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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谜歌迷倒老外 2009年冯建摄

宜都方言剧《清江滩 2))剧组合影 2012年杨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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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贵同志的《宜都方言志》出版了，这是一部语言学著

作，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学意义。

方言是最具文化内涵的地方特产，人们对故土的依

恋，很大程度体现在乡音上 。 唐人贺知章《回乡偶书 ~"少

小离家老大曰，乡音无改鬓毛衰 O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正妙趣横生地展现了这一现象。 乡土文化

的烙印，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与情感的认同 。 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域外时就曾说过"我在哪

里，德语就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当代诗人北岛出国游

历数十年，一直把汉语当做"唯一不能丢弃的行李"。 情同

此理，宜都人透过宜都方言爱宜都，也自然有其文化与情

感上的因承。

宜都，一座有着七千多年人类文明史的古城，坐落于

湖北省西南部、长江中游南岸 O 春秋战国时期，境属楚地，

秦属南郡。 东汉建安十五年(210 年)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

郡，宜都之名始得于此。 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 ，东吴大将

陆逊攻占宜都，并任太守，现今宜都市府所在地故名"陆

城" 。 自古以来，宜都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著名的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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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宜都山川秀美 。 八百里清江穿越千山万昼，在境内汇

入长江，江上"卧波飞虹"在陆城形成"两江夹明镜"、"双

桥落彩虹"的壮美景观。 历史文人墨客寄情宜都山水，写

下传诵千古的壮丽诗篇，李白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的诗句历来为人称道。 宜都人杰地灵 。 晚清塾师王永彬

著有《围炉夜话~ ，与 《小窗幽记~{菜根谭》一起并称为"处

世三大奇书" 。 晚清学着杨守敬，以其历史地舆、书法、金

石、版本目录等领域的卓著成就，享誉海内外，被日本书法

界尊为"开山鼻祖"

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环境，孕育了灿烂的宜都文化，而

承载和传递宜都文化的，是随着历史更替而不断演化的宜

都方言。

宜都方言属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方言的差异性，主

要表现在语音 、词汇和语法等诸方面 。 有责同志历经数十

年的收集、整理、研究，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丰富的方言语境

素材，还对宜都方言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分析与比较。 从

书中，我们不仅可以判明宜都话与北京话的异同关系，还

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丰富多彩的宜都文化。"一个巴掌拍不

响"、"鳝鱼泥锹扯不到一般长"、"火怕烧若，人怕坐牢"这

些俗语，采用比兴之法，既形象生动，又寓意深刻 。"快刀切

豆腐一一两面光"、"棉条打鼓一一不咚(懂)" ，这些歇后

语，由事入理，诙谐幽默，言简意肢。 还有众多来自田间地

头的哥大谣、谜语和故事，蕴含了丰富的宜都本土文化和民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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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风情。 而它们正是借助于宜都方言而世代传承，借助于

宜都方言，我们就可以学到先辈的经验和历史的文化。

文化具有地域性，包容性，交汇性，融合性。 包括方言

在内的任何一种特色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区划来

界定它的地域范围 O 数千年的人类劳动、商品交往，人口

迁徙，实际上是潜移默化的文化交流过程。 此书中收集的

宜都方言，不少在鄂西、荆楚乃至中原一带都有流传 。 但

毋庸置疑的是，宜都一带则保留了其比较完整的方言生

态。 这也是此书出版的宝贵意义。

1999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般性大会宣布 ，从

2000 年开始，将每年 2 月 21 日定为"世界母语日" 。 据专家

分析，现在每年大约有 24 种语言走向消亡。 保护母语，已

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共识 O 毫无疑问，随着普通话的推

行、社会的流动和人口的迁徙，方言必将走向衰落直至灭

亡。 因此，方言的文化价值会随着方言的衰落而变得愈加

珍贵，方言衰落的过程就是方言文化价值不断显现的过

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 ~宜都方言志》 出版的意义，已经超

出了著作本身，我们所看到的《宜都方言志》不羊是一部语

言学著作，也是一份珍贵的地方文化遗产 O 其功可赞，其

志可嘉 !

人生难得一知己，终身难忘是乡音。 我曾在宜都工作

近五个春秋，这片既古老又充满青春活力的土地留下了我

的足迹，这里当属我的第二故乡 O 值此《宜都方言志》 出版

之际，祝愿《宜都方言志》为海内外思乡的游子捎去一份故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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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慰藉，为研究宜都的学者提供一个文化参照，为走向

宜都的商旅带去一位入乡随俗的向导。

文成国

2015 年 7 月

(作者为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主席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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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都，除了教育机构、窗口行业和重要集会，人们

大都说宜都话，虽然偶尔可以听到用北京话声调念宜都

方言词汇的"普通话但未形成主流。 可是，对于我们

夭夭都在说的宜都话，我们却缺少必要的关注。 众所周

知，方言是地域文化风俗的重要载体，但凡经济社会较

为发达地区，大都对本地方言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 我

们宜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已跻身全国百强，既为宜都

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为宜都文化的发展提出

了更高要求。 因此，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宜都方言已

成为繁荣宜都地域文化的内在需要。

一、借助方言的力量

一次到广东深圳去考察，参加接待的有位重庆籍女

士，她在 7 岁时便随父母移居广西，已将近 20年，可一口

流利的重庆话依然那么纯正。 无怪乎唐朝诗人贺知幸

会吟出"少小离家老大曰，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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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 。 母语于幼时习得，

