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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军话和民话语音概况

邓 楠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100083)

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了解祁门军话和民话的分布和人口，描写军话和民话的音系及其音韵特点，分

析军话和民话的异同点。从军话和民话的语音特征来观察，得出军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民话属于徽语旌

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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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lSrq地处安徽、江西两省交界处，安凌镇(原为安凌乡，今安凌乡、赤岭乡、雷湖乡合并为安凌镇。本文仍

按合并前的三个乡分别叙述。)地处祁门东北部，属徽语区的旌占片，东部与黟县相邻，南部为祁门历口镇，

北部是石台县。该镇跟祁门县的其他部分以黄山支脉一牯牛降相隔，三个乡的河流都属于向北流的秋浦

河一长江水系。【11

安凌镇有两种方言，一是本地方言民话，二是官话方言岛军话。民话，是相对“军话”而言的，因为有了

“军家、军话”．与之相应地才有了“民家、民话”之说。民话主要分布在安徽祁门县赤岭、城安、雷湖三个乡(今

合并为安凌镇)，在这三个乡中，除了赤岭的赤岭口、联合，城安的芦里，雷湖的星星等几个行政村之外，其他

村都说民话，说民话的约占三个乡总人口的600／0，剩下的都说军话。民话属于徽语，军话属江淮官话。

军话民话之间互有影响，民话属本土话，在本地较有优势，受军话影响不大；军话属于官话，又受到权威

方言的影响，同时因为与民话长期相处，也具有与民话相同的特征。丰13r-]各地军话大体一致，差别很小。这种

差别主要跟军家所居住的地方民家人数量的多少有关，民家人多，军话所受影响就大，民家人少，军话所受

影响就小。

迁往外地(如黟县、石台等地)的军家人对“老家”(各自的宗族村，如“田家”许家”等)还都很有感情，逢

年过节经常来往走动。本地的军家人对说军话居民的去向基本上都能了解，内部至今还有很强的凝聚力。

以上说军话的居民(约4000人)，大都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迁来的。他们自称是明朝为剿灭红头军所

派军队的后人。因为先人是军人，称自己说的话是“军话”或“兵话”，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军家”；他自(-JHIJ称

当地的土著为“民家”。称民家说的话为“民话”。

(一)声母共21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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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祁门军话语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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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糟招字争

嵋精经主轿
k贵改跪

D而元屋围延

tSh仓昌巢潮

妒秋丘处除
kh开看葵

s散生诗

珏女严绕

D岸案袄

z认然日

G修休税书

X化活

说明：①泥来母在今洪音前混，在今细音前不混。②9声母拼撮口呼时有舌叶色彩。

(二)韵母共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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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Q的舌位偏前。

(三)声调5个，不包括轻声

阴平 ll 高开天 阳平 55 田穷寒 上声 35 古女晚

去声 213 近正共 人声 42 竹六局

说明：①阴平实际比11略高。②去声213有时只降不升，近于2l。

(一)声母共20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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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祁门民话语音系统

m买物

琅尼人言仰

D矮

f翡红

l老脑

B四视 z仁

c戏书

x虾夏

说明：泥来母洪音相混，或读【n】或读田，本文处理为刚，泥母细音读叫。

(二)韵母共41个，不包括自成音节的【m】和【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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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①ou与k、kh,rj、x相拼时，有时有过渡音读为iou。②。u实际读音为铷。③oO的0唇不太圆。④

