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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语全浊上声字的地理分布问题
＊

许彬彬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根据现有调查资料以及文献材料，古代的全浊声母大部分今读为清音。闽语区是

全浊声母今读清音的代表区域，浊音清化以后不论平仄，多数读为不送气，少数送气。因此，
判断音读层次的早晚某种程度上可以据此作出一定的区分。全浊上声归去声的规律在一些

发展较快的方言中是显著特征，部分发展较慢的方言还保留阳上调。其中，闽南方言主要通

行区域虽是遵循“浊上归去”的规律，却呈现如下类型：声母呈现系统分化、部分分化，声调呈

现系统归并，部分归并类型。送气与否与闽语层次关系密切。
关键词：闽语；全浊；上声；分布；演变

一、引言

在诸多的音类中，拿哪些条目作为比较的重点，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选择重点

音类研究，应该注意哪些原则呢？对此，丁邦新先生说过：“既要区分‘历史性和平面性’，也

要区分‘普遍性和独特性’①。而“全浊上声字”在汉语各个方言中的变化是突出而且层次分

明的。
在汉语中古声母系统的结构下，并且依据王力②、李荣、丁声树③对《广韵》声母系统的拟

测，全浊声母共有十一类：並、奉、定、从、澄、崇、船、群、邪、禅、匣。依照发音部位可以分为四

大类，其中唇音类：並、奉两母；舌音类：定、澄两母；齿音类：从、邪、崇、船、禅五母；牙喉音类：
羣、匣两母。“‘古全浊上声今变去声’，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演变规律，官话区的方言几乎全是

这样的。只有少数方言，古全浊上声今读‘阳上’调。还有一些分阴阳去的方言，古全浊上声

字往往归到‘阳去’里去了。”④这条规律也是从语音的角度区分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重要

＊

①

②

③

④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 青 年 项 目“１７世 纪 以 来 域 外 文 献 与 闽 南 方 言 研 究”（项 目 号：１４ＣＹＹ００４）、

２０１５年度“校长基金·年度项目”“清末以来域外文献与闽南方言研究”（中央高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资

金）（项目号：２０７２０１５１１７３）资助。
丁邦新．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Ｍ］／／丁 邦 新．历 史 层 次 与 方 言 研 究，上 海：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７：

１８７－１９６．
王力．汉语史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２９－１４４，２２７．
李荣，丁声树．汉语音韵讲义［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３．
李荣，丁声树．汉语音韵讲义［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４．

CORE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343509435?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闽语全浊上声字的地理分布问题 语言文字研究

２０１９年１月·第六辑 １７５　　

依据。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对闽语区域界定，我们从闽语６个次方言区选择如下代表方

言点：闽南（厦门思明、漳州龙海、泉州晋江、泉州南安、潮州、澄海、揭阳、台北、莆仙、莆田、仙
游）、闽东（福州、福鼎）、闽中（三明）、闽北（建瓯、建阳）１５个点①为主作为比较对象，从《方言

调查字表》中选择了１３１② 个全浊上声字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东方语言学网站“方言字音及

比较”数据库③、小学堂数据库④以及现有研究报告的相关资料，结合田野调查语料和国内外

文献资源进行比较分析，重点考察闽南方言全浊上声字的分布和类型问题。

二、语音演变的历时梳理

据罗常培研究《开蒙要训》⑤时研究指出，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方音声母方面全浊声母

已经开始清化。罗先生举了“帮并互注例”“非奉互注例”“端定互注例”“照澄互注例”“以澄

注知例”“精从互注例”“见群互注例”“以匣注晓例”。⑥ 据罗常培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唐五代西北方音也出现了浊上变去的现象。他认为《开蒙要训》注音者的方音里全清全浊互

注，《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里全清上去声字和全浊的上去声字。⑦ 闽南方言中上声不

