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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i对研究语言的人

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

开发．

研究语言有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研究方言也是如此。

这叫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过去有的人研究语言，直接从文字

入手，对语音重视不够。研究方言必须从记音开始，过从口语到

文字的关。就培养人才说，语言工作者从研究方言可以得到比较

全面的训练，更快的提高工作能力。 ．

山西省的语言工作者在实践中逐步体会到调查、研究山西方

言的重要性。他们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组织下，配合山

西省各县(市)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一个点一个点的调查研究，

一个县(市)一个县(市)的编写方言志。经过几年努力，初

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曾经试印过平遥、怀仁、太谷、晋城、陵

川、洪洞、寿阳、祁县、襄垣、文水、万荣等十一种方言志。在

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商讨，修改补充之后，决定以《山西省方言

志丛书》的名义由语文出版社陆续正式出版，这是文化建设方面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为了便于比较，山西各县(市)方

言志有一致的体例；为了反映各地的方言特点，又有灵活的安

排．这种做法是可以借鉴的。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将反映山西全省方言的面貌。山西开

了头，假如其他省、区、市也接着做，合起来就可以给汉语方言

做一个全面的记录。山西首先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经验不足，一

定有许多缺点。如蒙读者与同行不吝指正，可以断言，编者一定

是十分欢迎的。

李 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出版说明

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建设基地。，山西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

源，而且有丰富的语言资源。我院语言研究室从这个实际出发，

提出了编写山西全省各县(市)方言志的研究课题，经过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哲学社会科

学国家重点项目。现在计划规定的试编十种的任务已提前完成。

作为研究成果，我们决定正式出版《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计划

每年编辑几种，陆续出齐。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规定了一致的体例和共同的编写内

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山西方言的共同特点。对于各县(市)的

特殊方言现象，《丛书》不拘一格也予以收录。《丛书》以记录

和分析方言事实为主，所列材料都是作者实地调查所得。

这套丛书是由我院语言研究室温端政同志主编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为丛书写了总序，中国社会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熊正辉、侯精一、贺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

应用研究所陈章太、李行健等同志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这套丛书7

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里，我们谨向他们以及关心这套丛书的

语言学界其他专家、学者表示谢意。我们还向参加这套丛书编写

工作的省内外方言工作者，向乐于承担出版这样一套发行量小、

编排难度却很大的丛书的语文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表示谢意!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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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



第一章 导 言

1．1 地理概况

大同市位于山西省的北端，地处桑干盆地中部北缘，介予内

外长城之间。大同市的地理座标为北纬34。54 7至40。25 7，东经

112。至113。31 7。南北长约五十公里，东西宽约四十三公里，总

面积为两千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北邻内蒙古自治区，西接左云

县，南连怀仁县，东接大同县，东北和阳高县接壤。

大同既有平川，也有丘陵和山区。海拔在一千二百至两千一

百米之间。东北有采凉山，北有方豳，西北有霞公山，西有武周

山，西南有七峰山。市区东有御河，西有十里河，两河汇合后流

人桑干河。

大同的煤炭蕴藏量达三百七十六亿吨，是我国的重要煤炭基

地。一九八四年产煤四千三百三十二万吨。此外有石灰石、高岭

土、铅矾土、石墨等。全市有大中型煤矿、机械、建材、化工．

电力、轻工等工矿企业四百多家。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主要作

物有小麦、谷子、玉米、高粱、薯类、大豆。经济作物有油料、

甜菜，药材、黄花以及蔬菜、瓜类等。

大同交通发达，是京包铁路和北何蒲铁路的交汇点，另有市

郊列车通往矿区。公路四通八达，不仅可以通往晋北各县，而且

还直接通往呼和浩特、太原，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北京．

大同市下辖城区、矿区、南郊、新荣四个区。共有二十八个

街道办事处，二十一个乡，五个镇，三百五十三个自然村。居民

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族、蒙族、满族等，他们世居大同，

2



都说大同话t据一九八四年统计，全市人口为九十八万一千零二
十三人渤

1．2 历史沿革

根据对青瓷窑ll-j石器遗址的考察，远在十万年前，大同一；特

已有较集中的人群居住。春秋时期，这■带为我国北方游牧部

楼烦所居。战国时期，大同一带是赵国的边陲要地。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大同一带属雁门郡。

