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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言音档”建设的背景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其差异性远远超出欧

洲许多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方言和语言文

化，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吴语是我国的第

二大方言，其特征明显，存古性强，与闽语、粤语一样纷

繁复杂、丰富多彩。其复杂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闽语和

粤语。海内外研究吴语的专家学者很多，有关吴语的论著

也很多，学术争论也最热烈，研究也较为深入。

浙江是吴语的主要分布地区。吴语的分布虽涉及苏

（江苏省东南部26个县市）、皖（安徽省南部古宣州地

区31个县市）、沪（上海市11个县市）、浙（70多个县

市）、赣（江西省东北部的广丰、玉山、上饶）、闽（福

建省西北部的蒲城、政和）五省一市，但浙江无疑是吴语

的主要分布地区。

浙江省境内虽有少量徽语、官话、闽语、畲话、赣语、

客家话分布，但说吴语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95%以上。

吴语的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数的8.4%，约有7千多

万，而浙江省说吴语的人数占吴语总人数的71.4%，约有5

千多万。

所以，无论是从地域分布范围来考察，还是从使用人

数来统计，浙江都是吴语的主要分布地区，而吴语又是浙

江省的第一方言。

最早以现代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吴语的是赵元任先生。

在1928年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赵先生调查了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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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33个方言点，其中属于浙江吴语的有14个点，分别为：

嘉兴、吴兴（双林）、杭州、绍兴、嵊县（崇仁镇、太平

市）、诸暨（王家井）、余姚、宁波、黄岩、温州、衢

州、金华、永康。

1957年至1966年，浙江省方言调查组在全省方言普

查工作中，曾对浙江方言作过多次调查，调查结果后来陆

续汇编成《浙江方音集》（1959，油印）、《浙江吴语分

区》（1985）、《浙江方言词》（1992，内部刊物）。

从方言普查工作之后，一直关注并致力于浙江吴语

调查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李荣、郑张尚芳、钱曾怡、傅

国通、颜逸明、方松熹、潘晤云、曹志耘等，他们出版

的一些著作和发表的一些论文已经成为浙江吴语研究的

名篇：

李荣《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

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79年第1期

李荣《温岭话“咸淡”倒过来听还是“咸淡”》，

《方言》1986年第2期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的儿尾》，《方言》1979年第3期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一）》，

《方言》1980年第4期

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二）》，

《方言》1981年第1期

钱曾怡《嵊县长乐话语法两则》，《吴语研究》1982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

国语言学会会员。主要从事语言与

社会文化、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的

研究。杭州市新世纪131人才。

“浙江方言音档”是浙江省档案局 2011 年启动

的一项特色档案文化建设项目，这一项目将现阶段

浙江各地的老派方言作为建档资源，有计划地在全

省展开调研和建档工作，以全新的视角开辟了档案

文化建设的新领域，更以很强的现实性、地方性和

原创性特点，为汉语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注入了“档

案元素”，受到专家、业内人士和社会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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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曾怡《长乐话音系》，《方言》2003年第4期

钱曾怡《嵊县长乐话的一二等群母字》，《吴语研

究》200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傅国通《浙江方言的一些语法特点》，《杭州大学学

报》（哲社版）1978年第2期

傅国通《武义方言连读变调》，《方言》1984第2期

傅国通《武义话方言数量词变调》，《方言》1991年

第4期

颜逸明《浙南瓯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方松熹《义乌方言里的n化韵》，《中国语文》1986年

第6期

方松熹《浙江吴方言里的儿尾》，《中国语文》1993

第2期

潘晤云《青田方言的连读变调和小称音变》，《吴语

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

曹志耘等《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

2000年

曹志耘《南部吴语的小称》，《语言研究》2001第3期

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商务出版社，2002年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和交

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汉语方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

多方言土语特征正在逐渐地萎缩和消亡，方言的新老差异

越来越明显，新派方言越来越向普通话靠拢，老派方言的

特点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流失。例如余姚方言、慈溪方

言，老派有7个调，新派只有4个调。因此，全面科学地描

写展示我国汉语方言的传统面貌，及时抢救记录和保存汉

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们一项

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侯精一先生主

编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十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上海教育声像出版

