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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萍是努力的，在第一本著作出版三年后，第二本著作又问世了。

这回他写的方言属吴语。方言工作者调查和研究方言，一般都首选母

语或跟母语相近的方言，但在一定条件下，本来不熟悉的方言也非研究不

可。他已在宁波市定居多年，余姚是邻县，家中更有一位余姚人朝夕耳鬓

厮磨，加上作者一向认真的态度，这本书的材料应该是可信的。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浙东地区方言属吴语太湖片，其中绍兴和宁波

分属临绍、甬江两小片。余姚居二市之间，《地图集》将其归于临绍小片。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里且举其大者说之。

中古成山摄今韵母绍兴话带鼻化，宁波话是口元音，余姚同绍兴，如

“班[[pfi]”、“南[∈ne]”；“胎一推”在绍兴同音，在宁波不同音，余姚同绍兴：

“胎一推[ct“e]”；但是，中古声调的演变，绍兴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共八个声

调；宁波老派七个声调，浊上归去；新派五个声调，舒声只有两个阴调，一个

阳调，跟上海话一样。余姚话声调偏向宁波，六个声调，舒声只比宁波多一

个阴调；第三人称代词绍兴说“伊”，宁波说“其”，余姚说“渠”，有Eg]声母，

偏向宁波。

语言是渐变的，从绍兴往东，方言不可能突然从绍兴话变为宁波话，余

姚话兼具二者特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研究某一方言区或方言片的代表

点方言固然重要，研究两片交界处的方言则另有其特殊价值，可能并不比

代表点的价值小。汉语方言研究至今日，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是否可以

说，全国汉语方言分区的大局已定，但是，在细节上，在众多交界处，却存在

大量疑问，尚待年轻学者们通过艰辛劳动进一步予以解决。

再进一步说，以往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以静态为主，属典型研究。甲就

是甲，绝不是乙；乙就是乙，绝不是甲。这在学术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正确

的、必需的，且只能如此。但当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应该且必须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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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跨向动态，从照相式的描写进入摄像式的描写。这样才能观察语言变化

(共时的和历时的)的状态及其规律。这才是对真正的活语言的研究。

描写和研究处于两小片之间的余姚方言，其重大学术价值殆在于此。

浙江出了以李荣先生为首的众多杰出方言学家，随便数数，就能数出

好多。但也有一点遗憾，这些学者绝大多数不在浙江工作生活，以致对浙

江本省方言的研究还不算很多，作为基本材料来源的方言志更少。这不禁

使我向各位浙江方言学者呼吁，快努力工作，多多出版浙江各地方言志，别

再让我们望眼欲穿了。

肖萍的这一新著，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相信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众多

有价值的信息和启示。

汪 平

2011年8月于苏州还读书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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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壹 地理人口

第一章导论 1

余姚市位于浙江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翼，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21。09 7、北纬30。03’。东距宁波40千米，与宁波市江北区、鄞州区相邻；西

距杭州市120千米，毗邻上虞市；北濒杭州湾，与慈溪市接壤；南枕四明山，

与奉化、嵊州市相连。区域总面积1526．86平方千米。其中，山地、丘陵

805．09平方千米，占52．73％；平原432．51平方千米，占28．33％；水域

289．26平方千米，占18．94％。余姚属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地区，

地势南高北低，中间微陷。南部为四明山区，山峦起伏，散布大小不等的台

地和谷地，最高峰大长山青虎湾岗海拔979米，中部为姚江冲积河谷平原，

北部为钱塘江、杭州湾冲积平原，素有“五山二水三分田”之称。全市耕地

429平方千米(64．35万亩)，园地65．6平方千米(9．84万亩)，林地481平

方千米(72．15万亩)。主要河流姚江，源于境内四明山夏家岭，自西向东流

经中部，汇人宁波市甬江出海，全长109千米，境内流长54千米，30余条支

流纵横交错，织成水网。并有众多湖塘水库。牟山湖为境内最大海迹湖，

正常蓄水420万立方米，四明湖为最大人工湖，总库容1．2亿立方米。

全境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热

同步。冬短无严寒，夏长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6．2。C，日照2061小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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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期227天，降水量1361毫米，自然条件优越。山区溪流众多，水力资源较

