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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隆昌客家人主要来源于广东的梅县、五华，入川的时间基本是在清朝的初年。

隆昌客家话保留了客家话的一些基本语音特点：同时由于受到西南官话的影响，

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隆昌客家话的现有语音系统是受到客家话和隆昌当地西

南官话共同影响而形成的。

隆昌客家话有声母25个，韵母48个，声调6个。从历时比较的角度出发，

将隆昌客家话语音与《广韵》音系相比较，得出隆昌客家话语音的古今演变规律，

其中声母规律9条，韵母规律ll条，声调规律5条。从共时比较的角度出发，将

隆昌客家话与广东梅州地区的客家话、西南官话比较，发现在声母、韵母、声调

诸方面既有来自客家话的诸多语音特点，也有在西南官话影响下产生的语音特点。

同时，隆昌客家话对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的某些语音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隆昌、成都龙潭寺、仪陇、荣昌盘龙镇、新都、西昌黄联关都是四川(含重

庆)境内的客家方言岛，分布于川东(重庆)、川北、川南、川西等地。这六个客

家方言岛的语音特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方面都保留了客家话普遍具有的一

些重要语音特征，有一致的地方；同时，在各地西南官话的影响下，各个方言岛

又有一些语音上的差别。纵观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群的语音情况，我们很

难笼而统之地说哪个方言岛语音比较保守，哪个则演变得较快。不同的语音现象，

在不同的方言岛的表现是参差交错的，这既是社会对方言语音影响的结果，也是

方言内部语音要素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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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me begi衄ing of Qing D”蕊劬some Hakka iIlllabitantS immi伊ated to L0ngchang C0unty

of Sichu锄proVince f．rom Mei CouIlt)，锄d Wuhlla County of Gu孤gdong proVince．While rctaining

meir basic Iinguistic f．eatures，me Hakl(a dialects of L0ngchang h“e changed a Iot smce the

immigration because of龇砌uence of me soumwest dialects tIlere．T吼is t0阻y廿圮Hal(1国

dialectS of L0ngchang are砌uenced bom by the Hakl【a dialects a11d by tlle sounlwest dialects．

111盯e玳25劬ials。48 fimls龃d 6 tones iIl me H抛【a dialectS of Longch锄g．111is thesis

compares th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winl国口，谵∥刀的m tlle diachronic point of、riew．Thc

6ndings suggest that nlese dialects do haVe n毽laws of phonetic“olution，wrhich include 9锄tials’

featIlrcs，ll finals’featurcs孤d 5 tones’featu陀s．This nlesis also compares tlle Hal(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w油nle Hal(1(a dialects of Mei Coun吼Guallgdong proVince锄d the soutllwest dialects

行om me synchronic point of VieW．The findings suggest tIlat tlle initial，final aIld tone of tlle Hal【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have t11eir O、拥characteristics bo吐l related t0 me Hal(1(a dialects锄d me

sou也west dialects．on也e酬1er hand，being a speech islalld，tll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also

have certain innuence on me soutllwest dialectS theI．e．

L0ngchang，Lon舀anshi，Yilong，PaIllong，Xindu，HuangliallguaIl are the Haklca

dialectS islandS of Sichuan province，which are located i11 tlle e舔t，nortII，south如d west of t量lis

proVince．nlese si)【speech islandS llaVe someming in co删：Ilon，but also llave m哳own

charact丽stics．While retajning some importam featllres of the Hakka dialects，mese speech islands

a阳di岱：rem丘Dm one鲫otIler for me innuence of tlle south、Ⅳest dialects of each place．A觑r

exploring tll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Hakka dialects islaIlds of Sichu锄(including Chongqin曲，it is

hard to say which speech isl锄d h鼬experienced a slow process of phonetic eVolution，and which

speech islalld has experieIlce a f瓠t one．The phonetic phenomena of each speech isl锄d甜le

complicated，which rcsults not only硒m tlle innuence of socie够0n itS phonetic systeIIl'but also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di任．erent phonetic f．actors tllernselves．

1沁y wOrds： ￡口咿^口，lg Hakka dialects the diaIect Of southwest

speech sOund Speech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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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1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章绪论

1．1．1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四川客家话的整体面貌和特点

学术界目前对客家话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江西和台湾的客家话，

对四川客家话则少有涉及。在詹伯慧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一书附

录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参考资料选目》中，有关客家方言的资料条目一共有两

百多条，其中专门论述四JJI客家话的资料条目仅有2条①。可见，四川客家话的研

究目前的确是客家方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不少客家方言点还没有进行

过专业性的调查，这就需要我们方言工作者尽快把它抢下来。

隆昌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位于成、渝两大都市中点，素有“川南门户"之

称，古有“北接秦陇、南通滇海、西驰叙马、东达荆襄，以弹丸而当六路之冲，

扼川南而通四面八方"圆之称。，是联接川、滇、黔、渝的重要物资集散地。隆昌历

来被誉为是“川南客家的大本营”，客家人的祠堂、族谱、会馆(南华宫)、牌坊

至今在隆昌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根据四川大学教授崔荣昌先生和隆昌当地客家

文化研究者、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理事曾一书先生的研究，隆昌的客家人主要分布

在金鹅、胡家、山川、周兴、圣灯等十余个乡镇，人口约有二十多万，占整个四

川客家人口的五分之一强固。论文主要研究隆昌客家方言，并将其和四川境内(含

重庆)的成都龙潭寺、荣昌盘龙镇、仪陇、新都、西昌黄联关等地的客家话进行

了对比研究，这对于深入研究四川客家方言特别是川南客家方言，进一步揭示四

川客家方言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1．1．2揭示隆昌客家方言和西南官话相互接触和影响而产生的语音规律

方言接触(dialects in eontact)是指不同的方言互相接触、影响、渗透，

是目前方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隆昌两种方言(西南官话和客家话)接触的原因是

由移民因素造成的。因此，论文通过对隆昌客家话和广东、福建客家话以及西南

官话灌赤片(仁富小片)的比较，分析出隆昌客家话语音演变规律，并探讨其受

岛外方言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1．1．3通过对隆昌客家话的比较研究，对隆昌客家人的来源等问题进行方言学
上的考证

①分别是黄雪贞先生的《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方言，1986(2))、董同稣先生的《华阳
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史语所集刊，1948)。

②据1995年版《隆昌县志》

@据崔荣昌先生的《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95(1))，四川客家人口的总人数估计在100

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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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客家人介绍，隆昌客家人主要来源于广东的梅县、五华，也有来自于

福建闽西的。隆昌客家话研究可以为这一说法提供方言学上的考证。另外，曾一

书先生还指出，客家人入川后，在泸县、隆昌、富顺等川南地区垦殖相当长时期

后，一部分仍留在川南，一部分顺沱江流域而上，至成都等川西地区垦殖定居，

也就是说著名的成都东山客家就是由隆昌客家迁徙过去的①。因此，通过对隆昌客

家话和成都东山(龙潭寺)客家话的比较研究也可为这一说法提供方言学上的考

证。

1．2研究对象和前人研究的成果

1．2．1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研究隆昌客家话。另外涉及广东的梅州、五华，福建以及四川成都

龙潭寺、仪陇、新都、西昌黄联关、重庆荣昌盘龙镇等地的客家话o

1．2．2前人研究成果

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目前除了《隆昌县志》(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1995)对隆昌客家话的语音有一些较粗浅的记载外，还没有专门从方言学

的角度来研究隆昌客家话的文章和专著。笔者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了四川大

学教授、四川客家研究专家崔荣昌先生，崔教授表示，隆昌虽然有“川南客家大

本营"之称，但并未做过深入的方言调查。隆昌当地的客家研究专家曾一书先生

也表示，现在对隆昌客家的研究主要是从民俗学和文化学的角度，从方言学的角

度研究隆昌客家方言的资料尚未见到。

当然，近年来，客家研究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的重视。

四川客家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四

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出版的《四川客家文化丛书》等一系列专著以

及隆昌曾一书先生的《四川隆昌客乡石牌坊新篇》等著作都多少涉及了一些隆昌

客家文化的资料。

1．3方言材料与调查

．笔者多次对隆昌客家方言进行了实地田野调查，深入到隆昌客家人比较集中

的金鹅镇、山川镇、石碾镇、圣灯镇等地走访客家群众，获得第一手资料。本文

所采用的方言材料均以60岁以上的隆昌当地客家老人的语音为主，部分材料也涉

及到少量中年人，基本上能代表当地客家方言的实际读音。主要发音合作人有：

∞笔者根据对曾一书先生的采访以及曾一书先生在“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综
合而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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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姓名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职业 教育程度

曾一书 男 77 隆昌县金鹅镇 退休教师 大学

曾令军 男 67 隆昌县金鹅镇 法律工作者 中学

陈仕芬 女 43 隆昌县圣灯镇 小学教师 中专

曾贵英 男 65 隆昌县圣灯镇 圣灯镇居民 初中

刘文超 男 66 隆昌县山川镇 村小教师 初中

曾令琼 女 57 隆昌县金鹅镇 退休工人 小学

曾 毅 男 50 隆昌县圣灯镇 小学教师 大专

1．4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描写记录，分析归纳，比较研究。

1．5论文凡例说明

1、关于声调的标示法。。口表示阴平，曼口表示阳平，‘口表示阴上，量口表示
阳上，口’表示阴去，口≥表示阳去，口。表示阴入，口鲁表示阳入。

2、方框“口”表示有音义而找不到方言本字的方言用字，每个“口”代表一
个字。

3、其它体例用法将随文注明。

1．6隆昌县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①

1．6．1地理概况

隆昌县地跨北纬29”11’至29”32’，东经105”02’至105”26’。东临重

庆市荣昌县，南界四J|l省泸县，西接四川省富顺县，北连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隆昌县县域从建县至今无大的变动，幅员面积794平方公里，总人口76万，辖18

个乡镇和1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隆昌地貌属川东平行岭谷区华蓥山山脉向西南延伸的低山丘陵体系，地处赖

溪河和大清河的分水岭，地势平缓，除背斜低山外，呈北高南低的趋势。最高海

拔为665．8米(隆昌与荣昌交界的燕子岩)；最低海拔为290米(桂花井乡塘边村)。

相对高度为2卜50米。境内地貌有平坝、浅丘、高丘、低山四种类型。
隆昌属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四季温和，无霜期长。但日

照时间较少，年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四季降水不均，旱灾和低温冷害频繁。

。根据《隆昌县志》(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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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历史沿革山

隆昌县历史悠久。这个地区在西周、春秋战国时属巴国；公元前316年，秦

惠王派张仪等统兵统一四川后，属巴郡；汉时为益州犍为郡江阳县(县治江阳，

今泸州市)地，三国时属蜀汉益州江阳郡；两晋时属益州江阳郡：南北朝时期，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属南朝宋益州东江阳郡，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

年)属南朝齐益州东江阳郡，北周武帝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属北周东江阳郡；隋

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属泸州郡；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

属前蜀成都府；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属后蜀成都府；北宋时属梓州路富顺

监；南宋时属潼州路富顺监，元朝属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明洪武初年在今金鹅镇

设隆桥驿，隶属荣州。

据历史资料记载，在今隆昌双风驿曾于唐朝正德四年(公元621年)置来凤

县(清·道光《富顺县志》载：“唐武德四年置来凤县，武德九年并入富世县，今

基址无考。当今隆昌之双凤驿’’)；于唐贞观(公元628年)曾置隆越县(明·永乐

《泸州志》载：“唐贞观二年置隆越县，属泸州”)；蒲孝荣著《四川历代政区治

地今译》载：“隆越县，贞观时(公元627—634年)县治今隆昌县城关镇”。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四川省巡抚谭纶以驿界泸州、荣昌、富顺县诸

境地理辽广，山涧险阻，易为盗贼潜匿踪迹，奏请割三州县交错地在隆桥驿置县。

于夏历十二月壬辰初获准。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析泸州2里、荣昌4里、富顺

14里置隆昌县，县治隆桥驿(今金鹅镇)。隆昌县名由来有二说：一说是政治因素，

寓兴隆昌盛。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编《隆昌县志》载明知州江汝岷撰《隆

昌治记》中写道：“夫道有渊源，政治上所以日隆也；治有根柢，吏民所以昌盛也。

隆昌之名有味哉，有味哉。’’二说是地理因素。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叙

州府志》称：“隆昌古昌州地，隆庆改之，理隆桥驿，因兼二义而取斯名。"又《方

舆纪要》旧志云：“县址故属荣昌，而为隆桥驿之地。故以隆昌为名"。

隆昌在明隆庆元年至清嘉庆六年(公元1567—1801年)属叙州府。清嘉庆七年

(公元1802年)，推行道制，隆昌属川南永宁道(1908年改称下川南道)叙州府。民

国元年废道制，隆昌属叙州府。次年废省改道，同时废府、州、厅，隆昌直隶下

川南道(次年复名永宁道)。民国17年，国民政府改组地方行政组织，以县为基本

单位，隆昌直隶四川省政府。民国24年，四川省划为18个行政督察区及西康督

察区，隆昌属第七行政督察区，至1949年无异。1949年12月5日隆昌解放，12

月18日成立隆昌县人民政府，属泸县专区。1952年1月，泸县专区改为隆昌专区，

专署移驻隆昌县城；1952年12月20日，隆昌专区改为泸州专区，专署迁至泸州，

隆昌属泸州专区。1960年7月，泸州专区撤销，隆昌属宜宾专区。1968年专区改

制为地区，隆昌属宜宾地区。1978年4月隆昌改属内江地区；1985年6月内江地

区改为内江市，隆昌属内江市管辖。

。详见《隆昌县志》(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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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7隆昌客家人及客家文化介绍

1．7．1隆昌客家人和客家文化

据崔荣昌先生的研究，隆昌县有客家人二十多万，形成了以隆昌为中心的川

南客家群体，素有“川南客家大本营’’之称，在四川是除洛带之外最大的客家人

聚集地。隆昌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金鹅、胡家、山川、周兴、圣灯等十余个乡镇。

时至今日，这些客家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特有的习俗，说客家话，吃客家菜，行客

家礼。

客家话在隆昌被湖广人称之为“土广东话"，客家人则称之为“广东话”。隆

昌能说客家话的客家人不在少数，但是以中老年人为主。隆昌客家文化研究者曾

一书先生认为，之所以客家话在隆昌得以保存，原因有二：一是先祖遗训——“宁

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过去孩子们一出生接受的就是客家话教育：二是客家先

民们由故土移民入川，寄居他乡，有抱成一团，互相帮助的必要，于是他们对外

讲四川话，对内讲客家话。

隆昌客家人有着鲜明的饮食习惯，这多多少少源于客家饮食。如糯米饭、糍

粑、九大碗、咸蛋、大头菜、“烧白”等都是深受客家人喜爱的食物j
7

隆昌的客家布——夏布闻名遐迩，旧时为宫廷贡品，并远销海外，成为中国

最早出口的纺织品，其生产工艺历史悠久且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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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隆昌客家话的语音系统

2．1隆昌客家话的声母系统

2．1．1声母表(25个)

表2

≥≮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根

方法 ＼
p t k

塞 不送气 布 道夺 贵

清
p‘ r k‘

音
送气 步怕盘 太同 跪葵

tS 培 tC

塞 不送气 糟招祖主 织职 杰精经节

擦 增蒸 结酒九举

音 清 tS． ·蟮 t矿

送气 齐仓昌曹 锄 秋丘旗全

巢潮醋处 拳枪桥净

从虫粗初

除

浊 m n 珏 D

鼻音 明尾 女脑闰若 年软认严 岸硬

南怒

浊 l

边音 蓝路吕莲

清 f s税散扇 莘 C X

擦音 飞灰冯红 苏书僧生 声施蛇 修休旋玄 开海

扶胡化 思师 线虚

浊 z然 旃

零声母 闻暗话围危微武袄约运而延言缘元远

2．1．2声母说明

l、关于n和1的分合问题。根据笔者的调查，隆昌客家话在泥、来母的分混

问题上应该基本属于不混型，即泥母字大都读为[n】，少数在细音前读为[嘲，来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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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一般都读为[1】。

2、唇齿音的浊擦音[V]较少出现在隆昌客家话中，只有极个别的字，而且是较

为轻微的摩擦，所以在归纳的时候，没有把浊擦音[V】体现出来。

3、隆昌客家话有[t导t矿莘】这一组舌尖后音声母，这和龙潭寺、盘龙镇等地客

家话有明显的不同。

4、对于【x】这个音，不少四川客家方言点记作[h】，从发音部位上看，隆昌客家

话这个音更接近于舌根音，故记作[x】。

2．2隆昌客家话的韵母系统

2．2．1韵母表(48个)

表3

＼韵头
＼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韵尾＼
1资 j耳第地居基 u赌母故

飞枝脂 ia野 ua瓜 y女

a爬架花 iau条 uai怪帅

开(元) Q蛇 iai懈 啦i亏对桂

尾 au饱保桃烧 i3u流

韵 ai介 io茄

。河过 ie泻

oi妹来

ei倍

au斗丑收

e者

an胆三干间含 ian减榆连权圆廉 u3n船 ”俊旬

aD党桑床 in紧心新星林邻灵 u柚酸官关

鼻 3n忙 ioD琼穷胸 u抓温

尾 an根魂 jaD饼

韵 oD翁 i3n娘让

3n胖

a7百搭 ie?铁踢接急缺月 u￡7国刮 y7欲

塞 o?拨博剥 i07药

尾 ￡?色北直 ia们绿
u2鹿木

韵

自成音节
m午武五

2．2．2韵母说明：

1、关于【a]和【Q】的问题。隆昌客家话里的【a】和【Q】应属两个不同的音位。尽管

隆昌客家话中读[a】的音远远超过【Q】，但是二者绝不混读，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故而记作是不同的音位。

2、隆昌客家话有撮口呼，但较之普通话大为减少，隆昌客家话一般将普通话

8



第二章隆吕客家话的语音系统

中的撮口呼字读为齐齿呼，关于这一点后节有详细论述。

3、隆昌客家话存在着自成音节的鼻辅音m，主要代表字有“午、武、五、鱼"

等。

4、隆昌客家话韵母中没有[e】这个韵母。这个韵母在龙潭寺客家话中普遍存在。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龙潭寺客家话中读[e】韵母的字在隆昌客家话中开口度较大，

故记为【￡]。

5、关于前后鼻的问题。隆昌客家话的后鼻音只出现于开口、齐齿二呼。

6、在韵尾方面，没有m尾，m尾都并入了n尾。塞音韵尾p t k都消失，只有喉

塞尾?。在单元音前面，喉塞音韵尾?比较清晰，能明显地感觉到发音时喉咙有收缩。

2．3隆昌客家话的声调系统

2．3．1声调系统(6个)

隆昌客家话共有6个声调，具体是：
阴平——。口，调值为44。
阳平——暑口，调值为230
上声——。口，调值为3l。
去声——口3，调值为5l。
阴入——口，，调值为31。
阳入——口宝，调值为5。
具体的声调说明见后文的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研究部分。

2．4隆昌客家话的声韵配合表

2．4．1声韵配合表

表4

p p‘ m f t S t S‘ S Z 气 t t‘ n l t莘 tF 莘 IC tC‘ C B

1 资 醋 思

I 比 皮 米 帝 第 尼 礼 饥 欺 死

U 布 步 母 胡 立 粗 俗 都 土 怒 路

y 女 驴 橘 屈 徐

2 织 迟 去

a 把 怕 麻 花 渣 插 沙 打 拿

Q 蛇

￡ 者 社

Ia 姐 写

Ua 抓 刷

O 驳 坡 摸 左 错 蜜 多 拖 骡

laU 表 飘 庙 刁 跳 鸟 料 仃q 巧 笑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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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l 帅

aU 抱 袍 毛 略 蕈 骚 绕 道 桃 闹 老 烧n●～

Ial 懈

UeI 嘴 垂 碎 队 腿 内 类
●

13U 丢 出 柳 救 秋 休

al 摆 牌 买 坏 宴 柴 晒 戴 太 泥 赖

10 茄 靴 若

OI 妹 灰 菜 岁

l￡ 叠 例 借 切 歇

el 砬 倍 美 飞

§u 某 浮 走 抽 瘦 斗 透 漏 收

an 班 办 满 反 斩 惨 杉 然 胆 淡 南
业

一
●

lan 变 片 明 点 天 念 恋 剑 壶 先 益

Uan 砖 铲 酸

aD 方 葬 厂 桑 党 亩

3习 帮 旁 芳 菝 苍 当 堂 郎

13n 娘

IoU 琼 胸

laD 饼 贫 命 良 匠 枪 向

U3n 专 船 算 端 团 暖 乱

3n 崩 朋 忙 欢 常 汤

ln 兵 品 民 定 亭 林 近 请 训

Uan 准 寸 孙 刃 顿 吞 嫩 论

an 太 盆 问 分 真 沉 深 等 扔 冷

yn 俊 旬

oD 猛 红 终 从 送 戎 冻 同

a? 百 末 乏 杂 搭

ie7 撇 灭 铁 日 接 缺 协

u￡7 出

y7 域

07 拨 泼 作 凿 索 夺 脱 落

io? 脚 鹊

u2 扑 木 福 竹 触 熟 独 鹿

￡7 北 迫 默 折 直 色 德 特 袜 勒 职 吃

iau?

