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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方言滋絲音的一些覿察

張光宇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

提要 漢語方言的滋絲音聲母分佈早北多南少之勢。最多有五套，見於山東沂南一帶；

最少只有｀｀半套',，見於海南島的漢語方言。華南方言如果只有一套滋絲音，往往可從種種

跡象證明前身應有兩套，梅縣就是如此。關於滋絲音的發展與演變，條件包括送氣、洪細、
開合、齊撮……等。

關鍵詞 滋絲音、地理趨勢、歷史發展

漢語方言的滋絲音 (sibilants) 大體有六種：齒間 (te)、舌尖前 (ts)、舌邊 (ti)、舌尖後
（格｝舌葉（小舌面 (t~), 有的方言具有其中的五套（例如山東沂南),有的方言只有一套（例
如廣東梅縣)o 北京音系具有三套。滋絲音的多寡是漢語方言聲母分歧最為突出的一個領域。

從古音來源看，這些現代方言的滋絲音主要來自古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其次來自見曉

組，再其次來自端組聲母。有少數方言把古幫組讀成帶滋絲音，非組讀成舌面的擦音。換句
話說，古音唇舌齒牙喉幾類聲母都有滋絲音化的例子。滋絲音的來龍去脈是漢語方言聲母演

變最為生動有趣的一個畫面。
漢語方言聲母的地理考察顯示：除了華中具有濁音聲母的吳湘方言之外，華北方言的

聲母數一般多於華南方言。大體言之，華北聲母多出來的一套聲母往往是舌尖後音系列。細
說起來，南北都有突出色彩。底下，先看漢語方言聲母系統中滋絲音的種類。

一 滋絲音聲母系統概況

1.1 五套滋絲音
山東沂南方言共有 31 個聲母。這是目前所知華北方言當中聲母數最多的一個方言，

其中含有 15 個滋絲音（馬靜等 2003) 。

te 祖災

ts 經酒

tJ 招津
t§ 爭責
tc 經九

te＇倉醋

ts｀秋齊
寸昌秦

琢巢策

te｀丘拳

o 散蘇

s 修線

I 書心
g 生色

c 休虛

類似的五套滋絲音還見於山東濰坊地區的安丘、昌樂、莒南等地3 這些方言的聲母都比較多，
例如安丘和昌樂各有 29 個聲母，莒南有 30 個聲母。沂南上列聲母轄字包括：精組 (te 、 ts
全部和 tJ 組的｀｀津秦心＂）、章組 (tJ)、莊組（格）、見曉組 (tv), 知組聲母例缺。這五套聲
母並見的方言，除了山東以外，其他地區並不多見。例如吳語地區聲母最多的是張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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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個聲母，那是因為濁音豐富；漢語方言聲母之最在四川達縣，具 38 個聲母，那是因為濁
音聲母乂有送氣與不送氣的區別。滋絲音特別發達可以說是山東若干方言的鮮明色彩。

1.2 四套滋絲音

山東莒縣方言一共有 25 個聲母，其中含有四套 12 個滋絲音。（石明遠 1995)

to 豬煮
ts 祖酒

t日竹責
tc 寄金

t6 除出

ts｀粗齊
t§｀蟲初

tc｀去琴

e 收燒

s 散蘇

§生沙

c 香訓

這些例字涵蓋的現象是： te 組轄知章組， ts 組主要是精組字，珞組包括知莊章組字， t~ 組
來自見曉組。山東濰坊地區有六個方言具有四組滋絲音：

` 邑
密
朐
城
子
州

昌
高
臨
濰
坊
青

I++++ 

tf++++++ 
珞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ts++I+++ 
。

+
+
+
I

t 

其中，濰城的 tj 在文獻中寫作珞2。錢曾怡等 (1992:24) 描述說： ｀溈2 組是稍帶舌葉色彩
的舌尖後音。＂為了醒目起見，同時也為了方便與其他方言比較，這裡逕寫為舌葉音。

山東沂水方言的四套滋絲音與上列方言都不相同。例如： （馬靜等 2003:53)

6 子鑿
z 九直

t~ 之驟
t~ 雞杰

t6 醋曹

ts＇秋船

珞｀齒鋤

tc｀牽棋

e 四隨
s 修十

§曬梳

c 休閒

從系統內部來看，其中的兩個濁音聲母來自下列變化： te一6 、 ts-z。這兩個濁擦音有時以

濁塞擦音的形式出現:o-d6 、 z-dz, 有時說成清塞擦音te 、 ts 。
四套滋絲音在山西境內比較少見。東南區的平順方言顯然是個異數。（溫端政等 1993)

ts 精姐尖眾

tg 資支展擇

t」哲拙執足

t~ 遮知

ts' 齊情秋取

tg｀瓷齒產策

寸戳尺出

tc｀車池

s 西小徐

5 思詩山色
」舌說濕宿

c 蛇靴戲許

三套滋絲音

漢語方言三套滋絲音最常見的模式就是以北京為代表的系統：舌尖前一套，舌尖後一
套，舌面音一套。底下舉河南開封、山西永濟方言為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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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
ts 雜左

t~ 渣責
tc家雞

ts｀擦錯

tg｀插尺

te｀卡妻

所
十
西

灑
殺
下

SS`c 

z 惹日

永濟：
增
爭
經

糟
招
精

ts`3. 
ts｀曹學

格｀潮常

te｀秋丘

s 散喪

g 扇生

c 修休
z 人日

山東臨沂地區，有些方言雖然也有二套滋絲音，但內容稍有不同。

莊
沭
陰
縣
山

羅
臨
蒙
費
蒼

tO++++ 
ts 珞

一
十

十

s+++++ tJ+I+++ 

其中，舌面音系列遍見於各方言2 其餘四套成兩兩互補分佈狀態：凡有 te 組的力言即沒有

ts 組，凡有榕組的方言即沒有 tJ 組，反之亦然。這種分佈態勢說明他們的滋絲音同出一

源。
錢乃榮 (1992) 《當代吳語研究》所列吳方言一般只有兩套滋絲音。常熟方言聲母獨多

（共 33 個），內有三套滋絲音：

ts 再責

榕張朱

tc 軍決

ts＇初尺

雨起次

te｀氣曲

dz 茶罪

吡陳直

d; 局求

松
稅
希

山
書
兄

sSC z 上字

z 船石

湖南新化方言共有 30 個聲母，內含三套滋絲音，每套五個，排列相對整齊（羅昕如

1998): 

