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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家方言

第一章 四川客家人的分布与人口

第一节 四川客家人的分布持点

一、城乡分布特点

总的来讲，自20世纪30年代至80、90年代人蜀的客家人及

其后人，主要散居于省会成都及其他大中城市，而清前期人蜀的客
家人及其后代，二百多年来分布于四川的广大乡镇，多为聚居。

二、“先来后到”分布特点

清前期人蜀的客家人，与“湖广省”的移民相比，湖广省移民人
川相对地早一些，插占的平坝、好地域相对多一些;而粤、闽、赣、桂
移民人川相对晚一些，这几个省籍的客家人落业之地域相对条件
次一些，丘陵、山区分布比例大。以成都平原上的客家人为例，大
体分布在平原的周边如龙泉山脉的“东山”地区或平原上土质较差
的粘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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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沿河流域落业分布特点

清代人籍四川的客家人中，其分布以沱江流域的金堂县、青白
江区(成都市所辖)、简阳、资阳、资中、内江为一个板块，以长江重
庆市(行政区变化以前)所辖的巴县、合川、涪陵等地为一个板块。

四、从不同省籍来源的分布特点

例如仪陇县的客家人多半来自粤北韶关，威远县的客家人主
要来自粤东龙川，西昌的客家人主要来自粤东龙川和五华，成都的
客家人多来自嘉应州(今梅州)和长乐(今五华)。

第二节 四川客家人的聚居区

清前期人蜀的客家人分布在四川境内约52个县市的山区、丘

陵和平坝，38个聚居区。这些聚居区是客家人讲祖宗话—客家

方言的区域，它与汪洋大海般的四川官话区域相比，成了方言岛。
方言学家称之为客家方言岛。可见聚居区与方言岛是大体一致的
(详见本书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四川客家方言岛的分布”)。

第三节 四川客家人口数鱼

四川客家人口的准确人数，因至今尚未在全省进行全面的科
学调查，人口数量的估算差异较大。

一、四川现今客家人口数的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全川有客家人100多万人，第二种说法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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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万人，再一种说法是四川境内的客家人口数达300多万人。

二、对四川的客家人估算的范围和标准

1. 从对四川客家方言岛、聚居区的统计看，着重于从客家方

言的角度来统计。非操方言的、非聚居区的未计算在内，20世纪

人蜀的国内和海外的客家人未计算在内。

2.统计包括四川客家人及其后裔(无论父系、母系皆算客家

人，其后裔同样计为客家人)，这是从血缘角度统计的。这其中就

有三种情况:即能讲客家话的，只能听不会讲客家话的，既不会讲

也几乎听不懂客家话的(仅保留有原祖地的对亲属关系的称呼

等)。

3.从历史时期来估算:清代康熙后期至雍正、乾隆年间的客

家人大批人蜀，明代已有少量客家人在蜀中并繁衍后代，20世纪

30年代即抗日战争以来大半个世纪从国内其他地区、从海外到四

川定居的客家人、客属归侨及其后代。

明代蜀中少量的客家人的后裔约10万多人，清前期大规模人

蜀的客家人及其后代计约150万人，20世纪30年代以来半个多

世纪从国内其他地区和海外到四川定居的客家人、客属归侨及其

后代数十万人。总计现今四川的客家人口约200余万人。这200

余万人中包括讲客家话的，虽不能讲却能听懂客家话的和不会讲

也几乎听不懂客家话的三种类型的客家人。

随着对四川的客家人的研究的深人，对客家学研究的发展，将

会有新的客家人自我认同感的出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

人、有的家族中断了客家的线索，随着对客家自身的认识，而又恢

复其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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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广东话”—四川客家方言

第一节 四川境内的三大汉语方言

与全国汉语方言

现今四川境内的三大汉语方言与明清移民，特别是17世纪中

期至18世纪中期的移民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经历了较长的历史

过程，笔者在专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对此作了较详尽的
论述。

概而言之，四川境内的第一大汉语方言就是全川广为流行的

四Jll话—方言学家称之为“西南官话区成渝片”，以成都话为标

准(因全川东、南、西、北的不同，而有地域的差异)。其形成经历了

明清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以湖北话为基础演变而成。

被称为四川第二大汉语方言的是四川客家话，俗称“土广东

话”，是客家于清前期移民带来并经二三百年仍保留至今的祖宗语

佩佩O

被称为四川第三大汉语方言的四川湘方言，是清前期人蜀的

“湖广省”人中讲湘语的这部分移民带来的，在其聚居区代代相传

至今。

从全国来讲，我国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中人口最多的汉

民族因为地理历史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众多的方言。语言学家按

照科学的规范分类，有八大汉语方言:即有北方话(官话)、吴语(江

浙话)、湘语、赣语、闽北语、闽南语、广东语(粤语，又称为白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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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

四川官话属于我国八大方言中“北方话(官话)”的范围，也就
是在北方官话方言系统中划分有西南官话，其范围指今天的四川
话(含行政区变化后的重庆市)、云南、贵州、湖北(东南角除外)、广
西西北部、湖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均属于北方话(官
话)方言的西南官话，四川话便成了北方官话方言中西南官话区成
渝片官话了。

所以从全国范围来看，四川境内的三大汉语方言均在全国八

大汉语方言之中，而作为四川客家人讲的客家话是梅州客家话，客
家话是全国汉语八大方言之一。

又由于客家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现今人口达到约9000万。所

以客家话不仅在四川、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十分珍贵的汉
语方言，其影响很大。

第二节 “土广东”的缘粗与四川

客家方言岛的分布

一、“土广东”的缘起

“土广东”是蜀中民间对四川的客家人的通俗称呼，有着丰富

的内涵:

第一，反映了人蜀的客家人来自广东籍的为最多，故以广东为
他们的代表。

第二，广东前面加一个“土”字。这些多数来自粤籍的客民在
四川落业定居后代代相传，他(她)们多数自称是广东人，与世代生
活在岭南的广东人相比，蜀中民间称这些定居繁衍在四川的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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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的客家人为“土广东”。

