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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方言研究工作，从50年代的方言普查起，一直做得不

错。1982年，山东方言研究会成立。1984年9月，《山东省方言调

查提纲》出版。这几年的工作进展顺利，已写成三十五种方言志和

一部《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 、

《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①，颇受

读者欢迎i书中罗列山东话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指出山东人学

习普通话的要点，叙事详明，切拿实际，充分反映出山东方言研究

的水平．这里就字音和句法选些例子来说。

一般的说，山东话和北京话声韵调的对应关系相当整齐。可是

有些地方有些字音对应关系与众不同。学习时要个别记忆。书中

(110～113面)《山东人容易读错的字》举出一百五十一个字，现在

转录十九个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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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有些方言 北京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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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镘曾怡主编，曹志耘，罗福庸、武传涛编著，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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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手艺他不差起你

． ●

这本书没那本好看·

论手艺他不比你差

全班儿没聪明起他 全班没有比他再聪明的了

我不知道起你?(反问) 我不比你知道吗?

成套格式的对比，对语言教学(包括推广普通话)很有参考价

f

，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编地方志，语言调查为国情调查重要内

一，方言志为地方志不可缺少的部分。山东已写成的方言志可

两类，一类十万字左右，可以作为单行本出版；一类字数在两

五万之间，可以作为方志的一部分或单独出版。我只看过其中

的稿本。总的印象是体例符合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的原则，

报告了一些新鲜的事实，水平跟《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差

。各地发行的方言志日渐增加，方言志的出版还是不容易。好

在山东省各地区、市、县已经筹措了一些出版费，《山东方言志丛

书》即将陆续问世，令人欣慰。是为序。

‘、

李荣

1989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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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我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心之一的齐鲁之邦，在对本地方言的研

究方面也有值得称道的历史，近二十年来又有了较大的进展。有计

划的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下述内容；补充调查了方言普查时缺查的

各点；为省方言志的编写，对36个代表点按统一的提纲作了较为

全面系统的调查l对有的县市从不同角度作了重点调查。此外，应

某些县市撰写地方史志的需求，到1988年分别编出了35种县

(市)方言志。这批方言志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10万字左右，可以

单独作为专志的，有济南、诸城、曲阜、长岛、枣庄等14种≯一类是

两万字左右，可以直接纳入当地县(市)地方志的，有博山、崂山、临

朐、青州、宁津等19种；另一类是为直接收入地市级地方史志而编

写的，5～7万字，有潍坊、烟台两种。

在逐步深入的山东方言实地调查中，山东的方言工作者越来

越感受到山东方言调查研究的价值。为巩固成果，我们决定在第一

类．14种方言志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一套《山东方言志丛书》。这套丛

书规定有统一的编写体例，并要求在有限的字数内最大量地记录

方言事实，突出方言特点。全套丛书的组稿照顾到山东方言的各个

区、片。
’

‘

<山东方言志丛书》由钱曾怡主编。中国方言学会理事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顾问李荣先生为丛书写了总序。我们谨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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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所有同志、向承担出版和印刷这样一套排版

难度大而印刷数量又很小的语文出版社和潍坊教育印刷厂表示感

谢。

《寿光方言志》为《山东方言志丛书》的第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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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绪言

地理与入口简况

寒亭区(原潍县)，南分别与昌乐县和青州市(原益都县)接壤，西

国籍。非汉族居民多为解放后因招工、工作调动或结亲而从外地迁

。光990个自然村中，元代以前立村的，有161个，明代544个，．清-t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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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村，其中，由山西洪洞移民立村182个，由河北枣强移民立村

