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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汉语方言普查以来，赤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取得 了 

很大进展。张清常、邢向东、李荣、林焘、张志敏、贺巍、李敬尧、张万有、张世方、钱曾怡以及王素珍、 

顾会田、吴文杰、李文、张红民、王利民、王艳利、郑贵友等诸位先生的调研成果涉及赤峰汉语方言声 

韵调的归纳、词汇语法的研 究、八里罕方言岛及其三调方言的讨论等等 ，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 归纳、 

总结、评述，对进一步保护、研究赤峰汉语方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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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是全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最多的地 

级市 ，是举世闻名的红山文化和契丹辽文化 

的故乡。赤峰已有一万年的人类文明史 ，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清代，赤峰 

属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 ，民国前期属热河特 

别区，抗 日战争胜利后隶属热河省。1956年 

热河省撤销，遂划归内蒙古 自治区昭乌达盟。 

1983年 10月 10日，经 国务院批准，撤昭乌 

达盟建赤峰市。赤峰因城区东北隅英金河畔 

的赭红色孤峰而得名。东西最宽 375公里 ， 

南北最长 457公里，总面积 9万平方公里 ，辖 

红山、松山、元宝 I』J 3区，阿鲁科尔沁、巴林 

右、巴林左、克什克腾、翁牛特、敖汉、喀喇沁 

等 7旗，宁城、林西 2县。 

赤峰市有汉、蒙、回、满 、朝鲜等 30个 民 

族，至 2013年末户籍总人 口 464．3万人 ，常 

住人口 430．62万人 ，其中汉族人 口 352．1万 

人，占总人 口的 75．8 9／6，蒙古族(是 自治民族) 

人口94．3万，占20．3 ，其他少数民族 17．9 

万人 ，占 3．9 (《赤峰年鉴(2014)》，内蒙古 

文化出版社 2014．12版)，是 内蒙古第一人 口 

大市 ，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 

赤峰境内的土著汉人除很早就有先民在 

这里繁衍生息开发外 ，还有外地移民的迁徙 ， 

这也是形成赤峰方言特点的重要原因。赤峰 

方言形成于清代。这 以前就有辽代“数以几 

十万到百万计 的流亡或俘来的汉 民，多集中 

于契丹统治中心——今赤峰市境”(《赤峰市 

志》1996)。到了清代，由于关内冀鲁豫常遭 

水旱之灾 ，灾民“闯关东”到赤峰境内就食 已 

[说 明]本文为“首届东北方言学术研讨会暨语保工程中检 ·培训会”(2016年 1O月 14—16日，大连)论文。发表时 

略有增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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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常事 ，据《东华录》康熙五十一年(1712) 

五月壬寅条记载：“山东民人来口外垦地者， 

多至十余万。”再加上当时满洲贵族大量兼并 

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蜂拥出关，到赤峰境地 

谋生；清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放恳移人者 

甚多；蒙古王公为贪得地租之力，要求移人农 

民为其恳种，这样招垦移人者也为数不少。 

另有清廷七位公主下嫁带入做陪房的一些汉 

人 ，还有关内和东北一些商人 、手工业者也来 

此做工。这样就使得冀鲁晋京和东北等多种 

方言互相融合、渗透，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地 

域特色的赤峰汉语方言。(以下简称“赤峰方 

言”或“赤峰话”)。赤峰方言实则是一个东北 

官话和北京官话 的过渡方言，从赤峰方言的 

整体(语音 、词汇、语法诸要素)出发 ，再加上 

一 些历史地理因素，应归属东北官话赤 (峰) 

