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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

邓 晓 华

[提要 ] 本文提 出客家话有近百 个常用词 跟苗瑶语
、

壮侗语有 渊 源关 系
,

并论证 了客

家话是北方 汉人南迁 到达闽粤赣 交界地 区后跟 当地土著舍族产生文化互动 而 融合形

成的
,

而并非像传统学术界所认为 的 完全是北方 汉语 的线性
“

移植
” 。

一 问题的提出

客家人是汉族最重要的民系 (族群 )之一
,

最近资料表明客家话区有 3 5 0 0 万人
。

客家话区

内部的语言文化同质性远多于异质性
、

多数区际间可通话 ;
从现在的地域分布来看

,

客家话 区

包括江西南部
、

福建西部
、

广东东部
,

即所谓闽
、

粤
、

赣交界地区
,

后由此扩展至台湾
、

广西
、

四川

等地
。

本文所选客家话代表点
:

连城
、

长汀代表闽西区客家话 ; 梅县代表粤东区客家话
。

这些

点基本上可以反映整个客家话的语言特征
。

客家话 内部音韵形式虽有差异
,

但其同质性表现

在有一批 同源的客家话特色词
,

这是 客家话形成的基础
。

本文所选 比较的词汇即为常用 的客

家话特色词
,

反映客家话的 口语传统
,

而非文读系统
〕

从客家移民史来看
,

北方汉人 自晚唐五代
、

宋大规模聚居在赣南
,

宋元时迁入闽西
,

明清时

再迁入粤东
。

绝大多数客家学研究者都信奉罗香林放 四
、

五 十年代 的研究成果
,

认为
“

客家人

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和民族 意识的民系 ;客家先 民是 因受到中国边疆少

数 民族侵扰影响
,

逐渐从 中原辗转迁移到中国的南方来的
。

而且 自认为是 中原最纯正的正统

汉人的后裔
。 ”

罗的研究
,

比较强调客家的血统的追寻
,

这在当时 的社会环境里
,

即社会上存在

着某些
“

客家非汉族论
” 、 “

客家为汉族与苗
、

瑶
、

壮
、

舍等族 的混血种说
”

等偏见
,

这种研究方法

是可以理解的
。

但时至今 日
,

许多研究者仍过分强调客家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的特殊性
。

以 中国语 言学的发展来说
,

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
:

认为闽客家人的方

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
,

其呈现 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 以

从汉人人闽的时代层次不 同来解释
,

或者是由于闽客家人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
。

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 言学研究领域 占主导地位
。

最具权威代表意义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

系
,

他试图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
。

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
,

来解释闽客家话文化特点
。

关于客家话的起源和形成
,

台湾学者张光宇在其新著《闽客方言史

稿》有 明确 的说法
: “

总而言之
,

客家话 的起源是西晋末年 的司豫方 言
,

客家话是在司豫移民进

人闽粤赣交界地区转成客家人之后才成为族群标帜出现的名称
。 ”

而此之前是北方汉语的司豫

方言
。

他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 语的古今关 系
,

指 出南方的文 白音韵都

来 自北方
,

而只有时代先后之别
。

现代南方方言是一种 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 引



起的音系综合
。

现代的南方话就是古代北方
’

和近代北方
,

或者说文白叠置的产品
。
¹

我们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
“

线性理论
” ,

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 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
·‘

穿下来
,

其间与族群互动
,

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
,

我们主张用
“

非线性理论
”

