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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语 的 分 区 ( 稿 )

张 振 兴

生 总 说

本文 是 闽语 图的说 明
。

� 本 图包 括福 建全省
、

台湾全 省 以 及广 东省 东部 地 区和 海 南 岛
。

广

东省 东 部地 区 指 潮 州市
、

汕头 市及所 辖澄 海
、

饶 平
、

南 澳
、

潮 阳
、

惠来
、

普宁
、

揭 阳
、

揭西 城 关 河 婆 镇

及以 北 地 区 除 外等八 县
,

惠 阳地 区 所辖 海丰
、

陆 丰两 个县 南部
,

共十二 个县 市
。

这 一 地 区的 汉 语 方

言 主要 是 闽语
,

其次 是客 家话
。

闽语 主 要分布 在这 一地 区
。

所 以 图名定 为 闽语 图
,

本 文题 为 闽

语 的 分 区( 稿)
。

这 一 地 区地 理人 口 情 况 大 致 如下 :

县 市 面 积 人 口

福建 省 六十 八个 十 二万 多平 方公 里 两 千 五 百 多万 人

台湾 省 二十 一个 三 万六 千平 方公 里 一 千水 百 多万人

广东 省东 部 十二 个 一 万八 千 多平方 公里 一 千一 百 多万人

广东 省 海南 岛 十八 个 三 万三 千 多平方 公里 五 百六 十 多万人
_ 这 一 地 区 还有 一 些 别的 汉语 方言

,

别的 民 族 语言
,

这 里 作个 总的 交代
,

下文 不 再 一 一 说 明
。

台湾省 中部 和东 部 山 地 是泰 雅族
、

布 农 族
、

阿 美族
、

赛 夏族
、

邵族
、

邹族
、

鲁 凯族
、

排 湾族
、

卑 南族
、

雅美 族等 山地 民族聚 居 的地方
,

他 们平 时说 各 自的民 族语言 ( 本 文 总 称为 高 山 族语 )
,

许 多人 也

会 说 闽南 话
,

是“高 山族 语和 闽南 话韭 用地 区刀。

海南 岛 的 情况 更加 复杂 一 些 : � 崖县( 今三 亚

市) 沿 海渔 村
、

岛屿
,

乐东 莺 歌海 一 带 的水上 渔 民说 迈话 ; 澹县大 部分 地区
,

昌 江县 南 罗等地 说

澹 州 话
。

迈话 和澹 州话 属于 粤语 系统
,

但 是和 广 东 大 陆 的 粤语 ( 如 广 州 话) 还 是有 明 显 的差 别
。

例如
,

澹 州 话古 山 摄开 口 一 等寒 旱翰 易 四 韵端 系字 读 卜a n 一

at ]
,

见系 字读 卜”
· 。t1

,

跟 广 州

话 的 韵母读 法 相 同
,

如 “炭 h a n )

} 达 ?d a t ; l 寒 : h o n } 汉 h o n )

} 渴 x o t ; ,, 。

但澹 州 话 受 到

琼文 方言 的 影 响
,

有 口卜 ? d
一

] 两个 吸气 音声母
, “ 疤 背八 ,, 读 价卜] 声母

, “ 多对 答 ”读 【?d- ] 声

母
,

广 州话没 有这 种声 母
。

�澹 县 南丰
、

兰 洋一 带 说 客 家话
, 口 音 与梅县 一 带 的 客家 话 近 似

。

�澹 县
、

昌 江
、

东 方
、

崖 县 的 一 些 地方 还说 军话
。

军 话实 际上是 几百 年前 传入 海 南 岛的 一 种 西

南 官话
,

至今 还有 一些 常用 词 保 留着 官 话 的 特 点
,

例 如 : “ 卧 : q 。 } 五
“

vu } 人 : zi n } 脚

ki 留 ”。

勺 临高 县的 大部 分
,

琼 山县 和 海 口 市 的 西 部地 区
,

昌江县 北部 部分 地 区 说 临 高话 ; 东 方

县 和 昌江县 交界 的 沿 海地 区说 村话
。

临 高话 和 村话 的语 言系 属待 定
。

崖县 羊 栏 区 回 辉 乡有 居

民 数千 人
,

所说 的 回 辉话 语言 系属 也 待研 究
。

�海 南黎 族苗 族 自治 州 所 辖 大 部 分 地 区
,

如 凉

中
、

白沙
、

乐 东
、

保亭 等县
,

主 要 是 苗语
、

黎 语 等 民 族 语言
,

但居 住在这 一 地 区 的 汉族 居 民 多讲 汉

语 的 各 种方 言
,

是“ 汉 语方 言与 其他语 言 韭用 地 区 ,’o

� 在地 图 编 制 过 程 中
,

作 者调 查 了潭 平
、

龙 岩 两 点 的 方 言
。

李 如 龙 提 供 了 浦 城
、

秦 宁
、

建 宁 三 点 的 资 料
,

冯爱 珍提 供 了

顺 昌
、

将 乐
、

尤 澳三 点 的 资料
,

周长 揖 提 供 了大 田的 资 料
,

黄 雪 贞 提 供 了永 定 的 资 料
。

这 里 谨疖卜上述 师 友 表示 谢 意
。

其 他 各

点 参 考 了 以往 的 研究 成 果 和 调 查资 料
,

详 见 文 后 参 考 书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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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 阅语 的分 区

本 地区 的汉 语方 言可 以分 为八 区
,

其 中闽 语六 区
,

客 家话一 区
,

还 有 一 区 是闽语 与 客家话

的 过渡 区
。

分区 的大 致范 围请 看 1 72 页 闽语 分区 示意 图
。

海 南 岛的 方言分 布 情况
,

请 看本 刊

1 9 84
.

