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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错狒簿《卺璐》导虽：：前×{i录奄，言‘：餐耩疗戡霖铽．人鞠气
静术粥静嗡点．薯≮。1：毫三基忒心￡舂专静鼢酗文蒋甄赡霞嚏

多 ’卅史支m≯，》每p’．曾：：越皇{归jj毫j奏‘·?皇V．：；一÷。1一^：?弓平
，， 。，：阳新县位于鄂东南幕阜山系北麓．．幕阜山重峦叠蟑，峰回路

矗 转，烟缭雾绕，云霞明灭，因而真正熟悉它的，恐怕还是白去生处的

臻 人家。如同这里的山山水水_样，用新方言内部差异悬殊j十里；

。。 啻，，扑朔迷离。素有“九板十三腔”之称，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外

‘， 黎的交际月益零繁磐皇的真实面貌，堡然鲜为人知，÷≤辫j‘：精
： 敢一四十年代，前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杨

≯ 时逢等先生曾调查过湖北方畜，，调查阳新方育的选点是阳新县三

；’溪镇，他们撰写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有三溪方言的记录。．但

⋯一≯ 是l《报告》所i己与三溪方言的实际有很太距离，最明显的是。《报

．一告≥说i溪话有六个声调，而实际上整企阳新县都没有六企声调，

三溪话和阳新县治兴国镇话曩样，只有四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

l 声t人声，古去声字及全浊声母上声字皆归阴平。为了慎重起见，我

鬟． 们黠；三溪方言进行了复查核实，结论仍然如此．，当然，事隔四五士
‘。

簪，我们不敢说三溪方言●点细微的变化也没有，但是在这么短的

时间内语音系统竞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那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

们复查的对象都是世居本地的七士岁左右的老人，他们的语音与

。 ‘报告》记录的差别也只能是共时性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年

调查的对象操三溪口音的真实雠我们曾多方打听当年调查对象
的下落，但没有结果．从《报告’记录的韵母和声调系统来看，我佴

≮ 认为，当年调查的方言只能是国和西部边境的成宁话，因为咸宁话

。尹 刚好有六个声调，调值与《报告'所记也大体相同；同时韵母系统也

与《报告》基本一致。国和位于三溪的西部，其西端离三溪镇有30



2 阳新方言志

公里，国和的西部则与湖北省咸宁市接壤。长期以来，国和在行

区划上为三溪镇所辖，所以当年调查的对象即使是国和西部边

上的人．如果他自称是三溪籍亦无可厚非，于是乎《报告》就将渗

到国和西部．趣境的咸宁话误认为是三溪话了。其实，这种话既不

于真正的国和话，更与三溪话有别。这就是

再别无解释。由此看来，《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对阳新方言旷：：漆

值得商榷。

近四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相比之下

阳新方言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它的语音实际一直翘

着人们的关注，但两次来阳新调查的人也都是行色匆匆，不遑

入，以致学术界在谈及阳新方言时，仍然只是引用《湖北方言调

报告》的记录，而对于其中的出入则全无所知。对于这种状况，我

深感忧虑。我们觉得，科学只能面对事实，事实是最具有权威的，

言的调查研究必须把语言实际当作唯一的依据。为此，笔者早就

编一本小册子，让阳新方言的事实出来说话，以还它本来的面目。

不仅如此，阳新与江西交界，又是“吴头楚尾”，因而，阳新

言与湖北省其它地区的方言有很大的差异，就拿声调来说，其代

方言包括入声在内只有四个声调的，在湖北省恐怕只有阳新了；

如有人曾认为湖北方言没有后Ea-1，阳新却偏偏有，而且还是圆

的[D]；而在省内独无仅有的小称音变现象，更使得阳新方言具

特色。阳新方言还保存了不少古音古义，这对于语源的研究、训

学的研究、汉语史的研究，以及对社会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裨

的。总之，阳新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对阳新方言作些志录工作

完全必要的。

再者，我是阳新籍人，虽然客居他乡，两鬓已摧，但乡音依然

改。作为一个具有调查方言能力的阳新人，也有责任对阳新方言

些记录工作，以便给研究阳新方言和研究鄂东南方言的人提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言 3

