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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縣自宋淳化五年(A.D.994)由場升縣後境域大抵無更動，人群作為語言的載體，明初武
平守禦千戶所的建置，引入不同於周圍客語的贛方言群體，透過建城、軍屯得到人群的定

著，從而產生了軍話方言島。	

中山鎮軍話方言群體最早被郭啟熹(1985)所揭露，論述其屬於北方官話為基礎的軍家方言。
林清書(1989)以聲調、詞彙來說明軍家話與贛語必有淵源關係。鍾德彪(1989)以史學的角
度提出軍家方言不是以北方方言為主，而是以贛方言為主，通過幾百年的民族融合，吸收

了其他地方的方言，特別是客家方言的許多營養，逐漸形成建立起來的。軍家話首先由梁

志璋(1990)描寫完整的音系，惜並未論及語言歸屬問題，僅強調軍家話與本地客家話不同。
林清書（2000、2004、2011）論及軍家話的面貌，是明朝贛東北方言和武平客家話長期
磨合的結果。李泉祿（2010）嚴實的調查中山鎮的客方言，提供豐富語料，惜未論及軍
話部分。張學年（2014）透過地理語言學的調查方法，描繪武平縣的方言整體面貌，說
明在武平境內軍話通行區的方言成份及認同意識朝向客家化。	

在過去嚴修鴻(1995:211)的研究當中，指出這個方言群體承繼贛東北南城、弋陽方言，實
則受限於李如龍、張雙慶(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的贛語 17處材料，以此判定軍家
話於詞彙上，相對來說最接近這 17個點中的南城、弋陽，因此即以南城、弋陽做為贛語
基準，武平城關平川鎮做為客家話基準(嚴修鴻，1995:220)，來劃分軍家話中的 1.客贛同
源詞、2.客家話詞、3.贛語詞、4.非客、非贛詞。此種處理方式僅考慮贛語材料取得的方
便性，忽視了贛語乃至武平客家話內部的諸多差異；何況軍家主要來源為撫州府，尤其是

金溪縣，獨佔三分之一強，而無南城、弋陽移民。	

由王增能(1987)揭示軍籍姓氏有三十五個，其中江西省金溪縣占了十二個。我們透過《金
溪縣志》(2007)梳理出這十二個姓氏中的六個姓氏原居地，透過田野調查所獲得的語料，
進行現居地武平和原鄉金溪移民來源的村落及家族的精確對比分析，試圖說明武平軍話的

變與不變。所選七個方言點為金溪縣對橋鎮圳上洪家、對橋鎮舒家、左坊鎮車家、滸灣鎮

車家、琉璃鄉雙塘艾家、秀谷鎮東門蔡家（中山鎮丘錦郎家族來自金溪縣東門，蔡家為東

門聚居大族）、左坊鎮許家。武平縣軍話我們採集中山鎮老城村洪家、新城村艾家、城中

村舒家、陳家，城廂鎮長居村徐家 5個點。	

每個地點做 174個條目，包含音韻及詞彙二方面。武平、金溪詢問項目都一樣，以消除
變數。這些條目是在閱讀相關方言材料後篩選出來的。音韻上包含：1.來母逢細音塞音化
讀 t-，2.章組合口唇齒化讀 f-，3.見組逢細音顎化，4.通攝讀展唇韻母，5.知章組讀如端組，
此點為贛東北鷹弋片特色。6.韻母-aià-aà-oà-u鏈動。以上主要是想觀察兩地音系承繼
關係。詞彙上包含：1.親屬稱謂詞，2.林清書(2011)所摘選軍話中的特色詞語 48條。依據
前人研究中的音韻及詞彙特色，試圖分析和比較武平中山鎮、金溪縣各鄉鎮語料，確認軍

家話的存古、取代與創新何在。所謂取代指的是軍家、客家語言隨著時間推移、人群交往，



產生不對等的變換；亦即軍家話吸收客語成分愈多，而附近客家人至多只能聽懂軍家話而

不會說。	

我們透過實際的語言對比，說明徘徊在贛語、客家話之間的軍話，有著如何的變化與不變，

甚至嚴修鴻(1995)所提 2%非客、非贛的語言成分應如何看待？本文將從現居地武平和原
鄉金溪移民來源的村落及家族的微觀差異，對所謂非客、非贛詞做合理的討論並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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