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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予吾赴衡片的成山兩撮三四等字

秋谷裕幸

提要 美t吾先街片能巨分成山兩才是三四等字。其早期形式可梢秘方 *ie/*ie? (三等字)

和*âV*æ? (四等字)。在 l日從 ~'I'I府的赴街片里，四等字交方芥古呼*iã/*ia?.但仍保存著三

四等字之間的材立。在 1日衛州府和f信府的赴衛片笠，三四等字基本上合并了，都埃芥古

呼。但仍有少數四等字能璞升口呼，保存著早期埃膏。文章迋付美活從街片和其他南方方

言道行了比較.

夫提由 美t吾赴衛方言;成山撮;三四等字;音繭丈

一引吉

在大多數的沒活方言中，中古同一攘的三四等字已銓沒有區別。但一部分旻活仍然能

移區分咸山攝三四等字。@金有景( 1964 )首先以吳活要州片5(~方言方例報告了遠小現

象，之后金有景( 1982 )又做了大量的調查，友現金學一帝的臭活基本上都能區分咸山撮

三四等字。
金有景( 1982 )且然惆查了斯江五十小品的方吉，但其中赴衛片只有錯云、青田、先

游、卉化、常山，而且文章中有具体語言材料的只有青田，說其區別獎型屑于青田型。此

外，注指出增云也能區分咸山攝三四等，屑于文鳥型 b (溶溪合社的方吉除外) ，而卉化、

常山則不能區分，但都沒有具体的語言材料。最近曹志耘( 1999: 29-30) 介紹了赴衛片

中咸山撮三四等字的區別情況，不垃并不很全面。

本文拙先在金有景( 1982 )的基咄上校方祥細地介紹赴衛片中咸山撮三四等字的分別

情況，井拘拙早期赴衛片中咸山攝三四等字的i妻音:其狀，以山撮三四等舒戶字方例，文才

臭i吾赴衛片和其他汶i吾南方方言中咸山撮三四等字的i幸音遊行比較，逝而研究南方方吉中

咸山撮三四等字i冀音的目史演交迫程。

本文用右上魚的教問表示調笑: 1 一開平、 2 一間平、 3 一閉上、 4 閉上、 5 一明

去、 6 一間去、 7 一開入、 8 一闖入。如果沒有誰字惆只有進龍洞，則用數字直接氾惆值。

此肘在惆值的前面加橫枉。齣目拳平以服上去。

二 l日赴州府的赴衛片

述里以炭元、增去、云和先例，洽述|日赴州府赴衛片方言的咸山撮三四等字的i袁音。

1. 皮元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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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F割(咸三)

(1) [iE]齣:黏niE' 1 帝 liE2 1 尖 t♀iE' 1 占 t♀iE5 1 1興中it 1 染nit 1 鉗制E2 1 民 it 1 並名向

it 1 益功洞 it (以上並齣)、欠 tçhiE5 1 Fnit (以上F齣〉
附~齣(咸三)

(1) [ie?] 詢:憂niet 1 猶 lie?B 1 接 t♀iei 1 涉♀ie?B 1 肘 iet (以上卅齣)、劫 t♀iei 1 ~ 
niet (以上~齣)

仙元齣(山三)

(1) [iE] 齣:斐?bit 1 面股mit 1 膜 liE2 1 煎 t串iE1 1 洩 tçhit 1 群新~♀iE' 1 鐵çit 1 晶 t♀iE5 1 

扇名兩it 1 錯♀iE4 1 件 t♀iE4 (以上仙齣)、建 tÇiE5 1 健 tçit 1I歌唱it (以上元齣)
(2) [YE] 齣:纏盡- tçyt (仙齣)

(3) [iõ]齣:剪 t♀iõ3 (仙齣)

薛月割(山三)

(1) [ie?] 曲:夾 miet 1 列 liet 1 哲?diei 1 斯 tçiei 1 舌 tçiet 1 熱凶e?B 1 杰 t♀iet (以
上薛齣)、歇♀iei (月齣)

(2) [io叮齣:搧拾miot 1 裂 liot 1 薛♀ioi (以上薛齣)

添齣(咸四)

(l) [iõ]齣:克?diõ3 1 店?diõ5 1 添 t~õl 1 葷 tiõ4 1 念mt

(2) [iE] 齣:兼 t串iE'

