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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漢語方言的 m 聲母增生

許慧娟 Hui-chuan Hsu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探討漢語方言的 m 聲母增生，初步發現音變的條件是零聲母逢韻頭 
ü，音變的動機在於元音的固有鼻音性。中古各組聲母或多或少都有方言
實證；換言之，聲母一旦歸零，只要逢 ü 便可順理成章增生 m。同時，ü 
或留、或銷聲匿跡、或以別的面貌示人，端視個別方言如何因應唇音限
制。除了個別轄字的方言材料，諧聲系列的北京話今讀也見證 m-增生的
演變歷程。方言對比一目瞭然之外，本文進一步闡述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
和鼻音，從規律平行性看，聲母歸零後先增生 ŋ，然後根據韻頭調整發音
部位。三個理論貢獻包括：（一）明泥(娘)疑母恐怕只是語音演變的中繼
站，（二）非組和見組關係匪淺，（三）效流攝本是合三韻。與其拘泥中
古分類，不如正視方言今讀，依循橫向比較的內在邏輯，條分縷析地演繹
語音的縱向發展。

關鍵字: 鼻音增生, 諧聲, 舌根音唇化

一﹑ 語料鋪陳

漢語方言鼻音聲母增生屢見不鮮，常見的增生形式包括 n、ȵ 和 ŋ，前二者
多出現在細音前，個別語言通常不構成對立；後者多出現在洪音前。1 以
影母字為例，一目瞭然。本文側重音段探討，為行文方便，不標記聲調。

 (1) 挨~住 nin 臨桂五通（李連進 2000：65）
  應 nin 婁底（陳立中 2004：115）
  要 ni 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47）
  啞 ŋa、惡 ŋo、影 ȵiɔ̃、掩 ȵiɛn 江華福清新化（楊遺旗 2004：11–16）
  軛 ŋa、眏 ŋã、衣 ȵi、煙癮 ȵie 泰順（秋谷裕幸 2005：44）
  挨鴨矮軋 ŋa、 阿~公丫張開啞 ŋo 湘鄉棋梓（羅昕如2012：227）2

1. 漢語方言亦見增生鼻音韻尾 n、ȵ 和 ŋ，讀者可參看張燕芬（2010）及羅昕如（2012
），不贅述。

2. 原文標記鼻化元音。基於鼻音聲母後的協同發音（coarticulation），本文採取嚴式
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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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尾逆向同化（鄭張尚芳 2010）無法解釋所有鼻音聲母增生，因為陰聲
字和入聲字的零母鼻化時有所見。相對罕見地，漢語方言亦見聲母增生 
m，比方隆回高坪（劉道鋒 2003）和洞口山門區、石江區（龍海燕 2008
：298–315）部分日疑匣影云以母字：

 (2) 隆回高坪方言
  mɛ  閱、悅、越、曰、粵、悅
  miɛn  冤、淵、丸、圓、員、緣、沿、鉛、元、原、源、阮、援、

袁、轅、園、軟、遠、院、願、怨
  min  榮、營、勻、雲、允、永、泳、詠、潤、閏、韻、運

 (3) 洞口方言山門區、石江區
  mie  滑、挖、月、閱、越
  mian 軟、員、緣、院、源、阮、願、冤、園、遠、怨、淵
  mən 潤、閏、勻、尹、雲、運~氣、暈

要特別注意的是：合口（曾春蓉 2008）尚不足以精準描述 m-增生的條
件，關鍵在於合口三、四等的 ü 介音。看似例外的中古山合二「滑、挖」
在洞口方言管竹區、竹市區（龍海燕 2008：298–299）和諸多湘南、桂北
土話都見 ü 介音說法。

 (4) 挖滑 üe 洞口竹市區、東安高峰（曾芳 2007：44）
  挖滑 üɛ 灌陽觀音閣（黃啟良 2008）
  挖滑 üa 洞口管竹區、寧遠中和（李永新 2004：27）

日母字「軟」在洞口黃橋區讀 ɕüan，其餘七區讀 üan； 洞口山門區、石
江區讀 mən 的字例（見例（3）），在其他八區都讀 ün，因此推論 m 增
生的關鍵因素在零聲母逢韻頭 ü。 因為唇音限制，3 漢語方言罕見 m 接韻
頭 ü 的組合。從上列隆回高坪方言、洞口方言山門區舉例明顯可見，m 聲
母增生後，ü 功成身退，再以i示人。道縣小甲和江華粟米塘（劉祥友 2008
：101）「瓦」讀作 mu，ü 變身為 u。藤縣藤城（李連進 2000：84）「
歪」讀 mai，ü 引發 m-增生後銷聲匿跡。音變結果雖然殊異，個別方言滿
足唇音限制的動機一致。
王福堂（2005：9）聲稱：漢語方言中鼻音聲母發音部位移轉而發音方

法不變是相當常見的現象，並從「母貓」在幾個方言的表現擬出一條規律
（見（6））。

 (5) 西安：		 	  女 [mi] 貓
  河北灤縣、定興： 女 [ni] 貓

 (6) nü → ni → mi

3. 僅蘇州、溫州、和建甌等少數方言例外，出現 my 、bøü 或 pü 等音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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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不然，「女」讀 mi、ni 肇因於先增生舌根鼻音，其後或隨韻頭調
整發音部位，細節詳後。4

二﹑ 鼻音增生的動因

鼻音增生的名稱因類型而異。 Ohala and Ohala（1993） 把清擦音h及送氣
塞音的高氣流造成的鼻化叫作自發性鼻化（spontaneous nasalization），
把動機不明的鼻化稱作自動鼻化（automatic nasalization)，類似 Fox（1995
：75） 所說的 automatic onset，例（2）和（3）屬後者。根據曾春蓉
（2008），隆回、洞口方言日疑匣影云以母先丟失，再有例（2）和（3
）鼻音增生。一如高元音擦化，鼻音增生的結果反映 CV 是最無標（un-
marked） 的音節形式。單靠優選理論*Onset 的制約無法解釋漢語方言零聲
母音節俯拾即是的現況，更對鼻音韻尾無中生有（詳後）束手無策。必須
點出關鍵的音變動因是：音節首高元音本帶有摩擦（石汝杰 1998） 因而導
致擦化，鼻音增生則源自元音的固有鼻音性（intrinsic nasality），音節首
尾一致。發元音時軟顎沒有上揚，部分氣流從鼻腔洩出，因而產生鼻音性 
（Grierson 1922引用文獻）。
潮州話部分陰入聲字讀成陽聲字，5 因為果假攝部分字在其他漢語方言

（如福州、洞口竹市區等）帶-i 尾，如果「惰寡」在 i 尾仍保留時產生鼻
化，6 潮州話的高元音 i、ɯ 和 u 就是鼻音性或鼻音增生的啟動關鍵。

 (7) 果合一 惰 tũã、果 kũãĩ
  假合二 寡 kũã
  蟹開二 稗 pʰõĩ
  蟹開四 第 tõĩ、賴 lãĩ 文、擠 tsĩ、椅已以 ĩ
  遇合一 虎 hõũ
  止開三 刺 tsʰɯŋ 文、指 tsõĩ 白、恥齒文 tsʰĩ 、耳 hĩ、鼻 pʰĩ、7 篦 piŋ8

  止合三 微 bũĩ、9 匪 hũĩ、跪櫃 kũĩ、詭 ŋũĩ、畏 ũĩ
  效開一 好 hãũ
  效開四 釣 tĩẽ

4. 王福堂（2005：9）其他例子「泥尼日蟻蛾謬彌」都可一併解釋，詳後。

5. 語料引自北大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者不標記文獻出處，下同。

6. 如建甌「惰」俗讀 tuɪŋ，韻母若鼻化就是 tũɪ̃。

7. 「鼻」在某些漢語方言讀作入聲字。

8. 潮州話只有 ŋ 尾，所以-i 無法按常態增生 n 尾。

9. 此處標記音位表式（phonemic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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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開三 否 hõũ、休朽嗅悠幽 hĩũ、幼 ĩũ
  臻合三 物 bĩʔ

值得一提的是：送氣能強化元音鼻音性，進而誘發陰聲韻鼻化。例（8）
臺灣華語都是聲母送氣伴隨低元音引發鼻音性。根據時秀娟等（2010），
普通話低元音 a 內在鼻化度最強。10

 (8) 他 tʰã
  (害)怕 pʰã

元音高低和鼻化度的關聯眾說紛紜，語言個性（language-specificity）明
顯。臺閩語陰聲韻的鼻化就無關元音高低。

 (9) 悽慘  tsʰĩ tsʰam
  鼻聞  pʰĩ
  酵   kã
  跨   hã
  好奇  hɔ̃ ki
  可惡  kʰɔ̃ ɔ̃
  可能  kʰɔ̃ liŋ
  受氣 生氣 sĩũ kʰi
  舀水  ĩũ tsui
  肖牛  sĩũ gu
  醮墓掃墓 tsʰĩũ bɔ
  快活  kʰũĩ uaʔ
  艾~草  hiã 白
  而且  li tsʰiã
  負揹  pʰãĩ
  踒腳扭傷  uãi

從潮州、臺灣華語和臺閩語可知，鼻化未必發生在區分口、鼻元音的語
言，11 雷州話沒有這項對立，但“發音合作人有時把 [hi] （戲）、[hio] （
香）、[hia] （歇）、[hi] （年）等音節唸成 [hĩ]、[hiõ]、[hiã]、[hĩ] [聲調
從略]”（林倫倫 2006：9）。
如果元音具固有鼻音性，論理不僅聲母，韻尾也會引發鼻音增生。語

言事實的確如此，不區分口、鼻元音的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就常見鼻
音韻尾增生：12

10. 無鼻音環境下普通話低元音的內在鼻化度較高，但鼻音環境下高元音的複合鼻化度
較高（時秀娟等 2010）。

11. 謹此回覆一外審意見。

12. 全州黃沙河鼻音增生是否存在-i/-n 和-u/-ŋ 的對應有待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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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麻馬碼螞麥 man 笛 dian 襪 mæn/ miæn 秕 miɛn
  抹墨帽 men 微謎沕尾米蜜~蜂 min 胰~鐵藝尼~姑蟻螞~ niɛn
  泥二~十一入~去，進去日~子捏你 nin 木 muŋ 銹 ʃiɔŋ
  梅枚煤媒妹 məŋ  

此外，高元音引發鼻音增生解釋了江西餘干方言和福建邵武方言（李如
龍、張雙慶 1992）入聲字變成類陽聲字的情形。例（11）中如果南城是
演變起點，-iʔ 在餘干變成-t 的同時，高元音固有鼻音性引發-n 增生；
至於邵武，喉塞音消失伴隨-i 變成相應的-n 尾。同理可推，例（12）
反映-uʔ 在餘干變成-k 的同時，高元音-u 的固有鼻音性引發-ŋ 增生。例
（11）另一種分析方法以-t 作為入聲起點，不僅無法合理解釋在漢語方
言音節結構逐步簡化的趨勢下，13 為什麼南城要裂解成 iʔ，也難以釐清 
n 尾增生的語音條件。14

 (11) 南城 餘干 邵武  
  taiʔ tatn tan 答
  haiʔ tʰatn tʰan 塔
  naiʔ natn nan 納
  tʰaiʔ tsʰatn tsʰon 雜
  laiʔ latn lan 蠟
  kaiʔ katn kan 甲
  ŋaiʔ ŋatn an 鴨
  faiʔ fatn fan 法

 (12) 武平 餘干  
  pɔuʔ pɔkŋ 博
  pʰɔuʔ pʰɔkŋ 薄
  mɔuʔ mɔkŋ 膜
  tʰɔuʔ tʰɔkŋ 托
  lɔuʔ lɔkŋ 落
  tsɔuʔ tsɔkŋ 作
  tsʰɔuʔ tsʰɔkŋ 鑿
  kɔuʔ kɔkŋ 各
  ɔuʔ ŋɔkŋ 惡

13. 從崇安（李如龍 2001：480–481）、北京話到廣州話音節組成成分數量遞減。上海
話也在簡化之列，終極目標恐怕最多二個成分，單元音化、元音鼻化及韻尾消失都起
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4. 一位外審主張將-n 設為起點，南城的形式乃陰陽對轉加上不太影響音值的喉塞音。
筆者認為不妥，理由如下：（一）入聲字的語音起點為什麼是-n，（二）漢語方言-n ~ 
-iŋ 的對應時有所見（參例（19）），山臻攝入聲字-t ~ -iʔ 的對應見南城和建寧（李如
龍、張雙慶 1992：91–121），（三)餘干增生 t 作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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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鼻音部位的定奪

丁邦新（1998）明白推測-i/-n 及-u/-ŋ 間的語音關聯，Ohala（1979、1993
）則利用 ŋ 和 w̃反共振峰結構相同的語音基礎解釋相關音變，張光宇
（2000）論及 {ü、i、u} 和 {p、t、k}、{m、n、ŋ} 在發音部位的平行對
應，具體可圖示如下：15

 (13) ü i u
  m n ŋ
  p t k

本節介紹來自鼻音韻尾的佐證。吳語縉雲西鄉方言（陳貴麟 2004）部分
流攝字帶 m 尾，16 從下列方言比較可知明溪應是演變起點，ü 不論簡化為 
i、u 兩個元音質素（Schane 1984）或引發 m 尾增生都依循語音理據。縉雲
今讀歷經-ü → -üm → -um 的演變過程。（順昌和明溪語料取材自陳章太、
李如龍（1991：234））

 (14) 廈門 順昌 明溪 縉雲  
  tʰau tʰai tʰaü tʰaum 偷
  tʰau tʰai tʰaü tʰaum 敨
  tʰau tʰai tʰaü tʰaum 頭
  tau tʰai tʰaü tʰaum 豆

新化（羅昕如 2012：229）的文白異讀顯示逢 i 增生 n 尾，無關聲母，詳細
用詞請看原文。

 (15) mi min 米密蜜謎語
  ʨʰi ʨʰin 去
  i in 疑宜儀擬藝誼義議毅逆尼
  i lin 泥

對照綏德吉鎮區和城區，果假攝顯示逢 ə 增生 ŋ 尾（黑維強 2010），不
計聲調臚列如下。雖未見 u/ŋ 對應，例（16）反映的是 ü/m、i/n 以外的 
elsewhere/ŋ。

 (16) 吉鎮區 城區  
  tə təŋ 多馱~子
  tʰə tʰəŋ 拖駝馱~起來
  nə nəŋ 挪

15. 韓語（Jun 2015） n-增生只出現在前高元音、滑音之前，與漢語方言多少輝映成趣。

16. 寶應氾光湖方言（黃繼林 1992）和蘇北江淮官話（顧勁松 2011）等也見陰聲韻讀 
m 尾，礙於篇幅和主旨，細節另文探討。綜觀例（2）、（3）和（14），m 無中生有
涵蓋聲母和韻尾，呈現一種鏡像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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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ə tsəŋ 左
  tsʰə tsʰəŋ 搓
  lə ləŋ 騾螺摞
  tʂə tʂəŋ 遮
  tʂʰə tʂʰəŋ 車扯
  ʂə ʂəŋ 奢賒蛇捨舍社射
  ʐə ʐəŋ 惹

根據顧勁松（2011），例（14）到（16）的鼻音韻尾無中生有屬衍生型，
另外還有中古一脈相傳的直承型和來自其他鼻音的音變型。和衍生型相映
成趣，音變型更凸顯 ü/m、17 i/n 和 u/ŋ 的對應，詳見例（17）到（20）。

 (17) 建甌 廈門  
  tʰœüŋ tʰam 潭
  kœüŋ kam 含
  kœüŋ kʰam 㔶

 (18) 沙縣 三元 永安  
  tœüŋ tam tɐm 中
  hœüŋ ham hɐm 雄
  hœüŋ ham hɐm 胸
  kʰœüŋ kʰiam kʰiɐm 共

 (19) 建甌 廈門 永定  
  paiŋ pan pan 班
  paiŋ pan pan 板
  pʰaiŋ pʰan pʰan 攀
  maiŋ ban man 蠻
  maiŋ ban man 慢

 (20) 福州 北京 休寧  
  pauŋ paŋ pau 棒
  pʰauŋ paŋ pau 蚌
  tauŋ taŋ tau 當
  tʰauŋ tʰaŋ tʰau 燙
  lauŋ laŋ lau 浪
  tsauŋ tsaŋ tsau 葬
  sauŋ saŋ sau 喪
  kʰauŋ kʰaŋ kʰau 抗

17. 文獻普遍認為元音 o 或 u 觸發音變型-m，但閩中永安（周長楫 1990）部分宕攝字
讀-am、-iam 並非同化能一以貫之，詳細論述留待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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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漢語方言聲母鼻音增生和上述音變型大致呈現一種鏡像，
規律如下：18, 19

 (21) a. üŋ → m iŋ → n uŋ → ŋ
  b. ŋü → m ŋi → n, ȵ20 ŋ/ elsewhere

相關的聲母演變詳見第 4 到 9 小節。

四﹑ 鼻音增生舉例與辯證（I）

本節論證漢語方言聲母歸零後先增生鼻音性最強的舌根鼻音，其後或根據
韻頭調整發音部位。首先審視和苗栗四縣系出同源的廣東興寧（邱仲森 
2010），前者疑母字讀 ŋ，後者呈現一系列的變化，因涉及音節首高元音
擦化，21 先看廣東興寧（邱仲森 2010：37–38）曉影組部分字今讀：

 (22) 曉母： 籲 ʐ ʅ
  匣母： 丸 ʐen、縣 ʐen、螢 ʐ ʅn、滎 ʐ ʅn
  影母：  衣 ʐ ʅ、腰 ʐau、閹 ʐaŋ、蔭 ʐuŋ、煙 ʐen、因 ʐ ʅn、央 ʐo、一 

ʐ ʅt、乙 ʐet
  云母： 有 ʐu、炎 ʐaŋ、遠 ʐen、運 ʐun
  以母： 搖 ʐau、由 ʐu、容 ʐuŋ、緣 ʐen

廣東興寧疑母今讀 ʐ、ŋ、m 或 n（邱仲森 2010：37、52、86、100、102）
，詳見例（23）。對照（22）語料，「元」讀 ʐen 來自 ien 的韻頭擦化。
除了擦化一途，聲母歸零後或增生鼻音，最初是鼻音性最強的 ŋ，接著 ŋ 
根據韻頭調整發音部位，逢 ü 讀 m、逢 i 讀 n。

 (23) a. 元 ʐen
  b. 鵝 ŋo、牙 ŋa、誤娛 ŋu、咬 ŋau、硬 ŋaŋ、危 ŋui、外 ŋuoi、眼 ŋan

18. 不同於（21b），有些方言逢細音讀 n, ȵ，餘皆讀 ŋ。

19. 筆者以為上古漢語音節結構可有五個成分 CGVGC，只有一個鼻音韻尾 ŋ，一個塞
音韻尾 ʔ。歌謠吟唱節拍一拖長，ʔ 自然消失（Li 1986），《詩經》陰入聲字押韻就不
構成問題，細部討論留待日後。

