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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本志首次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惠州方言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分类记述了惠州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详细地

描写和分析了惠州话音系；对惠州话音系与‘广韵’音系．

普通话音系，惠州话跟周围方言(主要是客家方言和粤方

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还确惠州话的同

音字表，分类词表，谚语，歌谣，传说、故事等．标音一

律采用国际音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是惠州地方志中

体现惠州地方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志有助于汉语力言和汉语史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惠

州人学习普通话；还有助于外地人士入境问俗，交流思想，

开展工作；也可供语言工作者编写各地方言志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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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春在刘若云同志进行硕士论文选题时，惠州市惠

城区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委托她编写惠州方言志，作为单干珏

出版。我建议她把写论文与编方言志的工作结合起来。经过

二年多的努力，她写成了硕士论文‘惠州话研究>，又完成了
。

《惠州方言志》初稿。在她的论文答辩时，参加考试的几位教

授对她的硕士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这篇论文有一定

的深度，对于惠州话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详细的描写和

深入的分析，内容丰富，结构严谨。‘
。

惠州市惠城区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惠州话属于客家方

言。但这种话跟梅县的客家话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受粤方
’

言的影响很深。从语言的内部结构来看，惠州语还保留了客。

家方言的一些基本特点。比如，古全浊声母。并定群从澄崇骨

的字不分乎仄，一律变为吐气清音，有唇齿擦音[v】，-非敷

塞嚣等声母有些字读重唇音，声母分尖团，等等。这些都是梅 ，

县话跟别的客家话共同的特点。

从1956年开始，全国进行了汉语方言的普查，1959年调

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调查。在这个普

查的基础上还要开展迸一步的调查研究。结合编写方言志，
4

对汉语方言进行深入的调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汉语方言是十分丰富的。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可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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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普通语苦学的理论，可以为汉语史研究提供珍贵的资料，

还可以帮助本地人学习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总之，汉

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意义，又有实用的价值。

编写某～地方有分量的方言志，应该说就是对该地方的方言

进行深入的研究。

刘若云同志是惠州市人，对惠州话有很好的感性认识。

她在‘惠州话研究》的基础上，虚心听取了惠州市文化界前辈

的意见，对方言志初稿又进行了一次修订。在此之前，她所

调查的材料也已经过多次的核对。 ．

这本方言志是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方言的调查报告，它

内容丰富，．对于惠州话音系、惠州话音系跟《广韵>音系的比

较、惠州话音系跟普通话音系的比较、惠州话语音跟周围方

言(客、粤)语音的比较，惠州话的词汇特点、惠州话的语

法特点都有详细的描写和分析。书中还有惠州话同音字表、

惠州话分类词表，谚语，歌谣、传说、故事等。本书可以帮

助惠州人学习普通话，也可以作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和汉语

”史研究盼参考。。 ．

j 。、
．

．，+一目前国内正在兴起编写方言志的热潮。希望这一工作能

够促进汉语方言的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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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地理概况·‘
‘

，

'

惠州方言是指流行于惠州市惠城区(原惠州市，后同)

及周围几个县部分地区的一种方言。惠城区位于广东省东南

部，地处珠江三角洲东北端(东经114。237，北纬23。057)，

是东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原惠阳地区行署，n

惠州市政府、惠阳县政府皆设于此。惠城区面积412．2平方

公里，人口约20万，毗邻香港，距广州市155公里，距深圳经

济特区80公里。 ． -。

’‘

惠城区坐落在低丘广谷的东江冲积平原上，东江自东向

西斜贯全区，西枝江自东南向西北注入城区汇于东江，两江 ．

将城区分割成桥东、桥西，水北三大片。沿江两岸为河谷平

原和丘陵。北部丘陵海拔200—300米，南部为莲花山余脉，

海拔100一200米。全区丘陵地区占63．2呖，平原占29．5％，

水域占7．3％。 ，

。

惠城区交通发达，是粤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公路直达广’

州，深矽Il，汕头等市和其他各县，并与广九铁路相连，集装

箱车和旅游车可直达九龙。水路有两条江四季通航：西枝江

上航多祝，平山、淡水等地l东江上航龙川、河源，下航博

罗、石龙，广州。离惠城区22公里的平潭机场，有班机直达

北京，杭州等地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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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沿革

惠城区历史悠久，明清以来的史书称之为“岭东名郡静，

。粤东重镇静。最迟在春秋时期，这一带已有人类活动。秦汉

。 时期，属南海郡博罗县。东晋时属东官郡欣乐县。南北朝

时，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为梁化郡欣乐县，陈后

主祯明二年(公元588年)为梁化郡归善县。隋开皇十一年

(公元591年)为循州治所，‘设立总管所，成为古代重镇。

五代南汉乾亨元年(公元917年)为祯州治所。宋真宗天禧

四年(1020年)，为避太子赵祯讳，改。祯纾为“惠方。元代置

一一惠州路，明清置惠州府。民国废州设县，为惠阳县的惠州镇。
1949年10月后，惠州为县级镇建制。1958年设市，同年11

月22日复为镇。1964年再恢复为市。1988年，惠阳地区撤销，

?惠州市升级为地级市，原惠州市改称惠城区。
．f

”

p ’， ．

!