(3) [õ] 齣:嫌 xõ2

帖齣(咸四)

(1) [io?] 齣:帖 thioi 1 碟 tiot

(2) [ie?]齣:跌?diei 1 抉~萊 iei 1 i的iei

先割(山四)

(1) [iõ]齣:迫?biõ1 1 片 p~Õ5 1 軸 miõ6 1 顛?diõ1 1 天 t~õl 1 回 tiõ2 1 年Mt| 蓮 liõ2 1 

荐床墊 t♀iõ5 1 干 t♀~Õl 1 前~知iõ2 1 先極~♀iõ1 1 賢 iõ2 1 姻 iõ1 1 燕~寓 ias
(2) [YE]齣:先~卸yE1 1 肩~失 YE-221 1 宛如3

(3) [iE]齣:見 t♀it 1 牽 tçhiE1 1 研視EUt

(4) [ye]齣 z 前星上午♀ye2

(5) [õ]齣z 宴 65

屑齣(山四)

(1) [io?]齣:撇 p~0?7 1 麓 miot 1 缺 thioi 1 捏nio?川桔 t唱ioi 1 切 tçhioi 1 截串iot 1 

屑i幸字♀ioi

(2) [ie?] 詢:結螺 t♀iei

說明:

@主要的財座規律是，三等字淒 [iE ie?]筒，四等字樓 [iõ io?]蘭。三四等宇仍然能略

區分。
@例外主要出現于四等見系字中，不瑋 [iõ io?]齣，而悽 [iE ie?]齣。三等薛齣淒 [io?]

齣的例外也比較多。

@山擴三四等的少數字悽撮口呼的 [YE] 勸。遠是一科全園性的現象，例如:痺仙♀y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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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I 薛胸ye1 (北京)、r;yei (揚州)、r;ya1 (攻峰) I 掀元r;yen1 (武攻)、 GYEl
(長沙) I 先先♀ýil (合肥)。成攝三四等字一般沒有撮口呼的悽音，換句活說，撮口呼齣

母是山撮三四等字的鑒別齣。

@失于“剪" [tr;iõ3]和“前" [r;ye2 ] ，參看曹志耘等( 2000: 41) 。在赴衛片的范圍

內，述兩小字的注音都比較特殊。

@“嫌" [xõ2] 可能是一神美推i袁音。因方北方活中“嫌"和“咸~淚" (民元都i袁 [xõ2 ] ) 

同音，所以“嫌"也i午受到常用字“戚"字i冀音的影吶。吳培臨江片溫州方吉也有相似的

淒膏，淒[區的。

@“宴" [泊在皮元方言的口惜中不用。就字形未說， “宴"接近“案"，而普通活里

“案" i囊 [an5] 。皮元的“宴" [的可能是此普通活“案" [an5] 獎推而來的。@

@皮元的“抉"字讓音來自《集齣)帖齣古跡切。

2. 措云方吉

誼F齣(咸三)

(1) [ie] 齣:黏nie 1 I 帝 lie2 I 尖的ie 1 I 占的ie5 I 染nie4 I 鉗 ~ie2 I 民 ie5 I 並名淘 ie2 (以

上並齣)、欠 t出e5 I Fnie2 (以上F齣)

附.ill!藺(咸三)

(1) [ie] 詞:憂nie8 I 接 tsie7 I 卅 ie8 (以上肘齣)、劫 tr;ie7 I ~nie8 (以上~齣)
(2) [ia]曲:猜 lia8 (卅齣)

仙元割(山三)

(1) [ie] 齣:斐?bie5 I 面股 mie6 I 騏 lie2 I 煎 tsie 1 I 洩 tshie3 I 饒 dzie2 I 群 sie 1 I 織的5 I 
崩名向 sie5 I 錯 zie4 I 件 d~ie4 (以上仙齣)、建 t♀ie5 I 言nie2 I i軾♀ie5 (以上元齣)

(2)[ye] 齣:纏盎_ dzye2 (仙齣)

(3) [ia]曲:剪 tsia3 (仙齣)

(4) [e]齣:健 ge6 (元齣)

薛月蘭(山三)

(1) [ie] 齣: 夾 mie8 I ~滅拾 mie8 I 薛 sie7 I 哲 tsie7 I 斯 tsie7 I 舌 dzie8 I 熱nie8 I 杰 d~ieB

