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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苍南县126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着100多万人口，分

操五种极为悬殊的方言。浙南闽语、瓯语、蛮话、金乡话、 ，。

畲话。与其他县比较，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

但是，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前人由于时代和知识的局限，

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开发·从明代隆庆年问到民国时期的几

种本地志书中，或缺乏关于方言的记述，或语焉而不详。

苍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为了搜集整理本地的语言资料，特地

约请从事方言调查研究多年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温端政研究员撰写这本《苍南方言志》，作为地方志丛书之一。

温端政同志是平阳麻步人，由于乡里感情，他觉得义不容辞，慨

然承诺，子百忙中千里迢迢来到苍南。他在了解了全县方言的分

布情况之后，即定下灵溪，龙港，钱库等五个点，每个点都确定了

土生±长，有一定文化水平并发音准确的人为对象，收集了有关

的口头资料，带回山西，很快整理出草稿后，再度赶到苍南，进

行核对、订正。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周密细致的工作方法，

殊足令人敬佩。
’

《苍南方言志》的撰写，是开创性的工作。这本书的出版，

不但有益子苍南人民，也为国内外语言学者提供了一份丰富的研

究资料。温端改同志从实践中体会到，调查研究方言是件非常复杂

的工作，要做到准确，深入很不容易。他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

能广泛地听取读者和语言学界同行的宝贵意见，以便将来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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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修订．

苍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温端政同志和为<苍南方言志’

热心提供资料的同志，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意。

黄德余 1990年8月10日



侯．。序

．，端改的《苍南方言志》是一本很有特点的书。以往我们看封

钓方言志多数是记录一个地点的一种方言。这本《苍南方言志》

‘记录了一个地点的五种差别很大的方言。苍南县的五种方言是：

l，属闽南话的浙南闽语。2，属吴语的瓯语。3，属吴语或闽语的

蛮话。4、基本属吴语但又明显比四邻方言接近普通话的金乡话。’

8，属客家话或闽南话的畲话。在一本方言志中怎样安排如此丰富

的语言事实，这的确如《苍南方言志》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

所说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

考虑这个问题还得从编写方言志的目的出发。编写方言志以

记录事实为主，因此编写任何一个县(市)的方言志，对于字音、

词汇，语法例句的记录应该比较充突。《苍南方言志》选取516个

字音，410条词做本县五种方言字音对照，词汇对照。从字音的数

量看，用五百多字作为音系基础字完全可以了。何况《苍南方言

志》还单另列出本县两种主要的方言，浙南闽语和瓯语的同音字

表，可以说字音的材料比较丰富了。这显然是很有必要的。词汇’

条目选定四百多条来对照，似乎少了一些，如果篇幅允许，词汇

条目再增加一倍可能比较合适。不过《苍南方言志》另有两节专

门讨论词汇问题，一节集中饲论了浙南闽语的词汇特点，另一节

讨论瓯语的特殊词语。以此充实了词汇部分的内容。字音对照表

最好以古音为纲，以古贯今，逐个列出每个字音的中古音韵地位。

《苍南方言志》正是这样做的。这榉傲的好处是可以清楚看出古

今语音的演变，给使用者带来很大的方便。编写像苍南县方言如此
。

· i i i·



复杂的方言志，内容的安排的确要很好的考虑。《苍南方言志》

的做法值得参考。

端政编写方言志成果较多。他主编的《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自·

1982年出版第一本以来，至今已经陆续出版了28种。眼下还有1

多种业已编就正在筹措出版经费，安排出版。大家都知道，出版

方言有个排版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的主持下，好

不容易办了一制、排版厂，现已排出20种方言志，这本《苍南方
言志》就是其中的一种。方言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写：

方言志无论从地方的文化建设还是从语言研究本身的需要来看，

都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苍南县地方志编委会认识到这一点，十

分重视方言志的编写工作，这是非常可贵的。
‘

’

方言志描写，分析，记录了一个地方的活的口语资料·一部·

方言志，不管篇幅大小，都要涉及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诸方

面。著名方言学家李荣先生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山西’

省方言志丛书》序)来比喻方言研究，的确恰当得很。方言研究

的成果，不管是调查报告还是方言志，对于研究语言现状、历史

或教学的人都是需要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汉语方言是研究汉语

共同语的宝库。不仅如此，方言志记录的语料，特另『j是方言词语

对于人文科学的许多分支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o j+

． 端政与我合作研究晋语多年了。先是我参加了他主持的第六．

个五年计划(1981—1985)国家重点项目《山西全省各县(市)

