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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导
—JL▲

日

壹·一上海方言调查与方言志

上海方言的调查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宋元以来历代的地方志中都有上海方言词汇的

著录。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外学者先后编写过不少学习、研究上海方言的论著，有课本，字

汇、韵编和词典等。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上海方言的面貌，对于了解上海方言

的发展变化都是有用的材料。

‘现代吴语的研究》是第一部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综合地研究吴语方言的代表性著作，

此书各部分的材料都比较少，特别是词汇和语法的材料就更少。建国后在方言普查基础上

编写的、于一九六O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是一部篇幅比较大的著作，具有相

当的学术价值。由于方言点多，它的每一个点的材料以及词汇和语法的内容比较简略。

复旦大学从事汉语方言教学和方言研究的一部分教师，曾参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全

国汉语方言普查的工作，并且为《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上海入学习普通话手册，等书

的编写提供过部分资料。方言普查工作完成之后，他们就打算编写上海方言志。一九六O

年以后他们开始较详细地调查了上海市各区的方言情况，陆续积累了一些资料。由于人力

不够和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未能正式进行。

一九七六年以后，复旦大学从事方言工作的同志结合汉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方言

调查实习课，对上海市区的方言情况多次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特别对连读变调、青少年的

语音，中年人的语音，老年人的语音等分专题进行了人数较多的调查；还系统地调查了市区

和郊区各县七八千条词语的使用情况。

一九八三年决定先编写<上海市区方言志'，它被列为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语言学

重点项目之一。一九八四年底写成了‘上海市区方言志》的初稿，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

进行了修订和定稿工作。

上海市区方言情况相当复杂，按年龄层次大致可以分为老派、中派和新派三派。①上海

市区目前说中派上海话的人数最多，因此中派上海话可以说是上海话的主流和代表。本书

所述上海市区方言以中派为主，只是在部分章节里兼及老派和新派。

本书第陆章分类词表里头有一部分词语是反映旧时代的社会风尚的。第捌章标音语料

里头所收谚语大都是人民口头流传已久的。其中有一部分今天已少用或不用l有少数词语

的用法不见于今天的大多数上海人的口语，为了保存语言事实，本书也收了这类材料。

①在过去的论著中，都把上海话分为老派和新派两派。本书作者过去把。中派”称为

。新派”，如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所写t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载‘方言'季刊1981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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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二上海地理人口概况

上海市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前沿，扼长江入海的咽喉。东濒东海，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

西与江苏，浙江两省接壤。上海市区位于北纬三十一度十四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二十九

分。全市面积六千一百八十五平方公里，其中市区三百四十余平方公里。境内地势平坦，气

候温暖湿润。

上海依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渔盐业兴旺、商

船来往频繁的贸易集市。宋时设上海镇。元忽必烈时设上海县。明嘉靖年间为防盗始筑城。

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上海设江海关，那时黄浦江中帆樯林立，上海已经是一个手

工业发达、商业贸易相当繁荣的港口了。

上海市大部分地区旧属松江府管辖，苏州河以北的小部分地区原属太仓州管辖。鸦片

战争以后，--)k四二年清政府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规定上海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

之一，次年正式开埠。一九二八年析上海县北部和宝山县南部设市，其后市区迅速扩展，人

口急剧增长，上海人的祖籍也就渐趋复杂。由于外地话(主要是邻近地区的其他吴方言如苏

州话、宁波话等)和普通话的双重影响等原因，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上海话发展比较迅速。

上海市区现设十二个行政区，它们是。 ．

(1)黄浦区 (2)南市区 (3)卢湾区 (4)徐汇区 (5)长宁区 (6)闸北区

(7)静安区 (8)虹口区 (9)杨浦区 (10)普陀区 (儿)吴淞区 (12)闵行区

其中吴淞区，闵行区为一九八O年，一九八一年新成立的两个区。吴淞区地处宝山县北部，

区内居民一部分为原宝山县人，通用本地话t另一部分是从上海市区迁去的，通用市内上海

话。闵行区地处上海县南部，区内居民一部分为原上海县人，通用本地话；另一部分也是从

上海市区迁去的，通用市内上海话。

上海郊区分为十个县，它们是o

(1)上海县 (2)嘉定县 (3)宝山县 (4)川沙县 (5)南汇县

(6)奉贤县 (7)松江县 (8)金山县 (9)青浦县 (10)崇明县

上海市区和郊区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分见本书所附‘上海市全图》和‘上海市市区

图'。

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上海人口为549 249人，到一九二O年增至3 085 617人，一

