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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莆仙方言中的外地人称谓语“客边”一词为研究对象，通过语料检索、特征对比得出该词为古吴语在

莆仙方言中的遗留成分。经过探寻语言接触、地方移民等因素为“客边”一词在吴、莆间的流播找到原因，证明吴、

莆方言间存在一定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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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称谓语作为日常交际中的常用词，具有

鲜明的地域性和稳固性。过往的同类研究多将目

光锁定在亲属称谓词上 （如陈琦敏的母亲称谓研

究[1]），对外地人称谓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以

特殊的外地人称谓语———“客边”这一方言词作为

研究对象，描写其面貌特征，追寻其方言来历，透

视其中的吴、莆互动关系，以期为莆仙方言研究提

供些许参考资料。

一、方言词“客边”简介

在莆仙方言口语中，一般将外地人称为“客

边”“客囝”“阿边”；方言词典中收录词为“客囝”
“客边”“客侬”“外省人”等。其中，引起笔者注意的

是“客边”一词。
语音上，“客边”在莆仙方言中读音为[k ha11

p藓耷 533]，连读后产生变调，以后音节为重音、读本

调，前字则读变调。“客”字文读为[kh藓鬡21]，白读

为[kha11]，白读音由阴入 21 调变成阳去 11 调，产

生了入声舒化的现象。语义上，“客边”一词多表贬

义，即外来的人、可有可无的“边缘人”，要对其多

留心提防。笔者认为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

先，莆田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当地人有一定的

区域排外心理；其次，入莆的外来人大多从商务

工，行事颇带剽悍之风，给当地人留下刻板印象，

代代相传后便为该词带上了情感色彩。
那么，“客边”一词由何而来？何时出现？是否

为莆仙本地方言？因莆仙方言与闽南话、闽东话的

关系密切，所以不妨先看看闽南话、闽东话对外地

人的表述。据《闽南方言大词典》[2] 和《厦门方言词

典》[3]，闽南话中的外地人称谓语有如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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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顶人 pak11_55 ti耷35 la耷35

（2）外位人 gua11_55 ui11_55 la耷35

（3）阿北仔骉泉骍 a3_2 pak7_8 a3

（4）北贡骉泉骍 pak7_8 k蘅耷3

根据《福州方言词典》[4]，闽东话中的外地人称

谓语有如下几种：

（1）外江侬 nɡie44 觗u軌nɡ44 n觗u軌nɡ53

（2）北囝 b誻拊k 23 ɡianɡ31

（3）别块侬 beik21 d誻拊44 n誻拊nɡ53

从上述材料可以直观地看出，闽东、闽南对外

地人的称谓都与莆仙的表述不大相同。排除了来自

闽语其他次方言的可能，笔者尝试从其他方言中寻

找“客边”一词的来历，通过检索 BCC[5]、CCL[6] 及

国家语委古代汉语[7]（下文简称“古汉语”）等语料

库后得出带“客边”的语料如下（因篇幅有限，仅摘

录几则，下文同）。
（1）寒灯孤对拥青毡，牢落何如似 [客边]。———《全

唐诗》 隋唐五代 古汉语

（2）已而捧圣都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告变，言：“枢

密承旨李虔徽语其 [客边] 彦温云……。”———《新五代史》

宋 古汉语

（3）东坡云：“小官今日薄酒一杯，特来还敬”。正末

云：“大人，[客边]何劳如此？”———吴昌龄《东坡梦》 元 古

汉语

（4）[客边]偶写龙孙谱，忘却江南有此君。———戴冠

《题姚少师画竹》 明 古汉语

（5）诸葛天申道：“这话有理，[客边] 只好假馆坐坐。”

———吴敬梓《儒林外史》 清 古汉语

语料库数据显示，“客边”由来已久，用法也产

生一些变化，即语料中“客边”最初为动宾式短语，

其中“客”意为“客居”，“边”意为“家乡以外的地

方”；到了宋代，“客边”开始发生词汇化，由短语逐

渐凝缩成一个名词，意义也从表示“客居他乡”这
一动作引申为“家乡以外的地方”“客居他乡的

人”。笔者通过分析语料内容语境、语料作者背景，

发现这些语料分布在地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即

集中在江浙一带，且看如下例子：

（6）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她，逗

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

到底是[客边]。”———曹雪芹《红楼梦》 清 CCL

《红楼梦》中“客边”一词是出自从小在姑苏

（苏州）长大的林黛玉之口，作者曹雪芹对该词的

运用符合人物身份，也体现了方言特色。
（7）他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因为是在[客