为丰富，可开发小水电约2万千瓦，已开发9414千瓦。姚南山区萤石、高岭

土和花岗岩资源丰富，颇具开发价值。萧甬铁路横贯中部，杭甬公路穿越

境北，姚江为浙东运河一段，水陆交通便捷。南部山区地势险要，为浙东战

略要地。

余姚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农林牧副渔各业齐会的综合性农业区域。

被国家授予“中国杨梅之乡”、“中国榨菜之乡”、“中国茭白之乡”、“中国蜜

梨之乡”和“中国红枫之乡”称号。工业门类齐全，基础较为扎实，享有“模

具之乡、塑料王国”之美誉。

余姚市辖6个街道、14个镇、1个乡：凤山街道(原名东北街道)、阳明街

道(原名西北街道)、梨洲街道(原名东南街道)、兰江街道(原名西南街道)、

朗霞街道、低塘街道；临山镇、泅门镇、马渚镇、牟山镇、丈亭镇、梁弄镇、陆

埠镇、大隐镇、大岚镇、河姆渡镇、四明山镇、小曹娥镇、黄家埠镇、三七市

镇；鹿亭乡。

根据余姚市统计局2011年6月发布的《余姚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余姚市常住人口为1010659人(包括居住在本乡镇

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离开户口所

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

工作学习的人)，以汉族为主，还有苗、白、壮、布依等少数民族。其中，全市

户籍人口为837224入。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72909人，

占66．5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37750人，占33．42％。全市常住人口中

市外流人人口为235269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3．28％。截至本书完稿

时，余姚市区各乡(镇)具体人口数据尚未公布。

贰 历史概况

余姚得名，有如下说法：一说，《风土记》载，舜支庶所封之地，舜姓姚，

故日余姚(“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姓姚，故云余姚”)。另一说，《越绝书》

载，夏少康封少子无余于会稽，以奉禹祀，姚乃其属邑，故曰余姚。《山海

经》郭璞注，句余山在会稽余姚县南，句章县北，故此二县因此为名，此为第

三种说法。还有一说，“邑有句余山，又南有姚江”，故名。再有一说，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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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释名》说，县隶会稽，在余姚山之西，以河东有姚姓，故曰余姚。近有

人主张，余姚为越语地名，其义自明。

余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境内河姆渡古文化遗址证明，早在7000年前

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余姚先民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化——河姆渡文

化，使余姚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据文献记载，从虞舜开始，先后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之说。春秋

时期余姚属越国，战国中期余姚成为楚国辖地。秦时置余姚县(一说汉

建)，属会稽郡，已有2200多年建县历史。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始筑县

城，为浙东古县城之一。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唐初“余姚之境东包明州，

西辖上虞，为越州巨镇”，一度升为姚州(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姚州)。

宋为“望县”、“东南最名邑”。元贞元年(1295年)改为余姚州。明洪武二年

(]369年)废州复县。1911年11月8日(清宣统三年九月十八日)余姚

光复。

1949年5月23日余姚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境域多次变动，最大一次

是1954年，大古塘以北棉区划归慈溪县，慈溪县西部稻区、山区划归余

姚县。

1985年7月26日撤县设市，设9区、8镇、63乡，较早跻身全国县级市

行列。1995年，余姚市被国务院批准升格为二级市，隶属宁波市代管。

余姚城素为县治所在，古城由南、北两城组成，双城合璧，别具一格。

北城始建于东汉建安五年(200)，南城筑于明嘉靖年间。直至今日，余姚

城区内原有的里巷格局、街道尺度、河网水系仍有相当部分保存完好，并与

成片的民居构成了较完整的古城区风貌。

叁选题意义

《余姚方言志》的研究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余姚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曾涌现过众多历史文化名人，

如东汉高士严子陵、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明末清初中日文化交流先驱

朱舜水、清初著名史学家黄宗羲等，享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东南最名邑”

