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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方言志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是。地方之
记”，。撰写方志就是把地方现状记载下来，对地方的政治，经

济，社会作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以便鉴往知来，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言志作为专志之一，也是

反映地方特色的一个方面。详细调查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

们语言应用的情况，全面记载当地方言，是十分必要的。

‘云南汉语方言属于北方话系统，它和民族共同语同源异

流，因此，调查方言，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科学地揭示方

言与共同语的对应关系，寻求其中的规律：这对于推广‘普通

话，使普通话教学做到事半功倍，提高效率，从而直接为加速

共同语的传播和普及创造条件，也为共同语的进一步丰富发展

提供重要的语言依据。所以，编写方言志，．研究本地方言是汉

，推广普通话，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

汉语各方言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语言发展

性，古代汉语的许多现象分别保留在不同层次的不同

方言在不同空间中保留着不同时间的某些语言现象，

集方言的素材，可以有效地验证汉语发展中许多重要

轨迹，科学地探明历史上汉语分合变异的一些现象，为构拟古

代汉语面貌提供科学依据，对训诂学和古汉语研究都有很大作

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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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属于文化范畴，不能脱离文-

的风土习俗和历史文化紧密结

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 t．

言中保留下来的一些像化石一，．

、经济史，交通史以及人口迁V、

义的。
j

弋．j

全省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一帐_璺
，加上历史上多次移民，使云 r
杂纷纭的状态，云南以语言、 】

”，像一个品位高，蕴藏丰富

教育局合作，组织编写各县方

撰写大关方言志。初稿写成后

社按照编审程序，提出了一些

前由朱炳淳、吴积才同志审

们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

吴积才

1989年9月10日
?厂’。

7于云南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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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言

1．1 地理概况

大关县是个多民族山区县，位于云贵高原北部边缘的缓冲

部，形似蕉叶。境内山峦重叠，河流纵贯，山脉属乌蒙山系o．

地处昭通地区腹心地带，东北与盐津县接壤，东南与彝良县毗

邻，南面与昭通市接界，西北与永善县相连。所辖范围东西界

于东经103。437—104。77，南北界于北纬27。367—28。157。东

西横距43公里，南北纵距73公里。地势南北高，中间低。最高

点为南部与昭通市接界的高家梁子，海拔2785米；最低点为吉

利区鱼田乡的吊楼子，海拔492米。县辖翠华镇、上高桥区，青

龙区、翠华区、悦乐区、黄葛区、寿山区、吉利区、天星区，

高桥区、木杆区等1镇10区，65个乡(其中有打堡、绿南、太

华、联盟、’漂坝5个民族乡)。1984年，全县共有38 237户，

199 052人。文化结构(据1982年人口普查)：大学生108人，

中专(高中)生i 731人，初中生10 727人，小学生44'418

人。县城所在地翠华镇位于县境南部翠屏山下，人口8 693人，

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一
．

民族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人口14 990人，占总人口的

7．54，其中：苗族8 529人，回族3 310人p彝族3 120人，白

族、壮族、傣族、纳西族、独龙族共有31人。1958年前，交通

’十分闭塞，运输全靠人背马驮，1958年至I]1984年，先后修建了

5条跨县公路，沟通了毗邻县、市交通。还修建了区乡公路13

f 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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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lo区和23个乡巳通车。经大关的主要干线杨(杨

电流坡)公路，在境内全长65公里，是滇川重要通

往云南北大门——水富的必经之路。
．

I．2历史沿革

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居住a『夏

古梁州地，周时为窦地旬，秦时属滇国夜郎夷地，

年(公元前135年)属犍为郡。元为乌撒乌蒙宣慰司，．

省。明为乌蒙府，改隶四川。清雍正五年(公元

改土归流”后仍隶云南。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

属昭通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称大关县。

大关县解放，属昭通地区。
’

