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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au韻里的漢語「關條字」研究

到1至 位是 可追

0. 解題

。.1 r 台語 J 措壯惘語脹的壯傢語支諸語吉。J 台語包恬國內壯語、布依語、保語和國

外泰語、老揖語、揮語、儂語、士語等。傳統認為台語屬於漢藏語象。 1942年後，國際

上有的學者提出台語以及其他壯個語族語吉和苗語、瑤語等與漢語、藏語等並無發生學

關條。可是事實上台語聾有許多屬於基本詞項的「字 J ，在音韻上常常能i~漢語相對

應。這囊所說的「字J 不是指「文字 J ，而是指嘴襄說的可以構成「詞J 的「語棄一一

音節 J 0 r字」這個單位是漢語、台語所共有的。臨然台語漢語Z闊的親緣關蝕問題還

沒有解訣，我們就不能確定這些「字 J 究竟是借字還是同源字，現在我們把這些字一律

稱為「關你字 J 。

1976年，李方桂先生發表 Sino-Tai 一文，用 128個常見字(或者說「基本祠頃J ) 

初步地顯示出澳台兩語之間音韻上的比較嚴格的對應現則，這種研究就是漢語台語關條

字的研究。這種研究越深入，解抉棋擂台語有無親緣關你的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大。

本文所討論的只眼於台語的 -au (包括 -a:u) 韻的「字」。

0.2 本文所說的台語以雲南紅河上游、哀牢山下的傳雅族語言為代表(條雅語是保語

的→支，詳細情況請賽看那公明1989A和 19898) ，並用西雙版納傢語，德宏條語和國外

奉語(曼谷)做學考 ; ì英語則以廣州話為代表，並上潮中古音和上古音。漢語中古音和

上古音用李方桂 (1980) 構擺形式(四聲則用傳統園角方法表示)。

為了便1jN~漢語平、上、去、人四聲對比，按照丹麥學者具克德(Vulff • K.) 1934 

年提出的說法，把原始台語調頡構棍符號的次序改為訓，泣，叭，位，肘，眩，叭，眩，

而符號本身則改用阿拉伯數字 1 ， 2，弓， 4，弓， 6, 7, 8在字的右上角標寫。現代漢語調

類也用阿拉伯數字標寫。

條雅i~泰語---樣， A 1 調(陰平)分兩類:一類是受原始建氣聲母影響的，我們用 l'

表示;一類是受原始不注氣聲母影響的，我們用 1表示。保雅和泰語的多調(陰上)和6

調(歸去)相混，泰語2調(陽平)和 1調(不毯氣陰平)相棍，但這些從泰文的寫站上

都可以分辨一一凡泰文用低音聲母寫的是6 ， 2調。

0.3 本文論誰方法是:先在每一個「字 J (或者是「詞項 J )後面用音標寫出「雅」

(德雅)、 「西 J (西雙版納)、 「德 J (德宏)、 「泰 J (曼谷)四種說怯，泰語後

註出李方桂 (1977)所構擬的原始台語聲母擬音(李先生未按者關) ，再從漢語喜找出

可以用來對廳的「字 J ，寫出它的上古音、中古音和廣州話的說蔭，所以下文廣州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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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常常表現為這個「字J 的現代廣州讀音。由於漢語和台語並不是一種語言的兩種方

吉，所以不能直接拿廣州話來比傢雅話，而只能通過古代文獻的查找和上古音構揖形式

的檢驗，續能進行推勘。漢語的古代文獻非常豐富，前人對土古音的研究也有比較可信

的成果，研究有閩台語的問題，這方面的材料是應該加以利用的。

台語 -au (-a:的韻的字眼廣州話 -ou ， -a:u，也吭一1訓， -i:u 等韻惠的字有可

以比較的關餘，少數眼 -y 、 -æy 、 -i 、 -u:i 、 -o:i 、 -o:k、-恤，--0等韻的字也有關條。

台語 -au (-a:u) 韻的字眼漢語上古音商部，幽部的字有可以比較的關條，少數眼

魚部、 Z部、侯部(及屋部)、歌部的字也有關條。

台語 -au (-a:的韻甚用來比較的共78個「字 J (詞項) ，它們在廣州話韻部畫和

在上古音韻部麗的可比闢緣分佈情況站下表:

廣州 å 
古韻部 -ou -a:u -au -iau -i:u -y -但y -i -u:i --o:i -o:k -ok --0 計

商-agv ， -iagv 9 4 14 27 

幽-a，阱， -iagw 12 4 5 2 2 25 

魚-ag 3 3 3 9 

z-jag 2 6 

f~是-ug ， -jug 3 
4也 7 

候人-uk ， -juk 2 

歌-ar ， -uar 4 4 

~ 、 ~t 24 19 16 9 3 3 4 78 

1. 台語 -au 韻麗i~漢語上古音南部字有吋比闢餘的:

1. 1 廣州話說作 -ou 韻的上古音商部字

1. 1. 1. r 白」雅 xa:u，.西 xa:u 1 穗 xa:u 1 泰 kha:u 嗯， < *x-

《詩經﹒出其東門;) : r 續在華巾。 J <:傅;) : r續在，白色男服也。 J (<:十三

100 



經》頁345) <:後棋書. 111.頁帝紀:) : r帝舖素避正殿 J ，李賢《註》引《爾雅:) : r績，

皓也 J 0 (<:二十五史》頁784)

f搗」廣州 kou3 < ckau <恥kagv

西雙版納和德宏「白」還說作 pha肘，泰語還說作 pMak7 ，都可以i~漢語「自 J 字

比較:

「白」廣州 pa:k8 < b曲" < *brak" 

1.1.2. r 回(來) J 雅 ta:u3 西-德-泰 tau3 <叮

漢語「倒」在《詩經》要有 f顛倒」義。《詩經﹒東方未明):

「顛倒在裳。 J (<:十三經》直持的陸德明《音義:) : r倒，都老反 J 0 <:呂覽﹒明

理:) : r知交相倒 J ， <:註:) : r 倒，逆J 。

「個u 廣州 tou3 < Ctau <制tagv

泰語 tau3 字現在已經不用。現代泰語「回來J 說作 huan" (或者 han" ，或者

huan" klap7 ) ，當與漢語「還」字有闢。

1.1.3. r醉 J 雅-西 mau2 德 mau2 泰 mau2 <可-

《廣韻﹒豪:) : r 缸，駐駒，醉也。其袍切。 J 但《廣韻》未岐「闡」字，似乎

「酷駒 J 只能連說。《集韻》妝了「商 J 字， r徒刀切J 。

rwtJ廣州 mou2 < cmau < * cmagv 

條雅稱「醉」為 ta:i 1 lau3 , ta:i ' 義為「死 J ， lau3 義為「酒」。德宏條

語(以及個語)也有這個說法。《說文﹒西部:) : r 醉，卒也。......從茵從卒。 J r 固」

措「酒 J 0 <:爾雅﹒驛站:) : r卒，死也」。條雅稱「醉」為「酒死 J ，可知「醉」字

從「卒」乏義。但《說文》解釋從「卒 J 主義說: r卒其度量，不至於亂。 J <:正字通》

說: r醉必伐德喪儀， <:酒詰》、《賓娃》吉乏甚詳，未有醉能卒其度量不至亂者。因

卒立義. <:說文》誤。」

1.1. 4. r撈 J 雅 ta:u2 西-德 ta:u2 泰-

《廣雅﹒釋站一:) : r 寺，撈，取也。 J 王念孫《疏證:) : r 撈者. <:方宮:):

