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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 方 言 分 区 的 几 个 问 题

李 荣

I 查】汉 语方 言 分 区 的 层 次 [贰 】汉 语 方言 分 区 的命 名 I参 】昌黎方言地 图 综 合 图 及其说 明

挂 汉 语 方盲 分 区 的层 次

现在讨 论 方言 分 区
,

根据 五 十年 代 方言普 查 的成果
,

和以 前的 研究
,

新近 的调 查
。

方 言普

查 以 市
、

县 或 相 当于 县 的行 政 区 为单 位
,

每 一 个单 位 为一 个调 查点
。

以 前 申报馆 出 的 《 中华 民 国新地 图 》 和 《 中国 分省新 图 》里 头 的 《语 言 区 域 图》 ,

都是 十六 开

的一 幅全 国 图
,

版面 是 23
.

2 至 24
.

2 厘 米 x 17
.

2 厘米
。

一九 四 八 年的 《 中国 分省新 图 》 里头 的

《语 官 区 域 图》把 汉语 分 为“ 北方 官话
、

西 南官话
、

下 江官 话
、

吴语
、

湘语
、

赣 语
、

客家话
、

粤语
、

闽

南语
、

闽北语
、

徽 州 方言刀 等十 一区
。

从 方言 点 到方言 区 只 有 两个层 次
。

要是把 三 种官 话总 括

成 “官 话 ,, ,

闽 南 语和 闽北 语 总括 成“ 闽语刀 ,

那就 有 三个层 次
。

各种 分省 区 的 方 言调查 报 告或 方

言 概况 都 把本 省 区的方 言分 成若 干 区
。

这 里 举两 个 例子
。

一 九 四 八 年的 《 湖北 方 言调查 报 告》 156 7一 1570 页把 湖北 省 的 方言 分 成四 区 :

第一 区
—

三 十 二点 ( 一县 一 个调查 点)
。 “

北方 官话 的特点
。 刀

第一 区是 一 种
邻

“, 某中四 点“有 几个

第二 区
—

十 九 点
。 “ 这第 二 区可 以 算典 型 的楚语

,

如 果 户种

第 三区
—

八 点
。 “这 第三 区 的内部 最不 一 致

,

几 乎 一处 自斌J 派 、

赣语 系统 的方言
。

译煦多目的 话
。 ”

:. 大体 看起 来是

"
丫

攀
,
·

�

第 四 区
—

五 点
。 “ 这 一 区 的 性 质介 乎一 二区 之 间

,

因 地 域跟 方言 性质 近于 湖南
,

所 以

别 列为 一 区
。 刀

一 九六 O 年 的 《 江苏 省和 上海 市 方言概 况 》 把这个 地 区的 方言 分成 四 区
。

第 一 区
、

第 二 区

各 二十八 点
,

第三 区 十点
,

第 四 区八 点
。

其 中第 二 区 是 吴语
,

其 他三 区 都 是 官话
。

我 们 现在要 画 的汉 语方 言分 区图 集是 四 开 的
,

版面 是 50 厘 米 x 36 厘 米
,

除 全 国图外
,

还

有 十 几 幅 图是 分地 区的
—

有 的 是几 个省 一 幅图
,

有 的 是 一 个省 或半 个省 一 幅 图的
。

参考 以

前 的方 言 图
,

本 图集 的 方 言区画 最 多分为 下 列五个 层次 :

大 区

—
区

—
片

—
小 片

—
点

其 中 区
、

片和 点是 最基本 的
。

区底下 一 般 分成 若干 片
,

片有时 分成 若干 小 片
。

有些 区可 以 总 括

为 一个 大 区
。

泛指 的 区和片 跟互 相对 待 的 区和 片
,

可以 根据上下 文分 开
。

点 指 调查 点
,

一 般是 县或 相 当于县 的 行政单 位
。

假如 我 们 已 知某个 县 内部 方言 有纷 岐
,

画

图的 时 候 当 然 考虑 进去
。

比 方 吴语区 。 台州 片里 的�宁 海县
、

侄月叔江 市
、

@乐 清县
、

玉 环县
。

不 同 方言 区交 界 的地方
,

方 言往往 比 较复杂
。

比 方 江苏省 的 漂 水 县
,

县 城 在城 镇及 以 北 是官 话

区
,

南部 是吴 语 区
。

苏浙 皖三 省交 界处
,

郎 澳
、

广 德
、

宁 国三县
,

县 城说 官话
,

乡下 或 多或少 说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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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请 看<< 方言 》 1984
·

2 43一 246
,

1985
.

