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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

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

研究语言有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研究方言也是如此。这叫做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过去有的人研究语言，直接从文字入手，对语音不够重视。研究方言必须从记音

开始，过从口语到文字的关。就培养人才说，语言工作者从研究方言可以得到比较全面

的训练，更快的提高工作能力。

山西省的语言工作者在实践中逐步体会到调查、研究山西方言的重要性。他们在山

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组织下，配合山西省各县(市)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一个点一

个点的调查研究，一个县(市)一个县(市)的编写方言志。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取

得了一些成果，曾经试印过乎遥、怀仁，太谷、晋城、陵川、洪洞、寿阳、祁县、襄垣、

文水、万荣等十一种方言志。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商讨，修改补充之后，决定以《山

西省方言志丛书》的名义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陆续正式出版，这是文化建j殳方面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为了便于比较，山西备县(市)方言志有一致的体例，为

了反映各地的方言特点，又有灵活的安排。这种做法是可以借鉴的。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将反映山西全省方言的面貌。山西开了头，假如其他省、区、

市也接着做，合起来就可以给汉语方言做一个全面的记录。山西首先编辑这样一套丛书，

经验不足，一定有许多缺点。如蒙读者与同行不吝指正，可以断言，编者一定是十分欢

迎的。

李荣 1984年12月



出 版 说 明

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建设基地。山西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有丰富的语言

资源。我院语言研究所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了编写山西全省各县(市)方言志的研究

课题，经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哲学社会科学国

家重点项目。现在计划规定的试编十种的任务已提前完成。作为研究成果，我们决定正

式出版《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计划每年编辑几种，陆续出版。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规定了一致的体例和共同的编写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山西

方言的共同特点，对于各县(市)的特殊方言现象，《丛书》不拘一格也予以收录。《丛

书》以记录和分析方言事实为主，所列材料都是作者实地调查所得。

这套丛书是由我院语言研究所温端政同志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李荣先生为丛书写了总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熊正辉、候精一、贺巍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陈章太、李行健等同志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这套丛书的编

写和出版工作。在这里，我们谨向他们以及关心这套丛书的语言学界其他专家、学者表

示谢意。我们还向参加这套丛书编写工作的省内外方言工作者，向乐于承担出版这样一

套发行量小，编排难度却很大的丛书的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表示谢意l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1989年teB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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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亩

