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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延川l县位于陕西省北部，来临黄河_这是一块具有古老文化‘

传统的土地。褶传大禹洽水曾猩此驻足，令尚有地名日‘‘禹屠一。

公元五世纪初，匈奴贵族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子，毽号鏊夏，建嚣：

于今陕北北部横山县境内。且一度国力鼎盛，还夺取过长安。廷

川釜今有赫连勃勃莽手县内自圪瓣寺灼传说然久的历史术但使
廷j蘸共有澍具芦祷势富毒袭觋务葑赘旗0遘祷：’势羝≮布黯簿涎
阀文学瀚踺谪誉莱，黼氢整谱蕾穷面架说，诞J11方言在整个北方语’
审也算是较为复杂并富有特色的，至今还保留了很多古音、古义、

吉词语。困舔开发惩矧方言，茏论对汉语的历史骚究或理健语言

学的研究，无疑会提供丰富而宠贵的资料。

过去，延J||方言是一捷未被舞垦的处女地。道光十一年(公元

1831搴)《延jll县悫》中，仅双残入方言溺语六十多条，显尾蠲音

牢注音，有些极不准确。一九五八年方宙普查时，省上虽对延川

方言进行_；遣调查，但出于调查强度或任务不同，最后亦不可熊形

成一本关予延j|l方言的专著。
’

如今，由我县盛志办公室约请张崇同志编著的《延川方宙志》
裁要闻世了，它将成为新编《延j||县志》不可缺少的部分。本档的

磁版，对我县钓文化建设是具肖重要意义的。应当措翡的是，为此

书的编纂，县志办主任阀尔诺及室内其他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付

爨了艰辛携劳动。

张豢砑志工语富。近年来德多次深入舞延翊的群众之中，薄’

延川话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其范嘲涉及到话音、词汇、语

绉等各个方蠢。在此基础上，他凭螯丰富静语言学知识并运用现，

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延』ll方言进行了深入的分桥和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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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写出了这本以记录语言事实为主的，对延JiI方言进行全面描述
和研究的专著。从书中不难看出，在对延川方言作平面描写的同

时，作者还辅之以纵的研究，对延川话的一些语音现象和方言±

语进行了历史分析或考证。另外，书中第四章从声、韵、调三个

方面将延川与北京两地语音进行了对比。延jf{人要是利用这些语

音对应规律去学习翱推广普通话，将会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这又大大增强了这本书的实用价值。，

、当然，我县仅仅是陕北方言区的一个方言点。我俘愿菊垒国
豹汉语方言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并希望读者、专家对本书的缺

点和不足之处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和作者都是十分欢迎的。

’‘2。

王禄厚

19f17年12月



第一章概说

1．1 地理概况

延川县位于陕西省北部。它东临黄河，与山西省的石楼，永和

两县隔河相望，西与子长县、延安市毗邻j尉连延长县i北接清涧

县。县辖区范围东蓠茬岽缓I的r．_36一一”Hb。26’之间，南北在
北纬3蔷!^s移L喜一．数％矽芝蚵：县行政辖高家屯，冯家坪。贾家坪、

关碰：篙居、贺家湾、黑龙关，南河i眼岔寺、鸟家河、杨家圪台，稍道

河、土岗等十三乡及文安驿、延水关、永坪、延jll四镇。垒县总人口

132，500多人(据1986年纺计)，总面积为1941平方公里。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多处于海拔700米一1000米之间．全县最高点
在县西北高家屯乡的关家圪塔，为海拔1402．6米，最低点在县东

