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泰方言語音特點

林寶卿

廈門大學

長泰地處福建東南部。東南面與廈門市交界，西南與樟州、龍海雕鄰，東北部彷

洋鎮連綿幾十里相繼與廈門的灌口、同安的蓮花鄉及安溪的羅岩交界，西北部有會族

居住的坡里鄉，長期以來與近鄰華安縣有著極其密切的往來。

長泰歷史悠久，近年來在美彭、新吳地區新石器時代遺物不斷被發現，特別是

1976 年，地處長泰東北郡的彷洋鎮林溪村磨光穿孔石戈和青銅斧等古物的出土，說

明長泰遠在商周時代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

長泰秦屬閩中郡'階屬泉州，唐始屬福建嶺南道，曾為泉州都督府南安縣武德鄉

崇教里地 。 信宗乾符三年(公元 876 年) ，升級為武德場。艾德元年(公元 888 年)更名

為武勝場，後唐寶大十三年，升場為縣，取長久安泰之意，故名長泰。宋太宗太平興

國五年(公元 980 年)以長泰距離泉州三百餘里，征糧運輸不便，將長泰割隸樟州、

此後，元屬樟'l'!i路，明歸樟州府，解放後屬龍溪地區，今屬潭州市。長泰近二十萬人

口中除一百多人是畫族講會族話外，其餘都是漢族，通行閩南話，屬閩南方言區樟州

吹方言的一個方言點，它除具有閩南方言一般特點外，還有自己的特色，如「天烏烏」

的「烏J讀 eu1 , ，糖」講 t':i 等，有的特點是閩南方言要古的語音層次，有的特點是由

於歷史、地理原因，人們之間的交流、往來，地區間語言的互相滲透和影響形成的。

一、音系

(一)聲母:十五個， 1 完整地保留了閩南傳統韻書的〈十五音〉系統。下表中第一

例字是〈十五音〉的代表字(，媽、拿、雅」除外， b 、 l 、 g 在鼻化韻母前變 m 、 n 、

D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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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2目E已 塞擦音 鼻音 擦音 邊音

清
獨

清
獨 次j蜀 清 次獨

不送氣 送氣 不遠氣 送氣

p p ‘ b (m) 
雙唇

邊玻 頗坡 門帽 媽

舌尖前
ts ts‘ dz s 
酋租 出租 入日 時蘇

舌尖中
t t‘ (n) 1 

地刀 他拖 拿 柳羅

舌根
k k ‘ g (n) h 
求哥 去科 語鵑 雅 喜呼

零聲母
φ 

英靈

一
(二)韻母:七十七個。見下表: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舒 促 舒 促 舒 促

a 3 e i } e' li 1a 13 ii i31 u ua ue ul ual uel 

元音尾韻 鴉 據啞 鴨學 客 衣 野 腰 鱉 額 莉 有蛙鞋 重~芽活主IJ I 

及 a1 au eu aul 1u 1au lu p u1 ua1 
喉塞入聲韻 愛 歐鳥 賣自 優 特 口~布 威歪

m (n) D ml 1m m ep et un ut 
鼻音尾韻 姆 黃 Z曰Z二 因 立 乙 溫 出

及 am an aD ap at ak 1am 1an 1aD 1ap 1at iak uan uat 
入聲韻 rt 安征 壓過~斷握 鹽 個 央 葉 切 約 彎 越

3m 3D 3k eD 13D ek i3k 

參人~ 在 惡 英 勇 益'"、 育

鼻化韻 a 3 E i ö< e' I î 1a 13 iãl ua ue 

及 能 秩嬰 級膜 t承 圓 影 羊 物 嚇 碗每

鼻化入聲韻 a1 au au aûl 1au iaûl ua1 
耐 矛敵 嗽 鳥 寂靜-- 關

(三)聲調:七個(陽上歸陽去)。見下表:

平 上 去 入
44 53 21 32 

陰調 東 ton1 黃 t:>n3 棟 t395 督 t:>k7

24 22 232 
陽調 同 t3n: 動洞 t:>日6 獨 t:>k8

二、語音特點

從長泰音系看，聲母、聲調和樟州比較相同，但韻母方面有自己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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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泰沒有 o 韻，中古果攝開合口一等字丈讀音、妓攝開口一等字文讀音多