朝(阳)片 ，似觉更符合实际些 。(张万有《赤 

峰汉语方言的归属 》)赤峰方言跟普通话对 

比，语音差别较大 ，词汇次之，语法最小 ，除该 

地区最南端的八里罕方言岛的语音独具特色 

(隶属冀鲁官话)外，其内部一致性较强，只有 

新派和老派的区别 ，但地域差别较小。 

最早调查研究赤峰汉语方言的当属著名 

语言学家、音韵 学家 张清 常先生 。张清 常 

(1915．7—1998．1)，是 当年西南联大最年轻 

的文科教授(1940年时，仅 25岁)，后曾任南 

开、清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 

校教授 。遵照 国务院的指示和教育部、高教 

部的通知，1956年和 1957年在全 国开展汉 

语方 言普 查 工 作。 内蒙 古 自治 区教 育 厅 

1957年 9月成 立了方言指 导组 和工作组 ， 

1957年秋 ，张先生即由南开大学被借调支援 

内蒙古大学，任中文系主任。他受任参与了 

内蒙古地区汉语方言调查的组织领导和调查 

工作。从当时全区 78个市旗县镇中的 50个 

汉语方言的主要地区选定 25个典型调查点， 

由调查组 5同志进行 了 1O个 月(1957．10— 

1958．7)的调查 ，记 完 了《汉语 方 言调 查 简 

表》，整理出当地声韵调系统，描写声韵调的 

音值，并写成同音字表，还编了包头、丰镇、东 

部《学习普通话手册》。张先生在这些普查材 

料的基础上整理发表了 4篇论文(后都收在 

《语言学论文集》中)，其中在《内蒙古 自治区 

汉语方音与普通话语音对应规律》(1959)和 

《内蒙古 自治区汉语方言概况》(1963)两篇论 

文中涉及赤峰方言。后一篇涉及赤峰方言的 

只一句话“东部 区呼伦贝尔盟、昭乌达盟、哲 

里木盟三十三个市旗县 的汉语方言，基本上 

与东北方言同。”前篇把区内汉语方言分为四 

区，其中赤峰同满洲里、海拉尔、扎兰屯、通 

辽、乌兰浩特等划为第四区。论文揭示了赤 

峰方音的主要特点 ：有平翘舌两套声母 ；在普 

通话零声母的 、ai、au、OU、an、on、aij等前 

加 n声母，爱耐不分，袄脑无别；普通话 声 

母的字，有的念成零声母，刃印不分，染演无 

别，但“扔”念成 led；韵母与普通话全同；声调 

与普通话也相同，只有八里罕的调值特殊。 

“他在方言调查方法方面，不是因循前人 

的办法 ，而有明显的创新 。例如，注意民族语 

言的相互影响，在方言中搜求相互借词的情 

况；注意移民与土著的关系，从姓氏追溯其来 

历 ，留心老年人与青年人的语言差异；注意从 

词汇看当地 的发展变化；注意从方言中发现 

生动活泼的人民群众的语言等。”(《中国现代 

语言学 家 》(第 三 分册 )，河 北人 民 出版社 

1984．3版 P214)这在另几篇论文中均有所反 

映，但针对赤峰方言的，却少得可怜，实乃憾 

也。不过 ，对赤峰方言的调查研究总算开了 

先河，且有些是很切当的。“至于词汇语法部 

分，《汉语方言调查简表》所考虑的项 目，不大 

容易看出这一方言的特点，因而普查时也未 

获得多少可贵的材料。我只好另作尝试，另 

外讨论。”(张清常《内蒙古 自治区汉语方言概 

况》)这也可惜未见发表 。如果把所有的调查 

研究都写出来，情况定会大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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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有 ／赤峰汉语方言研究述评 

1986--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用所 

组织了大规模的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 ，出版 

了由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 

基本词汇集》5卷(语文出版社 1996．10版)， 

收入了 20多个省市 自治 区 93个 方言点基 

本词汇 2 645条 ，按定义分为 32类。书中对 

93个方言点的音系做了描写 ，并附有各点的 

同音字表和方言地图。邢向东先生应邀执笔 

撰写了《赤峰音系》并附《同音字表》。邢向东 

(1960．4一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 

研究中心主任、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主 

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名方言学 

家，其方言研究颇具影响，方言语法研究尤为 

突出。他当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读马国凡教 

授研究生时撰写的《赤峰音系》，归纳出了赤 

峰方言 的声韵调 系统并附了长篇 的同音字 

表。这在推普 和方言研究 中发挥 了很大作 

用。文中提到“有新派、老派的区别”，声母 中 

列入了 v、n、日，韵母 中列入了 、i 、U 5、Y ， 

声调为阴 55、阳 335、上 213、去 52。由于他 

当时选择了一名 23岁的女大学生作为发音 

人，所以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如新老派 

的发音不够统一，像袄Enau]老、袄Eoau]新， 

[o au3中又有“奥”(但未注‘老’、‘新’)”；安 

[习an]老、安[o an]新，(Enan]中又未列入汉字 

[也应有“安”，据上推也应是‘新’])。这就出 

现了矛盾 ，一个人同时说出“袄[nau]老”、“袄 

Eoau]~”，且又有“奥[ au]”，这不合赤峰方 

言的实际，同时也表现出发音人的方音不很 

纯正 ，受普通话 的影响较大。这同向东先生 

以前写的两书(见一F)对照，也可看出本文的 

不足。向东先生上述关于新老派等的标注， 

被钱曾怡先生的《官话方言》(2002)所吸收： 

表 7中的“爱”注Eai。]、“昂”注[ ao]等；表 7 

下“说明：北京官话内有 n声母的多是老派 ，n 

声母正向小 转化，具体情况见下。其中② 

下说 ：“赤峰有 n、小。三种读音 ，有 n、 和 、 
一  R2 一一 

日两对新老关系”，如：n声母有 ‘袄老’，习声母 

有 ‘袄新’；日声母有 ‘安老’、 声母有 ‘安新’ 

等。(钱曾怡 2008)关于这个《赤峰音系》，笔 

者同钱老和向东先生当面交流过。上述几个 

音笔者注成了袄[n。]新、袄Eoo3老、奥Eoo3老”； 

安Enan]~、安Egan]~(张万有 2014)。调查得 

知，En]、[ ]声母绝不会同现，即在一个人口 

中不会同时说出，[ ]声母确实存在，但只有 

个别年长者才说，而En]声母却很常见，至于 

零声母中的“新”，是受普通话影响造成的，不 

是赤峰方言的本音。此外，钱书也同样吸收 

了邢归纳的声调 ：阴 55、阳 335、上 213、去 52 

(见上书 P99)。 

在这之前 ，向东先生还编著过《内蒙古人 

学习普通话》(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3．11版)， 

书中把内蒙古汉语方言分为三区，其中“东部 

官话区”包括赤峰市，认为属北方方言的东北 

官话区。书中归纳了赤峰方言语音的主要特 

点：有声母 v；老派没有开 口呼零声母 ，以 n 

代之(新派有 ng)；无 0韵，只有 e韵；复元音 

韵母单元音化，ai、uai、Qo、iao四韵对应 的韵 

母是 龟、u宅、Eo3、Eb]，没有韵尾；en、in、uen、 

fin、ang、inng、uang七韵对应的韵母 ，鼻韵尾 

脱落 ，韵腹鼻化 ；与普通话调类相同，调值只 

有第二声是 335。书中还指出学习普通话的 

难点并说明其具体发音方法，还列举 了大量 

词语供练习，是一本研究方言和推普 的好教 

材。 

1994年全国师范院校开设教师 口语课 ， 

内蒙古教育厅组织编写一部《教师 口语辅助 

课本》，特聘向东先生任主编。书中对内蒙古 

汉语方言分区和赤峰方音特点大同于《内蒙 

古人学习普通话》，不同的是该书增加了大量 

的分类词汇辨正和语法辨正 。笔者参与了本 

书的有关内蒙古汉语方言词汇特点和东部语 

法特点(包括赤峰方言部分)的编写，并 由此 

引发了对赤峰方言调查研究的兴趣。 

说到赤峰方言的调查研究 ，不能不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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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先生 。李荣(1920．2—2002．12)，著名音 

