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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地区的九姓渔民及其方言串

黄晓东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介绍了皖南地区船上人的人口、分布、生活和风俗等情况，描述了他们的语
言生活和语言特点，并与当地岸上居民及浙江九姓渔民的风俗和方言进行了比较，初步判定
皖南船上人是浙江九姓渔民的分支。
关键词皖南、九姓渔民、方言、语言特点

引言
九姓渔民是我国旧时的一类贱民。他们是以舟为家、以捕鱼为业的水上居民，主要分布

在钱塘江干支流上。一般认为"九姓"是指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九个姓。
关于其来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悬案。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元末陈友谅的部属被朱元璋贬入

泊籍，不准陆居，并改从贱业，故而形成这一特殊的群体。此外还有亡宋遗黎避tI:f:说、古越
族成查民后裔说等。 l

以往的研究几乎都局限于浙江境内的九姓渔民，至于其他地方是否存在九姓渔民，他们
的生活、习俗及语言面貌如何，则鲜有涉及。本文报告了生活于皖南地区的水上居民，并运
用民俗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初步证明他们是浙江九姓渔民的分支。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填补了九姓渔民研究的空白。

一皖南地区的船上人
1.1 姓氏和来源

皖南地区的水上居民自称"船上人"，称岸上居民则为"岸上人"。他们只有陈、叶、钱、
汪囚姓，以"陈、叶"两姓居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汪"姓在通常所说的"九姓"之

外，但不能光凭这一点就否认他们九姓渔民的身份。相反，这也许印证了傅衣凌(1963)和朱
海滨(2006)的观点，即九姓渔民并非只有九个姓，"九"应泛指多数。据笔者了解，浙江金华
和l兰溪的九姓油民有"施、田"等姓氏，也在九姓之外，可作旁证。

关于皖南船上人的来历，史料未见记载。当地船上人一致声称，他们的祖先来自浙江建
德附近的七里洗， 2逆水捕鱼，至此未归。但来皖的具体年代，则无人能晓，只说那是很久远
的事了。

'本文受到北京语言大学青年骨干教师项目 (2006 年度)的资助，曾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 14 届年会暨汉语

方言同际学术研讨会(杭州 2007.4.6-10)上宣读，发表时作了修改。
l 参见傅衣凌(1963)、方向(1994)、曹志耘(1997b， 1999)、赖青寿(1999:9-68)、朱海1宾(2006)等研究。
2 据《建德县志)) (1986:74) , "‘七里洗'又名七里摊、七里澈，是钱塘江在县境内河段的名称。新安江与兰
江在:梅城东关会合后，折向东北流 7 公里至乌石滩进入峡谷，下与桐庐县的严陵懒相接，长 20 公里。古谚
云‘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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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1994)在讨论浙江建德九姓渔民的来源时，倾向于"来自徽州说"，即朱元璋的部队

攻打徽州时，九姓泊户曾帮助元兵守御，双方苦战了三个月，伤亡极大，朱元璋的部队挖地
道入城，最终取得了胜利，之后便将九姓渔户罚为水上贱民，不得上岸居住。

赖青寿(1999:15-17)已经对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本文不再赘述。笔者在调查中从未昕到

渔民帮助元兵作战的传说。至于陈友谅部属被贬入渔籍或南宋亡国大夫遗族的传说，皖南船
上人亦闻所未闻。

1.2 人口和分布
皖南地区的船上人原来几乎都分布在屯溪，解放后(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陆续迁往

皖南各县。今主要分布于新安江(钱塘江上游)沿岸，以屯溪为中心，包括休宁、黯县、敏县、
绩溪等地。此外，长江水系的黄山区(原太平县)、宁固、祁门等地也有分布。也就是说，皖
南地区的船上人主要分布在原徽州地区。据估计，今皖南船上人总数应在四千以上。具体分
布情况见表 1:

表 l 皖南地区船上人的人口和分布

县(市) 乡镇(居委会) 人口(计家眷) 迁入年代

阳湖镇稽支山居委
解放后陆续上岸定

屯溪
会、杨梅山居委会、

两千以上计散居的 居'至 1986 年全部上
黎阳镇闽口村附近所处

岸
位置实际属休宁县管辖

流口镇、五城镇龙湾
迁入时有几十户'今

休宁 村、秀阳乡县城也有少量
应有几百人

1962 年至文革前

分布

思县 散居 迁入时有十几户 1969 
祁门 散居 迁入时有二二十户 1956 

黄山区 仙源
迁入时有一两百人，

1964 
今应有土千人

教县 j鱼粱坝 迁入时只有几户 1961-1962 

宁国 河沥j真
迁入时有一两百人'

1963 
今应有土千人

(20 世纪 80 年代绩溪县曾到屯溪招了十几个船上人去做工，今已基本返回屯溪。)

据《休宁县志>> (1990:592) , "(端午节时， )临河城镇，如海阳、万安、溪口、龙湾等地
有 4赛龙船'的风俗。木船前后梢安装龙头龙尾(万安有特制周身刻有鳞状的龙舟)，参与表

演者多是船民。有的潜入深潭捞取硬币、咸鸭蛋、棕子等，有的在大石桥或船架上(龙船上置
有高木架)跳水，俗称‘打漂'。两岸观众云集，气氛热闹紧张。抗日战争期间，赛龙船己少
见A·H·--" 从这段描述来看，休宁县海阳、万安、溪口和龙湾等沿河城镇似乎早就有船上人了

(至少抗战之前就已存在)，而且端午节的风俗与屯溪船上人相同(见 F文1.3)。而屯溪船上人
告诉笔者，体宁等地的船上人都是解放后才从屯溪迂过去的。事实究竟如何，仍有待核查。

1.3 生活和风俗
皖南船上人过去一直生活在船上，以捕鱼、撑船或放排为业，生活十分艰辛，真正称得

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过去由于船上人流动性大，孩子无法上学，因此绝大多数船上
人都不识字。解放后，政府组织船上人分批上岸，安排住房和工作，船上人的生活状况和受
教育情况得以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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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船上人深受社会歧视，岸上人不愿与之通婚，因此通婚只限于船上人内部。
解放后，这种状况己经得到根本扭转，如今船上人与岸上人之间通婚已经非常普遍。

皖南船上人过去还有一些风俗习惯不同于岸上人，例如:

(1) 船上人的打扮与岸上人有所不同:船上人不分男女老幼，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打
赤脚赤脚飞这是由他们的水上生活所决定的:少数船上人给男孩的左耳戴上耳环，

且终身不除，据说是为了利于养活:男孩脚上常戴两个银环，女孩则戴项圈(有的项
圈上还挂有银锁)。

(2) 旧时每逢端午，船上人就自发组织龙舟竞赛，并由水'性好的船上人进行跳水表演。
(见上文1.2)

(3) 旧时船上人行船时看到庙宇即在船头祭拜，以求平安。
(4) 船上人有许多特有的禁忌，例如忌女人走跨船头、船尾:吃鱼时忌整条翻转等。

(5) 船上人中改称的现象比岸上人普遍，例如称父亲为"阿叔儿"、"阿母"，称母亲为

"阿婶"、"阿爷"、"阿姨"、"阿姑"等，有的甚至直呼父母的名讳。改称也是为了
孩子容易养活。船上人中改称现象之所以十分普遍，应该是其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孩子容易夭折的原因造成的。

皖南船上人与浙江船上人3在生活、习俗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如:

(1)都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有的兼放排和航运)。
(2) 船上人内部通婚。

(3) 无法上学，文化程度普遍很低。
(4) 穿着打扮与岸上人有别。
(5) 端午节赛龙舟。

(6) 由于特殊的生产生活条件，船上人的禁忌较多，迷信思想一般较重。
(7) 婚丧仪式一般比较简单。

不同之处如:

(1)浙江船上人有所谓隔船"抛新娘"的婚俗(蒋祖云 1996 ，许群 1996 ，赖青寿
1999: 157-163)，在皖南地区则无。

(2) 浙江船上人旧时有专门的妓船一一"变白船"或"江山船"(方向 1994，施怀德 1994 ，

朱海滨 2006)，在皖南地区则未昕说。
(3) 浙江船上人奉周宣灵王为船神(赖青寿 1999: 165-167)4，皖南船上人则逢庙即拜，无

专门的船神。

总的来说，皖浙两地船上人的生活习俗大同小异，初步印证了二者同源的说法。

二皖南船上人的方言
由于皖南各地的船上人儿乎都来自屯溪，因此他们的方言也都基本一致。笔者于 2006

年 8 月赴屯溪船上人聚居区进行了调查，下文一律以屯溪的船上话作为皖南船上话的代表。

3 据曹志耘(1999)，建德九姓渔民一般自称"船上人"、"船浪人"或"船拉人飞意思都为船上人@
4 方向(1994)则认为浙江船上人的船神是三国时的关羽，九姓妓船则供奉白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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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皖南船上人的语言生活
皖南船上人的方言与岸上话迥然不同，船上人说"船上话" (他们自称)，而岸上人一般

说当地方言(以徽语为主)，两种方言之间不能通话。但船上人儿乎都会说当地方言，而岸上
人除少数老人以外，一般不会说船上话，因此船上人与岸上人都用当地方言交流。

白从上岸定居以后，船上人与岸上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船上话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受岸

上话的侵蚀。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在当地语言生活中的作用日
益加强。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船上人中的年轻一代正逐渐放弃船上话，而改说岸上话或普
通话。据笔者观察，若父母双方都是船上人，其子女一般仍以船上话为母语:若父母有一方
不是船上人，则其子女往往改说岸上话或普通话。至于婴幼儿，则不管父母双万是否为船上
人，都一律与之说普通话。

2.2 皖南船上话与其他方言的比较
皖南船上话是来自祖籍地方言还是皖南当地方言?抑或是另有来源?对这个问题的探

讨，无疑有助于解决皖南船上人的来历问题。下文分别对皖南船上话、屯溪话及浙江建德船
上话的语言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比较。 5
2.2.1 皖南船上话与屯溪话的比较

相同之处(举例均用船上话说法):

(1) 古金油声母清化，逢塞音塞擦音部分送气(但船上话读送气字的比例远大于屯溪话)，
例如:排pha55 1 j丘t♀hin33 1 地向24 1 贼tsh'rol33 1 毒tou33 0 

(2) 泥来母洪泪细分，例如:暖=冷le33 1 年l)，ie55 ::;é:连lie55 。
(3) 分尖团，例如:焦tsiou53手浇tçio53 1 酒tsiou31手九tçiou31 0
(4) 少数非组字读作[p]组声母，例如:尾m31 1 伏孵phu24 1 蚊man55 1 网mυ33 。
(5) 都有[v]声母。

(6) 二者知系字读法一致， epE王组字基本读[ts]组声母;知章组二等于多读[ts]组声母，

三等字基本读[tç]组声母。

(7) 见系开口二等字臼读[k]组声母，例如:街ka53 1 敲kh053 1 学XU33
0 

(8) 影疑母今洪音字读[IJ]声母，例如:牙。U:tl55 1 矮IJa31 1 安IJe53 。
(9) 蟹摄一二等有别，例如:开khe53学揩kha53 I 该ke53 ::;é:街ka53 。
(10) Lf:摄开口知章组字与庄组宇育别。
(11) 有长元音韵母。
(12) 古清上与浊上不合。
(13) 文向异读现象比较简单，有小称音和小称变调。

不同之处:

(1) 船上话古入声字全部失去塞音尾，例如:急tçi24 1 桌tsu24 1 隔ka53 1 石。ie33: 屯溪话
占请入字保留不太明显的喉塞尾。

(2) 船上话成山摄除山合一个别帮组字、窑江摄部分、梗摄开二字在白读中无鼻青尾，其余韵摄
的字均收[n]尾:屯溪话咸山窑江摄全部、深臻曾梗摄的大部分字今读无鼻韵尾。

(3) 船上话果摄宇部分或全部合入[u]韵，例如:果=古ku31 1 火=虎xdl: 屯溪话无此

5 J主世纪 60 年代以后，许多原来生活在浙江七里洗一带的九姓渔民被集中安置在建德的梅城、王都和大洋
三个慎。本文中的建德船上话即指这三个镇上九姓渔民的方言，材料来自曹志耘(1999)。屯溪话的材料来自
平回吕司主编(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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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4) 船上话鱼虞分别的痕迹比屯溪话明显。

(5) 船上话效摄一、二等没有区别，例如:宝=饱po31; 屯溪话有别，例如:宝p-r32笋
饱p032 0 

(6) 船上话流摄一三等不合，例如:狗kau31 *九 tçiou31 ; 屯溪话合流，例如:狗=九 tçiu32 。
(7) 船上话山摄一、二等没有区别，例如:肝=间KE53: 屯溪话有别，例如:肝kU:~11手

rãJb11 。
(8) 船上话梗摄三四等字韵腹一般为高元音[i];屯溪话则为低元音[e] 。

(9) 二者归调情况很不一致，例如船上话入声消失，屯溪话保留阴入调:船上话古浊平

与清去字不合，屯溪话合流。

2.2.2 皖南船上话与建德船上话的比较

相同之处:

(1)古全浊声母清化，逢塞音塞擦音部分送气。
(2) 泥来母洪混细分，但建德有的点(如梅城)洪音字只有部分相混。

(3) 分尖团。
(4) -=者知系字读法一致。
(5) 见系开口二等字自读[k]组。
(6) 影疑母今洪音字读[IJ]声母。

(7) 部分果摄宇合入[u]韵。

(8) 效摄一、二等没有区别。

(9) 流摄一三等不合。

( 10) 都有小称音和小称变调。

不同之处:

(1) 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屯溪逢塞音塞擦音绝大多数送气，极少数不送气，送气与否无
明显规律可寻:建德逢塞音塞擦音平、上、入声不送气，去声送气。

(2) 屯溪有[v]声母:建德无。

(3) 屯溪有长元音韵母:建德无。
(4) 屯溪入声消失:建德分阴、阳入。
(5) 屯溪古清上与浊上不合:建德古上声合流。

(6) 屯溪文白异读现象比较简单:建德则比较复杂。
(7) 屯溪小称方式主要是在原音节的韵母后面加上鼻尾[n]; 建德则加自成音节的"儿"

[n33 ] 。

2.2.3 词汇、语法特点的比较

下文举例说明皖南船上话与屯溪话及建德船上话在词汇、语法方面的异同点，见表 2(附

建德话以资比较):

13 



表 2 皖南船上话与其他方言的词汇、语法特点比较

项目 屯j真船上话 屯;真话 建德船上话 建德话

玉米 包罗 包萝(儿) 六谷 起，萝

说~话 话 讲 话 讲

没有动词 没得 没得 弗有 弗有

没有副词 不曾 [不曾 ]panZ4 未 未

爸爸 阿爷 梦、爷、爸新 阿口u" 爸(爸)、爹(爹)

婶婶 阿婶 婶儿 阿婶 婶婶

我 稳=van31 我(伪) 我(农) 党乡、印。1)213

你 尔 尔(伪) 尔(农) 句:

他 渠 渠(伪) 渠(农) 渠

这 个ke3 个ka3Z 他k<l{IZ 1tk<l{:l 

那 4丐·且l(mi53 么z. mo'.l 尔n:lU 末m<l{:l

什么 鞋-呢=xa55ne2 底物 啥哩 啥臼里

不 不 不 弗 弗
。乞得可能补语 吃得 吃得 吃(了)得 吃得

2.2 .4 小结
上文对皖南船上话与屯溪话及浙江建德船上话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发现:

(1)皖南船上话是外来的。这主要表现在与屯溪本地话相异的特点上，尤其是那些重要的语
音特点、核心词汇和基本的语法现象，例如鱼韵宇船上话有[1 i Y a um e ou 机刀 n]等多种

读法，而屯溪话则只有[i YγêU]等少数读法:"说~话"船上话用"话"，而屯溪话用"讲"; 
船上话亲属称谓多带词头"阿"，屯溪话不带词头"阿";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船上话

为"稳=van53 "，而屯溪话为"我(的)";疑问代词"什么"船上话用"鞋=呢=xa55四川'，而

屯溪话用"底物"。这些重要差异的存在，说明二者应该有不同的来源。
(2) 皖南船上话存在的历史已经很长。通过上文的比较，我们看到皖南船上话的许多特点与

屯溪话一致，其中有些特点可能两种方言原来就一致，也有的是屯漠话对船上话的影响
所致。毕竟，无论从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还是人口数量上来看，船上人都处于弱势。
因此其方言也很难抵制本地强势方言的渗透和侵蚀。从皖南船上话的现状来看，它受电
溪话侵蚀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说明二者接触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

(3) 皖南船上话与浙江船上话据有许多共同特征，而且其中有的是皖、浙岸上话都不具备的
(例如"话"指"说~话"，亲属称谓多带词头"阿" )，这似乎暗示了皖、浙船上话有过
历史渊源关系。当然，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判断二者同源的证据仍嫌不足。因此，这一
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于今后的调查研究。

三皖浙船上人的关系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初步认定皖浙两省的船上人同属于一个族群，即分布于钱塘江流

域的九姓渔民，皖南船上人应是浙江船上人的分支。我们的证据主要有:

(1) 口碑资料。皖南船上人一致声称，他们的祖先来自浙江建德附近的七里洗，因捕鱼来此。
(2) 从姓氏来看，皖南船上人只有陈、叶、钱、汪四姓，除"汪"姓以外，其余三姓均在一
般认为的"九姓"之列。而且，我们也赞同"九姓"并非确指的看法，即可能包括其他
姓氏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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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皖浙船上人拥有共同的生活地域，即他们都生活在新安江一一钱塘江这条交通大动脉
上。赖青寿(1999:16)指出: "安徽的徽州地区与浙江的严州地区，借着新安江(又名徽江)

这条水道始终保持着一衣带水的关系，不仅在自然地理区域上关系颇为密切，而且从文
化区的划分来看，也处于一个文化同源区域中......"曹志耘(1997a)也把新安江流域的徽、

严二川、|并举，把该地域的文化称为"新安文化"。

(4) 皖浙船上人拥有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类型。二者无论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谋
生手段、社会地位还是风俗习惯方面，都极为相似。

(5) 从所操语言来看，皖、浙船上人也存在不少共性。一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方言"船上

话"，与岸上话界限分明:另一方面，皖、浙的船上话也存在许多共同特点，其中有的
重要特点不见于皖、浙的岸上话。

当然，围于材料(尤其缺少足够的文献材料)，我们的讨论还很不充分，关于皖、浙船上
人的关系，仍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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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iuxing Yumin of Southern Anhui and Its Dialect 

HUANG Xiaodong 

Abstract The Jiuxing Yumin is a special e吐mic group 也at has been on 也e Qiantang River in 
Zhejiang and Anhui 岛r generations. 白l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opulation, life and customs of the 
Jiuxing Yumin in Southern Anhui. Then it describes the language life and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ir dialect. Finally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 dialects spoken by the people on and off 
shore, while another between the dialects spoken by the Jiuxing Yumin in Zhejiang and A由ui.

Key words southern Anhui, the Jiuxing Yumin, dialect, languag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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