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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撰写的是甘肃省教煌方言，共分三大部分.全书对 我也万言约法

寺、均汇、语法特点、技煌音系与北京音草、敦煌音系与中古〈广剖〉奇果

等方面都作了洋捆的分析和J描写.文中有分类坷汇、民歌、访活、儿歌、歇

后语、放事手.可作为调查研元甘肃方言及〈汉活方言学与方言调奄> ，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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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伶同志完成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的专著《敦煌方言

志》一书出版了.作为一个先视为快者， 我愿意说几句话.

敦煌，自西汉以来即为我国通往中亚及欧洲的国际 交通要
站， 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唐人诗句"春风不度玉门关"

的玉门关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都在本县境内.近代以
来，随着通新疆的"北道" (由猩猩峡入新疆，即后来甘新公路

及兰新铁路听经之道)的兴起，敦煌退出了国际交通要站的地位.

但自清季以来，它又以城东南二十公里处的莫高窟石窟艺术及藏4

经洞文?如而茧声于世 . 近年来，敦煌一一吐鲁蕃之间的地下考

古，也为举世属目.对这样一个地方的汉语方言进行研究， 写 出

一本比较全面的方言志来， 它的重要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

敦煌方言的历史形成，本书第一部分已作了详细说明 . 文IJ 伶

同志.还写了一篇 《略论敦煌方言的形成》的 i仓文 (见《兰州大学

学报》 社科版87年 2 期) ，可以参看.敦煌大部县区百分之七、

八十人口中，所通行的具有 "关陇土语群"特色的所谓"河东

话" 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应是清雍正朝的那次有计划、大规模

的移民.因为，明嘉靖初(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慑于吐蕃 (当时

游牧于柴达木及祁连山一带的藏族部落)侵扰，曾下令居民弃

地内迁，使敦煌没入吐蕃几二百年之久.直至清初才以"经营西

陪"的名义收复，并设"卫"移民屯垦，可以想见当时的敦煌是

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 而敦煌汉语作为内地文明的承载者， 当然

也会是一个由被摧残而消隐到重见天日的历程. 这个历程的完

成.自会溶进两万余集体移民所操方言的不可低估的新能量.有

人设想敦煌"河东话"具有"关陇土语群'特色，是汉唐故都长

安话的流凤余韵， 怕难令人信服.
本书在方言语音的描写上颇为翔实:在方言词汇的宽集上相同

当丰富，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只是方言语法特点

的归纳、论述，还不够深广:这有赖于汉语方言工作者，特别是作 一

者本人继续去开掘. 新的成果我将拭目以待.

赵渔
1987年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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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敦煌是历史上河西四邵之一，曾名"沙州、1" ， 地处河西走廊

最西端， 现属酒泉地区，东邻安西，西接新疆，南依阿克塞自 i台

县， 北傍罗布泊南戈壁荒漠， 是"以雪山为城， 青海为池， 鸣沙

为环，党河为带"的著名戈壁绿洲. 境内水草肥美， 资源丰富，

盛产粮棉， 是甘肃较富庶的县区之一. 历史上自汉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 111年 ) 置郡后， 便发展为中西国际 交 通的枢 纽，是

』丝绸之路"上使节往返华戎所交"的"一大都会又是

4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

的战略重镇.近百年以来，它又以瑰丽壮观，博大精深的莫高窟

艺术扬名寰宇， 为国内外专家， 学者探讨研究东方文明白i 宅裙，

中外观光者向往的旅游胜地.

敦煌人口约十余万， 分属汉、藏、回、蒙、 维吾尔等八个民

族， 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属于北方方 主西

北次方言区的"秦陇土语群"又以纵贯南Jt的党河为界， 分为

"河东话"与"河西话" 前者以城关为主，包括城南、 东、北

及西南的部分地区 ， 占全县面积约五分之四左右， 使用 "河东

话"的人口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带有较明显的"秦陇语"特点 :

后者仅是党河以西的小部分地区，占全县面积约五分之一左右.

使用 ·河西话" 的人口约百分之二十以上，带有 "河西走廊"土

语的特色. 这两种 ‘ 话" 共处一地， 有同有异，也较稳定. 之所

以如此， 是与历史上移民有关.

