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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描写了广东省河源市埔前镇泥金村闽南语的音系，研究了泥金闽南语的语音特点，包括

声母、韵母、声调特点及变调情况（两字组），论文还分析了作为方言岛的泥金闽南话与周边客家话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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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describes the phonology of Hokkien in Nijin Village, Puqian Town, Hey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tudies th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Nijin Hokkien, including initials, vowels, t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ne sandhi (two-character group). It als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ijin Hokkien 

dialect as a dialect island and surrounding Hakka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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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通常认为河源为纯客区，但

在河源源城区的埔前镇、源南镇，紫金

县的古竹镇，有少量人口使用闽南话。

源城区源南镇的风光村、白田村，埔前

镇的泥金村和紫金县古竹镇的潮沙村、

水东村是零星分布在河源市内的闽南语

方言岛。这五个村村民以姓黄、许、郭、

金、蔡等居多，据族谱记载他们祖先大

约在400年前由福建漳州迁徙而来，村民

至今能说流利的闽南语。 

埔前镇泥金村位于河源市南端，东

邻紫金县临江镇，南接惠州市博罗县石

坝镇，西连桂山，北靠河源市区，总面

积162平方公里，下辖16个村委会和1个

居委会，常住人口4.7万人，流动人口5.3

万人。本文描写的是河源市埔前镇泥金

村闽南语，泥金村位于东江河畔，土地

肥沃，果树成林，人口有2900多人，共

有4个自然村，分别是坝心、上围、天湖、

茶湖，其中约九成村民姓黄。根据1995

年修编的《泥金黄氏族谱》记载，泥金

黄氏祖先生从福建省漳州龙溪县南州外

30公里一个叫“金竹坪”的地方迁居至

河源泥金村，距今已有四百年。如今，

大部分村民外出打拼，移居到城镇，泥

金村人口渐少，目前常住村民只有1500

人左右。不管是这些仍居住在村里的泥

金人，还是外出工作生活的泥金人，都

仍然说着他们祖先保留下来的闽南话。

泥金村周围的村落都是讲客家话的，因

此泥金村成为了一个方言孤岛。外出的

泥金人由于经商和工作的需要，他们学

会了说河源客家话、粤语和普通话，但

是回到家里还是用闽南语和家人、亲戚

交流。 

经过笔者对泥金村闽南话的记录、

整理和研究，发现如今泥金闽南话由于

自身的历史演变，再加上受到周边客家

方言的影响，与漳州闽南话已有较大的

差别。 

1 泥金村闽南话的声韵调系统 

1.1声母  

泥金村闽南话有二十个声母，包括

零声母在内。 

p坝爬飞饭 p'波派奉浮 b 梦磨面

每 m麻问棉猫 f非怀帆防 v祸歪母买 t

多茶提台  t'桃导赚窗 n 南儿语严 l

拉六粘内  ts左济扯蛇才  ts'柴妻始

台 s三烧肖臣 dz于尿润永 k告茄棵句

糊  k'脚夸穷去毁购 ŋ鹅岩我牛五傲 h

河鱼霞妃 ʔ 饿衣鸦野要顽  ø阿唯亚锐

黄爱日字逆   

1.2韵母  

泥金村闽南话有七十二个韵母（包

括声化韵m）。 

a阿亚早者系饱衫 

o所做毛矛摩魔无 

ɛ梳夜骂鞋买计螺 

i鼻书女箸眉扯味  

u厝夫士事薯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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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泥金村闽南话有八个声调

调类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调值 55 13 51 33 212 33 31 12

