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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方言志》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宁夏话大体可分为两大区，中原官话(分布在南部山区)和兰银官话(分布在银川平原

大部分地区)。中卫方言无论从地域还是从语言特点上看，都是处在一个中间地带、过渡

区。它属于北方方言兰银官话的银昊片，但在语音上和银川话、吴忠话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卫话语音除了韵母的前鼻辅音韵尾脱落变为鼻化韵母、一些字的读音不固定之外，更

特殊的是在韵母里有两对韵位变体——[i置]和[ii]，[y豆]和[yi]随便说而意义不变。

另外，中卫方言的语音变化非常丰富，除了轻声、异读，变调等一般音变之外，特殊音变比

较多，特别是合音、讹读等。

中卫县的人文i地理条件特殊，环境比较封闭，这使中卫方言在语汇中除保留有不少古

语词、元明清以来的白话词语之外，还兼收并蓄了不少移居中卫的外省籍人的方言词语，语

汇相当丰富和复杂。语法特点也是这样，比如“给”在中卫方言里一句话可以接连出现三四

个，甚至更多，这在别的方言里比较少见。同时，中卫方言的词缀非常丰富，时态表示法多

种多样，好些特有方言语法现象在我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中尚未收录到相同的实

例。

林涛同志是中卫县人，对母语的研究孜孜不倦，巳历十数载，这部著作灌注了他大量的

心血，因此发现了许多难以发现的语音、语法现象。另外，这本书在方言用字的收集和解释

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这在西北方言志中，显得特别重要。

方言志的编写应该加强其应用性，即为本地人学习普通话服务。这本书在这方面作了很

大的努力。附录里的“中卫方言与普通话对照字汇”为推广普通话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

想，中卫人学习《现代汉语>)课的时候，‘应拿这本书作为参考书，这对学好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一定有很大帮助。

黄伯荣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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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她地处黄河上游末段，平畴沃野，沟渠纵横，一千多年前

就开始引黄河水自流灌溉，史有。天下黄河富宁夏，首富中卫”的盛誉。

本世纪50年代末期，包兰铁路穿越腾格里大沙漠通车以来，中卫在治沙和改造利用沙漠

的科学研究方面创造出世界奇迹，不断吸引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察。本世纪80年代，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卫县是被国务院批准的宁夏第一个对外开放县。本世纪90年

代的今天，随着宝(宝鸡)中(中卫)电气化铁路的建设和通车，中卫变成了欧亚大陆桥必

经的一个铁路枢纽的所在地，成为宁夏黄河经济开发建设的战略重点地区，面临着更大的经

济腾飞。在这喜人的大好形势下，全县急需发展外向型经济，急需扩大对外的社会交际。这

就需要更加广泛的语言交流，就需要对中卫方言做科学的认识。《中卫方言志》的出版，正

是适应了这种形势。

《中卫方言志》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卫方言做了开创

性研究。它记述了中卫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探讨了中卫方言的形成及特点，总结了中

卫话与普通话声韵调的对应关系，是一部专业性强，学术性高的著作。这部著作及时抢救了

富有特色的中卫方言，为中卫县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

考，为中小学师生进行普通话教学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这部著作是林涛同志奉献给自己

家乡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饱含了作者的辛劳，体现着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且也浸挎

着作者热爱家乡的深情，很值得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在外地工作的中卫人一读。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共同性的语言又是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必需。让我

们科学地了解和认识中卫方言，促进全县的汉语规范化，使语言更好地为中卫的开发和繁

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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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在组织编纂各市、县地方志的同时，将方言志的编写

出版也纳入规划，成立了由熊烈同志(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顾问，

高葆泰、刘世俊教授为正副主任的宁夏方言志编审委员会，指导宁夏方言志的编写工作。

中卫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兰银官话中的银吴片，但在语音上和银川、吴忠话有着明显的差

别。中卫话实际是由中原官话向兰银官话过渡的一种过渡性方言，具有十分浓厚的地方特
◆

色。因此，《中卫方言志》被宁夏方言志编审委员会列为重点编纂出版的方言志之一。

”． 中卫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明代的屯垦实边政策实行以
j

后，大量来自山陕、中原及南方各地的军民与当地人杂居共处，形成了以秦晋方言为基础，

杂以中原，吴越方言等多种成分混合的中卫方言。西于交通的封闭，环境的优越，中卫方言

形成后，很少受外来方言的冲击，自身得到了完善和发展，逐渐具备了比较强的同化力。不

少外来人入居中卫后很快就接受了中卫方言，而中卫方言则很少因受外地方言影响而发生变

异。自本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和中小学推广普通话教学

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卫方言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S0年代以来，由于本

