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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粵方言內部崇母字讀音差異

滕濟民

上海師範大學

提要

粵方言崇母在方言內部存在著塞擦音和擦音的兩個層次，並且不同方言點的讀音具体情況

有所差別。對崇母進行口語字和書面語字劃分並分析，再依據澄母和禪船母讀音類型對崇

母的讀音演變進行解釋，原始粵語的古濁音照系聲母格局為澄—崇禪船二分，澄崇禪船母

由於演變的先後順序以及外來影響造成粵方言內部的差異。

關鍵詞

崇母，濁塞擦音擦化，音系構擬

1. 崇母兩種讀音類型：塞擦音與擦音

現代漢語方言在莊組字中，王力（2013[1980]: 114）指出崇母字在演變出現塞擦音
和擦音的不規則分化。這種不規則分化與趙元任（1956: 29）舉出的北吳方言禪船崇從
邪母讀音的情況不同，大部分方言內部崇母的塞擦音 -擦音的分化卻是比較一致的。保
留濁音的方言如吳語、湘語可能會出現 *dz/dʐ>z/ʐ的演變，致使崇母只有擦音的讀法。

從語音的演變類型來看，塞擦音向擦音演變比較常見，而擦音向塞擦音演變則較

為少見。從音系來看，同組的莊、初兩母沒有出現對應的塞擦音 -擦音的分化，這意
味著，崇母的分化必須是在全濁清化前完成的，分化後清化然後併入其他聲母。粵方

言的崇母無規則分化也與莊、初兩母無關，因此下文討論，崇母均是以濁音的形式來

討論其演變過程，本文也不討論清化後因聲調的不同而造成送氣與否，只聚焦於塞擦

音和擦音兩種類型的差異的形成。

本文所列舉材料基本為已發表內容，廣州市區、增城、花山自《珠江三角洲方言

調查報告之一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懷集自《粵西十縣市調查報告》，南海西
樵自陳衛強（2019），東莞塘角自陳賀州（2015），臨桂五通自周本良（2005），陽
朔葡萄自梁福根（2005），封開開建自侯興泉（2017），蒙山縣城自覃才亮（2009），
蒼梧自鍾梓強（2015），梧州倒水話自楊禎海（2015），賀州桂嶺自陳小燕（2009），
賓陽賓州自覃遠雄（2017），南寧亭子自《廣西通志 ·漢語方言志》及覃遠雄等
（1997），其它引用材料在行文中列出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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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本的粵方言的定義和範圍。本文所指粵方言與《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

的粵方言範圍不完全相同，本文對粵方言的定義為嶺南地區的臻攝合口一等韻、流深臻

曾攝三等韻主元音曾發生洪音化的方言 *u->*uɐ-、*i->*iɐ-，包含地圖集中除四邑片以
外的“粵語”、“桂南平話”、海南儋州話與邁話、連州地區連州方言（土話）、廣西

鐘山市與平樂縣部分土話、1廣西桂林市臨桂區雁山區永福縣陽朔縣的平話和土話；2四

邑片內部差異較大，如與廣州更接近的新會話，與東江本地話更接近的台山話，不少四

邑方言在兩者之間搖擺，可能是兩類系屬不同的方言再此區域發生趨同、混合，因而本

文討論暫不含四邑片方言。具有爭議的東江本地話也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為使行文簡潔，本文對聲調標註作以下處理：使用數字表示調類，陰平 1、陽平 2、
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雖然粵方言的入聲往往發生分化，
但一般是依據元音或聲母而產生的條件分化，本文不對分化的入聲調分開標註。

2. 粵方言內部常見的演變類型

2.1. 比較用字的選擇

在比較大量的材料後，本文選取了以下崇母字作為比較的參照項：

查 鋤 助 雛 士 事 柿 柴 豺 寨 巢 愁 驟 饞 鑱 劖 漦 棧 岑 牀 狀 崇 牐 煠

關於這些字，需要先說明幾點：

① 鑱與劖：

鑱，《刊謬補缺切韻》鋤銜、士懺反，《廣韻》鋤銜、士懺切，《篆隸萬象名義》

仕衫反，《集韻》鋤銜、仕懺切；劖，《廣韻》鋤銜切，《篆隸萬象名義》仕咸反，《集

韻》鋤銜、士減切；攙，《廣韻》士咸切，《篆隸萬象名義》仕銜反，《集韻》鋤咸

切；㔆，《廣韻》徂感切，《篆隸萬象名義》壯咸反，《集韻》鋤咸、壯咸、徂感切。

這幾個字在韻書中的讀音和語義往往相通，或許古人對於這些字的使用已經混同。

對於“刺入”的語義四者都存在。但在表示“斷”的語義，主要是“劖”字。“刺入”

詞彙字音在方言區內部聲調有不對應現象，顯示其聲調的不穩定性，如《廣州方言詞

典》中用陽上調的“㔆”tsʰam4（p282）來表示“刺入”，也收錄了陽平調的“棖眼”
tsʰaŋ2ŋan4（p361，義為光照刺眼），而《廣州話詞典（第 2版）》中則寫作“巉眼”

