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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李 荣

闽语为汉语大方言区之一。闽语之中，闽南话最为地广人众，

分布于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国内四省与海外南洋等地，国内说闽

南话的约3500万人。福建南部的泉州、漳州久为历史文化名城，厦

门本属泉州府，自19世纪中起逐渐发展成为福建南部最大的城

市。厦门方言介于泉、漳方言之间，逐渐成为闽南话中的优势方言

与教学方言。台湾的闽南话也介于泉、漳之间，近年来颇受厦门方

言的影响。因此，厦门方言的研究在闽南话的研究中十分重要。、

《厦门方言志》由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李熙

泰、詹龙标、纪亚木三位执笔。李熙泰、詹龙标、纪亚木三君原籍厦

门，长期居住本地，在本地工作，熟悉本地方言。稿子写成后，三位

执笔者反复传阅，最后由李熙泰统稿定本。书分五章，第一章为概

述(李熙泰稿)，包括地理概况，历史沿革，方言概说，音标符号，附

有地图8幅，其一为厦门行政区域图，语言地图7幅(李熙泰稿)，

反映厦门市区、禾山、集美、杏林、灌口、海沧、同安县等地语音的异

同。第二章语音(纪亚木稿)，分别论列声韵调特点，变调，文白异

读，单音字表，同音字表，厦门语音同北京语音和中古音的比较。第

三章语汇(李熙泰稿)，分列16门类，采用方言与普通话对照记录。

第四章语法(詹龙标稿)，分列论述词法特点，句法特点。第五章语

料(李熙泰稿)，例举成语，谚语，歇后语，歌谣，寓言和地名音变等

记录连贯的厦门话。全书约15万言，符合方言志记录事实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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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清楚。

