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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據傳統的處理法來說，閩南話妓攝一等字(豪、皓、號韻)大部分的讀音，文言

音為一o '自話音為一au 。例如: I草」字的文言音為 cts'o '自話音為 cts'au 。但是

有極少數的例外，譬如 Campbell (1913) 說明， I嫂J字的文言音是 c凹，白話音是

cso 0 又說「膏」字的讀音，文言音是 cko (潤澤的意思) ，自話音是 ck::> ( cko-io?::> 膏

藥) ，另外也有讀為 ckau 的讀法 ( ckau-cliaD 膏棠， Campbell (1913) 將這個讀音對待

為自話音) 0 1 還有， I高」字也有三種讀音，一種是文言昔的 ko '一種是自話文的

ckau ( ckau-hieD" 高興) ，最後的一種就是讀為 ck::> 的( ck::>-ctai-ctsl 高抬錢 2 , 

Campbell (1913) 把它當作自話音)。在這幾個字的韻母的對此之中，我們可以看得出

它的文自異讀的分布比較複雜，而且它的對應關係也互相顯得不很整齊。 3

文言 自話 白話

草 -0 一au

體
一。 一。

膏 一。 -::> 一au

τ告-

I司一。 一。 一au

文言音本來是誦讀丈言文時使用的一個個漢字的讀音，因此，一個字原則上只有

一種文讀音而已。因為如此，假如另外有一個新的讀音做為文言昔的借移，即使那已

經是丈言音，也得自己下降到自話音的地位了。如果，嫂字的 cs::> 音是做為文讀用的

新的借移讀昔，那以前呢?以前佔著丈言音的位子的應該是 cso 音。那麼，膏字和高

字的白話音 ck::> 呢?我們可以了解這些是因為以個別單字的身分被借用的，所以至今

還不能奪取丈言音的地位。很明顯， I膏藥」跟「高興」兩個單字都是從官話借來的形

式，因此其中「膏、高」兩字的韻母一au 的來源跟「草J等字的自話音 -au 完全是兩樣

的。

換句話說， I草、嫂、膏、高」四個字里面的韻母一o 音，這不論是文言音或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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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音，都是屬於同一個語言層次的，但是「草J和「膏、高j之中的一au 韻母，就是同

讀為一個音，前者跟後者卻是應該屬於兩個語言層次的。對此，出現於「嫂J眼「膏、

高j的-::>韻母在文自系統中互相區別自己的地位，但就語言層次來說，可以說是屬

於同一個層次的。

本來，妓攝一等到四等，在同是閩南話文自音系統的對應關係中，是最為單純的

韻攝之一。雖然如此，尤其是在它的一等字對文自異讀的反映中存在著有一些不很單

純的問題。 4 拙論的目的是:透過觀察妓攝一等字在閩南話文自異讀現象中的動向，

來嘗試分析此方言中某些語言層吹的交錯現象。

tsau" (吹飯具)

sau" (帝也)

cau" (-惱)

cpau 

p'au2. 

(持也，引取挾

也，懷~也)

二、華韻字的艾白異讀現象以前如何被處理?

在閩南話中豪韻字的文自異讀現象以前是如何處理來的呢?(十五音}5 把大多數﹒

豪韻字放在[高韻J中做為文言音，其讀音為一。;少數字被置於「交韻j中，其讀音為

一au 。出現於〈十五音〉交韻的豪韻字及其讀音如下:

交韻 cf. 高韻

屁 ck'au

糟 ctsau (酒-)

練 cts'au

操 cts'au (-練)

蚤 Ctsau (狡-)

草 Cts'au (花-)

龜
掃
懊
袍
抱

ctso (酒津)

cts'o (-持)

ctso (富人跳蟲)

Cts' 0 (百卉總名，叉~創， -稿， -書，文苟簡

日--)

tso" (駕車吹者)

so" (除穢棄也)

的(悔恨也， -惱也)

p'03(挾也，慎也)

如前所述， Douglas( 1899) 及 Campbell (1913) 也跟〈十五音〉同樣把 -0 音做為

讀書音，把大部分一au 音做為說話音對待著。叉，羅常培 (1956) 亦基本上把一o 看

做文言音，把一au 看做白話音。總之，從傳統的看法，一o 韻母是文言用法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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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au 韻母是白話用法的東西。但是，是否把文言音 -0 直接看成是屬於丈讀層

