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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研究取材包含湖南、四川、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台灣等

地的客家話，涵蓋地域廣。透過各地客家話的比較，客家話的顎化現象

可分為三大類型以及四種演變模式。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客贛方言關係研究─音韻、詞彙與語法比較研究」 

(NSC99-2410-H-001 -093 -MY2)的研究成果之一，文中部分語料使用計畫田調經費採 

 集。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諸項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若有任何謬誤之 

處，作者責無旁貸。 

*

 何純惠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江敏華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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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話的顎化現象呈現多彩多姿的樣貌，表現上有顯著的區域特色。見

組不顎化的見於台灣、廣東及江西少數方言點，見組顎化的主要在福

建、江西、湖南、四川等省。 

見組字讀為〔t��〕、〔t�u〕的表現是顎化之後的後續演變，目前僅出

現在湖南的客家話，這是其他地區的客家話所未見的。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客家話、顎化音、捲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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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latalization in Hakka 
 

 

 

Chun-Hui Ho、Min-Hua Chiang 

 

 

Abstract 

 

 

Our research materials include the Hakka in Hunan, Sichuan, Jiangxi, 

Fujian, Guangdong, Guangxi, and Taiwan, which cover a wide range of 

geographical areas.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Hakka among those areas, we 

can categorize the palatalization of Hakka into three major types and four 

evolution models.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palatalization in Hakka dialects, which 

appear significa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consonants of Jian (見) 

Group in Middle Chinese with no palatalization are found in Taiwan, 

Guangdong ,and few regional dialect spots in Jiangxi, those with 

palatalization appear mainly in Fujian , Jiangxi, Hunan, Sichuan,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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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s. 

〔t��〕、〔t�u〕in the consonants of Jian (見) Group in Middle Chinese are 

the continual evolution following palatalization , and nowadays only appear 

in Hunan Hakka. 

 

Keywords：Hakka , palatalized consonants , retroflex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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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純惠、江敏華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顎化現象(palatalization)的發生與前元音關係密切，〔i〕、〔y〕及〔e〕

都有可能促使這個語音變化發生，從發音時的協同動作來說，舌位較高在

發音時容易與上顎接觸，進而形成舌面音，是發音位置往硬顎部份靠近的

一種變化。 

它也可以說是「同化音變」( an assimilatory change)，在發音時使非顎

音(a non-palatal sound)變為顎音(a palatal sound)。Crowley提到這種音變現象

發生在前元音〔i〕及〔e〕或半元音〔j〕之前，他舉的是非漢語的例子，

一個是斐濟語中〔tinana〕(his/her mother)變讀為〔t�inana〕的現象，〔tinana〕

是屬於標準的讀法，但是很多當地方言卻讀為〔t�inana〕；此外他也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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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英語的歷史音變當例證： 

 

*kinn → t��n “chin” 

*k�	si → t�i	z “cheese” 

*geldan → ji	ld “yield” 

*gearn → ja	n “yard,thread” 

 

前兩個表現的是〔k〕>〔t�〕的變化，後兩個則是先顎化再弱化(〔g〕>〔d�〕

>〔j〕)。1 

董同龢談「顎化」點出了漢語方言顎化現象的特質與趨勢： 

 

輔音往往可以受到鄰近元音的影響而變。最常見的情形是舌尖音或

舌根音受舌面前較高的元音的影響，變成了舌面音或近於舌面的

音。這種現象一向稱為顎化。在漢語裡顎化是一種極為普徧的語音

變化。國語以及許多方言裡的舌面音，差不多完全是從古代的舌尖

塞擦音以及舌根音顎化而來的。2 

 

上段引文指出顎化是指聲母被其後接元音同化的一種表現，在漢語方言中

是很普遍的變化，廣見於各方言，而文中提到的「古代的舌尖塞擦音以及

舌根音」，指的是中古精組及見曉組字，董舉出「濟取錢心詳∕間圈羣胸行」

                                                 
1

 Terry Crowley,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歷史語言學導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51. 
2

 董同龢：《語言學大綱》(台北市：臺灣東華書局，1987 年)，頁 159。 



    

    

    

    

    

    

    
  

客家話顎化現象探討   55 
    

 
 
 

等字的中古擬音與國語做比較，以突顯精組及見曉組聲母在國語中同讀為

〔t�-〕組聲母的情形。 

以漢語方言來講，顎化現象與〔i〕及〔y〕關係密切，〔e〕促使顎化

的例子較少聽聞。張淑萍曾經較為全面地觀察漢語方言的資料，將 47個方

言點的顎化情形分為四種：「見精皆顎化型」、「見精皆不顎化型」、「見系顎

化，精系不顎化型」、「見系不顎化，精系顎化型」。3其中屬於第一類的「見

精皆顎化型」所佔方言點最多，共有 22個方言點，多是官話方言以及晉語

4，顎化的見系及精系聲母都讀為〔t�-〕組。張文中取材的客家話方言點僅

江西省贛縣及廣東省梅縣，對顎化的觀察面向也僅集中在見、精組，因此

客家話的顎化在該文中僅有見精皆不顎化的梅縣與見組顎化精組不顎化的

于都。5 

但是實際上客家話的顎化並不僅表現在精組與見組，它的表現呈現多

彩多姿的樣貌。大體來說，從見組的顎化與否來看，能夠舉出一個大約的

分布範圍：廣東及台灣的客家話，見組聲母一般不顎化，如：台灣四縣(苗

栗)、詔安6、廣東源城7；但閩西、江西、湖南等省的客家話，見組聲母多

                                                 
3

 張淑萍：《漢語方言顎化現象研究》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9 年)，頁 83-86。 
4

 張文交叉比對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中 41 個方言點以及北京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1989)《漢語方音字匯》中的 20 個方言點，共得到 47 個方言 

點。其中有 22 個方言點屬於第一類，分別是官話(北京、濟南、西安、武漢、合肥、

貴陽、銀川、萬榮、徐州、哈爾濱、烏魯木齊)、晉語(太原、忻州)、吳語(溫州、杭 

州、丹陽、寧波、揚州、崇明)、湘語(雙峰)、徽語(績溪)、贛語(南昌)。 
5

 文中提及的于都及大余兩地地名，按正體字應作「雩都」及「大庾」，然基於名從主人 

  的原則，本文一律依當前簡體字寫法。  
6

 詔安話指雲林縣的詔安客家話，音系可參見呂嵩雁：《台灣詔安方言研究》(北京：文 

  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頁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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顎化。 

謝留文曾整理客家話古見組聲母在洪細音韻母前的表現，將其分為四

類，第一類是洪細音之前均讀〔k-〕的梅縣，第二類是洪音前讀〔k-〕細音

前讀〔t�-〕的武平，第三類是是洪音前讀〔k-〕細音前讀〔t�-〕的長汀，第

四類是中古一二等韻之讀〔k-〕、中古三四等韻之前讀〔ts-〕的寧都，以下

節錄所舉例字：8 

 

表一 

 嫁 橋 九 腳 

梅縣 ka� �k�iau �kiu ki�k� 

武平 ka� �t��i�� �t�iu t�i�u�� 

長汀 ka� �t��i� �t��i�� �t��io 

寧都 ka� �tsau �ts�u ts�k� 

 