2 6 5 《 海南 岛方 言图 》。

现在把 各区 地点 列举 如下
。

O 闽 南区
—

包 括福 建省 南部
、

台湾 省大 部
、

广东 省东 部地 区 四 十九 个县 市 :

� 泉漳 片三 十六县 市
,

厦 门 金 门 同 安 漳 州 长 泰 华安 龙 海 漳浦 云 霄

南靖 平 和 东 山 诏 安 漳平 龙 岩 泉 州 晋 江 南安

安 溪 永 春 德化 惠安 以 上 福建 省二 十 二 县 市

台北 基 隆 宜兰 彰化 南投 台中 云 林 嘉义 台南

屏 东 高 雄 台 东 花 莲 澎 湖以 上 台 湾 省 十四 县市

@大 田 片 一个县 大 田福 建 省

� 潮汕 片十 二个县 市 潮 州 汕 头 南澳 澄 海 饶 平 揭 阳 揭 西 潮 阳 普宁

惠来 海 丰 陆丰 以 上 广 东 省 东 部 地 区

O 莆仙 区

—
包 括福 建省东 部 两县 市 :

莆 田 仙游 今 合 供为 青 田 市

。闽东 区
—

包 括福 建省 东北 部 十九个 县 市 :

�侯 官片十 三 个县 市 福 州 闽清 闽侯 永泰 长乐 福 清 平 潭 罗 源 古 田

宁 德 屏 南 连江 尤 溪

� 福 宁片六 个县 市 福安 寿 宁 周 宁 拓荣 霞浦 福 鼎

@ 闽北区
—

包括 福建 省北 部地 区七县 市 :

建 欧 建 阳 崇安 松溪 政和 浦 城 南 平

国 闽 中区

—
包括 福建 省 中部地 区三县 市 :

三 明 永安 沙 县

困 琼 文区
—

包括 广东 省海 南 岛地 区 十 四 个县 市 :

� 府 城片六 个县 市 海 口 琼 山 澄 迈 定安 屯 昌 琼 中

@ 文 昌 片两 个县 文 昌 琼海

� 万 宁片两 个县
、

万 宁 陵水

� 崖县 片两 个县 崖县 乐东

� 昌感片两 个县 东 方 昌江

� 邵 宁区
—

包括福 建省 西 北地 区六县 市 :

邵武 光 泽 泰 宁 建 宁 将乐 顺 昌

@ 客话 区
—

包 括福 建省 西 部地 区及 台 湾 省西 北部 地 区 十一个 县 市

� 汀 州 片 八个 县 长 汀 连城 清 流 宁化 明 溪 永定 武 平 上 杭以 上 福 建 省

@ 嘉应 片三 个县 桃 园 新 竹 苗 栗以 上 台 湾省

关于 以 上分 区
,

需要 做 几 点说 明 :

� 闽南 区泉 漳片 福建 境 内西部 部分 村镇
,

如 南靖县 的 曲 江
,

平和 县 的 九峰
、

长乐
,

诏 安县 的

秀 篆
、

官破 等地 说 的 是客 家话
, 口 音比 较 接近 客话 区汀 州 片 的 永 定 ; 龙岩 西北 部的 万 安( 旧 名 溪

口 镇) 说的 也是 客家话
, 口 音 比 较 接近汀 州 片的 连 城

。

大 田 片大 田县 西部 紧靠 永安 的 个 别 村

镇
,

如 桃园等 地 说的 是闽 中区 的永 安话 ; 大 田 境 内其他 村镇 的方 言 内部差别 颇 大
,

有 城关 话
、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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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话
、

吴 山 话之 分
,

彼此通 话有些 困难
。

潮 汕 片饶 平县 的 北 部地区 客家话 和 闽南话韭 用
。

� 闽东 区沿 海各县 许 多村镇 岛屿通 行 闽南 区泉漳 片的 闽南话
,

其 中以 福鼎县 的东 北部地

区 尤为 明显
。

福 鼎县东 北部与 浙 江省东 南部 苍南 县
、

洞 头县 等地的 闽南话 可以连 成 一片
,

跟泉

漳片 晋 江
、

惠安 一 带 的 口 音 比 较接 近
。

其他 人数 比 较 多的 闽南话村镇
,

有宁 德县 的碗 窑
,

霞浦

县 的 三 沙
、

延亭
、

后 山
,

连 江县 的北 岳等
。

还有 一些 村镇 说客 家话
,

如福鼎 县 的赤溪
,

福安 县的

首 洋等 地
。

尤溪县 清代 与今 南平
、

顺 昌
、

将乐
、

沙县
、

三 明
、

永安 诸县 同 属延 平府
,

是 闽东 区
、

闽

南 区
、

闽北 区
、

闽中区交 界 的地方
,

境 内方言十 分 复杂
。

今 据尤 溪县城 关话 的 主要 倾 向
,

把 尤溪

全 境 暂时制 归 闽东 区
。

如 只 有 [-D ] 一 个辅 音韵尾
,

因此
“

深 ” [
: t s

‘

i 习]
, “ 亲” [

: t s ‘e i 习]
, “ 清”[

: t s ‘

e i 习] :

“ 狗 刀 也 叫“ 犬 ” 【
C

k
‘

u 司
,

和 闽东 区侯 官片 的福州话 比 较 接近
。

另外
,

本 区长乐 县的 洋屿
,

说 的是

一 种 叫做“ 土 官话 分 的 方 言
。

� 闽北 区南平 东部 洋后
、

赤门
、

巨 口
、

樟 湖等 地与 闽东 区 古 田县 相连
,

从 方言 的主 要特点

看
,

可 以 剖 归闽东 区 的侯 官 片; 南平 市 区及市郊 西 芹一带 是福 建境 内著名 的官话 方言 岛
。

福建

省 最靠 北的 浦城县
,

中部 北部 说吴 语
,

南部说 闽北话
。

南 部水 北
、

潦村
、

石 破
、

临江
、

山下等 村镇

说 石破
、

水北话
,

管“ 吃 饭刀 pq“ 食饭 气 如石 破 [fi i : 。 p o 。之]
,

水 北 [i : ’ p o o ’] : 管 ,’ 猪 ” 叫“ 稀 ,, ,

如 石肢
、

水北 【
(
k

‘

y]
,

属 于 闽北方 言
。

包括浦 城 城 关在 内的 中部
、

北部 地 区 说的 是 浦城话
,

如浦

城
“

吃 饭 即甲 侄饭” [li e 。

使
)

