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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地区古称海州，辖境比现在大得多。长期以来，以

海州为中心，人们交往密切，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这

个方言属江淮方言，地处江淮方言的东北角，北临北方官话

区，颇受北来的影响。现在连云港话有39个韵母，其中入声韵

只有8个，而且音长也舒声化了。在声母方面，z、zh两组不

分，都读zh组。相邻的盐城淮阴话，韵母都有45个上下，入声

韵十几个，都是短促带喉塞韵尾的；Z-,zh两组也不分，但都读

Z组，与广大江淮方言区相同。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连云港

地区方言明显受北方官话盼影响，而成为一个方言小区，可以

叫它海州方言小区。介于两大方言区的方言小区，语言现象特

别丰富，特另q具有语言学价值，一种语言现象的转换，是怎样

过渡的，以什么为界线，是山脉还是河流，都是值得研究的。

灌云县城原在板浦镇，旧时板浦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

方，文风也很盛，清代中叶许乔林许桂林兄弟和李汝珍都生活

在这里，他们在语言和文学方面都曾作出贡献。现在县城在大

伊山，虽然南移了，但仍在海州话范围之内。现在灌云话的阴

乎声、上声的调值与连云港相同，而与盐城、淮阴不同；相反，

阳平、入声与盐城、淮阴相同，而与连云港不同。其他方面如

enr3、inl3等韵同于北而异于南。这说明灌云话已处于海州话

的边沿。海州话在江淮方言的边沿，灌云话又在海州话的边

沿，上文说过，边沿地区的语言现象最为丰富，最值得深入调

查研究。《灌云方言志》开个好头，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进一步
研究。



一个地区的方言土语，是全民的共同财富，人们靠它传授
知识，交流思想，是须臾不可离的。本地的文化传统，风土人

情，都靠语言传承下来。因此，本地方言从形式到内容，是最富

地方特色的社会现象之一。现在把方言记录下来．若干年后语

言变化了，方言志便是语言史、社会史极为可贵的研究资料。

现代地方志理所当然的应当重视方言志的编写。
’

应灌云县志办公室的约请，张可、刘斌两位同志，利用业

余时溺?经过数年的努力，辛勤搜集，著成《灌云方言志》．系统

简明，内容丰富，足可为县志的一种专业志，不但可存一代方

言面貌，还可供推广学习普通话的参考。第八章中的故事部分

本非方言内容，但其中含有方言材料，附录在书后供方言研究

的参考是有用的。

鲍明炜于南京大学

199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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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言

。紫簿爷辖地理、人口。

灌云县位于江苏省的东毒匕都驹嘞媵簿海t毒辩褥}爰愈山、西

懑p睬翻j东海两县、南面以新沂河与灌南县交赛，沂：诛≮泗诸
水经此汇流入海。全县东西最宽处约73公里。南北最长处约

。44公里，总面积1852．78平方公里。县城伊山镇距连云港市

区35公里，是山东沿海一带较发达地区从公路进入苏南及沪

守中缝雠必经之地。
÷露8垒县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一条狭长的岗岭地带，诲拨5

