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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官话的分区�稿�

李 蓝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以刀��

组要 本文为《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西南官话分区图的文字说明稿 ，

分四节说明西南官话的分区及相

关的情况
。

第一节说明西南官话分区所依据的语言润查材料
，

西南官话的语育特性及其分布范口
，

第二

节讨论西南官话内部的声阅类型
，

第三节根据西南官话的声祝类型把西南官话分成 �个片�� 个小片
，

并列出各小片的方言点数和方言点名称
，

第四节简要介绍西南官话区内的方言岛及西南官话在其他方

育区的方言岛
。

关�侧 西南官话 方言分区 声润类型 方言片 方言小片 方言岛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由黄雪贞先生绘制并撰文的�� “
官话之六

” ，

主要涉及四川

�重庆市及其所属市
、

区
、

县当时尚属四川省�
、

云南
、

贵州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以及湖北
、

湖南等

省区
。
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这些省区

。

该图首次把西南官话画分为成渝
、

演西
、

肠北
、

昆贵
、

灌

赤
、

那北
、

武天
、

岑江
、

黔南
、

湘南
、

桂柳
、

常鹤等 �� 片
，

有的片下面还分了小片
。

整个西南官话

共计 ��� 个县市区镇
，

人口约两亿
。

这次画分承前启后
，

在西南官话分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

本图根据最近二十来年汉语方言研究的进展
，

特别是西南官话调查研究的进展情况
，

参考

原 �� 图
，

对西南官话进行重新画分
。

西南官话分布在四川
、

重庆
、

贵州
、

云南
、

广西
、

湖北
、

湖南
、

陕西
、

江西等 �个省市区
，

下分

�个片��个小片
，

弘�个县市区
，

使用人口约 �� 弓翻�万人
，

是官话方言里分布范围最广
，

使用

人口最多的方言区
。

出于图幅安排的考虑
，

西南官话分成 �
、
�

、

�三幅出图
。
�图为湖北和湖

南两省的西南官话
，
�图为四川

、

重庆和陕西省南部的西南官话
，

�图为云南
、

贵州
、

广西三省

区的西南官话
。

江西省的梭州市区和信丰县属西南官话
，

但不参加西南官话内部的二次分区
，

也不出现在西南官话图中
，

文字说明及图幅显示等均见于��《江西省的汉语方言》图
。

幼北神

农架林区无语言调查材料
，

因其四周都是西南官话
，

暂将其放在西南官话区内
，

但不参加西南

官话内部的二次分区
。

下面说明西南官话分区所根据的语言材料
。

第一种是已发表的分省调查材料
。

主要是以下四种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等

�����
、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 �����
、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 �����
、

�四川方言

调查报告��杨时逢 �����
。

这些调查报告中未调查的市
、

区
、

县
，

以及后来新增的市
、

区
、

县
，

本

文酌情选用�云南省志
·

汉语方言志��昊积才等 �����
、

�湖南方言普查报告��湖南师范学院中

文系汉语方言普查组 ������
、

�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 ������中的调查材

料
。

重庆市于 �卯�年从原四川省析出
，

重庆市区及所属市
、

区
、

县均使用杨时逢��臾粥�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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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我们新近调查的材料
。

从 ����年以来
，

李蓝在贵州
、

四川
、

广西
、

陕西四省区组

织了四次方言调查
。

贵州全省调查了 ��� 个方言点
，

其中包括三种非西南官话方言
，

贵州师大

中文系明生荣教授参加调查
。
四川省调查了川西地区的凉山

、

甘孜
、

阿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及乐山
、

攀枝花两市计 �� 个城镇的汉语方言
，
四川凉山学院中文系李瑞禾教授参加调查

。

广

西调查了 �� 个市县的城镇方言
，

贺州学院中文系邓玉荣教授参加调查
。

陕西调查了陕南地区

汉中
、

安康
、

商洛三市所属全部��个县市的城区方言
，

此外还调查了 �个乡镇方言
，

安康学院

的周政教授参加调查
。

此外
，

本图还注惫参考相关的调查研究成果
，

包括各种调查报告
、

方言志
、

单篇论文等
。

， 西南官话的特性与西南官话的分布范圈

�
�

�赵元任
、

丁声树等�����
������曾指出

， “
人声归阳平

，

这是西南官话一个最重要的特

点
。 ”
李荣先生������

�
��根据古人声在全国官话方言中的古今演变关系

，

把官话方言分为中原

官话
、

冀鲁官话
、

兰银官话
、

北京官话
、

胶辽官话
、

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等七种
。

关于西南官话
，

李先生指出
�“
西南官话的特性是古人声今全读阳平

，

与其他六区分开
。

西南官话包括成都
、

重

庆
、

武汉
、

昆明
、

贵阳
、

柳州
、

桂林等地
。 ”
李先生从全国官话方言比较分析的角度

，

把
“
人声归阳

平
”
提升为在全国汉语方言中指认西南官话的语音条件

，

具有更高的概括性
。

黄雪贞������
�����

、
����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进一步明确了西南官话的共性 �

古人声今

读阳平的是西南官话
，

古人声今读人声或阴平
、

去声的方言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调值与西南

官话的常见调值相近的
，

即调值与成都
、

昆明
、

贵阳等六处的调值相近的
，

也算是西南官话
。

据上所述
，

古人声今读音的归属和四声框架
，

是我们判断一个方言是不是西南官话的基本

条件
。
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变的

，

在根据基本的语音条件来进行分区操作时
，

还应该根

据周边方言的情况
，

适当调整方言归属的判断条件
。

大致说来
，

在全国汉语方言中判断一个方

言是不是西南官话的语音条件是
�
和其他官话区别时

，

主要看古人声字今是否整体归阳平
，

还

要看四声框架
。
和湘语

、

桂北平话区别时
，

主要看古全浊声母和古人声的演变类型
。

和粤语
、

桂南平话区别时主要看是否系统地保留人声韵尾
。

一般情况下
，

凡古人声今整体读阳平
、

四声

框架与贵阳
、

昆明
、

武仅奋桂林等地的西南官话接近
、

古全浊声母为
“
清化

，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

气
”
的演变类型

、

没有人声韵尾的方言
，

就基本可以认定为西南官话
。

�
�

� 根据上一刁护官所说的区别条件
，

西南官话主要分布在九个省市区
。

下面逐一说明
。

�四川省
。
四川省计 ���个县市区

。

其中
，

凉山
、

甘孜
、

阿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及乐山
、

攀枝花的�� 个市县在 ��的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未纳人汉语方言的分区范围
。

