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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主要讨论陕南混合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类型与历史层次。陕南方言接触，东部的安康和商洛

主要表现为中原官话、西南官话与外来江淮官话（黄孝片）的深度接触，西部主要表现为西南官话与源自关中

中原官话的深度接触。接触结果，按知庄章精 组 字?、?的 读 音 变 化，有 的 仍 维 持 着 典 型 的 读 音 类 型，有 的 却

产生了一种或几种变异类型，演变的层次也随之不同。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结果，与方言间的人数比例、人口入

迁时间的先后、人口的密度有关，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否占据了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等因素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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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本文主要讨论陕南混合方言知庄章组字今读类型及其历史层次。陕南地处秦巴山地，属南北重要

军事迂回通道，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战事不断，自宋以来，以宋金元战争最为惨重。战争必然带来人口

的耗减，据《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代，陕南人口总共才２９８６２人，其中安康２７６８人，是陕南人口耗减

最为严重的地区。据资料反映，自南宋至清，陕南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宋金元战争下的关

中难民南逃，陕南一度成为难民重要的奔逃之地；一次是明成化年间的“荆襄流民”，陕南又成为重要的

投靠之所；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是自清乾隆年间开始的“湖广移民”，陕南和四川又再次成为官方指定的安

置之处。先来的宋金元难民和荆襄流民先行占据盆地和川道，后来的湖广移民除部分仍继续跻身于盆

地和川道外，大部则趋向于山区。这些都说明陕南后来的人口主要为外来移民，陕南的方言主要为移民

方言，相应地，陕南最主要的方言问题也就是方言间的接触与融合。
经调查，陕南的方言现状也证明了这一点。陕南除存有西南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湘语和赣语

外，同时还存在着大片的混合方言，因为外来移民除相聚于人烟稀少的山区形成仍具有原母语特征的核

心区域之外，同时还深入到其他方言区域，从而形成多处不同类型的混合方言片。
陕南秦岭的北部是关中中原官话区，南边与之相连接的是四川、重庆西南官话区。陕南东部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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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主要来自鄂东与皖西南一带移民，西部人口主要来自四川和陕西的关中，致使陕南方言东部和西

部，南部和北部存在着较大差异。大致说，东部主要表现为中原官话、西南官话与外来江淮官话（黄孝

片）的深度接触，西部则主要表现为西南官话与源自关中中原官话的深度接触。
陕南方言的混合现象最为普遍，几乎遍及每个乡镇，但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其演变结果也各有不

同。经归纳，大体呈如下４类情形：

１）声、韵、调均产生混合。即几种方言混合后，其性质却不从属于原任何一种方言。如安康平利县

八仙镇，移民分别来自鄂西、四川、湖南和鄂东，但混合后声、韵、调均发生变化，且清入、次浊入归阴去，
全浊入归阳去，既不从属于鄂西、四川、湖南的西南官话，又不从属于鄂东的江淮官话，完全是一个介于

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之间的纯混合型方言。

２）产生新的调值，声、韵特征也发生变化，但入声字的归调不变。如汉中的汉台 西 关、北 关、西 乡、城

固、勉县、略阳等县城关，安康汉滨区城周边的县河、吉河、岚河、流水、大河、茨沟等乡镇以及白河县的城

关，尽管声母和韵母产生较大变化，但入声字的今读调仍保持着原关中方言的归调特征。

３）调类、调值以及入声字的归调发生变化，但声母和韵母特征并不发生变化。如安康西部的宁陕、
石泉、岚皋三县城关以及镇坪县的北部区域，只是声调以及入声字的归调服从于西南官话，声母和韵母

仍继续维持着原江淮官话的特征。安康东南部的平利县城关以及老县、大贵部分、西河等乡镇，调类以及

入声字的归调服从于中原官话，声母和韵母也继续维持在原江淮官话的特征上。

４）只是知庄章组字读音发生变化，而其他方面并不发生变化。如安康汉滨城关，由于受江淮官话的

影响，知庄组假摄开口二等字、庄组蟹咸山梗摄开口二等字、止流臻摄开口三等字、遇摄合口三等字、知

庄章三组止摄开口三等字声母与知三章开口字声母合流，由此知庄章三组字由原西安话?、?ｈ、ｓ，?、?ｈ、

，ｐｆ、ｐｆｈ、ｆ三组声母演变为?、?ｈ、和ｐｆ、ｐｆｈ、ｆ两组声母。再如安康宁陕县江口镇回民话，只是知庄

章组字在合口呼上接受了江淮官话的读音特征，由原唇齿音声母ｐｆ演变为舌尖后音?，韵母相应演变

为?类韵母，而其他方面仍继续维持着原关中话的特征。
基于以上４类情形，本文将以安康汉滨城关、宁陕县江口回民区、东部白河县城关、商洛的镇安城关

作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混合方言点，将安康的宁陕、石泉、岚皋三县的城关以及镇坪县的北部区域

