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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本文主要利用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写的 5 厦英大辞典 6 (1873 ) , 参考与其同

时期的传教士材料 5 翻译英华厦腔语汇 6 和 5 英华口才集 6 , 考察厦门方言语音

系统和词汇系统一百多年来的演变 " 这些教会方言材料在以往的方言研究中鲜少

使用 "

19 世纪下半叶 , 厦门方言处于纵横两项发展的交汇处 , 一方面经历方 言自身

演变 , 一方面方言因与他方言 (语言) 接触而相互影响 " 我们选取这一时代的厦

门方言材料与现代厦门方言进行比较研究 , 试图考察方一言语音系统演变与词汇发

展的关系 , 分析影响词汇系统变化的内外因素 "

本文共 6 章 " 开篇主要介绍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所采用的理论依据 ! 材料和

方法 "

第二章从音系 ! 字音 ! 词音三个方面考察百年来厦门方一言语音系统变化的主

要特点 " 音系主要变化有二: 入母混入柳母; 参韵混入公韵 " 字音系统的调整有

简化和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 词音方面 , 轻声 ! 变调和合音的基本规则不变 , 而

二次变调现象有扩大倾向 "

第三章从义类角度出发 , 考察厦门方言词这一百年来的存留和消亡情况 " 与

自然现象相关的时间 ! 地形地貌 ! 人体器官等类词保存较好; 与社会生活相关类

词变化较大 " 其中 , 反映上层建筑的政府机构和宗教信仰类词 ! 反映社会经济结

构的渔业类词流失了一半以上; 与底层人民关系较为密切的服饰 ! 习俗 ! 文学艺

术等类词流失 40 %以上 "

第四章从社会文化生活 ! 词汇系统本身和语言接触三方面分析厦门方言词存

留与消亡的影响因素 " 旧制度和旧事物的消失 ! 认知的深化与观念的改变以及语

言政策和语言环境的变化是社会文化生活影响方言发展的主要因素 " 近义词的竞

争和口语词 ! 书面语词的竞争在百年来厦门方言词汇演变中作用突出 " 方言与共

同语 ! 与周边方 言 ! 与外国语 言的接触也给厦门方一言词汇带来较大影响 "

第五章考察厦门方言成语 ! 谚语和惯用语百年来的演变情况 " 由于含义曲折

深沉 ! 形式不够稳定 , 三者间惯用语流失最为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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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对厦门方言造词法百年来的变化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 语音造词逐渐

萎缩 , 附缀造词类别基本不变 , 语素顺序逐渐稳定 , 文白造词有所扩展 "

由于材料的限制 , 本文只考察百年来旧词语的存留和消失 , 至于新词语的兴

起和词义系统的改变 (如义项增减 ! 褒贬义的变化) 是我们下一步继续深入考察

的目标 "

关键词: 厦门方言; 语音系统演变; 词汇系统演变; 教会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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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s d issert at io n fo eu ses o n th e Ph o n o lo gie an d lex ieal ev o lv em en ts o f A m o y

d ialeet in th e p ast o v er 10 0 y ears . In th e lat e 19 th een tur 又 枷 o y d ialeet ex p ert en e比

b oth d iach ro ni e ev o lv em en ts an d langu a ge eo n taets . Th e d issert atio n attem P ts to

outline the relat ionshiP betw een Phonologl e evolvem ent s an d lexieal develoPm eni s,

an d fi n d o u t fa etors affe cting th e lexiealevolvem ents in A m o y d ialoc t.

T he m ain book " f 腼 oy di习eet in th e lat e 19 -h eentu ry 15 <e址nese一E ngl i咖

D ietion ary o f th e Ve rn aeu lar o f S P o k en L a n gu ag e o f A m o y w ith th e P ri n eiP le

V 巨riatio n s o f th e C h an g一eh e w an d C h in一eh ew D ialeets> b y C arstairs D ou glas , 18 7 3 .

There ar e tw o m ore books as retbr enee, < A ngl o一C hinese M anu alw ith R om an ized

C olloquial in th e A n10y D ialect > by E .D oty( l853), an d < A M an ual of the A m oy

C olloquial> by JohLn M acgow an (187 1). A ll the 3 books w ri tten by m ission丽 es got

litti e reeo gn itio n in fo rm al A ln o y d ialect stu d ies.

T h is d issCri ation 15 d iv id ed in to slx see tio n s.

F irst o f all, w e P o in t ou t th e them e an d sign ifi can ee o f th e stU d y, an d also th e b asie

th eo ri e s, m eth od s an d illu stratio n s.

Th e seco n d eh ap ter ex P o u n d s th e Ph onologieal evolvem ents , the p honetic evo lv em ents

related to eh araeters, and th e phon etic evolvem ents related to w ord s.

Th e thi rd ch aP ter P resen ts a g en era l P ietu re o f lex ie al ev o lv em en ts in th e

v o eab u lary o f n atu re , th e vo c abu lary o f m en an d th eir relatio n sh iP s an d also th at o f

so cial life . Th e glo ssari e s o f tim e , P h y sio gn o m y an d aP P aratu s o f h u m an b o d y h av e a

b ett er reserv ation , wh ile the gl ossari es of go vernm ent, religions and fi sh ery

ex P eri en ee a gr eat 10 55 o f m o re th an 5 0 % . G lo ssari es o f clo th in g an d d ressin g ,

eu sto m s , literatu re an d art exP eri en c e a 10 55 o f m o re th an 4 0 % .

C h ap ter F ou r an aly se s th e fa eto rs a ffe etin g th e le x ieal ev o lv em en ts , su ch as th e

eh an g es in so eial life , th e eo m P etitio n s o f syn o n卿 ie s an d th e ri v alsh iP b etw e en

literal w ord s an d eo llo q u ia l w ord s. It also arg u es th at lan gu a g e eon taets P lay ed an d

im P o rt an t role in lex ieal e vo lV em en ts du ri n g th e P ast ov er 10 0 ye ars.

C h aP ter F iv e sh o w s u s th e v isage s o f id io m s , P ro v erb s an d lo eu tio n s in A m o y

d ial e et in th e lat e 19th een tu ry. e o m p翻 n g to id io m s an d p ro v e由s , lo cu tio n s

ex P eri en eed gr eat est lose d uri n g th e P ast o v er 10 0 yea rs. It o ee u rs m ain ly b ee au se t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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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itt en by M ission ari es

m ean in g o f lo cut io n s 15 n o t 50 d ireet, an d th e arr an g em en t o f its m o rp h em es 15

un stead y an d u su ally ch an g e ab le .

T h e last eh ap ter ou tlin es th e m ain ev o lv em eni s of w o rd 一b u ild in g , an d ar gu es th at

w o rd 一b u ild in g w ith P h on etie m eth o d s exP eri en eed a s加 nk in g w h ile th at b y affi x

b as iea lly P re serv ed . M o rp h em e o rd er seem ed to set tle d o w n an d w ord 一b uildin g b y litera l

and eolloqu ial Pro nun ciation s h ad a tendeney to ex ten d.

K ey ! V6rds: A m oy D ialeet; Phonologi e Evolvem ents; LexiealEvolvem ents;

B o ok s W ri tt en b y M issio n丽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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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厦门地理历史和方言概貌 ¹
厦门市位于东经 118 / 04 - 04 . - ! 北纬 240 26 . 46 0 , 地处福建省东南部 !

九龙江入海处 " 她背靠漳州 ! 泉州平原 , 濒临台湾海峡 , 面对金门诸岛 , 与台湾

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 "

厦门由厦门岛 ! 鼓浪屿 ! 内陆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分地区及同安组成 , 陆地

面积 1565.09 多平方公里 , 海域面积 300 多平方公里 , 是东南沿海国际性海港风

景城市 " 其主体厦门岛南北长 13.7 公里 , 东西宽 12 .5 公里 , 面积约 12 8.14 平

方公里 " 厦门港海岸线蜿蜒曲折 , 港内群山环抱 , 港深水阔 , 终年不淤不冻 , 历

来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

据文物考证 , 厦门岛在 3000 多年前就有古越人居住 , 他们以渔猎活动为生 "

唐代开元年间 (公元 8 世纪初) , 薛家从今福建福安迁至北部薛岭一带居住; 唐

大历二年 (公元 767 年), 陈家于福清迁至金榜山附近定居 " 北宋初年 , 厦门称

嘉禾里或嘉禾屿 , 属清源郡同安县 " 明设中左所 , 并在岛上首次筑城 , 始称 / 厦

门 0 o

经历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反清复明起义 ! 鸦片战争 ! 辛亥革命 ! 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 , 厦门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人文气息 , 其贸易港 口地位作用日渐凸显 , 逐渐

称为闽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 改革开放后 , 厦门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 , 并以风景秀

丽 ! 文明温馨闻名 " 如今 , 厦门为经济特区 , 实行计划单列 , 赋予相当省一级的

经济管理权限 , 属于副省级城市 , 并拥有地方立法权 " 下辖思明 ! 湖里 ! 集美 !

海沧 ! 同安和翔安 6 个区 " 至 2006 年末 , 全市户籍人口 16 0.38 万人 , 常住人口

233 万人 " 人口中以汉族居多 , 另有回 ! 满 ! 壮 ! 舍 ! 苗和高山等 20 多个少数

民族 " 此外 , 还有众多归侨 ! 侨眷 ! 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

厦门方言属于闽南方言, 兼收并蓄漳泉方言的特点 , 与台湾闽南方言十分接

近 " 加上近一百多年来城市不断发展 , 厦门方言的影响力逐渐辐射到周边闽南地

¹ 本节资料主要参考 5 厦门经济特区年鉴20 07 6 (20 07 ) ! 5 厦门地志 6 (199 5) ! 5 厦门志 6 (清道光 卜九年

干一1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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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华人地区 , 成为闽南语区的优势方言 "

厦门方言内部有口音上的差别 " 厦门岛中西部和南部 (即原开元 ! 思明和鼓

浪屿区) 的口音是老城区口音 , 也是厦门方言代表口音; 岛屿北部近郊的禾山 !

东部钟宅等地是山场腔; 远郊的灌口 ! 集美 ! 杏林带有同安腔; 东孚 ! 海沧一带

则是偏龙海 ! 长泰腔 " 这种口音上的差别 , 方言母语者可轻易觉察 , 但相互之间

交流无阻 , 可懂度甚高 "

本文研究的厦门方言 , 以老派的老城区口音为准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闽南方言是闽语的重要分支 " 无论是闽南本土学者还是境外学者 , 只要从事

汉语和汉藏语研究 , 就都关注这一领域 " 有关闽南方言研究的论著种类多 ! 数量

大 , 研究范围宽 ! 程度深 , 在汉语方言研究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但总体来

说 , 语音研究比词汇研究 ! 语法研究多; 共时体系的描写比历时追溯的研究多;

历时研究中个别现象考证比方 言动态演变考察多 " 以下 , 我们集中回顾与厦门方

言研究和汉语方言近百年动态历时研究有关的论著 "

1.2.1 厦门方言研究概述

厦门方言是闽南方一言的重要代表点 " 虽然她形成的时间晚 , 历史不如泉州方

言 ! 漳州方言悠久 , 但随着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港口作用的快速凸显 , 厦门方一言的

地位日益提高 " 特别是厦门方一言对漳 ! 泉方一言特点兼收并蓄 (俗称 / 漳泉滥 0 ) ,

可在闽南金三角通行; 又与台湾闽南方言相当接近 , 在台湾地区和海外华人地区

影响较大 , 因此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

1.2.1.1厦门方言单点描写和研究论著

1.2.1.川 19 世纪前后传教士的厦门方言材料和本地韵书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 , 记录厦门方言的材料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 厦门是 5 南

京条约 6 中 / 五口通商 0 口岸之一 , 也是西洋传教士最早来华传教的地区 " 来厦

传教士创制 了记录方盲 -的罗马白话字并在闽南地区推广 , 还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方

言词典 ! 方言学习手册等等方言书面语料 " 我们看到的正式出版物有: W H.

M edhurst, 5 福建方一言字典 6 (1837) ! E .o oty , 5翻译英华厦腔语汇 6 (1853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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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uglas , ((厦英大辞典)) (1873 ) ! Francken , J.H .C en D e G rij s ((厦荷辞典 6 (1882 ),

Schl egel, G ustav e ((荷华文语类参 6 (1882一1890 ) ,几lm a罗.John 垅n N est 5 厦门

音的字典 6 (一594 ) ! w illiam . C anlbe一 5 厦门音新字典 6 (1923) ! 肠m as B arc lay

5 厦英大辞典补编 6 (1923 ) 等等 " 此外 , 据这些出版物的前言后序以及其他历

史资料的描述 , 当时还有许多传教士自编自用的厦门方言字音手册 ! 词汇手册和

口语会话手册未能出版 "

厦门方言的本地韵书 , 是叶开温的 5 八音定诀 6 (1894 ) " 该书据早期 5 汇音

妙悟 6 ! 5 雅俗通十五音 6 等闽南话韵书所定的音类 , 按照传统韵图的做法 , 用记

录厦门话的常用词 , 其目的主要是方便商贾往来行商 "

值得一提的是 , 厦门同安学者卢惹章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创制了一套厦门方

言的拼音符号 , 记录了一些常用的字音 ! 词汇和语句篇章 , 编成 5 一目了然初阶 6 "

1892 年其木刻版问世 , 是中国拼音文字的第一种方案和第一本著作 "

这类材料虽然只是厦门方言的单点描写 , 但水准较高 " 这是因为本地韵书有

描写漳州方一言的 5 十五音 6 和描写泉州方言的 5 汇音妙悟 6 为基础; 西洋传教士

不但参考了闽南传统韵书 , 还结合西方语言学的描写方法 , 用罗马字母记录了厦

7 1话的实际音值 , 弥补了传统韵书只见音类不见实际发音的不足 " 这些材料质量

之高 ! 数量之大使厦门方言研究在一开始便备受瞩目 "

1.2.1.1.2 厦门方言单点纵向比较研究

此类研究的开山之作 , 应属周辨明 5 厦语音韵声调之构造与性质及其与中国

音韵学上某项问题之关系 6 (1930 ) 和 5 厦语音韵声调之构造与性质及其与中国

音韵之实际 6 (19 31) " 此外 , 还有他 1929 年发表在法国通报上的的 5 厦语的声

调实验 (英文) 6 " 可惜我们只见到介绍 , 无法找到原文 " ("

罗常培的 ((厦门音系 6 (193 1) 则是后来研究厦门方启 -时不得不提的经典作

品 " 该书用国际音标一记录了厦门方言的单字音 ! 词汇和故事 ! 歌谣 , 用实验语音

学的方法确定厦门方言的单字调和两字连读变调调值 , 对厦门方言的声韵调 ! 音

位系统和音节系统有详细的描述 " 作者还对比了厦门音系与 5 广韵)) 系统 , 归纳

厦门方 言的音类特点 , 确认了厦门方一言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 书中许多

关于厦门方言特点的论述 , 至今仍为学者们所重视 , 如辅音七/ ! /U ! 勺/的语音学

¹ 张嘉星.lin] 方言研究专题文献辑目索IJI (一403一2003)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 4.(p245 !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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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文白异读丰富且存在对应规律 ! 连读变调的规则 ! 轻声的语音特色及其与

语义的联系等等 , 是厦门方言单点研究 (特别是语音史研究) 的经典范例 "

在此之后 , 不断有此类研究论著出现 , 或对厦门方言进行全面描述 , 或着重

分析厦门方言某方面的特点: 如黄典诚 5 闽南方言和汉民族语的比较 6 (1954 ,

1955 );董同献 5 厦门方言的音韵 6 (1957) ;李如龙 5 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 6 (1962) ;

李如龙 5 厦门话的文白异读 6 (1963 );林金钞 5 闽南语研究 6 (1975) ; 周长揖 5 厦

7 ]话音档 6 (侯精一主编 , 1996) ; 周长揖 ! 欧阳忆耘 5 厦门方言研究 6 (19 98 ) "

鹭江出版社 1992 年始出版了 5 厦门文化丛书 6 , 其中陈荣岚 ! 李熙泰编著的 5 厦

门方言 6 ! 彭永叔等整理的 5 厦门歌谣 6 ! 许长安 ! 李熙泰编著的 5 厦门话文 6 等

从不同角度展现厦门方言的面貌 "

许多有关闽语研究 ! 闽南方言研究和汉语方言研究的论著 , 也有专门论述厦

门方言的面貌与特点的部分 , 如董同舒 , 5 四个闽南方言 6 , 1960; 黄典诚 ! 李如

龙等 5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 (讨论稿))) (1962一1963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

研室 5 汉语方音字汇 6 (1962)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5 汉语方言词汇 6

(19 64 ); 袁家弊 5 汉语方言概要 6 (1983); 詹伯慧等 5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6

(19 91) ; 侯精一主编 5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6 (2003 ) "

这些研究大多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描述分析厦门方言语音 ! 词汇和语法特

点 , 并结合传统的汉语音韵学 , 比较研究厦门方言和 5 广韵 6 中古音系统 ! 现代

汉语共同语的对应关系 , 追溯厦门方言的来源和演变过程 , 对厦门方言做历时演

变和共时静态系统的考察 " 其中 , 以周长揖 ! 欧阳忆耘的 5 厦门方言研究 6 论述

最为详细 ! 全面 " 而值得关注的是李如龙 (1962) 和李如龙 (1963) 两篇文章 "

文章详细剖析了厦门方言的两种重要现象 , 提出研究方 言不可分割语音 ! 词汇和

语法现象 , 三者结合刁-能深入挖掘方言 (语言) 系统的本质特征 " 这种思路至今

仍值得学者们思考 "

1.2.1.2 厦门方言的横向比较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 ,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开始兴起 , 共时横向的比较研究成为

新焦点 " 厦门方言是闽南方言的代表点 , 常在方言比较研究中受到关注 " 此类研

究涉及汉语方言分区 ! 汉语方言历时层次分析 ! 汉语方启一发展史 ! 方言的接触与

融合等方面 "



第一章 绪 论

1.2.1.2.1 厦门方言与闽方言 (包括闽南方言) 的比较研究

黄典诚 ! 李如龙等 5 福建省志 # 方言一志 6 (1998) 和黄典诚 5 闽语的特征 6

(1984) 在大量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 , 论述闽语总体及各区片的特征 , 在语音

特征方面的分析尤其深刻 " 陈章太 ! 李如龙 5 闽语研究 6 (1991) 归纳出闽语各

片在语音 ! 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点后 , 确立了闽语在汉语方言中的独立地位 ,

同时也给闽语内部划了片 , 是闽语分区的重要著作 " 李如龙 5 福建方言 6 (1997)

则从文化角度阐述闽语体现的共同文化内涵 , 以及闽语内部各分区的文化特征 ,

有力地支持了 5 闽语研究 6 里的观点 , 是 5 闽语研究 6 的延续 ! 伸展 "

此外 , 黄典诚 5 闽南方言同音字表 6 (1977 , 油印稿) 和黄典诚 5 闽南单音

语典 6 (1981) 都是闽南几个方言点语音材料的总结; 张光宇 5 论闽方言的形成 6

(1995 ) 和李纤 5 论闽方言及其形成 6 (2003) 通过共时和历时的比较论述闽方

言形成的概况; 张混 5 论比较闽方启一6 (1985 年第 l期) 总述闽方一言比较研究的

方法; 与黄典诚 5 闽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残余 6 (1982) 和黄典诚 5 中古鼻音声母

在闽音的反映 6 (1986) 探讨闽南方言语音中体现的上古音特点 , 是闽南方言的

历时比较; 张振兴 5 闽语的分区 6 (稿) (19 85) 讨论了闽语内部分区应注意的几

条特征; 黄典诚 5 闽语人字的本字 6 (1980 ) ! 黄典诚 5 闽语作房屋解的 / 膺 0 字 6

(1985) ! 李如龙 5 闽南方言的 / 相 0 和 / 厮 0 6 (1989) 都把横向的共时方言比

较和纵向的方言与古汉语历时比较结合起来 , 进行考本字研究; 张振兴 5 闽语及

其周边方一言 6 (2000) 横向比较闽方言与周边方言的特点 , 探讨他们在方言形成

和接触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 李如龙 5 闽方 言的特征词 6 (2001) 第一次强调汉语

方启一词汇特征的重要性 , 并认为方一言词汇特征就体现在特征词上 " 特征词在方言

区内普遍应用 ! 大体一致 , 在外区方一言里又比较少见 " 提取一定批量的特征词 ,

就能构成方言词汇可信的特征 " 特征词的研究结合了共时和历时比较 , 也顾及方

言语音和词汇联系 "

1.2.1.2.2 厦门方言与其他汉语方言 ! 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

1992 年 / 东南方言比较研究计划 0 启动后 , 便掀起了吴语和闽语比较研究

的一个热潮 " 李如龙 ! 潘悟云 ! 平 田昌司 ! 游汝杰 ! 郑张尚芳等学者纷纷加入闽

语和吴语的比较研究中 " 较为显著的成果有: 论文集 5 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 6 !

丁邦新 5 吴语中的闽语成分 6 ! 罗杰瑞 5 吴语江山方一言类似闽语的成分 6 ! 李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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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闽语与吴语 ! 客赣语的关系 6 ! 罗杰瑞 5 闽语里的古方言字 6 ! 张光宇 5 吴闽

方言关系试论 6 等等 "

此外 , 还有许多提倡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论著: 王福堂 5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

变和层次 6 横向对比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 , 分析方言语音层次及其体现的放眼之

间的关系 , 构建汉语史 " 李如龙 5 关于东南方言的 / 底层 0 研究 6 联系汉语方言

和民族语言 , 考察东南方言的 / 底层 0 " 李如龙 5 闽语的 / 图 0 及其语法化 6 则

比较闽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 考察 / 图 0 的语音 ! 语义和语法的变化过程 , 是纵

横两向比较研究结合的典范 "

1.2.2 厦门方言词汇研究概述

对厦门方言词汇的研究大致可有四类: 一是词典编纂 , 这是对方言语音和词

汇系统的综合考察 " 词条的数量 , 条目如何确立 , 注音符号和汉字采用什么原则 ,

都体现作者对方言系统的整体理解; 二是考本字 , 主要是对方言词汇进行纵向的

历时考证; 三是特征词研究 , 从词汇角度横向考察方言间的关系; 四是对词汇进

行文化研究 , 做大背景的考察 "

1.2.2.1 词典类

建国后 , 国内学者编写了不少厦门方言词典: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

汉语方言研究室所编的 5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 6 (1982 ), 该辞典收词多 , 涵盖面

广 ,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 在当时影响深远; 周长揖 5 厦门方言词典 6

(1993) , 该书为李荣主编的 5 现代汉语方一言大词典 6 的分册之一 , 虽然收词量

不大 , 但体例明晰 ! 收词精当 , 是厦门方言研究的重要材料; 周长揖 ! 王建设 !

陈荣翰 5 闽南方言大词典 6 (2007) , 收词 3 万多条 , 选点覆盖厦 ! 漳 ! 泉三地 ,

并配以记录发音的光盘; 林宝卿 5 普通话闽南方言常用词典 6 (2008) , 收单音节

词 5000 多条 , 多音节词 16 , 000 多条 , 以 / 常用 0 为特色 , 收入最新的口语词 "

1.2.2.2 考本字与特征词研究

考本字是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的结合 , 也是语音研究和语义研究的结合 " 梅

祖麟 (1995 )对原本的 / 觅字法 0 提出批评意见 , 并提出新的考本字方法:觅音法 "

根据这种方法 , 在考本字以前必须先分好方言的历史层次 , 找出每个层次与方音

之间的对应规律 , 再根据方言读音确定它所属的层次 , 最后在这个层次内联系文

献和方言口语材料 , 确定本字 " 在众多厦门方言研究论著里都有考本字专题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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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宝卿 5 闽南方言与古汉语同源词典 6 (1999) 则是集中考释闽南方言本字的论

著 "

2001 年 , 李如龙提出特征词理论 " 该研究旨在解决汉语方言系统的词汇特

征问题 , 既涉及与上古 ! 中古语音和语义的历时的考证 , 又需要与他方言进行横

向比较 " 5 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 6 一书考察了官话方言 ! 晋语 ! 吴语 ! 徽语 ! 赣

语 ! 客家方言 ! 闽语 ! 粤语的方言特征词 , 是特征词理论的研究实践 "

综观已有的厦门方言研究 , 无论是语音 ! 词汇还是语法 , 从纵向历时比较研

究说 , 与上古和中古的材料比较的研究多 , 和近代比较的少; 从横向共时系统比

较研究说 , 和汉语共同语 ! 闽语 ! 周边方言比较的多 , 反映厦门方言成形之时漳

泉滥情形的少 "

1.2.3 对传教士汉语方言资料的研究

16 世纪开始 ,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 " 为了布教方便 , 传教士们学习汉语官

话和各种方言, 并留下大量的语言材料 , 包括 5 圣经 6 方一言译本 ! 汉语方言语音

学论著 ! 词典类著作 ! 课本类著作和语法书等 " 这些材料描写的大都是当时的方

言口语 , 记音详细 ! 语料丰富 , 比方一言韵书更能反映口语; 且多用字母 记音 , 较

好地体现了实际发音 , 弥补了传统韵书只记音类不标实际发音的缺憾 , 可以用作

研究汉语语音史 ! 词汇史和语法史的材料 " 但此类材料本身也有缺陷: 传教士并

非都是语言学家 , 而汉语方一言相当复杂 , 因此材料的可靠性参差不齐 "

由于历史原因 , 这类材料一直没有引起语言学研究者的重视 , 所见的专著和

论文并不多 , 大致可有如下几类:

1.2.3.1考述西洋传教士汉语材料 ! 评述其语言学研究价值 "

这类研究多为概述性论著 , 以掌握大量西洋传教士汉语研究材料为基础 , 从

宏观角度着眼 , 考证并论述这类材料的整体状况和价值 " 如: 罗常培 5 西洋人研

究中国方音的成绩及缺点 6 (1933) ;徐宗泽编 5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着提要 6 (1948) ;

5 杜嘉德<厦英大辞典>及麦都思以来基督新教的闽南语研究 (15 31一1873 ) 6

(19 91) ; 洪惟仁 5 <巴克礼厦英大词典补编> 及杜典以后的辞 ! 字典 6 (19 93) ;

洪惟仁 5杜嘉德与巴克礼年表(18 30一19 35) 6 (19 93) ; 马敏 5 马希曼 ! 拉沙与早

期的圣经中译 6 (19 98) ; 吴义雄 5 译名之争与早期圣经的中译 6 (2000) ; 邹嘉彦 !

游汝杰 (2001 ) 5 汉语与华人社会 6 (第 3.4 节); 游汝杰 5 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



厦门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演变一一对三本教会语料的考察

学著作书目考述 6 (2002 ); 庄初升 ! 刘镇发 5 巴色会传教士与客家方言研究 6

(2002 ); 陈泽平 5 19 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州方一言的几种文献资料 6 (2003) ; 游汝

杰 5 汉语方言学教程 6 (第 8.3 节) (2004) ; 洪惟仁张西平 5 传教士汉学研究 6

(2005) ;张双庆 !庄初升 5 19 世纪美部会 ! 圣公会传教士与闽北方言研究))( 20 07 ) "

1.2.3.2 利用西洋传教士汉语材料研究明清时代官话

此类研究大多从语音和音系的角度出发 , 归纳音系特点 , 讨论这些材料所反

映的当时的官话语音基础和标准音问题 " 如罗常培 5 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 6

(1930); 曾晓渝 5 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6 (1991);

杨福绵 5 罗明坚 ! 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 6 (1995 年); 金薰镐 5 西

洋传教士的汉语拼音所反映的明代官话音系 6 (2001) 等 "

1.2.3.3 利用西洋传教士汉语材料研究百年前汉语特定的方言系统及方言

系统的演变 "

这类研究角度各异 , 语音 ! 词汇 ! 语法和书写记音方式都是研究焦点 " 由于

语音的系统性强 ,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 如李竹青 ! 李如龙 5潮州方言语

音的演变 6 (1994) ; 张卫东 5 威妥玛氏<语一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 6 (1998) ;

胡方 5 试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 6 (20 01) ; 陈泽平 5 十九世纪的福州

音系 6 (2002 年);徐丽莹 5 从一百多年前的两本书看潮州话的韵尾演变 6 (20 07 ) "

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研究多从小处着眼 , 分析演变过程 , 探讨演变机制 , 但没

有形成系统 , 显得较为零散 " 如张双庆 , 庄初升 5 从巴色会出版物看一百多年前

新界客家话的否定词和否定句 6 (2001) ; 黄小娅 5 广州方言异序词的百年演变 6

(2001) ;黄小娅 , 5 从广州方言口语词 / 掂 0 的变化看词语演变的复杂性 6 (2005);

李如龙 5 从两本教会方言语料看厦门方言语法一百多年来的演变 6 (2007) ; 李如

龙 ! 徐睿渊 5 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 ) 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 6

( 2 0 0 7 ) "

而对传教士材料一记音书写方式的研究就更少了 , 如许长安 ! 李熙泰 5 厦门话

文 6 (1993) ; 刘镇发 5 早期传教士用汉字书写客家话的方式 6 (2007 ) " 前者分析

了厦门方 言的教会罗马字的产生 ! 传播过程及其盛行的原因 , 统计以教会罗马字

记音的方言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 , 并归纳了这类记音符号的特点 "

利用传教士材料全面研究汉语特定方合一系统及其演变的 , 当属钱乃荣 5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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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发展史 6 (20()3 ) " 该书主要利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留下

的上海方言语料 , 以及同时代日本学者编写的上海话课本 ! -户国学者研究上海方

言俗语的著作 , 结合大规模田野调查 , 对上海方言百年来的语音 ! 词汇 ! 语法演

变做了系统研究 "

值得注意的是 , 近年来 , 学者们在提倡传教士方言材料研究的同时 , 也对这

些传教士材料的可靠性进行了详细分析 , 使得此类材料的研究更具学术价值 , 如

陈泽平 5 上白圣经作为方言语法研究材料的局限 6 (2007 ) "

1.2.3.4 对西洋传教士的汉语言研究进行历史分析 "

这是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行为作历史和文化的分析 , 考察汉语材料的写作目

的和背景以及对中国语言学 ! 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 加深了传教士汉语材料的理

解 " 如:

董明 5 明代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及其影响 6 (1996) ; 王子今 5 张祖基<中

华旧礼俗>的文化价值 6 (1999 ); 董海樱 , 5 16一17 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

分析 6 (2003) "

1.2.3.5 将西方传教士的汉语材料转化为数据库的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普及 , 一些学者将西方传教士的汉语材料制作成数据

库 , 并赋予词汇检索 ! 词汇统计等功能 , 一方面使词典数字化 , 更便于研究 , 另

一方面 , 也保护了古籍工具书 " 如黄小娅 ! 林英 ! 唐晓阳 5 我国最早的粤方一言词

典数字化系统设计研究 6 (2003) "

第三节 本文的选题和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材料依据

本研究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是 19 世纪下半叶传教士记录的厦门方言材料 ,

一是现代厦门方言材料 " 前者以 e ar stairs D ougl as (杜嘉德) 的 ((C hinese一Engl ish

D ictio n ar y o f th e Ve m aeu lar o f S P o k en L an gu ag e o f A m o y w ith th e P ri n e iP le

Variations ofth e ehan g一ch ew and ehin一ch ew D ialeets 6 ( 5 厦英大辞典 6 ) 为主 , 必

要时参考 E.n oty (罗含) 的 5 A nglo一C hinese M an ualw ith Rom aniZed Colloquialin

the A m oy D ialeet 6 ( 5 翻译英华厦腔语汇一6 )和 John M acgow an(马约翰)的 5 A M an ual

of th e A ln oy C ol fo qu ial 6 ( 5 英华口刁 -集 6 ) " 后者以作者田野调查为主 , 参考陈



凰1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演变一 对三本教会查幽竺竺

正统的

词典 6

((闽南话漳腔辞典 6 (2007 ) 和周长揖 ! 王建设 ! 陈荣翰的 5 闽南方言大

( 2 0 0 7 ) "

1.3.1.1 e arstairs n ougl as (杜嘉德) 和 5 C hin ese- E nglish D ietiona叮 of the

Ve rn a cu lar o f S P 0 k en L a n g u a g e of A mo y w ith th e P rin eiP le Va riati o n s o f th e

C han含ehew and C hin 一ehew D ialeets 6 ( 5 厦英大辞典}))

1873 , 伦敦 T沱ber & c o.公司出版了 c ars ta irs D ou gl as (杜嘉德) 编写的 5 厦

英大辞典 6 ¹"该辞典以为厦门方言学习者提供方便为目的 , 收录口语词 ! 书面

语词 ! 谚语 ! 成语 ! 惯用语 ! 短语 ! 句子共 5 万多条 , 可谓集前人之大成 " 全书

用白话字一记音 , 有系统的记音符号; 按词条的音序排列 , 配以英文释义 , 但概未

注明汉字 "

作者杜嘉德是英国长老会(Pre sb yt eri an chur ch of Engl an d) 的传教士 " 他 185 1

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 1855 年在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修完神学课程 " 同

年 , 杜嘉德跟随宾威廉 (R ev. W ill ialn C Bum s) 来到中国 , 开始了他在厦门的传

教生涯 " 杜嘉德刚到厦门 , 英国长老会在厦门的负责人 Rev .Jam eSJo hn sto n 就因

病回国 , 杜嘉德不得不独 自承担长老会在传教布道的重任 " 在大美国归正教

(R e允rm ed n ut eh e加reh ofA m eri ea) 传教士打马字 (John Va n N estTal m age) 等

人的帮助下 , 他很快就掌握了厦门和白水营方言 , 并用方言传教 " º
杜嘉德之所以能迅速融入当地语 言环境 , 原因有三:

首先 , 杜嘉德拥有良好的语言学基础和学习热情 " 据洪惟仁 (19 91 ) , 杜嘉

德自幼学习古代和现代语言 , 熟悉希伯来语 , 善于速记法 " 另据史料记载 , 杜嘉

德在格拉斯哥大学就学期间 , 学习了速记法 (Phon ogr aphy) , 这对他掌握声调也

¹ 下文简称 5 辞典 6 "

º 白水营在厦门西北方 , 隶属漳州 , 其方 言属潭腔闽南话 " 在185 6年9月17 日打马字给大美国归正教总

会写的信里提到 , 由于杜嘉德的白水价方言水 . }元有了提高 , 他们就不太常去帮忙传教了 " 可见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 , 十l二嘉德就掌握了厦门方言和白水烤方言 " 原文是: / Shortly afl erthe deP arture ofM r # B ur.n s,
learn ing that the English Pre sbyteri ans w ould have been glad to re tain Peh一ehui一ia , and M r.Johnston (E. P )
being w illing to take eharg e th er e as fa r as h e w as able , w e v ery w illing ly re linq uish ed it to th em . H e w as still

un ab le to u se the lan g uag e w ith fre edom , 50 we eo ntin ued to visit th e P lace as oft en as w e co u ld .B efo re M r.
Jo hn sto n , 5 kn o w led ge w as su角 eient to relieve u s of the P asto ral care of that intere sting chureh , h is ill一health

com Pe lled him to retu m to h is native Ian d. H is Plae e w as so on suPP lied b y the a币 val of M r.D o ug las. W e have

eon tinu ed th e sam e P asto ral eare o f th at ehu rc h. L ate ly ou r v isits to the P laee h ave b eeo m e less fr eq u ent, as M r.

D o ug las has b eeom e b etter aeq uainted w ith the langu age . ( 5 F O R T Y Y E A R s IN so u T H e H IN ^ 一仆 e L ife of

R ev . Joh n V an N est T alm 笔e , 0 .0 二 e H口R e H 口N 工o N 6 A N s 0 N n . F . R A N n 0 L P H & e o M PA N Y , In e.,

182 F ift h A ven ue , N Y , 18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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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区别词义的汉语很有帮助 " ¹他掌握了好几种现代欧洲语言 , 还学习用希伯来文

写成的圣经原文 , 其勤奋与博学令打马字钦佩不己, 称他为 / 第一流的汉学家 0 " º
其次 , 西洋传教士对厦门方言的学习与研究较为深入 , 给杜嘉德的学习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 " 181 5 年 , 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学院 , 并为外国人学厦门

话设计 ! 拟定了汉语罗马字方案 " 1850 年 , 打马字等人在厦门开设的夜校正式

推行教会罗马字 , 又称 / 白话字 0 " 而早期到达厦门的传教士们纷纷记录常用的

词语和句子 , 编写厦门话学习手册 , 积累了丰富而全面的语吉-材料 " 例如杜嘉德

在 5 辞典 # 前言 6 里提到的 Jo hn .L1 0yd 和 Al ex an der st ro na ch 两位传教士编写的

未出版的词汇手稿 " John .L1 0拟 在 1844 年抵达厦门, 1848 年去世 " 据打马字回

忆 , Jo hn .Ll o川 在学习语言方面很有天赋 , 他掌握了大量的厦门方言词汇 , 发音

标准 , 当地人甚至觉得 , 光听说话觉察不出他是外国人 " » Jo hn .L lo 川 编写的厦

门方言词汇手稿 / 精确而又全面 0 !一" , 给后来的传教士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材料 "

A lexander stro naeh 是伦敦会 (London M issiona巧 soeiety) 的传教士 , 在厦门主

要致力于创办教会寄宿学校和推广白话字和翻译 5 圣经 6 , 并与打马字 ! 杜嘉德

等人一起探讨 5 圣经 6 翻译的术语问题 " 这些传教士的记音方法和词汇手册给杜

嘉德的方言学习创造了便利条件 "

第三 , 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杜嘉德对闽南各地的语言共性与个性有广泛的感性

认识 " 据一记载 , 杜嘉德曾到白水营 ! 泉州 ! 安海 ! 台湾等地拓展教会力量 , 到漳

¹ 原文: / Phono脚 phy w as then new ly introdueed , and he Stu died iteagerly.仆15 .nethod of丽 ting he fo un d

very u sefu l in eateh in g and re co rd ing th e C h ine se so un ds , w h ieh vary in sin gu lar w ay s; the ton es u sed qu ite

alteri ng the m eaning ofm any w ords.0 ( 5 M elnorialSketeh of earstasrs o oug一as, LL .o 一一A B川n G 印 FRO M
T H O SE FO R M ERL Y W R I仃 EN 6 , published at 5 Th e e hinese R eeord er 6 , June , 1590.P266 )

º 原文: / Inever knew a m ore ineessantw ork er.
1 ha ve never m et w ith h is equ al in th is resP eet.

H e ,

H C

a m an o f m o st extensiv e g en er al in fo rm atio n . I th in k

w as aeq uain ted w ith sev eral 一n odern E urop ean lan gu ages

an d w as a tho roug h stud en t of the o ri g inal langu ages of H oly S cri Pture , as w itne ss the fa ct of his stud y o f the
H ebrew B ib le , ev en afl er his last siekn ess had co 一n m en ced. A s reg ard s th e Ch inese lan gU ag e , h e w as alrea d y

tak ing his p laee am on g the fi rs t sin o log ues of the land . ( ((F O R T Y Y E A R S IN S O U T H C H IN A 一Th e L ife of

R ev . Joh n V an N es t T alm age , D D 二 T H E L A ST T W O D E C A D E S . )) A N S O N D . F . R A N D O L p H &

C O M P A N Y , Ine., 182 F ifl h A ven ue , N Y , 18 94 " )

» 原文: / H e w as m asteri ng the lan即age w ith rapidity . H is voeabulaw w as not50 la铭e asthatof som e ofthe

o th er b re th ren , bu 亡he had a very larg e nu:n b er o f wo rd s and Ph ra ses at h is eo m , na nd , an d w as P ro n ou n eed by

the C h inese to sPeak the lan gu ag e m o re aeeu rately th an any oth er fo reign er in the P lace . Th ey ev en said of

h im that it eou ld not be infe rr ed sim p一y 枷 一n h is vo iee , u n less his fa ee w as see n , that he w as a fo re ig n er. 0

( 5 F O R T Y Y E A R S IN S O U T H C H IN A 一Th e L ife o f R ev. Joh n V an N est T al一n ag e , D .D . T W O N O B L E

M E N S U M M O N E D H E N C E . 6 A N S O N D . F . R A N D O L P H & C O M P A N Y , In e 0 182 Fift h A ven ue , N Y ,

1894 " )

¼ 原文: / T here w as one diction娜 in , nanuse丙pt, prepared by M oL loyd, an A , ner iean ,二issiona以 w hieh w as

w o n derfu lly aeeura te and fu ll w he n the tiln e at w h ieh it w as P rePared and th e m ateri als th en ath and fo r su eh a

w ork are taken into eondsidera tion. 0 ( 5 M em orialSketeh of Carstairs D ouglas, LL .D 一一A B阳D G E D FRO M
T H o sE FO R M ER LY W R ITT EN 6 , published at 5 T he C hinese Reeorder 6 , June , 1890.p267 )



厦门方言一百多- "来语音系统和词丝奎燮巡鳖二生述邂鱼哩些丝一一一一

州访问太平天国革命军气 每到一地 , 杜嘉德便与当地传教士或信徒一起 , 挨家

挨户探访民众 , 在各地设教会 ! 建教堂 , 发展当地人当牧师 " 这样的传教经历使

杜嘉德接触到漳腔和泉腔闽南方言生动活泼的口语 " 在 5 辞典 6 里 , 杜嘉德总结

出各地闽南方言口音的异同及其对应关系 , 这种横向的材料比较在当时是难能可

贵的 "

在学习厦门话的过程中 , 杜嘉德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学知识 , 并萌生了编写

一本完备的方言口语辞典的想法 " 为了编写辞典 , 不管走到哪里 , 他都带着纸和

笔 , 随时一记录 ! 修订 ! 核实自己收集的材料 " º 5辞典 6 出版后 , 得到各界认同,

杜嘉德因此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

杜嘉德在 5 辞典 # 前盲一6 里反省了 5 辞典 6 编写的不足 ,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

就是全书没有汉字 " 作者解释 , 这是因为约有 1/3 到 1/4 的词条找不到相应的汉

字来表示 , 而且在伦敦无法用汉字排版 " 但作者也认为 , 厦门话应该是一种语言

而不是方言 " 他希望跳出汉字的束缚 , 厦门话可以得到更多重视和发展 " À
1.3.1.2 E. D oty (罗营 ) 的 ((A ng一" 一e h加ese M anua一w ith R om aniz ed

e olloquialin theA m oy D ia一eet 6 ( ((翻译英华厦腔语汇)) )和 John M acgow an (马

约翰) 的 ((A M anualoftheA m oy C o一oquial 6 (((英华口才集 6 )

罗营是大美国归正教会 (R efo rm ed D uteh C hu rch ofA m eri ea) 的传教士 " 他

1844 年来到厦门, 在市区的新街 ! 寮仔后 ! 竹树脚和郊区禾山一带布道 ! 建教

堂 ! 设教会 , 翻译 5 圣经 6 ! 推广白话字 , 工作了二十年 , 直至年老多病才回国¼,

¹ 参见 C A .V Bo~ (包罗)著 ! 余 卜译 5 厦门 6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 (第二辑) [c ].内部发行 , 1983. 以及 5 孙 en tiet h C en tu卿im pressions of H on沙ong ,

S ha ngh ai, an d other tr ea ty p ort s of C hina: their h isto以 p eop le , com m erc e , in du stri es , and reso urees. 6

E d ito r- in一eh ief: A rn o ld W ri g ht, assistant ed itor: H . A . C art wri g ht. L o ndo n. L loy ds G rea ter B ritain P ub lish ing

eom P any, 190 8 .º j.ij 文: / Th e firs t w ork he had to undert ake w as the aequiri ng of the language.肠 this he set him self w ith the

In ost con sc ientio us zea l and th oro u gh nes s, an d the sarn e p re sev eri n g ind ustry th at d isting u ish ed him in every
Part o f h is life . H e b ro ug ht to the stud y a seh olarly m in d , tra ined to system atic w ay s of do ing w o rk , an d a

In in ute nes o f re searc h th at o ne rar ely fi nd s eq ualled , an d n ever, 1 th ink , su rp assed. 0 - , H e so o n saw th e gre at

need fo r a tho rou gh ly w ellP rePared d ietion ary of th e A m o y eollo qu ial, and h e beg an to eo llec t ln ateri als fo r it.

W herev erhe w ent, his note book and Peneil w ere in his hand , eolleeting , re vising and veri fy ing.In 1873 the
dieitona叮 w as published , and has pro ved ve卿 usefu l. 0 ( 5 M em orialSket ch ofC arstairs D ouglas , LL .D 一一

A B 用D G ED FRO M T H O S E FO RM E R LY w R ITT EN 6 , published at(Th e C hines e R eeord er 6 , June , 1890.
P2 67 )

» 详见 5 辞典 # 前言 6 vii i一ix 页 "
¼ 吴炳耀.百年来的lhiJ 南基督教会[A]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毋阿艺委员会.厦

门文史资料 (第 f三辑 ) [C] .内部发行 , 19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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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中病逝 ¹"
5 翻译英华厦腔语汇 6 º是在故传教士W ill iam J.Pohi m an 自用的厦门方言词

汇手册基础修订而成的 " 罗营调整 Wi ili am J.P0hi m an 词汇手册里的用字 ! 注音

符号和声调符号 , 增加了词条 (特别新增商贸用语和货物名称两个义类的词语 ),

编成 5翻译英华厦腔语汇 6 , 于 1853 年 (咸丰癸丑年) 由鹭门梓行出版 " 改书以

厦门方言词汇为主 , 共有 26 个义类 " 每个词条以白话字记音 ! 汉字表义 , 并加

注英文释义 "

马约翰是英国伦敦公会 (London M issionar y soeiety) 的传教士 , 1860 年来

华 , 1863 年抵达厦门 " 在所见的材料中 , 关于他的生平介绍和来厦经历很少 ,

但他写的书很多 " 除了 5 英华口才集 6 », 我们知道的有: 5 chine se Fol k- lore Ta te s 6 !

((C M st or C onfu eius: w hieh? 6 ! ((Pietu res of Southem C hina 6 ! 5 Ligh ts an d

Shad ow s o fC h inese L ife 6 ! ((Im peri alH istory o f C hina 6 ! 5 N arr ative of the M ission

to e hina)) ¹! 5English an d ehinese n ietionar y " ftheA m oy o ialeet 6 ! ((sideligh ts on

chi ne se Li fe 6 ! 5 A Hi story of Chi na 6 " 其中 , 前六本现在还能找到 , 而 5 Li gh ts an d

Shadow S ofC hi nes e Li fe 6 被翻译成中文 , 名为 5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6 , 并且出

版 " 5 Pi ct ur es of Sout he m Chi na)) 则是图文并茂的游 记 , 记录作者一行人 自黄浦

江沿海南下 ! 途经七个地方 (黄浦江 ! 福州 ! 鼓山 ! 厦门 ! 汕头 ! 香港和广东)

的所见所闻 " 5 劲911亦 an d e hines " o icti on呷 of th e A m oy D ialect )) 出版于 1883

年 , 该辞典特意编纂了英厦检索部分 , 弥补了杜嘉德 5 厦英大辞典 6 的遗憾 ½"
从这些书我们看到 , 马约翰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 , 深入社会底层了解民情 , 对

中国历史和文化 ! 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有较为深刻的理

解 "

5 英华 口才集 6 在 1871 年首次刊行 , 后因广受好评 , 陆续有修订版本发行 "

日本占领台湾初期 , 还翻译为日文 , 用日本假名标音而成 5 日台会话大成 6 , 以

¹ Jean R .Wa lton.o 0 Tv . 5 G A R D EN : PA 盯 11一Letters B etw een N ew Jersey and China in the 18005.N Jp H ,
VO 13 5 , N o .3 , W ho le N o . 16 7 , An g ust2 00 7 PP .14 5一15 1.

º 下文简称 5 语汇 6 "

» 下文简称 5 日才集 6 "
¼ , j人合著 , 马约翰负责第二部分 / R e:" arkson the soeialLife and R e一igious一deas ot.the e hines" 0 "

½ 赖永祥. ((0 31 英厦 # 荷厦等辞典 6 [A] .教会史话 # 第一辑 1 M 2 .曾刊十 5 台湾教会公报 6 1905 期 , 1988

年 9 约4 日 " (l冈络版 httP .//ww w. laijohn i o耐B o o K I/o3 1.ht;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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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日本人学习台湾闽南方言 " ¹我们手头的版本是厦门萃经堂 189 2 年 (光绪壬辰

年) 出版的 " 这是教授外国人学习闽南话的课本 " 该前 14 课按词性列举了一些

口语常用词; 中间 26 课按义类列举厦门方言词语 , 如鱼类 ! 蔬菜 ! 旅行 ! 疾病 !

