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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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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漢學家羅杰瑞在〈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1994) 一文的結論指出：

閩語基本上有秦漢、南朝、晚唐三個時間層次。丁邦新〈重建漢語中古音系

的一些想法〉(1995) 則指出六朝時期的中古音實際上應該分別擬測為江東方

言（金陵）及河北方言（鄴下）。梅祖麟先生〈閩語、吳語和江東方言之間的

關係〉(1999) 一文則指出：閩語、吳語都具有古江東方言這一時間層次，不

過我們還需要把這兩個方言的層次之間對應的情況加以釐清。有了上述諸位

前輩學者的啟發，本文即擬以閩方言為對象，透過《切韻》及《韻鏡》所提

供四等韻──齊、蕭、添、先、青──的框架來分析閩方言豐富的文白異讀

中所呈現的語言層次。 
 
關鍵詞：漢語方言學，文白異讀，時間層次，四等韻，古江東方言 

1. 前言 

  美國的漢語方言學學者羅杰瑞 (Jerry Norman) 曾在〈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

(1994) 一文中提示有關閩方言時代層次分析的方法，羅氏指出，透過閩語的三個

詞彙層次可以跟三個歷史階段配合。以先韻四等的「天」字為例： 

天 時代層次 將樂 廈門 福州 
第一層次 秦漢層 t h a~”1 — — 
第二層次 南朝層 t h i e N1 t h ~”1 t h i e N1 
第三層次 晚唐層 t h i e N1 t h i e n1 t h i e N1 

根據羅氏的說法，閩方言中秦漢層次的歷史來源是秦始皇、漢武帝時期派駐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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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的軍隊，在 Chinese 中，羅氏稱之為「古南方漢語」(Old Southern Chinese)。
南朝層則來自西晉永嘉之亂後的北方移民，羅氏根據周祖謨的研究 (1966)，指出

這一層次就是所謂的江東方言，也就是丁邦新 (1995)、梅祖麟 (2001) 所謂的金陵

音系。至於晚唐層則是以長安音為基礎的唐代標準語。 
  細究羅氏之所以能指出閩語不同規律的音讀與歷史分期的關係，主要的方法

有兩種： 
  一、利用歷史語言學所揭示的比較方法 (the comparative method) 來對比出不

同方言中保存的不同時間層次。我們觀察上列字表，從音韻的角度來看，將樂、

廈門保存了兩套規律（也就是兩個時間層次），福州只有一套規律。但從比較的觀

點來看，將樂的兩套規律與廈門的兩套規律並不對當：將樂一套字是沒有介音 i
的鼻化音 [a~”]，一套是有介音 i 的 [i eN]；廈門則一套是 i 的鼻化韻 [~”]，另一套是

有 i 介音的 [i e n]。很顯然的，由將樂、廈門的比較，可把閩語析為三個時間層次： 
 
  (1) [a~”] /—；(2) [ieN] / [~”]；(3) [i e N] / [i e n] 
   

二、羅杰瑞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同源雙形詞」、「同源三形詞」（羅氏稱之為

doublet、triplet）來指認單一方言內部涵攝的三個時間層次。例如，羅杰瑞先生指

出廈門的「席」、「石」兩字都有三個音讀： 
 

 秦漢 六朝 晚唐 
石 t s i o /8 s i a /8 s i k8 
席 t s h i o /8 s i a /8 s i k8 

 
對於使用或熟悉閩方言的人來說，羅氏所謂的「同源雙形詞」、「同源三形詞」可

以理解為「文白異讀」(colloquial-literary strata)。楊秀芳 (1995) 指出，面對「文

白異讀」這一語言事實，吾人需借鏡歷史語言學者從語言層的觀點來探索，藉以

把不同來源的語言剖析清楚，這一研究所關切的是早晚期語言層的分別。 
  有了上述諸位前輩學者的啟發，本文即擬以閩方言為對象，透過《切韻》及

《韻鏡》所提供四等韻──齊、蕭、添、先、青──的框架來分析閩方言豐富的

文白異讀中呈現的語言層次。 
  在語料的取材方面，從事單一方言內部比較的工作，必須要儘可能地蒐集到

該方言所有的材料，並仔細地比較這批材料，接著要篩選材料來說明語言現象。

本文採用八個閩方言：福州、寧德、廈門、揭陽、永安、莆田、建甌、建陽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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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討論的根據。根據張振興對閩方言的分區來看，這八個閩方言的歸屬及資

料來源如下：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方言歸屬 閩東侯官片 閩東福寧片 閩南泉漳片 閩南潮汕片 

資料來源 《漢語方音字匯》 沙平 1999 《漢語方音字匯》 蔡俊明 1976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方言歸屬 閩中 莆仙 閩北 閩北 
資料來源 周長楫, 林寶卿 1992 李如龍 1996 林連通, 潘渭水 1998 潘渭水 1994 

  從《切韻》及《韻鏡》等書面文獻來看，所謂四等開口韻凡十八個韻目，包括： 

 陰聲 陽 |入 聲  
韻目 齊薺霽 蕭篠嘯 添忝掭 帖 先銑霰 屑 青迥徑 錫 
韻尾 *-O *-O *-m *-p *-n *-t *-N *-k 

以下我們將以這十八個韻（下文的討論舉平以賅上去或上去入）在閩方言中的今

讀來說明閩語四等韻具有的三個時間層次。四等韻包括開口合口，基於篇幅及討

論的方便，我們只就開口韻部分加以探究。 

2. 閩方言四等韻的層次分析 

  從齊、蕭、添、先、青諸韻在這八個閩方言的音讀表現來看，《切韻》的四等

韻至少有三套演變規律。以下分別討論： 
 
2.1 齊韻的層次分析 
2.1.1 第一套：層次Ⅰ 

表一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a i a i a i a i a a i E e 

臍 s a i2 t s a i2 t s a i2 t s a i2 t s a2 t s a i2 t s h E5 t h e2 
西   s a i1 s a i1  ¬ai1   
犀 s a i1  s a i1 s a i1     
婿 s a i5 s a i5 s a i5 s a i5 s a5 ¬a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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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齊韻第一層次有很整齊的音韻特徵，就是沒有介音 -i-。 

  二、上表中閩東、閩南、閩中、莆仙的例字有一致的表現。比較需要討論的

是閩北方言的讀音。以下我們列出臍、使、菜、栽、獅在這八個方言中的音讀來

討論：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臍 |脂 :齊  s a i2 t s a i2 t s a i2 t s a i2 t s a t s a i2 t s h E5 t h e2 
使 |之 :之  s a i3 s a i3 s a i3 s a i3 Sia3 s a i3 s E3 s e3 
菜 |之 :咍  t s h a i5 t s h a i5 t s h a i5 t s h a i5 t s h a5 t s h a i5 t s h E5 t h e5 
栽 |之 :咍  t s a i1 t s a i1 t s a i1 t s a i1 t s h a1  t s E1 t s e1 
獅 |脂 :脂  s a i1 s h a i1 s a i1 s a i1 Sia3 ¬ai1  s e3 
（ | 後依序是上古韻部：中古韻目） 