作为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混合方言点，将汉中的汉台、西乡城关作为西南官话与中原官话的混合方言

点，分别讨论它们的今读类型与历史层次。

２ 陕南混合方言知庄章组字的今读类型

熊正辉（１９９０）把官话方言区分?、?的类型归为三种：１）济南型，以济南话为代表，中古知庄章组声

母全读?，精组今读?类；２）昌徐型，以昌黎和徐州话为代表，古知二庄组开口、章组止摄开口与精组合

并读?类，知三章组（章组止摄开口除外）及知二庄组合口读?类；３）南京型，以南京话为代表，古庄组

三等除了止摄合口和宕摄读?类，其余均读?类。其他知庄章组除了梗摄二等读?类，其他均读?类。
万波和庄初升（２０１０）对西北方言的演变也做了同类分析，他们认为西北方言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

的今读多为?、?两分类型，其中陕西主要为“昌徐型”和“南京型”，但“昌徐型”多以变异类型出现，将关

中的西安、潼关、大荔、合阳、韩城等地方言称之为“昌徐型”变异形式（Ａ１２），其特点是典型“昌徐型”基

本读?ｕ、?ｈｕ、ｕ的合口字如“双、刷、所、初、帅、床、桌、猪、追、书、水”等，该类型读ｐｆ－、ｐｆｈ－、ｆ－；将陕西的

彬县、蒲城兴镇称之为“昌徐型”的另一变异形式（Ａ２１），其特点是合口字今读为?－、?ｈ－、ｓ－，而类型Ａ
中读?、?ｈ、的知三章组字既有保持读?、?ｈ、的，又有今读、ｈ 的或ｋ、ｋｈ 的；将陕西的富平、蒲城、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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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等地方言称之为“昌徐型”的另一变异类 型（Ａ２２），其 特 点 是 合 口 呼 今 读?－、?ｈ－、ｓ－或?ｕ－、?ｈｕ－、

ｓｕ－，而典型的“昌徐型”读?、?ｈ、的知三章组字仍然读?、?ｈ、。另外宁夏的银川、陕西的平利洛河、白河

城关则属于南京型，其特点是古庄组三等除了止摄合口和宕摄读?类，其余均读?类；其他知庄章组除

了梗摄二等读?类，其他均读?类。
我们认为，陕南方言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知庄章组字的读音变化上，其类型也远不止上述万波和

庄初升（２０１０）所归纳的几种。例如同样是两种方言经接触而产生的新的方言，其知庄章精组声母的读

音有的完全合并为一套声母而不分?、?，如西乡城关；有的虽然分?、?，但随着归属的改变，读音类型也

相应发生变化，如汉滨县河；有的读音类型未发生变化，但方言的性质归属却发生了变化，如镇安城关；
还有的读音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方言的性质归属却没有发生变化，如宁陕江口回民话、汉台西关话。为

说明陕南方言接触后在知庄章组字的读音类型上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下面按方言归属列表，如表１所

示。表１中仍采用熊正辉（１９９０）所举例字（另增加一“墟”字），并在例字下分别标上各混合点的读音。
另外为便于比较，同时也列出典型 “昌徐型”的昌黎话、典型“南京型”的南京话和典型“济南型”的济南

话读音。
表１　陕南方言知庄章精组声母的读音表

例字 昌黎
昌徐型

南京
南京型

济南
济南型

汉滨
城关

宁陕
江口

白河
城关

镇安
城关

西乡
城关

汉台
西关

石泉
城关

精

组

资止开三 ? ? ? ? ? ? ? ? ? ?
租遇合一 ?ｕ ?ｕ ?ｕ ?ｕ ?ｕ ?ｕ ?ｕ ?ｕ ?ｕ ?ｏｕ

庄

组

炒效开二 ?ｈｕ 
?
ｈｕ ?ｈ 

?
ｈａｕ 

?
ｈａｕ 

?
ｈａｕ ?ｈａｕ ?ｈａｕ ?ｈａｕ 

?
ｈａｕ

双江开二 ｓｕａ ｕ ｕａ ｆａ ?ａ ?ａ ?ａ ｓｕａ ｓｕａ ?ａ
刷山合二 ｓｕａ ｕａ ｕａ ｆａ ?ａ ?ａ ?ａ ｓｕａ ｓｕａ ?ａ

省梗开二 ｓ
ｓ







ｓｎ ｓｎ ｓｎ ｓｎ ｓｎ ｓｎ

策梗开二 ?ｈ ?ｈ ?
ｈｅｉ ?

