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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语 方 言 的 分 区
《 中国 语 言 地图 集》 图 [A 2] 与 图 [B 8] 的 说 明 稿

李 荣

汉 语 在中 国语言 里的 地位 见 图 【A l ]
。

本 图 集 把 汉 语方言 分 为 下 列 十 区
。

每 区 后注 明 人

数
,

单位万 人
。

官话 区 6 62 24 晋 语区 45 70 吴语 区 6 975 徽语 区 312 赣语 区 3 12 7

湘语 区 30 85 闽 语区 55 0 7 粤语 区 4 02 1 平话 区 20 0 客 家 话区 3 5 00

这十 区 人 数加 上 未分 区 的
“

非 官话
”
206 万人

,

说 汉 语 的人 数总计 9 772 7 万
。

其 中官 话区 又分

为 / 、区
。

每 区 后也 注 明 人数
,

单 位也是 万 人
。

东北 官话 区 8 2 00 北 京官话 区 1802 冀 鲁官话 区 8363 胶辽 官 话 区 2 883

中原 官话 区 169 41 兰 银官话 区 117 3 西 南官 话区 2 0000 江 淮 官 话 区 6 7 2 5

对 这八 区 而 言
,

总 括 的 官话 区可 以 叫作
“

官 话 大 区
” 。

这八 区 的 人 数加上 未 分 区 的 官 话 137 万

人
,

官话 区 的人 数合 计 662 24 万
。

本文 分七 节
。

第壹 节《 二 十世纪 前半 期 全 国汉 语 方言 分区 的 著作 》 ,

第贰 节 《 本 图 集 汉 语

方 言 区 画 的 层 次 》 ,

第叁 节《 晋 语从 官话 分 出 与官 话方 言的分 区 》 ,

第肆 节 《 东 南 地 区 方 言 的 研

究》 ,

第伍 节《客 家话 与赣 语 的 异 同》 ,

第 陆节《 闽语 的 性质 》 ,

第柒 节《汉 语方 言 分 区 分 片一 览

表 》 。

立 二 十 世纪 前半 期 全 国 汉 语 方 言 分 区的 著 作

章炳 麟 哎检 论 》 卷五《 方言 》 作 于 公元 一 九0 0 年 至 一 九O 一 年 间
,

分 汉语 方言 为 九 种
。

现

在分 条节 录元文
,

韭 在
“

—
”

后 略加说 明
。

元 文 中省级 以 下 地 名
,

除太 仓州 外
,

都是 府 名
。 “

府
州 ” 二 字一 律省略

。

若 干府 韭 列
,

第二 字 假如 都是 州 字
, ‘

洲
”

字 也 省略
。

浙江 的
“

温
、

处
、

台
” ,

指

温 州 府
、

处 州 府
、

台州 府
。

府 的 治 所 跟 今 地 名不 同 时 在
“

—
”

后 说 明 治 所
,

如 台 州 府 治 所 在 今

临海
。

府 的 治所跟 今 地 名相 同 时 不再 说 明
,

如 温州 府 治 所 在今 温 州
。

�河 之 朔
,

暨 于北 塞
,

东傅 海
,

直 隶
、

山 西
,

南得 彰 德
、

卫 辉
、

怀庆 为 一 种
。

—
这 是 说 黄 河

以 东以 北 地 区 是 一 种方言
。

直隶 省包括 今北 京市
、

天 津 市与 河北省
。

彰 德
、

卫 辉
、

怀 庆指 河 南

省 黄河 以 北地 区
,

这 三个 府 的 治 所 分别 在今 安阳
、

汲县
、

沁 阳
。

@陕西 为一种
, ⋯ ⋯ 甘 肃宵之

。

—
这是 说陕 西

、

甘 肃两 省是一 种方 言
。

� 开封以 西
, ⋯ ⋯ 妆 宁

、

南阳
,

今 日 河南
。

⋯ ⋯ 及 江 之 中
,

湖北
、

湖 南
、

江 西 为 一 种
。

—
汝

宁 府治 所 在今 故 南
。

这 是说 河南 省黄河 以 南地 区 与湖 北
、

湖 南
、

江 西三 省是 一种 方言
。

参看 下

文� 四 川 等省 音 近湖 北
。

� 福建
,

�广 东
,

各为 一 种
。

⋯ ⋯ 福 建之汀 附 属于 江 西而 从 赣
。

—
汀 州 府 治所 在今 长

汀
。

赣指 赣州 府
。

所 说
“

福建之 汀 附属 于江 西而 从 赣
” ,

跟 现在 的 方言 分 布 符 合
。

本 图 集 【B1 51

福建 省西 南部 为 旧汀 州府 与江西 省 南部 的 旧 宁 都州
、

赣 州府
、

南安府 都属 于 客家 话 区
。

南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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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治 所 在今 大 余
,

即 大皮
。

� 开 封而 东
,

山 东 曹
、

沈
、

沂至 江淮 间
,

大略似 朔 方 而 具 四 声 为 一 种
。

—
沉 即 充 州 府 的

充
。

曹 州
、

沂 州 两 府治所 在 今 荷 泽
、

临沂
。

所 说 大 致 相 当 于 江 淮 官 话 区 东 部
,

即 安 徽
、

江 苏 两 省

长 江 以 北 有 人 声的 地 区
。

但 曹
、

充
、

沂三 府 今 韭 无 入 声
。

� 江南 苏州
、

松 江
、

太仓
、

常 州
,

浙 江 湖 州
、

嘉兴
、

杭 州
、

宁 波
、

绍 兴 为一 种
。

⋯ ⋯ 浙 江 温
、

处
、

台 附 属 于 福建 而从 福 宁
。

—
处 州

、

台 州 与福 宁三 府 治所 分 别 在 今丽 水
、

临 i每与 霞 浦
。

所 举 江

苏 南 部 之 三府 一 州 与浙 江 之五 府
,

大略 相 当 于 本图 集 吴语 区 的 太 湖 片
。

浙 江 之 金 华
、

衡 州
、

台

州
、

温 州
、

处 州 五 府也 属于 吴 语 区
,

不 过跟 上 述 八 府 一 州颇 有差 别
。

加 东 南之地 独 [安徽 ]徽 州
、

宁 国处高 原 为 一 种
。

厥附 属 者 浙 江 衙 州
、

金 华
、

严州
,

江 西 广

信
、

饶 州 也
。

—
徽 州

、

宁 国
,

严 州
,

广信
、

饶州 等五 府 治 所 分 别 在 今歇 县
、

宜 城
,

建 德
,

上 饶
、

邵

阳
。

所 举 安徽 两 府
,

浙 江三 府
,

江 西 两 府
,

与 本 图 集徽 语 区 相 比
,

范 围 较 宽
。

本 图 集 徽 语 分 布

于 安 徽 省 旧 徽州 府与宁 国府南 部 太平 ( 今属黄 山 市)
、

族 德
、

宁 国 三 县 一 部分 地 方 ; 浙 江 省 旧 严

州 府 ; 江 西 省 旧 饶 州 府北部 浮 梁 (今 属景 德镇 市)
、

德兴两县
。

� 四 川
、

⋯ ⋯ 云 南
、

贵 州
、

广 西
,

音 皆 大 类 湖 北为一 种
。

⋯ ⋯ 湖 南之 沉 州亦 与 贵 州 同 音
,

—
所 说跟 本图 集西 南官话 区 大 致符 合

。

西 南官话 区 包 括 四 川
、

云 南
、

贵 州 三 省
,

湖 北省 西 部

等 地
,

图 【B1 4] 西 南 官 话 零散分 布 于北 纬 2 3
“

20
‘

以 北 的 地 区
。 “

湖 南之 沉 州 亦 与 贵 州 同 音
” ,

可 以 理 解 为 湖 南 省西边 邻 接贵 州 省 的 地带 说 西南官 话
,

不 能 拘 泥 于 沉 州府 一 个 府
。

沉 州 府 洽

所 在今 芷江
。

以 下 六项 著 作
,

作 者 都是 调 查 过汉 语方 言 的
。

赵 元任 等
, 193 4

。

中华 民 国 新地 图
,

第五 图 乙
,

语言 区 域 图
。

申报馆
,

上海
。

中 央研 究院 历史 语 言 研 究所
,
19 39. 中国分 省 新 图 第 四版 第 14 页

,

语言 区 域 图
。

同上
。

中央 研 究院 历 史语言 研究所
, 1948

·

中国 分 省 新 图 第 五 版第 14 页
,

语 言 区 域 图
。

同 L
。

—
以 上 三项 只 是 地 图

,

没有 文 字说 明
,

下 文 分 别简 称 1934 《 语 言 区 域 图 》 ,

1939《 语 言 区 域

图 》 ,

194 8《 语言 区域 图》 。

赵 元 任 Y u e n R e n C h a o ,

194 3
.

L a n gua g e s a n d d ia l e e t ‘ i n C h i n a
·

T h e G e o g r a p h ie a l J o u r -

n a l C l l : 2
.

6 3一66
.

[ = 1976
.

A sPec t s o f C h i n e s e soc i o l i n g u is t i e , 2 1一 2 5
.

S t a n f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S t a n fo r d
,

C a l i fo r n i a
,

U
.

5
.

A
.

l

—
这一 项有 文字又 有地 图

,

地 图 据 1934 《 中国 分 省新 图 》再 版
,

方 言分 区 与 19 3 9 《 语 言 区 域

图 》 相 同
。

赵 元 任 Y u e n R e n C h a o ,

194 8
·

国语 入 门 M a n d a r i n p r i m e r
·

H a r v a r d U n iv e r s ￡t y p r e ”‘,

C a mb r i电 e ,

M a s s a c h u s e t t s
,

U
.

5
.

A
.

P p
.

3一 18
.

[李 荣译 文 见 19 85 《 语 文 论 衡 》 18 8一
19 2

.

商 务 印书馆
,

北京
。

]

李 方 桂 L i F a n g
一

k u e i
,

19 37
.

L a n g u a g e s (a n d d ia lc e t s ) 中国的 语言 (与方 言)
,
fn 中国年鉴

T h e C h in e s e y e a r b o o k
.

19 36 一 37 Sec o n d 15 , u e 1 2 1一 128
,

19 37 is s u e (T h i r d y e a r o r

P u b l i e a t i o n ) 59 一6 5
,

19 38一 39 i s s u e (F o u r t h y e a r o f P u b l宜e a t i o n ) 4 3一 51
,

1944 一4 5

s e v e n t h i s s u e 129 一 137
.

[李 荣 据 194 4一 45 本 的 译 文 见 济南《 山 东新 报 ) 一 九 四 七 年十 二

月 十 九 日第 四 版
。

l

—
以 上两 项 只 是 文 字

,

没 有地 图
。

19 34 《 语 言区 域 图》 里
, “

中 国语 系
”

分为
“

华北 官话 区
、

华南官 话 区
、

吴方言
、

闽 方言
、

客 家

;
·

洲2
·

方 言

加



方 言
、

粤方 言
、

海 南 方言
”

七 个单位
。

图 里海 南 岛方言 的 颜色 和 线 条 跟粤 方 言相 同
。

台 湾 西部

和广 东 东部 都 画 到 闽方 言
。

193 9 《 语言 区 域图 》 把 19 34 《 语 言区域 图 》 的
“

中 国语 系
”

改 为
“

汉 语 系
” 。

图 中
“

汉 语 系 ”

分 为
“

北方 官 话 区
、

上 江 官 话 区
、

下 江官 话 区
、

吴 方言
、

皖方 言
、

闽 方 言
、

潮 汕 方言
、

客 家 方

言
、

粤方言
”

九 个单 位
。

19 39 本 跟 1934 本 的 不 同 有三项 : 一 是把
“

华 北 官话 区
”

改 名
“

北方 官话

区
” 。

二 是把
“

华 南 官 话区
”

画 分为
“

上 江 官话 区 ” 和
“

下江 官话 区
” ,

前 者 包括湖 南省
,

后 者 包 括 江

西 省
,

业 且 把徽 州 一 带 画 出 来成 为
“

皖 方 言
” 。

三 是 把
“

闽 方 言
”

的 南 部 分 出 来成 为
“

潮 汕 方 言
” ,

图 中海 南 岛 ( 中部 为 黎 语) 的颜 色和 线 条跟
“

潮 汕 方言
”

相 同
。

19 48 《 语 言 区 域 图 》 里 头
, “

汉 语
”

分为
“

北 方 宫话
、

西 南官话
、

下 江 官 话
、

吴 语
、

湘 语
、

赣 语
、

客 家 话
、

粤 语
、

闽南 语
、

闽 北语
、

徽 州 方 言
”

等十一 个单 位
。

194 8 本跟 1939 本 主 要 不 同 有 三 项
。

一 是把
“

上 江官 话 区
”

画 分 为
“

西 南官 话
”

和
“

湘 语
” 。

二 是 把
“

赣 语
”

从
“

下 江宫 话 区
”

分 出来
。

三

是 把
“

皖语
、

吴 方言
、

粤 方 言
、

客 家方言
、

闽方言
、

潮 汕 方 言
”

分 别 改 名 为
“

徽 州 方 言
、

吴 语
、

粤 语
、

客 家 话
、

闽北语
、

闽 南 语
” 。 “

闽南 语
”

