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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境内的汉语方言主要是赣语和客家话。赣语分布

．在北部，客家话分布在南部。从全国汉语方言分布看，湖北、

湖南，安徽，福建几省里也有赣语，但赣语的主体在江西，

客家话分布甚广，遍及江南各省，远至台湾，海南岛，乃至

四川。但客家人住得最集中的地区是赣南以及与赣南毗邻的

闽西、粤东北这一片地区。 ．‘

赣语和客家话两个方言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都非常

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说赣语的人和说客家话的人都能感觉出

这两种方言有差别。但是跟官话、吴语、闽语，粤语、湘语

等比较一下，赣客两种方言的音韵系统十分接近，共同点很

多。赣语和客家话究竟应该分为两个大方言，还是并为一个

．大方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要弄清楚赣客两个方言的关

系，需要调查记录更多的方言事实。只有掌握大量的事实材

料，才能做深入的比较研究。

汉语方言今天的分布状况，可以反映汉族人口流动迁移

的历史以及历史上不同地区间的交往关系。客家人原本是住

在中原一带的汉族，由于战乱等原因而渡江南迁。渡江后又

不断迁徙，最后形成我们今天看翊的情形。客家人一直保持

着说自己的客家话。但是方言总是在不断变化的。住在不同

地区的客家人，说的客家话也产生了一些差别。研究不同地

区的客家话，对我们研究客家人迁移历史这一重大的历史问

惠，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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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客家人南迁时一条重要的通路。赣语和客家话又

如此相近。说赣语的人和客家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应该有某

种更深的关系。这个问题要从历史文献和现实的方言两个方

面来研究，互相印证。

方言调查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面积地调查一片

地区，像当年赵元任先生领导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那种调

查。另一种是对一个点的方言进行深入调查，像解放后丁声

树，李荣两位先生领导的《昌黎方言志》那种调查。大片地区

的调查，调查的内容就不能多。《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就只调

查了单字音，而且字数也不多。一个点的调查就可以调查更

多的内容。《昌黎方言志》就记录了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

语音不只是单字音，还有儿化、变调。单字音收录得相当金，．1

词汇条目也相当多。这两种形式的调查各有其作用。 ·

魏钢强同志的这本《萍乡方言志》是单点的调查报告，记

录的材料相当多，有事实，有分折，内容相当丰富。大陆出

版的关于赣语的专著，只有罗常培先生1936年写的《临川音

系》。《萍乡方言志》这是第二本。我作为一个江西人，作为_

个专业的方言工作者，看到《萍乡方言志》出版，由衷地感到

高兴。
。

、’

萍乡话只有四个声调，没有入声，去声不分阴阳．声母

分协t警，有小称交音，这跟南昌、临川，高安等地话都不一

样：《萍乡方言志》为我们更全面、更深一步了解和研究赣语

提供了一份十分可贵的方言资料。
‘

我和魏钢强同志只有过两次很短的接触。一次是1988年

他来语言研究所征询我对编写江西方言志的意见。这是我们

初次认识。另一次就是今年初他来征求我对这本《萍乡方言

志》书稿的意见。交谈中了解到，他并不是方言学的_科班，

出身，做方言调查是自学的。虽然我们接触不多，有两点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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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做学问的态度，一点是他对方

清楚。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同时

一个错误表示感谢。我在《南昌方

言里的难字》一文中考证[tsuk，】这个音的本字为。望廿，广韵

侧六切。魏钢强同志给我提出，这个字应该是集韵张六切的

一摹，。因为萍乡话屋韵的知母和庄母今声母不同，这个字照

萍乡话应来自知母。南昌话知母和庄母今声母虽然同音，但

从“缩，字南昌读[绌，】来看，认为是q塑嚣字在韵母上也似乎
不合。我认为魏钢强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魏钢强同志在调查萍乡话和出版这本《萍乡方言志》的工

作过程中，得到萍乡市政府，萍乡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支

持。萍乡市的有关领导眼光远大。令人钦佩。感谢他们为萍

乡市和江西省的科学文化事业，为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傲了

一件很有益的事。

熊正辉

I 99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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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理概况．

