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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北 官 话 的 分 区 (稿 )

贺 巍

本文 分陆 韦 : ( 壹) 总说
,

( 贰) 东 北官话 的 分 区
,

( 叁 ) 东北 官话的 特点
,

( 肆) 东北 官话的 内

部差 别
,

(伍 )胶 辽 官话
,

( 陆 ) 胶 辽 和 北方 官话 方言 岛
。

, 总 说

东 北 官话分 区 图见 下 文 174 一 175 页
。

本 图包 括 范 围 是 黑 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三 省和 内蒙古 跟

这三 省 毗连 的 地 区
。

总面 积约 八 十 多万 平方公 里 ; 人 口 约一 亿 左右
,

汉 族 占绝 大 多 数
,

少 数民 族

有满 族
、

朝 鲜族
、

蒙 古族
、

回 族
、

鄂伦 春族
、

锡伯 族
、

赫 哲族
、

达斡 尔族
、

鄂温 克族等
。

东 北的 居民 主要说 汉 语
、

蒙 语和 朝鲜语 等
。

汉 族
、

回 族 和 满族 说汉 语
。

各 地 回 民 的 语音 和

当地汉 民相 同
,

只 有少 数 词 语和 汉 民不同
。

满族 居民 的语音 和北 京话大 致 相 同
,

不 过在 口 语里

还 保 留 了一 些 满 语词
,

如称 母亲 为【训 n 合l]
,

称 父 亲 为 [洲 m 二lJ 等
。

现在 能 说满 语 的 是 极 少 数
,

一 般 多是 边 远地 区 的 老 年 人
。

本 地 蒙族聚居 的 地 区 说 蒙语 ; 蒙族 多数人 会说 汉 语
,

但 也 有 少 数

人 只 会 说汉语
,

不 会说 蒙语
。

朝 鲜族 主 要 集中在 吉林 省东部 的 延边 朝鲜 族 自治 州
,

本 民族 通 用

朝鲜 语
。

一般 的说
,

朝 鲜族 和 汉 族 交往 时
,

除 少 部 分老 年人 不 会说汉 语以 外
,

其他 大 部分 人都

会 说汉 语 ; 部 分汉 族人 能听 懂朝 鲜语
,

但大 都 不会说朝 鲜语
。

此 外
,

鄂 伦春族
、

赫 哲 族
、

达 斡尔

族
、

鄂温 克族 等也 都有 本 民 族的 语 言
,

但 人 数较 少
,

使 用 的 范 围较 小
,

通 常 只 在本 民 族 内部使

用
,

在其 他场 合 多使用 汉语
。

东北 的汉 族居 民 多数是 由河 北
、

山 东等地 迁 来的
。

移 民大 致从 元代 开 始
,

当时本 地汉 民较

少
。

拿黑 龙江 来说
,

原 先的居 民 多是 鄂温 克
、

鄂 伦春
、

达斡 尔
、

赫 哲
、

蒙古等 少数 民族
。

至 明清

两代移 民 逐渐 增 多
,

特 别是 自嘉庆 以后 ( 一 七九 六年)
,

由于 清政 府禁 垦 令 的 废 除
,

移 民大 量迁

入
,

形 成高 峰
。

解放 以 后
,

由于本 地 区 工 业建 设的 需要
,

移 民仍 络绎 不 绝
。

早 期移 民 的 路 线有 两条 : 一 是 从海 路来
,

多为 山 东人
,

从胶 东跨 渤海
,

登 大 连 港
,

或 定 居

于 辽宁 东部
,

或 经辽 宁北上
,

定 居 于 吉林
、

黑龙 江东 部山 区 ; 二是 从 陆路 来
,

多为河 北 人
,

间或 也

有 河 南人
,

出 山 海关
、

沿辽 西走 廊
,

或北上 黑 龙 江
,

或 定居 于辽宁 和 吉 林的 西 部地 区
。

先 期 移 民

定 居之 后
,

后期移 民 便投 亲靠 友接 踵而 至
。

这 类 地 区的 语 言虽 然也受 当地 方言 的 影 响
,

但基 本

上 还保 持 着原 籍 贯的 口 音
。

本 区 辽 南的 口 音近 似山 东
,

辽西 的 口 音和 河 北相 近
,

都和 移 民 的 情

况 大 致 相 合
。

黑 龙江 省是 各地 移 民 的 交汇地 带
,

从方 言 的 分布上
,

也 反 映 了这 方面 的特 点
。

东北 的 汉 语 方言 主 要 是 东北 官话 和胶 辽 官 话
。

北 方官 话 只 有 一 个 方言 岛
。

贰 东北 官话 的 分 区

东北 官 话分布 的 范围 共有一 百 六 十九 个 县 市
。

本 文 主 要 依 据 古 影 疑两母 开 口 一 二等 字 今

声母 的不 同
,

把东 北 官话 分为吉 沈
、

哈 阜
、

黑 松 三 个片
。

根 据各 片的 内部差别 ( 详 见下 文肆 )
,

吉

方 言



沈 片分 为 蛟宁
、

通 溪
、

延 吉 三 个小 片 ; 哈 阜 片分为 肇扶
、

长 锦两 个小 片 ; 黑 松 片 分为 嫩 克
、

佳富 和

站话 三个 小 片
。

现在分 别 列举 各片 的 分 布范 围
。

O 吉 沈 片共 有 四 十七 个县 市
,

分 布 在辽 宁省 和 吉 林省 以 及 黑 龙 江 省
。

� 蛟 宁小 片十 四 个 县市 黑 龙 江 省 : 宁安
、

东 宁
、

穆 棱
、

绥 芬 河
、

海林
、

尚志
、

鸡 东
、

鸡 西 ; 吉

林省 : 蛟 河
、

舒 兰
、

吉林
、

永 吉
、

桦 甸
、

敦化
。

�通 溪 小 片 二十七 个 县市 吉林省 : 通 化 市
、

通化 县
、

柳 河
、

梅 河 口
、

浑 江
、

靖 宇
、

安 图
、

抚

松
、

集 安
、

长 白 ; 辽 宁省 : 沈 阳
、

西丰
、

开原
、

清原
、

新 宾
、

法库
、

铁岭
、

抚顺 市
、

抚顺 县
、

本 溪 市