至20米。中部为平原地带，海拨2至4米。东部沿海有滩涂

6万余亩。境内的大伊山、伊芦山、小伊山、罘山、东陬山等七

八座小山皆属孤山，海拔均低于230米，山地与丘陵占总面积

不足8％，平原占92％以上。

。灌云县现辖七镇十八乡，即伊山镇、板浦镇、杨集镇、龙苴

镇、四队镇、燕尾镇、同兴镇；伊山乡、南岗乡、陡沟乡、穆圩乡、

侍庄、乡√卜伊乡、宁海乡、东辛乡、伊芦乡、下车乡、向阳乡、白

蚬乡、东王集乡、沂北乡、界圩乡、圩丰乡、图河乡、鲁河乡，另

两≯{、逐有省属的东辛农场、五图河农场和灌西盐场，共计30个

君民委员会，425个村民委员会，4195个村民小组。据1990年

“火臼普查统计，全县人口共926056人，农业人口808140人，

5非’农业人口117916人。全县平均每平方公里499人。汉族人

囵占总人口的99％以上，少数民族有回、满、苗、黎、壮、朝鲜、
·1。



高山族，共计1141人。

第二节 历史沿革、

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公元前五千年前后，灌云县境内的

西部岗岭地区及大伊山、伊芦山附近，就有人类定居生息。秦

时是胸县的一部分，先后隶属薛郡、郯郡。汉时曾属东海郡，至

隋、唐、五代十国、宋、金仍是朐山县的一部分．隶属海州。元朝

时属海宁州。明初，改海宁州为海硝．胸山县撤消，县境全部并

入海州。至民国元年(1912+年)海州裁撤析为灌云、东海两县，

隶属江苏省徐海遵，。：因南有灌河，北倚云台山丽名为灌云县，

县治设子板浦。1934年，隶属江苏省东海区专员公署。1940

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灌云县政府成立，1941年改

为东灌沭办事处，隶属淮海专员公署。1942年又恢复为灌云

县政府。1948年11月7日全县解放。县府设在伊山镇。1949

年lo月后，隶属于淮阴地区专员公署。1983年，实施市带县

后，灌云县从淮阴市划归连云港市。

灌云县自1912年建县以来，县境屡有变迁。刚建县时，区

域比较辽阔，北起大浦、临洪口、老窑(连云港)，南至双港、响

水口、新安镇，西至白皂、朱埝，、杨范庄，东至黄海边，南北最长

处约82公里，东西最宽距离约．莓7--公里露总薅积为4536平方

公里。1935年，把灌云的猴嘴、墟沟、老窑、新县．颤蝌她划
给新建的连云港市。1940年前后，民圭璞瘸攒剌敌斗争态
势需要，将沭阳县的汤沟、平墩、魏庄、赵涧、李恒庄、汤涧、吴

集、横沟一带和东海县的南岗、陡沟、龙苴、新坝一带划入灌云

县。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县境内灌河南岸的双港、响水口划

归滨海县；南岗、陡沟、龙苴、新坝又划回东海县；平墩、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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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山、赵涧、汤涧、吴集一带又划伺沭阳县。1948年11月，

灌云第二次解放，县境西南部的盐河以西、六塘河以南地区，

分别划归涟水县和沭阳县；东海县的南岗、陡沟、龙苴、新坝地

区又划回灌云县。1956年8月至11月间，原涟水县高沟区的

牛行、汤湾二村和葛集划入灌云县的曙红区，灌云县南城区的

隔村乡划归新海连市。1958年新沂河浚工后，以新沂河中泓

为界，新沂河以南的新安镇和苏光、陈集、海宁、树德、李集、曙

红等乡划归新析置的灌南县，同时将新海连市的灌西盐场和

燕尾镇划入灌云县。1960年2月，新坝公社又划归新海连市。

1983年3月市带县后，县境内的南城镇、云台乡划出归连云

港市云台区管辖。多次的变更，县境逐渐缩小，目前，约为建县

初期总面积的40％左右。

枕大伊山，运盐河

牡；面积4．35平方

公里，人口5．5万人。现有通榆、燕宿、淮高灌三条公路在此交

汇，新建的宁连～级公路从镇西经过；四条河流流经镇区，其

中盐河、东门河为主要通航河道，素有“锁航古塞，南北咽喉”

之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三节 方言概况

由于灌云县东临黄海，地处陇海铁路东端以南、新沂河下

游地区，县境内除西部少数岗岭区和孤山外，别的地区在南宋

前都还在海里。公元1128年，黄河出现大决口，洪水夺淮从苏

北入海，直到清朝咸丰五年，即1855年黄河在河南经瓦厢决

鼹，后，河水才离开苏北，改由渤海湾入海。700多年中，“一石

水而六斗泥”的黄河泥沙，使苏北海岸线向东推进了大约90

·3’



公里，这才出现了灌云这块平原大地。经过逐年开垦，才形成

可以耕种的原野；再加上县境南、北、西三面周边区域的不断

戈H进划出，由此而形成灌云县的人口构成，便是在极少数祖居

人口的基础上，主要是由西面人口逐年向东迁移充实融汇而

成。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入口的形成过程，就带

来了灌云方言的形成及诸多特点。

首先，灌云方言明显可以分成三个小区，这是同县外西、

北、南三个方面相互交汇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见附图)。

一是中部小区，主要是由西面和西南面延伸影响两来的

方音系统。从县境西边的南岗、陡沟、龙苴、穆圩(南半部)、侍

庄、伊山、小伊；中部的东王集(西半部)、白蚬、向阳、下车、伊

芦、界圩(北半大部)、同兴；东部的鲁河、四队、圩丰直至最东

边的燕尾等乡镇，自西向东横贯全县，占全县三分之二以上地

区，可以南岗、陡沟、龙苴、伊山、同兴、四队、燕尾等乡镇为代

表点。这一区划内的方音土语，是灌云方言的主要部分，并且

同县境外西面的沭阳县东部、西南面的灌南县西北部的方音

土语非常相近。也是本书所收录方言土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

依据。

二是北部小区，主要是县境的北半部，即善后河北地区，

包括板浦、东辛、宁海、穆圩(北半部)等乡镇以及东辛农场和

市带县之前的南城镇、云台乡一带，可以板浦镇为代表点。这

一区划内的部分方音土语，同北面的新浦、西北的海州、东海

县的东南地区比较接近。当然，北、中两个方音区，大部分方音

土语经过多年融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口语中，特别是在

老年人的口语中，有个别字的读音，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例如：

“钱”字，在中部小区读“前”(qidn)音，而在北部小区(主要是

一些祖居板浦地区的老人)则读“蚕”(can)音；再如：“随”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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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部小区读(sui)音，在北部方音区则读“邪”(xie)音。

