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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窖提要

本书对西宁方言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全书共分七章。除简要叙

述西宁的地理位置，历史概况，人口变迁、西宁方言的内部差异和语

法特点外，还编写有西宁方音与北京语音的对应规律，同音字表、分

类词表、标音举例等章节。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对研究我国的汉语

方言有一定参考价值，也可以作为推广普通话．研究汉语史、地方

志及民俗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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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我国古代文化领域里，方言的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先秦诸子对方言早有零散记载，《孟子·离娄下》曾说： ‘晋之

乘，楚之楫祝，鲁之春秋，一也。。秦汉之间的学者递相缀辑的

《尔雅》．就已屡见不鲜地在词义解释上，搜集使用了当时各地的

方言。西汉束年扬雄(公元前五十三年一公元十八年)花费二十

’七年时间撰写的《括轩使者绝代语释剐国方言》(简称《方

言》)十三卷，更是传世的珍贵专著。扬雄在查阅古籍i实际调

查的基础上，类集古今各地同义的词语，明确地注明了通行的范

围，使后之读者不费心力地可以从中获悉汉代及其以前的语盲情

况。以此书为嚆矢，历代有识之士，研究著述，诠释疏证，接鏖

络绎，蔚为大观。应特别指出的是，近七、八年来，我国学术界

关于方言的著作，真是春笋逢雨，竞相萌发；我省语言学界，也

打破沉寂，不仅发表了不少有关方言的论文，而且有了这本‘西

宁方言志》同世。这实在可喜可贺。

在学术范嗣内，方言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丰富并深

入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近世期间，它所以获得重

视，正是因为学者进一步认识了这个重要意义。成材、世奎二君

于工作之余从事民俗、方言的调查研究，颇见成绩。这本书就是

他{『】多年来辛勤调查、深入钻研、通力台作的结果。这是一本全

面研究西宁方言的专著，它注重子方言现状的描写，先不与古音

· 置 ·



柞全面对照；它力求这一方言的音准义切．先不去考究词的语义学

渊源。在语音方面，它作蓟了声、韵、调的精切谱记。在语法方

面，它作到了从语言现象的实质出发，条分缕析，归纳钻探，引

出规律；在词汇方面，它广作调查，兼收并蓄，仅单词收集就有

四千多条，逐一作了记音。与此同时，它还搜集丁富有青海特色

的谚语、儿歌、笑话、民间故事、歇后语、绕口令、谜语和市井

隐语等，既详尽有趣，也扎实可靠。总之，这本书在体系的科学

性、结构的严密性和内容的丰富性方面都是值得称赞的；

值此各族人民致力于。振兴中华，开拓青海’之际，我希望

在此书之后，出现更多的青海方言研究的成果二当然我也希望本

书的作者再接再厉，继续撰写出此类新著。今日乃英雄用武之

时，万千老迈，尚具壮心，二君盛年，更须努力。

成材君和我共事=十余年，世奎：君三十多年前随我攻读语

文，。我们之闻可算是数十年文字之交了；此书著述之际，我积极

赞助；成书之后，我倍增喜悦。故乐为之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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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说

