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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地区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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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属称谓是认识方言和地方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广东茂名地区方言的亲属称谓，有其区域

特征（如有“女甫”“奶”“爹”“翁”等特色词），一致性比较强。总结这一地区方言的亲属称谓特点，对于

认识茂名方言文化，对于了解广东三大方言的接触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分为四部分：

一、茂名地区方言概说；二、亲属称谓的含义及亲属关系的分类方式；三、茂名地区方言亲属称谓的主

要特点；四、亲属称谓反映出的汉语社会关系。

关　键　词：茂名方言；粤；客；闽；亲属称谓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３２－０６

　　“汉语的亲属称谓非常复杂，它不仅仅是语言的

问题，也是文化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无论从哪一个角

度，也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地去研究它，都会得到丰

硕的果实。”［１］３９３要了解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与汉语文

化的关系，最基本的方式是从微观的样本出发，逐点

调查和剖析，积累叠加，才能谈得上宏观的研究。在

此过程中，作为一种过渡，便是对区域的方言（不一定

是纯粹的大方言）进行比较研究，了解彼此之间的接

触关系，从而为全面、系统的汉语方言亲属称谓比较

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文以广东茂名地区的方言作为研究对象，选取

粤、客、闽三种方言关于亲属称谓的主体部分，与广东

的权威方言广州话进行对比研究，归纳其主要特点，

并探讨亲属称谓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本研究可视为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过渡，即中

观研究。

一、茂名地区方言概说

（一）茂名的地理位置及方言情况

广东省语言资源丰富，通行粤、闽、客三大方言，

北部又有粤北土话。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鉴江

中游，东毗阳江，西临湛江，北连云浮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临南海。市区含茂南区和茂港区，下辖电白县、

高州市、信宜市、化州市。境内通行粤、客、闽三大方

言，使用粤语的人口占 ６５％，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占

２０％，使用闽语的人口占１５％，另有官话性质的旧时

正话，通行于电白的电城等镇。

（二）所辖县市的方言概况

１．电白县

电白是茂名市内唯一一个闽方言占强势的县份，

闽方言使用人口占全县人口约６５％，连同下述的“海

话”人口约８０万，分布于沙琅江中下游和南部沿海的

平原地带，电白闽语通称“黎话”，又称“雷话”；另有

一种“海话”亦属闽语系统，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使

用人口３０余万。客家话是电白的第二大方言，又称

“亻?话”或“山话”，分布于北部山区以及霞洞、大衙、

马踏等镇，使用人口３０余万（占全县人口的２３％）。

电白粤语分布于羊角、七迳、沙院、小良（上述四镇现

归茂港区管辖）、博贺、那霍等镇，使用人口约１０余万

（占全县人口的９．２％），另大衙镇的龙记、棉花地等

村使用属四邑片的粤方言。旧时正话是一种较独特

的官话性质的方言，又称“城话”，分布于电城、大衙、

林头、麻岗、马踏等地，使用人口约１万。

２．高州市

境内有粤、客两大方言，使用粤语的有高州镇以

及大坡、深镇、大潮、平山、石龙、分界、长坡、东岸、潭

第３１卷第３期
２０１６年６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１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６



 
 
 
 
 
 
 
 
 
 
 
 
 
 
 
 
 
 
 
 
 
 
 
 
 
 
 
 
 
 
 
 
 
 
 
 
 
 
 
 
 

 