 
由方言比較來看，閩北方言的「臍」讀為 [tse2] 的類型與其他六個閩方言完全平

行對應，因此閩北方言的 [e] 與其他六個方言的 [ai] 是屬於同一層次。總的來

說，這八個閩方言的齊韻字都保存著一套比《切韻》時期更為古老的層次。羅杰

瑞 (1981) 在 The Proto-Min Finals 一文將臍字構擬為 *´i，由我們以上的兩張字表

來看，我們支持這一構擬。再者，我們不難發現，閩東的福州、寧德，閩南的廈

門、揭陽等方言的齊韻讀為 [ai]，這一音讀的上古音來源是之、脂兩個韻部，顯

然表現的是上古音的格局，因此我們認為齊韻的第一層次是秦漢（甚至更早）時

期的音讀。 
 
2.1.2 第二套：層次Ⅱ 

表二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E/a E ue oi e e a i a i/çi 

底 t E3 t E3 t u e3  t e3 t e3  t ç i3 
體 t h E3  t h u e3 t h o i3     
蹄 t E2 t E2 t u e2 t o i2 t e2 t e2 t a i2 t a i2 
犁 l E2 l E2 l u e2 l o i2 l e2 l e2 l a i2 l ç i2 
齊 t s E2 t s E2 t s u e2  t s e2 t s e2 t s a i1 l a i1 
妻 t s h E1 t s h ø1 t s h u e1   t s h e1  t s ç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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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s E3 s E3 sue3 soi3 s e3 ¬e3 s a i3 s a i3 
細 s a5 s E5 sue5 soi5 s e5 ¬e5   
溪 khE1 khE1 khue1 khoi1 khe1 khe1 khai1 kai1 
雞   kue1 koi1 ke1 ke1 kai1 khai1 
替 t h a5 t h E5 t h u e5 t h o i5  t h e5 t h a i5 hai5 

 
說明： 
  一、由字表二來看，齊韻這一層次的音讀與第一層結構上相似，也是沒有介

音 -i-。另外，福州的 E/a 主要是因為變韻。馮愛珍 (1998:10) 指出，福州方言有

所謂緊音、鬆音的變化，緊音出現在陰平、陽平、上聲及陽入四調，鬆音則出現

在陰去、陽去及陰入三調，換句話說，緊鬆音具有互補分配的現象。再者，在連

讀時，鬆音作為前字會變為相應的緊音，緊音則依然保持其緊音的徵性，很顯然，

緊音比鬆音穩定。福州有一批齊韻字讀為 [a]，例如：弟 [ta6]、第 [ta6]、涕 [tha6]、
替 [tha6]、帝 [ta5]、遞 [ta6]、隸 [la6]、麗 [la6]、細 [sa5]，這一批字都是去聲

調（包括陰陽去），也就是「鬆音」，與其相應的緊音為 [E]，因此我們可以將之歸

入層次Ⅱ。 
  二、字表中最特別的應屬廈門的音讀 [ue]。針對這個問題，張光宇 (1990)、
李如龍 (1996) 兩位均傾向於以建甌的 [ai] 為原始形式。張光宇 (1990:80) 並指

出齊韻在廈門話有如下演變： 

  ai（建甌、建陽）→ oi（揭陽）→ ue（廈門） 

張先生指出，建甌到揭陽是元音高化 (a→o)，揭陽到廈門是元音後化 (o→u)。不

過，我們覺得這樣的構擬會讓我們產生一個問題：倘若齊韻第二層讀音原本就是

個 *ai，那麼當這一層次的音讀傳入閩地時，想來必然有大批的字讀音與第一層的

*´i (→ai) 相混，因此齊韻讀為 -ai 的應該為數不少。然而從我們上文的表一來看，

只有基本常用詞如：人體部位的「臍」、表方位的「西」、動物的「犀」及親屬關

係的「婿」等字讀為 -ai，顯然與我們的預期頗有差距。羅杰瑞 (1981:38) 構擬這

一套字的音讀為 *e，並指出這一套字演變與上古佳部的街、賣相同。根據梅祖麟

(1999) 核算這一層次的音韻時代，主張這一層次來自東漢魏晉時期，我們覺得後

者的分析比較妥當。 
  三、根據我們上文對齊韻第一層次的分析，我們將齊韻擬為 *´i，那麼閩北與

其他閩方言顯然走了不同的演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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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 e/E（閩北） 
   齊Ⅰ*´ i  
           ai（閩東、閩南、莆仙）→ a（閩中） 

我們認為齊Ⅰ*´i 在閩東、閩南及莆仙方言都變成了 [ai]，閩北則進一步由 [a i] 高

化，變成了單元音 [e]、[E]。至於齊韻第二層次，閩北顯然也與其他閩方言有不同

的演變方向： 

          ´i → a i/ç i（閩北） 
   齊Ⅱ*e  
          e/E（莆仙、閩中、閩東）→ ue → oi（閩南） 

我們認為齊Ⅱ*e 在莆仙、閩中、閩東大抵都保持原來前央單元音 (e/E) 的讀法。

至於閩南的廈門則長出了一個 u 介音而成為 [ue]，揭陽進一步變成 [oi]。閩北方

言則是齊Ⅱ*e 先裂化為 [´ i]，之後再變成 [ai]、[çi]。這裡的問題是：閩北的齊Ⅰ、

齊Ⅱ這樣的兩套演變會不會衝突呢？我們認為不會。原因是：當閩北傳入齊Ⅱ*e
這一層次之時，原本的齊Ⅰ想來應該讀為 *a i，也就是呈現為齊Ⅰ[*a i]：齊Ⅱ[*e]
的對立。之後 *ai 因受韻尾 i 影響而高化、單元音化為 e/E，與此同時，閩北方言

內部為了區分文白層次，*e 於是裂化為 ´ i，之後變成 [ai]，形成了現在閩北方言

中齊Ⅰ[e/E]：齊Ⅱ[a i] 對立的局面。 

2.1.3 第三套：層次Ⅲ 

表三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i e i e e i i i i e 

批 p h i e1 phi1  phe1 pi5 閉 pi3 米 phi1  
剃 t h i e5 t h i5 t h e5 t h e5 t h i5 替 t h i2 啼 t h i5 h i e2 啼 
弟 t i e6 t i6 t e6 t i6 t i4 t i6 t i8 t i e5 
濟 t s i e5  t s e5 t s i5 t s i5  t s i e8  
雞 k i e1 ki1 ke1 ke1     
啟 k h i e3 ki1 稽 khe3 khi3 khi3  khi3 k h i e5 契 
系 h i e6 hi6 he6 hi65   hi6  

說明： 
  一、由字表三可知，齊韻第三層次在各閩方言的表現比較不一致。有的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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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元音，有的以 -e 為主要元音。我們認為，福州、建陽的 [ie] 比起其他閩

方言可能是這一層次比較古老的形式，這一形式在寧德、揭陽、永安、莆田、建

甌變為 [i]，而在廈門變成 [e]。 
  二、根據梅祖麟 (1999:54) 的說法，表三這些字屬於南朝層次。從歷史上來

說，理由是： 
(1) 這一音讀只有中古齊韻字這樣變，不雜其他韻的字，而齊韻的獨立是南朝

時期的事。 
  (2) 「剃」字是後起字，本來是「薙」，由於佛教傳入，「剃度」才成為常用詞。

而佛教從南朝開始流行。 
因此梅祖麟將齊韻這一層次構擬為 *iei，從我們表三閩語各次方言的表現來

看是合理的。 

2.2 蕭韻的層次分析 
2.2.1 第一套：層次Ⅰ 

表四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Eu Eu a u a u o — a u a u 

雕 t E u1    t o1    
鳥 tsEu3        
吊     t o5  t h ç6 掉  
條 t E u2 t E u2   t o2    
了 l a u3      l a u8  
料 l a u6 l E u3   l o5  l a u8  
嘯  s a u5 s a u5 s a u5    xau3 曉 