梅縣位於廣東，能夠當見組不顎化的類型的代表；武平與長汀都位於

閩西，見組在細音〔i〕之前雖然有發音部位前移的顎化表現，但是有〔t�-〕、

〔t�-〕之別，從李如龍、張雙慶對這兩個方言點的記錄來看，9武平與長汀

見組字在顎化後與其他聲類的歸併表現也不相同，武平隨精組字走，長汀

隨知三章組字走；寧都屬於精知莊章組皆讀〔ts-〕，10是只有一套塞擦音的

                                                                                                                   
7

 練春招等著：《客家古邑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6-27。 
8

 謝留文：《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8。 
9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年)。 
10

 寧都客家話雖然只有一套塞擦音，但是在細音前是否顎化，兩種情況皆有。在謝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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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橋九腳等字讀〔ts-〕的表現顯示見組字在顎化的表現上較精知莊章

組先行一步，它的見組中古三、四等字聲母經歷了這樣的演變：〔ki-〕

>(〔t�i-〕)>〔t�i-〕>〔tsi-〕>〔ts-〕，顎化後又舌尖化，再丟失當初使它產

生顎化的環境(細音〔i〕)，與精知莊章組合流，中間極有可能還經歷過〔t�i-〕

的階段，就如同長汀方言的讀法。 

其實客家話見組字顎化後的表現不僅有讀為〔t�i-〕、〔t�i-〕、〔ts(i)-〕

的，在湖南客家話中還有讀為〔t��〕、〔t�u〕之類的情況，這些都是它們在

顎化為〔t�i〕(或〔t�i〕、〔t�y〕)後，高元音〔i〕或〔y〕的後續演變。高元

音舌尖化的像是新田(冀村)的飢〔 t��〕字；或變為後高元音與其他元音，

如攸縣(漕泊)的俱〔 t�u〕、驅〔 t��u〕、虛〔 �u〕、許〔���i〕等字，這類

字出現在遇攝，其他韻攝的見組聲母在細音前仍讀為〔t�i-〕或〔t�y-〕，這

顯示在攸縣(漕泊)方言中，遇攝見組字的顎化速度是較快的，當其他韻攝的

見組聲母還在〔t�i-〕或〔t�y-〕階段時，遇攝 

見組聲母已經完成了以下的變化：〔ky〕>〔t�y〕>〔t�u〕，因此見組聲母在

遇攝的表現便異於在其他韻攝時。 

觀察客家話的顎化聲母出現的今讀環境，包含在〔i〕、〔y〕元音及介

音之前，〔i〕、〔y〕皆能使顎化產生，但以細音〔i〕為大宗，這是因為在客

家方言中具有〔y〕的方言點是較少的。以下為客家話顎化聲母出現在〔i〕、

〔y〕之前的例子： 

 

 
                                                                                                                   
 《客家方言語音研究》一書中收錄的寧都梅江鎮客家話精組字在細音前顎化，但在李 

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一書中則是在細音前不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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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客方言點 〔i〕當元音 〔i〕當介音 〔y〕當元音 〔y〕當介音 

成都十陵

11 

祭〔t�i�〕 

欺〔 t��i〕 

酒九〔�t�i�u〕 

秋舅〔 t��i�u〕 

句〔t�y�〕 

軍〔 t�yn〕 

全〔�t��y�n〕 

決〔t�ye��〕 

南充儀隴

12 

姐〔�t�i〕 

西〔 �i〕 

九〔�t�i�u〕 

千〔 t��i�n〕 

區〔 t��y〕 

君〔 t�yn〕 

靴〔 �y�〕 

選〔��y�n〕 

炎陵水口

13 

進〔t�in�〕 

心〔 �in〕 

集〔t��ie��〕 

千〔 t��ien〕 

趣〔t��y�〕 

珠〔 t�y〕 

術〔�ye�"〕 

船〔��yen〕 

汝城三江

口14 

趣〔t��i�〕 

珠〔 t�i〕 

見〔t�ien�〕 

蛇〔��ia〕 

續〔�y�〕 

柱〔t��y�〕 

術〔�ya�〕 

出〔t��yei�〕 

台灣四縣 趣〔t��i�〕 

西〔 �i〕 

千〔 t��ien〕 

鮮〔 �ien〕 

─ ─ 

 

表二中台灣四縣的客家話因為音韻系統中不具元音〔y〕，因此沒有此類例

字。 

表二中所述為客家話顎化現象的共時表現，若再從中古精、知、莊、

章組及見曉組聲母的分混來看，更能呈現出顎化現象的歷史發展。「分混」

在這裡指的是這些中古不同聲類的格局重組。精、知、莊、章組的聲母在

現代漢語方言中已經多有合併，並非是中古架構所呈現的四分格局，如：

                                                 
11

 郄遠春：《成都客家話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12

 崔榮昌：《四川境內的客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1 年)。 
13

 陳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 
14

 出處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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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縣的精知莊章組都讀為/ts-/組聲母(在〔i〕前讀為〔t�-〕組，其他元

音之前則讀為〔ts-〕組)，但海陸客語卻呈現「精莊知二(ts-)：章知三(t�-)15
」

二分的對立局面。見曉組在現代方言有維持舌根音讀法的，也有已經顎化

為舌面前音的，如局字在台灣四縣客家話讀〔k�iuk"〕，在國語則念〔�t�y〕。 

本文擬從精、知、莊、章及見曉組聲母在客家話的今讀分混以及是否

讀為顎化音來探討客家話的顎化類型、演變模式，並說明各種顎化類型及

演變模式出現的主要區域。文中提及的顎化音有〔t�-〕、〔t�-〕、〔#-〕三類。 

 

 

二二二二、、、、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與演變模式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與演變模式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與演變模式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與演變模式    

 

 

精、知、莊、章組在客方言的今讀表現主要分為兩大類型：第一種類

型稱為「寧化型」，特點是只有一套塞擦音，精、知、莊、章組合為一類，

讀〔ts-〕組，在細音前或顎化或不顎化，但〔ts-〕組與〔t�-〕組不構成對

立的音位。第二種類型稱為「長汀型」，特點是有兩套塞擦音，精組、莊組、

知二讀舌尖塞擦音聲母，知三與章組合為一類，讀〔t�-〕組或〔t�-〕組。16其

中莊組字在客家話中一般無〔i〕介音，因此表三內不列莊組，僅以精組為

                                                 
15

 海陸客語的這組舌葉聲母與捲舌音相近，本文依照多數研究者對海陸客語的記音，仍 

標示為t�-，但有些海陸客語可能已經完成〔t�-〕＞〔t�-〕的演變。 
16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頁 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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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從這些中古聲類(指精、知、莊、章、見曉組的二、三、四等字17)在〔i〕

或〔y〕之前是否讀為〔t�-〕、〔t�-〕、〔#-〕這幾種聲母，可以將客家話顎化

後的表現分為三大類。見下表三： 

 

表三 

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見組顎化見組顎化見組顎化見組顎化 方言點舉隅 

1.見組獨行，不與精、知三章合流 江西安遠(欣山)18 

2.見、精、知三章合流 湖南炎陵(水口)19 

3.見、精合流 四川成都(合興)20 

4.見、知三章合流 福建長汀21 

5.見、知三章合流為〔#-〕，見、精合流為〔t�-〕 湖南耒陽22 

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精組顎化精組顎化精組顎化精組顎化，，，，見組不顎化見組不顎化見組不顎化見組不顎化  