1 關於其性質論述，見覃遠雄（2019）。
2 梁金榮（1997: 61）稱其為“桂北平話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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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ʰam2ŋan4（p30），應當是是前字韻尾受後字聲母同化音變 tsʰamŋan>tsʰaŋŋan。為方
便討論，本文將表示“刺入”語義的音用“鑱”字表示，為陽平或陽上調；表示“斷、

剷除”語義的音用“劖”字表示，為陽去調。但在引用韻書及方言材料時，仍以其原

用字為準。

② 漦：

《刊謬補缺切韻》俟湽反，《廣韻》俟甾切，《篆隸萬象名義》勅之反，《集韻》

俟甾、棧山切。

一些學者在記錄時使用“涎”字，或是有音無字的□替代。《集韻》中比前代韻

書多出了“棧山切”的讀音，這個讀音不知是否為“漦涎”的合音，但在粵方言內部

這字的讀音都是“棧山切”。語義上，有的地方表示口水以及粘液，有的地方只表示

粘液，還有的表示痰。部分地方不使用這個詞，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字沒收錄進《方

言調查字表》中，在調查中被忽視。

③ 棧：

粵方言口語中用在“碗棧”一詞中，即舊式木制碗櫃，但隨著商品化，新式的碗

櫃、消毒櫃取代了“碗棧”，加之可能大多數群眾不知其本字，所以在很多字表材料

中的“棧”只記錄書面語“客棧”“棧道”的讀音。本文只取“碗棧”一詞的讀音進

行比較，“客棧”一詞的讀音不列入。

④ 牐（閘）與𨰉（鍘）：

牐，《廣韻》士洽切，《集韻》實洽切；𨰉，《廣韻》查鎋切，《集韻》槎轄切。

閘，《刊謬補缺切韻》古盍、烏狎反，《廣韻》古盍、烏甲切，《篆隸萬象名義》柯

臘反，《集韻》谷盍、乙甲切。

“鍘”為後起字，不出現在宋代以前的韻書之中，但在凡是區別 -ap、-at韻的粵
方言及其他方言中，“鍘”的韻母都為 -ap，且與閘同音。結合“鍘（𨰉）”的字形以
及出現的時間來看，這個字很可能是宋代北方方言 -p、-t、-k韻尾合併後，給“牐”
起的俗字，因此本文在此將兩字當做一個字處理，寫作“牐”。“閘”在中古的音韻

地位並不是崇母，現代的“閘”“牐”兩字語義相通，“閘”成了“牐”的俗字。

2.2. 澄—禪船的讀音類型

在比較崇母字的讀音前，先依據澄、禪船母字讀音的類型對粵方言做一個簡單的

音類區的劃分，用以比較崇母在橫向歸併時的走向。分類只以音值為塞擦音（塞音）

和擦音作為條件，可以得到以下澄 -禪船母分合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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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澄 -禪船對比舉例

類型 地點 長 治 侄 傳 濁 常 示 十 船 熟

A澄塞擦（塞）-禪船
塞擦型

開建 tyŋ tʃi tʃɐt tʃyn tʃœk tʃyŋ tʃi tʃɐp tʃyn tʃok

B澄擦 -禪船擦型 梧州 ɕiɐŋ ɕi ɕɐt ɕyn ɕœk ɕiɐŋ ɕi ɕɐp ɕyn ɕok
C澄塞擦（塞）-禪船
擦型

廣州 tsʰœŋ tsi tsɐt tsʰyn tsok sœŋ si sɐp syn sok

表 2  澄 -禪船類型的分佈情況

類型 主要分佈區 澄 禪船

A全塞擦型 粵西封開地區、廣西蒙山縣等 塞擦（塞） 塞擦

B全擦音型 梧州、賀州本地勾漏粵語等 擦 擦

C澄塞擦（塞）-禪船擦型 絕大多數粵方言 塞擦 擦

當然，此處的類型主要是依據常用口語字的演變來確定的，部分不常用的書面語

字可能會受到廣州話或官話的影響。禪船母字在現有方言點中是很少存在全部讀塞擦

音的，這里的“全塞擦”指的是常用口語字的情況，禪船母全擦音也是如此，具體的

一些方言的禪船母字的讀音可能會出現少許讀塞擦的字，如廣州“剩”tseŋ6等。方言
點一些字讀音不合規則，但這不影響大體的類型判斷。相較而言，A型中出現禪船母
摻雜讀擦音的情況較多，B型中出現澄母摻雜讀塞擦音的情況較少，這是漢語濁塞擦
音向擦音演變“DZ>Z”的趨勢造成的，下文將會分析。

2.3. 崇母字的讀音類型

經上述準備工作後，對現有公佈的粵方言（含部分平話）的同音字彙、詞彙表所

記的讀音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首先現將 24個比較參照字分類，分為口語用字與書面用字 3兩類，這個分類不是

