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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
今读类型与层次演变*

牟成刚
中山大学中文东、文山学院中文东

提要 本文根据已有的调查材料，把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今读主要划分
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知庄章组与精组二分:第二种，庄组三等(除止摄合口和者摄)、精组
与庄二知组(除梗摄)、章组二分:第三种，精知庄幸组合流(主要包括合流为ts组和合流为t~
组两种情况)。层次类型上，第一种最早，第二种居中，第二三种最晚，但后两种均与第一种

有着承继关系。此外，第二种与江淮官话中的"南京型"属同类型，鉴于西南地区移民多是
明洁时期来自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等地，说明二者在演变史上有同源关系。

关键词 西南官话、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今读类型、层次演变、语言接触

西南官话是汉语最大的方言区，全面弄清其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的今读类型及层次演

变是研究西南官话的主要内容之→。本文根据已有的调查材料，先对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

在西南官话中的今i卖主要类型进行划分界定，然后再从音韵和方言接触等角度分析和探讨其

今读类型的层次和演变。

一 西南官话中古精知庄章组的今i卖类型
西南官话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今读一般为塞擦音、擦音，根据其音类今读的分合类型来

看，总体上可归纳为两大类型:二分型和合流型。其中，二分型可划分出"知庄章组与精组
二分"和"庄组三等(止摄合口和若摄除外)、精组与庄二知组(梗摄除外)、章组二分"两种
类型:合流型则主要司划分出合流为ts组和合流为t~组两种类型i 。各类型会因逢细音是否
读tc组及其在数量分配上的不同而呈现出柑应不同的内部差异。

拿本文得到导师庄初升教授的恶心指导，初稿曾于"首届广东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论坛" (中山大学，
2007.7)上宣读，会后有修改，文中如尚存问题概由笔者负责。
l 湖北枝江话也是合流型，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1948: 69)记音为ts组， fg强调其部位很偏后，实际音质是
介乎ts组与t~组之间;而《校江县志)) (1990: 793)记音为可组，但又强调tS组属舌尖前音(按:可组是舌叶音)。
其实，西南官话中， ts组发音部位往往稍后，而ti?组则普遍靠前。这里枝江话的两种记音，可能与音位处理

问题有关，故本文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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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二分型

1.1. 1 精组读ts组与知庄章组读t~组二分的类型。这种类型在西南官话中，主要存在于

如那县等极少数的县市方言点中，分布极为有限。现举那县话(赵元任 1948)为例:

茶澄二 主占如二 择澄二 炒咽二 和l生二 窗初二 责庄二 ~刀相三 ?中生二

那县 t~ha42 t~an313 t~hïe42 t~hau53 ~ua42 t~hua1)55 t~ïe42 t~h:}U55 ~uaî313 

愁晕二 庄且三 崇牵二 猪知三 展如三 著二澄三 ?长如二 赵澄二 中知三

员F -i- t~h:}U42 tsua955 tshAn42 t~飞毛55 t~an53 t~uan313 tgaq55 t~au313 t~Ul叼55

诸章 船船 照章 商书 2中昌 草，青一 做精一 i肖心二 娶清二

员F县 tpt5 t~huan42 t~au313 ~aIJ55 t吕UAlJ55 tshau53 tS:}U313 4;1au 55 tçll3 

据表中例字所示，那县话精组逢细音读仍tç组，但它与精组逢洪音读ts组彼此属于互补，
可是庄组通摄字读ts组(崇tShA1)42/缩SU042)则似乎与此类型矛盾，其实，这可以用汉字的影响

来解释。《方言调查字表》中通摄庄组字就只收有"崇锄弓切/缩脚、切"两字，那县话把这两字读
同精组显然与"宗作制，Ji宿，制切"二字的读音影响有关，故它们读如精组的情况并不能从本质
上影响精组与知庄章组二分的格局。

1.1.2 庄组三等(除 1七摄合口和言摄)、精组i卖ts组与庄二知(除梗摄)、章组读t~组-分的
类型。这种类型是西南官话二分型中的典型类型，其分布范围极广，且内部一致性很强，昆
明话(卢开嫌 1990)是此类型的代表。请参下表例:

茶溢二 站知4 择澄二 炒啊二 刷生4 窗初二 责正二 ::r.;刀相二L 帅生三
昆明 t~h A31 !~Ã212 tsh:}31 t~h:l53 ~~ tshUÃ44 tS<l31 tshu44 ~uæ212 
保山 t~h A31 t~互n213 tsh:}31 t~h0053 ~lL<\.31 t~hu互1]42 tS:}31 t~h042 ~UAI213 
宣恩 t~hal1 t~an24 tshe11 tshau52 ~ua11 t~huar/5 tse ll tshOU55 ~uae4 

愁暨豆 庄且三 崇牵三 猪如三 展#二 篆澄二 张知玉 赵，量三 中知二
昆明 tsh:}U31 t~uÃ44 tshon31 t~u44 t~Ã 31 ~λ212 t~互 44 t~:l212 tp0944 
f呆山 tsh:}U31 t~uλ1)42 tfotl tsu42 tSÃn53 t~uÃn213 ~λn42 t~α0213 tEOIfz 

