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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运用历史音韵学和拉波夫的语音演变理论对温州各个地区方言的
声韵进行了全面的比较。与以往的温州方言研究相比，本文首先系统分析现阶段
温州各地方言的语音，并努力与历史音韵学结合，以揭示各地在温州方言演变中
所处的阶段。其次还尝试将温州方言中的音变与语音演变理论相结合考察，以期
验证和补充语音演变的普遍性的规律。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温州方言的地域分布以及发展历史，前人
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写作体例。第二章主要对温州地区的声母进行比
较。根据温州方言中f和h相混现象，得出汉语方言中合口一二等字中f和h相
混主要可能跟后面的元音只有一套合口介音u有关系，而f、h不混的地区合口
介音则其实有两套u，一套圆唇，一套不圆唇，而且这两套是互补的。第二章还

通过各地的比较，得到了前高元音影响腭化的规律，即(1)韵母y比以y为介
音的韵母更容易引起声母腭化。(2)以y为介音的韵母比以i为介音的韵母更容
易引起声母腭化。 (3)以i为介音的韵母比韵母i更容易引起声母腭化。此外，
第二章还就温州各地的腭化程度做了比较。第三章系统比较了整个温州方言的韵
母，理清了现阶段不同地区的音在温州方言整体语音演变中所处的位置，并且通
过归纳，总体上印证了拉伯夫的元音链移三条原则即长元音高化、短元音低化、
后元音前化。第四章主要讨论温州地区一二等字合口介音脱落的问题。通过比较
分析，得出声母抗脱落的能力，即唇音>喉音>舌根音>舌尖音。接着分析了背
后潜在的原因，也是和温州地区合口介音不圆唇的性质有关。舌根音和喉音距离
嘴唇较远，所以中间有较大的空间来保证完成发音，特别是喉音，位置离唇部很
远。所以相对来喉音和舌根音说比较容易保存u介音；而唇音则天然具有合口性
质，所以发u也没有问题。但是舌尖前的音则会出现问题，因为本身舌尖已经发

音部位已经够靠前了，而这时候u还是非圆唇的有摩擦性质。这会造成发音的空
间极度狭小，不仅发音吃力，而且很难发出完整的音。所以舌尖音最容易脱落u
介音。而现在温州话见组字的脱落则可能属于类推行为。最后考察合口字脱落的
地区地理分布，得出音变通常是由市区发动的，并向四郊扩散。

关键词：温州方言；语音演变；腭化；介音脱落



Abs仃act

This mesis is a cOmDarative researCh of Wenzhou Dialect in the蜀限me

of 11istorical phonolo霉Ⅳand 廿1e theory of lin擘mistic v撕ation and

challge．Compared witll previouS studies iIl t11is field，thisⅡlesis analyzes

the order of tlle sound evolution，men tries to coⅡ1bine the change讧l

Wenzhou Dialect with the meory of lill嘶stic vanation and change to

coIl】；inll the mle of sound change．

This mesis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Chapter 1 ill仃o(Iuces tlle aI．ea and

the histOry of Wenzhou Dialect，its pre．vious studies，the pul∞ose and

stllJctIlre of this thesis．Chapter 2 desc订bes all killds of consonants iIl

Wenzhou Dialect，and tllen analVzes tlle f．act t11at people oRen confIuse五

with，when theV combined wim口or me compoundmg vowels whose

medial sound is z，in Wenzhou and the reason mat theIIe is oIllv one kind

of口which is not I．ounded i11 Wen之hou dialect．and theI-e are觚o kinds of

口in manda血wheI．e no one should con6Jse厂wim五when tllev conlbiIled

witll口or the compounding vowels beginning with z，：one is rounded and

the omer is llIu?oullded，but meV are complementaW．Then this mesis

discusses me phenomenon of Dalatalization in Wen之hou Dialect and

presents three principles：(1、)y is more likely to mal(e me consonants

palatalize than tlle compounding vowel Whose medial souIld is苁(2)me
compounding vowel whose medial soulld is yis more l墩ely tO mal∞the

consonants palatalize than me comDounding vowel whose medial souIld

is，：(3)t11e compoundiIlg vowel whose medial sound is，is more likely to

mdke the consonaIlts palatalize nlan Z Cha：pter 3 analyzes the system of

vowels Of 11ine places in Wen之hou a】：1d confims tlle tllree p血ciples of

vowel shi佑ng presented by William Labov． Chapter 4 especially

analyzes me disappearance of me medial sound强and a11alyzes what l(ind

of consonant is more likelV to conserve the medial sound口'which can be

fomalized as：labial>laryngeal>radical>apical．The labial is rounded

itsele so it is most likelv to conserve me medial sound配The space

be押een tlle lalⅣngeal and u is big enougll to articulate a whole sound．

But there is almost 110 space be觚een apical锄d口，so the medial sound口

is most likely to disappear．This phenomenon is also linked wim tlle

a蛐ute of口．This mOvenlent is launched f}om urban area to subufb．

K‘≥"，ord：Wenzhou Dialect； soulld change； palatalization；

me dis印pearallce of medial so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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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温州方言的地理范围及其发展历史

