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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凤阳番族乡顶堡村番话韵母中的[1]音牢

大岛广美
中山大学中文东

提要 顶堡村是浙江省苍南县凤阳舍族乡的一个舍族村。本文讨论顶堡舍话韵母中 [1]
音的语音特征及其成因。顶堡舍话一部分字音在入声韵尾以及-n 韵尾之前出现[1]音(实际音
值是[U)，变成-lt 、 -ln 或-1 韵尾。本文认为，顶堡舍话的[1]音是由于气嗓音而演变过来的一
种过波音，不是韵尾的弱化或浊音韵尾演变来的。景宁舍族自治县惠明寺村番话入声字韵母

也有[1]音，只出现在带气噪音的阳入字，没有气噪音的阴入字则没有。本文还讨论j页堡舍话
的带[1]宙的韵尾跟过去学者观察到的番话油肯韵尾没有关系，同时不认|司也肯韵尾的存在。

关键词 舍话、 [1]音、 -lt 韵尾、 -ln 韵尾、 -1 韵尾、气嗓音、过渡音、卷舌边近音m

浙江省苍南县凤阳舍族乡位于该县西部的山区，为舍族集中居住的乡村之一。顶堡村位
于凤阳舍族乡政府(鹤山村)东北面约一公里处，全村共有舍族 300 余人，是舍族聚居的自然
村(雷必贵 2005: 230)。当地的舍族人都说顶堡村的舍话和鹤山村的舍话(以下分别略称顶堡
番话和鹤山番话)没有很大差别 I 顶堡村和鹤山村的舍族男女老少都会说舍话，由于跟汉族
通婚，以及跟当地汉族多方面的交流，因此他们除了说普通话以外，还会流利地说苍南县的

优势)j言浙南闽南话。

舍族散居在中国东南部的粤赣闽浙皖，但各个地方的舍话在音韵上的共同点比较多，这
方面跟舍ìò-使用地区周围的汉族方言有所不同。风阳舍族乡的番话也是如此，跟浙江省南部

的其他舍话以及福建省闽东地区等的舍话在音韵上有很多共同点。但是，笔者在对顶壁村的

*本文根据 2010 年 7 月 10 日在首届广东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上发表的《浙江省苍南县风

阳舍族乡顶堡村舍话的-1 韵尾》中的一部分修改的。笔者 2010 年 1 月在苍南县凤阳舍族乡以及景宁舍族自
治县鹤溪镇进行调查，承蒙苍南县人民政府民族与宗教事务局雷顺银副局长、凤阳会族乡人民政府钟爱琴乡
长、风阳舍族乡中心小学雷正展前校长以及各位老师、景宁舍族自治县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的热情协助，以

及发音合作人雷大银老师(调查时 53 岁，顶堡村)、兰成取老师(同 56 岁，鹤山村)和雷石才先生(同 64 岁，惠明
寺村)的耐心教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提到的是雷大银老师，他不辞劳苦，提供了大最语言材料。
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导师庄初升教授的指导，对此深表谢意。文章的错误均由笔者负责。

l 根据笔右进行的鹤山舍话调查发现，顶堡舍话和鹤山舍话在音韵上都有一些不同，鹤山村发音合作人的

口音里没有观察到本文提到的韵母中的[1]音。目前不知这个原因是由于地域性还是个人的发音差异造成的，
以后需要再做研究。



舍活进行调查时发现，该舍话的入声韵母，主要是在古山臻摄的入声字大部分在韵尾4 之前
都出现[1]音，变成-lt 韵尾，还有古山臻摄一部分字的-ß 韵尾也出现[1]音，布时变成-1 韵尾。
这个[1]实际上是卷舌音，音值为[U<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一律都记作[1]音)。上述特点非常突

出，跟其他地区的舍话有着明显的差异。从笔者此前的番话田野调查结果和目前己经发表的
有关苍南舍话(温端政 1991. 游文良 1999 、 2002)以及其他地区舍话的资料来看，还不曾发
现番话韵母里有[1]音。本文讨论顶堡舍话韵母里[1]音的特征及其成因。

二顶堡番话韵母里出现的[1]音
2.1 顶堡番话的-lt 韵尾、 -In 韵尾以及-1 韵尾的字音
顶堡舍话中的[1]音主要出现在古入声字中。有的字音只读原来的韵尾，有的字有时候带

[1]音发出来。下面举→些有韵母带[1]音的例字，如下2 : 

