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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走上语言研究的道路，可以说是从研究家乡的方言、．

开始的。那是1955年的lO月，我在北京参加奎国现代汉语规范

化学术会议，小组会休息的时候，偶而跟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

先生谈到通元方言的人称代词“我"和“他"在动词前后不

一样，在动词前面是“我侬"和“伊僚"，在动词后面是

叫我”和“伊"。两位先生都说这很有意思，并且鼓励我写出

来发表。这样我就写了第一篇方言研究的文章，也就是1957年

《中国语文》6月号上的《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这篇文章

中的“通元"写作“通园，，，一则是当地有这种写法(还有写 ．
·

作“通院"的)：二则是吕叔湘先生觉得“元黟是疑母字，按

理不应该和“园矽同音，所以我就选择了“通园"逸一写法。

现在我才了解到“通元"是从“通玄寺黟(康熙后固避讳改为

矗通元纾)得名的，‘用的是读书音，难怪就读同“固’’了。过

去把“通元"改写成“通园"的人，大概也是怀疑“元"字不

该读同“园"字吧。50年代后期，我曾经花了二三年时问写了

一部通元方言研究，全书约20万字。丁声树先生花了不少时

间，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且批注了不少宝贵意见。可是当时我

完全没有想到要出版，只是想通过对家乡方言比较系统深入的

研究，培养自己比较全面的语言研究能力而已。 ·
。-。

1925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旧，我出生在通元镇东南约4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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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浦漾胡家场东场。1928年3岁多一点就离开家乡，搬到

硖石。1939年以后住在上海。但是我们一家一直过的是比较封

J才J的生活，很少和外人来往，所以我从小说的是一口地道的

“浦漾浪说话"。再加我既不善交游，又不善模仿，因此在硖

石住了10年，根本不会说硖石话；在上海住了10年，上海话也

只是马马虎虎，在北京住了40年，北京话只能打个70分，倒是

家乡话还很地道。1984年，我回剜阔别已久的家乡，人人都说

我“乡音无改”；即使是素昧平生的人，几句“乡谈"就亲密

无间，这对我来说倒是莫大的欣慰。这时候正碰上县里修志，

这又给了我一个机会为家乡写一部方言志。

海盐方言有很多特色，这大概是由于过去交通比较闭塞，

人口流动不那么频繁，因而地方特色保留较多的缘故。平上去

入各分阴、阳两调，人称代词在动词前后分为两式，存现句分

动、静两类，还有一批日常生活的吴语基本语汇，：这些特色对

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都具有重要价伍。

1985年11月6日至12月19日，我带研究生到海盐县调查方

言，重点调查了县治武原镇的方言，也调查了各乡镇的方言。

1986年11月1日和2日叉到海盐就个剐问题进行了复查。在此

基础上写成了《海盐方言志》。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出版一部

专业性很强的方言志十分困难。万幸的是海盐县政府顾问万云

同志和昙志办公室副主任王德坚同志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事业

和本县人士的学术活动，大力支持《海盐方言志》的出版，这

才使联海盐方言志》得与读者见面。 j

《海盐方言志》的编写和出版得到海盐县各级领导的支

持，在调查过程中还得到了海盐县各部门、各乡各镇的大力支

持，特别是县志办公室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提供了各种方

便。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样规模的调查是根本不可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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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在此请允许我向各有关部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 ．．
，．

胡明扬
。：：?j。 ‘。}990-zT--4月6日于北京



符号说明

夹注符号，变调虚位符号，选用符号

注释符号

汉字空缺符号 ．

音节空缺符号

阴平符号

阳平符号

阴上符号

阳上符号

阴去符号

阳去符号

阴入符号

阳入符号

脚注符号

后面例句不能成立；拟构的古音

小字简注

重字符号

后一音节原调不明

“或"

分读符号

隔音符号

连读符号㈠¨口一扣妇叼叼口口凸匝口佃凸～唧／∥由一



g

1{：；

嚏{2

1

z!{d
4



±：2’‘· ‘， ：i，。卜 t ^、 、，L：7．

。。‘"一绪言’海盐人文地理概况
+‘-“

’⋯‘、j+ ·
． ．，

’