头、大井等２０个镇，使用人口超过１１０万，内部分歧

情况暂不详。高州客家话分布于根子、新垌、云洞、泗

水、谢鸡、马贵等乡镇，使用人口近３０万。

３．信宜市

境内有粤、客两大方言，客家话主要分布在东部

山区，包括茶山、洪冠、钱排、合水、新堡、平塘等地，以

及贵子的大部和砂、旺沙、怀乡、白石、思贺、大成的

小部，总使用人口３０余万。信宜粤语又分三种：以东

镇话为代表的信宜白话，全市超过２／３人口使用这种

方言；通行于径口镇部分乡村的容县白话，使用人口

不足１万；通行于思贺镇的思贺白话，使用人口约数

万。

４．化州市

境内有粤、客两大方言，使用粤语人口约占全市

的２／３，而使用客家话人口则占全市近１／３。又分“大

亻?”（分布在兰山、中垌、合江、平定、文墟等镇）和“细

亻?”（分布在新安、官桥等镇）两种。

化州粤语在本地又有上江话和下江话之分，前者

以市区话为代表，分布区域有市区、丽岗镇以及东山、

良光、笪桥镇的大部，后者以长岐镇的南安墟话为代

表，分布区域有长岐、杨梅、同庆三镇以及东山镇南

部。

二、亲属称谓的含义及亲属关系的分类方式

（一）研究亲属称谓的意义

人只要活在社会中，就必然与其他的社会成员发

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们把这个人称为“称谓原

点”。与称谓原点产生最核心、最亲近关系的便是身

边的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及祖辈。亲属称谓作

为语言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稳固性，但

这种稳固性也要视其他民俗的重要序列而定。换言

之，如果其他民俗的重要性超越了语言民俗，那么，语

言民俗（包括亲属称谓）就可能退居其次，产生一定

的变异。考察亲属称谓如何固化、变异和演化，对于

我们认识特定的语言社团及其文化内涵，具有相当重

要的学术价值。

李如龙曾说过：“亲属称谓是语言中不可缺少的、

十分常用的基本词汇，也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

要纽带。研究亲属称谓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不但

是词汇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了解社会关系和文化传

统的重要依据。”［１］研究汉语亲属称谓的共时系统，如

果不了解方言，不了解所在方言的社会现实，往往不

得其门而入。

（二）相关概念解说

研究亲属称谓，必须先明确“亲属”“称谓”以及

“亲属称谓”的含义。所谓“亲属”，法律上是指人们

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血缘、

婚姻、收养等是构成亲属关系的关键因素。所谓“称

谓”，是指称呼方式，《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称谓”是

“人们由于亲属或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

业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厂长等”。亲属称

谓就是对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称呼方式，它是表

述民间亲属观念和亲属关系的语言符号，也是亲族成

员间交际礼俗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亲属关系的划分

亲属关系的发生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由出生等

血缘关系所致，二是由婚姻关系所致，三是由法律关

系所致。前两者涵盖了亲属关系的绝大部分。据此，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给亲属关系划分类别。通

常来说，可以把亲属关系分为两大类：血亲和姻亲。

血亲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血亲又分为宗亲

和外亲，宗亲是指与自己同姓的亲属，其中又包括直

系宗亲和旁系宗亲。直系宗亲包括曾祖父母、祖父

母、父母、儿女、孙子女等。旁系宗亲包括伯父、叔父、

堂兄弟、堂姐妹、侄子、侄女、侄孙、侄孙女等。外亲是

指与自己虽有血缘关系，但是姓氏不同（其本质则是

母系关系），如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表兄弟、表姐妹、

表外甥（表兄弟姐妹的子女）、外孙等。姻亲指的是

没有血缘关系而有婚姻关系的亲戚，包括自己的配偶

及其父母兄弟姐妹、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父母兄弟

姐妹的配偶、堂兄弟姐妹的配偶、表兄弟姐妹的配偶

等。如下所示：

亲属关系

血亲

宗亲
直系宗亲{
旁系宗亲{

外亲{
姻亲

（四）从各种角度分析汉语亲属称谓

分析汉语的亲属称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

行，大致有以下５种：从语体来分析，有书面语称谓和

口语称谓两大类；从听话对象分析，有面称、叙称之

分；从称呼对象来分析，有自称和他称之别；从修辞角

度分析，有尊称和谦称之分；从心理角度分析，有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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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讳称之分。