20. n/ȵ 在方言基本不構成對立，ȵ 或可視為 ŋ 逢細音顎化的同位音，方言報導或 ŋ 或 
ȵ 記音不一。

21. 漢語方言音節首高元音本帶有摩擦，i 常見擦化為 z、ʐ 、ʒ 等，u 擦化為 v、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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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吳蜈吾梧魚五伍午 m̩、22 蟻 mi23

  d. 語 ni、藝 ni、牛 niu、原 nien、嚴迎 niaŋ、月 niet、吟 niuŋ、銀 
niun、額逆 niak

兩個問題是：（一）如何確定是聲母歸零再增生鼻音？換言之，興寧疑母
字「元」或許經歷 ŋ → ø → ʐ / σ         i 的演變過程。（二）為什麼不是一開
始就根據韻頭增生不同部位的鼻音？為顧及文章架構，有關第二個問題的
回覆詳見第 9 小節。針對第一個問題，本文鑒於其他聲母字的變化進行通
盤考量後，24 採取鼻音增生的分析。首先，曉匣母字「嗅淆縣」在下列方
言今讀呈現聲母歸零後增生鼻音的邏輯過程。

 (24) 嗅 hioŋ 臨桂兩江（李連進 2000：167）
    iou 靈川三街（同上）
    ȵiou 賓陽蘆墟（同上）
  淆 hiau 臨桂兩江（李連進 2000：137）
    xiu 平樂新塘面（武寧絲 2015）
    iao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137）
    ŋau 梅縣、廣州、福州
    ȵiau 西安
  縣 hien 貴溪（游文良 2002：156）
    ien 福安（同上）
    ȵien 華安（同上）

例（25）到（27）擴大規模臚列曉母字體現的鼻音差異：

 (25) 吁25 ŋui 博白縣城（謝建猷 2007：410）
  枵26 ŋwai 賓陽王靈（莫海文 2014）
  薅 ŋɐu 鬱林福綿（李連進 2000：130）
  吼 ŋau 新田青龍（樂虹 2007：47）
  朽 ŋou 百色那畢（李連進 2000：167）
  憨 ŋam 桂平山塘山（淩海波 2009）
  吸 ŋeiʔ 福州
  夯 ŋɔ 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315）

22. 興寧「吾梧五伍」（和「語齬」諧聲）及「午」（和「許」諧聲）讀 m̩，前身應如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13、40）「梧悟」讀 mu，漢語方言常見鼻音前、後逢高元音
讀成音節鼻音（鄭曉峰 2002，Hsu 2005）。

23. 根據邱仲森（2010：59），「蟻」又音 ni ，應於韻頭 ü 化約成 i 後致之，語音演變
細節詳後。

24. 更多例證見第 5 至 7 小節。

25. 貴港南江（謝建猷 2007：410）「吁」讀 ȵü，詳見（43）規律。

26. 有關效流攝韻母源頭，詳見第 10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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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姓 ŋau 十都（陳立中 2003：383）
  香 ŋø線̃~ 信都鋪門（謝建猷 2007：1683）

 (26) 曉 ȵiu 北流唐僚（謝建猷 2007：602）
  嗅 ȵiəu 賓陽新橋（謝建猷 2007：636）
  脅 ȵie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189）

 (27) 歪 mai 藤縣藤城（李連進 2000：84）
  麾 mo 十都、水口 （陳立中 2003：287）
  晦 møi 龍州上龍、橫縣橫川（李連進 2000：81）
  耗 mɔ 南安（李如龍 2001：20）、臺閩語
  朽 mɐu 腐朽 藤縣濛江（楊世文 2013）、昭平（黃群 2006）
  豁 mua 泰寧（李如龍 2001：366）
  昏 moŋ 新寧峒話（吳萍 2012）
  兄 muei 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40）

例（28）到（30）列舉匣母字體現的鼻音差異：

 (28) 禾 ŋo 洞口高沙區（龍海燕 2008：182）
  核~對 ŋɤʔ 蘇州
  華金~：地名 ŋuə 壽昌（曹志耘 1996：97）
  化叫~子 ŋua 南寧沙井（謝建猷 2007：1738）
  畫白 ŋua 沙縣蓋竹（鄧享璋 2004）
  胡姓 ŋo 道縣壽雁（賀凱林 2003）
  互 ŋəu 溫州
  蟹 ŋai 融水疍家話（白雲 2007）
  肴淆效校學~ ŋau 橫縣橫川（李連進 2000：270）
  猴 ŋou 全州文橋（唐昌曼 2005）
  酣 ŋam 桂平山塘山（淩海波 2009）
  褐 ŋoʔn 通城（陳有恆 1987）
  環 ŋwan 賓陽王靈（莫海文 2014）
  還動詞 ŋuə 壽昌（曹志耘 1996：98）
  換 ŋuə 同上
  旱 ŋuĩ 沙縣（李如龍 2001：289）
  幻 ŋʊa 永康（陳立中 2004：96）
  完 ŋuaŋ 徐聞下洋（陳雲龍、蔡藍 2005）
  混 ŋwən 賓陽蘆墟（李連進 2000：270）
  皇 ŋɔ̃ 上猶社溪江頭（小學堂網站）
  鶴 ŋoʔ 蘇州

 (29) 滑 ȵiat 潮州畲語（游文良 2002：373）
  淆效校學~，上~ ȵiao 賓陽蘆墟（李連進 2000：137）
  弦二~ ȵien 白土壯語（藍慶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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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ȵian 華安畲語（游文良 2002：153）
  閑嫻 ɲian 漢越語（嚴翠恆 2006）

 (30) 旱 muã 大田（陳章太、李如龍 1991：11）
  黃蛋~ maŋ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278）
  黃皇 moŋ 潮州畲語（游文良 2002：166）
  蝗~蟲 maŋ 鍾山兩安（劉鳳麗 2010：13）
  戶 mu 雙牌江村（謝元春 2003：15）
  壞 mai 鍾山兩安（劉鳳麗 2010：20）
  晃 mioŋ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27）
  瑕~疵：骯髒 ma 寧遠北路（李文 2008：26）
  幻 man 龍州上龍（李連進 2000：239）
  鑊鍋 mɔk 崇左四排（謝建猷 2007：914）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 ü 觸發 m 聲母增生，但例（27）和（30）都非合
三字，可見語音演變不應以中古韻書為起點。其實，迄今所有 m-增生字例
都遵循下列規律，27 舌根濁塞音清化送氣、28, 29 kʰ 擦化、30 聲母歸零、31, 32 
鼻音增生環環相扣。（31b）表示 gʰ 擦化，和 kʰ 擦化平行。

 (31) a.

 

(gh →) g → kh → h, x → ϕ → ŋ → n, ȵ / σ ____ i
m / σ ____ ü 

ŋ / elsewhere

→

→

  b. gʰ → ɦ, ɣ

有個問題是： ɦ、ɣ 可否直接歸零，然後增生鼻音？還是先清化為 h、x 再
有後續音變？濁擦音的響度（sonority）大於清擦音，響度遞減終至歸零合

27. 本小節僅爰舉數例，更多闡釋詳後。

28. 根據蘇州型 h/ɦ 和雙峰型 x/ɣ 的曉匣分立以及李新魁（1963）曉匣上古歸見溪群
的主張，上古漢語應有兩個舌根濁塞音。匣母源頭*gʰ 或併入 g、或保留，方言體現不
一。前者見浙南（王文勝 2008：215）及閩北（秋谷裕幸 2008）等地，後者見湘鄉金藪
（蔣軍鳳 2010b：68）等地。

29. 文獻一般主張濁音清化根據送氣與否一分為二，從 g 變 kʰ 涉及 [voice] 和 [asp] 兩個
語音區辨徵性，有違語音演變微調（minimal modification）的原則。既有兩種濁音，
理論上只需清化即可，永修（劉綸鑫主編 1999）溪母字逢細音讀 ʥʰ、餘皆讀 gʰ 即為一
例。本文暫且從眾，相關議題另文撰述。

30. 廣州話不少溪母字讀 h，或進一步歸零、或逢合口讀 f。

31. 都昌（劉澤民 2004：112–113，李如龍、張雙慶 1992）部分溪群母字有系統地讀零
聲母（見母僅二例），桃江三堂街（夏俐萍 2010）群母舒聲字逢細音也讀零聲母，漢
越語（李連進 2000）見母部分讀 z 應是聲母歸零後，韻頭i擦化所致。

32. 文獻向來把 h、ɦ 描述成後接元音的無聲或有聲氣音的副本，部分語言學家甚至主
張二者不是擦音而是滑音，聲母歸零（過程詳後）表現弱化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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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邏輯。再者，既有（31a）的規律何需重複，以免破壞音系經濟。33 李存
智 （2014） 更利用方言佐證宣稱：

濁塞音＞濁擦音＞清擦音＞歸零，為漢語方言「匣母歸零」整個弱化音變
的過程。如閩方言「鞋紅黃閒旱話畫學後」等字讀零聲母，為匣母歸零的
層次，其文讀音則讀喉擦音 h-的層次，如「霞」讀 ha、「候」讀 hau。而
即使匣母字多讀軟顎擦音 x-的國語音系，亦有「完丸紈汍芄」（胡官切）
；「皖浣」（胡管切）；「莞」（戶板切）等字讀為匣母歸零的音變類
型…

曉母字34 以「昏」為例，語音討論起點可擬作*güən，35 每個演變環節都
有方言佐證。有趣的是，「昏」的諧聲字在北京話不乏讀 m-者，見例
（33）。36

 (32) 昏 gun 暈倒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53）
    kʰuɐn 連縣四會（張曉山 1994）
    hüø 平陽（陳立中 2004：103）
    xüe 雙牌江村（謝元春 2003：19）
    ün 新田南鄉（謝奇勇 2004）
    vin（< ün）37 陽西塘口（李如龍等 1999：67）
    moŋ（< muəŋ） 新寧峒話（吳萍 2012）

 (33) miən： 崏琘痻碈錉捪緡／昏𢽹

  mən： 䫒

匣母字以「皇」及其中古分類相同的部分諧聲字為例，從方言今讀互有 
i、u 介音推溯合三源頭，38 自語音討論起點 *gʰüaŋ 以降，39 所有音讀符合
規律預測、水到渠成。

33. 資源延東（張桂權 2005）聲母脫落發生於 ɣ，x 僅一二，值得深究。

34. 「耗朽」的演變歷程涉及效流攝的韻母源頭，詳見第 10 小節。

35. 語音討論起點未必等於最初的語音形式，而是僅就現有材料的暫擬。毋須將《切
韻》視為語音起點，何況《切韻》和中古漢語不能直接畫上等號。正如張光宇（2009
）主張，歷史比較法的工作是把的確發生過的事實結合起來，進行辯證的、有機的處
理，從中提取邏輯過程或最佳途徑去描繪語言發展的連續性。

36. 有關諧聲的探討詳見第 8 小節。

37. 聲母歸零後讀 ün，ü 裂解為 ui，然後 u 擦化即為 vin。

38. 根據 Schane（1984），ü 具有i和 u 兩個元音質素，化約為 i、u 不足為奇。

39. 廈門和沙縣（陳章太、李如龍 1991：193）匣母字就有 k、h/x、φ 三種白讀，支持
李新魁（1963）曉組上古歸見組的論點。此外，吳語處衢方言（秋谷裕幸 2000：47）
和溫州匣母部分讀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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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皇蝗 gʰaŋ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
  湟 kʰuaŋ 北京
    xuaŋ 北京
  皇蝗 huaŋ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306）
    xuaŋ 北京
    ɦuɒŋ 蘇州
    ɣuaŋ 資源湘語（龔娜 2012）
  惶白 hiã 臺閩語
    xuaŋ 北京
  皇 üã 又 開化、江山、廣豐（小學堂網站）
    uaŋ 建甌
    ŋɔ̃ 上猶社溪江頭（小學堂網站）
    moŋ 潮州畲語言（游文良 2002：166）
  蝗~蟲 uaŋ 新邵釀溪（劉彬彬 2009）
    miẼ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306）
    maŋ 鍾山兩安（劉鳳麗 2010：13）

在鼻音增生的思考基礎下，接著闡釋（23c）興寧的「蟻」為什麼讀 mi。
根據中國哲學電子書計劃字典，北京話「蟻」兩讀 ʨi、i，再從諸多方言
今讀斟酌，語音討論起點可擬作*gʰüai，相關演變規律列在（36）。聲母歸
零後先增生 ŋ，其後根據韻頭調整發音部位一目瞭然。舌根濁塞音逢細音
顎化讀 ʥ、其他語境讀 dz。邊音來自 ʥ/ʣ 的弱化，見漳州和廈門白讀 ʣ~ 
l 的對應。

 (35) 蟻 güa 白 沙縣（李如龍 2001：286）
    gi 文 廈門
    ki 仙游（李如龍 2001：144）
    la 雙牌江村（謝元春 2003：14）
    li 湖南資興（李冬香 2005b：55）
    hüa 白 仙游（李如龍 2001：145）40

    hia 白 廈門
    ɦuɑ 龍泉（張光宇 1996）
    üa 沙縣（陳章太、李如龍 1991：201）
    ia 寧遠北路（李文 2008：27）
    i 北京
    ŋüai 崇安（秋谷裕幸 2008：40）
    ŋüɛ 白 建甌41

40. 北京話「䉝」讀 ʨʰi ，顎化前的形式是 kʰi，粵語常見溪母字讀h，甚至進一步逢合
口讀 f。

41. 止開三「蟻」建甌讀如合三字，皮 pʰüɛ 白、屁 pʰü、紙 tsüɛ 白、饑 küɛ 白、寄 küɛ 
白、氣 kʰüɛ 白 亦同。其他例證見仙游，如奇單數 kʰüa 白、騎 kʰüa 白、徛站立 kʰüa（李如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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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ŋuai 小滄畲語（吳中杰 2004：29）
    mie 雙牌江村（謝元春2003：18）
    mi 白 濟南、蘇州、臨武麥市（陳暉 2002）
    min 祁東西區（李玲 2013）
    ni 祁東東區 （同上）
    ȵia 泰順（秋谷裕幸 2005：61）
    ȵiɪ̃ 雙峰

 (36) a.

 

(gh →) g → kh → h, x → ϕ → ŋ → n, ȵ / σ ____ i
m / σ ____ ü 

ŋ / elsewhere
→

→

  b. (gʰ →) g → ʥ, ʣ, ʤ → d, ʑ, z, ʒ, l42

  c. gʰ → ɦ, ɣ

唇音和舌根音均屬 grave sounds（Jakobson, Fant and Halle 1951），聽感上
聲音鈍、音強低，構音上能量集中在低頻；況且，ü 兼具[+前]和[+圓唇]兩
個語音區辨徵性，引發舌根音唇化合乎語音理據。值得一提的是，個別方
言唇音限制的寬嚴程度和因應策略不一，以致 ü 或化約為 i、u，或銷聲匿
跡，43 以「外」為例：

 (37) 外 ŋüɛ 建甌
    miaŋ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54）
    muɔi~家 連南（劉澤民 2004：115）
    mue 安遠欣山（劉綸鑫 2001：153）
    man 臨桂兩江（李連進 2000：82）
    mei 江華寨山（劉祥友 2008：139）

疑母字讀 m-時有所見，（38）根據聲符臚列湘南土話材料（劉祥友 2008
：101），（39）提供散見於其他方言的更多例證。疑母讀 n 所在多有，以
北京話為例：牛 niou、孽 nie、虐瘧 nüe、逆 ni。

 (38) 東安花橋： 鵝蛾餓 mu／吳蜈誤 mu／梧悟 mu／額 mo44

  桂陽流峰： 吳 mu／吾梧 mu
  道縣小甲： 瓦 mu
  江華粟米塘： 瓦 mu

2001：145），在在彰顯中古韻書失收。

42. 雖然相對少見，永修（劉綸鑫主編 1999）gʰ 逢細音顎化讀 ʥʰ, 其他語境讀 ʣʰ。

43. 為方便故，本文提出的音變規則不予細分。

44. 桂陽洋市（劉祥友 2008：125）「蜈」讀作 ü，應是 mu 的前身。「吾」的諧聲字
「衙䏸䓊／語齬圄衙敔峿鋙梧／衙語䢩」北京話讀作 ü；北京話「恪」一讀 ʨʰüe ，梧
州話（李星輝 2004：59、66）「各落」分別讀作 küæ、lüæ，都是合口三等實證。



108 許慧娟 Hui-chuan Hsu

  永州嵐角山： 鵝餓 mu／額 mo
  寧遠東路： 梧 mu

 (39) 臥 mɔ 橫縣橫川、藤縣藤城（李連進 2000：9）
  魚 m̩ 皈塘（莊初升 1999）
  獃 mui 東莞莞城（小學堂網站）
  外 moi 翁源、清溪（嚴修鴻 2008）
  桅 mi 梅縣
  魏 mi 洞口石江區（龍海燕 2008：242）
  藕 mi 劍川金華（鐘江華 2014）
  眼閃~

45 mian 華安（游文良 2002：222）
  硯 min 扶綏龍頭（李連進 2000：228）
  玩 mæ̃ 衡山（李冬香 2005：106）
  阮 mĩ 宣州裘公（蔣冰冰 2003：131）
  頑 man 田東林逢、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239）
  銀~行

46 mɐi 橫縣縣城（謝建猷 2007：1176）
  昂 maŋ 攸縣（陳立中 2005）
  仰~起頭 mo 耒陽（羅蘭英 2005）
  虐瘧 miə 永登話（張文軒 1993）
  逆 mɿ 樂都（徐世梁 2007）

劉祥友（2008：101）指出，“後蜀（西元 934–965）毋昭裔的 《爾雅音
圖》 就出現疑母和明母互注的用例。”可見疑母讀 m 古已有之，誠所謂“凡
有理據，必屬能產，中外同理，古今同貫”（張光宇 2004）。
無獨有偶，泥（娘）母字也見鼻音差異：（讀 n-者不贅舉）

 (40) 泥 ŋei 平江（陳立中 2003：263）
    ŋe 白 岳陽柏祥（李冬香 2007：54）
  女 ŋüe47 浦城（李如龍 2001：505）
    ŋü 攸縣（陳立中 2005）
    ŋi 南靖梅林（夏附閔 2013：104）
    ŋui 萬載（孫宜志 2007）
  膩 ŋə 玉山（秋谷裕幸 2000：124）
  尿 ŋɛu 保安（莊初升 2004：190）
  釀 ŋu 南靖梅林（夏附閔 2013：104）
  撓 ŋau 賀州秉塘（梁明權 2009）

45. 意指閃電。

46. 意指銀河，原文寫作「米行」應是誤解。對照福安（游文良 2002：70）、福州、
榴星勉語（蔣軍鳳 2004）和水口（陳立中 2003：366）分別讀 ün、ŋüŋ、ȵüan 及 
ȵün，橫縣縣城讀 mɐi 當無疑義。

47. 舌根鼻音逢細音自然顎化，方言學者標記音位表式或語音表式，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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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碾 ŋen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215）

 (41) 那 mai 東安南橋（吳珍 2010：56）
  哪 man 洞口江口區（龍海燕 2008：177）
  女 mi 西安
  奶 mø 江永城關（羅昕如 2004）
  尼 mi 白 建甌、樂都（徐世梁 2007）
  泥尼48 mɿ 合肥、樂都（同上）
  膩 mi 攸縣（陳立中 2005）
  匿膩 mɿ 樂都（曹志耘、邵朝陽 2001）
  溺 mi 梧州話（李星輝 2004：62）
  楠~竹 mio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45）
  撚~鬍鬚 mua 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50）
  捻 miã 淳安（曹志耘 1996：29）
  鮎~魚 miɛn 民人話（陳立中 2005：29）
  碾 mɛn 馬山片聯（謝建猷 2007：732）
  娘 miɔŋ 建寧（小學堂網站）