来解释方言文化

的形成和演化
,

重视族群互动
、

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
。

音韵学证据表明客 家方言音韵极接 近唐五代至宋初 时的中原地 区语言 (邓 19 88
, 19 9 0 ,

199 3 )
,

基本上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语 中分离出来
,

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
。

它 的许

多音韵特征 与晚唐五代宋音韵要点相符
,

音韵格局介于唐末至中原音韵之 间
。

音韵学证据与

史学家的结论及文献族谱 的记载大体一致
。

即客家形成应在晚唐五代至宋初
。

客家人的先 民

来 自以 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
。

而词汇学的证据则不同
,

它表明客家话与苗瑶语 (特别是

舍语 )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

最基本
,

最常用
,

最有客家话特色的一批词来源于的苗瑶语

和壮侗语
。

反映了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后 与舍
、

苗瑶语族群和壮侗语族群之 间的

文化互动关系
。

我认为客家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 中原音韵
,

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

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
,

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
。

我曾提出 (邓晓华 19 9 3
, 19 95

, 19 9 7) 客家 民系是由南迁的北方汉 人到达闽粤赣 交界地 区

后跟南方土著民族舍族融合而形成的
,

客家血统与闽
、

粤
、

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民系汉民血统

并无区别
,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融合 的结果
。

学界一般认为客家跟舍族发生族群互

动
,

导致语言互动
。

所以客舍语言中相通成分很多
,

舍族甚至早在元明时就放弃本族语言而改

操客家话
。

客家人居住的地域在 闽粤赣交界地区
,

与历 史上舍族生活区 域重叠
。

舍族是土著

的
,

后受客家人影响
,

发生了语言融合
。

舍语的成分既有来源于苗瑶语族的
,

也有来源于壮侗语族的
,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
,

前 者大

于后者
。

在另一个历 史层面上
,

也有来源于汉族客家人 的
。

舍族的形成是多个不同来源在不

同历史层面 上互动的结果
。

因此
,

本文从族群互动
,

语言接触及与地域文化特征 的关系角度
,

对客
、

舍族群及方言文化的形成
,

及其与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其他族群 的互动关系
,

作一个尝试

性的分析和讨论
,

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 及族群互动有密切关系的族群

关系与语言演变理论
。

舍族来源是多元的
,

它由三个层面组成
: 1

.

苗瑶语族 即所谓洞庭湖的
“

苗蛮
” ; 2

.

壮侗语

族
,

即所谓古越人的后裔 ; 3
.

历史 上多次南迁的北方汉人
。

下面我们 比较客家常用词语 跟苗

瑶
、

壮侗语族相对应的词语
,

可 以发现这些词语是有渊源关系的
,

而跟北方汉语有较大的差异
,

不可能是北方汉语南迁的结果
,

至少从反映北方汉族跟南方土著 民族之间族群互动的密切关

系中
,

可以看出客家先民

—
早期北方汉人跟南方的土著 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

,

即作为
“

主流

文化
”

的北方汉文化南迁后的
“

地方化
”

的情况
。

二 客家话跟苗瑶语族
、

壮侗语族对应的词语 º

戴 (一 斗笠 ) : n to 习5川黔滇苗
,

d o 月5 勉 瑶
, n t aD S 布努

, t o D S 舍
, t o s 黔东苗 ; C t。。长 汀

, C t明

¹ 张光宇《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

《中国语文》19 91 年第 4 期
〕

《闽客方言史稿》
,

台湾
“

国立编译

馆
” , 19 9 6 年

。

º 以下
“

连城
”

指连城 客家话
,

长汀 为长 汀客家话
,

梅县为梅县客家话
,

四堡 为四堡客家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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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
, C

t u。梅 县 ; tan
3 壮

,

侗
。

这是一个重要 的客家话 口语词
,

反 映客家话的特色
,

也可以用来

作跟其他非客方言鉴别的特征词
。

王辅世等将
“

戴 (一 斗笠 )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nt 。。
。

很明显
,

客家话跟苗瑶语应有渊源关系无疑
,

此词音义形式跟苗瑶语更接近
,

而跟壮侗语则不

同
。

而此词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
。

2
.

端
,

拿东西
: t o Z 勉瑶 (拿来 )

,
ta i3 布努 (拿来 ) ;

。
to uJ 连城

, c
to u 梅县 ; ta 二2 壮 (端水 )

,

to Z

傣 (德宏 )
,

ta i“侗
,

de 心 黎
。

梁敏等将
“

端
,

拿
”

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d fi e。
。

客家话此词跟

壮侗语
、

苗瑶语 比较
,

虽意义范围不同
,

但跟苗瑶语
、

壮侗语音义对应
。

3
.

臭虫
:
k o n 3 p i,

舍
,

p i‘勉 ; k 。。
·

p i
·

连
, C

k o n 。

p hi梅县
, 。

k。。 ck 月
。

p i长汀
。

客家话此词来源

于苗瑶语无疑
。

王辅世等将
“

臭虫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nji
。

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

4
.

潜水
:
m p fi i3‘巴哼

,

m i8 Jll黔滇苗 ; m is 标敏 ;
。

m i连城
; n 、i

“

梅县
, c

m i长汀
。

5
.

躲藏
:
m i3 黔东苗

,

p i:DS 勉瑶 p i习3 勉瑶 ; pj e s
标 敏

,

p ia习
。

连城
,

p ia月
“

梅 县
。

苗瑶语
“

躲

藏
” 、 “

潜水
”

词义交叉
,

为同族词
,

与客家话对应
。

6
.

瘫痪
:
k ha o 3

滇东北苗
,
t o a习2 lho , 黔东苗 ;

C

k ia 连城
, 。

kia 梅县 ; k w a Z
侗

。

7
.

穿山甲
:
la i6 勉瑶 ;

c

le C li连城
, 。

lio n 。

11梅县
, C

t i习
。
ts长汀 ; lin 6

壮
,

傣 lo n 6
侗

。

梁敏等将

“

穿山甲
”

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hn; 客家话
“

穿山甲
”

的语音形式更接近壮侗语
。

此词跟南

岛语同源
,

印尼
: t e n g ilin g 阿眉斯

: ’alo m
。

5
.