三、茂名地区方言亲属称谓的主要特点

粤语通常以广州话为标准方言，那么，与北方方

言和广州话相比，茂名地区诸方言在亲属称谓方面，

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一）亲属称谓与粤、客、闽主流方言一致的地方

１．单音节称谓的存留

粤、客、闽皆属于南方方言，词汇双音节化的速度

慢于普通话，保留了一些单音节的核心称谓词，如

“仔”（儿子）、“女”（女儿）、“孙”（孙子）、“塞”（曾

孙）、“侄”（侄子）、“叔”（叔叔）、“爹”“翁”（丈夫，电

白林头）等。原因在于南方汉语保留更多古汉语的成

分和构词法，这种单音节亲属称谓在电白林头闽语表

现得尤其突出（见表１）。

山西晋语原来归入北方官话，后来分出。“爹”

指父辈（包括“伯父”）见于山西晋语各地（主要是五

台片、上党片），如“爹”指“父亲”，“大爹”（或“老

爹”）指“伯父”。所不同的是，茂名各点的“爹”（说

成“爹”“阿爹”或“大爹”）指“父兄”，词义有所缩小。

２．“阿”是亲属称谓的高频前缀

“阿”作为构成亲属称谓的能产前缀，在南方方

言中几乎涉及所有亲属类别，如“阿爸”“阿妈”“阿

爷”“阿婆”“阿哥”“阿姨”“阿妗”，虽然各地在搭配

和内涵上会有所差异。此外，还有广州话的“家”、茂

名话、信宜话的“老”（老弟）等。

３．讳称使用较为普遍

如将父亲称为“阿叔”（电白羊角粤语有时称“阿

叔／阿哥”），母亲称为“阿婶”，都是方言避讳现象（又

叫“偏称”）在亲属称谓中的反映。这种避讳现象不

独粤、客、闽方言为然，其他南方方言（如赣语）也有

这种情况。讳称的使用大多是基于一种传统的认知

心理，即家庭成员如果太亲，可能相克，不利于后代的

成长，所以要故意将父母称疏远一点。

（二）亲属称谓表示形式的差异

１．同名异实

同名异实现象在不同方言中有所反映，如北京

话、长沙话“姑妈”指的是“已婚的姑姑”，而在广州话

中，“姑妈”则指“父亲的姐姐”。这种亲属称谓同名

异实现象，在广东诸方言内部，亦有所反映。例如，

“阿公”在广州话等中是“外公”的意思，而在茂名白

话和闽、客语中，却是“爷爷”的意思；“阿婆”在广州

话等中是“外婆”的意思，而在茂名白话和闽、客语

中，却是“奶奶”的意思：同一个名称，含义不同。

“爹”在化州粤语内部，还有细微差别，上江话指

“父亲的兄长”，如“大爹”“二爹”“三爹”等，但在下

江话则指“祖父”（即“阿爹”），父兄则称为“伯”。

２．称名差异

茂名白话和电白沙琅客话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亲

属称谓，例如“女甫奶”（姑姑【父之姐】、姨妈【母之

姐】）、“阿郎”（女婿），以“女甫”作为构词语素的还有

化州粤语的“女甫 爹”（姑丈）、“大女甫”（大姐）、“女甫

哥”等，高州粤语也有这个语素，如“杯奶”（姑姑【父

之姐】）、“阿□ｐｕ５５”（姐姐）［２］，不过据翁婷婷、邵慧

君指出：“今天化州的年青一代除了依然称呼‘女甫 爹、

女甫 奶’之外，‘大女甫、女甫 哥’几乎难以寻觅其踪迹

了。”［３］

有些说法可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如茂名（新

坡）和信宜（东镇）的“老弟”（弟弟）、信宜（东镇）的

“老弟”（弟弟）、“老妹”（妹妹）较大可能是借自客家

话（“弟弟”说成“老弟”，“妹妹”说成“老妹”见于客、

赣诸方言），原因在于，粤语多数方言虽然也用“老”

