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邃西方富巍我麓托穷方害重燕毙较复杂翡。对耱究语言麴入来说，远西静方言鼹遗

西麴煤炭一榉，是无穷宠爆灼宝溅，亟锩舞发。

耪究澄富蠢滔音、词汇，蓊法等方蓠，班究方富也憝如姥。这榭擞寐雀虽小，五膝

诿垒口过基宥簸入赘究语帮，童按鼠文字入警，澍语音举够重貔。耱究方富搿凌款记静

舞始，过款曩谱到文字的荧。就培养人才落，逶富王作者麸璐究方童霹以攥巅比较垒越

的稍练，嚣快酌怒窝王作熊力。

趣西省的谱富t侔者在实践中逐步体会裂调焱、璐究出嚣鸯宦静基要性。能船在睡

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领搏和缀织下，配合山西省备县<市)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一个点一

个焦曲诲蹙璐究，一个墨《帮)一个墨(市)翡缀霉方雷悫。经过咒攀戆努力，韧步取

得7一些成果，曾经斌印道平遥、怀仁、太谷、晋城、陵朋、鼹漏，寿船、祁援、褰垣、

文水、万菜等十一种蠢言懑。在广泛掘求意晃，反复商讨，修数补充之后，决定潋《珊

西餐方害惠丛书》的癀义蠢啦西高校联念穗敝社虢簇正式出舨，这是文讫戆疑秀丽一份

有意义的事情·

方言惠黻凳秉搴褰楚生。为了使手比较，遮莲备基(帘≥穷寒悫鸯一致酌体麓|淹

了葳映各地的方官特点，又有灵措的安排。这种做法是W以借鉴的。

譬啦蓊誉方富惑瑟褰》将夏姨趣蓊垒省方富鼢簿魏。啦西帮。尹头，瑕爱莛毯省、嚣，

市也按着做，合超采就可以给汉语方言做一个垒面的记录。山西静先编辑这榉一套丛书，

经验不足，一定宥许多辏患。懿蒙渎者鸟霹孬苓茜蠢歪，胃苏断富，编者一定是十分欢
迎触4

李荣 1984年薹2隽



出 版 说 明

国莲是我国重要的熊源建设基遘。由藩不仅有丰富的漾炭资源，而且有事富的谣言

资濂。我院语言研究所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了编写山西全省各县(市)方言志的研究

课题，经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哲学社会科举国

家重点项尽。现在计划规定的试编十种豹任务已I提前完成。作为璐究成架，我们决定茏

式出版《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计划每年编辑几种，陆续出版。

《滋莲省方言悫丛书》规定了一致的俸俩秘共阕麓编写内容，沈较集中地交映了嘲西

方言的共同特点，对于各县(市)的特殊方言现象，《丛书》不拘一格也予以收录。《丛

书》以记录和分析方言事实为主，所列材料都是作者实墙调查所得。

这套丛啦是由我院语言研究所温端致同志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衡所长

率荣先生为旗书写了总序，中阕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熊正辉、候精一、贺巍和中国社

会辩学院语富文字废月酶究所陈章太，李行健等潺恚热情支持纛其体帮助这套丛书的编

写和出版工作。在这里，我们谨向他们以及关心这套丛书的语言学界其他专家、学者表

示谢意。我们还蠢参如这套丛书编写王雩筝的省内外方言Z作者，囱杀予承担凄敝这样一

套发行量小、编排难度却很大的丛书的山聪高校联合出版社和印刷厂的阈志表示谢意l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1989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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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言

1．1地理概况

永济县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地理座棕在东经110。157——110。45’，北纬34。40，
——3 6。03r之间。西临黄河，与陕西省大荔、合阳两县隔河相望，南依中条山与芮城