以「女」為例，演變路徑同出一轍，洞口炭山讀 ʨ 來自 k 逢細音顎化。必
須重申的是：中古音韻或是歷時演變的中繼站，49 根據語言事實作出合乎
邏輯的演繹和詮釋毋寧更重要。此外，某些時候只分洪細，i 和 ü 前增生 
n/ȵ，餘皆增生 ŋ，規律詳見（43）。

 (42) 女 gø 沙縣（小學堂網站）
    gi 東莞清溪、深圳沙頭角（同上）
    lü 全州（周賽紅 2005：122）、仙游白（李如龍 2001：144）
    ʨü 甘谷（馬建東 2010）
    ʧü 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
    hin 小溪營話（郭啟熹 1996：202）
    üe 浦城（李如龍 2001：505）
    ü50 武漢白、隆回灘頭（錢毅、劉紅花 2006）
    ŋüe 浦城（李如龍 2001：505）
    ŋü 攸縣（陳立中 2005）、秀篆（陳秀琪 2002）
    ŋui 萬載（孫宜志 2007）
    mi 西安、武都（時建國 1992）
    ȵüe 常山（曹志耘等 2000：94）
    ȵü 長沙、湘潭（周賽紅 2005：122）

48. 合肥「尼呢」讀零聲母 ɿ；鍾安兩安（劉鳳麗 2010：17）「膩」讀 i。

49. 「女」在部分方言讀成音節鼻音，和平、梅縣、揭西分別讀 m̩、n̩、ŋ̍（陳秀琪 
2012：158）。

50. 六都寨話（張蓓蓓2005：52）「女」讀 ün 顯示鼻音韻尾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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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ü 北京、太原、武漢文、福州、建甌
    niəu 東安花橋（謝奇勇 2003：42）

 (43) (gʰ →) g → kʰ → h, x → φ → ŋ → n, ȵ / σ _______ {i, ü}
    ↘ ŋ / elsewhere

「女」讀 m-或可藉由 n 逢 ü 唇化解套，讀 ŋ-則悖離一般對泥母的認知，
拘泥中古分類處處掣肘。聲符「尼」諧聲串聯的方言體現除了基本依循上
文規律，51 還涉及塞擦音簡化。和（36b）平行的規律列在（45），g 清化
成 k，k 逢細音顎化讀 ʨ/ʧ、餘皆讀 ts，其後簡化讀塞音或擦音。52

 (44) 泥尼呢 ʨi 甘谷（馬建東 2010）
  泥 ʥi 臨湘（羅昕如 2011：172）
    lie 洞口橋頭區（龍海燕 2008：216）
    luei 隆回桃洪（張蓓蓓 2005：20）
    ti 白 新田青龍（樂虹 2007：15）
    ŋei 平江（陳立中 2003：263）
    ŋe 白 岳陽柏祥（李冬香 2007：54）
    ȵi  新田（陳立中 2003：263）、岳陽柏祥文（李冬香 2007

：47）
    mi 陵川（小學堂網站）
  尼 le 屯溪（同上）
    dɐi 西田番田、西貢蠔湧（同上）
    i 上海三陵堂
    ȵi 岳陽柏祥（李冬香 2007：47）
    mi 陵川（小學堂網站）

 (45) (gʰ →) g → k → ʨ, ts, ʧ → t, s, ʃ

既有鼻音增生，一個立即浮現的問題是：從方言材料的內部邏輯判斷，明
泥（娘）疑母可能是語音演變的中繼站。尤其明泥（娘）疑讀零聲母屢見
不鮮，但鼻音消失語音條件不明。若將中古分類當作起點，罔顧科學推理
不足為取。筆者認為上古漢語沒有鼻音聲母，今廈門話古之遺風（同位音
另當別論）；陽聲韻以複韻尾-Gŋ（G 表滑音）的形式存在，-ŋ 和最初增
生 ŋ-首尾呼應。為求主題聚焦，又礙於篇幅，論證細節另文闡述。

51. 新華平地瑤語（劉鳳麗 2010：52）「泥尼」讀 nuei 看似例外，合口音讀或來自 ü 
的化約。

52. 閩西北（陳章太、李如龍 1991：234–258）「醒篩鬚床字次瓷」見證塞擦音簡化
變成塞音或擦音，例如「醒」 tsʰiaŋ 將樂、明溪／tʰiaŋ 泰寧／tʰaŋ 邵武、光澤／səŋ 建
寧。閩北（陳章太、李如龍 1991：153）、漢越語（李連進 2000）及湘南土話（劉祥友 
2009b）也不遑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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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鼻音增生舉例與辯證（II）

既然聲母歸零後增生鼻音，影組字讀鼻音水到渠成。影組讀 n、ȵ、ŋ 不勝
枚舉，53 底下僅就影云以母依序列舉讀 m 的方言材料：（（2）和（3）字
例不再重複）

 (46) 窪 mã 雲和（小學堂網站）
  威 mi 洞口石江區（龍海燕 2008：242）
  蝟刺~ mei 禮縣（李映忠 2011）
  委 mi 隆回（李冬香 2005：57）
  餵畏 mi 同上
  凹 mu 江永（黃雪貞 1988）54

  杳 miao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150）
  枉 moŋ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309）
  翁 muŋ 賀州秉塘（梁明權 2009）
  甕 muŋ 通霄四縣（李存智 1994）
  碗 man 潮州畲語（游文良 2002：153）
  約 mɔ 禮縣（王建弢 2011）
  瞖目~ mən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76）
  窩 mo 江華碼市（夏俐萍2003：20）
  溫 maŋ 桂陽敖泉（范俊軍 1995）
  醃 mai 嘉禾廣發（盧小群 2002）
  烟~塵 mɐn 賓陽新橋（謝建猷 2007：1104）
  晏遲 muã 大田前路（陳章太、李如龍 1991：285）
  彎灣 man 漢韓語
  軛 mæ̃ 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

 (47) 王 muaŋ 大田（李如龍 2001：264）
  往旺 moŋ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310）
  違圍 mi 隆回（李冬香 2005：57）55

  為~什麼 mi 洞口石江（龍海燕 2008：238）
  胃 mi 洞口石江（龍海燕 2008：242）
  有 mai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305）
  域 miʔ 福州

 (48) 遺 mi 福州
  疫 muk 潮州
  唯維 mi 茶陵（李冬香 2005b：51）、福州

53. 中古不察鼻音增生，將「挨~近」和「挨~打」分別劃歸影母 和疑母。

54. 影組字「凹杳有鷂舀窈」的演變攸關效流攝的韻母討論起點，詳見第 10 小節。

55. 云母字「偉葦緯位衛」 也讀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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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鷂 meu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146）
  舀 mæ 江華七都話（李星輝 2015）
  窈 miao 湘鄉（李永明主編 2001：230）
  營 mən 洞口石江區（龍海燕 2008：348）
  蠅 miŋ 桂陽敖泉（范俊軍 1995）
  樣 müøŋ 蒼南（游文良 2002：366）

同樣地，毋須執著中古開合等第。諧聲或為一解謎團的視窗，從聲符「
雍」的諧聲系列在北京話的音讀可以理解通合一「甕」而有合三的表現。

 (49) üəŋ： 壅雍蕹臃饔噰擁澭癕㻾䗸/ 擁壅臃㽫
  iaŋ： 㒕𤢐

  uəŋ： 甕

或從個別漢字的諸多方言材料尋求內在邏輯，以「蠅」為例， 語音討論起
點擬作*gʰüəŋ，（36）和（45）規律可以涵蓋所有聲母形式，其中 t、s 來
自塞擦音 ts 簡化，可從諧聲字「繩」在南安（李如龍 2001：11）讀 tsin 準
繩、永豐（孫宜志 2002）讀 tʰĩ、梅縣讀 sun 旁證。

 (50) 蠅 len 安福（李冬香 2014）
    lɛ̃i 永新（李如龍、張雙慶 1992：135）
    ʥün 東安花橋（劉祥友 2008：102）
    ʑün 邵陽（鮑厚星1989）
    ɣüɛn 雙峰
    tien 文昌（謝建猷 2007：279）
    siŋ 潮州、福州
    üen 宣州德勝（謝建猷 2007：955）
    man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38）
    miŋ 桂陽敖泉（范俊軍1995）

礙於篇幅，無法一一闡釋所有字例。值得注意的是，影組讀 g 見漳平永福
（張振興 1992）、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和通霄客語（李存智 1994）
等。聲母歸零後增生 g （李存智 1994）的說法不能成立，因為影組讀 l 所
在多有：

 (51) 厭 lẽ、煙鹽 lĩ、圓 lüe、贏 liəu 寧遠北路（李文 2008：69）
  宜章：榮銳容蓉芙~融鎔 新田：欲慾浴育（陳立中 2003：71）

根據《說文解字》，北京話今讀 ʨʰüəŋ 的「睘」，從目袁聲。「袁」的諧
聲字包括云母字「袁園猿轅」，古人早就指出喻三歸匣，李新魁（1963）
主張曉匣上古歸見溪群，串聯起來就是云母和見組上古同源，據此「袁園
遠」今讀 g-應是存古，「園」的其他聲母音讀 kʰ、h/x、φ、ȵ、m一一印
證上文的規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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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袁又 guan 廈門
  袁姓園~林遠永~ gian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55）
  遠 ku 榴星勉語（蔣軍鳳 2004）
  園 kʰoŋ 玉山（秋谷裕幸2000：113）
  袁轅園遠 hün 橫縣縣城（謝建猷 2007：802–803）
  園 hüɛ 建甌迪口（秋谷裕幸 2008：175）
    xüaiŋ 崇安（李如龍 2001：481）
    üan 北京、武漢
    mian 洞口山門（龍海燕 2008：303）
    ȵü̃ 資源全州（張桂權 2002）

此外，如果見組和曉組真的一脈相傳，就可預期見組字也讀鼻音。首先，
建甌部分見母字讀 x-、56 部分讀零聲母：57

 (53) a. 裹白 xo、橘 xi、教白，~書 xau、救白 xiau
  b. 割白 uai、鍋 ua、指白 i、高 白 au、稿白 ɔ、狗白 e

下一個演變就是增生鼻音：58

 (54) 鍋 ŋu 桂陽流峰（劉祥友 2009）
  居蹲 ŋəu 武宣樟村（謝建猷 2007：1818）
  詭 ŋũĩ 潮州
  貴 ŋɔi 又 永新（小學堂網站）
  篙59 ŋau 平樂（張燕芬 2006）
  窖 ŋau 融安百姓話（陳仕華、周本良 2009）
  勾鈎 ŋɐu 桂平山塘山（淩海波 2009）
  勾鈎溝~通 ŋɐu 平南大新（馮泉英等 2012）
  構白購白 ŋəɯ 臨縣三交（李小芳 2001：45）
  挾口，~菜 ŋau 融水融水鎮（李連進 2000：191）
  鐝~頭 ŋuɐk 賓陽新橋（謝建猷 2007：920）
  訖 ŋɐt 百色那畢（李連進 2000：263）
  剛~剛 ŋa:m 南寧心圩（張均如 1987）
  哽 ŋã 新田（陳立中 2003：404）

56. 福州「澆」讀 xieu。

57. 見母字讀零聲母還見遂昌，例如：嫁 iɒ、雞 ie、叫 iɒɯ、肩 iẽ（張光宇 2000），
醴陵、十都、水口「鍋」讀 uo（陳立中 2003：228），宜章「澆」和平江「僥~倖」讀 
iau（陳立中 2003：306），龍勝偉江苗話（郭曉芹 2010：48）「梗」讀 in，洞口山門區
（龍海燕 2008：232）「冀」讀i等。和平（嚴修鴻 2010）部分見母字讀 f，例如骨 fʉt 、
滾 fʉn 、桂鬼 fʉi，顯示舌根濁塞音清化送氣、kʰ 擦化為 h、再逢合口唇化的連續音變。

58. 攸縣（陳立中 2005）見母字「姑~娘:姑媽」讀 ŋ̍，前身應是 ŋu。

59. 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讀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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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居蹲 ȵiɔ 蒙山西河（謝建猷 2007：1818）
  澆 ȵiau 梅縣
  驕嬌 ȵiu 信都鋪門（謝建猷 2007：591）
  揀文檢 niɛ̃ 桂臨潛經（朱富林 2007）
  搛~葉 ȵian 漢陰蒲溪（張德新 2007）
  廾 nian又 北京

 (56) 鍋 mɔ 龍州上龍（李連進 2000：8）
  瘑 mɔ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居蹲 mɐu 桂平縣城（謝建猷 2007：1818）
  基 mu 雙排江村（劉祥友 2008：99）
  鬼 mian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281）
  根量詞 mẽ 寧遠北路 （李文 2008：39）
  撅 mie 株洲龍泉（盧小群 2001）
  梗~子 məŋ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63）

以「根」為例，方言今讀顯示合三痕跡，一旦 h 或 x 歸零，增生 m 勢所
必然。問題是：學界一致構擬見母為*k，如何衍生出 h/x？中古韻書聚焦
個別漢字，容易以偏概全。本文主張以「聲符」為軸， 諧聲字具有共同
的語音起點，但每個字的創造時間點、演變路徑和速度容或不同，加上方
言因素，音讀形式互異司空見慣。不過，演變規律串連諧聲系列，環環相
扣。60 根據例（58）諧聲材料，聲符「艮」的語音討論起點擬作*gʰüən，
所有方言聲母形式都在（36）和（43）的掌握之中。

 (57) 根 küɪŋ 建甌
    kün 秀篆（李如龍、張雙慶 1992：111）
    küŋ 白 福州
    hən 龍州上龍、藤縣藤城（李連進 2000：252）
    mẽ 量詞 寧遠北路（李文 2008：39）

 (58) 限 gian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16）
    kʰan 平江（李冬香 2005a）
    han 文/ an 白 廈門
    xuã 桂臨潛經（朱富林 2007）
    ɦa 文/ ga 白 溫州
    ɣæ̃ 雙峰
  齦 kən 牙~ 丹寨（王貴生主編 2007：78）
    kʰüɛŋ 老鼠~ 富川八都（謝建猷 2007：807）
    iən 北京
  懇墾 kʰüɛŋ 富川八都（謝建猷 2007：807）
  痕 gʰɛ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

60. 更多舉證見第 8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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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ən/ kən 武漢/成都
  很 kʰuən ~肥 邵武（陳章太、李如龍 1991：355）
  恨 kʰen 平江（李冬香 2005a）
  狠恨 hüŋ 仙游（李如龍 2001：150）
  痕很恨 xüɛŋ 富川八都（謝建猷 2007：807、809）
  眼 gan 文/ giŋ 白 廈門
    ian 北京、武漢、成都
    uaŋ 桂林朝陽（謝建猷 2007：723）
    ŋan 南昌、廣州、陽江
    nie 白 太原
    ȵian 梅縣
    mian 閃~：閃電 華安（游文良 2002：222）
  銀垠 gin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89）
  銀 gun 廈門
    ün 福安（游文良 2002：70）
    ŋüŋ 福州
    ȵüan 榴星勉語（蔣軍鳳 2004）
    mai ~行：銀河 貴港南江（謝建猷 2007：1176）

溪母字「跨」也證實上文猜測，方言俗寫字「𧻙」意指跨越，上猶社溪
讀 ma、修水黃沙橋讀 mak（劉綸鑫2001：159、185）。61 《說文解字》
跨：从足夸聲，夸：从大于聲，文獻材料同樣反映合三淵源。對照溪母字
「扣」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5）讀 xau、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155）
讀 ŋɔu 以及「砍~樹」廣州讀 hɐm、汝城和宜章讀 ŋan（陳立中 2003：318）
，聲母一旦歸零，增生鼻音一步到位。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180）「
掐」讀 mɐt 再添新證。此外，「泣」梅縣、陽江、廣州和瀘溪白沙（瞿建
慧 2008）分別讀作 kʰip、hiɛp、jɐp 及 ȵie， 充分顯示細音前的鼻音增生。
江華碼市（夏俐萍 2003：23）「摳掐嵌」讀 ŋ-，韻母未標記。

 (59) 跨 ʥüa 益陽（曾毓美 1995）62

    ʨʰüa（< kʰüa） 麻陽文昌閣、中方瀘陽（胡萍 2006：24）
    hüã 仙游（李如龍 2001：153）
    hã 臺閩語（筆者母語）
    man 跨過去 洛陽（尤曉娟 2015）

61. 諧聲字「瓠」當塗湖陽（鄭偉等 2012）讀 u，間接反映零聲母的演變環節。聲母一
旦歸零，逢 ü 就可能增生 m。又廣州話溪母字「屈 wɐt、吃~飯 jak俗、丘 jɐu」和鬱林福
綿「枯苦庫褲 u、寬款 un、闊 ut、勸券犬 ün」（李連進 2000：34、237、248、251）
也讀零聲母。

62. *g 逢細音顎化讀 ʥ。韶關向陽土話（李冬香2010）「跨」讀 bɛ 見證舌根塞音唇化
（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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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掐 kʰüe 龍勝偉江（郭曉芹 2010：51）
    hap 廣州
    xæ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5）
    ɔm 鬱林福綿（李連進 2000：180）
    ȵüe 江華梧州（彭新凡 2005：148）
    ȵiap 英德（邱前進、林亦 2007）
    mɐt 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180）

山開三群母字「件」、「傑」和「虔」也佐證本文分析。根據下列方言材
料，語音討論起點分別擬成*gʰuan、gʰüat、*gʰüən，63 不僅「件傑」演變歷
程符合規律預測，「虔」及其諧聲串聯的音讀同樣層次分明、有條不紊。
鑒於贛方言宜豐、萬載、高安和上高群母部分逢細音讀 ɕ （< h）、其餘讀
s（劉澤民 2004：109）、都昌讀零聲母（劉澤民 2004：112–113），其後
自然增生鼻音。

 (61) 件 giŋ 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78）
    gʰiɛn 平江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99）
    ʥüɛn 白 新寧下沙田（唐劍鋒 2014）
    küɔŋ 文 福州
    kin/ kʰin 臨桂兩江（李連進 2000：221）
    xẽ 漣源藍田（周賽紅 2005：51）
    ɕiɛn (< hiɛn) 宜豐（李如龍、張雙慶 1992: 99）
    üɔŋ 白 福州
    iɛn 都昌（劉澤民 2004：112）
    muẽ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288）

 (62) 傑 küt 南寧亭子（李連進 2000: 221）
    ɕiɛt (< hiɛt) 宜豐（李如龍、張雙慶 1992: 99）
    iɛl 都昌（同上）
    miə 龍勝紅瑤（謝建猷 2007: 745）

 (63) 虔 gĩ 雙峰
    küeŋ 靈川潭下（謝建猷 2007：745）
    kʰin 橫縣橫川（李連進 2000：221）
    mən 藤縣藤城（同上）
  文 gun64 龍巖適中（陳筱琪 2012）
    ɣuen 作文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hueiŋ 松溪（秋谷裕幸 2008：64）
    uən 北京