、

本溪

县
、

辽 中
、

辽 阳
、

灯 塔
、

鞍 山
、

海城
、

凤城
。

� 延 吉 片六 个县 市 吉林 省: 延 吉
、

龙 井
、

和 龙
、

汪 清
、

图 们
、

浑 春
。

O 哈 阜片 共 有 六十 五个 县 市
,

分布 在 黑 龙江 省
、

吉林 省和 辽宁 省
,

以 及 内蒙 古 自治 区
。

� 肇抉 小 片 十八个 县 市 黑 龙 江省 : 哈 尔滨
、

安庆
、

木 兰
、

方 正
、

延 寿
、

宾县
、

巴 彦
、

呼 兰
、

阿

城
、

五常
、

双 城
、

肇源
、

肇 州
、

肇东
、

安 达 ; 吉林 省 : 扶 余
、

前郭
、

大 安
。

� 长 锦 小 片 四 十七个 县 市 吉 林 省 : 长 春
、

榆 树
、

农安
、

德 惠
、

九 台
、

双 阳
、

磐石
、

辉 南
、

东丰
、

伊通
、

东 辽
、

辽源
、

怀德
、

四 平
、

梨 树
、

双 辽
、

长岭
、

乾 安
、

通 榆
、

挑安
、

白城
、

镇 赛 ; 辽 宁省 : 阜 新市
、

阜 新 县
、

锦 州
、

昌 图
、

康 平
、

彰武
、

新 民
、

黑 山
、

台安
、

盘 山
、

大 佳
、

北 镇
、

义 县
、

北票
、

锦县
、

锦 西
、

兴

城
、

绥 中 ; 内蒙古 自治 区 : 通 辽
、

乌兰 浩特
、

林西
、

开鲁
、

敖 汉
、

宁城
、

翁牛 特
。

� 黑松 片共 有五十 八 个县 市
,

主 要分 布在 黑 龙 江省
,

还有 内蒙古 自治 区的 少部 分地 区
。

�嫩 克 小 片 三十六 个 县 市 黑 龙江 省 : 嫩 江
、

黑河
、

呐 河
、

富 裕
、

林 甸
、

甘 南
、

龙 江
、

泰 来
、

杜

尔
.

大 庆
、

德 都
、

五 大 连 池 市
、

北 安
、

克 山
、

克东
、

依 安
、

拜 泉
、

明 水
、

青 冈
、

望奎
、

海 伦
、

绥 棱
、

铁 力
、

通 河
、

塔 河
、

漠 河
、

呼玛
、

孙 吴
、

逊克
、

嘉荫
、

绥化
、

兰 西
、

齐 齐哈 尔 ; 内蒙 古 自治 区: 满 州 里
、

海 拉

尔
、

扎 兰 屯
。

� 佳富 小 片二十一 个 县 市 黑 龙 江省 : 伊春
、

鹤 岗
、

汤原
、

佳木 斯
、

依 兰
、

萝北
、

绥 滨
、

同 江
、

抚 远
、

富锦
、

饶 河
、

宝 清
、

集 贤
、

双鸭 山
、

桦川
、

桦 南
、

勃利
、

七 台 河
、

密 山
、

林 口
、

牡 丹 江
。

必 )站 话 小 片主要 分布 于 黑 龙 江 省 西部的 肇源
、

肇 州
、

林 甸
、

齐 齐哈 尔
、

富裕
、

呐 河
、

塔 河
、

呼

玛
、

黑 河
、

漠 河 的 部分 地 区
。

会 东北 官话 的 特 点

东北 官 话是 在本 地话
、

河 北 话 和 山东 话 的基础 上 形 成 的
。

跟北 京 话相 比
,

在语音 上
、

词 汇

上 甚 至 在听 感 上 都 有 明 显 的差别
。

主 要有 以 下六 点
。

O 古 入 声 清音 声母 字今读 上 声的 比 北京 多
。

东北 官话 和 北 京话都 有 阴 平
、

阳 平
、

上 声 和 去

声 四 个 声 调
。

古 四 声的 演 变 情况 也 大 致相 同
。

古 人 声清音 声母 字东北 官 话和 北 京 话 虽 然 今 都

分 归阴 平
、

阳 平
,

上 声和 去 声
,

但 是 东北 官话 古入 声字今 读上 声 的 比北 京 话 多得 多
。

东 北官 话

里 古 入 声来 的 上 声字
,

北 京话 分 别 读 阴 平
、

阳平
、

上声和 去 声
。

这 是 这 两 种 官话 的 主 要 差 别
。

下

边 拿哈 尔滨
、

拜泉
、

齐齐哈 尔
、

长春
、

沈 阳等五处 和北 京话 比 较
,

如 176 页 表一
。

表 上 八十 七个

字哈 尔 滨等五 处 今读上 声 ; 其 中北 京今 读上 声的 只 有 三十个 字
,

约 占总字 数的 三 分 之 一
。

。 今声 调 的 调 形 和 北 京相近
,

但 调值 比 北京 低
。

东北 今 阴 平 的 调 值大 都 读 平 调 44 【, l 或

33 【。】
,

如
“

高 猪 专尊 丁 边 开 抽初 粗擦 击刀等
,

今阳 平一 般 读 升调 24 【习 或 35 【习
,

如
“

穷陈 床

才 唐 平寒 神徐 扶 局 白舌 读” 等
,

今上 声一 般读 曲折调 2 13 【习 或 21 2 【J ]
,

如
“

古 展 纸 走 短 比

口 a 草普 铁 甲 笔 ” 等
,

今 去 声 一 般 读降 调 53 【, ] 或 42 【习
,

如 “ 近 柱 似 是 厚社 父 坐 盖抗 汉 共

树 饭 怒 帽 木 纳辣 热 ,, 等
。

东北 官话 的调值低 在 听感 上是 区别 于北 京话 的一 个 明显 标 志
。

6 年第 3 期
·

3
·

198 17



! 方 言74



一

—
一一

—

一
一_

⋯
||
l

|||||11
1
.

|
电

|||
11eses

l

|
‘es

|!|
es

l

|

⋯
有袒护杖板份

羹脚

宕脚体长门呀徊板振鹤

幼喇羊诩众酗

、

圈昌翻昌

犬芍收姆0女份佃划O欠份帜缓O

众斑吐

昌
玲幼暇平大形芍翻

众衅舍

圈
零,袒喇O大令洲阅O七令卜娜O

士对祖

。 O

摇 仁全勿

蓄昌
艇水

肠竹
0旧铂

夺件。

、

口f
.

