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方言研究为农村服务的一些意见 
— — 以浙江省温岭县方言调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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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百 

解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工作，这就是从 1956年开始的、一县一个调查 

点的全国汉语方言普查。方言普查的成绩可以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是方言资料的采集。这 

些资料在了解汉语方言面貌，推广普通话，和帮助语文教学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 

是方言工作人员的培养。解放以前我国的方言工作者寥寥可数。解放以后通过普查训练了 
一

批青年干部。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他们已经在方雷调查、语文教学方面做出一 

些贡献，成为我国语言学工作者当中的一支生力军。我们可以说，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已经为 

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以来，汉语方雷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此起实际的需要来，这些 

成绩还是不大的。今天，各项工作都要面向农村，都要为农村服务，我们必须认真的考虑，方 

言研究怎样为农村服务的问题。 

1965年作者两次到浙江省温岭县调查方言。本文就是根据达两次调查所了解 的情 况 

写的 

二 调查的范围和方式 

这两次调查都是带了方言研究怎样为农村服务的问题调查的。所以调查的范 围和 方 

式，都和J三l前有所不同。一般的说，以前调查只着重(甲)“方言本身”，不太留意(乙)“当地语 

言(方言)的使用情况”，很少关心(丙)“本地区人民在语文方面的需要”。所谓(甲)“方雷本 

身”是指声韵调，单字，词汇，句子(语法例句)，对话，故事等等。由短到长，由简单到复杂，监 

且根据后得的长的复杂的资料，补充、修订先得的短的简单的资料。至于 “当地语言(方雷) 

的使用情况”，以前只作为“发昔合作人情况”里头的一个小项目来问的。简单问问发音合作 

人，当地方言，县城和四乡有溲有差别，有些什么差别，差别大不大之类。至于 “本地区人民 

在语文方面的需要”，蓝溲有作为一个调查项目来问，只是心里有个需要推广普通话的念头 

而已。这两次调查，尤其是第二次，是甲、乙、丙三项监重的。甲项“方言本身”和以前的调查 

溲有什么大不同，不必细说。乙、丙两项是达两次调查的特点，下文总称“语文情况”，需要讨 

论一下。 

首先要考虑的是方言调查的目的性。我们要把调查所得的资料用来为农村服务，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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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调查语言(方言)的使用情况，必须调查本地区人民在语文方面的需要。 

其次，只调查方雷本身而不调查语文情况，这么做正是以前方雷调查成效不显著的原因 

之一。方言调查如何结合实际，到现在还溲有做出成绩，还溲有取得经验，调查的人不去试 

用(就是用实践来检验)他自己的调查结果，别的人不大容易应用这些调查资料。调查的人 

：特着问题调查，“用”字当先，就可以急用先调查，着重调查那些对提高农村文化有用的语言 

事实。甲、乙、丙三项同时调查可以提高方言资料的质量。 

调查的范围扩大了，调查的方式也耍适应新的调查范围而改变。调查方言最好是到当 

地调查。假如光调查方雷本身，也可以在外地物色发舌合作人。①以前调查方言，即使到当 

地去，调查的对象也主要 限于少数发昔合作人。 当然也和 当地的人来往 ，也注意听本地人和 

本地人是怎么说话的，不过和当地居民的接触面总是很窄的。现在因为耍调查“语文情况”， 

； 广泛的向当地的居民、干部、学生(有本地人，也有邻县人，外地人)请教不可。我们除了约 

请少数“专业的”发昔合作人之外，还参加了当地的各种集体活动，尽量向周围的人以及接触 

到的各行各业的人请教。我们接触得最多的是教师和学生。参加的活动多数的也是文化教 

育方面的。例如和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到中、小学听课，参加教学观摩会。我们也不放弃 

其他的机会，此如有一次列席番藉(白薯)增产会议，收获很大。在会上听见受到普通话不同 

程度影响的各种温岭话，在会后请到参加会议的农民录音。 

事实证明，调查范围的扩充，调查方式的改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好处。在“语文情 

况”的了解方面固然如此；就是在方言本身的研究方面也不例外。达里只就后者举一个例 

子。 

温岭(城关)方言对于“⋯了溲有”一类反复问句，否定的回答要是只用一个字(昔节)，可 

以有五种说法 此方说： 

反复问句——(1)渠去爻搪去7[￡gie4 k‘iel’·6。vatjA k‘iel ]=他去了没有 

(2)渠去爻搪 [‘gie4 k‘iel ·6a·vurj ]=他去了溲有 

(3)渠去爻·re?[￡西e k‘lea ·6。·V￡ ]=他去了吗? 

肯定答句——(渠)去爻。[(‘ eJ)k‘iel’· ]=(／tk)去了。 

否定答句——(1)VUOAk． (2)furJh． (3)丘qh． (4)hrja． (5)fimh． 

对于上列三个反复问句，可以用五种否定答句中任何一个来回答，都是 “溲有(去)”的意思。 

本文作者原籍温岭东乡，所说方雷和城关大同小异，只会说(1)[Vuq、J|、]而不会说共他四种。 

只是在和本地区人民广泛接触之后，才陆续发现说法有五种之多。 

三 普通话在温岭的使用情现 

温岭是浙江省沿海的一个县。温岭方言和邻县黄岩、玉环很接近。达三县之间方言的 

差别，尤其是三县城关方雷之间的差别，可以说相当于达三县每一县内部方言的差别。④所 

以达三县人来往，几乎跟同一县人一样，可以大家都说本乡话。温岭话和普通话在语音上 

差别较大，只会说温岭话的本地人和溲有学过温岭话(或其邻近方雷)的外地人，他们之间互 

相通话是有困难的。温岭县广播站，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① 本文只讨论直接调查，不讨论间接调查，即通信调查。 