根据我们的

调查
，

这 �� 个市县中除九寨沟县�原南坪县�外
，

其他�� 个市县的城区均通行西南官话
。

西昌

城区的老派话本不属西南官话
，

但�� 岁以下的人说的新派话与成都话比较接近
，

现按新派话
，

将其归人西南官话
。
四川共有 ���个县市区使用西南官话

。

�重庆市
。
重庆市计��个市区县�巧 个市辖区

，
�个市辖市

，

�� 个市辖县�
。
巧 个市辖区

中
，

城区的 �� 个市辖区合起来算一个方言点
。

另有四个市辖区与重庆市区在地理上不相连
。

其中
，

有两个市辖区原属芬江和大足
，

我们把它们分别并人落江和大足
，

不单立为方言点 �黔江

区原为黔江县
，

万州区原为万县
，

算两个方言点
。

据此
，
�个市辖区加上 �个市辖市

，

�� 个市辖

县
，

重庆市为�� 个方言点
。

这些市区县都使用西南官话
。

�贵州省
。

贵州省共��个县市区
。

其中
，

黔东南地区的黎平县从音系整体看与长沙话比

较接近
，

但古全浊声母仍为
“
清化

，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
的官话类型

。

黔南地区有 �� 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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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贵州境内的其他方言差别很大
，

通话比较困难
，

但由于其既不能单独成区�全浊声母仍为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官话类型�
，

又不能归入湘语�地理上不相属
，

且声调类妞与长沙等地的

湘语有相当差别�
，

�� 岁以下的人说的新派黔南话与常见的西南官话日益接近
，

考虑到这些因

索
，

本文仍将其留在西南官话区内
。

总的说来
，

贵州的�� 个方言点都可蔺人西南官话
。

色云南省
。

云南的汉语方言形成比较早
，

演变历史比较长
，

加上不同时期的汉族移民
，

还

有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等因索
，

其内部差异比较大
，

不容易找到比较理想的分区条件
。

从总体上

看
，

云南的 ���个方言点都可函人西南官话
。

杨时逢�����记录了 ��� 个方育点
，

其中官宁县

记录的是剥滋土话
，

与常见的汉语方言差别很大
，

不属西南官话
，

本图另据吴积才等�����
�
��

一 ����记录的富宁城关话将其画人西南官话
。

此外还有 加个方言点也用吴积才等������的

材料
。

⑥湖北省 。

湖北省共有 ��个方言点
，

其中的神农架林区无调查材料
，

因周边方言都是西

南官话
，

暂放在西南官话中
，

但不参加分片
。

老河口市的古人声今分读阴平或阳平
，

很据其与

相邻的襄樊
、

谷城及丹江口等方言的关系
，

仍将其画人西南官话
。

竹山
、

竹懊
、

娜西三处的方言

面貌比较独特
，

本图暂按语言地理分布的关系将其放在西南官话中
。
鹤峰

、

石首
、

公安三处的

声调类型与湘北汉寿等地比较接近
，

可以画人西南官话
。

这样
，

湖北全省有 ��个方言点可两

人西南官话
。

因湖南省
。

在湖南进行西南官话分区的主要困难是在湘西和湘北地区如何区别湘语和西

南官话
。

湘西的麻阳
、

吉首等地的古全浊声母是
“
平声浊仄声清

，

平仄均不送气
“
这种演变模

式
，

介于长沙
、

湘潭等地的
“
清化

，

平仄均不送气
”
和邵阳

、

城步等地的
“
平仄均浊

，

不送气
”
之间

，

同为湘语古全浊声母的三种基本演变模式之一
。

但在古人声的今读音上
，

麻阳
、

吉首等地却又

是
“
全归阳平

”
这种典型的西南官话模式

。

在湘北的慈利
、

汉寿等地的古全浊声母属
“
清化

，

平

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
的官话演变类型

，

但去声分阴阳
，

人声归去声或独立
，

又和一般的官话方言

不同
。

这种两属的过渡性方言可以有许多处理方法
，

本文在此不讨论
。

这些地方早期可能都

不是官话方言
，

现在正逐步向官话方言靠拢
。

根据这种演变趋势
，

同时参照方言的地理分布情

况
，

本图将其画人西南官话
。

加上湘南西南官话与土话混用的双语区
，

湖南全省 ��� 个市县中

有�� 个市县可画人西南官话
。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 。

广西沿海有一些隶属于附近市县的海岛
，
因无语言调查材料

，

不参加

方言分区
。

全区参加分区的县市区共�� 个
。

在广西进行方言分区
，

首先要区别
“
某县市有什么方言

”
和

“
某县市属于什么方言

’
这两种

说法的不同含义
。 “
某县市有什么方言

”
指的是该县市有多少种地城方言

，

不管是在城镇还是

在乡村
。 “
某县市属于什么方言

”
指的是该县市的城区主要通行什么方言

，
以城区通行的方言

来作该县市主要通行方言的代表
，

分布在乡村的方言或用文字说明
，

或另图表示
。

在广西画分方言的第一步是区别官话和非官话
。

主要看两条
�
第一条是古人声韵是否系

统保留塞音韵尾
。

凡是系统保留塞音韵尾的就是非官话方言
。

根据这一条可以把粤方言
、

客

家话
、

桂南平话
、

闽语和官话方言分开
。

第二条是古全浊声母的今读音
。

只有官话才会
“
清化

，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 。

根据这一条
，

可以把桂北平话
、

湘语以及其他各种土话与官话方言分

开
。

在符合官话条件的方言中
，

先看
“
古人声是否今读阳平

” ，

符合这一条的基本可以肯定其为

西南官话
。

有人声调的方言则要看四声调型与桂林话是否接近
，

四声调型与桂林话接近的
，

即

便有入声调也可以画人西南官话
。

根据上列条件
，

广西有 �� 个方言点属西南官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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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
。

陕西南部是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交错地带
，

乡村还有一些湘
、

那
、

淮三省移

民带来的外地方言
。

乡村的方言本图暂不列人分区
。

在陕南区别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主要着

四声调型
，

还要看古人声今归何调
。
四声调型与成都

、

重庆接近且人声今归阳平的画入西南官

话
，
四声调型与西安接近且清人

、

次浊人今归阴平的归中原官话
。

语音条件发生交错时主要看

四声调型
，

其次还要参考其他语音条件
。

大致说来
，

陕南��个市县政府驻地的城区方言中
，

有

�� 个可画人西南官话
。

因江西省
‘
江西的梭州市区和信丰县属西南官话

。

这是西南官话孤悬在外的两个方言

岛
。

这两个点只出现在江西省的方言分布图中
，

不进西南官话大图
，

也不画片和小片
。

上列九省市区的西南官话方言点共计 ���个县市区�方言点�
。

这里附带说甲下
，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还把甘肃文县的碧口镇画人西南官话图 。

