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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86年春，信宜县地方志编基委员会负责人陈启著同志

专程到中山，大学拳找我，同我研究编写信宜地方志等有关问

题。当谈到分类篇目时，我向他建议要把《信宜方言志》列

为一个重要的项目来编写。因为著名的语言学家，我的先师

黎锦熙先生在世时，曾经多次同我谈过编写方言志的’重要

性。我记得他还亲自过问《、昌黎方言志》的编写，并关心此

书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在为山

西省方言惠丛书作总序对，也臻出编写方言志的意叉0陈启

著同志听了之后，立即表示赞同，但叉觉得找不到合适的执
笔人，于是我便推黍了罗采守同志。 一

、’

’．

： 罗康宁同志是信宜拳地人，叉长期在县机关工作。他不

但爱好文学，而且对于语言，尤其是对信宜方言作过不少研

究；曾写过论文发表，-以他的水平和能力，是完全可以‘胜任
这项工作的。 ．。

信宜县池处粤西山区。信宜话属于粤方言系统中的一

种次方言。这穗珠方言与广州话此较，无论在语音：词汇和

语法诸方面；，．’都有许曼共同之点。但遗在漫长的封建时代，

由于社会分裂；交通被山川阻隔，妨碍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与

外界交际，从而形成了有剐于广州话的浓厚的地方特色。

信宜话到底有哪些地方特色呢?

首先，妖语音方面来说，信宜话的声母、韵母要比广嗍

话多。信宜话保留着古喉塞音’和舌面鼻音玮，还有舌尖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擦音圣，同时具有以e为主要元音的一系列韵母，广州话只
有e、￡≈和ek，而信宜话除了上面三个之外，还有￡u、E；111、

￡n、ep、et。由此可以看出，信宜话保留古音的成分要此广

州话略多。至于信宜话的声调，调类与广州话同，都是九

个，但阳平有两个调值：单说或在词的末尾读23调，如“麻"

和“黄麻蹄。在词的开头或中问读11调，如“麻布静和“黄
●

、 ，

●

麻种”。前二个23调与阳上合流，，’后一个11调与阳去合
● t 、

流。这样，信宜话实际上只有八个调值，比广州话少了一

个。此外，文白异读的现象较为普遍，且有一定的规律，这

也是信宜话的一个特色，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

其次，从词汇方面来说，信宜话还保留一批古语词。例

如“洗澡’’，广州话叫“冲凉”，信宜话叫“揩身"。又如

“父子俩矽，=，}州话叫“两父子"，信宜话叫“两子爷”。
● ● ●

最有地方特色的是，信宜话存在一大批地方土语。例如“孩

子，，，广州话叫“仔”，信宜叫“依"，殳如‘‘小鸡”，广

州话叫“鸡仔节，信宜话叫“鸡几”(’“儿"读阴平，皮音

读[rxin／]不是儿化韵)。再如。“妇女刀，广州话叫“女

人”，信宜话叫“夫也"。
～ 此外，还有一批地方色彩很浓的熟语，例如“三二两

下"(很快)二“阿罗卡八”(一．团糟)、“一头二路”

(从头开始i顺序渐进)、“三捞五银六"(混在一起)。

。一天崩当簸箕跌”(满不在乎)、、“净饭有食捏沙捞’’(自

找麻烦)等等： 。j
．

’

在上述这类土语中，有许多词语无法用文字来标记，据

朝步统计，信宜话有两千恭个音节，其中有二百多个无字可

写o‘
一

：
．

‘



再从语法方面来说，信宜话与广州话有许多共同的搏

方。：侧如比较句“他比我大"，广911话和信宜话都说成“柜

大过我”。又如双宾句“给我一块钱"，广州话和信宜话都

说成“畀文钱我’’．。、广州话和信宜话都有副词状语后置的现

象，例如，你先走?，广州话和信宜话都说成“你行先，，等

等。但是信宜话的词语的语法构造还有一些自身的特色。例

如“回去”，广州话说成“返去"．，而信宜话却说成“去

r妇?，又如“生的白薯’，，广州话说成“生番著’’，而信宜

话却说成．“番薯生”，再如“父子俩”、“母子俩”，广州

话说成“两父子"、“两母子矽，而信宜话却说成“两子

爷"， “两子避’，o

信宜话最显著的特点是变音现象。这种变音现象既是语

一音问题，足跟词汇和语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鸡”，本

‘调念['k,i6s3，表示大鸡，而变音却念成[k_Bi夕]，表示小

鹂≯藏种吏膏酶+讽隹特高而上扬，它与本调区分得清清楚

i楚§；不但阴量字可烈变毒，薨饿套调类的字同样都可以变
音。从词类上说，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及部分副词都可以变音。信宜话各词类的变音，不是一种连

