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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澄江县是滇中有名的鱼米之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澄江的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势态。1994年，

澄江的综合实力跨入云南省二十强县行列。农民人均纯收入位

居全省第四，经济畅达则文事兴隆。澄江的文化风景也越来越

明艳生动。

澄江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滇中第

一峰一梁王山雄峻挺拔；高原明珠——抚仙湖光彩照人；名
贵的壕鲸鱼一身传奇；爽口的鲜藕粉哺育灵秀；稀有的动物化

石蕴含古朴；神奇的关索戏包纳醇厚。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酝

酿出文化艺术的一片芬芳，各种地方志书的编纂修订紧锣密

鼓，建树颇多。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最主要的交流工具，而不同的时空又喧

嚣着不同特质的声音。方言的形成和演变隐匿着一幅幅波澜壮

阔的地方风俗画卷；沉积着一次次民族迁徙的悲欢离合；传递

着代代相传的人文信息；打上了山风水俗的深刻印迹。从不相

识的异乡客，听一声乡音彼此便一见如故。澄江方言的阐释与

定位给抚仙湖增添了声色和情致。

张弟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澄江人，在玉溪师专中文系执教多

年，思想深锐，治学严谨，国学造诣深厚，是云南省语言学研

究著述较多的学者之一。他所撰写编辑的多种地方方言志，均

引起社会学界的褒赞，<澄江方言志>便是他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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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江方言志>按科学的体例，全面系统地记录、整理、

研究了澄江方言资料，阐幽发微，在归纳音位系统、分析句子

结构、进行语言比较、划分方言土语、设计方言词汇表等方面

都颇费心力，每一部分都凝结着张弟教授对家乡的一片深情。

<澄江方言志>储存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语言资料，在澄

江的语言研究史上立起了一道丰碑，为塑造澄江的文化形象作

了可贵的努力。我们衷心祝贺张弟教授的这一本佳作在热心的

澄江县志办的同志帮助下刊行问世。

澄江县县长范志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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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澄江是我的故乡。澄江方言是我的母语。 ’

1984年，云南省语言学会支持盛世修志的工作，号召会

员积极与各地地方志办公室配合，编写各地的方言志。在彭发

兴等先生的热心鼓励下，我两次回澄江调查方言，并试着编写

<澄江方言志>。在学校领导、学会领导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

我数易其稿，终于在年底油印成册，分送有关领导和专家审

阅。吴积才、李兆同、程家枢、彭发兴等先生都给予了热情的

指导和充分的肯定，使我建立了信心，从此丢开了文学，走上

了方言研究之路。

遗憾的是，当时澄江县志办刚建立不久，尚无力出版专业

志，<澄江方言志>于1986年在<蒙自师专学报>上发表，未

能成书。

1985年，在玉溪市志办李文彦、梁耀武等同志的帮助下．

我编写的<玉溪方言志>铅印成册，在当年省语言学会的年会

上进行了交流。它是我省第一本铅印成册的方言志，引起了同

志们很大的兴趣。许多同志都积极投身到云南方言的研究中来

了。

从1985年12月开始，云南省语言学会受省政府委托。在

省方志办的指导和配合下，开始调查和编写全省的汉语方言

志，云南省语言学会会长吴积才教授亲自担任主编。在他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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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领导下，我们奋战了整整4年，<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

于1989年9月正式出版。这是全国第一部省方言志，在国内

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好评，并获

得了多项奖励。参加省志的编写，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

我们的能力，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省志出版的前后，云南

先后出版了新平、建水、水富、永善、大关、安宁、保山、永

胜、西畴、晋宁、昭通、巧家等十几部县方言志，发表了大

理、昭通、峨山、楚雄、江川、元江、华宁、易门等一大批方

言调查报告，各县县志中的方言志也都大部分完成，云南省的

方言研究终于跨人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在我们为云南方言研究拼搏的12年中，我的家乡澄江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5年末。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

56296万元，工农业的产值比为4：1；旅游业带动了第三产业，

高档次、高品位、现代化的旅游设施由抚仙湖的西岸延伸到东

岸；按一级公路设计的环湖公路已经铺好了路基，将来很可能

发展成一条繁华的湖滨大街，成为澄江的第二个新城区；县城

的建设也根本改观，城区面积比旧城区扩大了数百亩。旧城区

古朴、干净；新城区宽敞、繁华，两种风格相映成趣。如果再

加上湖滨的现代化旅游建筑群落，简直就是一部澄江城市的建

设史了。这次回乡，看到家乡正在步入现代化，很受鼓舞。

年轻化了的澄江县委、政府领导班子．在狠抓经济建设的

同时，也十分重视澄江城和澄江人的文化形象的塑造。的确，

对于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旅游大县来说，城和人的文化形象、

文明形象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澄江县决定在出版年鉴的同时

陆续编辑出版澄江系列丛书，便是抓文化基础建设的一项重大

举措。<澄江方言志>有幸列入这套丛书，使我有机会为家乡

的文化建设尽绵薄之力，我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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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12年前写的旧稿进行了全面的修订，订正了音系，