单 鱼．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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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k k‘ X
D a

1

I 衣

U 古 库 务

y

z

a 家 咋 牙

0

e

18 野

Ua 瓜 垮 话

0 过 课 河

laU

UaI 怪 快 怀 歪

aU 告 敞 豪 咬 袄

laI

Uel 鬼 葵 贿 位

IaU 幼

al 解 概 鞋 爱 艾

IO

OI 该 海 外

● 异I￡

el

3U 勾 扣 后

an 敢 堪 含 眼 暗

lan 烟

Uan 官 院

更 狂 岸
a日

3D

13n

10D

洋
laD

U3n 观 宽 缓 换

加 汉

tn
印

Uan 滚 困 混 横

an 根 肯 恨 恩

yn
允

。日
讲 孔 轰 瓮

a? 瞎 鸭

ie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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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刮

y? 欲

07 各 阔 活

i07 药

u7 骨

e7 堇 刻 核 额

iau7

2．5同音字汇

t九

12

阴平：资、姿、兹
阳平：

上声：紫、子

去声：字、自
阴平：粗

阳平：雌、瓷、辞、祠

上声：此

去声：醋、刺、次、赐

阴平：斯、私、师、思

阳平：矢

上声：仕、使、驶
去声：似、寺、饲

阴平：枝、脂
阳平：杀

上声：只(只有)、纸

去声：治、制、智、致、至
阴平：

阳平：迟、池

上声：耻、齿

去声：

阴平：施、诗、狮、尸
阳平：时

上声：匙、屎、史、始
去声：去、世、视、士、柿、事、试、市、室
阴平：

阳平：

上声：彼、比、鄙

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被(一动)备(～备)、臂

皮、疲、匹



第二章隆昌客家话的语音系统

去卢：屁、避

Ini 阴平：

阳平：迷、眉、谜
上声：米

去声：秘

ti 阴平： 低

阳平：

上声：抵
去声：帝、递

如 阴平：剔、梯
阳平：堤、题

上声：体、第、地
去声： 替

Ili 阴平：

阳平：尼、宜、疑

上声：耳

去声：腻

阴平：礼

li 阳平：离、梨
上声：李、旅

， 去声：丽、利、虑

t9i 阴平：拘、鸡、饥、几(茶～)、基、居
阳平：但(他、它)
上声：姊、几(～个)、己、纪

去声：具、计、寄、技、记、既、忌、祭、剂、季、巨、剧
硝 阴平：蛆、区、妻、欺、期、站

阳平：奇、其、棋、旗、渠
上声：取、启、起、聚

去声：器、趣
阴平：嘘、须、牺、稀、些、西、溪
阳平：徐

西 、 上声：许、死、喜
去声：絮、序、系(联～)、戏、四、析、细、婿
阴平：医、衣

阳平：余、于、榆、移、夷、遗、译、愚、遇、裕
i 上声：语、与

去声：易、意、已、艺、玉

pu 阴平：

阳平：

上声：补

去声：布、部

曲 阴平：铺(～设)、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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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蒲、扶(白读)、浮(白读)

上声：谱

去声：铺(店～)、步、簿
mu 阴平：

阳平：模(～子)、模(～范)
上声： 母

去声：暮、幕
m 阴平：夫、肤、敷、呼

阳平：胡、湖、傅、符、扶(文读)

上声：府、虎、
去声：互、护、富、妇(文读)、付、附、辅、父、户

Ⅵl 阴平：乌

阳平：

上声：

去声：

tsu 阴平：租、猪、诸、蛛、朱

阳平：

上声：组、阻、煮、祖、主、著
去声：助、驻、筑、柱、住、注、轴

t九 阴平：初

阳平：除、储、厨

上声：处、楚

去声：

、su 阴平：苏、酥、书、舒、殊、梳

阳平：

上声：鼠、数(动词)
去声：素、漱、术、树、竖

邳 阴平：

阳平：如

上声：辱

去声：

tlI 阴平：都(成～)

阳平：

上声：堵、赌、肚、土

去声：兔、杜、度
l‘u 阴平：

阳平：秃、徒
上声： 吐

去声：突

nu 阴平：

阳平：奴

上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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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努、怒

lu 阴平：

ny

ly

阳平：卢
上声：鲁

去声：路、露

阴平：

阳平：锄

上声：

去声：

阴平：姑

阳平：

上声：古、估、股

去声：故、固

阴平：枯

阳平：

上声：苦(辛～)

去声：库

阴平：

阳平：勿
上声：

去声：务、物
阴平：

阳平：

上声：女
去声：

阴平：

阳平：驴

上声：吕

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举
去声：锯、句
阴平： 虚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巴、疤
阳平： 爸

上声：把

去声：霸、罢

阴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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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爬
上声：

去声：怕

r11a 阴平：马、妈
阳平：麻

上声：

去声：骂

fa 阴平：花

阳平：华(中一)、划
上声：

去声：化、画

tsa 阴平：渣、遮
阳平： 闸

上声：

去声：

tS‘a 阴平：车(汽～)

阳平：茶、拔

上声：扯

去声：

鼢 阴平：沙

阳平：

上声：洒

去声：

ta 阴平：

阳平：

上声：打
去声：

m 阴平：拿、纳
阳平：

上声：

去声：

la 阴平： 拉

阳平：

上声：

去声：
l【a 阴平：家、加、佳、嫁

阳平： 跨
上声：假、贾
去声：架、价

阴平：下(～山)虾
xa 阳平：匣、辖

上声：夏、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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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 吓

na 阴平：

阳平：牙

上声：

去声：瓦

a 阴平：阿

阳平： 哑

上声：

去声：亚

so 阴平：

阳平：蛇

上声：舍
去声：

ts￡ 阴平：

阳平：

上声：者

去声：

se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赦、社、射
ke 阴平：给

阳平：

上声：

去声：

tcia 阴平：

阳平： 姐
上声：

去声：

cia 阴平：

阳平： 邪、写、霞

上声：

去声：

ma 阴平：惹

阳平：

上声：

去声：

ia 阴平：野、雅、鸦
阳平：爹
上声：

去声：压、夜
tsua 阴平：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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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

上声：

去声：

kua 阴平：瓜

阳平：

上声：寡
去声：挂

地a 阴平：

阳平：

上声：垮
去声：

ua 阴平： 挖

阳平：

上声：

去声：

po 阴平：波、菠、玻
阳平：

上声：簸

去声： 播

p．o 阴平：坡

阳平：婆

上声：

去声：破

mo 阴平：摸

阳平：魔、磨l(～刀)
上声：磨2(石～)

去声：

fo 阴平：

阳平：和(一气)
上声：火

去声：货、祸
啪 阴平：

阳平：

上声：左

去声：做、坐
tS‘0 阴平：搓、座

阳平：

上声：

去声：错、早

so 阴平：蓑

阳平：

上声：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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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 率

to 阴平：多
阳平：

’

上声：朵

去声：惰
t‘o 阴平：拖

阳平：驼、托
上声：

去声： 妥
lo 阴平：

阳平：骡、挪、罗
上声：

去声：

ko 阴平：歌、锅
阳平：

上声：果
去声：过

k‘0 阴平：科
阳平：

上声：可、颗
去声：课

xo 阴平：

阳平：河、何
上声：

去声：贺、壳

no 阴平：
阳平：

上声：饿
去声：

o 阴平：窝

阳平：禾、蛾、讹
上声：

去声：卧

tc‘io 阴平：
阳平：茄
上声：

去声：

9io 阴平：靴
阳平：

上声：
去声：

pai 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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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

上声：摆

去声：拜、败、稗

p‘ai 阴平：

． 阳平：排、牌、派
上声：

去声：

mai 阴平：买

阳平：

上声：埋

去声： 卖、迈
fa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坏

tSai 阴平：灾、栽、斋
阳平：

上声：宰、载

去声：再、债、寨
曲i 阴平：猜、差(出～)

阳平：柴

上声：彩、睬
去声：

sai 阴平：腮、筛

阳平：

上声：

去声：赛、晒

tai 阴平：

阳平：

上声：底

去声：戴、贷、待、代、带
t‘ai 阴平：胎、弟

阳平：

上声：

去声：态、太、泰
nai 阴平：

阳平：泥、犁
上声：

去声：耐、奈
lai 阴平：

阳平：

上声：



k‘ai

tg‘uai

去卢： 赖

阴平：皆

阳平：

上声：改、解

去声：界、械、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凯、概

阴平：
阳平：鞋、孩
上声：

去声： 蟹、害

阴平：

阳平：我、挨、岩
上声：

去声：爱、碍

阴平： 哀

阳平：
上声： 矮

去声：艾

阴平：

阳平：

上声：喘
去声：

阴平：衰
阳平：

上声：

去声：帅
阴平：乖

阳平：

上声：拐、哄

去声：怪

阴平：

阳平：

上声： 块

去声：会(～计)、快、筷
阴平：

阳平： 怀

上声：

去声：

阴平： 歪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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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

上声：

去声：

m血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妹
foi 阴平：灰

阳平：

上声：

去声：

tS‘oi 阴平：在

阳平：才(人～)、材
上声：

去声：菜、蔡
so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睡

loi 阴平：

阳平：来

上声：

去声：

koi 阴平：该

阳平：

上声：

去声：盖

xoi 阴平：

阳平：

上声：海

去声：

日o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外

珏ioi 阴平：弱

阳平：

上声：

去声：

pi￡ 阴平：

阳平：

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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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 鼻、蔽、闭

p‘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譬
t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叠

I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例

tcie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杰、借
tG‘ie 阴平：

阳平：

上声：且、怯
去声：契

cie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泻、卸、谢、泄
ie 阴平： 也

阳平：

上声：

去声： 异

pei 阴平：杯、碑、卑、悲

阳平：

上声：

去声：贝、辈、倍

p‘ei 阴平：批、坯、披
阳平：培、肥(白读，吃～猪)、佩
上声：

去声：配

mci 阴平：每、尾、美
阳平：梅
上声：

去声：昧
fci 阴平：非、飞、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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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肥(文读)、回、悔

上声：毁

去声：会(开～)、废、肺、吠、费、讳、汇
tsuei 阴平：追、锥

阳平：

上声：嘴

去声：最、醉

ts‘uei 阴平：催、崔、吹
阳平：垂、槌

上声：

去声：脆、翠、罪

suei 阴平： 虽

阳平：谁

上声：水

去声：碎、税、穗
tuei 阴平： 堆

阳平：

上声：

去声：对、队、兑

t‘uei 阴平：推

阳平：

上声：腿
去声：

肌ei 阴平：

阳平：
二

上声：内

去声：

zue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蕊、锐

luei 阴平：

阳平：雷

上声：

去声：类、累、泪
kuei 阴平：规、龟、归

阳平：

上声：鬼

去声：鳜、桂、贵、轨
k‘uei 阴平：亏

阳平： 葵

上声：溃、愧、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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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跪
xue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贿、惠
uei 阴平：威

阳平：危、伪、为(作～)、维、微、违、围、桅
上声：位、委

去声：伟(文读)、卫、喂、未、魏、畏、胃

pau 阴平：褒、抱、包
阳平：

上声：保、堡、宝

去声：报、暴、豹、鲍、雹

p‘au 阴平：抛

阳平：袍

上声：

去声：泡

111au 阴平：毛

阳平：茅、矛
上声：

去声：貌、冒
ts绷 阴平：遭、糟、朝(朝夕)、昭、招

阳平：

上声：爪

去声：皂、罩、赵、照

曲u 阴平：抄、超、操

阳平：曹、槽、巢、潮

上声：草、炒、

去声：躁、糙、灶、造(～孽)。
sau 阴平：骚、梢、稍

阳平：

上声：少(多～)

去声：扫(～地、)、绍

z硼 阴平：

阳平：饶
上声：

去声：

zau 阴平： ．

阳平：

上声： 绕
去声：

tau 阴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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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

上声：倒(～水)

去声：盗、道、稻

rau 阴平：滔

阳平：桃、逃、萄
上声：讨

去声：套、导

眦u 阴平：

阳平：

上声：脑、恼、闹
去声：

lau 阴平： 捞

阳平： 劳、涝、牢
上声： 老

去声：

墨au 阴平： 烧
阳平：

上声：

去声：

kau 阴平：高、交、教
阳平：

上声：稿

去声：告

k‘au 阴平：敲

阳平：

上声：考

去声：靠

xau 阴平：蒿

阳平：豪、号(～哭)

上声：好(～人)

去声：好(爱～)、耗

Dau 阴平： 咬
阳平：熬

上声：

去声：傲
au 阴平：

阳平：

上声：袄
去声：

piau 阴平：焱(跑。一步：跑步)、标、彪
阳平：

上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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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 ．

p‘iau 阴平：飘、鳔

阳平：

上声：

去声：漂、票
miau 阴平：

阳平：描
上声： 秒、苗

去声：猫、妙
tiau 阴平：刁

阳平：

上声：

去声：钓、调(～动)、掉
t‘iau 阴平：挑

阳平：条、调(～节)
上声：

去声：跳
ni卸 阴平：

阳平： ．

上声：

去声：鸟
liau 阴平：

阳平： 聊

上声： 疗、了

去声： 料

如iau 阴平：焦、蕉、骄、浇

阳平：

上声：绞

去声：叫

t∞au 阴平：

阳平：樵、乔、桥
上声：轿、巧

去声：嚼、俏、窍
9iau 阴平：消、宵

阳平：

上声：晓

去声：笑、孝、效

嘶au 阴平：
． 阳平：

上声：

去声：尿
iau 阴平：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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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肴、摇

上声：舀

去声：要(重～)

bu 阴平：

阳平： 浮(文读)
上声： 否

去声：

tsau 阴平：邹、周

阳平：

上声：走、肘、帚

去声：奏、昼

t幽u 阴平：抽

阳平：愁

上声：丑(美～)、绸、酬

去声：凑、骤、臭
sau 阴平：搜

阳平：

上声：手

去声：瘦、兽、寿、受
幻u 阴平：都、兜、偷

阳平：

上声：斗、豆

去声：

渐 阴平：

阳平：抖、头

上声：

去声：透

13u 阴平：

阳平：楼
上声：搂

去声：漏

kau 阴平：勾

阳平：

上声：狗

去声：

幽u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扣

xau 阴平：

阳平：侯

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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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欧

藕、呕

开

丢

牛

纽

溜

流、刘、馏

纠

酒、九、久

救、灸、就、舅、旧

秋、丘、锹、揪、究
求

休、羞、修

朽

秀、宿、袖

忧、悠、幽

尤

又、柚、幼、有

班、般

板

半、扮、伴、拌
攀、潘卢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平声声平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阳上去阴

孤

．m

孤

．例

肌

．滟

加

．伽

m

{言

钿

唧

埘

．蓥

．蓥

‰

咖

蛐

．墓

觚

邮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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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盘 、

上声：

去声：盼、判、办
man 阴平：满

阳平：蛮、瞒、漫
上声：

去声： 慢
‰ 阴平：翻

阳平：凡、帆、烦
上声：反

去声：范、贩、饭

tsan 阴平：沾、毡

阳平：

上声：斩、盏、展
去声： 暂、蘸、占(～卜)、赞、栈、战

ts‰ 阴平：参(～加)、餐、搀

阳平：蚕、惭、谗、馋、缠、残

上声：惨、产
去声：、

s柏 阴平：三、衫、山、膻
阳平：蝉

上声：陕

去声：散、伞、扇(一子)、善
zan 阴平：

阳平：然、燃

上声：

去声：

胁 阴平：担(～任)、丹
阳平：

上声：胆、

去声：旦、但

t‘觚 阴平：贪、淡、滩、探
阳平：檀、谭、谈
上声：毯、坦

去声：炭

naIl 阴平：

阳平：南、男、难(～易)、拦、栏
上声：揽
去声：

l锄 阴平： 懒

阳平： 蓝、篮、兰

上声：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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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 烂、滥
k她 阴平：间、干、甘、肝、干(～净)

阳平：

上声：感、敢、杆、赶

去声：

k‘锄 阴平：堪、龛

阳平：

上声：

去声：

xan 阴平：

阳平：含、函、喊、咸、衔、苋、寒
上声：

去声： 早、陷

Il锄 阴平：

阳平：

上声：眼

去声：按
觚 阴平：

‘

阳平：

上声：

去声：暗

pi锄 阴平：鞭、编
阳平：

上声：扁、贬
去声：变、辨、辩

p‘i锄 阴平：篇
阳平：

上声：片、骗、便(～宜)
去声： 遍

rIliaIl 阴平： 免

阳平： 明、绵

上声：眠

去声：面

ti鲫 阴平：颠

阳平：填

上声：点、典
去声：电、店、殿

饩觚 阴平：添、天

阳平：甜、田

上声：舔、
+士 ’

玄尸：

liall 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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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平：莲、廉、连、镰、联、怜

tClan

tc‘ian

上声： 脸、敛

去声： 恋、练
阴平：监、尖、

阳平：

上声：检、俭、

去声：剑、渐、
阴平：签、谦、

阳平：钳、钱、

上声：浅

兼、艰、奸、煎、肩、绢、捐

剪、减、
箭、建、
迁、牵、

乾、前、

简、茧
健、、荐、见、贱、件

圈(圆一)、歼、铅
全、拳、权

去声：欠、劝

9i觚 阴平：仙、先、宣

阳平：嫌、贤、玄、闲

上声：险、癣、宪、显、现、县、楦
去声：线、限、选、悬

蹦锄． 阴平：研

阳平：黏、拈、年、严
上声：染、碾

去声：念、验、愿、酽

i锄 阴平：烟、冤

阳平：盐(食～)、颜、延、言、丸、圆、袁、缘、元、员、
原

上声：掩、演、远

去声：厌、怨、雁、晏、砚、燕、宴
tsu锄 阴平：砖

阳平：

上声：

去声：

t如孤 阴平：

阳平：

上声：铲
去声：

su锄 阴平：酸
阳平：

上声：

去声：

ku锄 阴平：关、官

阳平：

上声：

去声：

u锄 阴平：

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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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声：

去声：院

t9y瓶 阴平：

阳平：

上声：卷(～帘门)
去声：眷、

tc‘yan 阴平：蜷
阳平：泉

上声：犬

去声：

cyan 阴平：鲜
阳平：

上声：

去声：

p3日 阴平：帮、邦

阳平：

上声：榜

去声：棒

p‘3日 阴平：

阳平：旁
上声：

去声：胖

f3D 阴平：芳

阳平：妨、防

上声：仿、纺、访

去声：放

t3n 阴平：当(～年)
阳平：‘

上声：挡

去声：当(～铺)

如n 阴平：

阳平：堂

上声：倘

去声：

13n 阴平：

阳平： ·

上声：郎

去声：

tS3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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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锄 阴平：苍

阳平：

上声：

去声：

InaD 阴平：

阳平：盲

上声：

去声：

劬 阴平：方
阳平：

上声：

去声：

tsan 阴平：正

阳平：

上声：

去声：葬、壮

ts‘aD 阴平：仓、昌
阳平：床
上声：厂

去声：郑

saD 阴平：桑

阳平：

上声：赏
去声：

劬 阴平： 丁(姓～)、钉

阳平：

上声：党、短

去声：

laD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浪

}aD 阴平：声
阳平：

上声：

去声：

kan 阴平：刚、钢、更
阳平：

上声：

去声：港、虹

k细 阴平：康
阳平：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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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声：

去声：抗

日a日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岸

pi叼 阴平：

阳平：饼、丙

上声：

去声：藏(隐～)

p‘i购 阴平：

阳平：贫、病、凭、平、瓶
上声：

去声：

miall 阴平：

阳平：名

上声：

去声：命

毗Ⅷ 阴平：

阳平：

上声： 网

去声：

lia日 阴平：

阳平：良
上声：俩

去声：亮

蟛iaD 阴平：

阳平：

上声：颈

去声：匠

协‘i叼 阴平：枪

阳平：墙、洁

上声：

去声：净

9iaD 阴平：香、乡
阳平：详、祥

上声：享

去声：向

晡3n 阴平：

阳平：娘

上声：让

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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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 阴平：央、秧

阳平：羊、洋、杨

上声：样
去声：

pan 阴平：分(白读)、笨
阳平：

上声：本

去声：奔、粪

曲n 阴平：喷
阳平：盆、彭、膨
上声：

去声：

man 阴平：闷

阳平：门

上声：

去声：问

岛n 阴平：分(文读)、芬、荤、昏
阳平：坟、魂

上声：粉、份

去声：愤
ts锄 阴平：珍、真、针、尊、遵、曾、蒸、贞、侦、增、诊、筝

阳平：

上声：枕、整、振
去声：阵、赠、证、政、镇

t幽n 阴平：称(称～)、皱、撑
阳平：陈、沉、存、曾(～经)、、承、呈、城、橙
上声：

去声：趁、衬、慎、称(相～)、秤
san 阴平：森、身、僧、升、生、深、牲

阳平：乘、神、绳、晨

上声：婶、剩、渗、甚、肾、省、圣
去声：胜、盛

趵n 阴平：

阳平： 仍
上声：

去声：

臼n 阴平：登

阳平：

上声： 等
去声：瞪、钝、等、凳

‰ 阴平：吞

阳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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洳

上声：

去声： 邓

阴平： 扔

阳平：能

上声：

去声：奶

阴平：冷

阳平：轮
上声：

去声：

阴平：根、庚、跟、耕

阳平：

上声：

去声： 更(文读)

阴平： 坑

阳平：
上声： 肯、恳

去声：

阴平：

阳平： 恒、衡
上声： 很

去声： 恨、杏

阴平： 恩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冰、兵、宾、殡
阳平：

上声：

去声：并
阴平：

阳平：评、萍

上声：品、拼、频、聘

去声：
’

阴平：

阳平：民、明

上声： 敏

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顶

去声：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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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 阴平： 厅

阳平：亭、廷
上声：艇、挺

去声：

lin 阴平：

阳平： 林、邻、灵、临、淋、鳞、赁、凝、宁、拎、陵、铃
上声： 领

’

去声： 令
t9in 阴平：巾、斤、今、京、精、晶、经、津、均、窘

阳平：

上声：紧、景

去声：仅、禁、劲、竞、静、进、尽、境、竟
tm 阴平：亲(～人，)、清、近、轻、倾、顷

阳平：秦、勤、情、群、琴、裙
上声：请、寝
去声：侵、庆

9in 阴平：心、欣、兴(～旺)、星、辛、勋、熏、腥
．阳平：行、形、寻

上声：醒、省(反～)

去声：信、兴(高～)、幸、训、迅、讯、性

咖 阴平：

阳平：人

上声：认

去声：

in 阴平：因、殷、音、英、婴、鹰、晕、鹦、蝇
阳平：寅、萤、云、营、迎、荣、仁、银、匀、盈
上声：引、永、饮、影 ．

去声：印、隐、应、闰、熨
tsuan 阴平：

阳平：

上声：准
去声：

tS‘Ilan 阴平：春、村
阳平：

上声：蠢

去声：寸

su3n 阴平：孙

阳平：唇、纯、

上声：损

去声：顺

犁an 阴平：

阳平：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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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声：

