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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景基同志所撰<清水河方言志)即将出版，嘱写序言。我对清水河

方言了无研完，本难从今，但对撰写方言一类著作的繁难聩杂略有体会，

愿借此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清水河方言志>是‘清水河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作方言志．

主要在于介绍该方言的具体情况，描写其语音、词汇、语法的现状。指出特

点。箕写法与要求自然与一般的方吉调查箍告或方言研究等学术著作略

有不同。

清水河方言属内蒙古西部区汉语方言。它与西部区其他方言点的情

况有许多共同处，又有其某些独特的地方。使它与西部区其他方言相区

别。这些特点，在<清水河方言志)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汉语方言极为纷繁复杂。五十年代中期。全国t进行过一次大规模

的方言鲁壹。内蒙古汉语方吉的普查工作是在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有

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清水河也是当时普查中的一个方言点。那次普

查。重点是在语音方面，同时也涉及到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一些情况。成绩

是很大的。对了解内蒙古汉语方言的情况、对推广鲁通话以及对汉语发

展支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属鲁壹性质，限于条件。舛各方

言点的情况不可能摸得非常深入和细致，所获得许多材料，当时也没来得

及作全面的分析和整理。到六、七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国汉

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内蒙古的情况也是这

样。打倒“四人帮”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全国汉语方言的调

查研完工作又蓬勃开展了起来。其范围也已由以语音为主转移、深入到

词汇和语法各个方面，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内蒙古西部区许多方

言点也有不少人分别对它们开鼍作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完。而且发表了

为数可观的论著。具体列清水河方言，虽然也有一些人对它进行调查研

兜，但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成果，此前却尚未见列过。现在，李景泉同志<清

水河方言志>出版，可以说琢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近几年丰，全国各地都在有领导地开展地方志的编写工作，为了编写

好地方志，各地又出现了调查研究当地方言的热情。这为汉语方言的研究



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蝙写地方志的角度看，有许多方言志是写

得很好的，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但也有一些属于简单粗陋、质量低下之作。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都与编写人员关于方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偏

低有关。

李景来同志所撰写的这本方言志，内容全面，材料充实。全书分语

音、词汇、语法三大部分。具有严密的内在联系，体现出它的科学性与系统

性。

语音部分除对清水河方言的语音系统作详细的分析描写之外。还列

有同音字表。并与北京语音进行了比较。词汇部分除有分类词表对方吉

词语进行分类和诠释外，还附有古语词、蒙满语词等内容。内荦古汉语方

言总的说保有较多的古语词。而且受蒙、满语的影响比较大。存在不少蒙

语和满语的词汇成分。书中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挖掘和整理，作了突出

的描写，反映了内蒙古地区汉语方吉词汇的一个t要特点。语法部分除

描写了清水河方言的语法特点外。还列有不少句法例句．同时茏集1一部

分当地谚语、歇后语、民间故事等。此书为研究内擘古西部区汉语方言提

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并注入了作者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心得。应当说，

这本方言志是有其特色和价值的。

， 当然，要写好一鄙方言志并非易事。砖方言进行调查、整理并撰著成

书．量后付诸印刷。是一项桩为繁杂细致的工作。必须付出大量的耐心的

劳动。稍有疏忽，即会瑕瑜互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想必都体验过其

中的繁难而深有感受。如今商海喧庸。不少人卉文从商。只有那些能耐

住清冷并另有追求的人。才会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这不能不令我擎“诚

乐而惩之”。惟蘑内蒙古的汉语方言研究工作．在“科袭兴国”的激励下，

令后能取得至为可喜的成绩。谨以此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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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1方言溉说 ，

’’●

内蒙古汉语方言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方言区：西部方言区、东

部官话区、阿拉善方言区。清水河县方言属西部方言，该方言是

秦罾方言的一部分。就地理位置丽盲。清水河县西边紧临黄河，

隔河与内蒙伊克昭盟交界。南靠长城，毗连山西省雁北地区。境

内绝大部分是山岳丘陵地带，以其地有清水河故名。由于山川

阻隔。交通不便。所以语言很少受到外界的影响。就汉民族的历

史而盲，该县自古是关内移民迁徙塞外定居生息的地方。当地

汉人在僻静的乡居中，语言演变极其缓慢，因而也就更带保守

性，千百年来居然保留许多古语词。还残留着一些古音。该县方

言也较复杂，全县14个乡(镇)又大致可分为五个方言区：(1)城

关镇、小庙子乡属一个音区。<2)喇嘛湾是一个独立的音区，旬

尾音多拉得比较长，读“兰”(1∥)．如：。吃兰”、。喝兰”、。走兰”、

“昨介兰”(怎么啦)。(3)王桂窑乡、五良太乡属一个音区。如：

。黄包’读“杭包”、“美丽’读“买丽”。(4)杨家窑乡、盆地青乡、韭

菜庄乡属一个音区，如：“饴铬”读“火铬”、。河流”读。火流”。(5)