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i经济i文化的中心，是

我国黄河流域的第一座高原城市，是青藏高原上一块晶莹的璞

玉。它位于东经101。49’17’，北纬36。34’03’，即青海省东部农

业区的中部；平均海拔两千二百七十五米，夏季气候凉爽宜人，

。日无摇扇之劳，夜无蚊虫叮咬之苦。，是避暑的胜地i市辖区

包括大通县在内，人口九十二万(其中市区五十七万)。‘面积三

千四百五十六平方公里(其中市区三百五十平方公里)，设四区

一县：城东；城中：城西：城北及大通县。城北区包括马坊乡、

二十里铺乡、大堡子乡以及朝阳、小桥等六个办事处。西宁城座

落在潼水南岸i兰青铁路通车后，沟通了青海和内地的联系，促进

了青海工农牧业的发展；现在以西宁为中心的铁路枢纽已初具规

模，北边有宁大(西宁至大通)铁路，西边正在建设的青藏铁路

已经通车至格尔木，公路已经四通八达；西宁市的人口中有汉、

回j土、藏、满等族。汉族约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点

二，回族约占百分之十六点六，其他民族占百分之六点二；

西宁也是一座约两千年历史的古城。古为西羌所屠，谓之湟

中。汉武帝时，青年将军霍去病曾率领汉军逐诸羌筑令居寨，设

军事要冲西平亭。汉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诸羌，以其地屯田置破

羌县属金城郡，东汉末的建安年间，置西平郡，治西都县(即今

西宁)，到魏文帝黄初年间筑了第一座郡城。晋时前凉张轨初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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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平郡王，及鲜卑族南凉王秃发鸟孤自称西平王，其弟秃发利鹿

孤将都城由碾伯(今乐都)迁于西宁。后魏废郡，移西都于今乐

都县，为鄯州治f隋时又置西平郡，隋炀帝杨广曾在西宁西南的

金蛾山下大晏群臣，成为古代第一个到过西宁的皇帝。唐武德=

年复日鄯州，仪风二年置都督府，开元二十一年置陇右节度使，天

宝初年日西平郡，乾元初复日都州属陇右道。宝应元年，归吐蕃。

弘化、文成、金城三位公主，在远嫁吐谷浑和吐蕃国王时，都先

后路经西宁，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五代和北宋时，嘀斯罗族

在这里兴建了周匝十公里的青唐城，并以此为首府，进行了近百

年的统治。元符二年复置都州陇右节度．二年弃之，崇宁三年建陇

右都护府改鄯卅为西宁州。元朝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到

达了西宁州。西宁州后属西夏。元朝至元中仍日西宁州属甘肃行

省。明洪武一十九年(即公元一三八六年)对西宁的行政区划是：

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属甘肃行省，并置西宁县为府治，辖西宁、碾

伯、大通三县及巴燕戎格(今化隆)、循化、贵德、丹噶尔(今

湟源)四厅。民国废府留县，一九二九年青海正式建省，省会设

西宁。解放后设西宁市，今辖大通县。

从历史上肴，西宁的居民在秦以前为羌族，秦汉之际除羌族

外还有小月氏族，以后亦曾为吐谷浑人、鲜卑人、吐蕃人、口南厮

罗人等。汉族大规模来青(包括西宁)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汉

宣帝时代(约公元前六0年左右)由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在湟水

流域率领内地万余士兵屯田：再一次是明初实行较大规模的军

屯、民屯，明洪武年闻，数以万计的军户从内地移居到青海，明永

乐年间，又一次“移民实边”，有聚族而迁的，有将。犯罪’的

官吏、百姓拨到青海屯田的，在西宁世居的老住户的家谱上大都

有。原籍南京，拨户来宁”的记载。如湟中县大才乡孙家窑大队

东侧王氏坟莹石碑上即如此写着。民问多传说，他们的先祖是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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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京竹子巷(亦说。殊玑巷’)来的，今西宁方言中管正立方形

大盖的柜子，虽然是装面的，但仍叫。米柜”，其实青海是不产

大米的。明洪武时，西宁的居民为七千二百户，一万五千八百五

十呜口，另有驻守西宁的各兵种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三名，加上随

军家属(军户)，大约三万人左右。

匿宁方言包括湟源、湟中、平安、门源、互助、贵德(指贵

德县城讲的巧(侨]话)和化隆。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

西宁 潼源

低一资[t s1-1]≠基[toil] 低=资一基[tsll]

