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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西北地区存在江淮官话,它以去声分阴阳,遇山臻摄合口三四等知见系字合流

等特征,有别于鄂西北地区的其他方言,其方言特征与江淮官话黄孝片非常相似.其形成与清

朝中后期鄂东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有关,可以看作江淮官话黄孝片在鄂西北地区的一种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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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西北地区的江淮官话一直以来颇受学术界

的关注,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赵元任就在«湖北

方言调查报告»中,将竹山、竹溪的方言和黄冈、孝
感的方言合为一区,叫第二区,并称“这第二区可

算作典型的楚语———如果要独立一种楚语的名目

的话.”[１](P１５６７－１５７３)赵先生口中的“楚语”就是江淮

官话黄孝片的前身.１９８７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

图集»继承了这一看法,把十堰市竹山、竹溪的方

言归入江淮官话黄孝片[２](P１４).李蓝在«西南官话

分区(稿)»一文中,把竹山、竹溪、郧西和陕南的平

利、白河划归为西南官话湖广片鄂西小片,将鄂西

北其他地区的方言归入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

片,并言道:“本小片的语言特点比较独特,和周围

的方言有明显差别.”[３]这显然是看到了郧西方言

和竹山、竹溪的方言之间的一致性,把它们归并在

一起,这就前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否认了竹山、竹
溪方言江淮官话的身份.２０１２年出版的«中国语

言地图集»(第２版)则将整个鄂西北地区的方言

都归入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片.[４](P２４)我们对鄂

西北地区的方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鄂西北地

区确实存在江淮官话.下面从分布范围、语音特

点、来源及归属等四个方面对鄂西北地区的江淮

官话进行研究.

　　一、鄂西北江淮官话的分布范围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鄂西北江淮官话主

要分布在湖北十堰市的竹山、竹溪和郧西三县所

辖的十余个乡镇中,人口约２０万,占十堰市总人

口(３５０万)的１/１７左右.以汉江为界,可分成南

北两片:江北的郧西片和江南的竹山、竹溪片,简
称二竹片.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郧西片主要分

布在郧西县夹河的东南部和天河的西南部,包括

马安镇和观音、香口、夹河等乡镇的部分地区,人
口约５万;二竹片主要分布在竹山西河以西,竹溪

龙王河以东的区域,包括竹山县的得胜、大庙、竹
坪、秦古、擂鼓(部分地区)和竹溪县的新洲、县河

等乡镇,人口约１５万.

　　二、鄂西北江淮官话的语音特点

我们选取竹山得胜(二竹片)和郧西马安(郧
西片)这两个方言点加以比较,以便了解鄂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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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江淮官话共同的语音特征及内部差异.
(一)声调特征

１．调类和调值

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共有阴平、阳平、上声、
阴去、阳去五个调类.(详见表１.)

表１　鄂西北江淮官话的调类和调值

　　　音韵条件

方言点

平 上 去 入

清 浊 清 次浊 全浊 浊 清 清 次浊 全浊

竹山得胜 阴平５３ 阳平４４ 上声２４ 阳去２２ 阴去２１３ 阴平 阳平/阳去

郧西马安 阴平５３ 阳平４４ 上声３５ 阳去３１ 阴去３１３ 阴平 阴平/阳平

　　由上表可知,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五个声调

的调型为阴平高降调,阳平半高平调,上声中(高)
升调,阴去低降升调,阳去半低平调或低降调.鄂

西北地区江淮官话虽然去声分阴阳,古清去字读

阴去调,古浊去字及全浊上声字读阳去调,但是,
郧西片的浊去字与全浊上声字大约有２０％已混

入阴去调.

２．入声归派

鄂西北地区的江淮官话,古清、次浊入声字的

归派方式,各方言点基本一致,但是,古全浊入声

字的归派方式二竹片和郧西片存在差异.(详见

表２.)
表２　鄂西北江淮官话入声归派方式

　　　音韵条件

方言点

清、次浊入 全浊入

阴平 其它调类 阴平 阳平 阳去 上声和阴去

竹山得胜 ７６％ ２４％ ２０％ ４５％ ２８．３％ ６．７％

郧西马安 ８７．４％ １２．６％ ５０％ ３７％ ５．４％ ７．６％

　　由上表可知,鄂西北地区的江淮官话,古清、
次浊入声字大多数都是归阴平的.古全浊入声字

二竹片主要归入阴平、阳平、阳去这三个调类.其

中,归入阳平的最多,归入阴平的最少.郧西片主

要归入阴平和阳平,归入阴平的占到全浊入的半

数左右,归入阳去的极少.