县以山为界，东与运城县接壤，北与临猗县为邻。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

总面积为1221．06平方公里。

境内地势是南山北垣中间低，属山西高原涑水盆地一部分。中条山最高峰海拔为

1993．8米。这里交通方便，南同蒲铁路横贯全县，火车站就有七个，柏油马路，土砂石

路四通八达。

永济县有404个自然村，划为7个镇，10个乡。即：城关镇、虞乡镇、卿头镇、开

张镇、栲栳镇、蒲州镇、韩阳镇，郭李乡、清华乡、董村乡、黄营乡，赵柏乡，常青乡、

文学乡、张营乡、首阳乡、任阳乡。据1983年人口普查，全县共有338，599人，绝大多数

是汉族。有少数是回族、苗族、满族、壮族。他们都居住在县城，说永济话。

1．2历史沿革

根据史书记载，永济县夏商属“缶”邦国，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称蒲邑，后称蒲坂。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建蒲坂、解县，属河东郡。新莽天风元年(公元14年)改

蒲坂为蒲城，东汉光武恢复蒲坂。北魏属秦州，是州、郡治所在地。隋大业二年(公元

606年)改蒲坂县为河东县，属河东郡。唐宋时期属河中府。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

河中府改为蒲州，河东县并入。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升蒲州为府，置永济县，雍

芷八年(公元1730年)置虞乡县，属蒲州府。民国时期永济、虞乡两县先后属河东道，

山西省第七行政区。

1947年，=县相继解放，合并为永济县。1950年，复设永济、虞乡两县，均属运城

专区。1958年，=县并入运城县，属晋南专区。1961年，永济、虞乡从运城县分出，合

并为永济县至今。当时属晋南专区，从1970年起属运城地区管辖。

1．3方言概说

永济话属于山西方言汾河片解州小片。主要特点是：

(一)声调方面：永济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单字调，没有入声。古清

声母和次浊声母的入声字归入阴平，古全浊声母的入声字归入阳平。这种情况与运城、

临猗等相邻方言一致。

(=)声母方面t 1．永济话“步净铡读住柜”等字的声母是[P‘][t9‘][t簪‘]

[t‘][pt‘][k‘]，即古全浊声母的仄声字今音送气。这种情况与运城、临猗等相邻

·l·



方言大体一致。2．永济话“站争柴愁师升”等字的声母是[t§] [t§‘][警]，“赞

增材凑丝僧”等字的声母是Its]Ets‘][8]，即从古知、庄、章组而来的字读翘舌音，

从古精组而来的字读平舌音。这一点与运城、临猗不同。运城等地“站争柴”等字的声

母是[t3]Its‘][8]，与“赞增材”等字的声母相同。

(三)韵母方面。永济话有一特殊现象，即古咸、山二摄舒声字，今音为阴平、阳

平、上声时，韵母读障][i癸][u赉][y赉]，今音为去声时，韵母为[ai][iai]Cuai]

[yai]，与古蟹摄、止摄而来的部分字同音。例如；“担担子”读作[t赉J tai4·tsl]j

“棉袄面子”读作[mi爱d{lau,i miai_I·tsl]，“宦官”读作Cxuai 1 ku赉J]；“选算盘”