宣恩 tshOU11 tpua955 tshun 一 11 t~，m55 t~an52 t♀yen24 tFa9155 t~au24 tsu955 

诸章 船船 照章 商书 冲昌 草清一 做柑一 娶，青二

昆明 t~u44 t~hUÃ31 t~:l212 岛.44
~A t~h01)44 tsh:)53 ts0212 çi::>44 tçhi53 

保山 tsu42 t~huλn31 t~o0213 Eλn42 tt>hOIJ42 tsh0053 ts0213 Sî0042 tçhl3 
，旦去旦~J~吃去I t~u仍 tçhyenll t~au24 ~alJ 55 !ê~UIl~ tshau52 tS:}U24 ♀iau55 tçhy24 

据表中例字可见，昆明话与保山话(文薇 1993)的内部差异主要体现在精组:保山话精

组不论洪细一律读ts组，昆明话则精组逢细音读tc组。宣恩话(赵元任 1948)则不但精组分洪
细，且知庄章组中也有极个别字读tc组的情况。其中，以保山话为代表的二分小类型主要分
布于滇西地区，以宣恩话为代表的二分小类型主要呈点状式分布于湖广地区，二者的分布都
极为有限。精组分洪细是大势所趋，昆明型是此二分型的典型代表，遍布西南官话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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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流型
1.2.1 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今合流读ts组，这是它们在西南官话今读中的主流类型，

如柳州话(陈章太 1996)、成都话(北大中文系 2003)、常德话(湖南公安厅 1993)。请参下表

宇例:

句书，号~澄二 站如二 才高知二 哇J，-明二 山生二 和j生二 窗初二 责丘二 装庄三
柳川、| tsha.l l tsã..!'1 tsγjl tsh:)Jj sa制 sua'奇斗 tshuaIJ树 tsγ川 tsuaIJ制

成都 tshall tsanU tseLl tshau) .l san44 suaL1 tshuaIJ44. tseLl tsuan44 

常德 tshaU tsanj) tse U tshau.l 1 san" 。yajJ tçhyaIJ)) tsejJ tçyaIJ)) 

武汉 tshaLU tsanj) tsγ..!U tshau4L san" suaLU tshuan') tSY..!U tsuaIJJJ 

丹寨 tsha)j tçia U tçia4L tshao') çiajj sua 41 tshuanjJ tçia4L tsua933 

平刀相二 帅生二 猪如三 缠澄二 椿彻二 张扣王 赵，μ 朱章 春昌
柳州| tshu44 suæL'I tsyH tshã.l l tshu~n刊* tsaIJ制 ts:)":斗 tsy制 tshu~n峭*

成都 tshu44 suaiU tsu斗斗 tshanZl tshu:.m'l'l tsaqH tsau jj tsu'l'l tsh且'u，:m斗斗

常抱 tshou" çyaij) tey33 tshanU tçhyn" tsa933 tsauj) tGY33 tehyn33 

武汉 tshou" suaeJ tGY33 tshan"U t♀hyn" tsa933 tsauj) 
teyb tçhyn" 

丹寨 tshu.l.l suai l.l tsu.l.l tçhye5.l tshu::ln3.l. tsa933 tsao U tsu.l.l tshu::ln.l3. 

府、章 章搏 战啻 早精一 手且精一 于1 浆精三 姐精气 萧，t' l"I
柳州 tS:)L'I tsaqH tsãL'I ts:))j tsu44 tS1)j tsialJ44 tshy44 SI:)制

成都 tsau U tsa944 tsanU tsau)j tsu'间 ts133 tçialJ'I'I tçhy44 。iau'l'l

常桂、 tsauj) tsa933 tsanJ' tsau.l l tsou)) ts13l tGia932 tçhl' çiau)) 

武汉 tsauj) tsaη)) tsanj) tsau'lL tsou" tS14L tGia933 t♀hy))* ciau" 
丹寨 tsao U tsa933 tçiaU tsao" ts::mjj ts133 toia933 tchl j 。iaojj

注:带*的注音有白读音(老派音、又读音):成都话"窗"字有白读音tshaIJ44; 柳州话"椿、
春"两字老派读tshy;m44; 丹寨话"椿、春"两字有白读音tchyn33 ; 武汉话"姐"字又读tçhj240

据表中例字所示，合流为ts组的类型可分为二种情况:第一，中古精知庄章组全部合流

读ts组，这主要集中在桂北以柳州为中心的附近县市地区，柳州话是此类型的代表。第二，
精组逢细音读tç组，精组逢洪音、知庄章组读ts组，这是西南宫话中最为普遍的类型，合流