64一 65
。

现 在以 吴语 为例
,

画 个 表说 明 “ 区一片一 小 片一点 刀的层 次
。

表里 列举所 有的 片和 小 片
,

片

和 小片 以 下 的县
、

市 一 般都 从略
。

只 有。 台州 片列举 十个县
、

市或其部 分 地 区
。

请看 《 方言 》

1984
.

2 4 1一 242
。

一[子 ]常州 小 片

一 [丑 ]苏 沪嘉 小 片

一O 太 湖 片一}一 [寅 ]湖州小 片

吴语 区 一

一【卯 ]杭 州 小片

一【辰 l临 绍小 片

一【巳 】雨 江小 片

一@台 州 片

一� 欧江 片

一@婆 州片

一国 丽衙片

工
【午】处 州小 片

【未l 龙衡 小片

一 �宁 海县 岔路 及以 南地 区

一 �三 门县

一 � 临海县

一 �天 台县

一 � 仙 居县

一 �黄 岩县
_

一 �椒 江市 大 陈 也通行 提 州话 (成 江 片〕

一 �温 岭县

一 � 乐 清县清 江以 北 地区

一 玉 环县 坎 门镇也通 行沮 州 话 (成 江 片) 和 阂 南话

区之 上是 大区
。

官 话区是个 大 区
,

包括北 京官 话
、

北 方官话
、

中原 官话
、

兰 银官话
、

西南 官

话
、

胶辽官 话
、

江淮 官话 等七个 区
。

请看《 方言 》 19 85
.

2一 5
。

就 方 言内 部 的异同说
,

就 互相 了解

的难 易说
,

官话 区 的共性 要 比 吴语 区大得 多
。

为什 么 不把 官话 区画 分成七个 片
,

向吴 语区 看

齐? 或 者把 吴语 区升 为大 区
,

底下五 个片 改成 五 个 区
,

向官话 区 看齐 呢? 考虑 到官话 区面 积

大
,

人 口 多
,

业 且西 南 官话 区
、

北 方官话 区 这 些 名 目都 已 经行 开 了
。

对 比 之下
,

吴 语 区从 来没

有分 成几 个 区 的
。

所 以 采 用 官话 是 一 个 大区 分成 七个区
,

吴 语 是 一 个区 分 成五个 片 的 办法
。

大 区是 总 括的名 目
,

只 在 必要 的时候 使用
,

韭 不 是 每个 区上头 都有 大 区
。

比 方说
,

粤语 自

成一 区
。

在 粤语 区里
,

广 府片包 括广 州
、

番 禺
、

南海
、

顺德
、

香港
、

澳 门等 地
,

范围 大小视 语言 标

准而 定
。

四 邑( 新会
、

台 山
、

开平
、

恩 平) 跟 广州
、

香港 通话有 困难
,

应该 属于不 同的 片
。

在粤 语 上

头
,

没 有立 大 区 的 必 要
。

球 汉 语 方 言 分 区 的 命 名

2
.

1 通 名部分

方言 分 区 需 要有 一 套合 遭 的 名 目
。

上 文 讨 论 层次
,

己 经接触 到名 目
。 “ 区 一 片一点 ”里头

,

“ 区 ,, 是现 成的
,

向 来都 说汉 语 方 言分成 几 个 区
。 “ 点 ” 指调查 点

,

对 “区 刀 跟 “ 片 ”而 言 才用
,

计 算

调查 点的 数 目 的 时候 才 用
。

某 个调 查点 的 方言
,

就 直接说 某地 方言
、

某 地 话
,

例 如 温岭 方言
、

温

岭 话
。

一 县 不 止一 个 调 查 点
,

就说 某县 某地 方言
,

某 县某地 话
。

比 方说
,

山 西省 沁 水 城 关 方 言

( 话 )
、

沁 水 端 氏 方 言( 话 )
。 “ 区 ”跟 “

点
,, 中 间的 层次 采用 “ 片 , 这 个名 目

,

无论 说 话 作文 都很 通

顺
,

总 括 几 个
“

区 ” 叫“ 大 区 ” ,

一 个 “ 片 刀画 分成 “ 小片 ,, ,

都很 好理 解
。

其次说 到语 言
、

方言 的 名称
。 “ 文 ”字 专用 作有文 字的语 言的 名称

。

例如 : 中 文 如 中文广 播
、

华文 如 华 文 学 校
、

华语 如 华 语广 播
、

中国话
。

比 较英 文
、

英 语
、

英 国话 ; 日( 本 ) 文
、

日( 本 ) 语
、

日本话
。

“ 方 言
、

语
、

话” 都用 作方言 的名 称
,

用 法举 例如 下 :

