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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讨论湘语的分区问题
，

内容分三部分
�
一

、

�中国语言地图集》湘语分区简介 �二
、

对湘语分区

的重新思考 �三
、

湘语内部的分片
。

关被词 湘语 分区 片 小片

壹 《中国语言地图集》湘语分区简介
�中国语言地图集》�����年和 ����年分两次正式出版

，

以下简称�地图集��的 ����江西

省与湖南省的汉语方言�图中
，

对湘语的分区作了如下说明
�

湘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的湘水
、

资水
、

沉水流域以及广西的全州
、

兴安
、

灌阳和资源
。

说湘

语的人 口 约三千零八十五万
。

湘语区分为以下三片
。

�长益片三十二个市县 长沙市 长沙 湘潭市 湘潭 株州市 株州 平江
’ ①

浏阳
’

宁乡 望城 湘阴 益阳市 益阳 桃江 沉

江 泪罗 岳 阳市 岳 阳
’

南县 安乡
‘

安化
‘

衡

阳市 衡阳阳 衡南 衡东 衡 山 邵东 新邵 黔阳

洪江市 会同 绥宁
‘
以上湖南

�娄邵片二十一个市县 娄底市 湘乡 双峰 涟源 冷水江市 新化 安化
’

邵阳市 邵阳 洞 口
’

隆回
‘

武冈 祁东 祁阳 城

步 新宁 麻阳以上湖南 全州 资源 灌阳 兴安
‘
以上广

西

。 吉淑片八个市县 吉首 保靖 花垣 古丈
’

沪溪
’

辰溪
‘

淑浦
’

沉

陵
’
以上湖南

关于湘语以及各片的特点有以下的文字说明
�

湘语主要特点是
�

古全浊声母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不论今读清音还是浊音
，

也不论平仄
，

一律不送气
。

大致地说
，

北部今读清音
，

南部今读浊音
。

长益片的主要特点是
�

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

塞擦音时
，
无论平仄一律读不送气清音

。

娄邵片的主要特点是
�

古全浊声母今读 〔� � � �� �刻一类浊音
。

吉淑片的主要特点是
�

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

塞擦音时
，

平声读不送气浊音
，

仄声读不送

气清音
。

《地图集�问世以后 ，

有一些学者对其中关于湘语的分区发表了不同看法
�

如 ‘湖南汉语方

① 加星号
，
表示部分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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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字汇》������、 �湖南方言研究丛书》�����一 �����等均有反映 。

最能集中反映这些调整的是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一书中关于湘语区的地理分布的叙述 。

内容比较突出的有两点
�

一是吉淑片改为辰淑片
，

把原吉淑片中的吉首
、

保靖
、

花垣
、

古丈
、

沉陵划归西南官话
，

只把辰

溪
、

淑浦
、

沪溪三处仍保留在湘语内
。

一是原长益片中的少数方言点分别划归西南官话片�黔

阳
、

洪江市
、

会同�
，

和娄邵片�邵东
、

新邵
、

绥宁南部�
。

贰 对湘语分区的重新思考

湖南方言分区的中心环节是湘语的分区
。

如何确认湘语
，

历来都是用古全浊声母的演变

作为标准
。

�中国语言地图集》也是用的这个标准 ，

原则上并没有错
。

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

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

一
，

标准的文字说明不够准确
、

周密
。

一处是关于湘语主要特点的说法
�“

古全浊声母逢塞

音
、

塞擦音时
，

不论今读清音还是浊音
，

也不论平仄
，

一律不送气
。 ”