說明： 
  一、由上字表可知，蕭韻第一層次的字沒有介音 -i-。同時，蕭韻這一層次以

閩東、閩中及閩北方言保留比較多。閩南已經將近消失，莆仙則完全沒有痕跡。 
  二、李如龍 (1996:82) 指出，廈門話的吊吊 [tiau5 tau5]（上吊）一詞，是由

「吊」字一文一白構詞組成。但根據我們的考察，閩方言中的上吊一詞，有說成

「上吊」如：福州 [TuaN5 tau5] (中島幹起 1979:156)；有說成「吊死」，如：福清 [tau5 
si3] (馮愛珍 1993:84)；有說成「吊脰」如：廈門 [tiau5 tau6]；有說成「吊頷」如：

揭陽 [tiau5 am6]。再根據 C. Douglas (1899:480) 的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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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脰字音 [tau6]。由此看來，李如龍引述的吊吊 [tiau5 tau5] 一詞恐怕是聲調記

音有誤，應作 [tiau5 tau6]，其中第二個音節本字就是「脰」而非「吊」的第一層。

至於「吊」字在福州、福清讀為 [tau5] 就確實是第一層的讀法，而閩東這個屬於

第一層次的音讀，就閩南話來說，我們目前還找不到。 
 
2.2.2 第二套：層次Ⅱ 

表五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i u] i u i o i o i µ — i ç i ç 

釣  t i u5 t i o5 t i o)5 t i µ5    
挑  t h i u5 跳 t h i o1 t h i o1 t h i µ1   l i ç5 料 
糶   t h i o5 t h i o5 t h i µ5  t i ç6 掉 h i ç5 
尿  n i u6 l i o6 z i o6 g i µ5   n i ç5 
蕭   s i o1  s i µ1    
叫  k i u5 k i o5 k i o5 k i µ5    
么  N i u2 堯 i o1  i µ1    

說明： 
  一、從字表五來看，蕭韻第二層次的音韻特徵是：(1) 帶有一細音成分的介音

-i-。(2) 主要元音都是單元音的 -u、-o、-µ、-ç。蕭韻的第二層次閩南保留得很齊

全，至於莆田、福州已經將近消失。 
  二、就閩東方言來說，我們比較福州與寧德，福州缺乏第二層的讀法，這是

根據《漢語方音字匯》的記錄。這裡補充一個例字。李如龍、梁玉璋、鄒光椿、

陳澤平等人編的《福州方言詞典》(1995:405) 記了一個意為「蜆子」的蟟 [liu2]。
蟟，《集韻》憐蕭切，《廣韻》無此字。從字表中的音韻層次對應來看，福州蟟 [liu2]
的讀音應屬第二層的讀法。 
 
2.2.3 第三套：層次Ⅲ 

表六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i e u i a u i a u i a u — i å u i a u — 

雕 t i e u1 t i a u1 t i a u1 t i a u1  t i å u1 t i a 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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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t i e u2  t i a u2 t i a u2   t i a u5  
鳥  t s i a u3 t s i a u3 t s i a u3   n i a u3  
了 l i e u3 l i a u3 l i a u3 l i a u3  l i å u3 l i a u3  
蕭 s i e u1 s i a u1 s i a u1 s i a u1  ¬ i å u1 s i a u1  
竅 k h i e u5  k h i a u5 k h i a u5  k h i å u5 k h i a u5  
堯 N i e u2  g i a u2 N i a u2   i a u3  
曉 h i e u3 h i a u3 h i a u3 h i a u3  h i å u3 xiau3  

說明： 
  一、從字表六來看，永安、建陽兩地的方言缺乏第三層。從蕭韻來說，顯然

是比較存古的閩語次方言。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1) 有一個介音 -i-，是細音

的念法。(2) 主要元音是複合元音 [au]。 
  二、前文提到，福州的第二層只有一個蟟字，可謂已消失殆盡。我們不免要

問，何以蕭韻第二層次例字如此稀少？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蕭韻的第二層由於第

三層的伸入，使得第二層次 [iu] 與第三層次合併了。我們這樣推論的想法是來自

方言比較。我們檢視幾本福州方言的調查報告，可以清楚發現蕭韻的韻母除了 [Eu]
之外，另外還有幾種音值： 
  (1) 只有 [iu]，沒有 [ieu]，把鬆音歸為緊音。這是屬於音位性的標法。陳澤

平 (1998) 
  (2) 以 [iEu]、[ieu] 兩韻母把蕭韻分立為鬆緊音。馮愛珍 (1998) 
  (3) 以 [ieu]、[iu] 兩韻母把蕭韻分立為鬆緊音。李如龍等人 (1995) 
以上這種種情形我們可以用下表來表示： 
 

蕭韻 緊音（陰平、陽平、上） 鬆音（陰去、陽去） 
例字 刁 調 蕭 了 釣 掉 叫 竅 
陳 t i u1 t i u2 s i u1 n i u3 t i u5 t i u6 k i u5 k h i u5 
馮 t i e u1 t i e u2 s i e u1 l i e u3 t i E u5 t i E u6 kiEu5 khiEu5 
李 t i u1 t i u2 s i u1 l i u3 t i e u5 t i e u6 k i e u5 k h i e u5 

 
由上表的語音分布，我們似乎可以這樣推想：從閩南方言蕭韻第二層次讀為 [i o]
來看，福州與之相應的蕭韻層次應讀 [i u]；閩南蕭韻第三層次讀為 [i au]，福州與

之相應的蕭韻想來是讀為 [i e u]。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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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 閩南 
蕭Ⅱ iu io 
蕭Ⅲ ieu iau 

在閩南方言中，蕭Ⅱ與蕭Ⅲ還保持區分。福州則開始產生 [iu] 讀為 [ieu] 的現象，

這個現象在福州首先出現在去聲調，也就產生了鬆音的 [ieu]，而當鬆音出現在首

字配合連讀變調時，則又回到原本第二層次 [iu]（也就是緊音）的念法。 
  三、陳章太、李如龍 (1991:28) 記了一個字：蹺，《集韻》牽么切，義為足平

舉。這個字的音讀如下（只取本文所採用的八個點）：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蹺 k h i u1 k h i å u1 k h i a u1 k h i a u1 k h i a u7 k h i å u1 k h i a u7 k h i ç7 

由我們以上對蕭韻的層次分析，可知上表中的蹺字，寧德、廈門、揭陽、永安、

莆田、建甌等的讀法是第三層，福州、建陽的讀音則是屬於第二層。 

2.3 添韻的層次分析 
2.3.1 第一套：層次Ⅰ 

表七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a i:ai / Em:Ep a I ) :a/ a / e i N:a a i N:a a N:a a N:a 
點 t e i N3 t E m3     t a N3 t a N3 
店 t e i N5 t E m5 t a I )   t e5 t a N5  
添  thEm1   t h e i N1    
念 n a i N6 nEm6   g e i N5 n a i N6 naN6 {naN6} 
謙  khEm1   k h e i N1    
疊 t h a8 t h a p8 t h a /8 [t h a/8]  t h a2 l a6 ha6 
碟  t E p8     t a8  
帖 t h a i /7 thEp7   t h a7    
貼 t h a i /7  t a /7  t h a7  t h a7 ha7 

以上字表的資料，[ ] 中的根據《漢語方音字匯》潮州音補入；{ } 中的根據 Jerry Norman (1981)，下字表同。 

說明： 
  一、添韻第一層的讀音在閩南方言中幾乎已經消失。但從其他六個閩語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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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可以說明這一層次主要的音韻特徵是不帶介音 -i-，今讀為洪音。 
  二、閩南方言這一層次的音讀幾乎已經消失。廈門「店」字的音讀是保留在