三是东南部小区，主要是东王集乡的东半部、沂北、杨集、

界圩(南半部)、图河等乡镇，可以杨集、图河两地为代表点。这

一区划内的部分方音土语，同东南面的响水、滨海县的北半

部，灌南县的东北部等地区的方音土语比较接近。虽然这一方

音区的大部分方音土语同中部方音区也是一致的，但在口语

中语音的区别比较明显。例如：“家”字，在中部方音区读“加”

(jia)音，而在东南部方音区则读“嘎”(gd)音；“牛”，在中部方

音区读“刘”(1iu)音，在东南部方音区则读为(6u)音；“留”，在

中部方音区读“刘”(1iu)音，在东南部方音区读“楼”(tOu)音；

“间”，在中部方音区读“艰”(jian)音，在东南部方音区读“肝”

(gan)音。

其次，电子人口构成的流入融汇性大，语言上也必然不断

注入县境外周围弛区的方言土语，这就形成灌云方言土语的

十分丰富，对于人们准确地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李汝珍在板浦写成的名著《镜花缘》中，就用了许多

海州、灌云一带的方言土语来准确地叙述事件，表达书中人物

的思想情感，其中，许多方言土语至今仍活在灌云人的口语

中。例如：“嚼蛆”、“促寿”、“滑倒苍蝇”、“顶真续麻”等。

第三，灌云的方言土语中，“儿”化现象比较少，而“子”字

尾比较多。灌云县的语言，属江淮方言，又颇受北方官话区的

影响，绝大部分语音、词汇同普通话是相同或相近的。但在其

自身的范围内，它又有其特殊性，有许多在普通话中或在别的

地方是“儿”化的词语，在灌云方言中则往往变为“子”字尾。倒

如：“豆腐干儿”叫“豆腐干子”，“肉块儿”叫“肉丁子”、“串门

儿”叫“溜门子”，“老头儿”叫“老头子”、“玉米花儿”叫“穑花

子”、“搭扣儿”叫“摇吊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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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灌云县的方言土语中，有许多词和短语，直接反映

了灌云地区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例如：嫁娶风俗中的“双

回门”、“押床”、“分家饭”；丧葬风俗中的“散灯”、“望五七”；迷

信活动中的“站钱”、“搞筷子”；伦理中的弟弟称“小兄”，伯父

称“大爷”、叔父称“爷”；骂人话中的“瞎嚼”、“屁精子”；礼貌语

中的“朗”、“难为了”等词语和“人行好事，莫问前程”、“倚人全

是假，跌倒自己爬”、“穿在身、吃在肚”、“穿海州，吃板浦，南城

还有古财主”等短语，都直接反映了灌云地区的风俗和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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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音标符号

一、辅音

本志用国际音标记音。本节所列的音标限于本志能用到

的。辅音见辅毒表。

J‘

j

＼ 双 唇 舌 舌 。、4吾。 舌 舌
。＼部位

＼ 尖 尖 尖 面 喉

方淤 唇 齿 前 中 后 目IJ 根
＼

不送气 P 一～t～ k ?
塞

送气 P‘t‘ ～k。

塞 不送气 ts t§ tG

擦 送气 ts‘ tS‘ tG‘

鼻 m n

边 l

清 f s {； G X

擦
浊 ‘

二、元 音

本志所用的舌面元音音标见下边的元音图。

元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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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化元音用～表示，如趸表示砖的鼻化，百表示O的鼻

化。e是儿化元音。

除元音图上表示的舌面元音外，还有两个舌尖元音：

1舌尖前元音 、舌尖后元音

三、声调符号

调值符号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高度分

成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分别用1、2、3、4、5表示。调号拿

竖线作比较线，边上加横线表示高低升降。轻声在竖线前面加

圆点。本志所用的声调符号如下：

1、灌云话声调

q 313 阴平 1 55 去声

1 35 阳乎 卅13 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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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1 上声

2、北京话声调

轻声

155 阴平 纠214 上声

A35 阳平 、J 51 去声

以上调值符号写在左边的表示本调。连读变调写在比较

线的右边。例如：

知音t§州卜irj叶地蛋tilPt釜1
3、本志所用的变调符号如下：

卜21调 p31 3调 卜5调
4、为了印刷方便，把表示调值的数码写在音节的右上方，

代替五度制声调符号。例如：

太阳t‘￡55 ia9313鸡翅拐tGi313t莘‘rku￡¨

5、调类符号有时也用旧的画圈法，轻声在字前加圆点。标

法如下：
‘’

。。

■。 t?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轻声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其他符号参看有关各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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