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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地方志是一个地方一定时期的百科全书，编

写地方意，诚如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学会成立

大会上所说的，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资
料。．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的，宅
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交际工具、思想的直

接现实和一种信息系统而存在的。人们时刻离不

开它，甚至包括说梦话。由此可理解方言志在地

方志中的重要地位，宅绝不是可有可元，也不应
只写一鳞半爪就完事的。广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有见于此，约请卢源斌、史 纪和刘启宇三位同
志从广济方言现状出发，结合历史，编写此志，

条分缕析，全貌毕现。可公之于世，故乐为之
序。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 严学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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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方言志在地方志中是体理地方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毒2它有瓒
予了解本地方毒睁溃遥、{藕纂毫琢特点-为语育学的颈究提供资料；
它有助予从方言中提炼形象、生动≯富有生食力收词诿￡以誓寓
祖冒嗨语言；、宦衮助千外地人士拳境阀镪、：交漉琴握箩?’开侵工
作。

：按广济埘处晃头楚尾f“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1酶扣广济方言是
一种难于划入某种确定的方言区而存在盼特殊矗楚语"，‘也可谠

是一种混合性的方言。

对广济方言钓髋开嬉较早i 194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在《c湖北方青调查报告》中，将广济列为调查点之

一，由吴宗济先生记音。1956年，武汉大学语言教研组进行方言

普查，在湖北设十六个调查点，广济为其中一个点。1958年，武

大刘博平教授曾撰《广济方音之调类与调值》一文。1959年，詹

伯慧教授曾撰写《广济方音和北京语音的比较》。但全面系统地

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描写广济方言，写出《方言志》，从

现在才开始。

本方言志的编写方针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按照描写语言学的要求，以共时、平面的描述为主，兼顾历史演

变的古广济话成分的遗留为辅，全面系统地反映广济方言的全貌

及其特征。

广济方言的调查主点是梅川镇、副点是余川区。现将广济方

言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在语音方面：具有独特的q组韵母；鼻音声母有112、n、D、

笤四个；有入声字，都带有喉塞音(仝)收尾；调类有六个，去

声有阴阳之分。

在语法方面：有重迭、附加、屈橱，复合、缩合等构词法；有

一些句型的词序与普通话有别；被动旬、疑问句、感叹句的表现

方式不同。

在词汇方面；在方言中遗留有楚语古词，此外，还融合了很

多外来词，可谓吴楚南北，兼收并蓄。

本方言志是由湖北省广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织组力量，由卢

源斌、史纪：刘启字三人合著。

卢源斌负责编写《语音"部分，并为其它各部分注音；史纪

负责编写“方言的区划和地区的分布”、“词汇”和。楚语遗迹”

三个部分，刘启宇负责编写“人文情况’’、“语法”和“谚语、

俗语。歇后语，，，三个帮分。

本方言志由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严学窘教授审订。

溉j匕省^济县县蒜编纂委员会

1一壤i八四辱七月三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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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人文情况

0·1 地理位遥和行政区划

广济地处大别山南麓，位子长汪中游下段北岸、湖’北省东

部，是本省粮、棉，油集中产区之一。东面与黄梅县贼连；蓐、

北两面与蕲春县交错接壤；西南与阳新隔江相望5南．与江西瑞

昌、九江-"JA以江为界。

广济地处吴头楚尾，历称拍鄂东门户"，，县城武穴镇，“。商业

繁荣，清代层弘有譬小汉口?、之称，．县属田家镇，江窄流急}形势

险要，称为“楚江锁钥”．，。自4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广济现在行政区划为八区、四镇、一场：八区为枚州区、余

川馐、花桥区、石佛寺区、‘四望区。阳城区、·武穴区、龙坪区；

四镇为武穴镇、梅川镇：2龙坪镇、田家镇；一场为万丈湖农场≈

县治设于武穴镇。

0．2人口情况

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总人口为558，905人，

其中男性288,671人，女牲270，234人≥人口密度为465．6人／平方

公里j．按城乡分市，城镇40，933人，农村517，972人；民族绝大

多数为汉族，仅56人分属于满、回、藏、苗、壮、朝鲜、’土家、

薅山等族，均为侨籍。

1949年全县总人口为325，337人，至1982年三十三年‘问，增

长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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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人除少数土著外，多由外地迁入。据我县《乾隆癸丑志》

的《三十一姓源流》记载，我县有三十一姓予宋至明朝从江西

(主要的)，湖南、河南、安徽等省迁入，其中，周、刘、朱、

郭为四大姓氏，俗称“出峦周t刘汇姓，下有朱、郭二家”，按
其姓氏源流为例说明如下；““周氏，始祖宣义，南京司理参军，

自江州辂北迁居广济。"“双溪刘氏，始祖齐，自江西德化徙居

广济。"“福五刘氏，、始祖千妻≯自江西梓溪迁居广济。”“朱

氏，始祖文聪，自兴国迁广济灵东。”“郭氏，始祖念先，世居

南昌之宰城，，宋缁茎韧r～筮仕蕲黄，后罢官侨寓广济四望山，复

迁居武湖之南。”

