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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活方吉里 “島" 的兩義來源不同的滾音*

王莉宇
北京浩言大字浩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根掘中古音勻今音的浦區美系，特全固 929 令汶活方言店的“鼻"宇音分方

“未自去-p:r"和“未自入戶"兩矣，并通迂方吉地圈展示了述兩英法音的地理分布，“未自
入戶"現在已詮占掘了全圓大部分地區，“末自去育"只保存在部分京南方吉中。

美鍵洞 鼻、汶i吾方吉、地理培吉字

-i寞音來源

在tx..指方吉里，“鼻"有兩美未源不同的淒音。一笑束自古去戶，今方吉一般悽陌去或

去戶。《切割》系前有均收有此音。如 ((1齣>> :“鼻， ((說文》曰:‘引弋自昇也'，因此至切"。
音的地位在止接卉口三等至商去再並母。

另一笑未自古入戶，在入高草組成闊的方言里，今i主陌入或入戶，在入高不草狙成祠的

方盲里，往往隨迪入字的演斐i支平、上、去等其他肯洞。此音且不見于《切齣》系齣扭，但
也是占已有之，南宋恥奕《示JL編》卷十八“戶i化"奈t已有:“去育有以羽I頁一方工......以鼻各

方粥" (委書看李架 1982:39)。其音由地位勻“粥"相當，在臻攘卉口三等廣齣入戶並母。
“鼻"此“昇"F苔，中古“鼻"的兩小龍音可能都未白上古廣部(王力 1998:57)。所以，

本文所說的“兩美未源不同的注音"是立足于中古音系而吉的，指的是根掘文獻t己載和現代

汶培方吉的情況未看，“鼻"座古有兩↑不同反切的注音，一小未自至齣去戶，另一小可能

未自廣前入戶。

一 i真音業型

2.1 材料來源
《沒活方言地園集》課題妥地i周查了全圍的0 小地，在(參看曹志耘 2008)。我們此“汲清

方吉地園集教揖庫"中提取“鼻子"一祠的說法(未自《汲清方言地園集調查手冊》悶在表

第 311 奈)，再此“鼻子"的悅法中提取“鼻"的控音。此外，我們注參考“鼻涕"、“聞" (分

別未自《汶i吾方吉地園集調查手珊》司在表第 312 、 53 奈)二i司所出現的“鼻"的注音，以

及其他有美方吉惆查扳告，文才教揖庫的材料道行核朴。

在“鼻于" -ì司中，現“鼻"、“鼻子"或其他以“鼻"方核心培素的洞(如“鼻失"、“鼻

哥"、“鼻孔"、“鼻梁"等)的地卓有 927 令，未用到“鼻"字的只有江西「丰(“舌=目三美

[ d~itä2mð?2de叩231]" )、「西永福(“口孔[pUIJ22huIJ22]" )、海南愴州(“口 [xat2]" )0 1丰的

*此項研究受北京市“十一五"童貞規划項目“汶活方吉地囡集" (06AaWY003)贊助。文中使用的方吉材

料除特別注明末源者外，全部來自北京清言大學活吉研究所“汶活方言地園集教掘庫"，方言地團由划曉海

先生結制， i堇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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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be?23] "引自《旻培江山尸丰方吉研究)) (秋谷裕幸 2001)，水福的“鼻[p::l22] "根掘“鼻

涕" -ì司扑充，而擔州的“口 [xat2] "本字不明，暫算“王"。所以，我們一共收集到了全
固 929 令地成的“鼻"字音。

2.2 懷音業型

本人今音來看，兩笑i支音的區別主要体現在商調上，我們把i案如“耽至切"的淒音輯:方“未

自去戶"，把i支如呵呵"的i支音林方“未自入戶 "0 929 小地成的“鼻"字音可分均以下四美
(參看表 1 ): 

@束自去戶。此美大部分方吉舟、“鼻"的高調勻油去字的青洞相同，如尸州的[pdZ] 。

部分方吉有悽同清去、今注明去的現象，如福州的[phei213] 。

@未自入戶。如上海的[be?23]、北京的[pe5] 。
@來自去育和入高。指方育中“鼻"有兩揍，一令未自去戶，另一↑未自入戶。比如

「西玉林“鼻子"說“鼻鼻[pgt2pi 11]"，斯江景?會i活 l “鼻子"說“鼻洞[phi?2個1]31]" , “鼻

涕"說“鼻[phe 1 ] "。
@未自去戶或入戶。此美方吉迪入勻油去今i支相同吉洞，同肘，止卉三至的勻臻:Tf三

民商今齣母也相同。我們充法根揖培音、地理分布等奈件判斷其未源，如江西吉安的[phi I3] 。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鼻子"的說法是一小攻音甘河，“鼻涕"的說法是草音哲河“鼻，'，