本文所说的温州方言采用潘悟云先生(1995a)的定义，即包括温州，永嘉，
瑞安，乐清的清江以南，平阳和苍南的非闽语区，泰顺的横坑、翁山、南浦、黄
坑、碑牌以北，文成的南田除外地区，青田的温溪、万山一部分，洞头的大门、
鹿西、三盘及元觉、倪屿的部分地区。

温州方言历史很悠久，也很独特。这和温州的历史有关。温州在秦汉以前属
百越的一支，主体居民为百越人。所以温州话至今还有很多古越语的底层遗留。
比如，词头“阿”其实就是古越语中的词头“于”的遗留。但古越语与温州方言两者
之间没有直接继承关系，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古越语是一种侗台语，而温州方
言则是吴语的一支，是汉人对吴越地区开发后才逐渐形成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应
该如郑张尚芳先生(1998：253)所说，是“同一境域内胜利语言对失败语言的接
替关系。”

温州方言很早就显出了它的独特性。扬雄的《方言》说：“东齐谓之剑，或

谓之弩。弩犹怒也。陈郑之间日敦，莉吴扬瓯之郊日濯。”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
瓯语已经与其他很多地方的方言很不一样了。在六朝的“吴声歌曲”中，有一个突
出的特点：第一人称用“侬”而很少用“我”。“侬”字现在仍然保存在温州方言里，
潘悟云先生(1995a)对温州话里的“侬”字曾作过详细的论证。

吴安其先生(2005)认为现在温州话的格局是北宋时定下来的，那时吴语区
为两浙路所辖，常、苏、湖、杭、秀、越、明诸州相连，就是现在吴方言太湖次
方言片；金华、义乌一带宋代为婺州，就是现在吴方言婺州次方言片；处衢两州
为处衢次方言片；宁海、临海是宋时的台州，就是现在吴方言台州次方言片；当
时的温州辖有现在的永嘉、乐清、温州、文成和平阳，恰好就是吴方言瓯江次方
言片。元明清三代温州的行政区域基本没变。这奠定了现在温州方言的总体格局。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综述

英国的派克(Edward Ha印er Parker)(1884)写出了The Wenchow Dialect(温
州方言)，发表在香港的China Review(《中国评论》)上。

英国的孟国美(P．H．S．Montgome珂)(1893)写出In仃oductionto me WeIlchow

Dialect(温州方言入门)，这是第一本系统介绍温州方言的书，这本书的音系分
析也比较科学。书中不仅有简单的同音字汇，而且还有丰富的词汇和例句。

高本汉(1915一1926)《中国音韵学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就有温州方

言的记录，不过基本上是采用派克和孟国美的描写，高本汉对孟国美的描写评介
很高。

赵元任先生(1928)的《现代吴语的研究》里有温州话的调查，这是中国学
者第一次科学的对温州话进行调查，并证明温州话是吴语，这在方言史上影响巨
大。

袁家骅先生等《汉语方言概要》(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
语方言字汇》(1962)、《汉语方言词汇》(19“)都有温州方言的描写，不过个别
地方记音不准确。

郑张尚芳先生(1964a)详细描写了城区、永强两个地方的音位系统。并于
同年另一篇文章中(1964b)较早地对温州地区的连读变调进行了研究，范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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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连调到六字连调，描写极为详细。
颜逸明先生(1978)发表了《平阳瓯语音系》，从比较的角度对平阳方言进

行了详尽的描写。陈承融先生(1979)则从音系的角度对平阳方言进行了深入的
描写，陈承融先生的文章实际上写于1957年。颜逸明先生的文章侧重于同北京
话和上海话的比较得出平阳话的特异之处；而陈承融先生的文章则从声韵调配合
关系，两字组连读变调，同音字汇，轻声字，儿化，常用词、词组、语法例句这
几个方面进行描写。

杨乾明先生(1979)对《汉语方言词汇》温州部分的很多描写提出修正意见。
郑张尚芳先生(1979)对温州话中的儿尾词作用和构造进行了讨论，得出儿

尾词有构词、小称、修辞三种作用，儿尾词的构造有单纯式、复合式、重叠式、
附缀式以及其他扩展变化。

傅佐之、黄敬旺两位先生(1980)探讨了温州郊区和永嘉瓯江沿岸地区声母
t、th、d在齐撮音前面腭化为如、 坼h、由的现象。

颜逸明先生(1981)介绍了平阳和泰顺的方言情况，把两个县的方言分为吴
语、闽南话、闽北话三类，并指出了吴语区的南部界线。

郑张尚芳先生(1983)对温州各地的歌韵字做了详细的描写，区分了不同地
区语音所处的历史层次以及不同的演化方式。

周振鹤、游汝杰两位先生(1986：153．163)从历史、移民和地名角度，揭
示了现在一部分温州地名和其他一些南方地名与古越语的联系。书中还专门论述
了温州方言动物名词的词头与壮侗语言对应的现象，这也是现代温州方言保留了
较多古越语的证据。