方 言— 吴 方言 粤 方言 闽 方言 闽 南 方 言 客(家 )方言 苏 州 方言 温岭 方 言

语
-

一 吴 语 粤语 闽语 闽南语 客 (家) 语 苏州 语

话
—

闽 南话 客 (家)话 苏 州 话 温岭 话 宫话 白话 平 话

方 言
.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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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言 刀 通 用 的范 围最广
,

几 乎 没 有 限 制
。

官 话
、

白话
、

平 话是 凝 固 的 组 合
,

可 以 说 “ 官话 方 言 刀

等
,

但 是 不 说“ 官 方言 ,, 等
。 一

“ 语 ”字本 身不 单 用
,

也不 要求 前头 的 字能单 用
,

一般 用 来 组成 方 言

区的 名称
。

假 如 有 必要
,

随 时可 以 仿 效 “吴 语
、

闽语
、

粤 语 ” ,

造 出 “晋语
、

楚语 刀一 类 名 目
。 “ 苏

州 刀 能单 用
, “苏 州 语刀 似乎 只 用 于 书名

,

如 “ 苏 州 语读 本” ,

韭且 限于 主要 的 方 言
。 “话 ”是 口 语 用

字
,

除 了 现成 的 组合
,

一 般 要 求 前头 的 成分 能单 用
,

往 往 是 两 个 字的
。

可 以 说 “苏 州话
、

温 岭话 ,, ,

但是 不说 “ 吴 话
、

闽话
、

粤 话 ” 。

至 于“ 官 话
、

白话粤 语
,

特 指 广 州话
、

客话
、

平话 分 布在 广西 的 一种 方言 刀 ,

那都 是现 成 的 组 合
,

广 西 的语 言( 方 言) 复杂
,

有 “ 官 平壮 白客 ,, 之 说
。

请注 意
,

这 些 组合 参加 大

的 组合
,

要 求 前头 的 成分 能单 用
,

如 ,’J 匕京官 话
、

山 东 官话
、

南 宁 白话
、

台湾客 话
、

桂南 平话 ,’a
“ 鲁 官话刀 就 显得 生 硬

,

不 太好说
。

至 于 “ 桂平 话 ,, ,

那 只 能 了 解成 “ 桂平 得 州+ 话 刀 ,

不 能 了解 成
“桂 广西 + 平话 ,’o

“ 方言 土语 ”常常 连 用
。 “ 土语 ” 单用 往往 见 于 书面

,

口 语 平常 只 说“ 土 话 气 不说 “土语 ,’o
“ 土话

、

土语 刀有 时带 有看 不 起
、

不 以为 然的 口 气
。

有 人 讨 论方 言的 时候
,

把 “ 土语,, 用 作“方 言 ”

底 下 的 一 个 层次
。

有人 把“ 次方 言刀用 作 “ 方言 ,, 底下 的 一 个层 次
,

这大概 是从英 文 sub
·

di a le ct

套 过 来的
。 “ 次 刀字 有 时 带有 “次 品

、

次货 ,, 的 联 想
。

要是 在方 言分 布 的范 围上分 好层 次( 大 区一

区 一片 一小 片一 点 )
, “ 土语

、

次 方言 ”一 类 名 目就可 以 避 免
。

“腔 刀字 用 来 指语 言( 方言 ) 的 腔 调 和 方 言的 派 别
。 “ 一 口 的 北 京腔 ” ,

就 腔调 而言
。 “ 闽南 话

有 泉 州腔和 漳 州 腔 之分 ” ,

就方 言的 派别 而 言
。

有本 书叫 《榕 腔初 学 撮 要 》 ,

英 文 书 名 叫 A

M a n u a l o f t h e F O o c h o w D i a l eot
,

摩 嘉立 编译
,

一

同 治十年 ( 一 八七 一 年 ) 福 州美 华 书局 印
。

榕

腔 就是 福 州 话
。

四 川 仪 陇 县 有永 州 腔
,

是 一 种湘 语
,

参看 《 方 言 》 1985
.