包 括 �福 建 省 厦 门 及 厦 门以 南 地 区
,

� 广 东省 潮 汕 地 区 和

海 南岛 (中部 为 黎语)
,

� 台 湾省 大 部分 地 区 (西 北 角一 小 片为 客家 话
,

中部 为 高 山语 )
。

李方桂 19 37 与赵 元任 19 48 都把 赣 语与客 家话 合 为 一 区
,

这 是跟 194 8 《 语言 区 域 图》 不 同

的
。

李方 桂 1 9 3 7 还 指 出
,

雷 州 半 岛 的 一部 分 说 闽 南话
。

一 九三 四 年以 后
,

还有 别 的 人 提 到 汉 语方言 分 区
,

往 往 依 据上 述六项 著作
,

有 时在 各 区 之

下 再依 行政 区 画分 片
,

这里 就不说 了
。

丁 声树 与 李 荣 的 《汉 语 方 言 调 查 》 作 于 一九 五 五 年八九 月 间
,

登 在 一 九 五 六年 七 月 出版

的 《现 代汉 语 规范 问题 学 术会议 文 件汇 编 》 80 一8S 页 (科学 出 版社
,

北京 )
。

这 篇 文 章 已 经完

全 过时
。

当 时 根 据 上述 六 项 著作
,

把汉 语方言 分成 八 区
。

官 话区 不 再细 分
,

也 算 一区
。

韭且 根

据 当 时 汉族 人 口 总 数五 亿 四 千七 百 万
,

分区 估 计人 口 的 约 数
。

� 官 话区 三亿 八 千七 百 万 �客 家 话 区 两 千万

� 吴 语 区 四 千六百 万 � 闽 北话 区 七 百万

� 湘 语 区 两 千六百 万 � 闽 南 话 区 一 千五 百万

� 赣语 区 一 千 三百 万 � 粤 语区 两 千七 百万

八 区人 口 合计 五亿 四 千 一百 万
,

比汉 族 人 口 总 数 少 六百 万
,

这个差 额是 留给 没 有 归 到上 述 八

区 的 方 言
,

如 徽语
、

平 话 的
。

各 区 人 口 估计十 分 粗略
。

有人 引 用 各 区 人 数
,

计 算百 分 数时 以 汉

族 人 口 总 数 为分母
,

又 凑 足 各 区 人 口 百 分数之 和 为 百分 之 百
,

那 就 不 合通 了
。

贰 本 图 集汉 语 方 言 区 画 的 层 次

方 言 分 区 要有 一 套 合 迪 的 名 目
,

包 括层 次 的 名 目 与 方言 的 名 目
。

本 图 集 的 汉 语 方 言 区 画 最 多分 为 下 列 五个 层 次 :

大 区
—

区

—
片

—
小 片

—
点

其 中区
、

片 和点 是最 基 本 的
。

区 底下 一般 分 成若 干 片
,

片 有时 分成若 干小 片
。

有些 区 可以 总 括

为 一 个 大 区
。

点 指调 查点
,

一 般 是市 县 或相 当 于县 的 行 政单 位
。

假如 我 们 已 知 某 个 县 内部 方

言 有分 歧
,

画 图 的 时 候 当 然 考虑 进去
。

比 方 江苏 省的 傈水 县
,

县 城 ( 在城 镇) 及以 北 是官 话区
,

以 南是 吴语 区
。

浙 江 省 的 乐 清县
,

清江 以 北 属吴 语 台 州 片
,

清 江 以南 属吴 语欧 江 片
。

山 西 省的

沁 水县
,

城 关 及 以 西属 中原宫话 汾河 片
,

以 东端 氏 等地属 晋语 区 上 党 片
。

“

区

—
片

—
点

”

里 头
, “

区
”

是现 成 的
,

向来 都 说汉 语 方言 分 成几 个 区
。 “

点
”

指调 查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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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区
”

跟
“

片
”

而 言 才 用
,

计算 调 查 点的 数 目的 时 候 才 用
。

某 个 调 查 点 的 方 言
,

就直 接说 某地

方 言
、

某 地 话
,

例 如 温 岭 方言
、

温岭 话
。

一 县 不 止 一 个 调 查 点
,

就 说 某 县某 地 方 言
,

某县 某地 话
。

比 方 说
,

山 西 省 沁 水 城 关 方 言 ( 话 )
、

沁 水 端 氏 方 言 (话 )
。 “

区
”

跟
“

点
”

中间 的 层 次 采 用
“

片
”

这 个

名 目
,

无 论 说 话 作 文 都 很 通 顺
。

总 括 几 个
“

区
”

叫
“

大 区
” ,

一个
“

片
”

画 分成 若 干
“

小 片
” ,

都

很 好 理 解
。

其 次 说 到 语 言
、

方 言的 名 称
。 “

文
”

字专 用 作有 文 字 的 语 言 的 名称
,

这 里 不 必 讨 论
。 “

方

言
、

语
、

话
”

都 用作 方 言 的 名 称
。

“

方 言 土 语
”

常常连 用
。 “

土 语
”

单 用 往 往 见 于书面
, 口 语 平 常 只 说

“

土 话
” ,

不 说
“

土 语
” 。

有

人 讨 论方 言 的 时 候
,

把
“

方 言
”

本 身作 为 一 个 层 次
,

把
“

土 语
”

用 作
“

方言
”

底 下 的 一 个层 次
。

有

人 把
“

次 方言
”

用作
“

方言
”

底 下 的 一 个层 次
,

这 大 概 是从 英 文 su b
一

di ”l ec t 套过 来 的
。

要 是在

方言 分 布的 范 围上 分 清层 次 (大 区 一 区 一 片一 小 片一 点 )
, “

土 语
、

次方言
”

一 类名 目就可 以 避

免
。

本 图 集湘 南 土 话 与 粤北 土 话都指 未 分 区 的 方 言
。

方 言 的 名 目有专 名 部分 和 通 名 部 分之别
。

比 方 说
, “

吴 语 区
、

吴 语
、

苏 州 话
” , “

区
”

字是 指分
、

布 范 围 的 通 名部 分
, “

语
”

字 和
“

话
”

字 是指方言 的 通 名 部分
, “

吴
”

字 是 专名 部 分
, “

苏 州
”

也 是专

名 部分
。

( 就地 名说
, “

苏
”

是专 名
, “

州
”

是通 名
。

) 上 文 讨 论 通 名部 分
,

现 在讨 论 专名 部分
。

跟 通 名 部分 一 样
,

专名 部 分尽 可 能使 用 现成 的 字 眼
,

加 以 必 要 的修 改 和 补 充
,

力 求做 到 意

思 明 确
,

避 免含 混
。

最 重 要 的 是 “ 区
、

片
、

小 片
、

点
”

各 层 次 的 专名 要 有分 别
。 “

粤 语 (方 言)
”

指

区
, “

广 府 话 ( 方 言)
”

指片
, “

广 州 话 (方言 )
”

指 点
。

不 用 区
、

片 一 类 字眼
,

层 次 也清 楚
。

县 或 县以 下 调 查 点 的方 言
,

一 般 是 用 地 名加
“

话
”

字
,

例 如
“

温 岭 话
、

沁水城 关 话
、

沁 水端 氏

话
。 ”

除非 有现 成 的名 称
,

例 如
“

苍 南 蛮话
” 。

要 讨论 的 是
“

大 区 一 区 一 片 一 小 片
”

的 名 目
。

“

吴 语 区
、

粤语 区
”

等可 以 沿 用传 统 的 名 目
。

现 在 把
“

晋 语
”

从 官话 分 出 来
,

晋 语与 各官 话 区

的 命 名见 下 节
。

跟 区 的 名 称比 起 来
,

片 与 小片 的 名 称 难定 多 了
。

这 是 因 为 片 与小 片 的 数 目多
,

韭 且 缺少 前人 的 说法 做依据
。

现在 用 六 种方 法命 名
。

每 种都 举些 实 例
。

一是 用 今市县地 区 名
—

吴语 区 太湖 片杭 州 小 片指杭 州 市城 区 及 近 郊区
。

客 家 话区 惠 州

片 包 括 惠 州 市 的 客家 话 和
“

本 地 话
”

(客 家 话和 粤语 的 混 合 方言 )
。

吴 语 区 台州 片 大略 相 当 于 今

台 州 地 区 与 旧 台 州府
。

二 是用 旧 郡 府 州 名
—

胶辽官 话 区 的 青 州 片
。

兰银 官话 区 的 金 城 片
。

晋 语 区 的 上 党 片
、

并 州 片
。

吴 语 区 的 婆 州 片
。

徽 语 区 的 严州 片
。

客 家 话 区 的 汀 州片 与 粤台 片 的 嘉应小 片
。

三 是用 相 沿 的 地 区 名

—
中 原 官话 区 的 关 中片

。

兰 银官 话 区 的 河 西 片
。

粤 语 区 的 四 邑

片
。

四 是 用 山 河 湖泊 命 名

—
晋 语 区 的 五 台 片

、

吕 梁片
,

粤 语 区 的 勾 漏 片
,

都 用 山 命名
。

中 原

官 话 区 的 汾 河 片
,

吴 语 区 的 雨 江片
、

欧江 片 与太 湖片 的苔 溪 小片
,

都 用 河命 名
。

江 淮官话 区 的

洪 洪 泽 湖 巢 巢 湖片
,

吴 语区 的太 湖片
,

都 用 湖 命名
。

五 是 用 省 区 之 别 名或简 称加 方 位词

—
中原 官 话 的 陇 中片

、

南疆 片
。

西 南 官 话区 的滇 西
、

黔 北
、

鄂 北
、

黔 南
、

湘 南五 片
。

其中 湘南 片指湖 南省南 部 西 南 官话 与湘 南土 话韭 用 区
。

六是 用 省 市 区 的 别 名
、

新 旧 地名 的 首 字联 合
—

中原 官话 区 的 秦 陇 片以横 跨 陕西
、

甘 肃两

省 得 名
。

客 家话区 之 粤 台片 以 分布 于广东
、

台 湾两 省得名
。

兰银官 话 的 银 吴 片
。

西南官 话 区

的 成 偷 片
、

贵 昆 片
、

桂 柳 片
。

吴语 区 的处衡 片 与太湖 片的 苏 护 嘉小片
。

凡 是 不 宜 用前 五 种方 法

命 名 的
,

都可 以 用 这一 种
。

专

。

科
。

方 言2



鑫 晋 语 从官 话 分 出与 官 话 方 言 的 分 区

19 34 《语 言区 域 图》 分 官话 区 为 华北官 话 区 与华南 官话区
。

华 南官话 区 的 范 围 是 长江 流

域
,

韭柞 中国南 部
,

就地理 上 说
,

名称 欠 妥
。

就 语 言 上 说
,

要 说 明 这 一地 区 内部 方 言 的 共 性是 很

困 难 的
。

193 9 《 语 言 区 域 图 》把 华 南官话 区 分 成两 区
,

湖 南及 以 西 为上 江 官 话 区 ; 江西 及 以 东 为下

江 官话区
,

其中 画 出 一 小 块 为 皖 方言
。

同 时 把 华北 官话 区 改 名为 北方 官话 区
。

官 话 区 一 分为

三
,

要 说 明 每个 区 内 部方 言的 共性仍 旧 是 很 困 难 的
。

历 史语 言研 究所 一 九 三 五 年春 夭 调 查 江西 方 言
,

秋 天 调 查 湖 南方 言
,

一九 三 六 年春天 调 查

糊 北方 言
,

一九 四O 年调 查 云 南 方 言
,

一 九 四 一 年 与一 九 四 六年调 查 四 川 方 言
。

大概 是这 几 次

调 查 导 致 19 48 《语 言 区 域 图》 把 上 江官 话 区 分 为西 南官 话 区 和 湘 语 区
,

把赣 语 区 从 下 江 官话 区

分 出 来
。

从 上 述三 幅 《 语言 区 域 图 》 看
,

官 话区 的 范 围 随 着 研 究 的深 人 越 来越 小
。

徽州 方言 和 湘 语
、

彰 语陆 续从 官 话区 分 出 来
。

现 在我 们 还要 把
“

晋 语
”

从
“

北 方官 话
”

分 出 来
。

古 代 的 晋 国在 现 在

山 西 省一 带
,

所 以
“

晋
”

是山 西 省的 别 称
。 “

晋 语
”

这 个 名 目平 常用 作
“

山 西 方 言
”

的 意思
。

作 为

学 术 名词
, “

晋 语
”

跟
“

山 西方 言
”

有区 别
,

好 比 学 术 名词 的
“

闽 语
”

跟
“

福 建 方 言
”

有 区 别
。 “

山 西

方 言
”

着眼 于地 理
,

指 山西 省境 内的 方 言
。

我们 用
“

晋 语
”