]
,

说“ 猪 ” 【
。

tci e] 不 说
“

稀 ” ,

属于吴 语
。

下 一
- -

一 一
- - 一 ’ - 一

- - - - - - - - 一 一 ”
- - -

一
’

一 了

�琼 文 区的 府 城 片海 口 只 指 市 中心 区及 东郊 和 南郊
,

海 口 西郊 和北郊 说临 高话; 琼 山 只

指 府城镇 及 本县西 部靠 近府 城 的部 分
,

靠近文 昌县 的 东部 地 区属文 昌片
。

万 宁片 的陵 水
,

崖县

片 的 崖县
、

乐 东都是指 南部地 区
。

昌感 片只 包 括东 方县 的西部 和 昌江 县 的北 部地 区
。

� 邵 宁 区顺 昌实际 上以 流经 境 内的闽江上 游 富屯溪为 界
,

分为东 西两部 分
。

富屯溪 以西
,

包 括城 关双 溪镇
、

大干
、

元坑
、

郑坊 等 乡
,

分别 与邵武
、

将乐 相邻
,

属于 邵 宁 区; 富屯 溪以 东
,

包括
、

岚 下
、

大 历
、

仁 寿
、

洋墩
、

高 阳
、

际会
、

洋 口 等 乡镇
,

分别 与建 欧
、

南平相邻
,

属 于闽北 区
。

下文凡

提 到顺 昌的 时候
,

都限 于 邵 宁区 的顺 昌 西部
,

不 包括 闽北 区 的顺 昌东 部
。

� 本文 把本地 区 内的 客 家话暂 时 叫做 “ 客话 区” ,

韭且 临时 分为汀 州片 和 嘉应 片
。

客 家话

应 该如 何分 区分 片
,

必 须将 来与其 他省 区 的 客家话 通 盘 考虑
。

另外
,

嘉应 片包括 台湾省桃 园
、

新 竹
、

苗 栗三 个县
,

但请 注 意 : 这 三 个县 业不是 纯 客方言 区
。

桃 园几 乎 是客 家话和 闽南话 韭用

的 地 区
,

即 使 新竹
、

苗 栗 两地
,

也有 不少 地方( 特 别是 西部沿 海地 区 歹说 闽 南话
。

另 一方面
,

台湾

省 内客方言 的分 布也不 限于 这三 个县
,

南部 高屏溪( 下 淡 水 溪 ) 流域
,

东 部近 海丘陵 山 地有 些 乡

镇 也说 客家 话
。

鑫 闽语和 客家 话 的 主 要 特 征

本 文的 闽南
、

莆仙
、

闽东
、

闽北
、

闽 中
、

琼文 六 区可 以总 称为 闽语区
。

关于琼 文 区 要特别说 明

一 下
。

以 琼 州 府 城话为 例
。

府城话 的 一 些重 要特点 都和厦 门 话
、

莆 田 话
、

福 州话等 闽语 方言一

致
,

例 如 :

( 一 ) 古 匣母 字
。

咬
”

字 据《 集 韵》下 巧 切 今 白读都 是 【k
一

l 或零 声母 【田
,

但 福 州 “ 喉 ” 字 〔卜 ] 声母
。

咬 猴 厚 寒 鞋
,

喉 闲 学

琼 州 k a , : k a u k a u 之 : k u a : 。i ; a u : ai o 之

厦 门 k a Z : k a u k a u 之 : k u 直 ; u e : a u : 句 。? 2

莆 田 kD
奋 ‘k a u k a u Z ; k u a ‘e : au : e o ? ;

福 州 Q
; 奋 叼 ‘ 加 ‘句 。? ,

方 言

k
: k a u k o u : k e : u :



( 二 ) 有一 部分 古 云 ( 喻三 ) 母字
,

今 白读 都是 阳调 类 的 【h- ] 声 母
。

雨 园 远 云 熊 雄

琼 州 h o u 身 ‘h u i h u i 之 ‘h u n
一

: h i 叼 : h i 叼

厦 门 h 护 :

峋 峋 ’ ; h u n : h i m ; h i 习

莆 田 h o u 之 : h u o h u 。, : h o 刁 ; h 。习 ; h 四

福 州 h u 护 ‘h u o 习 h u 叨 之 : h u 习 : h 均 ; h 均

( 三 ) 一部 分古 次浊 声 母上 声字
,

今 白读都 是 阳去 调
。

雨 远 卵 老 耳 瓦 名 词 蚁 有

琼 州 h o u 之 h u i 之 n u i 之 la u 之 h i 之 h i a 之 h i a 之 u 之

厦 门 h 护 坷
之 I习之 la u 之 h i “ h i a 之 h i a 之 u Z

莆 田 h o u 2 h u 护 tO 之 l a u 之 h i 之 h yD Z h yo Z u Z

福 州 hu , h u 叼 之 拓明
之 I Q u 奋 勺。12 习u a Z 习10 2 o u 决

( 四 ) 有 大量 常 用 口 语 词是 相 同的
。

嚎 嘴 散脚 垫泥土 睦 田 地 釉稻 实 带筛子 沃 浇灌 鼓歪 斜 堵 座

琼 州 s u i
) 。x a ‘h o u ‘s a 习 ? d i u 之 (

h a i a k
, ( x i

( t 明

厦 门 ts
‘

u i
) ‘

k
‘a : t

‘

。 ; t s
‘

a n t i u 之 : t
‘a i a k

。 :
k

‘

i
(

sa n

莆 田 t s ‘u 已, 。
k

‘

。 : t
‘

皿 、t s ‘

叨 t i u 之 。t
‘a i o ?

。 (
k

‘

i 呼句

福 州 t s ‘

u o i
, :

k
‘a : t

‘

, : t s ‘

e i习 t i e u 之 : t
‘a i u o ?