12 一 14
。

除 现成 的说 法

外
,

不 宜 多用 “ 腔刀 字 指方 言
。

“ 音 ” 字 用 来 指语 音或 口 音
。 “ 一 口 北 京 音 } 地 道 的 苏 州 音刀 ,

都着 重说 语 音
。 “ 带 点 山 东

音 ,, ,

那是 指说 话有 山 东 口 音
。

北 京 人 说“ 有 口 音 ” ,

是 带 外地 口 音 的意 思
。

无论 “音刀 或 “ 口 音 ” ,

好像 都 不宜 用 来指方 言
。

有 的 旧 小 说用 “ 乡谈
、

乡语 ”指 方言
。 《水 浒传 》说 燕青 会各 地 乡谈

。

容与 堂本 《水 浒传 》七

四 3一 4 店小 二来 问道 : 大 哥是 山东 货 郎
,

来庙上 赶趁
,

怕 敢 出 房钱 不 起
。

燕 青打 着 乡谈 说道 : 你

好小 觑人 } 又 八 一 3 两个 到得 I开 封府 一 东京 ] 城 门边
,

把 门军 当 挡 住
。

燕青放 下 笼子
,

打着

乡谈 说道 : 你 做甚 么 当 我 ? ⋯ ⋯ 俺两 个 从小 在开封 府 勾 当 ] 又 九一 6 当下 燕青改 作浙 人 乡谈 」}

《西 游记 》作 家出 版 社八 四 956 这 里 的 乡谈
,

我 也省得
,

会说 】} 《二 刻 拍案惊 奇》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三 九

75 6 懒 龙 又 会说 十 三省 乡谈 }又 7“ 懒 龙说 着 闽中 乡谈 ⋯ ⋯ 懒 龙 也作 闽音说 睡话 } 《 拍案 惊奇 》

友联 出版 社二 49 你妹 子 相 失两 年
,

假 如 真 在 衙 州
,

未必 不 与我 一 般 乡语 了 ⋯ ⋯ 日子 长远
,

有 得 与

你 相 处
,

乡音也 学得 你些 , 又三 四 73 3 两 个在舱 中
,

各 问姓 名 了 毕
,

知 是 同 乡
,

只 说 一 样的 乡

语
,

一 发投 机 】} 没 有 听说 什么 地方还 用 “ 乡谈
、

乡语 ,, 指方 言
。

现在 没有 用 这 些 名 目的 必要
。

2
.

2 专 名 部分

方言 的名 目有 专名 部分 和通 名部 分之 别
。

比 方说
, “ 吴语 区

、

吴语
、

苏 州 话 刀 , “ 区 ,, 字 是指分

布范 围 的 通名 部 分
, “ 语 ,, 字和 “ 话 ”字 是 指语 言

、

方 言的 通 名 部 分
, “ 吴 ,, 字是 专名 部分

, “ 苏 州 ,, 也

是专 名部 分
。

( 就地 名 说
, “ 苏 力是 专名

, “ 州 ”是 通 名
。

) 上 文 讨 论通 名 部 分
,

现在讨 论专 名 部分
。

跟通 名部 分 一 样
,

专 名 部分尽 可 能 使 用 现 成 的 字眼
,

加 以 必 要 的 修改 和 补充
,

力 求 做 到 意

思 明 确
,

避 免含 混
。

最重 要 的 是“ 区
、

片
、

小 片
、

点 ” 各层 次 的 专 名 要有 分别
。 “ 粤 语( 方言 )’’指 区

,

“广 府话 ( 方 言 尸指片
, “ 广 州 话 ( 方 言) ,, 指 点

。

不 用 区
、

片 一 类 字眼
,

层 次 也 清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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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或县 以 下 调 查 点 的方 言
,

一般 是 用 地 名加 “ 话 刀字
,

例如 “ 温岭 话
、

沁水 城关 话
、

沁水 端 氏

话 ” 。

除 非 有 现成 的 名称
,

例 如“苍 南蛮 话 ”。

需要讨 论 的是“ 大 区一 区一 片一小 片刀 的名 目
。

“

吴 语 区几粤 语区 刀 等 可以 沿 用 传 统 的名 目
。 《方 言》 1985

.