63. 聲符「文」*gʰ-擦化讀 ɣ-見全州黃沙河。

64. 廈門讀 bun、東安蘆洪（文遠東 2000）讀 pən 反映舌根塞音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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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ŋuaŋ 富口（秋谷裕幸 2008：64）
    mɐn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277）
  吝 lin 北京
    in 平江（陳立中 2003：363）
    mɐn 龍州上龍（李連進2000：255）

許慧娟（2016a）利用音韻規律、諧聲串聯和方言比較論證中古日母字源自
上古舌根濁塞音合口三等。65 日母音讀從塞音、塞擦音、擦音、邊音、零
聲母、鼻音到聲化韻無所不包。攸關 m 聲母增生的語音環節依序包括：（
一）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不少日母字讀 g-(見例(62）），（二）日母讀 
kʰ，（三） kʰ、gʰ 擦化，和（四）日母讀零聲母，例如武漢、長沙「如儒
乳入」讀 ü，餘不贅舉。

 (64) gi：如人名兒~童而~且茹綠竹~，中藥名 gia：惹招~ gin：人~之初仁認忍~住閏
  giu：鰇 gim：壬忍~耐任責~ giam：染傳~ gian：然燃
  giaŋ：嚷 gioŋ：絨茸 giat：熱 giak：弱若
  giok：肉辱  

 (65) 扔 kʰaŋ 灌陽觀音閣（黃啟良 2008）
  任 kʰin 平樂（張燕芬 2006）
  繞~線 kʰɛu 增城（亢婷 2013：47）

 (66) 如茹儒孺汝乳蕊辱褥 həu 崇安（李如龍 2001：477）
  饒橈擾繞圍~繞~線 hiu 田東林逢（李連進 2000：144）
  二 xən 辰溪（瞿建慧 2008）
  軟 xüeŋ 灌陽文市（謝建猷 2007：791）
  染 ɦiŋ 隆回雨山（劉紅花 2001）
  如 ɦü 石陂、建陽（張振興 1992：205）
  兒而二貳 ɣɤ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繞 ɣau 美原、義龍（孫立新 2014）

底下臚列日母讀 m 的字例：66

 (67) 閏 min 隆回高坪（劉道鋒 2003）
  韌 mien 簡陽踏水（鄭玉華 2013：212）
  日衵馹 mi 白 建甌 (嚴棉 2013)
  耳 miəu 富川七都（謝建猷 2007: 519）
  餌 mi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109）
  爾 m̩ 循化（張成材 1984）
  人 mien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268）
  肉 miəʔ 當塗湖陽（鄭偉等 2012）

65. 到底是*gʰ 抑或兼有*g、*gʰ 暫無定論，詳見許慧娟（2016a）。

66. 日母讀其他鼻音的字例繁多，此處從略，下文有關來母的探討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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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閏」和「人」為例 ，語音討論起點擬成*gʰüən，諸多音讀都和上文規
律若合符節。

 (68) 閏 gin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53）
    lüi 八都話（李星輝 2004：42）
    ʣun 臺灣宜蘭
    ʑüən 邵東靈官殿（劉偉民 2004：24）
    ʨʰün 灌陽（劉祥友 2002：26）
    ɦüæn 新 縉雲新建（陶秋萍 2009：17）
    ün 武漢、長沙
    min 隆回高坪（劉道鋒 2003）

 (69) 人 gin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53）
    dzin 臺灣宜蘭
    lin 臺灣優勢腔
    tsiŋ 文 [ʨiŋ] 仙游（李如龍 2001：150）
    ʒʯəŋ 衢州（鄭張尚芳 2003）
    ɣɛ̃ 渭南、華縣瓜坡（孫立新 2014）
    ün 文 臨湘詹橋鎮（周純梅 2010）
    ʯɤn 平江（李如龍、張雙慶 1992：115）
    mien 兩岔河、湘江（李星輝 2004：50）67

    meŋ 丈~佬：岳父 永定孔夫（郭啟熹 1996：209）
    mən 男細~：男孩 南寧心圩（張均如 1987）68

    nüŋ 龍巖營話（郭啟熹 1996：203）
    niŋ 社溪（項夢冰 2006）
    ȵüẽ 梧州話（李星輝 2004：74）
    ȵin 梅州（項夢冰 2006）
    ŋən 常德（同上）

根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涉及來母的諧聲關係、唐韻音注(徐鉉反切)以
及甘谷話今讀，馬建東（2015：317）主張中古來母很可能源自上古舌根
音*g。許慧娟（2016b）藉由諸多音韻規律、諧聲串聯和大規模的方言比
較，進一步論證中古來母字源自上古舌根濁塞音合口三等，與日母字根系
相連。69 和日母的方言體現一樣，來母今讀也涵蓋所有輔音的發音方法，
例（70）到（72）列舉來母字讀舌根濁塞音、清化送氣到擦化的方言實
證。

67. 瑤「人」在瑤語（基本和漢語方言雷同）有優勉 mien（李星輝 2004：50）、標敏 
min（趙敏蘭 2011）、標曼 mwan（唐永亮 1994）和優念 nien（馮蒸，私人交流）等說
法，再度印證根據韻頭增生鼻音以及個別方言因應唇音限制的策略不一。

68. 原文寫作「男細蚊」當是不解其意所犯的錯誤。

69. 礙於篇幅，無法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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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樑 gioŋ 壯圍（吳中杰 2009）
  笠 gjap 金門勉話（鄭宗澤 1990）
  量 ga:u 同上
  犁 gjai 同上
  藍 ga:m 同上
  利 gjai 同上
  淋 gjam 同上

 (71) 悝 kʰuei 北京
  裏~面 kʰɯ 大理（王鋒 2013）
  侖 kʰuoŋ 仙游（李如龍 2001：151）
  隆 kʰoŋ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57）
  犁 kʰɤai 仫佬語（鄭宗澤 1990）

 (72) 臉 hem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83）
  連 hiã 潮陽（張盛裕 1981）
  狼 hɔŋ 建寧（小學堂網站）
  裏房子~ 縷線李~子 xɯ 大理話 (王鋒 2013)
  烙 xi 績溪 (趙日新 1989)
  漏~水露~出鶹貓頭鷹力~氣柳 ɣɯ 大理話 (王鋒 2013)
  來 ɣɯ 劍川、雲龍、昆明（同上）70

  路 ɣu 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76）

零聲母音讀時有所見，如武漢「呂縷」白讀 ü。來母讀如泥母不勝枚舉，
（73）臚列來母讀 ŋ、m 的材料：

 (73) 嶺山~ ŋe 大理話（王鋒 2013）
  領衣~ ŋe 同上
  麗 ŋɔi 東莞莞城（侯精一 2002：194）71

  連 ŋin 同上
  籃 ŋaŋ 同上
  落 ŋɔ 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76）72

  了助詞 ŋɔ 同上
  露 mɔ 龍州上龍（李連進 2000：31）
  呂 mi 白 靜寧城川（呂超榮 2012）73

  畂 mu 北京

70. /h, x/ 和 /ɦ, ɣ/ 分別來自 kʰ、gʰ 擦化產生的方言差異。

71. 東莞莞城話古來母幾乎全唸為 ŋ。

72. 浦城石陂來母讀 ŋ 純屬個別發音人語料。

73. 音讀同「女」。雖然一為來母、一為泥母，在舌根濁塞音的共同起點下達到一致的
演變終點（參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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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 mɐn 龍州上龍（李連進2000：255）
  龍 maŋ 北京又
  臉 mian 寧都（謝留文 2003：156）
  殮 mɛ̃ 遂安（曹志耘 1996：51）
  廖 mio 蒼南（秋谷裕幸2005：113）

「呂」的方言今讀展現（36a）、（36b）及（45）三線發展，細節從略。

 (74) 呂 ki 建寧（小學堂網站）
    ʨü 甘谷（馬建東 2010）
    lü 北京
    ü 白 武漢
    mi 白 靜寧城川（呂超榮 2012）74

筥：《說文》䈰也。從竹呂聲。《集韻》苟許切，𠀤音舉，盛米器也。又
兩舉切，音呂，飯器。舌根音、邊音兩讀古已有之，今北京話「莒筥」
讀 ʨü、「櫚閭／呂鋁侶梠捛穭絽㛎郘／䥨」讀 lü 不過反映諧聲字系出同
源，因語音演變分道揚鑣。此外，聲符「僉」的諧聲系列反映語音討論
起點*güan，又不計聲調差異，今北京話「薟」四讀 lian、kʰan、ɕian（< 
xian）和 ian、「險」三讀 ʨian、ɕian 和 ian 以及下列方言材料，在在顯
示聲母演變趨向歸零，進而增生鼻音如「臉斂」，「籡」北京話今讀 
pən 見證舌根塞音唇化（詳後）。

 (75) 臉 kim 鬱林福綿（李連進 2000：183）
    hem 漢越語（同上）
    him 龍州上龍（同上）
    mian 寧都（謝留文 2003：156）
  斂 kim 鬱林福綿（李連進 2000：183）
    kʰiam 英德（邱前進、林亦 2007）
    lüan 洛陽（尤曉娟 2015）
    iɪ̃ 隆回桃洪（張蓓蓓 2005：26）
    mɛ̃ 遂安（曹志耘 1996：51）
  儉 xẽ 藍田（周賽紅 2005：51）
  簽 ʨʰüe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74–75）
  驗 ian 北京
  𢨔 uan 北京

六﹑ 鼻音增生舉例與辯證（III）

除了 kʰ → h, x 是聲母歸零的前身，漢語方言常見的塞音擦化還包括：

74. 讀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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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pʰ → h, x    tʰ → h, x

先說後者，客贛方言高安、東鄉、臨川、蓮花和永豐（劉綸鑫主編 1999）
部分透定母字讀 h-：（不計聲調，以高安為例）

 (77) 拖馱舵 ho、大梯 hai、袋推又 hoi、偷頭豆 hɛu、
  攤 han、脫 hol、斷段 hon、吞藤鄧 hɛn、湯 hɔŋ

洞口山門區、管竹鄉、洞口區、城關鎮、竹市區、石江區和橋頭區（龍海
燕 2008）多數透定母字讀 x-：75, 76（不計聲調，以山門區為例）

 (78) 拖駝馱舵妥脫托 xo、他塔 xa、大胎台臺姓抬待怠態貸代袋太泰 xai、
徒屠途塗圖土吐~痰杜兔度渡鍍突禿讀 xu、梯題提體替第笛 xi、弟條
調~料跳糶偷頭投透豆 xiə、剃帖請~貼疊鐵特 xie、滔掏~出來桃逃淘~米萄
討道稻套盜導 xau、談痰毯淡攤檀彈~琴罈~子坦炭但彈子~蛋聽 xan、添
甜天田電殿 xian、潘盤團斷拗~ xõ、湯糖躺趟一~ xaŋ、拚~命藤鄧停挺定 
xən、疼通同筒桶動痛洞統 xəŋ

聲母歸零是下一個演變步驟：77

 (79) 端母： 都~城 u 台山（陳小燕 2006）
    戴底 ai 同上
    堆 ui 同上
    刀 au 同上
    斗名詞 eu 同上
    鳥 üe 新田青龍（樂虹 2007：41）
      iau 明溪（小學堂網站）
  透母： 挑 ɔ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147）
    腆 en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225）
    吞 in 臨桂兩江（李連進 2000：252）
  定母： 𥞛 iɔ 口 田東林逢（李連進 2000：6）
    殆 i 融水融水鎮（李連進 2000：57）
    豆 ɔu 鶴山雅瑤（小學堂網站）
    定 eŋ 同上
    讀 ɔk 同上

75. 端母字「堤」讀xi、「鍛」讀 xõ 看似例外，其實不然。從諧聲的角度看，「題提」
、「段緞」都是定母字，濁音清化根據送氣與否一分為二，以聲符為軸衍生的漢字散
見端透定母不足為奇。

76. 透定母讀擦音 h、x 還見閩西北方言（陳章太、李如龍 1991：231）。

77. 樂安（劉澤民 2004：65）透母字縫合口讀f、逢細音讀 ɕ，例如：兔 fu、梯體替 ɕi、
天添 ɕiɛn、鐵 ɕiɛ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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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就可能增生鼻音。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定母部分讀 n（
見例（80a）），78 原文說“其實炭山方言的 n ，兼有 n 和 d 的成分，”雖然
呼應文獻主張 t/d、n 互換所描述的過渡階段，沒有聲學證據只能存疑。瀘
溪白沙（瞿建慧 2008）透定母部分也讀 n、ȵ（見例（80b）），語音條件
不明。79 和北京話不同，在洞口炭山和瀘溪白沙 ŋ 可作聲母。

 (80) a. 弟 ni、嗲 nia、萄 nəu、盜 nəu、斷 nʌŋ、豆 nəi
  b. 桃白，~子 nau、鈍讀 nu、討 na、奪大 nɯ、脫 ȵiɯ、掉 niəu、糖白，

紅~ noŋ

（81）列舉更多鼻音增生的字例，80 大致符合（82a）的概括（generaliz-
ing）。81 設立（82b）主要基於和（31b）、（93b）規律平行的考慮，吳
語宣州片（蔣冰冰 2003）定母在蕪湖灣址和繁昌城關讀 ɾ、南陵奚灘和石
台七都讀 ɦɾ 差堪比擬，其他實證以俟來茲。

 (81) 端母： 獃 ŋai 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55）
    鳥 ŋɛu 平江（李如龍、張雙慶 1992：69）
      ȵiau 梅縣
      niau 文 北京
      me 雀~ 玉山（秋谷裕幸 2000：125）82

    疔 nɤ 北京
    丁釘鐵~疔靪 müu 富川葛坡（王莉寧 2007）
  透母： 灘 nan 又 北京
    疼 ŋɐŋ 廣寧（小學堂網站）
    脫 ȵiɯ 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
  定母： 惰 nɔa 漢越語（李連進 2000：6）
      me 寧遠清水橋（同上）
    特文，~牛 məɯ 株洲龍泉（盧小群 2001）

78. 「萄盜斷豆」在非細音前讀 n，筆者暫時無解。江永各片土話中（羅昕如 2004）端
母常讀 n，道縣、江永、江華、嘉禾也有不少端母讀 l ，都和韻頭發音部位無關，一說
是古百越語的遺存，但無從考證。又桃江三堂街（夏俐萍 2010）定母舒聲字讀l是否和 
d 直接對應，抑或另有緣由，留待日後探討。

79. 唐伶（2012）指出湘南土話、桂北平話和吳語都有鼻音韻尾逆同化致使幫端母讀 
m、n 的現象，但例（80）和（92）顯見不然。

80.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82）透定母字「蛻兌~錢」讀 ŋ̍。

81. 永修（劉綸鑫主編 1999：99–229）透定母讀 dʰ。

82. 意指陰莖，和文讀 ȵiaɯ 都帶陽上調，白讀 tiaɯ 則帶陰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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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a.

 

(dh →) d → th → h, x → ϕ → ŋ → n, ȵ / σ ____ i
m / σ ____ ü

ŋ / elsewhere

→

→

  b. dʰ → ɦ, ɣ

先以「鳥」為例，方言今讀顯示中古韻書並非音變的起點，t、d 是塞擦音 
/ts/、/dz/ 簡化成塞音所致，聲母歸零後（參例（79）），83 先增生 ŋ，再
逢i變讀 n、ȵ（見例（81）），「鳴」讀 m-或許反映前身有韻頭 ü。84

 (83) 鳥 giau 香港西貢（李如龍、張雙慶 1992：69）85

    lai 江永河淵（謝玄2004：28）
    ʨüə 溫州江北（張淑萍 2014：200）
    ʨʰüe 又 北京（中國哲學電子書計劃字典）
    tsiau 廈門86

    tiau 白 北京
    duei 富川新華（劉鳳麗2010：52）
    üe 新田青龍（樂虹 2007：41）
    iau 明溪（小學堂網站）

聲符「丁」諧聲串聯的方言材料也溯及舌根濁塞音合口三等。87 鑒於「丁
盯町」的北京音讀，舌尖塞音來自塞擦音簡化。由於存在不同發音部位的
鼻音（參例（81）），t/d、n 的直接對應流於表面，考慮音系整體，聲母
歸零後增生鼻音大勢所趨。

 (84) 咑 ʨüe/ ʨʰüe 北京
  丁 tʂəŋ/ tiəŋ 北京
    tuə 賀州九都（張秀珍 2005）
  打 kui 平樂張家（謝建猷 2007：959）88

    tie 恭城直話（關英偉 2005）
    tuo 桂林朝陽（謝建猷 2007：959）
  釘 kiȵ 又 漢越語（黃文清 2009）
    ʧiɔ 白 永興（胡斯可 2009）

83. 因為塞擦音簡化存在塞音、擦音兩讀，筆者猜想 tʰ 或s的下一步讀 h/x，然後歸零。

84. 從諧聲串聯（䲧 ʂuei、䲽 ʂʅ、靎 xɤ、𩿊 xuan）看，聲母歸零的前身除了如（76）所
述，也可能先經塞擦音簡化讀 s、ʂ，繼而發音部分消失（debuccalization）讀 h/x，再聲
母歸零，詳見第 7 小節。

85. 本文無意宣稱端母都來自舌根濁塞音。

86. 聲母實際音讀顎化為 ʨ。

87. 江永河淵（謝玄2004：33）「丁釘頂釘~住訂」讀 lioŋ 合乎（36b）的預測。

88. 富川七都（謝建猷 2007：959）「打」讀 pəu 佐證舌根塞音唇化（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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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tiaŋ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tuŋ 又 同上
    nuə 賀州九都（王莉寧 2007）
  盯 tʂʰəŋ/ tiəŋ 北京
  町 tʂəŋ/ tiəŋ/ tʰian/ tʰiəŋ 北京
  疔 tiəŋ/ nɤ 北京
  閅 mən 北京

再以「惰」闡釋相關演變。從諧聲系列的北京話今讀看，語音討論起點也
是舌根濁塞音合口三等，89 t、tʰ、s 都來自塞擦音簡化，90 kʰ 擦化讀 x，x 
或歸零。「㰐」有 lei、kʰuei、ʨüe、tʰuei、tʰuo 五種形式（中國哲學電子書
計劃字典），「墮」二讀 tuo、xuei 都留下歷時演變的鮮活印記。（86）雖
未見「惰」讀零聲母，諧聲串聯或可補足這個環節，逢 ü 讀 m 水到渠成。

 (85) lei： 㰐
  kʰuei： 㰐
  ʨüe： 㰐
  tuo： 橢憜鬌／墮惰墯嶞
  tʰuei： 㰐
  tʰuo： 堶楕／橢媠嫷撱鰖㰐䲊／毻
  suei ： 隨髓隋瓍遀／瀡／瓍
  xuei： 墮隳
  uei： 䔺䝐／鰖

 (86) 惰 do 湖口、修水（劉綸鑫主編 1999：101）
    tüe 臨桂五通（謝建猷主編 2007：314）
    tʰo/ ho 永豐（劉綸鑫主編 1999：101）
    me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6）

