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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方言志》出阪了，这是新平县人民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的一项新成果，也是新平地

方志工作中的一项新成绩。

自从党的十一居三中全会之后，新平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 团结奋斗 ，

寄:入地进行了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带动了城镇经济体制的改革，城乡经济发展的势头都

很好。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比较迅速<<新平方言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诞生的。

语言是人们的交际工具，是信息的载体，人们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一时一刻都离不开

语言。现在，人类己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加强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标准化，对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与交流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义，是当前

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方言志的编写工作，是语言学的基础究研之一。 它不仅给方言学 ， 普通语言学提供进一

步研究的资料，而且也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民遇

到的普通话。"这一规定正确地反映了语言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对外开放，

封内搞茫酌政策酌深入贯彻，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普通话作为与国际友人交往的工具和作

为与不同方言区人民的交际工具。因此，推户普通话不仅有利于社会交往;有利于科学技术

和管理经验的交流，有利于扩大商品流通和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塌，有利于普及教育和提高质

量，还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方言志的编写 ， 可以直接服务于语言的现范化工作，

为编乓学习普适话子茄提供理论指导和实际材料， 促进学习和推广普通话。

主F;哥二是←个民族自治县， 彝族，傣族占全县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寸以上， 其它还有汉，

因 . 拉拈 、 吉 、 哈尼 、 '民银等十七科: 民族 ， 目前各民1ß'人民之间交梳思恋的迫用工具机然是汉

语，脏差教育事业已:去展和广播，电视的普及，搞别是对纠经济交往的日趋扩大，全县人民

辛苦迫在， 月号三 逗 "Ìð是一个JL 失去 自1趋势，力h 5~ 对新平汉语方言自t研究 ， 尽快编写出新平人学

话手册，也是兰在军、f文化:t;盲 工作牛肚-Jj~迫自℃任务。 e新平方言 ZE》的出版 ， 3: 我f:提

供了进一若研究族干仅汪方言自飞虫料 ，也提供了编写字话于班的基础。

在垂i 于汉语方言 :E 主威之后，京青:还将 ill-?]:: 在织力量班蛮和研究新平龄彝 ìf束在语，

争取在近期 内编写出新平的民族语言志来。

方言志还是否?究垃方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不仅反映一个地方酌语言情况，而且还可ωjm.

记它研究地方的政治 、 经济 、 和凤俗习惯，所以历来修志都歹Jj为条目。 1933年修成的《新平

县 iiS:Þ就有《方言志》一卷， 粗略地描写了新平方言的语音 ， 词汇和俗i毒，还罗IJ 出丁汉语和彝

语等几种少数民族洁的-些草用词的语言对比， 对研究新平历史有一定的价值。可惜当时传

志的人还快乏语言科学的基本技能的修养，对于语音的描述过分粗略，降低了作为汉语方言

研究的学术价值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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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和政府对于编寨地方志的工作卡，分重视，新平县也建立了地方志编寨委员

会 ， 设立了县志办公室 ，积极开展修志工作。感谢云南省语言学会和玉溪师范专科学校，及

时地派出语言工作者帮助我们编写方言志，使这一部志书成为新平县志资料中的第一本专

志业

云南省语言学会会长、 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吴积才教搜和云南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云南民

族学院中文系主任程家枢副教授，在百t中为我们审订了《新平方言志》。他们对方言志编写

工作的积极支持和认真负涯的精神，不仅使我们十分感谢，也使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还要感谢云南民族出版社和印刷工人同志们，没有他们的努力，这样一本符号复杂

的书是难以问世的。 壁画 ; 

各县方言志的编写是编写省方言志的基础，我们希望《新平方言志》能成为各兄弟县编写

方言志的一块铺路的石子。我们热情欢迎专家和同行对本书进行批评。我们深信，它的缺点

也能使兄弟县在编写方言志时有所借签。

新平县委副书记 王永禧

-九八五年十二月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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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平的建制沿革

据《新平县志》记载"新平于周秦为西南荒裔，汉为帽狼蛮所居，唐为宗居，石塔二县

地，宋为阿费蛮所据，代远事略，无以详载。"

元代以前，新平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元宪宗时，立二千户所，隶宁州万户府。"

"元至元中，并马龙军甸管民官于他郎置司，‘ 司东南，设平甸县，属崎峨州。"

这是新平开始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划，设县一级建制的记载。

"明洪武初，改名为马龙甸长官司，直隶云南布政司，. 改平甸县为平甸乡 F 明弘治十五

年，改马龙他郎甸长官司为直隶新化 1+1... …"

