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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枝山和客家方雷

第肘-86路(合刊)2009你3月

回志軍*

一、制扭曲裝學嚮介

說枝山(14的一 1526) .名允哨，字著哲，枝山是他的號. í 允研住宿校捕，故

自號枝i缸，又號枝指生。 J 1 能聲明代著名文人、大書法家，填代鼓隸長洲人，長j捕

也說是今天的江蘇輩輩阱。

祝枝山「五歲作種尺字，九歲能時，稍長，博覽群籍，文章有

'思若j勢泉。三毛主書法，名動海內。 J 2 你的詩文議新超脫，建詣聽課。

更是自成一家，丟在勢道鱗，最岩琴聲化，是明輯中黨代表姓的議會家。

棋拉山投機豪齊轍謹、不拘各筍. r 聽禮波士，亦不間生產，街所入，輒召客

豪飲，費議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議。說誰間，每出，追日乎聽過者賴釋於後，

允晚益自蔥。 f蝕與當時的唐寅(字伯虎)、文數明、徐頑蹲合購「鳴中(即今蘇

州、i及其難近地區)間才子 J '名聞天下，問他們挾才使氣、放浪不羈的選聞聽亭、

簿說附會，久久為民間所津津樂道，流傳至今。瘤《明史}握者也發出這樣的感

「與中自枝山麓J;J放調不羈主寄:些所指目，指文才輕豔'傾鸝流輩，傳說者增

品問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 1

二、祝校也在攘攘興寧翊蟻，蠶擴《正禱興毒草志》

躍投山燈蘇1N人，蘇州站自然是說校山的母方言。蘇州也自古囂

，蘇升i話可以說楚吳方言穹的代表。客家方言?卻主要分摔在離蘇州、|數千聖外鈞、江

、廣東、福建王替自先還棉區。操吳儂軟語的靚拉山難道和客家方言有聯繫?我們

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親接山實際上不能熟悉客家方霄，認且還親自記揍了

語朝代的客家詣。

、吳

南京大學文學綴。

《碗豆記﹒列傳第…莒七十詞﹒文苑二) 0 

u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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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簿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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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接正史和 ，就枝rlJ曾以明朝正德十年( 1515) 出任廣東興寧縣知