1·l 地理概况

新绛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运城行政区的东北部，汾河下游临汾盆地的南部。北依

吕梁山脉南端的马首山和姑射山，与临汾行政区的乡宁县、襄汾县毗邻，南跨峨嵋台地

的北端，与闻喜县按壤，东与临汾行政区的侯马市接界，西与稷山县相连。县境轮廓呈

不规则四边形，南北最长处为41公里，东西最宽处为25公里，总面积为593平方公里，县

城位于北纬350 37’，东经111。147。 ，

新绛县的行政区划分为五镇八乡232个自然村。五镇是城关、三泉、泽掌、．阳王、泉

掌。八乡是横桥．、柳泉、支北庄、万安、南社、古交、店头、北张。城内市民分为东北、

西北、东南、西南、城南五个居民区。1984年调查，全县有耕地529，191亩(水浇地277，000

亩，旱地252，191亩)。1986年调查，全县有255，181人(男性127，910人，女性127，271人)。

其中兄弟民族人数占总人口的0．4％，计有回族870人，其余为藏族、满族、俄罗斯族。

他们都说新绛话，没有自己的语言。

汾河在此折涝向西，与浍河汇合，横穿中部。年平均降雨量为5，649毫米，无霜期190

天。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小麦。经济作物有棉花、亚麻、大麻、芦苇、芝

麻、豆类、薯类等。

新绛县素有手工业城镇之称。主要名产品有“澄泥砚”、“梅花点舌丹”、“云雕”、

“漆刻”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日益深化，经济更加繁荣。

新绛县交通比较方便。1985年汾河公路与铁路大桥相继通车，侯(侯马市)西(西

安市)铁路横贯东西。晋(晋城县)禹(禹门口)、临(临汾市)新(新绛县)、新(新

绛县)闻(闻喜县)三条公路交错境内，全县所有乡、镇都有公共汽车相通。

新绛县的历史文物相当丰富，被列入《中国名胜辞典》的古迹有“绛州居园池”、“绛

州大堂”、．“龙兴寺”、“碧落碑”、“钟、鼓乐楼”、“白台寺”、“福胜寺”、“稷

益庙”及其壁画等。

1·2历史沿革

新绛县旧称绛州，春秋时属晋。韩魏赵三家分晋后属魏，称汾城。秦属河东郡。汉

代仍旧。南北朝时，北魏在柏壁镇置东雍州’，北闰明帝时改为绛州a建德中徙玉壁；，今稷

山县东南12华里处，并治正平郡。隋开皇初改为绛郡，移治于今县城。唐武德元年置绛州

总管府，辖绛、潞、盖、建、泽、沁、韩、晋、吕、桧、秦、虞、芮、邰、蒲十五州。旋

废管府为灰郡。宋为宏州。元初为中州，后仍为绛州，属平阳路，领七县。明称绛州，属

山西布政司，隶平阳府，领三县。清初仍属山西布政司，隶平阳府。雍正二年升为直隶

州，领五县。民国建立后，废州改县，取维新之义，又为与绛县相区别，改为新绛县，

· 1 。



属河东道·

1947年新绛县解放后，以汾河为界，汾北为新绛县，属晋绥吕梁十分区，汾南为绛

南县，属太岳三分区。1948年8月合并为新绛县。

1949年2月成立晋南行政公署，下设三个分区。新绛分区辖新绛、稷山、河津、曲沃、

乡宁、吉县、汾城七县。

1949年6月成立晋南专署，下分五个中心县。新绛中心县辖新绛、乡宁、吉县、汾城

四县。1949年12月，运城专署成立，新绛县属运城专署。1958年11月新绛县并入候马市．

属晋南专署。1961年分治，重置新绛县。1971年晋南专署分为临汾、运城两个专署，新

绛县属运城专署至今o

1·3方言概说

新绛县境南北长东西窄，汾河自东向西，横穿中部。地理形势影响语言，新绛方言

便分为汾北话和汾南话。

汾北话区分[t簪]、 【ts】，汾南话区有[t8]无【t夸】。北京话读[p]、[p‘]、

[m]的字，汾南有的读为[t]、[t‘]，[n1，汾北没有这种现象。城内话属汾北话，通

行范围占全县面积的四分之三。

汾北除城关镇外，有三泉、泉掌、泽掌三个镇和店头、南社、古交、北张四个乡。

就语音来说，可分为两个小区。城关镇，店头乡，南社乡的西部与南部、古交乡、泉掌

镇、北张乡、三泉镇和泽掌镇为一个小区，称为一小区。南社乡东部和东北部，如乐利

庄、北平垣、义泉村等与襄汾县赵康乡接界的一带为一个小区，称为二小区。

一小区的语音系统与城内话基本一致，只是古“微，泥、疑、影、喻"声母的分合

不尽相同。古交乡西部，如周淀、流村等，“泥、疑”母在细音前分别读∞]和零声母，

·c年、严”不同音。泉掌镇“疑、影”母在洪音前分别读[习]’[q]，“岸、案”不同音。

北张乡东北部，如西庄、杜坞等，“微、疑、喻”母在洪音前都读零声母，“午、武”

