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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心之一的齐鲁之邦，在对本地方言的研

’究方面也有值得称道的历史，近二十年来又有了较大的进展。有．

圣-1-21I的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下述内容t补充调查了方言普查时缺查

的各点；为省方言志的编写，对36个代表点按统一的提纲作了较

为全面系统的调查，对有的县市从不同角度作了重点调查。在此

基础上分别编出了35种县(市)方言志。这批方言志分为三种类

型；一类是10万字左右，可以单独作为专志的，有济南、诸城、

曲阜、长岛，枣庄等14种，一类是两万字左右，可以直接纳入当

地县(市)地方志的，有博山，崂山，I艋胸，青州，宁津等16

。种，另一类是为直接收入地市级地方史志而编写的，5,--,7万字，

有潍坊、烟台两种。
’

在逐步深入的山东方言实地调查中，山东的方言工作者越来

越感受到山东方言调查研究的价值。为巩固成果，我们决定陆续

将上述第一类方言志编辑为《山东方言志丛书》正式出版。这套

丛书规定有统一的编写体例，并要求在有限的字数内最大量地记

一录方言事实，突出方言特点。 ．
，

《山东方言志丛书》、由钱曾怡主编。中国方言学会理事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顾问李荣先生为丛书写了总序。山东

大学苑涛同志和平度市师资培训中心于克仁同志热情帮助这套丛

书的出版工作。我们谨向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所有同志，向承担

出版和印刷这样一套排版难度大而印刷数量又很小的丛书的语文

出版祉和《平度大众))报社印刷厂表示感谢。

《山东方言志丛书》第三本《德州方言志》由德州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稿并筹资出版，对他们为弘扬祖国语言文化

所作的努力，我们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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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方言研究工作，从50年代的方言普查起，一直做得不

错。1982年，山东省方言研究会成立。．1984年9月， 《山东省方

言调查提纲》出版。这几年的工作进展顺利，已写成三十五种方

言志和一部《山东入学习普通话指南羚。
’

((山东入学习普通话指南》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①，颇

．受读者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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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字音和句法选些例子来说。 ．

一般的说，山东话和北京话声韵调的对应关系相当整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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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容易读镨的字》举出一百五十一个字，

现在转录十九个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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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有些方言 北京话

猫 、 阳平 阴平

他 上声 阴平

放假的。假’’ 上声 去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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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望 m一 一一 w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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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曾怡主编．曹志耘、罗福腾，武传涛编著．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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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的一百五十一个字是就全省方言立论，要个别记忆的

字各地多寡不同。山东各地教学普通话，不妨把那一百五十一个

字检查一遍，把本地要注意的字都摘出来，分别造成句子反复练

习，预计会有效果。

平常都说汉语方言之问，尤其是官话方言之间，语法的差别

不大。其实就山东方言而言，句法颇有特色， 《山东入学习普通

话指南》(196一-210面)一共举了五项，现在只转录一项比较旬

的例子。青岛、烟台，威海，潍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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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等地方言 北京话

一天强起一天 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热起一天 一天比一天热

他长得不高起我 他长得不比我高
’

他长得没我高

这本书不好看起那本 这本书不比那本好看

这本书没那本好看

论手艺他不差起你 论手艺他不比你差

全班儿没聪明起他 全班没有比他再聪明的了

我不知道起你?(反问) 我不比你知道吗?

这种成套格式的对比，对语言教学(包括推广普通话)很有参考

价值。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编地方志，语言调查为国情调查重要

内容之一，方言志为地方志不可缺少的部分。山东已写成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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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十万字左右，可以作为单行本出版，一类

字数在两万到五万之间，可以作为方志的一部分或单独出版。

我只看过其中两部的稿本。总的印象是体例附合方言志以记录事

实为主的原则，并且报告了一些新鲜的事实，水平跟《山东入学

习普通话指南》差不多。各地发行的方言志日渐增加，方言志的

出版还是不容易。好在山东省各地区，市，县已经筹措了一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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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

一 地理人口概况 ，

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冀鲁交界处，地跨东经116。13，一

116。257，北纬37。197——37。34t。西，西北分别与河北省故

城、景县相邻，北，东北跟河北省吴桥县接壤，东，南和西南临

减河，分别同本省的陵县，平原和武城隔河相望。全市总而积为

312．5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8．6平方公里。。’

本市地处鲁北平原，交通十分方便。京(北京)沪(上海)