(二)声韵特征

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的多数声韵特征内部比

较一致.但是,也有些特征二竹片和郧西片存在差

异,下面我们选取几个主要的进行介绍.(详见

表３.)

表３　鄂西北江淮官话的声韵特征

　　音韵条件

方言点
①泥来 ②知系

③遇蟹止山臻端合

精遇山臻三四 其余

④ 知 见
合三四

⑤ 深
臻:
曾梗

⑥蟹合一三
止合三帮组
端系

⑦曾梗通合阳

竹山得胜
洪 混
细分

庄开部分 t
s,其余

齐白/ʯ文 开
合 流 为

ʯ－
开 混
合分 i白/ei文

帮 端 知 见一二 ə,
见三四iə

郧西马安
洪 混
细分

庄开部分 t
s,其余

齐白/ʯ文 开
合 流 为

ʯ－
开 混
合分 ei

帮 端 ə,知 见一二

ə/u,见三四iə

　　上表显示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共同的声韵特

征有:①泥来母洪混细分;②知系庄组开口字部分

读[ts]组声母,其余知系字读[]组声母;③遇蟹

止山臻摄端系合口字,精组遇山臻摄三四等字白

读韵母为齐齿呼,文读为[ʯ]类韵,其余字都读为

开口呼;④遇山臻摄知见系合口三四等字合流,读
为[ʯ－]类声韵;⑤深臻曾梗四摄开混合分.其

余两条特征二竹片和郧西片存在差异;⑥蟹摄合

口一三等、止摄合口三等帮组字和端系字,二竹片

白读为[i],文读为[ei],郧西片基本都读[ei];⑦

曾梗通摄合口阳声韵字,二竹片帮端知系及见系

一二等字读[ə],见系三四等字读[iə];郧西片

帮端系读[ə],知系及见系一二等字读[ə/u],
见系三四等字读[iə].

　　三、鄂西北江淮官话的来源

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的语音特点与周围的中

原官话南鲁片、关中片及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

片都存在明显差异,却与地理上不相连的鄂东北

地区的方言十分接近,要解释这一点,须了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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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移民历史.
鄂西北地处汉水上游秦巴山地,北有秦岭山

脉,南居大巴山系,界内山川纵横,交通不便.其

地处鄂、秦、豫、渝四省交界,北通关中,南近荆襄,
西连巴蜀,东接唐邓,为关中、荆襄、巴蜀、中原间

的交通要道.历史上这里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山

区,又是一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靖康之乱后,
这一区域沦为南宋与金、元战争的前线,长期的拉

锯战,使该区域的人口耗减相当严重.据«元史
地理志»记载,至顺元年(１３３０)襄阳路仅存钱粮户

５０９０户,平均每县仅５０９户.此外,元代均州降

为下州,武当、郧县也都降为下县.[５](P６７－７５)凡此

种种皆说明有元一代十堰地区人口异常稀少.元

末农民起义军又在十堰活动多年,使得十堰人口

更加稀少,为明代流民大规模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明代虽有荆襄流民大量拥入,但主要集中在沿汉

水及其支流的一连串小盆地中,广大的秦巴山地

则荒无人烟.从明末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农民军进入

本区开始,到清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平定吴三桂为

止的４７年的时间里,今鄂西北地区一直处于战乱

之中,人口大量耗减.据«郧阳府志»记载,康熙二

十四年(１６８５),郧阳府共有２９２８７人,比明万历初

年(１５７３)１１０６５８人,少了八万人.[６]为了增加赋

税吸引人口,顺治、康熙两朝大力推行奖励垦荒的

政策,但这里的人口直到康熙末年,仍未恢复到明

末水平.
鄂西北地区人口的大幅增长,是在乾、嘉年

间.据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的不完全统计,郧
阳府耕地比康熙初期增加了六成;到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年)十堰人口已达７９．９万人,比万历初年