对词汇、语法、谣谚、标音举例都进行了补充，融人了这些年

来我们对方言研究的一些成果，并回澄江对音系及其它材料作

了进一步的核实。澄江县志办的秦鸿图主任，龚德武、陈仕俊

同志热情主动地帮助我创造条件核实材料，使我深受感动。我

深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澄江方言志>将会比过去我出

版过的几本方言志更完善一些。

当我的老师们、同学们和儿时的伙伴们以及在外地工作的

同乡们，看到这本记录家乡话的书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会

非常高兴。已经作古了的老师们，包括我的父母亲，如果真的

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父母的养育租老师的教导，

党和人民的培养，才使我能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出一分力。我感

谢他们，怀念他们。 ．

张蒡

1996．7．1于红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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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说

澄江县地处滇中，在省会昆明的南面。县城距昆明市东站

52公里，距玉溪市93公里，属玉溪地区行政专员公署管辖。

澄江北邻呈贡，东北与宜良接壤，西北与晋宁接界，东南和华

宁相交，．西南隔抚仙湖与江川相望。抚仙湖水清澈晶莹，以盛

产鳙皱鱼而闻名全国。环湖东西南三面皆山，唯北面一片平

坝，阡陌交错。东大河水库和梁王河水库的两条大干渠分东西

两面纵贯南北。坝子内稻谷单产达1000斤以上，是名不虚传

的鱼米之乡。

澄江地处北纬24'：'29’～24'55’．东经102'47’～103004’之间。

南北长47．5公里，东西宽26公里，总面积773平方公里。其

中，山区占总面积的73．42％，坝区占7．9r7％，水面占18．6l％。

抚仙湖与江川、华宁分域，阳宗海与宜良共管，两湖现在都已

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境内最高海拔2820米，最低海拔

1327米。常年平均气温在12℃一17℃之间；雨量充沛，常年

降水量在900。1200毫米之间；光照充足，常年平均为2141．8

小时。明代著名诗人杨慎有诗赞澄江的自然环境说：“天气浑

如三月里，花枝不断四时春。”

澄江县辖凤麓、阳宗、龙街三个镇，右所、九村、海口三

个乡，40个村公所，327个自然村，36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

个居民委员会。1995年末，全县总人口139151人，其中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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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占94．98％；回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

5．02％。．回族通用汉语，彝、苗等少数民族也都兼通汉语。

澄江的“激”字，汉代许慎编的．(说文解字>说：“潋，

清也。从水，徼省声。”清代学者段玉裁注说：“激之言持也，

持之而后清。<方言>日：‘潋，清也。’‘激’、‘澄’古今字。”

<汉语大字典>解释为“水清而静。后作‘澄’。”又引伸为

“使澄清”，“也指平治天下。”根据“激”、“澄”两字的音义相

同，是古字和今字关系的道理，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

简化汉字表中，便废弃了。激”字，简化为“澄”字。

但澄江人对“潋”宇却另有解释，他们说这个字“有水有

山，有主(人)有文”，说明这个地方山青水秀，地灵人杰，

是文明之邦。所以40年来，乡人仍拒不接受“澄”字作县名，

在全县所见到的牌匾印章中，无一不使用．“激”字；在全县所，

刊出的印刷品中，凡属县名，也都只用‘潋’字，甚至在计算

机软件中没有‘激’字时，哪怕用字拼、用手写，都得写作

“激”字，其执着如此。

·<汉语大字典>说，“澄江”是水名，一在浙江，一在海南

岛；又说古有两个澄州，一在广西，一在辽东。乡人坚持用

“激”字作县名，看来也是有道理的。

“激江”作地名，始于元代所设的“澄江路”，据澄江地名’

志说，是因抚仙湖水“清激异常，东流南盘江”而得名。也兼

有希望政治清平的意思。湖水清澄是现实，政治清平是理想。

理想与现实结合，无怪乎乡人对“激”字情有独钟了。当然，

随着语文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进程，“激”字迟早要被

淘汰。在新版的各种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激江”，只有

“澄江”了。为了让澄江和全国、和世界接轨，乡亲们应当乐

于接受这一现实。本书属语言学著作，自然应当积极宣传和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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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所以本书不再用“潋”字，一律用

“澄”字。

庄跻开滇时澄江是否有荆楚移民，史无明确记载，我们也

不敢妄断。但汉代澄江有了汉族移民，并形成了早期的汉语方

言，应当是确凿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汉武帝元封二

年(前109年)，汉朝军队到达滇池地区，滇王投降，汉王朝

开始向云南移民，并在云南设置郡县。<滇考>说：“若益州郡

领县二十有四，则皆滇池地也。其可考者，滇池首邑俞元，今

潋江⋯⋯”(<四库全书>，史部第122，364册，第7页，中华

书局版)那么，汉人移民澄江，已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据<澄江府志>的<旧序>说，澄江在汉武帝元封年间就