。 。
k

‘

i
( s ‘句

从以 上 简略 的比 较 中
,

可 以 得到 一 个 结论 : 平 常认为琼 文 方言 是闽 语 的一 种
,

这 个说法可

以 成 立
。

但 由于地 理历 史 的 原 因
,

琼 文话 具有 自己 的 特点
,

详 见下 文第 肆节
。

邵 宁区 地处福 建西 北 部
,

与 江西 省赣 语地 区相 邻
,

南部是 客话 区
,

因此它 既 有闽语 的一 些

共 同特征
,

又有 客家话 的一 些特 点
,

显 然 是 闽语 和客家 话 的过渡 地带
,

同时 和赣 语 也有密 切

关 系
。

它 的主要 特征 见下 文第肆 节
。

客 家话 和 闽语 有 明显 的不 同特 点
。

下面大 略说 明 这两种 方言 的主 要差 别
。

闽 语 以 厦 门
、’

莆 田
、

福 州
、

建欧
、

永安 五 点为 例
,

客 家话 以 长汀
、

永定两 点为 例
。

厦 门话 的说 法
,

基 本 上可 以代

表 广东 潮汕 地 区 和 台湾省 内 的 闽南 话; 长 汀话
、

永 定话 的 说 法
,

基 本上 可 以 代表 台湾 省 内的客

家 话
。

琼 文 闽语 有它 的 特殊 性
,

这里 不举 例
。

【l] 古 全 浊声母 字
,

如“盘 饭 同郑 穷皮贼 糖伴 ,, 等
,

闽语 不 论 平声仄 声
,

今声 母 多数读 不 送

气 的 清 塞音 或塞擦 音(’’ 盘 饭 同郑 穷勺
,

少数读 送气 的塞 音或 塞擦 音(’’ 皮贼 糖伴,’> ; 客 家话 不 论

平 声仄 声
,

今 声母 都读 送 气的 清塞音 或 塞擦 音
,

只有 极少 数 的 字例 外
,

如 “ 渠他 ” 字 几 乎都 读 成

不 送气 的 [ k- 〕
。

盘 笠 饭 奉 同定 郑 澄 穷群 皮盆 贼 从 糖定 伴业

厦 门 : p u 巨 四
之 : t 叼 t 宝之 ; k i 叼 : P

‘e t s ‘a t 之 : t 、 p
‘u 巨之

莆 田 : P u a P u e 之 : t 阅 t a Z : k . 习 : P
‘u e t s ‘。? ; ‘t

‘u q
、

P
‘ u 叼 之

福 州 : P u a 习 P u 匆 之 : t u 习 t 叨 之 : k y 习 : P
‘

阳1 t s “i ? ; : t
‘

o u 习 P
‘ u a 习之

建 欧 训 i 习、 Py 句2 ‘ t 。习 t i 叼 身 “
k ce y 习 P

‘

y e 〕 t s “ 之 t
‘。习 )

.

p
‘ u 句之

永 安 ‘P u m p Um
, : t Q 习 t i 6

) : k i a m : P
‘u e t s ‘a ; : t

‘Q m ‘P
‘ u m

长 汀 : P
‘

叨 P 恤之 : t
‘

o 刁 t J
‘

叨
之 : t l ‘叼 : P

‘

1 t s ‘

e 之 : t
‘”习 p

‘

叨
)

永定
‘ ‘

。 。 ‘

叨
‘

叨
) ‘

习
‘ ‘

?
‘

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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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古非敷 奉及 晓匣 母 的合 口 字
,

如 “飞分 翻符 扶 ; 灰化胡 祸刀等
,

闽语文读 今声 母都 读

【卜] 或 【x 一

』; 客 家话 文 读 今声母 绝大 多数 地点 都读 [f-]
。

飞非 分 非 翻敷 符奉 扶奉 灰 晓 化 晓 胡 匣 祸匣

厦 门
(

h u i
。

h u n 。
h 砰a n : h u ‘h u :

h u e h u a , : 如 h o 之

莆 田
:

h i
。

h o 习 。
h u a 习 : h u : h u 。

hu e h u a ) ‘为的 h D 之

福 州
。

h i
。

h u 习 。
h l l a 习 : h u : h o u 。

h ua i h uQ
, : h u h u ,

建欧
。x i

: x 。。 : x ua 句
‘x u ‘x u : x o x u a , c x u

,

x u a ,

永安
:

h u i
。

h u 巨 。
h 单 : h u : h u 。

h u e h u 。 ) : h u ‘h a 山

长汀
:

fi
。

fen
:

吻
: fu ; fu fa

’ : fu fo 奋

永 定
:

fe i
。

fu n :
fa n : f i : f i :

fo i
(

fa : f 圣 fo u ,

【31 古知撤 澄三 母 字
,

如“ 猪竹 张姓 ,

超 抽畅
,

池 陈姓虫 刀 等字
,

闽语 白读今 声母 是 [t 一

t’- ]
,

跟 古端透 定三母 字 的今声 母相 同
。

但“ 猪 ” 字建欧
、

永 安两地 口 语 不 用
。 “ 超”字福 州 读 Ic t s’ie ul

口 语 不常 用
,

建 欧 口 语也 不常 用
,

记 音暂 缺
。

以上 这 些字客 家话今 声母 一 般读 〔t 了
一

tI’
一

I 或

[ts
一

ts’ 一
,

跟古 端透 定三母 字的今 声母 lt
一

t’- ] 不 同
,

只 有个别 字例 外
,

如 古 知母 字“ 知 ” ,

永定

也读 [
。t i ]

。

猪知 竹 知 张 知 超傲 抽 徽 畅徽 池 没 陈澄 虫澄

厦 门
: t i t i o k

, 。t i 。 : t
‘

ia u : t ‘
i u t

‘

i ”u
, ‘t i ‘t a n ‘t

‘

a 习

莆 田
。t y t ce ?

。 。 t y a 习 : t
‘

i o u : t
‘

i , u t
‘

y 叨
, ; t i : t 句 : t

‘

. 习

福 州
: t y t 。卯

, ( t u o 习 挤s ‘

i e u ( t
‘

i e u t
‘u 叼

) ; t ie : t 句 ; t
‘。玛

建欧 t y 。 。t i 。习 : t
‘

i u t
‘

io U
) ( t i

‘t e iq : t
‘。q

永安 t y , ( t in m
Ct

‘

i坦
: t

‘

iQ u t
‘

i Qm
, : t e : 饱 : t

‘

叨

长汀
‘t 了u : t 丁u : t 丁妈

: t 丁
‘。 : t l 、坦 t l

‘”习, : t J
‘

1 ; t 了
‘e 习 : t l

‘o 习

永定
。t s i t s u ?