ts 資迫

珞珍翅

tv 堅招

ts｀粗炊

tg｀撤直

tc＇千穿

dz｀瓷坐

吡｀陳治

dZ＇錢技

沙
舌
書

蘇
身
仙

ss`c z 詞誦

｀亻二時
z 賢殊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濁音系列送氣明顯，與吳語所見｀．清音濁流＂類似。
劉綸鑫 (1999) 《客贛方言比較研究》一共列有 95 個方言點．其中有 12 點具三套滋絲

音：張啟煥等 {1993) 《河南方言研究》列有 127 個方言點的資料，其中有 90 個點具三套滋
絲音。這 102 個方言點的三套滋絲音都是：舌尖前、舌尖後、舌面各一套。只有江西余千、
宜春、于都以舌葉代舌尖後．

兩套滋絲音

漢語方言如有兩套滋絲音，通常一套是舌尖前音 (ts)，一套是舌面音 (t9)。這兩套滋絲

音見於山西 39 個方言，河南 37 個方言，江西 83 個方言。其中有些方言實際發音已經不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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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迫本溯源應出自同一模式．底下舉太原方言為例。

ts 資支知織

tc 精經交接

ts｀此朝處吃

｀｀秋斤泉切
s 事栓書失

c 修休宙學

z 認日閏軟

山西晉城方言的兩套滋絲音是：一套舌尖後，一套舌面音：

格糟招主祝

t~ 精經酒節

恪｀倉昌曹出

C｀秋丘全切

g 蘇書桑刷

c 修休宜吸
｀認然柔入

鄰近的陵川方言也有這兩套滋絲音，但轄字不盡相同。主要的差別是：晉城的舌面音
系列含精組和見曉組（細音），陵川的精組細音讀 ty-, 見曉組細音讀 c.。高平的情況與陵川
近似，而與晉城比較不同。

安徽黃山（湯口）方言也有兩套滋絲音，一套是邊音性的，一套是舌面音．《安徽省志
·方言志》所記材料顯示：

H 借齋焦酒

tc 豬主雞招

d' 粗初在巢

｀｀車去遲超

4 寫沙須屎

c 靴喜水燒

大略說來，精組、莊組與知組二等讀卟，知三與章組及見曉組細音讀 t9-。邊音性的
滋絲音成套出現，在漢語方言一般比較少見。平話所見只有心母讀十，並沒有其他兩個塞擦

音．
ts : tJ 福建詔安（秀篆）客家話的聲母具有兩套滋絲音，一套舌尖前，一套舌葉。（李

如龍等 1992)

ts 借租桌斬

tJ 遮豬周晝

ts' 坐茶初雜

寸車臭抽唱

s 鎖沙書愁

」杜書受上

ts: t~ 

健 2002)

廣東五華客家話的聲母系統具有兩套滋絲音，一套舌尖前，一套舌尖後。（周日

ts 借接摘斬

tg 遮豬周晝

ts｀坐床拆雜

珞＇尺臭抽唱

s 沙愁修歲

§杜書水戱

一般漢語方言的兩套滋絲音系統大體不超出上列五個模式。底下列表加以概括：

H 

原
城
山
安
華

太
晉
黃
詔
五

ts 
十

珞
一
十

tJ 

I+ 
一
十
十 一

十
十

e+++I 

吳語方言一般也只有兩套滋絲音，由於含有滑音的關係，吳方言滋絲音的內容遠比其

他漢語方言豐富。吳方言滋絲音的模式是一套舌尖前音，一套舌面音。至於內容可分 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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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個、 IO 個三種情況。底下是宜興方言的 IO 個滋絲音。（錢乃榮 1992)

ts 張周再責

tc 居酒專決

ts' 超昌初尺

t~· 次取勸出

dz 茶垂重宜

di 求件傳局

s 少山松色

c 希書相說

z 字繩上食

z 牆閏樹繩

1.5 一套滋絲音

漢語方言如果只有一套滋絲音，這套滋絲音通常是舌尖前音。一套滋絲音的方言主要
見於粵語閩語和部分的客家話、乎話。

粵語的滋絲音至多五個（如台山台城），一般多在三個（如廣州）、四個（如東莞莞城），
最少有兩個（如斗門鎮）。底F台山、廣州、斗門為例。（詹伯慧 1987,2002)

台山：
ts 姐 tsie55 豬 tsi33 煮 tsi55 阻 tso55

ts' 茶 ts'a22 除 ts'ui22 初 ts':,33 處 ts'ui2I

s 沙 sa33 社 siE21 書 .33 篩 sai21Sl 
z 夜 ZiE31 雨 zi2I 銳 ziui3I 易 '31Zl 
i 寫 iie55 洗 iai55 歲畑33 徙 tai33

廣州：
ts 左 tso55 遮 tse55 豬 tsy55 阻 tso35

ts` 坐 ts':,13 茶 ts'a21 車 ts'E55 鋤 ts'o2l

s 鎖 so55 沙 sa55 社 SE13 書 si33

斗門：
ts 炸 tsa33 姐 tsea55 遮 tsea33 豬 tsi33

s 鎖 so55 沙 sa33 蛇 sea22 鋤 ts':,21

沿海的閩方言一般都有 14 至 15 個聲母，內含一套滋絲音，至多四個。例如汕頭方言：
（林倫倫 1996)

ts 早 "tsa 遮 .,tsia 借 tsio?., 爭 ctse

ts· 炒 "ts'a 車 "ts'ia 笑 ts'io"' 愁 sets'ou

s 寫薳ia 社面a 惜 sio?., 雙函aIJ

z 惹 °'zia 入 ziJ>= 尿 zio" 遺乙Ui

泉州方言只有二個滋絲音，並無上列的濁擦音： （林連通 1993)

ts 
ts' 
s 

煮 Ctsm

鼠 1ts`U

暑函U

借 tsio?::,

尺 ts'io?.::,

惜 sio?::,

前 =tsu1
千 cts'ui

先晶U1

仄 tse?.. 
冊 ts'e?,.