郑张尚芳先生(1989)探讨了温州话中流摄一三等交替的特点，并以此作为
出发点论证了上古本来没有i介音，i介音是一种后起现象。

钱乃荣先生(1992)综合论述了当代吴语的特征，排列了吴语33个地点的
单字读音，温州市区是其中的一个点。

游汝杰先生(1992：168．176)对温州方言中的一些常用词与闽语、壮语、
傣语高度相似做了探讨，并认为这些是古壮侗语的底层词。

颜逸明先生(1994)论述了吴语的边界和分区以及南北吴语的异同，书中有
平阳瓯语的同音字汇。

潘悟云先生(1995a)通过深入比较温、处方言与闽语，举出了大量的语音
特征上的相似性，讨论了南部吴语跟闽语之间的历史联系。

潘悟云先生(1995b)通过讨论吴语中的“囡”以及“女”字在南部吴语中的佳
韵读法，强调了历史层次分析法的重要性。文章对温州地区的“女”的读音做了系
统的梳理。

蔡嵘先生(1999)记录了乐清乐成的方言。不过个别地方记音不够准确。比

如把“猫”的韵母记成【o】，其实应该是[o】。
潘悟云先生(2000)《汉语历史音韵学》的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构拟是本文对

温州方言进行历史比较的一块基石，因为温州方言本身就保留了较多的上古音和
中古音成分，通过这本书能辨清温州方言中的不同历史层次。

颜逸明先生(2000)的《浙南瓯语》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该书对整个浙南
瓯语做了一个概述，涉及语音、词汇、语法、谚语诸多方面，相比较而言更侧重
语音；但各地详略不一，瑞安、苍南、平阳、永嘉比较详细，而温州鹿城、乐清
则相对简单。乐清的材料个别地方不够准确，如第五页“瓯语南北异同对照表”
中颜逸明先生把乐清县城话(即乐成话)中的“三”、“丹”、“凡”等字记为。sa、c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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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a，与柳市话一样，这是不准确的。这些字的韵母乐清县城都是￡，而柳市都是
a，这恰恰是乐成话和柳市话的一个重要区别。颜逸明先生还在这本书里专门列
了一章“温州方言字音对照”，这对研究温州方言的语音演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不过颜逸明先生并没有展开来进行比较，而且比较的字偏少，有些发音人本身发

音也不够纯正，所以到最后仅仅停留在举例的层面上，并没有得出语音演变的规
律。

曹志耘先生(2002)对南部吴语的语音做了比较，其中包括温州地区的两个
点：温州市区和文成。由于曹志耘先生只是选取了1000个字进行调查，所以他
掌握的温州地区的材料并不全面，而且他也没有专门论述温州方言内部的语音演
变。

潘悟云先生(2004a)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根据南方方言的语言特征，论述
了汉语南方方言形成的主体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
了以土著语言为底层的混合语。文章还举了温州话中大量的古代百越语底层词，
青田、永嘉的缩气音，以及语序特征遗留三个方面论证了温州方言与古代百越语
的内在联系。

潘悟云先生(2004b)又从从考古上、南方常用名词“铜鼓”、人称代词“侬”、
和数词的省略形式论述了南方方言(包括温州话)与古代百越语的联系。

朱晓农先生(2004)讨论了汉语各方言中高元音高顶出位的六种情况：擦化、
舌尖化、边擦化、鼻擦化、央化、裂化。并指出了前四种的顺序：擦化<舌尖化
<边擦化<鼻擦化。在鼻音化中特意提到了温州话中的例子。

波兰的帕维尔·玛突来维切(2005a)对温州各地方言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
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帕维尔·玛突来维切对上古音和中古音了解不多，
所以不能从历史的角度很好地解释温州各地方言的演变状况，有时甚至把许多古
音的遗留看成是后起的变化。比如温州乐清麻韵二等的m其实是二等介音r的

演化后的遗留，而帕维尔谷Ⅱ把III看作是开口[o】韵、合口【uo】韵中的主要元音高化
变来的(2005：15)。这就是不明古音所致，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其次，帕维
尔只做韵母部分，而没有作声母的比较研究，其实温州话中的声母还是很值得研
究的。第三，帕维尔调查的字只有1200字，是方言调查字表的三分之_还不到，

