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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研究语言的人

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

开发。

研究语言有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研究方言也是如此。这

叶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过去有的人研究语言，直接从文字入

手，对语音重视不够。研究方吉必须从记音开始，过从口语到文字

的关。兢培养人才说，语言工作者从研究方言可以得到比较全面

的训练，更快的提高工作能力。

山西省的语言工作者在实践中逐步体会到调查、研究山西方

言的重要性。他们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组织下，配合山

西省各县(市)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一个点一个点的调查研究，一个

县(市)一个县(市)的编写方言志。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取得了

一些成果，管经试印过平逢、怀仁，太谷、晋城、陵Jll、洪洞、寿阳、祁

县、襄垣、文水，万荣等十一种方言志。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商

讨，修改补充之后，决定以《山西省方言志丛书》的名义由语文出版

社陆续正式出版，这是文化建设方面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方言志以记录事实为主。为了便于此较，山西各县(市)方言

志有一致的体倒；为了反映各地的方言特点，又有灵活的安排。这

种做法是可以借鉴的。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将反映山西全省方言的面貌。山西开了

头，假如其他省、区，市也接着做，合起来就可以给汉语方言做一个

全面的记录。山西首先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经验不足，一定有许多缺

点。如蒙读者与同行不吝指正，可以断言，编者一定是十分欢迎的．

李 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m西足我国重要拘能源建设基地。LIj西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

源，而且有丰富的语言资源。我院语言研究室从这个实际出发，提

出了编写山西全省各县(市)方言志的研究课题，经过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为第六个五年计划哲学社会科学国

家重点项目。现在计划规定的试编十种的任务已提前完成。作为

研究成果，我们决定正式出版《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计划每年编

辑几种，陆续出齐。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规定了一致的体例和共同的编写内容，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山西方言的共同特点。对于各县(市)的特殊方

言现象，《丛书》不拘一格也予以收录。《丛书》以记录和分析方言

事实为主，所列材料都是作者实地调查所得。

这套丛书是由我院语言研究室温端政同志主编的。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为丛书写了总序，中国社会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熊正辉、侯精一、贺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所陈章太、李行健等同志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这套丛书的

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里，我们谨向他们以及关心这套丛书的语

言学界其他专家、学者表示谢意。我们还向参加这套丛书编写工

作的省内外方言工作者，向乐于承担出版这样一·套发行量小、编排

难度却很大的丛书的语文出版社和fB刷厂的同志表示谢意I
i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CHANGZ}m FANGYANZHl

长治方宫志
侯精一

●

V￡』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l号

■

薪华书店北京爱行所发行 晋中地区印lii,U一印刷
￡50 x：lss毫来1，·，d．￡印嵌l?8 r≠

I口“车d月鼎1腻 19 sj-T．4月l【：商筇I破单副

印故i l～10，0)0尉

统一书号：9240·02．9 定价：1．00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内容提要

本书是《山西省方言志丛书》的一种，是长治市方言调查的简

要报告。书中对长治方言的语音有比较详细的描写。对长治方言

的词汇、语法的主要特点也都作了介绍。本书还对长治话的内部

差异、长治音和北京音作了对比。本书可供语言学工作者、高等院

校汉语教学和地方志工作者参考，对于语言识别工作和普通话教

学也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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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言