第三，这些客籍人聚居在一起，世代都说其祖先传下来的同一
种语言。四川民间把这种不易听懂的神秘的语言当成是广东话，

称之为“土广东话”。

二、四川客家方言岛的分布

1 .1997年四川行政区变化前全川客家方言岛分布

川西:成都市(市东郊和北郊区域)、新都、金堂、广汉(新华、小

汉、金轮、兴隆)、什郁、彭州、温江(金马河)、双流、新津。

川南:简阳、仁寿(方家区)、资中(铁佛、球溪)、威远(石坪)、安
岳、富顺、隆昌、荣昌、沪县、合江、宜宾、彭山、乐山。

川北:广安(花桥、天池)、乐至(良安区金顺乡的广东湾)、仪陇

(乐兴、风仪、双龙、五棚、周河)、巴中、通江(黄宗区)、达川(碑庙

区)。

凉山州的西昌(黄联、新河)、会理。

川东:重庆市巴县、涪陵、合川等。

2.成都市郊客家话方言岛

据四川方言学家认定①:“成都的客家方言岛主要分布在市郊
的东和北两个方向”。市东郊的龙泉山脉是客家人聚居区之一。

该区叫龙泉释区，全区的17个乡、5个镇，乡乡镇镇都有客家人，
讲客家话的占全区总人口的一半(近20万人)，其中“客家人口占

一半以上的有大面铺、洛带镇、柏合镇、同安乡、西河乡和石灵乡

(今十陵)。人口占十分之八以上的有文家乡、黄土乡、义和乡、长
安乡、万兴乡、洪河乡、平西乡、山泉乡。龙泉镇周围讲客家话的不

多”。

“清白江区客家话占总人数一半以上的有清泉镇、人和乡。占

十分之八以上的有姚渡乡、日新乡、龙王乡、福洪乡、合兴乡。”
“成华区龙潭寺绝大多数人说客家话。还有分布在青龙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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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龙、狮子、一里、新山、海滨、新华6个村，圣灯乡的崔家、东华、长

林、人民塘4个村和吴家村的一部分，保和镇的东升、光荣、斑竹、

团结、杨柳、大观5个村及花果村的一部分。”

“金牛区天回乡的向海村及长胜、土门村的一半，大湾村的一

小部分。”

“锦江区三圣乡的高店子、琉璃厂的一部分村。牛市口莲花村

的一部分居民。”

三、方言专家从60份族谱中所揭示的入蜀客家人大都来源于

客家话最为盛行的地区

崔荣昌教授在他的专著《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②中，从60份
族谱中看到四川客家人(主要指清前期大量人蜀的客家人)的来
源。“这些客家移民来自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的38个县市。其

中江西有宁都、瑞金、兴国、吉水、泰和、万安、上犹、安远、宜黄、武

宁、饶州(今都阳)、吉安等12县，福建有汀州(今长汀)、上杭、宁

化、清流、龙岩、武平、永定、连城、建阳、建宁(今建贩)、漳浦、云霄、

漳州、福清等14县，广东有梅州(梅县)、兴宁、大埔、龙川、长乐(今
五华)、河源、平远、乳源、博罗、韶州(今韶关)、乐昌、惠州等12县
市。这是我国客家人最为集中，客家话最为盛行的地区。”

客家人入蜀迁徙简表

┌──┬──────────┬─────┬───────────┐

│姓氏│ 人川前居住省县

│

人川时间

│

四川居住县市

│├──┼──────────┼─────┼───────────┤

│①廖│
河北平乡，河南唐河，│ 清雍正二年│

绵竹、什郁、罗江、成

││

│江西宁都，福建汀州、│
(1724)

│

都、新都、华阳、双流、│

│

│上杭、宁化，广东兴宁│

│

金堂、灌县、彭山、简

││││

│州、内江、富顺、宜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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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 人川前居住省县

│

人川时间

│

四川居住县市

│├──┼───────────┼──────┼───────────┤

│②叶│

河南叶县、汁梁，江西

│

清康熙六十年│ 什郁、新繁、成都

││

│武宁，福建汀州、宁化、│

(1721)

│││

│清流，广东梅州、兴宁、│

│││

│大埔、长安、龙川、河

││││

│源、博罗

│││├──┼───────────┼──────┼───────────┤

│③傅│ 福建龙岩，江西瑞金

│

清雍正七年

│

金堂、简州、成都

│││

│(1729)

││├──┼───────────┼──────┼───────────┤

│④杨│
山西洪洞，广东梅州、

│

清雍正三年

│

仁寿、内江、简州

││

│兴宁、龙川

│

(1725)

││├──┼───────────┼──────┼───────────┤

│⑤朱│
福建建阳、武平、宁化，│ 清乾隆二年

│

简州、资阳

││

│广东长乐

│

(1737)

││├──┼───────────┼──────┼───────────┤

│⑥胡│ 河南陈州，江西泰和

│

清乾隆

│

资阳

│├──┼───────────┼──────┼───────────┤

│⑦钟│
河南颖川，江西万安，

│

清雍正

│

内江

││

│福建长汀、武平，广东

││││

│龙川

│││├──┼───────────┼──────┼───────────┤

│⑧朱│ 广东兴宁

│

清乾隆十九年│ 荣昌

│││

│(1754)

││├──┼───────────┼──────┼───────────┤

│⑨

│

河南开封，福建漳州、

│

清康熙六十年│

重庆、璧山、蓬州、安县││吴甲│
龙岩

│

(1721)

││

│吴乙│
河南开封，福建漳州、

│

清康熙五十五│

││

│龙岩，江西上犹

│

年(1716)

││├──┼───────────┼──────┼───────────┤

│⑩李│ 广东长乐

│

清雍正三年

│

隆昌、富顺

│││

│(1725)

││├──┼───────────┼──────┼───────────┤

│0郭

│

河南陕县，福建龙岩、

│

清乾隆四十六│ 乐山

││

│宁化

│

年(1781)

││├──┼───────────┼──────┼───────────┤

│。邓│ 江西吉安

│

明洪武十三年│ 广安

│││

│(1380)

││├──┼───────────┼──────┼───────────┤

│0廖

│

广东兴宁

│

清雍正

│

简州、华阳

│├──┼───────────┼──────┼───────────┤

│O李

│

广东

│

清雍正

│

广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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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 人川前居住省县