型即以此为主，成都话是此类型的代表。第三，精知庄章组逢细音读tc组，逢洪音读ts组，

常德话可代表此类型20 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方言点主要分布在环湘语区的西南官话边缘地
带，如黔东南，湖南、湖北等地，多数呈点状分布，知庄章组读tç组的韵摄会因万言点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常德话是古合口读tç~且(除通摄)，一占开口读ts组(除庄组江、右摄3 );武汉话
(北大中文系 2003)除知三章组合口遇摄、臻摄读tç组外，其他一律读ts组 c 丹寨话(李蓝 1994)

则显得较为混乱，但据"椿春佳u理主/tm!!" 等字的文臼异读来看，其tç组向ts组演进的
趋势还是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精组分洪细是大势所趋，如同属桂柳官话的桂林话就己
趋同于成都话。

2 据杨时逢(1974: 730-731)，湖南嘉禾话属于此类型，但有五字声母读 t 组:知母"竹tu31 !桌to31 "，章母"烛
ω3l"，庄母"阻tu53飞初母"楚tu53 "。

3 庄组江、军丰攫读t~!t♀姐有可能是受后起的 u!y 韵头影响所致，如云南广南杨柳树:窗挡坦lJ44j监_llillJ4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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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今合流读tê组，现以钟祥县城话(赵元任 1939)为例:

茶4量二 站如二 摘如二 吵明二 山生二 )þIJ 生二 百咽二 责庄二 t斗i士L庄二

钟祥 t~hajl t~anLl4 tê;}-" têhau)j êanL4 ~uaL4 t~huaIJ24 t~;}j 1 t~uaIJ24 

平刀相二 帅生二 猪如二 缠;l!'二 才春4切豆 ?长如二 赵4耸三 朱章 春昌

钟祥 t~hu24 ~uael4 t~u24 t~hanjl t~hu::ln24 t~吨A t~auL14 ~hUL4 ts 咱hU::lnL4

照章 幸禅 战章 平耕一 手且睛一 子精三 浆特二 虫且精三 萧，这回

钟样 t~auLI 'I t~aIJL'! t~anLl'! t~au)j t 1omL'! 体f tGia944 tçhyL'I çiau':斗

如表例字所示，此类型中的精组逢细音一般都读tç组 o 西南官话中，此类型主要集中分

布在湖北钟祥地区(西北乡除外)。此外，竹山(竹山县地方志编委员会 2002)、荆|、 J(赵元任

1948)、当阳(赵元任 1948)等地也属于此类型4 。
综合来看，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今读类型可以划分为三种5 第一种，

知庄章组与精组二分:第二种，庄组三等(除止撮合口和右摄)、精组与庄二知组(除梗摄)、
章组二分:第三种，精知庄章组合流(主要包括合流为ts组和合流为t~组两种情况)。熊正辉

(1990)把中古精知庄章组在今官话区分ts 、 t~的情况归纳概括为三种类型:济南型、南京型与

昌徐型60 其中，济南型与本文以那县话为代表的第一种类型属于同类型，南京型与本文以
昆明话为代表的第-种类型属于同类型。

二 西南官话中古精知庄章组今i卖类型的层次演变
语言不是国定的，方言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投影，赵元任(2002: 106) 

就说曾过: "时代的不同，往往映出在地域上的不同。有的地方保存多一点儿原来语言的状态，
杳的保存少点儿。所以你现在从地理上横断面→看，就看出育好些相当于历史上纵断面的变
化出来。"综观上述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今读类型，我们认为它们之间在
语音发展史上，彼此之间是有承继联系的，其今读类型之间的关系大致反映了它们在西南官

话中的古今演变层次和趋势。

据邵荣芬《切韵研究)) (2002)，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在《切韵》音系里己经存在，但王力
(1 985)认为知组是在唐天宝年间方由端透定分化出来，故至少在中唐时期，中古的精知庄章
四组声母便已俱全。各家对其音值的拟定，比较)致的意见是精组拟ts组，知组拟L组，庄组

拟可组，章组拟tç组。但中古以后，精知庄章四组声母便有了合流的趋势，只是这种合流可

能会因地域、方言的不同而导致其过程和结果有异:有些方言是精庄知二组与生日三章组两分，

如赣语中的二分型(万波 2009)、官话方言中的昌徐型等:有些方言则是精组与知庄章组两
分，如官话方言中的济南型(西南官话以即县话为代表)等。西南官话中，以昆明话为代表的
南京型则似乎与以上两种演变类型都有关系。下面我们从音韵学、移民史和语言接触等方面，

分析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三种今读类型的历史层次及演变趋势。

4 四川城口话和安县话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亦为精知庄章组合流为t~组的类型，但二者分别于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变读合流为ts组，与成都话属同类型(详情请参本文"合流为ts组的层次演变" )。
5 各类型中有的虽育读tç;组的情况，均是与其官音值构成互补，故不影响本文的类型划分。为方便论述，后
面在作层次演变分析时，读tç;组的情况将不作重点讨论对象。

