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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代湘語精、知、章、莊系聲母的存古與創
新—兼評吳湘一體說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本文根據中古《切韻》提供的音韻架構，探討現代湘語中精、知、莊、章四系聲母具

體的讀音表現，進而說明早期湘語在音韻架構上的存古與創新。探討中古精、知、莊、章

四系聲母的存古與創新，觀察的重點在於四系聲母具有最小對比的韻類—三等韻。本文

採取的是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同時以中古音系為參照架構，以 14種現代湘語為對象，
探討精、知、莊、章系聲母的分合情況。

由現代湘語的比較來看，早期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在原始湘語中已經演變為三類：

精系、莊系和章知系，其中精系可擬測為 *ts-、莊系可擬測為 *tʂ-，中古原有的章系和知
系合併為一類，可擬測為 *tɕ-。也就是說，原始湘語的聲母格局是：「精≠莊≠章 =知」。
章系和知系合流，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是一項音韻創新。知系與章系合流後今讀音仍舊是

tɕ-，並可以證成既有的中古音擬測，這是音值上相當重要的存古。
橋本萬太郎曾根據全清、次清和全濁三向對立的聲母表現，指出：現代吳語和湘語曾

經明顯地構成同一個方言地區。這也就是吳湘一體說。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保留中

古全濁聲母為獨立的一類性質上屬於存古特徵，以此將現代吳湘兩語歸為一類不無問題。

相對地，從中古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分合來看，湘語屬於「精≠莊≠章 =知」的類型，
吳語屬於「精≠知≠章 = 莊」的類型。值得留意的是湘語章系與知系合流，吳語則章系與
莊系合流，合併方式不同，但都屬於音韻創新。本文的觀察對吳湘一體這個假說形成重大

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湘語、中古音、存古、創新、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本文根據中古《切韻》提供的音韻架構，探討現代湘語中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具體的

讀音表現，進而說明早期湘語在音韻架構上的存古與創新。根據前人對中古音系的歸納，南北

朝至唐初的音韻系統中存在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對立，以各系的首字為例，根據董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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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的系統，擬音分別為：*ts-、*ȶ-、*tʃ-、*tɕ-。由現代共通語（或稱臺灣華語或普通話）

的角度來看，精系會因韻母條件而分化為 ts- 和 tɕ-，莊、知、章三系則全部讀為捲舌音 tʂ-，不

過就韻母而言，莊系字會帶有合口介音。以宕攝開口三等陽韻為例，「將精」讀為 tɕiaŋ1、「張

知章章」同讀為 tʂaŋ1 而「莊莊」讀為 tʂuaŋ1。值得留意的是，「將 - 張 - 章 - 莊」在中古階段韻

母及聲調相同，為聲母的最小對比。以宕攝開口三等為例，從中古到現代共通語的演變是：（放

入早期官話《中原音韻》供參考）

中古音 現代共通語 《中原音韻》

精母 將 tsjɑŋ > tɕiaŋ1 tsiaŋ1

知母 張 ȶjɑŋ > tʂaŋ1 tʃiaŋ1

章母 章 tɕjɑŋ > tʂaŋ1 tʃiaŋ1

莊母 莊 tʃjɑŋ > tʂuaŋ1 tʃuaŋ1

中古階段的陽韻開口三等韻以一種韻母 (-jɑŋ) 搭配四種聲母 (ts-/ȶ-/tɕ-/tʃ-)，到了現代共通語則

變為三種韻母 (-iaŋ/-aŋ/-uaŋ) 搭配兩種聲母 (tɕ-/tʂ-)。由此可知，中古陽韻 -jɑŋ到現代共通語的

演變是韻母增加（繁化）且聲母減少（簡化）。從古今演變的觀點來看，這是早先由聲母來表

現的區別，被轉換為現今韻母上的區別，這樣的現象稱重估 (reinterpretation)。由此可知，觀察

中古精、知、章、莊聲母的區別，不僅須著眼於聲母的讀音，同時也應該考慮韻母的表現。

2.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同時利用漢語音韻史《切韻》這個中古音系架構，以現

代湘語為對象來探討精、知、章、莊系聲母的分合情況。1探討中古精、知、莊、章四系聲母的

存古與創新，觀察的重點在於這四系聲母具有最小對比的韻類，也就是三等韻。以十六攝框架

來看，中古音系中具有精、知、莊、章四系聲母對立的韻攝包括（表 1）：

表 1. 十六攝所見精、知、莊、章聲母的最小對比

遇 止 流 深 臻 宕 曾 通

開        

合        

以上八個韻攝應該留意的是：

第一、遇、流、深、通四攝一般不分開合。具體情況則是：遇攝、通攝主要元音帶有合口

1 桑宇紅 (2004) 也由中古音框架出發，探討中古知莊章三系聲母在近代漢語的演變，並且也涉及個別現代漢語方言，不過

他的觀察不涉及精系，與本文在整體觀察面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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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流攝主要元音是央元音而帶有元音性的 -u韻尾。我們將遇、流、通三攝三等韻歸為合口。

深攝主要元音屬於央元音，帶有雙唇輔音韻尾 -m/-p，我們將深攝三等韻歸為開口。

第二、止、臻、宕、曾四攝三等韻均分開合，但宕、曾攝三等合口無精、知、莊、章四系

聲母字，因此這兩攝我們只能觀察開口韻。歸納起來，依照等韻圖架構，八個韻攝中只有止攝

（陰聲韻）及臻攝（陽入聲韻）兩者能夠同時觀察開、合口三等韻。

以上是關於韻母的分布。至於聲母方面，精、知、章、莊四系中精、莊、章三系除了塞擦

音（精清從、莊初崇、章昌船）之外還有擦音（心、邪、生、書、禪），知系則只有塞音（知

徹澄）。本文關於現代湘語這四類聲母的觀察，為求取聲母上的交集，聚焦於塞擦音及塞音的

表現。不過字表中仍列出若干擦音例字，它們的功能是提供韻母上的參照。

本文使用十四種現代湘語進行討論，這些材料的出處是：長沙和雙峰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益陽根據崔振華 (1998)、湘潭根據曾毓美 (1993)、湘鄉根據

李永明 (2016a)、婁底根據李濟源、劉麗華、顏清徽 (1987)、邵陽根據儲澤祥 (1998)、新化根

據羅昕如 (1998)、漣源根據陳暉 (1999)、武岡根據湖南省公安廳《湖南漢語方音字匯》編纂組 

(1993)、衡陽根據李永明 (2016b)、衡山根據彭澤潤 (1999)、漵浦根據賀凱林 (1999)、辰溪根據

謝伯端 (2016)。以上十四種湘語方言涵蓋了湘語的長益片、婁邵、衡州及辰漵四片。

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之後，現在回顧一下關於現代湘語精、知、章、莊分合類型的前人

研究。根據我們所知，針對整體湘語精、知、章、莊聲母較為全面的研究至少有兩位，分別是

周賽紅 (2005) 的博士論文和彭建國 (2010) 的專書，他們在各自的著作中都用了相當長的篇幅

進行分析，也獲得若干具有參考價值的結論。不過在我們看來，他們的研究存在以下的問題：

第一、周賽紅 (2005) 直接從上古音架構來觀察現代湘語，並且將不同的現代湘語次方言分

別定位在上古、中古、近代、現代等不同歷史階段。周文從方法操作到結論存在相當大的疑慮：

首先，現代湘語的中古知章系字讀為舌根塞音 k-、kh-、g-，是否為上古音的痕跡，在學界仍有

爭論。再者，周賽紅 (2005:37) 假設中古知系在比上古音階段更早的時期為 *krj-，中古章系在

比上古音階段更早的時期為 *kj-，並以此為起點論證現代湘語的知章系聲母變化。事實上李方

桂的上古音系統中，章系至少有兩個來源：一是與舌尖音聲母諧聲，擬測為 *tj-（例如屯：春）；

一是與舌根音聲母諧聲，擬測為 *krj-（例如耆：旨）。整體看來，周文似乎並未正確理解李方

桂的上古音系統，所作之推論不免就打了折扣。

第二、彭建國 (2010) 以中古音架構，並採用歷史層次的觀點探討舌齒音分合。歷史層次的

觀察相當重要，主要在於利用中古切韻框架作為參照，可以較為全面地照顧到漢語音韻史整體

的發展。具體來說，不同時代所疊積的語音在透過可靠的層次分析之後，可以歸入不同歷史階

段。不同的歷史層次之間不存在演變關係，這是時間層次研究的共識。2有了這樣的基本認識，

便可以避免將所有共時語音放進演變序列所造成的偏差。不過我們也留意到，彭文關注的重點

2 參看丁邦新主編 (2007)《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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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止於每類聲母本身的讀音，似乎未考慮「重估」之後受韻母影響所展現的聲母表現，也未觀

察各類聲母之間的最小對比。

儘管我們對既有研究成果提出若干檢討與反省，不過這些研究無疑地已經為現代湘語精、

知、章、莊聲母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我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向前探索。整體而言，本

文的架構如下：第 1 節是前言、第 2 節是研究方法、第 3 節和第 4 節分別探討現代湘語精知章

莊聲母在開口韻和合口韻的表現、第 5 節說明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的分合及早期音值擬測、

第 6節對吳湘語歷史關係進行檢討與思考、第 7節為結論。

本文音標全部採取國際音標標寫，送氣符號為 -h，聲調以數字標註於音節末尾，對應關係

為：陰平 -1、陽平 -2、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送氣符號及聲

調調類均不上標。

3. 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在開口韻的表現

3.1 止攝
現代湘語止攝開口三等韻的精、知、章、莊聲母的表現，與韻母今讀密切相關，我們（吳

瑞文 2023a）已用專文的篇幅加以討論。底下表 2–6列出止攝開口三等支、脂、之三韻的精、知、

章、莊聲母的同源詞來加以說明：3

表 2.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精系同源詞 (1)

紫 刺 姊 次 子 字

長沙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益陽 tsɿ3 tshɿ2 tsɿ3 tshɿ7 tsɿ3 zɿ5
湘潭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湘鄉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婁底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邵陽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雙峰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ɿ6
新化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dzhɿ1B/5
漣源 tsɿ3 tsɿ3 tshɿ5 tsɿ3 sɿ6
武岡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zɿ6
衡陽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5
衡山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漵浦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辰溪 tsɿ3 tshɿ5 tsɿ3 tshɿ5 tsɿ3 tsɿ6

3 同源詞表說明：(1) 聲、韻、調若有不規則者，以 ! 表示，例如「聲 !」指聲母不規則。(2) B 指白話 (bái huà)，W 指文讀 (wén 
dú)。(3) 語料同源詞有缺者，以相同韻母的字詞取代，標註於讀音之後。(4) 讀音後標註 ~ 者，表示使用的語詞，例如「參」