ｈ ?ｈ ?ｈ ?ｈ ?ｈｅ ?ｈ ?ｈ

所遇合三 ｓｕｏ ｓｏ 
ｕ

ｓｕｏ ｓｕｏ ｓｏ ｓｏ ｓｕｏ ｓｕｏ ｓｏ

师止开三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瘦流开三 ｓｏｕ ｓ ｏｕ


ｕ

 ｓｕ ｓｕ ｓｕ ｓｕ ｓｕ ｓｏｕ

初遇合三 ?
ｈｕ ?ｈｕ ?

ｈｕ ｐｆｈｕ ?ｈｕ ?ｈｕ ?ｈｕ ?ｈｏｕ ?ｈｕ ?ｈｏｕ

帅止合三 ｓｕａｉ ｕｅ


ｕ
 ｆａｉ ?ａｉ


?ａｉ


?ａｉ

 ｓｕａｉ ｓｕａｉ ?ａｉ


床宕开三 ?ｈｕ ?
ｈｕ ?

ｈｕ ｐｆｈａ ?
ｈ
?ａ ?

ｈ
?ａ ?

ｈ
?ａ ｐｆｈａ ?ｈｕａ ?

ｈ
?ａ

涩深开三 ｓ ｓ ｅｉ ｅ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知

组

二

等

茶假开二 ?ｈａ ?
ｈ ?

ｈａ ?
ｈａ ?

ｈａ ?
ｈａ ?ｈａ ?ｈａ ?ｈａ ?

ｈａ

泽梗开二 ?ａｉ ? ?ｅｉ ?ｅ ? ? ? ?ｅｉ ?ｅ ?

罩效开二 ?ａｕ ?ｕ


?


?ａｕ


?ａｕ


?ａｕ
 ?ａｕ ?ａｕ ?ａｕ ?ａｕ



撞江开二 ?ｕａ

?ｕ


?ｕａ

 ｐｆａ

??ａ


??ａ


??ａ

 ｐｆａ
 ?ｕａ


??ａ



桌江开二 ?ｕｏ ?ｏ ?ｕ ｐｆｏ ?ｕｏ ?ｏ ?ｏ ?ｕｏ ?ｕ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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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组

三

等

知止开三 ? ? ? ? ? ? ? ? ? ?

猪遇合三 ?ｕ ?ｕ ?ｕ ｐｆｕ ?? ?? ?? ｐｆｕ ?ｕ ??

追止合三 ?ｕｅｉ ?ｕｉ ?ｕｅｉ ｐｆ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ｐｆｅｉ ?ｕｅｉ ??ｅｉ

章

组

诗止开三 ｓ   ｓ   ｓ ｓ ｓ 

世蟹开三 


















 ｓ









书遇合三 ｕ ｕ ｕ ｆｕ ? ? ? ｆｕ ｓｕ ?

水止合三
ｓｕｅｉ 

ｕｉ

ｕｅｉ

ｓｅｉ 
?ｉ


?ｉ


?ｉ

ｆｅｉ ｓｕｅｉ 
?ｉ

见

组

墟遇合三 ｙ ｙ ｙ ｙ ? ｙ ? ｙ ｙ ?

叫效开四 ｉｕ ｉｕ ｉ ｉａｕ ｉａｕ ｉａｕ ｉａｕ ｉａｕ ｉａｕ ｉａｕ

军臻合三 ｙｎ ｙｎ ｙ ｙｎ ｙｎ ｙｎ ??ｎ ｙｎ ｙｎ ??