4 熊正辉(1990: 5)所划分的吕徐型:精、知二庄组与知三、章组(除止摄开口兰等)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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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精组与知庄章组分格局在西南官话中的层次演变
西南官话中，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合流而与精组两分的格局，是其在西南官话中的基本

类型。此类型中，知庄章的合流方式应该是庄组与章组先合，然后再与知组合流。
晚唐时期《守温韵学残卷》所列三十字母中，明确列出"知彻澄日是舌上音，精清从是

齿头音，审穿禅肝、是正齿音"。从正齿音只手于一组的这一情况出发，一般认为这是庄章合流
的反映。黄易清(2007: 66)通过分析该书"两宇间一韵平切定端的例"中十二个字的反切后，
就得出"照二照三己经合流，庄、禅部分合流"的结论，并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晚唐)西北方
音的一些实际。周租漠(1993: 320)认为"正齿音音在《切韵》堕二、三等有别，但在唐代北
石有的方言相泪， t卖同→类，即读为ts 、 tsh 、 dz、 s" 7 。由此可见，唐代从守温兰十字母系
统开始，己反映出庄组、章组合流而与知组两分的情形。

北宋时期，邵雍(1011-1077) <<皇极经世》之"天声地音"韵图被认为反映了当时的拧洛
语音。韵图中，音十为审禅日三母，其第一位"山手"二字为审母，山为二等字，手为三等
于:其第二位是"士石"二字，石为禅母字，士则为床母二等字。周祖漠(1 943: 595)据此认
为"考审母古音二三等有别，今归为一类，是读音无异也"，"今床母二等仄声开口字与禅
母同列，是二者音为一类矣"。音十一为照穿床三母，图中庄组与章组各母依次排列在同一

坚行，知组则列在音十二排在照组后面，和其他韵图以知附端的情形不同，周氏据此认为"照
穿二母两等同列，当读同一音。此自唐五代已然，今拟为齿上音ts 、 tsh "，同时认为"考本
组(按=指知组)与照穿床相次，而不与端透定相次，其读音或己与照哥混同"。方孝岳(1979:

144)则据此进→步认为该书表明"照组二三等己混同一音。大概那个时候知、照两组ι都是
舌尖后音(t~)"。陆志韦(1946: 43)也研究过"天声地音"图，他说"图里‘山庄'两行的 6发'

类代表F 、 t~ ，‘收'类代表。、 tç。正像《西儒耳目资>>， <<五方元音))， <<韵略易通)) JiI~ <<国语
罗马宇))，邵氏也以为tç~且跟t~组可以合为-母。"陆氏认为其声母系统中知、章两组无别，

但似乎没有肯定知、照两组己经想、混。庄初升(2004: 155)就认为"邵雍把知组列于照组之后
而不列于端组之后，说明此时知组的读音与端组相去较远，但与照组的读音则比较接近。至

于是否像周氏所说的知、照已经合一，则还有待研究"。万波(2009: 232)也认为"当时的作

洛语音中庄章组已合流的看法是可信的，但知组与照组并未排在同列，只是先后相随，所以

二者应是音近，而不是相混"。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皇极经世》之"天音地声"韵图所
反映当时的拧洛语音，当属于知组与照组两分的类型。

此后，鲁国尧(1994)系统研究了成书于南宋淳熙丙午年至邵熙五年间(1186-1194)的《卢

宗迈切前法))，发现卢书(八)中有"知情、合一、非敷合→、彻穿合一"图，图里"照"字下
有"出征庄专邹周臻争阻主煮质侧札替斩"诸字与知母同图，其中"征专主煮质"为照三即
章母字，其余为照、二即庄母字，从而得出庄、章组合流后再并入知组的结论。鲁国尧(1994:
121)说"据卢图，当是庄章先合，再与知合:初昌先合，再与彻合。仁宗嘉桔元年黄河决
口， ((宋史》卷九→《河渠志)): '宦官刘恢奏: .... ..~;可口乃赵怔村、子国姓、御名有嫌。'则
是仁宗之名 6祯， (知盈切)与‘征， (诸盈切)同音，可见宋时知照己合一。"稍后，李新魁(1994:

35)研究了成书于南宋淳佑元年(1241)祝泌所著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后认为: "知组字与
照组宁已经含而为一:床、禅两纽混而不分:照二与南、三合流"，并认为此反映了宋代的实

际语音。这与稍早的《卢总近切韵法》所记录的情况基本相同。

7 据周祖漠《切韵)) (1 993: 319)声母表所示，齿上音"t~ 、 t俨、 d亨、~"即今" tr;;、 tr;;h、~"\ ê'"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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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文献资料所述可以说明，南宋时期某些方言中，知庄章三组声母已经合流而与精组
有别了。西南官话中，今以即县话等为代表的精组读ts组与知庄章组读t~组的二分格局是此
类型的继承和体现。西南官话中，此类型属于最为早期的历史层次，它是中吉精知庄章四组
声母在西南官话今读中的基本类型，即其它类型均与之有渊源。

