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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考察*

张勇生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提要 古全浊声母在通山方言中的读音按照清化后送气与否可分为四种类型: (1)客赣
型:今读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律送气; (2) 杨芳林型: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 (3) 通

羊型:不论平仄一律不送气; (4) 燕夏型:不论平仄多读不送气，但亦有不少于读送气。本
文对古全浊声母在通山方言中的今读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几种读音类型在历史上的

发展关系，并对杨芳林型的形成原国和过程进行了重点讨论。
关键词赣语、通山方言、全浊声母

通山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幕阜山脉北麓，东与阳新县相连，南与江西省武宁、修水两
县分野，西与崇阳县接壤，北与咸宁市毗邻。通山县是一个山区，境内山峦叠晖，地形复杂，
加上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更和周边移民带来的方言接触，使得这一区方言充满复杂性和丰富

性，其内部悬殊也非常大。据笔者调查，通山方言内部至少有 4 个方言小片， (1) 中部片，
以通羊话为代表，包括通羊、大路、厦铺、闯王、横石潭等乡镇; (2) 西南片，以杨芳林话

为代表，包括杨芳林、三界等乡镇; (3) 东南片，以燕夏话为代表，包括燕夏、洪港等乡镇:
(4) 北片，以慈口话为代表，包括慈口、大版、黄沙铺等乡镇。
赵元任等(1948)曾将通山方言归为赣语。但这一说法由于通山方言古全浊声母读为不送

气清音的表现而不断受到挑战(詹伯慧等 1960; 陈有恒、刘兴策 1986; 朱建颂 2002)。实
际上，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通山方言境内古全油声母除读为不送气清音之外，还有读为

送气清音(和次清声母合流)以及技声调平仄分化读为不送气、送气清音等多种类型。对通山
方言古全浊声母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同时，对进一步明析古全浊声
母在整个鄂东南地区的发展轨迹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通山方言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类型和地理分布
古全浊声母在通山方言中一律清化，清化后今读塞音、塞擦音的主要是[并定从埋崇群]

六母。本文以这六母作为考察对象。调查用字包括《方言调查字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①2009 年 7 月，作者对通山方言的古全浊声母子进行了专门性的调查，本文所用材料如未经特别说明，

均来自本次调查。②本文曾在中日青年学者交流会上宣读(日本金泽大学， 2009 年 12 月 26 日)，蒙岩田礼
教授、石汝杰教授批评、指正，谨表谢忱!③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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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1981 年 12 月新 1 版)中所含[并定从橙崇群]六母字。调查时，发音人读不出来的字→
律不记，故各点调查到的有效手数实际并不一致。如表 l 所示:

表 l

调查地点 调查到的字数 调查地点 调查到的字数

通羊镇范家珑(范 74) 385 厦铺镇厦铺村(陈 60) 385 
横石 i章镇后街(陈 60) 380 杨芳林镇街上(陈 61) 370 
闯王镇小源村(刘 48) 383 黄沙铺镇晨光材(刘 70) 385 
洪港镇茅田河(王 57) 385 总口镇总口村(李 50) 381 
燕夏乡燕下村(华 62) 378 大田反镇鹿眠塘(文IJ 55) 385 
大路乡夺下村(玉 35) 383 南林桥镇青培(肖 59) 384 
洪港镇还调查了三i涛、村(原三派乡所在地) ，共记 385 字。发音人叶祥平，男， 45 岁， 'J、学教师。

对各地调查到的古全浊声母字进行分析归纳，根据清化后送气与否，得到四种类型。

1.客赣型
其特点是除极少数字外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一律读送气清音，这

类型包括县东北部的黄沙铺、慈口、大贩及西北部的南林桥 4 个乡镇。如表 2:

表 2

~丁毛、 桃 奋 勇 病 动 达

黄沙铺 tsh02 f02 tsDø.l tçDiau) pDiall tDml fo) 

慈口 tshaL thoL ts且øL tçhiau) phiarl theIJ) tha) 

大四反 ts"o'" t 且auL ts"ø'" t♀"iau) p"ial)) tDeIJ) t"o) 

南林桥 tsho 二 thaul tshø 二 tçDiauO pDial)O tD.吨3 th05 

阳新 tshol th:)2 tsh:El t l,Ohiau) phiaIJ5 thaIJ) t"o) 