。 : t s 姆
: t s ‘e u 。 t s ‘

i u ‘t s ‘ 。q : t s
‘

i : t s
‘

句 ; t s ‘

明
【4 ] 一 部分 古 匣母 字

,

如 “行 走猴 厚 含糊 ”等
,

闽 语 白读 今声 母是 I k
一

』( 只 有个 别字如 “ 环 ”

有的地 方读 [k’
一

]
,

如厦 门 [ ‘k’ ua n] )
。

另一部 分匣母 字
,

如 “ 话学 鞋闲 刀等
,

闽语 白读今声 母是

伸
一

1 ( 零 声母 )
。

以 上两部 分 古 匣 母 字
,

客 家话开 口字 (’’ 猴 含”等) 今声 母通 常读 「h- 」
,

合 口 字

(’’ 糊 话”等 ) 通常 读 【f-]
。 、

但 永定
“

厚” I
。

k’ eu ]
,

读如 古群 母
,

与 闽语相 同
。

行 猴 厚 含 糊 话 学 鞋 闲

厦 门 : k i 巨 : k a u k a u , ; k a m : k o u e ‘ 叮 之 : u e : i。

莆 田 ‘k i 五 : k a u k a u , ; k 叼 ; k o u u a , o ? ; ‘e : e

福 州 : k i a 习 : k a u k a u 之 ‘k a 习 : k u u Q 之 姆 ; : e ‘e i 习

建欧
(

k i 明
(

k e k e ; k a 习, ‘

ku
u a , 。 ; ‘a i

‘ a 句

永安 ‘k i 6 : k 。 ‘知 ‘k 6 ;

ku
u 。 〕 ‘a 川 : e ‘t

长 汀 : h a 习 ; h 甘“ h 甘tU Z : h a U : fu fQ 之 h o ; : h a i : h 叨

永定 : h叨 : h e u 。
k

‘

e u ; h o n : f i fa
)

h 。? 。 : h e i : h a n

【5] 口 语词 “ 柿 柿 子 ”字 闽语今 声母 都读 「k’
一

]
,

客家话 大 多数地 点都读 清擦 音 【s-]
,

有 的

地方读 清 塞擦音 [ts
‘

一
。

永 定 “ 柿 花柿 饼 ”读 【ts’ i ’ :
fa ]

。

但
“

柿 子 ” 叫“ 稗子 ” 〔
(

Pi
‘t 川

。

,’) L 子
、

高
、

锅 ” 闽语 多数 地点 分别 说 成
“

田
、

悬
、

鼎 ” ,

个 别 地 方如 建 欧 管“ 高” 说 [
〔

au ]
,

来源待 考
。

客家

话 分 别 说成 “ 子
、

高
、

锅 或镬,’

方 言

o



柿 柿 子 儿子 高 锅

厦 门 柿 k
‘

i 之 田
C

k i巨 悬 : k u 巨i 鼎
C t i巨

莆 田
‘

柿 k
‘

i , 田
‘

k 扣 悬 : k e 鼎
‘t i a

福 州 柿 k “ i 之 田
(

k i a 习 悬 : k ‘i 习 鼎
‘t i a 习

建欧 柿 k
‘

i 之 田
‘

k y i 习 口
“a u 鼎

‘t i叼

永安 柿 ‘k
‘

i 田口
‘

k y e 刁 ‘t sa 悬 : k y e 习 鼎
( t i 6

长汀 柿 声1 子
( t s l 高

。
k 。 锅

:
k o

永 定 柿 t s 住, 、 花 子
‘t s i 高

:
k o u 镬 v 。? 2

在 闽语 区里
,

闽 南
、

莆仙
、

闽东三 区之 间 的一致 性很 大
,

可 以 叫做 闽语东 三 区
。

闽北
、

闽 中

两 区的共 同点也 较多
,

可 以明做 闽语 西 二 区
。

从本 节开 头 的 比较 材 料 看
,

广 东 省海 南 岛的 琼文

方言 和 闽语东 三 区比 较接 近
。

东 三区 闽语 和琼 文 方言 的 重 要特征 是指示 代词 近 指 都 用 [ts -j

声母 字
,

远指 都用 [h- 】声 母字
,

例如 : “这分 厦 门
、

莆 田
、

福 州
、

琼 州都说 “ 者 ” [
C

tsi 〕; “那 ” 厦门
、

莆 田
、

福 州 都 说“ 许” I
“

址 ]
,

琼 州说 成 【
‘

hu ] 或 【
‘

hol
,

可 能也是 “ 许 ,, 字
。

东 三区 闽语 的 另一

个重 要特 征是 古 清擦 音如 “水 手书刀 等字 今 白读 很 多读 成清 塞擦音 [ts
一

] 或 [ts’
一

] 声 母
,

如 “手,

厦 门
、

莆 田 读 [
‘t s

‘

i u ]
,

福 州 读 [
( t s ‘

i e u ]
,

只 有琼 州读 [
‘s i u ]

。

西二 区闽 语带 有某些 客 家话特 点
。

重 要特征 是 一些 古来 母 字
,

今 读 lJ
一

] 或 Is
一

] 声 母
。

例如 : “ 李 ” 永安 [ ‘扛a1
,

建 欧 [
‘踌」;

“笠 , 永安 【‘l ye 〕
,

建 欧 [s 护 ]
。

另外
,

西 二 区闽语 口 语 里 把 “ 猪 ” 说做 “ 稀
《 广 韵 》上声 尾 韵 虚 岂切 ” ,

永安 [
‘

k
‘

y i ]
,

建 欧 [
(

k
‘

y l ; 把 ,’ 说话 ,, 说做 ,’ 话 事气 永安 [u 。 ’