『撈，取也。』郭壤《住》云: Ir謂鉤撈也。 JI <:眾經音義》告五引《通俗文》云: Ir it 

取日撈』。令俗呼人水取物為楞，是其義也。 J (頁 19) <:疏鐘》又說: r本訓為取，

未見所出。每接當作支。《說文》、《玉篇》並云: Ir支，取也 JI 0 J <:說文﹒又部:):

「支......從又 1料，一日取也。」段玉裁云: r從ψ未詳其意。 J 按金文有「支」字，寫

法與泰華同。《廣韻﹒豪〉有「支」字， r 土刀切」。

「支」廣州 thou 1 < c thau <弋thagv

1.1.5. r 淘(米) J 雅 thau4 西-德 thau4 泰-

《廣雅﹒釋站三:) : r 仗，瀾，晰，潰，酒也。 J (r搔 J 字的解釋見下文2.2.3

節)王念孫《疏撞:) : r 扶者. <:說文:) : Ir訣，漸瀰也。 JI (:眾經音義》是t引《通

俗文》云: Ir漸米謂挑扶 JI 0 (:堆南于﹒要略:) : Ir所以機 l}d饒萬至意 JJ .高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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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Ir就訣，瀰也。.u <:接棋書﹒陳元傅.) : Ir挽放學者主累揖 JI ，奪賢住云: Ir挑訣

描挽濯也』。挽與酒同。 J (頁59) 毆玉截住《說文.) r漸」字云: r凡釋米，漸米，讀

米，抉米，瀚米，掏米，桃米，權米，異稱而同事。 J <:集韻﹒豪.) : r恤，盟也，一

日漸也。徒刀切。」

「機」廣m thou2 < c dau <弋dagw

1.1. 6. r 竹竿 J 雅 ha:u2 西 ha:u2 億- 泰-

漢語方吉「竹竿J 可以稱「窩 J 0 r 窩」本義是撐船用的竹竿， <:方吉﹒九.) r所

以刺船謂主緝(音高) 0 J <:說文﹒新附.) : r筍，所以進船也。從竹高聲。 J <:廣韻﹒

豪.) : r寓，進船竿。古勞切。」

「寓」廣Jfi k側 1 < c kau <九kagw

從「高」得聾的字，有讀人匣母的，如「豪」從「高」聾，但過作「胡刀切J 0 (學

看1. 2.1 節)

「豪 J 廣州 hou2 < cð個 <弋gagw

1. 1.7. r 晨(不短) J 雅-西 ja:u2 德拉:u2 泰 ja:u2

左思、《兵都賦.) : r爾乃地勢抉扎，卉木獸蔓。 J <:住.):<:廣雅》曰: r獸，長

也。 J (<:文選》頁84) <:廣韻﹒皓.) : r 鼠，歇蟻，長也。烏措切。」

「鼓 J 廣卅 ou3 < C?au <句agw

1.1.8. r輕」雅-西-德 I闊的泰-

《廣雅﹒驛站.) : r 毛，輕也。 J (每看1.~. 7節)

「毛 J 廣m mou 2 < c mau <弋magw

1.1.9. r 毒藥」雅 na:u5 西- 德- 泰-

《說文 .，部.) : r 楞，朝辭謂樂毒日膺，從T勞聲。 J <:方言.) : r 凡飲藥傅轉

而毒 t ......北燕朝鮮主間謂之搏。 J <:廣韻. %.)有此字，音「郎到切。」黃侃「嶄春

語J 云: r吾鄉有此，音正同唐韻。 J (見《黃侃論學雜著》頁410，上海古語出版社)

安慶方吉也有，但安慶方言聲母卜， n- 都說作恥，條雅語分卜，恥，但這個字說

作恥。

「踴 J 廣卅 1。的 < lau~ < *lagw~ 
1. 2. 廣卅話說作 -a:u 韻的土古音商部字

1. 2. 1. r竹竿 J 雅- 西- 德 sa:u3 泰 sau3 < *s

《廣韻﹒希.) : r梢，枝梢。所交切。 J (參看1.1. 6節)

「梢 J 廣州 sa:u 1 < c t'J au <弋sragw

1.2.2. r腐爛 J 雅 nau3 西- 穗 lau' 泰 nau' < *n-

「左傳﹒成公十六年.) : r 有掉於前，乃皆左右相連於掉。 J (<:十三經》頁 1918

中)陸德明《音義.) : r 掉，乃孝反，但也。 J <:漢書﹒掌玄成傅.) : r 玄成......後以

列候持把孝惠廟，當展人廟，天雨，掉，不駕肥馬車而騎至廟下。」師古曰: r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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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音女教反。 J (中箏，頁~110) 公明按: r商J 龍應堪， r悼」為動詞，可譯作「增

把深」或「路燭 J 0 <:廣雅﹒驛站三:) : r 掉，濁也。」

「悼 J 廣卅 na:的 < nau' < *nrag官，

「腐爛」傢雅又說作 1a:n3 (僚雅6調併人事調) ，西雙版納僚語只說作 1a:n' 。

漢語在漢代已稱「腐敗 J 1.:, r 爛 J 0 <:說文﹒肉部:) : r 腐，燭也。 J <:棋書﹒觀布

傅:) : r項錯死，上置酒對思折闊何日『腐儒J1， J 師古曰: r腐者，爛傲。 J (中華，

頁 1886)

「爛」廣州 1a:的 < 1甜， < *lan' 

1.2.~. r膝蓋」雅 xau5 西 xau5 德 xau5 泰 kh甜苦 < *x-

建喝聞語稱「腳」為 khau 1 0 r廣雅﹒釋器 J : r 妝，骨也。 J <:說文﹒骨部:):

「歉，腔也，從骨交聲。」段《住:) : r腔，膝下也。凡物主腔皆曰傲。 J (廣韻﹒者:):

「跤，腔骨近足細處，口交切。 j 也寫作「妝J 。

「散 J 廣州 ha:u1 < c khau <弋khragw

1.2.4. r 鏡」雅 pha:u 1 西 pha:u 1 德-泰 ph訓1 < *ph1/r-

《廣雅﹒釋站二:) : r 爆，蟬，黨也。 J 王念強《疏證:) : r 爆者， (說文》

『爆，約也。 JI <:墨子﹒親士篇》云: Ir靈龜近灼，神蛇近畢。』暴與爆遇。《說文:):

『暴，哺乾也。』義亦相近。 J (頁51) <:廣韻﹒故:) : r 爆，火裂， ~I:教切。 j

「爆 J 廣州 pa:u5 <pau' < *pragw' 

1. 2.瓦爾部人聲(黨部)有個「露」字，附在這轟說一說。《周禮﹒疾醫:) : r秋時

有窟寒疾。 J (<:十三經〉頁667) 條雅稱「露疾」為 kha13 na:u" ，直譯則為「寒

疾」。穗宏條語則稱為 xai3 1a:u1 (德宏 n- 聲母併人 1-J ，傳語「寒冷 J 的說站

是:

「泠」雅 na:u"西 na:u 1 德 1a:u1 泰 na:u 1 <句n-

《說文。 γ部:) : r 窟，寒熱休作誦。從r，虐，虐亦聲。 J 但「誰J 亦從「虐」

聲而立起曉母 (xjak， ) ，可見「撞J 的上古音當為 *hgjakw (李方桂1980，頁20) 。

參照李先生對泰語問:u l' 的攝音，可能「露」字聲母也是 *hg-。

「體 J 廣:Iii iæ:的< nj ak, < *hgjakw, (?) 

