋯⋯⋯⋯⋯(136)

／。



●●●●●●●●●●●●●●●●●●●●■

⋯⋯●⋯●⋯●⋯●●●

●●●●●●●●●●●●●●●●●●●●●

”部分)⋯⋯⋯⋯

●●●●●●●●●⋯●●●●●●●●●

●●●●●●●●●●●●●●●●●●●●●

●●●⋯●●●⋯⋯●●●⋯

(139)

(142)

(149)

(155)

(161)

(170)

(175)

(179)

(183)

(186)

(189)

(194)

(199)

(201)

(211)

(217)

(220)

(224)

(226)

(227)

(228)

(241)

(251)

(252)

(302)

(319)



四语法例句标音⋯⋯⋯⋯⋯⋯⋯⋯⋯⋯⋯⋯⋯⋯⋯(327)

第五章语料记音

一门儿谜语⋯⋯⋯⋯⋯⋯⋯⋯⋯⋯⋯⋯⋯⋯⋯⋯⋯⋯(342)

二绕口话儿绕口令⋯⋯⋯⋯⋯⋯⋯⋯⋯⋯⋯⋯⋯⋯⋯(346)

三顺口溜儿谚语⋯⋯⋯⋯⋯⋯⋯⋯⋯⋯⋯⋯⋯⋯⋯⋯(347)

四 唱儿儿歌⋯⋯⋯⋯⋯⋯⋯⋯⋯⋯⋯⋯⋯⋯⋯⋯⋯⋯(351)

五俏皮话儿歇后语⋯⋯⋯⋯⋯⋯⋯⋯⋯⋯⋯⋯⋯⋯⋯(360)

六瞎话儿故事⋯⋯⋯⋯⋯⋯⋯⋯⋯⋯⋯⋯⋯⋯⋯⋯⋯(363)

后记⋯⋯⋯⋯⋯⋯⋯⋯⋯⋯⋯⋯⋯⋯⋯⋯⋯⋯⋯⋯⋯⋯⋯(376)

36



第一章 绪 言

地理人口简况

莱州市原称掖县，位于山东半岛西北部，莱州湾东岸，

自东向南分别跟招远、莱西、平度三市为邻，西南隔胶莱河

与昌邑县相望。全市总面积1878平方公里，辖11个镇，5

个办事处，1081个行政村(居委会)。

据2003年统计资料，总人口86．5万，少数民族143人。

全县人士通用汉语进行交际。

二 历史沿革

莱州市历史悠久。春秋时期为莱国地，战国时期为齐国

夜邑。初置县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称掖县，属青

州东莱郡，郡治掖县。晋属东莱国，国治掖县。南北朝北魏

置光州，辖东莱、长广两郡，州、郡皆治掖县。隋改光州为

莱州，州治仍为掖。明清为莱州府，府治掖县。民国去府留

县，属胶东道，1828年废道，直属山东省。1950年属莱阳专

区，1958年属烟台专区。1987年改掖县为莱州市至今。

三方言概况

莱州方言属于汉语胶辽官话的青州片，具有胶辽官话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共同特点。从山东万言的分区来看，莱州市虽然在行政上属

于烟台市，但在山东省境内的方言分区中，是属于山东东区

方言的东潍片。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莱州方言存在着东

潍和东莱两片方言的过渡特点。

莱州方言的胶辽官话共同特点主要有：古知庄章三组声

母分为两套，像“蒸。t§aD≠争。tsa日”、“绸d莘bu≠愁dsju”、

“声。§3D≠生。sa日”；古日母字多读零声母，像“人=银Ei百”、

“如=鱼cy”；古清声母入声字多归上声，像“一=椅。i”、

“屋=五cu”、“菊=举ct9y”。莱州方言具有东潍方言的一些

特点，主要如：古山臻摄合口字在知庄章声母的分类中归乙

类，如“准船顺”的声母跟“蒸绸声”的声母相同而跟属于

甲类的“争愁生”声母不同；尖团音的具体读音为“精ctsi日

≠经ct蛐9”、“清。ts‘i9≠轻ct9‘i日”、“星。si9≠兴。9iD”，跟东

莱片团音“经、轻、兴”声母多读c、c‘、g不同；复合元音

单元音化，像“该出￡”、“街。t9i￡”、“乖&u￡”、“包cp3”、

“标cpi3”，而跟东莱片读明显的复合元音ai、iai、uai、au、

iau韵母不同；古咸深山臻四摄读鼻化元音，也跟东莱片有明

显鼻辅韵尾n不同。莱州方言具有东莱方言的特点，主要如：

“爱”、“袄”、“安”、“恩”、“昂”等字读开口呼零声母，跟

东莱片相同，而东潍片则读日声母；东潍片“东=登”、“争

=中”、“擎=穷一、“兴=兄”，即a孙oD和均、yD两对韵母合

并的特点，莱州不存在，这也跟东莱片相同。东莱和东潍的

过渡特点如：古蟹止山臻四摄的端系合口洪音如“堆”、“岁”、

“团”、“酸”、“吞”、“村”等字，有的读开口呼，有的读合

口呼，有的字两可，读开口呼是东莱方言的特点，读合口呼

则是东潍方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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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州方言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较突出的有：知庄章