"明万历十九年，丁直、自改夷普应春等叛，抚镇吴定、沐昌样遭参将邓子龙讨之，破敌

军山，平核桃害，焚白改寨，扫麻栗湾，擒斩万计。应春等既诛，七月二十三日于鸣鼓营勒

石记功，请割元江、石屏、河西、新化地建立县宫，以镇抚夷众，名I曰新平，与新化州并属

临安府。"

这段记载表明，在明政权对以普应春为首的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的血腥镇压之后，为了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兄弟民族"镇抚"设立了新平县"新平"这一地名，便是明代统治者

对兄弟民族血腥镇压的罪证。从万历十九年(1592年〉至今，新平县的界属和隶属关系虽几经

变化，但作为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却一直没再变过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新平一直属于玉溪地区 。 一九八0年11月 25 日，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县建立，新平县成了民族自治、和睦团结的民族大家庭。

二、新平汉族人口的来源及汉语方言的形成

明万历十九年(1592年〉以前，新平有否汉族人定居，史无明确的记载。估计即使有的

话，数量也是相当少的 。 汉族人口的大量进入新平，当在新平建县之后，也就是明万历十九

年以后。

《新平县志·氏族》对新平汉族几家大姓的来历，有较详细的记载，仅摘录数条于下z

"李氏，其先江宁府籍李家海人，明中叶，李所以军功升云南南安州知州，三传至文

铺，于明万历朝由南安州迁居新化，过继普氏，生子五……皆归宗，相传至今， 有碑可

考。"

"普氏，其先南京应天府籍，明末，普奔习入滇，数传至阿路，于清初由 ÚI\W峨迁居到新

平。"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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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平音系
1 、新平话的声母

4 新平话的声母共23个z
bt 布巴 P ‘ 怕盆 m 门马 f 飞虎
v 乌味 t 到旦 t ‘ 太台 n 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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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巢丑 E 尸沙气 日人 ts 祖字

ts ‘ 仓清 s 苏心 z 英营

i昆明 E

c1 )v是唇齿浊擦音， z是舌尖前1虫擦音。

(2) t f? t f?' r?气翘舌度不及普通
话高，舌尖略靠前。

其它声母的音值与普通话大体相同-

2 、新平话的韵母。

新平话的韵母共28个，

1 兹雌私 1 知痴诗日 矿而耳 A

爬拿 。 婆国河 a 车黑白 AI 哀排来

I eI 怀妹手 aJ 保找孟 安桑 §恩

人域 ou 公翁 i 衣居 iA 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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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丁 ioU 拥永田书鼠

wAI 歪拐 weI 威悔 wλ 

wã 温昏

说明

UIA 挖

弯专皇

( 1 )卷舌元音矿的卷舌度不及普通话
高。

(2) 单元音 o 的唇形比普通话略展，

为排印方便，只记作 o

(3 )单元音m不论作主要元音或作介

音，皆不园唇，故记作田。

(4) 。 复合音 AI 、们的韵尾比普通话

口较开，舌位较低，故记作 I 。

(5 ) 鼻化前在与普通话的对比中作详

细说明。

其它前母的音值与普通话近似。

3 、声调

新平话的调类共有四个E

调 类 调型 调值

阴平 高平 55 

阳平 中降 31 

上声 高降 53 

去声 降升 213 

古入声字绝大部分人阳平、少数入阴、

上、去三声。

五 、声韵调的配合关系，如下表



词汇

新平方言 词汇汇 编

凡 例

一、主要收录和普通话语音差异较大的词以及地域方言词。

二、列方言词为词条，本字快考或太生僻的以同音字代替， 下加 "0 " 注明.民间俗字

加( )注明， 连同音字和俗字却找不到的用口表示一个音节。 普通话有相应的词列在注

音之后，如无相应的词则略加解释， 脱离语境不易理解的词， 举例说明。

三、注音采用国际音标，调值直接在右上角用数字标明， 变调的前面标本调调值，以园

点隔开，后面标变1用的调值。

四、合口呼和齐齿呼前母自成音节时， 按实际发音情况把开头的介音记作 [w J , [jJ 

单元音 [ ill J 、 [ i J 自成音节时，按实际发音情况记作 [wm J ， [jiJ. 

