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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河南方言岛的双方言现象 

许巧枝
1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摘 要】：江苏丹阳的河南方言岛保留了很多源方言地区的文化特征和语言特征,同时又带上了诸多周边方言

的色彩。丹阳市埤城镇西丰行政村下属的荒田里、汪家湾、土库楼三个自然村方言岛的源方言为河南光山话。文章

从方言岛居民婚姻状况、词阶分布、亲属称谓等方面调查,来探寻河南方言岛的方言变迁。强势方言最终取代弱势

方言需要经过双方言的过程,双方言的发展过程可分为萌芽、发展、融合、取代四个阶段;双方言地区的方言演变受

到婚姻、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双方言现象对方言岛方言第一词阶的影响小于第二词阶;方言岛亲属称谓的演变与方言

岛双方言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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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江苏丹阳的河南方言岛形成于 19世纪中后期[1],该方言岛位于今丹阳市埤城镇西丰行政村(原白龙寺村)下属的荒田里、汪家

湾、土库楼 3 个自然村,常住人口约 300 人,西丰村距埤城镇政府约 5 公里,距丹阳市中心约 40 公里。方言岛的源方言为河南省

信阳地区的光山话,属中原官话[2];周边方言埤城话属江淮官话。方言岛及其源方言所在地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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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 2012—2014年实地调查了江苏丹阳河南方言岛方言(以下简称为“河南话”)及其源方言光山话、周边方言埤城话的

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本文是我们调查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二、方言岛双方言现象和语言使用情况 

江苏丹阳的河南方言岛保留了很多源方言地区的文化特征和语言特征,这也是方言岛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语言是文化的代

码。一个特定的社会或社团虽然解体了,但是只要文化特征或文化心理没有消亡,这种语言或它的某些成分可以依然存在”[3]。该

方言岛方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有源方言河南光山话的影子,又有周边方言埤城话的影子。换句话说,就是方言岛的方言受到

了周边方言的影响,带上了诸多周边方言的色彩,已经不是纯粹的“河南话”。方言岛居民大多能讲两种方言(河南话,埤城话),

是方言岛方言的又一重要特征。 

埤城镇常住人口 3.8 万人,方言岛常住人口约 300 人,相对于周边方言埤城话,方言岛人讲的河南话是一种弱势方言,在周边

强势方言的渗透及普通话推广的影响下,丹阳埤城的河南方言岛走向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消亡不是突然的,而是有一个必经的

双方言(双语)的过程。“在使用某一种语言的社团瓦解的时候,这种语言并不是立即消失的,而往往要经过一个双语的过渡阶段,

即在某些场合(如日常与本社团人交谈时)使用本社团话,在另一些场合中(如与非本社团人交谈时)则用另一种新学会的语言。双

语现象的产生和维持,不仅是出于方便交际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文化心理上的需要”[3]。 

丹阳埤城的 3个“河南村”内部接触频繁、感情融洽,但是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却不尽相同。 

三、方言岛居民婚姻状况对双方言发展的影响 

家庭生活对方言的影响最直接最深远,夫妻双方使用的语言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对语言的使用。一个人的母语也正是在父母双

方日常生活用语的影响下形成的。夫妻双方是否来自同一方言区,这对其家庭生活用语及其是否使用双方言具有直接影响。“家

庭生活是方言使用最纯粹最频繁的地方。家庭生活状况对方言演变的影响主要是婚娶往来的状况。特别是在多方言地区或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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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地区,如果在方言区内通婚,方言演变慢,如果在多种方言区之间通婚,则方言的相互作用大,变异快”[4]25。方言岛居民的婚姻

状况直接影响方言岛双方言的发展。 

从有史记载的第一批河南人迁入丹阳的时间 1865 年算起,至今已有 6 代人在方言岛生活。第一批迁入丹阳的河南人多是一

些成年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辗转而来,因此这些年幼的孩子可以算成是第 1代在丹阳成长的河南人。第 1代河南人到了适婚年龄后,

由于受到当地人的极力排斥,他们大多只能和方言岛内的人通婚,这正是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河南方言岛很多居民的配偶来自于丹

阳邻近县市的河南方言岛的原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方言岛的第 2 代人成年后。也就是说,在方言岛前两代人的生活中,他们

的婚姻状况对方言岛方言没有较大的冲击,这一时期的方言岛尚未出现双方言现象。 

方言岛的第 3代人成年后,虽然他们依然不被当地人认同,但他们所受的排斥比他们的父辈祖辈要少很多,他们逐渐开始与本

地人交流,婚配对象主要是方言岛内部人,但开始有本地姑娘嫁给方言岛小伙的现象。这是双方言现象的萌芽阶段。汪家湾 85岁

的汪应洲老人的 6 个儿子娶的都是埤城本地的姑娘,他们在家大多讲埤城话,虽然他们也生活在河南方言岛,但由于婚姻关系,他

们的方言被冲击得非常厉害,较早进入了双方言阶段。第 4 代方言岛人出生时间大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人们的思想认识

水平得到提高,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埤城人对方言岛人的排斥逐渐减少,他们之间通婚的机会更多。因此,第 4 代方言岛人大多

会讲两种语言,即双方言现象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双方言现象存在性别差异,男性使用双方言的概率一般高于女性。 

第 5 代方言岛人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与本地人交流的机会也更多,他们中多数人的河南情结不如他们的祖辈父辈强烈。他

们一般都单纯地认为自己是埤城人,而不会像他们父辈们那样还认为自己是河南人。这一代人开始了以自由恋爱为主的婚配,对

象以埤城本地人为主,刻意找邻近方言岛人婚配的现象在第 5代人中基本消失。日常生活中,他们多讲埤城话,在和父辈们交流时

讲河南话。在这一代人中,双方言现象处于融合阶段,埤城话地位上升,河南话的弱势更加明显。第 6代方言岛人和他们父母的最

大不同之处是他们基本到城里接受教育。他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以普通话居多,和老师、同学、朋友交流使用普通话,和父母交流