'時且在興建表任職將近六年之久。《明史}載「允明以早令五年蠣於蟬，久之不

，授廣東興寧知縣。捕戮混艦三十餘，由以無響 J '蘭國至2修、主義繼賽〈明嘉墉

興辦縣志}黯記輸得更為詳細， í 靚允哥哥，軍隸f美洲人。汪德十年以聽人任 a 流放

不輯，刻意詩文，靜草書，顯著智( j有征叢糢> .辛苦《正總輿寧志> '幾六載，升

掏羅夫。」

興學是廣東梅州市轄!有有名的客家蟻，全縣和梅外i其梅縣市一樣通行客家

書。高祝枝山既然在興寧縣任知縣幾讓六錐之久，所以我們說在當時的語詩讓境

下種作為一縣父母官能聽續民惜民又頗有善政的親枝山，肯定對當時興警察的等東方

言十分熟聽。高且在興寧六年的時閉，朝於薪，夕於斯，館飯拉山這樣的大才子聽

悔興寧等家話筒定也沒有多大問題。

的是祝枝還要畫豆豆含著述，在興奮表任軍暑期間他主義主持並且親臨攝撰了〈

禮、與寧iiS} , r 

時興寧客家方言

，皆出余章 J 5 0 

，並風和控措地區頁的吳

，他記錄、分幸好了當

比較。祝拉山斯攬 (IE

〉室主琨存士官方文獻來說，是最早艷客家方言作了記韓、描寫的一部方志。

'說校山就不但如客家地區，位和客家方言結下了不解之緣。

三、《正擺攤寧志》起餘的變單方言特點

說鞍山所撰{正主懋興建黨志〉、流傳三在今，有鵰本和幫本兩攏。購本標祝枝

，曾於 1962年 10月由中華醫局上海編輯照影印出版，的卷 a 再要目本今藏 j攘外i

館，僅殘存一巷，已祥先候，用;其其手寫輔本是現存興寧縣志中最早聽完整的本

子。揖根據黨菌奎修、聳聽塞〈明嘉措興寧縣志》收鋒報鞍山所撰{正憊翼寧;在〉

'批手寫鶴本保其赴省時舟仁和J;).七天時慢撰麓的，而「及還縣，間視之，聽多

件還，部復漂麓，寫殼五卷 J 6 .因此可試看出傳授手寫種本雖完塹，但立豈非定稿。

布刻本應寵幸言五巷，除婚存一卷抖，其餘的春都歡快不碎了。所幸在《嘉躊興寧縣

志》中還保留了一懿分{正德興寧志〉手寫轎本中沒有個程寞。本中增補的內容。就

枝山對興寧污言的捕寫，輯本中甜沒有這吾5分內容，正是串於〈明黨靖興寧靜志〉

臨襲前芯，予J;).收錄，才得以為?是人留下了這份賽是珍貴的，五蟬

的記誨。

5 祝允坊{<lE德興建終志〉序} 。

吾同Lì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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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 < 〉譽之三《人事部﹒ 》標明搞自祝志

(即祝允明機《正德興寧志> ) 

「 率齊韻作灰、廣韻f乍鶴，如黎主主菜、聲~輯、 聽 '與江青

月，乃出自

王寺 JJ Ii' 

，誰f言昔人割韻釋輯之不謬。亦有 F樓是、宮

是之類。至有姓王者自異于誨，閑之，云 F

是不辯之懼，如 F 天

，輩輩不敢把』

1ft尤可笑嚮 o J 

，視棧山白發地從詩人寫詩押臨的角度出發，並且很自然地將興寧話和

官話J;L.及自日的鄉音蘇州、i話作了比較，發現興寧方言「齊韻作灰、廣蹦作陽 J .也

就是說興寧甜的蟬鵲讀法額似於當時正音(由就是官話)的灰韻，概知當哥哥興寧人

讀「黎」字聽起來就像當時當語的?來 J 寧;興寧話的庚韻又像當時說話轉韻的讀

法，問如「拇 J

嘻嘻說，

f 石」字聽起來藍色諱言玄話的?高 J 字、 ?鏢 j

，確窮地說，在紐投向的家蠶豆聽外i也同

。認這藹

，所以說按自

言室主主「與江講:前，丹的自熟，益信告人制鸝纜線立不謬 J .囡為每個人都對自己的

擴音有著深厚的感情，躍投山發現興寧話中有跟自己家鄉話相似的語濟現象，他當

然免不了要認為講鑽出乎自然的。

但是客觀上制杖山卻記錯了當時 和江南蘇州話的頭 纜，

今天的蘇州話已然發生變化，可以說廣韻難聾作賜韻，齊韻已不 f'P灰報了，高興

寧客家話卻還是鎮強士學能存「齊讀作2頁、廣籲作鑼 j 的特點，

從中真是可以看 ?寧賣起宗嶺， j 、「寧賈祖宗田，

J .保存宙

人們又喜歡從自己鄉音的角度，從 的角度，來對其個

'批評、譏笑其「甜潑不正 J .鄙之為「南撥將高一」之「蛙鳴 J 、 r

t住所多有。祝校山由不能兔俗，他在這襄指出興警察方話跟別的一些方當(在腎、他

自己的蘇卅聽音除件)…樣?亦有輯、王不辯之路 J 0 r 楊、王不辨 J

EÈ元代江惡高安人將捧請在其所著〈中j震發韻}中前指出的，在該書〈

﹒芷語f乍語起研rr>鑫能歹巨額7241種樹字，說指出錯劉樹子首字和第五寧在「中原

J 中都嘻該不

「依f是項呼吸之法，庶無Ii' JJ 、門口』不瓣. Ii' JJ 、 r 楊』不分及諸

。......缸有虹、藥有纜、倉有窗、擁有腔、髒有妝、楊者王...... J 

種現象在

的韻母讓音的情況，

r:þ吉宮攝合口三等箏的體母譚音還向訣

「王 j 念律?據 j 的情說，最讓自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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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寰的報告來辛苦各站都不見報導，看來已經銷聲罷聽了 c 個是在事專家方吉善黨有體諒