这种说法与事实有相背之

处
。

陈晖������通过大量语言事实的调查统计
，

指出
“
湘方言中

，

除极少数地方外
，

古全浊声母

舒声字清化后一般读不送气音
，

入声字清化后部分送气
，

部分不送气
，

有不少地方送气占绝对

优势
。 ”
一处是关于娄邵片主要特征的说法

�“

古全浊声母今读�� � � �� �幻一类音
” 。

这忽略

了娄邵片不少地点古全浊入声字全部或绝大部分都已清化的事实�陈晖 �����
。

二
，

标准的使用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

过去我们可能把湘语定位得过于单一化了
，

对于它

因在不同地区受到官话或赣语或客家话的影响之下而呈现出来的多样性缺乏充分的认识
。

遇

到一些复杂的方言事实
，

仅仅用一条单一的标准来判断有可能失之偏颇
。

这就需要从特征识

别的视角来补充有关条件
，

以便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

下面提出确认湘语的几条语音标准
，

并阐明使用过程中各标准之间的关系
。

①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无论清浊
，

一般都念不送气音
。

这仍然是最重要的标准
，

需要特别界定一下
�

��只提舒声字
，

不提入声字
，

因后者不能以
“

念不送气音
”
概括 ���无论清浊

，

既包括浊音已经清化的一类
，

又涵盖仍存浊音系统的一 类 ���
“

念不送气音
”
覆盖面最大

，

最具普遍性
，

但有例外
，

故冠以
“

一般
” ，

不用
“
一律

” 。

②古塞音韵尾�
一

�
一

�
一

�〕完全消失
，

也无喉塞尾 〔一��。

湘语中一部分方言无入声
，

一部分方言保留入声调类
，

入声不带塞音韵尾
。

③蟹 、

假
、

果摄主要元音形成�
��

、

���
、

���序列
。

本条虽只在部分湘语中存在
，

但特色鲜明
。

在基本形式蟹���
、

假 【�� 、

果 【��之外
，

还有一

些变体
。

④声调有五至七类
，

绝大多数去声分阴阳
。

在使用标准的过程中
，

能用第①条或第①②两条解决问题时就不去涉及③④条 。

只有当

依靠前面的条件还感到困难时
，

才考虑加用后面的条件
。

一般情况下
，

用①②两条就可把湘语同其他各大方言划分开来 。

当和西南官话发生划界

问题时
，

加入③④条考虑
，

如原吉淑片的调整
。

当个别方言与第①条有抵触但符合第③条时
，

仍看作湘语
，

如姿底有的方言
。

叁 湘语内部的分片

根据湘语的语音标准
，

并结合考察人文历史地理等因素
，

湖南境内的湘语可以分为以下五

片
�

长益片
，

娄邵片
，

衡州片
，

辰淑片
，

永州片
。

其中长益片和娄邵片范围较大
。

衡州片由原长

益片中的一部分构成
。

辰淑片由原吉淑片中的一部分构成
。

永州片由湘南一部分土话和原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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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片中个别地区的方言构成
。