88个，由河南、江苏、湖北、四JIl等省移民立村97个。有些非移民

立村的村庄，也有大量移民进入。如牛头镇张家庄，原名黄家庄，黄

氏立村，后自河北枣强移来的张姓迁入，黄氏衰，遂改村名为张家

庄。据史料记载，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寿光县有23002户，

69918人l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58065户，171645人；1910

年(清宣统二年)，83489户，471623人；1924年(民国13年)，

90213户，521261人。

二历史沿革

寿光市1993年6月前为寿光县，始置于西汉景帝中元二年

(公元前148年)，属青州刺史北海郡管辖。此前，寿光地在西周时

屑纪国(故城在今纪台村)，纪被齐国灭后属齐国。秦朝时属齐郡，

为剧县、益县。西汉初置寿光时，县治在今县城东北寒桥乡牟城， ．

今寿光境内当时还有益县、平望县、乐望县、剧县(有--)、台乡县及

钜定县的一部分。东汉时今寿光境内有寿光县、益县、剧县、平寿
县。三国魏时，今寿光境内有寿光县、益都县、南丰县、剧县和平寿

县的一部分。西晋时，今寿光境内有寿光县、益都县、平寿县和剧 ，

县。南北朝时，无寿光县名，在今寿光境内有剧县、益都县(北齐天‘

保七年县治移至今青州)、博昌县以及南朝刘宋侨立的南皮县、乐 。

城县。隋代开皇六年(586年)复置寿光县。开皇十六年(596年)曾

在寿光县南置闻邱县，至大业初撤，并入寿光，此后寿光县境域基

本稳定下来。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今寿光县境分为寿光县、

寿南县，另有益寿县的一部分，1952年益寿县撤销，1953年寿南县

并入寿光县，隶属山东省昌潍专区(今潍坊市)。1993年6月经国

务院批准，寿光撤县建市。自唐代以来，县治均在今寿光城(寿光、

寿南分立期间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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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方言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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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 寿光方言虽然有着一定的内部分歧，但一致性是较强的。从方 ·

f～ 言的区划来说，都属于北方方言冀鲁官话区沧(州)惠(民)片的阳，

(信)寿(光)小片．寿光以东(原潍县)及以南(原益都)均属于北方

方言的胶辽官话区，因此，寿光方言实际上处于胶辽官话与冀鲁

官话的边缘地区，有着一些方言过渡区域的特色．

寿光方言除了存在北方方言的一些共同特性之外，还具有以

下一些特点：
‘ -

(一)语音方面．

1．古代清声母入声字今单念一般读阴平。如口一七八不织积

得曲出黑湿锡福割桌窄接百搭约缺尺切铁拍说削发歇”等字，只 ·

有少数字读上声(如“笔毕劈竹”等字)或其他声调(如“逼”音阳平，

“壁”音去声)，其中“笔毕逼壁”等字可能与避讳有关。但是，今读 ．

阴平的古清声母入声字在后面接一个轻声字的时候，其声调读法

： 与一般的阴平字就不一样了．在这方面，北部与南部略有不同。北．

； 部古清声母入声字在轻声前与上声同调，如： 。‘，

’