【n1、【tl鞠表否定、禁止；【m21】表示肯定、允许。

(三)声调6个，不包括轻声

阴平 21 东 阳平 55 门铜 上声 35 懂买动

阴去 42 冻 阳去 33 卖六白 人声 324 百

四、祁门军话和民话语音特点的异同

(一)祁门军话和民话语音的共同点

1．泥来母在今洪音前混，细音前不混。

路来 泥泥 老来 柳来 年泥 两来 冷来

军话 nu213 舻 n3U35 liou第 嘶矽 li≯ 旧矿

民话 nU∞ 瓜55 n3U第 liou剪 嘶铲 li5B第 lin第

2．吉疑母字在洪音前今读【D】或零声母，在细音韵母前今读M或零声母。

我果开一 岸山开一 饿果开一 疑止开三 牛流开三 玩山合一 月山合三 银臻开三

军话 Du∥ Di213 U0213 瓶耶 niOU鲻 城巧 yea in弱

民话 toos5 D￡毋 D扩 ni舒 ll’iou55 u5矿 yE翦 in硒

3．都不分尖团，精组字在洪音前读【ts】组声母，在细音前读【t口】组声母。见组字在洪音前读【k】组声母，在细

音前读【嘲组声母，与精组细音合流。例如军话：焦精=骄见【瞬。ull】、秋清=丘溪【t曲01．11l】、箱心=香晓瞳远11】；民话：焦

精=骄Nt9iou211、秋清=丘溪【馆‰u2l】、箱心=香晓呤i5妒1】。

4．章组和知组三等今音多读【t9】组声母，庄组和知组二等字读【ts】组声母。

猪知三 除澄三 书书三 水生三 肫章三 纯禅三 瓶船三 茶澄二 山生二

军话 啊11 哆妒 斜儿 斜ei35 tcynll 9yn塾 肿213 tsl·铲 妇¨

民话 t酽 哆矿 9尹 cyei弱 t仁yn21 9yn弱 Cyn
33

tS’13B棼 s5821

5．古晓母和匣母的合口字今音读刚声母。

呼 欢 户 环 犯

军话 full 矗55 fu213 佑55 fU铲13

民话 fu21 怒21 fu35 fu5萨 fu5℃笃

6．古见系开口二等字都有文白异读现象。即白读【kk峋x]声母，文读【t茹t幽】声母(表中仅列白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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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假开二 架假开二 街蟹开二 咬效开二 成咸开二 鸭咸开二 瞎山开二 讲iXjT--

军话 ko¨ kG213 kgn 130u笱 蛀努 D铲 x铲 b拈

民话 k3矿 koe匏 kay Oou35 x5a55 D3∥ x0B盟4 k5835

7．民话遇合三鱼虞韵部分字读【i】韵母，军话部分字有文白异读，其中白读音也为【i】韵母。

吕 徐 取 蛆

军话 li35 tchi岱／t舻 t幽35 t幽11／蟾hyll

民话 l严 tGhi55 t9hi葛 tGhi盈

8．古蟹摄一二等字今读大都为开尾韵。例如：开开一揩开二：军话k咤11，民话k屯21。

9．古成山宕江摄阳声韵，大都鼻音韵尾脱落，很多变成鼻化韵母。

胆成开一 尖成开三 山Lh开-- 关山合二 党宕开一 光宕合一 窗江开二 双江开二

军话 t铲 tGiF．n 醍11 ku分1 铲 kua¨ tChyill 斜iH

民话 t5E第 tc论21 s5伊1 ku5821 t5它35 ku5伊1 tsh5矿1 s5伊1

(二)祁门军话和民话语音的不同点

1．军话古全浊声母清化，今读塞音塞擦音声母的字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同江淮官话。民话古全浊声母

全部清化，塞音和塞擦音不论平仄多读为送气音。

盘并平 白并人 同定平 道定上 近群上 财从平 坐从上 晴从平 船船平

军话 ph p th t tC tsh 括 tcb tch

民话 ph P“ 产 一 秽 tsh tsh tch tGh

2．古微母字民话白读声母为【m】，文读声母为嗍，例如：物【眦1一事：东西和E3a】一理、蚊【m￡1～虫：蚊子和￡1。军
话则读零声母。

3．古日母字军话今多读【z】、【气】或零声母。民话一般今读睡】声母，有的读零声母。

日 热 肉 认 软 让 鱼 耳 绒 弱

军话 Z Z Z Z 0 Z 0 0 0 耻

民话 璜 取 珏 m 0 ll， 0 O 0 礓

铲。

4．古山摄合口一二等字军话今读同音，民话今读不同音。例如军话：官=关kui¨，民话：官ku酽1≠关ku5

5．军话全浊上归去，去声不分阴阳，入声自成一类，五个调类，同安徽江淮官话。民话全浊上多归上声或

(白读)阳上，去声分阴阳，清入自成一类仍为人声，次浊人和全浊入归阳去，调类6个。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方言点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高婚 鹅寒 古 五 厚 茔 岸共 急 月 局合Ⅲ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人声
军话

11 55 35 213 42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入声 阳去
民话

21 55 35 42 33 324 33

祁门军话和民话长期共处，有不少共同的特点，但在某些重要语音现象上却各有特点．军话的官话性质

明显，从系属上看应该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的一种，而民话则是典型的徽语，属于徽语的旌占片。二者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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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语法方面也是同中有异，反映了官话和徽语的不同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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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onetic Overview of Qimen Jun Dialect and Min Dialect

Deng Na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91 00083，China)

Abstract：By way of investigation and reorganization，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of Qimen Jun dialect and Min dialect，and describes their phonetic systems and the characteris-

tics，and analyses the homolog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Based on the study，this article reaches

the conclusion：Jun dialect belongs to Hongchao sub-group of Jianghuai Mandarin，while Min dialect be·

longs to Jinzhan sub-group of Hui Dialect．

Key words：Jun dialect；Min dialect；the features of phonet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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