西汉初年在这里设置平城县，属并州雁门郡。东汉末年，割

据势力混战，平城毁于兵火。建安时移治于今代县东。西晋时平

城复治于旧地，仍属并州雁门稿；。

西晋灭亡后，我国北方开始了各民族纷争的历史。鲜卑族建

立了北魏政权。公元三百九十八年，北魏道武帝自盛乐(今内

蒙和林格尔)迁都平城。到公元四百九十四年孝文帝迁都洛阳

止，北魏在平城建都共九十六年。在这一时期，大同是当时北方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

北齐时称太平县，北刷称云中县，隋时因文帝杨坚父亲名

忠，云中县改称云内县。唐代，大同先名定襄，后称云中。宋亦

称云中。辽重熙十三年(1 044年)改云中为大同。此后大同的名

称一直沿用至今。辽、金两代的二百年间都把大同作为陪都，称

作西京。元代大同为路，明清两代均为府。民国元年废府设县，

属山西省。
’

一九四九年五月大同解放，设市，属察哈尔省。一九五二年

十一月，察哈尔省撤销后，复归山西省。

1．3 方言概说

大同方言以有无[奄奄‘夸]这三个声母而分为两类．两类的

韵母与声调完全一致。市区的东北郊、东郊，东南郊各村，大都

3



有[奄奄‘胡，北郊、西郊、西南郊无[鸟奄‘酣。城内的语音两

类混杂。世居大同城内的居民有[喀喀‘夸]的占多数。本志记录的

是城内的老居民的口音。

北郊、西郊、西南郊大都把桌子、椅子的“子”说成[瓦a2
8
2]，

其余村庄和市内居民一般说成[tsa2”]。

大同方言保留着人声．入声韵母收喉塞尾[2]。舒声韵母

有两个特点：一是前响复合元音[ce Bo]等的开口度都不大，

发音时的口形变化也较小。二是鼻尾音全部脱落。其中深臻曾梗

通五摄的鼻尾音脱落后均演变为舌根浊擦音[苫]；咸山宕江四

摄鼻尾音脱落后演变为开尾韵。

古人声字在大同方言里多数今仍读人声，少数今读舒声或舒

入两读。还有少数古舒声字今读如入声或舒入两读．

从构词上来说，大同方言有叠音词、词头“圪”医词头

“忽”、词尾“达”、嵌[1]词等，还有很多熟语性质的四字

格。这些是大同方言的特点，同时也是晋语的特点。

1．4音标符号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下面是本书所用的辅音和元音符号．
， (一) 辅 音

本书所用辅音符号如表一。
’

表一

＼＼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舌尖后 舌面前 舌根方法＼ (舌面后)
喉

塞
不送气 p t k 2

送气 P‘ t‘ k‘

塞 不送气 ts t簪 t口

擦 送气 ts‘ t参‘ tG‘

鼻 m n

边 l

清 f g § O X

擦
浊 V 五 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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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 音

本书所用舌面元音符号见本页的元音图．图上八个标准元音

用实心圆点表示，其他元音用空心圆点表示。

鼻化元音用^v表示，如[直]是[a]的鼻化音。卷舌元音

用[r]表示，如[ar]是[a]的卷舌音，不是先发[o]，后

发[r]； [1lor]是[uo]的卷舌音，不是先发[uo]，后发

[r]。

除元音图上表示的舌面元音外，还有两个舌尖元音， [1]