伤疤 : p is q a s
滇东北苗

,

p i3 e、习‘布努 :
。

p hi连城 (k h二习? C

p h i结疤 ) ;
c

p hi 四堡
。

9
.

推
: S四3

标敏 ; 10扩黔东 ; S u 习,
舍 ;

c s明 连城 ;
c s明 梅县

, c s明 长汀
。

这是客家话的重要

特征词
,

过去一直认为是汉语 固有词
,

从古代韵书中去找本字
,

其实应来源于苗瑶语
。

1 0
.

头 (专指人的头部 )
: p 。:u Z 仆a Z (脑门 )勉瑶 ; C

t h。。
。n o 连城

, 。
t h。 早a 长汀

, 。
tllo u p a 梅县 ;

n a 3 (脸 )侗 : n a 3 p la :k 7 (额头 )壮
, n a , Pj a s 布依

, n a , p ha k g
傣西

, n a Z
侗

, n a , Pj a : k 7 毛南
, n a 3 n a Z 毛

南 (脑门)
, ta s na Z 松佬 (头那脑 门)

。

是客家话最常用
,

最重要的特征词
,

各地客家话均有此词
,

既反映了客家话 内部的同一性
、

同质性
,

又反映了客家话 的特质性
,

可用 它来 同其他各大方言

群
,

诸如闽
、

粤
、

赣
、

吴方言相区别
。

壮侗语
“

脸
” 、 “

额头
” “

脑门
”

为一组同源词族
,

词义交叉
,

但

根词仍是相同的
,

即
“

na
” ,

正好与客家话音义相合
,

所 以客家话
“

那
”

应是来 源于壮侗语无疑
。

客家话
“

头那
”

当是个汉语与壮侗语的合璧词
。

1 1
.

抱 (一 小孩 )
:

幻洲 勉瑶 ; tj。44 巴哼 ; lea 连城
,

1以
。

梅县
。

王辅世等将
“

抱 (一 小孩 )
”

的古

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IA: p
。

1 2
·

小腿肚
:
k io tu

“ : n :、。
‘ t ie 连城 (脚难肚 )

,

kio k
。。 n a。

。a 。。e 梅县 ; n 。:。, 泰
, n 。 :。6 版纳 ;

fla 扩临高
, n 二扩标语

。

客家话的
“

难
”

na 习跟泰
、

傣
、

临高
、

标语
“

小腿肚
”

音义对应
。

1 3
.

乳房
: n 二习

“ c

k y e 连城 (乳枯 )
, n e n弓k u 梅 县 ; n o m Z

泰
, n u m Z 傣 ; n o n Z 壮

。 “

枯
”

是客家话

的标志性词尾
,

其义 多样
,

除表示雄性
,

如
“

狗粘
” ,

表示男性
“

木生枯
”

外
,

还可标示大
、

突出意
。

1 4
.

男生殖器
: · t二。连城

, ·

lin 梅县 ; lo n s 侗
, n 。:。‘松佬

, n a 习2 黎
。

1 5
.

女生殖器
: c

t、1
。

p a i梅县 ; p ie , 。 赣县 ; p a t 7
水

,

p o 6
松佬

,

b矛 黎
。

1 6
.

口水
: c

la 连城
, 。

la月长汀
, c

la n 梅县 ; la : 12 泰
,

la :12 傣
; la :12

,

m la :12 壮
。

客家话用
“

澜
”

来表

不
。

1 7
.

披 (披衣 )
:
m p a s 滇东北苗

,

p a s 黔东苗 ; po 6 布努 ; C
p ha 连城

。

王辅世等将
“

披 (披衣 )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关
m Pa i

。

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4 4



18
.

放牧
: ts u习5 舍

,
to u D 5 5 巴 哼

, c
t so o

c

D iu 梅县 (放牛 )
。

一9
.

低 (一头 )
: tla s5 Jlf黔滇苗

,
t生a o 3 滇东北 苗 ;

。

le 连城
, c

la i梅县
。

2 0
.

麻木 (手脚不听使唤 )
: p iZ 布努 ; bie s 勉瑶 ; b is 标敏 ; p i

“

连城
,

p i
“

梅县
。

2 2
.

抬
:
k e n ‘七百

,

k a 。, 大坪 : kje习‘勉
,
t。。习‘湘江

, 。

k 。。连城
, c

k o 习梅县 ; k y习‘ 低佬
。

2 2
.

提 (东西 )
:

咬a u Z 标敏 ; ti。
”

连城
, 。

th ia 长汀 ; d i
u 4 1洽高

,
th i: u 3 壮 : t iu 3 傣

,
th o 3 标语

。

2 3
.

