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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的分歧很大，值得很好研究。过去国内外学人

对汉语方言作了不少调查研究，取得相当的成绩。近些年

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成果更多了，发表了许多单篇报告

和论文，出版了一批专著，其中有一部分内容翔实、很有价

值的方言志，这是很可喜的。

郑州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交通方便，是一

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郑州的居民，除原有的一批世居

者，大部分来自四面八方，后来者又有先后之别。这样，使

得郑州方言更加复杂，更具特色，在中原官话中有一定的代

k性。研究记录郑州方言，其意义也就更大一些。然而过去

雷郑州方言研究得很不够，未见有专著问世。
卢甲文同志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郑州方言

志》一书．书中介绍了郑州的概况，描写了郑州方言的语

音、词汇，语法，分析了郑州方言的特点，·记录了一部分标

音材料。全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全面，描写细致，材料丰

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郑州方言志》的出版，是汉语方言

研究百花园中又开放出的一朵瑰丽的鲜花。作为同行，我们为

之高兴，为之祝贸I相信这朵鲜花也会受到读者诸君的赞赏。

陈章太 ／7
1988年5月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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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地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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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简称郑，河南省省会，二七名城，为全省政

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于河南省北中部，黄河中下游，

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它东邻中牟，西连荥

阳，南接密县和新郑，北枕黄河。东西界于东经l 13度26分

至113度52分之问，南北界于北纬34度36分至34度58分之间}

南北长38公里，东西宽36公里，面积l 000余平方公里(不计

市外区和市管县)。 ’。， 一。 j

郑州市，西北据邙山，西南依嵩山余脉；东，南两面为

黄淮平原。整个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最低处海拔80米左

右，100米地形线由东南至西北穿过市区中部，为丘陵向平

原过渡地带。一
、

，

’，

。 郑州市交通方便。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汇于此，

贯穿南北东西。郑汴(开封)、郑洛(洛阳)、郑许(许昌)，郑

新(新乡)四大公路四通八达。黄河横穿北部，全年可通机

帆船。民用航线可达北京、沈阳、南京、上海，武汉，广州、．

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

jj． ．、

郑州市工业发达，有116个工业门类，已形成了以纺织、

lIL械、有色冶金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基地。矿产有煤、石灰石

等。主要农副产品有粮(小麦、稻谷、红薯、玉米、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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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棉花)、油(油料)、肉、禽、蛋，奶、鱼等。土特产有奶

山羊、’凤台籼大米，黄河鲤鱼、南曹大枣、上河李樱桃等。
“

郑州市不计市外区(上街区和新密区J和市辖县(荥阳

县、巩县、登封县，密县、新郑县、中牟县)，有六个区：老市区

管城回族区和二七区，新市区中原区和金水区，近郊区金海

区，远郊区。 ．

据1985年《郑州年鉴》统计，市区人口共有138万余人

不计市外区和市管县)，绝大多数是汉族，其次是回族，其余

为满、蒙、朝鲜、壮，苗、白、布衣，维、犹太等十六个民

族。 ，

，： ． ．．

：、

， 。1．2历史沿革
+‘

郑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大河村文化遗址证明，距今5000

年前的新石器中期，郑州就有比较集中的人群居住}商城遗

址证明，这里早在3500年前奴隶社会的商代中期就已形成了

城市。 ．

。1

据记载，西周灭殷后，周武王曾将其弟叔鲜封于今郑州

一带，称为管国。春秋时为郑邑，秦时称管县，隶属三JIl

郡。汉时属河南郡。隋置管城县，后为州治，始称郑州。宋

朝，郑州地近京师，属京畿路，后一度改隶开封府。明朝，

管城县并入郑州，归开封府。清朝，郑州曾两次升为直隶

州。1913年改郑县。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后设市。

1954年lo月，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来郑州，郑州市遂成为全

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
‘

．

一
一 ，

· 2 ·

f。。．．i



专
，b

；

1．S方言概说
● ‘’

，

郑州话属于官话方言的中原官话，有阴平、阳平、上声、

去声四个声调，没有入声。古平上去三声的演变情况跟北京

话相同I古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古全浊声

母字今读阳平。 ’

j

郑州话的内部基本一致，但是，也有细微的差别。市区

汉民和回民说话有差别；新派和老派说话有差别，市区和郊

‘区说话有差别。本书记录的是老市区老派汉民的方言。主要发

音合作人张树森(男，47岁，干部)，世居郑州城内，辅助发

音人崔树荣(女，69岁，小学教师)，小时住北郊，后住城关，

都能说地道的郑州市区话。

(1)郑州市区话的内部差别 ．

郑州市区老派有[fi]音节，新派无[fi]音节，读作[fei]。．

例如。飞“费”，老派读[fi一][flu]，新派读[fei4][feid]。老

派有[u￡]韵母，新派无[u￡]韵母，读作[uo]韵母。例如“国”，。

老派读[kued]．新派读[kuo,t]。 。

， 在用词上，、汉民和回民有的不同。’例如：汉民称“伯父”