1．1地理概况

长治市位子山西省的东南部，太行山南端的长治盆地东缘，向

为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它东邻平顺县、壶关

县，西接长子、屯留，南连高平、陵川，北近襄垣、黎城(参看长治

方言调查点分布图)。市辖区范围东西界于东经一百一十三度至一

百一十三度十五分之间，南北界于北纬三十五度五十二分至三十

六度二十五分之间。市行政管辖为两区、两县，即城区、郊区，长治

县、潞城县。据一九八三年统计，全市人口八十八万一千多人(市

区约四十三万六千)，回民两万多人。面积为一千四百四十七平方

公里。市区地势南高北低，海拔高度为六百四十米至九百七十米，

市中心区最高点老顶山为海拔一千三百七十八米。这里交通方

便，太原至焦作，邯郸至长治两条铁路线会交于此，公路四通八达，

并有民航班机与外地联系。

长治市的地理位置至为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读史方

舆记要》说：硝府居高设险，为两河要会，自战国以来，攻守重地也。力

向有“得上党而望中原∞语。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曾统兵

登太行山征服袁绍的外甥高千(他写的《苦寒行》就记述了这次行

军的情景)。揭开伟大的解放战争序幕的上党战役也发生在这里。

2

1．2历史沿革

长治市古有壶关、潞州、潞安府之称，是古上党的政治、经济中



心，具有悠久的历史。商周时先为黎侯国，《续汉书郡国志j有“上

党郡十三城。壶关有黎亭，故黎国力。在周时，黎国被周文王所灭，

史书称“西伯戡黎分。

春秋时为赤狄人的潞子婴儿国(潞氏)，后被晋所灭。《左传》

宣公十五年记载此事：盯六月癸卯，晋苟林父败赤狄子曲梁(今潞

城县石梁)。辛亥，灭潞。剪

战国时，公元前三七六年(周安王二十六年)韩魏赵三家分晋，

为韩所辖，“韩为别都力(《元和郡县志》)。

秦建上党郡，其地分属于上党郡的壶关县、潞县。关于上党的

得名，汉朝人刘熙在他的《释名》中说：“上党，党，所也。在山上其

所最高，故日上党。力(《释名》第七，释州国)

长治的名称始见于明朝，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升潞州为

潞安府。附郭设置长治县，取长治久安的意思。长治于一九四五

年解放，建国后一直是晋东南行署、专区领导机关的驻地。

1．3长治方言概说

(1)长治市区话的内部差别

长治话的内部差别比较大。市区汉民和回民说话有差别，新

派和老派说话有差别。市区说话和郊区说话也有差别。本书记录

的是市区老派汉民的方言。

长治市区汉民老派无魄】声母，汉民新派和回民读阮】声母

的字，汉民老派读零声母。如：“人嬲润∞，汉民老派读【irj4】【y孙】，

汉民新派和回民读[z,094]【zt．urj3]。

在用词上，汉民称“祖先刀作“老祖先力【lo,w tsu~1I,弘iaqo】，

回民称作“老先人剪【lo、1 9iQ日一乙叼，，】。 汉民说“死啦∞ fslur

3



lQr】，回民说“无常啦力fu4 ts‘a习4 1(31-I]。汉民话和回民话的用词

差异见第五节附二。

长治市区新派(不分汉民，回民)和老派(不分汉民、回民)在语

音上的差别主要有：

甲 新派去声不分阴阳，老派去声分阴阳。例如：

新 试[si．t】=柿【sl,t】一示【s13】

老 试[s11】≠柿[sl't】=示【s13】

乙新派入声韵母有四个，老派入声韵母有八个。

新 发【fe?3】=福【f921】 袜【ua21】=物【ue?、1】

老 发【fa?3】≠福【fe?3】 袜iuQ21】≠物【ue州

新 夹【t口iaPlJ=接[t口ie?lJ

老 夹【tgia?3】≠接【toie?l】

新 爵【toye?3】==绝【tcyo?1]

老 爵[tcyct?3】≠绝【toy扪l

(2)长治市区话和郊区话的主要差别

长治市区汉民话和郊区汉民话差别很明显。长治城东去声不

分阴阳，只有一个去声。入声单字调也不分阴阳，只有一个入声。城

西去声分阴阳，入声单字调有分阴阳的(离城近的地方)，也有不分

的(离城远的地方)。城北入声单字调分阴阳，去声有分阴阳的(离

城近的地方)，也有不分的(离城远的地方)。“柱嬲出蹦树力等字的

声母，长治市区读作【ts ts‘s】，北郊故漳、西白兔读【t9 t9‘9】。

在用词上差别也很大。如：长治市区说“我弦[UOVl】“你力[ni,t】

“他力【t'ct．1]，北郊的西白兔乡说彳我≯[‘na】，“你口【‘niB]，瑶他力

【‘xa]。表一(见下页)就阴阳去、阴阳入两个问题，比较市区话和郊

区话的差别。一律以汉民老派读音为准。表里头的同号“∥力表示

与上面一行所列的调值相同。

4



表一

长治市区 到1≠道、．=盗、I 八21 =拔P1’