可靠的资料。于是就动了编写《阳新方言志》的念头。

然而，方言志这类书印刷编排的难度大，发行量小，加上容易

认为是土俗之学而遭到冷遇，因而唯恐难以付梓而迟迟不敢动

，只是在《方言》等有关刊物上发表了些单篇的文章。可是资料积

甘；后来志写成了，让它束之高阁、积土尘

：心不甘。于是，经过许多有效的和无效的努力，经过许多周

和坎坷，经过许多次气馁和沮丧，终于使洒在这本志上的心血散

出了油墨的香味。不过，除此之外，似乎还留下了几丝苦涩的回

，以至至今谈及它的时候，还难免油然而生发一些感慨。

由于学力不足，书中的纰漏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

黄群建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于湖北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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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羚一、FI￡笋．皇．■审Aj、o j，。”登筝秘支t泠?i：F，。j}，¨5；复“

}：”：i：譬≈≥j二三。i碌!～适；7．；。o。：”i!支霉一譬i釜．遮一枣、Hr’·‘?。》’磁≯．曩

‘j惹篓攀=：麓嘉孝．蜒瓮鬈童警专
：发；．0 i j}_气j j：”’．：、：分：j：，、‘!■．：‘j。+： ，。!：：。_：j：。≈，大，。o心，．】：警蠢

i
j 1．。一!k∥?j墨，孟o，4j”：地理概况。謦．。，j㈡。F．r：≯

一 ，乞；皂：’≯；．：蒜主j睡一。：．1 7车；’。：÷+蜀．’：。艺j立’j 0j j，。?～17．，h?
。

阳新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南岸，幕阜山脉北麓。东北与

广济、蕲春两县隔江相望，西与通山、威宁两县接壤，北与大冶县毗

连，东南与江西省瑞昌、武宁两县分野。地理座标在东经114。4：37至

115。3Ⅸ、北纬29。307至·30叼9’之间，全境面积。2779．63平方公里。
． 阳新地形属周高中低的盆地。太小山峰有钳1，座，山脉除局部峰峦
、。外，多为海拔300米左右的丘陵，丘陵面积约占全境面积的60％。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低洼地带一般在海拔50米以下'，最低点为海

拔11，16米，低于长江平均水位。全县大小河流3：65条，总长985公

里，河网密度达Q．，36公里／平方公里；二最大的河流富水源于通山

县，在县境内流长、79．6公里，由富池注入长江．‘’大小湖泊、109个，

面积达209平方公里。全县境内丘陵起伏，河川纵横，湖泊密布，土

地肥沃，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oj j．”．?一、≯，。，．；。、-．∥一、。
，?立阳新有铁路，公路连接武汉、九江和南昌，。是鄂赣两省往来的

重要通道． z t、! 狳毫k。、；’。tj：；，t i≮’。二i、摹。书}i!

t置．．全县以农林经济为主，特产麻、茶，其次是渔业．r全县人口有

80万人。。≥j．·≯“．’一H： ；，!-i；‘。。．j。5j．，．·?1 1．m? ≯、。 ·．

阳新远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聚居t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

址十多处，遗存有大量的石刀、石斧、陶片等文物。

阳新古代介于吴头楚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

，，，

‘菇．'