韵学家、卓越方言学家，他 自始至终都是方言 

学界的领袖、旗帜。他主持出版的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的汉语方 

言部分，首次将汉语方言分为 1O大区，首次 

将赤峰汉语方言归人官话大区的北京官话朝 

峰片，后在《汉语方言的分区》中也有所涉及 。 

因当时条件的限制，将赤峰方言分割成三部 

分，但对赤峰方言首次单独划片的权威确定 

是值得称赞的。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志敏先生在 

《东北官话的分区(稿)》(2O05)和《北京官话》 

(2008)中说“通过这次实地调查，对东北官话 

的分区和分片有 了一些新的认识”，“古清音 

入声字归属上声的情况和能否区分Ets-]组和 

[ ]组声母是区别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两 

条根本原则 。据此，《地图集 》里北京官话 的 

朝峰片及东北官话哈阜片长锦小片的一些方 

言点需要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北京官话的朝 

峰片有 23个县市旗 ，包括了现在赤峰市的所 

有旗县 ，纠正了《地图集》的纰漏。新版《中国 

语言地图集》吸收了张志敏先生的调查研究 

成果，赤峰方言的准确范围将得以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贺巍先生，他在 

《东北官话的分区(稿)》(1986)中把宁城和林 

西、翁牛特 敖汉等一起列在东北官话哈阜片 

长锦小片，而在不久前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河 

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稿)》(1986) 

中又把宁城和赤峰、克旗等列到北京官话朝 

峰片，这从一个侧面窥测其赤峰方言具有东 

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过渡性方言的特点。 

著名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在《北京官话溯 

源》(1987)和《北京官话 区的划分》(1987)中 

重在论述北京官话的范围、形成等问题，他认 

为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 

在内)都应属北京官话区。他在《北京官话区 

的划分》中也透露出一些关于赤峰方言的声 

调的具体描述，如其中把赤峰、林西等地四个 

调类的调值记作E553[-35-]E214]E513，和北京 

城区话全同。 

较早对本地赤峰方言调查研究的有李敬 

尧先生。李敬尧(1933．2一)，曾任赤峰教育 

学院宣传委员、教研部和科研处主任，现任赤 

峰学院教授。他长期致力于语文教改研究与 

实践，成果显著，曾创立“导学式教学体系”， 

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同时，由于他长期从 

事语文和现代汉语教学 ，对赤峰市(原昭乌达 

盟)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起步较早 ，大部分都 

从辨析角度入论 。他把赤峰汉语方言归 为 

“北方方言区的冀鲁系”，从音素、音节、声调 

三方面同普通话 比较辨析语音 ：汉语方言比 

普通话 32个语素多“v”(后又加个[ ])；比 

普通话 400个音节多个“ng”做声母 ，有很多 

属于音节的“错换和对换”；声调归为 ：阴 44、 

阳 24、上 213、去 42。调值“只介于四度和一 

度之间，达不到五度”，“许多字调类错换”； 

“‘八里罕土音’：昭盟东南部，宁城县 ，赤峰市 

的平庄 、五家、喀喇沁旗 、乃林、西桥 、楼子店 

等地口语中把北京第一声字说成第二声，而 

且许多人发第一声比较困难。”(《昭盟语音辨 

正))1979)“调类方面，赤峰局部地区，喀喇沁 

旗东部及宁城县北部一带 ，无一声，一声字全 

并人二声字 中，那里只有三个声调。”(《赤峰 

市志》1996)“元宝 山区五家镇五家 、乔家窝 

铺、房身 、北台子、望甘池至平庄镇毛家一线， 

只有三个声调—— 阳平、上声、去声 ，标准音 

的阴平字归人阳平。”(《赤峰市元宝 山区志 》 

1997)词汇部分按名、动、形 ，四音词、虚词(括 

号内为释语)、俗语(熟语 、谚语 、歇后语)等进 

行记述 。赤峰方言语法特点“与普通话语法 

总体相合，无大差别”，只举 出 4个 “特殊句 

式”，后说“近 20年来，有一些青年把存在介 

词‘在’误用作方位介词‘从 ⋯一但不普遍， 

而且能慢慢纠正。”(《赤峰市志))1996) 

李先生的赤峰方言调查研究是他长期的 

教学 、教改的积累，由于关注较早 ，整理辨析 
一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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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较早，所 以在 中小学的推广普通话工 