│

人川时间

│

四川居住县市

│├──┼───────────┼──────┼──────────┤

│0邓

│

河南南阳，福建汀州、

│

清乾隆二十八│
新都

││

│宁化，广东

│

年(1763)

││├──┼───────────┼──────┼──────────┤

│⑩杨│ 广东

│

清乾隆四十三│
荣昌

│││

│年(1778)

││├──┼───────────┼──────┼──────────┤

│⑩江│
河南，江苏，浙江，江西│

清雍正、乾隆│ 广汉、德阳

││

│饶州，福建汀州、宁化、│

│││

│上杭、连城、永定，广东│

││├──┼───────────┼──────┼──────────┤

│⑩李│ 广东平远

│

清雍正

│

罗江

│├──┼───────────┼──────┼──────────┤

│O张

│

广东长乐

│

清乾隆二十四│
绵竹

│││

│年(1759)

││├──┼───────────┼──────┼──────────┤

│①钟│ 广东长乐

│

清康熙六十一│ 永川、荣昌、璧山、成│

││

│年(1722)

│

都、郸县、新繁

│├──┼───────────┼──────┼──────────┤

│⑧黄│ 广东龙川

│

清雍正

│

简州、华阳

│├──┼───────────┼──────┼──────────┤

│⑥钟│ 河南，江苏，福建，广东│
不明

│

成都、仁寿

││

│长乐

│││├──┼───────────┼──────┼──────────┤

│⑧邱│ 福建武平

│

清乾隆十八年│
内江

│││

│(1753)

││├──┼───────────┼──────┼──────────┤

│函曾│ 福建长汀

│

清康熙

│

内江

│├──┼───────────┼──────┼──────────┤

│⑥廖│ 福建上杭

│

清康熙二十七│
内江

│││

│年(1688)

││├──┼───────────┼──────┼──────────┤

│函刘│ 福建长汀

│

清康熙六十年│
内江

│││

│(1721)

││├──┼───────────┼──────┼──────────┤

│@余

│

广东长乐

│

清康熙三十一│
内江

│││

│年(1692)

││├──┼───────────┼──────┼──────────┤

│函李│ 广东乳源

│

清康熙四十九│
内江

│││

│年(1710)

││├──┼───────────┼──────┼──────────┤

│①汤│ 广东长乐

│

清雍正六年

│

内江

│││

│(1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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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 人川前居住省县

│

人川时间

│

四川居住县市

│├──┼─────────┼───────┼──────────┤

│。胡│ 广东长乐

│

清雍正十二年

│

内江

│││

│(1734)

││├──┼─────────┼───────┼──────────┤

│④林│ 福建武平

│

清雍正十三年

│

内江

│││

│(1735)

││├──┼─────────┼───────┼──────────┤

│。钟│ 福建武平

│

清雍正

│

内江

│├──┼─────────┼───────┼──────────┤

│。钟│ 福建汀州

│

清乾隆十九年

│

内江

│││

│(1754)

││├──┼─────────┼───────┼──────────┤

│匆包│ 广东长乐

│

清乾隆八年

│

成都

│││

│(1743)

││├──┼─────────┼───────┼──────────┤

│函陈│ 广东长乐

│

清乾隆五年

│

简州

│││

│(1740)

││├──┼─────────┼───────┼──────────┤

│①吴│ 福建龙岩

│

清康熙五十六

│

富顺、三台、中江、昭│

││

│年(1717)

│

化、广元、双流

│├──┼─────────┼───────┼──────────┤

│@刘

│

江西兴国

│

明洪武四年

│

巴县

│││

│(1371)

││├──┼─────────┼───────┼──────────┤

│函周│ 江西吉水，贵州登川│ 明朝后期

│

南川

│├──┼─────────┼───────┼──────────┤

│母康│ 江西泰和

│

不明

│

南川

│├──┼─────────┼───────┼──────────┤

│0刘

│

广东梅州

│

清道光(1821一

│

南川

│││

│1850)

││├──┼─────────┼───────┼──────────┤

│0蓝

│

广东

│

明洪武(1368一

│

隆昌

│││

│1398)

││├──┼─────────┼───────┼──────────┤

│@彭

│

广东

│

明洪武(1368一

│

隆昌

│││

│1398)

││├──┼─────────┼───────┼──────────┤

│O黄

│

广东

│

明洪武(1368一

│

隆昌

│││

│1398)

││├──┼─────────┼───────┼──────────┤

│9余

│

广东

│

清康熙

│

隆昌

│├──┼─────────┼───────┼──────────┤

│。薛│ 广东

│

明天启(1621一

│

隆昌

│││

│1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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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 人川前居住省县

│

人川时间

│

四川居住县市

│├──┼───────────┼───────┼───────────┤

│⑩张│ 福建漳浦、云霄，广东

│

清乾隆八年

│

富顺、简州

││

│长乐

│

(1743)

││├──┼───────────┼───────┼───────────┤

│0周

│

河南，湖南，福建宁化，│
明万历，清康

│

巴县、宜宾、安岳、乐

││

│广东长乐

│

熙、雍正、乾隆│

至、彭山、绵竹、简州、│

││

│陆续人川

│

邓州、璧山、南川、德

││││

│阳、罗江、三台、金堂、│

│││

│成都、庆符、华阳、资

││││

│阳、江油、隆昌、新繁、│

│││

│沪州、永宁、眉州、垫

││││

│江、江津、新都、荣昌、│

│││

│巴州、中江、南充、富顺│

├──┼───────────┼───────┼───────────┤

│9何

│

安徽庐江，福建武平、

│

清雍正八年

│

简州、金堂

││

│上杭、长汀，广东梅州、│ (1730)

│││

│兴宁、龙川、长乐

│││├──┼───────────┼───────┼───────────┤

│0蓝

│

河南汝南，江苏上元，

│

清康熙五十九

│

金堂、什郁、华阳、隆昌│

│

│安徽凤阳、定远，广东

│

年(1720)