而把自話音 -au 直接看成是屬於自讀層則是另一個問題。例如，楊秀芳 (1982) 認為

-au 韻母是屬於文讀系統，一o 韻母才是屬於白話系統。其主要理由是，故攝二等淆

韻、三等宵韻、四等蕭韻的文自韻母，如下:

例字文讀自話

二等膠 -au -a 

三等燒 一1au -10 

四等釣 一1au 一io

把豪韻的兩種韻母跟這些對照的時候，如果把一au 音看成文讀音，一者是可以便丈

讀音的系統顯得更整齊些，再者是做自讀音的一o 也可以形成宵、蕭韻的一10 的「同

韻具等」關係。另外，余靄芹 (1982) 也說: í廈門跟進溪一樣，文讀是一au 或

一1au '自讀是一o 或一io J 。據她的看法，閩方言效攝字自讀是「中古內、外區別的

表現:外轉韻元音較長，所以較鍾的介音韻尾被吸收或失落了」。

三、對閩南話豪韻韻母的分析

(1) 一au 韻母

王育德師 (1987) 認為閩南話豪韻的一au 音為自話音，而且由於寬元音一a一的保

存和一u 韻尾的存在，它比較忠實的反映著中古音的面貌。加上，因為〈慧、琳音義〉的

反切、唐五代西北方音和宋代作洛音都是 au 這種語音形式，所以他說: í大概是由

關中方言圈遷入的開墾者們帶來的J 0 我也同意王先生的意見，認為閩南話豪韻的

-au 基本上還是自話音的韻母。但是，其理由是跟他有所不同的。據本人的了解，

豪韻部分 -au 音是借用官話音的;除了這些外，它的基幹還是比王先生的想法更古

一些，如黃典誠 (1982) 所指出的，是上古音的殘餘 o 凡是豪韻字淵源於上古幽部跟

宵部，而閩南話讀為一au 的字的重要部分都是屬於幽部的。例如:

袍且tn-p'au" (長袍)

抱 pau之九:>!) (撫養)

老 Clau -C1a !) (老人)

糟 Ctsiu-d空空 (酒糟)

蛋 cka-Ctsau (跳蚤)

種 ctsau-Ck'a (爐種)

草 èts'au-tue" (鄉下)
掃

p1﹒a寸-sau。 (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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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字不但全部都是幽部字，而且是做為口語的常用字使用的。對此，宵部擁有「高、

操、到J等字，但這些字都只不過是出現於從官話借用的單字，因此，可以認為是一

種官話音，它的用法也頗為書面語性的。例如:

毛 Cmãl!-pia!)主 (毛病)

高 ckau-hia!)。 (高興)

膏 ckau}ia!) (膏樂)

操 ct'e-cts' au (體操)

到 tau"_Cte (到底)

腦，st'au品au (頭腦)

惱 au,,-cnãu (懊惱)