了i a 。

]
,

建欧 [u a 之 t i 之]
。

这也 是

一个 重要 的 特征
。

同 时
,

我 们注 意 到 : 西 二 区 闽语说 “渠 他
、

今 朝今 天
、

后 朝 后 天
、

屎 窟 臀 部 ”等 词
,

古 山 摄开 口 一 二等 今 读不 同韵( 乾 手 间)
。

这些 特点 和许 多客 家话 相同
,

说 明 西 二区 闽语和 客

话区 方 言有 密切 关 系
。

总起 来说
,

就福 建 省境 内而 言
,

东 部沿海 地带 是具 有显 著 闽语特 点的 地区
,

西 部地 带是 具

有显 著客 家 话特点 的 地区
,

中部 地带 是具 有某些 客 家话 成份 的闽语 地区
。

从 东望 西
,

闽语 的成

分逐 渐减 少
,

客 家 话 的成分 逐 渐增 象 从 西望 东
,

客家 话 的成分逐 渐减 少
,

闽语 的 成分逐 渐

增 多
。

珠 各 区 方 言 的主 要特 征

下 面 分别说 明各 区 方言 的最 主要特 征
。

第叁 节 已 经说 到 的 不再重 复
。

( 一 ) 闽 南区最 主要 的 特 征是 没有 撮 口 呼韵 母
。

其 他 各 区除客 话区 一些 点外
,

一般 都有 撮

口 呼 韵母
。

其 他区 读撮 口 呼 韵母 的字
,

本 区多数 读成 齐齿 韵 或 合 口 韵
,

个 别地 点有 的 字读 成 开

口 韵
,

如 ,’ 去 ,, 厦 门
、

台 北都读 成 [k
‘
i

〕

] 或 [k
‘u 。

]
,

潮 州 读 [k
‘、 ”

]; a 聚 胡 须 力厦 门
、

台北
、

潮州 都

读 【
。

ts’ in ]
。

本 区 边 缘地 点如 龙岩 话有 〔ya yo y 反】三 个撮 口 呼 韵 母
,

可 能是 受邻 区有 撮 口 韵

方言
,

如 连城 话
、

永 安 话的 影 响
。

但龙 岩话 里读 撮 口 韵 的字 数很 少
,

如 【y 司 韵 只 有 “ 件” [k y 巨U

一 个 常用 字
。

本 区 还可 以 根 据辅 音韵 尾 的 多少
,

以及 古声调 在今 方 言的 分 化情 况分 为三 片 :

� 泉 漳 片三十 六县 市
,

绝大 多数 地 点有 卜m
一n 一

川 和 卜p
·

t
·

k 刃 等辅 音 韵 尾
。

如厦

门 a 深
( t s ‘

i m } 亲
: t s ‘

i n } 清
。t s

‘

i 习 !} 杂 t s a p ; } 失 s i t ,

} 足 t s io k
)

} 雪 s 日 尸
。

本 片 多数点

都 是七 个单 字调
,

只 有龙 岩话是 八 个调
,

古 平 上去 人基 本上 各按古声母 的清浊 分为 阴 阳 两类 ;

惠安
、

晋江 是六 个调
,

古上 去今 单字 调都 不分 阴 阳
。

七 个调的 多数点是 古全 浊上 声 归阳去
,

但

泉 州
、

南安
、

安 溪
、

德 化 四 点 古 上声 今分 阴阳
,

古去 声单 字调 今不 分阴 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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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田 片只 有 卜川 和 卜月 两个 辅音 韵尾
,

如 “ 深 亲清
。

ts’ 叨 } 杂 t s a ? ; } 失 s曲
。

l 足

ts 成
。” 。

这一 点和邻 近 的闽东 区方 言相 似
。

参 考闽 东区侯 官 片福 州话 : “ 深亲 清
C

ts’ 匀 } 杂
ts a ? 。 } 失 s 以?

。

l 足 ts 呷?
。刀。

本 片大 田话 也是 七个 调
,

古清音声 母和次 浊声 母去声 字今 仍读

去声
,

古全 浊声 母去 声字今 分 别归人 阴平 和阳 上
。

�潮 汕 片十 二 县 市
,

绝 大 多数地 点有 卜m
·

川 和 卜p
·

k
一

刀 等 辅音 韵尾
,

但 没有 〔
·

川 和

l-t 』尾
,

其 中澄海 一 点 只 有 卜川 和 卜k
一

刃 尾
。

如潮 州 “ 深
:

ts’ 加 } 亲
。

ts’ 句 ! 请
:

ts’ 勺 l 杂
t sa p ; } 失 s ik

。

{ 足 ts o k ) 刀
。

另外
,

本片 除惠 来古去 声不 分 阴阳
,

只 有七 个 单字调外
,

其他 各

点 古平上 去人 今声 调都 分阴 阳
,

都 是八个 调
。

( 二 ) 莆仙 区从文 白系统 和基 本 词汇看
,

和 闽南区 方言很 接近
。

但莆 田话 韵母 系统 里没 有

鼻化 韵
,

连 读时声 母 常常发 生音 变
,

又 和 闽东 区 方言很 相似
。

因此 本区可 以 认 为是 闽南区 和 闽

东 区 的过渡 地带
。

本 区最 主要 的特征 是没 有清擦 音 卜] 声母
,

其他 各区读 卜 ] 或 [I- 1 声母

的字
,

本区 通常 读 为舌 尖 清边 擦音 [4
一

] 声 母
。

比 较 莆 田
、

厦 门
、

福 州 三处读 音 :

沙 时 洗 写 嫂 四 赛
,

白 熟 沙

莆 田 丹a : 4 1 件e 嗯i a C

如 4 0 ) 生a i
, 。生句 弓ce ? ;

厦 门
。‘a : 5 1

C s e ‘s i a ( 50 5 1
〕 s a i

, ( s i m s i k ;

福 州
。s a : 5 1

“5 0 C s 认 C s o s e i
) s u o i

) : s 句 s y? 。

( 三) 闽东区 最主 要的 特 征是 把“ 狗 ”说做 “ 犬 刀 ,

如福 州
、

福 安 [
(
k’ 。如

,

霞浦 〔
‘

k’ a 匆]
,

宁

德 [
‘

k’叨 ]
,

尤 溪 [
(

k’ u 司
。

本区 还可 以 根据 韵母和 声调 的 关 系分为 两片 :