L~. 廣州話說作 -i:u 韻的土古音詢部字

1. 3. 1. r 腰 J 雄 ?ja:u 1 函，即可 信勻即6 泰 ?e:u 1

條雅語 -ja:u 可以跟其他台語 -EU 對廳，如:

「了」

「瓢」

雅 jau4

雅 phja:u4
a-Y 

4
.
四

ε
h
 

可
A
n
F

泰
西

「懸挂 J 雅 tja:u5 西 tEU5

《說文﹒日部:) : r要，身中也，象人要自日主形。從日，交省聲。 J 令寫作「腰」。

金文已有「要 J 字，寫法似《說文》所列古文。這個字晉代己寫作「實 J 0 (爾雅﹒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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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 r 遍，要頁。」郭壤《住) : r 子細膏。 J (<:十三經》頁26'7中〉

「腰」廣州 i:u1 . <叮iæu <弋叮iagw

劉熙《釋名﹒釋形體) : r 要，約也;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王先請注: r要

約一聲之轉，古亦通用。《堆南﹒主衛wll) 高注: Ir約，要也。.ß <:ì漢書﹒禮樂志》頡

注: Ir約讀日要.ß .是其撞。 J r約 J Â包上古音宵部人聲(礦部)字:

「約」廣州 iæ:k7 <叮ak~ <勢?jakw~

這個字可以跟 1.2.5 節「居」字比較。

1. '.2. r拿」膛 ?au 1 西 ?au 1 穗 ?au' 泰 ?au 1 <均-

《國第﹒秦第) : r要絕天下J. <:住) : r 耍，取也。 J <:推南﹒原道) : r以

要飛鳥。 J <:住) : r耍，取也。 J <:呂覽﹒貴生) : r 所要輕也。 J <:住:> : r 耍，

得也。」

「要」 廣州 i:u 1 < c ?jiæu <九叮iagw

1.3.3. r 娶 J 雅 ?au 1 曲i ?au 1 德 ?au 1 泰 ?au 1 <?-

「易經﹒蒙) : : r 六三，勿用取女。 J (<:十三經》頁2Ø) 陸德明《音義〉

「取.t住反，本又作娶。」甲骨文已有「娶J 字。 r取」的本義為「捕取J. r 要 J

既可以訕I r取 J .故台語 ?au 1 也可以訓「娶 J 。

「要」廣m i:u1 < c?jiæu <弋叮iagw

1.3.4. r 搖 J 雅 khau5 西-德 xau5 泰 kha? jau5 

從泰語看，像雅 kh- 聲母似乎是從一個前綴變來。《說文﹒手部) : r 搖，動。

從手起聲。 J <:史記﹒屈買列傳:> : r搖增翻逝而去之。 J <:正義) : r搖，動也。 J

(中箏，頁2494)

「搖」廣州 i:的 < cjiæu <弋ragw

1.3.5. r貓頭鷹」雅 kau4 西 kau4 億 kau4 春 khau4 < *而-

《詩經﹒膽印) : r 懿厥哲婦，為梟為閣。 J <:審) : r 廳，閥. [惡]聲主鳥。」

《十三經》頁仿7下) <:爾雅﹒釋鳥) : r怪曲，晶，甜。 J <:廣雅﹒釋鳥) : r 鷗繭，

怪鷗也。 J 王念孫《疏證) : r怪閥，頭似貓而在飛，今揚m人謂之夜貓。 J (頁375)

《廣韻﹒蕭) : r 買車，古堯切。」

「梟」廣州 ki:u 1 <占ieu <弋kiagw

「烏」字令廣州讀為 hi:u 1

1.3.6. r 吹 J 雅 pau5 西 pau5 德 pau5 泰 pau5 < *p-

「風吹」的「吹」和「吹火」、 「吹氣 J 的「吹 J .棒雅都說作 pau5 0 <:棋書﹒

中山靖王傳) : r 夫眾煦漂山，聽蚊成雷。 J (中華，頁2423) r 照」是吹出的氣，

「漂」是吹動。《詩經。韓兮) : r 種兮硨兮，風其漂女。」毛《傅) : r漂猶吹也。 J

(<:十三經》頁342) <:經典釋文) : r 漂，匹逼反，本亦作詞。 J <:廣韻﹒笑》又作

「匹妙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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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漂」廣卅 phi:u5 < phjiæu' < *phjiagw' 

1.'5 .7. r 輕」雅 vau 1 西 bau 1 億-泰 bau 1 <向b-

《廣雅﹒釋站:> : r 標，毛，輕也。 J (學看1. 1.8節) (說文﹒人部:> : r 標，

輕也。從人票聲。」又《女部:> : r 鏢，輕也。 J 段往: r典人部標音義皆同。漠，霍

去病票姚校尉，票姚讀姐飄搖，調控棋也。 J (廣韻﹒宵》有「剩 j 字，訓為「輕 J , 

符商切。

「剩 J 廣州 phi:u2 < .bjiæu <弋bjiagw

1. '5 .8. r瓢」雅 fa5 phja:u4 西ph四4 德 phD1 4 泰 ka?buai 1

台語韻母對應情況華看 1.'5 .1 節;泰語韻母 -uai 跟僚雅 -au 可以對廳，學看4. 1. 2

節。這個字國內台語措「葫蘆瓢 J ，奉語措「椰瓢 J (中國古代也有椰瓢，見左思《具

都賦:>，云椰核可作飲器，見《文選》頁86。唐宋時，椰諷也很流行，見《水滸傳》第

16回) 0 (論語﹒雍也:> : r 一瓢飲」。皇侃《疏:> : r 瓢，體H 也 J (公現技，像雅

語phja:u4 的前接 fa? 義為 r J=i J)o (方吉五:> : r屆(郭瑛注:到句也，音麗) , 

陳楚宋童車乏間......或謂主擻，或謂乏瓢。 J (說文﹒到部:> : r瓢，蠢也，從到省，票

聲。」段《注:> : r 一部劃為二，日瓢，亦日蟲。」按:到蠢後世語轉為葫蘆。

「瓢 J 廣州 phi:u2

1.'5 .9 r 切(菜) J 雅Cèa:u2

< .bjiæu <弋bjiagw

台語韻母對應情況請看下表:

「小」

「放走 J

「游泳 J

f 螺腳」

「山」

「甘蔚 J

「腳印」

西 soi 2

雅

~a:u4 

pja:u5 

1ja:u2 

hja:u 1' 

1ja:u1 

?ja:u3 

hja:u2 

德 soi 2

西

noi 4 

poi 5 

10i 2 

hoi 1 

doi 1 

?oi 3 

hoi 2 

泰-

泰

no:i4 

p10:i5 

10:i2 

ho: i l' 

doi 1 

?0:i3 

ro:i2 

「慢慢地 J kja:u3 koi' kh叭叭

《廣雅﹒驛站:> : r 切，側，斷也。」王念孫《疏證:> : r 劍， ){IJ 也。經傳遍作

樵。 J (頁22) (詩經﹒白華:> : r 樵值桑薪，印跌于堪。 J (筆:> : r 人之樵取敏桑

薪， ......J ((十三經》頁496)

「樵 j 廣州 tshi:u2 < .dzjæu <弋dzjagw

1.'5 .10 r 攝 J 雅 tshau4 西-德 sau4 泰-

輯「濕」為「潮 J ，上古文獻未見記載。宋﹒范成大《沒泳鋪晚晴:> : r 旅枕夢寒

滯屋漏，征衫潮潤泠爐黨。 J

「湖」廣JIi tshi: u2 <‘cti æu <弋drja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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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r跳」雅thja:u5 西-籠-泰-

《說文﹒走部:> : r妞，雀行也。從走兆聲。 J 段《注:> : r令人耐用『跳』字。」

《廣韻﹒曬:> : r趟，越也。他弔切。 J

r f.:lu 廣州 thi:u5 < thieu~ ‘thiagw~ 

1.3.12 r 閱或笑J 雅 ~au4 西- 穗- 泰 jau4 <骨肉-

《說文﹒女部:> : r 撓， ......一日撓，戲弄也。......從女堯聲。」段《住:> : r 玄

應引《三倉:> : r棚，乃了切，弄也， t~也。按鵬乃螃乏俗字，故許不錄。租康《與山

巨源絕交書) : Ir足下若IIJz 不置.!I ，李善云『腸，擋螃也。音義與規同.!I 0 J (公嘴

控，見《文選》頁6Ø3)