读作[口y两、9yai-{·p‘赉]。运城、临猗等地没有这种分化。

永济话内部有差异。城关话与县城以东60里的虞乡(旧时虞乡县城所在地)话比较，

主要区别是：1．城关话平翘舌音字的读法如上所述，虞乡话这类字读法与运城话一致。

2．城关话有上述成山摄韵母的分化现象，虞乡话没有这种分化。3．城关话的子尾读[·tsl]，

虞乡话的子尾读[·ta]。城关话与县城以西25里的蒲州(旧时蒲州府所在地)话比较，

主要区别只有一点，即城关话有成山摄韵母的分化，蒲州话没有这种分化。

以下是永济城关话和虞乡话部分词语比较：

城关话 虞乡话 北京话

池泊t簪‘14·P‘0 泊池P‘0J·ts‘1 池塘

伙房xuoq·fr03 。饭厦疑．{§a1 厨房

踏子t‘a4·t81 顶棚til3q P‘er34 顶棚

墓古堆儿rnu4·ku·tuar ：坟堆fei,t·tuei 坟墓

女婿玮y、l·CY 姐夫kiEq·￡u 女婿

毛伢儿mu,t·珥i甘r 胎娃t‘aiJ ua,t 婴儿

抄菜t簪‘auJ ts‘ai_f
、

汲菜坳i 1 ts‘ail 挟菜

本志记录的是永济城关方言。发音合作人傅宝善(男，48岁，干部)、高素文(女，

45岁，农民)、杨邦杰(男，59岁，干部)世居永济城(原为赵伊镇)，说的是地道的
永济城关话。

1．4音标符号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描写轻声在音节前加中圆点“·”。

本书还用了以下几个符号：

[] 表示里头是音标，例如：[a3[ivY][ua日]
> 表示“变成⋯．．．”。例如：P‘i>p‘ier
< 表示“从⋯⋯变成”。例如l甘r(<a ai赞)

共他符号参看第三章同音字表凡例和第五章分类词表凡例。

·2·



第二章语音分析

2．1声母

包括零声母在内，永济话声母有二十七个：

P 布笔P‘ 步怕 m 门妈

pi 猪桌 pi． 出窗 t 税费 V 闻碗软

t 到对 t· 夺太 n 难怒 · 兰路

ts 槽增 ts‘ 曹字 s 散丧

t蚤 招争 t夸‘ 潮常 窜 扇生 瓦 人日

t口 精经 t9‘ 秋丘 玮 你业 9 修休

k 贵刮 k‘ 跪夸 习 我岸 x 很化

0 而延乌远

[一]是齿唇不送气清塞擦音。[Pf‘]是齿唇送气清塞擦音。[V]是齿唇浊擦音。阻]

是舌面鼻音。[习]是舌根鼻音。

舌尖中塞音[t]和韵母[ia]相拼时，舌位偏后，接近舌面塞音。

舌尖中鼻音[n]只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舌面鼻音[玷]只与齐齿呼、撮口

呼韵母相拼。

合口呼韵母的零声母字，只包括U韵和UO韵。其它合口呼韵母自成音节时，不管

古音来源如何，一律读V声母。

2．2韵母

永济话有韵母四十一个：

l 籽字 i 地旗

1 支吃

11l 胳圪；

ar 而贰

Y 测侧
a 爬抓 ia 家牙

。 波沫

ai 拜判 iQl街陷

ei 味针 iei 林音

怛 哲舌 iB 叶写

(3U包袄 iau咬消

eu鹿收 ieu流休

U 木蒲

ua 瓜华
GO 坐我

uai怪幻

uei桂昏

Y 雨虚

ya 瘸睦

yo 脚削

yai 蒜院

yei 遵群

yE 缺说

·3 1



赉 碗单 i赉 尖舔 u自 官欢 y自 权圆

a习党桑 ia习讲香 uarj光况

叼朋增 i习 冰精 蜘 红洞 y习 穷兄

[au] [iau]韵母中的[u]舌位略低一些，介于[u]和[o]之间。

[赉] [i赉] [u自][y赉]的发音，接近于北京音的[8n]【ian】[uan][yan]，但

比北京音的鼻尾音[一n]弱一些，主要元音障]鼻化。

[a习]Eia习][ua习]韵母中的后鼻韵尾[一习]发音部位比北京音靠前一些，主要元音

[a]鼻化程度比北京音重。

2．3威山两摄韵母的分化

永济话古成、山二摄舒声字按今声调的不同而分读为两组韵母。即今读阴乎，阳平、
上声时，韵母是障][穗][u两][y叠]，今读去声时，韵母是[ai]Eioi][uai][yal]。