北堡乡、暖泉乡、单台子乡、梓树缉乡、窑沟乡、小缸房乡属一个

音区．将(t9、昭、口】声母．或读中古声母【t5、ts'、s】，如：“公鸡”读

“公资”、。汽车”读。次车”、“洗脸”读“撕脸”。本志所记的是城关

话。 ．

从声母上看，(I)清水河县有v、ng、(z】、【D)母。v母与普通

话合El呼零声母对应，如无娃完为王等字。越是舌根浊鼻音。
2



跟g的发音部位相同，与普通话开12I呼零声母对应，如爱安傲饿

恩等字。【z]是舌尖前浊擦音，跟S发音部位相同，与普通话r

母对应，如绕人认日等字。(玲]是舌面前浊鼻音，与普通话n母

对应。如泥年娘等字。(2)没有zh、ch、sh母，只有z、c、S母。

从韵母上看，清水河县方言与普通话在韵母上差异很大。

(1)复元音韵母的单元音化。与普通话ao、iao对应的韵母，分别

是o、ia，如高交等字。(2)蟹止两摄北京读[ai、uaiJ、[ei、uei]韵

的字，读[ei、uei]，如耐=内，怪=桂。(3)宕摄合口舒声读开口，

如钢=光，康=筐。(4)鼻音韵尾的消失与韵腹的鼻化。央元

音、高元音后头的鼻音韵尾保留，读刁尾，主要元音多鼻化。但

在其它元音后头的鼻音韵尾消失，读开尾韵，主要元音往往也鼻

化，如ang、iang、uang读【Q]、(ia】、【ua】。(5)前后鼻韵母不分。

没有en、in、tin、fin四韵，分别并入eng、ing、ong、iong四韵，根庚

不分。同时，后鼻尾韵母的韵腹也有鼻化现象。(6)保留古入声

韵。入声韵收喉塞音韵尾(们。古清入和浊入无分别。共有八

个入声韵：A2、iA?、uA?、yA?、胡、ia?、ua?、ya?。①

从声调上看，有五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平

声分阴阳，如“诗”和“时”读音不同。入声不分阴阳只有一个。

因保留了古入声调，这是该县人学习普通话声调的一大障碍。

1．2音标符号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下面分别说明本书所用的辅音和元

音符号。

o 清水河县入声韵的数目，有人分为四个。见<中国语

文)1986年第2期，119页。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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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一)辅音

本书所用辅音符号见表一：

＼帮盈 双唇 唇齿 舌尖前舌面前
舌根

＼ (舌面后)
喉

方法＼
不送气 p t k 2

塞
送气 p． t． k‘

塞 不送气 tS 龟

擦 送气 tg E

鼻 m n 习

边 l

清 f S O X

擦
浊 V Z

(二)元音

本书所用舌面元音符号见4页元音图。

鼻化元音用。表示，如邑是e的鼻化音。

卷舌元音用r表示，如or是a的卷舌音，不是先发a后发ro

图上八个标准元音用实心园点表示。其它元音用空心园点

表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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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元音图所列舌面元音外。还有1个舌尖元音：【1】

(三)声调符号

调值符号拟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

为“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分别用1、2、3、4、5表

示。调号拿竖线作比较线，边上加线表示调型的走向。“一”表

示平调型，。’”表示升调型，“、”表示降调型，“’”表示先降后

升调型。本调写在比较线的左边，变调写在比较线的右边。轻

声在竖线前头加园点。限于印刷条件，本书不用调号标调。用

数字表示调值，0代表轻声，放在音标右上角，本调在上，变调在

下。本书所用以下声调符号，调号一概省去。

单字调
√212(阴平)
1 44(阳平)

√213(上声) ．

、I 42(去声)

． 、I 32(入声)

I (轻声’
5



连续变调L 21

卜33
k 31

卜42
}，24

此外，本书还用了几个其它符号：

【]表示里头是音标，例如：【A】，【5]。有时括号省去不

用。

>表示“变成⋯⋯”，例如：lio>liar

<表示“从⋯⋯变成”。例如：Dar(<驴)。其它符号参看第

三章同音字表凡例和第五章分类词表凡例。

(匹)本书所用音标与汉语拼音方案对照表

声母对照表

记清水河音用 记北京音用， 汉语拼音方案

p P b

p‘ F P

m ’ m m

f f f
．

V
—

V

t t d

f f t

l’． n
：

n

l l l

ts ts Z

tg tg c

6



记清水河音用

1

i

U

S

乜

皤

口

k

k、

X

韵母对照表

记北京音用

l

I

U

y

a

la

．

u8

1r

【z】是舌尖前浊擦音

【昵)韵母只与声母[v]相拼。

7

案妙方黼推托

语北．。u
n

a．媳姐一e一

一

一

一

彗一．，q卜g

k鸭h，

渊姬．。u
n

a．媳姐一e一

一

一

一

s一船够口k

k

U

x

节■

y

a．m恤∥Y吖．地．e．雌



er(零声母)

须要说明一点，表里头的对照只是清水河北京两地近似音

值的比较。 例如：清水河的[3】北京用【Qu】对照， 清水河的

【i细)、【u§柏、[y5硇，北京用[瑚、【旧】、【弼)对照。这样做可能
会方便一部分读者。

8

o 啪是喉塞音。

一

d试∞．o∞妣嘴．嘲啷．嘲一
一

一d．_∞m∞m田．吗哪蛐一
一
钌

婚d晡a．o眦m勰渤嘲I尊a适竹俨甜眦蛐毋m旧誊'



第二章语音分析

2．1 声母’

清水河方言有声母二十个(不包括零声母)，见表二。

表二

P布伴p怕瓶 ITi门木 f飞房 v娃屋

t到豆 t呔偷 玷泥女 l兰雷

ts租知tg草采 s散水 z日软

肇姐经科膏去 9笑修

k狗贵 k．苦考 旬爱袄 x河胡

[v]的摩擦较轻。

(柚在细音前是(玮)．在洪音前是[n】。

(肇、F、司的发音部位比北京话偏后。

[硇在开口呼零声母前是(如

2．2韵母

清水河方言有韵母三十五个，见表三。

表三

1支知

钉而耳

a怕沙

∞丸完

Y鹅哥

邑安南

i衣地

ia牙家

ie也烟

u书部

m花瓦

uY窝多

u乏弯拴

Y女居

y乏冤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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