着 重 在 语言
,

指 山 西 省及 其毗 连 地区

有 入 声 的 方 言
。

内蒙 古 中部黄 河 以 东 地区 的 汉 语 方言 也 属于晋 语
。

那 里 的 很 多汉 民
,

元 来是

从山 西迁 去 的
。

那 里的 行 政区 画
,

在 清朝 时 盟旗 属 内蒙 古
,

府厅 属 山 西
、

直 隶
。

根 据有 入 声 这

条 标准 可 以 把 晋语 跟 周 围 的 官话 方 言 分 开
。

除 有 入 声 外
,

晋 语 还 有一些 共 同 点
,

参 看图 【B71 与

刘 育林 19 38 : 26 0一 2 6 1
。

这些 共 同点 是 晋 语 区 别 于 官 话 【包 括 江淮 官 话 l 的 特点
。

正因 为晋 语

有 这 些 特 点
,

虽 然 晋 语 与江淮 官 话 都 有人 声
,

本 图 集 把 晋 语 从官话 分出 来
,

江 淮 官 话仍 旧算

是 官 话的 一 个 区
。

当 然
,

这 些 共 同点 的 分 布 范 围 与 入 声 的 分 布范 围 不 完全 符 合
,

只 是 大 致相

同
。

现在 配 合官 话 方 言 的 分区
,

挑 选 有 无 入声这 一 条 来 画 分 晋 语 与 官 话
。

同 时 还 要 指 出
,

入

声 归讲 到 其 他调 类
,

也 是 渐 变的
。

拿陕北 的 晋 语 说
,

各 方言 人 声字 多寡 不一
。

从 地域 上来 看
,

古

入 声 今仍 读 入 声的 字 从 北向 南 逐步递减
。

到 没 有 人声 的 地 区 就 是 【中原 ]官话 了
。

一九 五 六 年
,

作者 琢磨 汉 语 方言 的 分区
,

尤其 是 官 话 的 分 区
。

从古 人 声今南 京 话 仍读 人 声
,

重 庆话今 全 归 阳平 入 手
,

发 现 古人 声字 演变 为 今 调 类
,

在官话 方 言 里 有 下 文 所说 七种 方 式
。

古 音有 平 上 去入 四 声
。

古 平 上 去 三 声 的 韵 母 有 的 不 带 辅音 韵 尾
,

有 的 带 鼻音 【m n 加 韵 尾
,

所 以 合 称舒 声 (l ax to n es ); 古 人 声 的 韵 母都 带 塞音 [P t k] 韵 尾
,

对 舒 声而 言 也 叫 促 声 (ab ru Pt

to ne )
。

古 四 声 的 演 变受 古 声 母清蚀 的 影响
。

现 在列 出 表 一 《 古 声母 表 》 与 表 二 《 古人 声例 字

表 》。

两 个表 都 分 清 浊
,

浊 音 还 分全浊次 浊
。

例 字表 据 19 81 《 方言 调 查 字表 》 ,

记 北京 音
。

表 一 古 声 母 表

清 帮 非 端 知 精 庄 章 见 影

清 榜 敷 透 撤 清 初 昌 溪

清 心 生 书 晓

独 全浊 业 奉 定 澄 从 崇 船 群

独 全 浊 邪 禅 匣

蚀 次 浊 明 微 泥 (娘 ) 日 疑

独 次 浊 来 云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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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古 入 声 例 字表

l 清 急 t口i嘴 竹 t吞u , 织 t吞飞1 积 t o i : 得 tY , � 笔 p i J 一 11 公

2 之青 曲 t p
‘

y l � 出 t吞
‘u , 七 t。

‘

i , � 秃 t
‘ u l 匹 p , J

3 清 黑 x e i l 湿 吞t l 锡 ‘i , 福 fu ,

4 清 割 k、 , 桌 t 吞u o l 窄 t 梦a i J 接 t g i e l 搭 t a l 百 p a 厅讨 约 y e ,

5 清 缺 t g
‘

y e l 尺 t舀飞J 切 t g
‘

i e l 铁 t
‘

i e J 拍 p
‘a i l

6 洁 歇 g i e l 说 梦u o , 削 夕ia u l 发 fa 飞�

7 浊 次 浊 月 y 。, 人 气u , 六 l i o u , 纳 n a 劝 麦 m a i、 袜 u a 劝 药 ia u ,

8 浊 全 蚀 局 t o y , 宅 t舀a i , 食 欲, 杂 t s a 。 读 t u , 白 P a i 。

9 浊 全 独 合 xY , 舌 尹, 俗 s u , 服 fu ,

表 二 注 �
“

得
”

字 广 用 读 王汗 习; 作
“

需 要
,

必 要
,

必 然
”

讲读 [ te i 习 ; 轻 声 谈 【
·

t 司
、

如
“

走 得 快
,

走 得 小快
, 。

�
“

一
”

字

在 阴 平
、

阳 平
、

上 声 前 读 去 声
,

在 去 声前 读 阳 平
,

单说成 在 末尾 读 阴平
。

�
“

曲
”

字 作
“

弯 曲
”

讲 读 阴 平
,

作
“ l场子

”

讲读 上 声
。

�
“

七
”

字读 阴 乎
,

在 去 声 前 也可 以读 阳平
。

� 补 充几 个 古 清 音 人 声 字今 读 去 声 的 例 子: 壁 【Pi 月
,

涩 Is Y 叼
,

撤 【婚,Y 月
,

客 I k
‘Y 、

]
。

� 南京
、

� 重庆
、

� 青 岛
、

� 济南
、

�西 安
、

� 兰 州与�北 京等 七处
,

分 别 代 表现 代 官话方 言

古 入 声 演 变的 七 种方式
。

李 荣 《 中国语 文 , 1 956
·

12 : 28 〔二 考 汉语 方 言 调 查手 册 》 19 57 : 84] 说 :

有些方 言有人声
,

有些方言没有人声
。

大概情况是这 样
。

有些分阴 阳 入的 方 言
,

例如苏 州
,

古 清 音入 声 (表

二 例 字 1一6 六行 )的 字调 子相同
,

都 是阴入
,

古油 音人 声( 7 - 9 三行 ) 的 字调 子相同
,

都是阳入
。

广州 也 分阴 阳

人
,

阴 人 再依元音 长短分为两类
,

1一3 三行短元音
,

读上 (阴 )入
,

4一6 三行长元音
,

读 中( 阴 )人
。

有些方言不

分 阴 阳入
,

例如� 南 京
,

古 入声 (l - 9 九 行 )的 字调子都相 同
,

都是人 声
。

还有一些 方言
,

古 入 声 字一 部分 还 是

人 声
,

另 一部分归 到 别 的 调里 去 了
。

没有入声 的方言
,

古人声字完全归 到别的调里去 了
。

西南 官 话大部分方

言 古 人声 一律 归阳 平
,

例 如�汉 口
、

重庆
、

成都
、

桂林
、

贵 阳
、

昆 明
。

别的 地区 古 人 声归 到 哪些 调 类
,

看古声母请

蚀 而 定
,

各处 不 大 一致
,

不过古 全 浊人 声
,

很多 地方归阳 平
,

例如北京
、

青岛
、

济南
、

郑 州
、

西安
、

兰 州
。

�青岛 古

清 音入 声 字 归上 声
,

次 浊人声 字归去声
。

�济 南古 清音人声字归 阴平
,

古 次浊人 声字归去 声
。

�郑 州
、

西安 古

清音人声 字和次 浊 入声 字 ( l ee 7 七行) 一律 归 阴 平
,

�兰 州 古清音人声字和次 蚀入声字一 律归 去 声
。

�北京

古 次浊人 声 字 (第 7 行) 归 去声
,

古 清音入声 字( l ee 6 六 行) 归 阴阳 上去 四 声的都有
,

没 有明 显 的条 例
。

一 九 五六年 我 还 不 敢 说
,

上述 古 人 声演 变的 七种方 式可 以 作为 官 话 方言分区 的 依 据
。

经 过一

九 五 七 年 开始 的 汉 语 方言 普查
,

看 到的 方言 资 料渐渐 多 了
,

我 才有那 种想 法
。

本图 集 的 工 作 在

一 九 八三 年下半 年 开始
,

我 在一 九八 四 年冬 写了《 官 话方言 的 分 区 》 ,

依 照 从下 江 官 话中分 出赣

语
,

从 上 江 官话 中分 出 湘语 的先 例
,

把 晋 语从 194 8 《语言 区 域 图 》 的 北 方官 话 中分 出来
,

同时

提 出 官话 里分 出
“

晋 语
”

之后
,

其 余 的官 话可 以 根据表三 《古入 声 字 的 今 调 类 》 ,

分成 七区
。

表 三 古 入 声字 的 今 调 类

西西西 南 官话话 中原 官话话 冀 鲁 官话话 兰银 官 话话 北京官 话话 胶辽官 话话 江淮官 话话

古古 清音音音 阴 平平 去 声声 阴 阳上去去 上 声声 人 声声

古古 次 浊浊浊 阴 平平 去 声声声

古古 全 浊浊浊浊

从 表三 可以 看 出 : 江 淮 官话 的 特 性是 古 人 声今读人 声
,

与其他 六 区 官 话分开
,

这 六 区 的 共

性 是古 全蚀人 声 今读 阳平
。

江淮 官话 包括 淮 阴
、

南京
、

合肥
、

安 庆
、

黄 冈 等地
。

方 言



西 南 官话 的特 性是 古 入 声 今全 读 阳平
,

与 其 他六 区 分开
。

西 南官话 包 括成 都
、

重庆
、

武 汉
、

昆 明
、

贵 阳
、

柳 州
、

桂 林等 地
。

中原 官话 的 特 性是 古 次 浊 人 声今 读 阴平
,

与其 他六 区 分 开
。

(古 次 浊 入 声 读 阴 平 蕴 扬

【im p ly l 古 清音 人 声也读 阴平
,

古 全 浊 人 声读 阳 平
。

) 中原 官 话 包括 西安
、

运 城
、

洛阳
、

郑 州
、

信

阳
,

曲阜
、

徐 州
、

阜 阳等地
,

芷 深 人甘肃
、

青海两 省与宁 夏
、

新 疆 两 区 南部
。

兰银官 话 的 特性 是 古 清音 入 声今 读去 声
,

与 其他 六 区 分 开
。

(古 清音 入 声 读去 声幸黔函古 次

蚀入 声 也 读去 声
,

古 全浊 人 声 读阳平
。

) 兰 银官 话 包 括兰 州
、

武 威
、

张 掖
、

酒泉
、

银 川 等 地
,

业深 人

新 疆 北部
。

胶辽 官话 的 特性 是 古 清音 人 声今 读 上 声
,

与 其他六 区 分 开
。

(古 清音 人 声 读上 声蕴 涵 古 次

蚀入 声读 去 声
,

古 全浊入 声读 阳平
。

) 胶 辽 官 话包 括 青 岛
、

烟 台
、

大 连 等地
。

冀鲁 官话 的 特性 是 古 清音 人声今 读 阴 平
,

古 次 浊入 声今 读去 声
。

( 古 清音 人 声 读 阴平 与 古

次独 人 声读去 声蕴涵 古 全 浊 人 声 读 阳 平
。

) 前者 是 冀鲁 和 中 原 两 区 的 共性
,

与 其 他五 区 分 开
。

后

者 是冀鲁
、

兰银
、

胶 辽
,

北京 四 区 的 共 性
,

与其 他 三 区 分 开
。

冀鲁官 话包 括 石 家庄
、

献县
、

枪州
、

济 南等 地
。

北京 官话 的 特性 是 古 清音入 声今 分 归 阴 平
、

阳 平
、

上 声
、

去声
,

与其 他 六 区 分开
。

(古 清音

声母 分 归 四 声 蕴涵 古 次 蚀人 声 读去 声
,

古 全浊 人 声读 阳平
。

)

东 北 三省 有许 多方 言 比河 北省 更 接 近北 京
。

专 就 古 人 声的 清音 声母 字今 分归 阴 平
、

阳平
、

上 声
、

去 声而 言
,

东 北官 话 区 也 可 以 画 到 北京 官 话 区
。

考虑 到 东 北 官 话 区 古 入 声 的 清 音声母 字

今 读上 声 的 比 北京 多得 多 ; 四 声调 值 和 北京 相近
,

但 是 阴 平 的调 值 比 北京低 ; 以 及 多数方 言

无 伙l声 母 ( 北京 的 [习 声母 读 零声母 田l ) 等特点
,

现 在 把 东北 官话 区 独 立 成 一 区
。

本文 说 的
“

北 京官话 区
”

范围大 于
“

京 师 片
” , “

京 师 片
”

大 于
“

北 京话
” , “

北 京话
”

专 指北 京城

区 的 话
。

普通 话以 北 京 语 音 为 标淮 音
,

指的 是 北京 话
,

业不 是这 里 说 的 北 京 官话 区
。 “

取 法拎

上
,

仅得 其 中
。

取 法放 中
,

不 免为 下
。 ”

标堆 是不能 含 胡
,

不 能 放 松 的
。

现 在说 说 八 个官 话区 的 命名
。

北京 官 话 区 以 最 接近 于 北 京 话 得 名
。

东 北 与西 南两 区 以 方

位 命名
,

西 南官话 区 的 名称 已 经 行 开
, “

东北
”

是 通 用 的 地 区 名 称
。

“

冀 鲁官 话 区
”

在《 官话 方 言 的分 区》 与图【B 31 里 均 作
“

北方 官 话 区
” 。

考虑 到通 常 说的
“

北 方

话
”

泛 指我 国北方 的 方 言
,

有 时 候甚 至 包括 所 有 的 官话 区 ; 芷 且
“

冀 鲁官 话 区
”

主 要 分 布于 河 北
、

山 东 两省
,

所以 利 用 两 省 的 别 称 命 名
。

这样 可 以 跟 泛 指 的
“

北 方话
”

严 格 分 开
。

本 图 集图 【B 31

等 处 的
“

北方 官话 (区)
”

均 应 改为 “ 冀鲁官 话 ( 区 )
”; 但 引用 他 人 著 作 时 不 改

。

山 东 省人 口 稠 密
,

辽 宁 省开 发 较 晚
,

有 很 多胶东 人 渡 海而 北
,

定 居 辽 东
。

所 以 胶东半 岛

的 人 管辽 东半 岛 叫
“

海 北
” 。

(
“

走海 北
”

相 当于
“

闯 关 东
” 。

) 这 两 个 半 岛 的 方 言有 共 同 之点
,

叫

做
“

胶 辽官 话
”

十 分妥 帖
。

中原 官话包 括河 南 省黄 河 以 南 地 区
,

山东 省 西部 地 区
,

山 西 省 西南部 汾河 谷 地
,

陕西 省 中

部 渭 河 流 域
,

还 深入 到甘 肃
、

青海 两 省 与 宁夏
、

新 疆两 区南部
。

就 地 域 说
,

中原
“

指 黄河 中下 游地

区
,

包括 河 南省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山 东 的 西部 和河 北
、

山西 的 南部
。 ”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一 九七 三年 版

。

所

以把这 一 带 的方 言称 为 中原官 话
,

实 在 是天 造地 设
。

兰 银 官话 的 名称 用 本 方 言 区 两个 省 会名 称 (兰 州 和银 川 ) 的 第 一 个字合 成
。

这 是仿 效广东

省东部 的 潮 汕 话 与海 南 岛 的 琼 文 话 定 的
。

光绪 二 十 六年 ( 一九 0 0 年) 续修 《 澹州 志 》 卷 之二

舆 地志 十 五 习 俗 : “

来 自琼 文 者 则言琼 文 话
。 ”

