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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方言是酒泉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迸程巾形成的独特的出

lí 载体 研究 、 传承i内 >Rh 占，对传辰1四泉历史文化H有重要

的启义

门'光 ，}i 言是宝贵的 11 :物质立化遗产 酒泉方可是ìP9束人民

的件币，和!淀r1 I王富的i内民 IJj 史文化，反映着大 hl(I~Nq J益的时

mrxL't，'í ，代表茜j阿 JH 人民的地.hJ~~IJ 心力和凝聚力，到[;T杆?阿庆

人 L\\M生活、 M杜会、对 (1 然的独1-.\'1惑悟，体现着酒泉人民的

人生圳、价值观 因而，它是润来厚重而宝贵的文化选产研

究、传承i四泉方言，对于传/民和qLt元传统文化、表现民族感情、

体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n次，方言是一种独特的民侨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

一方人都有他们1' 1 己的生活斗惯、生存性楠、文化传成 这种

生活斗惯，这种生仔性楠，这种文化传承，最直接、最淳朴的

表现/了式就是方言 酒泉方占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生成的民

IbJ文化 酒泉地处多民族聚集区，历史上汉族与匈奴、鲜卑、

月氏、乌孙 、 狄 、 羌 、 戎、 IIt蕃、党项、回鹊、满族等少数民

族长期共仔，各民族j'l ij反复碰撞、交流，形成了多元一体、另IJ

具一梢的酒泉方言，蕴藏着大垦的民间文化元素，同时也滋养、

传播 f大量的民间文化 树泉民歌 、 酒泉民间故事等，都因方

言的恰叮使用而洋11~î着浓1î1 í的地方风情;酒泉的地方文艺和地

方文学也因方育的运用而将鲜活的生活阵l景展现给了民者，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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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内泉H言强大的文化感染力

第丁，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方言

都共有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 不管是11内的 Jf1f上尉，还是

比喻、夸张等修辞用店，都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放的文化特色n

酒泉 fT言是特定区域、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斗|占全文

化形态，它所原载的是这方水土人民和1历史的深厚感情.体现

了语言的地域性n 酒泉方言中蕴含养点切而丰富的忖会生活，

珍藏着具体生动和细致传神的生活、情感用语 研究、传承洞

泉方言，对卡富本上人民精 fr~生活，发展地域文化，具有市耍

的促进作用

为保护传承 11二物质文化选产.推动华夏文明传取创JJr民建

设、找们组织编写 f这部《洞泉方言俐'究 > , x、n内取 Ji 厅的形

成、发展和演变剧律 ， y同泉方言的声韵调.主要 [Iinr 、 讯w现

象等作 一个全而探索 相信木 H能对传/如同泉H :f起到积极作

用，也希望更多的有识之上，参与水 t. JJ]"史文化的研究、{专I扎

为Y~9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1

都伟

二O一三年八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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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涌泉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东连张掖市，西邻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南接青诲，北界内蒙古自治区并与蒙古国接壤，

东西长约 700 公里，南北宽约 500 公里，总面积 19.2 万平方公

里，占甘肃总面积的 429毛 。 辖肃州区和玉门、敦煌 2 个县级市，

金塔、瓜州、肃北、阿克塞 4 个县，有汉、回、蒙古、哈萨克、

裕固等 40 多个民族，总人口 110 万人。

酒泉方言是酒泉市境内通行的汉语方言。

酒泉汉语方言归属甘肃方言。 最早给甘肃方言分区的是《甘

肃方言概况~ 0 ( 1 ) 此书以地理和方音特征结合的标准将甘肃方

言分为七个区，酒泉方言归属其中的河西地区，敦煌市单列。

1986 年，张盛裕和张成材的《陕甘宁青四省区汉语方言分区

(稿) ~ .主要以古人声字的今调类和古知庄章日四组声母的今

部位的标准，把甘肃方言分为中原宫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

三区。兰银官话区又分为兰州片、永泉片、河西片、古天片(李

荣. 1985 年;张盛裕. 1986 年)四个片区; 2007 年，锥鹏的《甘

肃汉语方言研究现状和分区~ .根据兰银官话清声母和次浊声

母入声字今读去声的特性，将甘肃的兰银官话分为金城片和河

西走廊片两个片。 综上所述，酒泉方言归属于兰银官话中的河

西片是语言学界一致的观点。

第一章

( 1) 20 世纪 50 年代末.由甘肃省教育厅牵头，组织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的部分语