县人口的大量流动，加速了中卫方言的变异，青年人的口音巳经在向普通话靠拢。在这急剧的

语言变革中，编纂出版《中卫方言志》不仅是对中卫方言文化遗产的抢救，也是有效促进全

县人民推广使用普通话，扩大语言交际功能，加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当代，惠及
子孙的一件大事。

《中卫方言志》由中卫籍语言学者，宁夏语言学会副会长、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教授林涛

1il 同志报效桑梓，精心编著而成。作者不仅长于方言学研究，且熟悉中卫的历史地理，风俗民

j 情、乡俚土语。／A1982-％p2来，多次回乡深入城镇山川，全面调查，现场录音，占有了大量

?飞第一手资料。在为《中卫县志》缩纂《方言卷》的同时，他又进一步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
和方法，对所占有的资料反覆筛选，数易其稿，编写出《中卫方言志》。本书对中卫方言的

语音、语汇、语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通过分析研究，归纳总结出了中卫方言的规律

和特点，并将中卫话与普通话，中卫河北话与中卫河南话一一进行了对比。这部著述内容丰

富，材料翔实、标音准确、体例新颖，不仅具有一定的存史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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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方言志》的问世，为中卫乃至整个宁夏的社会文化、风俗民情以及民族关系等方

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为古文献诠释、现代汉语及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为全县中+小学师生及广大青年学习现代汉语普通话提供了一部经世致用的教科书。本书的出

版发行，将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卫方言志》虽是学者编著，经专家评议审订而成，但舛误和缺点在所难免，不足之

处敬请语言学界、方志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指正。

中卫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9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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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人文、民族概况 。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位于宁夏中部，银南地区西端。地处东径104。17／——105。37／、

北纬36。597——37。43／之间。东界本区中宁县，西靠甘肃省景泰县，南与本区同心县、海原

县及甘肃靖远县相接壤，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徊毗邻。东西长118公里，南北宽

91．8公里，总面积5780平方公里，占宁夏总面积的8．7％，是一个山川兼备的县份。

中卫县地形比较复杂，整体上是由西南向东北坝斜。南北高，中间低，海拔约1194米

——2361．6米。南部为土石山区，以香山寺为最高；北部为腾格里大沙漠，新月型沙丘连

绵起伏，构成一幅典型的沙漠景观，中部为冲积平原，沿黄河两岸分布。

中卫县历来引黄河水自流灌溉，平畴沃野，沟渠纵横，农业发达，尤以大米、枸杞、发

菜和名贵毛皮驰誉中外。中卫自然资源丰富，主要矿产有锰，金、媒，石膏、陶土、石棉，

方解石，大理石、重晶石、磷矿等，其中石膏储量居全区之首。本县已建立了煤炭、机

械、建材、冶炼、化工、印刷、制鞋、食品等工业与企业。．生产的精密机床，地毯、、生铁等
／

产品远销国外。
。

7

本世纪80年代初，中卫县被国务院批准为宁夏第一个对外开放县。在文化教育建设方

面，中卫在区内久负盛名，先后被银南地区、自治区人民政府检查验收为第一个扫除文盲达

标县，普及初等教育达标县，并被圃家教委列入全国百名基础教育先进县。中卫沙坡头治沙

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创举，近年来，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干余名治沙专家和游客前来参观

考查，叹为观止。在改革开放中，随着社会主义两大文明建没的飞速发展，中卫在宁夏的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1992年开工修建的宝(宝鸡)中(中

卫)电气化铁路建成通车后，中卫将成为欧亚大陆桥必经的宁夏铁路枢纽所在地，宁夏发展

黄河经济的战略重点开发区。

中卫县下辖5镇119 146个村委会。五镇即城关镇，镇罗镇、宣和镇，常乐镇、甘塘镇

十一乡为城郊乡，西园乡、东园乡、柔远乡、永康乡，新北乡、西台乡、东台乡，景庄乡、

红泉乡，三眼井乡。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为286752人。其中，汉族人口282396

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98．48％。少数民族入1134356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21％。

