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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雷 州 半 岛 的 方 言 分 布

张 振 兴

班 雷 州 半 岛方言 分 布概 况

1
·

1 雷 州半 岛位于广 东省 西南部
,

东临 雷 州湾
,

西 靠北 部湾
,

南边 隔着琼 州海峡
,

与海 南 岛

遥遥 相 望
。

从 行政 上 说
,

雷 州 半 岛包括湛 江市及 其所辖 徐闻
、

海康
、

遂溪
、

廉江
、

吴川 等五个 县
。

今 属茂名 市 的 电 白县在 方言分 布上和 上 述 县市有 密 切 关 系
,

也 包 括 在 内
。

� 据《广东 省县 图集》

(广 东省 测 绘 局
,

198 2 年 ) 统 计
,

这 一 市 六县 的 人 口 地 理 如下湛 江 市只 指 市区 及 市 辖 郊 区:

区 镇 数 面 积 人 口

湛江 市 15 个 1220
.

5 平方 公 里 86
.

7 万

徐 闻县 18 个 17 33
·

5 平 方 公 里 4 7
.

4 万

海 康县 21 个 3 459
·

5 平 方 公 里 95
.

5 万

遂 溪 县 23 个 1960
·

5 平方 公 里 61
.

2 万

廉 江 县 23 个 27 06
.

5 平方 公 里 99
.

8 万

吴 川 县 15 个 8 39 平 方 公 里 62
.

1 万

电 白 县 27 个 20 7 9 平 方 公 里 108 万

1
.

2 雷 州 半 岛 的 汉 语 方 言可 以 分 为以 下 四 类 :

O 雷 州 话
—

主 要 通 行 于 雷 州 半 岛南 部徐 闻
、

海康
、

遂溪 三 县
,

即 宋代 的雷 州 府地
,

以 及 北

部 吴 川
、

电 白 的 沿 海地 区
。

雷 州 话 是 闽语方 言 的 一 种
,

通常简 称 为“ 雷话 气 海 康一 带 当 地 人 又

叫做 “ 黎话 刀 ,

当地 人 又 自称 “ 黎人 ” ( 他 们把 外来方 言 叫做 “来话 ” ,

称 外地 人 为
“

来 人 勺
。 《海 康

县 志》康照 二 十 六 年( 168 7 年 ) 郑俊 修
,

宋 绍 启慈
,

1929 年梁 成久 续 修
,

雷 阳 印 书馆 铅 印本上 卷 《 民俗 志
·

言 语 》 又 管

雷 州 话 叫 “ 东语加 客 语刀 : “ 有 东语
,

亦 名 客语
,

与 漳 【州] 潮 【州] 大 类
,

三 县九 所即 今 海 康
、

徐 闻
、

遂 溪 三

县 地乡落 通 谈此
。 ”

O 白话一一 主要 通 行于 吴 川 县以 及 湛 江市 区
、

廉 江 县城 关等 地
。

电 白县 城水东 镇居 民讲

雷 州话
,

但 机 关
、

商 店等 公 共场 所却 通 行 白 话
。

白话 即粤语
,

雷 州 半 岛 的 白话 和 广 州 话 相近
。

旧

方志 中又 称 为
“

越 语 ” 或
“

客话 ,, ,

如 《 石 城 县志》蒋 廷桂 修
,

光 绪 十 八 年 ( 18 92 年 ) 高 城 联经 刊 印本
,

石 城 即 今 廉

� 一 九 八 五年 十 月 七 日至 十 一 月十 日
,

作 者 在 雷 州 半 岛 先后 调查 了海 康
、

徐 闻
、

湛江
、

遂 澳
、

廉 江
、

吴 川
、

电 白 等 一 市 六 县

的 方 言 分 布 情 况
。

用 中 国 社会 科 学 院 语言 研 究 所 编 ; 方 言 调查 表》 ( 修 订本 ) 和 《方 言 调查 词 汇手 册 》记 录 了雷 城 ( 海 康 )
、

石 角
、

车 板 ( 廉 江 )
、

吴 阳 ( 吴 川 夕等四 处 方 言
,

用 《方 言 调 查 简 表>>( 541 ) 记 录 了徐 城
、

曲 界 ( 徐 闻 )
、

东海 ( 湛 江 )
、

横 山 ( 廉 江 )
、

电 城 ( 电

白 ) 等五 处 方 言
。

井 简 单 了解 湛 江 市区
、

廉 城 镇
、

梅 篆 镇
、

水 东 镇 等 四 处 方言 的一 些 特 点
。

遂 溪县 方言 据 余霭 芹 A n n e 0
.

Y u e 一

H a s h im o to 著 Tl , e 5 1, 爪、1 D ia le e t of L e

izh
o u ( 香 港 中文 大 学

,

19 8 5 )
。

在工 作 过 程 中
,

得 到 一 市 六县 宜传 部
、

县 志 办 公

室 等 有 关 部 门 的大 力 支持
,

并 得 到 发 音 合 作 人 蔡 叶 青
、

杨 寿龄 ( 海 康 )
、

冯 孟 风
、

吴 俊 杰 ( 徐 闻 )
、

刘 傅 伯松
、

曹 玉 才
、

伍 玉 琦
、

钟

珠 ( 廉 江 )
、

林 赞 ( 吴 川 )
、

阵光 志 ( 电 白 ) 等同 志 的 通 力合 作
。

肖宏 富
、

林 鸿 才
、

黄 木 辉
、

陈会 保
、

许 洪 斌
、

叶 剑 雄
.

陈 燕 种
.

播 观

生
、

严 家源
、

郑 庆 云 李 秀 灵 等 同 志 也 提 供 了 有 关 情 况
。

在 此 向 以 上 单 位 和 同 志表 示 衷心 感 谢
,

方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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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卷 二 《舆 地 志 下
·

凤俗》 : “

言语 不一
,

有 客话 与广话 相类
,

其余 有哎 话
、

雷 话
、

地僚 海僚 话
,

大

抵 上 音 各异
,

习俗 亦 殊
。 ” 这 里

“

哎 话 刀就 是下 文所说 的 “ 健话气
“

海 僚话刀 即下文 所说的 廉 江海

话
,

地 僚话 大 概 跟海话 相近
,

我 们这 次 调 查 没有 找到
。

。 健 话
—

主要 通行于 廉江
、

电 白两县 的北 部 山 区
。

健 话即 客家 话
,

雷 州 半 岛的 涯 话 和 广

东 东部 地 区旧 嘉 应 州 的 客家 话 相 近
。

涯 话 当 地 又 写 作 “ 压话
、

哩 话 刀 ,

上 引 《石 城 县 志 》 写 作
“

哎

话 刀
。

有的 旧 方 志又 称 “ 山 话 刀 ,

如 《 电 白县 志 》孙 铸 修
,

邵 祥 龄 等 幕
,

光 绪 十 四 年 ( 18 8 8 年 ) 刊 本卷 三 《舆 地

三
·

方言 》 : “

唐 宋以 前
,

懂 谣 杂处
,

语 多难辨
,

⋯ ⋯ 海 旁 声音近雷 琼 日 海 话
,

山 中声音 近 潮 【州1

嘉[ 应 州 】日 山话
。 ,,

@海话
—

主 要 通 行于 廉 江
、

电 白 两县 的 沿 海 地 区
。

海 话 事实 上 有 两种 : 廉 江 沿海 的 海话

旧方志 称 做 “ 海僚 话 ,, ,

比 较 接近 白话 ; 电 白沿 海的 海 话也 是 闽语 方言 的 一 种
,

跟 福 建 漳州 一 带

的 闽南话 很接 近
。

上 述方 言的 分 布情 况 及 其特 点详 见 下 文
,

并 参看 205 页《 雷 州 半 岛方言分 布 图 》 。

1
.

