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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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过去有的人研究语言，直

接从文字人手，对语音重视不够。研究方言必须从记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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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的提高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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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一个点一个点

的调查研究，一个县(市)一个县(市)的编写方言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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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洪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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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正式出版，这是文化

建设方面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为了便于比较，山西各县(市)

方言志有一致的体例；为了反映各地的方言特点，又有灵活

的安排。这种做法是可以借鉴的。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将反映山西全省方言的面貌。山西



并了头，假如其他省、区、市也接着做，合起来就可以给汉

语方言做一个全面的记录。山西首先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经

验不足．一定有许多缺点。如蒙读者与同行不吝指正，可以

断言，编者一定是十分欢迎的。

李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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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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语言研究室从这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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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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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正式出版《山

西省方言志丛书，，计划每年编辑几种，陆续出齐。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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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丛书》不拘一格也予以收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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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丛书是由我院语言研究室温端政同志主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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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精一、贺巍和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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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帮助这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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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向参加这套丛书编写工作的省内外方言工作者，向乐

于承担出版这样一套发行量小、编排难度却很大的丛书的出

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表示谢意I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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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 言

1．1地理概况

．阳曲县位乎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北部、忻定和晋．中盆地之

何。东、西、南、北分别与盂县，寿阳、太原北郊、古交、静乐、忻

州、定襄接壤。阳曲所辖范围，东西界于东经1 12。I'0735"一

113。5740Ⅳ，南北界于北纬37。55720”一38。257。版图略似船

状。东西狭长八十一公里，南北三十四公里，总面积两千零一

十七平方公里。

境内东西北三面皆山，山川沟谷交错；中部四山环抱，向

内倾斜。东北部柳林尖山最高，海拔两千～百米以上；南部泥

屯河下游青善河谷最低，海拔八百米左右。东西是土石山区，

峰峦起伏，林茂草深，为阳曲林牧宝库；中南部属丘陵河

谷，土层深厚，土质疏松，为阳曲天然粮仓。全县土石山区

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四，丘陵地带占百分之三十五，河谷

平地仅占百分之十一。这里的交通方便，北同蒲铁路、京(北

京)原(太原)公路贯穿南北，县内公路四通八达。

阳曲以农林牧为主。粮食播种面积四十八万八千亩，

主要作物有高梁、玉米、谷子、豆类、薯类等；经济作物主

要是葵花。现有天然草场七万亩，人工草场四万五千亩，以

饲养牛、鸡、蜂为主。全县宜林面积一百万亩，现有用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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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万亩，国营东、西山两个林场为省用材基地之一。千

鲜果经济林三万亩，有青香蕉苹果、红葡萄、关山大花椒、大

圆枣、酥梨等。阳曲主要矿藏有煤、石膏、铁、铝矾石、石

灰石、石英、大理石、云母等。品种不少，储量不多。工业

基础较差，全县现有国营企业六个，城镇集体企业十二个，主

要产品“太原二锅头酒”、“太原清香白酒一、“景泰兰花瓶”颇

受欢迎。

阳曲辖四个镇，即：黄寨镇、大盂镇、东黄水镇、泥屯

镇；还辖十一个乡，即：北留乡、候村乡、高村乡、凌井店

乡、杨兴乡、温川乡、愈上乡、西凌井乡、北小店乡、西庄

乡、伙路坪乡。全县共五百零三个自然村，据一九A--年普

查，共有十三万一千七百多人，均为汉族，都说阳'曲话。

1．2历史沿革

阳曲的名称始见汉朝，应劭日：“河千里一曲，县当其

阳”，故日阳曲。

阳曲归属几经变迁，所辖范围屡有不同。道光二十三年

《新修阳曲县志’序云：“阳曲之名始于汉，而建置沿革代异，

其地地异，其名汉之前为盂县、为狼孟，汉以后为阳直、为

汾阳，按其版图皆与今所隶之地不同。”县志卷一记载：阳曲

春秋时为晋，盂地。其时霍山以北皆狄地。晋悼公后始开县

邑。魏谓之大祁城(今大盂J11)。秦为狼孟县，隶属太原郡。

高帝时，代王赵歇国阳曲(今治东北八十里忻州定襄县境)，

属并。后汉末移阳曲于太原县北四十五里，隶新兴郡。魏复

徙县民于太原北、狼孟南筑城居之。晋为太原国，日阳曲、

狼孟。北魏废狼孟，而以阳曲隶肆州永安郡。后魏移阳曲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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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故城(t水经注，记载：秀容南之阳曲即今八十里之忻州定