成宁 ts"o'" tDo'" ts"ãL tçDiau) p"iõ) t"OI]) tDo) 

阳在斤以浮暑镇话(十八折村话)为代表，发音人'董谊久，男， 66 岁，退休工人。成宁以浮山街道(大吸

村)为代表，发音合作人'陈大会，男， 55 岁'小学教师。

这种类型是客赣方言的典型代表。湖北省东南部的大冶、阳新、通山、咸宁、嘉鱼亦属
这一类型。在地理上，黄沙铺、慈口、大贩、南林桥靠近咸宁、阳新:在历史上，黄沙铺、

慈口和大版本隶属阳新县， 1953 年才划归通山县管辖。因此，其读音和阳新、戚宁有着→
致性的表现并不奇怪。

2. 杨芳林型

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不送气依声调的平仄而论，大体是平声不送气、仄声送气，
属于这种类型的有杨芳林、三界(原三界乡，今属厦铺镇)等乡镇。地域分布较小。下面是我
们调查到的所有全浊声母字(以杨芳林为例，反例下加横线"一"，有文臼异读的在右下角用
小字注明，下同。):

(1)今读不送气:

驼驮茄婆爬琶把粗茶查蒲菩脯徒屠途涂图除臼锄厨瞿台苔才材财裁量2满~排牌柴盟监鳖
旦是题提蹄啼陪赔直~诵皮疲脾池驰奇臼骑歧琵批菌瓷迟慈磁持其棋期旗锤葵袍桃逃掏陶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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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曹槽巢瓢嫖朝~庭潮乔侨桥条调~和盟~梢头投绸稠筹愁求球潭谭圣王谈痰惭盟韭钳甜叠沉臼
琴禽擒主互檀弹~琴豆豆残盘[钱缠乾虔田填前盘盘团全传拳权额秦陈尘勤芹盆屋存蹲群裙旁螃

篮堂棠唐糖塘藏躲~墙长~短肠场~所床强~壮庞崖朋腾藤疼曾~经层渣橙彭膨棚平坪评主且l情
晴呈瓶萍主亭停廷庭蛊篷蓬同铜桐筒童丛主虫穷从屋

(2) 今读送气:

舵大薄惰坐座部簿步捕埠杜肚皮渡镀篮文助巨拒距聚柱住具惧待怠代袋在大罢寨滞弟

第倍佩队罪兑被避奇文技妓备鼻自宇瘁治忌祈跪抱暴茹道稻盗导皂造跑细赵兆召调~动掉豆
就宙骤舅旧杂暂渐俭捷碟蝶坦文辑但蛋达瓣办拔堡~宜辨辩便~利践贱件别杰健辫电殿奠垫{半

拌叛断段夺圈猪~绝尽阵疾秩近笨突荡君昨丈仗杖状蚌撞雹浊铺邓赠特贼惩直值极白泽择宅
病静靖净郑艇挺钝定笛敌动涧仆瀑独i卖族仲逐轴重~复重~量共

在我们调查到的 370 个全浊声母手中，读不送气的有 199 个，绝大多数都是平声字。反

例有 24 字，分别是: (1) 3 字来自古上声:诞[tã5] I 棒[p;)llJ I 并[pin5]; (2) 10 字来自古去声:
败[pa5 ] I 敝 [pai5 ] I 弊 [pai5 ] I 币 [p旷] I 陆 [pai5 ] I 背动 [pai5 ] I 调~动 [ti~U5] I 盾 [ten5] I 傍
[p呵5] I 竞[tçin5 ]; (3) 11 字来自古入声:闸[ts05] I 炸油~[ts05] I 叠[ti当] I 集[tçi5 ] I 及 [tçi5] I 
恻[ts05] I 截[tsi5] I 剧[tçy5] I 在[tsai5] I 毒[tau5] I 局[tçy5] I 。来自古上声和去声的 13 个字
多为非常用字，其读音很可能来自书面语的读音。来自古入声的 11 个字既有常用于也有非
常用字，常用字的读音可能和周边强势方言的惨透有关(见下文的通羊型)。