截然，畢竟有些字是口語書面都常用的，有的字只在口語或書面，還有的字在部分方

言點中是口語而在另一部分中則不然。下文表中舉例選用的方言點為的是突顯不同類

型的特徵，限於篇幅沒有舉例更多的方言點，將來的調查如果進一步細緻，或許能有

更精細的類型劃分。

3 在此不使用“文白讀”這個概念是因為在粵方言中往往一個字只有一個讀音，但在對應古音類時
則可能出現多個現代音類，可以看做“文白層”，但在具體的字上則不是“文白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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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字：鑱 劖 柴 牀 柿 煠 漦 棧。

書面語字：查 鋤 4 助 狀 牐 豺 寨 巢 士 事 愁 崇 岑 雛 驟 饞。

表 3  口語字的聲母讀音情況 5

澄禪船 地點 鑱 劖 柴 牀 柿 煠 漦 棧

A型
封開開建 tʃ tʃ tʃ tʃ tʃ
懷集懷城 tʃ tʃ tʃ tʃ
蒙山縣城 tʃ tʃ tʃ tʃ tʃ

B型
蒼梧 ʃ ʃ ʃ ʃ
梧州倒水 tʃ ʃ ʃ ʃ ʃ f
賀州桂嶺 ʃ ʃ ʃ ʃ θ ʃ

C型

臨桂五通 tʃ tʃ tʃ ʃ tʃ ts tʃʰ
陽朔葡萄 tʃʱ tʃʱ ʃʱ tʃʱ tsʱ
廣州市區 tʃʰ tʃ tʃʰ tʃʰ tʃʰ ʃ ʃ
增城 tʃʰ tʃʰ tʃʰ tʃʰ tʃ tʃʰ
南海西樵 tʃʰ tʃʰ tʃʰ tʃʰ ʃ tʃʰ tʃʰ
花山 ʃ tʃʰ tʃʰ
東莞塘角 tʃʰ tʃʰ tʃʰ tʃʰ ʃ tʃ tʃʰ tʃ
賓陽賓州 tʃ ʃ ʃ ʃ ʃ ʃ ʃ
南寧亭子 tʃ tʃ ʃ ʃ ʃ ʃ ʃ

表 4  書面語字的聲母讀音情況

澄禪船 地點 查 鋤 助 狀 牐 豺 寨 巢 士 事 愁 崇 岑 雛 驟 饞

A型
封開開建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懷集懷城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θ θ θ θ tʃ tʃ tʃ
蒙山縣城 tʃ tʃ θ tʃ tʃ θ tʃ tʃ ʃ tʃ θ θ tʃ tʃʰ th θ

B型
蒼梧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ʃ tʃʰ t
梧州倒水 ʃ ʃ ʃ ʃ tʃ ʃ ʃ ʃ ʃ ʃ ʃ ʃ tʃʰ tʃ tʃʰ
賀州桂嶺 ʃ ʃ ʃ tʃ/ʃ ʃ ʃ ʃ ʃ ʃ ʃ ʃ θ ʃ tʃ θ

4 在不少方言點中可能不是口語常用字，口語會使用“钁”（居縛切）或者“䎧”（步項切）等來
表示“鋤頭”這個事物，因此“鋤”字的讀音可能會隨廣州話或是折合類推官話或韻書的讀音。

5 表格中將精照合併的音系以及區別精照的音系的照系字音值全部改寫成舌葉音，以方便比較，為
使表格簡潔只列聲母，下表相同。正文中直接引用仍為原文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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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禪船 地點 查 鋤 助 狀 牐 豺 寨 巢 士 事 愁 崇 岑 雛 驟 饞

C型

臨桂五通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s ʃ ʃ tʃ s tʃ ts ts
陽朔葡萄 tʃʱ tʃʱ tʃʱ tʃ tʃʱ tʃʱ sʱ sʱ tsʱ tsʱ
廣州市區 tʃʰ tʃʰ tʃ tʃ tʃ tʃʰ tʃ tʃʰ ʃ ʃ ʃ ʃ ʃ tʃʰ tʃ tʃʰ
增城 tʃʰ tʃʰ tʃ tʃ tʃ tʃʰ tʃ tʃʰ ʃ ʃ ʃ ʃ ʃ tʃʰ tʃ tʃʰ
南海西樵 tʃʰ tʃʰ tʃ tʃ tʃ tʃʰ tʃ tʃʰ ʃ ʃ ʃ ʃ ʃ tʃʰ tʃ
花山 tʃʰ tʃʰ tʃ tʃ tʃ tʃʰ tʃ tʃʰ ʃ ʃ ʃ ʃ ʃ tʃʰ tʃ tʃʰ
東莞塘角 tʃʰ tʃʰ tʃ tʃ tʃʰ tʃʰ tʃ tʃʰ ʃ ʃ ʃ ʃ tʃʰ tʃʰ
賓陽賓州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ʃ ʃ ʃ tʃ tʃ tʃ tʃ
南寧亭子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ʃ ʃ ʃ ɬ/tʃ tʃ ɬ

