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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南县隶属山东省临沂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地处北纬 35°19′~35°46′，东经

118°07′~118°43′。“沂南方言属于汉语官话方言的冀鲁官话，具有冀鲁官话的基本特点，

即中古入声清声母字今读阴平，次浊声母字今读去声，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邵燕

梅 2010:3）沂南方言为接触型、过渡型方言，北临胶辽官话青莱片青莲小片的沂水方言

（参见《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 2版图 B1-4“官话之四 胶辽官话”），南临中

原官话兖菏片的临沂市兰山区和费县（参见图 B1-5“官话之五 中原官话 A”） ，东临冀

鲁官话石济片聊泰小片的莒县、莒南两方言，西临同属冀鲁官话石济片聊泰小片的蒙阴

方言（参见图 B1-3“官话之三 冀鲁官话”），因此，沂南方言是带有胶辽和中原官话特

点的冀鲁官话。中古精组与洪音相拼在沂南方言中读为齿间声母，精、清、从三母的洪

音字多数读为齿间塞擦音声母，少数读为齿间塞音声母。齿间塞音在胶辽官话或具有胶

辽官话性质的方言中有所分布，例如，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方言、獐子岛方言（董岩

2008:107-108），齿间塞音与塞擦音形成音位的对立；山东即墨方言（麦耘 2015），山东

日照方言（岳立静等，2018）等则为齿间塞擦音的老派变体。沂南方言与即墨、日照两

地方言类同。根据《方言调查字表》，我们对古精组一二等来源的 147个音节全部进行

了调查，除 36 个今读齿间擦音声母的音节外，其他 131 个音节读为齿间塞音的有 23
个，老年男性发音人发为齿间塞音的占比不足 18%，而青年男性发音人除了“粽子”的
“粽”有齿间塞音和齿间塞擦音两读外，其他皆发为齿间塞擦音。根据沂南方言齿间塞音

的发音特点，已多数发为齿间塞擦音，在发为齿间塞音的 23个音节中，有少数正处于

齿间塞音向齿间塞擦音过渡的中间阶段，发音具有齿间塞音的特点，但同时也具有了齿

间塞擦音的些许摩擦色彩。根据目前沂南方言的语言事实，我们认为，齿间塞擦音的底

层应该是齿间塞音。在早期的沂南方言音系中，齿间塞音与舌尖塞音形成音位对立，由

于二者的实际音值极其近似，语言表达中很容易混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齿间塞

擦音，从而形成了与舌尖塞音在音值上有着明显区别的齿间塞擦音，这种音位对立就相

对稳定得多。该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沂南方言中，胶辽官话乃至具有胶辽官话色彩的方言

区齿间塞擦音的演变与形成皆与沂南方言大抵相同，齿间塞音应普遍存在于早期胶辽官

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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