　　１）汉滨城关话。知庄章三组字分读?、?ｈ、和ｐｆ、ｐｆｈ、ｆ，其中古合口（遇合三鱼韵庄组“阻、楚、础柱

下石、所、助、疏注～”、山合二谏韵初母“簒”除外）以及宕开三庄组、江开二知庄组（觉韵生母“朔”除外）、
通合三知系（屋韵生母“缩”、浊韵章组“烛、嘱、触、赎、束、蜀、属”除外）都读ｐｆ组声母；古开口除宕开三

庄组、药韵知、江开二知庄组以及“洒、抓、森、簪、辎、滓”等几个例外字以外都读?组声母，其中知庄组

开口二等韵字“茶、诈、柴、罩、炒、站、斩、山、铡、撑、泽、拆、宅、摘、生、省、窄、争、责、策、册”（江开二除外）
和庄组开口三等韵字“师、事、厕、搊、愁、瘦、涩、衬、虱、侧、色”（宕开三除外）也读?组声母。

对于该类型，熊正辉（１９９０）曾以“平邑话”为特例说明它的类型特征，认为“知庄章三组字，平邑话分

读?、?ｈ、和ｐｆ、ｐｆｈ、ｆ两组声母。读ｐｆ组声母的字，绝大多数是古合口字，但不全是。宕摄开口三等

庄组字（如：庄、装、壮、状、疮、床、闯、创、霜、爽），宕摄开口三等入声知章组字（如：着、酌、绰、勺、芍），江

摄开口二等知庄组字（如：桩、撞、窗、双、桌、卓、琢、戳、浊、捉、镯、朔），平邑话都读ｐｆ组声母。所以我们

不能从古开口合口来说明?、ｐｆ两组声母分化的条件。从今音韵母也不能说明分化的条件。”“我们只能

这样来解释：平邑话曾有一个时期知庄章三组字全读?组，就跟现在的济南话一样。古合口当时读合

口呼韵母，上面提到的宕江摄的字也读合口呼韵母。后来?、?ｈ、跟ｕ结合变成了ｐｆ、ｐｆｈ、ｆ，就成了今

天的平邑话。所以平邑话应是济南型，是济南型的一个小类。”对照平邑话，安康汉滨话具有相同的读音

类别特征，例如有着一组读音范围相同的ｐｆ、ｐｆｈ、ｆ声母，也保留了中原官话古入声的今读归类特征，特
别是开口二等知庄组字和开口三等庄组字也读?组声母，所以说安康汉滨城关话读音类型也属于“济

南型”，是“济南型”的一个变异类型。

２）白河城关、镇安城关、宁 陕 江 口 回 民 话。古 庄 组 三 等 除 了 止 摄 合 口 和 宕 摄 读?类，其 余 均 读?
类；其他知庄章组除了梗摄二等读?类，其他均读?类。尽管按古入声字的今读调应归于中原官话，但

按古知庄章组字的读音应属“南京型”。

３）西乡城关话。今知组二等、开口庄组与精组合流读?组。只是与万波和庄初升（２０１０）所称“昌

徐型”的变异形式（Ａ１２）有一点不同：没有?组声母，知三章开口全读?组。不过依据“昌徐型”有全读

?组的例外，特别是章组三等韵，所以西乡城关方言应属“昌徐型”又一变异类型，可称“类型Ａ１３”。

４）汉台西关话。今知组二等、开口庄组与精组合并读?组。该类型与典型“昌徐型”有别的地方是

知庄章组今读合口呼的字如“猪、追、刷、所、初、帅、书、水”全读?组，这一点与熊正辉（１９９０）所举陕西

商县（张家塬）话相同。该类型如万波和庄初升（２０１０）所称的“昌徐型”的“变异型Ａ２２”，特征是“上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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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字今读为?－、?ｈ－、ｓ－或?ｕ、?ｈｕ－、ｓｕ－，而类型Ａ０中读?、?ｈ、的知三章组字仍然读为?、?ｈ、。”表１
中汉台西关今读?、?ｈ、的知三章组只有“知、世”二字，但该片的勉县、城固以及略阳城关却都读?、?ｈ、

，即就是汉 台 西 关 话，读 如?、?ｈ、的 知 三 章 组 字 还 如：置?３１３、池?ｈ３２、朝?ｈａｕ３２、绸?ｈｕ３２、沾

?ａｎ５４、沉?ｈｎ３２、展?ａｎ４５、阵?ｎ３１３、场?ｈａ
３２、直?３２、郑?ｎ３１３、制?３１３、施５４、烧ａｕ５４、首ｕ４５、陕

ａｎ４５、枕?ｎ４５、设３１３、善ａｎ３１３、质?５４、身ｎ５４、章?ａ
５４、升ｎ５４、成?ｈｎ３２。

５）宁陕、石泉、岚皋以及镇坪北部话。表１中宁陕、石泉、岚皋以及镇坪北部的知庄章精组声母的读

音都与南京话一致，古庄组三等除了止摄合口和宕摄读?类，其余均读?类；其他知庄章组除了梗摄二

等读?类，其他也均读?类。据此这四个混合方言点均属“南京型”。

３ 陕南混合方言古知庄章精组声母的接触层次

３．１ 底层方言与分析混合方言历史层次的关系

我们认为分析陕南混合方言的历史层次，首先必须弄清该混合方言的底层方言是什么，然后才可以

揭示它在方言接触过程中知庄章组字在读音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一点对于确认陕南混合方言的接触方

