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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邑方胄志》共分七章．第一章，概述了平邑县的地

理．人口．历史沿革．方言概况和本《志》中采用的膏标符

号。这一章附有四幅方言地图，表示出平邑话内部在语音、

词汇方面的某些差异．第二章，对平邑话语音的声、韵、调

和一些音变现象作了详尽的记录和描写，可以显示出平邑话

语音的一些特点．第三章．同音字表，共收常用字四千一百

多个，其读音是按照平邑话的读书音记录的．这些读书音基

本上是和口语音一致的，‘其中少数文白异读的字，在第二章

语音分析中作了一些比较和描写．第四章．对平邑话语音和

普通话语膏的对应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比较，可供当地人学

习酱通话语音时参考．第五章，词汇分类表，共收词(有些

是词组)一千三百多条，大部分是土语词，标音后大多加了

小注，有些还举出用例．第六章，记述了平邑话七种显见的

语法特点，记录了平邑话语法例句八十条．语法特点有单音

节动词昀重叠，形容词的程度表示法、常用的程度副词、名

词后级．可能补语、反义词的连用、正反疑问旬等．这些特

点大多是酱通话所没有的．语法例句包括许多不同的句子类

型．第七章，记录了平邑话中的谚语九十六条，歇后语六十

条。儿歌十一首，故事一篇．这些都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平邑话属北方方言的中原官话，其语音、词汇、语法等

方面都有一些显著的特点，过去未曾全面调查过．由于受普

通话的影响，平邑话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了及时为平邑



话作记录以存其实，有助于历史、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

的专题研究，平邑县志办公室决定编写《平邑方言志》．平

邑县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一直热情关怀、支持。县志办公室

的领导同志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方言调查。在工作和生活等方

面为调查编写人员提供了方便．调左方言和编写方言志是一

项极为繁重的科研任务．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艰R的任务，

李洪廷同志在县志办公室领导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帮助

下，集中精力和时阎，虚心求教．精心学习了方言调查知识

和技能，在实践中进一步锻炼自己，历经寒署．在广泛调查

平邑方育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分析和归纳，编写出这本方

言志．这是一本资料性的专著．它概括地反映了平邑话的基

本面貌和基本特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可供当地推广警

通话参考．

李洪建同志刻苦学习的精神和认真工作韵态度，是深可

彀瓴的．《早邑方育虑》得以成书闽世，是精神文明建设中

可害可庆之事．我有幸拜读了《平邑方言志》书稿，周谨为

．乏序．

芏希文一．丸八七年六月于枣庄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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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说

第一节地理人口

平邑县地处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在北纬35‘07 7

-35r，——35。43 723¨．东经117’25 712¨——117。56 7

51，，之间．东靠费县．西邻洞水，邹县，西南与枣庄市交

界，北与新寨市和蒙阴县褛壤．南北长约66公里。东西宽约

48公里，总面积为1834平方公里．

县境内地形较复杂，有大小山头1076个，岭头224个．

北郫为蒙山中山丘陵区．东南部的天宝山和南部的苍山、四

开山连编起伏I西部的丘山、牛山、丰山浑圆舒缓．构成低

山丘陵区．山地和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80呖．只中部浚河沿

岸及岚兖公路两侧为河谷平原区，仅占全县总面积的20％．

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匪患不息，民不聊生。加之山区交通

闭塞，文化经济交流受到限制，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经济很

不发达． ：．

平邑县共辖26个乡(镇)，l，062个行政村．据1985年

底统计，全县共有82．9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0．17万人，非

农业人口2．76万人．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汉族人口为

805，380人，占总人口的99．62叻，回族3，040人，占总人口

的0．34％．其他民族只占0．04％．十二岁以上的文肓半文盲

数316，771人，占总人口的39．1叻，其中文盲数达到40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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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有流峪、郑城，魏庄、白彦、临涧，丰阳等乡镇．

第二节历史沿革

平邑县境内早在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

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商代太吴后街在县境北部建立了颛臾方

国，后为鲁国附庸国．春秋时期相传为鲁国大夫季平子的采

邑，故后人称之为。平邑”．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

年)曾封鲁孝王之子刘敞为。平邑侯’．西汉以后曾属徐州

东海郡徊究州泰山郡，直至南北朝后期．公元627年(唐贞

观元年)为费县所辖。历经唐，宋、元．明、清诸代．

1940年前尚属费县版图．1940年2月16日，费县抗日民主政

府在平邑境内成立，后因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区划变动频

繁，境内先后为费南县、费北县，蒙山县及白彦县的一部

分．1946年4月．平邑县正式建立．县人民政府设在平邑

镇．

第三节方言概况

平邑方言属北方方言的中原官话区．平邑话在词iL相语

法方_匾与普通活的差别较小，语音方面的差别较大．平邑方

音有许多明显的特点．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正逐步向普通

话靠近．现在其主要特点是t

1、平邑话有一组唇齿音声母pf、 pf‘， f，

v．普通话舌尖后音t荸． I量。， 叠、 气与合日

呼蔚母相拼时．平邑话是唇齿音声母p1．pf‘．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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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口呼韵母中除。u”韵母外，其余全部变成了开口：