例字 歌沙虾 罗河婆 左我锁 瓦五语 袋菜介 大坐下 只鸭接 刺纳杂

ai爱荔哀婿西界 

au到跑喉头拘描 

ue该火瓜飞碍岁 

ou摹路谋雨贸楚 

iu酒扰丘丑釉柔 

ui肥糜推废肺  

ia蚁车爷射艾瓦 

io尿叶桥茄膘对 

ioi锐 

iau表猫数绕谬 

ua我华带娶磨蛇外 

uai关梗茎径 

ã监敢泛打轭 

ɔ̃分两羹好毛冒 

ɛ蛮̃病耕哽更  

ĩ方变天丸圆荒凝 

iũ纽扭 

uĩ酸园专门光黄 

iã件兄擎行腈 

iɔ̃娘羊唱贡兄烘  

uã线扇横欢官般 

am崖揞减贪南篮 

iam蘸嫌咸欠厌艳 

im浸深琴心金忍 

m唔 

an帆闲赚千辨衡 

en恳垦 

ian便电选弘肯 

uan焕凡矾烦繁 

in眠民根蝇胜面      

uon罕岸干 

un本文纹云润 

iun永泳咏 

aŋ网宏捻人雄瓶 

iaŋ凉厂亨烹仗霜零 

ɔŋ从忙皇讲聋公风 

iɔŋ尝总浓勇用 

ieŋ称登凭平种舂 

iŋ穿朋明樱还琼 

ŋ̍钢肮汤床杠糠uŋ帮懂扛冯汞 

ap杂压盒合恰十 

at达别辖国结克 

ak角阁缚壳鈪墨六 

ɔt夺刷说撮 

ɔk木博福托各拍 

ip习汁入级急级 

it七蜜一日橘极 

ik液识惜易译翼 

iap涉协胁挟劫 

iɛt杰穴越乙色洁 

iak逆历擗弱快剧 

iɔk 玉约却辱若 

ut不骨佛出核勿 

uk淑粟嘱 

uat法发没伐罚 

aʔ刺括押鸭蛤甲 

ɔʔ讣敷莫摸暮酷 

ɛʔ革蹩客八白撇雪 

oʔ落桌学敷薄索 

uʔ捋 

iʔ裂蚀羽折蛰 

iaʔ碱夹页勺壁屐 

ioʔ席石药略拔炙尺 

iuʔ郁 

uaʔ辣末喝阔钵活 

ueʔ月血乞袜掘 

1.3声调 

2 泥金村闽南话的语音特点 

2.1声母特点 

泥金村的闽南话声母有20个，漳州

闽南话有18个声母，泥金闽南话的声母

与漳州闽南话的相比，多了唇齿清擦音

[f-]、喉塞音[ʔ-]和唇齿浊擦音[v-]这3

个声母，少了舌根浊塞音[g-]这1个声

母。 

2.1.1泥金村闽南话中的古全浊声

母并奉定从澄群字多读为不送气清音声

母，如“步[pɔ33]、排[pai13]、赔

[pue13]、盘[puã13]、朋[piŋ13]、房

[paŋ13]、电[tian33]、弹（~琴）[tua33]、

柱[tsu212]”。 

2.1.2古照组声母字与古精组字在

泥金村闽南话中混读，一般读作声母ts，

ts’和s，例如章母字“主[tsu51]、州

[tsiu33]、针[tsiam55]”，昌母字“处

[ts'y13]、齿[ts'i51]、出[ts'ut31]”，

生母字“[沙sua55]、师[sai55]、生

[sɛ5̃5]” ；精母字“左 [tso51] 、租

[tsɔ33]、早[tsa51]”，清目字“且

[ts'ɛ51]、妻[ts'ɛ33]、七[ts'it31]”，

心母字“写[sia51]、洗[sɛ51]、四

[si121]”。 

2.1.3泥金村闽南话有唇齿音声母

[f]，古非敷奉三母字在一般闽南语中口

语中一部分读为[p-]、读书音则为[h-]，

即“轻唇归重唇”。而在泥金村，非敷奉

母字一部分读p-、p'-、h-，如“飞

[pue33]、冯[p'uŋ13]、伏[p'ɔk31]、复

[hɔk12]、逢[p'uŋ13]、房[paŋ13]”。还

有一部分读[f-]，如“非[fi33]，否

[fɛ51]，芳[fɔŋ55]，帆[fan13]，防

[faŋ13]”等等。 

2.1.4泥金村闽南话没有舌尖后声

母[tʂ-][tʂ'-][ʂ-]，古知彻澄母字大

部分文读为[ts-]、[ts'-]，白读为

[t-]、[t'-]。多将中古的知组读为端

组。例如“茶”读[tɛ13]，“陈”读 

[tan13]，保留“古无舌上音”、“舌上

归舌头”的特点。 

2.1.5漳州话大多数明母、微母字今

读作双唇浊塞音声母[b]，而在泥金村闽

南话中则读成[b、m、v]等几个声母。例

如“母[vou51]、每[bue33]、梅[bue13]、

舞[vɔ31]、眉[vi13]、马[mɛ51]、妹

[mue33]”等等。 

2.1.6泥金村闽南话仍保留舌尖浊

塞擦声母[dz]，但只有个别字。如泥母

的 “ 尿 [dzio33]” 、 日 母 的 “ 润

[dzun33]”。泥金村闽南话中的日母如

今大多念零声母和鼻音声母[n-]，零声

母的如“二[i33]、如[y13]、入[ip31]”