(１５７３年)１１．２万增加了６８．７万人.[６](P３８８)这种增

长固然有一部分是自然增长,但是,很大一部分是

由移民所致.竹山县清初已有新的移民开始进入

十堰地区,１７１０年(康熙四十九年),户部核定竹

山丁口为４３７１人,若按壮丁占总人口的１５％推

算,当时全县人口已近３万.但大规模移民始于

乾隆末嘉庆初,１７８５ 年(乾隆五十年),总人口

８７５２０人,但到１８０４年(嘉庆九年),总人口已达

１８４２１８人[７],短短的１９年,人口增加了１．１倍,这
充分说明,其间有大量移民.

此次鄂西北移民的来源,晏昌贵有过较为深

入的研究.他的«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收集了４４个清朝十堰地区的移民案例,来自北方

的有１５例,占移民的３５％左右.其中,９例来自

陕西,５例来自河南,１例来自山西;来自南方的有

２８例,占移民的６５％左右.其中,１８例来自两

湖,其余的大多来自江西和安徽.[５](P８０－９０)«竹山

县志»中也收集了１４个当地大姓氏的谱牒资料,
除了朱氏的迁入时间为明代中期以外,其他的１３
个迁入的时间都为明末或清代.其中,来自北方

的只有３个,２个来自山西,１个来自陕西,剩下的

１０个都来自南方.这１０个迁自南方的宗族,来
自鄂东的４个、江西的２个,鄂东南、湖南、安徽、
四川的各１个.[７](P１４０－１４５)可见,在竹山县的清朝

移民中,来自南方的占绝对的优势;而在来自南方

的移民中,鄂东北移民又占优势.就竹山而言,鄂
东北移民于县境的中部和北部都有分布,但是集

中分布在北部.这里多山,与外界交流甚为不便.
因此,较好地保留了源方言的特点.

　　四、鄂西北江淮官话的归属

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的归属问题,一直以来

存在争议,赵元任等学者认为它属于江淮官话,近
年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它属于西南官话.我们认

为,它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在鄂西北的一种变体.
由以上移民史料可知,十堰地区在清朝迁入了大

量移民,他们大多来自以两湖为代表的南方省份.
在上述江淮官话分布的区域,鄂东北移民又在移

民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其源方言主要是江淮

官话黄孝片.下面我们把竹山得胜话(二竹片)及
郧西马安话(郧西片)与黄冈麻城话[８](源方言江

淮官话黄孝片)和竹山城关话及襄阳宜城话[９](西
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片)进行比较,以便探讨其

归属.
(一)声调比较

鄂西北江淮官话去声分阴阳,这与源方言江

淮官话黄孝片是一致的,与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

小片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此外,鄂西北地区江

淮官话阴平、上声和阳去的调型、调值也与源方言

比较相似.(详见表４.)
上表比较显示:在声调特征上,鄂西北江淮官

话与源方言最为明显的差异是,源方言江淮官话

黄孝片有独立的入声调,鄂西北江淮官话没有.
麻城话古入声现今大多仍归入声,但全浊一部分

归阳去.鄂西北江淮官话没有独立的入声调,古
清、次浊入大多归阴平;古全浊入大部分派入阴阳

平.也就是说,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中的入声

调和阴平调在鄂西北江淮官话里发生了合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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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合并呢?
曹志耘认为,“调类的合并存在它的内在规

律,这个规律就是:调值越相近的调类,越容易合

并,或者说,调类合并的唯一依据就是调值的相近

度.”[１０]麻城话入声为中声调,阴平为低降升调,
调型十分相似,调值也比较近似,这就为它们的合

并提供了前提条件.
鄂西北江淮官话入声和阴平的合流,也与强

势方言的长期影响有关.鄂西北江淮官话分布的

县区的强势方言,常用的清、次浊入声字,有半数

左右是派入阴平的.[１１]

表４　鄂西北江淮官话与相关方言声调比较

　　　　　　　声调
方言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阴去 阳去 清、次浊 全浊

竹郧片方言
竹山得胜 ５３ ４４ ２４ ２１３ ２２ 阴平

阴平(２０％)、阳平(４５％)、阳去
(２８．３％)