同音，“微、危、围”同音。

二小区没有[pt]、 【pt‘】。城内读[p1]、[pr]的字二小区读[t夸]、[t譬‘]。

汾南有柳泉、横桥，支北庄、万安四个乡和阳王镇。就语音来说，也可分为两个小

区。柳泉乡和横桥乡的三家店、东横桥、西横桥、南马村、东升庄、南庄等村庄为一个

小区，称为一小区。支北庄乡、万安乡和阳壬镇为一个区，称为二小区。

一小区的语音系统与城内话基本一致，只有个别字读音不同，如柳泉“铡”读[88]、

“锄”读[8au]、“日朝莲”读[or ts‘ao 1i百]葵花。

=小区有Its]无[t警]，“资、支、知”都读[tsl]，“此、齿、耻”都读[is‘1]，．“四、

试、世”都读[81]。[p]、[p‘]、[m3，有的读It]、[t·]、In]如“棉花”读[nla xua]，

“庙”读[,niao]“兵”读[flog]， “皮”读[t‘i]， “鞭子”读[tl百t81]， “劈啪"读

Ct‘i t‘ia]。

本志所记的是新绛城内话。发音人就是作者，现年57岁，从小居住新绛城内j主要

发音校订人：潘尧鸿，男、现年59岁，世居新绛城内，陶福尔，男、现年43岁，世居新

绎城内’文小庆，男，现年24岁，世居新绛城内。

·2。



1·4音标符号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用五度制声调符号。

本书还用了以下几个符号：

[]表示里头是音标，例如[a]、Eia]，Eua]。

>表示“变成⋯⋯”，例如：t9i互>t9i百，t口ia>t9iB。

<表示“从⋯⋯变成”，例如：i爸<i爱，ie<iao

其他符号参看第三章同音字表凡例和第五章分类词表凡例o

·3’



第二章语音分析

e．1声母

新绛方言有二十八个声母，零声母在内。例字下加单线表示自读，下同。

p 布别 p‘ 步拍 m 门灭

p￡ 主专 pr 除虫 l 飞税 V 文闰

t 到底t‘ 太同 n 怒难 兰路

ts 增争ts‘ 粗初 s 丝师 z 咝

t§ 招蒸 t§‘ 潮昌 § 扇声 瓦 日若

t口 精经 t口‘ 秋丘 n 年严口 休修

k 贵该 k‘ 开葵 习 岸案X 化话

0 吉完远

P‘、t‘、k‘跟开口韵相拼常带出舌根清擦音Fx]，如派[p‘aiq]、讨Et‘aolJ、

坑[k'orj't]等声韵之间带有过渡音[x]，跟合口韵相拼常带出双唇清擦音[圣]，如

普[p‘u-1]、土It‘uq、哭[k‘uJ]等声韵之间常带有过渡音[圣]。

p夏、pf‘、i跟合口韵相拼常带出唇齿浊擦音Iv]，如注[pfu,lJ、出[pt‘uJ]，

富[fuji等声韵之间常带有过渡音[vl。

ts、ts‘、s跟开口韵相拼常带出舌尖前浊擦音[z]，如遭Etsao、1]、抄[ts‘ao'L-]、

捎[sa01]等声韵之间常带有过渡音[z]。

t馨、t亭‘、§跟开口韵相拼常带出舌尖后浊擦音[瓦]，如招[tvao'．IJ、赵[tt‘aoq]，

烧[晕a01]等声韵之间常带有过渡音[瓦]。

z只见于口语，而且只用于摹拟声音。

2·2韵母

新绛方官有四十一个韵母(加儿尾音变除外)。
a 爬辣 ia 架夹 ua 花刮 ya 瘸靴

a 河贺 ia 确药 U9 过活

e 哲舌 ie 姐接 UO 或惑 ye 穴月

1 资支 i 地踢 u 母木 Y 雨欲

1 知日

辞i 帅害 uai 怪快

ei 妹北 uei 桂国

Ro 饱雹 iao 条搅

au 收鹿 iau 流六

·4’



鑫 船胆 i鑫 减践 u互 官关 y直 权园

an 跟根 ion 林邻 uorl 魂温 yon 裙云

钓 党庚 i钓； 良灵 urn3 光公 y013 琼胸

V 武舞 平 口答应 n 口答应 甸 口答应
at 耳而

a有三个变体，单韵母a是[A]，在’ia中是[a]，在ua中是[a]。一

UO实际是tlO，为了韵母的系纺性，记为[ua]、i

ai，uai中的a比标准元音[a]略高，近似[阮]，i比标准元音[i]低，近似[E]