等等，零声母音节前有轻微摩擦，接近

于舌面硬颚半元音[j-]；声母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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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声调特点

泥金 阴平 55 阳平 13 阴上 51 阳上 33 阴去 212 阳去 33 阴入 31 阳入 12

漳州 阴平 44 阳平 12 阴上 53 阴去 21 阳去 22 阴入 32 阳入214

例字 歌沙贪 罗河鱼 左我锁 瓦五语 袋菜介 大坐下 只鸭接 刺纳杂

的 如 “ 任 [nin33] 、 染 [ni ̃51] 、 软

[nui ̃51]”等等。 

2.1.7跟福建闽南话比较，泥金闽南

话没有舌根浊塞音声母[g]。福建闽南话

中的疑母声母大多读“[g-]”，例如“岳

伪愿崖岩严业元银遇义宜逆”等；但泥

金村闽南话则大多读作“[ŋ-]、[n-]、 

[ʔ-]或者零声母”。如“吴[ŋɔ13]、岳

[ŋɔk12]、危[ŋui13]、元[ʔuan13]、宜

[ʔi13]、严[niam13]、熬[au13]、外

[ua33]、牙[iɛ13]”。 

2.1.8泥金闽南话有喉塞音声母

[ʔ]。部分云、以、疑、匣、影母字今读

作喉塞音声母[ʔ]，如“余[ʔi13]、鞋

[ʔɛ13]、矮[ʔɛ51]、姨[ʔi13]、医[ʔi33]、

畏[ʔui33]、下[ʔɛ33]、闲[ʔan13]、矮

[ʔɛ51] 、 意 [ʔi33] 、 衣 [ʔi55] 、 幼

[ʔiu51]、音[ʔim33]”等等。 

2.1.9泥金闽南话有唇齿音声母

[v]，这类字不多，只有少数几个，而且

大多是福建漳州话中声母为[b]的字，

如：匣母“祸[vo33]”，影母“[窝vo33]、

握[vɔk31] 、湾[van55] 、汪[vɔŋ55]”，

以母“维[vui13]”，云母“谓[vui33]、

往[vɔŋ51]”，晓母“歪[vai33]”，微母

“物[vut31]”。这些字声母之所以念

[v]，主要是受周边客家话影响，在一般

闽南语中是没有唇齿音声母[v]的。 

2.1.10古匣母字在闽语今多读k-和

零声母，而在泥金闽南话中的古匣母一

般读零声母、喉塞音声母[ʔ-]、舌根声

母[k-]和[h-]，如“后[au33]、学[oʔ31]、

完[ʔuan13]、鞋[ʔɛ13]、下[ʔɛ33]、糊

[kɔ13]、谐[kai212]、厚[kau33]、寒

[kua13]、县[kuan33]、核[hut12]、协

[hiap31]”等等。 

2.1.11一部分云母（喻三）字在闽

语今读h-，而在泥金闽南话中的云母（喻

三）字白读为喉塞音声母[ʔ-]、舌根送

气擦音声母[h-]和零声母，保留“喻三

归匣”，如“王[ʔɔŋ13]、云[hun13]、园

[huĩ13]、远[hui ̃33]、雨[hɔ33]、位

[ʔui33]、芋[ɔ33]、有[u33]、荣[iŋ13]、

雄[aŋ13]”等等。 

2.2韵母特点 

泥金村的闽南话韵母有72个，其中

舒声韵46个，促声韵26个。漳州闽南话

有85个韵母，泥金村闽南话的韵母与漳

州闽南话的相比，少了13个。泥金村闽

南语没有漳州话中的“ɔ、e、uãi、om、

uang、op、eʔ、mʔ、iauʔ、auʔ、ŋʔ、ãʔ、 

ɔ̃ʔ、ɛʔ̃、ĩʔ、iaʔ̃、ãuʔ、 iãuʔ”这些韵母，

受周边客家话影响，泥金村闽南语中多

了“ou、ioi、en 、uon”这4个韵母。 

2.2.1鼻音韵尾有三套：-m、-n、ng；

塞音韵尾有四套：-p、-t、-k和-ʔ。咸、

深两摄为-m和-p。  

2.2.2泥金村闽南话有入声韵[-p]、

[-t]、[-k]和喉塞音韵尾[ʔ]，喉塞音韵

尾[ʔ]的出现说明了入声韵尾弱化的趋

势。泥金村闽南话中的喉塞音韵尾[ʔ]