人 ~，表示用於「人參」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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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精系同源詞 (2)

餈 此 死 慈 詞 寺

長沙 tsɿ2 tshɿ3 sɿ3 tsɿ2 tsɿ2 tsɿ6
益陽 zɿ2 tshɿ3 sɿ3 zɿ2 zɿ2 zɿ5
湘潭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湘鄉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婁底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邵陽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zɿ2
雙峰 dzɿ2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dzɿ6
新化 dzhɿ2 tshɿ3 sɿ3 dzhɿ2 zɿ2 sɿ5
漣源 sɿ2 tshɿ3 sɿ3 sɿ2 sɿ2 sɿ6
武岡 tsɿ3 sɿ3 zɿ2 zɿ2 zɿ6
衡陽 tsɿ2 tshɿ3 sɿ3 tshɿ2 tshɿ2 tsɿ6
衡山 tshɿ2 tshɿ3 sɿ3 tshɿ2 tshɿ2 tsɿ6
漵浦 dzɿ5 tshɿ3 sɿ3 dzɿ2 dzɿ2 tsɿ6
辰溪 dzɿ5 tshɿ3 sɿ3 dzɿ5 dzɿ5 tsɿ6

表 4.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知系同源詞

知 池 遲 致 持 痔

長沙 tʂʅ1 tʂʅ2 tʂʅ2 tʂʅ5 tʂʅ2 tʂʅ5
益陽 tsɿ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zɿ6
湘潭 tʂʅ1 dʐʅ2 dʐʅ2 tʂʅ5 dʐʅ2 dʐʅ6
湘鄉 tʂʅ1 tʂhʅ2 tʂhʅ2 tʂʅ5 tʂhʅ2 tʂʅ6治

婁底 tɕi1 tɕhi2 tɕhi2 tsɿ5 tɕhi2 tshɿ6
邵陽 tsɿ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zɿ6
雙峰 tʂʅ1 dʐʅ2 dʐʅ2 tʂʅ5 dʐʅ2 dʐʅ6
新化 tʂʅ1 dʐhʅ2 dʐhʅ2 tʂʅ5 dʐhʅ2 dʐhʅ1
漣源 tɕi1 sɿ2 sɿ2 tsɿ5 sɿ2 sɿ6
武岡 tɕi1 dʑi2 dʑi2 tsɿ5 dʑi2 dʑi6治

衡陽 tsɿ1/tɕi1 tɕi2 tɕi2 tsɿ5 tɕi2 tɕi6治

衡山 tɕi1 tɕhi2 tɕhi2 tsɿ5 tɕhi2 tsɿ5
漵浦 tʂʅ1 dzɿ2 dzɿ2 tsɿ5 dzɿ2 tsɿ6治

辰溪 tʂʅ1 dʐʅ6 dʐʅ6 tʂɿ5 dʐʅ6 tʂ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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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章系同源詞

枝 紙 指 至 止 齒

長沙 tʂʅ1 tʂʅ3 tʂʅ3 tʂʅ5 tʂʅ3 tʂhʅ3
益陽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湘潭 tʂʅ1 tʂʅ3 tʂʅ3 tʂʅ5 tʂʅ3 tʂhʅ3
湘鄉 tʂʅ1 tʂʅ3 tʂʅ3 tʂʅ5 tʂʅ3 tʂhʅ3
婁底 tɕi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邵陽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雙峰 tʂʅ1 tʂʅ3 tʂʅ3 tʂʅ5 tʂʅ3 tʂhʅ3
新化 tʂʅ1 tʂʅ3 tʂʅ3 tʂʅ5 tʂʅ3 tʂhʅ3
漣源 tɕi1/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武岡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ɿ3聲 !

衡陽 tɕi1梔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衡山 tɕi1 tsɿ3 tsɿ3 tsɿ5 tshɿ3址 tshɿ3
漵浦 tsɿ1 tsɿ3 tsɿ3 tsɿ5 tsɿ3 tshɿ3
辰溪 tʂʅ1 tʂʅ3 tʂʅ3 tʂʅ5 tʂʅ3 tʂhʅ3

表 6. 現代湘語的止攝開口莊系同源詞

差參∼ 師 士 柿 事 使

長沙 sɿ1 sɿ5 ʂʅ6 sɿ6 ʂʅ3
益陽 sɿ1 zɿ6 zɿ6 zɿ6 sɿ3
湘潭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湘鄉 sɿ1 dzɿ6 dzɿ4 dzɿ4 ʂʅ3
婁底 sɿ1 tshɿ6 tshɿ6 tshɿ6 sɿ3
邵陽 sɿ1 zɿ6 dzɿ6 zɿ6 sɿ3
雙峰 tshɿ1 sɿ1 dzɿ6 dzɿ6 dzɿ6 ʂʅ3
新化 tshɿ1 ʂʅ1 ʂʅ5 ʂʅ5 ʂʅ5 ʂʅ3
漣源 sɿ1 sɿ6 sɿ6 sɿ6 sɿ3
武岡 sɿ1 zɿ6 zɿ6 zɿ6 sɿ3
衡陽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衡山 sɿ1 sɿ5 sɿ6 sɿ6 sɿ3
漵浦 tshɿ1 sɿ1 sɿ1 sɿ6 sɿ6 sɿ3
辰溪 tshɿ1 sɿ1 sɿ6 ʂʅ6 sɿ6 ʂʅ3

說明如下：

第一、就止攝開口三等韻而言，韻母有兩個明顯的音韻層次：白話層為舌面元音 [i]，分布

於中古幫系、泥母、來母、見系、影系、知系、章系等聲母；文讀層為舌尖元音 [ɿ、ʅ]，分布

於中古精系、莊系、知系、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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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聲母來看，止攝開口韻也有不同的表現：白話層精系讀舌尖塞擦音 ts-、莊系讀捲

舌音 tʂ-、知章兩系合流均讀舌面塞擦音 tɕ-。文讀層則精系讀舌尖塞擦音 ts，知章均讀捲舌音

tʂ-。止攝開口三等莊系字塞擦音數量本就不多，常用字更形稀少。如「參差」的「差」都讀與

精系合流為舌尖送氣塞擦音，中古濁母崇母「士、柿、事」等字有捲舌擦音 ʂʅ和舌尖擦音 sɿ 的

讀法，也有帶音舌尖塞擦音 dzɿ 和不帶音送氣舌尖塞擦音 tshɿ 的讀法。現在的問題在於，止攝

莊系字的捲舌音與舌尖音兩讀，何者在時代上較早。我們認為就莊系字而言，讀為捲舌音者在

時代上較早，讀為舌尖音者在時代上較晚。理由是就演變的觀點而言，精系在早期湘語中都是

舌尖音，倘若假設捲舌音是由舌尖音變化而來，那將無法解釋精系同源詞完全沒有一個字讀為

捲舌。反過來說，莊系字既有舌尖音也有捲舌音，可以視為捲舌音正在往舌尖音演變的過程，

也就是「去捲舌化」。整體而言，多數湘語方言已經完成莊系「去捲舌化」的演變，少數方言

還有捲舌音的讀法，這類讀法主要呈現為擦音，想來是受到晚近勢力強大的官話影響；此外，

莊系初母的「差」都讀為 tsh-，也是類似的情況。

第三、將以上韻母與聲母的文白異讀結合起來，我們認為原始湘語止攝開口知章系同源

詞「知支枝之、齒、池遲持治、屎試、時是」等白讀音可以分別構擬為：*tɕi、*tɕhi、*dʑi，

*ɕi、*ʑi。就聲母來說，中古音有別的知 *ȶ-、章 *tɕ- 兩系已經合併為一類：*tɕ-。至於精系都

讀為 *ts-，莊系讀為 *tʂ-。止攝精、知、章、莊聲母的兩個音韻層次為：

精 知 章 莊

白話 *ts- *tɕ- *tɕ- *tʂ-
文讀 *ts- *tʂ-

整體而言，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白話層在現代湘語的格局為：「精≠知章≠莊」，至於

四系聲母在文讀層的格局為：「精≠知章莊」。

3.2 深攝
現代湘語深攝陽聲韻與入聲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7與 8：

表 7. 現代湘語的深攝陽聲韻精、知、莊、章系同源詞

浸 寢 尋 沉 針 枕 參人 ~

長沙 tɕin5 tɕhin3 tɕin2 tsən2 tsən1 tsən3
益陽 tɕin2 tɕhin3 lin2 lən2 tsən1 tsən3 tshən1
湘潭 tshin1侵 tshin3 dzin2 dʐən2 tʂən1 tʂən3 ʂən1
湘鄉 tɕhin1侵 tɕin3 tɕin2 then2 ten1 ten3
婁底 tsin5 tsin3 dzin2 din2 tin1 tin3
邵陽 tɕhin3 dʑin2 dzən2 tsən1 tsən3 sə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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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 寢 尋 沉 針 枕 參人 ~

雙峰 tɕiɛn5 tɕhiɛn3 dʑiɛn2 diɛn2 tiɛn1 tiɛn3
新化 tɕin5 tɕhin3 ʑin2 dʐhən2 tʂən1 tʂən3
漣源 tɕin5 tɕhin3 tɕin2 ʈen2 ʈen1 ʈen3 ʈen2岑

武岡 tɕin5 tɕhin3 dʑin2 dʑin2 tɕin1 tɕin3 sən1
衡陽 tɕin5 tɕhin3 tɕin2 tɕin2 tɕin1 tɕin3 tsen2岑

衡山 tɕieȵ5 tɕhieȵ3 tɕhieȵ2 ȶheȵ2 ȶen1 ȶen3
漵浦 tshə͂5侵 4 tshə͂5 tsə͂1 tsə͂3
辰溪 tsei5 tshei5 ɕyei2 dzei2 tsei1 tsei3 tshei1

表 8. 現代湘語的深攝入聲精、知、莊、章系同源詞

集 蟄 執 汁 澀

長沙 tɕi7 tsɿ7 tsɿ7 sɤ7
益陽 tɕi7 tsɿ7 tsɿ7 tsɿ7 tɕia7
湘潭 tsi7 tʂʅ5 tʂʅ7 tʂʅ7
湘鄉 tɕhi7 tʂʅ5 tʂʅ7 tʂʅ7
婁底 tshi5 tɕi5 tɕi2 tɕi2 se2
邵陽 tɕi7 tsɿ7 tsɿ7 sɛ7
雙峰 tɕhi5 tʂʅ2 tʂʅ2 se2/sia2
新化 tɕi7 tʂʅ7 tʂʅ1 sɤ5
漣源 tshi5 tsɿ5 tsɿ5 tɕi7 sɛ7
武岡 tɕi6 tɕi6 tɕi6 sɤ6
衡陽 tɕi7 tɕi7 tɕi7 tɕi7 tɕia7
衡山 tɕhi7 tɕi7 tɕi7 sæ7
漵浦 tɕhi2 tʂʅ2 tʂʅ2 tʂʅ2 sei2
辰溪 dʑi2 tʂʅ5 tʂʅ2 tʂʅ1 se2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在深攝陽聲韻方面，可以發現：