2.2 庄组三等(除止摄合口和若摄)、精组与庄二知组(除梗摄)、章组两分类型(即南京型)的层
次演变

庄组三等(除止摄合口和岩摄)、精组与庄二知组(除梗摄)、章组两分的格局，是西南官
话两分型中最为普遍和典型的表现类型，它以昆明话为典型代表，遍布整个西南官话区域。
据上文对比分析，此类型与熊正辉(1990)所划分的南京型属于同类型。

我们一般认为，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总有着某种历史的渊源。刘晓梅、李如龙(2002: 16) 
就说"西南官话是江淮官话的延伸，是移民所致，史载明代将领沐英平定大西南后，江淮猢
广一带汉人大量移居云、贵、川，于是形成了西南官话"。曹树基也认为(1997: 116): "明代
初年，中央政府通过调拨军队电垦实施了对云南和贵州二地的移民，驻守云、贵的军士以今
苏、皖为主，国此使得昆明地区的方言与江淮官话有不少相似之处"。现中古精知庄章组今
读如南京型，普遍分布于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的情况，则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在历史上的
同源关系。南京型在今西南官话中的普遍存在，应该是明、请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淮官话
区多次移民西南，同时附随着语言间的接触和影响所致。对此，我们不妨参ìlt- f ((西儒耳
目资》的音系情况。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所著成书于明代天启六年(1626 年)的《西儒耳目资>>，鲁国尧
(1985)、曾晓渝(1991)、杨福绵(1995)等均认为该书的音系基础即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苟言南京
话。曾晓渝(1995: 4)在全面考察了该书的音韵系统后认为"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金
氏音系中已经混同，其中知、庄、章三母合为ch，彻、初、昌三母合为'ch(按:澄、从母按

平送仄不送的规律清化为相应的清声母读ch和‘'ch，生、书和全清声母船、禅母基本合为x)……
由此可见， <<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进一步发展了，知、庄、章三组声母合而
为一(按:曾氏拟音为t1?组)"。此外，精组在《西儒耳目资》中i卖g、亏、 s，曾氏据此认为金
氏音系还保持着尖音，并拟精组音为ts组。由此可见，南京话直到明末基本还是精与知、庄、
章两分的格局。但是， <<西儒耳目资》中，也已经存在有少数知庄组字混入精组读ts组的例

外了，吴波(2007: 76)就说"代表江淮官话成熟期音系的《西儒耳目资)) ts 、 t~组互分，前者
基本对应中古的精组，后者对应中古知系:也存在少数相泪的现象，但几乎只见于庄组字当

中"。对此，我们不妨试看下表中的例字对照情况:

梗摄 遇摄 :元才是

西儒耳目资 择贵窄tse/册策tshe/生s;:)IJ 阻tsu/楚tshu 愁tsh;}u/漱s;}u

今南京话 择贵窄tsû5 /册策tshä5/生S::lIJ22 阻tsu22/楚tshu22 愁tsh:)田13/漱SU14

今昆明话 择贵窄tS:}31/册采tsha31 /生日曰" 阻tsu53 /楚tshu53 愁tsh:)U31 /漱SU212

深才是 曾摄 臻才是

西儒耳目资 涩虱se/森s;:)n 侧tse/ i贝IJtshe/ 色se 衬tsh;}n

今南在话 涩虱Se?5/森saIJ31 侧测tshÛ5 / 色sû5 衬tshu;:)n l4

今品明话 涩虱S;:)31/森s3i44 侧测tsh;}31/ 色S;}31 衬tsh3i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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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巾例字z 梗摄字"择"属知二组字，"责窄册策省"属丁-庄二组宇:遇、流、深、
曾、臻摄例宇全属于庄三组字。南京型今读ts组条件是:庄二知组梗摄字，庄三组遇摄、止

摄开口、流摄、深摄、臻摄、曾摄和通摄。两相对比可见，除了庄三组止摄开口和通摄字外，

《西儒耳目资》均已有例外字读同南京型的ts组了。由此可知，南京型今读ts组的情况在明

末《西儒耳目资》成书之前就已有呈现，只是字数较少，暂不影响《西儒耳目资》精组与知

庄章组两分的基本格局。
我们从中古精知庄章组在《西儒耳目资》中所反映的这种读音情况来看，至少可以说明

两个问题:第一，南京型的早期类型肯定属于精组与知庄章组两分的基本类型;第二，南京
型的初步演化在明末前己开始，至明末《西儒耳目资》初现雏形。明代移民西南主要是在明

初的洪武年间，这与西南官话的形成时间一致8 ，而《西儒耳目资》则代表了明末的音系，
故当时随江淮移民西南而形成的西南官话，其精知庄章组的读音应该也不会例外。据此，相
对于其早期形式精组与知庄章组三分格局的情况来看，南京型今读ts组的情况显然是受外方

言影响的结果。
那么，南京型是受何种外方言的影响所致呢?从移民和方言接触来看，本文认为主要是

受如赣语、吴语等知二庄组、精组与知三章组两分型的方言影响而成。江淮官话与赣语、吴

i吾等方言，无论从移民上还是从地域上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刘晓梅、李如龙(2002: 16)就认