作中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其误导的副效应 

也不可低估。这主要是因为他全是用普通话 

比照来说明赤峰方言的，“赤峰方言用普通话 

比照 ，语法差别甚微 ，语音差别较大。”“赤峰 

方音的界定标准是，以普通话标准音系统作 

为参照系⋯⋯通过系列对照 ，全面反映赤峰 

方音特点。”(《赤峰市志》1996)声调的描述尤 

为突出，不仅调类用普通话比照(下文还要谈 

到)，调值更是如此，还用表格形式进行对 比， 

结果犯了“一种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了‘五 

度标记法’的基本原理”(罗福腾 1999)。根 

本不是用《方言调查字表 》去做调查，所 以见 

不到“发音人”的说明，也没能用 国际音标注 

音 。如果说 ，以前 写作 的《昭盟 语音辨 正 》 

(1979)、《赤峰方音辨正》(1986)可作为普通 

话学习手册之类 ，尚可勉强，但是作为志书的 

一 个重要部分，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赤峰 

市志》《松山区志》《赤峰市元宝山区志》的汉 

语方言部分，均出自李先生的手笔，所以内容 

基本相同。 

以下特把涉及八里罕方言的有关声调问 

题提出来简作论析。从李文对昭盟(赤峰)语 

音声调的描写中可以推导出八里罕语音的调 

类和调值：阳平 (第二声)24、上声(第三声) 

213、去声(第四声)42、阴平(第一声)归阳平 

(第二声)。如上所说 ，李先生的调查描写方 

言声调 ，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即用普通话的四 

声从语感上去套方言声调 ，结果混淆 了调类 

和调值两个重要概念 ，从而搅乱 了整个方言 

声调系统。我们知道 ，普通话和各方言调类 

系统都是从古四声系统演变来的。普通话和 

各方言的调类名称是沿用古汉语 (即以《广 

韵》为代表的中古系统)的“平 、上、去、人”等 

传统调类名称，目的在于使人们便于了解古 

今调类演变的来龙去脉 ，便于类推。这可帮 

助我们掌握普通话或方言同古汉语声调的关 

系，帮助我们 了解方言与方言之间声调的关 
⋯  84 一一 

系，便于寻找、说明普通话和方言声调的对应 

规律 。从一定意义上说，普通话也是一种方 

言，只不过它是以北京话做基础，实际上已经 

吸收了大量的方言成分罢了。比如古人声清 

音字北京话今分归阴阳上去 四声 ，就体现出 

北京话的综合性。所以李荣先生说的一句名 

言“普通话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是有 

深刻道理的。调查整理某一方言的声调，必 

须从古四声系统出发 ，看看它们是如何分化 

合并 的。如果说八里罕方言没有 阴平或一 

声 ，那么，阴平或一声字到哪里去了?如果说 

“标准音的阴平字归人 阳平”，那就意味着是 

“阴、阳合流”或叫“平不分阴阳”，就该 叫作 

“平声”，而不该只叫“阳平”。事实上，阴平不 

仅不是没有，反而是非常之多，这是因为古上 

声清音、次浊音声母字也全归入 了阴平。这 

当然也可叫“阴平归人上声”，这时才叫没有 

阴平字。可见 ，我们所说的没有阴平字与李 

先生所说的没有阴平字是截然不 同的；我们 

所说的 3个调与李先生所说的 3个调也有本 

质的不同。如果是“阴平归人 阳平”，这就意 

味着二者的调值相同。事实上，二者的调值 

迥异 ，阴平是 35，阳平是 44(从调型上看 ，阴 

平是升调，阳平是平调)，不能把调类和调值 

混为一谈 。诚如前文所谈 ，普通话和方言的 

声调都是从古四声演变来的，根本谈不上“错 

类”的问题；方言的声调本来面貌就是那样 ， 

也根本谈不上“误读”的问题。方言区的人学 

习普通话，只能根据二者之间的对应规律 ，改 

建调值、对应调类 。另外 ，普通 话声调的一 、 

二、三、四声，是按其调类次序确定的调类代 

码，是其调类的一种通俗说法，如果把它固定 

地套到方言声调中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前 

文 已述 ，不论把八里罕调类归纳为“阴、阳、 

去”还是“阳、上 、去”，都可以分别叫作一、二、 

三声 ，而不能笼统地说成没有一声字。如李 

文列举的常用字“安”，因为它是个古影母平 

声清音字，所以不管普通话还是八里罕话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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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叫它是阴平字(八里罕话按“上归阴”排 

列)，这时也都可以说是第一声字(如果八里 

罕方言按“阴归上”排列的话 ，这时可叫上声 

字，因为第一声是阳平)。关于八里罕方言声 

调问题 ，笔者 曾在多年前当面同李先生谈论 

过，可惜鄙见未蒙采纳 。(以上论说见张万有 

《八里罕方言到音系略说))1998．6，2000．3) 

对本地赤峰方言调查研究的还有张万有 

先生。张万有(1943．9一)，赤峰学院原中文 

系语言教研室主任、教授，现任赤峰学院老教 

授协会副会长兼老科协理事和语委学术研究 

会主任。长期致力于高校现代汉语教学和研 

究工作，在汉语方言、汉语修辞、现代汉字、辞 

书编纂、语言文字规范等领域均有涉猎，尚有 

些成果。张老师2004年 4月退休后，即被聘 

为国家语委课题组专家，从事国家重点科研 

项 目系列规范辞书的编写、修订和审定工作 。 

张老师毕生酷爱祖国的语言文字，为语言文 

字规范的研究和推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 自 

20世纪 8O年代初起 ，每届学生都不放过 向 

他们调查方言的机会，除此 ，还利用下到各旗 

县为函授生面授和带学生实习的机会深入到 

民众中去调查，发表论文 20余篇，涉及语音、 

词汇、语法诸方面，还有的是方言小区的划 

分、方言岛的报告等，其中有《赤峰汉语方言 

概述》等 5篇论文文目被收入《中国分省区汉 

语方言文献目录》。他的《八里罕方言岛音系 

略说》，首次提出独具三个声调的方言岛的命 

名并纠正了几位专家的偏误 ，他的《方言动词 

“整”简说》也为多位博士论文所重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张世方先生有关赤 

峰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 。张世方(1973一)， 

现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语言资源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资源 