见表一。

表一

是摄潦调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吣．
匏 般潘帆滩专拴 蛮烦谈南篮完 板满反胆毯暖

al 半慢范叹烂站

l匏 鞭偏天问千淹 绵田连钱嫌年 匾片点舔脸险

iai 辨骗面练见欠

Uae 端官棺观宽欢 团环桓 管馆款缓

uai 断椴冠贯换患

y自 钻～洞圈圆～酸冤 金泉旋悬员原 犬选远

yai 眷倦劝算蒜院

永济话有四个雎字调：

调类 调值

阴平 J 2l

阳平 d 24

上声 q 42

去声 1 33

·4·

2．4 单字调

例 字

诗梯胸衣识滴麦药

时题熊移石笛自云

使体尾米九椅免有

是替到意四弟面用



永济话没有入声。古清声母和次浊声母的入声字归入阴平，全浊声母的入声字归入

阳平。有少数例外字(如“急、级”，古见母，今读阳平，“特”，古定母，“俗"，

古邪母，今都读阴平)。

2．5 连读变调

(一)非叠字两字组

(1)阴平和阴平相连，后字不变，前字变为24。例如：

西山西JP p是J 东凤tu刁Jk士9习J

青天t$‘i13J}，t‘i龟J 高低kauJk tiJ

伤心莘a13Jk口ieiJ 浇花t9iauJk XUQJ

纱巾簪aJp t口ieiJ 书包fuJk pauJ

阴平与阴平相连，如果后字已变为轻声，则前字不变。例如：

西瓜piJ kuaJ· 花椒xuaJ t9iauJ·

腊月laJ yEJ· 东西t如J口iJ·

月亮yEJ lia习J· 星球口iEJ t口‘ieuJ·

烧饼夸auJ p均J· 膏药kauJ yoJ·

(2)上声和上声相连，后字(含已变为轻声字)不变，前字变为21。例如：

鼓掌ku、Ik t夸a习、I 洗脸9iNk I场、4

水果feiqL kuoq
， 永远y习qL y赉q

软米V赉、IL miq 野蕈yaqk ts‘auq

检讨t9i赉抓t‘auq 党委ta习qL veiq

老虎lau、IL xuq· 滚水kueiqk fuq·

(=)叠字组

(1)单音节动词或非阴平调的单音节名词重叠，后字读轻声。例如：

烧烧 [馨auJ·簪au] 称称 [t夸‘。习J·t夸勺习]
跳跳 It‘iau4·tqau] 跑跑 [p‘au4·P‘au]

写写 [口iE、I·口iE] 扫扫 [8Qu、l·saul

算算 [口yal．I·9yai] 用用 [y刁_l·珊]

糖瓣 [t，a94·t‘a日] 娘娘 [秘y04·rlyo]

碗碗 [v两、I·V两] 本本 [pei、I·pei]

帽帽 [mau-I·maul 豆豆 [t‘euq·t'eu]

(2)阴平调的单音节名词重叠，后字变为24。例如：

刀刀 [tauJ tauJk] 包包 rp】uJ p】u Jl，]

灯灯 [t蜘J ta习JI，] 花花 [xuaJ xua．Jk]

鸡鸡 [t口iJ t9i Jl，] 爹爹 [tiEJ tiE3k]

(3)阴平、一E声调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叠字儿化加“地”)，后字变为24。例

如l

阴平方方儿地 rfa日J iarJP·tj] 偷偷儿地 [t‘au J t‘eurJp·ti]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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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松儿地 [su习d SU 5rJP·tf] 尖尖儿地 [tCJ国d t9iurdp·ti]

密密儿地 [mid mlordP·ti] 绿绿儿地 E1 loud liourdp·ti]

上声早早儿地 [tsau4 tsor、Ip．ti] 整整儿地 [t母a习、I t夸5列}，·ti]

好好儿地 [xou、I xorqp·ti] 紧紧儿地 [t口lelq t口iorql,·ti]

稳稳儿地 [veiq v9rql,·ti] 软软儿地 [V受、I V甘列l，m]

(4)去声调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叠字儿化加“地”)，后字变为42。例如t

细细儿地 [9i-I 9tor％．t．] 大大儿地 [t‘uo q t‘uorqb·ti]

慢慢儿地 [mal4 merqb·ti] 亮亮儿地 Elio习4 li琶rqb·ti]

净净儿地 [t口‘iaq t口‘iorqb·ti] 酽酽儿地 阻i赉-I功iBr-f卜·ti]

(5)阳平调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叠字儿化加“地”)，不变调。例如：

平平儿地 ED‘i习以P‘i5r4·ti] 凉凉儿地 [1ia习,l lifir4·ti]