③ 温岭县箬山一带居民能说温岭话，又能说闽南话。玉环县坎门一带居民能说玉环话，又能说闽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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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般用本地话播昔。 

温岭人之间来往，平常都说本地话。耕读小学里往往用本地话教学。在垒日制的中小 

学里，用普通话也用本地话，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学校普通话教学水平相当高；有的学校差 

一 些。有的教师、学生口昔很好；有的只是一部分字昔朝普通话语昔的方向有所改变，例如 

表一中“马、下、如、敢”等字读舌。 

如表一所示 ，改变之处 

是，本地有跟普通话相 

同的声韵母，就用那个 

声韵母；本地没有跟普 

通话相同的声韵母，就 

用个相近的声韵母，“趋 

于近之而已” 例 如 温 

岭话溲有 r[ ]母就用 

[fil]母或Ez3母代替；温 

表 一 

向 普 通 话 靠 例 字 普 通 话 温 岭 话 改 变 之 处 

拢 的 温 岭 话 

马 m [‘ma,1] [‘ mo ] [‘?maq] 改韵母 

下 xi'X Egiau ] [‘中o ] [~ial ] 改声母、韵母、调类 
、 

如 r [e u1] [‘ yJ] [‘filu~]或[￡zu4] 改声母、韵母 

敢 g Ⅱ[‘kan．4] [ tyieu] [ kieq] 改声母、韵母 

岭话溲有 [an]韵就用 Es3韵代替，温岭[k]拼 Eis3不拼 [￡]，所以用 [‘kiS,1]代替 g茜n 

[‘kan ]。在同一个学校里头，上课和课余使用的语言不全相同，上课用普通话的时候多，课 

余用方言的时候多。同是上课 ，语文课与非语文课又有不同，语文课一般用普通话，非语文 

课用方言的较多。同是语文课，读课文和提问、回答又略有不同，读课文注意用普通话，提 

问、回答不晃夹用方言，甚至以方雷为主。小学低年级刚学汉语拼音字母，对语音此较注意。 

年级越高，功课内容越多，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上，在语音“形式”上不免略有放松。因此有 

时出现小学高年级普通话水平不如低年级的现象。中学里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 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异同 

大家都知道，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语音最大，词汇次之，语法最小。温岭话和普通话 

的差别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从温岭人学习普通话的观点，分三项讨论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异 

同。 

(一)语音①——(1)温岭话有带蕾的塞音、塞擦香、擦香声母：[b，d，g；dz，d ；V，Z， ， 

fi]。普通话溲有带舌的塞香、塞擦昔声母，带吾的擦音声母只有 r[ ]一个。(2)普通话有 

四个卷舌昔声母：zh，ch sh，r[t§，七§‘， ， ]。温岭话没有卷舌昔声母。⑦(3)温岭话单元音 

多，溲有[ai，oi，au，ou]等前响的复合元昔。普通话有[ai，ei，8；1_l，ou]等复合元昔；单元音少。 

(4)温岭话有两个短促的入声：阴入 [ 1]55调和阳入 [7j]11调。普通话没有入声。(5) 

温岭话舒声(非入声)单字调有阴平[_I]33调，阳平[、I]31调，阴上[、1]42调，阴去E13 55调， 

阳去 [／1]13调，加升变吾 Ev3 15调，降变舌 [ ]51调共七种。普通话有阴平[1]55调，阳平 

E13 35调，上声[ ]214调，去声 [、|]51调四种(加“牛上”[J]21调是五种)。(6)普通话轻 

重昔分别显著，温岭话轻重营分别不很显著。达一节所说的语音差别都是就昔类说的，例 

① 参看《温岭方言语营分析》，《中国语文》1966年第一期 1—9页。 

② 温岭方言 “零声母”、鼻昔声母、边昔声母都有紧喉与带浊洗之分：[ ：fi， m：tim， Ⅱ：丘n， l：61， ：6I} ， 

习：昀]。从温岭话本身看，或从共他方雷地区人学温岭话的观点看，这都是很重要的}从温岭人学普通话的观点看，造 

就 不很重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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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见表二。 

(二)词汇——方雷间词汇的异同头绪较多，这里姑且把词汇分为 (甲)政治文化用字， 

(乙)常用虚字，和(丙)其他三类。汉语方雷之问，(甲)类政治文化用字全国基本上一致。 

(乙_)类常用虚字 (如代词，指示词，语助词)各地差别较大。(丙)类共他界乎 (甲、乙)两类 

之间，各地略有差别。常用虚字异同跟语昔系统异同都是衡量方雷距离远近的尺度。方舌 

间常用虚字共同成分越多，方言越接近。温岭话和普通话在词汇上的异同符合上遮方雷间 

词汇异同的一般情况。现在分别举些例子来说。 

(1)温岭话和普通话政治文化用字基本上一致，所谓“用字一致”是说用的字相同，只是 

读昔不同。例如： “剥削、反抗、斗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等等。这些字的读 

香见表二，表里普通话分两行：上一行是汉语拼香方案，下一行是音标；温岭话只有一行，用 

昔标 

表 二 

I 剥 削 反 抗 闩 争 革 命 
b5 xu6 f n kkng dba zhhng ge mlng 

普 通 话 [
cpoq c9ye1] [‘fanJ k‘a日 ] [tou~’ ct 8勺]] [￡k苫1 mi【j ’] 