梯=雌[t8‘11]≠欺[t毋‘i1] 梯=壤；欺[t号‘1．1丁

思[s11]杀希[9j1] 思一希[a11] ．

又如：西宁‘梨儿。[}枞cdt"]，湟源[jdk￡4卜]：西宁‘毛

驴儿”[ma4{∞一k e41']，湟源[ma4 y4L e仆]：西宁。遮车

腺热”读[t争酣t譬‘刮参叫气e．1]，渲中鲁沙尔和互助威远镇读

[t昏ei．f t夸。eil seii互eil]。西宁的回族讲话有一定的特色；

如：

例字我 说 水

回族 ua、l 争u01 ≯uei、

汉族n01 如1 feii

双族说。人家’E审4L t事iatp]，回族说： 。伊家。[j奴

t口ia扑]，汉族说。爷儿。[i^L e朴]，回族说“阿爷”[a1

i{]等等。

市区以东的乐都、民和跟兰州话比较接近：市区东南的循化

一带人受13讲河州话(鄹甘肃临夏话)。西宁方言总的说，是属子

中原官话的秦陇方言，它跟陕、甘话比较接近。但由于历史上人

口交迁和本省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因此，形成西宁方言独自的特

色。拿词汇来说，既保留了一些古语词汇，如。寻口’(乞

·3·



丐)：‘德薄。(家遭中落或个人伦落，意为所积之。穗?步

了。)(以上均见《吕氏春秋·具备》)，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一

些吴越方言等的词汇，如。温突儿。(微温)、 。丫头”(小姑

娘)、 。机镧’(敏捷、机伶)、 4现萨”(明显)i。蒲

篮’(一种盛物的器物)、 4生活’(读。松活’"lb毛笔)，

。狼犹’(大而无当)等均见于《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和

‘吴下方言考)，有许多词汇跟北方一些方言都是～致的，如

。水牌4(记事牌)、 。百天。(人死后第一百天)等等。这些

词汇见于以北方方言为主写成的文学名著《红楼梦》：《金瓶

梅》等里。还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词汇，如。阿卧。(哥哥)、

。糌粑’(炒面)、 。曲拉”(奶渣)、 。哈达’(献礼的绸

巾)等均借自藏语词汇。西宁人管“山羊。叫。[t口y、I 1cod]’

或。[toia4 1a斗]。等，来源待查。

西宁解放至今，人口亦由原来五、六万人增加到五十多万

人；人口来源也相当复杂，大致说来，有河南、山东、辽宁、四

川、陕西、江苏、浙江、甘肃等地人，以河南、山东、四川、陕

西人为多。人们为了交际的需要，大都能讲普通话，尤其是青少

年更为明显。西宁话正在发生着向普通话靠拢的急J|I|I变化；

率书记录的是西宁城内五十岁以上汉族老住户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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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宁音的分析

二·一声韵调

(一)声母西宁话有二十三个声母，零声母在内；

P巴包比‘P‘怕抛批 m冒忙猫 t佛方飞

t刀当单t‘掏汤滩 n脑囊南 1老浪兰

t8资低增ts‘雌梯仓 B恩桑生

tF知章占 t蜃‘吃昌缠 夸湿商扇互日让然

t口基江坚 t9‘欺腔千 邛你娘年 口希香掀

k哥钢甘 k‘科康刊 x含航汉

0阿央弯

(=)韵母西宁话有三十个韵母，

外，亡I∞]是园唇的[1]；

】 资雌思l知吃湿 】 衣移以

B啊巴达

a 剥包高

￡儿摆买

珊斗透后

ei背配美

置 班丹占

i耶爷也

ia呀家霞

ia妖标刁

自成音节的[平l l∞】在

v无如胡

u窝郭活

ua瓜夸挖

uE歪怪快

Y迂玉雨

yu药脚缺

蛔优揪修

uei戚堆贵

遽烟颠艰u直弯端官y螽冤捐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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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昌商 t5央江枪 n5汪光框