去声：

∞n 阴平：敦
阳平：

上声：

去声：盾、顿

加an 阴平：

阳平：屯
上声：

去声：

nua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嫩、润
lu3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论
l(uan 阴平：

阳平：

上声：滚

去声：棍
地3n 阴平：昆、坤

阳平：

上声： 捆

去声：困
xu3n 阴平： 混

阳平：

上声：

去声：

u矩 阴平： 温、瘟

阳平： 浑、稳
上声：

去声：

nvn 阴平：忍
阳平：

上声：

去声：孕

t9yI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俊、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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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阴平：

阳平：荀、旬
上声：口

去声：

yll 阴平：

阳平：

上声：允

去声：韵

k‘uQ日 阴平：筐

阳平：

上声：

去声：

ua日 阴平：汪

阳平：横、亡、王
上声：往

去声：望、忘、旺

m叼 阴平：某、亩

阳平：蒙、猛、谋、盟

上声：茂、贸
去声：孟、梦

p‘0日 阴平：烹、篷

阳平：

上声：捧
去声：碰

f0D 阴平：风、枫、丰、封、峰

阳平：弘、宏、红、洪、逢、缝、谎

上声：讽、奉

去声：凤、俸

ts叼 阴平：棕、宗、中、终、踪、钟、种(～类)、舂
阳平：

上声：总

去声：粽、中、众、纵、种(～树)、仲

tS劬 阴平：聪、充、重(轻～)、冲

阳平：丛、虫、崇、从、重(～复)
上声：宠
去声：

so日 阴平：松
阳平：

上声：

去声：送、宋、诵

z叼 阴平：

阳平：戎、茸、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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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声：

去声：

t0D 阴平：东
阳平：

上声：董

去声：冻、洞

ro日 阴平：通

阳平：同、铜、筒
上声：桶、统

去声：痛、动

no日 阴平：

阳平：笼、浓、农、脓、弄
上声：

去声：

loD 阴平：聋、拢
阳平：隆

上声：

去声：陇

k0日 阴平：公、弓、恭、讲
阳平：

上声：拱

去声：供、共、贡

k‘oD 阴平：空(～军)

阳平：

上声：孔、恐

去声：控

xo日 阴平：轰、烘

阳平：

上声：

去声：

o玎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瓮
tG‘ioll 阴平：

阳平：穷、琼

上声：

去声：

9ioD 阴平：兄、胸、凶

阳平：熊、雄
上声：

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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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ioD 阴平：软

阳平：

上声：

去声：

io习 阴平：

阳平：拥

上声：勇

去声：用

tsuon 阴平： 钻、专

阳平：

上声：转
去声：赚、篆、传

tS‘u3n 阴平：川

阳平：船

上声：

去声：串

suo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算、涮
ttl。n 阴平：端

阳平：

上声：

去声：段

加3n 阴平：断

阳平：团

上声：

去声：

nu3n 阴平：暖

阳平：

上声：

去声：

luon 阴平：

阳平：乱

上声：卵

去声：

ku3n 阴平：观

阳平：

上声：管、贯
去声：惯

n3n 阴平：宽
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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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卢：款

去声：

xu3n 阴平：

阳平：缓

上声：

去声：唤

u3n 阴平：剜、弯

阳平：还、完、玩、晚
上声：碗

去声：换、万

pn 阴平：崩
阳平：

上声：

去声：

p‰ 阴平：

阳平：朋

上声：
^：j=
玄尸：

m3n 阴平：

阳平：忙
上声：

去声：

f3n 阴平：欢

阳平：

上声：

去声：患

‰ 阴平：汤

阳平：

上声：

去声：

k3n 阴平：光

阳平：

上声：

去声：

k‘。n 阴平：看
阳平：

上声：坎

去声：

x3n 阴平：

阳平：汉、汗

上声：

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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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n 阴平：安、淹

阳平：

上声：

去声：

pa? 阴入：百

阳入：

ma? 阴入：‘

阳入：末

fa? 阴入：乏

阳入：

曲? 阴入：插、擦
阳入：杂

啪 阴入：搭

阳入：

x胡 阴入：瞎

阳入：

胡 阴入：鸭

阳入：

s岫? 阴入：刷

阳入：

ua? 阴入：

阳入：滑

pa? 阴入：伯
阳入：

p‘a? 阴入：柏
阳入：

ma? 阴入：脉

阳入：麦
tsa? 阴入：摘、择

阳入：

tS‘a? 阴入：拆、尺
阳入：

xa? 阴入：客

阳入：

9i∞? 阴入：锡

阳入：

p07 阴入：拨、博、剥、驳
阳入：

p‘o? 阴入：泼
阳入：薄

mo? 阴入：

阳入：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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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 阴入：作、着(～衫)、桌、捉
阳入：
阴入：戳

阳入：凿、昨(～日)、浊

阴入：索、缩、说
阳入：勺

阴入：脱

阳入：

阴入：

阳入：乐(快～)、洛、烙

阴入：阁、角、鸽
阳入：

阴入：阔、扩
阳入：

阴入：渴、获

阳入：盒、豁、学、或
阴入：恶

阳入：

阴入：略、虐

阳入：

阴入：脚、觉
阳入：

阴入：鹊、却

阳入：

阴入：约、药

阳入：疟、岳

阴入：

阳入：握

阴入：迫、拍

阳入：

阴入：发、法
阳入：罚

阴入：

阳入：墨

阴入：折、哲、则、责、浙
阳入：

阴入：厕、测、策、齐、侧、彻
阳入：

阴入：涉、设、塞、涩、瑟、啬
阳入：

阴入：职

阳入：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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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

舯

m

鼢

脚

c羹

畔

脚

!：墨

妯

m

耐

衄

肼

耐

鲫

蝴

簖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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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莘‘￡ 阴入：侄、吃

阳入：值

t￡? 阴入：得、答、达
阳入：

t‘￡? 阴入：特、塌、塔、踏、
阳入： 、

n￡? 阴入：袜

阳入：

l￡? 阴入：

阳入：勒、肋
k￡? 阴入：革、格、甲

阳入：

k‘￡? 阴入：刻、掐、恰
阳入：

e? 阴入：额

阳入：

x￡7 阴入：

阳入：核

p‘ie? 阴入：撇

阳入：

rnj￡? 阴入：灭

阳入：

t‘i￡? 阴入：跌、贴、帖、踢

阳入：

ni￡? 阴入：列

阳入：猎、劣

ta￡? 阴入：级、节、接、急
阳入：掘

t∞￡? 阴入：窄、切、截、七

阳入：贼

m? 阴入：协、歇、恤、削、虱
阳入：

嘶￡? 阴入：捏、逆、日

阳入：业、热

i￡? 阴入：叶

阳入：越

t9y￡? 阴入：绝、决
阳入：

9y￡? 阴入：薛、雪、血

阳入：

珞岔? 阴入：置、汁、质、织
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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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2 阴入：湿、实、失

阳入：十、食、识、适、释

pi? 阴入：笔、毕、必、逼、壁
阳入：

p‘i? 阴入：劈
阳入：

rnj? 阴入：
阳入：密

ti? 阴入：滴、敌

阳入：

ni? 阴入：历

阳入：立、力

lci? 阴入：集、疾、即、积、脊、籍、绩、激、及、吉、极
阴入：

tG‘i? 阴入：菊、曲
阳入：局

9i? 阴入：习、息、惜、吸、续

阳入：席
i? 阴入：乙、一

阳入：益、疫、育、狱
tsue? 阴入：出

阳入：

山? 阴入：扑
阳入：仆(～倒)、伏(白读)

舢? 阴入：目、木
阳入：牧

fIl? 阴入：佛、福、忽

阳入：复(～原)、服、伏
vu? 阴入：屋

阳入：

tsu? 阴入：竹、祝、烛、嘱、卒、足
阳入：

t九2 阴入：触、畜

阳入：

su? 阴入：叔、属、宿、粟

阳入：熟

s们 阴入：

阳入：赎

犁 阴入：
阳入：入

加? 阴入：

阳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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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阴入：禄、陆

阳入：

lu? 阴入：

阳入：律、录、鹿

ku? 阴入：

阳入：骨、谷

tc订 阴入：

阳入：

ni们 阴入：六

阳入：

tc‘iu? 阴入：屈、族

阳入：

ciu? 阴入：速、俗
阳入：

蹦u? 阴入：肉

阳入：

订 阴入：

阳入：域、欲

m 阴平：不

阳平：鱼

上声：五、伍、午、武

去声：



第二章与《广韵》的比较

3．1声母的比较

表5

隆昌 I：广韵》

p 帮母
蓝母

非母

邪母

彻母

澄母

初母

崇母

第三章与《广韵》的比较

例字

波、巴、拜、本

部、备、倍(以上为古仄声字)
粪

批、飘、篇、判
爬、婆、皮(以上为古平声字)：步、办(以上为

古仄声字)

肥

麻、民

问、尾

左、租、灾、紫、走、尊、宗
皂、暂、藏(西～)、渐(以上为古仄声字)
猪、朝、智、展、哲

箸、住(以上为古仄声字)
债、抓

寨、闸、栈(以上为古仄声字)

遮、煮

搓、粗、猜、崔、草、餐
才、瓷、秦、曹、残(以上为古平声字)；造、嚼

(以上为古仄声字)

祠

超、丑

除、绸、陈、茶、沉(以上为古平声字)
初、厕、抄、插、铲

柴、锄、床(以上为古平声字)：骤(以上为古仄

49

发

毁祸

、

、

、

反

化胡

、

、

、飞访坟花华

，

，

，

，

，夫翻浮火户

母母

母

母母

母母母母母

母母母母母母母

母母

滂监

敷

明微

非敷奉晓匣

精从知澄庄崇章

清从

矿

m

f

协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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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曼皇曼曼曼蔓曼量曼皇蔓置—蔓薯蔓置曼曼曼曼曼曼曼皇罾皇曼量曼皇量曼曼置量量量量皇曼曼量皇曼量曼笪曼笪曼曼皇曼尝毫舅曼曼皇曼曼量量舅舅量量曼量量·

声字)

昌母

书母

禅母

s 心母

邪母

生母

船母

书母
禅母

z 日母

t 端母

定母

澄母

船母

车、处、吹

鼠

酬、承、城

t‘ 端母 堤、抖

透母 拖、太、腿
定母 弟、大(以上为古仄声字)；头、驼、徒、堂(以

上为古平声字)

拿、努、泥、脑、纽
耳

鲁、拉、蓝、礼

置

执、质、织、职

侄、值(以上为古仄声字)

实、食

湿、失、识

十

入

姐、蕉、酒、尖、箭
集
居、计、骄、救、建

僧、酸、伞

衫

、

、

骚

稍

、

、

斯

筛乘水蝉

，

，

，

，

，

苏

梳唇税睡

，

，

，

，

，锁寺沙射书社

茸

字淹仄占丹为、上堆以，L戴对

、

、赌待

、

、

多度瞪盾

母母

母

母母

母

母母母

母

母母母

泥日

来

知章

澄

船书禅

日

精从见

n

●

喀

蟮

}

N，

坤



第三章与《广韵》的比较

群母 具、技(以上为古从卢字)

耐 清母

从母

邪母

庄母

溪母
群母

c 心母

邪母

生母

晓母

匣母

玷 来母
泥母

日母

k 见母

匣母

k‘ 见组

溪母

x 见组

晓母

匣母

溪母

D 疑母

影母

a 影母

云母

微母

匣母

以母

日母

吝

尿

日、让、惹

过、瓜、高、干

械

概、会、愧
科、考、看

外、熬、藕、眼
．挨、欧、

矮、意

圆、越

忘、望
换、话

易、摇

闰

袄

微

横

舀

妖、音

味

叶、宴

从上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隆昌客家话的声母演变有以下规律：

仄占为E以局字瀹平

截

骷

、

E

浅前

圈虬

、

、

、(

寝钱

牵钳

签樵袖

奇穷
蛆齐谢窄区求，字士尸

先

消句

、

、西习

喜降

，

，

，

，写徐虱虚嫌

汗、

汉害渴

，

，

，海下壳

、

、

、蒿虾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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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全浊声母变为送气或不送气的清音。分化条件是：古平声和一部分古

仄声字读送气清音，一部分古仄声字读不送气清音。

(2)存在“轻唇读为重唇”的现象，在中古的“非敷奉”三母上，隆昌客家

话有少数字读成[p】或[p‘】，大部分字读成[f】；在中古的微母上，隆昌客家话一般读

为零声母，只有极少字读为【m】。

(3)泥、来母基本不混，泥母字大多数读为【n】，少数在细音前读为[玷】；来母

字一般读为[1】。

(4)精、见组洪分细混，精组字在洪音前，读ts、tS‘、s：在细音前，读t9、

t9‘、9。见组字在洪音前，读k、k‘、x；在细音前，读t9、t以9。

(5)古晓、匣组字一分为四，读为[f]M【x】和a。具体的分化规律是：古晓、

匣母开口一、二等字读【x】声母；开口三、四等字等字、部分合口三、四等字读【9】

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止摄合口三等晓母读【f】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

读零声母。

(6)疑母与部分影母洪音相混读[D】。

(7)影组开口呼部分一、二等字读零声母，部分一、二等字读r1声母；合口

呼一、二等字或读为读v声母①，或读为零声母；合口呼三、四等读零声母。

(8)古日母在今天的隆昌客家话中五分：玷、n、a、z、ZP

(9)知、章、庄组的分化规律是：知组(除澄母一部分外)不论二、三等和

庄组一起都读为[ts、ts‘、s】一类声母；章组字有两读，一部分读为[ts、ts‘、s】一

类声母，一部分则读为[t莘、t矿、莘】一类声母。

3．2韵母的比较

表6

《：广韵》韵摄 隆昌韵母

果摄
开一：歌 。

假摄

开三：戈

合一：戈

合三：戈

开二：麻

开三：麻

a

●

al

●

lO

0

●

10

多、

阿

我

茄

波、

靴

左、歌

例字

座、科、窝

D这部分字比较极少，故未体现。可具体论述见后文横向比较部分。

52

亚、家、沙、

、

茶

惹

、

、

拿鸦写也

，

，

，

，把雅姐谢



遇摄

蟹撮

合二：麻

合一：模

合三：鱼

合三：虞

开一：

开一：

开二：

开二：

开三：

开四：

合一：灰

al

al：

0l

el

al

al

a

an

al

l

I￡

z

l

le

al

el

e?

el

Uel

0l

土、奴、苏、古、乌、模、

醋

53

划、华、花、

者

寡跨

、

、

、射舍瓜瓦

e

o

u

a

、居、徐、梳于

、

、锄序
伍书蛆虚

，

，

，

，午初滤锯

数愚

部幕粗错五猪旅吕所鱼夫拘续

暮

u

1

o

珥u；y

o

g．u；柠

爱害盖

挨

，

，

，

，

载艾蔡

械

佳

寨

，

，

，

，

，

，

耐太开

皆柴洒

迈

世

，

，．

，

，

，

，

，

，戴带菜贝拜买罢奶败艺例制

哈泰

皆佳

央祭二三开开

婿、细、梯

犁

堆

，

，

，

计

泥

汇崔

，

，

，

，

一礼

弟陛

每内灰

，

'

’

’

’

’

’

’一帝闭底批齐杯推外

废齐



两南大学硕十学付论文

合二：泰 uei 兑、最
ei 会

合二：皆

合二：佳

合二：央

合三：祭

合三：废

合四：齐

止摄

．开三：支

开三：脂

开三：之

效摄

合三：微

合三：支

合三：脂

合三：微

开一：豪

开二：肴

aU

aU

离、奇、宜、臂、
卑、批、

斯

施

眉、犁、饥、秘、姊、死、

迟、尸、自

耳、基、意

衣

吹、危、为、嘴

醉、水、龟、位、维、虽

帅、衰

归、鬼、贵、魏、
非、尾、挥、威

保、导、曹、脑、高、袄
闹、罩、抄、交

，、怀

卫

吠

，rr

、

、

、

～怪

歪

筷鳜

肺惠

，

，

，

，

，

，

，会乖坏拐挂画快脆税废桂慧

阻

m．m

雌

姐

a

u

∞．仇．n

竺主．吼

皮碑譬刺池比悲资视李字事置厕几累毁睡类

．一西沱1

t．一“，、；，t舯订；∞西．一∞研u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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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u 绞、搅、巧、肴、效

流摄

开三：宵

开三：萧

开一：侯

开三：尤

咸摄

开三：幽

开一：覃

开一：合

开一：谈

开一：盍

开二：咸

开二：洽

开二：衔

开二：狎

开三：盐

开三：叶

Ua

IaU

aU

laU

男、惨、感、含、暗

拉

鸽

蓝、暂、甘、喊

咸

衔

廉、签、染、钳

占、陕

轿、

焦烧幺

、

、

、疗超浇

，

，

，猫饶了

、

、

、抓表绕刁

欧勾

谋

、

、

楼

贸复

九

，

，

，

，

兜

茂妇

秋周

幽

，

，

，

，

，

，

叟

亩浮

流愁

纠

，

，

，

，

，

，

走母某富矛纽昼皱丢彪孤u吾|u叭．．一；；莘i．叭．Ⅲ

贪答杂纳盒胆塔蘸减站插恰闸衫监鸭甲压黏淹沾猎折{暮订甜a以{薹订{暮．磊；打订a孤协以订h．塞孤{吾衙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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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三：严 i觚 剑、欠、严

开三：业 i￡? 业

开四：添 ian 店、兼、嫌

开四：帖 i￡? 跌、帖、协

合三：凡 她 凡、范

合三：乏 ￡? 法

胡 乏

深摄

山摄

开三：侵

开三：缉

开一：寒

开一：曷

开二：山

开二：黠

开二：删

开二：辖

开三：仙

开三：薛

开三：元

开三：月

开四：先

开四：屑

合一：桓

in

an

i?

￡

￡?

淋、林、寻、音、

琴枕

涩

、

、

、

侵森集

十

、

、

、

、赁沉立给执

茧

、

、

早

件

肩

、

、

、

干

间

钱

前

、

、

、

、

残

山限

栈

颜

连蝉

练

满

，

，

，

，

，

，

，

，

，

烂

绽艰

察慢雁奸

碾毡热

折

年节判

，

，

，

，

，

，

，

，

，

，

，

，

，

，

难岸安达擦渴办闲铲拔板涧片瞎编展列薛泄哲言歇天捏般拼孤明觚订以以{暑溉姗a{吾．口．口们．口{吾御妒论订．口御m御{言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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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末
合二：黠

合二：删

合二：锫

合三：仙

臻摄

合三：薛

合三：元

合三：月

合四：先

合四：屑

开一：痕

开三：真

开三：质

开三：殷

合一：魂

合一：没

合三：谆

a日

U0n

U3n

lan

e?

ie?

lan

y￡?

短

暖、段、钻、碗、观、款、唤

肯、啃、很、恩、跟、根
邻、尽、人、紧、因

衬、真
：k
口

日、虱

失、瑟

勤、欣、殷
尊、昏、瘟、喷

嫩、孙、论、昆、困、坤

卒

唇、纯

57

圈

弯

惑

船

)

、

、

阔

原

圆

专

C

脱

还

选

传雪

翻

官丸拨滑挖关惯刷全卷软转绝劣反万

n

1

7

n

n?

1

n

j

n?}

啪．口胡哪∞啪啪啪．口舯蛔啪妒御孤

远、袁、怨

悬

、

、

冤袜

县血

、

、

、

、劝发越玄决

吞恳宾刃珍密七侄质斤本敦突骨核轮准孤孤．譬嘲孤泞御订卯m；；喊u们订孤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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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 俊、旬
iIl 均、匀

宕摄

合三：术

合三：文

合三：物

江摄

开一：唐

开一：铎

开三：阳

曾摄

58

开三：药

开二：江

开二：觉

3D

aD

o?

aU

io?

o?

uo?

遵

盾

律

率(效)

术

恤

分、坟

裙、熏、云
莹

佛(仿)、

物、勿

姐嘶们o

u御{i．m{i们u

音、读烙又／L

、

恶托

央

约

、

、

、

、

堂刚作摸让香

脚

勺汪

狂

筐

，

，

，

，

，

，

，

，

1

，

，帮仓博幕娘枪床略弱着光扩方纺网王锄叼胡o．g．要I明mⅢ胡∞斫明锄．哪呱

唐铎阳

一

一三A口厶口厶口

戳、学、捉、

、

讲

桌

岳

、

、

、

邦虹剥雹觉角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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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登
an

彭登、能、曾(姓)、恒、赠、僧、

梗摄

开一：德

开三：蒸

开三：职

合一：登

合三：职

开二：庚

开二：陌

开二：耕

开二：麦

开三：庚

开三：陌

开三：清

开三：昔

开四：青

杏

轻

崩

得、肋、刻、则、塞

贼

冰、陵、凝、兴、应

孕

烹、孟
盲、更

冷、省(～份)、生、牲、庚、衡、

贞、·

郑、

壁、

译、

尺

适、

形、

择、拆

拍、赫、格、额

筝

令、晶、清、劲、婴、领、

释

经、亭、宁、星、腥、醒

59

食、职、升极测

、

、

、

蒸逼侧弘域姐订曲．口p{j拧醇叼妒

影、英、庆、

摘责

京

，

，

，脉策命评

、

、

SlI

、

、

、

、

、

、百迫鬲耕鹦幸麦革丙兵明盟逆剧饼并

益、席、

整

脊液

、

、

、呈声积易

叼明孤

以订耐{吾．曼．鬟打订姗-璺协叼御．一．哦．宣

孤叼疗；以订．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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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四：锡

合三：庚

合三：清

合四：青

通摄
合一：东

合一：屋

齿。

60

合一：冬

合三：东

合二：屋

合三：钟

合三：烛

10D

Q日

i?

i≈?

