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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了陈丽萍老师的《临沧

地区汉语方言志》问世。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地方

文化的历史积淀，它是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窗口。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纽带。临沧是以汉、傣、佤等民族为主体

的多民族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互为依存，

共同发展。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

时，又将汉语作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临沧汉语方言的形成发

展，虽说与中古汉语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但同时也经历了

一 与当地业数民族语言相互渗透影响的复杂过程，它是在一定程度

上融合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多种因素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特

色的汉语地域分支，值得语言学界关注研究。

陈丽萍老师长期生活工作在临沧，对临沧的语言文化现象有

着敏锐而深刻的感悟。作者积十年之辛劳，独立调查、撰写并数

易其稿，终于著成此部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地分析描写临沧各

地汉语方言的专著。作者采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方法，对临沧地

区八个县的汉语方言总貌作了较为详尽、科学的描写和研究，并

且分述了各县方言之间语言文化的主要差异，点面结合，主次分

明。作者还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对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

的渗透影响作了分析描写，并且科学地归纳出了当地方言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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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之间相同相异的对应规律。地方特色鲜明突

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临沧方言研究的诸多空白，具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此部专著的出版，不但对当地的语文教育和推广普通

话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为汉语发展史的研究，地方政

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研究，民族民俗民风的研究起到一定的

佐证参考作用。

我衷心希望作者再接再励，在语言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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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临沧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南部，辖凤庆、云县、临沧、永德、

耿马、双江、沧源、镇康八县。全区总面积23 636．7平方公里，

有与缅甸接壤的国境线290．791公里，据2000年统计，共有人口

230余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760 094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37．9％。主要的少数民族有彝族、佤族、傣族、拉祜族、布朗

族、德昂族、普米族、傈僳族等。其中佤族和布朗族人口分别占

全国的57％和35％，主要聚居在沧源、双江、耿马、永德、云

县。全区通用汉语，主要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是双语制，即在本地

讲本民族语，与其他民族交际时用汉语，在边境贸易交往中，也

用缅语：在沧源i双江、耿马等县的一些偏远山区村寨，还有相

当部分人不会讲汉语。

-临沧地区八个县的汉语方言，属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次

方言。按照《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划分片区的标准，永德、

镇康、耿马、沧源、凤庆、云县六县属滇西方言片，临沧、双江

属滇中方言片。．由于历史人文和地域等因素，八县的汉语方言有

较大的一致性，同时又各具特点。语音方面，声母数量与普通话

相近，最多的25个，最少的20个，八县都有v声母，大部分能

区分喀组与ts组，少数县有r3或，z声母。韵母数量最多的31个，

最少的26个，基本上具备了开、齐、合、撮四呼，大部分鼻韵



母读为鼻化元音韵母，少数县没有撮口呼。无卷舌韵母矿，无复

韵母UO。少数县有特殊韵母io、腑、iu等。声调有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四种调类，除阴平调值与普通话相同或相近外·，其余

三种调值与普通话比较相去甚远，古人声字一般归人阴平。词汇

方面，全区通用的方言词为临沧汉语方言的基本词汇，与普通话

基本一致，但有一定数量的地域词和保留使用的明清时期的部分

古语词及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的词语。这些因素，构成了临沧

汉语方言词汇的重要特色，与普通话相比较，形成了一定的差

异。语法方面，与普通话差别最小，只有某些虚词和少数疑问句

式、否定句式和受其他民族语影响的个别句式不同。

临沧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与历史人文特点、地域特点和民族

分布特点有密切关系。 ‘．

由于临沧地处边疆，历史上交通阻塞，文化晚开，．所以与云

南内地地州比较，汉族人口的来源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汉族人

口的迁徙和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晚，唐宋以前，视同化外，是云南

省开发较晚的地区之一，而元以后，尤其是明代的军屯制度，也

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一直到明万历二十六年．(在凤庆)设

立顺宁知府，改土归流后，才与封建中央政府和中原文化有较紧

密的联系。_由于汉族人口的进入是以零星的、分散的形式，所以

临沧汉语方言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汉族人口的

进入和封建中央势力的渗入的走向是由内地到边境，由东北而西

南，所以形成了与边境接壤的耿马、镇康、双江、沧源四县少数

民族人口相对集中，汉语方言也受少数民族的方言土语影响较

大。尤其像沧源、双江、耿马的部分地区，直到解放时才有少量

的汉族进入定居，所以成了今天临沧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语分布

区。在这些地区，城镇的交际语以汉语为主，而在山区、半山

区，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村寨，则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并行，