礼貌用语等 , 并用例句展示其用法; 最后 , 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情景对话以练习句

型 , 内容涉及商贸 ! 船务 ! 文教 ! 习俗等 " 书中所有的词条 ! 例句和对话都用白

话字记音 , 附英文释义和汉字 " 此外 , 还有对近义词的随文辨析和语法特点的简

述 "

杜嘉德在 5 厦英大辞典 6 的 5 序言 6 里提到 , 罗舍的 5 翻译英华厦腔语汇 6

是 5 辞典 6 编纂时的参考之一; 而马约翰的 5 英华口才-集 6 对初学者帮助很大 ,

但出版得太晚 , 加上词条并没有超出 5 辞典 6 范围 , 杜嘉德在编写时便不参考 "

这两本传教士材料编写质量高 , 在当时都颇具影响力 , 与 5 辞典 6 反映的都是

19 世纪下半叶厦门方言的面貌 ,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对 5 辞典 6 记录产生疑问时 ,

便 以它们为参考 "

1.3.1.3 现代厦门方言材料的获取

现代厦门方言材料主要由笔者田野调查获得 " 将 5 厦英大辞典 6 制成词汇数

据库后 , 先通过笔者的语感内省 , 确定 5 辞典 6 收录的词条在新派厦门方言词汇

中的存留和流失状况; 再调查 55 岁和 75 岁两个年龄段的发音人 , 确定这些词条

在老派厦门方言词汇中的表现 " 其间也参考 5 厦门方言词典 6 等现代厦门方言词

典 " 在调查过程中 , 我们发现 , 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其母语词汇习得有较大影响 "

由于规模所限 , 本研究只选取 3 个年龄段的 3 位发音人 , 调查结果以这 3 位发音

人为准 "

现代漳州方言和泉州方言的材料主要依据陈正统 5 闽南话漳腔辞典 6 (20 07 )

和周长揖 ! 王建设 ! 陈荣翰 5 闽南方言大词典 6 (2007) "

1.3.2 研究意义

1.3.2.1 闽南方言研究存在不足

从上文可见 , 闽南方言的研究己取得骄人成果 " 从研究广度上说 , 无论是本

土闽南方言还是境外闽南方一言, 各区各片各点地域分布广;语音纵横两向比较研

¹ 赖永祥. ((0 31 英厦 # 荷厦等辞典 6 [̂] .教会史话 # 第一辑仁M 2 .曾刊于

年 9 约 4 11 " (网络版 httP , //w w ! laijohn eo耐B o o K I/03一ht:n ) "
5 台湾教会公报)) 1905 期 ,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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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丰富 , 历史层次的研究更是焦点;词汇方面 , 有许多词典问世 , 收词量大;

语法研究近年来引起重视 , 专著不断 " 而 20 年间 10 届闽语研究国际会议的举办

更促进闽南方言研究的发展 , 增进海内外闽语研究者相互交流 "

从研究深度说 , 由最初单点语音面貌的阐述 , 到与中古音系统 ! 上古音系统

进行历时比较 , 到与周边方言和共同语的共时比较 , 再到历史层次分析 , 比较研

究的面拓宽 ! 内容更丰富 ! 深度加深 "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闽南方言 ! 特别是厦门方言研究有不足之处 "

鸦片战争以后的 19 世纪下半叶 , 汉语处于纵横两向发展的交汇处: 从纵向

说 , 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 , 社会生活变化剧烈 , 汉语也在

此时经历着从古代到近代 ! 现代的蜕变 , 书面语和口头语 ! 汉字和拼音文字展开

激烈竞争; 从横向看 , 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密切 , 各地方言与周边方言 ! 通语和

外国语接触频繁 , 互相影响 " 此时的语言生活呈现纷繁复杂的情景 , 汉语及其方

言也经历了剧烈变化 " 就厦门方言而言, 自1842 年厦门开埠以来 , 方言在一百

多年间从融合到定型 ! 发展 , 其间有语言自身的演变 , 也有方言 ! 语一言间接触的

相互作用 , 这一过程是研究汉语方 言演变 ! 接触与融合的好素材 " 从已有的研究

成果看 , 利用近代厦门方言材料 ! 系统比较近代和现代厦门方言的少 " 补足这一

环 , 对汉语方言纵横两向 (亦即演变与接触) 的比较研究有重要作用 , 将有助于

我们理解方言结构系统的形成与演变 , 也有助于理解方言系统内部语音 ! 词汇 !

语法各部分的关系 "

1.3.2.2 研究的理论意义

方 言有 自己的体系性 , 方盲一的内部结构系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最能体现方

言的特征 " 挖掘方言内部语音 ! 词汇 ! 语法之间的关系 , 刁一能对方 言系统本质有

深刻理解 "

活的语音 , 体现在词汇上 " 传统韵书总有许多生僻字 , 即便按其音韵地位推

出读音 , 也不觉可靠 , 更何况这个 / 推 0 的过程受到发音人文化程度的影响 , 可

信度未必高 " 而词汇 (特别是口语词) 中的语音总是鲜活的 , 她随着语用 ! 语境

而变 , 最可靠 , 也最具研究价值 " 因此研究语音 , 若无方言词支持 , 可信度便会

降低 "

词汇发展与语音变迁有密切关系 " / 词汇扩散论 0 便认为 , 音变是一个起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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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完成的过程 , 音韵与词汇是互动的 , 音变是受制于词汇的 " 此外 , 二次变

调和合音现象也是语音在词汇里变化的表现 " 词汇中多个音节结合后 , 可能产生

新音的音节结构 " 如表 / 谁 0 意的喳业/s i明2/和表 / 相同 0 意的担旦/s i叨2/ , 合

音后填补了厦门方言声韵调组合系统里的空白, 这是语音变化对词汇系统影响的

表现; 厦门方言中表示 / 丢失 0 的短语 , 5 厦英大辞典 6 的记录是/p /右32耐 2好 . / ,

而现代厦门方言说为/ph明2 .好 ./ " 这个/ph明2 ./正是/p 0 a? 32m 22 /合音为/p 0 am Z . /

后 , 韵尾受/好 . /声母影响而成的 " /ph明2 ./音节固定后 , 还可与否定词 / 无 0 一

起组成短语 , 意思也是 / 丢失 0 " 这是语音对造词影响的表现 " 可见语音和词汇

在方言系统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作用 ! 密不可分的 "

词汇竞争也和语音有关 " 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 , 表 / 事情 0 意 , 5 辞典 6

中既收方言词 / 事志 0 ta i6一tsi s/,也收通语词 / 事情 0 su 6一tsi 习2/ " 而今后者己在方言

发展过程中被淘汰 , 其原因除了当时共同语对厦门方言影响不大 ! 很难造成冲击

外 , 也与其采用文读音 ! 较难进入方言口语有关 "

本文的研究 , 便是试图通过分析厦门方言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和接触过程 , 揭

示厦门方言内部语音和词汇的关系 , 分析社会文化因素 ! 语言接触因素和方言词

汇系统内部因素对词汇系统变化的影响 "

第四节 本文依据的理论 ! 方法及体例

.4.1 研究的理论依据

/ 词汇扩散论 0是语音演变的重要理论之一 " 该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动态(而

非静态) 的试题 , 不断在时间中演变; 音变是起始 ! 变换及演变完成的过程 , 音

变的竞争说明了残余和不规则形式存在的原因 " - "本文对厦门方 言一百多年来语

音的演变分析 , 便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假设前提下的 "

李如龙 (1962 ) 在考察厦门方言的连读变调与轻声时 , 强调方言研究语音 !

词汇 ! 语法三方面要相互结合 , 不可割裂 " 本文的考察试图说明语音演变与词汇

的关系 "

B ail ey (197 3) 的波浪说模式认为: / 语一言的变异会从某些语境中较易发生

¹ }一十儿 5 语音演变的双向扩散 6 (1993 ), 收入 5 语 言的探索 ) l一I儿语言学论文选择 6 , 石锋等译 ,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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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成分 (这种成分的份量较重 , 即 hea vi er- w ei gh ted ) 先发生变化 , 再扩散

到较不易改变的其他语境中的相同成分 (这种成分的份量较轻 hght er- w ei gh ted )

去 , 就像水的波纹向四周扩散一般 " 0 本文试图通过一百多年来厦门方言语音和

词汇的变化 , 辨析厦门方言中分量重和分量轻的成分 "

4.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 ! 历史比较和层次分析 ! 共时系统比较 ! 文献比较 !

基于数据库的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田野调查是基础 , 既可以判断己有材料可信度 , 也是获得鲜活语料的可靠来

源 "

历史比较是汉语方言研究的常用方法 " 汉语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 而每

个方言的共时系统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汉语发展某个阶段的某种特点 " 从这些特

点向上追溯 , 来确定方台特征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 , 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主

流 "

层次分析法是近年来常为研究者关注 , 对汉语方言特征 ! 特别是语音特征的

定性有重要作用 "

共时系统的比较方法常用来确定方言间的源流关系和亲疏度 "

本文涉及一百多年前的汉语方一言书面材料 , 文献比较方法便显得尤为重要 "

如何甄别文献材料 ! 使研究的语料更为可信 , 如何判断文献之间差异的性质 , 都

是笔者所要注意的 "

本文面对的语料丰富 , 定量统计为研究提供了可靠数据; 而如何合理解释定

量统计的数据结果 , 说明方言特征 , 是本文的难点之一 "

4.3 本文体例

5 厦英大辞典 6 采用罗马白话字注音 , 有独立的记音系统 " 为求读写方便 ,

也使文章更具科学性 , 本研究在利用 ACCESS 软件建词汇库时采用相应的SAMPA一C

符号 ¹, 行文时则转换为相应的国际音标 " 符号对应如下:

因 SA M FA L5peec u A ssessm entM et hodsphonetie A lphabet) 足 目前国际 l几通仃的可机读语 音键盘符 号系统 ,
在语料库的音段标注中广泛使用 , 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 , 可随着研究的发展增加新符 号或修门不适用的

符号 " 现在 , 在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因段标注中已制定出一套可行的 SA M 队一C 符号系统 , 并逐渐把这套

系统扩大应用到各地方言 " 我们在制定厦门方 言语音语料库时针对厦门方 言制定 r 一套S A M PA 一C 符号 ,

详情参见徐容渊 ! 李爱军等 (20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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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一1: 国际音标 ! 白话罗马字和 SA M PA 一C 符号对应表僵)

编编号号 IPAAA 白话罗马字字 Sam Pa一CCC

lllll PPP PPP PPP

22222 phhh Phhh P--hhh

33333 mmm Illll mmm

44444 bbb bbb bbb

55555 ttt ttt ttt

66666 thhh thhh t hhh

77777 nnn nnn nnn

88888 lll lll lll

99999 tSSS ts/ehhh tSSS

lllOOO tshhh ts扮ehhhh ts hhh

111lll SSS SSS SSS

lll222 kkk kkk kkk

lll333 k hhh lthhh k hhh

lll444 习习 fl ggg NNN

lll555 ggg ggg ggg

lll666 hhh hhh hhh

lll777 000 /// p \\\

lll888 lll lll iii

lll999 UUU UUU UUU

222000 aaa aaa aaa

222 lll iaaa iaaa laaa

222 222 U aaa O aaa U aaa

222333 OOO eee OOO

222 444 OOO 000 OOO

222555 iooo iooo iooo

222 666 eee CCC eee

222 777 U CCC O eee U eee

222 888 lUUU iuuu iuuu

222 999 u iii uiii uiii

333000 aiii aiii aiii

333 lll uaiii o aiii ll aiii

333 222 a UUU aUUU aUUU

333333 iauuu iauuu iauuu

333 444 那那 1llll m 二二

333555 immm immm i mmm

¹ sa m Pa 一" 符 号原本是针对现代厦门方言设计的 , 为不扰乱 Sam pa一" , " 编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 对十现代厦

7 2 方 言丢失的声母和韵母 , 我们在表格最后补充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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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666 a >1111 arooo a >1111

333 777 la >1111 la mmm la Innn

333 888 innn innn l nnn

333999 Unnn Unnn U nnn

444OOO annn allll a nnn

444 lll la nnn la > >> ia nnn

444 222 U annn O aflll U a nnn

444 333 习习 nggg N ===

444444 1习习 inggg i NNN

444 555 明明 an ggg a NNN

444 666 ia习习 ian ggg ia NNN

444777 为为 011999 O NNN

444 888 10习习 ionggg iO NNN

444 999 了了 iuuu i一一

555000 五五 annn a~~~

555 lll i豆豆 iannn ia~~~

555 222 U巨巨 oa nnn U a~~~

555 333 555 0 nnn O 一一

555444 己己 Cnnn C ~~~

555555 亩亩 iu nnn IU~~~

555666 说说 uinnn U尸州111

555 777 欲欲 ainnn a一iii

555 888 浦 iii u a innn u a一iii

555 999 豆uuu au nnn a ~ UUU

666 OOO i巨uuu iau nnn ia一uuu

666 lll lPPP lPPP i夕夕

666 222 aPPP aPPP aes PPP

666 333 la PPP la PPP ia esPPP

666444 ittt 1ttt i ttt

666 555 U ttt U ttt U ttt

666 666 a ttt a ttt a ttt

666 777 iattt iattt ia ttt

666 888 ll a ttt o attt ll a ttt

666999 ikkk ikkk i kkk

777000 akkk akkk a kkk

777 111 iakkk iakkk ia kkk

777222 Okkk 0kkk O kkk

777 333 iokkk io kkk io kkk

777444 i??? ihhh i???

777 555 u ??? uhhh u???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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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666 a??? ahhh a???

777777 ia??? iahhh ia???

777 888 u a??? oahhh u a???

777 999 O??? 0hhh O ???

888000 o??? ohhh o???

888 lll 10 ??? iohhh 10 ???

888222 e??? Chhh e???

888 333 u e??? oehhh u e???

888444 iu ??? iu hhh iu ???

888555 ui??? uihhh u i???

888666 uai??? oaihhh uai ???

888777 au??? auhhh aU ???

888 888 iau ??? iauhhh iaU???

888999 娜??? m hhh m = ???

999OOO 习??? n ghhh N = ???

999 lll 行行 inhhh i一???

999222 五??? anhhh a一???

999333 i三??? ianhhh ia一???

999444 5??? enhhh O 一???

999555 己??? enhhh e一???

999666 u 乙??? o enhhh ue~ ???

999777 浦 i??? uainhhh u a一i???

999888 云u ??? aunhhh a~ U???

999 999 诅u ??? iaunhhh ia~ U???

1110 000 lll aaa T lll

1110 111 222 aaa T 222

111 0 222 333 丘丘 T 333

1110333 555 直直 T444

1110444 666 aaa T 555

1110 555 777 ap /a灯ak/ ahhh T 666

1110 666 888 巨P/巨灯巨ki 应hhh T 777

1110777 000 音节前标一一 T 000

1110888 jjj jjj jjj

1110 999 O >1111 O >nnn O >1111

5 厦英大辞典 6 的词条均用罗马白话字表示 , 本文尽量将其转换为汉字本字 ,

可能给读者带来疑问的 , 加注音标; 训读字下注波浪线 ____; 同音字在右上角用二

表示; 无字可考的用口替代 , 并标明发音; 合音词在汉字下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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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厦英大辞典 6 全文采用英文释义 , 本文将其转换为汉语 , 必要时用脚注方

式标出原书释义 "

本文主要利用 5 厦英大辞典 6 等 19 世纪中后期的西洋传教士的厦门方言材

料 , 对比现代厦门方言, 考察厦门方言语音和词汇系统一百多年来的演变 " 主要

内容是:第一章绪论 , 论述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所采用的理论依据 ! 材料和方法;

第二章从音系 ! 字音 ! 词音三个方面考察百年来厦门方言语音变化的主要特点;

第三章从义类角度出发 , 考察厦门方言词这一百年来的存留和消亡情况; 第四章

分析厦门方言词存留与消亡的内因与外因; 第五章考察厦门方言成语 ! 谚语和惯

用语百年来的演变情况 , 并分析三者存留程度不一的原因; 第六章对厦门方言造

词法百年来的变化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 " 由于材料的限制 , 本文只考察百年来旧

词语的存留和消失 , 至于新词语的兴起和词义系统的改变 (如义项增减 ! 褒贬义

的变化) 是我们下一步继续深入考察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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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语音的演变发展¹

李如龙在 5 汉语方言学 6 (2007 ) 中指出 , / 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是多层级的

结构系统 0 , 并把汉语语音结构系统划分为音位系统 ! 音节系统 ! 连音变读系统

和语调结构系统四个层面 " 根据这个理念 , 我们梳理 5 厦英大辞典 6 体现的语音

面貌 , 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厦门方言语音系统的演变: 首先是音系 , 即音位系统 ,

这在 5 厦英大辞典 6 及其时代的方言材料里有详尽的描述; 其次是字音 , 即与汉

字相联系的音节系统; 第三是词音 , 即连音变读系统 , 因为厦门方言的连音变读

总与词汇相关 , 是体现语音和词汇相互影响的重要方面 " 至于语调结构系统 , 5 厦

英大辞典 6 等传教士材料并没有记载 , 因此无法考察 "

第一节 5 辞典 6 体现的音系及其演变

西洋传教士材料对厦门方言的语音面貌描写有一个共同点 , 即详细描述厦门

话的元音 ! 辅音和声调的语音特点 , 直接用字母拼注具体语音 , 但缺乏明确的音

位观念 , 未做音系分析 " 这和语言学总体发展水平有关 " 音位的概念是 19 世纪

末波兰语言学家库尔德内和他的学生克鲁舍夫斯基提出的; 20 世纪 30 年代 , 其

研究才得以在欧洲和美国迅速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才提出系统的 / 区别特征 0 "

作为 19 世纪下半叶的方言字典 , 自然不可能有音位和音系概念 "

我们从 ((厦英大辞典 6 (1873) 及其同时代的传教士材料 5 翻译英华厦腔语

汇 6 (18 53) ! 5 英华口才-集 6 (18 71 首版) 里归纳出厦门方言 19 世纪中叶的音系

后 , 同 5 一目了然初阶 6 (1892 年) ! ((j 又音定诀 6 (1894 年) ! 5 厦门音系 6 (1931

年) º以及现代厦门方言音系列表对比 , 考察厦门方言音系百年来的演变 "

¹ 本章在徐容渊 ! 李如龙 5 从三本教会材料看厦门方言语音系统一百多年来的演变 6 一文幕础 l!-修改补充

!{l]成 " 该文曾于 2007 年在 / 中国东南部方 言比较研究计划 0 第 十二次研讨会 上宣读 , 后发表在 5 汉语
方言学报 6 (2005) l几"

º 这三本厦门方言材料均为 19 世纪前后中国学者所著: 1892 年的木刻板 5 一目r 然初阶 6 , 厦门同安人
卢慈章著, 采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作为厦门方言的拼音符号, 下文简称 5 初阶 6 : 光绪一 卜年 (1894)

木刻板 5 八音定决 6 , 叶开温据旱期 5 汇音妙悟 6 ! 5 雅俗通 1五音 6 等闽南话韵书所定的音类 , 用汉 .多

记录厦门话的声类和韵类 , 下文简称 5 八音 6 : 1931 年出版的 5 厦门音系 6 , 罗常培著 , 运用实验语 音学

手段纪录厦门方 言声调 , 采用国际音标记音方法 , 科学分析厦门方言的语音系统 , 下文简称 5 音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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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系统及其演变

表 2一1: 声母系统比较表

55 语汇 66 PPP P -- bbb ttt t -- (n )lll ehhh Ch -- SSS jjj kkk k -- ggg hhh 000

55口水黝黝 PPP phhh (m )bbb ttt thhh (n )lll tSSS ehhhh SSS j肉肉 kkk khhh (ng)ggg hhh OOO

55 辞典 66 PPP phhh (m )bbb ttt thhh (n) lll ch (ts))) chhhh SSS j(l))) kkk khhh (ng)ggg hhh OOO

55 初阶 66 边边 波波 文文 地地 他他 柳柳 贞贞 出出 时时 入入 求求 去去 语语 喜喜 英英

55 八音 66 边边 颇颇 文文 地地 他他 柳柳 曾曾 出出 时时 入入 求求 气气 语语 喜喜 英英

55 音系 66 PPP P -- (m )bbb ttt t -- (n )lll ts(够))) / 件 -))) SSS 阅阅 kkk k -- (D)ggg hhh ???

今今音音 PPP P -- (m )bbb ttt t -- (n)lll tSSS ts -- SSS lll kkk k -- (习)ggg hhh 000

声母系统的变化只有一点: 柳 ! 入二母混同 "

从音理上 说 , /粼 ! /l/ 的演变是浊塞擦音随着 / 浊音清化 0 的潮流 , 弱化为

边音 , 这个语音演变在 5 音系 6 中已有详细的分析描述 "

但这个变化在基本材料中的表现并不一致: 5 语汇 6 和 5 口刁 -集 6 中 , 柳 !

入截然有别 "

5 辞典 6 的情况比较复杂:

柳 ! 入相混的例子 , 穷尽搜索后得然后 ! 湿润 ! 交头接耳 ! 苍耳 ! 立夏 ! 立

冬 ! 硫磺 ! 口领/j i而5 (ni 巨us) 一am 6/ (脖子上有伤疤) 八个词 , 柳母或入母字都

有j ! 1 (n) 两读 " 这种情况 , 若非记音时听辨不清 , 便是当时确实音读混乱 "

个别日母字在有些词里读为/l/ (或/可): 入意八ips一15/ (决定 , 下决心) ! 耳

目 ! 忠言逆耳 ! 木耳 ! 大耳丁公仙 (指大耳朵的人) ! 明火劫弱 (明目张胆地抢

劫) ! 宝二 (赌场里的二把手) ! 一口日/俪ts一ttti 巨,一lits/ "

大部分 日母字人 ! 如 ! 仁 ! 辱 ! 任 ! 柔 ! 忍 ! 热 ! 饶 ! 扰 ! 肉 ! 柔 ! 儒等等 ,

声母都只有/j/ 一读 "

而存 5 初阶 6 与 5 定诀 6 两书 , 则是柳 ! 入判然有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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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柳入二母在 5 语汇 6 ! 5 口才集 6 ! 5初阶 6 ! 5 定诀 6 编写时有别 , 5 辞典 6

编写时开始相混 , 时间上显然矛盾 " 我们认为 , 材料之所以不一致 , 有三种可能

的原因: 一是 / 入 0 并入 / 柳 0 在当时还只是初见端倪 , 表现不明显 , 字数不多 "

换言之 , 在这些传教士材料编写的 19 世纪后半叶 , 厦门方言的柳 ! 入二母基本

上还是不相混同的 " 二是泉州腔的影响 " 从今天的漳 ! 泉方言看来 , 漳腔柳 ! 入

有别 , 泉腔除了永春的老派口音 , 柳 ! 入不分 " 而在当时 , 厦门漳 ! 泉人口混杂 ,

口音也是 / 漳泉滥 0 , 柳 ! 入字/也八 /1/ 两读的情况很可能是泉州腔的影响 " 三

是各位编者处理具体发音时态度不同: 杜嘉德的一记录以辨音细致见长 , 在声母

cha s , 介音 w /侧 " 等音值处理上也可体会到这点; 罗含与马约翰则从宽不从严 ,

既然 j ! 1两读不别义 , 便不刻意加以区分; 5 初阶 6 与 5 定诀 6 是参照传统韵书

处理的 , 对 5 广韵 6 音系所分音类不肯轻易废除合并 " 这点在 5 音系 6 中表现得

更为明显 " 据 5 音系 6 的作者罗常培所说 , 他调查厦门方言时 , 发音人已将/面

(即/j/ ) 音全部读为/F , 并称/面 ! /l/ 之别为漳 ! 厦腔之别 " 不过作者认为自己记

录的是个人发音 , 在获得充分材料之前尚不肯轻易废去此母 " ¹
因此 , 从时间上说 , 厦门话柳 ! 入二母的混同大约开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 ,

而到 20 世纪初便己基本完成 " 从地域上说 , 柳入二母的混同实际体现了漳州腔

和泉州腔在厦门方言的竞争 " 厦门话百年来柳入混同的事实说明了泉腔 比漳腔较

为强势 "

而从语音演变规律看 , 5 辞典 6 里入母混入柳母的不规则表现 , 支持了 / 词

汇扩散论 0 " 王士元 ! 连金发 (19 93 ) º在谈到语音演变的理论基础时指出 , 词汇

扩散理论把音变看成是音变的起始 ! 变换及演变的完成 , 其重要证据来自变换的

阶段 " 厦门方言里入母混入柳母的过程正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 经历了日混入柳和

柳日相互混同并存的阶段 , 最后才-一并归入柳母 "

¹
º

罗常培 5 厦门音系 6 , P巧一16 " 5 罗常培文集 6 第一卷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 士元 ! 连金发.语音演变的双向扩一散IA ]. 1993 . 7 卜儿.语言的探索 )
锋等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

19 99 "

卜l习 " 语 言学论文选择[Cl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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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韵母系统及其演变

表 2一2 : 韵母系统比较表

55 语汇 66 aaa laaa Oaaa OOO 000 lOOO CCC OCCC iii Uiii UUU illll aiii oaiii

让让时菊菊 aaa iaaa Oaaa OOO OOO lOOO CCC 0CCC iii Uiii UUU lUUU aiii oaiii

55 辞典 66 aaa laaa Oaaa OOO OOO 1OOO eee 0eee iii Uiii UUU lUUU aiii oaiii

55 初阶 66 雅雅 野野 我我 苏苏 无无 着着 裔裔 最最 伊伊 威威 汗汗 周周 来来 快快

55 八音 66 佳佳 遮遮 花花 孤孤 多多 烧烧 西西 杯杯 诗诗 辉辉 须须 秋秋 开开 歪歪

55 音系 66 aaa iaaa Uaaa OOO 000 i000 CCC UCCC iii lliii UUU iUUU aiii llaiii

今今音音 aaa iaaa Uaaa OOO OOO iOOO CCC UCCC iii Ulll UUU iUUU aiii llaiii

55 语汇 66 aUUU laUUU aflll iallll o annn innn Unnn alllll iammm lITlll 明明 0UUU ioUUU 均均

征征对卿卿 allll iaUUU annn lCI.lll oannn illll Unnn an血血 lalnnn lmmm 明明 0DDD ioqqq 灼灼

55 辞典 66 aUUU laUUU annn iennn Oannn illll Unnn alnnn lammm lmmm aOOO 0DDD ioUUU CUUU

55 初阶 66 交交 昭昭 吐吐 仙仙 兀兀 真真 春春 甘甘 沾沾 心心 人人 公公 商商 莺莺

55 八音 66 敲敲 朝朝 丹丹 边边 川川 宾宾 春春 湛湛 添添 深深 江江 风风 香香 幻---

55 音系 66 aUUU lauuu annn iaflll llannn lnnn Unnn a >1111 lalllll immm a000 O:UUU ioUUU i荟UUU

今今音音 aLIII laUUU annn iallll Uannn illll Unnn alnnn ian比比 lmmm 明明 OUUU 10999 iDDD

55 语汇 66 五五 laaa O巨巨 555 lll i云云 滋滋 初初 i乏1111 mmm n ggg 0 >1111 己己 威威

幻幻对勃勃 aaa i压压 0巨巨 555 了了 i五五 毓毓 压llll i五1111 mmm nggg 0 >刀刀刀 威威

55 辞典 66 三三 i巨巨 O巨巨 555 了了 i云云 就就 压llll i如如 mmm nggg 011111 它它 成成

55 初阶 666 惊惊 看看 货货 见见 箱箱 歹歹 脑脑 猫猫 不不 问问 参参 婴婴 高高

55 八音 666 京京 山山 毛毛 青青 箱箱 千千 乐乐 超超 不不 庄庄庄庄庄

55 音系 66 五五 i压压 U巨巨 555 了了 i五五 就就 而而 i如如 种种 勺勺勺 己己 五滋滋

今今音音 巨巨 诅诅 云巨巨 555 了了 范范 滋滋 巨云云 花云云 mmm ggg Onggg 己己 11巨iii

一百多年来 , 厦门方言韵母系统最明显的变化只有一点: / 参 . ,韵的消失 " 这

是一个字数很少的韵 " 在传教士的辞典中 , / 参类药材 0义的 / 参 0均读为/so m .八

5 辞典 6 还有拟声词/tom Z/, 意为 / 石头掉进水里的声音 0 ; 5 初阶 6 中 / 参 0 也独为

一韵 " 到了 5 音系 6 , 韵母表中己无/o 而韵母 " 虽然书中 5 厦门音与十五音及广

韵比较表 6 里 / 参 0 (人参) 仍读/so m , /, 但作者加注 x , 表示该字见于 5 厦门音

新字典 6 或 5 十五音 6 , 但未经发音者承认 " 而现代厦门话 , / 参 0 /o 而 己混入 / 公 0 /叨/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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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 ¹
这一变化也是漳州腔与泉州腔竞争的表现 " 漳腔参韵读/o 而 , 至今仍然保留;

泉州话参韵读/"耐 " 厦门话没有照搬泉州音 , 也没有如 / 森 0 字那样在泉州音的基

础上就近改造成八ha , , 而是在漳州音的基础上就近并入/叨/ " 可见 , 厦门话不是

机械的漳泉音的混合 , 而是有创造性的音系整合 "

2.1.3 声调系统及其演变

表 2一3: 声调系统比较表

上上上平平 上上上 上去去 上入入 下平平 下上上 一卜去去 一卜入入

55 语汇 66 aaa 应应 直直 ahhh 应应应 aaa 急hhh

们们刁韵韵 aaa 巨巨 压压 ahhh 应应应 aaa 急hhh

55 辞典 66 aaa 压压 急急 ahhh 应应应 aaa 汕汕

55 初阶 66 _ 士乙乙 一j上上 三音音 四音音 五音音 六音 (同二音))) 七音音 八音音臼臼臼臼 )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55 八音 66 阴平平 阴上上 阴去去 阴入入 卜11平平 卜日上上 阳去去 卜11入入

55 音系 66 阴平平 上上 阴去去 阴入入 阳平平平平 阳入入

今今音音 阴平平 上声声 阴去去 阴入入 卜!1平平 归阴上或阳去去 卜!!去去 卜日入入

从上表看 , 厦门方言的声调系统一百多年来没有发生音类上的变化 "

与今音比较 , 泉州音分阴阳上 , 单字音不分阴阳去; 漳州音分阴阳去 , 不分

阴阳上 , 都只有 7 个调 " 现代厦门话声调系统的格局是近于漳州音的 "

总的来说 , 一百多年来 , 厦门方言的语音系统没有大变化 , 只是个别声母和

韵母合并到别的音类去了: 入母混入柳母; 参韵混入公韵 , 这些废弃的音类都是

管字很少的小音类 , 对整个语音系统来说影响不大 " 这与苏州方言 ! 福州方言的

情况类似 " 据丁邦新 (2003 ), 苏州方言在过去的 100 年里只有三类韵母发生韵

类上的变化 , 四类韵母产生音值上的差异 " 而李如龙等 (1979) 研究认为 , 福州

话的音类 30 0 年间的明显变化只是两个韵母发生合并 , 声母 ! 声调一如既往 " 陈

泽平 (2002) 利用 哎福州方言拼音字典 6 等 19 世纪传教士的福州方言材料 , 描

写当时福州话声韵调系统和语流音变的情况 " 从作者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到 , 当时

和现在的福州方一言 , 音值上有些差异 , 但音类上的差异 (如 n一和 l一声母 ! 塞擦音

¹ 罗常培.厦门音系队 2 . 罗常培文集 1 C]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99 . 1 P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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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擦音两组声母的混同)可能是受编写者正音观念和母语的影响 " 作者认为 , / 近

一百多年来 , 方言的语音系统仍然按照 自身的内部规律缓慢地发展演变 , 看不出

收到了共同语的任何影响 " 0 ¹
相比之下 , 上海方言和闽东宁德市碗窑村闽南方言岛方言的变化就大得多 "

据钱乃荣 (2003 ), 上海方言语音在过去 160 年间变化急剧: 从音系看 , 声母从

30 个缩减为 28 个 , 韵母从 63 个合并为 32 个 , 声调则由8 个合为 5 个; 从字音

看 , 文白异读大为压缩 , 多数是保留白读音 , 放弃文读音 " 而李如龙等 (1982)

调查了碗窑村的闽南方言岛三个年龄层的发音人 (分别为 75 ! 44 ! 19 岁) 后发

现 , 当地闽南话声母和声调并无区别 , 但韵母中新派把老派的 29 个韵母合并为

11个韵 "

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里 , 不同方言演变的程度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其原因是多样的 , 如人口变迁 ! 文化传承 ! 方言区方言意识强弱 ! 方言与共同语

及周边方言的关系等等 " 同样是语音演变速度慢的方言, 原因也不尽相同: 福州

和苏州历史悠久 , 方言形成 ! 稳定的时间长; 而厦门是新兴港口城市 , 方言兼具

漳 ! 泉特色 , 在闽南地区可懂度高 , 与台湾闽南方一言十分接近 , 因而语音较为稳

定 " 而语音演变速度快的上海和碗窑村 , 也各有原因: 上海方言变化快 , 因为这

160 年间上海的人口来源多 ! 数量急速膨胀 ! 社会生活变化速度快; 碗窑村则是

因为闽南方言使用人口少 , 身处闽东方言包围之中 , 多限于家庭内部使用 , 因此

萎缩得快 "

第二节 字音系统的调整

2.2.1 文白读之间的互换

厦门方言文白异读丰富 " 对比传教士材料和现代厦门方言, 厦门话的文白异

读变动主要表现为文读范围扩大 , 白读势力缩小 " 搜索传教士材料中今天 己发生

变化的文白异读词条 , 有 74 个字 (涉及 109 条词) 由白读音转化成文读音 , 43

个字 (涉及 56 条词) 由文读音转化为白读音 , 文读音势力略占上风 , 这与现代

汉语共同语影响不断增强有关 " 兹各举 15 条口语词说明:

¹ 陈洋平. 卜九世纪的福州音系[J 2 .中国语文.2002.5. (P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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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一: 文白读的转化

白白读音转化成文读/ , , 文读音转化成自读音音
条条目目 5 辞典 6 音音 现代音音 } 条目目 5 辞典 6 音音 现代音音

破破案案 phoas 一an sss Phosan sss 人命命 jinZ 一be习666 l明Zm i护护

破破费费 Pboas一huisss phoshuisss 祖庙庙 tso3一biau 666 tso3bio666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限限制制 an6ehesss han6tsesss ((( 15一goe666 isgua666}}}}}}}}} 意夕卜卜卜卜

有有限限 iu3an666 }}}, 前后后 ehienZ一ho666 tsi习Zau666----u, han6 ,,,,,}}}}}}}}}}}}}}}

目目前前 baks一ehe习222 bokstsienZZZ }}} ki Z一ehi333 kiZli333}}}}}}}}} 棋子子子子

万万物物 ban6mihsss banobuts }}}, 生成天/// se,毛一seDZZZ sTI510222
秘秘密密 Pis一atsss pisbits , , ,长久久 tiooZ一kiu333 t勺Zku333
文文书书 bunZ一tsulll 一一 真穷 ! " , ,, ehinl一kio习222 tsinlkiuZZZbbbbbbbunZsu , ,,,,,

}}}}}}}}}}}}}}}

迎迎接接 i五2一ehih777 ginZtsiaP 777 }}} sul一ho666 su lhau 666}}}}}}}}} 伺候候候候

起起初初 khi3一ehhoelll kh- .招h一 , , ,一l二厂厂 koUI一ehhi云333 kaDltshi让333
西西方方 sail一hDIII selh " , lll 因门门 sins一bunZZZ SinsbuZZZ

{{{{{{{{{{{{{{{

儿儿科科 j12一kh e .. }}}一一 buZ一 DZ一ts巨1333 boZm i巨Zts巨1333
,,,, - .kho . , ,, 无名乎旨旨旨旨

记记性性 kis一扩扩 ki5Sios , , ,面包包 bin6一paulll m护pau ..
平平常常 P论2一51云222 piDZsiouZZZ 小一竹日刁! " , , ;;; siau 3一ehiet7一bok吕吕 sio3tsiet7boksss

损损失失 s习3一sit777 sun3sit777 算法法 soan s一hoat 777 s勺shoat777

2.2.2 别义异读的变化

5 辞典 6 里异读的情况 , 与今有别的并不多 , 大都是老派或厦门周边地区口

语保存得完整 , 新派和市区口音只剩一读 "

如 - #施 . , , 5 广韵 6 有阴平的 / 式支切 , 施设 , 亦姓 0 , 又有阴去的 / 施智切 , 5 易 6

曰 , 云行 雨施 0 " 传教士材料里除 了作 / 姓 0解 的/si .八 作 / 撒 0 解的/si ./和设施

/siet7si .八 还有舍施/sia3si. /, 施主/sistsu3/, 布施/p " , 51, /等 / 施舍 . ,义的词 " 调查老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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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音人 , 施主和布施都己发为阴平 , 但有俗语 / 父母无舍施 , 送国去搬戏 0 (父

母对儿女不施恩德 , 把他们送去唱戏), 正是传教士材料里一记录的 / 舍施 0 Sia3sis / "

又如 / 背 0 , 5 广韵 6 有阳去 / 蒲昧切 , 背弃 , 又姓也 0 , 又有阴去 / 补妹切 , 背

脊义 0 " 传教士辞典里有背谬/P oe 6bin 6/, 又有手背/ts hiu3poe s/, 与 5 广韵 6 一致 "

如今厦门话只保留阳去 , 而漳州还有阴阳去两读 "

又如 / 尸 0 , 5 广韵 6 有 / 式之切 , 5礼记 6 曰, 在床曰尸 , 在棺曰枢 0 , 又有 / 失

利切 , 似效貌 0 " 传教士材料中有/51 .八/tshis/两读 , 前者如身尸 (尸体) /sin -一51 -/,

后者如见尸 (无意间看见尸体 ! 棺材或葬礼) /厅 一ts / is/ " 式之切音义皆合 , 但失

利切音合义有别 " 如今/ts 0 is/ 音随着 / 见尸 0 等词常用度的降低 , 只见于老派口语 "

更为可贵的是 , 有些异读不见于 5 广韵 6 , 是方言创新 , 但传教士也记录下

来了 " 如 / 钝 0 字 , 5 广韵 6 只有 / 徒困切 , 不利也 , 顽也 0 " 而传教士材料中还有

/tlln ./, 表示 / 刀钝 0 " 这在老派发音人的口语中还保留着 , 新派仅存/扭n6/音 "

由上可见 , 厦门方言的异读系统逐渐简化 "而传教士材料既参考了传统韵书 ,

也很重视口语语言事实 , 保留了重要的口语语料 , 十分可贵 "

2.2.3 送气与不送气

众所周知 , 西方语言的塞音 ! 塞擦音只有清浊之分 , 而无送气不送气之别 "

厦门方言和各种汉语方言一样 , 送气和不送气是有音位对立的 " 这对大部分西洋

传教士来说 , 是个学习难点 " 传教士们在编写辞典和方言拼音读物时特别关注此

类发音 " 在 5 辞典 6 里 , 我们发现一些塞擦声母字的情况与今音有异 , 相信这些

字音的不同体现了百年来厦门方言几类字在声母方面的变化 " 这些变化可大致分

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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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一5 : 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转化

不不送气气 汉字字 5 辞典 6 音音 今音音 备注注 词义义

变变为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气气气 糊成成 koZ一ehianZZZ khoZ一ehi五222 泉州音不送气气 尽力促成成

钟钟钟馗馗 ehi叨卫一kuiZZZ ts ioDI一khuiZZZZZZZ

超超超群群 ehhiau l一ku nZZZ tshiau l一khunZZZ 漳泉音不送气气气

拍拍拍加呛呛 Pah7一kal一chhiuDSSS pha?7一khal一tshi云55555 打喷嚏嚏

草草草荐荐 ehhau 3一eheusss tshau 3一tshi习55555 草垫垫

扫扫扫帚帚 sau s一ehiu333 san s一tshiu333 漳泉音送气气气

耳耳耳坠坠 hi6一tu i666 hi6一thui666 漳州音不送气气气

莆莆莆田田 poZ一ehhan ZZZ PhoZ一tshan ZZZ 莆田本地音送气气 地名名

送送气变变 刑具具 heDZ一khu666 hiDZ一ku 6666666

为为不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气气气 ) . -交交 khoD3一kau lll k叨3一kau lll 非 口语 , 可能能能

原原原原原原音标有误误误

禁禁禁忌忌 kim s一khisss kim s一kisss 漳州音文读不不不送送送送送送气 , 白读送送送

气气气气气气 (声调阳去)))))

咖咖咖啡啡 kol一philll kol一pilll 泉州音不送气气气

封封封标标 hoDI一phiaulll h " 习I一piau lll 漳州音文读不不 商品上封口口
送送送送送送气 , 白读送气气 的商标标

菠菠菠萝蜜蜜 pho l一102一bitsss Pol一102一itsss 漳泉音不送气气气

锻锻锻炼炼 thoan s一lien666 toan s一lien6666666

当当当 现现 阴深深 im l一thim l/tim lll im l一thim lll 漳泉音送气气 阴毒 , 城府深深

时时时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两两两 偏偏 填补补 tienZ/thienZ一po333 thienZ一po3333333

可可可 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向

送送送送 蓬松松 po习6/P hoo6一50 " .. phou6一s "习lllllll身身身身躯躯 sin l一kul瓜hulll sinl一khu lll 漳州泉送气气 身体体

现现现现 五加啤啤 " e # , 一ka , 一phiZ/P 1222 习" 2一ka刃一piZZZZZ 一种酒酒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偏偏偏 --- 等级级 te习3一kip7/kllip777 tiD3一kiv777 漳州州}音不送气气气
向向向 ---------------------------------------------------------------------------------------------

不不不 ... 首级级 siu3一kip7/khip777 siu3一kip777 漳州州}音不送气气气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气气气气 器具具 k / 15一ku6/khu666 khis一ku6666666

琉琉琉琉球球 liuZ一kiuZ/khiuZZZ liuZ一kiuZZZ 地名名名

挂挂挂挂挂 koas/khoasss koasss 挂念等词均如此此 漳州音不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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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 , 这类送气 ! 不送气声母的变化趋势 , 主要还是近百年来受到共同

语影响的结果 " 例如不送气变为送气音的 / 馗 ! 群 ! 莆 ! 蓬 ! 填 ! 球 0 送气音变

为不送气的 / 忌 ! 标 ! 锻 ! 菠 ! 级 ! 具 . , , 都是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变异 "

2.2.4 清音声母浊化

揭: 举起 , 辞典中为 / kiahs 0 , 如揭旗 ! 揭拐图 , 现在读为/gia?8/ " 漳州音也

为/gia?8/ "

口:手举重物或肩承重物 , 辞典中为 / ki 犷 0 , 现在读为/gi 犷/ " 漳州音也为/gi 犷/ "

夹:从两旁向中挤压 , 辞典中为 / ki ap 7 0 , 现在读为/gi aP 7/ " 漳州音仍为/ki ap 7/ "

摆: 量词 , 相当于次 ! 趟 " 辞典中为 / Pa i, 0 , 现在多说/m 敏3/ " 漳州音两可 "

迹: / ch iah 7 0 , 无影一 , 无影无一 " 现在仍说/ts ia? 7/ "

- ,jiah7 0 , 骸一 , 现在说成/lia?7/ " 漳州音均为小a?7/ "

口: 包圆了 " 辞典中 / baLlhs 0 ! / pauh s 0均可 , 现在读为七au ?8/ " 漳州音也为

七au ?8/ "

口蕉: 香蕉 " 辞典中 / keD .一ehio - 0 == / ge勺2一ehio 0 . , 现在为后者 " 漳州音两可 "

上述浊化的清音声母字在现代漳州话里都还读为浊音声母 , 而在现代泉州话

则多数读为清音声母 " 可见 , 厦门话的轻音浊化的读音是漳州腔的表现 " 据李如

龙研究 , 这个现象可能是百越语底层的保留 " (李如龙 , 2007)

2.2.5 阴声韵字的鼻化

厦门方言的鼻化韵大多是阳声韵的白读 , 如 / 三 0读为/S五./, / 羊 . ,读为八护/ " 另

有一部分是明 ! 泥 ! 疑母字受共同语影响而鼻化 , 如 / 冒 0 读为/而 6/, - "泥 . ,读为/澎/,

/ 吴 0 读为勺52/ " 除此以外 , 一些阴声韵字鼻化 , 成为特殊对应的字音 , 如 / 酵 0 读

为/k 护/, / 他 0读为/tn 韶/等 " 这类特殊对应值得我们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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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一6: 阴声韵字的鼻化

例字 5 辞典 6 今厦门音 } 今泉州音 今漳州音

一耐tshil一一一厅澎护
寡守一! 一 ! 优

柔~ 断

ko 五3
koa 3一人

khoa3守一

ehh己118

ji如2

tsh了I

t巨3

k扩

i6

tshe?8

liau Z

jiau 3

(无此词 , 但

/ 授 . ,不鼻化)

thiu 3

tsl,了l

t巨3

k压5

i6

tsbe?8

liauZ

jiau 3

(无此词 , 但

" "授 0 不鼻化)

thiu 3

白读表不定量

时读/k o犷八 文

读则为/k " 护/ "

ts b了1

t五3

k扩

i6

tsh a? 7

liau Z

jiau 3

(无此词 , 但

/ 授 . ,不鼻化)

thin 3

今与同

化鼻

乙U一-通一一叫a
S一1tsP一汀ee一护护

jiaus一siune一一阿chi0

凄一惨

打一扫

酵一母

异差-

口破一 破锣嗓子

口发皱, 皱纹

扰

此一护

一1q一一弓

一气IL一q .k一娜I
O一a一a一,S

绷} 豉豆-
靴卜霭万
始卜一- 一
飒} 口爪-
雅厂舀藏赢
-晌卜一
剿七 } J 一势嫩姜

护 /516

55/ " 5

, ,一5一
U一U一弓qa一qa一l刃n一n一1U一U一3qa一~a一八Un一n一1n i如 3/n iau 3

n i如 5/n iau s

t叮3/t 513

这类变读的情况比较复杂 , 有的可能是当时记音的外国传教士因为不熟悉鼻

化音听辨不清 , 如 / 授 0 本来就没理由读为鼻化韵; 有的可能是多字的音节挤压

取代 了少字的音节 , 如 / 舌氏! 他 ! 寡 0 都是缺乏同音字的音节 " 有的可能本来就

是来 自鼻音的字 , 如 / 打 0 原本是读为阳声的 / 都冷切 ., , / 子姜 0 本来就是 /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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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0 , / 戈 0 就是 / 未成熟 0 之意; 还有的可能是受临近音节的同化 , 如 / 凄惨 0

的 / 凄 0 受 / 惨 0 的同化有阴声韵变为鼻.化韵 " 这些字音的变读都是多音词里的

个别字音的临时变读 "

第三节 词音的变化

多音词大量增加之后 , 音节之间发生了种种连读音变 , 这是用语音胶合的办

法来适应多个语素相结合产生的新词义 " 在多音词的连读音变方面 , 教会罗马字

语料和现代厦门话之间也有明显的调整变化 " 下面 , 我们从连读变调 ! 轻声和合

音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

2.3.1 连读变调

连读变调是厦门方言语音的一大特点 , 也是国内外学者在描述厦门方言时不

可回避的问题 , 在各本西洋传教士材料里都有专门描述或讨论这个现象的部分 "

2.3.1.1 连读变调发生的条件

罗含认为 , 连读变调是厦门方一言的普遍规律 , 在复合词 ! 非单音节词和句子

里 , 除了末音节 , 其余音节无论本调如何都会发生变调 " ¹ 马约翰也说 , 所有声

调在连读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变化 " º事实上厦门话的变调的制约条件是多方面的 ,

有: 成不成词 ! 何种结构的词 ! 词组的结构方式 , 以及在句中的语法地位等 (详

J清参阅李如龙, 1963 ) , 罗 ! 马的说法太粗疏 "

杜嘉德指出 , / 单字 ! 词组末音节 ! 轻声音节的前音节等重音所在音节读本

调 , 其余音节发生变调 0 " 这条基本规则是符合事实的 " 不过他试图从轻重音角

度来解释三字词和四字词的连读变调类型与规则 , 略显混乱而牵强 " »
周辨明 (1930) ¹在描述连读变调时说 , 连读变调规则复杂 " 在连续的言语

中 , 声调是经常发生改变的 " 每个连读变调组都有一个 / 声调重音 0 , 也就是保

持本调的音节 " 寻找变调规则最基本的就是要观察声调重音的所在 " 这个描述基

¹ E.n o TY .Intro duction # Innuen ee of e om bination on 山e 肠nes[A ].A nglo一C hinese M anua一w ith R om anized

e ol一oquia一in the腼 oy o ialeet[z].厦门: 鹭门梓行 , 1553.
º
»

John M aegow an .prefa ee # The 肠nes 7 A ].A M anualofthe 腼 oy Colloquial(Z ]. 厦门: )夏门萃经堂 ,
C arstairs D oug las

C h inese一E ng lish D i
.In tr o ductio n # To nes in C o m bination , A eeen t, G rou Ps o f Th ree , G ro uP s of
etion ary of the Ve rn aeu lar of SP oke n L an gu ag e of A m o y w ith the P ri neiPle Va riati

1892 .