成摄 开二:峡kielk 开二:涉。ielk 合三:法hualt，

山摄 开一:割blt，、渴h:)lt，开二:瞎halt，开三:灭mielk

开四:蔑malk 、铁thalt，、切tshalk 3 

合一:泼phu:)lt，、末m"lk 、沫m:)lt二、括kualt，、阔hmlt，

合二(山) :猾kualk 、挖gualt~ 合二(珊) :刮kualt，

合二(仙) :零s:Jlb 、悦ielb

合三(元) :发hualt，、伐hualk 、袜gualk 、掘kulk 、越ualk

合四:决kuðlt，、穴hult~

臻摄 开三:七tçhilt，、疾tçilk

合一:突thult，、骨kult~ 、忽hulk 、核hulk

合三(谆) :律lulk 、术sulk 、出 t♀hylt，、i!sulk 、桶 kilt经
合三(文) :佛hult，、物mulk 、勿 hult，、属khult，、捷ult，

i工摄 开二:握ult，

曾摄 开一:贼tçhielk 开三:蚀çilk 、极kilk

梗摄 开二(庚) :赫çielt，开二(耕) :革kilt，

开三:积tçilt，、席位-)çilk 、适。ielt，

合二:疫ielk

其他;口扔çilt，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出现[1]音的韵尾实际上是-lt. [1]音出现在入声韵尾和最靠

近其韵尾的元音之间，与低元音相拼的[1]音不太明显。出现[1]音的韵尾大都是舌尖塞音-t ，

2 顶堡舍话的声调有 6 个: 1.阴平[43] 、 2. 阳平[22] 、 3. 上声[24] 、 4. 去声[31 ]、 5. 阴入[53] 、 6. 阳入[3] 。
另外还有 35 调、王三调(入声字)、 55 调和 53 调， 35 调、全主调和 55 调都是非连调性质的变调。 53 调有两种
来源:一个是把苍南县闽南话的阴上字的调值借用过来1 另一个是原来的阴入字，由于阴入字的韵尾弱化，

有时变成舒声 53 调。入声字韵尾的弱化不稳定，因此入声字弱化的调值不算独立的调位。连读变调在此省
赂。另外，有些字带气嗓音，但其音有时明显出现，有时不太明显，因此音标上省略气嗓音的国际音标符

号，详细的情况参看第 2.2 节。
3 "切"于在鹤山番话中读阴入[t♀hiet. ].跟温端政(1991)的苍南舍话资料相同，但顶堡舍话读阳入，带很明
显的气嗓音。"切"字读阳入的语言还有刘纶鑫(1999)调查的江西省修水县的赣方言，读[d*ieb]。关于[1]

音和汉语方吉的问题将在第四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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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双唇塞音韵尾-p 里没有发现。从古音系统来看，古咸摄入声韵尾本来是塞音韵尾-p ， í旦
顶堡番话把古戚摄的一部分宇今读为-t 前尾，鹤山番话里的一些字音也如此，如"法 "[huat， ] 0 

[1]音后的-t 韵尾不太明显，特别当元音是后元音时，韵尾很接近于[-11]，而元音是前元音如
[i]时， -t 韵尾可明显听到。

]页堡舍话以及鹤山番话古者江曾梗摄大部分入声字今读都为喉塞音韵尾-1，有一部分字

带[1]音韵母，其韵尾都是-t 韵尾，而且出现[1]音的元音大部分都是高元音或半高元音，跟古
咸山臻摄字的[1]音出现情况类似。读-lt 的宇如若不属最后一个音节，不读-lt 韵尾4 ，例如"握"
字读[ult~ ]，而"握手"的"握"读[u1斗。关于调值的听感，入声字里阴入的调值 2主的降调，
在有[1]音的时候，其下降特征比没有[1]音的时候要清晰得多，而且带[1]音的时候调头比没有

[1]音的时候稍微低气一点:阳入字韵母有[1]音时，调值 3 稍微下降，变为 2主调。

除了入声字韵尾以外，阳声韵尾-n 也出现[1]韵母，如(波线表示有时读左边的读音，有

时读中间或右边的读音):

山摄 合三:愿lpn~ -lpln~ 、恨h9n~ -h91n" 
臻摄 合一:本 Cpun_ cpuln_ cpul 、门9l1un- 9l1uln 、钝 thun'" -thuln'" _thul'" 、

j哀 Ckun- ckuln 、 丰昆 kun" -kuln~ 

其他 生份陌生 csalJ phun'" - csalJ p~ln'" 