1．3 大关汉族人口的来源

民原来是乌蒙夷地的少数民族，多系彝族，其他为

、回族等。焚族由荧道郡迁徙来。苗族由贵州威宁

回族由昭通所属的其他地方迁徙来。雍正五年“改

估计在。改土归流”之前，汉族人口不会很多，之

及省内一些地区的汉族人口才逐渐移来。

省的汉族人口，据我们初步调查，其祖籍有江西、

、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今大关城内，尚

会馆)、广东庙(会馆)、川祖庙(会馆)、黑神

馆)，财神庙(云南会馆)等旧址。此外，亲属称

称还留有痕迹。例如称父亲为。伯伯”，是湖北等

谓，公鸡也称。鸡公。，是广东等地的词语。

些地区“改土归流以后，由嵩明、寻甸等处指拨一

蠢。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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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来县，外箜士商陆续迁来’(《大关县志·上》141页>。
{

、

一

，

。

‘

： 、 ‘。二 ，．．
．

4’

r

．

． 1．4大关方言概说‘| 。．o

?I：7
】。

～。_
‘

一。
v

一。’ ．大关地处昭通地区腹-11,地带，历来为滇川交通要道。其方 。

j一 言既受昭通市方言的影响，也受四川南部方言的濡染，带有滇
4

川边界方言的特色。本书记录的是以大关县政府所在地翠华镇

l> 为代表的方言。[注]
‘

-．

‘ 大关方言内部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差

异较小。依据古入声字的改读，以及去声的调值；大关汉语方

? 言大体可以分为翠华、吉利、木杆3片。翠华片，以县政府所

． 在地翠华镇话为代表，包括翠华镇、悦乐区、黄葛区、寿山 一

区、天星区、青龙区、翠华区和上高桥区等8个行政区。吉利

片，以吉利区这．政府所在地吉利镇话为代表，包括吉利区一个

行政区。木杆片，以木杆区区政府所在地木杆镇话为代表，包
。

括木杆区和高桥区两个行政区。(以上分片见前面“大关县汉

语方言分区图”)现将各片方言之间的差异，作一概略说明。

‘：
I”

、≮

先看古入声字的改读：一． ．∥．． ．-

+翠华片和木杆片的古入声字今改读阳平调，其调是,131．例

如： 。吉利”。太热喽”。天黑喽一。麦子’中的4吉”“热”

。黑"麦一四个字，分别读为[如i、1][z丑q][xEJ]亡mE、I]．

例外字很少。

吉利片的古入声字今仍读入声调，其调是,1323。例如。

。吉” 4热” 。黑” 。麦”四个字，分别读为[向i、I]Eze4]

[xBq][mEq]。例外字很少，例如： 。食。4药’两个
字分别读为[sl,1][i04]。 ．；

再看去声的调值。 一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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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华片和吉利片去声的调值都是a213。例如： 。是抽

“到”。见”“旱”四个字分别读为l-s11][tAO,1][切诡nJ]

。[x五na]。
’

．．一1 ‘。：， 一。

。
’

木杆片的去声的调值是J212。例如： 。是⋯“到”。见。√
‘

。旱”四个字分别读为[j1J][tAOJ][切i两nJ]‘[x五nJ]。

此外，对极少数字的声调读法也有不同。例如“奶奶(乳

汁>”，木杆片读为[nAI]nall]，翠华片和吉利片都读为

[nAI、1nAI、]。 ．

～ ／

‘

除语音上的差异外i在用词上和在语法习惯上也有一些差
J‘ _

一

异。，，
·

。
，

‘．’‘ ，

’

’

． j

在用词上：
一

’‘

’

