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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方言志是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描写当地汉语方

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全貌，而且可以从一些材料中，了解当地

的文化习俗、历史发展。考证方言的源流，研究民族共同语与方

言的关系，对语文教育、推广普通话有积极的意义，对少数民族

语言的研究，古汉语历史发展及训诂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作用。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长

期与汉族杂居，语言上互相影响，加上历史上多次移民，使云

南汉语方言和各民族语言呈现复杂纷纭的状。态。云南以语言、

方言繁多被人们誉为。语言矿山”，像一个品位高、蕴藏丰富

的大矿床，亟待开发。

云南省语言学会与昭通行署教育局合作，配合昭通各县地方

志编写工作，有计划地组织人员进行方言调查，编写昭通各县的 、

方言志。昭通地区不仅提供全部调查编写费用，还组织审稿会，

聘请专家学者对书稿进行审核，促进了这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这部《水富方言志》的音系是卢开臁同志在1983年调查整理

的，1985年8月，省语言学会又派张第同志再次调查了方言词

汇，卢开臁同志补写了水富方言音系与《广韵》音系的比较。

两部分合为本书初稿，由他们两位共同修改。1986年8月昭通

六县方言志审稿会对整个编写体例进一步统一，决定由卢开臁

同志根拓会上所提意见进行全面核实材料，修改定稿，1 987年

1月完成了《水富方言志》。
‘

昭通巳写定的几个县的方言志将陆续正式出版。因这项工

作还属尝试，．我们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吴积才／>
1987年1月16日 于云南师莓大学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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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水富县概况

●

一，．地理概况
．

水富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地区的最北端。辖区范围

界于东经104。14 7至104‘25 7、北纬28。327至28。4I 7，正好是金

沙江与其支流横江汇流的夹角地带。它东、北二面分别同四川

省宜宾、屏山两县隔江相望，西、北则与云南省绥江、盐津二

县毗邻，总面积500余平方公里，下辖云富镇及安富、，水东、

水河、两碗、太平五区。据1981年统计质料，全县人口共7万 。

余人，其中少数民族2700人，占总人口的3．8％，以苗族最 ．

多，计2500余人，其余为回、彝，瑶i自、壮，傣，普米、纳

西等族．
。

’

●
’

’

县治云富镇是云南省新兴化肥工业基地之一，交通方便，

铁路经四川安边、宜宾，内江等地东接重庆，北连成都，水路

可乘小型轮船抵达宜宾、重庆，另有公路与盐津，昭通等县，

市及县内各区，乡相通。 ．

．

’

水富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依次形成

高山，二半山、丘陵、河谷四种地形。西南部高山地区，森林

星罗棋布，出产油桐，乌桕，青榈，杉、松、竹等经济林木。
‘

最高点太平区罩顶山海拔1986．4米。二半山及丘陵地带，盛产

柑桔、桃、李。进入金沙江、横江河谷，到处分布着一块块狭

长平坝，县治云富镇即位于最大的平坝——滚坎坝中央。地势

——l—



点在滚坎坝中嘴，海拔仅267采。
●

二、历史沿革
●

●

‘

●

水富古本蜀地。秦以前，水富为焚人活动地区，属古梁州

之域。至秦，为西南夷焚侯国属地。自两汉，三国，历两晋以 ．

迄南朝宋、齐，属健为郡荧道县。至梁，隶戎州，北周改戎州

为外江县。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于外江县之野客川(今
。

宜宾县观音区隆兴乡)另置开边县。由隋而唐，至北宋初年，
’

水富均属开边。宋太祖乾德中(约964—968年间)，废开边，

辖地复并入焚道县，宋徽宗政和四年(1 1 14年)后，焚道更名

宜宾县。元时，水富属四川行省叙州路宜宾县。．明、清时属四

川布政司叙州府宜宾县。自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74年，属

四川省宜宾县。
‘

．
，

现在水富县所辖范围，大部分原属四川省宜宾县管辖。

1974年，中央确定以宜宾县安边区安富公社之滚坎坝为。云南 ．

省天然气化工厂。厂址，自当年7月起，将四川省宜宾县安边

区的安富公社，横江区的水东，水河两公社划归云南省，暂置

水富区．直属昭通地区管辖。1981年，复经国务院批准，将云

南省盐津县之两碗公社，绥江县之太平公社及会仪公社的新

安，新寿两大队划归水富，并于滚坎坝设云富镇。同年8月， 、‘

正式设云南省水富县，仍隶昭通地区。此后，按国务院有关规

定，于县之下恢复区、乡建制。

三、方言概况
●

‘

1．水富方言的内部差别

水富方言的语音可分为三个支系：宜宾系——包括云富

一；一

j

j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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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永东、水河、安富等区，绥江系——包括太平区及薪安，