带有[1]音的-n 韵尾字不多，并且较多字中的[1]音比入声字中的[1]音微弱。从上述的几个

字音来看，声调都是低调或调头低调的上声，大部分元音也都是高元音。

总的来说，韵母里的[1]音主要出现在舌尖前伸的舌尖塞音-t 韵尾和-n 韵尾，有一些字变
成-1 韵尾，在高元音或半高元音的后面居多。无论声母的调音部位如何，也无论是口语里使

用的手音还是书面上使用的字音，上述音韵条件下都会出现[1]音，因此我们可以说[1]音的出

现跟韵母关系很密切。

2.2 顶堡番话[IJ音的语音性质
顶堡舍话韵母旦出现的[1]音不太明显，发元音之后，舌尖上升-些，出现[1]音，然后达

到上齿踉而停止(-t 韵尾)，所以可以说[1]音是一种过波音。这[1]音不像北京话的卷舌音那样
舌尖靠近硬愕，而是舌尖靠近在民后，不接触，稍微卷一些，实际音值为m。如上所述，为了

方便起见本文把顶堡舍话的山音记为[1]音。顶堡舍话里的[1]音不在所有的入声韵尾出现，即
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恨不稳定。说话的不同情形也决定是否出现[1]音，即用一般的音量，

用正常的语速轻松地念字或说话时容易出现[1]音，而大声地或慢慢地发音则不出现[1]音。 [1]

音在苦根(软愕音)声母和高元音拼合时比较明显，而且常带[1]音发，如"骨"字。
顶堡舍话里带[1]音字有一个特征:韵母里稍微带一点气噪音(breathy voice)。这气噪音在

阴入字和阳入字都出现，即使向→个字也是有时能比较明显听到气嗓音，有时不明显。在最
靠近入声韵尾的元音出现[1]音时的气噪音比较清晰。下面举两个例字"末"和"骨"字的语
图，若严格用国际音标标注则分别为[m乱þ]和[kn非]。

4 发原来的-t 韵尾的字也是如此，如"铁锈" (铁姓) [that, cSal)]。在末一音节以外不出现[1]音的现象跟育-1
韵尾的江西省南丰县琴城镇的赣方言相同(大岛广美 1999: 7)。有关琴城话的-1 韵尾在第四节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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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 ..末" [m~lk] 图 2. ..骨" [kylt~] 

本文的语图和声波图都用 wavesurfer作图，所录字音的长度大致在 250 至 400 毫秒之间。
图上的黄线之间表示元音[:)]或[u]变成[1]音的过程，其时间极短，"末"字有 64 毫秒，"骨"

字则更短，只有 37 毫秒，但昕起来这两音的[1]音都很清晰。两个语图里的 F2(Formant 2)的

上升表示舌尖移到前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的下降部分，"末"字从[:)]音的 3624Hz降至
[1]音的 2447Hz，差值为 1177Hz; "骨"宁从[u]音 2975Hz 到[1]音 1964H 差值为 1011Hz，从

这些语图的凹的下降变化也能证明舌尖具有卷起的特征，移到靠近踉后部分， [1] ([0)音出
现。我们还需注意的是，轻微的气噪音出现在[1]音部分或[1]音前的元音部分，同时在音波图
上可以看出出现[1]音部分的音强弱一些，作为过渡音出来，也就是[1]音出现于带气噪音和能
量比发元音弱的音段。

-n 韵尾前的[1]音也跟入声字里出现[1]音的情况相同，
即作为一种过渡音出现。并非所有-n 韵尾前都出现[1]音，
带高元音时[1]音比较容易出现，再有就是调值开头或末尾

低值时才出现，调值为 31 调的去声字带[1]音的多一些。上

声 24 调的调头(即 24 调的 2)上有轻微的气嗓音，如"本"
[Cpv.1n]([ Cpv.ln])~[ Cpv.1]([ cpV.m。因 3"本"宇从[u]音 3687Hz

到[1]音 2458Hz，差值为 1229Hz，时间为 41 毫秒，比上面
的两个例宇差值大一点，但昕起来-n 韵尾前的[1]音没有入

声韵尾前的[1]音那些清晰。

顶堡舍话的韵母中为何会出现[1]音呢?从「述的说明
以及第 2.1 节有关[1]音出现的特征来看，顶堡舍话产生[1]