社、上海教育出版），对全国40个地点方言作过音响保存

的尝试，但其中的浙江方言只有杭州和温州二处，远远不

能反映浙江方言的整体面貌。

“浙江方言音档”突破传统的方言研究的束缚，拟从

档案资料建设的角度，选择更多的方言点，遴选更理想的

条目，并以更先进的手段来着手建设。

 “浙江方言音档”的主要内容

“浙江方言音档”是目前描写、展示和保存方言现状

与面貌的最有效的手段。许多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

意大利、丹麦等早已投入巨大力量调查研究本国方言。如

今，由省档案馆发布行政文件，调动各地档案馆人员，有

计划，成系统地建立一个省的方言档案资料库，这一工作

当属于首创。下面我们就围绕选点、文本、成果形式和特

色四个角度展开说明。

（1）选点

“浙江方言音档”选点的最为理想的一种状态，就是

以明清时每一个旧县的方言作为一个点。因为现行行政区

划变化频繁，又没有对方言产生太大的影响，各地方言的

种类大体上仍与明清时的县级行政建置保持一致。例如：

临安县仍分临安方言、於潜方言和昌化方言

德清县仍分德清方言和武康方言

安吉县仍分安吉方言和孝丰方言

桐乡县仍分桐乡方言和崇德方言

金华市仍分金华方言和汤溪方言

杭

嘉

湖

杭州府 杭州*、余杭、富阳、新登、临安、於潜、昌化 7县市

嘉兴府 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桐乡、崇德、海宁 7县市

湖州府 湖州*、德清、武康、安吉、孝丰、长兴 6县市

宁

绍

台

宁波府 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 6县市

绍兴府 绍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 7县市

台州府 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温岭 6县市

金

衢

严

金华府 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 8县市

衢州府 衢州*、龙游、江山、常山、开化 5县市

严州府 建德*、寿昌、淳安、遂安、桐庐、分水 6县市

温

处

温州府 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玉环 6县市

处州府 丽水*、青田、缙云、松阳、遂昌、龙泉、庆元、云和、宣平、景宁 10县市

武义县仍分武义方言和宣平方言

杭州市仍分杭州方言、余杭方言和

萧山方言

明清时浙江有11个府，75个县，1

个直隶厅（定海），1个州（海宁），1

个厅（玉环），共78个行政单位。

考虑到方言的实际情况，我们对

浙江吴语区内的行政单位作了如下调

整，把钱塘、仁和合并为杭州，把乌

程、归安合并为湖州，把嘉兴、秀水合

并为嘉兴，把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

把海宁从杭州府调整到嘉兴府。共74个

行政单位。详见左表（带星号的为明清

时的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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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点方案，当然，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也可以根据各地实际语言情况再作微调。例如：增

加宁波市区、温州市区的方言。

考虑到方言点比较多，实施过程中又需要经验的积

累，我们的建设工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拟选择11个

旧府治的方言，作为浙江方言音档的代表点。11个点分

别为：

杭州方音（杭州府）、嘉兴方音（嘉州府）、湖州方

音（湖州府）、宁波方音（宁波府）

绍兴方音（绍兴府）、台州方音（台州府）、温州方

音（温州府）、处州方音（处州府）

金华方音（金华府）、衢州方音（衢州府）、严州方

音（严州府）

其中前十个为吴语点方言，后一个为徽语点方言。第

二步全面铺开。

（2）文本

每一个地点方言都将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概说。①地理位置、②地形、地势、面

积、人口、③行政建置及主要变迁、④方言系属、⑤本县

市方言差异较大的几种口音。字数控制在一千字以内。

第二部分：音系。主要记录每一个地点方言的声母系

统、韵母系统、单声调系统和两字组连读变调系统。

第三部分：词汇。遵循常用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的选

词原则，筛选出540条词条。涵盖天文地理、称谓亲属、身

体、服饰房舍器具、饮食、动物、植物；代词、数量词、

时间方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

多个方面。

第四部分：句子。从针对性和系统性出发，遴选出能

反映浙江方言语法特点的80个语法例句。大致包括词缀、

重叠、程度副词、各类补语、把字句、被字句、双宾句、

比较句、疑问句、后置成分等几个方面。

第五部分：成篇的自然语料。这部分有规定项目和自

选项目，规定项目是各地用自己的方言讲述文本中提供的

小故事“乌鸦喝水”。自选项目是特色语料，即最能体现

各地方言特色的民间歌谣、说唱等。例如：杭州小热昏、

绍兴莲花落、嘉善田歌⋯

（3）成果形式

成果形式有光盘版和文字版两种。

光盘版的最后形式是语音真实、清晰，音质较好、包

装精美的视听音像出版物。文字版是光盘版的书面材料，

是用国际音标对光盘上的每一个音的忠实记录。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也可以是光盘版的扩展版，内容更丰富，效