这肯定会遗漏很多重要的语音现象。所以帕维尔的工作改进余地还是很大的。
波兰的帕维尔·玛突来维切(2005b)对温州洞头大门岛方言进行了调查，并

比较了大门岛东边、西浪、小荆三个地方的语音差异。不过描写比较简略。
秋谷裕幸先生(2005)对温州泰顺的新山方言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并概括出

其音韵特点，然后与吴语瓯江片、处衢片进行比较。最后认为尽管新山方言与瓯
江片、处衢片分别具有相似之处，但由于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所以秋谷裕幸
把新山方言处理为独立的片。

吴安其先生(2005)讨论了温州话韵母和它的文白异读，材料主要是以城区
新派话为主的，以乐清话和瑞安话为辅，温州其他地区的方言则没有涉及。所以
从共时的角度看，吴安其先生并没有对温州方言的韵母展开系统而全面的比较。

另外，吴安其先生把虹桥话作为乐清话的代表似乎欠妥。虹桥话在乐清话中恰恰
是很特殊的，无论是从声韵还是从语调来看。

吴安其先生(2006)对温州话的声母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做了梳理，并指
出从中古的温州方言到现代温州话后元音经历了两次推链式的演变。不过文章结
合温州各地方言的数量有限。所以吴安其先生的工作还是有改进余地的。

曹志耘先生(2006)对浙江境内的汉语方言做了概述，其中包括温州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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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介绍了使用人口和分布区域。

刘镇发先生(2006)对近百年的温州话的演变做了粗略的分析，认为温州方
言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元音链移，这对研究温州方言的演变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第三节选题的目的、意义、材料和体例

我这次所选课题的题目是《温州方言内部的音韵比较》。
自二十世纪以来，温州方言研究名家辈出，郑张尚芳先生、潘悟云先生、游

汝杰先生、颜逸明先生等都为温州方言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温州方言内部
的横向比较研究还不充分，而且每个县、市内部还存在次方言，一般语言学家只
记一两个点的音就作为这个县的方音的代表，这往往会使我们错过很多珍贵的语
言材料。所以本课题打算立足于乐清内部的方言，对温州方言进行声和韵全方位
的比较，以期得到或验证一些普遍的音变规律。温州方言数据库的完成，为本文
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当然，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到温州下面每个县市作更
详细的调查，然后再进行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更可靠。但鉴于目前的时
间和精力有限，所以先详细调查乐清市境内的方言，然后与温州其他地方的方言
进行比较。本文比较研究的范围覆盖9个方言点：虹桥、乐成、柳市、白象、永
嘉、温州、瑞安、平阳、文成，其中虹桥、乐成、柳市、白象这4个方言点都属
于乐清。乐清境内的字音材料都是由本人调查所得，温州其他地区的字音材料取
自郑张尚芳先生的调查。

本文调类用数字表示：1阴平、2阳平、3阴上、4阳上、5阴去、6阳去、7
阴入、8阳入。本文用／表示两读。如果不加特别说明，本文上古音、中古音采用
潘悟云先生的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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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声母

第一节帮组、端组、泥母、来母、日母

2．1．1帮组、端组、泥母、来母各地地基本上保持一致。有个别字明母字各
地不一样。温州各地称呼“母亲”都是ma5，但是老一辈还有人称呼“母亲”为na5。
这两种称呼本质上可能是同源的，都是上古“母”演变而来。陈炜湛先生(1981)
曾指出：在甲骨文中，“母”和“女”经常是同形的。这说明两者在语音上可能也很

相近。也就是说声母m和声母n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个问题我们赞同江荻先生
(2002：539)对木m1演化的描述和解释，即：

所以，可能“母”的上古音为毒mla。这可以解释“母”和“女”在声音上的联系。
而且，我们认为温州方言对“母亲”的称呼，可能正体现了这种演变。

2．1．2日母

日母温州各地发音基本相同。有n、班、z、j。
表2—1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如 zy2 zy2 军y2 jy2 z12／512 zⅥ2／神 zay2 z眈 朋y2

日 ne8／ ne8／ ni8／ ni8／ zai8／ne8 zai8／he8 za8／ne8／ za8／ zaJB

zm8 zm8 zai8 zai8 ／mai8 ／墒ai8 nde8／ n蕊|

I盘a8 ne8

儿 n2 印2／02 n2 02 02 两2 日2 西2 n2

肉 n a_u8 Ix矾培 nou8 I加u8 蝣eu8 咖8 I珑Ⅵ8／ lm8／ I姗8／z
zⅦ8 zIl8 Ⅶ8

n演变为珏，z演变为i、军。日母温州方言中其实有两读n、z。潘悟云先生

(2000：53)把日母中古音构拟为木聃，指出：地>由>军>孙并认为乏．是吴语日母文
读音z的来源。可见z是文读层次，而n是白读层次。在温州、永嘉、瑞安、平

阳、白象，02其实是p2的一个音位变体，在这些地区不存在由2和早2的对立。在
乐成还存在两读，“儿”，读卑2或而2都可以。

第二节非组

在温州，非组字和晓匣二母与后高元音搭配的时候，经常会相混。非母和敷

母。或伽搭配的，很多字都读h，温州、永嘉两地两读并存，而乐成、柳市、
白象、瑞安、平阳、文成则都读fo而奉母和伽搭配的字在虹桥读为6，而乐成、
柳市、白象、温州、永嘉则读fi和v都可以，瑞安、平阳、文成则都读v。
表2_2

