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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过市史志办公室两年多的收集、整理、研究和编撰，《海宁方言志》

正式出版了。这是我市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海宁二轮修志的一项

重大成果，对于传承和弘扬海宁地域特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语言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海宁历史积淀深

厚，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

色的海宁方言，并成为浙北吴语的重要代表之一。海宁方言是海宁籍人

士沟通信息、交流感情、凝聚亲情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更是地方历史

和文化积淀的鲜明体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宁方言保留了较多古代

汉语特色，是数千年来文化方式、风土人情、语言习惯等多种因素交织而

成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载体，发挥着传承历史、延续文脉的重要

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际

交流的频繁，普通话逐渐普及，方言的使用面逐渐收窄，使用人数也在慢

慢减少，更有一些古老的乡音随着年长老人的离世而消失湮灭。因此，迫

切需要对方言进行抢救性的挖掘、收集和整理，使之成为文献留存后人。

同时，对方言进行整理和分析，也能为地方人士的交流提供指导，使人们

明了海宁方言内部的差异，明了海宁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

利于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进行交流。
’

《海宁方言志》的出版，填补了海宁在方言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的

空白。该书重视方言的实地调查，重视方言的理论研究，具有学术性和

通俗性兼容的特点，必将对海宁方言的传承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相信在海宁史志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下，今后会有更多更好的志书问