为“大爷”[ta、lbie·I]，回民称为“老伯”[1au'tbpai、1]。汉民

说“枪毙了”Its‘ialj,t pi、Ipla·1]，回民说“教炮了”[toiauqt"
r

p‘au、lkla·I]。
’

(2)郑州市区话和郊区话的差剐
’

．

郑州市区汉民和郊区汉民在用词上也有不同。市区管

“母亲”叫“妈”[ma一]，郊区管“母亲”叫“娘唉”Inlaid]。

市区管“马铃薯”叫。土豆儿”[t‘u1 tour、1]，郊区管。马铃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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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音标符号‘
．

。‘
一 ●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下面分别说明本书所用的辅音、

元音和声调符号t ：

1．辅 音
．

‘

’

．本书所用辅音符号见表一。 ．

’
‘‘

表一
。

＼＼ 够垃 双 齿 舌 舌 舌 舌根
＼ 尖 尖 面

方法＼＼ 唇 唇 刖 后 前 (舌面后)

不送气 p t k

塞
，

送 气 P‘ t‘ k‘

塞 不送气 ts t莘 to’

擦。 送 气 tS‘ t莘‘ tG‘

鼻 m n 习 I

-，

。

f

边 l l
辱

●
i

‘

清 f 8 拿 C‘
7

X
‘

，： J

擦
●

浊 气

2．元’ 音
。

．

’本书所用的舌面元音符号见元音图。图上八个标准元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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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心圆点表示，其他元音用空心圆点表示。

鼻化元音用～表示，如互是a的鼻化音．

卷舌元音用r表示，如ar是a的卷舌音，不是先发a后发r。
． 除元音图上表示的舌面元音外，．还有[1][t]两个舌尖元

音。· ．
．

、

5．声调符号 一 ·
·

·

本书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为

。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分别用1，2，3、4、5表

示。调值符号拿竖线作比较线，竖线左边或右边的线表示高

低升降。本调写在竖线的左边，变调写在竖线的右边。轻音

用竖线前头加圆点表示。本书所用的声调符号如下。

单字调 ：‘连读变调 ：一

，I 24(阴平) P 24
、

、I 42(阳平)． h 42
，

、l 53(上声)； 卜53，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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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凡



a

气 r

t口 j

tc。 q

C X ；

k g

k‘ k 一

x h

o 一(零声母)
、

(2)韵母对照表

本书所用音标

记郑州音用记北京音用

1 ，l

’

I t

i i

U U

y y

a

1a

tla

o

rio

yo

Y

￡

te
，

lC

a

la

Ua

o

Uo

Y

le

汉语拼音方案 ‘

i(zi、ci、si的韵母)

i(zhi，chi、shi、ri的韵母)
l

U

n 一

●

Q ，

lQ ，

tl(1
．·．

0

N．协幻口k

U

x
●；●；ilt

o

一

-

一

亭

∞

一
e

一

一
沁

．_蠹、#艺t工，



U6

Ye

al

Ual

ye，

al

Ual

el

Uet

aU

1aU

0U

IoU

an

len

Uan

yah

an

ln

Uen

Vn

a日

larj

uarj

a习

t玎

uarj

urj

yurj

ye

Ql

Ual

el

Uel

ao

lQ0

oU

loU

an

lQn

UQn

yon

en

ln

Uen

nn

(11"19

10119

uong

eng

1119

ueng

ong

10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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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l

ar

Iar

Uar

yar

1rr

or

Uor

yor

ar

lar

Uar

yor

Ur

aUr

laUr

0Ur

10Ur

ar

i百r

Uar

5r：

ar

ar

lar

Uar

yar

Yr

or

Uor

ler

yer ．

ar

lar

Uar

Yor：

Ur

aUr

laUr

oUr

loUr

氲r

i互r

u互r

ar

er(拼零声母)

(1r、air，anr(拼法不同，

读音一样)。下同。

IQr、1Qnr，1er

ilctr，uatr，uanr
●

ttanr、Uer

er(拼辅聋声母)

or

UOr．

’●_一

ier

ner

—lr，elr、enr

1r、lIll"

uelr、Uellr

fir，unr．

Ur i
．

(10r ，

1Clor

oUr

10ur ·

angr

langr

uangr

engr

l。■■■I_-■■■-t·_rf‘■■r：：}

，繁_v；_tI，



1ngr

tlellgr

ongr

iongr

明一点，表里头的对照只是郑州、北京两地近似

。例如郑州的[uor]和北京的[uor]写法一样，

的[o]略开些．这样可能会方便一部分读者。
f

i

j{
{

衙惦缸．戛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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