和“文献名邦”的美誉。课题从方言学的角度切人，可为合理开发宁波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产业或文化产品的影响力、辐射力尽一份绵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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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力，可为进一步研究余姚文化留下一笔可资借鉴的语言学财富。

(二)方言既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又是中华文化乃至中国国情研

究的重要内容。余姚方言与余姚地区的人文历史传统有着密切联系。余

姚方言研究是余姚人文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传承余姚地域文

化，研究该地民风民俗、物质生活、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有着重要意义。

余姚境内的河姆渡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河姆渡古文化是长江流域

文明的重要特征，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余姚举世无双的

亮丽特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余姚方言是吴方言的一个源头，对它的

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余姚方言的

保存面临着极大的冲击和挑战，本项目对余姚方言具有抢救意义和基础建

设意义。

(三)余姚位于浙东的绍兴与宁波之间，历史上曾隶属于绍兴府，现归

宁波市管辖。余姚话虽残留古代绍兴话的遗迹却不同于绍兴话；它受到现

代宁波话的影响，却又有别于宁波话。其方言既受其他方言的影响又自成

系统。因此，调查整理余姚方言，对于探讨余姚方言与绍兴话、宁波话之间

的关系，理清余姚方言的发展演变脉络是很有必要的。

肆 研究方法

本书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全面描写分析余姚方言的语音、词汇、语

法，将调查记录的方言材料跟中古切韵音系作历时比较，探究语音演变规

律，比较分析现今余姚方言与中古汉语的关系，考证当地有音却写不出字

形的本字。立足于余姚方言的语言事实，既顾及余姚方言的系统性，又突

出其个性特征。

伍 记音符号

本文所用的字母符号如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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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 舌根 喉

清不送气 p t k ?

塞

^ 清送气 Ph th k“
日

浊 b d g

塞 清不送气 ts tG

擦 清送气 tSh tGh

音 浊 dz d墨

鼻音 m n n 刁

边音 l

擦 清 f S G h

音 浊 V Z Z n

零声母用。表示，标音时一般不注明。

(二)元音

舌面元音
舌尖元音

日U 央 后 (前、不圆

唇／圆唇)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圆唇

高 l y U 1 q

半高 I e o O

中 a

半低 ￡把 0

低 a D

(三)声调

本书标注字音调值，用五度制数字法。轻声字音在字音前加“·”

表示。

(四)其他符号

[] 国际音标符号。如I-p]表示P是国际音标。在不会产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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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时也省略，Ep]直接写作P

／ 用于隔离例句，也表示两边各项的功能、作用均等

同上

() 圆括号内的成分表示可要可不要，有时也用于解释说明前面的

成分

口 表示有音而无适当的字可写
～ 字下加浪线表示该字为同音字
～ 表示例子中前面被说明部分的省略成分
= 字下加双横线，表示文读音
～ 字下加单横线，表示自读音

fj 双竖线后表示有关本条目读音或文字等的说明

其他临时使用的符号，随文说明。

陆 常用方言词

渠[-gel3]他

噎Eio?5]这

口襄[-uar344 lil3]这里

口头[gel3do”]那头

旦襄[-ta44lil3]那个地方

格削貌[-ka?5 9ia?5 m013]这样；这么。也说“格貌””削”应为本字“相”
的音变形式

口削貌[gel3 9ia?5 m013]那样；那么。也说“gel3貌”

格末[kaP5 mio?垫]连词。这样一来；于是

塞葛[sa?5 kaP5]什么

勤[ua44]‘‘不要”的合音

篓[ue44]‘‘勿会”的合音

角Eu,“]‘‘勿用”的合音

贿[船i∥]．‘只有”的合音

勒[1ia?垫]动态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了”、“着”

啷哉[1铷13 tse44]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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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1e13]相当于普通话的“了z”，有夸张的意味

狭哉[丘a?丝tse44]语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好了””狭”应为本字“好”

的音变形式

宁[蜮分3]语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呢”

兰[1a13]语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着呢”：排队～

葛[-ko?5]结构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本字应为“个”，为避免与其

他场合的“个”相混，仍写作同音字

则[tso?5]①给：～渠I～渠吃；②被：～渠调排勒一记；③跟；同：我～依

一起去；④对：～渠好；⑤为：～侬做事体扩则”，本字疑为“捉”