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江淮官话所通行的地域原来太多通行过吴语"，顾、黔(2001: 510)也
说"似可认为，通泰方言与赣、客方言同出-源，是 4 世纪北方汉语的后商"。类型上看，

精庄知二组与知二章组两分是赣语和吴语等方言的今读基本类型(潘悟云 1986、钱乃荣
1992、孙宜志 2006、万波 2010)，该类型知三章组或有多种音值，但庄知二组一般与精组

合流读ts组90 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南京型中，读ts组的情况就正好分布于精组和知二庄
组。相对吴语来说，西南官话后续受赣语的影响可能要大些，明代西南移民虽以江淮湖广为

主，以至今天的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我们绝不能忽视江西移民对早期
西南官话的影响。蓝勇(1996: 81)就说"明清时期云贵地区以江南籍、江西籍移民为主体移
民"，葛剑推(1997: 117)就认为"实际上四川的移民来自湖北、江西两地。今日四川方言是
明初湖北的西南官话混合江西方言以后向西传播的结果……江西方言通过移民作为媒介深

刻地影响了西南宫话。"李蓝(1991)也强调贵州的人口来源主要是江西、湖广和四川，故贵
阳、毕节、大方等地的白读音往往反映湘赣语的特点。但"显然，由于江西移民在总人口的
比重不及半数，他们的方言很可能在迁入后逐渐为(西南)官话所吞没" (曹树基 1997: 518) 。
由此可见，赣语等右言对西南官话的影响并不彻底，这也可能与明代及其后面很长历虫时期
以南京话为基础万言的官话强势本位密切相关。古生赣语、吴语等知二庄组读ts组的情况对江

淮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影响，仅局限于主元音较高的几组韵摄字，因为从音理上看，高元音显
然更容易与ts组相拼，以致最终形成如今的南京型。因此，我们认为，南京型是精组与知庄

章组二分型和精庄知二组与知三章组二分型之间相互竞争和妥协的结果10 。

8 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卷 >> (1997: 117)" 滇、黔、 )11三地的官话方言形成于明代初年飞王庆(2007: 118) 
"现代的西南官话大体形成子明代"。

9 钱乃荣(1992: 7)说"在吴语各地，知组声母二等韵和庄组声母一起，一般都读舌尖前音，并入精组";孙
宜志(2006: 21)说: "(赣语)精庄知二组在今洪音前读ts 、 tsh 、 S，在今细音前读甸、 t♀h、♀，这种类型在汉语

各大方言中十分常见，在赣方言中分布面也最广"。

10 北京话也存部分知庄组字读臼组，万波(2010: 305)认为"这种例外情况很可能是知工庄精组、知三章组两
分型方言与精组、知庄章组两分型方言混杂的结果"。我们认为南京型与北京话类型在知庄组部分读ts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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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分析可知，明初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移民西南时，南京型尚未完全形成，从明
末《西儒耳目资》的音系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西南官话和江淮宫话在明代总体上仍为精组与
知庄章组二分的格局。如今，南京型在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中的普遍存在，应该是明清时期
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多次移民西南的结果，移民的渊源以及受大致相同类型的方言影响
等因素，均保证了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之间总是能以大体相同的模式进行演化并相互影响。

2.3 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合流型在西南宫话中的层次演变
2.3 .1 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合流为ts组，是其在西南官话中今读类型的主流，它代表

着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最为晚近的层次类型。
成都话中古精知庄章组今合流读ts组，但据早期材料记载，成都话的早期形式是南京型。

1900 年由英国传教士钟秀芝(Adam Grainger)编著出版的《西蜀方言))，重瓦尚灵(1988)认为它
反映的是以成都话为代表的四川语音，他说"((西蜀方言》有对立的ts组和t~组，其分类跟今
天有ts组和t~组对立的西南官话是一致的(按:此当指如昆明话等ts 、 t~组两分的南京型
II )……《西蜀方言》所记舌尖前后的两套擦音塞擦音，看来是十九世纪后期成都语音的实
际，舌尖后音混同与舌尖前音是后来的发展变化" 12 。肖娅曼(1999)于一九九九年调查了成
都话读舌尖后音的情况，结果是成都市区 91 岁以上的成都老年人尚保留着完整的舌尖后音
读音，且其分ts、 t~的类型属于南京型l3 ，但这一比例随着年龄的年轻化而降低， 61 岁以下
的便几乎没有读舌尖后音的了，她据此认为"本世纪初叶(按:指二十世纪)，成都话的擦吉、

塞擦音还分别舌尖前后音"I4 ，这与《西蜀方言》的记录情况吻合。其实，据《四川方言
报告))(杨时逢 1984)，早在 1931 年所记的成都话音系中，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在成都话
中便己合流为ts组了。此外，据《云南方言调查报告)) (杨时逢 1969)，记音于 1940 年的大

