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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本丛书 1990 年开始出版，第种到第 t 二种除第六种《褂

坊方言志》由障坊新闻出版局出版以外，主主去皆由语文出版社出

版。第十三种《金乡方吕志》开始，将山齐鲁书社出版

111东方言具有丰富的特色，在汉语发展中影响深J' -，的来受

到相关学者的注意。改革开放以来，山东方言研究有了更大的发

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除去相继出版了济南、曲阜、长岛、临

清、吉县等多个县市的h言志和《山东省志·方言志>>，多种方

言词典，针对当地Jj言指导再地人民学习昔jj!话的教材以卦，连

发表了各种再样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性出立。

本丛书是 t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以束!受到|叶行学

者的高度重视，国内外已有多篇文章专题评介，主T被列为参考

书目、被引用的内睿更是小计其数。这窑从书规定自大体统 的

编写体例，要求在有陋的宇数内最大限度地记录方占事实、突出

方占[特点。在布点上，力求自B照顾到山东方言各区片的平衡，能

够全面反映山东方言的整体面貌， "J情就目前出版的卡一种来

说，鲁西南和鲁南地民还是空缺。因为经费等种种原因，丛书的

出版面临中断的危机。作为主编，为了这个们不七的句号，实在

是十分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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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山重水复疑尤路，栩暗花明且村"，现在是峰回路

转，衷心感谢齐鲁甘丰l 给F丛书继续出版的机会。也要谢谢罗福

腾扣l忐的努力，是他协助做了不少诸如组织稿件、联系出版、审

读稿件等项工作。在这从书转社出版的时候，再次hl语文出版社

为卒丛书出版前 1 种表示感酣，我们不会忘记各位编审认真负

责的T件事度，对出版社暂时中断丛书的出版表示真诚的理解。

本丛节由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写序，谢谢李老师 l
本从节第 l 三丰， ，命乡方言;忘》由主是永映同志电脑喃入歹忖非

版，输入过程时原稿提出了词$中肯的意见u

惟有继续坚持求实探新的精神，争取达到更高的质量要求，

才是时上述支持者们最好的[P[报，我们将尽)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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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11革的方言研究工作，从而年代的方言普查起， 直做得

不错。 1982 年，山东}j言研究会成立。 1984 年 9 月， <<山东省厅

吉调查提纲》出版。这几年的工作进展顺利，己写成三十五种万

言志和 部《山东人幸去j普通话指南》。

《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①，颇

受读者政迎。书中罗列山东话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指出山

东人学习普通话的要点，叙事详明，切合实际，充分反映出山东

方言研究的水平。这里就宇音和句法选些例于来说。

般的说，山东话和北京话声韵调的对应关系相当整卉。可

是有些地方有些字音对应关系与众不同，学习时要个别记忆。书

中( 110-113 面) <<山京人容易读错的宇》举出一百五十一个字，

现在转录十九个字z

山东有些方言 北京话

猫 阳平 阴平

他 t声 阴平

放假的"假"上声 去声

泥腻鸟 ffi- n 

①钱曾愉主编，曹志耘罗福"、武传涛编著， 1988每9月第1版第1欢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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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的一百五十一个于是就全省方言立论，要个别记忆的

于各地多事不同。山东各地教学普通话，不妨把那一百五十一个

宇检查 遍，把本地要往章的宇都摘出来，分别造成句子反复练

习，预计会有效果。

平常都说汉语万言之间，尤其是官话h一言之间，语法的差别

不大。其实就山东方言而言，句iJ;.颇有特色. <<山东入学习普通

话指向)) (196-210 面) →共举了五项，现在风转录一项比较旬

的例子。青岛、烟台、威海、睡坊、淄博、新泰等大片地区最常

见的比较句用"起"字，跟北京话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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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等地古言

一天强起一天

天热起夭

他长得不高起我

这本书不好看起那本

论手艺他不主起你

全班儿没聪明起他

北京话

天比一天好

天比天热

他长得平比在高

他长得没我高

这本书不比那本好看

这本书没那本好看

论手艺他平比曲:差

全班没有比他再聪明的 r



我不知道起你? (反问) 我不比你知道叫?