据史书记载， 汉武帝元鼎六年敦煌建郡以后，出于扼守河西

开发西域的战略需要，汉王朝不断向敦煌移民. 其中象敦煌历史

上有名的大家、 豪族: 张、 索 、 瞿、 阳、记、 令抓、阔、 白等

姓。他们迁敦煌时， 带有众多的部属随从、徊户 、 工匠 ; 到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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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从江汉迁往万余户，从中川、|迁往七千余户，以及后来在历

次征战巾流蔼于敦煌的内地田卒、士兵、 徙边的罪犯等等。他们

从ji:f ì岳、 关陇等中原地区迁到敦煌，定居生息， 农耕杂麻，商旅

往返，既卅拓了敦煌的物质财富，也对敦煌方言的形成有一定的

g~ l1:í才 。

力J1自《敦煌县志>> (清茸光药;履吉主修) 记载:明嘉靖

初， 为|让辞!开扰，以 i去内徙， 其地遂没于吐蕃. 至清 "雍正元年

( 1í" 23 ) 于敦煌置沙州所，雍正三年升为沙州卫， 迁内地五十六

州县，户 L~ tJ二 此也|丑， J照川、|县名为 14坊，分届六隅'\这是历史上

向敦泣的-- (j(较大 ;J;!J~模的移民 ， 这次移民， 不仅人数众多 (约数

千(1) , iiïiH涉及的地区广 (甘 、 宁、青三省五十余县 ) . 另

外 、 这次移民系柴体招募的， 所以到达敦煌后能有计划地照原少H

县 乞 ， 七是 "隅"分"屿"定居， 这样就对敦煌方言的形成起了决-

定{':二} I J 。当时 j4这样定居的z

东南阳户民十三坊 : 站远坊、

远坊 、 兰卫坊、 兰州坊、刘仆|、|坊、

县坊、 {丰县坊' .

真宁坊、 四和坊 、 宁州坊 、 渭

秦少l协L 兰厅Jjj 、 合水坊、 环

11' 南隅户民六J右 : 古 j良坊、 武威坊、 ì'lIf 州坊 、 L1 1 丹坊、 西宁

坊、碾伯坊.

两南隅户民七坊z 平番坊、苏↑州坊、高台坊、 永昌坊.张掖

j力。 M州坊、镇番坊 。

东北隅户民六坊 dl民州坊、 伏芜坊、说"1、| 坊 、 金县坊、 礼县

坊、去化坊.

四北隅户民十二切 : 狄道坊、 平凉坊 、镇原坊 、灵台坊、隆德

坊、 会宁坊 、徽州坊 、两当坊 、安定坊 、 文县坊、 崇信坊、 泾州坊.

1\::1北隅户民十三坊 z 陇西坊、 阶州坊、 通渭坊、 静宁坊、 清

水坊 、 华亭坊、 成县坊、 庄 j良坊、宁远坊、 固原坊、盐茶坊、秦

安坊、 西固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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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敦煌原户民外 ， 迁入的户民按六隅、 五十七坊，计'二千四

百四十八户、 另妇二万零八百四十人 "悉照内地土著风俗，凡

冠婚丧祭 ，四时'Ti令、大略相同 他们分居在源于祁连山麓 ，

纵贯县境南北的)'~河两岸 。

由依照原川、|县名称挂隅分坊定居的区划来看， 从河西走廊诸

县迁入的户 民， 只呆中在县城 "西南隅" 、 32河以囚的部分地

区. 这隅户民陈平杏(今求登) 、 河川、1 (今|恼夏)外， 主要来自

河西启后li iJ'j ÞI,i )';,1 (今酒泉)、高台、 张掖、 永吕、镇番(今民

勤)等操河西土话的五州县。 这样就形成今敦煌话的支流"河西

话"。来白其余五十一扑|县的户民 ， 都分别居住在县城及县城的

"东南隅" 、 "中南隅"、 "东北隅"、 "西 北 隅"、 "中北

隅"党河以西(南、 北)的地区 . 这五隅户民除 "东南隅" 的兰州。!

坊、肃州功、 兰亭店、 兰卫坊 中南隅" 的古浪坊、 武威坊、

山月坊、凹宁坊、碾伯坊 (青海乐都) ; U东北隅" 的金县坊(今

榆中)等十坊外， 其余四十坊户民主要来自陇东 (今庆阳、 平凉

地区)、 陇南(今天水、 武都地区) 、 陇中 (今定西地区) 操秦

陇土话或者接近奈陇土话的诸州县. 这样就形成今敦煌币的主

流"河东话"。尽管在这些隅中杂有操其它州县土语的户民， 但

在人多势众的秦陇土语面前， 也逐渐被融合而发生了变化， 从而

形成了一种内部较为一致的具有 a秦陇土语" 特点的 "河东话".