分阴阳的方言点，全浊上归去，次浊上部分保留在上声，部分归去，正好印证了这个规律。
宋代浊音清化的更为明确并且普遍，全浊上变去声亦是该时期普遍的语音现象。据周

祖谟的研究，北宋声母的特点是：全浊声母全部消失，变成了清音。群母、並母、定目、从母、
床母、澄母按平仄分为两组，仄声配全清，平声配次清。说明浊声已经清化。而摩擦音的禅、
邪、匣、奉诸浊声母也与相应的清母审、心、晓、非相配，也完全清化了⑧。王力⑨、李无未瑏瑠、竺
家宁瑏瑡也认为南宋音系全浊声母基本清化了。大部分闽南方言中，还保留一些浊声母的现

象，并未完全同于北方方言清化的格局，语音演变规律的参差也反映了闽南方言语音层次的

复杂性。
声调方面，蒋冀骋、吴福祥在《近代汉语纲要》认为：全浊上变去声，始于中晚唐，五代后

蔚为大观，成为一种较普遍的语言现象。但真正被文人所认可，反映在音注等著作中，则是

宋代的事。瑏瑢 而到了元代，出现了代表元代语音面貌的《中原音韵》，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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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论证包括周边方言的用例，因此１５个点只是作为代表，但不局限于１５个点。
实际能够调查统计的有效字共１１９个字（部分剔除的字是非常用字）。

２０１５年写作此文时东方语 言 学 网 站 数 据 尚 可 用，后 来 数 据 迁 移 至 复 旦 大 学 中 华 文 明 数 据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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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中原音韵》一向被认为是研究元代音韵的主要参考资料。李无未认为《中原音韵》声

母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浊音清化”，他认为，除了次浊声母外，所有的全浊声母都变成了清

音。浊音清化的规律按声调的平仄不同，分为两条：（１）全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字，平声变为

发音部位相同的送气清音（次清），仄声变为发音部位相同的不送气清音（全清）。（２）浊擦音

声母字不论平仄，一律变成发音部位相同的清音。声调方面，他认为中古的上声字在《中原

音韵》里分化为上声、去声两类，上声的分化也是以清浊为条件的，全浊上声字全部变为去

声。① 但是蒋冀骋、吴福祥认为《蒙古字韵》中浊上不变去。
到了明清时期，就官话而言，声母总数大大地简化了。此时研究材料及文献材料较为丰

富，如本土的韵书、字典、词典等，西方传教士所编写的教科书、辞书等；对音材料，如汉朝对

音材料、琉汉对音材料，日本学者所编写的教科书、辞书等。并且清末的传教士已经对汉语

方言开始分区，官话内部系统复杂，南北分立显著。
目前学者关于闽南方言音类的研究大多囿于《切韵》的藩篱，尤其在解释中古全浊声母

在今闽方言中读清塞音、清塞擦音中小部分送气，大部分不送气现象主要依据《切韵》音系的

清音不送气、清音送气和浊音三套塞音、塞擦音声母来解释，但是这样往往找不到真正的层

次来源。
罗杰瑞②则抛弃了《切韵》的格局，认为闽语并非直接从《切韵》传下来的，送气和不送气

浊音的对立特别重要，指出这是闽语区域共有的，有别于其他方言的特征。因此他在构拟原

始闽语（Ｐｒｏｔｏ－Ｍｉｎ）时，归结出六套塞音、塞擦音，主要的差别在于多出一套弱化清声母和送

气浊声母。
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来看，闽语全浊上声字，声母方面大部分清化，声

调如有阳去调的保留在阳去调居多。我们认为“全浊上归去”的研究不仅仅在单字音读层面

的考察，还需要从词汇层面，尤其是新旧文读层考察闽语复杂分化的层次问题上进行考察，
这与杜文的论证不谋而合。杜佳伦认为：“依据古全浊声类的音读表现，闽语的声母系统在

