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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武吉海一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扶贫攻坚的稳步推进，一套全面记述和反

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湘西州

志丛书陆续面世了。这是我州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一件盛事{

湘西自治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远在10多万年以前，境域内

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及至近、现代，勤劳勇敢的土家、苗、汉等各族

人民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艰苦奋斗．创造了丰富灿烂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州委、州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我州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邮电、

旅游、广播电视、金融保险、城乡建设等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湘

西这块美丽却一度贫瘠的土地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社会经济

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湘西州志丛书正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坚持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存真求实，历史、客观、全面、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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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述了我州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状况。这套丛书坚持详今略古、贯通古今的原则，批判地继承了州

境自明代至民国初年修纂的府志、县志、卫志、风土志等修志成果，

并以翔实丰富的地情资料浓墨重彩地记载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湘西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制

度下湘西自治州和平、繁荣、团结的新面貌。这套丛书是我州有史

以来第一套大型专志丛书，亦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州第一套社会主

义新方志丛书。各部专志分别以各自不同的行业、事业为主要记

述对象，皆独立成书又相互呼应。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州

境一代代革命者、建设者的精神风貌，看到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开

拓者和先行者的足迹和业绩。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得以借此向全

州人民进行一次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和平、热爱民族团结的

生动的地情教育，向国内外友好人士展现一个全面、真实的湘西。

从而探索经验，增进了解，进一步发展我州各项事业，促进经济建

设。推动社会进步。

编纂出版湘西州志丛书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而又十分庞杂的

系统工程。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州近几届州委、政府均切实加

强了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州直各战线、各有关部门按照州政府的

统一部署，亦将修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积极配合，抽调专人，组织

编纂，认真评审，严格把关，争出好书。广大修志工作者本着“千年

青史，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崇高愿望，在修志经验不足，资料搜

集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辛勤劳动，默默奉献，十余寒暑，终于

编纂出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结构合理、资料翔实、特色鲜明且颇具

创新意识的州志系列丛书。社会各界在资料征辑核实、志稿修改

审定及丛书印刷出版等诸多工作中，也都给予了充分理解和大力

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州委、州政府和州志编纂委员会致以衷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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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志丛书的出版是我州地方志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的丰硕成

果，它既为各部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资治服务，又为全面系

统的《湘西州志》的总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我相信，陆续刊行的州志系列丛书会更好地为湘西州的两

个文明建设特别是当前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工作服务。同时，我

希望全州各级领导、各族于部群众和所有关心并支持湘西州建设

的各界人士，都能读一读、用一用这套州志丛书，为湘西州的脱贫、

改革、发展作出新贡献。
。

，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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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汉语方言志》(简称《汉语方言

志>)所说的湘西汉语方言指的是一九八八年以前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所辖的吉首、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等十县市的汉语方言。

二、本志收录的湘西汉语方言词语．主要是根据中国社会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方言调查词汇表》和语言文字研究所的

《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表》进行调查后整理出来的。
。

三、本志对每条汉语方言词语均先采用国际音标注明其读音

(声母、韵母及调值)，然后写出该词语的汉字形态，接着举例运用

的方式排列。少数方言词有音无字，或暂时未考出本字，则用同音

字代替；如果没有合适的同音字代替，则用“口”表示。 。

四、同一方言词有两种读音的，用“又读”表示。

五：同一个方言词如有两种以上涵义，则按①②分别列出义

项，并举出例句说明其意义。

六、本志标音一律用国际音标。为了排版的方便，国际音标

中的送气符号“”一律改为“h”。Mp‘】、[t‘]、[k‘]．．⋯·分别写作
[ph]、[t11]、[kh卜⋯

七、本志所有数据均由湘西自治州统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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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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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十个自治州之一，

地处云贵高原的余脉——武陵山区，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其东

与常德地区的石门、慈利、桃源等县交界，东南与怀化地区的沅陵、

辰溪、麻阳等县接壤，西北与贵州、四川、湖北三省毗邻，辖吉首、泸

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桑植和大庸等十县(市)，首

府设在吉首。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总面积为21646平方公里，占湖南省

总面积的10％。据1988年统计，全州人口总数为3017900人，占

全省人口总数的5％。其中，少数民族(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人

口为210．0000人，占全州总人口的70％。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地的历史悠远，其沿革大体是：先秦

时期属楚之黔中地；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属秦之黔中郡；汉

代属武陵郡；三国时期其东北部属吴之天门郡；南朝梁置夜郎郡和

卢州，南部设南阳郡，大部分仍属武陵、天门两郡；南朝陈时大部分

为沅陵郡，南部仍为夜郎郡和南阳郡。北部为北衡州地；隋朝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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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澧阳两郡地；唐代时为黔中道的辰、溪、锦三州和江南西道的