│││

│龙川，福建福清、建宁、│

│││

│宁化、长汀、上杭、武

││││

│平、永定，广东大埔、长│

│││

│乐，湖南桃源

│││├──┼───────────┼───────┼───────────┤

│。钟│

河南许州，江西会昌，

│

清康熙五十三

│

什郁、金堂

││

│福建宁化、兴化等，广

│

年(1714)

│││

│东梅州、长乐、兴宁、龙│

│││

│川，江西上犹

│││├──┼───────────┼───────┼───────────┤

│。林│
福建莆田、宁化，江西

│

清雍正三年

│

简州

││

│安远，广东兴宁

│

(1725)

││├──┼───────────┼───────┼───────────┤

│。钟│ 福建长汀，广东长乐

│

清乾隆

│

金堂

│├──┼───────────┼───────┼───────────┤

│函范│ 广东

│

清雍正六年

│

简州

│││

│(1728)

││├──┼───────────┼───────┼───────────┤

│。崔│
山东，河北，广东广州、│ 清康熙五十五

│

资州、威远、成都、金

││

│龙川，福建宁化

│

年(1716)

│

堂、绵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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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 人川前居住省县

│

人川时间

│

四川居住县市│

├──┼──────────┼──────┼──────┤

│函巫│ 广东惠州

│

清乾隆三十七│
威远

│││

│年(1772)

││├──┼──────────┼──────┼──────┤

│e郑

│

河南荣阳，福建，广东│ 清康熙五十一│
仪陇

││

│乳源

│

年(1712)

││├──┼──────────┼──────┼──────┤

│O播

│

河南中牟，江西宜黄，│ 清康熙五十四│
仪陇

││

│福建上杭，广东乳源

│

年(1715)

││├──┼──────────┼──────┼──────┤

│函朱│ 广东韶州

│

清乾隆四十五│
仪陇

│││

│年(1780)

││├──┼──────────┼──────┼──────┤

│函黄│ 湖北江夏，福建宁化，│ 清乾隆二十三│
西昌

││

│广东兴宁、龙川

│

年(1758)

││├──┼──────────┼──────┼──────┤

│0周

│

广东长乐

│

清乾隆

│

西昌

│└──┴──────────┴──────┴──────┘

①梁德曼:《成都方言词典引论》，载(方言》1993(l)。
②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第1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年。

第三节 四川境内的客家话及其传承与变异

一、四川客家方言的传承及词语音系

“宁丢祖宗田，不丢客家言”。人蜀的客家人牢记祖训，把客家
方言视为比祖宗田更为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生活在巴山蜀水间
的客家人，如前述及的有38个方言岛，客家方言代代相传。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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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相比客家话保留有较多的中原古音和古词语。四川的客家人

讲两种方言:对外界交往讲四川官话(客家人称之为“湖广话”);客
家人之间交谈讲客家话—四川俗称“土广东话”，与客家话的标

准语梅州(原梅县)话大体一致。四川的客家人至今与来自广东的
客家乡亲交谈自如。

现将四川的客家话举例如下:

成都东郊龙潭乡客家话

该乡以客家话为当地方言，据1991年编的(龙潭乡志》①记
载:“讲客家话占90%以上，话音带广东梅县一带方言。每遇逢场
天人们可听到:‘今通龙奉场豪老泉’(今天赶集好闹热)。到市场

以后，看见鲜红的二荆条海椒时，你会听到‘妮革街椒豪多前益厅’
(你的辣椒好多钱一斤)。见到朋友赶场，互相招呼时:‘尼迈抹革’
(你买啥子)，或者听到‘蛮灿’(慢走)等等。”

常用的语词如:阿公一爷爷，阿婆一婆婆，阿爸一父亲，阿娘一

母亲，阿甲一姐姐，阿哥一哥哥，夹公一外公，夹夫一姐夫，义贵响
一你贵姓，着衫一穿衣，日头一太阳，桌光一月亮，姜麻一生姜，蕃

著一红若，义爱记一你找他，喜川一四川，太闷一大门。

成都市龙泉骚区客家语词②
据1995年新修(成都市龙泉释区志)记载，迁居区内的广东人

的“广东话”即客家话，同籍人中世代皆以口头相传，无文字记载，

其语系与四川方言和普通话区别明显。现就客家话中部分音义差

别较大的词语，举例如下:

l。 人物 称谓

祖父:称“阿公”d g6ng

祖母:称“阿婆”d醉
父亲:称“阿爷”d帅(爷读牙)或“阿爸”dbd
母亲:称“阿娘’，d nidng或“阿妈”d咖“阿咪”d而
兄:称“阿哥”d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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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称“老胎”“ldo tdi(读“劳太，，)或“胎胎”tdi tdi

姐:称“阿姐”刘i试姐读“假，’)
妹:称“阿妹”d诚i”“妹子”m芭z式妹读“梅”)

舅父:称“舅爷”qiti帅(舅读“丘”爷读“牙”)

舅母:称“舅娘”qin niang

侄:称“侄子”zhi云

儿子:呼“阿么”dy面或“阿么子”dyOO幻
小孩子:sh的121(读“舍吉子”)
大姑妈:称“大姑”t苗g试大读“吠”)
小姨妈:称“小姨娘”sh己yi nidng

大伯:t6i钻(大读“吠”伯读“傅，，)或“大阿爷”t6i d yd

侄女:zhim.(女读“阮)

二叔:nis。(二读“倪”叔读“苏”)

外祖父(外公):称“家公”如gong(家读“嘎”)
外祖母(外婆)称:“家婆”朗如
学生:h的虹ng或学生子hu6 sang万(读“伙桑子”—学生

娃)

老师、医生:统称“老师’，160 si(老读“劳”)

2.人体 宇宙

眼睛:称“眼珠”dnz阮(眼读“谙”)

鼻:称“鼻孔”Pi多如g(鼻读“皮”、孔读“公”)
耳朵:ni由u(耳读“逆”)

头:称“头脑”t加ld(读“透拉”)

月亮:叫“月光”nio gudng(月读“捏”)
星:叫“星宿”灯ng xi自

太阳:叫“日头”ni己t6u(日读“聂”、头读“透”)

3.生活 学习

早餐:说“食早”s址zhdo(读“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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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说食中shi zh6u(读“施昼)

