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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一 方 言

如皋方言属北方方言——江淮次方言——通泰片中片，是江苏省25个主要方言代表点

之一。

如皋方言形成历经三个阶段。源头是淮夷语支，今口耳相传的方言词“杲昃”即为3000

多年前域内氏族方国郧语。春秋战国时期，域内先后属吴、越、楚等国，后又受汉初“东粤

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间”影响，郧语与吴、百越语等相交融，是时属南方方言

区。两晋至明清，如皋社会相对稳定，外籍难民不断迁入，经长期融合演变并固化，如皋方

言继而转属北方方言区，但亦兼具某些南方语音特点和古郧韵味。

如皋方言的语音特征主要体现在全浊声母清化，与吴语保留全浊声母完全不同，其韵

母保存留上古韵部阴、阳、入齐全和单元音丰富的特点，多单韵母。这与移民构成及迁居

时间、活动区域因素有关。

如皋方言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结合声调内形和调值、“f”和“x”的区分、“l”母的

分化及腭化程度等语音特点，大体可分为5个片。如城及周边地区操如城音；如城以西3千

米即操西乡音，带有泰兴话的韵味；白蒲、勇敢及长江区域统称南乡音，勇敢一带语音有不

完善的翘舌音；长江圩区间语音则有阳去42调，又受到平潮音的影响；北乡音和东乡音亦

各有其特征。

如皋方言夹有不少上古、中古的语音和词汇。今如皋方言中仍称“知道”为“晓得”“哲

的”。同时有较多的文、白异读字，文读类似“官腔”“雅言”，白读纯系土话。

本卷主要以如城白读口音为参考，依据《方言调查字表》和《汉语方言词汇》，尽量收录

本地方言基本用字、用词，并以国际音标加注音。在方言收集整理中，一些颇有乡土气息

的方言俗语，如谚语、歇后语、 子等予以选载。



《如皋市志》



卷二十一 方 言 ··1353



《如皋市志》··1354



卷二十一 方 言 ··1355



《如皋市志》··1356



卷二十一 方 言 ··1357



《如皋市志》··1358



卷二十一 方 言 ··1359



《如皋市志》··1360



卷二十一 方 言 ··1361



《如皋市志》··1362



卷二十一 方 言 ··1363



《如皋市志》··1364



卷二十一 方 言 ··1365



《如皋市志》··1366



卷二十一 方 言 ··1367



《如皋市志》··1368



卷二十一 方 言 ··1369



《如皋市志》··1370



卷二十一 方 言 ··1371



《如皋市志》··1372



卷二十一 方 言 ··1373



《如皋市志》··1374



卷二十一 方 言 ··1375



《如皋市志》··1376



卷二十一 方 言 ··1377



《如皋市志》··1378



卷二十一 方 言 ··1379



《如皋市志》··1380



卷二十一 方 言 ··1381



《如皋市志》··1382



卷二十一 方 言 ··1383



《如皋市志》··1384



卷二十一 方 言 ··1385



《如皋市志》··1386



卷二十一 方 言 ··1387



《如皋市志》··1388



卷二十一 方 言 ··1389



《如皋市志》··1390



卷二十一 方 言 ··1391



《如皋市志》··1392



卷二十一 方 言 ··1393



《如皋市志》··1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