比漳州话中的数量要少很多，漳州话中

“mʔ、iauʔ、auʔ、ŋʔ、ãʔ、ɔ̃ʔ、ɛʔ̃、ĩʔ、

iãʔ、ãuʔ、iãuʔ”这些含喉塞音韵尾的韵

母泥金村闽南话都没有。 

2.2.3泥金村闽南话少数“鱼虞”两

韵字如“储[ts'i13]、儒[i13]、如[i13]、

裕[i51]”等字发音时韵母接近圆唇。 

2.2.4泥金村闽南话ŋ̍韵可以与多组

声母相拼，如“当[tŋ̍55]、汤[t'ŋ̍33]、

仓[ts'ŋ̍33]、桑[sŋ̍33]、缸[kŋ̍55]、装

[tsŋ̍55]、床[ts'ŋ̍13]”等等。 

2.2.5果 一歌韵，漳州话端系读

[o、a、ua、e]，见系读[o、a、ua、ai、

ɔ̃]；泥金闽南话果 一歌韵端系读[o、a、

ua、ɛ]，见系读[o、ua、ia]，例如“拖

[t’ua55]”、“歌[kua55]”、“我[ŋua51]”

等等。 

2.2.6果合一戈韵，漳州话帮系读

[o、ɔ̃、ua、ue]，端系读[o、ua、e]，

精系读[o、e、ui]，见系读[o、ue、e]；

泥金话果合一戈韵帮系读[o、ɛ、ua、ue]，

端系读[o、ɛ]，精系读[o、ɛ]，见系读

[o、ue]，例如“波[po55]”、“跛[pɛ55]”、

“ 磨 [ua13]” 、“ 坐 [tsɛ33]” 、“ 过

[kue212]”等等。果摄歌戈两韵泥金话大

部分读[o]韵，并且这两摄的白读音都有

朝着[ɛ]韵转变的趋势。 

2.2.7泥金闽南话假摄各韵母鱼漳

州话的假摄各韵母一样，大部分读[a、ɛ、

ia、ua]， 合口跟二三等的分界很清晰，

例如：“巴[pa55]”、“马[mɛ51]”、“些

[sia55]”、“华[hua13]”等等。 

2.2.8遇摄模韵漳州今文读[ɔ、ɔ̃、o、

ɔŋ、u]，泥金闽南话中遇摄模韵今大多

读成[ou、o、ɔŋ、u]，跟流摄侯韵的文

读音混成一韵。例如“步[pou33]”、“赌

[tu51]”、“墓[vɔŋ33]”、“做[tso212]”

等等。 

2.2.9蟹摄 口一等口台跟二等皆

佳韵，泥金闽南话均读为[ai]，这与漳

州话相同。 

2.2.10止摄 口三等支脂之三韵，

泥金闽南话大部分读作[i]韵，这与漳州

话相同。 

2.2.11效 一豪韵，泥金闽南话多

读为[au、o、ɔ̃]，例如“草[ts'au51]、

道[tau33]、刀[to55]、保[po31]、毛

[mɔ̃13]”；效摄 口三等宵、四等萧，泥

金闽南话多读为[iau]和[io]，例如“表

[piau51]、秒[miau51]、票[p'io212]、

庙[mio33]”等等。 

2.2.12流摄一等侯韵，泥金闽南话

多读为[ou、au]，例如“亩[mou51]、母

[vou51]、偷[t'au55]、楼[lau13]、后

[au33]”等等。三等尤韵，泥金闽南话多

读为[iu、au]，例如“就[tsiu212]、丑

[ts'iu51]、州[tsiu33]、臭[ts'au13]、

九[kau51]”；四等幽韵也大多读为[iu]，

如“幼[ʔiu51]、幽[ʔiu33]”等等。 

2.2.13 山 二黠韵,漳州话读[at、

uaʔ、eʔ],泥金话读[at、ɛʔ]，例如“察

[ts'at31]、八[pɛʔ31]”等等；山合二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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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泥金闽南话读[uat、ut、ueʔ]，例

