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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我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心之一的齐鲁之邦，在对本地方言的研‘

究方面也有值得称道的历史，近二十年来又有了较大的进展．有计

划的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下述内容：补充调查了方言普查时缺查的

各点，为省方言志的编写，对36个代表点按统一的提纲作了较为

全面系统的调查；对有的县市从不同角度作了重点调查。在此基础

上分别编出了35种县(市)方言志．这批方言志分为三种类型；一

类是10万字左右，可以单独作为专志的，有济南、诸诚、曲阜，长

岛、枣庄等14种}一类是两万字左右，可以直接纳入当地县(市)地

方志的，有博山、崂山、临朐、青州、宁津等19种f另一类是为直接

收入地市级地方史志而编写的，5～7钉字，有潍坊、烟台两种。

在逐步深入的山东方言实地调查中，山东的方言工作者越来

越感受到山东方言调查研究的价值。为巩固成果，我们决定陆续将

上述第一类方言志编辑为《山东方言志丛书》正式出版．这套丛书

规定有统一的编写体例，并要求在有限的字数内最大量地记录方

言事实、突出方言特点。 ·

《山东方言志丛书》由钱曾怡主编。中国方言学会理事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顾问李荣先生为丛书写了总序。我们谨向

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所有同志、向承担出版和印刷这样一套排版 ，

难度大而印刷数量又很小的丛书的语文出版社和高青县印刷厂表

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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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方言志》为《山东方言志丛书》的第七种．

山东大学方言研究室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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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东的方言研究工作，从50年代的方言普查起，一直做得不

错。1982年，山东方言研究会成立。1984年9月，《山东省方言调

查提纲》出版。这几年的工作进展顺利，已写成三十五种方言志和

一部《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

《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①，颇受

读者欢迎。书中罗列山东话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指出山东人学

习普通话的要点，叙事详明，切合实际，充分反映出山东方言研究

的水平．这里就字音和句法选些例子来说。 ．

一般的说，山东话和北京话声韵调的对应关系相当整齐。可是

有些地方有些字音对应关系与众不同，学习时要个别记忆。书中

(1lo～113面)《山东人容易读错的字》举出一百五十一个字，现在

转录十九个字。
‘

猫． ．

他

放假的“假”

泥腻鸟

忘望‘

族

缩所森

蛇 ；

做’’

m—

m—

C—

sh一

一a

—U·OU

①钱曾怡主编，曹志耘、罗福腾，武传涛编著，1988年9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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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的一百五十一个字是就全省方言立论，要个别记忆的

字各地多寡不同。山东各地教学普通话，不妨把那一百五十一个字

检查一遍，把本地要注意的字都摘出来，分别造成句子反复练习，

预计会有效果。

平常都说汉语方言之间，尤其是官话方言之间，语法的差别不

大。其实就山东方言而言，句法颇有特色，《山东入学习普通话指

南》(196～210面)一共举了五项，现在只转录_项比较句的例子。

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新泰等大片地区最常见的比较句用

“起”字，跟北京对比如下。

青岛等地方言 北京话

一天强起一天 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热起一天 一天比一天热 一

他长得不高起我

这本书不好看起那本

他长得不比我高

他长得没我高

这本书不比那本好看

这本书没那本好看

论手艺他不差起你 论手艺他不比你差

全班儿没聪明起他 全班没有比他再聪明的了

我不知道起你?(反问)我不比你知道吗?