1.精組獨行 台灣四縣 

2.精、知三章合流 江西井岡山(黃坳)23 

第三類第三類第三類第三類：：：：知三章顎化知三章顎化知三章顎化知三章顎化，，，，見見見見、、、、精不顎化精不顎化精不顎化精不顎化 廣西陸川、賀縣、貴縣24 

                                                 
17

 有些客家話的見系二等字有增生〔i〕介音而使得其前聲母顎化的情形產生，如：江 

西贛縣(蟠龍)、湖南(耒陽)的客家話。 
18

 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9

 出處同註 13。 
20

 同註 11。 
21

 同註 9。 
22

 王箕裘、鍾隆林：《耒陽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23

 出處同註 17。 
24

 陳然然〔整理〕：〈廣西客家方言概要〉，《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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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是指見組顎化後與其他聲類的合流情形，可以再分為五種次

類：一是見組獨行，與其他聲類互不相涉；第二至五種是見組與其他聲類

的合流，其中比較複雜的是湖南耒陽客家話，有兩種顎化音，這在目前所

知的客家話材料中是極為少見的。 

第二、三類出現的方言點都極少。第二類的台灣四縣話知三章組字不出

現在細音韻母之前，所以僅有精組字顎化；井岡山(黃坳)客家話是見組塞音

不顎化而擦音聲母顎化，25如：姜字讀為〔 ki�$〕、香字讀為〔 �i�$〕，由

於見組的顎化音僅出現在擦音，並未成系列的顎化，故仍歸於見組不顎化

的這一類。第三類僅出現在廣西陸川、賀縣、貴縣這三個地方，此三地目

前可見的調查材料極少。 

由表三可見，以第一類見組顎化的情況最為普遍，見組不顎化而其他

聲類顎化的情況是較少的。除了上列表三中談及的客家話之外，也有一些

客家話是不顎化的。例如台灣海陸、饒平、大埔、詔安客家話，福建省秀

篆，廣東梅縣、揭西、連南，廣西西河等地的客家話。
26
大體說來，廣東以

及部分福建西部客家話在見組的今讀表現以不顎化為主流。 

 

((((一一一一)))) 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    

    

1. 見組顎化 

 
                                                 
25

 註 17，頁 196-197。 
26

 梅縣、秀篆、揭西、連南，西河的出處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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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組獨行，不與精、知三章合流 

 

見組顎化的第一小類，除了安遠(欣山)之外，還見於銅鼓(豐田)、奉新(澡

溪)、于都(貢江)27、塘灣(德興市繞二鎮)28以及廣東和平(林寨)29等地。這種

類型都是精組主要讀〔tsi-〕，如：安遠欣山的「齊〔�ts�i〕、親〔 ts�i$〕、

雪〔�si%〕」等字，知三章組的主要讀法未必與精組同行。見表四中各方言

點精、知三章、見組的聲母今讀對比： 

 

表四 

精 知三章 見 方言點 見組例字 

江西安遠(欣山) 建〔t�i�〕、強〔�t��i�$〕、胸〔 �i�$〕 tsi- tsi- t�i- 

廣東和平(林寨) 久〔�t�iu〕、慶〔t�in�〕、鉗〔�t��iam〕、香

〔 �i�$〕、穴〔�i�t"〕 

tsi- t�- t�i- 江西銅鼓(豐田) 記〔t�i�〕、欺〔 t��i〕、結〔t�i���〕 

tsi- t-  t�i- 江西奉新(澡溪) 弓〔 t�i�$〕、曲〔t��iuk�〕、局〔t��iuk"〕 

tsi- t�i- t�i-, t�y- 江西于都(貢江) 丘〔 �iu〕、求〔�t��iu〕、圈〔 t��i�'〕、去〔t�yu�〕 

tsi- t�- t�i-, t�y- 江西塘灣 

(德興市繞二鎮) 

鋸〔t��iu�〕、區〔 t��y〕、裙〔�t��y�n〕、去

〔�iu�〕、許〔��y〕 

 

                                                 
27

 銅鼓(豐田)、奉新(澡溪)、于都(貢江)方言點的出處同註 18。 
28

 胡松柏等著：《贛東北方言調查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 
29

 出處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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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以灰色標註的，表示其後不接細音〔i〕。在表四中可見，精、知三

章組僅在江西安遠(欣山)、廣東和平(林寨)中是一同行動的，其餘皆有差別。 

安遠(欣山)的知三章組雖然在細音〔i〕主要讀為〔ts-〕，如：展〔�tsi〕、

纏〔�ts�i〕，但也有少數書、禪母讀為〔�-〕的例子，如：扇〔�i�〕、善〔�i"〕。 

于都(貢江)的丘字及塘灣的去字屬於中古溪母字，但是顎化後讀為〔�-〕

而非隨同多數的溪母字顎化後讀為〔t��-〕，這是因為它們在讀為〔�-〕

之前的型態是〔h-〕而非〔k�-〕。溪母字今讀通音化為〔h-〕的情況

散見於各地客家話及粵語，如： 

 

表五 

方言 方言點 起 

止開三 

去 

遇合三 

台灣四縣 hi hi 

廣東河源30 hi hy 

四川泰興 �i �i 

客 

 

馬來西亞士乃31 hi hi 

粵32 廣東廣州 hei hœy 

 

                                                 
30

 出處同註 9。 
31

 陳曉錦：《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 年)。 
32

 廣州、台山、中山的材料見於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 

社，2004 年)。北海、玉林、龍州的材料見於陳海倫、林亦主編 ：《粵語平話土話方 

音字匯：第一編廣西粵語、桂南平話部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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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台山 hei hui 

廣東中山 hi hy 

廣西北海 hei hei 

廣西玉林 hi hy 

廣西龍州 xi ─ 

    

有些學者認為客家話溪母字讀為〔h-〕的情形是受到粵語的影響而產生

的，但從發音行為上來看，送氣塞音擦音化的現象是極有可能產生的一種

弱化表現。這裡的「弱化」指的是氣流阻塞程度由強減弱，由阻塞程度較

大的輔音（塞音）改讀為阻塞程度較小的輔音（擦音）。于都(貢江)的丘字

及塘灣的去字是先塞音擦化而後再顎化，故在顎化的表現上才會與多數的

溪母字走向不同，讀為〔�-〕而非塞擦音〔t��-〕，變化為：k�i- > hi- > �i-，

也就是說，這類溪母字擦音化後就隨同曉匣母一同變化。 

 塘灣位於贛東北，胡松柏等著提到這是吳、徽語相接區域中的客

語島方言，稱廣東話，其居民來自廣東梅州。 33它和于都(貢江)的知三

章組雖同讀為〔t�-〕，但是于都(貢江)仍保有細音〔i〕，而塘灣的〔i〕

則已經丟失，這種差異會使得它們知三章組聲母後來的演變走向不同的

方向，保存細音〔i〕的于都(貢江)有可能後來會與見組字並行而讀為

〔t�i-〕，不具細音〔i〕的塘灣則失去顎化產生的環境，〔t�-〕有可

能往捲舌化發展。 

    

                                                 
33

 同註 28，頁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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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見、精、知三章合流 

 

見組顎化的第二小類是精、知三章、見組在〔i〕或〔y〕之前同讀為〔t�-〕。

這種類型除了湖南省炎陵(水口)之外，尚見於汝城(濠頭
34
、三江口)、攸縣(漕

泊)、宜章(關溪)、新田(冀村)
35
，以及江西省的贛縣(蟠龍)、大余

36
、上猶(社

溪)、南康(蓉江)、全南(城厢)、寧都(城關)
37
、上饒縣鐵山鄉的大溪汀州話

38
等。

下表為上述各方言點的精、知三章、見組在〔i〕或〔y〕之前的主要讀法： 

    