生函

客家話多半都有兩套滋絲音，少數方言只有一套。例如梅縣方言就僅有下列一套： （謝

永昌 1994)

ts 
遮 c:tsa 借 tsia"' 左＼so 展 "tsan

91 



ts' 
s 

茶出ts'a

沙 csa

謝 ts'ia"'

寫面a

坐 C:ts`o
鎖薳o

傳 .. ts•on 
酸函son

廣西平話的滋絲音可分為四種情況：寧遠分二套 (ts 、 t5 、 tc，但沒有 tg＇，融水、臨桂
西江、臨桂五通、靈川分兩套 (ts 、 t~)，馬山、田東、百色、富寧、龍川、扶綏、橫縣、賓
陽只有一套 (ts、 ts\ s、 i)。比較特別的是南寧、鬱林、藤縣，他們的一套滋絲音是舌面音。
底下舉南寧（亭子）為例： （李連進 2000)

` 
S3ci 

左 teo33

且 tQ'E33

些 t;:E41

鎖 iu33

掙 t~a4I

tc`a4l 
沙 ~a4l

灑 ia33

蔗 t~iE55

車 tc`iE4l
蛇 ~iE31

赦 iiE55

豬 tvy41

拆 te'Ek33

viEg41 
削 ½Ek33

這種滋絲音系統在漢語方言比較罕見。漢語方言聲母系統如果僅有一套滋絲音，這一

套的發音部位通常是舌尖前。根據原作者的描述： ｀｀ tc 、 tc' 、 c的發音部位稍靠前，略帶舌
葉音的色彩。＂這一組聲母轄占精知莊章四組聲，心母（除了二等韻的部分字之外）都念清
邊音。（李連進 2000:6)

總括言之，漢語方言的滋絲音系列最多有五套，至少有一套。五套滋絲音的方言主要

見於山東沂南、莒南、安丘、昌樂，這四個方言的滋絲音系統相當一致： te、 ts 、 t§ 、 tJ、 tc 。
同時在捲舌音系列中，與格、 t~`、§相配的濁音是邊音性的 t而不是擦音性的｀。四套滋絲

音的方言在山東可分兩類，一類是昌邑、高密的 te 、 ts、問 tI，一類是濰城、坊子、青州
的 ts 、 t~ 、 tJ、 tc。臨朐的情況與上列五個方言都不同，上文我們把它列在昌邑同類，這是因
為漢語方言沒有 ts 組比較罕見＇經由比較我們發現這個問題與分不分尖團有關。如果把尖

團問題列入比較，這三個方言的聲母關係可如下示：

邑
密
朐

昌
高
臨

o+++ t s++ t §+++ t tf+++ 

` 
c++ 

十

其中的 te 是精組洪音， ts 是精組細音， c 是見曉組細音。臨朐的 ts 與 c 合流（不分尖l劑）

為比應發生在精組分裂為 te （洪）、 ts （細）之後。換句話說，臨朐的滋絲音模式在較早的時

期與昌邑、高密應該是一致的。由於齒間音往往是舌尖前音的變體（詳後），我們傾向於把
青州等方言的情況視為四套滋絲音模式的代表。至於二套滋絲音、兩套滋絲音和一套滋絲音

的模式，從大量的方言趨勢來看是：二套 ts、困 tc，兩套 ts 、 tc，一套 ts。總括如下：

套
套
套
套

五
四
三
兩
－

ts+++++ g++++I 8+ t tJ+ 
te 
十

地理分佈上，滋絲音套數的多寡也呈現一個有趣的畫面：北從山東開始，往南行越來
越少，到了福建、廣東往往只見一套，到了海南島只剩｀｀半套''。大體情況如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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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山東方言有多達四套、五套的滋絲音。山西至多四套，而以三套占大多數。河南也
以三套為多，兩套較少．江蘇二套較少、兩套較多，吳語方言絕大多數只有兩套。

2. 贛語兩套居多，三套較少。客家話多數只有兩套，少數僅有一套。閩粵方言僅有一
套。

3. 海南島往往只有｀｀半套＂，這是因為境內漢語方言的 6 只見於前元音之前；用規

律言之， ts一tJ a 、 o 、 U, ts一ts/_i 、 e 、 e。而 ts' 變 S, S 變 t。閩南話到了海南島，原先
的滋絲音不再成套。

二 滋絲音的內涵與發展

套數相同，滋絲音的內涵未必一致。例如泉州與梅縣同樣只有一套滋絲音，但是泉州
的古知組字念塞音，梅縣念滋絲音。由於古今音變隨地而異，本文難以概括總覽，底下集中
探討幾個有關的問題。

l.ts:t~ 的類型 熊正輝 (1990) 曾經根據知莊章三組聲母的今讀把官話分為三種類

型。（亭號表示例外）

濟南型 呂徐型開口呼 南京型

二等 二等 .....:::.等 三等 二等 三等
知組 t~ 珞 ts 格 t§ 拿 t~ 
莊組 t~ t~ ts ts 珞亨 ts 
章組 t~ t~• t~事

