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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谢栋元

语言是区别不同民族，不同民系，不同乡里的重要标

志．俗话说：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以知道是老

乡?是听口音，打土谈之后才知道的．又为什么眼泪汪汪?

也是因为用家乡话交谈之后才引发的．至于这眼泪是喜是

悲，就得根据当时的语境来判断，不能一概而论．正因为语

言的作用如此重要，所以旧时修志，都少不得专门安排一卷

方言．但那时地方志的方言卷多半只是方言词汇的分类罗

列，不像现在的方言志那样完备，既有人文地理概况和建制

沿革的叙述，又有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的描写，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梅县客家方言志》就是一部

具有现代意义的方言志，全书共有十二章，第一章概述，第

二，三章语音，第四章至第十二章为词汇，语法，古今音举

例，以及与梅县客家方言有关的一些文化现象的阐释，全书

内容丰富，选词精当，行文简洁，分析得体，作为梅县地方

志的专志，《：梅县客家方言志》已圆满完成了任务，对梅县

话的现状，即梅县客家话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

作了全面的．准确的描述。

本书遵循方言志的写作规则，如实反映梅县客家话的全

貌，同时又有作者自己的独到之处，这独到之处归结起来有

三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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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材料的发掘和处理，多有新意，例如梅县话动

词和形容词的重迭，有采取AAAA四迭式的，如‘岩岩岩

岩”(唠唠叨叨的样子)． 。重重重重”(重复、罗唆的样 “

子)。这种方式的形态变化是很特殊的，其它方言罕见，专

家们电很少论及。现在本方言志的作者将这种特殊现象发掘

出来，称这种重迭为。同音节不同调的重迭”，并加以归

纳，分为两种。一种是前两个字读阳平，后两个字读去声。

如“牙牙牙牙”(形容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样子)。另一种

是前两个字读阴平，后两个字读上声。如“哦哦哦哦。(形

容胡言乱语或说话无礼)、 “溜溜溜溜。(形容游手好闲

随处逛的样子)．这样的归纳整理，是很有见地的。再如，

梅县客家话中的声母[p]，不与韵母[e]相拼，普通话中

的“悲、杯，卑、碑”等字，梅县话一律读成[pi]。但是

现实生活中“啤酒”一词中的。啤”字，梅县人却又读成 、

[pe]。这个词显然是由英语借入。按规律这个字读成Epe：

是不符合梅县话的语音系统的。正由于这个原因，研究人员

往往把它忽略了。但本方言志作者观察细致，调查深入，把

这个音发掘出来，并把。啤”作为例字列入声韵配合表里。

列入表中是对的，因为这个外来词早已。落户”到梅县客家 ，

话中了。 t

其二：静态中有动态。方言志的写作，只要求对方言作
’

出静态的共时的描写，发展与演变，一般不必措意。但语言
·

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尤其是词汇系统，共时与历时并非绝无

牵连。本志作者在撰写过程中，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做法：静

中有动，化动为静，例如第六章。多音多义字”收录了梅县

方言25个多音多义字，每个字后面分别列其多种读音。每个

读音后面标出词性，然后释义并举例，表面上看，这些字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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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读音和几个义项都是静止的，处于储存状态的。其实，

这是经过作者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州识作历时和

共时的分析得出来的。经过这样的处理，使字词的音义系统

化，便于理解和掌握。这是一种高难度的操作，虽然所列25

字的音义推移轨迹并非个个尽善，但这种尝试是可喜的。

其三：紧紧抓住梅县方言的特点。梅县方言是客家方言

的代表。从大处说，客家方言的特点，也就是梅县方言的特点·

这特点就是章太炎在《岭外三州语》里面所说的客家人。言语

敦古”。本方言志的作者由于紧紧抓住了梅县方言大量保存

古音古义这一特点，所以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部分的叙

述中都能做到重点突出，使方言整体个性鲜明。例如第十一章

．。词汇特点”这部分，共列出梅县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相

异之处有八条，这八条之中，第一，二、六条都与。言语敦

古”有关。第十二章。语法特点”也和词汇一样，梅县话对

古汉语语法的许多方面都有所继承，从而构成了今天梅县方

言在语法上的特异性。 ．

客家先民来自北方，由于语言的保守，当代客家话的语音

框架，基本上保存了原有的面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代

的客家话就是古代的北方话(这里说的北方指中原，即今豫、

鲁，冀以及陕南、晋南一带)．而梅县客家话比起其它地区的

客家话则又更接近中原旧音。例如唐宋时代中原语音中原有

的[一p]、[-t]，、[．k]一套塞辅音结尾的入声韵，现代北

方话已经消失了，与之相对应的I--m]、[一n]，[一羽一

套鼻尾韵，北方话也只保留了[一n]、[一日]，而[-m]已完

全消失了．但梅县客家话则完整地保留。从谢永昌先生这本

《梅县客家方言志》，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一p]、[一t]，

I-k]与[一m]、[，n]、[一们保存俱全，而且对应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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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地区的客家话则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粤北一带的客家

