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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活尖因音分合考察

田范芬

年南河范大孝文字院

提要 本文b人民肘角度考察長沙活尖困音的演斐。長沙活兄姐細音 15 世紀卉始騁化，

而精組細音至 19 世紀中晚期仍按齒音，此肘長沙活尖因音仍涯滑分明。 20 世紀初在園活影

吶下，尖因音汗始相混，至上世紀 60 年代，大部分人不再分尖因。
美權協長沙活、尖因音、民史演斐

中古見、精兩組肯母在近代汲罷官活中各分化方兩重且，兄姐洪音i冀k、 k'、 X. 精組洪音
連ts 、 ts'、 s. 兩組細音都i袁t倍、 tljõ'、 9。兩組戶母演交的安居竟是舌根音、舌尖音勾舌面前高元

音i等拼合肘，受元音影吶，舌根音友音部位前移，舌尖前音友音部位后移，均斐方舌面音，

這是一神戶母被齣母同化的現象，音齣掌上林之“騁化九述兩組戶母的演斐引友了尖困音
的伺題。

令長沙活有新、老派之分，在長沙城區，老派是少數派，仍區分尖音、因音，新派占主

旱地位，不分尖困音。結合防史文獻，可以清晰地看出，尖因音在長沙活中詮閉了由分到混

再到合的演交迫程。

我們先考察見是且細音的演斐。

明代陪容(1436-1494) <<寂因采氾》卷四t己載“又如去字......湖尸人均赴九去. <<}齣》

丘借切，溪母御齣:址. <<尸齣》昌掘切，昌母御齣。“去"、“赴"同音，說明“去"的青母
已控交方tç:'.因方知三章組合口字在近代乃至現代長沙活中都按舌面音(清參看回范芬.2006).

今于多、湘潭、益悶、衡悶、攻峰、委廳等湘i吾區都是“去、娃"同音i袁t♀:"1。

《字字元元》是明代榔州人袁于址鏽的一部齣祠，成有于明方肪三十一年(1603)。袁子
址《字掌元元》卷一“i宴上下等法辨"云“等于且列方四，細玩之，上三等汗友相近，下二
等收肉相近，須分上下等壤之。澆上等之字，元始牙舌厝齒喉，皆居口舌之中，蓋卉友之等

其戶似宏，故居口中:下等之字，元始牙舌膺齒喉，皆居口之抄(按:秒，音 nu恥，末梢、

末端文).蓋收問之等，其育似欽，故居口秒，便是下等，如 4根干，上也，以 6根干，按向

口秒，則方‘I躁'"。“根干"見母洪音，戶母i袁k. 袁世“以‘根平， i袁向口秒，則;句‘I嫌'"，

我們主人均述說明“l嫌"的戶母已銓旗舌面音旬，否則舌位不含有明星前移的劫作(即“i案向口

秒" )。其卷)\.“方語呼音之樓"又云“吾楚以涓方專，以君方述，此見照互相混也"，“涓、

君"厲見母，“專、迪"分厲章母、知三，述兩組字相混勾陪容所t己“去、赴"同音性廣一祥，

一方面說明湘方言見姐姐音已經騁化，另一方面說明知三章合口戶母仍按舌面音。

湖南各地方志中亦多有此獎氾載，乾隆《衡F日基志)) (1761)卷五“水日件，暑天或日水

夫"，“水暑"等祖母合口字句晚母合口字“i午"同音。乾隆《湘潭基志)) (1756)、嘉庚《益

~S~甚志)) (1820)、同治《于多基志)) (1867)均有“水日坪"的氾載。
《字字本隅》是清道光年間長沙人黃虎痴編輯的一本既正字形也正字音的持，其“摘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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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燭"字奈i己“燭，音泊，証也，又溫器，俗以手勢11方燭，幫11音劫"，昌母“報11" 勾溪母
“劫"同音，遠肯定不是官i吉林准音，而勾長沙、活相合。

掘上述文獻氾載，湘方言兄姐細音在 15 世紀卉始牌化或已銓聘化，此后各地方志的氾
音說明，在湘i吾區遠是一科很普遍的音交。

再看精組組音的演交。即史上長沙、活精組勾知二庄一笑(田范芬， 2006)，精姐姐音的騁化

通通晚于且是且，下面是近代文獻氾載的精是且按音。

明弦位《伺奇集》勻《字字元元》是同期文獻，其卷下氾“三楚"方言“2官方姻"。步，

(() ~齣》相視切，心母祭齣。“;#"且然是三等齣字，王力先生說“支脂微祭廈厲三等，卉
屑四等，但是在合口呼上，它們完全和灰齣合流了。以等呼而拾，座按說是三、四等跑到了