2一5 《 官话 方言 的分 区 》提 出“ 晋

语 ” 和 三个 新 的官话 名 目
。

该 文 已 经说 明 “ 晋 语刀与 “ 山西 方言 刀的 区别
,

指 出晋 语 的范 围
。

这

里 只 要补充 两点 就 行 了
。

一是 现在 内蒙 古 西部 很 多汉 民元来 是 从 山 西迁 去的
。

二是 现在 内蒙

古 西 部在 清朝时 盟旗 属 内蒙 古
,

府厅 属 山 西省
。

中原官 话包 括河 南省 黄河 以南 地 区
,

山东 省西 部地 区
,

山 西省 西南 部汾河 谷地
,

陕西省 中

部渭 河 流域
,

还 深入 到甘 肃
,

青海 两 省
。

就地域 说
,

中原 “ 指 黄河 中下游 地 区
,

包 括河 南省 的大

部分 地区
、

山 东的 西部 和 河北
、

山西 的南 部
。 ” 《现 代汉 语 词 典》 ,

一 九 七 三 年版
。

所以把 这一 带的 方言

称为 中原官 话
,

实在是 天造 地设
。

山 东省 人 口 稠密
,

辽 宁省 的开 发较晚
,

有很 多胶东 人渡 海而

北
,

定居 辽东
。

所 以 胶 东半 岛的 人管 辽东 半 岛叫“ 海 北”。

( 走海 北 相当于 闯关东
。

) 这 两个 半 岛

方言有 共 同之点
,

叫做 “ 胶 辽官话 ”十 分妥 帖
。

江淮 官话以 前也 叫下江 官话
,

因为 分布 的地 区 不

限 于长 江下 游
,

采用 江 淮 官话的 名 目比 较 好
。

兰银官 话采 用 本 方言 区两个 主要城 市 名称 ( 兰

州 和 银 川 ) 的 第一 个字 合成
。

这是 仿效 海南 岛 的 琼文话 定 的
。 《方 言 》 198 5

.

“一67 梁 欲刚文

引光 绪二 十六 年( 一 九0 0 年 ) 续修 《循 州 志 》 卷 之二 舆 地志 十五 习 俗 : “ 来 自琼文 者则 言琼文

话
。 刀 琼文 由琼 山

、

文 昌 两个县 名第 一 字 合 成
。

琼文 话是海 南 岛分布 最广
,

人 口 最 多的 汉 语方

言
,

因 此 平 常都称 为“ 海 南话刀 ,

作为 学术 名称
,

最好 沿用 《 澹县 志 》“ 琼 文 话 ,, 的 名 目
,

以便 与海 南

岛 其 他语言 ( 方 言) 有 所 区别
。

参看 《方言 》 1984
.

2 64一 267 梁 酞 刚文
。

跟 区 的 名称 比 起 来
,

片和小 片 的 名 称难定 多 了
。

这是 因为 片和小 片数 目多
,

业 且缺 少前 人

的说 法做依 据
。

有 四 种命 名 法可供 考虑
。

一 是 用 流域 名称
。

山西省 西南 部汾河流 域 有好些 方

言 属 于 中原官 话
,

可以 叫做汾 河片
。

吴语 区 太 湖片也 是 根 据同样 原则 命 名
。

二 是 起用 旧 府 州

地名
。

因 为 旧府 州 的名 称往往 用作 今城 市的 名称
,

采 用 这种 命名法 必须 避免( 小 ) 片的 名称与

调 查 点 的 名称 重复
。

因为这个 理 由
,

不 用 金 华片 用 婆 州 片
,

不 用 宁波 小 片 用 明 州 小片
,

不用 温

州 片用 东既 片
。

经过 反复推 敲
,

后二 者 似 乎可 以 改 用河 流命名
。

明 州 小片 不妨改 成 甫江小 片
,

东 既片 不妨 改成 甄江片
。

三 是用 山 命 名
。

白宛 如 同志 告知
,

广西 的 玉林
、

贵县
、

岑 溪
、

苍梧
、

藤 县
、

容 县
、

北 流等 处的 粤语
,

古 全 浊声母 今 读塞 音
、

塞擦 音时 一 般不 送气 ( 区 别 于广 州 及广 西他 处 粤

语 阳平
、

阳上 送气
,

阳去
、

阳入不 送气 )
,

古 精母
、

清母 今读 【t- t’
一

」( 区 别于 It s一

ts’
·

】)
。

刘 村汉

同 志建 议
,

这 些 方言 可以 用 山命 名
,

叫做 勾 漏 片
。

四 是 摘 取 旧 府名或 今 县 名的 两三 个字
。

要是

前 三 种 办法 行不 通
,

就 可 以 采 用 这一 种
。

苏 沪嘉小 片
、

临 绍小 片
、

丽 衙片
、

龙 衡 小 片 都是 根 据

这 办法 命名 的
。

以上举 例
,

关于 官话 及晋语 , 参看 《方 言》 19 85
.

2一 5 ; 关于 吴语
,

参看《 方言 》

1984
.

24 1一 242 ; 关于 琼文 话
,

参看《 方 言 》 19 84
.

