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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曲周县白寨乡地名的方言读音有一些特殊语音变化，与当地方言的通常读音存在差异，

多数差异是语流音变的结果，主要对白寨乡的地名语音及其音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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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由来有着悠久的历史，地名随着社会的

产生而产生，被文字记载，更重要的是地名是被当

地人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下来的，即使时代变迁对各

地方言语音造成了破坏，地名的方言读音依旧较好

的保留了古音，这对我们研究语音演变规律有着重

要的意义。正如田恒金先生所说：“河北方言区许

多地名用字的读音比较特殊,跟它们在当地方言通

常的读音差别很大。这些特殊字音的来源非常复杂,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复杂的音变 ,是我们研究语

音演变规律的宝贵资料 。研究这些音变现象 ,对弄

清河北方言语音演变规律和河北方言地名特殊字音

的成因具有一定意义。”
①
前人已经对河北方言地名

的语音变化做了整体的分析研究，本文将河北方言

地名语音分析研究缩小至一个乡，集中对笔者所熟

悉的曲周县白寨乡方言地名语音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曲周县白寨乡概况 

曲周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海河平原的黑

龙港流域。东接邱县,南邻广平、肥乡,西连永年、

鸡泽,北依邢台市平乡。曲周处于东经 114°92',北

讳36°78',境内地势平坦,平均海拔39.6米,总面积

667 平方公里,辖 4 镇、6 乡,342 个行政村,总人口

40.4 万。
[2]
白寨乡位于曲周县南部，距县城 7.5 千

米，面积 65.32 平方千米。1962 年建白寨公社，1984

年改乡。1996 年塔寺桥乡并入。据 2012 年统计，有

住户 13567 户，人口 55216 人。辖 43 个行政村，包

括席庄、艾台、禚李庄、东陈庄、叶庄、南王庄、

永安村、苏胡寨、致中寨、范李村、鲁辛寨、西陈

庄、南牛庄、王村、滏南庄、马布、司寨、北油村、

甜水庄、南油村、前寨、后寨、高庄、白寨、滏阳

集、塔寺桥、西朱堡、东朱堡、安王庄、白小营、

布寨、要寨、东冀庄、西冀庄、白疃店、娘娘寨、

司李庄、柴闾寨、娄寨、东焦营、刘庄屯、牛堡、

后里僧寨。 

二、曲周县白寨乡方言的声韵调系统 

地名的读音往往是当地方言的折射，在对曲周县白

寨乡的语音系统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才能深入

了解当地地名的语音及其音变情况。 

（一）声母系统 声母 声母 23 个,包括零声母（见

表 1） 

表 1 

 

 

 

 

 

 

 

双唇音 p 布步别不 pʰ怕盘派跑 m 门米骂妈  

唇齿音 f 福飞冯费 

舌尖中音 t 道夺到得 tʰ太同讨天 n 难怒年男 l 兰吕连路 

舌尖前音 ts 焦精借姐 tsʰ醋粗曹从 s 僧丝旋苏  

舌尖后音 tʂ猪主争招 tʂʰ巢处初虫 ʂ书声诗师 ʐ认然软日 

舌根音 k 贵过古姑 kʰ开葵快跪 ŋ袄岸爱恩 x 化话胡红 

舌面音 tɕ经杰结计 tɕʰ旗权去齐 ɕ休玄戏修  

零声母 Ø 闻微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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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韵母系统 韵母有 39 个（见表 2） 

表 2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ɿ资此婿字    
ʅ支直只尺 i 低必第谜 u 猪扶父土 y 女曲渠徐 
ɔ巴爬杂拿 iɔ呀假夏亚 uɔ袜蛙娃瓜  
o 坡磨玻陌  uo 多果锁挪  
ə辣百各何 iə街别姐裂  yə绿绝月靴 
ɭ而儿耳二    
ai 拍来奶买  uai 摔槐拐坏  
ei 北媒赔被  uei 推雷累贵  
au 高豪祆毛 iau 妖飘妙鸟   
ou 头否豆够 iou 丢牛酒就   
ã 班残满干 iãn 仙闲面年 uãn 端团款乱 yãn 宣全远怨 
ən 奔门忍肯 in 亲秦引金 uən 婚浑准嫩 yn 韵云运晕 
aŋ帮狼掌忙 iaŋ香抢两江 uaŋ光床忘况  
əŋ崩朋冷耕 iŋ冰明醒镜 uəŋ 翁  

  uŋ工红懂冻 yŋ兄穷勇用 

（三）声调系统 5个单字调（见表 3） 

表 3 

调类 调值 例字 

阴平 33 高猪低落喝天 
阳平 42 神寒娘徐扶平 
上声 53 好暖丑草老走 
去声 212 饭共助大乐洛 
入声 3 石麦 

由上述表格可以得知，白寨乡方言的声母系统

与普通话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有两个方面: 