(1) 武岡、衡陽、漵浦、辰溪的精、知、章、莊四系基本全混；衡陽莊系崇母「岑」讀為

tsen2，與精、知、章系有別，屬於零星的現象。辰溪「尋」讀為撮口呼 ɕyei2，可能是受官話「尋」

ɕyn2這類讀音影響使然。

(2) 長沙、益陽、邵陽、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知、章、莊系讀 ts-，同時韻母也有 -in 和 -ən

的區別。

4 漵浦有些中古陰平字今讀去聲，如「梯拘聽」等，「侵」也屬於這一類。

表 7. 現代湘語的深攝陽聲韻精、知、莊、章系同源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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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湘潭、新化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知、章、莊系讀捲舌音 tʂ-，韻母則有 -in和 -ən的區別。

(4) 婁底精系讀舌尖塞擦音聲母 ts-，知、章系讀舌尖塞音 t-，韻母都是 -in，清楚顯示精系

與知章系的區別。

(5) 湘鄉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知、章系讀 t-，韻母有 -in 和 -en 的區別。雙峰精系讀顎化聲

母 tɕ-，知、章系讀 t-，韻母都是 -iɛn。漣源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知、章、莊系則讀捲舌塞音 ʈ-，

韻母有 -in和 -en的差別。衡山精系讀顎化聲母 tɕ-，知、章系讀舌面塞音 ȶ-，韻母有 -ieȵ和 -eȵ

的差別。歸納起來，這幾種湘語次方言都是精系讀舌面塞擦音 tɕ-，韻母均為齊齒呼。至於知章

莊三系則是讀為舌面塞音、捲舌塞音及舌尖塞音，韻母均為開口呼，不帶 -i- 介音。

第二、在深攝入聲韻方面，莊系多數讀為開口呼；「澀」在益陽和衡陽讀 tɕia7、雙峰讀

sia2，均屬於白話音。如果此字語源沒有問題的話，那麼 tɕia7 是生母讀同莊母，莊系在深攝韻

母上與其他聲母有別。除了莊系外，深攝入聲精系都讀為前元音，聲母多數顎化，少數保持舌

尖塞擦音。知章系則有 tɕi、tʂʅ、tsɿ 三種讀音。其中衡陽和衡山精知章全混，都讀為 tɕi；其他

六種現代湘語方言都是精系與知章系有別。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深攝三等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

≠知章≠莊」。

3.3 臻攝
現代湘語臻攝陽聲韻與入聲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9與 10：

表 9. 現代湘語的臻攝陽聲韻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津 親 秦 珍 陳 真 震

長沙 tɕin1 tɕhin1 tɕin2 tsən1 tsən2 tsən1 tsən5
益陽 tɕin1 tɕhin1 lin2 tsən1 lən2 tsən1 tsən7
湘潭 tsin1 tshin1 dzin2 tʂən1 dʐən2 tʂən1 tʂən5
湘鄉 tɕin1 tɕhin1 tɕin2 ten1 ten2 ten1 ten5
婁底 tsin1 tshin1 dzin2 tin1 din2 tin1 tin5
邵陽 tɕin1 tɕhin1 dʑin2 tsən1 dzən2 tsən1 tsən5
雙峰 tɕiɛn1 tɕhiɛn1 dʑiɛn2 tiɛn1 diɛn2 tiɛn1 tiɛn5
新化 tɕin1 tɕhin1 dʑhin2 tʂən1 dʐhən2 tʂən1 tʂən5
漣源 tɕin1 tɕhin1 tɕin2 ʈen1 ʈen2 ʈen1 ʈen5
武岡 tɕin1 tɕhin1 dʑin2 tɕin1 dʑin2 tɕin1 tɕin5
衡陽 tɕin1 tɕhin1 tɕin2 tɕin1 tɕin2 tɕin1 tɕin5
衡山 tɕieȵ1 tɕhieȵ1 tɕhieȵ2 ȶeȵ1 ȶheȵ2 ȶeȵ1 ȶeȵ5
漵浦 tsə͂1 tshə͂1 dzə͂2 tsə͂1 dzə͂2 tsə͂1 tsə͂3
辰溪 tɕiei1 tɕhie1 dʑiei2 tsei1 dzei2 tsei1 tse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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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現代湘語的臻攝入聲韻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七 疾 姪 質 實 蝨

長沙 tɕhi7 tɕi7 tsɿ7 tsɿ7 sɿ7 sɤ7
益陽 tɕhi7 tɕi7 tsɿ7 tsɿ7 sɿ7 sə7
湘潭 tshi7 tsi7 tʂʅ7 tʂʅ7 ʂʅ7 sæ7
湘鄉 tɕhi7 tɕhi5 tʂʅ7 tʂʅ7 ʂʅ5 ɕia7
婁底 tshi2 tshi5 tɕi2 tɕi2 ɕi5 se2
邵陽 tɕhi7 tɕi7 tsɿ7 tsɿ7 sɿ7 sɛ7
雙峰 tɕhi2 tɕhi5 tʂhʅ5 tʂʅ2 ʂʅ5 se2/sia2
新化 tɕhi1 tɕhi7 tʂʅ7 tʂʅ7 ʂʅ5 ɕi1
漣源 tshi7 tshi5 tɕhi5 tsɿ5 ɕi5 sɛ7
武岡 tɕhi6 tɕhi6 tɕi6 tɕi6 ɕi6 sɤ6
衡陽 tɕhi7 tɕi2 tɕi2 tɕi7 ɕi2 se7
衡山 tɕhi7 tɕhi2 tɕhi3 tɕi7 sæ7
漵浦 tɕhi2 tɕhi5 tʂhʅ5 tʂʅ2 ʂʅ5 sei2
辰溪 tɕhi2 tɕi2 tʂhʅ5 tʂʅ2 ʂʅ5 ʂʅ1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在臻攝開口三等陽聲韻方面，衡陽、漵浦的精知章三類聲母全面合併，韻母也看不

出區別。長沙、益陽、辰溪精與知章有別，精系讀顎化音 tɕ-且搭配齊齒呼韻母，知章系則讀舌

尖塞擦音 ts-且搭配合開口呼韻母。婁底、雙峰臻攝開口三等韻母都讀齊齒呼，聲母則有區別：

精系讀顎化音 tɕ-，知章系讀舌尖塞音 t-。衡山則是精系讀 tɕ- 且搭配齊齒呼韻母，知章系讀舌

面塞音 ȶ-且搭配開口呼韻母。

第二、在臻攝開口三等入聲韻方面，衡陽、衡山兩方言的精知章三類聲母全面合併，韻母

也沒有區別。其他湘語方言的表現相當一致，都是精與知章有別，更具體來說：婁底韻母都讀

齊齒呼 -i，精系讀 ts-，知章系讀 tɕ-。雙峰、漵浦、辰溪精系讀 tɕ-，韻母為齊齒呼 -i；知章系

則是聲母讀捲舌音 tʂ-，韻母為開口呼 -ʅ。長沙和益陽則是精系讀 tɕ-，韻母為齊齒呼 -i；知章

系讀舌尖塞擦音 ts-，韻母為開口呼 -ɿ。附帶一提，莊系聲母「蝨」都讀 s-，但韻母主要元音都

是中元音 ɤ、ə、e 等，這顯示莊系的演變確與精知章系不同。雙峰「蝨」sia2 屬於白話音，顯

示臻攝三等入聲一種低元音的表現，與深攝三等入聲平行。另外，辰溪的「蝨」ʂʅ1與章系「食」

ʂʅ5聲韻均同，我們推測是由於莊系生母與章系書禪母同屬擦音，因而有相同的演變。新化莊系

生母「蝨」讀為 ɕi1，與精系表現也是平行的。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臻攝開口三等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

「精≠知章≠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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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宕攝
現代湘語宕攝陽聲韻與入聲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11與 12：

表 11. 現代湘語的宕攝陽聲韻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將 槍 牆 張 章 唱 莊

長沙 tɕian1 tɕhian1 tɕian2 tsan1 tsan1 tshan5 tɕyan1
益陽 tɕiɔ͂1 tɕhiɔ͂1 liɔ͂2 tsɔ͂1 tsɔ͂1 tshɔ͂1 tsɔ͂1
湘潭 tsian1 tshian1 dzian2 tʂɔn1 tʂɔn1 tʂɔn1 tsɔn1
湘鄉 tɕiɑŋ1 tɕhiɑŋ1 tɕiɑŋ2 tɑŋ1 tɑŋ1 thɑŋ5 tsɑŋ1
婁底 tsiɔŋ1 tshiɔŋ1 dziɔŋ2 tɕiɔŋ1 tɕiɔŋ1 tɕhiɔŋ5 tsɔŋ1
邵陽 tɕiã1 tɕhiã1 dʑiã2 tsã1 tsã1 tshã6 tsuã1
雙峰 tɕiɒŋ1 tɕhiɒŋ1 dʑiɒŋ2 tɒŋ1 tɒŋ1 thɒŋ5 tsɒŋ1
新化 tɕiɔ͂1 tɕhiɔ͂1 dʑiɔ͂2 tɕyõ1 tɕyõ1 tɕhyõ5 tsõ1
漣源 tɕioŋ1 tɕhioŋ1 tɕioŋ2 ʈoŋ1 ʈoŋ1 ʈhoŋ5 tsoŋ1
武岡 tɕiɛ̃1 tɕhiɛ̃1 dʑiɛ̃2 tɕiɛ̃1 tɕiɛ̃1 tɕhiɛ̃5 tsaŋ1
衡陽 tɕian1 tɕhian1 tɕian2 tɕian1 tɕian1 tɕhian5 tsuan1
衡山 tɕiõ1 tɕhiõ1 tɕhiõ2 ȶõ1 ȶõ1 ȶhõ5 tsõ1
漵浦 tɕiɑ͂1 tɕhiɑ͂1 dʑiɑ͂2 tsɑ͂1 tsɑ͂1 tshɑ͂5 tsɑ͂1
辰溪 tɕiaɯ1 tɕhiaɯ3 dʑiaɯ2 tsaɯ1 tsaɯ1 tshaɯ5 tsaɯ1

表 12. 現代湘語的宕攝入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爵 鵲 嚼 著 酌 綽

長沙 tɕhio7 tɕio7 tso7 tsho7
益陽 tɕio7 tɕhio7 tɕio7 tso7 tso7 tsho7
湘潭 tsio7 tshio7 tshio7 tʂho7聲 ! tʂo7
湘鄉 tɕhio7 tso7 tso7 tso7聲 !

