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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在睢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睢县方言

志>即将出版发行。这是睢县在语言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这本书的编写。缘起于“盛世修志”的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当时仅作为<睢县志>的一章。编著者申国兴在河南

大学语言学家张启焕、陈天福等先生指导下，把原来的内容

充实扩展为一本专著框架，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开创之功

不可没。申国兴同志现已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但他一直

不断地修改<睢县方言志>，并抱有著书立说、早日出版的愿

望。后来，一批睢县籍的中青年学者，陆续加盟到编修的行

列，使该志的理论品位和学术价值不断提升。

睢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向阳同志欣然为本书题词：“乡音

悦耳游子意。方言亲切桑梓情。”以陈县长为主任的编委会

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这本书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我们向

所有支持关心本书的同志致以衷心感谢!

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马国强教授是本书出版的首倡者

和发起人，在前期的组稿、打印、校对等环节付出了大量心

血。马老师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成果丰项，为教育事业鞠

躬尽瘁，积劳成疾，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竟英年早逝。

今天，我们谨以本书的出版，表示对马老师的深切怀念。

编 者

2004年6月16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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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处于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文明历史悠久。夏

商时期在豫州境内，周代属宋国。秦统一，行郡制，始于此

地置县。初建县于承匡(今匡城乡所在地)，后因地势低洼

而改建于襄陵(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陵墓)，因名襄邑。三

国魏辖于陈留国，晋代相沿。隋开皇十六年(596)襄邑属宋

州，大业初年改属梁郡。唐代先后属杞州、宋州。五代至北

宋属开封府。宋崇宁四年(1 105)改襄邑为拱州。宋室南

迁，金改拱州为睢州，以其境内有睢水得名。同时重建睢

州城，在旧城南侧建新城，城外有护城河，新旧两城象飞翔

之风，故睢州又称凤凰城。领考城、柘城二县，元代因之，明

洪武初裁襄邑县入睢州。属开封府。嘉靖二十四年(1545)，

属归德府，不再领县。清代沿袭明制。民国二年(1912)改

睢州为睢县。睢州在汉唐宋文人笔下是一片桑麻富庶、繁

华似锦之地。晋·左思<魏都赋>有“锦锈襄邑”之句。北宋·

梅尧臣<送襄邑知县>有“晨耕休叱耒，女织罢鸣梭”之联。

南宋·陈与义<襄邑道中>有“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

日风”之美景。明·胡缵宗<过锦襄书院>有“百年化洽弦歌

诵，一代文明朴械光”之风雅。

睢县，处于豫东平原，属温带季风气候，自然资源丰

富，为黄淮大平原上的重要农耕区。地理区位重要，为平原

农业县，被定为河南省小麦生产基地县、优质棉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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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板皮山羊生产基地县。郑永、民柘公路纵横县境，商开

高速公路穿越县北，惠济河由县西北流经东南。位于县城

北侧，水面三千多亩的城湖独具特色，水质好、面积大。

1994年在此成功举办了’94河南省青少年皮划艇运动会，

1995年又成功举办了全国青年皮划艇锦标赛。睢县现辖二

十四个乡镇，总面积924平方公里，总人口近80万。辖区

内居住的汉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都以汉语为基本的交际工

具。

优越的地理区位、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悠久的历史文明，

构建起语言文化融汇发展的良好的时空背景，培育出既趋

同于民族语言大势又颇具地域个性的方言俗语系统，担当

起区域内外的交际职能，满足了人们的交际生活需要。

语言不仅代表了历史文明，而且展现着当代文明，并预

示着未来文明的走向。中原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最重要的源

头，中原官话则是这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秦汉时期。就

形成了以洛阳话为中心的“通语”即“雅言”，中古时期的

“汴梁话”既是河南方言的代表，又是民族共同语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方言又对其他地区方言产生较大的影

响。睢县去郑、汴、洛未远．一直与其有密切交往。因而睢

县方言自然就是中原官话和河南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不仅为文献资料所证明，更有民众的鲜活语言为佐证。随

着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的北移，汉民族的基础方言

由长安话、洛阳话、汴梁话向大都话、北京话转变是经过漫

长的过程而逐步完成的。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研究睢县方言与河南方言乃至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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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关系，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提高人们的语言文化素

质和交际交流水平，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服务，就成为一个意义深远、时不我待的重要课题。