世，从而为海宁积累更多丰沛的精神食粮，为加快“三市”建设、实现“两个

率先”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嘉兴市委常委、海宁市委书记

海宁市人民政府市长

侧
归矛7锯

2008年8月



序 二

浙江省海宁市自古就是钱塘江口观钱江潮的胜地。三国早期吴大帝

孙权析海盐县南境之地置海昌都尉，后改盐官县，这就是后来的海宁县。

在抗日战争以前县治一直在观潮的地方——盐官，但由于当时县城人口

稀少，只有一千多人，交通不便；而县属第二区硖石镇，当时人口就超过两

万，而且地处沪杭铁路中段，商业发达，所以抗战时县政府就迁至硖石。

解放前夕，县政府曾短暂迁回盐官，解放后马上还治硖石。1986年，海宁

县又改为海宁市，市治指的就是硖石而不再是盐官了。

硖石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民国时期的军事界名

人蒋百里和诗人徐志摩、现代红学家吴世昌都是硖石人。我本人三岁随

全家从海盐通元迁往硖石沙泗浜，在硖石区立紫微小学上学。因为我父

亲在硖石工作，小学停办后又在西南河费雨僧先生办的私塾读了两年古

书，十四岁全家又因避难迁往孤岛上海。这样，我的童年是在硖石度过

的，硖石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我不是地道的硖石人，硖石话不地道，也就

是六七十分。 ．．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方言普查工作，随后又掀起

了各地新修地方志的热潮，所以不少地方有当地的方言学家发表方言专

著，至少也在地方志中附加了方言志篇章。而在硖石，尽管徐志摩早在

1924年2月26日北京的《晨报副镌》上用硖石方言发表了《一条金色的光

痕》，但是十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关于硖石方言的专著问世。我在发表

《海盐方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后，也曾经想写一本《硖石方

言志》，但是我离开硖石太久了，和当地没有任何联系；要回硖石调查，硖

石的家已经毁了，亲朋也大都外迁，个人没有条件去进行实地调查，所以

只得放下。



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老一辈语言学家、硖石马桥人孙功

炎(玄常)先生到我北京寓所来访，说起他最近看到《杭州大学学报增刊·

浙江吴语分区》(1985年9月)有关海宁硖石方言的记音，觉得跟他掌握

的硖石音差得太远了，他要写一篇《硖石方音》来纠正。我翻了一下，也大

吃一惊，因为硖石方言的一大特色就是没有Ey]韵母，“雨”读yi，“君”读

jin。可是《浙江吴语分区》的记音硖石方言不仅有大量的Ey]韵母，还有鼻

化的Ey-1韵母，简直像福建话。后来我才知道，《浙江吴语分区》用的调查

材料是1958年大跃进时由没有学过方言学，没有经过听音记音训练的大

学低年级学生“调查”得来的。因为孙先生不是硖石镇上人，郊区口音和

镇上口音不一定一致，所以我劝他暂缓写作。因为要说别人不对，自己就

更要慎重。

去年，我因参加“王国维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到海宁硖石，

当地人说硖石话没有Ey]，可是市河东西两边不一样，西边有[一y-]介音，

东边没有，一概读成[一i一]，南边和北边也不一样。这次还见到了已经正式

出版的《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中的方言编，这是请杭

州大学的方言专家写的，当然和《浙江吴语分区》的内容大不相同，基本没

有问题，只有山、咸两摄的字分读[罡]、[￡]两韵，和我的语感不一致，我的

语感是[￡]和Ee-1，也就是开口度都要小一些。不过，这种细微的听感上的

差别，没有仪器来验证就谁也说不清。总的来说，问题不大。
’

海宁市史志办的工作人员很认真，《海宁方言志》初稿让我仔细读了，

我读完后写了意见，之后他们还专门到北京来和我商讨。《海宁方言志》

认为硖石阳平和阳去同调，所以称阳去平调，我觉得不同调，这只好根据

仪器来判断了。不过瑕不掩瑜，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蒙当地领导的好意，嘱为写序，我也可以说是硖石人，当然乐为之序。

胡明扬谨序

2008年7月21 Et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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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寸 日

一、海宁的概况

海宁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嘉兴市南部。地理坐标北纬30。15’一30。35’，东

经120。18’一120。52’。全市总面积700．5平方千米，下辖8个镇、4个街道。至

2007年底，户籍总人口64．61万人；有村委会161个，社区居委会62个。海宁

市市区为原硖石镇和原马桥镇①，原硖石镇位于海宁市的东北部，处于沪杭铁路

中段，是杭嘉湖平原著名古镇之一。硖石话是海宁方言中的代表性地方话。

据考古发现，距今6000年前，海宁这一带已经有先民生息。在春秋战国时

期，海宁是越、吴、楚的属地，秦时在海盐县、由拳县境内。东汉建安八年(203)，

海宁为海昌屯田都尉属地，都尉治所在盐官镇南10千米。三国时吴置盐官县，

硖石仍为由拳县治：南朝后期设海宁郡，郡治盐官，辖吴郡盐官、海盐、前京三

县。隋朝时海盐并人盐官县，属杭州。唐以后至清朝大部分时间盐官县属杭州。

民国时期开始属嘉兴专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宁一直属嘉兴。海宁县

1958年10月曾与海盐县合并，1961年海盐县恢复，原海盐的狮岭公社留属海

宁。民国时期县治大部分时间在盐官，1945年设于硖石镇，1949年3月还治盐

官，6月迁治硖石镇，此后一直延续到2003年11月。

历代的行政区划的更替影响了方言的发展，海宁东片方言与海盐话比较接

近，西片方言和余杭话有共同点。海宁水路、公路、铁路运输均较发达，历来与外

来人员交流频繁，海宁方言在和各地方言的交流中不断发展。

二、对海宁方言的调查研究情况

对于海宁方言的滴查研究，据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1995年12月出版的《海宁市志》中第三十三编《方言》。由杭州大学傅

国通负责编撰，约4万字。对海宁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描

02003年11月，在海宁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中，硖石镇被划分为海洲街道、海昌街道和硖石街

