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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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试印过平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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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化建设方面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为了便于比较，山西各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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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藩是我阑耋萎麴麓源楚没基缝。蠢黯不仅宥率富豹煤炭资源， 蔼赶有丰富魏语

言资源。我院语言研究所从这个实际出发， 提出了编写山西垒省各县(甫)方宙志的

研究繇蘧，经过垒匿哲学社会辩学规翘镊警小组批准， 戮为第六拿五年计划蜇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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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决定正式爨版《出蹰省方富志丛书》，诗越每年编辑见释，陆续逛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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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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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以记渌和分析方言事实为主，所列材料都是作者突地调查所得。

这套丛书是由我院语言研究所温端改同志主编的。中麟社会科学院语畜研究所原所

长李菜先生为丛书写了总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熊正辉、侯精一，哿巍和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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獭的编

写夜出版工作。在这燕，我嚣谨向能钌以及关心这套丛书蔚语言学界其德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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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发行囊夺，编排难度帮很大的丛韶筋出薅瘫校联会凄版社秘露榭厂憨同志表示谢意l

n{西省社舍科学院 1989龟三12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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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 地理概况

沁县位书长治市的北部，太枯与太岳之闻。地理座棕是北纬36。417，东经112。42’，

东南与襄垣菇邻接，东北和乾部与武乡县镊毙连，孬就和平遥接壤，西蔼与沁源县隔啦福

望，南面与屯留县连接。县城北距太原158公里，南距长治市城区88公里。太(原) 焦

(佟)铁路缀贯垒境，=沁《沁源、沁县)公路横穿东西，太(原)洛(熙)公路缴连南北。

沁县地势i申要，交通方便，历史上称劳“薯匕控晋阳，潦襟潞泽”。

境内地形狭长，东西宽23公胆，南北长54公里，总面积为1297平方公里。其中山区

占19。5菇，乎朋占15菇，丘陵地占65．5％。乎均海拔1000公尺。西面最高的出峰棋盘啦海

拔1743公尺，北面有侠牛由、复瓮出、玉泉由等，南面有云梦啦、疆龙出、龙门由、凤

凰山、石梯山、瓮城山等，海拔都在1000公尺以上。浊漳河自北南流，沿途接纳迎春、景

春等十尼遵支淀，缴穿全甚，淀入襄垣，滤域蘧积占垒疑惑面积的77菇。

垒县行驶区划计有：城关、新店、故县、郭村、漳源五个镇，段柳、樊村、南里、南

池、待贤、杨安、南泉、南仁、册村、漫水、迎春、羊庄、松树、次村、南涅水、西汤

王6拿乡，316拿行改村，829今交然树。根据1982年善查绕量手，垒县共有160053入，27906户。

人民生活主簧依靠农业收入。主要作物有谷子、高粱、玉米、小麦、豆子等。全鼓耕地

面积为393232亩，人均2．7亩。

1·2 历史沿蕈

沁县也耘沁摧，吉称铜鞣县。周赣初率楚赤狄族聚詹豹遣穷。春秋封壤晋，晋封其地

为辈舌大夫食邑并在今故县镇东十里的地方为羊舌氏筑城，还大修离宫别馆为晋最高统

治者出巡及按见宾客之用。秦、汉时属上党郡，设钢靼县，县治在今之古城村。魏、晋时

未变。北魏廷翱2年(公元433第)属乡郡。簿舞塞S年(公元583年)废鄹。开盎王4年

(公元594年)属沁州，州治在沁源。唐武德6年(公元623年)县治移今沁县的故县镇，

改属韩州。贞观17年(公元643年)又转隶乎上党郡。朱太乎兴阑=年(公元977年)建威

脞翠，领锅鞭、武乡、沁源、绵上四县、治所在今沁县县城疲蝰。金天会六年(公元l王

28年)升威胜军为沁州，属河东南路。元仍称沁州，属晋宁路。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举)直

隶子山西布改使司，领辖沁县、武乡二县。清味变。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废髑。抗

西藏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自罾路为界分属于太褥、太岳两行署。自晋路以东为太行行