便会终身相随。

如果你旅居他乡，偶尔听到一句宜都话，哪怕是湖

北话，你定然会腾地升起乡亲故知的感觉 O 在互联网

上，不知是谁创建了一个"宜都社区"的网页，内有《宜都

方言志》 、 《家乡茶话》和《人在旅途》三个小栏目，大都是

用宜都话交流的，天南地北 、五湖四海的都有。 尽管 白

字连篇(记录方言音) ，却也热闹一时，这或许就是乡土

情结? 1 

听一听我们的宜都话吧"一个巴掌拍不响" 、"踞起

脚做长子"、"砍倒树儿捉八哥"这些俗话，既形象，又生

动"火怕烧茬，人怕坐牢"、"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满罐

子不荡浅罐子荡"这些谚语，饱含着多么丰富的生活经

验和社会哲理"扬又打兔子一一打栋里过" 、"脱口达裤子

打屁一一一多此一举"、"裙子里赶虫吃t蚤一一一一柑柑来

些歇后语，诙谐幽默，言简意丰 O 除了这些俗语、谚语、

歇后语，还有众多的谜语、歌谣和民问故事，都蕴含了丰

富的宜都本土文化、民俗风情，而它们无不借助于宜都

话方言而世代传承。 换句话说，我们借助于宜都话，就

可以学习到先辈的经验、历史的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收集、整理和研究宜都话，借助于方

言的力量 ， 至少可起到三大作用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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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利于促进与外地客商的沟通交流和旅游文化

产品开发，从而促进宜都对外开放交流和经济建设，才是

升宜都的整体形象。

2 有利于加强与在外宜都人的联系与交流。 终身

难忘是乡音，通过"宜都方言"这个载体，可以激发海内

外宜都人的故乡情结，从而增进宜都的凝聚力和影响

力 O

3 有利于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提高中小学普通话

教学水平，提高宜都人走出去求学、务工的适应能力和

发展潜力 O

二、发掘宜都方言特色

方言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诸方面 O

发现、描写并分析这种差异，就会捕捉到鲜明的地域文

化特色。

我曾用"话音多异，词汇微殊，语法大同"来表示宜

都话与普通话的区别，但这不是宜都话的特色。 因为方

言的描写是静态的，我们只能从鲜活的话语情景中才能

深切感受到宜都话的生动性和表现力 O 试举两例 :

1.造词的形象性 O 宜都话中的部分词采用修辞法

造词，极为形象:

半头裤子(短裤) 、滚子(车轮)、格子(蒸笼)、方子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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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 ，这简直就像素描。

2.表义的寄寓性。 众多的格言、谚语从自然现象、

生活经验出友，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哲理 :

鳝鱼泥锹扯不到一般长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心急吃不了 热稀饭

好哭的 {牙 多 吃奶

舶公多哇翻船

这些人们常说的俗话，巧妙的运用比兴之法，形象

生动，寓意深刻 O

品味宜都话，不难发现其情感丰富 、好恶分明的特

点。 如后缀"家伙"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字结构，但

往往事带有反恶的感情色彩 。

帽子戴个歪家伙(帽子戴歪了)

家具不能漆成红家伙(家具不能漆成红色的)

把烂家伙择出来(把烂的择出来)

又如，人称代词"你"、"他(她)"都可以儿化(普通话

不能) ，并带有尊重的感情色彩 。

宜都话中还保留有少量的古语成分"奈得何" 、"奈

不何"显然由"奈何"演化而来。 近读《拍案惊奇~ ，从中

还发现了"没得搭煞"、"不当人子" 、 "掣身"、"何翻着"等

说法。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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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理宜都方言的思考

关于方言的描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先后

颁布了 《方言调查字表》 、 《方言调查词汇表》和《语法例

句 ~ ，其基本作用是便于与普通话比较，从而从比较中弄

清方言的特点。

我们收集整理研究宜都方言 ，自 然要弄清宜都方言

的特点和规律，但又不仅限于此。 我们要借助于整理的

过程，了解宜都文化，发掘宜都文化，同时，促进普通话

的推广 O 可以说，我们对宜都话的特色知之不多，总结

甚少 。 正因为如此，收集整理更显得必要。 整理宜都方

言 ， 应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

首先 ，收集整理宜都话语作品，包括谚语、谜语、歇

后语、哥大谣、民间故事等，它们既是宜都文化的重要载

体，也是宜都文化的活化形式。

第 二，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对宜都方言作系统

分析、描写 ，把握宜都方言的规律和特点 O

第二，总结、提炼、定义宜都话的特色 ，用于指导地

域文化开发。

整理宜都方言的难，点是本字的考证。 宜都话中，有

很多有音无字的情况，比如音节 tia ，普通话中没有这个

音节，而宜都话中的四声中都有这个音 : t12l昧、 tia2 ~皮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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