今读送气的 171 个手中，除"除[tçγ] I 奇 [tçhi2] I 沉 [tshen2] I 便~宜 [p~5] I 重~复
[tshlln5] "五字外，一律是仄声字。需要说明的是[除奇沉]兰字有文白异读，并且读送气的情
况是属于文读形式:另外[便~宜，重~复]二字今读阳去调，可能和来源于古仄声的[便~利，
重~量]读音有关。如果把文读形式和读同其他来源的字去掉，那么杨芳林方言的古全油声母

字在仄声中读送气的情况就几乎没有例外。

3. 通羊型
这一类型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的不论平仄基本上读不送气清苦，读送

气的极少(百分之十以下)。这种类型与清化后的新湘语极为相似。其分布以城关通羊镇为中

心向东南(包括大路、厦铺等乡镇)、西南(包括闯王、横石潭等乡镇)方向延伸。这种类型地

域分布较广，是通山方言的主要类型。如表 3:

表 3

乡之、 挑 蚕 舅 病 动 达 独

通羊 ts02 t;)2 ts∞2 tçi;)u5 piaIJ5 tg95 to5 tau5 

横石潭 ts02 t;)2 tsø2 tçí05 pia95 惚IJ5 to5 tau5 

闯王 tSD2 t:l2 tsø2 tçio5 
I>la1) taq5 ta5 tau5 

大路 ts02 t,,2 tsø2 t♀io雪 piarl te95 to5 tau5 

厦铺 tSD2 t:l2 ts02 t♀i05 piCl_1)5 ω1)5 tD5 tau5 

各地的反例如下:
通羊 14 字E 滞[tsh15] I 1岐[t~h2] I 造[tshau5] I 跑[phau3] I 挑[thieu4] I 辑[tshai5] I 判[phø5 ]

|圈臼[tç\e5] I 突白 [thau5 ] I 艇[thin3 ] I 挺 [thin3 ] I 寂白 [tshaiS] I 仆 [p~5] I 瀑[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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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石潭 14 字 z 滞[tS')5] I 1技 [tç;hi2] I 造 [tshau5 ] I 跑 [phau3 ] I WHthiau4] I 辑 [tshai5 ] I 叛
[ph的|圈臼 [tç;\e5] I 秩[ts~5] I 突[巾的|艇[thin3 ] I 挺[thin3 ] I 仆 [p'U5 ] I 瀑[p'U5 ]

闯王 21 宇:滞[tsh15 ] I 佩[phai5] I 萄[fau2] I 造[tshau5] I 跑[phau3] I 跳[fiau4] I 辑 [tshai5 ]
|叛 [phø5 ] I 圈臼 [tç;\e5] I 秩[ts~5] I 突 [fau5] I 惩 [tshcn2] I 白 [phe5 ] I 呈 [tshan2] I 郑 [tshan5 ]
|艇[fin3 ] I 挺 [thin3 ] I 寂臼 [tshai5 ] I 篷[phaIl] I 仆 [p'U5] I 瀑[p'U5 ]
大路 20 宇:大[tha5 ] I 脯[p'U2] I 第 [thai5 ] I 佩[phai5] I 岐 [tç;hi2] I 跪[k'Uai4] I 造 [tshau5 ]

|跑[ph削3] I 跳[thieu4] I 拔[pha5] I 叛[phø5] I 圈自 [tç;\e5] I 秩[ts~5] I 突[thau5 ] I 惩 [tshcn2] I 
艇[thin3 ] I 挺[thin3] I 寂[tshai5 ] I 仆 [p'U5] I 瀑[phU5]

厦铺 17 宇:脯[p'U2] I 佩[phai5] I 岐[tç;hi2] I 造[tshau5] I 跑[phau3] I 跳[thieu4] I 拔[pha5]
|叛 [phø5] I 国白 [tç;hye5 ] I 秩 [tsh15] I 突臼 [thau5] I 惩 [tshcn2] I 艇 [thin3] I 挺 [thin3 ] I 夜 [tshai5]
|仆[p'U5] I 瀑[p'U5]
①以上"圈"、"突"、"寂"等字的文读音读相应的不送气音，如通羊:圈文[tç;ye5] I 突

