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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通》十八部与现代临湘话

田范芬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要 (( --~:去通》是清末临湘人吴懈自编的童蒙课本，书中将所收民间谚语、俗语按句
末宇韵母分十八部编排。本文探讨《一法通》的分部原则，分析十八部所反映的语音特点，
并比较其与现代临湘话的差异。

关键词 《一法通》、十八部、临湘话、语音演变

临j相位 f湖南省东北部，国邻岳阳，由界平江，东北与湖北通城、蒲听、崇阳等地接壤。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 Bll 之《江西省与湖南省的汉语方言>>，临湘与通城、蒲听、崇阳、
大治等地方言同属赣语大通片，因其次清声母变全浊而引起方言研究者不少兴趣。本文探讨
清末临湘人吴懈《一法通》所分十八部分韵原则及其与现代临湘话的关系。

吴椭(1 841-1918)，字凤壁，临湘桃林人，光绪乙未进士，清末名儒，一生专事教育，先
后执教于临湘药湖书院、湖北通城青阳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等，其著作除《一法通》外，另

有《不易心堂集》、《劝民三歌》等。

一 《一法通》十八部分韵原则

<<--法通》为吴翻白编童蒙课本，他有感当时蒙学课本"其句长短不易齐也，其复杂无

次也，且所集或不可解，又末略"，故采民间谚语、俗语编此书，据刘朴生辑《吴懈年表大
事记>)， ((一法通》成书于 1883 年。吴懈将所采各句按句末宇韵母分入"东董洞、讲江降、
支纸宾、微尾未、眉美妹、齐起气乞、真特震、庚梗更、元阮愿、尤有有、1!J_雨御、猪煮注、

吴丑悟物、佳解介、萧榄效、歌果个各、叉扯汉察、月"十八部，每部按平上去入四声排列。
吴懈据什么原则分韵十八部呢?我们根据《一法通》十八部归字并结合吴懈的自序以及

后来临湘方言的特点，认为((~法通》十八部分韵考虑了如下因素:

1. ((广韵》各韵在当时实际语音中的分合:其自序云"东冬合也，江阳合也，真文侵
合也，萧肴豪合也，庚青蒸合也，寒删先罩盐咸合也，主微齐佳灰古合今不合，且其中有合
而不合，有不合而合，故以今读分之也飞这种分合临湘话与官话大部分一致。

2.接临湘语音分韵，即自序所说"不用正音取俗读"，如将中古鱼、虞、模三韵分成"鱼

雨御"、"猪煮注"、"吴五悟物"三部，将止摄合u、蟹摄三四等合口、灰韵字分成"微尾未"、
"眉美妹"两部等。这样做的目的(( - _法通》自序说得很清楚， 66吾家学童，讲经三年不通

者 ， i井此-年，无不通也……吾之编此，日此捷法也"，但这样一来，吴懈认为《一法通》

"通行与杏，则非所知也"。
3. "俗读"也并非口俗{里语，而是当时临湘方言的"读书音飞如第四部微尾未中的"锤、

迫、椎、水、炊、睡"等于，今临湘口语中，韵母仍读[y]，读书音才读[yei] ，但《一法通》
按读书音将它们归入"微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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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虽然自序称十八部分韵"不用正音取俗读"，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参照了"正读"，自
序云"真艾侵与庚青蒸，楚音、 )11音可舍，闸北音不可合也， H·H·又安可舍也?气据此可
知，依"楚音"则真文侵与庚青蒸可合，但"河北音不可合"，所以《一法通》分"真带震"、
"庚横更"两部:自序又云"鱼虞合也，然如鱼之锄、虞之吴固不可合，亦分之也"，十八
部中未见"锄"入韵，但与"锄"同属《广韵》鱼韵庄组的"疏初楚"仍收在"吴五悟物"
中，并未分开，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说明作者在归部时，仍然受了这些字的官话读音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法通》十八部大致按当时临湘读书音划分，但也揉杂了官话的

