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话指导：闽 方 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

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0/2021_2022__E6_99_AE_

E9_80_9A_E8_AF_9D_E6_c110_230025.htm 又称闽语，俗称"福

佬话"，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

一个方言。 通行地域 闽方言主要通行于福建、广东、台湾三

省和浙江省南部以及江西、广西、江苏三省的个别地区。使

用人口约4000万。具体地点如下： 福建省的54个县市：福州

、闽侯、长乐、福清、平潭、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古

田、屏南、宁德、霞浦、周宁、寿宁、福安、柘荣、福鼎、

莆田、仙游、厦门、金门、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

、永春、安溪、德化、漳州、龙海、长泰、华安、南靖、平

和、漳浦、云霄、东山、诏安、龙岩、漳平、大田、尤溪、

永安、三明、沙县、建瓯、南平（城关除外）、建阳、崇安

、松溪、政和、浦城（南部）。以上地区约占全省面积的3/4

。 广东省东部的12个县市：汕头、潮州、澄海、饶平、南澳

、揭阳、揭西、普宁、惠来、潮阳、陆丰、海丰等，以及惠

东、丰顺、大埔等县的一部分；海南岛的14个县市：海口、

琼山、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崖县、琼中、屯昌

、定安、澄迈、昌江、东方（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雷州半岛

的5个县市:湛江、遂溪、廉江、海康、徐闻。此外,主要通行

粤方言的中山市和阳江、电白等县也有部分区、乡说闽方言

。以上地区约占全省面积的1/3。 台湾省的21个县市中,除约占

人口2％的高山族地区说高山语，台北、彰化之间的中坜、竹

东、苗栗、新竹等地和南部屏东、高雄等县市，以及东部花

莲、台东的部分地区通行客家方言外，其余各地的汉族居民



都说闽方言，约占全省人口的3/4以上。 浙江省南部泰顺、苍

南、洞头、玉环等县的大部分和平阳县西部的少数地区，以

及舟山群岛普陀、嵊泗县的一部分地区也说闽方言。 以上总

计通行闽方言的县市约有 120 个以上。此外,江西省东北角的

玉山、铅山、上饶、广丰等县的少数地方，广西省中南部桂

平、北流等县的少数地方，江苏省宜兴、溧阳等县的少数地

方，也有人说闽方言。散居南洋群岛、中南半岛的华侨和华

裔中，数百万人祖祖辈辈也以闽方言作为"母语"。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以及印度支

那各国的华裔社区中，闽方言也是主要的社会交际语之一。 

分区 闽方言按其语言特点大致分为5个方言片:闽南方言、闽

东方言、闽北方言、闽中方言和莆仙方言。 闽南方言 是闽方

言中使用人口最多、通行范围最广的一片。包括福建省内以

厦门、漳州、泉州三市为中心的24个县市。福建省以外各地

通行的闽方言，基本上也属于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以厦门话

为代表， 潮州话、文昌话也分别在广东东部和海南岛有较大

的影响。 闽东方言 通行于福建省东部，包括以福州为中心的

闽江下游地区和以福安为中心的山区,共18个县市,以福州话为

代表。 闽北方言 通行于福建省北部建瓯、建阳、南平（乡区

）、崇安、松溪、政和、浦城（南部），以建瓯话为代表。 

闽中方言 通行于福建省中部永安、三明、沙县,以永安话为代

表。 莆仙方言 通行于福建省东部沿海的莆田、仙游,以莆田

话为代表。 主要语言特征 语音方面 ①声母：各地闽方言的声

母比较一致,大都只有15个,称为"十五音"系统。不少声母保留

了上古汉语的特点： a.没有唇齿声母f,古非敷奉声母字口语中

一部分读为p-、读书音则为h-（或x-），即所谓"轻唇归重唇"



。 b.古知彻澄声母字，多读t-、即所谓"舌上归舌头"。 c.古全

浊声母并奉定从澄群字多读为不送气清音声母，少数读为送

气的也很一致。 d.古匣母部分字闽方言口语读为k-或零声母

。 e.古照组声母字与古精组字混读。 ②韵母：闽方言各地在

韵母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主要表现为： a.闽方言的韵母

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音中的鼻音韵尾和塞声韵尾。其中闽南

方言保留较为完整，闽东方言、莆仙方言保留较少，闽北方

言和闽中方言则几乎已无塞声尾韵而只有鼻音尾韵了。 b.闽

方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白异读现象，闽南方言特别突

出，几乎文、白两读各成系统。 c.闽方言不少地区（尤其是

闽南方言）有丰富的鼻化韵。 d.闽方言不少地区没有撮口呼

韵母。如闽南方言中的厦门、潮州、台北等地都没有y-韵。

e.闽方言中部分地区存在着"双韵尾"的现象，主要表现在闽东

、闽北、闽中三个方言区。 ③声调：闽方言各地都有入声调

，声调数目6～8个，以7个为多见。闽南方言的潮州话有八声:

平、上、去、入各分阴、阳.闽北建瓯话、闽中永安话都只有

六声:闽北是平、上不分阴阳，而去、入分阴阳；闽中是平、

上分阴阳而去、入不分阴阳。七个声调的地方遍布闽南方言

的厦门、台北、海南、浙南等地和莆仙方言的莆田、仙游，

以及闽东方言的福州、福安等地。闽方言中还普遍存在着复

杂的音变现象，其中闽南方言、闽中方言有相当整齐的连读

变调规律，闽东方言、莆仙方言在连读时音变涉及声母、韵

母的变化。表以潮州话两字组的连 读变调为例。 词汇方面 闽

方言有一大批属于本方言区常见而其他方言少见的方言词。

这些方言词有两个特点:一是继承古代的语词多，二是单音节

词多。例如 "卵"(蛋)。"目"(眼睛)、"涂"（泥土）、"曝"（晒）



、"拍"（打）等等，都可以从古籍中找到出处,也都是单音节

词。此外,也有一部分闽方言词借自外语。这些外来词大都借

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语，形成了闽方言词汇中的独特色彩，例

如厦门话"雪文"(肥皂)来自sabon，"道郎"(帮助)来自tolong,"洞

葛"（手杖）来自tongkat，"斟"(接吻)来自chium。也有一些来

历不易判明的方言词,例如"扬"(抽打)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