道，马桥镇调整为马桥街道。



写，对海宁方言音系做了全面的介绍，列出了同音字表和常用词语表，对海宁方

言的语法特点做了‘‘例述”。《海宁市志》方言编以当时市政府所在地硖石镇居民

说的海宁话为准，用国际音标进行标音。这是海宁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语言学

研究方法调查记录海宁方言。

2．湖州师范学院苏向红著《海宁方言声韵调之研究》，发表于《湖州师范学

院学报))1999年第4期，该文部分内容选自俞允海、苏向红合著的《浙北吴语声

韵调研究》一书第九章“海宁话声韵调研究”。文章共分六个部分，除了探讨海宁

话声韵调类别和特点外，还收入海宁话音节表，记音以硖石话为准。这篇文章的

写作目的正如作者在文中表示的：“本文试就海宁话中的声韵调特点作出分析，

使读者明了海宁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有益于方言研究和推广普通

话。”文章花较大的篇幅研究了海宁话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并列出了详细

的声韵调对应字表，还提出了“海宁人学习普通话应注意的主要问题”。可见，这

篇文章主要侧重对海宁方言语音和普通话语音作共时的比较研究，为人们学习

普通话、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服务。

3．杭州师范大学徐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的《浙北杭

嘉湖方言语音研究》一书中，对浙北杭嘉湖语音进行了比较研究，涉及海宁方音。

该书第八章“字音对照”中，收录杭嘉湖地区15个方言点760个汉字的字音材

料，其中也收录了海宁方言字音材料。不过，在具体方言采集时，海宁点的发音

合作人是斜桥镇镇郊村人，所以该书并没有反映硖石话语音。

其他关于海宁方言(硖石话)的专门作品不多，在一些著作中有海宁话零星

的语料，如《浙江吴语分区》(《杭州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9月版)中有部分硖石

方言的记音，《中国谚语集成·浙江卷》中收录了海宁的一些谚语。

．这次编写《海宁方言志》，力图在前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较全面地反映海宁

方言的全貌，较具体地记录市政府所在地(原硖石镇)的方言，同时有重点地反映

硖石以外镇方言的概貌。除了对硖石话做具体深人的调查外，确定盐官、袁花、

丁桥、周王庙、郭店、长安、许村、斜桥等镇做有针对性的调查，以期了解海宁方言

内部的主要区别。在调查过程中同步录音，力图最大限度地收集语料，进行深入

分析。



三、所用的音标符号①

全书采用国际音标记录方言音位，在实际注音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补充。

下面列出所用到的国际音标符号，具体代表的音质在语音分析中说明。

(一)辅音符号

本书用到的辅音符号如下表：

＼部位
＼梦耘＼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 喉

方法～＼∑ ●

不送气 p t k ?

塞 清音
●

i 送气 ，P“ th k“
日

浊音 b d g

不送气 ts t莘 tG

塞 清音
擦 送气 tsh t寸 ·tGh
-er

日j
浊音 出

擦 清音 f S § G X h

立
日 浊音 V Z 瓦

‘ Z J 丘

鼻
± 浊音 m n n J1 日
日

边 li 浊音
日

上标的h表示送气音，用。表示零声母音节。

(--)元音符号

用到的元音符号如下表：

＼＼高低 月U 央 后
中间的音前后＼ 不圆 圆唇 不圆 圆唇 不圆 圆唇＼

一
向 1 y m U

D(u与0中间的音)
半高 e o 9 Y O

①元音符号和辅音符号参考詹伯慧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中的《国际音标表》编制，湖北教

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61页。 ¨



续表

、＼高低 日U 央 后
中间的音前后＼ 不圆 圆唇 不圆 圆唇 不圆 圆唇＼＼

中 a

半低 ￡ A 0

m(a与e中间的音)
低 a A a D

舌尖元音 前：1 后：t

卷舌元音
●

a。

另外，用上加浪线表示鼻化。如“a”的鼻化音是“百”，“Q”的鼻化音是“d”。

(--)声调符号

调值采用五度标调法描写。字调的实际音高分成“低”、“半低”、“中”、“半

高”、“高”五度，分别用数字1、2、3、4、5表示。在标注词语时用调型符号表示，竖

线左边标的是本调，竖线右边标的是变调。

本书中的本调符号 本书中的变调符号

1 34调 r_ 55调
t

1 42调 ．

’

‘卜 53调

、 51调 h 42调
‘

1 53调 } 33调

] 55调 L 21调
●

J 113调 L 11调

J 213调 ?r 55短调

一 232调 P卜 33短调

-1 334调 PL 11短调

1 445调

川 22短调①

纠 33短调

?1 55短调 ，

①短调无升降时用单个数字表示，如刘，是丝调，可以把调值写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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