某些特征。即便这样，它仍不失为研究临加万言的珍贵文献资料。

二 《一法通》十八部及其与现代临湘话的对照
我们将《一法通》十八部所辖韵乎摘录如下，标出其所属《广韵》韵目。摘录不取重复，

如第一部以"风"结句的有 9 句，只取一个"风"字，十八部共计 1160 个不同韵脚字。归

入去声的全独上声字置每部去声后。另外我们调查了临湘桃林梅朝辉同学(男，曾是岳阳师

院物理系 2001 级学生)的语音，代表现在临湘话，以比较十八部与现代临湘话的差异。
1. 东董洞
平声:公功工同铜通聋东弓红中虫空;中忠葱终风丰聪在穷翁东冬陈农宗鬓冬胸容雄龙逢

凶封踪钟缝从春钟兄庚:上声t 拢桶懂董种璧勇月中哄:l去声 z 洞痛弄统空梦风送讼用用动董重肿
此部含《广韵》通摄舒声及庚韵"兄"字:现在临湘话中大体保持一部，读[AlJ]、 [iAlJ] • 

少部分字混入"真轮震"。

2. i井江降
平声:缸江椿江强娘良凉常梁肠房章方场商尝量庄祥张裳筋墙枪香降僵殃佯扬装粮钢伤

长乡姜彷厢防秧浆王霜双阳郎堂行塘糖藏狼糠仓郎杭当疮康帮汤裆光慌荒黄忙亡鸯唐膨庚:
上声:港讲讲两长养享响抢桨网往养挡荡:去声:将壮相帐仗亮恙状放匠尚样向量让酿旺望漾

浪省上丈养荡荡

此部包括《广韵》岩、江两舒声摄及庚韵"膨"字:今临湘话中读音很一致，读[alJ]、

[ialJ]、 [ualJ]。

3. 支纸寞
平声:知枝霞斯池施匙支资脂私迟师脂之辞词丝持时诗之:上声:此纸矢死旨使止子止;

去声:刺智宾自次至肆至字寺笛治事志世制祭是纸士仕市止失日室实质识食教职只尺昔十拾湿缉
此部平上含《广韵》支脂之三韵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开口字，去声除此外，还包括祭韵和

入声质职缉昔等韵的精知庄章囚组开口宇:今临湘话仍一样，不分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都

i卖[1]。
4. 微犀未
平声:为炊规亏危之追龟锤椎谁脂飞扉非肥归围威微灰堆回加上声:跪纸鬼尾悔贿水旨:

去声:睡寞贵秽费未桂雾卫祭废味畏尉废

此部包括《广韵》止摄合口、蟹摄三、四等合口、灰韵知系、见系及部分唇音字:现在
临湘话中大部分韵母读[ei] 、 [uei]. "炊水追锤椎睡"五宇口语音[y]，读书音[yei]，堆[i] 0 

5. 眉美妹
平声:随碑支悲眉脂推媒梅雷灰1 上声 z 嘴髓纸美旨倍海:去声t 醉备泪类至算雯岁脆祭退

对内背昧辈队队罪贿
此部包括《广韵》止摄合口、蟹摄三、四等合口、灰韵端系及部分唇音字:现在临湘话

中韵母都读[i] 。

6. 齐起气乞

l 哄， íí广韵》去声胡贡切， <<集韵》又平声呼公切， íí 中原音韵》在"东钟"部去声，它的上声来源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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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声:皮离璃骑移直儿支饥遗夷脂麓欺棋狸医疑之机稀衣依微齐迷低提鸡商妻蹄西蹊齐:

七声:姆彼纸比几旨耳你里理己起喜己矣止底米弟礼荠:去声:义易企譬真二器利地屁至意异
忌吏志气未细计庚剃帝雾艺祭弊例祭妓纸:入声:逸一膝漆疾密笔七质吃迄隙展陌易惜迹掖腋益
普戚敌壁锡息、熄力翼职及级集急措立缉

此部平上去含《广韵》止摄、蟹摄三、四等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外的开口字，入声含臻

梗曾深四摄除精知庄章囚组声母外的开口宇:今临湘话"乞"前韵尾脱落，韵母与"齐起气"

一样读[i] ， "JL、耳、二"等止摄日母字读[;;，]。
7. 真轮震
平声:臣真身银神宾亲新人民尘贫巾因寅薪袁真春匀谆云裙熏军君焚坟文分文斤勤筋欣孙

论昏尊门盆存魂吞根恩痕音吟心襟淋邻针深淫参心金阴琴林的上声:紧丰乡稳、本混品锦寝液，思2瞰
魂3褪(褪， <<古今韵会举要》恩、韵土困切);去声:晋阵印进信震圳润梓问粪J口J寸困恩恨t~任沁尽
移