署，自晋路以西为太岳行暑。1949年垒国解放后，仍I殳沁县，属长治地区。1958年沁县、襄

垣、越源三县会并，仍称沁县。1959年三县又分治，妖治地区改称晋东南地区，1986年晋

拳南地区慧铷撤销，所属各县分别划归长治、晋城两市，沁基归属长治市。

·1·



1·3 方宦概况

沁县是属于长治市的一个县，但在语音方面却与长治市和长治市所属的其它各县都

有显著的差异，差异最大的是下同五个方面：

1．“离、儿、驴’’同音，都读[or]。

2．“基、低、资、支”同音，都读[tSl]；“欺、梯、此、迟”同音，都读Its‘1]；

“酉、思，诗”同音，都读[s1]。

3．没有儿化韵或儿后缀。

4．子尾都读“嘞[-19P]。

5．阴平与．b声同调。

以上五点仅1．2两点与武乡相同，其它三点与长治市及其所属各县都不一样。

沁县方言有老派与新派的差异，如“吕、旅、膂、虑”老派读[ar]，新派读[fuel]。

沁县境内虽然丘陵很多，但交通比较方便，因此语言基本一致。仅东南与东北，北部

以及西北部靠近襄垣、武乡、平遥三县的边界上的几个乡镇，因受三县口音的影响，说

话时带有一些邻近县的口音或既不同于本县又不同于邻近县的变异音。分另8说明如下。

东南与襄垣交界的次村乡、新店镇、南池乡、待贤乡都带有襄垣口音及变异音。

如“子尾”，沁县读[，107]，这几个乡镇都读成襄垣口音的[tta?]；“驴”与语气词

“兰”，0b县分别读作f9r1 o[·1是n]，襄垣读为[1y]和[·la]，这几个乡镇则读成

[in] ([u]是舌尖函I唇元袁)和[1i￡，i]了。
’

东北和北部与武乡相邻的次村乡北部、‘松村乡、南涅永乡、两汤乡东部都带有武乡

I：1音。如誓子尾”，沁县读[，laP]，这儿个乡都读成武乡口音的[·t。P]，又如“房”，

沁县读音是雎5]，南涅水乡与西汤则都读成武乡目音_!{白[错]：语气词“兰’’沁县读

[，lan]，武乡读[·1。]，这几个乡读成即非[·1。n]．又非[·1￡]的变异音[，1io]。

再北部与平遥按界的西汤乡西部带有平遥El音，如“粪、风”沁县读[fa日]，这个

乡西部有的人读成平遥口音的[xu8rj]。“子尾”也读[·toP]；有儿化韵。

本书记录的是以城关镇为代表的沁县话。发音合作人主要有秦贵芳，男，．50岁，段

柳乡人，高中文化程度，干部；李桂花，女，46岁，城关镇人，高小文化程度，工人。

两人都能说纯正的城关镇话。

l·4 音标符号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用五度制声调符号．

·2‘



第二章语音分析

2·1 声 母

沁县方言共有21个声母(包括零声母)

P 班帮崩八p‘ 爬婆盘朋m妈苗忙灭f 反方发服v 窝弯文物

t 大点丁得t‘ 他桃听铁n 你男农纳 1 罗连龙力

ts 资支弟鸡ts‘次昌梯齐 s 思诗西 z 然让日入

t9 街尖者这t9‘千强车 口 鞋下社设

k 哥跟刚格k‘ 可跪宽客习 爱蛾安恶X 河含红黑

a 也荣云育

说明：

1． [p、P‘、m、n]与舌尖前韵母[1]相拼时都带有一个舌尖前浊擦音[z]的过

渡音。

2． [n]在开口呼韵母([1、q]除外)、合口呼韵母前是In]，在齐齿呼韵母

前是[功]，在[1]前是[nz]，在[q]前是[靴]，本书一律记作In]。

3． Its、ts‘、S、z]与韵母[a、5、q]拼合时唇较圆。

4． [k，k‘、_|口、x]与韵母[o．锄]拼合时舌位较前，实际音值近似([c、c‘、J1，

g]，与韵母[a、5]拼合时圆唇。

5．零声母[0]只和齐齿呼、撮口呼韵母拼合，不与开口呼([9r]除外)，合口

呼韵母拼合。

+2·2 韵母
．一 ．：’～

’

