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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井!方宫的性质和归属*

王辅堂

提要 徽1'~1方言在分区中曾有过独立成区和分别归入吴、赣、江淮官话的各种处玻@

这是器为方言的内部分歧和相邻方言的不问影响使它有了混制禄的性凌，变得难以归在

但联系方言中古法声母清化后早期的音值来看，徽好!方言还是以归入吴方官为宜。

关键词撒到方言;混合语;归属

… 徽州方言在方言分臣中的地位
撒州方言指分布在皖南地区旧数州府教基、绩溪、体宁、电溪、要多县、祁门、赘摞〈现

患江西〉等地的方言。

徽搏方言在汉语方言中以复杂著称，时它在方言分臣中所处的地位，曾经有过多种不

肉的看法。最旱 1915 年章太炎在《检论》中说: "东南之地，被辙州、宁国处离原，为一

种。 "1934 年罗常培调查徽州 6 县 46 个地点的方言， 1935 年魏建功发表《黔县方音调查最}}，

此后撤州方言开始视步为人们所了解。 1939 年姐元任在虫语街的方宫分区中也使"皖方言"

〈后改称"徽州方宫")单独成嚣。{日 1955 年了声割、李荣的方官分区黠j除了徽井i方言。

剧为这一立一制， 1960 年哀家韩认为，皖南撤姆话"有点接近夹方宫或赣方亩，正确的分

类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气 1962 年赵元任在《绩漠岭北方言》中说"徽州方宵

夜全国方古区里报载归樊，所以我在民国二十七年……就让数井liõ自成一类。因为所有的

散州话都分阴阳去，近但央语:市声母都没有浊襄音，又近f以官话。但是如果要嫌全国方

言区分的太琐碎的话，那就最好以音费为盏，音f直为轻，换言之，可以认为是吴语的一种"，

这就改变了早年的看法e 而 1982 年了邦新在《汉语方宫区分的条件》一文的注释中说，辙

外i方言"从卒期历史性条件看来，不能独立， '"' '"'....古全浊声母都清化后，平仄都送气。….

江苏下江官话应也有同样的现象，如如率、泰兴、离i庭都是如此:盟此我认为可以看作是

下江官话的一种，可能受到吴方言的影响飞 1988 年~杰璀则在《汉语》一书中认为J4捏

缆溪话划入赣谣闰靡不大"。以上一个时期中把散丹、l方言归入商盟方言的处理成了主流。组

其需 1974 年赞拱托夫强调皖南方音〈按即徽如方言〉的特殊性，认为叫里难提出这个方裔

的任何共同特征。啦许从最前描写它更好z 在长江以南安撤军白相邻省份的所有方言中，那

些无法归入宫话，或者赣谱，或者吴语的万亩组戒皖南方言飞蓝持皖南方言"由于语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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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特殊性，必续被划为…个辛辛剔的方宫'二 1989 年李荣在《汉语方言的分区》中也改变

了自己年先取消徽分i方言的做法，并对赵冗任新民意先提出异议。他认为虽然"徽语的具

姓有待进一步民璃查研究"，但根据有不分i据理去的万商是吴语〈如制陵)，分阴阳去的方

言却不是;这语(如横略、一飞阳〉的情况，吕前"还是挺散语独立，自或一在气不过李荣设

立的徽语除阻截州府方宫和建攘攘德、太平<113宁阔府〉、石台、东至( 113池州蔚〉的…部

分，主[霸德兴、景穰镶( 113饶州府〉韵一部分，还包括浙江旧严州府的建德、吴子良、津安

〈包括服遂安)，范围扩大了许多。近年来，曹志耘、平回昌奇等对徽州方官和严州方言进

行了全部的调查，认为至少严州方育部然可以归属吴方宵。

以上班述，徽井协商或强立成区，或归入黯围的吴方宫、赣方言或江淮宫话，分区中

所有可能的不同设想都已去更有人提出:黯且散州方富或独立戚归井已经出现反复，有两位

学者前后改变看法，这在夜语方宵分区工作中也是仪见的。究其原闹，恐怯是各家在当时

条件于对辙州方言的了解存在差别，现黎徽州方3雪地位问题的着眼点或倒撒点也有不同。

工撤判方茵的i苦奋特点

主要判断数判方宵在方富分臣中的地位，全面了解它前情班是…个前挠。徽州方言的研

究虽然开展较晚. {黯目前已经有不少材科可用于研究。下面列出散失H方言语音的共商点、

内部分歧以及句周围方言比较等方面的情况。

2.1 徽州方宙语音的共同点

(1) 吉金撞声母清化后塞音寨擦背部分字送气，部分学习之送吨。例如z

坛ljZ 换上 萤去 达入

敏县 s;th3 b õ! t♂ 泸♂

休宁 tha'" "1:0 cto t弘

。〉敏、吕、疑母膏道为 [mL [n (1),) J, [1] (1),) ] 0 辑j如:

翠微 BB 柑疑 载凝

敏县 oõ!文/moõ! B niõ! 草草3 cni 

休? 础。文/怡lOU自 后也 1]3" 年肌i

(3)混来母开合口字声母或分或摇，齐撮口字声母剧都区分。例如t

南混 蓝来 年混 迹来

数基 !õlJ.O 惩10 s;I]E s;IE 

休 13" 13" I),i:ll" li:ll" 

(4)知照组兰等学声母啬值为普雷音或舌叶音。例如t

沾知 肠澄 赏书 船豁

赘摞 "t岳 stçhiõ "çiõ eçÿ 
敏县 tJiE" Iõt_rhio 丁io lõt_rh如

(5)蟹摄…工等学韵母为单元膏。例如 t

带… 萄二 推…

辙县 to" 占.3 cfla 

休宁 ta" Jca c: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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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流摄开口一等韵全部或大部分宇转为齐齿韵。例如=

头凑狗

敏县 =tiy tshjy" C:ky 

体 thi~u:> tshi~u:> "tçi~u 

(7) 咸山君在摄阳声韵韵尾弱化，韵母转化为舆化韵，或进商再转化为 i剪声韵裁例如:

持?成 天山 娘宿 项江

教县 sx。文/ :k~á "th旅 !õlJiO XO= 

体宁 X~" 文/b" á "thi:'B o.iau" =xau 

赘摞 sx亏 cthj =o>iõ X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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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摄一等重重谈韵部分方言区分，部分方商相摇。街如:

蚕军 曾开谈

敏甚 5tsh~ "tSh~ 

休宁 tsh矿 tsh~:> 

(9) 平声、去商分阴阳。例如:

敏县

东平

ctan 

同平

嚣银n

冻去

tan" 

摘去

tan2 

委激 ct:)m "th:)m t~m::O t福。m2

2.2 辙州方言内部语音分鼓

赣州方宵分布黯积虽然不大，语音上却存在分;墟。分歧主要表程如-F:

(1)尖由音部分方商保持对立，部分方密己经混同。例如z

造精 劲见

敏县 岱旷 可放}'"

赘、源 tS13in" tS13面'

鳞漠 tçiõ" tçi怠。

(2) 皖南西部部分方吉存在长介音。这种长介音可能是某种特殊演变的结果。就音节结

构来看，长介音实际上应该是主要先音，原来告守主要元音则弱化为韵尾。例如t

先短卷

休宁 忽然:-e <=tu:u "tçy:e 

数县 κ恒 、n αtSYE 

(3) 入声韵少数方宵宿喉寨是〔到，多数方言失落韵赂。例如z

叶七木

绩漠 ia?" tçhie?", my?" 

体宁 ia司 tshi= mo" 

数卦!方言和严判方官也有黠剿，特别是i日严炜珩东部方言的声韵调还各有系统的文自

异谣。以建镶、寿昌方言为19110

(1)宙金性声母清先后，塞音寨擦音读书青平声i运气，仄声不送吨:口谐音建穗去声选

气，平上入撑不送吨，寿品乎仄声基本上都送气。例如〈岗一字文白读音语类相闰调值不

同的标写出调值。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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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平 捧上 度去 薄入

建德 窑申phu飞、U21幻11 文/草申pu矿3

昌 笨p护挠a山wJlZ万:sd 每叩p护h"，田旷52与必 p丙ãii J文址/'"号ph怡每加白 t挝uil翠文It与3 白 P抖。?弘嚣 13、文/巾P护hO?:後~

〈臼ω2刽)戚 i出iιj宿旺摄陆F声街韵韵母，读书音为鼻周韵戚鼻化韵，口语音转为阴声韵。倒主D:

数成 权山 床宏 江江

建捧 毛革俗文/牛ke2!3 臼 结tQhya211gaeye3飞 5tÇhyOIJ211yj 必0334白 ctçi叫423万 cko刷臼

寿昌 "'kãSS 文/ "kie24 臼 stç"yãll2实/部yei飞

(3) 浊上字声调有平同的分化r 建穗读书音清上、次浊上合攘，全墟上归去，口语音靖

上浊上含在:窍昌读书音清上、次槐上合流，全撞上归去，口语音椅上浊上分流。锦如:

椅〈稳)米坐

建穗 飞55文/γ13 臼 cmi55文/ "'i213 É t器u" 文rsu臼

昌 、en55文/cuenze 白 αmi文/'"mi臼 tsu'祭文;Ssu臼

2.3徽外i方言和周围方言语音上的共同点新差异

徽州方言处在吴方言、赣方言和江淮宵话之前，语音上和帮一个方言都有招商点和不

网点。般分i方言在吉全法声母音镀这一阜黯历史性幸运准方击和相邻各方言都有不!碍。古金

浊声母在果方言中保持烛音音债，赣方言中t毒化后寨音事擦音平仄声都送气，在淮官话中
除如泉、毒草兴、南通等少数方吉外，油化活襄音攘攘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例如:

摆平 淡上 萤宏 达入

苏外I 500 00;> 00" da? .. 

南品 sthan thanÕ2 than" that.. 

扬州" sthiæ ti矿 ti矿 tiæ?", 

赣州i方古本身则靖化后攥音攥擦音部分字送气部分字不送气，其闰没有语音条件。从
这一早黯历史性标准来巷，撤州方苦不!苟于周恩的任何一个方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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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散失li方言与爵阁方苦也有共同点。其中与吴方言有较多相同的语音特点。如苏丹i话:
(1)辙日疑母音为 [m n IJJ，例如 z 望VOIJ2 文/mOIJ2 臼 i 陆y?.. :t/niI?_自 i 岩部I文/吗EÉ;
(2) 知颠三等字声母为舌面膏，例如?按:沾 ctçi I J茹器巾iã I 身 "çiIJ I 船 siiey;
。)蟹摄一二等字韵母为单元膏，例如:带to" I 街牛ko I 推 "thE I 快khuo" ; 

{的重程谈fK分，例如 z 蚕s;Zø! 惭S;ZE;

(5) 孚声调去声调分阴翔，解如:东" "tOIJ I 铜 ~OIJ I 冻tOIJ" I 洞do矿。
此外，黯南个到方宫中还有见于徽外!方富的特殊能长介音，如:

八烟搏攫菇锅砖

金华 P础;也 e:l:a 。u:a etw:a "tçi:a 占u:a

承康 - ei:a eu:a etw:a c:ci:a 占u:a

磁州万富与赣万言也有不少相同的的语音特点。如南昌1;;5:

"tçy:a 

"tçy:a 

(1) 擞臼疑母音值为 [m n IJJ. 新j如:望UOIJõ!文/m呵2 É I 日 lab 文/nib 窃|柑8an3:

(2) 流撞开口见捏一等为齐齿韵，例如E 头s;theu I 拘 "'kieu I 藕 "IJieu;

(3) 重重谈区分，例如:蚕部与nl 骸忽tshan;

(的手声调去声调分阴陆，例如:真 etsan I 距 stshan I 镇tsan" !碎tshan'盘。



流摄开D…等韵主要元音为前元音，因此有可能使韵母转为齐齿韵，舌根音声母颖化。

站一主要元音为前元音的瑛象也见于客家话，例如梅县:装J "keu I 巍惊恐eu文/ d;JeUB I 茄

heu" 文/ c:heuËl.看来徽州方宫中岳这…特点与在赣方育有关。

相比之芋，辙州方言与在被官话仅有较少精阔的语音特点。例如:

(1) 罩谈区分，锅如泰兴:堂安描写文/盟ts咆臼 I 1辑部骂:

(2) 平声调去声渭分阴阳，销如南通:东 ctAIJ I 铜 "thAIJ I 冻轨IJ:> I 桐thA号嚣。

不过江推宫话南通、泰兴等方言与;这方言存在历史的湖嚣，所以这搓特点实际上由可以看

成是吴方宫的特点。至于南通、泰兴等方言古梅声母清化后一律送气，则恐怕不能和徽外|

方商请化后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的现象相联系，而可能和客赣方富有关。

如上所述，徽，'Ii方首具有众多语音特点，但内部有分歧，缺乏一致的重摆特点。数外i

方言与周围方言在或多或少的共商点，与吴方言最为接近，其次为赣方窑，南与枉淮官话

距离较大， {慧与任何一个方言也都缺乏重要的共同特点。

三徽'州方蜜的历史

从上述语音情况来肴，疆生州方宫内童在棋乏一个属于早期历史性标准民共同特点，与建

国其他方首也没有这样重耍的共同特点，因此辫黯敬如i方言在方言分区中的地位是有西难

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要从撒，ii方言院历史及徽捕方育和其他方古民关系中寻找。

数丹:方密的分布地区在上市时期是越人所尉，他们与居住在央、越、赖的越人趋向一

种敦信东汉王E器时，东;这开发江南，江北汉族崖民大量进入枉菌。西静末年或嘉之乱以后，

北方中建地区的汉族居我为躲避战乱又曾多次南迁，其中颜有迁入皖晦一苦的。民国年阔

的《戴县志》说: lí 臣中各姓，以程、枉为最市，……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迂酶，略举其

时，则普宋两爵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二赔为最摇。又半皆宫于此士，爱其ÚJ水清椒，遂久

居之，站长子孙也JP 寂军费以后，江撞地区的居民也还有不少移入的。站上各次战乱平息

以后虽然都有一部分居民迁回肆籍，但以服留的为多，因此雄辩埠医的居民其实徨导就已

经转成以汉族为主体了。

散，+1地区境内 ÚJ水阻桶，交通革使@居民多bt务农为生，与外地交往也不多。费宋以

弱，徽州地区建过新安江水运输出土特产如茶叶、木材、药转及辙墨敏磷等至浙江i恼安一

带，或西南至五四浮梁贸易，因此与屠嚣地区，特别是新安江流域的严州地区有比较警韧

的交往。明捕时攘，大批徽州人卦出至推扬…带经商形成潮流。数商的活动造成了数百年

闰徽州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到清末民如时，近代工商业兴起，铁路公路开遍，新安

江水运停滞，徽商经济趋于没藩，辙判埠医复归闭塞，甚至和F:J特地区的联系也减弱了。

从语言角度看，晚南在上古是越人语言的分布地区，中吉以后成为汉语方言一一江南

吴i沓的一嚣分f辙州 4霹黯一隅，险阻四藉P ，……山民索然寡居，不染能{谷押(<<新安志抖，

长期前察不仅影响本地区的交往，造成方宵的内部分枝，也和吴建产生一定的路蝠，可能

翻此形成本方言的某些特点。唐宋以后的移民往来及商业活动又使徽州方言与斯怔(特别

是新安江严州地区〉、江西、怔准地区的方言多所接触。恙起来说，数判方宫中古以后是吴

语的一部分，能在商霖的环境中也可能逐薪产生…些自己的特点。徽州方苦与严升i方官有

较多共同点，不仅是因为原来闰腐吴语，与新安江水运造成的密切交往也有关。徽州方言

又受到周围方言的影璃，与客赣方言和江准官话的共同点应该是长期地区间交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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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徽州方言的性质和归属

如上所述，徽州方言原来是臭语的 部分，但后来有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与吴i吾有所

区别:因为受到客赣方言和江淮官话的影响，和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又不能因此归属

这些方言。由于徽州方言本身没有可以独立成区的重要特点，"很难归类"就被考虑作为自

成一区的理由。也就是说，多位学者把徽州方言处理为独立的方言，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独

立成区的充足条件，而是因为它无法归入其他方言。

就语言特点来说，徽州方言实际上具有某种混合语的性质。徽州方言共时的语音系统

中包含有吴方言、客赣方言和江淮官话的多个层次。多种不同的层次模糊了徽州方言原来

的属性，造成了归类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徽州方言就在多次的方言分区中独立成区，

跻身于大方言之列。不过用以区分方言的语音标准数十年来都是以正面运用为原则的，即

都是因为具有某些重要特点而确定其为某个独立的方言，并不是采取"反面"的做法，即

本身没有重要特点，只因为不能归入其他方言就确定其为某个独立的方言。像徽州方言这

样仅仅因为"很难归类"而被提拔起来置身于汉语大方言的行列，而且又是一个很小的大

方言，将始终会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徽州方言如果不能独立成区，根据前文所述古全浊声母的表现，要归入其他方言也是