如“挖[ueʔ31]、滑[kut13]、猾[huat12]”

等等，与漳州话相同。 

2.2.14山合二辖韵,漳州话读[uat、

uaʔ],泥金话读[uaʔ、ɔt]，例如“刷

[sɔt31]、辖[hat12]、刮[kuaʔ31]”等等。 

2.2.15泥金闽南话中的鼻化韵ã、ɔ̃、

ɛ、̃ẽ、ĩ、iũ、uĩ、iã、iɔ̃、uã、ŋ̍十一

个，比漳州话中的鼻化韵数目少10个，

在我们调查中，没有鼻化塞尾韵。其

中从阳声韵演变而来的鼻化韵占多

数，它们是由阳声韵母的鼻音弱化而

成的，如“山、先、杨、声、象、间、

担”等等。从阴声韵演变而来的占少

数，从阴声韵演变而来的大部分是受

鼻音声母的影响。 

2.3声调特点 

泥金闽南话中有八个调类，平上去

入各分阴阳，大体上保持了汉语四声的

格局，并且按照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阳，

如表2所示。 

2.4两字组连读变调 

泥金闽南话两字组如发生连读变

调，往往后字不变，前字变。各调类连

读变调情况如下： 

① 阴平前字，后面无论接哪一调类

的字，均由55变读33，如： 

飞机：pue55-33  ki55；  东南：

taŋ55-33 nam13；   身体：sin55-33 

t'ɛ51； 

公社：kɔŋ55-33 sia212；  车站：

ts'ia55-33 ʦam33；  初一：ʦ' ɛ 55-33 

it31； 

风俗：hɔŋ55-33 ʦ'ɔk12； 

②阳平前字，后面无论接哪一调类

的字，均由13变读为低平调22，如： 

磨刀：bua13-22 tɔ55；皮鞋：

p'ue13-22 ɛ 13；甜酒：ti13-22 ʦiu51； 

城市：sia1̃3-22 si212；农具：

iɔŋ13-22 ki33；黄色：uĩ13-22 siɛt31； 

来历：lai13-22 lip12； 

③阴上前字，后面无论接哪一调类

的字，变读为中平33，如： 

打针：p'a51-33 ʦiam55； 

火车：hue51-33 ʦ'ia55； 

点名：tiam51-33 miã13； 

草鞋：ts'au51-33 ɛ13； 

厂长：ts'iaŋ51-33 tio51； 

够肚：kau51-33 tou33； 

比赛：pi51-33 sai212； 

考虑：kʰu51-33 li33； 

本质：pun51-33 ʦit31； 

解毒：kɛ51-33 tɔk12； 

④阴去前字，后面无论接哪一调类

的字，前字由212则由变读为低平调22，

如： 

士兵：su212-22  piŋ55； 

坐车：tsɛ212-22 ʦ'ia55； 

坐船：tsɛ212-22 ʦun13； 

带领：ʦ'ua212-22  liã51； 

见面：kĩ212-22 bin33； 

正式：tsiã212-22 sit31； 

半尺：puã212-22 ts'ioʔ31； 

大雨：tua212-22 hɔ33； 

顺便：sun212-22 pian33； 

表3 泥金闽南话与漳州话词语比较

词汇 泥金闽南话 漳州话

春节 过年koi121 ni 13 新正sin11 iã44

除夕 □□tu33 ku33 廿九冥li21kau24be 13

上午 昼tsiu33 tau13 顶晡tiŋ24pɔ44

农历 老历lau33 liak31 古历kɔ53lik12

肥皂 番枧huan55 kan51 雪文sat21bun23

毛巾 手巾ts'iu33 kin33 面布bin21 pɔ21

抽屉 拖厢t'ua33 si 55 a51 屉仔t'ua53a53

镰刀 □□ts'au33 ke51 镰勒仔l i 22lik31a53

公猫 猫公miãu33 ka 55 猫公 liãu22ka 44

母猫 猫母miãu33 bo51 猫母gliãu33 bo53

蚕 蚕ts'am13 娘仔li 22a53

蜜蜂 蜜仔bit12 a51 蜂p'aŋ44

八哥 鹩哥仔liau51 ko55 a51 加令仔ka21liŋ21a53

私生子 野仔 ia51 kiã51 偷生囝t'au44s 22kiã53

妯娌 妯娌sɔk31 li51 同姒taŋ22sai22

馄饨 馄饨hun13 t'un55 扁食pian24sit12

油条 头条ʔiu13 tiau13 油炸餜iu22tsia21kue53

后来 后来au33 voi51 过身kue53sin44