；．十 ’‘．． 二

： 一． 三，方言概说． 一 ～。。 一． =，力商僦况． 一 ～。

惠州市惠城区市区讲惠州话，’它下辖的惠环，河南岸，

三栋，汝湖、小金口五个镇，除个别村外，都讲与惠州话基

本相同而略有差异的方言。此外，惠城区周围的惠阳、惠东，

博罗、河源各县市的部分地区，也讲与惠州话大致相同而略

有差别的方言。本志记录的是流行子惠城区市区的方言。

． 惠城区周围方言复杂。东南面的惠阳、惠东二县部分地

区，东北面的河源市各县的大部分地区都讲客家方言，和以
一 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区连成一片。西面博罗县的二部

4分，东莞市讲粤方言，和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区连成一

片。东南面的汕尾市各县多数讲闽南方言，o和以福建厦门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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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闽南方言区连成一片。惠城区就处于这些方言区的

交接处。关于惠州话的系属，向来说法不·。有的人认为它

属客家方言系统，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它属粤方言系统，当

。地人一般认为暑独立的一种话，海丰人则称这种话为盔尖尾

．话纾、。客白话汀 。，．

：

、

。 作者通过对惠州话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在方言描写的7

。 ’基础‘上，把惠州话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和客家方言
7

(主要以梅县话为代表)，粤方言(主要以广州话为代表)
’

作了比较，从而对惠州话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惠州话属客家方富，它具有客家方言的一些基本
t一 特征 1·*

’

， ’1．语音上 。 ‘|

，

’

例如： ．

’

+

’ (1)客家方言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并定

群从澄崇嚣字不分平仄，一律变为送气清音，惠州话也是这

样。．． ． ．

·

(2)惠州话有唇齿浊擦音V，也是客家方言一个特点，

-o 只是惠州话V声母字比梅县话略少。
。

} ， (3)惠州话鼻音声母丰富，有m，n、珞、叼四个，这和梅 ，

． 县话一样，但所辖的字略有不同。
’

产。7

’

． ，，(4)《广韵》知组字惠州话、客家话一般不读t,t‘声母，
-一 ’’

●

。 但“知道"的“知’’读成[ti]，这是很特殊的共同点。

l 一’’(5)惠州话的元音除Y(共构成四个韵母)外，都是正

则元音，这乘l客家方言韵母的元音是正煲lJ元音基本上是相符
t

上，． ．

阳。 ’
’

一

3’

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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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惠州话完整地保存了韵尾一m，_n，一习和呻、_t，

一k，但是，梗曾摄各韵，原收一习尾和_k尾，惠州话若主要VV—VV

元音变成a和i，其韵尾也跟着变成-n和_t。这和梅县话相同，

只是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

(7)惠州话文白异读现象不多，而相当部分集中在‘广

韵》梗摄三四等，文读韵母为013．、自读韵母为laO,梅县话也
VVV

一样，文读收_n尾，白读收咽尾，只是主要元音和介音有所
，

，

不同。 ．

(8)某些惠州话、梅县话、广州l舌音值相近的韵母，

如im，i11，按其来历和方音对应，惠州话接近梅县话而与广

州话不同。

(9)惠州话声调七个，客家方言声调一般是五至七个，

粤方言则一般是八至十个。惠州话只比梅县话多一个声调，

它们从古四声演变而来的情况大致相同。

2．词汇上
“

惠州话和梅县话相同的词汇也比较多。例如：老妹(妹

妹)、老弟(弟弟)，姐公(外公)，姐婆(外婆)，·粹

(糕)、担杆(扁担)、核(挑)、掌牛(放牛)。

3．语法上． ●
+

惠州话和梅县话有一些相同的语法现象。例如；双宾语

句指人宾语既可以放在指物宾语之前，，也可以放在指物宾语

之后，名词词头。老”用于对弟妹的称呼。w

惠州话具有客家方言一些基本特征，这和惠城区先民的

①详细内容请参看正文有关章节．下文惠州话兼有粤方言的特点，

， 々惠州话独有的譬点也一样· 夕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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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有着密切联系。关于惠城区先民的来源，史料上虽然记