Fou迁A : .

ehang一ehew and C hin一ehew n ia一eets[z].伦敦: 玩 ber& Co., 1873: 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o ns of the

!9 90 -

¼ 周辨明. 5 周辨明先生所记之厦门音 6 (英文)[ A] , 发表于 5 Le M aitre Phon et iq ue 6 [J1 , 万国语言学会出

版 , 1930 " 转引自罗常培.厦门音系 # 附录[A1 , 罗常培文集[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99.(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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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 但如何确定 / 连读变调组 0 , 如何 / 观察声调重音的所

在 0 , 语焉不详 "

罗常培 (193 1) 指出 , 联词的第一个字声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 厦门话的二

字联词 , / 除去下字变成轻声以外 , 无论成词与否 , 都以先轻后重为原则 " 0 ¹这
个说法过于绝对 " 实际上 , 成词的二字联词的变调条件诚如罗常培所言 , 但不成

词的情况就比较复杂 , 与两字之间的语法关系有关: 动宾结构 ! / 状语 + 中心词

结构 0 和 / 定语+ 中心词 0 结构的词前字一定变调 , 主谓结构的前字就不变调 ,

如风透 (风大) ! 花开等等 "

2.3.1.2 连读变调后调值的变化

表 2一7 : 各声调连读变调后的调值

555 语汇 66 5 辞典 66 5 口才集 66

阴阴平平 变为低于阴平 ! 高于阳去的中平调调 变为低于阴平 ! 高于阳去的中平调调 变如阴去去

上上声声 变如阴平平 高升调调 变如阴平平

阴阴去去 变如上声声 变如上声声 变如上声声

阴阴入入 变如阳入入 变如卜}1入入 变如阳入入

阳阳平平 同阴平平 一些地区变如阴平 ,, 变如阴去 (同阴平)))
一一一一些地区 (特别是同安)变如阳去去去

阳阳去去 接近阴去去 低降调调 变如阴去去

阳阳入入 有时变如阴入入 变如阴入入 变如阴入入

从音值角度看 , 上表里存在争议较多的有阴平 ! 上声和阳平 " 19 30 年 , 罗

常培在调查厦门方言时 , 从每个声调选择两组字 , 分别作为前后字进行搭配 , 请

发音人读入录音机两次 , 用五线谱一记音 (罗常培 , 193 1) " 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

(特别是对阴平 ! 上声和阳平和阳平的变调调值描述) 和 ((辞典 6 相当接近 " 据

罗常培 (193 1) , 周辨明(1930)º对厦门方 言的声调有详细的实验报告 , 可惜一直

未能找到 "

¹ 罗常培.罗常培文集[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l999( P l60)

º 周辨心J.仆e phonct ic stru ctu re and tone behaviour in H agu[M ].H alnbu电,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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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调以后归纳出的调类看 , 5 语汇 6 的论述与后来的研究结论以及现代厦

门方一言连读变调规则相同 " 周辨明 (1930) ! 李如龙 (1963 ) 和周长揖 (1998)

等都采用了这种归纳方法 " 罗常培 (193 1) 认为周辨明对变调调值进行音类归纳

是为了分类方便 , 不够精密 " 实际并非如此 " 李如龙 (1963) 从感知角度出发 ,

认为把变调调值归纳为本调音类 , 与母语者的语感是相符的 , 例如从一般厦门人

的音感看 , / 花花 0 中的前一个 / 花 0 与单独的 / 会 0 没有明显差别¹"
从 5 辞典 6 记录看来 , 两字组的变调规则与今天基本一致 , 而三字组 ! 四字

组的规则较为复杂 , 在动补结构 ! 主谓结构和动宾结构 (特别是代词充当宾语的

结构) 中有所变化 "

2.3.1.3 二次变调

二次变调是指某音节按照变调规律发生过两次变调 , 如螺丝的 / 螺 0 :

l" / ~ l" / ~ 1" 0 " 阳平字在各调之前变为阳去 , 阳去字待各调之前变为阴去 , 两次

变调之后 , 螺读为阴去 " 有关此类现象的研究所见不多 , 手头材料仅有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98) 提到过 " 但仔细搜索 5 辞典 6 , 我们发现一条有趣的例证: / 香

蕉 0在辞典有三种拼音方式:

¹ ke习.一ehio . :plan tains, = ge习2一chiol.

º ge勺2一chio . :the plant ain , the ban an a.

» geD6一chio - :betterge习2一ehio - , the plantain

这三种拼音方式词似乎可以做如下解释: ¹ 是本音 , 清声母浊化后声调也随

之由阴调类变为阳调类 , 即变为 º ; » 是º 一次变调以后的形式 , 但在实际口语

中 , 也可以再变一次调 , 读为ge扩 , 这样 , g叨6就被误为是本调 , 有了词条 » "
但这个二次变调的发生并不稳定 , 因此作者加注: ge勺6一chio . , betterge习2一ehio . .

类似的例子还有: 表图 (手表) ¹ pio几a, , a w ateh. º pio . = pio , , a w at eh "

螺丝钉 ¹ 102一51 .一te勺. , a screw一nail. º 106一51 .一te习- , serew 一nails;better 102一51-一teD -此 二

例现在仅有二次变调的形式 " 可见二次变调现象在当时已经发生 , 但还随意 ! 不

稳定 "

另外 , 有些原来只有一次变调的词语现在也发生了二次变调 , 如

泉州 (tsoan Z一tsoan6一tsoan , ) 混乱 (hun6一hun 气hun , )

落后日/落后年/落昨H lohs一loh7一105 骑马 (khiaZ一k , , ia6一k , , ias)

¹ 李如龙. 5 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 6 , 厦门人学学报 (社哲版), ! 962 .3. (Psl)



一一一一竺业蟹立些选垫 !些些鲤

匣图(kh oe?7一khoe?3一kh oe? , ) 投图 (筛子) (tauZ 一tau 6一tau s)

架图(kes一ke3一ke , ) 馒头 (binZ一bin6 一bins)

十数年/十数个 (505一503一s " , ) ¹ 潮州 (tioZ一tio6一tios)

为止 (uiZ一ui6一uis) 蒙古 (bo习2一b叨6一boos)

一咏图 (一点儿) (tshui气tshui毛tshui .)

口小" 习2/金 (存放死人骨头的罐子) (hoDZ一ho习6一ho习5)

贫附贫惮骨 (懒惰 ! 懒骨头) pin Z一Pi n6一Pi n ,

辞生 (与死人的告别仪式 , 也用来责骂贪吃 ! 饭量大的人 ) (s 12一51 6一s护)

口爪am Z/眠 (说梦话) (ham Z一ham 6一ham s)

无存 (没打算 ) /无存 卜好/无存办 卜去 (ts hun Z一ts ! n6一ts hun s)

规仔 (海瓜子 ) /舰仔鲜/蛆仔畦目 (单眼皮 ) (kan s一kan 3一kan - )

可见 , 厦门话的二次变调是在一百年前发生 ,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的 "

这一现象在漳泉音至今还没有人报道过 , 很可能是厦门话的独创 "这又一次说明 ,

厦门话并非简单的拼合漳泉腔 " 经过数百年的积聚 , 作为一个出入口的港口城市

方一言 , 在成熟的过程中必定有它的整合和创新 "

2.3.2 轻声

厦门方言的轻声音节只能出现在重读的 (即不变调的) 本音音节之后 "

对轻声的实际调值 , 杜嘉德 (1873) 和罗常培 (1931) 都描述为短而弱 , 介

乎阴去和阴入之间 " º而罗营 (1853) 把轻声音节都记为阴入调 , 马约翰 (1871)

则一记为阴入或阴去 " 可见对于轻声的实际调值 , 各家描写得较为一致 , 只是处理

的结果不同 "

李如龙 (1962 ) 对厦门方一言的轻声现象做了详细分析 , 除了调值的描写 , 还

指出轻声存在于语音 ! 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 , 这实际触及了厦门方言里语音 ! 词

汇和语法三个子系统的关系问题 " 下面我们着重讨论与词汇和语法相关的轻声现

象 "

¹ 该词一次变调形式已相当固定 , 以致母语者都以为本字是 / 所 0
º C arstairs D ouglas.Intro duetion # 肠nes In e om bination[A ]. o inese一E nglish o ictiona即of the ve rn ae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 m oy w ith the P行nciple va riations of the e hang一ehew and ehin一ehew o ialeets [z ] 伦
敦

社
: 税 ber & C o., 187 3; 台北: 南天书局有限公:刁, 1990; 罗常培.罗常培文集 1 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

, 19 99 (P 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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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和词汇相关的轻声现象

轻声在厦门方言有时有别义的作用 " 在 5 辞典 6 和 5 音系 6 里就有几个共同

的例子:

官侬 /ko巨- l明22m as ter of a介m ale s一av e.蜂妾对于 / 老爷 0 的称呼 "

爪 " 压. l明o/m an uar ins in general. 人民对于差役的称呼 "

后 日 /au 6 lits/a fu tur e day. 后来 "

/au6 lito / the d叮 after to一m orr ow . 后天 "

分食 /pun . tsi比8/to beg;a beggar . 乞丐 "

/P un . tsi比 " /to m ake arr 明em ents fo r. 分配食物 "

做侬 /tsoes l叨2/behaviour. 行为 "

/tsoes一明 " / to betr oth on e. sdau ght er( or垃eee, & e.)to am an .女子许嫁于人 "

除了 / 官侬 0 所表示的两种称呼和 / 分食 0 的 / 乞丐 0 义只保存于老派口中 ,

其余用法至今延续不变 "

不过 , 5 辞典 6 中个别别义的轻声词现在的老厦门人派都不读轻声了 " 如 / 后

年 0 与 / 后日 0 类似 , 不轻声意为 / 后来的年头 0 , 轻声表示 / 后年 0 " 这一词条 ,

即便是老派闽南人 , 也只剩下不轻声的说法 , 意为 / 后年 0 " 又如 / 逐个 0 , 不轻

声表示 / 每个 , , , 强调分别地 ! 单独地 (eaeh one , severally an d disjunctively ),

读轻声表示 / 每一个 0 (ev ery on e) " 而现在两个意义都用非轻声形式表示 "

从 5 辞典 6 收录的词条看来 , 厦门方言词汇层面的轻声现象比较稳定 , 变化

不大 "

2.3 , 2.2 和语法相关的轻声现象

用相同的语素构成的双音词 , 若语法关系不同 , 意义也会改变 " 厦门方言的

轻声也能体现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 "

在厦门方言中 , 人称代词做宾语时往往要读为轻声 " 因此 , / 恶侬 0 若读为

/" r l明2/, 便是 / 形容词+ 中心语 0 的定中结构的复合词 , 意为凶狠专横的 ! 使

用暴力的人; 若读为/" k7la了八便是 / 动词+ 宾语 0 的动宾结构的词组 , 意为对

人耍狠使横 "

5 辞典 6 中 , / 了 0 的轻声形式具有一定的语法功能 , 能改变动补结构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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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0 的语法意义 " 轻声表示动作的完成 , 如食了/ch ia尹一han 3/¹ 意为吃过之后

(aft e:hav in g eat en ) , 这里的 / 了 0 是完成体的标记; 不读轻声则表示动作的结

果 / 完了 ! 光了 0 , 如食了/chia? 8一liau , /表示全吃光 (to eat 即 the w hole) , / 了 0

是动词的补语 , 补充说明动作的状态 " 前者举例如 / ch i曰狱hau , 一san , :alw ay s le an ,

w hat ever he eat s 0 (不管吃什么都胖不了); / ehia? 8一liau 3th it7一th oZ:doing nothing but

eat an d amu se him self 0 (吃了就玩儿); / ehia? 8一lian , , boZ 51巨3一su6 :doin g nothm g but

eat an d ~ se hi m sel f. (吃饱了没事儿做) 0 " 如果当时确有这样的区别 , 不能不

使人叹服杜嘉德的语音分析过细入微 , 而现在 , 两种语法功能都由不轻声的 / 了 0

来承担 了 " 若要轻声 , 则要用 / 咧 0 , 音为/leo /或/eo /, 如 / 食咧则去 " /ts ia? 0 leo (eo )

ts曰7 砂15 " /

从 5 辞典 6 中的例句可以看到 , 与语法现象相关的轻声情况较为复杂 " 总的

说来 , 其演变体现了实词虚化的语法化过程 , 如在表趋向和表结果的动补结构中 ,

补语都己经读为轻声;人称代词作宾语 , 也要读为轻声 " 现今的厦门话也是如此 "

但也有个别的 / 反弹 0 现象 , 如上文提到的体标记 / 了 0 , 旧时语音弱化 , 现在

反而不再弱化 "

总的说来 , 厦门话的轻声在一百年前就稳定下来了 , 之后变化不大 "

2. 3.3 合音

厦门方一言的合音大致有三类 " 第一类是语流中的合音 , 即有些多音词在句子

中快说时合音 , 慢说时不合音 , 分合随语用 ! 语调而异 , 合音形式并不稳定 " 如

数量词 / 一个 0 , 在 5 辞典 6 只出现于俗语 sek7一sek7一l明2, boe, ehe .lau 6一chiu毛明, (宿

宿侬买二全漏酒瓮 , 意即聪明的人居然也会做傻事) 中 , 其他词例未发现标为合

音 " 可见这个合音形式才刚刚冒头 , 并不普遍 " 现代闽南话也有一些是快说则合 ,

慢说则分 "

第二类是词汇层面的合音 , 也就是一些常用词由于语速加快 , 几个语素的多

音节合而为一 " 如表 / 相同 0 义的 / 厮同 0 S " .一t明2合为/si 明2/ "

还有一类是语法层面的合音 , 如 5 辞典 6 中表示 / 丢失 0 义 的 - "拍唔

见 0 0 ah 7一m 6一厅 是动补结构词组 , 后来 / 拍 0 与 / 唔 0 合音 说成/P 0 am 气厅 八 但厦门

话里没有币 0 a而的音节 , 且 / 见 0的声母为匆 , 所以最后三音节合为双音节而读成

¹ 5辞典 6 用 / 一0 表示变调 , 用 / 一0 表示轻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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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明气好/ " 今天的以厦门方言为母语的人已很难想到/p 0明5一奸 /的本来面貌了 "

而 ((辞典 6 中所记表 / 丢失 0 意的词组 pha?7一boZ (拍无) 和 pha? 7一boZ一khis (拍无

去) , 如今也说成/P 0明5一b了/和/P /明5一b了一kl. is/ " 可见合音音节已取得了固定的音

和义 , 取代了旧有的双音节 "

总的来说 , 现代厦门方言里合音现象并不普遍 , 而是限定于一定范围的 " 但

与 5 辞典 6 里的合音现象作比较 , 可以看出一些合音词和词组是如何产生和定型

的 " 可以说 , 这一百多年来 , 合音现象在厦门方言里经历过从少到多 ! 从动荡到

稳定的过程 " 下面我们再列举数例说明:

/s留一网 即 (厮同) 一/si 叨即 (周) " 5 辞典 6 中, 两种形式皆收 , 但从所举用

例来看 , 合音词造词能力更强 , 使用率也高 " 如川墙路 ! il.j 类 ! 胡椅里 ! 胡款 "

而厮同的说法只释义未举例 , 也不见于其它词条或例句 " 在现代方言 , 人们常用

俗字形式胡来一记录该合音音节 , 至于是何音所合 , 就算老派母语者也很难体会得

到了 "

/ts its 一e6/ (一下) ~ /ts e? 7/ (仄) " 这是一个数量结构的合音 " 大多出现在充

当补语的情况下 , 表尝试或短暂的动作 , 如看二工 (看看) , 等二工 (稍等) " 合

音的同时也必须轻声 " 若表动量 , 则不合音也不轻声 , 如看二工煞惊着 (看了一

眼竟被吓着了) , 等二工煞勿邂赴 (等了一会儿竟迟到了) " 5 辞典 6 将合音形式

列为独立词条 , 所标阴入调乃轻声之误 " 且大多例子都是合音形式 , 如抡二工 ,

伸二工 , " 现代厦门方言用俗字 / 哉 0来表示 , 大多情况下合音且轻声 , 若在强调的

语境下 , 则可轻声但不合音 "

伽 6一1明即(互侬) 一厄为即(逢) " 这是介宾结构的合音 , 意为 / 被人 0 , 如 / 互

侬拍 . , ! / 互侬笑 0 " 5 辞典 6 中两种形式皆有收录 " 虽然作者将合音形式/h " 犷/独

列为词条 , 但在 5 辞典 6 其它条 目中 , 这个介宾结构多以非合音形式出现 " 在现

代 口语里 , 也一样是语速快则合音 , 慢则不合 " 由于说话人都知道是合音 , 字形

上便没有造出特定的俗字来表示 "

砂户in 3/ (岂有) 一肥 ius / (揪) " 这是 5 辞典 6 收入的合音音节 , 仅出现于

/ 岂有此理 0 和 - "岂有此情理 0 两个文启一句式中 " 而老派厦门人谑代之以 / 汽油煮

米 0 , 乃取未合音时的发音 , 不再使用合音形式 "

/si 5一ts ap s/ (四十) 一/si ap s/ " 5 辞典 6 把这一合音形式独立列出 , 并说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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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历 , 举例 si ap s一itv (四十一) " 现代口语里只有在快说41 至 49 间的数字时才

会合音 , 单说四十是不合音的 "

加ts一e即 (迄个) ~ 众el / (许) " 这也是语流里的合音音节 , 分合随意 , 并不

稳定 " 在 5 辞典 6 里出现在俗语尸一te犷u6一he .一l明2;尹一e / iah 气u / he .一1明2 (棚顶有

迄个侬 , 棚下也有迄个侬) 中 " 现代方言里则用作发语词 , 相当于普通话的 / 那 0 ,

如瓜e .goa33tsa? 7一m 6一tsai ./ (那我可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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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厦门方言词汇演变概述

本章将 5 厦英大辞典 6 所收的 4 万多条词分为三类: 基本不变的词¹ ! 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即只存在于老派母语者口语里)的词和现代社会生活已经不用(甚

至连老派母语者都无法理解 ) 的词 " 这个划分是按照 5 辞典 6 收词在现代厦门方

言里的生存情况来进行的 , 其目的是为了考察厦门方言词汇演变的类型及其成

因 , 而不是单纯为了取得某些统计数据 " 归类看似简单 , 但实际操作时很难找到

截然的分界线 , 因为经常是甲发音人的常用词 , 乙却从未听说 , 这和发音人的生

活经历 ! 交往范围有关 " 因此 , 本文只能以我们调查的发音人的语感为准 "

至于 5 辞典 6 和其他传教士材料中没有的 ! 存在于现代厦门方言的词 , 有两

种可能: 一是当时确实没有这样的词 , 如反映新科技 ! 新产业的手机 ! 房地产 !

开发商 ! 电子等 , 在当时不可能出现 " 二是当时可能有 , 但材料漏收了 " 毕竟方

言不是共同语 , 书面材料有限 , 传教士的生活经历与对方言的理解也可能使材料

有错漏 " 这在民俗 ! 动植物 ! 描绘事物性状和人物特征等方面词里特别容易出现 "

如果能收集更多这一百多年来的方言材料 (特别是辞典和方 言口语教程) , 分阶

段对比材料间的差异 , 也许能勾勒出百年来新词新语产生的面貌 " 这也是本课题

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部分 "

下面 , 我们就按词的义类分别从 自然界 ! 人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三大方

面来阐述厦门方言一百多年来在词汇方面的演变概况 "

第一节 反映自然世界的词

人们对 自然世界的认识 , 概括起来就是天地山水 ! 草木鸟兽 "

3.1.1 天文与时间

3.1.1.1 与天文相关的词

厦门方言里 , 表示天文现象的基本词不变: 风 ! 云 ! 雷 ! 闪口/s介7一n巨?7/ (闪

电) ! 一雨 ! 红霞 ! 霜 ! 雪 ! 日 ! 月 ! 星 ! 雹; 大部分常见的天文现象也不变: 天

¹ 包括词义有所变化的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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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天气 ) ! 乌阴 (阴天) ! 卷螺风 (旋风 ) ! 推风 (逆风) ! 月戴笠 (月晕) ! 西

北雨 (雷阵雨 , 夏季常见 , 常伴有西北风) ! 罩雾 (起雾) ! 乌寒 (春冬季没有太

阳的阴冷的天气) ! 日影 (太阳照射不倒所形成的阴影) ! 水滇 (涨潮 ) ! 火胎 (夏

日极热的天气 , 往往出现在台风到来之前) ! 郁卒热 (闷热的天气) ! 回南 (春天

转南风的天气) ! 掣屎星 (流星) 等等 "

那些少见的天气现象的名称 , 许多连老派发音人也无法理解 , 如: 破篷 , 指

残缺不全的彩虹; 虹尿 , 指伴随彩虹的小雨 " 而那些常见 ! 影响大的 自然现象 ,

在一百多年前分类细致 , 有多种名称 , 如 / 雾 0 是对雾的通称 , 茫/b 明2/指薄雾 ,

雾/boZ/指海上的雾; 关于风暴的名词也有许多 , 比如风暴的名称 , 就是按其发

生的时间来起的: 妈祖暴 , 指妈祖诞辰前后刮的风暴; 天公暴 , 指正月初九天公

生日前后起的风暴; 大帝公暴则是保生大帝生日前后的风暴; 佛祖暴 , 观音生日

前后的风暴; 佛仔暴 , 农历四月里一些小神佛生日前后的风暴; 白鬃暴 , 上地公

生日前后 (农历八月里) 的风暴 " 而大小不同的风暴也各有指称: 风热皮 , 指热

风 , 是暴风前的预兆: 鼠尾风 , 指突然刮起的风 , 比旋风要强; 龙绞水 , 天上来

的龙卷风; 暴头风 , 指很强的风; 暴尾 , 是暴风末尾 " 除了暴风 , 还有各种各样

的风: 顶势风和脚脊后风 , 指船尾吹来的风; 下势风 , 则是船头吹来的风; 落山

风 , 是从山吹过来的大风; 怪风 , 指突起的大风; 恬/t iam 6/风 , 指没有风; 鬼

仔风 , 则是突发的猛烈的风 " 风稍停 , 称为风垂/se6/; 风突然停下 , 称为煞静

/s 舒7一ts护八 风停下来 , 有风归信和风静/t S护/两种说法 " 而各种各样的雨和星星

也有别样的名称 " 如今 , 这些分类的名称都已消失 , 除了少数一些词还保留在老

派发音人记忆里 , 如雾/bo Z/和风静八s护/ , 但具体雾和雾有何区别 , 老派发音人

也未必能说清 "

3.1.1.2 与时间有关的词

有关时间的词 , 5 辞典 6 共收了 344 条 , 其中约有 21% 已经失传 , 约有 9%仅

在老派中使用 " 丢失的大部分是对某些时间段再进行细分的词 , 如 / 昼 0 在厦门

话里表示 / 中午那段时间 0 , 现在 / 中午 0 还说 / 日昼 0 或 / 中昼 . , " 而 / 中午 0

这段时间在当时还可细分: 小昼 , 也叫小昼仔 , 指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 过昼 ,

指 12 点过 ; 日昼昼 , 指早已过了 12 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当时 / 顶昼 0 指上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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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昼 0 指下午; 现在 / 顶昼 0 己经失传 , 被 / 早起 0 替代 , 而 / 下昼 0 词义转

变为 / 中午 0 " 早晨也可细分为不同时段: 天拆筐 , 指黎明 , 日出的时候; 天光 ,

指天亮的时候; 放早和早 失 , 都指大清早; 大晏 , 指将近午餐的时间; 顶昼 , 指

整个上午 " 现在 , 厦门方言里只保留了天光和日昼昼 , 泉州方言还保留了小昼 !

顶昼 ! 天拆筒和放早 "

至于年 ! 月 ! 日 ! 时的时间单位制度 , 时的变化最大 " 当时以十二地支为时

间单位 , 时辰的名称与共同语无异 " 由于申与辰发生连读变调后完全读音相同 ,

人们常用 / 日出辰 0 和 / 日落申 0 加以区分 " 对时辰的细分 , 则与年和月一样 ,

用正 ! 头 ! 中 ! 尾等表示 , 如子时正 ! 申时头 (刚到申时) ! 戌时中 (戌时过了

一半) ! 巳时尾 (巳时即将过去) "

此外 , 还有些时间词现在或被其他词替代 , 或语音发生较大变化: 端月 , 即

现在说的 / 正月 0 ; 口年/t S / im 3一澎 / , 年底 , 现在都说 / 年尾 0 ; 晚哺/m D3一p " . /

和软哺 , 都指接近日落时分, 现在厦门的年轻人都说 / 暗头 0 , 泉州的老派还说

/ 软哺 0 ; 往月/叨3一ge?8/ , 前一个月 , 现在用 / 顶个月 0 ; 长冬 , 指一年里的第

二季 , 因时间长而得名; 暗口/a m s一tshi云5/ , 指晚上; 目今和 目下 , 都指现在 !

当下 , / 目下 0 还保留在老派口语里 "

3.1.2 地形地貌与地名

3 .1.2 .1 地形地貌

地形类词的变化同天文类词相似 , 基本词都是不变的 , 如山 ! 海 ! 池 ! 堡 !

沙 ! 泉 ! 井 ! 岛 ! 塘 ! 潭 ! 礁 ! 滩 ! 溪 (河) ! 山顶 ! 山鞍 ! 沙坡等等 "

一些较少见的地形 , 名称都 已丢失: 蕴/un s/ , 浅滩上封闭的坑 , 海水涨潮

时可漫过 , 退潮时干涸 , 捕鱼用; 口/unZ/ , 溪或河中的沙丘; 口/s iaZ/ , 山坡上

的田 " 厦门以丘陵地形为主 , 关于山的各种名称在当时特别多 , 如像倒盖着的锅

的山 , 称为 / 覆鼎 0 ; 狭窄的LIJ 谷叫做 / LIJ 谷音套/la习. / 0 ; 水边陡峭的山壁称为 / 山

坎 0 ; 低而平的山脉称为 / 山斋/l un6/ 0 , 这些名称在都市生活的冲击下 , 大部分

已经失传 "

3.1.2.2 地名

5 辞典)) 收录了海内外地名 222 个 , 其中失传的 56 条 , 老派说法 37 条 ,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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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一半以上 "

在这两百多条地名里 , 最有特色的是一系列外国地名 " 有东南亚的实叻

/sits一lats/ , 或称为实叻坡/sits一lat s一pho . / , 即今日的新加坡/sin , 一h .一pho .八 l国

里末/su , 一lis 一boa? / / , 东印度群岛上的一个国家; 加拉巴/ka -一l犷一Pa , / , 或称巴城

/Pa ,一si 犷/ , 即巴达维亚 , 也就是今天印尼首都雅加达; 逞罗/s iam 6一1了/ , 即今

天的泰国八0 ais 一ko k /八 槟榔屿/pin .一1习2一su6/ , 即马来西亚槟城 " 有欧洲的欧罗巴

/ " ,一10 2一Pa 丫 , 也称 乌鲁霸/ " -一103一Pa s/ , 是 欧洲 Euro Pe 的音译 ; 荷兰 西

/hoZ一lan Z一se ./ , 也称法兰西/hoat7一lan Z一se ./ , 即 FranCe 的音译;瑞国/sui6一kok7/ ,

即 Sweden 的音译意译结合 " 此外 , 还有高丽/ko .一IeZ/ , 指韩国;马口/m 巨3一k 0 au 3八

指澳门 " 这些词大部分直接从外国语音译为厦门方言, 特别是荷兰西 , 因为厦门

方言没有唇齿音 , 只能用同发音方法 ! 相近发音部位的声母来替代 " 此外 , 还有

一些外国国名如今已经失传 , 如称西班牙为大吕宋 , 因为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

殖民地 " 如今 , 只有老派发音人有时还保留着这些旧的说法 "

一些流失的地名 , 如今连老派发音人都很难理解: 花罗国 , 指美国; 澎湖沟 ,

指台湾海峡; 东都 , 指台湾; 鸡笼头 , 指基隆 , 今天台湾基隆当地还说 / 鸡笼 . , ;

尾省 , 指福建; 观日台 , 指厦门鼓浪屿日光岩; 小北和大北 , 都指厦门以北的地

方 , 前者距离较近 , 大概长江流域地区 , 如上海; 后者较远 , 且经常指山东一带 "

有些地名的释义体现了厦门城市的发展变化 " 5 辞典 6 对 / 莲坂/l au Z一p而, /

/ 的释义是 / ne ar Amoy 0 , 厦门附近 " 可见当时的观念里 , 莲坂还不属于厦门 "

实际上 ,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前 , 莲坂一直是厦门的郊区 " 至今 , 五十来岁的莲

坂人还称到市中心为 / 去厦门 0 , 并认为厦门市区方言 / 有腔 0 " 直到被开发成商

贸和住宅区后 , 莲坂刁 -逐渐兴旺发展 , 成为厦门重要商圈之一 "

3.1.3 植物

5 辞典 6

老派口语里 ,

收录的植物相关词有 780 条 , 其中 356 条已经失传 , 41 条保存在

大约流失了一半 " 保留下来的 ,

以及本地常见的花草树木: 林米 (糯米) !

大多是 日常必需的粮食果蔬 ! 中草

麦 ! 谢姑米 (西米) ! 尖仔米 (早

! 路黍 (高粱) ! 番薯 (地瓜) ! 槟榔芋 (一种良种花芋) ! 瓜 ! 桃 ! 龙眼 ! 西

红柑 ! 甘蔗 ! 肉棱 (芒果的一种 , 肉汁多) ! 饱 (葫芦) ! 露莫 ! 尾葬 (革葬 ) !

瓜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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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 (南瓜) ! 菜瓜 (丝瓜) ! 芥菜 ! 摧菜 (空 ,

苔 (海苔) ! 紫菜 ! 菜头 (白萝 卜) ! 姜 ! 番姜

自菜) ! 高丽菜 (包菜) ! 筒篙 ! 虎

(辣椒) ! 菱白笋 ! 葱头 !

紫荆花 ! 杜鹃 ! 咸酸草 ! 青苔 ! 金银花 ! 虾姑草 ! 白菊花 ! 绣球花 ! 梧桐 !

金针 !

木棉 !

棕树 ! 棉花 ! 松桐 ! 相思等等 "

一些比较详细的分类 , 或保留在老派口语里¹, 或己经失传: 如糯米除了通

称的 / 林米 0 , 还有外形较小的品种 / 林仔 0 ! 外形较大的品种 / 大林 0 ! 外形极

大的品种 / 大壳林 0 ! 营养丰富的上好品种 / 赤壳林 0 " 甘蔗除了普通的 / 甘蔗 0

还有较硬较甜 , 用来榨糖的 / 竹蔗 0 ; 含糖量很高 ! 专门用来榨糖的 / 竿蔗 0 " 芋

头的品种也很多: 有狗蹄芋º! 水芋 (野生芋 , 可入药 , 常用作猪食; 叶宽大 ,

可用来包裹物品 , 或种于池塘中为金鱼遮挡阳光) ! 姑婆芋 (野生芋 , 可入药) !

白芋 (芋的品种之一 , 白色) ! 红芋 (一种红皮的芋) 和竹芋 (一种锥形芋) " 榕

树也有 / 猪母榕 0 和 / 口哥榕 0 两种 , 释义都说是像菩提树的榕树 , 但具体差别

不明 " 还有一些植物名称 , 连老派发音人也不明其意: 牛角刺 , 一种质地很硬的

木材; 锣木 , 一种黑而硬的木材; 女萝 , 一种爬藤植物; 北豆 , 对北方来的豆类

植物的总称; 尖豆 , 一种小圆豆; 深根麦 , 麦的一种; 肉豆 , 豌豆的一种 , 带荚

卖; 莲花豆 , 一种大而粗糙的豆子 , 多用作肥料; 刀豆 , 一种刀形豆荚; 米豆 ,

一种小黑豆; 泛粟香 , 一种能使液体散发香味的植物; 臭荟: 野芦荟; 山青 , 一

种野生植物 , 不能用来染布; 赤皮 , 一种做家私的硬木材; 古老树 , 一种树 , 树

叶宽 , 木质软; 螟劫草 , 传说中极敏感的草; 水烛 , 芦苇的一种 , 可止血; 口口

/P ic n .一tsi ./ , 类似木棉的树 , 常被误认为玉兰 "

3 .1.4 动物

关于动物 , 5 辞典 6 收词 708 条 , 276 条已经失传 , 12 2 条还保留在老派口语

里 , 流失了大约三分之一以上 "

常见的鸟鱼虫兽 , 说法都没有改变 , 如白鹭鸳 ! 燕仔 ! 鹤鹑 ! 鹤鸽 ! 鸳鸯 !

¹ 为了行文方便 , 本章节举例时用加黑字体表示存留下来 (包括存留在老派日语里) 的词 " 下同 "

º 本词条释义是 / an ot herso rt (ofta ro ) 0 , 具体足芋的哪种类别 , 解说不明; 老派发音人也不明其怠 " 5 辞

典 6 毕的释义 , 特别是动植物 ! 中草药类别的释义 , 常常有这种状况 " 关十这一点 , 作者在前言<prefa ee - x>

巢就曾自我批评 , 本辞典的缺点之一 , 是植物 ! 动物和药材词条的释义不够充分 ( 0 An ot her de fe ct , w hi ch

1gre atly r夸 et, is the v呷 seanty indentifi cation ofplants, anim als, & e.. ) " 下文若有像这样释义不l少J确的 ,
我们就只列出汉字或读音, 不llj 赘述 "



厦门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演变 ) 对三本教全语料的考察

百灵 ! 赤鬃鱼 ! 花枝 (墨鱼的一种 ) ! 塌目贴 (一种眼部凹陷的鱼 ) ! 巴郎鱼 (一

种银灰色的鱼 , 肉美味) ! 白鱼 (带鱼) ! 毛蟹 ! 花骸暨 ! 么!_虾 ! 龟 ! 鳖 ! 大水口

八al / (会飞的白蚁) ! 堡虱 (泥鳅) ! 肚猴 (一种类似草蠕的虫子) ! 胡蝇 (苍蝇) !

朦仔 (蚊子 ) ! 家蚤 (跳蚤 ) ! 嶂蛛 (蟾蛛) ! 睦鼠 (田鼠) ! 钱鼠 (一种小鼠 , 据

说会带来财运 ) ! 仙鹤 ! 番鸭 ! 菜鸭 ! 土番鸭 ! 正番鸭 ! 黄牛 ! 水牛 ! 虎 ! 饭匙

统 (眼镜蛇 ) ! 海獭 ! 豪猪 ! 羚羊 ! 海猪 (海豚) 等等 "

还保留在老派发音人口语中的词 , 有些是表示动物的某种类别的 , 如表示雄

性家禽的 / 港二/k明3/ 0 , 辞典里有 / 牛港二0 ! / 羊港二0 ! / 山牛港二0 ! / 水牛港二0 等

等 , 老派口音仍然保留 , 新派却多说 / 公 0 " 现在 , 厦门方言还有谚语 / 人若朦 ,

声若水牛港二0 , 意即人外表瘦小 , 嗓门却很大 " 又如表示未成年的动物的 / 豚 0 ,

5 辞典 6 里有狗豚仔 ! 牛豚仔 ! 猪豚仔 ! 老鼠豚 , 甚至称十来岁的少年为图仔豚 ,

老派至今还这么说 "

老派还保留着比较有趣的词有: 虫穿 , 虫类的总称; 水马 , 一种细小的水生

昆虫; 花眉 , 一种类似画眉的鸟 , 能说话 , 好斗; 沙口/t hD6八 一种小鱼; 枫虫 ,

枫树上的绿色蠕虫;海翁 , 鲸鱼;上斤鸡 , 一斤左右的鸡 (据说此时的鸡最好吃);

玉燕 , 一种漂亮的小鸟; 痛猫/s iau 3一b犷/ , 发情时的猫; 树魏 , 一种长在树上的

甲壳虫; 蜂虾 , 蜂的幼虫; 崛口/m 3八 蟹口/m 3/ , 则是母蟹肚子里的蟹黄 ; 口

鲤/l aZ一lis / ¹, 穿山甲; 纸虎 , 蛀书虫 "

失传的词 ,

虎咕/ho3一h 6/

有许多是某种动物的不同种类的名称 , 如孤黄 ! 猫头鸟 ! 孤黄鸟 !

(拟声词 , 据鸟声而名) 都是猫头鹰的一种 "

中的不同的细类 , 例如鳖鱼的不同小类品种就不少: 狗母鳖 ,

有的是同一种动物

一种体型很大的鳖

鱼 ! 狗鳖 , 一种头小尾长的鳖鱼; 乌鳖 , 一种黑色的 ! 危险的大鳖鱼; 鳖梭 , 一

种尖头无鳞的小鳖鱼; 惹仔鳖 ! 良纹鳖 ! 龙门鳖 , 都是可食的鳖鱼; 虎鳖 , 一种

大的 , 带斑点的危险的鳖鱼等等 " 蛇也是一个大家族: 雨伞节 , 一种剧毒的蛇 ,

身上一节一节的斑纹 , 好像油纸伞的把手; 白领棺 (或白颁蛇) , 一种胸前白色

的剧毒的蛇; 黄颁蛇 , 脖子呈黄色的蛇; 山口/fo a? 8/和草花蛇 , 都是无害的蛇;

青竹镖 , 一种长着长触须的蛇; 伺者公 , 被用来膜拜的大蛇; 锦蛇 , 一种蛇 , 皮

¹ 据侯小英告知 , 梅县客家方 言穿山甲说口鲤/lien Z一h ./ (鲤次浊 卜读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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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来制鼓; 乌墨蛇 , 体型小却有剧毒的蛇 , 也用来喻指居心巨测的人;簸箕甲 ,

一种毒蛇 , 斑纹似簸箕; 水蛇 , 水里的蛇 " 这些名词 , 除了水蛇 ! 簸箕甲和黄领

蛇 , 其余都已失传 " 有些动物的名称是与其来源地相关的 , 但今大养殖业发达 ,

动物的来源也慢慢被忽略 , 名称随之淡出口语 , 如 / 宋散 0 和 / 宋米 0 , 都指吕

宋 (菲律宾) 来的小虾 , 后者更小; 海南蕙 , 一种大的海鸟; 番卿仔 , 逞罗来的

卿鱼 " 有些则是同种动物的别名 , 如妈祖婆鱼 , 即白鳃 " 此外 , 还有许多动物的

名称在今天让人费解: 口八sni p7/一种海里的甲克类动物 , 附着在没入水的海岸

上; 口/sau , /一种红色的圆形的水生昆虫 , 以树木为食; 必劳 , 一种叫声刺耳的

小鸟 , 据说不孝; 海驴 , 海豹的一种; 鸡口八un , / , 一种海里的软体动物 , 色灰

黑 , 可食; 虎狮 , 一种形似螃蟹的小贝壳类动物; 双担物 , 一种两头尖的细小海

虫; 壁口/hm ?7八 甲虫的一种; 白鼻 , 一种野生动物 , 体型小; 蛀蚌 , 谷仓里的

小蛀虫; 鸡脚 , 长得像乌龟脚的小贝类; 蛹螺 , 体型最大的蜻蜓; 豆仔鸟 , 豆类

植物将成熟时滴滴叫的鸟; 豆虎 , 专吃豆子的虫 "

我们看到 , 植物与动物类词的流失尤为明显 , 大约流失了一半; 天文地理类

词稍好 , 大约丢失三分之一 "

第二节 体现人与人际关系的词

3.2.1 人体器官

人体的器官 , 是人对 自身认识的第一步 " 5 辞典 6 收有人体器官词语 481 条 ,

失传的 93 条 , 存留在老派口语里的 87 条 , 保留了约三分之二 "

保留下来的词 , 大部分是身体器官的名称 , 如:

骨 目珠箍 (眼眶) 牙

骨头 目角 嚎口

骨目 (关节) 耳空 咏齿仁

筋骨 七孔 嚎齿头

软骨 血毛管 前齿

目珠 拳 后齿

目睫毛 头壳枕 后口/ts an l/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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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骸 (牙根 )

嚎齿缝

牙槽 (下领 )

下骸骨

下骸

嚎下斗

囚

嚎齿

嚎空

齿缝

嚎角

嚎唇

咏顿

嚎鬃 裂 )

鬓骸 (鬓角 )

胡须

颁

领管 (脖子 )

咙喉管

嚎舌 (口和舌 , 泛指 口部)

牙槽鳃 (脸颊对应臼齿的部分)

骸手 (手和脚 , 常喻指手下的人)

喉管

肺管

曰 J

目

拳头拇

指指

手下节

手肚

手跷

手心

手骨

手掌

掌头拇

掌甲茸(指甲边的毅

甲边

肩月甲

胸

胸坎

月甲脊

饭匙骨 (肩月甲骨 )

琵琶骨

胳下空 (胳肢窝)

月甲脊骨

骨髓

散川 (屁股 )

骸川头

骸川颗

散川缝

散川尖

骸腿 (大腿 )

散后肚 (小腿肚 )

骸筒 (小腿 )

散 目 (脚踩 )

骸掌头仔 (脚掌)

散大部拇

骸甲 (脚趾 甲)

散 (腿 ! 脚 , 常喻指手下或某类人 )

骸骨 (腿脚的骨头 , 也指腿 )

散弯 (膝盖后弯曲的地方)

保留下来的词里有不少同义词 , 如骸川空 ! 粪口 ! 肠头都指肛门, 枕头骨 !

枕骨都指后脑骨 , 腰骨 ! 腰脊骨都指脊椎的下部 , 齿跟 ! 齿岸 ! 嚎齿仁都指牙跟 ,

二指 ! 指指都指食指 , 尾指和无名指说的都是无名指 , 大部拇和掌头拇都是大拇

手旨"

丢失的词语 , 大部分是各器官细部的名称 , 如有关耳朵构造的词 , 丢失了许

多: 耳空鬼和耳镜 , 都指鼓膜; 耳瓮仔 , 指耳中空腔; 耳蒂 , 指耳前突起的小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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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耳答 , 指耳膜 " 鼻.子的各部分名称也不再沿用: 鼻口八ak 7/管和鼻口/l ak 7/

都指鼻腔; 鼻刀 , 鼻梁突起的部分; 鼻腰 , 双眼之间的鼻梁; 鼻管 , 鼻孔附近的

部分; 鼻鞍 , 鼻尖; 鼻翘 , 鼻梁在双眼间凹下的部分; 鼻龙 , 鼻梁 " 和胸部有关

的词 , 如胸口/ha? 7八 胸坎隔 ! 胸隔 ! 胸前均已失传 " 还有些器官细部的名称 ,

处于流失中 " 例如有关脖子 , 有颁管臼 (脖子和身体连接处) ! 颁仔管 (食道 ) !

下颇 ! 顶颇等; 眼皮又分为顶酣下酣 , 这些词只有老派才-懂 " 有些器官有许多同

义词 , 部分同义词现己丢失: 如眼眶 , 5 辞典 6 有目孔 ! 目孔臼 ! 目空 ! 目孔箍 !

目框 ! 目珠箍四种说法 , 如今仅存后三种 " 胞衣称为衣 ! 胎衣 ! 图仔衣 , 如今仅

存 / 衣 0 的说 "

3.2.2 称谓

最直接体现人人际关系的 , 莫过于称谓 "

当时的亲属称谓 , 可以看出有两种不同风格: 一种口语气息浓厚 , 多用白读

音; 一种明显是书面语 , 多用文读音 , 应是来 自通语 " 那些常用 ! 基本的亲属称

谓在两种风格里都有体现: 老父/pe / /一父亲/hu6八 契父/pe / /一义父/hu6八 后

父/pe6/ (或后叔) 一继父/hu6八 父/Pe 6/图一父/hu6/子 ! 大官一岳父 ! 大家一

岳母 ! 翁仔某一夫妇 ! 橄榄孙一曾孙 ! 亲生国一亲骨肉/hek s/ (或亲血脉 ) ! 大

图一长子 ! 大某 (正妻 ) 一德妻 ! 细姨一小妾 ! 某舅一妻舅 ! 生/sil /母一亲母 !

大母一嫡母 ! 细姨母一庶母 ! 母国一母子 ! 二蟾一庶祖母 ! 亲叔一胞叔等等 " 如

今一般只用前一系列 "

随着一夫多妻制的消除 , 那些有关妻妾的词逐渐退出口语: 大某 (正房) !

正太 ! 二太 ! 嫡母 ! 大母 (父亲的正房) ! 庶母 ! 细姨母 (父亲的妾) ! 姐/ts扩/

母 (父亲的填房 丫头) ! 庶祖母 ! 二蟾 (爷爷的妾) "

/ 官 0 在当时常用在各种称谓里: 大官和阮官 , 指丈夫的父亲; 大家官和家

官都是对丈夫父母的总称; 伯官 , 指丈夫的伯伯; 叔官 , 则是丈夫的叔叔; 官娘 ,

下人或乞丐称呼女主任; 安官 , 下人称呼男主人的父亲; 官侬 , 丫鬓对男主人的

称呼; 大老官 , 指说话似是而非的骗子; 客官 , 店小二称呼客人 " 此外 , 5 辞典 6

也提到 , 女子出嫁后有个夫家起的名 , 而长辈对女子的称呼 , 便是这个夫家名加

/ 官 0 " 这一习俗直到五六十年代还延续着 "

/ 番 0 也常用在称呼里 , 指称和外族有关的人: 番仔 , 指外国人; 番婆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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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女人 , 蔑称; 番鬼 , 对老外的蔑称 , 借自粤语 ¹; 番客 , 指回国的华侨; 生番 ,

未开化的土人 , 或指野蛮的人; 熟番 , 指台湾那些汉化了的少数民族部落; 平埔

番 , 指某个台湾汉化的原住民族; 苗番 , 苗族人; 楼番: 指日本人; 土番 , 指土

著 ! 原住民 "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 , 人们对外族人 ! 外国人的敌意逐渐淡化 , 这

些称呼 (特别是带贬义的称呼) 大多已失传 , 仅有番仔 ! 番客还在说 "

有些称呼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称皇帝为皇上 ! 天子 ! 圣君 !

圣上 ! 万岁或万岁爷;皇帝的弟弟则是千岁 ! 千岁爷或九千岁;下属称上级为 / 上

人 .夕; 称道台为 / 兵备道币歌.一Pi 6一to6/ 0 , 因其总管军队兵铜; 而姓曾的道台则是

/ 曾道 0 ; 称警察头子为 / 大总 . , ; 称清政府高官为 / 大人 0 , 中级官员为 / 大老

爷 0 , 普通官员为 / 大老/t ai 6一l护/ 0 , 文职小官为 / 太爷 0 , 衙门里的小官员为 / 大

爷 0 ; 尊称文人或师爷为 / 相公/s itis一ka " ./ 0 ; 称官员或举人为 / 老爷 0 , 其父为

/ 太老/thais一lau6 / 0 , 其母为 / 老太/lau 3一thais/ 0 , 子侄为 / 少爷 0 ! / 舍人 0 或 / 爷

舍 . ,; 而高官的正房妻子称 / 夫人 0 , 普通官员或富人家的就称做 / 安人 0 ; 称哲

学家 ! 圣贤或德高望重的人为 / 夫子 . ,; 称孔子为 / 子圣 0 , 老子为 / 李老君 0 ,

关帝为 / 关帝爷 0 或 / 关大老爷 0 , 风水先生的祖师为 / 鬼谷先祖 0 ; 文人自称 / 后

进 0 ; 称参加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为 / 长头毛 0 ; 尊称老者为 / 老翁/1夕一OD - / 0 " 这

些称谓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 , 今天绝大部分在 日常口语中消失 , 只在戏 曲

或讲古的时候用到 "

还有些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称谓 , 也颇有特色: 称老板为 / 头家 0 , 老板

娘为 / 头家娘 0 ; 称媒人为 / 媒侬婆 0 ; 称相命先生为 / 看命仙 0 ; 称说书先生为

/ 讲古仙 0 ; 称江湖游医或江湖术士为 / 王鹿二0 , 这些称呼流传至今 " 而有些称

呼虽然能理解 , 但很少使用 , 如保长 ! 地保官 ! 卖烧茶的等等 " 有些称呼在今天

完全无法理解 , 如戏口/khoe ?s/ , 指戏曲中的丑角; 老妓/I了一ki 3/ , 是对广东妓

女的称呼; 乌鬼 , 是商店里最底层伙计的自称; 灿板侬 , 称小船上的渔夫; 硝婆 ,

称同丈夫在渔船上生活的女人; 四老爹 , 称县官的助手; 走街仔仙 , 称没有固定

摊位的算命先生; 走文书的 , 称为政府机构送信的人; 走水的侬 , 称邮差; 拍店

面的 , 称走街 串巷上门唱歌 ! 乞讨的乞丐; 饭店公 , 称饭店里的老掌柜 ; 膺口

/tsoa?s/ , 对房产中介的蔑称; 山加口/ka ,一tsoa ?8/ , 直译是长在山上的嶂螂 , 其

¹ 5辞典)) 注明 , 该词是模仿广东人时才用 " 释义原文为: / Fore ign ghost or dem on (ra re ry said exeept in

i, " itation ofC antonese , , fa n一kw ei 0 ) 0 o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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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对卖墓地的人的称呼 "

3.2.3 疾病

5 辞典 6 里收有疾病相关的词语 504 条 , 其中有 19 8 条得以保留至今 , 96

条仅在老派口语中保留 , 200 条己失传 "

失传的词条中 , 与皮肤病相关的占了不少 " 癫 , 蚊虫叮咬或体内毒气引起的

皮肤上的小包 " 疗 , 长在皮肤上的疹子 , 小而硬; 因其长的位置不同 , 又有缘口

疗 (长在嘴唇上) 和虎口疗 (长在虎口位置) 两种 " 癣是厦门常见的皮肤病 , 又

分焦癣 (皮肤干 , 有脱皮现象) ! 狗癣 ! 淫癣 (梅毒的一种 , 较轻微) ! 风癣 (很

痒) ! 烂癣 (有流脓现象) 几类 " 蛇 , 一种成串的脓包 , 又有缠腰蛇 (长在腰部) !