8U、iou的o，比单韵母a舌位靠后，唇形较圆。

ei、uei中的i，比标准元音[i]略低，偏后。

V、rfl、13、】3是V、In、n、日自成音节。

2·3 单字调

新绛方言有以下四个单字调：

阴平、53丁高初开飞三安婚

阳乎1 325陈穷人麻文银龙自

上声1 44古口手小有老五女

去声J 31近唱世共怒用曲黑

鼻尾韵以外的阴平字，单念时韵尾有一个轻微的喉塞音[9]， 如开[k‘ai91]、

初[t8‘a驴1]、三[龉9、]。记音时一律从略。

2·4连读变调

两字组是新绛方言连读变调的基本单位。一般前字变调，后字也变调。下面分非叠

字组和叠字组两类来谈。

(1)前字是阴平，前字读55，

先生口ia、r sm3、1k

猪油pfu'iF iou％

(2)前字是阳平，前字读35，

图章t‘ulr t$9习1L

茶壶ts‘a1}，xulL

(3)前字是上声，前字读31，

五斤ulk t9i9n、b

水银fUlk玮ion4-

(4)前字是去声，前字读51，

北京pei、l^t口i8习Ik

额颅功ieJ卜IOulk

l 非叠字组

后字读31。例如：

后字读11。

后字读13。

后字读31。

烧酒tao'IF t口iaulk

天上t‘i螽、厂昏aJ

例如：

行李9ia习1}，1i1L

年纪取i百1r t9iqL

例如：

滚水kuon％iulk

女婿r★ylk 9yJb

例如；

恶水习aq^fulk

孝顺口iaoJ卜ta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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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去声字，照阴平规律变调。这样的字多来自古人声。例如：