由

于本图集是以县级行政区画为单位出图
，

碧口镇因此不画人西南官话图
‘ ，

其方言区属在涉及甘

肃文县的图幅中用文字说明
。

城 西南官话的声调类型与西南官话的分片

�
�

�西南官话的分片可以按两个步骤来进行
。

第一步
，

先归纳出西南官话的声调类型
。

第二步
，
以声调类型为分片前提

，

结合其他语音条件和片与片之间的地域关系进行分片
。

表一 西南官话的声调类型

阴阴阴平平 阳平平 上声声 去声声 人声声

����成都都 ���� ���� ���� ����� 归阳平平

����沪定定 ���� ���� ���� ���� 归阴平平

����内江江 ���� ���� ���� ����� 归去声声

����沪州州 ���� ���� ���� ���� 人声
�
����

����西昌
���

���� ���� ���� ���� 归用平�多数��人声
�
���少数���

���昆明明 ���� ���� ���� ����� 归阳平平

���开远远 ���� ���� ���� ���� 归阳平平

���保山山 ���� ���� ���� ���� 归阳平平

����武汉汉 ���� ����� ���� ���� 归阳平平

����汉寿寿 ���� ����� ���� 阴 ���阳 ���� 阴平�阳去�少���

���桂林林 ���� ���� ���� ���� 归阳平平

���襄樊樊 ���� ���� ���� ����� 归阳平平

���汉中二二 ���� ���� ���� ����� 清人
、

次浊人归阴平
，

全浊人归阳平平

注�，
这里是我们调查到的西昌新派音

。

据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印�
，

西昌老派的 �个声调为
�
阴

平卜」�� ，

阳平卜〕�� ，

上声卜」�� ，

去声口」� ，

人声脚」�� 。

人声独立成调
。

� ，
表中所列是我们调查到的新派音

。

据邢向东告知
，

汉中市区还有人声全归阳平的类型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虽然四川省的沪定
、

内江
、

沪州等地人声调不归阳平
，

但这三个地方的四

声框架几乎与成都等地完全相同
。

虽然湖南汉寿去声分阴阳
，

人声分归阴�阳去
，

但从听感来

说
，

汉寿的声调和武汉相差并不大
。

因此
，

从声调的总体框架来看
，

西南官话基本的声调类型

大致就是上表所概括的这 �种
，

这 �种不同的声调类型也是西南官话内部各方言间比较显著

的语音差别
。
下面

，

我们将以这 �种声调类型作为西南官话内部二次分区�分片及小片�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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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然后综合考虑其他语音条件
，

并结合地城分布情况来给西南官话分片
。

�
�

�第一种声调类型的基本特点是
�
阴平是最高通

，

阳平是最低调
，

上声是次高降调
，

去声

是低阵升调
。

这是西南官话最具代表性的声调类型
，

也是一般人辩认西南官话的典型铆戮
。

这种声调类型主要分布在四川
、

重庆和贵州三省市
，

所属市县都位于西南官话的核心区城
。 ，

庆市及其所属市县在历史上一直属四川省管辖
，

贵州在历史上受四川影响非常深
，
川升两地的

历史文化关系历来密切
。

因此
，

也可以把这种声调类型的西南官话称为
“
川麟派西南官话

” 。

结合语音差异
、

人文历史背景和地理分布状况三个方面来考虑
，

首先可以根据
“
古人声今

不读阳平
”
这一条从川叶派西南官话中分出西蜀片

。

其次可以很据
“
双语区带口音

”
这一条分

出川西片
。

分出这两片后
，

其余以
“
古人声今归阳平

”
这一条归人川漪片

。

西蜀片位于川拼渝演四省市交界地区
。

这一带早在西汉时即为三蜀之一的西月
，
是西南

地区开发得比较早的地方之一
，

由于山川阻隔
，

这一带受明清两代湖广移民的形响较小
，

较多

的保留了早期西南官话的一些语言特点
，

如保留人声调
，

一些地方的人声韵尾直到 ����年代

才开始丢失
，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把
“
公鸡

” “
母鸡

”
称为

“
鸡公

” “
鸡婆

” ，

等等
。

川西片主要分布于四川省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

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

州的城区及交通沿线的集镇
。
在这些地方

，

当地汉族往往会说一些简单的少数民族语言
，

少数

民族则往往兼通汉语
，

但多少带一些少数民族口音
，

这种口音通常不是音系愈义上的差别
，

而

是一种听感上很明显的民族语腔调
。

当地人对这种 口音比较敏感
，

并常以此来判断说话人是

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

在音系上
，

川西片的多数方言分鼻音和边音
，

有卷舌声母
。

词汇上最明显

的差别是亲属称谓
。

当地少数民族虽然通过公共交际场合学会了汉语
，

但亲属称谓都是使用本

民族带
“
阿

”
字头的说法

，

如
“
阿爸�阿妈

” “
阿哥�阿姐

”

等
，

一般不使用当地汉族的亲属称谓
。

�
�

� 第二
、

三
、

四种声调类型都分布在云南
。

在西南三省中
，

云南开发比贵州早
，

受四川的

影响相对较小
，

经济文化历来比较自立
。

云南省境内西南官话的分布特点是渐变性比较强
，

方

言面比较破碎
，

虽然相距较远的方言之间差别明显
，

但方言片之间的界线却非常模糊
，

是汉语

方言分区的难点地区之一�杨时逢 ����
�
赵元任序�

。
昆明型方言声调类型的特点是

�
上声是

高降调
，

去声和阳平都是低调
，

阴平是次高平
。

这也是西南官话的常见类型
，

主要分布在以昆

明
、

东川
、

玉澳等城市为中心的云南中西部地区
。

开远型主要见于澳南地区
，

其基本特点是
�
最

高调是阴平
，

最低调是去声
，

阳平是次高降调
，

上声是中平调
。

保山型的声调特点是
�
阴平是中

降调
，

阳平是次高平调
，

上声是高降调
，

去声是次低升调
。
虽然保山型和开远

、

昆明型的声调差

别比较大
，

但因保山型的滚西方言及开远型的滇南方言的数�都比较少
，

因此
，

本文先将三种

云南方言合称为云南片
，

然后按照各地方言的声调类型
，

将其逐一归人以昆明为中心的该中小

片
，

以开远为中心的演南小片
，

以保山为中心的淇西小片
。

�
�

� 第五种声调类型的基本特点是
�
阴平和去声都是高调

，

阳平是低降升调
，

上声是次高

降调
。

这种类型东起武汉
，

经湖南向西一直延伸到贵州的黔东南地区
。

这些地方从汉唐至宋

元大多属同一行政区域
，

贵州虽明代就立省
，

但黔东南地区的
“
学政

”
直到清代前期仍属湖广行

省管辖
，

湖南则迟至清朝才单独立省
。

根据这种历史渊源关系
，

这种类型的西南官话可以称为
“
湖广型西南官话

” 。

�
�

� 第六种声调类型的墓本特点是
�
阴平是中升调

，

阳平是高降调
，

上声是高平调
，

去声是

低降升调
。

这种声调类型主要分布在湖北与河南
、

陕西
、

重庆接壤的西北部地区
。

总体上看
，

这种声调类型与相邻的河南话比较接近而与武汉等地的西南官话有相当差别
。

由于这种声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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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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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方言点数量比较少
，