有的甚至以少数民族语为主，或只通行少数民族语。而在凤庆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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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临沧等内地县，即使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村寨，一般

也只通行汉语。 ．

‘’

影响临沧汉语方言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四个：

．1：元以前内地逃避战乱、饥荒和徭役的移民进入凤庆、云

县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后形成的土著汉语。 ·

‘

2．明清设置的顺宁知府，其中明代的和清代的官吏役卒主

要分别来自江浙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18世纪中叶，、沧源茂隆

银矿的开采，大批矿工来自中原地区，北方方言区的人流和封建

中央统治势力带来的中原文化渗入，对汉语方言产生了重大影

响，是形成临沧汉语方言的基础。 ．

‘

3．自明清及民国广兴学校，对汉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传

播作用。尤其是解放后大批内地干部定居临沧，学校教育、广播

影视的迅速发展，使临沧汉语方言得以形成和巩固，并使各县方

言日渐向普通话靠拢。 ．

4．临沧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地

名、地域词及部分语气词和一些特殊句式上。

临沧地区汉语方言的研究，起步较晚，资料甚少。民国二十

七年成书的《云县志》整理了少量的云县地域词，并与北方方言

词进行比较区别。民国二十六年成书的《顺宁县志初稿》，本书

所涉及的仅限于顺宁方言。共列举了六十五个汉语方言词与北方

方言词的对应关系，还整理了十条倮倮语，十条苗族语，十五条

摆夷语，十八条侏俐语，1218条回族语与汉语词的对应关系。

另外，还整理了少量的地域词的方言语音。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

所所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罗常培先生，其

遗著《云南之语言》一书，对临沧方言论及甚少，仅把当时的云

县、凤庆归为迤西方言片。196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出版了杨时逢先生编著，赵元任先生作序的《云南方言调查

报告(汉语部分)》，所用材料为杨时逢、丁声树、董同徘三位先
， 3



生1940年合作调查所得，其中对临沧地区方言大部分也作了调

查，材料较丰富，但报告中所用的材料，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临

沧方言随着时移世易，已有了_定的变化。1958年，．云南省教

育厅组织进行全省汉语方言调查，后经云南师范大学校长吴积

才，教师颜晓云补充调查后整理成《云南方言概况》，其中，对

临沧汉语方言声、韵、调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整理。1988年12月，

云南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出版的《云南语言研究》一书中，发表

的临沧教育学院讲师陈丽萍的“临沧方言地域词简介”’一文，叙

述了临沧汉语方言地域词的分类及构词特点。1989年云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一书，陈丽萍和临沧一

中教师敖秀蕃为其提供了临沧汉语方言的部分词汇、语法资料。

1993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凤庆县志》一书，陈丽

萍老师为其撰写了“凤庆汉语方言”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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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语．音

第一节声母

临沧地区汉语方言的声母，数量最多的是凤庆县，包括零声

母在内共有25个，比普通话多了唇齿浊擦音v，舌面后浊鼻音

13，舌尖前浊擦音Z。数量最少的是沧源县、耿马县，包括零声

母在内有20个，除了比普通话多唇齿浊擦音v、舌尖前浊擦音Z

外，比普通话少舌尖后音喀、喀‘、§、乙四个。全区八县一般都

有：P、P‘、m、f、v、t、t‘、n、l、k、k‘、x、切、劫‘、口、奄、

喀‘最互．、ts、ts‘、s，除了v以外，这些声母的字与普通话的读
音基本相同，只有切、船‘、9的少数字，临沧县、云县的部分乡

镇有齿音现象。 ，

‘

一

’

声母系统的特点：

1．每个县都有唇齿浊擦音声母v，既拼开口呼韵母又拼合

口呼韵母，如“袜”[VA]、“文”[v；]、“务”[vu]、完[v冱]。

v发音时唇齿有轻微摩擦，但程度较弱，浊音成分减少，在语流

中的实际音值为半元音u。：

2．耿马、沧源两县无舌尖后音奄、喀‘、§、气声母，但有ts、
1



ts‘、S声母，其余各县均有喀、奄‘、§、气和ts、ts‘、s两组声母。

3．临沧、凤庆、耿马、沧源都有Z声母。耿马、沧源两县

普通话凡读乙声母的字，均读为Z，如“人”、“认”。临沧、双

江两县的z声母，通常只与单韵母i拼合，构成[zi]音节。如

“衣”、“玉”。凤庆县的Z声母一般与s声母构成清浊对立。

4．各县均能区分n、1两个声母，但临沧、凤庆、镇康、永

德四县当n声母与方言中的i、．y或以i、Y开头的韵母相拼时，
发音部位为舌面前硬腭，音值为玮，如：泥、你、年、女、

虐等。 ．

5．临沧、双江两县的奶、切‘、口声母与i拼合时，发音部位

·靠前，音值如ts、ts‘、s，如：“鸡”、“七”、“戏”读为tsi、ts‘i、

si。

6．镇康、永德、凤庆三县有日声母。’
‘

(参见表1“临沧地区各县方言声母表”)‘
P

● ．

．

． 一
一

，． ． 第二节韵母
’