澧州地；宋代为荆湖南路辰、澧地；元代时为湖广行省思州宣慰司、

辰州路、澧州路和四川行省永顺宣慰司以及新设置的葛蛮安抚司

地等；明代置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慰司，其余为岳州、辰州地；清

代置永顺府和凤凰、乾州、永绥直隶厅，东北为澧州地；民国时期的·

1914。1922年问为辰沅道地，1938—1949年间为第八、第九行政督

察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为沅陵、永顺专区，1952年8

月建湘西苗族自治区，辖吉首、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六县，

代管永顺、大庸、桑植、龙山4县；1955年4月改为湘西苗族自治

州；1957年9月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10县。后来，吉

首、大庸两县分别于1981年和1985年改为县级市。1988年大庸、

桑植划归今张家界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足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虽然境内’

的汉族人口少于少数民族人口，但由于土家族人口中有99％的人

通用汉语，故州内操汉语的人数在两百万以上。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内通行的汉语，语属西南官话。所谓

官话，旧时指的是汉语中通行较广的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也是

对北方各个方言的统称，如东北官话、北京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

话、江淮官话⋯⋯等。

西南官话分布于四Jll、云南、贵州三省，湖北大部，湖南西部，

广西北部，陕西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汉语方言是

西南官话的一部分．其形成原因，与明朝发大军平定云贵等地有直

接关系。以湘西为例，据史载，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湘西土司的控

制。在各级土司机构中委派流官同土司共同管理政务，并进行监



第一章概说 3
’

督。还在边沿险要地区设置卫所，如崇山卫(卫治在今花垣县吉卫

镇)、永定卫(今大庸县城)、镇溪军民千户所(今吉首市)等，驻守重

兵，建立军事包围圈，实行封锁。明朝通过土司与卫所并存、流官

与土官参用这一套政治机构，既达到了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也促进

了官话的传播。到了清代，更以制度规定，凡举人、生员、贡、监、童

生不会官话的，一律不准送试(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九·官话》)，使

官话在湘西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西南官话的主要特点是：大部分地区舌尖鼻音做声母时与边

音相混。例如：南=兰，都读成lan22；年=连，都读成lian。"。许多

地方没有卷舌音声母，例如：知=资，齿=此。在前高元音和次高

元音之后只有鼻尾n，在后元音和低元音之后区分鼻尾n和rj。例

‘如：京=金．都读为硒n：44；根=庚，都读为b∥；云=荣，都渎为

舻，但滚≠巩，盘≠旁。古人声字现在一律渎做阳平，例如：
劈=皮，都读为phi22。许多地方缺少撮1：3韵母，例如：鱼=移．都

读为i22。单音节名词几乎都能重叠，重叠后表示小称。例如：根

根(根JL)、盘盘(盘儿)、罐罐(罐JL)、豆豆(豆JL)等。 ’

西南官话的若干特点，在湘西汉语方言中都可以找到。但应

该指出的是，湘西地区在先秦时代属楚之黔中地，受古楚语的支

系——湘语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古全浊声

母平声字现在读不送气浊音，仄声字读不送气清音。如吉首、花

垣、古丈等县的“铜”du铲、“茶”d舻、“病”pin¨、“坐”tsuo¨，应该属
于湘语。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湘西汉语方言与湘语的其他一些

共同点：古代的来母和泥母，现在在洪音前边已经合二为一，一般
’

读作边音；在细音前则不混，来母读舌尖边音，泥母读舌面鼻音。

例如：脑=老，都读为“1；但犁≠泥，前读为li22，后读作ni22；
柳≠纽。前读liou31，后读niou3l。有大批共同的方言词，如“炮”(数

词十)、化三子(不肖之子)、郎(女婿)、崽(儿子)、盐老鼠(蝙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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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内行)、邋遢(肮脏)、狗蚤(跳蚤)等。有些词的意义或使用范围

与普通话不同，如：蚊子(包括苍蝇和蚊子)、谷(稻谷)、手(整个上

肢)、脚(整个下肢)、吃(对象包括固体、液体和气体)等。表示动物

性别的字，“公”、“婆”的位置与普通话不同，例如：鸡公(公鸡)、鸡

婆(母鸡)等。后缀“子”的使用范围比普通话大得多，普通话里一

些不带“子”的词，在湘语和湘西方言中都可带“子”，例如：老鼠子、

蚂蚁子、星子、树子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湘西汉语方言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

官话的影响最大，这是湘西汉语方言的基础和核心。其次受古代

楚语的支系——湘语的影响也不小。由二源合流而成的湘西汉语

方言，无论在语音、词汇、语法、语风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独有的

特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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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语 音、

根据本人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方言调查

词汇表》和语言文字研究所的《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表》在州内lO

县市的县城和若干乡镇调查的结果表明，本州汉语方言大体可分

为五个土语区，即①桑植、大庸土语；②龙山、永顺土语；③保靖、花

垣、吉首、古丈土语；④凤凰土语；⑤泸溪土语。现按我国传统的音

韵学对语音采用声、韵、调系统的分析方法，分声母、韵母、声调和

音节等节将五个土语区的语音系统析录于后。 ’

第一节。声

一、桑植、大庸土语的声母共有22个。与普通话比较，仅多了

一个r．j声母。见下表：
’

、发 塞 音 塞擦音 鼻音 擦 音 边音
声 ＼音
＼母＼方 清 音 清 音 浊音 清音 浊音馘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双唇音 P
3

Ph m

齿唇音 f

舌尖前音 协 ts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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