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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早在1985年5月，云南省语言学会组织对《昭通方言丛书》

的编写，我有幸应邀参加了这个项目，分写《威信方言志》。

1986年7月，《昭通方言志丛书》审稿会由著名语言学家吴积才

先生主持在昆明召开，《威信方言志》获得通过并列入国家出版

计划。1992年，我又调查了镇雄方言，与黄吉昌、王琼两位老

师一起完成了《镇雄方言志》的写作。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现

在终于合编出版了。我衷心感谢那些无私帮助过我们的人们。

两县方言志，都采用音位分析法分析、记录语音，对方音中

的各音位变体都一一列示；注音也采用严式标音法，尽可能将方

音中与普通话不同的字、词列出，并专门写了两县方言音系与普

通话音系的比较一章，有助于两县的人学习普通话语音。词汇部

分尽量选录在形、音、义上与普通话有不同之处的词，以表现方

言原貌；语法也尽量分析与普通话表达不同的，如实反映方言语

法。

两县方言志还写了两地方言音系与《切韵》音系的比较一

章，旨在探索方言的源头，并为两地的人文研究提供资料。

最后，再一次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邓天玲

2003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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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威信县概况

一、地理概况

威信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处于东经104041’一105021 7，北

纬27045’一28005’之间，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东与四川

叙永县石坝、分水、两河毗邻；南和镇雄县坡头、大湾、雨河区

相连；西同镇雄县罗坎、彝良县洛旺乡接壤；北同四川珙县王

家、三溪、观斗乡，兴文县光明、永兴茶场，叙永县柏堋林、芭

茅湾等村相依。面积1 375平方公里。有汉、苗、彝、白、回及

还未识别的未定的南京、蔡家人等多种民族，共48 492户，

257 319人，其中：苗族4 822户，27 127人；彝族325户，l 615

人；白族3户，7人；圆族2户，7人；余系汉族。辖10乡1

镇，共79个村，1615个生产队(社)，2269个自然村。

威信处于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是黔桂台地和

四川盆地南缘逐渐向乌蒙山脉抬升的斜坡地段。海拔自北向南逐

渐升高，山脉东西走向，横贯中部，呈鱼脊形，中部高，地势向

北向南倾斜，河流随山脉走向，多以中部为界，分别向南向北出

境，因此，风小，多阴雨。境内多丘陵，多山问小坝。最低海拔

是旧城河边，为480米；最高海拔是高田新华杨龙湾梁子，高

1咪。地形为山区、二半山区、丘陵、河谷、山间平地几种。
森林有多种阔叶林和针叶林。有榕树(当地称黄葛)、青枫，杉

树、四栗、花楸、香樟、银杏(白果树)、柏树等。经济林木有

漆、茶、棕、油茶、桐子、桑、木香、花椒等。果树多产于二半

山、河谷地带，有板栗、核桃、柿、桃、李、杏、梅、柑桔、橙

子、梨、苹果等，种类达20多种，还有些野生的猕猴桃、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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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威信、镇雄方言志

瓜、八月瓜等。野生动物有熊、豹、狼、鱿、红腹锦鸡、白冠长

尾鸡等较珍奇的动物。还出产天麻、三七等药材；竹参、香菌、

冻菌、黑木耳等美味佳肴，是一个资源丰富之地。

县政府所在地扎西镇，在中心偏南方，是全县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的中心。总面积1．6平方公里，有扎西河傍城流过。

明以前，彝族人民称为九龙溪，明朝叫九龙蟠乡。“扎西”一名

是后来因扎西坝子而名之。其来历解释有二：一种认为。“扎西”

是因该坝子位为扎岭的西边，故名；另一种是，“扎西”是彝语

“扎息”的变音，彝族意为“周围有茂密森林环抱的海子”。 t

1935年2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路经扎西，在

当时的江西庙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整编了队伍，这就是著名的

扎西会议。1976年重建了扎西会议会址，1977年在距会址170

米处修建了纪念馆，还修建了为纪念长征在扎西牺牲烈士的“红

军烈士纪念碑”。
”

扎西距昆明720公里，距地区所在地昭通353公里，是距地

区最远的一个县。有公路通四川叙永、巡场、镇雄、彝良、昭通

等县市。

二、历史沿革

威信在唐虞时属南交、昧谷的交界处；夏商时属梁州、雍州

地域；周为屈流大雄甸，东周襄王元年属群舸领地；秦隶夜郎；

汉属犍为郡南广县地；蜀汉隶朱提郡南广县地；西晋、东晋、南

朝宋、齐为宁州南广郡地；隋唐为协州东安县地；唐南诏为芒部

部地；宋大理为叙州霸縻之地易溪部；元为芒部路强州地，隶云

南行中书省；明初置芒部卫指挥使司，洪武十六年改为芒部府，

隶四川布政司，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改芒部为镇雄，置

威信长官司(即今卫靖司)和安靖长官司(今旧城)；清雍正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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