1.白寨乡方言声母多一个舌根音[ŋ]，例如“袄、

岸、爱、恩”。 

2.白寨乡方言中古精母字分尖团，例如“焦、

精、借、姐”声母读[ts],而普通话中读[tɕ]。 

白寨乡方言的韵母与普通话韵母的不同之处有

四个方面： 

1.普通话里舌面前低元音[a]在白寨乡方言里

变为舌面后半低元音[ɔ]。普通话韵母[a]、[ia]、

[ua]在白寨乡方言里变为[ɔ]、[iɔ]、[uɔ]三个韵母。 

2.普通话里的韵母[an]在白寨乡方言里发生鼻

化，韵母[an]、[ian]、[uan]、[yan]在白寨乡方言

里变为[ã]、[iãn]、[uãn]、[yãn]。 

3.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儿二耳”等字在白寨

乡方言中读[ɭ]不读[er]。 

4.止摄合口三等来母字“累泪全类”等字,在普

通话中读为开口呼[ei],在白寨乡方言中读为合口

呼[uei]。 

关于声调，普通话有四个调类，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而白寨乡方言属于晋语有五个调类，

多一个入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方言受普通话的

强势影响，入声在白寨乡方言中呈现已经逐渐弱化

消失的趋势。普通话的四个调类调值是 55、35、214、

51，白寨乡方言的调值是 33、42、53、212、3。 

三、白寨乡地名语音 

席庄[ɕiə⁴²tʂuaŋər³³] 
禚李庄[tʂuo⁴²li⁵³tʂuaŋər³³] 
东陈庄[toŋ³³tʂh

ən⁴²tʂuaŋər³³] 
叶庄[iə³³tʂuaŋər³³] 
南王庄[nã²¹²uanŋ⁴²tʂuaŋər³³] 
艾台[ŋai²¹²tsh

ai ] 

永安村[yŋ⁵³ŋã³³tsh
uən³³] 

苏胡寨[suo³³ tʂai²¹²] 

致中寨[tʂi²¹²tʂuəŋ³³tʂai²¹²] 
范李村[fã²¹²li⁵³ts

h
uən³³] 

鲁辛寨[lu⁵³sin³³tʂai²¹²] 

西陈庄[ɕi³³tʂ
h
ən⁴²tʂuaŋər³³] 

南牛庄[nã⁴²niou⁴²tʂuaŋər³³] 
王村[uanŋ⁴²tsh

uən³³] 

滏南庄[fə⁵³nã⁴²tʂuaŋər³³] 
马布[mɔ³³pu²¹²] 

司寨(sər³³tʂai²¹²] 

甜水庄[tiãn⁴²ʂuəi⁵³tʂuaŋər³³] 
北油村[pei⁵³iou⁴²tsh

uən³³] 

南油村[nã⁴²iou⁴²tsh
uən³³] 

前寨[tɕiãn⁴²tʂai²¹²] 
后寨[xou²¹²tʂai²¹²] 

高庄[kau³³tʂuaŋər³³] 
白寨[pai⁴²tʂai²¹²] 
滏阳集[fə⁵³ianŋ⁴²tɕi⁴²] 
塔寺桥[tə³³tə³³tɕiau²¹²] 

西朱堡[ɕi³³luo⁴²pu⁵³] 
东朱堡[toŋ³³luo⁴²pu⁵³] 
安王庄[ŋã³³uaŋ⁴²tʂuaŋər³³] 
白小营[piə⁴²ɕiau⁵³ynər⁴²] 
布寨[puər²¹²tʂai⁴²] 
要寨[iaur²¹²tʂai²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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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冀庄[toŋ³³tɕi⁴²tʂuanŋər³³] 
西冀庄[ɕi³³tɕi⁴²tʂuanŋər³³] 
娄寨[lour⁴²tʂai²¹²] 
东焦营[toŋ³³tɕiau³³ynər⁴²] 
牛堡[niou⁴²pu⁵³] 
刘庄屯[liou⁴²tʂuanŋ³³th