吮吸 □kam13 嗍soʔ32
 

⑤阳去前字，后面无论接哪一调类

的字，前字由33变读为低平调11，如： 

地球：tɛ33-11 kiu13；  卖鱼：

vɛ33-11 hi13；  卖酒：vɛ33-11 ʦiu51； 

字迹：i33-11 ʦiaʔ31；  事实：

su33-11 sit12； 自动：ʦu33-11 tɔŋ33； 

饭店：pui33-11 tiam212； 

⑥阴入在前，后面是阴平、阳平、

阴上、阴入时，前字由31变读为33，如： 

八仙：pɛʔ31-33 sian55； 

发球：huat31-33 kiu13； 

答题：taʔ31 tɛ13； 

发展：huat31-33 ʦian51；八百：

pɛʔ31-33 pɛʔ31； 

发育：huat31-33 iɔk31； 

⑦阳入在前，后面是阴平、阳平、

阴上、阴去、阴入、阳入时，前字由12

变读为低平11，如： 

盒装：haʔ12-11 ʦuŋ55； 

合同：haʔ12 taŋ13； 

绿色：lɔk12-11 siɛt31；    

合格：haʔ12-11 kɛʔ31； 

实习：sit12-11 ʦ'it12； 

杂技：tsap12-11 k'i33； 

3 泥金闽南话与周边客家话词

汇关系 

与漳州话相比较，泥金村闽南话词

汇中很多基本词汇没有太大的变化，例

如“太阳、月亮、云、水、雨、下雨、

石头、山顶、火、人、一、二、三、好、

坏、笑、走、天、地、树”等等。但是

毕竟历经四百年演变，很多一般词汇已

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说法与漳州话相去

甚远，如表3所示。 

作为当地的一个方言岛，泥金村闽

南语受到周边客家话和粤语影响甚大，

主要表现在一些事物的说法接近周边客

家话或者是粤语，比如下列词语： 

溪：沥liak12； 

铁锈：生鐪sɛ5̃5 lou55； 

垃圾：邋灑lap31 sap31； 

压岁钱：利是li33 si33； 

傍晚：差不多暗ts'a33 m31 to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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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212； 

经常：tuŋ33 jit31 

农历：老历lau33 liak31； 

公历：新历sin55 liak31 

簸箕：粪箕pun55 ki55； 

玉米：包粟pau33 sɛ ʔ 31； 

生菜：荬mak31 a51； 

辣椒：尖椒kiam212 tsio33； 

柿子：柿ts'ɛ212 a51； 

番石榴：拔paʔ12 a51； 

荔枝：荔果lai212 ko13； 

鸡罩：鸡枕kɛ55 tsam51； 

抽屉：拖厢t'ua33 siɔ̃55 a51 

奶：奶水niŋ55 tsui33   

喜鹊：阿鹊a33 siak31 a51；  

娘家：妹家moi33 ke55 

水蛭：湖蜞ho33 k'i13； 

螃蟹：老蟹lau33 hai51； 

厨房：灶下ʦau33 hɛ55； 

煮水煲：锑煲tɛ55 pau55 

妓女：老举lau13 ki51； 

曾祖父：公白kɔŋ55 pak31； 

曾祖母：阿白a55 p'ak31； 

娘家：妹家mue33 kɛ55； 

儿媳妇：新妇sin55 bu55； 

曾孙：息siɛt31 

嫌弃：孬nau55 

身体污垢：muan33 

肿块：痡p'ɔʔ12 

发抖：口口nioŋ33 tsun33 

围嘴：口水搭k'au33 tsui33 tap31 

耳朵：耳口i51 kit31 

讲故事：讲古kɔŋ33 kou13 a51 

吻：斟嘴tsim55 ts'ui33 

不会：唔晓m13 hiau51 

不：唔m13； 

吝啬：孤寒ko55 huan13； 

干净：伶俐liaŋ55 li212； 

热闹：好旺ho33 ɔŋ33； 

打饱嗝：口口 it31 tut12 

妯娌：妯娌sɔk31 l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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