这种成套格式的对比，对语言教学(包括推广普通话)恨有要考

价值。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编地方忐，谣言调查为国情调音重要

内容之一，万言志卫J地方志不可缺少的部分。山东己写成的主吉

志可升为两类， 类十万于左右，可以作为单行丰出版; 类字

数在两万到丑万之间，可以作为万志的 部分或单独出版。我只

看过其中两部的稿本。且的印象是体例符合主言志以记求事实为

主的原则，并且报告了一些新鲜的事实，水平跟<< 11)尔人学习普

通话指南》差不害。各地发行的方言志日渐增加，方言;在的出版

还是不容易。好在山东省各地区、市、县已经篝措了一些出版费，

《山东方言志丛书》即将陆续问世，令人欣慰。是为序。

李荣
1989 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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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汇1

一地理与人口

金乡县位于山东省内南部，由四湖面岸。地跨北纬 340 52'

35 0 40' ，京经 116 0 7'_116 0 30' 之间。东临鱼台，西靠成武、

巨野，南与单县且江苏省丰县接壤，北同嘉祥、济宁市郊区比邻。

总面积 880.56 平方公里，域内儿乎是 马平川的黄泛识忡积大

平原。匠陵雨积甚小，仅有0.35平方公里，约占且面积的万分之

四。全县在西最大横距 26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41. 5 公里，边界

长达212.9 公里。整个轮廓呈"耳"形。境内问道较多，据 1987

年统计，全县共有一河道21晕，总长度307.6公旱 j可!哈密度 'JO.35

公里/平方公里，形成东鱼词、老万福河、新万福i可和北大榴等

四个水系@

全县今分 8 乡 6 镇，包括 634 个行政村， 1247个自然村。据

1990 年 9 月统计，全县人口为 56. 87 万人。Jt中汉族人口 56. 51 

万，约占且人口的 99.37%。另外还有困、彝、土家、布依、壮、

满、蒙古等少数民族。其中回族人口为最多，计 2106 人，多数

居住于县城内的清真京、西两街。另外，其他少数民族事是解放

后国招工工作调动、婚姻等关系到金乡居住的，全县人民的统

←用语是汉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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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金乡剧史悠久，古JJ f]1父囚，重J均结国。周眉来，句缉邑。