缠骨仔蛇 (长在手指头或脚趾头) ! 飞蛇 ! 缠身蛇 (长在身躯上 , 据说如果环身

躯一钢 , 患者就会死亡) 几种 " 疥 , 疥疮; 如果疥疮小而密 , 遍布全身 , 就称为

沙疥; 又痛又痒又流脓的 , 称为烂疥; 硬币大小 ! 发痒的疥疮称为疥口/户eZ/或

疥口/t heZ/仔 " 凄 , 是皮肤或内脏脓肿溃疡后形成的管道 , 分泌物由此流出; 痈

屡 , 指肛门的屡; 奸淫屡 , 又称奸屡 , 性病的一种 " 痈 , 或称痈仔 , 大而红肿的

脓包 , 特别长在肉多的地方; 奶痈 , 长在女性胸部的痈; 肺痈 , 长在肺部; 肚脐

痈 , 长在肚脐; 蜂帕痈 , 脓包开口多的痈; 骑马痈 , 又称坐马痈 , 长在大腿根部;

肾痈 , 长在阴囊; 肚痈 , 长在腹部; 痈珠 , 会溃烂 ! 脱皮的痈; 筋痈 , 长在肉结

实的地方的脓包 " 疮 , 皮肤上的溃烂物 , 尤指梅毒; 板疮 , 长在下半身的疮; 疮

疮 ! 毒疮 ! 恶疮 , 都指梅毒; 疮风 , 梅毒晚期 " 痔 , 又称痔疮 , 长在肛门; 内痔 ,

长在肛门内; 外痔 , 长在肛门外; 穿肠痔 , 则痔己恶化为屡 " 烂疹 ! 横疙 , 长在

肚脐底下 ! 腹股沟正中 , 面积较大 , 是性病的一种 " 热口/phau ?s/ , 指夏天长在

小孩头部的疹子; 枕珠 , 长在后脑勺的大疖子; 口/砂护/ , 长在前额或鬓角的大

疖子; 出门虎 , 长在脖子上头发根部的疖子; 腿头脓 , 长在大腿根部的脓包; 节

珠 , 关节上的脓包 " 等等 "

关于性病的的词也是种类繁多 " 除了上文提到的集中皮肤病 , 还有裱仔风 ,

腹股沟腺炎; 鼻口八a? 0 /或口八a?8/ , 都指性病引起的鼻子溃烂; 天炮 ! 风毒 ! 隐

风 ! 色风 ! 查某风 ! 上马风 ! 否图症 ! 手尾寒也都是性病的不同种类 , 后三种可

致命 "

这些详细的分类今天大部分己经失传 , 或为更科学的名词所替代 , 仅留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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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通称和比较典型的类别 "

而那些常见的病症 , 至今还在沿用: 头风 (头部风湿) ! 蛀齿 ! 臭耳聋 (耳

聋) ! 一目 (独眼) ! 青螟 (瞎) ! 觑朦 (近视) ! 实鼻 (鼻塞) ! 重句 (结巴) ! 胡

蝇屎 (斑 ) ! 瘸手 ! 鸭母蹄 (扁平足) ! 口龟/kh iau , 一ku - / (驼背) ! 软骨 ! 羊眩 (羊

癫疯) ! 交落身 (小产 ) ! 零星肉 (赘肉) ! 疮哥 (麻风 ) ! 牵核 (淋巴炎) ! 着疖

(中暑) ! 胖风 (肚子涨风) 等等 "

有些病症命现今已经失传 , 或为更科学的名称所替代 , 体现人们医疗卫生知

识水平的提高: 血淋 , 指尿血; 渣瘤 , 软 ! 圆 ! 白色的瘤; 疥损 , 也称瘩身 , 指

得了肺疥; 鸦片痢 , 指戒鸦片过程中出现的肠子疼痛的症状; 双痞 , 脖子左右两

边对称的地方长了瘤子; 跋臂 , 指手或脚瘸了 , 现在多说 / 跋骸 0 ! / 瘸手 0 ; 风

口/l a? 8/ , 新生婴儿常患的一种病; 傀儡骸 , 外八字 ,

症 , 指流行的传染病 , 现在多说 / 传染病 0 ; 久长病 ,

现在多说 / 八字骸 0 ; 时行

即现在常说的

风振 , 指婴儿抽搐; 会虚 , 指人虽然看起来很胖 , 特别是腹部鼓胀 ,

/ 慢性病 0 ;

其实极其虚

弱 , 是一种致命的病; 领管巨 , 指咽喉前部有肿瘤; 消筋 , 抽筋 , 现在多说此筋

/khtu Z一切nl /; 疹淋 , 尿道结石; 出丹 , 伴有黑斑的发烧 , 可致命; 起黯 , 视力

不清 , 眼前有 白雾 "

第三节 展现社会生活的词

3.3.1 衣食住行的变迁

3.3.1.1 与服饰相关的词

5 辞典 6 里与服饰有关的词共 10 16 条 , 完全无法理解的就有 447 条 , 将近

一半 "

当时的服饰非常讲究 , 不同身份 ! 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着装要求 , 即所谓的 / 服

制 0 /h oks一ts es/ " 等级最鲜明的 , 要属清政府官服中最具特色 / 顶 0 " 顶 , 又称

色顶 , 是官员帽子上的扣 , 也是不同官员身份的象征 " 说某人 / 有顶戴 0 , 就表

示他的官阶达到一定级别 , 不可小觑 " 不同颜色和质地的 / 顶 0 代表不同级别 "

银顶 , 秀才 -帽子上的白色扣; 车口/ku Z/顶 , 第六级官员帽子上的配饰 , 其原料

称为 / 白车口/ku Z/ 0 , 是一种 白色贝壳; 白亮顶 , 又称白亮 , 帽子上的亮白色水

晶扣 , 第五级别官员的配饰; 蓝顶 , 深蓝色扣子 , 第四级别官员用; 青顶 , 又称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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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亮顶 ! 青亮 , 亮蓝色扣子 , 是第三级别官员的配饰; 花红顶 , 红珊瑚扣 , 第二

级别官员的配饰 " / 顶 0 下衬有一个铜质圆形小盘 , 称为 / 顶座 0 " 若官员涉案遭

停职 , 要把 / 顶 0 暂时上交 , 称为 / 寄顶 0 ; 只能戴没有顶的帽子 , 称为 / 戴顶

座 0 , 有些文人或贵族也这么打扮 " / 花翎 0 , 也称 / 官翎 0 , 孔雀毛 , 是荣誉的象

征 " 若有特殊贡献 , 则赐戴 / 翎顶 0 " / 双眼翎 0 是其中比较高的赏赐; / 蓝翎 0

就比较普通 "

帽子和衣服也体现等级差别 " 九龙冠 , 绣有九条龙的帽子 , 皇室专用; 官员

必须戴 / 顶帽 0 : 上朝戴 / 朝帽 0 , 冬天戴 / 寒帽 0 , 夏天戴 / 热帽 0 , 都绣着 / 顶 0

武官戴 / 军机帽 0 ; 高官夫人要梳 / 凤髻 0 ! 戴 / 珠冠/tsul 一k丽 , / 0 ; 她们帽子上

的带子称为 / 角带 0 " 高官身边的侍从两个戴红帽 , 两个戴黑帽 , 因此称他们为

/ 乌红帽 0 ;官员家的仆人和手下则戴 / 红缨帽 0 " 袍子更是各式各样 " 皇帝穿 / 龙

袍/l i犷一poZ/ 0 , 高层官员穿 / 蟒袍¹/b 叨, 一p 0 au , / 0 , 秀才穿 / 蓝青 0 , 高官夫人穿

的绣龙边的衬裙称为 / 蟒裙 0 " 官袍的前胸都要绣象征身份的图案 , 称为 / 补

/po , / 0 " 如高层武官前胸绣的麒麟 , 称为口口补/ha i定tsai气po 3/ " 武官穿的袍子

上绣的方形图案 , 叫 / 四开绣 0 " 被流放或判死刑的的官员要穿 / 红雪衣 0 , 即镶

红边的袍子 " 秀才袍子上又大又圆的领子 , 叫做 / 圆领/oa nZ一ni 巨3/ 0 " 官员身边

的警卫要戴 / 手指束 0 ; 士兵平时戴 / 盔镜帽 0 , 穿 / 号衣褂 0 , 打仗时穿 / 战甲 0 ,

随身带着装子弹和火药的 / 九龙包 0 " 此外 , 文官穿的圆头靴子叫 / 圆头靴

/oanZ 一thauZ一hia . / 0 ; 官轿顶上网状的花纹称为 / 蜘蛛结网/ti .一tu . kiet7一b润3/ 0 ;

官员外出时撑的礼仪用伞叫 / 凉伞 0 , 最高级别官员用 / 三层凉伞 0 "

从事宗教活动的人 , 穿戴也有讲究 " 和尚的袍子是不用扣子的 , 只用腰带扎

起来 " 称为 / 和尚衫 0 ; 他们的帽子中间有帽脊 , 叫 / 和尚帽 0 ; 他们的鞋子尖头 !

中脊凸起 , 叫 / 和尚鞋 0 " 而婴儿为了大人照顾的方便 , 穿的扎腰带 ! 不带扣子

的衣服也称 / 和尚衫 0 ; 婴儿为辟邪戴的帽子 ! 鞋子与和尚帽和尚鞋款式类似 ,

只是多些装饰 , 也称 / 和尚帽 0 ! / 和尚鞋 0 " 这种风俗和称呼至今保留 " 和尚在

佛教仪式中穿的袍子叫 / 和尚袄 0 ; 道士平时穿红色 ! 黑色或黄色的 / 师公袄 0 ,

在普通仪式中穿 / 小袄 0 , 隆重的仪式才一穿绣有龙的图案的 / 大袄 0 " 护身符也可

以当挂饰: 鞋形的香囊叫 / 香鞋 0 , 小孩带的挂锁形扁平牌子叫 / 玉锁牌 0 , 小孩

¹ /袍 0 .i柱在 5 集韵 6 卑有两个反切: 蒲衰切和薄报切 , 正好体现在这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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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由各家出资打制的银锁叫 / 百家锁 0 "

布料的变化也不小 , 有毛乌布 (黑色棉布) ! 柳条布 (有条文或方格纹的棉

布) ! 沙绿布 (没有光泽的绿色布料) ! 口布/j iau s一pos,/ (给棉 , 妇女常用来当头

饰) ! 斜纹布 ! 竺布 ! 土经布 (本地织的粗棉布) ! 染色布 (上色的衬衫布料) !

帆布 ! 丝布 (丝和绵混纺而成的料子) ! 加_贝布/ka ,一poa , 一po , / (本上产的棉布) !

五色布 (色彩丰富的衬衫布料) ! 蔗布 ! 机仔布 (本地机织的棉布) ! 本色布 (没

有漂白过的棉布 ) ! 葛布 (又称夏布 ! 热布 ) ! 绞仔 (很薄的光滑丝绸) ! 绞缎 (光

滑的丝绸或缎子 ) ! 贡缎 (上好的缎子) ! 线缎 (一种柔软的缎子) ! 羽缎 (一种

轻而结实的布料 ) ! 毛毡 ! 毛草 (动物皮毛) ! 丝绵 ! 乌呢 (黑色呢子布料) ! 哈

喇呢/hal 一1扩澎八 多罗呢 (一种进口呢料) ! 小呢 (薄毛呢) ! 水呢 (法兰绒) !

镜面呢 (一种很光滑的布料) ! 粗呢 (一种粗面羊毛料子) ! 金绒 (一种本地产的

棉布 , 柔软而结实) ! 花绒 (花图案的绒布 ) ! 回绒 (天鹅绒或棉绒等薄的绒布 ) !

油绸 (广东产的一种光滑的布料) ! 羽绸 (一种柔滑而有光泽的布料) ! 茧绸 (一

种发黄的绸 , 会慢慢变白) ! 春绸 (一种薄绸) ! 纺绸 (一种薄绸) ! 棉绸 (由丝

和棉混纺而成 , 结实 ! 淡黄色 , 多用于裤装) ! 口纱,,j iau s一se ./ (绝纱) ! 筛斗纱

(用做滤网的上好薄纱) ! 羽纱 (薄的羊毛织物) ! 口口棉/ka , 一poks -m 护/ (用来

填充枕头的粗棉花) ! 红纺丝 (上好的丝绸织物) ! 漂纺等等 " 有些布料以产地命

名 , 如福绿 , 指福州产的绿色布料; 西洋 , 指外国布料; 白西洋 , 指白色衬衫衣

料; 赔色西洋 , 指灰色衬衫衣料; 江西纺 , 江西出产的上好纺织品; 北布 , 上海

或其他北方城市出产的布料 "

红白喜事的服装讲究更多: 新娘头上 / 戴髻 0 , 插 / 金髻 . , , 头盖 / 红罗被 , .,

贴身穿绣着各色象征性装饰的 / 肚裙 0 (肚兜), 外面穿 / 新娘袄 0 (也称做 / 红

袄 0 ! / 绣袄 0 ! / 袄仔 0 或 / 袄仔裙 0 ) " 而人死后要给他穿上生前已准备好的 / 寿

衣 ., , 也称 / 张老衫 0 ; 用一种很薄的丝织物 / 八丝仔 0 来布置灵堂 , 并悬挂包着

粗麻布的 / 篇灯 0 ; 亲友要戴蓝色的 / 浅帽 0 , 穿 / 兰仔服 0 ; 直系亲属穿 / 蔗服 0

也称 / 蔗衫 0 ; 孝子戴 / 蔗盔 0 ; 妻妾和儿媳梳 / 蔗髻 0 , 头包 / 蔗鞘 0 , 衣衫下摆

散开 (称 / 散袍/s am s一po Z/ 0 ) " 守孝期满后 , 还要穿三到四个月的 / 淡服 0 , 刁-

能换上 / 吉服 0 , 恢复正常人装扮 "

这些词大部分都随着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变迁退出口语 , 仅留一小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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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与食物相关的词

与服饰相比 , 食物的变化要小得多 " 5 辞典 6 中共有与食物相关名词 538 条 ,

仅有 127 条失传 , 约占25% " 从丢失的词语里 , 我们发现一些现在很难见到的零

食和点心: 豆枣 , 是豌豆 ! 糖和面粉制成的甜食; 双哥润 , 海澄出名的面饼 , 由

两三层不同颜色的面饼构成; 口酥饼 , 一种脆脆的小甜饼;糖饼 , 一种长条形饼 ,

中空 , 有少许白糖; 蔗芳 , 粘有芝麻的菱形甜点; 葛粉包 , 葛薯粉做成的甜点;

九重课 , 一种由九层波浪形薄饼组成的甜点; 香饼 , 一种便宜的甜饼 , 中空; 云

课 , 白色钻石形的睹哩甜点 , 原料是绿豆; 枪花 , 糖和大米做成的很脆的甜点;

龟国饼 , 乌龟形的饼干; 番薯糖 , 地瓜和白糖做成的甜点; 糖丸 , 红糖制成的糖

丸 , 常用做回礼; 金含 , 一种甜蜜饯; 金工豆 , 一种蜜饯 "

厦门海鲜多 , 气候炎热 , 在保鲜技术不佳的年代 , 大多是把吃不完的食物腌

制保存起来 , 尤其是海鲜类 , 如鱼卷(鱼干) ! 露虾(腌虾) ! 虾鲜破/he Z一ko eZ一phoa s/

(剁碎的腌虾 ) ! 鱼籽 (腌过的鱼卵) ! 红口/l ek s/鲜 (产于北方的一种腌制的贝

壳类食物) ! 口干/loe 6一ko 巨./ (泰国进 口的一种鱼干) ! 咸螃/l 扩/ (一种腌制的贝

壳类食物) ! 鱼献口/e? 0 / (各种腌制的小鱼小虾的什锦) ! 鸡卷 (鸡干) ! 鸭眷 (鸭

干 , 产于北方) 等等 " 蔬菜瓜果也可以腌制食用: 口/phek 丫菜 , 是甘蓝切丝后

腌制而成的; 桂林干 , 是上好的荔枝干; 酱姜 , 腌制过的姜 , 味咸; 醋姜 , 用醋

和糖腌制的姜; 海粉 , 晒干的绿色海藻 , 像米粉 " 还有晒干的枣子 , 以前叫 / 枣

干 0 , 现在叫 / 红枣 0 ; 加糖腌制的杨梅干 , 以前称 / 杨梅饼 0 , 现在称 / 杨梅脯 . ,;

用糖腌制的冬瓜 , 以前叫 / 甜冬瓜 0 , 现在叫 / 冬瓜糖 0 " 由于厦门人经常出海远

行 , 因此常把肉和菜晒干了腌起来 , 在旅行中食用 , 这类菜叫 / 路菜 0 "

闽南盛产甘蔗 , 善制糖 " 作为调料的糖品种丰富: 有白糖 ! 乌糖 (红糖 ) !

正贡白 (最好的方糖 ) ! 贡白 (最好的白砂糖) ! 贡粉 (上好的白糖粉) ! 糖霜 (也

叫冰糖 , 即冰糖) ! 赤砂糖 (带点黄色的砂糖 , 品质佳) " 还有多样与糖有关的饮

料: 糖水 (白糖泡水 , 也叫糖清) ! 霜水 (也叫糖霜茶 , 冰糖泡水) ! 角水 (方糖

泡水) ! 乌糖茶 (红糖煮水) 等等 "

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和保鲜技术的发展 , 上面那些名词几乎都随着食物消失

了 " 此外 , 还有一些失传了的事物名称: 锦瑙 , 开胃的拼盘 , 由各式各样的肉类

组成; 烧割 , 烤猪上割下来的肉; 菜母 , 一种很咸的调味料; 黄梅酱 , 用捣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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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做成的调味品: 粉面 , 指米粉和面条一起煮的汤面; 兜面 , 海蜘和地瓜粉一

起煮的汤面; 口口冻/护一91了一ta习5/ , 用口口/J 一91了/籽熬成的睹哩 , 一般在夏天

食用; 阿口/a ,一苗, / , 一种蒸馏酒; 双料酒 , 厦门产的一种酒 , 经过两饮蒸馏 ,

度数高; 郁金香酒 , 一种很香的酒; 椰酒 , 椰子酿的酒 " 等等 "

3.3.1.3 与建筑相关的词

关于建筑的词 , 5 辞典 6 收录了 51 8 条 , 其中有 18 9 条己经失传 , 约占 36 .5% "

闽南的建筑很有特色 , 比如 / 闽南大膺 0 的红砖 ! 燕尾屋脊 ! 厅堂里的馏金描红

精雕细镂 , 赋予了大膺庄重而又浪漫的独特气质 " 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 , 那些反

映大盾复杂构造的词逐渐消失 , 或只保留在老厦门人的记忆里 , 例如闽南特色的

红砖红瓦等红色的建筑材料统称为 / 红料 0 , 又如组成大膺的东西厅 ! 护膺厅 !

公厅 ! 厅边房 ! 梳妆楼等等 " 失传了的词 , 大部分是某个建筑构造的不同类别或

建筑构造细部的名称 " 例如门有好多种: 木口门/bak 礼sa , 一啊 2/ , 指带着垂直栅

栏的木门 , 栅栏就叫木口子/ba ks 一sa .一tsi 3/; 福州门, 大门的一种 , 下半部是密闭

的 , 上半部带栅栏 , 地势低的建筑常用 , 既通风又可防止积水漫入; 剑枪门 , 带

栅栏的大 门 , 栅栏上半部是尖凸的 , 有防卫作用; 砖门 , 表面贴了许多厚瓷砖的

7 1 , 较坚固 ! 安全; 半闸门 , 半人高的门, 比如店铺柜台边的小门; 圆弓门 , 上

部弓形的门; 月窗门 , 圆形的门 , 装饰效果好; 监管门 , 房屋外又高又厚的大门 "

门的各个部分也有不同名称: 门口八au? 7/仔 , 门上的插销; 门鬼 , 门背面的隐蔽

的门栓;门钥 , 门锁;门狂二/k叨2/ , 门内直立到屋顶的大木杠 , 顶门用;门口/l护/ ,

也叫门/lo D6/ , 横顶在大门内的木棍 , 固定在两边墙壁上; 门扇板 , 门板; 门口

/h ok s/ , 门框最顶端; 门模 , 门框的最下方; 门口/P ak s/ , 连着地 ! 垂直与水平

面的门栓 ; 门牵 , 门环; 门拄/tu 3/ , 顶门的木棍; 门屉 , 门上的活动小窗 , 相

当于现在的猫眼 " 从门上各种安全装置可以看出 , 当时很讲究安全措施 "

3.3.1.4 与交通工具相关的词

有关交通的词 , 当时以轿和船为主 , 车只有 / 马车 0 ! / 牛车 0 ! / 火薰车 0 (火

车) " 5 辞典 6 对 / 坐车 0 的释义是 / to trav elin a ea币age oreart 0 , 可见只有马车

和手推车 "

关于轿的词有 53 条之多: 新娘坐的轿叫 / 红轿 0 ! / 彩轿 0 或 / 花轿 0 , 高官

在重要节日或除外打仗时坐的 ! 四周没有围栏的 !带有狮子型踏脚的轿叫 / 献轿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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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佛坐的叫 / 辈轿 0 , 灵堂门口放的纸轿叫 / 过山轿 0 , 巫婆坐的插满钉子的轿叫

/ 钉轿 0 " 四人抬的轿子是 / 四轿 0 , 四人以上抬的是 / 大轿 0 , 两人或三人抬的

是 / 小轿 0 " 轿的各部分也有名称: 轿头 , 又称轿纽 , 轿顶最凸起的部分: 轿褥 ,

是轿里的坐垫; 轿帷 , 围在轿椅上的帘子; 轿帐 , 轿子的门帘; 轿窗帘 , 轿子的

窗帘; 轿斗 , 轿里座椅下方放东西的空间; 轿背 , 轿椅的椅背; 轿杠 , 轿子侧面

的杠子;轿担 , 挑轿子的横杠 " 轿夫 , 也叫轿散 , 专门为高官抬轿的轿夫组成 / 轿

班 0 , 他们的行话叫 / 扛轿白 0 " 文人有为老师或好朋友雇轿子的习惯 , 称为 / 轿

仪 0 " 坐轿子头晕 ! 想要呕吐的感觉叫 / 晕轿 0

船 的种类就更多了 : 火薰船 , 也叫火烟船 , 指蒸汽轮船 ; 合板船

/k aP 几pan 3一tsu矛/, 是一种带方形帆的船; 浅船 , 是专门在浅水区域航行的船 , 船

身浅 , 船底方; 水批 , 一种吃水浅的小船; 五帆 , 一种河船 , 船身长 , 共五张船

帆; 署船 , 一种能载一干到三千担的船 , 船尾高而尖; 臀潜 , 一种大船 , 比如开

往澎湖列岛的那种; 八桨船 , 带八条桨的船 , 海关官员专用; 合船/k a?7一ts un Z/,

大船上备用的小船; 鸟船 , 船尾画着鸟造型的船; 战船 , 用于战斗的船; 差船 ,

供追捕海盗或反走私的宫船; 哨船 , 官府的巡逻船 , 抓海盗或走私; 酒仔船 , 运

载瓦片 ! 瓷砖等建筑材料的船; 盐船 , 运盐的船; 粗船 , 运载人粪 ! 人尿等肥料

的船; 商船 , 做生意的船; 府船 , 到台湾府行商的船; 洋船 , 到外国行商的船;

北船 , 到北方做生意的船 , 有时也谑指海盗船; 渡船 , 载客过渡的船; 王船 , 祭

拜 / 王爷 0 时做的船模型 " 还有些按船的来源地命名: 中国的船 , 叫唐船; 漳浦

来的船称为 / 南船 0 或 / 南仔船 0 , 晋江及其附近来的船称为 / 顶沟船 0 (顶沟 ,

意为 / 上面那个地方 0 , 晋江在厦门以北), 同安或厦门的船称为 / 下沟船 0 , 东

山或汕头来的小渔船叫做 / 南署 0 "

3.3.2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一百多年来 , 厦门逐渐从封建渔农商贸社会向现代港口风景城市转变 " 渔业 !

农业和商业是当时厦门主要的经济产业 , 相关词也非常丰富 "

3.3.2.1 与渔业有关的词

渔业相关词有 688 条 " 除了各式各样的渔船和船体各部位的名称 , 还有驾船

的各种动作和技巧 " 比如船只出海遇风时的不同行驶方式: 驶风 ! 在八sai 6/片驶 ,

都指利用风开船 , 使船行驶得更加轻松;无片头 , 是说没有风可以利用;掠八ia?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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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片或使硬片 , 指顶着大风强行行驶; 落/l au / /南风 , 指顺着温和的南风行驶;

落船 , 指顺风而行; 硬缭口句护一liauz 一tsn i ./ , 也称硬缭 ! 驶硬片 ! 尽风驶 , 都指

在风力张满帆全速行驶; 掉南 , 指船只顶着南风向南行驶; 逃风 , 即船只入港避

风; 拾 (舟代) 片 , 指调整行驶方向 , 使船能配合风向一前行; 触风 , 指利用海风

减速行驶; 口/kh au , /东 , 指船顶着东北风前行 , 特别是从厦门往福州行驶时常

出现这种状况; 口/sa ./缭和搓/so ./风 , 都指把船开到风口 , 一边更好地利用风

航行 , 但后者指慢慢地 ! 试探地行驶; 食风 , 指船只行驶的方向是顺风的 , 能充

分利用海风风向 "

船停停泊的港湾也有多种: 坞 , 也叫船坞 , 船停靠的码头; 湾坞 , 指露天的

港口或船坞; 沙湾 , 适合船靠岸的沙滩; 北风湾 , 可避北风的港湾; 南风湾 , 可

避南风的港湾 " 遴湾 , 指船抵达港湾; 口/koa , /湾 , 指船在码头短暂停靠 " 这里

的 / 湾 0 都用白读/浦 , / , 而现在大多用文读音/oan . / " / 湾 0 还可用做长度距离

单位: 一湾船 , 指渔船在一天一次潮汐的时间里航行的距离 "

俗话说 / 靠海吃海 0 , 有关捕鱼的词在厦门方言里特别丰富 , 光是渔网 5 辞

典 6 就收了五种: 譬 , 一种渔网, 用方形的竹蔑箍边 , 一般挂在铰链上 , 捞鱼时

用船头或岸上的绞盘使之浮出水面;有时用人力在水平方向拉这种网 , 叫 / 牵譬 0

或 / 牵臀仔 0 ; 若人站到高处把署向上拉 , 则称为 / 揭/gi a? 8/臀 0 ; 要是只拿小警

用手举起 , 则叫 / 讨瞥 . , " 缉/淤ip7/也是一种竹蔑箍边的渔网 , 使用时人站到海

里 , 海水齐颈 , 双手抓网网鱼; 若把网向某个方向退 , 则叫 / 推缉/tu .一砂ip7/ . ,;

双手来回摇动渔网 , 则称 / 挨缉/oe .一tsh ip7/ 0 " 还有一种渔网叫 / 口/1 叨2/ 0 , 竖

在水中 , 等鱼游过时顺势捞起;在水势湍急的河流或潮水势急时 , 即可把口/l 叨2/

安放在水里 , 叫 / 放口/le习2/ 0 ; 专门捕捞马加鱼的口/le习2/叫 / 马加口/le习2/ 0 ,

网眼大 " 而又长又窄的 ! 专门拖在船底的渔网叫 / 口/l in . / 0 ; 开船追赶 ! 包围鱼

群 , 叫 / 牵口/l inl / 0 " 还有一种大渔网 , 叫 / 虎网 . , " 此外 , 用大网网鱼叫 / 抛

/p ! , /鱼 0 , 用鱼叉叉鱼称为 / 标币io ./鱼 0 ; 用譬网鱼叫 / 警鱼 0 ; 用渔网追赶 !

围捕鱼群叫 / 牵鱼 0 ; 放鱼钩钩鱼 , 叫 / 钓鱼 0 " 这些工具和方法许多年轻人都已

完全无法理解了 "

由于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 , 严格控制船只出海 , 当时船只制造 ! 检

修 ! 下海 ! 上岸都要申请执照 , 一些词就反映了当时的船只管理制度: 牌照 ,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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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证件 , 包括注册登记时的 / 牌 0 和注销的 / 照 0 , 本地小渔船只需要注销的

/ 照 0 即可; 注册时的 / 牌 0 也称为 / 官牌 0 ! / 船牌 0 或 / 红牌 0 , 船一上岸就

要交给管理部门 (称为 / 缴照 0 ) , 即便船只没有外出 , 船主也必须经常去当地部

7 2 报到船只最新情况;船离开码头时要到管理部门去注销 , 称为 / 领船牌 0 或 / 领

船照 0 ; 船只正式登记的名字叫 / 牌名 0 ; 船刚造好或经过大修整后 , 到相关部门

申请新执照 , 叫 / 请船牌 0 或 / 请牌 0 ; 相关部门不时检查船只状况 , 叫 / 验船

牌 0 ; 船只更换主人或改换航行路线 , 都要申请新执照 , 叫 / 换牌 0 ; 同意管理部

门开舱检验的公文 , 叫 / 开舱字 0 : 批准外国来的货船装卸货物的公文 , 叫 / 揽

载字 0 "

3.3.2.2 与农业有关的词

农业方面的词 , 则包含农作物 ! 劳动工具 ! 耕种事项与方法等等 " 大部分普

通劳动工具的名称还保留在郊区和老派发音人口中 , 例如麦梳 ! 堡碧 ! 犁 ! 犁后

座 ! 犁头 ! 摔桶 ! 磨 ! 库斗 ! 牛担 ! 竹担 ! 尖担 ! 扁担 ! 水磨 ! 牛磨 ! 下嫩 ! 顶

墩 ! 锄头 ! 雄 ! 雄臼 ! 散雄 ! 手礁 ! 石雄头 ! 米雄 ! 米斗 ! 米筛 ! 米箩 ! 米漏等;

常见的农作物变化也不大 , 如麦穗 ! 米粮 ! 米糠 ! 谢谷米 ! 红米 ! 糙米 ! 番薯 !

麦鼓 ! 大麦 ! 釉穗 ! 粟头等; 此外 , 还有许多和农业相关的用词保留下来: 作腾

(种田) ! 作墙 (种田, 后泛指工作) ! 失收 (收成不好) ! 半山头 (废弃的谷子杆 ) !

结穗 ! 磨栖 (把糯米磨成粉) ! 挽麦 (摘麦子 , 而非割) ! 挨磨 (磨磨) ! 踏雄 (踩

石滩) ! 拖耙 (耙地) ! 锄淡 (除草) ! 园地 (旱田) ! 睦地 (有灌溉条件的田) !

果子头 (本季的第一批水果 , 少而贵) 等等 "

也有一些旧的用具和耕作方法逐渐废弃 , 与其相关的词语趋于失传:墙场(进

行耕作的地方 ) ! 箩斗 (磨粉机里的筛子) ! 糠斗 (磨坊里的过滤工具) ! 割釉工

(帮人割稻子的短工) ! 出收 (收成高于平均水平) ! 使睦 (耕作稻 田) ! 烧粪 (烧

肥料) ! 水圳 (或圳沟 , 人工修的灌溉水渠 , 比沟深) ! 山面 (开垦出来准备耕种

的田地) ! 土豆冬 (土豆成熟的季节) "

3.3.2.3 与商业有关的词

一百多年过去了 , 厦门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 , 工业的发展逐渐取代 了

农业和渔业; 商业和海港虽然仍占重要地位 , 但无论是制度 ! 观念 ! 方式方法都

发生了重大转变 , 一些旧词也随之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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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变化是货币制度 " 当时通行的货币是金 ! 银 ! 铜钱和纸币 " 银钱 ,

一元钱货币; 中钱 , 也叫中银 , 半元货币; 明金 , 质量最好的货币; 金边钱 , 又

叫金边 , 一种又大又纯的货币, 边缘光泽好; 花银 , 戳上某种标记的银子; 圆丝 ,

银锭; 红广仔 , 也叫红广仔钱 , 是面值最小的好货币; 六字 , 乾隆时发行的又大

又好的铜钱 , 棕红色; 七字月 , 重量足的货币; 碎银 , 也叫银碎 ! 银幼 , 零碎银

子或货币; 软银 , 分量不太足的货币; 轻银 , 分量很轻的货币; 模钱 , 用铜充分

量的银币; 零星银 , 不够十个 ! 不成串的零散铜钱; 铜钱和红钱都是铜钱 , 后者

铜含量较少 , 质量不高; 钱疙 , 又小又劣质的铜钱; 口/ga iZ/钱 , 低劣的铜钱;

六口/ki 6/钱 , 当时通行的铜钱 , 上面刻着六个字; 火烧钱 , 铅钱 , 铅制假钱 ,

也指新郎新娘喜服上绣着的钱 (铅与缘同音 , 兆头好 ); 火烧钱 , 指用火烧以提

高外观效果的劣质铜钱; 合仔 , 一种中心是铜 ! 外面铸银的银币 , / 铜包 0 也是

此类银币, 铜的成分比合仔多; 银单 , 也叫钱票 ! 钱单 , 即银票 " 由于货币质量

有好坏之分 , 所代表的价值也就有高低之分 " 面值大小相同 ! 质地不同的货币 ,

在流通中需要进行折合 , 因此交易之前要先 / 看银 0 , 即看货币分量是否足够 !

成色好坏 " 分量和质量不同的货币之间的价值差别叫 / 银分/gunZ一hu n ./ 0 , 分量

不够 ! 质量差的一方交易时就要 / 补银分 0 或 / 贴银分 0 "

厦门是国际商港 , 各国的货物和货币都在这里汇聚 , 厦门话就根据货币上的

图案来给它们命名: 鸟仔银 , 墨西哥货币; 拐仔银 , 玻利维亚货币; 佛头银 , 也

叫番头 , 是西班牙货币; 光中的钱 , 安南的货币 , 可在厦门通行 , 上面刻着 / 光

中 0 两个字 "

当时店铺的种类也很多 , 有米店 (零售米的店铺) ! 做米集 (米店的一种 ,

商家负责把稻子加工成米) ! 蔑器店 (卖竹器的店 ) ! 杂柴仔店 (卖木器的店) !

合作店/k ap 7一tso? 7一tiam s/ (家具店) ! 干果店 ! 杂货仔店 ! 古董店 ! 茶店 ! 茶馆 !

茶料店 (卖配茶的点心的店铺) ! 草仔寮 (卖草料或燃料的店铺 ) ! 金银店 (卖纸

钱的店铺) ! 铁图店 (卖旧铁器的店铺) ! 包头店 (批发干果的店) ! 海鸡母店 (代

理售卖船运货物的中介店铺) ! 钱店 (也叫钱柜仔店 , 货币兑换店 ) ! 牙行 (收取

回扣的中介店铺 ) ! 柴牙 (专门做柴火中介生意的店铺 ) ! 猪仔牙 (批发生猪的店

铺) ! 贩口/s au , /间 (专门贩卖奴仆和孩童的店铺 ) ! 酒店 (卖酒的店 ) ! 酒廊 (专

卖洋酒和外国饮料的商店) ! 板店 (棺材店) ! 染房 (染布坊) ! 彩白店 (卖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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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或代办丧事的店) ! 绣房 (刺绣铺子) ! 典店 (当铺 , 也叫当店) ! 铜典 (有

政府批文的当铺) ! 大典 (大型典当行 , 利息低) ! 小典 (小型当铺 , 利息高) 等

等 " 店铺集中的街道或地区叫市头 ! 街市或街口/ko e .一kuZ/ "

3.3.3 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词

3.3.3.1 科举和教育在当时地位重要

在厦门 , 读书识字被视为很神圣的事 " 厦门人认为写着字的纸都是值得尊敬

的 , 因此有 / 敬字纸 0 之说 " 到现在 , 老人家还认为 / 坐册勿鱼至读册 0 , 不可坐

在写着字的纸张上 , 更不可坐在书本上 "

儿童接受教育 , 是家里的大事 " 孩童开始正式接受教育 , 称为 / 破笔 0 ; 入

学当天 , 学童要在 / 魁生/koe .一si u ./ 0 面前滚鸡蛋 , 如果鸡蛋沿着直线滚动 , 就

说明小孩聪明 , 有前途 " 这个鸡蛋叫 / 首舞卵/砂iu , 一bu 3一1习/ / 0 " 家中长辈去世时 ,

会专门留下一块田产 , 为后代读书考科举提供保障 , 这类田产称为 / 书田 0 ; 为

了后代能在科举中有好成绩 , 长辈还会特意挑选风水好的目的 , 称为 / 状元 0 地 "

学校在当时称为 / 学院 0 , 教室和书房则叫做 / 学房 0 " 学生上学 , 称为 / 落

学 0 , 一般一天三次; 学校期末放假 , 叫做 / 散学 0 ; 文人在学校里获得正式教书

的职位 , 叫 / 椅学 0 ; 他们的薪水称为 / 束惰 0 ; 老师上课 , 叫 / 授册 0 ; 惩罚学

生时打手心的板子叫 / 竹口/ti k7一poe ./ 0 ; 默写经典文章 , 叫 / 暗默 0 ; 新年第一

次写字 , 叫 / 开笔 0 ; 考生之间互相切磋讨论经典书籍的内容 , 叫 / 盘册 0 ; 研究

历年的科举试题 , 准备考试 , 叫 / 考旧案 0 ; 参加考试时 , 考生随身携带的 ! 装

考试用具的篮子 , 叫 / 场篮 0 " 比秀才一级别略高的资格叫 / 凛保 0 , 即 / 凛生 0 ;

获得凛保资格 , 叫 / 帮凛 0 ; 同届考上秀才一的人 , 互称 / 同案 0 ; 中了举人的卷子 ,

叫 / 朱卷 0 "

当时 , 写字画画的用纸就相当讲究 , 种类繁多 , 如有: 笺纸 , 也叫笺 , 纸面

光滑的写字用纸; 白竹仔纸 , 竹子制成的普通写字用纸; 罗纹纸 , 有水纹印记的

写字用纸; 苏笺 , 苏州出产的大宣纸 , 颜色各异 , 纸面光滑; 供纸 , 一种画画的

纸张; 三六丝纸 , 很薄的纸 , 专门给儿童描红用; 状纸 , 专门写诉状的纸 "

据老派母语者回忆 , 当时学习经典 , 都用方言文读音诵读 , 用口语解说 " 据

5 辞典 6 记录 , 教师用口语解释经史典籍 , 叫 / 说册 0 " 5 辞典 6 还收了一系列偏

旁部首在厦门方一言里的说法 , 和共同语不太相同 , 如反狗仔 , 反犬旁; 背丝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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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丝旁; 贝字骸 , 贝字底; 插刀 , 立刀旁; 草仔头 , 草字头; 益字头 , 益字上半

部分; 月仔月 , 肉字旁和月字旁的合称等等 "

3.3.3.2 政府机构和官吏众多 , 礼节繁琐

5 辞典 6 编写时 , 正是清政府统治时期 " 在服饰与称谓部分 , 我们已经感受

到封建王朝等级的森严 , 本节将着重从政府部门的设置 ! 官员的头衔和官场礼仪

等方面进行讨论 "

六部是当时政府主要机构 " 地方衙门里的六部首脑称为 / 房科 0 ; 他们各有

办公场地 , 礼部办公室叫 / 礼房 0 , 工部办公室叫 / 工房 0 , 兵部办公室叫 / 兵房

/P idl 一p明2/ 0 等等 " 京城或省城的吏部办公室叫 / 报房 0 , 其下发的文书称为 / 报

条 0 " 此外 , 还有一些管理经济事务的机构 , 如钱粮局 , 征收农业相关税收的机

构; 堡局 , 专收鸦片贸易税的机构; 钱局 , 官府办的银行; 税契局 , 审批贸易事

项的机构等等 "

5 辞典 6 也收了各种官吏的头衔名称: 布司 , 也叫布政 , 是省城总管财政的

官员; 粮道 , 省城负责给军队供应粮食的官员; 左堂 , 地方上的文人之首; 总头 ,

衙门里的巡捕头; 民壮 , 文官的随从 , 负责打板子惩罚人犯 , 他们的头儿叫 / 民

壮头 0 ; 皂班 , 衙门的皂隶; 皂杂 , 也叫皂杂官 , 是衙门里的低级仆役; 差骸 ,

跟随巡捕随时出具许可公文的走卒; 书办 , 官员办公室里的文书; 书手 , 官员手

下起草文书的文员 , 为道台起草文书的就叫 / 道书 0 ; 座主 , 指某个官员背后的

靠山; 佐杂 , 级别很小的官员; 刑名师爷 , 负责刑事案件的师爷; 钱谷师爷 , 负

责农业生产和收取农业税的事业; 而衙门里总负责的师爷就叫太师爷 "

衙门的各项设施各有名称: 公堂上审案的桌子叫 / 公案桌 0 ; 公堂上审案的

位子叫 / 公座 0 或 / 公座位 0 ; 高官的座位叫 / 暖阁 0 ; 公堂的右手边称为 / 口月

/tsoZ一pi习2/ 0 ; 守卫的岗亭叫 / 更房 0 ; 官吏值班的房lbJ 叫 / 班房 0 " 衙门门口平

时摆放一个长方形的牌子 , 带着长把手 , 上面写有高官的名字 , 官员出巡时则举

在队伍最前方 , 这个牌子叫做 / 长骸牌 0 , 是表明官员身份的 " 假期过后或新官

刚上任时 , 衙门门口会摆上 / 放告牌 .夕, 意思是开始接受百姓申诉 " 衙门门口还

有 / 水牌 0 , 刷着白色油漆 , 用来贴布告; 贴出的布告叫 / 字白 0

官吏平 日的事务有许多 , 比如向皇帝上奏折 , 叫 / 拜本 0 或 / 拜表 0 ; 转录

公文 , 叫 / 平字/Pi 扩一16/ 0 ; 官吏当值 , 叫 / 该班 0 ; 安排迎接高官的各种琐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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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食宿 ! 仆役 ! 轿夫等等 , 叫 / 办差/P an 6一砂e , / 0 ; 新官刚上任时安排衙门里的

人事职位 , 叫 / 排衙 0 " 政府发出的公文也各有名称 , 如委牌 , 是向官员委派任

务的信物或公文; 牌票 , 是官府发出的许可证 "

官场里人际关系微妙 " 类似 5 红楼梦 6 里的 / 护官符 .夕, 在厦门话叫 / 书房

卯 0 , 即官员必须小心维护的人名册 , 是文官案头必备的名单 " 此外 , 还有一些

官场的习俗 ! 礼仪: 官员上任时 , 家属可跟随 , 称为 / 随任 0 ; 见到上级要行礼 ,

叫 / 拜揖 0 ; 官员请朋友的家人到 自己管理的地方游玩 , 叫 / 搬请 0 ; 官员在路上

相遇时 , 各自要降低凉伞 , 以示相互致意 , 叫 / 掩伞 0 ; 官员互相拜访 , 安排行

程的单子叫 / 单红 0 " 皇帝生日, 各地都要贺寿 " 为贺寿搭盖的临时亭子叫 / 万

寿亭 0 ; 在衙门门口临时搭的戏台叫 / 万寿棚 0 , 表演的剧 目叫 / 圣寿戏 0 " 而供

着皇帝牌位的庙宇叫 / 万寿宫 0 " 据陈嘉平等 (1995 ), 万寿宫在深田内 , 即后来

的厦门日报社 " 当时清政府通令各地按着宫殿的格式建 / 万寿宫 0 , 长期供奉皇

帝禄位 " 每月初一 ! 十五 , 地方官都要到此三跪九叩; 每年皇帝生日, 地方官要

在此为皇帝贺寿 " 皇帝的诏书也在此宣读 " 我们还在 5 厦门志 6 中找到当年万寿

宫的图样 " (见附图) "

3.3.3.3 文学艺术活动以戏曲为主

百年前的厦门 , 文艺活动样不少 , 5 辞典 6 里有所体现的 , 就是棋类 ! 刺绣 !

书画 ! 雕刻 ! 戏剧 , 以及各种游戏 "

棋类 ! 刺绣 ! 书画和雕刻的形式基本上存留到今天 , 词语的变化也不大: 棋

谱 ! 棋子 ! 棋盘 ! 象棋 ! 围棋 ! 棋局 ! 行棋 (下棋) ! 端楷 ! 隶书 ! 真草篆隶 (书

法的四种字体) ! 帖意 (字帖的意境和精髓 ) ! 画谱 ! 字画 ! 古画 ! 彩画 ! 墨水画 !

画佛 ! 画花鸟 ! 画墨水 ! 画丹青 ! 画山水 ! 指墨 (用手指头沾墨水作画) ! 画人

物 ! 画翁仔 (画雕像或神像) ! 雕刻 ! 雕琢 ! 琢玉 ! 琢印 ! 雕花刻鸟 ! 阳字 ! 阴

字 ! 烷像 (拍照) " 有些词老派发音人还觉得熟悉 ! 亲切: 讲古场 (说书的地方) !

时画 (画人体模特 ) ! 刻沉/ki k7一tiam Z/ (木雕艺术中 , 刻凹下的部分) ! 刻浮 (浮

雕的刻法 ); 大寿八ai 6一siu6/ (大幅卷轴画) ! 小影/s ian 3一iD3/ (微缩画 ! 小画像)

等等 "

游戏和玩具类词 , 大约保留了 32% , 仅存在老派 口语里的约占 13 % , 大部分

流失了 " 当时流行各种爆竹烟花 , 有种一大串的爆竹叫 / 连炮 0 ; 一种点燃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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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乱窜的爆竹 , 叫 / 老鼠口/ni 而一tshu3jip7/ 0 (口/j ip7/ , 意为追); 能出现狮子

图案的烟花叫 / 火狮 0 ; 能出现华表图案的烟花叫 / 华表 0 ; 点燃时像梨花开放 !

