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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官话分区(稿) 

贺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要 本文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原官话的特性，根据语音特点，对河南、河北、山东、 

安徽、江苏五省境内的中原官话的分片作了新的调整，分为八片。 

关键词 中原官话 分片 语音特点 

本图是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34<河南山东皖北苏北的官话>图改绘而成的。修 

改的部分有以下四点：①从原图中把有关中原官话的部分分析出来，独立成图；②按照200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的行政区划改正和规范了本图的地名；③把山东境内梁山县、 

阳谷县划入了中原官话的范畴；④对本图的分片作了新的调整。原图根据古知庄章三组字的 

今声母，把本图的中原官话分为四片，有的片过大，如郑曹片为九十一县市；有的片两地分离， 

如洛徐片当中有郑曹片的县市相隔。现在根据若干语音特点把本图的中原官话分为八片，以 

求在区域的分布上更趋合理。 

壹 中原官话的范围 

中原官话在八个官话区的方言中分布的范围最大。从行政区域说，从东到西纵跨河南、山 

东、安徽、江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十一个省区，东西长约三干多公里， 

南北宽约六百多公里，呈带状蜿蜒于我国的中部。如果以一县市作为一个调查点，分布在这个 

地区的中原官话共有三百八十七个县市。各省区所占的点数如下。 

(一)河南107 山东31 河北2 安徽26 江苏10 

(--)陕西72 山西27 甘肃49 新疆44 青海13 宁夏6 

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原官话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安徽、山西、陕西、甘肃等省，新 

疆、青海等地的中原官话，和移民有关。其他各省是中原官话的边缘地带。 

中原官话见于本图的是上列(一)的一百七十六个县市，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 

苏等五个省境内。人VI约一亿二干四百一十六万；面积约为二十一万。三百一十八平方千米。 

本图共分八个片，其地理分布的范围是： 

e兖菏片 三十三个县市 山东省：兖州市、菏泽市、枣庄市、郯城县、临沂市、苍山县、费 

县、平邑县、滕州市、微山县、临沭县、邹城市、曲阜市、宁阳县、汶上县、泗水县、东平县、郓城县、 

嘉祥县、济宁市、鱼台县、金乡县、单县、巨野县、成武县、曹县、东明县、定陶县、鄄城县、梁山县、 

阳谷县；河南省：范县、台前县。 

@徐淮片 十三个县市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丰县、沛县、邳州市、睢宁县、宿迁市、新 

沂市、东海县、赣榆县；安徽省：淮北市、砀山县、萧县。 

@郑开片 二十四个县市 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开封县、袱阳市、袱阳县、滑县、长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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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封丘县、原阳县、兰考县、民权县、杞县、通许县、中牟县、尉氏县、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鄢 

陵县、南乐县、内黄县、清丰县；河北省：魏县县城以东、大名县。 

◎洛嵩片 十六个县市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巩义市、登封市、偃师市、孟州市、孟津县、 

伊川县、新安县、宜阳县、渑池县、洛宁县、三门峡市、义马市、栾川县、卢氏县。 

⑤南鲁片 三十个县市 河南省：南阳市、鲁山县、长葛市、临颖县、郾城县、许昌市、许昌 

县、平顶山市、舞钢市、襄城县、郏县、禹州市、汝州市、汝阳县、宝丰县、叶县、舞阳县、西平县、遂 

平县、方城县、南召县、西峡县、淅川县、内乡县、镇平县、社旗县、泌阳县、唐河县、邓州市、新野 

县。 

o漯项片 十四个县市 河南省：漯河市、项城市、扶沟县、西华县、周口市、淮阳县、商水 

县、上蔡县、汝南县、驻马店市、确山县、正阳县、平舆县、新蔡县。 

④商阜片 二十三个县市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太康县、宁陵县、柘城县、虞城县、鹿邑 