果更佳。

（4）特色

整个音档从内容到形式，从调查对象到调查方法，都

具有鲜明的一致性的特色，并突出体现在调查内容、调查

对象、调查方法和音像采样四个方面。

①一致的调查内容。详见上文“文本”。

②一致的调查对象。我们的调查对象约有6～10位，

都必须符合以下六个条件：

年龄：70岁以上

性别：男女各半

地域：市区或城关

学历：认字即可，较强的理解能力等

职业：主要为退休教师或会计等

经历：没有长期在外工作的经历

③一致的调查方法

第一部分概说的调查方法是：简要介绍，要求言简

意赅。

第二部分音系的调查方法是：直接用方音读字音。

这是为了归纳地点方言的声韵调系统。例如：“尾”字，

杭州、嘉兴、平湖、桐乡、昌化、分水、桐庐、萧山、绍

兴、诸暨、嵊州、新昌、余姚、慈溪、镇海、定海、象

山、宁海、天台、临海、仙居、黄岩、温岭、乐清、青

田、常山、开化、衢州、龙游、建德、淳安、寿昌等地，

都读mi，与“米”同音。

第三、第四、第五三个部分的调查方法是：直接记录

该词语或该句子的方言说法。例如 “女孩儿”一词，杭

州话叫“女伢儿”、嘉兴方言叫“女小囡”、湖州方言叫

“细丫头”、临安方言叫“丫头朋=”、宁波方言叫“小

娘屄”、三门方言叫“奶人”、仙居方言叫“奶头”、平

阳方言叫“奶儿”、文成方言叫“奶”、温州方言叫“院

主儿”、汤溪方言叫“囡”、浦江方言叫“小女客儿”、

义乌方言叫“小娘儿”、东阳方言叫“小内家儿”、武义

方言叫“小小娘”等。

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有多种说法的，记录时遵循以下

三条原则：

第一，以老派为准或按老派、新派排序。

第二，难以判断老派、新派的，按使用频率的高低

排序。

第三，无本字可写的，用方言同音字替代，并在右上

方用上表的“=”表示（例如临安“丫头朋=”）；没有方

言同音字的，用方框“□”替代，适当标音或释义（例如

云和“瓶□ 瓶子”）。

④一致的音像采样。一致的音像采样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发音人条件的基本一致（详上），操作时可从6～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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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中挑选出1名门牙齐全，音色较好的男性。二是音

像数据的一致，即声音的采样率和图像的像数的一致。

“浙江方言音档”的预期价值

创新价值：用真人发音并配以文本的方法来保存本

地方言，是档案资料建设的创新。以往对方言资料的保存

仅限于文字的形式，一般在县志中只占一个很不起眼的章

节，字数都非常有限，能用国际音标标写就已经算是比较

理想的了，但大多都不符合这个要求。本课题除用文字和

国际音标给以准确的记录之外，还将采用21世纪最先进的

现代化手段录制光盘，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20世纪中后叶

的浙江方言有声资料。试想，如果李白、杜甫能给我们留

下当时的声音资料，那么今天，我们真不知该如何去想象

它的价值。

文献价值：把宝贵的方言文化资料保存下来，流传下

去，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无可替代的方言语音资料。并且随

着历史的推移，其文献价值将会越来越珍贵。现在由于只

有文字资料，致使汉语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如

果当时就有现代化的先进手段，把语音资料保存下来，那

么今天汉语史的研究，特别是音韵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就

能迎刃而解了。

众所周知，杭州方言的研究除了具有一般方言学研究

的意义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意义。宋室

南渡浙江杭州，其时代和起讫地点都明确无疑，对杭州方

言的深入调查和系统研究，便于我们分辨出汴梁移民带来

的宋代官话成分，从中提取宋代汴洛语音残存。可是在缺

少当初音响资料的情况下，要从现在的杭州方言中分辨出

那些非吴语的成分，谈何容易？

“浙江方言音档”将简明、扼要地记录和描写了20世

纪中后叶浙江各地方言的基本面貌，为学术界提供一份科

学可靠、方便实用的汉语方言历史资料，其作用是以往文

献资料所不能替代的。

实用价值：语言是信息和文化的载体，它与社会生

活密切相关。“浙江方言音档”的建设，将为语言应用，

语言教学，方言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汉语史、

社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乃至社会

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以及人机对话、语

言的信息处理等的研究，提供科学、真实、可靠的语料，

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地方文化，例如地方戏、

曲艺等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借鉴。我们还可以提供给本地

人、外地人、海外华侨，作一般的感受和欣赏之用。

例如，对语言教学尤其是普通话教学的价值。现在虽

然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很高，但是要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考

上一级甲等还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普通话都带有明显的

方言色彩。有了各地的方言音档，我们就可以据此总结出

各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有效地指导方言区的人提高

普通话水平。

潜在价值：对公安、安全、司法等部门而言，在语言

识别（特别是语音识别）和案件侦破等方面，可充分、有

效地利用本音档。例如，通过方言识别嫌犯时，“浙江方

言音档”将能提供非常直接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

音响资料。

同时也为实验语音学实现“实验重现历史”，即凡是

历史上发生的音变，都要在实验室里重现这个语言学中最

激动人心的目标，提供不可多得的语音样本。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浙江方言音档”的学术价值

和实用价值必将越来越大，其潜在价值更是我们目前所难

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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