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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聞方言艾自異讀的特點

各地閩方言都有文自異讀，而且牽連的字多，對應繁覆，它不但是語音現象，也

是一種詞匯現象。可以說，文自異讀是閩方言的重要特點，研究文自異讀是了解聞方

言的鑰匙。

按一般的理解，文自異讀是同一個字在書面語和口語各有不同的讀音。這樣的說

法也不能算錯，但是，閩方言的文自異讀遠沒有這麼簡單。

第一，閩方言的文自異讀未必都是文與白的對立。文讀在民間文稱讀書音、書

音、字音、孔子自'自讀又稱說話音、話音、土音、解說。有些字的異讀在方言中都

用於口語。例如福州話「利j讀 lei忌 242 是鋒利，讀 leiO 213 是利息;廈門話「力J讀

lik~ 5 意為勞累，讀 lat .2， 5 指的是力氣。只有從系統上才能判斷 lei斗、 1iko 是文讀，

leiO 、 lat;) 是自讀，因為福州話有文陽去一一自陰去的對應;廈門話有文 ik 一一自

at 的對應。這是文自異讀都進入口語的例子。建區話「厚道」說 ke342tau342 ，潮州話

「麻木」讀￡mua55/11baKJ 按系統說， k皂、 ~mua 、 bak，2.都屬於自讀音，建廠話作人

名用厚讀 he;)42 ，潮州話麻則有文讀音 cmã55 ，但在這些書面語襲用的是自讀音。這

是自讀進入書面語的例子。

第三，有些字並無異讀而只有一讀，但是從系統上說應該歸入文讀或自讀，換言

之，可以有文讀或自讀，卻未必有並存的文自異讀。例如泉州話侯韻字逢端組有文

i。一一自 au 的對應:投 ctio24 一- ctau '偷 cthio鈞一- cthau '漏 lio:>31 一一

lau白，但抖只讀 tioO ，兜只讀 ctau '前者只有文讀，後者只有自讀。又如福州話

「料j 用作動詞讀 lieu3242~理，用作名詞讀 lau'" 有_，有文自兩讀，但「釣」只讀

tieuo213 , í條J只讀 ctεU52 。這種「缺對j形式的讀音如果不承認是文讀或自讀，文自

對應的系統性文成了問題。

第三，在其他方言，文自異讀通常只有兩讀，有時，在同樣語詞也可以變讀，而

閩方言的文自讀都可以不只一種，而且在具體語詞中往往不能隨意變讀。例如福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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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J '丈讀 ctho -拉機，自讀 cthua 縷地兜-放地上拖，蜀大-一大拖， cthai 一車:拉車。泉

州話「老」丈讀有 cnP: 元~卅一弧-孤癖， C3:~鼠， clau _板，老練. -仔:扒手;自
讀有 clo :長一陳老(尊稱) ，三lau22 _儂:老人. -大:紳士，三n5 -行動緩慢， !:la -議

(hJ3) ，丈自讀共七種，彼此不能互換。

第四，不同的語詞讀不同的音，可能是不同年代約定俗成的，但有些明顯是運用

文自對應的變換來區別詞義或構成新詞的。例如泉州話時掌切的「上」有三讀，禪母字
有 s一ts 、 tsh 的對應，陽韻有 iJ!)一iü 的對應，文讀 SlJ!)扣，自讀三tsiü22 用於主動

義班 ， -桌， -山， -身巫者鬼神附體;正tshiü 用於使動義水:打水，一自蟻，

~姓 (csan) :生銳， -頭為童養媳舉行婚禮。又如建廠話聲調有文上聲一一白陰去的對

應:鱗 clei!)21 一- Sai!)"33 ;明 cmei!) 一--ma!)" ，蟬 csi!) 一-i!)" ，重 CtJ!) 兒~一
thJ!) "姓。有些字文自讀聲韻相同，就利用聲調的這一對應來區別意義:盤 Cpui!) _ 

點， puiIJ3~仔娘 CniJ!) 阿-女人 nb!)" 母親，婆 CpJ 尊稱阱。賤稱，強 CkiJ!) _犬 kb!)" 質量
好，能力大，薯 cy 番_ tsy" 山藥，媽 cma 祖母 ma" 母親。
閩南話還有用丈白兩音連讀來構成新詞的，例如食鑫 tsia?/4/21sit/4 (泉州音，

下同)里皇斗ai22cli5 星子歪歪 sia?24/22tsio ，，24 碗石延延 ian24/22tshian 24 拖延世世 si3ν55

sua31 連接，緊湊。

第五，在其他方言，一個字的丈自讀之異，通常只是聲韻調中的一項，閩方言則

常常不吐一項，有時文自讀會面目全非，難以識別其間的對應。例如福州話樹

Scþy':!l42 一- tshieu"213 ，雨 γ1 一- huo ~242 ，絮呻y"242 一一 tshJ"213 絲瓜網 cUO!)31
一-mJy，，242 , (戚林八音〉為這些自讀音另造了新字「糗、話、組J '雨的自讀有人寫
了同音字「禍」。叉車日建國話:卵 Clui!)21 一-sJ!)己44 ，城 sei!)222 一一 cia!)21 婦 hU"44
一_py，，44 ，學 ha" 24 一-3342; 泉州話耳 cnî55 一一也i22 ，旱 han丘1 一- cUã33 , 

遠 cuan55 一一 ih!)22 ，養 Cb!)55 一一 tsiÜi!31 頭~囝:長子。也都是文自讀的聲韻調俱異
的。文自讀變異有這麼大的跨度在諸方言中怕是少見的。

可見，閩方言的文自異讀不僅是單字在不同風格的語詞中的異讀，而是不同音額

相區別又相關聯的對應系統;不僅是語音的變異，也是組字成詞和區別詞義的手段。

二聞方言艾自異讀的成因

閩方言為甚麼會有如此繁複的文白異讀，經過多時的考察和思考，我們得出了三
點認識。

第一，丈自異讀是文字和語詞相分離，書面語和口語相脫節的結果。

如果按照不同方言詞的讀音男造新字或寫同音字，不顧及語素的意義，不計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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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便無所謂文自異讀了。例如粵方言的「睏」讀 khmm:>33 ，口語里的「睡覺J 說

hm:>33 ，本來是睏的自讀，因為男造了俗字IH靴，睏便沒有文白異讀了。又如「丈」讀

CffiEn21 ，用作貨幣單位的「一元錢」變讀為陰平 cffiEn55 ，月寫同音字「蚊J ' 
CSEffiCpnou 原本應是「新婦J '前字韻尾受同化，後字則是「婦J的自讀，習慣上寫作

「心抱J '這樣，文、婦的自讀也就被掩蓋了。在北方地區， I家J用作地名時保留了古

見母未額化時的 k '並讀為輕聲，許多地方寫成「各J (張各莊、李各莊) , I家」也就

沒有 ct Çl ia 一一-k8 的文自異讀了。

然而，為甚麼文字和語詞會相分離呢?除了文字和語音的發展不同步的因素之

外，這又是和漢語的書面語和口頭語的相脫節密切相關的。﹒

長期以來，中國人是靠讀書來識字的，古來的識字課本，不論是四書五經或是三

字經、百家姓、干字文，又全是些陳舊的書面語，經過雕環的共同語，識字要從學這

些書面共同語的讀音開始。這種文讀音又是靠漢唐以來的韻書的反切的規範'由塾師

們世代相因地傳授的。而方言口語早已脫離了一兩千年前的典籍，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口語的自讀音是人們在童年時期的語言習得和社會生活的交際實踐中口口相傳學

來的。在傳統的古代社會，方言口語總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僅俗JI鄉談J '旺毋

3頁用文字去書寫，也不必有反切來規範，而是按照自身的規律在社會上約定俗成，不

斷變化著。年深日久之後，靠書面語傳承的保守的文讀音和靠口語存在的多變的自讀

音便日益分道揚嘿，失卻了聯繫。於是，有些字不知道在口語中讀音是甚麼，有些口

語詞也不知道用的甚麼字。例如對上述福州話的「絮J字的認識就是來之不易的。暑天

產的絲瓜福州話說 tshO:>213 ，用來洗碗的曬乾的絲瓜輒吽 tshoe:>213/31JOU!)52 。同樣

的語素，泉州話說「署瓜絮J ctshW55/25 ckue33tshue:>31 。按照兩地方音的對應，這個

音只能是御韻心母去聲字:

初梳芋鏽須﹒~碎笑髓

福州I ctshoe44 csæ tO:>242 lE:>213 ctshiu tshoy:> tshiu:> Ctshcpy31 

泉州 ctshue33 csue ctue22 lue:>31 ctshiu tshui:> tshio:> ctSh855 

泉州的地方戲里有一種女丑吽 cke33Clué5 ，按照上述韻母對應也可以推出是「佳

女j的自讀。

讀字音「絮J '福州、I Scpy:>213 ，泉州 SW:>31 , I女」泉州、I clw55 ，和說話的音相差太

大，又是讀書憑字，說話憑口，各不相干，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也不想去考究二者有

甚麼關係。

明清以來，由於方言口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方言地區的人讀書識字越發困難，

為了「因音識字J '許多地方便按照本地語音編了方言韻書。大概因為閩方言和共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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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特別大，而且讀書識字受到極大的重視，這類韻書編得特別多，福州有〈戚林八

音) ，建區有〈建州、|八音) ，泉州有〈彙音妙語) ，津州潮州則有〈十五音) 1 。這類字書

所反映的方音系統大致是可信的，但用字則十分雜亂。雖然也分別了一些文自讀，但

多與新造俗字、異體字、同音字及訓讀字混用，並未建立完整而科學的書寫系統，也

沒有在社會上起規範作用。那些字源不明的方言詞又收得不全(這也難怪，因為它是

字書而不是詞書) ，許多方言詞還是常常找不到字寫，我的母語肯定對方的話時答曰

hiau.?:2,23 ，表示領悟答曰 hiol"巧。，初到泉州時曾被議為「土得無字可寫J '後來才知

道那就是從先秦到漢魏所通用的文搗誨的「諾J '後者和作葉子解的「誓J同音，合於泥

母的 n-h 對應，和藥韻的 bk一iau? 、 bk一io? 對應。

第二，文自異讀是方言口語詞匯不斷擴展的結果。

如果方言口語一成不變，總按書上的字句說話，就不會有文白異讀了。隨著社會

生活的發展，方言詞匯總是不斷發展的。新出現的方言詞，有向外族語言借用的，也

有方言地區創新的，但更多的是用舊有的語素，經過擴大、縮小，哥|申、派生、組合

而成的。大多數漢字都是有意義的語素，又是未直接標音的符號，這就為利用丈字變

音別義，綴字造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方言詞語擴展的過程中，不同時期有不同的

語音結構，用同樣的語素在不同的時代構成的語詞就往往有不同的讀音。為了擴充方

言詞語，方言也吸收共同語或外地方言的語匯，這部分語詞也常常會帶來不同的讀

音。同樣的語素在新的方言詞里造成不同的讀音，這就是方言文自異讀的基本原因。

由此可見，漢字和語詞有相分離的一面，也有相關聯的一面。

上文所學的「老J在泉州話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異讀呢?這就是不同時代詞匯積累

的結果。讀 Cb 的音定型於泥來未混、豪看未混、濁上未混入去聲的時代，豪韻的 BU

由它變為 J ' 這容易使人聯想到吳方言的讀法，與此同時，看韻則由 au 變為 a ( 

飽、校、鼓) 0 cn5 是泥來相混後的誤推。凡有元音鼻化與非鼻化對立的往往鼻化音

用於丈讀(以便模仿共同語的鼻音聲母) ，如鶴且各-~gia '買 cmai-Cbue '扭 Cniõ

一- cliu 0 clo 應是從 Cb 兌變來的，也可能為了區別字義，也可能是受外來音的影

響，例如省城的福州話就是 3 、。不區別音位的。 Clau 明顯是仿照近代共同語的讀

音，當時豪看合流，全獨歸去，次濁留上，除了老實、老練、老手之類書面語詞之
外，保生了表示「油滑、造作J的單音形容詞 Clau '稱扒手為「老仔」也顯然是近代社
會之後才有的。抬手lauQa 是「濁上作去」後隨大流混入的， sn5 在字義上有引申，或

為有意的變讀，正la 可能是韻尾異化的結果正lauciau →'sla hiol;> 。

再舉「下」字為例。〈廣韻〉胡雅切: r下，賤也，去也，後也，底也，降也。」泉州、|
話下賤下流讀'sha22 ，是書面語的文讀音。音 ~ke 是形容詞「低J '如說~厝仔壞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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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 --高低， -為低能兒。音 .!:khe 、 She 是動詞「放置J '如說冊~佇桌頂:書放在桌上，

!:he 文引申為「想定J '如說~決心， -毒手， I祈求J-佛 o 音先是方位詞，如說~骰
下雨， -底底下， -斗下固。從語音上看，主ke 、且khe 的音肯定比 ;e~he 早定型(下
詳) ，從詞匯上看，保存不同時期的不同讀音也是詞義引申、詞性轉移的需要。可

見，女自異讀並不單純是語音現象。

第三，丈自異讀是共同語和方言不斷矛盾和互相影響的結果。

從共時的、靜態的角度說，各方言都有自己獨立的結構系統，每個系統都有自己

的矛盾統一的規律。但是每個系統的形成和變化都擺脫不了外界的影響。

首先是共同語對方言的影響。

中國文化的大一統觀念和早期蚊隸制國家的高度權威和繁榮的文教使漢語在很早

以前就有民族共同語的雛形，這就是先素的「雅言」。漢代經師的音庄和後來的反切，

尤其是切韻系韻書興起之後，作為官方頒發的讀音規範'對各地複雜的方言都發生過
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隨著共同語的書面語詞的擴散，共同語的語音也不斷地向各

地方言施加著影響。

其次是方言間的相互影響，這主要表現在鄰近的方言之間。政治穩定、經濟繁

榮、文化發達的地區的方言，往往形成歷史長，分佈地域廣，使用人口多，因而在語

言交際中獲得較大的優勢而對周邊方言施加影響。

閩方言形成之後，趕上盛唐中古音的強大影響，各地閩方言的文讀音顯然是廣韻

音系覆蓋的結果。詳細情形下節將進一步討論，這里舉歌韻字讀音為例作一簡單說

明。歌韻在各地閩方言有如下各種文自讀(字下加=為文讀，加一為自讀) : 

3 建國泉州1: 擊但在金 。泉州、卜廈門:壟壟豆

。福州、廈門了文已了潮州、I :奎整自辜，泉州:壟賀，永安:盡哩
m 永安:盡幢幢 aUl永安:全奎迺壟
ua 福州:拖，潮州、文昌、泉州、廈鬥;我拖歌舵

aI福州:拖籬 UaI福州、I :彗閉室

uε 建國:多籬舵壟 U~ 永安:事

Ia泉州、|、廈門:鵝 le 福州、I :壟

ya 永安:壟

a 福州、|、泉州、建歐、潮州、文昌:哩哩 a 永安:哩
其中 3 、。肯定最近於廣韻系統及宋元的共同語，閱、台是它的特殊變體，往

往有聲母的特殊條件。其餘韻腹為 a 和有 u 介音的都是自讀音，是漢代的官或 a 變

來的。李榮先生對文自異讀曾做過一個很好的概括: I北京的文自異讀，文言音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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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地的，自話音往往是外地借來的，其他方言區的文自異讀，白話音是本地的，文

言音往往是外來的，並且比較接近北京音。 J 2 閩方言文自異讀的情況與此是相符

的。

閩方言也接受共同語之外的外地影響，例如閩東、閩北與吳方言鄰近，這一帶閩

方言撮口呼字多，多圓唇元音，陽聲韻和λ聲韻歸併為一9 、 -1 (閩北不少地區已

經脫落) ，這些特點和吳方言的風格十分相似，應該不無關係。閩南(包括潮仙地區)

則與客家方言連井，雙方也有一些語音特點相仿，例如無撮口呼，多鼻化韻，入聲字

有一p-t-k 尾等。海南閩語長期和黎語相處，其唇舌清塞音變為緊喉濁音 lb 、 ld

顯然是黎語影響的結果。但是，閩方言所受的外地方言的影響似乎不是專門進入丈讀

音，而是普遍滲透到丈白讀之中去的。閩方言地區讀書識字還是崇尚共同語的標準音

的。

三閩方言文自異讀的歷史層次

從歷史的角度看，方言里的文白異讀是不同歷史時期的方言語音和所受的共同語

語音影響的多層吹的疊置。

關於閩方言的丈自異讀所反映的不同的語音歷史層次，我 30 年前在整理〈廈門話

的文自異讀〉一文時，曾就廈門話的情形做過較為系統的說明。文中說過: I文讀系統

大體上接近於中古音系統﹒.....自讀系統則反映了方言開始從共同語分化出來到以後整

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演變的情況。」在韻母方面又說: I自讀系統保存了上古漢語的韻