北瓜peiJF kua、lk南瓜 隔扇keqF夸百J

木匠 muqF tO‘ja习J 木囊 mu4r na习、k示利落

2 叠字组

叠字组词语，词性不同，变调规律也不同。

重叠式名词的变调与非叠字两字组相同。例如；
姑姑ku'tF ku'1k 痿痿 uei4Y uei-1L下肢瘫痪的人

姨姨i4y i4L 跛肢palk pall，跛子

舅舅tp‘iouJb t口‘iauJk ．豁豁xuoJl、_xu3uk豁嘴

重叠式动词的变调是前字读本凋，后字读轻声(20)例如。

掂掂tia'l·ti螽 数数 seul·88U

磨磨me4·mo 擦擦ts‘aJ·ts‘a

重叠式形容词的变调是前字读本调，后字读11，“的”尾读33中平调。例如：

新新的oion't 9ian'．1L tiF 老老的]a01]aolL tiF

滑滑的xua4 xua4L tiF 湿湿的#t4§10L tiF

2·5文白异读

新绛方言的文白异读有以下几个特点；

声母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 文读不送气，自读送气。例如：

罢pa4 P‘a4 伴p互q P‘百J～儿

鼻pi4 P‘i1～子 辫pi冱J P‘i螽J～子

败pal4 P‘ai4 笨pen4 P‘on4

背pei4 P‘ei_～书 棒pa习J P‘ez34嵋
夺tue4 t'u04 道ta04 t‘a04

豆tou4 t‘auq～子 赵t#a04 tl‘a04

淡t百_t'fi4 阵t畚on4 tl‘9nq～势

垫ti百J t‘值q 丈tpe{]4 tp‘orJqt词

段tu§q t‘u百J 轿toia04 t9‘ia04~子

杂tsa4 ts‘a4 舅t口ieu4 tO‘i9u_～。

自tsl4 ts‘1J～己 贱t譬i互J t9‘i互J

罪tsuei4 ts‘uei4 妗to ion4 t口‘ion4~子

侄tpt4 tp‘11～儿子 跪kuei4 k‘uei4

(2) 文读是零声母，自读是舌面前鼻音[功]。例如：

约 ie4功iaJ～会(～定) 言ial珏i直1～语

蚰 iou4母iou4～蜒 ． 蜒i百1 ni百1蚰～

饮 ien4功i铷J一马 雁 i百、J轴i宣J鸿～

·6。



韵母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文读是UD，自读是9．例如；

多tuo'l ta、 驼t‘ua4 t‘a1骆一

挪 nual nal～～ 搓ts‘u9、I ts％'i

罗1ual】a1 索su04 s9q～子

左tsuo、I tsoJ

(2)文读是e、ie、ye，自读是a，ia，ya。例如：

撇P‘iel P‘ial 姐t9ie．1 t9ial～～。姊姊

爹tie、tia、{ 茄to‘ie,I：t9‘ial～子

遮toe'l t§a't 斜口iel 9ial

车t§‘e、t馨‘a1 瘸t9‘ye．1 to‘ya-J

蛇§e1昏a1 爷ie-1 ia-1

惹

(3)

百

拍

麦

窄

(4)

碑

锥

椎

谁

尾

zel瓦a1

文读是ai、Ual，白读是ei、uei o例如；

pai,J pei,J 拆ts‘ai4 ts‘eiJ

P‘ai,J p'ei4 塞sai4 sei、I

mai,l mei,J 开k‘aiJ k‘e14
’

tsai、I tsei,I 外uai,i uei4

文读是ei，白读是i或U，文读是uei，白读是Y o例如；

’pei'i。jpi'i 垒lueil ly-I

p[ei'i pfu'l 泪!uei,I ly4

p￡‘eil pt‘u1 苇 ueil y1～子

fei．1 ful J墨g uei、I y、I～牲口

veil i1

(5)文读是叼、ia习、u铷，白读是e、ie、tie、ye。例如：

冷1a习1，lel 惊t9ia习、I t9ie'l

剩夸钓q簪eJ 清t9‘i9习、l tO‘ie、I

冰 pi9习、1 piekx 应nio习q～该琅ieJ答～

平P‘i9习1 P‘ieq 醒9i铀1口iel

明 mia习1 rniel 蝇 ia习1苍～ie．1～子

钉ti均't tiel～子 横xua91 xuel～巴子。横着

听t‘i钓、l t'ie、 王u明1 ye-l~村(村名)

铃1i9习1 1iel

(6) 文读是9习、ia习、ua寸，白读是a、ia、ua o例如：

装pi9习、pfo'l 瓤瓦9习．1 Z．a-I～jL

窗pf‘aq、l pf‘a、I橱l k‘o习、f k‘01

纺l叼1 fwl 昂习a习1习a1

忘Va习、I VoJ 巷x9习q x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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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ta习1 ta、 经t口ia日、t口ia、～纬

汤t‘朝、t‘9、 墙t9‘ier3．1 to‘ie-1

谅1ia日1 1ial 娘nia日1 nial

苍ts‘onl ts‘a1～蝇 想口im31 9ial～要

长t簪。日1 t§91生一 羊ier3-1 i91

肠t夸Cor3．t t爷91～子 光 kuarj't kue'懈，光滑
上畚or3,1督aq 黄xua习1 xue-1

(7) 文读是习尾，白读是。n尾。例如：

梦merj,J men,_l 层ts‘a习1 ts‘anl

肿pfer31 pfenl 蒸t§a习、t畚en't

虫pf‘a习1 Pf‘anl 秤t墨‘钓J t擎‘anJ

蜂fer3"1 fen't 桶t‘u铷．1 t‘uorl-1

灯tarj、f ton'．I 浓nurjl nuen-1

疼 t‘a日1 t‘9n1 聋 1u明1 luen。l

葱ts‘u朝、ts‘uon't 瓮uerjq uen,J

公 kua马、kuan't~鸡 穷 t9‘y明1 tB‘y9n1

空k‘ue习'l k‘uen't～的 胸口ya日、6yon't

簧xuer31 xuen-l锁~ 拥 yorj'{yan'{

声韵都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文读声母是舌尖音，韵母是开口呼或合口呼}白读声母是舌面音，韵母是