26 4一2 67
。

叁 昌 黎方 言 地 图 综合 图 及 其说 明

绘 制 汉 语方 言 分 区 图 最主要 的 问题 当然 是 分 区 标准
,

需要 专文 讨 论
。 《 官话 方言 的 分 区 》一

文 提 出 一 项 大 范 围的方 言分 区 标准
,

这 一 节要讨论 的 是小范 围的 方言分 区标准
。

借用 通 行的

说法
,

前 者 可 以 说是 宏观 的
,

因为牵 涉 到全 国面积 的 一 半
,

人 口 的 一 半有 余 ; 后 者 可 以说是微 观

的
,

因 为局限 于 昌黎一 个县
,

就现 在的 行政 区 域说
,

也 不 过两 三个县
。

( 一 九五 八年
,

昌黎县 境扩

大
,

卢 龙 县建 制 撤 消
,

青 龙河 以 东 以 南地 区 画 归 昌黎 ; 抚 宁县建 制 也 撤消 了
,

洋河 以 西地 区也

画 归 昌 黎
。

一 九 五九 年
,

我 们 调 查 昌黎 方言
。

后来 卢 龙 县 和 抚 宁县 又 恢 复 了
。

参看《 昌黎 方言

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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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黎 方言志 》第 一 版 一 九 六 O 年七 月 由科学 出版 社 出 版
,

新一 版 一 九八 四 年 七 月由上 海

教 育 出版 社 出 版
。

本 书收 有《 昌黎 方言地 图 》 十二 幅
,

先 是 一 幅 参考 图
,

列 举全 部一 百 九十三 个

调 查 点 ; 然后 是 第一 图 至 第十 一 图
,

都 是方言 现象 分布 图
。

书里 9一 16 页 对 昌黎方 言 南北 两区

的 差别 及地 图都 有说 明
。

可惜 当时 没韧面综 合 图
,

初 学者 不 容易充 分 了解 地图 的 含 意
。

现 在把 参考 图缩 印
,

见本文 88 页
。

又 画 出综 合 图
,

见 本文 87 页
。

综 合 图有� � ��� �

�@等 同 言 线
,

其 中� � 两条 完全 重 叠
,

八 条 同言 线分 别表 示八 个 图里的 语言 现象
,

同言 线 的

号码 跟 图 的次序 相 同
。

同言 线的走 向就总 的说 是东西 向的
,

就 局部说 有时是 南北 向的
。

这八

幅 图 的 图例见 本文 86 页
。

昌黎 方言 地 图在画 法 上 有两个 特点 ; 一是 图上 圆 形符号 表 示 调 查

点 的位置
,

同 时表 示 语言现 象
。

二是 图 例尽可 能 的 一致
。

这八 幅 图都是 用 黑 圆点 “. 刀 表示 昌

黎 北 部 的语言 现象 ; 用 圆圈 “ O ”表示 南 部的语 言现 象 ; 图二 的 “ O ”表 示沙 金河 一处 北部( 沟 里)