I

戎

瓶

钉、丁

历、绩、激
锡

析

横

轰、宏
获

划

兄

荣、永、

琼

倾、顷、营
萤

通过上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隆昌客家话韵母的演变有以下规律：
(1)隆昌客家话四呼俱全，但撮口呼字较少，北京音中撮口呼字大多读为齐

(2)中古的“．p、．t、．k’’塞尾演化为喉擦音“7"。

(3)中古的“．m、．n、．日"三个鼻尾合并为“．n、．日”两个。
(4)蟹摄一、二等有合流的趋势。

嘲叼斫a细．璺啪m．口

庚耕麦二二二厶口厶口厶口

融、绒弓

公谷

终

、

、

、

总鹿

虫

、

、

、

笼独

速宗隆

，

，

，

，

，东仆秃族农风

共、

宿

茸

、

、

陆

冲

、

、

祝

重

、

、

、

雄竹

踪

、

、

、

熊目

肉育

浓凶

，

，

，

，

，

、

穷福轴六菊缩逢胸俗

狱嘱

、

、局烛

、

、曲足

、

、

续禄辱玉

伽们u

m呻呷

啪们u

m疗胡叼咖m泞∞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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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梗摄读音复杂，有购、i如、a?、en、o孙in、i?、￡?、ie等韵母。

(6)有臻摄合口一等魂韵(包括一部分臻合三谆韵的字)失去u介音的问题。

(7)与古精组声母相拼的通合一、通合三增生[i】介音。

(8)果摄字失去了[u】介音。
(9)少数的假摄二等字产生了[i]介音，假摄三等精组字一部分读为【ia]韵母，

一部分读为[i￡]韵母，假摄三等以母字读为[i￡】或[ia】。
(10)效摄一、二等字多数都不能分。

(11)鱼韵的知庄章组字一般读【u]韵，虞韵的知庄章组字也读[u】韵。见晓组

字两个韵都读为[i]或[y】，鱼虞韵没有差别。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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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声调的比较

从前面的声调表我们可以看到，隆昌客家话的声调一共六个：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阴入、阳入。他们与中古四声的对应情况如下：表7～：．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古调类 ＼

全清 专尊丁

清

次清 超粗天

平

全浊 穷坟爬

浊

次浊 拿毛 人麻眉

全清 古短走

清

次清 草体可

上

全浊 在弟淡 夏肚解 静盗妇

浊

次浊 马码买 染老女

全清 再部父

清

次清 盖醉趁

去

全浊 共助饭

浊

次浊 骂露练

全清 答必激

清

次清 脱踏七

入

全浊 杂碟局

浊

次浊 列六药 岳牧入

62

特例：

(1)古去声全浊字今读为上声：豆。

(2)古上声全清字今读为去声：港。

(3)古上声次清字今读为去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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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平声字今读为上声：疗、便(～宜)。

(4)古平声字今读为去声：鼻、侵、应、糙。

(5)古去声字今读为阴平：座。

(6)古去声字今读为阳平：傅、刃。

(7)古上声字今读为阳平：伪、储。

(8)古清声母的上声字今读为阴平：种。

(9)古次清声母的去声字今读为上声：片。

(10)古入声次浊字今读阴平：拉、摸。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隆昌客家话的声调演变规律：

(1)隆昌客家话共六个声调，平、入分阴阳。．

(2)部分古全浊、次浊上声字今读为阴平，部分古平声次浊字今读为阴平。

(3)古上声字现在三分：一部分读阴平，一部分读上声，一部分读去声。

(4)古去声字现在两分：一部分读去声，一部分读上声。

(5)古清入和部分次浊入声字今读为今阴入，古全浊入声字和部分次浊入声

字今读为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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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横向比较研究

4．1声母的横向比较

4．1．1关于轻重唇的问题

轻重唇的问题在客家方言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也是客家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

特别是官话方言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一般来讲，客家话帮组声母的“帮滂亚明”

四个声母在语音表现上与其他方言没有差别，但是“非敷奉"三个声母有读为[p】

和[p‘】的情况，“微”母有读为[m】的情况。但是，由于客家方言是一个地域上分布

非常广的方言，所以，轻重唇的问题在客家方言内部也有许多差异。谢先生(谢

留文，2003)认为轻唇读为重唇的问题“从地域来看，粤北、闽西保存得多一些，

赣南客家话要少一些。’’刘涛先生在其硕士论文《梅州客话音韵比较研究》中也提

到：“古帮组字在梅州各县的读音较为一致，一般情况下，帮母字读P，滂母、并

母字读p‘，明母字读m。”；“古非、敷、奉母字在梅州各县以读f为主，微母部分

字读零声母。"

隆昌客家话帮组字和客家话主流保持一致，中古的“非、敷、奉、微”四母

多数读f或零声母，但同样保留了一些读p、p‘、m的情况。

(1)下面是隆昌客家话与梅县等地客家话“非敷奉微"几个声母的比较：

表8

例字 隆昌 梅县 五华 兴宁

网 蹦a日 m13D m13日 m13日

放 f3圹 p13日 p13日 p13日

忘 u如 m3日 m3D m3q
‘

望 ua日 m3q m3D m3D

枫 。foq 印。日

伏 p‘u乞 p‘ol(， p‘ok p‘ol【，

缝(～衣) 函日 叩‘0D sp‘o日

捧 cp劬 。p铀
符 ；m e咖 中‘u 种
扶 暑ph 中‘u 中‘u tp‘u

辅 fh’ 多幻 ≯缸 ；p‘u

肺 fe， p‘ui3 p‘。i’

吠 f3f p‘3， p‘3i3 p‘3f
● ●

飞 。fei cpI cpl cpl

肥 和i cp‘i ；p‘i tp‘i

微 譬Uel d：11l 删 删
尾 。mel cnU cnU c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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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Uel ml

贩 fan’ pan

袜 n￡?， mat， mat， ma?，

分 cpan cp啪 cpun cpm

粪 p3n pun pun pm

问 man mUn mUn mUn

亡 ￡uaD Efll3D 蚰3日 锄3日

赴 咖3 m。

忿 pan

浮 印‘u

纺 。f3D 。p‘i3D

(2)再和四川省成都市附近的龙潭寺客家话做一个比较，龙潭寺客家话“网、

忘、妄、望、尾、袜、蚊、问、味"读[m】；“捧、扶、甫、脯、肥、孵"读[p‘】；

“粪、斧、分(白读)’’读【p]；“放、枫、冯、幅、腹、伏、蜂、缝、符、肺、吠、

贩、忿、房、纺"读[f]。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隆昌客家话中“轻唇读重唇’’的字已比梅县等地客

家话的这种字要少多了，和同属四川省的龙潭寺客家话相比，“轻唇读重唇’’的现

象也要少一些。隆昌客家话轻重唇具体的语音演变规律是：在中古的“非敷奉"

三母上，梅县等地多读为[p]或[p‘】，隆昌客家话有少数字读成[p】或[p‘】，大部分字

读成[f]；在中古的“微’’母上，梅县等地多读为[m]，隆昌客家话一般读为零声母或

[v】，只有极少字读为【m】。

4．1．2关于泥、来母的问题

(1)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是当前汉语方言

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目前，学术界已经对一些重要的客家方言点都进行了详

细的调查，掌握了一大批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完全有条件通过着眼于各地客家话

内部泥、来母分化的异同，把各种差异加以归纳总结，划分出若干类型来，进行

类型学意义上的共时和历时比较。这样既可以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

隆昌客家话泥、来母的特点，同时又能对客家话整体(特别是四川(含重庆)境

内的客家话)的泥、来的分化情况有一个初步的梳理和了解。在这方面，已经有

学者做了一些尝试。谢留文(谢留文，2003)一就认为在泥、来母问题上客家话主

要有三种情况：①不混型。即不论今韵母洪细，泥母都读鼻音声母，与来母不混。

谢先生指出“这是客家话最主要类型”，分布于广大的客家地区，如广东的梅县、

福建的武平、江西的宁都等。②半混型。即洪音韵母前，泥母读同来母，音值一

般是[1]；在细音韵母前，泥母仍读鼻音声母[D】，与来母有别。③全混型。即不论

韵母洪细，泥母都读同来母。

刘涛先生(刘涛，2003)认为，古泥母字在梅州各县的读音基本相同，洪音

前读n；细音前，具体音值不太相同：梅县、大埔、五华读舌面中音，其他四县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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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面前音琅。驻是n的条件变体，没有音位对立，但与以i为主要元音的韵母相拼。

古来母字在梅州各县的读音较一致，读l一
按照谢留文先生的划分法，隆昌客家话在泥、来母的分混问题上应该基本上

属于不混型，和主流的客家方言区相同，和客家话的大本营广东梅县也一致。即

泥母字大都读为[n】，一部分在细音前读为[嘲，来母字一般都读为[1】。以下举例：
表9

例字 声母和洪细 读音

奴 泥母洪音 ￡nu

拿 泥母洪音 cIla

南 泥母洪音 ￡nan

尼 泥母细音
●

￡nl

纽 泥母细音 。niau

匿 泥母细音 n13

尿 泥母细音 niau3

鲁 来母洪音 clu

拉 来母洪音 cla

蓝 来母洪音 ￡laIl 。t

．礼 来母细音 cli

驴 来母细音 ￡ly

刘 来母细音 ￡liau

题后认为，

“黄先生1986年调查时，龙潭寺客家话是“泥、来”母不混的，属于第一种类型。

但是十多年以后，龙潭寺客家话却“泥、来”相混，变成了第二种类型，并认为

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成都方言的强势影响。可见，四川客家方言在泥、来母问题上

受四川官话影响是很快的。这个特点不仅龙潭寺有，隆昌也有。笔者在调查中就

发现，隆昌老一代的发音合作人的泥、来母分得很清晰，年轻人在发某些来母字

音时就略带一点鼻音。

下面，根据已经掌握的一些资料，对梅州客家话和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客

家话的泥、来母分混情况做一个梳理：

表10

地点 泥、来母是否相混

梅州 不混

成都龙潭寺 半混

隆昌 不混

荣昌盘龙镇① 基本不混

新都 相混

①李科凤认为盘龙镇的泥母、来母既不是“半混型”，也不是“全混型”，应该是泥母、来母

交错读的过渡期，详见其硕士论文《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音系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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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黄联关山 小部分相混

仪陇 相混

考查四川境内的客家话的泥、来母分混情况，可以发现：川东和川南的荣昌、

隆昌泥、来母基本不混，而川西和川北的龙潭寺、黄联关、仪陇等地泥、来母则

多为相混。如果我们要画一张泥、来母的同言线图的话，那么，这条同言线就应

该划在川东、川南和川西、川北的分界处。下面我们具体分析：

l、对于仪陇的情况，徐狲(徐狮，2007)没有作过多分析。根据崔荣昌先生

圆和孙晓芬⑨先生以及徐狲(徐狲，2007)的研究，仪陇客家主要来自于粤北韶关。

对于韶关的客家话资料，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但根据笔者对来自于韶关的客家

同学④在这个问题上的调查显示，韶关客家话泥、来母是不混的(该同学自己也是

这样认为，她有一定的方言学知识和基础，对韶关客家话做过初步的调查，其观

点应该比较可信)。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仪陇客家话泥、来相混的情况是客家

人入川以后才产生的。根据翟时雨先生《汉语方言学》中的论述，仪陇属于“连”

读[n】，“年、严"读[嘲的地区，可以初步推断仪陇客家话泥、来母相混的情况也许

是受到当地西南官话影响的缘故。

2、对于龙潭寺泥、来半混的情况，王庆认为这是成都方言影响的结果：“由

于在十多年前，龙潭寺客家话还分“鼻、边’’，所以龙潭寺客家话的‘古泥、来’

两母相混不会是从来源地带过来的现象。这个现象应是成都话影响龙潭寺客家话

的很好证明。”

3、新都客家话是泥、来相混，且都读为[1】声母，新都客家话没有[n】和[嘲声母。

4、根据崔荣昌先生的研究，西昌黄联关的客家来自粤东龙川和五华。龙川客

家话的资料笔者没有找到，但五华客家话泥、来母是不混的，而根据有关资料，

西昌的西南官话老派泥、来母相混，都读为[n]声母⑤，而新派已没【n1声母，只有[1】

声母。所以，西昌黄联关客家话泥、来母部分相混的情况是从来源地带来的还是

受西南官话影响后产生的，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隆昌客家人多来自广东梅县和五华，这两地泥、来母是不混的，因此隆昌

客家话在这个问题上和广东梅县和五华是一致的。但是，在调查中也发现，隆昌

客家话的来母字略微带一点鼻音，由于隆昌也属于“连”读[n】，“年、严”读[嘲

的地区，所以这可能是受到当地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这也提示我们，方言特征

的演变从宏观上看是在地理上作波状移动，从微观上看则是方言特征的渐变。前

面我们提到同言线图，似乎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是截然两分的，这固然是正确

的，但是谁又能保证同言线两边的语音特征没有～丝一毫的接近呢?

①少数来母字与泥母字合流读【n】，参见段英《四川黄联关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的比较》(汕头大
学学报，2002(4))

@见崔先生的《四川方言的形成》

@孙晓芬《明清前的移民填四川》

④该同学是西南大学文学院2005级研究生官会云，客家人，客家语是其母语，籍贯是广东韶
关。

@老派的[n】声母，发音时气流同时从鼻腔、口腔出来，带有边音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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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四川各地(含重庆)客家话泥、来母的分混问题的分析，可以对我们

有如下启示：

1、在移民数量较多，且相对集中的地方，方言特征更易于保留，受到周围方

言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如隆昌县，客家人有二十多万，占当地总人口的近三分

之一。这样大的客家聚居区，再加上“宁卖祖上田，不忘祖上言"祖训的影响，

即使是受到了外围语音特征的影响，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来源地语音特征。

2、同时，辨证地来看，方言岛的语音特征会受到周围方言的影响，如仪陇、

龙潭寺等。即使是像隆昌这样的“川南客家的大本营"，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周边

西南官话的影响。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西南官话都是强势方言，为了交际

的需要，当地的客家人必须学习西南官话，这使得客家方言的语音受到了西南官

话语音规律的影响。

3、方言岛的语音特征受到周围方言影响的程度和速度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程度和速度成正比的。例如，王庆的研究发现，黄雪贞先生1986年调查时，龙潭

寺客家话是“泥、来”母不混的，但是十多年以后，龙潭寺客家话却“泥、来”

相混。何以变化如此迅速呢?可以认为，这是和近十几年来成都周边地区经济飞

速发展，社会人员交流频繁有关的。龙潭寺地理位置靠近成都，位于成都东北角

仅仅lO公里处，属于成都市的成华区。近十年来，成都市发展中心向周边转移，

成绵高速公路、成华大道的兴建，使得龙潭寺到成都市中心的交通十分便捷，这

给龙潭寺乡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条件，但同时这种经济的开放和人员往来的

频繁也给客家话带来了巨大冲击。这恐怕是龙潭寺客家话迅速变异的一个重要原

因。相反，隆昌虽然也地处交通要道，但毕竟不在成渝中心城市的附近，经济、

社会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人员流动也不是很频繁，所以客家话受到的冲击也相对

较小，其方言特征变异的速度也相对较慢。

4．1．3关于全浊声母分化的问题

不论平仄，客家方言中古全浊声母字大多读为送气清音，这历来被认为是客

家方言最重要的语音特征。例如，梅州各县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逢今读塞音、

塞擦音的，一般读送气清音，只有极少数字例外。有学者(黄雪贞，1987)进一

步指出，古全浊声母字客家话今音也有不送气的，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语

汇性的，某些全浊声母字，多数客家话都读为不送气音；一种则是方言性的，如

某地客家话的古全浊声母字因为受到当地强势方言的影响而读为不送气音。隆昌

客家话就存在着黄先生所说的第二种情况。隆昌客家话的全浊声母字有读为送气

清音的情况，这是保留了客家话的固有特点，同时隆昌客家话的某些古全浊声母

字因为受到隆昌西南官话的影响而读为不送气音，变得和梅州的客家话不一样，

这就是一种方言意义上的转读。

(1)下面是梅县客家话和隆昌客家话以及隆昌西南官话在全浊声母变清问题

上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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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l

例字 古声母 古声调 梅县 隆昌客家话 隆昌西南官话

婆 蓝 平 印‘o ；p‘0 sp‘o

爬 北 平 sp‘a cp‘a sp‘a

皮 啦 皿 硝 币‘i cp‘i

部 托 仄 枣近
， j

pu pu

备 蓝 仄 旷
．3 ．，

p1 pl

倍 照 仄 p‘0i’
．：

pel pel

头 定 平 ￡t‘3u ￡如u

徒 定 亚 爿lu ‘t‘u 爿h

堂 定 平 ￡t‘oD ‘t‘3习 舵D
夺 定 仄 t‘3k to? t0’

弟 定 仄 ：t‘ai 。t‘ai ti’

电 定 仄 t‘i衍 tian， tia矿

曹 从 平 ￡tS‘aU stS‘Qu ds‘au

蚕 从 平 ￡ts÷硼 ；tS‘an Ets‘an

秦 从 平 ds‘in ￡tc‘in 暑tc‘in

渐 从 仄 ts‘iam3 tcian3 tciaf

嚼 从 仄 ts‘iau’ tc、au’ tcia犷

造 从 仄 tS‘au3 ts‘au’ ts‘au’

除 澄 ·平 EtS‘u Ets‘u 量ts‘u

陈 澄 皿
￡tS‘3n ￡tS‘an d5‘an

绸 澄 平 曼ts‘iu ‘ts‘au dS‘au

住 澄 仄 ts‘u。 tsu3 tSU’

赵 澄 仄 ts‘au3 tSar 喀au’

侄 澄 仄 ts‘。b t啦?。 t订

柴 皇量 皿 ￡ts‘ai Ets‘缸 cts‘ai尔

锄 岩 平 stS、 ；ts‘u ‘ts‘u不

栈 崇 仄 tS‘an’ tSan3 tsan’

求 群 平 ￡k‘i3u 与tC‘iau dc‘iu

穷 群 皿
￡k‘iuD 皇tG‘i3D 皇tG‘i00

钳 群 亚
E k‘iam Etc‘ian dc‘ian

具 群 仄 k‘f tci3 tci’

技 群 仄 崩 tcf tc，

局 群 仄 t“?≥ tci’

从上表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的全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清化后，在平声和部

分仄声的读法上与梅县客家话一致，而另一部分仄声字则和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

一致。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受了西南官话在全浊变清问题上“平送仄不送’’规律

的影响，也就是黄先生所说的方言性的情况。而且，上例随机列举的16个全浊仄

声字中，梅州客家话全部读为送气音，隆昌客家话则有11个读为不送气音，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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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送气音。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西南官话对隆昌当地的客家话产生了强大

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为什么在全浊送气的问题上西南官话能对客家话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本

来全浊变清后送气是客家话一个非常重要的语音特征，照理说应该对西南官话的

“抵抗力”比较强，受的影响应该比较小，但是为什么恰恰受其影响的程度却很

深，并且还在不断扩大之中呢?也许可以这样解释：送气和不送气是汉语一个非

常重要的区别特征，汉语使用者(包括客家人在内)对这个区别特征非常敏感①。

在隆昌，客家人使用的是双方言(客家话、西南官话)，由于当地现实的社会环境

和语言习得环境，客家人对客家话和西南官话的熟悉程度实际上是相等的。当他

们使用西南官话或客家话时，能非常明显地感到两种方言在送气和不送气上的差

异，并刻意加以注意，以示区别。但是，由于西南官话是强势方言，对客家人有

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和交际上的优势，所以，按照一般的规律，他们说话时就会自

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客家话去接近西南官话②，把西南官话中的全浊不送气音带

进客家话中。这就是隆昌客家话中全浊不送气音越来越多的原因。
(2)对四川官话中客家话“底层’’的考查

兰玉英(兰玉英，2001)在《简析汉字声母在四川方言中的歧异读音》一文

中曾提到：“部分仄声的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四川方言送气，北京语音不送气。"

其所举的例字有：

l、属蓝母去声的：

捕、避

2、属蓝母入声的：

弼、拔、跋、勃、舶、泊

3、属定母上声的：

导

4、属定母入声的：

铎、跌

5、属从母上声的：

造

6、属从母入声的：

截、凿

7、属澄母上声的：

峙

8、属澄母去声的：

9、属澄母入声的：

辙、秩、浊、择、泽、宅

。即使是梅县客家话声母也有送气、不送气的区别。

圆笔者在隆吕调查时，发现很多客家人认为客家话很“土”，可能他们认为西南官话更时髦，

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靠近西南官话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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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玉英在列出了这些例外字后，并没有说明其产生的原因。其实，可以初步

判断：这些例外字很可能来自于四川当地的客家方言，即是四川话向客家话“借’’

来的。主要理由如下：

经查询，上述这些字在隆昌客家话中大都读为送气音。

表12

例字 隆昌客家话

捕 。p‘u

弼 pi3

拔 tS‘a

导 。t‘au

跌 t‘i￡?。

造 ts‘au3

截 t∞￡?3

凿 tS‘o?3

撞 ‘tS‘。日

秩 研’
浊 tS‘o?