萍乡市位于江西省的最西端，为湘赣交通要冲，浙赣铁路横贯

其境。它的东面自t北而南分别与宜春市、安福县、莲花县相邻，西

面自北而南分别与湖南省的浏阳县、醴陵市、攸县接壤(参见第ll

页《萍乡方言图》)。辖区东西宽约67公里，界于东经113。34 725，

～114。16 711∥之间，南北长约69公里，界于北纬27。19 724口～

28。oo 732打之间。总面积2764．93平方公里。地形以丘陵为主，丘

陵，山地占总面积的87％。地势略呈马鞍形，南、北部高，中部低。

全市平均海拔241．6米。最低处是老关乡陂头溯，海拔65．4米；最

高处是位子市境南部边缘的武功山脉主蜂自鹤峰，海拔1918．3米，

为江西第3高峰。境内河流有袁萍栗草4水：袁水经秀江汇入赣

江；萍、栗、草3水经渌水注进湘江。古人因此有。芦水寰永东奔彭

蠡浪，萍川西注洞庭波’之句。

萍乡市辖城关，上栗、湘东、芦溪4个区，共有9镇5街31乡o

1988年底全市人口总数为135．49万，人口密度为全省之最。

明嘉靖后，曾有闽粤两省人来萍搭棚居住，造纸植麻，初时春

集冬归，后多定居，被称为4棚民”。赣西棚民多时达。数十余万，

(据《袁州府志》)，萍乡曾对棚户考童“另额取进，，棚民人数自然不

少。民国《江西通志稿》根据湘赣边缘各县氏族之族谱，考定棚民

。实多自闽汀州今长汀粤嘉应州今梅县而来者簟。今萍乡未见有自称

落家者，也未发现有人说客家话，但萍乡话受客家话影晌脚痕迹却



2 第一章导 言

是存在的。

萍乡市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炭，铁矿，高岭土(瓷土)，

石灰石，其中尤以煤炭为最，大小煤矿几乎遍及全市。建国以后．

煤炭，机械，冶金、陶瓷等工业迅速发展，1987年全市工业总产

值已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0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萍乡北部是湘鄂赣苏区的一部分，

南部是湘赣苏区的一部分。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

’

。。 ．1．2历史沿革 i。

， } -|

三国东吴宝鼎二年(公元267年)析宜春县地置萍乡县，此为

萍乡建置之始。元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为州，明洪武二年(公·

元1369年)改州仍为县。1960年9月撤县设市，由宜春专区代．

管。1970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省辖市。

萍乡汉代为宜春县地，自建县至宋齐梁陈均属安成郡(安成

郡，吴宝鼎二年分豫章、庐陵、长沙三郡地立，治平都今安福)。隋文‘

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废安成郡置袁州，萍乡属之。之后，

袁州曾升路改府，并两度改称。宜春郡净，萍乡隶属如故。建国后改。

省辖市前，属宜春专区。

萍乡名称之由来，一说4以地多生萍草因以为名爷(《元和郡县

志》)；一说因4楚昭王渡江获萍实于此”①(《太平寰宇记》)，因1

此又有“昭萍嬲楚萍爷的别称。

，． ①刘向《说苑·辨物》：。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

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同孔子。孔子日：‘此名萍实。令翻而食之，惟霸者。
／

，

能获之，此吉祥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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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方言概况

萍乡方言内部分歧较大。当地流传的一句俗语4萍乡地土轻，

1-里路上九种声》，正是这种分歧的形象写照。当地习惯以城关为

呻心，把北部的话叫“北路话爷，把东部的话叫。东路话摹，把西部的

话叫。西路话爷，另把西南角的话叫做“小西路话嚣。有趣的是，我们

_绚调查结果和当地居民的这种语感是吻合的。根据调查，全市方

言可以分为5个小片，中部的方言片定名为。城关片打，其余4个方

言片则依照习惯分别称作“北路片扫、叠东路片挣、。西路片蒂和。小西

路片嚣。各方言小片之间，在方言的声韵调以及词汇方面均存在明

显的差异。此外，城关话也有新派和老派的不同；而老派内部在某

些语音上也并不完全一致，可以析出。老派甲劳和。老派乙静两派。除

了讨论的需要外，本书只记录老派甲的语音。 、

“2．1城关话的内部分歧

(I)老派和薪派的差异

城关话新、老派的分歧主要在语音方面，重要的差别有两条。

第一，老派分尖团，新派一律不分尖团。老派精组声母在今细

音前读Its ts‘司，见晓组声母在今细音前读[t9如‘司，区分非

常严格；新派上述声母在今细音前没有区别，一律读作脚协。口]。

例如：
。

+ 。‘

．
， 老 派 ． 新 派

，． 酒【tsiul】≠九[t9iul] 酒【t面u1】=九脚iu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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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ts‘遁J】≠轻脚‘适J】 清[tQ‘iiA],ffi轻【协‘遽』】

箱【siSa】≠香【口i5，．】 箱t9i5，．】一香【口i5，．】

第二，老派甲读沁啦嵋呐】韵母的字，新派读【y y￡庐
y明静哮。h邯啦U日】只拼旧埘rt酌，[Y y8妒y习】只撵

呦协‘耳9】。这就使老派甲和新派所有撮口呼字声韵都不相同。

例如：

‘老派甲 新派 老派甲 新派

猪嗡q_】 猪【t哆J】 软[rLu云1】 软【礓婷1】

缺№‘q￡，l】 缺[t口‘yE_】‘熏f§呐J】 熏[口y习，l】

(2)老派甲和老派乙的差异

甲、乙两种老派发音的不同之处在于：老派甲读亡U啦唯
u习]韵母的字，老派乙分别读【Y lle u云硼】韵母(yrj在f声母。

后变为Irj)。h邯唯ttl3]只拼盼tp‘rL争]，[Y Ue谴Y习】只

拼[k k‘13 f]。有关音节甲、乙两种老派同新派声韵母都不一

样。举例对比如下。 ·，

’