涩 岭 话 [po?lF) ia 1)] [ f￡q k‘51 ] [ 1 ts ] [ka 1 )minA ]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总 路 线 

sh& hul zhfi yl ji n sh& zSng l讧 xi n 普 通 话 

[ 哥 ’xuei,~’ t uJ i ] [tgian~ §苫 ’] [‘tsaq~ lu ’ ~ian~ ] 

涩 岭 话 [‘ZOd 6u _ ‘t yq丘 』 ] [t ie]卜’ i 1)] [‘tsurjq 丘lu ie1’] 

如表二所示，“社、会”等字温岭话是带香声母，普通话是不带香声母。“争、主、社、设”等 

字，普通话是卷舌昔声母，温岭话有的是舌尖昔声母 (争、社)，有的是舌面吾声母 (主、设)。 

“闩”字的韵母普通话是前晌的复合元音，温I呤话是单元音。“会”字韵母普通话是[u]介吾加 

前晌的复合元蕾，温岭话是[u]介昔加单元音。“剥、剖、革、设”等字温岭话是入声，普通话分 

为阴平(剥、剖)、阳平(革)、去声(设)。其他不同，这里不细说了。 

(2)温岭话和普通话常用虚字差别较大，有时候用字相同，只是读昔不同；有时候用字 

也不同，读昔当然不同。这里只就代词，指示词，语助词分别举些例子。普通话说 “我，你， 

他；达个，那个，哪个”，温岭话说“我，尔，渠；格个，解个，咯个”。语助词可以举普通话“⋯了 

溲⋯”和“·着，·的”为例。普通话说“他去了溲有 病好了没有 ”温岭话说 “渠去爻狺去 病 

好爻 好 ”普通话说“坐着，站着”，温岭话说“坐得 城关昔勒，衙得”。普通话说“我的，红的”， 

温I呤话说“我个，红个”。读吾见下页表三。 

(3)甲类温岭话和普通话基本相同，乙类异多同少，丙类介乎两者之间，同多异少。大部 

分字温岭话和普通话用法大致相同，只是语昔不同，如“天地山水，风霜雨雪，男女老少，柴米 

油盐”。小部分字除语音不同外，用法也不同。用法不同有种种情况，现在举普通话的“虹” 

字“下”字“趣”字“粉”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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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我 你 他 达 个 那 个 哪 个 

w5 n1 t茂 zh ·ge① na ·ge na ·ge 普 通 话 

[ uo．4] [ ni ] [ct‘a1] [垮g ’ ·ko] [na ’ ·ko] [‘naJ ·ka] 

温 岭 话 [‘ 刁o ] [ n ] [egieJ] Ek~le)kiel ] [ ka ·Me] [ ?loq ·kie] 

他 去 了 没 去 病 好 了 没 好 

th qh ·le m6i q讧P bing o ·le m6i h 0 

普 通 话 [
ct‘a1 tp‘y ’ ·la ￡mein tp‘y P] [pirJ ’ ‘xallJ ·l。 ￡mei-1 xaa．47] 

温 岭 话 [ gieJ k‘iel’·6。VU~JA k‘iel’P] Ebin~ ‘h。 ·6。 vu【j ‘h0 ] 

坐 着 站 着 (达本书是)我的② 我 的 (书) 红 的 

zub ．zhe zhhn ．zhe w5 ．de w5 ．de h6ng ·de 

普 通 话 Et
sao~ ·t a] [t an ·t a] [‘11OJ ·tO] [ t1．O．1 ·ta] [‘hnIJ1 ·to] 

温 岭 话 [￡zo ·61o] [￡d i ·丘l。] [‘ Ijo ·kie] [ 叼o ·ga] [￡6rj ·ga] 

【虹】普通话的 “虹”ji ng[七 iarj'~ ]温岭话口斗“鲎”[ i 1 30③象这类一对一的情况 

是此较少的。 

【下】普通话的 “下”xih[ ia、|’]字，从温I呤人学习的眼光看，可以依用法分为四类： 

(a．)是方位词，温岭话和普通话用法相近。如“天下”ti巨n·xia[ t‘ian1· ia]，“楼下”16u 

·xia[￡16u1· ia]，“下月”xih yu [ ia＼I’yo、J’]，温岭用字相同，只是 “下”字读 E ?o、{]： 

[c七‘ie ‘ o、{]，[El 、J o＼I ]，[ 7o 6 y |、]。不过温岭话说 “下面”E ?Oq fimio~ ]，不说 

“下边”；温岭话 “下年”E‘?oqr￡fi ieJ]普通话是 “明年”ruing nian[smirJ~￡ni蛐1]。 

(b)是动词，意思是 “自上而降”，温岭话用“落”Efilo J 2]字。如： 

普通话 下雨 下雪 下雹子 上山下山 上车下车 走下来 放下去 

温岭话； 落雨 落雪 落雹 上山落山 上车落车 走落来 放落去 

引申的用法也是如此： 

普通话： 七上八下 五斤上下 

温岭话； 七上八落 五斤上落[ 日q tgin~‘z6 丘l )] 