一广济县向有涯人外出t谋生的习惯。最多的是理发业。．始予清

末，素负盛名，很多人到长江流域各大城市和东北各地从业，甚

至远涉重弹溺国外亦大有人在，迄今东南亚，日本i朝鲜、蒙

古、’苏联等国，仍有庀济理发瓶。．其欢是建筑业。很多建筑工人

到外县，特别是江西等邻省揍业。：：另外．，1958年封新疆支边的去

了__攒人员。、+

‘广济县人口原多胄外地迁入n加上在外地从业的!匠人或探
亲、或凰徙，．因而对广济券育的语摩和词汇变化影响颇犬o

o·3 建制沿革

据《湖北通志》载： “广济为汉蕲春、浔阳二县地。”到北

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曾立永宁县，隋末废置，复归蕲春。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从蕲春戈l}搬≥i复置永宁。唐天宝元

年(公元742年)改名为广济，沿称至今。其时境内佛教盛行，

出生予梅川的禅宗四祖道信及其传衣弟子五祖弘忍等高僧，皆曾

在此传经说法，全县庙宇林立，有“佛国”之称，。广济其名系取

自佛经术语： “广施法力以救济众生∞。

宋代，广济属淮西路(淮水右侧，又称淮右)。元属蕲州

幺



路，明至清初属贽蝌廊，．i后废府立道∥蔼江汉道，．民初俯满汪汉
道，后属笫二督察区，属鄂东行署，解放后，废黄闵地区。

■北周垃是采，”芄蒋建蹙屡变，但大部分箨代是与湖北省建制一

体舸。惟有两个时期例外。毒是秦属九江郡，兰国时属吴，有八

十多律蔼手—警安徽与拉西，’i簿：且建县对，有部分九江属地划入本
县，一男。髓瓶是东晋耐期，扁薪蔡郡，，有-苜多年为今河南属县。。

彬罐。厩‘。俗。特一点

j?O·哇’1社会组织

(1)房头户族

产薪县所有各姓都船古代习俗，，聚族而居，同姓不婚，外姓

不得插往本垸，并以叙谱演派立柯癸祀，以巩固户族。7．簿一户都

有旅长，房长，管理本族内外事务。为了争强，往往与簸姓邻垸

发生纠纷，：：●经鳍怨，■遂成不解之仇。为了复仇，又不惜牺牲一

切，。不计后果o；湎户族鹅子’(地主豪绅r又常利用与外族纷每之
机，．播起武斗，爝熊聩户菔的统治；威中渣剃，大发横财。致使农
鼹生活更加困苦毒藿．至帮分人家蠹母囊屋，’1流离失所。。因此，广
济县户族械斗由来已久。据调查，从18,t7年(道光二十七年>歪

1968年百余年间，户族械韩确廷不断，，共有百起以上，在械斗中

相互残杀，致使生命财煮遭受重大损失b ：-、

建国以来，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不

断提高，因而户族械斗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基本平息。但是，作为

封建韵意识形态—一房头户族的宗法观念并未随着封建铡瘦的灭

亡而消失，遇到适宜的气候又借尸还魂，重新危害人民。“文革”

初期，各级领导机构瘫痪，群众分裂为两派，两派中的坏人到处
煽风点火，肆意挑动户族矛盾j于是派性武斗打上“户族械斗”

盼烙印面猖獗一时，’以致损失惨重。‘‘文革翟后期，全县各级党

政机构恢复后，收缴枪支弹药，并对武斗妁策划者、杀人犯一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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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犯等给予应得的刑事处分。户族械斗始行平息。

(2)民间结社

广济县过去的主要民间结社有。种所谓“汉流”的组织。“汉

流"原为各种帮会的总称，起源于明末清初。明亡后，遣老如洪

启胜等反对满族统治者入主1巾原，i稻密害醐如。以密语表逸羼族意
识，：匝绪广大群众，作为恢复明朝的社会基础。漶瓤视此类帮备
分子为汉族流落的氓民，故简称“汉流”。按其宗旨原为仗义行

仁，患难相顾，但以盾为塔人秘用，．j逐浙变质，成为下层社会作

恶的集团。

民国初年，广济冀色有‘‘青帮”与∥红帮"的萌芽。到民国

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矗汉的“威”字旗从上海发展到广

濒；又予民国=十五年(公元1蟋6年)，一’。溅漉畿“德哆字旗从九
江发展到武穴。

?÷抗战耐期，广济投流的“威班、q德”两旗j c势力不湘上

下，因门卢之见，t经常发生摩擦，进而相互毁斗，、仇杀不止i社两

旗中的骨苄分子太垒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有的参加

“百当队"，沦为匪徒-；有的投靠日癌，7’充当．汉奸；有的投靠国
民党反动派，充当爪牙，：欺压人羁二+直至解放唇，1这种组织蚜旗

彻底取缔。

。0·4·2。一壹时风俗

广济县岁时风俗多与外地近似，但仪式或有差异，现择其富

有特色的内容记述如下：

(1) 祭恕
‘

。缅怀祖先，重视祭祀，在广济县具有历史传统。据《隆乾癸

丑县志》载。 “广济风俗，大半聚髌而居，虽在齐民，必先立

祠，春秋祭祀，少长成集焉，颁胀均惠，犹存款寒合食遗风。。"．

解放前，各姓子孙要按辈分叙谱。祭祀祖先，由族长主祭。{

分于本垸和城镇建立柯堂作为祭祀地点，各姓分户管理祀产。祀

产是集体举行祭祀的经济基础。祭祀分庙祭与郊祭两种仪式，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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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之后，集体享用酒食，吃胙肉，郊祭时，登山领胙。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各家焚香设席，迎接祖宗j并将钱