老派甲 老派乙 新派
， 猪[t跳，l】 猪【kYA] 猪[teya】

出(t∥q，I] 出[k‘YA】． 出【t口‘y』】

女【qql】 女【习Y1】 女【玷y1】

书[簪u，1] 书[fY_】 书扣y，l】

缺噼‘唯，I】 缺[k‘u￡，I】 缺【馏‘ye，l】

月[nueJ】 月阳u￡J】 ． 月【r-yeA】

专【t夸啦一】’ 专【ku暑，|】+， ， 专【坳妒，I】
’

软[n啦!] 软[习u云1】 软[功妒1]’

军[t荸KrjaJ 军【kY日_】 军[t9y习，I]

熏[$1Ll习，lJ 熏[f码J] 熏[口yq_】

，老派甲和老派乙的发音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发音是更为纯芷

的本地音。而在不少人的口中，则是两种发音兼存：某些字习惯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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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派读音，某些字则习惯用乙派读音；甚至同一个字，有时按甲派

读，有时按乙派读。根据调查，甲乙两派发音在城关片大致呈东西

向地域分布，市区以东地区多按甲派发音，以西的地区多按乙派发

音。城关正处在这种分布的交界线上，加之居民来源的不同，两派

发音并存是不奇怪的。。 。，．’

2．2城关片同北路，东路、西t
’

‘路，小西路片的差异’’

(I)全市方言片的剜分

全市方言片划分情况如下：上栗区的上栗镇、桐木乡、金山

乡、鸡冠山乡、杨岐乡为北路片；芦溪区的芦溪镇、银河乡、万龙山

乡、华云乡、新泉乡、麻田乡、宣风镇为东路片；湘东区的老关乡为

西路片，东桥乡、广寒寨乡为小西路片；全市其他乡镇均属城关片。

(参见本章第三节《萍乡方言地图》图一)当然，这是粗略的划分。

有些乡镇并非每一个自然村的话都属于同一个方言片。

(2)声调的差异 ‘，一“． ，

全市方言在声调方面的分歧相当大，仅所展示的与中古调类

的不同对应就不下7种。声调的差异是划分方言片最重要的依据

之一。． 、‘ ， ，

。首先，根据是否完整地保留入声，可以把北路片、西路片同其

他方言片区别开来。北路片和西路片都完整地保留了入声(入声

字的塞音韵尾已消失，只是自成调类罢了)，两片之间的差异在于：

北路片入声读高降或中降调，西路片入声则读高升诃。其他各片

中，只有芦溪镇附近的小片地区完整地保留了入声。
i

其次，根据去声是否分阴阳大致可划出东路片来。东路片隐

麻田乡外去声均分阴阳，而全市其他地区都只有一个去声。 ，

小西路话同城关话在声调上的差别不在调类面在词值上。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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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上差异最大的是上声，城关片多读高升调，小西路片则读高降

调。 ’．’，’ 一j - ， !

城关片中的高坑镇、自源镇、彭高乡、赤山乡、福田乡，东源乡

连成一个小块。这一小块地区的方言调类同城关话一样，只有阴

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调；但同中古调类的对应却有一处不同：

城关话古入声清声母字今归阴平，这一小块地区却读作阳平。此

外，长平乡的方言声调呈现出由城关片向北路片过渡的特征：古入

声清声母字自成调类，，全浊声母字和城关话一样归入去声(次浊

声母字一部分派入去声，一部分仍读入声)；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的调值则同城关话没有区别。 ．一、

。

一些主要方言点的调值、调类情况见表1《市内九个点的声讶

对比》。凡有入声的地区，入声均不短促。

·。(3)声母的差异’ -
．、

， 城关片同北路片、东路片在声母方面最重要的差别是：古知三

章组字，城关片以及西路、小西路片多读[t争博胡(遇蟹止山臻

5摄的合口字有人读[k k‘明或[t口坳‘9])；北路片多读【t

t‘s]；东路片除麻田外多读[玎t『‘盯。此外，各片都程度不同地

存在着古知三章组声母同见晓组声母合流的情况，即把见晓组声

母(疑母除外)读作瞻培囡、[t t‘s】或[tf tf‘门。如4穿斧

‘。圈”二字城关片都读[。t争‘崤](或[。k‘u舌][。t口‘y琶])，北路片读

[。t‘an】，东路片多读[。tl‘Oil](或[。∥uen])。以具体的方言点

为例：城关话所有知三章组字和见晓组今撮口呼字声母都读[t冀

铬‘酗。上栗镇话知三章组的遇蟹止3摄字，开口(遇摄无开口)

