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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汪谦缜

岳西建县时间不长，县志自然很少，我手头只有一本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的

《岳西县志》，其中的“方言”部分只有短短的十几页，这显然是不够的。现在，我一

直关注的《岳西方言志》就要出版了，编者嘱我作序，我趁此机会，说说自己对修志

工作的感想。

什么时候修志?“盛世修志。”2007年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2008年北京奥运

会成功举办，岳西县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现在正是修志的好时机。

修岳西县志有什么用?岳西县志是岳西人民特有的文化瑰宝，是岳西县重要

的地方文献，是岳西县的史书。千百年来，古人对地方志的功用进行过多方面、多

层次的研究和探讨，概括起来可用“治资(辅治)、教化、存史”六个字来说明。除了

古人所说的功用外，新的历史时期，岳西县志还具有新的功用。如为岳西战略研

究和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岳西爱国主义教育、地情教育提供教材；为岳西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为岳西工农业生产服务。县志可以为岳

西防灾抗灾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县志可以为岳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起到宣传

作用；县志在岳西地方文化建设中具有根基作用；县志能为岳西旅游开发提供新

的资源。

为什么要编写《岳西方言志》?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岳西方言是岳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岳西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

之一。岳西的儿歌、谚语、谜语、民间故事、民歌、山歌、小调和地方戏曲的传承和

发展，都离不开岳西方言。岳西方言广泛表现于岳西人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影响着岳西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以独特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岳西人民的

思想观念。岳西方言对保持岳西地方文化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岳西地方文

化的特色得以形成和发展，岳西方言功不可没。

第二，岳西方言生于民间，根于民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岳西方

言承载着岳西人与自然、入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承载着爱国

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等优良的传统道德因素，因而是岳西当前和谐文化建设

的重要文化资源和重要文化基础．在构建岳西和谐社会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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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岳西方言是岳西地方文化特色的一个表现，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而

地方文化差异对旅游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山水有特色，方言和地方文化有特色，

旅游资源才具有独特的价值。

第四，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岳西开放程度的加大，岳西人普通话水平在

提高，岳西方言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年青一代说岳西话的地道程度已经不及

老一辈，这直接影响到岳西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质量。方言是口口相传的东西，变

化了，消失了，原来的面貌就永远找不回来了。及时“抢救”岳西方言，功在千秋。

岳西方言这么珍贵，由什么人来编写方言志呢?要准确记录方言语音、词汇

和语法，必须经过专业训练，要借助国际音标来记音。就职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岳

西籍的储泽祥教授，乐于为家乡作贡献，欣然担此重任，带领他的团队很好地完成

了这项工作。他们踏实严谨的治学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我初步了解，一个县编一本20多万字的方言志，省内是不多见的。《岳西

方言志》的出版，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是为序。
‘

200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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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一地理人口

岳西①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大别山腹地，属安庆市管辖。岳西县东与潜山县接壤，东北

与舒城县相接。南与太湖县交界，西与湖北省英山县相连，西北紧邻同属大别山区的霍山县。

地理坐标北纬30。19’～31。11’、东经115。50’～116。33’，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县域面积

2398平方千米。全县下设13镇11乡，总人口400479人⑦。民族构成主要是汉族。少数民族

有回、满、壮、侗、瑶等族。县城天堂镇，位于该县东南部，距省会合肥197公里，距市府安庆

117公里。岳西山青水秀，森林覆盖率达73％，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境内有妙道山国家森林公

园，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枯井园省级自然保护区，被专家誉为“一座生态保存发育完好的

天然花园”，1998年，被列为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县。岳西文化灿烂，古迹甚多，风光秀美，是

集“山、水、泉、林、寺、瀑布、峡谷、石刻、革命纪念地”于一体的自然、人文资源丰富的旅游大县。

著名旅游景区20多处，其中有“中华禅宗第一山”司空山，“华东第一方塔”法云寺塔等名胜

古迹。

二历史文化

岳西④建县于民国25年(1936年)，虽然建县时间至今尚不足百年，但是县内多处保存较

为完好的古迹反映出岳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岳西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境内的明堂山就是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是古代吴