婁底 tsio2 tshio5 tshio5 tɕio2 tɕio2
邵陽 tɕio7 tɕhio7 tɕhio6 tso7 tso7 tsho7
雙峰 tɕhiʊ5 tɕhiʊ5 tʊ2 thʊ2
新化 tɕiə7 tɕhiə5 tɕhiə5 tɕyo1/7 tɕyo7
漣源 tɕio5 tɕhio5 tɕhio5 ʈo5 ʈo5 tsho5
武岡 tɕio6 tshiau5 tɕio6 tɕio6 tso1聲 !

衡陽 tɕio7 tɕhio7 tɕio2 tɕio7 tɕio7 tɕhio7
衡山 tɕhio7 tɕhio3 ȶo7
漵浦 tɕhiʊ2 tɕhiʊ2 tɕhiʊ5 tsʊ2 tsʊ2 tsʊ2聲 !

辰溪 tɕye2 tɕhio2 tɕiau6 tso2 tso2 tsh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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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在宕攝開口三等陽聲韻方面，以上八種現代湘語方言有三種類型：

甲型是「精」、「知章」、「莊」三分，包括：長沙、婁底、雙峰、衡山。

乙型是「精」、「知章莊」兩分，包括：益陽、漵浦、辰溪。

丙型是「精知章」、「莊」兩分，也就是衡陽。

其中甲型可以演變為乙型或丙型，但乙型或丙型都無法演變為甲型，可見在時間次序上，

甲型是湘語中較為存古的類型，乙型和丙型都是後起的演變。

第二、在宕攝開口三等入聲韻方面，由於莊系沒有常用字，我們主要觀察精、知、章三系

的關係。八種現代湘語方言中，除了衡陽精知章合併為一類外，其他七種湘語方言都屬於「精」、

「知章」兩分的類型。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宕攝開口三等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

「精≠知章≠莊」。

3.5 曾攝
現代湘語曾攝入聲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13：5

表 13. 現代湘語的曾攝入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即 直 織 職 食 側 測

長沙 tɕi7 tsɿ7 tsɿ7 tsɿ7 sɿ7 tsɤ7 tshɤ7
益陽 tɕi7 tshɿ7 tsɿ7 tsɿ7 sɿ7 tsə7 tsə7B
湘潭 tsi7 tʂhʅ5 tʂʅ7 tʂʅ7 ʂʅ7 tsæ7 tshæ6
湘鄉 tɕi7 tʂhʅ5 tʂʅ7 tʂʅ7 ʂʅ5
婁底 tsi2 tɕhi5 tɕi2 tɕi5 ɕi5 tse2 tshe2
邵陽 tɕi7 tshɿ5 tsɿ7 tsɿ7 sɿ7 tsɛ7 tshɛ7
雙峰 tɕi2 tʂhʅ5 tʂʅ2 tʂʅ2 ʂʅ5 tse2/tsia2 tshe2
新化 tɕi7 tʂhʅ5 tʂʅ1 tʂʅ7 ʂʅ5/7
漣源 tsi7 tɕhi5 tɕi7 tsɿ5 ɕi5 tsɛ7 tshɛ5
武岡 tɕi6 dʑi6 tɕi6 tɕi6 ɕi6 tshɤ6 tshɤ6
衡陽 tɕi7 tɕi2 tɕi7 tɕi7 ɕi2 tshe7聲 ! tshe7
衡山 tɕi7 tɕhi3 tɕi7 tɕi7 tsæ7 tsæ7聲 !

漵浦 tɕi2 tʂhʅ5 tʂʅ1 tʂʅ1 ʂʅ5 tshɛ2聲 ! tshɛ2
辰溪 tɕi2 tʂhʅ2 tʂʅ2 tʂʅ2 ʂʅ5 tshe2 tshe2

5 曾攝開口三等陽聲韻沒有精、莊系字，因此本節只觀察入聲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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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可知，除了衡陽、衡山兩個湘語方言屬於「精知章」、「莊」兩分之外，其他六種湘

語方言都屬於「精」、「知章」、「莊」三分的類型。曾攝莊系主要讀為舌尖塞擦音 ts-，並且

主要元音都不高。雙峰莊系莊母「側」讀為 tsia2，屬於白話音。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

的表現，可以推測曾攝開口入聲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知章≠莊」。

4. 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在合口韻的表現

4.1 遇攝
現代湘語遇攝三等魚虞兩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14–17：6

表 14.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精系字同源詞

魚 虞

精系 蛆 徐 絮 趨 聚 鬚

長沙 tɕhi1 ɕi2 ɕi5 tɕhi1 tɕi6 ɕi1
益陽 tɕhi1 li2 ɕi2 tɕhi1 li5 ɕi1
湘潭 tshi1 dzi2 si5 tshi1 dzi6 si1
湘鄉 tɕhy1 ɕy2 tɕhy1 ɕy1
婁底 tshy1 dzy2 ɕy5 tshy1 dzy6 sy1
邵陽 tɕhy1 dʑy2 ɕy5 tɕhy1 dʑy6 ɕy1
雙峰 tɕhy1 dʑy2 ɕy5 tɕhy1 dʑy6 ɕy1
新化 tɕhiəu1 ʑy2韻 ! ɕiəu5 tɕhiəu1 dʑhiəu5 ɕiəu1
漣源 tɕhy1 tɕy2 ɕy5 tɕhy1 tɕy6 ɕy1
武岡 tɕhy1 dʑy2 ɕy5 tɕhy1 dʑy6 ɕy1
衡陽 tɕhy1 tɕy2 ɕy5 tɕhy1 tɕy6 ɕy1
衡山 tɕhi1 ɕi2 ɕi5 tɕhi1 tɕi6
漵浦 tɕhy1 ɕy2 ɕy5 tɕhy5趣 tɕy6 ɕy1
辰溪 tɕhy1 ɕy2 ɕy5 tɕhy1 tɕy6 ɕy1

表 15.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知系字同源詞

魚 虞

知系 豬 除 苧 誅 廚 柱

長沙 tɕy1 tɕy2 tɕy5 tɕy1 tɕy2 tɕy6
益陽 tɕy1 tɕy2 tɕy5 tɕy1 tɕy2 tɕy5
湘潭 tɕy1 dʑy2 dʑy6 tɕy1 dʑy2 dʑy6

6 本節魚虞兩韻精知章莊的例字，轉錄自我們 ( 吳瑞文 2023b) 的另一篇論文而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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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虞

知系 豬 除 苧 誅 廚 柱

湘鄉 ty1 ty2 ty6 ty1 ty2 ty3調 !

婁底 tɕy1 dʑy2 dʑy6 tɕy1 dʑy2 dʑy6
邵陽 tɕy1 dʑy2 dʑy6 tɕy1 dʑy2 dʑy6
雙峰 ty1 dy2 dy6 ty1 dy2 dy6
新化 tɕy1 dʑhy2 tɕy1 dʑhy2 dʑhy3
漣源 ʈy1 ʈy2 ʈy6 ʈy1 ʈy2 ʈy6
武岡 tɕy1 dʑy2 tɕy1 dʑy2 dʑy6
衡陽 tɕy1 tɕy2 tɕy6 tɕy1 tɕy2 tɕy6
衡山 tɕy1 tɕhy2 tɕy6 tɕy1 tɕy6
漵浦 tʂʅ1 dʐʅ2 tʂʅ1 dʐʅ5調 ! tʂʅ6
辰溪 tsu1 dzu5調 ! tsu6 tsu1 dzu5調 ! tsu6

表 16.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章系字同源詞

魚 虞

章系 煮 𧄔署魚切 書 主 珠 樹

長沙 tɕy3 ɕy2 ɕy1 tɕy3 tɕy1 ɕy6
益陽 tɕy3 tɕy2 ɕy1 tɕy3 tɕy1 tɕy5
湘潭 tɕy3 ɕy6薯 ɕy1 tɕy3 tɕy1 ɕy6
湘鄉 ty3 ɕy1 ty3 ty1 ɕy6
婁底 tɕy3 ʑy2 ɕy1 tɕy3 tɕy1 ʑy6
邵陽 tɕy3 dʑy2 ɕy1 tɕy3 tɕy1 ʑy6
雙峰 ty3 dy2 ɕy1 ty3 ty1 ʑy6
新化 tɕy3 ʑy2 ɕy3 tɕy3 tɕy1 ʑy6
漣源 ʈy3 ɕy1 ʈy3 ʈy1 ɕy6
武岡 tɕy3 ʑy2 ɕy1 tɕy3 tɕy1 ʑy6
衡陽 tɕy3 ɕy2 ɕy1 tɕy3 tɕy1 ɕy6
衡山 tɕy3 tɕhy2 ɕy1 tɕy3 tɕy1 ɕy6
漵浦 tʂʅ3 ʂʅ2 ʂʅ1 tʂʅ3 tʂʅ1 ʂʅ6
辰溪 tsu3 su1 tsu3 tsu1 su6

表 15.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知系字同源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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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現代湘語的遇攝三等莊系字同源詞

魚 虞

莊系 初 鋤 助 梳 數 數

長沙 tshəu1 tsəu2 tshəu5 səu1 sə3 səu5
益陽 tshəu1 ləu2 ləu7 səu1 səu3 səu2
湘潭 tshəɯ1 dzəɯ2 dzəɯ6 səɯ1 səɯ3 səɯ5
湘鄉 tshəu1 tsəu2 tsəu6 səu1 səu3 səu5
婁底 tshu1 dzu2 dzu6 su1 su3 su5
邵陽 tshu1 dzu2 dzu6 su1 su3 su5
雙峰 tshəu1 dzəu2 dzəu6 səu1 səu3 səu5
新化 tshəu1 dzhəu2 dzhəu5 səu1 səu3 səu5
漣源 tshɑu1 tsɑu2 tsɑu6 sɑu1 sɑu3 sɑu5
武岡 tshu1 dzu2 dzu6 su1 su3 su5
衡陽 tshu1 tsu2 tsu6 su1 su3 su5
衡山 tshæu1 tshæu2 tsæu6 sæu1 sæu3 sæu5   
漵浦 tshɤɯ1 dzɤɯ2 tsɤɯ6 sɤɯ1 sɤɯ3 sɤɯ5
辰溪 tshəu1 dzəu2 səu1 səu3 səu5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精系聲母有顎化 tɕ- 和不顎化 ts- 的表現，韻母為齊齒呼 -i 或撮口呼 -y；知章系有

tɕ-、t-、tʂ-、ts- 等表現，韻母有撮口呼 -y、合口呼 -u 和舌尖後高元音 -ʅ。莊系都讀為 ts-，韻

母主要是開口呼或合口呼 -u。

第二、從類型上來看，除了衡陽屬於「精知章」、「莊」兩分的類型之外，其他七種湘語

方言都屬於「精」、「知章」、「莊」三分的類型。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遇攝魚虞兩韻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