據李方桂 (1980) 的擬音，上古幽部一等韻母為一agw' 上古宵部一等韻母為

一agw; 據張琨 (1984) ，幽部是一a嗯，宵部是一aug 。無論哪一種擬音，幽部的主

尤音都是一a一，宵部的主元音都是一a一。因此，我們可以了解主元音 a 跟 a 的對立

也就是上古音上的內轉、外轉的對立。一般說來，內外轉的分別「反映於主元音的強

弱(賴惟勤， 1957)J 。內轉系的音節是主元音較弱，韻尾較強;相反，外轉系的音節

是主元音較強，韻尾較弱。所以，我認為來自上古幽郡的閩南話豪韻一個音字是，

其較強的韻尾一u 抵抗了主元音一a- 的吸收、消戚，結果，到現在也留下來的語音

形式。而且，這種持有一凹的口語形式，不僅廈門話，整個泉州系和樟州系閩南方

言以及福州話、甫田話、潮州話和海南話6 里面都仍然存在著，形成了極其強固的基

本口語詞灌(請參見末尾的資料)。我的結論是:來自官話音的除外，閩南話豪韻字之

中讀一au 的全部都是保留上古音的面貌的遺留形式。

(2) 一o 韻母

如果上述自話音一au 是一種上古音的遺留形式，那麼，豪韻 -0 韻母應該屬於

丈讀系統，就這一點說，跟傳統的處理法沒有甚麼兩樣，而且這種一o 音應該是反映

比一au 音更新的時代層次的語言形式。因為，如果你承認余靄芹說，那麼一o 音的

形成應該是部分上古幽部跟宵部合併成為中古外轉豪韻，一au 音以後的事。也就是

說，只有形成了這個外轉韻以後，弱的韻尾一u 才可能被強的主元音 -a一吸收或失

掉的。如此考慮，才算比較合理。

不過，這個文讀的一o 韻母並不是均質的，至少也有包括兩個語言層次的可能

性。為甚麼?有兩個理由。一是從跟其他方言的對比之中出來，一是這樣想才會滿足

音系內部的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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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潮州話、海南話以及津平(永福)話等方言裹，豪韻一o 音字是少數

派，被看成自話音，相反，存在著大量一au 音字，做為文讀音被對待著。其中部分

-au 音字(袍、抱、老、糟、蚤、電、草、掃等) ，持同樣於閩南話的理由，可以認

為是上古音的反映，叉，部分字(毛、高、操、到、腦、惱等)被看成是官話的借用

音。那麼，剩下的大量一au 音字(褒、保、堡、寶、梅、暴、帽、冒、明、禱、島、

搗、滔、、掏、討、套、濤、陶、淘、道、稻、導、盜、悼、涵、牢、勞、膠、撈、

湯、遭、潛、藥、操、藻、躁、糙、曹、槽、皂、造、騷、搔、躁、燥、噪、卑、

楠、捕、果、民、考、靠、稿、熬、傲、萬、褲、好、耗、豪、康、毫、號、浩、

皓、澳、澳、奧、懊等)到底是甚麼東西?我看，這才不外乎是王育德師所說的「中古

音的比較忠實的反映J '但那還不是直接繼承閩祖語 -au (Chang Kuang-yu, 1987) 的

語音形式嘛!還有我想，因為官話借音的音貌是跟這一大字辜的語音完全一樣或極其

接近，所以蓋在上面重讀而形成的，這就是潮州話、海南話的文讀韻母一au 音了。

這個文讀音一au 現在都沒有保留在廈門話里，可是，不容置疑，這相當於廈門文言

音一。。

。 廈門
au 

au 潮州、海南

潮州、海甫的一au 相當於廈鬥一o '那麼，潮州﹒卜海南的自話韻母一o 究竟是甚

麼東西?潮州話含有一o 韻母的是「保、堡、寶、報、抱、毛、帽、刀、倒、討、

陶、逃、桃、淘、萄、牢、藥、草、槽、嫂、高、膏、糕、、稿、告、好、耗、號」等

字。這些還是不得不看成相當於廈門話的一o 韻母。而且考慮到潮州話、海南話把這

些字對待為自話音的事實的話，在廈門話中，這一畫也反映著丈言音里面相當舊的語

言層吹。換句話說，潮州、海南話中的文言音一au 跟自話音一o 都相當於廈門話(或

潭州話)文言音一o 0 因此，潮州、海甫的這種區別使我們想像在廈門及其他閩南話

文讀音中的確存在著新舊兩個層次。

效攝二等淆韻的文讀是一au '自讀是一a 。以這個和一等豪韻對比起來，就如

下:
廈門 潮州

文 自 文 自

」等豪韻一o 一au 一au 一。

三等淆韻 一au 一a 一au 一a

但是，我們已經認為廈門自話音 -au 是上古音的殘餘形式，所以可以把它排除掉。

在此把文言音舊層的一o 改寫成一OA (新層的一o 寫做一OB) ，試一試把它重新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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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音的欄內，則如下:

廈門

丈自

一等豪韻一OB 一OA

潮州

丈自

一au -OA 

二等淆韻 -au 一a 一au -a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理解廈門跟潮州的白話音一OA 就是以一等祖語一au 吸