这一前缀，但只用于上辈称谓（老窦、老母）以及姻亲

的夫妻称谓（老公、老婆），直系的同辈宗亲称谓（弟、

妹）并无用“老”来称呼，本土闽语也是如此。

有些说法则可能是古汉语的遗留。如“外甥”与

“外孙”在普通话和广州话中是不同的称名，但在茂

名新坡、电白羊角白话中则一律叫作“外甥”。这是

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主要是区分娘家人和本家人。

你的外祖父母、姨、姨父、舅、舅妈都可以称你为外甥

（“甥”的本义即“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生

也”）。在有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把“外孙”也叫作“外

甥”的，比如温州农村的方言，即某些吴语区。而在

客、赣地区，“外孙”“甥”同称的现象也时而可见（如

宁化、赣县、永新、邵武等）。

３．词缀使用的差异

有些亲属称呼在广州话中不用“阿 －”，但在茂

名诸方言中，“阿 －”前缀的使用却相当普遍。另外，

“老－”这一亲属前缀，在北方方言中也不太多见

（“老爸”是新兴的称谓）。（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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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点“阿”“老”前缀使用情况

普通话 广州话 茂名新坡 高州 信宜东镇 电白羊角 化州合江 电白观珠客 电白沙琅客 电白林头闽

爷爷 阿爷／爷爷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公

奶奶 阿鸃／鸃鸃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妈

外祖父 阿公／公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公

外祖母 婆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ｍａ３３

爸（爸） 老窦／阿爸 老窦 老窦／阿爸 老窦 老窦 老窦 阿爸 阿叔（阿爹／哥／爸） 爸、佬

妈（妈） 老母／阿妈 阿妈 阿妈 阿妈 阿妈 老母／阿妈 阿妈／阿癆阿婶（阿奶／嫂／妈） ｍａｉ３１

丈夫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翁

妻子／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 老婆 妇娘 老婆 姆（叙称）、ｍａｉ３１囝

伯父 阿伯／伯父 阿爹 阿爹 阿爹 阿爹 阿爹 阿爹 阿爹 爹

伯母 伯娘／伯母 阿奶 阿奶 阿奶 阿奶 阿奶 阿奶 阿奶 奶

舅舅 舅父 阿舅 舅爹 舅爹 阿舅 阿舅 阿舅 阿舅 舅

舅妈 妗母 舅婆／舅奶 舅奶 舅奶 舅婆／舅奶 阿妗 舅奶 舅奶 妗

小姑妈（父之妹） 姑姐 阿姑 阿姑／阿娘 阿姑 阿姑 阿姑 姨婆 阿姑 姑

弟弟 细佬 老弟 老弟／细佬 老弟 老弟 老弟 老弟 老弟 老弟

妹妹 细妹／阿妹 阿妹 阿妹／老妹 老妹 阿妹／小妹 老妹 老妹 老妹 小妹

侄子 侄、侄仔 侄仔 阿侄／侄仔 侄 侄仔 阿侄 阿侄 阿侄 侄囝

　　注：“舅婆”为母兄之妻，“舅奶”为母弟之妻。

　　（三）重叠手法的运用

重叠是合成词中的一类，指运用两个相同的词根

来构词，如“爸爸”“舅舅”“姑姑”等，在亲属称谓中，

重叠往往伴随着轻声、弱化现象。重叠构词是北方汉

语常见的手段。茂名方言与普通话、广州话亲属称谓

的重叠手法使用情况（见表２）。
表２　各点重叠手法的使用情况

普通话 广州话 茂名新坡 高州 信宜东镇 电白羊角 化州合江 电白观珠客

爸爸 老窦／阿爸 老窦 老窦／阿爸 老窦 老窦 老窦／阿爸 阿爸

妈妈 老母／阿妈 阿妈 阿妈 阿妈 阿妈 老母／阿妈 阿妈／阿癆

姐姐 家姐 大姐 阿姐／阿□ｐｕ５５ 阿□ｐｕ５５ 大姐 阿女甫 阿姊

弟弟 细佬 老弟 老弟／细佬 老弟 老弟 老弟 老弟

公公 家公 大人公 大人公 大人公 大人公 家公 家倌

婆婆 家婆 家婆? 家婆 家婆? 家婆? 家婆 家娘

爷爷 阿爷／爷爷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奶奶 阿鸃／鸃鸃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外祖父 公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祖母 婆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从上表可知，重叠构词法在普通话的亲属称谓系