之
�

、、攀
、

告

6 年 第 3 期
5

19 8

17



表 一 古 入 声 清 音 声母 字哈 尔 滨 等 五 处 读 上 声 的字

北北京京 哈 尔 滨等 五处 今上 声声

阴阴 平平 鳌泼 一 辣 撇 一 开 劈 扑 踏 ~ 实塌 塌 榻 撮 撒 一 手 拙 戳 插 脊 一 梁 屈 膝 蟋 熄 悉 削割 客 刮 黑黑

伯伯伯伯伯璞 福 幅蝠得 、 到职执 夹 一 裤结 觉 节 媳革阁 国国阳阳 平平 百 柏笔 朴 法 发得 一 去 塔獭铁 素眨 嘱窄尺 甲 戟 脚角 曲宿 雪血 葛 给渴 郝 乙恶 、 心 谷 骨骨

僻僻僻僻僻 迫腹 拓 促 粟宿 一 舍色 质触 辍 雀鹊 刻 霍霍

上上 声声声

去去 声声声

寻 北 京 话读 【划 声母 的字东 北官 话 一 般 读零 声母
。

东北 官话 大部分 地 区没有 【划 声母
,

如 通化
、

长 春
、

哈 尔滨 等地 “ 如 一 鱼 ” 【‘y ]
, “ 饶 二 摇 ,, [ ‘i a u l

, “

柔 = 油” [ ‘i o u l
, ‘、

肉 二 又 刀

[ i o u ’

]
, “

染 ~ 眼 ,, [
‘
ia n 】

, ,’

人 一 银 ,, 【‘i n l
, “软 = 远 刀 [

C
y a n ]

, “ 级 = 羊 ” [ ‘i叨 ]
“

热 ~ 夜 ,, [ ie
)

]

等
。

北京 的 [划 声 母逢 合 口 呼 有的 字 少 数 地 方 读 【lJ 声母
,

如沈 阳 “ 锐瑞 ” 【lue i
)

l
、 “

软 ”

[
(
l u a n l 等

。

画 古 精组 字和 古知 庄章组 字一 般不分
。

北 京话 古 精组 字今读 lts
一

ts’
·

s-J
,

古 知 庄 章组

字今 读 〔t 昌
一

t 各
‘·

争
一

】少 数 字 例 外 ,

这 两类 字一 般 不 混
,

如
“

资刀 [
: t s ll 手

“

支知 ” 【
。t州

, “

此 气
‘t s 丫

手 “ 齿 耻 ” [
‘

t5’ 飞]
, “ 丝 刀 [

:

s11 手 “ 诗师 ,, [
C

川 等
。

东 北大 多数地 方这 两类字 相 混
,

大 致有

三 种类 型 : 、户今全 读 【ts
一

ts’
· s 一

J
,

如 通化
“

增 ‘ 争 二 蒸 刀 [
。 ts 明I

, “操 一 抄 一 超 ” 【
:

ts’au 】
, “ 燥

= 稍 = 烧” 【
: s a u l

,

� 今 全 读 [t 各
一

t 各
‘一

各
一

]
,

如 锦 州
“

自= 至 = 制刀 [ t 乳 〕

]
, “ 瓷 = 池 = 迟 ” [ ‘t 各

‘

1]
,

“

四 , 示 “ 世 ” 【乳 )

〕
,

� 【ts ~ t 司 自由变读
,

如长 春这 类字今 读 【t s- ts
‘·

5- 1 或 【t 影 t 留
一

昌
·

1
,

以 读 [ t s ] 组 为 多; 蛟 河 今 读 [ t 昌
·

t 各
‘一

争] 或 [t s 一

t s ‘一 s 一

l
,

以读 [t 争1 组为 多
。

�北 京 I p p
‘

m f ] 逢 [ o ] ( 严 格 的说
,

实 际音值 是 [叮 ]) 韵
,

东 北都 读 [、 l 韵
,

和
“

歌刀

[
:
k 丫1

、 “ 可 ,, [
( k 、 】

、 “

河 ” [ ‘x 二1 的 韵母相 同
。

如
“

玻 悖播 波 菠拨” [
: P丫 】

, “

勃 渤 博搏驳 ” I ; p 寸]
,

“ 跋 簸
”

l
( P, 1

, “

簸 一 箕 薄 一 荷 ” [P 、 )

] :
“

坡 ,, I
:
P

‘Y ]
, “ 婆刀 [ : p

‘

, ]
, ,’

破 ” 「P
‘、 )

] : “ 摸 ,, [
。
m y l

,

“磨摩 魔 模 摸摹 膜 ” [ ‘m 丫l
, “ 磨 一 面末 沫 ,, 【my )

】; “佛 ” 〔; 八1 等
。

为 东 北的 方 言 词 汇 和 北京 话相 近
,

但 是 有些 词 北 京话不 说
,

在东 北 官话里 则比 较 通 行
。

下

面举 哈尔 滨
、

富 锦
、

长 春
、

沈 阳
、

通 化五 处常 用 的三 十条 词汇 为 例
,

依 长春话 记音
。

词 条根据《 吉

林方 言 分 区 略 说 》 本 刊 1986
.

1
.