補充：

（1）南寧亭子平話中“站屋板”（覃遠雄等  1997: 181），義為“分隔房間的木板墻”。
（2）“雛驟”在不少方言中讀為陰調，不合演變規則，應是“念白字”讀音，見下文分析。
（3）“岑”字在勾漏片有群母讀法，且部分方言發生 kiV->tʃV-的演變，不能區別其來自群母還是
崇母。

2.3.1. 口語字分析

可以看到，口語字可分為兩類，“鑱劖”一類，“柴牀柿煠漦棧”一類。

“鑱”基本讀為塞擦音。“鑱”在各方言點中均是“刺入”之意，這個字比較生

僻，官話中基本不使用，可以排除官話通用語的影響。但是此字在演變當中卻與其他

口語字並不平行，特別在廣西“柴牀柿煠漦棧”讀為擦音、甚至澄母字也讀為擦音的

地區，此字依舊讀為塞擦。而早期區分精照組的粵方言材料也顯示了此字特別的語音

地位，《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合集》中此字置於“慚”小韻，《英華分韻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明確記為 ts‘ám2，即讀同從
邪母。加之此字在不同方言點中的聲調出現不規則對應，可以推測普遍的塞擦讀音是

從某個崇母讀塞擦的方言點中擴散開來的讀音，雖然各地讀音都是塞擦，卻反映了方

言內部層次的疊置，而不是反映自然的歷時演變。

“劖”的使用區域較小，主要在珠三角地區，因此這個字的參考作用較小，不知

道是否也如“鑱”字一樣發生特殊演變，還需更多的材料來證明。

“柴牀柿煠棧”則展現了不同區域的演變差別：

珠三角地區，內部差別較大，不同的點讀塞擦和擦音的轄字或有不同，通常“柴

牀”二字讀塞擦的比例最高。從語音演變的角度看，塞擦音演變為擦音的可能性要遠

遠高於擦音演變為塞擦音，可以認為珠三角地區的粵方言在崇母清化時正在發生塞擦

向擦音演變的進程，清化後進程打斷，音系完成重組，不同的方言點形成不同的轄字

格局。



72023年1月　第102卷  第1期
January 2023　Volume 102  Number 1

臨桂 -陽朔地區，這個地區為桂林以西以南的桂北平話，這個區域內的主流的讀法
為塞擦音。“柿”字的讀擦音可能是受官話影響，當地方言常用詞彙為“椑”，“柿”

不是口語字。

封開、蒙山等地，澄禪船全塞擦地區，其崇母口語字全部是塞擦音。

梧州、賀州勾漏片，澄禪船全擦地區，其崇母口語字全部是擦音。

廣西中南部（本地方言，不含近代以來從廣東遷來的沿江白話，6下同），其崇母

口語字基本是擦音。

值得注意的是，“漦”字在賀州 -平樂縣（原明清平樂府）和臨桂 -陽朔地區
演變不規則，聲母併入了從邪母，賀州市、平樂縣勾漏片還發生了擦化的演變鏈

*dz>z>s>θ>f。這個演變類似於上文提到的“鑱”的演變。

2.3.2. 書面語字分析

“雛驟”的讀音不合語音演變的規則，但是在部分方言片區當中，讀音卻相同或

接近，這很可能是在私塾時代，部分學堂的先生出現了“念白字”的現象，隨後通過

文教鋪展開來，既不是口語也不是外來層次。

“饞”字，這個字不算口語字（廣州話此意詞彙為“為食”），在廣東地區基本是

塞擦音，而在廣西地區則多讀為擦音，並且在區分心 -生書母地區，其讀音有的同心母
而有的同生書母。侯興泉（2012）已經論證從邪母在原始粵語為塞擦音 *dz，沒有濁擦音
音位 z，因此“饞”讀同心母的方言，其音節結構是不合原本的音系的。筆者在調查南寧
平話過程中，發現受過教育的中老年人都將“饞”字認讀為 ɬam2（但口語中的表達實際
是用“餓”ŋa6），這個字讀音既不合自身音系也不合官話音系（因為聲母 ɬ一般來自古
心母，其音節為陰調，出現陽調一般為壯語借詞），但卻在廣西地區有大量讀為擦音的

現象分佈，並且還讀如心母，只能認為這應該也是一個舊文教時代的“念白字”讀音。

剩下的字可以分為兩類，“查鋤助狀牐豺寨巢”為一類，“士事愁崇岑”為一類。

“查鋤助狀牐豺寨巢”以及“愁崇岑”在官話當中讀為塞擦音，而“士事”在官話當

中讀為擦音。在廣西，“崇”字也較為廣泛出現有類似“饞”一樣的陽調心母讀音形

式，應當也是書面“念白字”，這與讀為照系擦音的廣東讀音類型不同。

珠三角地區，“查鋤助狀牐豺寨巢”基本為塞擦音而“士事愁崇岑”基本為擦音。

臨桂 -陽朔地區，“查鋤助狀牐豺寨巢”與珠三角地區相同，而“士事愁崇岑”
可能受官話影響，前二字讀同心母、後三字為塞擦音。

6 廣西沿江白話的定義及範圍見余瑾（2016: 102,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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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開、蒙山等地，上述字基本為塞擦音。