3 上 述 方 言 分 布的 格 局
,

与 雷 州半 岛历代 的移 民有很 大关 系
。

原 来
,

湛 江等 一 市六 县 汉

代 属 合浦 郡地
,

古 时 这 里 是 “ 岭 南 之南刀 ,

十分 荒僻
。 《电 白县 志》 所说“ 唐宋以 前

,

憧 摇杂 处
,

语

多难辨 ” 概括 了雷 州 半 岛 当 时 的 居 民 语言情况
。

唐 宋 以 后
,

外地 移 民 大 量 迁 入
。

早 期 移 民 主 要

来 自福 建 南 部旧 兴 化 府
、

泉 州 府
、

漳 州府
,

以 及 广 东东部 的 旧潮 州 府 地 区
。

他 们 多经海 路 进 人 雷

州 半 岛
,

他 们 到 达 以 后 主 要 集 中在 徐 闻
、

海 康
、

遂溪 等旧 雷 州 府 三 县
,

以 及 其他 各 县 沿 海 地 带
。

所以
,

北宋 绍 圣 四 年 ( 10 97 年) 被 朝廷 贬 滴 雷 州 的 大 文 学 家 苏辙
,

在 《和 子 瞻
“

次 韵 陶 渊 明 劝 农

诗、 的 小 引里 才 说 : “

余居 海 康 ⋯ ⋯ 其耕 者 多闽人 也
。 分 《吴 川 县 志 》 毛 昌善修

,

陈 兰 彬 挂
,

光 绪 十 / 、年

(l 89 2 年 ) 校 刊 本卷十 《记 述
·

杂 录》 记 载 : “

吴 川 巨族
,

吴 林陈 李几 家而 已
,

吴 日 ⋯ ⋯
,

自闽 人 粤” ,

“ 林姓 也 由 闽 人 粤” , “ 乾 塘陈 氏 本 闽兴化 府 罗源疑 当 作 莆 田 县珠 现 巷 人
,

⋯ ⋯ 三柏 李姓 祖籍漳 州

龙溪县 小榄 村
。 ” 又 说 “ 盖宋 既 南渡

,

金元 相逼
,

自闽来粤
,

泛海甚 易
。 ,, 《廉江 上 县 黄氏 族 谱 》 赤

坎华 文 印 务 局
,

193 1年 卷 一 绍雄 《序》 记 载 : “上县 始迁 之祖 为显 公
,

元 代 由闽举人
,

任石 城 县尹
。

石

城 即今 廉江
,

上 县 即 旧 治地
。 力卷 一 汝 佐《 序》 : “始祖 显 公

,

原籍福 建 莆 田 县
。 刀 后 来移 民主要来 自

福建 西 部 旧 汀 州 府和 广东 东部 旧 嘉应 州 的 客 家话 地 区
,

廉江健话 的 发 音人 刘傅 伯松 同志说
,

他

祖先 姓 傅
,

从 福 建迁 出
,

途 中去 世
,

先 砒 改 嫁从刘 一 起来 粤西
,

后代 故姓 刘 傅
。

由于他 们迁 来较

晚
,

所 以 多 集 中在雷 州 半 岛 北 部电 白
、

吴川
、

廉 江 三 县的 北 部 山 区 地 带
。

明 代 中菜以 后
,

雷 州 半

岛 与广 州 地 区 的 往 来越 来越 多
,

广 州 一 带 的移 民 也陆 续进 入 雷 州 半 岛
, 《 吴 川 县 志 》卷 十 《 纪 述

·

杂录 》 : “

追 明 中菜来 自新会 者
,

多住西 山
,

来 自漳泉者 多住 芷芋
,

他 邑迁 移
,

间一 二 耳
。

,,< 石 城 县

志 》卷 九 <<t 己述 志
·

杂录 》又 载 : “ 同 治五 年 ( 186 6 年 ) 丙 寅 九 月 至 十一 月
,

广东 巡 抚 蒋益 澄 三 次

遣恩 平
、

开 平 客民 四 千余往 琼 州
,

亦 有安插 高 州 各属者
,

后 己 巳 八年 ( 1869 年) 又 分 插 客 民 于 石

城 各 墟
。 ” 由于 这 些 移 民 来得 很 晚

,

并且 多 从 事商业 贸易 活 动
,

所 以 逐 渐集 中在雷 州 半 岛北 部的

城镇 商埠
,

甚 至 把 这些 城 镇 的 早 期 移 民 排挤 出 去
,

今 廉江县 的 廉 城 镇
、

安铺 镇
,

吴 川 县 的 梅 菜镇

都 是 具有 数万居 民 的 商业 贸易 中
,

乙
,

镇 内几 乎清一 色 地 通 行 白话
,

就 是 在这 种移 民过 程 中逐 渐

形成 的
。

今 湛 江市近郊 一 带 仍通 行雷 州 话
,

但 在市 区 白话 却 占绝 对优 势
,

也说 明 了 这一 点
。

喊 , 州 话 的 分 布和 特 点
2

.

1 雷 州 话 是 雷 州 半 岛通 行 最 广
,

使用 人 口 最 多的 方言
。

主 要分布 在海 康县 境 二 十 一 个

区 镇客 路
、

英 利等 区 有 几 个 乡讲 白话
,

健 话 ; 徐 闻县 全 境 十 八 个 区 镇下 桥
,

曲界 等 区 以及 县 属 国 营 农 场 有 些 居 民 讲

自 话
、

健 话 ; 遂溪县 全 境 二 十三 个 区镇 的 大 部 分 北 坡
、

港 门
、

草 潭 三 区 讲 白话
,

洋 青
、

杨 柑 有 些 乡讲 白 话
、

惬 氏

6 方 言2 0



湛 江 市 麻 章
、

湖光
、

太平
、

民安
、

东 山
、

东简
、

硒洲 等七 个 市 辖 郊 区
,

以 及 赤 坎
.

霞 山 两 个市 区 的 一

部 分 居 民 ; 廉江 县 的横 山
、

河堤
、

新 民 部 分 乡村 讲 白 话
、

龙 湾
、

营 仔部分 乡村 讲 白 话 等 五个 区 ; 吴 川 县

的 覃 巴 部分 人 讲 白话
、

兰 石
、

王 村港 三 个 区 ; 电 白县 城关水 东 镇以 及 林头
、

坡 心
、

七遥
、

霞 洞
、

羊 角

等五 个 区 的 一 部分
。

估 计讲雷 州 话的 人 口 约 二 百七十 五万 多人
。

2
.