困难的。不过这样做虽然困难，似乎仍然有考虑的余地。比如徽州方言和吴方言目前仍然

具有众多的语音共同点。而且它们在古全浊声母演变方面的不同表现，看起来是区分为两

个不同方言的依据，实际上却有其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也许可以通过历史的比较来揭示。

徽州方言中古全浊声母早期的情况和目前是不同的。清江永曾在《榕村(((等韵辨疑)

正误》一文中指出: "吾婪源人呼群、定、澄、业诸母字，离县泊六十里以东达于，休宁皆轻

呼之，六十里以西达于饶皆重呼之。""轻呼"指不送气，"重呼"指送气。可见三百年前休

宁话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读不送气音，婪源以西旧饶州府的赣方言才读送气音。

既然徽州方言原来是吴方言的一部分，这三百年前的不送气音应该就是吴方言的层次，后

来出现的送气音是赣方言影响的结果。

吴方言的古全浊声母目前仍然保有浊音音值。如果认为这一特点与三百年前休宁话的

情况有关，理由首先在于吴方言的浊塞音塞擦音是不送气的(目前吴方言浊声母在单字音

中带有的送气，实际上是附着在阳调字音节上的浊气流，并不是声母部分的送气成分)。不

送气的浊声母清化，如果没有外来干扰，应该会成为不送气的清音。其次，目前吴方言中

的古浊声母并非无一例外全部保有烛音音值，边缘地区少数方言中已经有程度不同的清化，

而清化后的塞音塞擦音基本上就是不送气的。比如浙南赣东地区，松阳小搓、龙泉等方言

平去入声字声母保持浊音音值，上声字声母清化不送气:景宁标漠、上饶、江山长台等方

言上去入声字声母保持浊音音值(景宁话请上宇并浊化)，平声字声母清化不送气:泰顺罗

阳话上入声字声母保持浊音音值，平去声字声母清化不送气:庆元话则古全浊声母不论平

仄都清化不送气。以松阳、庆元方言为例:

松阳

庆元

Fndnd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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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浙西皖南地区，部溪定埠话平?数字声母保持油膏音傻，上去入严宇声母清化不送

吨:石虫在掘珠、贵池灌口等方言不论乎仄都清化不送气。〈浙西皖南撞在有的方古古浊声母

还有弱化相擦背化的音变，是另一转方向的演变。〉上述地区也有个别方育吉拙声母捷化后

靠背寨擦音i运气的，如江山城关话平声学清化送吨，品化品北请入声字清化送气，太平永

卒读习言论平仄都清化送气畴，从地理位景来看，可以认为是赣方吉的影响。单上松阳小搓、

庆元、吉普漠克埠、资地灌口等方言古金油声母濡化后不送气的情况和三百年前的体宁话相

同。这些古全浊声母湾化眉不送气的方言，实陈上把保有恼音音值的经大多数;这方育和清

化启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的激州方富联系了起来，戒了它们之间的中间阶段。国此，借助

上述历时比较可在J.iE吴方言和徽判万育的共时现象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z 古全撞

声母在绝大部分吴方言中保持油音音信:但新南赣东和浙困皖南少数方古巳经开始清化，

清纯眉不送气:皖南赣东北端困十余方言已经完金靖化，演化后部分字保持为不送气，部

分宇变为i运气〈其中 18最州府的部门、要蝶、镀溪和 18严外!府的淳隶、寿吕等方言甚至末

部分变为送气〉。

这样描边的结果便是iE敬州方言归入吴方宫，成为吴方宫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处

理合动摇赵元授的果方古声母全清次清金浊三分的定义，从而改变臭方言的内部结构，使

一直被认为是保有古槐声母撞音音值的吴方若有了吉浊声母消化的次方言或土语群。但这

也正是赵先任后来的主张。丽且考崩到普普方言根据古企浊声母部分保持独音音值部分清化

的樊叙情况区分为不爵的次方宫一…者谢语和薪潮语，副同样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用于同样

其有历史满摞和众多共同特点的吴方宫和辙州方言，也应该是可行的。实际上目前吴方言

中古全浊声母部分清化瑛全部情化的方官巳经不藏于个尉，并将自益增多，即使不捞及辙

州方蓄的归藕问姐，仅就吴方言内部的情况朱说，上述处理恐销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商敬

J;;方宫如果妇入吴方言，成为果方宫中的一个次方密或土语群，也许是最为合适的指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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