是 .
,

南 部( 沟 外 ) 是 O ; 其 他各 图 的巴都 表示 两可
。

就 同言 线 总的走 向说
,

以 北都 是 .
,

以 南都

是 O
。

同 言线 � 通过 表示 沙 金河位 置 的 圆 圈
,

表示 沙金河 北部 ( 沟 里 )与 南部 ( 沟外 ) 不 同
。

其

他 同言 线通过 圆圈时
,

都 表示 那个调 查 点在 这个 语言 现象 上两 可
。

比 方 同言 线 �以 北
, “ 扬场

,

扬 麦” 的 “扬 刀是 伙a 川
,

以 南 是O 【i叨]
,

同言线 �通 刘 田 各庄 和 梁各 庄两 处
,

表示 这两 处“ 扬”是

[孔a 勺] 或 [ ia 习l
。

综合 图 里 只 有八 条 同言线
,

因为元 条 目是经 过 选择 的
,

还 足以说 明同言 线 的性质 和 作 用
。

O 同言线 表示 语言( 方 言 )现 象 的分 布
,

是语 言 分 区 地 图的 依据
。

其 他标 准如 居 民对本 地 方

言的 意 见
,

通话 情况
,

山 川 形势
,

交通 条件
,

人 口 流 动
,

行政 区 画
,

都 是重 要的
。

但 是这 六项 必 须

对 当前 语言 现 象 的分 布起 作 用 才能 作 为依据
。

事 实上 这六 项常 常 在语言 现象 分布 上 有所 表现
。

语 言 工 作者 必须 善于 掌握 当 地语 言的 异 同
,

设计 合 迪的调 查条 目
。

利 用 同言 线 画 分 方言 区
,

好

比 用 规 矩 画 方 圆
。 《 孟 子 》 说 : “ 圣人 既竭 目力 焉

,

继 之以 规矩 堆绳
,

以 为 方 员圆 平直 ⋯ ⋯ 规 矩
,

方 员之 至 也
。 ,, 又 说 : “ 离 娄之 明

,

公 输子 之巧
,

不 以 规矩
,

不 能 成方 员
。 ,, 要是 你 画 的 同 言 线 不 解

决 分 区 问题
,

那 是调 查 条 目 设计 得不好
,

不能 引 《 庄子 》的 话 来 辨护
。 《庄 子 》 说 : “ 圆者 不 以 规

,

方 者 不 以 短
。 刀 又 说 : “ 矩 不 方

,

规 不 可 以 为 圆
。 刀 最 后还得 引《 孟 子 》 的 话 : “ 大 匠 不 以 拙 工改 废绳

墨
。 ” “大 匠 诲 人

,

必以 规 矩
。 力咱 们必 须 从使 用 规矩 绳墨

,

就 是从 工作 中提 高 设计 条 目的工 夫
。

O 同言线 的重 要性 由条 目 的性 质决 定
。

一是 条 目的代 表性 ; 二是 条 目在 语 汇 中 的 频 率

(le xi ca l fr eq ue nc y )
,

例如 古 见母 字 的频 率 比古群 母字 高 ; 三是 条 目的使 用 频 率
,

就 是条 目在说

话写 作时 的频 率 (t ex tua l fr eq u e nc y)
。

比 方说
,

@
“啄 木 鸟 ” 一 条

,

大概 不代 表其 他 条 目
,

业且使

用 频 率 大概 也不 高
,

因此 重 要 性较低
。

�“ 扬场
、

扬麦 ”的 “ 扬气 北 区 是 伙
一

l
,

南区 是 【i
一

】; �“ 腌

菜 ” 的 “ 腌 ,, 北 区 是 【i
一

]
,

南 区是 【令]
。

声母 的 分布 正 相 反
,

在音 韵 上 代表 性都 不 大
。 “ 扬 力 可 以

“ 扬 场
,

扬麦 ,, ,

还 可 以 “扬豆 子
,

扬 谷子 ”等 等 ; “ 腌菜 刀 之 外还 可以 “ 腌雪 里 红
,

腌 鱼
,

腌 肉,, 。

这 两

字 的使 用频 率大 概都 是 中等
,

重 要性 大 概也 是 中等
。

� �� 三 条都 是 关 于 声调 的
。

�动 词 “ 没刀

字 北 区 同音
,

南 区 不 同音
。

说话 离 不开 否定 词
, “ 没 ,, 字 的 使 用 频率 高

。

这 三 条 比 “扬 刀字
、 “ 腌 ,,

字 都 重 要
。

� “头
·

上
,

黄
·

瓜 刀 是 阳平加 轻声
,

阳平 是 否 读低 调
。

� “倒
·

上
,

道
·

上 ,, 是 阴去
、

阳

去 分 不 分
。

同 言线 �跟 �完 全重 叠
。

�� 在 声调上 都 有代 表性
。

� 是北京 零 声母 开 口 呼 字的

读 法
,

北 区是 【n
一

]
,

南 区 是 伪
一

]
。

�是 儿 化 的 读音
,

北区 是 【
·

叫
,

南 区 是 [.r 】( 卷 舌 化 ); “ 摇 儿 :

半 儿 ,, 与 “ 瓜 儿 : 官儿 ” 两对 字北 区 同 音
,

南 区不 同音
。

� �两 项在 声母
、

韵母上 分 别有 代表 性
。

在 音韵 上有 代 表性
,

若 干 字 的频 率加 在一起
,

总 频率 就 高 了
。

所 以 在 方言 分 区 上 � �� �� 比

� �@重 要
。

方 言在 地 理 上的 分 布
,

必 须用 面积 小 调 查 点密 的 微 观 的 同言 线 图 来 说 明
。

5 年 第 期
·

5
·

.