照得天空发白的烟花叫 / 梨图花 0 ; 点燃时天空出现到处乱蹦的老鼠的烟花 , 叫

/ 竹鼠 0 把大串爆竹悬挂在高高的竹竿头 , 就做成 / 炮城 0 ; 大家朝 / 炮城 0 扔

火引 , 最先引爆爆竹的为胜 , 这个游戏叫 / 考炮城 0 (考/kh了/ , 瞄准的意思) "

现在这个游戏在郊区还流行 , 特别在过年时 , 年轻人也都热情参与 "

有些玩具和游戏的名称现在如果不看释义 , 完全无法理解 , 比如水赏翁 , 指

头 ! 手或脚能摇摆的玩偶 ; 佛仔头 , 是一种只有头部的玩偶 ; 金 龟 口

/k im .一幼 .一90 2/ , 也叫金龟竟/k im .一ku .一se? 0八 是一种装金龟子等小昆虫的玩具 ,

昆虫在里头打转 , 带动玩具旋转; 口口口八i?8一tu? 8一hm Z/ , 一种发出嗡嗡声的玩

具 (口口八i?8一tu ?s /和口/hm Z/都是象声词 ); 划鸡膏/ul ?8一ko e .一ko .八 也叫口

/s 叨 ./ , 一种孩童玩的游戏; 迫军/Pi k7一ku nl / , 弹珠游戏的一种; 搏鸭卵 , 玩涂

上颜色的鸭蛋; 口窟仔/hi et 7一k ! t7一a3/ , 往小洞里扔硬币 , 看谁扔得准; 均平 ,

抽签类游戏; 行直 , 一种游戏; 升官图 , 一种类似飞行棋的游戏 , 棋盘是各级官

员的头衔与级别; 直 , 一种与概率相关的游戏 , 行直 ! 食直 ! 口直/t e?8一tit s八

画直都指玩这种游戏 , 但具体含义不明; 拨马齿豆 , 一种和概率有关的游戏 , 马

齿豆即蚕豆; 覆蘸 , 猜硬币; 三国碰 , 一种纸牌游戏 ; 水披 , 打水漂; 孽毽

/gi et s一ki en s/ , 踢毽子 " 这些游戏有的现在还很流行 , 但名称己经改变 , 例如拨

马齿豆 , 现在说 / 口八6/马齿豆 0 (口/i 6/ , 玩游戏); 佛仔头 , 现在光有头部的

玩偶样式很多 , 名字据不同玩偶而异; 覆酪 , 现在叫 / 反尖仔 0 ( / 反 0 , 指翻转;

/ 尖仔 0 , 硬币) "

戏剧的词在 5 辞典 6 里收得比较全面 , 从剧种 ! 演员 ! 道具 ! 乐器 ! 场地 ,

到幕后人员 ! 观众 ! 演戏和看戏的讲究 , 都有体现 " 一些基本的剧种现在还都保

留着 , 如布袋戏 (布袋傀儡) ! 纸影戏 ! 傀儡戏 ! 猴戏 (相当于耍猴 , 一般是乞

丐来演 ) 等 " 而今 , 地方戏在厦门己经式微 , 无论是戏剧的类别还是演员 ! 工作

人员 , 都发生了很大改变 , 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词已经流失 " 惨出和苦出 , 指悲剧;

花出 ! 花戏和邪出 , 都指黄色剧 目; 正音戏 , 用官话演出的戏; 老戏 , 指用方言

口语演出的戏 , 演员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用官话演出的戏叫 / 大班戏 0 或 / 大戏 0 ,

而孩童用官话演出的戏叫 / 细班戏 0 ; 四平 , 用汕头方言演出的剧种; 南弹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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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方言演出的戏;戏盆/.h i/一phun Z/ , 为死人演出的戏;戏里专门逗人笑的角色,

叫戏口/kll oe ?8/ , 后来也泛指生活中常用滑稽的动作和话语逗人发笑的人; 戏口

/砂 " 明5/和戏口/s i云./指为一大群戏子神魂颠倒的人 , 特别是为旦角迷乱的人;

装戏 , 为戏班打点一切; 整戏 , 指和戏班接洽 , 请戏班演戏; 口/t扩/戏 , 指因为

喜欢而追某个戏班 , 看他们每场演出 , 与他们接触频繁; 带戏 , 即养戏班 , 为戏

班提供食宿 , 并获取戏班的演出所得 , 而这个带戏的人 , 称为 / 戏主 0 ; 哥差 ,

戏班里专门管理男童演员的人; 套戏 , 排练 ! 彩排; 摘/ti a? 7/出 , 观众选择想听

的剧目或曲目; 闹台 , 开场前演奏很热闹的音乐 , 官话的剧目经常这样; 调势 ,

指某个曲子应有的音调和音高; 勾破 , 乐谱上音调标记; 转嚓 , 也叫过燎 , 指改

变演唱的节拍 ! 节奏; 有僚有调 , 形容唱得好听; 冲管/砂句5一koan 3/ , 指唱很高

的音调; 吹班 , 指午饭时在衙门吹奏的人 , 或军队里的乐师; 捍拍/ho护一pir / ,

指乐队里负责掌握节拍的人; 口口/l inl 一l叨 . / , 戏里的龙套; 火碗 , 戏剧表演中

用的金属碟 , 当油灯用 , 灯芯粗; 曲馆 , 专门教人唱曲的地方 " 这些词如今基本

上都消失了, 即便实际上事物 ! 行为或状况还存在 , 但也转换了说法 , 例如套戏

说成排戏 ! 排联 "

3.3.3.4 宗教信仰多样 , 神灵众多

((辞典)) 收录了宗教信仰类词 1952 条 , 其中有 991 己经失传 , 约占 51% "

闽南人历来崇敬鬼神 " 李如龙 (1997) 曾把闽人所拜的鬼神归纳为自然神 !

神仙 ! 神佛和人神四类 , 而百年前厦门方言词里也反映了这四类鬼神的情况 " 有

许多鬼神的名字今天已经失传了 , 如天官大帝 , 掌管天界的神仙 , 正月初五生日;

三官大帝 , 三位大帝的合称 , 分别掌管天 ! 地 ! 人三界; 虎圣王 , 掌管赌运的老

虎神; 地官 , 管理土地和地域的神; 水官 , 掌管大海的神; 椅南神 , 佛教神佛之

一; 山魁 , 在山间显灵的鬼 , 男的叫 / 山魅公 0 , 女的叫 / 山魅母 0 ; 魁星公 , 文

昌星 , 掌管科举文教; 五谷大帝 , 掌管农粮的神仙 , 蓝脸; 仙公/s ien .一k叨 ./ ,

也叫李托拐 , 铁拐李; 五显大帝 , 二郎神杨歌; 及婿/ki p7一sa is/ , 城煌的随从之

一; 十二司官 , 城隆的十二个随从; 三口/sa m , 一phi巨./ , 三位法力强大的神灵;

郭圣王 , 姓郭的神; 孙真人 , 掌管医药的孙姓仙人; 邵王爷 , 姓邵的神; 池王爷 ,

姓池的神; 檐口夫人 ! 檐口公 , 屋檐上的神 " 等等 " 一些反映人们观念中的神 !

鬼世界的词 , 也已经失传 , 如螟宫 , 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宫殿; 枉死城 , 地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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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 里头都是暴亡者的魂灵; 四门关 , 鬼神世界的四个大门 "

由于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够 , 人们对一些无法解释的事就附以鬼神之说, 如认

为瘟疫是由叫 / 瘟疫鬼 0 的魔鬼引起的; 人的身体不舒服 , 是中了邪 , 被鬼神迷

惑 , 也就是 / 口/si ap s/ 0 ; 婴儿刚出生的一百天内容易受到鬼神滋扰 , 最需要呵

护 , 这一百天就叫 / 百日关 . ,; 人因其出生的时辰不佳 , 给自己或身边的亲友带

来危害 , 这种不吉利的时辰叫 / 克时 0 "

为了解除鬼神带来的不良影响 , 取得神仙的庇佑 , 人们会做一些特别的事 ,

如 / 请钢 0 , 即求护身符 " 百年前厦门流行的护身符称为 / 钢钱 0 或 / 钢 0 , 质地

多样 , 上面刻有神灵的名字 , 一般用绳子挂在孩童的脖子上 " 护身符由于质地不

同 , 有玉钢钱 (玉石质地 ) ! 银钢钱 (银制) 之分 " 有的护身符像项圈一样挂在

脖子上 , 叫 / 棺钢 0 ; 有的上面刻着 / 妈祖婆 0 三个字 , 口日 / 妈祖钢 0 或 / 七娘

钢 0 " 除了护身符 , 还有些物品被认为 / 解辟邪 .夕, 即能减少鬼神对人的伤害 , 如

/ 香火 0 , 一种能辟邪的香囊 "

遇到困难的时候 , 人们也会向神佛求助 (称为 / 求叫 0 ) , 求取神的意见 " 最

常见的是占 卜(厦门方言称为 / 卜 0 ! / 问 卜 0 或 / 卜卦 0 ) , 从卦象里体会神的指

示 (即 / 卦神 0 ) " 5 辞典 6 里体现的占 卜方式有多种 , 其中 , / 搏杯 0 已经流传了

一百多年 , 至今还很盛行; 还有一些占 卜方式早年还流行 , 现在比较少见 , 如尖

米卦 (用米粒 占 卜) ! 戏卦 (从庙宇求神出来后碰见的第一出戏 , 即神对问卦者

的启示) 和鸟仔卦 (由小鸟来抽签) " 求神的方式还有许多 , 如告城煌 , 在城煌

庙里烧状纸 , 向城陛爷诉说冤情与心愿; 完仙梦 , 在庙里睡觉 , 以从梦里得到神

的启示; 消罪过 , 为消除罪孽举行的仪式 , 一般由道士在城陛庙里主持 "

还有一些与神佛相关的仪式与用具 , 现在已不在口语中出现: 祝谢 , 也称谢

神 , 感谢神佛圆了 自己的心愿; 盘时 , 计算时辰的凶吉; 使纸 , 烧纸钱; 送彩 ,

将出巡后的 / 王爷 0 焚烧的仪式; 送柴米 , 个人或其他庙宇向 / 王爷 0 献木柴和

大米的仪式; 锣演口/1了一ien 3一seZ/ , 神佛巡游时 , 人们摇晃类似小手鼓的器具;

拍城 , 救人灵魂出地域的仪式; 辞公婆 , 出远门或死前向家里祖先的灵位辞别的

仪式; 普施 , 农历七月的时候祭拜鬼魂; 做庆成 , 道观建成时的仪式; 灯篙 , 尾

部带着油灯的竹篙 , 在某些仪式上用; 糊统城 , 某些仪式里纸糊的建筑 , 代表仪

式所指的地方; 铜宣炉 , 也称宣炉 , 是上好的铜筑成熏香炉 , 得名于铜的产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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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心灯 , 代表天公的灯笼; 钉轿 , 巫婆坐的轿子; 路关 , 神佛出游的路线提示

通告; 路关鼓 , 神佛出游时开道的大鼓; 神砂 , 给神佛开眼的红朱砂; 牲礼 , 祭

拜神或死人的祭品; 香匙 , 舀香灰的勺子 "

厦门人信奉的鬼神多 , 对各种宗教信仰也是很包容的 " 道教 ! 佛教 ! 伊斯兰

教和基督教 , 百年前在厦门都就不少信徒 " 和宗教有关的词 , 约有一半留存到现

在 , 如: 肥勒 (弥勒佛) ! 食教 (信教) ! 醛 (道教的仪式) ! 纸鉴 (切割纸钱的

工具) ! 三教 (儒教 ! 道教和佛教的合称) ! 师姑寺 (道姑观) ! 棕蒲团 (棕制蒲

团) ! 草蒲团 (草制蒲团) ! 末劫 (佛教认为的世界末日) ! 化身 (成佛) ! 祭司 !

圣册 (圣经) ! 释伽 ! 天主教 ! 洗礼 ! 牧师 ! 礼拜堂等等 "

有些词现在己经很难理解 , 如: 戒头 (佛教组织的领导) ! 修丹 (炼丹 ) ! 信

经 (信条) ! 和尚拜 (双手合十 , 弯腰鞠拜的姿势) ! 和尚锤 (谑称和尚的光头) !

六兽 (道家认为能守卫新房六种兽) ! 素珠 (佛珠) ! 勾陈 (传说中道家的一种吉

兽) ! 回回教 (伊斯兰教) ! 教门侬(伊斯兰教教徒 , 也称 / 回回 0 ) ! 反手/p句 /一tsh iu3/

(道士或和尚在某些仪式里不停翻转手掌的动作) ! 中保 (指耶稣 , 基督教中认

为耶稣是上帝和人的中保) ! 师爸 (指收取养子的和尚) ! 师图 (给和尚当养子的

人) ! 劝世文 (佛教的宣传手册) "

3.3.3.5 礼仪习俗繁琐

厦门的风俗 , 最讲究的莫过于婚丧嫁娶了 "

结婚 , 除了上文提到过的服饰讲究 , 还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 媒人提亲后是

订婚 , 又叫 / 订盟 0 ; 订婚后结婚前 , 男方要送丰厚的聘礼和聘金到女方家 , 双

方家长会面 , 称为 / 食大定 0 ; 媒人把适合结婚的日子送到新娘家 , 以供挑选 ,

称为 / 送日头仔 0 或 / 送日 0 ; 给媒人礼物或礼金 , 即 / 媒侬礼 0 ; 新郎出门迎娶

新娘前 , 父母要摆一桌酒席 , 叫 / 上马桌 0 ; 新娘的哥哥要骑着马 , 和新郎一起

送新娘到男方家 , 叫 / 大舅送嫁 0 ; 新娘在婚礼开始前进洞房 , 称为 / 进房 0 ; 婚

礼后新郎揭开新娘的盖头 , 叫 / 口/l ius/乌巾 0 ;婚后第三天新娘要到婆家的大厅 ,

拜祖先和公婆 , 并与新郎的亲戚会面 , 叫 / 上大厅 0 ; 新人婚后一起回娘家 , 叫

/ 双侬转 0 , 新郎要单独拜会岳父 , 即 / 会亲 0 "

丧事的讲究也很多 " 且不说其程序复杂 ! 服饰和用具种类众多各有用处 , 单

说丧事过后的守孝 , 就有许多规矩 " 父母去世后 , 要 / 居丧 0 27 个月 , 叫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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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丧 0 ; 而祖父母去世要居丧一年 , 叫 / 对年孝 0 ; 居丧期间大门口要挂着白布 ,

叫 / 挂孝 0 ; 而父母去世一百天内怀孕的 , 叫 / 哭里生子 0 , 被视为大罪 " 官员为

帝王 ! 父母或祖父母守孝 , 叫 / 丁忧 0 , 有 / 丁国忧 0 ! / 丁父忧 0 和 / 丁母忧 0 "

一般来说 , 居丧期间是不可嫁娶的 , 若是婚期订下后丧事突然发生 , 则可在 ? 日

内举办婚礼 , 称为 / 顺孝娶 0 "

而四时节日的习俗于今变化不大 , 正月初九 / 天公生 0 , 正月十五 / 上元节 0 ,

/ 清明 0 / 压墓纸 0 ! / 巡风水 0 (扫墓) , 五月初五 / 飞龙船 0 (划龙舟) , 八月十

五 / 博饼 0 ! / 拜月娘妈 0 , / 二九螟 0 / 围炉 0 (除夕夜团圆) , 这些风俗至今不变 "

而在特定的日子里要拜天公 ! 土地公 ! 七娘妈 ! 床母 ! 檐口公 ! 门口公的风俗也

还保留着 "

待人接物讲究礼仪 , 礼貌用语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 5 辞典 6 收录的大部分礼

貌用语都是共同语来的书面语词 , 如令尊 ! 令堂 ! 尊夫人 ! 府尊 ! 舍侄 ! 全领 !

叩谢 ! 恕罪 ! 高攀 ! 家慈 ! 家祖 ! 拙内 ! 高姓 ! 高轩 (您所读的书院) ! 见怪 !

千金 ! 托福 ! 失礼 ! 添寿 ! 明镜 ! 列位 ! 敝国 ! 领教 ! 小儿 ! 晚辈等等 , 除了个

别词还存留在老派口里 , 大部分很少说了 " 有些是方言里固有的礼貌用语 , 至今

仍是常用口语词: 费神 ! 鲁一力 (让您费神) ! 多谢 ! 起动 (劳驾) ! 做前 (先行) !

匀仔行 (慢走 ) ! 细腻行 (路上小心) ! 添寿 (祝您长寿 ) ! 惹想 (傻傻地想 , 一

般用来谦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 牛拙 (愚钝 , 用在自谦) ! 按菜 (请吃菜) "

有些话不能直说 , 要委婉 " 避讳说法 , 辞典共有 51 条 , 今天只保留了 14 条 ,

约占 14 .4% " 与 / 死 0 有关的话最多避讳 " 口虾/尔如?7一heZ八 去听蟋蟀 ! 去化身

洞 (乞丐去世的避讳说法) ! 走其口/ts au 3一k 0 i .一tiam s八 行动/ki 五2一t明6八 过往 !

过气/ke s一k ! 15八 归阴 ! 身过 ! 过世 ! 成仙 ! 口蛙/承au? 7一户an l八 归仙 ! 过去

/kes一 15/ ! 去因祖兜(去他祖宗家) ! 归土 ! 走去 ! 脱凡 ! 口口去/thi?8一thi?8一khis八

拍走去 ! 不接一 ! 跟火哗 ! 晤好去都是 / 死 0 的避讳说法 , 如今大部分已丢失 "

此外 , 死人的白骨称为 / 金 0 , 装白骨的罐子称为 / 金口/ki m .一ta习6/ 0 , 棺材

左右两侧木板称为 / 日月 . , , 哭丧棒被叫做 / 兔仔尾 0 , 老人家为 自己准备的寿衣

叫 / 张老衫 0 " 碰到老人避讳说 / 老 0 , 要改说 / 有岁 0 " 在渔民面前避讳 说 / 反

/Pi 犷/ 0 ! / 翻 0 或 / 沉 0 , 船沉了称为 / 插烛 0 " 有些避讳与姓氏有关 , 如在蓝姓

多的地区 , 篮子都称为 / 框 0 " 上厕所被认为是不雅的事 , 要改称 / 消故 0 ,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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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婉地说成 / 小解 0 " 血被认为是不详的 , 都以 / 红 0 替代 , 如吐血称为 / 呕红 0

或 / 啡/phu is/红 0 "

最后 , 我们把 5 辞典 6 里各类词的总数 ! 存留条数 ! 保留在老派口语里的条

数以及失传的条数做了个统计 , 以便清楚地反映各义类词的演变概况¹:

表3一1: (辞典) 里各类词的保存和流失状况

存存留情况况 天文文 时间间 地形地貌貌 地名名 植物物 动物物 人体器官官

((( 100% )))))))))))))))))

存存留留 53.6%%% 70%%% 68.7%%% 58.1%%% 49.1%%% 43.8%%% 62.6%%%

老老派派 11.4%%% 9%%% 2 .4%%% 16.7%%% 5 .3%%% 17 .2%%% 18 . 1%%%

失失传传 35%%% 21%%% 28.9%%% 25.2%%% 45.6%%% 39%%% 19.3%%%

存存留情况况 称谓谓 疾病病 服饰饰 食品品 建筑筑 交通通 渔业业

((( 100% )))))))))))))))))

存存留留 56%%% 4 1.8%%% 38.1%%% 62.6%%% 40%%% 42.5%%% 13.6%%%

老老派派 13.2%%% 18.2%%% 17.8%%% 12.4%%% 23.7%%% 13 .5%%% 13%%%

失失传传 30.8%%% 40%%% 44.1%%% 25%%% 36.3%%% 44%%% 73.4%%%

存存留情况况 农业业 商贸贸 科举教育育 政府机构构 文学艺术术 宗教信仰仰 习俗礼仪仪

(((100% ))))))))) 和l礼 竹竹竹竹竹

存存留留 52.7%%% 37.2%%% 47.9%%% 25.1%%% 40.6%%% 37.3%%% 46.4%%%

老老派派 22.2%%% 45.4%%% 1 1.4%%% 2 0.2%%% 13 .4%%% 11.8%%% 11.6%%%

失失传传 25.1%%% 17.4%%% 40.7%%% 54.7%%% 46%%% 50.9%%% 42%%%

从上表可以看出 , 流失最严重的 , 是与社会经济结构相关的渔业 ! 体现上层

建筑的政府机构和礼节以及宗教信仰三类; 保留最好的是和时间有关的词 , 但也

只存留了 70% "

5 辞典 6 各类词的保存和流失概况 , 与 5 语汇 6 统计结果较为一致 " 据李如

龙 ! 徐睿渊 (2007) , 5 语汇 6 里人体外部器官共收 76 条名词 , 其中 74 条至今沿

用 , 保存了 97% ; 时间和季节共收时间词 54 条 , 53 条沿用至今 , 保存了 980k ;

服饰部分 57 条衣着名词 (SeCtions. of dreSS), 有 8 条老派才懂但几乎不用 !

年轻人已经完全不解 , 约占 14 %; 5语汇 6 有关文化的词有 15 条退出口语 , 约占

¹ 由于一条词可能涉及几个不同义类 (如 / 新娘袄 0 既属于服饰 , 也体现风俗), 在统计数量时必然有所

重复 , 因此各小类之和大于 5 辞典 6 收词总量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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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 ; 有关科举考试的词除了 / 秀才 0 等保留于 / 搏饼 0 的风俗中 , 其余 27

条都退出口语 , 约占 77 .14 % ; 涉及统治机构的官职 , 只有 / 候补 ! 官员 ! 委员 0

至今沿用 , 其余 54 条退出口语 , 约占94 .74 % " 由于 5 语汇 6 收词量少 , 统计基

数小 , 具体流失与保存的百分比与 5 辞典 6 差异较大 " 但从几类词之间的对比来

说 , 差别不大 , 如政府机构 ! 官职 ! 科举类词流失的多 , 时间词和人体器官存留

的多 , 服饰 ! 习俗居中 "



第四章 厦门方言百年来词汇变化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 厦门方言百年来词汇变化的影响因素

以往对方言词汇的研究 , 往往是对方言系统进行某个共时平面的静态研究 ,

或针对某种现象和特点进行横向描述与比较 , 或将某些词与古汉语词进行历时比

较研究 , 考证其来源 , 描述其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变化走势 , 较少有分析近现代

方言词汇系统演变的 "

而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演变的研究 , 多侧重分析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 " 值得

关注的是郭伏良 (2001) , 较为全面 ! 系统地研究建国后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 ,

从社会因素 ! 认识因素 ! 语用心理因素 ! 语言政策因素和词汇系统因素五个方面

分析了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原因 "

这一章里 , 我们讲从社会生活 ! 词汇系统本身和语言接触三个角度讨论影响

厦门方言百年来词汇变化的因素 "

第一节 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 厦门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 " 1842 年 , 厦

7 1成为 / 五口通商 0 口岸之一; 19 02 年 , 5 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 6 签订 , 鼓

浪屿正式辟为 / 万国租界 0 ; 1911 年辛亥革命 , 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 1938 年厦

门沦陷 , 被日伪立为 / 中央 0 直辖特别市; 1945 年抗战胜利 , 厦门属于 / 国统

区 0 ; 19 49 年厦门解放 , 成为福建省直辖市; 1981 年 , 厦门经国务院批准 , 成为

经济特区 " 这些变革使厦门从渔 ! 农 ! 港口 ! 商贸为主的封建社会蜕变成现代港

口风景城市 ,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可想而知 "

词汇是社会生活变化最敏锐的反映 , 词汇的变化直接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变

迁 "

4.1.1 旧制度的消亡与旧事物的消失

这类因素的影响在上一章里已经有多处体现 , 如封建制度的消除和清政府统

治的推翻 , 使一大批官吏职位 ! 称谓和服饰相关词退出口语 "

又如农业和渔业相关词的萎缩和商贸类词的巨大变化 , 与厦门社会经济结构

的变化有关 " 十九世纪后半期 , 厦门一方面还是小农经济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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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 渔业是主要产业; 另一方面 , 厦门的海港地位逐渐凸显 , 国际商贸发展迅速 ,

出现了大型批发贸易商行 " 因此农业 ! 渔业和商贸的相关词在当时相当丰富 " 到

了现代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 厦门成为现代化港口风景城市 , 就连北部的山场 !

五通和沿海渔村壕头 ! 前埔这些传统的农渔业并重的郊区 , 现在也都已开发成商

贸发展区或居住区 , 农民和渔民或转行小商贸 , 或进入工厂 , 农业和渔业几乎退

出了厦门人的生活 , 与之相关的词汇逐渐退出日常口语 " 相应地 , 在词汇系统中 ,

现代港口行业词和现代国际商贸类词逐渐丰富起来 "

旧事物的消失对厦门方言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 鸦片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

中扮演了很特别的角色 " 厦门是 19 世纪下半叶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 , 鸦片在这

里相当普及 " 据林仁川 (19 91 ), 1849 年 / 厦门输入鸦片 3200 箱 , 占全国第 2

位 , 1854 年输入 3860 箱 , 占全国第 3 位 0 ¹"而这还只是海关的统计数字 , 实

际通过走私进入厦门的鸦片数量要多得多 " 厦门吸食鸦片成风 , 据 / 怀旧鼓浪屿 0

博物馆介绍 , 厦门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家鸦片馆 (薰馆) " 5 辞典 6 在解释 / 风气 0

词条 时说 : / Habit, " r presen: " haraeter " f :h " peopl" i" " p一aee.(no: " f , ueh long , tanding " s

, ,hongl一sioks:eg.eustom " f叩ium一smoksng) 0 "从侧面看出 , 鸦片吸食在当时的厦门已成风气 "

5 辞典 6 收录的与鸦片有关的词语 , 共有 132 条 "

据其纯度和加工程度不同 , 鸦片可有几种类别:

堡膏: 未经加工的鸦片 堡肉: 鸦片的精华部分 , 纯度高

堡皮: 包着鸦片的那层外壳 , 纯度低

鸦片膏: 也叫鸦片薰 ! 乌薰 ! 乌米 , 是烧制过的鸦片 , 可直接吸食

鸦片泡: 加工过的鸦片丸 , 可随身携带服用 , 也可吸食 " 或叫薰泡

薰底: 鸦片膏吸食后留下的残渣

鸦片屎: 也叫薰屎 , 是加工过的 / 薰底 0 , 纯度较低

头清: 加工过一次的 / 薰底 0 二清: 经过加工的 / 头清 0 的残渣 , 纯度很低

根据产地的不同鸦片有白皮 (产于 M al w a , 乌干达西部) ! 本地堡 (产于中

国本土) ! 红堡 (也叫金花红 , 产于土耳其) 旧口/l aZ/ (产于 B en ar eS, 印度东北

部贝拿勒斯) 和旧公 (产于 Pat na , 印度东北部的老巴特那) 几种 "

由于鸦片贸易兴盛 , 政府设置 / 堡局 0 , 专门收取 / 厘金 0 (即与鸦片相关的

¹ 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 与海关史[M ].厦门:鹭江出版社 , 1991 .(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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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 " 加工鸦片叫 / 煮鸦片 0 , / 煮鸦片 0 时用来插着鸦片 , 在火上缓缓转动的工

具有口/砂iam 3/仔 (或叫鸦片薰口/砂iam 3/) 和碾仔: 用来清扫烟枪的工具有口

/ul ?7/仔和鸦片透;烧制鸦片的容器叫铜鼎;装烟土的箱子叫 / 堡箱 0 ;烟枪叫 / 鸦

片薰吹 0 ! / 大统 0 , 甚至被谑称为 / 随身宝 0 "

对鸦片上瘾的不同程度也各有指称: 偶尔吸食一点鸦片 , 还没上瘾 , 叫 / 食

拍盆 0 或 / 心适仔食 . ,; 把一点点鸦片挑在叉子上吸食 , 叫 / 口/t 犷/ 0 ; 把鸦片当

止痛药 , 偶尔救急时吃一点 , 叫 / 口八0 i压6/ 0 ; 鸦片上了瘾叫 / 食牢/ti au 勺0 ! / 牢

/tiauZ /鸦片 0 ! / 牢/tiau Z/薰 0 ! / 鸦片口/giens/ 0 ! / 口/giens/鸦片 0 ! / 薰口/giens/ 0 ! / 口

勺ien s/薰 0 ; 因吸鸦片而兴奋 , 叫 / 醉鸦片 0 ; 因吸食鸦片而身体虚弱 , 叫 / 糟薰 0

鸦片瘾很深的人叫 / 鸦片鬼 0 ! / 鸦片仙 0 或 / 鸦片骨 0 , 他们脸上萎靡不振的表

情叫 / 鸦片薰面 0 " 一同吸食鸦片的伙伴叫 / 乌薰友 0 " 吸鸦片的动作有委婉的说

法: / 口/khi . / 0 " 口/kh i ./原指倾斜 ! 斜靠 , 因为吸烟枪时斜靠在矮几上 , 便被借

来指称吸鸦片 " ¹
戒鸦片叫 / 改薰 0 或 / 戒薰 0 " 当时的人认为 , 吸食者可以一点一点减少鸦

片的服用量 , 降低依赖性 ( / 若敛若离/n压3一ham 3 n巨3一h6/ 0 ) , 直到最后完全

戒了 ( / 改离离 0 ) " 但戒烟过程会出现肠道不适应症状 , 称为 / 鸦片痢 0 "

这些词今天大部分己经退出了口语 , 只有 / 鸦片仙 0 这个词 , 现在还是口语

常用词 , 谑称精神不振或终日游手好闲的人 "

4.1.2 认知的深化与观念的改变

认知是指认识活动和认识过程 , 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看法 " 而词语

正是认知在语 言中最直接的投射 " 一百多年前的厦门 , 自然科学知识还未普及 ,

鬼神之说的盛行从侧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界认知的程度 " 而对自然现象的命名则

直接体现 了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认知 " 5 辞典 6 里和 / 电 0 有关的词就是 / 电母 0

和 / 雷公电母 0 , 即认为打雷闪电都是神的行为 " 而今天叫 / 电 0 (el ec tri ci ty ) 的

东西 , 在当时称为 / 雷 0 或 / 雷气 0 " 可见当时电的概念尚未普及 , 更别提对 / 电 0

的开发利用了 " 从 5 辞典 6 所收词条看来 , 当时厦门连电灯都还没出现 , 照明只

用蜡烛或油灯 " 热水瓶在当时被称为 / 滚水罐 0 , 而非后来的 / 电罐 0 "

那时厦门对 自然力的利用 , 最常见的是水和火 " 水力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农业 ,

¹ 5辞典 6 有例句 / 两个咧口/khi. / 0 , 释义 / Th e tw o are slnoking opium togethe 7 . - (p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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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滩春米; 火力则用在交通工具 , 如火薰车 (火车) 和火薰船 (蒸汽船 ) "

医学知识也是认知的重要方面 " 当时厦门人认为耳朵里面有 / 耳空鬼 0 , 耳

鸣的症状就是因为 / 耳空鬼吱吱吼 0 , 耳屎掏过了头就会 / 拍否耳空鬼 0 (伤害耳

朵里的鬼) " 腹部因肿瘤而鼓胀 , 像怀孕一样凸出 , 叫 / 带鬼胎 0 " 瘟疫的蔓延是

由于 / 瘟疫鬼出来口/i扩/ 0 (掌管瘟疫的鬼出来撒播瘟疫的种子) " 夜晚做噩梦或

突然昏倒 , 是因为 / 乞鬼捏 0 (被鬼捏) " 总之 , 若是患了药物难以治疗的疑难杂

症 , 或身体突然不适 , 就是 / 犯着鬼 0 " 所以有时生病了 , 不是去求医 , 而是去

拜神 " t匕如小孩长水痘 (水珠 ), 要拜 / 珠婆 0 ! / 珠娘姥 0 ! / 珠媳 0 或 / 珠公 0 ;

小孩受惊了 , 睡眠不安稳 , 要拜 / 床母 0 等等 "

对天灾人祸的恐惧 , 最终也归结到命运安排或鬼神之说 " 厦门靠海 , 河流湖

水多 , 常有人溺水而亡 " 人们认为这都是水鬼为了轮回 , 要找人来替代 自己, 即

/ 水鬼叫交替 0 " 天空出现残缺的彩虹 (破篷 ), 就预示着有人要被水鬼抓走了 ,

因此要 / 放水灯 0 , 安抚水鬼 , 希望他们不要找上门来; 或是 / 祭江 0 , 召回溺死

的魂灵 "

如今科学知识普及了 , 人们的认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这些词几乎都已退

出了口语 " 不过也还有些保存在老派口里 , 如雷公电母 ! 水鬼和犯着鬼 " 因为人

对自然界的了解并非完全 ! 透彻 , 总还有些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和难以抗拒的天

灾人祸发生 " 当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感到渺小时 , 就会诉诸怪力乱神之说 "

知识水平的提高也会改变人的观念 " 当时厦门人外出 , 大多往东到台湾 , 或

往南到南洋诸国 " 虽是港口城市 , 但对北方各地的概念比较模糊 , 如称呼较近的

厦门以北地区为 / 小北 0 , 大概是长江流域一带; 称较远的北方为 / 大北 0 , 大概

山东一带; 称中国西北边界为 / 北口外 0 , 如新疆 ! 伊犁等流放地 " 对北方来的

人或物 , 都打上 / 北 0 的印一记 , 如北客 (在厦门和北方之IhJ 往来行商的人) ! 北

仔 (北方人) ! 北货 (北方运来的商品) ! 北布 (上海等北方城市出产的布料) !

北豆 (北方产的豆) ! 北口瓜es/仔 (北方产的鱼干) ! 北船 (去北方行商的船只 ,

或指海盗船) ! 北管 (用官话方言唱的曲子 ) ! 北弦 (北方的弦乐器) " 随着地理

水平的提高 , 现在对北方各地区分比较清楚 , / 大北 0 / 小北 0 之 说退出了口语 "

但言语中对来 自北方的人或物还会打上 / 北 0 的烙印 , 如称北方人为 / 北仔 0 !

/ 北仔番 0 ! / 北贡 0 ! / 北仔婆 0 (北方女人) 等 , 都带贬义 " 又如称北方来的军

队为 / 北仔兵 0 (抗战到解放初期这个称呼一直沿用), 称烧饼为 / 北仔饼 0 (源



第四章 厦门方言百年来词汇变化的影响因素

于北方的饼 ) 等等 "

封建社会里 , 女性经常受歧视 , 可当成货物一样买卖 , 买卖的字据叫 / 查某

国仔¹字 0 或 / 身契字 0 " 闽南人重男轻女思想从女性的名字就可看出 " 据 5 辞典 6

记录 , 当时的女性常用名是 / 也好八a6一ho 3/ 0 º, 带着无奈的口气 " 三四十年代出

生的女性 , 很多名为 / 招弟 0 ! / 跟弟 0 , 希望能给家里带来男丁; 或是 / 周腰 0 !

/ 阁饲 0 , 意为姑且养起来吧 " 这种状况直到解放后才有所改变 "

随着国力的强盛 , 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 加上知识面的拓宽

和阅历的丰富 , 人们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的态度也逐渐改变 " 一百多年前 , 对外

来人或物比较中性的称呼是 / 洋 0 , 如洋货 (外国商品) ! 洋参 (产于外国的参) !

洋红 (源于外国的鲜亮的红色) ! 洋黄 (源于外国的深黄色) ! 洋行 (与外国贸易

的商行) ! 印洋花布 (印花棉布 , 花式来自外国) ! 西洋布 (产于外国的棉布 ) !

洋船 (到外国行商的船) " 但更多场合中使用 / 番 0 , 有时带有贬义 »:

表 4一1: / 番 0 语素的用法

词词例例 释义义 词例例 释义义 词例例 释义义

番番侬侬 外国人人 番王王 外国或十著一首领领 番客客 归国华侨侨

番番仔仔 外国人人 番邦邦 外国国 唐话番字字 白话罗马字字

番番婆婆 外国女人人 番月月 外国 , 尤指南洋洋 吞狗狗 外国人 (警语)))

番番字字 外国文字字 番国国 外国国 番仔狗狗 外国人 (譬语 )))

番番鸭鸭 一种鸭子子 正香甲鸟鸟 一种鸭子 , 味美美 土番鸭鸭 一种鸭子 , 品质较差差

番番花花 一种外国棉花花 番麦穗穗 玉米米 不果子子 蒲桃桃

番番黍芒芒 草杆 , 或无穗的芦苇苇 番棉棉 外国品种的棉花花 番姜姜 辣椒椒

番番薯薯 地瓜瓜 香葛葛 豆薯薯 番鱼即仔仔 腌制的鱼 , 产 自泰国国

番番仔镜镜 手枪枪 番青青 源于外国的绿色色 悉仔火火 火柴柴

番番慢慢 外国产的披肩肩 番纱纱 外国产的纱布布 番头头 西班牙货币币

番番只仔仔 一种漂亮的鸟鸟 金洲玖玖 一种外国金币币 番仔反反 外族反对中国的起义义

番番通事事 翻译译 过番番 到外国去去 行番番 到外国去去

贩贩番番 到国外做生意意 交番番 与外国人交往往 番关关 外国设在中国的海关关

征征番番 出征外国 , 使之臣服服 和番番 与外国友好往来来 苗番番 苗族人人

楼楼番番 日本人人 生番番 未开化的土人人 熟番番 已开化的土著或外国人人

屯屯番番 在与土著领土交界处处 平埔吞吞 台湾平埔族族 鸟肚齐齐 二国志里记录的古代土著著
驻驻驻军军军军军军

番番番番 野蛮 , 不可理喻喻 侨公土土 野蛮而粗俗俗俗俗

吞吞口口口 不可理喻 , / 吞 0 的生动形式式 吞口口/ ki ?7一k扩/// 不可理喻 , / 齐 0 的生动形式式

///ti .一tu , /////////

¹ 查某国仔zts a .一b " , 一kan气a认 脾女 "
º 释义).ot 文是: m idd一ing:w il一bare ly do;justtolerable;nam e often given to a daughter. (p 137)
» 5辞典)) 对 / 番 0 的释义是: 化reign;barba行an:ru dc and C一ow nish and 伪 " 一ish. (P一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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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外国语言不了解 , 觉得他们说话尖锐刺耳 , 吱吱咯咯像鬼叫 , 厦门人

还称外国人为 / 阿吱 0 /a3一ki .产 "

现在观念改变了 , 这些词大部分流失或被取代 , 只剩部分体现其来源的事物

名称 , 和那些表示野蛮 ! 不可理喻的形容词 "

4.1.3 语言政策和语言环境的变化

语言政策是指 / 人们有意识 ! 有目的地影响语言文字功能和作用所采取的各

种行政性措施 0 " º这一百多年来 , 厦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 厦门方言也在不

同时期面对不同语言政策的考验 "

4.1.3.1 白话字的推广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从 / 五口通商 0 到建国初期 , 对厦门方言影响最大的 , 要数教会推广的的白

话字 "

我们在第一章里提到过 , 白话字是西洋传教士为学习厦门方言设计的 " 为了

更好地传教布道 , 让教徒理解教义 , 他们用白话字编写方一言版的圣经 , 编写各种

读物 , 并在学校中推广白话字 " 这套表音的白话字贴近口语 , 相比汉字简单易学 ,

只要会说厦门话 , 就能读能写 " 加上当时很多闽南人出洋 , 白话字适应了普通百

姓通信的需求 "

此后的一百多年间 , 白话字在闽南各地非常流行 " 据黄典诚 1955 年的调查

统计 , 当时海内外约有 11 .5 万人使用闽南白话字 " 而在大陆地区发现的闽南白

话字出版物约有 298 种 , 其中图书 12 0 多万册 , 报刊 110 多万份 , 内容涉及各种

教会书籍和报刊 ! 科学读物 , 以及中国古籍和闽南方言词典 " ¼周恩来总理在 1958

年 5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6 报告中曾经提到: / 鸦片战争以后 , 帝国主义国家派

来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愈来愈多 " 他们为了学习汉语和传播宗教的需要 , 拟订了

我国各地方言的拼音方案 , 其中如闽南的白话字(即厦门话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影响最大 , 曾经出版过许多书籍 " 据说至今厦门一带还有许多人懂得这个方案 ,

许多侨眷还用这套拉丁字母跟海外的亲属通 讯 " 0 ½ 可见这套白话字的影响之深 "

事实上 , 清末明初卢惹章在语文现代化运动里的先驱作用和五四时期国语罗

¹ )-ij 文释义为: nam e given to fo re igners (said t" b " fr om th " Shri llness " ftheir voiees , like ghosts). (PZ lo )
º 冯志伟.应用语 言学综论.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 1999 . (P 13 1)

» 本小节主要参考许长安 ! 李熙泰.厦门话文[M l.厦门: 鹭江出版社 , 199 3., 以及作者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 "

¼ 黄典诚. 从闽南话 / 白话.多0 看出拼音文 -多的优点[J] .中国语文 , 195 3 , (7).
阂 许 径守 ! 李哪末 厦门话 交 7 M l.原 门: 鹭江 出版社 ,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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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字运动中厦门领风气之先 (著名语言学家周辨明 ! 林语堂和罗常培先后拟定了

厦门方一言罗马字), 多少都曾受白话字的启发与影响 "

20 世纪 30 年代 , 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 , 我国开展了大众语和拉丁化新文字

运动 " 19 36 年 , 厦门成立了 / 闽南新文字协会 0 , 成立新文字夜校 , 开展扫盲工

作 , 大量儿童 ! 妇女从中受益 , 也进一步推动了白话字的发展 " 据老派发音人回

忆 , 当时厦门掀起学习白话字热潮 , 人们阅读白话字出版物 ! 用白话字写信 , 并

从中获得抗日救亡的道理 " 直到现在 , 还有不少老人能阅读白话字圣经读物 "

1938 年厦门沦陷后 , 日伪政府强力打击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 捣毁出版机构 ,

并在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强行推行日语 " 其后的国民政府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也采取打击的态度 " 直到建国后 ,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才得以重新开展 "

4.1.3.2 / 推普 0 政策对厦门方言的影响

5 辞典 6 编写的年代 , 在清代中后期 , 所反映的应是清朝中后期的语言情况 "

我们在 5 辞典 6 里发现 8条模仿官话发音的方 言词语 ¹:
小屁股/si au 3一p / 13一ku .八 开玩笑时说人屁股小 , 模仿官话语音

哪里解安尼/n驴一lis oe / an s一币, /, 怎么会这样 , 模仿官话语音

哪里有安尼/n扩一lis u / an s一币 , /, 哪有这样 , 模仿官话语音

花边瓜oa ,一Pi en ./, 银元 , 只在开玩笑模仿官话发音时说

老强盗/l au 3一k 0 i明2一tau 6/和真强盗/ts in .一k / i明2一tau 6八 模仿官话语音 , 骂人很会

榨人钱财

一吊钱/it 7一tiau s一砂ien 3/, 一串一千个铜钱 , 模仿官话语音

不懂/P ut 7一t匆3/, 我不会这种话 , 模仿官话语音

说笑/s oat 7一tsn iau s/, 开玩笑 "

说唱/soat 7一tshi叨5八 开玩笑 "

山羊/san 气i叼2/, 山羊 "

绵羊七ie矛一i明2/, 绵羊 º"
这些词在厦门话里都有对应的方言固有词语 , 之所以模仿官话音 , 是为了搞

笑或求新求异 " 可见官话在当时厦门人观念中的地位 "

¹ 此外 , 还有一条作者注明可能模仿官话方言的: / 口口/hau , 一siau Z八 胡说 " 可能是模仿官话方言 / 好笑 0 ,

意为荒谬的 , 可笑的 0 " 这应是厦门固有词 , 作者理解有误 " 厦门话有同义的口口/hau .一lak勺, 而口/si a了/,
本义是精液 , 常做脏话的后缀 , 口口/haul 一siau 即应是口口爪au , 一lak脚的粗话 "

º 5辞典 6 的 / 绵羊 0 还有另外两个读音: 七ien Z一i"了/和七ien Z一i宁/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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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 , 国家提倡学习官话和国语 , 厦门先后出版了五本学习官话的教

材 ¹: 5 官音便览 6 ! 5 京腔官话践约传 6 ! 5 京腔官话正续散语集 6 ! 5 官话指南 6 和

5 新出活字快话机 6 , 这应该是 / 推普 0 活动在厦门的最早实践 " 但当时百姓受

教育机会少; 白话字和方言已经满足日常交流需要 , 官话和国语不是非学不可 ,

因此这次活动收效不大 , 也没有对厦门方言造成太大影响 "

建国后 , 全国性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展开 " 由于推行了义务教育制度 , 各级教

育机构在 / 推普 0 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 据发音人回忆 , 六七十年代 , 厦门的

中小学都用普通话教学 " 但下课时和日常生活里 , 方言仍是普遍的交流用语 " 可

以说 , 这个阶段厦门的 / 推普 0 活动并未深入到生活中 , 对厦门方言的影响也不

大 "

改革开放后 , 厦门成为经济特区 ,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 需要使用普

通话的场合越来越多 " 加上广播电视媒体的普及 ! 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厦门 , 普通

话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 " 在这种语言环境下 , 学习普通话成为自觉

的行为 "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 孩子讲方言会影响普通话掌握水平 , 有意不

让孩子说方言 " 厦门方言在这段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 " 据郑见见 (2007) 对厦门

城区一家三代人方言使用情况的考察 , / 厦门方言常用词语的词汇量正在减少 0 ,

/ 厦门方言词汇的使用功能正在削弱 0 , / 厦门方言词汇的活跃程度正在下降 0 ,

/ 它们都是厦门方言衰弱特征在词汇上的体现 0 " º

第二节 词汇系统的竞争发展

上一节说的是语言外部的影响因素 , 但在语言演变过程中 , 语一言内部也有引

起变化的因素 , 这种因素才.是语言发展演变的最基本动因 " 就词汇系统而言, 竞

争是引发演变的动力 (李如龙 , 2004) »"我们就从近义词竞争 ! 书面语词和口

语词的竞争以及单 ! 双音节词的竞争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

4.2.1 近义词竞争

近义词是任何一个语台-词汇中 , 意义上相同或基本相同而材料构造上却不相

¹ 许长安 ! 李熙泰. 厦门话文[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 1993.

º 郑见见.流失中的厦门方 言词汇 ) 以一家祖孙三代方言词汇的使用情况为例 1 DJ .厦门大学中文系本科
毕业论 文.2007. (P 16 )

» 李如龙.词汇系统在竞争中发展[A 1.汉语应用研究[C]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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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词¹"一般来说 , 方言词汇中的同义词有两种情况: 一是这些意义相同或基

本相同的词都是方言固有词 , 一是这些意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语源不同 , 或是

方言固有词 , 或是共同语借词 , 或是外来词 , 或是借自其他方言的词 " 本小节只

讨论第一种情况 , 后者我们将在下一节 5 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化 6 中讨论 "

我们在 5 辞典 6 中发现相当数量的近义方言固有词 , 在当时意义 ! 作用 ! 语

用环境和常用程度相当 , 但到今天 , 有了常用与不常用 , 或留用与弃用的差别 "

兹数例说明 "

A . 伸/tshun l/) 剩/s in 6/

比较这两个词的意义 ! 用法与语用环境:

表 4-2: 伸厄 ! m l/和剩污砂/的对比

伸伸伸/ts hun ./// 剩/si n勺勺

释释义义 surp lus:re m ain der ;to re m ain over , as aaa surp lu s;to be a re m aind er;to rem ainnn
bbbbbalan ce... o ver, as thi ngs...

可可带带 伸钱 ! 伸一枝杆 (只剩笔杆 ) !! 剩钱 ! 剩偌济 (剩多少 ) !!

宾宾语语 伸寡布碎 (剩下些布头))) 剩一枝骨 (剩一根骨头 )))

被被状语语 有伸 (剩了) !! 有剩 (剩了) !!

修修饰饰 减伸偌济 (少剩了多少 ) !! 无剩 (没剩一卜)))

有有 同义双双 伸口/ts hun卜tshoa3/ (剩余 ))) 余剩 (剩余 )))

音音节词形式式式式

地地道道 厮分食有伸厮抢 , 食无分 (互相谦让让 侬饲侬 , 剩一枝骨骨

口口语语 就能有剩余 , 互相争抢谁都得不到好处 ))) (靠别人养活 , 也活得不好 )))

就连所举的词语例子条数也差不多 , 可见这两个同义词在当时的作用是旗鼓

相当的 " 但今天我们调查的老派母语者都不说剩/si n6/, 只说伸/砂un ./ " 除了 / 余

剩 ., , 其它用例里的 / 剩 0 都可被 / 伸 0 取代 , 就连谚语里也不例外 " 据周长揖

(2006) , 现在厦门和漳州都说伸/tshun ./, 泉州说倦/tshun4 /º"
B . 花一/hoa ./) 熄

5 辞典)) 里的花一和熄都指熄灭 , 比较两者的使用情况:

¹ 刘叔新.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 # 学论 = A ]. 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A]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987 .

º 周 长揖.闽南方 言大词典[2]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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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一3: 花一瓜oa , 和 熄的对比

花一/h oa , /

释义
to ex tin gu ish or 90 out,

as fire.(熄灭 , 比如火 )

熄

to be extin gu ished , as fi re , lam P , or ean di e (esP .C n.also u sed in

A ., butusual一y 0 hoal , , , wh ich 15th e only w ord used in C .)(被熄灭 ,

比如火 ! 灯 ! 蜡烛等 , 特别是泉州方言 " 厦门方言也用熄 , 但

同时也用漳腔的花=小oa , /)

独立

谓语
火花- 火熄

充当

补语

拍花一(使之熄灭) ,

害花一(闷而灭之 )
拍熄 (使之熄灭) , 窖熄 (闷而灭之 )

带

补语
哗花一(灭了) 熄去 (灭了)

可见两者基本的词义与用法一致 , 只是花一为漳腔 , 熄为泉腔 " 此外 , 花一还

有两个引申义 , 一是 / 死 0 义的委婉说法 , 如跟火花一, (生命) 跟着火一起熄灭 ,

一般在发誓的时候用; 直 卜花一, 指重病的小孩即将离世 " 二是病愈 , 如花一去 ,

指皮肤病的病症完全消失 " 熄则可指太阳失去光芒 , 如日一熄一着 (天空阴晴交

替) ! 熄日 (日食) ! 熄月 (月食) 等 "

在我们的调查里 , 厦门老派还能理解 / 花一0 的说法 , 但口语里已不太使用 ,

基本义都被 / 熄 0 取代 , 引申义则丢失 " / 熄 0 的基本义保留完好 , 引申义则只

保留在老派的口语里 "

据周长揖 (2006 ) , / 花一0 在厦门和漳州表示火熄灭 , 在泉州则表示伤痕消

失 "

C .楞八au l产一一饿/90 6/--一一饥/k i ./

饥在厦门方言里属于书面语语素 , 不能独立成词 " 从语义上说 , 和 / 楞 0 相当 ,

表示饿 , 程度不如厦门方合-里的 / 饿 0 " / 饿 0 在厦门方言里是独立成词的 , 表示饿

得快死了, 程度比 / 楞 0 深 " 下面 , 我们比较楞/iau ./和饿勺J /的使用情况¹:

¹ 本小节集中讨论口语词的情况 , 有关口语和书面语的竞争留待下节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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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楷八au l翩 切 90勺的对比

楞楞楞/iau , /// 饿勺护///

释释义义 hu ngry ... to starve(neu ter) ...

