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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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西的煤炭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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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做麻雀昌小，五脏

俱全.过去有的人研究语言，直接从文字入手，对话音不够重视。研究方言必须从1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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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地提高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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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编篡工作，一个点→

个点的调查研究，一个县〈市)一个县(市)的赞写方吉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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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I 、供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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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先后由语文出版社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陆镜正式出版，这是

文化建设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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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志有一致的体制!J为

了反映各地的方言特点，又有灵活的安排.这种做棋是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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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其它省、区、

市也接着傲，合起来就可以给汉语方言做→个全面的记录。山西首先编辑这样一套丛书，

经险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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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的.

李荣 19 f9年 12月



出版说明

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建设基地.山西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有丰富的语言

资源.我院语言研究所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了编写山西全省各县(市)方言志的研究

课题，经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哲学社会科学国

京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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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主

式出版《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计划每年编辑几种，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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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言的共同特点，对于各县(市)的特殊方言现象. ({丛书》不拘→格也予以收录.

《丛书》以记录和分析方言事实为主，所列材料都是作者实地调查所得.

!立;二这套丛书是由我院语言研究所温端政同志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

李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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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握和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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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丛书的编

写和出版工作.在这里，我们谨向他们以及关心这套丛书的语言学界其他专家、学者表

示谢意.我们还向参加这套从书编写工作的省内外方言工作者，向乐于承担出版这样

套发行量小、编排难度却很大的丛书的语文出版社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以及印刷厂的

同志表示谢意!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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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地理概况

朔县位于山西省北部，雁门关外，大同盆地的西南端。地理座标在东经 112- 至

112 0 44' 25勺北纬39 0 7' 6"至39 0 8'27"之问，东西宽60公里，南北长36公里。东部、北部

与雁北地区的山阴、平鲁相连，西部、南部与忻州地区的神地、宁武、代县、原平接搞.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古老的内长坡沿山脊蜿蜒于县境的西南和东南。西部、南部和北部

三面环山，西山属吕梁山脉，主要山岭有思驼山、鱼渠岭等，南山属恒山山脉，主要山

峰有紫金山、禅房山等z 北山属阴山山脉，主要山峰有供诗山、盘道山等。中部与东部

是较为平坦的平)1/ ，平川区中，马邑川居于~tJ 神武山绕于南。平均海拔1000公尺左

右。全县总面积为1793平方公里。

期县过去是边陆要塞，现在也是雁北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大县，境内交通方炬，水源

充足，旷藏丰富。北同蒲铁路，同(大同)太(太原)公路、阳(阳房口)梁(梁家油

坊)公路、朔洗(洗马庄)公路等穿过境内。问挠，除桑干问、恢坷、七里间、元子何啕

外，还有 j卤水量较大的神头泉组，都属于海向前域永定坷水系。矿藏以煤3称，北部原

煤地质储量丰函，除有杨涧、刘家口、峙峪等十几个煤矿和煤窑外，近年来中外合资经

营的平朔露天煤矿己正式投产。其t旷产有石灰石、拈土、 ill、铁矿，以石灰石为多。

东部有新建的135万千瓦的神头也厂。农业生产以槐食为主，主要作物有小麦、谷子、玉

米、山药、豆类等。

期县自三个镇，即城关键、神头镇、利民堡镇s 十五个乡，即城关乡、下面堡乡、

小平易乡、大夫庄乡、滋润乡、 tt子睡乡、南揄林乡、和11武乡、福善庄乡、贾庄乡、抄

衍柯乡、 it王寺乡、窑子头乡、寇庄乡、暖崖乡。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县共有301 966 

人，绝大多数是汉族，少数为固、横、蒙鼠。

1. 2 历史沿革

朔县历史悠久。据记载，期县l在唐尧时属冀，虞舜时属井。春秋战国时期，曾属超

国雁门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筑马邑城(今县古城址) ，置马邑县，仍

属雁门郡。永嘉1i 1f. (公元311年)马邑属拓拔什翼键所建的代国，后属前秦，不久归

西燕。北魏延和二年(公元433年)于定襄故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个县)设怀朔

镇。孝昌中改怀朔镇为朔州，这是今期县称为朔州的开始。北周置朔州总管府，隋大业

元年(公元C05年)改为部咱县，属冀州。唐、五代、辽、宋、金、元皆称部阳县。明

棋武二年(公元 13G9年)部阳县并入朔州。嘉靖年中冀~t道驻此。清仍为朔州，初属大

同府，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改属期平府。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期州为朔县，

属雁门道。民国16年(公元 1927年)废道，期县直属山西省政府.

