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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市概况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下游，是浙南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本省最大港口城市之一，全国14个开放城市

之一。市境介于北纬27003’—28。36’，东经119。37 7—121。18’。

全市东面濒海，南与福建省交界，西面是丽水地区，北面为台

州地区。辖永嘉、洞头、平阳、苍南、泰顺：文成六县，及瑞

安'、乐清二县级市。市区分鹿城、龙湾、瓯海三县级区，龙湾

为开发区，鹿城为旧城区(包括旧城区，与双屿、新桥二镇及

仰义、南郊、城郊、黎明四乡)，今为市府驻地。瓯海区原为

市郊区，1981年曾独立设县，设区后区府亦仍驻鹿城的将军

桥。全市面积11751平方公里，1982年全国人口统计时为

592．8万人；至1993年统计面积为11788．5平方公里，人口为

672．6万人。及至2006年底面积为11784平方公里，人口为

756．5万人。

1982年市区仅160平方公里，50．8万人(1985年统计鹿

城区99平方公里，45．8万人，1984年12月划建龙湾区61．4

平方公里，7．2万人，合计53万人，1993年为56．6万人)。



2 温州方言志

单举鹿城区1998年为50．3万人。1992年3月898．8平方公

里，50．2万人的瓯海县也改县为区，市区增至1060平方公

里，107万人。2001年10月瓯海区最繁华的滨海区域永强又

划归龙湾区并升为区府驻地，龙湾区的面积和人口又都大增

了。至2006年底市辖区1187平方公里，140．6万人(鹿城294

平方公里，65．1万人，龙湾279平方公里，32．1万人，瓯海

614平方公里，40．5万人)①。

温州是1949年建国时析原永嘉县城及瓯江南岸县境建市

的，包括瓯海在内，当时人口是44万人(城区16万)。1981

年9月地市合并，12月置瓯海县。1982年统计时，瓯海另为

县，已自有48万人。而据记载，清光绪五年(1879)永嘉全县

(包括今城区、龙湾、瓯海、永嘉)共为95万人，经军阀战

乱，至民国二十年(1931)减至68万人(内城区14万)，全温

州地区也只255万人(包括玉环18万)。1942年调查永嘉全县

也只75万人(内城区13．6万，今龙湾、瓯海二区合计24万)。

从统计数字可见，建国半个世纪来人民安乐，经济发展，全区

人口增加一倍以上，城区增三倍以上，与建国前形成明显

对比。

秦汉以前，这里为百越之一的瓯越住地，秦置于闽中郡辖

下。据《史记·东越列传》，汉惠帝封瓯越王驺摇“为东海

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其国境辖今浙南温州、台

州、丽水地区，国都东瓯即今温州，故温州又名东瓯。武帝建

元三年(前138)，因避闽越侵战，诏命迁国于江淮问庐江郡，

但实迁的只王族、军队、畿内豪强臣民等四万余人，越人避

迁遁逃山林者甚众。．后因遗留人复出，昭帝始元二年(前85)

①以上数字据《温州年鉴》2006年统计，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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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瓯故地立回浦县，为会稽东部都尉治。西汉末酌为鄞县回

浦乡，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又分立章安县(治今台州章安

镇)，此地为其东瓯乡。顺帝永和三年(138)以东瓯乡置永宁

县，仍属会稽郡。吴太平二年(257)改属新分之临海郡，东晋

太宁元年(323)分置永嘉郡(辖五县，包括松阳为今丽水地

区)，为温州建郡之始，并始建郡城(“斗城”“白鹿城”)。自

吴至东晋南朝，这里汉化的进程大大加快。隋开皇九年(589)

废郡，‘改永宁县为永嘉县，隋大业年间一度与临海郡并置于处

州(括州)辖下。唐武德年间一度分置东嘉州，贞观年间又属

括州。上元二年(675)始置温州，因地在温峤岭南，“虽隆冬

而恒燠”，故取名温州。从此温、括(处)各自为州。五代曾为、

吴越国地。南宋咸淳年间升为瑞安府。元至元年间改温州路，’