历史分层上至少需要分为四项层次：唐宋文读层、江东层、北方层以及非汉语干扰层。其中

北方层有部分声类带有明显的上古特色，例如古匣母读同群母，则其历史时间可以上推至西

晋以前，不完全等同于韵读系统的晋代北方层；此外，古闽越语的母语使用者在学习古汉语

时，依其音韵习性进行一系列的音韵调整改读，遂形成具有系统特色的非汉语干扰层。”③

闽语各个次方言中音读层次复杂，在全浊上声字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类型方面也显

示出古音层次和语言接触层次的叠置现象。大多数学者认为闽语的全浊声母大部分不送

气，部分送气是看似无规律现象，或者不规则音变现象，并未深入讨论，在闽语区域更是突出

表现。闽南方言作为闽语的次方言，内部相对一致，在重要的音类方面也显示了一致性。闽

南方言主要分布区域跨了海峡两岸（主要是台湾地区），以及境内三个省份（福建、广东、海

南），具体音值和音类的差异主要是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其中，闽南方言不少重要的语音

特征也显示了规律性演变，大体而言，有些是语音内部演变有些则是内源层次的变化导致。

①

②

③

李无未．汉语音韵学通论［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７５－９３．
罗杰瑞．闽语声调的演变［Ｊ］．张惠英，译．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５（４）：１０７－１１６．
杜佳伦．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Ｍ］．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４：４３７－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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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点全浊上声字音读分布

（一）１５个点全浊上声字声母音读对照

表１　１５个点声元音读表

从上表各个定点来看，全浊上声字除了建阳谭城的点保留浊音的现象，匣母字部分代表

字实际音读［１］之外，全部清化。“浊音清化（ｄｅｖｏｉｃｉｎｇ）”一向被看作语音演变过程中一条规

律性的通则，这在大部分方言中以及印欧语系语言中都可以印证。

上表所示並、定、邪、澄、崇、禅、群母的上声字，声母清化之后送气实际还比较普遍，并非

个别现象。但是，单纯从表中的实际音值来看并未体现明确的规律性，送气现象并非整齐划

一，而是呈零星分布状态。即使是覆盖面比较广的送气现象，在各点的代表字中也 只 占 少

数。这也证明了闽南方言内部语源与层次的复杂性。

另外，我们对传教士所编的厦门方言词 典 系 列 所 进 行 的 拟 音①：１８７３年《厦 英 大 词 典》
（杜嘉德）、１８７４年《中西字典》（马 偕）、１８８３年《英 厦 词 典》（麦 加 湖）、１８９４年《厦 门 音 的 词

典》（打马字）以及日本学者小川尚义主持编写的一系列“日台辞典”和“日台会话”系列的，关
于厦门话、漳州话、台湾话文献的全浊上声字，基本与前文观点一致，９０％以上的全浊上声字

① 具体论文见系列论文，这里不再赘述。



厦大中文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７８　　 ２０１９年１月·第六辑

归入了去声，除了零声母之外，声母全部清化。

（二）１５个点全浊上声字声调音读对照

表２　１５个点声调对照表

　　调

　　值

调

类

厦门

思明

漳州

龙海

泉州

南安

泉州

晋江

潮州

府城
揭阳 澄海 台北

莆田

埭头

仙游

城关
福州 福鼎

三明

三元
建瓯

建阳

谭城

阴平（１）４４　 ４４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４４　 ５３３　 ５４　 ４４　 ４４　 ５５３　 ５４　 ５３

阳平（２）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５５　 ５５　 ５５　 ２４　 ２４　 ２４　 ５２　 ２１２　 ４１ －
３３４／