數字讀同泉州1;) ，廈門、潭州讀為 o (個別讀;) ，如我、火、貨)。妓攝開口三等四

等自讀音，長泰讀為 1;) ，廈、潭、泉讀為 10 0 右攝開口一等入聲韻白讀和江攝開口

二等λ聲韻自讀(個別字)長泰讀為汁，廈、潭、泉讀為 o? 。右攝開口三等入聲韻

自讀長泰讀為 ÌJ( ，廈、樟、泉讀為 io( 0 試比較:

攝/地名 長泰 泉州 廈門 樟州 例字

果開一歌 3 3 。 。 多拖羅左歌哥可鵝何賀

果合一戈 3 3 。 。 波羅破螺坐果科課和

設開一豪 3 3 。 。 寶刀桃套勞造高靠考號

右開一鐸 ;)( O( o ( O( 薄托落作錯索各鶴惡

江開三覺 ;)( o( 。 o( 卓桌學

投開三宵 1:) 10 10 10 表蕉小趙:燒橋腰

效開四蕭 1;) 10 10 10 釣尿蕭PJj-么(-二三)

右開一藥 i;) '( 10( 1O( io, 略弱著警虐腳藥

中古果攝來自上古歌部，上古歌部擬音為。， 2 中古的 α 類包括閉口的歌韻和合

口戈韻(戈韻個別字是上古徵部、如「火J) ，閩南方言的廈門、樟州除個別字保留 3 的

讀法，其他讀 o '這是中古歌戈兩韻一等字的元音高化了，而長泰、泉州、|尚未高化

主IJ 0 '只到。階段。 3 王力先生說: I在漢語語音發展過程中，元音高化的現象是相

當普遍的。拿歌韻來說，上古是 a '中古是。，近代是;) ，現代北方話一般是 o ' 

北京話的舌齒音 UO '喉音讀;:J ，吳語更進一步，有許多地區讀 U 0 J至於豪韻讀同

歌韻(長泰、泉州讀為;) ，廈門、樟州讀為 0) ，這是閩南方言的特點。見下圖:

。
歌戈 α →。→ o → uo 

3 

(二)中古遇攝合口一等模韻字讀為凹，而廈、潭、泉讀為:) ，樟屬的東山、詔

安、津浦讀為呵，龍岩、大田讀為 U '長泰讀 eu 與閩南客九宰。 4 閩西客永定、寧

化(;:JU) 等地相同或相近。試看重謠〈天烏烏〉的韻腳:

天烏烏 eu1 ,• bue (7 落雨 heu6 ，揮動頭，巡水路 leu6 ，巡著一尾鯽仔魚卜京

某 beu3 。帖 Keul~，代做 tS;)5 媒 hm2 人，搶 t‘eu2 師做查某 beu3 ，龜日益吹，瞳拍鼓，

婦 tsim2 樺燈，姑耀路 leu6 ，水雞扛橋目吐吐 t‘eu3 ，睦蛤仔唱歌大腹肚 teu3 ，魚仔

蝦仔行毛步 peu6
0 (注:Q)烏:黑。@卡落雨:要下雨。@禪:拿。@烹某: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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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古1ft :你魚。 @t余縣:骷魚。@日益吹:吹喇叭。@拍:打。@牌:螃蟹。@姑耀

路:螢火蟲照路。@水窮、睦蛤仔:青蛙、蛤膜。@目吐吐:眼球凸出。@行毛步:

沒路可走。)

又中古流攝開口一等侯韻長泰文讀 eu 、三等庄組一些字也讀凹，廈門、樟州、|

讀::J '樟屬的樟浦、東山詔安讀呵，而泉州及泉屬的曹江、安溪讀 10 '永春讀 a 。

見長泰 eu 同音字表:

eu 

peu CD哺埔夫@稍呦-@補賄案-@布怖播@部哺

p‘euCD鋪~路數@扶一人菩浦@普譜浦@剖@薄~仔

beuCD摸@模謀@某姥@墓幕慕貿

teu CD都@周一子徒途涂圖@肚臉-:1堵賭@:1-爭@肚度渡蠶豆粗~

t ‘eu (2)除頭@土@吐免透

leu (2)奴爐樓牢~房@嚕函@哩糧路盔、露

tseu CD鄒租@祖組阻塞@畫壇

ts‘euCD粗@楚操@酷措奏

seu CD蘇酥搜蔬@所@數素訴

keuCD姑菇桔辜孤溝@糊@古估股鼓@故固雇顧構購

k‘euCD鱷哇@苦旦許(姓)@褲庫扭童

geu (2)吳梧@五誤悟午~時

heu CD~(2)湖胡侯猴喉糊@虎@肆~水@璽戶互護后塵

euCD烏歐@湖~珠胡三-@口~塗哩@惡可-@芋

eu 

beü@敵

leü (2)但@勢@盔

geü@主圭偶

中古模韻是從上古魚部來的，擬為::J '廈、潭、泉讀為::J '正符合中古音，現在

普通話讀為 u '龍岩、大田也讀成 u '長泰讀成複合元音凹，可能是元音高化變成

複合元音，即從 3 變 u 時形成的，如中古正開三脂韻、支韻普通話有讀 1 '也有讀

el '如比、彼、悲、碑、被等，閩南方言流開三見組自讀有 au 如九、闡抽- '也有

u '如生、丘、久、舅、舊等。男方面一等 eu 可與三等魚，虞讀 u 分聞，魚、虞韻

個別字還讀凹，如廬 leu2 _山(魚韻卜雨 heu6 落-(下雨、虞韻卜芋 eu6 (遇韻)。

(三)中古右攝開口一等和三等知、庄部分字陽聲韻自讀長泰讀谷，而廈、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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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龍岩讀。、甫田讀 U!) 0 右攝開口三等陽聲韻文讀II 、泉讀 l:>!) ，自讀 iû. '而

長泰文讀與潭州同讀 ia!) ，自讀 i5 '惠安的崇武文讀 l:>!) ，自讀 1!) 。見下表:

攝/地名 長泰樟州廈、泉龍岩 5崇武甫田例字

右開一唐韻 5 !) !) õ 9 U!) 榜當湯糖堂倉缸慷鋼

右開三陽韻 。 9 9 õ 9 U9 長腸丈庄床霜

(知、庄組)

右開三陽韻(丈) ia!) ia!) i:>g iag ÎJg y:> 9 張藥糗兩槳廠想香

(自) i5 i5 iû. iõ ig i 'BU 姜腔香鴦張漿

注: r兩」是三等字，長泰與潭州除有文讀 lia!)3 自讀 li53 外，還有一個自讀音 156 ，是

一、二的「二J 。

龍岩是指市內的閩南話，崇武是惠安縣頻海的一個鄉鎮，也屬閩南話，而甫仙方

言早期屬閩南方言的一支，後因介於閩東、閩南之間，受閩東影響，又加上其他因

素，形成一種別於閩東，叉別於閩南的甫仙話，也時輿化話，仙游與閩南雕鄰，右開

一讀同廈、泉、樟 9 ，右開三讀同廈、泉、 i函，到了甫回鼻化韻已消失，右開一自

讀為呵，右開三自讀為l'BU 。黃典誠先生認為，右開一陽聲韻長泰自讀 5 是廈、

潭、泉 9 的古讀，三等 1:> 是廈、泉lU的古讀。見下:

洪音: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台(長泰) õ (龍岩) û. (甫田 ug ) !) (廈、潭、泉)

細音: i5 (長泰、樟州) iõ (龍岩) iû. (廈、泉) i!) (崇武)

甫田的 ug 也許是 u 音變而成的，“u'，是後高圓唇元音，元音鼻化帶上鼻音，元音鼻

化後有可能形成鼻韻尾呵，如閩南話「差異J ts‘a2i6 → ts‘a巾， r衣裳J j1tsiû.2 • ïtsiû. 