另一方面，建陽方言見證滂並母讀 h（王福堂 2005：140）：

 (87) 滂母：帕 ha 破 hɔi 品 hɔiŋ 屁 hü
  並母：稗 hai 鼻 hɔi 皮疲 hui 被~子 hui

洞口山門區、管竹鄉和石江區（龍海燕 2008）部分滂並母字讀 x-，91 底下
列舉山門區字例：

 (88) 滂母： 坡破 xo、怕 xa、劈 xie、鋪動 xu
  並母： 杷 xa、蒲菩脯 xu、旁龐 xõ、憑 xən、朋 xəŋ

89. 雙峰「隨隋」讀 ʥü 更可見一斑。

90.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隨」文白異讀 sui 文，跟~/tsʰui 白，~便。

91. 幫母「別~人」讀 xie 應非例外，「別離~」中古劃歸並母。今長沙、雙峰、南昌、梅
縣不區分二者，只讀送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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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三堂街（夏俐萍 2010）92 和安化界牌（雷勵 2009）93 並母部分舒聲字
讀零聲母、94 m-，昭示語音演變的連續性。

 (89) 婆薄~荷 o、嫖 üɔ 、便~宜辮辨辯 üẽ 、平坪評瓶萍屏貧頻憑病白病文 ün 
賠培陪皮脾疲枇背焙備~課篦被倍 mi、便方~ miẽ、笨 mən

 (90) 牌 uai、朋盆 uən、便 üɛ、辦 uã、瓶平坪病 ün、伴盤 uə、步 u
  皮備賠陪 mi

筆者只知七筆幫組讀 n 的字例，雖然不全在細音前出現，鼻音增生無庸置
疑，其餘還望方家指正。

 (91) 幫母： 臕 nɔ: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138）
     波 nɔ 道縣壽雁（賀凱林 2003）
  並母： 爬 nɤ 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
     疲 nœ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87）
     別~人 nie 恭城直話（關英偉 2005）
     笨 naŋ 富川八都（謝建猷 2007：831）
     貶 ȵiap 龍州上龍（小學堂網站）

端組罕見讀 m，幫組則相對頻繁，凸顯語音發展的不對稱性。除了並母
（新字例），幫滂母也共襄盛舉，95 例如：

 (92) 幫母： 波 mo 嘉禾廣發（盧小群 2002）
    跛 mɤ 鬱林福綿（李連進 2000：4）
    蓖 mi 橫縣橫川（李連進 2000：70）
    閉~眼 mei 龍州上龍（同上）
    秕 mou 藤縣藤城（李連進 2000：95）96

    秘泌 mɐt 富寧剝隘（同上）97

    布 mu 雙排江村（劉祥友 2008：99）
    搬 mɐŋ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230）

92. 還有一大部分讀唇齒無擦通音 ʋ，字例從略。

93. 除了並母，安化界牌話部分群匣母逢陽平和去聲時也讀零聲母，和都昌部分溪群母
有系統地讀零聲母（見母僅二例）相互輝映（參註 30）。

94. 武夷山（楊慧君 2009：7）亦見並母今讀零聲母，例如：敗 wai、排 pai/wai、賠 wi。

95. 古幫母字讀 m 還見江永、嘉禾等湘南土話和吳語（羅昕如 2004），和端母讀n 、l
相映成趣，一說是 ʔb、ʔd 的鼻流音變化形式，可看作古百越語的底層現象。由於相關
論證闕如，僅供參考。羅文提到“兩廣交界的一些粵方言裏，先喉塞音 ʔb、ʔd 演變是向
濁聲母 b、d 或聲母零化方向發展”和本文提供的另類思考有否交集，留待日後探討。

96.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95）「秕」三讀 mɩ、pʰoi、mao。

97. 武漢、溫州和建甌「秘」兩讀 p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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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板 ma 義烏（方松熹 1999）
    半 muan 寧德（陳章太、李如龍 1991：35）
    邊 mai 嘉禾廣發（盧小群 2002）
    變 mie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213）
    撥 muaŋ 福安（游文良 2002：208）
    憋 ma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24）
    本 mən 義烏（方松熹 1999）
    彬 miæn 縉雲新建（陶秋萍 2009：36）
    冰 mən 義烏（方松熹 1999）
    剝駁 mɔk 鬱林福綿（李連進 2000：310）
    擘 mek 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333）
    繃 mɐŋ 香港粵語（李如龍 2003：54）
    丙 mæn 縉雲新建（陶秋萍 2009：36）
  滂母： 坡 mua 融安百姓話（陳仕華、周本良 2009）
    破 mai 泰順（秋谷裕幸 2005：60）
    胚坯 mɐŋ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77）
    披 me: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87）
    拋 mau 小滄畲語（吳中杰 2004：26）
    盼 mɐŋ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208）
    胖 maŋ 獨山多樂（李華斌 2014）
    醭 mok 馬山喬利（李連進 2000：357）
  並母： 爬 miəu 新華平地瑤話（劉鳳麗 2010：54）
    婆湯婆子 mo 紹興（王福堂 2008）
    蒲昌~ mu 政和鎮前（秋谷裕幸 2008：128）
    瓣 man 臨桂兩江（李連進 2000：208）
    傍 maŋ 富川東山（王莉寧 2007）
    龐 maŋ 福州、仙游姓 （李如龍 2001：148）
    朋 mɐŋ 扶綏龍頭（李連進 2000：315）

與其宥於鼻音形式設立 (bʰ →) b → pʰ → h/x → φ → m / _____ ü 的規律，不
如著眼音變系統性，暫將幫組的衍化路徑總結如下：98

 (93) a.

 

(bh →) b → ph → h, x → ϕ → ŋ → n, ȵ / σ ____ i
m / σ ____ ü 

ŋ / elsewhere

→

→

  b. bʰ → ɦ, ɣ

98. 規律還可往前推溯，和舌根音唇化串聯起來，詳見第 9 小節。影響範圍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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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並母部分讀 m，99明母部分讀 p，100分
別列舉如下：

 (94) 脾皮疲琵枇被鼻備 mi 脯簿婆薄 mo
  瓣 mã 便 miɛ̃ 別白 miɛ

 (95) 埋梅黴媒玫枚煤 pai

文獻一般主張 m ~ mb ~ b ~ p 的雙向變化，本文從音系進行整體考慮，主
張（93）的規律，加上（91）讀 n 的幾筆關鍵字例，顯示口鼻塞音直接對
應的解釋力不夠。再者，「薶」和北京話今讀 li、kʰuei 的「悝」諧聲，龍
巖適中（陳筱琪 2013：263）「梅」讀 gɯi，「玫枚」和群母字「虔」都從
文聲，一一顯示中古分類很可能只是語音演變的中繼站，因為舌根塞音唇
化（詳見第 9 小節）明母讀 p 實不意外。101

上文「波跛坡破披婆皮疲被」讀 m-的演變路徑可從諧聲串聯一窺究
竟，綜觀下列方言材料，聲符「皮」擬設成*bʰüai，在諧聲系列語音起點
相同的前提下，（93）的規律預測大致得到證實。鑒於周遭方言今讀，並
母字「皮」宣州裘公（蔣冰冰 2003：126–127）讀 ɦ-當來自 bʰ → ɦ, ɣ，和
（31b）gʰ → ɦ, ɣ 及（82b）dʰ → ɦ, ɣ 平行。下文「婆辦辨辮便」演變同出
一轍。

 (96) 皮 bi 雙峰
    pʰüɛ 白 建甌（秋谷裕幸2008：25）
    hü 崇安（同上）
    hvi（< hü） 黃山廣陽（蔣冰冰 2003：103）
    ɦvi 宣州裘公（同上）
  披皮被 bʰi 永修（劉綸鑫主編 1999：129）
  披 pui 紅頭瑤話（方炳翰 1992）
    pʰi 北京
  疲 pʰi 北京
    pʰuoi 平南雅埠（謝建猷 2007：476）
  跛簸 püe 江華梧州（彭新凡 2005：104）
  皮被棉被 pʰüɛ 平樂（張燕芬 2006）
    xua 古丈六保話（鄒曉玲 2013）
  坡 pʰüe 江華梧州（彭新凡 2005：104–105）
    hei 八都白芒營大山腳村（李星輝 2004：43）
  破 pʰüe 江華梧州（彭新凡 2005：104–105）

99. 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備」二讀 pi、mi，「脯」二讀 pu、mo，「白」
二讀 pʰa、miɛ 。

100. 又新田青龍（樂虹 2007：15）明母部分白讀 p。

101. 廈門話明母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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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ʰiɛ 漢陰蒲溪（張德新 2007）
    pʰuai 白 福州
    hu 開平赤坎（小學堂網站）
  婆 bu 白 東安南橋（吳珍 2010：54）
    bʰo 永修（劉綸鑫主編 1999：101）
    pua 江華白芒營（夏俐萍 2003： 4）
    po 文/pʰua 白 潮州
    ho 六都寨話（張蓓蓓 2005：31）
    hvu 當塗年陡（蔣冰冰 2003：88）
    ɦvo 宣州裘公（同上）
    u 白，雞~ 冷水江（李冬香 2014）
  菠菠菜 vu（< u） 江永河淵（謝玄 2004：24）

根據諧聲系列的方言今讀，聲符「辡」的語音討論起點擬作*bʰüan，「
瓣」讀 m-也是語音演變的必然。

 (97) 瓣 ban 臺閩語（筆者母語）
    bian 零陵水口山（李俏華 2006：41）
    pin 龍州上龍（李連進 2000：208）
    pʰiɛn 又 梅縣
    pʰuaŋ 桂林朝陽（謝建猷 2007：719）
    haʔ 潮州俗、臺閩語（筆者母語）

102

    fan（< huan） 廣州市區（李連進 2000：208）
    mɔn（< muan） 新餘（王曉君 2010）
  辦 bʰan 永修（劉綸鑫主編 1999：162）
    hvan 黃山廣陽（蔣冰冰 2003：125）
    ɦvã 宣州裘公（同上）
    uã 安化界牌（雷勵 2009）
    van（< uan） 永州嵐角山（李星輝 2003）
  辮 piɛn 北京
    puẽ 江華梧州話（李星輝 2004：74）
    pʰiɛn 南昌
  辨辮 hviɛ̃ 黃山廣陽（蔣冰冰 2003：126–127）
    ɦvĩ 宣州裘公（同上）
  辮辨辯 üẽ 桃江三堂街（夏俐萍 2010）

102. 根據筆者的語感，ban 和 haʔ 分別用於橘子等的果肉以及粽葉等的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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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便」為例，濁音清化送氣、塞音擦化、聲母歸零、鼻音增生，
演變步驟井然有序，103 尤其諧聲字「䢚𨁈」北京話今讀 xaŋ、「㛐」讀 
ɕüan（< xüan）更見證塞音擦化。

 (98) 便 biɪ 蘇州
    bʰiɛn 永修（劉綸鑫主編 1999：165）
    piɛn 廈門
    pʰiɛn 南昌、梅縣
    hviɛ̃ 黃山廣陽（蔣冰冰 2003：126）
    ɦvĩ 宣州裘公（同上）
    üẽ~宜 桃江三堂街（夏俐萍 2010）
    miẽ方~ 同上

有趣的是，非組也受（93）的規律影響。首先，從例（99）浦城石陂（秋
谷裕幸 2008：98–119）部分非敷奉母字讀重唇，例（100）洞口方言非組
字「非飛匪廢／妃費肺／肥」的內部差異（龍海燕 2008：224、240、241
）可概括出（101）的規律。

 (99) 非母： 甫斧釜 bu、反 baiŋ、發~芽 buai、斧又 痱 pü
    分 pueiŋ、枋厚木板放 pəŋ、腹 pu、匪 pʰi
  敷母： 捧 pəŋ、麩赴覆趴 pʰu、殕 pʰü、蜂 pʰəŋ
  奉母： 輔 bu、吠 bü、浮 bəu、凡 baŋ、礬 baiŋ
    焚墳 bueiŋ、房防 bɔŋ、馮逢縫裁~ bəŋ
    肥 pü、飯 pəŋ、縛 pu、扶 pʰü、縫名詞 pʰəŋ

 (100) pʰi 洞口洞口區、竹市區
  xui 管竹鄉
  fi 山門區、江口區

 (101) (bʰ →) b → pʰ → h, x → f /            u104, 105

103. 根據後文例（142）和（143），「便」源自舌根濁塞音合三字。因為迄今未見舌
根音讀，kʰ 線發展的可能性暫且擱置，同時反映在歷史的長河中舌根音唇化可能早於
鼻音增生。

104. 參註（150）見讀 bʰ-的字例。此外，與此平行的規律見洞口「徒屠途塗圖土吐~痰杜
兔度渡鍍突禿讀」聲母讀 tʰ、x、f 的方言內部差異（龍海燕 2008：193、194、350）。

105. 廈門非敷奉母讀h、福州和建甌讀 x 字例繁多，不贅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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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逢合口變 f，送氣塞音擦化後可能另闢蹊徑進一步歸零，106, 107 從下列
奉新（劉綸鑫主編 1999）材料一目瞭然。

 (102) 非母： 風封 hŋ̍（< huŋ）108

  奉母： 馮鳳縫~衣縫~隙 hŋ1̍09

 (103) 非母： 飛匪 ui 夫 u 法 uap 分粉糞 uən  
    發 uat 方放 uɔŋ 福 uʔ  
  敷母： 妃費肺 ui 泛 uam 翻泛 uan 紡 uɔŋ  
  奉母： 肥吠 ui 符扶婦 u 浮 uʌu 凡犯 uam 罰 uat
    佛 uət 飯 uan 房 uɔŋ 服 uʔ  

除了流開三，非組字中古都劃歸合三。今北京話「浮富副婦負阜」讀合口
韻、溫州讀-øü （「負」除外）及下列語料，在在顯示合三源頭。

 (104) 浮 ɕüe 衡山（毛秉生 1995）
    fio（< hüo） 贛縣（李如龍、張雙慶 1992：73）
    üɛ 俗 建甌
  婦白 pü 建甌
    pʰü 白 光澤（鄭曉峰 2001：附錄 56）
  阜 fiau (< xüau) 瀏陽（陳立中 2003：310）

有了上述的論證基礎，非敷奉母歸零後逢 ü 讀 m 水到渠成，110 例如：

106. 新餘（王曉君 2010）非敷奉母全讀零聲母，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多
數奉母字讀零聲母，桃江三堂街（夏俐萍 2010）奉母字「防房」讀 ɔŋ，「馮逢縫／縫
奉」讀 n̩ 前身即為 un。又博羅、惠州（嚴修鴻 2010）部分非敷奉母字讀 v-見證聲母歸
零後逢合口擦化。

107. 部分非組字源自見組（更多討論詳見第 9 小節），比方「麩」在馬山喬利、百色
那畢和龍州上龍分別讀作 kɔ、kʰɔ 和 kʰu。基於地緣關係（李連進 2000：46），扶綏龍
頭讀 hɔ 當來自 kʰɔ 而非 pʰɔ，其後或如鬱林福綿聲母歸零讀 u，或如其他平話逢合口唇
化讀 fu。

108. 浦城石陂非奉母部分讀 x、ɦ（秋谷裕幸 2008：77–79），例如：

非母： 膚 xu、非 xü、分春~ xueiŋ、風 xəŋ、方 xɔŋ、飛 ɦüe、楓 ɦiŋ、沸 ɦü
奉母： 罰 xuai、份 xueiŋ、煩繁 ɦuaiŋ、符 ɦu、浮 ɦiu

109. 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馮逢奉鳳」聲母歸零後進一步讀 ŋ̍（< uŋ）
。

110. 信都鋪門「方」讀 ŋɤ（小學堂網站）、榴星勉語（蔣軍鳳 2004）「飯」讀 naŋ、
連縣四會話（張曉山 1994）「浮」讀 ȵœü、祁門（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7：418
）「網」讀 ŋuɐ̃，一一顯示 m 不是鼻音增生的唯一選擇。非組字都有合三源頭自然罕
見其他鼻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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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非母： 髮 mie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46）
    夫 mu 湘江（李星輝 2004：48）
    斧 mu 錦陂（李星輝 2004：176）
    匪 mu 富川七都（謝建猷 2007：541）
    痱 mui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疿 mi 南康蓉江（劉綸鑫 2001：132）
    否 mə 富川八都（彭新凡 2005：143）
    分 mən 嘉禾廣發（盧小群 2002）
    放 maŋ 富川秀水、富川東山（王莉寧 2007）
    風 mua 鍾山兩安（劉鳳麗 2010：7）
  敷母： 覆 mʊk 白 陽江
    翻 min 昭平（黃群 2006）
    撫 mu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殕 mou 橫縣縣城（謝建猷 2007：394）
  奉母： 腐 mɯ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47）
    婦 mu 古田、尤溪（陳章太、李如龍 1991：34）
    負 me 桂平山塘山（淩海波 2009）
    阜 meu 政和鎮前（秋谷裕幸 2008：128）
    飯 maŋ童語 紹興（王福堂 2008）
    墳 məŋ 呂四（盧今元 1986）
    鳳 məŋ 江西永豐（李冬香 2014）
    縫 miɛ 道縣小甲（周先義 1994）

以「分」為例，諧聲串聯更彰顯合三源頭，送氣塞音擦化、聲母歸零、鼻音
增生同時解釋了非母字「分」和滂母字「盼」都讀 m-。語音起點雖同，演
變速度不一，就中古聲母分類來看，「貧」最保守、「盼」居中、「分」最
激進。

 (106) 分 püɪŋ 白 建甌
    pʰun 福鼎（游文良 2002：301）
    hun 文 廈門
    wɐn 蒼梧本地話（鐘梓強 2015）
    mən 嘉禾廣發（盧小群 2002）
  貧 bin 蘇州
    pʰin 陽春三甲（李如龍等 1999：64）
    pʰun 陽西塘口（同上）
    hvin 黃山廣陽（蔣冰冰2003：132）
    ɦvin 宣州裘公（同上）
    ün 桃江三堂街（夏俐萍 2010）
    via（< üa） 永州嵐角山（李星輝 2003）
  盼 pʰuaŋ 福州
    mɐŋ 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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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撫」的諧聲串聯 ，不論就其中古分類或北京話「鄦」今讀 ɕü（< xü），
合三起點無庸置疑，衍化路徑如前所述，不再重複。111

 (107) 無 bo 廈門
    po 仙游（李如龍 2001：143）
    hu 蒙山西河（謝建猷 2007：396）
    u 北京
    mu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撫112 hu 臺閩語
    u 瀏陽、十都（陳立中 2003：249）
    mu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舞 hu 蒙山西河（謝建猷 2007：398）
    u 北京
    mu 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

接著看微母的語音演變。廈門讀 b、113 濁音清化送氣迄今只見二字例：

 (108) 聞 pʰəŋ 遂昌黃沙腰（王文勝 2008：229）
    pʰɔŋ 龍泉八都（同上）
    pʰoŋ 慶元屏都（同上）
  巫 pʰu 桂林朝陽（謝建猷 2007：397）

塞音擦化見永州市區（李永明主編 2001：729、731）讀 x，114 還有散見幾
處讀 h 者，115 舉例如下：

 (109) 無巫誣侮舞戊務霧 xu、勿刎吻 xue、網輞 xuã

 (110) 武鵡侮 hu 蒙山西河（謝建猷2007：398）
  文 hueiŋ 松溪（秋谷裕幸 2008：64）
  物~資 hoi 建甌迪口（秋谷裕幸 2008：176）
  亡 hoŋ 南寧亭子（李連進 2000：308）