39 一 45 一 文 的 条 目调 查
、

补 充
。

下 文 “ 讨 登 刀 【t
‘a u j t 匆 11 哈 尔滨 读

做
‘“

掏 腾 ,, I t
‘a u , t

‘a 习J ]
。

包 米 p a u , m i J 玉 米 本 地 也 说 棒 子

包拢 Pa u , IOq l 包 裹
,

包 袱

棒 子 手 P a 习, t s 白 , 争o u , 强 盗 也 说 胡 子

棒 锤 Pa 习、 t 昌
‘u e i J 人 参

庵 茄 子 p i e J t g
‘

i e , t s a l 理 亏 词 穷

不 见 起 p u , r t ‘i a n , t g
‘

i 洲 不 见 得 : ~ 要 下 雨

跑 腿 子 P
‘a u 刁 r t

‘u e i “ t sa , 光棍
,

单身汉

埋 汰 m ai ” t’ai ! 脏 : 手 太 ~ {把衣 服 弄 一 了

麻 溜 ” II O 快
,

迅 速 天 黑 了
,

~ 走吧

攘 操 n 明 J s叼 J 堵住别 人的 嘴不 让 批评

老 屹 挞 la u J k a , ta l 最小 的 儿 子

唠 磕 l a u 、 k
‘a r , 聊 天

,

说 闲 话

扎 古 t s a l ku J 医 治
,

治理

沽 包 t sa n , p a u , 受牵 连 : 这 事他 ~ 了

装 憨 儿 t s u 叼 , x 甘r , 故 意装 傻

桨 子 t g ia 乃, t s 。 , 豆 浆

青 酱 t g
‘

i 习, t g i a 习, 酱 油

嚼 果儿 , 好 食物 过 年吃 ~

方 言

m a ul : t o ia u k u a r l :



地瓜 t i , k u a , 白薯 屹 挞 k a , t a : 地方 : 这 ~ } 那 ~

甸 子 ti a n , ts a l 沼泽地
,

荒地 或小草 原 树渗 k’ Y , ts
‘。nI 感到 丢人

,

难 为情

跳 猫子 t
‘

i a u , m a u , t sa 一 兔子 也 说 [IJ 跳 下 屋 g ia , u , 厢 房 : 东~ ! 西 ~

踢 登 t’i J t on l 糟踏 : 这粮 食 叫他 ~ 了 哈 什 蚂 xa , s训 m a J 青 蛙
,

田 鸡

讨登 t
‘a u 月 t a 习一 想办 法 弄 到 : ~ 点 吃的 坏菜 T x u a i 、 t s ‘a i 、 l a 门 搞 糟 了

,

坏 事T

懊糟 n a u , t s a u , 心 里烦 闷
,

不痛快 额 脑 盖子 i e 、 n a u J k a i 、 t s a J 前 额
,

脑 门

殊 东 北 官话 的 内部 差 别

东 北 官话 内部 的差 别在语 音 方面主 要 有四 项 : � 古影疑 两母 开 口 一二 等字 的 今声 母
,

�

古知庄 章 三 组字 的 声母 部位 和 古精组 字是 否相 同
,

� 古 日母 字的 今声 母
,

�今 阴 平的 调值 和

部 分 字加 轻声 是否 变调等
。

O 根据 古影 疑两 母开 口 一二等 字今 声母 的 不 同
,

可以 把东 北官 话分 为 吉沈
、

哈 阜和 黑松 三

个 片
。

各 片的差 别 如表 二
。

吉沈 片除桦 甸
、

通化
、

靖 宇
、

安 图四 处 的
“

袄棉 一 刀 [
〔

na u] 字 读 【n]

声 母以 外
,

今都 读 【0 ] 声母
,

如蛟 河
、

通化
、

沈 阳“ 哀刀 [
: a i ]

, “

藕” I
( o u ]

, “

安刀 [
( a n ] 等

。

哈

阜 片除 开 原
、

法 库
、

北 票今读 【川 声 母 和德 惠 的部分 地 区 今读 [川 声母 以 外
,

今 都 读 〔川 声

母
,

如长 春
、

锦 州
“

熬 一 白菜 刀 [
。n a n ]

、 a 暗刀 [n a n )

]
、 “

恩刀 [
。n a n ] 等

。

黑 松 片这类 字 的 读 音不

定
,

其 中有些 字 读 【n1 声母
,

有 些字 读 [叨 声 母
,

读 音 因人 因 地 而异
,

没 有 一 定 的 规律
。

如 齐

齐哈尔 等地 “ 额饿 挨 爱 袄沤 鞍恩 昂 刀 等 字 今读 「n] 声 母
, “ 俄哀 艾熬 傲 欧安 暗肮 恶 力等 字今 读

【则 声 母 ; 佳木 斯等 地 “ 鹅蛾 挨哀 爱袄 碍肮 恶 刀等 字今 读 【川 声母
, “饿 矮 蔼艾欧 藕 袄安 暗岸 刀 等

字 今读 【则 声母
。

甚 至 同一个 字在 同一个人 的 口 语 里
,

既 可以 读 【n] 声 母
,

也可 以 读 【则 声

母
,

本 人认为 没有 区 别
。

漠河
、

呼吗
、

黑河
、

逊 克
、

孙 吴
、

嘉荫
、

同江
、

抚 远
、

饶 河 等 九 处
,

这 类 字今

一般读 田」声 母和 吉 沈 片 相 同
,

但 其 他语 音特 点和 黑 松 片相 同
,

本 文暂 画 归 黑 松 片
。

表二 古影疑 开 口 一 二 等 字的 今声 母

鹅 爱 矮 袄 藕 安 暗 恩 昂

吉 沈片 通化 声 a i
, ‘a i ‘a u ‘o u 。a n a n , 。 。n ( a D

哈 阜 片 长春 :

盯
n a i

, ‘n a i
‘n a u ( n o u 。n a n n a n , 。n a n 〔 ”a 习

黑 松片 嫩江 声 a i
, ‘n a i

( n a u ‘ n o u 。a n a n , ( ‘n 。

明

黑 松片 富锦 :