二、历史沿革

．中卫历史悠久，这里不仅是我国黄河上游炎黄子孙的发祥地，也是华夏各民族互相融合

共同发展的区域。

‘1。



“一碗泉”古人类文化遗址表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公元

七世纪前后，北方猃狁、犬戎、义渠等游牧部落在这里栖息活动。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大将蒙恬北逐匈奴，取黄河南北地千里，移民于此，旧称

新秦，置北地郡。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置啕卷县，辖今中卫地。三国两晋期间为西

北游牧民族割据地，无地方行政建制。南北朝时为后魏灵州地。隋开皇十年(590年)设

丰安县，隶灵武郡，后废。唐武德二年(619年)复置，十三年(639年)并入回乐县。万岁

通天元年(696年)又置丰安军。神龙二年(706年)冬，突厥默啜部攻占鸣沙城，移县治于

丰安县城，后又被吐蕃所占领。大中三年(849年)六月收复，又在丰安改置雄州。五代

十国时期，后唐，后晋因袭之。宋盛平五年(1002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占领灵州等地。

地入西夏国，置应理县(治今中卫城)，元升应理州。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置宁夏

左，右屯卫，以左屯卫军余屯种于中卫。建文元年(1399年)，置宁夏中卫指挥使司。永乐

元年(1403年)一月，以元应理州改置宁夏中卫，隶陕西都司，中卫县之名称由此始。清初

沿袭明制。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清廷议准置宁夏府，改宁夏中卫为县，隶甘肃省宁夏

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府为道，属朔方道。民国十八年(1929年)设省，属宁夏省。民

国二十二年(1933年)分中卫县为中卫、中宁两县。

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卫县属宁夏省，1954年宁夏并入甘肃省，中

卫县属甘肃省银川专署。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辖至

今。

三，中卫方言的形成及区划

(一)中卫方言的形成 ．

中卫方言是属于兰银官话银吴片的区域方言，其形成与我国历史上统治者屯田、实边政

策及汉族人口的迁徒有很大关系。

先秦以前，中卫为羌，戎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秦并六国，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攻取了

河套南北地， “徒民充之”，汉族人口开始移入。以后历代统治者在开疆扩土、驻军守边时，

为了减少粮草运输之劳，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屯田制”。随着屯田，实边政策的实施和发

展，中卫自明代建文元年正月置卫后，汉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了长期定居的村落、堡寨，

经过迄今为止五六百年的繁衍生息和后来的人口变化，出现了大小不等的家族，分布于城镇

山川之间。

中卫人的先祖来源于何地呢?从移民史来看，自秦汉经唐宋元明到清代，我国历史上有

过多次移民，但明代以前的移民对中卫今天的人口结构影响不大。这是由于自秦汉至宋元，

这块地方先后又有匈奴、鲜卑，氐、羯、敕勒、柔然，突厥，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

女真、蒙古等部族入居，汉族人口移入迁出更迭频繁，居民的稳定性很差。元末农民起义推

翻了元帝国，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洪武初年，统治者还无力控制边陲，便将宁夏府、灵州、

鸣沙等地居民迁往关中，当时中卫所在的应理州也没有幸免。本地居民大都迁往内地，留下

者编入卫所与军余共同屯垦。洪武三十二年，国力恢复，为了发展生产，重新又徒“五方之

人实之”。后又“实以齐鲁燕晋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o在民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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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审卫老声盛传其祖先从犬槐树连桌。夫槐树在夸山西洪洞县城北产济寺旁。这里确实为明
代洪武至永乐年间移民的集散地。各处移民(即五方之人)集中到这里，由官府编排队伍，

发给“凭照JI{资”向西北边陲迁移。移入中卫的主要是山陕人，冀鲁豫人，也有江淮吴越等南

方省籍人。中卫人“尚诗书，攻词翰”， “重耕牧，娴礼仪”等良好的文化道德传统及饮食

起居习惯，尤其是农业的精耕细作，种植绿肥等方面，都可看出南方人的痕迹。

本县人口以后又有一些变动。清代。自乾隆咸丰，宁夏水利大修，齐鲁燕晋陕甘之民趋

赴”。本世纪，民国十八年甘肃大旱，加上马仲英兵祸的侵扰，民勤、古浪、土门子，大靖

等地的甘肃人逃往中卫定居。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于日寇的入侵和中原的灾害，河南，

陕西，内蒙古，甘肃等地的人口又流入。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又有北京、

上海，陕西、浙江等地移民迁入。本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南山台扬黄灌区建成后，实行吊庄