不宜单立为一个片
，

本文仍将其放在湖广片内
，

称为那北小片
。

�
�

�第七种声调类型的基本特点是
�
阴平是中平调

，

阳平是最低调
，

上声是最高调
，

去声是

高升调
。

这种类型在地域分布上以广西桂林为中心
，

东起湘南
，

西至黔南
，

横跨湘黔桂三省
。

历史上
，

桂林一直是广西的政治
、

经济文化中心
，

对周边方言的影响非常大
，

湘南和黔南在历史

上一直受桂林影响
，

湘南地区使用西南官话的人甚至认为他们说的话和桂林完全相同
。

本文

把这种声调类型的西南官话称为桂柳片
。

�
�

�第八种声调类型的整体框架与成都等地比较接近
，

但不同的是
，

上声是伪〕�� 调 。

这

种类型主要分布睐西南部
。

总的说来
，

陕南的西南官话与川黔片的其他方言的差别比较大
。

由于分布范围比较小
，

使用人口也比较少
，

声调类型与川黔片比较接近
，

地理分布上亦与川黔

片相连
，

本文将陕南地区的�� 个县市画月��黔片
，

称为
“
映南小片

” ，

另把白河
、

平利两县画人

湖广片鄂西小片
。

鑫
，

西南官话的片和小片

本节在第贰节的基础上
，

进一步画分西南官话内部的片和小片
，

并简要说明各片
、

各小片

的语音特点
，

所属市
、

区
、

县名称
，

地理分布
，

人口数
，

以及相关事项
。

�
�

�川黔片 共 ��� 个县市区
，

使用人口约 �� �以�万人
。

本片最主要的语音特点是音系

简明
，

只有四个调
，

没有变调
，

也没有轻声
，

多数方言没有 【�司组声母
，

不分鼻音和边音
，

没有

〔
一

��
、 〔一创之类的鼻音韵母

，

内部一致性非常高
，

是最典型的西南官话
。

除陕南小片外
，

四川
、

重庆和贵州三省市的川黔片可以根据撮口呼的有无分为两个小片
。

�成渝小片
。

本小片的特点是四呼俱全
。

主要分布在成渝平原
，

包括毗邻的贵州黔西北

地区
、

云南滇东地区的一些县市
，

总数为 ��� 个县市区
。

四川省
�
安县 安岳县 巴中市 北川县 苍溪县 成都市

�

达县 达州市 大英县

大竹县 德阳市 广安市 广汉市 广元市 华费市 简阳市 剑阁县 江油市 金堂县

开江县 间中市 乐至县 邻水县 罗江县 绵阳市 绵竹市 南部县 南充市 南江县

蓬安县 蓬溪县 平昌县 平武县
一

青川县 渠县 三台县 射洪县 遂宁市 通江县 万

源市 旺苍县 温江县 武胜县 西充县 宜汉县 盐亭县 仪陇县 营山县 岳池县 中

江县 资阳市 资中县 梓渡县

重庆市
�
璧山县 城口县 大足县 垫江县 丰都县 奉节县 合川市 忠县 开县

梁平县 南川市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荣昌县 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 铜梁县 渡南县

重庆市 万州区 黔江区 巫山县 巫溪县 武隆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永川市 酉

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云阳县

贵州省
�
毕节市 大方县 道真伦佬族苗族自治县 赫章县 黄平县 江口县 金沙县

开阳县 六盘水市 纳雍县 黔西县 石吁县 水城县 松桃苗族自治县 铜仁市 万山特

区 息烽县 修文县 织金县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云南省
�
大关县 威信县 彝良县 永善县 镇雄县

�黔中小片
。

本小片的特点是没有摄口呼韵母
。

分布于贵阳以西的黔中
、

黔西北地区
，

广

西还有三个方言点也可画人黔中小片
，

总数为加 个县市区
。

贵州省
�
安龙县 安顺市 册亨县 长顺县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贵阳市 六枝特

区 盘县 平坝县 普安县 普定县 清镇市 晴隆县 望模县 兴仁县 兴义市 贞丰县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拍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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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
乐业县 隆林各族自治县 凌云县

�陕南小片
。

陕南小片画人川黔片的原因请看第贰节�
�

�
。

陕南小片的主要特点是位于

西南官话与中原宫话的过渡区
，

兼有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的一些语言特点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这一带又有一些来自湖北
、

湖南和安徽等地的移民
，

方言情况比较复杂
。
包括 ��个县市

。

陕西省
�
佛坪县 汉阴县 汉中市 岚皋县 留坝县 略阳县 勉县 宁强县 城固县

南郑县 宁陕县 石泉县 镇巴县 镇坪县 紫阳县 西乡县
。

�
�

�西蜀片 共��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侧犯 万人
。

根据古人声的今读
，

分为 �个小片
。

�峨赤小片
。

本小片的特点是古人声今读人声
。

主要分布在峨江中下游地区和赤水河流

城
，

西起四川西部的松播
、

黑水
，

横跨金沙江和赤水河
，

东达贵州东部的印江
、

思南
。

其他还包

括云南省的三个方言点和重庆市的两个方言点
，

总数为��个县市
。

四川省
�长宁县 祟州市 大邑县 都江堰市 峨边彝族自治县 峨眉山市 高县 洪

县 古蔺县 合江县 黑水县 洪雅县 键为县 江安县 摘连县
�
乐山市 沪县 沪州

市 马边葬族自治县 茂县 眉山市 沐川县 南澳县 彭山县 彭州市
一

娜县 屏山县

蒲江县 青神县 邓味市 什郁市 双流县 松播县 坟川县 新津县 兴文县 叙水县

宜宾市 宜宾县 荣经县

重庆市
�
江津市 莽江县

贵州省
�
赤水市 德江县 凤冈县

， ， 泥潭县
� ，

仁怀市 思南县 绥阳县
， ，

桐梓县 瓮安县
� ，

务川伦佬族苗族自治县 习水县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印江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 余庆县
， �

正安县
， ，

遵义市
� ，

遵义县
， �

云南省
�
水富县 绥江县 盐津县

， ， ，

注 ��绮连的古人声今读去声
，

但在地理分布上被峨赤小片隔开
，

与江贡小片的其他方育不相连
，

现粉，
分区结果的整体性

，

将其百人峨赤小片
。

二 这些市县的古人声今均归阳平
。
百人峨赤小片的主要理由是叶北地区的方育是一个整体

，

一些人声

字如
“
�

、

哭
、

出
”
等读【，�韵 ，“

姐
”
和

“
挤

”
同音等均与其他贵州方言不同而与峨赤小片接近

。

… 云南盐津古人声今读去声
�

因与江贡片的其他方言被峨赤小片筋开
，

现将其百人峨赤小片
。

�雅甘小片
。

本小片的特点是古人声今读阴平
。

包括 ��个县市
。

四川省
�
宝兴县 丹梭县

·

甘洛县 汉源县 夹江县 芦山县 沪定县 名山县 石棉

县 天全县 雅安市 冕宁县

。 江贡小片 。

本小片的特点是古入声今读去声
。

包括 �个县市
。

四川省
�
富顺县 井研县 隆昌县 内江市 仁寿县 荣县 戚远县 自贡市

�
�

� 川西片 共��个市县
。

使用人口约 �义】万人
。

本片分布于四川西部的凉山
、

甘孜
、

阿坝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

还包括攀枝花市的一区两县
。

凉山等三州城乡的居民主体有差

别
�
乡村总的情况是

“
民多汉少

” ，

主体居民是截
、

彝
、

羌等少数民族 �城区是
“
仅多民少

” ，
主体居

民是汉族
，

日常多用西南官话交际
。

康藏地区的藏族现仍多以放牧为主
，

凉山地区的葬族现已

多转为农耕
。

本片依其人文背景和语言混用情况的不同
，

分为两个小片
。

�康藏小片
。

本小片的西南官话主要受藏语或羌语影响
，

分布于四川的甘孜和阿坝两州

及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
，

包括�� 个县
。

四川省
�
阿坝县 巴塘县 白玉县 丹巴县 道孚县 稻城县 得荣县 德格县 甘孜

县 红原县 金川县 九龙县 康定县 理塘县 理县 炉霍县 马尔康县 木里藏族自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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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壤塘县 若尔盖县 色达县 石渠县 乡城县 小金县 新龙县 雅江县