４１

阴上（３）５３　 ５３　 ５５　 ５５　 ５３　 ５３　 ５１　 ５３　 ４５３　 ３２　 ３１　 ５５　 ２１　 ２１　 ２１

阳上（４）－ － ２２ － ３５　 ３５　 ３５ － － － － ３５３ － －

阴去（５）２１　 ２１　 ３１　 ４１　 ２１３　 ２１３　 ２１４　 ２１　 ４２　 ５２　 ２１３　 ４２　 ３３　 ２２　 ３３２

阳去（６）２２　 ２２　 ３１ － １１　 １１　 １１　 ２２　 １１　 ２１　 ２４２　 ３３ － ４４　 ４３

阴入（７）５　 ４　 ５　 ５　 ２１　 １　 １　 ４　 ２１　 ２　 ２３　 ２／４２　２１３　 ２４　 ２１４

阳入（８）３２　 ３２　 ３　 ３４　 ４　 ４　 ５　 ２／４　 ４／３５　４　 ４
２４／

２４
－ ４２　 ４

“浊上归去”也是唐代中期以后从北方开始发生的一项重要音变，这项音变同时期的南

方并未发生，这也体现在闽语那些保留阳上调的次方言中。据史存直①的研究，文献上可见

的浊上归去最早见于盛唐及中唐诗人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等人

的诗歌押韵，何大安②综合各家看法认为最迟在《切韵》成书一百多年后，这项演变就已经发

生了，同时指出，所见文献材料及所涉人物的活动范围均在北方，同时期的南方并未发生变

化。反映在闽语区域内，保守型的方言区域保留阳上调，所以全浊上并未归去声，开放性的

方言区域受到北方方言（或言通语）之强势影响，先行归入去声，这充分说明了闽语音类方面

的发展也呈不平衡特点，演变的步调并非一致。

三、闽语全浊上声字的分布类型

（一）声母系统分化型

声母系统分化型主要针对其一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今天全部清化，部分送气、

①

②

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１５－３５．
何大安．“浊上归去”与现代方言［Ｍ］／／何大安．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台北：文盛彩印事业有限公

司，２００９：５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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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送气的现象；其二古全浊声母今读擦音、边擦音、喉音全部为清音。

在考察的１５个方言点中，大部分点的並、奉、定、澄、从、崇、船、群等中古浊塞音或浊塞

擦音已经完全清化，比如，厦门（思明点）、漳州（龙海点）、泉州（南安、晋江）、潮州、澄海、台北

等，分别读为同发音部位的清音声母。

如果清音声母塞音塞擦音的，就有送气和不送气之分。总的来看，这些中古全浊声母在

闽南方言里读不送气的比送气的多，浊音清化后送气与不送气也反映语音发展的历史层次。

闽南方言主要分布区域以送气居多，不送气只有小部分，例如：並母字的“部、簿、被、抱、伴、

拌、並”在厦门思明、泉州南安点，都有送气的读法，其中“部、被、抱、伴、拌、並”声母有两读，

一读送气，一读不送气，但是送气与否并不直接与时间层次相关，而与文白层次关 系 密 切。

例如：“部”字在厦门、南安、泉州鲤城、台湾闽语中，文读为不送气、白读送气，白读组词“一部

［ｐｈ６］册”指的是一套书，“被、抱、伴、拌、並”字表文读也是不送气、白读送气；文读的词大多

是比较晚近的，白读的词汇都是比较早期的固有词。“簿”却只有送气音的读法，见于厦门思

明、漳州龙海、南安、晋江、潮州、台北、揭阳、澄海以及莆田和仙游，福州、建瓯、三明、福鼎读

为不送气清音［ｐ］。定母字的“待、挺”却与並母字相反，文读送气，白读不送气。

有的学者比较其他方言的音变规律，认为这是一种不规则音变现象，部分学者认为这是

受到北方官话层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闽南方言中全浊声母今读送气的塞音、塞擦音是早