晚餐:说“食夜”shiy试读“施雅”)
莫哭:说“没叫”毗ijido(读“梅绞”)

睡觉:sh叻1960(读“甩稿”)
人民:ning min(人读“拧)

不好耍:说“唔好聊”n hdo lido(不读“嗯”、好读“毫”)

看电影:ku面di色yin(读“款迭寅”)
世界:51助i(读“四盖”)

领导:lidng 11(读“良厉”)

社会主义:劝醉i幼币(读“萨裴组拟”)
中国:幻ng即6(中读“宗”)
帝国主义:ti脚z云币(读“替规组拟”)
国家:g的gh(家读“嘎”)
建设:jidn劝(设读“萨”)
讲话:gu6ng砒(读“广袜”)
听话:t6ngwd(读“淌袜”)

五讲四美三热爱:mgudngxl诫isdiniodi(读若“唔广系美赛
捏矮”)

开会:kudi犯i(读“块裴”)

读书:t白s试读“图苏，’)

学习:hu6 xl(读“呵系”)

4。时间 地点

今天:jin ni式天读“捏”)

半夜:沁n帅(读“判雅”)
明天:称“第二天’，shd茄ngni贰读“沙邦捏”)
这里:yizi(读成“业子”)
昨天:面ni创昨读“粗，’)

那里:幼i云(读成“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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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ldn反(读成“览子”)

今夜:jin帅(夜读“雅”)
天黑了:说“天暗了”tidn dnli如

天亮了:称“天光了”tidn gudngh面
5.禽、畜、鱼、菜

公鸡:称“鸡公”郎i朗ng(鸡读“该”)
母鸡:称“鸡妈”gdi md(读“该麻”)

牛肉:n泊ni试肉读“扭”)

鱼:叫“翁子’，weng灯
鳅鱼:叫“附鳅”允gi。
公鸭:称“鸭公”d gong(鸭读“啊”)
母鸭:称“鸭妈”dm试读“啊麻，’)

辣椒:叫“海椒”gdiji面(海读“该”)
鳝鱼:叫“黄鳝’，w6ngsdn(读“网三”)
白菜:帅chudi(读成“帕揣”)
西红柿叫:“洋海椒’，yQng gdijido(读成“洋该椒”)
萝卜:nu6佩(读“糯匹”)
6.房屋 用具

楼房:叫“楼屋”li白w。(楼读“留”)

平房:叫“平屋”Piang俪
椅:yi(椅读“移”)
条凳:叫“板凳”茄n didn(凳读“点”)

掩箕(鲍):D叼备箕”拢nj，
斗筐:叫“摸篮’，mdldn

汽车:石chd(汽读“喜”车读“叉”)

鸡公车:幼igongch试读“该公叉”)
7.其他

一:护(读“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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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i(读“倪”)

二二:S走In

四:xl(读“系”)

五:fi(读“嗯”)

六:11。

七:qi己(读“且”)
八:bdi(读“白”)

九:ji云
十:sh试读“涉”)

我的:示g献我读“唉”、的读“格”)

你的:yig献读“义格”)
他的:佩宜g以读“记格”)
起来:h6ng ludn(读“哄架”)

下雨:叫“落水”lu6 sui(读“撂随”)
快乐:说“安乐(安逸)”呱nl丽(读“弯罗”)
闹热:l如 ni己(读“牢捏”)

什么:说“而酥，’(么格)
怎么:说“嘟们子”ldngm即万
这么(指示代词):的n mon(读“干们”)

没有:(形容词)说“有得’，mdod石

醋:d(读“此”)

没有(副词):n tidn(读“嗯田”)

谢了:qidli面(读“洽了”)
金堂县境内的客家话即“土广东话”

通行于该县云绣区，官仓、黄家和三溪乡，人口近两万人。据

1994年新修的(金堂县志》③记载:这些乡的语言，是清初从广东迁
人大批客家人而形成的(连同原属金堂县的城厢、太平两个区客家
人达数万人)。客家词汇很有特色，如:日头(太阳)，月光(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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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下雨)，勺麻(瓢)，洗面帕(毛巾)，洗身(洗澡)，洗衫(洗衣)，
衫(衣服)，食饭(吃饭)，上昼(上午)，下昼(下午)，今哺日(今天)，
昨哺日(昨天)，面(脸)，鼻公(鼻子)，眼珠(眼睛)，叫(哭)，讲(说)，
太人(成人)，细人(小孩)，妹子(女孩)，妇娘子(妇女)，老公(丈
夫)，老婆(妻子)，阿公(祖父)，阿婆(祖母)，夹公(外公)，夹婆(外
婆)，聊(玩、耍)等。

川北仪陇县客家话

据1994年新修的(仪陇县志)④记载:仪陇县境内的客家人集
中在中部丘陵地区，包括永乐区的乐兴乡大部和武棚乡大部;口兴
区的凤仪乡部分，大风乡部分;马鞍区的旭日乡部分，周河乡部分，
马鞍乡部分。人口约5万人，他们的祖先人川繁衍后代至今已二
百多年，所讲的客家话同粤北、粤东的客家话相当一致。人蜀客家
人到仪陇闭塞的山区，聚族而居，极少与四邻的外省籍人通婚。不
仅保存固有的风俗习惯，而且固守祖训“宁卖祖宗田，不丢客家
言”。该县境内客家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自成体系，并保留
有较多的古音和古语词。