其中濟南型都讀 t5 組聲母，情況最為單純。昌徐刮以昌黎和徐州為代表，所列僅限於開口

呼，合口呼字有的全讀t~組（如徐州），有的全讀 ts 組（如陝西商縣張家原）。昌徐型章組止

攝開口三等讀 ts 組。南京型莊組三等的字除了止攝合口和宕攝讀 tg 組，其他全讀 ts 組：

其他知莊章組字除了梗攝...::.等讀 ts 組，其他全讀 t~ 組。由於官話方言絕大多數精組逢洪音

讀 ts 組，逢細音讀 t9 組，因此他沒有列入討論。這篇文章體大思精，對後人富於啟發。他
所討論的三種類型都是從三套滋絲音的方言精挑細選而來。

2. ts : t9 的類型 知莊章組聲母在兩套滋絲音的方言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底下檢視幾個

案例。福建詔安秀篆客家話（以卜逕稱詔安）的情況如卜： （李如龍等 1992)

知二： 茶 cts'a 罩 tsau2 撐 cts'aIJ 摘 tsai.:. 桌 tso1.b

知三： 知 4i 趙 tJeu" 抽 4「iu 張 4I,n 中 .,tJUIJ 竹tJl.b 豬 .,tJy
莊二： 沙函a 債 tsaf 炒 Cts`au 山函an 雙函UlJ 刷 soL 捉ts,1.b

莊三： 事 s1., / Jei2 愁 5seu 森 .,s面初 .,ts'u 霜 c:SOIJ

章： 紙可i 社］武時 sJi 照 tJeu" 善［m= 成 sfan 舌 I正
煮可y 蔗 4扭（水 cfi) 燭 tJl.b 叔」1.b 出 t抒t::, 說Jet::,

詔安方言的這種音讀模式，除了少數字有自己的歷史之外，大體與昌徐型一致：知二與莊組
一類，知三與章組一類。這種類型的較早狀態是 ts: t9, 後文即將探討。

南昌方言的知莊章組音讀模式已經大量破壞，但是從一些留存的殘跡來看，原先也應

是昌徐型的。

知.:::： 茶赧a 罩 tsau" 撐為'an 擇 ts'eta 樁－ts，IJ 桌 tso?::, 賺ts`an::,

知三： 知 ct(pi 趙 ts'eu" 抽函｀iu 張 cts,n 忠 "tsuIJ 竹 tsu?::, 豬謳1
莊.:::： 沙 c:Sa 債 tsar 炒 cts'au 山函an 雙岑'IJ 刷 s,L 捉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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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三： 事 sf 愁 zts`eu 澀 set.. 襯 ts'en" 初 cts'u 霜 cSOIJ 縮so?:,
章： 紙 1ci 社 sa2 世 q::, 照 ts画善 smii 城亞刃舌 set«

煮油y 水 "'sui 勺 so？＝燭 tsu?::, 叔 SU?＝出 ts'吣說 soL

原型的殘跡見於｀｀知，抽；紙，煮＇＇四個例字，都讀舌面音，都屬知三與章組．
江西弋陽方言在知莊章組的讀法上有一個突出現象。底下先看概貌．（李如龍等 1992)

知二： 茶 ,.ts'a 罩 tsau::, 撐 C:ts`en 摘 tse?,. 桌tyio?::,

知三： 知 cts1 除 sty'y 豬 c:tQy 趙 ts'auii 抽 ~iu 張 .,tsan 中 .,tSUIJ 竹 tQiu?,,
莊二： 沙 cSa 債 tsai" 炒 "ts'au 山 .,san 雙毋yon 刷 so?" 捉tso?"'
莊三： 事町2 初 cts'u 愁益iu 森 Csan 霜 ~yon
章：蔗 tsa" 車 cts'a 社 sail 世 sf 紙 "ts1 照 tsau" 善 sanil 成；；ts'm

煮油y 水 Ccy 燭 t9iu?,, 叔 9iu?::, 出 ts'y斗說 syo?.. 

這種音讀模式似乎反映弋陽方言的較早一個階段曾經有過三等讀ty組，在這個階段裡有些－
等字（桌、雙）也在其中。它的類型可以概括如下：

二等 三等

知組： ts te 
莊組： ts 

` 章組： ` 
三等韻中所見 ts 組讀法代表後起現象。較保守的方言仍然讀 tc 組。例如余干方言效攝開
口三等；

知三： 朝 c:t1,ieu 超 4e`ieu 潮心'ieu 趙 C'ieu2
章：招 "t1,ieu 照 t~ieu" 燒 ~ieu 少 "'1,ieu

弋陽方言內部的更多例子見於流攝與宕攝。

知三： 晝 t9面抽 .,t9'iu 綢 zte`iu
莊三： 縐 tc证愁函iu 瘦呻「；裝 .. t9yon 瘡 cto'yon 床 !ito'yon 爽 e9yon
章： 周品tciu 臭 tciu::, 收 eOiU

弋陽的上述類型不大見於官話方言。官話方言莊組三等在昌徐型、南京型中都與知三、章組
有別；濟南型所有知莊章組字都已合流。若就官話三類型言之，弋陽型與昌徐型較近。弋陽
型的建立是經由比較、透視，從殘存遺蹺復原而來。這是因為，華南漢語方言的發展不同程
度地受到來自北方優勢方言的衝擊。這個類型有助於說明客贛方言兩套滋絲音的演變。

底下探討漢語方言滋絲音的來龍去脈。

3. t 「變滋絲音 古端、透、定三母合流為 tt' 之後，不少漢語方言進一步變為滋絲音。
這種變化的條件是齊齒呼。有的方言只要逢齊齒，舌尖塞音就滋絲化；有的方言依韻母的類
別或變或不變；有的方言以送氣不送氣為條件。

陝西扶風方言 t 「變 ts ts' 遍見於占陰入陽韻母之前。例如：低tsi3I 、梯ts'i31 、跌tsie31 、
鐵ts'ie生雕tsiau31 、條ts'iau24、丟tsiou31 、顛tsi武、天ts'i武、－「tsil)31 、停ts'iIJ庄（毋效智
1997) 這種變化大約是漢語方言同類變化中的極致：只要逢齊齒，舌尖塞音就進行滋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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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武鄉方言 W 變 ts ts' 只見於單－韻類。例如： （史素芬等 1990)

ts 第地帝弟遞困55、低 ts1113、底可2I30
ts' 梯 ts'1113、題 ts'133、替涕剃 ts'155.