式以及展现它的历史层次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不同方言之间在发生密切、深刻的语音接触过程中，它是

按照什么层次发生吸收和融合，在声韵调系统中，又是按照怎样的先后顺序改变原方言的读音。所以底

层方言如果确认错误，层次的揭示也必然错误。
在陕南方言研究中，对这个看似困难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凭借一些内外条件和因素把它做得客观

准确，内部条件比如接触后方言在声韵调上与原方言的比较。外部条件比如人口的来源、不同方言随移

民进住的时间孰先孰后、之间的人口比例、影响方言接触的地理环境等。

３．２ 陕南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的接触层次

从以上归纳的今读类型看，陕南混合方言中古知庄章精组声母的今读除汉滨城关方言以外均为?、

?两分类型，其中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混合所形成的“昌徐型”变异类型要比江淮官话与

西南官话混合所形成的类型要复杂。下面我们结合“昌徐型”与《中原音韵》的历时演变和方言之间的接

触关系来讨论陕南混合方言在形成中所呈现的历史层次。

３．２．１ 汉滨城关话（济南型变异类型）

１）知庄章三组字，西安话分读为?、?ｈ、ｓ，?、?ｈ、，ｐｆ、ｐｆｈ、ｆ三组声母，〔１〕安康汉滨城关话则分读为?、

?、和ｐｆ、ｐｆｈ、ｆ两组声母。其中中古知系合口三等字、江摄开口二等字、庄组山摄合口二等字、宕摄开

口三等字、效摄肴、巧韵庄声母开口二等字声母在西安与安康汉滨城关话中均读［ｐｆ、ｐｆｈ、ｆ、ｖ］。例如：

猪 床 闩 润 柴 迟 师 昼 昭 愁 站 陕

西安 ｐｆｕ３１　ｐｆｈａ
２４　ｆ５５　 ｖ５５ ?ｈ２４ ?ｈ２４　 ｓ３１ ?ｕ５５ ?ａｕ３１ ?ｈｕ２４ ?５５　 ｓ５３

汉滨 ｐｆｕ３１　ｐｆｈａ
３５　ｆ５５　 ｖ５５ ?ｈ３５ ?ｈ３５ ３１ ?ｕ４４ ?ａｕ３１ ?ｈｕ３５ ?４４ ５３

　　２）知庄组假摄开口二等字、庄组蟹咸山梗摄开口二等字、止流臻摄开口三等字、知庄章三组止摄开

口三等字声母，西安话与精组合流，读?组，而汉滨城关话读?组，其中古入声知庄组开口二等韵字和

庄组开口三等韵字（宕开三、江开二除外），西安话读?组，安康汉滨城关话则读?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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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差出差 斩 山 支 眨 察 侧 涩 泽 策

西安 ?ｈａ２４ ?ｈ３１ ?５３　 ｓ３１ ?３１ ?ａ５３ ?ｈａ２４ ?ｈｅｉ　３１　 ｓｅｉ　３１ ?ｅｉ　２４ ?ｈｅｉ　３１

汉滨 ?ｈａ３５ ?ｈａｉ　３１ ?５３ ３１ ?３１ ?ａ５３ ?ｈａ３５ ?ｈ３１ ３１ ?３５ ?ｈ３１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见中古知系合口三等字以及江摄开口二等字、庄组山摄合口二等字、宕摄开口