襄境。后魏永安郡之阳曲即令东北四十五里之后汉阳曲故

城)。隋隶太原郡，属河东道。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文帝

自以姓杨，恶其曲之名，改日阳直。十六年改日汾阳，因汉

故名，又分置盂县(1jll大祁城)。大业初(公元六O四)省入汾

阳，末年复日阳直，移置木井城(东北七十里郑村、南社等

处)。唐属并州。武德三年(公元六二O)于隋之故城西四十

五里又析置汾阳县。七年省复日阳曲，是年又析置罗阴。贞

观初，置燕然(在府西北七十里)，隶顺州。八年(公元六三

四)侨治阳曲，属并州。此后阳曲县名再无更改。

据t读史方舆纪要》、t太平寰宇记》记载，阳曲唐尧时属

冀，虞舜时属并，夏禹时复属冀。其余与《新修阳曲县志》基

本相同。

民国元年废州改制，阳曲仍为山西首县。抗日战争年

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分置东，西阳曲，一九

．四八年阳曲解放后合并，县城移治黄寨镇，属晋中专署。建

国后，一九五。年属忻县专署，一九五八年属太原市，至

今。

1．3方言概说

山西方言分为并州、吕梁、上党、五台、云中、汾河，

广灵七个片。有的片内部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片下面又分

了’小片。阳曲方言属于并州片的晋阳小片。但阳曲地处并州

片和五台片之间，受太原和忻州方言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方

言特点。

从声词上看，“诗”和“时”，“梯一和“题”读音不同(1ip平

，



声分阴阳)；“诗”和“使”，“梯”和“体”读音相同(即占清上、

次浊上与古清平阿调)。这是和忻州方言相同而与太原方言

不同的。入声分阴阳，这是和忻州不同而和太原相同的。

从声母上看，“曾”和“针”读音相同(声母都是ts)；“蹭”

和“衬”读音相同(声母都是ts‘)；“桑”和“商”读音相同(声母

都是s)。这是和忻州方言不同而和太原方言相同的。

从韵母上看，“根”和“庚”(韵母都是5)、“心”和“星”(韵

母都是i5)读音分别相同，这是和忻州方言与太原方言相同

处，从音值上看，阳曲方言中脱掉鼻音韵尾，主要元音【a】

变为鼻元音【鄙。

’‘但是，阳曲方言的主要特点表现在韵母方面。如“恨”和

“横”同韵(都是5)；“姐”和“检”同韵(都是j￡)；“赦”和“桑”

同韵(都是a)；“非”和“刘”同韵(都是ei)。“饿”[日Y】和

“赦”【sa】、“牡”【m￡u】和“亩”【mu】分别不同韵。入声韵

有八个，“腊”[APl、“夹”【iAP】、“括”【uA叭“直”【aPl、

“接”[io?】、“绝”【yoll]、“各”[oP】、“郭”[uoP】。
’

阳曲地广人稀，内部方言比较复杂，要了解详细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根据目前的调查，县城所在地黄寨和位

于黄寨东南十里左右的东黄水基本一致，大盂(黄寨北)、泥

屯(黄寨西)、东凌井(东黄水东)以及西山等边远山区乡镇和

黄寨话各有很多不同。

’本志所记的是阳曲县城所在地黄寨话，主要发音合作人

崔朴(男，五十一岁，以前当过教师，现务农)、刘玉英(女，

四十九岁，家庭妇女)世居黄寨，说的是地道的黄寨话。

1．4音标符号

本书用国际音标标音。下面将本书所用到的音标符号列



表说明。

(1)辅音

本书所用辅音符号见表一：

寰一

＼部位 双 齿 舌 舌 舌
喉

方法＼＼ 唇 唇 尖 面 根
＼

不送气 p t k 2

塞

送 气 P‘ t‘ k‘

塞 不送气 ts te

擦 送 气 tS‘ tO‘

鼻 m n 日

边 1

清 f S C X

擦

浊 V Z

(2)元音

本书所用的舌面元音符号见下面的元音图。图上八个标

准元音用实心圆点表示、其他元音用空心圆点表示。 ．

鼻化元音用～表示，如5是。的鼻化音。

除元音图上表示的舌面元音外，还有舌尖前元音l。

(3)声调符号

本书调值符号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

高分为“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分别用

1、2、3、4、5表示。调值符号的竖线作比较线，竖线左边

或右边的线表示调型的走向。“一”表示平调型，“，”表示升

J



， 元音图

调型，

低

⋯“一”表示

先升后降调型j蔓线奉边的调傅符号表示单字调，竖线右边
的调值符号表示捌谤委调。。。轻声用在竖线前头加点表示。数
码下加短横表示读的、是短调。本书所用声调符号如下：

单字调 J：21”、({阴平上)l
。-J 22 (阳平)

’

1 353

一’ P J·2

PJ 212

·I

连读变调．L 22

(去声)

(阴入)

(阳入)

(轻声)

r 4

卜 33 L 2

卜 53

r 55
。

此外‘，本拳速用了以下几个符号：

【】表示里头是音标，’例如：【a】，【叫，【uA铂。有时括



号省略不用。

>表示“变成⋯⋯”，例如：蛭儿tsa2J糖eJ>ts铯eJ。

<表示“从⋯⋯变成”，例如：r35,t<铲1 rosa。其他

符号参看第三章同音字表凡例和第五章分类词表凡例。

(4)本书所用音标

与汉语拼音方案对照表

声母对照表

本书所用音标 汉语拼音方案

记阳曲音用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z③

一③

记北京音用

p

P‘

m

f

t -

t‘

n

1 ． ，

tS —

tS‘

S

I争

C

8

zh

注①汉语拼音方案中只用来拼外来语、少数民族语和汉语方言。在国际

音标中v是齿唇浊擦音。

②[z]是舌尖前浊擦音。

⑧汉语拼音方案中的zh ch sh r(国际音标的t§tF§气)，阳曲方言

分另Ⅱ归人【ts ts‘s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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