�
�

� 长益片 本片分布在湘江
、

资江中下游
，

可分为三个小片
。

主要特点是
�

①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清化
，

舒声字一般不送气
，

入声字部分不送气
，

部分送

气
。

如长沙
�

爬 ��刁�稗 ��」�求 �����刁�舅 �����」�白 �。 ，�拔 �
‘�刁�侄 �乳、 �秩 �争

‘
�刁

。

②调类一般为 �至 �类
，

调值一致性程度很高
�

阴平 〔」』��
、

阳平 〔月�� 、

上声 【习�� 、

阴去

�，���������
、

阳去�
������」���

，

入声一派�刁���
，

一派�。 ���������
。

�长株潭小片 包括长沙市
、

长沙县
、

望城县
、

宁乡县
、

湘阴县
、

泪罗市
、

株州市
、

株州县
、

湘

潭市
、

湘潭县
、

南县
、

安乡县�南部安宏
、

安武
、

安康等区乡的绝大部分和安尤
、

安昌等区乡的部

分地区�
、

浏阳县�西乡跃龙区
、

城郊区葛家
、

帐冲一部分及北乡北盛区永安的大部分地区�
、

平

江县�岑川乡�等地区
。

除长益片主要特点之外
，

本小片还有以下一些特点
�

①模韵端泥组
、

鱼虞韵庄组读音与流摄字相混
。

如长沙
�

徒 �路 �初 �数 �头 �凑 �手 �钩读

�。 ��
。

②鱼虞韵精组读���韵
。

如长沙
�
徐

、�刁�序
����絮

����须
��」�聚 ���」�取 ��

‘
�」。

③蟹摄合 口端系读开 口
。

如长沙
�

对 �����腿 �
‘��、 �最 ������岁

����
。

④一般都保留入声调类
，

调值是一个中升调 【���刁
，

全片十分协调一致
。

�益沉小片 包括益阳市
、

沉江市
、

桃江县
。

本小片的主要特点是
�

①古从
、

邪
、

澄
、

崇
、

船
、

禅等全浊声母舒声有大批字读���声母
。

如益阳
�

坐 ��� �斜 ���刁�

茶 ��刁�锄 ���刁�蛇 ��刁�上 ��」。

②声调 �类
�

阴平�，���
、

阳平�刁���
、

上声�。 ���
、

去声�」���
、

入声�，���
。

本小片入声读音

和长株潭小片入声读音区别明显
。

另一明显区别是本小片古清去大部分字今读同阳平
�

寄二

奇 ���刁�进�勤 ����刁�冻二铜 ���」。

�岳阳小片 特指岳阳县荣家湾镇一带的方言
。

主要特点是
�

①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读不送气清音
，

古全浊入声字大多数读送气浊

音 �同部位次清声母读送气浊音
。

如皮 ��刁�被 ����披 �
‘
�刁�求 ���。 。 刁�舅 体�。二��丘 雌

‘
�。 。 �

�疾 雌
‘
�月�七 雌

‘
���夺 �

‘ 。 ��脱 �
‘ 。 � 。

②声调 �类
�
阴平�月���

、

阳平�刁���
、

上声�、 ���
、

阴去�，���
、

次阴去�」���
、

阳去�」���
、

阴

入�习��
、

阳入�习��
。

其中有 �个调类即阴平
、

阳平
、

上声
、

阴去和阳去的调值与长沙方言一

致
，

又加上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不送气清音的读法
，

使这一小片方言带上了长益片的主要色彩
。

�
�

� 娄邵片 本片包括娄星区�原娄底市城区及城郊�
、

冷水江市
、

涟源市
、

双峰县
、

新化县

�以上为地级市娄底所辖��邵阳市�指原邵阳市城区及城郊�
、

武冈市
、

邵东县
、

邵阳县
、

新邵县
、

隆回县南部
、

洞 口县黄桥镇
、

金 田
、

杨林
、

高沙
、

绥宁县南部
、

新宁县
、

城步苗族自治县�以上为地

级市邵阳所辖��湘乡市�为地级市湘潭所辖�
、

安化县�为地级市益阳所辖�
、

衡山县后山�为地

级市衡阳所辖�
、

会同县�为地级市怀化所辖�等地区
。

�地图集》将邵东 、

新邵
、

安化梅城
、

会同
、

绥宁放在长益片
，

现将其划入娄邵片
。

�地图集》
中

，

湘语内部的再分片主要依据古全浊声母是否保留浊音这一条标准
，

凡古全浊声母清化的一

律归入长益片
，

当时认为以上各点浊音都已清化
，

但是据后来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

邵东
、

新邵古

全浊声母今仍保留浊音
，

无论是在语言特征上
，

还是在地理位置等人文条件上
，

都应该将它们

与邵阳划入一个方言片
。

安化梅城
、

会同
、

绥宁古全浊声母虽 已清化
，

但我们还是将其归入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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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片
，