(以上薛齣)、歇。ie7 (月齣)

(2) [ia]齣:列裂 lia8 (以上薛齣)

海割(咸四)

(1) [ia] 齣:店、?dia3 I 店?dia5 I 添 tbïa1 I 葷 dia4

(2) [ie] 齣 z 念nie6 I 兼 t♀ie 1 I 嫌 iez

帖蘭(咸四)

(1) [ia]齣:跌?dia7 I 帖 tbïa7 I 碟 dia8 I 抉~萊 t♀ia7

(2) [ie]齣:枷 id

先商(山四)

(1) [ia] 齣:顛?dia1 I 天 tbïa1 I 田 dia2 I 殿 dia6 I 年nia2 I 蓮 lia2 I 荐床墊 tsia5 I 千 tshia 1 I 
前 zia2 I 先 siaI

(2) [ie] 齣: :ìtI?bie1 I 片 pbïe5 I 姻 mie6 I 肩~肝!k ie1 I 究 t串ie3 I 見 t♀ie5 I 研nie ' I 賢 ie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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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ie 1 1 燕一种鸟 ie5

屑韵(山四)

(1) [ia] 韵:铁 thj_a7 1 捏niaB 1 节 tsia7 1 切 tshia7 1 截 ziaB 1 屑风头屑 sid

(2)[ie]韵:撇 phie7 1 锺 mieB 1 结 ωic7

说明:

①主要的对应规律是，三等字读 [ieJ 韵，四等字读 [iaJ 韵(端精组、来母)和 [ieJ 韵(其

他， "挟" [t♀ia7 J 除外)。三四等仍然能够区分。

②主要的例外是三等来母入声字，不读 [ie]韵，而读 [iaJ 韵。

③"缠" [dzye2 J ，参看庆元方言的说明③。

④"剪" [tsia3] ，参看庆元方言的说明④。

⑤"健" [ge6J ，参看[表 3J 的说明③。

⑥结云的"挟~菜"字读音来自《集韵》帖韵吉协切。此外， "挟抱"还有 [goBJ 一读。

本字也许是二等的"夹《广韵》洽韵古洽切"。见母"搞夹搁"等字的声母在吴语区往往读作 [gJ

声母，例如苏州1': 摘 gæ6 1 夹 gat 1 搁 got 。

3. 云和方言

盐严韵(咸三)

(l )[ieJ 韵:黠lJ1i矿|帘 lie2 1 尖 tSie 1 1 染!]1ie3 1 钳 d3ie2 1 占 tSie5 1 厌 ie5 1 盐名词 ie2 1 盐

动词 ie6 (以上盐韵)、欠 tfie5 1 严贝ie2 (以上严韵)

叶业韵(咸三〉

(1) [ie?J 韵 z 聂J1ie?B 1 猎 liet 1 接 tSiet 1 涉 3iet 1 叶 ie?B (以上叶韵〉、劫 tSiei 1 业

]1iet (以上业韵)

仙元韵(山三)

(l) [ie] 韵:变pie5 1 面脸mie6 1 联 lie2 1 煎可ie 1 1 剪 tSie3 1 演 tJhj_e3 1 钱 d3ie2 1 鲜新-Sie 1
1 

线 Sie5 1 缠盘- d3ie2 1 扇名词 Sie5 1 鳝 3ie4 1 件 d3ie4 ( 以上仙韵)、建 tSie5 1 健 d3ie6 1 言j1ie2
1 

献 Sie5 (以上元韵)

薛月韵(山三〉

(1) [ie?]韵:灭 mie?B 1 掘捻 miei 1 列 lie?B 1 裂 lie?B 1 薛 Siei 1 哲 tSiei 1 浙 tSiei 1 舌

d3ie?B 1 热J1ie?B 1 杰 d3ie?B (以上薛韵〉、歇 Siei (月韵)

添韵(咸四)

(1) [ieJ 韵:点 tie3 1 店 tie5 1 添 thie 1 1 篝 die4 1 念~ie6 1 兼 tSie 1 1 嫌 ie2

帖韵(咸四)