郧西马安 ５３ ４４ ３５ ３１３ ３１ 阴平
阴平(５０％)、阳平(３７％)、阳去
(５．４％)

江淮官话黄孝片 黄冈麻城 ２１２ ４２ ４５ ２５ ３３ 入声２４ 入声(６１．４％)阳去(３０％)

西 南 官 话 鄂 北
小片

竹山城关 ２１４ ５５３ ３５ ５１ 阴平/阳平 阳平

襄阳宜城 ３４ ５３ ５５ ２１ 阴平 阳平

　　源方言麻城话的古全浊入声字主要是读入声

和阳去,十堰地区江淮官话的古全浊入声字则多

数派入阴阳平.对此,我们做如下解释:首先,二
竹片和郧西片的古全浊入都有一部分派入阴平,
这是因为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多数方言点的全

浊入声字有相当大一部分与清次浊入声字同调仍

读入声;而在十堰地区江淮官话中,源方言的入声

调和阴平调发生了合流,自然会有一部分全浊入

随之派入阴平.其次,郧西片派入阴平的古全浊

入声字比二竹片多出很多.这是由于郧西片江淮

官话的北部和西部分布有赣方言;而这些赣方言

的古全浊入声字大部分是派入阴平的,郧西片江

淮官话长期和其接触,全浊入派入阴平的自然就

比二竹片多一些.此外,二竹片和郧西片的古全

浊入声字都有相当大一部分派入阳平;其中二竹

片的古全浊入声字,还有不少存在文白异读,白读

音的声调为阳去调,文读音的声调为阳平调.这

种全浊入归阳平的读法显然是长期受权威方言

(各自的城关话)和普通话的影响所致.
(二)声韵比较

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特别是二竹片,大多数

声韵特征都还和源方言相当一致,与周围的西南

官话存在明显差异.(详见表５.)

表５　鄂西北江淮官话与相关方言声韵比较

　　　　音韵条件
比较点

① 深 臻:
曾梗

②
泥来 ③知系:精组 ④ 精 遇 山

臻三四合
⑤遇山臻合
三四知见系

⑥ 蟹 合 一 三 止 合 三 帮
组端系

十堰江淮官话

竹 山
得胜

开混合分
洪 混
细分

精组及庄开部
分 ts,其余

齐白/ʯ文 全部合流 i白/ei文

郧 西
马安

开混合分
洪 混
细分

精组及庄开部
分 ts,其余

齐白/ʯ文 全部合流 ei

江 淮 官 话 黄
孝片

黄 冈
麻城

开混合分
洪 混
细分

精组及庄开部
分 ts,其余

齐白/ʯ文 全部合流 i白/ei文

西南官话湖广
片鄂北小片

竹 山
城关

开混合分 全混 全读 y 多数区分 ei

襄 阳
宜城

开混合分 全混 全读 ts y 区分 ei

　　上表显示: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除了①深臻

曾梗四摄开混合分这个特征与源方言及西南官话

湖广片鄂北小片都一致之外;其他五个特征,二竹

片都只与与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一致,郧西片

有四个只与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一致,下面分

别介绍:
二竹片的声韵特征除了上述的特征①以外,

其它的五个都只与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一致,
与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片存在明显不同.它们

分别是:②泥来母,二竹片与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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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洪混细分;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片全混.③
知系字,二竹片与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都是庄

组部分开口字与精组字合流读[ts]组声母,其余

的知系字读[]组声母;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

片全部与精组字合流.④精组遇山臻摄三四等

字,二竹片与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白读韵母为

齐齿呼,文读为[ʯ]类韵;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

片的竹山城关话白读韵母为齐齿呼,文读为撮口

呼,襄阳宜城话无文白异读,韵母读撮口呼.⑤遇

山臻摄知见系合口三四等字,二竹片与源方言江

淮官话黄孝片合流,且都读[ʯ－]类声韵;西南

官话湖广片鄂北小片区分.⑥蟹摄合口一三等、
止摄合口三等帮组字和端系字,二竹片与源方言

江淮官话黄孝片白读韵母为[i],文读为[ei];西南

官话湖广片鄂北小片都读[ei].
郧西片②③④⑤这四条声韵特征与源方言江

淮官话黄孝片是一致的,当然与二竹片也是一致

的;但声韵特征⑥却与它周围的西南官话及赣语

一致,而与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和二竹片不同.
具体说来,蟹摄合口一三等、止摄合口三等帮组字