搬迁，又从我区西海固移入一部分人口在南山台灌区安家落户。

总之，明代移民奠定了中卫人口的基础，从山陕，冀鲁豫i江淮吴越各地迁徒而来的戍

边屯垦的兵士、军余，移民、罪囚以及官宦、属吏、从眷等在这里杂居共处，他们所操的语

言互相影响，共同融合，便逐渐形成了中卫方言。中卫方言主要以“秦晋语”为基础，并杂

以“齐鲁燕赵语”、 “江淮语”，甚至“吴越川滇语”而成。此外， “陇语”(甘肃话)对

中卫话有比较大的影响。

当前，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中卫方言有逐步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但怍为一种地域方言

它将和普通话长期并存，各自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中卫方言的区划

中卫据黄河上游末段。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将所辖土地自然分割为南北两块。中卫

方言基本上也以黄河为界，划分为中卫河北话和中卫河南话两种。此外，甘塘镇，香山，南

山台子等地语言复杂，从地域和语言面貌区划上看，中卫话可以分为两大区、三小区。

1．中卫河北话

中卫河北话是本县典型话语，以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人所说的话语为代表。主要分布在

中卫县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即城关镇，城郊乡，东园乡，西园乡、柔远乡，镇罗镇、新北

乡以及甘塘镇的沙坡头、孟家湾等地，黄河以南的倪家滩，下河沿、香山地区景庄乡的钴洞

子甚至中宁县的余丁乡人(约15，000人)也都说中卫河北话。总计人数约有18万5千人左右

(不包括中宁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5％左右。

2．中卫河南话

中卫河南话接近中宁话，以宣和镇人的话语为代表。主要分布在中卫黄河以南广大地区，

即宣稆镇，永康乡、常乐镇。香山地区和东台、西台乡的一部分人也说河南话。使用这种话

的总计8万5千人左右，约占全县总人口的30％。

3．条城话、靖远话和西海固话

中卫话里的三小片为条城话，靖远话和西海固话。

甘肃条城话以甘塘镇的北长滩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北长滩和长流水等地。这里的居民

是明末或清初陆续从甘肃条城(榆中)迁入的。说这种话语的约有2千余人，占全县总人口

的0．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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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靖远话以香山景庄乡的南长滩活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景庄乡的南长滩，三眼井乡的

滚子井、窖窖门等地。说这种话的约有1千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35％左右。

西海回话主要分布在南山台子的东台乡、西台乡和香山红泉乡的少数村庄。西海圆话在

香山和南山台都比较分散，相对集中的是从西吉迁入西台乡的数百名回民讲西吉话。使用西

海圆话的约有3千余人，占全县总人口1．05％左右。

另外，甘塘镇政府驻地人I=1主要是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后从外地调来的铁路职工，家属

以及乡镇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这部分南来北往，流动性大，定居下来的极少，语言情况

比较杂乱，没有一种定型的语言面貌。属这种情况的约有1千2百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0．45％左右。南山台子东台、西台两个乡，除大部分人说中卫河南话，一部分说西海圆话

外，还有一部分尤其东台乡居民来自三省区(宁夏，甘肃、内蒙古)十八个县，语言情况复

杂。大河，农牧厂职工及家属，所操的ILl语与本地不同，操外地口音的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2％左右。

(三)南北两区比较

从上面的方言区划中可以看出，流行于中卫全境的主要话语是中卫河北话和中卫河南

话，其使用人数占了全县总人口的95％。而河北话和河南话的不同，又是中卫话语中的最大

分歧。中卫河北话和中卫河南话的差异突出地表现在语音方面，其次是词汇，语法方面的差

异不大。下面就南北两区的语音、词汇情况比较如下s

中卫话南北两区的主要语音差异如下表： 、

中卫话
酱避话 例 字

河 北 河 南

al e 拜派卖歪呆太奈来街开鞋斋晒才哀
蕴i

an Ee 班潘蛮番万担男兰干刊毡山参三安

len i苴 lae 边偏面点天念连千先尖泅燕

Ual Ue 乖怪块快坏揣衰甩帅
Ual

Uan Uae 端团关究环传川拴软钴窜算

yen yE yae 捐卷图权劝宣选冤元怨 ，

el e1 背倍佩丕每美非肥维贼
e1

an 奔盆们芬文温奋问稳喷
a习

9日 a习 崩蚌烹萌风冯灯冷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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