(1) [ie?J 韵:跌 tid 1 帖 thiet 1 碟 diet

(2) [o?J 韵:挟~菜 kot

(3) [io?] 韵:挟抱 d3io俨|协 iO?B

先韵(山四)

(l )[ie]韵:边 pie 1 1 片 phie5 1 捆 mie6 1 颠 tie 1 1 天内旷|田 die2 1 殿 die6 1 年jlie2 1 莲

lie2 1 荐 tSie5 1 千 t5也ie 1 1 前 3ie2 1 先 Sie1 1 肩 tSie1 1 宽 tSie5 1 见 tSie5 1 研pie 1 1 贤 ie2 1 烟 ie 1

1 

燕一种鸟 i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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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割(山四)

(1) [ie?J齣:癌 miet 1.缺 thiet 1 常 tSiet 1 錯 tSiet 1 蝶 tSiet

(2) [io?J 齣:捏[piot 1 切 tfiot 1 截 3iot

(3) [i?J 齣:屑木-Sit

說明:

@主要的財庄規律是，三等字讓 [ie ie叮蘭，四等舒戶字樓 [ieJ齣、入戶字樓 [ie?J齣或

[io?J 齣， [io?J蘭克入戶四等字的盤則曲。入戶三四等字仍然能移區分。

@“抉~菜" [koiJ 的本字也i午是三等的“央"。 “抉抱" [d3iotJ 未自(()齣》帖齣胡

頰切。和別的赴衝片方言一祥，云和方言且，小另IJ匣母字壞作 [gJ 戶母，例如:厚 g;}U4 1 街

ga2 。 “抉抱" [d3iotJ 的早期形式座是 [*giO?BJ 。

4.小錯

由上所述，早期間赴州府赴衛片里咸山撮三四等字的i袁音可以捌測如下:

表一

咸山接三等宇 I *ie (舒育字) I *ie? (入戶字)

咸山接四等宇 I *iã (舒育字) I *ia? (入商字)

皮元方言把述神情況保存得最好，除了端精姐和未母以外，幫姐和見系字也能區分。

其故是錯云方言。云和方吉則仗在少數入資字上才保存著咸山攝三四等的區分。

[表一]的情況和金有景( 1982 )所提告的贅州片和赴衛片青田方言基本上一祥，只是

要州片不能區分幫姐的三四等字、青田方言只能區分舒戶三四等字而不能區分入戶的三四

等字。[表一]的主要特鳥是，。四等字己詮戶生了介音 [iJ ， @而且四等字的主要元音卉口

度大于三等字的主要元音。

需要指出的是， [表一]的情況和中古音、上古音都不太一祥。逛一鼠也是金有景( 1982: 

160 )首先指出的。[表二]且以山撮仙詞和先齣方例。中古音根揖平山久雄( 1967 ) ，上

古音根攝 William Baxter (1992) : 

表二

l曰:赴州府赴衛片、贅州片|中古音

仙齣(三等) *ie *I1m 

上古音

*(r)jon *(r)jen 

先齣(四等) I *iã I *en I *en *in *in 

勾 l日赴州府赴衛片和要州片相反，中古音和上古音旦三等仙割的主要元音卉口度一般

大于四等先齣。

三 阻衛州府和「信府的赴衛片

分布于|日衛州府和尸信府的赴衛片方言基本上不能移區分成山撮三四等字，下面以江

西省「丰方言方例介紹述神情況。就遠小問題來說，}丰方言能代表整小赴衛片方吉。

一
一
一

吉
咸
方
(
丰
齣
「

F

I
A
U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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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e] 齣: 蒼白nie1 I 帝 lit I 尖 tçie 1 I 古 t串it I 染I齡4 I 甜 git I 反 ie5 I 並名尚 it (以

上並齣)、欠 kt可e5 I Fnie2 (以上戶齣)

附~齣(咸三)

(1) [i官?]曲:臺凶ll?B I 猶 lill?B I 接 t♀illi I 肘 illt (以上卅齣)、劫 killi I ~nil!'lB I 肋

xill'lB (以上~齣)

仙元割(山三)

(1) [ie] 齣:斐 pie5 I 面股 mie6 I 朕 lie2 I 煎 tçie 1 I 剪 tçie3 I 法 tç11ïe3 I 鐵 ~it I 鐵♀ie5 I 
晶 t♀it I 崩名向♀ie5 I 件 gie4 (以上仙齣)、建 kit I 健 git I 敵 xie5 (以上元齣)