�凉山小片
。

本小片西南官话受彝语影响
，

分布于凉山州和攀枝花市
，

包括 ��个县市
。

四川省
�
布拖县 德昌县 会东县 会理县 金阳县 雷波县 美姑县 米易县 宁南

县 攀枝花市 普格县 西昌市 喜德县 盐边县 盐源县 越西县 昭觉县

�
�

� 云南片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创�万人
。

根据声调类型
，

分为 �个小片
。

�淇中小片
。

本小片多数方言的声调类型属于昆明型
。

其他的语音特点是
�
多数方言有

卷舌音声母 �鼻音和边音不混�超过一半的方言不分【�� 叼〕�没有摄口呼韵母 。

其中
，

曲靖
、

沾

益
、

陆良
、

寻甸等四处有入声调
。

总数为�� 个县市
。

云南省
�
安宁市 呈贡县 澄江县 楚雄市 大理市 大姚县 峨山彝族自治县 富民

县 富源县 华宁县 华坪县 会泽县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江川县 晋宁县 景洪市

昆明市 沪西县 警甸县 陆良县 禄丰县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罗平县 马龙县 动海

县 动腊县 弥渡县 弥勒县 垦江哈尼族自治县 牟定县 南华县 南涧彝族自治县 宁

菠彝族自治县 普洱哈尼族葬族自治县 巧家县 曲靖市 师宗县 石林彝族自治县 双柏

县 思茅市 禽明县 通海县 挽山葬族回族自治县 武定县 祥云县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县 宜威市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漾锌彝族自治县 姚安县 宜良县 易门县 永平县

永仁县 永胜县 玉澳市 元江哈尼族葬族傣族自治县 元谋县 沾益县 昭通市

贵州省
�
成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滇西小片
。

本小片多数方言的声调类型属于保山型
。

内部的语音差异比较大
，

洱源
、

剑

���
，、

云龙
、

宾川
、

丽江四县有人声调
，

一些方言分尖团
。

此外
，

滇西是汉族与多种少数民族混居

的地区
，

少数民族说汉语时也程度不同地带有一些
“
民族口音

” 。

总计��个县市
。

云南省
�
保山市 宾川县 沧源俪族自治县 昌宁县 德钦县 洱源县 凤庆县 福贡

县 耿马傣族俪族自治县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鹤庆县 剑川县 景东彝族自治县 景

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澜沧拉枯族自治县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梁河

县 临沧县 龙陵县 陇川县 沪水县 潞西市 孟连傣族拉枯族低族自治县 瑞丽市 施

甸县 双江拉枯族俪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腾冲县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西盟低族自治县

香格里拉县 盈江县 永德县 云龙县 云县 镇康县 镇沉彝族哈尼族拉枯族自治县

�滨南小片
。

本小片多数方言的声调类型属于开远型
。

除石屏外
，

其他地点都没有摄口

呼
。

此外
，

滨南小片中部的开远
、

个旧等七个市县没有卷舌声母这一点和昆明等地不同
，

但不

分【�� 叨〕又和昆明等多数澳中片方言一致 �而东部的富宁
、

文山等地有卷舌声母这一点和昆

明相同
，

但分【�� 叨〕又和昆明等地不一样 。

总计��个县市
。

云南省
�
富宁县 个旧市 广南县 河口瑶族自治县 红河县 建水县 金平苗族瑶族

傣族自治县 开远市 绿春县 麻栗坡县 马关县 蒙自县 屏边苗族自治县 丘北县 石

屏县 文山县 西礴县 砚山县 元阳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
�
西林县

�
�

� 湖广片 共��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万人
。

东起湖北武汉
，

经湘西北地区进人

贵州的黔东南
，

大致均属原湖广行省范围
。

自东向西
，

又可分成 �个小片
。

�哪北小片
。

本小片是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过渡方言
。

虽然古人声今全归阳平
，

但阴

平是中平
、

阳平是商降
、

上声是高平
，

这和武汉有明显差别
，

而更像河南话
。

共 �� 个县市
。

湖北省
�
丹江口市 房县 谷城县 老河口市 南津县 十堰市 随州市 襄樊市 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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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枣阳市

�那西小片
。

本小片的语言特点比较独特
，
和周围的方言有明显差别

。

对这些地方的方

言归属
，

方言学界历来有不同愈见
。

湖北的竹山
、
竹澳

、

郧西三处与映南的白河
、

平利比较接

近
，

本图着眼于语言分布的整体性原则
，

暂将这五处合并为一个那西小片
，

放在西南官话湖广

片内
。

共 �个县市
。

湖北省
�
郧西县 竹山县 竹澳县

陕西省
�
白河县 平利县

�那中小片
。

本小片东起武汉
，

西至湘西
，

有武汉
、

荆州等重要城市
。
主要特点是古人声

今读阳平且四声调值与武汉接近
。

其中
，

天门
、

仙挑
、
汉川古人声今仍读人声

。

共��个县市
。

湖北省
�巴东县 保康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当阳市 思施市 建始县 江使县 荆

门市 荆州市 来凤县 利川市 潜江市 沙洋县 松滋市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成丰县

兴山县 宜恩县 宜昌市 宜城市 宜都市 远安县 枝江市 钟祥市
’