： 姑=谷≠鼓 锅．一各≠果
‘

。

§ ． 姑子≠谷子=鼓子 锅子≠各自=果子’， 、

0 而南部古清声母入声字在轻声前虽与一般的阴平不同，但与上声
l 不同调，如； ∥‘

·．

‘

I ．
，’姑．=谷≠鼓 锅一各≠果。 、．．

r 姑子≠谷子≠鼓子一 锅子≠各自≠果子 ．

：‘ 古清声母入声字读入阴平，这是冀鲁官话的特点，因此寿光方言被

’划归冀鲁官话。但在轻声前与古平声来源的阴平字不同，这与冀鲁

官话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北部古清入声字在轻声前读同上声，这
‘

￡ 一点又接近清入归上的胶辽宦话。 ．

。

?，

沁。渖蕾l零。～

、f．



2．普通话t§、t§‘、莘声母字大部分地区也读t荸、t“$，而北部分

作两类，一类读t§、t“孚，如“支嗤诗蘸馋山准春顺找炒捎”等字；

一类读tq、tG‘、9，如“知吃湿沾缠苫张昌商赵超烧”等字，这样，这

些字就与普通话读t9、tg‘、9的一些字同音了，如“张章”等于“江

姜”，“吃痴”等于“期’’，“湿室”等于“希吸”。问人姓氏时要问：“您

姓哪个t9ia刁啊?是弓长t口iard(张)啊还是羊女tt；ia／J(姜)啊?”这类

字的分化与它们的古代来源有关，大致如下表：

古声母 古韵母 北部今读

庄组 全 部

二等韵 全部 t§ tS‘ 荸

知组 祭脂仙钟四韵合口
三等韵

其他韵
t口tg‘G

一般韵
章组 三等韵

止通摄；蟹臻摄合口 t爷 t§。 爷

这种现象也与胶辽官话一致。

3．普通话的五声母在本市内不同地区有乙、：和零声母三种

读法。其中零声母的读法与寿光以东的胶辽官话一致，而l的读

法与寿光以西的广饶、青州、淄博等地一致。

4．普通话的t9、t口。、q声母北部分读作两类：一类与普通话一

样读tG、t∥、9，如“鸡期希江腔香金钦欣经轻兴”等字(即所谓“团

音字”)；一类读ts、tst,、s，如“积七西浆枪相晋亲心精清星”等字

(即所谓“尖音字”)。南部东部西部不分作两类，有的地方与普通

话一样都读tG、t∥、9，有的地方都读ts、tS’、s。

5．普通话一n类韵母都读作鼻化音。普通话的an、ian、uari、

yah读作否、i苕、u石、妒，普通话的en、in、tlen、yn读作每、洛、u荟、y每。

4



6．普通话的复合元音韵母ai、80都读作单元音e、3。

7．普通话的ie韵母分作两类，如。谢”和“蟹?、“结’’和

“街”、“协”和“鞋”不同音。

8．在儿化和轻声方面也很有特点。详见下文． ．·

(二)词汇和语法方面 ．

．

总的来看寿光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与广大的鲁中地区是相

近的，比如与邻近的潍坊、青州、广饶以及临淄、淄川等地都比较接

近。清代著名文学家、淄川人蒲松龄所著通俗著作《聊斋俚曲》、《日

用俗字：}中的许多词语至今仍活跃在人们口中。但也有一些全市流

通而外地较少说的特殊的词，如称物件为“稿儿”(东西)，有的外地

人戏称“稿儿”为寿光“特产”．语法方面如比较句式“甲A的B”

(如“他高的我”，相当于普通话的，他比我高”)，疑问句式“动啊不

啊”或“动啊啵”(如“你去啊啵?”相当于普通话的“你去不去?”)，

形容词通过加后缀或重叠表示一定的程度区别(如“高——高索

——高索索——很高索——很高——很高很高”)，等等，都是很有

特点的．
，1 寿光方言内部也有着比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地

域上，又以语音方面的差异为最明显，正如俗话所说“三里不同

音”．而这种内部分歧也构成了寿光方言的一个重要特色，反映了

寿光方言的丰富多姿，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

根据语音特点及当地人的语感，我们可以把全市分成特色明

显的四个方言区；(1)西区。靠近广饶县、青州市，带有一些“广饶

腔”。包括台头镇、南柴乡、丰城乡、马店乡。(2)北区。被认为是一

种比较“土”的寿光话。包括田柳镇、王高镇、牛头镇、南河乡、杨庄

乡、卧铺乡。(3)中南区。“这在寿光可算是比较标准的话。包括上口

镇、广陵乡、岔河乡、侯镇、道口镇、大家洼镇、五台乡、北洛乡、古

城乡、文家乡、张建桥乡，孙家集镇、胡营乡。(4)东南区。包括寒桥

镇、洛城乡、稻田镇、留吕乡、王望乡、赵庙乡、田马乡、东埠乡、纪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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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当然各区的划分与行政区划不会完全一致，各乡镇内部也不很

