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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说

1．1地理和人口

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自治区政

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信息中心，是连接天山南北、沟通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交通枢纽。乌鲁木齐位子天山北麓的冲积

扇上，海拔680～920米，处于东经86。40’一88。55’‘和北纬

43。15’N44。20’之问。她东临吐鲁番，南联冰达板，西瞻昌

吉平原，北望准噶尔盆地。鸟鲁木齐河由南向北纵贯市区。

乌鲁木齐市总面积11440平方公里，市区东西宽2—6公壁，

南北长16公里，面积49．3平方公里。

乌鲁木齐市行政管辖为7区1县6场。7区即天山区、，沙

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头屯河区、南山矿区和东山

区，1县即乌鲁木齐县，6场即五一场、三坪场、西山场、头

屯河场、104团场和养禽场。

乌鲁木齐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有维吾尔、汉、回、哈

萨克、满、蒙古、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壮、

柯尔克孜、东乡等13个主要民族。1985年末全市总人口1172

335入，其中汉族868789人，约占总人口的74％，维吾尔族

138546人，约占12％，回族115746人，约占10％，其余各民族

人数较少，合起来约占总人口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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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历史沿革

靠乌鲁木齐”在准葛尔蒙古语中是靠优美的牧场"之

意。乌鲁木齐在古代就是一个天然的牧场。两千年前，她是

西域36国中车师后国的一片领地。汉朝开始移民拓荒屯垦，

兴办农业，隋代和内地的频繁贸易往来进一步带来了中原文

化。702年，唐朝在现乌鲁木齐九家湾地区驻军屯垦并修筑

城堡，乾隆20年(1755年)清政府平息准葛尔叛乱时，故城

在战火中焚毁。乾隆23年(1758年)，清朝驻军在鸟鲁木齐

河东修筑营堡，乾隆28年(1763年)又筑建新城，命名“迪

化”(意为启迪教化，带有歧视少数民族的含意)。乾隆3G

年(1765年)接迪化城北垣建新城。清光绪lo年(1884年)

新疆建省，迪化为新疆的省会。1954年改称乌鲁木齐。

1．3 乌鲁木齐汉语方言概况

1．3．1乌鲁木齐的语言环境

乌鲁木齐的语言环境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多民族语言

共处，多汉语方言相间。乌鲁木齐的各民族除回族和满族

外，多有自己的语言。由于入口及其他原因，尤以汉语和维

吾尔语最为通行。在乌鲁木齐市社会生活的正式场合，比姬

集会、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汉语和维吾尔语同时使用。

汉字和维吾尔文字也同时使用，比如商店招牌、路标告示、

政府文件、报刊杂志、各种证件等。因此，乌鲁木齐通晓

汉、维两种语言的人较多。这样，两种语言的互相渗透和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以借词明显。例如，维吾尔语中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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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译借词laza[1aza】(辣子。前面是维吾尔新文字，后面

的方括号里是国际音标。下同。)jado[d3ado】(铡刀)，

hasing[xasiO](花生)，bolding[b￡ldig](板凳)等。汉语

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也很多，详见第五章附录一。回族和维吾

尔族都信奉伊斯兰教，念经文都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因

此，回民语言和维吾尔语中就有一些相同的阿拉伯语，波斯

语借词。下文例词先用汉文同音字注写，然后释义，乌回话

读音用国际音标注写，维吾尔语先用新文字注写，然后用方

括号转写国际音标。阿拉伯语借词如：主麻(聚礼日)，乌

回话[培u 52ma21】，维吾尔语jumo[d3um￡】；伊玛目(清真寺教

长)，乌回话[ji 2 1ma2 4mLl 52】，维吾尔语imam[imam]。波斯

语借词如：乃玛孜(礼拜)，乌回话[n￡2 1mcl 24tsl 53]，维吾

尔语nornaz(n￡maz】；闪拜(伊斯兰教的礼拜一)，乌回

话[§两5 2p￡：2 1】，维吾尔语xanbe【J￡H1b已]。

乌鲁木齐的汉语方言有两类，一类是“客居”该地的汉

语方言，一类是鸟鲁木齐的‘‘正宗”汉语乡土话。客居乌鲁

木齐的汉语方言包括全国七大汉语方言区的各方言，尤以北

方方言为多，如陕西话、甘肃话、山东话、河南话、河北话、

四川话等，其次是吴、湘、粤、闽、赣、客家等方言。这是因

为乌鲁木齐使用汉语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尤其解放以后，内

地各省人大批涌往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同时也带来了原籍方

言。这些客居的汉语方言大都没有再生能力，即使有再生能

力也极弱，再生范围也极小。乌鲁木齐正宗汉语乡土话有两

种，一种是乌鲁木齐汉民汉语，一种是本志魇记的乌鲁木齐

回民汉语。它们是在乌鲁木齐“土生土长"的，较客居的汉

语方言在乌鲁木齐的历史要长，它们有较强的再生能力稆传

播范围，在乌鲁木齐使用汉语的社会交际中，占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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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对新疆各地的汉语土语还有“标准语’’形象。大致说来，南