「掛 J 廣m ni:u4 < cnieu < *cniagw 

這個字後世也說作「攝 J (廣州 li:u2 <‘ lieu) 0 (:水滸傳﹒第二十四回;):

「那姆人常把些吉語來攝撞他。 J r我今臼著賞攪門他一攝門，不信他不動情。」

1.3.13 r完了 J 雅 jau4 西 1回4 億『 泰 lt:: “ <門-

台語韻母對應情況，請賽看1.3.1 節。

《廣雅﹒釋站;) : r 了，花也。」漢語放在動詞後頭表 r完結J 義的「了」開蛤使

用於漢朝。《初學記﹒蚊牌》引王嘎(:{童約;) : r晨起早掃，食了挽攏。 J (中華，頁

466) 

「了 J 廣州 li:u4 < clieu < *cliagw 

1.3.14 r叔父 J 雄市:u 1 西 ?a:u 1 鐘 ?a:u' 泰 ?a:u 1 <句-

《蟬名﹒釋親屬;) : r 仲父之弟日故父;扭，少也。」王先慎《住:> : r扭，古有

少小義。 J (:說文﹒&部;) : r t"小也，象子初生乏形。 J r 益 J 字周代金文寫怯與

寮蒙悶。《廣韻﹒蕭;) : r 益，在麼，小也。於堯切。 J

「在 J 廣m i:u1 <‘?jiæu <弋叮iagw

2. 台語 -au 韻喜~~漢語上古音幽部字有可比闢餘的:

2. 1.廣卅話說作 -au ， -iau 韻的上古音幽部字

2. 1. 1 r 小 J 雅 ~a:u4 西 noi 4 億 10i 4 泰 no: i 4 <叮

台語韻母對應情況請學者1.3.9節。

上舉各詞除「小」義外，還有「幼小 J 的意思。《廣雅﹒釋親;) : r費，蛻，兒，

子也。」王念孫《疏證;) : r載乏吉攜也，字本作贅，通作穀。《莊子﹒騙拇篇;):

『藏與穀二人相與牧羊 .n ， 握讓本穀作費，云『孺于日費 .n 0 (公噴按:(:萄子﹒禮

論:> : Ir君子以倍類之心接巔殼，猶且羞乏。』穀亦當:!r蟹。金文「費」字寫怯大體與

秦黨相同。) <:方吉;) : Ir:i t燕朝鮮咧水之間，爵子及雞雛皆謂之殼。』義與戰相近也。

蛻亦兒也，方吉俗語有輕重耳。《說文;) : Ir蛻，嬰蛻也。.!I (:釋名》云: Ir人始生日

嬰兒，或日娶蛻。.!I ••• ...凡物乏小者謂芝倪。 J (頁 2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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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J 廣州 nau4 < cnäu <們nagv

2. 1. 2 r髮醫」雅 kau3 西 kau3 籠 kau3 泰 klau3 < *kl-

頭髮盤成的結，現代慎語說作tQi個1 ，寫作「控 J 0 <:廣韻﹒尤》有 r醫 J (即

由切) ，但起11 ;1包「接髮 J 0 r接髮J 即「假髮 J ，安慶方吉稱「總于 J ((廣韻〉作

「黨 J ) 0 tQi剖，不當寫作「醫 J ，寫作「控J 也沒有根擾。tQi前，字義海東髮糾館

如瓜諷，則當寫「摟」字(宋元芝前稱「書 J ，常寫作「結J ，宋元稱「提書) 0 (廣

雅﹒釋站三;) : r攘，東也。」王念舔《疏證;) : r(思經音義〉告五引《倉頡篇〉云:

『樓，東也 JI ••• ••• (說文;) : Ir叫，相糾績也。』拜草乏相糾者也。義亦興建同。 J

(頁87)

「摟 J 廣m ka:u1 < ckau <弋kr曙W

「摟」字《廣韻﹒請;) : r 東也， t竟也。古希切，又音留j 。追個字從「軍」得聲，

所以又音「留 J ，上古音也可以寫作弋klagv ， ifi!原始台語聲母相合。

2. 1.~ r放走」雅 pja:u5 西 poi 5 德"。 奉 plo: i 5 < *pl-

「放牧」的「放J ，台語也如此說。韻母對應情況請學看1.~.9. 節。《說文﹒新附;):

「拋，賽也。從手從尤從力，或從手組聲。案在民《傅》適用『標J 0 (詩﹒據有梅:>，

『標，落也 JI ，義亦同，匹交切。 J (後漢書﹒冀紹傅;) : r 揖乃發石車，擊紹樓皆

破， ••• ..'0 J 李賢《往;) : r 即今乏拋車也。拋，普孝反。 J ((二十五史》頁1012)

「拋 J 廣州 pha:u5 < phau~ <勻hragv~

「拋 J 字從組聾，越字典力字向音，上古音也可以寫作 *phlagw~ ，跟原始台語

聲母相合。

「放 J 字奉語又說作 p10n 1 (< *pl-) ，如: r放心J 說作 pl呵 1 tQa口，聽

m壯語除說作 pju:i 5 (<勻1-) 外，又說作 pj呵害。

2. 1. 4. r 卯 J (地支)雅 mau3 國 mau3 億 mau3 泰

甲骨金文都有「卯J 字。
「卯」廣m ma:u4 < cmau <們mragw

2. 1.5. r尋找」雅 sau5 函白?8 億闊的 泰闊的7

條雅形式對應於漢語「攪 J ，西、德形式對應於漢語「索 J ，泰語則在「搜」、

「索 J Z間。《莊子﹒秋水;) : r控於國中 J ，陸德明〈莊子音義:> : r控字又作搜，

或作瘦，所求反。李，悉溝反，云: Ir索也 JI 0 (說文》云: Ir求也JI 0 J (見中華，

《經典釋文》頁~8~) (集韻》除尤候韻收「控(搜) J 外，厚韻又皈「搜J 字，故此字

廣州說作陰上。

「搜 j 廣州sau3 < csau < *cs嗯W

《易經﹒說卦;) : r震一索而得男 J 0 (疏》引王肅云:「索，求也。 J ((十三

經〉頁94) (後漢書﹒杜林傅;) : r 吹毛索疵 J ，李賢注: r (前書》日(公明怯:見
《棋書﹒中山蜻王傳;)，中箏，頁2422) : 11"有司吹毛求疵JI ，求，索也J 0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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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頁887)

「索」廣州 so: k7 < sak , < *sak, 

2. 1.6. r錯子 J 雅 ka 1 kje1 西恤，車， 德 ka' ke 1 泰 khau 1 <可hr-

著言語 khau 1 與漢語「崎」有關，其餘各語皆象聲詞。《說文﹒鳥部 ::> : r 鴿，蜻

屬。 J 陵《注) : r竭主可畜於家者，狀全與勃姑同。」

「崎」廣卅 kau 1 < ckjäu <弋吋agv

2.1.7. r 星 j 雅 1a:u 1 西 da:u 1 德 1a:u' 奉 da:u 1 <緒?d1/r-

《說文﹒晶部〉有「星」字。金文寫法與泰黨同。甲骨文寫法也多有相似處，但。

不住中。〈文選﹒景德殿賦) : r星居宿陳 J ，李善注: r宿，星宿也。 J (頁 178)

《廣韻﹒有::> : r 宿，息數切，星宿。 J

f 宿 J 廣卅 sau5 < sj 間， < *sj曙v'