秦晋东纲、 A 邑、墨戚三县，属杨都。西汉属宠州山阳郡，东以

建武元年(公元 2Fi 年)始营县，改爱戚为全乡，与东缩、吕巴

同居 111 阳郡。二一 ll:l魏沿议制，西晋东缩县入全乡县，与吕巴县同

属高于国，在一晋属高平郡。南北朝，目邑县Jl 入金乡县，属高于

郡。隋属曹州郡。唐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属向南道宠州。

同四年，置金州，辖金乡、方与，州泊告乡。同五年，改金州为

峨州，昌邑县析出，金乡仍属之。同八年，昌邑县复并入金乡县。

唐贞现兀年(公元 627 年)，废戴州，属究州。五代间，属济州。

末，属京东西路济州。盒，属山东西路济州。 )L韧~，属济州，后

属济宁蹄。明初，属济宁府。洪武八年(公元 1780 年)，属济宁

州 F

民国 JL年(公元 lY12 句汀，属先听曹济道 o 1913 年改属济宁

道。 1928 年，盲属山东省。 1931 年属济宁打政督察区。 1938 年

属山缸辑、第十 专区。|司年 5 月，日本侵略平占领生乡，遂属日

伪行政区。 1940年3 月，金乡县抗H 民主政府成立，属湖西专区。

1942 年，属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 专区。 1943 年，县西部、西

北部地区与巨野县东南部地区合井，建立生F县，同年 7 月，城

南地区与单县的东北、北部地怪告井建tt金曹县，二县同属晋冀

鲁豫边区第二十 专区，随之，盘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建制撤消。

1')45年9 月，撤消合曹1'l，恢复生乡建制。 1946午，撤消生巨县，

2 



l京金乡辖，， ~IJ归金乡县 2

1918 年8 月，金乡解肢，属冀鲁第三专区。 194甘午 N 月，属

平原告'lim两专区。 1952 年，属山东省湖内专性。 1953 年8 月，属

济宁专闷。 19们年，属挤宁市-

金乡县植城初设于阿城铺(今嘉碎县境内)。现在的城力!是

自辛代所直东绵县故城延用下来的，是伞县政怡、 tfl济、义化的

中心。据 1 !:l90 年测定，城区南北长1 公 E且，东西11:1，4公里。主

千道路和非J巷叶51 条e

方言概况

f桂乡厅言属汉诺官由方昌的'1'烛怡'话，在山东方言的分[x rl 'l 

是属于西区的国鲁片 金乡北临济宁、曲阜等县市，由靠精泽地

l灭，这样的地理环境问章，造成了全乡方言的地域特色。就整体

来看，金乡方言具有济宁、曲阜 带万言的基本特 ιfB在西部、

南部的边界地 l?<~ . .'x.表阴阳荷津等地 h言的某些罪叫肌下面仅就

语音方而概j在 下告乡 th吉的特点。

(一)盘乡方言的主要特点

.1Jf.乡方吉具有21 个声母(包括20个辅古声哥和 1 个军声叫)、

35 个韵母U及阴平、阳平、 t声、去声4 个调类。该方言除了存

在j，h官词h吉的 般共同性特征之外，还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

l 没有舌尖后音声母。

中古知、庄、草二三组声母子今 律读作舌尖前音卢母ts、 ts\

3 



s，与精细拱音声母合流。 911 , 

增=争=蒸tS~lJ 213 曹二巢=潮臼‘，" 僧生±声臼1]213

祖=主拄tsu55 醋=处处ts‘u312 耳目梳su213

中古日母宇今读作舌尖前青的Z，如=

执Z~213 人z俨然Zã42 队~zo旷"

如ZU42 ~导 ZU8312 瑞zuel312 软m俨

2 手声母没白开门呼。中古影、疑等75母北京话读作军声母

的芋，方古今律读作y 声母。如"安、欧、恩、熬、岸、昂"寺。

3 鼻化ftiJ ßi:较为丰富，缺王前鼻青韵母n，中古咸、山、深、

嬉四摄的(i;J'卢韵母北京-n韵尾的于 ，}j言今一律读作鼻化兀音韵

时如"主、烟、弯、渊"等的主要兀青都是 L"恩、青、温、

哇"写的主要jE 音都是 ξa

4 单兀音韵母较丰富，中古蟹、被北京音读作a>、 Ua\和au、

lau韵峙的宁.}J司今分别读作ε、 uε和3、 ω。如"置、排、怪、

怀"和"宝、桃、靠、交"

5 声调中阴可亨7宇较量多?，中古清声母入声宇以且'"植声母入声

字今绝大部分归入阴平 类。

古清入归阴平

一七不割撇节括血雪笔匹说黑快答性

越削脚桌握德北刻色策积盲烛足曲旭

古次浊入归阴平

岳灭日列拉叫热烙绿律圭脉鹿录

6 特殊的儿化音变现靠

金乡方言的儿化音变除了具高许事方言儿化时亢音卷舌的

般特点之外，压有以下主个特点:

第 ，介音，消失，如

边plã213→ Jll JLpε乒"年rcr213 顶tilJ55→顶儿tr~ .-s5

第 ，时于声母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4 



a 儿化使所有的舌尖前昔声母变成舌尖后音声母。如
纸t町;;→纸J Lttler5 囚S}3!2→囚 JL，e泸"

b 儿化使部分原辅音声lJj变成带有滚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时，
即p p ‘ m t t‘ n tç; tç' ç;嘻变为相应的pr pr‘ mr tr tr' nr tç;r 

tç:;r' ç; r (少数有例外)。

第三，儿化青变的影响届越了本音节的范围，对它前而或后
面的音节也产生 定影响，主要<<圳在可以使前后音节的卢母由
舌尖前青变为舌尖后音。姐

来tsuLl 1→朱楼JL付科 t~u21 ~lour12 

嗣d →每儿周很久以前mec"与件。

(详见第二章第三节)

(二)盘乡方言的内部差异

金乡县内方吉内部的差异不大，只在单字音系的个别声母上
略有不同，下述两方面比较明显。

1. e;.先后吉声母的有x

金乡绝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只有舌尖前音 类，没由舌尖后
音声母。这是济宁、究州、曲阜 带地!又方言的共同点之 。但
在西部和南部边界地庆的鸡莘乡(南部)、马庙乡〈西部)，由于
受精择地区单县、成武h言的影响， IJ!U具品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
两类声母也如表

运出: 增争稳 曹巢湖 僧生声 人软

北京 ts#tê=ttji ts ‘::;t': ttji'=tf E芋，= , z 
城只胡集 tS=t8=t8 ts'二 ts ‘=ts ‘ s= S::: S z 

鸡泰马庙 ts=ts ::;t:~ ts ‘=ts‘芋 t，‘ s= s弓"s z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地区虽然具有上述两套声母，但具体分

粪上与北京音又有 定区别。主要是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的

当



演变与北京音不尽相同，万言大体是照二归ts组，照二归t~组。

2. "生"、"书"等母告口呼宇的读音有别
北京话今读s声母告口呼的宇，如"书、刷、水、掉、涮、

顺、双"等，在金乡的大部分地区读舌尖前音s声母告口呼，但

在南部、西部边界地区读作f声母，韵母u扑，其余都是开口呼。

如衰，

例字
书 借 肋l 宜 涮 饭 双 方

分布!五蜡

城区及多数乡镇 " 也fυ m u Ja suã" 位2
,"'" J~呵

商南边界地区 " Ja fã' ，f;呵

3 分不分尖吾和团青

中古精、见二组宇细甘于的声母，在金乡城区及多数乡镇是
统的，即不分尖团， 律读作tç 、 t，'、 e声母。如 z

分伽R汪\例宁 焦 主 清 轻 修 休 聚 巨 取 幽 需 靡

核区且多数乡镇 t, t,‘ 。 t, tç ‘ 。

西南边界地区 也 I t, 

4 有没有1ε韵哥

在卢叶不分尖团音的城H 和事数乡镇的方言中，只有，.韵

母，没有比韵母:但在声每分尖团音的两南边界地区的老派方言

中，则同时存在，.、 1ε两个韵母。如

例字
接 街 斜 鞋 野 矮

分布国城

瞄咀掉数乡镇 ,. ,. ,. 

囱南边界地区 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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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边界地R的新派方言里10与1ε两韵母

的区别已经显得比较模糊，尤其在青少年口中，几乎都读作1. , 

这|叶城区力言的罪响以及昔通话的普及有很大关系。
本书记音以主乡县金乡镇〔县城)音为准。

四记音符号

本书律来用国际音标，所用1i标及其有关符号如下

(一)辅音罪

发言部位
双唇 后齿 舌尖前 E二尖中 』头后 舌面前 舌跟

直音}j法

塞 有4气 p t k 
音 运气 p‘ tι k ‘ 

塞 不必气
?青

ts tl t, 
擦
合 1主气 ts' tl ‘ t,' 
鼻青 m n n 

12 音 地 l 

颤音 r 

擦音
消 f s B 6 x 
熄 v z 气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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