呼韵母．例如；平邑人把猪、出、如三宇读作pfu，

pf。u、 Vu，与瞥通活的读音完全不同．这组唇齿音声母申

的pf、 p￡‘主要来源于古知、照两组的合口三等字，

V来源于古日母的合口三等字．平邑话的f声母的字，

一部分为酱通话的f声母字，一部分为普通话的夸声母的合

口呼字．主要来源于古非，敷，奉三母和照系合口三等字．

如： 。夫，服、叔、树。这四个字，平邑话均读作fu．由、

于普通话不断推广，县城及其北部地区年龄在四十岁以下，

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就比较注意辨正这组音，年长些的及文化

落后山区的人们仍保留这组唇齿爵．因为人们对方言与普通

话的对应关系掌握不好，有些人本想纠正当地方音，可事与

愿违，却把一些本来与普通话同声母的字也读错了．其中最

突出的就是把f声母的飞，服．饭．冯，放等字念成了☆．

声母字．

2．县境内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方言小区，一是以平邑镇

为中心的方言小区(见平邑方言地图之二>，另一小区为靠

近泗水县界的部分村岜
平邑镶方言区和其他地区所不同的是·酱通话舌尖前膏

声母色、 乜‘． s与合口呼韵母相拼时，平邑饺方言医

读成t9． t口‘，9，把。祖’读作。举’． 。葱。谗

作。惯。．‘蒜。读作。揎。．。苏’读作‘虚’．这组声母

字主要来源予古精系字，早邑镇方言读成舌面音，把合口呼

韵母读为撮口呼韵母．这种现象随着蕾通话的推广也在不断

发生变化． 、

簟近洒水县的部分村庄．由于受担永方言的影畴，谶谶



带有泅水方言的口音，其主要特点是把平邑方言舌尖．前音声

母tS、tS’，s读作舌尖后音声母t畚，t蚕‘，譬．因流行两积不

大，本志从略记之．

8，平邑话的in韵母不和m、n、l相拼，所以平邑话没

有min、11i11、“n这三种音节．如：。民”。您’_林”等

字的韵母均是an．

，平邑话声母l能和韵母u相拼，不和Y相拼。如：驴、

吕、屡、旅等字一律读成Iu．

4、平邑方言和普通活虽然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四个调粪，但翻值不同．平邑话的阴平调值是。213’，

阳平调渣是。53’，上声调位是。34’，去声调值是

。312”。平邑话啊平字比普通话多，去声字比普通话少。

平邑话词汇丰富，有自己的方言特点，有些词语只平邑

人知道其含义，如：平邑人对生莱或熟菜均称为。盐昧”，

东西坏了谓之“屑了”，形容数量多为。生了’．常用的程

度副词有。晌”。乔”。精”等字．如。响好了。，。响多

了’I 。乔冷’ 。乔难受”I 。精点儿“等．平邑话带后缀

。子”的名词，比普通话多，很多普通话不带后缀。子。

的名词，平邑人说话时必带上后缀。子。．如：叫麻雀为家

雀子，叫狼为毛猴子，蚜虫为蜜虫子，腮为嗯帮予，肩为肩

膀子等。在亲属称谓上平邑人由子地域，年龄，宗族的不同

而叫法不一，东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称父亲为。达达。，南

部山区统称。爷”，个别地方称。爹’．．近几年出生的小孩

大部分叫。爸爸’．普通话称呼。哥哥’， ‘姐姐。、 。妹

妹t． 。奶奶。．。姑姑。， 。嫂嫂’、 。舅舅’等，帮，3双

音词，平邑话除。妹妹。、’。奶奶”外，-其余的均以单字称



呼，并在称呼前冠以排行．如：大哥、=姐，大嫂、三叔、

二舅、大姑等．

平邑地名的命名方式突出了地理特点，其中以地理实

体，如以。山、沟、湾、崖、河”等命名的村庄就占全县村

庄的半数以上，以姓氏命名的村庄也近三分之一，其格式为：

X家X．如t王家庄，夏家村，范絮山等．

平邑方言中至今还保留着古代语言的痕迹．如古人称

。热水’为。汤’，仲村、武台一带人们直到现在还说喝开

水为喝。汤’， 。汤”里放进米的称。米汤”，放进面的为

。面汤”．

平包活的语法和普通话差不多，变化不大．一些方言土

语正逐步披酱通话的新词所代替．

本志所记以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方亩为主，兼顾四乡．语

音、词汇及语法均为本县老派方言，以便探索方言的演变规

律． ，

．

主要发督合作人有：平邑四中校长裴华林同志，39岁，

唐村蛉乡人，电大中文系毕业．十六中语文教师温宝珠同

志，52岁，仲村镇人，中师毕业．十六中语文教师焦运新同

志，39岁，平邑镇人，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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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音标符号

本志采用宽式国际音标记音．所用音标符号如下：

辅 音 寰

。

＼发音、心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根＼＼俄j
发音方法、心

清不送气 P t k

塞
清送气 P‘ t‘ k‘

塞 清不送气 pl 乜 t擘 t口

擦 清送气 pf‘ 乜‘ t簪‘ t口‘

鼻 浊 m n 13,

边 浊 l

清 f

●

S 拿 C X

擦
浊 V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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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音 表

卷舌

蕊
舌而元音 舌尖元音

元音

前 央 后 前 后 央
一

不
圆 中性 否!圆 不圆 不圆． 不圆

圆

高
●

l y U l 1

半高 e o

中 a 0 r

半低 ￡

低 8

声 调符号

本志声调调值用五度制标记法．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

分为I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用1 2 3 4 5表

示，把字调记在字钓右上角。如。 。高’，乎邑话念阴平声．

是降升调，用。2 I 3。表示，记作kaull。．平邑话有

些字在连读时要变调，这种变调记在右下角．如。香烟”，

平邑话都念阴平调，在连读时前字变成。24。调，后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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