琼 文 由琼 山
、

文 昌两 个县 名第一 字合 成
。

琼 文 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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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岛 分 布最 广
,

人 口 最 多 的 汉 语 方 言
,

因 此 平常都 称为
“

海 南 活
” ,

作 为 学 术 名称
,

最 好 沿 用
《 澹 州 志

》 “

琼 文 话
”

的 名 目
,

以 便 与海 南 岛 共他 语 六 ( 方 言) 有 所 区 刘
、

江 淮 官 话 以 前 叫下 江 官 话
,

因 为 分 布 的 地 区 不 限 于长 江 下 游
,

采 用 江 淮 官 话 的 名 目比 较

好
。

这 是 用 河 流 的 名称 为 方 言 区 命 名
。

肆 东南 地 区 方 言 的 研 究

我 国 东 南地 区 方 言 复杂
。

东 南 地 区 指 长 江 以 南
,

湖 南 省
、

广 西 壮 族 自治 区 及 其 以 东 各 省
。

除 晋 语 外
, “

非官话
”

方言主 要 分 布在 东南 地 区
。

下 文 第伍 第 陆 两 节 讨 论 客 家 话
、

赣 语与 闽 语
。

本 节 大 略 的说 说 东 南 地 区 方 言 的研 究
。

赵 元任 19 28 《 现 代 吴 语 的 研 究 》 是 我 国 用 现 代 方 法 研 究 方 言的 起 点
。

大 家 一 直 以 为 吴 语

的 范 围 限 于 江 苏 南部 ( 包 括 上 海 市) 与 浙 江
。

现 在 已 经 查 明
,

吴 语 的 范 旧 扩 展 到 安 徽 南 部
。

从

图 [B 101 可 以 看 到 官话 与吴语 在 安徽 南部 错 杂 分 布 的 画 i瓦
。

其 实 以 前 吴 语 的 范 围 还 要 大 些
。

江 北 的 移 民 到 江 南
,

尤 其是 一 八 六 六 年以 后
,

移 民 大 量 进 入 江 南
,

官 话 取 代 吴 语
,

这 才 有 今天 的

局 面
。

徽 语 邻 接 吴 语
,

方 言 复 杂
,

目前 还 只能 说 说 徽 语 各 片 的 性 质
。

徽 语 的 共 性 有 待 进 一 步 的

调 查 研 究
。

赵元任 1 962 《绩 溪 岭 北音 系》 27 说 :

徽 州 方 言 在 全 国 方 言 区 里 很 难 归 类
,

所 以 我 在 民 国 二 十 七年 「公 元 一九 二 八 年 ] 给 《 申

报》 六十 周 年 出版 的 《 中 国 分 省新 图 》 画 方 言 图 时 候 就 让 徽 州 话 自成 一 类
。

因 为 所 有 的 徽 州 话

都 分 阴阳 去
,

近 似 吴 语 ; 而 声母 都没 有 浊 塞 音
,

又 近似 官 话 区
。

但 是 如 果 要 嫌 全 国 方 言 区 分

的 太 琐碎 的 话
,

那 就最 好以 音 类 为 重
,

音值 为 轻
,

换 言 之
,

可 以 认 为 是 吴 语 的 一 种
。

不 过
“

分 阴 阳 去
”

的 标 准 很 难 采纳
。

一 方 面
,

徽 语 与吴语 都 有 不 分 阴 阳 去 的
。

根 据 舒宝 璋 一 九

六O 年 的 记 音稿
,

徽 语黔 县 话 有五 个 声调 :

阴平 [ J ]2 1 阳 平【: 】55 上 声 [、] 52 去 声 [ , ] 24 人 声 [? J ] 3 2

铜 陵 话 是 吴 语 确 凿 无 疑
,

可是 根据 王 太 庆 19 83 《 铜陵 方 言 记 略 》100
,

铜 陵 话 也 是 五 个 声 调 :

阴平 [ 1 ] 5 5 阳 平[」] 11 上 声 [ 、] 51 去 声 [ 。]3 5 人 声 [?
, . ] 13

都 不 分 阴 阳去
。

另 一 方面
,

江 西 省东 部的 玉 山
、

广 丰
、

上 饶 古 全浊 音声 母 今读 浊音
,

平 上 去人 四

声都 分 阴 阳
,

属 于吴 语 区
。

邻 接的 横 峰
、

弋 阳 古全 浊 音 声 母 今读 清音
,

平 去 入三 声都 分 阴 阳
,

不 能 也 画归 吴 语
。

因 此
,

本图 集 还 是 把徽 语 独 立
,

自成 一 区
。

就 古 全 浊声 母今 读 塞 音
、

塞 擦 音 时 送气 与 否 说
,

徽 语 内部 不一 致
。

赵元任 等 1965 : 17 说 绩

溪
“

大 都 变 为 今 送 气 音 了
。 ”

可 是 例 外 不 少
, “

渠
,

罢 被
,

堕 健
,

弼 惶 集 竭 嚼
”

都读 不 送 气音
, “

便 住

陈 倦 共 鼻
”

都 是 送气 与 不 送 气两 读
。 “

渠
”

I ‘ke 习 字 《 绩 溪 岭 北 方言 》 写 作
“

其
”

字
,

注 云
“

他
,

白

话 音
。 ”

跟
“

去
”

[k
‘e 闷 ’

] 字 比 较
, “

其
”

字 当 作
“

渠
”

字
。

平 田 昌 司 1 9 8 2 《 休 宁 音系 简介 》 记 的 是 休 宁县 城 海 阳镇 的 音
, 2 76 页 说 : “

古 全 浊 ⋯ ⋯ 音 声

母 多 数 变成 送 气 清 声 母
,

少 数 变 成不 送 气 清 声 母
。

分 化 条 件不 明
。

⋯ ⋯ 【o] 韵 不 送 气 的 字 特 别

多
,

超过 一 半
。 ”

可 见 徽 语 韭 不 全 是 古 全 浊 音 今 大 都 读 送 气 清 音 的
,

跟 赣语 大 都 读送 气 不 同
。

李 方 桂 19 3 7 提 出
,

客家 话 赣 语 的 特 点 是古 全蚀 音 声 母 今 读清 塞 音
、

塞 擦 音时 送 气; 闽 语 的

特 点正 好 相 反
,

古 全 蚀 音 声 母 今 读清 塞音
、

塞擦 音 时不 送 气
。

这 两 条 都 有例 外
, “

各 方言 一 致 的

例 外
”

本 身 是 一 种规 律
,

例 外 的 研 究提 高 了对 方 言 的 认 识
。

以 下 两 节都讨 论 到 这 种 例 外
。

李 方 桂 19 3 7 与 赵 元 任 1 948 都 把客 家 话 与 赣 语 合 为 一 区
,

别 人 也有这 样 主 张 的
。

除 吴 徽

合 一
,

客赣 合 一 之 外
,

还 没 听 说 有人 主 张 把 湘 语
、

闽 语
,

粤语 三 区 跟 别 的 方 言 区 合 供 的
。

客 赣 的

异 同
,

客 家 话 的 特 性
,

这 两个课 题 的 研 究近 年 颇 有进展
,

第伍 节就 讨 论 客家话 与赣 语 的 异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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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 都 说 汉语 方言里 最复 杂 的 要数 闽语
。

不 过 也 得指 出
,

有 一些 关于 闽 语 特殊 的 说 法 言

过 其 实
,

第 陆节就 讨 论 闽语 的 性质
。

古全 蚀音 声 母今 读清 塞音
、

塞 擦 音时 送气 与否
,

在粤 语 里 是 分 片 的标 准
。

勾 漏 片 一 般 都 不

送 气
。

吴 化 片 一般 都 送 气
。

广府
、

琶 得
、

四 邑
、

高 阳 四 片 一般 今 读 阳平
、

阳上 的 字送 气
,

今 读 阳

去
、

阳人 的 字 不送 气
。

平 话 的 研 究 刚 刚 起 步
。

广西 有
“

官平 壮 白 (粤语 ) 客
”

五种 主 要 的 语 言 (方 言 )
,

这个 说 法 相

承 已久
,

所 以 图 [B 141 画 出通 常说 的 平话 分布 的 范 围
,

留 待 以 后核 实
。

平 话桂 北片 与 桂 南 片

差 别相 当 大
。

平 话的 共 同 点 是古 全 浊塞 音声母 今 读 清塞 音
、

塞擦 音时 一 般 不送 气
,

与 粤 语 勾 漏

片 相 同
。

几 是 未 分 区 的 方 言
,

无 论宫话还 是
“

非 官 话
” ,

包括 湘南土 话在 内
,

都 有 待 于进 一 步调 查 研

究
,

以 扩 充方 言工 作 者 的 眼 界
。

伍 客 家话 与 接 语 的 异 同

客家 话 和 赣 语有 两项 共 同 点 是 常 常 为人 称道 的
。

一 是 舌全 浊 声母逢 今塞 音
、

塞擦 音 时 不

论 四 声都 读送 气清 音
。

二 是 梗 摄字 白读 是 [明 ua 习 i a 们
。

这 两项 都值 得 子 细探讨
。

古 全蚀 声 母字 今 客家话 读送 气清 音是常 例
,

可 是也 有 不 送 气的
。

黄 雪 贞 1987 : 85 以 为
,

这

个 不 能 简 单 的 说成 少数 或 例外
。

分析 起 来 有两 类 : 第 一 类是 语 汇性 的
,

如
“

渠 (也 写 作 拒 ) 辫 笨

队 赠 叛铡
”

等全 独声 母 字
,

多数 客 家 话常 读不 送 气 清音
。

表 四 对 比 这七 个字 在三处 客 家 方 言

( 广东梅 县
、

福建 永 定
、

四 川 成 都龙潭 寺) 和赣 语 南昌 方 言 的读 法
。

表 四 “

渠 辫 笨 队 赠 叛 铡,, 七 字的 音

渠 群 辫 业 笨 笠 队 定 赠从 叛 笠 铡 祟

梅 县 k i」 p i e n l p u n 、 t s u i、 t s 已n 、 p a n 明 t s a t J

永 定 k i」 p
‘

i已n , p u n ” t e i 、 t s 已n 、 p a n 」 t ”a ? J

龙 潭 寺 t o i刁 P i云, P o n , t u i 、 t s己, P曦 、 t s a 、

南 昌 t 衍e 刁 / t g
‘

f e 刁 p
‘

io n j p 住n J t u i” t s
‘

“n 」 p
‘o n J

表 四 所 收 七个 字 中
,

永 定
“

辫
”

字读送 气 ; 南 昌
“

渠
”

送 气 与 否 两读
, “

队
”

字读 不 送气 阴 去
。

这 七

个 字在赣 语 里 的 读法 须要 全面 调 查
。

单 就 南 昌 话而 言
,

古 全 浊 今送 气跟 客家 话 一致
,

这 话通 用

于 多数字 ; 但 是少 数 客 家 不 送 气 的 字南 昌 送气
,

这 就 显 出 赣语 跟客 家话 的 不 同 来 了
。

第二 类 是 方 言性 的
,

往往 有音 韵 条 件 (调 类) 的 限制
。

例 如 四 川 成都 龙 潭 寺 与凉水 井 的 古

全 蚀 平声 字送 气
,

符 合 客家 话 常 例
,

也 符合 西 南 官 话 的 常 例 ; 有 的 古 全 浊 仄 声 字不 送 气
,

大概 是

受 西 南官 话 影 响
。

例 如
“

电住 夺
”

三 字梅县
、

永 定送 气
,

龙 潭 寺不 送 气
。

表 五 “ 爬 旗 桥 盘 电 住 夺
”

七 字 的音

爬 韭 旗 群 桥称 盘 韭 电 定 住 没 夺 定

梅 县 p
‘a j k

‘

i j k
‘

j a u j p
‘a n j t

‘

i o n , t s
‘ u ” t

‘“k ,

永 定 p
‘a 」 k

‘

i j k
‘

i e u 」 p
‘a n 」 t

‘

i“n 」 t s 性。 t
‘“? 1

龙潭 寺 P
‘a 刁 t。

‘

i月 t 侣
‘

i a u 」 p 通 , t i云, t s u , t。? J

“

电住 夺
”

三字 龙潭寺 读不 送 气音 受官 话的 影 响
,

是 后起 的 现 象
。

表 四 里 七 个 古 全蚀 声母

字 今 客家 话 不 送 气
,

可 能正 是 客 家 话的 本 性
。

现 在 说 到 梗 摄 字 的读 音
。

赣语 与客家 话 梗 摄字 今逢 低 元音
、

后 元音收 伪] 尾
,

逢 前元音

收 [n ]
。

前 者 是 白读
,

后 者是 文 读
。

表六 以 南 昌与梅 县 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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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

争 生 平 命轻 听 请
”

七 字的 音

争 生 平 命 轻 听 请

南 昌白 读 t s a 习, s a 习, P
‘

i a习刁 m i‘q j t 。
‘

ia 习, t
‘

ia 习翎 t。
‘

i a g J

南 昌文 读 t s o n 」 s o n , P
‘

i n 月 m in j t 。
‘

i n , t
‘

i n , t g
‘

i n J

梅 县 白 读 t s a 习1 s a 习I P
‘

ia 习」 m i ‘q , k
‘

i a 习I t
‘a 0 1 t g

‘

i a q劝

梅 县文 读 t 、。n l s o n l p
‘

i r, 」 m i。 、 k
‘

i n l

不 过梗摄 字 文 白异 读
.