類。」和「較開的元音J '也「反映了中古以後韻值的變化J 0 3 

現在看來，就廈門話所概括的這些結論和各地閩方言的情形是大體相符的。這襄

選取 100 個常用字列舉福州、建歐、泉州、潮州、卜文昌六點材料，按〈方言調查字表〉

韻序列表對照各字的丈白讀音(見附表) ，現在根據這些材料討論若干問題。

先說聲母的文自異讀。

大多數閩方言的聲母都是 15 個. p 、 ph 、 m 、 t 、 th 、 n 、 l 、 ts 、 tsh 、

s 、 k 、 kh 、 9 、 h 、1> 0 除了全濁聲母清化之外，這個聲母系統與李方桂先生所
構擬的上古聲母系統最為相近4 。

非組字是惰唐以後從上古的幫組分出來的，其自讀 p 、 ph 、 m 顯然是上古音

的舊層;丈讀 h一是仿照中古音 (f) 的近似音。例見附表 8 斧、 24 飛、 33 婦、 60

襪、 70 分、 77 放。為甚麼說 h一是近似的仿照而不是先變為 f一再變為 h一呢?因
為在各地閩方言極少發現非組字有 f一的讀法 5 ，如果曾有過卜，不可能至今蕩然無

存;而像全獨聲母字在閩北地區(浦城縣的石陵、建陽、崇安等)還保留著全濁聲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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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法6 。

知組字也是中古從上古的端組分化出來的，閩方言連文讀音也大多保留上古的讀

法而未受中古音的影響，例見附表 34 畫、 75 著、 97 蟲、 98 竹。

莊組和章組也是中古時期才從精組分化出來的，今閩方言大部分與上古一樣只有

一套塞擦音(僅永安章組有 tJ 、 tJ 、 f 的讀法，顯然是外地的影響) ，只有邪、禪讀
s 的文讀音與中古音較為相近。李方桂先生認為禪、床上古為定，邪母上古典以母同

為 r '邪，以上古同類，許多音韻字家意見較為一致，聞方言的自讀那、以都有讀為

s 、 tsh 、 ts 的，例見附表 41 鹽、 74 癢、 82 蠅、 83 翼(那母讀法是為常例，未列
例字) ，則反映了上古的同類關係。李氏還認為生母在上古別有來源，附表中例字 14

篩、 22 事多有 t 、 th 的讀法，男有榨，福州、1 ta"213 ，泉州、1 te"31 錫福州 ιthy52 ，泉州、|

Stw2\thw24 ，窗、鏟泉州、1 cthaÐ33Cthuã54 ，若建儡 ctha54 均可作為佐證。
忌古的云母上古典畫、匣同源相關，閩方言云母自讀有 h' 例見附表 10 雨、 65

園，又遠，福州、1 h u:JÐ1242 ，泉州、潮州I~旬，丈且 hui221 ，緯'泉州、1 hul" 鈍，也
反映了上古音的特點。

此外，李方桂先生擬的上古特有的清鼻音和清邊音，也可以在閩方言的自讀音中

找到論據，例如來母字閩北白讀為清擦音 s '例見附表 1 籬、 25 老、 67 鱗、 95

聾;疑、泥、日母在閩南均有自讀 h一的，例見附表 18 蟻，叉上文所學諾、苦，泉

州、潮州魚 chw '額頭-額頭 hida' 肉，泉州、|hiaKJ3 ，年，研1'1 ~nI55 。
至於中古的匣母字，上丈已經提到的，今閩方言自讀共有 k 、 kh 、￠、 h 、

h5 種聲母，例見附表 31 厚、 32 后、 37 舍、 38 合、 40 戚、 50 閑、 59 話、 61

滑、 76 黃、 79 學、 93 橫。〈廣韻〉軍母只有三等字，匣母只有一二四等，二者正好

互補。聞方言的不少匣母字自讀同畫母為 k 、 kh 。李榮先生曾根據閩語和一些其他

南方方言的材料論證了「古董母有一二四等J 7 ，高本漠、李方桂都認為中古的匣畫同

來自古畫母。究竟是上古的重母分化為中古的重匣'音值發生些甚麼變化，抑或是上

古時代南方某些方言把匣母字讀為重母呢?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而閩方言自讀匣母

字為 k 、恤，這是未受廣韻系統影響的舊音，屬上古的層次，則是可以肯定的。文

昌話(還有閩北的石阪、建陽、崇安)的 h 和中古匣母的讀音相同， l' 、 h 則是經過

清化而來的。可見閩方言匣母字的文自讀至少疊置了三個不同的歷史層次。

閩方言的聲母也有參予中古之後的變化的，這主要是全濁聲母的清化。在多數地

方，文自讀皆然(例見附表各濁母字，不再列舉)。除此之外，近代漢語聲母的變化，

諸如傲、疑母與影、喻母混為零聲母，見系二三等的領化等在閩方言都只有局部地區

少數字的反映，例如福州的徵母讀 l' :望 u::>Ð戶2 ，襪 udJ 務 OU~242 ;永安曉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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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揮=須 cSyi52 。

由此可見，閩方言的聲母，不論文自讀，更多地保留著上古聲母的格局，自讀音

中上古音的痕迎更多。文讀音里有中古音的影響，也有近代音的變化，但都沒有構成

系統的變異。就其所受的共同語影響說，並沒有產生新的音類，更沒有吸收新的音
值，只是些近似的模仿和歸併。從整體上看，雖然也包含著不同歷史層次的音，總的
說是保守的。

再看韻母的文自異讀。

和聲母的情況相比，閩方言的韻母的文讀音是比較接近廣韻系統的。〈廈門話的

文自異讀〉文中曾列了一個切韻韻目、詩韻韻目、唐人合韻和廈門話文讀韻的比較表(
見該文 84-85 頁)。除了歌豪合韻，東冬和陽韻不分，庚青和蒸相混以及員文元諸韻

分混不符之外，廈門話的文讀分韻和唐詩的用韻是相當接近的。和閩南話相比，閩東

的福州話東(冬)和陽可分，尤和蕭則相混。閩北的建歐話，歌一豪、尤一蕭是可分

的，東一陽在〈建州八音〉時代分，現在不分。文昌、潮州話東一陽有別，這是與泉州

廈門不同的，丈昌話豪與歌、侯都有所交混。至於韻值，歌為::> '麻為 a '支徵為

i 、 ui '魚虞為 u 、 y ，蟹攝為 al 、 uai '妓攝為 au 、 lau '流攝為 εu 、 lU '在

各地閩方言也不為少見。文讀韻類和中古韻類差別較大的是閩東、閩北方言，那襄鼻

音韻尾只有一D '塞音韻尾或合併為一?或已脫落，陽聲和入聲韻就有許多合併和交

混。限於篇幅這一點不再細說，從附表文讀音可看到大概情形。文讀韻母和中古韻頗

不相符的地方大多是近代以來方言自身的變異。

自讀的情況比較複雜，分述如下:

有些自讀音的音類反映著上古韻類的分合。例如:

中古的歌麻二韻字在上古同屬歌部，這些字不少在聞方言的自讀都是 ua 或

峙，例見附表 1一5 :籍、我、破、麻、蛇，這不但可以在韻類上證明上古歌麻同

部，在韻值上也富於啟發性。最好的解釋是 ua → uε 
它<

ual -+ al 。

中古的齊韻和脂韻部分字在上古同為脂部，今閩方言有同讀為 al 的，例見附表

15 齊、 16 擠、 20 師。此類字在福州還有:西犀=私~較:體已獅 csai 梯 cthai44 , 

指 ctsai31 屎 csai ;在泉州還有:眉.sbai鈍，梨 ~lai24 ，師 csai33 。

中古的之韻、日台部分字在上古同屬之部，今讀也有同為 ai 韻的(在之為自讀，在

日台為丈讀) ，例見附表 11 胎、 21 里一函、 22 事。此類字還有使、駛，福州、泉州、|

csai' 泉州還有似熟-熟悉，蚓同-抽煙，均音 sai231 。

中古的支韻部分字在上古屬於歌部。這些字在閩方言自讀中有讀為 a 、 la 、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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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於歌韻讀音而與支韻字有別。例見附表 17 皮、 18 蟻。以泉州話為例，此額字