。
n a i

) ( a i
‘ n a u 〔o u ( a n a n , 〔 n “n 。a 习

O 各片 的 内部 也有 一些差 别
。

根 据 古 知 庄章 三组 字今 声母 的 不同
,

可 以 把吉 沈 片分 为 蛟

宁
、

通 溪 和 延 吉 三 个小 片; 把 哈 阜片分为 肇 抉
、

长 锦两 个小 片 ; 把 黑 松 片 分为嫩 克
、

佳 富和 站 话

三 个小 片
。

站 话和 其他 小 片 的 情况 不 同
,

下 文单 说
。

除此 之外
,

其 他各 小片 拿“知 罩 专
、

耻 抄

船
、

世 稍拴 刀这 三组 例字 来说
,

吉 沈 片 的通 溪小 片今 分别 读 【ts- ts
‘一 s ·

l ; 蛟 宁小 片今 分 别 读

【t 争
一

t 豁
一

卜 l 或 卜s 一

ts
‘·

s- ]
,

同一 个 字可 以 自由变 读
,

通 常 以 读 [t5] 组 为 多
,

可以 跟 通 溪 小 片

相 区别
。

哈 阜片 的 肇 扶 小片今 分 别读 [t 含 t 舀
‘一

吞
一

J; 长 锦 小 片今 分 别读 卜s- ts
‘一

s- J 或 饰
一

t 谷
‘·

卜]
,

也 是 自由变读
,

通常 以读 「ts ] 组为 多
,

可以跟 肇 扶小 片相 区别
。

延 吉小 片跟 以 上 各片 不 同
。

本 片的 汉 族 大 部分 是早 期 或 近期 从 山 东 或河 北 来 的移 民
,

因 此

当 地 的 汉 语方 言很 纷 歧
。

在 同一地 区
,

甚 至 同一 个 人 的 口 语里
,

既 夹杂 有东 北 口 音
,

也 夹杂 有

山 东或 河 北 口 音
。

拿古 知 庄章 三 组字 的今 声母 来说
,

大 致 可 以 分成三 派
。

上 文所 举 的 例 字
,

有

的 全 读 It s- ts
‘一 s 一

]
,

有 的 全读 饰
一

tg’
一

影 ]
,

有 的 是 [t s ~ t 司 不 定
,

没有 一 定的 规 律
。

在 边

远地 区
,

移 民常 常按 籍 贯分 村落 聚居
。

由于 当地 的居 民较 少
,

和 外界 的 交往 不 多
,

这些 村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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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
,

世 代相 传往 往保 持原 籍贯 的 口 音
。

如 和 龙 县富 兴 乡工 农 村的 居 民
,

多数是 由 山 东烟 台来

的
,

古 庄组 的某 些字 今都 读 [ t 吞
·

t 争
‘一

争
·

]
,

如
,’

争 ,, [
。t 舀a u l

、 “

愁 ,, [ ‘t 各
‘o u ]

、 “

生 ” [
(

脚习] 等
,

古

知 章的 某些 字今 都读 【tl- t l
‘一

丁
一

]
,

如 “知 刀 【
:

tIi ]
、 “

酬 ,, 【‘t 了
‘

io u]
、 “ 声刀 【

。

户引 等 ; 和 龙县 富兴

乡大 成 村的 居 民 是从 山 东 蒙 阴 来的
,

古 知 庄章组 字 的声母
,

今 一 般读 【t 昌
一

t5’
·

各
一

J
,

如 “争 二 蒸”

[
: t 笋劝1

, “ 抄 ~ 超,, 【
。t 谷

‘a u ]
, “ 生 = 声刀 [

(

笋习] 等
。

古 日母 字除 延 吉 小 片有 部分人 读 【划 声母之 外
,

今 一 般都读 田l 声母
,

如 “ 人 ~ 银 刀 [ ‘in ]
、

“ 肉 = 又 刀 【io u ,

]
、 “ 染 一 眼 ,, 【

c
ia n] 等

。

这 里需要 补充 说 明 的 是
,

在年 轻人 或 文化 水 平较 高的

人 当 中
,

由于 受 普通 话的 影响
,

古 日母字 也大 都读 成 了 〔习 声母
。

从 声调来 说
,

通 溪小 片和 长锦 小 片 跟其 他 各小 片也 有差别
。

主 要差 别有 两项 : 一 是今 阴平

的 调值
,

拿 “ 高 猪 专 尊丁 边刀 等 字来 说
,

通 溪小 片除 分 布 在辽 宁省 的 各 点今读 平 调 33 【习 以外
,

其 他 各 处今 一 般 读 曲折调 42 4 〔司 或 3 13 【诵 」; 其 他 各小 片除 长锦 小片 的 东丰
、

辉 南两 处今读

曲折 调和 通溪 小 片相 同以 外
,

其 他各处 今 一般 读平调 44 【习 或 33 【习
。

二 是 今 阴 平 部 分字加

轻声 是 否 变调
,

拿
“

东
·

西 ! 东
·

面 ! 机
·

器 } 阶
·

级 } 知 道 } 姑
·

姑 } 三
·

个刀 等七 个两 字组 来说
,

长锦 小片除 少数 点 不变 调外
,

其他 各处前 字都 读 35 【r] 变 调
。

。 站 话是 过 去 在异 站服役 居住 的 人 传下 来的 方 言
。

相传 这 些 人 的 原 籍大 都是 云 南人
,

清

初因 吴三 桂 事件 流放 到这 里 服 役
。

至 今 已 有 三百 多年 的 历史
。

早 期的 站 话 也许是 云 南 话的 底

子
,

但 从现 在的 语音 系统 来看
,

已 看不 出 和 云 南话 的 关 系
。

话站 的声母 有 二十二 个 和 嫩克 小 片相 同
,

韵 母有三 十五 个
,

其 中有 【。 u A A u 认u] 四 个 韵

母 和 嫩克 小片 不 同
,

和其 他 小片也 不 同
。

嫩 克小 片 的 【p P’ m fJ 拼 [司 韵
,

站 话都读 f习 韵
,

如 “ 博 ,, [ ‘P八 ]
、 “ 婆 , [ ‘p

‘

A ]
、 “

摸 刀 [
。
m A ]

、 “

佛 刀 [ ‘fA ] 等 : [ u 丫 ] 韵 站话都 读 [ u 。 ] 韵
,

如 ,’说 ”

(
。吞u “ 】

、 ,’左 刀 【
〔t s u “ ]