• 1 • 



抗日战争期旬，朔县东部和山阴县部分地区组成山朔县，北部和原右主曰:部分地f7...

左王县少部分地区组成右南县，属晋绥边区。 1946年6月全县解放，归察 i介 r，F~.守。 1932

年 11月，撤销25哈尔省，朔县重归山西省。 19õ8年9月，朔县和平鲁合井，称'州三去。 19151

年到&、平鲁分开，朔县划归今山西省雇北专区。 1988年朔垦、平鲁和山!吁归并为新建

的省常市朔州市，朔县改为朔城区至今。本志仍旧旧称"朔:去"

1. 3 万言概况

按方言区划，朔县方言属山西方言五台片，它有五台片的→些共同特征，又有自 d

的某些特点。

声调方面:朔县话的入声不分阴阳，有少部分人声字今读舒声。朔县话的"诗'和

"使"读音相同(即古上声清音声母、次浊声挖字与7升平声清音声母字今声调相同) , 

朔县i舌的单字调为阴平i:、阳平、去声、入声四个。这是五台片在声惆上的特点.

声母方面 z 朔县i舌的"天"和"干"的声母相同，即古透、定母字，今韵母是齐齿

呼的今声母读 [t旷] J 朔县话的"爱"和"耐"的声母相同，即古影、疑母开口→二

等字，今声母读 [n] 。这是五台片犬部分地区所没有的。

韵母方面:朔县i舌的"贺"和"多"韵母相同，即古果摄开口一等晓组字和端组宇

今韵母读 [EO] 。朔县i舌的"妹"和"卖"、 "贵"和"怪"韵母不同，但"姐"和

"剪" (韵母都是ie:)， "靴"和"宜" (韵母都是ys) 读音相同。这与五台片不同。

朔县i舌的"根"和"皮" (韵母都是剖"新"和"星" (韵母都是iã) 分别同音，

"三"和"桑"鼻前尾脱落，韵母分别读 [æJ 和 [nJ ，这是五台片共有的特点。

此外，相当于普通话的助曰"的"、 "得"、"着"、"鬼"朔~话部:卖"哩"

[~'JJ ，这是朔县方言独自的特点。

朔垦话内部差别也较大，西部山区利民堡:基崖少部分地区与神池i舌较接近，在日利民

i舌的助词"的"、 "得"都读 [ta? ..l] "者"读 [l f，;a?..l] "呢"读"咧" [lisJ]. 平

川地区域关周围的话是典型的期鸟语，它分布地厌广，使用人口多。东部神头一带的平

川东首话与城关 i舌稍有不同，比如城关人把虚词"子"说成 [eJ] 或 [tsaJ] ，神头→

带说成 [laJ 1 。神头再往东与山阴交界的地区，北精与平鲁接壤的地方，南部与宁武、

原平、代县毗邻的部分，语音多少要受邻近方言的影响，且属朔县平川话，则与城关话、

东首话又稍有差别，这些都反映了湖县活内部的变化，同是朔县人，口音不→，说法~

别。

本志所记的是现朔城区人民政 !r'T所在地城关镇话，同时住意到其他的平川店。主要

发音合作人武得位(男，七十亨，退沐教师) ，荆贵成(男，四十三岁，在职干部) , 

李作吉(男，四十三岁，农业劳动者) 0 :宽两位都世居城关镇，说的是地道的城关话，

李作吉是东首神头乡吉庄材人，说，的是朔县平川话，与城关诺大体相同.