湖南彬縣只有送氣的舌尖塞音變ts' ，不送氣的t不變。例如： （喬光明等 2002)

ttstts 
低 c:ti

梯 .. ts'i 
..- ~ --

條 ,.ts'iau

敵 4i
題兩'i

顛 c:tia

天 C:ts`ia

爹 ctie
鐵 cts'ie

墊文tia"'

墊白ts'i酊

疊文 ,.tie

疊白 .. ts'ie 
釘 4itJ
廳 c:ts'iIJ

以送氣為條件進行類似變化的方言還有山西沁縣、婁煩、五台、神池、寧武、朔縣、山陰以
及原平縣的若干鄉鎮。漢語方言當中，就作者聞見所及，至今並沒有看到一個方言具有相反
的情況（也就是只有t-ts, 而沒有t'一ts' 的）。這種分佈狀況似乎意味著：送氣的舌尖塞音比
不送氣的舌尖塞音還要容易滋絲化。滋絲化包括舌尖前 (ts) 和舌面 (tt;;) 兩種情況；江蘇泰

興、山西沁縣及五台片方言的滋絲化都讀成舌面音，例不賓舉。

附帶一提， ｀｀堆＂字（薑合一端母）在山東絕大多數方言讀 .,tsuei 或其變體 4如ei。例

如平度、青島、日照、膠南、諸城、沂水、濰坊、臨朐、壽光、利津、無棣、寧津、德州、
濟南、章丘、博山、泰安、新泰、臨沂、郯城、曲阜、濟寧、單縣、荷澤、東明、東平、陽
谷、聊城、臨清。（棗莊由tsuei 變 t1;:ye)。山西沁縣、乎定、陵川也有類似現象。 ＂堆＂讀
為 ,,tsuei 可以說是山東方言異常突出的特色，其變化以圓唇介音為條件，與上文所見的｀｀齊

齒''條件不同．山東半島上的榮成、牟乎、姻台、蓬萊、海陽、萊州沒有上述現象。這一片
地區的方言常與其他山東方言有別，堆字的讀法可以視為其中差異的一個例證。

4. 滋絲音的變化 滋絲音的變化有時是整套一起行動，有時以送氣不送氣為條件，有
時擦音與塞擦音步調不同。

t0 組的產生：山東濰坊地區有不少方言具齒間部位的滋絲音，主要來自古精組聲母。

它的產生以洪音為條件，細音不然。底下是七個方言的分化狀況：

音
音
洪
細

ts * 
高密

t0 
ts 

安丘

t0 
ts 

昌樂

t0 
ts 

昌邑

t0 
ts 

臨朐
t0 
t~ 

諸城

t0 
L 

五蓮
t0 
L 

例如：安丘：增 t0、粗 t0'、思 0、精 ts、全 ts' 、修 s。山東日照方言的齒間音既見於洪
音，也見於細音：

洪音 自 t術::,此 `t8'1 賜針:, ; 

嘴 ct0uei 催 ctOCuei 雖 c0uei;

細音 濟 t8「棲 .,t8'i 膝 -0i;
足 ctOy 全 4t0'y5 續 0y";

再 t0e＝菜 t0'e" 賡 0e=

尊 4如5 村 4昀5 孫 Au5

精。t0in 晴 4洵星 -0iIJ
粽 t8ytJ"' 從..t0'yl) 松 e的n

上述方言 t0 組的來源相當清楚，首先是 ts 依拱細分化；洪音讀 t0, 細音讀 ts(-t~一L) 。
日照的現象可以視為這條規律的擴大，涵蓋洪細。一般山東方言的 t0 組都來自 ts 組．日

照唯一的例外是章母 a鑄''字讀 t的＼從音變條理看，這個 t0y汀恵來自 tsy＼莒縣｀｀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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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系統內部也是例外，讀的正是 tsy\ （石明遠 1995:253) 從 tsy 到 t0y 不算例外。
莒縣的 t8 組在山東方言是個突出現象，主要來自知三與章組，與恪組呈互補分佈。

章組讀珞組見於：止攝開合口、蟹攝合口與通攝。知－大體與章組行動一致，只在止攝開
口與章組不同。其分佈狀況如下：

章組

知三組

通攝

t~ 
t§ 

蟹攝合口

t§ 
tg 

止攝合口
tg 
t§ 

止攝開口

t§ 
t0 

其他各攝

tO 
t0 

這種分佈狀況說明：齒間音的讀法原先來自舌尖後音。為了掌握分化的規律，底下先看今讀

t~ 的例字：

通攝：

蟹止合：
止m

眾 tgu1J=

錐 .. t~uei 
支迪1.

沖 c:t~'u1J;
吹 ct~'uei
齒 c榕＼

中 ct~UIJ
水 "~uei;

詩~'\_;

蟲 st~'uIJ
綴 t~uei"

知 c:t&i

竹趨U

追 c:t~uei
池 4的

槌西'uei

恥｀n

如果不嫌粗略，其規律可以概括為：除了止開口字之外， t~ 變為 t0 見於開口呼，在合口呼

之前捲舌音保持不變。莒縣的 -u 韻在這個規律中的行為如同一個開口呼：煮｀沁處t的f 、

暑 tu、豬－t0u、除乩料。如果把 t0 組還原為 t~ 組，那麼莒縣的知莊章讀法是濟南型，
因為莒縣的知：與莊組也都讀榕組。但是，如果悉從今讀法去做比較，莒縣是近乎昌徐型

的，因為知三與章組表現一致，而與知、莊組不同。｀｀誰＂字止攝合口三等，莒縣今讀＆ei 。
依古音分佈看，它是例外；但是從今音（開口呼）看，合乎音變規則。它的由來是： ~uei一5ei