黄黄儿地 [xuo州xu吾r4·ti] 稠稠儿地 [t拿‘ou4 tp‘our4·ti]

明明儿地 [mi骨A miar,i·ti] 洋洋儿地 [io{14 i爸r4·ti]

(6)"ABBJL地"式形容词后缀重叠或“AAJLB”式方位词重叠，其变调规律与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一致。例如；

宁贴贴儿地[玮I州t'iEd t'iord}，·ti](老)顶顶儿头[1aud ti{Jq／iSrqI，·t'ou]

险乎乎儿地[9饶、l xud xurdp·ti](脚)底底儿下[tCYod tiq tiarqp·xo]

凉森森儿地rliol口4 peiq夸orqb·ti]

(三)去声字儿化

单音节名词为去声调或多音节名词最后一个字为去声调时，儿化后如不读轻声，则

一律变为42。例如l

扣儿 [k‘ou-I>k‘orb] 味儿 [veiq<vorb]

棍儿 [kueiq>kuor卜] 缝儿 [fe寸q>fSrb]

锅盖儿[kaiq>kurb] 刀把儿[paq>purb]

年画儿[xuaq>xu茸rb] 鞋榉儿[ia习_I>i百外]

草帽儿[mouq>morl,] 被面儿[mioi4>miurb]

永济话连读变调的基本规律，见表二、表三。

表=

非叠字两字组

阴平J 阳平一 上声、I 去声．I前字调、、心
dl, J

阴平J ●

J J·

阳平以

、lL q
上声、I

qk q·

去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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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兰

叠字组 去声
字儿、变调、＼心类 单音节名词 单音节动词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 化变、～～～ ＼学字溯＼＼ 重叠 重叠 (后字儿化加。地") 调

＼∑

阴平J J JP J J· J’ JP ．|卜

阳乎1 4 以· 一 一·

上声q N q· 、I q· q qP

去声．{ 1 1· ．I _{· -l 1卜

2．6文白异读

永济话的文白异读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有的文白异读字可以区别词义或词性。例如：

娘文读frliarja'l，白读[功yo一]。文读时意思相当于北京话的“阿姨”，是对

母亲辈亲属妇女的统称。白读时特指祖母或祖母辈的妇女。

项文读[口ia日1]，白读[xa习-J]。当量词用时念文读音[9ia日1]，例如“第一

项”，在名词“项圈”中，则念白读音[xar3-O。

围文读[vei,t]，白读[y4]。在名词中念文读音Evet,tl，例如“。围巾”，当

动词用时念自读音[y以]。

钉文读[ti日J]，白读[tie-4J。在名词中念文读音[t均J]，例如“钉子”，当

动词用时念白读音[tiE．{]。

(二)文白异读字可以反映历史层次。一般来说，白读反映较早的层次，文读反映

较晚的层次。例如：

经、纬文读[t口i习1]、 Evei-{]，白读[t口iE_]、 [y．I]。旧时传下来的织布

专用词“经”“纬”，要念白读音[t9iE_]、 [y-I]，在后起的新名词“经度"“纬度”

中，则念文读音[怕i习-1]、[Vei．{]。

车文读[t争‘IE．F]，白读[t簪‘a4]。在旧有的“大车”，“拉拉车小平车”等词中，

念白读音[t警‘aJ]，在后起的“自行车、火车，汽车”等词中，则念文读音[t簪‘te．I]。

野文读[i削]，白读Eia,fi。在“野地”、“野兔’’等旧词中，念白读音[Ia、I]，

在新词“野营”中，则要念文读音[i削]。

纺文读[fa习、I]，白读[fo、1]。在旧词‘‘纺线”中，念白读音Uoq，在新词

“纺织厂”，“纺织工人”中，则念文读音[ta习、I]。

(三) 许多文白异读字在历史的语音演变中，形成了固定的念法。例如：

孝文读[9iau-I]，白读[xau-I]。在“孝子”一词中，只能念[口iaul]，在“守

孝带～”一词中，只能念[xau．{]。二者不能混淆。

王文读[Va习4]，白读[y刮]。在作姓氏时，只能念[var口．1]；在地名“王村”

