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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高语是通行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一种非汉语语言，因其操用者主要集中在临高县而得名。
《临高语话语材料集》所收集的语言材料只限于临高县境内，流行范围也主要在临高县境内。
书首的“临高语概况”部分简要介绍临高县境内的临高土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主要特点，
并配以例解，语音以城厢的波莲音系为标准。
所收语料以民间故事为主，流传范围都比较广，其中有一部分几乎妇孺皆知，有的还在流传过程中被
浓缩为成语典故而进入日常口语当中。
所收谚语格言绝大多数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形式活泼，内容健康，至今仍活跃于乡下百姓的日常口
语之中，每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经典话语。
临高县旧有哭嫁风俗，新中国建立初期仍很流行，哭词因人、因家境而异，《临高语话语材料集》所
录为不同地方、不同家境的两个80多岁老妇人的哭词，笔者只是稍加编辑，组合而成。
《妚燕哭夫词》自清光绪年间口耳相传，流传至今，民间称之为“360句哭词”，富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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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况临高话概况一、语音（临高县波莲音系）二、词汇三、语法第二编 民间故事高山神仙人洞
金顺婆探花张岳崧王桐乡告御状刘大霖千里求名师丘公的故事汉公的故事第三编 长篇故事符良生姐妹
设计捉人熊邓世雄怒杀恶霸三人五眼要看清梦驸马调俗王，美里将第四编 谚语格言关于社会、人生的
谚语格言关于认识、实践的谚语格言关于学习、修养的谚语格言关于批评、教育的谚语格言关于集体
、团结的谚语格言关于策略、技巧的谚语格言关于阶级、阶层的谚语格言关于勤劳、俭朴的谚语格言
关于婚姻、家庭的谚语格言关于农业、生产的谚语格言第五编 长篇韵文体话语材料虾燕哭夫词哭嫁词
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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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是通行于海南岛北部的一种语言，通行地段北边临海，南以南渡江为界，西抵松涛水库，东至
南渡江人海口，包括临高全县和澄迈、儋州、海口（含原琼山和海口）的部分乡镇，基本上处于南渡
江西部，《正德琼台志》上称之为“西江黎语”。
临高语内部可以分为临高、澄迈和琼山三种土语，其语言称谓各有不同：临高土语自称临高话，岛内
闽人早期多称之为黎语，现在一般也称之为临高话；其他两种土语岛内闽人称之为黎语，自称为“村
话”。
临高土语包括临高县、儋州市的几个乡镇（一部分）和澄迈县的福山、桥头二镇，儋州地区与临高本
土语音基本一致，解放后稍有变异；澄迈的福山、桥头与临高土语音差别稍远，但基本上能互相通话
。
本文所述为临高县境内的临高话。
　　临高县是“临高人”的主要聚居地，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临高隋朝建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现有人口40多万，除个别乡镇的圩集和村落外全以临高话为母语，整个县包括县城均以临高话为交际
语言。
　　临高县民间流行的文化艺术样式主要有木偶戏、八音、舞狮、民歌和民间故事。
临高木偶戏临高话称为“佛子戏”，是县内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稀有剧种，演出时人偶同台。
暗时乡下每逢节庆日一般都要请来木偶戏团，观者如堵。
木偶戏对群众的影响既大且深，剧中的故事道理、警句名言人们耳熟能详，往往成为长辈教育晚辈的
好材料。
八音是一种亦奏亦舞的艺术形式，因演奏时要使用八种民间乐器而得名。
舞狮一般是节庆时进行，旧时一些较大的村子都有自己的舞狮队，海边渔民至今每年正月初里还有请
舞狮队挨家逐户驱邪的。
民歌以海边渔民的“哩哩美”最为出名，现在青年人已经很少有人会唱。
民间故事比较流行，有些故事如“汉公的故事”等更是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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