新寿二乡，盐津系一包括两碗区。三系中互有异同。
。

声母方面。

绥江系与宜宾系(以云富镇为代表，下同)声母完全相

同，亦为P、P‘，m，f、V、t，t‘、n、k，k‘、rj、，、向，扫。、

口、乜，乜‘，s、z、D，共二十个。盐津系与宜宾系略有不同：

盐津系有气声母无z声母，既有b、乜‘、s，也有奄，龟。，p，

如。猪、专、纸、柱、助、桌”等读奄声母， 。抽、丑、出、。i

床。等读每‘声母， 。是、试，。识，湿，石，食，树j伤。等

读晕声母。不。过，盐滓系虽有舌尖后音声母，同普通话B0舌尖

后音并不完全对应，如。争、窄”，普通话读作龟声母，盐津

系读作b声母，。初、楚。，普通话读作簪‘声母，盐津系读作

乜。声母， 。师、生8，普通话读作爷声母，盐津系作s声母。

韵母方面： ?‘

。
、

． 水富方言内部三系韵母大同小异。差别主要表现在：．。

1)由于盐淖系有每：1簪‘、争、气四个声母，韵母中相应

地有舌尖后元音t。如。知”，宜宾系读作乜11，盐津系读作

龟'1， “是”，宜宾系读作s lJ，盐滓系读作夸tJ。绥江系读

音与宜宾系相同。 ‘

2)部分中古蟹摄开口二等的字，如。介，界、届、戒。

等～盐津系与大多数云南方言一样读ai韵，声母为k，宜宾、‘

绥江系读i∞i韵，声母为锄。 ． ’．

． 3)宜宾、盐滓系读Q日，iarj，uQ习韵的字，绥江系分别

读作a11．，iart、Uan韵，如。当，汤、帮、刚，党。，宜宾，盐

津系是a日韵母，绥江系是all韵母， 。江、降、讲，枪、香、

强’，宜宾、盐津系是Jar3韵母，绥江系是iaa韵母，。光、狂，

壮、床、黄’，宜宾、盐津系是uQD韵母，绥江系是Uan韵母。
· ，

． 一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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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江系的uD、购=韵，与直宾，盐律系的u；·h．u]!)、Y'、

y日两组韵母分别对应。如。温，横。，太平读u日韵，云笛、

两碗读U913．韵，。通，红。，太平读u日韵，云富、两碗也读uq

韵， 。均、群。，太平读y习韵，云富，两碗读yn韵， 。凶、

穷。，太平读y日韵，云富、两碗也读y日韵。

绥江系u日、y日二韵，尾音有两种自由变读：一种是一部

分人在发完舌面后鼻音rj后，气流不中断，双唇迅速闭拢，带

出一个轻微的双唇鼻音m，另一种是在发完b后即截断气流，

无m尾．宜宾、盐津两系的u日、yD二韵则较为稳定、清晰．

4)A、iA，uA三韵中，若是古入声字，绥江，宜宾系都

将A读作舌面前元音a，如。八。[pa．4]， 。夹”[向ia．4]，

。刮’[kua-I]，若是非入声字则仍读作A，如。巴。[pA-I 1、

。家。[向iA-I]，．。瓜。E kuA"1]，区别十分明显。盐津系

没有这种区别，A、iA、tlA三韵字，不论是古入声字还是非入

声字，其中的A均读作央元音，如。爬” [p‘AJ】-二。八’

[pad]，。架”[协iA．i]一。夹。[扫iAJ]、‘挂’[kUA,A]

一。刮”[kuAd]． ．．

．．．现将水富方言三系韵母的异同列表对照如下t．

童塞丕塑壁．堡婆丕垫壁垫望歪造壁剑—皇
(云富) (太平) (两碗)

’
”

1

， 1
·’

了

E

O

A ．

’

a

一．1一

●

入声

、

非入，●、，L资知耳色河爬八

1

t铲E

O．A

A

1

l

彳

E

O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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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1 B

l B

IA

la

laO

laU

l茁l

lnr．

1aen

lQ日

U

U^

Ua

Ual

Uel

Uan

Uan

uarj

uD

1

1 B

●

l E

●

lA

lQO

1a U

．1∞l

二．1n

1∞n

lan

U

UA

Ua

Ual

Uel

Uan

ur3 ·

Uan

ur3

l

l

Je

1A

1A

lQO

1a U

al

ln

l∞n

’

la日

U

UA

UA

Ual

Uel

Ua

U9n

uar3

u／3

垫飘

保

倍 一。

丑

胆’

根、庚

党

地(非入)

急(入声) ，．

接(入声)

架(菲入)

夹(入声)

条

流

介．

林、灵

减

讲

故
，

花(非入)

刮(入声)

怪

桂

短 ，

横

床

红



声调方面。 -

水富方言内部，宜宾系与绥江系的声调在调类、调值方面

完全相同，都有五种声调：阴平(1)，阳平(、J)，上声(、)，

去声(J)、入声(．I)。
’’

盐津系只有四个调类，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

与宜宾、绥江系基本相同，古入声字绝大多数归入去声(J)， r

。 故。识、石，食”与。是、试，事。同音， 。滴，敌、笛”与

。第，递、地’同音， 。一、逸、益”与。意、异、义”同

音1只有极少数古入声字读中平调，与宜宾、绥江二系读音相

同，如。得”t E_I，这大约是邻近土语语音融合的结果。

2．水富方言的主要特点 ．

本书所描写的水富方言，以县治所在的云富镇为代表，它

基本属于川南方言。 。，

· 语音方面的主要特点；。 。

1) 没有喀、奄。、夸、瓦声母，普通话读奄、奄‘、置、瓦

．的字，水富方言多读乜、乜‘，s，z(盐津系例外)。而实际发
’