热头一太阳，落水一下雨，月光一月亮，烧水一热水，细风一微
风，细寒一小寒，今日一今天，昨哺日一昨天，上昼一上午，下昼一
下午，昼边一中午，番黍一玉米，麻芝一芝麻，金瓜一南瓜，番椒一
辣椒，蔗甘一甘蔗，男猫一公猫，女猫一母猫，鸡公一雄鸡，鸡媚一
母鸡，猎燎一母猪，牙猪、青猪一公猪，鸡春一鸡蛋，鸭春一鸭蛋，木
台一桌子，洗面帕一毛巾，凳板一板凳，镬头一锅，衫一衣服，着衫
一穿衣，妇娘子、妇娘燎一女人，细人、大细子一小孩，媛子一母亲，
学生子一学生，头毛一头发，阿爸一父亲，阿公、公公一爷爷、祖父，
祖公一外公，祖婆一外婆，丈老一岳父，太娘媛一岳母，阿婆、婆婆
一祖母，面一脸，眼珠一眼睛，鼻头一鼻子，笠蟾一斗笠，食朝一早
饭，食昼一午饭，食夜一晚饭，苦毛子一寒毛，闷头、痴包一傻瓜，包
面一馄饨，甜子一醋，出坡一下地，走归一收工，归来一回来，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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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洗澡，唔讲话一不说话，企倒一站着，洞人一哄人，争嘴一抬杠，
吵交一吵架，唯一我，及一他，等一我们，及等一他们，你等一你们，
鸟一黑，勺蟾一瓢。

资中县铁佛镇客家话音系⑤
(一)声母(24个)

p杯pei」 p‘鼻p‘佩 m帽mau佩 f若fu佩
v屋vu?弓 t冬t冈」 t‘大t‘a佩 l辣l口}

ts枕腼、ts’肠ts’月J s三san」 z孕zuon

t。脚t佩o?} t0’墙t0’i月J 仆耳川\l 尸心佩nj

k肝kuanj k’看k’uan佩 。牙，J h汗h朔

必腰iauJ 玉i?} 鸭口} 黄u叼J
(二)韵母(50个)

1子tsl\} i二仆佩 u姑ku」 y区t。‘yJ
a阿司 ia爷ia J ua娃ua4

o哥ko」 yo茄碱yoJ
。鹅小J
二儿亨J

ai大t‘山 iai解toiai、} uai拐ku苗佩
ei细se佩 uei胃uei佩

oi菜ts’oi佩

滋害场iJ

au老lau佩 iau表piau‘l
二头t‘二J iou舅娜‘i、J

an眼卿\l ian面mlan7 uan肝kuan」 yan冤yan」
。n凳t。们 in人川n J uon唇su二J ”军toyn」
叼生网」 i叼颈t0i明\I
闪公k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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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窗ts‘闪」 i司阳i划 四用y习佩
i 百粮11百J u百杆ku五\}
i?笔pi?} u?木mu?} y?局t卿?}

a?袜ma?} ia?席招�i口‘} u舒刮ku舒}

o?鸽ko?} 10?药10?1

e?吃(食)对，l i口月加盯} u口国kue?}

iou?绿liou?.}

(三)声调(6个)
阴平」13 天t‘ianJ 三sanJ 冷l划 舅t佩iou」
阳平J 31 男lanJ 爷iaJ 人玮inJ 头t‘二J
上声53悯 姊始i、} 子tsl、l 老lau、! 雨i匀
去声佩55 大t’ai佩 二玮佩 细sei佩 嫁k们
阴人佩3 北pe?弓 竹tsu?�} 木mu州 日玮i口佩
阳人’15 席t0’ia?，I 石sa?1 食对，l 月玮i口，I

(四)语音特点
1. 声母 比普通话多v刃、玮、少n、t舀、丫奋、孔，这一点和资中

话一致;比今广东客话多t。、t0’报，这一点和成都龙潭寺客话一致。
但各声母辖字范围同资中话很不相同:(l)古浊塞音声母，资中是
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客话则一律送气，如:婆p，oJ(平并)、头
t切J(平定)、堂t’叨J(平定)、肠ts’月J(平澄)读送气;大t城佩
(去定)、鼻p‘i佩(去并)、舅t佩i、{(上群)、丈ts恤扣(上登)、肚t‘u\}
(上定)、豆t‘。u佩(去定)、柱ts’u」(上澄)、坐ts司(上从)、第地t卜
(去定)、白p‘巧(人并)。读t’刃!(人定)、席t询1(人邪)、自ts’1佩
(去从)，也读送气。(2)f、x相混。不仅普通话的x读f，而且读k’
的一些字也读f，如:昏婚俪」，苦fu\I，裤fu佩。(3)古日母疑母
字，资中话读动声母的，客话读玮，如:软仆yan」、加佩、人川nJ、
耳仆i、、肉玮i扣?}、日玮i。?}3、热仆i口1(古日母)、月玮i口1(古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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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韵母 同普通话和资中话差异很大:(1)保存了人声韵，韵

尾一律收喉塞音?，这与梅县客话人声韵分别收一p、一t、一k者也
不同。(2)有鼻化韵。如i五、u直。(3)有的辅音可自成音节。如

。:五动、鱼子习J tsl习。(4)中古梗韵字，普通话今话沟或司的，
客话读叼或i明。如:明mi叼J、请t。‘i叫佩、病p‘i幼、生哟」、青
清ta’ianj、羹k司、冷l明4。中古阳韵字，普通话今读明、i明、ua习
的，客话读闰、i月。如:虹k月佩、霜桑劝习」、苍疮窗ts’划、唱
ts’阅一!、阳秧i闪」。

3.声调 舒声韵的四个调，调类和普通话、资中话大体一致，

即古平声今分阴平、阳平，全浊上变去，去声一般不分化，只是阴平

字中包含了少数古上声、去声字，如冷1明」、软玮yan」、马ma」、礼

11比 、买tnai」、柱ts’u」、坐ts’司、舅t佩i二」、鳝san」、后h加」(以上古

上声)、线佩anj、下ha」(以上古去声)。调值，大体上二三声和资

中话一致，一四声则和资中话相反。人声调分阴人和阳人，阴人音
高为3，阳人为5，预料将来人声韵尾消失，阴人将归人上声佩53一
类，阳人将归人去声佩55一类。

隆昌县境内的广东梅县客话、闽南长汀客话
据1995年新修的(隆昌县志》⑥记载:该县境内梅州客话、闽

南长汀客话音系近似，现一并分析(但有的语词有许多不同)。
(一)声母

p布pu佩粪卿\lp’肥p‘eijm尾me佩f风f以佩花如
v雾vu\l

t刀ta门t‘头t“」l良11训嫩luen\Ik鸡kai二
k‘快k‘。i习 习硬卿‘Ix咸xan」t。酒toiou、It佩球t。‘iouJ
玮日‘e匀。四。i佩烙针李明 t5’唱丫5佩。手阳uxl 十。门
ts棕t义刃佩ts’草ts’au、s粟su、I

