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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提要

本书分七章，共19万6千字。书中对荚山方言志的语音有

比较详细的描写，对英山方言的的词汇、语法的主要特点

作了介绍．本书还对英山语音的历史演变，内部差异也进行

了探索，把英山语音与普通话语作了对比，极富地方特色．

本书可供语言学工作者、高等院校汉语教师和地方志工作者

参考，对于语言识别工作和普通话教学也有参考作用．



序

英山古属楚地，秦汉以降，历隶荆、豫、郢州，元始置

县，至今已有700余年，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关于英山

方言，竟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1936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调查湖北方言，杨时逄先生才首次记录了英山方官

的语音，1948年发表于《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这是英山

方言的第一份科学的记录材料。出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这分

材料只有600多个常用字和looo字左右的语料，所选调查点

金山铺，属于英山方言西河土语区，偏于一隅，并不能作为

荚山话的代表，因此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现在，陈淑梅

同志编写成了《英山方言志》，足以弥补这个缺憾。

陈淑梅同志是土生土长的英山人，长期在家乡从事语文

教学静推广普通话工作，一直热心调查记录英山方言，积累

了大量原始资料．

《英山方言志》记录的是以县城温泉镇为代表的南河土

语区的语言，又在必要时注明东河、酉河两个主语区的相异

之处，能够反映英山方言的面貌．它记录了3700多介单字，

大量的词语。俗语民谚等口语色彩浓厚的语言材料，对语法

特点也作了望初步摇写．另外，对英山方言的历史、入文背

景，英山语音的历史演变，英山语音与普通话的对比，也努

力进行了探索．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罗列

字音，词语的初级阶段，而是努力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去



把握、反映英山方言的语言系统。即拿语音部分来说，标音
使用国际音标，既准确又明确，突破直音法不反映音值的局

限，克服了借用《汉语拼音方案》易滋混淆的缺点t语音分
析刭音位，又对声母、韵母、声调的每个音位的音值和变体
作了描写，具体而细致，摆脱了汉字形体的束缚；声母表、

韵母表、声调表、声韵调配合表、同音字表互相配合，全面

面系统地反映了语音系统的面貌，不致象随文举例的方式那

样如一盘散沙，毫无头绪； 除音系外， 又对语流音交．凡

化，轻声等语音现象进行分析，既有静态描写，又有动态描

叙．这些对一个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来说，也许只是常识，

但在目前，许多负责方言志的人仍然主张接1日方志体例，列

举一些词语即算交差，要注音也仅采取传统的直音法或反

切，即使激进的，也不过借用《汉语拼音方案》模模糊糊记个

音，相形之下，陈淑梅同志能采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方法

描写方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与杨时逢先生的记录比较，

《英山方言志》也不仅是以材料较为详尽取胜，例如声母中

的q一， 韵母中的一qa习，入声韵的喉塞音韵尾一?，都是

杨先生当年记音所忽略了的．

在《湖北方言调查》中，赵元任，丁声树等先生将荚山

方官划归湖北方言第二区，并称为。楚语区”．所谓。楚语

区。，颇具特色，与郐近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方言和

北方官话，都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因此，．关予楚

语的方言归属，至今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的最终

解央，尚有待于对楚语区各地方言的深入研究．象《英山方

言志》这样的著作，对于揭开所谓。楚语”的神秘面纱，是

会有所裨益的． ．

我们可以拿词汇的研究作倒． 《英山方言志》记有

。马阳。 。ma曼iaq一词，意思是。虹4，此词在楚语其他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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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点也有反映．蕲春，浠永等县念‘ma。in，黄侃《蕲春语》

曾正确地指出其本字，说：。吾乡谓之虹荚人，其语亦古”．按

《释名·释天》；。虹，又口美人”《尔雅·释天》：蠕拣，虹也’，郭
璞注： 。俗名谓美人虹。．此后古籍中几乎再无虹称美人的

记载，仅刘宋刘敬叔《异苑》卷一说。 。古语有之日；古者

有夫妻，荒年菜食雨死，侯亿成青绛，故俗呼为美人虹’．

案刘敬叔正史无传，从一些零星记载中，我们知道他是彭城

人．晋安帝义熙年问刘毅镇江洲，敬叔为郎中令．后刘道怜

以骠骐将军颔荆州刺史，敬叔又任参军．宋文帝元嘉年阎，

曾官太常。刘氏一生活动于江淮之问，所记应为当时吴楚民

间的俗语源．汉晋六拐的方言俗语，今日仅见于楚语区，千

年万遗，实是一种语言亿石．一般意义的。美人。，在英山

蕲春念。mic气an，但作“虹”讲的。美人。，却念作

。ma!ia习或 。ma￡in黄侃先生当年记作。美人读为买

寅1，则应读。maigin．这是因为它是世代口耳相传下

来的，未曾参加语音系统的一般演变．从词汇扩散论的角度

看，这正是语言演进中的滞后词，它反映的是早期的音韵面

貌．《英山方言志》记录的这种词，对于探究楚语的历史沿

革和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无疑是有价值的．

陈淑穆同志年青好学，自修成才， 所写《英山方言

志》，较全面较准确地足映了英山方言的面貌．当然，书也

有一些不够成熟，不够完善的地方，但碳不掩瑜，看过全书

后，读者应有公论。基予这样的认识，我十分高兴地为之作

序．向读者们介绍这本书．‘
严学窘

i988年7月21日

于武昌喻家山寓

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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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1．1地理概况