廈門附近同安的地名：店前 [t a I ) 5 t sa I ) 2]，可知是個第一層的音讀。莆田的「店」

讀為 [te5] 的前身應該是 [taiN5]，透過其他的閩方言我們可以建立「店」在莆田

的音韻演變史：taiN→taI )→te。 
  三、接著我們補充閩南第一層次的字。在潮陽 (張盛裕 1979:255-256) 方言

中，貼字讀 [ta/7]；挾（在腋下夾東西）讀 [koi/7]，都是第一層的讀音。 
 
2.3.2 第二套：層次Ⅱ 

表八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 i m I ) :i/ I )  I ) :e i N:e / i N — 
點     t I ) 3    
添   t I ) 1 [tI ) 1] {t I )1}店  t h i N1  
甜  h i m2 嫌 t I )    t i N1 xiN3 嫌  
拈  n i m1 黏 nI ) 6    n i N1 黏  
念  n i m6 念   {nI ) 1}  n i N6 念  
疊         
碟   t i /  t e4    
貼      t e /7   

說明： 
  一、添韻這一層次在閩語各次方言中已經幾乎要消失了，我們之所以能夠指

出這一層次的存在，主要是憑藉寧德、廈門、永安。由廈門、永安來看，添韻這

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一鼻化音 I ) 。 
  二、接著我們補充說明寧德、潮陽及建甌幾個字音，來確立這一層次： 
  (1)  寧德方言的幾個白讀音： 

   [i E p] 韻兩個帖韻白讀字：趿 |挾  
   [i E k] 轄兩個帖韻白讀字：攝 |頰  

上列的字我們分為兩組來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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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趿 |挾 |頰  
  這三個字都是帖韻字，挾音 [kiEp7]、頰音 [kiEk7]。至於趿字，李如龍等人

(1995:419) 說「趿」（今義為拖鞋）字不見於《廣韻》，而見於《集韻》，音為諾協

切、悉協切，義為履中薦也。其實「趿」這個字早已見於《廣韻》帖韻，音蘇協

切，意為屐也，音與《集韻》悉協切同，意義與今寧德合，寫作。這樣看來，

想來是《廣韻》失收「諾協切」這一切語，寧德則保留這個字。另外，除了寧德

方言，根據李如龍等人的記錄，福州的拖鞋也讀為 [lia/7]，也是個第二層的讀法。 

B. 攝 
  我們先交代這個字的中古音來歷，攝字有兩個反切： 

    攝，書涉切，葉韻，兼也、錄也 |三 等 
    攝，奴協切，帖韻，攝然 |四 等 

由此可知攝字的中古音聲母來源有書母及泥母兩種，讀為書母是三等的讀法，讀

為泥母是四等的讀法。而從今寧德方言「攝」讀為 [niEk7] 來看，可知寧德方言

取的是四等帖韻的音。 
  (2) 陳章太、李如龍 (1991:25) 記了一個字： 竹器。這個字的音讀如下（只取

本文所採用的八個點）：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l i a /8 l i a /8 l i a /8 — l i Å6 l i a /8 l i a /8 l i a /8 

根據李如龍等人 (1994:419) 的討論，這個字本作，《廣韻》無此字，見於《集

韻》，力協切，意義是竹編大型曬器。從音讀來看都是屬於第二層。 
  (3) 幾個潮陽的音讀：潮陽方言添飯的添白讀音讀 [t I )1]；頰（頰交，指臉頰）

讀 ki /7，都是第二層次的音。 

2.3.3 第三套：層次Ⅲ  

表九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 e N:ie/ — i a m:i a p i a m:i a p i e i N:i e i a N:ia/ i E i e i N:i e 
點 t i e N3  t i a m3 t i a m3  t i a N3   
添 t h i e N1  t h i a m1 t h i a m1  t h i a N1   
黏 n i e N2  l i a m2 n i a m2    n i e i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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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 n i e N6  l i a m6 n i a m6 N y e i N5    
嫌 h i e N2  h i a m2 h i a m2 S i e i N2 h i a N2  k i e i N1 兼 
蝶 t i e /8  t i a p8 t i a p8   t i E8  
協 h i e /8  h i a p8 h i a p8 Sie4 h i a /8 xiE7 xie7 
挾 h i e /8  h i a p8 h i a p8 Sie4 俠 h i a /8 xiE76  
攝   l i a p8 n i a p7   n i E7  

說明： 
  一、由上表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知道第三層的音韻特徵，是介音、主要元音及

韻尾俱全。 
  二、接著要說明永安、建甌的幾個音韻問題： 
  (1) 上面字表中永安的「念」字讀為 [N y e i N5] 顯得有些特殊。就永安方言來

說，中古泥母細音有讀為舌根聲母 [g-] 的變化，例如：鳥 [gi µ5]、年 [g e i N2]。
我們認為「念」應該本來就是 [g i eiN5]，之後由於聲母 [g-] 帶有合口性質而讓介

音由 -i- 變成 -y-。 
  (2) 建甌方言的帖韻四等字有兩種音讀，一種是 [-ia]，另一種是 [-i E]。前者

轄字範圍與寧德相同，都是生活中的常用字，例如：  [nia7]、趿 [sia8]，從上文

的分析可知屬於第二層。與之相對的 [-i E] 轄字與閩南方言相當，可推知是比較後

起的文讀音。 
 
2.4 先韻的層次分析 
2.4.1 第一套：層次Ⅰ 

表十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a i N:ai / EN:Ek a I ) :ue/ a I ) :ua/ a ):a e:e / a i N:ai a i N:ai 
邊 p e i N1 pEN1   ba)2 眠    
天  thEN1 t h a I ) 1      
殿 t a i N5 t E m6 t a I ) 5 t a I ) 6   t a i N6  
蓮  l E N2 l a u2 na I ) 2 naI )2 l a )2 憐  l a i N5 l a i N2 
前 s e i N2 sEN2 t s a I ) 2 t s a I ) 2  ¬e2  t h a i N1 千 
先 s e i N1 sEN1  s a I ) 1  ¬e1 s a i N1  
牽 k h e i N1 khEN1 khan1 khaN1   k h a i N1 k h a i N1 
撇   phuat7 phua/7    t h a i7 切 



 
 
 
 
 
 
 

吳瑞文 

 

146 

節 t s a i /7 tsEk7 t s u e /7 t s o i /7 t s a7 t s e /7 t s a i7 t s a i7 
屑   sut7    s o7  
結 k a i /7 kEk7       

說明： 
  一、由上面的字表十來看，先韻第一層次最顯著的音韻特徵顯然是沒有細音

成分的介音 -i-。 
  二、接著我們要說明廈門的幾個音。字表中有三個字的音讀是根據《廈門方

言志》(1996:194) 中載錄的廈門市附近的地名音變：蓮扳 [l au2 pua)3]；殿前 [t a I )4 
t a I ) 2]。另外，陳章太、李如龍 (1991:54) 記錄了一個廈門附近的地名蓮河 [naI ) 2 
o2]。 