方言志》的编写工作，之舌，又共同承担了国家第七个五年计戈!I

(1986--1990)《山西省方言通志》课题。最近他的新作《苍南；

方言志》出版，特为之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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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_’l 第一节’地理人口’概况- V

V’．，
．’

j．：。封 一-j，
_

。j 。
。二． ：i’ ， _．．。。

：

t、一苍南是浙江省的一个县，，位于省境最南部。东面濒海，南邻

福建省与福鼎县交界，西部与泰顺、文成二县毗连，北部与平阳

县接壤。县境介于北纬27。107—27。417，东经12007 7～121077

，， 之间，东西宽约80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北部宽阔，南部狭，J～

略呈三角形f陆地面积t261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占三分之一，山
，． ’区半山区占三分之=o属巫热带海洋性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

明。：年平均气温17．9：C，无霜期达270天以上。，、：一 ·．。．

一4苍南县是综合性的农业经济区域，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寸东部

滨海丘陵和岛屿为渔i盐、林区，东北部水网平原为粮，油、畜

区，西部丘陵为秣-畜、茶区，南部丘陵为果．，粮、茶区。名特

优稀产品有四季柚、甜橙、对虾，梭子蟹。鳗茼、：石花菜，青石
+ 斑鱼，除虫菊、一白兰花等．．。

‘

。
：一4 ．·一’ 1乙、u

一、苍南县矿产资源丰富。矾山的矾矿储藏量占全球百分之七
十，有世界“矾都”之称。其他矿藏有叶腊石、莹石、高岭土

．。 等。主要工业有明矾，陶瓷，烟花，食品，纺织，塑料，皮革等·

4，j‘茬南县交通发达。沿海有7个港口，平原地区河道纵横，西

部以公路交通为主，．温州至福州的公路干线贯穿南北叠形成了以

县城灵溪镇为中心的交通网络：i．j，，√o_j’ ：．+：．|．：、j：‘

7 ‘

苍南县设有5个县属镇，16个区，即灵溪镇、龙港镇，矾山

．镇、金乡镇，湖前镇，宜山区．金乡区，钱库区，龙港区，灵溪

．区，桥墩区，藻溪区，马站区，矾山区、赤溪区·这10个区分辖．

。。72个乡镇a据．1989年统计，全县总人口为1 054 402)＼，除汉族外，
” 一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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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畲、回等少族民族。

第二节 历史沿革

苍南足1981年从平阳县析出的新建县。苍南县境内这一大片

土地，春秋时属越国。周显壬三十六年，属楚。秦纺一中国后，为

闽中郡辖地。汉高祖五年，属闽越国。惠帝三年，为东海王辖地·

昭帝始元=年；为回浦县辖地。东汉光武帝肘，为章安县辖地。

顺帝永和三年，为永宁县辖地。三国吴大帝赤乌二年，为罗阳县辖

地，此时于仙口一带置横屿船屯。孙皓宝鼎三年，罗阳县更名为

安阳县。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安阳县更名为安固县·

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析安固县南横屿船屯地置始阳

县，平阳设县始此。不久更名为横阳县。隋文帝开皇九年，横阳

县并入安固县。开皇十=年，安固县又并入永嘉县。唐高祖武德

五年，恢复横阳县。太宗贞观元年，横阳县又并入安固县。武后

大足元年，又从安固县析出横阳县。五代十国时，横阳县属吴越。

后梁末帝乾化四年(公元914年)，横阳更名平阳，以平阳为县

名始此。元成宗元贞元年，因平阳县超过5万户，升为州．。明太祖

洪武二年，：又降为县。此后直_至1981年，平阳县没有撤并升降等

重大变动。、
‘

·

．， 。 ，一 ．
。

198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平阳县分设为苍南，平阳两县。

苍『幸；f县管辖原平阳县的宜山，金乡。钱库、灵溪、桥墩，马站、

矾山等7个区和矾山镇，隶温州地区行署。同年9月，温州地区

与温州市合并，苍南县隶温州市人民政府。， ，j 。。．．拳
．

』 ， r ，

‘

． 一
’‘ ‘ ‘

， 。7，．t 第三节．音标符号一 ．。一．。，+
。

、

，“ 。

‘

，r1 ：。． ，■’ ，’ 。、 ，．

j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现将所用音棕符号说明如下：’