2 通 常都 拿 海康 县城 关雷城 镇话 作 为雷 州话的 代表
,

下文 简称 雷城话
。

作 者 在徐 闻
、

遂

溪
、

廉 江
、

湛江 各 地 见 到讲 雷 州话 的 人
,

都 认 为雷城 话是 “ 正音” ,

他 们 自 己 说 的 话 是
“

土 话 ,, ,

流

行于 雷 州 半 岛 各地 的雷剧
,

今 湛江市 的雷 州话 方言广 播
,

也都 采用 雷城话
。

这 是 因为雷城 是 旧

雷 州 府 府 城
‘

以 前是 雷 州半 岛 经济
、

政 治
、

文化 的 中心
。

雷 城 话 具有 闽语 的一 些 最 主 要特 征
,

这可 以 拿厦 门话 和 潮 阳话 来 比较 ( 下 文 所 用 厦 门话材

料
,

根 据 作 者 平时 了 解 ; 潮阳话 材料
,

承张 盛裕伺 志 告知 )
。

例 如 古 知组 字“ 猪抽 柱 ”今读 【t
一

t’- }
,

古 晓 匣 母合 口 字“ 虎还 滑 ”今 读 〔h
一

] 或 【k
一

]
,

古 歌豪两 韵今 同 韵
, “个 、 人 二 告~ 状 刀等 等

,

请

比 较 :

猪 知 抽傲 柱澄 虎晓 还 匣 滑匣 个歌 告 豪

雷城 话 t u 刁 t
‘

i u , t
‘

ia u o h c u J h u a 习」 k u k 」 k o J k O J

潮 阳话 t u , t
‘

i u 」 t
‘

i a u 训 h o m , 老 一 h u a 习, k u k l k o J k o J

厦 门 话 t i : t
‘

i u l t
‘

i a u 」 h 。, h u a n 刁 k u t , k 0 ) k o J

雷城 话 一 些 常用 词 汇 与厦 门话
、

潮阳 话 也相 同
,

例 如 :

床 整 座 房 子 嚎 昌苗 切
,

嘴 骸 脚 目珠眼 睛 垫 乾 的泥

雷 城 话 t s ‘u J t s ‘u i j k
‘a , m a k 」 t s i u ” t

‘

“u J

潮 l幻话 t s ‘u ; t s ‘u i ; k
‘a 、 m o k : L t s i u 、 t

‘o u l

厦 门 话 t s ‘ u J t s ‘u i j k
‘a l b a k 」 t s i u : t

‘。」

2
.

3 除 了 上 述这 些 闽语的 共性 外
,

雷城 话还 有 自己 的个 性
,

举 例如 下 :

O 没有 鼻 化韵 母
。

古 咸 山 宕江 梗各摄 舒 声字今 文 读 是 带 卜m
一

川 尾 的 韵母
,

白读是 口音

韵 母
。

例 如 :

三咸 添 成 山 山 算 山 唐 宕 光 宕 讲 江 生 梗 兄 梗

文 读 s a m 刁 t
‘

i a m 、 s a 习」 s u a 习J t
‘a 习J k u a 习” k i 叼 “ s a 习” h i 叼 ”

白读 s a d t
‘

i 刁 s u a 刁 s u i J t o J k u i 刁 k 洲 s 已刁 h ia 刁

以 上 这 些 字 在厦 门话
、

潮阳 话也都 有文 白两 读
,

白读 都 读鼻 化韵
,

如 “ 三 ”厦 门 15 巨1 〕
,

潮 阳 [s 巨习
。

古 深 臻 曾 通 几 摄 雷城 话不论 文 白一 般 都带 【
·

m
·

引 尾 的韵母
。

。 没 有 带喉 塞 音 「
·

刃 尾 的 入 声韵
。

古 咸 山 臻 宕江 曾梗 各摄人 声字今 文 读 是带 卜p
·

k] 尾

的韵 母
,

白读都 是 开 尾 韵母
,

读 阳去调 臼J 55 或 阳 上 调 〔习 33
。

例如 :

塔成 割 山 澄 山 物臻 落宕 学江 食 曾 客 梗 锡 梗

文 读 t
‘

a P 1 k a k I P
‘u a k 1 b i e k 一 l o k 1 h ia k 一 s i k j k

‘e k 1 s i k l

白读 t
‘

a , k u a : P
‘

u a l m i 」 10 1 0 1 t s ia 、 k
‘

。: s i a ;

以 上 这 些 字在厦 门话
、

潮阳 话也 都 有文 白两 读
,

白读 都 读带喉 塞音 卜?l 尾 的 入 声 韵
。

如 “ 割 ” 厦

门
.

潮 阳 都 读 「k u 好J ]
。

古 深通 两摄 入 声字不 论 文 白 雷城 话 一 般 都 读 卜p ] 或 【
一

k] 尾 的 入 声

韵 母
。

。 古 非 敷 奉 三 母 字今 白读 是 【P’ ] 或 【p
‘一

] 声 母
,

文 读是 【b- 】或 【卜 ] 声 母
。

例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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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非 放 非 芳 敷 浮 奉 饭 奉 夫 非 蜂 敷 妇 奉 符 衣

文 读 b i 、张 一 b a 习J 解 ~ b a q 刁 芬 一 b o u J b a 习: h u 刁 ~ 妻 h o q ” h u 」一 女 h u 」一 合

白读 Pu 酬 P叼 J P
‘

叼 刁 P
‘

u J P u i 刁食 、 P‘u 刁 P
‘

叼 刁 P u 」新 ~ Pc u J 画 一

古 微 母字 有 【b
一

] 或 〔m
·

J 两读
,

如 “ 武 ” 【b u 月
, “

网 ” 〔m 明 。]
。

因 此 古非敷奉 三 母 字今 文 读可 能

和 古 微母 字 同声母
,

如 “ 非 bi 刁 : 微 bi jl 费 一 用 bi J : 味 bi 护
。

厦 门话
、

潮 阳话 古非 敷奉 三

母今 文 读 只 读 [h
一

] 母
,

不 读 【b
一

] 母
, “ 非 : 微 } 费 : 味 刀 两对 字声母 不 相 同

。

@有两 个特别 的 词头字
。

一 个是通 常写 作 “ 妃 刀 【bi 习
,

用 于 姓 氏
、

排行之 前
,

表示 亲密
,

相

当 于北 京话 的
“

老 ” ,

如 “妃 张老 张 } 妃 大 老 大 } 妃二 老 二 】妃尾 老 么刀 ,

也 用 于 某些 形 容 词 前
,

使

形 容词 变成指 人的 名词
,

如 “妃 高 高个 子 } 妃粗大 个子 } 妃 曲驼 背 的人 } 妃肥胖 子 刀 等
。

另一 个 通

常写 作
“ : 尼 溉ni 」]

,

用 于 单音 节的 亲属称 谓之前
,

如 “ 尼 爸 父 亲 } 尼 母母 亲 } 尼 兄 哥 哥 } 尼 哥姐 夫 !

尼 郎叔 叔 } 尼 妙 舅妈 ”等
,

凡 双音 节以 上 的亲 属称 谓都不 能加
“

尼 刀 字
,

如 “ 好 婆大 舅 妈 1外 家婆岳

母 刀 ,

不 能 说
“

尼 妙 婆 } 尼 外家 婆”。

厦 门话和 潮阳话 都没 有这 两 个词 头字
。

� 有 一 些特 殊的 词 汇
,

如 “灶 前厨 房 } 床 桌 子 ! 糜 饭 ! 耳 婆耳 朵 1 郎家女 婿 } 掠 拿 { 随蹲 { 铜

仙 旧 铜 元 } 能 能 千 } 显 美 丽
、

漂 亮 } 哈哈刚 好
,

刚 才 ! 倾 渴 聊天 刀等 等
。

厦 门话
、

潮 阳话都 不 这样 说
,

如 厦 门
、

潮 阳都管 “ 耳朵 却丫耳 空” ,

不 叫“ 耳婆气 “ 桌子 刀 都 叫“ 桌 ” ,

不 叫
“

床 刀 。

雷城话 的 这些 特

殊 词 汇
,

是 方言 间互 相 融合
,

互相影 响 的结 果
。

如管“ 厨房
、

桌子 刀叫做 “ 灶前
、

床 刀 ,

可 能 是 旧 兴

化 府移 民带 来 的; 管
“

刚刚 ” 叫做 “ 咯咯刀 ,

显然 是受 白话影 响的结 果
。

2
.