期的语言层，①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客赣方言的影响。②

莆田、仙游方言中全浊声母的从母、邪母、禅母读为擦音［］，部分读为塞 音、塞 擦 音 大

部分也为不送气音，但是已经全部清化。

（二）声母部分分化型

声母部分分化型主要针对古浊塞音、塞擦音部分清化，部分保留浊音声母的情况，部分

今读擦音也存在浊擦音的现象，部分今读喉音也保留浊音的情况。

闽北建阳、崇安、石陂保留部分浊声母现象，这可能与闽北地区与吴方言地理位置临近

之关系密切。其中石陂点保留得比较完整，建阳和崇安的浊声母实际音读为进一步弱化的

浊音。石陂保留ｂ、ｄ、ɡ、、五个浊塞音、塞擦音、擦音，最为完整，建阳保留β、ｌ、，崇安保

留β、ｌ、ｊ，其中β是ｂ的弱化形式，ｌ是合并了从（）、定（ｄ），澄（）而成的，见于匣母字。

（三）声调系统归并型

声调系统归并指的是全浊上声字归入去声调，分阴阳去的归入阳去的类型。

王莉宁③指出全浊声母与次浊的分调类型，其中全浊声母在闽语区域主要发生了这样

的系统归并，若某一个字有文白异读，则文读归上声，白读归阳上或阳去。这可以说是由闽

①

②

③

李如龙．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Ｊ］．语言研究，１９８５（１）：１３９－１４９．庄初升．中古全浊声母闽

方言今读研究述评［Ｊ］．语文研究，２００４（３）：５６－６０．
龙安隆．也谈闽语全浊声母的送气现 象［Ｊ］．福 建 师 范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７（５）：１３１－

１３５．
王莉宁．汉语方言上声的全浊次浊分掉现象［Ｍ］／／曹志耘．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１３：１２９－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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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内部很强的一致性决定的，如：

　　福州：
全浊上（阳上［２４２］＝阳去）：动［ｔｕ２４］　棒［ｐＡｕ２４］　厚［ｋＡｕ２４２］　坐［ｓｙ２４２／

ｔｓ４２］　件［ｙ２４２］
厦门：
全浊上（阳上＝阳去）：动［ｔ２２／ｔａ２２］　棒［ｐａ２２］　厚［ｋａｕ２２／ｈ２２］　坐［?ｅ２２／

?ｏ２２］　件［ｋｉ２２］

上述厦门话的例子，大部分全浊上声字，不论文读或者白读，浊 音 清 化 后，浊 上 皆 已 归

去。因此，闽南—厦漳型这一类型的全浊上声白读层９０％以上的字并入阳去，只有个别文

读层归入阴去。有时也出现保留在上声调的情况，这种情况极少数，而且这些字音基本是受

近代官话音影响的结果，如“很［ｈｕｎ５３］”和“晃［ｈｕ５３］”字仅仅是保留在文读层，这些词也

不是闽南方言固有词。

（四）声调部分归并型

声调部分归并型指的是全浊上声字部分归去声，部分保留在阳上调类的类型，这取决于

该方言调类是否保留阳上调类的格局。
闽语的几个主要次方言中全浊上声的归并并不是完全一致，有上面的系统归并型的，也

有部分归并型的。如闽南方言的南安话、潮州、揭阳、澄海还保留阳上调，因此并非所有的全

浊上声字都归去声。这种类型也属于部分归并型。
闽北建瓯方言全浊上声字５０％～６５％归入去声，仍有２５％～４０％左右归阳入。李如龙

先生分析建瓯话全浊上归阳去后因为模仿普通话的调值而转移到阳入降调。根据调查资

料，我们发现，建瓯话中的异读字既有文读阳入白读阳去，也有文读阳去白读阳入。就闽语

而言，白读代表的历史层次要早于文读。具体统计如下，建瓯方言全浊上声字共１２８例，有

７３字归阳去，３６字归阳入，其余１９字分别归入平声、上声、阴去、阴入。其中异读字的归并

情况不一，文白异读的情况，例如“下”字，文读阳去、白读阳入，“柱”文读阳入、白读阳去；别

义异读的情况，如“范”，阳去调表示“模范”，写成“范”作为姓氏的，读为阳入调。其他异读的

情况，如入“妓”有平声、阳去两读。
潮州、澄海由于声调保留了阳上调，因此该类型的方言多数为全浊上声字还是阳上调，

只有个别归入阳去调，个别分化为阳平调。杜佳伦①对澄海作了专门的列点论证。
晋江方言也比较特殊，阳上、阴平的调值接近，全浊上归入了阴平，部分保留在上声调。
何大安②认为闽语表面可以分为清楚的两类，一类是厦门、潮州、万宁、莆田、顺昌双溪、