后北庄城西八里 ．1幸、． =、I P，{=≠= 21

店上城西二十里 "毒" 一” P1 — 2、I

漳移城北二十里 "牟挣 一" P一习生 P、．

故漳城北五十里 、． = 、l 一 、I " 幸 ”

西白兔城北六十里 ”=” =牲 " 车 "

壶口城东七里 ”=” 一” 21 — 71

长治市的发音人有张元根同志(时年52岁，干部，汉民)，杨铭

三同志(时年72岁，农民，汉民)，宋福祯同志(时年46岁，工人，汉

民)和程中秋同志(时年59岁，商人，回民)。

(3)长治市区话和市辖县——长治

县、潞城县话的差别

长治市有长治县、潞城县两个市辖县，长治县人民政府设在长

治市南约四十华里的韩店。长治市的话和长治县(韩店)话有些差

别。以单字调而论，长治市区话和长治县(韩店)话平声都分阴阳，

去声也分阴阳，北京话的“桌·子弟“帽-子劳的轻声“子尾刀都读

【taP】。两地都不分尖团。不同的是长治市区话入声只有一个，不

分阴阳，长治县(韩店)的话入声分阴阳，有两个入声。长治市和潞

城话的差别比起长治市和长治县的差别要大得多。本节简要比较

长治市和潞城话的异同。长治市区话的声韵调请见第二章，此处

从略。

甲声母的比较

潞城话有声母二十三个，零声母在内：

P布步P‘伯盘 m f-1忙 f飞费

5



别倍 偏普 妹麻 符福

t到道t‘头同 n难恼 l兰龙

夺斗 条天 闹怒 吕漏

c经结 c‘丘旗 g玄虚

举介 权去 靴朽

k贵跪 k‘开葵 习岸案 x灰红

官关 看扣 安袄 胡花

ts糟争 ts‘仓初 s散苏

祖资 醋虫 师诗

t9精节 t口‘秋除 碍年女 口书声 0绕用

蒸焦 齐丑 娘泥 旋收 武日

长治市区话和潞城话在声母上的主要差别是：

潞城话没有[t夸t§‘翻一组声母，这一点和长治市区话相同。

不同的是北京话的【t§t莘‘翻声母长治读作【ts ts‘s】，而潞城话

有的读作【ts ts‘S】，有的读作【t9 t9‘口】。例字见上表。

潞城话分尖团(中古精组和见晓组在今细音前有分别)“精≠

经嬲节牛结嬲全≠权力“趣≠去力，长治市区话不分尖团(中古精组

和见晓组在今细音前无分别)，“精；经嬲节=结嬲全=权嬲趣=

去力。

潞城的【C C‘g】声母是舌面中音，【c c‘】是塞音，嘲是同部

位的擦音。潞城的【c C‘妇的发音部位与胶东话的fc c‘￡】近

似。长治市区话没有这一组声母。

“午武围危微力一类零声母字，潞城话有明显的摩擦，长治市区

话摩擦不明显。

潞城话和长治市区话都没有【司声母。北京话【司声母的

字，这两个地方都读作零声母的齐齿呼和撮口呼。

乙韵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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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城话有韵母四十四个：

a 爬沙 ia 架家

雅假

ie 姐蛇

斜野

i 知以

第日

ia 条烧

小绕

iou修收

刘肉

ian闻扇

衔减

icttj讲让

良羊

ion心新

林邻

iorj星蒸

灵胜

iA?铁药

夹确

io?踢接

直舌

llCI花瓜

瓦挂

UO过多

火初

u 赌祖

故武

u赞帅怀

怪淮

uei桂贵

醉胃

llQn短弯

官关

uar3床王

光狂

non温昆

孙春

u朝东翁

红空

UA?刮活

郭刷

UO?国秃

桌读．

ye 靴

瘸

Y 雨虚

主许

yan权船

圆犬

yon云勋

群润

yvrj琼胸

穷兄

yA?爵嚼

yo?出欲

缺绿麻贾可资字排菜保高废配后走竿胆党汤针恨猛生合各福服骂河歌支知盖才饱桃妹倍斗头三含桑康根恩庭耕辩北木色

e

，

舞

3

．一

{舌

∞

叼

{舌

钿

心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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