還有奇~數 ckha33 ，騎，!;;kha24 ，格.l:kha22 ，寄 ka"31 ，施打-撒落 csua 。

上古幽部含有中古妓流兩攝的字，流攝字今聞方言自讀有與妓攝字同為 au 的，
例見附表 31 厚、 32 后、 35 九。此類字還有福州、泉州|讀同音的臭 thau" ，透

thau" ，劉、流、宙 lau 。

中古虞韻在上古分屬魚侯兩部，屬於魚部的今閩方言自讀為單元音，多為開口呼

。、。、 u ;屬於侯部的今白讀為凹，兩類字判然有別。例見附表 8 斧， 9 樹。前

者還有雨、芋:福州、I hU:J.:!242U泣，泉州 .!:h:J22:J 31; 後者還有福州、I :住 tieu主242 柱

thieu" 廚 ctiu52 。

中古江韻在上古屬東部，今東江兩部字不少閩方言自讀同為 a!) 0 例見附表 28

江、 95 聾、 97 蟲 o 以泉州、|話為例，此類字尚多:馮1:pa!)24 夢 ba!)231 ，封頂~批:上一

封信 cpa!)33 ，蜂 cpha!) ，縫 .!;pa!)24 ，重"sta!)22 ，共 ka!)"31 。

有些自讀音反映的是中古的韻類，這里只學其他方言難以區別的廣韻的重韻。

魚一虞重韻中，魚在泉州話多讀凹，虞則不可能，虞在多處方言中自讀1u或

iau '魚則不可能。例見附表 7 去一-8 斧、 9 樹。上文所述例字亦可參考。

草一談重韻中，閩南話(含潮州、文昌)談韻自讀有 a 、 a 的讀法，軍韻則不可

能。例見附表 37 含一一 39 三。以泉州話為例，談韻自讀 a 的還有:擔 ctdh 膽

ctã54 談重-重問-ta24 ，淡鹹_ tã22 ，籃藍姓 nã '橄欖 ckãc帥，相 ckã '敢 ckã 。

支一一之脂三韻開口字中，今福州話支韻自讀不少為 iε' 脂之則極少。例見附

表 18 蟻-一-20 師、 21 裡~函、 22 事。福州支韻自讀 iε 的還有:離 liε2242 ，紫

ctsie31 ，池 ctie52 ，支 ctsie44 ，施 csie44 ，鼓 S1ε，，213 ，驕 ckh妞，倚 khié~ ，寄

kie:" ，椅 cie 。脂韻的脂也讀 ctsiε 是為避諱，僅之韻的裡~面讀 ctie 是為例外。

仙一一一元重韻的開口字中，今福州話自讀仙韻有 ia!) ，元韻則未見。例見附表

53 線，同類字尚有膳 tshia!)2242 ，囝 ckia!)31 ，賤 sia!)" ，癖 Ctshia!) 。元韻字有不分

文自讀為 YO!) 的，例如建:健 kY:J!)"213 ，鍵 kY:J!)~242 ，言.I:!)YO!)242 ，憲 hY:J!)" ;仙

韻則除件 kY:J!)之外未見。

切韻系統的重韻是一時一地的細微差別，還是舊讀新讀之分，或是不同地區的方

言差異，目前尚難定論。閩方言自讀系統中旺然可以區別這些重韻，說明中古時代確

實是存在過不同的讀法的。

關於有些閩方言的自讀陽聲韻作鼻化韻、入聲韻作喉塞尾韻，有必要專門討論。

永安、泉州、卜潮州的自讀都有把陽聲韻讀為鼻化韻的，文昌進一步把鼻化脫落了。例

見附表 30 號之後各字。這些鼻化韻究竟屬於甚麼歷史層次?{廈門話的文自異讀〉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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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們都歸為「中古之後韻值的變化J '現在看來要作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唐以前的

方音也可以有鼻化現象，像〈詩﹒女日鶴鳴) : í知子之束之，雜佩以贈之。」稿康〈琴

賦)í西J韻「前、竅、間、閑J '最好用 al 一-ãi 來解釋。今同安話正是西， csai ' 

前， ctsãi '閑 caï 。考察鼻化韻的歷史層吹應該連同韻里的元音一齊考鷹。以泉州話

為例，寒山煎半泉的自讀都是恤，恐怕很難說它們都是同步的變化。硬攝三等的自

讀有 iã :名、情、聲、驚，有 ï :病、晴姓鄭'平有 cPlã -聲、 cpï -地(名詞 ) 、 phiã 

~本:撈回成本 phï -地(動賓)四個自讀，精有 ctsìã -肉， ctsï 妖一兩個自讀，顯然也不是

同一歷史層次的成分。從 lan 妻IJ ï '可能是 lan → iεn → iË → le → i( → i) ，也可能

是 lan → len → m • ï( • i) ，如果有周圍的姊妹方言可以參考，對音變的歷史過程

就會容易理解得多。

閩方言白讀韻母的讀音就是這樣，不但可以為各韻類的古今演變提供旁證'也可 .

以為韻值的變化過程提供旁證。這一點可舉四等韻為例。從附表 15 齊、 28 調、 42

店、的貼、 55一57 前、牽、蘆、 91 瓶的材料可以看到，閩方言四等韻的元音有

a 、 al 、 εi 、 01 、 ue 、 ul 等。關於純四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是舌位較低的洪

音，張光宇主要跟閩方言的材料提出主元音為 al 之說 8 ，立論甚嚴，很有說服力。從

各地閩方言的表現看，以先韻為例，具體途徑可能有三:

, ai!) (建區先)→ εi!) (福州前)→ i!) (廈門前)

ain ~ oin • öi (潮州前)→ uî (泉州前)

1 an (潭州前)→ Ê (樟州晴)→ î (泉州 î ) 

有了這麼多停靠站，該音類的音值演變過程就明朗化了。

最後說聲調的文自異讀。

聞方言的文自讀大都經歷過中古音的平上去入之分(上古有沒有四聲俱全暫且不

論)。後來的獨音聲母清化所引起的(濁上作去)各方言也在不同階段都參與了。可以

說，聞方言受中古共同語的影響最深的是在聲調方面。

許多點的改獨聲母字文讀為上聲(或陰上) ，自讀為陽上(或陽去) ，例見附表 18

蟻、 21 裡~面、 25 老、 36 有、 73 閩、 74 癢。就這兩個層次說，應該是自讀在前、

文讀在後，先不論全濁次獨變歸陽去，文讀上聲則是明清以來受共同語影響的結果。

問北的建區話的聲調分化在閩方言中是最為複雜的，這和它的塞音韻尾的消失，

入聲字混入舒聲調有闕，也和它所處的地理璟境受到周邊方言的多種影響有關，從歷

史說，閩北是福建開發最早的地區，閩北方言的語音歷史層次最為繁養也是符合歷史

事實的。關於建國話的聲調，本人已有專文論述，這里不再重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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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聞方言文自異讀的共時整合

如上文所說，在閩方言，文讀音也可以進入口語詞，自讀音也可以進入書面語

詞，對具體的詞語來說，或文讀或自讀，在多音詞襄還可以文自兼用，大多不能任意

更換。因此，從共時的觀點看，不論丈自讀都是在詞語中確定的音節形式，都是語音

系統中的成分。把文自讀分開，只是人們進行音類的歷史分析的結果，在共時的平面

上，他們的身分是同等的，它們的來歷和他們的功能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在這一點

上， í地質層」的比喻又顯得不合適了。地質層是縱面發掘後顯現的，而文自讀則都是

一個共時平面上存活於交際生活中的成分。可以男外打個比方，字的文自讀就像組成

社會畫體的眾人中可以有不同的出身、職業和年齡，但大家又都是社會的一分子，在

發揮社會生活的作用時未必有必然的差異。我們說，自讀是本地的，文讀是外來的，

這是就其出身說的，是歷時的考察，就共時的角度說，他們都是同一個結構平面的成

分。如果把文讀理解為非方音，正如有的學者主張調查方言只間詞語不問字音那樣，

顯然就不正確了。

不同歷史層面的音額也好，受共同語或外方言影響的音類也好，方言變異的音類

也好，現然它們共居於一個語音系統中，就要經過一番整合。究竟是甚麼因素制約著

這個整合呢?