南角的土岗乡马家河下黄河滩j为海拔526．5米。清涧河及其支

挤黑龙河自北部、西北部向东南纵贯县境，河游瓶岸居民集中，交

通方便。黑龙河及其支涛沿岸的永坪川，清乎川地势平坦、土壤肥

沃，自然条件较好，是县内粮食的主要产区。县东黄河沿岸盛产红

枣．

延川地下资源丰富。县西部永坪，关庄一带煤的蕴藏量较大，

永坪等地产石油a延JiI石油早在汉代就已发现，《汉书-地理志》

币就有。高奴有洧水，可燃”的记载。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

氆嬲篡郝延境内有石油”，并对。延Jl{石液圩及其利用作了较为详
细的记述．’～永坪油田是我国石油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油田，它

为我国石油事她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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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魇史滔革

溪瘸、春歉黔，延列是自狄部族的君往缝。艘国初震魏。枣、汉

时属高奴熬的一部分。东汉末年起，一直歪三国、魏时，被匈奴占

领，未设强置。

据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的《延川县志》载，晋时在令

县东设晦河县(因县城在今延永关附近的黄河岸边，敝名)。后属

赫连勃勃所建灼大夏圈，临河县废。

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47年)，将今县西部髓广武县，属遍城郡

辖。嚣魏大绞三年《公元537年)，广武县分没文安县(县竣在今文

安驿)，县城兼设文安郡，辖文安、义乡(今延川聪部)√“安(今延长

县r夸部)三县。今甚东设安人县(城址在漾裕河县)。就餍装西魏

制。

廷州县名始于隋。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撤锖文安部，将

文安县改毙廷川县，并将县壤迂至今延翊县城。因县城旁有一河

名曰“吐廷永”(嚣}l今之清涧河)。所以取名延川。并将安人县改为

吉万县。麓大鼗三年《公元607年)，擞锩吉万县。十三年(公元

617年)，在延川县城兼设文州治。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廷j||更高嚣墓鲻，蓑置南平、嚣霸

两州?分置义门(今延川西北部)、安人、修文、桑原四县。武德四年

(公元62 7_年)撤销南平州及义门县；五年(公元622年)，欧麓州为

写乏基烈。贞现二年(公元628年)，擞销嚣觏州，将修文、桑原二县

并入安入县，属北基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撤销北巷州，复

秀廷矧县。这时嚣延矧、安人两县均震踅鲻辖。贞巍二卡二年(公

元648年)，改安人县为弘风县。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殴弘风

甚尧延东璺i藏墟在今延承关)。

唐末及五代，仍分延川、延水掰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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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将延水县并人廷川县。以后的金，

元、明、清各代均未变动。

延川属老解放区。1953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创建苏维埃红

色政权，为了便于开展革盒斗争，将延川分设延川、延水两县。延
川县辖今延川县西地区，延水县辖今县东区域。1935年6月2日

县城解放，延水县革命委员会迁入县城。1937年9月，延川、延水

砥县重又合并为延川县。1958年12月，将延川并入延长县，1961

年l 0月重又恢复延川县制，至今．

1．3 县境内语言概况

本志记录的是延川I城关话，对城关以外的四乡话不作记述，这

里只简要说明。在延川县境内，语言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

就南北而论，南端稍道河，杨家圪台等乡话与城关话基本无甚差

异；但北部与清涧县相邻的贺家弯乡，贾家坪乡北部，则完全说清

涧话；而西北角的永坪话则与子长音系接近。从东西来看，东西风

区竣的语音系统基本与城关话一致。 但东部及东南黄河沿岸保

留的旧读音较多；而西部的文安驿川及西北的永坪Jif、清平川，有

一部分字即使在口语中也读城关话具有文自两读的文读音。这就

是城关人嘲笑东西两地人的说话是“山河畔，野上川”的原因。铡

如东部及东南黄河沿岸人把古微母的“晚”读[m]声母的

[m琵、]，把“拔铡筏盒勺舌碟截活橛”等古入声浊声母字读[3P iz?