表六 

 精 知三章 見 

湖南新田(冀村) t�i-, t�y- t�y- t�i-, t�y- /t�� 

湖南汝城(濠頭) t�i-, t�y- t�y- t�i-, t�y- 

江西大余 t�i-, t�y- t�i-, t�y- t�i-, t�y- 

湖南炎陵(水口) t�i- t�y- t�i-, t�y- 

江西大溪汀州 t�i- t�i-, t�y- t�i-, t�y- 

江西上猶(社溪) t�i- t�i-, t�y- t�i-, t�y- 

江西南康(蓉江) t�i- t�i-  t�i-, t�y- 

湖南汝城(三江口) t�i- / tsi- t�i-  t�i-, t�y-/ tsi- 

湖南攸縣(漕泊) t�i) t�i)� t�u t�i)� t�u 

                                                 
34

 曾獻飛：《汝城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年)。 
35

 汝城(三江口)、攸縣(漕泊)、宜章(關溪)、新田(冀村)出處同註 13。 
36

 贛縣(蟠龍)、大余的出處同註 18。 
37

 上猶(社溪)、南康(蓉江)、全南(城厢)、寧都(城關)的出處同註 16。 
38

 這是吳語區中客語島方言，稱汀州話，屬於閩西客語。參見註 28，頁 28。 



    

    

    

    

    

    

    

 
6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2期（2012年 7 月） 

 
 

 
 

湖南宜章(關溪) t�i) t�i) *知三' t�i) 

江西全南(城厢) t�i) t�i)  t�i) 

江西贛縣(蟠龍) t�i) t�i)  t�i) 

    

表六中根據音系中〔y〕的有無，可以區分為兩類。從〔y〕的分布環

境來看，〔y〕在知三章及見組之後保存的最好，在精組之後保存的最差，

這與聲母的性質有關，精組的平舌性使得〔i〕較容易保存而〔y〕較難出現。

其中比較別的是湖南省攸縣(漕泊)、新田(冀村)、汝城(三江口)等地見組字

〔t�u〕、〔t��〕、〔tsi-〕類的讀法。 

汝城(三江口)的精組有t�i-及tsi-的情形出現，如山攝的煎〔 t�ien〕、

剪〔�tsien〕，這顯示精組目前可能正在進行〔tsi-〕>〔t�i-〕的變化，顎化

尚未完成，部分見組聲母隨同精組今讀〔tsi-〕類的字一起行動。宜章(關溪)

的〔t�i-〕不出現在章組字，因為章組字已不和細音韻母搭配，〔t�i-〕僅出

現在知三組，如：抽〔 t��i�u〕、綢〔�t��i�u〕，而知三組聲母今讀也以〔ts-〕

居多，細音多數已經丟失。 

    

(3) 見、精合流 

 

屬於第三小類的是見、精組在〔i〕或〔y〕之前都讀為〔t�-〕。客家話

出現此類顎化現象所見的方言點最多，包括湖南省的茶陵(桃坑)、炎陵(十

都)39，陝西省的商洛廣東話，40四川省的成都(合興、三聖、天回、龍潭寺、

                                                 
39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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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陵、西河、石板灘、泰興、龍王)、威遠、儀隴、西昌黃聯，41福建省的

武平(武東42、岩前43)，江西省的龍南、定南(歷市)44以及東北方的太源話。 

其中商洛廣東話雖名為廣東話，但這個名稱是點出該客家族群的來源

而非指他們是說粵語的族群。商洛市位於陝西的東南部，孟萬春提及：商

洛”廣東話其實不是真的粵語而是客家話，廣東客家人來陝的原因主要是清

政府頒布的遷海令。”45太源話位於江西鉛山縣太源畲族鄉，是贛語區中的

客語島方言，屬畲語。46商洛廣東話與鉛山太源話都屬於方言島，在其他方

言族群的包圍中仍將客家話保持下來。 

這種類型的知三章組讀為〔ts-〕或〔t�-〕，細音〔i〕在〔ts-〕之後有保留的，

也有丟失或者是元音低化的。以武平武東及武平岩前為例，如： 

    
表七 

 精 知三章 見 

武平武東 親 t��i$ 千 t��i�' 
七t��i�� 雪�i��� 

春 ts�i$ 神�tsi$ 
竹ts���  叔s��� 食si�" 

裙�t��i$ 勸t��i�'� 
菊t��i��� 

武平岩前 親 t��i$ 千 t��i�$ 
七t��i��  

春 ts�e$ 神�se$ 
竹ts�k�  叔s�k�食sei�" 

裙�t��i$ 勸t��i�$� 
菊t��i�k� 

    

                                                                                                                   
40

 孟萬春：《商洛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41

 其中成都(合興)、威遠(石坪)、儀隴(樂興、周河)、西昌黃聯出處同註 12；成都(三 

  聖、天回、龍潭寺、十陵、西河、石板灘、泰興、龍王)出處同註 11。 
42

 林清書：《武平方言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福州，2004 年)。 
43

 同註 9。 
44

 同註 17。 
45

 同註 40，頁 94。 
46

 同註 28，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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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見組的顎化不論是在介音或元音之前，都很一致，但是在知三章

組就呈現紛歧的樣貌。春、神、食字的主要元音有〔i〕及〔e〕的對比，「竹、

叔」都是丟失介音〔i〕。在武東話中，細音〔i〕當主要元音時還能在〔ts-〕

之後出現，但是在岩前話中就不行。 

這種顎化的表現近於官話方言的顎化表現，見組與精組顎化後合流為

〔t�-〕，而知三章組則因為細音〔i〕的丟失或轉化為較低的元音，失去產生

顎化的環境，與見、精組走向不同的演化途徑，形成知三章ts(i)~t�：精見t�i

的分立格局。 

    

(4) 見、知三章合流 

    

這種類型是見組顎化後與知三章組(今讀〔t�i-〕)同形，精組在〔i〕前

不顎化。目前僅見於閩西的長汀縣。廣西的賀州(蓮塘)
47
、廣東五華

48
，也有

類似的表現，但是與長汀方言不同的是：長汀縣方言是見組與知三章合流表

現是成套的〔t�-〕、〔t��-〕、〔�-〕；廣西賀州蓮塘及廣東五華僅在擦音

部分合流為〔�-〕。 

廣西賀州(蓮塘)方言具有兩套塞擦音系統，精莊組讀〔ts-〕，知三章組讀〔t�-〕，

皆可出現在洪細音之前，但是見組字僅有部分曉匣溪母(多為開口三四等字)

與船書禪母合流為〔�-〕，見、溪母字在細音〔i〕之前一般仍讀為〔k-〕，

                                                 
47

 鄧玉榮：〈賀州蓮塘客家話音系〉，《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2011 年)。 
48

 這裡的五華話指老派華城話，屬於五華縣北片的方言，習慣上稱為長樂聲。見朱炳玉： 

  《五華客家話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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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個別精組字與知三章組字讀為同音，如：陳秦〔�t��in〕、字侍〔s+�〕。

49
賀州(蓮塘)方言見組字與章組字合流的例子如下：    

    
表八 

章 見 讀音 

商傷 鄉香 〔 ��$〕 

世示 氣器 〔�i�〕 

 

「鄉香」字顎化(hi->�i-)後失去了原來顎化的環境〔i〕，故與同攝的章組字

韻母合流。「鄉香」兩字的變化速度是較同地位的見曉組字為快，當「姜疆

強央羊」等字都仍讀〔-i�$〕韻時，它們已經率先顎化並丟失介音。 

 五華方言與賀州(蓮塘)一樣，分為兩套塞擦音，同時有部分見組與章

組字的聲母今讀同為〔�-〕，如：50氣〔�i�〕、丘〔 �iu〕、收休〔 �iu〕等字。 

在李如龍、張雙慶所記的長汀方言裡，知三章、見組在細音〔i〕前都

同讀為〔t�i-〕51
，如： 

    