收或脫落自己的韻尾被傳承下來的形式， 7 對此，自話音一a 就是以二等祖語一au 脫

落自己的韻尾被傳承下來的形式。只有這樣解釋，才能使閩南話的丈自系統顯得比較
整齊點。

把以上的討論整理一下，閩南話豪韻的語言層次至少包括四個層次;按新舊的改

序，最古層的一au (自話) ，舊層的一o (文言 A 層) ，新層的一o (文言 B 層) ，官話
層的一au (白話)就是了。 8

四、跟泉州音的此較

泉州方言的豪韻字似乎擁有三種類的丈自韻母。根據泉州方言最古的語音資料

〈彙音妙悟) , 9 這些字屬於「高韻J -;) , r刀韻J -0 ' r效韻J -au 0 1。這其中， r殼

韻」包括敷攝二等淆韻的文言音和流攝一、三等侯、尤韻的自話音，但也包括「老，

袍，糟，寵，掃，草，操」等七個豪韻字，這些全部附加著「解J ' r俗J ' r土」的字
樣，說明這些就是自話音。叉，這幾個字跟其他閩南方言襄以一au 音出現的東西是

同樣的語素，因此剛剛討論的上古音的遺留一事是沒有問題的。〈彙音妙，悟)1刀韻」是

「此一音俱從士解J '是自話音的專用韻，這襄包括了歌戈韻及豪韻。「高韻」包含模魚

韻、歌戈韻和豪韻。「刀韻」中的豪韻字有五十四字， r高韻」中的豪韻字有一百五十八

字，幾乎所有的豪韻字是屬於後者的，而後者約達前者的三倍。重接出現在兩方的豪

韻字有「褒、寶、堡、保、報、刀、倒、逃、萄、淘、道、到、討、桃、套、腦、

腦、遭、菜、槽、曹、造、草、騷、嫂、燥、躁、羔、糕、膏、高、稿、藥、告、

稿、毫、澳、奧j等三十八個常用字。 11 三讀的字只有「草j字一個。
高韻 刀韻 郊韻

草 Cts';) ( -木， -創) cts'O (草-) Cts'au (-仔)

一看這些字的用字法，就明白「高J韻所屬字很明顯的是被當作丈言音。文言音做-;)

音和自話做一o 音的這種現象，好像不僅在〈彙音妙悟〉里，還在南安、永春、同安等

縣的現代泉州系閩南話中，也都有一定的反映。同時，這種現象波及到耽鄰泉州的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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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仙遊方言，可能是泉州府跟興化府共同的現象。

問題在於泉州方言裹的-;) ，一o 音相當於廈門等其他閩南方言中的哪一個語言

層次這一事。把廈門音和泉州方言的這樣丈自音的分佈對比起來看，我們就會發現泉

州文言音一。與廈門文讀 B 層(新層的一o '潮州的一au)相應，泉州自話音一o 卻與

廈門丈讀 A 層(舊層的一o '潮州的一0)相應。也就是在廈門話文言音襄新舊兩層重

疊 overlap 的一o 之中，新層在潮州話襄出現為一凹，在泉州話襄出現為-;) ;舊層

在潮州話里出現為一o '在泉州話里也出現為一0 。

B 層

A 層

古層

廈門潮州泉州

一。 一au -;) 

一。 一。 一。

一au 一au 一au

(禱)

(刀)

(電)

與這個現象關聯，有個問題需要考慮一下;福州音裹的豪韻字大部分讀為-;)音

的事實。換句話說，福州的一。對應於廈門的一。。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方言豪

韻字韻母的音值差別圖式化為如下:

廈門泉州，興化福州

B層一。一。-;)

A層一。一o -;) 

就是，廈門丈讀 B 層的一。在泉州、興化讀為一;) ，在福州也讀為~;) ，相反，福州

丈讀 A 層的-;)在泉州、興化讀為一o '在廈門也讀為一。。如上述 'A 層的一o 是

由於閩南祖語 *-au 吸收或失掉其韻尾而單元音化的。這在廈門、潮州和泉州各地方

言里都以一致的語音形式一一[0] 出現，所以可說是頗為穩定的形式。對此，純屬

文言音的 B 層是以廈門一。、泉州-;)、潮州一au 的零散形式出現。潮州的一au 比

較保守，比較忠實的繼承了祖語的學-au 0 就廈門的一。而言，我想這一定有從-;)

到一o 的演變過程。廈門話的這個一o 以前象泉州音那樣應該是一個-;)音，這個-;)

後來跟 A 層一起合併為一o 音形成了一個丈言音。福州話-;)的形成也有相同的演變

過程，但其方向剛剛相反，就是以前被讀為一o 的屬 A 層的字融合主IJB 層-;)音里面

去了。 12

廈門 A 層學一O 福州IA 層*一o
一。一。

廈門B層*-;) 福州 B 層*-;)