方言的文自讀整合成共時的平面，首先受著方言語音結構特點的制約。

漢語的語音以音節為自然單位，音節是由聲韻調三者構成的，聲韻調之間不但在

組成音節時互相牽制，而且對於文自讀音類的分佈也有制約作用。

試比較泉州、|話和建廠話合口一等歌韻的文自讀音的不同分佈:

泉州話

文讀CD::> 頗偏~播破~壞波(凡此，用作動詞，起風波)妥，惰螺~絲裸糞果結~里坐謝~過不~科~學
課上課偉和隨_(見於各聲組)

@。魔摩訛鄙火~氣:中醫術語(主要見於次濁聲母)

@o 波一浪坡玻婆磨石~朵唾驟梭唆鎖瑣座銓鍋寞顆和~氣禾禍和~詩(見於各聲組)

白讀CD ua 籬破~布磨~刀過順路~骨寶:歇腳，菜~了:菜老了過罪過惋拿水和(只見於唇牙喉聲組)
@ue 頗不正挫撞揉(見於個別詞)

@ui 糞棕_(見於個別詞)

@;:J螺田~嚼坐~位鍋鍾~果~予過~去科~步夥~計課功課:活計禍起一星貨買_(未見於幫
端三聲組)

建廠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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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讀CD::> 波頗坡玻魔磨石~摩~擦破~壤朵妥惰螺螺~絲糞梭唆瑣鎖銓(見於唇舌齒聲組)
@o 坐座禾稻苗火螺回~蝸(見於幫組外)

自讀CDuε 鍍破拍-打破磨~刀(見於幫組)

@ua 鍋~底:一種茶館過果科寞課貨夥和~氣禍棲窩(見於牙喉音聲組)

可見，丈自讀在字里的分佈是受方言聲韻調組合規律制約的。

與此相關的是，方言文白讀音類的演變在聲韻調三方面是不平衡的。例如建歐

話，拿 200 年前的〈建州八音〉和現代建國話相比較，聲類韻類及其丈自讀的分佈並沒

有多少變化(明顯的只有因::>!)和桐 O!) 兩韻合併為吋韻韻，並與文自對應無關)。而

聲調方面在字調的歸類士就發生了很大變化，調類也從 7 調變為 6 調(陽平與陰去合

併為 33 )。在潮州話，明清時代的戲曲腳本還分 -n-!) 尾押韻，如今不分了，一些

山攝右攝字合併為 a!) 韻(刊=糖，單=當) ，韻母的文自讀有不少缺對現象，但 8 個

聲調的格局則沒有多大變化。如上文所述，閩方言的文自異讀在總體上的表現是:聲
母方面保留上古音的音類較多，未參與中古音的系統變化;聲調則受中古音及近代以

來共同語的影響較大;韻母的情形恰好介於二者之間。所有的這些也說明了文自異讀
的演變是受聲韻調結構關係制約的。

共同語的影響(丈讀音)和方言的原生成分(自讀音)之間是相互矛盾的關係'經過

競爭必有相互消長的過程。方言成分靠甚麼去抵制外來影響，自讀音怎樣抵制丈讀音

呢?靠的就是業已形成的聲韻調結構規律及其所形成的方言語音特點。越是穩定的方

言語音特點就越具有對外來影響的抵制能力。就閩方言的情況說，大家都沒有 f '沒

有 t 寸，絕不會從共同語引進這些音類和音值，永安話的 tJ tf‘ J 是受西部影響而產

生的，實際上也並未明顯地造成音位對立。沒有一n 的方言(福州、卜建歐、潮州)也絕

不會接受帶一n 尾的韻類。再如福州話的「變韻J '建國話的唇舌音可拼撮口呼(斧

Cpy ，除 Cty )也絕不會受外來影響而放棄。廈門的一些年輕人說廈門話時把疑母字說

成零聲母，我 Cua 聽 cui '至今還未被一般廈門人認為這是廈門音，而把它看成學普

通話後的「走音j 。福州的年青人「推薦J說 cthui ky::>!)o 顯然是受普通話薦、建不分而
誤推，一般人也認為是「語音不正」。

不僅如此，由於方言語音的變化主要是自身的結構規律制約的，有時還會置共同

語的影響於不顧，與向共同語集中的方向背道而馳。例如福州話大概由於連續音變時

後音節的 l一常受前音節的鼻音同化而變為 n一，近數十年來由 n-l 可分變為 n-l 不

分;泉州話陽上原是 22 調，由於和陰平的 33 調十分接近，數十年間陽上字已經混入

陰平調，不論文讀自讀，連老年人也難以區別除一社，都一杜和花一蟹了。根據徐通
鏘先生的調查，山西方言的新派口音里可以有不少新的音類和音值 10 顯然在那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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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語對方言的影響要強得多。聞方言與此是大不相同的。

語音的發展，尤其是方言語音的發展，往往帶有自發性。它總是在社會生活中約

定俗成的，並不依靠人的指揮。文自異讀在共時系統的整合也是自發進行的。語音的

結構規律是多方面的，外來影響也是此起彼伏、時弱時強的，有時音變中斷了，有時

又會有回頭的反覆，因此，經過整合的共時平面，常常會呈現雜亂無章的狀態。泉州、|

話算是語音對應比較嚴整的了，也難免出現這種狀況，請看豪韻的文自讀分佈:

文自例字和例詞

J 0 暴風-/-頭桃~團/-在告報刊~狀高提-/姓~

。 au 老~弱/-儂耗損-/消~

o au 草甘-/-索老陳-/-儂

au J 7:包旗-/龍~

au 0 抱懊~掃~帝/糞~牢~記/監~好--先生/-儂

au 操仕奧噢糟蚤禱

台 考浩好~事傲冒

o 寶嘉號稿篇膏造懊萄討倒套刀報糕嫂

3 豪曹靠勞導島盜到稿躁掏

在這種情況下，有時連何者為文讀，何者是自讀都不容易識別;只好借助於詞語

的風格色彩去判斷了。

方言的文白異讀的整合，除受方言語音結構特點的制約，還受到詞匯語法特點的

制約。

在閩方言，字的文自讀往往是依賴具體語詞而存在的。從共同語引進的書面語詞

通常讀丈讀音，當這些語詞被方言接受進入口語之後，文讀音也跟著進入口語，例如

上文所學泉州話的歌韻丈讀。， r破」讀 phJ" 還是一個地道的方言詞(中醫指藥物損害

身體) , r過j讀 kJ" 還可以造出「不二過J(不過)的方言詞。這是文讀音擠了自讀音的

地盤。也有反過來的情形，方言在接受共同語的書面語詞時拿已有的自讀音去套，於

是自讀音擴展到書面語，丈讀逐漸被淘汰。例如潮州話單的文讀音 cta!) 只是讀舊詩

文時才用，在語詞中(包括書面語詞)都讀 ctuã 的音(單車、單純、單調、單據、單

位、單元 ) ，連成語「單刀直入，單槍匹馬J中的單也用了自讀音。有大批字一般人都
已讀不出丈讀音。這是自讀音擠了丈讀音的地盤。多用文讀音，書面語詞顯得雅，書

面語風格色彩濃，多用自讀音，這些語詞就顯得俗，口語風格色彩濃。

300 年前，用泉州話寫的〈蓊鏡言吵架園戲腳本中;唱腔韻腳都押自讀音的韻 11 : 

(1) 潮州好街市 ('''tshi) 文兼逢著上元冥"，m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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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看景緻 tia 一位娘-h清淺 Ctshî (本字鮮)

恰是仙女下瑤池 cti

(2) 元宵有十成 ctsiã 賞燈人都齊整 ctsã

辦出黨山景緻抽出王樣郎冰 cPlã

丁蘭刻母盡都會活 ua?~

張拱鶯鶯圍棋宛然真正 tsiã"

障般景緻實是惡(難)拼 piã" 咱今相隨再來去看 khuã"

(3) 肌膚溫潤有十全正tsn

弓鞋三寸，瞻鬢叉光 ckn

動得懶體都不知返 ctn (本字「轉J)

(4) 吽月杜鵑啼苦切 tshue1"

聲聲吽是春歸時節 tshuel"

鳥雀悲春，共憑人心一齊 ctsue

(5) 無奈何♂a 驚得我神魂都散 suã"

怎耐丁古賊林大 tua'斗任屈打破你心肝 ckuã

娘仔心心頭且放寬 ckhuã 天地報應賊林大 tua"
用現今泉州話說，冰已改丈讀音 cpin '十全，常說 Sip..，l;tsuan '心頭放寬也更多

說 ckhuan '詞匯風格發生了不少變化。

上丈所提到的運用文自對應引申詞義、轉移詞性、首長生新詞以及用文白連用構詞
等，也是詞匯、語法的特點制約著丈自讀的分佈的實例。

在丈白異讀的競爭中，甚麼力量決定其勝負呢?看來，這必從方言的社會文化背

景上去進行考察，有三個方面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第一，看該方言屬於甚麼樣的社會類型。 12 凡是向心型的方言，內部差異比較