使用埤城话,河南话已基本淡出了他们的语言生活域。 

四、从词阶分布看双方言现象对方言岛方言的影响 

语言学理论在划分词汇时,把词汇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基本词汇是日常生活中最经常使用的词汇,它具有稳定性、能

产性、全民常用性。基本词汇很少从其他语言借用词汇。一般词汇相对来说不那么稳定,语言之间容易相互借用和渗透。这一差

异说明:词汇分布是呈阶梯形的,稳定性较强的词汇处于靠近核心的较高位置,稳定性较弱的词汇处于远离核心的较低位置。我们

采用斯瓦迪士的核心词词阶分布理论来分析方言岛双方言现象对方言岛方言的影响。这里采用的两个词阶,是斯瓦迪士研究语言

年代学时提出的 200个核心词的前 100词和后 100词。 

我们以方言岛方言为参照标准,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把方言岛方言标为“+”,与其相同的方言我们标为“+”,反之,则标

为“-”。  

第一词阶中的方言岛方言与光山方言的相同率为 60%,而方言岛方言与埤城方言的相同率只有 5%;第二词阶中这一现象则大

为改变,方言岛方言与光山方言的相同率下降为 39%,方言岛方言与埤城方言的相同率上升到 25%;方言岛方言与光山方言、埤城

方言都相同的比率在两个词阶中均为 20%;方言岛方言与光山方言、埤城方言都不同的比率在两个词阶中也基本未变,前者为 15%,

后者为 16%。这一现象说明,双方言现象对方言岛方言的影响是逐渐的,方言岛不会突然消失,强势方言彻底取代弱势方言需要一

定的时间。 

此外,在前后两个词阶中,均有一部分方言岛方言与其源方言和周边方言都不同,这是因为方言岛方言的发展除了受到源方

言和周边方言的影响外,还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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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亲属称谓看双方言现象对方言岛方言的影响 

亲属称谓是对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称呼方式。亲属关系的发生有三种情况:一是由血缘关系所致,二是由婚姻关系所致,

三是由法律认定所致。前两者为亲属关系的主体。亲属称谓是语言的基本词汇,汉语的亲属称谓在甲骨文里就已得到一定程度的

反映。汉语方言众多,亲属称谓纷繁复杂,对亲属称谓的研究,可以对地方文化窥豹一斑。“一种语言的亲属称谓系统的构成和使

用特点反映着该语言使用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体现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5]。本节从亲属称谓的角度分析双方言现象对方言岛

方言的影响。 

我们选择了 60个常用的亲属称谓进行调查。 

整体来看,双方言现象影响下的河南方言岛的亲属称谓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继承源方言的传统,尤其一些光山味特别

浓的亲属称谓在方言岛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如大爹、大妈、两口子、把牵;二是部分亲属称谓虽然和光山方言不完全一样,但很明

显是从源方言变异而来,如家里、屋的,后娘、后妈,老丈母、丈母娘;三是兼容源方言和周边方言的双重特点,如后老子、继顾佬、

晚老子,后娘、后妈、晚娘,公公、老公公、公老头子;四是部分亲属称谓完全被埤城方言同化,如姆妈、公公(外公)、婆婆(外婆)、

寄爹、寄娘。 

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方言岛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亲属的称谓方式有所不同,即方言岛的亲属称谓存在代际差异。这与方言岛

的双方言现象密切相关。 

方言岛人在客居之初得不到当地土著人的认同,他们之间互不通婚,这对保留河南方言岛的语言文化无疑是有利的条件。第 1

代、第 2代方言岛人在方言岛内部通婚,由于他们来自相同的源方言地区,有着相同的文化根基,他们的亲属称谓便继承了源方言

地区河南光山话的大部分内容,很少受到埤城话的浸染。第 3 代方言岛人处于方言岛双方言的萌芽阶段,其亲属称谓开始受到埤

城话的影响,而与前两代方言岛人略有不同。 

第 4 代方言岛人处于方言岛双方言的发展阶段,多数方言岛人都会讲埤城话。因此,他们的亲属称谓受到了来自埤城话的更

多浸染,很多亲属关系都有两套称谓。笔者的发音合作人之一周祥梅女士是丹阳埤城河南方言岛(荒田里村)人,她的丈夫是地道

的埤城人,她在夫家亲属称谓一般采用埤城话,在娘家亲属称谓则采用河南方言岛话。 

第 5代方言岛人处于方言岛双方言的融合阶段,他们的亲属称谓多采用埤城话或普通话。他们大多能够理解方言岛的亲属称

谓,但使用的频率非常低。笔者调查中遇到的一个 1995年出生的男孩,他的母亲是荒田里村人,他的父亲是埤城本地人,他平时称

呼亲属时基本都使用埤城话。 

第 6代方言岛人目前大多在中小学校园里,受社会及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代人的方言岛方言印象大为淡薄,他们的日常用语

多为普通话,其亲属称谓也采用普通话。笔者在埤城镇中心小学调查来自方言岛的小朋友们时,发现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笔者试着用河南话和他们交流,他们听起来显得较吃力,因为很多小朋友的家庭语言是埤城话或普通话,虽然他们的父母中有

方言岛人。 

六结语 

强势方言最终取代弱势方言需要经过双方言的过程,双方言的发展过程可分为萌芽、发展、融合、取代四个阶段。双方言地

区的方言演变受到婚姻、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方言核心词的演变相对较慢,双方言现象对方言岛方言第一词阶的影响小于第二词

阶。方言岛亲属称谓的演变与方言岛双方言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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