(c)也是动词，有如下的用法，温岭用别的字。 

普通话： 下棋 猫下小猫儿 (鸡)下蛋 

温岭话： 着棋[tgia?~e，￡d i ] 猫生小猫 (鸡)生子 

(d)是动词的量词，温岭话用 “记”[七 i1 ]字。如普通话“打三下”，温岭话是“打三记”。 

【魉，粉】“魉”字普通 话读 mien[mian ’]，儿化吾是 mi nr[miar、|’]；温岭话读 

① 拼昔方案、昔标和汉字前头的圆点表示轻声。 

⑧ 普通话“这本书是我的”，温岭话“格本书我个”。普通话“我的书”，温岭话“我个书”。普通话两个“我的”同昔， 

温岭话两个“我个”不同昔。温岭话“达个，那个，哪个”也有类似的区别，这里不细说。 

⑧ 普通话“虹”来自《广韵》去声绛韵古巷切，折合成温岭话是 [kSu ]。温岭话 “鲎”相当于候韵晓母，折合成普通 

话是 hSu[xou~’]。“虹”字的读书舌普通话 hong[cxu刁1]，温岭话 [c6 ]，都来自《广韵》平声东韵卢公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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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ioA ]。“粉”字普通话读 f6n E fon．4]；温岭话读Efon ]，变昔是 Efon~3。“ ”字当“瓤 

条儿”(小麦磨成末儿做的)讲，“粉”字用于 “脂粉，粉红，粉刷，粉碎”，温岭话和普通话相同。 

普通话“ ”字当“小麦磨成的末儿”讲，如“白 ”；也当“一般的末儿”讲，如“药 儿”，“．自趣 

儿(毒品)”。“ ”字达两种用法，温岭都用“粉”字。如“小麦粉”E ~ioq ma j fonq]，“药粉” 

[ i日 j fontal，“白粉(毒品)”Ebs'tJ ‘fonqIx~。(温岭“粉”字变音往往相当于北京“魉”字 

儿化，北京“粉”字不儿化，温岭“ ”字无变昔。)普通话“粉丝”也 “粉”，温岭“粉”字没有这 

个用法，也不说“粉丝”。温岭凡是“五谷杂粮”做的长条形的食品都m}“ ”，小麦粉(白魉)做 

的口耳“切趣”，①粉丝也都 “ ”，如本地做的此较粗的Ⅱ耳“绿豆 ”(其实是番藉白薯做的)，山 

东牛岛运去的细长白净的 “胶州趣”(有的地方 “龙口粉”，北京也 “油丝粉”)；米做成的 

细长的食品 “米魉”，也单口斗“魉”，这类东西运到北方就口斗做“米粉”了。(北京的“大米 

儿”温岭口斗“米粉”。北京的“米粉肉”温岭m}“粉蒸肉”，这里“粉”字都指米磨成的末儿。“ 

粉”在温岭话里和普通话相同，不过温岭人平常很少说“额粉”。) 

(三)语法——温岭话和普通话语法上的不同主要有虚字和词序两方面。虚字上文已 

经提过。这里只就词序的一个问题举些例子，就是温岭表示 “受事”的名词常常用在动词前 

头。如“不认得路”温岭可以说“路弗识”[filu，I fO?ll- 9i71，]，也可以说“弗识路”，还有少数 

人说“识弗路”。以下例句都是平常口气，监无特别强调受事名词的意思。例句先列温岭话， 

圆括弧里是普通话。必要时加说明，在圆括弧之后。 

(a)阿姨，茶要。[ a-1￡6i,I，‘dzo、l iol 。](妈妈，喝水。)达是小孩儿口渴向母亲要开 

水时说的。“茶耍”不能说成“要茶”。“阿姨”是对母亲的称呼，“阿”字阴平，“姨”字阳平。幼 

儿园里的“阿姨”[ a 1卜，≤fiiJv]是新近流行的，“阿”字入声，“姨”字升变昔。温岭“开水” 

Ⅱ耳“茶”，“茶叶” “茶散”[￡dzoj ssq]，“喝茶”说 “嗅茶散茶”[t9‘yttYll-)￡dzoa~ s￡、|r 

~dzoa]。 

(b)小林，茶有，水休要=字合昔唉。E ~ioq clinav，￡dzo、J iu、I， ~yq 9iol’七 ‘yu 1)] 

(小林，有开水，别喝凉水。) “水休要唉”可以说成“休要嗅水”。“茶有”说成“有茶”，就带有 

“要是有开水”的口气了。 

(c) 日昼解·tim噢 日昼粥噢。Efi~iA tgiul kaq ·fim 七 ‘yu?l’ 6ni．I tgiul’ 

t~yu~a， 七 ‘yu 1 ](中午吃什么?中午喝粥。)“日昼”的“日”读阳去。 

(d)你上海到过 ·V￡ 我上海到过。E ?nq z5，1 hoa to1’ ·ku·V￡ ‘ 码0 z5，1 

‘hoq to1’·ku3(你到过上海吗 我到过上海。) 

(。)尔电影望弗望 我电影望过 爻。[ ?nq die ?inq fim5 ≥fo91~)fimS~ qo、| 

dio ‘?inn fim5~ kul’·6。](你看电影不看?达电影我看过了。) 