疆各县和伊宁地区各县的汉语土语与乌鲁木齐回民汉语音系

接近，北疆知东疆各县的汉语土语与鸟鲁木齐汉民汉语音系

相似。
’

1．3．2乌鲁木齐的回民语言

回族与新疆的关系可上溯到明朝。但因种种历史原因，

那些与人俱来的回民语言或失传或被融合，与今天通行于新

疆的回民汉语失去了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而现在通行于乌

鲁木齐的回民汉语，是清朝末因陕甘等地大批回族居民不断

西迁所形成的。这些回民西迁，或避难，或逃荒，或败逃，

或屯垦，或经商，或投亲，人数很多，并络绎不绝。这些西

迁回民以陕西人居多。①在这些西迁回民的陕西话的基础．

土，融合其它汉语方言和维吾尔语的某些成份，并保留了回

民祖先曾使用过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的部分词汇，再加上自

身的创新发展，形成了今天乌鲁木齐回民使用的语言(参见

拙文《略论乌鲁木齐汉族话和回族话的形成》《新疆大学学

报》1983年第4期)。从整体考察，乌鲁木齐回民语言是一

种汉语方言，因此本书称之为乌鲁木齐回民汉语或乌鲁木齐

回族话，简称乌回话。因为民族和宗教的关系，它不同于一

般汉语方言，含有较多的异族语言成份，尤其是词汇，如阿

拉伯语、波斯语和维吾尔语借词。其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借词多是老年人使用，年青人大多不用。有些年青人听得懂

但不说，有些青年甚至听不懂。

①乌鲁木齐回族有一个宗教习惯，即不同来源的人入不

同的寺。解放前鸟鲁木齐有24个回族清真寺，以陕西回族寺‘
居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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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并行的原因

同一城市通行两支势均力敌的汉语方言，这种现象并不

多见。乌鲁木齐回民汉语租汉民汉语同地而处并不合流，主

要原因有五点(详见拙文《略论乌鲁木齐汉族话和回族话的

形成》《新羁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第一，两支方言源头不同。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基本以陕

西话为基础，乌鲁木齐汉民汉语基本以甘肃话为基础。

第二，聚合时间短。乌鲁木齐的两支汉语方言形成、相

聚于一城不过百多年历史，方言的分化形成或合并融合都是

渐变而非突变，形成需要时间，融合也需要时问。

第三，回族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努力保持自己的

文化和语言，这当然是语言融合的障碍。回族父老要求子女操

本民族用语，而回族青少年也有这种语言意识。有些回族公

职人员即使在工作单位说普通话，回到家里仍说回族话。
第四，回族畎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使他们所处的语

言环境相对单纯。这有利于方言的稳固，不利于方言的融合。

第五，宗教的差异。乌鲁木齐的回族信奉伊斯兰教，经

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诵念，因而乌鲁木齐回民汉语中有一

批词语与也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语言相通。这在乌鲁木

齐汉民汉语中却无。宗教的差异直接影响着社会交往，因而也

就影响方言的融合。

1．4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
的主要异差

二者的主要差异表现在词汇和语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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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差异。主要在于回民汉语有一批阿拉伯语、波斯语

借词，而汉民汉语中无。如：乞丐，汉民叫“要饭的"
[iau31 fai31 t181】，回民叫“跌娃乃"[tit

2 4
UCl21 lie

5
2】。又

如：朋友，二者都有“乡党”的说法(汉民音[口iaj0
4 4t硼6 2】，

回民音[口i621 t652】)，但回民还有一说“朵斯提”[tuY
2 4

S121

t'i21】。

此外，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在词的形义结构上

也略有不同。例如：

回民汉语 ， 汉民汉语 普通话

阿爸 爸爸 叔叔

阿妈 妈妈 妈妈

阿奶 奶奶 奶奶

皮实 皮 顽皮

黑饭 黑里饭 晚饭

财主子 财主 财主

涎水帘帘子 涎水帘儿 围嘴

狠猴 狠虎 猫头鹰

热头 日头(或太阳) 太阳

洗水 洗澡 洗澡

窗窟窿 窗洞 窗眼

呱呱牛 蝈蝈牛 蜗牛

放脸子 绷脸子 绷着脸，拉下脸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的词汇差异可参看拙文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词汇比较》(新疆大学学

报》1987年第4期)

语音差异。

一 声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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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汉民汉语有25个声母(包括零声母)，见