原始台語與上古漢語Z間的舌尖塞音聲母與舌尖擦音、 塞擁音聲母可以對廳。如:

萬語: r死」 酬sj1d 泰語:

「蜍J 弋sjag

「猜 J 弋tshag

「掉(搖) J *d1a肝，

所以 「星宿 J *sja肝，

ta:1 1 〈骨tr-

da:13 < *?d-

tha:12 < *d-(?) 

sa:i5 < *s-(?) 

da:u1 < ?d1/r-

2. 1.8. r 九」雅 kau3 西 kau3 億 kau3 泰 kau3 <可-

甲骨文、金文「九」字寫法與寮黨一致。

「九」廣卅 kau3 < Ckjäu <椒kjagv

2. 1. 9. r 游水」雅 1ja:u2 西 101 2 億 101 2 奉 10:12 <叮-

台語韻母對應情況請看1.~.9 節。泰語 10:1 2 義為「漂浮 J 0 <:詩經﹒谷風》

「就其漫矣，詠之游之。 J ((十三經》頁如4) <:說文.~部::> : r 擻，蛙臨芝流

也。從r仔聲。 J (說文.]j(部::> : r 仔，浮行水土也。從水從子。」其草體為「祖」。

甲骨文有 rt子」字。《集韻﹒尤::> : r 游(蛙臨之斑) J 又過作「力求切」。

f游」廣卅 1au2 < cj1äu <弋1jagw

「游 J 字若續為「以周切 J ，也可以與台語對應:

「游 J 廣卅 1au2 < cjiäu <弋ragv

2. 1. 10. r腥 J 雅 xa:u2 西 xa:u2 德 X目2 泰 kha:u < *ð-

《說文﹒魚部::> : r糙，魚臭也。從魚生聲。」徐絃說: r令俗作躍。 J <:廣雅﹒

釋器::> : r躍，臭也。」

「臭」廣 JH tshau5 < t.Qhjäu' < *skhjagv' 

2. 1. 11. r 圓(地支) J 雅 hau4 西 1au3 億 hau4 泰司

甲骨金文有「固 J 字。甲文還有最簡易的寫怯，只書一失底蝸輪廓而kJ.一橫示其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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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J 廣州 iau4 < Cji恥 < *cragv 

《釋名﹒釋天) : r 菌，秀也，秀者物皆成也。 J 王先請《疏撞補〉引畢洗曰:

r<:律書) : Ir茵者萬物主老也.11 0 <:白鹿通:> : Ir菌者老也。.11 <:律志:> : r留孰於

茵.ß 0 <:說文:> Ir菌，就也。八月賽成，可以尉酒。』諸說不同，其義皆是秀，老，宙，

就，皆與商聲協。」金文「酒 J 字多作「圓 J ，西雙版納稱「茵」為 lau3 ，則與台語

「酒」同音(每看2.2.1Ø節) ，也與漢語「老」同音(參看2.2.5節)。

2.2. 廣州話說作 -ou 韻的上古音幽部字

2.2. 1. r看守」雅 fau3 西 fau3 德 (p個4 ) 泰 fau3 

《詩經﹒嵩高:> : r 南士是保J 。鄭《軍:> : r保，守也，安也。 J (<十三經〉

頁567) <:周禮﹒春官:> r保軍民 J ，鄭《住:> : r保，守也。 J (<十三經〉頁755)

《說文﹒人部::> : r保，養也。從人從熹省，象古文字。」甲骨文有「保」字。

「保 J 廣卅 po的 < cpau < *cpagv 

台語i~漢語一樣，古代也沒有輕層音，作者另有文章討論。

2.2.2. r 男責年」雅 va:u5 西 ba:u5 億 ma:u5 泰 ba:u5 <勢?b-

台語 va:u5 又有「蚊怯J 義。農語「男資年J 無專詞。《釋名﹒釋長幼:> : r 十

五日童。... ...女子主未拜者亦稱之也。 J <:說文﹒干部> r童J 字下云: r男有罪日紋，

跟日童。」漢語「保」字又有「慎役j 義。《史記﹒攤布傳:> : r揭圖，貨鋪於齊，為

酒人保。 J <:無解〉引《棋書音羲》曰: r酒家作保備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J (中

箏，頁27好)公現按: r可保信」之說不可信。 r保」也可輯「保庸J ， <:史記﹒司馬

相如列傳:> : r相抽身自善噴鼻槽，與保庸難作 J ， <:集解》引《方吉〉曰: r保庸謂

之繭，銀牌賤稱也。 J (中箏，頁列甸甸〉也可謂「保役 J ， <~臭棋書﹒桓譚傅) : r 令

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價等動，皈稅與封君比人。 J

(<:二十五史》頁889) 也可稱「保徒 J ，漢王符《潛夫論﹒質學:> : r 個寬實力於都

巷，匡衡自幫於保徒者，身貧也。 J <:史記﹒刺客列傳) : r 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

保 J ， <:索隱》引《騙冠子〉曰: r伊尹保酒 J 0 (中箏，直25:57) 後世有「酒保J 的

說法。

「保 J 廣州 pou3 < cpau <恥pagv

2.2.3. r 掏(米) J 雅可面的i' 億-奉 sa:u2 < *z-

《廣雅﹒驛站) : r 潰，酒也。 J (學看 1. 1. 5節)王念孫《疏證:> : r 搔者， (爾

雅:> : Ir j撞撞，輛也』。欒光《住》引《大雅﹒生民篇) : r釋主溫搔.JI ，今本『搔』

作『宴』。毛《傳》云: Ir釋，漸米也。畫畫聲也。 J (頁59) 公鴨按:郭環往《釋äJll)

「混混」云: r機米聲 J (見《十三經》頁259Ø中) 0 <:廣韻﹒豪:> : r潰，漸米，懿

遭切。 j

「溫」廣m sou1 < csau <弋sagv

2.2.4. r老」雅 thau3 西 thau3 億 thau3 奉 thau3 < *th-

109 



《廣雅﹒釋站一;) : r 脅，老也。 J <:廣韻﹒等:> : r脅，年九十。或作馨。徒到

切。 J
「智 J 廣m tou' < d間~ < *dagv~ 

2.2.5. r 老人 J 雅 1a:u2 西- 德- 奉-

《說文﹒老部;) : r 老，考也。 J r老，考J 甲骨金文都有。

「老」廣卅 1ou4 < c1au <酬l曙W

2.2.6. r 女青年」雅 sa:u l' 西 sa:u 1 億 sa:u 1 泰 sa:u 1' <句-

鄭玄注《懂禮﹒費服》云: r嫂 1普里也;曳，老人稱也。 J (見《十三經〉頁1114)

《釋名》的說陪同，這可能是一種望文生訓的說法。《爾雅﹒釋親;) : r 女子謂兄乏妻

為嫂，弟之妻tlJ婦。 J (<:十三經》頁2593上) r婦 J 本為一般婦女的通稱， <::說文﹒

女部;) : r婦，服也，從女持帝灑掃也。 J (甲骨金文有「婦J 字) <::廣雅。釋親;):

r樹，姊也。」王念孫《疏證;) : r 樹， <:廣韻〉作塾，齊人呼姊也。 J (頁200)

「蝸 J ，所交切，古商部字:

「墊 J 廣m sa:u1 < ct'l au <九sragv

「墊 J 、 「嫂」音近，可知「嫂 J 原也是一般婦女通稱。

「嫂」廣州 sou3 < CSaU < *Csagv 

2.2.7. r 早」雅tQau4 西 tsau4 億 tsau4 泰 tQha:u4 <句老-

《說文﹒日部;) : r 早，展也。從日在甲上。 J <::在傅﹒宣二年;) : r 尚旱，坐而

假寐。 J (<:十三經》頁 1867)