2.4.2 第二套：層次Ⅱ 

表十一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 N i N:i k I ) :i/ I )/oI ) :i / e i N/I ) :a i N:i / i N:E i e i N 
眠 m i N2 m i N6 麵 b i n2 m i6 麵 m e i N2 p i N1 邊 m i N6 麵 pieiN1 邊 
天  t i N6 電 t h I ) 1 [t hI )1] t h e i N2 t h i N1 t h i N1 h i e i N1 
憐 l i N2 n i N2 年 l i n2 [nI )]年 l e i N2 n i N2 年 n i N3 nieiN2 年 
千   t s h i N1 [t s h oI ) 1] tsheiN ts I ) 1 前  t s h i N5 前  
繭   k i N3 [koI )3] k e i N3    
硯   hI ) 6 I ) 6 kI ) 1 牽  N i N6 l i e i N6 
賢  h i N2      x i e i N2 
煙 i N1 i N1  e N1   i N1 i e i N1 
篾   b i /8 b i /8  p i /8   
鐵  t i k7 t i /7 t i /7  t i /7   
節  t s i k7 t s a t7    t s E7  
結  k i k7 kat7 kak7 k i a7    

說明： 
  一、由字表十一來看，先韻第二層次的語音特徵是：帶有 -i- 介音。入聲字

多已弱化為喉塞尾或開尾韻。 
  二、字表十一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入聲「節」字的音讀，節字在閩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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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有三讀，其中兩個白讀分別是冬節（冬至）之節 [tsue/7]、一節竹子之節 
[tsat7]。Baxter, William H.（即白一平 1995）討論過「節」這個字，白一平認為冬

節之「節」字讀 [tsue/7] 是第二層，一節竹子之節讀 [tsat7] 是第一層，與我們上

列表十、表十一剛好相反。白一平指出的理由是：比較「節」字兩個層次的語音

及意義，節字本義是竹節 (a piece between two joints)，根據廈門音，竹節之節讀為

[tsat7]，所以是第一層；節字如慶典 (festival)、節日 (holiday)、季節 (season) 等

義項則是由竹節引申而出，因此冬節之節讀為 [tsue/7] 是第二層。其實這樣的說

法稍嫌簡單，現在我們透過若干文獻資料加以討論。東漢許慎《說文解字》載： 

  節，竹約也。從竹即聲。 

段玉裁注說： 

  約，纏束也。竹節如纏束之狀。《吳都賦》曰：苞筍抽節。引伸為節省、

節制。 

從段注來看，許慎所講的「竹約」，指的就是竹節，是節字的本義。許慎是東漢中

後期的人，但在許慎之前的文獻資料中，節字不但有竹節義，同時也有時令、節

氣的意思，例如《左傳．僖公十二年》載：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杜預注：節，時也。 

司馬遷（B.C. 145～B.C. 87？）《史記．太史公自序》載：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 

也有使用為骨節的，例如漢初淮南王劉安 (？～122) 的《淮南子．說林》載： 

  一節見而百節知矣。高誘注：吳伐越，隨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

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 

由此看來，在許慎之前的先秦、西漢，節字的不論是本義或引申義都已經得到廣

泛的使用，因此我們恐不宜根據本義、引申義這樣的詞義派生關係來為詞彙確定

時間層次。 
  現在回頭來說明我們與白一平先生之所以相反的根據。在廈門方言中，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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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 at7] 的「節」字，用法其實很多，例如： 
 

節 物體各段之間相連處 限制、節制 量詞 
用例 節目 [t s a t7 ba k7] 撙節 [tsun3 tsat7] 一節 [t s i8 tsat7] 

～甘蔗、～火車、～課、～文章等等 

 
廈門方言中節字作竹節、節制的意思已見於漢代之際的文獻。其中最有啟發的是

「節」字作「量詞」的這個用法。根據洪藝芳 (2000:406) 的研究，節字作為量詞

使用，是始於魏晉南北朝末（西元 622）的吐魯番文書。但我們翻檢魏晉南北朝的

文獻資料，已經有節作量詞的用法，庾信 (A.D. 513～581)〈三月三日華林園馬射

賦〉： 

  〈騶虞〉九節，〈貍首〉七章。……禮正六耦，詩歌九節。 

上文中的節、章相對，互文見義，庾信賦中「節」字的用法相當於「段」，意義與

廈門話作量詞的「一節甘蔗」之「節」內涵相當。由這一文獻記載我們可以推論，

節作為量詞既然最早見於南北朝人的文獻，那麼閩語節作量詞的用法，其時代層

次也應屬南北朝時期。 
 
2.4.3 第三套：層次Ⅲ 

表十二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 e N:ie/ — i E n:i E t i a N:iak i e i N:e EN:E/ i E i e N:ie 
片 p h i e N5  phiEn5 p h i a N5  pEN3 扁  p i e N2 邊 
顛 t i e N1  t i E n1 t i a N1  t E N2 填   
天 t h i e N1  t h i E n1 t h i a N1  thEN1   
年 n i e N2  l i E n2 n i a N2 憐  nEN2   
箋 t s i e N1  t s i E n1 t s i a N1  ¬EN2 先  t s h i e N2 前 
見 k i e N5  kiEn5 k i a N5  kEN1 肩   
硯 N i e N6  hiEn6   khEN1 牽   
賢 h i e N2  hiEn2 h i a N5 S i e i N2    
燕 i e N5  

 
i E n5 i a N1 i e i N5 

i e i N1 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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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 p h i e /7  phiEt7  be4 篾 phE7 p h i E7 p h i e7 篾 
鐵 t h i e /7  t h i E t7 t i a k7 跌 t e7 thE/7 t h i E7 h i e7 

t i e7 跌 
節 t s i e /7  t s i E t7  t s e7 tsE/7 t s i E7 t s i e7 
屑 s i e /7  siEt7 s i a k7  t shE/切 t s h i E7

切 
 

結 k i e /7  kiEt7  ke7 kE/ k i E7 k i e7 
潔 k i e /7  kiEt7 k i a k7   k i E7  
噎 i e /7  i E t7      

說明： 
  一、先韻這一層次都是文讀音。從音韻特徵上來看，除了寧德、永安、莆田

之外的各閩語次方言，第三層都有介音 i。陽聲韻元音、韻尾保留完整。入聲韻則

以閩南系統的方言保留比較完整；閩東的福州弱化成為喉塞尾；閩北則已經成為

開尾韻，只有調值仍然保留入聲的特徵。 
  二、永安的對應比較特別，不過我們可以透過其他閩語次方言的文讀音來確

認這兩個方言的層次。以「結婚」一詞為例： 

 福州 廈門 永安 建甌 
結婚 [結果] k i e /7 huoN1 kiEt7 hun1 ke7 hua)1 [k i E7 kua3] 

「結婚 [結果]」這類詞是新詞，在各閩語方言中都是文讀音，透過以上的對應我

們可以知道永安的 [e] 是第三層次的文讀音。 
  三、陳章太、李如龍 (1991:29) 記了一個字：筅，《廣韻》蘇典切，義為炊帚。

這個字的音讀如下（只取本文所採用的八個點）：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筅 t s h E i N3 t s h e i N3 t s h i N3 — t s h I )3 t s h e3 t h i N3 h i e i N3 

從我們上文對先韻的層次分析來觀察，筅這個字在閩東方言及莆仙方言是屬於第

一層次的讀音。其他的閩南、閩中及閩北都是屬於第二層的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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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青韻的層次分析 
2.5.1 第一套：層次Ⅰ 