l虹桥 l乐成 I柳市 J白象 I温州 I永嘉 l瑞安 l平阳 l文成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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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hoDl fo习1 f．0D1 foDl ho日1／ ho日1／ fo习l f0Dl fo日1

foql fo日1

凤 60D6 6叼6／ fi伽6／ floD6／ 丘。日6／ 丘伽6／ Voq6 voD6 v0D6

VoD6 Vo日6 VoD6 Vo日6 VoD6

发 ，。 fa7 fa7 fa7 fa7 h07 h07 f37 fb7 如A7

罚 va8 va8 va8 va8 fi07 6u08／ v38 vD8 ⅥIA8

丘08

f为唇齿音，而h为喉音，一个位置在前，一个位置偏后，相差很大。f演
变为h，后面的韵母都是后高圆唇元音。在温州话中，o位置偏后偏高，持续时

间显得偏长，有时候听起来像uo。这样就导致嘴唇变得很圆。嘴唇变圆了以后，
唇齿音就发不出来，因为唇齿音是嘴唇和牙齿相接触的，而发后高圆唇音的时候，
把嘴唇撮圆了，嘴唇和牙齿就很难接触到了，这样f自然就发不出来了。虹桥话

中的o，由于后鼻音日影响，位置变得很后很高，这样就使得虹桥的呻从生理
上看比乐成、柳市、白象唇形更圆，而嘴唇圆了就很难发唇音了，因为唇音是需
要上下嘴唇或上齿下唇互相摩擦的。这样，伽前面的f就转变为h了，v变为Ii
的原理也是同样的。

反过来，如果u唇形不够圆，那么与之搭配的h也有可能会变成f，丘也会
变成v。这就是很多地方f和h相混，v和fl相混在生理上的原因。所以在温州

又存在很多合口一二等字晓母读f’匣母字读v的现象。比如，“花”、“虎”。“花”
在温州地区只有乐清的虹桥、乐成、柳市声母读f’其他地方都h，但是有个特
点，声母读h的韵母即使有u也往往是和后高圆唇元音组合的，声母读f乐清各
地都是复合元音uIIIa，也就是u和前元音组合了。而“虎”则一律是硒。这也说
明了温州地区的f、h混读跟后面元音u的唇形很有关系。
表2—-3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花 如mal 血IIIal 如IIlal hu01 hol hu01 huol hu01 h01

虎 如3 向3 m3 m3 m3 m3 缸3 向3 向3

潘悟云先生(1997)曾指出：前元音往往不圆唇，后元音往往圆唇，这是一
个普遍的语言现象。辅音也是如此，后舌位的辅音有圆唇化的趋势。当后面的韵
母为非圆唇元音的时候，喉音与之搭配显然很难和谐。由于省力原则的作用，那
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喉音开始唇音化，要么唇齿音喉音化。乐清各地出现了
不同的选择策略。虹桥、乐成、柳市选择了喉音唇音化，即h>f．而自象话晓匣
两母仍然保持为喉音，主要跟后面的3有关，o是个圆唇的音，跟喉音搭配很和
谐，所以乐清其他地方喉音都变唇音了，白象话中的晓匣二母仍能保持喉音的特
征。

朱晓农先生(2006：100)指出上海的后高元音u有明显摩擦，u摩擦化在
吴语中很普遍。温州各地的u的唇形也都不是圆的，而且往往带有唇齿摩擦性质，
这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u，因为u是圆唇的。但由于约定俗成都标为u，所以
本文也都标为u。正因为温州的u不圆唇，且带摩擦性质，所以，晓匣二母与之
搭配的时候，会变成f、v，如“虎”各地都是读硒。但是温州各地的。和3是圆
唇后高元音，发音的时候唇形会变圆，导致唇齿无法摩擦，这样就发不出唇齿擦
音f了。所以在温州只要唇齿音和。或3搭配，唇齿音会喉音化，即f>h，如“发”，

永嘉h07，温州h07，这样非组字就会与晓匣二母混同。
不仅温州各地存在大量的非组和晓匣混读的情况，在南方其他各个方言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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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存在这种情况。如在闽语中，据陈章太先生、李如龙先生(1991：230)：
表2—4