作出版不易，本书印行有日，令人欣慰。

1993年8月



序二

何耿铺

在《厦门方言志》脱稿付印之际，嘱我写序。这可使我作难。因

为为一本书写序，势必要对这本书的内容作全面、中肯的评价，我

的水平还做不到这一点。我虽在闽南地区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

但对闺南话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更谈不上对它有什么研究。但盛

意难却，我写这篇简短的文字，只能说是读了《厦门方言志》之后的

一点感想，不敢说是。序’’。文前冠以“序”字，实觉名实不符。

《厦门方言志》的几位执笔人都是厦门籍的同志，他们不但说

着地道的厦门话，而且多年来对自己的“母语”作了相当深入的研

究。这本方言志就是在他们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写成的。因

此，这部新著在材料的准确，在对闽南方言特点和规律的认识都有

权威性，不论在实用方面，还是在学术方面，都有它的重要价值。

本书的编写，贯穿了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既从历史的角度揭示

闽南方言比较稳定地保留了上古汉语的许多特点，并分析了这些

特点在语音、语汇等方面的表现；同时又从发展的眼光，研究闽南

方言的变化，研究闽南方言出现的新现象。这种以辩证的观点来研

究方言，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它的历史和现状。

本书的语音部分，对闽南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声韵调配合关

系，变调规律，轻声的语法功能，文自异读的表现形式及其规律性

都作了精细的分析和科学的概括，既吸收了闽南方言研究的已有

成果，又有执笔者自己的研究心得，全面而简要地展示了闽南方言



的语音面貌。
。

本书的语汇部分，作者选录的词语都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读

者从所选列的词语本身就可体察闽南方言的词汇特点。在闽南方

言中，有音无字的词很多。这些年，研究闽南方言的专家们，在闽南

方言的语源研究上甚有创获，考释了不少“本字”。《厦门方言志》的

语汇部分以及语音部分的“单音字表”、“同音字表”中都充分反映

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

本书的语法部分，执笔者从复杂的语法现象中，提出一些在词

法和句法方面最能显示闽南方言特点的语法现象加以分析描写，

因为在有限的篇幅中，无法把问题论述得面面俱到，只能着眼于主

要特征，突出重点。语料部分作为连贯厦门话，例举典型。

《厦门方言志》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和闽南方言研究的

深厚功力。

闽南方言研究方兴未艾，并且随着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学术交

流的发展，将日益显示其重要意义。我们期盼着闽南方言的研究专

家们有更高的新作问世。

1993年8月18日写于

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凡 例

一、本志记述范围为厦门岛、鼓浪屿、集美，杏林、灌口、海沧和

同安县。

二、本志注音一律采用国际音标，必要时也用一般通用的附加

符号。为了排版、印刷方便，所有音标一般都不加方括号[]。字音

的文读或白读，照常例在汉字下或音标下加横杠表示，口是文读，

口是白读，一般没有文、白对应的字，不另加符号。

三、方言用字使用汉字表记法，有本字可写的一律用本字，如

‘‘骸”(脚)等；查不出本字的用俗字，如“某”(妻子)等；没有相当的

字可写，就用口表示。

四、本志厦门方言声调标示，考虑排字、印刷方便，采用阿拉伯

数字标示调类，替代通常使用的五度制声调调值标示符号。各个调

类的调值在有关语音的描写中作了具体说明。

五、本志体裁以志、述为主，附以图、表。采用现代语白话文和

国家颁布的标点符号。篇章结构采用横排竖写。称谓采用第三人

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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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地理概况

厦门，由福建东南部的厦门岛、鼓浪屿和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

分及同安组成。厦门岛原有篑彗港和锺宅港从岛中切入，现贫彗

港已筑堤成湖。

厦门岛原是厦门湾(又名厦门港)内的岛屿之一，四周碧海，环

列着许多小岛屿。东面有金门列屿(小金门)；西面有宝珠屿、火烧

屿；南面有青屿、浯屿f北面有离浦屿、丙洲屿；东南有大担、小担；

西南有鼓浪屿。这些小岛屿象众星拱月，形成天然的环状防波堤。

厦门岛与大陆沿海自从建造长堤、大桥后已相连成为人工半岛。

厦门早在1933年建市时，为省辖。1980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后投入开发，1988年中央和省分别批准厦门实行计划单列，享有

省一级经济管理权。

厦门陆地总面积1516平方公里，其中厦门岛128．51平方公

里。截止1988年底，厦门总人口1076834人，其中市区579500人

(不包括同安县)，有19个少数民族，约2000人。厦门行政区划分

为思明、开元、鼓浪屿、湖里、杏林、集美6个区和海沧投资区，下辖

同安一县2镇11个乡。 。

厦门海港独具特色，港阔水深，少淤少雾，避风避涌，终年不

冻，大自然赋予优越条件，使厦门港成为著名天然海港。兴办特区

后，通连五大洲、七大洋的海运，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吞吐作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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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厦门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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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历史沿革

传说在古老的年代里，厦f-j岛上有白鹭栖息，又一说岛形似

『 。黔鹭，所以厦门别称有鹭岛、鹭城、鹭洲、鹭江等，英文音译厦门为

I Amoy。

『 根据发掘的文物考证，在新石器时代，厦门岛上就有人类在生

息活动。他们属于古闽越人。

到了唐朝，厦门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古时期，岛上较著名

的居民有陈、薛两族。陈氏族人择居洪济山南面，薛氏族人择居洪

济山北面，所以有“南陈北薛”的传说。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因岛产

稻子“一茎数穗”，遂得名嘉禾屿，又名嘉禾岛，行政管辖称嘉禾里，

隶同安县绥德乡。南宋沿此。最早居住厦门的汉族人民来自漳、泉，

丽闽南地区的汉族人民大批移闽则来自中原，时在唐末。

元在厦门设“嘉禾千户所”，驻兵设防。 。

： 明初，沿海筑防倭卫所，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筑厦门城，移

中、左所部分官兵驻守，称中左所。

明永历元年，民族英雄郑成功据金厦“抗清复明”，为郑氏政权

奠下基业。 ，

，

．

。

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提督万正色进驻厦f-j，1683年

设水师提督于岛上，称厦防同知厅。同年，靖海侯施琅自厦门率兵

统一台湾。设台厦兵备道一员，直接管理、联系两地事务，翌年设海

关。而后行政区划屡变。雍正五年，台厦道撤消，雍正九年改兴泉
· 道为巡海兴泉道，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又兼辖永春。至乾隆