文[tau5] I 寂文[tsai气。②跳[thieu4] 、挺[廿in3]二字在中古有两个反切，如，跳:他吊切，效开
四去啸头:又徒聊切，效开四平萧定。挺:广韵徒鼎切，梗开四上迥定:又集韵他顶切，梗
开四上迥透。这两个字的今读音很可能和另一个次请声母的反切来源有关，可不算作例外。

注意以下几个现象:

(1)各地读送气音的字高度→致。
(2) 既有口语中的常用字，也有非常用字。

(3) 各地今读送气音的宇均分布在仄声字中。

(4) 有文白异读的一般文读不送气，白i卖送气。
由(1)可见这些字读送气音与否绝非偶然。 (2)既有口语中的常用字，又有非常用字说明

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3)亦证明了这一点。送气音字均分布在仄声字中
让我们联想到杨芳林的类型，如果说是受杨芳林型的影响，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杨芳

林型使用的人口很少(大概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丽且地处偏僻的山区，很难对其他方言
产生影响。故上述例外的形成很可能另有其因。

4. 燕夏型
燕夏型主要分布在通山县西南部的洪港、燕夏、三源等乡镇，这一类型正好处于杨芳林

型和通羊型之间。把它归为杨芳林型(黄群建 1994 把这一类型归为杨芳林型)和通羊型都有
理可说，不如单列一类。

其特点是古全浊声母今不论平仄多读不送气清音，另有较多的宇今读送气清音。以燕夏
为例，在我们调查到的 378 个全浊声母宇中有 318 个字均读不送气音，另有 60 个字读送气

音。今i卖送气音的字全部列举如下:

上声 14 宇:坐[tsh05] I 簿[p'U5 ] I 巨 [tç;\5] I 拒 [tç;\5] I 距[tçhi] I 柱 [t♀\5] I 跪[k'Uei5 ]
|抱[phau5] I 造[tshau5] I 淡 [thã5 ] I 近[tçhicn5] I 艇[thin3] I 挺[fin3] I 重轻~[tshRIl]
去声 12 宇:薄~荷[ph06] I 敝[phi5] I 弊[phi5] I 滞[tsh15 ] I 被~打[phf5] I 避[phf5] I 备 [phf5]

|鼻[phf5] I 导 [thau5] I 调~动[thie5] I 宙[岱hau5] I 叛[phø5]
入声 34 宇:杂[tsha5 ] I 捷[tç;hi5] I 辑[tshEi5] I 及 [tç;hi5] I 达[tha5] I 拔[pha5] I 别 [phi5] I 杰

[tç;hi5] I 截 [tshi5 ] I 叛 [phø5] I 夺 [thø5] I 绝[tshi5] I 秩[ts~5] I 突[廿au5] I 薄厚~[ph05] I 浊 [tsh05]
l 特 [thø5] I 贼 [tshf5] I 直 [ts~5] I 值 [ts~5] I 极[tçhi5] I 泽 [tshé] I 择 [tshf5] I 宅 [tshf5] I 笛

[thEi5] I 敌 [thfi5] I 仆 [p'U5] I 瀑 [p'U5] I 独 [thau5] I 读 [thau5] I 族 [tshau5] I 毒 [thau5] I 逐
[tshau5] I 轴 [tsha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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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下来，让我们很惊讶，这 60 个字也几乎全部来源于古仄声字(其中入声字最多，占
54%) 。

图 l 通山方言古金浊声母今读类型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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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修水、武宁三地古金浊声母的今读情况是:崇阳古会浊声母今读不送气浊音(和友:青声母合流) ; 

修水古金浊声母读送气?虫音(和失清声母合流) ;武宁古全浊声母今读音兼有不送气;虫音和不送气清音(次清

声母今读送气:青音)两种。(武宁、修水根据刘纶鑫 1999 ，崇阳根据笔者调查)。

以上四种类型，客赣型古全浊声母和次请声母合流，今读送气清音:而通羊型则恰好相

反，今读不送气清音，和次清声母保持独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两种类型应有本质上
的区别。杨芳林型正好处于这两者之间，既有读送气的(来源于古仄声的字)，也有读不送气