• in ltsiû.2 ，廈門人講「會曉J (懂得)的「曉J hiau3 • hiaû.3 • hiag3 , r會曉」讀成

e6hia!)3 。 崇武讀 19 可能從 iû.音變而來，道理同上。

男方面從閩南傳統韻書 6 {渡江書十五音}I糖」字自讀出現兩處，一處是注本腔。

見下:

249 面攤。治長主 腸4 。他糖在

278面就 O治長在腸干。他糖tt1!， 傳子孫

( r攤、枕」是韻部。「治、他J是聲母。 rlJ是代表本字。「楠、J '可煮糖也。「本

口空」即「本腔J 0 ) 

「糖」字的本腔是長泰音 t子，治母的長、腸都念 t52 ，男一處是 t‘92 ，治母的

長、腸讀 tg2 、他母的另一字傳讀 t‘92 ，是傳宗接代的意思，廈、潭、泉腔。此韻書

好幾處提到用本腔呼之，本腔指那里呢?若是「糖J字注的本腔，肯定是長泰腔，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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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 j5 韻 ，台韻還留有「兩J 156 音，但「糖」字並不讀 t計，不可能是樟腔，況且本書

若是泉腔，潮腔、禮腔，作者大多有注明，為何「糖」字不下注樟腔，而注本腔呢?這

說明作者可能是長泰人，也可能在長泰住過，跟廈門有密切關係，這個「謎」尚未解

開。

(四)中古假攝二等麻韻一些字長泰坡里鄉新春、正達兩個村一些老年人讀為 ual

(廈、樟、泉等地讀為 ua ) ，如花 huajl 、瓦 uaj3 、化 huaj3 、連果攝的「歌」字也讀

為 kuajl ，龍海縣的海澄、港尾也讀這個音，這也是閩南話的古讀，對漢語史研究提

供了一個很好的材料 。 7 如果按李方桂先生的構擬，上古歌部用中古音代表出來:歌

部:一等 -a (歌、戈) ;二等 -a 、 -ai (麻) ;三等一Ja 、一je (支、麻) ;四等一lel

( 齊) 。 歌部閉口二等擬為缸，那麼合口就是 ual 。

(五)長泰現雖屬樟州所轄。但因歷史上曾屬泉州管轄，文與廈門的同安因此鄰，所

以有些韻母讀法與廈門、泉州相同，有些韻母讀法與樟州相同，語音特點跟樟屬的其

他縣比較起來，與廈鬥、泉州相同的比重較大，干面就幾個攝(大多自讀)主要同異進

行比較:

攝/地點 長泰樟州廈門泉州例字

假開二 e ε e e 爬馬茶紗家牙

便開二、三、四 e E 8i 彭爭生要/平井鄭姓/瞋青星

(陽聲韻) 經(-布)

便開三陌、麥韻 e( E ( e( e( 伯自宅格客麥冊

遇合三魚韻 u m 脹除煮、處居預

山開二見系 an an l!) Ul 間揀眼龍~閑限

山開二精 、見組 an an l!) ul 前先研千肩糟(硬)集

(陽聲韻)

山合一(陽聲韻 ) D ul 9 9 斷卵酸管

山合三(陽聲韻) D ul 
。 D 飯磚卷勸園視

臻合一、三(陽聲韻) !) ul D 9 門頓昏間

右開三(陽聲韻) la!) la!) l::>!) l::>!) 長夏章唱傷香養

右開三(入聲韻) iak jak i::>k i::>k 略弱酌著雀約

右合一陽聲韻 D ul D 9 光廣荒方(姓)黃

〔附記〕為了編寫〈長泰方言志) ，我多吹到長泰調查方言 ，得到方志辦領導同志的

熱情支持和發音人的大力協作。本文發音人是:楊竹安、楊宗陣、劉青、戴蔥、蘭、湯

宏濤等中小學退休教師。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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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增注雅俗通十五音〉 ﹒海州謝秀嵐編撰，會文堂版。

2 見〈漢語語音史}﹒王力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頁 86 0 

3 見〈漢語史稿卜王力警，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1980 年，上珊，頁 83 。

4 見〈閩西客話區譯音的共同點和內部差異卜林寶卿， (語言研究)， 1991 年第二期 。

5 見〈崇武研究〉中的〈崇武語音特點) ，黃典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年，頁 318 。

6 見〈渡江書十五音) ，編者不詳﹒李榮序，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出版，一九八七

年，本書據鈔本〈渡江書〉影印 。

7 見於〈上古音研究) ，李方接著，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 年， 頁 妞，中古韻目是本人加上的。

8 r罵、嬰J廈門讀 bê6 、在1 ，泉州「篤」只用文讀 bã3 ，嬰讀 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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