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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乔全生

中国疆土辽阔，方言差异悬殊，文人自古重视方言词语的研究。对

汉语方言词语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杨雄的《辑轩使者绝代语择别

国方言:H简称《方言抖，这是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记录方言词语的

里程碑:式给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可惜的是，由于

方言但语受到正统封建文人和士大夫的歧视与排斥，研究记录方言词

语的传统没有很好地保持下来，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很难觅到

研究方言词语的专门性的著作。直到明末，才有四川的李实写出《窍

语}，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断域为书"的方言词汇著作，它在征号i

典籍、考订音韵、如i释本字等方岳都显示出了很高的学术计佳，同时也

为今人了解明代四川的风土人情提供了极好的历史线索。此后，近人

研究各地方言和小说、戏曲中的方言词语的著作渐多。如:章太炎的

《新方言}，张慎仪的《蜀方言}，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姜亮夫的《昭

通方言疏证~，胡朴安的《俗语典~，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徐嘉瑞

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未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泽》等口 20 世纪末，中

毒社科i完李荣先生主编了 41 个县的分卷方言词典，雨后又出版综合

本《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使汉语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进入了空前的

繁荣时期 3

李财旺先生的(fa域方言》语词汇释一书，正逢其时 3 十余年如一

日，收集整理出 fa域方言词汇 3000 余条，分十大类二十四个小类予以

解释，旁征博引，力求准确，援例上到《尔雅·释言》、《说文解字上《玉

篇》、《广韵》、《集韵》等古韵书和字典，下到当地近人的文学作品和俗

谚但语，用力甚勤，解释可信，对我的进一步了解fa域方言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一→一些学举一一…平最强绍强思提旦经L
Fa域方言属于晋方言上党片泽州小片的代表点。该书有以下几个

特点:

一、从语音上看，反映出阳域方言的 6 个特点: 1 、保留"夫回音"的

区别 O 中古精纽和见晓纽字在今齐古、撮口呼前读音不同 o 2、保留入

声 o Fa域方言保营了两组八个入声韵。 3、保留有大量分音词 O 如"杆"

叫做"吃榄" "钩"叫做"吃克"等。 4、存在大量的合音词。如"这个"合音

为 "zhuö'γ‘只要"合音为"晏"等 o 5、反映出于变韵母现象。这些语音特

点在晋方言中颇具典型性。 6、反映出阴阳对转现象。如将街食哺雏的

母鸟叫"老母"读作"lao mong" , "母"本读"mu"，是阴声韵，读"mozzg"是

如声韵"约摸"的"摸"读作"mong" ，写为"蒙

韵O 这些读音山西方言只有晋中有，其f他也地方少见口我在《晋中学院学

报》上写过晋方言的阴阳对转的文章，当时还没有发现Fa域方言有，这

些材科为阴阳对转的研究又提供了活的方言例证。

二、从词汇上看，其特点是分类细鼠，收词量多。这是本地学人特

有的优势。将动词分为四类，将形容词分为六类，如果不是长期生活在

本地区，是难以体会和辨别的 o 这"钢磨( I J、型磨面机)"、"拐磨(一种上

直木把手转动的小石磨)"、"莞(柳条编制的一种篮子)"、"牛教〈牛拉

农具时搭在牛背上的‘人'字辈弯木)"、"牛鼻秦(穿在牛鼻子上的木圈

或铁圈)"、"火烧(烧将)"这样的坷，记录了读音和意义，即使将来这些

词消失了，后人也能从中知晓口

三、从作者的用力看，是值得肯定的。作者对方言词汇本字的考择

反映了作者的学力 O 如:吃晴:指知未辟出雏而坏死。《玉篇}:部内败

也。佳:噎，引中为堵塞，与《玉篇》、《说文》的音义皆合。 给:系义，如给

裤。《玉篇}:给，结衣也。亦作特ο"砚"、"遣"、"澡"等字，考择也都信而

有据。该书还记录了许多有意 J忠思的 t语吾言现象，如 F陆日域方言东乡话第一

人称代词羊数"我"的渎音为"侬 nár吨1唁g"; 存古的王现克象，如"给"读为"男赔吉

读作[川i斗]，即《诗经.坪风.静女》中"静女其妾，贯赔告我彤管"的"赔"飞O 说"烤

火"是"向火"在《水;立浒t许丰传》等小说中可见台近代汉语中有大量的词语还

存活于山西方言之中，近代汉语和现代方言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多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代汉语中的语词在现代普通话里清失了， ~r保存在山西方言中 G 方言