u3Py rz?]韵短入调，但城关人把“晚”读[v叠、]，把上述入声字都读

舒声韵阳平调。县西文安驿川及西北的永坪川、清平川人把古蟹摄

合口一等的“辈配梅堆推雷碎外灰回”等字读￡9i]韵或[ugi]韵，

但这些字在城关人口语中垒读[ai]韵或[uai]韵，只有在文读时

才念[9i]韵或[uei]韵；县西北永坪一带人把古成山两摄的“半

盘满肝看案寒展缠扇然”及“端团暖乱官宽欢川软钻酸丸”等字分

·S，



剐读[交】韵或[u爨】韵，毽这些字在城关潘中全都共袁文是甄读，

文读时读[爱]或[u稻]韵，自读时却读C m毒]或[uul舌]韵。

1。4 本书所用音标与汉语拼音

方案对照及本书所用的声调符号

<1) 本鹳所露音截与汉诿拼音方案对照

本书采用国际音标标音。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以下列表将本

书所用奁：与汉语撵音方寨热以对照，对汉语赫紊方案没有的符

号酌加说明。

声母对照表

记延川音用

p

p‘

m

王

v①

t

t‘

丑

l

袈

k‘

驻

X

记北京音用

p

p‘

m

t

t

t‘

n

1

k

k‘

舔

X

①CV]是麟齿浊擦音．

·毒·

汉语拼音方案

b

p

礅

量

d

t

廷

l

g

k

ng

h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记延川音用
t。

to‘

口

t蚤

t督‘

p

五

tS

ts‘

8

z①

0

记延川音用
i

记北京音用
ta

tG‘

a

tS

t∥

§

气

tS

毛S‘

8

韵母对照表

汉语拼音方案

】

q

X

zh

ch

sh

r

Z

C

S

一(零声母)

记北京音用 汉语拼音方案

①【z]是舌尖前浊擦音．

·5·

．。

u

a

．Ⅺ

阳

一
e

o

∞

；

u

a．m

唿

一
Y

o

的

u

A．堍姒

”Y

一

唧



记延川音

爱④

ul邑④

im基

U豫

UUle

Ym￡

iE④

YE

ai

Ual

9i④

U9i

o⑤

la

YU

1YU

Q髫④

1QY

UaY

0髫⑦

i9蓄

UaY

yaY

·6·

用 记北京音屉 汉语拼音方案

Uin

urj

yn

y日

an

iau

“an

le

ye

Ql

Ua，

el

Uel

aU

laU

oU

loU

cIna

lang

uGng

en

en9

in

ina

Uen

ong

nn

long

r

．1

。l

l

1

3

Z．

r

弘埝

弦锄姐西呈；

跳‰叽妣

钧埘．悯孤

铷阻．码删



记延川音用 记北京音用 汉语拼意方案

l l i(zi ci si的游母)

! t i(zhi chi shi ri的渤母)

t』④ 一 一

毪③ 一 一
0r 8r er

o拿④ 一 一
i3P 一 一一

u37-w——·-——

Y32 一 ～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的对照，必是延川、托京两遗近似音值的

毙较，有的只是聪缝读誊的对应赣况，音健差异缀大。侧热延川的

[0]与北京[aU]音值不同，延川[o髫]韵字中有的在北京读[on]

兹，有的二l乏京读[润]韵，燕[8蓄]与[越]≤a臻]妁音蕊都不霹。

我们这样处理，目的是为方便一些读者。

①[ae]是[撼]的辫化元音。 [匏]比[8]的嘴张开得爱小一蹙，舌彼

也}匕[a]偏嘉．

⑦[rue j中的[m j魁后高不圆唇元音．[苦]是舌位比[鼬]略高的[e]

