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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方志的统定工作，是一件周期性很长、科学性很强的工

作，自治区新方志的编修工作，从 1983 年开始，经过八个春秋观

已有成果陆续问世，今后几年，将是新疆志书大批出版问世的时

期。

新疆师范大学周磊和王燕同志编写的《吉木萨尔方言志》即

将付印出版，这是我们才志编定工作的一项成果，是一件可喜可

贺的事。

地方志是记述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文和现状的科学文献，

才志内容之广，有目共睹。举凡一地之磁域、沿革、民族、山川、水

利、土地、军事、赋役、官职、选举、人物、文艺、全石、碑刻、建筑名

胜、古迹、风俗、方言、轶事等等，都在记述范圄之内。从内地几弟

省、 区已出版的大量志书看，对方言一般都设专章作丁记述，包括

语音、词汇、谚语，有的还记述歇后语和方言文。新疆志书对方言

章'J底如何记述，是否每个县都妥编定才言志?我也应当根据不同

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象吉木萨尔县这样编定方言专志的

是少数，一般在县志有关章节中加以记述就可以丁。地州志可以

考虑设专章记述，有的县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等原因方言词汇

丰富，特点突出，也可在县志中设专拿记述。但是，不论采取那种

办法记述，有两个问趣是应当注意的，一是，不能只是简单的收

集方言词汇，而不记语音。一个地方的方言是由语音来统、词汇

率统、语法率统三部份组成，祷告是语言中最基础的内容，至少

要对当地方言舍念有个简咯tf1 率统的描写，这样才具有科学位



和历丈价值。二是妥突出地方特点，我国汉语方言使用的词汇绝

大部分是全民共同使用的，本地特有的方言词汇只是一小部分，

它们才是方言志要收录的主要对象 ， 同样，凡属于与普通话相同

的话音 、语法内容也不应收入方言志，这样才能真￡突出方言志

的地方特点 。

用磊、王燕同志在编写《吉木萨尔方言志》的过程中，得到丁

吉木萨尔县党政领导机关、县志办公室的大刀支持 。吉木萨尔县

的领导同志眼光远大，值得钦佩.感谢他们为吉木萨尔县和自治

区的科学文化事业、地方志事业，为我区的祷古学研究做丁一件

很有益的事情。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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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马子健

于 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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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木萨尔方言志》是吉木萨尔县地方志丛书之一，经过三

年的辛勤劳动。终于付梓问世，实在是-件值得庆贺份事。在此，

我谨代表全县人民向参与本书的编辑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

意。

吉木萨尔县地处新疆东北部，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幅员辽

阔，人口稀少，但历史悠久，自汉，经店，迄子元都是军事、政治妥

地.汉Jt勒域，唐北a巨大都护府故~遗址是历史的佐证。千百年

来.历代朝廷在此筑~修堡，屯兵实边，一些戍边将领，迁客疆

人.多沿新疆北路西行，康集于此。揽本地之风光，发豆城之感

慨，元不留下赞美的诗篇。尤其以中原之先进义化，椎动丁本地文

化的发展.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牧羊放马、也田、储粮，共

同创边丁本地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生产和生活中，以语言为

媒介交流思怒，支流感情，这种长期的相互交流，丰富丁本民族

的语言，构成丁本地语言的特点.在这方面，汉语言最为突出，它

既保留丁相当的古汉语特点，又大量吸收丁陕、甘、宁、骨等省区

的方言，甚至还吸收丁少数民族的用语，经长期的融汇贯通，形

成丁自己独村的风格 o <<吉木萨尔方言志》从语音、语法、词汇儿

个方面~统地、突出地反映丁地方斗争色。因此，我认为它的历史

价值、科学价值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吉木萨尔县的经济稳步发展，城

乡市场繁荣昌盛，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谓盛世.盛世

修志是中国人民的传统 o <<吉木萨尔方言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



产生的，这是解放四十年来本县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志书，它必将

在全县人民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对外交流中产生深远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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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木萨尔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主任

王在贵

1989 年 5 月子吉木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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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各地方言虽然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分岐，但毕竟都是属