‘
一

．·

1一 ．；’ 。

， ： ·

．。海盐地处太湖流域南部水网地区，目前的县境东北足平沥

县，·西北是嘉兴市，西面是海宁县，东面和南面是杭州湾j古

海盐比目前的县境要大得多，北靠长江入海口，东临东海，南 ：

濒钱塘江，包括了今上海市的一部分和现在的海宁县。秦始皇

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海盐县，据《太平寰宇记》，以

“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属会稽郡。在此以前，《禹 ·

贡》列为扬州之域，春秋时期为越地。东汉永建四年(公元

129年)分会稽郡浙江以西为吴郡，海盐归吴郡。三国吴大帝孙

权时析海盐南境之地置海昌都尉，后改为盐官县，即今海宁

县。唐天宝十年(751)析海盐北境，嘉兴东境，昆山南境置华

亭县，即今松江、上海一带。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于嘉兴

置秀州，海盐改属秀州。宋庆元元年(1195)升秀州为嘉兴

府，以后海盐一直属嘉兴府。1958年10月，一度废海盐县，并

入海宁县(西塘、元通、海塘3乡并入平湖县)，1961年10月

又恢复海盐县建制。

海盐县现有面积为503平方公里，人1=133．2万余人(据1985

年统计)，除极少数回、苗、布依、朝鲜和达斡尔族外，绝大

多数是汉族。
。

。海盐县现有4个镇，13个乡：武原镇(县政府所在地)，

沈荡镇、’澉浦镇、通元镇、城西乡、富亭乡、欤城乡、三官堂

乡(简称“官堂，，)、石泉乡、六里堰乡(简称‘‘六里)、长

川坝乡，百步亭乡(简称“百步)、横港乡、齐家乡，元通

t 1'



乡、海塘乡，西塘乡。

县治武原镇现有人口约2．5万人，另有秦山核电厂职工几

千人散居附近。镇上人口在抗日战争前约两三千人，经战争破

坏，人口流亡他乡，抗战胜利时人口不足千人。目前镇上人口

中多数是本县各乡镇迁入的，少数是本省邻近各县迁入的，还

有少数北方籍的南下干部，地道的本地人估计只占目前武原镇

人口的x／5，约5000人左右。海盐各乡镇的方言有内部差异，

《海盐方言志》一依县治武原镇本地人的方言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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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语 ．音

§1．1 元音 7

元 音 囊

舌尖元音 ．舌 面 元 音 ‘

前 前 央 后

不圆唇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不圆唇 圆唇

高 l l y U

‘半 高 e a T o，o

半 低 C a，a

低 a，夏

(1)舌尖前不圆唇元音lo 这个元音和普通话的l基

本相同，但发音时肌肉不那么紧张。1只出现在辅音ts，tsh，s，

Z后面，如： ，’ · ·

ctsl猪．tst纸tsl3痣

ctshl痴 ctshl褚tshP刺
’

csl丝 csl水 s1^四

立zl时 Czl是 zl童字 ，

(2)前高不圆唇元音i。 这个元音和普通话中的i基

本相同，不过发音时肌肉不那么紧张，舌位稍低。

·3 i



i包括3种主要的变体，即l，i}，，o

变体i出现在大多数语音环境中，包括单独出现的场合，

如：

ci衣 ci伊 ci3腰 ·ciT幽

ebi皮 cti低 ￡mi迷 cfi飞

变体i}比i稍后．稍高，更接近普通话中的i，出现在舌

殛辅音后面，如：

cpi西 ct口i鸡 ctghi欺

变体7比i，i p的舌位都低，接近e，只出现在喉塞音

韵前面，也就是只见于入声字中，如：

ti93铁 biga别li?a立 mi?a蜜

．(3)前高圆唇元音Y。． 这是和i车H对的圆唇元音，

有关的特点和i相同。 ．．

y包括两种变体，即Y和y o b

变体Y出现在一般语音环境中，如：

，， ‘cY淤 壁y雨 ． ，!

变体iy·的舌位稍高，稍后，更接近普通话的y。y}_出现

．在舌面辅音后面，如：⋯’
^～⋯⋯～ ～一 一

?‘ctcy归 cPy书 d；y垒树
． (4)前高不圆唇元音e。 这个元音实际发音介乎e

和I之间，而且略靠央，在听感上和标准的e有一定差距，例

如： ，

ce欧 me呈妹 Se。岁tde头 ，

(5)前半低不圆唇元音￡。 这个元音和普通话中的

￡相似，但稍开。
’

￡包括两种变体，即￡和E。

变体￡出现在一般场合，‘如：

· 4 ·



弱

￡3爱’ ￡le来。’ckhe开 cs￡山 i

变体E出现在i后面，如： j t．√

； ‘ci￡烟 立6i￡盐 。篁mie免 t，
，‘

一、一

：’4(6 1)前低不圆唇元音a。‘ 这个元音和普通话中的m

近似。 。‘+ 。‘ 一‘ 一一”-3 ’

a包括3种变体，即^，a，11。
一

。变体A出现在一般场合，如：，f|

ca挨 ba曼败’tha3太‘cla拉
“

一 变体a出现在i后面，还出现在喉塞音前面(a元音前不‘‘

带其他辅音)i如：‘ ：。·‘f。、- ‘i；；，

‘ ‘

·。立Ria爷 “j! c9ia写 ”：’t#ia?3脚‘{ 一·+

a9。鸭
·， 一一．、，?·i ·

变体Q池现在舌根辅音和喉辅音后面，如：’，：’
一 ‘‘·。cka咖·‘cha‘哈 ‘’立6a2鞋t gga解

(7)前低不圆唇鼻化元音矗。：{㈨这是a的鼻化元音，‘。

鼻化从发音时开始，是完全的鼻化音，如： ”’