载很少，但通过向惠城区老年人作调查，可以了解到，惠城区

先民多是明清时期从江西、福建以及广东嘉应州，(今梅县

市)来的客家人。也有零星文献可以印证。据明万历=十三

年(1595年)修的《惠州府志·郡事记》的记载可知，明万历二

十年以前，因战乱，惠州一带居民很少。到万历十七年，从

兴宁，五华，安远，武平迁了一批人到这里。兴宁县，五华

县位于广东东部，是客家方言区，安远县位于江西南部，武

乎县位子福建西南部，也都是客家方言区，因此，这些移民是

客家人。惠城区的先民主要是客家人，所以说惠州话的底层

是客家方言。

(二)惠州话虽然属于客家方言，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客

家话，它受到粤方言的严重影响，兼有不少粤方言的特点，

是客家方言一个特殊的片 ，

1．语音上 ．

r j
。 一’

·．

，～ 惠州话在语音上兼有不少粤方言的特点。例如；
。

(1)《广韵》溪母字惠州话有部分转念￡声母，这是粤方
-’^^-

言的一个语音特点，只是惠州话这些字比广州话少。 、

，‘ (2)《广静》的微母和明母，惠州话合流，都读ITI声母，
、一。Y一

达和广州话相同，而梅县话则有部分微母字读V声母。

(3)惠州话韵母开口呼、齐齿呼，会口呼，撮口呼四

呼齐全，与广州话相同，而梅县话则缺少撮lq呼。
’

(4)惠州i舌和粤方言的台山话声调相同或者相近的非

常多，占绝大部分，这使得惠州话和台山话在语感上很相像。

2．词汇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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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

}_．

和屋母a客家方言、粤方言都没有这个声母。
⋯ (3)惠州话有鼻化韵。 ¨ ’

，‘ (4)惠州话合口字较少。《广韵》假合二麻、蟹合二皆佳
‘

， j’，n ，⋯⋯V●
央，山合二山删铬、宕合，唐铎各韵的见组字，梅县话、广州m‘m ‘w～Ⅶ‰Ⅵ Ⅶ¨ w．． 。

话都读合口呼，惠州话则一律读开口呼。 ．、 ：、

(5)《广韵》流开一侯、臻开一痕、曾开一登德各韵，惠州’㈩ 1，¨1，n
活一般都读齐齿呼。这类字客家方言、粤方言都不是齐齿呼。

(6)惠州话以a为主要元音的8n、9t、a习、8k韵母字

较多。《广韵》曾开三蒸职、梗开三庚陌清昔，梗开四青锡、V㈧^，㈣V⋯、一y一
梗合三庚清昔韵字，惠州话读on、at韵，《广韵》通合一东屋

奎沃、逼合三东屋钟烛韵字，惠州话读a习，ak韵。这些字，梅

县话、广州话都不是以a为主要元音的韵母。
t 2．词汇上

．

’

惠州话具特有的词汇。例如：闲惹(东西)、耐薯(谁)、

面出(外面)、盖口[nie55】(那些)、口【h013213](闻)。

p· 3．语法上

惠州话也具特有的语法现象。例如：惠州话表示动作已

k 经完成的完成体，在动词后加“抛”’惠州话人称代词复数不

是在单数后加词尾，而是以声调的改变来表示。

惠州话自己独具的特点，可能与惠城区原来的土著语言

． 等因素有关。

(四)小结
。

‘

综上所述，惠州话的底层是客家方言，由于处于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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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嘈 ．。 7第一章 惠州话语音的分析
一。h

i

。． ⋯，j’一、声 母．～≯，⋯‘．；t一 ，⋯j’一、尸口 母．～≯，，j ‘·5

／

．
～

(一)声母表，。， 一 ， ，

唇音1 p ，P‘：， m f ：，，V一． ．

7舌尖音t ．．t‘．。，n 。；

．一ts． ts-．’ s‘．z ‘+j

喉音．k k‘ 习(神h』 。_

零声母jzf
‘ ； 一 ．

’

． (=)声母说明 j．-
’

1．舌根鼻音习 。 j。’
一

’

．．

。

习只出现于洪音中以a和3为主要元音的韵母及u韵母前，

D和日出现在不同的语音环境，这里把耻处理成习的音位变体。

2．唇齿浊擦音V 。

v的摩擦成分很轻。如“碗丹[vorl35]、。猾纾[vat21]。
⋯

3．舌尖浊擦音z
。

z一般只出现在以a为主要元音的韵母前。有一例外，“匀修

的主要元音是u，发音为[zun22]。z和j可自由变换，但Z更常

用。如。影骨[z／jon35】、“益”[z／jat“]，。役嚣[z／jet"1]、

。融一[z／ja习22]，“用”[z／ja日31]，“育”[z／iok‘5]。

4．擦音h

与舌根音k，k‘、习排在一起的擦音h，发音部位一般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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