挥 (⋯碗
,

⋯筷子
,

收拾重叠 )la p 7 勉瑶
,

d o s
标敏 : 10 9 连城

,

la p
。

梅县 : ta p s 壮
,

l。‘ 布依 ;

10 4 松佬
,
to ‘傣

。

2 4
.

找 (一人
,

寻野汉
,

寻食 )
:
10 4 勉瑶 (寻找

,

含 贬义 )
,

l。? 。

玮ie习(锣人 )连城
,

l。夕于1
。

(秽

食 )连城
,

la p
。

梅县
, c

lo 长汀 : la 6
侗

,

水 : la 4 松佬
: la 4 壮 ; la 4 拉咖

。

此词客家话 只出现在
“

很土
”

的语 言环境中
,

所以客家话
一

词典一般不收录 ;但它确是客家话很重要 的特征词
,

可用来作方言

分区的词汇标准
。

此词应来源于南方土著 民族语言
。

2 5
.

玩耍
,

撩 ; 开玩 笑
:

liu 6 110 6 黔东 苗 (一 水 ) : a ln iu 6 舍 ; l二 u Z 布 努
,

k a u 4 布努 (一 水 ) ;

lio uJ
“ , c

k沮i。。三连城
,

li
a u “ , c

k a u 梅县
,

k a : u Z 毛南 ; k o ‘侗
,

水 ; x o ‘
傣

; lia u ’ l庙高
, r a : u , 黎

,

丫iu ’壮 ;

li’ ko
‘
侗

,

k a

扩 hau ‘临高 (笑话 )
。

客家话此词义有两个形式
,

即(l) 玩耍
、

撩
,

(2) 开玩笑
,

均跟

苗瑶语对应 ;而客家话的
“

开玩笑
”

义则跟壮侗语
“

笑
” 、 “

笑话
”

同源
。

有的客家话词典用
“

搞
” 、

“

搞笑
”

注释此词
,

但来 自北方汉语 的
“

搞
” ,

并非与苗瑶语
“

玩耍
” ,

壮侗语
“

笑
” 、 “

笑话
”

有渊源关

系
。

2 6
.

摔 (一 东西
,

一谷
,

打谷子 )
: p叨

”川黔滇苗
,

fQ了黔东苗
,

p Q

扩
7湘西苗 ; p a , 标敏 ;

c

p ha

连城
, 。

p ha n 梅县
。

梁敏等将壮傣语此词的古声母形式构拟为
‘

bw
,

这可以用来解释客家话后

来的声
一

母送气形式
。

27
.

汤泡饭
: t u Z 湘江

,

d了三江
,

t、 2 大坪 ; C

th 。连城
, c

山。 长汀
。

王辅世将此词的苗瑶语古

音形式构拟为
、

d u ,

这可解释客家话 的送气声母形式
。

2 8
.

抿 (一 一 口 )
:
m i3 黔东县 : m it s 勉瑶 ; m i: 连城

。

2 9
.

安装
: to 7 黔东县

,
t 。‘标敏 ; t。二

。

连城
,
te u J

梅县 ; to 3 侗
。

3 0
.

拔 (一 草
,

一毛 )
: 。p a习连城

, 。

p a习梅县 ; bja : n , 水
,

b e月‘ 临高
。

3 1
.

扔 (一砖头
,

一东西 )
:
fiu s

布努 ; fo 7 fe习5 勉瑶 ; fe
。 ,

f二习
。

连城
,

fit
。 ,

fin
。

梅县
。

此词客家

话正好跟苗瑶语音 义对应
,

当然不会来 自北方汉语
。

3 2
.

跳
,

迸
: 。p i。。 连城

, C

bia u 梅县 ; pj iu ,
侗

,

pj e u ,
松佬

。

3 3
.

馋 (lkJ )
,

肚饿
:
够h ‘川黔滇苗

, 、a ‘勉瑶 ; S ha ‘布努
, 。s a 连城

, C s a i梅县
。

客家话此词有 二

义
:

(l) 馋 (肉) ; (2) 肚饿 (因无油水或食某些东西而引起
,

例如
:

食山水腹 一 得紧 )
。

而 苗瑶语

此词只有
“

肚饿
”

义
,

跟客家话词义有交叉
。

3 4
.

打 (人 )
: n lo 5 3 ,

m p o 5 3 巴哼
,

b o 7 勉瑶
,

b o p s 勉瑶 (金 门 ) ; m 。。 连城
,

m a k
。

梅县 ; 。10 : )8 才l
一 ,

m 叩“毛南
。

王辅 世等将
“

打(人 )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m paP
。

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

3 5
.