(2)[ye] 齣:群味道~♀ye1 I 纏盆~侮ye2 (以上仙齣)

薛月齣(山三)

(1) [ill?] 詢:夾 mi官tl 搧拾 millt I 列 lill'lB I 薛♀illi I 哲 t♀illi I 漸 t♀ill'l7 I 舌 d;j;illt I 
熱天在't-nillt I 杰 gillt (以上薛齣)、揭 killi I 歇 Xilli (以上月齣)

(2) [yll?] 齣:熱鬧-n.Yllt (薛齣)

添藺(咸四)

(1) [ie]齣:克 tie3 I 店 tie5 I 添 thie1 I 葷 die4 I 念nit I 兼 kie1 I 嫌 it
(2) [ye] 曲:息~心 tye3

帖割(咸四)

(1) [ill'l]齣:帖 thilli I 碟 dillt I 枷 xillt

(2) [ie?] 齣 z 跌 tiei

(3) [官?]齣:抉 gllt

先齣(山四)

(1) [ie]曲:迪 pie 1 I 片 p11ïe5 I 緬 mit I 顛 tit I 天 t11ïe1 I 田 die2 I 年nie2 I 蓮 lit I 千
tçhit I 先♀ie 1 I 肩 kie1 I 寬 kie3 I 見 kie5 I 研~究nie-24 I 姻 it I 燕一科鳥 iEE

(2) [Ulli]齣:前 SU官iz

(3) [æ]齣:荐床墊 tsæ5

屑齣(山四)

(1) [ill?] 曲:態 mi~t I 缺 thilli I 桔 t♀ill'l7 I 切 tçhillγ| 截♀illt I 錯 ki哩i

(2)[官?]齣:捏 nllt

說明:

@主要的封座規律是，三四等字都i冀 [ie i官叮勸，就是說三四等字基本上不能略區分。

@失于“蚱" [♀ye 1 ] 、“纏" [d~e2] 、“熱鬧_" [n.yll'lB] 和“成~心"峙的，參看皮元

方言的說明@。咸撮添齣“鼠"的撮口呼i袁音比較特殊。

@“跌"在部分|日衛州府和尸信府的赴衛片里的i幸音比較特殊，勻“帖碟"不同齣，

例如玉山:帖 thilli ::1=跌 tiei; 常山:帖 t門前7 ::1=跌 t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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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于“前" [sulli2 ] ，參看皮元方吉的說明@。

@美于“挨荐捏"三小字的滾音，見下文。

2. “棋、荐、撓、咽、屑、魄"的懷音
除了「丰方言的“抉荐捏"三小字以外， I日衛州府和「信府赴衛片的其他方吉里也有



中古戚山撮四等字i袁卉口呼的現象:

表了
一一

抉胡頰切 荐床墊.精 亮，必 自囡影 捏泥 屑心 傑犧刀。見

卉化 gJ\t 一 一 t (l\yû8) SJ\'t 一

常山 get tsh月3 5 
net SJ\'t kû7 

一 可

江山 9∞t 一 (♀iÊ 3) 一 (nia?8) S~'t (kiE 't) 

「丰 g~t tsæ5 
一 一 n~t (♀i官't)

一

玉山 (gi~t) tsæ5 (♀it) 一 (ni官(8) S~'t (ki~'t) 

說明:

@“抉"江山現“央在服下"肘壞作 [goo?8] ，說“用筷子央"肘旗作 [giEt] 。各底“族"

字旗音對中，常山 [get]和江山 [goo?8]不勻咸撮二等入戶字封庄，例如“央"常山i袁作 [ka't]

或 [ga?句，江山i囊作 [ka't]或 [gat] 。再說，常山“換" [get]勻山撮四等屑曲的“捏" [net] 

和“魄" [ke't]同齣。因此，我們至少可以硝定常山的“抉"來自<<，齣》胡頰切。卉化

[gJ\t]和「丰[伊?8] 勾咸撮二等入戶字封底，因此其本字也件是“失"。參看錯云方言的說

明@。
@“荐床墊"的卉口呼淒音注見于其他果活中，例如赴衛片遂昌方吉: ts35稿 ，要州片

武文方言: tSy5稿軒-，比技藝州片永康方言: t♀iGE稿~。

@常山方言 [IIJ] 齣主要未自早期的 [*iIJ] 筒，部分字遲未自 [*æ]筒，清看[表四] : 