音有两个要素一一气噪音和舌尖齿跟韵尾。气嗓音在喉
图 3. "本" [Cpl:lln] 门带摩擦出呼气，发音时喉咙紧张，舌头全体的肌肉也较

紧张，因此舌头的位置跟发不带气嗓音的音不同，舌位稍低稍后，舌头的中央部位稍微凹下，

舌尖上升，向后卷起一些，移到接近齿跟后头的位置而不接触，便出现[1]，也就是m音。气
流从舌头问侧流出来，然后舌尖移到前面齿跟或牙齿后面部分(-t 韵尾和-n 韵尾)。入声韵尾
-t 里出现的 [1]音字比-n 韵尾多，其原因也跟肌肉紧张有关，要发入声韵尾时带着喉门的紧张

控制气流，同时舌位比发-n 韵尾更拉后一些，舌尖较容易靠近后面的硬腾。声母是舌根音

时[1]音明显，其原因也适用于该解释。

喃
蛐
翩
翩 卜;;;...' ... 吨
...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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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要素主要取决于-t 韵尾和-n 韵尾，跟它们的调音方式有关。发元音之后接着要
发-t 韵尾或者-n 韵尾时，舌位就上升，开口度变小，舌尖前移上齿跟，紧张地控制着呼气。

这个过程中口腔的气流在舌尖上升的情况下流出，更容易造成噪音，也更容易昕到[1]音。这

个情况跟发阴声韵不→样，带气嗓音发阴声韵时，没有控制呼气的韵尾，所以气噪音的气流

只是从口腔流出来，没有被阻挡，不出现[1]韵尾。叮韵尾也是如此，发这个韵尾时得把舌体

拉到软膊后面，由于舌根贴近软膀，肌肉稍微紧张，发-1)韵尾时不出现由于气嗓音舌尖上升

的情况，气流也大都是从鼻孔出来，难于在口腔里发生噪音，因此在顶堡舍话中，古着江曾

梗通摄的-1)韵尾字的韵母里都没有观察到[1]音。

其他入声韵尾-(手日币的调音方式也制约着[1]音的出现。发-t 韵尾时，从元音到韵尾需要

短暂时间，而发喉塞音韵届-?时，发元音后就能同时完成，从口腔流出噪音的时间不多，不

容舌尖上升，而且跟舒声一样没有受制约的因素，因此出现[1]音较困难。 [1]音在入声双唇塞

音韵尾-p 里不出现，其原因是发元音后双唇就立刻闭上，气噪音的气流不能从口腔出来，

因此不具备由于气嗓音而产生舌尖上升的时间。 -m 韵尾也是闭口韵， -p 韵尾字不出现[1]音

的原理同样适用于-m 韵尾字。

[1]音的出现也会因元音的高低有一些差异， [1]音在韵母的元音部分是高元音时很明显。

发高元音时开口度小，从狭窄的口腔出来的气嗓音的气流比发开口度大的如[0]等低元音时

洁晰强烈，容易听到舌尖卷起的[1]([U)音，这个原因跟-t 韵尾和-n 韵尾的情况很相似。

[1]音因元音带气嗓音而出现的现象，除了顶堡舍话之外，同省的景宁舍族自治县鹤溪镇

惠明寺村舍话中也能观察到，详见下文分析。

三景宁惠明寺番话的 [1] 音

笔者 2010 年 1 月到景宁舍族自治县调查鹤溪镇惠明寺村的舍话(以下略称惠明寺舍话)。

惠明寺村位于史图博和李化民(S蚀bel， Li 1932)调查的教木山附近，郑张尚芳和赵则玲的两位
发音合作人出生地的澄照乡潦头村和东坑镇(郑张尚芳 2001，赵则玲、郑张尚芳 2002，赵

则玲 2004)都离惠明寺村不太远。

惠明寺舍话有气嗓音，其气嗓音的程度比顶堡舍话重，非常清晰，如"杂"字音[s~k ], 

声母[s-]和入声韵尾[-t]都不是浊音。惠明寺舍话的气嗓音在入声字中只在阳入宇出现，阴入

无论声母、韵母是什么，都不会出现气嗓音。舒声字也出现气嗓音，调尾低的阳平 32 调和

去声 31 调，还有上声 224 调的调头 22(实际上的调头接近于 21 调)部分容易听到气噪音(到

了调尾 4，即声调最后面的部分就听不清楚气噪音)，跟顶堡番话的在-n 韵届前出现[1]音的

情况类似。其气嗓音的程度比阳入字轻得多，不注意昕的话很难发觉，但这三个调类中，有

调尾 l 的 31 调(去声字)元音带的气嗓音比其他两个调类更为明显，气噪音的出现概率也高

一些。从发音生理来看，气嗓音在高调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喉门和腹部的肌肉力量，因此比

