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8610

—／10N6LU

fAN6YANZ删14

浙；工省桐J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方言调查缌



浙江省桐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姥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方言调查组
1

。：‘’ ’i ，：：．：一 7：? ： ’
。， ： j

-“匕 ’，? 二’·
． 二．’：

二7．：YUWEN CHUBANSHE

：i： 二．一．：、j 。 ，～

·语一．文：出·版：·社



r————一

(京)新登字074号

ToNGLU FANGYANZHI ·

桐庐方言志

新扛省橱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暮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方育诩查组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衡5l号

邮政绽码l 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t北京印尉置厂印劂
●

950×1168毫米1／32 S印张 ll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尉

。。印致：舞：=警豁糍凳
’ISBN 7-80006—483—2／H·117

，J●■—一。{



t

’
；
t

j，

～I一◆；㈡



明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应浙江省桐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邀

请，组成方言调查组，于1986年9月1日至29日到桐庐进行了

方言调查。调查组由洪成玉教授和冯蒸、戴雪梅、‘汪大昌(没

有参加整理定稿工作)等四位同志组成。整个调查和整理工作都

是在洪成玉教授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县志办公室的范樟友同志具

体组织了这次调查工作。鲍骥、何樟富，杨肇源等同志也参与了

调查，并绘制了方言地图，提供了标音举例的语言材料。乡耆叶

浅予大师也很关心方言志的编写工作，对选择发音人、调查方式

等问题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在整理出初稿以后又进～步到

桐庐进行了全面核查。
’

这次调查的范围是以桐庐镇话为重点，对该镇的语音，词汇，

语法和语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记录。此外，还对桐庐镇以外

的小区方言作了～次初步的摸底工作，并记录了分水镇话、北乡

话，上南乡话，下南乡话和新合乡话的音系。 ．

桐庐县的方言从未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迄今为止，也未

见过有任何专门的调查报告发表。我们因为调查时间比较短促，

同时也受水平限制，本方言志中的调查记录和归纳分析肯定有许

多粗疏和不妥之处，敬祈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方言志在整理过程中，曾多次得到王福堂，郑张尚芳两位先

生的热情帮助，书成以后，又得到语文出版社领导李行健教授的

支持，使本书得以较快地与读者见面，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

‘

浙江省桐庐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

。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方言调查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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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队。所辖的5个镇是·桐庐镇j分水镇、富春江镇、横村镇．

窄溪镇。32个乡是t严陵乡，芦茨乡，金西乡，．三合乡。桐君乡，

石阜乡，风鸣乡、深澳乡，新合乡，三源乡、风JIi乡．洋洲乡，j

凤联乡、九岭乡，胜蜂乡．旧县乡、莪山乡．钟山乡、歌舞乡．
2

高翔乡，至南乡、毕浦乡，‘百岁乡。东溪乡．百江乡’：罗山乡．’

东辉乡，印渚乡、保安乡，怡台乡，合村乡，蛉源乡．。。 ：

二 +，

‘

j
．

⋯
1．2历史沿革

●，

’

，
，

‘

’：

桐庐县为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年)置，治所在今浙江桐庐

县富春江西岸。隋初废，仁寿二年(602年)复置，治所移今桐庐镇

西旧县。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治所又移今浙江桐庐镇。橱

庐县明清皆属浙江严州府。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属浙江金华道。

1949年5月县境解放，建国后，桐庐、分水初属建德专区，

t950年3月，撤建德专区，改属临安专区。1953年2月，撤临 ，

安专区，改属金华专区。1955年2月，复置建德专区，桐庐。

分水仍属之。1958年10月，废新登，分水两县并入桐庐，仍属

j。 乳一⋯。j

◆，囊i，t

。

。，，，，{～



建德专区。1969年1月，又撤建德专区，桐庐县复属金华专区。

1960年5月j改属杭州市。同年6月，废富阳县并入桐庐，隶

属仍旧。1961年10月，’复置富阳县，并将原新登县辖地及原分。

水县贤德公社一带始归富阳，裥庐县仍属杭州市至今。

1．3方言概说

。母i桐庐县地处吴语区，吴语是该县的主要方言。全县大致可分

为六个方言小区，从西往东依次如下。分水方言区、北乡．方言

区、桐庐镇方言区、上南乡方言区，下南乡方言区、新合方言区。

本书所记是桐庐镇城区话。全县除吴语外，还有一些因历史上的

人民迁徒所带来的非吴语方言，如北方方言和安庆话等。’ -．

，?根据近年的吴语方言调查，初步认定吴语可分为六个片t太湖

片Ib"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宣州片。其中有的片下又分为

若干小片。如太湖片就又分为。毗凌、苏沪嘉、苕溪、杭州、临绍、甬
’

江等六个小片。每片均有其自己的语音、语法和诃汇特征。据称，

桐庐方言即属于太湖片下的临绍小片。，该小片的语言特点如下。：

(1)咸山两摄多读鼻化韵。按。此条对于桐庐方言来说，基

本上不能成立。桐庐方言中并不存在所谓鼻化韵母，它的鼻韵母

只有一个-习韵尾，当然，这个-习韵尾的发音部位并不是标准的舌

根音，详见本文对桐庐方言韵母表的有关说明。 ， 一

一．．(2)哈灰两韵端系字今同韵；如桐庐方言，胎=推t‘6’I，。

猜=催ts‘c叶o～一．
～．

，-

、一 _^．

(3)哈韵跟谈寒韵今不混。如桐庐方言l胎t'st／坍滩t‘a习1，

来1￡4／篮拦la94。． ．，i．’ 。，

，

一，7 ．，

、一’(4)．．经力，字读[o]声母r不读一亡h]声母。如橱庐方富卜．．歪
璧，坚1。．’’；，+：J，．一．：·、’j。：_：-；，一．．’j’．⋯≥i。。
_‘：(鼢除临安县的昌化外，“家，嫁?等开口二等见母字白，读为