一 E列(o)句也可以说“唤解·tim?唉粥。”(d)答句也可以 “到过上海”，但问句“到过上 

海·V￡”不顺。·V￡似以跟在动词后面为常。(e)答句说成“望过电影爻”很勉强，(o)问句说 

“望电影弗望”很不顺，大概是“望弗望”不宜拆开。要是说“尔望电影去弗去?”(4i电影你去 

不去 )“电影”就在“望”字后头。“电影”温岭以前Ⅱl}“影戏”E in、I i1’]，现在中年以上的 

人还有说影戏的。 

① 沮岭馆店(馆子)里为了和“米魉”区刖，“切魉”也啡“麦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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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农村的需要 

方雷研究怎样为农村服务，要看当地人民的需要而定。在温岭七十万人口中，有十万小 

学生。本文着重讨论方言研究怎样为小学语文教育服务。据我们调查，一般农民对子弟入 

学，在学习文化上的要求有下列各项： 

(一 )识字， (二)记 帐， 

(三)写信和写共他 日常应用文， (四)看懂农药说明。 

温岭农民的要求可能和其他地区大致相同。要求虽然相同，但因各地区方言有别，语言 

(7／言)使用的情况也不全相同，各地要求的实际内容就不完全一样。农药的说明也许没有 

什么方言差别，即使有也不会很大，所以第四项方雷性不强。各地口语用字不尽相同，所以 

第一项带有方言性。记帐和应用文的格式虽然不带方言性，但是记帐和应用文离不开口语 

用字，所以二、三两项还是带有方言性。达就是说，识字除了识全国通行的字以外，还要识 

当地特有的字。教科书里，尤其是全国性的教科书里，一般只收全国或广大地区通行的字， 

不收方言字。为了满足各地区的识字 (包括方言字 )的特殊需要，最近全国各出版社出了 

很多“杂字”。这些书是面对全国或某一个省、区、市的，不能照顾各县的特点。加以全国的 

方言调查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深入，这些书的编者不能取精用弘，即使想照颐各县的特点也有 

困难。所以各县应用这些书籍时还要斟酌补充。《农村杂字》(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的 

《出版说明》云： 

一

、 农村杂字 是选用农村生产生活中常用的字词，仿照我国“杂字”的传统形式编写的。⋯可以作 

为农村小学和业余学校的识字教材，也可供农民查字使用。 

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农村常用的字词差别很大。使用本书的教师，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补充或删 

节。 

《农村杂字》(陕西人民出版社，1965年)的《说明》云： 

本书是垒 日Slid,学三至六年级语文补充教材。它的放学目的在于使学生更多地学会本省农村生产、 

生活常用的字词，更好地适应实际需要，为生产服务。⋯各地特有的，就全省范围来说不十分普逼的东 

西，一般浸有编入，教学时，教师可根据当地实际按类酌情增补。 

据我们所知道的，浙江全省有很多县分都在那里编本地常用杂字一类的书。这里举几个温 

岭 日常口语用字为例。这类字温岭、黄岩一带 “门头字”，是居家必用字的意思。 

【簟】[dio．1 ] 竹子编的晒谷用具，长方形，有牛问屋子那样大。可以卷起来。“簟”有 

的地区m}“晒簟”，温岭、黄岩有的地方 【萼】[ P‘in-I]。温岭最主要的农作物是稻，所以 

“簟”(或“等”)是很重要的用具。“簟”字见于 广韵》上声忝韵：“簟，竹席，徒玷切。”就来历 

说和“坐垫[§zo-．I dio．~ ]，椅垫[‘2yq dion ]”的“垫”相同，但是在语言里已经分化为两个字。 

“等”字见于《集韵》平声青韵：“萼，舟车篷”，滂丁切。“簟”字普通话读 di n[-tian,~’]，“萼” 

字普通话读 plng[ P‘it]a]。 

【簦】[t n-|，t~n-w] 斗笠。《广韵》平声登韵：“簦，长柄笠也，”都滕切。普通话“簦” 

字读 d6ng[ torj1]。 

【疥】Ekal’3 放碗放食物的柜子m}“疥橱”Eka-n-’ d~y4]。切菜刀m}“疥刀”Eko,l~-’ 

七。_{]。“疥齿格”Eknn~’ ts‘1、l k氲 ]指脐橱下牛部分钉的很多平行的木条，木条间留缝， 

碗科放在那里，可以泻水。《集韵 去声怪韵：“疥，所以庋食器者，或作桥，”居拜切。“度”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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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是“搁”的意思。“脐”字普通话读 ji Et~io,~’]。 

【搭】[k‘0-1 ] 拿，捕，捉。如“撂笔 Ek‘01b’pi 1 ]，掊箸 Ek‘01b’dz1 ]，’是“拿笔，拿 

筷子”。“搐牢”Ek‘01 Efilo．~]是“拿住”，“掊鱼”Ek‘O"lb sfiq、I ]是捕鱼。《集韵》去声福韵： 

“搐，持也”，丘驾切，与今昔符合。“搐”字有的吴语地区写作“打”，温岭“可”E k‘o、I]与 

“搭”声韵相同而声调不同，这个字形也许容易推广些。“柯 (撂)”字折合成普通话读 qi 

[t9‘i aJ ’](此较“加”字温岭话 [ koq]，普通话 ji五[ t~ian-])。 

这些字也广泛流行于吴语地区，如浙江义乌说“地簟，碗脐橱儿，撂”。这些字也都见于 

吴语地区的著作。这里不举出处了。 

除方言字外，本节开头所列四项要求都属于一般的学枝教育的范围，我们在下节讨论。 

六 小学语文教育 

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差别在温岭地区小学的语文教学里也带来一些问题。小学语文教学 