111. 「無舞」屬微母字，相關演變文後不再舉例。

112. 馬山片聯（謝建猷 2007：394）讀 kʰu 反映舌根塞音唇化（詳後）。

113. 「問」白讀 [mŋ̍]，音位表式是 /bŋ̍/。

114. 邵東九龍「尾」文讀 xuei（黃磊 2005：48）。

115.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讀 ɣ，例如霧務鵡 ɣu、物 ɣuə、味 ɣuei、文作文 ɣuen；
溫州「忘望」文讀 ɦuɔ 應源自 bʰ 或 gʰ（參註 107）擦化。基於曉組上古歸見組以及非
見組關係匪淺（參第 9 小節後半），非敷母和曉母合流、奉微母和匣母合流（參湘鄉
（蔣軍鳳 2010：72、254）及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5））應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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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微母歸零，其後逢 ü 讀 m 見廣州話：116

 (111) 遇合三 mou 止合三 mei 山合三 man/mat
  臻合三 mɐn/mɐt 宕合三 mɔŋ  

微母字還見在 i 前讀 ȵ、其他韻頭前讀 ŋ，依循（93）規律。

 (112) 尾 ȵi 白 蘇州
    ni 新邵釀溪（劉彬彬2009）
  巫 ŋu117 徐聞下洋（陳雲龍、蔡藍 2005）
  武舞 ŋau 江華粟米塘（劉祥友 2009a）
  務霧 ŋu 臨桂五通（李連進 2000：48）
  勿 ŋu 灌陽觀音閣（黃啟良2004）
  挽娩~婆晚 ŋuĩ 沙縣（李如龍 2001：289）
  萬文紋聞問學~ ŋuĩ （同上）
  網 ŋɔ̃ 紹東廉橋（黃磊 2005：48）

鼻音增生後甚至進一步讀成音節鼻音，材料顯示並非單純的發音部位移
轉，而是各自發展的結果。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武」讀 mu 就是 m̩ 
的前身；從平樂閩語（張燕芬 2006）「舞」讀 ŋuou，可以預期韻母簡化
讀 ŋu，118 接著就可能產生 ŋ̍。

 (113) 武 m̩ 雲和（秋谷裕幸 2000：217）
    ŋ̍ 臨桂兩江（李連進 2000：48）
  舞 ŋ̍ 平樂青龍（同上）
  無 ŋ̍ 龍勝和平（歐陽瀾 2010：41）

七﹑ 鼻音增生舉例與辯證（IV）

第 4 到 6 小節裏，聲母歸零的前身 h、x 來自送氣塞音擦化，本節介紹另
一管道，即發音部位消失（debuccalization），119 並舉證隨之而來的 m-增
生。
漢越語（李連進 2000）精莊章組部分聲母反映塞擦音簡化成塞音或擦

音，尤其初母字「插」二讀 tʰap、sap（李連進 2000：178）更直指核心。

116. 建甌迪口（秋谷裕幸 2008：185）微母轄字的音讀差異也見證此一演變路徑，例如
物~資 hoi、萬 uai、務 u、望 uaŋ 文/mɔŋ 白、味 mi、霧 mu。

117. 韻母形式參酌同歸虞韻的「孵」。

118. 對照平樂閩語遇合一多數讀-uou，北京讀-u。

119. 從 s 變 h 解除舌尖碰觸牙齦的動作，發音部位消失毫無疑問，若變x其實涉及發音
部位移轉，但方言 h、x 通常不構成對立，有關 debuccalization 細節暫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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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精母：ʨ, t, tʰ, d, s, ʂ 邪母：tʂ, t, tʰ, z 初母：tʂ, tʰ, s, ʂ
  崇母：ʨ, tʂ, t, tʰ, s, ʂ 生母：ʨ, t, tʰ, ʂ 章母：ʨ, tʂ, tʰ, z
  船母：ʨ, t, tʰ, s, ʂ 書母：ʨ, tʰ, s, ʂ 禪母：ʨ, tʂ, tʰ, s

劃歸勾漏片的平南大新（馮泉英等 2012）精從心邪母讀 θ、清母讀 tʰ 也是
力證，例如諧聲字「清青蜻」讀 tʰeŋ、「精睛情晴靖」讀 θeŋ。120 塞擦音
變成 s 或 ʂ 後，一旦發音部位消失就是 h、x。121 幾個江西客家方言（劉綸
鑫 2001：283）禪母字讀 h-，渭南美原、義龍（孫立新（2014）引自白滌
洲（1954））部分船書母字讀 x，不計聲調分別列舉如下：122

 (115) 樂平： 輸書薯稅水樹 hʉ、螄 hɛ、叔 huʔ
  永豐： 輸書薯稅水樹 hʉ
  高安： 輸書鼠薯稅水樹睡叔熟 hø、順 høn
  豐城尚莊： 輸書鼠薯稅水樹 hœ
  新幹縣郊： 書水 hœ

 (116) 世 xi/ xɯ、蛇 xiə、燒 xau、收 xiou
  搧 xã/ xiã、神 xɛ̃/ xiɛ̃、商 xaɣ̃、聲 xiəŋ

和 s 變成 h、x 平行，z 變成 ɦ、ɣ 也有方言實證，符合規律平行性的預期。
縉雲新建（陶秋萍 2009：17）幾個從章組字新派讀 ɦ，例如：

 (117) 從母：前 ɦia、牆 ɦiɑ 邪母：旋 ɦüæ、詳像 ɦiɑ
  船母：蛇 ɦia、船 ɦüæ 禪母：紹 ɦiɤɯ

雙峰部分船禪母字讀 ɣ：123

 (118) 船母： 蛇 ɣio、射 ɕio 文/ɣio 白、神唇繩剩 ɣiɛn、順 ɣüɛn
  禪母： 社受壽授 ɣio、殊豎樹~林，~立垂瑞 ɣü、誰 ɣui、蟬善 ɣĩ、
    晨 ɣiɛn/ ɣan 口、辰甚~至腎慎乘盛~滿，興~ ɣiɛn、純 ɣüɛn、
    常 ɣiɒŋ 文/dɒŋ 白、嘗上~山 ，在~ 尚 ɣiɒŋ、成 diɛn 文/ɣiɒŋ 白

120. 類似的情形見昭平（黃群 2006）諧聲字「曾姓憎增」讀 tɐŋ、「僧曾~經層贈」讀 
fɐŋ（< huɐŋ < suɐŋ）。

121. 泰寧（李如龍 2001：363–389）知莊章日母以外的部分知系字讀tʰ，或進一步和透
定母混同讀 h，比方澄母字「蟲」讀 hŋ̍。理論上一旦聲母歸零，鼻音增生可以預期。

122. 有鑑於此，部分曉母字或許源自塞擦音簡化成 s，再經發音部位消失致之，從
「嗅」在下列客贛方言（劉綸鑫主編 1999：229）的今讀明顯可見：tsʰɛu 寧都、tʰiu 臨
川、səŋ 上高、hiəu 石城。

123. 又雙峰澄母字「椽」讀 duĩ/ɣuĩ 、以母字「蠅」讀 ɣüɛn，細節暫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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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列雙峰其他船禪母字音讀顯示塞擦音簡化。具體而言，聲母討論起
點*dz 逢細音讀 ʥ，餘皆讀 dz。dz 簡化讀 d、z，124 dz 清化則為 ts、tsʰ，
再經簡化即為 t、tʰ、s，其後 s 或捲舌或顎化端視韻頭。

 (119) 船母： 示 dzɿ、船 duĩ、盾矛~ suan/duan新、實食蝕 ʂʅ、贖 ɕiʊ、術述 ɕü
  禪母：  匙時誓是視市 dzɿ、售 ʥiʊ、仇酬 ʥiʊ/ diʊ、薯 dü、臣承 

diɛn、 十拾 ʂʅ、石 ʂʅ 文/ɕio 白、熟屬蜀勺 ɕiʊ、睡 ɕü、償 ɕiɒŋ

溫州精莊章組部分聲母見證歸零的演變階段：

 (120) 從母：  捷截漸踐賤潛前匠牆 ji、絕 jü、族就 jiəu、嚼 jia、樵又 jiɛ、 泉
全 jü、從服~ jüɔ

  邪母：  俗續 jüo、袖 jiəu、羨詳祥翔像文橡象 ji、旋~轉旋~風 jü、 循旬巡 
jüoŋ、松白誦頌訟 jüɔ

  崇母： 狀白床 jüɔ
  船母： 舌 ji、贖 jüo、術述船 jü、唇順 jüoŋ
  禪母：  涉蟬善 ji、熟 jiəu、勺 jia、紹 jiɛ、受壽授售又 jiəu、 純又 jüoŋ、

常文嘗償上~山上在~尚 ji

益陽桃江三堂街（周賽紅 2005：50）知澄章禪母字「除儲薯錘槌鑄廚櫥拄
住柱樹」讀 ü，安化界牌（雷勵 2009）從母字「前」讀 iɛ、澄母字「廚住」
讀 ü，呂四（盧今元 1986）從母字「匠」讀 iɪ̃。根據陳立中（2003：297–
342），清母字「緝~鞋口」和從母字「輯編~」新田讀 ie、邪母字「涎」水
口、十都讀 ien、莊母字「抓」汝城讀 ia、崇母字「閘」攸縣讀 ia。125 遂昌
（張光宇 2000）章書母也見歸零，例如：肫 üɪŋ、種名腫種動 iɔŋ、水 ü。126

以船母字「蛇」為例，方言材料揭露語音演變的連續性。127

 (121) 蛇 tsua 廈門白、潮州
    sia 廈門文
    xiə 美原、義龍（孫立新 2014）
    ---  
    dʑüe 江山（秋谷裕幸 2003：29）
    zei 溫州
    ɣio 雙峰

124. 方言見 ʥ 簡化讀 d、ʑ，不贅舉。

125. 有趣的是，諧聲字的北京話今讀都見零聲母，即「揖」i、「延」iɛn、「䖣」ie、
「押」ia。

126. 城步西岩話（楊軼男、張民權 2010）昌母字「綽~號」也讀零聲母，實際音讀不詳。

127. 北京話「蛇」四讀 tʂʰʅ、tʰuo、 ʂɤ、i，「㵃」五讀 tsuei、tʂʰɤ、tʰuo、tʰan、ʂɤ 和 
maŋ，塞擦音簡化不必贅言，對照例（116）語料，聲母歸零後逢 ü 增生 m 水到渠成。湘
鄉屬南村（蔣軍鳳 2010：43）「蛇」讀 gʰio 非常特別，是否源自舌根音尚待日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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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üɛ 建甌
    üe口語/ ia讀字 政和鎮前（秋谷裕幸 2008：127）

h、x 歸零例證俯拾即是，問題是：ɦ、ɣ 能否直接歸零，抑或清化再歸
零？根據漢語方言濁擦音 > 輕擦音 > 歸零的演變大勢，答案應是後者。比
較諧聲字「歲穢」的方言材料，s → h/x → φ 的歷時發展清晰可辨。128

 (122) 歲 tsua 沅陵麻溪鋪（楊蔚、詹伯慧 2009）
    tue 漢越語（李連進 2000：85）
    suei 北京
    hue 白 潮州
    xuei 白 福州
  穢 søi 臨桂五通（李連進 2000：86）
    hœi 田東林逢（同上）
    uei 馬山喬利（同上）

更多佐證見從母字「泉」、船母字「剩」、禪母字「樹」 的方言今讀。

 (123) 泉 tsun 賓陽蘆墟（李連進 2000：241）
    tun 鬱林福綿（同上）
    ɬun 藤縣藤城（同上）129

    jü 溫州

 (124) 剩 ʥün 文 冷水灘杉木橋（宋豔旭 2008：17）
    tsʰun 白 臺閩語
    to 徐聞下洋（陳雲龍、蔡藍 2005）
    sin 白 廈門
    sun 梅縣
    hin 石台七都（蔣冰冰 2003：143）130

    in 邵武、光澤（陳章太、李如龍 1991：238）

 (125) 樹 tsʰiu 白 廈門
    sü 文 建甌
    xü 湘鄉（劉曉飛 2006：12）
    ü 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131

128. 另線發展見攸縣（陳立中 2005）部分船書禪澄母字歷經 s → x 後再逢合口讀 f-。
即便以母字「翼」也歷經相同演變，從潮州讀 sik 白、平遠（嚴修鴻 2014）讀 fak（< 
huak）昭然若揭，中古分類不能盡信再添一例。

129. 無聲邊擦音對應到有些方言讀 s。

130. 諧聲字「嵊地名」黎川（顏森 1995：159）讀 hiŋ。

131. 禪母字「殊」洞口炭山也讀 ü。此外，邵東流光嶺（黃磊 2005：64）「樹」讀 fü 
見證發音部位消失後逢合口唇化，漢越語（李連進 2000：219）書母字「搧扇」讀 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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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甌也不遑多讓，細節從略。

 (126) 船母：  蛇舌 üɛ、射社 ia、實白 i、食白 iɛ、贖 sü 文/ ü 白、船 üɪŋ 
唇 sœüŋ 文/ œüŋ 白

  禪母：  薯 tsü 文/ ü 白、屬 ü、蟬 iɪŋ 文/ tsʰaŋ 白、常嘗 iɔŋ、償 siɔŋ 文/ 
iɔŋ 白 上~山 tsʰiɔŋ 文/ iɔŋ 白、成 tsʰeiŋ 文/ iaŋ 白、城 seiŋ 文/ iaŋ 白

聲母歸零後，鼻音增生或接踵而至。雖然字例不多，基本上根據韻頭發
音部位決定鼻音，偶有例外。132 新田因屬逢細音讀 n、ȵ 的方言類型，「
癬」讀 ȵüen。這一系列的語音演變總結如（128）。

 (127) 邪母： 穗 ŋuai 宜州德勝（ 謝建猷 2007：535）
  莊母： 盞又 ŋæ̃ 鍾山（鄧玉榮 2000）133

    皺縐 ŋau 賀州九都（ 謝建猷 2007：627）
  生母： 傻又 ŋa 凱里（王貴生主編 2007：31）134

  章母： 贅入~ ŋao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85）
    枝 ŋɛ 福州、古田（陳章太、李如龍 1991：27）
  書母： 搧 ŋen 道縣壽雁（賀凱林 2003）
  清母： 搓 no 十都 、水口（陳立中 2003：225）135

      ȵüə 賀州九都（張秀珍 2005）
  心母： 癬 ȵüen 新田 （陳立中 2003：342）
  澄母： 腸 ȵioŋ 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
  莊母： 皺縐 niu 靈川潭下（ 謝建猷 2007：627）
    抓爪 ɲiau 賓陽王靈（莫海文 2014）136

  船母： 順 ȵün 江華福清（楊遺旗 2004：14）
  心母： 恤 min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272）
    削~皮 mɐi 南寧白話（謝建猷 1994）
    星天~ miɛ̃ 南雄烏逕（莊初升 2005）
  邪母： 斜眼~~ miã 鍾山（鄧玉榮 2000）
  初母： 訬 miau 北京
  生母： 傻 ma 富川八都（謝建猷 2007: 349）

亦然。更大規模的字例見昭平馬江白話（鄧險峰 2008）和橫江、中央沖（李星輝 2004
：186）。

132. 樂都（曹志耘、邵朝陽 2001）ŋ 不當聲母，「泥倪尼女匿逆膩」讀 mɿ，其他字例
一律增生 n，例如：鵝 nuɤ、襖 nɔ、咬 niɔ、安 nã、恩 nəŋ、硬 niŋ，看似部分抵觸本文
規律，其實不然。

133. 城步西岩話（楊軼男、張民權 2010）莊母字「榨~油」讀 ŋ-，韻母不詳。

134. 凱里「傻」還有 sa文、xa 白、ia 白三種音讀。

135. 棗莊、滕州（錢曾怡 2001：54）「搓」讀 ʨʰüə，如果有方言讀 mo 不足為奇。

136. 「抓爪」長沙讀 ʨüa、吉首（李啟群 2002：46）讀 üa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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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母： 樟又 muõ 桂林潛經（朱富林 2007）
  書母： 嬸 məŋ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56）
    向白 mŋ̍ 晉江（李如龍 2001：86）
  禪母： 睡白 mai 賀州九都（張秀珍 2005）

 (128)

 

s → h, x →   ϕ → ŋ → n, ȵ / σ ____ i
m / σ ____ ü 

ŋ / elsewhere
→

→

底下根據諸多方言今讀展示「恤」聲母歸零後逢 ü 增生 m。

 (129) 恤 ʨʰüɪ 蒼梧本地話（鐘梓強 2015）137

    tuɐn 漢越語（李連進 2000：272）138

    sœt 廣州市區（同上）
    hit 田東林逢、富寧剝隘（同上）
    üt 藤縣藤城（同上）
    min 靈川三街（同上）

心母字「雪」的諧聲串聯「膤艝」今北京話分別讀作 mi、nie 應是相同的
路徑導致鼻音增生。深開三書母字「嬸」的合三源頭除了方言互有 i 、u 
介音可證，從中古分類相同的「審」的音讀也見一斑。旁證諧聲，聲母一
旦歸零，逢 ü 就能增生 m。

 (130) 嬸 sim 文/ tsim 白 廈門
    ɕiɛn 雙峰
    suan 梧州話（李星輝 2004：60）
    ʃuɐn 賀州秉塘（梁明權 2009）
    iam 南寧心圩（張均如 1987）
    məŋ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56）
  審 ɕün（< xün） 東安高峰（曾芳 2007：13）
  翻 huan 廈門
    ɕüe（< xüe） 當塗湖陽（鄭偉等 2012）
    uan 新餘（王曉君 2010）
    min/ mɛn 昭平（黃群 2006）

137. 除了「歲」和「恤」，心母字讀塞擦音還見「惜」建甌讀 tsʰiɔ 白、「星腥醒」廈門
讀 tsʰĩ 白等。

138. 臨桂兩江和臨桂五通（李連進 2000：272）分別讀作 ɕüe、ɕiaʔ，肇因於 s 逢細音顎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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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諧聲字「純肫頓屯」的對比，定母字「鈍」讀 m-的疑點豁然開朗。塞
擦音簡化成擦音，繼而發音部位消失，聲母歸零後逢 ü 增生 m。139 拘泥中
古分類不啻作繭自縛，以聲符為軸，透過諧聲串聯才能解開謎團。

 (131) 純 tsʰuŋ 太原
    tʰuɐn 漢越語（李連進 2000：274）
    suən 成都、揚州
    ɣüɛn 雙峰
    jüoŋ 白 溫州
    ün 益陽（周賽紅 2005：50）
  肫 ʨün 雞~ 丹寨（王貴生主編 2007：76）
    ʨʰün 靈川三街（李連進 2000：273）
    suən 雞~ 臨桂官話（謝建猷 2007：1569）
    üiŋ 江山（秋谷裕幸 2003：41）
  頓 ʨüe 道縣壽雁（賀凱林 2003）
    ʨʰüɛ ~起：豎立 道縣小甲（周先義 1994）
    tüɛ 一~飯 同上
  屯 tʰün ~田 廣州
  囤 tʰün 北流唐僚（謝建猷 2007：834）
  鈍 tiŋ 洞口高沙區（龍海燕 2008：310）
    tuən 北京
    tʰun 漢越語（李連進 2000：266）
    suən 臨桂兩江（同上）
    mən 田東林逢（同上）
    mun 富寧剝隘（同上）
    mei 平樂青龍（同上）