表九 

知三章 見 

展知三 戰章母 扇(扇子) 書母 見見母 件群母 現匣母 

〔�t�ie'〕 〔t�ie'�〕 〔�ie'�〕 〔t�ie'�〕 〔t��ie',〕 〔�ie',〕 

 

                                                 
49

 同註 47，頁 277。 
50

 同註 48，頁 50、83。 
51

 同註 9，頁 16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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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汀縣南方的涂坊鎮也具有同樣的情形，見組顎化後與知三章組同行，

如：「咒章母究見母」(〔t�iu�〕)同音。不過涂坊鎮的語音與縣城音不同，不僅

仍有輔音韻尾〔-n〕與〔-t〕，在聲調上也還保有入聲調。52 

長汀方言分為兩套塞擦音，知三章在洪細音之前均讀為〔t�-〕，見組在洪音

前讀為〔k-〕，細音前則發音部位前移讀為〔t�-〕，因此說是見組顎化後與知

三章組同行。長汀方言的這種情形與第一小類中的江西于都(貢江)方言類

似，差別僅在於前者的知三章、見是一同行動，而後者則是知三章、見有別： 

    
表十 

 精 知三章 見 

福建長汀 tsi t�i t�i 

江西于都(貢江) tsi t�i t
i 

 

(5) 見、知三章合流為〔#-〕，見、精合流為〔t�-〕 

 

這種類型的顎化表現，目前僅見一個方言點─湖南省耒陽。耒陽位於

湖南省東南部，根據王箕裘、鍾隆林所言，耒陽客家人主要是元至明代自

江西遷入。53 

耒陽客家話54的顎化情形比較複雜，見組有兩類顎化音，從中古聲類

的來源來看，知三章與見組在〔i〕或〔y〕之前合流為〔#-〕，精、見、端組

                                                 
52

 長汀縣涂坊鎮的材料為本文作者何純惠之一於民國 101年 3月至 4月前往福建省龍巖 

  市進行田野調查所得，感謝國科會計畫支持本次田調經費。 
53

 同註 22，頁 3-5。 
54

 這裡指耒陽市區老派話。同註 2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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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或〔y〕之前合流為〔t�-〕。精、見、端組字還有文、白讀音之別，

文讀是顎化音(〔t�-〕、〔#-〕)，白讀是〔ts-〕(精組)、〔k-〕(見組二等字)、〔t-〕

(端組)。 

乍看耒陽話〔t�-〕、〔#-〕在見組的出現，似乎找不出一條明顯的規律，

如：菊字(〔�#y〕韻母文讀、〔�#i�〕韻母白讀)、曲字(〔�#�y〕韻母文讀、〔�#�i�〕韻母

白讀)、家(〔 #ia〕聲母文讀〔 ka〕聲母白讀)、街(〔 t�ie〕聲母文讀、〔 kæ〕聲母白讀)。但

是深入觀察〔t�-〕、〔#-〕兩個聲母的出現環境與中古來源的配合，不難發現

與中古等第有關，〔#-〕的來源多為三、四等韻，〔t�-〕主要出現在二等韻。

以下為耒陽話見組〔t�-〕、〔#-〕兩個聲母出現的環境： 

 

表十一 

等 

韻攝 

 

二 

 

三、四 

山咸 t�- 

山攝：艱間奸 t�ie'韻母文讀  簡�t�ie'韻母文讀 

咸攝：監 t�ie'韻母文讀   甲�t�ie韻母文讀 

#- 

山攝(開口韻)：見#ie'� 牽 #ie ' 件#�ie'�  

             肩 t�ie' 

山攝(合口韻)：決�#ye  拳權�#�ye'  

咸攝：劍#ie'� 兼 #ie' 欠#�ie'� 

果遇 

梗通 

 #- 

果攝：瘸�#�ia韻母文讀�#�ya韻母白讀 

遇攝：鋸#y�韻母文讀     去#�y�韻母文讀 

梗攝：鏡#iæ'�韻母文讀#i�'�韻母白讀 

                輕 #�iæ'韻母文讀 #�i�'韻母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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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攝：菊�#y韻母文讀�#i�韻母白讀 

      曲�#�y韻母文讀�#�i�韻母白讀 

止  #-(合口韻)  櫃#�y�韻母白讀    季t�i� 

t�-(開口韻)  基 t�i  記t�i�  欺 t��i 

蟹 t�- 街皆階 t�ie韻母文讀 介界屆t�ie�韻母文讀 t�-  雞 t�i  計繼t�i� 

臻  #-  

開口韻：斤巾 #iæ'  芹�#�iæ' 

合口韻：軍君鈞均 #yæ'    

             裙群�#�yæ'韻母文讀    菌#�yæ'� 

t�-  軍君鈞均 t�yæ'  裙群�t��yæ' 

江假 #- 

江攝：江 #i�'韻母文讀   講�#i�'韻母文讀 

               覺�#io韻母文讀   確�#�io韻母文讀 

假攝：家 #ia韻母文讀  假�#ia韻母文讀 

 

 

但這個分別也不是壁壘分明的，試見上表中以灰色標註處。其中「肩」、

「季」兩屬於少數情況，恐怕是直接從官話方言中借入的；但是臻攝「軍

君鈞均裙群」等字的兩讀卻與層次有關。 

我們認為見組顎化現象在耒陽話的出現，在某些攝中表現為二等

(t�-)：三、四等(#-)的對立，或是僅出現在三、四等。但在只有三等的止攝

中，〔t�-〕、〔#-〕成為開、合口的標誌，由於蟹攝隨同止攝開口韻一起行動，

因此「街皆階介界屆雞計繼」等字皆讀為〔t�-〕。蟹攝二等、四等的區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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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母的不同加以區別，即：二等(-ie文讀、-æ白讀)：三、四等(-i)。 

臻攝部分比較特別的是三等見組字兼有〔t�-〕、〔#-〕兩種聲母，根據

王箕裘、鍾隆林所記，〔#yæ'〕音節形式屬於白讀音(指軍君鈞均裙群等字)，

〔t�yæ'〕則未特別說明，55但在討論文白異讀時又提到臻攝舒聲韻的文讀為

yæ'，這種論述未言明之處就是〔t�yæ'〕的表現是後起的，新起的〔t�yæ'〕

與〔#yæ'〕相較，原有的〔#yæ'〕就成為白讀。軍君鈞均群等字在臻攝只有

兩種讀音，但裙字在臻攝卻保有三種讀法，〔�k�uæ'〕韻母白讀、〔�#yæ'〕韻母文讀

及〔�t�yæ'〕，裙字的表現揭示了軍君鈞均群等字曾有〔 k�uæ'〕(�k�uæ')，

但後來白讀音的〔 k�uæ'〕(�k�uæ)消失，僅剩〔 #yæ'〕(�#yæ')、〔 t�yæ'〕

(�t�yæ)成為文白讀音的不同表現。 

江攝只有二等，假攝見組三等無字，它們今讀為〔#-〕可能是隨同見

組字在其他攝三、四等韻的表現，也可能是曾經歷過〔t�i-〕 >〔#i-〕的變

化。 

由以上討論可知，耒陽話二等和三、四等韻的顎化的時間不同，分兩個層

次影響了耒陽話，見組顎化後的〔t�-〕、〔#-〕兩個讀音可以分別稱為新文讀

和舊文讀，〔#-〕屬於舊文讀，〔t�-〕屬於新文讀。 

    