择 tsa?3

宅 tS‘￡?3

崔荣昌先生(崔荣昌，1985)认为，四川省境内目前存在着三大方言：官话

方言、客家话和湘方言，这三种方言都是从外地带来的，是由于元末明初和清朝

前期的两次移民活动造成的。应该说，这两次移民相比较，后一次移民对四川境

内方言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一次移民，或者可以说四川境内方言今天的格局主要

就是由后一次移民(明末清初)造成的。李如龙先生(李如龙，2001)在谈到方

言系统的整合时认为：“一种方言如果历史上有几次移民带来的语音特点，由于移

民的批量不等，实力大小不同，经过竞争，其中一次占了优势，成为该方言的主

体，把前此传来的语言特点替换了，这就是覆盖式的整合。’’其实，近三百年以来

四川境内方言系统的整合就是一种覆盖式的整合。即在四川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运

动中，明术清初的移民运动成为了四川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这次移民所带来的

方言最终将前几次移民所带来的方言特征给“覆盖”掉了。因为明末清初，整个

四川处于长期大规模战争状态，人口锐减。当时的文献记载：“蜀省有可耕之田，

而无可耕之民。"∞四川人口从明朝万历六年的(1578年)的三百一十万②锐减至清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九万余人@，且多居住分散，隐藏于偏僻山野。而经过

清初一百多年的移民运动才又使四川人口在乾隆元年(1736年)增加至三百二十

。据《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岱据《明史卷四十三志第十九地理四》

@据《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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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力．山，比移民前增加了约36倍。这种移民方式，实际上就是周振鹤和游汝杰先

生②所说的占据式移民，其特点是“方言内部大面积的一致性”。联想到黄雪贞先

生认为在汉语官话方言中“西南官话的一致性最高”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土著居民的移民所带来的方言必然将分散的土著方言的特

征覆盖掉了，仅在边远地区才有一些遗留(如今天在四川边远地区还保留着一些

安徽话的方音特征等)。

如前所述，清初的移民浪潮形成了今天四川境内方言的格局。那么，今天四

川方言中的这些例外字就必然来自于湖广话、客家话和湘方言中的一种或几种。

我们首先考察湖广话。湖广话(就是今天四川境内的西南官话)主要是从湖北，

特别是麻城、孝感一带来的，今天不少四川老人念念不忘“祖上来自麻城孝感乡”

就是最好的注脚。我们根据赵元任先生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对麻城、孝感的

全浊字做一个考查。

表13

例字 古声母 麻城声母 孝感声母

婆 蓝母平声 p‘ p‘

拔 监母仄声 p p

提 定母平声 f t‘

第 定母仄声 t t

存 从母平声 tS‘ ts‘

自 从母仄声 ts ts

除 澄母平卢 珞‘ t矿

赵 澄母仄声 喀 t莘

求 群母平声 tC‘ tC‘

件 群母仄声 tC tc

从上表可见，在全浊变清的问题上，麻城、孝感方言都遵从“平送仄不送”

的规律，所以今天四川话的上述例外字不太可能是从湖北话中带来的。

其次，我们再考察四川境内的另一大方言——湘方言(主要分布在达州、仪

陇、宜宾等地)。崔荣昌先生调查过仪陇的“新城话”(湘方言)，他提到的特点有

“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及塞擦音的，不论平仄都不送气。”而我们知道，今天的湘

方言无论是新派还是老派，古全浊声母分化上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字今不论是

否变清，一律不送气。只不过新派是变清后不送气，老派是保持浊音不送气。因

此，笔者认为，这些例外字也不太可能是从湖南的湘方言带过来的。

那么，实际上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例外字是由客家话带来的。

一方面，从语音上说，客家方言这些例外字都是念送气音，和四川官话的语音具

有一致性；另一方面清初进入四川的客家人数量巨大，有上百万之众，是清初“填

四川”移民中的一只重要力量，加之客家人吃苦耐劳，经济、社会地位较高，这

使得在某个时期、某个地方客家话甚至是优势方言，可能当地的居民在心理上都

。据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四

圆见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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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客家话，甚至仿效它。虽然在与湖广话的竞争中，客家话最终还是处于劣势，

并且地盘不断缩小。但是，这样一只重要的语言力量必然要在今天的西南官话中

留下“底层’’，而这些全浊送气的例外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3)下面是四川境内客家方言岛(含重庆)在全浊声母分化问题上的情况：
表14

古全浊声母字分化
地点

送气 不送气

梅州 -

成都龙潭寺 _ 0

隆昌 ● 0

荣昌盘龙镇 、{ -

新都 _ 0

西昌黄联关 0 0

仪陇 0 -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川境内的客家话在全浊声母的分化问题上既不同于北京

语音“平送仄不送”的规律，也不同于梅州话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一律送气的

特点。四川客家话的特点是“一部分仄声全浊字不送气”。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

客家话和四川官话语音规律两边牵扯的缘故，几乎所有的四川客家方言点(含重

庆)都有这个特点，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比如，龙潭寺、隆昌都有相当的古全

浊声母字读为不送气，可以看作“活跃型’’的客家话，黄联关由于地处偏僻，这

部分字相对较少，可视为“保守型"的客家话。

4．1．4关于精、见组的问题

(1)隆昌客家话的古精组以韵母为条件分成两部分：在洪音前，读ts、ts‘、s；

在细音前，读t9、t矿、9。见组以韵母为条件也分成两部分：在洪音前读k、k‘、x；

在细音前读t9、t9‘、9。

(2)隆昌客家话存在着精、见组“腭化’’的问题。所谓精、见组的腭化，就

是指中古《广韵》声母系统的精组字和见晓组字中分化出了t9、t9‘、9声母，也就

是说现代的t9、t矿、9声母是从古代的“精、清、从、心、邪"和“见、溪、群、

晓、匣"两组音中分化出来的。具体的演变规律是：古代的精、见两组声母在今

洪音之前就保持ts、ts‘、s和k、k‘、x的读音，而在今细音前就变成了t9、t矿、G。

(3)隆昌客家话不分尖团，古精、见组字在今洪音前读ts、ts‘、s和k、k‘、x，

在今细音前读t乱t以9。黄雪贞先生认为“客家话多数地方分尖团，少数地区不

分尖团。”作为客家话代表的梅县客家话分尖团。其特点是逢齐齿呼韵母，古精组

字今读ts、tS‘、s声母，见晓组字今读k、k‘、h声母。

试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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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例字 古声母 洪细 梅县 隆昌

增 精 洪音 tSan3 ctsan

祖 精 洪音 。tSi 。tSU

节 精 细音 tslak tqie?3

酒 精 细音 。tsiu ctciau

精 精 细音 ctSln c幻in

仓 清 洪音 c公on cts‘a日

寸 清 洪音 公un3 ts‘uan3

菜 清 洪音 ts‘0i3 ts‘0i3

秋 清 细音 cts‘iu ctG‘i3u

枪 清 细音 cts‘io ctG‘ia日

在 从 洪音 choi cts‘oi

坐 从 洪音 cts‘0 tS03

字 从 细音 sr tsr

净 从 细音 ts‘ian3 娟明3

绝 从 细音 tS‘i如 tGye?3

●

苏 心 洪音 cSl cSU

散 心 洪音 San3 SaIl3

修 心 细音 cSlU cGlaU

线 心 细音 si甜 ciaIl3

写 心 细音 csia c9Ia

●

徐 邪 细音 幽‘i ￡Gl

邪 邪 细音 ￡Sla ￡Gla

席 邪 细音 sib 9i?，
一

血
见 洪音 kui3 kuei3贝

鬼 见 洪音 ckui ckuei

介 见 细音 kiai3 ka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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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见 细音 cka cka

九 见 细音 。lCju ctciau

经 见 细音 ckin cKm

孔 溪 洪音 ckun 。k‘0q

客 溪 洪音 hal【3 x073

宽 溪 洪音 ck‘uon c幽3n

丘 溪 细音 ck‘iu ct矿iau

屈 溪 细音 k．iut3 t9‘iu7，

跪 群 洪音 kui3 l【‘ueP

未 群 细音 k‘iab tcie3
¨'、

桥 群 细音 ￡k‘iao ￡t∞Qu

琼 群 细音 ￡k‘iun 一“如

茄 群 细音 ￡kio ￡t9‘io

海 晓 洪音 choi cxoi

许 晓 细音 。hi cci

靴 晓 细音 chio c9lO

向 晓 细音 MoD。 9iaD3

瞎 晓 细音 hat3 xa?3

贺 匣 洪音 f03 X03

夏 匣 细音 ha3 cXa

鞋 匣 细音 ￡hai ￡xaI

衔 匣 细音 出am ￡xan

限 匣 细音 han。 cian3

(4)下面是隆昌客家话精组有关情况的说明：

I、隆昌客家话精组字在古开口三等脂韵前分成两部分：有读为t9、t矿、9的

情况，但梅州客家话和隆昌的西南官话却不这样读。如：

表16

紫 瓷 斯 死 姊 四

梅县 。tsl ；ts、 csl Sl ctsi Sl

蕉岭 ‘tsl ds、 cSl Sl 。tSi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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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远 ‘tsl ；tS~l csl Sl ‘tSi S1

人埔 ctsl 妄ts、 csl Sl 。tsi Sl

丰顺 ctsl ‘ts、 csl Sl ‘tsi Sl

五华 。tsl 量ts、 c研 Sl 飞i Sl

兴宁 。铆 出Y csl Sl ‘tsi Sl

隆昌 ctsl 车ts、 csl Cl ctGi Cl

隆吕官话 。tSl sts、 csl 。s1 ‘tsi￡ Sl

不难发现，“死、紫、四”等几个字，梅州各县客家话保留“i”介音，并且声

母读ts、ts‘、s，也就是说读为尖音。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保留ts、ts‘、s声母，但

韵母为为舌尖元音“．1”；隆昌客家话则保留三等韵的特征“i，，，只是声母作出调整，

腭化为t9、tG‘、9。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梅州客家话精组字的读音比

较古老，没有发生腭化的情况，隆昌西南官话则是已经完全腭化到位了，而隆昌

客家话则是一种“折衷”的读音，介于隆昌西南官话和梅州客家话之中，声母已

经腭化，但韵母还未高化为1，这是西南官话和梅州客家话两边语音规律互相拉动

的结果。

II、隆昌客家话的深、臻、曾三等韵和梗二等韵的庄组声母和通摄入声韵的

精组声母同样有腭化现象，这是梅州各县的客家话中都没有的。试比较如下：

入声：

表17

涩生 虱生 侧庄 色生 族从 责

梅县 se陆 Se匕 tSe匕 Set， ts‘oki tsit，

蕉岭 se陆 se毛 tS‘c乞 se?， tS‘ok

平远 sep seL ts‘e?， se乞 ts‘ok：

大埔 se?， Set， ts‘ct， Set， ts‘0k。

丰顺 se毛 Se匕 tS‘e匕 Se匕 ts‘0k

五华 Set， Sek ts‘e匕 Se匕 ts‘ok tsik

兴’j。 siok， sie?， tSie?， sie?， ts‘okj

隆昌 s￡7， Gi￡乞 ts‘e乞 s￡?， tc‘iu?， ts￡?，

舒声：

表18

森 参小 牲。口 生

梅县 cSem 。Sem 。s￡m(臼)＼。saD(文) 。sa小csen

蕉岭 。Sem 。saD＼csen

平远 ：Sem 。saD＼csen

大埔 cSen 。sa小csen

丰顺 cSen csa小c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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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 ：Sen 。Sem 。Sen csa0＼csen

兴弓。 csloD csaD＼。sen

隆昌 ：San 。S9n 。San 。S9n

可以看见，其实隆昌客家话深、臻、曾三等韵和梗二等韵的庄组声母和通摄

入声韵的精组声母的腭化现象基本不出现在舒声韵，只出现在入声韵。其原因还
有待研究。

III、其实，在四川官话中，也有少数精组字的演变是不合常例的。例如，有

少数精组字在北京音中读为舌尖前音，在四川官话中读成t9、t以9。试比较如下：

表19

例字 四川官话 北京 隆昌客家话

足 dGy 文SU tsu?3

虽 cGy cSUl 。SUel

遂 9旷 sui3

肃 9y。 SUo

宿 暑9y SU。 ciau3

俗 套9y 暑sU 9i们3

速 e9y SU3 面l?a

族 stG‘y 文sU t∞u?3

戍 量CU 莘u3

藏 ；t舒aD stS‘aD piaD3

从以上的例字可以看出，这种精组读舌面的情况，主要是精母、心母拼合口

三等韵。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值得研究。上述这些例字的读音中，应该是梅

州的读音较为古老，全部都读为舌尖前音。北京虽然已经有精组腭化的现象，但

是这些例字的读音却没有腭化，都读为舌尖前音。四川官话在这里却显示出了“超

前”的特点，这些例字在北京音中没有演变为舌面音，在四川官话音中却已经腭

化演变为舌面音了。而隆昌的客家话在这里又再次表现出语音“折衷"的特点，

一部分字和四川官话相同，腭化为舌面音；一部分字和梅州话一样，保留舌尖前

的读音，这也再次说明了四川官话语音和梅州客家话语音对隆昌客家话语音的双

向拉动作用。
(5)下面是广东梅州、五华，福建长汀和四川(含重庆)境内客家方言岛尖

团分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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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地点 尖团分合情况

梅州 分尖团

五华 分尖团

福建长汀 分尖团

成都龙潭寺 不分尖团

’盘龙镇 不分尖团

仪陇 不分尖团

隆昌 不分尖团

新都 不分尖团

西昌黄联关 不分尖团

由上表可见，四川境内(含重庆)的客家话都不分尖团，毫无疑问，这主要

是由于西南官话多数不分尖团的缘故。

4．1．5关于晓、匣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和梅州客家话相比，古晓、匣组字的语音分化要复杂一些。在梅

州客家话中，古晓、匣母字各县读音较一致，开口韵字和合口三、四等字以读h为

主，其中细音韵前的h实际读音一般为舌面中音9、合口一、二等字以读f为主，部

分匣母字读零声母。

隆昌客家话古晓、匣组字的分化情况是：一分为四，读为[f】M[x】和o。具体

的分化规律是：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字读【x]声母；开口三、四等字等字、部

分合口三、四等字读[G】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止摄合口三等晓母读【f】声母：

部分合口一、二等字读零声母。例如：

表2l

例字 古声母 开合等第 韵摄 梅县 隆昌

虎 晓 合口一等 遇摄 。如 ‘如

汉 晓 开口一等 山摄 han3 —3n

瞎 晓 开口二等 山摄 hat3 xa?3

海 晓 开口一等 蟹摄 choi cx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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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晓 合口三等 遇摄 chi cci

毁 ‘晓 合口三等 止摄 。fi 。fei

靴 晓 合口三等 果摄 。hio c910

向 晓 开口三等 宕摄 hio日3 9iaD3

训 晓 合口三等 臻摄 hiun3 cin3

歇 晓 开口三等 山摄 9i￡?。

胸 晓 合口三等 通摄 chiuD c910D

祸 匣 合口一等 果摄 f03 f03

●_——

I助 匣 合口二等 蟹摄 fa3 fa3

胡 匣 合口一等 遇摄 。fIl 。m
一

红 匣 合口一等 通摄 ￡如D ￡fo日

夏 匣 开口二等 假摄 ha3 cXa

贺 匣 开口一等 果摄 f03 X03

鞋 匣 开口二等 蟹摄 chai cXal

衔 匣 开口二等 咸摄 cham cXan

含 匣 开口一等 成摄 cham cXan

限 匣 开口二等 山摄 han3 cian3

现 匣 开口四等 山摄 hian3 ccian

玄 匣 合口四等 山摄 。hian c9lan

换 匣 合口一等 山摄 fon3 U3n3

话 匣 合口二等 蟹摄 fa3 Ua3

魂 匣 合口一等 臻摄 。fhn c岛n

横 匣 合口二等 梗摄 cV碣 ￡u购

(1)黄雪贞(黄雪贞，1987)指出：“古晓匣母字在客家话今音的读法，受

古韵的等第、开合制约。”她认为这主要有三种情况：①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

的字，各地一般今读[h]声母。②古晓、匣开口三等的字一些地方读[h]，一些地

方今读[s s纠不等。③古晓、匣的合口字，一般读[f v]，这是客家话语音方面的

特点。”对于第一种情况，隆昌客家话基本符合，只不过是发音较为靠前，将喉音

[h]变为了舌根音[x]；对于第二种情况，隆昌客家话一般读为[9]声母，不读为[h]、

嘲、[s]；对于第三种情况，隆昌客家话的合口字一般读为[f]声母或零声母，不
读为[v]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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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晓母一般拟音为[x]，古匣母一般拟音为[Y]，在开口字方面，官话方

言和客家方言没有多大的差别，它们的演变过程是：在浊音清化的时候，匣母与

晓母合流，读为[x]声母，然后开口三、四等字腭化而成了[9]声母。如图所示：

=>。x，开?一‘将&3
＼

＼▲开口三、四等字[9]

所以，隆昌客家话中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字，读为[x]，这种情况属于承

袭古音而来，开口三、四等字读为[G]，这是受[i]介音的影响发生了腭化，是同

见组腭化相平行的一种演变。

(3)隆昌客家话的晓、匣母合口字有唇化的现象，也就是晓组合口字读[f]，

与非组混同。隆昌客家话的合口一、二等字唇化比较彻底，止摄合口三等的晓母

字也发生唇化。谢留文先生(谢留文，2003)认为，发生这种唇化是“因为介音

[u]的作用所致。"

(4)有些客家话匣母有读为[v]的情况，隆昌客家话没有这种情况。前面提

到，在中古晓匣母开口字演变方面，官话方言和南方方言没有多大的差别，但谢

留文先生认为，在合口字方面，官话方言与南方方言的演变并不一致：“在南方方，：

言里，中古的匣母[Y]合口字在浊音清化前，声母可能弱化脱落，变为了零声母。”

这也许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隆昌客家话匣母合口有零声母而没有[v]声母。

匣母合口—屹口

、
＼—◆ 合口一、二等字转入非组[f]
＼

、▲
合口三、四等字[9]

／≯ x

晓母合百二—◆ f(并入非组)

其实，就整体来看，隆昌客家话有[v]声母，但不是来自于匣母。隆昌客家话

的[v]声母的一个来源是：影母拼遇摄合口一等字，如“乌、屋”。实际上，西南

官话中也有此现象，如重庆话。例如，乌[。vu]、屋[。vu]、污[。vu]、坞[。vu]、呜
r 1

LcVuJ o

(5)梅州客家话晓、匣母字有喉音擦音[h]，没有舌根擦音[x]。下面是梅县、

五华以及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这两个音的比较：

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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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地点 [h] [x]

梅县 0

五华 J

成都龙潭寺① t

隆昌 -

荣昌盘龙镇@ 0

仪陇 ●

新都@ 0

西昌黄联关④ -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四川境内(含重庆)的客家方言岛从来源地带来的喉塞

音[h]，不断受到四川官话的冲击。因为四川官话是没有[h]的，而只有[x]，这使

得原有的喉塞音发音越发靠前，以致读成了舌根音[x]。这种情况，在四川(含重

庆)各个客家方言岛非常普遍，只不过有的方言岛演变得比较快，如隆昌和盘龙

镇，只有极少的字读[h]，并且只保存在老年人的口语中。有的方言点则演变比较

缓慢，如仪陇，实际发音的音值更接近于喉音，故徐狲(徐种，2007)记为[h]。

但是，不管演变的情况如何，[h]和[x]这两个音在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中都

不区别意义，实际上形成了音位变体，这种自由换读的现象实际上说明了四川(含

重庆)客家话的晓、匣母一、二等开口字的读音从稳定的状态已经转化成了不稳

定的状态。

4．1．6关于日母的问题

古日母在今天的隆昌客家话中五分：班、n、o、z、幻梅州客家话中以D、．11、

驺这几个音为主，另有少数读零声母。现比较如下：

表23

耳 软 人 入 肉 燃 日 让 惹 认 闰

梅
c．

J1I 妒13n 气11m J1l弘 J1iok {lan 。nin ∞D。 cna n， 戚n3 lUn

县

。龙潭寺客家话在QD、Qu等韵母前读h，但在ieu、胡等前元音前时却读为x，并不区别意义。

王庆认为龙潭寺客家话的x与h互为条件变体，只需设立一个音位[x】就可以了。
圆盘龙镇的喉擦音[h】极少，故李科凤记为【x】。

@新都晓、匣母字有的读[h】，有的读[h】，也不形成音位的对立，黄尚军、曾为志并记为【h】。
国实际上西昌黄联关也是有的字读[x】，有的字读【h】，但段英记为[x】。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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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 m cIM3n d工m mp 嘶olc， ￡Ian lUn

岭 2

平 m cnd3n d阻m 蹦p 面ok， 盂lan lUn

●—-

惩 j

大
c ．

J1l 妒10n 气肿 烨 J1iok den lUn

埔
c ．

丰 J1l 妒13n 小m J1l肛 J1iok ‘len lUn

顺

五
c ．

J1l 小13n 寸llIl J1l弘 Jliok nen lUn

韭

兴
c ．

J1l 。nU3n 班n J1弘 J1iok ‘Ien lUn

宁

隆 m c釉0D dMn 驰 血u?， ￡Zan 嫩eL IU3n cn，la nl IMn ln

昌

(1)从以上例字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的日母字多读为[叫，这部分字的读音

与梅州各县的读音很一致，因此可以推断出这些字是隆昌客家话从来源地带来的。

z声母，所有梅州各县皆无此声母。由此可以推测，这个声母应该是隆昌客家

人在迁入隆昌县以后才产生的。因为在隆昌的西南官话中有日母字读【z]声母的情

况，例如：认【zan3】、任【zan3】、刃【z3n。】、仁[￡zan】、忍[。z3n】。
“。

隆昌客家话还有读z．声母，这个声母比较特殊，不仅在梅州各县没有见到，在

四川境内(含重庆)其他客家方言岛也没有见到。这应该是受到了隆昌当地西南

官话的影响而产生的。按照翟时雨先生(翟时雨，2003)《汉语方言学》的研究’，

以自贡、内江为中心的几个县有【司声母，隆昌属于内江市，且当地西南官话日母

字有读为【刁声母的情况，故笔者判断隆昌客家话日母字有【司声母是受到隆昌西南

官话强力影响的结果。

(2)下面是梅州和四川(含重庆)各地客家方言岛日母字的分化比较：
表24

地点 古日母分化情况

梅州 D J1 n a

龙潭寺 B n a Z

隆昌 n n a Z 互

荣吕盘龙镇 n I Z

仪陇 O Z

新都 n a Z

通过上例，我们可以发现：

I、对于梅州客家话所具有的孙J1两个声母，四川境内的客家方言岛都不具

有，这主要是四川官话中日母字不读为日、J1两个声母的缘故。原来在梅州客家话

中读D、Jfl两个声母的字转化读为了[嘲、【n】或零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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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绝大多数四川客家方言点目母字都有零声母和[嘲、【z]声母字。根据项梦