煮 (一 白薯 )
:
rlu s 黔东

,

ho s JI}黔滇 (高坡 )
,

h o u s
先进 ; h。? 连城

,

h ip
。

梅县 ; ho 。

四堡
。

王辅世等将
“

煮 (一 白薯 )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hj e u 。

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

3 6
.

祖母
: Ja s布努 ; 。 iia

“

连城 i
·

sa 少长汀 ; jo 6 傣
,

布依 : Ja 4 水
,

ja 3
泰

。

梁敏等将
“

祖母
’,

的古壮

侗语形式构拟为
‘

ja
,

这正好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

值得注意的是
,

梅县县客家话
“

祖母
”

形式跟

苗瑶语中的有些语言相近
,

尚难确定是同源关 系
,

还是借词
。



3 7
.

亲家母
: tsh ia 3 p ho 4 舍 (外祖母 )

, v u 7 to ho 3 t oh a 3 黔东
,

p o Z 毒u a 6 Jll黔滇
,

你 u a 4 JI!黔滇

(亲家 ) ; 。 t shia p h。 连城
, 。

ts ia
c

m e 梅县
, 。

t sh ia
。

m u 长汀
。

苗瑶语
v u 、

p o
都是

“

祖母
”

的意思 ;词

序正好与客家话相反
。

有的学者认为客家话的
“ tsh ia ”

是
“

亲家 ts hi n
ka

”

的合音
,

这种观点看来

值得商榷
。

客家话此词应来源于苗瑶语
。

3 5
.

青蛙
:
k a ‘ ,

k e u 3 布努 ; k w a 3 标敏
,

k o u 5 3 巴哼
,

k w a n 3 舍 ; k o u些连城 ; k 。
“

四堡 : c

k u a i梅县
,

ko p 7 壮
,

傣
,

泰
,
t u犷k w e 3 布依

,

je‘kui 3 侗 (田鸡 )
。

可 以看到
,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

应来

源于苗瑶语
。

客家话此词的舌根音声母和圆唇元音成分 暗示它跟 苗瑶
、

壮侗语均存在音义对

应现象
。

3 9
.

知 了(蝉 )
: v e 3 ja i7 布努 :

。

ia
。

i连城
, 。

ia
c

i长汀
, ;

ia
。

i梅县 :ja iZ 傣
。

4 0
.

鹿子
: v月4 kj a月‘ 舍

,
:。u 习‘布努 ;

。。D
。

kia u 连城
, 。 v月

C

m i梅县 ; m i扩d o i3 1陆高
,

m i3 傣
。

4 1
.

蜻蜓
c

m i明
。

t i连城
, C n o C

m i长汀
, 。n i明

c

k ia 。梅县 ; hu a 习4 k i习’ l喻高
。

4 2
.

瓜
,

葫芦
: C

p h y。 连城 (葫芦 )
, 。

p hu 梅县 (葫芦 )
, C

fa 勺
。
p hu 长汀 (南瓜 ) ; p u Z

侗
,

水 (瓜 )

p护侗
,

Pj 。“水 (葫芦 )
,

p uo
, 拉咖 (瓜 )

。

梁敏等将
“

瓜
”

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bue
, “

葫芦
”

拟

为
‘

bl 。 , “

瓜
”

的古壮侗语形式跟客家话更一致
,

浊音声母清化后
,

客家话一般变成相应的送气
二丈乙

曰
0

4 3
.

丝瓜
:
la i, “ d

z e s 勉瑶瑶 ; lu 。 , ts l
”

连城
,

lu 习口色e “

长汀
。

4 4
.

浮萍
: C

p hi。连城
, c

p l、ia u
梅县 ; p iu Z 水

,

p io u Z 壮 : p ie u Z 毛南
。

梁敏等将
“

浮萍
”

的古壮

侗语形式构拟为
‘

bi eu
。

浊音声母 清化后
,

客家话一般变成相应的送气音
。

《广韵》平声霄韵
“

漂符霄切
。

《方言》注
: 江东谓浮萍为

‘

漂 ”
’ 。

显然
,

这里所指的
“

江东
”

决非是北方汉语 区域
,

而是
“

南染吴越
”

的南方
。

4 5
.

虹
:
k u 习‘ 勉瑶 ; k叨

“

连城
,

k月
。

长汀
。

4 6
.

水坝 : 。

p i
。
t h。。 连城

, 。

p i
。

th e u 梅县 ; p i‘ 侗
,

fa : i‘傣
,

泰
,

p ha :i‘壮
。

梁敏等将
“

水坝
”

的

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p w iai
.

这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

4 7
.

招 (一手 )
: v a 3 3 巴 哼

,

ja :p 7 勉瑶 ; ia k
。

梅县 :
C

ia 连城 ; v a ts 壮
, v a :t 7 水

。

48
.