的(来源于古平声的字)，读送气的和次清声母合流。杨芳林型和通羊型、燕夏型的不同之处
在于:从i卖不送气音字的分布来看，通羊型、燕夏型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平声字和绝大多数的
仄声字，共同之处在于，三者读送气音的手均未源于仄声字。

上文提到，通山客赣型的形成可能和其特殊的地理历史有关，在地理上，大贩、葱口、
黄沙铺等地靠近阳新、咸宁(相隔只有数公里)，并且在历史上，这几个地方原来一直都是阳
新的辖地，直到 1953 年后才划入通山。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客赣型的发展演变很可能和邻

接的阳新、戚宁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关系。

通羊的类型，联系周边的武宁县来看，在武宁境内，古全浊声母分布着不送气清音和不
送气浊音两种读音类型(刘纶鑫 1999)。根据笔者调查了解，两种读音类型在武宁的分布情

况大致是:武宁北部特别是靠近通山的区域今多读不送气清音，中部和南部今多读不送气浊
音。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看，在历史上，通山和武宁很可能曾是连成→片的一个区域，在这

个l><:域均分布着不送气浊音，只不过后来在通山及武宁的北部区域发生了清化的演变。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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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为什么清化后没有走向和次清声母合流读送气清音的路子(就像周边的阳新方言那
样)。有一种可能是通山方言发生洁化的演变时，己经是比较晚近的时期了，所以，没有赶

上客赣方言的那股"潮流"。燕夏型和通羊型相比，主要的区别在于燕夏型今读送气音的字
数要多一些，过去很可能是同一个类型。只不过由于燕夏、洪港等地区由于受到阳新方言的

影响(注:根据《通山县志))，燕夏所在的地区历史上也有一段时间曾属阳新的辖地)，所以
读送气音的字数要多一些。

在分布图上，杨芳林的类型很像一个孤岛，夹在其他类型之间，其西部的崇阳和南部的

修水等地分布的都是全浊声母的类型(和次清合流)，北部的南林桥分布的是客赣型，东部的
厦铺是通羊的类型。不过就通山境内而言，通过今读送气音的表现可以把它和通羊、燕夏的
类型联系起来，上面讲到，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古全浊声母今既有读送气音的、也有

读不送气音的，读送气音的一律是仄声字。由此，我们推测，这三者在历史上很可能都曾经
历过古全浊声母按平仄进行分化的阶段。只不过在通羊、燕夏的区域，这种演变只经历短暂

的时间，然后就和杨芳林的类型走了不同的演变路子。

二杨芳林型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我们知道切韵系统有三套塞音塞擦音:全清、次清和全浊，分别读不送气清音、送气清

音和不送气浊音(李荣 1956)。发展到现代各大方言，只有吴语和→部分湘语保持这种全浊
声母仍读带音声母的"三分"格局，其他方言则一般情化为不带音声母。请化的方言巾送气

与否，大都以平仄为条件。或不论平仄一律送气，如客赣方言。或不论平仄读不送气，如一
部分湘语和平话。或者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如官话方言。或平上声送气、去入声不送气，

如粤语。也有一部分方言(如闽语)不论平仄，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并且看不出分化的音韵条

件。而杨芳林型平声不送气，仄声送气的类型，这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是十分少见的。据庄初
升(2004)，粤北南雄百顺方言也属于这种类型，如:爬[pa52]、茶[tsa52]、锄[ts052]、桃[tA52] 、
曹[tSA52]、球[tç;ie52]、办[phaIJ34]、柱[tS\t33 ]、助[tsh034]、弟徒~[~i34]、造[tShA34]、舅 [tç;hie33] 、
白 [pha323 ]、毒[~0323] 。另据陈满华(1995-1996)所提供的词汇，属赣语来资片的湖南东南部安
仁方言，全烛声母的今读也是这种模式，如:田[tï35] 、婆[p035]、皮[pe5]、柴[tsæ35] 、动 [theIJ31] 、
大 [thæ31 ]、地[the 1 ]、柜[k\te31 ]、白 [pha44](安仁方言的材料转引自庄初升 2004) 。

庄初升(2004)谈到以上现象时认为，古全浊声母今按平仄分化分别读为不送气、送气的

类型很可能跟全浊声母清化时演变次序上的不同步性有关。即古全浊声母清化时，仄声先请
化，请化后读送气清音:平声字后请化，受到另外规律的作用，结果朝相反的方向演变，发
展成不送气清音。对于庄先生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证据。

