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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方言志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是。地方之

记。。撰写方志就是把地方现状记载下来．对地方的政治，经

济，社会作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以便鉴往知来．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言志作为专志之一．也是

反映地方特色的一个方面。详细调查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

们语言应用的情况．全面记载当地方言．是十分必要的。
， ． 云南汉语方言属于北方话系统．它和民族共同语同源异

流．因此．调查方言．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科学地揭示方

言与共同语的对应关系．寻求其中的规律。这对于推广普通

话．使普通话教学做到事半功倍．提高效率．从而直接为加速

共同语的传播和普及创造条件．也为共同语的进·步丰富发展

提供重要的语言依据。所以，编写方言志．研究本地方言是汉

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

措施。
’’’

。

现代汉语各方言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语言发展

的不平衡性．古代汉语的许多现象分别保留在不同层次的不同·

方言里。方言在不同空间中保留着不同时间的某些语言现象．

所以．搜集方言的素材．‘可以有效地验证汉语发展中许多重要

轨迹．科学地探明历史上汉语分合变异的一些现象．为构拟古

代汉语面貌提供科学依据．对训诂学和古汉语研究都有很大作

用。

儿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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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作为语言的地方变体．它属于文化范畴．不能脱离文

化而孤立存在．与社会流传下来的风土习俗和历史文化紧密结

合。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

丰富，更细密、更精确。通过方言中保留下来的一些象化石一

样的词语，对地区文化发展历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人口迁

移、民族融合等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分．全省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长

期与汉族杂居：语言上互相影响．加上历史上多次移民．使云

南汉语方言和各民族语言呈现复杂纷纭的状态。云南以语言，

方言繁多被人们誉为“语言矿山”．像一个品位高．蕴藏丰窗

的大矿床，亟待开发。I 、i．。7

云南省语言学会与昭通行署教育局合作。组织编写一些县

的．力言志．巧家方言志由李永延同志负责调查和撰写，从1．985

年开始．87年7月完稿。初稿写成后由吴积才、张茆审定，北

京语文出版社按照编审程序．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作者作了

最后改定。因为这项工作还属尝试，我们诚悬希望专家学者及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书．。 ．i，’。，r F，’÷-．’ ；‘o一

√-。 ：一，“I 、

。? ·：’
’吴积才。j‘

‘·一

f ·：7。7，一．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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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导言
． ：

1．I地理人口概况。、

巧家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界于东经一百零二度五十二分

至一百零三度二十六分，北纬二十六度三十二分至二十七度二

十五分之间。东北与鲁甸县，昭通市隔牛栏江相望，西北以金

沙江为界，同四川省会东，宁南，布拖，金阳等县毗邻，东南

与会泽县接壤。县城设在新华镇，紧靠金沙江。全境东西距离

五十七公里，南北距离九十八公里，总面积三千一百九十五点

五五平方公里。巧家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境内山岭重叠，河

流众多，高山耸峙，沟谷幽深。全县最高点是药山，海拔四千

零四十一米，最低点是麻壕，海拔五百一十七米。在历史上虽

为入滇要遒之一，但至今交通十分不便。

全县有十六个区镇：新华镇、茂祖区，东坪区，洪山区．

小河区，大寨区，荞麦地区，新店区，苞谷脑区，铅厂区，新

华区，金塘区、马树区，崇溪区、蒙姑区，有一百七十七个乡，

一千三百三十三个自然村。。据一九八五年统计，全县人口有四

十三万一千多人。其中少数民族一万八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

百分之四点四二。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彝族，一万一千

多人，其次是苗族，四千多人，仲族(布依族的一个支系)三

年多。人．。一一．：‘：‘，0．．．_4’。。-／j o‘·：⋯： ·i

。／f。^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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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制沿革及汉族人口的来源

根据《云南通志》，《巧家县志稿》及其他一些材料的记

载，巧家属古焚地，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年)置堂琅

县，管辖今巧家、会泽、东川等地。从那时起，巧家一直是其

他县或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清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

才在今县城设巧家抚彝府同知，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设

巧家县。解放后；仍设巧家县。。 ·7‘。 ’
1．‘

～巧家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汉人定居已无从考证。《巧家县志

稿-卷八一·氏欣》在“汉族?下有这样一段话： “或囚经营商

业、或于F采矿产，或习工农、或从军从政而寄居流于此者，其

迁移时代多在设流以后。。“设流”即指“改土归流”，这是

从明朝中期开始到清朝初期进入高潮昀一个改土官为流的运

动：这里说的-“设流后一，显然指明代。这是巧家绝大部分汉

人迁入的时期。现在居住在巧家的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祖：上姓
’

