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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方言研究综述

陈意博 王艳红 王亚男 熊舒婕 许倩 颜安舒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0

摘 要：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嘉兴五县(市)两区的方言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其成绩；但也发

现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各县(市、区)之间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平衡，各县(市、区)内部的调查研究布点不平衡，

方言的年龄差异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综合研究较为欠缺，语音、词汇、语法层面研究不平衡。同时也对今后的研

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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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位于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地，处江河湖海交汇之位，扼太湖南走廊之咽喉，与上海、杭州、苏

州等城市相距百公里左右，作为沪杭、苏杭交通干线中枢，交通便利，下辖南湖、秀洲和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桐乡等五

县(市)两区。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嘉兴方言属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内部又可分嘉兴片和湖州片。嘉兴方言内

部有很大的共同点，也存在不少的区域差异和年龄差异。从方言地位来说，嘉兴方言一方面与苏州话较为接近，一方面与上海

话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上海话最早的源头之一。研究嘉兴方言，不仅能加深对嘉兴语言文化的认识，也能为上海话的研究提

供参考。本文通过回顾并总结嘉兴方言的研究成果，进而分析研究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以期为今后更好地研究嘉兴方言提供借

鉴。

一、南湖区和秀洲区的方言研究

嘉兴方言很早就见载于一些方言杂记，如春秋时期的《越绝书》、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清代的《嘉兴府志》等。这些

资料对研究历史上嘉兴地区的语言、方言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都较为零散和简略。关于嘉兴方言现代语言学意义的研究，

要从 1928 年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
[1]
算起。该书用国际音标和简谱对嘉兴方言的声韵调进行了记录，但相比该书其他方

言点，嘉兴方言的记录较为简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省方言调查组对全省方言进行调查，对嘉兴方言也进行过多次调查，

调查成果见于后来陆续编成的《浙江方音集》
[2]
《浙江吴语分区》

[3]
等；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嘉兴方言的

研究成果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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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区和秀洲区是嘉兴方言的代表点，大部分的吴语综合性研究著作所载的嘉兴方言，都是指嘉兴市本级两区尤其是城区

方言，如上面所举的较早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等。20世纪 9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其他吴语方言综合性研究著作也是如此。

如钱乃荣的《当代吴语研究》
[4]
,记录了嘉兴话的声韵调、1900 余个常用字的读音、900 余条常用词的读音。傅国通、郑张尚芳

主编的《浙江省语言志》
[5]
和《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浙江通志·方言志》

[6]
记录的是嘉兴南湖区七星村老派音系，并给

出了单字音表，简述了嘉兴两区方言的内部差异。专门研究嘉兴两区方言的文献，重要的有俞正贻的《嘉兴地区方言词语(选编)》
[7]
,用同音或近音的汉字记录了嘉兴话的一批词语。俞光中的《嘉兴方言同音字汇》

[8]
,记录的是嘉兴城区老派方言，简述了老派

与新派的差异，给出了嘉兴方言的同音字汇。俞光中的《嘉兴方言本字考》
[9]
,就《嘉兴方言同音字汇》当中标为*号的音，考证

本字。俞光中是嘉兴市南湖区人，他的记音是准确的，本字的考证也较有依据，很有参考价值。《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的

《嘉兴市志·方言》
[10]
,简述了嘉兴两区方言五小片的分片及其基本语音特点，但主要记录的也是城区方言，分述了城区方言的

音系、常用词条读音和部分语法例句。嘉兴市档案学会的《嘉兴方言》
[11]

是第一本全面记录嘉兴方言的著作。此外还有一些文

献，如钱乃荣的《北部吴语研究》
[12]
,俞允海、苏向红的《浙北吴语声韵调研究》

[13]
,曹智峰、吴嫣斐的《嘉兴方言两字组连读

变调的非线性分析》
[14]
,章颖的《嘉兴方言中饮食类用词特点研究》

[15]
,吴顺荣的《嘉兴方言拾摭》

[16]
,丁晔雯的《嘉兴话古微母

字今读差异分析》
[17]

等也值得参考。

二、嘉兴五县(市)的方言研究

嘉兴五县(市)的方言研究成果数量不一。

嘉善方言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主要研究学者有徐青和徐越，两位学者都是嘉善人，也是语言学研究专家，他们

的记录和分析都是准确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徐青的研究成果有：《嘉善方言音系和韵谱》
[18]
,是较早研究嘉善方言语音的