亡ko]或Eku03。按，桐庐方言并无E03韵母，但有其合口形式ru03·

故这两个字的桐庐话读音是t家—Eku—o'O’嫁E垦坚!=!]·j ；

(6)单数第三人称代词除昌化(今属临安)、诸暨、新昌、余

姚外，都说[夷-丘i]。按。此条对桐庐方言来说不甚符合，．桐庐

话的实际读音是[Jill．：
’

．’ ，’

可

? 以上六点与桐庐话实际读音有合有不合。当然，桐庐方育尚

有许多更为重要的特点未包括在这六条内，详见下文。① ‘：

， 本书所记的是桐庐镇城区话。桐庐话的内部差别不大，但不

同年龄的人说话有一定差别。 。

；

。

1j 4音标符号 ．

t

{ ’‘‘． 。．

■

：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下面分别说明本书所用的辅音和元音

符号。 ，

； 一 l

(一)辅 音

≮i一本书所用辅音符号见表一， ．

。 ‘

‘

表一
‘

’，j√j．!一?
’

，j，? j ，j．‘：：{

。＼、．部。 ’

齿 舌 舌 舌 舌根

f

位
双

尖 面 衄 喉
方 、+ 唇 唇’ 前 前 中 (舌面后)

罄 ＼
．．．! ●

≯不送气。。。 p t
， lc． ，． ‘2‘二’

清
——

塞 送气_． ：P‘， t‘ ’k‘‘．：：
’：’

：’
，

’

，

-●

●

’

，

，．．浊 ． ．b d ．，g ，．

●

① 以上夭条∥见《吴语的分区》一文，载‘‘方言》1986年第1期5页·

· 3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部 双 齿 舌 舌 舌 舌根
方，o＼： 位． 尖 面 圆 喉

’ 法。＼＼ 唇 唇 前 前 中 (舌面后)

，

不送气 ts 切
．蒜

塞 清

擦 送气 · tBl to‘

：

， 浊． dz d器

鼻 m n n ～，。习 ：

边 l
—-

，

清 f 8 O h

擦
』

浊 -。 V Z ≯ a

无擦通音及半元音 U j

。

。

t j

(二)元 音

本书所用舌面元音符号见下页的元音图。图上七个标准元音

明实心圆点表示，其他元音用空心圆点表示。 ，

； 除元音图所歹lI舌面元音外，还有舌尖元音[13．’‘
～ ⋯

： ，
一 二

：
；

．

’

(兰)声调符号
’ ‘’

：

‘

。 本书所用调值符号系赵元任先生所创制的五度制声调符号

(tone letters)。这套声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为搿低"，

冒半低劳、矗中一、口半高黟、“高一五度，分别用1，2、3、4、5表示。调号

以竖线作比较线，竖线左边的或右边的线表示调形的走向(高低

升降)。“』表示平调型，“∥表示升调型，“∥表示降调型，“∥表

示先降后升调型，“n”表示先升后降调型。竖线左边的调值符号表

t 4·

—}

●

，

，

，



■—————————————————————————一—————]
o

’

高

，?：’·：。：元‘：音图
*

／ _

示燃点喜戮，鬈需黧善凳秽磁或一位数码表示读的是短调。本书所崩明尸凋伺弓州¨

单字调。 155 (阴上)
．．

，

：

喃3 (阴去)
．

：

q43 (阴平)
‘ ’

424 (阳去) ，

213 (阳平)

215 (阴入> -

1

堂_12 (阳入)
．

此外，本书还用了以下几个符号?在此一并说明一下l
；]表示里面是音标，例如啦][u胡][1]。

龇二鬟：茎竺；嘉罢袭篇翥誉；薯茹≥凡例。其他符号请参看第三章同音字表凡倒和弟血草万尖删秘几刚。

I卜

?

心，：．

f

f：，，瞥1

。．

-



(四)本书所用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对照表

扫妇出!耋所用妻标 ． ，汉语拼音方桑 。

记橱庐音用 记北京音用
’

～”i：1‘

p‘ p‘ p
1·

b
一

．“二。叠t；s一_；j：圣I：：：l喜季三篓享；二’；≤：兰手：i孝耄量妻妻：．

1
‘

‘

‘i ⋯’⋯_0：≥’ij：乏‘z苍叠l?砻～
t8

⋯。：’
。： ：÷互置

、．t口

⋯t口‘：。
7二

’ 6～ tr9

龟

V
_

爷

互
●

t口
，

t口“

2h

ch．

‘小／’％：
≯

·i
：

．：‘’，．‘，一

J
。．

+
．

：：：

q
’ 7



I
警

； l
‘一I

垂
～

#
，

如 ：：

珏 ■o

口
‘

。C

≯
’

·o；

k ，，

。 k‘ r，∥

e g．
。

o

’ 日 “。

h

丘 &，， ．

i

U ．

0 。

i

毒
享
，

一 i二 一

口 ⋯ ×

●_一 ，，_一
4，

k ’、
。? g

k‘ ￡ k ：

●_一 {-●一

一 ng

X h

●_●●_一 _

-_一-●●一

0
． 一(零声母)，。

韵母对照表一

本书所用音标
：+

i，，汉语拼音方案-钆
记桐庐音用

1

i

一记北京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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