、 ,’ 错 刀 [ t s ‘u A ,

l
、 “ 所刀 [

( s u A 】
、 ,’ 锅 ” [

(
k u 八 l

、 ,’ 扩刀 [k
‘u 、 ,

]
、 ,’ 货 刀

[x u 。 ’

] 等 : 〔o u ] 韵站 话都 读 卜u ] 韵
,

如 “斗刀 [
‘t A u ]

、 ,’ 头 刀 [ ‘t
‘A u ]

、 ,’ 楼 力 [ ‘I n u ]
、 “走”

[
C t s A u ]

、 “手 刀 [
( 昌。u ]

、 “ 狗 刀 [
‘
k A u ]

、 “ 口” [
‘
k

‘、u ]
、 “后刀 [ x 、 u ’

] 等 ; [ i o u 」韵站 话都 读 I i o u ]

韵
,

如 “ 流 刀 [ ‘l iA u ]
、 a 九 ” [

( t o i n u ]
、 “秋 ” [

( t g
‘

i 、u 】
、 “

修刀 [
。 。i o u ] 等

。

站话 的 声调 有 阴 平
、

阳 平
、

上 声
、

去 声 四 个
,

古今 声调 的 演变 情况 和 嫩 克小片 相 同
。

其主 要差别 是 表 现在今 阴 平的调

值上
。

拿“天 丁 千 篇方 冬”等 字来 说
,

站 话今读 曲折 调 423 卜 ] 或 3 12 「司
,

嫩 克等 小 片 今读平

调 4 4 【习 或 33 【习
。

这是 当地 人 用 来 区 分是 站 话 的 主 要 标准
。

伍 胶 江 官 话

分 布在 山东 境 内的 胶 辽 官话
,

拙 作 《河 南 山东 皖北 苏北 的 官话 ( 稿》 本 刊1985
.

3
.

163 一 170 里

已 经有 简单 介绍
。

现在 把分 布在辽 宁和 山东 境 内的 胶辽 官话 合起 来做总 的 说 明
。

O 分 布在 山东 境 内的 胶 辽官 话
,

有 三十 个县 市
,

分 布在 辽宁 境内的 胶辽 官话 有十 四 个县

市
,

两 地 共 四 十 四 个县 市
。

根 据本 区 方言 内部的 差 别
,

可 以 分 为 青州
、

登 州 和 盖桓 三片
。

这三

片 的分 布 范围是 :

� 青 州 片十六 县 市 山 东省 : 青 岛
、

潍 坊
、

胶县
、

益都
、

临胸
、

沂 水
、

五莲
、

胶 南
、

诸 城
、

安 丘
、

昌邑
、

高密
、

螃 山
、

平度
、

掖 县
、

即 墨
。

� 登 州片二十 二个县 市 山东 省 : 荣成
、

文 登
、

威 海 市
、

牟 平
、

乳 山
、

烟 台市
、

海 阳
、

长 岛
、

蓬 莱
、

黄 县
、

楼霞
、

招远
、

莱 阳
、

莱 西 ; 辽 宁省 : 长海
、

新 金
、

庄河
、

金 县
、

丹 东市
、

大 连 市
、

复县
、

东 沟
。

� 盖 桓 片六个 县 市 辽 宁省 盖县
、

桓仁
、

营 口 市
、

营 口 县
、

山由岩
、

宽 甸
。

方 言

:



此 外
,

在 黑 龙 江省 东部 还有 虎林 和二 屯两 个胶 辽方 言 岛
,

详 见 下 文 陆
。

O 胶 辽官 话 的主要 特 点是 古 清音 人声 字今 读上 声
,

古次蚀 入 声字今 读去 声
,

古 全浊 入 声字

今 读 阳平
。

本 区 的 青 岛
、

潍 坊
、

胶县
、

益 都
、

临胸
、

沂水
、

五莲
、

胶 南
、

诸 城
、

安 丘
、

昌邑
、

高密
、

荣

成
、

文 登
、

牟平
、

乳 山
、

长 岛
、

蓬 莱
、

黄 县
、

招远
、

莱 阳
、

复县
、

帕岩
、

大连
、

金县
、

宽甸
、

东 沟
、

丹东 市

部 分
、

营 口 市
、

营 口 县
、

盖县
、

桓 仁等 三十 二 处 是 四 个 声调 ; 唠 山
、

平 度
、

掖县
、

即墨
、

威 海
、

烟 台
、

海 阳
、

栖 霞
、

莱 西
、

长 海
、

新 金
、

庄 河
、

丹东 市部分等 十三处 是 三 个 声调
。

古 今声 调 的 关系如 表 三
。

表三 古 四 声 和 今 声 调 的 关 系表

古古 声调调 平平 上上 去去 人人

古古 声母母 清清 浊浊 清清 次浊浊 全 浊浊 清清 浊浊 清清 次 浊浊 全浊浊

今今 声调调 阴 平平 阳平平 上 声声 去 声声声声声

例例 字字 高 天天 麻 鹅鹅 古 口口 老暖暖 舅近近 盖 汉汉 豆 帽帽 国铁铁 麦 律律 白 局局

青青 岛岛 2 1333 4 222 5 555 3 lll 5 555 3 lll 4 222

大大 连连 3 1222 3 555 2 1333 5 333 2 1333 5333 3555

长长 海海 3 1222 2 1333 5 333 2 1333 5333 2 1333

新新 金金 3 1222 2 1333 4 222 2 1333 4 222 2 1333

海海 阳阳 5333 32444 2 1444 32 444 2 1444 32444

莱莱 西西 2 1444 5 lll 4 444 5 lll 4444 5 lll

烟烟 台台 3 lll 5555 2 1444 5555 2 1444 2 1444 5555 5 555

威威 海海 5 333 4444 3 1222 4 444 3 1222 3 1222 4 444 4444

表 上 的 青岛
、

大 连 两处 都 是 四 个 声调 ; 长海
、

新 金
、

海 阳
、

莱 西
、

烟 台
、

威 海
、

掖县
、

平 度等 八 处都

是三个 声 调
。

从表 上可 以 看 出
,

青 岛大连等 四 个 声调 的 方 言
,

古 平 上去 三 声和 古 入 声蚀 音声母

字 的 演 变情况 跟 北 京 相 同
,

古 入 声清 音声母 字今 读 上 声
,

次 浊声母 字 今读 去 声
,

全 浊声母 字今

读 阳平
,

这是 胶 辽 官话 的 特 性
。

长 海 等八 处古 今 声调 演变表 面上 很凌 乱
,

只 要 拿来 和 青 岛
、

大 连两 处对 比
,

条理 就 很 清楚
。

�胶 辽官 话 古 入 声清音 声母 字今 读上 声
,

全 浊 声母 字今读 阳平
,

长 海
、

新 金 阳平 等于上 声
,

所 以 古 人声 清音 声母 字与全 浊 声母 字同调
。

� 胶 辽官 话古 人 声 次浊 声母 字读去 声
,

全蚀 声母 字读 阳平
,

海 阳
、

莱 西 阳 平等 于去 声
,

所 以

古人 声 次浊 声母 字与全 浊声 母 字同 调
。

� 烟 台
、

威 海大 致跟 海阳
、

莱西 相 同
,

不 过古 次浊 入 声今 分 化为上 声与 去 声( 一 阳平 )
。

� 掖县
、

平 度去 声 ( 古 去 声 全部 与古 上 声 全浊 声母 字) 分化 为 阴平 与 阳平
。

胶 辽官 话古 入

声次浊 声母 字今 读 去声
,

所以 掖县
、

平 度古 入 声次 浊声 母字 也分 化为 阴 平 与阳 平
。

以 上 四 类 古 今 声调 的 演变 情况 虽然 不 同
,

但 其共 同点 都是 古 入 声清音 声 母字 和 古 上 声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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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声母
、

次 浊声母 字 同 调
,

正是胶 辽官 话的特 性
。

和北 京
、

大 连
、

青 岛 等地对 比
,

可 以 说 古 入 声

清 音 声母字 今读 上声
。

O 胶辽 官话 内部 的语音 差别 主要 有 四项 : � 古知 庄章 三组 字的 今 声母
,

� 古见组 字逢 细

音 的今 声母
,

� 古精组 字逢 洪音 的今声 母
,

� 古蟹 山臻 三摄 合 口 一 三等 端系字 是否 有 汇uj 介音
。

根 据 这些差 别可 以 把 胶辽 官话 画 分为 青州
、

登 州和盖 桓三 片
。

盖桓 片和青 州
、

登 州 两片 的主要 差别 是古 知庄章 三组 字 的今 声 母
。

拿 “ 支 争愁巢 梳刀 和
“知蒸 酬潮 书刀 这两 类 字的声 母来 说

,

盖 桓 片今 都读 [ts ts’ s]
,

青 州 和 登 州两 片这 两类 字 的

今 声母 不 同
。

下边 拿盖 桓 片的 营 口
、

盖 县和 青 州片的 捞 山
、

掖县
、

平度 ; 登 州片的 莱 阳
、

威海
、

荣

成
、

长 海对 比
。

表 四 古知 庄章 三 组 字 的今 声母

支 知 争 蒸 愁 酬 巢 潮 梳 书

营 口 。t s l
: t s l

〔t s “习 C t s , 习 : t s
‘o u : t s ‘o u : t s ‘a u : t s ‘a u 。s u 。s u

盖县
。t s l : t s z ( t s a 习 。t s 明 : t s

‘o u ; t s ‘o u ; t s ‘a u ; t s ‘a u 。s u 。s u

螃 山
。 t 舀1 。t s l : t 争a 习 : t s a 习 ; t 谷

‘o u : t s ‘o u : t 多
‘a u ; t s

‘a u 净 u 〔 s u

掖县
: t s z

。t 各飞 : t s a q
: t 笋U : t s ‘

o u ; t 昌
‘o u : t s ‘a u ; t 昌

‘a u 。 s u 。 昌u

平度
: t 舀飞 ( t 丁i

: t 笋习 。t 了i 习 : t 昌
‘o u ; t 丁

‘

i o u ; t 舀
‘a u : t 丁

‘

ia u ( 目u 。

l y

莱 阳
( t s z

。t o i
。t s明

C t 侣i习 ; t s ‘

o u ; t 。
‘

i o u ; t s ‘

a u : t 。
‘

i a u ( s u : ; y

威海
。t s l ( t 丁i

。t s 叼
( t 丁i Q : t s ‘o u ‘t 丁

‘

i o u : t s ‘a u : t 丁
‘

i a u 。s u 。

了y

荣 成
( t 歇 ( 。了i

。 t 笋。 : t 了句
‘t 。

‘o u : t 丁
‘

i o u ‘t 。
! a u ‘t 丁

‘

i a 。 〔 。u 汀y

长海
。 t e l

: t o i
。 t 肋 习 。 t 争a q ‘t g

‘o u ( t 各
‘o u ‘ t e

‘a u ‘t 昌
‘a u : e u 。 各。

登 州 片和 青 州 片的 主 要差 别是 古 见 组字逢 细 音登 州片的 声母今 全读 Ic c’ 习
,

如 烟 台
“ 经刀 I

( e i 习]
、 a 轻” [

: e ‘

i习]
、 ,’ 稀 刀 [

。91] 等; 青 州片 多数读 [ t g t ;
‘

。]
,

如 青 岛 ,’ 京刀 [
。t o i习]

、

,’ 桥 刀 [ ‘t 。
‘

ia u ]
、 “

香 ” [
。9 1明] 等

,

少数 读 [ t 了t 丁
‘

J]
,

如 昌 邑
“

九 ” 【
C t 丁i o u 】

、 “

丘 刀 【
( t 丁

‘

io u ]
、

,’ 虚 刀 [
。

ly ] 等
。

青 州
、

盖桓 两 片和 登 州 片 的 主 要 差别 是 古蟹 山臻 三摄 合 口 一 三 等 端 系 字登 州 片除 大 连
、

复

县
、

丹东
、

庄 河
、

新金 五处 的 少数 字有 【u] 介音 外
,

其他 各处 都没有 【u1 介音
,

如烟 台
“

对 力

[ ‘t e i ]
、 “

岁刀 [ s e i
’

l
、 “ 短 刀 【

‘t 巨】
、 “ 孙刀 [

(

拍n 】等 ; 青 州和盖 桓两 片这 类字今 一 般 都有 [u ] 介

音
,

如胶 南
、

营 口 “

对刀 [t u e i
’