4 上 面举 出的 雷 城话特 点
,

在雷 州 话 里是有较 大 的 代表 性的
。

但 由于雷州 话通 行地域

较 大
,

使用 人 口 较 多
,

加 之历 史上 移 民 来源和 年代 的 不 同等 原 因
,

也造 成雷 州 话 内部 的 一 些 明

显差 别
。

以 下举海 康县 雷城 镇
,

徐 闻县 徐城 镇
、

曲界区
,

湛 江市辖 郊 区 东海 区
,

廉江 县横 山 区等

五点 材料 加以 说 明
,

每 个 点在 周围 的一 些 区 乡内都 是 有代 表性 的
。

� 徐城
、

曲 界
、

东 海
、

横 山 四 处 都没 有 【b
一

l 声母
,

但有 【v 一

] 声母
。

雷城 镇读 〔b
一

] 母 的字
,

徐

城 等 四 处 多读成 【v 一

]母
,

如 “ 买 武月 刀 三 字
,

雷城 镇 分 别读 【b o i 心 b u ; b u 。, ]
,

徐城 镇等四 处分 别

读 [v o i J v u “ v u o l ]
。

、
_

自横 山 在声母 系统 里 多了 一 个 【f- ] 母
,

一 个 【于 ] 母
。

古非 敷奉 三 母 字的 文 读音
,

横 山 多

数读 【h
一

] 母
,

如 ,’ 风 非 hu 叨 刁 } 肺 敷 h u i 刁 } 妇奉 h u : ,, ,

少 数读[f
一

] 母
,

如 “ 芳 教 f叼 刁 l 范奉 峋
1 , ,

这 些字雷 城 镇有 的读 「b- ] 母
,

有 的读 【卜 ] 母 ; 徐城
、

曲界
、

东海都 读 【卜 ] 母
。

横 山 没 有 15一

] 声

母
,

雷城 镇
、

曲 界
、

东海 读 【s- ] 声母 的 字
,

横 山 都 读成清边 擦音 件
一

] 母
,

如 “ 西 妞i 刁 1 岁 初 i J !

山 弓u a , ! 色 4i k l } 顺 落u n l 刀 等
。

徐城 镇 的情况 特别 一 些
,

见下文
。

�徐 城镇 把其 他 各 点读 【P’] 母 或 t t-1 母 的字
,

都读成 吸 气 而带 音 的 [肠一 母或 I ?d
一

〕母
,

例 如 : “ 比 ?b i J } 袍 ?b a u J }1堆 ?d u i 」 1 猪 ?d u , 1杜 ?d u : ! 绸 ?d i u J 刀。

就这点 说
,

徐城 话 和

海南 岛上 的 文 昌
、

琼海 话相 同
,

这 就是 《 海康县 志》里 所说 的 “琼崖
、

临 高之音刀
。

但请 注 意 : 徐城

话 [?d] 声母 字包 括的 范 围更 大
,

除 了 古 端知母 的全 部字
,

定 澄母 的 部 分 字外
,

还 包括 了 雷城
、

曲界
、

东海 三 处 读 【s 一

] 母
,

横 山 读 f4 ] 母 的全部 字
,

如 a 西 ?d a i 」 } 岁 ?d u i 刁 1 山 ?d u a 。 ! 色

?d ek ll 顺 ?d u 护 刀等
。

据 海康县 雷城 镇发 音人蔡 叶 青先生 告 知
,

海康县 西 南部 靠 近徐 闻县 的

唐 家
、

纪 家
、

企水
、

龙 门
、

英 利
、

北和
、

乌石
、

房 参
、

潭 斗等 九个 区镇的全 部和 杨家 区的 大 部分 乡

村
,

把雷城 镇读 〔s 一

] 母 的字都 读成 卜] 母
,

相 当于 徐城镇 读 [?d]
。

� 徐 城 镇把雷城
、

横山
、

东 海 三处读 「ts
‘一

J 声母 的 字
,

绝 大 多数 读成 【s-J 声母
,

例 如 : “

采
s a } 秋 s u 」 } 餐 s明 、 】愁 s 」 } 床 s } 策 s e } 尺 5 。, 力等

。

只 有少 数字 读 I s ‘ 一

] 母
,

方 言

i J i o u o J i k l 1 t

2 08



如
“

徐 ts’ 白 } 蔡 ts’ ua ” } 草 ts’au 尸等
。

个 别 字有 两读
,

一 般 读 「s-] 母 的 是 白读
,

读 [ts
。

一 母的

是 文 读
,

如 “ 昌 ” 【ts’ia 习习 ~ 盛 ,

「51”习 文 一 县
。

曲界 与徐 城镇 相 似
,

不过读 [t s ‘

一 的 字略 多一 些

而 已
。

据 蔡叶 青先 生 告 知
,

海 康县 东 南靠 近徐 闻县 曲界 区的调 风
、

东里 两 区
,

以 及 雷 高 区 的 大

部分 乡村
,

也 有 同 类现 象
。

� 东海
、

横 山两 处有 【
·

m
·n ·

川 和 卜p
一

t
一

k] 六 个辅 音韵 尾
,

雷城 镇等 其他 三 处 没 有卜n]

和 【
·

t1 尾
,

分 别并 入 卜们 和 【
·

k] 尾
。

但东 海 卜n ·

t] 尾 限 于 古臻摄 合 口 字
,

如
“

存 ts
‘

un 」 } 遵

t s u n 」 1 文 v u n J }{ 骨 k u t l l 术 s u t J I 屈 k
‘u t l 气 横 山 来 自山 臻两 摄 的 开 合 口 字

,

如 “ 展 仙

t s ie n J } 晚 元 v a n “ } 结屑 k ie t l } 绝 薛 t s i e t J fl 吞 t
‘u n ” } 存 t s ‘u n 」 ! 米 4 u t J 刀 。 “ 展 晚 吞 ” 三 字

东海 读 卜0] 尾
, “

结绝” 两 字读 卜k] 尾
。

以 上 例 字雷城 等 其他 三 处 都读 卜q
一

k] 尾
。

鑫 白 话 的 分 布和 特点

3
.