總結第 4 到 7 小節，各組聲母皆有讀m-的字例，語音演變殊途同歸。或是
筆者的蒐羅有限，知組讀m-僅見一例。

八﹑ 諧聲

有關諧聲的論述由來已久，清代段玉裁“同諧聲者同部”的說法反映諧聲字
在韻母上的大同小異，反觀聲母則令人無所適從。張炳麟說“凡同從一聲
者，不皆同歸一紐”，邵榮芬（1979：21）指出“中古的每一聲母同其餘聲
母中的多數聲母在諧聲上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有關係”，齊沖天（1982）更主
張“同諧聲字的聲母方面不存在語音的組織和變化的規則”。本文則認為，
理論上諧聲字具有共同的語音起點，但每個字的創造時間點、演變路徑和

139. 鑒於北京話「灘」三讀 tʰan、xan、nan，不排除 tʰ 擦化讀 h/x，繼而聲母歸零再增
生鼻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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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容或不同，造成今讀（尤其是聲母）紛亂的表象。換言之，以聲符為
軸，音變串連諧聲系列，環環相扣。中古音韻分類未必可靠，諧聲類推起
到正本清源的效果，本節闡明 m-增生得自諧聲的充分佐證。
先看「夬」在今北京話的諧聲系列，語音討論起點擬作*güai。140 聲母 

g 清化送氣，kʰ 擦化讀 x（可由「吷炔䫼䦑」 x 逢細音顎化為 ɕ 推溯），141 
聲母歸零後逢 ü 增生 m。142 至於諧聲字包含不同韻尾，比方-i 和-t 見廈門
「快」文讀 kʰuai、「決」讀 kuat，或許不是單純的陰陽對轉，恐怕古入聲
字在更早的歷史層次屬複韻尾（-t 尾來自-iʔ），143 今浙南、閩北、閩東、
閩中等地方言時有所見。

 (132) kuei： 炔趹觖
  kuai： 夬䊽
  kəŋ： 炔
  kʰuei： 觖
  kʰuai： 快筷駃㭈144

  ʨüe： 決訣抉玦芵決炔疦鴃趹鴂䦼㭈觖鈌䆕刔疦赽蚗砄䆢駃／鴂
  ʨü ： 鴃
  ʨʰüe： 缺炔蒛
  ɕüe： 吷炔䫼
  ɕie： 䦑
  üe： 妜
  mei： 袂

下例「缺」從塞音、塞擦音、擦音、零聲母到鼻音，反映個別方言演變速
度快慢有別。進一步說，每個漢字都可能駐足在規律中的任何一點，北京
話「觖」聲母 k、kʰ、ʨ 和「炔」 k、ʨ、ʨʰ、ɕ 的一字多音（見上例）也佐
證這個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依循同一規律，諧聲系列和個別漢字的方言
今讀殊途同歸。

140. 崇安（秋谷裕幸 2008：34）、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5）、道縣小甲、藍山
太平（劉祥友 2010）「快」分別讀作 kʰüai、kʰüa、kʰüɛ 和 kʰüe，類似音讀見建甌和浦
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34），支持合口三等的擬設。

141. 昭平（黃群 2006）「快」讀 fai 來自塞音擦化後再逢合口唇化。

142. 諧聲字「𪌊」北京話今讀 nie。

143. 陽聲韻尾亦同。有關韻尾演變的議題，另文討論。

144. 小滄畬語、雲梯畬語和畲話（吳中杰 2004：28、51、105）「快」讀作 ɕie、ɕiai 和 
hiai 並不出奇，演變歷程如*güai → kʰiai → hiai → ɕiai → ɕie。「筷」在道縣小甲（周先
義 1994）讀 kʰüɛ、平樂青龍（李連進 2000：84）讀 ɕü 也合乎預期。岳陽（李永明主編 
2001：802）「筷」讀 guai ，保留聲母的古老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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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缺 kʰüɛt 高州新垌（李如龍等 1999：64）
    kʰuat 文/ kʰit 白 廈門
    ʨʰüe 北京
    hieʔ 三明畲語（游文良 2002：156）
    üe 新田青龍（樂虹 2007：25）、衡山（毛秉生 1995）
    üa 缺子：兔唇 湘鄉城關（蔣軍鳳 2010：255）
    mian 江華梧州話（李星輝 2004：70）
    miɛn 平樂新塘面（武寧絲 2015）

接著看「鬼」的諧聲串聯，根據北京話今讀擬設語音討論起點*güai。「
螝㱱」讀 ɕi，韻母從 üai 簡化為 iai，經過如蘇州話山開三、四韻母 iɪ 的階
段，最後再變如溫州讀 i （見例（135））；聲母則見證塞音擦化後再逢細
音顎化。「廆」聲母三讀 k、x、φ，「㠢」二讀 x、m 顯見歷時演變的軌
跡。

 (134) kuei： 瑰傀廆隗騩／鬼䁛媿／䁛䌆
  kʰuai： 塊㟴魁
  kʰuei： 魁櫆隗／傀㟴䫥磈魁／餽愧媿聭謉騩䁛
  xuei： 藱／廆䕇藱瘣螝㱱
  xuai： 槐褢䈭䴜㠢
  xua： 㠢
  xuan： 㠢
  ɕi： 螝／㱱
  uei： 溾／嵬／隗㠕磈廆㟴䃬䫥
  mei： 鬽䰪
  mo： 㠢

 (135) 顛 tiai（隰縣，劉勛寧 1993）→ tiɪ（蘇州）→ ti（溫州）

根據湘鄉金藪「槐」字音讀，語音討論起點改為*gʰüai。諧聲系列展現語音
演變的連續性，諸多音讀都得到釋疑，礙於篇幅，細節從略。

 (136) 塊145 guai 湖口（陳凌 2007）
    kʰüa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25）
    fai（< huai） 昭平（黃群 2006）
    ɕüe 白 東安高峰（曾芳 2007：44）
    uai 都昌（劉澤民 2004：113）
    miã量詞：一~ 鍾山（鄧玉榮 2000）
  槐 guai 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82）
    gʰua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43）

145. 意指木片、木塊的「杮柴~」仙游（黃金洪 2008）讀 pʰuoi、臺閩語（筆者母語）讀 
pʰue，本字考證當為「塊」，有關舌根塞音唇化詳見第 9 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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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a 政和鎮前（李如龍 2001：128）
    xuai 北京
    ɣuæi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üe 東安高峰（曾芳 2007：10）
  魏 gui 廈門
    kui 仙游（李如龍 2001：145）
    üi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20）
    ŋüɛ 建甌
    mi 洞口石江區（龍海燕 2008：242）
  鬼 mian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281）

聲符「火」的諧聲系列在下列北京話今讀指向*gü-的語音討論起點，「𩨿

脄」讀 mei 也是聲母歸零後逢 ü 的增生，例（138）的方言材料再次佐證語
音演變環環相扣。

 (137) kuai： 㷇
  kʰuei： 盔／㷇／䈐
  kʰai： 炏
  xuei： 灰恢詼拻洃噅烣／𩒏

  xuo： 鈥／火
  ɕüe： 吙
  au： 𪌌

  mei： 𩨿／脄

 (138) 火 kʰuai 泰寧（陳章太、李如龍 1991：238）
    kʰuei 和平、松溪（鄭曉峰 2001：11）
    hüe 樂昌塔頭壩（莊初升 1996）
    xüe 廣豐（秋谷裕幸 2000：69）
    ɕüe香~桌 常山（秋谷裕幸 2000：68）
  火灰 hüɛ 平樂（張燕芬 2006）
  灰 xüa 恭城直話（關英偉 2005）
    ɕüɛ 灌陽觀音閣（黃啟良 2008）
    ü草皮~ 新華平地瑤話（劉鳳麗 2007：39）

例（139）顯示聲符「左」的合三痕跡，例（140）北京話諧聲系列互有 
i、u 韻頭也見一斑。「䦈」六讀 ʨie、tsuo、tsa、xan、faŋ、mou（中國哲
學電子書計劃字典）展現語音演變的連續性，每個環節循序漸進。

 (139) 左 ʨüə 棗莊、滕州（錢曾怡主編 2001：54）
  左佐 ʨjvə（< ʨüə） 甘谷（馬建東 2014）

 (140) kuai： 𥑰

  ʨi： 䦈
  tsuo： 左佐咗㝾𥙀𧲭䦈／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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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 䦈
  tsʰuo： 𪘓
  suei： 𨾬

  xuei： 𢀡隓
  xan： 䦈
  faŋ： 䦈
  uei ： 𩁌

  mou： 䦈

最後，看「無」在今北京話的諧聲串聯。自 x 以降，或逢合口唇化讀 f、
或逢細音顎化讀 ɕ、或聲母歸零再增生 m，演變路徑條理分明。北京話「
膴」三讀 xu、u、mei 鮮活地烙印音韻層次的堆疊。

 (141) xu： 幠膴
  fu： 撫嘸
  ɕü： 鄦
  u：	 無蕪瞴廡膴蟱譕㷻䉑璑鷡䍢／舞蕪嫵廡憮㒇墲膴潕䍢甒
  mu： 橅譕／㒇
  mou： 瞴蟱
  mo： 無譕橅䉑
  mei： 膴

九﹑ 規律平行性

現在回應第 4 小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否一開始就根據韻頭增生不同部
位的鼻音？排除這個可能性的論證有二：（一）語音起點只有一種韻頭，
因為音變才有後續的形式差異，（二）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和鼻音，與其
各自為政，不如貫徹語料詮釋力越廣越好的歐坎姆定律（Occam’s raser）
，訴諸規律平行性更簡單明確地規範語言。況且音韻規律影響所及通常是
自然音類（natural class），較少針對特定單音。
嚴修鴻（2008）指出漢語方言舌根音（包括塞音和鼻音）逢合口唇

化，146 根據張光宇（2006），由於發音時舌體位置相容度高，舌根聲母
往往是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最後堡壘。從嚴文絕大多數字例得到的觀
察是：u 作為元音，唇化後維持不變；或許礙於唇音限制，u 作為介音唇
化後功成身退。進一步說，張文合口介音消失極有系統，而舌根音唇化則
零星分佈，即便符合語音條件多數未變。本文根據方言材料和諧聲串聯主
張合口成分尚不足以清楚勾勒唇化的條件，從歷時的角度著眼，ü 恐怕才

146. 感謝一位外審提點，特此申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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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觸媒，147 這個分析和張文的合口介音消失規律涇渭分明，也能
海納諸多方言音讀。嚴文還有一處值得商榷，少數字例與其說是唇音舌根
化，148 不如溯本清源主張唇音是後起的變化。礙於篇幅，後文僅能爰引數
例，詳細論述留待日後。
檢視嚴文舉例之前，先看 ü 怎樣引起舌根音唇化。「綆」在今北京話

兩讀 kəŋ 和 piəŋ，見不到嚴文所謂合口成分前軟顎音唇化的表面痕跡，非
得追溯語音源頭無法解釋箇中道理。從聲符「更」的諧聲系列在今北京話
間雜 i、u 介音，「㛐」讀 ɕüan 以及例（143）其他方言材料，舌根音唇化
的引信不言自明。

 (142) kuəŋ： 䢚
  kəŋ： 更粳峺浭稉㹴／梗哽埂鯁骾峺挭綆莄郠㾘硬莄／更
  kaŋ： 筻
  ʨiəŋ： 粳稉更
  pian： 鞭箯鯾箯鯾／緶／便緶緶
  piəŋ： 綆
  pʰian： 便楩緶㛹緶楩

 (143) 更~替，五~粳~米 küɛ̃ 陽朔驥馬（謝建猷 2007：963）
  更~加 küɛ̃ 同上
  粳 ʧün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6）
  梗 küaŋ 永州嵐角山（李星輝 2003）
    küɛ̃ 平樂閩語（張燕芬 2006）

再看匣母字「瓠」的方言比較，149 舌根音唇化後保留韻頭 ü，超出嚴文的
語料觀察與概括。值得注意的是，舌根音何時唇化，150 唇化後韻頭 ü 或保
留、或化約成 i、u、或銷聲匿跡，端視個別方言的演變方式和因應唇音限
制的策略。

147. 少數幾筆共時例證，如青少年的廈門話「英語」說成iŋ bu（< gu），仍支持嚴文
的觀點。耳誤（misperception）可能導致音變，細節參看 Ohala（1981、1986）。

148. 唇音舌根化不僅和舌根音唇化南轅北轍，語音動機不明更啟人疑竇。

149. 《說文解字》瓠：匏也。從瓜夸聲。匏：瓠也。從包，從夸聲。既然指涉相同，
何必有兩個漢字？既是瓜類，「瓠」字足矣，為何從包？「包」非漢字部首，令人費
解。追根究柢本字是「瓠」，因為舌根音唇化，如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99）和
北京話今讀 bü、pʰau，語者不察另造「匏」字。又吳語處衢方言材料（林貝珊 2012）
顯示「匏」和效攝字「炮抱」唸法幾無二致。

150. 意指在聲母讀 g、gʰ、k、或 kʰ 的哪個點唇化，比方湘鄉今藪「浮」文讀 gʰu、白讀 
bʰɤ（蔣軍鳳 20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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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瓠 kʯ 永定孔夫（郭啟熹 1996：209）
    kou 橫縣縣城（謝建猷 2007：374）
    kʰuou 平南雅埠（同上）
    kʰu 南寧市內（同上）
    bü 浦城石陂（秋谷裕幸 2008：99）
    pü 建甌、松溪（陳章太等 1991：24）
    pʰüɛ 連城 （游文良 2002：468）

擴大範圍檢視嚴文舉例，發現都有合三禾苗，礙於篇幅，本文僅能略表一
二。首先，新華平地瑤語「龜」讀 puei、明顯不符嚴文規律 KW → P 的預
期。

 (145) 龜 kü 建甌
    kuai 宣和（嚴修鴻 2008）
    kui 賴源（同上）
    pai~壺仔 連城北團（同上）
    pi~壺 龍巖萬安（同上）
    puei 富川新華（劉鳳麗 2010：52）

嚴文「楇」 kʰua~pʰa 的方言對應從諧聲找到另類解釋。不過《說文》楇：
盛膏器，若意指樹枝，當是假開二「椏」字，蓋《廣韻》椏：方言雲江東
言樹枝爲椏杈也。聲符「亞」在北京話的諧聲串聯（「壼閸」讀 kʰuən、
「𡈀」讀 ʨʰüən）反映舌根音合三源頭，旁徵其他方言材料所得的觀察溯
及 *gü- 的語音討論起點，「椏」變讀為唇音聲母順理成章。

 (146) 椏樹枝 ku 雙牌江村（謝元春 2003：15）
    kʰua 炎陵（陳山青 2004）、長汀 （嚴修鴻 2008）
    ʨʰüa 古丈六保話（鄒曉玲 2013）
    pʰa 梅縣、武平（李如龍、張雙慶 1992：238）
  惡 kə兇惡 武山（王應龍 2011）
    üæ 梧州話（李星輝 2004：68）
  𣵾 kwɐi 廣州
  啞亞 ia 北京
    ŋua 寧國南極（蔣冰冰 2003：90）

底下舉證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和鼻音，藉由規律平行性排除鼻音增生一開
始就根據韻頭決定發音部位。「鵝」在瀘溪白沙鄉話讀 bai~雪 佐證 gü-變
成 b-；從崇安、建甌的 ŋü-到湘南土話的 m-或聲化韻 m̩ 也見 ü 起到關鍵
作用。仙游（李如龍 2001：145）「鵝」讀 küa，若有方言讀 kʰ 或 gʰ，下
一階段擦化讀 h, x, ɦ, ɣ，151 一旦聲母歸零，增生鼻音可以預期。據此，

151. 廈門疑母字擦化計有：瓦 hia、魚漁 hi、艾 hiã、蟻 hia、岸 huã、硯 hiɛn 文/ hĩ 白、
額 hiaʔ，餘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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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在溫州讀 mai 或許不單純是嚴文主張的舌根鼻音逢合口的變化，前
身可能是 ŋüai，如三元（李如龍 2001：241）「蛾~火」就讀 ŋüo。

 (147) 鵝 güai 崇安（陳章太、李如龍 1991：148）
    güa 白 沙縣（李如龍 2001：286）
    bai~雪 瀘溪白沙（瞿建慧 2008）
    ɣo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5）
    üa 沙縣（陳章太、李如龍 1991：201）
    ŋüai 崇安（秋谷裕幸 2008：33）
    ŋüɛ 建甌
    mu 榴星（蔣軍鳳 2004）
    m̩ 東安花橋（謝奇勇 2003：44）

舌根音唇化的雙線發展亦見「瓦」的方言材料，中古劃歸假合二而有合三
痕跡不是孤例，「耍瓜剮跨花華化蛙」亦然，細節從略。既有舌根音合三
源頭，部分諧聲字北京話今讀唇音不足為奇：𨋐 pʰa 、𡊝 pʰi、𤭔 pʰiəŋ、𩐛 
pʰəŋ、砙 pʰan。

 (148) 瓦 gua 文/ guɛ 白 龍巖城關（陳筱琪 2012）
    kua 新田青龍（樂虹 2007：38）
    bua 大田前路（陳章太、李如龍 1991：286）
    hüa 白 仙游（李如龍 2001：145）
    ua 文 廈門
    vie（< üe） 永定孔夫（郭啟熹 1996：207）
    ŋüu 富川八都（彭新凡 2005：109）
    ŋua 福州
    mua 福清（嚴修鴻 2008）
    ma 建寧（同上）

不讓疑母專美於前，舌根音的雙線發展亦見匣母字。根據下列「壞」的方
言材料，語音討論起點擬作*gʰüai。152 舌根塞音唇化一目瞭然，從塞音擦
化、聲母歸零、到逢 ü 增生 m，語音演變有條不紊。

 (149) 壞 ga 景寧英川、景寧梧桐（王文勝 2008：215）
    gʰua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8）
    kuai 安陸（劉興策等 1995）
    kʰai 浦城石陂（秋谷裕幸2008：107）
    bai 臺灣宜蘭、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6）
    pia 道縣壽雁（賀凱林 2003）
    pʰiɛ 甘肅禮縣（王建弢 2009）

152. 諧聲字「懷」在溫州、廈門和福州白讀 ga、kui 和 køü ，壽昌（曹志耘 1996：95）
讀 ʨʰüɑ 並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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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ʰai 臺閩語（筆者母語）
    huai 廈門
    xuɛ 文/kuɛ 白 環縣（譚治琪、趙紅 2013）
    ɦuE 文/ɦuɒ 白 蘇州
    ɣua 雙峰
    ɕüɛ（< xüai） 灌陽觀音閣（黃啟良 2008）
    ɕüa 寧遠北路（李文 2008：28）
    üe 新田青龍（樂虹 2007：41）
    üa 寧遠南路（鄧勝芳 2006：43）
    mai 鍾山兩安平地瑤話（劉鳳麗 2010：12）

再看影母字「彎灣」，語音討論起點擬作*güan，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和鼻
音一清二楚。