铁路和石(石家庄)德(德州)铁路交会于此，，京杭大运河由城

西穿过，济(济南)津(天津)公路纵贯全市，至相邻各县的公

路由此伸出，再至其他各地，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德州市

是华东、华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故有口神京门户一、 。九达天

衢一之称，在经济、军事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

全市有5个街道办事处，7个乡。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

普查，全市人口为260730入①，其中汉族253692人，占总人口

的97．3％，回族5417,人，占2．08％，满族1553人，占0．6％，蒙

古族、布依族各23入，苗族11人，侗族4人，维吾尔族、’彝

族，朝鲜族、瑶族，水族、纳西族各1人，日本华籍1人。各族

统一使用汉语进行交际。。

一 ①据1985年年底的统计，全市人口总数已上升为276170人，其中市

}。 。．
区156541人，郊区1 19629人·

。

’

j‘

．1■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历史沿草简述

相传唐(尧)虞(舜)时，德州为兖州之域，夏属有鬲氏之

国，商属兖州地；西周及春秋属齐，战国属齐而后属赵。秦设鬲

县于此，属齐郡。西汉为鬲县，地属平原郡，新莽时为鬲，属安

定公国，东汉为鬲侯国，地属青州平原郡。三国时，鬲县属平原

国。晋时，鬲县属冀州平原同。北魏鬲县属冀州安德郡(今陵

县)。隋，改鬲县为长河县，属德州(开皇九年，即公元589

年，改安德郡为德州)。宋，改长河县为将陵县，先属河北东路

德州，后改属永静军(景州)。金时，将陵县属景州，元代宪宗

二年(公元1252年)改属河问府，是年将陵县升为陵州，属济南

路，后又属河问路。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移德州治于此。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德州定为散州，属济南府。至民国

元年(公元1912年)改为德县，属东临道，17年(公元1928年)

直属山东省政府。1946年此地解放，改为德州市，属渤海区第

二专署。1950年取消市并入德县，为城关区，德县治于此，属

德州专署。1951年复为市，属德州专署。1956年属聊城专署，

1961年仍改属德州专署，至今。德州专署治于此。
●

三 方言概说二 乃吾砒侃

德州方言属汉语官话方言的冀鲁官话，山东方言西区西齐

片。据调查，全市方言基本一致，只是新老派之间和城乡之间略有

差别。

新派年轻人由于受普通话影响，在个别声母、韵母和少数字

的声调上与老派有所不同。主要差别有以下四点；(1)老派读rj

声母的字，如“鹅、爱、袄、藕、安、恩，昂”等，新派一般读



开口呼零声母。．(2)皇庸，雍、用，永、甬、邕”一类声旁的

字，繁体叠褒”(瓮)，．。蕹～菜"， 鼻魑～鼻几"和简体0酰

(毹)。毛修除外，老派读瓦声母，与。荣，容，绒力同声韵I

新派读作以Y起头的零声母，跟普通话声韵相同。(3) 囊街

接，，、矗解姐"，“界借’’，R鞋斜秒， 描械谢黟等各组的字，老

派读音不同，每组前字读ie韵母，后字读io韵母，新派读音分

别相同，都读若普通话的i￡韵母。(4)有些古清声母的入声字，

如鼻塔、革、法，级，吉、渴，铁，确、北，福、促、速、竹，

嘱、菊，，等，老派读阴平调，新派读的调类和普通话·致。、

城乡之间的差别只是在个别字、词的读音上。如。龙垄"两

字，市区和郊区大部分地方读作fur3，黄河涯乡的老年人读作

lyrJ， 。棉花’，一词中的。棉弦字，市区和近郊口语为；n语(音

年)，而远郊区说作。nial3(音娘)，·言语弦一词，大部分地

方说作y百：3i。，少数地方，像宋官屯乡的一些村庄说作ye：：i。。

再者，德州解放前，居住在老城东北角的满族人，亲属称谓

和汉族人不尽相同。例如，父亲、。伯母，姑母和姑夫汉族人分别

面称为鼻爸爸弦，。大娘矽、口姑彦和鼻姑夫弦，而满族居民则

分别称作囊麻麻”ITla‘2ma‘、。大大弦tailra。、。爸爸弦pai ipa’

’和茹姑爷黟ku2 13i9化。解放后，满汉两族的方言渐趋一致了。

总之，德州方言内部的差别很小，基本是统一的。本书记述

的是老派市区话，对新派话不作描写。
‘

四’音标符号

本书采用宽式国际音标标音。所用音标及其他有关符号说明
’

●

如下： ，

’’

。(一)辅音表(见下页)

、 (二)元音表(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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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音表