-三十三年(公元1767)正式定名为“分守巡海兴泉永兵备道”，设道

台一员统管，厦门称名载入正史，从此成为闽南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的中心。 j” 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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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1843年正式开埠。

1935年，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厦门正式设市，当时市、县

事实并存。 。

1949年，厦门解放，厦门市人民政府成立。1980年10月，厦门

经济特区成立。1984年，特区扩大到全岛。至此，厦门特区及周围

岛礁，总面积共131平方公里。

厦门岛北有全天候的国际机场，已逐步开辟和发展国际航线。

陆路有与全国各地通连的鹰厦铁路。公路网四通八达，纵横交错，

漳、泉、厦的铁路回环工程也在进行中。厦门与外界的联系得到空

前的发展。

第三节 方言概说

一、闽南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闽南方言形成的原因

福建地区在三国(公元220一280年)以前居住着古闽越族人。

三国时期，东吴人民零散逐步从会稽经浦城进入福建，集中在闽

北、闽中山区开发，这是第一批入闽的汉人。中原汉人成批来到福

建则是六朝时代的事。

公元311年，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晋都洛阳，皇帝成

了俘虏。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渡江南迁。据统计，南下避乱

者占中原人口的六分之一。晋代士族制度大盛，过江之后，避乱者

中的望族便随皇帝(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即晋王位，史称

东晋)定居在富庶的江浙一带，次一等的士族继续南。F。其中一部

分沿着东殳人的足迹进入福建。据《三山志》记载：“永嘉之乱，衣冠

南渡，如闽者八族”一据杨恭恒《椿话本字》说：“自东晋永嘉五胡蹂

·4。



躏，冠带数千里之地，戎膻污染，靡有宁居。于是衣冠之族，豪杰之

徒，如侃(陶侃)逖(祖逖)峤(温峤)琨(刘琨)之辈，相与挈家渡江，

共图恢复，王(王异)谢(谢安)之家，尤为卓著。王、谢旧河东太原人

也，其余入闽诸姓，则有林、何、邵、胡等八家。”这次大规模入闽的

中原人，主要集中定居在闽北以建瓯为中心的建溪和富屯溪流域，

闽东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闽南以泉州为中心的晋江流域。至

此，汉人进一步成了福建境内居民的主体。南迁入闺的汉人带来了

四、五世纪的中原汉语。闽南方言也就在这个时期由中州人在晋江

一带打下了基础。这是闽南方言的雏型，属于十五音系统(十五个

声母】。它与闽东、闽中方言有着共同的源流。

三百多年之后，李唐王朝以泉州乱，“人民苦之”为借口，于公

元669年(唐高宗总章二年)，自中原调兵遣将，发动镇压。据史书

载，这次南来的有以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陈元光父子为首的将

领，接着又调了五十八姓军校增援。后来大部分兵士定居下来，在

漳江(今九龙江)流域垦荒开发。

唐代末年，外族入侵，军阀混战，北方是五代更替，南方则十国

称五。当时，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与兄弟乘乱起兵南下，率

领数万军队在福建转战八年，终于据有福建全境。公元896年，王

潮被朝廷册封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的儿子王延翰便于公

元926年立闽国称帝。随二王南下的大部分人是他们在中州的故

友、同乡。这是继东晋八族南迁入闽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迁移。

唐初陈氏父子及唐末二王兄弟分别带来了七世纪和十世纪的

中原汉语，它们对闽南方言的逐步形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由于金、元相继迫境，大批皂家人员相率避乱南下。公元