尤 垮是 梗 摄 字 白 读 fa 习 u a 习 ia 川 韵
,

韭不 局 限 于 赣 语 与客 家话
。

据

现 在所 知
,

这 两个 现 象 或 多或 少 分 布 于 赣语 与客 家 话 周 围 所 有的 方 言 区 : 湘语
、

徽 语
、

吴语
、

闽

语 与粤 语
。

这 里 不 能 细说
,

只 举 表
一

七 友八 两 个 例 子
。

业 请 参 看李 荣 198 9
。

表 七 见 于 李 荣
《 切 韵 与 方 言》 ,

刊 于 《 方 言 》 198 3
·

16 1一 16 5 [ ~ 198 5 《 语文 论 衡 》 39一 44 ]
。

表 七
“

梗
”

字 的合 口 音

温岭 广 州 永 定 南 昌 高安 华 阳凉 水 井 广东 客 家 福 州

梗 开 城 , 灿习。 k 已n , k ;。。 J k i o n , ‘

ke n g

梗合 k u 巨嘴 k
‘ t i 月, k u a 习, k u aQJ k u a 习嘴 k u a q J ( k w a n g ‘

k w a n g

矿
(
kw a n g

表 七 里 八 处方 言
,

两 处 是 赣 语 (南 昌
、

高 安 ) 三 处 是 客 家 (永定
、

华 阳 凉 水井
、

广 东客家 )
,

温

岭 是吴 语
,

广州 是粤 语
.

福 川 是 闽 语
。

梗 摄 合 口 字少
, “

便
”

字在 方言 里 的 合 口 音 与 文 字在 好 多

方 言 里 已 失 去 联 系
。 “

广东 客 家
”

与福 州 为 读 法 值得 特 别 注意
。

D
.

M ac lv e r 编
,

M
.

C
.

M ac k e nz 沁 增 订
, 《广 东 客 家 方 言汉 英 字 典 》 �:

茎
‘
k w a n g

.

T h e s t a l k o f a p l a n t
·

A s t

em
, a t w :9

.

A I , 。 r e a d
。 k i n

·

矿
‘
k w a n g

.

Tll
e o r e o f m e t a l s

·

A m三n e
·

一 山 l 一工 } 一 石 } 一 井
R

.

5
.

M a e l a y 和 c
.

c
.

B a l d w j n 的 《 福州 话拼音 字典 》� :

梗直
(
k e n g t i k 。

‘ 斡⋯ ⋯ u 、e d fo r t h e e o l l
.

‘
k w a n g : t h e t r u n k o f a t r e e

,

t h e s t em
o r s ta l k , o f Pl a n t ‘

ai s o r ea d k a n g ’ ,

q
.

v
.

: c o L L
, ,

懊 其斡 e h
‘e u ) : k i

( k u a n g
,

th e t r u n k o f a t r e e
.

广东客 家
“

梗 合 ”

字 和
“

矿
”

字 同 音最 有意 思
。 “

矿 字
, , 《 切 三 》 和 《 王 韵》 古猛 反

。 《 切 韵 》 “

梗
”

字 和

“ 矿
”

字开 合 相 配
。 “

便
”

字读 如 合 口 应该 和
“

矿
”

字 同 音
。

广东 客家 正 是 如此
,

可 以证 实
“

梗
”

当
“ 茎

”

讲 是 合 口 , 《 切 韵 》 没 有这 个音
,

可 以 根据 现 代 方 言 补充
。

可惜 大 部分 方言
“

矿
”

字读 如
“

旷
”

字
。 《 广东 客 家方 言 汉英 字 典 》 ‘k w a “g 写

“

茎
”

是训读 的 写 法
,

又音
:

ki n

大概 是
“

茎
”

字 的 读 音
。

福 州
“

斡
, ,

上 声
C
k w a n g 是

“

梗 合 ”

甘i!读 字
, “

斡
”

去 声 k a n g
〕

是
“

斡 " 的 本音
。 “

模 ” 是本地

字
, “

模 其 斡
”

是
“

树 的 梗 合 ”

的 意 思
。

福 州 话植 物 的 茎是
“

梗 合 ” lk 。 习习
,

莱是
“

薯
”

【。 u 心 习
。

请 注 意
,

各地
“

梗 合 ”

的 音很 相 近
。

表 八 有三 点须要 说 明
。

� 福 州
、

厦门 两处 都 有七个 声 调
,

调 值如 下
,

阴人 阳 入 是短调
。

阴平 阳 平 上 声 阴 去 阳去 阴 入 阳人

福 州 [ 1 1 5 5 [ , ] 53 I J ] 3 1 IJ ] 2 13 1, ] 3 53 I J I 13 [ : ] 55

厦 门 11 ] 55 [ , ] 35 [、] 53 IJ ) 2 1 [ J ] 22 [」] 1 1 【1 1 5 5

� A C h i n e s e
一

E n g l i s l 一 d i
、

t i o n a ry
,

H a k k a
一

d i a le ‘t as
s P o

ke n in K w a n g
一

t u 吃 P r o v in ce
.

N e w ed i t io n
.

Sha
n 分

加i
,

192 6.

� A n a l Pha 比t i e d i e t i o n a 口 o f t he C h i毗
e la ng 少堪e 10 t he F o 峨其ho w d ia le Ct

.

F O旧‘ho w
,

l 价0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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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 都是 白读
。

� 福 州 话逢 阴 平
、

阳平
、

上 声
、

阳人元 音是 【al
,

逢 阴 去
、

阳 去
、

阴 入元 音 是 [a 】
.

表入 福州 与厦 门 二 十一 个 梗 摄字 的音
(

饼
。

骼肋 骨 : 名 命 之 ‘

鼎 定 之 。

听

福州 p ia 习“ p
‘

ia o l m i a 习、 m i a 习, t i a q J t ia 习, t
‘

ia 习1

厦 门 P i巨, P
‘

i巨1 m i五, m i直J t i巨, t i巨J t
‘

i巨1

: 程
C

领 正
)

净 之 (

请
。

声 : 城

福 州 t
‘

i a u , l i a 习J t s 三a 习J t s i a 习, t s
‘

ia 习J s i a 习1 s i a 习、

厦 门 t
‘

i五, n i巨、 t , i巨J t s i巨J t s
‘

i巨, t i巨1 5 1巨。

圣
〕 。

惊 ‘行 镜
, : 迎

:

兄 : 营

福 州 s ia 习J k i a 习, k i a 习, k iQg J 习i叼1 h i a 习1 i a 习、

厦 门 5 1压‘ k i巨1 k i巨。 k i巨J 习i云, h i巨1 1巨,

百
)

拍
〕

壁
。

僻
,

摘
。

余 ; 屐 ;

福 州 P 。?刁 P
‘a 知 P IQ? 月 P

‘

ia 为 t i价刁 t ia ? I k
‘

ia ? 1

厦 门 Pa ?」 P
‘a ?」 P i a ?」 P

‘

i a ?」 t i戒 」 t i a ? 1 k i a ?1

如上所 说
,

古 全 蚀 声母 今送 气与 梗摄 字的 音 都 不 足 以 说 明 客 赣合 成 一 个 方 言 区 是合 遭 的
.

一 九 八 四 年 到 一 九八 五 年
,

颜 森调 查 江 西方言
,

调查 目的 是 了解 江西 省 内 部方 言 之 间的 异 同
,

尤 其 是客家 话 与 赣语 在 语 言上 有 无 区 别
,

有何 区 别
。

颜森 1986 《江 西方 言 的 分 区》 2 4 说 :

客家 话 和 赣语 毕 竟 有明 显 的 区 别
,

应该 画 分为 两 个 不 同 的 方 言 区
。

赣语 和 客 家 话 的 区 别 主 要反 映 在 词汇 上 的 不 同
。

赣 语说
“

噢 饭 嗅 茶
” ,

客 家 话 说
“

食饭 食

茶
” 。

赣 语交 合 说
“

戳
” ,

客 家 话说
“

鸟
” 。

⋯ ⋯ 赣 语 说
“

是
” ,

客 家话 说
“

保
” 。

⋯ ⋯

语音 方 面
,

赣 语影 母 开 口 呼 读 【川声母
,

客 家 话读 零 声母
。

赣语
“

裤
”

读 【k
‘

]声母
,

客家 话

读 【月声 母
。

赣语
“

扶 ”字 读 闺声母
,

客 家 话 读[P
‘

]声 母
。

赣 语大 多数地 方
“

产 ”读 〔s1 声 母
,

赣

南 客 家 话 一 律 i卖【ts’] 声 母
。

在 人 声 分 阴 阳 的 地 方
,

通常 情况 是
,

赣语
“

绿”字 阴 入
, “

六 办字阳

入
,

而 菩 家 话却 是
“

六” 字阴 入
, “

绿 ,, 字阳 人
。

即 使 是 和赣南 客 家 话 区 毗邻 的 赣语 吉 莲 片 和抚 广片
,

也 与客 家 话 有 显著 区 别
。

吉莲 片

说
“

立 ” ,

客 家 话说
“

倚 ,, 。

吉 莲 片说
“

发 风 ,, ,

客 家 话 大 都 说
“

起 风” 。

⋯ ⋯ 抚广 片 说
“

因
《集 韵 》 口

浪 切
,

藏 也 ,, 客家话 说
“

摒
《 广 韵 》界 政 切” 。

抚 广片 透 定母 开 口 呼读【h1
,

客家 话都 不 这么 读
。

黄 雪 贞 19 8 8 与 1989 指 出
,

客 家 话声 调 的 特 点 在于 古 次 独 平 声
、

古 次 浊 上声 与 古 全独 上声

都 有 读 阴平 的
。

这 才 是客家 话 区别 于 其 他方 言 的 特点
,

当 然 也 是客 家 话 区 别 于赣 语 的 特 点
。

表 九 梅县 今 阴 平 例 字表

饮 浊 平 毛 m a u l 蚊 m u n : 拿 n a l 褛 l a u l 鳞 l i n l 笼 l u 习, 聋 l u 习1

饮 浊 上 马 m a l 买 m a i l 尾 m i : 满 m a n l 猛 m a 习1 暖 n o n l 懒 l a n l

雨 11。习1 冷 l a 习, 领 l i a 习: 岭 l i a 习1 软 玮i o n l 忍 玮i u n l 咬 习a u l

有 i u l 友 i u l 野 i a l 痒 i叼1 养 i叨1

全浊 上 被 p
‘

11 弟 t
‘a i l 淡 t

‘a m l 断 t
‘。n l 动 t

‘ u 习: 坐 t s
‘

0 1 在 t s
‘0 11

柱 t s
‘ u l 重 t s

‘

u 习, 敌 s a i : 椅 k
‘

11 舅 k
‘

i u : 近 k
‘

i u n , 旱 h o n l

精音平 歌 k o l 鸡 k e i l 高 k a u l 猪 t s u l 专 t o n l 尊 t s u n l 低 t a i l

边 P i“n : 安 ” n l 开 k
‘ 0 11 抽 t s

‘

u l 粗 t s
‘

11 初 t s
‘

11 夭 t
‘

i已n l

偏 p
‘

i 6 n l 婚 fu n l 伤 幻q l 三 sa m l 飞 P i l

, 年第 期 5198 4 2 1



所 谓
“

读 阴平 ”就 是 跟 古 清 音平 声 !
,

刁声 调
。

表 九 依 来历 分 四 类 举 出 客 家 话 今 读 阴 平 的 例 字
,

记 梅

县 音
。

必须 着重 说 明
,

客 家 i舌声 调 的 特点 是 帅 古 次 浊 平 声 与
。

公 古次 浊 卜声
、

� 古 全 浊上 声 三

项 都有 读 阴 平 的
,

只 有 项 不够
。

业 且这 三项 读 阴 平 的 字 都 是 语 复性 的
,

有 限 制 的
,

不 是 任

意 的
。

表 九 的 例 字经 过 试 用 增 删
,

大 概 可 以 作 为 客 家 话 的 鉴 别 字
。

北京 话
“

捞 la u 州 楼 fo u ,

} 晓 fo u l ! 捻 本 作 翰 I u n l } 猫 m a 。 : } 拈 n i a ” 1 ”

等 古 次 浊 平声 字 今 读 阴 平
,

跟 客家 话 声调

特 点 第 一项 韭 不 符 合
。

粤语 台 山话 古 次 浊 L 声 有 读 阴 平的
,

但 全 浊 上 声 不 读 阴 平 ; 债 语 新 淦 话

古 全 浊 仁声 有 读 阴 平 的
,

但 次 浊 上 声 不 谈阴 平; 两 处 古 次 浊 平声 都不 读 阴 平 : 都与 客家 话不 合 .

用 客 家 话 声调 的特 点来 衡 量 赣 语
,

赣 语 与客家 话 不 能 合 为 一 区就 更 明 白 了
。

现在 再 说 说 客家 话 跟粤 语 相 同 而 跟 赣 语 不 同 的 一 个 好 例 子
。

“

你是 谁 ?这 是 什 么?是 不 是 ?,, 的
“

是 ” (ve rb to b e)
,

好 像 在粤 语 与 客家 话 里都 说
“

保 ” 。

这
里举 粤语 的 广 州 与 高州

,

客家话 的 梅 县 与永 定为例
。

其 中有的 字写 方 言 字或 同音 字
。

你 是 谁 ? 这 是 什 么 ? 是 不 是 ?