「早」廣卅 tsou3 < CtSQU <酬拋磚V

泰語「早稻 J 視作 khau3 tQau3 ，這聾「早」字聲調與漢語相同。

2.2.8. r (豬雞)圈 J 雅 1au4 西- 穗 1au4 泰 1au4 < *1-

《說文﹒牛部::> : r牢，閥，養牛馬圈也。從牛，冬省，取其四周市也。」甲骨金

文寫怯，其四周市之形與秦筆極似。《犧禮﹒少牢饋食禮::> : r少牢饋食之禮。 J (<::十

三經》頁1196) 陸德明《音義;) : r 養牲所日牢。 J

「牢 J 廣m 1ou2 < c1au <弋flagv

2.2.9. r丑(地支) J 雅 pau3 西 pau3 億 pau3 泰-

甲骨金文有「丑」字，朱酸聲《說文通副11定聲;) : r 丑從又而蟄之，指事。 J (直

212) 認為「丑」即「仔 j 字古文。《廣雅﹒釋宮;) : r 梓謂之措，械謂乏徑。 J 王念

孫《疏鐘;) : r 仔主吉紐也。告三云: Ir組，東也。 JJ <::說文::> : Ir符，攝也。 JJ <::籤

漢書﹒轄區傳論::> : rr抱鉗妞，徙幽裔。 JJ (<:二十五史》頁978) 值與仔同。 J (頁

217) 可知束以扭稱「抱」。

「抱」廣卅 phau4 < cbau < *‘bagv 

2.2.10. r酒」雅 1au3 西 1au3 億 1au3 泰 1au3 < *h1-

《說文﹒固部;) : r唔，什樺酒。從商軍聲。 r<::說文﹒米部;) : r 糟，酒捧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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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四川以及其他許多方言稱「江米酒J 為「醒糟 J (1au2 tsau1 )。條雅稱「擅捧J

及「酒糟」為 sd ，輯「江米酒 J 為 1au3 sa5 ，語序與四川方吉相同。《詩經 .t

月:> : r 為此春酒 J ，毛《傅:> : r春酒，凍醇也。 J (疏) : r 體是酒主別名。」

((十三經》頁'591) 讀酒衛起源很古，甲骨金文已有「酒 J 字， (說文﹒茵部:> r酒」

字下云: r古者借狄作酒酷，禹嘗而其乏，連疏犧1斑。」

「醒」廣卅 1ou2 < c1au <弋1agw

2.2.11. r種」雅 tau 1 西 tau 1 穗 tau6 泰 tau 1

《釋名﹒釋宮室:> : r唱，道也，創過食物也。 J (周禮﹒太視:> : r掌六祈以同

鬼神示， ••• ...二日遍。 J 鄭玄《住:> : r 故書『遍』作『曙.ß Jo ((十三經》頁808

下) r 過」的上古音;l;t， *cskh曙W 或 *Csgagw ，故與「曙」音近。

「宙 J 廣Jii tsou5 < ts帥，. < *tsagw" 

台語與漢語聲母芝間的對廳，請蓮香君2. 1. 7節。

2.2.12. r 吠」雅 hau5 西 hau5 德 hau5 奉 hau5 < *hr-

《廣韻﹒豪:> : r蟬，胡刀切。」內府本及敦煜本王攝均訓犬聲。《玉篇》草'1犬呼

也。《說文﹒口部》作「啤 J 。

「啤」廣州 hou2 < c涉。u <弋gagw

2. '5 廣州話說作 -i:u 韻的上古音幽部字

2. '5 .1 r 懸挂」雅 tja:u5 西 t&l1 5 億- 泰-

《方吉 :> : r 蝕，縣也。趙魏之間日蝕。... ...燕趙之郊縣物於臺之上日蝕(丁小

反) 0 J (廣雅﹒釋站四:> : r鈍，點也。 J 王念孫《疏鐘:> : r今俗語調懸物品弔，

聲相近也。 J (直 1 '5 1) (廣韻﹒篠:> : r L 都了切，聽觀。 J 但宋元俗語已有「吊

桶」、 「吊窗 J 、 「吊橋 J 、 「吊掛」、 「蹦趴吊拷」等說怯。

「弔 J 廣州吼:u5 < (?)可ieu < *Ctiagw 

2. 實 .2. r 稀(不輔) J 雅 1jau " 西 1凹， 德 1&11 1 寮-

《莊于﹒天地篇:> : r夫道，摟乎其消也。 J (說文﹒水部:> : r嘍，消深也。

從水軍聲。 J (廣韻﹒蕭:> : r 嘍，水情也。落蕭切。」

「海」廣Jii li:u2 < clieu <弋liagw

'5. 台語 -au 韻聾跟漢語上古音魚部字有可比闢餘的:

3.1 廣州話說作 -y 韻的上古音魚部字

'5 .1.1. r 甘敢」雅 ?ja:u3 函。oi 3 穗 ?oi 3 泰句:i3 <勢?-

《說文﹒艸部:> : r 話，語敢也。從艸諸聲。」張衡《南部賦:> : r 諾車去聲喝 J , 

《住》引《漢書音義:> : r 語眩，甘拓也。 J ((文選〉頁71)

「諾 J 廣卅 tsy1 < c~lwo <弋吋ag

「庶 J 字也是上古音魚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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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J 廣州tQe5 < tQ ja~ <吋j1旬，

'.1.2. r 咱們 J 雅 hau2 西 hau2 億 hau2 審問的 <叮-

奉語 rau2 義為「我們 J ， r 咱們」說作 ra2 (<叮-)。甲骨金文有「余J 字。

《爾雅﹒驛站) r余」和「予」兩個字都劃11 r我 J ，都是 r~諸切J 0 (說文〉段《住):

r<詩》、《書》用『予.0 ，不用『余.0;(左傅〉用『余.0 ，不用『予.0 0 J 是書寫

習慣問題。

「余，予 J 廣州 y2 < .Hwo < *.rag 

古漢語 句-常與台語 h- 對應:

古漢語: r 遣」 弋rwjiad 僚雅: ha: i l' 

「會 J 弋rag

f固」制ragw

ha:13 < *r

hau4 

'.1.雪﹒「我 J 雅 kau 1 西 ku 1 穗胸前豪 ku1 <可-

甲骨文有「吾 J 字。 r吾」是土古音魚部字，但聲母不是舌棍塞音，而是舌根鼻音，

中古音是接母棋韻，適{國音韻地位的字，廣卅全變巷，如:

「吾」廣州 g2 < .guo < * .gag 

但「吾J 、 「虞 J 古字遇，張衡《東京賦) : r 園林氏之關虞 J ，李善《住) : r (山
海經》日『林丘有跡獸， ......其名騙吾， ，......0劉芳《詩義疏:> : Ir騙虞讀作吾.0 0 J 

((文選》頁64)

「虞(吾) J 廣州 y2 < .gju < *.g吋ag

「爾雅﹒驛站) : r 印，吾，我也。」揖聽《住) : r 印猶棋也，語之轉也。」

((十三經》頁257') 但 f缺 J tI, r 女人自稱我也J (見《說文﹒女部)) 0 (後棋書﹒

南盛傳〉引李貫注「棋」音胡朗反。((二十五史》頁1Ø49)