可以证古，这己成为汉语方言研究者的共识。从元代以来的文学作品

中可以整理出一大批至今还保留在山西方言中的词语。作者在这方面

给予了充分重视，并作了最大努力 C 书中丰富的方言访问古资料和结论，

可帮助我们获得对某些近代语祠的确解。

四、从反映民间俗语看，书中还列举了许多反映当地风俗的词语。

如:因辫:孩子长到 13 岁举行的庆祝仪式，表示孩子已经成人。喜墓:

生前预造的坟墓。一根杠:连襟。体戏:木偶戏。为砖完 Fa域的风俗民

情大有禅益。

山西是华夏文嚼的重要发祥地。 20 世纪 30 年代史学家钱穆根据

对一些山水、地名、方国部落的考察得出"周人来自山西"的论断。可见

古老的山西方言对汉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均有过积极的结用 c 最初

的音方言是在山西南部 ， Fa域也在南部) F日域在汉代曾属河东郡，治所

在今县城西 15 公里的泽域村，应当深受山西南部方言的影响c 今 F日域

方言中有好多词语，晋南也有，作者对阳城方言的研究可以启发我们

对晋南方言的认识。

晋方言已经成为汉语十大方言之一。昔语是指晗山西南部以外的

广大地区以及河在、河南、内蒙古、陕西等四个省区临近山西的地区所

使用的方言，以山西方言为主体。总共 176 个县市，使用人口约 4500

万人，仅次于官话方言和吴语，与坷语、粤语相当。Fa城方言位于晋方

言与南部方言的过渡地带，保留了很多古代语言的历史面貌，是汉语

研究珍贵的"活化石"。对阳城方言的词汇研究无疑会对营方言研究提

供重要参考。

晋方言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的历史约有 3000 年，加

上封闭的地理环境一一太什山和黄河的天然屏障，使得晋方言的发展

比周边的官话缓慢，保萄了更多古汉语成分，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目

前，晋方言已经引起海内外语言学家、民俗学家的高度重视与密切关

注。近年来，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又相继tB放了《山西方言重点研

究》系列丛书 O 作为 2002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前期成果，这套丛书



注沧州归去~~，丁军经想更连坐在去生吼叫

旨在对晋方言各代表点的方言作深入的研究，全面记录所在地点的方

言全貌，迄今已出版了四辑 16 本(第五辑即将出版)。晋方言研究的重

心就在对语坷的汇择。 (fa域方言》语词汇释的出版，对晋方言其他县

市的方言词语研究将是一个极大的推进。

阳域，古称道i手，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东边是大行由，西边有中条

击，北边被大岳应塞。"山围似g帐卡怅长，翠迭如屏

环境正是F陪日域保留古老方言的先决条f件牛 ο

正因为这个方言的特殊和重要，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于 2006

年就派人赴阳城调查方言，收集材料，已经编写出 (fa域方言研究》初

稿。李财旺先生的(f日域方言》语词汇释，记录考释了大量详实的词汇

实例，有助于我们全面描写和研究 fa域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全貌。

若使本书更好地流于异地和存于后世，有以下几点建议请件者参考:

1 、汉语拼音与国际音标可否并坷，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拼不出时再改

用国际音标。 2、才有些本字再加推敲，再知审一边，使之更加准确 3

作为一个方言研究的爱好者，能够经年累耳，孜孜以求，实为难能

可贵。书中每条诗语都有注音、解籍、用法举例，有些还有本字的考释，

能够驾驭众多的材料，完成如此繁复的工作实属不易 G 我对李先生充

满了敬意。

2009 年 1 月 16 El 
于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乔全生: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

所所长，(山西方言重点研究》系列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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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社