明韧时期到巧家来开矿或经商的。这种说法基术是靠得住的i

因为一方面有很多人家尚有家谱保存，4另二方面，‘从那些解放

前还存在的家庙可看出。这些家庙绝大部分是外省籍的，有江

西庙(江西籍的家庙)’、雨王宫(广东：广西籍的家庙，)。南

华官<湖南、湖北籍的家庙>．二南阳宫(湖南衡阳籍的家庙)

川祖蔚《四川籍的家庙)：‘一+、～“’·
’。

’
r r-

；一．r：i?： ．‘、：：i 7j’： -!，?。∥一，，。 、‘。一．j-一，

’一’一二一P'1．3L．、巧家方言概况、 』__一’J

一一‘1，，?h。、 ■一√：：。j，：i二I，
’

，f、；

’巧家方言内部有四个方言点。除县城新华镇话外，还有马t

树话，蒙姑话、东坪话。马树话大致包括马树区的全部及苞谷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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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区的大部，崇溪区、铅厂区的小部，蒙姑话仅包括蒙姑区的
·。 1南部，东坪话大致包括东坪，茂祖，大寨、小河四个区。其他

地区则属于新华镇话区。本节对这四个方言点的异同作简要比

较。 。
，

，

． (一)声母的比较

新华镇话有二十个声母，马树话、东坪话有二十三个声

，’ 母，蒙姑话有十九个声母(均包括零声母)。它们之间的主要
‘

+差别是： ’．．

’

’

．

‘

甲 新华镇话和蒙姑话色乜‘s与奄奄‘蚕不分，读为色

色‘s，气读为z。马树话与东坪话，区分b ts‘S和奄奄‘置。

乙 新华镇话、蒙姑话，东坪话ft．1不分，是同一音位，
’

属自由变体，如。娘”[nia日J]、“粮”．[1i百rJ4]，这三个

地方的人听起来读音是一样的。马树话11 1有分别。

丙新华镇话和东坪话有日声母。马树话和蒙姑话没有rj
_ ’

声母。 。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各方言点的声母列成下面的比较

表。。

表一

新华镇话 树马话 蒙姑话 东坪话 例 字

p p p p 帮宝布办丙兵

P‘ ，P‘ P‘ P‘ 怕跑屁贫坡排

m m m m 妈埋忙毛美木

f f f。 f 发方飞夫胡户
’

．_ ．}． V V j V 乌无吴五务误。 ：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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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 t t 大待当刀地丁一●

t。。 。t‘ t， t‘ 它台贪偷田同

n 奶男能牛你拿
n ： n n

l 拉劳冷力良料

k k k k 阶干盖高勾工
●

k‘ k‘ k‘ k‘ 开看扛考孔枯

日 彩 彰 日 安暗熬恩额沤

X X X X 海号后火花灰

切 切 ． 协 ’

切。 居几家尖斤角

白‘ 切。 切‘ 切‘ 区七恰丘千穷
， ’

口 ‘e 口 口 西仙虾乡小秀。

奄 奄 沾招真舟主专
乜 b

b b 咱灾则最租糟

奄‘
， 奄1 ．茶产抄扯抽床’

乜‘ b‘

， ．ts‘ b‘ 猜采仓造次粗
。

● 譬
●

置 ’： 杀筛烧舌申手．
S S

7 s．‘j，
。

●
．

伞司松色森扫．一●

L s ．．

}

Z
．，， 瓦·． Z 瓦。： 然让热认如阮i ；

o。’ a o ． O 。 瓦外鸦元用二．●● ‘ ● 。

·—∈4一



(二)韵母的比较 ⋯

新华镇话有二十九个韵母，马树话有三十一个韵母，蒙姑

话有二十九个韵母，东坪话有三十三个韵母。它们之间的主要

差别是： ．

’

甲新华镇话，蒙姑话．马树话没有撮口呼韵母，东坪话

有撮口呼韵母。

乙普通话中。同ts色‘S奄龟‘拿气相拼的Y韵母字，

新华镇，东坪话的韵母是E，马树话的韵母是Y，蒙姑话的韵

母是a。 ’ 一

丙普通话y ye ie三个韵母的字，新华镇话，蒙姑话都

把它们读为i韵，马树话把Y韵字读为i韵，把ye ie两韵字

读为I韵；东坪话把y ye两韵字读为Y韵，把ie韵字读为i

韵。 ．

，

’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这四个方言点的韵母列表于下。

表二 ，

新华镇话 马树话 蒙姑话 东坪话 例 字 。

●

A ’A A A 阿巴大妈

0 o 0 0 波夺火桌一、．
一

E 1r’ a E 车者蛇热 一一
!