豆、单元音 [oçJ 唇形较普通话略展，为排印方便，只记做 [oJ 。

、天文地理时令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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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动词短语的结掏形式

1 、 重迭式

(1) AA式

走走 站站 哭哭 笑笑 说说

唱唱 吃吃 玩玩 抹抹摸摸

、 (2) AABB式

走走玩玩 说说唱唱 打打闹闹

偷偷摸摸 挑挑拣拣 苦苦吃吃

没有A-A， A不A等重叠形式，不说玩

一玩， 玩不玩，只说玩玩嘛， p恪玩。

2 、 联合式

r~火(生气〉 大烧大热〈发烧〉 打

鸡骂狗指桑骂槐

二、形窑词短语的基本结构形式=

1 、 重叠式

(1) A了 A式

好了好 丑了丑 好看了好看

难瞧了难瞧笑了笑哭了哭生了生

熟了熟 好听了好听 难过了难过

(2) ABB式

红通通绿茵茵黄生生 笑迷迷

哭形形亮堂堂疯癫癫粉争争

(3) AABB式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斯问文文 毛毛草草

偷偷摸摸 实实落落

(4) ABAB5:飞

二监二理 二估二估

干跳干跳 干笑干笑

(5) A里AB式

疯疯癫~

渣渣筋筋

真真假假

一甩一甩

干闹干闹

二里二气 冒里冒失 流里流气

' .江70 ' .

法

小里小气 妖里妖气

花里花子 颠里颠东

(6) A头A脑式

神头神脑 贼头贼脑

翠头翠脑 秃头秃脑

(7) A头B脑式

锅头灶脑 针头线脑

2 、 主谓式

7](分太重 八面玲珑

两面二刀

3 、联合式

(1)近义联合

棉包棉事: 头疼脑热

大摇大摆 赤手空拳

烟秋火燎 大清八早

(2) 对义联合

山高水低 七前八后

娇里娇气

渣里渣筋

狗头狗脑

路头路脑

回头地脑

六亲不认

大吹大擂

嬉皮笑脸

黑更半夜

人穷水贵

七上八下 七长八短 七高八矮

. 4 、动宾式

唱隔壁戏 放马后炮 掂掂分量

瞧瞧势头

5 、插入式

害里十怕〈害怕〉 害里子十↑自(害

怕) 正二八经 (正经〉

6 、后缀式

腥气巴轰〈腥气，很腥气〉 密麻见赶

〈密密麻麻〉 泥巴拉乎(泥)

脏巴拉尸〈脏) 袖之抹勘儿 〈油〉

花子的夺(爱占便宜、喜向别人索取东

西〉

三、特殊的前加成分z

1 、怪 [KmAI 2
1 3J 表示"特别" u尤



新平 万 标音举例

(一) 歌 谣

1 、 tA 11 SX0 3 1t t>λ8 St>WeI 3 Søia:> G3 Xo31tsi Sl J 

大 河涨 7l< 河清

。ia:> 8S Xo S1 t ‘ eI 31 tÇl ‘ i3S~i5S~eI3Stsi81

河头 起洗手巾

~ e 1 3 S t s i 5 3 j i e; S 1 Ç! i 5 S j i e: S 1 KÃ 5 5 t s i 2 1 I 

手巾越洗越干净

Çl ia:> 3 3 me 1 213 ji e; 8 1 AI 35 jì e; S 1 t>Ã 218 si n 

妹 越挨越上心

2 、 t t>‘ ã 31m铲 1 t t> ãS 1 mãS 1 ji e: UtoB BKa:> U 

城门城门有多高

j i e; 58 P A S 1 t> 'L S 1 a- 2 1 S t ~Ã 2 1 a Ka:> 3 5 

有八十二丈高

Ka 5 3 ji01J S 1 ~ia:> S lpi 8e ~ia:> 81 mA B ItseI" 

啪容 兵小 马 走

ji e; 5 3t ~ ‘ i a- 31 ts' AI' lKa 33 Ko 111 、 1

有钱儿 才 给过

Ww 31 t~ ‘ i矿 3 1 Z i 31 tsl 83k ‘'Ã 3 3tA 2.1 8ta~ 18 

元钱儿 银子砍 大 刀
nA 18. 53 S 3'ta:> 3 5 

哪啊 刀

t t>‘ Wã 35 1\;) ‘ i e; 55 t a:>55 

春 秋 刀
nA 53 叫 3 ，3 . 3't t> '囚ã 5B

哪啊 春

j互 S 1U 5 3t t>wã5 3 

杨柳春
nA 5 S. 5333 j且 3 1

哪啊 杨

t ‘ AI 2 1 S ~Ã5 5 j互 S 1 

泰 山阳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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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 谚 举 例

新平民间谣谚故事举例

丰富的民间谣谚和民间故事，是方言研究不可睐少的材料。一方面，谣谚故事世代梳

传，在群众口语中经过长期的加工和提炼，因而比日常口语句子更能够反映方言的面貌，尤

其是能够集中反映方言区的语法习惯。另一方面，歌谣又是研究方言韵部和韵律的绝好材

料。至于谣谚故事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本地的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等等， 更是不言而喻的.所