哄小孩
:
kl el 炯奈

,

kljo u “ 标敏
,

kj e 4 勉瑶
,

kj a 4 勉瑶 (金门 ) ; le夕连城
,

l澎 四堡
。

王辅世

等将
“

哄小孩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g lj坏 这是个复辅音声母结构
,

客家话丢失了开头辅音

k
,

而 J则与 l对应
,

苗瑶语与客家话音 义对应
。

4 9
一 床被子

: p h a u ‘黔 东
,

p ha :。‘ 黔东
,

川黔 滇
,
p ha : , ,

勉 瑶
, C

fa。长 汀
,

b a‘水
,

p ha : n ‘ 勉

瑶
, 。

fa n 梅县
C

fa 连城
,

ba Z 毛南
。

王辅世 等将
“

一床被子
”

量词
“

床
”

的古苗瑶语 形式构拟 为
‘

p h二 rl ; 而梁敏等则将此词的古壮侗语 的声母形式构拟为
‘

叱
。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

应源于苗瑶语
。

5 ()
.

去一次 (回 )
: C

p a i梅县
, t ho u “

四堡
,
th 。

“

连城 ; p a iZ 壮
,

布依
,
t a : u s 侗

,

布依
。

5 1
.

窝
,

禽兽窝 (鸡一
,

猪 一
,

鸟 一
等 )

: c s。 长汀
, ·s o tu 连城

, to u ·

梅县 : s o u 3 临高
, rld a u 3 水

,

毛南
,
tau 3

侗
,

拉伽
。

以上的壮侗语是
“

一窝猪
”

的
“

窝
”

义
,

跟客家话的意 义有相同处 ;下面是壮

侗语 的
“

鸡窝
”

跟苗瑶语的
“

鸟窝
”

的音 义形式
:
lau 4 勉瑶

,

标敏
,

lau 4 泰
,

傣 ; z

au Z
布依

。

梁敏等

将
“

一窝猪
”

的
“

窝
”

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rlt二

,

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

5 2
.

密 (种得密 )
: 。la 8 勉瑶 ; m o u s 勉瑶 (藻敏 ) ; m u 。“ 连城 ; m 。, 。

四堡
。

王辅世等将
“

密 (种

得密 )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m Qt
。

4 6



5 3
.

坏 (为人差 劲 )
: p a 4 川黔 滇苗

,

黔东苗
; p o a 4 jll黔滇苗 (麻 山 ) ;

c

p e 长江
, C

p e 梅 县
,

ts ho
c

p a (差一 )连城
。

此词苗瑶语跟客家话意义上不能完全重合
,

苗瑶语表示 的是物体的不好
,

而客家话表示 的则是人 的德行方面
。

王辅世等将
“

坏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bai
。

5 4
.

摸 (索 )
:
m p a 2 2 巴 哼 :

。

m ia 梅县
, 。

m tu 连城 : m w a 3 伙佬
,

m o ‘
侗

,

壮
。

壮侗 语 为
“

摸

(鱼 )
” 。

5 5
.

傻
: 习o u6 布努

,

月。习5 勉瑶 ; C

D a习
,

习。
“

连城
,

习月
“ ,

D o k
。

梅县 ; 习a D4 壮
,

刁u 刀6 龙州
,

习a

了黎
,

习。习3 泰
,

习月3 临高
,

u o 3 傣
)

5 6 一漫
: n ia 山 3 滇东北苗 ; n月

“

连 城
, n 。“ 长汀

, n a u “ , n o m
“

梅县 ; n u m s 壮
, n u习3 布依

, n a :m s

侗
。

客家话
“

慢
”

有两个不同的形式
,

都可以在壮侗语
、

苗瑶语中找到对应形式
。

5 7
.

抬头
:习。 3 标敏 ;习。

J

连城
,

习a u “

梅县
,

习。
“

长汀 ; 习a 4 布依
,

Do a 3 黎
,

习a

才 壮
。

从上述 比较

可以看到
,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

5 8
.

喂
:
k u o 3 , 巴 哼(喂鸡 )

,

k u s 舍
,

k
a o 6 湘西 (喂奶 ) ; 。 k i。。连城

,

k iu 。
“

梅 县 : k u :。‘ 壮 (喂

猪 )
。

此词壮侗语
、

苗瑶语和客家话 的使用范 围有区别
,

壮侗语
、

苗瑶语多指
“

喂
”

动物
,

而客家

话则 可兼指
“

喂
”

人和动物
。

但应是 同源关系
。

5 9
.