表十三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a N a N a N:a t a N:a k o):a a:E/ a N a N 
瓶   paN2 paN2     
冥 m a N2    bo)2 m a2 m a N2 m a N2 
零   l a n2 [l a N2]    l ç i N2 靈 

l ç i N2 寧 
廳  t h a N1       
青 t s h a N1 t s h a N1  tshe)1 t s h o )1 t s h a1 t s h a N1 t h a N1 
星   s a n1 tshe)1  t s h a1   
腥 t s h a N1 t s h a N1  tshe)1  t s h a1  t s a N2 晴 
醒 t s h a N3 t s h a N3 t s h a3 tshe)3 t s h o )3 t s h a3 t s h a N3 t s h a N3 
經  kaN    ka1   
踢   t h a t7 t h a k7 t h a7 t E /7   
笛   t a t8  t a7 t E /8   
曆   l a /8 l e /8  l E /8   
績   t s e /7 t s e /7     

說明： 
  一、由表十三可知，青韻第一層次在閩方言中的音韻特徵是：沒有介音 -i-，
是洪音的讀法。再者，青韻在閩南、閩中、莆田三地保留陽聲與入聲的對立最為

完整，閩東、閩北則只有陽聲韻還保留第一層的特徵。 
  二、上表十三廈門、揭陽的「踢 |笛 」[a] 與「曆 |績 」[e/] 兩組字的讀音讓

我們不得不懷疑是否在青韻的第一層次中還有比較不明顯的早期層次存在？這個

問題需要再做閩方言其他中古韻目甚至上古韻部的層次分析才能知道，現在我們

還無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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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第二套：層次Ⅱ 

表十四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 a N:ie/ i a N:iak i a ):i a/ i a ):i a/ i o ):i ç i a:ia/ i a N:ia i a N:ia 
鼎 t i a N3 t i a N3 t i a)3 t i a)3 t i o)3 t i a3   
庭 t i a N2  t i a)2 [ti a)2]  t i a2  l i a N6 定 
聽 t h i a N1  t h i a)1 t i a)1 t i o)1 t i a1 t h i a N1 h i a N1 
經 k i a N1  kI ) k i a )     
壁 p i e /7 piEk7 p i a /7 p i a /7 p i ç7 p i a /7 p i a7 p i a7 
糴  t h i a k8 t i a /7 t i a /7 t i ç4  t i a6 t i a6 
錫   s i a /7 s i a /7  ¬ i a /7   

說明： 
  青韻第二層次的語音特徵很鮮明，各閩語次方言普遍有介音 -i-。至於韻母部

分則以閩東、閩北兩地的方言保存最完整。再者，各閩語次方言中大抵都呈現陽

聲：入聲整齊的對應。 

2.5.3 第三套：層次Ⅲ 

表十五 
 福州 寧德 廈門 揭陽 永安 莆田 建甌 建陽 

陽:入 i N:ei/ e N:e k i N:i k e N:e k a ):i i N:i / e i N:i i N:i 
銘 m i N2 m e N2 b i N2 m e N2   m e i N3  
聽 t h i N1 t e N5 t i N1 t e N5 t a )1 t h e N1 t h e i N6  
靈 l i N2 l e N2 l i N2 l e N2 l a )2 l i N2 l e i N3  
腥 s i N1 sEN1 s i N1 s e N1 s I ) 5 ¬ i N1   
經 k i N1 keN1 k i N1 keN1 ka) k i N1 k e i N1  
形 h i N12 heN2 h i N2 heN2  h i N2 x e i N3 xiN2 
壁 p e i /7 phek7 p i k7  pi7  pi7  
笛 t i /8 t i k8 t i k8 t e k8   t i7 t e7 
剔 t e i /7 t h e k7 t h i k7 t h e k7 t h i7  t h i7  
歷 l i /8 l i k5 l i k8  l i7  l i7  
績 t s e i /7 t s e k7 t s i k7  t s i7  t s i7  
錫 s e i /7 s e k7 s i k7  s i7  s i7  
激 k i k8 kek7 k i k7 kek7 ki7 k h i /7 ki7 k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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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青韻這一層次的讀音在各閩方言中都屬於文讀。我們比較青韻三個層次

的語音特徵，可以發現：第三層次的音韻特徵是主要元音高化。 
  二、永安方言的鼻化音 [a)] 有需要說明。李榮 (1996:1) 提出一個想法：梗攝

字在南方方言普遍有文白異讀，梗攝白讀層次較早，文讀是受曾梗不分的北方話

影響後起的。我們以此來觀察永安的梗攝四等的文讀 [a)] 與白讀 [i ç]，可以發現

永安的 [a)] 確實是曾梗合流。例如： 

 曾 梗 
例字 冰 陵 澄 蠅 興 丁 挺 靈 青 經 
讀音 pa)1 l a )2 t a )3 s a )2 ha)1 t a )1 t h a )3 l a )2 tsha)1 ka)1 

由此可知，永安的 [a)] 是個較晚期的音讀。 

3. 共同閩語四等韻的構擬 

  有關原始漢語方言的構擬這一設想，最早是由普林斯頓大學的語言學家提

出，他們認為，以《切韻》來解釋中國東南諸方言的語音演變是不合適的，因此

需要為這些東南方言分別重建原始共同的語音形式。之後，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

1969 年在普林斯頓大學主持「中國語言學工程」，這一工作的目標是進行原始漢語

方言的重建 (王福堂 1999)。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當推羅杰瑞的共同閩語。我

們接下來將以我們對四等韻的分析為基礎，針對羅杰瑞 (1981) 對共同閩語韻母的

構擬提出若干討論與修正。 

3.1 蕭韻 

  底下列出羅杰瑞 (1981:42) 的蕭韻字表及擬構成果： 

 福鼎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樂 
*e u Eu/e u e u i a u i a u i a u i o o i a u 
枵 Eu1 e u1 i a u1 i a u1 — — — — 
雕 t E u t e u t i a u t i a u t i a u t i o t o t i a u 
條 t E u t e u t i a u t i a u t i a u t i o t o t h i a u 
鳥 t s e u t s e u t s i a u t s i a u — — t s o t 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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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上文 2.2 對蕭韻的分析，上面這張字表中的福鼎、福州、永安應該是屬於

第一層。廈門、揭陽、建甌應該屬於第三層。建陽屬於第二層。將樂則是雕、條屬

於第三層，鳥屬於第二層。羅杰瑞擬構出來的 [*eu] 顯然是第一層次的語音形式。 
 
3.2 添韻 

  下表是羅杰瑞 (1981:52) 的添韻字表及擬構成果： 

 福鼎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樂 
*e m 
*e p 

e m/Em 
Ep 

e i N:ai N 
a i k 

i a m 
i a p 

i a m 
i a p 

a N 
a 

a N 
a 

I )  
a 

a N 
a 

點 t e m3 t e i N3 t i a m3 t i a m3 t a N3 t a N3 t I ) 3 t a N3 
店 t E m5 t a i N5 t i a m5 t i a m5 t a N5 t a N5 t I )5 t a N5 
念 nEm6 n a i N6 l i a m6 n i a m6 naN6 naN6 nI ) 6 (n i e N6) 
貼 thEp7 t h a i k7 t h i a p7 t h i a p7 t h a7 ha7 t h a7 t h a7 

根據我們在 2.3 中對添韻的層次分析，羅杰瑞字表中的福鼎、福州、建甌、建陽、

將樂都是閩語添韻的第一層。永安是第二層，廈門、揭陽則是第三層。至於羅杰

瑞擬構出來的 [*em *ep] 則是閩語的第一層的形式。 
 
3.3 先韻 

  羅杰瑞擬構先韻只用了兩個字： 

 福鼎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樂 
*a n 
*a t 

En 
Et 

(i e N) 
a i k 

e N 
ue/ 

a I ) 
o i / 

a i N 
a i 

a i N 
a i 

(e )) 
a 

a I )  
a 

千 tshE n1 (t s h i e N1) t s h e N1 t s h a I )1 t s h a i N1 t h a i N1 (t s h e )1) t s h a I )1 
節 tsEt7 t s a i k7 t s u e /7 t s o i /7 t s a i7 t s a i7 t s a7 t s a3 