较难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气噪音总是跟低调相配比率高的缘故。

笔者观察到的惠明寺番话[1]音儿能出现在-t 韵居之前。惠明寺番话的[1]吉比起顶堡舍诵

的[1]音不清晰，而只是出现很弱的、很像[1]的音，不带明显的卷舌色彩，而且涉及到的字很

少。发音合作人发音时，有时候出现比较接近[1]音的发音，但很不稳定。惠明寺舍话的[1]

音在发元音的音强不强的时候出来，如图 4 "舌"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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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 4 的有[1]音和没有[1]音的两种"舌"

字音就能容易理解有[1]音时元音变成 [1]音的时

间很短，在音强很弱的部分出现[1]音的缘故。从

[e]音 Hz 到[1]音 Hz 差值大约为 1200Hz，黄线之

间表示[e]音变到[1]音，其时间为 41 毫，从数值

来看，跟顶堡舍话的[1]音出现的情形相似，但听

起来这个[1]音比顶堡番话的[1]音不明显，音强弱

一些，调头较低一些。
图 4. ..舌" [C;;i~h](左)和[C;;iy'lh ](右)

笔者观察到的惠明寺舍话里出现[1]音的过程是:入声韵母的全体元音一定带气噪音，因

有气嗓音，舌尖和跟后之间产生很强的呼气摩擦。舌尖不接触跟后，气嗓音的噪音从上升的
舌尖侧面一下子冲过去，在发元音的时间很短，并且后面的音强削弱的情况下，从口腔出来

的呼气噪音与舌头上升位置造成很弱的、接近旧的音。笔者进一步发现，惠明寺舍话跟顶堡
番话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听到[1]音是在音的强弱、舌尖上升位置不同的情况下，由气嗓音的噪
音产生的，不是由[1]音的卷舌色彩发音的。笔者推断惠明寺舍话的[1]音是像顶堡舍话那样变

成卷舌边近音之前的一个阶段，后来这[1]音发展卷舌边近音的m音。
综上所述，惠明寺舍话[1]音的出现情况跟顶堡舍话有儿个相同点: [1]音的出现不稳定:

有[1]音时一定要出现气嗓音，韵尾的实际音值为[-lt]音。惠明寺舍话跟顶堡舍话一样， [1]音是
韵尾最靠近的元音和韵尾之间由于气嗓音而出现的一种过渡音，不是由于-t 韵尾或J韵尾的
弱化而出现的。土节说的顶堡番话的-n 韵尾里出现[1]音字的声调大部分都是低调，这个现象

与惠明寺舍话的低调里出现气嗓音一致。惠明寺番话的凹音只出现在阳入调不出现在阴入调
的情况，也能证明[1]音跟气嗓音有关系。

从惠明寺番话和顶堡番话的[1]音韵尾的音值为[-lt]来看，顶堡舍话和惠明寺舍话的[1]音
正是变成-1 韵尾的动态过程。顶堡舍话的入声韵尾-t 及舌尖鼻音韵尾4 的演变过程如下:

话舍
>夺川

川
"

明
-

.
惠

话舍保L
L

嗨
〉

话
础
H

舍
二

寺明啬
恋

(元音有气嗓音) (过波音[1] > m膏出现)

丁页堡番话

-Vlt> _V1t 

-Vln > -Vl > -Vl 
([U音)

郑张尚芳和赵则玲都报告过景宁舍话有浊声韵尾，说 "-b 尾和d 尾较油" (郑张尚芳
2001，赵则玲、郑张尚芳 2002: 16)。笔者调查的惠明寺舍话以及东坑镇舍族居民说的舍话

里都没有他们观察到的浊音韵尾， Stübe1和 Li(1932)以及游文良(1999、 2002)描写的景宁番
话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

