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6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东莞方言研究现状

经了解，东莞方言研究开展得较早，纵向跨度大，最早可

以追溯到清朝初期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姚琼姿、庒初

升，2016）。清朝末期，188 7 年学者莫韶阶、唐芝房校正的

《字汇校正》系统地记录了东莞方言的语音系统（姚琼姿、庒

初升，2016）。1890 年，出身在广州的外国学者,詹姆斯·戴

尔·鲍尔(Ball,J.dyer)发表《TheTung-kwundialect》对东莞

石龙方言的语音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与广东话作比较，继之另

一名外国学者桑德斯，CJ（Saunders,C.J）对东莞石龙方言的

语 音 做 了 补 充 研 究 ， 并 于 1 8 9 7 年 发 表

《TheTungkwundialectofCantonese》，这两份研究成果至今仍

是东莞方言研究的重要文献瑰宝。约30年后，1927年学者陈伯

陶辑录的《东莞县志·方言志》收录了238 东莞方言词条。相

隔 2 0 多年，《东莞方音》（王力、钱淞生，1 9 4 9 ）记录了

东莞方言的语音。相隔约40 年，1987-1990 年学者詹伯慧、张

日升主编的《珠三角方言调查报告》（三卷）对东莞方言语音

和词汇有系统的记载。20世纪90年代对东莞方言的研究相对较

多，有《莞宝片粤语语音特点》（陈晓锦，1 9 9 0 ）、《珠江

三角洲粤语疑母及辅音韵尾的演变趋向》（李敬忠，1990）、《广东

东莞莞城话的“起”》（陈晓锦，1992）、以莞城方言和清溪客家话

为主的《东莞方言说略》（陈晓锦，1993）和以莞城方言为主的《东

莞方言词典》（詹伯慧、陈晓锦，1997）等。21世纪则有关于东莞

常平话的《东莞粤语常平方音说略》（殷柱华，2007），关于东莞

洪梅话的《东莞洪梅方言概述》（刘曦临，2008），《东莞粤语语音

研究》（李立林，2010），《长安方言谈》（李平康，2012），关于东

莞莞城话的《东莞音字典》（李吉劭，2012）和《东莞方言分类词

典》（李吉劭，2013），关于东莞茶山话的《乡愁里的童年—动感

的民俗、方物与方言》（陈贺周，2015）和《莞语探源-东莞方言

语音研究及词语考释》（陈贺周，2015）等。经了解，2014年东莞

市政府制定了《建立东莞方言档案工作实施方案》，但相关研究成

果尚待公开。

不难发现以上研究成果有以下五个特点：1.研究方向以关注

东莞方言的语音为主；2.重点关注东莞中心区语言——莞城话；

3.除莞城、石龙、常平、洪梅外、茶山和长安外，其他镇区方言

研究相对欠缺；4.研究学者不多，近代研究成果都以詹伯慧、陈

晓锦、李立林等学者为主；5.研究进展缓慢，有三段较长的时间

处于研究停滞状态，最近几年也未见很多最新研究成果。

2  东莞人口及语言使用情况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位于珠江三角黄金走廊。东莞

市共有32个镇街，截至2019年末东莞市常住人口846.4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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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251.06万人。户籍人口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9.66%。东

莞市内通行粤方言和客家方言。莞城、东城、南城、厚街、虎门、

大岭山、塘厦、黄江、谢岗、清溪、凤岗等11个镇，除清溪、凤

岗2个镇客家方言占优势外，其他镇绝大部分讲粤语；而樟木头

镇较为特殊，为纯客家方言镇；东莞其他20个镇街为纯粤方言镇

街（姚琼姿、庒初升，2016）。尽管31个镇街都有用粤语，但实

际上每个镇街都有属于自己的口音与独特用词。

麻涌镇位于东莞市的西北部，毗邻广州开发区。麻涌镇历史

源远流长，立村于宋。麻涌镇原属广州所管辖，后来划归东莞县

管辖。由于先人爱梅，初名为“古梅乡”，现多被称为“古梅镇”，

镇中心区的小学及初中以“古梅”来命名，分别为“古梅中心小

学”和“古梅一中”。由于古梅乡里有着密麻麻的河涌，又命名为

“麻涌”。麻涌镇是著名作家陈残云先生创作的脍炙人口小说《香

飘四季》的原创地。可见，麻涌镇有着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麻

涌镇常住人口20万人，其中户籍人口8.4万，户籍人口占常住人

口的42%。语言为纯粤语方言，因为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麻涌

方言可以说是东莞方言和广州话的混合体。

近十来年，麻涌方言面对着严峻的考验，正在日渐消亡，原

因有以下几点：外来人口远超户籍人口，为方便沟通，一般用普

通话交流；幼儿教育普遍用普通话和英语，很多父母都用普通话

跟孩子沟通，甚至为了孩子恶补英语，因形势所迫家里老人也使

出蹩脚普通话来了；外出求学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

多，日常交流用广州话或者普通话为主；不在本镇工作的本地人，

以说广州话或普通话为主。在了解到麻涌方言并没有得以系统性

的记载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麻涌人，希望尽自己所能记录一

些富有麻涌特色的方言俚语。本文主要展示麻涌方言的一些形容

词，笔者将解释其词义，并给予例句分析。

3  麻涌方言形容词汇展示

展示的一些说明：关于用字问题，笔者尽量用麻涌方言本

字，如没有本字的话则采用近音字，如是近音字，在字后标记（近

音）；符号~，例子里用~替代本条目，无论本条目有几个字，都

只用一个替代符号；例子之间用符号|隔开。

(1)泥就（近音）:脏。用“泥”字是没有异议的，泥就是指泥

巴，泥巴会把东西弄脏。但是当思考“就”字的时候，笔者认为

用“袖”字更为合适，意思就是泥巴把衣袖弄脏。因为直到20世

纪80年代前，麻涌镇以农业为经济经济支柱，几乎每家每户都配

有农田，人民每天都会定时到农田里打理农作物，泥巴弄脏衣服

袖子的现象时常出现。但是麻涌年轻人一般用“泥就”作为网络

语的情况比较多。如：

普通话：你的衣服很脏。|别趴在地上，地上很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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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涌话：你件衫好 ~ 。| 唔冇趴系地下，地下好 ~ 噶。