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主要从事汉语方 

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 ，近年主从北京话及北 

京官话的相关研究 。《北 京官话语音研究 》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0．5版)是在他博 

士论文(2002)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时为 

了完成这一长篇论文，“他多次奔赴河北 、内 

蒙古及东北三省，调查记录了29个点的方言 

情况”，论文“得到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的高 

度评价。”(曹志耘 2010)北京官话 区范围那 

么大(比林焘先生所划定的“北京官话”还又 

多出48个点)，研究的人又那么多，能做到如 

此全面深入的描写和分析，并渗透了许多独 

到新颖的见解 ，实在难能可贵。 

他根据知庄章组字今声母的读音及其与 

精组洪音字声母的关系，把北京官话分出幽 

燕等六片，赤朝小片是幽燕片中的三小片之 

一

，里面除漏掉“喀喇沁旗”外 ，赤峰的其他 3 

区(含在 ‘赤峰 ’内)6旗 2县都已囊括其 中。 

他归纳整理的《赤峰方言音系》，是笔者见到 

的首位亲临实地调查 的学者 的成果 ，值得点 

赞。这从他注明的 3个发音人的简况(上书 

P314)和所参考的 4部地方志 (上书 P24)即 

可得到证实。 

他归纳的 25个声母 同笔者的调查归纳 

完全相同，其中关于En][ 的规律，世方先生 

总结道：“赤峰型影疑母开口一等字读[n]声 

母或[ 声母因人而异，这应与赤峰处在辽西 

读In]声母的东北方言和内蒙古中西部读[ ] 

声母的晋语之间有关。”又说“老派发音人所 

有影疑母开口一等字只读一个声母，或者En] 

声母，或者[ ]声母，不会出现两个声母混读 

的现象。”同时也批评 了向东先生撰写 的《赤 

峰音系》并附《同音字表》中In][日][ ]的读 

法 。 

他归纳的 36个韵母 同笔者的归纳略有 

不同，其中咸山深臻宕江摄舒声字韵母的鼻 

音尾丢失及主要元音鼻化的 3组韵母，我们 

没有如此记录，只觉得这属于自由变体，不区 

别意义(这在八里罕方言岛的调查记录中有 

所说明)。3组韵母的鼻化现象并不太重，为 

清楚起见，还是仍记鼻尾[n、 ]，不记鼻化。 

就其《赤峰方言音系》中的韵母表本身而言， 
一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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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组 记 录完全 相 同，如 何 区别?再一 翻 

P38中记的[ 、 、 ]和 P107“表 4—3”中记 

的[ 、i五、U石]，料想这第 3组可能是笔误(或 

打字印刷的疏忽)吧 ! 

他归纳的 4个声调的调值E55 335 213 

51-]同笔者的归纳基本相同，明显不同的是阳 

平，据我们的调查，3度上的延续不甚明显， 

故仍记为 35。就其所记的调值本身而言 ，前 

后也有点儿矛盾 ：P33和 P146均记作 44 335 

213 53，这里也可能是笔误(或打字印刷的疏 

忽)。 

关于赤峰地区的三声调问题 ，大著给予 

了特别重视。“内蒙古赤峰和辽宁省朝阳市 

建平一带 ⋯⋯都是平声 不分 阴阳。”(P39) 

“赤峰松山和建平太平庄一带只有三个单字 

调，阴阳平合并。”(P51)“北京官话 区内的三 

调方言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 ，一是河北省滦 

县、滦南、丰南一带 ，另一个分布在内蒙古赤 

峰市元宝山区和辽宁省朝阳市建平相邻的狭 

长区域⋯⋯赤峰市元宝山⋯⋯建平太平庄 、 

三家⋯⋯都是平声不分阴阳。”(P150)并在 

下面的“表 5—2”中列出“元宝山五家镇和建 

平太平庄”的声调：平声 335上声 213去声 

5l。“元宝山和建平的三调方言平声调值 

r335]，与赤峰、朝阳的阳平调值相同。这一 

地区的三调方言的平声也是后来阴平和阳平 

合并的结果 ，因为：(1)这一地区的三调方言 

分布面积也比较小，周边都是 四调方言；(2) 

这一地区的四调方言阴平和阳平互读现象比 

较明显，可能也是阴平和阳平将要合并的先 

兆，另一方面可能也反映出元宝山等地阴平、 

阳平的声调情况。”(P151—152) 