l奔崩真 i每困英金 u毒温翁棍 y5云雍军

(三)声调 西宁话有四个声词，轻声在外。

阴平[．f]44调专开婚方天诗阳平[一]24谭穷寒鹅房对题

上声[、j]53调古好使五碗体去声['I]213谓近厚盖试是事

[P P‘ln]拼[j丫]略带摩擦作用。[t霉tu‘ 口]鼹

[j]相拼时摩擦较重，蹑[Y]相拼时舌位靠前，接近[tsq

tB‘q sq】；

[x】跟C丫]相拼，发音咯带小舌滚动，似[t]或[I丁，

[x]与[E]或[I】相拼，跟[x]和[丫】耜拼无辨字作用，

文中一律记为[xy珏

西宁普通的[i]韵母(噎>和摩擦较重的[i]韵母<农)

是两个辨字的韵母，后者可以写成白成音节的[车丁或[j]，本

书写成[1丁。介音无[i j]之别，零声母字略带摩擦，写作

[i一]，如。盐’[避d)。

[丫]韵母(鸟)和[u]韵母(窝)对立，[u一]略带摩

擦。

西宁[y]韵略带[耳丁的意味，摩擦较重，但无普通的

[y]韵与之对立，所以写作[y]。[Y一]介音是普通的

[了]。

[0 i。6 u￡111 im]六韵逢阳平、去声分别近似【00 ioo

Ee u68@ul i9tn]o

二·二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一) 声韵的配合关系

西宁方言声韵配合关系如表一。表里把韵母分成开i齐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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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曩四樊，声母分戚十—组；空格裘示声韵不相拼合：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日呼

P P。m 班潘曼 边信棉 布铺术

f 帆 书

t t‘ 单摊 鞭天 蜡团

n 男 暖

l 址 连 鲁 恋

I号t宙‘ 8 簪参三 钻泉酸

t夸 t冬‘ 毡 缠 猪 出

亭 毛 扇 然

t口t口‘率 口 间千年仙 捐劝疟宣

k k。 x 甘刊寒 官宽欢

口 阿 烟 弯 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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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袭一看出西宁方言声韵配合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点：

(1)[P P。m t t‘]只拼开齐台三呼，不拼摄口孵a

(2)[1 11 t8 t8‘s t昏t搴‘k k‘x]只拼开合两呼，

不拼齐撮两呼；

(3)[营气]只拼开口呼，不拼齐台撮三呼；其它方言[摹

墨]台口呼西宁读[￡V】；

(4)[t-t口‘n-丁只拼齐撮两呼，不拼开合两蜉二]t口

t口‘口]跟[ts ts‘B丁，C t夸t拿。帚丁，C k k‘X]都互补i

[耳]跟[n】互补；

(5)￡1]声母四呼俱全0一亡口]零声母开口呼只有。阿’

[a1】～姨和象声词。啊。C a4]，[a、I]二其它方言开口呼零

声母西宁读[n丁声母。

(二) 声韵和调的鼍合关系

西宁方言声韵和调的配合关系详见表=至表五，其要点如

下：

(1)不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P t k，ts七号t口】的阳平

字只限于非鼻化韵母，在鼻化韵母中口语里只有[pi54]，[p暑一]等．

(2)非鼻化韵母不论声母送气不迸气阴阳上去四声全有，

如笔[pjl丁， 鼻亡pj4】， 比[pj、I]， 被[pjJ]；

霹[P’J1]，皮[P‘i4]，避[p。j1]，屁[P‘j'I]。

(3)送气声母不论拼鼻化韵母还是非鼻化韵母，四声都有

字，如汤C t‘61]，糖[t‘54]，躺[t‘5、I]，烫[t。5J丁；

掏[t‘卅]，桃[t。ad]，讨[t‘o、I]，套[t‘oJ]o

表二至表七是声韵调配仓表。同一横行的字声母相同，同一

竖行的字韵母声调相同。空格表示拼不出字。凡是有音有义无适

当字形可写者，表里用数码表示，注释放在表后。表中黑体也在

表后加注，排在数码洼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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