文章；《嘉善县志·方言》
[19]
,是最早系统记录嘉善方言的文献，以魏塘方言为代表，分析与描写嘉善方言的音韵系统，与普通

话进行对比，列出同音字表，举出了二百来条方言特色词汇。徐越的研究成果有：《嘉善话中的“X稀稀”现象》
[20]
；《嘉善话

中实词的重叠现象》
[21]
描写嘉善方言中的语法现象；《吴语嘉善方言研究》

[22]
是继《嘉善县志》后更为详尽系统研究嘉善方言

的著作。其后她的《嘉善方言音系研究》
[23]
《嘉善方言的连读变调》

[24]
《嘉善方言的气流分调》

[25]
,都是就嘉善方言语音的某方

面现象进行探讨。另外，徐越的《浙北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
[26]
,以嘉善西塘镇方言为嘉兴小片的代表音点，描写了嘉善方言的

音韵系统，概述了嘉善方言语音的音韵特点，简单介绍了嘉善方言的内部差异。

海宁方言的调查研究资料主要有傅国通执笔的《海宁市志·方言》
[27]
,对海宁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做了全面的描写，介绍

了海宁方言音系，列出了同音字表和常用词表，对海宁方言的语法特点进行了简单的例述；苏向红的《海宁方言声韵调之研究》
[28]
,以硖石话为准，探讨了海宁方言的声韵调类别和特点，给出了音节表，并与普通话语音进行了比较；柴伟梁主编的《海宁方

言志》
[29]
,也以硖石话为基础方言，全面分析了海宁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并在第四章探讨了海宁话的内部差别，在附录部分

给出了 10 个调查点的音系表。另外，蒋晓玲的《海宁方言同音字汇》
[30]
、姜林长的《海宁方言语音特点概述》

[31]
、姚若丰的《浙

江海宁方言连读变调研究》
[32]
等文章也可以参考。

平湖方言的调查研究资料较少。庄文生主编的《浙江省平湖县志·方言》
[33]
,描写了平湖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给出了同音字

汇，记录了与普通话不同的方言词语近 600 条，简述了平湖方言语法的基本特点。苏向红的《平湖方言声韵调之研究》
[34]
描述、

分析了平湖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给出了平湖方言的音节表，并与普通话语音进行了比较。平湖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委员会编

的《平湖方言汇编》
[35]
,收集了平湖方言的词汇。另有小山纯平的《平湖方言的“呒～”》

[36]
和施玲丽的《平湖方言疑问句研究》

[37]
,研究了平湖方言的语法现象。

桐乡方言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下述文献之中。俞允海的《桐乡方言声韵调之研究》
[38]
,是较早研究桐乡方言语音的文章，描述

了桐乡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给出了桐乡方言的音节表，并与普通话语音进行了比较。马新正主编的《桐乡县志·方言》[39],概

述了桐乡方言的语音特点和内部差异，描述了桐乡方言的语音系统，给出了同音字表，记录了常用词语，简述了桐乡方言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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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点。俞正贻的《桐乡方言本字例释》
[40]

参考《集韵》《广韵》等古籍资料，考证了几十个桐乡方言特有字词的来源。俞允

海的《桐乡方言志》
[41]
,第一次全面详细地描写了桐乡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收集了桐乡方言大量的词汇，并说明了桐

乡方言的内部差异。姚志贤的《浙江桐乡方言语音研究》
[42]
从桐乡方言音系、普方比较、古今比较以及内部差异与邻近方言的

差异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全文对桐乡方言今音的声韵调进行全面描写，将桐乡方言与普通话和中古音进行比较，归纳了桐乡方

言与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比较了桐乡方言与邻近方言的异同。沈聪宁的《桐乡方言遇摄的语音层次分析》
[43]

对桐乡方言

遇摄的主体层和外源层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划分，并就其演化顺序进行了梳理。

海盐方言的研究成果相比其他几个县市较为丰富，重要的研究学者有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胡明扬是海宁硖石人，先

后发表的论著有：《海盐通园方言的代词》
[44]
《海盐方言的人称代词》

[45]
《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

[46]
《海盐县志·方言》

[47]
《海盐方言志》

[48]
。前三篇都是胡明扬关于海盐方言语法现象的探讨，是方言语法的典范性论文。《海盐县志·方言》《海

盐方言志》则比较详细全面地记录了海盐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其他也有一些学者相继探讨海盐方言。语音方面的，有张