，读睁ts‘s](今韵母为1)，合口读№协‘铂(4-韵母为y)；

其余各摄的知兰章组字和果山臻3摄的合口三四等见晓组字的声

母均读[t t‘s]。桐木话与上栗镇略有不同，遇蟹止3摄舍口知三

章组字的声母也读[t t‘sJ，如。猪≯读[。ty】o东路片中宣风镇

和芦溪镇石北话都没有[坳切‘9】这套声母(其他点未作详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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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
，一 市内九个点的声调对比

÷ 平 声：，
声调数 上声

阴 平 阳 平

萍乡市区 4 通尿绿13 同龙 44 ，桶拢35

高坑镇 4 ，通 13 同龙尿绿44 桶拢35

一长平马良 5 通 13 同龙 44 桶拢35

上栗镇 5 通 13 同龙 44 桶拢35

芦溪高楼 5 通 35 同龙痛 44 桶拢51

芦溪石北 6 通 325 同龙 一44 桶拢22

宣风镇 通435 同龙’ 44 桶拢2l

老关老关 5 1通 55 x同龙 。13 ‘桶拢3l

东桥东桥 4 通尿绿13 同龙； 213 桶拢53

去 声；。
’入 声

阴 去 阳，去

萍乡市区 动痛弄洞独六ll ：

高坑镇 动痛弄洞独六1l

长平马怠 动痛弄洞独六1l 尿绿 53

上栗镇 动痛弄洞 ll
‘

尿绿六独5s

芦溪高楼 动弄洞 212 、尿绿六独55

芦溪石北 痛一 53 l动弄洞212 尿绿六独55

宣风镇 痛尿六绿独42 l动弄洞313

老关老关 一 动痛弄洞 33 尿绿六独35

东桥东桥 动痛弄洞独六ll

查)，吉见晓组三四等字除蟹止两摄合口字声母多读[k k‘l】外，

、其他均与知三章组字合流，无论今韵母是开齐合撮哪一呼，声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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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t，t，‘门。因此，这两个点。潮桥J,．as长强，、一尺吃，这几对字

完全同音，分别读作【．玎‘au]’【。U‘a日】、[tl‘a’】(或[tl‘_，】)．此外，这

两个点无【取】声母，只有与时tJ．盯发音部位相同的舌叶鼻音

l ，(国际音标尚无相应的符号标示)。

小西路片在声母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古透定母字今读开口

'呼者声母为[h】，以致·豆摹与一后，【hei’】、_塔，与。狭簟【‘ha]完全

同音。此外，有些地方(如东桥村)老一派的话中，古泥来母在洪

音前有区别。如：南【。蕊]≠兰【‘1鄙i怒【l'lOU’]≠路[10u’】。
<4)韵母的差异

韵母最重要的差异在前后鼻音的分混上。城关片没有前后鼻

音的对立，成深山臻摄的许多字读起来同宕江曾梗通摄的某些字

同音，_晏帮与。硬，、。短，与·党一、膏根≯与。庚帮，。针”与。钟”等读音没

有区别，分别读【丽J]ft51】[赡，l】【t§orj．4]。北路片和东路片则大

不一样：成深山臻4摄和宕江曾梗通5摄的舒声字，部分乃至大部

分保持了前后鼻音的对立；古入声字(即使现在不读入声，或是入

声自成调类但塞音韵尾消失)今主要元音则呈舌位前后的对立。

以上栗镇、芦溪镇石北、宣风镇话为例：成深山臻摄舒声字一般收

[-n]尾(芦溪、宣风部分成摄一二等字收[叼】，如。成嚣音[。ha；3】，)，

宕江通摄及梗摄自读舒声字收卜明尾，有整齐的对立；只有曾摄

及梗摄文读字收卜n]尾，同深臻两摄字在读音上不能区分。上

述3个点古入声字的今读，主要元音有_D(e)：o”和。a(∞)：a露的对

立：一个摄的舒声字如今读卜n]尾，其入声字今韵母的主要元音

则凄[a(e)】或[a(∞)】；舒声字如读[_明尾，入声字则是[3】或

1．a]。当然，北路和东路片各个点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麻田是东路

片中最接近城关片的一个方言点，麻田话“针【‘t冬on]’和。钟

‘I。t静明嚣有区别，但。三生白骨都读[。磕】，。短党黟都读【‘切，没有区

别。不过。瞎【‘h笼]，与。吓[‘har：。割【。ko]一与“各[。go]’这些古

入声字今读仍有区别。北路片靠近城关片的少数地方(如杨歧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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