边] ，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汪曾祺《大淖记事》

1981 BCC

本书是作者汪曾祺以故乡江苏高邮大淖为背

景创作的乡土系列小说代表作之一，书中行文有

不少具有苏北地区特色的方言词汇[8]。
（8）家树在[客边]，就不曾预备有多少小说，身边就只

有一部《红楼梦》。———张恨水《啼笑因缘》 1931 BCC

这句话是描述主人公樊家树，而作者对主人

公的设定是一个地道的杭州青年。
（9）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

“外村人”等的人物。———费孝通《乡土中国》 2013 BCC

作者费孝通是江苏人。
综合对上述语料的分析，带有“客边”的语料

或是出于江浙籍作家之手，或是语料中的主人公

是江浙人。根据广义的界定，吴语区包括“江苏镇

江以东，崇明岛，和江北的南通、海门、启东等县，

以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9]。置于这样的方言背景

下，江浙一带正是吴语通行的区域，那么，莆仙方

言中的“客边”一词或许可在吴方言中找到源头。

二、吴、莆方言中的“客边”对比

循着这条线索，通过查阅一批吴语方言字典，

笔者发现在吴语通行地区中对外地人的称谓语大

多存留着“客边”及类似的旧有用法。为了更加直

观地看出外来人称谓语在吴、闽方言中的分布呈

现，下绘方言词汇地图（见图 1），并附简要说明。
（1）“客”字开头表示对“外地人”“外来人”称

谓的有：客边、客边个、客边人、客邦人、客帮人、客
地人、客侬、客囝，具体分布状况可见表 1，因篇幅

有限，本文仅展示“客”字开头的外地人称谓语图

表（见表 1）。
（2）“外”字开头表示对“外地人”“外来人”称

谓的有：外头人、外地人、外邦人、外乡人、外路人、
外边人、外位人、外江侬、外省人。

（3）吴语区其他表示对“外地人”“外来人”称
谓的有：异乡人、侉子、江北人、苏北人、开头人、刁
蛮子、蛮子、假象人、辣块里个、假家人、下路人、旁

82



宋佳丽：从方言词“客边”看莆仙方言的古吴语成分第 4 期

称谓语 备注 出处

客边
非直系亲属的客居者 《宁波方言词典》[10]

贱称 《莆仙方言简明词汇》[11]

客边个 / 《宁波方言字语汇解》[12]

客边人

名词 《简明吴方言词典》[13]

/ 《松江方言研究》[14]

较老的说法 《苏州方言研究》[15]

老派说法 《吴江市方言志》[16]

/ 《海门方言研究》[17]

名词，口语音，历史上使用过、如今很少见闻的词语 《上海话大词典》[18]

/ 《上海方言词汇集》[19]

客邦人 名词，历史上使用过、如今很少见闻的词语 《上海话大词典》[18]

客帮人 / 《吕四方言研究》[20]

客地人 / 《温州方言词典》[21]

客侬 / 《莆田市志》[22]

客囝 / 《莆仙方言简明词汇》[11]

语音
kh調揲55_44 pi53_31

kha11 p藓耷533

khah-pin-ɡo
kha揲5 pi53 捱i耷13

kha揲4 誵i53 挹i耷31

kha揲 p覦 捱in4230

kha揲 p覦 捱in242

kha揲4 pie43 捱in53

khA揲33 pi55 捱in2

khah pien niun
khA揲33 p觔55 捱in 21

k h藜揲34_33 pa耷44 捱i耷334_44

kha313_24 dei 11_1 na耷31_1

kha42 na耷13

kha55 y鬑453

地点
宁波

莆田
宁波
上海

松江

苏州

吴江

海门

上海

上海
吕四
温州

莆田

说明：1）这里闽语区仅收闽东、闽南、莆仙三个次方言点；2）为进行语音对比，下列音标标注方式均经过统一。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图 1 吴语、闽语区外地人称谓语分布简图

表 1 “客”字开头外地人称谓语

□“外”字开头 △吴语区其他表示法 ●“客”字开头 ○闽语区其他表示法

注：《简明吴方言词典》与《上海话大词典》以上海市区的口音为主，《松江方言研究》已属于上海郊区的口音，因是不同

人编撰，在收音方面会有细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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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特人、北佬。
（4）闽语区其他表示对“外地人”“外来人”称

