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先等韵类分合,吴、闽语寒韵字的读音特点也是观察南朝 �切韵 �与现代方言历史关系的重

要途径。

1. 2 �切韵�中的寒韵字
北宋陈彭年等编 �广韵 � ( 1008)卷首平声之韵目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依次为 �寒 �桓 �

删 �山 �。尽管各家对于�切韵�韵类有不同的构拟,但几乎都承认有后* �、前* a的对立,亦即

果 (假 )、蟹、效、山、宕 (梗 )、咸诸摄的一等韵 (及果、宕摄的三等韵 )的主元音读 * �, 相应的二

等韵读 * a。麦耘 ( 1995: 102)用现代方言、梵汉对音、韵图、宕摄入声字的读音等材料说明,

�切韵�时代的寒韵字更可能读作圆唇的 * �n� 。实际上, 从类型学、标记论的角度来看,世界

语言的前元音往往倾向于不圆唇,后元音则经常是圆唇元音, 也就是说前不圆唇、后圆唇元音

都是无标记的 (Hock, 1988: 21)。人类的口腔呈前宽后窄的喇叭形, 后腔与前腔相比,可活动

的空间要小一些,从而可辨别的音少于前腔的音。不圆唇的 [ �]与圆唇的 [ � ]在舌位、音色上

很接近,因此将寒韵拟作 * �或* �大致无别。

从现代音系学的角度看, 可将中古汉语的声母划为钝音性 ( grave)、锐音性 ( acute)两类。

唇音 (帮系 )、软腭音 (见系 )属于钝音, 齿龈音 (端知系 )属于锐音。由此, �切韵 �一等寒韵字
的特点包括: ( a)声母不论钝 /锐都读成合口的 * �n, ( b)有别于二等山删韵字 * an。

张琨 ( 1985)详细讨论过 �切韵 �中读后 * � (张文拟作 * �)的一等韵、读前 * a的二等韵在

现代方言中的演变情形。张文提到, �前 * an包括�切韵�山删韵, ���切韵�寒韵舌头音声母

字也读入 * an韵, ��后 * �包括 �切韵 �寒韵字 (舌头音声母字除外 ) � ( 1985: 90)。下文将具

体说明,目前一些吴语方言的寒韵白读层, 仍然将寒韵舌齿音声母字读作后 * �,同时和 �切

韵 �二等山删韵的舌齿音声母字不同音。

汉语方言间的层次包括两类: (一 )源自内部演变的自源层次, 可以有连续式、离散式音变

两个次类型; (二 )源自语言接触的外源层次, 亦即在同一方言中具有不同音类来源的叠置式层

次 (徐通锵, 1991;王洪君, 2006)。有学者主植提斤于忿葵暧层明, 3Õ *À .] ?{ :N 4�?3:� *� .] ?3 :w ?X6{ �b 624ª *� 3º (Ë ?° 6l /À (õ 4Z 6ý (¥ 3� ?÷ 4ª *] *Í , ,� *² 6µ 4� .] ?{ :Ë:� ?÷ 98 ?¥ (ß 9Â aT ?{ (Ò 6� (d (÷ 4ª 8O(9f .8 aT 8O3E)3� ?÷ 4ª (Q , 8O*]8O?y ,# 8q3k; 8w?÷ 4ª 98(§ 4d *PÀν瘋寒韵巽枝读源层跃对枝佐。

1�2 )e 988O(¥3� ?÷ 4ª98�̀༁切韵� ֧ျݥᄑֻૼ, 6Q62v2)e 988÷ 6� , 9ì )q :� (¨ :ë , 6e 9k *¡ 4Ã .^ )T ?í 8O(9Ü? , 4] H| *{ ,I ( 9Á � 。舞脂铀显明, 6Q(l ?ý (¥ )e 98rô 9Ñ??¦?33ý :å a÷ 4ª (Q

4ª 98P, ?{ :Ë 3s *E6I 6Ã 4� (© 6e 9µ 4X?{ aYa] (¡ ; �í9� ){ ?| (Q , .] :. ?· .� ?¿ 3E(© 98 (擅 �2

98 ; 9[ 6| )e 9O3� 3s *� :g (¥ 8?��2,ö ,÷9O3� 3� 3P:g,W* an,øC 9« ?{ :Î *|?í?{ :V6H7³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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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以上根据近年来发表及个人调查的资料, 分析文白异读层次、观察音类分合关系,同时参

考汉语语音史,提出了北部吴语、南部吴语和闽语的寒韵字分别有两个层次,层次 �为海门、常

山等七个北、南吴语和闽语中寒韵锐音声母字的白读层, 音类上与寒韵钝音声母字同韵,且有

别于二等山删韵,该层次与南朝 �切韵 �的格局大体一致;层次�则为海门型吴语、闽语中寒韵
锐音声母字的文读层,也是见于其他吴语的层次, 音类上与寒韵钝音声母字不同, 且与二等山

删韵合并,该层次和晚唐 �北宋以来的北方官话保持一致。由此, 为吴、闽语历史关系的探讨

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同时也对张琨先生 ( 1985)关于现代方言中寒韵舌齿音声母字只读同

山删韵字的看法作了一些补正。

从移民史来看,太湖流域地区 (如苏州、绍兴、杭州、宁波等 )是接受南朝、晚唐、北宋末几

个时期北方移民潮的重镇,权威官话的影响可想而知,这些地区的方言材料也已很多。寒韵字

的 �切韵 �特征在这些吴语里已难觅踪迹, 在吴语区东北、西南角落两端的方言却还清晰可见。

较边缘的海门、启东、崇明等吴语相对于上海、苏州话来说并不引人注意,大量浙南吴语的翔实

材料也是近年来才陆续得以刊布, 吴语寒韵字的保守层次呈对角线的区域式分布,既颇有兴

味,又耐人深思。另外,通常认为, �吴闽有密切关系的材料主要集中在浙南,而北部吴语则相

对的少见� (丁邦新, 2006: 4),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从虚词史来看, 北部吴语与闽语同样具有深

层的历史联系 (郑伟, 2010)。本文所论表明, 除了鱼虞、覃谈有别等已有的研究以外,寒韵字

的层次 �也是北、南吴语和闽语对 �切韵�成分的共同保留 ( the shared retention)。今后在做

吴、闽语比较时, 北部吴语的材料应给予一定的重视, 实际调查中也需要有意识地关注文白异

读的历史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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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h i pattern and each sy llab le�s tone sandh i status.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ne sandh i status and the tone

va lue decides the representa tion o f each syllab le�s tone. Through the rules at each leve l and the dynam ic operation,

the linear speech flow acqu ires mu ltip le functions, such as rhym ing, expressing g ramm atical and sem antic

d ifferences, m oods and so on. Com pa red w ith o ther Chinese d ia lec ts, the Shantou d ia lect has tw o bear ing s on the

study o f the tone sandh i typo logy: 1) W hethe r a ll the tones unde rgo tone sandh i and whe ther the tone sandh i expands

to the who le sentence; 2) W hether the tone sandhi ru les apply to othe r levels besides the phono log ical leve .l

K ey w ords: the Shantou dialect, tone sandh,i dynam ic ope ra tion, typ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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