2.精組顎化，見組不顎化  

    

這種類型目前見於江西省井岡山(黃坳)
56
、石城(琴江)，廣西省上思(屯

                                                 
55

 同註 22，頁 95 
56

 出處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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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57
、賓陽(大橋)

58
以 

及台灣四縣，呈現零散式的分布。又可分為精組獨行以及精、知三章合流兩

小類。 

 

(1) 精組獨行 

 

屬於第一類的有台灣四縣、石城(琴江)、上思(屯隆)。以下舉出台灣四

縣、石城(琴江)的例 

字，見下表： 

 

表十二 

 精 知三章 見 

台灣四縣 酒 t�iu   秋 t��iu  修 �iu 抽 ts�u  手�su 舅 k�iu 強�k�io$ 

石城(琴江) 酒 t�i�u 秋 t��i�u 修 �i�u 抽 ts��u 手�s�u 舅 k��u強�k�i�$ 

 

由上表可見，屬於這一類型知三章組多半不具細音韻母，因此不產生顎化

現象，與精組聲母在洪音韻母前的表現相同。上思(屯隆)的語音格局與台灣

四縣、石城(琴江)是一樣的，都是只有一套塞擦音，不過是〔t�-〕而非〔ts-〕，

〔t�-〕、〔t��-〕、〔�-〕與洪音相拼時接近〔ts-〕，與細音相拼時接近〔t�-〕。59

                                                 
57

 陳思同：〈上思縣屯隆客家話音系〉，《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11 年)， 頁 231-253。 
58

 黃英富：〈賓陽縣大橋客家話述要〉，《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43-162。 
59

 同註 57，頁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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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思(屯隆)還有廣西客家話特有的〔.-〕，來源多是章組，相對的〔�-〕來源

多是精、莊組，60這種現象也隱然點出精莊與章組字曾有的分立格局。 

 

(2) 精、知三章合流 

 

屬於此種類型的目前可見有井岡山(黃坳)以及賓陽(大橋)。 

井岡山(黃坳)前已提及在見組的塞音部分沒有顎化而擦音聲母有如：

丘〔 k�ieu〕、求〔�k�ieu〕、休〔 �ieu〕等字，此處再舉出它在精、知三

章合流的例字，如：袖臭〔t��ieu�〕、秋抽〔 t��ieu〕。 

賓陽(大橋)僅有〔t�i-〕、〔ts-〕兩套音來看，屬於精知莊章合流的方言，

在洪音前讀為〔t�i-〕、細音前讀為〔ts-〕，如：食食飯〔�it"〕、整整理〔�t�in〕、

姐姐夫〔�t�in〕，而見組在〔i〕之前也未變讀，如：巾手巾〔 kim〕、舅大舅〔 k�iu〕。 

    

3.知三章組顎化型 

 

這種類型的見組跟精組都不顎化，知三章讀為舌面音(t�i-)，精組讀舌

尖音(tsi-)，見組讀舌根音(ki-)形成分立局面，但有少數例外出現在擦音部分

(見下表以灰色標示的例字「徐、顯」)。這種顎化類型目前僅見於廣西陸川、

賀縣、貴縣三個方言點，以下為例字61： 

 

                                                 
60

 同註 57，頁 238。 
61

 同註 24，頁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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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精 知三章 見 

陸川 津 tsin 侵 ts�im  

徐��y 

珍 t�in 深 t��im 書 �y  

展�t�an 朱 t�u 

堅 ki�n 供 kiu$ 菊k�iuk� 

顯��an 

賀縣 津 tsin 侵 ts�im  

徐��i  

珍 t�in 深 t��im 書 �i  

展�t�i�n 朱 t�u 

堅 ki�n 供 ko$ 菊k�ok� 

顯��i�n 

貴縣 津 tsin 侵 ts�im 

 徐��i 

珍 t�in 深 t��im 書 �i  

展�t��n 朱 t�u 

堅 k�n 供 ku$ 菊k�uk� 

顯���n 

 

由上表可發現陸川話在見組三、四等字的〔-i-〕介音保存的比較好，賀縣

及貴縣都有丟失的情形。 

    

((((二二二二))))客家方言顎化現象的演變模式客家方言顎化現象的演變模式客家方言顎化現象的演變模式客家方言顎化現象的演變模式    

    

上節所談是客家話精、知、莊、章、見曉組顎化後的種種表現，這節

則要從「見組顎化與否」以及「精、知三章在客家話中的分合」兩項音韻表

現來討論客家話的演變模式。 

我們從前面的討論得知，客家話顎化現象的表現與見、精、知三章組的

後接〔-i-〕的去留有關。見組聲母在中古聲類屬於後部位的發音位置，成

阻的位置在硬顎之後；精、知三章組發音時的成阻部位在硬顎之前。這兩類

聲母在發音位置上本就有很大的差異，但前高元音〔-i-〕使它們具有合流

的可能。若是精組、知三章組聲母後接的〔-i-〕保持良好，當見組字顎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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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可能與精組、知三章組在〔-i-〕之前同行。 

但是精組、知三章與見組的顎化時間未必相同或相近，錯開的時間發展

使得這些中古聲類顎化後的合流對象有所差異。有些方言中是見組與知三章

並行；有些則是見組與精組並行；有些甚至是見組與精組、知三章一起行動；

有些則是見組聲母讀為顎化音，不與其他聲類合流。這些差異都呈現出精

組、知三章及見組在顎化音變上的時間差距。 

從部分客家話具有精莊知二、知三章分立的格局來看，客家話的精、知三

章及見組較早的型態應是tsi-：t�i-：ki-，是三者分立，精組、知三章組在細

音〔-i-〕之前並未合流，精與知三章並行、知三章與見組並行以及見精組合

流為〔t�-〕都屬於較晚起的現象。以下從「見組顎化與否」以及「精、知三

章在客家話中的分合」兩項音韻表現，將上節所談的顎化類型歸納為下列

四種演變模式(「┼」代表肯定，「─」代表否定)： 

 

                                                           表十四  

 精與知三章有別 見組顎化 方言點舉例 

模式一模式一模式一模式一 ┼(存古) ─(存古) 台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模式二模式二模式二模式二 ┼(存古) ┼(創新) 福建長汀、湖南耒陽 

模式三模式三模式三模式三 ─(創新) ┼(創新) 江西上猶(社溪、東山)、湖南汝城(三江口) 

模式四模式四模式四模式四 ─(創新) ─(存古) 台灣四縣、江西石城(琴江)、廣西上思(屯隆) 

    

1. 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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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類型屬呈現的聲母語音格局是較為保守的，精與知三章組有區別，

見組也不顎化，除了表十四中所舉的這些方言點之外，廣東省多數的客家

話皆屬於這種模式，而模式二、三、四在廣東客家話中則甚為少見。福建、

江西、湖南客家話以模式二、三出現的較多。模式四則是零星分布，沒有

集中分布的區域。 

若說精與知三章有別是存古，見組顎化是創新，則模式一是屬於較早的

語音型態，模式三是較新的表現。模式二、三、四都是模式一的後續演變，

但是四種模式之間無法建立起蘊含關係，說明哪種模式孰先孰後。在模式

二中，精與知三章的分別是存古，但是見組字顎化屬於創新；在模式三中精

與知三章沒有分別，見組也顎化，這種模式出現在模式二或四之後都是有可

能的。 

 

