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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东府方言研究概论

刘静

一、研究的起因

2001年我承担了～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原音韵与中

原方音的比较研究》，试图采用历史语音与方言比较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探索《中原音韵》领域中的几个重大课题。同年8月利用

暑假时间，我带领三位研究生李虹、李斐、马毛朋前往河南省兰考

县调查方言，开始我们的子课题《兰考方音调查研究》。当时带他

们去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有一个再熟悉《广韵》音系的机会，因为

他们的专业研究方向是汉语音韵学。但是在听音、记音的过程中，

我发现这三位刚刚升入2年级的研究生，由于此前已经有了较好

的语音学基础，对《广韵》音系又比较了解，加之三位都是非常聪．

明的学生，所以昕音、记音毫不费力。我们白天记音8个小时，晚

上整理材料，记音不一样的地方，重听录音，互相校正。不到一个

星期就初步完成了语音调查工作，工作之顺利出乎我的意料。从

兰考返回，稍做休息，就开始了整理音系的工作。我要求他们每人

整理出一份兰考方言的声韵调音系，结果他们做得非常好。

伴随着这样一个过程，我便有了一个想法一确定三位研究
生的毕业论文方向为陕西境内方言研究。根据我个人的研究经验

以及目前国内汉语研究的趋势，我认为将历史语音的研究和汉语

方言的研究相结合，是研究汉语音韵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此汉语音韵学研究生进行方言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历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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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真面貌，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陕西是物华天宝之地，历

史异常悠久，中华文明发源于此，徜徉于此。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

代，犹如潮涨潮落，将历史的精华积淀在这八百里秦川上。虽然有

关陕西关中方言的研究自上个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前辈先贤早

就着手开发关中方言这块宝地，但是就目前陕西方言的研究现状

而言，形势不容乐观。且不必将陕西方言研究与吴方言、粤方言研

究相比较，仅仅抬眼看一下我们的邻居山西省就知道我们确实应

该跃马扬鞭，奋起直追了。我希望我的研究生能为陕西方言研究

做点儿实事。
‘

当我将自己的想法拿出，与三位研究生协商时，得到了他们的

积极回应。很快马毛朋确定以他的老家渭南为研究对象，李斐选

中了潼关，李虹选中了富平。选点的原则是在关中东府范围内，挑

选有特点的方言点，并适当拉开距离。一年以后我的另外两名研

究生杨银梅、郑宏也加入了关中东府方言研究的行列，她们分别选

中了铜川和蒲城。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网状的关中东府方言研究，

‘对这五个方言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描写，找出关中东府方言的基本

特色。所谓全面分析和描写，包括该方言点的地理概况、历史沿

礴、语音分析、古今语音比较、词汇分类、语法特点、标音举例等诸
一项内容。论文完全是按照方言志的形式写作的。值得称道的是这

五位研究生不辞劳苦，以科学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方言点进

行详细而周密的调查。我当时甚至有些担心几位女生的安全，一

再叮嘱她们千万要注意保护自己。尤其是杨银梅和郑宏两人，她

们的调查是在“非典”流行期间，可以想象其承受的压力多么沉

重。我以为研究生学习做毕业论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树立

科学精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强化和开拓了专业

基础知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即什么是科学，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科学态度做学术研究。我想后者具有更为深远
叶

的意义。。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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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李虹、李斐、马毛朋以高质量的毕业论文通过了硕士

学位论文答辩，2004年杨银梅、郑宏也顺利通过了答辩，他们的杰

出成果获得了校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现在五位研究生已经离开

学校，驰骋在各自广袤的原野上。其中两位就读于著名的高校，正

在攻读博士学位，为名师所指点；三位在高校任职，当了大学老师。

他们留给我的是五本厚厚的毕业论文，高高地摞在我的书桌上，显

得那么有分量。我真的为他们骄傲，并感到由衷的欣慰。作为他

们的导师，我既是这些作品的策划者、指导者，也是作品的撰写参

与者。五本论文，40万字之多，从篇章布局到行文词句，每一页每

一行每一字无不浸透着我的心血。为了我们曾经共同付出过的艰
辛和努力，为了让我们的科学成果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可，为了

促进陕西方言研究迅速向前发展，我们决定将这五本毕业论文结

集出版。 ．

二、关中方言的区域划分及其研究现状 ，

“关中”是战国之后常用的历史名称，笼统地说指函谷关以西

的地方。“关中”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四》，楚襄王使黄歇

说服秦昭王曰：“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

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侯。⋯⋯

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99自周朝以来，关中一直是周、秦、汉、唐等

十三朝京畿地区，为了保卫京都，在京畿地区设置了若干个要塞，

要塞之内史称关中。关中的区域地理位置有两关之间和四关之中

等不同的说法。潘岳《关中记》云：“东自函关弘农郡灵宝县界，西

至陇关淠阳郡淠源县界，二关之间，谓之关中，东西千余里。”另有

两关谓之函谷关和散关一说。《三辅旧事》云关中之地：“西以散

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散关，又称大散关，

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领上。《史记·项羽本纪》载，人或

谓项羽日：“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徐广注，关中谓

之“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即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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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以东，商洛以北，甘肃平凉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关塞的位置不断变更迁移，因此关中的区域地理位置并不固