世方先生关于赤 峰地 区三调方言 的论 

述，主要根据李敬尧在《松山区志》和《赤峰市 

元宝山区志》的汉语方言部分的述说，另有 

《建平县志》的汉语方言资料。从先生的叙述 

中可得知，他限于时间和精力，未能亲临三调 

方言地区做过调查(3位发音人都不会说八 
一 R F； 一  

里罕话)，不然就先生的功底和治学 ，是不会 

出现点滴疏漏 的。恕我冒昧直言，先生依据 

的方言语料不够可靠(如上所言)。 

就《建平县志》的汉语方言资料而言，也 

同样如此 。《建平县志》的汉语方言部分先由 

朝阳师专中文系主任、副教授耿延惠先生所 

写，后 由笔者来审改并补充“第三节词汇”部 

分(笔者还写了长篇“建平方言语法举要”，可 

惜未蒙采用)。对书中“老哈河沿岸 的太平 

庄、三家一带的声调有三个 ，没有阴平调 ，凡 

阴平调字全部读成阳平字，如酸孙天清屋优 

等”一句未能轻易更改，一则出于对原作者的 

尊重，二则当时对八里罕方言还未做深入调 

查，未形成一个整体印象。耿延惠的这一观 

点是早在 1989年 8月同《朝阳人学习普通 

话》主编 肖辉嵩先生一起去太平庄调查所得 

(见该书 P94，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6版)， 

而当时的调查靠的是感性体验，仍是同普通 

话 比照过来的，跟李敬尧先生无甚区别 ，这从 

所举例旬 即可得到证实，2016年 7月在“语 

保工程建平点”的方言调查时，在同肖先生的 

交流中也可得到证实。前文已述 ，李敬尧先 

生的记录本不可靠，所 以以此为据得 出的结 

论也未必可靠。我曾对此略有调查，反映在 

《八里罕方言岛音系略说》一文中。此文曾在 

内蒙古语言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1996．6， 

赤峰)上被推举做大会发言，后收入《内蒙古 

语言学会语言学论文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0．3版)，版面所限，参考书 目不得不删至 

5条。为补救这一缺憾 ，再加上推普的需要 ， 

后在《宁城报 》(2003．12．27)上全文转载过。 

《八里罕方言岛的声调》还在全国汉语方言学 

会第十届学术年会(1999．11，广西师范大学) 

上交流过 ，并收人大会《论文题要》。我们所 

说的“八里罕方言岛”侧重从方言特征指称宁 

城县及其毗邻地区，包括喀喇沁旗东部乃林 

镇，西桥 、宫家营子、楼子店、昌盛远等 4个 

乡，元宝山区南部五家、平庄两个镇和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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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县西部隔老哈河与宁城汐子相望的太平 

庄、三家两乡一带有 3个单字声调的汉语方 

言，不包括宁城县境内西南端的北京官话，也 

不包括宁城县及其毗邻地区以外的有三个声 

调的其他官话方言。共辖 11镇 23乡，总面 

积 4 831．2km ，人 口 663 457人 。我们之所 

以确定八里罕方言为方言岛，是 因为该方言 

与周围的方言都不 同，或者说它是处在周围 

方言的包围之中。八里罕方言的特点主要表 

现在声调上 。它 的声调有 3个 ：阴平 35、阳 

平 44、去声 31。其特点是：“上、阴合流”，即 

古上清、次浊声母字和古平清声母字同调 

(E35-])，如体一梯Et i ]、丑一抽[喀‘OU。 ]、楚 
一 初[ ‘U。 ]、碗一弯Ev~en。 ]等；古人清归阴 

平，如织一知[ ，L。 ]、约 一腰[i3。。]、滴一低 

Eti。 ]、窄一斋[ ￡。 ]等；古人次浊归去声，如 

麦一卖[me。 ]、袜 一瓦动词[vA。 ]、药 一要 

Eia。 ]等；古人全浊归阳平，如合一河Exx“]、 

舌一蛇[ Y ]、食一时[ 1， ]等。论文论证了 

方言岛确立的依据和归属——冀鲁官话。本 

文系首次提出八里罕方言岛的名称 ，主要从 

3个单字声调 的角度论证 了它 的地位和价 

值，对官话方言的比较研究，对语音教学和推 

普工作尚有一定指导作用。 

网上发现中央民族大学薛一萌的长篇硕 

士论文《八里罕方言 岛声调变异调查研究 》 

(2013)，该文转录了张文的命名、划分和归属 

并通过调查予以确认(指导教师：王远新教 

授)，但今声调有所变异 。这是本文得到的最 

直接的首篇论文回应。本文征求过多位专家 

意见，山东大学钱曾怡教授 回复的大意是 ：又 

多得到了一个三调方言和几点肯定意见，也 

指出几点改进意见(当时在京词典编写任务 

颇重，未及很好消化理解修改，现怎么也找不 

到了，具体内容也记不清了，真是罪该万死， 

愧对钱老的指导)；广西师范大学刘村汉教授 

的意见(2014．1．3)已保存下来，乃幸事也，他 

后又打来电话特瞩。其中有 4点肯定意见，3 

点改进意见 ，十分宝贵。 

据调查得知 ，赤峰地区的三调方言 ，其范 

围主要在宁城县 ，核心区在八里罕一带 ，绝不 

仅仅指赤峰市元宝山区和辽宁省建平相邻的 

狭长区域(这只是一个边儿而已)；其声调特 

点也难说是平声不分阴阳；松山区也并无 三 

调的情况。我们切盼世方先生能亲临此地做 
一 深入调查(敝人一定很好协助配合)，理清 

这一具有特殊意义 的方言。在此 向先生致 

敬 ! 

钱曾怡先生在其论著中也涉及赤峰方 

言。钱曾怡(1932．3一)杰出方言学家，山东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几十年来，她身体力 

行 ，在 山东 、河北、浙江等地进行方言实地调 

查记录，厚积薄发，广泛占有资料，并细致扎 

实科学严谨地开展研究 ，发表了一大批颇有 

价值颇具影响的论著，好评如潮，影响广泛。 

钱老对官话调查研究颇深，不仅有长篇论文 

《官话方言》(2O02)，还有巨著《汉语官话方言 

研究》(齐鲁书社 2010．11版)问世 。论文《官 

话方言》吸收了向东先生关于赤峰方言的论 

述 ，上文已简述 ，此不赘 。专著第一章的幽燕 

片中列人“赤朝小片”，其中赤峰方言点遗漏 

了巴林右旗和喀喇沁旗 。“鼻辅韵尾 的分合 

消存”一节，“表 1—9”和“表 1—10”的赤峰 

话吸收了世方先生的归纳，“表～14”的赤峰 

话中“清人”、“次浊人”归并中均有“[51]”，前 

已有“[-533”，多出一个调，疑是打字印刷的疏 

忽吧。第二章是张世方和高晓红执笔的，用 

的是世方先生《北京官话语音研究》(20O2)博 

士论文(《参考文献》即是)的材料，当然与后 

出的专著基本 一致。上 文 已简述，此不赘 。 

文中对该博士论文有高度评价：“《北京官话 

语音研究》(2002)是在大量调查材料 的基础 

上写成的，对北京官话的分区以及其他一些 

现象如儿化、声母、韵母等进行了研究，是迄 

今为止较为系统的研究北京官话的论文。” 