卜＼发音弥 唇 舌尖 舌尖 舌尖 舌面 舌
发立。、＼、丽’位

双

日方法＼ 唇 齿 前 中 后 日IJ 根

塞 不送气 p t k

立
送气 P‘ t‘ k‘日

塞 不送气
清 ●

ts 馋 t口

擦
立 送气 ts‘ 铝‘ t口‘目

鼻音 m n n 习
浊

边音 l

清 l 8 辱 口 x

擦音
浊 v Z 气

(二)元音表

≮≮～、类别 舌 面 舌尖淞 日U 央 后 日U 后
＼唇

不 不 不蕊 圆
圆 圆 圆 不 圆

圆 圆

高 l y H U 1 t

半 高 e Y 0

。

中 9

￡ O

半 低。 、

∞ B

低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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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调符号

字音所属调类，本书采用传统的画圈法，例如。妈。ma、

． 麻。ma、马。ma、骂ITla’；调值采用一般使用的五度制表示法，

即把字调的相对音高分成鼻高"， 。半高嚣、 鼻中"、 _半低∥

。低”五度，分别用。5，4，3，2，1”5个数字表示，本凋标在音标

的右上角，变调标在右下角，轻声不标调值，只在音标的右上角

“标出轻声符号。·’’。例如：马车maS4；tp‘a2¨，飞机feiij
3

t口i2 N，笑话9ia：iXtla。，桌子t爷uoi i 3tsl‘。

(四)其他符号 、

‘

．

．、 0零声母符号 ．r韵母儿化符号，如。花儿．。xuar，庄

儿。t@ua日r ～元音鼻化符号，每Ⅱl磊。 ．

‘

——，—=在例字或音标下分别表示口语音和读书音。
一一在例字下表示借音字，在音标下表示特殊读音。

五 发音合作人． ，

．

．

、 ，

，

●

在凋查德州方言的过程中，笔者先后找了20多位发音合作

人，他们都是世居本地，方音纯正的中老年人。其中李玉田先生

(男，62岁，德州老城南门外黎明街人，初中文化程度，中学教

师)和吴凤英先生(女，44岁，老城内南门东街人；中师文化

程度，小学教师)是本书的主要发音合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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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语 音

一 单字音系

(一)声母24个

P班步．P‘怕盘

t胆道t‘太同

t8增造 ts‘仓曹

t晕蒸罩 t§‘初抄

t口精经 t9‘清轻

k高跪 k‘开葵

a啊唉衣延元润而

说明：

m门妹 f飞冯V闻围 ．

n。南女 1兰路

(1)l的发音部位比普通话略靠后，即上齿和下唇接触的部

位靠里些。
‘

(2)V实际上能够自成音节，如念。屋吴五物刀等字时，上

齿与下唇始终不离开，本书记音时仍作Vu。
’

(3)n跟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相拼时，实际音值是舌面前

鼻音取。．

(=)韵母39个

a爬蛙 ia架霞 ua花刮

a波割窝 ia接铁 uo郭活 yo缺月

or耳而

1资丝

6
’

永一
荣气

敝捎休红苏书修灰

S

≯9

X

．

岸欧



1支知

￡盖伯歪

ei倍妹卫

。保猫

OU斗收

螽竿含弯

百根盆温

a习党桑望

a日庚横翁

。自嗯

说明；

i 地以

j￡介街涯

ia条学药

iou牛流

i螽问衔

i6紧林抡

iao讲良

i日灵星

u 母出屋Y虚雨俗

us怪帅一 。

，

uei队贵 ，

UO U(。UO)吆喝牲口的声音

u蠢短酸 y磊权圆

u百魂存 孵云群润

ua目光床

u习东红用 y13穷胸

(1)a单独作韵母时，实际音值是A，在ia中是a，在ua，

aq中是Q。

(2)9和声母t§，t簪‘，≯，气，k，k‘，习，X相拼时，实际音

值是后半高不圆唇元音1r。． ，

(3)ie中的元音6，比普通话韵母i￡中的e舌位稍低稍后一

些。

(4)豆，i螽，u磊，ya中的鼻化元音磊，实际音值是介于e，a

之问的∞的鼻化音两。’

(5)习尾前的元音带有鼻化，鼻音习不很明显，如a习和a日，

实际音值是百D，扣。

(三)声调4个
7 r“

阴平zt。 开天初靴百七福屈

阳平t。 麻娘萝鱼烦墙完回自读匣局 ．

上声。。 。草体短喜买有五女

去声：r 怕醉变劝帽料怒运备轿助具笨辫跪聚麦六物月

(四)音节结构
‘

．，

、

'1．声韵配合简表(见下页)+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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