一等" ( ((汶i吾史稿)) pI60)，所以它的戶母未受聘化規律影吶，此中古至今按s; 姻， <<，齣》

亦汁切，心母霏齣，今北方活戶母騁化i支平。長沙活道肘“步"“細"同音，說明“細"的戶

母沒有聘化。的11站i皆音》是一本i己汞 19 世紀中晚期長沙方音的蘭特，有中“39"， i袁si; ((湘

音粒宇)) ì己汞 20 世紀初的長沙活，有中“細"有sei 、 si、。i三旗，今老派長沙活“細"仍i支

又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 ((長沙府志》卷八“民俗"附“方言，'，用直音的方式

你注了 25 組字的積音，其中有“徐日卉"、“崔日起"的氾載。先看“徐日卉"。徐， ((，齣》

似盒切，邪母色齣:卉，祖莫切，}A母卉詢，“徐"音“卉"，可以肯定它們的青母沒有膀化，
如果已騁化，根掘今長沙及周地方言的情況，邪母鹿i亥瑋亭，此母i袁t信，兩字不可能同音。我

們說j'J “卉、徐"道吋瑋zi ， h人母、邪母瑋z，是全泊戶母在長沙等地方言中清化的一令所段，
我們特另行考文i寸地湘方言全油寅母的清化。再看“崔日起九崔， ((尸齣》合同切，清母灰

齣:趟，七逾切，清母虞鈞。逛商小字當肘座核都瑋ts'i，現在老派長沙活仍按“趙"方ts'i33 , 
嘉皮(1820) ((益阻墓志》卷二十“崔趙皆曰妻"可以輔旺。

(< i} ll站諧音》是我們所知最早的長沙方言齣扭，此有于光緒王午年(1882)由瞌蝶有室刊

刻。掘我們考怔，此有t己議的是 19 世紀中晚期的長沙懷有音。

<<i} ll ì出皆音》中有 9 封尖困財立的音，分別是: (1)西胡(牟平以服上去入)的“跡、妻、

西"勻“璃、欺、案"， (2)丫蘭的“斜"勻“霞"， (3)多齣的“嚼、雀、削"勻“胸、賞、學"，
(4)招齣的“焦、整、齋"勻“交、梟"， (5)棲曲“秋、修"勾“鳩、丘、休"， (6)全的的“煎、
干、先"句“肩、牽、軒"， (7)香齣的“特、槍、相"句“姜、腔、香"， (8)林齣的“精、菁、
新"勻“金、卿、欣"， (9)渴蘭的“帝、妾、屑"句“站、竭、穴"。尖囡封立各音令所轄字，

元一相混，如“西齣"“西"音蚊“相犀胥需須且"等字，全是《尸齣》心母宇:“莫"音收

“兮嬉希稀熙個曦"等字，全是《尸齣》曉、匣母字。“林"齣“精"音下收“精睛蛙晶菁

津賄"等字，全是<<，齣》精母宇:“金"音下收“金今禁襟京掠荊餘斤筋詮矜"等字，全
是 ((r-齣》見母字。可見到 19 世紀中晚期，長沙活尖因音仍分得非常清楚，兄姐i袁tç等，精

組i寞的等。

《湘音橙宇》比利11站i皆音》晚出半令多世紀，用注音符哥氾音10 <<湘音植字》中， (( i}ll 
站i皆音》肘代文才立的尖困音仍然存在: (1)衣齣有“路的i、妻蚓、西si" 句“基tçi、欺tç'i、希

叭"， (2)大齣有“唾心ia、些sia" 句“家tçia、自下çia" ， (3)多前有“哺tsio、雀ts'io、削sio" 勻

“魚tçio、兌tç'io、字♀io" ， (4)跌齣有“接的ie、切ts'ie、雪sie" 句“結tçie、竭tç'ie、穴♀ie" ，
(5)道齣有“椒的iao、鋒的‘'iao、肖 siao" 句“拼tçiao、攘tç'iao、蹺çiao弋 (6)兜齣有“揪的i:m、

秋ts'i甜、修si:m" 勻“鳩tçi~u、丘tç'i~u、休çi:m" ， (7)回齣有“煎ωie、干ts'ie、仙sie" 句“肩

tçie、牽tç'ie、軒♀ie" , (8)對商有“特tsiaI]、祂ts'iaI]、箱siaI] "句“江tçiaI]、腔tç'iaI]、香çiaI] ", 
(9)敦齣有“睛tsin、育ts'in、新s姐"句“經tçin、桂tç'in、欣çin" 0 <<湘音拉字》后附“湘音固

音差昇之系統"第三奈，就是比較中古精組字在卉茵、撮口齣前因音勾湘音的不同法音，囡

l 我們引用肘一律改方固隔音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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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不分尖因音，述部分字戶母淒tç、 tç'、 ç ， 湘音分尖因音， ì寞的、的‘、 s.