梧州、賀州勾漏片，上述字基本為擦音。

廣西中南部，大體與珠三角地區相同，“愁崇岑”受官話影響的概率較高。

需要補充的是，廣西地區由於歷史上省會桂林很早就說官話，因此官話的影響較

為明顯，這些書面語字在廣西粵方言中出現官話型塞擦 -擦音分化的情況較多，而且
由於近代以來官話精照兩組合併，廣西粵方言的受官話影響的書面語字讀音併入從邪

母。另外，“寨”“事”在部分廣西粵方言中屬於口語字，7而“豺”字則可能念白字

同“柴”或“材”。

2.3.3. 分析結果總結

總體而言，口語字讀音在廣東地區的內部差異較大，具體字讀塞擦或擦不可預測，

其他地區內部差異較小，一般全部為塞擦或擦。書面語字在廣西地區差異較大，在廣

東地區差異較小。內部演變不平衡是口語字讀音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外部影響是書

面語字讀音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在廣西中南部地區，書面語字讀塞擦而口語讀擦音，

這樣的分化只能用外來影響來解釋，通用語或官話使粵語的聲韻發生重組。

3. 分化成因分析

3.1. 澄 - 崇 - 禪船類型統合

口語字（白讀層）一般來說是反映方言自身主體音系演變的，崇母與澄、禪船母

字的口語字讀音類型形成著一定的對應關係。將其表格化可以得到下表。

表 5  澄 -崇 -禪船的類型

類型 澄 崇 禪船 方言點舉例

甲 塞擦 /塞 塞擦 塞擦 開建、蒙山

乙 塞擦 /塞 塞擦 擦 臨桂五通

丙 塞擦 塞擦 /擦 擦 廣州

丁 塞擦 擦 擦 賓陽

戊 擦 擦 擦 蒼梧

7 “事”所屬的莊組止攝字，在粵方言中的基本都存在讀同蟹攝開口三四等的白讀層 ɐi，如“使”
ʃɐi3等，“事”字在部分方言點尤其是廣西的方言點中，多為讀同蟹攝的白讀層 ɐi，而廣東則多
為師韻的文讀層 i/ɿ/y。“柿”字文白處理方式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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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可以得到這樣的蘊含關係：禪船是塞擦音則崇必然是塞擦音，澄是擦音則

崇必然是擦音；澄母不會跨過崇母去與禪船母直接合併；崇母沒有完全獨立與澄、禪

船的音位，要麼與澄母合併、要麼與禪船母合併。

類型甲與上一節的類型 A形成對應關係，類型戊與類型 B形成對應關係，類型 C
則有乙、丙、丁三種類型對應，乙丙丁三種類型正好顯示了崇母由塞擦音向擦音演變

的不同階段。

3.2. 古聲母的構擬與解釋

3.2.1. 澄母

已知，粵方言中澄三字在一些地區是讀作塞音（併入定母）的，主要在粵桂交界

北段和臨桂 -陽朔地區。下表賀州鋪門話取自魏書頌（2019），封開開建話取自侯興
泉（2017）。

表 6  粵方言澄母讀塞音舉例

 遲 錘 箸 廚 柱 住 沉 陳 塵 陣 長 腸 丈 著 蟲 重

五通 t t t t tʰ t t tʃ tʃ tʃʰ t t tʰ t t tʰ
鋪門 tʃ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開建 tʃ t tʃ tʃ tʃ t tʃ tʃ t t t tʃ t t tʃ tʃ

粵方言的崇、禪船母字基本不會出現讀為塞音的現象；而崇母口語字全部讀擦音

的地方，澄母可能都讀為塞擦音，以此可知早期的澄母字必然是與崇母對立的。結合

其併入塞音的演變走向，可以認為澄母原始的讀音為 *ȡ。

3.2.2. 崇與禪船的分合

崇母與禪船母的不同表現，似乎顯示了崇、禪船母在原始語中有著不同的音位，

但結合如下推理，崇母与禪船母在原始粵語中已經合併，在音節分佈上是互補的。

首先禪船母也是存在全部讀為塞擦音的類型，而且不是送氣塞擦如開建話，排除

了清化送氣造成擦音向塞擦音演變的可能。8上文已經提到，擦音演變進塞擦音是比較

困難的，可以認為禪船母讀塞擦音的粵方言，是保留了原始粵語的語音特徵。這樣

的音系，崇母與禪船母都是塞擦音，但崇母與禪船母在與韻母的拼合上形成互補，

8 如廣西南寧白話雖是廣東移民而形成的，但其南寧市區原本為官話分佈區，南寧白話的禪船母平
聲字如臣 tʃʰɐn2常 tʃʰœŋ2等字也類似官話而出現讀送氣塞擦的情況，轄字不超官話所辖，分化無
規律，不屬於自然演變而是接觸演變，在此不考慮這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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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母字拼合二等（“莊三化二”，外轉攝韻母同二等，內轉攝韻母同一等，止攝單