� 侯官 片十三 县市 除尤 溪等个 别地 点外
,

韵 母根 据和 声调 的 关 系都 可 以 分 为 “ 紧音 ,, 和 “ 释

音 ”两 套
。

如 福 州逢调 类是 阴 平
、

阳平
、

上声
、

阳人 的 读‘ 紧音” ,

逢 调类 是 阴 去
、

阳去
、

阴 入 的 读
“耘 音 ” 。 “

紧音 ” 韵母 里 主要 元音 的 舌 位 比 “辑 音刀 韵母 较 高较 前
。

例 如
,

紧音 卜句] 韵 相对 的

辑 音是 【
·

e 句1 韵
,

紧音 卜i2] 韵 相对 的髯音 是 卜e i?1 韵 :

阴平 阳 平 上声 阴去 阳 去 阴人 阳人

紧 音 丁
: t 句 亭 : t 匀 顶

( t 匀 直 ti 礼

撰 音 镇 t 。句
,

阵 t 。匀, 滴 t o i ?
,

� 福宁 片六 县 市都 不 分 “ 紧音 ” 和
“

卷 音”两 套韵母
。

( 四 ) 闽北 区最 主 要 的 特征 是 “ 虎” 字 白读为 【k’ 一 声母
,

如 建既
、

崇安
、

松溪
、

政 和 都读

[
‘
k’ u]

,

建 阳读 【
C

k’o]
。

本 区各 点 内部 还有 一 些显 著 差别
,

如建 既有人 声调
,

但 没 有 卜p
一

t -k

刃 等 辅音韵 尾
,

如 “ 杂 t sa : } 失 si
。

} 足 ts y 。,, 。

建 阳 [x
一

〕和 【h
一

] 两个声 母对 立
, “ 富 xu

’

手

吐 h u , ”。

本 区内南平 市是 清代 延 平府 府治所 在地
。

今 南平 市区及 市郊西 芹 一带 是福建 境 内最重要

的官 话方 言 岛
,

有人 叫做 “ 土 官话 刀 。

它 的 主 要特征 是 古 全浊声 母今读 塞音
、

塞擦 音时
,

逢平声

今读 送气 清音
,

逢 仄 声今读 不 送 气清 音
,

如 a 皮 : p
‘

i { 同 : t
‘o 习 l 茶 : t s ‘a } 病 p 句

’

! 足 t s u 全,

1弟 ti
’, ; 古知组 字今 读 I t s

·

t “
一

]
,

不 读 It
一

t
‘一

]
,

如“ 竹 t su ?
。

! 超
: t s

‘

i a u { 虫 : t s ‘o U
,, 。

这

两 个 特点 和周 围的 闽语 方言 明显 不 同
。

但它 有一 些特 点和 周 围 闽语 方言一 样
,

如只 有 卜习 刃

两 个辅 音韵 尾
, “ 深亲清

(

ts’ 句 l 杂 ts 叮
,

1 失 s 口
。

1足 t s u ?
。

,’; 齐 齿韵可 以 和 【k
一

k’
·

x- ] 三

个 声母 相拼
,

如 ‘ 讲
‘

k i 叼 i 巧
仁

k
‘

i a u l 血 x i e ?
, , o

( 五) 闽 中区 最主 要的 特 征 是把“ 妻 子却叼做 “ 阿 娘 ,, ,

永安
、

三 明 [
。

5 山 认m 」
,

沙县 I
‘

5

‘习D]
。

其 他各 区除 邵 宁 区 泰 宁 一 点也叫 “ 阿 娘 ,, 外
,

都 没 有这 个 说 法
。

另外
,

由于 受到 相邻客

方 言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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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区客 家话 的 影响
,

本 区 多数 地方 有舌尖 部 位 的 [ts
一

ts
‘一

s-] 和 舌叶部 位 的 [tf
·

tJ’
·

了
一

l 两 套

对 立 的 声母
,

如 永安 “札 t s 。 。

手 隽 t J。 。

} 亲
C t s i 手 深

。t l i ! 四 5 1
〕

子 戏 f i
) 刀 。

这 个特

点 在 闽语里 是十 分 突 出的
。

( 六) 琼 文 区 的特征 是: 古帮
、

业 仄母 字 和 少 量非
、

奉母 字读 份b
一

]
,

如 琼州 话 “ 包
。

物au } 本
(

? b u n l 笨 ?b u n , IJ飞
。

?b u e { 房 : ? b a 习,, ; 古 端
、

定仄母 字和 一 些 知
、

澄 母字读 [? d
一

]
,

如 “ 7J
。

?d o } 党
‘

? d 叼 } 杜 ? d u ’ }{ 猪
:

? d u ! 竹 ?d i o k
)

! 迟 : ?di ,, ,

[?b ] 和 [?d 』 的 特点 是前 带喉

塞 音
,

发音 时有 轻微 的吸 气作 用
。

没 有送 气的 塞音
、

塞擦 音
,

古 傍韭 平
、

透定 平
、

清 从平
、

撤 澄 平
、

初崇 乎
、

昌船个别字书 部分 字禅部分 字
、

溪群 平 各母 字 多读擦 音声母
,

如 “ 飘
:

fi au ! 平 : fe 习 l 胎
e

h a i ! 团 : hu 叨 0 浅 “s i n ! 才 : s a i l} 超
C s i au } 沉 : s i m l 楚

‘5 0 { 馋 : s

am i} 出 s u t 。

} 乘
‘s e q ! 舒

: 5 1 } 市 5 1之

l 考
C x a u } 群 : x u n ,, 。

本 区 还 可以 根 据有 无 [f- v 一

] 或 [伞 b
一

] 声母
,

以 及辅 音韵尾 的 多少分 为五 片 :