沁县方言共有韵母39个：
a 麻大拿他

￡ 派买来才

。 抱冒老好

。 卧窝我

Y 设溶磨河
ei倍配妹

9U抽卢怒周

1 思时低机

9r儿耳礼驴

an班蛮扁占

5 邦郎当钢

ia 牙加夏

i。 蛇遮也鞋

ia 票苗鸟笑

iau牛九秋休

I 边偏连尖

ij 羊将枪相

Ua瓜夸抓花

u8乖怀快帅 y8靴瘸

uo多过罗火

uei退税全宣

U 五布组古 q 鱼雨居许

uan暖乱管欢

u5庄床双光

·3一·



9日本分更正 i习因金英京 ue习红龙公孔 y习云用军匈

A2舌杂热恶 iA2甲瞎协匣 uA}桌刷握郭 yAP月缺觉崛

。P 责尺十不 i02一及七席 u92鹿国骨 y02局曲玉育

即母亩某墓

说明：

1．Eo]只与声母[v]拼合。

2． [iou]在[i]与1[au]之间有一个过渡音Ey]，与普通话的Eiou]读音不同。

3． [1]与普通话的[i]相比舌位稍低，有时还带有轻微的鼻化。

4．E5、i5、U5]在说话中往往丢掉鼻化“～一，变为纯口音[。、io、uo]。

5． [AP、iA?、uA?、yA2]中的EA]口形较开，舌位较低，近似EQ]。

6．喉塞音韵尾[P]在说话时有时丢失，变为开尾韵。如“说话"[SU02'l xual——

su01 xuaJ]，“学习" [piA2J 9i9P1——9iAJ 9ia_I]。

7．沁县方言中还有一个自成音节的韵母En]，它只在记录I：i语中的“你帮和表示

应答的语气时使用，本书没有收入。

2·3 单字调

沁县方言有五个单字调。

阴平上声,1213 知高西天安边尊先因英

纸稿洗掩板往准引影醒

阳平 q33 羊房壬良常黄红炉睛驴 ．

去声 155 道路最对后事治被睡贵

阴入 214 入尺力说国玉曲黑备七

阳入 Pd213 俗学习毒夺极白拾合局

阴平上声与阳入调值相同，都是“J213"，不同的是后者带喉塞音韵尾[2]。

阴入的实际调值稍高于“13”但还并不到“14一，为了与阳平区别，本书记作“14”。

阴平上声包括古清声母的平声字与古清声母和次浊声母的上声字，这两类字在连读

时变化情况不同，根据连读变调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我们把古清声母的平声字叫阴

平，古清母和次浊声母的上声字叫上声。

阳平包括古浊声母的平声字。

去声包括古去声字与古全浊声母的上声字。

阴入大致是古清声母的入声字和古次浊声母的入声字。

阳入包括古全浊声母的入声字。

轻声字很少。只有语气词“畦、呢、咤一和具有多种用法的“嘞"等。

本节只讨论两字组的变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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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读变调区别阴平、上声

阴乎上声在两字组中作前字时，根据连读变调的情况分为两类；阴乎，上声。古清

声母的平声字是阴平，古清声母和次浊声母的上声字是上声。现将这两类声调在连读变

调中各自的变化规律对比说明如下。

(1) 阴平在阴乎(也括叠字组)前，前字变。22一，后字不变，阴平在上声前，

前字变。22”，后字不变。

阴平在阴平前(包括叠字组) 阴平在上声前

三斤san,t1．t9i习J 率马t∥ieJI-ma,i

东风t∞习JI．t明J 生产ss目,t1．ts‘明J

高山koJl-san,I 工厂kuoQ,Ig ts‘5,1

飞机fei,ti-tSl,I 真理tsoQJl-arJ

天天t‘I“t‘IJ 修改9ieudg kCd

刚剐kSJl-k5,1 心理oioJI-a¨

(2) 上声在阴平前，前字变。41"，后字不变l上声在上声前(包括叠字组)，

前字变搿13嚣，后字不变。

上声在阴乎前 上声在上声前(包括叠字组)