福州；一类是建瓯、邵武、永安。前者次浊上一部分入阴上，另外一部分入阳上，或更入阳去。
后者次浊上声字都入阴上，不与浊上字同进退。

①

②

杜佳伦．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Ｍ］．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４：３４９－３７３．
何大安．“浊上归去”与现代方言［Ｍ］／／何大安．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台北：文盛彩印事业有限公

司，２００９：５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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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闽语全浊上声字的归并与分化理论探讨

（一）标记理论的影响

标记性（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指 的 是 语 言 学 的 一 条 分 析 原 则，包 括 有 标 记（ｍａｒｋｅｄ）和 无 标 记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及中性的值。即区别语言特征是否存在的原则。
所谓“标记性”（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就是不自然（ｕｎｎａｔｕｒａｌ）、不容易发音，在音位对立 中 需 要

标注的音韵特征，反之，则为无标记性（ｕｎ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语音的标记性可以从世 界 语 言 的

采用率得到印证，Ｍａｄｄｉｅｓｏｎ① 根据ＵＰＳＩＤ② 的统计，提出清擦音［ｓ］／［］比较常用，而浊擦

音［ｚ］／［］却不常用。同样的道理，浊塞音、塞擦音、擦音以及送气的现象相对而言是具备标

记性（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而清音相对是无标记性（ｕｎ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语音从有标记性发展到无标

记性也是音变发生的动机之一，认同这个解释的话，与高本汉（１９２６）、罗常培（１９９１）、董同龢

（１９６８）、陈新雄（１９８４）、李如龙（１９８５）、庄初升（２００４）③认为上古全浊声母是送气的，闽语也

在这一特征方面体现音变的连续性，就浊塞音、塞擦音演变模式可能出现两条路子：

　　送气浊塞音、塞擦音＞送气清塞音、塞擦音＞不送气清塞音、塞擦音

送气浊塞音、塞擦音＞不送气浊塞音、塞擦音＞不送气清塞音、塞擦音

当然持古浊音送气说的观点也受到不少质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路子正好可以

解释闽南方言内部上述几种归并和分化的音变问题。
闽南方言全浊声元音读送气清音实际上是唐代送气浊音的遗留，④这与马伯乐⑤构拟的

“唐代长安音”不送气浊音现象有相悖之处，此外，马伯乐当时的构拟受到了高本汉的质疑。
浊音清化过程中，送气不送气现象在《开蒙要训》和《大乘中宗见解》两部文献中就呈现

出不同的表现，因此闽语中浊音清化出现两种不均衡情况便可溯源。
古代声调调值和调类的分立主要依据声母的清浊而定，大部分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中声

调的对立都是跟声母的清浊相关，据Ｊ．Ｊ．Ｏｈａｌａ的归纳高调往往产生于清辅音，低调往往产

生于浊辅音。⑥ 例如厦门话的全浊上声字归入去声后，读为低平调，调值为２２。浊音清化之

后，声调也往往出现变化，或者归并，或者分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ｄｄｉｅｓｏｎ　Ｉａ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ｎｄ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１５６－１７３．
ＵＰＳＩＤ是 Ｍａｄｄｉｅｓｏｎ（１９８４）在 其 论 著 中 应 用 数 据 库 的 缩 写，全 称 是ｔｈｅ　ＵＣＬ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王力、周法高、李方桂、陆志韦、李荣、竺家宁等对高本汉等拟定 送 气 浊 音 持 批 判 态 度，认 为 这 在 辨