并并列式式 楞饿 (饿) ! 楞寒饿 (义冷又饿) !! 楞饿 (饿)))

复复合词词 楞饱 (饿或饱) ! 楞渴 (义饿又渴))) 楞寒饿 (又冷又饿)))

被被}九吾吾 易楞 (容易饿) !!!

修修饰饰 生楞 (因胃病而不断感到饥饿)))))

}}}郭滩词词 楞鬼 ! 楞乱 (因为饿而肚子难受)))))

茫茫猫籍籍 忍楞 (忍着饿) ! 吼/哭楞 (向人诉说饿的感觉) !!!
治治治楞 (谑称吃) ! 知楞 (觉得饿 )))))

带带补语语 楞去过饥 (饿过头))) 饿死死

成成语语 楞饥失顿 (因为没吃饭而饥饿) ! 楞来饱去 (需需 忍饥受饿 (忍饥挨饿)))
要要要帮忙的时候就找上门 , 满足需要了就走人)))))

谚谚语语 楞呻 , 饱呻 , 食饱叫艰难 ¹!! 死罪无饿罪重 ½½楞楞楞鸡口币hien 3/壁胶º! 清糜当楞侬 »!! 贪l憧成饿鬼ÀÀ
楞楞楞鸡晤畏口/ts heZ/, 楞侬晤顾面皮¼¼ 一日食二顿 , 一螟饿遴光 ¿¿

可以看出 , 楞在口语里更为活跃 , 这可能与其语义有关 " 今天 , 饿还保留在

老派口语里 , 有谚语 / 饿肠无侬知 , 饿毛髻西二西一0 , 意为没得吃别人看不出来 ,

没钱理发看一眼就知道 , 即强调保持外貌整洁的重要性; 但具体 / 楞 0 和 / 饿 0

的语义差别 , 即使老派发音人也很难察觉 " 而新派口语完全不懂 / 饿 0 这个词 ,

只说 / 楞 0 "

D .呕/au 3/ ) 吐/t 0 " 5/

¹ 饿了抱怨 , 饱 了也抱怨 , 吃饱 了还嫌撑得难受 " 讽刺喜欢抱怨的人 "

º 饥饿的鸡在墙底下乱刨乱挖 " 形容人穷得走投无路 , 就会想各种办法 "

» 乘lJ饭对饥饿的人来说也是美食 " 意为事物在被需要的时候最能体现价值 "

¼ 勺L饿的鸡不怕棍子 , 饥饿的人不要脸面 " 形容人巡急 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
½ 死没有饿来得难受 " 意为饿得厉害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 连死都不怕 "

¾ 贪吃的人会下地狱成饿死鬼 " 常用语诅咒贪吃的人 "

¿ 一天吃三顿 , 一整夜饿到天亮 " 开玩笑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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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 咽 au3翩 吐八hos/的对比

呕/au 3/

释义 to V o m lt.

并列式

复合词
呕吐

吐/tn " 5/

to vo m it;to disgo rg e;to sP ea k out, as the wh ole

tru th .

呕吐

吞吐 (说与不说)

被状语

修饰

空呕 (想吐 , 但吐不出东西)

白呕 (只吐出一点酸水)

生呕 (只吐出一点酸水)

充当宾

语

带宾语

带补语

止呕 (I 上吐 )

呕血 ! 呕红 ! 呕水

成语 青呕白呕

吐血 ! 吐丝

吐出来

半吞半吐 (欲言又止)

吞吐浮沉 (在说与不说之间掌握很好的尺度)

呕和吐在百年前都是口语用词 " 呕的意义比较单纯 , 只表示 / 呕吐 0 ; 吐除

了 / 口区吐 0 , 还有 / 吐露 ! 说出来 0 的意思 " 从 5 辞典 6 记录的情况看 , 表示 / 呕

吐 0 时 , 呕要活跃得多 " 但这也可能是 5 辞典 6 着重体现吐的另一义项的用法的

结果 " 但就我们的调查 , 现在 / 呕 0 只为老派所知 , 且已几乎不用; 新派更是不

明 / 呕 0 意 " / 呕 0 几乎都为 / 吐 0 所替代 "

此外 , 还有一些近义双音节口语词 , 这里只做简单说明:

手后卵 ! 手后跨: 手肘 , 现在只说手后蹄 "

骸后卵 ! 散后睁: 脚跟 , 现在只说骸后睁 "

和尚庙 ! 和尚庵: 庙 , 现在只说和尚庙 "

尼姑庵 ! 尼姑庙: 庵 , 现在直说尼姑庵 "

脚脊脊/ka .一tsi a? 7一tsi t7八 脚脊: 背部 , 现在只说脚脊 "

原旧 ! 原来 ! 原本: 原先 , 现在只说原本 ! 原来或原底 "

古杰 ! 古锥 : 形容孩子可爱伶俐 " 现在只说古锥 "

门蹬 ! 户蹬: 门槛 " 现在只说户蹬 "

尾霸一! 尾霸一头: 脊椎末端部分 " 现在老派还 说尾霸头 "

无影迹 ! 无影无迹 ! 无影: 不真实的 , 假的 " 现在还说无影无迹 ! 无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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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食 ! 乞食 ! 仙公: 乞丐 " 现在只说乞食; 仙公词义变化 , 指常偷懒的人 "

铰剪 ! 铰刀: 剪刀 " 现在只说铰刀 "

大舌结 ! 大舌狗: 说话口齿不清 , 一种病 " 现在只说大舌狗 "

下辈 ! 下匀 ! 序细: 后辈 " 现在直说下匀或序细 "

近义方言固有词竞争的过程往往是单向的 ! 缓慢的 , 其结果是词汇系统的简

化 "

4.2.2 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竞争

厦门方言里的书面语词几乎都来自通语 " 这些词大多采用文读音 , 所体现的

内容和观念基本上都是方言固有的 , 大部分都有相应的近义方言固有口语词:

投水死 ) 跳落水死 亲血脉 ! 亲骨肉 ) 亲生的

忌妒 ) 怨妒 雌雄 ) 公母

令岳 ) 惩丈侬 灵验 ) 圣/si 护/

令爱 ) 惩查某图 孝敬 ) 有孝

祖宗 ) 祖公 诱惑 ) 诱/si 犷/

至大 ) 上大/si 明6一toa 6/ 服药 ) 食药

延缓 ) 延/砂ien Z/ 惶恐 ) 惊

称赞 ) 阿赌/e l一10 3/ 夫妇 ) 翁某

清闲 ) 闲八了/ 可限) 雇侬怨/k " 5一la犷一oan s/

宠爱 ! 溺爱 ) 怂/si 扩/ 依旧) 照原

随后就来 ) 现来 不一 ) 无担旦/51明2/

佳人 ) 水查某 男儿 ) 丈夫侬

欣慕 ) 欣慕/h im l一soa n6/ 烦你大驾 ) 费神

茂盛 ) 旺 小解 ) 放尿

止渴 ) 止咏焦 奇异 ) 怪

一百多年来 , 这些书面语词并没有和口语相互转化 ! 进入方一言口语中 , 而是

在方言词汇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丢失 " 现在这些词大部分只在读书读报时出

现 , 新派即便在朗读文本时也感觉别扭 " 5 辞典 6 里这类词有将近 2000 条 "

之所以有这样的演变结果 , 原因有二 " 一是厦门方一言的文学作品不如共同语



厦门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演变 ) 对三本教会语料的考察

发达 , 大致有戏剧 ! 戏曲 ! 答嚎鼓 ! 讲古 (说书) ! 歌谣等等 " 在 19 世纪后半期

到 20 年代中期白话罗马字盛行的年代 , 还有教会读物 " 前者与口语联系紧密 ,

只有戏剧和戏曲有文言成分; 后者为求信徒能理解 , 也带有浓厚的口语色彩 " 加

之戏剧和戏曲业已式微 , 白话罗马字和教会读物几乎失传 , 这些书面语词的生存

空间很小 , 与口语词的竞争占了劣势 " 二是因为当时共同语对厦门方言影响力不

强 " 反观近二三十年来 , 有大批普通话词进入厦门方言口语中 " 周长揖等 (2006)

便收入普通话闽南方言对音词 2 万多条 , 其中有不少是书面语词 , 如副作用 ! 浮

夸 ! 失踪 ! 药剂 ! 座右铭 ! 离别 ! 绿化 ! 批评等等 "

可以说 , 这一百多年来 , 厦门方一言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竞争结果是有变化的 ,

其大致情况是: 19 世纪中后期到建国后 / 推普 0 工作开展前 , 书面语词无法进

入到核心词中 , 是词汇系统中的不稳定部分;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 , 书面语词和

口语词旗鼓相当 " 特别是政治学习中 , 书面语词就显得很重要; 改革开放之后 ,

大批书面语词进入厦门方一言, 并为方言口语所接受 " 若能在 5 辞典 6 与现代厦门

方言 口语里找到几个中间站的材料 , 得出的结论会更有说服力 "

第三节 语言接触引起的词汇变化

语一言因接触而相互影响 ,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 / 借词 0 " 一百多年前的厦门方

言口语里 , 既有通语借词 ! 周边方一言借词 , 也有外语借词 " 有些借词反映的是原

来系统中缺少的新观念 ! 新事物 , 也有些借词表达的意思在原词汇系统中早已存

在 , 这就使当时的厦门方言词汇系统中存在着许多来源不同的近义词 " 近义词丰

富 , 既说明方言词汇系统的开放性 ! 包容性 , 也体现出一种不稳定性 , 这使词汇

系统更具备的竞争发展的条件 "

4.3.1 厦门方言固有词与通语接触后引起的词汇变化

在本章第一节里我们提到 , 虽然一百多年前厦门方一言便与官话有所接触 , 但

官话在厦门人的观念中地位不高 , 对厦门方言的影响并不大 " 就词汇而 言 , 除了

上文提到的直接模仿官话词语语音的现象 , 还有借用官话口语词 "

有些借用的官话口语词 , 所反映的观念或事物是当时厦门方言里缺少的 , 如

阿哥 (称呼满洲贵族子弟) ! 巴图鲁/Pa .一toZ一103/ (满洲军事高官) , 但大部分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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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固有词本身可以表现的 " 从 5 辞典 6 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常用方言固有口语词

和官话口语词并用的情况:

表 小6: (辞典) 中近义并用的方言固有口语词和官话口语词

百百年前的使用情况 (并存 ))) 释义义 现存词词

方方言固有词词 官话口语词词词词

热热症 ! 热症病 ! 热病病 发烧烧 发烧烧 发烧烧

母母钱钱 本钱钱 本钱钱 母钱 (老派) ! 本钱 (新派)))

看看症症 看病病 查看病情情 看病病

深深闺女 ! 在室女女 闺女女 处女女 在室女 (老派 )))

豆豆奶奶 豆浆浆 豆浆浆 豆奶奶

受受气气 生气/51习.一khis/// 生气气 受气气

事事志志 事情/su 6一tsi 了/// 事情情 事志志

势势面面 事体体 事情进展的情况况 势面面

拍拍算算 打算算 打算算 拍算算

探探听听 打听/t压3一thi习5/// 打听听 探听听

拍拍断 ! 拍折侬的鼓柄柄 打岔/t护一砂犷/// 打岔岔 拍断 ! 拍折侬的鼓柄柄

拍拍花鼓鼓 打花鼓鼓 一种文艺形式式 拍花鼓/P h咐7一hoe .一ko3///

///P ha?7一hoe .一ko3/// /t压3一hoal一ko3///////

柴柴屐屐 木屐屐 木屐屐 柴屐屐

顶顶面面 上面/tsi 护一bi n勺勺 上面面 顶面面

面面顶顶 面上七in6一俪护/// 表面上上 面顶顶

墨墨贼贼 墨鱼鱼 墨鱼鱼 墨贼贼

好好声说说 好 口吻吻 说话 口气和善善 好声说说

///h 03一51巨l一se?7/// 爪03一k hau 3一b un3///// /h 03一51巨l一se?7///

煽煽爪iP 7/饭饭 炯/b un6/饭饭 炯饭饭 煽饭饭

食食酒口/s ia u3/// 发酒疯疯 发酒疯疯 食酒口/s iau 3///

姊姊夫 ! 阮姐的的 姐夫夫 姐夫夫 姊夫夫

亲亲情情 亲戚戚 亲戚戚 亲情情

风风龟龟 排场场 吹牛 ! 浮夸夸 风龟龟
/////P aiZ一ts hi明2///////

鸟鸟铣铣 鸟枪枪 鸟枪枪 鸟铣铣

///tsi au 3一ts ! 勺5/// /n i如3一砂i明勺勺勺 /ts iau 3一砂ius///

好好笑笑 可笑笑 可笑笑 好笑笑

客客鸟鸟 喜鹊鹊 喜鹊鹊 客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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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坐清 ! 坐底底 澄清清 污水沉淀淀 坐清 (老派)))

创创治治 作弄弄 捉弄弄 创治治

热热大 ! 热侬侬 夏天/h e6一th了, /// 夏大大 热天 ! 热侬侬

寒寒大 ! 寒侬侬 冬天/t明 .一丫/// 冬天天 寒天 ! 寒侬侬

吞吞薯薯 地瓜/te 6一koa , /// 地瓜瓜 番薯薯

肩肩头 ! 肩月甲头头 肩膀瓜iu .一明3/// 肩膀膀 肩头 ! 肩月甲头头

偷偷走走 逃走/t " 2一tsau 3/// 逃走 , 逃跑跑 偷走走

欢欢喜喜 高兴兴 高兴兴 欢喜喜

墙墙 ! 壁壁 墙壁壁 墙壁壁 墙 ! 壁壁

夭夭寿寿 夭折折 夭折折 天寿寿

有有身身 怀孕孕 怀孕孕 有身身

目目镜镜 眼镜镜 眼镜镜 目镜镜

日日屎屎 眼泪泪 眼泪泪 目屎屎

日日头头 太阳阳 太阳阳 日头头

咙咙喉/n 护一au Z/// 咽喉喉 咽喉喉 咙喉/n 犷一au Z///

记记池池 记性性 记性性 记池池

若若 , 若 ,, 蜀边 , 蜀边 ,, 一边 # #一 边 ,, 若 , 若 ,,

做做一 卜卜 一齐齐 一起起 做一 卜卜

查查某国国 丫头头 奴牌牌 查某国国

妹妹婿婿 妹夫夫 妹夫夫 妹婿婿

甜甜口口口 甜蜜蜜蜜 甜蜜蜜蜜 甜口口/til 一but 7一bu t7///

///丘, 一but7一but7/////////

无无路用用 不济事事 不顶用 , 没效果果 无路用用

尽管这些借自官话的口语词大部分在语音上有所整合 , 符合厦门方言的文白

习惯 , 而非直接借用官话音 , 但存留下来的很少 " 除了头三条 , 其余今天均只使

用方言固有词 "

另外 , 少数复合词由两个近义语素构成 , 一个是借自官话的语素 , 一个是方

言固有的语素 , 如找口/ts au 6一tshe6/ (仔细地搜寻) ! 赚趁/ts " an 3一t0 an s/ (赚钱) ! 孽

子国勺ict礼ts u3一ki 护/ (譬语 , 相当于 / 不 肖子 0 ) " 这些词今天也都失传了 "

还有些方一言固有词在 5 辞典 6 中没有近义词 , 或近义词也是方言固有词 , 但

现在已都被普通话借词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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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一7: (辞典) 中被普通话词所替代的方言固有词

55 辞典 6 记录录 现代方言口语语 释义义

医医生馆 ! 医馆馆 医馆 (老派) ! 医院 (新派))) 医院院

官官话 ! 官音 ! 正字字 普通话话 共同语语

顿顿手手 握手手 握手手

后后座肉肉 后腿肉肉 后腿肉肉

白白肉肉 肥肉肉 肥肉肉

较较坐/ts e明明 较坐 (老派) ! 较好 (新派))) (病痛) 好些了了

仲仲钱 ! 中侬钱 ! 中侬银 ! 中侬礼礼 中侬钱 (老派 ) ! 回扣 (新派))) 中介费 ! 回扣扣

袜袜瓮瓮 袜筒筒 袜筒筒

随随时应变变 随机应变变 随机应变变

清清笑笑 冷笑笑 冷笑笑

千千里镜镜 望远镜镜 望远镜镜

围围身裙 ! 围私裙裙 围裙裙 围裙裙

风风气气 风湿湿 风湿湿

通通事事 翻译译 翻译译

观察以上的词例 , 我们发现 , 同样是借 自通语的常用口语词 , 有些竞争力比

方言固有词强 , 有些则弱 "

我们发现 , 那些竞争力比方 言固有词强的通语口语借词 , 在 5 辞典 6 中都还

没出现 " 也就是说 , 他们借入厦门方一言的时期要晚些 " 所以同样是常用的方言固

有词和通语借词 , 一百多年前的竞争结果是方言固有词占优势 , 一百年后结果截

然相反 " 可见 , 通语对厦门方 言的影响力 , 在这一百多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 " 若

能在 5 辞典 6 稍候的传教士材料里确定这些词借入的大概时间 (是在 / 推普 0 后

¹ ((辞典 6 对 / 好 - . 的释义是: / good: w ell; 衍endly: kind; com p一ete一y m ade or 6 nished; by good 一uck:

Pro sPer ing:(alive); as an answ er itoften , neans -yes . ;but often only - w ell, 1 obs明 e w hatyou say . , w ithout
be in g a " am rln at ive ans w er - .可见当时~好 0 并没有病愈之意 " !爪表示痊愈的 , 是 / 坐 0 /- e勺, 现在只有老派

才懂得这个义项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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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改革开放后) , 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4.3.2 厦门方言与周边方言接触后引起的词汇变化

我们在 5 辞典 6 里发现一些与福州话和广东话相同的词条 "

与广东话相同的有:

花艇: 提供色情服务的游船 "

番鬼: 外国人 " ( 5 辞典 6 注明 , 只在模仿广东话发音时用 " )

出粮: 给士兵发薪水 " (广东话泛指各个行业发薪水 " )

浮泛小 " 2一hoan s八

这类词与中古 !

没有根据的话 , 流言 "

上古汉语词汇没有联系 , 是非核心词 , 数量少 , 在其他闽方

言中也没有发现 , 应是方言借词而非同源词 "

从当时的材料看来 , 厦门同广东的贸易关系比较密切 , 广东的人 ! 事和物在

厦门方言里都有所体现 , 如阿发 (广东人名) ! 红头 (广东来的大型舶板 ) ! 精鸟

嚎 (广东来的船 , 船头呈蓝色) ! 油绸 (广东产的布 , 光泽好 ) ! 口/l " 3/妓仔 (广

东妓女) ! 广莲 (广东产的莲子) ! 抱良丸 (一种广东产的药丸) ! 排摊 (设广东

式的赌局或赌场) ! 百六陀 (广东通用的重量制度 ) 等等 " 有借 自广东话的词 ,

是可以理解的 "

与福州方言相同的词要多些:

顶四府: 指闽北 ! 闽东地区 " 左道: 错误的教条 , 错误的学说 "

下四府: 指厦门周边的泉州 ! 漳州等地 " 自来火: 火柴 "

惊侬: 肮脏 " 还可 说惊死侬 , 表示程度深 " 施/si l/ : 到处撒 "

下南侬: 厦门 ! 漳州 ! 泉州等闽南人 "

合: 套 (量词) "

老爹:

月桌:

衙门官员

圆桌

寒暑针: 温度计 " 瞳: 贪而馋地吃 " (贬义)

食积: 儿童暴饮暴食引起的消化道疾病 " 骸镰 : 小腿胫骨的中段 "

失去: 晕倒 " 平正侬: 外貌平平 ! 不出众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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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膺: 指新娘结婚后第四天回娘家探望父母 , 但不在娘家过夜 "

平直: 路直而平; 事情没有波折; 人水平资质不出众 , 中等水平 "

这些词有的是从福州的角度对其他地区的称呼 , 如顶四府 ! 下四府 ! 下南侬 ,

有的是习俗或事物的名称 , 如自来火 ! 寒暑针 ! 老爹 ! 转膺 ! 食积 , 都不是核心

词 , 应是厦门方言从福州话借如的词 " 而量词套说 / 合 0 , 动作撒说 / 施 0 , 小腿

胫骨的中段说 / 骸镰 0 , 则可能是闽语的共同来源 "

我们要关注的 , 是厦门方言里的福州话借词 " 这些词到今天 , 几乎全都丢失 ,

或因概念难以被认同而在厦门方言中消失 (如下南侬) , 或为方言固有词所替代

(如自来火 ) 番仔火) , 或为普通话词替代 (食积 ) 积食 , 寒暑针 ) 温度

计 ) "

我们看到 , 无论是广东话借词还是福州话借词 , 都很难进入到厦门方言的核

心词里 , 更别说对词汇系统产生质的影响 " 这说明厦门方言词汇系统的整合力和

向心性都比较强强 "

4.3.3 厦门方言与外语接触引起的变化

从宋朝开始 , 闽南地区就有了对外贸易港口 " 元代的泉州 ! 明末清初的漳州

月港 , 都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 郑成功据闽南为抗清基地后 , 闽南受到清

政府高压统治 , 加上地少人多 , 闽南人纷纷出洋另谋生路 " 鸦片战争后 , 厦门称

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 也是基督教会组织的活动重地 " 鼓浪屿被辟为 / 万国租

界 0 后 , 欧美各国更是在岛上建领事馆 ! 开洋行 " 贸易往来的频繁和人员流动的

增多 , 都使厦门方言与外族语言在互相碰撞中发展 "

5 辞典 6 收录的外来词体现了以下特点:

首先 , 从外来词表现的内容来看 , 有地名 ! 人名 ! 物品名称和度量衡四类 ,

在方言词汇词义系统里起到 / 补缺 0 的作用 " 地名有实叻/实叻坡 (新加坡) ! 法

兰西/荷兰西(法国) ! 逞罗 (泰国) ! 吕宋 (菲律宾) ! 加拉巴 (巴达维亚 , 今雅加

达) ! 四里末 (东印度群岛国家) ! 高丽 (朝鲜) ! 槟榔屿 (马来西亚槟城) ! 欧罗

巴/乌鲁霸 (欧洲) ! 马二狗二(澳门) 等等; 人名如大必 (DaV id ) ! 摩西 (MOS es ,

5 圣经 6 故事中的古代犹太人领袖) ! 达摩 (Dhar ma , 古印度圣僧) 等: 物品名

称如槟榔 (来自马来语 betel ) ! 芭蕾 (来自西班牙语) ! 谢姑米 (西米) ! 雪文

(肥皂) 等; 度量单位有吨和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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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从吸收方式来说 , 有音译 ! 音译加类名两种 " 音译 , 如咖啡 ! 乌鲁霸

勇 (European , 指欧洲产的棉布) ! 合板 (马来语 kap e , 一种 小船); 音译加类

名的 , 如苏木 (s即an 一wo od , 一种可提取红燃料的木材) ! 仪记驳 (一艘商船的

名字 , 属于英国 ElliS & Co 公司 , 因此得名) ! 加口布/ka , 一poa s一pos/ (一种粗

棉布 , 译 自波斯语 kar pas i) ! 享针 (别针 , 来自英文 pin ) 等等 " 以上例子也说

明 , 这些外来词的来源多样 , 有英语 ! 马来语 ! 西班牙语 ! 波斯语等等 , 可见当

时处于一种多语言接触的状态 "

第三 , 有些外来词进入词汇系统后 , 具备造词能力 , 与其他语素或词构成词

或词组 , 表示某类事物 " 如合板 , 也叫合板船 ! 合板仔 , 厦门方言称 1842 年第

二次鸦片战争为 / 合板反 0 (反 , 即造反) " 又如 / 羽 0 , 译自英语 w ool , 在厦门

方言构成一系列表示毛呢布料的名词 , 有羽绸 ! 羽绞 ! 羽缎 ! 羽纱 ! 羽毛 ! 尼羽 !

花羽等等 , 但 / 羽 0 不能单独成词表示 / 羊毛 0 , 因此是外来语素 " / 吕宋 0 指菲

律宾 , 厦门方言从中取语素 / 宋 0 , 表示菲律宾产的物品 , 如宋骸 (产 自菲律宾

的小虾 ) ! 宋米 (产 自菲律宾的米) " 由于菲律宾是西班牙殖民地 , 因此厦门方言

称西班牙为 / 大吕宋 0 "

第四 , 有些外来词的形式并不稳定 , 有两三种形式并存 , 构成同义词组 " 有

的同义词组出现 , 是因为音译时用了不同音节 , 如欧罗巴/ " .一l了一Pa . /和乌鲁霸

/ " -一103一pas/都指欧洲 , /s叩7一bun Z八 /soat 7一bunZ八 /sat7一bun Z/和/51即7一bun Z/都

指肥皂 " 但这样的同义词组数量不多 , 更多的是采取两种吸收外来词的方式 , 如

合板 ! 合板船和合板仔 , 达摩和达摩佛 , 加拉巴和巴城等等 "

第五 , 这些外来词的音节结构都没有超出厦门方言原有的音节结构类型 , 没

有造成语音系统的变化 " 如人名 Dav id , 厦门方言没有唇齿擦音 , 便折合成双唇

塞擦音/Pi t7/来译 "

这些方一言词保留到现在的不多 , 特别是地名 " 现在的地名与人名都按照共同

语的规范译名来说 , 不再直接从外语收入 " 但有些日常用品的名称还是存留在口

语里 , 如雪文 (肥皂) ! 享针 (别针) ! 谢姑米 (西米) ! 吨 ! 磅 "

据我们对厦门方言外来词的考察D, 厦门方一言中有更多外来词 , 内容更广 ,

涉及名物和动作; 有些词反映了方言固有的物品 ! 观念与动作 , 与方言固有词构

¹ 徐客渊.厦门方 言的外来词 =2] .第一届中国语言及方 言接触问题学术研讨会 2007.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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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同义词组 " 这些词可能是 ((辞典 6 漏收 , 也可能是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新出现的外来词 " 如果能利用 5 辞典 6 之后的方言材料做进一步考察 ,

会更有意义 "

对比 19 世纪中期共同语 ! 周边方言和外族语言对厦门方言词汇的影响 , 我

们认为 , 共同语借词在当时对厦门方言的影响面最广 , 无论是书面语词还是口语

词 , 都进入厦门方言词汇系统 , 与厦门方言固有词构成许多同义词或近义词组;

但共同语借词的影响深度不及外族语深 , 有两点表现: 一是共同语词仅仅停留在

/ 借词 0 阶段 , 即便与近义方言固有语素共同构成复合词 , 但能产性不高 , _巨在

现代方言词汇系统中已失传;二是这些共同语词在方言词汇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逐

渐被同义方言固有词替代 " 而外来词虽然数量不如共同语借词多 , 其能产性不可

小觑 " 若非建国后共同语规范化和 / 推普 0 活动深入人心 , 这些外来词也许至今

还活跃在厦门方言口语里 " 而周边方言借词对厦门方言词汇的影响最小 , 无论是

数量 ! 深度 , 还是保留状况 , 都远远不及其他两类借词 " 可见厦门方言的向心性

较强 , 不易被他方言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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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成语 ! 谚语和惯用语

第一节 成 语

5 辞典 6 共收了厦门方言成语 1360 条 " 从来源上说 , 联系文言 ! 白话的色

彩和现代闽南话的文白的不同读音来考察 , 可以把这些成语分成方言固有的和从

共同语引进的两大类 " 以下分别列述 "

5.1.1 借自共同语的成语

取自共同语的成语 , 或完全保留词形 , 或改变成语中的某个语素 ! 语素的顺

序 , 语义不变 " 完全保留词形和词义的 , 共有 356 条 , 约占总数的 260k , 如 :

万年富贵 ! 万事如意 ! 万无一失 ! 自相矛盾 ! 默默不语 ! 名公旧卿 ! 有名无实 !

无名小卒 ! 死生有命 ! 谋财害命 ! 畏首畏尾 ! 山珍海味 ! 国泰民安 ! 有勇无谋 !

满面春风 ! 铁面无私 ! 万里沙漠 ! 病入膏育 ! 妄自尊大 ! 不谙世务 ! 无所不为 !

不识时务 ! 显耀门媚 ! 闻风丧胆 ! 刚柔相济 ! 木本水源 ! 一望无际 ! 家贼难防 !

交头接耳 ! 一面之交 ! 民风土俗 ! 忠孝廉洁 ! 节妇烈女 ! 无穷无尽 ! 触景生情 !

消愁解闷 ! 趋吉避凶 ! 随机应变 ! 咬牙切齿 ! 浓淡得宜 ! 因时制宜 ! 忠臣义士 !

言多必失 ! 近朱者赤 ! 近墨者黑 ! 日月如梭 ! 清风明月 ! 同心协力 ! 凶神恶煞 !

呜乎哀哉 ! 狐假虎威 ! 荣华富贵 ! 开怀畅饮 ! 宽宏大量 ! 五脏六腑 ! 劫富济贫 !

吟诗做赋 ! 挥金如土 ! 纷纷不一 ! 腾云驾雾 ! 安分守己 ! 意气相投 ! 奇珍异宝 !

安营扎寨 ! 掩人耳目 ! 无关紧要 ! 名扬四海 ! 始终如一 ! 有损无益 ! 非同儿戏 !

青天白日 ! 应答如流 ! 操纵 自如 ! 合家平安 ! 斋戒沐浴 ! 言听计从 ! 不计其数 !

敬老尊贤 ! 才智两兼 ! 路见不平 ! 吉祥如意 ! 高山峻岭 ! 衣冠禽兽 ! 劳而无功 !

三跪九叩 ! 岂有此理 ! 大惊小怪 ! 开国功臣 ! 孑然一身 ! 隐居山林 ! 落花流水 !

五福临门 ! 寸步难行 ! 鳃寡孤独 ! 三纲五常 ! 逆 旨欺君 ! 威风凛凛 ! 长生不老 !

万古流传 ! 肆无忌惮 ! 一 目了然 ! 两脚朝天 ! 怒气冲天 ! 五谷丰盛 ! 广大无边 !

克勤克俭 ! 遗臭万年 ! 一刀两断 ! 以古为鉴 ! 开国元勋 ! 进退两难 ! 凤冠霞被 !

坐视不救 ! 谈今说古 ! 一举成名 ! 一窍不通 ! 万物之灵 ! 赤身露体 ! 恋恋不舍 !

怨天尤人 ! 冤冤相报 ! 暴珍天物 ! 倾家荡产 ! 无中生有 ! 深知其详 ! 秉公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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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景生情 !

酒色之徒 !

捕风捉影 !

出生入死 !

世代相承 !

曲意相从 !

人地两疏 !

抱头鼠窜 !

飞禽走兽 !

垂头丧气 !

心惊胆战 !

出经入典 !

耀武扬威 !

消灾解厄 !

铁石心肠 !

应对如流 !

人烟稠密 !

天地万物 !

建功立业 !

世情冷暖 !

千言万语 !

顺水行舟 !

天文地理 !

奇形怪状 !

竭尽心力 !

忠君报国 !

五官四肢 !

名利熏心 !

穷凶极恶 !

改恶从善 !

成事在天 !

LlJ 川社翟 !

庸夫俗子 !

弄假成真 !

堰旗息鼓 !

料想不到 !

手攀丹桂 !

束手无策 !

诗词歌赋 !

为非作歹 !

言语投机 !

指鹿为马 !

人材出众 !

罪恶滔天 !

大同小异 !

求全责备 !

将心比心 !

一五一十 !

皇天后土 !

消遥 自在 !

三心两意 !

风平浪静 !

海底摸针 !

尽心竭力 !

忠君爱民 !

四肢五官 !

山崩地裂 !

三教九流 !

士农工商 !

临阵退缩 !

忍气吞声 !

马区邪逐鬼 !

弄巧成拙 !

无所不能 !

伤风败俗 !

开天辟地 !

天地无私 !

风寒暑湿 !

神通广大 !

目无尊长 !

鹉蚌相争 ,

先斩后奏 !

鸿雁传书 !

唇红齿白 !

忠孝两全 !

人心不足 !

三位一体 !

气味相投 !

天干地支 !

平安无事 !

大赦天下 !

儿孙满眼 !

妖魔鬼怪 !

笔墨纸砚 !

四大金刚 !

有求必应 !

不识轻重 !

执迷不悟 !

黑白不分 !

福星照耀 !

借刀杀人 !

天伦之乐 !

无所不为 !

杀气腾腾 !

乐极生悲 !

受尽风霜 !

光阴似箭 !

祸不单行 !

克己待人 !

渔人得利 !

坐地分赃 !

翻天覆地 !

齿白唇红 !

尽忠报国 !

心满意足 !

骄兵必败 !

将错就错 !

公卿大夫 !

反复无常 !

由浅入深 !

哈哈大笑 !

原封不动 !

琴棋书画 !

圣君贤相 !

货真价实 !

狂风大浪 !

流芳百世 !

将功补罪 !

屈打成招 !

文房四宝 !

人面兽心 !

无所不至 !

杀人偿命 !

以讹传讹 !

公报私仇 !

损人利己 !

功名显达 !

坐地分赃 !

有眼无珠 !

装模做样 !

谈天说地 !

朴实敦厚 !

念念不忘 !

反面无情 !

将信将疑 !

疑神疑鬼 !

三公九卿 !

平安大吉 !

阿弥陀佛 !

锦上添花 !

回心转意 !

花红柳绿 !

千变万化 !

五官端正 !

飞入云霄 !

自暴自弃 !

文武百官 !

未 卜先知 !

不谙世事 !

二八佳人 !

无所不在 !

驱邪逐恶 !

四肢百骸 !

不省人事 !

风调雨顺 !

五谷丰登 !

自始至终 !

自然而然 !

大清一统 !

贪官污吏 !

半途而废 !

文武官员 !

同母异父 !

风土人情 !

天罗地网 !

春夏秋冬 !

百无禁忌 !

满心怨恨 !

开张大吉 !

出众超群 !

改名换姓 !

少年老成 !

报答深恩 !

张三李四 !

三魂七魄 !

画饼充饥 !

起死回生 !

历代相承 !

三姑六婆 !

无所不知 !

小心效劳 !

劳民伤财 !

夫唱妇随 !

一网打尽 !

路途迢远 !

犹豫不决 !

专心致志 !

天理昭昭 !

听天 由命 !

循规蹈矩 !

文武全才 !

满腹文章 !

安然 自在 !

半信半疑 !

张灯结彩 !

天下太平 !

满心欢喜 !

忍气求财 !

忠君爱国 !

从今以后 !

飞檐走壁 !

花街柳巷 !

东西南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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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兵布阵 ! 金银财宝 ! 颠来倒去 ! 优柔寡断 ! 衣冠不整 ! 七手八脚 ! 作威作福 !

劳心劳力 ! 心烦意乱 ! 历代相传 ! 世代相传 ! 金榜题名 ! 文物百官 ! 对答如流 !

梳妆打扮 ! 月里嫦娥 ! 伤心苦痛 ! 斩钉截铁 ! 香烟不断 ! 盘缠路费 ! 雷公电母 !

五湖四海 ! 下作东西 ! 荒山旷野 ! 君子成人之美 !

一言放出 , 马四马难追 ! 言多必失 , 礼多必诈 "

有 88 条换用语素 , 约占总数的 6.5% " 如:

弃邪归正 ! 敌血会盟 ! 献血同盟 ! 献血结盟 ! 原性不改 ! 金枝玉答 ! 天灾飞祸 !

天灾横祸 ! 感入肺腑 ! 狼狈相依 ! 亲朋故友 ! 无中取有 ! 见景伤情 ! 忍饥受饿 !

不得开交 ! 满载盈归 ! 养儿待老 ! 知过必改 ! 加官进禄 ! 谣言煽惑 ! 七通八达 !

鹏蚌相持 ! 白手成家 ! 意想不及 ! 假公行私 ! 称心遂意 ! 纯白无暇 ! 单身匹马 !

生死有定 ! 劫富助贫 ! 坐食山崩 ! 天道昭昭 ! 行动举止 ! 有无相通 ! 说古谈今 !

高姓尊名 ! 命途多蚌 ! 面面相观 ! 移山倒海 ! 截长补短 ! 忘恩背义 ! 废寝忘餐 !

四目无亲 ! 狐群狗党 ! 七缘八舌 ! 手忙散乱 ! 辜恩负义 ! 横行直撞 ! 疑东疑西 !

玩山玩水 ! 点灯结彩 ! 邪不斗正 ! 墙壁有耳 ! 名称其实 ! 粗菜便饭 ! 千真万真 !

眼精手快 ! 头破耳划 ! 五谷丰盛 ! 鸣金收军 ! 招军买马 ! 入情入理 ! 随时应变 !

秉心无愧 ! 衣冠不齐 ! 四围八达 ! 悬山峻岭 ! 男妇老幼 ! 天边海角 ! 迎新弃旧 !

冤家路狭 ! 秽言浊语 ! 三番五腹 ! 专心致意 ! 心术不端 ! 同心一意 ! 妖邪鬼怪 !

四方八达 ! 天理良心 ! 掠风执影 ! 坐北向南 ! 怨天切命 ! 入港随湾 ! 风静涌平 !

风恬浪静 ! 去恶归善 ! 斩草断根 ! 征南走北 , 行东去西 "

虽然只是语素的变换 , 没有对成语进行 / 伤筋动骨 0 的改造 ! 调整其词法结

构 , 这种调整还是体现了厦门海洋文化的特点 " 典型如入港随湾 (入乡随俗 ) "

更重要的是 , 有些语素的替换 , 说明厦门方言对共同语词汇的借用 , 也必须

经过系统整合 , 适应本方言 " 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语素 , 是无可替代的 " 如: 七

嚎八舌 (七嘴八舌 ) ! 手忙骸乱 (手忙脚乱 ) ! 悬山峻岭 (高山峻岭) ! 掠风执影

(捕风捉影) ! 风静涌平 (风静浪平 ) ! 金枝玉磐 (金枝玉叶) ! 生擒活掠 (生擒

活捉) "

少数借 自共同语的成语则变换语素顺序 , 词义不变 " 此类成语只有 6 条 ,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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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0.5%: 往古来今 ! 乐极悲生 ! 平风静浪 ! 守己安分 ! 换名改姓 ! 谈今说古 "

.2 厦门方言固有的成语

这类成语采用共同语常见的造词方式 , 但语素和语义是方言特有的 " 5 辞典 6

里的大部分成语都属于这个类别 (共 908 条 , 约占 67 % ) " 这些成语反映出方言

区人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 是我们着重分析的部分 "

5.1.2.1 厦门方言固有的成语的内容特点

从内容上看 , 方言固有成语反映了厦门特有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思想观念 "

暗雨牢螟 (夜雨绵长), 是对降水规律的总结; 尧天舜日(政治清明的时代) !

合境平安 ! 大清一统 , 说的是政局稳定的社会; 穷文富武 , 概括出当时社会文人

穷 ! 武夫富的普遍情况; 安闲自在 ! 衣食充足 ! 食清胭宫 (吃素食 , 宿寺庙 , 形

容衣食无忧的生活), 体现厦门人对安逸生活的想往 ; 十妇九妒 ! 妇人水性 , 则

体现当时人们对女性的看法; 夫精某血 ! 男精女血 (均指传宗接代的必备条件) ,

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理知识水平; 娟优隶卒 , 指当时四类不可入仕途的人 , 可见

等级制度之严 "

厦门是商业发达的港口城市 , 成语里 自然也带着浓厚的商业气息 " 如: 开行

坐店 ! 兑单过数 ! 兑单领银 ! 兑单收银 ! 原单驳回 ! 交商买卖 ! 见票领银 ! 就票

领银 ! 止典候赎 ! 贪赊贵买 (贪小便宜吃大亏) ! 明买明卖 (光明磊落的商业道

德 ) ! 财穷力尽 ! 小本多利 ! 出本和番 (为朋友支付定金) 等等 "

生活的艰辛使闽南人信奉神抵 , 而悠久的历史文化 ! 港口的繁荣 ! 多元的文

化接触都使闽南的宗教信仰丰富多样 " 在这些成语里 , 既有西方基督教 / 三位一

体 0 概念 , 也有 / 炼丹修道 ! 观乱跳童 0 的道教生活 , 更有体现佛教观念的 / 下

神托佛 (向神佛许愿) ! 投胎出世 0 " 坐禅运气 ! 签圣卦定 ! 驱邪逐鬼 ! 七 日招魂 !

下纸做蘸 ! 妖法怪术 ! 求天拜地 ! 驱邪逐疫 ! 安位大吉 ! 寅葬卯发 (寅时下葬 ,

卯时便使子孙发达 , 形容风水灵验) ! 八字带煞 ! 香烟不断等丰富的用词更体现

厦门求神拜佛 ! 看风水算命的风气极盛 " 此外 , 民间还有一些 / 消灾解厄 0 的小

方法 , 如 / 否梦出卖 0 , 即为消除不祥之梦的影响 , 拜神后在街头巷尾贴上写有

/ 否梦出卖 0 的纸条 " 又有 / 栽花换斗 0 , 即通过某种特殊仪式 , 将孕妇腹中的

女胎儿 (斗) 换成男胎儿 (花) " 这也体现了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普遍现象 " / 死

侬活虎 0 (死人和活老虎一样可怕) 则说明当时人们对鬼神的畏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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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的风俗习惯也体现在这些成语里 " / 拖蔗颂索 0 (出殡时孝子必须披麻袍 ,

腰上捆麻绳)描述了戴孝之人的穿着; / 被仔褥仔 0 (特指死人的被褥 " 分开被仔 !

褥仔则指活人日常用的被褥)则专指为死人配备的被褥 " 三日舅爷 (新婚第三日,

舅爷要到新郎家探视新娘) ! 连蕉结果 (新婚时的祝语 , 祝新人多生贵子 , 高产

如香蕉) ! 红绞口/p ! a?s/ 月甲 (新婚时新郎新娘要用肩披红丝带) ! 婚书礼贴 (聘

书和喜帖) 等词则体现嫁娶风俗 "

有些成语蕴含了待人处世的道理和生活经验 ) / 穷油富漆 0 , 指上油漆时 ,

油可以少上 , 漆则要一层一层涂 , 不可偷工减料; / 积谷防饥 0 , 教人未雨绸缪;

/ 无牛使马 0 , 教人随机应变 , 利用现有条件办事; / 恿国不孝 0 , 是说不可溺爱

孩子; / 等侬易/kue 6/老 0 , 说的是等待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人们的时光; / 多

丁夺财 0 , 指多生孩子会使家庭开支大 , 负担重; / 俭颂得新 0 , 是说节俭地穿旧

衣裳 , 相当于得到新衣裳 , 提倡穿戴节俭; / 厮请无论 0 , 讲的是待客之道 ) 既

然决定请客 , 就不要介意客人饭量大小 "

有些则体现厦门人最基本的人生观 ! 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 / 积恶灭身 0 ,

宣扬的是佛教恶有恶报的观念; / 天地无报 0 , 表现对那些作恶不受罚的人的愤恨

之情; / 财命相连 0 , 强调钱财对人生的重要性; / 破钱益命 0 , 则是说生命比金钱

更值得珍惜; / 见死如眠 0 , 表现闽南人敢打敢拼敢 冒险的精神; / 知恩报本 0 告

诉人们要知恩图报 , 而 / 受恩不报 0 则谴责不懂得感恩的行为; / 大数难逃 0 ! / 劫

数难逃 0 ! / 生死有定 0 , 表现出人们在命运面前的无奈; / 台J侬赔命 0 , 是 / 杀人

偿命 0 这一关于生命价值最基本的体现; / 养儿待老 0 , 体现了 / 养儿防老 0 的传

统观念; / 出头露面 0 , 批评女性在公众场合出风头的行为 (如演戏 ! 出任重要职

位等), 说明当时女性还颇受歧视 "

还有些成语用比喻的方式形象地勾勒人物外貌和性格特点 " 外貌上说 , 有:

/ 头尖鼻督 0 , 形容五官清晰俊秀的容貌; / 虎头燕领 0 , 描写有贵族气质的男性;

/ 狗头鼠耳 0 ! / 牛头六卒 0 , 形容丑陋的容貌; / 翁生某旦 0 , 丈夫如生妻如旦 ,

指夫妻二人容貌出众 ; / 郎君子弟 0 , 则形容少年相貌英俊风度翩翩; / 青筋涨领 0 ,

描写生气时青筋暴涨脖子粗的样子 " 内涵上讲 , 有褒义的 / 刁一智两兼 0 ! / 口灵舌

便 .夕! / 锦心绣 口 0 , 也有贬义的 / 咏甜舌滑 0 (油嘴滑舌) ! / 粗缘野斗 0 ( 台-语粗

野) ! / 甜皮咸馅 (口蜜腹剑) " 个人品德和性格上说 , 有表示勤俭节约的 / 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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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嚎 0 ! / 忍嚎俭舌 0 , 有形容胸怀宽广的 / 阔腹大量 0 , 有形容粗中有细的 / 粗鱼

幼肚 0 , 有形容女人喜欢妆扮的 / 画乌擦白 0 " 而 / 猪狗牲牲 0 (猪狗不如的人)

和 / 交侬无尾 0 (待人无情) , 都是贬义成分较重的话 "

5.1.2.1 厦门方言固有成语的结构特点

总体而言 , 厦门方言固有成语的构造方式种类不比共同语多 " 从所见材料来

看 , 并列式成语特别发达 (共 667 条 , 约占固有成语总量的74% ) "

最典型的一类成语 , 由同义类的四个单音语素并列构成 , 表示这一类别事物

或动作的总称 (共 29 条) " 如: / 姑姨舅妙 0 , 统称亲戚; / 风晴雨露 0 , 指各种气

候条件; / 归芍芍地 0 是中药四物的总称 , / 丹膏丸散 0 泛指中成药; / 风寒暑湿 0 ,

指中医认为的引发人体疾病的各种原因; / 虚瘩朦隔 0 泛指重病 , / 生疮拍痰 0 是

性病的通称; / 棺骨衣寝 0 , 泛指人死后需要的各种用品; / 香花灯鼓 0 和 / 香花

灯烛 0 都指拜神祭祖的用具; / 绞罗锦绣 0 ! / 绞罗丝缎 0 ! / 绞罗纱缎 0 都说的是

华贵的布料 , / 呢羽绸缎 0 也指贵重的布料 , 但后者侧重指西洋进口品种 (羽 ,

音/u 3/ , 羊毛 , 英语 w oo l之音译 ); / 盐糟酱燥 0 , 泛指调味料; / 刀枪剑戟 0 指

武器; / 肺腑肠肚 0 和 / 心腹肠肚 0 都指内脏器官; / 虎豹狮象 0 ! / 虎龙豹彪气

/ 虎狼豹彪 0 统称凶恶的野兽; / 黍寂麦豆 0 泛指粮食; / 行交铺户 0 泛指大小商

户 ! 店铺; / 膛园膺宅 0 指田 ! 地 ! 房屋类的不动产; / 分厘毫忽 0 则是各种类别

度量衡中很小的单位 , 喻指非常细微的东西 " 表动作的单音语素也有类似用法:

/ 琳停撞拍 0 , 琳 ! 停是喝酒 ! 倒酒的动作 , 撞 ! 拍是打架的动作 , 琳停撞拍 ,

表示经常喝酒闹事的生活状态; / 奸淫赌盗 0 则指各种不 良行为和嗜好 "

双音节语素的并列使用就更多了 (共 638 条), 如: / 夏莱商封 0 , 指古代帝

王; / 金欧玉盏 0 指贵重的器皿; / 中案八仙 0 指较高档的家具; / 地雷火炮 0 泛

指军事武器 , / 兵书战册 0 则指与军事相关的书籍; / 绊包扇袋 0 , 泛指兼具装饰

功能的包 ! 袋; / 门杨户扇 0 则是各类门窗的统称; / 父头母骨 0 , 指某人性格中

与父母相似的缺点 , 用作譬语; / 破铜旧锡 0 , 指破烂 ! 废弃之物; / 门神户尉 0

泛指守护房屋门户的神灵; / 牛马禽兽 0 , 禽兽畜生 , 用作譬语 " / 箩米筛粟 0 , 指

各种农活; / 摇头拌耳 0 , 形容摇头晃脑的样子; / 食酒喝拳 0 , 形容喝酒行乐的生

活; / 譬天骂地 0 , 描绘泼妇骂街的摸样; / GlJ 猪倒羊 0 , 体现闽南人热情好客的一

面; / 争天夺国 0 , 指篡权夺位的行为; / 开井拔泉 0 , 指伤害邻里 ! 朋友以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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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的行为; / 瞒天骗侬 0 ! / 瞒父骗母 0 和 / 明瞒暗骗 0 都指坑蒙拐骗的行为;

/ 观乱跳童 0 , 指道家的各种仪式; / 舍药施茶 0 , 指布施救济的善举: / 成侬成器 0 ,

指男子成家立业 , 已经成熟; / 口/P ial /碗摔著 0 , 指发泄不满的行为; / 露家散宅 0 ,

亲人四散 ! 居屋不存 , 意指家庭分崩离析 " / 头破耳划 0 , 指遍体鳞伤的狼狈模样;

/ 爸饭母裘 0 和 / 食爸颂母 0 , 都说的是父亲提供食物 ! 母亲提供衣物 , 意即父

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 / 单方独味 0 , 指中药里只可独用 ! 不可与他药配成方的药

物 "

有几对表示相对意义的语素 , 在并列式造词的成语中显出较强的造词能力:

表 5一1: 头和面在并列式成语中的对举

例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牛牛头马面面 指各种鬼怪怪 猴头鼠面面 尖嘴猴腮腮

忧忧头苦面面 愁眉苦脸的样子子 改头换面面 使事物旧貌换新颜颜

臭臭头臭面面 面容沮丧丧 上头上面面 蹬鼻子上脸脸

出出头露面面 抛头露面面 生头清面面 态度冷淡 ! 带着怒意意

笑笑头笑面面 表情欣喜 ! 雀跃跃 惹头惹面面 呆头呆脑脑

表 5一2: 头和尾在并列式成语中的对举

例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路路头路尾尾 路上上 斗头斗尾尾 始终帮忙忙 惊头惊尾尾 始终很害怕怕

好好头好尾尾 善始善终终 生头发尾尾 皮肤病 , 身上四处长疮疮 改头换尾尾 改头换面面

有有头无尾尾 有始无终终 添头贴尾尾 为某事贴补费用用 针头线尾尾 针线线

山山头岭尾尾 山里里 无头无尾尾 莫名其妙地地 测头改尾尾 全面改换 ! 调试试

街街头市尾尾 街市上上 摇头摆尾尾 讨好人的样子子 测头换尾尾 全面改换 !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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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一3: 散和手在并列式成语中的对举

例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无无胶无手手 喻指无所事事的人或寡助之人人 扶胶操手手 拍马屁屁 经胶经手手 碍手碍脚脚

添添胶添手手 撒新谎以圆旧谎谎 生胶生手手 编造谎言言 缠散绊手手 碍手碍脚脚

食食胶食手手 白食其力; 或指官员严惩手 卜卜 拈散躲手手 轻手轻脚脚 摇胶献手手 摇来晃去去

失失胶落手手 做事浮躁; 事情没办好好 比胶动手手 动手动脚脚 出胶出手手 比喻小孩好动动

尖尖胶幼手手 形容女性 ! 文人或富家弟子手脚纤细的样子子 散软手酸酸 饥饿或劳累引起的全身无力力

散散长手大大 指责人长大了却好逸恶劳劳 散酸手软软 饥饿或劳累引起的全身无力力

翘翘胶口口 形容闲适的样子子 瘸骸瘸手手 比喻游手好闲的人人

///khes/手手手手手

胶胶瘸手折折 手脚都瘸 了了了了

表 5一4 : 嚎和舌在并列式成语中的对举

例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应应嚎应舌舌 喜欢和长辈顶嘴嘴 学嚎学舌舌 搬弄是非非 缘甜舌滑滑 油嘴滑舌舌

磨磨咏磨舌舌 苦口婆心地劝说说 噪尖舌利利 伶牙俐齿齿齿齿

表 5一5 : 七和八在并列式成语中的对举

七七十八土土 形容行为举 IL很粗俗俗 七食八食食 饮食不科学学

七七歪八拽拽 歪歪扭扭 ! 不整洁的样子子 七开八开开 花钱大手大脚脚

七七龟八怪怪 性格或行为很怪异异 七口/u亩 ./八口/k u亩6/// 坑蒙拐骗骗

七七扣八除除 各种项目都扣除了了 七颠八倒倒 颠来倒去去

七七煞八败败 所有事全都失败败 七通八达达 四通八达达

七七竹残八刺刺 形容人苛刻挑剔难相处 , 或事情棘手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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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一6: 天和地在并列式成语中的对举

例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天天知地见见 大地为证证 天公地煞煞 天地众神神 呼天呼地地 造谣中伤他人人

譬譬天骂地地 泼妇骂街的样子子 骂天怨地地 责怪天地不公公 瞒天骗地地 撒谎骗人人

天天反地乱乱 形容犯下滔天罪行行 天生地养养 成长过程中没有受过分呵护的人人

表 5一7: 来和去在并列式成语中的对举

例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挨挨来口/sa k7/去去 在人群中推推操操的样子 , 比喻处境困难难 偷来暗去去 来去匆忙而神秘秘

死死来活去去 比喻身处巨大的压力或痛苦之中中 撒来踢去去 向此人借钱还彼人人

口口/h巨?7/来口/h6?7/去去 互相怂恿去做危险的 ! 高风险的事事 掺来插去去 混乱掺杂的样子子

推推/砂ui ./来推/砂ul ./去去 计算吉日时谨慎 ! 细致的样子子 来清去明明 形容账 目清楚透明明

含含来甲去去 比喻无论结果好坏 , 都必须承担担担担

此外 , 还有几组对举的语素 , 如:

心一行: 臭心毒行 ! 否心毒行 ! 恶心毒行 , 都形容心肠歹毒; 改心换行 , 指

弃恶从善 "

,自一腹: -障心币e? 7/腹 ! 操心币e? 7/腹 ! 烦心/Pe ?7/腹 , 都指为某件事烦心 !