知道李时旺委员在研究 Ffl域方言，大丰既是三年前的事。但与处，闲

谈凡次后我才了解封，他潜心研究 Ffl域方言其实己有十多年的时间

了 3 他的这种心劲，又让我想起了他的两个故事。

2005 年初，县政协举办委员新春联欢会，除了安排节目外，还有委

员们的即兴表演或演说。李财旺同志是九三学社成员、县政协常委，多

年来致力于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在文物鉴定、古建考证、文史虹撰方面

也颇有建树。主持人挑他随意出一个节窍，只见他不紧不慢走上台，

说"咱们晋东南地区很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但语一一某高手，俺凤

台，自婆 Ffl域侬沁水。今天，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阳城"日婆"一坷

的考证。一语未了，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g 因为"日婆"一词是 Ffl域

方言中一个使用频率很高、含义丰富、应渭非常广泛的口语用词，但是

从来没有人去认真研究过它。只呀他口若悬河、洋洋洒洒，把"曰婆"一

词产生形成的原因、可褒可贬的用法和可以用来表达亲呢、反感、愤

怒、怨恨、沮丧等多种心理情感的词性，从民俗、心理、伦理学的层面一

一进行了解析，引得大家啧啧称奇，掌声不断c 这一次他十多分钟的演

讲使我感到，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方言词语，经他一说，居然是那

样生动有趣，那样富含文化底蕴，司时也让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多年来

对收集方言词语这么着这。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去年县政协全委会的议政发言会议上。当谈

及凤4凰古城一些建立在年久失修、残损破 lE1、严重影响县域面貌时，也没

有直接言明其不堪入写的现况，品是借用作家葛水平小说中的一句

话，把古县城那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说成是"琴花脸上的黑土眼(黑瘁) , 

坏了她，好几分人才"。主动有趣的比喻不但让整个会场哄堂大笑，也让



--.__._-----在去专雯雯…一 且主咽黯照耀mmw肌
与会的一些领导哑然失笑，莞然点头，赞许他的批评和建议，让人"听

得进，信得族"可谓是"一声戏语胜千言"。这次会议后，我约他长谈了

一次，对方言研究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

F日域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可考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六千

年前的结石器时期，明、清时代文风尤为是盛，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文

化和淀。这种积淀，也同样渗透在方言土语中白就自前来说，阳域方言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专生术语叫"次方言" ) ，而东乡话、西南乡话和北

乡话的自然分界又与境内的沁河、浸泽河、芦苇河三河流域有着天然

的联系，直接反映了农耕时代相对封坷的社会特征。但是，无论是那一

片的方言，却又共同包含着古久千年、不同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情状，

其中的许多语音和词语，依然保驾着最原始的本意和内涵，依旧在人

们的日常口语中流传着、使用着。据说，阳城方言能够保留许多古代语

言的历史面貌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被誉为汉语研究珍贵的"活

化石"己经引起语言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著名的《康黑字

典》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字书，它对我国汉文字规范化进程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主编《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游1I哥大学士陈廷敬