定，随着朝代的更替，范围大小有所出入，但基本上指的就是上述

地区。_。‘ √ ；
。

+．

．一7

关中方言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关中方言其区域划分

‘与历史上的关中地区基本相同。南面包括陕南商洛和安康两地区

的部分县市；西面包括豫西陕县、灵宝、卢氏等地和晋西南汾河谷

地十数县；北面包括陕北南部的6个县；西面包括宁夏固原地区东

南、甘肃平凉和庆阳两地区。狭义的关中方言片比历史上的关中
’

地区小得多，它特指陕西省中部渭河流域，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介 ：

于黄土高原和秦岭之间，为渭河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

这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相对于陕北：陕南而言的一个自然经 ．

济区域，也是广义的关中方言片的主体。
’’

。

关中方言根据语音和词汇韵差异划分为“西府话”和“东府
。

话”。西府话主要指宝鸡市及其所属各县市，包括宝鸡市以及宝

鸡、岐山、麟游、太白、凤翔、扶风、凤县、眉县、’淠阳、陇县各县。东

府话主要指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等四市及其所属各县 ’·～

市，以及陕南范围的商州所属四县市和陕北范围的六县。具体包
‘

括西安市以及长安、临潼、蓝田、周至、户县、高陵、阎良；咸阳市以

及武功、兴平、泾阳、三原、永寿、乾县、礼泉、彬县。长武、旬邑、淳

化；渭南市以及韩城市、华县、合阳、潼关、华阴、白水、澄城、富乎、

大荔、蒲城；铜川市以及耀县、宜君；商州市以及洛南、山阳、丹风；

还有陕北的黄陵、黄龙、洛川、宜川、富县、宜君等县。·： ’t -j

．最早研究陕西方言的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他的《唐代长安

方言考》发表于1920年；刘文锦先生是国内最早运用现代语言学

手段描写关中方言的学者。1929年8月他在《国立中山大学历史

语言研究所周刊》上发表了《秦中方言>，同年lO月又发表了《关

中汉代方言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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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成阳方音》(《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三分本)等论

文。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白涤洲先生到达陕西，对陕西方言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的研究成果有《秦音琐谈》(《世界日报·国

语周刊》1933年第98、99期)、《关中声调实验录》(《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本)、《关中入声之变化》(《庆祝蔡元培

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关中方音调查报告》(中国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语言学专刊》1954年)等论文。1933年中央研究

院史语所出版了罗常培所著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40年陆志

韦在《燕京学报)28卷发表了《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并论唐代长安

语之声母》。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比较

注重方言的分析描写，另一方面以方言材料求证古音，其音韵学的

研究方法为后人所称道和效法。

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大力推广普通话，一些学者结合关中

方言特点，寻找关中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产生了一批主要用

于推广普通话的著作和论文。如杨春霖、孙福全的《关中人怎样

学习普通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张成材的《商县方音与

北京语音的差别》(《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二本1958年)、《从西

安音跟北京音的差别谈西安人怎样学习标准音》(《方言与普通话

集刊》第七本1959年)、赵森林《西安方言跟普通话的对应规律》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二本1958年)、孙福全《西安方言的变

调》(《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二本1958年)、许树声《西安方言一

些特殊的语法现象》(《中国语文》1958年第9期)、杨春霖《关中

方言词语漫谈》(《西安晚报)1961年8、9、10月连载)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关中方言研究的学者队伍扩大

了。除了原来已经奋战在这一领域的杨春霖、张成材之外，还加入

了一批新成员，如郭芹纳、孙立新、王军虎、张维佳、尉迟治平、刘广

和、储泰松等人。杨春霖发表了《关中方言词语考》(《陕西日报》

1985年12月至1985年元月连载)、《陕西方言内部分区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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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4期)、《“坷利妈匝”的来源》(《西安晚

报)1992年7月25日)、《关中方言漫谈》(《西北大学学报》1996

年4期)等论文。张成材依然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商州方言研究

上，出版了《商县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0年)，发表了《商县方

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方言》1989年3期)、《商州市方言几个

语气词在句末所表示的时制范畴》(《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1997年3期)、《商洛方言概况》(上、下)(《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
． 报}1999年3期、2000年3期)、《商县(张家塬)方言单音词汇释

一、二、三》(《方言》1983年4期，1984年1期、2期)、《商县(张家

’塬)方言的儿尾》(《语言研究)2000年4期)等论文。郭芹纳主要

从事陕西方言词汇研究，先后发表了《关中方言词语考释》(《陕西

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1期)、《“三言”中所见的秦方言词语》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4期)、《陕西方言词语汇释》(《西

’安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2期)、《关中方言“髌”、“毕”、“扣电”疏

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等论文。。孙立新的研究

成果很多，如《户县方言的连读变调》(《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2期)、《蒲城(兴镇)方言见知章组声母的读音》(《方言》1992

年2期)、《陕西澄城方言心母逢洪音读作[t]、声母》(《中国语文》

一1994年3期)、《咸阳市方言语音特点综述》(《咸阳师范专科学校

学报》1995年1月)、《关中方言略说》(《方言)1997年2期)：《陕

西方言本字考》(《陕西日报》1998年5月12日)、《元杂剧里的陕

西方言词汇》(《当代戏剧》1998年2期)、《陕西方言纵横谈》(华

夏出版社2000年)、《关中方言代词概要》(《方言)2002年3期)、
’

《关中方言的词缀》(《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1期)、《关中方

言的特征词》(《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3期)等。王军虎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安方言上，他先后出版了《西安方言词典》(江

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和《西安方言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两部重要著作。另外他还发表有《西安方言的几个语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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