明清都称温州府，这里历来为州郡府路治所。1912年废府后．

曾置瓯海道并为道治，直到1927年废道。1935年设浙江省第j

八行政督察区，区专员公署驻此。．1948年划永嘉之温溪、石‘

染、西岙三乡给原属本区的青田县，1961年石染、西岙划回，

唯留温溪(以此温州方言流行青田东部)。1949年分永嘉之瓯

江以南地、以旧府县城为中心置温州市，市府一直驻旧城区，

即今之鹿城区。1949年置市后，永嘉县府(一度称双溪县)先

后迁瓯江以北岩头、枫林、塘头，后定迁上塘镇。’1981年又

分置温州市郊为瓯海县，析平阳县南部闽语区置苍南县，地市

合并后温州市并辖原属温州地区的八县。

市辖各县，除永嘉原为汉县永宁，隋开皇九年依旧郡名改

成外，其他各县多由永宁分置。其今名则往往是五代时吴越国
’

定的：瑞安原为孙吴分置之罗阳，孙皓宝鼎三年(268)改名安

阳，晋太康元年(280)改安固，唐末天复三年(903)吴越乃奏改

瑞安。太康四年(283)分安固南之横屿船屯置始阳，寻改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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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五代梁乾化四年(914)吴越平横阳乱，乃改名平阳。东晋

宁康二年(374)分永宁东北境置乐成，吴越为避梁太祖父讳，

乃改名乐清。此后明景泰三年(1452)析瑞安、平阳西境置泰

顺(因于年号)。民国时1946年又析瑞安、，泰顺、青田边区置

文成(以刘基谥号命名，刘基生于县内南田)。解放后增有二

县：1953年析玉环县之洞头、大门等岛置洞头县(玉环县今属

台州，但前亦由乐清分置，自清代设厅民国设县，至1959年

前皆属温州)，1981年6月方析平阳县玉苍山以南七个区置苍

南县。

本市西部为丘陵山地，东部为濒海平原，物产丰富。山为

雁荡一括苍山脉，水为瓯江水系，南部县市有飞云江、’鳌江，

皆东流人海。海岸线长350多公里，岛屿众多，富渔盐航运之

利，故渔业词汇丰富。又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东南部可生长

荔枝、龙眼、橄榄、榕树等热带林木，年平均气温16．1—

18．2'E，无霜期260-_280日，作物一年三熟。夏秋间多台风，

风力八至十二级j易造成灾害。历史上曾因台风海溢使滨海居

民大减，引起南宋时闽东北长溪迁温州的大移民潮。

温州为历史悠久的名城，是南戏的发源地。唐宋以来商业

繁华，手工业发达，尤以草席、工艺美术品制作著名。清光绪

二年(1876)据中英《烟台条约》开为商埠。但至1949年建市

时连汽车还没有。建国以来才迅速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多门

类的工业城市。

．温州有雁荡山、仙岩等名山奇景，还有江心孤屿、积谷山

麓春草池等名胜古迹，．为历代诗人名士所咏赞。谢灵运为温州

名太守，其山水诗名作也多咏温州胜景。人杰地灵，永嘉学

派、四灵诗派、永嘉戏文等都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篇

章。故温州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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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有悠久的商业经营传统。因温州人多地少，农耕难以

