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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i=主

《遵义市方言志(丛书) ~ (以下简称《丛书~ )是由遵义市地方志编慕委

员会办公室、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合作打造的一部专业志书。该《丛
书〉的编暴出版，成为遵义市地方志机构与遵义高等院校首次实现资源互补、合

作双赢的成功范例，也为全面、深入推动我市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开创了新的局

面。

该《丛书》是列入《遵义市地方志工作"十二五"规划》的专业志书。编慕

出版该《丛书~ ，目的在于既能全方住地描写和记录遵义市区域内各方言的基本

面貌，又能为编基〈遵义市志~ "方言"篇提供翔实的基础材料，还能为人们广

泛深入研究遵义方言、大力推广普通话提供参考性资料。

该《丛书》由《遵义方言志》、 《赤水方言志》、 《桐梓方言志》、 《绥阳
方言志》和《务川方言志》组成，分别由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胡光斌(教授)、

陈蓝心(助教) ，阱、道平(教授) ，蓝卡佳(教授) ，姚丽娟(教授)、占升平

(副教授、博士) ，魏金光(讲师、在读博士)等专业教师遵循规范体例进行编

幕，第一次完整地将遵义市区域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方言全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具

有较高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该《丛书》资料翔实，研究深入，内容丰富。语音方面包括全面记录方言的
语音系统、同音字表、与北京语音及中古音进行比较等内容;坷汇方面着重收录

一般词汇和特色词汇;语法方面重点就本方言较为突出的语法现象进行描写和分

析;此外，还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的共时和历时研究，揭示各方言的规律性特

点。这对深入研究遵义市方言乃至北方方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保证该《丛书》编慕出版工作顺利开展，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作会

与时任遵义师院科研处处长雷昌歧和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陈道平等多次主持

召开会议，座谈、协商、研究编基体例和运作模式，督促、检查、交流编基工作
情况，有力地推动了编慕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编慕出版工作还得到市委、市政府
的高度重视，市直有关部门和出版、印刷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心

帮助。借该《丛书》印刷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编基出版工作的

同志们、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2年9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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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第一章 导

人文地理历史概况

一、人文地理概况

绥F阻位于贵州省1邸，大类山脉中段，在稳圣 l侃。 57' 22:'一1070 31' 11" , 

北纬 270 49' 22" -280 29' 34" 之间，隶属遵义市。全县南北长 75 多公里，

东西宽 56 多公里，国土总面积 2566 平方公里，占贵州省总面积的1. 45%，占

遵义市总面积的 8.28%。东连泪潭，南临遵义，西接桐梓，北靠正安。 205 省道

贯穿全境，遵义至绥阳县城段公路为高等级公路，绥阳至遵义高速公路正在修

建中。县城距川黔铁路李家湾火车站 22 公里，距遵义 38 公里，距贵阳市 180

多公里，距重庆市 330 多公里，处长江经济带重庆经济辐射区。 2003 年，绥阳

县辖 12 个镇、 3 个乡:洋川镇、郑场镇、旺草镇、蒲场镇、风华镇、茅埋镇、

视坝镇、宽阔镇、黄杨镇、青杠塘镇、太白镇、温泉镇、大路槽乡、小关乡、

坪乐乡。有 114 个行政村，总人口 51. 01 万人。 2007 年末，全县总人口 52.3

万人，辖 12 个镇、 3 个乡， 121 个村(社区)， 2396 个村民小组。

二、历史沿革

据《绥阳县志》记载:绥阳，夏属梁州地。殷商属楚。春秋，归人群师，

战国属夜郎。秦始皇(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后，划人巴蜀徽外之地。因汉、

东汉、主国蜀、西晋、东晋时期，均属为群拥瞥县地，南朝，瞥县更名，归属

毅邑县，隋大业七年( 611 年)置县，属明阳郡。唐高祖武德四年( 621 年)改

明阳郡为夷州，辖 12 县。绥阳为其中之一。太宗贞观元年( 627 年)以绥阳县

属智州，四年( 630 年)复置夷州。贞观十一年( 637 年)，绥阳县复归夷州、

喃
自
E
A



第二幸绥阳方言音系

第二丰 绥阳方言音系

第一节绥阳方言的音系格局

本节主要从共时平面对绥阳方言音系中的声、韵、调进行描写。

一、声母

(一)绥阳方言的声母共有 19 个包括零声母在内。现分列如下:

p 巴扒绑办博 p‘坡爬跑破劈 m 妈门马命墨 f 飞肥粉放法

t 都叠顶地答 t‘他同土痛特 n 拉拿努义捏

ts 资直纸壮折 ts‘叉才草醋出

Z 日人然润热

tç 加积己敬节 t矿 区全抢气切 G 肖行写细锡

k 高管贡格歌 k‘ 开狂款靠客 。 恩、鹅我岸1号 x 哈鞋海恨活

G 衣移雨二屋

S 丝时上送色

(二)绥阳方言的声母系统有以下特点

1.边音有混入鼻音的趋势。绥阳方言中的舌尖鼻音和边音有混读的趋势，

但还没有全混。合并的方向是l并入 n，只是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从现阶段来

看，绝大多数边音字已经混入了舌尖鼻音n( 在听感上，绥阳方言的舌尖鼻音的

读音没有普通话中的n重，实际音值介于n ， 1之间。)有少数来自中古来母的一

些字的声母现在仍然读1，如"兰、辣、李、路"等。同时在混读时鼻音的音值

不太稳定，往往因受教育的程度、年龄阶段、语体等因素的影响在使用频率方

面存在差异，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变体。因n、 l可以任意变读而没有区别意

义的功能，为描写简便，这两个音素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一律记为no

内
，δ



绥阳方言志

2. 以高元音i、 y 开头的零声母字，实际读音中带有明显的摩擦成分。但这

种摩擦是绥阳方言音系中因声道收缩、元音高化而造成的，还不具有辅音的语

音特征，这里把它看作 i 、 y 的变体形式。

3. "乌、无、五、务"等字绥阳话读作 V，带有较强的摩擦色彩，在声母

是唇齿音时也具有这个特点。这个韵母跟在其他非唇齿音声母后时不具有摩擦

色彩。这样看来 U 读作 V要受到一定语音环境的制约，本文把 V看作是 U 的音

位变体，不作声母对待。

4. 绥阳方言中的 x 在与 U 相拼时念成旬，与唇齿清擦音 [f]合并，如"呼=

肤 ful、湖二扶 fuJ、虎二腐 fu~、户二富 fuj" 等。但在其他情况下 x 与 f 分而不

混。如"房 fa1)J -:/;行 xa1)J (银行)非 fei丁笋灰 xuil" 等。这样看来 x 读 f 也

是一个条件变体。

5. 尖团音已经合流。如"西二希c;:il 、清二轻旷'Ì1)1、节=洁部iε斗"等。

6. 塞擦音只有两套:舌尖前塞擦音和舌面塞擦音。普通话中的舌尖后塞擦

音并人舌尖前塞擦音。

7. 因舌尖后塞擦音并人舌尖前塞擦音，在普通话中的舌尖后浊擦音乱的发音

部位转移，在绥阳方言中变为舌尖前浊擦音 z。

8. 有舌根鼻音声母1) ，来自中古的疑母和影母字，如"恩鹅我安爱"等。

(三)与中古声母的比较

现代各地汉语方音与中古《切韵》音系对应明显，特别是北方方言与中古

音的传承关系更为明显。在探讨各地方音声母系统源流方面，一般以《切韵》

音系的声母系统作为参照。《广韵》承《切韵》音系而来并根据语音的发展实际

对音系成员有所增删。宋人的声母系统有 36 字母，分为帮组、非组、端组、泥

组、精组、知组、庄组、章组、日组、见组、晓组、影喻等组。这些音类在各

地汉语方言中的演变表现不一，有音类的合并，也有音类的分化，分歧很大。

绥阳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区的黔北片，中古音声类在本方言中的演变主要有以下

特点:

1.中古全浊塞音、塞擦音现在全部清化，演变方式跟北方话一样，依声调

不同分化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即平声送气，如"平铜床穷皮葵"等;仄声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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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如"第柜被柱局"等。