这种话由于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交通上的原因， 使它在几百年

来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而使敦煌成为"河西走廊" 土语包围的具

有 "秦陇土话"特色的 "方言岛

敦煌方言的 "两种话" 从通行范围来看河东话" 是以

城关为主， 包括城南的杨家桥、 党河、 城东的三危、 五墩、 郭家

堡 、 城北的吕家堡、 转渠 口、 黄渠以及距县城一百多 华 里， 地

处西南角的南湖等乡的村-庄河西i舌 " 是以县城西北的肃州、

孟家桥两乡为主， 包括魏家桥、 祁家桥、 高台堡、陈 家桥等 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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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从"两种话.的特点来看，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声调和部分

前鼻尾韵上.比较如下.

"两种话"的词卷

1;'[ I!; ~-t"，， ~ ( ;J;. {á. ft 111) l王川(叫) I-!- fo ..，时闯~
j:河西话干卢叫(次高平调)上川斗(次高降调) | 去卢 II -l(中降词

i例字 川口| 古口好五 |近 往是应

"两种话"各有三个单字调调类， 但调值却不同. 其中除上

声的词值 (河西话的 4 3 实际上是 4 3 3 近于中平的 33 ) 两者较相

近外， 平声、去声的调值，两者的差异则很大河东话" 的

平、去两声与今平吕京、庆阳话的调值相同，而 a河西话"的平、

去两声则与今高台 、 酒泉等地话的调值基本相同.

"两种话'的部分前鼻韵尾

时话! 公公 I U运 yæ

豆豆「τ 言 I UE Y E 

例 字|安盘 :占忖 | 偏M见县|寺困苦耳 ! 冤权校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 ‘两种话"的鼻尾韵有明显的不同可

-东话'是磊、 i磊 、 U ~险 、 yæ的鼻化音河西话"是E 、 i E 、 UE 、

)'E 的鼻化音，两者都不是纯鼻尾音 -n" ，而是主要元音 -æ 、1::

， 的鼻化音.另外，这两个鼻化音在成音时也有不同-河东话'

岳的鼻化音色彩较浓河西话1::的鼻化音色彩较轻，几乎是

一个纯元音气"

这样， 就形成了敦煌人常说的 ·河东话'和·河西话.就

-现状来看，年老人的差异比较分明 ， 育-年人 (特别是上过学校的)

-笃都在向普通话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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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方言语音

一、声 母

p (巳 !可保布 ) p ' (坡启跑铺) m ( 妈门 gp 麦 )

~ ( 友 f{J反费) v (危文五外)

t (郁达倒旦) t ' (偷唐逃透) n (压年咬怒)

1 et-'J. -fi、老漏 )

也(枝贼纸自) 15' ( 粗茶彩志) s ( =山洒杀)

等 (j，t;j例展正 ) t ' (抽查厂秤) t> (栓神少受)

气(扔然惹肉)

tø (机诀绞旧 ) 切， ( 却J}j出巧欠 ) 。(西斜小秀)

k (归阎赶更) k ' ( 开:fn 砍毕 ) IJ (安鹅我爱)

x (弃合海汉)

(衣淤)

1 . 敦煌方言声母(包括:苓声母 ) 共二十四个。

2 .有齿唇j虫擦音v和舌根浊鼻音IJ.

3. 每~'~和也毡 's部分相混:~组声母在开口呼前的部分字话:

作毡声母， 与 "秦陇话"的特点相一致.但混读不稳， - 文"即

可读辱，也可读飞"水"即可读t>，也可读 s " ifr~" 有时读 t>， 有时

又ìJ~ 5. 

4 . 出现在齐、报两 11 ']"前的 i 、 Y，带有同部位的摩擦色彩，

i 、 y近似j 、 q 。

5 .舌尖中浊鼻音P，在齐，撮两呼前i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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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声调。<<广韵》 音系有平声、上声 、 去声、入异' 囚个声调.

现将两者的对应↑ti" 况列表如下s

矗
F入

、1

川l
1

1
f
i

-

-
/

入

-
回

国

'

F

入

j

an 
f
‘
飞、
口

H

约
贪
啤
噪

+ 

失
…T福
一
稿
硝
ι

入
急
木

哭
竹

一

•
4 

企
尸
一

斗
肘
U
ι川
矿
叫



品

A
i
t
1

干

丁
难
延
到
町
叶

尖
希
门
然
川
什
且
明

调
旦

.. 