-lt 韵尾不是只有顶堡舍话和惠明寺舍话能昕到。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里，云南省元江
红~ilJ傣话也有-lt 韵尾。周耀文和罗美珍说: "韵尾-t 闭塞时塞性不强，先带边音-1 后才把舌
尖轻轻抵住上齿跟，实际音值为-11 0 例如 fae 读如 falt ，簸， (米)， th:Je读如 th:Jl1 ，脱， (鞋) 0 "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45) 那说明里头没有关于该语言有无气噪音的记述，但红河傣语的-t 韵
尾较为微弱，而且[1]音都是出现在-t 韵尾前面，跟顶堡舍话带-lt 韵尾的语音特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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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有-1 韵尾的汉语方言
除了顶堡番话外，一部分汉语南方方言也有-1 韵尾。笔者 1993 年调查的江西省中部的

南丰县琴城镇的赣方言(以下简称琴城话)也如此(大岛广美 1995)。如(78B 的调类表示下入) : 

骨 ku178B 、求 mo178B 、变 thu178B 、忽如178B

笔者观察到的琴城话-1 韵尾的[1]音跟顶堡舍话一样，读如过渡音5 ，与顶堡番话[1]音比
较，琴城话的[1]音很明显，昕起来lE~朝鲜语的终声-己(-1 韵尾)的 [1]音相近，但舌位没有朝鲜
语·己那么后，琴城话的发音合作人发[1]音时舌尖稍微触到跟后。

笔者曾讨论过琴城话的-1 韵尾跟声母的强度有关系(大岛广美 1998)，那时举的字音元音

都是高元音，带气嗓音的高元音和声母合并起来发出的音比一般的送气音强度大一些，其声
母的强度可能跟气嗓音有关系。笔者调查琴城话时感觉到元音带的气嗓音比较重，特别元音
是高元音:圆唇前元音[Y]实际上读[y.]音(大岛广美 1995: 127)，发[i]等高元音时也出现气噪

音。气嗓音在口腔里的摩擦程度越重， [1]音越明显。另外，出现」韵尾与否跟发音的状况有
关，若大声地发音，琴城话里不出现旧音(大岛广美 1998: 8国的。 [1]音出现的这些特征，跟顶
堡舍话的[1]音-样。看来，南丰i舌-1 韵尾出现的原因跟顶堡舍话和惠明寺番话的[1]音是相同
的。

除了南丰县以外，江西省北部和南部、湖北省东南部、湖南省东北部以及安徽省揪阳县
和桐城县的一些万言也有-1 韵尾(因为有的资料没有调类号码和声母的记录，有的方言按照
声母分为两个调类，所以本文不标调类)。
江西省北部 修水(通城县方志局 1991): 八辣-al、割则心l、→笔-il

江西省南部

湖北省

湖南省

修水义宁(刘纶鑫 1999): 铁 diel、决 kuel
永修(颜森 1988): 盒 hol、骨 kul、机 ul
都昌(李如龙，张双庆 1992): 达 lal、出d早l

都昌阳峰(卢继芳 2007): 合 h::>1、撤出fl、笔pil

者[5 昌玉阶(杨时逢 1971): 热1;.)1、骨ku;.)1、物v;.)1

铜鼓(杨时逢 1971): 发 fa1、日 1;.)1、必pil、骨ku~1

高安(刘纶鑫 1999): 急tçH、别phiEl

湖口(郑张尚芳 1990): 夹 kal、拔 bal、骨 kuEl
余干(杨时逢 1971): 出th;.)1

南昌(杨时逢 1971): 忽fu;.)1、骨ku~1、物u~1

龙南、长胜、长宁等(郑材 1994): 甲(-)al、害。(-)01?、骨(-)ul? 
通城十里市(赵等 19480 吴宗济 1936 年调查):达 dhal、末 mol、律 li1
平江长寿桂侨(董为光 1987): 抹 mal、哲 t::>1、摄 tS::l l

平江三墩(杨时逢 1974。董同酥 1935 年调查):不。t(1)，骨-u;.)t(l)，日 -y~t(1)
cf.平江(湖南省公安厅 1993): 不p~{、骨ku;}{、日 y;}{

平江(湖南省地万志 2001): 发fa?、割kø?、铁thie?