1
、 “ 腿 刀 [

亡t
‘

u e i ]
、 “ 罪 刀 [ t s u e i

’

I
、 ,’ 端刀 f

: t u a n ]
、 “

团刀 [ ‘t
‘u a n ]

、

“

酸 刀 [
。s u a n ]

, “

尊刀 [
: t s u n 】

、 “ 村 刀 [
: t s ‘u n ]

、 ,’ 孙 ” 【
( s u n ] 等

。

陆 胶 江 和 北 方 官 话 方 言 岛

东 北 官话地 区 里 头有三 个 方言 岛
。

虎 林话 和 二 屯 话是 胶 辽 官话 方言 岛
,

太平 屯话是 北 方

官话 方言 岛
。

O 虎林 话 虎林话 分布 于 黑 龙江省 东部 的 虎 林县 境内
,

除县 城 内少数人 说 的 是 佳 富小片

的 方言 外
,

全县通 行的 主要 是虎 林话
。

虎林 的 居 民 大都 由辽 宁的 丹 东迁 来
,

因 此 虎 林话 是 在丹

东 话 的基础 上 形成 的
。

但 由于历 史 较 久
,

并 受其 周围 方言 的影 响
,

虎 林话 形成 了 具 有 自己 特点

的方言
。

主 要特 点是
,

声母只 有十 八个
,

比 北 京少 【t 昌
一

丫
一

争 今 】四 个 声母
,

北 京的 这 类字
,

虎林话 一 般 读 It s ·

t s
‘一 s 一

] 和 【。l 声母
,

如 “ 知 ” 【
: t s l ]

、 “ 迟 刀[ t s
‘

1
’

】
、 “

诗刀 [
。 51]

、 “ 肉, [ i o u ’

】等
。

只 有 古章组 少数 字今 读 [ t 分 t 。
‘一

口
·

]
,

如 ,’ 浙 刀 [
( t 召ie l

、 “

尺 ” [
‘t 。

‘

i ]
、

蛇 [ g ie
)

] 等
,

这 大概 是

丹 东话 的 遗 留
。

韵 母有 三十 五个
,

和佳 富小 片的 方言大 致相 同
。

其 主要差 别表 现在 声 调 上
。

方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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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林 话 只 有 平声
、

上 声和 去 声 三 个 声调
,

今平 声读 22 【习 调
,

上 声读 2 13 【习 调
,

去 声读 ”

【, l 调
,

古 四 声在本 方言 里 的 演 变情况 和 长海
、

新 金 大 致相 同
。

古 入 声清 音 声母 字虎林 话今 多

数 读上 声
,

这 是 胶 辽官 话 的 特 点
。

O 二 屯 话 二 屯话通 行 于黑 龙 江省 抚 远县 的 二 屯
、

三屯 一 带
。

这 里 的 老 户 大 都 是 山 东 安丘

人
,

也 有少 部 分是 山东 掖县 和 黄 县 人
。

至 今 已 有五十 多年 的 历史
。

本 方言 的声 母 有二 十三 个
,

比

北京 多一 个 [q ] 声母
。

韵 母 只 有 三十二 个
,

比 北 京 多一个 [y a ] 韵
,

少 [a n i a n u a n y a n u q y 习]

等六 韵
,

北 京 的 这 类字 二屯 话分 别读 [a i a u a y a a q iu ] 等韵
,

如 “ 盘” [ ‘p
‘a ]

、 “

尖刀 [
。t o i a ]

、

“端 , [
。t u a l

、 ,’ 捐 ,, [
: t o y a ]

、 “ 东 ” [
( t a q ]

、 “穷,, [ ‘t 。
‘

i 习] 等
。

声 调也 是 阴平
、

阳 平
、

上 声
、

去 声

四 个
,

今 阴 平读 2 12 【习 调
,

阳平 读 53 【, l 调
,

上声 读 33 【习 调
,

去 声读 42 【月 调
,

和 周 围的

东 北 官话 不同
。

古 平 上去 三 声在本 方言 里 的演 变情 况和 北京 相 同 ; 古入 声清音 声 母字 今 多数

读上 声
,

这 是 胶辽 官 话的 特点
。

� 太平 屯 话 太 平屯 话通 行于 嘉荫 县 的 太平 屯 一 带
。

本地 除 从县 城来 的 人 说 的 是 嫩 克 小

片 的 方言 外
,

大 都 说太 平屯话
。

这 里 的 老 户 大 都是 从 河 北省 的 东 光县 和 山 东 省的 曹 县
、

泰安 等

地 迁 来
,

至 今 已 有 四 十 多年 的 历 史
。

本 方言 的 声母 有 二十三 个
,

和 二 屯 话相 同
。

韵母 有三 十

四 个
,

比 北 京 多一 个 【ya] 韵
,

少 四 个 la n ia n ua n y a n] 韵 ; 北 京 的 这 类字
,

太 平屯 话都 分 别 读

Ia i a u a y a ] 韵
,

如 ,’班 , [
。 p a l

、 ,’ 店 ” [ t ia
)

]
、 “ 官 ” [

:
k u a ] ,’院刀 [y a ’

] 等
。

声 调 是 阴 平
、

阳

平
、

上 声
、

去 声 四 个
,

今 阴 平读 24 【月 调
,

阳平 读 53 【, l 调
,

上 声读 35 【习 调
,

去 声读 31 【习

调
,

和 周 围 的 东北 官 话不 同
。

古 平上 去三 声在 本方 言里 的 演 变情 况 和 北京 相 同 ; 古 入 声清音 声

母 字今 多数 读 阴 平
,

这 是北 方官 话 的 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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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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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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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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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曾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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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 静 198 5 山 东方 言的 分区 《 方言 》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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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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