夫 废 房 花 红

邵武 fhl fei5 fo日2 fal 舢2
泰宁 xul xui5 xu叼2 xual xuq2

詹伯慧先生(2002：109)指出：古非敷奉母的字和古晓母合口一二等韵的粤方
言都念f，如广州“分”“昏”都念。flm，“夫”“呼’’cm。·此外，温昌衍先生(2006：
37)；孙宜志先生(2007：145．146)、庄初升先生(2004：161—163)分别指出了

在客家话、赣方言、粤北土语中非组和晓匣在合口一二等韵前面混读的现象。孙
宜志、庄初升都尝试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两人都注意到这与u介音的作用有关。
如庄初升先生(2004：161)认为晓组h声母在合口字之前，由于．u-介音的影响，
上齿和下唇得以接近而摩擦，便产生f声母，这个过程就是唇化。不过这无法回
答为什么普通话中晓组和u或u介音搭配没有变成f声母，如“欢”不会念成“翻”，

把“欢”念成“翻”的都是方言区的。其实原因就在于南方各个方言中晓组凡是变f
的，它们所搭配的u或u介音其实都不是圆唇的u，而是不圆唇且带有唇齿摩擦
性质的u。在南方各方言中，如果晓组和u介音搭配仍然读h，那么非组字和u
或u介音搭配的一定也是h，这个地方的u肯定是圆唇的u。也就是说，南方f、
h相混的各个方言其实只有一套u和u介音，要么是圆唇的，要么是不圆唇带摩
擦性质的。而北方其实是有两套u；一套是圆唇的，一套是唇齿的，它们是互补
的，所以北方不大会出现f、h不分的情况。高云峰先生向笔者提起：很多外国
留学生在学习普通话时都认为普通话中不止一套u。这可以佐证本文的观点。

第三节精组

2．3．1精母、清母
表2—5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左 伍03 位03 位03 把03 咖3 馏03 咖3 tcu3／ t对Ⅵ3／

姗3 缸们
借 侮i5 位i5 位i5 缸i5 侮ei5 钯i5／ 伍ei5 位i5 乜ei5／

tsli5 tci5

租 信y1 幻y5 姆y5 蟛y5 侮ayl 位Hl／ 伍眄l 位Hl 把H1

侮111

灾 蕾Gel 屯Gel 位e1 tGel 侮el 侮e1 忸e1 屯cel 伍e1／屯Gel

紫 tsl3 研3 妞3 姆i3 研3 研3 研3 研3 研3

早 tsIⅡ3 tcIIl3 蕾Ga3 位33 侮33 招33 乜￡3 位33 位￡3

走 侮all3 位au3 屯Gau3 幻au3 侮au3 侮al_13 趣au3 位au3 侮au3／

位au3

尖 坞i￡1 垃iel 屯ci￡l 蕾ciel 位i11／ 屯Giel 乜iel 位iEl 位iel

位i1

浸 伍如5 姆如5 蟛叼5 蟛叼5 伍au95 伍叼5 伍如5 位卸5 饰a习5

葬 姆35 位35 屯c35 位35 馏u05 坞35 侮05 拓05 tc05

将 磷a1 磷al 磷a1 铺￡1 椰i11／坛订 位i￡1 信i￡l 屯GiEl 幻i￡l他iel

永嘉、平阳、文成的韵母H相当于温州其他地方的韵母y。做韵母时，在同
一个地区，有H就没有y。两者不能同时作为韵母出现。文成话中H只和塞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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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H和擦音搭配的时候全部裂化了，成为眄。温州方言中没有以H为介音的
韵母，只有i介音和y介音。所以H和y其实可以合并为一个音位。H也会引起
声母的腭化。不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两者引起声母腭化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在和擦音搭配的时候，y比H更容易引起腭化。所以在考察韵母腭化强度
的时候，又要根据它们的实际音值分开分析。

精母中古音为ts，从温州各地看，虹桥和瑞安保存得最完整，精母字一律都
读ts。乐成、柳市、白象、平阳变得最彻底，全部都读幻。温州、永嘉则是i、H、

y或i、y介音前面变∞，其他的都读ts。文成则处在中间阶段，在i、H或i、y
介音前面全部变蟛，其他读协或ts都可以。值得注意的是，1具有很强的抗舌面
话趋势，当i高化为1，那么ts就不可能再变挪了。清母的情况和精母是一样的。

2．3．2．从母
表2—石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才 ze2 ze2 zi2 ze2 ze2 ze2 ze2 ze2 ze2