统中，是一种非常能产的手段，广州话次之（如“爷

爷”“鸃鸃”“公公”“婆婆”以及新兴的称谓“爸爸”

“妈妈”“哥哥”），而茂名各方言则很少使用。当然，

随着普通话、广州话影响的增强，在新式的称谓系统

中也会出现类似“爸爸”“妈妈”“女女”之类的称谓。

（四）变调手法的运用

在电白观珠客话中，偶尔会见到变调构词法，虽

然罕见，但也值得关注。例如，“姑妈”说成“姨婆”

［ｉ２１－３５ｐｈｏ２１］，“姨妈”也是“姨婆”，可是读法却有

不同，读作［ｉ２１－３５ｐｈｏ２１－３５］。

其中“姨”字在两个词中皆变调，但“姨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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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婆”则需要变调。

不过，电白观珠客话“父之姨妈”也读作［ｉ２１－３５

ｐｈｏ２１－３５］，似乎与“姨妈”没有区别，这一问题有待

解决。

变调手段亦见于电白闽语，据《电白县志》［４］称，

亲属称谓可以通过变调表示不同含义：

表３　电白闽语亲属称谓变调

序号 词形 读音 含义 读音 含义

１ □ ｍａ３１ 祖母 ｍａ４４ 外祖母

２ 伯 ｐ５５ 伯父 ｐ４３ 父亲

３ 哥 ｋ５５ 哥哥 ｋ３３ 姐夫

　　“父亲”读［ｐ４３］，本字可能不是“伯”，而是

“父”，也就是说，这两个音节是两个不同的来源，不

算声调屈折。但１、３例则有较大的可能属于变调手

法的运用。

四、亲属称谓反映出的汉语社会关系

通过研究以茂名方言为考察焦点的亲属称谓，我

们可以认识到几点：

（１）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生产

力不发达，需要人们共同劳动，同心协力才能生活下

去，于是人们就根据血亲关系或姻亲关系聚居在一

起，组成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形成了以血缘关

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的基本单位。亲属称谓便显示

出内、外有别的特征（内家为基本式，外家多加“外”

字）。而广州方言则显示出“内”“外”关系的淡化，外

亲并不用“外”来称谓（用重叠式“公公”“婆婆”），这

反映出都市文明对传统称谓的冲击和解构。

（２）在旧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社会等级森严，

家庭内部也不例外。家庭（尤其是贵族家庭）中的亲

属称谓的使用是等级制度的具体反映。称谓使用的

原则就是“得体”。严格遵守“贵贱有等，长幼有序，

贫富轻重皆有称”的原则。等级观念在汉语亲属称谓

中表现为“长幼有序，尊卑有分”。如茂名粤语的“大

人公”（公公）、珠三角粤语的“安人”（婆婆，旧称）在

形式上体现长辈的尊严，而电白（羊角、旧时正话）称

妹妹为“小妹”、多数粤语称弟弟为“细佬”，则是为了

区分年龄的差异。

（３）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其中的一个

显著特点就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

固。这在汉语亲属称谓中有明显的表现，即严格区

分男性女性亲属称谓系统。像茂名方言的“女甫 奶”