1.4 音标符号

本书用国际f;-A际音，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标调。

鼻化音用在元音上部加"-"号表示，如[句是D的鼻化音。描写轻音时是在音

节前加圆点" • "表示'.-如 [pe:J J... .~saJ (杯子)

.2. 



第二章语音分析

2.1 声母

包括零声母在内，朔县话有23个声母。罗IJ表如下 z

p 布步 扩怕赔 m 木门 f 非福 v 亡王

别背 皮迫 眉目 冯防 无温

t 到端 t ‘ 贪塔 n 南牛

达豆 桃徒 袄偶

S 遭赠 18‘才莱 s 丧守

责支 草柴 事师

t~ 住知 1~‘除初 § 收手 瓦忍让

壮专 陈窗 舌示 热日

t(: 焦骄 1(:‘穷千 p 席形

H姐 牵天 先贤

k 公共 k ，快开 x 好话

各敢 看遥 红黑
。 ~pj -;f:i 

遇颖

[tj;l‘]与 i相拼时发音部位比 [L !ó] 稍靠前。

[v] 唇齿摩擦→般较松，只在韵母的去声、入声前摩擦较紧。

i 吕龙

燎亮

[n] 和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是[ n] ，和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时，有

盼j显的舌面化现象，近似舌面前音 [rp] 。

军乒母 L町，不和开口呼、合口吁在J母相拼，只出现在芳齿呼、撮口呼韵母前面、

只有个别例外。

2 , 2 韵母

期县方言有38个韵母，列表如下 z

资葱此 弃皮西 U 姑书普 y 女余居

I加支志 以历雷 五住某 句羽需

知制世

迟耻抬

G 麻伯骂 ia 加下价 uα 华花瓜

茶在þ洒 牙霞亚 话踌抓

.3. 



æ 干且班 uæ 官漫捡

山属战 川万恋

ε 开排柴 iE 介鞋i同 UE 外怪帅 yE 晓犬巷

f\，;挟晒 奸延见 坏快推 元玄怨

@ 丰遮蛇 UJ 多左河

惹扯社 破科窝

.e r 儿尔二

而耳饵

D 帮昌上 D 娘抢强 UD 光黄况

方悴巷 i羊讲项 双撞逛

eli 妹l的悲 uei 对罪岁

非味位 跪水挥

~ca 毛早好 j :J O 交标姚

包召爪 条晓要

S'l 走豆后 ial 九秋又

抽周手 丢纠幼

s 能生耕 iã 应平星 Lã 宏求中 yã 兄穷容

很真分 今馄邻 春昆伦 均王群

o? 革泽驳 io? 迫跌脚 l' o? 国桌护 yα? 觉削缺

若摸发 铁歇列 说脱洛 阅掘雪

e! 服直黑 ia? 笛席碧 , a? 鹿竹事. ya? 足育域

福十不 力德疾 哭族人 屈律捅

[α ， ia] 里的[吨， [α?J 组里的 [αJ ，青位靠前。

[iJ 在[ f] 声母的后面， [i] 前有→个介于 [iJ 与 [e] 之间的[口 j i 的实

际读音为1: 0 [lI i] 是个动程很小的复合元音，只与声母[1]相拼，本书记为 [li] 。

[æ] 的舌位稍后， [町的唇形略展c

[a] 与 [t~..t~ ‘， tl..~J 四个声母相拼时， [aJ 前有 [tJ 介音， [aJ 的实际读音

为 [laJ 中的 [1J 拉得较长。本书记为 [a] 。

[a 1 、 ia J ] 里的 [aJ 舌位较后近似于[叶，在 [k 、γ 、xJ 之后更为明显.

[ãJ 组里的[叶，舌位也靠后略近[\' J ，有轻微的鼻化成分.