具体理由详见下文
。

衡山县前山话与后山话存在很大区别
， 《地图集》中没有将其分开 ，

而是整个放在长益片
。

根据近年来的调查材料
，

我们将衡山后山话划入娄邵片
。

娄邵片的主要特征是
�

①古全浊声母舒声字在绝大多数点保留浊音
，

且今读塞音塞擦音时
，

一般读不送气
。

古全

浊入声字全部或绝大多数都已清化
，

清化后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不少地方送气占绝对优势
。

②绝大多数点已无入声调
，

古入声字进入了不同的几类舒声
，

少数地方虽保留了入声调

类
，

但只是部分字保留入声�安化东坪例外�
，

另有部分字进入其他声调
。

③部分点蟹
、

假
、

果摄主要元音存在连锁变化
，

这种变化内部一致性相当高
，

完整地存在这

种变化的县市主要有
�
双峰

、

湘乡
、

娄星区
、

涟源
、

冷水江
。

④不少点有声母送气影响声调分化的现象
。

今声母送气与否有的影响到新调类的产生
，

有的影响调类的分合归派
。

关于以上特征
，

有几点需特别说明
�

第一
，

在判别是否属娄邵片时
， “

古全浊舒声字仍保留浊音
，

入声全部或绝大多数清化
” ，

这

一点至关重要
。

以安化东坪为例
，

在声调的演变上
，

安化东坪与长益片中的益阳十分接近
，

但

在古全浊声母的今读上
，

却完全符合
“

舒声保留浊音
，

入声清化
”
这一特点

，

我们优先考虑这一

特点
，

将安化东坪归娄邵片而不归长益片
。

第二
，

娄邵片并不是所有点都保留了浊音
，

有些点浊音已经清化
，

但考虑到其他语言特征

及历史人文背景等
，

我们同样将浊音清化的某些点留在娄邵片而不归长益片
。

第三
，

特征②在娄邵处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

但并不是说符合这一特征的就一定是娄邵片方

言
，

也不能说不符合这一特征的就一定不是娄邵片方言
。

第四
，

特征③虽然只在部分点存在 ，

但内部一致性很高
。

本片内部又分五个小片
�

�湘双小片 主要包括湘乡市
、

双峰县
、

娄星区
、

衡山后山
、

安化东坪
。

本小片的主要特

征
�

①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仍保留浊音
，

今读塞音塞擦音时
，

一般为不送气浊音 �古全浊入声字

一律清化�只有安化东坪
“
昨

”

字未清化�
，

清化后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送气占绝对优势
。

②无入声调�安化东坪例外�，入声归派舒声的规律各地较为一致 ，

即清入与浊平字同调 �

浊入部分字与清去同调
，

部分字与浊平同调
。

③湘乡市 、

双峰县
、

娄星区
、

三地蟹
、

假
、

果摄的演变较为一致
�

各地蟹摄开口一二等主要读

开尾韵
，

无元音韵尾�湘乡有部分字例外�
，

其中蟹开二主要元音一般为【��
，

蟹摄开 口大部分字

一等与二等存在区别 �假摄主要元音一般为【�� �果摄主要元音一般为 【��
。

④湘乡 、

双峰两县市的一些乡镇平声依声母的清
、

次浊
、

全浊一分为三
，

去声依古声母的清

浊及今声母送气与否一分为三
。

需说明的是
，

娄星区有不少地方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
，

无论舒促
，

都为送气清音
，

从这一点来看
，

这些地方具客赣方言的典型特点
，

但我们并不据此将其划入客赣方言
，

因为除

古全浊声母的今读这一点外
，

其他方面的特征这些地点与保留浊音的方言点完全一致
。

�涟梅小片 主要包括涟源市
、

安化梅城
、

冷水江市
。

本小片的主要特征
�

①古全浊声母无论平仄都已清化清化后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舒声绝大多数不送气
，

入声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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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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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占绝对优势
。