读的变调，而是通过变音体现词义上的雯化，用以区分事物

的大小和感情色彩的不同；数量的多少和分量的轻重；词的

原义和反义，程度的深浅和动作的轻重、久暂等。它是一种

柏词的语法手段，是一种特殊的语音形态。
另外，信宜话的形容词和量词普遍有缀加现象。这种缀

‘加现象表示“级”的语法意义。就形容词来说，例如“圆骨，

表示原级，重叠变音“圆圆／”表示轻级， “圆卜辘”表示

重级。就量词来说， “一巢(一团)”表示原级，。一朵夕侈

衷示轻级I “一巢流"表示重级。这种由缀加而引起语法意



义的变化，楚莫他考訾少宥的：
1。 对手改王研莲前括盘括‘中的杆秤特点∥罗康宁同志在
为倌盎县地方志编委会高编写的这一书稿中，。都作了奎西而
支系统的描写和概括。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问，扶收集材料到

标纲立目，以至写成此书；’在整个过程中，对每一个语言事

实，都经过认真推敲，反复核实，使此书其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写到这里；，我想，如果每一个市、每一个县，都象信宜

县那样，’能写出。苯水平较商的方言志来，那么≯速对于促

莲圣回菇芳吉誉兰，，莳孚语言挚箨秤深犬研竟；、蒋套起蓟很避全目的方言誉查，，对乎语吉学粹律深入研究f将套超蓟很．

大的推甜作用’：

最后，我还要多说两句，这本书于付印出版前，陈启著

同志和罗康宁同志约我对它进行全面审订并作序。我看完了

书稿之后，很有启发'、。受益不浅，便欣然写了以上这些话，

是为^序。

毒．

叶国泉-l『§87年4月写于中山大学



第。章概．说

信宜县位子广东西部，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全县

分23个乡和镇，，面积3080．5平方公里，其中70％是山地。人口

87万，基本上是汉族。
‘

．一。据史书记载；信宜古代曾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7主要的

少数民族有壮族和瑶族。秦朝修通灵渠、。平定百越之后，申

原汉人陆续经灵渠沿桂江来到西江流域，广信(今梧州与封

川一带)成为岭南最早的文化中心。信宣距广信不远，一些

汉人便从北丽入i把汉语带进了信宣。南朝梁时便在这里设

蛊了墚糠凄籀粱键鄹。。唐朝以后卜南岭横浦之道开通，陆路
速渐取代了零躇旁避题蛉蔫的汉撵街多薅其中吖部分先在粤

审<粤北籀粤东居住一段时间詹，’为避战乱而西迁，进入信

宜。。原聚居于此地的少数民族，有的被赶走，有的被同化

了。现在信宜的汉人，绝大部分是从秦朝至清朝这段漫长婚

岁月里从不同地域移居信宜的移民的后代。由于信宜地处山

区，交通不便，这些移民进入后，一与外界交往较少，并大都

有过一段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历史，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语

言，便逐渐脱离原居住地区语言发展的轨迹，同时吸收了当

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某些因素，从而形成了今天信宜方言纷繁

复杂，丰富多采的格局。

李荣先生在为《山西省方言志丛书》作序时指出t“对

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富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



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①这对于信宜方言同样适用。信宜山
区不仅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水力资源、植物资源和畜牧水

产资源，而且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但是这语言资源过去一

直未得到开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信宜方言的研

究才逐步开展起来。1982年，叶国泉、唐志东发表了论文

《信宣方言的变音》，此后，罗康宇发表了论文《信宜话数

词、代词、副词的变音》，唐志东发表了论文《信宜话量词

的音节重叠》。同时，叶国泉、罗康宁写了《信宜方言单音

节形容词的级》，唐志东写了《信宜方言的指示词》，分别提

褒有关学术会议讨论。这一系列论文从语音，词汇、语法等
方面对信宜方言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i经过这些研究，初步
弄清了信宜方言的概貌。 一， ’。。 一

’

一根据调查r’信宜县境内的方富式致可分为四个系统：

一。信宣话，、“，这是本县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方

言。以本县最大的河流黄华江为界，西侧的镇隆、水口、东

镇、丁堡、北界、高坡、金垌、池洞、朱砂、安莪等10个乡

(镇)的全部，大成，白石、怀乡、旺沙四个乡(镇)的黄

华江以西部分，径日镇除木威、木新、田心三个村以外部

分，都谨信宜话。此外，大成、白石、怀乡，旺沙四个乡

·(镇)的黄华江以东部分，以及洪冠、茶山、贵子三个乡

(镇)，也有部分人说信宜话，大部分既说信宜话，又说僵

话，属“半僵半白区”。总计起来，说信宜话的大约有61万

人。

信宜话是粤语的次方言。与广州话比较，信宜话更多地

保留了《广韵》音系的成分，同时也吸收了壮语的一些因

①见《忻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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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主要表现在具有广州话所没有的三个声母。[岛][蝴
：￡夸]，同时具有以[e]为主要元音的一系列韵母f[6u]Ecru]