维持多人的生计，需要从事商贸，：是以历史上就有重商的传

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重事功、反抑商的永嘉学派。历来温州

人就远出经商，并远至海外，故温州是著名侨乡，在国外的温

裔侨民有二三十万人，而且多在经济较发达的西欧国家。温州

成为经济发展的开放城市后，温州商人更秉承本地商业文化的

传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形成温商遍天下的状况，引起国

内外各地各界对温州的热情关注。国际友人及华侨子弟也更盼

望更多地了解温州。这样，独特的温州方言也更同样引起人们

的关注。 ．

第二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

0

(一)温州方言的重要性

温州方言是一支重要的吴语方言，向被看成吴语的南极，是

南部吴语的代表。为国内外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所重视。瑞典著

名汉学家高本汉(R Karlgren)《汉语方言字汇》(见所著《中日分

析字典》及《中国音韵学研究》所附)吴语只收上海和温州，赵

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浙南只收黄岩和温州，中国文字改革研

究委员会《全国主要方言区方音对照表》，北京大学《汉语方言

字汇》、《汉语方言词汇》吴语都只收苏州和温州。即此可见国内

外语言学家都认为温州方言在汉语方言中具有重要地位。国外学

者研究汉语方言尤其吴方言的文章大多引用温州话，并且出版了

不少研究温州话的重要论文和专著，如国际著名汉藏语言学家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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琨也写了《温州方言的音韵历史》，+详见本书第三节(四)。

温州方言保留古音韵特点多，古词古语法现象多，具有许

多其他吴语所无的变异现象，因此温州方言研究对汉语音韵

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温州为

南戏发源地，温州话对戏曲语言很有影响，所以温州方言研究

对南戏作品的研究也很重要。

‘(二)温州话的通话范围及系属
● ～

本方言分布在浙江东南角，是吴语区的最南部分，在国内

以至省内，都是有名难懂的方言。其基本通话范围只有温州市

区及市属各县市：瓯海、永嘉、乐清清江以南、瑞安市、文

成、洞头一半、平阳大部、苍南小部分、泰顺百丈，加上丽水

地区青田县的温溪区及万山区一部(皆旧属永嘉划归青田的)

及台州地区的玉环一角(陈岙、李岙)。但由于温州在浙南的

重要地位，浙南其他地方会说温州话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平

阳、苍南闽语区中也有温州话方言岛，如平阳水头、苍南蒲

门。浙闽省境上的蒲门城及其附近几个小村说一种别有特色的

温州话(系明初派驻蒲壮所的温州卫戍官兵所留，还留有古温

州话的特色)，应算是吴语最南的分布点了0 ．

。 以苏州、上海、嘉兴为代表的北部吴语区的人跟浙东宁、

绍、台州人尚能通通话，而苏沪、宁绍、台州人跟温州人都无

法直接通话。因此说北部吴语的人们就曾认为温州话不是吴语

而是闽语。早先著名学者余杭章炳麟(太炎)在《检论·。方言

篇》给汉语方言分区时就提出“浙江温处台附属福建而从福

宁”：不但温州话、处州话，他连比较接近北吴语的台州话也

都看成闽语了。章氏“闽语说”曾为民初以后的地理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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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因此影响很大，几被视为定论：但这种分法并不科学。

1915年至1928年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本)、赵元

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相继出版，温州话语音得到科学的记

录，“吴语说”开始得到语言学界的承认。抗战时王力在《中

国语文概论》(开明书店肫解放后改名《汉语讲话》)中提出
汉语方言五分法时，就采用“吴语说”而将温州话列为吴语

温台系。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第

五版拟订《语言区域图》时，已将温州话正式列入吴语。

． 根据温州话的语音系统与方言词汇语法的基本特点(如保

持古塞类声母三级分法、全浊声母读浊，_山咸”诸摄字鼻尾

消失，日母文读同船禅，微母文读同奉母， “不”读f母，

“儿”尾读．日等)，温州话属于吴语而不属于闽语是没有疑问：

的，虽然语词、语法成分上有一些闽语的影响，但由于闽温问+

语音差距相当大，这些影响并不很引人注意。这从纯温州人听

不懂任何闽语而能部分地听懂绍兴话、宁波话、上海话，，也可

以证明。《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

文科学院合编，香港朗文1987年出版)将吴语分为六片，温州

话列为吴语瓯江片。

但直到解放以后，“闽语说”仍还有人主张。这除了个别

人是因袭旧说外，其余可能因以下事实引起误会：温州南部县

分和东部岛屿确有说闽语的居民，易误将这些分布在浙南飞地

上的闽语当作温州本地话。事实上泰顺、苍南本都有土著的闽

东语(俗称蛮讲、蛮话，而泰顺县城及西北部则说处州吴语系

统的罗阳话)，正可说属于“福宁!’系统的。明清易代之际，

清初对台的禁海政策，促使大批漳泉移民迁至苍南(当时为平

阳南部)、平阳、泰顺，以后为渔业需要，又有那里的移民迁

至洞头及其他县沿海滩涂渔村，他们带来了闽南话，今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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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百万人，在苍南成为主要方言，在温州南部县分也有巨大