言学者.对时肃全省 41 个点进行了方言调查，调查的重点是语音。 60 年代初，在全面调查

的基础上.对甘肃方言的语音特点进行了分析归纳.结集为 《甘肃方言概况 ) (铅印本 )ι



酒泉方言指肃州区、金塔县、玉门市、瓜州县、敦煌市党

河以西区域的方·言，不包括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

族自治县和敦煌市党河以东区域的方言。 肃北和阿克塞县主要

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行蒙古语和晗萨克话，也用汉语方言。

敦煌党市河以东区域从地理角度说，属酒泉范罔，但其方言特

征属中原官话秦陇片，故不在酒泉方言之列。

d 第一节酒泉方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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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汉时期汉语主体地位的确立

酒泉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 先秦时期，酒泉境内

居住着戎、狄、羌、民等古代少数民族的游牧部落。 酒泉境内

的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古代羌族的一支，该

文化的土人是以羊为图腾崇拜的部族，与历史所记羌人"事揭

慨为大神"相合。 当时这一带的语言很复杂我诸戎饮食衣服，

不与华同，费币不通，言语不达" ( 1 ) 。 秦汉之际，酒泉成为乌孙、

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逐鹿之地。 《汉书·西域传》记载大

月氏"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 。 乌孙相比月氏人口较

少，住牧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一带。 秦朝初年，月氏攻杀乌

孙王难兜靡，乌孙西迁而依附于匈奴，月氏开始独占河西走廊。

公元前 3 世纪前后，匈奴逐渐强盛。 到公元前 203 年前后，月

氏被匈奴打败，大部分迁至天山一带。 西汉前元六年(前 174

年) ，匈奴攻杀月氏王，月氏再次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又

迁至阿姆河流域，于公元 1 世纪建立了贵霜王国，史称大月氏。

留居于酒泉的小部分月氏人，史称小月氏。 小月氏降汉以后，

与汉人杂居，后融于羌。月氏西迁后，匈奴占据了河西走廊，

2 (1) (左传·襄公十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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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成为匈奴右贤王的辖区 匈奴人利用丰富的天然草场，从

事畜牧业生产。 匈奴统治酒泉的中后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和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增多，逐渐接受汉人文化习俗，开始发展

农业，与中原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多，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语言

交流也日益频繁。 我国最早的方育著作一扬雄《方言》里出现

过"秦 、 西秦、秦晋、秦陇、秦幽、秦之西鄙、秦之北 l嘟"等

西北方言地名，丁启阵认为当时的秦晋方言分布在今山西省西

部和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 [ 1 ) 说明秦汉时期汉

语已进入西北地区，不过，当时的汉语方言可能带有海合语

的性质。 林语堂认为秦晋和西秦杂入羌语、秦晋之北鄙杂入

狄语。 [ 2 ) 战同时期，随着周人(秦人、中原人)西迁酒泉，

汉语也带入酒泉。 但这一时期酒泉的主体语言，仍是羌语和乌

孙、月氏、以至后来的匈奴语。

西汉元持二年(前 121 年) .汉武帝派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

大败匈奴，匈奴部分西迁，部分降汉。 河西之战彻底摧毁了匈

奴的有生力量，酒泉地区向此纳入西汉王朝的统治范围。 汉武

帝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迁徙中原数十万汉族人口来酒泉屯

垦戍边，移民开发，迅速改变了酒泉地广人稀的局面，形成了

酒泉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发展高潮。 当时的移民对象是各地戍边

的士兵及其家眷，还有贫民和贬诵的罪人、发配的左迁官吏以

及大量的内地流民。 "徙滴，实之初县 [3) 当时，酒泉人

口已由西汉王朝统辖初期的 1 万人左右，增长到了 11 万多人，

汉族成为境内的主体民族。 西?又政府在酒泉郡和敦煌郡内建立

基层组织和各种政治制度，委任基层官吏，管辖驻军和垦戍

士兵，对酒泉境内的种族、山川河流、道里远近等进行详细

调查和记录，并报送汉中央政府，汉语自然就成了当时官方

3 
[ 1 ) 丁启阵 (秦汉方言 ) ，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 2 ) 林语堂 (前汉方音区域考) ，载于 {语言学论丛) ，开明书店 1933 年版。