「精≠知章≠莊」。

4.2 止攝
現代湘語止攝合口三等韻的精、知、章三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18）：7

表 18. 現代湘語的止攝合口三等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嘴 醉 翠 追 槌 錐 吹

長沙 tsei3 tsei5 tshei5 tɕyei1 tɕyei2 tɕyei1 tɕhyei1
益陽 tɕi3 tɕi2 tshei2 tɕyei1 tɕy2 tɕyei1 tɕhy1
湘潭 tsəi3 tsəi5 tshəi5 tɕyəi1 dʑyəi2 tɕyəi1 tɕhyəi1

7 止攝合口三等莊系初母「揣」非口語常用字，茲不另列擦音生母衰、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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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 醉 翠 追 槌 錐 吹

湘鄉 tɕy3 tsuei5 tshuei5 tuei1 thuei2 tuei1 thuei18

婁底 tsy3 tsy5 tshy5 tsui1 dʑy2 tɕhy1
邵陽 tsuei3 tsuei5 tshuei6 tsuei1 dzuei2 tshuei1
雙峰 tɕy3 tɕy5 tɕhy5 tuĩ1 dy2 tuĩ1 thy1
新化 tɕiəu3 tsɤ5 tshɤ5 tsɤ1 dʑhy2 tsɤ1 tshɤ1

tɕhy1
漣源 tɕy3

tsui3
tɕy5
tsui5

tshui5 kui1 ʈy2
kui2

tsui1 ʈhy1
khui1

武岡 tsei3 tsei5 tshei5 tsei1 dʑy2B
dzei2W

tsei1 tɕhy1
tshei1

衡陽 tɕy3 tsui5 tshui5 tsui1 tsui2 tsui1 tɕhy1
衡山 tɕi3 tɕi5 tshei5 tsei1 tɕhy2 tsei1 tɕhy1
漵浦 tɕy3 tɕy5 tshuei5 tsuei1 dʐʅ2

dzuei2
tsuei1 tʂhʅ1

tshuei1
辰溪 tɕy3 tɕy5 tshuei5 tsuei1 dzu5 tsuei1 tɕhy1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邵陽現象最為單純，精知章三系聲母全混為 ts-，韻母都是 -uei。

第二、現象略為複雜的是長沙、湘潭和湘鄉。長沙精系聲母讀 ts-，韻母為開口呼 -ei；知

章系聲母讀 tɕ-，韻母為撮口呼 -yei。湘潭的情況類似長沙，只是韻母精系讀 -əi，知章系讀 -yəi。

湘鄉則是精系有 tɕy、tsuei 兩讀，知章系則只有 tuei 一讀。我們推測湘鄉「嘴」tɕy3 是一種口

語音，uei韻母為外來讀音。知章系的 t-聲母來自早期的某種特殊聲母，可能是 *tʂ-或者 *tɕ-。

參考止攝開口韻的表現，我們推測來自 *tɕ-，韻母可能是 *-yei，它經歷的變化是：

追錐 *tɕyei > tyei > tuei

聲母由原先的顎化塞擦音演變為舌尖塞音，這是一種「去顎化」。

第三、除了邵陽、長沙、湘潭、湘鄉之外，不少現代湘語的止攝合口字有明顯的文白異讀

現象。分別說明如下：

(1) 益陽精系有 tɕi、tsh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ɕy、tɕyei 兩種

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益陽方言白話音和文讀音都是精與知章有別：白

話音是 tɕi：tɕy，區別在韻母；文讀音是 tshei：tɕyei，聲母和韻母都有區別。

8 語料原作 tɕhuei1，然而湘鄉顎化聲母並不與合口呼韻母結合，此處或係排版訛誤。這裡參考湖南省公安廳《湖南漢語方

音字匯》編纂組 (1993) 所載「吹」字讀音作 thuei1。

表 18. 現代湘語的止攝合口三等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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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婁底精系只有 tsy 一種讀音。知章系則有 tɕhy、tsu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讀，後者為

文讀。我們推測，婁底精系的 tsy 可能身兼白話和文讀兩種性質。由此可知，婁底方言白話和

文讀音都是精與知章有別：白話音是 tsy：tɕy，聲母和韻母都有區別；文讀音是 tsy：tsui，區

別在韻母。

(3) 雙峰精系只有 tɕy一種讀音。知章系則有 thy、tuĩ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讀，後者為文讀。

同樣的，雙峰精系的 tɕy 也是身兼白話和文讀兩種性質。由此可知，雙峰方言白話和文讀音也

都是精與知章有別：白話音是 tɕy：ty，聲母和韻母都有區別；文讀音是 tɕy：tuĩ，聲母和韻母

均有區別。

(4) 新化精系有 tɕiəu、tsɤ 兩種讀音；知章系有 tɕhy、tshɤ（吹）兩種讀音。這個現象顯示

新化精、知章存在文白兩層。我們推測精知章同讀為 ts-，韻母為開口呼 -ɤ的是晚近的文讀層。

精系讀 tɕiəu、知章系讀 tɕhy者，則屬於較早的白話層。

(5) 武岡精系只有 tsei 一種讀音，知章系則有 tɕhy、tshei（吹）兩種讀音。這個現象顯示

武岡早先也有兩個層次：精知章同讀為 ts-，韻母為開口呼 -ei 的是晚近的文讀層。知章系讀 tɕy

者屬於較早的白話層。精系的白話層可能已經被文讀層所取代。

(6) 衡陽精系有 tɕy、tsui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ɕhy、tsui兩種讀

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衡陽止攝合口白話音精知章全混，讀為 tɕy；文讀音

也是全混，讀為 tsui。

(7) 衡山精系有 tɕi、tsh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ɕhy、tsei 兩種

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衡山方言只有白話可以區別精與知章，區別是

tɕi：tɕy。文讀音則是精與知章不分，一律讀為 tsei。

(8) 漵浦精系有 tɕy、tshu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ʂhʅ、tshuei 兩

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漵浦方言也是白話可以區別精與知章，區別是

tɕy：tʂʅ。文讀音則是精與知章不分，一律讀為 tsuei。

(9) 辰溪精系有 tɕy、tshuei 兩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知章系有 tɕy、tshuei 兩

種讀音，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讀。由此可知，辰溪止攝合口白話音精知章全混，讀為 tɕy；文

讀音也是全混，讀為 tsuei。附帶一提，槌讀為 dzu2，我們推測是早先的白話音 dʑy2 受文讀音

dzuei2影響後產生的零星變體。

第四、漣源的現象最為複雜，需要個別討論。漣源精系有兩種讀音：tɕy、tsui；知章系也

有兩種讀音：ʈhy、khui（吹）。我們推測，韻母讀為 -y 的為一層，性質上是白話；讀為 ui 的

為另一層，性質上是文讀。這兩個音韻層次的聲母演變方向不同。在白話音方面：

R1　*tɕy > ʈy 知章系白話層 顎化音捲舌塞音化

R2　*tsy > tɕy 精系白話層 舌尖塞擦音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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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音韻史來看，漣源方言發生了兩項變化。第一項變化是 R1的顎化音捲舌塞音化，也就是原先

的顎化塞擦音聲母 (*tɕ-、*tɕh-) 「去顎化」而轉變為捲舌塞音 (ʈ-、ʈh-)。第二項變化是 R2 舌

尖塞擦音的顎化：ts- > tɕ-，引發演變的條件是前高圓唇元音 y。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項變化

有內在的邏輯次序：R1 必然先於 R2。倘若 R2 早於 R1，則漣源方言中應當只剩下 ʈy、ʈhy 而

不再有 tɕy、tɕhy，這顯然不合乎語言事實。

至於文讀音方面：

R3　*tʂui > kui 知章系文讀層 聲母舌根音化

R4　*tsui > tsui 精系文讀層 聲母不變

文讀音方面發生變化的是知章系聲母。漣源方言的知章系聲母今讀為舌根塞音 k-、kh-，我們推

測它的前身是捲舌音 *tʂ-、*tʂh-，韻母則是 -ui。也就是說，驅使捲舌音聲母演變為 k-、kh- 的

語音條件是後高原唇元音 [u]，這是一種聲母上的「去捲舌化」。應該留意到，我們不能主張漣

源這個層次早期精知章聲母都讀為 *ts-、*tsh-，否則我們將難以理解何以某些同源詞（追吹）

要讀為 k-、kh-，某些（嘴翠）卻保留為 ts-、tsh-。9

整體來看，現代湘語止攝合口三等精知章系的分混，不同方言固然有不同的體現，即使在

同一個方言中，文白異讀也存在類型差異，具體歸納如下表 19與 20：

表 19. 十四種湘語次方言的止攝合口三等精知章分混的文白對比 (1)

長沙 益陽 湘潭 湘鄉 婁底 邵陽 雙峰

文讀 分 分 分 分 分 混 分

白話 ─ 分 ─ 分 分 ─ 分

表 20. 十四種湘語次方言的止攝合口三等精知章分混的文白對比 (2)

新化 漣源 武岡 衡陽 衡山 漵浦 辰溪

文讀 分 分 ─ 分 混 混 混

白話 分 分 分 混 分 分 分

最值得留意的是衡陽，止攝合口精知章三類在白話音混讀，但文讀音卻是精與知章兩分。這個

現象顯示衡陽方言在白話音聲母上的一項創新，其他湘語方言白話層則仍保存止攝合口精與知

章的區別。

9 觀察漣源方言知章系讀 ʈ-、ʈh- 和 k-、kh- 的今讀樣態，可以大致發現一個趨向，那就是讀為 ʈ-、ʈh- 的都與前元音 [i]、[y]
關係密切；讀為 k-、kh- 則與後元音 [u] 關係密切。由此我們推測，漣源方言的非舌尖塞擦音（*tɕ- 類、*tʂ- 類）具有兩種

音變的方向：「捲舌塞音化」和「舌根塞音化」。「舌尖塞音化」發生在早先的顎化音（*tɕ- 類），而「舌根塞音化」發

生在早先的捲舌音（*tʂ- 類）。這兩項變化的共性是把塞擦音變為塞音。這個推測是否能夠成立，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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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流攝
現代湘語流攝三等韻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21與 22：

表 21. 現代湘語的流攝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1)

