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西j童關話[pf]類聲母的歷史層次

李斐**

[ 1划和[pf h J是俠西關中方吉特有的輔音聲母， 是關中方吉最重要的區別特徵之一。

本文為了行文方便 將[pfJ[pfhJ統稱為 [pfJ類聲母 。 [pfJ類聲母主要使用範崗是關中東

府方吉 在東府 11 個縣市方吉點l 中， 7 個方吉中存在著[pfJ類聲母。其中尤其以憧關

話中使用的最多﹒因此本文選取了撞關話作為研究對象，試圖分析[pf]類聲母的歷史層

:欠 P

;童關縣位可2映西省關中平原東端 ，東臨河南省靈寶縣‘西連本省華陰縣，南接洛南

縣、 :西北與大萬縣因此鄰‘北面與山西省高城縣隔黃河相望 。《中國語吉地圖集》圖B4把撞

關方吉劃歸中原官話區關中片 ，其體而吉它屬於關中方吉片的東府小片 。撞關話的唇齒

音聾母包括不送氣音[pfJ 和送氣音 [pfl'] ' 與合 口日于相拼 ρ 例如 「豬專桌布臼j 的聲母

是[pfJ ﹒?除闖主卓揣鋪三孵 :=: ...!的聲母是[pf hJ 。

首先-我們先來看;童關話中四組同音宇的讀法:

步白 pf1l 1 二住 pfu ~ 膚主 pfhu~ =出 pfi' u ~ 

孵臼 pf" u1 二銷 pFll ': 斧 ~ pfhu ~二處處同 pfhU~

看似相同的讀音 - 其實反映了歷時層面不間的來源 。在共時層面可以看出 ， 古幫

組、 非組的白讀與古知系同音 二

在現代遍關方吉中-聲母讀[pfJ 和 [pf" J 的有古幫、 非 、知、莊、 章五組聲母 。 可以

*本文曾在第一屆中國音韻學學術年會暨第八屆國際漢語音韻學研討會 ( :20C)f年日丹、 ìllJ頭) 卡 宣議 得到

了南京大學劉曉南教授 、 香港教育學院侍達國教授的指導同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3 同時 ‘也衷心感謝

區名評審對於拙文提出的修改意見 。

**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1 11 個方高點詳見表 :1 ' 其中臨海縣於 1997 年劃歸為西安市的一個區 ， RnW;i童區 。

2 :$斐 《恢丙憧關方言研究) (間安 吹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2003 年卜頁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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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們分為兩類 'A類是幫非姐 ' B類是知莊章三組。

表 1 : A類

例 p于占， 布 吉爾 1甫 剖1 步 膚 孵 服 |

中古聲母 幫 i真 並 γ 並JÁ 並!λ 非 敷 奉
中古韻母 模 模 模 模 模 虞 虞 屋

現代讀音 pfu pfhu pfhu p仇l pfllU pfhu pfhu pfl' u 
(白讀)

A 類均為白讀音 。八個例字都是中古合口宇，除了陳子」以外 τ 其餘都是中古-等 。

由於合口韻母的影響 ，使來 自幫組的聲母[pJ 、 [ ph J有唇齒化的傾向 。 在漢語史上， 幫組

只有在拼合合口三等時變成輕唇音聲母 ， 然而撞關括 3 乃至大部分的關中東府方吉，幫

組字白讀音聲母變為輕唇音條件只是與合口呼相拼 3 而不存在「等」的關{系。 I J菁 、孵、

服j反映了中古非組讀[pf" J的階段，這一讀音在其他方吉中都消失了。

表 2: B類

例 了一
豬 樁 廚 重開

中古聲母 知 徹 澄干 澄仄

中古韻母 色 L面子i于 虞 鍾

現代讀音 pfu pf"u;:m pf"u pf"u :Jl) 