勻《湘音拉字》同肘期的文獻氾載也說明， 20 世紀初的長沙活基本上是分尖困音的。越

元任<<*沙方音字母》輯:“我們昕的長沙活，都是分尖固的。那么，椒，須，金，宜，逐兌
拼作包iq ， si , tzyen , sien了 "2，黎棉熙說“長沙尖因之分最要黨(不迂近來的 4尖，也有入 6 囡'
的趙勢)，湘潭尤其，尖若埃克固，則大家笑之先‘大舌失， (如說‘酒，方‘九，者)九《楚

i吾研究)) (1933 年第四期)記“眶岫之事:眶，額阿切去戶，恤，音荊"，自l此， <<集齣》才詣切，
普通活今龍的1，“臨音荊"說明對肘兩字都i寞的i。

但是，就在《湘音拉字》中，長沙、活失困音卉始混淆。且然《湘音植字》有上述尖困音

的文才立，但在編排上，精組細音又全部在兄姐細音下重收，林之3句“俗音"，如“基tçe3 " 音
下又收“跡宜肅"等通壤的e3音的字，“欺tç'e3 " 音下收“妻潮"等通攘的'i33 的字，“希Çe3 "
音下收“西犀"等通悽Si33 的字，都綜上“ "符哥，表示i袁制"、 ts'e3 、 se3 的全部字都

可懷tçe3 、 tç'e3 、 Çe3 ， 其他各齣的尖因音都是述祥赴理的。揖我們考証， <<湘音植字》的“俗

音"一般指那些受固音或其它方言影吶戶生的后起之音，并且在長沙地區運沒有被普遍接受，

“通行于民間或某一地區"，由此知道，~肘長沙活尖因音相混的情況逐只出現在部分人的

口音中，大部分人仍然分尖音、固音。遠勾《長沙、音系》所說“|日派的長沙活是分尖因音，

就是說精組的字跟卉齒齣母拼合肘勾見系齣字是不相混的。但是遠矣特征，在現在已漸消失，
而在新派的長沙方言里則全部合并不分"是相符的。《長沙音系)) i己呆的是對肘在湖南一肺

i支持的兩↑年桂宇生的情音，他們的口音盎然厲新派，所以尖困音不分。

此后二三十年中，長沙活尖固音混淆的程度遊一步加深。 1958 年李過恩《長沙人怎祥宇
耳普通活》“戶母上的几小主要問題"一帶淡到失國膏，主人均“分尖回音句不分尖回音"在

長沙是“同肘流行，互不排斥"; 1960 年袁家弊等《汲清方吉概要》林“長沙大多數人不分
尖固，‘酒，‘久，都念t♀h1l，部分人分尖固，‘酒， tsi叫， 6久， tçi叫，尖音字只限于卉齒呼，

沒有撮口商"; <<汲清方音字~[))、《汶活方吉河在》林“長沙城區口音因年齡不同而有差昇。

老年人口音分尖固，中青年人口音不分尖因。" <<湖南省汲清方言普查且錯掘告)) (1960)所i己

長沙活不分尖因。送些資料氾載的都是 20 世紀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期的長沙培音，在尖

固音的伺題上，它們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的主人均尖因向肘流行，有的主人均一部分人分尖圓，
有的不分尖固，述可能是調查封象的活音差昇造成的，我們主人均送小肘期，且体上長沙活尖

困音混得更F畫了，“合"已銓成均超勢。

至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李永明《長沙方言)) (1991)令人均“長沙活原有尖因之分、舌尖

前音勾舌尖后音之分，現在新派述些差別都消失了";伍云姬(1986)提出“今天 40 57 以下的

長沙人，很少有人分尖固了"，長沙活“尖因音的合流大釣用了四、五十年的肘間"。但是今
天的長沙活仍有新派、老派之分，且然老派的地位已經}Å多數派特方少數派，但充搶在語音

上，迪是向紅上，長沙、活老派都起有一定的地位(飽厚星， 1983)，飽厚星等《長沙方言研究》

(1999)所氾老派長沙活仍分尖因。也許再隔十年、二十年，尖音也不合消失得那么干淨，但
它的超勢是走向消亡。

控以上考察得知，長沙活尖因音在 19 世紀中晚期仍區分得非常清楚， 20 世紀初期，受

圍堵影哨，尖因音先在懷有音中出現混淆，并逐漸以懷有音f散到口培音， h人少數交方多數，

一小世紀后形成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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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ute and the Flatter Sounds 
in Changsha Dialect 

TIANFanfe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cute and the flatter sounds 
in Changsha dialect. The palatalization of Group Jian 兄姐 ofChangsha dialect began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Group of Jing 精組 palatalized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in about the 
ear1y 20th Century and the acute sound began merging into the flatter one. In the 1960s, most 
people in Changsha can not tell them ap制.

Key words Changsha dia1ect, the acute and the flatter sounds, historica1 deve10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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