以，把谣谚故事收入方言志，是很有必要的。

本志为篇幅所限，所收各类谣谚及民间故事均为举例，编排顺序为歌谣〈民歌、儿歌、

谜语) ，谚语(农谚、格言) ，歇后语及俗语，民间故事。

干田水田一起栽。

注t 3 、 4 ，两首为' 1日 ，时求雨时唱的歌

谣。求雨之人各拿三柱香，敲铜盆为乐。歌

罢齐呼"脆t "一'弄脆下二

5 、 吹烟调

一歌 谣

民歌

说起彝家苦处多，

阿姐阿哥你说说，

穷人有得被窝盖，

半身裹麻过生活。

蚕豆开花星宿黑，

大脚婆娘来做客，

坐在上席又不配，

坐在下席又不得。

抓把松毛盖起来。

呀嘀嗨……。

注z 这是新平地方歌舞一一簸宾灯老信

1 、

2 、

正月吹烟正月正，

中间点着倒头、灯，

左手捏着挂丧棒，

右手捏着点主针。

二月吹烟二月间，

妻子劝我莫吹烟，

三朋囚友坑上瘾，

黄皮柳叶到哪天。

儿打岔的唱词之一。

3 、 天气旱阳，

无水栽秧，

禾苗枯楠，

万姓饥荒。

难为 [nA 31.we I21 sJ 老天下大雨，

干田水田一起栽。

4 、 西方大路一条街，

小小童子哭哀哀，

难为老天下大雨，

三月吹烟三月三，

吹烟之人瘦殃殃，

身上犹如刀来刚，

脸上犹如上窑烟。

I !~t ...'t.l 

四月吹烟四月1-\.，

吹烟之人最肉麻，

灯火头上吊小罐，

倒不出来用嘴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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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古 :3% 
E 演 化

古 音 ，在新平话中的演化

1 、 古音指广韵的音系。

2 、 古声母的拟音参照《辞海 · 语言分册》和李新魁《古音概说》的拟音。

3、 按《方言调查字表》的例字归类，力求较详尽地显示古声韵在新平话中的演化情

况，供研究者参考。

4 、 己经消失的古浊声母在新平话中的分化情况基本上和普通话相同， 塞音、 塞擦音也

是平声归入相应的送气音，仄声归入相应的不送气音，有个别例外的，在例字中用" I " 隔

开。

5 、 由于广韵韵部较多，在韵母演化表中以新平话的韵母为条目，把相应的古韵目列

在后面。 和各前目相配合的声母，帮谤韭明为一组， 端透定泥来为一组， 精清从心邪为 一

组，知徽澄和照穿床审禅为一组，见溪群疑晓园影喻为一组，个别韵只有某一声母的， 亘接

写声母各称。

一、 古声母在新平话 中 的分化和演变

古声母 新平话 例 ，子-'-

帮 (p) 飞 p 波肢簸巴坝把拜摆布楠苞杯背悲比褒保报包标表贬扮禀

八班扳鞭变别边蝙遍 (一~) 憋般半钵彬殡笔奔本不帮

榜谤博绑剥驳崩北冰百迸兵丙碧璧

p ‘ 鄙痹遍(~地〉绊 卡

自1 枝、泌

谤 [p') P ‘ 颇坡把破祀怕帕铺普沛派批胚配披譬巫屁泡抛炮泡飘漂

票剖品盼攀篇偏骗片撇潘拼判泼喷涝胖胖朴烹聘僻拼劈

朴 [P ‘ ia:> 31 ] 

p 玻 (~璃〉 怖 〈恐怖〉 泊

并 (b ) p 薄革巴部饵步捕罢碑败弊敝币路障被姆被避备筐菌抱暴茹

跑f包鲤、瓣办辨辩便 〈方~)别(~离〉辫伴拌拨粥笨脖

薄泊棒蚌白吊病并版

P ‘ 婆爬琶把蒲菩脯排牌培陪赔裴倍佩背培皮疲脾琵批袍跑

刨瓢嫖便 (~宜)盘贫频盆旁螃庞朋凭彭膨棚平坪评瓶

屏蓬篷!傍雹仆曝瀑

埠

明 Cm ) 自1 磨麻马骂模暮买卖迈迷米谜梅每妹廉眉美媚毛冒茅卵貌

市抬头l、主j、某茂贸谋矛谬抹蛮慢绵免缅面灭眠蔑瞒漫末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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