英山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以北，湖北省东部。地跨东

经115
9

327一一l 16。047，北纬30。3l’·一3l。097之间。东与
安徽省岳西、太湖两县交界，南与本省蕲春、浠水毗连，西

与罗田县接壤，北与安徽省霍山、金寨相邻。南北长约70公

里，东西宽约43公里，总面积为1438平方公里。县城温泉镇

距省会武汉市248公里，距黄冈行署驻地黄州136公里。

全县地形为东北高，西南低。境内群山起伏，以大另Ij山

第二高峰(1729米)为主峰，向东南延伸，为五峰山、牛背脊

骨等主要山峰，再向西南分支为三条山脊，夹着东西两条大

河，贯穿龟境。东西二河自两河口合流，向西南流至白莲河水

库，形成南河。英山行政区划在1986年底以前，全县辖有南

河、长冲、红山、金铺、石镇、草盘、雷店、杨柳等八区和

温泉镇。1987年后改为18个乡(镇)，即：南河镇、方家咀

乡、彭家畈乡、百丈河乡、温泉镇、红山镇、孔坊乡、金铺

镇、父子龄乡，石头咀镇、张嘴乡、占家河乡、草盘地镇，

过路滩乡、雷店镇、杨柳湾镇、土门河乡、三门河乡。全县

共有311个村。



1．2 历史沿革和人口情况

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四川宣抚使遐允文在鸡

鸣尖下奏筑黄鹰山城。成淳三年(1287年)改名英山。溯自

夏朝，中国划分为九州，当时英山这块地方属于扬州。到东

州，它属于楚国。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以。地僻民

劳，殊多不便”为由，分罗田县以东的直河乡，始建县治，属

六安州，隶庐州路。清康熙元年(1662年)，从江南布政使

司下分设安徽布政使司，英山属其凤颖六泗道。民国初年，

英山直属安徽省。民国十九年(1930年)，英山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举行农民起义，民国=十年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

改英山为红山中心县，属鄂谈皖特区西北遭。民国=十一

年，国民党政府复称英山县，先后隶属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

区、湖北省鄂东行政公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英山一直隶属湖北省黄冈地区。

建国以来，英山人口增长较快，1986年统计，总人口较

1949年增长50％，平均每年递增儿％，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

里170人增加到256人。1949年全县49438户，245755人，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数为57395户，257227

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数为64717户，

2996lo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总户数为78458

户，358236人，1986年统计，全县总户数为89168户，

368672人。民族构成以汉族为主，占总人口99．99％，少数

民族有土家族、回族、满族，藏族、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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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言归属和境内方言差异

I．3一方言归属

英山古属楚国，但在历史上行政隶属关系有几次大的变

动。一次是秦朝时期划归九江郡j第二次从东汉时起划归蕲

春郡，后属豫州管辖，第三次南北朝时划归郢州西阳郡，唐

朝又归淮南道；第四次南宋时建立了英山县，属六安州管

辖，民国英山直属安徽省，不久又改归淮泗道，这些建置变

异，应该影响到英山方言的变化。在地理位嚣上，英山处于

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北方官话的河南话和赣方言的交界

处，语音和词汇与这些方言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比较

特殊。

历史￡，英山方言没有得到任何记录。1936年中共研究

院历史语寅研究所全面调查了湖北方言，杨时逢先生才对英

山方言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记录。在1948年发表的《湖北方言

调查报告》中，赵元任、丁声树等先生将英山方言划归湖北

方言第二区，并提出“楚语”鲍名称， “这第二区可以算典

型的楚语一一如果要独立一种楚语名目的话。这一区的东部

黄(安)、罗(田)、浠(水)、黄(梅)、广(济)、蕲(春)阴平调

值是低调或降调，有‘下汪活’妁双崃”。不仅指出楚语区

的7个语音特点，并指出英山等方言在楚语区中的特殊性。

1981年詹伯慧先生在《现代汉语方言》里提到： “还有一些

地方方言比较特殊，一对还难以划分到鄂一个次方言中去。如

湖北鄂东一带的‘楚语”，跟以汉口为代表的‘西南方言’

固然大不楣阀，跟东面的‘江淮方言’又难以好到一起。其中

最突出於特点楚有一系列国唇舌尖后元音芯以及以毽起头的

3



一类韵，声调一般有六个，入声自成一类而去声分阴阳。

。楚语’通行地域达20个县以上，是很值得注意的。”进一步

确认了楚语区的方言地位。我们把英山方亩与普通话，西南

官话，下江官话，赣方育进行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英山方言

的特点。(见表1)

语法方面，在构形法、构词法、：语序，句子结构上都有

独特之处。

综上所述，英山方言不熊划归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或赣

方言，而是介于西南官话、下江宫话和赣方言之间的一种混

合性方言，属于楚语区域。

1．3．2。境内方盲的差异

根据语音、语汇的特点，’可将荚山方言再划为东河、．西

河、南河三个±语区。

I、东河区包括占河乡，草盘地镇、过路滩乡、雷店

镇杨柳湾镇、土门河乡、三门河乡。

2、西河区包括：张咀乡、石头咀镇，金铺镇、父子岭

乡、孔坊乡，红山镇。

3，南河区包括：温泉镇、彭家畈乡、方家咀乡、南河

镀。 ·

三者语音的差异。(见表2) ．

说明：①三个土语区，西、南河语音较接近，东河区较
为特殊。

②儿化韵：盆儿～盘儿，罐儿一一棍几，唇儿
——船儿，东河，南河有区别。如： ．

‘ ’

f-盆儿p‘a3f fI罐儿kuar．r唇凡每’ILa)r

L盘儿p‘ar 【-棍儿l(na。r L船儿t莘‘～ar
．I



西河区没有区别，把盘儿，盆儿都读作p‘a3r，

罐儿、棍儿都读成kua3r；唇儿和船儿都读成t爷‘U9。r。

词汇的差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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