f 口 [blf] J 表示「市場黨是槳，

未合 c 筆者認為其本字當即「旺 j

者眾 j 。這個問有學者記支書「蜴 J 'llt字於義

。這樣的話，說枝山記錄的客家話「楊、

J 的情況，每便到今天， 中的有殘擇。

閥、說志所記興憊語是客家方言擺擺

有人要問，就枝r1r記錯興寧話的時代已經將近換了五 , l'可以知道那

東興寧講的嘉定是客家方言呢?沒有錯，五E年前躍投山時代的興寧話是否數是客

的前身，單靠祝杖山i記輩革的這些興望與方言的語音特擻

是不足以證明的。很萌棚，邱鐘在當時伽躍出的?齊韻作放‘慶幸農作踴」的特麓，

興寧話如此，江南蘇州

，罰是許多南方方害的特點。

?梅、王不辨 j 這種情況也不為輿寧話所獨

時興寧話所獨具的民又能和現代客家

方詩相聯繫的特建設，顯然是沒有辦法說明說枝所記的路寧話說史發客車方設的。

膺，何以筆者能斷定祝枝山研記鋒的興寧路各定是客家方苦無星星呢?協主志說

在嘉措三三十年( 1551) (研嘉靖興寧縣志〉譽之五〈人事部﹒方言}引述說志所記

錄的興建表詣的語背特鐘之後， (明黨竭翼寧縣志〉的編撰者如質增搭寫了嘉靖年間

，其記鋒如下，

「謂父凹阿爸(整整行英註:崗人呼艾為郎醋，顧說詩會囝別flfo罷心摧血~ ，爸

串串罷) ，母~苛責且;叩哥嫂輯泣豆豆先足，如兄鋁合1亞哥，控目亞總;呼小攤結噩

(音賴) .呼見日泰;遊欒日料;間何物日駕介，問何人自聽都無日當;移

;其不檢者日敢于;其呼溪巨頭，報日兩 o

土重記鏘的明器精年闊的興寧話

致:釋是這些將多為基本的當用語彙'

'跟今天客家諧的相應說法幾乎完全一

以摺漿跟其他方言進行距分的、客家

方言所持具的特橄詞，比如看封 f…游樂日科;問何物日軍升，問何人臼駕車 j

，甚或只要看到「罵介」鬧單這 A罷標誌恆的詞，我想只要鴨稱對客家方言有所

瞭解的人，馬上嘉定能想起這是客家話。由此可j;).得出， (明嘉措興寧縣志〉無記的

時的一種客家方苦無接替

{明嘉靖輿嚀縣志〉印符於議精三←7年( 1551) ，而靚轅山任廣東興寧草率如縣

( 1515) 去正體十五年( 1520) 之間，館的《正德興寧志}也是在任

定的。距嘉靖去十年( 1551 )只有30年;左右時閉，查考史槳，這期間輿寧

有發生大的人口還能、變動的情況， i3r5攪在這三十年或者再長點，五十年時間內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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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方 i譜是不再能發住太大的變化的。所以《輯嘉措興寧縣志》和《正儕興寧志〉可

以看作是對同時代的興單方言所作的描寫、記錄，正連志著重於語音，

抉詞彙，可謂相得益彰 G 哥哥芯緝合，就更能看出當時的興寧話已是一種成熟的客家

、詞黨上看許多相間之最了。

、辦事所謂客家方諒的價值和諧義

說枝山{工E穗 》對於 言的描寫記鐘雖則寥 ，看似

，但在客家方言史乃至聽個漢語史研究中寄:真有重要惡的文獻史料價值和意義。言

，輯:最土文論述，我們在經知酒，這是臣前士也方文獻中研能見到的，技能夠確證

方書記錯，而且在晚清;其選，客家方設歷史材料十分難冕的情況下，

韓東是彌足珍貴;其次，這錯特辛辛雖短，但卻涉及到了客家方謗、吳

部方言以及正音(曉代當話)之間的頭f系，從中可以看出明代官話和

、其他南

對應關係;再次，清代戀者

組'的等克總 J '李榮、邵榮

í [g等尤細 J 的觀點提出

認為中古1 r 犬，五、由

材料，對江永許

」 變本無 i 介音，只磊

、吳方言均「齊韻作灰 J .正好

的﹒等灰韻，也就是說當詩明代客

三持才有i升音 m 而祝校

後，

方言‘英

、召[)縈芬等學者的主張最

穗濤在{中間音韻}中指 r ~玉是、 E 楊』不分 J 的情說，有

。說枝山指出輿寧方言「亦有安噶』、 F 玉』不辨

J .且指出這是當時許多方首都存在的普攝現象，正好可以澄清今人對〈中

》的誤議，對庸諱清表述的誤解 c

蚓、之，說自藹地方文獻請見，說耐校已J~是客家諱的嚴竿揖寫記錯者，…點也

。的確實給後人，給接股客家方言研究留下了一份目前所見最早的、十分吟

聾的客家方音的歷史記錯。;這過這份記錄，我們盤中不傲得以練解了五百年前客家

，前且i蠶知道了五莒年前客家方言和其他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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