(二)韵母

1 丝ts 训纸 i二。i匀 u读t�u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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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坝pa\}
o婆p‘o」

ia夜ia」

io茄t0’ioJ

iu绿11归

ie日玮ie\}
ie席t侣i门

ua瓜ku们

。瞎x。\} u。骨ku。\}
m鱼m又

al鸡ka佩

oi妹moi、l
ei尾me佩

au刀tau佩

二走t二\l
an眼刀日n\I
若扇昌艺、l
en根ke明

5安5佩

叨硬侧\l
闰松别佩习佩
声调

阴平佩55
(古人声)

阳平J13
上声J:1

去声、}42
(古人声)

泥la佩

101艾玮101\!
uai乖kua诌

uei内luei\1
iau叫toiau\}
i、猫mi二\I
ian面mian\} uan关kua佩

u五钻tsu直佩

uen吞t‘ue川

i明命mi叼佩I
i冈穷t价冈4

刀ta归

十笋佩
盘p‘anJ
手阳u」

坝Pa、!
日仆ie\}

八p。\l

灯ten佩

白p‘幻

肥p‘eij
水昌uei」

粪pen\}
竹烙u\l
雪。ye\}

花fa佩

贼tc’i门

红f冈{
伞sanJ

棒网\1
切tc’ie匀
鸭。\}

食昌日佩

湿笋习

(三)语音特点
1. 声母:送气音较多，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多读送气清音，

如白p佩们、读fuJ、钝t七en佩普通话读〔刘的声母，客家话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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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声母，如花fan、红峋」、火fo、。部分轻唇音仍读重唇音，保留
上古无唇音的特点，如肥读户iJ、粪pen、{、问men\佩今北京t佩
ta’、。的部分字客话读k、k’、x，如鸡读ka佩、界kai\I、家k们;鼻音
声母丰富，古疑母在今洪音前读习，如我，佩、，iJ、眼，nJ、雁
卿\I、硬卿，f;〔?〕喉塞音较少;缺撮口呼，把鱼呼为叫tsi!。2.有
好些韵母同隆昌话差别较大，如oi、ioi、若、5、15，如妹moi\l、扇
冬石、、亮115冲、娘川5」。3.声调:只有四类:古人声韵尾消失，由
短调变为长调，大体说浊声母字归阴平，清声母字和少数浊声母字
归去声。

川西南西昌市黄联客家话语音⑦

西昌市境西南的南宁区黄联关镇、盐中区中坝乡有一个客家
人聚集区，他们一般能说两种方言，对外说西南官话，对内说客家
话(当地人叫“土广东话”)。他们主要分布在黄联关镇鹿马村一、
二、八组，约500人;石坝村一、二、三、四、五组，约1200人;大德村
一、二、三、四、五组，约1000人;东坪村三、四、五组，约1000人;中
坝乡大中村，约200()人，共计6000人左右。他们在西南官话区中
保存了有自己特色的客家话。

(一)声母(包括零声母在内)
p布笔棒 p，步怕白 m门帽名 f飞冯红 v文王网
t刀道夺 tl太同头 n怒路严

ts增糟争 tsl仓醋草 s生丝师

堵祖主蒸 倒昌虫唱 冬书诗声 孔染燃茸
t。精经节 词秋丘齐 玮岭两惹 。悠休雪
k贵骨谷 kl跪葵快 习牙瓦我 x开去咸 中有油
1. 古全浊声母字大多读送气清音。例如
p，uc步 t，心读p，毛白 ts，迫杂t。，iac谢
二t。，n近 二ts，o坐 二p，an厚 p，i可病t，ic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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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读不送气清音。例如:peic倍 kunc共t阳nc陈。

2.古日母字，逢今细音读【司，例如:人二nin 耳nic

认ninc 让ni可。逢今洪音读〔划。例如:日《闰划耐。
3.古晓匣合口字今一般读〔f]，例如:花。fa 婚。殆n

红二f四胡二fo。古晓匣开口字一般读【x]、【司。例如:合xo:害
xuaic 汉xanc虚二佩歇佩砚。

4.不分尖团，“精、经”同音。
5.佩1不分，“难、兰”、“怒、路”同音。
(二)韵母

1资师丝 i去死虚 u猪布步 m武午五

飞支知诗
a社架爬 ia姐野谢 ua瓜夸

0坐河过

。蛇歌得

ai矮买 uai开嘴怪

ei飞倍肥 uei桂贵跪

au高老好 iau条刁挑

、抽手斗 i加流油修

an三岸饭 i二天权全 uan短长暖

二婚耕陈 in人云近 二魂横闰

阂伤唐冷 iao平姓让 u司广矿

四东龙翁 i四穷用
扩辣百尺 i了曲俗 ual刮

了割合各 ioz六绿

佩湿色 i扩七月急 记郭国

铲日直 了福木竹

1. 韵母只有开、齐、合三呼，没有撮口呼。例如:虚g‘
雪衍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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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是自成音节的鼻音辅音作韵母。

3.鼻音韵尾只有【n、司，人声韵尾只有「?〕。
(三)声调共6个，轻声除外

阴平日]33 高二kau 猪二熔u 开二xuai 灰二xuai
坐二tsfoc 冷二n叨

阳平[佩]212 穷二t。，iu习 唐二t，叼 徐二。i 人二nin
云gin 难二nan

上声〔J」31 纸C妞 短〔tuan碗Cuan好〔xau
死C佩

去声[‘I〕53 醉tsueic 爱，ic 菜tsuaic 病p，i可
谢伟iac

阴人【」〕3 曲t0’i速 一i嵘 七拓ie:
割k邃 百pei芝

阳人【佩」5 麦m迫 读t’心 白P’ei塾
月ni叠 杂ts’迫

1. 平声分阴阳。古清声母字归阴平，古浊声母字归阳平。
2. 古上声全浊声母字一部分读阴平。例如:近二昭in

坐二tslo 谈二t，an 厚二囚n。古上声次浊声母的字一部分读阴

平。例如:买clnai暖二nuan有二i、。
3.人声分阴阳。人声收喉塞音【?」，阴人调值低，阳人调值

高。古清声母字读阴入;古全浊声母字大部分读阳人，如:食沁
月ni毛 读tl心。部分读阴人，如:服斌俗佩此合xo:纳

n越 六ni嵘。

二、四川客家方言变异的成因

1。 地理条件

地处山区或交通不便之地或客家聚居地，一般而言客家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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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较好;地理条件较好，或交通方便，或四方杂处，与其他汉语方
言互有影响，客家话变异，并走向消融。