此部含《广韵》臻、深二摄舒声字:今11伍湘话"真带震"与第八部"庚梗更"合并，读

[an] 、 [in] 、 [uan] 、 [y叶。

8. 庚梗更
平声:生更平坑惊京行横羹英明兵卿盲庚耕铮耕轻睛程声名成情赢城清醒刑星经苓零灵

亭庭疗瓶旬青青兴绳升蒸曹僧灯滕崩登:上声:冷梗影横静醒鼎.@;去声:镜命病桶硬映正盛'性

劲泞定磐1~胜剩称应在凳略静静
此部含《广韵》梗、曾两摄舒声字:今临湘话与第七部"真特革"合。
9. 元阮愿
平声:烦冤言源原元轩元栏寒单安鞍弹干餐难寒官般瞒宽完丸冠桓还湾关斑删艰|国山山悬

莲年天贤边田千前烟舷眠先焉棉仙偏鞭钱乾样全船笠拳圆缘然川圈穿泉仙堪章担蓝三谈尖盐盐

添甜添:上声:远挽反阮侃伞趣袒早碗管满盘短缓板滑眼柬产犬统转浅软勉癖免称坎感胆敢脸贬牵挂
舔点司在苟准:去声:万贩饭愿烂散看汉蛋踏岸炭翰断乱算段囊半换慢辣扮榈荐片要面县现炼见砚用自

遍蔽扇便拚变贱骗传面线战绿蝴勘泼担阙验艳店梯剑自严犯范善~;限产石与
此部含《广韵》山、咸二摄舒声字及准韵上声"筒"字:今临湘话这一部包括三类韵母:

山、咸摄舒声一等见系字韵母是[æn]，兰等字韵母[an]，山、咸摄舒声兰、四等读[e] 、 [i町、

[yë] 。

10. 尤有着
平声:修丘由求油留袭国悠牛收愁仇州流秋休羞忧丢停尤楼侯钩沟头侯:上声:友柳酒

九臼久手丑首守有有口狗斗吼走萎厚:去声:受臭寿瘦昼旧有豆漏寇斗候舅有厚后厚

此都含 <<r前》流摄宇:今i陆湘话侯与尤、幽不同韵，侯韵唇音字读[iau] ，与"萧彼效"

目，侯韵端、见两系宇韵母读[e] ，尤、幽韵母读[;;，u] 、 [i:m] 。

11. 鱼雨御
平声:车鱼间居据渠馀鱼愚央瑜榆虞:上声:女举予与语语取雨字班去声t 据御旬遇
此部含《广韵》鱼、虞两韵牙喉音字、精组宇:今临湘话鱼、贵韵精组子韵母读[i].端

组有的读[y]. 有的读[i] .牙、喉音字韵母全部读[y] 。
12. 猪煮注
平声:猪书诸如鱼朱珠i朱输虞:上声:件处汝请主庭:去声z 住遇出术

2 <(集韵》古本切，上声混见母，今音来于此。
3 原文作"打屋柱，惊磅、敬"，"碌碌"指垫在柱子底下的石辙，本字应作"不飞《中屎音韵)) "真丈"部收
此字，清朱联《陶说·陶冶图说)) "不音敦土声"。湖南许多地方有这个词，同治《平江县志)) (1874)卷九、

乾隆(1756) ((湘潭县志》均有"锯断之木，为不，读墩上声"的记载。
4 原文作"抚女十八岁，吃米七十二石". <<汉语大词典)> "石d钮， 113音shí，古重量单位"按: "石"音 "dàn"
应该不是来源于《广韵》昔韵的"常只切飞这个读音的确切来源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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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含《广韵》鱼虞两韵知三、章母宇:今临湘话读[y] 。

13. 吴五悟物
平声:疏初鱼扶无夫虞徒乎炉奴湖孤鸪沽箍租粗芦乌污涂际上声:楚语腐府釜数武虞祖

赌古补贾苦鼓虎翻脯五姥母厚:去声:莺务遇助御悟挎度墓故顾步路怒护兔醋做布暮户簿姥妇有

副富看:入声:熟架屋宿甸忖卡木目哭牧谷毅粥六肉禄伏服福腹读渎叔缩棋竹屋俗蜀辱曲续
足烛骨没

此部平上去含《广韵》模韵全部、鱼虞两韵庄组字、唇音字及尤候韵部分唇音字，入声

含屋、烛及没韵部分宇:现在临湘话中"物"韵韵尾脱落，此部韵母分为两类:模韵端系、
鱼虞韵庄组与屋烛韵端系、庄组字读[gu] 、 [igu]，其余宇韵母都读[u] 。