于同一种民族语言，相互之问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来。全面丁解

汉语各地方言的情况，对每一个汉语研究人员特别是汉语方言

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汉语方言的分布地是如此

辽阔，任何一个方言工作者对汉语方言的全面丁解，无论如何也

不可能全是亲身调查的结果。由此看来，各地同志各自为某些地

区 41方言调查努刀工作，大家互通有元是多么重要。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二省区，面积 160 多万平方公里。听周磊同

志讲 ，他们为完成一个立的调查任务，往往妥长途跋涉，迄续坐

几天儿夜的汽车 。 可以想见，那里的方言调查工作，远比交通方

便，人口集中的地方妥辛苦得多 。但是新疆的同志们不畏艰难，

为开发新稽的方言资源作出丁极大的努刀 。 从 1983 年以来，他

们跑遍丁新疆的态西南北，调查丁 76 个县市的汉语方言，写出

丁《新膛汉语才言的分区))，第一次从祷告的特点勾勒丁新疆汉

语方言的全貌。这一成果不仅为研究新疆汉语才言奠定丁基础，

也为全面丁解汉语方言的分布提供丁可贵的资料。

我对新疆的汉语方言克涡着好奇的心理:一来是面积大m

人烟相对稀少的方言区，各地方言的异同如何?相互通话会困地

域阻隔而受到影响么?二来是象新疆这样的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汉语与几弟民族的语言之间各有什么样的影响?可是我对新疆

的汉语才言如之甚少，星星点点的丁解大多来自历届汉语方言

学会学术讨论会土的交流材料。《分区》稿把新疆的汉语方言大



致分为北京官话(南疆片)、兰银官话(北疆片 ) 、中Æ(、官话(南疆

片)三区，读丁之后就象好茶好饭吃丁第-口，有丁 i吾舍的轮廊

丁解，那这三.片的方言在词汇、语法方面又有必竹么特点呢?

前年 8 月，在湖南大庸召开的中国方言学会的第五届学术

讨论会半，用磊同志犯他们的新作《言木萨尔方言志 》初稿拿给

我看.初读的印象是内容全面，写出丁吉木萨尔方言的许多特

点.去年 12 月，王燕同志又把修改稿寄给我丁 ，重新读来，还跟

读初稍时那样的感到新鲜有趣。阅读过程中不时联恕起山东方

言的情况，从而进一步证明丁一个认识，在同一种语言中地域阻

隔无论怎么遥远，也总有一些共同的方言特点。J.i求与新疆，称

得，上是我国领土的，求西两板，可吉木萨尔的有些方言特点竟然

也~山东的一些地方相同，这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可找

到例证。

话4营方面击":北京读开口呼的零"母字，、4 点 11各济、德州、元

楝一线向点直到靠海的日照 、胶俞读 B 卢母;凡北京 s 声母拼合

口呼的字，鲁西 1祀的荷泽、平邑、枣庄等地读 f 声母 z 中古曾开

一、梗开二的入~字，北京读。、ai 、Y、 ei 等韵母.J.i点许多地方读

ei 韵母。以土三条特点举山态的济南、平邑为例与吉木萨尔比较

击，丁:

(一)例字 衷 欧 安 骨

北京 Jll ρu .an JlIJ 

吉木萨尔 J.)'lJ çIJaU cIJ3n ç lJOIJ 

山东济南 CIJ& cIJOU <IJ3 eIJ3IJ 

〈二)倒字 树 衰 栓 双

北京 ~U' .~ual .~uan .tõuaIJ 

吉木萨尔 fu(只3 Jaiou Jan(叉〉 J吨(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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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邑 fu' cf& cfã .,fã 

(三)例字 墨 勒 塞 黑

〈曾开一 )

北京 mo' lY' cSal .xel 

吉木萨尔 .mel (卫} Jei(叉】 cSel (且 〕 .xel 

山东济南 mei' .Iei .<rel .xel 

〈四)例字 白 麦 拆 隔

〈梗开二)

北京 s归1 mai' . ~'ai ~kY 

吉木萨尔 spe10u .mel(叉】 e尊 'ei (叉 } .keiou 

山东济南 ,pel mei' .-'ei .kei 
句

共同的特殊词(山东以济南为例)如:

贼星〈流星) 炭(煤〉

响午〈中午) 大年三十〈除夕〉

蚂炸〈蛙虫) 牙狗 〈公狗)

被卧〈被子) 灯篓〈灯笼)