已开发，设“俞元县”。两汉积极经营“西南夷”，也曾在滇池

区域屯垦。军队主要是四JiI、汉中人，移民则有京师等地的罪

人及招募的贫民。虽然史籍中没有移民澄江的明确记载，但从

<三国志·蜀书·李恢传)明白记载李恢是俞元县人，我们可以

推知澄江在两汉时已有汉人移民屯垦。李恢文化修养很高，我

们可以窥知到三国时澄江的汉文化的传播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

平。又根据两汉开“西南夷”道和屯垦主要使用的是四川军队

和四川的人力财力，屯垦军当是以川人为主体，间有京师和各

地罪人及移民。西汉京长安，东汉京洛阳，俱在中原，与今四

川同属北方官话区；加之云南和中央政权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四

川，所以，我认为澄江汉语方言的源头，应当是与四川话有密

切的关系。澄江的许多方言词和四川话相同，如说“到”为

“拢”，说“转弯”为“倒拐”，说“豁出去”为“颇着”；说

“无奈”为“没奈何”等等，也可以反映这一情况。同时，由

于政权的力量和汉文化的影响，澄江土著居民中的“白蛮”也

接受了汉文化。<澄江府志·人种>记载：“白子，古白国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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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也，习俗与华人(按：当为汉人)不甚远，上者能诗书。其

他力田务本，亦多服役公府者。”既能诗书，又能服役公府，

他们的汉话一定是比较纯熟的。以川军为主体的汉人和本地逐

渐汉化的“白蛮”的结合，形成了澄江汉族居民的主体，也奠

定了今天澄江汉语方言的基础。

诸葛亮南征胜利以后，没有留兵在云南屯垦，反将云南汉

族大姓和“夷帅”的军队征调到蜀汉参加北伐。滇池区域(包

括澄江在内)的汉族居民可能相对减少。据<府志>记载，唐

天宝以后，中央政府对云南失去了控制，澄江“没于蛮”，号

“罗伽甸”。“南诏蒙氏置为河阳郡，宋时大理段氏析蛮为三部．

号“罗伽部”。元置“罗伽万户府”；“元世祖十三年改罗伽为

澄江路，领县三，河阳、江川、阳宗；州二，新兴州领县三，

休纳、普舍、研和；改落蒙为路南州，领县二，邑市、弥沙，

俱隶澄江路”。“元世祖二十九年，设云南学校，以河阳(今澄

江)人段文瑞为澄江路儒学正。”

南诏初期，曾经将滇池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蛮”

移往洱海地区。澄江的汉人后裔估计未在迁徙之列。汉语和汉

文化仍继续承传，否则元初不可能出“儒学正”这样的人物。

澄江在元初重新归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叫做河阳县，并

且设立了教授儒学的学校。但汉族占全县人口的多大比重，还

需要近一步研究。
‘

汉族人口大量涌人澄江，有记载的当在明洪武十九年

(1386年)以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傅友德、兰玉、沐英

征云南。平定之后，于十五年三月改定州县，设澄江府。傅友

德于十六年三月班师，沐英留镇云南。十七年，“移中土大户

-以实云南”。这是中原汉族向云南的一次大移民。澄江有否．

尚需进一步考查。十九年九月，“沐英奏请屯田，从之，省城

m{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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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六卫，其余军则分境屯戍，以左右前广四卫分屯河阳县”。

这是汉族人口又一次大量涌人澄江的翔实记载。现在澄江坝子

里的地名多有“营”、“所”字样(如万家营、朱官营、镇海营

⋯⋯上左所、下左所、中所、右所等)，就是屯垦的语言证据：

屯垦军依仗政权和军事力量，把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赶到了山

上。在澄江坝子里占田屯垦。这些屯垦军的官兵，恐怕是现今

大多数澄江汉人的祖先。

明代以前澄江的汉人有相当数量，但不占很大比例的依

据：一是澄江未设土知府，河阳县亦未设土知县，仅设土司管

理49寨少数民族，这说明汉人有相当数量；另一方面，澄江

的知府衙门在明代从洪武十五年(1382年)至明穆宗隆庆四

年(1570年)的188年问搬迁了五次：明洪武十五年建府署于

金莲山巅；弘治十七年(1504年)，知府温廉迁于山半；正德

十二年(1517年)，知府童玺改建于肠浦山麓；嘉靖十八年

(1539年)，知府周朝倪复迁金莲山；隆庆四年(1570年)，知

府徐可久改迁府治(今澄江县城)，并于次年筑砖城。知府衙

门开始设于山巅，正是为了防止少数民族的进袭，反映了汉族

人口数量还不是占很大比例。这五次迁移，逐渐由山顶而迁半

山，半山而迁山脚，山脚而迁平坝，正反映了188年间汉族人

口的逐渐增多，在全县人口的比例中逐渐占了优势，并且在政

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占了统治地位。据清道光年间统计，土

著人口(民户)有322162人，屯丁278888人，民户里包括汉

人和少数民族，可见此时汉人已经占了优势(澄江全府)。

如果沐英的屯垦军是澄江大部分汉人的祖先这一前提可以

成立的话，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人主要来自哪些地

方?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材料，一是文献文

物，二是翔实可信的家谱，三是从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上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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