三等字、效摄肴、巧韵庄声母开口二等字读ｐｆ、ｐｆｈ、ｆ、ｖ最具西安话特色，直到现在仍被安康汉滨话完整

地保留着，说明它是安康汉滨话最早也是最基本的声母层次。而知庄组假摄开口二等字、庄组蟹咸山梗

摄开口二等字、止流臻摄开口三等字、知庄章三组止摄开口三等字声母读?、?ｈ、，则是关中片方言迁徙

于安康后在江淮官话的影响之下而产生的音类变化，无疑属于后借入的异源层。变化的结果，致使原中

原官话（关中片）?、?ｈ、ｓ，?、?ｈ、，ｐｆ、ｐｆｈ、ｆ三组声母演变为?、?、和ｐｆ、ｐｆｈ、ｆ两组声母，即除ｐｆ、ｐｆｈ、ｆ
组声母未变化以外，其余一律读?。参照万波和庄初升（２０１０）对关中话的层次分析，安康汉滨话则属于

在昌徐型变异类型“Ａ１２”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为济南型，我们可以用图１来表示。

图１　汉滨城关话的演变层次

既然这样，那么有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即这个后借入的异源层是不是源自江淮官话？其

实，我们只要通过汉中方言的比较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康与西边的汉中市同处陕南，两个市南边的四川、重庆都属于川黔方言成渝片，知庄章三组声母

全读?组，但安康和汉中知庄章三组字的读音差异却很大。比如西边与安康紧靠的汉中西乡县中部的

城关、堰口、罗镇、杨河、柳树、白龙塘等乡镇，同样属于中原官话区，但知庄章三组字的读音除知系合口

读ｐｆ、ｐｆｈ、ｆ外，其余却全读?组。

再看安康与汉中的西南官话区，同样都与成渝方言区交界，汉中镇巴以西的西南官话区知庄章三组

字声母全读?组。而安康紫阳、岚皋等地的西南官话区，声母却增加了一组?、?ｈ、，完全如熊正辉所归

纳的“南京型”知庄章组字的读音特征。显然是受了江淮官话的影响才得以形成。如表２。
　表２　陕南方言知庄章精组声母读音比较表

精组 庄组

例字 资
止开三

租
遇合一

炒
效开二

双
江开二

刷
山合二

省
梗开二

策
梗开二

所
遇合三

师
止开三

瘦
流开三

汉中西乡城关 ? ?ｕ ?ｈａｕ ｆａ ｆａ ｓｎ ?ｈｅ ｓｕｏ ｓ ｓｕ

安康汉滨城关 ? ?ｕ 
?
ｈａｕ ｆａ ｆａ 

 ?
ｈｅ ｓｕｏ  ｕ



汉中镇巴 ? ?ｕ ?ｈａｕ ｓｕａ ｓｕａ ｓｎ ?ｈｅ ｓｕｏ ｓ ｓｕ

安康紫阳 ? ?ｕ 
?
ｈａｕ ｕａ ｕａ ｓｎ ?ｈ ｓｕｏ ｓ 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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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组 知组二等

例字 初
遇合三

帅
止合三

床
宕开三

涩
深开三

茶
假开二

泽
梗开二

罩
效开二

撞
江开二

桌
江开二

汉中西乡城关 ｐｆｈｕ　 ｆａｉ ｐｆｈａ ｓｅ ?ｈａ ?ｅ ?ａｕ ?ｕａ


ｐｆｏ
安康汉滨城关 ｐｆｈｕ　 ｆａｉ ｐｆｈａ ｅ ?

ｈａ ?ｅ ?ａｕ
 ｐｆａ


ｐｆｏ

汉中镇巴 ?ｈｕ　 ｓｕａｉ ?ｈｕａ ｓ ?ｈａ ? ?ａｕ ?ｕａ


?ｕｏ
安康紫阳 ?ｈｕ ｕａｉ


?