呒没[m1
3

mio?垫]没有

和税[fioul3 Se“]全部，也说“和塞”

结股[峨赞5ku“]不断地；经常地；一直；总是

打没子头[tar334 mio?垫tSl44 d013]突然

凡板[val3 pa44]肯定。也有人说“限板”

原姆[琅y函13 m13]经常

依[i44]又

绥刚[zel3 kara44]刚刚：香烟～吃过；早饭～吃啷嚼，依想吃晏饭啷哉

横哩[-uarjl3 lil3]左右

一顷哩[iaP5 t够“iarj44 li”]一会儿；一阵子

展哩[tse44 lil3]同时一块儿：下午我则侬(大家)～到宁波去

埭[dal3]量词：条；趟

闲早[舫．13 tsa44]以前；过去

候已[丘D13≯i13]随便；随意

汰Edal3]洗

园[kh叼44]藏

陛frfiel3]站立

趁[-bio?5]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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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主要发音人

本书的主要发音人有：

郑文忠，1954年出生，高中文化，工人，余姚土生土长，会普通话，也能

说地道的余姚话。

徐久章，1951年出生，高中文化，工程师，余姚土生土长，会普通话，也

能说地道的余姚话。

张德敏，1948年出生，初中文化，余姚土生土长，只会说地道的余姚话。

奕栋洪，1980年出生，大学文化，医生，余姚土生土长，会普通话，也能

说余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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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方言属吴语太湖片。境内有属于甬江小片与临绍小片的方言。

丈亭、陆埠两区1954年由慈溪划人，方言属甬江小片，余姚镇和临山、泗门、

低塘、马渚、环城、梁弄这七个区镇，均原属余姚县，方言属临绍小片。其

中，梁弄镇靠近上虞县，带有上虞和绍兴腔；鹿亭乡中村等地贴近鄞县，习

惯说鄞县话。四明山区为最南的一个区。因地处四明山腹地，除大岚、华

山两乡旧属余姚外，大部分乡镇均于1960年自邻县并入，方音有较大差异。

其中梨洲、北溪、茶培、壶潭、唐田等地自奉化并入，方音属甬江小片；大山、

黑龙潭、悬岩、溪山等村来自上虞县，棠溪、宓家山、杨湖等村自嵊县并人，

方音属临绍小片。本书调查的是属于临绍小片的余姚县城话。

壹 语音系统

(一)声母29个(含零声母)

P报P“偏 b步防 m门网

t赌t“土d徒 n南l兰

ts租猪阻煮ts“刺耻厕齿dz字寺治士示时惹

船酒九te“秋丘 也球详钱轴玷牛藕肉

k肝 k“开 g葵 r3硬

0衣

f废肺虎 V饭互湖

S丝史诗 Z贼俗椽闸船善染

够修休 ≯崖效匠斜雨移

h海 fi汗胃赢桅望
=一



10 余姚方言志

说明：(1)当地人对dz、Z两个音素的区别不敏感，dz、Z经常相混。本书

以发音人郑文忠先生2010年某一次的读音为准，记录此次dz、Z的分布。

(2)g、z等浊声母有清化色彩。

(二)韵母50个(含辅音自成音节)

1支世

q初

a矮傻

e杯醉

。高

。走

O加

OU多剖

a胆炭

百扇甘

历搬

5针真增

a日张朋耕

。日缸江

u刁东宏弘

i低披徐

ia写茄～子

ie艾

io桥

ia油

io雅

i5金斤鹰英

ia日娘亟

i。日降～落伞

iul3兄均

He块柜

UO瓜话

Y雨靴

y历拳

aP塔辣lap脚贴捏 ua?刮

oP鹿脱突落捉墨 io?阅乐音～ uo?阔骨郭 yo?缺掘菊疫

a?鸽湿割实贼适 ia?接集节漆熄积

m姆

9芋～艿头

南鱼儿

l儿

说明：(1)果摄字今韵母读作OH，假摄开口二等字今韵母读作O，两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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