1 白话 在雷 州 半 岛 的 影 响 越来 越大
。

它 主 要 分布 在 吴 川 县 境 内 王 村 港 区
、

兰 石 区
、

贾 巴 区 讲

雷 州 话 和 海 话 ; 湛 江市 区 赤坎
、

霞 山 两 区的 中心街 道
,

以 及 市 辖郊 区 坡 头 区 ; 廉江县 的 廉 城镇
、

安 铺镇
、

石 城
、

良桐
、

平坦
、

新华 等六 个 区镇 的 全 部
,

吉 水 区 的 大 部少 部分 乡村 讲 健 话 ,

新 民
、

营 仔 两

区 的 部 分 乡村 还 有 部 分 乡村 讲雷州 话 ; 电 白县 羊 角区
、

博 贺镇 的 大 部 分
,

七 逻 区 的小部 分
。

此 外
,

在

海 康
、

徐 闻
、

遂 溪三 县 境 内
,

还 有一 些 零 星分布 的 居 民 点也讲 白话
,

如 海康 县客 路区 的高 坡
、

三

塘
、

恒 山
、

赵 宅 等 乡; 徐 闻 县 下桥 区 的 信桥
、

二 桥
,

曲 界 区的南 胜
、

石 灵 溪等 乡; 遂 溪县 的 北 坡
、

港

门
、

草 潭 三 个 区
。

这 些 区 乡的 白话 居民
,

大 多是 解 放前 从雷 州半 岛北 部粤 西地 区 高州
、

化 州
、

信

宜 等县 迁 来的
。

估 计讲 白话 的 人 口 约 一 百 七十 四 万 多人
。

3
.

2 湛 江 市区
、

吴 川 县一 带 的 居 民
,

习 惯上 把雷 州 半 岛的 白 话 分为两 类 : 一 类 是 湛江 市 区
、

廉江 县 城 关廉 城镇
、

吴 川 县城 关 梅蓑镇
、

大 山江 区
、

樟 铺 区等 市镇 及 其附 城 地 区 所 讲的 “ 白话 ” ,

散布 在海 康
、

遂 溪
、

徐闻
、

电 白各县 境 内的 白话 也属 于 这 一 类 ; 另 一 类 是 吴 川 县 境 内梅 茱镇 及 附 城

乡村
、

大 山江 区
、

樟 铺 区除 外各 区 乡
,

以 及 湛江 市辖 郊 区 坡 头 区 原 属 吴 川 县 所 说 的
“

吴 川 土 白话 刀 ,

简 称
“

吴 川 话,, 。

所 谓“ 白话 刀 跟广 州 话 很接 近
。

我 们在 湛江 市 区 和 梅蒙 镇 见 到的 人 都说
,

除 了 “ 腔 调

有些 不 同 外 刀 ,

几 乎感 觉不 到
“

白话 ,, 跟 广 州 话有 什么 大 的 差别
。

廉 城镇 的
“

白话 ” 差 别 略大 一

些
,

古 浊 音声母 平 上 去 字今读 同调( 即 舒声 阳调类 合并 为 一 个 调 )
,

例 如 : “ ‘匙 二 ‘是 一 视 ’”

都 读 【4i j l
,

所 以 湛江 市 区的 人
,

往 往认 为廉 城镇 的 “ 白话 ,, 口 音
“

不 正 气

下 文 将 着重 介 绍
“

吴 川 土 白话 刀 ,

即 吴 川 话
。

讲吴 川 话 的 人 口 约 六十 多万 人
,

可 以 拿 吴 阳话

举 例
。

吴 阳 是 吴 川 旧 县治 所在地
, 《 吴 川 县 志 》卷 二 《方 名 》 所说 “吴 川 音较 清婉

,

而 过 于 柔 ”所 指

的 也 是 吴 阳话
。

3
.

3 吴 阳 话具 有粤 语 的 主要 特征
,

这 可以 拿广 州 话来 比 较 ( 下文 所 用 广 州话材 料
,

承 白宛

如 同志 告 知 )
。

例 如 :

� 古 明 微 两母 字
,

吴 阳话 都读 【m
一

J 声母
,

与广 州 话相 同 :

马 明 卖明 毛 明 密 明 墨 明 无 微 尾 微 万 微 望 微

吴阳 话 m a “
ma i “ m u a u “ m 甘k “ m 甘k “ m ”u ” m“i 」 m 叼J m u 叼 」

广 州 话 m a “ m a i 4 m o u J

朋
t “ 眺 k J m o u J m e i , m a n j m 叼 」

幻古溪母 的一部 分字
,

吴 阳话 分别读 【f-] 母 或 【卜 ] 母
,

也与广 州话 相 同 :

裤 款 阔 开 起 口 空 渴 壳

吴 阳 话 f u J f u n 月 f u t J h u a i l h “i “ h 甘u , h o q , h u a k J h a k J

广 州 话 f u o f u n , f u t 」 h o i , h e i o h 甘u , ho 习, ho t 」 h o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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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韵母 里主 要 元音 有长短 的对 立
,

主 要 表 现 为长元音 【a] 和 短 元音 卜] 的 对立
,

就这 一

点说
,

吴 阳话 与广 州 话 基本 一 致 :

买 手 米 搅 手 狗 监 、 视 手 金 八 手 笔

吴 阳话 m a i 」 手m 甘i J k a u 刁羊 k 甘u 刁 k a m : 举k 甘m l b a k J 手 b 它k l

广 州话 m a i 刁 手 m 仑i 刁 k a u 。 半 k 它u o k a m 、 手k 甘m , P a t 。 手Po t l

�吴 阳话 和 广 州话 一 样
,

都 有九 个 声调
。

古平上 去 人 四 声 以 古 声母 的清浊 为条件
,

分 别 为

今 阴阳两 类
。

其 中阴 人 又 分 为上 阴人 和 中阴 人 两种
, “

竹 力 字 吴 阳 【ts o k 习
,

广 州 【t s ok l l
,

都 是

上 阴入 字
, “ 贴” 字吴 阳 [ t

‘

i e P J ]
,

广 州 【t
‘

i P 。]
,

都是 中阴 人 字
。

� 口 语 里 吴 阳 话 管“ 房 子整座 ” 叫
“

屋 ” ,

管
“

丈 夫
、

妻子 却g’’ 老 公
、

老 婆 刀 ,

管
“

男孩抑以
‘、

仔 ” ,

“

女 孩 刀 叫“女 ” ,

单数 第 三 人称 代词 叫 ,’4 巨” 。

这 些 基 本词 汇 与广 州 话 也是 相 同的
。

3
.

4 除 了上述 这些 粤语 的 共 性外
,

吴阳 话还 有 自己 明 显 的 个性
,

举 例如 下 :

O 古全 浊 声母今 读塞 音
、

塞 擦 音时
,

不论 平仄 都读送 气清 音
。

如 : 皮 韭 p 乞 。 i 鼻韭 p 劝 J I

淡 定 t
‘a m 」 1达 定 t

‘a k o J} 慈 从 t
‘

。10 1集从 t
‘a p , {{ 辞邪 t “ i 。 } 象邪 t

‘

i a 习」 {} 肠澄 t s ‘

ia 习」 } 丈

橙 t s
‘

i a q J }4锄 崇 t s ‘o 」 }{ 酬 禅 t s 、 u 」 }} 舅群 k
‘

甘u 」 } 近群 k
‘

甘习」
。

O 古 帮母 字读 [b
一

] 声母
,

不读 [p
·

] 声母
。

如 : 巴 b a l } 补 b ”u , 1 辈 b u i J } 博 b u a k J
。

。 古精 组字 读法 特别 : �精 母 字读 [t-J
,

与 端母 字读 【d
一

] 不同音
, “

租精 t o u , 手 都 端 d “u l

! 祖 精 t o u 刁 毕 堵端 d o u 刁刀 。

� 清从 邪 三母 字都读 【t’
一

] 母
,

分 别与 透
、

定母 同音
, “

草清 一 讨

透 t
‘u a u 刁 I 造 从 = 道定 t

‘u a u 」 } 席 邪 = 敌 定 t
‘

。t , ”。

�心 母 字读 舌尖擦 音 件
一

] 母
,

如 : 锁
4 o J I 赛 4ua i J } 三 4 a m :