统一，以上划分仅仅是指出一个大致的范围。(羊角沟镇历史较短，

人口来源复杂，尚未作细致调查，暂缺。)

四区的主要区别在于声母，韵母也略有差异。

1．普通话读t$、t8‘、爷的字(古代属于“知”“庄”“章”三组声

母)是否二分及其读音。北区二分，分别读t爷、t“s和tG、tG’、G；其

他各区不分，读作氓tS"、s。如“嗤”与“吃”，北区分别读t§。1和
tg。i，其他各地都读作t号‘．L。再如“瘦”和“寿”，北区分别读sau和

giou，其他各地统读80u。

2．普通话读tG、t∥、9的字(古代精组声母和见组声母的细音

字)是否二分及其读音。今寿光西区和中南区不分尖团，同读tq、

t9‘、9，同于普通话；东南区也不分尖团，但同读t8、ts。、s，如“精清

星”和“经轻兴”都读作tsir3、ts‘ir3、sirj；北区区分尖团，尖音读ts、ts。、

s，团音读t9、t∥、9，如“精清星”读tsirj、ts’ig、sirj，“经轻兴”读tgirj、

tG‘irj、Girj。 ·

3．普通话乙声母字(古代日声母字)的读音。西区及中南区

的南部(包括寿光城)读l，如“肉”音“漏”、“瓤”音“狼”；东南区

读零声母i一或y一，如“肉“音“又”、“人”音“银”、“软”音“远”；北

区及中南部的北部读乏，同于普通话。 ··

4．韵母方面的差异主要是西区“啊”“熬”韵母的发音部位比

较靠后且唇较圆(接近广饶话)，其他各区基本相同。此外，普通话

·的OLI、en两韵，侯镇一带读作[eu]、窿]，其他地区一般读作[au]i

[司。

5．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全市没有大的差异。只有个别词各地

略有不同。如蝉，有的地方叫“借流”，有的地方叫“涝稍”；蝉蛹，有

的地方叫“仙家”或“仙家猴”，有的地方叫“涝稍猴”。介词“从”，

一般说“打”，西区有的地方说“砌”，东南区多说“漫”。 。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方言现象只见于局部地区。如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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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东埠乡的部分村庄将普通话读t9i一、t舒一的一部分字如“净

清”等(古音精母、清母的细音字)读成ti—t'i--(如“净”=“定”、

“清”=“听”)。 ·

．

下面把四区的主要语音差异表示如下t

例字 北区 中南区 西区 东南区

支t知 t夸：≠t9 t簪 tS t§
声

经t精 tC≠ts tC tC ts

母 人 乙 乏或1 l t

韵母 拿． A A a
’

A

一
寿光方言也有文白异读的现象，但只见于少数字。如“他”普通

说t'A，但在“其他”中念t．ua，“角”在口语中读t9认，在“角度、三

角”中读tGyo。
f

。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通讯和传播手段的普及，随着人民群众文

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发展和开放，普通话对寿光方言语

音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形成了新的文

自异读字。如F百白拍麦”等字原来韵母是ei，现在不少人i：特别是

青少年)在念书读报时改念接近普通话ai韵母的￡；(二)少数与普

通话差异较大的音类正向接近普通话读法的方向发展．如北区将

一部分普通话念t夸、t矿、莘的字读成了to、t∥、c，现在的青年人特别

是在外工作或经常出外交往的人便很多已经把这些字改念培、铬‘、

爷或t警：、t“、融(一种与t§、t§。、§非常接近而有舌叶音色彩的音)l

又如寿光城原来不分“肉漏“如路”，现在的年轻人多数能区分了l

再如寿光城里的老派“宾拼民”读同“本喷门”，现在的年轻人很少

有如此说的了。一般来说，老年人以及农村妇女的语音比较固定，

可谓“老派”，而五十岁之下在解放后受教育的人则不同程度地受

到了普通话的影响，而又以现在的青少年受普通话影响为甚，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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