·7‘



中，只能念[y一]。

翘文读[t9‘iau4]，白读[t夸‘cu4]。在“板板翘了木板翘起来了一中，只能念[∥iau4]，

在“扁担翘了扁担两头向上翻翘斗中，只能念[tp‘au4]。

(四)有的字一般说话时都念白读音，只是在读书时才念文读音。例如：

豆文读Etsu43，白读Et‘ou43。文读只是字音，口语中都念[t‘eu．I]。

鞋文读[ptat，I]，自读Exai—J。文读只是字音，口语中都念[xal4]。

永济话文读音与自读音对应情况如下：

1．文读声母为不送气音[p] [t] [t9] Ets]，自读声母为送气音[p‘] [t‘]

[t9‘] [t8‘] o

例字 文读 白读 例字 文读 自读

抱pau4~负P‘u．1～伢儿。抱孩子洞 tu习-I(字音) t‘l均．I老鼠～

白pai4白喉p,ei4娟 技 t9 l-l～校 t9‘14～术

背pei4～书包Ptei-l~书 妓 tpl-l(字音) t矿i以～女

大ta-I～学 t‘uo．I～小 聚t弘yJ．v会 t∥y．I～集

弟ti-!(字音) t·i1兄～ 菌tcyeb[(字音) 协‘yel4细～

掉 tiau．1～里～搭t‘iau4~啦 自tsl4(字音)ts‘1-I～已

豆tau-I(字音) t‘au．I～子 字tsl4(字音)ts‘1．1写～

动tug_l～询 t‘u习．I～弹 道tau4～路 t‘au-I蛇溜～

(以上均为古监定从群等全浊声母仄声字)

2．文读声母为舌面擦音[口]，自读声母为舌根擦音[x]。

例字 文读 白读 例字 文读 自读

瞎 9iaJ C字音) xaJ～子 孝 9iau4～子xau4守一

匣 9ia4(字音) xQ4风～ 成 弘i琵以～阳 x琵，l～莱

吓 9ta4(字音) xa．I～唬 闲 9诡4～散x琵4～话

下 口ia．{。放 xa-l～来 项 9ia习-I～羽．第一项xa习．1～圈

鞋 9iol4(字音)xai4～r鼯 杏 9i习．1～花村 xY-I黄～

(以上均为古晓母、匣母开口二等字)

3．文读为齐齿呼韵母自成音节，白读为舌面鼻音[轴]声母。

例字 文读 自读 例字 文读 自读

衣 iJ雨～ 功i、l～裳 秧 ia日J一歇 rlioo、I葱～子

严 i4函～格 珐i赉～禁 殃 io啕J祸国～民 nia习J遭～

亩I凳一语～ 轴i琵～传。说话 迎 幻，I欢～ 硌IB^～住

颜 i龟一五～六色 轴l两～色 j

(以上均为古影母、疑母开口二，三等字)

4．文读声母为边音[1]，自读为撮口呼韵母自成音节。

例字 文读 白读 例字 文读 白读

乱luai4扰~ yai．1～七八稽 轮luei4一胎 yei4胶～率

淋 1iel，I～巴结 yei4一雨 抡luei4【字音) yei4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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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

例字

儿

耳

1u酿一～理 yel4乱～

(以上除“抡”无音韵地位外，

5．文读Qr，白读瓦t。

文读 白读

a叫～孙满堂

9州～目

乙ld我～

气¨～朵

论 1 uei-I～文 yel．1讨～

均为古来母字)