这种成套格式的对比，对语言教学(包括推广普通话)很有参考价

值．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编地方志，语言调查为国情调查重要内

容之一，方言志为地方志不可缺少的部分。山东已写成的方言志可

分为两类，一类十万字左右，可以作为单行本出版；一类字数在两

万到五万之间，可以作为方志酌一部分或单独出版。我只看过其中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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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的稿本。总的印象是体例符合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的原则，

并且报告了一些新鲜的事实，水平跟<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差

不多。各地发行的方言志日渐增加，方言志的出版还是不容易。好

在山东省各地区、市、县已经筹措了一些出版费，《山东方言志丛

书》即将陆续问世，令人欣慰。是为序。

李荣

1989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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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言

地理人口简况

淄川是淄博市辖区之一，位于山东省中部地区．地理坐标为东

经117。4l7—118。14’．北纬36。22’一36。45’。北边跟张店区、周村区、

临淄区接界，南边跟博山区相连，东边接靠青州市．西边紧邻章丘

市。东西长48公里，南北宽42公里，总面积999．065平方公里。境

内东部和南部为绵延起伏的中低山区，北部和西北部逐渐过渡到

低山、丘陵及平原。全区山区约占总面积的57％．丘陵约占33％，

平原仅占10％。有淄河、孝妇河、范阳河纵贯南北．这里矿产丰富，

自然条件较优越，建材、陶瓷、商业等都较发达。是著名的鲁中商

城。

淄川区共辖15镇8乡，485个自然村，482个行政村。15镇

是：淄城、罗村、昆仑、洪山、岭子、龙泉、西河、黑旺、寨里、杨寨、双

沟、黄家铺、二里、磁村、查王；8乡是：冶头、商家、黄家峪、东坪、口

头、张庄、太河、峨庄。据1993年统计，全区人口为652449人，包括

汉、回、蒙、藏、壮、满等9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回族次之。境

内人口都使用淄川话进行交际。

二历史沿革
淄川的历史比较悠久。从本区口头一带出土的陶片、王母山巨

石文化等材料来看，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夏商时

代，这里属青州之域。西汉初年开始建般阳县，归青州部济南郡管

辖。到了南北朝元嘉五年(428年)，又改般阳县为贝丘县。隋朝开

皇十六年(596年)置淄州。唐代天宝元年(742年)改淄州为淄川

、0珍

l



郡。明代洪武十年(1377年)又改淄州为淄川县，隶属济南府。清代

沿袭明代建制。1955年4月，撤消淄川县建制，建立杨寨、昆仑、洪

山3个区。1956年2月，撤消杨寨、昆仑两区，设淄川区，1958年4

月洪山区并入淄川区．属淄博市政府管辖。区政府现驻淄城镇。

兰方言概况 ’

(一)淄川方言的区属及主要特点

淄川方言属于汉语官话大区冀鲁官话区石(家庄)济(南)片聊

(城)泰(安)小片。就山东全省方言的分区而言，它地处西区的西齐

片的偏东地带。

淄川话在山东方言乃至官话中都具有一定地位。清代著名文

学家蒲松龄(1640一1715年，今洪山镇蒲家庄人)的《聊斋俚曲》等

作品，便是用地地道道的淄川话写成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蒲氏的

作品为我们保存了淄川话三百年前的丰富材料，这使我们研究淄

川话从清初到现在三百年间的发展变化成为可能。．

淄川话是一支有丰富特点的方言。这表现在语音、同汇、语法

各方面。

1．语音

只有平声、上声和去声三个声调。由古四声到今三声的演变规

律大致是：古代的清声母平声字今仍读平声；古代的浊声母平声字

跟上声的大部分字(全浊声母除外)合为上声，例如：图一土I离=

李f羊一痒。古代的全浊上声字和去声字合为去声。古代的入声

消失之后，其清声母字今归平声，全浊声母字今归上声，次浊声母

字今归去声。

不分尖团音，都读舌面音t9 tI；‘G，下列字回音：尖一肩I青一

轻l星一兴。

古代的知彻澄、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三类声母，今淄川话只

读一套声母t§t爷‘$，比起北京语音，淄川的这条规律更整齐，比如

下列字，北京话读成ts ts‘s声母，而淄川无一例外地读成t爷t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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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邹责泽择l测策册I漱森涩色啬。

