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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地区无疑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一块宝地。
随着《中国语言地图集》的问世（1987年），“湘南土话”的名称已逐渐为人熟知。
所谓“湘南土话”，是指分布于郴州市、郴县、宜章县、桂阳县、临武县、嘉禾县、新田县、蓝山县
、宁远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道县、双牌县、永州市、零陵县、东安县等16个县市的一些性
质和系属未明、内部差异较大的方言土语。
而在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里，由于方言分区标准的调整，“湘南土话”的范围缩小至11个县：宜
章县、桂阳县、临武县、嘉禾县、蓝山县、新田县、宁远县、道县、双牌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
县。
（见陈晖、鲍厚星《湖南省的汉语方言（稿）》，《方言》2007年第3期）其中宜章、桂阳、临武、嘉
禾4县属郴州市，其余7县属永州市，位于永州市的南部。
唐伶所研究的“永州南部土话”正好就分布于这7个县。
　　我第一次注意到湘南地区，那还是在二十多年前。
1986年，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湖南省江永县蒲尾（今写作“普美”）村有一个叫高银
仙的老人会写女书。
我立即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希望了解女书与当地方言之间的关系。
于是给高银仙老人写了一封信，向她请教一些问题。
过了不久，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回信是用女书和汉字对照着写的，开头为“修书传文到山东大学⋯⋯
”。
（该信载赵丽明编著《中国女书合集》第二册，第1725-1726页，中华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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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研究》是根据对永州南部75个土话点的实地调查所得，结合公开出版、发表
的一些材料，对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的共时特点和历史演变进行研究和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永州南部
土话进行了地理分类，并简要探讨了永州南部土话和周边方言的关系。
除了余论以外，全书的主体共六章。
　　第一章是绪论。
　　本章首先介绍了永州概况，包括永州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民族人口等内容；其次对本书所说
的“永州南部”的范围给以界定，并概要说明了永州南部的语言状况和永州南部土话的分布情况；最
后交代了本书的研究背景，包括前人已取得的成绩和尚存的不足，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材料以及本书的
研究目的和方法。
　　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对永州南部土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的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进行了研究。
这三章的写作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首先介绍永州南部土话声母（或韵母、声调）的总体状况，包括
共性特点和内部差异；然后选取一些在共时平面表现出较大差异、在永州南部土话范围内又比较重要
的项目进行详细的比较和分析；最后列举特字。
　　第二章“永州南部土话的声母”主要讨论了全浊声母、帮端母、精组、知系、尖团音的读音类型
和演变情况。
　　古全浊声母在永州南部土话里已经全部清化，清化以后的读音类型可分为“不送气型”和“有条
件送气或不送气型”两大类，后者的“条件”主要指声母和声调。
帮端母在永州南部土话里除了读塞音[p][t]母以外，还有鼻音[m][n]、边音[l]、先喉塞音[？
D]、塞擦音[ts][t■]等四类特殊读音，从共时平面来看，帮端母的上述四类特殊音都受到一定的韵母
条件的限制，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这四类读音并非形成或出现于同一时间，其中鼻音、边音和先
喉塞音之间有音变关系，塞擦音自成一类。
精组（主要指精清母）在永州南部土话里有塞擦音（[ts][t■]组）和塞音（[t]组）两大类读音形式，
其中精组读塞音的现象在永州南部土话里有不同表现，但不论具体表现如何，精组读如端组都属于后
起现象，不具存古性。
从音类演变的结果来看，知系知庄章组的读音在永州南部土话里有共同之处，比如基本上都是逢今洪
音韵母读[ts]组、逢今细音韵母读[t■]组，都有读舌头音[t]的现象；但同时它们又有一些区别，主要
表现在知组有零声母、边音两种读音类型，而庄章组没有，知组读舌头音是存古现象，庄章组读舌头
音属于后起音变。
尖团音在永州南部的部分方言点还表现出对立，对立的具体表现有[ts／t■-k／c][ts／t■-t][ts-t9][t■-t
■[t—k／t■]五种情况，在尖团不分的方言里，主要表现为[t■-t■]相混，个别表现为[ts-ts]相混。
　　第三章“永州南部土话的韵母”主要讨论了鱼虞韵、止摄、咸山摄、阳声韵尾、人声韵的读音类
型和演变情况。
　　鱼虞两韵在永州南部土话里都有多种特殊读音形式，根据各种特殊读音形式之间是否有音变关系
的标准，可以把鱼韵的特殊读音分成四大类，把虞韵的特殊读音分成三大类（分别对应于鱼韵的前三
类读音），这些不同类型的读音体现了不同的层次；同时，部分方言点的鱼虞两韵现在还表现出区别
。
止摄开口三等支脂之韵在永州南部土话里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具体表现为支韵和脂之韵有别、脂韵
和支之韵有别、之韵和支脂韵有别、支脂之韵有别四种类型，这些区别可能分别反映了古代某个时期
的语言特点。
咸山摄一二等韵、咸山摄三四等韵以及咸摄一等覃谈韵、咸摄二等咸衔韵、山摄二等山删韵等韵母读
音在永州南部土话里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综观这些韵母的读音类型和区别关系，一二等韵鼻韵尾
弱化脱落的速度普遍比三四等韵快，一二等韵之间的区别也、比三四等韵普遍，咸摄一二等韵、三四