小，變化比較慢、方言文藝也比較發達，這樣的方言勢力就會強些。對共同語的影響

抵制比較有力，自讀音的地盤也會保留得多。反之，離心型方言內部分歧大，變化

快，方言藝術加工不足，這樣的方言，競爭力就差，白讀音的地盤容易為文讀音所

奪。福建沿海的諸方言(潮州的閩南話亦屬此)屬於前者，閩北、閩中方言屬於後者。

第二，看該地區推廣共同語(普通話)的狀況如何，尤其是學校教育中是否使用普

通話教學。就閩南話的情況說，潮州話的自讀音比泉州話活躍而強勁，文且話就更加

‘顯著了，這顯然與兩個地區的讀書識字的傳統有關。在閩南地區，舊時識字靠反切所

定的書音，近代以來靠普通話讀音，因此文讀系統保留得較為完整。在海南島，人們

是通過方言讀書識字的，只認口語里的音和義，所以文讀音丟了不少，甚至用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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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讀昔。

第三，看時代風尚如何。共同語的勢力和方言勢力的競爭顯然和歷史背景有關。

國家統一，政治體定，經濟發達，丈化繁榮的時候，共同語對方言的影響力勢必加

強，反之，方言對共同語的抵制力則大。閩方言之所以會與普通話相差甚大，就是因

為長時期以來散佈在貧窮落後的山區，交通不便，又地處偏遠，有時處在封建割據之

中，與北方交往不多，向海外傳播則頻繁。所以連文讀音的系統也具有濃厚的方言特

色，很難採用共同語的音類和音值。

五從文自異讀看閩方言的分區

丈自異讀ret是閩方言的重要特點，體現著方言語音的歷史層次，又反映了語音結

構規律，它對於考察閩方言的分區，也必具有重要的價值。

所謂閩方言的分區，一是把閩方言與其他方言區別開來，二是把閩方言內部明顯

不同的小區區別開來。

把各地閩方言的文自異讀的共同特點提取出來，便可以看到閩方言和其他方言不

同的許多重要標誌。根據本文所採集的材料，可以提出如下的條這樣的標誌:

1.非組字文讀 h 、 cp ， 自讀為 p ph m 。例見附表 8 斧、 24 飛、 33 婦、 60

襪、 70 分、 77 放。

2. 心邪書禪等母字文讀為擦音 s '自讀為塞擦音 ts 、 tsh '個別字為 t 、 th 0 

例見附表 5 蛇、 9 樹、 14 篩、 22 事、 27 笑、 54 舌、 84 生、 89 成、的石、 100

栗。

3. 匣母字文讀為 h' 白讀為 k 、 kh 、￠。例見附表 31 厚、 32 后、 37 含、 38

合、 40 戚、 50 閑、 59 活、 61 滑、 76 黃、 79 學、 93 橫。

4. 云母少數字文讀 cp ， 自讀為 h '古以母少數字文讀 cp ， 自讀 ts 、 tsh 、 s 0 

例見附表 10 雨、 65 園、 41 鹽、 74 癢、 82 蠅、 83 翼。

5. 部分三等韻字，文讀為細音，自讀同於一等韻為洪音。例見附表 6 梳、 7 去、

8 斧、 10 雨、 34 畫、 35 九、 44 林、 45 飲、的密、 77 放、 97 蟲。

6. 四等韻許多字文讀為細音，自讀為洪音。 例見附表 15 齊、 28 調、 42 店、 43

貼、目前、 56 牽、 57 節、 91 瓶。

7. 部分開口韻字丈讀為開口呼，自讀為合口(有撮口呼的方言或為撮口)。例見附

表 1 籍、 2 我、 3 麻、 12 開、 13 帶、 17 皮、的紙、 49 山。

8. 歌、支、之、脂韻都有些字白讀的主要元音為 a 0 例見附表 1 韓、 2 我、 3

破、 18 蟻、 19 紙、 20 師、 21 裡~函、 22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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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便攝字自讀韻腹為 a 。例見附表 84-94 :生百爭麥命成石瓶壁橫兄。

10. 吹濁上聲字文讀上聲(分陰陽上的是陰上) ，自讀為陽上或陽去。例見附表 10

雨、 18 蟻、 21 裡~面、 25 老、 36 有、 73 兩、 74 癢。

以上各條雖有少數條目同別的方言相似，但從整體上說，作為閩方言的特徵還是

十分明朗的。

就文自對應的差異看，本文所取的 6 個閩方言點可以分為四個明顯不同的方言小

區。各區也都可以提取 3 條自己獨有的特徵。

福州話所代表的閩東方言的特徵:

1.部分從母字文讀為 ts 、 tsh '自讀為 s (與邪母字相同)。例見附表 16 擠、目

前。此類字還有餐 ~i '坐 ts注/s:>阱，靜 tseiuíl./sa吠，昨 tsouZ，/s02,2 ，賤

tsieuo /siaU:> ，槽 ctso/cso 。

2. 支韻字白讀為 le '與之脂韻顯然不同。例見的蟻一一 20 師、 22 事。支韻字

還有宜 cUi/cUie '騎 ski/s:khie '池 ~tie '匙 tie' 羈繫佐 dEie' 倚 khi鼠，移 le ' 

椅 cie '戲 hie:O 。

3. 由於陽聲韻沒有鼻化韻的讀法，入聲韻沒有一p 、一t 、 -k 的讀法，因而陽

聲韻和入聲韻的文自異讀較少。例見附表 37-100 各字。

建歐話代表的閩北方言和永安話代表的閩中方言的特徵:

1.部分來母字讀 1 '白讀 s 0 例見附表 1 籬、 25 老、 46 笠、 67 鱗、 95 聾。此

類字共有 30 個左右 13 。

2. 少數見母字文讀 k '自讀 h 或￠。例見附表 47 肝、 30 狗。此類字永安尚有

鍋 cua 菇 cu 冀 .i3 ，建國尚有鍋 cua 菇、、冀 i﹒寬 caiu 公 cæyU 、嫁 ha:> 、教

chau 、生 hiuO 、救 hiauo 、桔 hio 。

3. 少數禪母字文讀 s '自讀為￠。例見附表 5 蛇、 54 舌、 89 成。此類字建風尚

有社 la 余 cia 薯 cy 、匙 Ci 紹邵韶 lau 常 cÎ:>u 上~山Î:>U.2.、屬石、食 i弓，永安僅見

食品e (船母)。

泉州、潮州的閩南話的特徵:

1.開口字讀合口的比各點多。例見附表 5 蛇、 15 齊、 23 氣、 46 笠、 47 肝、

48 割、 50 閑、 51 拔、 53 線、 55 前、 57 節過~。

2. 陽聲韻字丈讀收鼻音韻尾，自讀多為鼻化韻，與此相應的入聲韻字文讀收塞音

韻尾，自讀多為一?。例見附表 37-100 各字。

3. 吹濁聲母泥、疑、日等母少數字自讀為 h 。例見附表的蟻。此類字尚有瓦

chia '魚 chlli '艾 hi辰，岸 hu后， c 燃 hi忌，現 hî2 (潮州 .0:> )耳(泉 ~hi '潮 !:hî ) 

30 



迎~佛(泉) chiã '年(潮) chî 0 

丈昌代表的海南話的特徵:

1.非組字自讀雙唇音lh 、 ph 的比丈讀φ還要多。除附表所列字外，尚有:府

cphu '付 phu" ，傳 phu" ，廢 phui" ，副 phu" '復 pok" '法 pha丸，乏 phat~ ，煩

_ phan ' phat" 發頭-lhuat"芬 cphon '奮 phon '方 Cphau '訪 Cph月)。這些字在

閩方言讀 p 、 ph 的也不多。輕唇讀重唇，全國方言少有如此完整的。

2. 陽聲韻和入聲韻字的自讀大多脫落了鼻音韻尾(也不鼻化)和塞音韻尾，讀為口

元音韻。例見附表 37-100 各字。

3. 多數丈讀音因為進入口語而不存在，僅有自讀音。例見附表各字。

關於閩方言的分區，我們曾把福建境內的聞方言分為 5 區。除本文所取的 4 區之

外，還有甫仙區。關於這 5 個區的關係'我們曾經說過: r五個次方言區之間的關係

並不是並列的等距離的關係'區與區之間的關係有淺有深，邊緣地區和中心地帶的差

異有大有小。東部沿海三區之間，西部山區兩區之間各自關係較深。 J 14 從文自異讀

的差異看，閩北、閩中也有較多的一致性，放寬尺度把它們列為一區也無不可。至於

甫仙方言區，畢竟獨有的特點較少，多數特點不是見於閩東，便是見於閩南，因此本

文未列為比較點。把它作為閩東與閩南的過渡區也是可以的。潮仙區雖然、久屬廣東省

管轄，數百年來各方面都得到獨立的發展，但從方言特點，尤其是從文自對應上看，

它和閩南本士的閩南話還是十分接近的，在全國範圍內劃分閩方言的小區，還是應該

把閩南本土、臺灣省、潮仙地區和研南聞語劃在同一個區。海南省的閩南話差異較

大，把它同雷州半島的「海話」合起來男立一區應該是合適的。本文不是專門討論閩語

分區的，這些意見只是附帶提出，聊備海內外方家參考而已。

附注

1 李如龍: (聞方言的韻書) , (地方文獻史料研究叢刊〉第二輯，福建地圖出版社， 1991 年 3 月。
2 李榮: (音韻存稿) 115 頁，商務印書館， 1982 年。

3 李如龍: (廈門話的文自異讀卜廈門大學學報， 1963 年 2 期。

4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 21 頁，商務印書館， 1980 年。

5. 尤溪縣湯川鄉非組字及曉匣合口字讀 f一，成山攝字自讀脫落鼻音， r看J說日寞，我懷疑其老底是客方
言，但尚未奎清。參見〈聞語研究) 304 頁，語丈出版社， 1991 年 3 月。

6 李如龍: (浦城縣內的方言〉、〈聞北方言卜均見〈聞語研究〉。

7 李榮: (音韻存稿) 119-126 頁。

8 張光字: (切韻與方言) 117-135 頁，臺北商務印書館， 1990 年。

9 。李如龍: (建廠話的聲調) , (中國語文) 1990 年 2 期。

10 徐通鏘: (歷史語言學) 293-325 頁，商務印書館， 1991 年。

11 (茄鏡記戲文卜天理大學出版部刊行。

12 李如龍: (論方言的社會類型學研究) ，語文建設通訊(香港) , 1992 年 1 期。

13 李如龍: (閩西北方言來母字讀 s一的研究卜〈中國語文) 1983 年 4 期。

14 李如龍、陳章太: (論聞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 , (聞語研究) 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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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 ~十一一一
~-

福州 建鼠 水安 泉州 潮州、i 文昌

1. 蘿 丘1:>1 i1ai b~ Isue "Iarn 正101 丘lua !lol !Iua s.lo 
2. 我 可01 cIJuai 。眩:)1間， <IJol , IJu:> "IJ'51 'gua C IJõl 'ua I'g開

3. 破 ph♂ Iphuae ph♂ Iphue :l 1 pha間Olphu:>~ ph:>~ Iphua' pho' Iphua:l Iph岫2

4. 麻 已mal s.muai maG 1m間， 1 !muo s.mal fmuã 主mal s.muã fmal s,mua 
5. 蛇 1 s. sie Iye' 1 ~Sya 。ial 旦的叫 |旦的ua 1 s.tua 
6. 梳 ，sulζsæ csu "sou s~1 csue "sol , tiu 2 1 ctiu 
7. 去 站呵'1岫:>' 尬y' Ikh:>') khy'l油田， kh間， 世1囚3 hu' 
8. 斧 'hul cphuo 'hulpy2 叮ml cpu <hul 'p:> 1 <pou IC '1bou 
9. 樹 S叮11的hieu' sy21tshiu2 ItJhy' 3 su21tshiu suZ 1的hiul 1 csi 
10. 雨 C ylhu:> 2. 4 Y1. lhy l !yl .s: hu 、l S， h:> 'ul!.hou Ifiou Z 

11. 用台 , thai ctl叫，tho ctha cthaifc “}a c也ail ctho , hai 
12. 開 c油ail ， hui 1 ckhye , kha5 c岫ail ，khui ￠岫ail ， khui , hail çhu 
13. 帶 tai' I tue' 徊， ltuo' 個i'l個a' 則 '1個a' 1 '1dua' 
14. 篩 ， sailζthai 也sal , sal , thi (sail , thai 也sail ，thai c叫，hai
15. 齊 正tse6 CtsWtsai 主糾正tse 正tsel s.tsue 室的hil 正的oi I, toi 
16. 膀 丘的il s.sai , tsil 的he' |皂的ha !,tsel S. tsai 皇的ilitsai s, tSl 
17. 皮 s. Phil 且phui phi' Iphæ' 主phil s. Phu sphil s.pha .1 phi 1 s.phue s.phils.phue 
18. 蟻 IIJie27 。i1 1 IJye 。i" IJya Cgil 1hia 1 ~hia < IJilfiia 2. 

19. 重氏 1 'tsai 1 Ctsye 'tsll' tSya C ts叫 C tsua 1 Ctsua 1 Ctua 

20. 師 已 sylιsa 已su , SI 8 ιsrnl C.sai <sll , sai , se 
21. 里~面 ( lil 'tie " lil ‘ ti ζli9 電 lil 丘 lai c lil !Iai zli|laiz 

22. 事 s~tai1. sullti! SI O ISia' srn? Itaï2 SIZ|uiz se! 

23. 氣 khei' khi' 1岫抖， khi' 恤i'l岫ui' 岫i'l岫ui ::Þ Ihui :> 

24. 飛 也 hil ， pui , hil 'ye , Syil cpue J叫 cpa ιhuil ， pue phuil ,'1bue 
25. 老 c lollau! c laulse? < larn ~ n51 ilau10 claul E. lau 'Iau 

26. 炒 ιtshaulCtsha Ctshau Ctsho ζ的haulC的ha 'tsha 

27. 笑 sieu'ltshieu' siau' 11 sirn' Itshirn' siau'ltshio~ Itshie' |帥，

28. i周~和 s.tiul S,æu tiau :l 12 .tirn 13 !;ti叫s.tio 也thiau chiau 

29. 樓 山ul ~.lau le' < lø .s liol !Iau 1 s.lau |革lau
30. 狗 'keu 14 'kelce fø Ckio尸 kau ICkau I'kau 
31. 厚 hau2lkauZ. hezlke ,! E. høl 5. kø 主 hiol 正 kau I!.kau Ikau1. 

32. 後 haullauz he.l !.hø =-hiol 主制 正 hau I.!au laul 

33. 婦 houi Ipou Z. hu! Ip泣 !hul =.pu 主hul !pu !hul ‘ -nul-pu phu! l'1bu! 
34. 畫 tiu'ltau' tiu' Ite' .ttiau tiu" ltau :> :.tiultau' 的iu!ltau' I 
35. 九 "kiul ‘ kau 已 kiu 15 c kiau16 'kiul ‘ kau |‘kau |ζkau 

36. 有 也 iulou Z. Ciu 已 iau 也 iul 正u ciu|zu lu Z. 

37. 合 s.haI] 1εkaIJ c 呵|‘ ka旬 ‘hδ .haml是kam17 !haml 旦kam ~fiaml!.kam 
38. A口、 ha'1l h:> :t iharn hapllha'1 ! hap~ Iha'12 k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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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一

..saIJ .sa司1 也 sδ 也saml ‘sã .. samlιsã 1 cta 
40. 鹹 且h呵 1 !ke旬 ICke旬 |正kunn !haml~kiam 1 ~kiam j ~kiam 
41. 重 ~ie1) 1 ~sie可 ie1) :) 主 lel1) 主iaml 正d clam c1am 
42. 店 ltai旬， |個旬， 缸， 位帥， ltúí ~ tiam' ?diam' 

43. 買品 |伽i丸 |血仇 Itha , 也i旬:> Ithue?, thiap , hiap .:1 

44. 林樹~ d旬 1 ~I呵 le旬， 1I呵 3 |εlã 正liml ~nã 正liml 正nã cliom 

45. 飲來湯 g i叫 c呵 Cei1) 1εai1) ( i‘ã .iml <個 eiml cam <ioml "am 

46. 笠 li?2, li , lse2 !lil ~Jye lip.z llue?z Iloi? 1 Iloi1 

47. 肝 .kaIJ 1 , hUÎlJ 1 chm ckanlιkuã 1 ckuã |ιkua 

48. 割 ka? , ko:) |切。， kat , lkua? ;, Ikua?, Ik間，
49. 山 csa苟 ‘su可 ,sunn "sanl csuã Icsuã 1 (tua 
50. 間 ~haIJ l s. e旬 'a旬 chl !hanl !ul 1 ~õi 
51. 拔 pa?al興i? ，a pa, 1 cpai !pa puatz lpue?2 puek2. lpoi?2 ?buatl 
52. 真是 正的le1) ts旬， 且.tsell) ~tsianl s.凶 1 s.tsl stsl 
53. 線 Isi呵2 Isyi1) :> sei1)' sian' Isuã:> Is蝠， |切，

