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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记述河北省获鹿县方言的专门志书。书中对以城

关话为代表的获鹿话语音．有较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对荻鹿话

的主要语法特点作了介绍。并收有上千条词语及部分语法例

句．歌谣、故事等。对全县方言的内部差异、获鹿话同普通话语

音的异同．也有简要说明，并提出可行的正音方法。本书可

供语言学工作者．方志工作者、高校汉语教学和各级学校普

通话教学工作者参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方言志是方志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方言志所

记录的方言资料同方志中其他方面的资料一样。具有。存

史”和“资治”的重要意义，对于文化建设，意义尤为重要。

比如．今天的汉语各方言，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而语

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古汉语的许多现象分别保留在处于不

同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方言中．因此，方言能为古汉语和汉语

史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语言事实．再如，汉语各方言同汉民族

共同语都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它们和共同语之间都有内在的

联系，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实记录下各方言的面貌．就

可以为现代汉语规范化提供重要的依据，并能对各地推广普

通话的工作进行更科学、有效的指导。

河北方言按最新分类说。有北方官话，北京官话、中原

官话和晋语四种。其中同普通话差别最大的是晋语．它分布

在35个县市．使用人口约九百多万。在河北诸方言中，最特

殊的是晋语，它有入声；我省推广普通话的难点也在晋语。

获鹿地处晋语到北方官话的过渡区。方言更是独具特色。全

面、系统地描写出该县方言的面貌，对古今汉语的研究和推广

普通i舌-'r作．都很有意义。现在，由获鹿县县志办公室与河

北大学科研处合作编写的《获鹿方言志》问世了。它是我省

第一部反映河北晋语区一县方言面貌的方言志．在本书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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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贺巍教授曾多旋

给予具体指导，并在百忙当中亲自为我们审定了全部书稿，提

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l获鹿县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许多

同志。河北大学中文系的教师都曾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在这

里，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2·

河北省获鹿县志编纂委员会

河北大学科研处

一九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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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旨

《获鹿方言志》终于付梓印刷。我们为此感到欣慰．也

相信主编和编者为它付出的心血一定能使需要它的读者感到

高兴或得到某种满足。

方言是社区人民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社会历史的信息载

体，是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知识宝库．获鹿因其所

处的地理位置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又是重要的商埠，县城

一带曾是闻名遐迩的商品集散地．被誉为。旱码头”．戍关将

士、八方商贾逐渐集中并留落此地。多种方言随之而来．再

经历史融合，形成了既有河北语言音素、又含其他语言成

分，同时保留了大量古韵和入声读法的独特方言．

为了充分显示获鹿地方特包，科学地、真实地记录获鹿

方言，为方言研究与普通话的推广提供资料依据，县志编纂委

员会决定在志书中突出方言位置，出版一部方言专门志——

《获鹿方言志》．为此，我们特聘河北大学中国汉语言文学

系副教授陈淑静担任主笔。

陈副教授治学态度严谨，对汉语言颇有研究。她欣然应聘

亲临我县，深入乡镇，农村、厂矿、学校调查研究．搜集到

大量第一手资料，整理撰写出十余万字的书稿。县志办公室

的部分同志也参与了编写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

值得肯定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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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鹿方言志》是我县地方志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著

作。它既是编者的科研成果，又是本县可以留传后世的地方

文献．其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重要的。本志的编撰，得

到有关专家、教授和上级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在此。我们谨

向审定书稿的中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贺巍先生．向惠赐墨宝

的著名书法家黄绮先生和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建英同

志，．向本书的编著者及所有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致以衷心的谢意。

·2·

中共获鹿县委书记 刘俊亭

获鹿县人民政府县长 高友林

199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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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 言

I 地理人口

获鹿县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个市辖县．本县位于河北

中南部偏西，辖区范围东西界子东经114。107一114。3l 7之间，

南北界子北纬37。537—38。177之间。它东与正定、石家庄

市、栾城接壤．南和元氏县为邻。西连井陉，平山。北隔滹

沱河同灵寿相望，面积六百零三平方公里。全县共有五镇、

十六乡．据1988年统计．人口为三十一万九千四百人，除汉

族外．还有回，满．蒙，维吾尔、彝等兄弟民族近百人。

本县地势西高东低，海拔高度在六十二米至九百零七

米之间．县城座落在县境中部。周围高度在海拔二百米至三

百米之间。这里是河北．山西两省往来的必经要地．在石太

铁路，公路修通之前，是有名的“早码头”。山西的煤炭．

铁器，河北的粮棉油料等等，都在这里集散。城西牛坡山．

城东潭沟街外。建有外地两大会馆。至今，城区仍有许多祖

籍山西、邢台．宁晋等地的居民．此外，广大乡村也有不少

山西的移民。

2，历史沿革

获鹿历史悠久。近年来．在南部金河上游发现了大量旧

· l 。



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城关，南北故城也零星

发现过石镰、石斧等。这里春秋时为鲜虞地，战国称石邑。秦

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石邑属巨鹿郡。汉置石邑县。属常

1JJ郡。不久，分石邑北部置绵蔓县，东汉初绵蔓又并入石邑。

北齐时，石邑、井陉两县时有分合。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

分井陉复置石邑县，属恒山郡。十六年分石邑县西北部置鹿

泉县。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鹿泉县并入石邑．十三年复

置鹿泉县。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8年)，因“鹿。、 “禄”