在全浊入声字的今读上
，

涟梅小片与湘双小片表现一致
，

但它们在全浊舒声字的演变上明

显不同
，

因此我们将其分成两个小片
。

涟源部分地方�如蓝田
、

六亩塘等�以及冷水江大部分地方
，

除
“
业

、

定
”
两母外

，

其他古全浊

声母舒声字绝大多数读清擦音
，

业母
、

定母舒声字有的地方读不送气清塞音
，

但有些地方
，

如涟

源六亩塘镇
、

冷水江铎江镇等
，

业母舒声字读 〔��，定母舒声字读���
。

安化梅城古全浊船
、

禅
、

日母舒声字有少数�主要是三等字�读���
。

以上古全浊声母的这些特殊变化都是出现在舒声

字中
，

古全浊入声字的演变则符合湘双小片及涟梅小片的普遍特征
。

②绝大多数地方都无入声调
，

入声派入不同的几类声调
。

个别点�例如涟源桥头河�入声

部分字进入阴去
，

部分字仍保留入声调
，

调值为〔����
。

③在蟹 、

假
、

果摄的读音上
，

涟源
、

冷水江为湘双小片中的双峰
、

娄星区
、

湘乡较为一致
。

梅

城果摄主要元音为�司
，

这与涟源等上述地方一致
，

但假摄
、

蟹摄的读音则更接近长益片
。

④声母送气影响声调的分化
。

涟源�部分�
、

安化梅城去声一分为三
�

阴去
、

次阴去
、

阳去
，

今声母送气的去声字 自成一类
。

冷水江去声分阴阳两类
，

今声母送气的去声字与全浊去为一

类�阳去�
，

今声母不送气的去声字与次浊去为一类�阴去�
。

在 《地图集》中，

安化梅城属长益片
。

我们依据古全浊声母的今读
、

声调的演变等上述几条

特征将其调整到娄邵片
。

⑤新化小片 以新化县的话为代表
，

也包括集体移民到其他县市或与新化县邻近的其他

县市中的新化话
。

这一小片的主要特征
�

①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仍保留浊音
，

今读塞音塞擦音时
，

一般为送气浊音 �古全浊入声字一

律清化
，

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绝大多数都为送气清音
。

②古入声部分字进入阴平和去声
，

部分字仍保留独立的入声调类
，

但入声调发音不短促
，

无塞音韵尾
。

③声调文白异读现象很普遍
，

平
、

上
、

去
、

入四声都存在文白异读现象
�
部分古浊声母平声

字文读阳平
，

白读入声 �古全浊声母上声字文读去声
，

白读上声或阴平 �古浊声母去声字
，

文读

去声
，

白读阴平 �古清声母入声字文读入声
，

白读阴平
，

古浊声母人声字文读入声
，

白读去声
。

④去声不分阴阳
，

古全浊去读阴平 �全浊上也有部分字读阴平
。

新化小片的某些特征在湘方言中显得很独特
，

从移民历史等背景来看
，

这些特征可能是受

赣方言影响所致
。

不过它虽有一定赣语色彩
，

但湘语色彩更明显
，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特征①和
特征② ，

即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仍保留浊音
，

入声字清化 �入声调读音不短促
，

无塞音韵尾 �同时

在词汇上新化小片湘语特征也很明显
，

因而我们认为其是具赣语色彩的湘方言
。

以上三个小片�湘双小片
、

涟梅小片
、

新化小片�有一个共同特征
�
古全浊入声字全部清化

，

清化后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送气占绝对优势
。

�召肠武小片 主要包括邵阳市�原邵阳市城区及城郊�
、

武冈市
、

邵东县
、

邵阳县
、

新邵县
、

隆回县南部
、

洞 口县黄桥镇
、

金田
、

杨林
、

高沙
、

新宁县
、

城步苗族 自治县
。

本小片的主要特征
�

①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仍保留浊音
，

今读塞音塞擦音时
，

一般为不送气浊音
，

这一点与湘双

小片是一致的 �古全浊入声各地都有少数字仍保留浊音
，

保留浊音的字数从北往南呈递增趋

势
，

这与其他小片全浊入一律清化是不同的
，

同时
，

已清化的古全浊人声字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部分送气
，

部分不送气
，

不像前面谈到的三个小片
，

送气占绝对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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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绝大多数点无入声调 �个别点�如邵阳市�部分字保留了入声�调值为�刁���
，