’2 o 7



． <一)辖音

本书所用辅音符号如下表。

卜 部 舌面后方＼＼位 双唇 唇齿舌尖前舌尖后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

喉
盛＼

不送气 p t k 2

清
塞 送气 p‘ t‘ k‘

-—__

浊 不送气 b d g

不送气 t8 t夸 t口

塞 清
气送 t8‘ t夸‘ t口‘

擦
浊 不送气 dz d互

鼻 m n n J1 日

边 l

清 量 8 夸 口 h

擦
浊 V Z 互 罩 丘

，

．’(二)元音 ‘．．

。本书所用舌面元音符号如下的元音图·图上八个标准元音页

用圆点表示，其他元音用圆圈表示。．

+鼻化元音用一表示，如[石]是[a]的鼻化音。，
“

除元音图上的舌面元音外，还有两个舌尖元音，用[1]表

示舌尖前元音，用[1]表示舌尖后元音。

， j。
‘

·3．



高

元音 图

(三)声调符号

调值符号用五度制声调符号。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成“低一

“半低”“中”“半高一“高”五度，分别用1、2、3，4、

5表示。调号拿竖线作比较线，边上加线条表示高低升降。本书

所用声调符号如下(括弧中注明方言调类)：

1 44调 (灵溪话、龙港话、钱库话、畲话阴平调)

4 24调 (灵溪话阳平调、龙港话阴入调、畲话上声调)
、l 53调 (灵溪话阴上调)

’I 31调 (灵溪话阳上调)

J 11调 (灵溪话、畲话去声调，钱库话阳去调)

·4。



J 21调

1 54调

．1 22调

’J 212调

J 213调

、I 42调

1 55调

■ 33调

1 45调

1 54调

J 21调

(龙港话阳平调) ；

(龙港话阴上调) ·

(龙港话阳去调、畲话阳平调)二

(金乡话阳去调)，
‘ t

(龙港话阳入调)

(龙港话、钱库话、金乡话阴去调)

(金乡话阴平调)
’

(金乡话阳平调)

(龙港话阳上调、钱库话、金乡话上声凋)

(钱库话，金乡话，畲话阴入调)

(钱库话、金乡话，畲话阳入调)

以上调值符号都写在比较线左边，表示是本调。如是连读变

调则一律写在比较线右边。本书所用连读变调的符号，以后将随

文说明，这里不集中介绍。 ．

’

(四)本书记北京音所用音标和汉语拼音方案对照表
’

?‘ ’‘ +-

本书记北京语音也用国际音标。为了便于熟悉汉语拼音方案

韵读者了解，把本书所用记录北京语音声母、韵母的国际音标和

汉语拼音方案列表对照如下。 ． ，

+ 声母对照表 。．

本书所用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方案

P b 。

P‘P 。．。：

m m j；

1 ． t

： ．，．t，．|。d ．1：
，

。5·

l譬嚣嚣基毫■嚣譬■擘霸管蛋f毒，l营，



·6’

t‘

n

1

ts

t8‘

8

t夸
。

t夸‘

夸 。

气

t口
’

t8‘

O

k ．

k‘

习(限轻声音节)
X

■

n ’

l

Z

C

8

zh

ch

sh

r

j

q

’

X

g ‘

k

ng(限轻声音节≯

h

韵母对照表

本书所用国际音标

a
．

ia 。

Ua

Y

O ，

UO

ie

ye

1

汉语拼音方案
a

la

Ua

e

O

UO

ie

Ue 。

i(zi，ci、si的韵母矽



1．
．

t1

11
’

‘

一y 。

ai ．

嘎lal

ei

舡el

：电U

一妇u

。伽
’ioU

7．薯ln

jizn

，撒n

_yan

：an ：

in

，Uan

+了n

‘电习

iarj

吨a寸

习日

．1日 一

q日 ，

硼a寸

了习

i(zht，chl，shi、ri的韵母)’

i ．

U
．

t
’

面
，。，

a1 ．。 。 ； ．。． ，

、Uai ，．

et ．，

uei
． ，，

ao ．-

口
‘

iao

OU ，

。

iou ．

an

Jan

tuan，

铂an

en

in

Uen
．

前n

ang ．．

!ang

uang ·

en9
．

ing

．ong ．。

ueng
。

，

tong ；

‘

～7。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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