獨成韻），禪船母字拼合三等，兩者不存在同韻母下的最小對立。那麼要如何解釋崇

母塞擦音 -禪船母擦音這一粵方言中常見的現象呢？“士事愁崇岑”這幾個字在廣東
粵方言的讀音提供了一個演變的證據。

廣東“事士”二字在官話中也讀擦音，如果說受官話影響，那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但是“愁崇岑”三字在官話當中並不讀擦音，並且廣東粵方言受官話的影響較小，讀

擦音的層次肯定是粵語自己形成的。如果將這幾個字也看做禪船母擦音那一類，就可

以得出廣東粵方言在崇禪船母中必然讀擦音的語音條件。珠三角粵方言的禪船母所拼

合的韻母都是主元音為高元音和短元音，“士事愁崇岑”也符合這個條件，其他的崇

母字則與主元音為低元音和長元音的韵母拼合。

表 7  禪船與崇母的分野

演變走向 來源 分化條件

擦音 禪船母
崇母：士事愁崇岑

*dʒ+V(H/S) 濁舌葉 +高 /短元音

偏塞擦音 崇母 *dʒ+V(L/L) 濁舌葉 +低 /長元音

如此看，崇母與禪船母實際已經合併，只是在塞擦音向擦音演變的過程中，因後接

元音的不同而產生了分化，這是韻母對聲母的影響。崇母書面語字受通用語的影響，而

且這些字也多為低元音、長元音，因而容易保留塞擦音讀法而沒有隨口語字一起擦化。

3.3. 澄 - 崇 - 禪船各類型的形成機制

通過上文分析就可以依據語音條件對澄、崇、禪船母在粵方言中的演變進行梳理。

3.3.1. 路徑一：澄母塞擦化較晚

第一步，禪船母、少部分崇母擦化。語音條件為 *dʒ>*ʒ/V(H/S)濁舌葉 +高 /短元
音。絕大部分粵方言都走了這條演變路徑，其中的少部分粵方言禪船母字自身層次沒

有發生擦化，但在強勢方言影響下，部分字已轉為擦音，包含一些口語常用字，如封

開開建話“順”ʃɐn6。這個演變發生應當較早，當時的通用語的禪船母還處在濁擦音
階段沒有因為清化送氣而分化，故而也沒有影響到粵方言致使其分化，大部分粵方言

的禪船母擦化是比較整齊的。

第二步：崇母（口語）擦化。語音條件為，*dʒ>*ʒ/V(L/L)，濁舌葉 +低 /長元音。
桂南粵方言基本經歷了這個演變；廣東粵方言則在進行當中時因聲母清化失去演變條

件而中斷了這個演變；臨桂 -陽朔地區則不參與這個演變。通用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
這個演變發生，使得書面語字基本保持了塞擦音，與後來的澄母字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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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澄母塞擦化。語音條件 *ȡ>*dʒ，濁舌面塞音。澄母塞擦化較晚，因此不
論口語字還是書面語字，澄母基本沒有讀擦音的，並沒有跟隨崇禪船母一起擦化。當

然通用語的澄母也是塞擦音，通用語的影響在澄母方面也會阻止其擦化。

圖 1  路徑一的演變示意

3.3.2. 路徑二：澄母塞擦化較早型

澄母在崇、禪船母塞化之前就塞擦化與之合併了，隨後再擦化也不再區分。全塞

擦型分佈在封開、蒙山等地，全擦音型分佈在梧州、賀州，兩者區域上連在一起，說

明全塞擦型和全擦音型實際更為接近。

第一步，澄母塞擦化，語音條件為 *ȡ>*dʒ。澄 -崇 -禪船母合併，封開、蒙山等
地為這種類型。

第二步，澄崇禪船母擦化，語音條件為 *dʒ>*ʒ。梧州、賀州本地勾漏粵語參與這
個演變，致使古濁音照系聲母全部讀擦音。

圖 2  路徑二的演變示意

3.4. 其他方言及域外漢字音顯示的崇母及照系濁音格局

澄、崇、禪船的分合類型在其他方言中、尤其在方言內部的多樣性是不如粵方言

的，但總結來看可以看到其他類型，這些演變的類型與粵方言的類型相互之間對照，

更能顯示相關聲母的歷時演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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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韻圖是已知最早能夠反映中古晚期與近代早期中原地區古北方方言的照系

濁音面貌，如南宋《切韻指掌圖》中顯示知組仍獨立為一組，但也出現部分澄母字置

於照系三等與章組同行、與崇母同列，這說明作者的語音已經發生了知組塞擦化，但

是囿於晚唐韻圖的格局仍舊將知組獨列。禪船獨一列而不與崇母同列，說明了禪船母

已經讀為擦音。元代《中原音韻》反映的是濁音清化後的體系，“事士”等字以轉為

擦音，禪船母發生分化，大部分平聲字讀送氣塞擦，少部分為擦音，這與現代北京話

大體相同。明初的《韻略易通》與《中原音韻》相近，但禪船母讀塞擦與擦音的範圍

不同。現代的官話在禪船母平聲字具體讀擦音還是送氣塞擦音上存在各地轄字不同的

情況，說明平聲字清化送氣造成擦音演變為送氣塞擦音 ʒ>ʃʱ>tʃʰ在各地是獨立發生的，
但北京、南京等強勢方言對官話內部趨同整合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崇母字基本沒有塞