同音。改鹿泉为获鹿。以志平息。安禄山之乱”．宋开宝六

年(公元973年)石邑并入获鹿。属真定府．金兴定三年(公元

1192年)获鹿县升为镇宁州。元初改镇宁为西宁，后复为获哓

县，属真定路．明清时代均属真定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

真定改称正定)。民国初属范阳道。1928年属河北省。抗日战

争中．以石太铁路为界，建获鹿路南、路北两县(民主政权)。

1948年1月。两县复并为获鹿县属晋察冀边区北岳区．1949

年8月后，属石家庄专区，至1956年区域变化较大．东部、

南部许多村庄分别划人石家庄和栾城县。1958一1961年．获

窥时归井陉，时归石家庄市．1 962年恢复建制，属石家庄专

区．1983年12月改为石家庄市辖县。

3 方言概况

获鹿方言内部地区性差别较大，这主要表现在语音．已

相隔三五里的村镇，口音往往不同．下文表一和表二集中氐
映了获鹿各地的主要语音差异：表--t：t：较七个代表点声母，

韵母的差别，例字l一4比较声母．5—9比较韵母大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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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庄、走家台三处口鱼帮念齐齿呼，但4鱼儿一念撮口呼。表二比较十六

个调奄点声调的异同。

(表一)

＼ 方 获 高 山 大 栈 高 黄

例＼＼＼言点 鹿 南 家 壁
享 ＼ 城 张

＼ 关 迁 庄 河 道 台 庄

I 酒 聚 t8 tS t8 ts ts tS t0

2 入 褥 互 互 互 气 瓦 瓦 气

3 日～头儿 a． 气 互 a 互 互 气

4 爱 袄 习 习 习 日 n n 日

5 鱼 律 y y y i y i l

6 竿 敢 豫 钯 ∞ 国 an 国 贽

7 根 6 an e an an an

a习
庚 a习 a习 a习 a日 a日 a习

8 八 答 A a a a A a a

9 兔 儿 Ur Ur Uar Uar Ur Uar Uar

获鹿方言根据单字调有无入声的区别。本县话分为有．

入声的和没有入声的两种．单字调有入声的，属晋语张呼片

(参见侯精一镁晋语的分区(稿)》联方育》1988．4)。通行面积如使用人口

均占全县85％左右．这种方言可以城关话为代表。单字调没

有入声的方言，古清音声母的入声字今单字调同上声、古次浊

声母的入声字今读去声，古全浊声母的入声字今读平声．但

在连读中．古清入字同古清上、次浊上字的调值有时不同．

·3·



(表二)

古声调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 全 清 浊 清 次 全
古声母

浊 浊 浊 浊

例 字 天 田 水 满 淡 对 路旧 湿节 木 毒

获鹿城关

南故城

段 庄 c55 c35 313 l 3a 313 c55

岸 下 ●

栈 道 ●

高 迁 c33 c55 310 130 313 c33

常 河。 c33 c55 313 353 3 13 c33

牛 山

c22 c55 413 353 413 c22

马 山

高家台 c22 c55 533 133 533 c22

大 河 c35 c55 313 133 313 c55

黄壁庄

秦 庄 c22 c55 313 c55 313 c22

李 村 t

山南张庄
c44 。35 313 c35 313 c44

底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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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把古入声的部分字区别出来．这种情况在不同地区

又各有特点。比如北片的黄壁庄话：湿=使pte o
l湿·n襄拿t要j；

l∞≮使·Ⅱ采拿t65IEel湿手套l 2i pou65每使手pt6 5搴ou¨；

南片的山南张庄话：湿=使乱8 5I湿·日来导记：I∞每使·咪冬l¨

I 8eI湿手=使手昏t8 5簪ou85。又如黄壁庄话。桌·子”读

“t蛋u02}toa。，“桌”字变调同“湿”字；山南张庄话“桌

·子”读“t簪uo 85ta”， “桌”字变调同。使”字．获鹿县

这种单字调没有入声的方言．可以说是从晋语的张呼片。到

北方官话石济片赵深小片的一个过度。本县东北靠近正定的

黄壁庄、秦庄和李村三个乡及县南端的山南张庄、底下园两

个村子的话都属这种．可以拿黄壁庄和山南张庄的话做代

表。在有入声的方言内部。同城关镇话有明显差别的是高

迁，大河、南故城．马山等四个乡和常河．段庄、栈道，岸

下、牛山，高家台等六个村的话，其他各地方言同城关镇话

差别较小．城关镇话本书称作获鹿话。

此外，在目前的获鹿方言中，本地人交谈所用的地道的

地方话．同本地人和外地人，特别是和说普通话的人交谈时

使用的话之间也有差别。后者在语音、用词和语句结构上

方言色彩都大为减少，与普通话更为接近，本书称之为获鹿

普通话，使用者多是中青年。下面先举几个例字的读音，拿

获晓普通话同获鹿话．普通话作一比较：

安 姐 吃 一

获 鹿 话 日叠¨tsiY3
6

t夸‘Y1
3 iYl 8

i 5 5

·5·

鲤w她瞪两话通普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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