纸、纸镶装入纸袋内，分装若干袋，写上祖宗姓名，然后烧掉，

谓之、誓荐包袱彬矿

。’一除=夕前，备家，要捌祖坟前祭袒，llI}做“辞年岁”。

解放后，各户族公堂田产归集体所有。封建宗法体制废止

履，现在祭祀只是在，家一户内进行，’一般在清明节、中元节或

除夕前备祭品(鸡、鱼，，肉)到坟地祭祀，有的还给坟丘培土。

每年清明节，学校师生和机关干部健表列队祭扫烈士墓o

(2) 灯市

据《同治壬申县毒风俗》裁。“上元舴灯市．，采松柏叶，树

架通街，缀花灯，楮帛竹，彩绘人物，或花果虫鱼字形，作鳌山

数重s；其走马灯则悬纸人马于中而以火运之。藏谜者以射中为

乐，：其夕《。胬客g静bI舞漱暮日罢。力
7．鳃苁盾，j姆市之凰：长期中断。．1够噎年元甯节_为了庆提农
村窦符生产奏像崩璐襄_前劳致宦魄太好鬓势，县委．发j动各槐

关0企垒暾撵莜自制施舳开属竞赛评比，并予武穴向阳路舞辟灯市一二；属随薹蜀0勃隧受．群众揪踵前往参理玉入夜，：s焰灭聘盎0
鞭滟济睹≯各种蔼灯缩镰符业特点，譬式样黯薪i’争妍斗奇，j晓《．黼神窀戏锄次物反棠转动，≥特戮蹶弓硒8}众，．河渭盛|况空前o=：、；

(3) 送鸟米
t t每年农历四月A’日，癌罐翱尚往施主家分送“乌米”，按其

迷信说法，吃鸟米饭可以，乡消趺让磬卜实质上是和尚以少许乌
米换取大量白米构变相化缘尤式。此风色废。

(4) 送瘟神

据《康熙丁未县志)》：迪浅； g十七日栅会，市民十家为一棚，

祭瘟神，会饮或蘸禳，焚苍术，插桃叶。”解放前一直沿袭这种

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十七日，城镇举行“洗街"，农村将苞芒和

桃枝插在门窗生，存的在河边放“河灯”，以期送瘟神、驱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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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解放后已破除。

(5) 吃新

“吃新，，为农村在新谷成熟，即将开镰收黼之前庆祝丰收的

隆重节日。武穴近郊及下乡定于六月初二，上乡定乎露卵成日纵

为吃新节。该日，家家户卢将新答掐一硼刁播在神龛上并备酒食
享用。

．

这是沿袭古风j、据《同治盛审县志‘)》囊茛≯‘‘箩夏霍后茆群遵成
买肉、、”j取池鱼≯摘新稻数枚≯潦家种衽公，。淖，合室焱饫，：谓芝
试新黪‘二j逮烈习俗至今仍然保留群。

0·4·3民间技术

·民溥换寐以章永泉称蒜及理发业寰旋罐名。

《。1)-章承泉竹器

县久章水泉(已故≯以竹器工艺为坐，兄置卡七年，其超群

之技艺，蜚声中外。早每1951年，1他镧稂之竹器曾夯瓤手日2本和
巴拿马等国际赛鬟汇荣获笠、四喾奖o。解薮癌，：：曾狂湖北省、武
汉市政协委委、中国美术协会武汉市劳会醺事等职务。在磷瘦，

他不遗余力地带徒传艺。他精心狲作的百种盼器，：不仅继承了我
国民间竹器工艺的优良传统，而且借造豳了独特的风格。‘斯毕社

曾报导说。 “据有关美术工艺研究专家认为，章把我国明代传统

艺术用到竹工上来，‘给人感受端庄≮典雅、大方、”牢固不显粗

笨、精巧不失单薄，具有实用和欣赏双重价值。-～ ?+

解放后，章水泉竹器工艺有了继承和发展。武穴竹器工艺社

在出产章水泉竹器基础上，新生声竹编、竹壤等品种有五十余

个，远销美、日等十二个国家，香港符大公报》197于年8月18月

等八版载有“竹器之乡——湖北广济县”圆，糍≯此外，1977年

<／晦国对外贸易杂志，》第。二．期刊登“竹器之乡希意浓”～文，并

配有图片。

(蕺) 理发业

’j，广济理发业一晦负有盛名，：从业人贾谴及国内外∥早在演嘲：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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