问题有普逦性的，有地区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往往可以从字典、教学参考书 (指跟教科书配 

合的)、和共他参考书里得到解答，本文不拟讨论。地区性的问题大都带有方雷性，就温岭 

说，主要是温岭话和普通话互相干扰引起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干扰和配合是一件事情的 

两方面，同时使用温岭话和普通话，不互相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能互相配合就要互相干 

扰。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方雷和普通话的对此研究里寻求方案，设法使温岭话和普通话尽可 

能互相配合，而不互相干扰，这样子方言知识才能为提高教学水平服务。现在举几个实例来 

说 

(一)在普通话语昔教学方面，众口同声 

的是声调最困难。根据上文第 96页所说温岭 

话和普通话声调的异同，温岭人学习普通话， 

学习声调有很多有利条件。先说调值 (就是 

声调的读法)，普通话的[1]55调，[1]35调， 

E-4]214调，[J]21调，[、|]51调区别显著， 

蓝且其中多数在温岭话里有类似的调值，温 

岭人(尤其是小学生)学起来溲有困难。练习 

的时候先练调值 (读 法)如表四粗线以上 1， 

2，3三行练习单字调，如 百， ， ， 等，粗 

线以下 4，5，6三行练习单字调加轻声。一 

表 四 

1 1 

一 ， v 、 1 a a a a 

2 摊 婚 毯 探 

3 堕 胆 担 

1 ·I 1 l J { 

4 摊 ·子 瞬 ·子 毯 ·子 探 ·子 

5 单 ·子 胆 ·子 担·子 

6 飞·的 爬·的 走-的 跳·的 

方面用手此划调形，一方面口里发舌。初练的时候甚至可以只管香，不管字。等到调值(读 

法)大致学好了才讨论调类对应(什么字读什么调)。在调类上，温岭话声调和普通话声调对 

应的规律性很强。此方说： 

(1)温岭阴平 [_{]北京是阴平 [1]，如 “东，肝，猪，山”，温岭话 [ turJ4， t~io~， ts]4， 

cs￡．|]，普通话 d6ng，gS．n，zhfi，shahE ctu~-!，ck&n-I，ct~u-1，c 瓶1]。 

(2)温岭阴上 [ ]北京是上声[ ]，如“酒，嘴，水，米”，温岭话 [ tgiuq， tCyq， 9Yq， 

‘?miq]，普通话 jifi，zul，shui，mi[ t~iou ，‘tsuoi．4， ~uoi．a，‘mi．~3。 

(3)温岭阴去 [1]北京是去声 [、J]，如“带，罩，裤，菜”，温岭话 [七a1’，~so'l ，k 'o．-1’， 

ts‘03 ]，普通话 dhi，zha‘o，kd，o i[tai、|’，￡ 叭、| ，k‘u、| ，ts‘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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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人不容易掌握普通话的声调，可能是由于温岭话的变调所造成的错觉。此方说： 

(a)温岭 阴平 [_{]33调加 阴平 [．{]33调变成 [r]55调 加 [_{]33调。如 “东边” 

[ctuq~r cpio~-](此较“东面”[ctuIJ~flmieA ]，“东”字不变调)，“猪肝”[ tsl~r ctgieA] 

(此较 “猪肉”E ctslH fi~yo?j ])，“山楂”E s￡_Ir tso~](“楂”字不变调)，“楂糕 山楂糕” 

Ec~S04r k。 ](“楂”字变调)。 

(b)温岭阴上 [、I]42调加 阳平 [、1]31调变成 ErJ 55调 加 [＼J]31调。如 “酒壶” 

[ tgiuqr§fiu、J](此较 “酒盅”[‘tgiuq t8uq ]，“酒”字不变调)，“嘴唇”[ ~gyqr ynJ] 

(此较“嘴角”[ ~gYq k百|、 ])，“水牛”E 9yqr E6耳i 、J](此较“水鸭野鸭子[ 9yq?Eix ]，“米 

皮”E miqr§bio](kk,较“米糠”E ?miq k‘5_I])。 

(c)温岭阴去 [1]55调做两字组第一字变[卜]33调。如“罩裤”[t8o1卜’k‘u-I’]，“罩” 

字变调“裤”字不变；“裤带”Ek‘11-11- ta] ]，“裤”字变调“带”字不变。叉如 “菜汤”[七s ~-It- 

c七‘5_1]，“菜心”[ts‘o-11- c~inqv]，“菜油”[t8‘O-Ib’Efiiu~]，“菜 头”[七s‘O-11-’Ed 、I ]，“菜 

子”[t8‘O-11-’ ts1 ]，“茱脚吃剩的菜”[ts O"11-’t当i瓦 )]，“茱叶”[ts‘O-II- ie ](比 较 “白 

菜Ebb％2 Cs‘o-I’]，“菜”字不变调)。 

总起来说，阴平[ ]33调和阴上 EqJ 42调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变Er]55调，同时阴去 