(2 )颈血：口渴。喉咙跟颈部相连，用“颈”表示”喉。

“血”代表渴大概是渴到喉咙快要出血的意思，这有待考证。如：

普通话：我很口渴，我需要一瓶水。

麻涌话：我好 ~ ，我需要一瓶水。

( 3 ) 屹（近音）：热，一般是指天气热或者人感觉到

热。如：

普通话：这天气够热了。| 你觉得热吗？

麻涌话：哩D 天候够晒~。| 你觉唔觉得~？

( 4 ) 打赤吶（近音）：不穿衣服。“打”在这里表示为某

一种行为，如“打工”。“赤”就是光着、露着身体的意思。

在小说《水浒传》中便已出现过“打着赤膊”。麻涌方言亦

有“打赤脚”，形容不穿鞋子。如：

普通话：你怎么不穿衣服？

麻涌话：你做咩 ~？

( 5 ) 打露髀：不穿裤子。“髀”是指大腿。看完上一条

“打赤吶（近音）”或许大家会有疑问为什么用“打赤髀”来

表示不穿裤子，笔者如实地告知大家，麻涌方言没有“打赤

髀”的说法。如：

普通话：我小时候经常不穿裤子满街跑。

麻涌话：我细个果阵，成日 ~ 通街走。

( 6 ) 伶懈（近音）：聪明。如：

普通话：真聪明！|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麻涌话：真~！| 哩个细蚊仔真~！

( 7 ) 鸠（近音）得：可爱、有趣、得意。这里的“得

意”等同于广州话“得意”的意思之一，表示可爱、有趣的

意思，但不含其“满意”的意思。麻涌镇毗邻广州，“鸠（近

音）得”的“得”或许是沿用广州话“得意”的“得”。

如 ：

普通话：这只小狗好可爱呀！

麻涌话：呢只狗仔好~ 啊！

(8)臭哼开、香哼开：意思分别是臭烘烘和香喷喷。“开”

是麻涌方言的一个典型助词，表状态，“吃饱了”用麻涌方言

表示为“吃饱开”。如：

普通话：蛋糕出炉啦，香喷喷的。| 这厕所够臭的。

麻涌话：蛋糕出炉啦，香哼开。| 哩个厕所臭哼开。

( 9 ) 死囵（近音）：愚蠢、不够聪明。如：

普通话：A：哎呀，超级堵车的，3 公里的路开车走了30

分钟。

B：为什么你那么蠢，怎么就没想到踩自行车去呢？

麻涌话：A ：哎呀，超级堵车啊，3 公里噶路，开车开

左 30 分钟。

B：点解你甘 ~，做咩无谂到踩单车去呢？

普通话：你好蠢呀，你应该等到双11再买呀，会划算很多。

麻涌话：你甘~噶，你应该等到双11再买啊，会便好多。

( 1 0 ) 埋：完、光，表示事情完成或东西没了。如：

普通话：吃光了。| 喝完了。| 做完了。

麻涌方言：吃 ~ 了。| 饮 ~ 了。| 做 ~ 了。

( 1 1 ) 新净：新而干净。如：

普通话：这衣服都穿了三年了，看起来还很新。

麻涌话：哩件衫都着左三年啦，睇起身仲（近音）好 ~。

( 1 2 ) 屎肚大：怀孕。“屎肚”表示肚子，可以形象地理

解为屎是在肚子里。如：

普通话：她怀孕了，不方便做剧烈运动。

麻涌话：距 ~ ，唔方便做剧烈运动。

( 1 3 ) 难顶：某事（人）让人难以忍受、难受。

普通话：这气味很刺激，让人难以忍受。| 她的脾气很差，

让人无法忍受。| 我感冒了，很难受。

麻涌话：哩阵味好刺激，好 ~ 。| 距脾气好差，好 ~ 。|

我感冒，好 ~ 。

(14)唔掂：不行，一般指不能胜任某事情。“掂”在《康

熙字典》中，解释为手掂也。按《集韵》：以手称物曰敁挅，即现

代汉语中的“掂掇”。在此引申为有能力胜任某事情。如：

普通话：你看起来很吃力，你到底行不行啊？|我不行啦，你

来帮忙吧。

麻涌话：你睇落好辛苦，你到底掂 ~? | 我 ~ 啦，你来帮

帮手。

(15)千（近音）头：先、前面，可以充当形容词和副词。

发音近乎于“先”和“前”的广州音之间，而含义囊括两者，

表顺序。如：

普通话：好吃的菜应该先上。| 这还得等多久呀，前面还

有那么多人。

麻涌话：好吃噶菜应该上 ~。| 仲（近音）要等几久哦，

~ 仲（近音）有咁多人。

4  结语

本文只是例举了麻涌方言的部分形容词汇，还有其他词汇、

语法以及每条村的语音差异也是非常值得研究。在此笔者衷心希

望富有特色的地方方言可以得以流传与记载，同时笔者将会不断

提升语言学的专业知识水平，争取为记录家乡方言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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