齐齿呼或撮口呼。例如：

鹱ts‘uan't t9‘yen't 葚 §anJ口ianJ

醉tsuei、J t口yJ 生 sa日1 oie"-|

穗suei、I 9yJ 睁tser3"t t口ie、

蝉t冬‘螽1 9i鑫1 涩8a0 9ieJ

(2) 文读声母是舌面前音，韵母是齐齿呼，白读声母是舌尖音，韵母是开口呼。

例如：

钎t弘‘填J ts‘百J～头 虹t口ier34 t夸9J

觉toie、J t§aJ～着了 脊 t口i1 tsl-1 背

(3) 文读声母是舌面前音，韵母是齐齿呼，自读声母是舌根音，韵母是开口呼。

例如：

·8 ·

t口iq kei,j

t口‘il k‘eil

9ia,l Xa_

口ie-1 xail

孝 口iaoq xaoJ～陵庄(村名)

成口i巨1 x直1～淡

杏口io习J x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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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儿 尾

新绛方官，不仅名词常带儿尾，重叠式的动词、、形容词、量词的叠字后面也常带儿

尾。如“小壶儿”、“白兔儿’’、“搓搓儿”、“揉揉儿”、“甜甜儿的”、“圆圆儿

的”、“月月儿"、“回回儿”等。

新绛方言的儿尾，作用跟北京话的儿化相似。一是表示细小的意思。如“盘儿”指

小盘儿，“盘”指木制的大盘' “兔儿”指小兔儿，“兔"指大兔。二是表示喜爱的意

思。如“墩墩儿的”，指人是健壮的意思，指什物是厚实的意思。“丑丑儿的一不是丑

陋，而是俏气，耐看的意思。三是使语气婉转含有商量、恳请的意思。如“让让”是要

求让开，“让让儿”是请让开，并询问可以不可以。这几种感情色彩往往交融在一起。

因此一些含有贬义和表示笨重什物或动作的词儿，都不带儿尾。

新绛方言的儿尾是自成音节儿的[ar]。加儿尾有时影响前字的韵母由高元音向低

元音变化，或由低元音向高元音变化，在“AAJL”等重叠式里更为明显。

(1) [a]，[ial，Eua]加儿尾，主要元音EaJ变成[日]J [磊]、 [i轰]，

[ui]、 [y亘]加儿尾，主要元音[螽]变成[百]。例如：

基本韵母 例词 加儿尾音变
a 把把儿 [pa>pe ar]

爬爬儿 [p‘a>p‘甘ar]

ia 芽芽儿幼芽 [玮ia>功i甘 orJ

痂痂儿 [t9ia>t口沁or]
Ua 褂褂儿 [kua>kue orJ

划划儿 [xua>xu曰or]

a 篮篮儿 [培>埯arJ

盘盘儿 [p‘百>p‘百 or]

i豆 面面儿粉末 [m强>mi百 ar]

边边儿 [pi百>pi蠢 9r]

u直 罐罐儿 [ku百>ku吾or]

缓缓儿 [xu萏>xu话 ar]

y百 卷卷儿 [t口y螽>tIzy爸ar]

圈圈儿圈儿 [t口‘y螽>∥娟 9r]

(2) [ai]、[uai]加儿尾后变成[￡]、[ue]，Eel]、Euei]加儿尾后

变成[e]、Eue]， [80]、Eiao]加儿尾后变成[。]、Eio]·例如：

基本韵母 例词 加儿尾音变

aI 牌牌儿 [p‘ai>p‘三 ar]

晒晒儿 [sai>88 ar]

uai 块块儿 [k‘uai>k‘u暑9r]

