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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的諸據

楊鋁種

復主立大學中文系

自從現閥漢學家艾約聽 (Edkins) 和瑞典漢學家萬本漢 (Karlgren) 齡十九世靶子長

一十世紀智纜臨上吉模語有複聽音聲母的呂學說以束，能過組百年的反種研討和論證，

多人都已相佑這一學說 yo 不過，也有一些音韻舉竅不信此道。í7u如王力在

《漢語覽璃}上冊(l部7) 的一條腳按中拉訐高本嘴說: r最後，組在上吉聲母系統中擬

譯自出一系列的複轎苦，那也是根據諧盤來揣測的。擠如『各j聲有時斜，使車主猜想上古

有幫輯音 kl…和 gl一。由Ilt類搓，他慨怒了 xm一， x卜， f卜， s卜， sn…等。他

諧聽偏旁在聲母方面卷書化多端， j:董樣去發蹺，複輔音就太多了。倒如 r;儡j 從 r~j 聾，

把豆豆沒有把『樞』撰成知，一，大約能嚨憨覺到全醋照顧的直至難了。 J王力不輸能視輔音

聲母說，問Ilt龍的〈漢語史構〉只殉有三三十二體上在躍輔音聲母。渡到他 1985 年的報

的〈漢語語音使} ，除了增加戶 ~f揖單輔音聲母外，對於機輔音聲母仍然未能承認。

做的一個重接後果，說是在他的〈同源字典) (1982) 中，許多明顯的問灘詞未能判

河灘。例如「老:考打{說女} : r表，考也 o J 叉: r考:老也。」叉藏文f老J rgas < 
*gras '安 11最高語 kalu '更京萬語 cro ; I r址:鑫J 刊說文} : r跤，下基也 o J 叉:

r~止，基金。肢， ~止或以土。 J 叉 rll::.J聲字 f齒打關諾:麗的， :1等等。闊前上古濟詣

的詞源詞表現得較燒友離破牌，不能形成若干個同源宇艇。同時，在授們聽河灘的品

話中，文有不少不合音理的「要靠親J '例如「命:令J (來明鄰輯)、 f處:所J (穿山器

組)、 f益;女J (莊禍鄰組)。那便如此，在極少數向源詞上，王先生仍然不得不講揮

了某些接輔音聲母，但j如 f墨:黑h 能說: rr鼎j 的古音可能是 mXdl豆，故總『舉J

mel旦河源。 J看來，王先生大約也f蔥覺剩全臨照顧的困難了」。

我認島，接拷目前的研究，上古漢語嘩重建存在著種輔發聲母，這至少有以下十一

種證據。

魚、立情也早丸。漢字的諧聲一般具有五個原則，那 (1) 上古舌棋賽音可以互諧，也

l 致鏘有〈孫海波(此文獲系〉序}。

2 參梅總麟OR見系字翁達室的熱 r系字卜〈中罷語言學報〉第一期， 1983 杯。



199連年 12 月 第32鸚 21 

可以跟喉音(影、曉)互話; (2) (端知、通離、定澄)可 ; (3) 

古驛鑫音可以芷諧; (是)上高舌尖塞擦音可以:在諧，也可以跟舌尖擦音(心弦、書)互

話; (5) 上古鼻音(胡、混日、聽)、譯音(喻圳、數蕾(東)前不可以互詣，恆不服鑫

晉、鑫擦脅和擦昔互諧。九至是按這五條陳期不括許合的措聲現象，都可揖跟複輪會聲

母有頭。(與目如:

華/律句r一 學pr一 臨/龍嗎?

司每位1r… 最/雞叫r一 *kr一

提/質內r一 嗔/韻 *kl… 那/牙 *S!)…

所/戶 *sg… 棋/襲警sk盡一 念/今學 nk…

睦/達/醫學mgr一 ;數/囑/棄學skr一

劫、草草草I1 0 聲言11是以音詞謊音近的字寫說，用作聲諧的黨竿聲母必定格舟競相

近;如果草草訪I1中有不合於1二述諧聲原則的現象，則可能頭示著有複輔音聲母的存在 o

ØlJ如:

〈譯名) :吭· J警棍佇kr一)

:跤，聽ifl.伊kr一)

〈詩〉是傳:罷，求t位(句r一)

動，都聽 (*kr一)

嚨，喉也(學gr一)

'蘆也 (*kr…)

一、讀若。〈說文〉讀音程八百多(暉 • f惡作讓告的字品交往會;可9x;音近;如果讀苦中

喜不合於上述諧聲探雙目的現象，則大多可能與被輔音整母有關。 例如:

k'一諱若藍 l一 釋:一讀若駭 g一

器、反切。古代反切中也留有複輔音聲母的農跡。研j如:

〈經典禮文﹒體記音轟) : !鑿，能錦反，又力錦反 *pr一

:嚨，薄紅場，又音首巨響br 一一

〈玉篇} :楠，吉還嗨，文力旬切 *kr

〈額篇} :漿，六霞切，又說力七哥叫‘r一

五、主義玄。作為數女的需{爵士拉織管完全輯舟，但所用聲撐不舟，可能反快了複輔

音聖母的存在。例如:

〈說女〉叢/霓學sk一 *kr一

六、異譚。同字典讓膏相當大的一音ß兮是上古視輔音整母的分化造肢的。{獨立口:



22 中盤語文通訊

:角，古岳切，

谷，吉l詠唱，

示，巨支誨，

疋，所迫切，

說，失藝坊，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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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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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古代的注音中也往往有種輔音聲母的反映。例如:

﹒何故列傳) : 

﹒古今人表) : 

。 J服嘍曰: í谷昔觀。 J (谷 *kl一)

。 J臨虔 B : í論音轍。 J( 擒 *ky 一)

八、翼文。異文是同認真本現鑿，形成翼文的兩體漢字聲母標語梧肉或招近;如

果讓兩{輯:翼字的聲母不符合 i三文所說的諧聲累堅守，芽ß東接耳能是複轎昔聲母。 i海部:

﹒采接}叮囑沸檻痕。 J(說艾)í濫j下引作?鱉沸纜泉J 0 (懂、種叫苦一)

﹒堯典) : ["宅間日眛谷。 J(史記﹒五帝本組H睞谷J下徐廣曰: í一作柵

谷。 J(榔 *mr一)

〈史記﹒殷本記) : íi跑烙之法。 J<索隱) : í~搭一會閣。 J

格J ' (莓子﹒議共}構f宗法: í樁，吉賣畏。 J(咯 *kr- ) 

﹒谷永傳〉作「炮

九、 Jj害。上吉，真諒的複轉發盤帶在各地方言中誰該有所反映，這種方言包話占

、現代方言，甚至城外方詣。fJU如:

〈附雅﹒釋器) : 

代!黨門話「指j 、 f枝j 、

。 J郭璞注: í蜀人呼聲甚為不律也。 J (筆帶pr一)

制，而 k 來自 *kr- 0 :l 福建邵武話「鱷J saÌ 、

?體J soi 、?雷J sui 、 f老j 紹，認話來岳 *cr- 0 是 sa口，六也，從

; trai' 歷也，能, sang ，糞皂，從 ; 村的，上皂，

島事控告 *cr一， tr 來自札心。 5

、聯儲詞。漢語中有大批聯綿詞是也其他聲母寧和東盟或喻判字組成的，它們

反快了複輔音聲母。例如:

3 參為線畫專程長

是 著基督警鐘麟、羅綠瑞〈試論幾緻鵑花巧言令色守來母 s 畫畫字) , 9 卷第 1 、 2 草草. 1學71

幸存 c

s 場學主力{漢憩語研究) • (籠淼立在厲聲望詩文書長}第三:磅，北京:中絞盡變為.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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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事學br一棋蛤 *mr一 葫蘆刊r一

骨碟 *kr一粗魯、學skr一望羊 *m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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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古丈字。現代分為兩個漢字的，古文字往往合為一個字形，其中不少反映

了上古複輔昔聲母。例如甲金文中「命:令」同形(學mr一)、「立:位」同形(學gr一)、

「吏:吏:事」同形(學sr一)、「雖:誰:唯:維」同形(學sl一)等等。

十二、親屬語言。漢語有許多親屬語言，由於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多來自原始

漢藏語，因此這種複輔音聲母在親屬語言中必然也有所反映，並且能夠與漢語五相印

證 o 例如:

藏語「牙」間，比較漢語「牙:那」

「門J sgo '比較漢語「戶:所」

「涼J grang ，比較漢語「涼:京J

壯語「笠J k'roop ，比較漢語「泣:立」

「來J ma '比較漢語「來:麥J

「谷J luuk '比較漢語「谷:浴」

泰語「頭J klau '比較漢語「骷髏」

「膚J phuak '比較漢語「膚:盧j

「變J plien '比較漢語「變:戀J 6 

由此可見，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的存在實在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唐蘭曾經用「聲

母的轉讀」來解釋以上的一些現象 ;7 但是如果「聲母的轉讀」數量如此之多，範圍如

此之廣，則上古漢語還能有聲母存在嗎?一種語言可以讓人隨心所欲地胡亂發音，這

還能稱之為語言嗎?顯然， I聲母轉讀說」是不能令人首肯的，這種駁論不能成立。

6 參張世祿、楊劍橋〈論上古帶 r 複輔音聲母卜〈復旦學報) 1986 年第 5 期。

7 唐蘭〈中國文字學卜上海:開明書店， 194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