就是我们阳域人，陆城人常常为此而感到自豪 O 如果 fa域方言能够为

我国汉语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例证或依据，阳城人毡，会为之感到

荣耀。

把F日域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去调查扶集，整理研究，我认

为很有意义c 因为传统的农耕文明毕竟正在被现代工业信息文明所取

代，许多传统词语己经消失或即将消亡c 现在用些功夫，把照域方言收

集整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记录了数千年农耕文明时代

的生产生活信，怠，传承了祖先们的价值情感、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能

以这样的 E罢免去关注这一变化，孜孜不埠，坚持多年，也算是李财旺先

生某爱家乡、钟情地方传统文化和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的写照吧。

2008 年12 月



凡例

一、本书为资料性通结读物，以收集、整理、介绍阳域方言常用特

色口语词语为主。本书共收集阳域方言词语、短语及略语 3500 余条。

二、词语条吕按词性分为十大类，每大类中又分若干小类，并按名

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习慎排列顺序排列。类别中条巨太少的，凡类

合并归入"其他词"中 D

三、兼类词按应用情况分归该词被常用词性的类射中，并分条注

释，在其他类别中不再另立条目。如:[颗利】既是f彭彭容词又是副词，{恒旦在

口语中常用作副词，故将其分归"副i词司类

而在"形容词类"中不再予以列出 G

四、为了方{更普通读者阅读，词语条巨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故

为"近似音"。阔读时，例句中条目词语以外的字也应用方言语音来渎，

方可体现出阳城方言的语音特色。

五、注音汉语拼音字母上所标声调的调值为方言语音调值。人声、

轻声不标声词。

六、词语条目用到普通话中不常用的生、冷、辞字时，在条目后注

明依据的《字书》和对字音、字义的解释，以供研究参考。如:[主反】·

[说明 J(集韵~:摄，甫逮切，音反。巍也 o (汉语词典~:昌颜贡，古同 "r颐跟

哗D 字书中存在，但字义不明而被使用的字，亦在条目后注明。如:[踊I

nàn 踩，踏G ……[说明 K汉语字典~:酶，义未详。暂存疑。

七、词语条吕如是暂时无法查到本字或无本字的"合音"的，为了

书面表达方便，以谐音字、异体字或"合成字"暂代，并在条目后予以说



………一 ←…一一一一………一…均端主基皇军艺在茎捏捏生在日能以

明。如:[江E 七òng 副词。主;正在G ……[说明]字书暂查无本字，以"江"

代之。又如:【运】 zhuõ"这个"的合音。……[说明]字书无本字，以"逗"代

之G 再如:【告】 sh恙。"生目"的合音c ……〔说明]无本字，以合成宇代之。

八、词语条目与普通话字、音梧呵，但所表示的意义不同时，在条

吕后用[注意]提示。如:【承当】①答应:应承。②承认。……[注意]与

在普通话中所表示的意义"担当"不同D

九、条目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侥句的，中间用""1"号隔开;例句采

用他人文章语句的，在句尾注明作者和文章。如:【立于凑】……例:这几句

话说的还对凑能使。 I ……她打算去表姐家借些棋对凑一下。(部捏《看

秋一-一为饿拜立传~)

郑重声明

一、本书为资料性通岱读物，旨在对阳城方言中的常黯方言词语

进行一般性的较集、整理、记录和介绍，对阳城方言的i吾音特点、发音

规律、演变历史以及语法特点等不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而且条自中

所采用的文字有的尚待考证 ，P，斤以不可作为论证文献或辞书来看待。

二、本书中因暂时无法查到本字和表示方言"合音"时采用的借

字、代字、"合成字"只是为了书菌素达方便用来"表音"的一种符号，

不可在其它场合书写时作为"本字"使用。如果有人在书写时用作"本

字"不得以本书作为由处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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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方言是一种只在某一地区通行的与标准语有区别的口头用语，结

称"地方话气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变体，是因地域差别造成语言

发展不平衡的反映。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南腔北调，语音纷杂，是

世界上方言最多的国家之一。一个地区的方言与标准语和其他方言之

间的差别是多方面的，它不{B可以表现在语音上，也可以表现在语言

词汇和语法修辞等方面。语言学家板据这些差黑和区域方言各自不同

的特点，将汉语方言分成了许多类别和片区，而且握着调查研究的不

断深入和划分方法的不断改进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科学。按照原先的

划分，汉语方言主要有北方宫话、吴语、粤语、湖洁、闰语、赣语和客家

话等七大方言莲，晋语属于北方官话方言区中的一个次方言。

陆域地处山西省的东南部，位于晋语方言区的最南端。所以，ßB域

方言也属于汉语北方官话方言的莲畴O

1985 年，著名语言学家李荣提出应捏"晋语"从"北方官话"中独立

出来，理由是晋语中存在着"人声"和北京官话很不相同，比北京话的

语言特点古老许多。这一学说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1986 年，中国社科院和澳大利亚共同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根据最