擦音與擦音的轄字差別，說明當時崇母與澄母合併。

山西晉語及汾河片，澄、禪船的表現與其他北方方言相同，但崇母口語字為擦音，

與粵方言崇母讀擦音的類型丁接近，說明其崇母在當時與澄母還有區別，並且與禪船

母合併了。

吳方言中，雖然往往在共時層面表現為“一筆糊塗賬”（孫宜志  2018），但如果
以口語常用字來審視，排除外來影響文白異讀的話，還是可以總結出其大體規律，可

以分為三類，（1）南吳型，以玉山、開化等處衢片為代表，澄二為塞擦音、澄三為塞
音（白讀），崇母（白讀）為擦音，禪船母（白讀少數）為塞擦音；（2）除太湖片部
分地區以外的北吳方言，澄母塞擦音，崇母擦音，禪船母擦音；（3）太湖片部分地區，
澄母、崇母、禪船母均為擦音，以蘇州、上海最為典型。杭州市區方言被認為帶有較

強的官話性質（史皓元  2011: 7–28），因而不在此討論。以上三種形成遞進的演變格
局，與北方方言不同的是，其崇母率先擦化而禪船母隨後，所有的吳方言“牀柴”等

口語字 9均為擦音。徽語的情況與（2）型相同。

湘語，澄母塞擦音，崇母塞擦音，禪船母擦音。但不少湘語受官話影響較大，即

新湘語，另外部分湘語出現知章組塞化，需要排除這類後起演變。

江西的贛語和客家話，按地域東西劃分，贛語東部的鷹弋、撫廣片，客家話寧龍

片出現“牀柴”讀擦音，其他江西的客贛方言為塞擦音。廣東的客家話只有“煠”

字讀擦音。江西部分贛語知章組出現讀塞音的演變，這是後起的（劉澤民  2004: 39–
41）。雖然，現代客贛方言的知莊組二等與精組合併、全濁塞擦音清化送氣，但是崇
母字讀擦音的層次至少證明崇母曾經有其獨立的音位而未與清從邪母合併。

9 部分處衢方言口語說“樵”不說“柴”，因此“柴”為文讀層的塞擦。



132023年1月　第102卷  第1期
January 2023　Volume 102  Number 1

閩方言的格局與其他方言差異較大，澄母塞音，崇母塞音、塞擦音、擦音皆有，禪

船母白讀閩南主要為塞擦音而其他閩語為擦音。閩南類型與南部吳語有演變的相似性。

朝鮮（韓）語漢字音（十五 ~十六世紀）與漢語方言相比，缺少漢語方言的口語
性，近乎等同與文讀層，因此不免不同時期或不同來源的讀音混合於同一個音系當中，

還會存在“有邊讀邊”之類的誤讀傳承，因而朝鮮語漢字音的崇母字也存在不同的層

次，但從具體轄字和數量來看，還是可以給其歸納大體的格局：澄母塞音，崇母擦音（少

量塞擦音），禪船母擦音。近代朝鮮語音系發生 Ti->Ts-塞擦化，需要辨別。

越南語漢字音與朝鮮漢字音相似，但越南語存在自身音系的演變，舌尖、舌面擦

音轉變為塞音，送氣塞擦音轉變為擦音，排除這種後起的演變，可以歸納出越南語漢

字音的大體格局：澄母塞擦，崇母擦音，禪船母擦音（後來與書母合併，塞化）。

日語自身音系沒有擦音與塞擦音的對立，中古音借入日語都為擦音，不能窺探濁

塞擦音是否存在擦化，日語的材料只能顯示當時的澄母讀為塞音，在此不列入比較。

表 8  各方言澄、崇、禪船的簡單對比（T為塞音、TS為塞擦音、S為擦音）10

澄母 崇母 禪船母

茶 蟲 牀 柴 事 常 船 石 神

官話

《中原音韵》 TS TS TS TS S TS TS S S
《韻略易通》 TS TS TS TS S S S S S
北京 TS TS TS TS S TS TS S S
西安 TS TS TS TS S S S S S

晉 介休 TS TS S S S TS TS S S

吳

玉山 TS TS S S S S S TS S
宜興 TS TS S S S S S S S
蘇州 S S S S S S S S S

湘

娄底 TS TS TS TS TS S S S S
長沙 TS TS TS TS S S TS S S
漣源 S S S S S S S S S

贛
南昌 TS TS TS TS S S S S S
撫州 TS TS S S S S S S S

客
定南 TS TS S S S S S S S
梅州 TS TS TS TS S S S S S

10 北京、西安、蘇州、長沙、南昌、梅州、福州、廈門引自《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
（2003），介休引自張益梅（1991），玉山引自曹志耘等（2000），宜興引自葉祥苓（1991），
婁底引自劉麗華（2001b），漣源引自劉麗華 (2000, 2001a），撫州引自付欣晴（2006），定南引
自王頤（2015），朝鮮引自權仁瀚（2009），越南引自《越漢字典》（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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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母 崇母 禪船母