肺归县 汉川市

京山县 天门市 武汉市区
，
仙桃市

湖南省
�
龙山县 桑植县 张家界市

注 �� 武汉市区现有 ��个市辖区
。

其中的黄破区原为孝感地区的黄胶县
，

断洲区旅为黄冈地区的新洲

县
。

两地均于 �如�年百归武汉市
。
在赵元任

、

丁声树等�����
������的分区说明中

�

黄破
、

黄冈均属第二区
。

在 ��价 年�中国语育地图集》中，

黄破属江淮官话黄孝片
。
�六图西南官话中未包括新洲

，

费幸片所� �� 市

县中也没有新洲县
。

本图把黄破
、

新洲两区从武汉市区分出蔺人江淮官话黄孝片
。

�湘北小片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去声分阴阳
，

古人声多归阴�阳去
。

共 ��个县市
。

湖南省
�
常德市 慈利县 汉寿县 津市市 澄县 临澄县 石门县 挑抓县

湖北省
�
鹤峰县 石首市 公安县 洪湖市

⑥湘西小片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平声今读不送气浊声母
，

仄声今读不送气

漪声母
。

共 �个县市
。

湖南省
�
保靖县 风且县

，
古丈县 花垣县 吉首市 麻阳苗族自治县

�
永顺县

沉睦县

注 �， 风且古全浊声母为
一

清化
，

平送气仄不送气
”
类型

，

麻阳为
“
平仄均读不送气浊声母

�

类旦
，

均与其他

湘西小片不同
。

把这两个方言点百人湘西小片的理由是知章组今读【���组这一点与湘西小片多数方育点相
同

。

因怀玉小片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知章组合口字今读【�〕组声母 。

共 �个县市
。

湖南省
�
怀化市 新晃侗族自治县 芷江侗族自治县 中方县 洪江市

贵州省
�
玉屏侗族自治县

。 黔东小片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知章组今读 〔��〕组声母 。

共 ��个县 。

贵州省
�
岑巩县 从江县 剑河县 锦屏县 榕江县 施秉县 三称县 台江县 天柱

县 镇远县

④黎靖小片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古人声今读人声或归阴平
。

共 �个县
。

湖南省
�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贵州省
�

黎平县
。

黎平人声独立成调
，

靖州和通道人声归阴平
，

但通道去声分阴阳
。

总的说来
，

这三个地方

的声调类型更接近长沙而和武汉
、

贵阳等地差别较大
。

和湘西小片一样
，

黎靖小片也是湘语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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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官话之间的过渡性方言
。

�
�

�桂柳片 共��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万人
。

又可以分为 �个小片
。

�湘南小片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多数市县官话与土话并用
，

官话在不同程度上受土话

形响
，

是一个双方言区
。

共 �� 个县市
。

湖南省
�
郴州市 道县 东安县 桂阳县 嘉禾县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永县 蓝山县

临武县 宁远县 双牌县 新田县 宜章县 永州市

就桂柳片内部来说
，

湘南地区与桂林更接近
，

蓝山
、

郴州等地的人甚至认为他们的话和桂

林话相同
。

从方言分区分片的角度来说
，

可用
“
通行双语

”
这一条把本小片分出来

。

湘南地区

早期大概是通行湘南土话
，

后来以由城及乡
、

由官及民
、

由商及农的方式引进了接近桂林音系

的西南官话
，

这个过程直到现在仍在继续
。

目前
，

在郴州城区
，

土话已完全被官话替换 �在蓝

山
、

江永等地的县城里
，

土话已退出公共交际场合
，

一般只用于家庭成员或亲友之间的交流 �而

在偏远山村
，

仍有一些老年妇女不太会说官话
。

�桂北小片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分尖团
， “
尖音字

”
读【招�组或【���组声母 ， “

团音字
”
读

【��组声母 ，

知章组合口字多读【伟〕组声母
。

共�� 个县市
。

广西壮族自治区
�巴马瑶族自治县 百色市 宾阳县 大化瑶族自治县 德保县 东兰

县 都安瑶族自治县 凤山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 桂林市 合山市 河池

市 贺州市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靖西县 来宾县 荔浦县 临桂县 灵川县 柳城县 柳

江县 柳州市 龙胜各族自治县 鹿寨县 罗城侄佬族自治县 马山县 那坡县 南丹县

平果县 平乐县 融安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 上林县 田东县 田林县

田阳县 武宜县 象州县 忻城县 阳朔县 宜州市 永福县 昭平县 钟山县

本小片的一些方言点有很特殊的语音现象
。

最突出的是马山的古全浊声母和次清声母都

读不送气清声母
。

都安也有类似的语言现象
，

但只有部分古全浊声母字和部分次清声母字是

如此
。
这可能是受没有送气声母的壮语影响后形成的

。

其次
，

本小片多数方言分尖团
，

但桂

林
、

永福
、

龙胜
、

三江
、

临桂
、

灵川
、

阳朔
、

南丹
、

田林等 �处不分尖团
。

第三
，

多数方言点的知章

组合口字今读【�司组 ，

但田林
、

东兰
、

临桂
、

灵川
、

田东等地读成〔���组 。

�黔南小片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咸山摄阳声韵字不同程度脱落弃韵尾
，

读成舒声韵或

奏化韵
。

共 �� 个县市
。

贵州省
�
丹寨县 都匀市 独山县 福泉市 贵定县 惠水县 凯里市 雷山县 荔波

县 龙里县 罗甸县 麻江县 平塘县 三都水族自治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
�
天峨县

本小片内部还有一些语音差异
�
独山

、

平塘
、

丹寨
、

都匀
、

三都等 �处有人声调
，

阳平是高降

调
。

此外
，

贵定
、

龙里
、

福泉
、

荔波等地多把咸山摄阳声韵字读成鼻化韵
。

�
�

� 下面用表立来总结本图分片及分小片的结果
。

表二 西南官话分片
、

小片
、

所属方言点及重要方言点一览表

片片片 小片片 方言点数数 重要方言点点

����� 川黔片片 ��� 成渝小片片 �����
，

����� 成都
、
重庆庆

��������� 黔中小片片 ������ 贵阳
、

安顺
、

兴义义

���������
‘

映南小片片 ������ 汉中
、

紫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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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片 小片片 方言点数数 重要方言点点

����� 西蜀片片 ��� 峨赤小片
’’

���� ���� 都江堰
、

沪州
、

遵义义

��������� 雅甘小片片 ������ 雅安
、

甘洛洛

��������� 江贡小片片 ����� 内江
、

自贡贡

����� 川西片片 ��� 凉山小片片 ���� ���� 西昌
、

攀枝花花

��������� 康藏小片片 ������ 康定
、

阿坝坝

����� 云南片片 ��� 澳中小片片 ���� ����� 昆明
、

玉澳
、

东川
、

曲蜻蜻

��������� 澳西小片片 ������ 保山
、

瑞丽丽

��������� 澳南小片片 ������ 开远
、

个旧旧

����� 湖广片片 ��� 那北小片片 ���� ���� 襄樊
、

郧县县

��������� 那西小片片 ����� 竹澳
、

平利利

��������� 那中小片片 ������ 武汉
、

荆州
、

张家界界

��������� 湘北小片片 ������ 常德
、

鹤峰峰

��������� 湘西小片片 ����������������������������� 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首首

��������� 怀玉小片片 ����������������������������� 怀怀怀怀怀怀怀怀怀怀怀怀怀怀怀化化

��������� 黔东小片片 ������������������������������ 凯凯凯凯凯凯凯凯凯凯凯凯凯凯凯里
、

镇远远

��������� 黎靖小片片 ����������������������������� 黎黎黎黎黎黎黎黎平
、

靖州州
’’

乡乡 桂柳片片 ��� 湘南小片片 ���� ���� 郴州
、

江永永
��������� 桂北小片片 ������������������������������ 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林

、

柳州州

��������� 黔南小片片 ������������������������������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匀
、

丹寨寨

���个片片 ��个小片片 ��� 个方言点点

加上未参加分片的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和江西的按州市区
、

信丰县 �处
，

西南官话区共有

弘�个方言点
。

�
�

�这个分区除了方言片和方言小片的名称及分布范围外
，

与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
的差别主要是把川西地区的城俄方言纳人了西南官话的分区范礴