“鼻于"的“鼻"勻“鼻涕"的“鼻"吉、商相同而高惆不同，那么，方避免違法斐洞現象

的干抗，我們取草音甘的“鼻"(來自于“鼻涕'')分矣。如福建建于“鼻子"作“鼻公[phe4kul] 55-0] " • 
今接間平，“鼻涕"作“鼻[phi的]"，今i妻間去，建于的入fE守主狙成調作[5]，且入高宇今i支塞

尾齣，所以取“鼻涕"的“鼻"姐入“未自去戶"。

三地理分布

表 1 列出四神奏型的店、教、大致的地理分布及相庄的例字。在“卒例"一列中，地鼠的
右小魚注明該地成的方吉區厲;在第@英里，“~"表示“和"，“~"前面是“未自去育"

的最音，后面是“未自入戶"的i主音。

表 l
未源 主教 地理分布 毒手例

@ 未自去戶 301 主要分布在福建、台灣、 f 忠、 銅陵美禱: [vei I3] 
海南以及江西南部、湖南西部、 績溪徽t吾: [phl2 
南部、 f西志部。在安徽南部、 黎川和吾: [phi 13] 
江西北部也有零星分布。 梅至L客家治: [phi53] 

1又峰湘活: [bi22] 

f 州、|粵濤: [pei22] 
廈 III司這: [p'1ll ] 

資源、抖吾: [bÜ214] 
古丈打舌: [bi33] 

@ 未白入戶

a.今瑋入戶 274 主要分布在山西、江蒜、新江， 南京官活: [pie']5] 
內蒙古南部、陵西北部，安徽芽、 平進昔i吾: [pi ;":l ']534] 
南部、江西北部，湖北在部，湖

l “江活方吉地園集"課題在部分地店、調查了兩朴方吉，方避兔引起瑛解，對述些地舟、在正文中出現吋，

都在右下角注明淡地舟、在此赴所指的方吉。表 l “拳例"列中的地名都林挂出其所層方吉，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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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在南部和r西西部地區。在四 上海美海: [b;}?23] 
川、重泉、貴州也有零星分布。 郎溪微浩: [pie?5] 

南昌翰悟: [phit3] 

長沙湘禱: [pe4] 
南宇平禱: [p~r] 

@ 來自入戶
b. 今嗔非入 311 主要分布在在北三省、河北、山 北京官信: [pe5] 

戶 在、河南、宇夏、甘肅、青海、 在4又晉t吾: [pe ll ] 

新疆、云南以及內蒙古、快西、 金年美濤: [bi;}313] 
四川、重泉、貴州的大部分地區， 嘉車和吾: [phe 4] 
迋包括山西在北部、南部，湖北 吉首湘禱: [P122] 
西部，安徽北部地區。在新江中 科.~ ~'I'I J:. i舌: [pe1] 
部、江西中部、湖南在部、西部、

f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

@ 未自去戶- 12 新江淳安、升化、景宇舍譜、福建 升化美活: [phe 4]_ 

入戶 光淨、特示、!再清、宇捷、會治、江 [bie?2] 
西泰和、 f西桂平、玉林、平南、 淳安徽禱: [phi535] _ 

北海。 [phe?13] 
景宇會活: [phe1]_ 
[phi?] 
l司清 1司活: [phi452] _ 
[phi?23] 
泰和客家信:

[phe 13] _ [phi?213] 

玉林粵禱: [pill]-
[pllt2] 
平南千倍: [pi22]_ 
[p~t2] 

@ 來自去戶或 36 主要分布在安徽南部及其勾江西 池州、|失敗 [bi213]

入戶 北部、湖北在南部交界赴，在江 浮梁徽悟: [phi213] 
面中部以西地區、湖南京部、西 湖口和吾: [be4] 
部也有零星分布。 漣源、湘禱: [pi31 ] 