齐 zi2 zi2 zi2 zi2 zei2 ji2／ zei2 zi2 zei2

却2

罪 zai4 zai4 zai4 zai4 zai4 zai4 zai4 zai4 zai4

磁 刁2 z12 z12 z12 z12 司2 z12 刁2 刁2

曹 zIIl2 zm2 z32 z32 z32 z32 z￡2 z32 ze2

就 zu6 zu6 zu6 jiu6 jiu6 jm8 zYu6 zeu6 zi3u6

暂 也e6 出￡6 出￡6 出￡6 ＆Ea6 dza6 dz36 dzD6 出m6

前 zj￡2 zi￡2 zi￡2 jie2 jil2匀i2 jie2 zie2 ziE2 zie2

全 z)r￡2 zy￡2 zy￡2 j矽2 I拶2 唧a2 z矽2 罩弘2 列a2

墙 2ia2 疽a2 亩a2 ji￡2 jil2／ji2 jie2 zi￡2 ziE2 zie2／

zie2

从上面的材料看，我们可以看出，从母除了个别字读塞擦音，其他的都是擦
音。就擦音而言，乐成、柳市、瑞安从母一般读z，白象则分为两种情况，在i

和i、y介音前面变j、军，其他的全部是z。而温州、永嘉在i和i介音前面全都
是j，没有翠了，显然白象还处在翠>j的过渡阶段。平阳和文成则分为两种情况，
在i、y介音前面全都变翠，在其他情况下全读z。温州地区从母的腭化程度可以
这么形式化表达：

虹桥、乐成、柳市、瑞安<平阳、文成<白象<温州、永嘉一【+腭化】
2．3．3．心母

表M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死 srl3 s13 s13 s13 s13 s13 s13 S13 s13

sal s￡1 sal sal sal sal s31 sDl sDl

tj
sy91 sy巧1 乍弘1 9yal 9y1 9ygl sy01 qy91 9ygl且

苏 syl syl 9y1 9y1 soyl sIll／如1 s眄1 s廿1 sgyl

西 s订 s订 s订 c订 seil slil忙i1 se订 sil seil

写 si3 si3 si3 ci3 sei3 qi3／S1i3 sei3 si3 sei3

修 siul sul siul eiul ciul／ cml sYul seul si肌l

Gieul

虽 syl syl Gyl 9y1 s11／ sql他H1 s眄l s毪1 s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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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笑 s巧u5 sIIl5 s35 q归5 Gi￡5 Gy￡5／G弦5 sy95 Gy05 9归5

箫 sial sial sial Gu05 ciel 9yal储a1 ci31 qy01 9”1

想 sia3 sia3 sia3 ci￡3 Gil3／ cie3 sie3 ciE3 ci￡3／

ci3 Gie3

就乐清地区而言，白象心母的腭化是最厉害的。白象话心母在韵母为i、y

或在i、y介音前面心母腭化为9。而乐成、虹桥保持舌尖音最全，心母一律读s。
柳市则是在y和y介音前面腭化，i和i介音则没有腭化。四个地方腭化顺序刚
好是从西到东。

温州、永嘉与白象腭化的程度相当，基本上在i、H、y和i、y介音前腭化。
瑞安与虹桥是一样的，基本上不腭化。不过有例外，那就是在b前面的心母字
全都变9。这是因为i是前高元音，而3是后半低元音，发i3这个音的时候有一
个从前到后的过程，相对来说，摩擦也大一些，所以比较容易腭化。瑞安其他擦
音在y介音前面腭化也是如此，都是和圆唇性质的后元音搭配。原因和i3是一

样的。平阳没有y韵母，y是作为介音。心母在韵母i、H前面都没有腭化。但在
以i、y为介音的韵母搭配一律腭化。在文成话中，心母没有以i、y、H为韵母的，
但是有以i或y为介音的，文成话中在i或y介音前面心母一律腭化成9。

综合温州各地心母的读音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两点：

(1)y和y介音比i和i介音更容易引起舌尖擦音s腭化。
(2)i介音比韵母i更容易引起舌尖擦音s腭化。
2．3．4．邪母

表2_一8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续 zuⅢ6 z06 z06 j06 呵08 唧08 呵08 罩y08 z08

随 zy2 z)，2 军y2 jy2 刁2／312 驴2／军砣 zoy2 孤2 羽y2

前 zi￡2 zie2 zie2 ji￡2 jil2ai2 jie2 zie2 ziE2 zie2
1

详 亩￡a2 赢a2 赢a2 ma2 jil2／ji2 ji￡2 zi￡2 ziE2 面e2／军ie2

寻· za日2 z叼2 z如2 z购2 z如2 zaD2 zaD2 zan2 zan2／z叼2

旋 z)r￡2 z)，￡2 zya2 jya2 IDr2 IIya2 zya2 硝a2 军ya2

谢 zi6 zi6 zi6 面6ai2 zei6 刁劬i6 zei6 zi6 zei6

从乐清内部看，虹桥、乐成邪母没有出现腭化现象，邪母一律发z。柳市邪

母在y前面腭化成军，其他的一律发z。白象话则在i、y或i、y介音前面全部腭
化j、军。从乐清各地我们可以知道：y比i和i介音更容易引起擦音腭化；y比y
介音更容易引起擦音腭化，这一点比较一下柳市的“随”科2和“旋”z归2就很清