54. 台 sie?且 Iye~ !Jya siat.a ltsi?z 的i?l， |的i2

55. 前 且必ie1) 1 s.sei1) tshi1)' 18 且必he勾 里的ianl 戶凶 1 ~tsõ I~tai 
56. 牽 Ic岫ei1) Ic kha旬 ￠世Ú 19 g尬ianl，他個 |‘ kh呵 I, han 
57. 節過~ “ie丸|的ai?， “le汁的詞， 的叫“a， 的iat， 1的ue'b “拙，他oi?， ltat , 

58. r語s、
, kUaIJ c:kui1) 已kunn (ku叫 ckuã 1 (kuã |εkua 

59. 活 lua?2 hua~ lue ,l 正hUD huatzlua?2 lua?z lua 2_ 

60. 襪 ua? , Imue~ !muD Ib:l?2 Ibue?l, buatz 
61. 滑 hua?z Ikou?z Iko .z .!:hUD huatzlkuh lkuk .z Ikot1 
62. 關 主叫Ickuo1) |ι切ilJ 也kunn ckuanl.kúí ckue叫‘kuè ckuan1 ckue 
63. 泉 s_ tsU01) tsy旬， ( tsel月1 !tsuanl 正的uã |ρuã I",tua 
64. 雪 su:>?:) sye , se , suat , Is;)? , Iso?, 酬， Itoi:> 
65. 圍 :;uo1) 1 ~huo1) εy均 Ihyi旬， 正 ye月 正u叫正h1) 1! h1J :1)uil ~fiui 
66. 月 。UO?2 。ye! 。ye.z guat .z lg;)?2 Igue?z Igue 2 
67. 繞 s.li1) c le可 Isai旬， "nãlsJí s.linl s.lan ,! li1)1 !，I呵 |εlan 

68. !fif mi?z Imei?z mi , lme , 且位lÎ 20 bit.z lbat2, mikzbakz miat21batz 
69. 門 正muo1) m:>1)' 量muel1) 正b叫 z叫 :;ffiUlJ I~mui 
70. 分 已h明 l ，puo1) ιh:>1) 1 cpyi1) chuãl cpm ehunl cpun ch明Icp呵 1 ?bon 
71. 湯 已由oU1) ζ值}:>1) 也thDm ‘自呵 1::曲。 e也呵 1 cth1] ， h呵 1 cho 
72. 薄 po? 2, p:> !, pam? z. p:>k?lpo?!. 1.仰2 :2， I?OO 2. 

73. 兩 c luo1) 1I呵且 clb1) "niam c li:>1) 1 C 11) 'li呵 l S. nõ Clioln02 

74. 癢 c y01) I sU:>1)~ ‘ i:>1) I的b1) 2 C iamlCtsiam C i:>1) 1 草包iü ei呵 I !tsiè Itsio!. 
75. 著 tuO?2 tb且 tsim .. ti:>k1, ltio? z 21 ltie?z tsoka 
76. 黃 l~uo1) |啊， |正m ~h:>1) I ~1) I ~1) 5.UaIJ I !ui 
77. 放 hU:>1)' Ip:>\llf h呵'1p:>1)' hm'lp，呵， h:>1)' Ip呵， hUaIJ' I闕， I?b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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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3工 ko阿拉何可 ζk~g (.kom 
79. 學 hou'lz lo'lz ha;)1 ~z 正hamlsam

80. 等 Cre旬 IC甸 E削8 Cti 

81. 職 的羽毛|的hei在 Itshe l |旱的ha

82. 蠅 ~ig~均 Is呵， I~sã 
83. 其 i'l:;! Isi'l2. l"' ,sle E i。isfiD

84. 生22 Cse旬Ic s呵 c sa旬|εS呵 cJiI cSδ 
85. 百 "泣:) 1伊凡 pa , po, 
86. 爭 ctse旬 1 c'認呵 , tsallJ ctJi 
87. 參 Ima'l, ma,2. ~ma 

88. 命 me均可血呵2 me均可m呵2 呦'Imiõ;)

89. 成23 ~ sig 1 s.si呵 sei旬， l' i呵 .diã 
90. 石 si'l2 ISUO'l2 si!lsb~ !Jiml.!:tJim 
91. 瓶 ~pllJ 1'"伊甸 εpl 

92. 壁 pei'l;) Ipia'l;) pi ， l抖的 pi , lpio , 
93. 橫 I~hua句 Ih喇3 chm 
94. 兄 (. higl chi呵 hreYlJ lchi呵 cJiõ 
95. 聾 州|εl吶 bg:) Is~苟， s. l呵 1 s.S呵
96. 木 mu'lzlm叮Tz mu ;z !mu 

97. 虫 I~也呵。 也呵2 lPt呵
98. 付 t叮3 ty) 紗，

99. 鍾 , tsyg 也包reYlJ .tJam 
100 栗 S何也|心hu。丸 sy;) 肘， ItJhyo 

說明:

1 文讀脅和白讀著用|隔闕，前者是文請，後春白讀﹒
2. 沒有其績的字按音類的系統及祠的色彩權定英文請或白讀-
3. 所采資料多為本人所調食，潮州膏參考《漢語方音字區) • 

4. 必要玲在注釋中補充其他i#tJ!9=﹒

注釋

1在見1直字，以uaJt，帝，壘，遇、泉、鍋-
2Jt4修的動l讀﹒
3.-母為白墳，面現母為文請，柱、鬚由被韻母為iau 0 

4口語也太多說 y ﹒ hlJ:)只見于個別語調﹒
5亥白楊垂hue
6梯白宮貴‘.thai' 楊白讀sai' 。
7奇奇..白靖宇:hia ﹒
8輛白讀'cIa
9if:孝子脅論SIia ﹒

. 10尚有多種讀膏，見正文﹒
11碎白楊ω10' • 

12畫了下午白宮賣l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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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尬。 I"ka苟 , kiag 
hak210'l~ hak210'l ~ 102 
啥叫 '"tan 6 飽。 I'"ta句 C 'ldegIC'l也n

的ik 21 tshat? |的hak2
，! i叫且sin Ics旬 |丘 tien
iak.2 lsit_? ek,? Isik ,2 鈕:) ltiet 是

cS"1J1 c si εsegl cSe cselι侮
pik ，lpa九 lpe'l, l'lbe , 

c ts"lJ 1 c tsi 1 ctse Ic的e

bik'll Ibe'l2 lbe'lz Ibe2 
凶手 Imiã l! C m呵!mia2 Ic miã 

~sigl ~tsiã c S呵 1 ~ tsiã 1 s.tia 
sit.? 1的io'l:!_ 24 Itsie'l2 tek , ltsioz. 
spigl , pan .!phegl 且P呵 I! 'lban 
pik , Ipia'l;) Ipia'l, l'lbia , 

~ higl 品ui 1 ~hue ~fiogl 量 gue
εh旬 1 chiã 1 chiã I..gia 
主blJ l s. l呵 1 sl呵 li 1呵
ook l! lbak2 lbak! Imokl 
是由i:>lJ1 !血呵 |丘由呵 Ich呵
ti~k， ltiak , Itek, 'ldiok , 
ctsi~gl 戶均 J:tsOIJ I c的i呵

sik" Itshiak, |的hek "， siak ， 1組成3



13條白讀(to 0 

14口語狗就犬εkhei旬，溝白請注au 0 

15圓白城ke'! 。
16閩台讀εkø 。

17另有白吼叫，意為包含﹒
18韻母屬文電費，*母、聲調屬制責-
19研白楊c1:lei~ ﹒

20漆白讀tsha ，。
21ti泣，對， to'1，2火_0

22表中所收白讀音為“1.宵"之義，另有白請指“非熱"聲母都是包h' 福州、建鼠(tsha~ ，永安ιtshõ ，泉州色的前，
潮州‘tshe ﹒

23表中自重費用于“成功" 、 “成樣， “八成"等詞里，另一白請表示“成金"之義，福州官的hi~泉州正tshiã 0 

24另一白讀 sia'1;!.-石: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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