冰先生的研究(项梦冰，2006)，客家话古日母字的音变过程为：
n一1

f

D—J1一日一g

l＼

a 孔

其中，在111个客家方言点中，读为[蝴声母的有42处，看来四川客家话部分

日母字读【嘲的读法和许多客家方言点是一致的。在项先生所采纳的136个客家方

言点中，从上图可知，并未有出现[z】声母。所以，四川客家话出现日母读[z】声母

是四川客家人迁徙到四川后，受到西南官话影响而产生的文读音。

III、盘龙镇客家话有日母读为[1】的情况，李科凤(李科凤，2006)发现了这

一现象，但是没有说明原因。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这种情况，就目前的调查

而言，主要在江西一带，如大余等发现。如：热1iel、人li3习2、软lia3、肉lyl。

这是由于盘龙镇客家人来自于江西，还是后期语音演变的结果，如是发生“驴11”

音变后，再发生泥、来母合并的结果，还有待研究。

4．1．7关于影组的问题

关于影组的分化问题，梅州客家话各县读音较为一致，均读为零声母。隆昌

客家话在这个问题上的特点是：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零声母，如鸭(二等)、哀

(一等)；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D声母，如爱(一等)、握(二等)：合口呼一、

二等字或读为v声母，如乌(一等)、屋(一等)，或读为零声母，如剜(一等)、

挖(二等)；合口呼三、四等读零声母。

试比较如下：

表25

梅县
焦岭

甲远

大埔

中顺

无华

兴宁

隆昌 日ai3 a? 。u3n ￡uei 。i锄 io? 。i3u

隆昌客家话的影组和龙潭寺、仪陇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区别。中古影组在龙

潭寺客家话中四分：在古一、二等开口呼前的，部分读零声母，部分与疑母开口

呼合流读日；在古一、二等合口呼前的(包括止摄三等合口)与匣母，微母一起

．!!I看．m．Ⅲ．m．m．棚．山．m

6

6

矗

6

‘

厶

6艿酞=差酞泳冰敞=差

3

3

，

n

3

l

3远．舳．衄．肌．岫．胤．．5．肼

I
2

2

2

2

2

2

2
嘲倒．m．m．m．m．m．山．m碗啪咖吼啪嗽一-暑

‘，tJ‘■C●

，C，

5鸭妒咿咿咿蚪獬心

妒

跫时”婶神”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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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v；在古三、四等韵前的，读零声母。仪陇客家话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零声

母，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日声母，与疑母合流：一、二等合口呼读v声母；三、

四等读零声母。

和上述两地客家话相比较，隆昌客家话的影组字在开口呼和合口三、四等字

的分化上面基本没有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合口一、二等字，龙潭寺和仪陇都读为v

声母，而隆昌则都为零声母。反观李科凤研究的盘龙镇客家话的特点，“影母、疑

母多读为零声母，部分影母、疑母混读，读[q】。”在这个问题上，隆昌客家话和盘

龙镇客家话有更多相似的特点，这大概是两地地理位置较为相近，可以互相影响

的结果。

4．1．8关于知、章、庄组的问题

(1)先看隆昌客家话古知、章、庄组的分化情况。精、知、庄、章组的分化

在各方言中情况不一，在客家话内部也不尽相同。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谢留文

先生(谢留文，2003)把客家话精、知、庄、章四组声母从音类的演变角度分为

两种类型，一是精、知、庄、章合一，读某一类声母；二是精组、知组二等、庄

组读一类声母，知组三等、章组读另一类声母。下面我们对隆昌客家话的知、章、

庄组字的分化情况作一个具体分析：

I、隆昌客家话知组二等字的读音是：
表26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

桌 知 二等 tso?3

摘 知 二等 ts胡3

撑 彻 二等 cts钿

拆 彻 二等 ts‘a?3

浊 澄 二等 ts‘07。

II、隆昌客家话庄组字的读音是：
表27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

债 庄 二等 tsar

抓 庄 二等 ctSUa

初 初 三等 cts、J

抄 初 二等 cts‘au

寨 崇 二等 tsai3

骤 崇 三等 tsj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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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生 二等 cSa

梳 生 三等 cSU

III、隆昌客家话知组三等字的读音是：
表28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

猪 知 三等 ctSU

朝 知 三等 ctSaU

超 彻 三等 c tS‘au

丑 彻 三等 ‘ts鼍u

住 澄 三等 tSU3

除 澄 三等 cts‘u

Ⅳ、隆昌客家话章组字的读音是：
表29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

遮 童 三等 ctsa

执 童 三等 垮￡如

盔 昌 三等 cts‘a

处 昌 三等 。ts‘u

唇 船 三等 cSUan

实 船 三等 莘￡?，

书 书 三等 cSU

湿 ·持 三等 莘￡?3

酬 禅 三等 ％台U

十 禅 三等 }￡屯

(2)所以隆昌客家话的知、章、庄的分化情况不同于谢先生的论述，其

规律是：知组不论二、三等和庄组一起都读为[ts、心、s卜‘类声母：章组字有两

读，一部分读为[ts、ts‘、s】一类声母，一部分则读为【t荸、蟮、莘】一类声母。可以

列表分析如下：

表30

l 古声母 隆昌今读音

l 知组 tS、 tS‘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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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有部分地区的西南官话是有翘舌音的，如自贡市、内江一带。隆昌县属

于内江市，也是有翘舌的地区。那么，隆昌客家话中ts、t矿、吕是从客家来源地

带来的，还是受到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呢?我们现做一个考查。

隆昌的客家人主要来自于广东的梅县和五华(见后文《关于隆昌客家人的来

源问题》)。梅县客家话现在只有ts、ts‘、s声母，没有ts、t萝、5声母。五华客

家话有ts、ts‘、s和喀、缮、莘两组声母。这两地古知、章、庄三组字现在读音

的分化情况是：梅县古知、章、庄组与精组合流读ts、心、s：五华知组二等、庄

组与精组合流读ts、tS‘、s，知组三等与章组合流读t莘、t莘‘、s。刘涛先生(刘涛，

2003)认为梅县、五华客家话在历史上都经历了一个翘舌的阶段，且有知组二等、

庄组与知组三等、章组对立的情况。其演化过程是：知组二等、庄组字向舌尖前

音ts、ts‘、s发展；知组三等、章组字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为舌尖前音ts、tS‘、s，

一为舌尖后音喀、t矿、莘。知组二等、庄组、知组三等、章组四组声母的发展过程

中有一个汇聚点——舌叶音，它是一个连接早期语音和现代语音的纽带，是早期

语音向现代语音过渡的桥梁。如图所示：
“

表31

精 早七

知二 桌摘

庄

知二

：白：

罩

争插

=≯煮酰食身十——i9

叮

培

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客家先民于清初时来到隆

昌时，第一，；第二，有知组二等、庄组与知组三等、章组的对立，且很可能是和

现在五华的读音相同，即知组二等、庄组与精组合流读ts、博、s，知组三等与章

组合流读喀、缮、莘。那么，当时的隆昌客家话和现在隆昌客家话在知、庄、章三

组上的异同是：①都有翘舌音。②当时有知组二等、庄组与知组三等、章组的对

立，现在没有。③当时知组二等读ts、心、s，知组三等读喀、硌‘、S；现在知组

二等、知组三等都读ts、心、s。④庄组不论过去和现在都读为ts、博、s。⑤章

组过去只读为喀、t矿、拿，现在有读tS、心、s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隆

昌客家话的知组二等和知组三等发生了合流。我们认为，这是受到隆昌西南官话

影响的结果。因为隆昌西南官话的知组二等和知组三等字就是合流了，且读为ts、

心、s。例如：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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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隆昌西南官话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今声母

站 知母 二等 tS

桌 知母 二等 tS

着 知母 三等 tS

肘 知母 三等 tS

昼 知母 三等 tS

镇 知母 三等 tS

另外，隆昌客家话的章组字现在有读为平舌的情况，这也是受隆昌西南官话

影响的结果。我们来看隆昌西南官话章组读平舌的情况：

表33

隆昌西南官话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今声母

拙 章母 三等 tS

者 章母 三等 tS

粥 章母 三等 ts

占 章母 三等 tS

战 章母 三等 ts‘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隆昌客家先民清初从广东的梅县和五

华迁入到隆昌时，隆昌客家话是有翘舌的，且分布较广。后来受到隆昌当地西南

官话的影响，翘舌的范围逐渐缩小，只分布于章组，而不见于知、庄组。

(3)下面是四川客家方言岛(含重庆)在有无[t莘、t矿、荸】这组音这个问题

上的分化。

表34

，有无[t墨、t矿、朝
地点

有 无

梅州 _

成都龙潭寺 -

隆昌 ●

荣昌盘龙镇 0

新都 -

西昌黄联关 0

仪陇 -

现作具体分析：

I、关于龙潭寺的情况。王庆认为，“总体上而言，由于龙潭寺的翘舌音正处

于向平舌音转化的阶段，情况因地域、因人而异，所以，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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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盘龙镇的知、庄、章组字和精组字已经合流了，读为[ts、ts‘、s】，这是

应该是受到了重庆方言的影响的结果。

III、西昌黄联关的客家来自粤东龙川和五华。龙川客家话的资料笔者尚未找

到，但五华客家话有[t荸、t矿、争】这组音。西昌的西南官话分老派和新派，根据笔

者搜集的资料，新、老两派西南官话除庄组都念[ts、ts‘、s]外，能分清[ts、ts‘、

s]和[t莘、蟮、莘】。但新派的[t莘、喀‘、莘】已经不同于老派，音值实际处于[ts、博、

s]和[t莘、t莘‘、莘】之间。这说明，西昌的西南官话已经有了平舌化的趋势。所以，

西昌黄联关客家话有[t莘、t矿、荸]的情况一方面是从来源地带来的，另外也受到了

西南官话影响，是二者共同影响的结果。

Ⅳ、仪陇客家话为什么没有[t莘、珞‘、莘】，徐种没有指出，笔者试作分析。根

据崔荣昌先生①和孙晓芬②先生以及徐种(徐狲，2007)的研究，仪陇客家主要来

自于粤北韶关。根据笔者的调查，韶关客家话没有[ts、t莘‘、莘]这组声母。但是，

富有意味的是，仪陇当地的西南官话有[t莘、培‘、莘]这组声母，且可以拼合的范围

比较大。所以，笔者只能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仪陇客家话表现得相当保守，并

没有受到当地西南官话多大的影响，而是保留了其来源地的语音。但是这也不绝

对，徐狲在调查中发现有位发音人在读到“仓、昌、苏、书、税、生、声、丑、

帅、朱、珠、尸、柿、士、事、使、历”等少数庄、章组字时带有轻微卷舌，大

概就是西南官话“无孔不入"的影响吧。

4．1．9声母小结

l、在中古的“非敷奉”三母上，隆昌客家话有少数字读成[p】或[p‘】，大部分

字读成[f】；在中古的“微”母上，隆昌客家话一般读为零声母或[v】，、只有极少字

读为【m】。
_

2、隆昌客家话在泥、来母的分混问题上应该基本不混，即泥母字大都读为[n】，

一部分在细音前读为[嘲，来母字一般都读为[1】。

3、隆昌客家话的全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清化后，在平声和部分仄声的读法上

与梅州客家话一致，都读为送气，而另一部分仄声字则和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一

致，读为不送气。

4、隆昌客家话的古精组以韵母为条件分成两部分：在洪音前，读ts、ts‘、s；

在细音前，读t9、t矿、9。见组以韵母为条件也分成两部分：在洪音前读k、k‘、x；

在细音前读t钆tG‘、9。

5、隆昌客家话古晓、匣组字在隆昌客家话中的分化是：一分为四，读为[f][G】[x】

和a。具体的分化规律是：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字读【x】声母；开口三、四等

字、部分合口三、四等字读【9】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止摄合口三等晓母读

ff]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读零声母。

6、隆昌客家话古日母在今天的隆昌客家话中五分：弧n、巧、z、昏梅州客

。见崔先生的《四川方言的形成》

圆孙晓芬《明清前的移民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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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话中以D、J1、耻这几个音为主，另有少数读零声母。

7、隆昌客家话影组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零声母，如鸭(二等)、哀(一等)；

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n声母，如爱(一等)、握(二等)；合口呼一、二等字或读

为v声母，如乌(一等)、屋(一等)，或读为零声母，如剜(一等)、挖(二等)；

合口呼三、四等读零声母。

8、隆昌客家话的知、章、庄的分化规律是：知组(除澄母一部分外)不论二、

三等和庄组一起都读为[ts、tS‘、s】一类声母；章组字有两读，一部分读为[ts、ts‘、

s】一类声母，一部分则读为[t莘、t莘‘、号】一类声母。

4．2韵母的横向比较

4．2．1关于撮口呼的问题

(1)隆昌客家话四呼俱全，开、齐、合、撮，但撮口呼的字比较少，一般将

撮口呼读为齐齿呼。试比较如下：

表35

例字 梅县 隆昌

泉 ￡tS‰ {tG‘yan
c c

女 D ny
．，

闰 lUn ln

口
。li口

勋 chiun c9ln

区 ct9i

匀 ‘i11 ￡in

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很有特点，和龙潭寺、仪陇等地都不一样，隆昌客家话

的撮口呼演变得很缓慢。王庆在研究了龙潭寺客家话后认为，龙潭寺客家话的撮

口呼借自成都话，形成的时期比较晚，并且“龙潭寺客家话的撮口呼仍处于扩大、

巩固时期。"徐狲则认为“仪陇客家话撮口呼发展已经比较稳定，在西南官话(仪

陇话)中读撮口呼的在仪陇客家话中也都读为撮口呼。’’由于隆昌客家人的主要来

源地梅县、五华等地客家话缺少撮口呼，所以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毫无疑问是借

自于四川官话的。但是，与上述两地不同的是，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并不是处于

“扩大”、“稳定”和“巩固’’时期，相反，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还处在初期的不

稳定阶段，这是因为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字非常少，而且还影响了隆昌当地的西

南官话。详见后文。

(2)现在我们来谈隆昌客家话影响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撮口呼字的问题。按

照黄雪贞先生《西南官话的分区(稿)》中的意见，隆昌方言应该属于西南官话灌

赤片仁富小片。仁富小片主要包括有的县市有：内江市、自贡市、隆昌县、荣县、

富顺县、荣昌县、仁寿县、威远县、筠连县、盐津县、冕宁县等。这一小片方言

的共同语音特点主要是：古入声字今读去声；【ts、心、s】和[喀、t矿、莘】对立，古

精组字大都读[ts、心、s】，古知庄章组字大都读[t莘、tS‘、扎古泥、来母字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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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混，古泥组洪音字读l声母，细音字读n声母；古非组和晓组声母在u韵前读为

￡在其他韵前不混。但是，和周边的几个县市相比，隆昌方言在撮口呼上有显著的

特点。如下表所示：

表36

吕 旅 滤 拘 居 区 捐 绢 圈 全

隆昌 。li 。li li3 幽i ct西 c协‘i ct9i锄 ct9iaIl ct9‘i强 ￡蟛‘i姐

荣昌 。ly 。ly l旷ct9y 洳y c饰‘y 。t9y孤 如y锄 c如‘y锄 弗‘y锄
内江 。ly 。ly ly。ct9y ct9y ct9‘y ctGy锄 c协yaIl ctq‘y锄 书‘y孤
自贡 。ly 。ly ly。 ct9y ct9y ct9‘y ct9yan ct9y=m c协‘yan 弗‘yan
威远 。ly 。ly ly3 ct9y ct9y ct9‘y c协y孤 ct9yall c协‘y孤 一c‘y觚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隆昌方言和周边县市的方言相比，比较缺少撮口呼，

并且撮口呼都读成是齐齿呼。缺少撮口呼或将撮口并入齐齿的情况在西南官话区

并不少见。按照黄雪贞先生《西南官话的分区(稿)》中的意见，西南官话区昆贵

片(主要包括云南省东部和中部的七十四个县市和贵州省的二十个县市以及四川

省的一个县)都没有撮口呼，成渝片的中江、宜昌、枝江和滇西片的腾冲、陇川、

龙陵、潞西等少数的几个点也没有撮口呼。但是，黄雪贞先生并没有指出隆昌方

言所属的西南官话灌赤片仁富小片缺少撮口呼。而且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和隆

昌县相邻的荣昌、内江、自贡、威远等地都并不缺少撮口呼，只有隆昌方言缺少

撮口呼并将撮口呼读为齐齿呼，在这个方言特征上是一个孤岛。

隆昌方言缺少撮口呼主要是受到了当地客家话的影响。主要理由如下：
⋯1

I、西南官话的内部一致性向来被认为比较高，按照一般的方言地理学和方

言接触理论，一种方言必然受到周边方言的影响从而产生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

是说方言在地理上的扩散是波状的。而隆昌方言周边的荣昌、内江、泊贡、威远

等地都没有缺少撮口呼的特征，所以我们很难说隆昌方言缺少撮口呼是因为受到

了周边县市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特征。

II、隆昌客家话有缺少撮口呼的特点。下面是隆昌客家话和隆昌西南官话(湖

广话)的撮口呼字的一个对比：

表37

吕 旅 滤 拘 居 区 捐 绢 圈 全

隆吕西南官话 。li 。Ii lP 。研 如i 。t9‘i 。t9i锄 ct9ian 。协‘i觚 一G‘ian

隆昌客家话 。li 。li li3 。t9i 。研 。幻‘i 。蟛i锄 。tqi扰 c幻‘i锄 少‘i锄

从上表可以看见，对于许多撮口呼字，隆昌西南官话和隆昌客家话的读法基

本一致，都是把撮口读为齐齿。

III、从方言接触的角度来看。隆昌的客家人数量巨大，人口约有二十多万，

占整个隆昌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他们遵从先祖遗训，对外讲四川话，对内讲客家

话，使得客家话在隆昌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而不至于被周围的西南官话所同化。

隆昌客家人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很高。隆昌当地现在保存有客家人的大量

牌坊，规模很大，被誉为“中国石牌坊之乡’’。可见当时隆昌客家人之盛。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客家话在隆昌是属于强势方言，其影响力在交通和通讯

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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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发达的时代甚至超过了当地的西南官话，这也必然导致隆昌客家话的某些特

征渗透进隆昌西南官话当中。

(3)以下是梅县、五华等地和四川各地客家方言岛(含重庆)的撮口呼情况：

表38

地点 有无撮口呼 撮口呼字情况

梅县 无

五华 无

成都龙潭寺 有 处于扩人、巩同时期，还不稳定

隆昌 有 撮口呼字很少，一般读为齐齿

荣吕盘龙镇 有

发展已经比较稳定，在西南官话(仪陇话)中读
仪陇 有

撮u呼的在仪陇客家话中也都读为撮u呼。

新都 有 部分撮口呼字可以撮口齐齿两读

西昌黄联关 无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川各地的客家话除了黄联关以外，都有撮口呼。黄联关

客家话为什么没有撮口呼呢?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黄联关地理位置比较偏

僻。黄联关位于西昌市境西南，距西昌城约30公里，依山傍河，客家人有近万人，

且为聚居，客家方言的语音特征保留得比较好；二是受到了当地西南官话的影响。

西昌方言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方言是没有撮口呼的，只有新派方言才有撮口呼，

考虑到新派是最近二十年才产生的，且主要影响在西昌市区，所以黄联关当地客

家话可能受西昌老派方言的影响比较大，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撮口呼了。

除开黄联关以外，四川其他各地的方言岛在撮口呼问题上大概可以分为三个

类型：一是以龙潭寺和仪陇为代表的“扩大型"，表现为读撮口呼的字较多，受到

西南官话的影响较大；二是以隆昌为代表的“基本不变型’’，读撮口呼的字较少，

且影响了隆昌的官话方言；三是一种“折衷型’’，以新都为代表，表现为部分撮口

呼字可以撮口、齐齿混读。

4．2．2关于辅音韵尾的问题

(1)隆昌客家话的韵尾主要有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其中，鼻音韵尾为[n】和

[D】。隆昌客家话没有[m]韵尾，在梅县客家话中读【m】韵尾的字在隆昌客家话中都

转化为[n】尾了。隆昌客家话有塞音韵尾，但不是[p】[t】[k]韵尾，而是喉塞音韵尾[?]，

隆昌客家话的喉塞音韵尾主要分布在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韵

摄。

黄雪贞先生(黄雪贞，1987)根据辅音韵尾的情况把客家话分为三种：①鼻

音韵尾[m n D】与入声韵尾【p t k】俱全。粤东、粤中、台湾的客家方言区多数属于此

类。②鼻音韵尾无[m】，只有[n D】或鼻化韵；入声韵尾只有[?】，[p k】尾已消失，[t]

尾已渐趋消失。江西、闽西、四川、粤西、粤北一带的客家话区多数属于这一派。

③鼻音韵尾无[m n]，只有【D】韵尾与鼻化韵，入声韵尾消失，故入声字今读开尾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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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派以闽西长汀为代表。按照这个标准，隆昌客家话大概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

(2)下面是梅县、五华等地客家话和四川各地(含重庆)客家方言岛辅音韵

尾比较：

表39

地点 鼻音韵尾 塞音韵尾

梅县 n D m p t k

五华 n日m p t k

龙潭寺 n 习 ?

隆昌 n D ?

荣昌盘龙镇 n D 2

仪陇 n 日 ?

新都 n 习 ?

西昌黄联关 n 日 ?