‘一、

r

j
‘

木杆片称父亲为“爹”[tie'1]，翠华片和吉利片称父亲

为“伯伯”[pE4pE4]。木杆片和吉利片说“削猪”[s觚地u1]， ，

， 7翠华片说。劁猪。 [劫‘iAo"Itsu'1]。翠华片中的上高桥区和翠
。。

华区中的玉碗乡、出水乡、火地乡(简称上高桥点，下

同)，因毗连昭通市，受其影响，又与其他各区乡略有不同。

上高桥点说“琬”[u五n_]，其他各区乡说“要”[suA、]，’
· 认为说“玩”显得轻佻。上高桥点说“生火一[s5nlx01]，

其他区乡都说。烧火”[SAOqxO'1]。对火势旺盛，上高桥点 、

说’4火太着喽”[xo'lt‘AI拖oqnau、1]，其他区乡都说“火太 ·

： 燃喽’[xo'tt‘AI 4zin4nau、1]。
‘

， ÷
，

在语法习惯上：
’。

．厂‘

木杆片问“去哪点”[k‘iJnA'tti两n'1]、。咋个搞的” ，．

[1sA4koJkAo、lni．|]，翠华片和吉利片问。去哪堂角儿”

Ek‘i,tnA'lt‘684kuarq]．。啷个搞的”[n如JkojkAo、Ini·I]。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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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大关方言先后调查了两次，在调查过程中，前后

有19位发音合作人。1985年10月调查时，主要发音合作人是何自

安同志，时年43岁，翠华镇土著，县教育局干部；本志所记的

音系和词汇的注音是根据他的发音的现场记音和录音整理的一

此外是张光庭同志，时年36岁，翠华镇土著，县教育局干部。’

其他还有，罗万祥同志，时年30岁，翠华镇人，县志办公室干

部，陶友乾同志，时年38岁，寿山区土著，县委会干部，张期

忠同志，时年28岁，翠华镇土著，县委会干部，甘再仙同志，

时年50岁，翠华镇人，笔山小学教师；刘明江同志，时年46

岁，天星区人，天星中学教师’彭国政同志，时年54岁，’天星

区土著，天星区干部。1987年3月，委托大关县志办公室的同

志进行一些区、镇、乡的录音时，发音合作人有；吕开印同

志，时年56岁，青龙区人，县政府干部，吴泽民同志，时年40

岁。寿山区人，县政府干部j，刘兴会同志，时年27岁，翠华镇

人，县政府干部’万天江同志，时年58岁，悦乐区人，县政府

干部，韩采云同志，时年28岁，翠华区出水乡人，马敏对同

志，时年39岁，上高桥区人，周世寿同志，时年23岁，上高桥

区人，罗昌华同志，时年32岁，吉利区人，蒲骏同志，时年25

岁，木杆区人’戴云清同志，时年59岁，木杆区人；郭厚禄同

志，时年56岁，高桥区人。

I．5，音标符号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现将本书用到的音标符号列表如

． 下：
～

～

一5一



●

’

●

’

’
· 一

?

’

．

’
·+

‘

‘

●

’

(1) 辅音 ．

’

、

，⋯： +‘‘。

’l’ ‘ 一
●

●

。 ． 本书所用辅音符号见表一。加括号的是描写时提到的辅
-立一r一 ’⋯

。 _’ ．
．

表一‘f‘：：一。，。，： 一．’。 一。 -⋯_，·’

弋帮岔
＼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

方法＼
、

不送气 p t ．

二

k

塞
送气 p‘ ．．t‘ ．

‘k‘

塞 不送气 ． -b 。奄 扣
’

擦 送气 b‘
。

奄‘ 扣‘
’

鼻 m · n ’j ． 码

边
’

：

1
二

清 · ，f ￡．。
‘

置 9 。

x‘

擦
浊 v —z 互 、

半元音
‘

(j)

(2)元音

本书所用舌面元音符号见下页的元音图。
’

除元音图所列舌面元音外，还有舌尖元音[13和【、]．

此外，在描写时还用到下列鼻化元音：-
+

．五 a 两 5 i 穸
‘

j

一6一 、

一

●

f

'



用到下列附加符号：
‘ 舌位略高，如￡· t 舌位
+ 舌位略前，，如A+ 一 -舌位
。 唇形略圆，如A。 6唇彤

c 略开，如e。
。

鼻化

t·辅音自成音节或作韵母，如、f

音 图

A

如把t

如A一

如0。

一7一

J

低后展如略略略，

U

o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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