操劳 "

文一武: 文东武西 (文官列于东 ! 武官列于西) !

文班武班 (宫殿上按序排列的的文武官员) !

文垂武卫 (文武百官) "

有一无: 有路无膺 (居无定所 , 到处漂泊) ! 有损无益 (形容某件事很值得做 )

有去无来 (只有支出 , 没有收入) ! 有出无入 (开支远远高于收入)

有声无影 (比喻谣一言只可闻不可见) !

有耳无咏 (多听少说, 常用来教育小孩不可多嘴) "

乌一白: 乌米白米 (鸦片和大米 , 指吸食鸦片者的生活必需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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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烟白谤 (突如其来的谣言或纷争) !

乌云白谤 (飞来横祸) !

乌暗白谤 (飞来横祸) "

出一入: 呸出转入 (潮水涨落) ! 集出来入 (买卖粮食) ! 出死入活 (出生入

死) ! 出经入典 (引经据典 , 比喻文章写得中规中矩) "

/ 有 A 有 B 0 和 / 无 A 无 B 0 格式也相当活跃:

表 5一8 : 有 A 有 B 格式的成语

例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有有里有外外 秩序井然 , 礼节周全全 有云有影影 有事实依据的的

有有枝有答答 形容谎话编造得有根有据据 有家有眷眷 家庭美满满

有有底有盖盖 形容做事有头有尾 , 或调查 ! 分析周全全 有嚓有调调 形容歌唱得好好

有有家有官官 公公婆婆都有 , 形容人好福气气 有着有落落 形容人可靠靠

有有性有地地 有个性 , 坚持原则则 有条有段段 形容做事周全全

有有汪有党党 形容某些人是有组织 ! 有后台撑腰的的 有骸有手手 形容人身体健全全

有有钳有吸吸 / 钳 0 和 / 吸 0 都指牢牢地攀附在某个物体上 , 形容人后台硬 ! 关系多多

表 5一9 : 无 A 无 B 格式的成语

例例词词 释义义 例词词 释义义

无无前无后后 居中 , 处于平均水平平 无味无素素 平淡 , 索然无味味

无无字无墨墨 没有根据 ! 没有保障障 无父无母母 责骂人缺乏家教教

无无头无尾尾 写文章或做事缺乏逻辑辑 无始无终终 做事杂乱无章章

无无影无迹迹 没有根据 ! 胡编乱造的事事 无穷无尽尽 没有尽头头

无无签无刺刺 事情发展得很顺畅 , 没有什么困难难 无神无采采 无精打采采

无无流无水水 没有潮水 , 形容做事缺乏动力和条件件 无瞅无睬睬 爱搭不理的样子子

无无胶无手手 喻指无所事事的人或寡助之人人 无功无效效 效果不显著著

无无饲无养养 形容家庭贫穷或不会理家家 无纷无议议 事情缺乏讨论或解释释

无无搭无捍捍 形容人脉不广 , 找不到朋友或靠山山 无兄无弟弟 形容人 8 一不兴旺旺

无无暗无哭哭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或非法所得得 无好无否否 形容水平均一一

无无口无口口 形容没有从别人的财产里获得任何好处处 无云无影影 毫无根据据

无无钳无吸吸 没有财也没有势 , 形容毫无用处的人人 无空无隙隙 完美 , 找不到任何错处处

无无坎无琴琴 形容做事没有把握好时机机 无病无痛痛 身体健康 , 没有病痛痛

无无礼无体体 形容人粗鲁 , 不懂礼貌貌 无振无动动 一动不动的样子子

无无年无一}生生 形容人潇洒 , 不拘泥于世事事 无定无着着 形容小孩好动动

无无山无屿屿 本指大海看不到边际 , 后形容数量多多 无神无鬼鬼 一个人都没有 , 场面冷清清

无无 下无落落 做事不周全 , 令人担心心 无气无脉脉 形容身体极其虚弱



厦门方言一百多年来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的演变 ) 对三本教会语料的考察

据向熹 (1993) ¹, / 上古汉语里 , 这类复合词非常发达 " 5 诗经 6 里900 个

复合词中 , 有 200 多个联合式复合词; 5 论衡 6 2000 多个复音词中 , 联合式复合

词有 1400 多个 , 占整个复音词的 60 % 0 " 这种联合式复合词 / 把两个词素的意

义固定在某一固定的义位上 " 从而加强了词义的单一性和明确性; 两个词素彼此

也可以起一种互相注释的作用 " 0 厦门话的这类合成词的大量出现和上古汉语的

这种情况是一脉相承的 "

5.1.3 厦门方言成语一百多年来的变化

5.1.3.1 变化概况

总体来说 , ((辞典 6 中记录的成语有一半以上得以沿用至今 (共 846 条 , 约

占 62% ) , 约有 17%处于消失当中 , 仅为老派母语者所知: 21% 几乎不在口语中出

现 , 甚至连老派母语者都完全无法理解 "

丢失的部分 , 大都反映旧习俗 ! 旧事物和旧观念 " 如五府六部 ! 过银上省 (押

送晌银上省府) ! 充军问流 (流放充军) ! 朱单牌票 (官府发的许可文书) ! 大魁

天下 (中状元) ! 呼奴唤脾 (大户人家的排场) , 讲的是旧的社会制度: 寝衣福 巾 !

棺郭衣拎 ! 面口/boks/ 手口/10k7/, 都与土葬习俗有关; 长衫散裙 ! 绊包扇袋 ,

则是旧时服饰名称; 逆理败伦 ! 泄祖辱宗 ! 愧死无地 ! 娟优隶卒 ! 男精女血 , 表

现出旧观念; 生疮拍屡 ! 虚傍朦隔 ! 十症齐起 (引起并发症 ), 则体现了旧时人

们对疾病的理解 "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迷信观念的清除 , 有关迷信活动的词语

大大减少: 驱邪逐恶 ! 侬身马头 ! 麒麟到此 ! 神途郁律 (驱鬼的人物 ) ! 公婆祖

使 (年长的各路神仙) ! 破腹抽肠 (地狱里的刑罚) ! 净油踏火 (一种迷信仪式) !

椅蟠放赦 (一种祭祀仪式) ! 四水来朝 (一种风水地貌) 等词就连老人家都不懂

了 " 特别有趣的是 , 5 辞典 6 中收有 / 唐话番字 0 一词 , 指白话罗马字 " 曾几何

时 , 白话字在厦门地区还盛行一时 , 十分普及 , 随着小学教育中实行普通话教学

和社会上普通话的普及 , 如今用罗马字拼写方言风光不再 , 这个词也随之退出口

语 "

许多表现日常事物 ! 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的成语 , 尽管生动活泼 , 方言特色

明显 , 内容也并不难理解 , 但由于设户生活的热点转移或者被相应的普通话说法

所替代 , 却也无法在口语中留存 " 如强房硬角 (形容家族中势力大的房支) ! 另

¹ 向熹.简明汉语史(I 洲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93 .P4 14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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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食 (小家庭搬出大门户) ! 盐糟酱躁 (各种调料) ! 因端起理 (事情的缘起 ) !

真男假女 (戏曲中男扮女装) ! 黄蜂出帕 (形容蜂拥而出的人群) ! 一尽罄空 (倾

囊而出) ! 水流破布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¹) ! 口/san 3/骨落磐 (骨瘦如柴) ! 四界

五路 (距离遥远 ) ! 空手白字 (空手到访 , 讽刺人不懂礼节) ! 十恶在里 (形容十

分恶毒的人 ) ! 臭躁赢蝇 (讽刺招风热碟的女人) ! 野言毒语 (恶毒的话) ! 粗鱼

幼肚 (粗中有细的人) ! 顿胸破额 (讽刺乞丐为博同情而自残的行为) ! 割肉顿痛

(长痛不如短痛 ) 等等 "

而一些来 自共同语的成语 , 当时或加以改造 , 或原词借用 , 如今也有许多退

出口语 , 甚至无法理解 " 如: 掠风执影 ! 墙壁有耳 ! 同心一意 ! 七手八脚 ! 张灯

结彩 ! 飞檐走壁 ! 花街柳巷 ! 暴珍天物等等 "

不少成语 目前仅存于老派口语 ! 社会生活中正处于消失过程 , 从内容看 , 与

己消失的成语类型相似 " 正在消失中的成语 , 包括带有文言色彩的那些条 目 " 因

为老派母语者还能用文读音读出 , 但新派己觉得非常别扭 , 或完全无法给出相应

的方一言读音 "

5.1.3.2 同义词竞争

厦门方一言成语和共同语成语有一点 区别 , 就是存在许多同义词 (加黑者为现

存成语) " 例如: 献血会盟 ! 赦血同盟 ! 献血结盟; 专心致志 ! 专心致意; 风平

浪静 ! 风恬浪静 ! 风静涌平 ! 平风静浪; 疑神疑鬼 ! 疑东疑西; 随机应变 ! 随时

应变; 妖魔鬼怪 ! 妖邪鬼怪绞罗锦绣 ! 绞罗丝缎; 肺腑肠肚 ! 心腹肠肚; 狐假虎

威 ! 猴帮/p扩/虎威; 阔腹肚量 ! 阔腹大量; 俭食忍咏 ! 忍缘俭舌; 喉焦舌渴 !

喉焦咏渴 ; 虎豹狮象 ! 虎龙豹彪 ! 虎狼豹彪; 香花灯鼓 ! 香花灯烛; 另居各食 !

另家各食; 同胞异父 ! 士出虱母格父; 夫精某血 ! 男精女血; 深山林底 ! 深坑林底;

天顶地下 ! 山顶海下; 安弓搭箭 ! 捻弓搭箭; 口八sun 6/头扭勺iti3用豆! 扭/习i云3/

头口八sun 6/月豆; 水清鱼现 ! 水真鱼现; 堆山积海 ! 成山成海; 骸软手酸 ! 散酸手

软 ; 乌云白谤 ! 乌暗白谤; 经骸经手 ! 缠散绊手; 亲情五月 ! 亲情五十; 创言造

语 ! 生言造语; 破铜旧锡 ! 破铜旧铁 "

从同义词组的构成上说 , 有些同义词组成员来源不同 , 如 / 疑神疑鬼 0 和 / 狐

假虎威 0 借 自共同语 , / 疑东疑西 0 和 / 猴傍/pD ./虎威 0 则是方 言固有成语;

¹ 这个成语今天在泉州方 言里还说 , 但意思不同, 指 / 东停西留, 拖延时间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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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心致志 0 借自共同语 , / 专心致意 0 则是在其基础上换用方言固有语素而成

(厦门方言有 / 致意 0 一词 , 表示特地 ! 留心做某事) ; 其余大部分都是方言固

有成语组成 " 可见 , 当时厦门方言的成语兼收并蓄 , 包容不同来源的词; 成语形

式尚未完全固定 , 成语系统仍在整合变化当中 "

如今 , 这些同义词有些只存其中之一 , 有些整组词都己很难在口语中听到 ,

成语同义现象已基本消失 " 这种同义词之间的竞争 ! 替代现象 , 这一方面可以说

是成语表达方式日趋稳定成熟 , 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现代厦门方言的成语不如百

年前丰富 "

第二节 谚 语

谚语是反映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固定语句 , 往往言简意赅 , 反映一定

的道理; 多数语句押韵 , 朗朗上口, 在口语中很受欢迎 " 5 辞典 6 收厦门方言谚

语 918 条 , 有 37 条 (约 4ryo) 直接借用自共同语或在其基础上对语素稍加改造 ,

其余均为厦门方言特有的谚语 "

5.2.1 借 自共同语的谚语

借用自共同语的谚语 , 大多书面成分重; 谚语里一些常用口语词 , 都采用文

读音 , 放弃白读音或训读音 , 这在今天的厦门新派母语者看来 , 难以理解接受;

即便是老派母语者 , 也视其文化程度不同 ! 接受程度各异 " 兹举例说明 (常用口

语词读文读音的音节 , 其对应汉字用黑体注出):

良药苦口 , 忠言逆耳/11002一10?8kh " , 一k , 1" , , tio " .一gianZ giks一币, /

虎落平阳被犬欺/h " , 10?8pi习2一i云2pi6一khian , khi ./

邪正不两立/siaZ一ts i习5 put7一110习3一lips/

红颜多薄命/h明2一gan Zto . poks一bi习6/

酒不醉人人 自醉 , 花不迷人人自迷/tsiu , put7一tsuis一inZ jinZ tsu6一tsui, , hoa,

pu t7一b eZ一inZ jinZ tsu6一b eZ/

擒贼先擒王/khim Z一tshats 51习- khim Z一" 习2/

骑虎之势不得下/khiZ一ho3tsi .一sesput7一tik7一ha6/

玉不琢 , 不成器/gioks put7一tok7, pu t7一5102一k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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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之毫厘 , 谬以千里/tsha - tsi- hoZ一12, biu6 13tshian 一113/

死生有命 , 富贵在天/su , 一51" . iu , 一bio6, 恤 , 一知i, tsai6一t,lian , /

万般都是命 , 半点不由人/ban6一poan . to . 516一bio6, poan , 一tiam , put7一i了j inZ /

神不知 , 鬼不觉/sinZ put7一ti . , 切i, put , 一k砍7/

败兵之将 , 不敢言勇/pai6一pi" . ts i .一ts io " , , put7一kam , gian Z一10 " , /

人善被人欺 , 马善被人骑/j inZ sian 6phi6一inZ一khi. , m " , sian 6 phi6一inZ一khiZz

天地 , 君亲师/t, , ian .一te6 , 肋n . tshin . 511 , /

烈女不嫁二夫/li at 0一lu 3 Put 7一k犷 ji 6一hu - /

一举成名天下知八t7一kus 5102一b运2 thian ,一ha6 ti, /

忠臣不怕死 , 怕死非忠臣/tio " .一sinZput7一ph ! , 一51, , phos一51, hui. tio " .一sinZ /

日月如梭 , 光阴似箭/j its一goatsjuZ 一50 . , k " " .一im . Su6一tsien, /

5.2.2 厦门方言固有的谚语

厦门方言的固有谚语反映了人们生活各方面内容 " 在农业社会中, 老百姓最

关心的就是天气及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 5 辞典 6 里就收了许多和天气有关

的谚语: 春寒雨若溅八s卜un . k丽 / h " / n五3一ts丽6/: 低温的春季雨水多; 雷撞蛰 ,

百二日/l ui Z ko 扩一tit s, pa? 7一i6j its 八 若惊蛰日打雷 , 接下来的120 天都会下雨:

月围箍 , 乞雨沃;月戴等 , 乞日曝/ge?suiZ一kh " - , khit7一ho6 ak 7;ge?sti乳loe?8, kh it7一its

Ph ak 0八 月晕预示次日下雨 , 月阴预示次日晴天;春南, 夏北, 无水通磨墨八sh un ,

lam Z , he6p砍7 , boZ一tsui, th明 . boaZ一bak s八 春天刮南风 , 夏天刮北风 , 都意味着

天气干旱; 六月一雷止九台 , 七月一雷九台来/laks一ge?8 tsits一luiZ ts i3 kau3一thai . ,

ts hit7一ge?8 tsits一luiZ kau毛thai - laiZ八 六月里打雷预示没有台风 , 七月里打雷台风都

来了; 春看海口; 冬看山头/tshun . khoas hai3一khau3 , ta习. khoas50压.一thauZ八 要知

道今春的气候走势 , 看海上; 要知道今冬的天气走势 , 则看山里; 春暴头 , 冬暴

尾八Shun , p护一户auz , t明 . pJ 一be3/: 春初和冬末的风暴最厉害: 十二月卯 , 不见

草/ts叩8一16一ge?sbau3, put7一kians一tshau3八 农历十二月的卯时 , 天色仍是黑暗的 ,

连草都看不清 "

以上都是对天气变化规律的客观总结 " 也有把 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化 ! 和人的

生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出破篷 , 水流侬/砂u7 phoa气ph明 / , tsui , lau Z一laoZ八 天

空出现残缺不全的彩虹 , 预示着有人会溺水而亡 " 这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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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 " 侬无照天理 , 天无照甲子/l明2 boZ一tsiau , thian , 一11, , thi boZ一tsiau s

ka? 7一ts i3八如果人做事不循天理 , 天也不会照甲子运行(即气候紊乱 , 不照规律) "

这句谚语在社会动荡时常被老年人挂在嘴边 " 有时也说成 / 天无照甲子 , 侬无照

道理 0 , 意为 / 反常的天气现象预示着社会将会动荡不安 0 ; / 一更报喜 , 二更报

死 0 , 是说公鸡在头更打鸣 , 东家有喜; 若在二更打鸣 , 则将有丧事发生; / 水鬼

叫交替 0 , 当时的人们认为溺水身亡的人 , 必引诱别人溺水 , 才能超生; / 北斗注

死 , 南斗注生 0 , 北斗星管死事 , 南斗星管生事; / 蛇伤虎厄天地数 0 , 认为蛇和

虎伤人都是天数 "

一百多年前的厦门还在封建社会末期 , 从 5 辞典 6 所收的谚语 , 我们可以窥

见当时的社会生活概况: / 福州靴 , 泉州舍 , 厦门金顶 0 , 是说在福州人在官府当

差的多 , 穿的是 / 靴 0 , 在泉州管家子弟和绅士多她们的儿孙称为 / 舍 0 (但是 / 少

爷 0 的合音) , 在厦门流行是在帽子上钉镀金纽扣 , 表示有钱的子弟多 " 这句谚

语生动地描述了后起的商业城市的时尚生活和传统的都府古城的风尚有明显的

不同 " / 山咧鹤鸽璋 , 海咧马加鳃 0 , 描述的是当时公认的山珍海味; / 一藉 , 二

红鳖 , 三鳃 , 四尾加 0 , 则是当时最美味的四种鱼 " 有些谚语则表现出当时厦门

人的思想观念: / 天下遍遍 , 晤值福建 0 , 是对家乡的自豪 , 而 / 离乡不离腔 0

则是对母语 ! 对家乡的眷恋不舍 " / 有福居城郭 0 , 意思是有钱人都住在城里; / 狗

蚁拜天地 0 , 讽刺地位低下的人自不量力想结交地位高的人 , 这都是当时等级观

念的体现; / 工字无出头 0 , 是说给人打工很难有出头之日; / 百般生理路 , 唔值

翻膛堡 0 , 做什么生意都不如种田, 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务农是最实际的出路; / 在

生唔乐 , 死着甲鬼棺包袱 0 , 劝人们活着的时候要及时享乐; / 俭颂得新 , 俭食得

伸 0 , 说的是勤俭节约的好处 "

科举和戏剧是当时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 / 白马挂金鞍 0 和 / 手攀月一桂第一

枝 0 , 描述的是中状元时的得意场面; / 秀才怕岁考 0 , 则讽刺为应试而应试的文

人; / 诗课字三字全 0 称赞诗歌 ! 文章 ! 字写得好的文人: / 读诗千首 , 不作自有 ., ,

对应的是共同语里那句 / 熟读唐诗三百首 , 不会作诗也会吟 0 " / 七角戏报万兵 0 ,

原指戏剧里往往七个演员就代表万马千军 , 引申讽刺浮夸的行为; / 宿宿戏跋落

棚骸 0 , 原指再聪明的演员也有从戏台上跌下来的时候 , 后泛指再有经验的人也

会马失前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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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以海港和商贸著名 , 商业气息浓厚 , 一些商业道德准则和行规也体现在

谚语里: / 买卖算分 , 相请无论 0 , 是说做生意算账时要分毫清算 , 朋友来往则不

能斤斤计较; / 口口/ka .一ia? 0 /卖无钱 0 , 商品畅销 ! 符合市场需求 , 却没有利润 ,

引申指帮朋友做成了重要买卖 , 却因义气不收取任何中间利润; / 无赊不成店 ,

赊了店不成 0 , 意为不赊账店铺生意便不能兴盛 , 可赊账了店铺又容易倒闭 , 反

映了矛盾的心理; / 一千赊 , 晤踏八百现 0 , 一千块钱的赊账交易 ,

现金的交易 , 可见商家对赊账还是比较抗拒的;

价把货物卖了 , 好过被顾客赊欠; / 买者不明 ,

/ 俗俗口/hiau , / ,

不如八百块钱

较强欠数 0 , 贱

卖者抵当 0 , 即买方若误解 了条款

或对该交易有疑问 , 一切责任都在卖方; / 出门唔认货 0 , 是说货品当场点清 , 出

了店门概不负责 "

商业社会里常有欺骗行为 , 也就有讽刺这种行为的谚语 " / 铜银买纸靴 0 用

劣质银买劣质靴, 讽刺买卖不诚实 ! 存心骗人反被人骗的人; / 否骸勿邂条直 0

讽刺有些人做生意不干脆 , 甚至赖账; / 上天说价 , 落地还钱 0 , 讽刺买东西时假

装慷慨大方开高价 , 实际交易时卖低价; / 死鳖 卜卖三十二 0 , 讽刺货物贬值了 ,

商家还不肯降价; / 空手收单刀 0 , 讽刺空手套 白狼的人 " 更有对商人极其鄙视的

谚语 / 跋缴/ki au 3/郎君买卖贼 0 , 意思是赌徒里还有讲道义的 , 商人却长长是贼 ,

能骗就骗 " 可见当年的商业行为还不是很规范 , 尽管商业发达 , 社会上商人的声

望并不高 "

闽南人信神信命 , 视烧香拜佛为要事: / 烧好香 , 食好菜 0 , 这是当时人们追

求的有品质的生活 , 也说明烧香和吃饭是厦门人生活里最重要的两件事 " / 天地

三界 , 公婆祖师 0 , 概括当时人们信奉的各类神明; / 公婆时忌 , 年冬月节 0 , 涵

盖了一年到头祭拜神明所需要的操办仪式和时日; 而 / 宫庙庵院 , 山岩洞寺 0 ,

则总结各种祭拜场所 " 祭拜之风行 , 可见一斑 " / 有烧金 , 有保庇 0 , 烧了纸钱就

会能到庇佑 , 是善男信女的想法; / 门楼虽破 , 更鼓原在 0 , 引申为再穷再苦 , 祭

神拜佛仪式也不能省; / 今世做 , 今世收 0 ! / 即世做 , 后世收 0 ! / 生为众人 , 死

为众神 0 ! / 杀生的人无尾 (杀生的人会没有子嗣) 0 , 宣扬 因果报应 ; / 口口

/un 3一ku ./双点露 0 , 驼背也己得到上天的恩赐 , 意思是人活于世 , 无论生活如何

艰苦 , 都是上天恩赐 , 应该珍惜; / 千斤力唔达着四两命 0 ! / 千算万算 , 唔达着

天一算 0 ! / 未注生 , 先注死 0 ! / 神仙勿邂救无命侬 0 ! / 天若 卜乞侬饲 , 创铁锤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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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解死 0 ! / 侬饲侬 , 伸一枝骨; 天饲侬 , 肥律律 0 , 都是厦门人相信命运的表现 "

但也有对宗教迷信活动及其从业者的不满之辞: / 下你蛙 , 下你蚝 , 遴时物

都无 0 , 这话本意是埋怨土地公收了贡品不显灵 , 在生活里讽刺那些得了好处却

不尽力帮忙的人; / 神佛兴 , 弟子穷 0 , 信徒们为了神佛香火兴盛 , 不惜血本而变

穷 , 亦即求神拜佛并不能给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好处; / 白目佛益外境 0 , 原是抱怨

郭姓公只保佑外人 , 不保佑自己人 , 后泛化 , 讽刺那些胳膊肘往外拐的人 " / 翁

姨顺话尾 0 , 本意是巫婆善于察言观色 , 顺着别人的话接; 讽刺那些溜须拍马 !

顺着别人的话说下去的人; / 交尼姑/和尚 , 倒馒图米 0 , 是说和尼姑和尚往来 ,

连米缸都要清空给他们 , 讽刺尼姑和尚不能自力更生; / 看命无褒 , 食水也无 0 ,

意思是算命的要是不说好话 , 连杯水都赚不到 , 也引申讽刺在当时社会 , 不溜须

拍马便很难生存 "

当时的家庭伦理观念 , 在谚语中也得到体现: / 为人子 , 不可不知医 0 , 是说

为人子要尽孝道 , 就要懂得一点医学常识; / 大家有缘 , 新妇无咏 0 , 教育儿媳不

可与婆婆顶撞; / 天顶天公 , 地下母舅公 0 , 在闽南人观念里 , 舅舅地位最高 , 可

比天公 " 而一些家庭教育观念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形成: / 饲图无论饭 0 , 父母无论

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小孩抚养成人; / 解生图身 , 勿解生图心 0 , 意思是赋予孩子

生命 , 更要担起抚养 ! 教育的责任; / 照爸梳头 , 照母缚髻 0 , 指出言传身教的重

要性; / 无好兄 , 累小弟 0 , 意思是哥哥行为不端 , 弟弟也会受到拖累; / 赐子千

金 , 不如教子一艺 0 , 强调授之以鱼 , 不如授之以渔 " 而 / 饲后生 , 演老舍 0 ! / 恿

/s i护/伊上踏杨 , 煞 卜上眠床 0 ! / 恿猪揭灶 , 恿图不孝 0 , 都在告诫父母不可溺

爱儿女; / 否竹出好笋 0 , 是说若教育得当 " 儿子可以比父亲出息 "

有些谚语教人为人处世的道理 , 含有劝诫之意: / 肉互侬食 , 骨唔成互侬契

/kh ues/ 0 , 是说做人忍耐 , 但也要有限度 , 不可失了骨气; / 角蜂看做水龟 0 , 提

醒人们要看清身边人的品行 , 一旦信错 , 受苦的是自己; / 红瓜鱼乞咏误 0 , 是说

黄花鱼因其发声引来杀身之祸 , 亦即言多必失; / 口八t7/着金龟 , 害了性命 0 ! / 贪

字贫字壳 0 , 说的都是贪婪的给人带来灾难; / 草枝跋倒侬 0 , 小草也会使人摔跤 ,

劝人不要忽视细微之处; / 造塔着造遴尾 0 , 意思是做事不能虎头蛇尾; / 鸡卵密

密着有缝 0 , 是说再隐蔽的不轨行为也会有漏洞二败露; / 饲蛇咬鸡母 0 ! / 饲狗吠

家己 0 , 提醒人们不要养虎为患; / 侬信字 , 牛贯鼻 0 , 意即尽信书 , 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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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ki au 3/钱鱼鲤做得家贿 0 , 提醒大家赌博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 , 不是根本的

谋生之道; / 博口/ki au 3/蜡壳起 , 做贼偷擦米 0 , 告诫人们勿以恶小而为之; / 咸

菜有一烟 0 , 烟与因同音 , 意思是凡事皆有因; / 话是风 , 字是踪 . , , 意为口说无

凭 , 字据刁 -可靠 "

一些违背道德准则 ! 愚蠢或伤害别人的行为 , 受到人们的谴责 , 而不好的生

活习惯也会被嘲笑: / 有钱踏金狮 , 无钱狗也来 0 , 感慨时间人情冷暖; / 楞呻饱

呻 , 食饱叫艰难 0 , 讽刺那些不能吃苦 ! 惯于叫苦连天的人; / 创面线去遇鸭 0 !

/ 阉鸡趁凤飞 0 ! / 鸡卵磕石 0 , 都讽刺 自不量力的人; / 揭耙口/put 7/ , 家己镇额 0 ,

讽刺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 / 三两肉做四献 0 , 把三两肉切成四块摆出来 , 做

出肉多的模样 , 讥讽死要面子的行为; / fflJ 尾狗假鹿 0 , 狗把尾巴剁了, 装扮成鹿 ,

讽刺装高贵 ! 摆架子的人; / 乞食弄拐图花 0 , 讽刺有点钱就到处卖弄的行为; / 嚎

翠 , 骸川软 0 , 讽刺只会夸夸其谈 ! 实际能力差的人; / 游县食县 , 游府食府 0 讽

刺到各地巡查的官员到处搜刮民脂民膏; / 三年官 , 两年满 0 本是讽刺那些急着

升迁调任的官员 , 后泛化 , 讽刺做事有头无尾的人; / 平平路跋死笨猪母 0 , 母猪

走在平道上都能摔跤 , 嘲笑一点小事都办不好的人: / 一让一有泡 0 , 讽刺有些人

得寸进尺; / 舍命食河豚 0 , 嘲笑有些人为了美食连命都不要; / 贪瞳成饿鬼 0 , 挖

苦嘴馋的人死了会边成饿死鬼; / 卜食狗 , 勿全己得通狗死 0 , 讽刺没有能力成事的

人; / 尼姑生图累众侬 0 , 讽刺那些做了坏事而拖累家人朋友的人; / 担笼较热装

旦 0 , 挑服装道具的挑夫比旦角还要热心投入 , 亦即皇帝不急太监急; / 拍拳卖膏

药 0 , 原来是形容摆摊耍拳推销跌打药的人 , 由于这类人推销时常常夸大跌打药

的疗效 , 这一谚语便用来讽刺浮夸的言辞行为; / 一手入 , 一手出 0 , 讽刺花钱如

流水的行为; / 唔成三牲材 0 , 挖苦有些人资质不高 , 什么都做不好; / 摇侬无财 ,

摇猪去刮 0 , 嘲笑有些人坐或站时候无意识地抖腿的习惯; / 一个嚎含一个舌 0 ,

挖苦有些人不爱说话 , 很难沟通; / 虱母生遴成穗 0 , 生动地描述虱子极多的样子 ,

嘲笑不讲个人卫生的人 "

5.2.3 厦门固有谚语的文白读

大部分固有谚语都是采用白读音 , 这类谚语来源于生活 ! 多用于口语交际 ,

采用白读音是可以理解的 "

但也有一些方言固有谚语用文读音表达 " 究其原因 , 有些是押韵的需要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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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虎/ho 3/不成 , 反为狗/幻3/ 0 ! / 一世官/ko an , / , 九世冤/o an . / 0 ! / 不食牛犬

/砂ien 3/功名不显/hi en 3/ , 食了牛犬/kh ie n3/地狱难免/bi en 3/ 0 ! / 读诗千首/s iu3/ ,

不作自有八u3/ 0 ! / 人怕老/103/ , 债怕讨/tho3/ 0 ! / 先断/toan 6/后不怨/oan 6/ 0 ! / 争

妻夺田/t ! en Z/ , 见死如眠/hi en Z/ 0 " 有些是用了文言句式 , 受句式影响而采用文

读 , 如 / 忠臣不怕死 , 怕死非忠臣 0 ! / 机事不密则害成 0 ! / 赐子千金 , 不如教子

一艺 0 ! / 取眼前之事 , 何必谈天说地 0 ! / 大贵必有大贱 0 ! / 为人子 , 不可不知医 0 !

/ 天赐平安福 , 人迎富贵春 0 ! / 晴间不肯去 , 需待雨淋漓 0 ! / 羊有跪乳之恩 0 !

/ 越奸越巧越贫穷 0 等 " 有些则无法判断原因 , 如 / 人无艰苦过 , 难得世间财 (没

经历苦难就难享富贵) 0 ! / 用黄河的水来洗 , 也勿解清气 (冤枉洗不清) 0 ! / 人死 ,

留名; 虎死 , 留皮 (劝诫人们不要做出有损声名的事 ) 0 ! / 庸庸多厚福 (平凡的

人最有福气 ) 0 ! / 未娶妻 , 先娶妾 (讽刺人做事不分轻重缓急) 0 "

5.2.4 厦门方言谚语的变化情况

借 自共同语的谚语 , 今天己几乎在口语中消失 , 即便老派发音人也不会在口

语中即兴说出这些谚语 , 只能照着文本用文读音读出来 " 而方言固有谚语保留了

531 条 , 约占固有谚语总数的 600k "

丢失的部分 , 大都是旧观念和事物 , 如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谚语 ! 反映旧观

念的谚语 , 或用旧典故的谚语 " 例如: / 讲天说皇帝 0 , 净说些真假难辨的传说故

事 " / 插榕较健龙 0 , 头上插榕树能让身体健康 " / 龟背朝天子 0 , 用乌龟比喻升官

的人 , 含讽刺义 " / 丹膏丸散 , 真仙难辨 0 , 那些所谓的灵月一妙药 , 是否真有疗效 ,

神仙也说不准 " / 口口八0k8一khok / /马 , 无挂鞍 0 , 形容年轻气盛的人做事冲动 " / 鼻

痰口窗换油火薰 0 , 讽刺有些人连日常用品都要向别人讨要, 还帮不上任何忙 " / 红

灯四轿唔行 , 搭被图巾来/J ip7/ 0 , 讽刺 /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的行为 " 红灯和四抬

大轿是明媒正娶时的大礼 , 这种礼节早已丢失 , 谚语也变得很难理解 " / 去口

八she6/猫朱葵/肋12/ 0 , 据 5 辞典 6 解释 , 朱葵是个麻子 , 该谚语是人死的委婉说

法 , 也用来咒骂好吃懒做成天睡觉的人 " 不过朱葵典出何处 , 已不可考 " / 永春

达尊 , 太祖猴拳 0 , 说的是宋太祖的猴拳十分厉害 " / 较野蔡牵 0 , 用蔡牵形容人

粗鲁 " 蔡牵是同安渔民 , 因灾荒下海为盗 , 曾于嘉庆年间发动台湾人民起义 , 自

称 / 镇海王 0 , 终为清廷所灭 " 这些谚语今天即便是老派也很难清楚地解释其中

的含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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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惯用语

5.3.1 厦门方言惯用语的定义

惯用语是形式较为稳定 ! 意义整体化的词组 "

之所以说 / 形式较为稳定 0 , 是因为语素之间还能插入其他成分 , 如 / 拦大

份 (占的好处多) 0 可以加上副词 / 较 . , , 表程度加深 , 即 / 拦较大份 (占的好处

比较多) 0 ; / 做亲情 0 , 意为结亲家 , / 做甚物亲情 0 , 则表达一种不满的情绪 , 相

当于 / 结什么亲家 0 ! / 为什么要结亲家 0

而 / 意义整体化 0 , 说的是词组意义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叠加 , 而是超越了

字面组合的意义 , 这也是非母语者的学习难点 " 例如 / 后母面 0 , 字面意思是 / 继

母的脸 0 , 而词组义引申为 / 尖酸刻薄的表情 0 , 整体意义是字面意思的引申 " 又

如 / 使鼻空音 0 , 字面意为 / 用鼻音说话 0 , 词组意引申为 / 说话语气轻蔑 ! 不满 0

5.3.2 厦门方言惯用语的来源

5 辞典 6 收录的惯用语有小部分来 自共同语 , 如动干戈/t 明6-kalll一ko .八 井

底蛙/ts i习3一ti3一oa .八 见高低/ki ens一ko .一te .八 见雌雄/ki ens一tshu .一hioDZ/ " 这些词

都直接引用共同语的说法 , 且说文读音 " 对那些不是厦门方言固有的词 , 如底 !

高低 ! 雌雄 , 也照单全收 " 这些词今天或丢失; 或加以改造 , 用厦门方言的固有

语素代替共同语语素 , 词组义不变;或被方启一固有的同义词组替代 " 如 / 井底蛙 0

改造成 / 古井里的膛鸽仔 0 ; / 见高低 0 和 / 见雌雄 0 说成 / 见公母 0 "

有些惯用语是对共同语说法的改造 , 如 / 厚面皮 0 , 来 自共同语的 / 厚脸皮 0 ,

/ 面 0 是厦门方言的固有词 " 这类惯用语则用白读音为多 "

大部分惯用语来自方 言本身口语 , 形象活泼 , 十分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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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例 字面义

目珠大细蕊 眼睛一大一小

压墓纸

鼻目嚎

压着纸钱

鼻子 ! 眼睛和嘴巴

青螟牛 瞎了的牛

找结头 找绳子打结的地方

词组义

待人做事不公平

扫墓 (信佛之人扫墓 , 要将纸钱压在坟包上和坟墓周围)

指五官 ! 长相

指文盲 , 戏谑或白谦的说法

寻找线索和症结所在

窒嚎空 塞住嘴 巴

铺面蜂 铺在表层的蜂

威逼利诱知情人 , 使之不说出真相

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

一 目观天象 单眼观察天象

靠人命过日子

/ 独眼龙 0 的委婉说法

食人命

吊傀儡 吊木偶

指从亲人的死亡中得到抚恤金

指上吊自杀

这些惯用语既为 5 辞典 6 收录 , 也经常出现在现代厦门方言口语中 "

5.3.3 厦门方言惯用语的流失情况与原因

有些惯用语的含义在今天己难以理解:

词例 字面义 词组义

否骨胚 不好的骨头 形容人从小就有流氓习气 , 似乎天生就是坏人

食官饭 吃官家的饭 在官府任职

做鸟皮 长出黑色的皮 指为戏子疯狂的人

烟胭豆藤 缠在一起的豆藤 形容说话又长又缺乏逻辑 ! 没有重点

胀胆死 胆胀大而死 因为强烈的恐惧 ! 悲伤或快乐而死

去听蟋蟀 去听蟋蟀 / 死 0 的委婉说法

食臭米 吃有臭味的米 在衙门当值

五色面 多彩的脸 阴险狡诈 ! 城府深的人 , 类似 / 变色龙 0

合乞食把手面 和乞丐册手腕 陷入无穷而危险的纷争 , 且没有获胜的希望

手片较硬 手掌硬 做事心狠手辣 , 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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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仅保留在老派口语里:

词例 字面义 词组义

吮蜜瓮 吮吸蜜罐 指小孩吸手指头

大葩尾 大尾巴 事态变得严重 , 或开支超过承受能力

拗自仁 白眼球扭曲 耍赖不付帐 , 或不愿意承担责任

起马桌 上马前的酒宴 特指新郎出发迎娶新娘前父母摆的酒席

行暗路 走黑暗的路 染上缥 ! 赌等恶习

金散头跌 金质的膝盖 指地位极高的京官 , 或清正廉明 ! 不屈从他人的官员

食天露 靠露水过日子 指没有稳定工作 , 或靠胁迫 ! 榨取他人钱财为生

欠骸债 欠脚的债 漫无目的地走

揭大锐 扛长枪 喻指吸食鸦片; 也指生存面临巨大的危机或得了重病

食笔尾 - 吃笔的末梢 靠帮人写状纸过日子

5 辞典 6 收录的惯用语 , 到今天只保留了大约 40% " 丢失的词组有些是词组

所指的观念 ! 制度或事物己经改变或消失 , 有些是构成这些词组的词素本身退出

了口语 " 但仍有些生动的惯用语表达的意思并不过时 , 所用的词素还很常用 , 却

完全退出了口语 , 如上文所说的否骨胚 ! 烟胭豆藤和五色面 , 这可能就是方言词

汇系统萎缩的一个表现 "

当然 , 一些现代口语里常用的惯用语 , 也不见于这些传教士材料 , 例如臭头

鸡 (众矢之的) ! 孝男面 (表情呆滞木钠) ! 食胖饼 (碰钉子 ) ! 白骸蹄 (不祥之

人 , 相当于 / 扫把星 0 ) 等等 " 这可能是作者漏收 , 也可能是方言中新出现的惯

用语 "

结

对比成语 ! 谚语和惯用语一百多年来的流失情况 , 惯用语的流失最为严重 "

惯用语靠比喻或引申来达到生动的效果 , 词组含义比字面含义深沉 ! 曲折 ,

不像许多谚语用类比 ! 并列方式 , 或直接点出道理 , 容易理解; 从形式上说 , 惯

用语不如成语稳定 , 可插入其他成分 " 语义的整体性和结构形式的不稳定互相矛

盾 , 使惯用语在词与句之间徘徊 " 加上惯用语口语色彩最浓 , 即便借自共同语 ,

也是共同语的口语成分 , 而方言缺少文字记录 , 也难以规范化 , 惯用语便成为方

言词汇中最不稳定的一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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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词语的更替是词汇的演变 " 这种更替是逐个进行的 , 虽然随着社会生活

的变化 , 更替是不断发生的 , 但只能是量的积累 , 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 量的

积累形成了大的批量 , 才会引起词汇系统的调整 , 造成质变 , 把不同历史时期的

词汇系统区别开来 "

比新旧词语的更替更重要的是造词法的调整和演变 , 因为造词法的推行就会

触及词汇的系统的或大或小的变化 " / 汉语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最大量的表现就在

于采用什么语素 ! 如何合成来表示客观事物的种种概念的 " 这就是狭义的 -造词

法 . 的不同 " 有的学者把汉语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法 ! 语义造词法和附缀造词等 ,

可视为广义的造词法 0 (李如龙 , 2007) ¹"
本章主要考察厦门方 言的几种造词法一百多年来的演变情况 "

第一节 语音造词

语音造词 , 指利用语音变化组合的方式构造成词 " 厦门方言的语音造词方式

主要有双声 ! 叠韵 ! 分音词和重叠 "

6.1.1 双声式造词法

双声式造词法 , 即用同声母的语素构成连绵词的方法 " 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98) 按词性列举了现代厦门方言的双声连绵词 " 5 辞典 6 里收有双声式连绵

词 1巧 条 , 其中有 49 条保留至今 (包含一条义项减少的), 约占42 %; 15 条仅见

于老派 口语 , 51 条 已丢失 "

保留下来的词 , 如植梧勺12一902/, 一种带刺灌木 , 开白花 , 可入药 ; 口口

/g ai0 一gi 价s/ , 别扭 ! 尴尬 ! 不舒服的感觉; 天口丫占en .一tho? 8/, 散漫拖拉 , 磨洋工;

口口/ta ,一tiu3八 指小孩 (或小动物 ) 开始学习自理生活时伶俐 ! 独立的样子; 泛

口/P 0护一phu?8/, 形容人或物外强中干; 口口/phi .一 0 ien 3/, 做事有开阔的空间 , 条件

充足; 口口/Pi ,一pe? 7八 拮据 , 缺钱; 汰口八 ! 13一th夕/ , 反问副词 , 相当于 / 怎么

能 0 " 有些共同语的书面语词 , 在厦门方一言确实地道的口语词: 踌躇八iuZ一tuZ/ ,

¹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 1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7.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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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犹豫不决 ! 困惑的样子; 斟酌/tsi m .一tsi ok7/做事小自谨慎 , 深思熟虑; 仿佛

/h 叨3一hu t7/由于看不清晰或相似度高 , 很难辨别; .冼惚/h 四3一hut 7/ , 心不在焉 ,

忘性大 "

口口/t i?8一tu ?s/ 在 5 辞典 6 里有三个义项: 说话时故意闪烁其词 , 真假难辨;

吝音 ! 刻薄; 让人难以相处 , 很难打交道 " 现在只保留第一个义项 "

仅留在老派口中 !正处于消失过程的 , 大多是一些形容词 , 如:口雾/b 犷一b沪/ ,

形容镜子 ! 宝石或天空灰蒙蒙的 , 不清晰; 口口/baZ一bul ./ , 形容人心情舒畅 !

面带微笑; 口口/ts aP S一ts价8/ , 形容事情千头万绪 ! 复杂 , 也形容人心情烦躁;

口口/l 15一lius/ , 形容做人太过精明 , 油嘴滑舌 , 不实在; 口口/h 明5一ha? s/ , 形容

喜欢胡乱吹嘘 ! 夸大其词的性格; 口口八51?7一ts u?7/形容小孩淘气 , 喜欢恶作剧;

口口/ts 0 i?7一ts ! au ?7八 形容小孩或女人做事不讲道理 , 不可理喻; 口口/ti au .一ta? 7/

形容服装整洁合身 , 打扮得体 " )

已丢失的双声连绵词 , 有些来自共同语书面语 , 如: 伶俐/l句2一lai 6/, 形容小

孩聪明机灵;淋漓/li am Z一liz 八持续时间长的大雨;槛褛/la澎一lul 3/, 形容衣服破烂 !