 
根據我們上文 2.4 對先韻的層次分析，羅杰瑞這一張字表的字都是第一層次的字，

所以擬構出來的 [*a n *a t] 是第一層的語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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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青韻 

  羅杰瑞擬構青韻只用了兩個字： 

 福鼎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樂 
*i a N 
*i a k 

i a N 
e / 

i a N 
i e / 

i a ) 
i a / 

i a ) 
i a / 

i a N 
i a 

i a N 
i a 

i ç ) 
i ç 

i a N 
i a 

聽 t h i a N1 t h i a N1 t h i a)1 t h i a)1 t h i a N1 h i a N1 t h i ç)1 t h i a N1 
壁 pe/7 p i e /7 p i a /7 p i a /7 p i a7 p i a7 p i ç7 p i a3 

根據我們上文 2.5 對青韻的層次分析，羅杰瑞這一部分的字都與我們的第二層相

合，因此構擬出來的 [*iaN *iak] 應屬於第二層次的共同語言形式。 

3.5 小結 

  以下列出羅杰瑞及我們對四等韻三個層次的擬音比較表： 

韻目 齊 蕭 
層次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羅文 *´ i *e — *e u — — 
本文 *´ i *e *i ei *e u *i o *i a u 
韻目 添 帖 
層次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羅文 *e m — — *e p — — 
本文 *a m *i A m *i am *a p *i A p *i am 
韻目 先 屑 
層次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羅文 *a n — — *a t — — 
本文 *a n *i A n *i a n *a t *i A t *i at 
韻目 青 昔 
層次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羅文 — *i a N — — *i a k — 
本文 *a N *i A N *i N *a k *i o k *i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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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第一、從上文的討論可以知道，羅杰瑞對四等韻的構擬主要是第一層次，只

有齊韻有第一、二兩層擬音；青韻則是第二層的擬音。 
  第二、在我們的構擬中，四等陽聲韻第二層次的主要元音我們擬構成一個靠

後的 [A]，主要是為了與三等元音區別（關於第二層次三、四等的分別請參閱下文

四）。 
  總結上述的討論，我們覺得羅杰瑞所構擬出的共同閩語系統還有兩個值得細

究的地方。 
  第一個問題是，羅杰瑞構擬出來的共同閩語，其性質是甚麼？羅杰瑞 (1994)
已經給了答案： 

  共同閩語所代表的時代大概是文讀層進入閩語之前，絕對年代可能是晚

唐之前。據此，共同閩語包含兩個時代層次，一個遠溯漢代，另一個導

源於南朝。 

由此可知，羅杰瑞的「共同閩語」是指：在晚唐層次進入之前的閩語系統，這個

系統包括兩個時間層次，一是秦漢層、一是六朝層。 
  第二個問題，我們如何構擬羅杰瑞上述具有兩個時間層次的共同閩語？關於

這一點，可以有兩種不同角度的觀點。 
  第一、我們可以遵照羅杰瑞的作法，也就是以文白異讀為切入點，構擬出一

個與晚唐文讀音構成對立的那個「白讀」系統，將之稱為「共同閩語」。 
  第二、倘若我們不以構擬與晚唐文讀層相對的「共同閩語」白讀層為滿足，

而是要找出閩方言中的六朝江東方言成分，甚至利用閩方言來構擬上古音，那麼

找出「規律」進而區分「層次」顯然更具有優先性。其操作方式，簡言之，我們

以「規律」這一面向觀察「共同閩語」，進而在白讀系統內部找出不同時間層次的

演變軌跡。 
  我們在本文即採取上述第二個研究進路，而就效應上來說，第二種觀點可以

涵蓋第一種，同時更能有力的解釋閩語之所以形成的歷史。 

4. 江東方言的先四仙三有別 

  有關古江東方言構擬的問題，首先是由丁邦新 (1995) 提出來。後來梅祖麟

(1999, 2001) 曾根據閩語、吳語對支、脂、之，魚、虞等重韻的分別提出局部的構



 
 
 
 
 
 
 

吳瑞文 

 

156 

擬方案。整體上來說，所謂古江東方言，就時間上來說是六朝，就地域上來說是

長江以南，以金陵（又稱建康或建業）為代表的一個方言。根據《玉篇》、《切韻》

及《顏氏家訓》等書所提供的線索，江東方言有四個音韻上的特徵（參閱梅祖麟

2001），其中一個特徵是「先仙有別」。梅祖麟 (1999) 提到，吳、閩方言之所以關

係特別密切，乃是因為它們都有「古江東方言」這一時間層次，因此，我們要追

溯古江東方言的原貌，也就必須從吳、閩方言的比較著手。職是之故，本節我們

將針對「先四仙三有別」這一現象，以我們上文對四等韻的討論為基礎，說明以下

的問題：第一、吳方言中先四仙三有別的層次；第二、閩方言中先四仙三有別的層次；

第三、比較吳、閩方言共有的古江東方言層次並指出其音韻特徵。 
 
4.1 吳語的先四仙三之別 

  以下我們先列出吳語中先四仙三有別的材料： 

方言點 義烏 永康 金華 慶元 
先四:仙三 i E:i e iA:i e i A:i e i A ):i e) 

麵:面 — —:m i e6 —:m i e6 m i A):m i e)6 
蓮:連 l i E2:l ie2 l iA2:l i e2 (l i Q )2:li Q)2) l i A):l i E) 
千:煎 t s h i E1:t s hi e1 t s h iA1:tshie1 (tshiQ)1:tshi Q)1) t s h i A)1:t s hi E1 
前:淺 z i E2:t s h i e3 ˛¸iA2:t ˛ hi e3 ˛ i A2:t˛hie3 ˛ye2:t ˛ h i E)3 
先:線 s i E1:si e5 (˛ i e1:˛i e5) (˛iQ)1:˛ i e5) (˛ y e )1:˛ i E)5) 
煙:延 — —:(/ i e1) —:/ i A1 i A )1:i E2 
篾:滅 — (m i e8:m ie8) (m i ´8:m i´8) m i A /8:mi e/8 
切:撤 t s h i E7:— —:t ˛ h iA —:(t ˛ h i ´) t ˛ h i A /7:t ˛ h i e/7 

註：義烏取自金有景 (1964)；永康、金華取自錢乃榮 (1992)；慶元取自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

新等人 (2000)。 

 
由上表來看，永康、金華、慶元等浙南吳語的先仙之別，乃是決定於主要元音一

後低 (A) 一前高 (e) 的差異。至於義烏則都是前元音，但也是四等較低 (E)，三

等較高 (e)。由此看來，我們可以肯定古江東方言中的先仙之別並不在介音的有

無，應是主要元音舌位高低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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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閩語的先四仙三之別 