从上表可以看见，四川境内(含重庆)的客家方言岛的辅音韵尾的分化情况

比较一致：都没有m韵尾，鼻音韵尾只保留n和D韵尾，没有塞音韵尾p、t、k，

只保留喉塞音?。但是细致比较起来，各地的喉塞音韵尾又各有些不同。具体而言，

盘龙镇、新都、龙潭寺的客家话喉塞音7比较明显，而仪陇客家话的喉塞音就比较

模糊，只有单元音[胡】和【e?]有比较清楚的喉塞感，而黄联关的客家话甚至出现了

部分入声字舒化的现象，喉塞音韵尾转化为了开尾韵，如：“挖雹拉勺芍划猾压曝

率匹乞默逼给昨凿喝突入辱褥”等字。这样看起来，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

的喉塞音?总体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松动，在西南官话的强力

冲击之下，一些地方的喉塞音已经消失了，入声舒化的现象已经开始萌芽。
：

4．2．3关于果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的果摄字，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失去了[u】介音，而靠近西南官
话了。例如：

表40

例字 韵摄 开合等第 梅州 隆昌客家话 隆昌官话

多 果摄 开口一等 ct0 ctO ctO

过 果摄 合口一等 ku03 ￡Xo ￡X0

坐 果摄 合口一等 tS’O， tS03 ts03

歌 果摄 开口一等 cko cko cko

河 果摄 开口一等 cho ≯o ￡xo

饿 果摄 开口一等 日03 ‘Do c日。

果 果摄 合口一等 cku0 cko cko

从上表可以看出，和梅州客家话相比，隆昌客家话的果摄字大都读为【o】声母，

失去了介音[u】。这是受到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

4．2．4关于假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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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假摄二等字。

一般认为，客家话的假摄二等字读音是比较一致的，内部差异比较小。例如，

谢留文先生(谢留文，2003)就认为，客家话假摄二等字都读为[a】声母，没有例

外。其实，谢留文先生指的大概是主流的客家话，如广东、福建的客家话，但在

隆昌客家话中，少数的假摄二等字却产生了[i】介音，产生了例外，这明显是受到

了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

例如：

表41

例字 开合等第 梅州 隆昌 龙潭寺 仪陇

雅 开口二等
j

cla 1Q 。ia

●

。ia鸦 开口二等 ￡a cla cQ

霞 开口二等 ￡ha cGla c Cla

从上表可见，隆昌、龙潭寺、仪陇三地的假摄二等字都产生了[i】介音，而和

梅州不同，这正是三地都受到了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

(2)隆昌客家话假摄三等精组字

隆昌客家话的假摄三等精组字一部分读为[ia】韵母，一部分读为[i￡】韵母。
例如：

表42

例字 开合等第 隆昌 龙潭寺 仪陇

姐 开口二等 dGla ctciQ ctci

写 开口三等 ￡9la
c

ciQ cCia

邪 开口三等 一la ￡tq‘iQ ￡Gla

借 开口二等 tci￡3 tciQ3 t91％

且 开口三等 ctc‘i￡ ts‘Q
3

卸 开口三等 ci￡3 cXQ

泻 开口三等 ci￡3

谢 开口二等 ci￡3 ctc‘iQ ctcia

从上表可见，仪陇客家话假摄三等精组字多读为[ia]韵母。龙潭寺客家话则是

【iQ]和[Q】韵为主。隆昌客家话假摄三等精组字的[ia]和[i￡】两个韵母可谓是势均力敌，

这是由于受到客家话原有因素和西南官话语音规律两边拉扯的缘故。这说明，在

这个问题上，龙潭寺客家话更多的保留了客家话的本色或者是古音，隆昌客家话

则更靠近西南官话，已经出现了【i￡]韵，而仪陇客家话则是还处在中间状态，已经

出现了[i]介音，但是还没有把[a】高化为[￡]。

(3)隆昌客家话假摄三等章组字

一般客家话的假摄三等章组字读为[a]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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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蔗室

阳西(塘口) t对

信宜(思贺) t镰’

阳春(三甲) t路’

高州(新垌) t阻’

扯昌

‘ts．￡

‘t鑫‘&

‘tS‘e

‘∥a

信宦(钱排) t“ ‘tPsta ‘蛆

赊书 社禅

‘SB ‘鞭

‘tS‘8 ‘S曩

rSa cSa

CS8 c豫

‘ts‘a cs8

仪陇客家话的假摄三等章组字读为【a】或【e】。隆昌客家话在这组字的读法和上

述几地没有差别，例如：

遮ctsa 者。tse 车。t：s‘a 扯。tS‘a 蛇￡莘Q 射se3 赦s￡3 社s￡3

舍。§a

这其中，蛇和舍两个字比较特殊，它们的韵母是【Q】，这在上述几地都没有出

现，毫无疑问，这是语音同化作用的影响。由于隆昌客家话有舌尖后音，蛇和舍

两个字的韵母受舌尖后音[莘]的影响从[a】演变成了[Q】。

(4)隆昌客家话假摄三等以母字

隆昌客家话的假摄三等以母字读为[i￡]或[ia】，这一点和仪陇客家话是比较相同

的，也和龙潭寺客家话是一样的。

例如：

表44

例字 隆昌 龙潭寺 仪陇

也 ci￡ ciecla

●

cia野 cla cla

夜 ia3 cia cia

(5)总之，假摄三等字的这种主要元音由【a]到【e】或【e]变化与官话方言类似。

北京话的变化更加彻底，假摄三等字今天跟精组和以母读[ie】。谢留文先生指出，

南方方言假摄三等字的演变与北方话类型是一致的，只是北方话变化较快，演变

更彻底。隆昌客家话正是受到了客家话本来的读音和西南官话的强力影响，才会

出现这种格局。

4．2．5关于蟹摄的问题

蟹摄一、二等有不同，这是客家话在韵母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语音特征，也是

客家话较多保留古音的一个证据。无论是广东、福建还是江西的客家话都遵从于

这一规律。谢先生(谢留文，2003)在《客家方言语音研究》中就指出客家方言

蟹摄普遍能区分一、二等，区分的方式可以通过主要元音的不同来体现。刘先生

(刘纶鑫，1999)在归纳出的客赣方言的共同点中也指出：“～等主元音多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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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主元音多为[a】。因此，当～摄之内存在一、二等区别的痕迹，特别是牙后音

字更加明显。这种情况在成、山、蟹、效四摄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就是说在上面

四摄中通过主元音a与。来区别一、二等是整个客家话所共有的特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隆昌客家话蟹摄主元音的情况：

表45

例字 开合等第 主元音

态 开口一等
●

al

待 开口一等
●

al

代 开口一等 al

耐 开口一等
●

al

●

灾 开口一等 al

栽 开口一等
●

al

再 开口一等 al

●

载 开口一等 al

猜 开口一等
●

al

●

彩 开口一等 al

●

腮 开口一等 a1

鳃 开口一等 al

●

赛 开口一等 aI

改 开口一等 a1

●

概 开口一等 al

●

凯 开口一等 aI

●

爱 开口一等 al

●

带 开口一等 al

●

太 开口一等 al

●

泰 开口一等 al

●

奈 开口一等 al

●

赖 开口一等 al

●

害 开口一等 al

●

盖 开口一等 Ol

●

艾 开口一等 0l

才 开口一等 0l

●

材 开口一等 0l

在 开口一等 0l

●

该 开口一等 0l

●

开 开口一等 Ol

●

海 开口一等 0l

排 开口二等
●

al

●

拜 开口二等 al

斋 ，开口二等
●

al

皆 开口二等
●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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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开Lj二等 赳

挨 开口二等
●

al

械 开口二等
●

al

买 开口二等
●

al

差 开口二等
●

a1

债 开口二等
●

al

鞋 开口二等
●

al

牌 开口二等
●

al

杯 合口一等
●

el

辈 合口一等
●

el

梅 合口一等
●

el

●

会 合口一等 el

推 合口一等
●

Uel

对 合口一等 Uel

内 合口一等 Uel

●

雷 合口一等 Uel

累 合口一等 Uel

崔 合口一等 Uel

罪 合口一等 Uel

兑 合口一等 UeI

最 合口一等 Uel

●

堆 合口一等 Uel

●

灰 合口一等 0l

外 合口一等
●

0l

●

妹 合口一等 Ol

乖 合口二等 Ual

怪 合口二等 Ual

怀 合口二等 Ual

歪 合口二等 Ual

拐 合口二等 Ual

快 合口二等 Ual

坏 合口二等 al

__一
回 合口二等 a

话 合口二等 Ua

挂 一 合口二等 Ua

从上表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蟹摄字的主元音是ai oi ei uei uai a ua这七个。

实际上，隆昌客家话的主元音和梅县等地的客家话蟹摄的主元音有了很大的不同。

谢先生和刘先生都认为，客家话的蟹摄能区分一、二等字，谢先生指出：梅县蟹

摄字一般一等是[3i】，二等是[ai]和[iai】；河源一等是【uai]，二等是[ai】：宁化一等是

[ua】，二等是[a】；武平一等是[uei】，二等是[a】。和上述客家话相比，隆昌客家话的

蟹摄韵母要丰富得多，且已经出现了蟹摄一、二等合流的趋势，而不再遵从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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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蟹摄普遍能分一、二等的规律了。例如，隆昌客家话开口一、二等字几乎都读

为[ai】，读为[oi】的相当少；只有合口一、二等还基本保持了区分，但合口一等内部

也分成了三个韵母[ei】[uei】[oi】。由于西南官话中，蟹摄开口一、二等字的主元音是

相同的，所以，上述情况都说明，隆昌客家话蟹摄字特别是开口一、二等字受到

了西南官话的强力冲击，其语音已经越来越靠近西南官话了。如果说王庆在研究

了龙潭寺客家话后认为龙潭寺客家话的蟹摄字：“虽入川上百年，但仍未丢掉客家

话的本色。’’那么，隆昌客家话的蟹摄字就是“入川上百年，但客家话本色已经日

渐磨灭，而靠近西南官话。"

4．2．6关于效摄的问题

客家话在韵母上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效摄一、二等字多数都不能分，少数能

分，能分的主要是广东和闽西的客家话，不能分的主要是江西的客家话。在谢留

文先生了解的37个客家方言点中，有23个一、二等不分，14个分一、二等。下

面，我们对隆昌客家话效摄一、二等字作一个考查。
表46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梅州 隆昌 龙潭寺

保 帮 一等 。pau 。pQu 。pQu

刀 端 一等 ctaU ctau ctaU

脑 泥 一等 。naU cnaU cnaU

袍 韭 一等 一au 一‘Qu —Qu

宅 来 一等 ￡lau ￡lau —au

包 帮 二等 cpau cpau cp‘Qu

吵 初 二等 扣’au

教 见 二等 kau3 ckQu

胶 见 二等 ckau 。tClQU

罱 知 二等 tSau3 tSQU。 tSQU3

从上表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和龙潭寺客家话基本上符合谢留文先生指出的

“客家话效摄一、二等字多数都不能分”的论断。和仪陇客家话“效摄一、二等

部分能分。效摄帮母、端母、泥母一等韵母为[eu】，其余的母为【au】，帮组、初母、

见组部分二等韵母为[au】，其余韵母为[iau】’’有较大的区别。

谢先生指出，粤西、粤东南的揭西、粤西北的连南，闽西的武平(岩前)、秀篆，

广西东南角与广东接壤的陆川客家话分一、二等，同时也强调，一等读同二等正

是方言演变的一个趋势。李如龙先生在《粤西方言调查报告》中指出粤西客家话

是明末清初以来闽西和粤东、粤北客地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向粤西移民而逐渐形成

的。由此可认为“早期闽西、粤东、粤北的客家话肯定多数是效摄一、二等有别，

只是后来语音变化比较快，今天大多数方言已经没有一、二等的区别了。’’看来，

和仪陇客家话相比，隆昌客家话在这个问题上更靠近方言演变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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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关于臻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中有臻摄合口一等魂韵(包括一部分臻合三谆韵的字)失去u介音

的问题。例如：

臻合一：奔par、盆暑pbn、钝弓bn、尊cts3n、存呈ts'n

臻合三：轮曼13n、遵dsan

其实，这种现象在龙潭寺客家话中也大量存在，但比较隆昌和龙潭寺客家话，

可以发现，隆昌客家臻摄失去u介音的情况要少一些。试比较：
表47

例字 龙潭寺 隆昌

顿 tan’ tuan3

盾 t3f tuan3

寸 tS3n’ ts‘u3n3

村 ctSan ctg‘uan

损 S3n cSUan

刘涛先生认为：“臻摄合口一等魂＼没韵和臻摄合口三等谆＼术、文＼物韵除了部

分三等谆＼术、文＼物韵见组读iun＼iut外，一般读un＼ut。”这说明在梅州客话中这两

摄的韵母多以合口呼为主流，保留u介音。下面以梅县、五华客话为代表进行比

较：

表48

门 敦 尊 村

梅县 如uIl 加 ctsuIl 出饥
王i华dnun Jun ctsun cts、m

西蜀方音d11．an ct3n ctsan 0sbn＼幽饥n

目前，在大多数四JII方言中，古帮系、端系的臻摄合口韵母今天都失去了u

介音。因此，在臻摄合口的今读音上也能体现四川官话对龙潭寺、隆昌客家话的

影响。同时，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隆昌客家话比龙潭寺客家

话要保守，更多地保留了古音，受到四川官话的影响相对要小些。

4．2．8关于梗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梗摄的读音比较复杂，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明主要散布于古梗摄四等端组，三等章组，如“丁、正"。

(2)i卸主要见于古梗摄开口三等帮、监、精等母，如“平、饼、井。"

(3)胡主要出现在古梗开二陌、麦韵中，如“百、拆、客、摘”。

(4)cn主要出现在古梗摄开口二等澄母，如“橙”。

(5)011主要出现在梗合二耕韵的晓组字音，如“轰、宏”。

(6)in主要出现在古梗合三溪母和云母字中， 如“倾、顷、荣、永”以及

梗开三见系、梗开四帮组、端系、见系字音中，如“兵、京、影、厅、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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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主要出现在梗开三、四的帮组、精组、见系字音中，如“益、滴、历、

绩、激”。

(8)￡?主要出现在梗开二陌、麦的的知组、庄组，如“泽、责"。

(9)ie主要是梗摄开口二等陌韵的庄组，如“窄”。

客家话的梗摄文白异读是一个普遍的语音特征。刘纶鑫在归纳出的客赣方言

的共同点中指出：“梗摄字有主元音[a]的白读音。其阳声韵母为【购]、[iaD】、【u锄】

(或a、ia、ua的鼻化音)，入声韵母为[胡】[i胡】。"黄先生(黄雪贞，1987)也指

出：“客家话古梗摄开口字文白异读。白读往往是后元音[(i)a．]拼[-D]尾，文读往往

是前元音拼[．n】尾(或前元音鼻化)。"谢留文先生也指出：“梗摄舒声韵母往往有

文白异读，二等白读一般读[aD]，三四等读【i明】。"

在隆昌客家话中，这种梗摄的明显的文白异读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广泛地分

布于本摄的各个字音中。王庆认为，龙潭寺客家话梗摄“主元音为Q的韵母多出

现在常用字中，其它的多出现在非常用字中。不管是从文白异读，还是从常用字

的角度，还是从分布范围看，还是从分化条件(第二层的存在与声母、四呼有密

切关系)，我们都有理由认为第一个层次是梗摄早期形式，第二层次是以后的演变

层次。徐狮认为“仪陇客家话中这种文白异读几乎没有，但是主元音为a的韵母多

出现在常用字中，其它的多出现在非常用字中。”从隆昌客家话梗摄字的分布来看，

各个字音中都有常用字和非常用字，似乎并不存在仪陇和龙潭寺梗摄字分布的规

律，这说明隆昌客家话的梗摄比仪陇和龙潭寺要演变得快一些。

4．2．9关于通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有与古精组声母相拼的通合一、通合三增生“i”介音的问题，而

梅州、赣南、闽西都未见这种情况。这里以梅县、五华、龙潭寺、仪陇、隆昌为

代表进行比较。

表49

俗 族 速

梅县ts‘uk suk

五华t幽k sal(，

龙潭寺 9iu7， t9‘iu己 9iu乞

仪陇 9妒， tS‘eu乞 I；妒，

隆昌 9iu?， t9‘iu?，曲12，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龙潭寺和隆昌的读音比较相近，都增生了“i"介音，

仪陇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增生了新音，但是并不是“i”，而是“y"和“e"。王

庆认为，龙潭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受到了成都话的影响，以此类推，仪陇和隆昌

产生这样的现象也是受到了西南官话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声母一节的“精、

见组的问题’’中已经有了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4．2．10关于鱼虞韵的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最能反映鱼虞有别的是吴语、闽语、赣语和粤语。客家话在

loo



第四章横向比较研究

这个问题上比较复杂。一般认为，客家话有鱼虞有别的情况，但是主要见于江西

和闽西的客家方言，不见于广东的客家方言。下面我们对隆昌客家话的鱼虞韵做

一个考查。

表50

例字 古韵母 古声母 梅县 隆昌

猪 鱼 知 ctsU ctSU

除 鱼 澄 幽’u 幽’u
书 鱼 书 cSU cSU

阻 鱼 庄 。tsl 。tsU

许 鱼 晓 chi cci

●

徐 囱 邪 声’i 一l

驴 鱼 来 ￡li ￡ly

锯 囱 见 l(i3 tGy3

居 鱼 见 。ki ct面

主 虞
二t

。tsU 。tsU旦

树 虞 禅 SU3 SU3

句 虞 见 ki3 t9y3

付 虞 非 几3 fu3

符 虞 泰 ￡fu ， ￡fu

从上表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鱼韵知庄章组字一般读[u]韵，虞韵的知庄章组

字也读[u]韵。见晓组字两个韵都读为[i]或[y】。这就提示我们，隆昌客家话的鱼虞

韵没有差别。

4．2．11韵母小结

l、隆昌客家话四呼俱全，开、齐、合、撮，但撮口呼的字比较少，一般将撮

口呼读为齐齿呼。

2、隆昌客家话的韵尾主要有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其中，鼻音韵尾为[n】和【日】。

隆昌客家话没有[m]韵尾，在梅县客家话中读【m】韵尾的字在隆昌客家话中都转化为

【n】尾了。隆昌客家话有塞音韵尾，但是不是[p】[t】【k]韵尾，而是喉塞音韵尾[?】，隆
昌客家话的喉塞音韵尾主要分布在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韵摄。

3、隆昌客家话的果摄字大都读为[o】声母，失去了介音[u】。这是受到西南官话

影响的结果。

4、隆昌客家话中少数的假摄二等字产生了[i】介音，假摄三等精组字一部分读

为[ia】韵母，一部分读为【i￡】韵母，假摄三等章组字读为[Q】、【a】或【e】，假摄三等以

母字读为[i￡]或【ia】。

5、隆昌客家话蟹摄字的主元音是ai oi ei uei uai a ua这七个，假摄开口一、二

等字几乎都读为[ai】’读为[oi】的相当少：只有合口一、二等还基本保持了区分，但

合口一等内部也分成了三个韵母[ei】[uei】[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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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隆昌客家话基本上符合“客家话效摄一、二等字多数都不能分”的规律。

7、隆昌客家话中有臻摄合口一等魂韵(包括一部分臻合三谆韵的字)失去u

介音的问题。

8、隆昌客家话梗摄的读音比较复杂，主要分为9类情况。

9、隆昌客家话有与古精组声母相拼的通合一、通合三增生“i’’介音的问题。

10、隆昌客家话鱼韵知庄章组字一般读[u】韵，虞韵的知庄章组字也读[u】韵。

见晓组字两个韵都读为[i]或[y】。隆昌客家话的鱼虞韵没有差别。

4．3声调的横向比较

4．3．1关于古次浊上声字读阴平的现象

隆昌客家话今天阴平字的来源比较复杂，主要有五个来源：古平声的全清、

次清和次浊字，古上声的全浊和次浊字。这五个来源中，古次浊上声字这个来源

比较特殊。古次浊上声字读阴平是客家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特别是赣方言的重要

特征。1973年桥本万太郎在《the hakka diaba》中提到：“所有己知的客家话都有

而其它方言都没有的一个特点是(有些)次浊上声字读阴平，‘马礼买理晚领老米李

耳两卵’等字与‘歌鸡’等字声调相同。"黄雪贞先生在《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

指出“古上声的次浊声母及全浊声母字有一部分今读阴平，这是客家话区别于其

他方言的重要特点。"隆昌客家话也有这个特点。试比较如下：
表51

例字 梅州 龙潭寺 仪陇 隆昌

马 cma cma cma crm

惹 c玷la c耻la
●

cla cDda

● ● ●

野 cla cla cia cla

也
●

●

。ie
●

cla cIa cl￡

每 c衄 cmel 。mei cmel

美 cnu cmel

尾 c咖 cmel cmel cmel

U
cli

●

。ny cli口 cnl

●

里 cli cnl cnl

●

c“旅 cli cnl 。ny

鲁 clu nU3 。nu clu

买 cmaI cmal mar cmal

恼 cnaU cnau cnaU

咬 c日au 。Dau cDau c日au

某 cmeU cmu习 。m3日 cmoD

有
● ●

●

ci3uclu clU clU

满 cmall cmall cmall cman
-

懒 clan cna ￡n锄 clan

免 cmen 。mi￡n cmlan

软 c珏10n c取13 y￡n3 c蹦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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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clia日 clia日 ni鲴3 。lin

冷 claD cnQ日 。naD clan

猛 cmaD 。m叼 cmen ￡moD

从上表可以看出，梅州客家话非常严格地遵守了古次浊上声字读阴平的规律，

所有的例字都读为阴平。而四川境内的龙潭寺、仪陇、隆昌等地的客家话，则并

不是很严格地遵守这条规律，一部分字读为阴平，另一部分字则读为阳平、上声、

去声的都有。上面举的23个例字当中，龙潭寺客家话读阴平的有17个，上声3

个，去声1个，还有两个字没查到。仪陇客家话读阴平的有7个，上声10个，阳

平1个，去声3个，还有两个字未查到。隆昌客家话读阴平的有15个，阳平1个，

上声6个，还有一个字未查到。这样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龙潭寺和隆昌比较

“保守”，较多地保留了客家话的原始语音特征，而仪陇则较多地受到了当地西南

官话的影响，读阴平的减少，而和西南官话一起读上声的字增加。

4．3．2关于古上声全浊声母三分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古上声全浊声母三分：古全浊上声读阴平、古全浊上声读上声、

古全浊上声读去声。这和其他客家话古上声全浊字的分化不尽相同。’

黄雪贞先生归纳的客家话声调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古全浊上声字多数地区

的大部分字读去声，少部分字读阴平。”没有提到古全浊上声读上声的情况。蓝小

玲先生认为“全浊上声的这一音变完成得更早，在客家入迁闽西前这一音变过程’