表四

打 爭 耕 丁 井 鏡
常山 tlIJ3 tsIDI kIIJ l t月1 ts月3 kIO5 

江山 tã3 tsã1 kã1 tiql t♀ig3 kiIJ5 

「丰 (ta3) tsæ1 kæ1 teiol tse1133 kiIJ5 

早期形式 *æ *æ *æ *iIJ *iIJ *iIJ 

卉化的“咽"字i袁作[鈞。那么，我們有理由推測常山的“咽" [月5] 未自 [*æ] 齣。再

逝而可以推測“凳" [tshIIJ3] 也未自 [*æ]筒。

@江山的“捏" [l\iat] 勻“弱誓虐"同音，淒如告提葫齣卉口。述小i袁音似乎勾|日:址

州府赴衛片的旗音有失系。汗化的“捏" [l\yet]悽如山撮合口三四等。參看皮元方吉的說

明@。
@“屑"用于“解屑"、 “解樹屑"、 “鋸屑"等河里，都是“鋸屑"的意思。其齣

母不勻“換捏館"封庄。

@加括弧的其他懷音均方咸山撮三四等字的一般i囊音。

CJ)，丰方言里山攝合口四等的“缺田~失"旗作 [k~'t] ，也是卉口呼。

@除了[表 3] 中的四等字以外，有一小卉口三等入資字也i袁卉口呼。 “揣姚，拉"江山

i袁作 [g~t] 、玉山旗作 [g~t] 。“揭" <<尸齣》入戶月齣其喝!;JJ: “扭揖物也"。另外，“月

正-"常山旗作[lJot] 、江山也旗作[lJoi] 。遠是句“揖"字瑋音平行的合口呼淒音。逛商

小字的懷音和智云方言“健"字棲音 [ge6J似乎都是元月齣的痕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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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錯

!日衛州府和尸信府的赴衛片中，咸山撮三四等字基本上都合井了。

但是注存在著i冀汗口呼的少數四等字。例子座注視很少，而且“屑"字i主音似乎不符

合規律，卉化和尸丰方言里“抉"字的本字也件是“央"。恩管如此，悽卉口呼的咸山攝

三四等字主要是四等字，我們不宜忽視遠小事裳。再說，中古卉口四等齣i車以 [*e] 均主要

元音的卉口呼齣母大体上是學木界的共棋。就此我主人方， I日衛州府和「信府的赴衛片中“抉

常山﹒江山﹒汗化? .，丰?、荐f丰﹒玉山、第常山、咽常山﹒汗化、捏常山.，丰、報常山"的卉口呼瑋

音是保存中古咸山撮四等字逐沒有戶生介音 [i]之前的i冀音。 “屑汗化﹒常山﹒江山﹒玉山"也是

述科淒音，但似乎代表另一小屋吹。“禍"的卉口呼悽音我試均是一科后起的現象，句“饑

織几飢衣"等徵齣卉口見系宇瑋卉口呼的現象一祥，在早期[*.，]美元音之前把介音 [*i] 丟掉。

比如玉山:饑 ktli1 I !l\1L ktli3 I ;在Eil 。

由上所述，最早期間衛州府和「信府赴衛片旦咸山攝三四等字的注音可以拙作:

表五

咸山擾三等字 I *ie (舒戶字) I *ie? (入戶字，“禍"除外)

成山接四等字 I *æ (舒育字) I 地? (入戶字)
i衷地區的娃衛片方吉章中，入戶齣分得最姻的就是常山方言，一共有 16 小入戶齣。而

常山方吉中，咸山撮三四等入高宇一般都讓 [i.，?]齣，例如:帖帖 thi.，i I 投薛♀i.，i I 結屑 t♀i.，?7 。

主要元音的卉口度比“抉捏嘿"的[ê?]齣要小。兌逛一息，加上注考慮舒Ji'i曲和入戶齣之

間的平行美系，我把咸山擾四等字的古龍叫作 [*æ?] 。

[表五]才是|日衛州府和「信府赴衛片的固有音齣屋坎，息管現在遠小屋坎已詮基本上

被淘汰了。
現在我們比較一下[表一]和[表五]o[表一]的四等宇已詮戶生了介音 [i] ， [表五]則連

沒有戶生，因此， [表五]很可能代表比[表一]更早的、更接近中古音的音齣牧惑。[表五]

中，四等字的主要元音是舌位比較低的前元音[*划。像*æ > iæ 述祥的音斐可以說是一神

很常見、正常的福音演斐。

基于上述的主人圾，我推測[表一]里四等字的懷音是娃娃*æ>*iæ> iã (舒戶字)和*æ?