[1]55调本身叉常常变 [卜]33调。要是不明白变调的规律，好象温岭的 55调普通话可以 

任意读去声(如“菜”)或阴平(如猪肝的“猪”)、上声 (如水牛的“水”_)，温岭的 33调普通话可 

以任意读阴平(如“山”)或去声 (如菜汤的“菜”)是的。这就乱了。其实，决定温岭声调和普 

通话声调之间对应关系的是本调。①分不清温岭话的本调和变调， 普通话的声调就不好掌 

握。要是把温I呤话的本调、变调弄清楚，学习普通话的声调就此较方便了。 

(二)学生作文，同昔替代的别字多，也是教师戚到麻烦的事，可以举四对字为例。两对 

是普通话同昔的，就是轻声的白勺“的”和双立人 “得”·de E·七o]，工作的“作”和做工的“做” 

z Etsuo~’]；两对是温岭话同香的，就是大小的“小”xi五o E iau ]和多少的 “少”shoo 

E‘ au ]，温岭都读E 9io ]，最后的“最”zul[~suoiu ]和再见的“再”zM [t8ai ’]，温岭 

都读 E,son ]o这是因为同时使用两种话，哪一种话不会分的都可能相混。因为学生平常说 

温岭话，上课说普通话，此较熟练的还是温岭话。普通话相同而温岭话不同的可以利用温岭 

话来区分。本地话入声 [t8o 1，]是“人旁乍”，如“作文，作业，工作，创作”。本地话去声 

[七8u1 ]是“人旁故”，如“做生活做活，做事斡做事，好做，难做”。轻声的白勺“的”字和双立人 

“得”字温岭话用的字根本不同。凡是温岭用 “个”[·koi，·ko，·g。]的，普通话是白勺“的”。 

如温岭话“格本书我个[·koi]，我个 [·ko，·g。]书，聪明个 [·ko，·go3小人 E io、{§ain~v]， 

今 日个天价 E c~9iq in ·go 七‘ie_{kon’]，②我住个 [·ko，·go3屋，我买个[·ko，·go3菜，卖 

菜个 E·g9]，噢个 Em‘yu "ll-)·go3，着个 [t ia 1卜)·g。]，我早界来个 E ?qoq ctso-I ka1’ 

§ lo ·go3”，③相当于普通话“达本书(是)我的，我的书，聪明的孩子，令天的天气，我住的房 

① 要是变调不合饼本调调类，从温岭话变调也可以看出普通话声调。温岭[1_ H]，[_1 r_]，所以“猪肝”[1r ] 

普通话是 [1 1]。温岭 [1 ]，[ r ]，所以 “水 牛”[ r ]普通话是 [J 1]。要是变调合饼本 调调类，如阴去在 阳 

去前和阴平同调，温岭“告状”[k01 ’z5 ]和“高衡”[ k0{z ]同昔，从变调就分不清温岭的阴平或阴去，无法 

由此推出普通话的阴平或去声。普通话“高尚”g巨o sh~ng[ kau1 p如 ]，“告状”g~o zhu~ng[kau t§u如 ’]。 

② 温岭“夸”字读 [ in ]，“今日”读如“基日”，大概“今”字的鼻昔韵尾饼到“日”字的声母里去了。 

⑧ 温岭“早、晚”两个字都读阴上，但是“早界(上午)”，“晚界(下午)”[ 7m8 ka1 ]，第一字都读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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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买的菜，卖菜的，吃的，穿的，我上午来的”。温岭话用“得”[·filo，·do，·七9](城关读 

[·fi19])的，普通话用双立人“得”。如温岭话“格字我识得[k 1卜，z]A 日0 9i 1，·filo]， 

挖得动[Edu!l·filo Eduo．1]，香得猛[c9i _I·filo mAq]，气得面都白爻[七 ‘il ·filo mioa 

·tu bayj ·fi。]，”普通话是“达字我认得 ·do，拿得 ·de动，香得·de很，气得 ·de脸都白了。” 

至于温岭话相同而普通话不同的，就要一方面从用法下手，一方面从普通话语昔下手，双管 

齐下，设法分开，这里不细说了。 

(三)有些教师反映学生识字不够巩固，作文词汇不够丰富的问题。一起头我们认为达 

些是普遍的、不带地区性的问题。后来进一步了解，才发现达些问题也都带有方言性。教 

师用普通话教学的时候，往往不把方雷字舌告诉学生。有一次我们旁听初小二年级的语文 

课，教的是《呼吸 那一课 ，课文是： 

肺耍时时刻刻得到新鲜的空气。 它请鼻子管呼吸。⋯吸进来的空气很干净，肺觉得挺舒服。⋯睡 

觉的时候，鼻子还是呼吸。嘴呢，闭着嘴唇休息了。① 

教师说普通话。在讲解的时候，“肺、鼻子、嘴唇”都没有解释，只有“舒服”shfi·fu用本地话 

解释，说“便是舒服”EboA Ez]a 9y4 vo?j 2]。大概教师估计到只有“舒服”shfi·fu是需要解 

释的。教师的估计不错。我轻轻儿的问一个学生，肺 i是什么，鼻子 bl·zi是什么，嘴唇 

zul ch6n是什么?他都能和本地话联系，说 “肺”是 Ilia’]，“嘴唇”是 [‘七 y r E Syn!1]， 

“鼻子”是“鼻头”[-b。 J §dz!1]。可是有时候，甚至很简单很常用的字，学生也要费些时候才 

能 摩出本地看来。有一次，一个学生带着恍然大悟的口气 说： “hugng·do hugng ·do， 

[be ·z1 EfiuS!l·ge]。”(黄的黄的普通话昔，便是黄个本地昔o)“xu6 xi o xu6 xi．~o，[boa ·z1 

fi0 J≥fio，l ]。(学枝学校普通话舌，便是学校本地昔。)表示他已经知道普通话的“黄”hu~ng字 

就是温岭话的 [Efiu311]字，普通话的“学校”xu6 xiA0就是温岭话的Efio％2 fi。_ ]。一般的 

说，学生识字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学生已经会说的，只要把文字和语言联系起来就行 