马车maJ入t9iCJ 美好meiJl,xoJ

雨衣zqJ卜z1J 久远t口isu,ll,zuoi,i

海军x8J卜tcyQ,I 软米zueiJb m1J

普通p,UJk t‘u朝J 软水zuei,ll,sueiJ

五斤vuJk 19i习J 走走tsoudk tseu,4

纸张tslJk tsSJ 改改 kg,tk koJ

上声叠字组如果是表示亲属关系的名词变化比较特殊，一般是“41+55"，也可

读作“2l+33一。如；

奶奶ne,lk neJr 婶婶蹄司,lk 8a习Jr

哥哥l疆Jk l“J广 嫂嫂so,lk soJl"

(3) 阴平在阳平、阴入、轻声前，前字变“22”，后字不变，上声在阳平、阴

入、轻声前，前字变“41”，后字不变。

阴平在阳平前 上声在阳平前

单纯tan,tg ts,uog．{ 改良keJ卜li5．I

先前Cz,ll-tllq-I 吐痰t‘uJk t‘anq

刚强k5J【．t9,iSq 点名t]dk mi习．I

清明t口·i日JI-miQq 党员tS,lk zuaiq

光荣kUSJl-y日1 酒瓶t口iauJ卜p均1

高梁ko,il．1iSq 小虫9iaJk ts‘u润．I

上声与阳平组成的偏正结构有的不变，可看作例外。如“火炉”[xuoJ laul]，水

牛”[suei,J niou．I]、“草鞋"[ts‘aJ口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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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在阴人前

工业kue习JI．iA21

钢笔蜗JI．pbPl

蜂蜜f9习’{I．rnia21

亲切t矿j习JI-t9‘jA 1

西北slJJ-pie?1

三尺sanJI．ts‘92 1

阴平在轻声前

他嘞t‘aJI-·19P

车嘞t9qo非·IaP

． 锅嘞kuoJI．·1a2

口兰·tsu明JL．Jan

稀睦睦SlJI-*Va·Va

上声在阴入前

宝塔poJk t‘A2 1

祖国tsu,lk kue?1

体育ts‘lJk ya2l

小麦劈io vlk miAl

九只t口i9uJk tsa2 1

产业ts‘anJk iAI

上声在轻声前

我嘞voJk·192

小嘞9ioJk·le?

走嘞tsauJK·laP

好兰xoJk·lan

跑睦P‘OJk·va

(4) 阴平在去声前，前字变“21”，后字不变；上声在去声前，前字变。41"，后
字不变。

阴平在去声前

相信口i5Jk 9i习1

青菜t9‘幻扒ts‘：1

医院zlJk zuei]