例 于
裝 f因玉'= 7其頁1. 獨

中古聲母 到士 初 崇干 崇仄
中古韻母 陽 江 東 覺

現代讀音 pfualJ pfhual) pf" Ud l) p仇l~

例 宇 煮 。吹 唇 純

中古聲母 章 昌 船 禪

中 古韻母 魚 支 言享 育事

現代讀音 pfu pfhu :J Ì pfhUd l1 pf"U:Jl1 I 

B 類在普通話中均讀 t~ 和 t~ h ，在撞關話中一律讀為 pf 和 pfh 0 

2 . 1 A類字的讀音。 幫姐在你j韻》時代讀音是幫[pJ澆 [p h J並[bJ 明 [mJ 。 幫姐的

布鋪哺部步J 五個字讀如唇齒音[pfJ是閃為受到了合口韻母[-uJ 的影響而產生的變化 。

_ -11 _是使高圓唇元音 -它的發音特點是舌根上撞 ， 雙唇聚攏 。 由於撞關話發音時氣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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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司往往帶有摩擦的成份，這種特點加上唇化作用，促使[-uJ的實際音質發生變化，成

為一個口唇較展的唇齒半元音[-wJ 。當它與雙唇音[p-J[ph_J相拼合，增加了發音時摩擦

的阻力，同時也增大了除阻時的氣流，使雙唇塞音兼具有了唇齒擦音的性質，成為一個

其有雙唇與唇齒的雙特性的唇齒輔音[pι]和 [pfh-J 。

第 7-l期]005 年 6 丹

「膚孵服J 三個字是非組字，非組最晚在晚唐五代時期就已經從幫組中獨立出來，于

力利用朱翱的反切得到晚唐五代時期的聲母中已經有非敷奉三母(其中非和敷已經合而為

黃1平伯通過研究惠琳 (736-820) {_.切經音義Î' 考求出七財紀中葉唐代長安話

的聲母系統中輕唇音已經獨立。 4 徐朝東列舉了九種音義、譯音材料說明了在唐初的

口語中輕唇音已經逐漸從重唇音中分化出來了，在八世紀中葉之前非敷兩母不?昆、在不

空 (705-774) 漢譯梵咒中非敷奉相混 3 惠琳《一切經音義》中非敷已經混同， I非敷相?昆的

現象在唐初至中唐時期的實際語吉中就已經出現了J 0 5 

一了) o:l 

在唐初到中唐這一階段，輕唇音從重唇音中分離出來?非敷不混。如果將這一時段

的非敷構擬為 i 和 fh , I在實際語音中恐怕很難區分卜行 所以一」些學者將它們f疑為 pf

和 pf"是有道用的。

羅常培利用漢藏對音《千字文》、藏文譯音〈金剛經》殘卷、藏文譯音《阿彌陀經〉殘

卷、漢藏對音《大乘中宗見解》和注音本《開蒙要訓》等五種享支煙石室寫本分析出唐五代西

北方音的聲母系統中輕唇音非敷奉母字大多數與j旁母同音司已經顯露出分化的痕迎。例

發 p'ad富 p'u

覆 p'u

扶 p‘u

[非]非 P'Yl

[敷]紡 p'oo

[奉]佛 p'ur

如:

煩 p'an

而在《阿》巾非讀 p‘抖 9 又讀‘p'yi ;發讀 p'ad' 又讀‘p'ad 。所以「當時非敷奉三母實

際 t可能都讀 pf' 或 fJ 0 ì 這種擬音也在梵漢對音中得到了證宜，對照梵文原本君主理出

不窯的漢譯梵咒材料中?非組廢宇對 ve 、發宇對 pha ﹒「從廢發二宇的對音可以推測非統

可能是唇齒音部位的送氣清音J ' I在目前找不到證據說明當時非敷奉紐讀 f 的情{)L干，

羅先生擬的破裂兼摩擦音阱，可以信從J 0 日

最早明確記載非敷奉三母已從重唇音獨立出來的音韻學文獻是末人的三十六宇母、

王力 <ì莫語語音史~ (北京-小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第 l 版卜頁 22ß.229 0 