基本完成。"现在我们对各地的客家方言古上声字全浊声母的分化进行一个分析：
表52

祸 部 罪 汇 道 造 受 件’ 静

梅县 f。3 p‘u3 ts‘uf fi) 如矿 ts‘￡Lu’ SU k‘i打 ts‘i矿

翁源 fou’ 多i， 。tS‘iui 如F ‘t‘ou ‘tS‘ou SlU 。k‘ien 。ts‘in

连南 VaU 咖’ ts‘3i’ V3l 如u3 tS‘au’ nu’ k‘i￡n’ ts‘if

清溪 V3 多缸 。tS‘ui 。如i f‘aH’ 舀台U SlU 乏纫 cts‘in

揭西 ‘f3u 多厶 ‘tS‘ui ‘如i ‘t‘3u ‘tS‘3u 币u 飞‘ien 。tS‘in

武平 。f3u 多缸 。公ei 。feI ‘t‘。u 。t幽u SU 。tGie日 ‘tGiaD

长汀 f0。 咖2 tS‘ue2 fe2 t‘32 tS‘32 l酊 小e。 ts‘iaD2

宁都 f02 妒 ts‘ui， f￡f 蚀u2 tS‘a矿 S3U。 谑蠢 刚D2
j

三都 岛3 p圹 ts‘ei’ f￡i， f白U’ ts‘au’ 莘u tc‘ien’ ts‘in，

西河 h3’ p犷 t‘Ili3 m， 如犷 t‘au’ 沁 k‘ie矿 tS‘i扩

陆川 f03 曲’ ts‘u， fIl， 如’ ts‘o’ SlU k‘i￡n’ ts‘in3

c

五华 ‘fo 多i_， ‘ts‘i ‘fi 。妇u 砖台H §u 兹锄 ‘tS‘iIl

贺县 fo’ 如’ ts‘ui3 mf t‘ar 括白口’ Fu3 k‘i￡n， tS‘i扩

曲江 VOU ‘p‘u ‘tS‘ui ‘mi ts‘au’ SlU ‘k‘iaJl 。ts‘in

，

隆吕 fo。 pu ts‘uef fe， taU’ ts‘au3 SaU tClan tcin，

从上表可以看出，梅县、连南、隆昌等地，读去声的居多。五华、曲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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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上声的居多。毫无疑问，隆昌客家话读去声居多的情况是受到了官话方言的影

响。

4．3．3隆昌客家话的声调和其他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声调的比较

客家话是一个地域分布很广的方言，其声调的内部差异也很大。从声调类型

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古调类，可以对各地客家话的声调做一个分类。许多学者目

前已经做过一些尝试。我们采用谢留文先生的划分法。谢先生(谢留文，2003)

将客家话的声调类型分为了六种，分别是：(1)平声、去声、入声分阴阳，上声

不分阴阳，有七个声调；(2)平声、入声分阴阳，上声、去声不分阴阳，有六个

声调；(3)平声、去声分阴阳，上声、入声不分阴阳，有六个声调；(4)平声分

阴阳，上声、去声、入声不分阴阳，有五个声调：(5)平声、去声分阴阳，上声

不分阴阳，没有入声；(6)平声分阴阳，上声、去声不分阴阳，没有入声。

隆昌客家话的声调类型应该属于第二类，即有六个声调，平声、入声分阴阳，

上声、去声不分阴阳，这种类型以梅县话为代表。下面是梅县和四川(含重庆)

境内客家方言岛声调情况对比表：

表53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地点 声调总数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梅县 6 _ t √ √ √ √

龙潭寺 6 t - √ t √ _

盘龙镇 6 - √ t √ - √

仪陇 6 0 √ - √ √ _

隆昌 6 - √ √ - √ √

新都 6 ● √ _ J 0 √

西吕黄联关 5 0 √ √ √ -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已经调查了的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的声调情况来

看，大致分为三种：龙潭寺、隆昌、盘龙镇、新都属于一种，都是有6个声调，

上声、去声不分阴阳，平入分阴阳。这种声调系统和梅县的是完全一致的，应该

属于“主流类”。第二种是仪陇，有六个声调，入声不分阴阳，平声、去声分阴阳。

这应该是谢留文先生指出的第三类。第三种是西昌黄联关，有五个声调，只有平

声分阴阳，上、去、入都不分阴阳。这应该是谢留文先生所说的第四类情况。

4．3．4声调小结

1、隆昌客家话的声调类型应该属于谢留文先生所说的第二类，即有六个声调，

平声、入声分阴阳，上声、去声不分阴阳。

2、隆昌客家话今天阴平字的来源比较复杂，主要有五个来源：古平声的全清、

次清和次浊字，古上声的全浊和次浊字。

3、隆昌客家话次浊上声字有读阴平的情况，但是也有部分次浊上声字受西南

官话影响读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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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隆昌客家话古上声全浊声母三分：古全浊上声读阴平、古全浊上声读上声、

古全浊上声读去声。



第五章余论

第五章余论

5．1关于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

5．1．1文献资料论证

目前，对于成都东郊和仪陇、西昌等地的客家人的来源，学术界一般研究得

比较充分。对隆昌客家这样一个有几十万人的客家群体的来源，却少有提及。笔

者能找到的关于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孙晓芬先生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中提到：广东长乐县的李氏

家族于雍正三年迁往隆昌县；广东籍的余氏家族于清康熙年间迁往隆昌县：福建

武平的钟氏家族于清初迁往隆昌。

(2)刘正刚先生的《清代福建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

说》中提到：“上杭县胜运里的蓝仲荣年五十八岁，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统子

率孙入四川’，定居隆昌县。"

(3)刘正刚先生的《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

说》中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修撰的四川巫氏族谱，是将原籍广东兴宁、龙

川、揭阳、连平州等地的入川巫氏家族合为一谱而成。据该族谱载，广东各地巫

氏人川后，分布于⋯叙卅I府的隆昌⋯。”笔者在隆昌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有一个“巫

家大堰塘”，是著名的客家人聚居地，也许就是上面所说的巫氏后人的居住地。

(4)刘正刚先生的《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

说》中提到，民国《隆昌陈氏族谱》记载，陈氏来源于“广东省长乐县(即今天

五华)”。

(5)隆昌《蓝氏族谱》记载了隆昌蓝氏先祖由闽南迁广东梅州，后入四川，

定居于隆昌。族谱记载，广东一世祖是144世祖玉明公，由上杭迁广东嘉应州长

乐县。玉明公十一代孙乔锦公，于康熙五十七年，举家入川，定居于隆昌。因此，

四川隆昌蓝氏源于广东梅州地区。

(6)隆昌《陈氏族谱》记载：“十四世传祖陈毓标所生二子文祥、文祈公生

于康熙四十三年甲中年八月二十五日子时，出生在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鸭麻湖青

塘团，三十二岁所生文祥公，三十四岁乾隆二年丁已岁同何祖妣偕文祥公入川在

叙州府隆昌县南乡一里付家桥陈家湾灰房屋居住，年余迁往骡子滩界牌铺学堂垮

居住，佃耕。”

(7)笔者在隆昌县调查的时候，对隆昌当地客家研究学者、四川客家研究中

心理事曾一书先生进行了采访。据曾老介绍，隆昌客家人主要从广东、福建、广

西、江西而来。但是以广东为主，其中又以广东省梅州五华县(这里我们应该区

别梅县和梅州，现在的梅州包括：梅县、长乐、兴宁、五华、大埔等七县)居多。

其移民的高潮期是清初康雍乾时期。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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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隆昌客家人多来自广东，其中梅州(主要是梅县、血华)是隆昌客家人

主要来源地。隆昌客家人称自己为“广东人"，称客家话为“广东话”，无疑是他

们主要来自广东的最好说明。

(2)也有部分客家人来自于福建、江西等地。

5．1．2方言学论证

下面从方言学的角度对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作一个考查。

梅县话通常被看作客家话的代表，我们做一个梅县客家话和隆昌客家话的接

近程度比较。

表54

序号 语音特征 梅县 五华 隆昌

l 全浊声母，不论平仄，今读送气 0 _ √o

2 古北组有f、v和p、p‘两种读法 √ √ t

3 泥、来母不混 - √ J

4 无撮口呼 √ √

5 分尖团 、I √

6 古蟹摄～等韵母今有ai、oi两读② √ √ √

7 有p、t、k塞尾 - √

8 有t莘、t厶莘， √ t

古上声的次浊声母字，有不少字今
9 √ - √

念阴平

古上声的全浊声母字，有部分字今
10 √ √ √

念阴平

上表一共10条标准，隆昌和梅县一致的有7条，隆昌和五华一致的有7条。

这充分说明了隆昌客家话和梅县、五华客家话的密切关系。那么，隆昌客家话会

不会是一个杂合了不同地方语音特点的客家话昵?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

可能的。根据史料记载，清初的时候，广东省、福建省的客家人主要从两条路线

入川：一条是从粤北经湖南的汝城、桂东、茶陵、醴陵、浏阳、平江抵达长江沿

岸地区：第二条是从粤北经湖南的宜章、郴州、祁阳、邵阳、常德再抵长江沿岸

地区。然后两条路线再溯长江而上入川。客家人入川后在川东驻垦了若干年，然

后又分北上和西进两条路线继续迁徙。北上路线，是由川东向广安、仪陇、巴中

方向移动；谣行部分的客家人在迁徙到在泸县、富顺、隆昌、威远等川南地区垦

殖相当长时期后，一部分仍然留在川南，另一部分，．顺沱江流域而上，到川西垦

殖。从而最终形成了隆昌为中心的川南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这两大客家人聚居

区的格局。

。隆吕部分全浊字不送气

口这一点是部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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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移民过程中，驻垦到隆昌的客家人

会全部来自梅县和五华，而没有来自于其他地方。事实上，大量的客家先民从广

东、闽西、江西入川，他们会在隆昌形成一个个新的客家群落。他们来自于各个

客家方言区，共同生活在隆昌这个地域，使用各地的客家话。这里面必然面临一

个方言的重组和融合，从而最终形成今天的隆昌客家话。正如李如龙先生指出的

那样： “任何方言都是在这种变异和整合的不断交替中向前发展的。”隆昌客家

话这种方言的重组绝对会带来新的语言要素。这要比方言“波浪式传递"要来得

快得多，也有效得多。这种移民的方式大大加速了方言的发展，为方言的语音带

来了很多新的因素。我们如果从方言学的角度出发，还是可以发现，在隆昌客家

话现有的语音中，有一些是梅县和五华的语音系统中没有的因素：

(1)隆昌客话的p、t、k塞尾弱化，闽西、赣南老客有的甚至连?都没有了。

梅县p、t、k俱全。

(2)隆昌客家话没有m尾，与梅县、五华不同，与福建连城、姑田、古田、

武平、下洋同。

(3)梅县、五华等地的客家话泥母读舌面中音n，隆昌有读舌面前音骗的情况，

与兴宁、平远等地同。 ■

(4)隆昌客家话日母字有读n的情况，与梅县、五华不同，与兴宁同。

(5)隆昌客话有少数字略微带有鼻化韵，而梅县没有，与闽西的上杭、永定

同。
?

从上面几条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隆昌客家话和梅县、五华客家话在主体的音

系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至少有这几条不同的地方。假如隆昌的客家

人真是全部来自于梅县和五华的话，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前面还提到，

川西的客家人是由隆昌为中心的川南客家人迁徙过去的。王庆(王庆，2006)已

经论证了川西龙潭寺的客家人来源不一，有来自梅县的，也有来自兴宁的甚至闽

西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完全就有理由说川南(隆昌)的客家人也很有可能来自

以上诸地(兴宁、闽西)。所以，我们认为，隆昌客家话并不是标准的梅县客话

或五华客话，相反它是一个杂合了不同地方语音特点的这样一种客家话，在这之

中兴宁、闽西等地的客家话都留下了痕迹。我们设想清初的时候，隆昌客家方言

的重组和融合必然要以人口众寡为标准。人口多的保留的语音特征就要多一些，

人口少的自然要少一些。当时，梅县和五华的移民占了大多数，所以留下的语音

特征就多。其他地方的移民数量比较少，所以留下的语音特征就少。

5．1．3结论

关于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我们上面进行了文献(族谱、专著)和方言学
方面的论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隆昌客家人来自于多个地方，不仅限于广东的梅县和五华。

(2)隆昌客家人的祖先中，广东梅县籍和五华籍的客家人占了很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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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了梅县籍、血华籍的客家先民外，其他客家先民可能来自于兴宁、闽

西等地。

5．2隆昌客家地名拾趣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我国

的地名有着浓郁的方言色彩，一个地区的居民成分及其文化类型的变化往往在地

名上留下痕迹。隆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地名就具有客家文化区地名的特色。

下面将笔者搜集到的一些隆昌的客家地名作一个梳理。

(1)屋基

“屋基"一词的具体含义，不得而知，有些资料上认为可能和祠堂等有关。

梅县长沙镇有“麻柳屋基’’一个地名，隆昌县有“小屋基’’一个地名，大概“屋

基"一词是客家独有的地名。

(2)塘

闽、粤、赣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山多水多，因此地名往往具有山水特色。赣南

客家区有“龙塘、河塘、塘下”等地名，梅州地区还有多个叫“莲塘"的地名，

梅县有“黄塘’’。隆昌则有“方堰塘、大毕塘、塘边、包家堰塘’’等地名。

(3)坳

坳，又写作“凹"或“堋"，意为“山间凹地，山口"。客家文化区有“坳上、

杏公坳"等地名。隆昌叫“坳"的地名比较多：“大坳、杨名坳、碑基坳、凉风坳、

骑龙坳、翟家坳、黄泥坳’’等。

(4)屋

客家人的“屋’’指的是村庄， “屋’’原意为房子，这里所说的“屋"源于客

家村落聚族而居的中心屋，这种中心屋有厅、堂等，后又逐渐引申为某一种宗族

的聚居区。在“屋前"常是姓氏。如福建武平有“曾屋、陈屋’’等。隆昌地名中

有“大屋、高屋’’等。

(5)坪

意为山脚下的平坦处，平地。赣南客家区有“马古坪、坪头’’等。梅县有“龙

坪、沥林坪’’。隆昌有“天洋坪、道观坪、莫家坪、春牛坪"等。

(6)窝

广东省紫金县有“龙窝”，会昌有“燕子窝"， 广东陆河县有“烟皮窝、酒缸

窝”，隆昌有“茯苓窝”。 ．

(7)冲

《说文解字》：“冲，涌摇也。从水，中声。"冲的本义是水摇动的样子，看来

这个地名也和水有关。广东海丰有“城东台冲、赤坑流冲、联安友冲”。隆昌有“七

里冲、杜家冲”。

游汝杰和周振鹤先生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中国南方的地名大

致可以分为三大层次：第一层次，即底层，是古越语地名，所代表的是古越族文

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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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第二层次，即中问层，是南方方言地名，所代表的是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南方

文化；第三层次，是表层，是北方书面语地名，所代表的是以北方为基地发展起

来的正统文化。"目前，笔者还没有在隆昌发现第一层次的地名，第二层次的地名

是带有客家文化色彩的地名。但是，这些地名都受到了表层地名的强烈冲击，上

面列举的这些地名，都是在隆昌的乡村，几乎不见于县城城关镇，这种影响和隆

昌客家话受到四川官话的影响很有相似之处。

5．3对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群的思考

在方言地理学上，被另一种方言(或语言)包围的方言地区称为方言岛。游

汝杰先生(游汝杰，2000)将方言岛的类型分为了六种，分别是：板块状——巨

岛型；点状——孤岛型；斑点状——群岛型；带状——列岛型：块中点状——岛

中岛型；沿海据点型。毫无疑问，四川(含重庆)的方言岛群是属于群岛型，它

们面积很小，在语言分布图上成斑点状，好像大海中的群岛，群岛上的方言系属

相同。

在上文的分析中，笔者着重讨论了隆昌、龙潭寺、仪陇、荣昌盘龙镇、新都、

西昌黄联关等六个方言岛的语音情况。其实，四川(含重庆)境内的客家方言岛

远不止这些。孙晓芬先生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中》还列举不少客家方言

岛，如洛带、三台、金堂、什邡、乐至等等。但是，笔者所讨论的这些客家方言

岛在地域上都有一些代表性，如隆昌、黄联关——川南：龙潭寺、新都——川西：

盘龙镇——川东；仪陇——川北。诚然，现在就要揭示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

的整体面貌还为时过早，但笔者的初衷是想对四川境内(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的

基本情况做一个初步的探讨，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点进行初步的、粗略的讨论。

(1)关于方言的萎缩。方言的萎缩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某种方言在地理分布

上的萎缩；二是指这种方言在方言特征上的萎缩。四川客家方言岛群(含重庆)

普遍都存在着这两方面的萎缩。从前一方面来看，像隆昌这样具有二十万人左右

的方言岛，客家话在地理上也是不断萎缩的。一些村镇的年轻人已经不会说客家

话了，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村镇就会成为“湖广话”的地盘了。再例

如，在仪陇客家人居住最集中的乐兴乡，客家方言居然也成了弱势方言。看来，

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现在，四川客家方言岛在地理上的萎缩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第二是方言特征上的萎缩。这种萎缩是不断借用某种方言的语音特征造成的。具

体到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其语音特征的萎缩就是不断借用四川官话语音

特征造成的。例如，在尖团的分合、泥来的分合、全浊声母的送气不送气等等问

题上，客家话的语音特征都在不断萎缩，借用了不少四川官话的语音特征。

(2)四川(含重庆)方言岛群受外围方言影响的问题。凡是方言岛，都必然

受到岛外方言的渗透与影响，只是范围的大小和程度的深浅而已。一般认为，经

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方言岛受岛外方言影响的程度就越深。这当然是一般的规

律。例如，在全浊送气的问题上，龙潭寺、隆昌都有相当的古全浊声母字读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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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气，受西南官话的影响就深，黄联关由于地处偏僻，这部分字相对较少，就比

较保守。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尽然。和仪陇相比，隆昌在经济上要发达些，在交

通上更是要便捷些。但是，在撮口呼的问题上，隆昌倒要比仪陇还保守。仪陇读

撮口呼的字较多，受到西南官话的影响较大，而隆昌读撮口呼的字很少，且反过

来影响了隆昌的官话方言。又如，在假摄三等精组字的读音上，龙潭寺客家话更

多的保留了客家话的本色或者是古音，隆昌客家话则更靠近官话语音。纵观四川

(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群的语音情况，我们很难笼而统之地说哪个方言岛语音比

较保守，哪个则演变得较快。不同的语音现象，在不同的方言岛的表现是参差交

错的。有的方言岛在这个语音现象上保守一点，在另一个语音现象上也许就“活

跃"一点。这些都提示我们，语言的演变是受外部社会的因素和语言内部的因素

共同影响的，只有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综合起来看，才能合理地解释语音现象。

(3)四川(含重庆)方言岛群语音和广东客家区语音的关系。四川方言岛的

客家人基本上都是从广东来的，入川两百多年以来，四川客家人的语音都已经发

生了一些变化。一是这些客家人的语音都还保持着主流客家话的一些非常明显的

特征，如全浊声母的送气、次浊上声字读阴平等，这是各个客家方言岛都有的情

况。二是各个方言岛都留有来源地的语音特征。例如，隆昌受梅县、五华的影响

较大，龙潭寺留有兴宁的“底层"，仪陇则明显受到了韶关客话的影响。三是就语

言内部而言，普遍表现为声调受西南官话的影响较小，而声母、韵母受到的影响

则较大。

(4)关于四川(含重庆)方言岛群语音演变的模式问题。

从演变的程度上看，四川(含重庆)方言岛群基本上都保持了客家话的重要

语音特征，仍然使用客家方言，但是与来源地的客家方言和祖祖辈辈使用的客家

方言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受到了当地西南官话的强力影响。

从演变的方式上看，是被迫演变和自愿演变相结合的方式。客家人历来遵守

“宁卖祖上田，不忘祖上言"的祖训，有很强的方言意识，可以说老一辈的客家

人是不愿意学湖广话的。仪陇当地的老人对客家方言处于弱势表示担忧就是一个

例子。笔者在隆昌调查时，一些老人说起年轻人不会说客家话非常气愤，认为是

“卖了祖宗’’。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一个基本功能又是交际。年轻的一辈往往

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较少，不少年轻人愿意学习强势的西南官话和普通话，因为

这有利于人际交往。这种演变基本上属于自愿演变。

从演变的速度上看，四川(含重庆)的客家方言岛都属于渐进式的演变。四

川官话的某些语音特征不知不觉地影响到客家话中。这种渐进式的演变已经持续

了几百年，只是近几十年来速度突然加快了。龙潭寺客家话的泥、来母的演变只

持续了十几年便已经完成就是一个例子。

从微观的语音演变的现象上看，一是音节层面的演变，如m尾的消失；二是

某个区别特征的演变，例如某些全浊的仄声字由送气变为不送气；三是音位系统

的变化，即某个客家方言的某个音位被另一个音位所替代。例如，在仪陇客家话

中，原来的[1]音位被[n]音位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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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三年前，我回到自己的母校——西南大学深造，选择了汉语方言学这个专业。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高廉平先生，感谢他把我领进方言学这个大门，他的“艺术的

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我要感谢德高望重的翟时

雨先生，感谢他不顾年高，不辞辛劳地为我们授课，悉心指导我们的学业。另外，

还要感谢杨载武老师、喻遂生老师、周刚老师，感谢他们为我们授课。我还要感

谢我的师兄、师姐王庆、李科凤、徐狲，他们对四川(含重庆)境内的几个客家

方言岛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形成了硕士论文。他们的辛勤工作为我的调查

和研究提供了借鉴之处。感谢我的方言调查人曾一书老师、曾令军老师，谢谢他

们的帮助。还有，侯恒雷、陈松亚、戴亮亮，我们被称为“高门四弟子”，感谢你

们几年来对我的帮助以及对这篇论文所提的宝贵意见。

当然，我还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对我含辛茹苦的父母说声谢谢，没有你们

的无私支持，就没有我学业的完成。

含弘光大，继往开来。人的事业总是要不断前进的，再次告别美丽的西大后，

我希望我能阔步前行。

周骥

2008年4月于西大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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