。

古 知 庄 章 三组字 分 别 读 [ t s ·

t s ‘· s ·

]
,

如 : 置 知 志章 t s i J ! 耻 撤 齿 昌

ts’ i 川 缩生 叔书 so k l 。

因 此 古精组 字与 古 知庄 章组 字不 同 音
, “ :

相 心 感ia 护 手 商 书 s , a 加 t’o

@古 开 口 一 二等 字往往 有分 别
,

见 系字 的 分 别 尤其 清楚
,

一 等字 读为 合 口 ,

二 等 字读 为开

口 ,

例如 :

该蟹 开 一 k u ai l 手 街蟹 开 二 k a i l 保效 开 一 b u au 」 手 饱 效开二 b a u J

盖妞 开 一 k u al J 手 界 蟹开二 k ai J 高 效 开 一 k ua ul 羊 交效 开 二 k a u :

感 成 开一 k u a m 刁 手 减成 开 二 k a m , 肝 山开 一 k u a 习1 手 艰 山 开二 k 叼 :

甘 成 开 一 k u a m : 毕 监 咸 开 二 k a m l 一 察 寒 山开 一 hu 叼 、手 闲 山 开 二 h a 州
《广 韵》里 有 的摄 只 有一 等

,

没 有 二 等
,

吴 阳话 也往 往 把开 口 一 等 字读如 合 口 ,

如 宕摄开 口 一 等
,’ 当 d u a o , 1 汤 t

‘u 叼 1 1桑 4 u 叼 1 } 糖 h u a o : 力 等
。

以 上 这些 都是 广 州 话和 湛 江市 区
、

梅蓑镇 等
“

白 话 ” 所 没有 的 重 要 特点
。

梅蒙 镇的 人 说 吴

阳话 特别
,

原 因 也 在这里
。

肆 值 话 的 分 布和 特 点

4
.

1 健 话主 要分 布于 廉江县 西部 和 北部 的塘 蓬
、

石 颈
、

和 寮
、

长 山
、

石 角五 个区 的 全 部
,

以

及河 唇
、

石 岭
、

青 平
、

高桥 四 个 区的大 部
,

河堤
、

营 仔两 区 的 部分 乡村
,

这几 个区 的 惬 话 与广 西 东

南部古 城
、

英 桥 一 带 的 涯话 可以 连成一 片 ; 电 白县 北部 大 衙
、

沙 榔
、

望 夫
、

那 霍
、

罗坑
、

黄岭
、

观

珠等七 个 区 的 全 部
,

以 及 霞 洞区 的 部分 乡村
,

这 几 个区 的 惬话 与北部 高 州县根 子
、

泅 水
、

云 潭
、

新桐 等区 的健 话也可 以 连 成一 片
。

此 外
,

雷 州 半 岛其他 各县也有 一些 乡村 讲健 话
,

如海 康县 英

利 区的英 益
、

英益 墩
、

大 桥 三 个村
,

遂溪 县 城 西 区 的搬 迁 队 等等
。

这些零 散 的涯话 村
,

都 是 五 十

年 代末
,

六 十年 代 初
,

修 建鹤 地水 库时陆 续从 廉江 县的涯 话区迁 来的
。

估计 讲涯话 的人 口 约 六

十一 万 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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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廉江 西部
、

北 部 的健话和 电 白北 部的 惬 话 差别 不 大
。

这是 因为 这两 个县 讲任 话的居

民
,

基 本上 都 是 明 清之 际
,

从 福建西 部 旧汀 州 府和 广东 东 部旧 嘉应 州地 区陆续 迁来 的
。

定居 下

来后
,

村落 连 成 一 片
,

内部 交往 频 繁
,

方言 的 变 化比 较 缓 慢的 缘故
。

本 文 以 廉 江县 北部 石 角区 的 健 话 ( 下 文 简称 石 角 话) 举 例
。

石 角话最 显著 的 特 点是 古 晓匣

母 三 四 等 字 ( 开合 口 不 论) 今 读 [ s 一

] 声母
,

如
“

戏 51” } 休 s i u l } 险 sa m J } 弦 s a n 」 11虚 5 1, {

眩 sa n , } 凶 5 0 0 1 刀 等
,

只 有个 别 字 的 文读音 读 [h
·

] 或 (f
·

l 声母
,

如
“

宪 一 法 h ia n ” ! 毁 一 灭 fu i J ”

等
。

除 此 之 外
,

石 角话 和 多数 的 客家 话一 样
,

还 具有 以 下 特 点 :

O 古 全浊 声 母今 读塞 音
、

塞 擦音 时
,

绝 大 多数 字不论 平仄 都 读送 气清音
。

如
“

皮韭 p
‘

i J }

地 定 t
‘

i 、 1造 从 t s ‘

。。 1随 邪 t s ‘u i J } 陈澄 t s ‘

i n J } 状崇 t s ‘。习。 } 酬禅 t s ‘

i u J } 掘 群 k
‘ u t : ” 等

。

只 有个 别 字读 不 送气
,

如 群母 的
“

渠他 刀 ,

通 常写 做 “ 但 刀 ,

就 读 【k i J 」
。

O 古晓 匣母 合 口一 二 等字
,

今大 多数 读 [f-] 声母
,

如
“

虎 f u J ! 胡 f uJ } 宏 f 叼 , { ,, ,

但

匣母 少数字 又 读 【v- 〕声母
,

如
“

黄 v 叼 J ! 滑 va t l,, 等
。

只 有个 别 字读法 特别
,

如
“

烘晓 h 叨 1 }

霍 一 香
,

晓 k
‘。k 」 l 混匣 k u n J ”o

� 声调 只 有 六 个
,

古 平声 字以 古 声母 清蚀 为 条件分 为 阴 平 和 阳平 ; 古 清 音 声母 上 声今 基 本

上 仍 读上 声
,

古 次 浊 声母上 声今 一 部分 读上 声
,

一 部 分 读 阴 平
,

如 “ 武
‘v

ul 亩
‘
m 以 } 马

〔
m aJ

买
。
m ai 气 古 全 浊 声母上 声和 古 去 声 (包 括 清音和 浊音 声母 ) 今 都 读 去 声

,

因 此
, “ ‘

部 ~ 步
) 二

铺
’ 刀 【P’u 。 ’

]
, “ ‘

辩 = 便
’方、 二 骗

) 刀 「p
‘

i an 。 ’

l ; 古 入 声也 以 古 声母 清浊 为条件 分 为阴 人 和

阳人
。

画许 多词 语也 是其 他客 家话 地 区 常见 的
,

如 : 称未 婚 男孩为“ 哥子 刀 ,

已婚 男子 为
“

男子 佬” 。

称 未婚女 子 为
“

妹子 气 已 婚女 子 为
“

槟榔 婆 ”。

称 弟弟 为
“

老 弟力 ,

称妹 妹为
“

老妹 刀 。

自称为
“

哎 刀

( 或写 做
“

涯
、

压 刀 等)
,

他 称 为
“

渠 刀 。

雄 性动 物 多叫
“

枯 刀 ,

如 “ 牛 ~ } 狗~ 刀 ,

雌性 动物 多 叫
“

妹 刀

( 或 写做 “ 犯” )
,

如
“

猪 ~ } 牛~ 1 猫 ~ } 鸡 ~ 刀 ,

等等
。

伍 海话 的分 布和 特点
5

.