<睢县方言志>在综论睢县历史地理文化的基础上，对

睢县方言与中原官话的渊源关系、睢县方言与普通话的对

应规律进行比对梳理，准确界定了睢县方言在河南方言中

的地位。进而描述了睢县方言的分布状况并揭示出其在语

言三要素方面的特点。譬如，书中精细地审视出睢县方言

比普通话多出4个声母音位和5个韵母音位，指出其调类

与普通话相同而调值迥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声韵配

合关系。凡此，作者都精心选录出范例与普通话进行了详

明的比较分析。给出了科学精确的结论，列表对照，图文并

茂，使人对睢县方言特点、睢县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一

目了然。心中有数。极便于学习和研究。由于睢县方言声调

的凋值与普通话的调值全然不同，人们发音时失误较多。

那么，如何实现由此到彼的变换就成为本地入学习普通话

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本书经过深入调查，认真审视和科学

辨析，探求出相应的变换模式和方法，既有规律可循，又便

于操作实践，能够收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之效。这些都显

出编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力。

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这两个版块，在北方地区方言的

研究中。通常因其与普通话差别较小而容易被轻视、忽略。

而本书不仅构建了合乎实际的理论框架，而且简选出一些

重要问题进行阐述。如睢县话与普通话词汇比较、睢县方

言分类词表、睢县方言语法举例、睢县方言熟语等等，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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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术新意。

(睢县方言志>本来是<睢县志>的一个分支。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编著者申国兴同志在河南大学张启焕教授

指导下，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和理论思辩，扩充整合为一本

独立的语言学专著。国兴同志身为县处级党务干部而一直

倾心于家乡的语言文化事业。后来陆续加盟的几位都是睢

县籍的语言文化学者：乔俊杰博士和张明海副教授、庞可

慧、刘广辉讲师多年来专攻语言文字学，成果丰硕，又同为

河南省语言学会理事和中国训诂学会、中国修辞学会会员。

他们在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商丘师

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马国强同志率领下，以报效桑梓的赤忱

之情和“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态度，群策群力，精益求精，推

出了这部力作。

对睢县方言进行历时共时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是一个巨

大的系统工程。就全国而言，对某一县区方言做出全面研

究并以专著形式出现的成果目前尚不多见。本书编著者能

站在学术前沿，凸现出睢县方言在汉语普通话和中原官话

中的地位，颇具学术眼光和专业素养。<睢县方言志>的出

版，是我省语言学界取得的又一重要学术成果。它的问世．

必将对推动河南的语言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必将对睢

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是为序。

张 生汉

二oo四年五月十二日于河南大学德福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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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论

第一章 概 论

一、研究目的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方式将不再是工业文

明时代的体力，而更多地表现为策划、推广、沟通、联络、互

动、服务、协调⋯⋯

睢县隶属于商丘市。而商丘，区位优越，交通、通信发

达，素有“豫东门户”之称，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贸中

心，是中国东西部地区的衔接处。商丘，是国务院、河南省

确定的“全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试验市”，“全国综合配套改

革试点城市”，拥有许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真正把区位、

交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古老的商丘占尽了天时、

地利、人和之便。商丘人抢抓机遇，锐意进取，努力“让世界

了解商丘，让商丘走向世界”o良好的社会环境是x寸#l-开放

的一面镜子。提高城市品位。优化软环境建设，大力提高对

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振兴，成为商丘人民矢志追求的目

标。

语言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而规范的语言更是一个时代、

一个地区健康、文明发展的窗口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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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作为地域性的语言交际手段，同样具备语音、词

汇、语法等基本要素，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o“精通一个

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赵元任<北京口语语

法>，从<国语入门>(C Mandarin Primer 1948节译，李荣

1952)。各方言中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为语言学的研究提

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素材。正因研究方言具有“解剖麻雀”

之功效，能够促进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和普及，近年

来，语言工作者对汉语各大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进展很快，

我们商丘西邻的洛阳、东邻徐州都已有系统的成果——方

言词典问世，而我们豫东地区，在方言研究方面还是一片空

白。力量所限，我们也只能对豫东方言这一地区方言的土

话——睢县方言，作一调查研究。

由于建国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商丘市中小学和

青少年当中，讲普通话已很普遍，但睢县入尤其是中老年人

仍习惯于讲睢县话，因此就形成了睢县话和普通话并行的

格局。再说目前，就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情况来看，河南．方

音严重的地区之一是商丘；而商丘，方音最浓重的要数睢县

了。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唯县。也为了让睢县人尽快了解

本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更有效地学好普通话，我们特意

对睢县方言予以研究，整理出(睢县方言志)，以飨读者。

二、了解睢县

(一)地理人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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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县地处豫东平原，位子商丘市西部。东邻宁陵，南毗