遨遏; 跷蹊/k 0 iau .一kll i ./形容多疑 ! 戒备心强 ! 不坦率的性格 , 也形容道路崎岖难

行 " 这些在当时的厦门方言里都是口语词 , 但今天即便是老派母语者 , 在不看文

本的情况下 , 也很难理解这些词的意思 " 还有一些方言固有词 , 现在难以理解其

意: 口口/P hinl 一phau .产 , 一种爬藤植物 , 果实像无花果; 口口/l in .一l叨 ./ , 儿童奔

跑追逐的游戏; 口口口/l iu , 一l叨6一hen . /和口口口/l叨2一liu3一hen . /都是戏剧开场之

前呼喊的词; 口口/tsh in3一砂iau 3八形容儿童顽皮; 亲浅/ts 0 in , 一tsll 护/º, 形容人漂亮;

衰口/soe .一sap 7/形容人贫困潦倒 , 或地方萧条惨淡的样子; 口口八13一loa 3/ , 形容

做事粗鲁蛮横 , 不考虑后果; 润口/l un /一la? / /形容物体表面微微湿润的样子 , 或

性情温柔文雅 "

5 辞典 6 所收的双声式连绵词以形容词为多 , 至今 己丢失了一半以上 "

6.1.2 叠韵式造词法

叠韵式构造词法 , 即用同韵母 (或相同的韵腹和韵尾) 的语素构成连绵词的

方法 " 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98) 举例说明现代厦门方 言叠韵连绵词的情况 , 这

¹ 该词现在还保留在泉州郊区方言 "

º 该词亦见于 5 荔镜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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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再赘述 "

而 5 辞典 6 共有叠韵式连绵词 157 条 , 词性涉及名词 ! 动词 ! 形容词 ! 副词 !

拟声词等 "

保留至今的共有 48 条 , 仅占 30 .6 % " 如动物名称螃娱/l扩一gi 扩八 芒东

七明2一t明 ./, 形容人性格的浪荡 ! 哆嗦 ! 鲤凝 (下流卑鄙) ! 口口/un 5一thun s/ (不可

理喻 ) ! 口口/guZ一tu Z/( 野蛮而顽固) , 表动作的呵睹/o .一lo . /( 夸赞) !叮泞八iD .一l句2/

等等 "

只保留在老派口语中的 , 共 31 条 " 如口口/an Z一tan , /形容制作或包装细致精

密; 老糟/l au 6一tsau , /形容东西旧得没法使用; 污口/记一ts谊 , 形容脾气差 , 或看

起来不安 ! 心情不好; 口口/910? 礼51价s/ 讽刺挖苦别人; 口口/bi Z一tshi . /指锁坏了

开不了 , 或人的喉咙有稍微阻塞的感觉 "

连老派都无法理解的 , 有 78 条 , 如: 矮底/oe 3一to e3/形容人矮小; 口口

/h ia .一tsi a - /累赘的; 匆口/t 六叨 .一p叨6/莽撞的 ! 冲动的; 口口/ut 7一lut / /某位神的

名字; 呼嘟/hu -一tu ./号角的声音 "

5 辞典 6 所收的叠韵式连绵词以形容词和动词为多 , 至今丢失约三分之二 "

可见厦门话的双声叠韵造词法造出来的词在一百多年来大量丢失了 " / 汉语

早期的复音词中有些是双声 ! 叠韵的连绵词或者是叠音词 " 有的学者把它称为语

音造词 " 在复音词中 , 这是少数的 ! 非典型的 , 作为复音词主流的是语素合成词 " 0

(李如龙 , 2004 ) ¹ 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兴起之后 , 语音造词就衰歇下来了 " 厦门

话早期的双声叠韵词较多 , 应该理解为古代汉语造词方法的存留 "

6.1.3 分音词

6.1.3.1 研究概述

李蓝 (2002) 比较古代文献的反语 ! 现代福州方言的切脚词和晋语的分音词 ,

从源流 ! 类型 ! 特点几方面详细解析这类特别的造词方法 , 并根据晋语分音词的

特点 ! 宕江曾梗四摄阳声韵的白读音和晋语古入声今仍读入声三个条件 , 认为晋

语应独立成区 " 王洪君 (1994) 分析了太原嵌 1式造词法的内部机制 , 对其来源

和产生机制问题的六种可能方案加 以评述 " 潘渭水 (1994 ) ! 邓享璋 (2006 ) ! 邓

享璋 (2007 ) 分析了闽中和闽北方一言分音词的特征 ! 性质与来源 , 梁玉璋 (1982)

¹ 李如龙.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A] ,汉语应用研究[C]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匕版社 , 2004 .(P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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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的则是福州方言的切脚词 " 此外 , 林连通 ! 潘渭水 (1998 ) ! 李如龙 ! 潘渭

水 (1998 ) ! 陈泽平 (1998) 也有对闽北方言分音词和福州方言切脚词描写与分

析的部分 "

厦门方言里是否有类似的现象呢? 在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 98 ) 里 , 提到厦

门方言的 / 切语词 0 , 也称 / 切口词 0 , 其拼合方法有两种 , 一是利用反切原理 ,

二是 / 倒反切 0 , 即上字取韵母声调 , 下字取声母 " 这种切语词 / 有为某些帮派

行会和少数盗贼流氓等人做为黑话使用的 , 但更多是民间以戏谑的态度来造词 ,

以表达某种事物而进行交际的 " 0 文章还认为这种语言现象 / 不利于语词的纯洁

性和健康发展 , 也是不宜提倡的 0 " ¹ 李蓝 (2002) 据此材料分析其音节构成特

点 , 并认为 / 厦门倒反型的反切语肯定经历过顺说型一互反型一倒反型这样的发

展阶段后才形成的 , 属于较晚阶段的反切语 0 " º
其实 , 上文提到的厦门方一言 / 切语词 0 只是某些特定人群在特定场合用反切

的拼音方法把远来的一个单音词衍生为双音词其目的是隐晦或求新求异 , 并没有

造出新的词 , 不属于造词法或造词法 " 在我们的调查里 , 老派母语者对这类现象

有所耳闻 , 现在的厦门人已经少有知晓的了 "

6.1.3.2 厦门方言分音词及其基本特点

5 厦英大辞典 6 所记录的厦门方言确有一些分音词 , 据我们所统计 , 共 86

条 " 其中 , 单音节词扩展成双音节和个别双音节扩展成四音节词的 , 71 条 "

表动作词 60 条 )

口口/bak 7一lak7八0 5011, to infe et, to Pollute (lit.or fi g.)

收口/siu气liu , 八0 tak e in , eollect, reeeive , bu以& e.

翻 口/hoan 七loan - / to tu rn over an d over.

损口/s习3一l习3/ to w aste or spoil v柳 m ueh :to lay w aste and plunder (四界一, to l叮

w as te o r sP o il ev ery w h er e .)

迷口/beZ一leZ八 0 deeeive;to seduee into evil or err or.

口 口/b au 6一lau 6/ to m ix u p , a s fo od : in so m e sp e eial Ph rases #

洗口/soe3一loe3/ to w ash .

口口/hiet7一liet7/ to thr ow aw ay ;to leav e off, as an affa ir.

¹ 周长揖 ! 欧阳忆耘.厦门方 言研究[Ml.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 (P223 )

º 李蓝. 方 言比较 ! 区域方 言史 . J方 言分区 ) 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 1 J 2 .方言, 2002.
(P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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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thut7一lut7/ to rub hard w ith th e hand or fo ot, as in w as hing , & c.

讲口/ko 习3一10习3/ to talk aw ay:to talk idly ortan tologi eall醉

沤 口/au .一lau .八o eru m Ple uP .

囤口沓口/tu n3一lun3 tha?8一la? 8八 0 store 即 in g eatab undan ee.

口口/thas一las/ to p oke aw 盯 , or stir ab out w ith a pole, as in rem oving eobw eb s, or

P o ki n g an an im a l o u t o f a n est o r h o le .

包口/bau 气lau , / to fo ld in a ro un ded edge or border.

包口/pau .一lau ,八 0 wr aP uP , inelud e, or 即ar an tee , & e.

口口/put 7一lut7/ to scrape to geth er, as eom , san d , & e.

覆口/phak 7一lak 7/ m an y thi ngs or Pero ns invert ed or on their fa ees.

崩口/pa习-一l明 .八o slip dow n , as a lan dslip :to bur st, as an em bankm ent:to seale off, as

P ai nt or P laster.

烧 口/510 .一110 . / to burn aw ay.

园口/khDS一l习5/ to store 叩:to eonceal.

劝口/kh习5一IDS/ to exhort .atsom e len gt h #

拖口/thoa , 一loa ,八 0 drag along:to draw ou t, as outof w ater.

吐 口八, , " 5一105/ to vom it in consider ab le qu an tity , or over an d over:to m ake a

th or ough ly fu llstatem en tofth ewh ole fa cts.

围口/uiZ一luiZ八0 surr ound thoro ugh ly.

行口/ki扩一ni扩/ to w alk ab out;to tak e a w alk .

口口/se?8一le?8/ to w hirl ab ou t.

喝口/hoa?7一loa?7八0 shoutloud:to baw l.

含口/am -一lam -/ m ixed togetherw ithoutdistinetion.

台IJ口/thaiZ一laiZ八0 eut, kill, orfigh tm ueh.

掺口/tsham .一lam . / m ixed together.

藏口/ts o习2一l叨2八o hide , as p ers on or thing .

口口/ph压13一n巨13/b eeom e ve卿 b ad ;quite spoiled.

沓口/tha?8一Ia?8/ to pile th ings on one an other, esp .in a eonfu sed m arm er

屈口/u t7一lut7/ to bend , & c.

插口/tsh叩7一l叩7八o m eddle w ith , to assoeiate w ith , as w ith pro m iseuous eom pan 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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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P , w ith P erson s o f su sP iciou s eh ar aeter: to asso eiat e w ith , rat h er im Pro P er ly o r

in eau tiou sly ; to m ix u P , as ear d s in sh u m in g .

拗口/au 3一lau 3八0 erum ple up.

口口/kh io?7一110?7八0 piek 叩 or gath er m any th ings;to sh仰 en #

蘸口/ts am s一lam s八0 dip(as fo ot)in w at er.

喝口/hat7一lat7八0 sPeak loud an d an gh ly , as in finding fau ltw ith a m an , orin saying ,

I w ill h av e n o th in g s to d o w ith it.

施口/51 .一11 . / to strew, as saw 一du st.

辞口/512一112/ to deeline;to refu se;to tak e leave of;to dism iss.

舍口/sia3一lia3八0 bestow m ueh.

皂口/tso6一106/to m ake qui te b laek , as in th orough ly ob literat ing a w ro n gly w ri tt en

w o rd .

口口八he?8一le?8八o tak e uP vari ous sm allthings.

口 口 /k iu ,一liu , / s俪 nk ig 即 :dr aw ing 即 one .5 arm s and legs, as in eold

w e ath er, d raw in g o n e , 5 self in to a h eap .

口口/kius一lius八0 shri nk , as eloth , or as m an through fe ar.

积口八sik7一lik7/ erow ded togeth er.

输口/su .一lu -/alllostby gam bling.

除口/tu Z一luZ八0 rem ove or drive aw ay, as a w ieked fe llow w ho eann otbe allow ed to

sta y an y m o re at a P laee .

口 口/thas一las八0 poke out fr om a ho le , as an an im al;to 比o w to fe w , esp , th e bad

eo n du et o f o th ers.

叠口八hi即8一liaP S/ to pile up , as in succeSSive layers #

烧口/510 .一110 . / to be bum ed an d qu ite eonsum ed.

吐 口 八hos一105八0 vom it in consider ab le quantity , or over an d over :to m ak e a

thorough ly fu llstatem entofthe w holefa ets.

口口/se?7一le?7/litt er w ith sm all th ings, as gr ain , & e.

痛口/p " .一l " .八o rotaw ay thus, as deeaying w ood #

口 口八 " 6一106/ (th e chareoal) g adually bum ing aw ay to ashes.

液口/510?8一110?8八0 getsoft and bad , orw aste aw ay , as eooked fo od k即ttoo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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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口/pe .一le .八 o fl y aw 盯.

忧口八u .一liu . /bro w w ri nk led , as w ith 幼ef.

滚口口口/ku n3一lun 3 tsun6一tsun6/ to w rith e orw ri ggl e , & e.

拟声词 4 条 )

嗬哆/ho .一10 ./ sound m ade by m en (e.g boatm en)w ork ing together .

口口/khe?8一le?8/loud an d qul ek soun d ofth under.

口口/khi明 .一11明 ./ clear ri ning soun d , as o fa good dollar .

口口/khian ?8一liau ?8/ du llsou nd , as of bad silver , & e.

表性质 ! 状态词 7 条 )

口口/e .一le ./very tro ublesom e , fr etfu l, an d fr actions , as a young ehild .

懊口/au s一lau s/ vexed:displeased:fe eling ofim patientdiseontent.

口口/aD3一l明3/ ob stinate: sour一tem pered , an d rat her s加pid , 50 as to be d iffi eu lt to

con sort w ith. (可做副词 , 表状态 , 如: 一恶 , 一想 , 一否)

饱口/pa3一laZ/ v呷 eo甲ulent;also , am usin g one, 5 self too mu eh , as lads too fo n d of

P leasure s , or w h en m ed d lin g w ith o th er P eo P le , 5 m atter s an d tr o ub lin g th em .

厚口/kau 6一lau 3/ very thiek. (lau , , a m er e reduplieat ion )

糟口/tsau .一lau3/ w om outand useless:quite spoiled , asan old shoe or涌 ele ofdress.

口口/au .一lau Z/ having an 即ly fi lthy fa ee.

而单音节词扩展成三音节词的 , 有 6 条 , 既有表示动作的 , 也有表示性质状

态的 )

滑口口彻 ts一lut s一suts/ slipp e仃.

口口口/ho6一106一506八0 express assen tw ithouteon sideration.

褒口口/po .一10 .一50 . / to praise very m uch.

白口口/p e?8一le?8一se?8/ ver y w hite.

滚 口 口/kun3一lun3一tsun6/ to w ri the, as in pai n:to w riggl e ab out, as a snak e or

w orm , very m ueh entan gled(as eoul )an d diffi cu lt to oP en out:tw isted an d involv ed , as

ten d ri ls o r ro P es;k n o tty an d tw isted , as ro o ts o f tre e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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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蜷/un ,一lun , 一k , -un .瓜hun Z/eoiled uP , as a snak e, dog, or cat .

有些词在 5 辞典 6 中只以词组形式出现 , 没有单独立为词条的 , 我们共找到

8 条 )

(使) 口口/ (sai3一) kio习2一lioDZ/ to actviolen tly an d w iekedly tow ard s anoth er .

口口 (缝 ) /ko k7一lok7 " ph明6) / a de印 glen ordell.

口口 (出来) /oeZ一loeZ (一tshut6一laiZ)八0 com eru shing out suddenly , as erow d fr om

a ho u se .

口口 (走 ) /ku ns一lun s (一tsau 3) / to escaP e by stru ggling violently.

口口 (否 ) /tsuts一lut s 卜ph巨i, ) /to spoilas apen , by draw ing ittoo ro ugh ly #

口口 (咧) /un .一lun . (一te?7) 八址 " w n ab out in a confu sed disoul er ly w 叮 , as eloth es

o r ro P e s;so lied o r sP o iled b y sitt in g or ly in g d o w n , a s cloth es o n th e P erson ;g o in g

ab o u t lo w h aut s an d b ad P alees.

昏口失口 (去) /hun 6一lun 6 sit7一lit7 (一khis) 八0 fa intaw ay:to sw oon.

挨口 (出来) /oe -一loe . (一tshut7一laiZ) 八0 eom e outjostling each other, asero w d.

据 5 辞典 6 所标注的音 , 可以归纳出当时厦门方言分音词的几个基本特点:

从音节构成角度说 , 原单音词的音节一分为二 , 上字与原有的单音词完全同

音(即双声叠韵和同调), 下字与原音节叠韵 ! 同调 , 声母固定为 1 "参照李蓝(20 02 )

的公式模型表示 , 即:

本字音 附加音 分音词

C + V T 一 1 + ~一y T一 一 (C 土y 立匕+二塑逻TZO

本字声 本字韵 附加声 附加韵 声母字 韵母字

原单音词音节扩展成三音节的 , 大部分情况是上字与原来的单音词同音; 中

字与原音节叠韵 , 声母固定为 1; 下字与原音节叠韵 , 声母固定为 S " 但也有例

外: 滚口口/初n3一lun3一tsun 6/和口口口/蜷/un .一lun .一khun ./khunZ/ "

大部分情况下 , 附加音节的声调与原音节声调一致 , 例外不多 , 如饱 口

/Pa 3一la2八 厚口/kau 6一lau 3八 口口/au .一lau Z/等 " 有时附加音节会超出原有语音

系统的音节范围 , 如口口八has一las八 翻口/hoan牡loan ,八 皂 口/tso6一106八 口口

/khiau ?8一liau?8/ "

从语义方面说 , 大部分情况下 , 无论是一般单音节扩展成双音节还是三音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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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分音词只在词组里出现的 , 扩展前的单音节形式都可独立成词 " (所见例中 ,

口口/e .一le ./和口口/a犷一1明3/单音节形式不明, 无从比较扩展前后词义的变化 " )

单音节扩展为双音节词的 , 分音词词义和原单音节词一致; 而扩展为三音节

词的 , 分音词形式多表程度深 , 相当于重叠的生动形式 " 如:

白 ) 白口口/pe? /一le? 贬se? / /: 白) 很白

滑 ) 滑口口彻 ts一lut 气sut s/ sl iP pery : 滑 ) 滑不溜丢

褒 ) 褒口口/po .一101 一so .八 夸赞 ) 极力夸赞 , 带有讨好 ! 逢迎意

滚 ) 滚口口/玩n3一lun 3一tsu n6八 卷曲 ) 卷曲的样子

和闽中 ! 闽北方言的分音词相比 , 厦门方言的分音词数量不多 , 仅涉及动词 !

形容词和拟声词 , 尤以动词为多; 音节结构简单; 与原词词义和语法功能几乎没

有差别 "

6.1.3.3厦门方言分音词的性质及其演变

我们认为 , 厦门方言的分音词是一种特殊的叠韵形式 , 在闽方言里 , 还有另

一种 / 双声定韵 0 , 也是一种半重叠式 (参阅李如龙 , 1984 ) " 这种半重叠式是单

音词双音化手段的一种 " 据我们的调查 , 这些分音词于今保存的不多 , 几乎都为

原单音节词所替代 " 双音节仅有围口/ui Z一lul Z八 糟口八sau ,一lau , 八 口口/明孔la习. /

保留在老派口中 , 且使用率低; 三音节扩展式倒是都保留下来 , 是常用的生动形

式 "

拿 5 辞典 6 中所收例词和我们见到的闽中 ! 闽北 ! 福州方言的材料作比较 ,

相同的词条并不多 , 语音形式上也有一些差别 " 我们相信 , 这些词并不是从闽北 !

闽东方言借用的 , 而是用分音词这种共同的造词方式造出来的 " 可见 , 这一造词

方式曾经在厦门方言里存在过 , 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完全萎缩了 , 先前造出

来的分音词也几乎都消失了 " 同样的造词法 , 在兄弟方言中有的保留着 ! 有的消

失了 , 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

6. 1.4 重叠式造词法

关于厦门方言的重叠造词 , 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98) 有了详细的分类描述 "

考察 5 辞典 6 中收录的重叠式词语 , 类型与之大体相当 , 有 AA 式 ! AAA 式 (多

叠式) ! AAB 式 ! ABB 式 ! AABB 式 ! ABAB 式和 ABAC 式 " 我们把各种形式的变化情

况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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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重叠式造词的变化概况

重重叠式式 AA式式 A从 式 (多叠式 ))) 从BBB ABBBB AA BBBB AB ABBB ABACCC

111141111111 式式 式式 式式 式式 式式
222226333 1000 2 9555 4 2888 13666 777 222

保保存存 21333 1000 26444 38111 11888 777 lll

(((994 条 , 约占 87% )))))))))))))))))

老老派 (消失中))) 366666 l999 2888 l22222 111

(((96 条 , 约占 8.4%)))))))))))))))))

丢丢失失 144444 1222 1999 6666666

(((51 , 约占 4.6% )))))))))))))))))

从上表可见 , 重叠造词的类型在这一百多年间没有变化 , 大部分词条得以保

留 " 丢失的词条 , 大多是随着其基本形式或其中某个语素的丢失而丢失 " 例如:

口/hi 且./强烈的刺鼻气味 ) 口口/ hi巨.一hi 直./气味刺鼻的感觉

岌/gi p / /危险的 ) 岌岌/giP S一gi ps/挺危险的

口/hi ap 7/ (借东西或钱) 不归还 ) 强强口/ki叨2一ki叨2一hi ap 7/硬是不归还

口/tshiam s/表程度深的语素 ) 绿口口/l议8一tshiam s一tshiam s/深绿色

重叠造词方式之所以保留得较为完整 , 是因为重叠式造词在汉语史上不论是

古今通语或方言之中都是很常见的 , 而且这类词语生动 ! 形象 , 有些带有感情色

彩 , 在口语中起到增强表现力的作用 " 其长盛不衰是可以理解的 "

6.1.5 语音造词方法的演变及其原因

通过以上的考察 , 我们发现 , 这四种语音造词法按其演变速度快慢可分为三

个层次: 分音词造词法己几乎完全消失 , 只残留一些生动形式; 双声 ! 叠韵的造

词法虽然存在 , 但所造词条己丢失一半以上; 重叠式造词法保留最完整 , 重叠类

型至今不变 , 所造的词条也保留将近九成 "

可见 , 这一百多年来 , 除了重叠式造词 , 其余三种语音造词方式的造词能力

大大减弱 " 究其原因 , 显然是因为双声叠韵和分音词的衍音音节都是不表义的 ,

这些不表义的音节又往往没有适当的汉字来书写 "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 , 若没有文

字一记录 , 语音这一外壳形式更容易丢失或被取代 " 而大部分重叠词因其基式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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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 ! 核心词 , 两个叠音音节都有相同的音义 , 当然不容易丢失 " 从汉语词汇史

来说 , 双声叠韵等语音造词的方式主要活跃于上古时期 , 后来很快就被双音语素

合成造词法挤压并逐渐取代 " 语音造词法的萎缩是汉语发展的主流模式 " 而重叠

造词在类型上并不属于语音造词 , 而属于语素合成 " 厦门话在这几种造词法的演

变上和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相合的 "

第二节 附缀造词

孙常叙在他的 5 汉语词汇 6 中立了一类 / 附缀造词 0 , 属于 / 结构造词方式 0

他说: / 附缀造词是一种从古汉语中滋长出来现时还正在发展着的 , 属于汉语新

质特点的造词方法 " , , 这种造词的方法形成 , 一方面是汉语按他 自己的内部规

律向前发展 , 一方面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外语的影响 " 0 (孙常叙 , 1956) ¹ 词缀

对所构成复合词的作用 , 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使复合词带上某类意义 , 如 / 子 . , !

/ 儿 0 后缀的 / 表小指爱 0 作用; 二是使复合词负载某类语法意义 , 或完成某种

词性转变 "

厦门方言的词缀类型有前缀 ! 中缀和后缀 "

6.2 , 1 厦门方言的前缀

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98) 对厦门方一言的前缀有过描述 " 据我们考察 , 加在

人名 ! 称谓 ! 排行前的 / 阿 0 , 加在亲属称谓前的 / 安 0 , 以及加在形容词前面表

程度深的 / 臭 0 , 在 5 辞典 6 里的面貌与现代厦门方言相差不大 " 这里我们只讨

论三个比较有特色的前缀 "

6.2.1.1 / /ka , /头词 0

/k al /在厦门方言里常出现在名词或动词的首音节 , 由于其意义不明确不统

一 , 可能有多个来源 (有人说是壮侗语的底层残留) , 用字难以确定 , 在此循用

较为常见的不同的俗字 "

5 辞典 6 收有此类词 条 , 其中动词 5 条 , 名词 24 条:

加睡/kal 一ts c6/: 打磕睡 加诬/k a] 一bu即: 诬蔑

加落/ka七lau?8八 (东西) 掉了 加阴/ka气iam ,八 加阴寒/ka几iam 忆ko护/: 因

¹ 孙常叙 汉语词汇IM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195 6.(P 138 一>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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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寒冷而发抖

加口口众a .一tu n3一su n3/: 因为寒冷 ! 害怕或吃了很酸的东西而汗毛直立 ! 发抖

家鸡/ka气tsui, /: 斑鸿 家坞目众a几tsui忆baks/: 钉子

家鸡螺众al 一ts ul 气fe Z八 一种螺 家蚤/kal 一ts au 3/: 跳蚤

家口/ka ,一tsua?8八 嶂螂 家令瓜a牡11习6/: 八哥

菱白笋/k a犯piks 一su n3/ : 菱白 菱末菜/ka牡bo a? 8一砂ais 八一种葛芭类蔬菜

菱纹席/ka .一bunZ一ts 0 10? 8八 一种用芦苇编制的上好草席

菱荐/ka 气tsi 扩/: 一种稻草编的垫子 菱口/ka 气tsus八 一种质地粗糙的包 ,

多为乞丐用

签口/ka .一l了八 深的半球形竹编容器

签掠口/kal 一lia?8八 大的圆形竹编盘子 , 用来晾晒东西

加口螺/k a .一ti压.一leZ/: 一种黄色的螺

加蜡鱼/ka .一la? /一hi Z八 鱼名 , 味道鲜美

加口/k a .一ts hi了/: 一种可食的小贝壳

脚脊/ka牡tsia?7八 背部.

加冬树/ka , 一t明 .一ts hiuo /: 树 , 高大 , 但木质不佳

加定众a .一ti护八 红树林

加口口/ka .一lan .一6/一种木材 , 质地硬 , 常用来做锚

加口 (棉) /k al 一poa s八 棉花 " 外来词

加口/k a ,一m 了八 一种有毒灌木 , 开黄花 " 据说山羊食之无恙

加口/k a .一lak 7/: (井的) 枯辘或船上的滑轮

加口饼/ka , 一lak 7一pi扩/: 饼的一种 , 中空 , 可用绳子窜起

6 .2.1.2 拍

/ 拍 0 在厦门方言里是常用动词 , 可带宾语 ! 带补语 " 但 / 拍 0 有时放在另

一个动词的前面 , 构成复合词 , 其具体词汇意义在这里已经淡化 , 类似普通话里

的和其它动词连用的通用动词 / 打 0 " 5 辞典 6 中共收 12 条:

口一拍口/P ha? 7一lut 认 掉 (东西), 让 (物品) 滑落

口一拍口币ha?7一no 矛/: 用力揉 , 以致发皱甚至损坏

拼一拍拼/p 0 a? 7一Pi 动 : 全力以赴 ! 背水一战地争斗 (如在战场上 ! 械斗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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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场上等等)

搏一拍搏/P h心7一po? 7八 义同 / 拍拼 0

损一拍损/P 0 a? 7一s扩八损坏 ! 浪费

跋一拍跋/P 0 a? 7一po a? 0 /: 跌倒

赶一拍赶/P ha? 7一ko 护八 赶走

口一拍口/P / a? 7一hoa , /: 熄灭

骗一拍骗/P ha?7一phiens八 欺骗

加落 ) 拍加落/P ha?7一ka .一lau?8/: 掉 (东西)

唔见一拍唔见/P ha? 7一m 6一厅八 (东西) 不见了

失落 ) 拍失落/P 0 a? 7一sitv 一10? 5/ : 丢失 (东西)

拍拼 ! 拍损的说法现在还保留着; 拍口/P ha? 7一no 护/有了引申义 , 指能吃苦 ,

本义倒常用单音节词口/no 护/; 拍晤见则在合音以后固定为拍堕见/P / a扩一护八 原

形式已逐渐被淡忘 " 其余词现在都用原形式 , 不再用带有 / 拍 0 前缀的词了 "

6.2.1.3 狗母

这个前缀在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98) 里也曾提及 (P266) , 但文中仅有三

例 (狗母锅 ! 狗母字和狗母虫), 作者对其前缀性质并不肯定 "

我们在 5 辞典 6 里还发现了另外一些例证:

狗母蛇: 晰蝎的一种 狗母鱼: 鱼名 , 鱼身椭圆 , 咖啡色

狗母鳖: 一种大鳖鱼 狗母口八ai .八 狗尾巴草

狗母梭: 一种圆鼓鼓的 ! 梭子形的鱼 , 味美 , 鳞少 , 大约一脚长

在调查中 , 我们得知狗母蛇也用来喻指书写或划线歪曲 ! 不规则 , 应是由本

义 / 蝴蝎类动物 0 引申而来的 "

可见 , / 狗母 0 与名词性语素组合 , 意义为 / 粗 ! 大或丑 0

我们所见的这些前缀 , 位置固定 , 词汇意义抽象 , 虽然在语法意义或词性转

化方面没有什么作用 , 但仍可视为前缀 "

6.2.2 厦门方言的中缀及其演变

郭凤杰 ! 乔芸 (200 7) 梳理 了几十年来学界对现代汉语中缀问题的研究后 ,

综合马庆株 (1995) 和祝克鼓 (19 94) 的观点 , 提出判断中缀的三条标准: 是构

成新词的必有成分 ! 是定位的不自由语素 ! 表示的是抽象的附加意义而非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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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词汇意义 "

根据这三条标准 , 我们考察 5 辞典 6 收词 , 发现厦门方言的中缀有:

/ 死 0 , 嵌在双音节词形容词当中 , 表示程度极深 , 如:执拗 ) 执死拗 (很

固执); 白煞 ) 白死煞 (脸色苍白 ! 极不健康的样子); 孤霜 ) 孤死霜 (性格

孤僻 , 不爱与人交往 , 薄情); 口口/aIn .一ts am l/) 口死口/a m .一sis 一tsa m ./ (非常

污秽 ! 肮脏);惊侬 ) 惊死侬 (很肮脏);口口/l 犷一sam Z/ ) 口死口/l 扩一51 3一sam Z/

(很脏) " 现在这类说法还保留着 , 但不甚活跃 , 如 / 流疡 0 (肮脏) 也说成 / 流

死疡 0 "

/ 母 0 , 带有感叹其程度深的口气 , 相当于共同语的 / 挺 0 : 大粒 ) 大母粒 ,

大管 ) 大母管 , 大侬 (成人) ) 大母侬 (早已成人) , 大声 ) 大母声 , 大

其 (大个 ) ) 大母其 (个儿挺大) , 大汉 (体格健壮) ) 大母汉 , 四界 (到

处) ) 大母四界 ) 大母四公界; 嗤毗 (窃窃私语的样子) ) 嗤母嗤毗 " 这

类说法至今保留 "

/ 口/砂i . / 0 , 5 辞典 6 对该语素的解释是 / 用在祈使句里的助词(a p叭icl e us ed

in im per ati ve phr as es ) 0 " 该语素位处动词与补语之间 , 大部分带有处置语气 , 相

当于 / 把他 , , 了 0 , 如扯版 (绑紧) ) 扯口/k ! ./姬 (把他绑紧了); 有时则

强调动作的后果 , 相当于 / 得 0 , 如口宠八hi习3一si D6/其惯 (宠得惯了) "

5 辞典 6 中共有词类条目 70 例 , 口语色彩浓厚 , 大都带有教训 ! 命令或责

备的语气; 动词和补语以单音词为主 , 也有双音节词; 补语可为程度副词修饰 "

兹举数例说明:

口口正/t 50? /一kh i卜ts i压5八 扔准了 口口在/ke3一k 0 i七tsa i6八 把它垫平了

煎口/khi, /酥: 把它煎得酥酥的 掠口/kh i, /洗: 把他抓来头砍了 (洗:

砍头的谑语 )

食口/khi ./肚涨: 把肚子吃撑了刁 -好 包捆口/khi , /好: 把它包起来捆好

下口/kh i, /着头: 放对方向了 趁口/khi, /饱滇: 赚得满盆满钵

琳口/k 0 i . /真麻痹: 喝到兴奋为止 节口/k lli . /唔好势: 处理得不好

这个助词在现代厦门方言里 , 已为 / 伊 0 或 / 遴 0 所替代 " 但补语不能被程

度副词修饰 , 如 / 琳伊真麻痹 0 是不可说的 , 只能说 / 琳伊麻痹 0 (喝到兴奋为

止) , 或 / 琳遴真麻痹 0 (喝得很兴奋) "



一一一一止匙匹色卫燮燮鱼鲤巡竺些燮鲤燮全宜经竺堕

/ 不 0 , 都出现在复合词的第二个音节 , 没有特别含义 , 似乎只是凑足音节

的作用: 三二时 ) 三不二时 , 三五时 ) 三不五时 , 三时 ) 三不而时 ! 三不

底时 , 这几个词的意思都是 / 常常 0 " 故将 ) 姑不将 ! 姑不而将 ! 姑不其将 ,

意思都是 / 姑且 , 权且 0 " 这些词至今也还保留着 "

/ 仔 0 ¹, 没有特别含义 , 似乎只是凑足音节的作用 , 如: 今仔日 (今天) !

乌仔鱼 (鱼名) ! 子仔鱼 (鱼名) ! 尖仔米 (釉米) , 这些词今天都还在使用 , 且

不能替代 " 有时 , / 仔 0 嵌在双音节名词之中 , 显得亲切 , 如: 亲堂 ) 亲仔堂

(同宗同姓的亲戚) ! 牛腿 ) 牛仔腿 (牛腿) ! 皮裘 ) 皮仔裘 (皮仔裘 ) " 这

些词今天都为原双音节名词所替代 , 不再嵌入中缀 / 仔 0 "

而当时表示幼年动物的词 , 如牛图 (小牛) ! 羊图 (小羊) ! 鸡图 (小鸡 ) !

狗图 (小狗 ), 以及表亲属关系的翁某 (夫妻) ! 母图 (母子) ! 父图 (父子 ), 现

在都加上了中缀 / 仔 0 , 带有喜爱 ! 怜惜或亲切的口气 , 如牛仔图 ! 鸡仔国 ! 翁

仔某 ! 母仔图等等 "

总的来说 , 厦门方一言的中缀量不多 , 但带有强调 ! 夸张 ! 命令 ! 亲切等语气 ,

使语言更加生动活泼 , 大部分得到保留 " / 口/k 0 i . / 0 的消失则与语法结构变化有

关 " 带有处置语气的 , 为 / 伊 0 所替代; 强调结果的 , 为 / 遴 0 所替代 "

6.2.3 厦门方言的后缀

厦门方言最常用的后缀 , 当属 / 仔 0 " 这也是闽方言的重要词缀 " 李如龙(2005)

曾深入分析过闽语 / 图 0 的实词虚化过程 , 并比较分析这一过程在闽语不同区片

的异同 , 讨论语法化的不平衡性 " 考察 5 辞典 6 中以 / 仔 0 为后缀的词 , 与今天

面貌相当一致 " 可以说 , / 国 0 的虚化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基本定型 , 至今并无明

显的变化 "

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98) 列举了厦门方言的后缀 15 个; 林宝卿 (19 82)

也对此有详细描述 " 在这里我们只讨论 5 辞典 6 收词较多而以往研究较少提及的

/ 头 0 和 / 骨 0 两个后缀 , 其余不再赘述 "

6 .2.3. 1 头

/ 头 0 作为后缀 , 根据其抽象意义的不同 , 可分几类情况: 表示事物的一端 ,

¹ 仔 , 由实词 / 国 0 虚化丁(lJ来 " 语音和词义经历/kan3/ (脾女) 一/ki压3/ (儿子) 一/a3/ (词缀 , 表小指爱)

的变化 " 为表达方便 , 本文表实词/kan3/ (卿女)和/k i五3/(儿了)用本字 / 国 0 , 表词缀/a3/则用俗字 / 仔 0 "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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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鞋头 (鞋尖) ! 树头 (树根 ); 指事物废弃的部分 , 如: 堡头 (建筑废土) ! 豆

头 (豆渣) " 这些意义和用法至今仍然保留 "

/ 头 0 纯粹作名词标记 ! 起双音化作用的 , 在 5 辞典 6 里相当丰富 " 有些和

共同语一样 , 如舌一舌头 ! 拳一拳头 ! 石一石头 ! 骨一骨头 ! 斧一斧头 ! 芋一芋

头 ! 兆一兆头 ! 枕一枕头; 大部分则是方言固有词 , 如气/k ! 护/一气头 (气势 ) !

胆一胆头 (胆量) ! 声一声头 (声音里流露出的态度和情绪) ! 尺一尺头 (尺的应

有长度) ! 家私一家私头 (家具 ! 工具) ! 题一题头 (题目) ! 埠一埠头 (港口) !

社一社头 (村子) ! 角一角头 (角落) ! 包一包头 (包裹 ! 包装好的物品) ! 行/h 明2/

一行头 (商行) ! 店一店头 (店铺) ! 症一症头 (症状) ! 筋一筋头 (筋) ! 折一折

头 (折扣) ! 分一分头 (抽成的额度) ! 方一方头 (中药药方) ! 标一标头 (商标) !

力一力头 (力量) ! 钱一钱头 (钱) ! 银一银头 (银子) ! 日一日头 (太阳) " 以上

都是 / 头 0 和名词性语素的组合 , 另外 , 个别动词性语素和形容词性语素与 / 头 0

组合后 , 都转化成名词 , 如兴 (热衷) 一兴头 (兴致) ! 金 (像金子一样闪亮)

一金头 (物品表面的光泽) " / 头 0 的这类用法 , 只有部分保留到今天 (用加粗字

体表示) , 其余都被原单音节词或其他同义双音节词所替代 " 如筋头一筋 ! 钱头

一钱 ! 银头一银仔 ! 症头一症/症状 ! 社头一社/乡社 ! 力头一力草 ! 题头一题目

等等 "

6.2.3.2 骨

/ 骨 0 作为后缀 , 往往与形容词性语素组合 , 或将名词形容词化 , 形容人的

某种素质 ! 习性或性格 " 5 辞典 6 中收了 13 条这类词: 巧骨 (形容性格聪明 ! 活

泼 ! 开朗) ! 否骨 (形容游手好闲的人) ! 狡骨 (形容人狡猾 ) ! 臭贱骨 (形容不

懂享受的人) ! 激骨 (形容性格刚烈 ! 有骨气的人) ! 强/ki 云6/骨 (形容人倔强 !

不服输) ! 惮骨 (形容人懒惰 ) ! 贫惮骨 (形容人懒惰 ) ! 叛骨 (形容背信弃义 !

不忠不义的人) ! 反骨 (随时准备造反的人) ! 乞食骨 (形容人看起来很低贱) !

卢鳗骨 (形容终日游荡 ! 无所事事的人) ! 鸦片骨 (形容人骨瘦如柴 , 如同抽了

鸦片) " 这些词大部分都保存 了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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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变动语序的合成词

6.3.1 语素顺序随意的词

厦门方言有些复合词的语素顺序不稳定 , 改变词义和语法意义仍然不变 " 5 辞

典 6 收录了35 对这样的词 " 这些词大部分是并列结构的 , 如整齐一齐整 ! 欠缺

一缺欠 ! 法律一律法 ! 时常一常时 ! 鬼神一神鬼 ! 悲伤一伤悲 ! 脱逃一脱逃 ! 压

制一制压 ! 往来一来往 ! 积蓄一蓄积 ! 运气一气运 ! 附近一近附 ! 妥帖一帖妥 !

寂静一静寂 ! 酒醉一醉酒 ! 底下一下底 (下面) ! 祭献一献祭 (祭拜) ! 煞神一神

煞 (恶鬼 ) ! 责督一责督 (督促 ) ! 落吐一吐落 (又吐又拉) ! 乐畅一畅乐 (游手

好闲) ! 数额一额数 (数量) ! 土地一地土 (地方 ! 地区) ! 嗅日一日螟 (白天黑

夜) ! 神意一意神 (态度 ! 神态) ! 束洁一洁束 (人或物整齐干净 , 或衣服合身) !

格再一再洛 (又 , 再) ! 凝嘈一嘈凝 (故意惹人厌烦) ! 癖性一性癖 (性格 ! 癖好 ) "

并列式的语素位置不固定 , 这是在合成词形成过程中常见的情况 , 共同语和其它

方 言中这一现象也不少见 "

/ 定语十中心语 0 的结构有时与主谓结构构成同义词: 下颁一领下 (咽喉部

分) ! 套曲一曲套 (戏曲中两三首相连接的曲子) ! 承差一差承 (衙门里受理诉状

的官差) "

/ 状语+中心语 0 的结构有时与动补结构构成同义词: 近倚一倚近 (靠近) !

脱走一走脱 (逃离 ! 摆脱 ); 有时则与动宾结构构成同义词: 为非一非为 (做坏

事) "

这些同义词除了少数几对 , 其余都保留不完全 (上文加黑者为保留条目) ,

书面语词则保留与普通话相同的形式 "

6.3.2 语素顺序不同表示不同意义的词

复合词里相同的语素 , 顺序改变 ! 语素间关系改变 ! 词义也随之不同 , 这类

词在 5 辞典 6 里共有 11 对:

后身 (后来 ) ) 身后 (背后; 死后)

宝珠 (宝贵的珍珠) ) 珠宝 (珍珠等宝物)

托齿 (剔牙缝) ) 齿托 (牙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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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鞋 (走路时脚跟踩着鞋帮) ) 鞋拖 (拖鞋)

拜谢 (用仪式正式地表示谢意) ) 谢拜 (回拜前来吊唁的亲友)

/thi巨5一th明5/ (疼爱) 一 th明5一thi巨5/ (痛苦)

水泉 (泉 , 源泉) ) 泉水 (泉水)

惊畏 (唯恐 , , 以免 , ) ) 畏惊 (害羞 ! 易惊吓的)

饮酸 (打隔时上涌的像米汤的气味) ) 酸饮 (变质发酸的米汤)

侬客 (客人) ) 客侬 (客家人 )

食物 (吃的东西) ) 物食 (零食)

除了惊畏和物食 , 其余词及其之间的区别至今得以保留 " 周长揖 ! 欧阳忆耘

(1998 ) 列举了现代厦门方言里此类复合词 40 对 , 可见这种造词法在今天还有

一定影响 "

6.3.3 与共同语同义异序的词

厦门方言里有些词和共同语词义相同 , 语素顺序相反 " 5 辞典 6 里此类词有

21 条 , 其中 , 并列结构的 4 条 (余剩 ! 付托 ! 查检 ! 担承), 都是动词; 其余 10

条 , 大部分在共同语是 / 定语十中心语 0 结构 , 如表示动物性别的猪公 ! 牛公 !

鸟公 ! 羊母 ! 鸟公 ! 鸡公 ! 鸡母 , 其他如水胶 (胶水) ! 联对 (对联) ! 对敌 (敌

对 ) "

在现代厦门方言里 , 表示动物性别的词仍然保持原来的语素顺序; 联对 ! 对

敌则保留在老派口中; 其余词的语素顺序都发生改变 , 与普通话一致 "

第四节 文白造词

所谓文白造词是用同一个字 (语素) 的文白两种读音造成的并列式双音合成

词 " 这是厦门话独特的一种造词方式 " 如所周知 , 厦门话的常用字大约有半数以

上有文白异读 , 这是厦门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 " 罗常培 (1931) 视其为 / 厦门话

的特质之一 0 " 厦门方言里有一类词 , 用同一字的文读和白读构成并列式复合词 ,

用来表示和单音词不完全相同的新的词义 " 这是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在同一层次

词汇中的叠置组合 " 李熙泰 (1981) 收录 119 个可用文白异读造词的汉字 " 5 辞

典 6 里也收录这类复合词 , 但仅有 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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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ts 1? 7一tsi ap 7/: 接洽

石石/si a? 0一tsi o? 8/ : 宝石

查查/ts al 一ts 0犷八 仔细调查

延延/i en Z一ts 0 ie nZ八 拖拉 ! 耽搁

软软峋 3joan 3八 柔软 ! 松软

过过瓜es一oa s/: 太过艰难

秽秽/e 0一se s八 (地方) 一片狼藉

口口/so e? 7一siaP 7八 给别人好处 , 以达

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成成/tsi 护一tsh i犷八 长大成人 ! 成熟

口口/t 0 i护一th明5八 宠爱

口口/户a习5一th i护八 疼痛

指指/ki 3一ts亩3八 食指

实实/ts at s一si卢八 (挤 ! 压得) 结结实实

文白造词法和同一个语素的重叠造词是不同的 , 这不仅是两个音节的读音不

同 , 实际上本地人所理解的两种不同读音的含义也有差异 , 合成双音词后的词义

与单音词的意义有别 " 例如 , / 接 0 , 文读音用于 / 接待 ! 接洽 ! 接触 ! 交接 0

白读音常单用 , 表示 / 接受 ! 接收 ! 接住 0 , 文白造词之后表示 / 交接 ! 往来 . , ;

/ 延 0 , 文读音用于 / 延长 ! 延伸 ! 延用 0 , 白读音表示 / 拖延 ! 拖沓 0 , 还 说延

工 (浪费时间) ! 臭延 (言语累赘 , 行动拖拉缓慢) , 文白造词之后表示 / 延宕 !

拖沓 0 的意思 " 一般说来 , 厦门话的白读音是方言固有的 ! 口语中形成的早期的

音 , 文读音是从共同语引进的 ! 后起的用于书面语词的音 " 这种文白造词 , 从词

汇生成的方面说 , 是方言固有语素和引进通语语素相组合的后起方言词; 从语音

组合形式方面说 , 则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方音 (文读音和白读音都是方一言的音 ) 在

现代共时平面的叠置组合 " 李如龙指出 , / 这种叠置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 , 也不

是机械的叠合 , 而是一种系统的整合: 把不同来源 ! 不同层次的成分整合成一个

完整的系统 " 不同的方言在这种叠置的过程中表现了不同的整合力 " 0 (李如龙 ,

20 07 ) ¹ 厦门话是这种整合力比较强的典型 , 所以 , 形成了系统的文白读 , 出现

了文白造词法 , 而且 , 一百多年来 , 文白读的对应和分工并没有削弱 , 文白造词

的现象还在扩展 , 这是很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现象 "

¹ 李如龙.汉语方言学[M 8 .北京: :佰等教育出版社 , 2007. (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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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发音人简况

姓姓名名 性别别 出生年份份 文化程度度 职业业 母语学习地地 备注注

杨杨俊丽丽 女女 1932年年 小学学 职员员 厦门市区 (水牛煌))) 主要发音人人

邓邓翠琳琳 女女 1924年年 私塾塾 干部部 厦门市区 (中山路))) 专题发音人人

施施玲玲玲 女女 1952 年年 初中中 _ 1 人人 厦门市区 (水仙宫))) 主要发音人人

施施育煌煌 男男 1969 年年 高职职 药剂师师 厦门市区 (后路头))) 专题发音人人

吴吴燕翔翔 女女 1980 年年 大学学 会计计 厦门市区 (水仙宫))) 专题发音人人

徐徐睿渊渊 女女 1979 年年 博十生生 学生生 厦门市区 (后路头 ))) 土要发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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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如梭 " 不知不觉 , 己在厦大校园里走过十年 " 而带给我人生重大变化的 ,

是近六年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生涯 "

这六年来 , 我有幸跟随李如龙老师学习汉语方言学 " 李老师学问精深 , 治学

严谨 , 方言调查实践时洞察力敏锐 , 理论指导一针见血 , 让学生们深感佩服 " 老

师对学术的执着和热情 , 对学生的期望和关怀 , 一直鼓励我们在求学道路上探索 !

前行 " 这篇毕业论文从题材的选定 ! 材料的调查和梳理 , 到写作与构思 , 都凝聚

了老师的点点心血 " 师母陈文祥女士时时关心我们的生活起居 , 一次次的聚餐和

出游 , 让我们的学习生活充满温暖和欢乐 "

我还要感谢张双庆教授给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参加

课题研究和查阅资料的珍贵机会;感谢一直以来给我帮助 ! 鼓励和悉心指导的林

寒生老师 ! 叶宝奎老师 ! 陈荣岚老师和钱奠香老师 , 是你们让我对厦门方言研究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感谢曾良老师 ! 苏新春老师和刘镇发老师的精心授课 , 让我

受益匪浅; 感谢庄初升教授 ! 郭必之博士 ! 白克瑞博士和好友郑莉 ! 廖埠桔 , 无

私地提供来厦西洋传教士的历史材料;感谢侯小英 ! 邓享璋 ! 林天送等各位同学 ,

无论调查多么辛苦 ! 学习里碰到任何困难 , 我们总能互相帮助互相鼓励 , 一起渡

过难忘的求学生活 "

2004 和 2005 年 , 我有幸到社科院语言所语音室交流学习 , 在李爱军研究员

的指导下学习实验语音学知识及方言语音语料库的制作与应用 " 李老师不仅在学

术上给我许多指导和锻炼的机会 , 也在生活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 让我在面

对困难时 , 有前行的动力 " 语言所的周磊老师 ! 麦耘老师和刘祥柏老师 , 都给过

我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 在此谨表达我对各位老师深深的谢意 !

最后 , 要感谢一直以来给我无私支持的父母和家人 " 从小到大 , 无论我在求

学道路上做出什么选择 , 都能得到父母的鼓励与信任 , 一路向前 , 后顾无忧 " 外

婆是我最好的发音人 , 常常不辞劳苦 , 陪着我一坐六 ! 七个小时 , 耐心地回答我

的各种刁钻问题 , 从不抱怨 " 还有各位关心爱护我的亲友 , 有你们的陪伴 , 我刁 -

有今天充实而快乐的生活 "

徐容渊

2008 .5.13.志于前埔成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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