，

i
、

●

衣李踢鸡、． 一j， 。'r

● l
?；‘^

’I’一
j

● ．也铁姐切o．： ，：

l
一 ⋯

●

。

I

～

l
^

l
’

虚居医鱼 一．：； !●

．Y

’I“
J，

．缺决雪越一一j一_
r‘ ， 一 一⋯，一，1●∥

‘‘5。II



●

t ‘

^

●

●

’～ j

新华镇话 马树话 蒙姑话 东坪话 ．．¨Ⅲ 字，●●

●

1
』

1 次自死四 ·。 ·

●

1 1
，

， J J 池枝H乞世．●

U U U U 不粗都乎 ⋯
T

了 孑 了 了 而耳---JL
』

●。

aI ， ’aI aI al 哀买阶来
^

el· el eI ． e I 倍非肥培

QO QO QO a0 保高好潮 ．

，

aU aU aU aU 豆勾后奏
‘

an an an an 安班单难
，

_ 。髻n·}’一5n }‘5“⋯ an 本盆灯能’
、

‘；
f I

QD 『Xrj【妒 a日 帮当让刚

- lA 1A lA IA 牙家恰虾。

10 lO 10 10 角约学雀

la0 lQ0 】Q0 lQ0 腰交标苗 ．

，

j

laU laU laU laU 优纠秋羞

{

烟先前尖 ：：
l∞n

，

l匏n l，∞n J∞11
i

y∞n 冤元卷全
J

一6一



新华镇话 马树话 蒙姑话 东坪话 例 字
～‘

'

，。
、‘’

』

～ In 拼平新音
。

● ‘

●

-功 ln in．：
+●

‘ ’

．

，
：

9n． 云军迅群 ，，

2‘，．}j：，+
●，

。

-。：
～

la日 i五日 lA日 la习 秧向养良
●●

砒、二 U^． UA UA 挖花抓谢
!

UaI UaI UaI UaI 外帅快怪． j

j“

一

tiel Uel ∥ticI．． UeI 伟虽推追 i
f

。ugn Uan Uan· Uan 完软砖乱 ．

。u萱n Uan u5n l u每n 春棍困温

uQ习 uXrj ugrj． uSo 汪光床广

orj。 orj orj orj 风公空朋
‘

·

●

．】O日 】o习 Joo 100 拥穷凶荣 ．

(三)声调的比较
。

新华镇话，马树话，蒙姑话，东坪话的单字调都一样，都

只有阴平(1)，阳平(、1)，上声(、f)、去声(J)四个调。
：

‘

．√，、

。

’。
。：√ _。

二。
：、、

‘。

。

l：4 音标符号，、
，|‘-‘：t

●
、 ’ 一

k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现把本书所用的音标符号列表于下；
。。‘’

。 ’

(一) 辅音
。

。

’

本书所用的辅音符号列成表三。
7

。

j

．一，7一
一



^ 、

： ：表三： ?I．’，．： ．．‘．·’∥．．：-。：。j

卜＼部‘位t?弘 唇 舌 舌 舌 舌＼ 尖 尖 回 面
舌根

方法＼ ，唇 齿5 。前 后 前 中 (舌面后)
●

不送气1 P t

一

，

k

塞
● J⋯

送气。 p‘ t‘
’ 。k‘一

” 一 ⋯

塞 不送气

，

’b 奄 ■

擦
●

’

●

送气‘ ‘。b‘ 奄。 ■。
- ‘ ●- 。 一 ～ 一

一● ：

．～
●

●々
‘

●

■?

鼻·。7： 。m
n： _- · 日 -●

n
；

●‘

f ，

边。1。
I

l’ ，“1-⋯ '—，-—' ‘d一 ●⋯ -- ， 一 ‘ ～^。，

，

清’·’一
●

，
。：～

’，

f s． 拿 口
‘r

X

擦
一

●

， 浊’。_
、

●

：，

● V
一

●

瓦

半元音(浊．)
：．

： ，

，

●

，

W．
，

J
。，

'‘

·

．， ， ，(二)．元音I．‘一
、

，．

。 。”本书所用的元音符号如下页的元音图： i’
’

、

除元音图上表示的舌面元音外，还有两个舌尖元音l和J．

1表示舌尖前元音，I』表示舌尖后元音．

(三) 声调符号 ’

一．本书的调值符号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

高分成。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

分别用l 2 3 4 5表示。调值符号的竖线为比较纨竖线左边
●．

’

● ^。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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