[3) (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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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的语言。 而大量的汉民族在酒泉本土的迁入和不断繁衍生

息，同时把汉语带到了酒泉地区，使汉语言开始成为酒泉境内

主体方言并逐渐取得平民百姓的日常交际语言的地位。 东汉时

河西走廊已经是"仓库有蓄，民庶殷富"了。 随着丝绸之路的

开通，多民族文化与酒泉本土文化交汇、碰撞，汉语方言也必

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同古代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

高峰。 西北地域周边的匈奴、羌、鼠、西域诸族及秃发鲜卑等

内迁诸族，因长期与汉族锚居杂处，形成共同经济体制，民族

间的差异逐渐减少，最后与汉族在互动中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

也是汉族发展的重要阶段。 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给汉族注进了

大量新鲜血掖，而在融合过程中，汉族又吸取了少数民族的文

化精华，大大丰富了向身的物质及精神文化。

这一时期，中原政局动荡，战乱与灾荒频发，而河西走廊

一带却因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持续发展的经济形势，成为

中原人口躲避战乱、竞相迁徙的重要地区之一。 持坚建元之末，

徙江汉(泛指今陕南、湖北、河南南部一带)之人万余户于敦煌，

中州(今河南一带)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也徙七千余户往河西。

荷坚在境内广立学校，兴办儒学，有集同内一些通晓经典的人

充任学官，命公卿以下官吏子孙都到学馆学习，使教育学习之

风浓厚。 前秦建元二年( 366 年) ，敦煌莫高窟开始开凿。 当时，

有许多僧人来往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敦煌、酒泉、

姑藏、长安之间 。 如僧伽提婆、坞摩罗什、罢摩蝉等等。 姑藏、

酒泉、敦煌成为西域佛教文化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中心，也是佛

教中国化的中继站。 西凉李嚣极力倡导兴办学校，并在各郡设

置五经博士，负责传授经学，促使酒泉文化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成为十六同时期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中原知识分子的云集，

教育的兴盛，佛教的广泛传播，使内地汉语方言与境内的汉语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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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言不断融合，必然使境内的汉语方言产生进一步的融合、

混化。 我们从郭瑛所注《方言》和《尔雅》中也可以找到

一定的依据。 《方言》和《尔雅》的"关中"包括了汉时

的关东和晋时的关西，可见，当时的关东和关西方言已经

棍化 ( 1 ) 。 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又使境内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

族语言得到互补，促进了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共同发展

和不断完善。

飞乌
酒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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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古时期酒泉方言的发展

隋初，迁徙大批南朝贵族及其部族到酒泉充边，带来了南

方的文化和习俗。 这样，南北汉文化在酒泉的融合，必然对酒

泉的汉语方言产生影响，酒泉的地方文化和汉语方言进一步丰

富、发展。 唐代初期，酒泉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后方基地之一，

是兵站、粮站，又是庸役人力、物力等军用物资的转运和供应

基地，大量的唐朝宫吏来往于酒泉和内地之间。 如在盛唐诗坛

上独树一帜的边塞诗代表人物岑参曾两度出塞，在西部军营中

任职，写下大量绚丽壮美的诗篇。 其中不少描述了大唐汉族官

兵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娱乐乃至互相学习语言文化的情景。 如

天宝八年( 749 年)冬，岑参赴安西高仙芝幕府任职途中，曾

经过敦煌，作《敦煌太守后庭歌》以叙写敦煌太守招待情形。

后又路过酒泉，作《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酒泉太守能剑

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

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巨罗 。 "诗中可以看到汉族官员

与少数民族同饮同乐的情景。 那时边事相对平静，中原官兵常常

在一起"坐参殊俗语"一一谈论西部不同于中原的风俗和语言。

他们还发现了"乐杂异方声"一一音乐也受了当地的影响。 朝廷

官员和当地汉族、少数民族官员常有公务上的联系，闲暇时也

5 
(1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间文化). t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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