5[Bn]Eerj][ep]Cet][￡k]。信宜话的另一显著特点是

普遍存在着以惠调及韵尾变化表示语法意义的“变音"现

象。

二、僵话分布于本县东部地区，包括钱排，合水、新

堡、平塘四个乡(镇)。贵子、茶山、洪冠三个乡(镇)

及大成、自石、怀乡、旺沙四个乡(镇)的黄华江以东部

分，即“半侄半白区"也有部分人说僵话，大部分既说侄

话，也说信宜话。总计起来，全县说僵话的大约有22万多

人。

僵话即客家话。信宜说僵话的人与其他客家人一样，原

居住于中原。由于战乱等历史原因，自东晋起陆续南迁，先

到江西，继而迁入赣南、闽西及粤北、粤东。清朝以来，有

部分客家人继续西迁到粤西及广西、湖南一带，还有的到达

四川。信宜的客家人便是这个时候进入的。他们进入信宜

耐间比说信宜话的汉人较晚，且定居于东部山区，交通的比

西部地区更为不便，因而较少接受外界影响，他们而较多地保

存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乃至语言风貌。与梅县话比较，信宜

僵话的主要特点是有撮口呼Ey]和以[￡]为主要元音的一系
列韵母：[i￡u][ism][ign][1eg][isp][igt][igk]。

此外，在声母上残留着喉塞音[’]，也是信宜侄话的一个特

点。

三、容县话分布于与广西容县毗邻的径口镇木威、木

新、田心三个村，人口约五千余。容县话也属粤语，

最显著的特点是保存古全浊塞音声母[d]，古知彻精清四母

与端透合流，均念为舌尖塞音[t]或[t‘]；另外，容县话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肴“受音，，_‘现象：
’四：。思癸藉棼希于总贺镇_入口约兰万左右：他们盼

粤语号信宜话有差异，。：如除单韵母[y]以外没有其他撮口呼
韵母，信宜话念为[≯n]_阿t]韵母附学，他们分别念为【un】
[ut]韵母。

本书只诧录信矗话i以县城系镇话为准。

毒



第暴章_：i最i膏

一、声母

信宜话有23个声母，零声母叠热．
p波布 ∥坡普．；：m摸武 ：f科夫、 ，t多大

t气拖泰 n挪内i 1曼来 t置资中一ts?持从

秘疑，日． §诗实。j 4凰曲．． k哥鸡。， k‘戎溪

蛹鲁凝 h呵兴一， kr城果雾一∥u夸轰9歇鸭
掣啊唉矗 j也音． w和威

-。一i过瓷是罂曩不送气霉拳意，：毒耷每北京话的p[P]取广州
话的P相同。

iP，j，、是双唇送气漆塞音，．发音与北京诿晦。P[P‘]及广

擀裂筚；媳瞰乏
”e：j照、幂双幂浊骞青峻发聋与戴京话静m[m]及广州、话的
m相同。北京话读m[m]声母及零声母中来源于者徽诋的那

聱解毒傅毒褥搀鑫焱警声母争j ．

sf。疼餍瘫懑捧南濒肇j姿事灏鞠；西璐广州话的f捐
霉；薯粕枣透讳矧蹲羹甥蜉色B琴?《雌垮]声母的部分合i日韵字
在德宣话念为f声母耕‘

t是舌尖不送气清塞音，发音与北京话的d[tj及广州

话的t相同。‘
-tf 是舌尖送气清塞音，发音与北京话的t[$‘]及广州

话白孵‘相同。

5



伟是啬凳嬷翟嘲敷‘麓鬻蠛暇裁穗鹄珏E丑】蕨产燃诞的n-
相同。 ．～ 。

．一 。

I是舌尖浊边耆，发音与北秉话的lcI】及广槲语鏖啦搬
同。信宜话没有广州话那种n、l混读的情况，例如“依
[nei23]"不能读成“李Elei28]"，“农[no习28]”不能读成