广 州 n e i刁 h 甘i J P i n : k。」 n i l k 。, h它 i j m : t l i已刁 h : i J m j h甘 i J

你 像 边 个 呢 个 像 包 野 像 唔 像

高 州 n e i」 h 甘i j m 习t l j甘n 礴 k e l , k 。, h 甘j j m 甘t l 仆i‘刁 h 甘i J m a u 刁 h 甘i J

你 保 包 人 己 个 像 包 野 保 有 保

梅 县 仆 i」 h e i , m a k 」
·

已 玮 i n J 11,
·

。 h e i ,
·

m a k
·

已 h e i ,
·

m m e i ,

你 保 包 个人 利 个 像 包 个 保 唔 保

永 定 h n 」/玮 i」 五e i o m a n 」 玮 i n J 11」 k a i、 h e i 」 m 心J ka i、 h e i ,
·

m m e i ,

你 像 蛮 人 利 个 保 包 个 保 唔 徐

作 者 见 到 的 粤 语 著 作
, “

是 ” 字都说
“

保 ” 。

黄雪 贞调 查 的 客 家方 言
,

一 律 用
“

保 ,, 。

严森 198 6

指 出 赣 语说
“

是 ” ,

客家 话说
“

保 力 。

假如 粤语 真 的 都 用
“

徐 ,, ,

上文 已 经说 过 客 家话区 别于其 他方

言 的 特点
,

两者 结合
,

我 们 就可 以 把 粤语 跟 其 他方言 分 开 来
。

詹 伯慧等 198 7 《珠 江三 角 洲 方 言 字音 对 照 》 76 页 中 山 (隆 都) 阂语
“

徐 ” 【h幻 习 妃 的 是字

音
,

不 是 口 语 音
。

1988 《 珠 江 三 角 洲 方 言 词 汇 对 照 》 没 有收
“

是
,

不是
,

保
,

唔 像 ”一 类条 目
。

易 家

乐 S o r e n E g e r o d 1956 《隆 都 方言 》

Th
e L u n g t u d i a l e e t 记 的 是 中 山 县 隆 都的 闽语

,
118一2 07

页所 收 隆 都语 料 中
“

是 ”字 屡 见
, “

徐” 字 未 见
。

粤 语
、

客 家 话之 外
,

还 不 知道 有 其 他 方 言
“

是 , 说
“

像 ,, 的
。

在书 面上
,

以前 文 惩
、

履 历
、

介 绍信

提 到 籍 贯时
,

常常 用
“

保 刀字
,

格式 是
“

某某 某
,

保某某 省某 某县 人 刀之 类
。

近年 来公文 口 语 }匕
,

这

种 格 式逐渐 废弃 不 用 了
。

文 言还 有
“

确保 实情” 一 类用 法
,

口 语不 用
。

(一 六 一 七年 刻本 《 金 瓶梅

词 话 》 七十 五 回 第 8 页 有 个履历 手 本
,

上 头说 : “

荆忠
,

年三 十二 岁
,

保 山 筱檀 州 人护 山 俊是 地 区

名
,

檀 州大 约 在今 北京市 密云 县
。

)

陆 闽 语 的 性 质

三 十年 来
,

闽 语 的 调 查 研 究 有很 大的 进展
。

以 前把祠 语 分 为 闽北 与闽 南 两组
,

主要是 根据

福 州 话 与厦 门 话 的 异 同立 论 的
。

自其同 者 而观 之
,

福州 话 与厦 门 话 都 是 闽语 ; 自其异 者 而观
之

,

一 在 闽北
,

一 在 闽南
。

一 九 五七 年 开 始 的 汉 语 方 言 普查
,

查 明 了 福建 省方 言的 差 别
,

主 要是

东 西 之 别
,

业 非 南 北之 别
。

拿 本 图 集 的 分 区 说
,

闽东 区 (福 建 省 东 北部十 九个 市县 )
、

莆仙 区 (莆

田 市及 所 辖 莆 田
、

仙 游 两县
,

相 当 于 旧 兴 化府
,

因为 现在江 苏 省有 兴化 县
,

所 以 莆 仙区 不 宜 叫

兴 化 区 )
、

闽南区 (福建 省南部 二十 三 个市 县)
—

福 建沿 海 三 区 的 一致 性较大
,

闽 东区 与 闽北
·

25 2
·

方 言

卜



区 ( 建 溪 流 域 八 个市 县)
、

闽 中 区 (沙 溪 流 域 三 个市 县) 一 一 福建 北 部 三 区 的 一 致 性 较 小
。

其次说 到 闽 语 的 共 性
。

李 方桂 1 937 说
,

古 全浊 声 母今逢 寒 音
、

塞 擦音
,

客 家 话 赣 语 送 气
,

闽

语不 送 气
。

实际 上 是 闽 语 多数字不 送气
,

少 数 字送 气 ; 客 家 话是 绝 大 多数字 送 气
,

极 少数字 不送

气
。

一 两个 闽语 方 言 某 些 古 全 浊 声母字 今读送 气可 以说 是 例 外
。

这 几 个 闽 语方 言这 些 字 送 气
,

那 几 个 闽语 方 言 那 些 字送 气
,

对 不 起来
,

那 也 可 以 说 是 例 外
。

要 是 某些 古 全 浊 声母 字 在全 体

闽 语 或 者 多数闽 语 里 都 送 气
,

那 沈 不 是 例 外 了
。 “

各 方 言 一致 的 例 外
”

本 身就 是一 种 规律
。

现

在 的 工 作 是 要把 古 全 浊 声母 字 择 一 择
,

哪 些 字今 闽 语 不 送 气
,

哪 些 字 今 闽 语 送 气 ?

表十 阂语 古 全 浊 今 不 这 气例 字

爬 盘 平 肥 房 妇 吠 饭 薄

福 州 Pa 、 p u a 习、 P a 习, P u o i , P u 勺, Po u , P u o i , P u 叼 , P虎 ,

厦 门 Pe , p u 压, P宝。 P u i o Pa 习, p u J p u i 4 p 习“ Po ? ,

白 缚 蹄 藤 铜 同 弟 断 重 大

福 州 Pa ?, p u 。?I t 。、 t i习, t o y 习、 t ; : , t o u U , t a y 习, t u 爪 ,

厦 门 p e? 1 p a k l t u e , t i n , t a 习。 t i j t习J t a 习J t u a J

豆 腹 袋 毒 茶 绸 赵 陈 长 肠

福州 tQ u , t o y , t o y ?1 t a 、 t i u 、 t i e u , t i弓、 t o u q l

厦 门 t a u J t e J t a k l t e , t i u , t i 0 ) t a n o t习”

著 釉 稻 郑 直 穷 跪 近 舅

福 州 t o y , t i e u , t a 习, t i ?1 k y 习, k u o i , k o y 习, k i e u ,

厦 门 t i , t i u J t 1) t it l k i习, k u i 」 k u n J k u “

旧 共 猴 寒 厚 齐 罪 泉

福 州 k o u , 灿 y 习, k a u 、 k a 习、 k a u , t s“ , t s o y , t s t , O q ,

厦 门 k u J k a习J k a u , k u 巨, k a u J t s u e ” t s e 4 t s u 巨,

表十 一 阂 语 古 全 浊 今 这 气 例 字

皮 漂浮 萍 篷 扶 浮 被 鼻 伴

福 州 p
‘ u i、 p

‘

i u 、 p
‘u D、 p

‘

u , p
‘

u , p
‘u o i , v

‘e i j p
‘ u Q习,

厦 门 P
‘ e , P

‘

10 , p
‘a 习, p

‘

洲 P
‘u , P

‘e j p
‘

i J P
‘u 巨J

曝 雹 涂 土 啼 桃 头 糖 沓 盛

福 州 p
‘

u o? l p
‘。刃 , t

‘u , t
‘

i“、 t
‘o , t

‘a u 、 t
‘o u 习” t

‘a ? ,

厦门 P
‘a k : P

‘a u ? I t
‘。。 t

‘

i , t
‘o , t

‘a u , t 匀, t
‘

a? 1

锤 程 虫 柱 杖 骑 倚 立 臼

福州 t
‘u i , t

‘

i句 、 t
‘。y 习, t

‘

i e u , t
‘u 刃 , k

‘

i e 、 k
‘

i日 , k
‘ 。u ,

厦 门 t
‘

u i , t
‘

i巨, t
‘a习, t

‘

i a u j t 、J k
‘

ia l k
‘

i a “ k
‘ u 4

环 墙 贼 像 柴 腾 田 树 席

福 州 k
‘

u a 习, t s
‘u o 习, t s

‘e i? 1 t s
‘

u 叼 , t s
‘a 、 t 3 飞万习1 t s

‘

i e u J t s
‘ u o ? 1

厦 门 k
‘

u a n , t s
‘

i云。 ts
‘a t l t s

‘

i a J t s
‘a o t s

‘a n ” t s
‘

i u J t s
‘

10 ? 1

表十 与表 十一是 根 据 潘 茂 鼎 等 1963
,

罗杰 瑞 198 2 ,
19 88

,

黄 典诚 1984 选 录 灼 例字
。

当 然
,

古 全浊 字各 地闽语 方 玄 送 气 与 否
,

韭 不 完全 一致
,

即 使 就福 州 与 厦 门 两 地而 言 也 是 如 此
。

例如
‘ 抱 沉 屐

”

三字
,

福 州 是 [p ”, t
‘“iq 、 k

‘

i a? 1 ]
,

厦 门 是 [p
‘o J t ia m , k i a 2 1 1

。

罗 杰 瑞 19 85 : 2 29 一2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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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十 二个 字作 为闽 语 的 判 别字
。

假 如 某个方 言 “ 啼 一 哭 头 搪 要李 荣 案: 本 字 当作 咨
, 。广 的, 宜 也

,

位

合 切
,

四 字读送 气 清音It
‘

]
, “

蹄 铜 弟断 袋豆 脱 一 骨 脖 子
。

矿 的 、项 一
,

徒 候 切 毒
”

八 字读 不 送 气清 音

lt l
,

那个 方 言 很 可 能就 是 闽语
。

表十 与 表 十 一 包 含 这 十二个 字
,

经 过 试用增 删
,

大 概 可 以 用 来

鉴 别 闽语
。

上 文说过
,

有些关 于闽 语特 殊 的说 法 言过 其实
。

过 火的 原 因主 要是 不 明 本字 (语 源 )
。

现

在举 个 例子 来说
。

萤 同解 1959 《 四个 闽南方 言》 是很 重 要 的 闽语著 作
,

该 文 最 后 一 段 注
:

闽 南语 的 声母 和 韵母 和 《 切韵》 系统不 很 一 致 的 地 方很 多
,

声 调却 异常 接近
,

不合 上 列 条

例 当 然还是 有
—

如
“

嘴戈 切 韵 》是 上 声 (清 声母 )
,

我 们 的 四 个 方言却 一 律是 阴去 ; “

俊 ” 《 切

韵》 是去 声 (蚀 声母)
,

晋 江 和 揭 阳却 都是 阳上
—

不 过 那是极 少 见 的
。

无 巧 不 成书
,

这 两 个例 子 都 是 错 的
。 “

筱 刀 字 《切 韵 》 系 统 上 声 厚 韵 匣母
。 《 广 韵》 厚韵 : “

俊
,

先筱
, 《说 文 》 迟 也

, ,, 胡 口 切
。

这 是 广 用 的
“

俊 ” 字
。 《广 韵 》 去 声候 韵匣 母: “

俊
,

方 言云
, ‘

先俊
’

犹娣 似 【灿嫂 l
, 刀胡遴 切

。

这是 专用 的
“

筱刀字
。

请 比 较
“

俊 刀字 与
“

倚 力 字 的 音 :

厦 门 晋 江 龙溪 揭 阳

《 四 个闽 南方言 》 993

98 6

a U 之

k
‘

i a Z

‘a u

‘k
‘

i a

a u 之

k
‘

ia 之

‘a n

‘k
‘

i a

筱倚

古 全浊 上 声 今晋 江 与揭 阳读 阳 上
,

厦 门与 龙溪读 阳去
。

董 君失 检韵 书
,

说
“

筱 ” 字《 切 韵 》是去

声
,

又 与《 四 个 闽南 方言 》上 文不 合
,

纯属 疏忽
。

《 四 个闽 南方言 》 9 74
“

嘴” 字四 处 方言 都读 lts
‘

ui
’

l
,

注 云
“

闽南语 的 声 调一律 和古音 以 及

许 多方 言 不 同
,

如 非另 有 来源
,

便是 特殊 的 音变
。 刀 张振兴 19 82 《 漳平 (永福) 方 言 同音 字汇 》

22 4 引 心广 韵》 去 声废 韵 : “

嚎
, 口 嚎

,

许秽 切
,

又 昌 茜切
。 刀 “

昌茜切 ”的 音正 与 闽南 方言 的 音符

合
,

董 君说与《 切 韵》 系 统 不 合
,

失 考
。 “

昌苗 切
”

的 音 见于《 尔雅
·

释 畜》 “ 黑 咏
” 《释文 》 : “ 嚎

,

许

秽反
,

又 昌 锐 反
, 口 也

。 ” “

昌锐反 ” 与
“

昌苗切
”

同音
,

筱 者大 概 根据 前者
。

总 之
,

查 明来 厉

之筱
, “

筱
”

字 与
“

嘴
”

字 (训读 为
“

嚎
,

昌苗切
”

) 声调 都跟《 切韵》 系 统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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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 汉 语 方言分 区分 片一 览 裹

每 一 方 言区 先说 明 见于 某幅 图或 某几 幅 图
,

本 区市 县数
,

人 口 数
,

所属 片数 与小 片 数 ; 再 列

举片 名 与小 片名
,

每 片 与 每小 片 记 出 市县数
。

有 时 同 一个市 县 分属于 几 片或 几 小片
,

导 致方 言

区 的 市县 数 比 所 属 各片 市县 数之 和少
,

片 的市县 数 比 所属 各 小 片市 县数 之和 少
。

例如 吴 语 处
衙片 二 十三 个市县

,

所属 处 州小 片九 个市 县
,

龙衡 小片十 五 个 市县
,

因 为庆 元县 分属 两小 片
。

图 【B sl 没 有 列新疆 三 片官话 的 人 口 ,

现在估 算如 下
。

新疆 说 汉语的 民 族 (汉 族
、

回 族
、

满

族 )五 百八十 六 万人
。

新 疆 八十 七个 市县
,

已 调 查七十 七 个市 县
,

分 为以 下三 片:

[B 习的 片名 改 定的 片名 市 县数 说汉 语的 人 口

北 京 官 话北 疆 片 石克 片 11 89 万

兰银 官话北 疆片 塔 密 片 22 2 86 万

中原官话 南疆片 南疆 片 44 161 万

合计 7 7 536 万

三 片合 计 人 口 五百 三十 六 万
,

比 全新 疆说 汉语 的 人 口 少五 十万
。

姑 且把 这五十 万 按 比 例分 配 ,

石 克
、

塔密
、

南疆 三 片分 别 加上 八万 人
、

二 十七万 人
、

十 五 万人
。

三 片人 数调 整后如 下 ;