-0ei 。

t~ 組的產生：漢語方言的 tg 組主要來自知莊章三組古聲母，官話方言的三種類型已

如前文。此外，還另有粒組與見曉組讀捲舌的種種情況。大體言之，精組的捲舌化主要見於
洪音，見曉組主要源於細音。

山西中陽方言的精組捲舌化見於合口呼韻。例如： （胡福汝 1990)

tg 嘴冧uei 尊 ctl?UIJ 坐 q;ue"

tg' 催 "'t~\tei 村 ctg'utJ 翠 t§油ei=

8 歲 guei:, 孫 ~UIJ 算 ~ue~

江蘇連雲港方言的精組捲舌化見於洪音，包括開口呼與合口呼兩類韻母。（《江蘇省志

·方言志》）

開口呼： 坐 t~o"' 錯 tg'o::, 再 t~e'° 酸尋 從 sttoIJ 資巷1
死 cg1. 走 c珞am 增 c珞aIJ 葬 t§alJ= 草＝珞｀， 慘一tg·元

合口呼： 祖 "'t~u 粗 c:t~、 蘇 ~u 卒咽U0 作困UO= 俗 ~ua

蟹止兩攝合口一三等的字如： ｀｀最困ei＼罪恪ei＼嘴浦ei、碎gei＼隨西｀ei" 先合流為tsuei 、
銣ei, 然後變為tsei、 ts'ei，然後進行捲舌化。參看筆者 (2003) ｀｀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

韻母篇＂。
精組捲舌化的現象在漢語方言裏主要見於官話方言區，偶爾也見於晉語方言。其星散

分佈自北而南包括：黑龍江東區的湯原、伊蘭、樺川，遼寧省錦州地區，河北魏縣、臨漳兩
縣境內的一些村莊，河北保唐片的撫龍小片，山東平度東北角的鐵家莊等地，山西晉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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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高平、陵川，江蘇六合，四川的安縣、北川，湖北的鍾祥、荊門。
山西萬榮方言的見曉組字白讀讀為捲舌聲母： （吳建生 1984)

珞：

tf: 
~: 

家苓a

契 t~\"
廈~a"'

角為Y

敲 4g`au

緊 C:格ei

轎 ttau"
教羽au
牽苓＇元

見华西

這些字音的讀法從今音看起來都屬於洪音，從音變條理看起來（說詳下),共同出發點是t«;:i- 、

`1、 «;:i-, 也就是見曉組舌面化以後的進一步發展。例如｀｀家"ka-kia一t«;:ia一tJia-tJa-格a。
由於撮口呼韻並沒有進行此類變化（如捐 ct«;:yre, 犬 1ey元仍唸舌面音）上述變化不能以｀｀細

＂概括之，其變化條件是｀｀齊齒＇＇。但是有不少方言見曉組的捲舌化是以｀｀撮口＂為條
件，而不以｀｀齊齒''為條件的。例如安徽桐城與江西萍鄉。

桐城

萍鄉

困
困
和
哈
囷
肜

俊琢4.an::,

犬 ctg、en
訓四an=

車 4四

區 c困｀
兄苓屯

均 4跩叩

權西`en
兄奇叱an

句tg`=
缺 ct~\te

君 4四．an
缺tg`e
靴寺中
卷 t四至
癢堵海

進行此類變化的方言在安徽還見於岳西、蕪湖、宿松、潛山等地。此類變化的規律可以簡寫

為： t~一t~ I_ y, 捲舌化的同時撮口成分也做了相應的調整，有時進一步發展為－U-, 例如

蕪湖方言：菊珞uo?＝。安徽安慶方言｀｀茄＂字有兩讀心Y氏珞'uei，後一讀法的合口呼也可以

從這種變化獲得理解。

z 的來源：見曉組在撮口呼韻前轉讀為捲舌音的方言，往往也可以見到｀聲母。例如

安徽桐城方言：魚余名U、雨 C:mt、遇mt＼域浴育丐｀。安徽蕪湖縣（吳語方言）：疫浴域育
牢邲、用zolJ::, 。但是有不少方言見曉組字內丕單獨行動，並沒有相應的珞珞｀ g。例如南京

方言：欲育牢o?::, 、疫域牢?::,，來自 yo?::, 、 y?,, 。河南淮陽、信陽方言的F列字與眾不同：

擁
永
勇
用

淮陽

..ZUIJ 
"zug 
沄zug

` zug 

信陽
c2og 
"zog 
"zoIJ 
zog" 

封
刃
刃
刃

n
Y
I
J

開

V
U 

U 

n 

nnn 

` flYIJyyy 
鄭

uu 

u 

n 

丘
刃
刃

Y
l
J
Y
l
J

商

u
u
u

陽

Y
T
J
Y
T
J
Y
T
J
n
Y
T
J

洛

uu 

u 

陽

Y
I
J
Y
I
J
Y
I
J
n
Y
I
J

安

u
u
u

這兩個方言的z原來都是捲舌的．只因系統內部曾經歷過捲舌音乎舌化（~-ts) 的演變， Z

也一起變為 z。
5. 滋絲音的塞化 閩南方言在海南島上的發展起了不少的變化」列如 ts 依元音的性質

分讀為 ts 與 t, ts'變 S, S 變 t。後兩項的變化是無條件的，且不細說。底F是閩南話 ts 音
在海口方言的分化情況：

閩南

海口

錢
菡
却

坐
tse.i 
tse~ 

爭
.,tse 
4tse 

早
"tsa 
"ta 

紙
c tsua 
`tua 

左
ctso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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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方言有六個元音，可分為前 (i 、 e 、 c) 後 (a 、 o 、 u) 兩組。如此一來， ts 變 t 的條件
是後元音，前元音之前不變。為了便於跟其它類似的變化做比較，我們也許可以把這兩類元