，
以及明确了广西境内的西

南官话与邻省西南官话的语言分界线
。

玲 西南官话区内的方育岛及分布在外的西南官话方官岛

�
�

�西南官话区内不属西南官话的方言岛
。

根据现有研究
，

西南官话区内来自其他方言的方言岛主要集中在四川和贵州两省
。

�四川境内的
“
土广东话

”
�崔荣昌 �����

。

“
土广东话

”
是当地人的叫法

，

有的地方也叫
“
广东话

” ，

指四川境内的客家话方言岛
。

蓝同

解先生������
、

黄雪贞先生������曾先后调查研究过成都近郊的客家话
。

此外
，

崔荣昌������

认为四川的新都
、

金堂
、

广汉
、

什郁等约三十个市县的部分乡村也有客家话方言岛
，

总人数达百

万人
。

崔荣昌�����
����提到

“
�西昌�县南安宁河两岸还有一万多人的客家方言岛

” 。

李瑞禾

������调查研究过西昌黄联的客家话
。

笔者 ����年 �� 月也调查了黄联客家话
。

下面据笔者

的调查材料说一下黄联客家话最主要的语音特点
。

①古全浊声母仄声口语用字如 “
白步读杂近舅病

”
等读送气清声母

，

文读字如
“
共阵度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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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
等读成不送气声母 �

②假摄二等见系字不硕化
，

仍读 【��组声母 �

③晓母和匣母的合口字读【��声母 �

④有阴平卜」��
、

阳平口」���、

上声口���
、

去声臼〕�� 、

阴人�们�
、

阳入【�〕�等六个声调 �

⑤部分古全浊
、

次浊声母字如
“
柱坐淡 买暖有

”
等读阴平调

。

根据李瑞禾�������查阅到的家谱资料
，

黄联的客家人是乾隆二十三年����� 年�从广东惠

州府龙川县老虎石狮子口迁黄联的
，

距今约 ��� 年
。

据发音人介绍
，

虽然有一些差别
，

但他们与成都凉水井
、

广东梅州等地的客家人通话时基

本没有障碍
。

但从调查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
，

黄联客家话正在被当地话同化
，

语音上的表现是

人声韵尾逐渐消失
，

词汇上的表现是一些基本词汇如量词
“
生

”
已逐渐被

“
条

”
�牛�

“
个

”
�蚊子�

等当地话替换
。

�四川中江
、

金堂等地的
“
老湖广话

” 。

“
老湖广话

”
也称

“
湖广话

” 、 “
湖南话

” 、 “
宝老馆话

”
�崔荣昌 ����

�����等
，

都是当地人称呼

湘南移民方言的说法
。

根据现有的调查研究
，

四川的湘语方言岛主要分布在中江
、

金堂
、

乐至等县的乡村
，

三个县

说湘方言的人口总数接近�� 万
。
四川湘方言属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南部湘语

，

内部虽细分

为
“
永兴话

”
和

“
竹篱话

”
两种

，

竹篱话保留湘语的特点更多一些
。

最显著的特征是有两套浊声

母
�一套送气

，

一套不送气
。

何大安�����
���� 一 �����认为送气的浊声母是受周边

“
平声送气仄

声不送气
”
的西南官话影响后形成的

。

这说明这些湘语方言岛正逐渐被西南官话同化
。

�贵州晴隆
、

普安的
“
喇叭苗话

” 。

“
喇叭苗话

”
是分布在贵州晴隆

、

普安两县交界地带的苗族说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汉语方言
，

使用人口约 �万人
。
�����年 �月

，

笔者调查了晴隆县长流乡大盐村的
“
喇叭苗话

” ，

现根据调

查材料择要介绍喇叭苗话的一些主要语音特点
。

①古全浊声母今读浊声母 �

②一些知章组字读 【��组声母 �

③见组假摄开口一等读【��组声母
，

二等读 【甲〕组声母 ，

三四等读 【烙〕组或 【�司组声母 �

④果摄字白读多读【��韵 �

⑤通摄字读【阂�韵 ，

宕摄读【闪〕韵 。

通摄字韵尾完整
，

但一些宕摄字没有鼻韵尾 �

⑥人声韵全读舒声 ，

浊人字多归阳平
，

有少数次浊人字归去声 �

⑦咸山摄舒声三四等鼻韵尾脱落
，

读成舒声韵 �

⑧浊上字仍读上声
，

不归去声 �

⑨五个声调 �阴平卜���
，

阳平�����
，

上声因〕��，

去声�����
，

入声����
。

根据喇叭苗文化人士转述他们的家谱及口碑传闻
，

他们的祖上是明洪武十三年����� 年�
“
调北征南

”
时来贵州

“
征蛮

”
的军队

，

多数来自湖广宝庆府�今湖南邵阳市及市属十县市�
。

如

此
，

喇叭苗话实际上是一种
“
军话

” 。

画贵州安顺
、

平坝等地的
“
屯堡话

” 。

“
屯堡话

”
分布在贵州安顺

、

平坝两地靠近城区的乡村
，

因他们居住的地方多以
“
屯

” “
堡

”

�或
“
铺

”
�命名

，

故称为
“
屯堡人

” 。

屯堡人是汉族
。

有的屯堡人常自称为
“
老汉人

” 。

因服饰及

生活习俗与周围汉族不同�如旧时屯堡妇女不缠足
，

演地戏�
，

城里人又称其为
“
城边苗

” 。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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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年调查过二铺的屯堡话
，
�加�年调查了么铺的屯堡话