’r．■▲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阳新方言惠

要》记载：阳新“有鸡笼山，相传伍子胥曾驻兵于此，今遗址尚存”，

。史记圆闻九年子胥伐梁是也”。又，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谋反，其

臣伍被说“守下雉之城，绝豫章之口”，下雉即阳新．三国时吴将甘

宁亦在阳新富池口与魏将张辽交战。阳新唐代名永兴，属鄂州。

《读史方舆纪要》云：“唐天复二年，淮南将李神福击杜洪于武昌，得

永兴，日：‘永兴大县，馈饷所仰，已得鄂之半矣．"清咸丰四年，太

平军为确保天府，曾在阳新半壁山、富池等地设营，以铁链锁江，以

阻击清军水师。抗日战争中，阳新则成了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 i
．

：． 7 ．‘。 。；
。

、0 ：#‘

。 ‘‘，⋯t_。 1．2历史沿革．i一，1 t‘。

：． 。‘} 。j| ‘”． ；，
一

．

阳新建治至今已有二币一百年。夏、商隶属荆州，周为楚地，

秦属南郡。汉高祖(公元前201年)始置县，初名下雉，属江夏郡。三

国时，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吴分下雉、鄂县置阳新县，与下

雉并隶武昌郡(今鄂州)。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改属浔阳

郡(今九江)。东晋义熙年间，下雉并入阳新。南北朝时，梁普通七

年(公元526年)分阳新置安昌县，陈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又分

置永兴县。隋置富川县，并阳新、安昌、永兴入富川，后又改名永兴，

属江夏郡。唐沿称永兴，隶鄂州。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

以年号为名置兴国军，领大冶、通山两县。元改兴国军为兴国路，隶

江西道，后自江西割隶湖广行省。明初改为兴国府，洪武九年(公元

1376年)降府为州，属武昌府。清仍为兴国州。自宋置兴国军至清，

阳新县城一直为军、路、府；州治所。民国三年(1914年)改兴国州

为阳新县，属湖北江汉道．建国后1949年至1952年属大冶专区，

1952年至1965年属黄冈专区；1965年后属咸宁地区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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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i1．’3 7音标符粤一一。’l。：，|‘≥
I， ．．÷ i f，／‘i r1。r。÷。j。。

本书用国际音标(简称“音标”)标音。一现将本书用到的音标

号说明如下：，’ ’■．／，、 ，
、，，

’

， ， ·

·一．辅音⋯．一。∥。’ 7．

本书所用的辅音符号见下表：1

二．元音 ，t～

本书所用的元音符号有舌面元音符号和舌尖元音符号。

’。‘舌面元音就口形而言，可分为圆唇和不圆唇两类，[y u o 0

a oj都是圆唇元音，Ei l e a Y e茁e Ct]都是不圆唇元音；就舌位

言，可分为前元音、央元音、后元音、又可分为高元音、半高元音、

低元音和低元音，见下面的元音舌位图。。⋯ j!、
．

i z

一除此之外，阳新话还有鼻化元音．鼻化元音是在元音音标



4 阳新方言志一

前 后

，

_●_●—-

D

低

-一 元音杏位图 ’．一 一{

加上[。]符号，阳新话的鼻化元音有陆]、[侥]、[芒]、[T]四个。鼻化 。

元音是与口元音相对而言的。发音时软腭上升，堵住鼻腔的通路，

让气流从1111腔流出，就叫口元音，如[蕾][∞][e]、E1]。而发音时软

腭下垂，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流出，这就叫鼻化元音。因此，只要

发[把]、[∞]、[e]、E1]时，注意同时让气流从鼻腔通过，就成了

[绝]、[面]、[芒]、[1]。
一 “

．

除元音舌位图所列的舌面元音和上述的鼻化元音外，还有舌
。

尖元音[1]和[1]。[1]是阳新话和北京话“资雌”的韵母，[1]是北

京话“知痴”的韵母；阳新话无[1]韵母。在阳新话与北京话比较 ▲

时，元音符号[．L]用于北京话。

三．自成音节 ～

阳新话的自成音节的符号有(m)(n)两个。所谓自成音节，就 。

是一个音素既是声母，又是韵母，如阳新话“母’’的白读音为Ira]，

_你”的白读音为On]。自成音节用一短竖线E1]来表示．

四．声调 ；．
·

本书用五度制声调符号标阳新方言的声调。五度制声调符号

是把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分成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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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对照表

本书所用音标 ． 汉语拼音方案

记阳新音用 记北京音用 ．

tC

tC‘

C

k

●

b

p

m

f

d

t

n

●

z

c

．

．

r，

、

．

，，

i

r，．

s

出

幽

幽

r。．^，q

x。g

p

∥

g．

，

。

r

n

。

协

∥

s

够

铬

爷

乙

p∥

m

，

。

f

n

。

馏

∥

s

一

一

Ir

—

y

饵．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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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

k

ng

h

一(零声母)
．

●

，

[z]声母是[s]的浊音，阳新话“耳”字的声母。[n]声母发音部位是

舌面前，发音方法同In]，阳新话“牛年”的声母。’

．·

“

韵母对照表 ．

本书所用音标 汉语拼音方案

记阳新音用 ．
记北京音用

‘

“

。1 ， ’1 i饧ci Ji的韵母)

。

o
， 1 i(zlIi chi shi ri的韵母)d ， ■ ⋯⋯⋯ ⋯●’。

i i i ”

．，y． 罗 j ii

一

。 j
a a

，『

。 7 d ·
。0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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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j 1f_ e 、

e g e
’

：“j．。．◆■，．1。。+⋯，．‘ai ’．j≮，ai一‘j

：．．．-7．，-，、oi一，。： 。．j。ei；?√囊j+一劬宁．．j，一．：”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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