咸盐〈盐) 拾摄〈收拾)

山东一些地方跟吉木萨尔共同的语法特点如"子"尾词比较

丰富，例如:

吉末萨尔

冰吊吊子

新郎子〈新郎)

背锅王

豁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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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姆脐子(肚脐) 干腿子(小腿〉

耳坠子 圈子(耳环)

皮褂子(皮袄) 砍肩子(棉背心)

炮仗子(一种面食〉 香油呆子(油条)

木鱼子 木拉鱼子(木鱼)

串门子 闯门子(串门)L)

当然吉木萨尔方言还有许多特点是和山东或其他地区不同

的，例如语音方面塞音，塞擦音声母与合口呼韵母相拼时所带的

是唇擦音成分"pf pf' 、 tf tf' 、 kf kf\tsf tsf\ 帘f t~f‘"词汇

方面的借词 z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语法特点，象单音节多词重叠加

"子"尾"给"、"连"等的特殊用法，假设句、选择句和比较句的情

况等等，读来都使人耳目一新。

在大范围语音普查的基础上，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还需要

逐渐扩大对方言点的全面调查。目前各地都编出了许多县市的

方言志，以后这样的调查点渐渐多了，对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就

有了足够的依据。听说《吉木萨尔方言志》即将付印，我感到十分

高兴，除向作者表示衷心祝贺之外，还盼望能看到更多的新疆地

区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

钱曾怡

1991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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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言

地理概况

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山脉东段北麓，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北

纬 49030' ~45030' .东经 880 30' ~89030' 。东邻奇台，西接阜康，北

越卡拉麦岭山与富蕴县相连，南以博格达山为界同吐鲁番市、乌

鲁木齐县接壤，县境东西宽约 60 公里，南北长约 214 公里，总面

积约为 12743.9 平方公里。

境内地势从南到北，由高而低，可分为山区、平原、沙漠三个

地段。天山山脉横贯县境南端，境内山段称博格达山，北部沙漠

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一部分，中部是地势开阔的平原，县境内

的河流均发源于南部天山之中。

吉木萨尔县物产丰富。主要矿藏有煤、芒硝、石灰石、叶腊、

石油、无烟煤、金刚石、珍珠岩等。地方工业有煤炭、电力，机械制

造，烟草、陶壁、政璃、皮革、印刷等。农作物以粮食和油料为主。

主要有小麦、玉米、油菜等。经济作物有烟草、大蒜、瓜果、蔬菜

等。

吉木萨尔县辖二镇七乡:吉木萨尔镇、三台镇、泉子街乡、大

存乡、新地乡、二工乡、北庭乡、庆阳湖乡、三台乡}驻有生产建设

兵团的两个国营农场:红旗农场和一 0 七团场。据 1983 年人口

普查，共有 11 597 人。其中汉族 88047 人，回族 14 269 人，哈萨

克族 7 488 人，维吾尔族 5 509 人，蒙古族 1 62队，乌兹别克族

309 人，塔塔尔族 164 人，其他民族 135 人。



第二章语音分析

、声母

吉木萨尔方言包括零声母[ø丁在内，有二十五个。见表二 。

表二

p 巴布 p' 怕朋 m 门妙 f 飞说 v 挖我

t 打跌 t' 梯同 n 拿奴 I 拉路

"炸增 ts' 茶祠 s 散思

等助招 "抽床 s 十闪 毛惹人

每洒讲 部‘秋拳 。你女 白新休

k )U.古 k ‘亏开 D 鹅欧 x 海瞎

'阿牙耳鱼

塞音和塞擦音声母(不论送气与否)与合口呼韵母相拼时，

有较强的唇齿摩擦，实际读音为 [pf pf' tf tf' kf kf' 时时‘等f'

警f‘〕仍记作[pp'tt'kk'tsts' 等等，]

[~ ~' ~:J的发音部位与北京音相比略前。

[øJ一般不与合口呼韵母相拼;与开口呼相拼的只限于

[a- ei .}rJ三个韵母占齐齿和撮口呼韵母相拼时有较强的唇齿摩

擦〈如 z 叶[jie213 J 、药[1fYE~13J ，仍记作[iEJ[YEJ) • 

[fJ声母与合口呼韵母相拼时，声母又音[fJ ， (如 z 书 [~UH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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