表示舌尖前元音， [t]表示舌尖后元音。

元音图

前

高1

央 后

低

(三) 声调符号．

本书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成“低”、

“半低”、“中”、“半高”、“高”五度，分别用i 2 3 4 5。

表示。音标后面的数码表示调值，遇变凋时，本凋数码在前，变

凋数码在后，中间用短横隔开。遇有特殊情况时，只写短横和变

凋调值。数码下加横线，表示短调。本书所用声调符号如下：

5



6

单字调

31 (阴平)

313，(阳平)

54 (上声)

24 (去声)

塑 (入声)

30 (轻声)

连读’变调

此外，本书还用了以下几个符号：
’

[ ] 表示里头是音标，例如： [a]‘【i e] [UO]

>表示“变成··⋯·”，例如：tsl>tsar

<表示“从⋯⋯变成”，例如：uor<tl，uo

其他符号参看第三章同音孚表凡例和第五章分类词表凡例。

(四) 本书所用音标与汉语拼音方案对照表

声母对照表

本书所用音标 汉语拼音方案

记大同音用 记北京音用

P P b

’P‘P‘ p

m m 133．

￡ l f

V a V W

t t d

t‘t‘t

n n n

1 l l

tS ts Z

ts‘ts‘ c

口o13

．

一

4

4

4

5

2

5

一

一



本书所用音标

记大同音用 记北京音用

S
。

S

t§ t§

t§‘ t督‘

夸 莘

瓦 瓦

t口 t曰

t口‘ t口‘

口 口

k k

k‘ k‘

X X

．a a

韵母对照表

本书所用音标

记大同音用 记北京音用

1 1

t l

i i

U U

y y

a a

ia ia

Ua Ua

o o

UO UO

Y Y

汉语拼音方案

s

zh

ch

Sh

r

j

q

X

g

k

h

一(零声母)

汉语拼音方案

i(zi ci si的韵母)

i(zh i chi shi的韵母)

i

U

U ‘

a

ia

Ua

o

Uo

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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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用音标

记大同音用 ·记北京音用

ee ， ai ei

u￡e uai uei

甘0 ao

iBo iao

aU 0U

iOU i 0U

孢 an

ie ie iarl

U匏 uan

Ye Ye yan

D a日

lD Ia目

UD uaD

aY an a习

ioy in irj

uaX Uan uD

YaX yn y日

ar ar

a2 一
i a2 一
ua7．．——

ya2 一
， a2 一

i aP —

UaP —

YaP 一

汉语拼音方案

Cli ei

itai tlei

a0

iao

ou

i ou

an

ie iarl

Uan

fie fian

ang

1ang

uang

en eng

in ing

uen OH g：

fin i ong

er(拼零声母)



应该说明的足表里头的对照，有的是大同、北京两地近似，

有的是大同和北京两地相当．例如大同话的[∞]相当于北京的

[an]．这样做对于一些读者可能会提供点便利．至于大同语音

的实际音值及其与北京语音的比较，可参看第二章语音分析和第

四章大同语音和北京语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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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第二章语音分析

2．1 声 母

大同方言有=十三个声母，零声母在内。如表二：

P 巴布

t 打跌
ts 早字

t拿 沾住

t口 家菊

k 高骨
0 衣雨

p‘盘皮

t‘贪图

t8‘产寸

t窨‘车出

t9‘欺前

k‘苦看

m麻帽
n 男怒

肥福

思生

舌上

西学

喊黄

V 瓦物

1 来律

气 人弱

[V]的摩擦较轻，实际音值为[1)]。

[n]和开口呼。合口脬韵母相拼时是[n]，和齐齿呼、撮

口呼韵母相拼时是[取]。

零声母[0]一般只和齐齿撮口两呼的韵母相拼。

2．2

大同方言有三十七个韵母。如表三：

1 t资治
a 打茶
0 玻婆

Y 遮舌

10

i 皮鸡

ia家架

tl 母醋 Y女巨

ua 瓜画

UO 躲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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