198 2 8



� 同 言线 成束
,

走 向略 有差 别
,

其 中能代 表若干 同言 线 的走 向的
,

在分 区上比 较 重 要
。

就

昌黎 的 同 言线 而论
,

� �� 就 比 较重 要
。

@ 同 言线 的 走 向不 同
,

根据 这 条线 属 于 北 区 的 调查 点
,

根据 那条 线 可 能属于 南区
。

钓鱼

台
、

翟 家铺
、

魏 家庄 这 三点 及 其以 南共十 四 点
,

根 据�� � ���� 这 七条 合并 考虑
,

属于 南

区 ; 只 有根 据� 一 条 才 属于 北 区
。

详 见 87 页综 合 图
。

国八 条 同言 线走 向不 同
,

充分反 映 出 方言 在地 理 上 的渐变性
。

困 两 条不 同走 向的 同言线 之间 的 调查 点
,

就那 两条 同 言线 而 言 是过渡 区
。

根 据八 条 同言

线 综 合 起来 说
,

在所 有线 条以 北的地 区 是 北 区
,

在所 有线 条以 南的地 区是 南区
,

两者之 间是 过

渡 区
。

� 设计的 条 目 合遭的 程度是 相对 的
,

完全 合遭只 是理 想的 目标
,

可 以 逐渐 接近
,

很 难 完全

达 到
。

因 此O 所 说的 六项( 居 民意 见
,

通 话情况
,

山 川 形势
,

交通 条件
,

人 口 流动
,

行政 区画 )
,

无

论 设计 调查项 目
,

画 分方 言区 域
,

还 是 必 须参 考的
。

昌 黎方 言地 图第 一
、

二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十 一 图的图例

在综 合 图中
,

同 言线 以 北 的O 元 图是.

在 综合 图 中
,

同言 线 以 南的 O 元 图是O

在综 合 图中
,

同言线 通过 的O 元 图是巴

第 一 图 “ 爱
、

袄
、

暗
、

岸 ,, 声母 第 六 图 “ 倒
·

上 道
·

上刀声 调

. n ( 爱 ~ 耐
,

袄 = 脑
,

暗 ~ 岸 ~ 难 灾 难)

O 习 ( 爱 毕 耐
,

袄 手 脑
,

暗 = 岸 手 难灾 难)

O n 或 习 小 莫营
、

下 寨
、

葛条 港 三 处

注 : 耐
、

脑
、

难 灾 难 各地 都读 n 声母

第二 图
“

儿
、

二
、

播儿
、

半儿
、

瓜 儿
、

官儿
”

韵母
“

JL
” 用于

“

JL子 ” , “

二
"

用于
“

十 二
,,

“

橄儿 ” 用于
“

刀 榻儿 ” , “

半儿 ” 用 于
“

两 半儿 ”

. 儿
、

二 捕 儿 = 半 儿 瓜 儿 二 官儿

e 山 P a 坦 k u a 山

O 儿
、

二 播儿 手 半 儿 瓜 儿 手 官儿

“ Pa r 毕 Pa r k u a r 毕 k u a r

巴 沙金 河北 部( 沟里) 是 .

南 部( 沟外) 是 O

第 四 图 “ 头
·

上 黄
·

瓜 刀声调

头
·

上 黄
·

瓜

.

“ 倒
·

上 刀如 “ 把水 给他倒
·

上 ”

“ 道
·

上 刀如“ 把水 泼在道
·

上 刀

倒
·

上 = 道
·

上
、 通

倒
·

上 绪 道
·

上

1 通 刁 1

第七 图

乳Q习

ia 习

明Q

“ 扬 场 扬麦 刀 的 “扬” 字声母

或 ia U 刘 田各 庄
、

梁 各庄 两 处

.00

第八 图 “ 腌 菜 ” 的“ 腌 ” 字声母

J 1 J J

第五图 动 词
“

没 ”

字农副 词 “ 没 ”

字的 音同 不 同

动 词
“

没
”

字如
“

我 没钱
”

副词 “ 没 ”

字如
“

他没来
”

音 同

音 不 同

6
·

或 气a n 毕 家 窝 铺
、

小 莫 营
、

下寨
、

黄

土 湾
、

薛 营
、

朱 建 佗 等 六 处

ian和ian.00

.O

第十 一 图 “ 啄 木鸟 刀

鹊
·

鹊 木

鸽
·

得 木( 第 二 字声 母是 t 或 t’ )

鸽
·

鸽 木
,

鸽
·

得木 旧县
、

黄土 河两 处

方 言

.0巴

.O

8



C ) O

困亦
、

迷因阅袒长解哑

殊

互匕习

剑气
扭悠

州沛恨

州势扭姐O

剖叫尽
黔

I
卜

户夕

夕夕

.

了
‘口了|

旧 尔 喃 杯 O

淞
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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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县
_

洲
.

屯

迁
O 也备色

, ‘

戒

6 大. 疙 z ,

o 在马‘

一

C 旧时全/

城 卜咯 、

O

昌蔡 方 言 地图

参 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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