2. 模式二 

 

    這裡提到的方言是精、知三章分為兩套塞擦音，但見組顎化之後分別與

精、知三章組(或是兩者皆有)合流。見組顎化的表現，可以根據見組字的今

讀分為五種次類，見下表： 

    

表十五 

1.見組讀為t�i- 江西省塘灣廣東話、太源畬話 

2.見組讀為t�i- 福建省長汀 

3.見組讀為t�i-, t�y-及t�� 湖南省新田(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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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見組讀為t�i-, t�y-及t�-,t�u 湖南省攸縣(漕泊) 

5.見組讀為#i-, #y-及t�i-, t�y-- 湖南省耒陽 

    

塘灣廣東話、太源畬話都是見、精組顎化後合流為〔t�i-〕，知三章組

已經丟失細音，故皆讀為〔t�-〕，知三章、見並不合流。長汀方言屬於知三

章、見在細音前合流的類型，皆讀為〔t�i-〕，與精組〔tsi-〕有別。 

新田(冀村)與攸縣(漕泊)的見組聲母都有比較特別的讀法，除了常見的

〔t�i-〕、〔t�y-〕之外，還有舌尖元音以及其他元音的形式。試見下列表十

六、十七。 

表十六為新田(冀村)見組的各類讀法，其中讀為〔t��〕的表現比較特

別，它大量出現在止、蟹攝，隨同部分知三章、精組字一起行動。見下表：  

 

表十六 

 例字 

見組讀t�i-, t�y- 瓊〔�t�yn〕、菊〔t�y�〕、權〔�t��yen〕、建〔t�ien�〕、

遣〔�t��in〕、熊〔��io$〕 

見組讀t�� 寄〔t���〕、飢〔 t��〕、急〔t����〕、徛立〔 t���〕、器

〔t����〕、奇〔�t���〕、係〔���〕 

知三章、精組字讀

t�� 

枝止開三章〔 t��〕、七漆臻開三清〔�t���〕、匙止開三禪〔���〕、

知止開三知〔 t��〕、濕深開三書戚梗開四清〔���〕、十深開三禪〔���〕 

 

表十七為攸縣(漕泊)見組字的各類讀法，其中捲舌音〔t�u〕類的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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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出現在遇攝，〔t�-〕則是見於部分中古合口韻。見下表： 

 

表十七 

 例字 

見組讀t�i-, t�y- 雞〔 t�i 〕、契契約〔t��i�〕、係〔�i�〕、見〔t�ie'�〕、牽〔 t��ie'〕、

繭〔�t�y�' 〕 

見組讀t�u 居〔 t�u〕、車車馬炮〔 t�u〕、巨〔 t��u〕、區區域〔 t��u〕、

虛〔 �u〕 

見組讀t�- 捲捲起〔�t��$〕、拳〔�t���$〕、缺〔t�����〕、懸〔 ��'〕 

知三章組字讀

t�u 

豬〔 t�u〕、註〔t�u�〕、主〔�t�u〕、輸〔 �u〕 

 

透過表十六、十七的對比，可以發現新田(冀村)與攸縣(漕泊)見組字的

表現十分相近。〔t�-〕可以在〔-i-〕、〔-y-〕之前出現，韻母讀為舌尖元音或

後高元音的見組字皆可與知三章組合流。新田(冀村)見組讀為〔t��〕僅見於

止、蟹攝；而攸縣(漕泊)除了〔t�〕類的讀法除了僅出現在遇攝的〔t�u〕類

的讀法外，還有〔t�-〕出現在部分中古合口韻，如出現在山攝的捲捲起、拳、

缺、懸等字，這些字隨著聲母捲舌化的發展，都已經失去當初促使顎化發

生的條件。 

攸縣(漕泊)在遇攝讀為〔t�u〕，對應到新田(冀村)是〔t�y〕；新田(冀村)

讀為〔t��〕的對應到攸縣(漕泊)是〔t�i〕，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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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八  

 遇攝 止、蟹攝 

攸縣(漕

泊) 

據〔t�u�〕、巨〔 t��u〕、虛〔 �u〕 寄〔t�i�〕、奇〔�t��i〕、犧〔 �i〕 

計〔t�i�〕、契契約〔t��i�〕、係

〔�i�〕 

新田(冀

村) 

據〔t�y�〕、巨〔t��y�〕、虛〔 �y〕 寄〔t���〕、奇〔�t���〕、犧〔 ��〕、 

計〔t���〕、契契約〔t����〕、係〔���〕 

 

在表十八中，可以清楚見到遇攝合口性質的保存，在攸縣(漕泊)以〔-u〕的

形式，在新田(冀村)則是〔-y〕的形式。攸縣(漕泊)在遇攝的見組聲母讀為

捲舌，韻母讀為後高元音，聲母失去顎化徵性，但從新田(冀村)的表現來看，

攸縣(漕泊)的遇攝見組字曾經歷過〔ky〕>〔t�y〕>〔t�u〕的變化。而止、

蟹攝部分，由〔-i〕與〔-�〕韻母的整齊對應可知，新田(冀村)的這部分的

字曾經發生〔ki-〕>〔t�i-〕>(〔t�i〕)>〔t��〕的變化。 

攸縣(漕泊)捲舌音〔t�u〕類的讀法已經失去細音〔i〕，如：居〔 t�u〕，

其中居字與豬讀為同音，這顯示攸縣(漕泊)有部分的見組字在顎化後與隨同

知三章一同讀為〔t�u〕，具合口性質的韻母使得前接聲母變為捲舌音，而這

部分讀為〔t�u〕的見組字的顎化速度是早於今日仍讀為〔t�i〕的見組字。 

 

3. 模式三 

 

模式三的方言點比較多，根據見組字的表現還可再分為三個次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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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表十九 

 方言點舉隅 

1.見組讀為t�i- 上猶(社溪、東山62)、安遠(欣山)、南康(蓉江)、龍南、全南(城厢)、定

南(歷市)、茶陵(桃坑)、炎陵(十都) 

2.見組讀為ts(i)- 武平平川63、寧都(城關) 

3.見組讀為t�i-或tsi- 汝城(三江口) 

 

上表中第一種小類是較普遍的；第二小類中，武平平川是見組讀為

tsi-，寧都(城關)是失去細音讀為ts-；第三類的汝城(三江口)則是tsi-與t�i-兩

種情況兼具，如：建山開三見〔tsien�〕、揭山開三見〔t�ie�〕、巾臻開三見〔 t�in〕，這

種兩種形式的並存目前並不清楚是否為文白讀的差異，但勢必形成競爭的

局面，從發音上的難易來說，應是tsi-> t�i-的變化較有可能。 

在客家話中，精與知三章在細音〔i〕前同行而不與見組合流，但又要

維持區別時，就會讀為相對的〔t�i-〕或〔tsi-〕，如下表： 

 

表二十 

 精 知三章 見 

寧都(城關) t�i- t�i- ts- 

                                                 
62

 出處同註 18，頁 95。 
63

 出處同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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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遠(欣山) tsi- tsi- t�i- 

 

 若將模式三與模式四放在一起看，可以發現不論精、知三章在今日屬

於什麼類型的讀音(〔tsi-〕、〔t�i-〕、〔t�i-〕)，它都盡可能地在細音前維持著

與見組有別的姿態，例外只見於武平(平川)及上猶(社溪)。見以下表二十一、

二十二： 

 