  閩語中也有先四仙三之別，不過這樣的語音特徵主要表現於沿海的閩語。以下

我們以閩南方言的漳平 (張振興 1992) 為例，對閩語的先四仙三之別加以說明。 
  漳平話的先四仙三字音讀分布如下： 
 

文白 韻母 韻：例字 
e)i 先：扁 pe)i3、墊 te)i6、前 tse)i2、千 tshe)i1、先 se)i1、肩 ke)i1 白 

I )  仙：便 pI ) 6、纏 tI )2、錢 tsI )2、煎 tsI )5、箭 tsI )5、扇 sI )5 
I )  先：麵 mI ) 6、天 tI ) 1、年 nI )2、見 kI ) 5、燕 I ) 5 白 

i a ) 仙：變 pia)5、錢 tsia)3、線 sia)5、件 kia )6、囝 kia)3 
先：邊 pian1、天 tian1、年 lian2、千 tshian1、肩 kian1、燕 ian5 文 i a n 
仙：變 pian5、連 lian2、煎 tsian1、錢 tshian2、遣 khian3、演 ian3 

 
由我們之前對閩方言的層次分析來看，先四韻讀為非細音韻母 [e)i] 應屬秦漢層

次，而文讀音 [ian] 為晚唐層次。由此看來，顯然先四韻的 [I ) ] 就是古江東方言

的層次。至於仙三韻，文讀音 [ian] 為晚唐層次，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判斷 [i a)]、
[I )] 兩個音讀的時間層次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件」字來考察。 
  件，今傳世之《說文解字》段注本無此字。《廣韻》釋「件」字謂：「分次也。

其輦切。」山攝三等獮韻字。曹憲《廣雅》無此字。《篆隸萬象名義》（原本《玉

篇》）無此字。宋陳彭年等修《大廣益會玉篇》釋「件」字謂：「《說文》云：分也。

從牛。牛大物故可分」。由此推論，《大廣益會玉篇》所引《說文》，應非今本《說

文》。而就以上較早的資料來看，「件」字的本義應該是動詞義的「分」。 
  回頭來看漳平方言的用法，「件」字乃是作量詞使用。例如「一件」。根據劉

世儒 (1965:127) 的研究，「件」字用作量詞最早的文獻乃是始於南朝梁。例如： 

  茂虔又求晉、趙《起居注》雜書數十件，太祖賜之。（梁、沈約《宋書•

氐胡傳》） 
  上者得三十餘件，中者得二十許種，下者數物而已。（梁、釋僧佑《全梁

文》卷七一） 

以上的沈約（吳興武康人，今浙江）、釋僧佑（建業人，今江蘇）都是南人，由此

可知「件」字用作「量詞」是當時南朝江東方言的用法。同時，「件」字在漳平方

言中恰好只有一種音讀，也就是白話音 [kia)6]。我們可以由此推論漳平方言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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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a)6] 是六朝江東方言的層次，同時我們可以進一步斷定仙三的 [ia)] 是六朝江東

方言這一層次的音讀。 
  在確定了仙三的 [i a)] 的音韻層次之後，漳平方言先四仙三兩韻三個時間層次的

對應關係頓時豁然開朗： 
 

漳平方言 先四 仙三 
秦漢層 e)i I )  
六朝層 I )  i a ) 
晚唐層 i a n i a n 

 
由漳平方言的先四仙三之別來看，顯然先四仙三都有介音 i。但先四成為鼻化元音 [I )]，
仙三則是元音鼻化，並保留介音 [i] 而成為 [i a)]。由此看來，我們認為閩語江東方

言層次的先四仙三之別與吳語相同，都是主要元音舌位高低的不同。至於其他閩方

言（閩東、閩北、閩中等）的先四仙三之別及其層次對應情形，限於本文篇幅，這

裡暫時無法處理，留待另日撰專文討論。 
 
4.3 吳、閩方言先四仙三的對應 

  以下我們把吳語先四仙三有別（以慶元為代表）與閩語先四仙三有別（以漳平為

代表）的層次對應列出來： 
 

古江東方言層 先四 仙三 
吳語 i A ) i E ) 
閩語 I )  i a ) 

古江東方言 *i A n *i a n 
 
這裡要說明一點，那就是：從程序上來說，我們必須先把共同吳語及共同閩語的

江東方言層構擬出來，然後以這兩個構擬出來的祖語再進一步重建古江東方言的

先四仙三之別。所以，我們上表只是暫時利用浙南的慶元與閩南的漳平來指出吳、

閩方言江東方言層的對應關係，表中我們列出的古江東方言擬音目前也還是個片

面的猜想，有待將來的進一步研究。 
  這裡我們順帶說明一個問題。長久以來，學界有關中古三、四等韻的分別這

一問題，可謂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早期的學者如高本漢 (1940=1995)、董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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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等都認為三四等韻都有介音，三等是 -j-，四等是 -i-，同時主要元音三等

較低，四等較高。大陸學者李榮 (1957) 則認為三等有介音 -j-，四等沒有介音，

三四等的主要元音也保持一低一高的差別。在上述學者的討論之後，利用漢語方

言來證明中古四等韻沒有介音 -i- 的最具份量的一篇文章，首推李如龍的〈自閩

方言證四等韻無 -i- 說〉(1996:72-82)。該文利用豐富的閩方言材料試圖證明中古

四等韻沒有介音 -i-。不過根據本文對閩方言所做的層次分析以及對照吳、閩方言

先四仙三的比較來看，顯然作為閩語中古來源的古江東方言的三、四等都有介音 
-i-。換句話說，六朝時期，三、四等的分別並不在介音的有無，而是主要元音的

高低。與此同時，在論證出閩語四等韻帶介音 -i- 的白讀層次是六朝江東方言，

那麼我們便可以確定閩語四等韻沒有介音 -i- 的白讀層次，乃是一個超越六朝江

東方言而反映出上古韻部特徵的更古老的語言層。這是從事方言比較與層次分析

所給予我們的重大啟發。 

5. 結語 

  我們在這篇文章中以文白異讀為對象，透過方言比較的方法，嘗試為閩語四

等韻分出層次來。結論是，我們在閩方言中找到三個較明顯的時間層次： 
  閩方言四等韻的第一個時間層次，時代上是秦漢時期，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

是普遍缺乏介音 -i-，表現出上古韻部的特徵。 
  閩方言四等韻的第二個時間層次，時代上是六朝時期，也就是古江東方言，

這一層次的音韻特徵是有介音 -i-，而且先仙有別。 
  閩方言四等韻的第三個時間層次，時代上是晚唐時期，這一層次是屬於文讀

音，音韻特徵是有介音 -i-，但先仙已經混同。 
  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比較著重的工作是借重《切韻》所提供的四等韻框架，在

現代八個閩語方言中找尋不同的演變規律，並以方言比較的方式從各方言的演變

規律中找尋彼此的對應關係。我們在這裡只完成了單一韻類內部「層次對應」這

個很初步的工作，結果是有了，但其中仍有不少還需要仔細推敲，若干例外我們

也還沒能說清楚。下一步的工作則是把一、二、三等韻都分出層次來，想來這必

然有助於我們釐清四等韻中若干問題，並為將來古江東方言的研究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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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ological Strata of Qie $yu $n Grade IV Finals in M" &n 

Ruei-wen W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erry Norman (1979), Pang-hsin Ting (1995), and Tsu-Lin Mei (1999) have 
hypothesized three distinct chronological strata for the M" &n dialects. After 
studying the Qie$yu$n grade IV finals, this author can provide proof that there are 
indeed three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grade IV in the M" &n dialects. The paper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sections: 

1. Comparative tables of Qie$yu$n grade IV finals for M" &n subdialects. 
2. Chronological strata of Qie$yu$n grade IV finals in the M" &n dialects. 
3.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the M" &n dialects. 
4. Reconstructing proto-M" &n. 
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Jia#ng-do #ng dialect and M" &n.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ology, Min etymology, literary vs. colloquial strata, 

chronological strata, Qieyun grade IV finals, Old Jiang-dong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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