2. 古知、章、庄三组声母字大部分与精组洪音字合流，读 [ts] 、 [t矿工 [s] 。

如"知=支=资 tSll 11 脏=张=章 tsalJl 11 沾二詹=替 tsanl" 等，只有个别情况例外。

3. 古章组假摄开口三等字的读音还处于变化中。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读舌

面音问]、[的、 [ç](为老派读音)，今天大部分已经并入 [ts] 、 [ts'] 、 [s] (新派

读音)。如"车制l/ts'ël: 蛇 çiJ/sεJ" 等。

4. 非组宇属于唇齿音，晓匣母字属于喉牙音，这两组音的发音部位不同，

音值也不一样，今普通话属于两个不同的音类，绥阳话中这两类声母一般也分

而不混，但在以下语音条件下却变成了同音声母:一是在遇摄合口一等模(举

平以贱上去，后同)韵前晓、匣母字与合口三等虞韵非组字合流，统读 [f] ;二

是在臻摄合口一等人声没韵前，晓、匣母字与通摄合口兰等屋韵和臻摄合口三

等入声物非组字合流，声母读 [f] 。如:呼 [ful]=夫肤 11 虎 [fu~]=甫府 11 护 [fuJ] 二

付富;忽 [fuJ]=福搜伏(屋韵)弗拂佛(物韵)等。其他情况下二者读音有别。

5. 开口二等韵系见系部分字仍读 [k]" [川、 [xJ.还没有膊化，有文白异

读时，白读音往往读 [k] 、[川、 [x]，文读读腾化音(以下仅举白读音)。如:

豆[ [kalJ l] 虹 [kalJ J] 项 [xalJ JJ 巷 [xalJJ] 11 角 [koJ] 桶 [koJJ 江韵系入声 11 解 [kai ~J 蟹

[xai ~]佳韵系 11 皆 [kai l] 阶 [kai l] 介 [kaiJ]界 [kaij] 济 [kaij] 届 [kaiJ J 戒 [kaiJ J 诫

[kaijJ 皆韵系 11 间 [kanlJ (一间房) 11 嵌 [k'anlJ 咸 [xanJJ 陷 [xanJJ (陷进去)刷系 11

夹 [kaJJ (夹起)掐 [k'aJJ 成韵矗人声 11 衔 [xanJJ 衔韵系 11 跤 [kaulJ 校 [kauj] (校时间)

觉 [kaujJ (睡觉觉)敲 [k'au lJ (敲下儿)肴韵系 11 杏 [x~mj] 附系。

6. 开口一、二等韵的影、疑两母字读音今分两类:一是疑母在蟹、效、山

散射开口一等、二等等摄前读[lJJ ;影母流、戚、右二摄开口一等，蟹、效二摄

开口一等、二等及梗摄开口二等麦韵字前读[lJJ 。如:我国o~J 碍[lJaiJ J 藕[lJ~u~]

岸[lJanJJ 一等疑母 11 哀[lJailJ 安[lJanlJ 恩[lJ~nlJ 欧[lJ~UlJ 等影母 11 额比εJJ 咬[lJau~J崖

[lJai JJ 硬[lJ~njJ 一与制 11 矮[lJai ~J 辄[。εJJ 淹[lJanlJ 樱[lJ~nlJ 二等影队这些字都是洪音

字。另一类是在咸摄二等、三等、四等字前，这两个声母今读 [n]，实际读音是

[叫，与"泥"、"来"两母合流。如:业 [niεJJ宜 [niJJ 验 [nianjJ 仰 [nialJ~]开口三等

韵砚 [nianjJ 开口四等韵，这可以看作是[lJ J 的条件音变。



绥阳方言志

7. 日母字的读音也分两小类:一类是止摄开口二等韵前读零声母，如"二

耳而儿"等;一类是非止摄开口宇前今读 [zL 如:日 [ZlJ ] 11 然 [zanJ] 11 瓢

[zaIJJ] 11 热 [zεJ] 。

二、韵母

绥阳方言中的韵母共有共三十七个，包括自成音节的 l 在内。这 37 个韵

母可以分为单韵母、二合韵母和三合韵母。复韵母还可以根据韵尾的不同分为

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下面是绥阳方言的韵母系统。

(一)羊韵母

1 诗词知吃 你比第力 U 初部铺木 y 巨区须律

a 茶八爬辣 la 牙恰瞎斜 ua 瓜夸花抓

O 我科火落 10 脚却学略

ε 蛇臼革黑 1ε 也业叶灭 uε 国扩或 yε 决缺月雪

儿耳二饵

(二)以元音结尾的复合元音

al 拜派来开 lal 解懈谐 ual 乖快坏外

el 杯配妹批 uel 堆推雷桂

au 包高好老 laU 交巧笑廖

;}u 勾抠子楼 l;}U 丢秋休有

1U 局菊曲续

(三)以鼻音为韵尾的复合韵母

an 办看慢咸 lan 眼验变险 uan 万端软换 yan 捐圈选远

。n 奔门很吞 m 新今丁星 u;}n 滚捆昏文 yn 军运旬熏

aIJ 胖郎张唐 iaIJ 两将向羊 uaIJ 光框壮双

OIJ 蹦凤孔动 iOIJ 龚兄穷荣

(四)绥阳方言中的韵母系统有如下特点

1.后高元音 U 在零声母后为 y，如"五吴物"等;在f后为U，其它场合为 u 。

如"富扶胡虎/古苦度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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