ｈｕａ ｓ ?
ｈａ ? ?ａｕ


?ｕａ


?ｕｏ

知组三等 章组 见组

例字 知
止开三

猪
遇合三

追
止合三

诗
止开三

世
蟹开三

书
遇合三

水
止合三

虚
遇合三

叫
效开四

军
臻合三

汉中西乡城关 ? ｐｆｕ ｐｆｅｉ ｓ ｓ


ｆｕ ｆｅｉ ｙ ｉａｕ ｙｎ
安康汉滨城关 ? ｐｆｕ ｐｆｅｉ  


ｆｕ ｆｅｉ ｙ ｉａｕ ｙｎ

汉中镇巴 ? ?ｕ ?ｕｅｉ ｓ ｓ


ｓｕ ｓｕｉ ｙ ｉａｕ ｙｎ
安康紫阳 ? ?ｕ ?ｕｅｉ  


ｕ 

ｕｉ ｙ ｉａｕ ｙｎ

　　以上两相比较，其中古入声知庄组开口二等韵字和庄组开口三等韵字（宕开三、江开二除外）一起变

读为?组声母，完全是关中片方言迁徙于安康汉滨之后由于受江淮官话的影响才得以发生变化。

３．２．２ 白河城关、镇安城关、宁陕江口回民话（南京型）
这一类型因基础方言的不同而演变层次有所不同。

１）白河城关话（南京型）
白河城关地处汉江南岸，据柯西钢（２０１０）考察，该区域的本地话当为明代由北方移民带来的河南南

阳话，“宣德二年（１４２７）山西大旱，数十万流民南下进入紧邻的河南省，富饶的南阳盆地是主要的集中

地。景泰及天顺年间，由于山东、河北大灾，流民队伍‘由原来的以山西、陕西移民为主，加入了大批山东

及河北流民’（安介生１９９９）。在流民不断涌入的过程中，南阳盆地的人口逐渐饱和，‘大批饥民在河南

聚集后，进一步向湖广荆襄地区移动。’（安介生１９９９）继而往南进入今鄂西北丹江口、郧县一带。”白河

沿汉江一带与湖北郧西隔江相望，加之白河城关又是汉江南岸的重要码头，所以说白河城关基本人口应

是明代宣德后由南阳移动过来的北方流民，后来由于清代湖广移民的渗透，该地方言才经过了一个由中

原官话南鲁片方言与江淮官话的接触过程。
混合前南阳方言知庄章组字不论开合口，今均读为?组，而经与江淮官话黄孝方言的接触，除古知

组（梗二除外）、古章组以及假、蟹、效、咸、山、江摄开口二等字、止摄合口三等字、山摄合口二等字以及宕

摄开口三等字声母仍读?组外，古庄组止、流、深、臻、曾五摄开口三等字、梗摄开口二等字以及遇、通摄

合口三等字声母均演变为?组，如“初、数、师、士、愁、渗、衬、侧、生、争、责、崇、缩”。如图２所示。

图２　白河城关话的演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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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中显示，白河城关方言的底层方言南阳话符合济南型的读音特征，而经与黄孝方言接触之后而具有

了南京型的读音特征。

２）镇安城关话（南京型的变异型）
据我们调查，该地的北方移民主要为清代同治年间为躲避左宗棠官军的追杀而逃入秦岭的关中回

民，也就是说该地的现今方言是先期于清朝中期形成的强势方言———江淮官话，与后期同治年间迁入的

关中回民方言经接触而形成的。
以该方言的今读状况，如果按古庄组三等除止摄合口和宕摄今读?组，其他全读?组，镇安城关话

当属南京型，但其他知庄章组字除了梗摄二等读?以外，假、蟹、咸、山等四摄的开口二等字也读?，凭此

又接近昌徐型。
熊正辉（１９９０）概括三种类型之间的共时关系（?＊表示?有读?的例外），如表３所示：
　　　　　　　　表３　官话区方言分?、?的三种基本类型

济南型 昌徐型开 口 呼 南京型

二等韵 三等韵 二等韵 三等韵 二等韵 三等韵

知组 ? ? ? ? ?＊ ?
庄组 ? ? ? ? ?＊ ?＊

章组 ? ?＊ ?

比照表３，镇安城关话知庄章组字除了梗摄二等读?以外，假、蟹、咸、山等四摄的开口二等字也读?，显

然在这个层面上是受昌徐型（关中话）影响的结果。如何对待这种变异类型，笔者认为，还是将其看做南

京型的变异型为好，因为镇安城关话是以三等韵读?为主的，同时不仅二等韵字有读?音的例外，另外

三等韵的庄组字（宕开三）也存在有读?音的例外。其历史演变可如图３所示。

图３　镇安城关话的演变层次

图３中后期主要变化层是知庄组二等字由?演变为今读?组。

３）宁陕江口回民话（南京型）
该地方言中古庄组三等除了止摄合口和宕摄今读类?，其余均读?；其他知庄章组除了梗摄二等今

读?类，其他均读?，类型属于“南京型”。是清同治年间迁入宁陕江口镇的关中回民话（“昌徐型”的变

异形式（Ａ１２））与先期于清朝中期所形成的带有显著江淮官话特征的强势方言———西南官话接触而形

成的。其历史演变如下页图４所示。
图４中后期主要变化层是知庄章组合口字由读ｐｆｕ－、ｐｆｈｕ－、ｆｕ－演变为今读??－、?ｈ?－、?－，知组二

等字由读?组演变为读?组。
我们认定该方言的基础方言是关中话，除从方言的形成时代得到说明以外，还有两点内部特征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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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声调的调类与调值仍与西安话一致；另一个是直到现在还残存有唇齿ｐｆ类的声母