人声随母的l候塞音尾 [?J 较松。

2.3 单字调

朔县方言单字调有四个， Hjl阴平上声、阳平、去声、入声。阴平上声调包括古平声

清音声母字和古上声清音、次浊音声母字，它们的单字调相同。此地按四个单字调列宇

(轻声未计算在内) I 

阴平士声 v213 巳丰先香偷灾双腔宗酸通冬

把扯显想果选秽养满奶柳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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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 吁 35 时神棉田鹅娘寒闲坟银纯床

去声 '1 53 抗议共害岸怒用帽近社正盖

人声 ?1 34 发督桌失黑峡实服活纳入俗

朔县方言的阳平字前音拉得较长，只是在收尾时调子升高，阳平字的实际调值是

334，为简明起见，现记为 135 0

古人声字在朔县方言中大都还读人声，只有少部分字有些不同。有些古人声字期是

今读舒声，还有些古人声字在朔县方言的某些词里读人声，而在另→些词里读舒声s 还有
些古人声字在书面上念入声，口语念舒声。如 z

古入声字湖县方言今读舒声的 z

阴平上垃~圾撒~娇匹-~眨给拇悖~-屑木~萨粥
阳孚 n[iJI拔罚乏伐技阀剧目前杂砸垫舌赎局侄贼勺苟凿轴匣截闸~板 s 当闸门用的木板

情ti?炸~油糕折底m~了髓雹佛盒烟~

去声 炸~弹栅吓术曰牧幕缚剧续玉划计~日!塌烙醋钥六麦作跃霎劣溢驿压t世

率~领郁穆忆亿益疫位译抑屹邑逸翼易交~历披腋叶树~错
古人声字在朔县方言的某些词里读入声，在另→些词里读舒声的:

自 pia? 才明-<.口语1 蚀 f;la?才~本、腐侵~

pe1_菜， ~面天f;lt1日月~

薄 pa?才~弱'书面语、

pu ，斗厚~(口语)

蛊 m ;a?1_汁， ~水

mei 'l磨~

蜜 mia?1_枣， -月

mi 'l_蜂

伏 fa?才~输. -兵，埋~

f .l 1 夫-， -天

辑 tua?才初生之~

tu1牛~

辣 :α川毒~

!α '1-椒， -菜，泼~

骆 lua?1_宾王

lU) 可~驼

f直 t l1a?1价-，产-， -勤

t1111-钱.不~

着 t~a?1_手. -落， -火，沉-，衣

-.附~

1. 11)υ1_急凉

食l1a?1-品物、伙~

~11鸡猪~、狗~

熟 ~ua?才~悉、深思~虑

~eu1煮菜

f;lU吁~人终

肉孔ua?才~桂

~au'l猪食

雀 l Ç!‘ iα?斗孔~

t Ç! ‘ i.)l ~_儿

穴j;lya? 才j同~

9y =:1_位.基~

刮 kua?1_风、~目相晋

kuα-.1-脸刀

1占~ k ‘ α?才如饥似~、口~了L书面i吾〉

k ‘ D'I_了飞口语1

阔 k ‘ uα?斗~步别.开~

k‘口0'1_气人

核 xa?1_心

xu1杏~

活 xua?斗~泼、~功、生

xu)1难--人跃(口语)

月 ya?斗~季、~色、~饼t书面语飞半~刊

ye'l_蚀，每~、~饼:<.口语1正~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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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入声字朔县方吉书面语读人声，口语读舒声的:

例宇 书面语 口语 例词

劈 p ‘ ia?1 p ‘ i 可 ~荣、~开

拍 p ‘ ;α?1 p ‘ u 'i 司马-(村各飞

脉 自1 ia?1 me:'i !"络.号w‘山~

袜 va? 才 vα1 ~子、鞋~

匿 nia?1 ni 'i ~名信.逃~

肋 I ia? I i 'i ~肢骨

落 Juα?1 bo 'i ~下了

撮 isua? 斗 tSUO -.l 一~毛

粥 1f}ua?1 iêau -.l 稠~、稀~

石 ê ;J ?1 êt1 ~灰

叔 êua? 才 êau1 

急 t t:! ia11 'ç11 着~
A寸UAL 。yα?1 但j:l o1 上~、~生
药 ia? 斗 i ::J O 'i -费、草材

2.4 连读变调

朔县话两字组连读变调除了去声做后字，变调比较稳定外，阴平上声宇、阳平字、

人声字做后字都有不同于一般变调规律的特殊情况，如"花生、阴天、飞机、雨伞、

讲果、营养‘银行、人才、媒抽、出版、夹生、石板、中国、分别"等，这些词的后字

常念短促的高降调[才43] ，阴平上声字后面尤其明显。这类词本身规律性不强，有的比

较稳定，有的不太稳定。如"花生"有人念 [xua.JI.， sã -.l v] ，有人念 [xua-.lJ... SãJ] 。

又如"营养"有时念 [iã1 in-.l门，有时念 [iã1 iaJ] 。念法虽不同，而意义不变，

故在连读变调中只把它们作为一种例外。表 4 所列的是两字组连读变询的一般规律。

表 4
~'=~~" 

工古
，阴 平上

平| 古请上
阳平 去声 人声 叠字组

情 次扭上

阴 古甫平 J l J I-

平
古情上

-.11.. -.1 Jl 4 Jl 'iJf 

上 次浊上 -.1" -.11" -.1" ?1 -.1 " -.1卡

二一些些芒」l| 4 J 1 4 4 ! 件 'i J_1 
4 1 • 

I 'i 1 I 'i 'i I 'i 1 'i • 

? -1 1..-.1 .?才~千 1 I ?1 J... 'i I ?才 ?1 

(→)阴平上声的连读变 i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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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4可否出，朔县方言两字组连读变 i周中阴平上声连调的情况比较复杂，同是阴

平上参与的变调，情况不一样。这主要是由于朔县话中阴平上声的字来源于古清平和古

情上、次抽上。它们的来源不同，变调行为也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z

1 .阴平上与阴平上相连

(1)前字是古清平，后字不论是古清平，还是古清上、次油 1二，前宇均变21 ，后

λ字不变。例=

声音f?ãJl iãJ 

交通 t~j :J cJl 飞l副

机车 t ~ . ..1 l lf?'叫

收工 ~auJ l k~lãJ 

猪胖 itlUJl kæJ 

衣箱 jJl ~ jaJ 

鲜姜 ~izJ I- t~iaJ 

秋收 t~uaJl fjlauJ 

(以上后字是古清平}

标准 pi :J rJl <f?uãJ 

tæJ I.. P)cJ 

仙女 ~ ie:.J l nyJ 

粗野 t8 ‘ uJl 叫

鸡眼 t~ iJl jzJ 

丢脸 ti a1J JLliEJ 

(以上后字是古请上、次浊上)

(2) 前字是古请上、次浊上，后字是古清平，前宇变42，后宇变24; 后字是古清

I二、次拙土，变调同 (l) ， llP前宇变21，后字不变。例:

审音 [?ã仆 iã .J l' 美观 meiJ j\ ku 记..11'

芋巾 ~au、1 j\ t~i弘1 1' 母猪 muJ I-- ， ~u .J1' 

挤车 t~iJ t- t;;;'8J I' 五官 vuJ t- kuæJ I' 

煮府t1pJ t- kæJr 染缸只能J t- kOJ 护

(以上后字是古清平)

保
井
毁

担
柱
销 k ‘ u 、II t~:ãJ 

。::J[ Jl xJciJ 

苦井 k ‘ uJl ~ ~iãJ 旅馆 ;yJl kuæJ 

井水 i~iãJl ~l( iJ 友好 i0U J\.. XJC ..1 

可以 ku; Jl iJ 美女 m ;iJl nyJ 

洗脸 ~ iJ \.. 1iε4 养马 iOJl m创

(以上后字是古请上、次浊土}

2 .阴平上与人声相连

(1)前字是古请平，前宇变21 ，后字不变。例 z

钢笔阳、II piû?1 工业 ku制 l ia?1 

猜测 t 8' EJ l i 8 ‘ a?斗 升学院Jl j;lyα川

输血~'JJl ~ya?1 通俗 t ‘ uãJl ~Y"'? 斗

低级jÏJl i~b引 冲突 t~ ‘ uãJl t'Ud川

( 2 )前字是古请上、次浊上，前宇变42，后字不变。例 z

粉笔 f5J t- pÏJ? 1 演说 ieJ t- ~ua?1 

祖国，8U仆 kJa? 才 美国 mciJ I-- kua归

苦力 k'uJ t- lL?1 努力 nu仆 I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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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tsuãll" na? 1 老实 bo'J" fa?1 

