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福清的方言 

其实在福清当地，有三个方言在使用的—分别是福清话（大概有一百万人），闽南话（下

南话）（大概有二十多万人），莆田话（大概有十万人）。但是会其他两种方言的人，都会

福清话。福清话内部还有三种，分别是融城片，龙高片，江阴片。这个细微区别这里不做解

释。福清地区为什么会有三大方言呢？福清话，就是福清大多数人说的话，也就是福州话跟

闽南话的结合体。福清是福州的南大门，也是福州地区离闽南地区最近的地方，所以福州其

他五区八县人听福清人说话，会有点儿听闽南人说话的感觉，但是细细听的话，还是可以听

明白的。关于闽南话（下南话），这个是闽南人北迁到福清，跟福清话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方

言岛语言。他们在本村内说下南话，但是出了本村，他们就会说福清话。这些北迁的闽南人

主要是来自泉州市永春县。福清说莆田话的地区，只有靠近莆田的地方，比如一直到解放后

才属于福清的新厝镇（之前一直属于莆田县管辖范围的），所以这里说莆田话一点儿也不奇

怪了。还有就是一都东张镇跟莆田县，永泰县接近的地方，某些村庄会操莆田话。 

福清话 

福清话为晋安语（闽东方言）的南片福清方言，通行于福清市和平潭县。同时福清新厝

镇一些居民主要使用莆仙话。两者均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闽语支。 

福清话与福州市区口音有若干语音上的差别，在语调上有轻重之分，福清话末多用降调，

福州话反之。同属于闽东语。至今仍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如：厝（家），鼎（锅），

汝（你），厝里（妻子），鸡母（母鸡）。语音部分比之现代汉语的四声要复杂，早期有八声，

称为八音，如今保留七声。 

福清话发音部分甚至与宋代经台湾传到日本的日语宋音相同。如：县字的发音与日语県

的发音完全相同。反而跟现代汉语的发音相差比较大。 

福清话是古汉语河洛话的一个分枝，保留了较多古汉语的特征，是中国语言的一个活化

石，在语音、语法中带有十分明显的古代中原语言的特征。在海外唐人街或称中华街等福清

移民较多的地方仍是同乡之间沟通的重要语言。但近年在政府的严禁方言的政策下有走进历

史之虞，年轻一代说福清话的人日渐减少，年长者大部分只会说而不会写或者用近音字来代

替。 

福清话的影响已不止仅限于福清，在海外如英国，日本，南非，阿根廷，美国，基本上

只要有唐人街的地方就能听到福清话。 



 

新妇：莆仙话称儿媳为“新妇”或“新妇娘”。家庭长辈或乡里皆可如此称呼。其源很

古。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林道人诣谢公东阳……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

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刘寻阝使周母乘板与登城，谓葛从周曰：“……新妇辈皆

安居，人各为其主，汝可定之。”原注：新妇，谓葛从周妻也。 

《世说新语》王平子条：“郭大怒，谓平子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

妇嘱小郎’”。 

外家：莆仙话称已婚女子娘家为“外家”。其源极古。 

《汉书》卷十二：安汉公（王莽）世子宇与帝（汉平帝）外家卫氏有谋。宇下狱死、诛

卫氏。 

《资治通鉴》卷十二：吕氏（吕后）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先、生：莆仙话称“先生”

时，可简称为先或生。如“桂林生”、“六生”、“某某生”。这是秦汉时期的叫法。 

《后汉书》卷三十七：每朝会，辄会荣于公卿前敷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 

《史记》晁错传：错初学于张恢先所。《汉书》则云：初学于张恢生所。一称先、一称

生。颜师古注云：皆先生也。（见清·赵翼《二十四史剑记》校证 66 页） 

小娘子：莆仙话小姑娘叫“小娘子”，通常也称未婚女子。其源也古。 

唐·阙名《玉泉子》：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盗奄至……。贼一不犯，

曰：“但得侍御小娘子来，足矣。”其女有姿色，贼潜知之矣。 

《拍案惊奇》二刻卷十七：老道：“小娘子说来，此间来万去千的人，不曾见有似舍人

这等丰标的。” 

亲情：莆仙话“亲戚”叫“亲情”。此语唐代亦然。《玉泉子》“李克勤为大理寺卿”

条：“大理寺数月不奏，（韩）建问李尚书：‘催令乃亲情耶？何不奏？” 

 

第五章 历史沿革 

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 年），自“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会于治所”中取山水各一

字，定名福清。 

唐圣历以前 

1957 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东张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表



 

就了一大批敢闯风浪、勇创大业的“福清哥”。据统计，福清华侨华人总资产不下 500 亿美

元，其中资产超 1 亿美元以上者约 50 多人。出洋谋生的福清人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

他们以其特殊的倔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刻苦耐劳和团结互助的精神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

落。经过含辛茹苦、开拓创业的漫长过程，许多人事业有成。旅外福清人先是开荒拓土，劳

耕苦作，积有小本，才开始经商。当事业有了一定基础时，则向企业界、金融界发展。一代

又一代的旅外福清人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与侨居国人民和睦相处，扶危济困，同策同力，

不仅为侨居国的民族独立和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而且把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传播给

侨居国人民。他们成功地融入侨居国社会的主流，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越的著名企业家、国际

知名的工商巨子和华侨领袖林绍良、林文镜、蔡道行、蔡云辉、韩国龙、郑年锦、陈隆基、

林学善、陈子兴、何隆朝、姚春桂、郭毓秀、俞昌檀、许珍华、王良英、高志荣、林同春、

林康治、林其根、邱文椿、林日顺、林方华、王福顺、林民雄、林辉基等先生，就是旅外福

清人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业绩，家乡人民引为自豪。 

 

第六章 经济发展 

概况 

2008 年，全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0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0％；财政总收入 43

亿元，增长 21.6％；新增上市企业 2家、省著名商标 9 枚、省名牌产品 16 个，电子产业入

列“中国产业集群品牌 50 强”；再次荣获“全国食品工业强市”称号，获评“全国最具区

域带动力中小城市”和“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百

强第二十位。 

工业经济。工业总产值 932.8 亿元，增长 19.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845.14 亿

元，增长 19.3％。融侨开发区工业产值突破 600 亿元，光电科技园基础配套快速推进，捷

联新厂区顺利建设，洪宽机电园产值突破 50 亿元；江阴半岛发展规划全面修编，完成东西

部填海造地 200 公顷，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 50 亿元；元洪投资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

45％，突破 50 亿元。核电项目经国家核准，正式开工建设，将连续动建 6 台百万千瓦级机

组，总投资近千亿元，高山、三山两个风电项目全面动建。全市年产值亿元以上工业企业达

104 家，形成支撑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农业经济。农业总产值 91.70 亿元，增长 3.6％。粮食总产量 13.34 万吨，在稳定粮食

生产的基础上，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水产、畜牧、蔬菜、水果、花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