(l)客家话保留好，口音有差异型

四川幅员辽阔，同是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但口音有所不同。

如成都市东郊客家人把“鸡”读作“该”，而川南隆昌客家人读作
“ki，’;成都东郊的龙潭乡客家人讲的客家话可谓是标准的客家话

(广东梅县口音的客家话)，但因二三百年来与四川官话的交流，虽

龙潭乡移民多来自梅县一带客家聚居区，但其客家话，在梅县的口
音中也有点变化。

(2)消融型

川中的大足县，在清前期“⋯⋯各省人士来足杂处，语言不一。
随着相互交往增多，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大足话，各地乡音陆续消

失。惟中敖区玉皇沟存湘方言岛，天山乡茅店子存闽方言岛。客

家人的传统食品‘豆腐包子’，仍是城乡节日办席的一道名菜。‘广
东话’曾是大足的一种‘乡谈’，作为方言已经消失，但‘广东话’的
一些常用词却还在乡民中留传。如:阿公(祖父)、阿婆(祖母)、阿
爸(父)、阿姆(mi55，母)、阿姐(toia53，姐)、公(外公)、婆(外婆)、满
满(老么)、老弟(t‘ai‘3，弟)等。’，⑧

在川南的乐山五通桥一带，清代时各省移民杂居，各讲其家乡

音，熬盐、商贸兴盛，交通相对便捷，其中不乏有一些闽籍盐商富

户。但是该地没有形成闽方言岛、客家方言岛。郭沫若的郭氏家

族定居沙湾，原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的客家人，郭氏家族后代人不

会讲客家话，只“沿袭了原籍福建的称呼，父亲称‘唠’，母亲称
‘美’，伯母称‘架加’，叔母称‘婶’，祖父称‘公公’，祖母称‘麻妈’，
曾祖父称‘公太’，曾祖母称‘婆太’。’，⑨

(3)保留有“广东话”底子的方音点。‘
资阳县祥符城区方音点。祥符及城区附近与简阳、仁寿、资中

接壤的乡村，有广东客家遗存交混。祥符寺读成强符寺，屋后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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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吼头，夜饭说成椰饭，电筒说成典(调值很低)棒，豆瓣、罐罐均
被儿化，且调值低。丰裕、王二溪等地吃肉说成欺孕儿，豆腐说成
灰妹儿，吃吧说成瞰啊，小孩说成民登儿，那样说成浪楷，咋说成郎
块，兹祥寺说成其强寺;爷爷喊成老爷，曾祖父母叫祖祖，高祖父母
叫太太，天祖父母叫老太太，曾孙说成存儿、末【mo」儿。生人或客
人称为广广，一般用以答小儿间。做什么说成【tsuA]子。犁抠儿
即震怒时骂儿用语，须一字一顿，雷霆万钧。闹官)L即野男人，就
是这样说成鸿斯众(声调由高到低)格儿呢，来过了说成来牙厕，
到哪里去说成哪创求，表示肯定的回答，说成呢牙嘲。你晓得个
火镰，犹如说你什么都不懂。猫烧哦，表示否定，意含不愿。南津
区与丰裕区大体相同，其与城区附近语音不同的是清水、真武、大
明一带，这一带与丹山、中和、小院、伍煌的湖广腔，尤与龙潭乡客
话接近。清水河有叫父母为大满二满的，侬〔们格交交韦来咧，意
即你的爷爷回来啦。靠简阳的老君乡、七里乡、临江寺是保和区临
江区未人正声的地带，姐姐读成【佩一」，卿念洁(翘唇重读)，一念
[i￥]，七念[t。，ie]，十念[suo]，辑念[i]，谷念【kou」，屋头说成
[votou]，即指屋里或指妻子。

(4)受客家话影响的方音点

如在资阳县的五个乡因靠近资中县的客家聚居地，受客家话
影响较深，被称之为方音点。“小院伍陛点”红莲、堪嘉、金带、石
岭、铜钟等乡靠近资中县，受客家话影响较深，齿音声母f与开口
呼韵母相拼的发音往往混淆，舌根音声母h与合口呼韵母u或u
领头的韵母相拼的字也多半分不清。风读如轰，花读如发(平声)，
华读如伐，防读如黄，黄读如王，昏读如分。区读如期，局读如级，
演读如碾，远读如眼，近读如俊，鱼读如夷，雨读如以。伍陛一带说
下雨为落水。邻近安岳的鲁家乡等地，壶读成无或乌，堂屋念作
[t，iQ和]，晦[xai]意即玩儿。。

笔者认为资阳县的这例“小院伍煌点”的方音点，是四川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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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双向影响的方音点。

2.年龄的差异

客家人因老中青的年龄差异不同，客家话的口音有所不同。
以仪陇县为例，青年与老年口音有明显的差别。青年人能分“z”和
“zh’，，“n”和“l’’，老年人则是有“z’’无“zh”，有“l"无“n’’，有撮口呼韵
母、无儿韵和儿化现象，部分古人声字读阳平。

3.城市化推进的影响

现今在大中城市，或是向着城市化发展的一些城镇，有的中青
年人只能听客家话，而不能讲客家话了。如三台县，现有客家人
30万，其中1乃的人讲客家话，约1乃的人能听懂客家话却不能
讲客家话，有1乃的人既听不懂更不会讲客家话了。

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中、青年对客家话的继承越少(即便
父母双方都是讲客语的客家人)，只有城市中的老年客家人还在讲
祖宗传下来的语言。

(本节客家方言注音特请客家方言专家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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