石 克片九 十七 万 人 塔 密 片三 百一 十三 万 人 南疆片 一百 七十 六 万人

这 三 片人数 已经 分别 加 到北 京官话 区
、

兰银 官话 区与 中原 官话 区里
。 ·

( 甲)东北官话 区 本区 全在图 [B 1 ]之 内
,

包 括 毯翔 峰片—九个市县旗

黑 龙江全省
,

吉 林全省
,

辽 宁省大部 分地 区 (六个市 �石 克片— 十一个市县

县属 于北京官话 区
,

十 四个 市县属 于胶辽 官 话区 )
, 图 【B 5 1 把新疆 的汉语方言分 为 以 下三 片:

还有内蒙古 自治 区 东部十个市县旗
,

共一 百 七十二 北京官话北疆片— 十一 个市县

个 市县旗
。

人 口 共八千二百万
。

本 区分 为 三片八 小 兰银官话北疆 片— 二十 二个市县

片
。

中原官话南疆 片一一 四十 四 个市县

� 吉沈 片— 五 十个市县 考虑到 “

北疆 片
”

单说 的 时候意思 不明 确
,

前头 必 须

A 蛟宁小 片
:

十 四 个市县 带 叫匕京官话
”

或
“

兰银官话
” 才 清楚

。

现 在把
“

北 京
B 通溪小片

:

三十个市县 官话北 疆片
” 改 名为

“

石克片
” , “

兰银官话北 疆片
”

改

C 延吉 小片 :

六个 市县 名为
“

塔密片
” 。

至于
“

中原官话南疆片
” ,

单 说
“

南疆

� 哈阜片— 六 十五 个市县旗 片
”

意思也 明确
,

就毋须改 名了。

D 肇抉 小片 :

十八 个市 县 (丙 )冀鲁官话 区 本 区全在图 [B Z ]之 内
,

包括

E 长锦 小片 : 四十 七个市 县旗 河北省一百零五 个市县
,

山东省五十二个 市县
,

夭 津

。黑松 片— 五十 七个市县
,

站话在外 市五 个市县
,

北京市平谷县
,

山西 省广 灵县
,

共一 百

F 嫩克 小 片 :

三十六个市县 六十 四个市县
。

人 口共 八千三百 六 十 三 万
。

(本 区

G 佳 富小片
:

二十一个市县 河北 山 东两省九 十四个市 县也见 于图 [B 3 〕
。

) 本区

H 站话 小片
:

零散 分布 于十一个市县 部分地 区 分三 片十三 小片
。

冀鲁 官 话 太 平 屯 方 言 岛 见 图

(乙 )北京官话区 本区 三片在 图 [B 2 ]
,

一片在 [B 1】
。

图【B 5 1
。

图 【B 2 1包括北京 市十个 市 辖区 (以一个 �保 唐片— 五十二个市县
,

分六 小片

市计 )
,

八个县
,

河北省十三个市县
,

天津市一个 县
,

A 徕阜小片
:

五个县

辽 宁省六个市县
,

内蒙 古 四个市县旗
,

共北京市九 B 定霸小片
:

二 十四个 市县

个市县 和 附近省市区 二十 四 个市县旗
,

人口 一千七 C 天津小片
:

夭津市区

百零五万
。

图 【B S] 新疆十 一个市县
,

九十七万人
。

D 蓟遵小片
:

十四 个市县

全区 合 计四十 四 个市 县旗
,

一千八百零二万人
. E 滦 昌小片

: 四个县

�京师 片—北x.: 市十个市 辖区和五 个县 F 抚龙小片: 四个市县

� 怀承片—十八个市县 �石 济片 —六十九个市县
,

分三 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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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赵 深小 片
:

十九 个市县

H 邢衡小 片 :

十五个市县

I 聊奉 小 片 : 三十 五个 市 县

@沧惠 片— 四 十四 个市 县
,

分 四小 片

J 黄乐 小 片
: 二 十四 个市 县

K 阳 寿小 片
:

十三个市 县

L 曹照 小 片
: 三 个 市县

M 章植 小片: 四个 县

本 区主 要分布在河北
、

山东 两 省
,

图 【B 3] 作 “

北

方 官 话 区
” ,

现在改 为
“

冀鲁 官话区 ” 。

(丁 )胶 辽 官话区 本 区包 括 图 【B 3 1 山 东省三

十 个市 县
,

人 口 二 千 零六十三万 ; 图 【B ll 辽宁省十

四 个 市 县
,

人 口八 百 二 十万
:

共四 十 四个 市 县
,

人 口

二千 八百 八十三万
。

本区 方言 分 布于胶 州 半岛 与 辽

东 半岛
,

所 以 定名 “

胶辽
” 。

本区分以 下三 片
,

另有虎

林 与二 屯两 个 方 言岛
,

都在 图 汇B I J
。

� 青州 片— 十六 个市 县
,

全在山 东

�登连片—二 十二个市县
,

其中十四 个市县在 111

东
,

八个市县在辽宁

�盖桓片— 六个市县
,

全在辽宁

( 戊 )中原官话 区 本区分见 于 [ B 3 ]
,

I B 4 ]
,

【B S ]
,

【B 7 ]等 四图
。

中原官 话以 何 南 省
、

陕 西省

关 中
、

山 东省西 南部为 中心
,

所以 定 名
“

中原
” 。

从东

到 西
,

分布于江 苏
、

安徽
、

山东
、

河北
、

河 南
、

山西
、

陕

西
、

甘 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等十一个省 区
,

三百九 十

个 市县
。

人 口 共一 亿六千九 百四 十一万
。

现在 分省

区 列 举市县数如 下
:

江苏 10 安徽 37 山东 3 1 河 北 2

河 南 98 山西 2 8 陕西 7 2 甘 肃 4 9

宁夏 6 青海 13 新疆 44

本 区 分九片
,

其中汾河 片分三小片
。

�郑 曹
、

� 蔡

香
、

� 洛徐
、

�信蚌四 片见图 [B 3 ]
。

(至汾河 片见 图

I B 7 ]
,

其中三 市县又 见图 [B 3 ]
。

�关 中
、

�秦陇
、

� 陇 中三 片 见 图 【B 4 ]
。

�南获片 见图 [B 5 】。

� 郑曹片— 九 十九 个市县

�蔡鲁 片— 三十个市县

@洛徐片 —二十七个 市县

� 信蚌片—十九个市县

�汾 河 片—三 十一个市 县
,

分三 小片

A 平阳小片
: 九 个 市县

升 绛州 小片
: 五 个市县

C 解州 小 片:

十七个 市县

�关中片— 四 十五 个市县

倪秦 陇片
-

一六 十九 个市 县

李陇 中片 — 二十 六 个市县

@南 涯 片— 四 !
·

四 个 市县

(己 ) 兰银 官 话 区 本 区 三 片在图 [B 4 1
,

一 片

在图【B S ]
。

图 【B 4 1 包 括 甘肃二 十一 个市县
,

宁 夏

十三 个 市 县
,

共三 十四 个 市 县
,

人 n 八百六 十万
。

图

【B S ]包 括 新疆 二十二个 市县
,

人 口 三百十三万
。

全

区合 计五 十六个 市县
,

一千 一百 七十三 万人
。

本 区

分为 四片
。

�金 城 片— 四 个市县
,

全 在甘 肃

�银吴 片 — 十 三个 市 县
,

全在宁 夏

呕
」

河西 片— 十七个市县
,

全在甘肃

�塔 密 片— 二 十二个市县
,

全在新疆

本 片 图 【B S ]作 “

兰银 官话 北疆片 开 ,

今改
。

(庚 ) 西南官 话区 本 区 全在图 【B 6 1之 内
,

江西

两 点在 外
,

包括 四 川
、

云 南
、

贵州 三省 全 部汉 语 地区
,

还有毗连 的 湖 北
、

湖 南
、

广西
、

陕西
、

甘 肃等省 区的 一

些 市县
,

共计五百十 七个市县区 镇
,

人 口 约 两亿
。

现

在分省区 列 举 市县区 镇 数 如下:

四 川 15 6 云南 1 26 贵州 8 3

湖北 47 湖南 37 广西 56

陕 西 9 甘 肃 1 江西 2

本区分为 十 二片
,

其 中两 片还分小片
。

湖南
、

江西各

点又见 图 【B 11 ]
,

广西各 点 又见 图【B I4 ]
,

陕西
、

甘

肃各 点又 见 图[B 4 ]
,

甘 肃一点为文县 碧口 镇
。

江西

省的 赣 州市 区 和 信 丰县 城两处 是方言 岛
。

�成 谕片 —一 百一十六个市县
,

两个区
,

碧 口 镇

�滇西片—三十七个市县镇
,

分两小片

A 姚 理小片 :

十 五个市县

B 保 潞 小片
:

二十二个市县镇

仓黔北 片— 三 十五个市县区

仓 昆贵片— 九 十七个市县区

。 灌 赤片 —八十 六个市县区
,

分 四小片 了
C 抿江小片

:

六十个市县区

D 仁富小片
:

十二 个市县

E 雅棉小 片
:

八个市县

F 丽川 小片
:

六个市 县

G 鄂北 片—十六 个市县

。武 天 片—九 个市县

�岑江 片—十四 个县

�黔南 片—十五 个市县

@湘 南 片 —十六个 市县

愈桂柳片—五十六个市县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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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常鹤 片— 十五个市县

(辛 )江推 官话区 本区见于 [B 3 ]
,

[B 10 1
,

【B l l l

三图
。

图 【B 3] 包括 湖北 (应山
、

安陆
、

应城三县及其

东 )
、

安徽
、

江苏 三省长江以北沿江地 带
,

以及江苏长

江南岸南京
、

镇江
、

江 宁
、

句容
、

傈水五市县
,

共八十

四市县
,

人 口 六千三百三十五万
。

图 [B 10 〕包括安

徽省 长江南岸若千不连接的地 区
,

以及浙江 省安吉
、

临 安两县小 部分地区
,

共二 十一个市县
,

人 口 二百九

十五万 (图[B 10 ]作 三百二十万
,

今据郑张 尚芳 重 新

估算 )
。

图 [B 11] 包括九江市
、

九江县
、

瑞 昌县
,

人

口九 十五万
。

全区 合计一百零 / 、个市县
,

六千 七百二

十 五 万人
。

本 区分为 以下三片
。

�洪 巢片 —七十八个市县
,

其 中十九个市县 在安

徽 省南 部
,

两个县在浙江省

�泰如片— 十一个市县
,

全在江苏省

@黄 孝片 —十九个市县
,

十六 个市县在湖北 省
,

三

个 市县 在江西省

( 壬 )官话 未分 区 官 话大 区 分为 八区
,

如 上 所

述
。

现在说说未分区 的官话
。

�图【B IO ]有 湖北话与河南话
,

都是移民 的 方言
。

湖

北 话零散分 布于 安徽 省宁 国
、

广 德
、

宜城
、

径县
、

郎

溪 六县部分 地区
,

以及浙江 省安吉县 几 个 乡
。

共

六 十五万人
。

�河 南话零散 分布于安徽省广德
、

郎溪
、

宜城宁 国四

县部分地区
,

以 及浙江 省安吉
、

长兴 两县 几个乡
。

共 四十万 人
。

�图 【B 12] 有福建南平与长乐洋屿方 言岛
,

海南的

军 话
。

南平市区 及市郊 西芹一带说宫话
。

南 平市

共40 5
,

174 人
,

姑且假定三 十 万人说官话 (
《

方言
》

19 89
.

55 张振兴文 )
。

�福建省长乐县洋屿说
“

土官话
” 。

长乐县共 553
,

03 6

人
,

姑且假定一万人说
“

土官 话
”
( 同上)

。

�海南省有一种早年驻军传下 来的 方言叫
“军 话

” 。

�广西壮族 自治 区 钦州湾 内的 龙门岛上
,

有很少 数

居民 说官话 (
《

方 言
》

19 86
.