新研究成果，采用新的划分方法，把汉语重新分成了"十大方言"区，

"晋语"也被列为了中国十大汉语方言之一。从此，晋语脱离了"北方官

话"的范畴，成为与其梧并列的一大汉语方言区。

分离后的晋语包括八个方言片区，阳城方言属于郎新(部单吉、新



乡)片的漫济小片c

同晋活这的其他所有方言一样， ß8城方言与北方宫话在i吾吾上存

在着很大差弄。其主要特?正是口语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的中古人声和部

分"上古雅言"语言风格古老丽质朴。许多用北方宫话读来己不押韵

的唐诗宋词用阳城话来读却是朗朗上口;一些象"贻"、"变"、"休"、"阶

坑"、"新饭"等非常古老的上吉雅言钱然是当地人们的口头用语。

与同语区其他方言片捂比，陌城方言又有"鼻音轻、无拖在"的语

音特色。既不象上党片那样发音用鼻搓，鼻音浓重.也不象新乡话那

样调尾拖长腔，语如吟唱.语音清晰而需洁。

由于受到中吉发音习惯的影响，与现行普通话相比，阳城方言的

发音多不规范。主要元音的发音口型不准，不但影响了自身的音质，而

且影响了相关韵母的音准，给人造成似乎有发音口形不到位的感觉，

说出话来不象普通话那样高亢清越、字正在西;而调值偏俄、起伏不大

以及大量中古人声的存在，使得阳城话语音程重低沉、生硬呆板，缺乏

抑扬顿挫之惑。

汉语方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是随着历史文化的

演变而变化的口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影响阳城方言形成的因

素也是非常复杂的，踪了历史上的政区归属、人口流动、昌都迁徙引起

官话中{.'发生改变等主要原因之外，与其本身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有

着很大的关系。阳城具有古老、悠久的语言文化历史。下) 11文化和大量

新石器遗址的发现说明早在两万多年以前中华人类的祖先就在这里

繁衍生息，是中华文畴的重要发祥地之→;舜耕历山、商汤祷雨桑林的

@如将"夜禾"说成"y内b栩ng俨ti垣a叼"、J‘

@如将"油墨"说成"VyOud♂贝Imei52135"飞O 后边的数宇为谓值O



毛主}

历史传说与穆天子休于道泽的历史记载则说明阳城与"上古雅言"的

产生地非常接近，曾经露于京最之地，是使用"上古雅言"的主要地区

之一。但是，由于阳城地处太行、中条、太岳三出交汇处，西望关中雨为

中条所露，离俯中原又被太行所盟，古时的语言文化交流很不方便。从

《中国汉语方言图》上也可以看出， ~B域的地理位置与历代中华古都@

的直线距离都不是很远，基本上处于北方官话方言区的搜心地带，而

"地僻山阻、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具有悠久语言文化历史的阳城

方言在后期的语言演化过程中始终落后于近在咫尺的北方官话方言

区，逐渐与北方官话产生了较大的语音差异。(见{F日域方言在晋语区

所处位置示:
I ~日域方言在晋语区所处位置示意匮

意图})明清

时期，随着

煤炭资源的

大量开发利

用，阳城工

商发达，文

风鼎盛，商

贾、宫宦遍

布全国各

地，语言文

化交流曾经

盛极一时，

甚至出了陈

@尧都平阳，在今临汾:舜都蒲援，在今永济;禹都安邑，在今夏县。



一一一-剧d份基摇摆黯酶盒露露基金盔幽

廷敬这样一位因主编《康熙字典》雨闻名字内的语言文字学家。然雨，

由于历时过久，积弊成习，盛极一时的语言文化交流除了能象人口流

动迁键一样为本地引进一些外地的方言词语和官话词语外，也未能从

根本上消除南城方言与北方官话之间的语音差异，中古人声和"上古

难言"仍然被人钉在吕常口语中保留了下来。

使用阳城方言的人口大约有四十多万。按照语音差异，陆城方言

大体上又可分为东乡话、北乡话、中西南乡话三种次方言和两个方言

岛。东乡话的使用汪国包括沁河流域的润域、北留两镇以及沁水县东

部的一些乡镇租地区;北乡话的使ffl范围包括芦苇河流域的芹池、寺

头、町店、八甲口等乡

镇及梧邻沁水县的部

分地区;其余的为中西

南乡话的使用范围，包

捂婆泽河海域、南部山

区的所有乡镇以及与

其周边接壤的沁水、垣

曲两县的部分地区。两

个方言岛分别是处于

中西南乡话区域中的

县城话与台头话。〈克

{F日域话次方言分布示

阳域话次方言分布示意图

m 例

。县城 t

@乡镇

O 原乡镇驻地

阳城话

\ 东乡话
~t 乡话
县峨话 i
含~话

意图})由于中西南乡话的使用区域和人口均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常常把它作为阳城话的代表，即"本地话"。本书在分绍其方言语

音和方言词语时，即是以本地话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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