理话和昭通话，当时其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的读音类型尚为典型的南京型:文山话在当时

虽也是ts 、 t~组两分，但t~组只拼飞韵母，熊正辉(1990: 9)就说: "文山话可能以前有一个时期

是像南京话那样分ts 、 t~，后来t~h 、 t~ 、 B并入了ts 、 tsh 、 s，只是在[甘韵母前还没有变"。但
在出版于 1989 年的《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 (云南地方志编委会 1989)中，大理话、昭通
话和文山话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的读音类型便己合流为ts组。据《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杨时

逢 1984)，周法高记音于 1946 年的城口话和杨时逢记音于 1941 年的安县话，二者当时的精
知庄章组属合流读t~组的类型:但据调查于 1956 至 1958 年的《四川方言音系)) (四川方言调
查工作指导组 1960)记录的城口话和 1991 年出版《安县志)) (安县志编委会 1991)记录的安
县话，此时二者均己变读为ts组，与今成都话属同类型。

据上述例证分析可知，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合流为ts组是其在西南官话中最为晚近的历

史层次类型。且上述所举例证中，由ts 、 t~组两分的南京型到合流为ts组的时间一般都是在
三十至五十年之间完成，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庄初升(2004: 156)所说的"一种类型演变为另一

种类型，完全可以在两、三代人之间的儿十年内实现"的结论。

情况上，只布量上的不同，而无质上的差异，其所受影响和演变模式应该相同，既均为外方言影响所致。

高晓虹(2002)就认为北京话知庄组部分读ts组的情况，是明代受外11吉南京官话的影响所致。

11 颤文声韵配合表有例宇:泽tshe" /撑 ctshen等。此外，参证注释 13 也都可以证明班氏所言当指是南京型。

12 见tÆ尚灵(1988)第二百一十七页。

13 肖娅曼(1999: 105)说"成都话(按:此指 91 岁以上老派话读音)分ts 、 t~的类型与济南型和昌徐型相去甚远，
与南京型却很接近。......把成都话定位南京型是合理的。"
14 见肖娅曼(1999)第一百零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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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中古精组与知庄章组合流为t~组，这在西南官话中显得较为特别。本文认为此类
型的早期形式应该是精组与知庄章组二分的格局，现在精组读t在组的情况应该是晚近受知庄

章组读 t~ 组的类化所致。
精细与知庄章组合流一般读如精组，因为这更符合语音发音省力的原则，但从音理上看

它们合流读如知庄章组中的任何→组也都具有可能。对此，我们不妨参照一下广州话和香港

新界客家(老派)话的情况。现今广州话(北大中文 2003)古精知庄章四组组声母合流读可组，
但据彭小)11(2004)，清初粤语韵书《分韵撮要》显示当时的粤语是精组与知庄章组两分的格
局l50 万波、虹沃奇(2009)在穷尽式分析了代表两百年前粤语语音的《广东省土话宇汇》
(Robert Morrision 1828)音系后，就认为两百年前粤语精组宇主要读ts组，而知庄章组宇主要
读成tJ组，呈两分格局。庄初升(2003: 244)在考察了《马太福音书)) (Rudolph Lechler 1860) 
和《圣经书节择要)) (1884)的音系后认为"客家话圣经有两套塞擦音、擦音声母，精组、庄

组与知组二等合流，标为ts 、 tsh ， s(按:代表ts组);如组三等与幸组合流，标为Û" tsh、运(按:
代表可组)0 ••• ...但是，今天的新界话精、知、庄、章组己合流，老派读舌叶音，新派读舌尖
前音，还存一些中、老年人塞擦音读舌叶音，擦音读舌尖前音"。上述例证显示，精组与知
庄章组合流读可组的情况是较为晚近的事情。{E3_西南官话中，精细在与知庄章组合流读句组

的类型是否也是晚近时期的演变层次呢?对此，我们暂时无法从文献资料上得以证实，但有

→旁证可供参考，即湖北钟样(县城)话、竹山话、荆门话、当阳话和早期的四川城口话、安
县话等精组于逢细音均读tç组，这就说明它们合流读t~组的时间应该是在现代精组逢细音分
出tç组以后的事情16 , -2子则tç组的存在便很难解释。国此，西南营话精组与知庄章组合流读

组t[?组的情况当为现代后起的层次，其早期形式应该是精组与知庄章组工分的格局，精组读

tì?组的情况应该是现代晚近受知庄章组读tì?组的类化所致。
据现有的调查材料来看，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今读类型，大致都可以

归入上面这三大类型中。值得注意的是，参照第一部分的今读类型和例字会发现，三大类型

中均会有某些方言点存在有细音读tç组的情况。其中，精组读tç组是现代才分化出来的(王力
1985); 如庄章组有读tç组的方言点，如黔东南、湖南、湖北等均是靠近环湘语区的西南官
话边缘地带，故其产生可能是受湘语等方言的影响。但在西南官话中古精知庄章组的今读类