县、夏邑县、永城市、郸城县、沈丘县；安徽省：阜阳市、毫州市、濉溪县、宿州市、灵壁县、蒙城县、 

涡阳县、利辛县、界首市、太和县、临泉县、阜南县。 

o信蚌片 二十一个县市 河南省：信阳市、桐柏县、息县、淮滨县、罗山县、潢川县、光山 

县、新县、商城县、固始县；安徽省：蚌蜱市、金寨县、霍邱县、颖上县、寿县、凤台县、凤阳县、怀远 

县、五河县、泗县、固镇县。 ． 

此外，河南西部的灵宝市、郏县属于汾河片，暂放在本图内。说明见另图。 

贰 中原官话的特性 

中原官话的特性，从声调来说最主要的是古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古入声 

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 ． 

中原官话的特性是和其他官话相比较而言的。它属于官话的中心地带，和其他官话既有 

共性，又有特性。共性是官话的基础，特性是区别于其他官话的依据。现在拿中原官话和其他 

官话在古入声问题上作比较： 

中原官话今无入声，江淮官话有入声可以和中原官话相区别。 

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相比，西南官话的古入声字今读阳平；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差别在 

于中原官话古清音声母和古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 

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相比，两种官话的区别在于兰银官话的古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 

字今一律读去声。 

中原官话和冀鲁官话相比，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阴平、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今读阳平是这 

两种官话的共性，古次浊声母入声字今读阴平是中原官话的特性，今读去声是冀鲁官话的特 

性。 

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相比，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上声、古次浊声母入声字今读去声是胶 

辽官话的特性，可以和中原官话相区别。 

中原官话和北京官话、东北官话相比，其差别是在于古清音声母入声字北京官话和东北官 

话今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东北官话以今读上声字为数多。 

此外在声母、韵母等方面这中原官话与北京、东北官话也有明显的差别。 

分布在本图的中原官话，除洛宁、渑池两处是平声、上声、去声三个声调以外，其他各处都 

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本图东部的范县、梁山、阳谷、东平、汶上、宁阳、平邑、郯城 

八处古次浊声母入声字今多数读阴平，少数读去声，带有一些冀鲁官话的性质。江苏赣榆古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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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演变情况和中原官话相同，声母的演变情况和胶辽官话相同，本图列入中原官话的范围。 

安徽境内的五河、凤阳，古入声字今读去声；凤台、颖上、霍邱、金寨古清音声母入声字和次浊声 

母入声字今散归阴平、阳平，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今一般读阳平，演变的情况和中原官话不同，不 