平江西江(朱道明 2009): 不 pø、末 mø、哲 xæ

5 笔者 1996 年 9 月 21 日在平成 8 年度日本音声学全国大会上宣讲《赣器南童话 η 入声音员尾仁 ":)ò' -c)) (关
于赣语南丰话的入声韵尾)[日文]一文，说明过南丰话的-1 音是一种过技音，其实际上的韵尾是-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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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南部 椒阳(董绍克 1985): 字不详6 -al, -ial, -ual, -yal 
桐城(邢公畹 1962): 笔 pil

还有江西省上高话里[0]之后的[t]韵尾像-1 韵尾(Sagart 1989: 186) 。
汉语方言里的咱l 韵尾主要出现在古山臻摄的今读中。在上述出现-1 韵尾的方言资料里我

们看到几个关于-1 韵尾的说明。关于湖南省平江三墩话入声韵，董同解指出: "t 尾是变值音
位，读 t 或 l 不定，大致的倾向是韵母在 y 介音后容易读1，其他大都读 to" (杨时逢 1974:334)
-1 韵尾的出现不稳定， -t 韵尾Ji!R高元音拼合时容易昕到-1 韵尾，他调查时观察到的-1 韵尾特
征跟笔者调查顶堡舍话和琴城话的-1 韵尾出现情况都一致，而且从-1 韵尾的出现不稳定的情
况来看，他听到的-1 韵尾是过渡音的可能性比较大。 1993 年以后出版的关于平江话的资料。日
湖南省公安厅 1993，湖南省地方志 2001，朱道明 2009 等)里没有-1 韵尾的报告。

熊正辉(1995)和张燕姊(2007)调查的南昌话没有-1 韵尾的记录，但关于南昌话的-t 韵尾张
燕姊说: "南昌市[-t]发音稍有不同，一般并不接触上齿损或者上齿背，而只有舌头前伸的动
作。" (张燕姊 2007: 4) 她说的-t 韵尾的发音特征是由于入声韵尾的弱化而产生的还是跟[1]
音有关，根据这么简短的说明很难作出判断。笔者 1994 年在江西省龙南县调查过龙南客家
话，但没有观察到-1 韵尾，这个观察结果跟刘纶鑫(2001)发表的资料一致。好像对-1 韵尾的
观察，不同调查时间、不同发音合作人以及不同调查人，结果都会有所差异。上述-1 韵尾出
现的情况说明: 1. -1 韵尾主要出现在具有舌尖塞音-t 韵尾的字音中; 2. 元音是高元音时容易
听到四音的多; 3. 由于出现不稳定， -1 韵尾(或[1]音)可能是一种过波音。虽然笔者并无调查
过上述带有-1 韵尾的所官方言，但基本可以断定那些万言的-1 韵尾JÎl~顶堡番话的-1 韵尾不论

是语音性质还是出现的特征都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述方言的-1 韵尾很可能是从-1t韵尾
变化而来的。刘泽民讨论过南方方言入声韵尾的演变情况，他不是专门讨论-1 韵尾的演变及
其原因，他推断-1 韵尾是-t 韵尾演变过来的(刘泽民 2009: 116)。这一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
在上文提到，顶堡舍话入声韵尾的-1 韵尾实际音值是-1t，而上述汉语方言里-1 韵尾的出现特
征跟苍南舍话相同，这就有个具体的演变过程。跟苍南舍话的情况一样，上述的汉语方言的
-1 韵尾的演变过程是:由于气嗓音， [1]先作为一个过渡音出现，演变成-1t，之后-t 韵尾减弱，
变成-(，最后-(消失，变成了-1 韵尾，即-Vt>-V1t>-Vlt>-Vlt>_ Ve>-Vl 0 -1 韵尾并不是从-t 韵
尾直接演变过来的。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出现-1 韵尾的方言点正是跟江西省北部的都昌、修水、湖口，湖

北省东南部的通城以及湖南省东北部平江县的邻县岳阳(湖南省地方志 2001)等能昕到油音
声母的地区大体一致。江西省北部都吕话的资料里有关于-1 韵尾的说明: "1 韵尾在浊音声母
音节中，带音成分明显。在非浊音声母中，带音成分弱些。"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14) 观

察部昌话-1 韵尾出现的情况，可以说明」韵尾跟浊音有一些关系。声母是浊音时容易昕到[1]
音，这使我们联想到顶堡舍话和惠明寺番话出现[1]音的原因是气嗓音。

曹剑芬说: "在常阴沙话里，所谓‘清音浊流'的音(即古全浊字的声母辅音)虽然己同
相应古清声母字的声母辅音没有本质区别，但这类字的韵母元音的发音方式却比较特殊。这