，

下面根据这两次调查所得材料

择要介绍屯堡话与安顺城里话主要的差别
。

①古人声今归阴平�城里归阳平��

⑧去声是高升调巨����城里是低降升调口」���� �

③有卷舌声母�城里无卷舌声母�。

④咸山撅舒声字读【免 �目�城里读【�� �胡�卜

⑤有儿化韵�城里只有一个晋词读儿化韵�。

么铺话和二铺话的主要差别是么铺无卷舌声母
，

无儿化韵
，

古人声归阳平的字比二铺多
。

二铺话的卷舌声母很有特点
�
不论来自知系还是精组

，

今合口呼的字墓本都读卷舌声母

【峪 甲 ，礼�
，

今开口呼的字基本都读平舌声母〔�� ��’ ， �
�
。

屯堡人的来历有许多研究
，

也有许多猜侧
。

根据笔者踏勘过的一些碑记
，

最早的碑记是明

代的
。

拿碑记来印证文献
，

屯堡人是明代
“
南京府

”
江南移民的说法应该较为可信

。

�
�

�西南官话还有一些散布在其他方言区的方言岛
二

现据有关资料简要介绍如下
。

�江西技南客家话区的接州市区和信丰县城的西南官话方言岛�颇森 �����
。

按州市区

方言和信丰城关方言的古全浊声母属
“
清化

，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
类型

，

接州话有人声韵和人

声调
，

信丰话没有人声调
，

也没有人声韵
。

下面是梭拼市区话和信丰城关话的声调
，

列出贵阳
、

武汉作对比
。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人声

技州 卜��� 因��� 卜��� ���� ����

信丰 巨��� �，��� 巨��� ����� 归阳平

贵阳 卜��� ����� 日��� 口���� 归阳平

武汉 卜��� 口���� 伪��� �，』�� 归阳平

可以着出
，

技州和信丰的声调系统从整体上看确实应属西南官话
，

尤其是信丰的古人声今

归阳平
，

是把这种方言归为西南官话最有力的证据
。

但从
“
头病坐大吸梗报班

”
等字的读音来

看�颇森 ����
����

，

按州和信丰的韵母系统又带有明显的客�方言特点
。

按州和信丰为什么使用西南官话
，

是移民带去的还是从当地话转换为西南官话
，

这些问题

均尚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

�湖南南部湘语区的西南官话方言岛
。

城步苗族自治县是湘语的核心区城之一
，

城步城

关偷林镇通行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声母的湘语
，

但城步县的长安营和岩寨两乡却是使用西南

官话
。

下面节录�城步县志物步苗族自治县志编慈委员会
，

润南出版社
，
�
姚年第四章

“
语育

”
长安营方言

�笔者为编写人�音系的主要特点
。

①古全浊声母 “
清化

，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 �

②知章组部分字读【始�组 �

③通摄非组字读 【��声母而止 、

蟹摄非组合口读 【��声母 �

④无人声韵尾 �

⑤ 【���和 【叨�不混 �

⑥通摄舒声与宕江摄不混 �

⑦古人声今归阳平 �

⑧四声调值及例字 �
阴平口���� 天边飞婚

，

阳平〔�」��� 床龙黑白
，

上声伪」�� 五女好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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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 〔， 〕�� 坐厚怕病 。

从音系整体看
，

和湘西
、

黔东南一带的湖广型方言比较接近
。

长安营西南官话方言岛的形成原因比较明确
�
乾隆五年����� 年�城步苗民粟贤宇

、

杨清

保率众起事
，

同年遭官兵俄压
，

此后清庭在长安营筑城驻军防守
。

清亡
，

原长安营驻军连同家

眷就地转民
。
现代的长安曾话就是当年长安营驻军中通行并流传下来的西南官话

。

�南宁城里下郭街的
“
琶州官话

”
�周本良

、

沈祥和
、

黎平
、

韦玉娟 �����
��一 ��

。

下郭街话

原为南宁城区的通用语
，

粤语进人南宁城区后逐渐取代了官话的位置
，

现仅有少数老年人会说

这种官话
。

下郭街官话的音系特点
。

’

①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均清化 ，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

②徽母字多读【�」声母 �

③ 【司和 【��不混�
�

④知庄章三组与精组基本合流
，

逢今洪音韵母读 【��〕组 ，

逢今细音韵母读 【�司组 �

⑤部分心母
、

生母及邪母字读【们声母 �

⑥分尖团 �
来自古精组的字在今细音韵母前读【姆〕组

，

来 自古见组的字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组 �

⑦有 〔一��韵尾和〔一� 一
�

一

��三个人声塞辅尾
，

但所属字很少 �

⑧有 �个调
�
阴平卜」�� ，

阳平匆〕�� ，

上声 〔们��
，

去声山〕�� ，

阴人【�」�，

阳人 【�〕��阴人 、

阳

人两个人声调所属字均很少��

⑨古全浊上声今读去声�

⑩绝大多数人声字都读成舒声韵
，

归阳平
。

根据以上材料
，

下郊衡话在总体听感上与其他桂柳片西南官话比较接近
，

还是可以将其画

人西南官话
。

至于下郭街官话音系中的徽母
、

咸深摄
、

人声调和人声韵等语音现象到底是存古

还受粤语影响后形成的
，

尚待更深人的调查研究
。

�
�

�下面简略介绍西南官话和其他方言交界处的方言交错情况及处理结果
。

�根据笔者 �加�年的调查
，
四川的九寨沟县�原南坪县�应属西北方言

，

不属西南官话
。

本图未画人西南官话区
。

�甘肃文县碧口镇话总体上应属西南官话�张成材 �����
，

本图未画人西南官话
。

�根据笔者 ����年的调查
，

贵州天柱县东部清水江沿岸白市
、

河东等乡镇的
“
酸汤苗话

”

并非只有《酸汤苗》才说 ，

而是当地的通行方言
，

和湖南会同的湘方言连成一片
，

是湖南方言往

贵州延伸的部分
，

不是西南官话区内的方言岛
。

本图把天柱县画人西南官话区
。

画湖北武汉市 �� 个市辖区中
，

黄破区和新洲区应属江淮官话
。

本图将此两区从武汉市区

分出来
，
画人江淮官话

。

⑥湖北那西北地区的竹山
、

竹澳
、

郧西三县位于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交界处
，

与陕南地

区的白河
、

平利等处的方言比较接近
。

这几个县的方言到底应属什么方言
，

学术界的认识不完

全一致
。
����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把竹山和竹溪画人江淮官话

，

郧西画人西南官话
，

白河和

平利画人中原官话
。

周政�������认为平利方言与竹山
、

竹澳的方言比较接近
，

应画人江淮官

话
。

本图从语言分区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着眼
，

把竹山
、

竹澳
、

郧西和白河
、

平利五处合并为一个

方言小片
，

称为哪西小片
，

放在西南官话湖广片中
。

因湖南沉陵西南部与椒浦
、

辰溪等地交界的地区有
“
乡话

”
�她厚星

、

伍云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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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蔚 �����
。

乡话和湖南境内的其他汉语方言差别很大
，

无法通话
。

乡话区的人一般也使用

在沉睦县城乡最为通行的西南宫话
。

本图将玩使西人西南官话
。

。 广西兴安县靠近桂林的乡镇大多是说西南官话
，

城里话也在迅速向西南官话靠近
，

只有

少数古全浊声母平声字在口语中仍读不送气清声母
。

本图未把兴安县函人西南官话
。

�广西武鸣城里话是西南官话和白话混杂而成的方言
，

四声调型与桂林等地接近
，

但精组

读【�� ��’ 们
，

人声有完整的〔一� 一
�

一

��塞辅尾
。

本图未把武鸣百人西南官话区
。

�
�

� 最后简单提一下
“
三线厂

”
和新兴工业城市的方言情况

。

西南地区有一些 ����� 年代从东北
、

上海等地迁来的
“
三线厂

” ，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

工矿区
，

有的厂区和矿区还发展成为新的地市级城市
。

从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粉
，

除了因盆迁

而不复存在的厂矿外
，

发展成新兴工业城市的第二
、

三代人所说的方言
，

大多数放弃了第一代

人迁人时带来的外地方言�包括安徽话
、

东北话
、

上海话
，
以及曾在厂区流行一时

、

带一些 口音

的普通话�
，

接受了当地方言
，

但一般又不是接受厂矿驻地附近的当地土话
，

而是接受省会城市

的
“
高层方言

” 。

如贵州省水城钢铁厂早期是通用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
，

后来逐渐通行一种有

摄口呼的贵阳话
，

与水城城关荷城镇的方言有明显差别
。

四川省攀枝花市区的话翔和成都话

更为接近
，

而与当地带少数民族口音的本地话有一些差别
。
由于这些方言还处在从社会方言

向地城方言演变的过程中
，

本图未将其与所在地的地城方言分开处理
，

而是粉眼于语言演变过

程中与当地方言的趋同性
，

将其就地画人当地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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