這種合流在哪一個階段發生的呢?我看那一定是在閩南方言中完成妓攝一等字和

果攝一等字的統一形成一個韻母之後的事。中古果攝歌戈韻的非圓唇後舌元音 *~a

演變到近世的圓唇元音帶一o ;聞語歌戈韻丈言音在北宋時代確實被讀成圓唇元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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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同於豪韻文言音的(王育德師， 1987) 。雖然它的音值不能決定是一。還是一:> '但

是在以後的閩南話中這兩種來源不同的字就共同行動直到現在。

在〈彙音妙悟〉裹，歌戈韻字和豪韻字同屬於「高韻」做文言音之外，也同屬於「刀

韻J傲自話音。例如:

高韻 刀韻

被 cp:> (水-) cpo (-漠)

妥 tγ(-當) tγ(-當)

鑼 cb (樂器) c10 (銅-)

稜 cS:> (手爬) cso (-仔)

歌 ck> (草-) cko (-曲)

和 cho (順也，平也) cho (-好)

就是說在泉州方言襄歌戈韻字和豪韻字分別混同而構成文言音「高韻J與「刀韻J的對

立。泉州音的這個事實說明在古閩南語的階段已經形成了來源於歌戈、豪兩韻的自話

音一。以及文言音 -0 。泉州話至今還保持著這種差別，但是，廈門話襄由兩者音值

的類似引起混間，被統一為一個一o 音，而且其地位一躍昇為了文言音。福州話的情

形也相同，只不過是混同的方向剛剛相反而已。

總而言之，豪韻泉州音裹一o '一o '和 -au 這三種差別是反映著閩南方言中比

較接雜的語言面貌。

五、小結

有關閩南話的文自異讀現象已經被談了很多。如大家知曉的，閩南話的文自音各

自形成一個系統。但是，文讀音和自讀音的對應關係不是那麼單純，文讀系統、自話

系統內部各有舊層、新層的重疊;白話音襄面臨有混雜著屬於文讀層的東西的可能

性，而反之亦同。文自異讀現象是「時代不同的語言層吹現象J ' r自讀和文讀都可能
有幾個層次(余靄芹， 1982) 0 J 
效攝是飯沒有重韻也沒有開合對立的最單純的韻攝，其中一等豪韻的中古韻母曾

經拿後元音做主元音的 -au 系幾乎是不可置疑。雖然如此，給予閩南話文自異讀現

象的反映是相當的覆雜。拙論想根據音系內部的分析及近鄰方言的比較說明其事實。

其中為〈彙音妙悟〉所代表的泉州方言保留了很多廈門方言中已經消失的重要語音區

別，在研究上利用價值很大。給與豪韻字或歌戈韻字的「高J韻、「刀」韻的反映現象是

其中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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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ckau- Jiag- csio r膏藥燒J ' Douglas( 1899) 曰:“a strong so討 of spirits". 

2 cko- ctai s.tsî r高撞錢J' Douglas( 1899) 曰:“large bundles of idolatrous paper (representing 

money) tom into very long shreds. (日畫大辭典〉曰:“ckim- cgun- ctsua r金銀錢」η一種。紙U
切才御幣仿如<L-步ζ豈份。芝居份時l三掛付打出後燒< 0 J . 

3 r早」字白話音‘tsa 、「稻」字白話丈 tiu' 都為例外，在此不談。「稻」很可能不是本字。

4 凡是在閩南方言的單元音韻母里都擁有後舌元首 -0 跟 -0 (潮州是一個)。一0((十五音〉的「高韻J)

的主要來源是果攝一等和效攝一等字， -0 ((十五音〉的「泊韻J)的主要來源是過攝一、三等以及流

攝一、三等字。因為果攝、效攝屬外鶴，遇攝、流攝屬內轉，所以兩者的對立非常清晰。這些韻所

屬的字音，在各地閩南方言之間可以看得出很整齊的對應。例如:

例字廈門樟州泉州潮州海南

好一o -。一。一。一o

補叮叮叮 -ou 一個

要看外轉果攝的丈自異讀現象，開口歌韻丈讀音一o '自買賣音 -ua :合口戈韻丈讀音 -0 '自讀音

唇音 -ua '唇音以外的自讀音 -e/-ue 。因為假攝航韻二等閉口的文自音分別為 -a ﹒ -e '廓韻二

等合口的文自音分別是一咽，一間，所以可以說艾言音中的主要元音。: a 或者自話音中的主要完

音 a : e 的對立都很清楚的反映果假攝裹一等與二等的差別。叉，這種情形在各個閩南方言里全都

是一致的。

例字 廈門 海州 泉州 瀨州 海南

歌( 1 等歌韻開口) -0/一ua 一o/-ua -0/一ua 一o/-ua -0/一ua

破( 1 等歌韻開口) 一0/一ua -o/-ua 一o/-ua 一o/-ua -ua 

過( 1 等歌韻開口) -o/-e 一o/-ue -0/-;) 一ue -ue 

家( 2 等歌韻開口) -a/-e -a/-E -a/-e -e -a/-e 

花( 2 等歌韻開口) 一ua/-ue 一ua/一ue -ua/-ue -ue -ua/-ue 

謝( 3 等歌韻開口) -ia -ia -ia 一ia 一la

但要是看效攝的話，其丈白異讀的對應關係並沒有果攝那麼單純。

5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會丈堂發行。

6 語音資料的來源如下:律平據張振興 (1982) ，同安(蓮河)、南安(水頭)據我學生村上之伸君收集的

材料，永春據 Mary Wan Joo Tay (1968) ，福州據藍亞秀 (1953) 、〈戚林八音合訂)(臺北羅星塔月

刊社影印)及作者本身的材料，與化(即甫仙)據 Chang Yu-hung (1972) ，潮州據李永明 (1959) 、
〈梁津學字潮語十五音)(香港陳湘記書局印行)、〈增三潮聲十五音)(香港世外圖書公司印行) ，海南

丈昌據雲惟利(1987) ，海南崖縣據袖口蜻 (1990) 。

7 高本漠的所謂的一u 音變。

8 丈言音中包括著屬於丈讀系統的字的現象鼓不是稀罕的。比如，成攝一等「暫」字和二等「滅」字都讀

-iam 做丈言音，而它們沒有相應的自話音，但是其實這兩個是屬於自讀系統的。

9 (增補彙音妙悟〉廈門廿四時間會丈莊石印本。

10 王育德 (1970) 、姚榮訟 (1988) 等的擬音音值都是一致的。

11 男外也有「考、好J等字的文言音出現於「義韻J-告中。

12 也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泉州和興化借用了福州音 -0 當做新的文言音，結果，舊有的丈言音一o

把自己的地位讓給這個新來的 -0 而下降為自話音了。而且福州的影響力因為未曾被及到廈門以南

地區，所以這些地點沒有形成文自 -0/一。對立的局面。但目前我不採用這種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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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一)

廈門 十五音 i章平(永福) 彙膏妙悟 同安(蓮河)南安(7]<.頭)永春

幫:褒，PO , PO ,[XJ/ ~po <p:l 

保: Cpo Cpo 'po/<pau '[XJ/Cpo 'p。 c" p。

堡 'po 'po Cp:l/'po 

寶 'po εpo 'po/'pau Cp:l/Cpo <po 'po 'po 
株且po 'po 'p。
報 po' po' pO'/pau' p-S/ po' po' po" po' 

並:抱 cpau/p'剖， cpau ‘ p'au cP:l/p'aua 

抱 p'02/p'au1 p'ol/p'au2 p'o~ 'P:l/p'au~ 'p'。 p'oZ /p'aua 

暴 pol poZ [XJl 

明:毛 soo/~m5/1m:且u t ní5 .bo ~m'5在b。在rnl) !b:l/!m'5/1OOεm3/1OO s.m:>.在bo
帽 b02;m:F b02 m于:Ibo~ cOO 00' 002 

冒 m:; 2. m:l主 m~.! 已 m:;' 
呵，

旬，

m:l m:l-

端:刀‘to .to 也to 也1:lιto , to .to ‘ to 
flJ1 , to 已10 已t'。
禱 'to 'to ‘ to '1:l ζω 

島‘ to <to Cb 已 1:l '1:l 

倒 <to εto 'to/ ‘ta! 'tau '1:l/'to <b ‘ ωI;<to (to 

才島 ‘ to 也 to ‘ t:l 

到 to' /tau' to' tau' b 2/to i to' 