种特殊的发声方式很可能造成形容性的[呵。" (曹剑芬 1987: 106) 她在结论中说，"所谓(吴
语的) ，清音浊流'里的 6浊流'实际上不是声母本身音质的特征，而是韵母元音气声化的

表现，它显著地体现为声调的区别性" (曹剑芬 1987: 109)。庄初升、张凌把曹剑芬说的[且]
看作"气噪音" (庄初升、张凌 2010: 107)。笔者观察到的顶堡舍话、惠明寺舍话以及南丰
话的元音带的正是气嗓音。曹剑芬观察的元音气化是气嗓音，就能证明曹剑芬(1987)提到的
元音气化(气噪音)Ji!R-l 韵尾以及"浊音"的关系。

6 这里参考董绍克(1985: 61)里提到的鲍时祥《似阳方言)) (油印稿)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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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关于上古音韵尾的构拟， 20 世纪初高本汉提出有浊声韵尾后，几位学者也采用浊声韵

尾的构拟音(董同解 1967，郑张尚芳 2003 等)。郑张尚芳说: "把-p-t-k 尾改为-b-d-g 尾，是
有根据的。……朝鲜译音与唐西北方音中舌音为常变流音，朝鲜语是-1，唐西北方音多数是
-[0 -d 变-1、-[自然要比-t 变-1、-[容易些。"他还列举了自己调查的广东连山话和江西湖口

话中具有浊音韵尾的几个字音作为证据，证明他构拟的上古音系统中具奋浊音韵尾(郑张尚
芳 2003: 188)。假如他的看法正确，而且存在他观察的景宁舍话浊音韵尾(郑张尚芳 2001) ，
那么对于从浊音韵尾到百声音-1 韵尾的演变的说明既简单，又有道理。但我们在第三节已经
讨论过，惠明寺舍话韵母里观察到的是气嗓音和[1]音，没有观察到浊音入声韵尾。

高旧时雄以前曾经提出过，从音声上来看上古音里不会存在浊音韵尾(高田时雄 1974) 。
现在虽然能看到不少有关带浊音声母的方言调查报告， {fl除郑张尚芳和赵则玲外还没有学者
表示过调查到浊音韵尾。现在我们己观察到的东南部各地汉语方言的入声韵尾都是一种唯闭
音，跟英语的-p， -t，击和巾，吐， -g 的音值不相同。从目前己知的汉语各方言音韵系统以及汉
语的语音性质来看，也很难说明上古音里浊音韵尾曾经存在过。笔者认为顶堡舍话的-lt 韵
尾跟浊音韵尾以及-d>-l 的语音演变没有关系。

如上所述，除了顶堡舍话以外，江西省、安徽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几个汉语方言点里

也能观寨到-1 韵尾，除了在湘鄂赣皖四省交界地区较集中分布外，其他地点亦有零散分布，

没有地理上的关联。在一般方言里很难听到的-1 韵尾，竟能在互不相连的各个方言区观察到。
我们可以推断，韵母里的[1]音或-1 韵尾的存在表明在中国南方地区有气嗓音或曾经有气嗓
音，它可以成为过去广泛能昕到的发音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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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 [1] in the finals of the She Dialect of 
Dingbao Village of Fengyang She Ethnic Township, 

Cangnan County 

OSHIMA Hiromi 

Abstract Dingbao is one of those vi l1ages in Fengyang She Ethnic Township, Cangn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where the She people liv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ound [1] in the 
finals of the She dialect of Dingbao and explores how the sound [1] came to appear in the finals of 
the dialect. The sound [1] (the sound is ac阳al1y (0) has shown in pronunciations of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s, in front of some rusheng finals and a fmal-n, and these finals have changed to 一lt， -ln 
or 一1. The sound [1] is a kind of glide produced by a breathy voice, and it is not one which changed 
from the sound weakness of the finals, or voiced finals. The She dialect of Huimingsi in Jingning 
She Autonomous County also has the same sound [1] as a glide, and it only shows in a final -t of 
some words belonging to the yangru tone with breathy voice which is not shown in 也e yinru tone.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finals with [1] of the Di咱bao She dialect are not related to voiced finals 
in a She dialect of Jingning, described by a few scholars before, and it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existence of voiced finals in the She dialects and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Keywords She dialects , sound [1] ，自nal -lt, final -ln, final -1, breathy voice, glide[l] , 
voiced retroflex lateral approximan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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