烫
:
lh u 7 黔东苗

,

一a Lu , 滇东北 苗
,

lu 7 勉瑶 ; lu k
。

梅 县
,

l。。
“

连城
,

lu g 长 汀 ; lo k s
傣

,

lu : k s

壮
,

lu k”拉咖
,

kl o: kl 。壮 (邑宁 )
,

从 上述 比较可 以看到
,

客家话 跟壮侗语
、

苗瑶语应是 同源关

系
。

梁敏等将
“

烫
”

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g lu 旅 ; 而王辅世等则将

“

烫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

为
‘

lu k
。

这两种构拟形式都与客家话音义对应
。

比较起来
,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

6 0
.

刷 (刷碗 )
: 牛。:D 3 (漱 口 )勉瑶

, c e 4 10 , 布努
,

kla习4
标敏 ; ; 0 4 10 , 川黔滇苗

, c

lo u 连城
, 。lo D

长汀 (一 碗
,

,

一 口
,

一 衫 ); la: 扩泰
,

傣
,

侗
,

k lo: 扩壮
。

苗瑶语此词表示 的是
“

漱 口 “

意义
,

壮侗语表

示的是
“

刷碗
“

意义
,

而客家话则兼有之
,

词义虽有扩大
,

但根词仍然相同 ;梁敏等将
“

刷 (刷碗 )
”

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
‘

gl uJ 明
。

比较起来
,

客家话此词跟苗瑶语更接近
。

6 1
.

拌 (拌猪食 )
:
k。。口 , n 。。?连城

, 〕

k ia u ; 。la u 梅县
,

k 。
“ , n 。“ 四堡 ; k a u ‘傣

,

玮 a :u , 毛南
,

kla :u Z

壮 ;la: ul 低佬
,

kva :uz 布依
,

玮a: u 4 柳江
。

梁敏等将
“

拌 (拌猪食 )
”

的古壮侗语声母形式构拟为
‘

飞
‘。 而客家话此词词义有微殊

,

可用来指称食物 的混合
,

而不仅限于指
“

拌 (拌猪食 )
”

义
。

客

家话此词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 的
“

搅
”

词
,

连城城客家话读
C

ki 。。
,

比较起来
,

韵母声调形式不

同
,

词义也有 区别
,

k 。。夕词仅限于指拌食物
,

此 义跟壮侗语词 义相关 ;客家话此词应跟壮侗语

同源
。

值得指出的是
,

客家话此词的两个形式竟跟壮侗语的两个形式如此对应
,

这是一组典型

的同族词
。

其演变方式很有规律
。

6 2
.

搅和
: n iOZ 黔东苗

,
t生0 5滇东北苗

, t lo s 川黔滇苗
; n 。。夕连城

,

lu k
。

梅县
, 。

lu 长汀
。

6 3
.

秤 (大秤 )
:
ho 7 黔东苗

,

10 2 川黔滇苗 ; 论Lu ? 连城 (大秤 )
,

厅 四堡
。

客家话此词指的是

“

大秤
”

义
。

6 4
.

脱
,

(裤子
、

鞋等 )自行脱落
:
le s 川黔滇苗

,

118 黔东苗
,
t生h u , 布努 ;

c

le 长汀
,

lu o g 连城
。

6 5
.

分娩
:
k u D 3 , 巴哼

, 。

ki胡 连城 : k it l习
“

梅县
。

6 6
.

砍 (砍树 )
: to 3黔东苗

, 〔la u 3 标敏
, n t a u 3 JI}黔滇苗

, n t o 3 巴哼 ;
c
t。。 连城

, c
t a u 梅县

, C
to

四堡 ; te “
水

,
t扩毛南

,
tha m ”壮

。

王辅世等将
“

砍 (砍树 )
”

的古苗瑶语形式构拟为
‘

nt 鱿 而梁敏

等则将
“

砍 (砍树 )
”

的两个形式分别构拟为
‘ t。 和

‘

Pr
。

很明显
,

客家话跟苗瑶语应是同源关系

无疑
,

此词音义形式跟苗瑶语更接近
。

而跟壮侗语则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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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用手按住
: 。 tsha , r l 梅县 ;

C t、ha 习连城 ; ts a :m 6 低佬
,
ts a m 6 水

。

6 8
.

扫
,

扫地
:
k o , 3 巴哼

, t olle 4 3 川黔滇苗
,

墒a 3
舍

,

to he l布努
; kh i。。 , 连城

,

kh ia
J

四堡
,

k hia
“

梅县
。

此词苗瑶 语演变的过程是很清楚的 ; 客家话此词应是来源于苗瑶语
,

而不可能来源于北

方汉语
。

关于声调的说明
:

声调对应是汉藏系语言同源词研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
;汉语方言的声调

演变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
,

清辅音起首 的一类演变相同
,

浊辅音起首的一类演变相 同
。

因此
,

切韵音系平上去人四声各分阴阳演变为八调
。

本文 的同源词的声调形式多数对应
,

但也有不

对应的
,

这主要有几种情况
: 1

.