梅静的《海盐方言语音研究》
[49]
,陈忠敏、张梅静的《论海盐方言的声调》

[50]
,黄晓东的《浙江海盐方言音系》

[51]
等。语法方面

的，有张薇的几篇论文，如《海盐沈荡话人称代词的“格”》
[52]

《浙江海盐沈荡话指示代词的功能不对称性》
[53]

《海盐话中泛

指量词、远指代词和名词化标记之间的关系》
[54]
,还有张梅静的《海盐方言的疑问代词》

[55]
,张梅静、姜抗的《海盐方言语气助

词》
[56]
。综合分析海盐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有施云的《海盐方言研究》

[57]
。

另外，徐越的《浙北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
[26]
,正文部分，除了前文提到的内容，还在第八章字音对照部分收录了嘉兴五县

(市)两区 760 个汉字的字音材料。徐越的《浙江吴音研究》
[58]
,全面呈现了嘉兴五县(市)两区的方言音系，是目前比较全面反映

嘉兴方言语音面貌的著作。

三、嘉兴方言研究不足与展望

上面举出了嘉兴方言的主要研究成果，从总体数量上来看还是丰富的，但也存在如下的不足：

第一，五县(市)两区调查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平衡。五县(市)两区的方言，嘉善方言研究有母语学者徐青、徐越，海

盐方言研究有胡明扬，他们的研究成果，较其他地方的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入。相对来看，其他县(市、区)的研究就要薄弱一些。

如嘉兴市本级两区，虽然是嘉兴方言的代表音点，吴语综合性研究著作一般都是以该地方言为调查描写对象，但是，长久以来，

并没有学者对嘉兴城区方言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与研究。桐乡、海宁、平湖的方言研究，也还有待加强，尤其是平湖方言，

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最为薄弱的。

第二，五县(市)两区内部的调查研究布点不平衡，存在重城区轻下属县(市)的现象。以嘉兴市本级两区的方言研究为例，

《当代吴语研究》《嘉兴方言同音字汇》《嘉兴市志·方言》等，都是以嘉兴市本级城区话为主，对五县(市)方言或者不关注，

或者只是简略叙述，但实际上，五县(市)由于外来人口迁入较少，往往更能保存古老的方言特征，从方言史的角度来看，五县(市)

方言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五县(市)两区方言的年龄差异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大部分方言点的描写，都是以老派为主，中派和新派都只简略

描述，这从方言史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观察方言的接触演变的角度来讲，是不够的。当前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

加快，人口流动频繁，加上普通话的普及，汉语方言的变化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动时期，也是研究语言接触演变理论的

一个好时机，而语言接触演变理论的研究，反过来也能为我们更好地保护地方语言文化提供理论指导。

第四，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层面研究的不平衡，存在重语音，轻词汇、语法的现象，同时各层面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调

查描写层面，缺乏深入的研究。语言是一个由语音、词汇、语法组成的系统，每个层面的研究都是同等重要的，但目前的研究

成果主要集中于语音的描写，但描写的方式都较为传统，较少使用现代实验语音学手段进行分析的成果。词汇、语法的研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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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薄弱，就语法来说，五县(市)两区的语法研究，除了海盐方言有胡明扬等学者针对个别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他

县(市、区)的语法几乎都只有简略的记录，所使用的语法调查框架也都较为传统，并不能真正反映各地方言语法的真实面貌。

第五，嘉兴地区的方言综合研究较为欠缺，基本都以单点方言的描写为主。嘉兴五县(市)两区历史上并不是一直都是一个

统一的行政区域，而且由于地理上的远近距离不同，五县(市)两区之间的语言差异较每个县(市、区)内部的差异更大，单点方

言的描写，并不足以体现嘉兴五县(市)两区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因此，对嘉兴地区的方言进行综合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目

前所见的成果，仅徐越有两本著作进行了简单呈现，还未进行详细比较。

针对以上问题，嘉兴方言未来的研究还应加强：要在了解五县(市)两区方言内部差异的基础上，合理布点，使用较新的方

法和理论，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全面深入地调查描写方言，注意社会性因素如年龄、文化程度等的差异对语言变异的影

响。在获得充分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再对有意思的个别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如就嘉兴方言语音研究而言，浊音的消退、声调的

合并、送气分调等。在全面调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还要对嘉兴方言内部的异同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再与吴语其他地区

的方言进行比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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