过就“根庚、今经”两类字同音而言和中原官话的信蚌片相同。现在姑且把这些点也列入中原 

官话的范围。 

叁 本图各片的语音特点 

本图中原官话除古入声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外，在语音方面还有以下四点大 

致相同。 
一

古知庄章三组字的今声母，除洛嵩片、漯项片、信蚌片外，其他各片，少数字读[ts ts 

s]，其他大都读[t t ]，演变的情况和北京话大致相同。 

二 古精组和见组声母字和细音[i Y]的韵母相拼时，除漯项片、徐淮片、信蚌片不分尖团 

外，其他各片大都分尖团音。 

三 古蟹止摄合口三等非组“飞肥匪肺费废”等字，除信蚌片今[f]声母不拼[i]韵外，其他 

各片这类字的[f]声母大都拼[i]韵。 

四 今阴平的调值除兖菏片、徐淮片读[J]213曲折调外，其他各片大都读高升调[／1]24或 

中平调[-1]33。 

下面分别说明本图各片的语音特点。 

e兖菏片 ①本片“刚知专尊方丁边天”等阴平字的调值为[一]213曲折调，是本片山东口 

音区别于河南口音的主要特点。河南人说本片的口音“侉”，大概就是冲着本片阴平字的调值 

而来的。②“抓猪庄吹初窗刷树双”等字，其他各片一般读[t t J或Its ts s】声母，如郑州“抓 

[ ttua]J窗[ tthua~3]”，信阳“庄[ tsual3]J窗[ts uao]”。这类字本片有的读[pf phf]声母，如：泗 

水、枣庄、滕州“抓[ pfa]J吹[ phfei】’，等；[ ]声母拼合口呼韵母的字，本片的范县，鄄城、郓城、 

菏泽、巨野、定陶、曹县、成武、单县、平邑、泗水、滕州、微山、费县、枣庄、苍山、郯城等今读[f]声 

母。如“刷=发[ fa]J鼠=府[ fu]J树=富[fu ]l睡=费[fer] 颐=奋[fen ]J双=方[ fal3]”等。 

其他各片这两类字的声母不同。 

@徐淮片 ①本片和其他各片的差别主要是在四个声调的调值上。下面每片各选一个代 

表点比较。 

徐州 兖州 郑州 洛阳 南阳 漯河 商丘 信阳 

阴 刚知专尊丁 [J]213 [J]213 [／1]24 [-1]33 [1135 [／1]24 [／1]24 [／1]24 

阳 穷陈床才唐 []]55 [ ]42 [、|]42 [、J]31 [、J]31 【 ]53 【n]52 【 ]53 

上 古展纸走短 [1]35 []]55 []]55 [ ]53 []]55 []]55 []]55 []]55 

去 盖帐正醉对 [、J】51 [、J】312 [、J】31 [＼J】412 [、|]41 [、J】31 [、J】31 [、J]312 

从上表来看，本片阴平调值除了和兖菏片的调值相同外，和其他各片不同；其他声调的调 

值和其他各片也有明显的差别，因此调值是区别于其他各片的标志。②分布在河南各片的中 

原官话，大都分尖团，本片的精组和见组字逢细音一律读团音，如徐州、铜山、砀山、邳州、宿迁 

“齐=旗[ t i】l洗=喜[ i】l秋=丘[ t iu]J千=牵[ t~hian]J亲=钦[ t in]J枪=腔[ t ial3]J 

京=经[ t~ir3】J全=拳[etchyan J雪=靴[ eye]”等。 

@郑开片 ①古入声曾摄开口一等、三等庄组字和梗摄开口二等字本片今大都读[e]韵。 

如郑州、新郑、通许、封丘、尉氏“百柏伯[ pe】I德得[ te】f则[ tse】f肋勒[ le】f拆～开测侧策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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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n￡]l客刻克[ kn￡]”等，其中这类字逢[k k X]声母，开封、兰考等地可以和齐齿呼的韵母相 

拼，如“隔革隔[ kie]l克刻客[ k is]l黑赫吓[ xie]”等。其他各片这类字大都读[ai]韵或[ei] 

韵。②本片除魏县、大名、清丰、内黄少数点外，大都有[U]化韵。这里所说的[u]化韵，就是北 

京话的带“一子”尾的名词，本片有的不加“一子”尾，而是以加[u]尾的形式表示。如郑州、开 

封、原阳、长垣“柿子[ ]l梯子[ thiou]l鸡子[ t~iou]l沙子[ u]l鸭子[ iau]l刷子[ uau]l 

桌子[ tbau]l骡子[‘luau]l脖子[‘pau]l茄子[‘t iau]l碟子[~tiau]l瘸子[tchyau]l筷子 

[khiau ]”等。能[u]化的韵母是有限制的，如开封只有十二韵母[1 i a ia ua Y UY is ye ai 

uai ei]能有[u]化韵。其他各点能[1．1]化的韵母多少不等，怛也大都在此范围之内。 

◎洛嵩片 ①郑开片古知庄章三组字，除少数字今读[ts ts S]外，其他大都读[t t ]，演 

变的情况和北京大致相同。本片这三组字的演变情况和郑开片不同。知组二等今开口读[ts 

tsh】，今合口读【ts t 】，如洛阳、伊阳“罩【tsau 】J茶【．~tsha】”；“桌【 t拿uY】J赚【t~uan 】”等。庄组 

不论等摄今开口读[ts ts S]，今合口读[t t ]，如伊Jil、偃师“查[~tsha]l纱[ sa]”；“壮[t~uar3 ] 