黃j卒伯 《唐代關中方吉音系>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l 版) ，其 19.20 。

徐朝東 〈蔣藏來《唐高齡異常青切考察> ' <中國語文》第 2 期 (2004 年 3 月卜頁 l的-149 c 

楊劍僑 《漢語現代音韻學> (ti每 復 n.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第 l 版) ‘ 頁 14月。

羅常培 〈唐五代丙北方音卜《歷史語音研究所集tlJ~ 甲種之十二 11933 年)

劉廣和﹒〈唐代八世紀長安音聲細> ' {語文研究》總第 12 期 (1984 年 3 月) ，頁的-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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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三十六字母中非敷奉的擬音大多數音韻學家都構擬成唇齒擦音[f] ， 然而董同麟、 9

唐作藩、 I() 林熹、耿振生 II 都將非組擬為 [pf]類聲母 。 就音理分析，幫組三等字與合

口韻拼合時，受合口韻母的影響，唇音變為唇齒音。那麼在[p]和 [f]之間應該有一個過

渡階段"這個過渡音應該是[pf] ， 所以我們認為董、唐、林、耿等先生的構擬是合理

的 。 由此看來 3 撞關話幫非兩組白讀音[pf]應該是唐代關中方音的遺留 。

2'2 B 類反映了古知莊章三組(生母、船母、 書母除外)在今撞關話中讀唇齒塞擦

音[pf] [pfh] 。

[ pfJ 類聾母產生的條件應該是受到合口韻母的影響 。 B 類聲母在今普通話中讀

[ t~ J [ t~ h J '發音上是所謂的「銳音j (acute) 、當它們與-u (-) 這一鈍音 (grave) 性的合口元音

相拼合時 7 往往會產生語音上的不和諧、聲母就有可能受到它的影響而唇化，從而聲母

也同樣其備了鈍音的性質 『 聲韻拼合起來才和諧一致 。 由此看來知莊章合口呼產生的年

代對於[pfJ類聾母的形成問題尤為重要 。 在唐五代北方語音中 3 知照組韻母尚未轉化為

合口呼 。 1 1 在 《蒙古宇韻》 中 g 屬於~廣韻》江韻二等的 「窗 、雙j等宇對譯為[ual) J ' 與

「汪、王j等字同韻‘屬於陽韻開 口的 「莊、創、床」等宇卻對譯為[h叫J 0 {古今韻會舉要》

也區分「光J 字母韻與 「莊J 字母韻 。 明代的 {西儒耳目 資》江韻與陽韻的合口宇形成對立、

江韻字主要讀[u呵J '陽韻宇主要讀[oal) J 。這說明元明初期陽韻開口照二組宇尚未完全

與江韻的照二組宇合流， 江陽韻的照二組韻母尚未完成向合口呼的轉化。 13 因此我們

可以推測出 B類[pfJ類聲母生成的時間大致為元明時代 ， 但是其拼讀範圍和今天的不同 3

至少它不與江陽韻相拼合。

2 ' 3 知莊章三組聲母變讀[pfJ的先後順序 。 關巾東府一共有 11 個縣市 ， 對於這一

問題， 我們試圖從這三組聲母在關中東府 11 個縣市方吉中的共時表現來判定 。

表 3 :知莊章三組在關中東府 11 個方吉中的讀音

9 董向穌 《漢語音韻學> (北京。中華書局 ， 2001 年，第 l 版) ，頁 141 0

1 (1 膚作藩 《音韻學教千里)(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第 1 版) ，頁 36 。

II 材、黨 、耿振生 《音韻學概要}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4 年 3 第 l 版) ，真 57 0 

1 .2間也讓 〈唐五代的北方語音> '栽《間袒護學術論著自選集> (北京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 993 年，第

l 行)頁 323 。

1 3 辛辛于是t : <-近代漢語介音的發展> ' 載《李新魁語言學論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 994年 ， 第 1 版卜頁 l侶 。