任何 to' to' to' to' 
透:滔 .t'o et'。 也 t'。
掏，t'o ‘ t'。
吉才 ‘ t'。 • t'。 't'。 勻':l/'t'o 't':l;< t'。 已 t'。 c t'。

套 t'。 t'o' t'o' t':l' / t'01 t'o。 t'o' t'o' 

定:陶 εto .to !t:l/且to .b 

濤 !to .to 電t'au ρ/ 

逃 sto s.to ~to/ ~t'au 主.1:l1 ~ t'。 丘.1:l/‘to ,tau 也to

桃丘t'。 , t'。 ct'。 主t':l/且t'。 ‘t'。 已 t'。 c t':l/‘ t'。

淘正to 主to 主t:l/丘to

萄 !to .to ‘t'。 ‘ P/cto 
道 t02 t01 tol /tau1 正P/~to 2臼/!.to t白， t0 2 

稻 t02 t02 t:l! 

導 t02 t01 tauZ t:ll 'to t♂ 

盜 ωZ to2- tau2 • b 1 t:l' 切，

悼 to2. t02 t:l2. 

蹈 toz tol ωZ 

泥:腦 ε lo/ c ñau 也 10 'nau b'l' lo 'b '10 

惱‘ 10/ cnåu '10 '10 '10 

E爸也10 ‘ 10 呵。/'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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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牢 5101 !.Iau 正10 主 lau c l。
勞‘10 主10 5101 !Iau !,b cl:> 
略!，Io 正10 s.lo 且1。
撈丘10 101 正 1a/11au ‘b 已 lau
老‘101' Iaullauz clo 'Iol'laullau!. ，bl'的11 !Iau '1:>1ζ吋 '1:>1 'Iaullau' • n3/lau' 
勞2 lo! 10:& 'Iaul!lau 
﹒琇 10Z 102 ‘ l。

精:遭 ctso ctso ‘ts:>1‘怨。 .tso 
糟 c tsol ‘ tsau ‘的。1/..臼au ,tsau c tS:>1 也包au .tsau ctsau 
清 ，tso 且tso

平‘ tsol‘ t甜 'tso/ C心a e蝕。尸的a Ctsa Ctsa e的a

東 'tso 'tso 'tso , ts:>l' tso e 尬。 'tso C' tso 
蚤 Ctso/ctsau <tso.戶的au Ctsau Cts。 'tsau 
澡 Ctso (tso "ts。
藻 .tso .tso 
躁 ts'cl- /so' so~ 的。'/sd/SOE
社 t蹈， Itsau~ tso' Itsau' ts:>7'“auJ tsau' 包au' tsau1 

清:操品'01 品'au .ts'o/.ts'au 已ts':>/.ts'au 
草‘ts'。尸ts'au ‘ts'ol" ts'au cts'au C' ts':>/<ts'au Cts':>/C'ts'au Cts'au ‘ ts'ot<ts'au 
糙的'0' ts'o' ts':>' 

從:曹且tso 壘的O ‘tso 且~:>/ltso
槽 ~tso 5.tso ‘ tso 至ts:>1 !,tso 且ts:>1c tso 
皂 尬。2 tso1 正 ts:>/ 1怨。
進 tso1 /ts'0! tsoZ Its'o' 鈞。1/t臨u1 正tso/!ts'。 tsol 

心:騷‘叩/‘sau ,so ‘so/.ts'。 ，s:>1金宮。

4蚤 ε甜 也so (so 
躁 ，ts'o/ ，so/so' ‘ts'o/， 叩 也ts'o ‘ s:> .. ts'。 .ts'o ， ts'。
嫂 .so .so .so .s:>1 'so 
掃3 間~ Isau' so~ Cs:> 
燥 so' so 、 so' s:>' Iso' so' 
噪 so' 的'0' s:>' 
掃4SOVsaus 帥• lsau' sau' 間>'/saull 間'/sau' sau' 

見:高 .ko/.kau ‘ko ‘ko/.kau ck:>/.ko ‘k:>/.kol kau .k:>1‘ko ck:> 
篤汰。 也ko ‘ko Cko 
膏 ckol‘kau 已kolkoZ .ko/,kau 電k:>/cko Cko cko 
報電ko ‘ko cko .k:>/cko cko cko 
，羔 ιko ‘ko ckau ck:>/cko 
身~ cko 也ko ‘ k:>1 
稿 'ko ‘ ko Ckol‘ kou Ck:>/'ko ‘ko cko 
搞 Cko Cko ck。
鵝 (ko 也ko 'k:> 
果 .ko 也ko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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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縣