1 雷 州 半岛 的 海话 有两 种 : 一 种分 布于廉 江县 沿海 车板 区 名教
、

南 桐
、

旧 埠
、

多浪
、

坡 心
、

龙 头沙 等 乡
,

高桥 区 德 耀
、

坡 启
、

红 寨 等 乡
,

营仔 区 的 下 洋 乡
。 《 石 城 县志 》 称这 种海 话为

“

海 僚

音 刀 ,

本 文 称为 “ 廉 江 海话 ” ,

今 天 使 用 的 人 口 约 有 四万 多人
,

下 文 拿 车板 话举 例
。

另 一 种 分 布 于

电 白县 沿 海电 城
、

博 贺
、

沙 院
、

南海
、

旦 场
、

陈 村
、

麻 岗
、

树 仔
、

爵 山
、

大 榜
、

马 踏 等 区锁
,

本 文 称 为
“ 电 白海 话 刀 ,

今 天使 用 的 人 口 约 四 十五万 多 人
,

下 文 拿 电城 镇话举 例
。

5
.

2 廉江 海话 与 电 白海话 虽 然都 叫海话
,

但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主 要 区 别是 :

O 古 明 微 母 字
,

廉 江海 话都读 【m
一

] 声 母
,

电 白海 话读 【m
·

] 母 或 〔b- ] 母 :

暮 明 买 明 某 明 棉 明 物 微 米明 梅明 味 微

车 板 m u J m a i , m o u , m ie n l

朋 t J

朋 i 刁 m u i l m i J

电城 m u , m o i J m a u J m i 」 m u k J b i 、 b o i 」 b i 、

O 古非敷 奉三 母字
,

廉江 海话 一 律读 [f- 」声母
,

电 白海话 文 读 都读 【h
一

] 声母
,

白读是 「p
·

1

或 【p
‘一

] 声母 :

分 非 飞非 芳 敷 费敷 翻敷 附奉 肥 奉 妇 奉 拂 奉

车板 仆 n o f i 。

峋
。 f o i 刁 fa n ” f u J f i , f u J

电城 文 h u 习。 h u i 」 h u 叼 , h u i 刁 h a q o h u , h u i J h u ,

白 p u 习」 P u i 」 P
‘a Q」 P u i J P u , p

‘ u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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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知撤 澄 三 母字
,

廉 江海 话一 律 读 【ts- ts’ 一
,

电 白海话 白读 是 【t
一

t’- J
,

有些 字文 读 是

[t s ·

t s ‘一

』:

猪知 展知 张 知 耻 傲 拆 傲 茶澄 治澄 沉 澄

车板 t s u , t s i e n 刁 t s i明 。 t s ‘

i , t s ‘a k l t s ‘

a , t s ‘

i J t s ‘a m l

电 城文 t s ie 习“ t s ‘

i J t s i , t s ‘

im 」

白 t u 」 t i e 习J t i e 勺」 t
‘

i j t
‘

i a l t ia J t i, t i m 」

画古 溪母 部分 字
,

廉江海 话 读 【h- 】或 【f
一

] 声母
,

电 白海话 都读 【k
‘·

l 声 母 :

课 快 阔 气 敲 口 谦 欠

车 板 fo J f a i J f u t l h i , h a u o h o u “ hi e m , h ie m J

电城 k
‘u a 刁 k

‘u a i j k
‘u a : k

‘

i “ k
‘a “ k

‘a u “ k
‘

ia m “ k
‘

ia m ,

�廉江 海 话韵 母 里 有 长元 音 【a] 和 短 元 音 f司 的对 立
,

电 白海 话 韵 母 里 没 有这 种对 立
。

比 较 以 下 四 对 例字 :

买 毕 米 搅 : 狗 监 ~ 察羊 金 乾 羊 巾

车板 m a i , 手 m 甘i , k a u “手 k 甘 u , k a m l 法 k 仑m ” k a n , 毕 k 甘n ,

电城 m o i ; 手 b i ; k a u J = k a u J k a m “ 羊 k i ,n “ k a q “羊 k i e 习J

函廉 江海 话 和 电 白海 话有许 多 口 语 常 用 词 是 不 一 样 的
。

例 如 单数和 复数 的 人 称 代 词
,

廉

江海 话分 别 说
“

我
、

你
、

f 巨; 我 地
、

你地
、

拒地 ” ,

电 白 海话分 别说
“

我
、

你
、

伊 ; 我 侬
、

你侬
、

伊 侬 ,’o

廉江 海话 管
“

房 子 整 座 邹月
“

屋 ,, ,

电 白海 话 叫
“

康 ” 。

廉江 海话 说 “ 噢 ,, ,

电 白 海话 说
“

食,’o

5
.