14. 佳解介
平声:柴差歪匡佳佳乖阶鞋斋排怀埋皆哀财开栽哉裁才来胎台抬灾晗:上声:解买蟹崽宰

海海:去声:盖大赖外带泰懈实卦界芥坏戒怪寨快败夫戴菜爱暧代代在怠待海

此部含《广韵》蟹摄一、二等除灰韵外的宇:今临湘话读[ai] 、 [uai] ，二等见系于读书

音读[ie] 。

15. 萧箴效
平声:雕条刁挑萧浇萧宵腰桥骄销消饶标苗消烧朝宵交敲包钞交肴操毫躁篱瘸毛刀丰高

曹糟涛逃袍豪鞠笑; 5上声:了晓鸟德天少小小饱爪巧巧宝倒讨草结考保蚤老恼好晗跑肴:去声:
跳料掉叫尿啸笑要肖少照笑较孝教效灶冒帽盗到报号道皑
此部含《广韵》效摄宇:今临湘话读[au] 、 [iau] 。

16. 歌果个各
平声:多哥歌何锣他6河歌磨波坡戈禾和锅科梭戈:上声:可我苛锁果火伙躲么朵果:去

声:作饿个贺笛坐货卧破过过祸果:入声:角浊桌学壳觉落削药酌弱却掠约鹊脚著药索各薄诺
鸦i号凿鹤作阁恶乐续渴害。每活脱末合合

此部平上去含《广韵》果摄字，入声主要含岩江两摄入声，昌、末、合等韵部分洪音字
也入此部:现在临湘话"各"韵韵尾脱落，韵母与"歌果个"合并读[0] 。

17. 叉扯汉察
平声:巳爬瓜蛇家牙爷花他华叉幸巴斜茶拉邪遮差:上声:下制马打寡哑瓦:去声:炸下

价怕化夏把话嫁霸暇7: 入声:八札煞杀黠法乏发罚月达辣蜀塔遏童甲押拉纳合睫叶刷结
此部平上去含《广韵》假摄字，入声含山、咸摄入声洪音字:现在临湘话"察"韵韵尾

脱落，韵母并入"叉扯汉"读[a] 、 [ia] 、 [ua]，麻三读书音韵母读[e] 、 [ie] 。

18. 月

瑟柿歇越月跌结铁截节穴血擎缺决切屑热撞灭列绝别说拙辙微保薛择额自泽客臼百伯迫阳
责麦册麦色职北德国贼黑得德、睫猎业接叶

此部含《广韵》山、咸两摄入声细音字及梗曾两摄部分入声字1 今临湘话"月"韵韵尾
脱落，韵母读[e] 、 [ie] 、 [ue] 、 [ye] ，与第十七部"叉扯汉"中麻三、第十四部"佳解介"二

等见系字的读书音合。

三 《一法通》十八部所含韵母考订
《一法通》分韵十八部，经我们考证，它的第五部"眉美妹"、第六部"齐起气"和第

十→部"鱼雨御"韵母都是[i] ，应合为一部。吴懈之所以将它们分成三部，可能出于以下原

因:一，"鱼雨御"与"眉美妹""齐起气乞"有不同的来源，二，"眉美妹"与"齐起气乞"

5 朝， <<广韵》去声私妙切，普通话读 qiào ， ((一法通》归平声可能是受声符读音的影响。
6 他. <<国音常用字汇》标两音. tã(语音). tuδ(读音). <<一法通》自序"他之为拖也，右之为友也，正音也"，

盖指此处"他"的读音，"他"又入第十七部"叉扯汉察"。
7 暇. ((广韵》去声褐韵胡驾切. ((国青常用字汇》音xià. 又音xiá. ((现代汉语词典)) (1 998 年版)只注xi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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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来源相同且读音一致，但在当时官话中读音有别，故将它们分开。第七部"真特震"与