部分字进

人其他声调�以进人阴去为主�
。

如前述
，

这一特征是娄邵片较普遍的特征
，

但是与其他小片不同的是
，

邵武小片在入声派

入舒声时
，

以进入阳去为主
。

其他小片只有涟梅小片中的冷水江与之相类似
。

③阳去一般为中升调
，

调值一般为 〔月���。

其他小片中只有冷水江和新化与之相类似
。

以上三个特征在邵武小片内部一致性非常高
。

④邵阳市
、

邵东
、

新邵
、

隆回等地送气去声字虽不自成调类
，

但声调的分化与今声母的送气

与否密切相关
�

今声母送气的去声字与全浊去为一类�阳去�
，

今声母不送气的去声字与次浊去

为一类�阴去�
。

关于洞 口黄桥镇方言
，

有一个情况需要单独说明
。

依据唐作藩先生�����
，

�����提供的语

料
，

黄桥镇方言具有湘语娄邵片邵武小片的典型特征 �但是近年来又出现了记录黄桥镇方言的

一些新的语料�曾春蓉 �����却具有明显的赣语色彩
，

如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一律清化
，

清化

后逢塞音
、

塞擦音送气 �全浊上部分字读阴平等
。

这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

⑥绥会小片 主要包括湘西南的绥宁南部
、

会同等地
。

本小片的主要特征
�

①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都已清化
。

清化后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绝大多数读不送气音
，

有少

部分读送气音
，

读送气音的主要是古全浊入声字
。

②声调一般都是五个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阴去
、

阳去
。

无入声调
，

古入声字归入不同的几类

声调
。

③古入声有部分字归入上声
。

关于湘西南的绥宁
、

会同等地方言的归属
，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 《地图集》中，

绥宁南

部
、

会同方言属湘语长益片
，

现将其划入湘语娄邵片
。

从古全浊声母的今读来看
，

这一小片确

实与长益片较相似 �从声调来看
，

这一小片又与娄邵片较相似
。

古全浊声母清化
，

这固然是长

益片的普遍特征
，

但是
，

娄邵片一些点浊音也已清化
，

因此
，

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全浊声母清化就

将绥宁
、

会同等地放人长益片
。

同时
，

长益片绝大多数地方都保留了入声调类
，

而且古入声字

在各地都非常整齐的读中升或高升调
，

这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声调调势
，

这是绥会小片不具备

的
。

绥会小片声调的演变规律与娄邵片一致
，

同时
，

从地理位置及语言接触来看
，

将绥宁
、

会同

向北跨越邵阳
、

娄底等大片地区而划入长益片也不大合适
。

绥会小片是娄邵片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小片
，

从其语言底层来看
，

湘语特征还是较明显的
，

但是其受外方言的影响又较大
，

混合性特征较多
。

不少地方阴平
、

阳平及上声的调值与湘语其

他片不一样
，

古入声有部分字归上声
，

这也是不同于湘方言其他点的
。

由于调查材料有限
，

湘西南有些方言点的面貌我们还不很清楚
，

随着调查的深入
，

这一片

可能还会有不少新的发现
。

�
�

� 衡州片 历史上衡州府所辖地区除今天的衡阳市
、

衡阳县和衡东县以外
，

还包括常

宁
、

安仁
、

来阳
、

鄙县�今炎陵�
。

后 �地 已划入赣
、

客方言
，

前 �地为衡州府中心部分
，

仍属湘

语
。

因其处于湘北�长益片�
、

湘中�娄邵片�
、

湘南�永州片�的湘语和湘东
、

湘南赣
、

客方言的包

围之中
，

方言具有明显的过渡地带性质
，

故从原长益片中划出
，

单列一片
。

本片又分两小片
�

�衡阳小片 包括衡阳市
、

衡阳县
、

衡南县
。

主要特点是
�

①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无论平仄
，

一般读不送气清音
。

②声调 �类
，

调类与长株潭一带相同
，

但调值相去甚远
，

倒是与娄邵片中的邵阳方言接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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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入声

衡阳 〔，�〕 �������� �」��� �」��� �」��� ������ �����

邵阳 ����� ������������ �、 ��� �。 ��� �」��� �，���

③人称代词第三人称单数说
“
柜 �以刁 ” ，

男孩子说
“

徕基 ���
月 �以」” ， “

什么
”
说

“
吗咯 ��」

�叫
” 。

这些都是赣客方言影响所致
。

�衡山小片 包括衡山县�前山话区域�
、

衡东县
、

南岳区
。

主要特点是
�

①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读清化
，

平声送气
，

仄声中去声不送气
，

入声或送气或不

送气
。

这种基本上
“
平送仄不送

”
的类型在湘语中属个别现象

。

②声调 �类
，

其中阴平为中平
，

阴去为高升
，

入声为中升
，

与长益片中的长株潭小片趋于一

致
，

这与地理上的紧紧相连有关系
。

③有前硬愕塞音 〔韦厂�，主要来自知章组与见组
。

如
�

猪 加」�超 材��引潮 仁
‘����章 书�川

厂 厂�川江 仁�刊强 厂�」
。

和衡山相邻的常宁
、

来阳均有眯 川声母
，

后两地属赣语区
。

④ “

说话
”
既有

“

讲话
”

的用法
，

又有
“
话话

”