21 9 梁献 刚文 )
。

(子 ) 晋语区 本区全 在图 [B 7 ] 之内
。

晋 语区

包括 山西省七十八个市县
,

一千九百 多万人
。

(山西

省西 南部二十八个市县
,

六百四十万 人
,

属于中原官

话汾河片 ; 西业角广灵县 十八 万人
,

属于冀鲁宫话
。

)

河北省西部三 十五 个市县
,

九百多万人
。

河 南省 黄河

以北 地区十七 个市县
,

八 百多万 人
。

(孟 县二十七万

人
,

属 于中原 官话
。

) 内蒙古 自治 区 中部黄河以 东二

十八 个市 县旗
,

七百多万人
。

陕 西省北部十六个 县
,

19 89 年第 4 期

二百七十万人
。

晋 语分布于上述五个省 区 一百七 十

五个 市县
,

合计 四千五百 七十万人
。

本区 分 八个片
,

其 中吕 梁
、

邯新两 片 各分为两 小片
。

�井 州 片—十五个 市县

� 吕梁 片 —十七 个 市县

A 汾州 小片
:

九个 县

B 兴限 小片 :

八个 县

@上党片 —十五个 市县

�五 台片 —三十个 市 县旗

�大包片— 三十个市县旗

吸
_

张呼 片 —二 十七 个市县 旗

�邯新片 —三十六个市县

C 磁 漳 小片
:

十八个市县

n 获济 小片 :

十八 个市县

�志延 片— 四个县

(丑 )吴 语区 本区 五片 在图 [B 9 1
,

一片在 盯

[B 10 1
、

本 区包括

江苏 省东南 部 二十三个 市 县 , 一千六 百六十 万人 。

上海市十二个市辖 区 (下文 市县 合计 以 一个 市计 )

和十个县
,

一千 一百 八 十 五万人
。

浙江省七十 四个市县 (全 省七十五个市县 中
,

淳安

县全说徽语 )
,

三千六 百五十七万 人
。

江西 省东 部五 个市县
,

一百八十五万人
。

福建省浦 城县 北部
,

二十七万人
。

安徽 省南部十 四个市县
,

二百六十一 万人
。

以 上六 省市合 计一百 二十八个市 县
,

六千九百七 十

五万人 ( 图【B g] 作七千 零十 万
,

今据郑张 尚芳重 新

估算 )
。

本 区 分为 六片
,

其 中三片又分 小 片
。

�太 湖 片 — 江苏
、

上 海
、

浙江六十七 个市县
,

分六

小 片
。

安徽南部郎溪
、

广德部分 地区也 属太 湖 片
,

未分小片
。

A 毗陵小片
:

江苏 十三个市县

B 苏 护 嘉 小片
:

上梅
、

江 苏
、

浙 江三十个 市县

C 苔溪小片 :

浙江五个 市县

D 杭州小 片
:

杭州 市

E 临绍 小片 :

浙江十二个市县

F 函 江小片
:

浙江 十个市县

� 台州 片 —浙江十 个市县

�颐 江片—浙江十二个市县

� 婆州 片 —浙 江九 个市县

�处衡片 — 二十三 个市县 (本片市县数比 两小 片

合 计少 一县
,

是因 为庆元县重出
,

他处同此
。

)

G 处 州小 片
:

浙江九个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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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龙衡小 片
: 浙 江九个市县

,

江 西 五个市县
,

福建

浦 城县北 部

挤 宣 州 片—十五个 市县

I 铜径 小 片
:

安徽 十二个市县

J 太 高小片
:

安徽
、

江苏
、

浙江六个市县

K 石陵小 片
:

安 徽五个 市县

(寅 )徽 语区 本 区全在 图 fB IO ]之 内
。

徽语 分

布 于 新安江 流域的 安 徽省 旧 徽州府 (包 括今属江 西

省的 婆 源县 )
,

浙江 省旧严 州府
,

江 西省的 德兴县
、

旧

浮 梁 县 (今属 景德镇市)
。

本 区 包括 今安 徽 省十一 个

市 县
,

江西省三 个市县
,

浙江 省两 个 县
,

人 口 三百 十

二万 (图 [B 10 1作三百二十万
,

今据郑张尚芳重 新估

算 )
。

本 区分五 片
。

(lJ 绩歇 片— 五个县

�休黔 片— 六 个市县

�祁德 片— 五个市县

�严州 片— 两 个县

�族 占片— 五个县

(卯 )赣语区 本 区全在图 【B 11] 之 内
。

翰语 分

布在江西 省赣江中下游与抚河流域及都阳湖地 区 六

十 四 个 市县
,

湖南省东部及西南部 十七 个市县
,

湖 北

省东南部九个市县
,

安徽省南部九 个县
,

福建 省西

北 部建宁
、

泰宁两县
。

合计江 西等五省一 百十一个 市

县
,

人 口 三千一百二十七万
。 ,

本区 分为 以 下九 片
。

� 昌靖片— 十六个市县

�宜浏片 —十二个市县

�吉茶片— 十六个市县

� 抚广 片—十五个市县

� 鹰弋 片—十二个 市县

母大通 片—十二个 市县

� 来 资片—五个 市县

�洞 绥 片— 三个 县

@怀岳 片— 九个 县

(辰 )湘 语 区 本区 全在 图 【B l ll 之 内
。

湘 语分

布 在湘 水
、

资 水
、

沉水 流域
,

湖 南省 五十六 个 市县 跟

广 西 的全州
、

兴安
、

灌阳 (均在湘水上 游 ) 和资 源 ( 因

在 资水 上游得 名 ) 四 个 县
。

人 口 共三千 零 八 十五 万
。

本 区分为 以下 三 片
,

安化分属 长 益 与娄 邵 两 片
。

�长益 片—三 十 二个 市县

�娄邵片—二 十 一个市县

�吉淑片—八个 市县

( 已 ) 闽 语大区 本区 主 要 见 于 [B 12 1
,

[B

13 】
,

〔B 14 1
, 【B 10 】四 图

。

闽 语集 中分 布于福 建
、

台湾
、

海南 (一 九八八 年四 月 建省 )三 省
,

广东省 的 潮

汕地 区 和雷 州 半 岛
。

浙 江省 (主 要是 南部 )
、

广 西 壮

族 自治 区
、

江 苏 省南部
、

安徽 省南部
、

江西 省东北 部

也 都有闽语 分 布
。

说闽 语 的人 口 福建省 22
,

800
,

546

人
,

台湾省 14
,

0 35
,

以沁 人
,

广东省 12
,

652
,

05 7 人
,

海南省 4
,

00 2
,

331 人
,

浙江 省 l
,

388
,

(兀旧 人
,

广 西

16 8
,

〕沉〕人 ,

江苏省 30
,

(旧O 人: 合 计 55
,

0 75
,

9 34 人
。

安傲 省南部
、

江西省东北 部
、

珠 江三 角洲 都有 闽 语移

民
,

未 计算 在 内
。

( 图【B 121 作五千二 百四 十九 万八

千
,

今据张振 兴重新估算
。

) 闽语 大 区分 以 下 八 区
。

O 闽南 区 包括福建 省南部二 十三 个 市 县
,

台湾 省十八 个市 县
,

广 东省东部十二 个市县
,

人 口 共

3 3
,

50 3
,

1 15
。

本区 分三 片
。

�泉津片 —福 建台湾四 十 个市县
,

浙江 四 个县

�大 田片 —大 田 县 二

�潮汕 片 —十二个 市县

O 莆仙 区 包括莆 田市及所辖 莆田
、

仙游 两

个县
,

人 口 2
,

25 3
,

66 3

O 闽 东 区 包 括福建 省东 北部十九 个 市 县
,

人 口 7
,

51 6
,

19 7
。

本区分两片
。

又 浙江三县 未分片
。

�侯官片 —十 三个市县

�福 宁片 —六 个市县

@闽北区 包括福建省北 部建 溪流域 八个市

县
,

人 口 l
,

506
,

976

国闽 中区 包括福建 中部沙 溪 流 城 三 个 市

县
,

人 口 6 83
,

6 17
。

因琼 文 区 包括 海南省 (一九八 八年四 月 建

省 )的 十 四 个市 县
,

人 口 4
,

00 2
,

3 3 1
。

本区 分五片
。

� 府 城 片— 六个市 县

匀 文 昌片— 两 个县

吞万 宁 片— 两个县

色 艾过县片 —两 个县

� 昌感 片— 两个 县

�雷 州 区 本区 见 图【B 13]
,

包 括广东省雷 州

半岛 七个 市县
,

人 口 2
,

75 0 产刀心

@邵将 区 本 区兼 具闽 语
、

翰 语 的 特点
,

包 括

福 建 省西北 角富 屯溪 流 域 四个 市县
,

人 口 64 5夕印

为 了 跟 吴 语区
、

粤语 区
、

客家话区等取 得一致
,

闽 语大 区 也 许 改成 闽 语 区 好一 点
。

这 样一来
,

闽 南

区 等八 区 就要 相 应 的改 闽 南片等八 片 ; 各 区 下 属 的

片 就要改 为闽 南片 泉漳 小片
,

闽东 片侯官小片
,

琼 文

片府城 小片 等
。

这只 是 分 区层次名称 的 更改
。

说 话

作文
,

仍 泊可 以说 闽南话
、

闽南方言等等
。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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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 午)粤语区 粤语分 布于广东
、

广 西
,

所以 本 区

分 见于图 [B 13 ] 与[B 14 1
。

说 粤语的人 口 广东 二千

八百二十万
,

广西一千 二 百万
。

海南省元属广东
,

一九 八八年四 月建 省
。

海 南省说迈 话的 约 一 万 人
,

迈 话是一种粤语方言
。

粤 语人 口 共四 千零二十一万

人
。

粤语区分七片
。

(悟 州 话在图 份 12 1列 为粤语
,

今改为未分 区的 “

非官话
” 。

)

�广府片— 广东二 十七 市县
,

广 西四 市 县
,

共 三十

一市县

@琶得片—八 市县
,

全 在广 西
。

方言 介乎广 府高

阳两片之间
。

�高 阳片—九 市县
,

全在广方

。 四 邑片—七 市县
,

全在广东

�勾漏片—广东十一 市县
,

广西十三市县
,

共二十

四 市县

�吴化片—三 市县
,

全 在广东

。钦魔片 —六市县
,

全在广西

(未)平话区 平 话是广西 汉语第四 大方 言
,

比

较集 中地分布在交通要道附近
。

从 桂林以 北的 灵川

向南
,

沿铁路 (古官道路线 )到 南宁形 成主轴 线
,

柳州

以下为南段
,

鹿寨以上 为北段
。

北 段 从桂 林分出 一

支
,

经阳朔
、

平乐到钟 山
、

富川
、

贺县
,

是为桂北片
。

南

段北端从柳州 分出一支
,

沿 融江到达 融水
、

融安 ; 南

端从南宁 由水路 分 出三 支
,

右江支到 百色
,

左江支到

龙州
,

琶江支到 横县
,

是为桂南片
。

融江一支 在 地理

上接近桂北片
,

从语言特点 说 属于 桂南 片
。

桂 南片

内部 比较一致
,

多数地区都能通话
。

桂北片 内部差

别较大
。

南北 两片差别相 当大
。

两 片的共同 点是古

全浊音今读塞 音
、

塞 擦音时一 般不送气
。

平 话 人 口

二百 多万
,

桂南 片人 口 超过半数
。

( 申) 客家话区 客家 话分 布于我 国 的 八 个 省

区:

广东省
、

海南 省(一九八八 年四月 建省 )
、

广西壮

族 自治 区
、

福建省
、

台 湾省
、

江 西省
、

湖南省
、

四川 省
,

二百 多个 县市
。

其 中以广东省东部
、

中部地 区
、

福建

省西部地 区
、

江西省南部地区 住得最 集 中
。

全 国说 客

家话 的 人数估计约三 千五百万 人
。

分布比 较 集 中的

客家 话可 以分 为 八片
,

其 中三 片在广东
,

一片 在 广

东
、

台 湾 两 省
,

一片在福建省
,

一片在江西省
,

两片跨

江 西
、

湖 南两 省
。

粤台片分布地 地最广
,

分四 小 片
,

其

中嘉 应小片在 广东
、

台湾两省
。

( 图 [B 12 ]嘉应 片 应

改 为嘉应 小片
。

)其他地区 的 客家 话都不 分片
。

切 粤台片 — 广东省 二十三个 市县
,

台湾省 五 个县
,

共 二十八个市县

A 嘉应小 片:

广东 省三 个市县
,

台 湾省五个 县
,

共

八个市县 (台湾省说 客家话人 数约 四百万 )

B 兴华小片
:

广东 省五个县
C 新惠 小 片:

广东 省十二个县

D 韶南小片
:

广 东省三个市县

�粤 中片—广东 省中部五个县

�惠 州 片 —惠 州 市

� 粤北 片— 广东 省北部十个县

� 汀州 片— 福建 省西部八个县

�宁 龙 片—江西省 南部偏东的 十三个县

�于桂片 —江西省南部偏西的 十三个市县 与 毗 连

的 湖南省五 个县
,

共十八 个市县

母铜鼓 片 —江西省铜鼓 县及其周 围 的 江西省七 个

县 与 湖南 省 两个县的 部分地区
。

(酉 )非官 话 未 分 区 有的 汉 语 方言
,

我 们只 能 确

定它们 不属 于官话
,

其系 属 有 待进 一 步 调查 研究
。

�舍 话— 金族 36 8
,

832 人
,

散居 在福建
、

浙江
、

江

西
、

广东
、

安徽 等省
。

舍族绝 大部分使用 汉 语
,

只

有广东的 惠东
、

博 罗 等四 个县约 一 千 多人使 用本

民 族 语 言 [C 6 1
。

我们 管 舍族说 的 汉 语 叫
“

舍话
” ,

区别 于 “金 语 ”
(舍族 本民族 的语 言 )

。

有人 以 为合

话接 近 二多家话
。

�澹州 话—海 南省市县 大部分 地 区 与昌 江县 南罗

等地说 澹州 话
,

约五十万 人
。

图 [B 12 ] 把循 州 话

归到 粤语
。

现 在把 澹州 话 列 为未分 区 的 非官 话
。

� 乡话— 乡话分布在湖 南省 沉陵 县西 南 部以及激

浦
、

辰溪
、

沪 溪
、

古 丈
、

永顺
、

大 庸六县与沉 陵交 界

的 地区
,

面积 约 六千平 方公 里
,

人 口 约 四十万
,

其

中沉 陵 占一半
。

�韶 关 土话—韶 关土话 分 布在广东省北部跟江 西

省
、

湖 南省交界一些地 方
,

人 口 约 八十万
。

� 湖 南 省南部十六个市县 的 交际语 是西 南 官 话
,

命

名为 湘 南片
。

各 市县内还有土话
。

湘 南土话 与 韶

关 土 话的 关 系有待 调 查研究
。

�此 外
, “

广 西资源
、

龙 胜两 县的 苗族和 湖 南绥 宁
、

城

步 两县 大部分 苗族说 一种 汉 语 方言
。

贵 州天 柱 县

的 一 部分 苗 族说另 一 种 汉 语方言
。

贵州 晴 隆
、

普

安 等县的 一部分苗族 说第三 种 汉 语 方 言
。

这三 种

汉 语 方 言都和 当地汉 语 不同
,

它 们彼 此 也不 相 同

[C g ]
” 。

这些 方言 都有 待 调查 研究
,

已 发表 的有

王 辅 世
‘广 西 龙 胜伶话 记略

》 ,

见 于《

方 言 》 19 7乡
.

13 7一 14 1 ; 2 3 1一240
。

说伶 话 的约 二百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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