3 .人声与阴平上相连

(1)后字是古清平，前后字均不变调。例 z

决心 t~ya?1 ~i制 热心乱。1'1 øi剖

北京 pia1' 1 t~iãJ 立功 1 jc 1' 1 ku副

菊花 t~yaí' 1 xu创 石碑 ~e í' 1 pe j .J 

接班 t l<l ia í' 1 p创 极端 t Çl i;) 1'才 tu创

(2) 后字是古请上、次烛上，前字不变词，后字变42。例:

发抖 fa í' 1 t .:Ju .J" 黑马 xa í' 1 ma.J" 

出丑 tril ‘ ua? 才 tê ‘ au 、1"

入党孔uaí'才叫什

集体协 i ~í' 1 t~ ‘ i仆

哲理 t~a? 才 j ill l

合理 xa?1 Ii仆

俗话町aí' 1 y -.l" 

4 .阴平上声字重叠变调情况

(1)来源于古清平的阴平上声字重叠，前字变21 ，后宇变24。有ì) I 

哥哥 k::>o .J1.. kJo -.l卡 姑姑 kull l.. ku.J卡

车丰 t~ ‘ a -.ll.. t ~‘叫卡 蛊蛊 t~uã-.ll.. t~uãll ← 

刀刀 t::>oJ I.. bo .J卡 钩钩 kaull l.. kau .J卡

( 2) 来源于古请上、次拉上的阴平上声字重叠，前字变42，后字变24. 伊'IJ I 

姐姐 t ~ i c:仆 t~i c:.J1' 马马 m创" mα的

手手 ril <lU .J" íilJU种 女女 ny .J" ny .J卡

果果 ku .J" ku 种 眼眼 iEII" iE仲

(二)其他两字组变调

非叠字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比较简单，每种组合只有→类情况。阳平字和去声字在人

声后读原ìJ号。阳平字在其它声i周后，去声字在阳平、去芦后都比原调略低，这里均按原

调标记。下面分别介招各类声调组合的变调情况 z

1 .阴平上与阳平相连，前宇变，42，后字不变。例 z

车皮 tê ‘ a.J" p ‘ i1 惊奇 tÇl i制" tÇl‘ i1 

天问 1~ ‘ ic:仆 xuo1 冰凌 piã .J" Ii的

干粮 kæ仙 lio1 开除 k'E Ilt- t&l‘ u1 

新闻。i2 .J" v的 帮忙 po.J" m01 

表扬 pioo .J" io1 

改良 kE肿Iio1

酒瓶叩ieu.J 1、旷日斗

检查 i~ iE协 t8'a1

(以下前字是古清平)

老人 1::> 0 ...1"气的

有名 iau .J" m i51 

瓦盆 va .J" 旷的

仰尘 ioJ" tril ‘ ã1顶棚

(以上前字是古清上、次撞上)

2 .阴平上与去声相连，前字变21 ，后宇变 34。例:

相信 Çl in .J1.. j;l i副 L 安静 næJ I.. t Çl ià~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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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裤 læ" L. k'u'i卡 招待 t&lJoJ L. :E;可卡