太康，西界杞县，北与民权接壤，东南与柘城相连。民

(权)一太(康)、民(权)一柘(城)公路，在此交会；永(城)一

灵(宝)公路东西横贯全境。

全县24个乡镇，总面积924平方公里。有汉、回、藏、

壮、彝、满、苗和蒙古八个民族，总人口为78．6万。汉族占

全县人口的97．8％，回族占全县人口的2．198％，其他少数

民族占全县入口的0．002％o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50

人。

(二)历史沿革

睢县历史悠久，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居住。秦朝首设襄

邑县。西汉末王莽新政时改襄邑为“襄平”，东汉仍称襄邑。

北齐襄邑并入雍丘(今杞县)o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

年)恢复襄邑县。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升襄邑为拱

州。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废拱州仍为襄邑县。徽宗政和

四年(1114年)，襄邑县再升为拱州。徽宗宣和二年(1120

年)再废拱州为襄邑。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改襄邑为

睢州。明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降睢州为睢县；十三年

(1380年)十一月。升睢县仍为睢州。民国二年(1912年)改

睢州为睢县至今。

(三)风光名胜

睢县，文化底蕴丰厚，自然和人文景观美不胜收。睢县

北湖有“城上之湖”之称。为历代文人吟咏的“北湖八景”；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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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紧靠县城北部，湖面呈方形，水面2．25平方公里，是东起

微山湖、西到西安沿陇海线两侧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平均

水深1．9米，最深处3米．水为天然降雨。水质水体清洁，似

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镶嵌于广袤的豫东平原之上。北湖原

系睢县旧城，宋崇宁年间(1102—1106)筑。明崇祯十五年

(1642)，黄河水狂流南奔，睢州城水满为患，旧城废为城湖，

故称“睢县北湖”。清代吴淇有“十里北湖浮碧波”的佳句，

描写了睢州北湖景色之妙。北湖至今仍是睢县人的骄傲。

1994、1995、1996年连续三年在此举办全国和省皮划艇锦标

赛。是河南省皮划艇训练基地，成为提高睢县知名度和经济

实力的独特优势。

袁家山又名“小蓬莱”，位于县城文化路北，明天启年间

(1621—1627)睢人兵部尚书袁可立建。前有山门。中有大

殿，后有凉亭，大殿下有洞颇深，周围浅水环绕，远望有如水

中行驶的一只渡船，其布局用意颇具匠心，盛名不衰。享誉

中州。此外，还有圣寿寺塔、无忧寺塔、白云寺等古迹，遐迩

闻名。

三、睢县方言的主要特征

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
’

官话通称北方方言，即广义的北方话，一般所谓“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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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话”(“官”，公共的意思)。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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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宫话”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官话内部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4个支系，即4

个次方言：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

华北官话即狭义的北方话，其中较有特色的官话之。

——中原官话。包括山东、河南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以北的徐

州、阜阳、陕西的西安、山西的运城等地区。

睢县方言属“北方方言”中的“中原官话”，接近“北京官

话”，而在语音和声调上与“北京官话”颇有差异，在词汇上

更有一些较大差别。

语音方面，睢县方言的声母以城关回族镇为代表，全县

基本统一，只是西南部、西部个别地区尖团音不分；舌尖前

音Ets]、[ts‘]、[s]和舌尖后音[t莘]、[t莘‘]、[莘]不分。全县共

二十六个声母，比普通话多[v]、[$]、[Y]、[z]四个；塞音和

塞擦音声母大都有清声送气与清声不送气之分，而没有清

声与浊声的对立。反映出清声母多而浊声母少的特点。一

般古全浊平声念送气清气母。古全浊仄声念不送气清声母。

韵母四十四个．比普通话多[q]、[yo]、[iai]、[Lo】、[妒]
五个。

声调最突出的特点是调类的数目比较少。没有入声

调。古四声中。平、上、去三声的分化、发展情况与普通话大

体相似。只是调值有所变化。

个别音节和普通话不同，如：“飞”读成[fi24】、“牛”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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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u42]、“说”读成[莘qar24]等等。

词汇方面，睢县方言的词汇跟其他方言比较，显示出以

下一些特色。

双音节词不像邻近方言用得多；古代语词保留得比较

少；外来借词比较少。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比较概括。

有的地方也有与众不同的方言词语，如兼具语气助词

和结构助词双重功能的“哩”。说“步行”为“遛地蹦”或“地蹦

走”，老人身体健康。说是“凶”或“扎实”o

语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一)构词方面，修饰性的词素一般在前。运用语音内

部屈折变化表现语法意义的现象比较少；结构助词“的、地、

得”的运用最普遍；重叠式的运用范围相当广，例如亲属称

呼，而在官话方言中，则普遍用重叠音节的方式来称呼人，

如“哥哥”、“舅舅”、“爸爸”、“嫂嫂”、“叔叔”之类，而不是在

单音节词素前加“阿”来称呼。

词尾是“子”的。睢县方言都读成[tEl或[nE】；普通话的

“的”在唯县方言中多数念成[1ei20]o

量词的使用比较概括。睢县方言中最常用的量词“个”

用途很广，可以用在许多事物上面，虚的实的，都能和“个”

配搭。称人一般用“个”和“位”(尊称)。

(二)句法

睢县方言中一个句子里可出现两个“了”字，前者表示

动作、行为的完成，后者作为句末的语气词。如：“他吃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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