有文读色彩的词声调较对应 ; 2
.

较土的
,

与多音节或复辅音形

式有关的词声调则较不对应
;
但 明显是 同源关 系

。

3
.

客方言特有 的音变规律影响声调的对

应
,

例如
:

中古次浊声母平声
、 _

上声
、

人声
,

全浊声母 上声字客家话都有部分字读作阴调类 的
,

往

往读作阴平调
。

客家话内部的声调归并
,

如梅县话阴阳去己合并
。

三 结论

1
.

从上述客家话最常用
,

最基本的 口语词 比较来看
,

68 个特征词中
,

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

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
。

其意义在于学术界一般认同客家跟舍族有密切接触关系
,

但关于舍

族的来源问题
,

学术界的意见则主要有两种
,

即来源于古百越土著民族的
“

土著说
”

和来源于洞

庭湖
“

武陵蛮
”

苗瑶语族 的
“

外来说
” 。

上面的客家话跟苗瑶
、

壮侗语的比较表明
:

客家话词的来

源是复杂的
,

既有来 自洞庭苗蛮语言
,

也有土著原住 民即古代百越后裔 的语言
。

客家话的形成

是
“

多元一体
”

的产物
。

如果我们把客家话看作是一个多层装置的结构
,

那么
,

最底层的是壮侗

语
,

中层的则是苗瑶语
,

最上层的是北方汉语
。

苗瑶和北方汉语是
“

外来
”

的
,

只有壮侗才是真

正的
“

土著
” 。

福建的地方文献材料往往把舍说成是
“

瑶
”

或
“

苗
” ,

这是有一定 的根据 的
。

苗瑶

是舍的近源
,

而壮侗则是舍的远源
。

舍语词有 苗瑶和壮侗这两个源头
。

从比较可 以看出
,

客家

话的这些词里苗瑶语的成分远多于壮侗语的
。

2
.

客家话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客家话完全是
“

中原汉语
”

南迁 的延续
。

这

种观点显然是受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所支配
,

这种完全以母文化

—
母语说来解 释后

来的语言变异的观点
,

我们称之为线性理论
,

即现在的客方言的语言变异形式是 自中原汉祖语

自唐宋元以来
,

一条直线地演变发展来的
。

显然
,

这种理论并不符合语 言事实
。

客家话 的形成

是多元的
,

多层面的语言互动的结果
。

它的源头包括 :
苗瑶语族

,

壮侗语族
,

北方汉语 ; 而这 已

经不是简单的所谓
“

语言底层
”

的问题了
,

它反映了历史上这几个族群之间的密切的文化互动

关系
,

在
“

互动
”

中产生 了客 家和客家话
,

所 以
,

客家和客家话早 已不是北方汉人和汉语 的
“

移

植
” ,

而是北方汉文化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 即客家大本营后
“

地方化
”

的结果
。

3
.

隋唐以来
,

来 自洞庭湖区域 的苗瑶语族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 后
,

跟当地土著 的百越人

后裔壮侗语族接触融和
,

这样形成了舍族
; 自宋元 以来

,

北方汉人 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 区跟当

地的土著舍族发生密切 的文化互动关系
,

这样 即形成了客家和客家话
。

4
.

客家话中的这些词 的构成形式是多样 的
。

考证客家话 的词源并非一定要从古代韵书

中去考
“

本字
” ,

这种
“

本字
”

往往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
。

由于客家话中的这些词词义的演变过

程过长
,

有的词义跟苗瑶
,

壮侗语词义并不完全重合
,

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词义交叉相近的关 系
,

其词 义关系在共同的同源体系中
,

可组词 比较
,

而不是单个词 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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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教育出版社
,

1 99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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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炳钊《舍族族源初探》
,

《民族研究》1 980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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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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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

,

《语言研究》1 9 9 6 年第 2 期
。

—
一《论闽客家人群的方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

台湾
“

中央研究

院民族学研究所
”

主编
,

1 9 9 7 年
。

(通信地址
:

36 100 5 福建 厦 门 大 学人类学研究所 )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第九次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于 1 9 9 9 年 4 月 27 一 30 日在京召开了第九次学术讨论会
,

来 自新疆
、

甘

肃
、

河南及在京有关单位的 60 多位各 民族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

会议收到论文 4 0 余篇
,

内容

涉及突厥语族语言的语言学
、

文字学
、

文献学
、

地名学
、

人名学
、

社会语言学
、

文化语 言学
、

翻译

学等研究领域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还讨论通过了新的《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章程》
,

并根据通讯选

举和民主协商的结果产生 了第五届理事会
、

常务理事会
,

哈米提
·

铁木尔教授再次当选为会长
。

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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