拐拐儿手杖 [kue．i>kue or]

ei 塞塞儿塞子 [sei>S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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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i

aO

lao

勒勒儿

回回儿每次

归归儿除一除

熬熬儿

淘淘儿

漂漂儿漂一漂

庙庙JL,N备jL

rlei>le gr]

[xuei>xue llr]

rkuei>kue 9r]

[Ilao>习o 9r]

it‘ao>t‘a 9r]

[p‘iao>p．i3 9r]

[miao>mio 9r]

[1]、[1]、[i]、[u]、[y]、[9]、[ia]、[u9]、re]、[ie]、

[ue'l、Eye]、[an]、[ion]，rugn]，Pyon}、[锄]、[i朗]，[u钓]、

[YOgi等韵母加儿尾，不影响前字原来的韵母。

·罩O·



第三章 同音字表

凡例

1．本表按新绛方言的语音系纺排列。先按的母分部，同韵的字按声母排列，声韵

相同的字按声调排列。声母、韵母、声调的次序见第二章2·1、2·2、2·3节。

2．字下加单线“——”表示白读，字下加浪线“～’”表示写的是同音字。
3．方框“口”表示没有适当的字可写。字右下角的“旧”表示旧时的读音。

4．一字有两种以上读音，既不区别文白，又不区别意义，用小号数码1、2注于

该字右上角。

5．注释中的“一”号，代替所注的字，如“恶可～”等于“恶可恶”。

6．表示亲属称谓的单音词，对人称说读本调，面称读55调。如“爷”对人称说读

[1ad]，面称读[ial]。我们把面称视为变调，本表不予收录，在“分类词表”中说明。

7．助词总是随着前一个音节变调，没有固定的调值，记在同音节的去声字后面。

8．拟声单音词，有的读55调，有的读51调，与上声、去声近似。分别记在同音节

的上声字或去声字后面。

a

P [、I]扒巴芭疤 [1]琶琵～跋拨杷

枇～． Ill把～柄把～守 [q]八罢

～了霸坝爸剥～蒜把斧～ 叭枪声

p‘ [．1]跋琶琵～爬拨杷 [J]帕巴下～

子。下腭怕罢～了口鞭炮声
m

p置

pt．

量

V

t

[、1]妈 [1】蟆圪～：青蛙麻 [1]玛

～瑙马码 [J]抹～桌子骂蚂蚍蜉～；蚂

蚁摩～袖子。用手掌把袖子向上捋起

[、I]抓 [1]爪狗～子

[、I]口～～；尿尿声

[1]伐筏罚乏 [1]耍 [J]袜

(旧)良～片：旧袜子裁开做成的尿布 发届Ⅱ

法方～

[1]口揉成团儿或弄零散了 [J]袜一子

[、I]瘩圪～[1]达[1】打[J】口

～圈；给猪配种 答搭大口～～。吆喝牛向

右 口～：吆喝牛向前进
t‘ [1]他 [．1]踏沓一～子 [J】塔

榻塌踏糟～獭水～
n [1]拿 [J]纳捺
1 [、]拉 [1]栏sitt～Jb [q]腊蜡

辣癞旯圪～了来～
is [、]渣豆腐～口睬上 [1]铡炸用

油～ 杂砸咱 [_1]口剁馅儿或和泥的动

作 柞眨 [_]睫眼～毛：睫毛 蚱蚂～～

栅～栏孚 诈榨～油 炸～弹咂匝轧口耳

朵～起：耳朵竖起(有贬义)

t8‘ [1]查山～ 叉权差～错 口～化头，
乞丐 [1]察口堵铡～刀杂茶搽查调。

茬砸 [1]喳炒菜声 [J]口～子擦

插诧 岔汉口拍钹声 嘹切菜声
s [1]沙纱搬～手 [1]炸用油～ 【1]口

～子：只有屋顶的房子 搬散布洒 [、J]口

～麻：收割麻搬把米面散落在地上杀萨霎口
～～。骤雨刚下来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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