三组声母的甲类字读ts、ts‘、s，跟精组的洪音字相同，如“支

=资”、“翅=刺”、“师=思”；只有三个声调，其中古全浊上

声、古去声和次浊入声分归阴平和阳平两类，没有明显规律，

这种分化情况在汉语方言中是很少见的。

莱州市境内方言存在一定差异，北、南、中各有特色，

主要是北部接近东莱片、南部接近东潍片。其中以中部方言

分布的地域范围最大，使用人口最多。

本志记录掖城方言。掖城居于莱州市中部偏西，古为“三

齐’’重镇。自西汉置县以来，历为郡、州、府及县治所在地。

掖城方言在莱州市有代表性。掖城分东、西、南、北四关和

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阡(阡，当地地名用字，音cy)，

1982年实地调查时的人口为三万余。

四标音符号

本志采用国际音标标音，所用音标及有关符号如下：

(一)辅音表

＼＼＼发音部位 双 唇 齿
舌 舌

舌
舌 舌 舌

舌

发音方疟＼＼ 唇 齿 间
尖 尖

叶
尖 面 面

根
＼ 前 中 后 前 中

塞 不送气 p t k

音 送气 p‘ t‘ k‘

塞 不送气
清

te tS 玎 t各 tc C

擦
音 送气 t0‘ ts‘ 西 t矿 tc‘ c‘

鼻音 浊 m n IL 111 日



边音 l l，

闪音 r

清 f e S ．f 吕 C 9 X

擦音
浊 V 6 Z 3 乙 Y

(二)舌面元音图

舌尖元音：1(舌尖前不圆唇) 1(舌尖后不圆唇)

N(舌尖前圆唇) 1JL(舌尖后圆唇)

(三)声调符号

本志调类采用传统的画圈法，即：：口、s口、。口。例

如：妈。mQ、骂胡】Q、马。mQ。

调值采用五度标记法，用5、4、3、2、1五个数字分别

表示相对音高的高、半高、中、半低、低。单字调的调值标

在音标的右上角，变调值在单字调之后，中间加“-”。轻声

音节不记调值，只在音标后加轻声符号“’”。例如：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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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日213·45kua213、 日头i213-42tbu’。

(四)其他符号

．口，零声母符号。

一、=，在音标或汉字下，“一”表示白读，“=’’表示

文读。

r，儿化音符号，在音节末尾表示前面元音卷舌。

～，在音标上表示元音鼻化，在两音之间表示前后读音

两可。

五发音合作人

孙镜海，男，42岁。教育程度高中，中学教师。世居掖

城南关，不曾外出居留。

孙国智，男，22岁。教育程度高中，中学教师。老家掖

县十哥庙(城西五六里)，今住城关西南阡，不曾外出居留。

任光廷，男，50岁。教育程度大专，中学教师。祖居掖

城西关，今住城关东南阡。曾到济南上学话年。

毛汝恭，男，45岁。教育程度中师，中学教师。世居掖
城西关，不曾外出居留。

钱振钢，男，26岁。祖居城关西北阡，1978年离家到济南上

大学，当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以上五人发音大体一致，但无论音值、音类，也都有所

差别，具体情况在单字音系中进行说明。本志记音在遇到发

音人某些字读音不同时，主要以孙镜海的发音为准。

本志记录钱振钢的音在1981年，其余四位都是1982年

到掖城实地调查时的发音人。本志仍按他们当时的年龄记述。



p

t

ts

喀
tc

k

a

第二章语音

单字音系

(一)声母21个

布步 p‘ 怕盘 m门毛 f飞父

到道 t‘ 太同 n拿怒女 l来论

增争酒公从虫秋

蒸主 蟮昌处
举极 协‘去求

贵跪 P 开葵

袄言然微元软而

说明：

s 僧生修

S 扇书

G虚鞋t

x虎胡

‘①n在齐齿呼、撮口呼之前是珏：

②ts、ts‘、s在齐齿呼、撮口呼前略带舌面化，但发音部位

比如、F、9靠前。发音人中，钱振纲的音比较接近幻、幻‘、c。

③协、钾‘、9发音部位略后，发音人中，孙国智的发音是舌

面中，可以记作c、c‘、9，其余四人则比c、c‘、g的部位靠前。
以上②和③说明，从音类看，莱州方言尖团有别；从音值

看，钱振纲的尖音和团音已相当接近，而孙国智则尖团音明显不

同。孙国智虽在莱州长大，但受家庭成员所带家乡音的影响十分

明显。

④铋喀‘、荸卷舌不明显，近似tf、叮、J。

⑤开口呼零声母前，有时带一个轻微的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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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韵母37个

爬割 iQ俩架鱼·uQ耍花袜

波蛇科阔i3别姐热 ua多说逦 弦绝靴若
资枝 i 力日 u 布朱 y律入
知

耳

败灾

杯百对重
包赵

头手

班战监

分真蚕．
帮丈

孟生贞

说明：

i￡街鞋篮

i3标饶

iau丢肉

i五千然

i否心人

i呻良让

均冰耕

u￡外猜

uei追岁

u夏川伞端

u否春垂
u叼双王

呻东粽翁

蛳泉阮

y百训闰

弼兄绒

①o、’iQ、uo的Q，实际音值是A。

②a拼在舌根声母之后时实际音值近Y；在介音i和声母ts、

珞‘、莘之后时舌位略低，实际音值是3；在介音u之后是A，≥
之后是o。

。

⑨u韵母拼在铁奄‘、§声母之后时实际音值接近1I。
④i￡的实际音值是iE。

。

⑧五、氓城、蟑的实际音值是密、逶、u密、v琶。
@百、i否、诟、y爸的实际音值是5、i I、u弓、vI。

⑦Q、i叼、uQ习的鼻辅音尾日不到位，舌根只是向上腭移动
而并未贴到上腭，可记作一、甜、u一。

⑧呻在前拼声母时元音稍低，实际音值是唧；在零声母时
元音鼻化，实际音值是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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