型中，如有tç组均也只是与ts组或t[?组形成互补关系，并不会对其今读类型的格局造成本质
影响，故本文对之就不做过多赘述。

综上所述，西南官话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的主要演变层次可图示如下:

中古音 晚唐北宋 南宋 两分型 I 两分型 E 合流型

知且一-一一-+，t ..........._ 

庄可一~可-一一二'可一一-+ tì?-:::::::一一+句飞…- --二步 t~
问~ ~~~~~~~尺人↓
精 ts 一一一→ ω 一一一→ ts 一一→ ts ...::.二ι二. ts =-. ts 

注:两分型 I 表示如那县话等"精纽与知庄章纽两分"的类型;两分型 H表示如以昆明话等

为代表的南京型;合流型中，实线表示如成都话等的ts组合流型，虚线表示如钟样(县城)话

等的t[?组合流型。

15 彭小) 11 <<分韵撮要)) (2004: 19)声母"塞擦音分为ts 、 tsh 、 s与tS、可h 、 J两套。书中除了‘师史囚'韵外，
其余各韵部中声母属精组的字绝大多数都与声母属知、章或庄组的字对立，分列不同的小韵。"
16 据王力(1985)，精组直到明清时期尚不分洪细全i卖岱组，其逢细音分读t♀组的时间当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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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和余论
西南官话中古精知庄章组的今读三大类型中，精组与知庄章组二分是基本类型，它是最

早的层次类型:庄组三等(除止摄合口和岩摄)、精组与庄二知组(除梗摄)、章组二分是典型
类型，属于次早的层次类型:精知庄章组合流是最晚的层次类型:合流为ts组是主流类型，
合流为t~组是特殊类型。其它类型都布向主流类型(合流为ts组)演变靠拢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二分型中除了ts 、 t~两分外，文献中极个别方言点也出现过一些特殊的
记音现象。如张茹在 1985 年编制的《玉溪方言志》中记录玉溪方言为ts、可两分(按:格局

是南京型)，但张氏在 1990 年发表的《玉溪地区汉语方言志》中却改记可细为t~组，与《云
南省志·汉语方言志>> (云南地点志编委会 1989)相间，本文认为这是音位处理上的问题17 。
因为，西南官话中， tt'组发音部位一般普遍靠前，舌位不是很卷，而ts组的发音部位又普遍

靠后，此情况在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四大方言报告的"声韵调描写"中多有描述记载。
云南邱北话今为ts 、 tt'两分lB ，但在《云南方言调查报告>> (杨时逢 1969)中的邱北音系却是
ts 、 t~、可二分(按:董同解 1940 年记音)，但可组只限于i韵宇(按:属字绝大多数为精见组字
细音，极少数为庄组，如"事士"等)，其发音部位略偏前，口腔1&松，它的出现很可能是
受早期撮口韵y的影响所致l90 除此之外，李蓝《西南官话的分区>>c稿)(2009)中，把陕南的
汉中、平利、白河等地划归西南官话区20 。但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汉中话(陈章太 1996)中
古精知庄章组的今读是典型的昌徐型，声调只有平上去三类，清入、次浊入归上声，全浊入
归平声，但介于其清平声归仁声，故舍浊入还是归阳平，至于清入、次浊入归上声则很有可

能是它们早期先归入清平，然后再随清平一道演变归上声:平和Ú(洛河)话(周政 2009)、臼闲

话(陈章太 1996)中古精知庄章细的今读虽属南京型，但清入、次油入归阴平，全浊归阳平。

我们从巾古精知庄章组的今读类型及入声的归并未看，汉中话与西南官ìi5相去甚远，平利(洛
河)话、白问话的入声归派类型则属于典型的中原官话， ((中国语言地图集)) (1 987)就把陕南
的汉中和平利等地划归中原官话区，现把它们(特别是汉中话)都划归西南官话区是否妥当，
本文认为尚值商榷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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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Pronunciation Categories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 Consonants of Jing 精， Zhi 知， Zhuang 庄，

Zhang 章 Series and strata Evolution 
in Southwest Mandarin 

MOU Chengg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survey material, the Jing 精， Zhi 知， Zhuang 庄 Zhang 章
series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 consonants in southwestem Mandarin wer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first, the zhi 知， Zhuang 庄， and Zhang 章 series distinct from the Jing 精 series;
second, the Zhuang 庄 series third (except only tak:en zhishehekou 止摄合口 and dangshe 岩摄)，
and theJing精 series distinct from the Zhuang庄 second and zhi知 series (except gengshe梗摄);
thi时， combination of all (including two cases of" ts' series and "旷 series). In terms of strata type, 

the first was at the first, the second at the middle, and the third at the latest, but the latter two types 
are inherited 企om the first. In addition, the second similar to "N.αnjing type" (南京型)in Jianghuai 
江淮 Mandarin， indicating that both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a homologous relationship. 

Keywords Southwestem Mandarin, Jing, Zhi, Zhuang, Zhang series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 consonants, modem pronunciation, strata evolution, language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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