L_ 

福建克唐、建宇、大田、宇德、閩塘、安徽銅陵、 f西桂平、永福的“拜"字音，新江i享安的 [phj535]、升
化的[phj24]、景宇會活的[phe 1 ]. 福建鬧清的[phrz23]、光淨、特示的[phe4] 、 f西平南的[p~t2]來自“鼻涕" -

t司。

圈 l 里示了全園 929 小地店“鼻"的悽音來源獎型及其地理分布情況。圈名和困例都粽

在地圍左上角。方便于視察，圍上粽出第@美“來自入育"的同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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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言錢以南、以表3句“未自去戶" (Cù獎品)的分布匠，以北、以西方“眾自入育" (@美

店)的分布區。“來自去商~入戶"投有形成連續性分布，只零星地分布在斯江、福建、江西、

尸西等地區，“東自去買或入育"在安徽、湖北勻江西三省交界赴形成了小范間的連接性分
布，在湖南中部、西部，江西中部也有少量分布。

表 2 列出了向言錢兩端的“伊。外 "0 CD獎品分布在安繳南部、江西北部、中部"西南

部，@美成分布在湖南以及江西西南部。

表 2

A教 方言志 方言匹

同言我以北、以面的 6 安徽銅陵。 美t吾

@矣，長 安徽績溪。江西德、乎是。 徽t吾

江西靖安、飼鼓。 客家最

f西南宇。 粵t吾

同言或以南、以在的 6 湖南榔~'I'I. 官桔

@吳志 江西進川。 客家最

湖南安化、冷水江、隆田。 湘t吾

湖南在安。 土靜

“來自去戶~入戶"、“來自去戶或入戶"不計均“例外弋

四分布特息

表 3 列出了@一@美i幸音在各方吉旦的分布數量。方便于視察，在“未自去育"、“未自

入戶"桂中，同一朴方言旦分布成數較少的美型在數字右下角粽出具体的地店、或大致的地理

分布，如果兩神癸型在同一科方吉內的分布數量相章，則都拓出地成或分布。

表 3

注論竺 @來自去戶 @來自入戶 @未自去戶 @未自去戶
自入戶 或入戶

官t舌 7 湖南安費、 i他澀、 313 。 3 
常德、~毒、清江、

芷江、中方

昔t吾 。 41 。 。
美培 2 安徽銅陵‘福建 117 

浦城

~#h吾 2 安徽績溪、江西 6 安徽建德、最主德、 6 
喜色苦是 海昌、 i是安、石台、

~是

華貴t吾 14 壘賣活i同緩片、 53 21 
未資片，少教吉荼

片、抗尸片

湘培 15 湘吾吾委郁、辰 23 湘吾吾長益片， 。 5 
單証片， 少數*益片 少數委邵、辰撞見片

平t舌 9 桂北片 27 往南片，少數 。桂北片

l司 t吾 99 。 3 。
客家最 69 1 江西進川 。 。
粵t吾 54 3".. 西美山、欽州、 3 。子~~

土最 21 1 湖南在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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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三
川
←
戶

如果忽略 12 小“未自去再~入高"、 36 ↑“未自去肯或入育"以及少數的“例外"，汶

i吾方吉大致可按“鼻"的i主音未源分方兩小大笑:

未自去青:湘i吾老、陶i吾、客家i吉、粵i吾、平活桂Jt、土i吉、多 i苦。

未自入高:官活、普i吾、吳i吾、徽i吾、章養活、湘i吾新、平i吉桂南。

由此可見，“鼻"的兩美i支音勻方吉區屆之間有著較方明星的美系 • h人共吋的表現看，

官活和普i吾基本上厲“未自入戶"，美i吾、徽i吾基本上厲“未自入戶"，少數店厲“未白去戶"。

同吉全是勻客、輯方盲的分界、桂南平活勻粵活的分界大致重合，客家i吉屆“未自去戶"，報

培厲“未自入青"粵浩大部分厲“未自去戶"，桂南平活厲“未自入南"湘語、桂北平活

內部有差弄，今i針可科委型的i主音往往勻其所娃的方言耳境密切相美(參看“五 演斐方

式" )。
方吉迂渡臣是兩神方吉接她最密切，相互影吶最多的地區. J立渡區內的方吉兼具兩神方

吉的特征。由于“鼻"的注音勻方吉區層之I再有著很強的財座美系，所以， 64未自去南~入

高"多分布在方吉j立渡區內。福建西北部的|周培邵特片方言勻江西家北部鞍i吾抗「片方言耽

錯，光澤、特示正赴于陶i吾勻鞍梧的交界地帶，可看作是兼具輯、陶特征的迂渡方言(隊章

太、李如先 1991)。以共吋表現看，“未自去育"是個活的特征，“未自入高"是賴活的特征，

光澤、特至長厲“未自去戶~入戶"反映了迂渡方盲的性盾。
又如，同吉錯在江西是家西走向的，把江西省分方南北兩部分，北部屆“來自入戶"，

大致是韻活的分布匪，南部厲“來自去戶"，大致是客家活的分布區。在同吉錢以南一直到

井閃山、泰和、「昌一帝，勻“南韻走廊" (項步冰、曹瞎 2005:351)的位置大体相當的一片

地區，可以看作是賴活到客家i舌的迫渡地帶，泰和攝“未自去南~入育"体現了迂渡匠的特

征。同肘，安福、蓮花、井閃山、「昌、南丰、黎川、南城等鞍唔，有、厲“來自去戶"，勻轅
北“未自入戶"的面貌不合，可能也勻泣渡區內的方吉性康有夭。

勻江西在西走向型的同吉錢相似，同吉錢在「西是南北走向的. ~每「西分先J志、西兩部

分，西部屆“未白入戶，'，基本上是桂南平活的分布匠，*部屑“東白去戶"，是粵悟和大

部分的桂北干活(和土活)的分布匠。 “未自入戶"勻“未自去戶"在「西在部相遇，家挨著
同吉錢志部的一片地區可看作是兩神方吉的迂渡匪. :ì立渡區內的方言具有粵悟和平活的特

征，玉林、平南、桂平、北海厲“未自去青~去戶"体現了述一息。

五演斐方式

句“未自去戶"相比，“未自入戶"里然是強勢力量，絕大部分的官活、普i吾都屌于“未

自入高，'，同吉錢穿j立志南方盲的分布匪，臭i吾、徽i磊、賴活、平i吉區已基本上被“未自入
高"所占領，“未自去戶"只分布在陶、粵、客、老湘i吾、多活、土活等存古特征保留較多

的南方方言里。但是，如果言人均“未白入戶"此古至今都是一科占上風的形式，這似乎勻《切

的》系音~TS只收“未白去戶"、《示几編》持“鼻"悽作“粥"看作是“宇音之i化"的情況不

大相符。我們推測，在j立去的某令肘期(最少可推至《切割》系詞有成~肘).“未自去戶"
的分布逗比現在「泛，現在的分布面貌是“末自入育"成方強勢力量后再造行大面和f散的

結果。
官活區几乎沒有“未自去戶"、但勻官活區因此郁的家南方吉區已基本上被“來自入育"

所占領的分布特征有力的支持了“未自入戶"是強勢力量、并且曾大面耕地向“未自去育"
j't散的推測。因方，假如是“未自去育"向“未自入戶";jt散，就不合出現家南方言“割吐

地盎"佮官活型“未自入戶"的現象，并且越靠近官i古區的家南方吉越有被“未自入育"占

領的傾向。勻官活區間比郊的京南方吉匠，如果活、徽i吾、章賣活、桂南平活等，現在已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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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自入戶"的分布區。在湘培匠，“未自入戶"主要分布在勻官活區接壤的湖南的家北

部以及湖南西部勻貴州交界赴，“未自去戶"主要集中在湖南中部、西部地區，勾湘培委邵

片、辰淑片的范園大致相對。由此可見，早期湘悟區庄i友都是“來自去戶"的分布匠，湖南
京北部的長益片方言勻西北部的吉首、麻悶、花垣等地品勻官活區接壤，所以，它們最容易