� 府城 片六 县 市有 [f- v- ] 声 母
,

无 冲
一

卜」声 母 ; 有 卜m
· n 一

川 和 卜p
·

t
一

kl 六 个 辅

音 尾
。

@ 文 昌片两 个县 有 冲
一

b
一

] 声母
,

无 [f- v- ] 声 母 ; 有 卜m
· n ·

川 和 卜p
·

t
·

k 刃 七 个

辅音尾
。

�万 宁 片两 个县 有 冲
一

b- ] 声 母
,

无 Jf- v- ] 声 母 ; 只 有 卜n
一

川 和 卜t
一

k] 四 个辅 音尾
。

� 崖县 片 两个 县有 [f- v 一

] 声 母
,

无 冲
一

b- ] 声 母; 也 是 【
· n 一

川 和 [-t
一

k] 四 个 辅 音尾
。

� 昌感 片两个 县 方言情 况 复杂
,

讲 琼 文 话 的多来 自本 岛各 县
, 口 音 不一

。

( 七 ) 邵 宁区 最 主要 的特征 是兼 备客 家话 和 闽语 的某 些重 要特 点
。

例如 古全 浊声 母 今 读

塞音
、

塞 擦音 时
,

不 论 平声仄 声
,

今都 读送 气清 音
,

如邵 武话下 列字 的读 法 :

盘笠 饭 奉 同 定 郑澄 穷群 皮韭 贼从 糖定 伴亚

: P
‘o n P

‘

e n Z ‘t
‘ o 习 t

‘

i a 习之 ‘k
‘

y o 习 P
‘

e i
〕 t

‘

a ) ; t
‘ 。习 P

‘o n 之

这 种读 法是 客 家话 的重要 特点
,

请 参考上 文 第 叁节 【l]
。

一 部分 古知 组字
,

多数地 点今 声母

读 [t- t’
一

] 不 读 [ts
一

ts
‘一

]
,

如 邵武话 下 列字 的 读 法 :

猪知 竹 知 张 知 抽做 畅 做 池 澄 陈 澄 虫 澄

。 t y t y
) ‘t i 。习 : t

‘a u t
‘

i 。习) ‘t
‘

i ‘t
‘

i n t
‘

y o 习)

这种 读法和 闽语 的 读法 相同
,

请参 考上 文第叁 节 【3]
。

这里 必须说 明: 从来 历上 说
,

邵 武话的

卜] 和 [t’ .] 是 不平 行 的
。

[t- 』母 主要 来 自古端 知二 母 ; It’
一

] 母不仅 包 括 了 古透 定撤 澄 四 母

的一 部分 字
,

还 包括 清 从初 崇 昌等 母 的一部 分 字
,

如 “青清 。 t ,i n ! 存从 : t
‘

加 } 擂 初 t
‘

an
,

l 床 崇

t’叼
。

I 吹 昌 :
t’ei 刀。

这一 点和 闽语 不大 一样
。

另外
,

邵宁 区 多数 地 点说 “ 散坏 说 “脚” ,

如 邵

武
、

光 泽
、

泰宁
、

将 乐
、

顺 昌都 读 [
。

k’au ]
,

这 也 是 闽语方 言的重 要特 点
。

顺 昌话 所 带 的闽语 特点尤 其 多
。

例如 古非 组字和 晓 匣母合 口 字 “ 夫 效 扶
,

灰 湖刀等 今声 母

读 【h
一

] 不 读 【f-] ; “柿 柿 子,, 读 【k’ i
)

]
,

今 声母 是 【k’ 一 不 是 【ts’
一

』; 也管
“

锅,,g 目“ 鼎 ” [
C

ti 叨]
,

管 “ 儿子 却叼“ 田 ,, [
“

k 司
,

等等
。

本 文 把顺 昌话 剖 归本区
,

而 不制 人 闽北区
,

最重要 的 根据 是古

全浊 声母 今读 塞音
、

塞 擦音 时
,

不 论平 声仄 声
,

今 顺 昌 话都 读送 气 的 清音
,

这 一 点和 本 区 及 客话

区 各 县市 完全 一致
。

本区 还要 特别 注意 泰 宁
、

建 宁两 点
。

泰宁 没有 [f-] 声母
,

古 非敷 奉三母 字今 读 【x- ] 声 母
,

古透 定撤 澄 四 母 字今读 【h- l 声母
,

因此 “扶 :

xu 手 涂 :

hu l 付 Xu
)

争 吐 hu
’

! 父 xu
之 手

度 u 之” ,

这个 特点 和闽 北区 的建 阳话有 点儿 相似
。

建 宁话 有 卜
· n ·

们 和 【
· · ·

等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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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 尾
,

和 相邻 的江 西境 内的一 些 赣 语方 言相似
。

( 七) 客话 区最主 要 的特征是 说“ 脚”不 说 “散刀 ,

如长汀 读 【‘tji o]
,

永定 读 Ik i 。?
)

]
,

台湾

桃园 客家话 读 [k fo k
。

]
。

只 有 明溪 一 点
,

受邻近 闽语 方 言的影 响说 “散 刀 [
。

k
‘

Qu l 不说 “脚刀 。

另

外
,

古 知组 字一般 都读 [t s
一

t s
‘一

] 或 It J
·

t l
‘·

]
,

不读 [t
一

t
‘·

]
,

如长 汀a 竹 : t 丁u } 茶 : t l
‘a ” ,

只

有个别 字在 个别 地点例 外
,

如永定 “知 ” [
(

til
。

本区还 可 以 根据 人 声 的有 无或 人 声韵 尾 的 情况分 为两 片 :

� 汀 州八县 市 的 客家话 有 两派
。

一 派是 长汀
、

连城
、

清流
、

宁化
、

明 溪五 点
,

其 中长 汀没 有

入 声
,

古清 音声 母人 声字 今读 阳平
,

如“足力 〔‘ts u]
,

古浊音 声母 入声 字今读 阳去
,

如 “杂 ts’ a 之 }

药 fo 奋气 其他 四 点虽有 人声
,

但人 声韵 只 有 卜刀 尾
,

这一 点跟 邵 宁 区 的一 些方 言有相 似之处
。

另一 派是 永定
、

武平
、

上 杭三点
,

这三 点都 有人声
,

人 声韵都 有 卜k
一

刀 或 [-t
·

?] 等辅 音韵尾
,

如永 定“割 k o t ,

! 杂 t s ‘

时; 刀O

�嘉 应 片三个县 都 有 卜p 一k] 三个人 声韵 的 辅 音韵尾
,

如 台湾 桃 园客家话 “杂 ts’ aP , l

踢 t
‘

et
,

! 白 P
‘

a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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