读音，如止摄知组的“追、槌、锤”、宕摄庄组的“霜、双”、遇摄章组的“朱”、蟹摄章组的“税”、止摄章组的

“水”等字。这两点都说明了该方言与关中话的源头关系。

图４　宁陕江口回民话的演变层次

３．２．３ 西乡城关话（昌徐型变异类型Ａ１３）
西乡城关话的底层方言当是关中话，即万波和庄初升（２０１０）所称“昌徐型”的变异形式（Ａ１２）。据

民国三十七年《西乡县志》（卷五·民俗志第四·户口）记载，川楚移民在清同治元年以后。据我们的调

查，城关的老民早在十几代以前就已经来到汉中西乡，祖籍大部为关中一带，也就是说，城关中原官话的

形成早在清代移民之前就已经形成。另外，依据西乡城关话现今的唇齿音ｐｆ组声母和入声的今读调也

可说明中原官话形成在早。如此，其演变途径如图５所示。

图５　西乡城关话的演变层次

图５中后期主要变化层是知三章开口字由?组演变为今读?组，声母失去翘舌音。

３．２．４ 汉台西关话（昌徐型变异类型Ａ２２）
该方言分布于汉中的城固、勉县、南郑县城以北、略阳城关、汉台区西关、北关。其中汉中汉台区方言现象

最为特别，西关、北关为中原官话秦陇片，东关为西南官话川黔片，南关话的调值与东关话基本一致，但

入声字的归调没有东关话那样整齐，读音紊乱，具有与西关中原官话过渡的特征，当地人自称东关话为

汉台区正宗老派话。我们认为这种格局是历史造成的，是北部的关中移民和南部的四川移民各自相聚

于一起的结果，所以该 片 中 原 官 话 的 基 础 方 言 应 是 关 中 带 过 来 的 秦 陇 方 言。其 类 型 如 万 波 和 庄 初 升

（２０１０）所称的“昌徐型”变异型Ａ２２，即上述合口字今读为?－、?ｈ－、ｓ－或?ｕ－、?ｈｕ－、ｓｕ－，而典型“昌徐

型”读?、?ｈ、的知三章组字仍然读?、?ｈ、，如下页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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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汉台西关话的演变层次

图６中后期主要变化层是知三章合口字由读?ｕ－、?ｈｕ－、ｕ－演变为今读?ｕ－、?ｈｕ－、ｓｕ－。

３．２．５ 宁陕、石泉、岚皋以及镇坪北部话（南京型）
这４个区域的基础方言应当是由湖广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经与相邻的西南官话接触，尽管声调已

变得与西南官话相同，但声韵特点仍维系在江淮官话的系统上。究其原因，主要是调值最具漂移性，即

使江淮官话先进入该区域并处于强势地位，但在西南官话的影响下，声调的变化那也是很难避免的。所

以知庄章组字的读音没有发生变化，其类型仍属“南京型”，如图７所示。

图７　宁陕、石泉、岚皋以及镇坪北部话的演变层次

图７中后期主要变化层是古庄组三等除了止摄合口和宕摄读?类，其余均读?类；其他知庄章组除了梗

摄二等读?类，其他均读?类。

４ 结语

关于方言的历史层次，一般认为“历史层次比较丰富的方言自然是东南方言”（丁邦新２００７），但通

过以上分析，陕南方言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层次也非常丰富。陕南处汉江上游，明清时期随移民而带来的

各种方言，使得这里至今还存留着可见可闻的方言接触痕迹。对此张振兴曾这样评价：“在陕南同时出

现中原、江淮、西南官话，同时又兼容了湘赣等客家话，汇集了这么多语系，这在北方地区是非常少见的，

以目前发现而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２〕陕南的方言现象，其重要性在于以自己的语言事实再次证

明了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和演变的重要途径，接触的结果，抑或导致一种语言的分化与消亡，抑或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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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参见“漫谈官话方言———著名方言学家张振兴、熊正辉、鲁国尧、周磊、麦耘采访录”，《安康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

第１０期，第３版。



一种新的语言产生，从而形成多层状态。
另外还可证明，方言接触所形成的多层状态，往往与民族、族群的人口移动、历史的变迁以及经济文

化活动的干预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复杂的地理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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