， 古日母字，淄川读z和l两个声母。止摄开口三等字“儿尔二贰

而饵”和臻摄开口三等入声“日”字读z，其余的读同来母，如：

绕=劳I乳=炉I软=卵。
’ 果摄一等开合口的见系字，北京话读Y和uo两个韵母，淄川

口语中多读ua。例如：哥；锅kua2“J贺一祸xua31。

古蟹、止二摄的合口来母字，北京读lei，淄川统读luei。如：

雷luei55 I泪Iuei”． ．

‘

古曾摄开口一等、梗摄开口二等的入声字，淄川基本上读ei

韵母，．例如下列字：北墨默麦脉l得德I革隔刻l摘策册色。

淄川话有特殊的小称变韵现象。这是指淄川人在表达有关

“小”的概念、表达喜爱的色彩时，用的是变韵的方式。这一特点有

别于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常用的儿化现象。北京话的儿化词

跟“儿”有关系，但淄川话的变韵，虽然其作用相当于北京话的儿

化，但发音上与“儿”音关系不明显。比较如下：

2．词汇 ．

有大量的子尾词。“子”做词尾，淄川读a。其中有些北京话不

带“子”尾的词，淄川照带不误。例如：热疙瘩子(痱子)I一伐子(流

行性疾病)l反文子(反文儿)I麻花子(麻花)|布袋子(布袋)l

家雀子(麻雀)}蛛蛛子(蜘蛛)I蛇虫子(蜥蜴)l棒槌子(玉米){

米面子(小米面儿)l豆角子(豆角)I泉子(泉眼)I碘子(块煤)

I焦子(煤焦)l东面子(东部一带)，等等。

有丰富多样的轻声词。下列三组例词中，A组是末音节读轻

声的轻声词，B组是末两个音节连续读轻声的轻声词，C组则是末

三个音节都读轻声的轻声词。其中B组，C组属连续多音节读轻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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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淄川方言内部差异

1．地域差异 ．

从全区的情况看，各地的音系和语法一致，只有个别字音和个

别词语的说法略有差异。这主要表现为区境东南部山区的口头等

乡镇跟淄城为代表的中、西、北部平原地区的不同。仅举几例：

例
’

词任拘 爷爷 山楂石榴 。．

口头等乡镇说法l苔嚣ku苔’ia；i‘ia。石榴大石榴、结石榴

淄城等地的说法l苔器tGy‘ ia嚣ia’ 酸楂石榴

2．文白差异

所谓文白差异，指的是某些字的读书音跟口语音不一样。一般

说来，读书音较接近北京音，口语音较土，反映出淄川话自身的某

些特点。常见的文白异读字音有：

例字

踏

洒

割

磕

恶

得德

窄

责

策册

色

蛇

隔各格

．克客刻

哥歌

可

例字

课 ．

喝

河何荷

蘖

卑 、

笔

葡

触

粥 “

深

牛

刚

缰

耕

粽

5

＼弋j|、

瞄～扩耐，铲，∥酽舻妒酽拶舻耐时坩坩，

立日

“

¨

矗

‘

；=

k

。一坩一∥桫酽一舻妒妒酽舻时蝌妒唧

立日

。

。

。

Ⅲ

H

‘

：；}一矿矿护一铲雩至畔妒一酽妒舻一一～一舻∥铲一一矿铲秽妒一铲妒铲一∥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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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标符号
本书标音一律使用国际音标。使用的音标及其他有关符号说

明如下，
’

1．辅音表

三裳 双唇音齿唇音
舌尖 舌尖 后尖 舌面

舌根音发音方法＼ 前音 中音 后音 前音

塞 不送气 p t k
立
日 送气 清 p‘ t‘ k‘

塞 不送气
立

擦
目 tS t吕 tG

立 送 气 tS‘ tS‘ tC‘日

鼻音 浊 m n n q

边音
立
日 l Z

清 f S S C X

擦音
浊 V 乙

2．元音表

添 舌 面 舌尖

前 央 后 前 后

不圆 圆 不圆 圆 不圆 圆 不圆 圆

高 I y U 1 z

半高 e Y o

中 a

半低 e 3

低 a Q

6

3．声调符号

本志记调采用五度标记法，即把字调的相对音高分为五度：

《

l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