3 从 以 上 简 单的 比 较 中
,

可以 看 出廉 江海话 和 电 白海 话之 间的 不 同
,

反映 了 白 话和 闽语

之 间的 差别
。

廉江 海话 的 特 点和 廉 城 镇 白话相 似
,

电 白海 话 的特 点和 海 康县 雷 城镇 的雷 州 话

相 似
。

旧 方志 也说 出 了 这 一 点
。 《 重 修石 城廉 江 县志 》安 铺 华 安 印 务 书局

,

1932 卷二 《 舆地 志 下
·

语

言 》 : “县 之语 言有 三 种 : 一 日 客话 即 白话
,

附 城及 南路 一 大 部 分
,

西 路一 小 部分 略 同
,

多与广 州 城

相类
。

⋯ ⋯ 附 城东 又 有地 僚 音
,

西路 又 有 海僚音
。

二 日 哎 话
,

东路
、

北 路及 西路 一 大部分
,

附城

一 小 部 分 皆同
,

与 嘉应 州 相 类
。

三 日 黎 话
,

南路
、

西 路各一 小 部分 俱 有
,

附城 之 东 南亦 间有之
,

与雷 州 相 类
。 ” 文 中所说 的西路

“

海僚 音刀 ,

就是指 今车 板 一 带 的海 话
,

在分类 上 归入
“

客话 即 白

话” 一 类
。

本 文 l
,

2 节所 引 《 电 白县 志》 说 电 白 “ 海旁 声音近 雷琼 日 海话 ” ,

指 的 就 是 电 城 一 带 的

海 话
。

两 种明 显 不 同 的 方 言
,

不 知 为什 么 用 相 同 的 名称
。

名 同 实异给 人 带 来很 多误 会
。

我 们

在雷 州 半 岛 见 到 很 多 人
,

甚 至 廉江
、

电 白两县 当地 人
,

大 都以 为 两种海 话 指的 是 同 一 种 方言
。

《 重 修 石 城 县 志 》 在 “ 客话 ”里 特 别分 出 “ 海 僚音” 是 有 道理 的
。

今 廉 城 镇 的 人 也 认为 车板一

带 的 海 话和 廉城 镇 白话字音 差别很 大
。

重 要表 现 之 一 是 古 全浊 声母今 读塞 音
、

塞 擦 音时
,

车板

话都 读 送 气清 音
,

如 “ 爬 笠 p
‘a

川 部 韭 P’uJ } 代定 t
‘

al J ! 直澄 ts’ i o kJ ”等
,

只 有 极 个别 的 字例

外
,

如 “笨业 ” 〔p 甘nJ ]
。

廉城 镇 白话
“

部 代直 刀 等 字都读 不 送 气 清音
。

电 白海 话 虽然 与 海康 一 带

的 雷 州话相 近
,

但 也有 明 显 差别
,

如 海康 雷城镇 说 “兄总 称
、

大兄
、

嫂总 称
、

大 嫂刀 ,

电白 电 城 镇说 成

“ 大兄
、

头大 兄
、

大 嫂
、

头 大 嫂” 等等
。

在 电 白县
,

当 地 人 也把 海话和
“

黎话 即 雷 州 话,, 分开
,

说水 东

镇今 电 白县 政 府 驻 地等地 说“ 黎 话 ” ,

电城镇 原 电 白县 政府 驻 地等 地 说 “ 海话” 。

因 为 这 两种 话在 字音上

也有 显著差 别
,

例 如水 东镇没 有 【s-] 声母
, “

新生 胜 ”等 字都读 件
一

] 声母 ; 电 城镇没有 【冬 ] 声母
,

“ 新 生 胜 ”等 字都 读 【s 一

] 声母
。

不 过
,

我 们 注 意到
,

以 往 的 电 白 县 志
,

如 《电 白县 志 》 、 《 电 白新 志
》

都把 电 白县 境内 的 “ 黎话 ” 统 称 为“ 海 话 ,, , 《 电 白 县新 志稿》 19 46 年 138 一 14 2 “ 电 白县 语言 分 布 表 ”

罗列 海话 分 布 二 十九 个 区 乡镇
,

其 中就 有 水 东
、

林 头 等讲
“

黎话 刀 的 乡镇
。

方 言



陆 留 州半 岛方盲 词 汇 字音 对照 衰

本 页对 比 海 康雷 城话
、

廉 江 石 角话
、

吴 川 吴阳 话
、

廉 江车 板话 的十 九条 口语 常 用 词
。

有 些 词

在表 里 只 列其 中一 两 种最常 用 的说 法
。

2 14 一 2 18 真 比 较 雷城
、

徐 城
、

东 海
、

横 山 以 上 雷 州 话
、

石 角

惬 话
、

吴 阳吴 川 土 白话
、

车板 廉 江海 话
、

电城 电 白 海 话等八 处方 言二 百二
一

卜个 单 字的字 音
。

从这 些 字 音

里
,

大 致可 以 看到 各处 方言 声韵调 的 概 况
。

14 “ 土 ” 八 处都 读 上 声
,

雷城
、

徐 城
、

东 海
、

横 山
、

电

城五处 用 于
“

~ 话 1~ 语 刀 等词 ; 石 角
、

吴 阳
,

车板三 处 用 作 “ 泥 土 刀。

68 “ 敲
”

雷城
、

徐 城
、

东海
、

横

山
、

电城五 处都 读 阴 去
,

石 角读 去 声
,

来 自《 广韵 》 去 声效 韵
“

苦教 切 气 吴 阳
、

车板 读 阴 平
,

来 自

《 广 韵 》平 声肴 韵
“ 口 交切 刀 。

6 9’’咬 ” 雷城
、

徐 城
、

东 海
、

横 山
、

电城 五处 读 【k
一

l 母
,

来 自《 集韵 》 _

七

声巧 韵
“

下 巧 切 气 石 角
、

吴 阳
、

车 板 三处读 【小 l 母
,

来 自《 广韵 》 上 声巧 韵
“

五 巧 切 气

海 康雷 城 话

我 b a J

你 l u J

伊 他 i 刁

我 侬 b a “ n a 习J

你 侬 l u J n a o J

伊 侬 i ” n a OJ

爸父
,

背 称 p 曰

兄面 称 h i a 刁

妈 毋
,

背 称 m a l

嫂面 称 s 洲

老公 丈 夫 la u “ k 。习”

老婆妻 子 la u “ P’列

炸妙 田男 孩

t sa 」 P已u 刁 k i a J

炸妙 田未 婚 男子

t sa 」 P‘u d k i a J

奶 公 侬 已婚 男子

n i j k 。习刁 n 叼 J

炸姑 田女 孩

t sa 」 b c u J k i a J

嶂 田未 婚 女 子

n i叼 月 k i a 」

奶 婆侬 已 婚女 子

n i 」 P
‘

。习J n a o 」

康整座 房子 ts
‘

u J

灶前 厨 房 t s i u J t sa i J

食糜 吃 饭 t s i a “ m u e J

廉 江石 角话

哎 g a i J

你 早J

渠 k i J

哎 你 习a i J 早J

你 大家 早J t
‘a i o k a ,

渠 口 人 k i J 0 1: 玮 i n J

阿 爸 a 」 P a ,

阿 哥 a o k 。,

娘子 。i , t su J

阿 嫂 a 」 s O J

老 公 IO J k 。习,

老 婆 l”J p
‘ 。J

哥 子 k O I t s u J

吴 川 吴 阳话

我 习o J

你 n 日i」

下巨 k “i “

我 吼 习。」 l e l

你 吟L n o i 」 l e l

f 巨吟L k
“

。i 」 le 刃

老 个 l u a u J k 0 )

廉 江 车 板 话

我 Oa ,

你 n i ,

了巨 k
‘

”11

我 地 习o o t
‘ 仑1 1

你 地 n 甘i o t
‘

甘 11

可巨地 k
‘ 甘i o t “1 .

阿 爸 a , Pa ,

阿 奶 a : n a 」 阿 奶 a , n a l

门JC,(1Pk口老 公 l o u 」

老婆 l o u J

仔 t a i 刁

哥子 k 。 : t s u J 仔 儿 t a i 」

老 公 l a u “ k o 习。

老 婆 Ia u 刁 p
‘a :

擎 儿 细

n o UJ 习11 5 1刁

擎儿 n o u J 0 11

男 子 佬 老 儿 l u a u J n i l

n a m J t s u J l o J

妹子 m ”i ” t s u J 女 n ‘i 」

妹子 m o i ” t s u J 康 女儿

h u 叼 , n c i 」 n i ,

妇 娘儿

f u 」 n i 叼 , n i ,

屋 0 k l

火 炉 f o , l ”u ”

嗅饭 h o t l

俩
“

男子 佬

n a m l t s i J l a u J

妹儿 细

m U I J 习11 5 1刁

妹 儿 m u i J 0 11

槟榔 婆
P i n , l 。习」 P

‘

。 J

屋 v o k J

灶 下 t s 。 。 h a 」

食饭 s i t : fa n 」

妇 娘婆

f u J n i a 勺,

屋 o k l

厨 房 t s ‘u 〕

噢饭 h i “k J

P
‘a l

化勺,

f a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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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城 徐城 东海 横山 电城 石角 吴阳 车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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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城 徐城 东海 横 山 电 城 石 角 吴 阳 车板

4 5 比

46 迟

47 狮

48 器

49 李

50 字

5 1 齿

5 2 披

53 知

54 义

55 气

56 迫

5 7 水

58 柜

5 9 亏

6 0 费

6 1 肥

62 味

6 3 归

6 4 威

6 5 袍

6 6 刀

6 7 草
6 8 敲

6 9 咬
70 赵

7 1 绍

7 2 条
7 3 晓

7 4 母

7 5 豆

7 6 口

7 7 妇

78 浮

79 秋
80 绸

8 1 舅
8 2 牛

名3 贪

8 4 潭

8 5 }有

8 6 感
87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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