>*iæ?> 也? (入戶字)的培音演斐而成立的，就是說， [表五]是[表一]的原始形式。

固 其他南方方吉里的山攝三四等字

上述[表五]的各神i冀音勻一部分其他南方方吉也有相似之赴。方了避免伺題笈眾化，

在此只吋洽山攝三四等舒戶字(山攝元齣除外)。

首先拳一些典型的例子。例如客家活連城(店前)方言:件仙 t出e6 I 肩先 ka1 = 岡山。平

商 ka1 I 寬先 ka3 ; 粵i吾花基方吉:件仙 kin6 I 革先寬先 kan3 =筒山 kan3 ;轅i吾泰和方吉:件仙

tçhie5 I 肩先 kã1 =1'司山 kalo 主要特克是，(D四等字沒有戶生介音 [i] ， i袁作卉口呼，@四等

宇和二等字同齣，而且主要元音的汗口度比較大。但在客家活、粵培、韻橋、湘i吾中，瑋

卉口呼的四等字板少，皮演說是一科殘存的音斐痕迎。

在個活中，遠神現象反而十分突出，表現出陶梧的存古性廣強烈。下面以崇安方言( I河

北活)方例。就遠小何題未說，崇安的情況大致上能移代表整小l用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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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刪蘭(山二)

(1) [a旬]齣 z 扮 paitll 瓣 hai1J6 I 蠱的ai1J3 I JI良同平p;kai1J l I 筒 ka均3 I DI! 1Ja均3 I 閥 xai1J2 I 
限克 xai1J6 (以上山齣〉﹒、班斑 pa旬1 I 根版 pa旬3 I 慢 ma旬6 I 捌 sai1J l I 奸 kai1J l I 雁。aiqe

(2) [yai1J]齣 z 伊初母 t♀hya旬3 I 山生母çyai1J l (以上山齣〉、晏退?yai1J5 (以上刪齣〉

JI1J 

仙齣(山三〉

(1) [yai1J]齣 z 癖 t♀hyai1J3 I 錯♀yai1J6 I 囝)~子 kyairjs

(2)[ua句]齣:錢 smio5

(3) [i1J]齣:斐 pi1J5 I 面隘 mi1J6 I 瑕 li1J 2 I 煎 ωi1J l I 洩 t♀hß:J 3 I 群新~♀i1J l I 扇名師i1J 5 I 件

(4)[a均]詢:剪 tsaid

先割(山四)

(1) [ai1J]曲:填 ta均2 I 蓮 laÌ1J2 I 于 tha均1 I 肩 kai1J l I 革 kai1J3 I 寬?ai1J3 I 研1Jai1J 3 I 碗

。a旬6 I 舵迫緣 xa均2

(2)[i1J]齣:迫 pi1J l I 辦~仔 mi1J5 I 年。i1J2 r 前 tçhß:J2 I 先申Ì1J l I 見 ki1J 5 I 燕~的in5

(3) [ui1J]曲:撫 nui1J 3 I 荐床墊 lu旬5

說明 z

@主要的財座規律是，二等字樓[a均]曲，三等字居吹 I 方 [yai1J]筒、居坎 II 方 [i1J]齣，

四等宇居吹 I 均 [a旬]齣、居改 IIj句[Ì1J]筒。 i主神情況可以阻納如下z

表六

二等字 | 四等字 | 三等字
屠吹 1 I a旬 I yai1J 

居吹 II I ~ I Ì1J 

居吹 I 均崇安方吉的固有居吹，展狀 II 則方外未展狀。參看秋谷裕幸( 1994: 484) 。

后吹 I 的表現同于連城(店前)、花墓和泰和。但悽卉口呼的四等字比較多。

@“伊初母" [t♀hya旬3]和“山生母" [çy割的似乎是以庄組方奈件的樓音。

@“錢" [suai1J5]似乎厲于懷[ya旬]齣的居故。在l描近的浦擴(石阪〉方言中， “錢"

句“癖、醋、囝"岡曲:錢♀yÌ1J5 I 癖旬hyi1J3 I 錯çyi1J l I 囝 kyi1J3.