临沧地区各县方言的韵母与普通话相比总体相近，但有些微

差异。各县方言的韵母数量也不尽相等。其中韵母数量最多的是

凤庆、云县、永德、镇康、沧源五个县，分别有31个。最少的

是耿马县，只有26个，临沧县有27个，双江县有28个。

八个县的韵母系统特点是：

1．各县方言韵母读音与普通话基本相同的有：A、O、Y、1、
● ●

1、i、U、iA、uA、aI、uaI、ie、eI、ueI、(10、iao、OU、iou、o叼j

i叼20个。其中，O、U的发音唇形较松；舌位略低。Y韵与普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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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韵母的对应关系是包括了普通话的：Y韵，如舌、热、刻等；

ai韵，如白、百、拍等；ei韵，如黑、北、肋等；孑韵，如儿、

尔、二等。临沧各县方言无卷舌韵母孑，普通话读矿的字均读

为Y。

2．临沧方言的韵母分为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与普通

话比较，大多数县具备了开、齐、合、撮四呼。只有临沧、双

江、耿马三个县无撮口呼韵母，普通话中读撮口呼的字都归入齐

齿呼j所以，这三个县的i韵实际上包含了i、y二韵。

3．．鼻韵母中，除0d9、均二韵外，临沧方言一般前后鼻音不

分，并把普通话中读鼻韵母的字读成鼻化元音韵母。all、昀读

为巨或五，如胆、半、党、帮等；on、013读为苫或琶i，如根、深、

更、生等；in、均读为j或i舀，如心、今、星、京等；ian读为j或

i爸，如烟、年等；iaIl、均读为i兰、i X或遗，如仙、湘等；uan、

岫读为u丘、u五或u丕，如官、弯、光、汪等。u锄读为u百、u；
等，如魂、温等。

4．。与普通话比较，没有u铷韵，普通话的uar3韵方言均读

成嘲，如翁、瓮等。方言中大多数的四韵除了包含普通话的凹

韵外，同时还包含了普通话的钓韵，如红、东、朋、梦、风等。

5．临沧方言无UO韵，普通话中的UO方言均读为0，如多、

落、拖等。普通话中与k、k‘、+X或零声母相拼的部分Y韵字，

方言也读作0韵，如哥、戈、科、课、河、贺、恶、鹅等。

6．临沧方言中有io、iou(iu)、uY三个特殊韵母，数量不

多，都由古人声字演变而来。’每个县都有io韵，普通话中读iao、

ve的部分字，临沧方言读为io。例如略、掠、虐、疟、角、脚、

觉、确、雀、却、削、学、约、钥、岳、乐、药等；普通话Y韵

的部分字，双江、永德、云县、镇康四县读为iu，其他四县读为

iou，但字数较少。例如：菊、局、育、曲、橘、毓、郁、欲、

5



旭、戌等；普通话中uo韵的部分字；凤庆县读为uY，·字数较

少j例如：国、扩、获、阔、或、惑、果等。
-r (参见表2“临沧地区各县方言韵母表”)

(表2) 临沧地区各县方言韵母表

鼻化元音或
韵添n 元．音： 韵 母 母

鼻尾音韵母
名|母＼ ●

数

开 1．1 A O Y aI eI OO铷 § e{ orj

临 资知爸波多河舌百北耳哀妹傲欧 安帮根耕翁东风

，

齐 i 认io’ ie iao iou
ia i ioi3

第玉 架约月接 妖优局 央连心星权云用 27
’；

’

●

厶 u 心 uM ueI

沧
口

II百 uei+书 花 乖威

撮 汪弯魂横

开
1 l A O Y aI eI ao∞ 五 § orj

资知爬波多河舌百北尔盖妹保收 胆党根庚翁东风
●

云 ●

齐
i 认i0 ie iao iau iu

iX：i． iorj
地 压约+ 夜 妖优育 讲心星连 用

31

合
U uA

‘

uaI ueI
11麓．u§

古 瓜 怪桂 官光 魂
县

撮 ， ’ye y爸

鱼 月 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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