了，如“柴米油盐”。第二类是学生本来不说的，在识字的过程中得到新知识，叉学语言又学 

文字，如“食盐是氯化钠”，平常口语里是溲有 “钠”字的。②学习第一类的字此第二类的字容 

易 在温岭地区，单用普通话教学，就把第一类的字也当作第二类的字来教，和学生平常说 

的话联系不上。达大概也是识字容易回生的原因之一。作文时词汇不够丰富可能也和这种 

识字的方式有关。学生会说的往往写不下来，写的有些是不会说的，词汇就很难丰富了。在 

温I岭地区，方言和普通话的字昔对照表、词汇对照表可能对教学有些帮助。 

还有一种情况使学生识字和说话联系不上，那就是文白异读。温岭有很多字文自异读。 

如 “肥”字有 [Evi!l，sbi!1]两昔，前者是文雷昔，如 “肥料”[Evi-lP filio~ ]，“施 肥”[ s1-I 

§Vi、I]；后者是白话香，如 “乾肥”[ tgio~§bi!1](作肥料用的人粪)，“小肥”[ 9io~r Ebi!1] 

(作肥料用的人尿)，“肥勺”[Ebi!lv zo?a ](舀肥料用的木制长柄勺子)。叉如 “越”字有 

Efii~?J ， y J ]两昔，前者是文言昔，如“越南”[fiia -J Efin￡J]，“越剧”[fiia J 2 d$i~j ]； 

后者是白话吾，如“越走越快”[6y ‘t8百 fiy -J≥k‘ttl~-I’]，“越讲越响”[fly％ k5、l 

fiy~J 仁i吾 ]。因为平常读书光用文言昔，学生就不能把他话里说的字和已经认得的字联 

① 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三册，8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新编)。 

③ “氯”字平常也不说，可是氯化钠的“氯”和红绿的“绿”有关系，“氯气”以前就写作“绿气”，因为达种气体是黄绿 

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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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如“肥”字总读[EviJ]，“越”字总读 [fiia J ]，学生常常不知道他口语里“乾[Ebi4]， 

小 [sbi4]，[sbi41．]勺”的 [Ebi4]就是 “肥”字，“[fiy j ]走 E~y*J ]快，Efiy％ ]讲 

Efiy J ]响”的 [fiy J ]就是“越”字。通过方言调查，把文白异读弄清楚，可以帮助学生把 

熟字和说的话接上头，联系起来。 

有人也许说，教书的时候，又教普通话语香，叉教方昔，学生的负担岂非太重。达看法可 

能不够全面。日前在温岭地区，方雷占领的是面，普通话占领的还是线和点 (这个情况还需 

要一段时间才能改变_)。周围的人说方言，学生只会普通话字香，不知道口里说的话怎么写， 

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困难。监且如上所说，你不告诉学生，学生自己也要揣摩。不如直接告诉 

他，反而节省时间精力，蓝且可以避免揣摩错了。 

方言研究在为农村服务方面是有工作可做的。在方言和普通话距离较大的地区，农村 

语文教育所牵涉到的问题包括语言学的各方面。达就要求方言工作者不单是调查方言，蓝 

且调查语言(方言)使用情况；不单是研究方言，监且把研究结果运用到语文教育上去 我们 

准备朝达个方向努力 

少年儿童读物要洼意语言规范 

晓 燕 

最近读 了几本 小朋友》和其他一些少年 

儿童读物 (达些书刊都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的)，发现其中的语昔、词汇、语法都多 

多少少有些不规范的现象。此较起来，语音 

方面的错误更多一些 例如： 

1)“轰隆轰隆放山炮”里 “轰隆”的香注为 

hSngl6ng~“造起高楼一幢幢”里“幢”字的 

舌注为chu~ng。(《小朋友》1965年第十八 

期 ，9页) 

按，普通话 “轰隆”读 h6ngl6ng，一幢高楼的 

“幢”读 zhu~ng。 

2)“电气火车放声 ，万吨轮船拔起锚”里 

“锚”字的昔注为 mi氢o。(《小朋友》1965年 

第二十四期，1页) 

按 ，普通话“锚”字读 mao。 

3)“脑袋直发晕，站又站不住，躺下就想吐” 

里“吐”字的营注为tfi。(《小朋友》1966年 

第一期，14页) 

按，普通话呕吐的“吐”读 td。 

· l04· 

下面再举两个有关词汇、语法方面不规 

范的例子： 

4)《看图识字》第二册，第 5页上画了“锅、 

杯、盘”兰个图，在“盘”那个图的上面注的 

是“盆 p6n”。 

按，就全国广大地区来说 ，盘是盘，盆是盆， 

两者是有分别的。《看图识字 管盘 }盆，可 

能是受了方言(比如上海方言)的影响。 

5)“长大要当解放军，先把身体练 练好”。 

(《小朋友》1966年第二期，4页) 

按，“练练好”是方言说法，普通话里一般不这 

么说。原句也许可改为“先把身体锻炼好”。 

全国的小朋友都喜欢看 《小朋友》，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共他少年儿童读物也 

是发行到全国的。在注意思想内容对小朋友 

进行教育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语言的规范 

化。类似以上所举的那种错误和不妥当的地 

方，应当尽量避免，使小朋友们从小儿就学习 

和掌握标准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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