话鼻韵尾无[一m]，只有[一n]、[一日]，或鼻化韵①。

。闽西客家话中长汀．连城塞声韵尾已全部丢失，清流古塞 ·

声韵尾的字也已全归到元音韵母中去，只有上杭还保存了一k

和一?两个塞声尾韵。四川华阳凉水井客家话古塞声尾韵都念 ，

为一P韵，也算是保留了塞声韵尾的一部分”⑦。

梅县客家方言所保存的完备的古音古义给我们研究客家

历史、客家文化带来极大的便利。德国的民俗学家，《格林

童话》的作者雅可布·格林说过： 。关于(既往)民族的见

证有骨头、武器．坟墓。但是还有一种比这些更生动的见

证，这就是语言”@。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俞敏教授也认为方

言之间的横向研究对撰写人民迁移史或区域交通史都极有帮

助。他举客家话为例。客家话的送气音很丰富，按规律古全

浊塞音和塞擦音清化之后，平声应读送气音，仄声不送气，

但客家话不论平仄一律读送气，俞敏先生根据客家话这一特

点，把陕南，晋南．皖南，江西．福建，广东．台湾．四川 ．

等一些地方读“部，地，步、杜，读”等字为送气音的现象

系联起来，加以研究。俞教授下结论说：。追全浊送气的踪就

是考证客家迁徙的痕迹!”④．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客家人在 ．

迁移的途中不自觉地留下了许多“记认’(记号)。这些 1

。记认”有的是实物．而更多的则是语言。俞教授的研究即

是其中一例，通过对客家方言的全面了解，我们将会发现更
’

多的。记认”。

这本《梅县客家方言志》，所收语料，极其丰赡，而且和普

通话作了对比，这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对研究客家方言、研

究客家历史和文化、探讨客家源流等等都将发挥其重要作用。

1994年7月于广州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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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①见黄顺圻，黄马金、邰子彬主编的《客家风采》第16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②引自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第153页．湖北人民出

‘版社，1981年3月出版．

③转引自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

与语言学的重要性》第38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2月出版． ⋯

，1④俞敏<方言区际横向系联》，截《中国语文>1989-争
6期，北京。 ．

· 谢栋元，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

事，原辽宁省语言学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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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丘菊贤

众所周知，方言志是地方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其

专业性很强，故而也是方志学中难度较大的部分。旧志述及

方言，往往只作些词源的考释，余不涉及。不少旧志干脆不

设方言，如梅县自宋至清末近千年间，先后纂修9部志书．

除《光绪嘉应州志》立有《方言》卷外，余皆未设。不诸地

方语就较难进入方言之领域，要编纂综合性的志书，方言篇

便成为难题，这是自然的事。

前年我从河南大学离退以后，荣幸受聘于梅州市，参与

<梅州市志》终审和出版工作，出任副主编。因书尚未定

稿，好长一段时间，先阅读与志书有关的资料，由于上述原

因，侧重于方言方面．因为这种关系，与长期以来默默无闻

潜心研究客家方言的谢永昌先生成为文友，诤友。他写的许

多文章和撰写的系统的客方言论著，我都拜读，深感其颇具

功力．其先父谢发(家名谢鸿发，艺名谢阿发)是著名木偶

艺术家，对客家方言，民谣小调，民间曲艺等甚有研究，且

是客家幽默语言大师．耳濡目染，使其深受熏陶．此外，他

又是梅县梅城人，生于斯长于斯，长期工作生活于梅州城

区．故其对客家方言的代表梅县话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

』jg有利条件，80年代中期他曾在梅县方志办任编辑，先后单

独承担《梅县志》，《梅州客家风俗》。《梅州市志》等

四部志书客家方言的撰写，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客家方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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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文章，为专家们所肯定。近年来，海内外有不少客方

言研究专家登门讨教，谢永昌先生都为之提供种种方便，甚

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无私地奉献出去，据知曾给中国社会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客方言专家黄女士及FI本专攻客方言的博士

生大岛女士等提供大量有关资料。人们说他是。傻子。，他

却不以为然地一笑置之。其热情其风格，反映出客家人开放

的素质和客家学者的胸怀。

近年来，随着客家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涌现出不少有关

客方言的论著，然而质量较高的多为探讨某一问题的单篇．

综合研究的著作偶见一=，但不是失之粗略，就是尚欠完

备，或是标音混杂不准。特别是对客家方言的代表梅县话作

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则更是阙如。谢永昌先生《梅县客家

方言志》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梅县客家方言志》不

仅有完备的语音系统，且有丰富的同音字汇、分类词汇以及

熟语，重迭式词语等等，全面，系统，详细地描写和概括了

梅县客家方言各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其涵盖面是很广的，堪

称为梅县客家方言大全。该书有不少内容，如古今音，多音

多义字．词缀．取朕兆与避讳等，都是过去客方言研究者较

少探讨的问题，而本书却有较生动，准确的描述。故该书不

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知识性和可读性，而且具有较高的学

术价值。

语言就是文化，一个人失去其本身的语言文化，将失去

其根。台湾语言，文学界著名教授罗肇锦博士指出： 。没有

客家话，就无客家人”。可见任何一种方言都有其自身的价

值，并对相关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梅县客家方言

志》的出版，无疑是海内外客家乡亲学习和掌握客家话的一

部好教材，也是客方言研究学者极有帮助的参考书。该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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