例字 文读

二 erq第～

自读

气l-I～妈；=婶

(以上均为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

6．文读韵母为[钓]、 [i习]，白读韵母为nB]、[in]。

例字 文读 白读 例字 文读 自读

冷 1a习q～冻 li刊天气～ 井 协1日、I～冈山 伸lE、I打～

整 t夸9习、l～齐 t畚t刊平～ 经 t弘i习．1～度纬度 t9iB-I～线t织布用

甥 譬a日J(字音) 簪怛J外～ 青t9‘i习J一黄不接tO‘jBJ～草

生 簪9习J～产 夸怛J～～饭 轻 t口‘l习J～工业tO‘i丑J～重

声 备a习J～明 昏归J～儿好听H青 协‘i日1(字音) t9‘iB4天～了

平p'iod～安 p·iEd～～地 净 t9‘l习．1～吃菜t6‘jB．I干～

病 p·j习-I～床P‘iE．{害～ 宁 耳i习4安～ 玮iE4～～地

明 mi习d～亮 miE4天～啦 硬 轴i习-I～币 功iE．1太～啦

命 mi习1～令 mIBl～长 星 口i习J～火燎原 9jBJ～球：星星

钉 t．习J～子 tiE_I～鞋 腥 6i04(字音) 口iEJ～气

听 t‘i寸J～写 t‘iBJ～话 醒 口i习q清～ 口i削～啦

铃 li习一上课～ 1iB一车子～儿 赢 i习1(字音) iE4打～啦

灵 1i习1～活
I IB，I～醒：聪明：i虫 均一欢～ 功iE4一住

岭 1i习q山～ 1l刊东～(地名)

(以上均为古梗摄二、三等字)

7．文读韵母为[1B]，[iE]，白读韵母为[a]、[ia]

例字 文读 白读 例字 文读

遮 t簪怛J乌云～天 t争a-I～住 斜 9iE以～边

车 t畚‘但J～子 tp‘aJ拉拉～。小平车些 9iEd～微

扯 t夸‘归、l～面 t争‘Q、l～布 卸 口iE-I装～工

蛇 簪IB，1牛鬼～神 §a4属～ 爷 iBd老天～

舍 簪怛、I．己救人 昏a、I～不得 野 i削～蛮

社 拿怛．1～会 ·每a七～(地名) 也 i刮～许

惹 气l州～事生非 瓦aq～事 夜 iE-I～校

借 t口lEl～口 t9IQ-l～东西

例字

芒

(以上均为古假摄开口三等字)

8．文读韵母为[a习]，[ia习]，

文读

ma习d光～

白读

V04麦～

白读

9iad布一了

9ia4这么～

口ia-I一主

ia4～～。神仙

iaq～地里

ia、I～要

ia_I二～

白读韵母为[o]，[uo]，[yo]。

例字 文读 白读

晌 夸a日，I～午 簪u01后～。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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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刁J～东西

pia习J～稼

lagpt～心狗肺

sa习J(字音)

t簪a日J姓～

t蚤Qqq成～

t蛋arjq(字音)

t簪‘a习4断～

t夸‘Q习4一一戏

pio-I～棉袄 尝

proJ谭家～(地名) 上

Iu04打～ 尚

su03~树 娘

tEuo．1卅,t(地名) 量

t警uoq～大了 墙

t∥u03捐：～ 强

t量‘UO，I～子 养

t§‘u04碾～ 仰

督a习1品～

簪a日-f～学

簪a习．1～书

马ia日4～子

liazjd~角器

to‘ia日1～报

t口‘iarjd坚~

ia日q饲～

ia习q敬～

馨u01～一口

昏Uo．I～头

·簪u0和～

取y01～～庙

ly04~布-

t毋‘yOd～上

to‘y0，I性儿～

yoq～活

y01～起头

(以上均为吉宕摄开口一、三等字)

纺 ia习、I～织厂 ioq～棉花 忘 VQ习{～却 V01～啦：忘记了

放 ia习．I。学 foq～T

(以上均为古宕摄合口一、三等字)