“龙[10习23]’’o
t s是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舌尖位置比北京

话的zEts3稍后，在齐齿呼和擞口评静母之前音色接近舌面

音t9，与广州语的ts大致相淘。北京话念zEts3、zhEt警3声
母及j[t口]声母中来自古精组细音字在信宜话均念为ts声母。

ts‘是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发音时舌尖位置比北京

话的eEts‘]稍后，在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之前音色接近1舌面

音t口‘，与广州话的ts‘大致棺同；北京话念C[ts‘]、chEt簪‘，

声母及qEt0‘]声母中来自古精组细音字在信宜话均念为ts‘

声母。

玷“是舌面浊鼻音}北京话与产卅话都没有这个声母。

话北京话念r[乙]声母及零声母中来自古疑母的部分字在信

宜话念为取声母，例如盔人[玮留n283柏日·[nBt22]”盔疑[ni23]”

。仰[玲le习23]斧a

S是舌尖前清擦音，发音时舌尖位置比北京话的s[亏蚤

稍碡，在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之前音色接近舌面音9，与广
州话的s大致相同。北京话念sEs3,、s'h必]声母中除来自古心

母的字之外，在信宜话均念S声母，因此信宜话念s声母∞字
要比广州话少得多。一

：

4是舌尖清边擦音，北京话和广州话都没有这个声母。
北京话x[口]及s随]：ish￡趵声母来自古心母的字在信宜话均念

为4声母，例如“西[4留i53]’’“四[垂ei33]’’“师E4-ei”]"|o

奄



k是舌根不送气{青塞音，、发昔与托京话的gE=k了及产摊
话的k相：同。北京话念g[t]声母及j[t口]声母中来自、古见{缎
声母的字在信宜话均念为k声母。

《是舌根送气清塞音，发音与北京话的k[k‘]及广州_

话的k‘相同。北京话念k[k‘]声母及q[t口‘]声母中来自古

见组声母的部分字在信宜话念为k‘声母。

习是舌根浊鼻音，发音与广州话的日相同，北京话没有：

这个声母。信宜话没有广州话那种日声母与零声母开口呼字‘

混读的情况。

h是喉门清擦音，发音部位比北京话舌根清擦音hEx]：

詹得多，相当于广蚪话舭。北京话念h[x]声母及k[k‘]、．
q[t口‘jo x[9]声母来自古溪母的部分字在信宜话均念为《

i- -1
‘

声母i

ku、k‘uSt别是k▲k‘的圆唇化声母。

争’是喉f1：清塞音广北京话和广州话都没有这个声母。
北京话零声母来自古影母一，二等开口韵字在信宜话念为’争
声母，例如：“鸦[，a鹋]，，7荔矮[9ai85]"“握p它k5{5]’’0

0是零声母。‘

j、W分别是舌面和唇齿半元音声母，与北京话的i、U

相比，摩擦成分较莺。
． =、韵母‘·_、jr，_

信宜话有56个韵母，见下表。(见下页)

(一)单韵母7个。7

a 是舌面前低不圆唇元音，发音与北京话的a[a]及广：

州话灼a榴同。、

薹’一是吞面前半低不囤蜃垂膏!像青与二|；塞，话静红咀臻
广州话的￡相同，但北京话的垂[￡]不作单元音。

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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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舌面前半低圆唇元音，发音与广州话的∞相同，

北京话无此韵母。

o是舌面后半低圆唇元音，发音与广州话的。相同，比

北京话的o[0]开口度大些。
i 是舌面前高不圆唇元音，发音与北京话的i[i]及广州

话的i相同。

u是舌面后高圆唇元音，发音与北京话的u[u]及广州

话的u相同。

y 是舌面前高圆唇元音，发音与北京话的n[y]及广州

话的Y相同。

信宜话七个单元音韵母发音与广州话相同，但广州话0韵

母中来自古戈韵端，精二组字在信宜话念为∞韵母，例如“朵

‘[tee85]”“坐[ts‘OB23]”；广州话OLt韵母中来自古模韵帮、

端、精三组字在信宜话念为u韵母，例如“补[pu35]”“都

-[tu 53]”，广州话咖y韵母中来自古鱼、虞二韵精组字(心

母除外)在信宜话念为Y韵母，例如“徐Its‘Y23]’’“聚

i[tsyll]”o

信宜话还有不作单韵母的元音三个：

B是舌面中半低不圆唇元音，与a相比，舌位稍后稍

高，可与一i、一u、一m、一n、一日、一P、一t、一k等韵

尾结合成复韵母、鼻音韵母或入声韵母。‘
e是舌面前半高不圆唇元音，与￡相比，舌位高些，可

与一i、一u、一玑一k结合成复韵母f鼻音韵母或入音韵

母。
西是舌面前半高圆唇元音，与∞相比，舌位高些，可

与一i结合成复韵母。

o是舌面后半高圆唇元音，发音与北京话的单韵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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