2005 年 6月第 74 期 33 

例 措 戳 除 墜 抓 窗 床 壯 專 春 純

于
中 知 徹 澄平 澄仄 ~士+- 初 崇平 崇仄 章 E回三1 禪平
古

聲

母

i冒 ts tsh tsh tsh ts tsh tsh ts ts tsh tsh 

南

澄 ts rsh tsr, tsc, ts ts" tsn ts ts tsh ts" 

城

蒲 ts tsh tsh tsh ts tsh ts ts ts tsh tsh 

城 pf p[h pfh p[h pf pf" pfh pf pf pfh p[h 

華 的 tsh 岱h tsh ts tsh tsh ts 

陰 pf pfh pfh pfh pf pfh pfh pf pf pfh p[h 

撞 pf pfh pfh pf pf pfh pfh pf pf pfh pfh 
關

主口』 pf pfh pfh pf pf pfh pfh pf pf pfh p[h 

陽

韓 pf pfh pf" pf pf pfh pfh pf pf pfh pfh 

城

大 pf pfl' p[h pf pf pfh pfb pf pf pfh pf h 

萬

西 pf pfh pfh pf pf pfh pf" pf pf pfb p[h 

女~ 

白 ts tsh tsh tsh ts tsh tsh ts ts tsh tsh 

水 t? t? " t? h 

華 t? h t? h t? h tè' t?h tè' h tè' tè' tè' h ts h 

縣

從共時的比較可以看出 ， 滑南話與澄城話莊組讀[ ts卜接近中古音莊組的讀音。 蒲

城話表現出[t5]和 [pf]兩讀的狀態， 反映了 [pf]類聲母的初始發生階段 。 在華陰話中 ，章

組已經由兩讀變為一讀 3 即 [pf] [pfl'] ，由此可以看出章組聲母讀[prJ可能是最早產生

的 。 在憧關話、 合陽話、韓城話、 大蓊話 、西安話中知莊章三母合口呼音均變成[pf] 。

白 水、 華縣話反映了[ t5] 組的另一種轉化，即從[ts ] 變為[ t抖， 其中白水話某些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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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t;;; ]兩讀可以看作是[ts J 向 [t;;; J發展的過渡階段，華縣話是這一語音發展的最終形

式，即知莊章三組均變成[t;;; ] '和共同語北京話同音。

據調查，關中從周至的啞柏鎮到眉縣的青化鄉一帶把知莊章的合口宇讀為 [tsfJ 、

[tsfh J 、 [fJ ' 14 說明 [pfJ類聲母應該是由[ ts J類聲母演變而來並且在[tsHQ [pfJ之間司

曾經存在過一個讀[tsfJ的過渡階段。[tsfJ產生於元代，在明清之際變讀為 [pfJ 0 15 那

麼撞關話[pfJ類聲母則最終形成於明清之時。其產生的過程是章組先由 [ts J (或 [tsfJl 變為

[pfJ '其後在語音簡化的趨勢下，莊組與知組也變成了 [pfJ '與章組合流。

最後得出結論?古幫、非、知、莊、章五組聲母(生母、船母、書母除外)在今撞關

話中一律讀唇齒寒擦音，對比其他關中東府方吉、可以看出其共時層面有著較大的差

異。利用唐代長安方音研究材料可以看出，幫非組的[pfJ來自唐代關中方音 9 近 1000 年

來一直沒有改變。知莊章三組的[pfJ起源於元明時代‘完成於明清之際。其中章組的[pfJ

起源最早，知莊組與章組合流 1 變讀為 [pfJ G 

(:z!s:文屬專著類】

14 孫立新: <關中方吉說略卜《方吉》第 2 期 (199ï 年 3 月! 頁 10“-124 。

的王臨惠 ~j分河流域方育的話音特點及其流ι變、(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第 l 版) ，頁 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