的用法
，

后者来自赣客方言
，

湘语一般说
“

讲话
” 。

�
�

� 辰淑片 本片分布在沉江中游
，

包括辰溪县
、

淑浦县�龙潭
、

低庄除外�
、

沪溪县
。

《地图集》中，

湘语吉淑片包括吉首
、

保靖
、

花垣
、

古丈
、

沪溪
、

辰溪
、

淑浦
、

沉陵 �个县市
。

现

根据语言特点及当地人的认同感
，

将吉首市
、

花垣县
、

保靖县
、

古丈县
、

沉陵县 �地划入西南官

话
，

只有沪溪
、

淑浦
、

辰溪仍作湘语
，

因而片名改称辰淑片
。

本片主要特征
�

①古全浊声母平声字仍保留浊音
，

仄声字基本上清化
。

其中
，

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舒声

�平
、

上
、

去�绝大多数读不送气音
，

入声绝大多数读送气音
。

②声调一般都是五个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阴去
、

阳去
。

无入声调
，

古入声字主要归阳平�占

大多数�和阴去 �归阳平的主要是清入及次浊入声字
，

归阴去的主要是古全浊入声字
。

③蟹
、

假
、

果摄各地演变较为一致
�

各地蟹摄开 口二等无元音韵尾
，

主要元音一般为 【�� �蟹

摄开 口一等也有不少字无元音韵尾 �蟹摄开 口大部分字一等与二等存在区别 �假摄主要元音一

般为�
��

、

�。 �或�
���果摄主要元音一般为�

�
�
。

④阳去一般是高降调或高平调
，

调值一般为�
、 ��� 或 〔����

。

从语音特征上说
，

辰淑片与娄邵片尤其是娄邵片中的湘双小片有不少相似之处
，

例如
，

古

全浊入声一律清化
，

清化后今读塞音塞擦音的
，

送气占绝对优势
。

无入声调
，

古入声字主要归

阳平
、

阴去 �蟹
、

假
、

果摄的演变辰淑片和湘双小片也很相似
。

但是
，

辰淑片与湘双小片乃至整

个娄邵片也存在一定差异
，

我们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大片
，

最主要的依据是以下几点
�①古全

浊声母的演变
。

虽然古全浊声母辰淑片和姿邵片都不同程度的保留了浊音
，

但前者�辰淑片�

只在平声中保留浊音
，

而后者�娄邵片�整个舒声中都较完整的保留了浊音 �②阳去调的调值调
型与湘语其他片明显不同 �③某些词汇

、

词法表现出西南官话特征
，

与湘语其他片有所不同
。

�
�

� 永州片 本片分布在湘南永州市的部分地区
，

包括以下有土话的区县
�

冷水滩区
、

芝

山区
、

东安县
、

道县
、

江永县
、

新田县
、

江华瑶族 自治县�这些区县同时存在的官话和部分区县存

在的不同状况的少数民族语言或其他汉语方言不在本文讨论�
。

另外
，

祁阳
、

祁东两县也纳入

此片
。

永州主要位于湘江流域上中游干线地带
，

正是湘语流行的重要地段之一�湘南永州地区最

具代表性的官话也同时带有湘语的色彩�
，

广西境内全州
、

兴安
、

灌阳和资源 �县及周边一些地

区所流行的湘语和永州一带湘语有着直接的关系
，

从历史渊源和方言现状来看
，

这一带应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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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语 �又
，

鉴于这一带�主要是土话�语言面貌有某些特殊性
，

故单列一片
。

祁阳
、

祁东两地方言的湘语性质没有争议
。

原划入娄邵片
，

今根据历史沿革及语言特点将

其划入永州片
。

本片主要特点是
�

①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无论清浊
，

无论平仄
，

一般念不送气音
。

②有非组读如帮组
、

知组读如端组的现象
。

③果 、

假元音高化的现象比较普遍
。

④阳声韵失落鼻音韵读为纯粹元音的现象比较突出
。

⑤一般去声区别阴阳 ，

保留入声调类
，

但不带塞尾
。

本片分两个小片
�

�东祁小片 包括东安县�分布于花桥
、

中田
、

井头抒
、

高峰等 �片土话区�
、

冷水滩区�分

布于普利桥镇
、

花桥街镇和岚角山镇部分地区�
、

芝山区�分布于接履桥镇一带�和祁阳
、

祁东两

县
。

主要特点是
�

①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保留浊音系统
。

本小片内这个浊音系统一般为不送气形

式�祁阳
、

祁东方言也有送气浊音的表现
，

但实属 自由变化�
，

但冷水滩岚角山除 【��保留外
，

余

皆变为浊擦音�李星辉 �����
。

② “

鸡�
�
����

、

妻�
���

‘
��

、

奇�
‘����

、

希�
�

川
、

日���
。

�
”

有浓厚的舌叶音色彩
，

但在���作介音的韵

母面前
，

声母仍读��� �侣
‘

雌 。 不�
。

③蟹 、

假
、

果摄主要元音的连锁变化在东安�花桥
、

石期等地�
、

冷水滩�岚角山
、

普利桥等

地�一带普遍存在
， “
多

、

歌
、

坐
、

火
”

等读���
， “
茶

、

沙
、

差
、

价
”