九三七年为3 775 371人l一九四七年为4 375 061人。根据‘中国百科年鉴>(1984)，上海市

现有总人日为l 194万，其中市区人口为639．1万人。

壹·三音标符号

本书标音符号以国际音标系统为基础，根据上海方言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本节列出

的国际音标，只限于本书里头用到的。

(一)辅 音

本书所用辅音符号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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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位 舌面后

＼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面前 舌面中 喉
方法＼＼ (舌根)

＼＼

不送气 P t c k 2

清

送气 P‘t‘ c‘ o

塞

不送气 b d 手 g

浊

送气

不送气 tS te

清

送气 ts‘ t口‘

塞擦

不送气 dz 心

浊

送气

鼻 m n 玷 j1L 习

边 l

清 圣 f S 9 e h

擦

浊 D V z 荔 丘

无擦通音及半元音 W q 1， j

(二)元 音

本书所用舌面元音符号如下页的元音图。图上八个标准元音用圆点表示，其他元音用

圆圈表示。

鼻化元音用～表示，如a是Q的鼻化音。

除元音图上的舌面元音外，还有两个舌尖前元音，用1表示舌尖前不圆唇元音，用q

表示舌尖前圆唇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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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i
前

元音图

央 后
U高

O

D低

(三)声调符号．

调值符号用五度制声调符号。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成4低”，4半低”，。中”、‘半高”．

4高”五度，分别用1，2，3，4、5表示。调号拿竖线作比较线，边上加横线表示高低升降，轻

声在竖线前头加圆点。本书所用声调符号如下(括弧中注明上海方言调类)t

、I 53调 (上海市区中派阴平)

、I 3l调 (上海市区闵行音系阳平)

1 44调 (上海市区闶行音系阴上)

一34调 (上海市区中派阴去)

川435调 (上海市区吴淞音系阴去)

1 335调 (上海市区闵行音系阴去)

o 23调 (上海市区中派阳去)

J 213调 (上海市区吴淞音系阳去)

-4 223调 (上海市区闵行音系阳去)

一224调 (上海市区浦东音系阳去)

21 55短调，可写作55 (上海市区中派阴入)

2J 12短调，可写作12 (上海市区中派阳入)

以上调值符号都写在比较线左边，表示是本词。连读变调一律写在比较线的右边。本

书所用上海市区方言连读变调的符号如下。

厂55调 卜53调 r-44调

P 34调 卜33调 卜23调

I，223调 L 22诃 k 21调

L儿调 2r 55调 2卜53调

?r 44调 2}33调 2卜23调

2L 22调 2L 21调 2L 1l调

p轻声

调类符号用发圈法表示。标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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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上 去 入

t口 ‘口 口’ 口，

如果平上去入各分阴阳，阳词类在圈号下加短横。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口 ‘口 口2 口2

[]表示里头是国际音标。例如[p]、[A]．不过没有误会可能时[]号省去不

用。

其他符号参看各章凡例或说明。

(四)本书记北京音所用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对照表

国际音标的符号比较多，分得比较细，可以描写复杂的语音现象。本书标音一律采用国

际音标，包括给北京语音标音在内。为了有助于会汉语拼音方案的读者了解这本书里所用

的国际音标，现在把本书所用记录北京语音声母韵母的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列表对照

如下l

本书所用国际音标

p

P‘

m

士

t

t‘

n

I

ts

ts'

8

t晕

t莘‘

套

气

t口

t∥

9

k

k‘

1．声母对照表

汉语拼音方案

b

p

m

f

d

t

n

l

Z

C

8

zh

ch

sh

r

】

q

X

习(用作声母限予轻声音节)

X

g

k

ng(用作声母限于轻声音节)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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