影响。虽然这样，它在当地仍被称为福建话，与温州话明显不

同，当地是分得很清楚的。不但福建话、蛮话与温州话不能通

话，同是吴语系统的罗阳话，乐清清江以北的太平话(太平为

温岭旧称，属台州吴语，在乐清以大荆话为代表)，苍南金乡

的金乡话(为明初金乡卫驻军传留的话，属北吴语又夹杂官话

成分)也都不能跟温州话通话j更不用说畲族人说的畲客话了

(那是接近客家话的)。可参阅温州方言分布图。 ．

以下所讨论的方言源流都只指温州本地话而言，不包括温

州各县分布的其他方言，并且是以它是吴语的角度探其方言历

史源流。而温州话则以鹿城话为代表。

(三)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推断温州方言形成的上限比较难，联系当地历史则有一点

是清楚的，即汉武以前这里住的还不是汉人，自然不会有汉语

方言。当时温州地区及台州、处州地区住的主要是瓯越人。他

们曾建立以东瓯为王都的东海王国或东瓯王国。瓯越王臣属于

汉并受汉册封，但汉朝尚未在这些地区直接行使权力。

． 瓯越族“剪发文身、错臂左衽”，不冠不履而“跣行”，以

“海蛤”、“蝉蛇”为食，生活风习跟汉族大异。据《史记·东

越传》，瓯越、闽越都是古於越族的一支。从现存古越语记录

(如《越绝书》“越人谓船为须虑”，盐官称“朱馀”)古吴越地

名的越义(如山称“夫”——夫椒，地称“馀”——馀杭、馀

暨，善道称“缓伊”或“盱眙”)等观察，古越语属于侗台语系

统，其非汉语是可以确定的。’从《说苑·善说》所载的《越

人拥楫歌》无法听懂需要翻译的故事，也透露古越语和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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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很大，不属一种语言。

汉代扬雄《方言》也记录过四五条东瓯词汇，明写“东

瓯、瓯越”的是三条，其他两条称“越之垂、瓯吴之外鄙”，

“荆吴扬瓯之郊”。对这些古瓯语的性质因材料太少颇难判断，

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温州人没有一条能懂，如“广大”

说“参绥”或“羞绎纷毋”， “作为”说“印”等，不仅温

州，邻近其他方言以及古文献也都罕闻有用例，跟“吴、扬

越”一些词汇还可在古汉语文献中找到用例者也不相同。因

此瓯越语跟汉语的差异必定不小。

那么，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东瓯王驺望率其部众内

迁江淮间，和元封元年(前110)东越国被灭同样内迁之前，这。

里不可能形成汉语方言。而其后一段时间内也未形成。下面结

合东瓯史实论证，说一说理由。

汉武以后这里实际上还长期未曾汉化。因为一是汉武帝采

取“虚其地”的政策，未相应移汉民实其地；二是当时越民’

并未尽迁，迁徙后遗民力量仍很强大。虽然《史记》说“东，

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用了“举国”、

“悉举众”字样，这只是据武帝“诏军民皆将其民徙处江淮

间”立论。诏令实际未能彻底执行，有五个证据：

(1)据《年表》“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

家庐江郡”，内迁人数只有四万余人。如说这就是瓯越全部人

口，是不可信的。因为据《史记·吴王濞列传》，’东瓯遣往丹徒

从吴王濞作战的兵力就“可万余人”。依此推算，东瓯全国兵力

及全国人口应大大超过四万人才合。再说《汉书·严助传》记

汉武遣兵闽越时，淮南王刘安上书云：“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

万，所以入之，五倍仍足。”以闽越这样大的军力，东瓯如果
真的只有四万人，怎能与它抗衡，久久相持不下，而得远求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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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援?如说这四万余人是东瓯王国的王廷君臣、军队及王畿居