等读 【�� ， “

带
、

排
、

牌
、

买
、

解
”
等读

���
一

���
。

④咸 、

山
、

梗摄文读保留韵尾
，

白读失落韵尾
，

读纯粹元音
。

如
“

三
、

生
、

沙
”
都读�

��
��

， “

参一

加
、

餐
、

猜
”
都读�

�
��

‘��
。

⑤调类以 �类居多�平
、

去各分阴阳
，

外加上声
、

入声�
，
�类有两种类型

，

或分阴阳去
，

无入

声�如东安石期�
，

或去声不分阴阳
，

但有入声�如冷水滩岚角山�
。

祁阳
、

祁东新派 �类
，

老派 �

类�入声也分阴阳�
。

祁阳
、

祁东③④与众不同
，

既无蟹
、

假
、

果元音连锁变化
，

又无阳声韵脱落韵尾读纯粹元音

的变化
。

这和两地方言受官话影响程度较深不无关系
。

�道江小片 包括以下地区
�

道县主要分布在西部
、

北部
、

西北
、

西南
，

以祥霖铺话
、

寿雁话为代表
。
以小甲话为代表的东部土话不属此片

、

江永

县主要分布在城关
、

夏层铺
、

桃川
、

松柏等范围
、

江华瑶族自治县主要指分布在岭西
、

小好
、

码市三片的
“
梧州话

”
和上五

堡片的七都话
、

白芒营片的八都话
、

新田县主要指通行于南乡的土话
，
以茂家话为代表

。

北乡土话不属此片
。

主要特点是
�

①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无论平仄
，

一般念不送气清音
。

江永土话是这一特征的

典型代表
，

道县祥霖铺和江化的七都
、

八都话这一特点也同江永
。

道县寿雁与江永土话不同的

是
，

有部分从
、

澄
、

崇母字今读清擦音 〔�〕，江华梧州话除业
、

定
、

群母念不送气清塞音外
，

从
、

澄
、

崇母等均念清擦音
，

和道县寿雁属一小类
。

至于新田南乡土话
，

是平声一律不送气
，

仄声大部

不送气
，

少部分送气
。

凡不符合此条特征的
，

如同属永州市范围内的宁远
、

蓝山
、

新田北乡
、

道

县东部
、

双牌南端等地的土话�以上地点正好连成一片�均不列入本片
。

·

���
·

方 言



②蟹
、

假
、

果摄主要元音的连锁变化不像东祁小片那样规整
，

但这里出现了几种类型的代

表
�

江永桃川是蟹摄 〔��� 、

假摄 〔���
、

果摄 〔。 。 〕系列 ，

果摄这种由裂变形成的复元音形式与湘语

娄邵片中的双峰�荷叶�
、

吴语中的苏州类似
。

道县寿雁假摄 【�� 、

果摄 【���，似乎不是蟹摄���

推链所致
，

而可能是止摄�习��和效摄开 口一等 〔��促成的变化
。

江华白芒营的八都话蟹摄

���
、

假摄���
，

果摄变成展唇�丫�
。

③阳声韵失落韵尾
，

读纯粹元音
。

这一现象比东祁小片更为突出
，

如江永城关土话几乎所

有阳声韵都有大批字读纯粹元音
。

道县寿雁也是深
、

臻
、

曾
、

梗
、

通
、

江见组
、

咸开一等摄鼻音韵

尾都已消失
。

④调类 �至 �类
。
�类

�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入声�江永桃川��� 类 ��阴平
、

阳平
、

上

声
、

阴去
、

阳去�江永松柏��� 类是在 �类 �的基础上再加入声�道县寿雁
、

江华白芒营八都

话���类是在 �类的基础上再分上声为阴阳两类�江永城关
、

江华河路 口七都话�
。

和东祁小片相比
，

本片在语音层面上显得更为驳杂
。

这里有端组读 【���如江永各片�
，

精

组读���
、

��
‘

��如道县
、

江华等地�
，

帮母读����如江永桃川�
，

明母读����如新田南乡�
，

遇三读

�����江永桃川�
，

止摄读�
���江永城关

、

桃川�或�
��〕�江永桃川�

，

有的声调演变明显具有客家

话特点�江永桃川�
，

真是各色各样
，

不一而足
。

这一小片的确混合的程度较高
，

不同历史层次

的叠加较多
，

但如果结合人文历史地理的因素
，

从语言特点上求同存异
，

我们认为也可以作为

比较特殊的湘语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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