音时，乜、b‘，s、z往往带有舌叶音音色，或者舌尖前音与舌

叶音混读。例如，同一个发音人读。这”字，单字音读作 ，

beiJ，在语流中却出现多种变读：·

这是一个包1J s 1a i B．I koJ

这条河 _{feil t‘iac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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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痕儿(这儿) 乜E-I ka’1。

这个(这样、这个)1sued kod或gur2d k02
‘

．

2)除了z之外，还有浊音声母V和rj。水富读V声母的

字，都来自中古遇摄合口一等模、姥、暮诸韵的疑母，影母以

及遇摄合口三等虞、鹰、遇诸韵的微母字。在普通话里这些字

读零声母u韵母。水富读刁声母的字，大多来自中古影母，如 。

。哀、爱、蔼、矮，隘，熬，懊、袄，奥、坳，欧、殴、呕、

沤，庵，暗，淹、安：鞍、按、案、晏、思、航、恶、扼、

轭”等字，部分来自疑母，如“我、艾，碍，崖、熬、傲、

咬、偶，藕，岸，雁、昂、鄂、硬、额”等字。

3) 没有边音l，只有鼻音n。普通话读1声母的字，水

富方言均读11声母。语流中偶尔会出现l，但只是11的自由变体．

．4) 有1韵无l韵(盐津系例外)．普通话读l韵的字，

如果是古入声字，水富读作E韵，‘如。质。惫E．1、 。日’z E-I

(亦有部分人读1韵，然以读E韵为常)，如果是非入声字，

水宦读作1韵，如。知t色11， 。池”b。1、l、 。市。S 1J。

5) 没有Y韵，有E韵。水富方言读B韵的几乎全部是

古入声字，只有个别字例外。

没有Ye韵，，有yo韵。水富读yo韵的全部是古入声字．

6) 水富方言除盐津系之外，入声自成一类。读中平

调，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有明显区别。

语法方面的主要特点： ，

1)．广泛使用助词“的”。
‘

水富方言中的助词“的”，使用得相当广泛。单字音读作

til，有时亦读作nil。在不同的用途中读音还会产生相应的变

化。

“的”的使用大体有五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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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表示修饰或领属关系，音ti诚niq，肴时也读作ne't,读
作ne时，往往较ti‘-ni为轻，近似轻声，严式可标作ne’I。如l

我的

他的

日o、I ti-I

t‘A'I ti'l

这里的蛮族 beiJ ni'l ti't mart,／b‘u4

南征的时候nan,I ison'l nc。I§1、I xau,I
．

②与其他词语构成名词性的。的字词组。，这时多读‘作

nc。J．如： ·
．

四川的s 1,1乜‘uartq lxe’I

当家的tary_I切iAq ne。I ．

外厢的 11 aid 9iax3-I ne。I

③作形容词词尾。

水富方言中有部分形容词语，当需要加深程度时，往往在

这些形容词语前面加上一个相应的词或语素，并在形容词语后

面带上一个词尾。的。。这样的形容词语一般不作修饰语，．往

往是用作谓语，有时也用作补语，而且兼有赞赏、艳羡或者厌

恶，贬斥等感情色彩。这时， 。的’多读作ne。J。如：

她的皮鞋透亮黄的! ．

，
，

。 ● ● ● △
． ．

这些花喷香的。
o ’△

’

猪圈头稀脏的l胖(p‘ctr$1)臭的!． ．

● ● △ ● ● ^

冷馒头梆硬的。
‘

．

· ● ●△

这碗稀饭飞烫的。 ．

。‘如
、

．

· ．

二娃儿长得老高的。 、’

● ●A

他硬是死不要脸的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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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疑问等语气。这时， 。的’

● 。

⑤作语尾助词，用于句子(尤其是一些否定句)末尾，没-

有实际意义，但起加强语气的作用．这种用法的。的’读作。

t刚．如：
’

·

．
船在滩头掉起的． (船还被阻留在河滩里。)

●

没得汉人的。 (没有汉族的人。)
●

没好多的。 (没有多少。) ．，

，．

●
一·

2) 经常使用。到，到子、起”等特殊助词，，表示多种

语法意义。1。到’音tao、l。常见的有下列三种情形：

． ①用。到、到子，起”表示某种。吨态”或。式”。如：

’船在滩头掉起的，紧都扯不上噼! ． 、

’

●

(船还被阻留在河滩里，老拉不上来!
。

。起”表示“掉”——停留、阻滞的持续进行。)

门还锁起的。、 (“起”作用同上。) ‘，

，、

7 ●

我听到他说。
●

(我听到他说。 “到“表示动作行为“听”已经完

成。) ，

你好生听到!
●

(你好好儿听着! 。到”相当于动态助词。着。，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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