民，庶几近之。 ．

·

(2)《太平御览》卷171引《吴地记》：“东瓯乃举国徙

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后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

县。”．东瓯内徙后，故地被闽越余善的东越王国兼并，东越统

治中心在建安，后来情况也跟东瓯相似。《宋书·州郡志》：

“建安太守：本闽越，秦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

。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

属会稽。司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则临海亦冶地者。⋯·一后

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

．也。”另外那个闽越王国的境遇也差不多。 《旧唐书·地理

志》：“福州：闽，汉冶县，属会稽郡，秦时为闽中郡，汉高

立闽越王，都于此。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

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后汉改为候官都尉，属会

稽郡。”这些记载说明东瓯、东越、闽越三王国被内迁后，故

地都仍有遁逃遗民，后来分别立为回浦、冶、东冶三县，置东

部、南部、候官三都尉(《元和郡县志》：“东越王都东瓯，今

温州永嘉县是也，后以瓯地为回浦县。”《嘉泰会稽志》18：

“闽越为冶，东瓯为回浦。”)。

-(3)正由于还有遗民不服，特设“都尉”镇抚。都尉候

官是汉代为镇抚少数民族、防备边患而特设在民族地区的。当

时会稽东部都尉候官跟西北玉门的都尉候官齐名，极受重视。

《太平御览》卷241引《临海记》：“汉元鼎五年立都尉府于候

官，以镇抚二越，所谓东南一尉者也。”又卷171引《汉志》：

“回浦，东部都尉理，属会稽郡。扬雄《解嘲》日：．东南一

尉，西北_候。”在东越闽越王国主干力量被迁往江淮后，这

里还要特设都尉候官，可见越族遗民力量之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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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遗民遁人山谷后，跟其他地方的山地越人一样，被称

为“山越”。东部都尉治在其压力下曾被迫步步北移，在西汉

末已北移到宁波·带。《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

典录》：“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冶，并属于此，而立

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

句章。”(据《清一统志》卷224、卷230：章安故城在今台州

府东一百十五里章安市；句章故城在今宁波府慈溪县西南；鄞

故城在今奉化县东)。

．正因为只设会稽东部都尉还不足以镇抚越遗民，故以后又

在冶(建安)设会稽南部都尉，在东冶(福州)设候官(上引

《临海记》说元鼎五年所建的都尉府设在候官，有误。’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卷14即指出：“案《宋书·州郡志》：!候官，

前汉无，后汉日东候官，属会稽’，[《后汉书-郡国志》会稽、

郡下之]东部侯国当即东候官之讹，《郑巨君传》注引《太康j

地志》云‘汉武各东冶，后改为东候官’。”按所以叫“东候二

官”或“东部候官”，是指会稽东部之候官，相对于西北张·

掖、。龟兹的候官城而言)。也就是说东汉在东瓯：东越、闽越

三王故都，全都建立了军事据点。

(4)东汉王朝能增设军事据点，还靠大规摸军事行动。

《太平御览》卷238引《东观汉记》：“张意拜骠骑将军讨东

瓯，备水战之具，一战大破，．所向无前。”骠骑将军属汉王朝

高层将领，要拜这样高的将领大事讨伐东瓯，可见至东汉时东

瓯越民的力量相当强大，控制越地极其不易：虽然经过这样的

军事努力，终东汉之世，所取得的成绩仅在东瓯故地分设两

县，即将回浦县(一度并入鄞县为回浦乡)分为管今台州地区

的章安(《后汉书·地理志》云“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

但注引晋元[太]康志说：，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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