秋 酒 就 抽 晝 綢 丑

長沙 tɕhiəu1 tɕiəu3 tɕiəu6 tshəu1 tsəu5 tsəu2 tshəu3
益陽 tɕhiəu1 tɕiəu3 liəu5 tshəu1 tsəu7 ləu2 tshəu3
湘潭 tshiəɯ1 tsiəɯ3 dziəɯ6 tʂhəɯ1 tʂəɯ5 dʐəɯ2 tʂhəɯ3
湘鄉 tɕhiəu1 tɕiəu3 tɕiəu6 thiəu1 tiəu5 tiəu2 thiəu3
婁底 tshio1 tsio3 dzio6 tɕhio1 tɕio5 dʑio2 tɕhio3
邵陽 tɕhiəɯ1 tɕiəɯ3 dʑiəɯ6 tshəɯ1 tsəɯ5 dzəɯ2 tshəɯ3
雙峰 tɕhiʊ1 tɕiʊ3 dʑiʊ6 tɕhiʊ1 tɕiʊ5 dʑiʊ2 tɕhiʊ3
新化 tɕhiəu1 tɕiəu3 dʑhiəu1 tɕhiəu1 tɕiəu5 dʑhiəu2 tɕhiəu3
漣源 tɕhiɑu1 tɕiɑu3 tɕiɑu6 ʈhɑu1 ʈɑu5 ʈɑu2 ʈɑu3
武岡 tɕhiou1 tɕiou3 dʑiou6 tɕhiou1 tɕiou5 dʑiou2 tɕhiou3
衡陽 tɕhiu1 tɕiu3 tɕiu6 tɕhiu1 tɕiu5 tɕiu2 tɕhiu3
衡山 tɕhiæu1 tɕiæu3 tɕiæu6 ȶhæu1 ȶæu5 ȶhæu2 ȶhæu3
漵浦 tɕhiɤɯ1 tɕiɤɯ3 tɕiɤɯ6 tshɤɯ1 tsɤɯ5 dzɤɯ2 tshɤɯ3
辰溪 tɕhiəu1 tɕiəu3 tɕiəu6 tshəu1 tsəu5 dzəu2 tshəu3

表 22. 現代湘語的流攝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2)

周 帚 咒 臭 鄒 皺 愁

長沙 tsəu1 tsəu3 tsəu5 tshəu5 tsəu1 tsəu5 tsəu2
益陽 tsəu1 tsəu3 tsəu2 tshəu2 tsau1 tsau2 ləu2
湘潭 tʂəɯ1 tʂəɯ3 tʂəɯ5 tʂhəɯ5 tsəɯ1 tsəɯ5 dzəɯ2
湘鄉 tiəu1 tiəu5 thiəu5 tsei1 tsei5 tshei2
婁底 tɕio1 tɕio3 tɕio5 tɕhio3 tsiɤ1 tsiɤ5 dziɤ2
邵陽 tsəɯ1 tsəɯ3 tsəɯ5 tshəɯ5 tsəɯ1 tsəɯ5 dzəɯ2
雙峰 tiʊ1 tɕiʊ3 tɕiʊ5

tiʊ5
tɕhiʊ5
thiʊ5

tse1 tse5 dze2

新化 tɕiəu1 tɕiəu3 tɕiəu5 tɕhiəu5 tɕiə1 tɕiə7 dʑhiə2
漣源 ʈɑu1 ʈɑu3 ʈɑu5 ʈhɑu5 tɕiə1 tɕiə5 tɕiə2
武岡 tɕiou1 tɕiou3 tɕiou5 tɕhiou5 tsai1 tsai5 dzai2
衡陽 tɕiu1 tɕiu3 tɕiu5 tɕhiu5 tsəu1 tsəu5 tsəu2
衡山 ȶæu1 ȶæu3 ȶæu5 ȶhæu5 tɕie1 tɕie5 tɕhie2
漵浦 tsɤɯ1 tsɤɯ3 tsɤɯ5 tshɤɯ5 tsɤɯ1 dzɤɯ2
辰溪 tsəu1 tsu3韻！ tsəu3 tshəu5 tsəu1 tsəɯ5 tsə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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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可知，就流攝三等而言，以上八種現代湘語方言有三種類型：

甲型是「精」、「知章」、「莊」三分，包括：婁底、雙峰、衡山。

乙型是「精」、「知章莊」兩分，包括：長沙、益陽、漵浦、辰溪。

丙型是「精知章」、「莊」兩分，也就是衡陽。

與之前觀察的宕攝三等相同，甲型可以演變為乙型或丙型，但乙型或丙型都無法演變為甲型，

可見在時間次序上，甲型是湘語中較為存古的類型，乙型和丙型都是後起的演變。

歸納起來，根據以上現代湘語的表現，可以推測流攝三等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格局為：「精

≠知章≠莊」。

4.4 臻攝
現代湘語臻攝合口三等的精、知、章三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23：

表 23. 現代湘語的臻攝合口三等精、知、章系字同源詞

遵 俊 椿 準 春

長沙 tsən1 tsən5 tɕhyn1 tɕyn3 tɕhyn1
益陽 tsən1 tsən7 tɕhyn1 tɕyn3 tɕhyn1
湘潭 tsən1 tsən5 tɕhyn1 tɕyn3 tɕhyn1
湘鄉 tsuen1 tsuen5 thuen1 tuen3 thuen1
婁底 tsun1 tsun5 thun1 tɕyn3 thun1
邵陽 tsən1 tsən5 tɕhyn1 tɕyn3 tɕhyn1
雙峰 tsuan1 tsuan5 thuan1 tuan3 thuan1
新化 tsən1 tsən5 tɕhyn1 tɕyn3 tɕhyn1
漣源 tsuən1 tsuən5 khuən1 kuən3 khuən1
武岡 tsən1 tsən5 tɕhyn1 tɕyn3 tɕhyn1
衡陽 tsuən1 tsuən5 tɕhyn1 tɕyn3 tɕhyn1
衡山 tseȵ1 ȶhueȵ1 ȶueȵ3 ȶhueȵ
漵浦 tsuə͂1 tsuə͂5 tshuə͂1 tsuə͂3 tshuə͂1
辰溪 tsuei1 tɕyei5 tshuei1 tsuei3 tshuei1

根據上表可知，就臻攝合口三等而言，以上八種現代湘語方言有兩種類型：

甲型：「精」、「知章」兩分：長沙、益陽、婁底、雙峰、衡陽、衡山、辰溪。

乙型：「精知章」全混：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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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是早期湘語的情況，乙型是後起歸併的結果。由此可知，臻攝合口三等精知章三系聲母的

格局為：「精≠知章」。

4.5 通攝
現代湘語通攝三等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同源詞例如下表 24–26：10

表 24. 現代湘語的通攝舒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1)

蹤 縱 從 中 寵 蟲 重

長沙 tsən1 tsən5 tsən2 tsən1 tshən3 tsən2 tsən2/6
益陽 tsən1 tsən7 lən2 tsən1 tsən3 lən2 lən2/5
湘潭 tsən5 dzən2 tʂən1 tʂhən3 dʐən2 dʐən2/6
湘鄉 tsen1 tsen5 tsen2 ten1 len3聲 ! ten2 ten2/6
婁底 tsɤŋ1 tsɤŋ5 dzɤŋ2 tɤŋ1

tɕiɤŋ1
thɤŋ3 dɤŋ2

dʑiɤŋ2
dʑiɤŋ2/6

邵陽 tsuŋ5 tsuŋ5 dzuŋ2 tsuŋ1 tshuŋ3 dzuŋ2 dzuŋ2/6
雙峰 tsan1 tsan5 dzan2 tan1 than3 dan2 dan2/6
新化 tsən1 tsən5 dzhən2 tən1

tɕyn1
tɕhyn3 dʑhyn7 dʑhyn2/3

漣源 tsɑŋ1
tsuŋ1

tsɑŋ5
tsuŋ5

tsɑŋ2
dzuŋ2

ʈɑŋ1
tsuŋ1

ʈhɑŋ3
tshuŋ3

ʈɑŋ2
dzuŋ2

ʈɑŋ2/6
dzuŋ2/6

衡陽 tsəŋ1 tsəŋ5 tsəŋ2 tsəŋ1 tshəŋ3 tsəŋ2 tsəŋ2/6
衡山 tseȵ1 tseȵ5 tsheȵ2 ȶueȵ1 thueȵ3 ȶhueȵ2 ȶhueȵ2

ȶueȵ6
漵浦 tsʌŋ1 tsʌŋ5 dzʌŋ2 tsʌŋ1 tshʌŋ3 dzʌŋ2 dzʌŋ2

tsʌŋ6
辰溪 tsəɯ1 tsəɯ5 dzəɯ2 tsəɯ1 tshəɯ3 dzəɯ5 dzəɯ2

tsəɯ6

表 25. 現代湘語的通攝舒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2)

終 充 鐘 腫 種 銃 崇

長沙 tsən1 tshən1 tsən1 tsən3 tsən3/2 tshən5 tsən2
益陽 tsən1 tsən1 tsən1 tsən3 tsən3/2 tshən2 lən2
湘潭 tʂən1 tʂhən1 tʂən1 tʂən3 tʂən3/5 tʂhən5 tsən1調 !

湘鄉 ten1 then1 ten1 ten3 ten3/5 tsen2

10 通攝三等有東三、鍾兩個重韻，但它們在現代湘語中看不出區別，我們視為一類。通攝入聲沒有莊系塞擦音字，因此入聲

只觀察精知章三系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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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充 鐘 腫 種 銃 崇

婁底 tɕiɤŋ1 tɕhiɤŋ1 tɕiɤŋ1 tɕiɤŋ3 tɕiɤŋ3/5 tɕhiɤŋ5 dzɤŋ2
邵陽 tsuŋ1 tshuŋ1 tsuŋ1 tsuŋ3 tsuŋ3 tshuŋ5 dzuŋ2
雙峰 tan1 than1 tan1 tan3 tan3/5 than5 dzan2
新化 tɕyn1 tɕhyn1 tɕyn1 tɕyn3 tɕyn3/5 tɕhyn5 dzhən2
漣源 ʈɑŋ1 ʈhɑŋ1 ʈɑŋ1 ʈɑŋ3 ʈɑŋ3 ʈhɑŋ5 tsɑŋ2
武岡 tsuŋ1 tshuŋ1 tsuŋ1 tsuŋ3 tsuŋ3/5 dzuŋ2
衡陽 tsəŋ1 tshəŋ1 tsəŋ1 tsəŋ3 tsəŋ3/5 tshəŋ5 tsəŋ2
衡山 ȶueȵ1 thueȵ1 ȶueȵ1 ȶueȵ3 ȶueȵ3/5 ȶhueȵ5 tsheȵ2
漵浦 tsʌŋ1 tshʌŋ1 tsʌŋ1 tsʌŋ3 tsʌŋ3/5 tshʌŋ5 sʌŋ2
辰溪 tshəɯ1 tsəɯ1 tsəɯ3 tsəɯ3/5 tshəɯ5 tshəɯ2