郎

'
d

、
J

、
j

t

虫
浊
立
全fl''

-t 

串
/千

〈广古!} >调矣获 1主 2月矣〈厂韵〉

阴干(清) : 

11>.义 |
坐近 一 l 

阴户'击) :沫'吕去试-\ →J ( 第三卢 ) |-2生3号(全虫)
去卢 ( (;丸，虫):位代 J 

iï- m 
l f日去1

" (金 ，虫):闷闷
浪i上过

( ~1 土(泊) :保巧写委一一

, _ _., "" c 1-, J:-产(呆二庐)
上卢 (;J二，主) : *- P，Ji _一

老朵五

' r日上 ll (全的:

全m 、 专: j虫Jl; 即 íJ<J 宇平|二敦煌全读平

女11 : 木、|材 、 绿 、 物 、 药 、 劣等 e

1. <<广 泊》 玉fi-J: (包招 19] 平 、 阳平，在敦煌平声也不分阴阳，

如 : 穷 、陈、鹅、 女I~ 、 :;二 、J2L、丁、天、两古相当。

2. << 广i';当)) _ L:. J !i iN)~i 可字及次出声哥字， 在敦煌方音中仍

!)~ . L~ p.r ， 只有部分之壮浊) :;" -IT):字在今敦煌方向巾1J~作去 llf ，如 : 抱 、

父 、 近 、 阜I~ 等.

3. <<广泊》去川市):;" I可字在敦吨的 iJ、去声 、 如 z 课、 唱 .

去 .. 1;\ ~~~ 0 

4. <<广 t;'J)) 入 ， : {:j...: i-f 1 , 

严 ， 只有次世!入 7111·:ij: 去户 ，

敦煌方言词汇

本;73-共 ll k1d 诏|丛1 r- ;,< i' I 余条，拉走，、义分为二才-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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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塔 peP 1 rna' ! t I a 4 4 

古董滩 ku% 1 tuã' 2t 喝Z

边墙 pi公 3 1 1l;1‘ i5 2 4

烽火台 fã 2 I xua ' 2 ts' 

敦煌方言语法

:ïa; l 方I-i 屑于北方方占西北次jj ， :1 乏 。 就i?f i去而论 ， 与普通

话相比较， 今日本相同 1此相近。 但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原因， 大

同 Ijl 仍煞有小异， 也;(T --定的特色， 归纳如!下 :

一、重叠 茧，5式是敦煌方;二 rll '1;; ;; 用的构词方式， 有如下几

头 :

( 一 ) 名词重，丘

1 、部分名词重叠后表示逐扣， 与汗边话 "每个"相当。如 :

人人 、 :豆豆 、 时时 、 天天 、 月月 、 年年 、 队队等。 其中还有一个

嵌古-盯在的 " A 户 þ. " 式 " 家户 家实际上是 "家家 " 或 "家

家户户 " 的变式。如 1 : 家户家的大人来侈IJ 没有 ? 叫家户家

的人1n; I吧 í' J! 

2 、 王;王永民刊:谓的名词重叠。 如 : 爷爷 、 奶奶 、 爹爹 (父

亲)、 1主 i主 ( 父 ;;j~ )、 吗妈、爸爸 (叔叔)、 婶如lr 、 哥哥、 姐姐、

舅舅 吓 。 只行 " 妇"、 " 妹"、 "嫂 " /，军不E叠 。

3 、部 分 1'， -ì司 .1T( ，起日表示 "小利 戍 "再爱" 如 : 碗碗 、 盆

盆、 1节 1川 、 !王 12· 、 刀川 、 'ë~~ß 、勺勺、 在II 书~-ìf ~ *果 、 丰斗三 、 }[~瓜 、

于于 、 '立:;二 、 引到、 、专兰 、 平平等。

这 j~ ,0: ;i: 11 1 的 "主立"、 " i t， iC' 、 " 到菊 "、 "兰兰"、

多为化忧~ T~: ， !Fl {r:人的称谓 中 ， 多作~J 女孩子的名号 ， 用于 "吁

叫 " J巧汗。 >-i l : 把 " 学 月 ft " " 王秋到" llj 叫做 "花花"、 "菊

菊" 宁。

1 . '. .1二 2 、 3 、 夜 :í: 1 1-1 , 2 、 式 (1甘 lG: ， ;去 千f 11可干!1 汗 .iùl'i~l号 ，十14 I司 ， 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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