被“未自入戶"所占領，而高官活連片分布區較湛的湖南中部、西部地區仍保留著“未自去

戶"的面貌。其宴，目前已被“來自入育"所古頌的家南方吉里也或多或少的保存著“來自

去戶"的痕渣。M.表 3 可以看到，旻、徵悟區目前已基本被“來自入育"所古領，只有銅陵、

績溪、德共等少數地成仍屬“未自去戶"。狀周圍方言都是“未自入戶"的分布耳境看，“未

自去戶"更像是早期形式的遺存，而不太可能是通迂f散而戶生的后起形式，淳安、卉化厲

“未自去商~入青弋反映了“未自去戶"向“未自入宵"垃渡的收志。
“未自入戶"是通述問:仁f散的方式向“未自去戶"的分布區伊散的。湖南京安是土活

調查店、中唯一一小屆“未自入戶"的地息， <<汲清方言地園集》惆查的是家安新牙土活，根

掘《家女士活研究)) (飽厚星 1998)，家安土活可分方四片，花耕片是最富于保守性的一片，

而新好所厲的中回片帶有迂渡性盾，保守程度不如花耕片。花耕土活的“鼻"有文白昇潰，

白渡作[bi24] ，瑋間去，層“來自去戶"，文連作[bi13] ，連開平，屆“來自入育" (花耕有部
分出入字今連開平)。由此可見，“來自入高"是此官活f散而末的，“未自去育"現在只保

留在某些地店的白連屋里，在不太保守的土活店里(比如新好)，如今就只有“未自入戶"一

科淒音了。除了過述文白昇瑋逐漸取代“來自去戶"的方式以外，“未自入戶"運可以通垃

在表文功能上句“未自去戶"分工未避入語言系銳。比如，在 12 小“鼻"有兩潰的地店、且，

淳宏、光萍、精品、景宇、卉化、宇德、泰和“鼻于"的“鼻"3句“來自入戶"， 66鼻涕"的

“鼻"方“來自去育"，桂平、平南、“鼻子"的“鼻"方“來自去戶"，“鼻涕"的“鼻"均

未自入戶，個清“鼻涕"的“鼻"均未自入戶、表“聞"叉的“鼻"方“宋自去戶"，北海
“鼻于"的“鼻"兩況都可，“鼻涕"的“鼻";句“未自去戶"，玉林的情況最方特殊，“鼻

于"說成一小攻音可穹的“鼻鼻[pt!rpi11] "，而“鼻涕"的“鼻"已徑是“來自入戶"了。
目前“未自去再"多保留在勻官活|主相距較退的家南方盲里。分布在湖南家南部、西部

的部分賴活品(勻轅i吾素質片、洞接片的范圍大致相三~)屆“未自去育"，勻江西北部的賴活

攝“未自入商"不合，分布在「西京北部的桂北平活、土活厲“未自去育，'，勻桂南平活有

看明星的差弄，遠勻它們地赴“眾自去戶"的中心分布區、距高官活方盲區較遍有失。此目

前官活方吉區以及勻官活方吉區間比郁的家南方吉層“未自入戶"、地理位置校方偏通的家南

方吉層“未自去戶"的分布特店、看，“未自入戶"大体上是自北向南、自西向家T散的。

朕系“鼻"的i袁音未源勻方吉區厲的浦區美系、以及“未自入戶"大面根伊散的i吾吉事

安來看，我們便可解釋在同言錢圈兩端所出現的“例外" (參看表 2)。在例外的@美息中，

江西北部的靖安、銅鼓方客家i舌，尸西南'T)句粵唔，所以都厲“來自去戶";安徽銅陵、鑽

溪、德共(包括福建浦城臭的屆“未自去吉"方存古特征的遺存。在例外的@獎品中，湖南

榔州厲西南官i舌，厲“未自入戶"，而江西遂川、湖南京化、冷水虹、陸回、志安層“東自

入戶"是強勢方言的伊散所致。

本文根掘寞地洞查的材料， ，且結如納了汲清方言里“鼻"的i袁音美型及其地理分布情況。

研究友現，“鼻"的兩笑不阿來源的i袁音勻方言區厲之I司有著校方整芥的河座美系，同肘，

狀勻官活接壤的家南方吉區已銓被“未自入青"所占領的分布特征未看，在南北方言封抗的

社程中，北方方言是強勢力量。但是，推劫“未自入青"由“1ft音"斐;句“正音弋此而能

大面棋f散的原因，目前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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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Word Bi Derived from Two 
Origins in Chinese Dialects 

Wang Lining 

Abstract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ronunciations of bi covering 929 localities, this paper 
sums up the pronunciations into two kinds: one is 企om the qu tone, the other is from the ru tone. 
According t'O a distributional map which reflects ge '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of its pronunciations,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pr'Onunciation 企om the ru tone has diffused universally, while 
that from the qu t'One has been preserved only in some S'Outheastern Chinese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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