表 26. 現代湘語的通攝入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足 促 竹 畜 祝 燭 觸

長沙 tsəu7 tshəu7 tsəu7 tshəu7 tsəu7 tsəu7 tshəu7
益陽 tsəu7 tshəu7 tsəu7 tsəu7 tsəu7 tsəu7 tshəu7
湘潭 tsəɯ7 tshəɯ7 tʂəɯ7 tʂhəɯ7 tʂəɯ7 tʂəɯ7 tʂhəɯ7
湘鄉 tsəu7 tshəu7 tiəu7 thiəu7 tiəu7 tiəu7 thiəu7
婁底 tsɤu2 tshɤu2 tɕio2 tɕhio2 tɕio2 tɕio2 tɕhio2
邵陽 tsu7 tshu7 tsu7 tshu7 tsu7 tsu7 tshu7
雙峰 tsəu2 tshəu2 tiʊ2 tɕhiʊ2 tɕhiʊ2

tiʊ2
tiʊ2 tɕhiʊ2

新化 tsəu7 tshəu7 tɕiəu1/7 tɕhiəu7 tɕiəu7 tɕiəu7 tɕiəu7
漣源 tsɑu7 tshɑu5 ʈɑu7 ʈhɑu7 ʈɑu5 ʈɑu7 ʈhɑu5
武岡 tsu6 tshu6 tɕiou6B

tsu6W
tshu6 tsu6 tsu6 tshu6

衡陽 tsu7 tshu7 tɕiu7 tshu7 tɕiu7 tsu7 tshu7
衡山 tsæu7 tshæu7 ȶæu7 ȶhæu7 ȶæu7 ȶæu7 ȶhæu7
漵浦 tsɤɯ2 tshɤɯ2 tsɤɯ2 tshɤɯ2 tsɤɯ2 tsɤɯ2 tshɤɯ2
辰溪 tsəu2 tshəu2 tsəu2 tshəu2 tsəu2 tshəu2

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在通攝三等陽聲韻方面，以上八種現代湘語方言有兩種類型：

甲型：「精莊」、「知章」兩分：婁底、雙峰、衡山。

乙型：「精知章莊」全混：長沙、益陽、衡陽、漵浦、辰溪。

表 25. 現代湘語的通攝舒聲精、知、莊、章系字同源詞 (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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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具體聲母讀音為何，從歷史演變的觀點來看，甲型可以演變為乙型，然而乙型無法演變為

甲型。由此可知，甲型是湘語的早期樣態。

第二、在通攝三等入聲韻方面，也有與陽聲韻大致平行的兩種類型：

甲型：「精」、「知章」兩分：婁底、雙峰、衡山。

乙型：「精知章」全混：長沙、益陽、衡陽、漵浦、辰溪。

兩分的甲型是湘語的早期樣態，全混的乙型則是合併之後的結果。

5. 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的分合及早期音值擬測
根據以上四、五兩節我們對現代湘語三等開合口諸韻的觀察，中古諸攝精知章莊四系聲母

的分合情況可以歸結為下列的表 27：

表 27. 現代湘語精知章莊聲母分合總表

舒聲 促聲 備註

止開 精≠知章≠莊 —

深開 精≠知章≠莊 精≠知章≠莊 舒聲知章有讀 t-、ȶ-者
臻開 精≠知章≠莊 精≠知章 舒聲知章有讀 t-、ȶ-者
宕開 精≠知章≠莊 精≠知章 舒促知章有讀 t-、ȶ-者
曾開 — 精≠知章≠莊 知章有讀 tʂ-者
遇合 精≠知章≠莊 — 知章有讀 t-、ʈ-、tʂ-者
止合 精≠知章≠莊 — 知章有讀 t-、ʈ-、tʂ-者

知章有讀 k-者
流合 精≠知章≠莊 — 知章有讀 t-、ʈ-、ȶ-者
臻合 精≠知章 — 知章有讀 t-、ȶ-者

知章系有讀 k-者
通合 精莊≠知章 精≠知章 知章有讀 t-、ʈ-、ȶ-者

根據上表可以得到若干觀察：

第一、從中古聲母的框架來看，現代湘語的基本格局是「精≠知章≠莊」，也就是三分，

只有通攝是「精莊≠知章」兩分，我們推測這與早期通攝主要元音的語音性質有關。整體而言，

知章兩系聲母在早期湘語中歸為一類，是無庸置疑的。

第二、不論開口韻或合口韻，知章系聲母的舒聲韻有演變為舌面塞音 ȶ- 甚至舌尖塞音 t- 的

傾向。只有在止攝三等合口若干方言演變為捲舌音 tʂ-。相對地，開口促聲韻的知章系聲母並不

演變為塞音，而往往讀塞擦音，這顯示同攝舒促韻母在演變上並不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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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代湘語的比較結果可知，中古階段舌上音（知系）、齒頭音（精系）和正齒音（莊系、

章系）在原始湘語的格局是三分的「精≠知章≠莊」，它們的讀音可以分別擬測如下：

中古聲類 原始湘語聲母擬測

精系 *ts-、*tsh-、*dz-

莊系 *tʂ-、*tʂh-、*dʐ-

知章系 *tɕ-、*tɕh-、*dʑ-

我們所提出的原始湘語塞擦音聲母系統與 Coblin (2011:21) 所提出的共同湘語 (Common Xiāng) 

的聲母系統，在具體擬測上稍有不同。Coblin共同湘語的聲母系統如下：

上圖中紅框的部分就是本文與 Coblin 在聲母擬測上不同之處。具體差異是本文擬測了成系統

的舌面塞擦音 *tɕ-、*tɕh-、*dʑ-，在 Coblin 的聲母系統中，這類讀音都被擬為捲舌音 *tʂ-、

*tʂh-、*dʐ-。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章系在中古擬測為 *tɕ-，知系在中古擬測為 *ȶ-，原始湘語的 *tɕ- 類聲

母涵括中古知章兩系，顯示以下的變化：

知 *ȶ
*tɕ 知枝 *tɕi1、豬珠 *tɕy1、張章 *tɕiɒŋ1、竹燭 *tɕiəu7

章 *tɕ

知系受韻母中前高元音或介音的影響，由原本的舌面塞音演變為舌面塞擦音。章系和知系合流，

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是一項音韻創新。知系與章系合流後今讀音仍舊是 tɕ-，並可以證成既有的

中古音擬測，這是音值上的存古。

從原始湘語的擬測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若干現代湘語次方言的語音變化。湘語湘鄉

和雙峰方言的知章系讀 t-，這是原始湘語中的 *tɕ- 類聲母發生「去顎化」(de-palatalization) 後

「舌尖塞音化」的結果： 

中國語言學集刊(17)-07 吳瑞文.indd   120中國語言學集刊(17)-07 吳瑞文.indd   120 2024/10/17   下午 04:15:352024/10/17   下午 04:15:35



論現代湘語精、知、章、莊系聲母的存古與創新─兼評吳湘一體說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7   2024    121

湘鄉、雙峰　*tɕ- > t-

至於衡山方言知章系讀 ȶ-，則是舌面塞擦音的阻塞化 (obstruentization)：

衡山　*tɕ- > ȶ-

應當留意的是，衡山知系讀為 ȶ- 類在音值上固然是一種回頭演變，然而由於 ȶ- 類中已經混入了

早期章系（*tɕ-類）同源詞，因此其本質仍然是一種創新。11還有前文提到的漣源方言，它也發

生了舌面塞擦音的阻塞化：

漣源　*tɕ- > ʈ-

只是漣源演變為捲舌塞音。從演變的機制來看，現代湘語中「阻塞化」這一變化應該與前高元

音 [i]、[y]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6. 關於現代吳湘兩語歷史關係的思考

6.1 湘語與吳語的歷史關係
關於湘語與其他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一個早期而富有影響力的看法，乃是由橋本萬太郎

（橋本萬太郎原著，余志鴻譯，1985:31）提出：

吳語和湘語曾經明顯地構成同一個方言地區，很可能後來在客家南下時從中間分割 

開了。

吳、湘構成同一個方言地區的根據，乃是它們都有全清、次清和全濁三向對立的聲母表現。最

早把上述假設稱為「吳湘一體」的，則是張光宇 (1999:34)。12受到語言區域連續體這個觀念的

影響，陳立中 (2004:22) 根據「具有全濁音聲母」的這項特徵，觀察湘顎贛邊界地區中的濁音

走廊，進而把長江上游的湘語和長江下游的吳語聯繫起來。

關於現代漢語系語言之間的關係以及現代漢語系語言與古代漢語方言的歷史關係，丁邦新 

(2008) 曾提出具有啟發性的見解。首先，是把《切韻》音系分成北方的鄴下音系與南方的金陵

音系兩大方言來構擬。其次，是從兩大方言的聲韻異同著手，把現代漢語方言分組：一組可能

11 關於衡山的 ȶ-，另一種假設是章系 *tɕ- 向原本的知系 *ȶ- 靠攏；換言之，衡山方言並未經歷過原始湘語 *tɕ- 這個階段。但

這一假設會涉及衡山在整個湘語譜系中的位置，我們暫時保留。個別湘語如漣源方言知章系有讀為

12 張光宇 (1999:35) 進一步指出，吳湘一體只是一個簡單的說法，若參考韻母演變的樣態，還可以擴大範圍稱為「吳楚江淮

方言連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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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鄴下音系變來，另一組則可能從金陵音系變來。根據丁邦新 (2008:70) 的推測，湘語中的老

湘語可能和金陵音系有關，而新湘語則和鄴下音系有關。至於吳語，則是從金陵音系演變而來。

底下我們將從聲母分合的觀點，對以上兩種說法提出我們的判斷。

6.2 全濁音帶音與舌齒音分合的分群效力
前此提出吳湘一體的判斷，主要的根據是中古全濁音（並、定、從、邪、崇、船、禪、群、

匣諸聲母）今讀為「帶音」(voiced) 這項語音特徵。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中古全濁聲母

保留為獨立的一類，在性質上屬於存古 (retention)，據此將現代吳、湘兩語歸為一類實在不無

問題。我們認為，若要從中古聲母來尋求現代漢語歷史分群的條件，則精知章莊四系聲母之間

的分合關係，也是相當重要的切入點。

根據中古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分合，上文已指出原始湘語屬「精≠章知≠莊」三分的類型。

至於吳語中精知章莊的分合，我們不妨參考秋谷裕幸 (2003) 關於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的祖

語擬測成果。在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中，有一套顎化聲母 *tɕ-、*tɕh-、*dʑ-、*ʑ-，這套聲