9．文读为复合韵母[ei]，[uei]，白读为单韵母[i]，[u]、[y]。

例字 文读 白读 例字 文读 白读

飞 iei．1～g 口jJ～虫。麻雀 围 veid～巾 y，I～上

尾 vel、I有头{卜 iq～巴 苇 veiq芦~ y、I～子

锥 p￡eIJ圆～形pfuJ~亍： 纬 veiq幢 y1～线z织市用

吹pt‘ei3～牛pf‘uJ～号 慰 veiq安~ y．I～问

水 feiq．果 lu、l喝～ 泪 1ueil眼～ y1～颗

睡tei-I～眠 fuq～党 穗 suei 1～城 9y-f麦～

(以上均为古止摄合口三等字)

lo．文读韵母为[Y]、[Qi]，自读韵母为ei。

例字 文读 白读 例字 文读 白读

责 t8Ya负～tseid~任 白paid碓P‘eid～E
仄tsvd习z。 t夸eil墙～了 拍P‘aiJ(字音)P‘eiJ～皮球

厕ts‘YJ(字音)ts‘e13～所 来 1aid～往 lei4～啦

刻 k‘YJ～苦 k‘eiJ～字 摔laid(字音) ieiJ～打

赫 xYJ～～有名 xeiJ～鲁晓夫

(以上除“摔”无音韵地位外，均为古曾摄、梗摄开口一、二、三等入声字)

11．以上规律以外的文白异读字。

例字 文读 自读 音韵地位

茄 t9‘iE4番～to‘ia4～子 果开三平戈群

起 坳‘iq～场 t口‘i削～。起床 止开三上止溪

翘to‘iau懒JL～了 铝‘au恫担～了 效开三去笑溪

耀 iauq照~ 瓦au-I～限 效开三去笑以

毛 mau4～笔 mul出～：食物发霉。长毛效开一平毫明

准pfeiq～备’ t9‘yeiq稃不～ 臻合三上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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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习1国～

varj-I一盛

莘a习1～余

t§‘8日J～梨

如ia、l～乙丙丁

1iJ～冬

t9‘yEJ喜～

xeiJ～话

kuoJ～旗

tiJ～～涕

yE4～东(地名)

yE4菜一～地

套a1～下

t§I．{⋯
t§aJ指～

1ei4~起。站起来

t口‘iau3耕
xulJ～布

kuei3中～
’

tiEJ～水

宕合三平阳云

宕合三去漾云

曾开三去证船

曾开三平蒸昌

成开二人狎见

深开四入缉来

宕开三入药清

曾开一入德晓

曾合一入德见

梗开四人锡端

2．7儿化

(一)儿化韵母的变化规律 ．

永济话韵母有三十七个可以儿化。它们变儿化韵的规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E03[uo][yo][u]Du][ieu]儿化，后面直接加卷舌动作[r]。

基本韵母 例词 儿化音变
0 上坡儿煤沫儿 [p‘o>p‘or][mo>mor]

no 唱歌儿药锅儿 [kuo>kuor]

y0 墙脚儿三角儿 [tCyo>tcYor]

U 烂布儿媳妇儿 [pu>pur][fu>fur]
au 小狗儿挂钩儿 [kau>kour]

iau 一缕儿绿绿儿(的) 。[1iau>lieur]

(2)[i][y]儿化，后面加[ar]音。
基本韵母 例词 儿化音变

i 皮儿棉袄里儿 [p‘i>p‘ior][1 i>1 Jar]

y 小鱼儿麦穗儿 [y>yor] Fcy>9yor]

(3)[1]rt][111][ei][iei][uei]lYei][怛][iE]、[yE]儿化，变

为[9r][／or][uer][yor]。

基本韵母 例词 儿化音变
1 萝卜丝儿瓜籽儿 [sl>sar][tsl>tsor]
l 树枝儿 侄儿 [t趴>t畚ar] [t§‘1>t夸‘or]
m 擦黑儿 咯咯咯儿 [xm>xac] [km>kor]
ei 座位儿 核桃仁儿 [vei>ver] [瓦ei>瓦ar]
iei 脚印儿 白菜&JL [iai>ier][9iet>口ier]
uei 魂儿 柴火棍儿 [xuei>xuar][kuei>kuor]
yel 小军儿(人名)引群儿(人名) [tcyei>toyer] [t9‘yei>t口‘yor]

怛 打折儿 声儿 [t簪怛>t督ar丁 [簪怛>睁or]

iE 树叶儿 袄领儿 [iE>iar] [1iE>1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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