茶 蟲 牀 柴 事 常 船 石 神

閩
福州 T T S TS T S S S S
廈門 T T TS/S TS T S TS TS S

粵

開建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蒼梧 S S S S S S S S S
五通 TS T TS TS S S S S S
鋪門 TS T S S S S S S S
廣州 TS TS TS TS S S S S S
賓陽 TS TS S S S S S S S

域外
朝鮮 T T S S S S S S S
越南 TS TS S S S S S S S

從比較中可以看到，大部分方言的禪船母讀擦音為主，禪船母優先從塞擦音轉變

為塞擦音。而崇母字從塞擦音轉變為擦音，其演變速度和演變程度在不同方言中以及

方言內部中都存在著差別，有的方言轉變成擦音得很徹底，有的幾乎全讀塞擦音，域

外漢字音朝鮮和越南的格局顯示崇母擦化的現象出現得很早，這兩者都是中古時期借

入形成的。澄母讀擦音的主要是現存保留濁音的吳、湘部分方言，以及賀州梧州的勾

漏片，出現的範圍極小，說明澄母的擦化是很晚近的演變。

澄、崇、禪船三者的擦化速度不同，說明了三者的在各方言的原始語中仍為相互

獨立的音位，但從演變趨勢來看，如果澄、崇、禪船三者依舊保持濁音的形式，那麼

最終都會演變為擦音 DZ>Z，這是一個漢語內部的演變趨向，只有濁音清化了，這個
演變才會停止。崇母在粵方言內部的差別，也說明了粵方言早期分化時，各地都是保

持著濁音的，當各地崇母發生不同程度的擦化后，纔各自發生濁音清化。

4. 結語

結合部分粵方言知三讀同端母、徹三讀同透母，澄二不存在像崇母那樣不規則擦

化的現象，可以判定，原始粵語的知組聲母最早是獨立的。而莊組與章組則沒有實際

的對立，可以視作已合併。原始粵語的照系聲母可以分為知組與莊章組兩套，加上精

組，可以得出原始粵方言相關聲母的矩陣如下。

知組 *ȶ知 *ȶʰ徹 *ȡ澄

精組 *ts精 *tsʰ清 *dz從邪 *s心

莊章組 *tʃ莊章 *tʃʰ初昌 *dʒ崇禪船 *ʃ生書

原始粵語是精—知—莊章三組對立型，與贛客的精知二莊—知三章對立型和原始

官話的精—知莊章對立型不同，有自身的獨特性。從中也可以看出原始粵語原本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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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舌齒濁擦音，因此崇、禪、船乃至澄、從、邪母在粵方言中均有出現讀擦音的情況，

本質上是省力原則致使濁塞擦音向濁擦音演變 DZ>Z，只是在各地粵方言演變的速度
不同，官話影響阻止部分崇母字擦化，濁音清化又打斷了擦化演變的進程致使音系重

組並固化。不同地區的粵方言自身擦化演變的進程不同，加之強勢粵方言對弱勢粵方

言的輸入，以及少數字如“鑱”“漦”等併入從邪母，最終形成了各地區粵方言崇母

讀音各異的格局。

雖然現存保留濁音的漢語方言，11都有舌齒濁擦音，但是從粵方言的演變來看，

尤其以開建話、蒙山話的音系出發，可以得到粵方言原本只有濁塞擦音而無濁擦音。

絕大多數粵方言，禪船是最早先發生擦化的，其次是崇母，最後是澄母。在不同的演

變階段，受到官話的影響，就會產生不同的、接觸演變的文白層次，如封開開建話受

到官話影響則文讀層為禪船母仄聲字讀擦音，南寧白話文讀層則是禪船母平聲字讀塞

擦送氣音，蒼梧話文讀層則是澄、崇及禪船平聲字讀塞擦音。文讀層次的形成在於弱

勢方言與強勢方言存在音系上的不對應，弱勢方言需要引入或重組自身音節來迎合強

勢方言。不同的方言全濁塞擦音演變為擦音的程度不同，因此與官話或通用語的差異

之處也不同，在內部演變和外部接觸下，最終形成了各方言照系古濁音字塞擦音 /擦
音不規則分化的複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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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nunciation Differences of the Initial Chong
in Cantonese Dialect

Jimin Te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two strata of affricate and plosive in the initial Chong ( 崇 ) of Yue dialect,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different dialect points is different. This paper divides and analyzes the spoken 
and written words of the initial Chong, and then explains the pronunciation evolution of the initial 
Chong accord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types of the initials Cheng (澄 ) and Chan (禪 ) & Chuan 
(船 ).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riginal Cantones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Cheng-Chong & Chan 
& Chuan in the ancient voiced phonetic system, and the inner differences of Cantonese dialects 
caused by the sequence of evolution and extern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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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Chong (崇 ), fricativeization of voiced affricat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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