J窗[ t uao]J双[ suar3】”等。章组除止摄今开口读[ts tsh S】以外，其他都读[t t 】，如宜阳、 

新安“支[ ts】]l翅[ts̈1]l施[ S1]”；“周[ t ]l臭[t~hou ]l手[‘ u]”等。②本片的儿化韵大都 

以[Ⅲ】收尾。如洛阳、洛宁“树枝儿[$u tsotn】J竹批儿[ tsu phitu】J小免儿[‘siau thutn 】J小驴 

儿[ siau dym]l床单儿[‘t u如 tern]l小桌JL[．‘siau t~uem]”等，其他各片大都以[r]收尾。 

⑤南鲁片 本片古知庄章三组字的今声母和洛嵩片不同，和郑开片相同。①本片和郑开 

片的区别是郑开片有[u]化韵，本片没有[u]化韵，北京话的“桌子l椅子”等词尾“一子”，本片也 

都带“一子”尾。②古蟹摄合口一等和止摄合口的端精组字，本片大都不带[u】介音。如南阳、 

唐河、新野、镇平、鲁山、南召、西峡、汝阳等地“堆[ tei】l对[ter]l推[ t“e川腿[ t ei】l退[t ë l 

催[ ts ei】f罪[tsei 】f最[tsei 】f碎[se州f醉[tsei 】f虽[ sei】I遂[【sei】I穗[se ”等。③“黑坷给胳 

核后”等字本片大都读[m]韵，如襄城、郏县、临汝、宝丰、鲁山、南阳、方城、内乡“黑[ XLU]l坷 

[ k m】f给[ km】f胳[ km】f核[ XLU】f后[XUl’】”等。除洛嵩片外其他各片大都没有这个韵母。 

o漯项片 ①本片和其他各片的最大差别，就是古精组字和古知庄章三组字的今声母都 

读[ts tsh S“】。如西华、淮阳、周口、漯河、商水、上蔡、驻马店、项城、平舆、新蔡等，“租=猪 

[ tsu]l作一桌[ tsua]l崔一吹[ ts uei]l走：肘[ tsou]l钻一砖[ tsuan]l酸一闩[ suan]l村一春 

[ tshan】I脏=张[ tsm3】『仓一昌[ tshar3】I桑一商[ sal3】I增一征[ tsar3】I层一成[‘ts a0]I生一升 

[ sar3]”等。②本片除声母和其他各片有差别外，古蟹摄合口一等和止摄合口的端精组字本片 

大都带有[u]介音，如上蔡、周口、驻马店、淮阳、确山，“推[ thuei]l腿[‘thuei]l嘴[‘ts uei]l崔 

[ ts uei]l虽[ suei]l岁[suei ]”等。这是和相邻的南鲁片的最大差别。 

④商阜片 ①本片的“一子”尾词，一律不用[u]化韵，可以和相邻的郑开片相区别。如商 

丘、宁陵、太康、鹿邑、毫州、界首、阜阳、利辛、蒙城“鸡子[ t~i．tsa]l兔子[t u ．tsa]l茄子[et ie 

．tsa]l骡子[‘1ua．tsa]l桌子[ tsu~a．tsa]l筷子[ku￡)．tsa]l瘸子[~tcye．ta]”等。②古知庄章三组 

字，本片读[t t ]，如商丘、柘城、界首、太和、涡阳，“猪[ct u]l桌[ t a]l张[ t~ar3]l砖 

[ct an]l昌[ct~ar3]l成[ct a ]l升[c ]l中[ct ]”等，可以和漯项片相区别。 

@信蚌片 本片和其他各片在语音上有较大的差别：①古深臻两摄和曾梗通三摄今读开 

口、齐齿两呼的字今韵母相同，读[on in]韵。如信阳、息县、潢JiI、固始、霍邱、寿县、蚌蜱、五河 

等，“跟根一庚羹更耕[ ken]1斤巾金一京荆经[ t~in]l钦一轻[ t~hin]l辛欣：兴[c~in]l因阴音 

： 英婴缨莺樱[ in]”等。上述两类字其他各片有区别，分别读[an ar3]韵和[in ]韵。②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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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两母本片的桐柏、信阳、罗山、光山、新县、潢川、固始、商城、霍邱、凤台逢洪音少数点不论洪细[n 

1】不分都读[1】声母，如“难南男楠=篮蓝兰栏拦[dan】I奴=卢炉[c1u】I努=鲁橹卤hu】等。其 

它各片这类字有区别，前者读【n】声母，后者读【1】声母。③古晓匣两母和非组字，本片的信阳、 

罗山、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凤阳、凤台、寿县[f x】相混，如信阳“夫=呼[ fu]I房=皇[~far3]”； 

寿县“非=灰[ xuei]I方=荒【cxu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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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Distribution of Middle Area 

Mandarin(Zhongyuan Guanhua) 

HE Wei 

Abstract Reviewing the issues of Zhongyuan Guanhua in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as a 

bas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eatures of the Zhongyuan Guanhua， and makes a new 

classification／distribution of this dialect and divides it into eight clusters according to its 

phonological features． 

Key words Zhongyuan Guanhua，dialectal classification／distribution，phonological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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