谓的有：北顶人、北仔、阿北仔、北贡、北囝、别块侬。
在地区分布上，吴语区内，“客边”类称谓语出

现于江苏镇江以东及浙江省一带；镇江以北地区主

要是采用“外”字类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称谓语。可

见，江浙官话地区不见“客边”用法，而通行该类词

的吴语区也多以新、老派的方式存在，呈逐渐消失

的趋势。闽语区内，仅莆仙方言使用“客边”类表述，

其他次方言则多以带“北”字的词组来称呼外地人，

即以“北方人”的概念笼统地代称“外地人”。这令笔

者更加相信吴、莆之间在“客边”一词上存在联系。
语音上，首先从吴语区内部来看，“客边”一词

及类似称谓语的前字“客”的声母皆为[k h]；韵母

上，主要元音方面呈现出舌位前后的细微差别，韵

尾较为一致的带有喉塞尾[鬡]，宁波点以[h]收尾（出

现在传教士所编词典中），根据前人对传教士文献

的分析，19 世纪中的塞音韵尾[h]就相当于当今吴

语的喉塞音韵尾[鬡] [23]；彼此间声调的差异也不大，

为阴入中的高低不同。莆仙方言表现出与之近乎

一致的特点，仅是在韵母脱落了喉塞韵尾，声调折

合成当地读音略低，这也符合莆仙方言的语音演

变的趋势，莆仙方言的入声舒化使得喉塞韵尾[鬡]
弱化消失，音节延长，并入调值相近的舒声类。

再看“边”字，吴语区内部差异较小，声母大多

为[p]，松江点为[誵]，略带浊音；韵母上主要是[i][覦]
之间的不同；声调统一表现为阴平；莆仙方言在该

字则以当地音折合为[pε耷]，声调和吴语同为阴平。
实际上，“边”字所属的山摄字在吴、莆中有较为整

齐的对应（见表 2，此处以苏州话作为吴方言的代

表，暂不考虑声调）。

山摄字在吴语中为单元音韵母，在莆仙方言

中发展成复元音韵母，其中的鼻音韵尾明显是受

到闽东话的影响。
关于整个词语的连读变调问题，在笔者收集

的语料中，吴语区内部发生变调的主要有 3 处，分

别是宁波、吕四以及温州，前后字都发生变调，且

在变调后产生新调值。在莆仙方言中，则表现为前

字发生改变，由阴入到阳去。变调详情见表 3。

语义上，“客边”在吴语区并无特殊情感，仅是

单纯表述“外地人”一意，对外地人带各类贬义色

彩的称谓则以具有地方特色的词为主，譬如“苏北

人”是上海市区内对苏北一带人的轻蔑性叫法；与

之相反，“客边”本身在莆仙方言中则带有轻贱色

彩，多是当地人在口头上使用的对外地人尤其是

务工人的蔑称。
语法上，“客边”在现代吴语中的使用和字典

标释为名词，莆仙地区同样作名词使用。值得关注

的是，如前文所述，“客边”经历过词汇化的过程，

由短语逐渐发展成词汇；而“客边”一词中的“边”
字则经历了词缀化。“边”由表“家乡以外的地方”
实意到词义虚化成为后缀，这一现象在吴、莆方言

中均有表现。在吴语中，“边”还常常附着在其他语

素后表身份，如“单边”指称寡妇；在莆田地区，乡

里人常在称呼男子姓名时后加“边”字，以表亲切、
戏谑，且方言词典显示“客边”亦可写作“客鞭”。可

见词缀化后的“边”并不承载具体意义，只是表贬

义、戏谑色彩。
使用情况上，纵观吴语区内部，“客边”分布范

围不小，但在词典的补充说明中都表示该词是较

老、旧的口语说法，如今已经很少见闻，取而代之

的是以“外”字开头的（如：外地人等）新派说法，可

以窥见，“客边”一词在北方话的影响下已经慢慢

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相反，在莆仙方言中，“客

边”是当地人民生活中常用的口语词，仍然极富生

命力，甚至可以直接以小称“囝”代替“边”字，简读

为带有闽语色彩的“客囝”，“外省人”则是相对后

起，较为文雅的书面语用法。

三、莆仙方言中的古吴语成分

莆仙方言“客边”一词在吴语中找到归属并不

表 3 “客边”在吴、莆方言中的连读变调

声调 宁波 吕四 温州 莆田

变调前阴入 + 阴平
阴入 +

阴平 + 阴去
阴入 +

阳去 + 阳平
阴入 + 阴平

变调后 44+31 33+ 阴平 + 阴平 阳上 +1+1 阳去 + 阴平

表 2 吴、莆方言中的山摄字对应

例字 苏州 莆田

先 s覦 掴藓耷
田 d覦 t藓耷
面 m覦 m藓耷
箭 ts覦 ts藓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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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学术界历来认为闽方言与吴方言有深刻的

历史渊源关系。实际上，吴、闽二者在语音词汇上

确有不少共通之处，李荣、丁邦新、潘悟云等学者

就吴、闽语音方面做了许多对比，李如龙以两地共

有词汇进行统计，上述工作皆证实吴语、闽语间有

一定关系[24]。
汉语方言间的关系本就复杂多样，在历史的

浪潮中由于各种原因，一种语言或方言都无法避

免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接触，而词汇作为语言三

要素中最活跃的一个因素，成为透视方言接触的

最佳窗口。
笔者推测吴语中的“客边”一词应是产生于唐

前，到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个转折，即受北方官话的

影响，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词汇被替代。这样一批

吴语词乘着移民的浪潮向外扩散流播，反而得以

保存下来。实际上，福建与浙江间自古就有相互移

民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莆田第一大姓陈姓中，玉

湖陈是一大分支，宋庆历元年（1041），浙江钱塘

陈仁一氏迁入今莆田地区，是为玉湖陈氏始祖；李

姓中的凤山分支是明洪武时金陵李盛带入；钟山

和阳张氏是由温州张安实于明万历年间迁入；等

等[25]。同样，如浙江中部、南部的陈氏，也有不少来

自福建，浙江东阳横店的《陈氏宗谱》（光绪六年

本）记载：该族祖居福建莆田县东门外四十里小侯

江镇[26]。甚至，在浙江玉环县至今还有以莆田命名

的大莆田村和小莆田村。
由此不难推想，从江浙一带移民过来的人们

带着当地的吴语共同进入莆田地区，吴、莆方言在

这片土地上接触融合，古吴语中的个别语音、词汇

也得以借此留存下来，内化为莆仙方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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