虽然可以兼称父系和母系（大于父母者），但性别则

是明确的（女性），像英语 ｃｏｕｓｉｎ一词统称男女性

别，汉语罕见。

当然，汉语某些方言也有不分性别的，如湖南岳

阳临湘一带的亲属称谓非常奇特，只有男性称谓，缺

少女性称谓。爸爸是爸，妈妈也是爸，祖父叫爹，祖母

也叫爹。分辨男女的办法只是加“大”“细”，爸爸是

大爸，妈妈是细爸，以此类推。哥哥当然是哥哥，姐姐

也叫哥哥，弟弟称老弟，妹妹也叫老弟；叔叔叫细爷，

阿姨也是细爷。这种用男性称谓代替女性称谓的例

子，其他方言也有，但系统性不如岳阳临湘一带。这

实际上是古代称谓的原版写照，但也反映了男性居尊

的特点，与英语的统称还有区别。

（４）传统社会男女关系比较保守，婚姻的结合多

靠媒人中介，故高州话有一套相关的类亲属称谓，如

“咪公、咪婆”，电白林头闽语妻子叫做□ｍａｉ３１囝”可

能源于此。

（５）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转型，新观念、新思维也

对汉语的称谓系统产生影响和冲击，形成新旧称谓共

用的局面，这在粤方言（广州话为代表）中表现得更

为明显，如“爸爸”“老窦”“ｄａｄｙ”等。

（６）茂名与湛江皆处于粤西，地理互为接触，方

言彼此间也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有助于我们认

识这一带的移民情况与历史上的方言状况。请看吴

川方言［５］的称谓（见表４）：

表４　吴川方言部分亲属词

普通话称谓 爷爷 奶奶 外祖父 外祖母 爸爸 妈妈 姑姑（父姐） 伯父 伯母 姐姐

方言词形 爹 奶 阿公 阿婆 老窦／阿爸 阿娘／阿? 女甫 奶 伯爹 伯奶 阿女甫

　　说明：原文“阿”写作“亚”；父母的偏称情况亦存在，此处从简。

　　（７）茂名地区的小方言，在亲属称谓的特征上，

逐渐向三大方言靠拢，这大概是语言应用需要所致，

电白旧时正话便是如此（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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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电白旧时正话与各点亲属称谓的比较

　　　地点
条目　　　

广州话 茂名新坡 信宜东镇 电白羊角 化州合江 电白观珠客 电白旧时正话

爷爷 阿爷／爷爷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公

奶奶 阿鸃／鸃鸃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

外祖父 阿公／公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外公 姐公／外公

外祖母 婆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外婆 姐婆／外婆

爸（爸） 老窦／阿爸 老窦 老窦 老窦 老窦 阿爸 爸、二叔、阿哥、阿伯、三爹

妈（妈） 老母／阿妈 阿妈 阿妈 阿妈 老母／阿妈 阿妈／阿癆 妈、奶、阿婶、阿姨、阿姐

丈夫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伯父 阿伯／伯父 阿爹 阿爹 阿爹 阿爹 阿爹 爹、伯爹

伯母 伯娘／伯母 阿奶 阿奶 阿奶 阿奶 阿奶 伯奶

舅舅 舅父 阿舅 阿舅 阿舅 阿舅 阿舅 舅爹

小姑妈（父之妹） 姑姐 阿姑 阿姑 阿姑 阿姑 姨婆 姑

弟弟 细佬 老弟 老弟 老弟 老弟 老弟 兄弟

妹妹 细妹 阿妹 老妹 阿妹／小妹 老妹 老妹 小妹

　　从表５可以看到，电白旧时正话除了“外公”“外

婆”“兄弟”“姑”的说法比较接近官话系统之外

（“伯／叔父”称“爹”见于晋方言，可视为部分类同），

其余说法或用法多属于南方型。

亲属称谓是认识方言和地方文化的一扇窗口，

而且是重要的窗口。茂名地区方言的亲属称谓，有

其区域特征（如有“女甫”“奶”“爹”“翁”等特色词），

一致性比较强（当然也有一些细微差异，如林头闽

语“翁”“姆”“□ｍａｉ３１囝”这类的说法），总结这一

地区方言的亲属称谓特点，对于认识茂名方言文

化，对于了解广东三大方言的接触关系，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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