1276年，宋端宗赵是在福州即位后，为元兵所迫，常奔走于泉州，

潮州、惠州(广东南部东江下游)等地，最后死于崖山(广东新会

南)。三年之后，赵禺即位，因元兵又从海上来犯，出战不利，投海

而死。这一时期，北方来了不少忠义保驾之士，史诱‘军兵七十万，民



兵三十万。他们后来都留寓闽、粤一带。闽南方言区的泉州、漳州、

潮州等地，都有宋室的遗民定居。唐代以后，闽粤等地常作为朝廷

士宦贬谪之地，随着这些官宦文人的到来以及宋室遗民的定居，中

原文化被带到福建南部，促进了汉语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及语言文

化在这一地区的发展。

(二)闽南方言的分布

闽南方言是福建省的第一大方言。闽南方言除分布在闽南地

区各县市之外，它还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方言区人民的外迁而广

泛地向区外流播。 ’

在国内，闽南方言的主要分布垮越了5个省份，它们是：

1．福建省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厦门的同安县及泉州

的七个县市(包括金门)，漳州的九个县市。闽西的龙岩市及漳平

县，闽东的霞浦、福安、宁德、福鼎诸县的沿海，以及闽北的崇安、建

宁两县的部分地区。
’

2．台湾省。闽南方言在省外传播最广的地区是台湾。除高山

族外，台湾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北部、西部人口稠密的沿海平原和

丘陵地区，约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差不多通行着近于漳州音

的闽南方言。闽南人移居台湾据说始于宋代，但大规模的迁移则是

十七世纪中叶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期。今台湾汉人的祖先，由漳州府

移居的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他的主要是泉州地区、同安县及广东的

潮州、汕头等地。 ．

3．广东省的潮州、汕头、潮阳、普宁、海陆丰、雷州半岛等地及

海南省。据《潮州民族考》载，潮州秦时就有中原的汉人。秦时发兵

五十万屯南岭，当时有个叫史禄的将领把家属留在揭岭(今揭阳

县)，后来他的部F也大多留寓潮州，汉武帝时路德博平定南越，所

置九郡中的珠崖、儋耳就在属于闽南方言区范围内的海南省。

4．浙江省南部温州地区的平阳，台州地区的玉环以及舟山群

岛和宁波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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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江西东北部上饶地区的上饶、铅山、广丰、玉山等地，四

川的成都附近，广西东南部的桂平、北流及柳州附近都有闽南话的

足迹。 ，

闽南人在国内的移居，或者因为捕鱼、晒盐，或者因为海运、营

商，或者因为采茶、垦荒，也有因为参加农民起义军或抵抗外来侵

略而随军驻扎定居的。

闽南人不但把闽南话带到国内许多地方，还带到了海外许多

国家和地区。
。

、

闽南地区的海外交通发展很早。唐代开始，泉州就同非洲和中

东一些国家有交通贸易往来。南宋至元代，泉州港已成为世界最大

的贸易港口之一。许多外国人远涉重洋，登陆中国的第一港口泉州

港。后来，漳州和厦门也都先后成为世界的重要大港。为了逃避统

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勤劳勇敢的闽南人民，不畏波涛风险，

相携到南洋各地谋生。他们的足迹遍布新加坡、马来亚、越南、老

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锡兰诸国。几百年

来，闽南人在那里生息繁衍，闽南话也就随着他们在南洋各国生根

发展。直到今天，上述诸国，凡有华侨居住的地方，闽南话都可以通

行。
。

，

：
：

’
，

f．闽南方言分布的区域很广，包括了省内外、国内外。，据一般的

估计，广义的闽南话拥有的人口约3500万人左右。

从语言系统的特点看，闽南方言可分为四个支系，即：福建南

部、潮汕地区、浙江南部以及海南地区。这四个支系中，浙江南部闽

语最接近厦门话，潮汕次之，海南相差较大。

、(三)厦门话是闽南话的代表点方言

方言向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靠拢。 ，

：， 闽南方言的代表点，一千多年来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的转移而发生过转移。早先泉州一直是闽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的申心。泉州话也因此成为闽南方言的第一个代表点方言。它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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