根据陈晖(2006)的调查，湘方言的常益片(邵东牛马司、新邵寸石)、委绍片(邵阳五峰铺、邵
阳大祥、新宁金石，泸溪浦市、花垣麻栗场、会同朗江、洪江殃州、吉首万洛江、激浦桥江等)古全浊

声母清化时，平声字和仄声字就存在先后次序土的不同。古全浊声母字在这些方言中的读音
表现为: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仍较完整地保留浊音，古入声清化后读送气清音。另外，在湘方
言的辰淑片和西南官话的吉永片的部分方言点古全浊声母发生更进一步的清化，所有仄声字
都发生清化且读送气音，而平声字还保留浊音。而在岳阳荣家湾所属的湘语长益片里，大部
分方言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古平声读不送气清音，仄声兼有送气、不送气两种类型(注:
陈晖 2006 认为仄声中读不送气的可能与官话的影响有关)。

上述方言古全浊声母的演变次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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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①②③ 
入声(读送气)→去声或上声(读送气)→乎声(读不送气)
一般认为在调值(或调型)上'中古入声和去声接近(如李荣 1956) 。

杨芳林型(包括粤北南雄北顺等地的方言)方言古全浊声母清化时，很可能也是按照图 2
那样的次序进行的，即发生清化时，入声宇先清化，接着是去声字或上声字。我们假设，这

个时候，通羊型的方言的部分仄声字也开始清化。等到杨芳林型方言的平声宇开始清化时，
通羊型方言开始大规模的发生清化，并且在这个时候清化的规律突然发生逆转(可能和明末
湖南和江西东北部大规模的移民有关)，一律朝着不送气的方向演变。在这个规律的驱使下，
杨芳林型方言的平声字才一律变为不送气清音。因此，才形成了今天杨芳林、通羊两种相互

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类型。当然，有些学者认为，古全浊声母清化时送气与否，和声调调值本
身的特点可能也有关联。麦耘(1998)认为，古全浊声母清化时气声化与否和声调调值的高低

曲折是有关系的，"声调(或调头)底，意味着音节的初始基频底，发音时需将喉头往下压。
声调(或调头)高则意味着音节的初始基频高，发音时须将喉头往上抬。前者与发气声化音的
动作相一致，而后者则与之相反。声调高或调头高，发气声化音就不容易:反过来说，气声
化音节的调头不容易念得高。"我们相信，音变的发生往往有音韵内部的条件，不过，在共
时平面上，我们日前没有找到任何有关音变条件的线索。对这个问题，本文不打算展开来说。

倒是有一点，我们认为不能忽略的就是地理因素对这一带方言的作用。方言地理学有一句名

言:位于方言边界处的区域在语言上往往最容易发生各种创新性的变化(岩田礼 2009)。我

想，这句话有利于解释方言边界处出现的各种纷繁芜杂的"变异性"特征。杨芳林(通山)位
于南北方言的过渡地带和多种方言的交汇区。在鄂东南，也是处于东西两片方言之间(注:
陈有恒、刘兴策 1986 将鄂东南方言区分为东西两片)，从这个角度说，出现种种奇怪的语音
现象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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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ancient VO initials in Tongshan Dialects 

ZHANG Yong-Sheng 

Abstract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ancient voiced obstruent (VO) initials can be divided 
into 岛ur type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are aspiration after being devoiced. 1. The Hakka-Gan. 
All those that are pronounced a岱icative or fricative should be aspirated, no ma忧er whether they 
are level or oblique. 2. The Yangfang. The pronunciation level of this type is aspirated, oblique 
unaspirated. 3. The Tongyang. All initials of this type should be un部pirated， no ma忧er whether 
they are level or oblique. 4. The Yanxia. All should be unaspiratcd, no ma忧er whether they are 
level or oblique. But,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initials that are aspirated. The present 
pronunciations of the ancient VO initials in Tongshan dialect are thoroughly studied in this paper 
to disc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pronunciations mentioned in the procedure of the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forming cause and course ofthe Yangfang. 

Keywords Gan dialect, Tongshan dialect, VO ini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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