公路 kuãJ L. la'l 'i• 鸡蛋 Ijil Îo,IL. tæ'i卡

希望 。 iJ L. vn、1 卡 开会 k ‘e:J L. xLei 'i、b

(以土前字是古清平}

写信 jilie: J L. jiliâ可卡 友爱 ia~1 J L. ne:'1卡

走路 tSauJ L. lau 'i卡 眼泪 i=: .JL. lÏl'i'卡

享受 jilÌnJ L. /}au可卡 玲淡 lã .JL. tæ 'i• 

扫地 S:J O J L. ij 'i卡 米饭 m iJ L. fæ' '1• 

(以上前字是古清上、f'X撞上}

,8 .阳平与去声相连，前字变33，后字不变。例 z

文化 vã斗卡 xuαY 皮带 p ‘ i1 卡 te:可

迷路 mi1← lau 'i 肥料 fei1 • lbo 'i 

模范 mU1• fæ 'i 条件 tjil ‘ ÏJc1 卡 t jil ie:可

麻袋 mα件 iS可 黄豆 xnn1 • tau 'i 

" .阳平、去声、人声和人声相连，前宇均不变，后字都变21短惆.例 z

毛笔 m :J o1 pia?性 潮湿， i fiI' J (1 /}a? 1 L. 

原则 yZ1 tsa? 斗 L 团结 t'uæ1 tjilia?1 1. 

农业 nã1 ia? 才L 题目 tjil ‘ i1 ma? 才 L

民族 rni的Tis ‘ ua?1 1. 蝴蝶 XU斗 tia?1 1.

(以上前宇阳平}

爱国 ne:'t k l: a?1 L. 罪恶 tsuei 'f na? 斗 L

快乐 k ‘ U 己可 lua? 才 L 暴力 P :J ú ,! 1 ia?1 L. 

利益 li '1 Ia?1 L. 大雪 ia 'i jilya?11、
, 

外族 VE'i ts ‘ ua? 才 L 现实 jil ie 'f fila?1 1. 

(以上前宇去声}

发作 fa?1 i8ua? 才 L 墨计 m ia?1 I fi18? 才L

结束 tjil iα?1 ~ua?1 1. 阅读 ya?1 t ua?1 L. 

出纳 tfil ‘ ua?1 na?1 1. 独立 tua?1 Iia?1 1. 

确实 tjil ‘ ya?1 fila?1 1. 特别 1‘ a?1 p ia?1 1. 

(以上前宇人声}

I .人声与阳平、去声相连，前字均变成21短词，后字不变.例 z

铁门 tl'l‘ iα?1 1. rn的 人迷气ua?1 1. rn i1 

忽然 xua?11.瓦时 热情 ~a? 才1. t l'l‘ iã1 

国旗 kua?1 1. t旷 i1 石油 fila?1 1. la叫

磕头 Yα?1 t ‘ au1 服从 fa?1 1. t8' U的

铁锈 t l'l 'iα?1 1. I'l iau 'f 

革命 ka?1 1. mi创

人帐号1a?11、 tfD'i

虐待 nia?1 1. te:可

(以上后字阳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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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市 kα?1l ~t '1 

失败 ~a?1l pe可

服务 fa?让 V叫

植树 t~a?1l ~u'l 

(以上后字去声〉

叠宇两字组的变调也有几种情况。阴平上重叠变调情况已见上文。阳平重叠，后宇

变成半高词，去声重叠，后宇变成半低调.为方便计，→律在音节前加圆点" • "表示，

人自重叠不变调。分别举例如下 z

毛毛 mco1.m:>o 盆盆 p‘创 .p ‘§

芽芽 iα1. ia 盘盘 p ‘ æ1.p ‘ æ 

糊糊 xu1.xu用玉米面傲的糊状饭食

(以上阳平宇重叠〉

蛋蛋 tæ 'l. tæ 舅舅 1 ~ Îa'l '1 • ! ~ ia '-1 

帽帽 自lJ o 'l.口})o i 弟弟 ti 'l .tï 

位位 vei 'l .vei座~ 旦旦 tau'l. tau 

(以上去声字重叠}

拍拍 P ‘ ia?1 p ‘ ia?斗蒸笼上的用具 鳖鳖 pia?1 piα?1装素汹的器具

角角 t~ya?1 l~yα?1牛角二羊角 擦擦 ts'α? 才 t8'α?1擦菜丝的擦子

格格 kα川 ka?1方格 豁豁 X'lα川 X'1 a? 才缺口.啕~子

(以上人声字重叠)

