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語保存7若干字的古音音員

思果

我們讀主維的〈偶然作二首) ，第一首押上聲二十二養的韻，第二首押上聲四紙的

韻?發見襄面有幾個去聲字;第一首有個「上J ;第二首襄有「市」、「是」、「鄙J '覺得

很奇怪，是主維押錯了嗎?一查詩韻，他完全不錯，原來好些今天讀去聾的字，在從前

是讀上聾的。在聲韻學上這叫「濁上作去J '因為中古全濁聲母的上聲字今天才讀成去聲

一一這當然是就普通話來說，廣州話則有些字變成去聾，有些字仍然是上聲。

我一查上聾各韻，發見這種去聲本來讀上聾的有下列常見的字:

一、董:動

三、腫:重、奉

三、謙:棒、蚱、項

四、紙:是、氏、鼓、視、市、跪、技、鄙、似、士、峙、痔、恃

五、尾:卉

六、語:拒、距、炬、教、序、緒、巨、誼

七、慶:父、戶、豎、簿、蔥、部、柱、杜、愈、盾、怒

八、齊:陸、弟、遞

十、賄:賄、倍

十一、輯:盡、盾

十二、吻:近、忿

十三、阮:飯

十四、旱:旱、散、伴、斷、但

十五、潛:限、撰、棧

十六、銳:善、辯、辨、饒、踐、棧

十八、巧:鮑

十九、皓:皓、道、造、稻、抱、臭、浩

二十、寄:坐

二十一、馬:下、瀉

二十二、養:像、象、橡、杖、丈、仗、上、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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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芋，約有…小半粵語的讀上釋:如叢、棒、輯、姆、市、恃、器、似、拉、臣、

柱、賄、倍、 j霞、忿、亭、搶、坐、噫、謹、厚、自、誘。

所以主線的幫題第二首詩用粵語議，讀全是上聾，單轍，是沒歸舉選的《躇搞到裁藥〉

、七至于古詩用J之聲押韻的，還可以藥品杜甫〈九農臂〉裹的「躍斷如粹的J ' 

鐘玉林評事使藹海〉藥的「歸為爵書婦j 、「宜興翼俊擇J )韓愈〈磁石處士赴河陽暮》藥的

{常ÙJ繳讚恃卜杜當〈鎧攤掏〉主黨的 J傍唱胡歌飲朝前j 、〈草草端薛複護衛薛華醉敬〉裹的

「百激且試閱懷抱」。

}I償使一擺，著宇宙韻上轉字，如範、艦、犯、菇，現代粵語鑫都讀成陽去，也和古

時候不悶了。但是我們如果舟粵語來讀古詩，插到押上聲韻的，有一大牢不成問廳(因

海還有很多字，今天仍馨除上聲?如講、梅、紙、央、抵等等)。苦悶鍾的只主義上莒嗜

出來的第哩。

我一向只注意到閱日韻的問題 3 如平聲十二慢、十五蘭、十聽鹽、十五戚在專諾襄

全是用品收音的;關語已經改為n收音了。讓闢諧的人不知道十也 A真和十三:贊為主要般不同

韻。他如果僅是琴獨就知增援爾囂的宇古時候校音大不相同。

我不會說閩南話，本過凡是粵語襄周m校音的芋，醫南輯里也一樣。大抵從前北方

人到南方來保存了口音 e 北方，攘外族侵犯，口音改了，南方沒有聽餐攻。過一點我還沒

著去研究，相信語玄學家會有精確的史科，覽群緝的說明。我只能說，我們讀古人的詩

文，知撥專語是有用處的。鵲南語也一樣。舔了閉口韻，闊的方面也pJ以在方吉鑫找到

吉人的音韻，說扭扭支華夏的|完H學語讀如「賞J '說花圈詣的會更舍。

體語不能喪失了若干漢字的古音多最大的缺點是喪長了入聲。我的花灰人寫萬

多往往把入聾字當平聾。離摘要靠查宇典，不是盟語拼音的字典，是控了反切手拉疆的

字典。當然不寫書等詩無房鵲?不過放黨閱讀瞥諧，知道一點古織總是好蝕。

不浦單單語的也可以算注了粵語音的字典 2 查出上列各字的聲。最好講精連粵語的人

讀一攘，就可以知道古人押韻沒有錯了。

試把李海蟬的〈撞車聲慢〉搗粵語讀，真就積神百倍了。慰自很績。擻，原鵲謂的是入蟬

，讀國繭，全變疲于其的聲，急{是換成蟹，慢會謂人心碧藍的難耐舒替了。造只是一餌，

所有入聲韻的詩調用國語讓全打了折扣。我糊不讀齊持認員自己，要讀就要知畫畫吉人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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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才能領略原作聲調的作用。粵語並沒有完全保持這種作用 3 但是比國語保持的多

很多。我們不都是精研古音韻的學者，如果靠懂得粵語，多領略不少，也是好的。

粵人對於說國語的「行走不分J '很氣忿，是有充分理由的。(按粵語，走是急趨，

現代漢語訓為緩行，但若干辭語以「走馬看花」、「競走J '還保存原意。)還有別的詞語

如「卒之J '都是古文里常用的。我們怎麼能不學粵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