(P90)钱老提携后学的精神令我感佩，每每 
一 R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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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出版都寄赠予我 ，可惜本人愚钝 ，学习太 

差 ，愧对钱老的教导、关心。 

调查研究赤峰方言的还有王素珍 、顾会 

田、吴文杰、李文、张红民、王利民、王艳利、郑 

贵友等先生。 

王素珍(1955．4一)赤峰学院初等教育学 

院 院 长 、教 授 、国 家 级 测 试 员；顾 会 田 

(1960一)赤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教授、国家 

级测试员。二人很早就参编过《内蒙古汉语 

方言辨正》(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5．4版)中 

的《赤峰方言辨正》部分，后来又共同主编过 

《赤峰汉语方言辨正》(内印，2001．4)，这都是 

从推普角度考虑的，受李敬尧的影响较大 ，当 

然不可否认在当地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发挥 

了应有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王素珍先生的 

《关于北京官话朝峰片的分 区》(2008)论文， 

值得重视 。文中对《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 

中朝峰片中所划分的区域提出质疑较早 ，他 

根据对赤峰市所辖各旗县及周边毗邻地区的 

方言调查分析，提出了补充和调整意见，对朝 

峰片的范围做 了适当调整，这与后来张志敏 

和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关于朝峰片区域 

划分调整的意见大体相合。其发现敏锐，纠 

正及时，值得肯定。顾会田先生尚有《赤峰汉 

语方言概论 》(内蒙古 科技 出版 社 2010．12 

版)一书面世。是书在《赤峰汉语方言辨正》 

(2001)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很 多新 的研究成 

果 ，充实了很多新的内容，比较详细地描述了 

赤峰方言 的面貌。“本书材料丰富，论证严 

密，不仅对当地语音教学和推普工作提供 了 

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还对官话方言的深人研 

究也有裨益。”(张万有《序》)该书特聘张万有 

先生担任顾问、主审并做《序》。《序》在最后 

委婉地指出方言研究应该真正从方言调查入 

手去脚踏实地做些调研工作。 

赤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教授吴文杰先生 

先后发表了《赤峰汉语方言单韵母舌面语音 

辨正》(《语文学刊》2006．8)、《赤峰方言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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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划分及其差异表现》(《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12．6)、《赤峰汉语方言研究综述》(《赤峰学 

院学报》2013．12)，特别是最后一篇值得重 

视。 

宁城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10 

版)副主编李文先生的《宁城方音方言》)(内 

印，2013．7)，是他利用多年编写志书、年鉴、 

故事等积累的资料汇集的。书中三分之二的 

篇幅是方言词语汇集，尚有一定参考价值。 

书中多处都是引用李敬尧的说法，尤其是方 

音更是如此 。他身为宁城人，也能说八里罕 

话，但缺乏方言知识(一看书名便知)，未能揭 

示出所谓的“孤岛方言”(本书《代绪论》)的本 

质特点 ，还利用其 口语说法编了不少滑稽故 

事。“经过了多年搜集挖掘 ，采访积累；进行 

了数载系统整理，潜心写作”而成 的 18万多 

字的大作 ，“纰漏舛误”之处确也不少 。 

敖汉旗政府办副主任、旗采购中心主任 

张红民先生，曾先后在几个旗、乡任过镇长、 

党委书记。他利用多年担任基层行政领导、 

长期下农牧区工作的有利条件，记录了大量 

当地民间的方言词语，整理出版了《敖汉方言 

例释》(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2．2版)，选收 

词语 9 249条，用词典形式按汉语拼音字母 

顺序编排 ，所收词语都有三项 内容 ：读音、释 

义、举例，后附 4个附录和索引，便于查检。 

作为一个方言业余研究者 ，繁忙的工作之余， 

竞能搜集如此丰富的词语 ，并经细心梳理编 

排成 76万字的汇集 ，其劳力可赞、其精神可 

嘉。这对了解当地的乡土文化、历史传承，对 

语言的研究都有其重要意义。敖汉旗常务副 

旗长李彦彬在《序二》中说得好：“读了这部 

书，我深切地感到，方言虽 ‘土 ’，但 ‘土 ’中浸 

润着思考；方言虽‘俗’，但‘俗’中渗透出智 

慧。” 

赤峰市巴林左旗教育局的王利民和赤峰 

市教育局语用科的王艳利二位先生所编的 

《赤峰方言通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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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确也应该一提。王利民，蒙古族，赤峰 