音用｀｀洪細＂來概括：前元音 (i 、 e 、 e) 為細，後元音 (a、 o 、 u) 為洪。迫個｀｀細''音的概
念雖然與一般漢語方言所見不同，但是與西方歷史語言學中的顎化 (ki一tJi, ke-tJe) 的條

件近似。
江西南城方言滋絲音的塞化主要見於送氣的舌尖前塞擦音，不送氣的塞擦音一般不

變。比較下列兩組： （李如龍 1992)

ts 左 etso 遮 eta 栽 4sai 早 "tsou 斬 "'tsan 葬 ts'1J::, 粽 tsuu"

t` 茶心車 ct'a 菜 t`af 草 "t'ou 蠶 gt`an 插 t'ai?::, 倉 c:t':>IJ 拆 t`a?::,

尺 t'a?::, 程晶t'aIJ

這些例字來自占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合流為舌尖前音之後，送氣的 ts｀依洪細分化為「

（洪｝ tc` （細}, ts 變 t 的情況也有，但分佈比較零散，規律性不強：遮 .,ta、轉 1on、張章 1o1J、
著to?:, 、眾mn＼竹tu?＝。這一類零星所見的例子可以視為上述規律的擴大，主要見於洪音。

山西汾西方言見組字細音讀為舌尖塞音： （喬全生 1990)

t: 街 .,ti 間 .,ti 家 4ia 甲 4ia 雞 .,tt 教 .,tiao 見ti酊

t＇：棄 "'t't 啟 1'2 敲 4`iao 巧 "'t'iao 轎t'iao2

這種說法與湖南桂陽敖泉士話相當類似。例如： （范峻軍 2000)

,t：家 c.ta 角｀o 教 cc.tau 加 c.ta
「：茄 4'a 確 1`o 尺 -,t'a

其中主要含見組字，也有少數章組字（照、尺）。兩相比較之後，浮現的規律是從舌面音來
的： t~i 、 te`l -,t 、 ,t`。換句話說，舌面音塞化的條件是細音。有了這種了解． F列現象就不

難掌握。
湖南新化方言的舌面音有兩種塞化現象：一種變舌尖前，一種變舌根音。（羅昕如

1998:8-9) 古宕攝開口三等知章組聲母字，縣內其他各區讀 tctc`dz`z，圳上讀 t t'd' 。

t: 章張長漲掌仗帳

t`: 昌猖倡廠敞唱暢
d': 場腸常嫦嘗償丈

縣內其他各區 ie 、 ye 兩韻與 t¥ 組相拼的大部分字，田坪話讀成舌根塞音。例如：

接
切
專
穿

其他各區

tcie 33 

t~'ie 33 

Eye ~33 

t~'yE33 

田坪話
ke33 
k'e33 
kue33 
k'uE33 

從舌面到舌根的變化，中間也許經過有如上述桂陽敖泉土話的月｀。這兩種變化都以細音為

條件，細音起過作用之後，相應調整為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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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滋絲音與洪細 漢語方言研究的傳統一向對滋絲音的處理都採取語音分析，不進
行音位化歸併。這種處理方式對音變的探討大有助益。就聲韻配合來說，漢語方言的三組滋

絲音具典型意義： E 組洪細皆宜，榕組宜洪不宜細， te 組宜細不宜洪。官話分尖團的方言，
ts 組洪細皆宜；不分尖團的方言， ts 組宜洪不宜細．這些差異且置不論，語音上， ts 組在

開齊合撮四呼之前都可以出現。概括如下：

洪
細

ts++ ·̀+ 
tc 

十

山東方言所見 t0 組多以ts組的條件變體出現，時或完全取代（如日照），安徽黃山（湯口）
的 d 組悉數來自 ts 組：它的聲母系統只有 d、 tc 兩套滋絲音。 tI 組就語音行為來說也是

可洪可細的，代表由細到洪的先聲，下文再說。

廈門方言與梅縣方言各只有一套滋絲音，表面看起來如出一轍，深一層看迥不相侔。
雖然這兩方言的滋絲音都是洪細皆宜的，內涵大有不同。廈門的 ts 組轄古精莊章組字，知

組讀 t t' 不在其中；梅縣的 ts 組轄古精知莊章四組。兩方言最大的差別在知三與章組字：

廈門讀細音、梅縣讀洪音。知三方面，廈門塞音，梅縣塞擦音。底下只舉章組字為例：

門
縣
廈
梅

蔗
. " tsia 

tsa" 

車
心｀ia

c:ts'a 

社
sia;;i 
.,sa 

章廠
4tsiU1ts'iO 
.,tSOIJ cts'OIJ 

賞正赤
"siO tsia'" ts'ia? .. 
"'soIJ tsag"'ts'ak.. 

聲

=sia 
晶叨

梅縣內部，知三組讀洪細悉如章組，精組三等例必細音。如：

精＝：借ts面謝ts'正寫薳ia 接tsiap,. 簽 cts'iam 蔣 "'tsioJJ 搶 "ts'iOIJ 想 "'sioIJ

知三：晝ts面抽 ctS'u 鄭ts'ag 展 "'tsan 著tsol6 張 .,tSOIJ 長 i.ts'OJJ 蟲 5ts'uJJ

因此，梅縣這一套的滋絲音在古音三等韻類的分佈呈如下格局：

精 知章

洪
細

十

十

知＝與章組的三等介音哪裏去了？知二與章組字原先應該有個介音，這一點我們在上文論江西

弋陽方言的時候曾經建立了一種類型去加以概括。從弋陽這個模式出發，不難看出演變途

徑。底下，不避重複列舉有關現象．

弋陽：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n

巴
盂

n

严
t
S
u

晝
晝
抽
畫
畫

t~'iu" 
臭 tfiu"'
蔗 tJa"
蔗序＝

蔗 tsa"'

燭 t«;iu?"'

蔗 tfia"
燭 tJu,.