义方面是无关重要的。
李如龙．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Ｊ］．语言研究，１９８５（１）：１３９—１４９．
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Ｍ］．聂鸿音，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２７－４７．
Ｊ．Ｊ．Ｏｈａｌａ．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Ｍ］／／Ｃ．Ｊｏｎｅｓ（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９３：２３７－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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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次分析

闽语是层次叠置的汉语方言系统。具体表现在语音演变方面，并非朝着整齐、划一的规

律性演变，在语音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呈现不规则音变的现象。语音的异读系统诸如文白异

读、别义异读、多源异读的层次叠置，导致音变错层，形成今天的语音格局。
杜佳伦①以古汉语全浊声类为历史层次分析的参照系统，观察比较这类古全浊声母在

闽南、闽东、闽北等闽语三大次方言之间的音读对应关系，从中联系相应的音韵特点，进而辨

析出相异的四项层次系统：一是文读层，二是浊音白读层，三是不送气的清音白读层，四是送

气的清音白读层。
比如在厦门话、漳州话、泉州中，古奉母上声字白读层读［ｐ］是《切韵》前的语音现象，可

以追溯到上古汉语时代的现象，与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的论断相合。中古澄母字读［ｔ］或

［ｔ　ｈ］，此 读 音 反 映 的 是《切 韵》早 期 的 语 音 特 点。如“柱”字 文 读 音 为［?ｕ６］白 读 音 为

［ｔ　ｈｉａｕ２２］，其中［ｔ　ｈ］可能早于切韵。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韵母［ｉａｕ］可能是上古某方言语

音的残迹，其二是送气音［ｔ　ｈ］的层次一般早于不送气音［ｔ］的层次。中古匣母读［ｋ］／［ｋｈ］自

然也是《切韵》之前上古音的保留，但读零声母则较难定性。中古邪母、禅母，白读塞音、塞擦

音［?］／［?ｈ］，但是文读层基本为擦音［ｓ］。可能这类声母在早期以塞擦音为主，后来却受某

一方言的影响而演变为塞擦音。因此，从源头上来看，这些读塞擦音声母的字来源上并不一

定是《切韵》音而是上古汉语的某一方言。

五、结　论

我们考察 了 闽 语 的 次 方 言 在 闽 东、闽 北、闽 中、闽 南 的１５个 点，得 出 的 结 论 与 杜 佳 伦

（２０１４）观点相近，但略有修正，重点讨论的是全浊上声字的区域类型及演变规律。语音演变

线索是我们分层的重要依据，中古全浊上声字在闽语的分布情况以及具体的音读特征反映

了如下四个层次的特点：其一，文读层的全浊上声字在闽北仍然保留浊音，这可能与闽北地

处吴方言和闽方言交界地带有一定的关系，莆仙方言从、邪、禅母的擦音声类已经先行清化，
莆仙方言的文读层比闽南方言的文读层要晚一些；其二，北方层的全浊声母在闽北也保留了

浊音，其中并、奉不分，匣母二分情况反映了自秦汉到魏晋的北方汉语声母特点。其中闽南、
闽东的北方晚近的层次均已清化为不送气清音；其三，唐宋文读层的全浊声母在闽语各地一

律读为不送气清音；其四，上古送气浊音层已然清化，但保留送气的有标特征，体现在各闽语

点实际音读为送气清音，体现在一些常用词的音读上。这些也表现了闽语历史层次的复杂

与多样性。早期的闽南方言全浊声母应该都是送气的，由送气变为不送气、浊音变清音是音

变过程中有标向无标化的趋势。闽语全浊上声字的演变类型呈现系统分化、部分分化、系统

归并、部分归并类型，这些现象与其语音层次直接相关。

① 杜佳伦．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Ｍ］．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４：３４９－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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