uən⁴²] 
后里僧寨[xou²¹²liŋ⁵³ tʂai²¹²] 
白疃店[tiãn²¹²ʂaŋ] [pai⁴²liãn⁵³tiãn²¹²] 
司李庄[liə³³tʂuaŋər³³][sə³³li⁵³tʂuaŋər³³] 
娘娘寨[niãn⁴²tʂai²¹²][niaŋ⁴²niaŋ²⁴tʂai⁴²] 
柴闾寨[luər²¹²tʂai²¹²] [tʂ

h
ai⁴²ly³³tʂ

ai²¹²] 

四、白寨乡方言地名的语音变化分析 

地名频繁出现在当地人日常生活人际交流中，

与文字记录的地名不同，秉着简单经济省力顺口原

则，口语语音难免发生语音变化。 

（一）儿化 

白寨乡地名方言读音的显著特点是多儿化，儿

化一般发生在词尾。白寨乡 43 个地名中以“庄”字

结尾的地名有 14 个，占 33% ，而这 14 个词尾“庄 ”

字的读音都发生了儿化， 例如， 禚李庄[tʂuo⁴²li
⁵³tʂuaŋər³³（tʂuaŋ³³）]、东陈庄[toŋ³³tʂh

ən⁴²tʂ
uaŋər³³（tʂuaŋ³³）]、叶庄[iə³³tʂuaŋər³³（tʂ

uaŋ³³）]。此外，与一般词语结尾儿化不同，白寨

乡方言地名的儿化不只发生在地名的最后一个字，

也发生在地名的第一个字。例如，要寨[iaur²¹²（iau

²¹²）tʂai²¹²]、司寨(sər³³（si³³）tʂai²¹²] 、

布寨[puər²¹²（pu²¹²）tʂai⁴²]、娄寨[lour⁴²（lou⁴
²）tʂai²¹²]，四个地名中的第一个字都发生了儿化。 

（二）省读 

白寨乡 43 个行政村地名中三音节地名占到了

67%，由于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优势，再加上人际

交流中为追求简单省力的发音，在口语中部分三音

节地名出现了省读变双音节现象，并且逐渐成为一

种趋势。例如，白疃店[tiãn²¹²ʂaŋ][pai⁴²liãn⁵³
tiãn²¹²]、司李庄[liə³³tʂuaŋər³³][sə³³li⁵³tʂ
uaŋər³³]、娘娘寨[niãn⁴²tʂai²¹²][niaŋ⁴²niaŋ²⁴tʂ
ai⁴²]、柴闾寨[luər²¹²tʂai²¹²][tʂ

h
ai⁴²ly³³tʂ

ai²¹²]，四个地名都有两种读音，第二种三音节读

音符合当地方言的正常发音，而第一种读音则是省

读变双音节现象，“司李庄”省读了“司”字，“娘

娘寨”省去了一个“娘”字，“柴闾寨”省去了“柴”

字。较为特殊的是“白疃店”的双音节读音，由于

整个白寨乡只有一个行政村地名是“某某店”，所

以当地人将“白疃”二字省去之后，在“店”字后

加了个方位词“上”表示位置，用“店上”表示“白

疃店”。虽然暂时上述地名有三音节和双音节的两

种读音，但日常生活人际交流中，它们的双音节省

略读音出现的频率要远远高于三音节读音。值得注

意的是在音节省读基础之上司李庄、娘娘寨和柴闾

寨分别发生了各异的语流音变，由于下文会详细论

述，在此暂且不做分析。 

（三）语流音变 

音位和音位组合时，由于受说话时快慢、高低、

强弱的不同和临音的影响，可能发生不同的临时性

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叫做语流音变。
②
人际交流

中，为了追求发音顺口，语词间会发生各种的语流

音变，方言地名更是如此。 

1.同化  

同化现象在河北方言地名中非常普遍，其中以

声母和韵母方面的同化最为典型。而白寨乡地名中

韵母同化突出，有前一个字的韵母被后一个字的声

母同化的，例如，娘娘寨[niãn⁴²（niaŋ⁴²）tʂai²¹

²]的双音节读音中，“娘”字的韵尾受“寨”字的

声母[tʂ]同化，由后鼻音[ŋ]变为前鼻音[n]，这是

因为“寨”字的声母是舌尖音，发音部位靠前。有

前一个字的韵母被后一个的韵母同化，例如，白疃

店[pai⁴²liãn⁵³（tuãn⁵³）tiãn²¹²]的三音节读音中

“疃”的韵母[uãn]受“店”的韵母[iãn]同化,由合

口呼变为齐齿呼。  

也有后一个字的韵母被前一个字的韵母同化

的，例如，白小营[piə⁴²ɕiau⁵³ynər⁴²（iŋ⁴²）]东

焦营[toŋ³³tɕiau³³ynər⁴²]，“营”字的韵母被“小”