等韵和重韵之间的差别比山摄一二等韵、三四等韵和重韵之间的差别更普遍。
阳声韵在永州南部土话里的今读形式有纯元音韵、鼻化韵、鼻尾韵三种，其中，阳声韵读纯元音韵的
现象和韵摄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韵摄韵母主元音开口度较大、舌位较低的，鼻韵尾脱落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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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声韵读鼻化韵的现象是鼻尾韵进一步弱化的结果；阳声韵读鼻尾韵时有[m][n][■]三种收尾形式
，它们和古代收[m][n][■]三类韵尾的字基本上没有对应关系，而且[m]尾属于后起的音变。
入声韵的塞音尾在永州南部土话里已经完全丢失，目前绝大多数方言点人声韵都读纯元音韵，只有江
华码市的入声韵还有条件地带喉塞尾[？
]，另有部分方言点的人声韵有条件地读鼻尾韵。
　　第四章“永州南部土话的声调”分别分析了古平声、浊上、去声和入声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现象，详细讨论了浊上和入声的归并方式。
　　关于平声，主要介绍了“平声不分阴阳”和“气流分调”两种现象，并指出“平声不分阴阳”不
是存古现象，而属于后起的音变。
关于浊上，首先介绍了浊上的演变类型，指出在永州南部土话里，浊上除了独立成调以外，还和阴平
、阴上、去声（阴去）等调类发生了归并；然后分析了浊上某些归并方式的性质，比如“浊上归阴平
”的性质和客家方言不同，它是语音系统内部调型相同、调值相近的调类发生合并的结果，浊上归阴
上、浊上归去声（阴去）则和官话的影响有关。
关于去声，主要讨论了“去声不分阴阳”、“浊去归阴平”和“新田土话中‘去’字的声调”三个问
题。
关于人声，首先也是介绍它的演变类型，指出在永州南部土话里，人声独立成调的现象主要是针对清
人而言的，浊人除了极个别点以外，都已经和别的舒声调发生了归并，入声的归并方式主要表现为清
人和阴去合并，浊人和阳去合并；然后对人声某些归并方式的性质进行了讨论。
　　第五章对永州南部土话进行地理分类。
　　本章分别选取了一些语音条目、词汇条目、语法条目为永州南部土话进行地理分类。
根据我们所选定的分类标准，可以把永州南部土话大致分成东北片（宁远、新田、蓝山）、西南片（
双牌、道县、江永、江华沱江）和正南片（江华沱江除外）三个小片。
　　第六章从语音角度比较分析永州南部土话和周边方言的关系。
　　本章分别选取了一些声母、韵母、声调项目比较了永州南部土话和其周边方言（主要是周边的土
话），如永州北部土话、郴州土话、粤北土话和桂北平话等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南岭土话群”——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桂北平话的关系提出了几点看法。
　　余论部分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语言的发展演变和非语言因素之问的关系，一个是和永州
南部的语言生活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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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汉语方言　　（1）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通行于永州南部。
从古全浊声母的读音情况来看，永州南部新田、宁远、蓝山、道县、江永、江华六县的全浊声母都已
经清化；双牌由于行政历史的关系，原属芝山区的北部仍保留全浊声母，原属道县的江村、理家坪、
打鼓坪古全浊声母也已清化。
　　（2）土话　　在永州南部范围内，土话的分布范围和使用人口仅次于西南官话，但它和西南官
话的差异甚大，两者不能互相交流。
永州南部土话是湘南土话的一个组成部分，湘南土话的概念来源于《中国语言地图集》：“湖南省南
部十六个市县的交际语是西南官话，命名为湘南片。
各市县内还有土话。
湘南土话与韶关土话的关系有待调查研究。
”永州南部土话的分布情况详见下。
　　（3）平话　　平话主要分布在宁远县，此外，新田、蓝山与宁远交界的少数村庄也讲平话。
据李连进（2000：4），“湖南省南部的宁远、道县、蓝山、通道等县是最北端的桂北平话区，由于受
周边的西南官话和南部湘语的双重影响，叠置的异质成分复杂，与诸平话次方言的差异最大”。
但据我们的了解，除了与宁远交界的少数村庄以外，蓝山境内基本没有平话，道县境内所谓“平话”
的性质也需进一步确定。
　　（4）客家话　　永州南部有少量的客家话，分布在新田门楼下乡长田村，江华桥头铺镇部分村
落、沱江镇部分村落，江华东田镇阳华庙村、蔡园林家。
　　（5）粤语　　江永境内有少量的粤语，分布在江永县粗石江镇鸡咀营村和桃川镇石枧村。
　　2.少数民族语言（1）瑶语瑶语是永州南部主要的少数民族语言，在江华瑶族自治县、蓝山、道县
、江永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其中以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使用范围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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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唐伶的博士论文《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研究》全面描述了永州南部土话
语音的基本面貌，揭示了它的众多重要的语音特点，例如全浊声母的演变类型，帮端母读鼻边音和塞
擦音、精组知系声母读塞音的现象，鱼虞韵相分、东三钟韵相分的现象，气流分调的现象，等等，使
人们对该地区方言的语音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同时，作者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对永州南部土话进行地理分类，并将永州南部土话语音与周边湘
南土话、粤北土话、桂北平话进行比较、进一步揭示了本地区土话内部之问的亲疏关系、本地区土话
与周边方言的关系，这对人们深入认识土话的性质，推进对土话及周边方言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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