 (150) 彎灣 guan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56）
    üɛ 桂林朝陽（謝建猷 2007：785）
    ȵüe 富川九都（彭新凡 2005：164）
    man 漢韓語
  彎 guan 蒼南畲語（游文良 2002：153）153

    buaŋ 大田前路（陳章太、李如龍 1991：278）
    mbuon 順昌畲話（陳筱琪 2012）154

    ŋuɪ̃ 沙縣城關（小學堂網站）

北京話諧聲串聯殊途同歸，「變」讀 pian、「蠻矕」讀 man 不在話下。靈
川三街「蠻」讀 luaŋ（李連進 2000：211）暗示明母或許不是語音演變的
起點，否則鼻音變流音語音理據何在？況且聲符「䜌」讀 l-的諧聲字不勝
枚舉。靈川三街「變」讀 mie （李連進 2000：213）反映演變方向和北京
話截然不同，質言之，塞音、鼻音之旅分道揚鑣。

 (151) kʰuən： 𣱂
  ʨüan： 㪻𦦽

  pian： 變
  uan： 灣彎䘎
  man： 蠻／矕

重新思考嚴文所謂的唇音舌根化發現，如果固守中古分類，誤將語音演變
的中繼站當作起點，自然錯失其間的邏輯發展。由於北京話「皈」今讀 
kuei、「𪌆」讀 ʨʰü（< kʰü），聲符「反」應源自舌根音，「飯」的方言
材料和北京話諧聲串聯顯示中古以前發生唇化。

153. 獨山多樂（李華斌 2014）用於「把直的弄彎」讀 kʰuəi、kʰüɛ。

154. 聲母是鼻冠塞音（prenasalized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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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飯 gun 龍巖適中（陳筱琪 2011）
    gʰuã 湘鄉金藪（蔣軍鳳 2010：67）
    kue 增城畬語（吳中杰 2004：109）
    kʰuei 連城新泉、廟前（嚴修鴻 2008）
    bie 當塗湖陽（鄭偉等 2012）
    püɪŋ/puɪŋ 建甌
    pʰieŋ 明溪（王文勝 2008：92）
    pʰuɛ̃ 順昌（同上）

 (153) pan： 扳／板版阪阪粄鈑舨蝂昄岅魬瓪
  pʰan： 眅／叛炍
  pʰei： 䡊

值得一提的是，湘鄉（蔣軍鳳 2010: 67、72）西北角金藪、翻江、壺天奉
母部分讀 gʰ，155 和匣母合流，156 以金藪為例不計聲調臚列如下：

 (154) gʰu： 符扶芙浮文父腐附婦負
  gʰua： 凡帆礬煩繁藩範範犯笵飯
  gʰui： 肥
  gʰuɐn： 焚墳豶份
  gʰɐŋ： 房防
  gʰɐn： 縫逢鳳

這些讀 gʰ-的奉母字在其他點(包括泉塘、白田、東郊、中沙、潭市、金石
和棋梓)都讀 ɣ，顯示送氣舌根濁塞音擦化。此外，榴星勉語（蔣軍鳳 2004
）「飯」讀 naŋ 雖不符預期，至少凸顯還能增生其他鼻音，下列材料見證
舌根鼻音唇化：

 (155) 飯 huan 文 廈門
    xuaŋ 文 福州
    uan 奉新（劉綸鑫 1999：178）
    maŋ 童語 紹興（王福堂 2008）

上述的思考脈絡也解釋了例（92）「板」何以讀 ma，韻書收錄了語音演
變的另一支線所以劃歸幫母。一個問題是：理論上「飯」聲母讀 h、x 的
前身可為 kʰ 或 pʰ。鑒於註 107 敷母字「麩」在平話的音讀，兩種演變路
徑不能偏廢。除了讀 pʰ-（見例（108）），微母字「聞」在慶元黃田（王
文勝 2008：229）讀 ʨʰiəŋ（< kʰiəŋ）。另外，尤溪（陳章太、李如龍 1991

155. 方言奉母讀重唇時有所見，舌根塞音唇化無庸置疑。又綏寧梅坪話（吳曉燕 2008
）非敷奉母字「帆番幾~翻飯凡煩繁礬反犯泛範範販」都讀 kʰuan。

156. 其他奉母字「斧輔吠翡復復興乏伐筏罰憤忿佛縛服伏栿復復原」和曉母合流讀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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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問」讀 kʰaŋ、永州水口山（李俏華 2006：21）「望」讀 kʰuaŋ 都
不容忽視。接著看「襪」如何演繹舌根音唇化的雙線發展：157

 (156) 襪 gɯi 龍巖適中（陳筱琪 2011）
    guət 蒼南畲語（游文良 2002：155）
    gueʔ 汕頭（陳筱琪2012）
    bie 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44）
    buat 文 廈門
    bʰa 祁陽（李維琦 1998：43）
    puoi 白 仙游（李如龍 2001：148）
    ------------  
    fɛ (< xuɛ) 平樂新塘面（武寧絲 2015）
    fa (< xua) 衡南茅市鎮（周偈瓊、林源 2009）
    üɛ 平樂（張燕芬 2006）
    miæ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5）
    muot 貴溪（游文良 2002: 155）

文獻主張非組來自幫組，但部分字例顯示它和見組的關係匪淺，158 本文爰
舉一二，細節另文探討。

十﹑ 效流攝的開合問題

中古效流攝全是開口韻，「拋耗凹廖杳舀窈鷂朽有」讀 m-看似匪夷所思，
實則不然，ü 引發音變的概括依舊有效，本節論證效流攝的源頭也是合口
三等韻。礙於篇幅，僅能介紹梗概，細部討論留待另文。
首先，永福桃城平話（謝建猷 2007：579–603）效開三、四讀-üu，少

有例外；聲符「喬」部分諧聲字在今北京話讀合三韻：

 (157) ʨüe： 屫屩蹻蹻/ 勪
  ʨü： 驕
  ʨʰüe： 墧勪

再根據下列效攝字的方言材料，合口三等痕跡不容否認。

 (158) 鬧 nüe 寧遠清水橋（李連進 2000：133）
  尿 ɕüe 玉山（林貝珊 2012）
  少 ɕüe 東安高峰（曾芳 2007：44）
  轎 küo 龍巖營話（郭啟熹 1996：203）

157. 嚴文所謂唇音舌根化的另一字例「稗」也源自舌根音，礙於篇幅，不擬探討。

158. 非組與曉組混同(具體而言，非敷母讀若曉母、奉微母讀若匣母)時有所見應非巧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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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ʨüe 新田南鄉（謝奇勇 2004）
  削 ɕüe 文 北京
  吆 üɑ 壽昌（曹志耘 1996：95）
  搖 üa 又 寧遠北路（李文 2008：28）159

  咬 ȵüo 沅陵清水坪（趙日新、李姣雷 2014）

下例黃山廣陽、漢越語和永州嵐角山韻頭 ü 都裂解為 ui，漢越語再經 hu-
合併為 f 及韻核消失，黃山廣陽和永州嵐角山 u 皆擦化為 v，前者 au 融合
為 ɔ，後者聲母歸零。

 (159) 薸 pʰüo 松溪（陳章太、李如龍 1991：24）
  瓢 hviɔ（< hüau） 黃山廣陽（蔣冰冰 2003：113）
  飄漂票瓢嫖鰾 fiu（< hüau） 漢越語（李連進 2000：138–139）
  瓢嫖 viau（< xüau） 永州嵐角山（李星輝 2003）
  嫖 üɔ 桃江三堂街（夏俐萍 2010）

例（160）昭平馬江白話和上述漢越語演變路徑一致，不贅述。從韻母討
論起點*üaü 160 發展出 uei、iau、iai161 等形式。今北京話「𥕹」讀 ʨʰüe、「
㦌」讀 ɕü 見合三痕跡，「橇」兩讀 tsʰuei、ʨʰiau 合乎預期。

 (160) 哨~子 füi 江華粟米塘（淩雲國 2003：18）
  屑悄俏宵消硝銷霄蕭簫小笑 fiu 昭平馬江（鄧險峰 2008）
  消硝銷宵笑 ɕiau 北京
    suei 新華平地（劉鳳麗 2010：52）

有了上述的方言基礎，「杳」聲母歸零後增生鼻音水到渠成，北京話「
耗」又讀 mau 同出一轍。

 (161) 杳 hiu 扶綏龍頭（謝建猷 2007：602）
    üu 永福桃城（謝建猷 2007：603）
    miau 北流塘岸（謝建猷 2007：602）
    miu 蒙山西河（同上）
    ȵiau 資源湘語（龔娜 2012）、攸縣（陳立中 2003：306）

北京話諧聲串聯為「廖」在蒼南讀 m-提供了重要線索，合三證據齊備之
外，也不乏聲母歸零後逢 ü 增生 m 的旁證。

159. 富寧剝隘（李連進 2000：146）「鷂」讀 meu 標記下個演變階段。又漳平永福
（張振興 1992：49）「搖~動謠~言瑤人名」讀 giau，意指瑤（人）的標(敏)、標(曼)讀 
biau（唐永亮 1994）見證舌根塞音唇化。

160. 不僅江華碼市寨山話（夏俐萍 2003：35）「嘄」讀 vüau、「屑」讀 ɕüau 支持本
文擬設，例（14）明溪和縉雲語料也提供力證。

161. 石灣話（崔榮昌1996：88）效（開二、三、四）、流（開一、三）兩攝讀 iai。又
溫州效開二讀-uɔ 、效開三四讀-iɛ 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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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ʨʰüe： 䢧
  xau： 㬔
  iau： 㺒
  miau： 繆
  miou： 謬繆
  mou： 繆
  mu： 繆

接著探討流攝。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流開三部分讀-üi，例
如：糾周舊囚仇 ʧüi、丘臭 ʧʰüi、有守 ʃüi、又郵揉蹂 üi，吳語處衢方言（
林貝珊 2012）也見合三例證：

 (163) 酒 ʨʰüə 江山
  溲小便 ɕüo 常山、開化
  餿瘦 ɕüɐɯ 遂昌
  帚 üe 常山
  手 ʨʰüe 玉山、廣豐、慶元
  守 üe 白 常山、廣豐、玉山、慶元

若與效攝從分不從合，流攝語音討論起點擬作*üəü。因為介音和韻核融
合，溫州流開三部分讀-øü；例（164）河源和南城的幾種韻母形式也應運
而生。如果流開三構擬成*iou，南城的 uai 很可能得經過 iou → iu → ü → ui 
→ uai 的演變路徑，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為什麼 iu 融合成 ü 後，緊接著裂
解為 ui？語音動機何在？

 (164) 河源 南城  
  muai miɛu 謀
  suai ɕiɛu 愁
  suai ɕiɛu 搜
  suai ɕiɛu 瘦
  ŋüai ȵiu/ŋiu 牛

聲符「九」在北京話的諧聲串聯進一步佐證*üəü，162 尤其「頄」三讀 
kʰuei、ʨʰiou、pʰan 為舌根塞音唇化再添力證。

 (165) kuei： 軌氿宄匭
  kʰuei： 馗頄
  ʨü： 泦㘲
  ʨiou： 九鳩勼究／九／究䬨
  ʨʰiou： 釚犰仇姓厹扏朹肍艽㭝訄訅頄鳩鼽㕤㐤／叴
  ɕü： 旭

162. 職是之故，富平、周至（孫立新 2010）「仇姓」 口語讀 kuən 並不意外，又-i/-
u、-n/-ŋ 陰陽對轉常見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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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ɕiau： 虓
  uei： 骩
  iou： 亴
  pʰan： 頄

有鑒於此，「朽」在聲母歸零後基本按照規律增生鼻音，唯廣州讀 nɐu 例
外。諧聲字「䛒」北京今讀 pian、「汅䀎」讀 mian 見證舌根音唇化的雙
線發展。

 (166) 朽 ʨʰiou/ ɕiou 北京
    ɕiəu 文/ ʨʰiəu 白 洛陽（尤曉娟 2015）
    hiou 臨桂兩江、臨桂五通（李連進 2000：167）
    hu 漢越語（同上）
    xieu 福州
    iou 橫縣橫州（李連進 2000 ：167）
    ŋou 百色那畢（同上）
    ŋɐu 南寧亭子（同上）
    nɐu 廣州
    ȵiɐu 信宜（覃遠雄2005）
    mɐu 腐朽 藤縣濛江（楊世文 2013）
    mɐu 腐朽/ iɐu 昭平（黃群 2006）
    mɔ 平樂新塘面（武寧絲 2015）

此外，北京話諧聲系列和「有」的方言材料匯聚語音討論起點*gʰüəü，全
州黃沙河尤其關鍵，gʰ 擦化讀 ɣ 佐證喻三歸匣。聲母歸零後逢 ü 增生 m、
方言韻頭形式互異，不必贅言。

 (167) kai： 絠
  ʨi： 䨖
  xuei： 烠蛕賄/ 賄詴163

  ɕü： 㤢
  ɕiou： 珛
  uei： 詴 / 鮪洧痏䵋
  iou： 有銪栯䒴䳑/ 宥有囿侑姷迶峟酭䀁䞥䆜
  ü：	 哊/ 郁喐栯㤢䳑

 (168) 有 giu 通霄客語（李存智 1994）
    gu 龍巖城關（郭啟熹 1996：113）
    ɣau 全州黃沙河（李軍 2005）
    hou 富川九都（彭新凡 2005：145）

163. 「賄」在龍川佗城（侯小英 2008）讀 kʰui、潮州讀 iu 分別反映聲、韻母的早期語
音形式。



 論漢語方言的 m 聲母增生 153

    hei 桂陽敖泉（范俊軍 1995）
    xɐu 惠州龍門左潭（嚴修鴻 2013）
    xei 桂陽洋市（鄧永紅 2004）
    ʃüi 洞口炭山（胡云晚、楊世文 2002）
    ü 新寧峒話（吳萍 2012）
    va (< ua) 辰溪（曹志耘 2007）
    mua 大南山畲語（李雲兵 1997）
    mai 過山瑤話（李星輝 2004：305）
    mi 龍州壯語、剝隘壯語（邢公畹 1983）

十一﹑	結語

本文探討漢語方言的 m 聲母增生，初步發現音變的條件是零聲母逢韻頭 
ü，音變的動機在於元音的固有鼻音性。中古各組聲母或多或少都有方言
實證；換言之，聲母一旦歸零，逢 ü 便可順理成章增生 m。同時，ü 或
留、或銷聲匿跡、或以別的面貌示人，端視個別方言如何因應唇音限制。
除了個別轄字的方言材料，諧聲系列的北京話今讀也見證 m-增生的演變
歷程。方言對比一目瞭然之外，本文進一步闡述舌根音唇化兼及塞音和
鼻音，從規律平行性看，聲母歸零後先增生 ŋ，然後根據韻頭調整發音部
位。三個理論貢獻包括：（一）明泥（娘）疑母恐怕只是語音演變的中繼
站，（二）非組和見組關係匪淺，（三）效流攝本是合三韻。礙於篇幅，
細節留待日後。與其拘泥中古分類，不如正視方言今讀，依循橫向比較的
內在邏輯，條分縷析地演繹語音的縱向發展。
吳語宣州片（蔣冰冰 2003）涇縣茂林古全濁聲母（並奉定從邪澄崇船

禪群匣）多數讀 h，164 舉例如下。狀似複聲母的形式 hv、hz 應是 h 後的高
元音165 擦化所致，和汾河流域方言（王臨惠 2003：34–35）泥(娘)母字「
女膩扭喃黏碾撓鑷」讀 nz-觸類旁通。

 (169) hu： 駝大賀和禍婆坐座
  hvu： 部步圖肚度戶除助柱住殊樹廚豎浮
  huʔ： 獨毒族熟俗贖
  ho： 爬耙茶查蛇射下
  hio： 邪
  hvo： 罷稗
  hoŋ： 洪哄
  hoʔ： 鐲
  hi： 漸鉗嫌錢賤乾件前賢全旋權懸縣羨

164. 宣州裘公、南陵奚灘等（蔣冰冰 2003）基本讀ɦ，細節從略。

165. 不能單憑今讀判斷，必須溯及早期的音韻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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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vi： 便辨辮
  hiŋ： 尋琴秦盡勤近行情靜淨形巡杏瓊窮
  hviŋ： 貧憑平病瓶群裙
  hji： 徐緒齊薺系騎期忌劑技祁隨垂遂
  hvji： 幣皮枇篦避櫃
  hɛ： 鋤潭團斷段蠶善傳船篆寒汗
  hvɛ： 盤絆
  hɛʔ： 合舌澤石奪
  hiɛʔ： 杰絕
  hvɛʔ： 白
  hvüɛʔ： 別
  he： 台待代才在亥害罪
  hve： 培倍背
  ha： 豺柴鞋蟹還~有
  hva： 排牌敗
  haʔ： 雜達鍘
  hiaʔ： 穴
  hvaʔ： 拔
  hɵ： 桃稻盜曹造豪浩號巢潮趙兆紹邵
  hiɵ： 校瞧橋轎
  hvɵ： 袍暴跑鮑炮雹
  hviɵ： 瓢
  hü： 猴厚候就袖求舅舊綢愁仇受壽
  hæ̃： 含鹹銜莧談淡壇蛋慚饞殘暫
  hiæ̃： 閑限
  hvæ̃： 辦
  hœ： 堂宕撞臟長丈床狀常上尚杭項巷
  hiœ： 牆詳象強降匠
  hvœ： 旁
  həŋ：  沉曾乘剩承程成程盾澄橙痕很恨恆陳 陣神臣存唇順純同動洞

蟲崇從松重共
  hvəŋ： 朋彭棚篷馮鳳逢縫
  həʔ： 十實直食植突術賊
  hiəʔ： 集及籍習席
  hvəʔ： 佛
  hzɿ： 池匙是瓷自遲示視慈字詞祀寺痔治柿事時市侍

此外，涇縣茂林書母字「舜」、徹母字「趁」都讀 həŋ，日母字「如然
人日」分別讀作 hvu、hɛ、həŋ 和 həʔ，云母字「雄」讀 hiŋ（蔣冰冰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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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7、133、135、149、154）。總之，中古各組都有讀 h-字例，顯見
諸多聲母不約而同朝一個方向邁進，166 呼應本文觀察。
漢語方言材料浩瀚，必須站在一個制高點才能全面鳥瞰，進而抽絲剝

繭、一窺堂奧。尤其，中古分類不能盡信，方言今讀的橫向比較或許是確
立語音演變脈絡更值得信賴的取徑。禮失求諸野，更多的方言活化石恐怕
得從相對容易保存古語的窮鄉僻壤採集並且去蕪存菁，以期為漢語語音史
研究帶來一番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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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et m-inser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finds m-insertion in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triggered by the zero onset plus ü, 
and the phonetic motivation behind lies in intrinsic vowel nasality. All Middle-Chinese initial 
groups have more or less witnessed m- insertion. Once the onset becomes zero, m emerges 
before ü. Simultaneously ü can stay, totally disappear, or show up after cosmetic surgery pursu-
ant to whether and how the labial constraint is observed. A finer-grained analysis from dialect 
comparison and labialization of velars indicates that nasal insertion yields ŋ first, homorganic 
nasal assimilation then occu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vocoid. Three theoretical im-
plications include: (a) Middle-Chinese nasal initials may well be relay points of sound changes, 
(b) Fei and Jian group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c) Xiao and Liu rime categories shall belong 
to Closed-Mouth Divison III. This paper advocates more attention be paid on synchronic 
phonologies rather than ancient rhyme books to better dig into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in general.

Keywords: nasal insertion, Xiesheng, labialization of ve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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