@“剪" [tsa均3] ，參看皮元方言的說明@。

可見，“二等=四等好口呼#三等"的音齣屋吹在個培里保存得比較完善，但在客家活、

粵語、體福、湘培里，已徑是一科殘存現象了。參看秋谷裕幸( 1994 )。

和其他果語一祥，在|日衛州府和尸信府的赴衛片里，旗卉口呼的四等字不勾二等字混

合(卉化和「丰的“抉"字淒音除外) ，四等字主要元音卉口度比二等小一鼠，例如常山 z

向二等，平商 kã1 *咽四等月5 (<*æ勻。很明壘，除了齣尾的弱化以外， I日衛州府和「信府的

赴衛片的固有音齣居吹比陶清、客家活、粵語等南方方言更古老。

五錯it

在美i吾赴衛片里起保存著中古成山攝三四等字的分別。

其中， I日衛州府和「信府的赴衛片里，成山撮三四等字已銓基本上合井了。但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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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數四等宇i袁卉口呼，勻三等字(“掏"除外)有則，遠些四等字的i主音代表|日衛州府

和「信府的赴衛片固有的音齣屋吹。參看[表三]和[表五]。

|日赴州府的赴衛片里，四等字已控戶生了介音 [i]，但三四等字仍然能略區分，而且四

等的主要元音卉口度大于三等的主要元音。述勻吳培婪1+1片的情況差不多。參看[表一]。

遠是|日衛州府和「信府的赴衛片固有崖吹戶生介音 [i] 的結果。

個話、客家活、粵i吾、湘i吾、轅活中，也有四等字樓卉口呼，勾三等字有別的現象。

述些方吉中四等字句三等宇混合。遠神情況是，在一手中接近|目衛州府和尸信府的赴衛片固

有屋吹的早期音齣屋改造中，四等宇的主要元音卉口度斐低后，勻二等字合并而戶生的。

i才洽的結果概括如下(均方固有屋坎，元齣除外，原始陶梧的捌音根掘 Norman1981 , 

《中原音齣》代表早期官活，似音根掘揭耐思 1981 ) : 

表七

閩、客家、粵、鞍、湘
南方方吉共 赴衛片 l日衛外| 赴衛片|日赴州、| 《中原音齣》

同早期形式 府和尸信府 府、要州片 (1324) 

二等、四等*an@
二等*an 二等*ã 三等*草 二等* (i) an 

四等*æn 四等*æ 四等*ia 四等、三等

三等*ion (J甜言吾/*ien 其他 三等*üm 三等*ie 三等*ie *ien 

可見， 1日衛州府和「信府的赴衛片固有居坎最接近整小南方方吉的共同早期形式。勾

此同肘我們注能看到，沒i吾南方方吉里咸山撮四等字的主要元音共同詮閉了內>記述祥的

元音低化。遠勾蟹撮卉口四等卉齣的演斐有所相似，例如崇安:肩先 kaiIJl I 漓芥 ka( 。官活

則勻此不間，咸山撮四等字的主要元音許生了句> ie (或 id 述祥的語音演斐。|日赴州府

赴衛片、要州片里戶生的咸山撮四等字主要元音*æ >*ia 的福音演斐很可能是在南方方吉

共同的基石出上受到官活的影日向而戶生的。

附注

@本文所說的咸山接三四等字仗指卉口字，不包括成山按合口三間等字。

@“案"反元i袁作 [uã'J 。我逐注意到，掘小合肇( 1995 :第 II 部第 327 頁) <<法學經音5<.)) (大家急本

甲)里的日本臭音也是卉口呼的徊。小合肇( 1995 :第 I 部第 558 頁)以3句“宴"個是以“安" an 

癸推而來的。

@[*anJ里 [*aJ座是小舌位比較前的元音，因舟，在一些粵港中 [*anJ交方 [enJ ，例如佛山:ii1.先 pen' I 見

先 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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