，÷ J罐樱”?置m夏盲 ‘、蔓la冷’蔓6n&横
‘‘

． (8)央半高不圆唇元音a。 这个元音和普通话中的

轻声a不完全相同，部位比较稳定而且有‘定长度，也比较清

晰，‘不妨标作寺。+ “’‘．一

’

’ -‘。’： ’·

a包括两种变体，即a和0。 i

变体a出现在一般场合，如： ·1‘

‘

．

。

’

’。c9安’立ma瞒 etso砖 cha虾 ’‘-

变体a出现在喉塞音前面时长度大大缩短，但是舌位没有

发生太大的变化，如：

、ta9。得 ma92末 fa93弗．ko?3合

变体Q出现在高元音Y后面，如：

·5·
t



-Cyo远 殳nya元 ￡flyo圆 ctCyo卷

(9)后高圆唇元音U。 ，这个元音和普通话中的U差

别较大。发u时从外表来看几乎是不圆唇的，双唇并不突出收

拢成圆形而是微微收紧，．上下唇几乎合拢，只留中间极小一孔

出气，但两颊肌肉收紧，因此在口腔内部是圆的，如：
‘

cU乌 ￡Iu罗 cku鼓 cu5汪

(10)后半高不圆唇元音了。 这个元音和普通话中

“歇，，kT中的T很不同，舌位较高，实际上是D的相对的不

圆唇元音。因为国际音标没有u的相对不圆唇元音，所以一般

就写作T，其实在听感上截然不同，这个音仿照u的先例可以

’写作m，而在听感上的确也接近眦，正如。接近u。这个元音

只出现在i后而，如：

C--iT有 立niT牛 ct9ix九 c9iT休

(11)后半高嘲唇元音O。 这个元音和普通话中“罗”
l 1,10中的O近似，不过舌位稍低，肌肉较松，如：

co哑 壁triO马 cko瓜 109量六

(12)后半高圆唇鼻化元音5。 这是O的鼻化元音，

如： ．

c5翁 cf6风 i63用 cts5肿

(13)后半低圆唇元音。。 这个元音和标准元音。近

似，如：

c3凹 cti3鸟 ctpio焦 ctsho草

(14)后半低圆唇鼻化元音苓。 这是。的鼻化元音，
虫n：
。

a15郎ts53壮 cka5讲 cs5霜

· 6 ·



辅 音 裹

淤 双 唇 舌 舌 舌 ．舌
尖 喉

唇 。齿 前’ 尖 面’ 根
发音方法＼＼

』

塞
不送气 p t k 9

清
送气 ph th kh

音
浊 送气 b d g

鼻 音 m n 习

不送气 ．ts t9
塞

清
擦 送气 tsh toh·

音
浊 送气 d；

擦 ．清 f S 9 h

音 浊 V Z (j，q) (w)}·6
l

边 音 1

(1)双唇不送气清塞音P。 这个辅音和普通话中的

P基本相同，但发音时肌肉较紧张，如：
’

．

‘

cpa爸 cpa宝 cpin冰po?o剥

(2)双唇送气清塞音ph。 这个辅音和普通话中的

ph基本相同，但发音时肌肉较紧张，如：
‘

cphi批 cphio飘 cphin拼pho?i扑
’

(3)双唇送气浊塞音b。 这个辅音严格地说来是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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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浊流，可以标作p6，初发声时声带不颤动，紧接着是很强

的浊气流，然后随着元音开始声带才颤动；但是在入声字中由

于入声前面有喉塞音，声带已作好颤动准备，因而是真正的浊

音j．在连续的两个舒声音节的交界处，由于声带在发元音或鼻

音时一直在颤动，因而也是真正的浊音，如：

gba排 -％5棒 _i；bin瓶

{9ba9垒勃 9ba90_拔 ctsh百_c_bu菖蒲

’({4)双唇浊鼻音I"11。 这个辅音和普通话的111．基本相。

同，倒是在低调类(阳平、阳去、阳入)字中有明显的浊流，

在高调类(阴平、阳上)字中则没有浊流，如： ，

： 曼ITla埋 ma皇卖 ma9垒袜

cn'la妈 _Cma买

m又可以自成音节，如： ，

‘crp姆 ￡m呒

(一5)唇齿清擦音f。

相同，：如：
．I cfi飞“ cfort粉

(6)唇齿浊擦音v。

璺v6缝 壁v￡范
一

v又可以自成音节，如；

壁m亩 平垒口叹词’
‘。。

这个辅音和普通话中的f基本

fu3富lap3法

这是和f相对的浊音，如l

vi2费姓 va9量罚 ·

‘^～ ⋯●_ ’ ’
。 -‘ ’-‘

立丫符 壁丫负 丫垒附 ，

一

丫可以作为f后面的自成音节成分，如： 。

cf丫夫 cfy斧，fy。富 +，

在音素系统中，元音性的v可以改写成U，如：cfu夫，

cfu斧，fu。富，自成音节的丫也可以认为有一个元音q，如：

立vu符，￡vu负，vu_o附。 ’；i

(7)舌尖上齿不送气清塞音t。．． 这个辅音和普通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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