張 .. t~OJJ 
張 ctSOIJ

叔 ~iu?,,

張 c:tfiog
叔蝕

叔胛吡＝
叔 s吡＝

叔 fiuk:.

其中，大埔代表舌面音變為舌葉音的第一階段，介音還在。詔安代表第二階段，介音大都丟
失。五華代表捲舌化的初階，細音只見於 -iu 、 -im 、 -in 三韻，其餘已不見痕蹭。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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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應是這三韻的細音成分丟失 (-iu--u, -im一~m. in一on)，然後進行捲舌聲母乎舌

化的演變成為梅縣今天的樣態。漢語方言的捲舌音一般都不搭配細音，五華的捲舌音可洪可

細，說明它的捲舌音原來是個舌葉音。從知三與章組的細音丟失來看，梅縣原來是具備捲舌
音系列的，它的較早聲母系統有 ts 、 t~ 兩套。（陳秀琪 2003) 梅縣方言捲舌這套滋絲音是晚

近才與舌尖前音合流的，因為早期外國傳教士所編梅縣方言的會話課本如｀＇客話初階＇，

(Beginning Hakka, Maryknoll House, Stanley, Hong Kong, 1948) 反映兩套俱在：精知莊是一
套知三章是一套。（謝留文 2003) 根據這兩套在洪細的分佈，可以比較確定是一套舌尖前，
一套是舌尖後。此外，散落在外的梅縣方言如香港新界（張雙慶、萬波、莊初升 1999) 和印

尼（李如龍 1999) 也反映兩套滋絲音．

三結語

漢語方言的滋絲音大體呈現望南遞減的趨勢；山東有五套、四套，山西、河南絕大多
數方言具有三套，由此南下，越過長江，吳語多半僅有兩套，到了閩粵只剩一套。由於問題
複雜，本文只針對其中的若干現象做了一些觀察，還有許多問題置而不論。例如知莊章合口

讀 pf-組，就山西境內的情況來說似乎不難解釋；但就大華北地區的種種有關的演變類型來

說，情況很難用一條簡單的規律去概括。總起來說，漢語方言滋絲音的演變可以概括如下：
I. 送氣問題 舌尖塞音的滋絲化有 t t' 兩音一起行動的，也有步調不一的。如果步調

不一，往往是送氣的「單獨行動．反過來說，滋絲音的塞化有 ts ts' 兩者一起行動的，也有

步調不一郎如果步調不一，往往是送氣的 ts｀單獨行動。送氣在這類變化中擁任一個角色，

說明：「比 t 近乎塞擦音， ts 比 ts｀近乎塞音。

2. 拱細問題 漢語方言的捲舌聲母主要來自古知莊章．除此之外，還另有精組與見曉
組兩個來源。凡精組進行捲舌化運動，例必見於洪音，而且一步到位；凡見曉組進行捲舌化
運動，例必起於細音，而且循序漸進。例如｀｀家''字： ka一kia一Cia一tJia-tJa-~。起於
細音應從 t9ia 算起。

3. 開合問題 精組捲舌化有開口、合口一起起作用的，也有開口合口步調不同的。如
果開口、合口步調不同，往往是合口呼韻的精組捲舌化。捲舌音與合口成分比較相容，不僅
漢語方言可資佐證（如uei-ei 見於 t 組、 ts 組，不見於恪組），梵語 s一§的變化也只見

於 -u 前。 (Fox 1995:30) 
4．齊撮問題 山西萬榮、河津方言見曉組聲母的捲舌化起於齊齒呼，安徽桐城、蕪湖

方言見曉組聲母的捲舌化起於撮口呼。這兩種條件可以合併在｀｀細音＂之下分別討論。如果

是零聲母，則撮口呼韻比齊齒呼韻更容易產生捲舌的濁擦音 z．一。結合 3 與 4 可以簡單概括
為：圓唇成分(-u 、 -y) 比展唇成分 (-i、｀一）更容易促成捲舌作用。

5. 擦音問題 作為滋絲音的一員，擦音多半與塞擦音行動一致，有時單獨行動。例如
華南廣東、廣西的方言， s 常變成清邊音 t, ts 與 ts｀沒有相應的變化；山東方言的 z 也常
單獨行動變成邊音性的捲舌音。這個現象說明：擦音比塞擦音更飄忽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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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ilants in Chinese Dialects 

Kuang-yo CHANG 

Abstract There are six kinds of sibilant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namely, inter-dental, 
lateral, dental, retroflex, palato-alveolar and palatal.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China shows a 
quite steady tendency in the number of sets of sibilant sounds, decreasing as one travels from 
north to south. Four or five sets of sibilants are reported in a number of Shandong dialects, while 
three sets are the nonn in Shanxi and Henan. Crossing the Yangtze River, two sets are the norm 
while three quite rare. Further south, in the Min and Yue dialect area, only a set of sibilants to be 
found. On the Hainan Island, the southernmost territory of China, there is only a "half-set" of 
sibilant sounds remaining. Difference in the sibilants sets is a major source of diversity in Chinese 
dialects. The fol1owing diagram displays the different sets and their normal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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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5432l 

Dental 

Yes 
Yes 
Yes 
Yes 
Yes 

Palatal 

Yes 
Yes 
Yes 
Yes 
No 

Retroflex 

Yes 
Yes 
Yes 
No 
No 

Palato-
Alveolar 

Yes 
Yes 
No 
No 
No 

Inter-denta 

Yes 
No 
No 
No 
No 

Surrounding sibilants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triguing questions that require systematic treatments 
and formulations. Here are among the finds: (1) Aspiration--an aspirated dental stop is easier to 
be affricated than its un-aspirated counterpart, and an aspirated affricate (ts') is easier to become a 
dental stop than its un-aspirated counterpart. (2) Roundness- lip rounding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urning a plain sibilant into a retroflex than its spread-lip counterpart. To my knowledge, a 
similar process has been reported in Sanskrit (Fox 1995:30). 

Key words Sibilants, geographical distinc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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