人 ，大学文化，现为教育系统公务员。王艳 

利 ，女 ，汉族 ，本科学历，自 2005年在赤峰市 

教育局普通话水平测试站工作，2008年获得 

“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二王共同 

编写的《赤峰方言通释》，“收集整理朝峰片方 

言词语近 5 000条”，“按普通话音节表顺序 

排列”，每个词条先注音，再释义(并用括号标 

出词性 ，有多个义项 的也一并列出)，最后举 

例。洋洋 26万余言的方言词语汇编 ，虽有一 

些参考价值，但须认真辨别。翻阅一遍，发现 

错讹混乱之处颇多： 

1．袭用他人错误说法。前面的“赤峰方 

言略述”和后面的“赤峰方言发音对照表”，多 

处袭用李敬尧先生的错误说法，什么“混淆”、 

“误读”、“互换”，什么“指代总括式语尾 、语助 

性语尾的特殊句式”等等。 

2．注音混乱。前面“略述”中说“零声母 

音节前 面常常加 上 ‘n’。例如 ‘鹅 ’、‘饿 ’、 

‘恶’等词的声母本为‘e’，却读为‘ne’’’(p2)， 

而后面“恶道”却注成“色dao”(P45)、“按 巴” 

注成 “an ba”(P5)，两条 虽有 “也作 ‘n ’、 
‘

nan’’’的说明，但这就意味着一字 同时有两 

读了；又“过马鞍”注为“gu6 m6 dn”(P65)。 

这本是声母 的一个特点，而在后面“音 节方 

面”又加 以重述(P3)。前面“略述”中说“变 

圆唇为不 圆唇。主要将 bo、po、mo、fo中的 

圆唇韵母 ‘0’读作不圆唇韵母 ‘e’’’(p2)，而 

后面“波勒盖”却注成“b6 le gdi”(P15)、“破 

占”注为“po zhdn”(P137)、“摸脉”注为“m6 

mdi”(P121)”，P51—52又无 fe音节和例词。 

前面“略述”中说“‘农 民’、‘脓 血’、?浓度 ’、 

‘粽子 ’等 词 语 中 的前 一 语 素，韵 母 本 为 
‘

ong’，却读为‘eng’。”查后面的相关音节，却 

未见这些词和注音的踪影。 

3．词 条 确定 随 意。如 “老 劁、老 劁 儿 

(p99)、“赳儿住、赳儿赳儿住”(P96)、“隔应、 

隔应 人 ，硌 应 、硌 应 人 (P57)；各应 人 (P3 

下)”、“二衣子(P46)、二姨子(P239中)”、“疙 

瘩 白、嘎达白”(P52)、“摁 巴(n6n ba，P 127)、 

摁把(6n ba，P45)”，“欧了”(P132，赤峰方言 

哪有这样 的词?)等 。“狼藏背夜”(P104)本 

是“‘狼狈’和 ‘藏掖 ’的互文造词”，后面怎么 

成了“背夜”或“背掖”呢?(我们没有强求作 

者非用本字列举词条的用意 ，但用字应力求 

符合方言词的原意 ，则是最起码的标准)有些 

条 目应是熟语或一般短语 ，作者也都当成 了 

词来标注词性 ；有些词标注 的词性也很值得 

商榷。 

总之 ，本书问题很多 ，限于篇幅，不能一 

一 列举 。从 中不难看出，作者对方言知识的 

匮乏和写作态度的轻率 ；也不难想象，这样的 

书流入社会该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初版 

竟印达 3 500册)! 

此外 ，关注研究赤峰方言的还有郑贵友 

先生 。郑贵友 (1963．10一)，赤峰人 ，文学博 

士 ，师从邢福义教授，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 

院副院长 、教授 。主攻汉语语法 、汉语篇章语 

言学、汉语语用学等，间或涉猎方言语法，《赤 

峰话中的“W+呢啊”是非问句及其在普通话 

中的对应形式》(1996)就是其中的一篇，值得 

重视。郑先生认 为赤 峰话属东北方 言赤辽 

片 ，本文的赤峰话覆盖红 山区、元宝山区、郊 

区(即今松山区)。“W+呢啊”句是指赤峰话 

中的由“非疑问形式”(W)加 合成语气词“呢 

啊”[-nia]构成的是非问句；在普通话中，与它 

具有对应关系的是“W+吗”是非问句。论文 

通过大量实例论证 了赤峰话和普通话二者在 

语境分布 、表意功能 以及语用特点等方面的 

同异。方言中蕴藏着无穷的宝藏，论文给我 

们诸多启示，“方言调查研究，就像你到田里 

刨取地瓜 、土豆一样，绝不是一次能完成的。” 

(张万有《赤峰汉语方言概论 ·序》) 

就笔者的阅历所及，到 目前为止 ，赤峰汉 

语方言调研的简况大致如上。限于水平、精 

力等诸多条件，一则难免有遗漏之处，二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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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评论失当之处，敬请补遗，敬请批评。 

此外 ，还有诸 多问题 尚需调研 ，尚需 探 

讨 ：赤峰方言的成因、分片、归属 ，八里罕方言 

的语音面貌、词汇语法特点及其成因、分片、 

归属等。就赤峰地区而言，特别需要培养一 

批汉语方言调研的专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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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view of Chifeng Chinese Dialect 

Zhang W anyou 

(ThP Old Pr0 s 0r Association，Chifeng University，Chifeng，Inner Mongolia，02400 1) 

Abstract：Since the national census in Chinese dialect at 1 950"s，the research of Chifeng Chinese dialec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Researchers had got more effective results on the research of Chifeng dialect' 

such as inductive of Chifeng dialect tone，vocabulary and grammar，BaLiHan dialect island and its three 

tone of dialects and SO on．The work of the induction，summery and evaluation to the above research re— 

sults has the vita1 signifieance on the Chifeng Chinese dialect research and on the further conservation· 

Kev words：Chifeng； Chinese dialect； Balihan dialect island； three tone of dialec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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