母與中古聲母的對應關係如下表 28：13

表 28. 原始處衢吳語顎化聲母的中古來源表

原始處衢吳語 中古聲母

*tɕ- 精：姊 *tɕi3、醉 *tɕyəi5、俊 *tɕyiŋ5、鯽 *tɕiẽ?、接 tɕiəɁ7
章：指 *tɕe3、紙 *tɕiə3、鑄 *tɕyə5、蒸 *tɕiŋ1、針 *tɕẽ1、真 *tɕyẽ1、終 *tɕioŋ1、隻
*tɕiɁ7、汁 *tɕeɁ7、燭 *tɕiɔɁ7、粥 *tɕioɁ7
莊：*皺 tɕiɑu5、壯 *tɕiɒ͂5

*tɕh- 清： 菜 *tɕhi5、 清 *tɕhiŋ1、（ 千 *tɕhiə͂1）、（ 楤 *tɕhioŋ1）、 漆 *tɕhiɁ7、 切

*tɕhiəɁ7
昌：吹 *tɕhyi1、車 *tɕhiə1、春 *tɕhyiŋ1、川 *tɕhyə͂1
初：闖 *tɕhiɒ͂3、瘡 *tɕhiɒ͂1
徹：抽 *tɕheu1、（戳 *tɕhiɒɁ7）

*dʑ- 船 /禪：樹 *dʑeu6、舐 *dʑiə4、蛇 *dʑyəi2、上 *dʑiɒ͂4
澄： 墜 *dʑyi6、 錘 *dʑyɑi2、 櫥 *dʑyə2、 鄭 *dʑiŋ6、 重 *dʑiɒ͂2/4 陳 *dʑyẽ2、 椽
*dʑyə͂2、重 *dʑioŋ4、蟄 *dʑiɁ8、軸 *dʑioɁ8、（鐲 *dʑiɒɁ8）14

*ʑ- 從 /邪：謝 *ʑiə6、前 *ʑyəi2、晴 *ʑiŋ2、蕈 *ʑiŋ4、墻 *ʑiɑ͂2、賤 *ʑiə͂6、集蓆 *ʑiɁ8、
嚼 *ʑiɑɁ8、絕 ʑyəɁ8
船 /禪：豉 *ʑiə2、順 *ʑyiŋ6、鱅 *ʑiɒ͂2、術 *ʑyɁ8、十 *ʑeɁ8、實 ʑyeɁ8
崇：愁 *ʑiɑu2、柿 *ʑe4、（浞 *ʑiɒɁ8）

13 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這四個顎化聲母的編號分別是 17、18、19、22，參看秋谷裕幸 (2003)。放在（）中的是二等或

四等字，其他都是三等字。

14 「鐲」有通攝三等市玉切跟江攝二等直角切兩音，從讀音 *dʑiɒɁ8 看來，當為澄母直角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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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可知：

第一、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 *tɕ- 聲母對應中古的精母三等、章母跟莊母三等，完全

不雜一個知母字。

第二、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 *tɕh- 聲母對應中古的清母三等、昌母跟初母三等，徹

母的「抽」讀 *tɕhe1，是唯一的例外。

第三、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 *dʑ- 聲母對應中古的船禪母跟澄母三等，但可以留意到

船禪母屬於少數，澄母三等是壓倒性的多數。相對地，帶音顎化擦音 *ʑ- 對應中古的從母三等

和邪母、多數船 / 禪母以及崇母三等。這個現象顯示，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的船、禪、崇

三母自成一類，也就是章莊兩系濁聲母合流為 *ʑ-，屬於章莊合流的格局。相對地，知系澄母讀

為 *dʑ-，與船、禪、崇顯然有別。

第四、值得留意的是，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中有相當多讀為 *t-、*d-的知系字，知母字

如：豬 *tɑ1、張 tiɑ͂1、賬 *tiɑ͂5、砧 *tyẽ1、窒 *tyeɁ7；澄母字如：遲 *dəi2、苧 *də4、長 də͂2、

直 *diɁ8、著 *dəɁ8。（秋谷裕幸 2003:19, 21）我們推測這些讀為 *t-、*d-的知系字前身為 *ȶ-、

*ȡ-，其中舌面帶音塞音 *ȡ-有不少發生了塞擦化，演變為 *dʑ-，如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中古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在原始處衢吳語（西北片）中的表現是：

「精莊章≠知」。應當留意到，讀為 *tɕ- 類的精系都帶有前高展唇 *-i- 或前高圓唇 *-y- 這類促

使顎化的成分，我們認為前身也是 *ts-。因此，中古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在早期吳語的具體情

況可以推測為：「精≠知≠章莊」。

歸納起來，早期吳語和原始湘語的精知章莊四系聲母的分合，應當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

中古音 精 *ts-：知 *ȶ-：章 *tɕ-：莊 *tʃ-

現代漢語 湘語 吳語

精 *ts-：知章 *tɕ-：莊 *tʂ- 精 *ts-：知 *ȶ-：章莊 *tɕ-

從中古音精知章莊四類聲母的角度來看，早期湘語是章系與知系合流，早期吳語則是章系與莊

系合流，兩者都屬於音韻創新 (phonological innovation)。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湘語和吳語兩種

類型彼此是互斥的，也就是分別從中古音系演變而來。

探討現代漢語方言的關係及漢語方言的歷史淵源，在聲母上至少有兩項值得參考的條件：

一是全濁音帶音與否，一是舌齒音分合類型。從條件的性質來看，全濁音今讀帶音屬於音韻存

古，不足以作為分類（分群）的標準。至於舌齒音分合類型，湘語和吳語對四系聲母的歸併方

式迥然不同，利用這個條件可以有效地把吳語和湘語分開。不同的音韻標準獲致不同的分類結

果，乃是必然的；應當留意到，音韻條件的存古或創新，則會影響分類的有效性。以上這項觀察，

對橋本萬太郎「吳湘一體」這一假說形成相當重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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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論
本文結合漢語音韻史以及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探討現代湘語中精、知、莊、章四系聲

母具體的讀音表現，進而說明早期湘語在音韻架構上的存古與創新。本文獲得的結論如下：

第一、早期精、知、章、莊四系聲母在原始湘語中已經演變為三類：精系、莊系和知章系，

其中精系可擬測為 *ts-、莊系可擬測為 *tʂ-。中古原本有區別的章系和知系則合併為一類，可

擬測為 *tɕ-。也就是說，原始湘語的聲母格局是：「精≠知章≠莊」。章、知二系在原始湘語

中合流，從中古音的角度來看是一項音韻創新。知系與章系合流後今讀音仍舊是 tɕ-，可證成既

有的中古音擬測，這是音值上重要的存古。 

第二、本文進一步利用舌齒音分合類型（也就是精、知、章、莊分合）這個歷史條件，檢

討現代湘語與吳語的歷史關係。前人（橋本萬太郎 1985）曾有「吳湘一體」之說，主要是就全

濁音帶音與否立論。然而應當留意到，就歷史語言學而言，有效的分群應當根據「共同創新」

而非「共同存古」。因此以「全濁音帶音」這項存古標準將湘語和吳語歸為一類，效力恐怕有限。

相對地，本文發現原始湘語的舌齒音分合類型是「精≠知章≠莊」，而早期吳語的類型則是「精

≠知≠章莊」，這兩種類型之間不存在演變關係，而只能從更早期的舌齒音四分架構分別演變

下來。就類型而言，湘語和吳語有截然不同的創新樣態，由此可知，「舌齒音分合」比「全濁

音帶音」更具備給漢語分群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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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2002 年 4 月 12–13 日，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於臺南成功大學舉辦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

研討會。那時我還是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在會上宣讀〈現代漢語中精知莊章的類型─以陽

韻為例的觀察〉一文，這也是我在聲韻學研討會上宣讀的第一篇論文。當時主持人正是丁邦新

老師，會上丁老師提出相當切要的批評與建議，並鼓勵我把觀察的韻類擴大，以獲得更有意義

的結論。匆匆二十年過去，當年宣讀的小文章並未正式出版，然而丁老師的提點始終縈繞心頭，

謹以這篇談現代湘語精知章莊的論文作為再傳弟子對丁老師的感念與哀思。

文稿提交至本刊後，蒙審查人在語料性質及具體論述上惠示高見，謹此致謝。當然，本文

中的任何疏漏，責任均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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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s Jing, Zhi, Zhang and Zhuang in Modern 
Xiang Language—Also Commenting on the Wu-Xiang 
Dialectal 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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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Based o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provided by Middle Chinese rhyme book “Qie Yu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nunci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four initial consonants of Jing, Zhi, Zhang, 
and Zhuang in modern Xiang dialect and then explains the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early Xiang 
language.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reten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four seri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Jing, Zhi, Zhuang, and Zha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focus of observation is the rhyme category 
with the minimal set among the four series of initial consonants—the third-division rhyme. This article 
adopts a comparative method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akes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system as a 
reference frame, and takes 14 modern Xiang languages as objects to explore the separation and merger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the Jing, Zhi, Zhuang, and Zhang initial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modern Xiang dialect, the early four-series initials of Jing, Zhi, Zhuang, 
and Zhang have evolv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 proto Xiang language stage: Jing series, Zhuang 
series, and Zhang-zhi series, among which the Jing ser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ts -, the Zhuang 
ser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tʂ-, and the original Zhang series and Zhi series in the Middle Ages 
merged into one category, and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tɕ-. In other words, the initial consonant pattern 
of the original Xiang dialect is: [Jin ≠ Zhuang ≠ Zhang = Zhi]. The merging of Zhang and Zhi is a 
pho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Chinese. After the merger of the Zhi and the 
Zhang, the pronunciation is still tɕ-, and it can be proved as an existing evidence of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other word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reservation in terms of phonetic 
value.

Mantaro Hashimoto pointed out based on the three-way opposition of initial consonants of quán 
qīng（全清）, cìqīng（次清）and quánzhuó（全濁）that modern Wu and Xiang languages once 
clearly formed the same dialectal area. This is the theory that Wu-Xiang dialectal continu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retaining the medieval fully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as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is an archaic feature. Therefore, it is not without problems to classify the modern 
Wu and Xiang languages into the same group with this criterion. In contrast, from the division and 
merger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of the four series of Jing, Zhi, Zhang, and Zhuang in middle times, 
Xiang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ype of [Jing ≠ Zhuang ≠ Zhang = Zhi], and Wu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ype of [Jing ≠ Zhi ≠ Zhang = Zhuang].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Zhang series merges with the Zhi 
series in Xiang language, and the Zhang series merges with the Zhuang series in Wu language. It shows 
that Wu and Xiang underwent different phonological innovations separately. The conclusion poses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hypothesis about Wu-Xiang dialectal continuum.

Keywords: modern Xiang dialect, Middle Chinese, retention, innovati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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