「印 J 廣Jii 呵。:g < 呵呵 〈骨甸的

「峽 J 廣Jii .ho:g <‘~ag < *.ga lJ 

曼谷泰語「我J 的禮觀說法，男稱 phom-- ，女稱缸1 tQ han1 或 ?i1 tQhan" 。

奉語女人自稱或與「峽」字有關。

《爾雅﹒驛站:> : r朕，余，躬，身也。 J (疏:> : r 身即我也 J 0 ((十三經》

頁257') r朕 J 字在泰始皇二十六年用作天于自稱，一般人已不許用。跟這個相似的還

有個 r Ðll J 字。丘遲《與陳伯之書) : r 立功立事，開國稱ÐIl J 。李善《住》引《老

子) : r 王侯自輯姐，寡，不殼。 J ((文選》頁ω8) 以前是否一般人也可輯「孤J , 

無績，不過迪是個上古音魚部字，跟台語 kau 1 , ku 1 似乎有關。

r m. J 廣卅 ku 1 < .kuo <弋kwag

'.2. 廣卅話說作-也y 韻的土古音魚部字

'.2.1. r他們 J 雅 khau 1' 西 xau 1 億 xau1 泰 khau'. < *hkl-

《三國志﹒具志﹒趙建傳:> : r 女婿昨來，必是票所竊。 J ((二十五史〉頁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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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要「果J 措單數;杜甫《江上{直水如海勢，聊短述) : r焉得恩姐陶謝手，令票通作

與同避。 J (<:杜少陵集詳註〉卷 10. 頁8) 這惠「果」措攪轍。 r栗」的說法約起於麵

晉悶，它可能是「其J 字的一種方富說法。

r讀書」廣州 khæy2 < cgjvo < 弋gjag

廣卅日語輯「他J 為 kh個抖。

3.2.2. r進去 J 雅 xau3 西 xau3 億 xau3 泰 khau3 < *x-

《廣雅﹒驛站一:> : r去，進，行也。 J <:廣韻〉御、語兩韻都岐了「去」字。

「去」廣卅 hæy3 < Ckhjvo <恥khjag

3.2.3 r梭子 J 雅 tau5 西- 德 tau5 奉-

《說文﹒木部) : r抒，擴持緯者也。從木予聲。 J 設〈住) : r槽，接皆俗字。」

「抒 J 廣m tshæy. < cct1 vo <恥drjag

泰語稱「梭子J 為 kra? sua1" .西雙版納則稍為 so叭 ，音近於漢語「梭」。

泰語-ua1 跟條雅 -au 可.ItJ.有對應闢餘，每看4.1.2節。

3.3. 廣州話說作 -ou 韻的土古音魚部字

3.3. 1. r拐杖 J 雅 tau. 西 tau. 穗 tau. 泰 thau. <可-

《廣雅﹒釋器) : r度，杖也。 J 王念孫《疏鐘) : r <方宮〉控云: r令江東呼

打為度.!I .引主云:(周禮﹒司市) : Ir凡市人則胥執鞭度守門。』鄭住云: 11"必軌鞭

度，以威正人竄也。度謂受也。... ••• JI 案古人謂受為度..ItJ.打得名。... ••• J (頁甜的

「度 J 廣州 tou' < duo~ <叮咚，

剝隘布依語說作 tag4 (< *d-) .李先生說: r所有北部台語，適個詞都有一個

鼻音韻尾。 J (1977. 頁珊的公明按:追個詞當即古漢語「杖J 字:

「杖 J 廣州扭扭 :g4 <‘甸的 < *cdrjag 

廣州口語稱「拐杖J 為 kva13 tsæ: g6。

3.3.2. r鈍，蝕J 雅 ja:u3 西-德-泰 h1u3 < *tr-

《廣雅﹒釋站:> : r鈍，餘，引也。」王念祥、《疏鐘) : r <:站宮﹒悶神篇》
『掛中心之所欲 JI .宋威住云: 11"蜍，引也.!I 0 J <說文﹒手部) : r蜍，臥引也，從

手余聲。 j 殷《住:> : r臥引謂棋而引主也。 J (頁42)

「蛤 J 廣卅 thou可< cthuo <弋thag

廣州口語稱「施」為 t恤，

3.3.3. r 葫蘆 J 雅 tau3 西 tau3 德 tau3 若是 tau3 <叫1-

《周禮﹒巴人) : r縈門用瓢齋 J .杜子春云: r瓢，到矗也。 J (<:十三經〉頁

771) 古代文獻中「諷蠢J. r姐姐J. r劉單打. r壺盧 J ... ...寫法不同，實為一物。
「報脂」等字都是古魚部字，可能本說作弋g1v旬，後世分寫t4r兩個字，而可- 在

台語為何-

「到組 J 廣州 u2 10u2 < c~uo c1uo <弋glv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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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語 -au 韻襄r~漢語上古音芝部字有可比闢餘的:

4.1 廣州話說作 -au 韻的上古音乏部字

4.1.1 r舊」雅 kau5 西 kau5 種 kau5 奉 kau5 <可-

《公羊﹒莊二十九年:) : r 斬延廠者何?修舊也。 J <:注:) : r舊，故也。 J (<:十

三經》頁2241)

「舊」 廣州 kau6 < gj油~ <可吋旬，

4. 1.2. r 不，沒」雅 vau5 西 bau5 德-奉 mai3

條雅 -au ， -a:u 可以和其他台語 -ai ， -uai 對應:

雅 泰

「梭子」

「幫助 J

H于垢 J

tau5 

tfia:u3 

kra? suai" 

xa:u2 

z-dA a2 
n
u

﹒
唔
.
，

ha 
h呵
岫

「瓢 J phja:u4 bwai 1 

rì豈有 J 條雅說作 vau5 mi2 (西雙版納 bau5 mi2 ;泰 mai3 mi2 ) ，直譯

是「不有 J ，現代漢語只有西南方言的一小部分(如昆明)說「不有 J ，但在古代文獻

中， <:左傳》七見，如《文公十二年:) : r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J (<:十三經》頁

1851) <:禮記》四見，如《孔子閒居:) : r 不有大故，則不人其門。 J (<:十三經》頁

1622) <:論語》兩見，如《班也:) : r不有視蛇乏帳，而有宋朝之美者，難乎兔於今乏

世祟。 J (<:十三經〉頁2479) <:書經》一見， <:西伯蝕黎:) : r 不有康食 J 0 (<:十

三組》頁177)

現代漢語「不」字作「適骨切 J ，來歷不明。《廣韻:) r不 J 字有「甫蜻J 、 「甫

九 J 、 「甫教」三切，今用「甫救 J 切與台語對應:

「不」廣州 fau5 <pj缸~ < *pj旬，

4. 1.3. r 小山 J 雅- 西- 德- 奉 khau " 

甲骨金文已有「丘」字。《說文﹒丘部;) : r 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從北從

一;一，地也。 J

「丘 J 廣州 iau 1 < ckhj恥 <弋kh吋 ag

4.2. 廣卅話說作 -i ， -u:i , -o:i 的上古音乏部字

4.2. 1. r龜」雅 tau5 西 tau5 德 tau吾泰 tau5 <刊1-

當拙作曾論及此字， (1983，頁291) 但說挂有錯誤處。甲骨金文已有「龜」字，

《說文﹒龜部;) : r 龜，當也。......象足甲尾主形。」殷《住;) : r龜古音姬J 0 r 姬」

從「臣 J 聾，又寫作「頤 J 0 <:廣韻· z:) : r 姬 J 字又「典主切 J 。

rðri J 廣州 i2 < cjii <弋rag

原始台語 *t1- 的第二個輔音 1- 與 r- 對應。

4.2.2 r 柴灰 J 雅 tau3 西 tau6 億 tau6 泰 thau6 <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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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月令:> : r 毋燒灰 J ， <:住:> : r火之騙者為攻。 J (<:十三經》頁137的