第/飞部"庚青蒸"根据实际语音也应合为一部:第九部"元阮愿"收"仙子拈萧，枯水8节
边生玉街"，"旬"为必入韵字，其前后韵字为"天"、"莲"。旬，即笋， ((广韵》上声准韵"竹
萌，屈、尹切"，"智"与"天、莲"等字协韵，证明它们主元音相同:梅朝辉"旬"读[sen~] ，

天[di剖]、莲[di叫，二字也可以协韵。也就是说，根据实际语音，此部所含三、四等字应与

一、二等字不同音，此部至少可分两部。根据《湖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临湘方言与北京

语音的比较》及梅朝辉读音，临湘话山、成摄舒声一等见系字与二等字韵母不间，但《一法
通》中没有线索可以证明这两类宇韵母有区别。我们认为应该有这种区别，但吴懈受读书音
限制将它们再分开。这样，剔除官话的影响，合并读音相同的韵部， <<→法通》实际分十六

部。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和《湖南临湘方言与北京语音的比较》都分临湘话韵母十九类，
《→法通》与它们比较，少了三类:一、"二、耳、儿"等于代表的[g]韵:二、山、咸摄舒

声一等字代表的[on]韵:三、"真带震"与"庚青蒸"合并后也应该有两个韵类， [in]与 [gn] , 

《一法通》没将这两类分开。我们试据《一法通》十八部拟出当时!陆湘方言的韵母，并与《湖
南方言调查报告》及我们调查的结果相比较列成下表(括号表示当时临湘话应该有这类韵母，

但《一法通》没有体现)。

《一法过》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 现代'1各湘话

于八部 韵母拟音

东董洞 AlJ、 lAlJ Al)、 lAlJ AlJ、 lAlJ、 gn

讲江降 al)、Ial)、 ual) al)、 lal)、 ual) al)、 lal)、 ual)

支纸真 1 1 1 
微尾，未 ei 、 uei 、 yei 、 (y) el 、 uel 、 yel 、 y el 、 uel 、 yel 、 y

眉美妹 1 1 1 、 el

齐起
i 、 i? 1 、 3 1 、 3

A飞~乙,._ 

具特震
庚梗更

m、 gn m、 en 、 gn m 、 gn

元阮愿
an、 en 、 len、

an、 on、 en 、 len、 yen m、 æn， e 、 le 、 ye
yen、 (on)

尤有有 。u、 i;JU 、 (u、 iau、 e) gU、 l;JU 、 u、IaU、 c ;m、 l;JU 、 u、 lau 、 e

鱼雨御 1 1 、 y 1 、 y

猪煮j主 y y y 

吴五悟物
u、。u、 iguu?、

u、 ;)u 、 l;JU u、 ;)u 、 19U
gu?、 igu?

佳解介 ai 、 uai、 (ia) al 、 ual 、 la 、 le al 、 ual 、 la、 le

萧披效 au、 lau au、 lau au、 lau

歌果个各 。、 o? 。 。

叉扯汉察 a、 ia、 a? 、 ua? a、 la、 ua、 e、 le a、 la 、 ua、 6、 le

月 e?、 ie? 、 ue? 、 ye? e 、 le 、 ue 、 ye、 y e 、 le 、 ue 、 ye 、 y I 

关于《→法通》所反映的一百年前!自湘方言特点，如有入声韵，鱼虞韵见组、精组字读

8 原书"木"字旁有毛笔手书的"竹"字，不知何人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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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舌尖前音[1]与舌尖后音N不分，"真文侵"与"庚青蒸"相混，模韵端系、鱼虞韵庄组
字与尤侯韵相混，曾梗两摄舒声与岩江相混. ((广韵》麻韵二、三等不分，二等开口见系字
未愕化等， [;:r]韵没有产生等，请参看田范芬(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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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8 Rhymes of Yifatong and Modern Linxiang 
Dialect 

TIANFanfen 

Abstract Yifatong 一法通 is a children 's reading book edited by Wu Xie 吴懈 who lived in 
Linxiang 临湘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归asty. Wu collected proverbs and slangs and arranged them 
according to the rhyme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principle of the 18 rhymes of the Yifatong, 
investigated the features reflected by them, and compared the phonetic di旺erence between this 
book and other modem Linxiang dialects. 

Keywords Yìfatong, 18 rhymes, Linxiang dialect, phonet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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