带有鼻音色彩。

◇[iE】中静【E]比汉语拼音方案ie中的e赘张褥路大一熹。舌证也蹬低一
点。

④【拿i】审静【8】舞汪度跑【o 3臻夺，嚣继醛嵩·

④[o]是后半低圆唇元音。

◇[ci誊l孛戆【a 3怒蠡羝不巍藿元畿， [窜】是嚣毕褰不隧器元毒【Y】

带鼻音色彩。

◇【a髫3巾的￡a]是央元啻， [专]是嚣豢高不圆嚣元音￡Y]带鼻音色

彩。

⑧[q 3是舌尖藏涵盾元皆。

@[毡]是舌关后圆唇元音．

⑩[02]是元音[3]带喉塞裔[2]尾， [3]是爵位比[a]低一些．

开口壤也略大的央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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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书所用的声调符号

本书用五度制声调符号。即画一条竖线，分为四格五度，用数

字1、2、3、4、5分别表示声调的相对音高“低”、“半低”、“中”、

“半高”、“高”。竖线为调值符号的比较线，竖线左面的升、降、曲折

表示单字调，竖线右面的调值符号表示连读变调。本书用以表示

延川话的声调符号如下：

单字调 连读变调

0 314 (阴平) k 3l Pr 45

1 35 (阳平) r 53 卧43

、l 53 (上去) h 42 2r 54

q 423 (长入) r 45 Ph 32

P1 54 (短入) r 53 2P 34

k 313

儿化字变调

I， 324 (阴平)

p 343 (阳平)

k 313(去声、长入)

p 53 (短入)

·8。



第二章语音分析

2．1 声母

延川话有二十五个声母，见表一。表一中例字下加单线表示

自读，加双线表示文读。

表一

P把布P‘怕普

保步

t 到党

大动

k备贵

果跪

t口架将

久旧

t§招主

正阵

ts资糟

枝鸡

0 哎延

温云

平拨

t‘太同

他道

k‘开快

苦柜

t9‘求强

青轿

t矿昌床

超赵

ts‘草曹

产欺

ITI妈母

苗木

n南怒

内牙

日我袄

恩安

t 法父

方飞

X红花

虎孝

9夏心

修成

§石收

树水

s斯死

山喜

V文武

晚务

l 兰良

路吕

气入如

认软

z医椅

语旅

声母说明：

(1)延川话的塞音发音较强，送气音有显著的舌根摩擦成分。

[P‘t‘]出现在合口韵前，特别是[U]韵前，常带滚唇音，例如

·9’



“镶％兔J乞”的渗每[一糕]蘸都带滚堰音。

(2)[P‘t‘X]出现在[A]、[Y]韵前带有较强的摩擦成分

[￥]，其中舌裰臻音嵩现在[Y]、[A]韵蒋常带小舌藏音[R j，绷

如“盒”、“下”读[xRY]、[xRA]。[R]的出现虽不稳定，时有时无，

音位价值不大，但实属汉语里一种较为特殊的语音现象。

(3)鼻辅音[1TI n奄]成嫩都较紧，除随时气滚较强，敖有显著

的破裂音。[m]的实际音值接近[m。]，[日]的实际音值也带

有f93音。p]麓情况较复杂：磁现在[珏]兹麓音缓裙当予[／'t 4]，魏

“怒”；出现在开口韵前相当于[n 6]，如“南”，出现在齐齿韵前，

[n]变读【秘]，带有[喀]音，如“疆”。

(4)[P P‘m]与[1]拼时实际音值接近[P
8

P“m2]如“比，

皮、米”；[n]与[q]拼时音德接近[n2]，如“女”。

血
日。

衣一

2．2 韵母

廷川话有四十个韵母，觅表二。表二铡字下加擎线表示自读

A 打怕沙

蛇冷下

Y 各跛托

物勺纺

函 班反敢
晚成馅

tug半盎满

肝看安

·1D·

i 密律攀

钳墙界

lA 家甲夏

夜爷野

i斑纛边骗面

天年仙

U 鑫午过

科光毛

UA瓜花剧

诲抓瓦

uY果活脱

谈括索

u南美惯环

涮拴弯

mug端鼹乱

专软完

yA倔骧

瘸哕

ytug院蝎垒

卷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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