表l。①

表1

P并帮P‘盘怕 m慢明 f 番费V万窝

t单肚t‘摊土 n难拿 l兰拉

乜资杂ts‘刺仓 S 思稍

奄制展 奄‘吃厂 管 湿善气日然

话机加 船。期千 玮你娘口 想息

k干管 k‘看宽 习昂鹅X 汗好O英鱼

回民汉语声母见第二章表7。

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在声母上的主要差异是：

l汉民汉语中有声母[V】，回民汉语中无。如：夕b[vai 31置

lu￡“】(竖线前是汉民汉语音，竖线后是回民汉语音。下

同)，玩[van52 lu龟21】

2回民汉语有带唇齿摩擦的【培f、t[f‘、kf、kf‘】声母，

汉民汉语无。如：朱【t[u4‘1t[fu21】，出【t荸‘u
4 4

jtsf‘U21】姑

【ku
44

lkfu21】，哭【k‘u4
4

lk‘u21】。

3 回民汉语有带双唇颤音的[tW、try‘】声母，汉民汉语

无。如：毒[tu 5 2 lttffu2 4】，兔[t‘u
8 12

Ittp‘u“】。

4汉民汉语的【tL-】【t‘i一】音节，回民汉语读【tGi-】

【t够‘i一】，如：弟【ti
31 2

ltel“】，梯[t‘i4
4

lt口q2i 4]，电[ti

an
31

2it9i爱2 4】，跳【t‘iau312It口‘i04 4】等。

二韵母比较

马鲁木齐汉民汉语有32个韵母，见表2。

①表1和表2所用音标符号见“1．5”节。

·7。



表2

1 此枝
1 治吃

a‘JL--

a乏塔
a车婆

ai该来
ei给白

ia夹牙

is业姐

布努 y居区

ua抓夸

uo国挪 y￡学越

uai怪帅
uei追鬼

au豪考 iau叫料

OU沟楼 iou秋牛
an班战 ian千变 uan观乱 yan绢选

碉章方 iaO匠洋 u硼光庄
。a日根更 均音营 u习顿东 y习群穷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韵母见第2章表8。

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韵母的主要差别是。

1回民汉语有鼻化韵[叠、51等，汉民汉语无。如：

千[kan
8 12

fk叠“】，官[kuan4 4}ku庆2 1】，圈[tWan
3 12

lt口

y叠4‘】；帮[Par3“lp621】，粮[1ia刁5 2 Jli5 2 4】，皇[xuaO 52

Ixu52 4】。

2回民汉语比汉民汉语多两个单元音韵母[￡】【o】。

如：盖[kai81 2

lke
4
4】，快[k‘uai81 2 Jk‘u￡4 4】；好[xau

5 2 l
XO 52】，叫[t9iau

81 2 It仁i04 4】

三声调比较

乌鲁木齐汉民汉语三个声调，见表3。

表3

例 字

商剧猪吹边
穷唐古纸老
进道正岸帽

直
4

2抱

凋

类平平声调阴阳去

，．8

．、

●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声调见第2章表9。

回民汉语与汉民汉语声调的最大不同是：汉民汉语3个

单字调，回民汉语4个单字调。① (此注见页10)

1。5音标符号和术语
≮?

一

本书标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使用国际音标的惯例是在

所用国际音标外加“【】”。如【p】，本书常省去q】，，。

现将本书出现的音标符号介绍如下。

1．5．1 辅香符号

本书所用辅音符号见表4。

表4

、、＼、 发音部位 舌 舌 舌 舌 舌
双 唇 ，f、 尖 尖 曲 回

舌
了c

根
发音方法＼、、 唇 齿

刖 中 后 刖 中

塞音 不送气 p t k

(清) 送气 p‘ t‘ k‘

塞擦音 不送气 乜 奄 船

(清) 送气 乜‘ 奄。 协‘

鼻音 浊 m n n 习

边音 浊 l

清 f S 夸 口 X

擦音
浊 V 五

●

半元音 浊 U 】

擦颤音 浊 Ⅲ

表4所列辅音符号所表示的都是一处受阻的辅音，妞

·9‘



[p]，在双唇处受阻，叫单焦点辅音。盔1．4，，节出现的ft鲜、

t匦‘、kf、kf‘、t1王，，t1王，‘】是双焦点辅音，即两处受阻。[t§f、

t∥】是舌尖与硬腭、下唇与上齿两处受阻。[kf、kf‘】是舌根

与软腭、下唇与上齿两处受阻。【t1王，、tV‘】是舌尖与齿龈、上

唇与下唇两处受阻。

1．5．2 元香符号

一、 舌面元音符号

见下元音舌位图。

i两

①：本节所用鸟鲁木齐汉民汉语语音词汇材料源自杨晓

敏教授的两篇文章：①《乌鲁木齐汉语方言语音概说》(新

疆大学编《语言学论文集》 1980年)；②《乌鲁木齐汉语

方言词汇》(《新疆大学学报》 1982年第l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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