楚相连之地，自多枝尖山脉蜿蜒而来．突起三峰，“三峰锐插霄汉奇秀无比”，旧《太湖县志》列为

境内群山之冠。据史料记载，2000多年前，汉武帝刘彻封禅古南岳——天柱山时，设祭拜之

“明堂”于此山而得名；民间因其隽秀婀娜的山形与天柱山的雄伟挺拔相呼应，且同属皖地，仅

隔百里．有“两山竞长，相约为偶”之说。

岳西是中华禅宗之源。县内有佛教名山司空山．古称“司空原”，旧《太湖县志》记载：世传周

朝“淳于司空居此”．山因之得名。史载北周武帝灭佛．在中华禅宗面临灭宗灭派的紧急关头．禅

宗二祖慧可护经像南下隐居于司空山．之后在此地传经授法。香火绵延至今的二祖寺就曾是二祖

①岳西县东部有著名的天柱山(西汉元封五年．即公元前106年．武帝南巡．登其山．号为南岳．《史

记·孝武本纪》t“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县域在古南岳之西。故此得名岳西．

⑦ 此统计数据统计时间截止到2007年。

③ 由霍山、舒城、潜山、太湖四县边境各分出若干地区组合而成。



2 岳西方言志

慧可弘法的道场。唐代大诗人李白因随永王李麟举兵东征而获罪，曾b居此地，留诗二首。

《避居司空原言怀》

南风昔不竞，豪圣思经纶。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

虽有匡济心，终为乐祸人。我则异于是，潜光皖水滨。

卜筑司空原，北将天柱邻。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

俟乎泰阶平，然后托微身。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

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驭，攀星戏河津。

一随王乔去，长年玉天宾。

《题舒州①司空山瀑布》

断崖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

玉案赤文字，世眼不可读。摄身凌青霄，松风拂我足。

《避居司空原言怀》和《题舒州司空山瀑布》介绍了司空山的地理位置，描绘了宛如仙境的

秀丽风光。

由于司空山地处要冲且地势险要，历史上曾有军事力量屯聚于此。南宋端宗景炎二年(公

元1277年)安抚使张德兴和潜山野人寨农民起义军首领刘源聚会司空山，协力抵抗元人的残

暴统治。清朝末年太平天国优秀将领陈玉成也曾率太平军扎营、练兵于司空山。

岳西是全国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4师的创建地和中

国工农红军第28军的重建地。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9月19日，解放岳西县城。

三方言概况

岳西县内的汉语方言分属两大方言区，赣语区和官话区。县内大致以青天乡、石关乡一线

为界．以北为江淮官话区，以南为赣语区。赣语区属赣语怀岳片。县内绝大多数乡镇通行赣语，

通行赣语的乡镇有：巍岭乡、和平乡、来榜镇、莲云乡、温泉镇、天堂镇、毛尖山乡、响肠镇、中关

乡、五河镇、菖蒲镇、田头乡、店前镇、冶溪镇、白帽镇、古坊乡、河图镇及青天乡、石关乡的一部

分．少数几个乡镇通行江淮官话，通行江淮官话的乡镇有：姚河乡、主簿镇、头陀镇、黄尾镇、包

家乡。以及青天乡、石关乡的一部分。县内说赣语的人口约为35万，占全县总人口的绝大部

分．说江淮官话的人口约为5万。岳西方言的主体是赣语。

岳西方言与岳西县域由多县边境组成有关。岳西1936年置县，是由潜山、太湖、舒城、霍山

四县边境分割而成。潜山、太湖两县通行怀岳片赣语．舒城、霍山两县通行江淮官话。现今，岳西

县内．原属潜山、太湖两县的区域说怀岳片赣语．原属舒城、霍山两县的区域说江淮官话。

语音方面，岳西县内的赣语分两种口音，一是以城关天堂镇话为代表的城关话，说这一口

音的区域在岳西县建县前属潜山县．城关话与潜山县城梅城镇话很接近；一是店前话、白帽话

①唐置．改日同安郡．又改日盛唐郡．寻复为舒州，宋日舒州同安郡．又升为安庆府．治怀宁．即今安徽潜

山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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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说这一口音的区域在岳西县建县前属太湖县。店前话与白帽话又有一定的区别，从音系