《釋名﹒釋天:> : r晦，灰也。火死為1頁，月光盡似芝也。 J 王先請《住:> : r 王敢

原曰:晦，每聲，胸亦每聾， <:易:> : Ir成其胸 JI ，虞翻目。Ir夾勞肉也 J ， <:禮記﹒

內則:> : Ir取牛羊膜庸之肉必顧』。是『胸 JI (m-) Ir臨 JI (從灰聲， x-) 一字，吉

『灰』亦非無蟬，匪第晦灰一聲之轉。 J

「灰 J 廣州如此1 < c Xu也 <弋hmag

上古音聲母 *hm- ，請審看李方桂1980，頁 19。

4.2.3 r 青苔 J 脆 tau2 西 tau2 億 tau2 奉 thau2 < 叮-

郭瑛《江賦:> : r 綠苔單幫乎研土 J ，李善《住) : r <:風土記〉曰: Ir石髮，水

苔也，實綠色，皆生於石JI 0 J (<:文選》頁 186) 古人以苔做食品。《太平御覽〉引

《異物志:> : r 石贅，海草，在海中石上接生，長尺餘，大小姐壘，葉似席亮而株草無

枝，以肉雜而黨之，昧極義。 J <:周禮﹒臨人》有「宿誼 J 0 (<:十三經〉頁674) 當即

水苔。至令個練起主人仍然愛吃生在水中石上的實苔。

「苔」廣州 tho: 12 < cda1 <弋dag

5. 台語 -au 韻襄跟漢語上古音侯部字有可比闢{耘的:

5. 1. 廣m話說作 -y 韻的上古音候部字

5. 1. 1 r 主人」雅tQau3 西 tsau3 億 tsau3 泰 tQau3 < *tQ-

漢語「主 J 字的本義為抽煙中的火頭， <:說文》段《住:> : r其形甚微而明照一室，

引申假借為臣主、賓主z主。」戰國陶文的寫i去與泰華同，像一盞燈，中間一個點兒表

示火頭。這個點兒也是個字，續作「主 J ，義為「點個點兒 J ，大約從「點燈」義引申

而來。泰文tQut7 作名詞用時，義為 r (一個)點兒 J ，作動詞用時，義為「點個點

兒 J ， r 點火」。

「主」廣州 tsy3 < ctQ ju <酬吋ug

5. 1.2. r柱子 J 雅 sau" 西 sau1 億 sau 1 泰 sau" < *s-

《說文﹒木部:> : r住，極也。 J r 從木主聲。 J <:釋名﹒釋宮室) : r 性，住

也。 J 王先謙說: r <:文選﹒東征賦》住 ~I <:蒼頡篇》云: Ir駐，住也』。是漢世有

『位』字， <:說文》未收。性、駐、性，皆取止而不動之義。」條雅「住J 說作 ?u雪，

泰語說作ju5 。

「柱」廣州 tshy4 < c<t;j u <制drjug

5. 1.3. r 蜘蛛 J 雅 ka:u 1 西 ka:u 1 德 ka:的泰- < *khl-

《說文﹒瞌部:> : r 窩，誼高也，從祖朱聲。」段玉裁說: r晉時江東呼『蟬蟄JI , 

即『矗JI ，但宮之耳。」

「高」廣m tsy1 < ctju <弋trjug

原始台語喉及舌根塞音聲母可與上古漢語舌尖塞音對應，也有相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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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上古漢語 *trjug 原始台語 *kh1-

言者 *tjag 壘。-

龜(居Z切〉 *kjag *t1-

葫蘆 份g1wag *tl-

條雅和西雙版納「蝴蛛J 的全稱是 k呵 1 ka:u1. (方言:> r 祖遍 J 條下郭璞住

云: r齊人又呼社公，亦吉罔公。」這辜的「公J 字可能跟傢語 k呵3 有語源上的聯繫。

「祖!ì J 兩字皆從「睡 J .泰語稱 r!闢蛛 j 為 mlE:g1 mum 1 • m1E:g 1 義為「昆蟲 J • 

李先生用「瞌J 字(弋mrag) i~它對應(李方桂1976) .可以看出漢語台語一致處。

5.2 廣m話說作 -au 韻的上古音候部字僅一側:

nt垢 J 雅 xa:u2 西 xa:12 億 xa:12 奉 kha12 < *~-
《說文﹒土部:> : r 垢，獨也。從士后聲。 J 台語韻母對應請看4.1.2節。

「垢」廣州 kau5 < ckäu < *ckug 

5.3. 還有幾個字可以i~漢語上古音候部的人聲韻(屋部)字比較，廣卅話說作 -0巾

和 -ok。

5.3.1 r 獸角 J 雅 xau5 西 xau 1 德 xau 1 泰 khau 1 < *kh-

《說文﹒角部:> : r 角，獸角也，象形... ••• J 甲骨金文寫誰更似角形。段玉裁說:

「當音如穀，亦如鹿。」

「角 J 廣州切:k7 < kok. < *kruk. 

5. 雪 .2 r 稻 J 雅 khau3 西 xau3 德 xau3 泰 khau3 < *x-

《說文﹒禾部:> : r穀，績也，百穀主緝名也。從未哩聲。」段《住) : r想者今

之散字。穀必有梓甲，此以形聲包會意也。 J (詩 .t 月:> : r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殼。 J ((十三經》頁391)

「穀 J 廣州 kok7 < kuk. < *kuk. 

5.3.3 r 山 j 雅 1ja :u 1 國 d01 1 德 101 6 泰 do: 11 < ?d1/r-

《爾雅﹒釋山) : r 屬者暉，獨者蜀。 J (毓》引《地理志》云: r東海下那縣西

有葛蟬山，取此名也。 J ((十三經》頁2618) 則「蜀」亦當為山名。《漢書﹒地理

志、) : r 蜀郡」條下住云: r (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先中，人南海。 J (中華，

頁 1598) 同書: r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 J (頁 1645) 蓋南夷本輯「山」

為「蜀J 。

「蜀」廣m sok8 <建jwok. <叮juk.

《方吉﹒十二) : r 蜀，一也，南楚謂乏獨。 J r單獨 J .保雅說作 1j au 1 .若是

語說作diau 1 da:1 1 。
6. 台語 -au 韻襄i~漢語上古音歌部字有可比關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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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些字廣m話都說作-0

6.1. r幫助」雅tQa:u:5 西 tsoi 6 億- 泰 tQhuai6 <骨肉-

台語韻母對應情況請看1.3.9節及4.1.2節。

《說文﹒力部) : r助，在也。」段《住) : r 在今佐字。fj"左』下曰: fj"手相左

助也.D 0 J 
「左」廣m t由:5 < Ctsa <制tsar

6.2. r 螺蟬」雅 hjau l' 西 hoi 1 億加i 1 泰 ho:i l' <可-

「螺」字不同的寫法還有「竄，蠢，掛J (見《集韻)) 0 (犧禮﹒士冠禮) : r兩

豆，龔誼麗盟 J 0 (住) : r 今文圖為蝸。 J ((十三經〉頁956)

「螺」廣州 102 < c1ua <弋1war

古漢語 r- 常與台語 h- 對應(看3.1.2) , 卜， r- 音近。

6.3. r 打呵欠」雅 ha:u l' 西 hau 1 穗 hau 1 若是 ha:u 1 < *h!J

《廣韻﹒笛) : r 呵，呼笛切，噓氣。又呼哥切。」

「呵 j 廣州切1 < cxa <弋har

6.4. r (鐵〉鏈」雅 @a:u:5 (ljek7 ) 西-德-泰-

1jek7 義為「鐵J 0 (說文﹒金部) : r艘，銀錯，珀也。 J 段《住) : r瑣，俗

作鎖，非。瑣為玉聲芝小者，引申之雕玉為連環不絕，謂乏現。棋以後，罪人不用費妞，

.Id.鐵站連環不組條乏，調乏銀錯，連製鎖字。」

「鎖」廣州白:5 < csua < *csuar 

7. 結意 通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漢語台語親掛闢餘的組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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