表二十一 

 精 知三章 見 

博白(沙河) tsi- tsi- ki- 

安遠(欣山) tsi- tsi- t
i- 

武平(平川) tsi- tsi- tsi- 

 

表二十二 

 精 知三章 見 

上思(屯隆) t�i- t�i- ki- 

石城(琴江) t
i- t
i- ki- 

上猶(社溪) t
i- t
i- t
i- 

寧都(城關) t
i- t
i- ts- 

 

表二十二屬於精、知三章讀〔tsi-〕，表二十三屬於精、知三章讀〔t�i-〕

或〔t�i-〕。精、知三章與見組有別的表現在見組尚未參與顎化運作時，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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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維持，但是當見組也開始參與這個語音變化時，分立的情勢變有所改變。

若精、知三章仍維持t�i-的型態，就會出現如上猶(社溪)的情況；若精、知

三章讀tsi-，見組在完成顎化後又去顎化讀為tsi-，就會出現像武平(平川)的

情況。 

這種三者相混的表現並不是客家話的發展常態，因此如同安遠(欣山)

以及武平(平川)這種在細音前讀為相同型態的表現，在客家話中並不多見。 

從表二十一、二十二中，我們可以見到見組字都有同樣的發展模式：

〔ki-〕>〔t�i-〕>〔tsi-〕，聲母顎化後再失去顎化徵性。寧都(城關)的這類

字甚至還丟失細音。 

 

4. 模式四 

 

模式四可見台灣四縣、江西石城(琴江)、廣西的上思(屯隆)、陸川、賀

縣、貴縣等地，這種精、知三章讀為同一套塞擦音的情況在客家話中多處可

見，如：廣東省的梅縣、翁源、清溪(東莞)、64河源(源城)、連平(隆街)65等，

以及廣西的博白(沙河)66，不過這些方言點的見組字在細音前皆不顎化，見

下表： 

 

 

                                                 
64

 出處同註 9。 
65

 出處同註 7。 
66

 韓霏：〈博白縣沙河鎮客家話同音字彙〉，《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18-134。 



    

    

    

    

    

    

    
  

客家話顎化現象探討   85 
    

 
 
 

表二十三 

 精 知三章 見 

陸川、賀縣、貴縣 tsi- t�i- ki- 

博白(沙河) tsi- tsi- ki- 

台灣四縣 t�i- ts ki- 

石城(琴江) t�i- t�i- ki- 

上思(屯隆) t�i- t�i- ki- 

 

表中的廣西的陸川、賀縣、貴縣雖然只有一套塞擦音，但是它們在細

音前的表現並不相同，這隱然指出精、知三章早期的分立。博白(沙河)、江

西石城(琴江)、上思(屯隆)等方言的精、知三章在細音前表現為合流。 

台灣四縣、石城(琴江)以及上思(屯隆)皆屬於精、知三章在細音前呈現

合流後的表現。其中台灣四縣的知三章因為失去了細音，所以維持〔ts-〕

的型態，如果它的細音還保存的話，就會如同石城(琴江)或上思(屯隆)一樣。 

韓霏說明博白(沙河)的音系特點時提及：「〔ts ts� s〕與細音相拚，聽感

上接近〔t� t�� �〕」67但是在音位歸納上終究處理為/ts/，精、知三章的表現

屬於同一套塞擦音，因此博白(沙河) 在精、知三章仍是屬於尚未完成顎化

的情形，故仍以tsi-表示。 

 

  

三三三三、、、、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67

 同註 66，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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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取材來自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台灣等地的客家

話，涵蓋層面廣，有隸屬客家話各方言片內的方言，也有客語方言島。透

過跨地域的比較，將客家話的顎化現象分為三大類型及四種模式。 

這三大類型分別是：「見組顎化」、「精組顎化，見組不顎化」、「知三章

顎化，見、精不顎化」，每種類型下還分次類。第一類的見組顎化可以分為：

1.見組獨行，不與精、知三章合流。2.見、精、知三章合流。3.見、精合流。

4. .見、知三章合流。5.見、知三章合流為〔#-〕，見、精合流為〔t�-〕。第二類

可以分為：1.精組獨行。2.精、知三章合流。第三類方言點極少，就不再分

次類。這三種類型以第一大類的方言點最多，第二、三大類的方言點在數

量上少了許多。 

在三大類型的基礎上接著，再根據「見組顎化與否」以及「精、知三

章是否有別」，將顎化類型歸納出四種演變模式。這四種模式除了表現出客

家話顎化的演變模式之外，也表現出音韻的存古與創新：模式一是「精與

知三章有別、見組不顎化」，如：台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方言，保

存了較早的型態，這是較原始的模式，而後的三類模式都是模式一之後的

表現；模式二是「精與知三章有別、見組顎化」，如：福建長汀，這是存古

與創新兼具；模式三是「精與知三章無別、見組顎化」，這皆是創新，如：

湖南汝城(三江口)；模式四與模式二一樣，都是創新與存古兼具，是「精與

知三章無別、見組不顎化」，如：台灣四縣、江西石城(琴江)。  

見組字在客家話的顎化上有劇烈的表現，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了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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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顎化音〔t�-〕、〔t�-〕之外，還有〔#i-〕、〔t��〕、〔t�u〕等讀法，

〔t��〕、〔t�u〕是見組字顎化後的後續演變。上述這些比較特別的讀法皆

出現在湖南地區的客家話而不見於廣東、福建等省。 

耒陽話的見組有〔t�-〕、〔#-〕兩類顎化音，它們的出現在不同韻攝中

具有不同的意義。在某些攝中表現為二等(t�-)：三、四等(#-)的對立，但在

只有三等的止攝中，〔t�-〕、〔#-〕成為開、合口的標誌，蟹攝隨同止攝開口

韻一起行動，因此「街皆階介界屆雞計繼」等字皆讀為〔t�-〕，蟹攝二等、

四等的區別以韻母的不同加以區別，即：二等(-ie文讀、-æ白讀)：三、四等(-i)。

臻攝部分三等見組字兼有〔t�-〕、〔#-〕兩種聲母，〔t�yæ'〕的表現是後起的，

〔#yæ'〕是原有的。軍君鈞均群等字在臻攝有〔#yæ'〕及〔t�yæ'〕兩種音節

形式，但裙字保有三種讀法〔�k�uæ'〕韻母白讀、〔�#yæ'〕韻母文讀及〔�t�yæ'〕，裙

字的具有三種讀法的意義在於揭示了軍君鈞均群等字曾有〔 k�uæ'〕

(�k�uæ)，但後來白讀音的〔 k�uæ'〕(�k�uæ)消失，僅剩〔 #yæ'〕(�#yæ')、

〔 t�yæ'〕(�t�yæ)成為文白讀音的不同表現。江攝只有二等，假攝見組三等

無字，它們今讀為〔#-〕可能是隨同見組字在其他攝三、四等韻的表現，也

可能是曾經歷過〔t�i-〕 >〔#i-〕的變化。耒陽話見組字的這種顎化表現，

目前在江西、廣東、福建、台灣等地的客家話並未見到，湖南其他地區的

客家話是否也有如同耒陽話的表現，是未來研究湖南或是湖南相鄰地區客

家話值得注意的。 

顎化現象的開端，從塞音還是擦音？從井岡山(黃坳)賀州(蓮塘)、安遠

(欣山)以及廣西的陸川、貴縣、賀縣等幾個方言點都有塞音在細音〔i〕前

不顎化，但有部分擦音顎化的情形來看，在顎化表現上，擦音比塞音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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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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