松树suag Jksu3

希望SlJLv53

新路9玛Jk len3

上声在去声前

广告kuSJk k03

考试k‘oJk s13

写信9izJk口iDl

草帽ts‘oJk m01

解放t9izJk 151

好看xoJk k‘锄

(5) 阴乎在阳入前，前字变“22竹，后字不变；上声在阳入前，前字变“13"，后
字不变。

阴平在阳入前

书局suJI．tcye?j

风俗fegJI．CyaJ

生活sor3,1 II XtlAPJ

三十sanJI．so?j

清白t9‘i习JI_piA2j

通达t‘u9习JI．tA2J

阴平和上声的连读变调情况总括列表如下：

·6‘

上声在阳入前

朗读]SJk tua2J

小学piaJI，9iA2J

宝石po,fl,sa?J

种族tsu叼Jp tsuo?J

九叠t9igu,ll,t认2J

五合vuJl，XA?J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人 阳人 轻声 叠字

213 33 213 55 4 213 20

阴平
22+213 22丰客3 22+213 21+55 22+4 22+213 22+’20t ；22+213

213

上声

213
41+213 41+33 13+213 41+55 41+4 13+213 41+20 13+213

① ④

说明t

“①睁表示有少数偏正结构不变调，

“@”表示亲属关系的叠字组变调情况特殊。

二、其它两字组的变调。

上面只讨论了与区别阴平、．上声有关的两字组的连读变调，下面再谈谈其它两字组
的变调。 +、

l、阴平、上声、阳入在去声后都变为“31”，前面的去声不变。分别举例如下：

防平在去声后

细心Sll 9均Jk 电灯t11 t叼Jk

外交vzl t9iaJk 旱灾xan'l tsB．1k

四斤s13 t口如JI、 大衣talI z1Jk

上声在去声后
⋯

户口xu3 k‘auJk、 部长pul tsc,披

罢免pall m1．4k 外表v61 piodk

料理lial ar,4k 报纸pcl tsl’Jk

阳入在去声后

汉族xanll tsua2J k； 计划tSl3 xuA?4 k

矿石k‘u53 sa?,4 k 大学ta3口iA?4k

硬席幻1 9ia?dk 乱杂luanl tsA7．Jk

动宾结构不变。如“看书"Ek‘anl suJ]，“坐车"[tsuol桫ioJ](阴乎在去声后

的动寒结构)卜“送礼"[su叼l ar_I]，“变脸移[pxl IiJ](．上声在去声后的动宾结构)，
“做活一et8i101≮u衄J]、“放毒竹[i51 tu92J](阳入在去声后的动宾结构)。

2，阳乎在阳平前(包括叠字组)，前字不变，唐字变矗妒，

农民n9习．I m岫_l} 年龄nI．I li习．1}

羊毛i54 ma_l} 前门tn．1 m铀1}

平常p幻．f ts‘5．ff 红糖xueq．I t'5-t}r

瓶瓶P‘in．1 P‘均1} 盆盆P‘叼p明1}

人人z如_l z叼．I} 壶壶xuq xuqt

瞧瞧t口‘ia_I tO‘ialI} 求求t9‘iauq t9‘ia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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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阳乎在去声前，前字变“3”，后字不变。如1·

群众t叠‘y习．I}tsuq)1 评论P‘iml}1u蜘1
人性zo{H F口幻1 墙报t9‘i5-I}pol

行路口j习．1}leul 红布 xu铀．1}put

4、去声在去声前(包括叠字组)，后字变“5”，前字不变。如：

大事tal sllr 破旧p‘ol t9ioul『

痛快t‘u铀1 k‘u￡1『
、

秀丽口iou．1 arlr

道路t01 leul r 配套P‘ell t‘31r

样样i51 i51 r 件件t口i1 t9ll r

洞洞 tu9习1 tu叼1 r 罐罐kuanl kuanl：f

照照ts31 ts31[ 渐渐tell t9il r

上述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情况综合如下表。

～后 阴平 上声 阳平 去声 阴入 阳入 叠字 轻声
前＼＼字、

213 213 33 55 4 213 t20
乒 ＼

阳平
33+3 3+55 33+3

33

去声

55
55+31① 55+3l⑦ 55+5 55+3l④、55+5

阴入

4

阳入

213

说明l

，1．誓_一”表示不变调。
2，“①，②，⑤竹表示动宾结构不变调。

3．阳乎翻去声的变调都是长调变短调，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为了标音和印刷的
方便，以后备章对这两类字就只标本调，不标变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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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同音字表

本表按韵母顺序排列，同韵母的字按声母顺序排列，声韵相同的字再按声调顺序排

列。声母、韵母和声调的顺序分别见2．1，2．2、2．3。

阴平上声中所包括的阴平字、上声字采用先阴平盾上声的顺序分别播列，两类字中

间使用圆点“·"隔开。如果只有阴平字时，就把阴平字列出，只有上声而无阴平字时，

则在上声字前先标一圆点。如；pad巴芭疤杷趴·把靶，t'oJ他它；，liaJ·俩。

一字有两种读音或三种读音的(异读字)，在字的右上角用数字1、2、3加以棕注。

如l硬1n幻1，硬2i习10
；

字下加单横线“一"表示白读，字下加双横线“=”表示文读。如：天to‘IJ，天
一 =

t‘I几
，

字下加浪线“～”表示写的是同音字，如无同青字时用“口”替代。如：扁pa曼!，口t‘8习。
注文中加“～骨表示所注的字。如：端tanj~午节

a

[J]巴芭疤杷爸人一叉。两腿分开·把

靶[1]把～锄耙霸双罢

[-I]爬耙钉～[1]怕帕

[J]妈·码玛蚂马[-I]麻[1]骂

[J]洼睦蛙挖·面砖√娃[1]瓦～刀

[幻。-打[1]大

[J]他它

[J]哪[_1]拿[1]那

[J]拉～车

[J]查姓渣楂山～[1]诈榨～油炸～弹

乍·掌一巴～

ts‘ [J]差～别权枝～叉·视n]茬查调～

搽茶[1]岔厦

s [J]沙砂纱萨·傻洒搬[1]口挑选筛选
k 【J]口人品不好．坏主意多．
x [J]哈[_I]蛤～蟆
a [J]啊

1"1 [．f]口他、他们，
1 [’1]·俩
t9 [J]家加枷嘉佳笳·假真一贾[1]