特点上看白帽话与城关话十分接近，而店前话与城关话在音系特点上有一定的差别。

岳西县赣语区的多个姓氏口传本姓是从江西瓦屑坝搬迁来本县的。随着人口迁移，迁徙

人口的方言也就带到了现在的居住地。

本书所记的岳西方言音系以岳西县城关天堂镇话老派读音为准。

四音标符号

(一)声母音标符号

岳西方言的声母共有25个，包括零声母[o]在内。

P P‘m f t t‘n l ts ts。s t争tF n莘气

t口t∥珏口k k‘x日

0

裹一

、＼发音部位发音方法、＼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

不送气 p t k
塞音 清

送气 p． t。 k．

不送气 tS 珞 tg

塞擦音 清
送气 tS‘ 垮 tc．

鼻音 m n q n D

边音 l

清 f S 亭 口 X

擦音
浊 气

(二)韵母音标符号

岳西方言中韵母共有44个，包括自成音节的[n]。

a O e

ia io ie

Ua Uo U￡

Ⅵ 邯 嗨
单元音情况如下表：

al

IaI

UaI

哗I

eI

UeI

邯I

aU

IaU

裹二

aU

laU

舌尖元音 舌面元音

前 后 前 央 后

不圆唇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不圆唇 圆唇
●

高 1 l q l U

半高 e O

半低 e a

次低

低 a

?啪

叼．岫咖啪
n

n

孤m

∞

咐

n

∞

∞

?眦一蓦’

，■

1．I

U



4 岳西方言志

(三)声调符号

调值的描写采用“五度制标记法”，即把字调的相对音高分为“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

分别用“1、2、3、4、5”表示。本书用到的单字音声调符号有：

J 21调 1 35调 ，1 24调

、4 52调 { 33调 v{213调

以上为岳西方言单字音的六个声调，不包括轻声。轻声用前加“·”的办法表示。

北京音声调符号在使用时随文说明。其他符号随文加以说明。

五发音合作人简介

本书主要记录的是岳西县县城所在地天堂镇的方言情况，主要的发音合作人是说怀岳片

赣语的王治中和吴传旺两位老人。

王治中(男)，78岁，小学文化程度，幼年即生活在县城所在地天堂镇，长期担任村干。现

居岳西县天堂镇东山社区风坳组。

吴传旺(男)。63岁，初中文化程度，一直生活在县城所在地天堂镇，长期担任村干。现居

岳西县天堂镇东山社区长屋组。

两位发音合作人能区分老派、新派的读音和用法。王治中老人不但了解熟悉天堂镇的各

种语言现象，还对县内其他地区的语言现象有所观察和了解。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多线索和

信息；吴传旺老人对天堂镇多年以来的一些语言发展变化有一定的认识。这对我们的调查工

作十分有利。

除了对县城所在地的方言进行调查之外，我们还对县内说江淮官话的部分乡镇进行了抽

样调查，参与调查的合作人是汪吉盛同志和金成柱同志。

汪吉盛(男)，58岁．初中文化程度，岳西县头陀镇头陀村人，现居头陀镇(靠近霍山县)，参

加工作后长期在头陀镇从事基层行政工作。

金成柱(男)，53岁，高中文化程度，岳西县姚河乡人，现居姚河乡(靠近舒城县)，在姚河乡

长期从事基层行政工作。

我们对四位发音合作人给予的大力配合和诸多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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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音系统

(一)声韵调分析

1．声母

岳西方言的声母共二十五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P拜班不八 p．步怕别朋 m卖米门忙 f夫飞分冯

t爹都答冬 t‘梯道夺同 n奶脑怒难 l雷犁老兰

k哥街跪讲 k‘棵开考康 习爱咬岸眼 x河鞋好红

ts做组阻皱tS‘搓粗初愁 s梳师酸桑

t拿炸居知照 tF茶区持厂 rt女入 争纱虚是生 气儿人日肉

t口挤酒结精 t口‘旗秋切清 取泥业鸟娘 口西修薛星

0野医鱼忘

2．韵母

岳西方言的韵母共四十四个，包括自成音节的In]：

1资师四士

l知是池日

a牙答瞎发

。多二索桌

￡车德色北

ai财埋街鞋

ei杯雷嘴类

au刀咬超少

au土兜周六

an咸凡单站

on男甘安搬

an针门村灯

aD当豇厂胖

oD同农中龙

n你

i妻比急滴

ia加霞衙恰

io略脚药学

i￡爹姐捏雪

iai皆谐解懈

iau教苗鸟料

iau刘丢牛育

ien尖店免边

in金殷冰青

i如良抢香江

ioD兄穷浓用

U布胡母屋

Lla瓜花滑袜

UO果科窝恶

u￡活物

uai外怪快坏

uei灰规位鬼

uan玩关惯万

uon官宽欢碗

uon婚滚捆文

uaD光汪亡逛

u女如居竹

Ka抓爪耍刷

啦惹说月缺

uai拽揣哀帅

xtei吹追睡水

Han穿专元玄

咐n春军群云

ua日床壮撞双

a有三个条件变体，后不接韵尾时实际音值接近A。后接i、n韵尾时接近a-后接u、D韵尾

时接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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