阳平与阴平上相连，阳平与阳平相连，去声与阴平上相连，去声与阳平相连，去声

与去声相连，前后宇均不变调，这里就不再一→列举了。

2.5 轻声

朔县方言的轻声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γ几方面

( 1 )第二个音节读轻声的双音节词范围与普通话不完全相同。普通话的→些双音节

轻声词，朔县方言不念轻声。如"衣裳、艺麻、 :21 人和气、耳朵、手巾、祖宗、告诋、相

貌、客人、媳妇"等。

( 2 )朔县方言双音节词念轻声的音高与虚词念在声的音高不一致。

(3 )朔县方言双音节词第二个音节念轻声的音高，→殷是在阴平上声、去声、人声

后面读半低调，调值为 2 ，人声的喉塞音消失p 在阳平后面，读半高调，调值为 4 。为

方便计，→律在音节前加国点" • "表示，分别举例如下 z

阴平上(古平声清音)后轻声

清楚 t ‘。 15 .1 l. i~'U I- 包袱 pJO .11... fa l-

庄稼 tê'~n .!l.!~ iαL 舒服 ~u .ll.. .fa l-

东西 tl' ã .l l.~i l-物~ 亲战叩‘ iãJl. t~ ‘ ia l-

阴平上(古上声清音、次出音后轻声)

寡妇 kua .l".f.J I- 哑巴 ia .J ".pαL 

打发 la仙. fa l- 老实 bo .J~ .['Ia l-

比方 ph'''.fo l- 眼力 ieJ" . 1 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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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后轻声

豆腐 tau 'i .fu l- 告示 klι 'i • ~11-

动弹 luã 'i .t‘ æ l- 外甥 VE 'j. sã l-

佩服 p ‘ e 'i i.fa l- 匠人 t~iα 'i .~ãl-

人声后轻声

枯辘 k a?1'\...!üa l- 踏实 t ‘ a? 才I.. .~a l-

遭遇 1a? -1I..' ta l- 学生 。ya? 才1..' sã l-

拾摄 f?a? 才1..' tUd l- 热火 ~a? 才1.. .xuo l-

阳平后轻声

蘑菇 muo1.k.lr 眉毛 m i1.mJor 

云彩 y的. S'E t" 黄瓜 xuo1.kuα「

男人 næ1.孔ÊÍr 葡萄 P ‘ U1 0l飞 c t"

(4)期是方言虚词念轻声可区别阴平上声的古平声清音和古上声清音、次袖音字.

1 .单音节的:

语气词 z 哩(呢)、哇(吧)、呀、览 i (了)

可灰哩(可坏呢) 走哇买呀门开览 a

助词 z 哩(的、得)、睹(了)

我哩书{我的书) 实马哩(实马的) 省不哩(懂不得)

买嗜米览(买了米了)

词尾"子" (城关老年人念[ tSa ]，青年人念[ a J ，东部神头一带人念[ :a] ) 

杯子棉腰子垃墩子饺子毯子李子

表示方位的"览(旦) " 

家览材览锅览碗览手览奶览

表示少革事物或形状的量词"些儿"

捎些儿粗些儿买些儿远些儿

表示趋向的补语(去)

栽哩哇(栽去吧) 搬H里览(搬去了) 买哩哇(买去吧)

2. .双音节的=

助词"哩哩〈着呢)、暗暗{的话) " 

门开哩哩香哩哩小哩哩溃哩哩

山高睹睹天阴暗嗜想主i二睹嗜不买暗暗

表示趋向的补语"出哩(出去) " 

推出哩搬出哩打出 i盟撵出哩

以上成分附在阴平上声字后面有两种读音z

单音节的附在古平声宿音字后面念21短词，附在古上声情音、次站音字后面念24短

拥。下面三组例子，每组第一行首字是古清平，第二行首字是古情上、次斟上.分别比

毒草如下 z

扳子 pæJ I.. tSal..车-- 筛子 SEJI..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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