假请～价架驾嫁稼

t9- [J]·卡

9 [o]虾[_I]霞暇瑕[1]下夏吓～一跳

0 [J]鸦·亚哑雅[-I]牙蚜蚜崖涯

[1]轧

Ua

ts LJ]抓‘爪鸡～

s [J]·耍

k [J]瓜呱·寡剐[1]卦挂褂

k‘ [J]夸·垮胯[-I]挎跨

X [o]花哗～、， [．{]铧华哗一众取宠

划～船[1]化画话划计～桦

￡

p [J]掰·摆[1]败拜湃

_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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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牌[1]派

【J]·买[．I]埋[]]卖迈

[J]歪[1]外哪 t口‘

[J]呆·歹[1]代袋贷带待戴大～夫 口

口～～(数量多)

[J]胎苔舌～[．{]台抬[1]太汰态

[J]·乃奶[1]奈耐 ，P

[-I]来莱睐[1]赖癞

[J]灾栽·载记～[1]载～重在寨债 p‘

[J]猜差出～·采踩彩[．I]才财材豺

柴裁[1]菜蔡 m

[J]腮筛EIJ赛晒

[J]该·改[1]盖概丐t

LJ]开·凯慨[]]忾敌一一

[J]哀挨唉埃·矮碍蔼[_I]挨一打t‘

FIJ艾爱暖隘

x [J]咳～声叹气·海[．I]孩[1]害亥

骇

i￡

t [J]爹

t9 [J]街阶皆遮·姐解者[iJ界介芥

疥戒械借届这蔗

t口‘ [J]车·扯且[-I]茄[1]趄

口 [J]·写舍～弃[．}]斜邪鞋蛇Ill奢赊

谢泻卸懈解姓蟹射麝～香舍赦社

0 [o]奢赊·也野冶惹[_f]爷耶

[1]夜掖腋液

U￡

ts [J]·口摆阔气[1]拽
ts‘ [J]揣[II踹

s [J]衰摔·甩[]]帅率～领

k [J]乖·拐[1]怪

k‘ [1]快筷块会～计
x [41淮槐怀[]]坏

·10‘

ys

[．I]瘸

[J]靴

a

[J]包苞刨～地·保褒宝饱[]]报暴

爆曝豹抱刨鲍饱

[J]雹泡灯～抛剖胞·跑[-I]袍[1]

泡～菜炮

[J]矛·卯铆[．{]茅猫毛锚[1]冒

帽茂贸貌

[J]刀叨·岛捣祷倒蹈DJ到倒～水

道稻盗导

[J]涛滔韬掏·讨[．1]桃逃淘陶萄

[1]套

[J]·挠恼脑[1]闹

[o]·老姥[41劳捞唠牢[1]涝

骆～驼

[J]朝今～昭招沼遭糟嘈·早枣找蚤

澡爪～牙[1]赵兆肇照皂藻燥诏笊灶罩

[J]超剿巢钞抄操·吵炒[．I]曹槽

朝～代潮[．I]造糙躁

[J]烧捎梢骚臊～气·少缺～嫂扫～地

[]]少～年扫～帚臊羞～邵稍绍

[J]·扰绕[．1]饶[1]绕～圈子

[J]高篙膏～药羔糕·搞稿[1]告

膏～油

rJ]·考烤[1]靠搞

[0]熬～菜·袄[]]奥懊傲

[J]蒿薅～草耗。费·好[1]诰豪毫

壕号～哭[1]号～召好～恶耗

ia

[J]标膘镖彪·表裱[]]鳔

[J]漂飘·漂～自[．1]瓢[1]漂～亮

[J]·秒瞄渺藐[_I]苗描[1]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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