('lbau 
C'lbo 
C 'lbau 
e句。

文昌

C6aU/C60 
C6au 

C6au/60 

'lbo' 
.'lbau 
也'lbaulfp'o
~'lbau 

tmauls. mo 
mau' 

!mau 

.'ldo 

60' 

.6au 

60! 
6au,2 

‘maul!mo 
mau' 

c 'ldau 
C 'ldau 

已'ldaul' 'ldo

mauz 

‘ cfo 
.tau 
e也U
z也u

CcfaU/ ccfo 

對照表(二}

潮州

.p'au 
cpaul~po 

CpaulCpo 

'po 
'pau 

' po 

!iP'au 
旬'aul旬'0

!pau 

正誼商wcmõ

bo2 

-mau 

.to 

‘ tau 
Ctau 

t' tau 

"to 
'tau 

興化(重川)

.po 

Cp:>/"po 

p命po'

!.p'aulsP:> 
p'au1/pol 
p:>l 

m02 

m:>2 

位1:>/ιto

C1:>/'to 

'ldo~ 

已xaulcxo

xau' 
mh e-aE 

o x 
e-

wm 
sz 

伽
心
叫
翩
翩

nfnfnfnf e' 

••• 

‘. 

也 xau

cfOD 

.hau 

.hau 
• haulcho 

hau" /ho' 

chau 

ghaul s.cfau 

且hau

且ho

.hau 

~haul 且ho

d泊，

diU10 

矗也u

也U，2

紛，

to' 

枷
m
a
m
a
m
a
m
v
m
a
w
m
a
N
J
P
m
d
a
m
ω
p
b
b
b
b
d
d

'
‘
'
，
‘
'
、

•• 

6

,-e 

to' 

‘ t'au 
.t'au 

• t'o 
t'au' 

!t'aul 1tO 
c t'aul • t'iu 

l to 

且t'。
且t'aul 5.to 
s.to/1t'0 
!tau 
正tau/丘 tiu

tau1 

!tau 

主1:>/且to

1t':>/且t'。

1:>2 

tiu! 

Cnau 
Cnau 

"nau 
"nau 

mluu 
臨
倒

-
m
w
m

e.e-ee 

Cn:>l'nau 

', 

、
'
，
‘
，

3
M
h

陶

••• 

“
"1 

•• 

b 

仰
的
仰

w
b
b
b

叫
b
b
d
J
w
d
d
恥
"
d
m
m

毯
，
包
，
‘
'
、

-
E
E
E
E
-
Z

丘
，

-
e

透:

定:

褒
保
堡
寶
韓
報
抱
抱
暴
毛
帽
冒
刀
切
禱
島
倒
搗
到
倒
滔
掏
討
套
陶
濤
逃
，
桃
淘
萄
道
稻
導
盜
悼
路
腦
惱

並:

明:

幫:

端:

司
d

, eat-

'
恥
，

ε t':>l" t'。

t'au' /t勻'/t'♂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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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ko' ko' ko' !kau' k和E0， ko' 

溪: 屁 ck'au , k'au , k'a ck':> ,k'a 

考‘ k'。 'k'。 'k'。戶k'a/ 'k'au ck'5/ck'o 'k':> Ck'5 已 k'5

5t ‘ k'。 ‘ k'o 
靠 k'o' k'o' k'o~ !k'訓， k':>' k':>' k':>~ 

~. 

精 k'o' k':>' !k'5' 
疑:熬， go ‘ go ‘ go 丘。:>/正 go , go 
傲 go~ go- 。3~ 。于

曉: 萬， ho 也h5/.ho ch:> 
主f. ， h。在hau/(k'au .h3/εho εk'a/c k'au/.hau 也 k'au .k'au 
好 εh3(ho εh5/ cho Cho/Chau 'hõ/'ho Cho 'ho C~/ho 
耗的， hõ' hau' h♂/mõ' 
好的，

5 h5' h3' h3' 

臣 : 豪 !ho .ho 正 ho/!ko/丘hau 主h:> ‘ h:> ‘ h:> 
嚎 !ho !h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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