和“焦”的韵母[au]同化为[ynər]，韵母[au]的发

音部位靠前，在此影响下“营”字的韵尾由后鼻音

[ŋ]前移变为前鼻音[n],而介音[i]又在[ŋ]的影响

下向后牵引变为发音靠后的[y]，后又发生儿化韵母

[iŋ]才变为[ynər]。 

同化最为特殊现象的是塔寺桥[tə³ ³t ə³ ³

（si²¹²）tɕiau²¹²]中的“寺”整个音节被第一个

“塔”同化，由[si²¹²]变为[tə³³]。 

2.弱化 

弱化也是语流音变中的常见现象，弱化的程度

不同，表现也各有不同。白寨乡地名中有两种表现。

一是单元音化央，滏南庄[fə⁵³（fu⁵³）nã⁴²tʂuaŋə
r³³] 和司李庄[sə³³（si³³）li⁵³tʂuaŋər³³]  中
的“滏”“司”的韵母[u][i]被弱化成了[ə]。二是

由发音弱化诱发的非边音声母边音化的音变，例如

东朱堡[toŋ³³luo⁴²（tʂu⁴²）pu⁵³]和西朱堡[ɕi³³

luo⁴²（tʂu⁴²）pu⁵³]“朱”字用在地名的中间位置，

声母非边音声母[tʂ]弱化变为边音[l]，这可能是[l]

是浊音要比[tʂ]的发音弱，这样整个三字地名有强

有弱，发音流畅。此外，白疃店[pai⁴²liãn⁵³（tuãn

⁵³）tiãn²¹²]的“疃”字的声母由[t]弱化为边音[l]

亦是如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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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节合并 

白寨乡地名中存在着音节合并的现象，例如，

后里僧寨[xou²¹²liŋ⁵³ tʂai²¹²]中的第二个字

“里”字和第三个“僧”字音节合并为[liŋ⁵³]，取

“里”字的整个音节和“僧”字的韵尾[ŋ]。 

4.其他   

白寨乡方言地名中还有个别特殊的音变，例如

舌尖中音变舌尖前音，艾台[ŋai²¹²tsh
ai⁴²（tai⁴²）]

中的“台”声母本应为舌尖中音[t]，却变为了舌尖

前音[ts
h
]。 这种音变不仅在白寨乡，乃至整个河北

省也是极少的现象。 

五、结束语 

曲周县白寨乡的地名中的语音变化包括儿化、

省读、语流音变，三种变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

时会交织在一起，表现形式较为复杂，究其原因多

是受口语发音的简单省力原则导致的。当然也有个

别特殊音变暂时无法解释，因此本文对白寨乡地名

只是做了初步的分析研究，还不够成熟，有些问题

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弄清楚。 

注释： 

①田恒金，李小平.河北方言地名中的一些音变[J].语文研

究，2008(2). 

②曲周县人民政府网 http:/Avw、v.qz.x.gov.cn/E_ReadNe\

vs.asp?New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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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tic research on places in dialect of Baizhai Country in Quzhou 
County 

ZHANG Xiao-jia, LI Rui-huan 
(School of Art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special phonetic changes in the dialect of Baizhai Country in Quzhou County.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se dialect differs from the local pronunciatio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Sandhi.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pronunciation and phonetics change of place names in Baizhai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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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urriculum relevance on medical students’ achievements by 
apriori algorithm 

NIU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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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aching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chievement managemen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alyzing the achievement data to uncover the valuable laws hidden in achievement data can help 
teaching decisions and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uch aspects as major building, establishment of 
training program, 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This paper mainly utilizes Apriori algorithm to 
analyze students’ achievements and uncover the mutual laws among relevant courses’ achievements. 
Key words: Apriori algorithm; achievement; curriculum relevanc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