和端系字,郧西片和它周围的西南官话及赣语,都
是不论文白韵母皆读作[ei];而源方言江淮官话

黄孝片和二竹片,这一类字存在文白异读,白读韵

母为[i],文读为[ei].这是因为,二竹片江淮官话

分布范围广使用人口较多(约１５万人),其北部还

与陕南的江淮官话方言岛相连.[１２];因此和其他

方言接触的机会比较少,也就更容易保留源方言

的特征.郧西片江淮官话分布的范围小,使用的

人口较少(约５万人),且被西南官话和赣方言包

围,这就免不了和其他方言进行大量接触,因而会

发生很多变异．在声韵特征上最主要的变异就是

蟹摄合口一三等、止摄合口三等帮组字和端系字,
郧西片不论文白韵母皆读作[ei].

综上所述,鄂西北地区江淮官话的形成,与十

堰地区清朝的鄂东移民有直接的联系.时至今

日,在去声分阴阳、遇山臻摄合口三四等知见系合

流等音韵特征上,仍和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片保

持一致,和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片存在明显区

别.但是由于和其他方言有所接触,鄂西北地区

的江淮官话在源方言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异.因

此,该片江淮官话可以看作源方言江淮官话黄孝

片在鄂西北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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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GameStrategybetweenTeachersandStudentsbasedonFlippedClassroom Model
XIAOHuiＧchao

(InstituteofMarxism,Luoyang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Luoyan４７１０２３,Henan)

Abstract:Duetotheinfluenceofglobalization,theflippedclassroomteachingmodehasaroused
greatrepercussionsin China,which hascausedconsiderablecontroversy betweenteachersand
students．Basedongametheory,thispaperconstructsanew cooperativegame modelbetween
teachersandstudents,andobtainstheNashequilibriumsolutionbymathematicalanalysis．Basedon
thequantitativeanalysisofthebenefitsofbothsidesofthegameinthemodel,wecanseethatinorＧ
dertoimproveclassroomefficiency,teachersshouldadopttheflippedclassroomteachingmodeand
studentsshouldadoptthestrategyofactivelearning,sothatteachersandstudentscanenjoyteaching
andabandonthetraditionalpassiveteachingmode．ThentheconclusionsareverifiedbysimulationuＧ
singMATLABsoftware,andthecorrectnessoftheoreticalanalysisisprovedbynumericalsimulation．
Finally,combiningwiththecurrentsituation,thispaperputsforwardsomestrategiestopromotethe
localizationoftheflippedclassroomteachingmode．

Keywords:gameanalysis;flippedclassroom;income;Nash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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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honologicalFeatureandDistributionofJianghuaiMandarininNorthwesternHubeiProvince
LIXu１,GUOShen－qing２

(１．CollegeofHumanities,JinanUniversity,Guangzhou５１０６３２,Guangdong;

２．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Baoji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Baoji７２１０１３,Shaanxi)

　　Abstract:ThepaperintroducestheJianghuaiMandarininnorthwestern Hubeiprovince．Its
fallingtonehasbeendividedintoauppertoneandalowerone．AndtheZhi－group(知系)havemerＧ
gedwiththeJian－group(见系)intheancientHekou(合口)charactersofthethirdandfourthdegrees
oftheYu－group(遇摄),Shan－group(山摄),andZhen－group(臻摄)．Bothofthem madeitsimilar
toHuangxiaoclusterofJianghuaiMandarinineastHu－beiprovince,butdifferentfrom other
dialectsinnorthwesternHubeiprovince．TheyarevariantofHuangxiaoclusterofJianghuaiMandarin
duetothegreatemigrationfromtheeastofHubeiprovinceintheQingDynasty．

Keywords:northwesternHubeiprovince;JianghuaiMandarin;phonologicalfeature;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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