楚了。瑞安话邪母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瑞安没有韵母y，只在部分y介音前面腭
化，能使邪母腭化的介音有个特点：都是和后元音搭配。原因上面的心母部分已

经论述过了，不赘述。平阳、文成在i、y介音的韵母前面腭化为翠，平阳在i前
面没有腭化，这也说明i介音比韵母i更容易引起声母的腭化。温州、永嘉则与

白象类似，在i、y和i、y介音前面分别腭化j、II。q只和y或y介音搭配，j只
和i或i介音搭配，两者是互补的，所以I；I可以处理为j的音位变体。

综合温州各地邪母的读音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两点：

(1)y比i和i介音更容易引起擦音的腭化。
(2)y比y介音更容易引起擦音腭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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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第四节知组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猪 侮i1 位il tcil 位订 悔eil 蝣订／tslil 侄eil tG订 伍eil／屯Gil

株 伍y1 坤yl 坤y1 幻y1 吼1慨1 坞111／蟛Hl 侮叫l 屯GHl tcHl

知 侮i1 研1 tsll tsll 研1 tsll 研1 研l 研1

追 协y1 协y1 协y1 婶y1 研1／ 位H1／ 协眄6l 位Hl 位Hl

价l 咖1
展 侮ie3 位i￡3 位ie3 位ie3 屯cil3／ 位ie3 伍ie3 位iE3 位ie3

位i3

转 伍ye3 幻ye3 蟛ye3 邯归3 邯y3 ∞y03 伍yd3 埠卿 幻p3

珍 坞aDl 坤au91 蟛a习l 蟛a日1 忸购1 侮碉1 侮卿l 位anl 蟛a习1

张 坞ial 位ial 屯cial 位iel 位i11／ 位i￡1 伍i￡1 位iEl 位iel／

钯i1 位iel

中 伍。习1 协。日1 婶。日l 挪ODl ∞夕oDl 饼oql 侮oDl 缸gnl 邮。日l／

侮oDl

由上面材料我们可以知道，虹桥和瑞安的知母都是ts，乐成、柳市、自象、

平阳、文成几乎全部腭化，唯一的例外的就是和舌尖元音1搭配，温州各地都发
舌尖音ts。温州和永嘉只在i、y和i、y介音前面腭化，其他音仍然保持ts的读
法。显然早期的温州方言知母应该读为ts。

微母和澄母在温州各地分布与知母类似。徼母有tsh、劬的读法。澄母有dz、
由的读法。

第五节庄组

2．5．1庄初崇
表2．一10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阻 信03 位03 位03 位03 伍Yu3 侮03 伍Ⅶ3 缸u3／ 仨；Ⅶ3
侮u3

爪 侮33 位33 屯c33 位33 tsu33 伍03 伍33 t卤03 位03

债 侮ie5 tc￡5 位￡5 位e5 拇a5 伍a5 侮a5 位a5 侮D5

初 招hol 位h01 tGhol 位hol 侮hYul 信h01 侮hYul 位hul／ 伍hⅦ1／
侮hul 位hⅦ1

插 伍ha7 位ha7 位ha7 拓ha7 tslla7 伍ha7／ 侮h37 位hD7 侮hD7／

伍h37 蕾chD7

庄母在虹桥、温州、永嘉、瑞安都发ts；而乐成、柳市、白象则都是幻；文
成、平阳则存在两读情况，这说明这两个地方还处在舌尖音向舌面音过渡阶段。

初母情况和庄母是一样的。
虹桥崇母有些读dz，有些读z。而乐清、柳市有些读由，有些读z。白象、

温州、永嘉则有些腭化成为半元音j。在温州话中，11只与y或y介音搭配，j只
与i或i介音搭配，两者是互补的，所以II可以处理为j的音位变体。我们先看
一部分例子：

表2-一1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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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馋 za2 z￡2 za2 za2 za2 za2 z02 zD2 zD2

床 ZUm ZUUIa ZUma jy32 IDr32 II)r32 唧32 硝02 军yA2

事 刁6 刁6 z16 z16 刁6 a6 刁6 z16 刁6

锄 dzy2 z12 z12 z12 嚣鼬怠| z02／ 舢／ zu2／ 蛩c娩|

z12 z12 刁2 q2 刁2

查 dz02 dz02 (1202 dz02 也r02 dz02 (1202 d赢02／ dz02

dz02

愁 dziu2 zau2 zau2 zau2 zau2 zau2 zau2 zeu2 zau2

由上面也可以看出，在温州方言较早的年代崇母应该是dz的，现在崇母的
z是由dz演变而来。乐成、柳市、白象、文成、平阳的如。就是dz．变来的。有
必要指出来，dz变奶可能是类推的结果。乐清方言经历了一个舌尖塞擦音向舌
面塞擦音演变的过程。

潘悟云先生(2000：57．58)指出庄组是精组的卷舌音。在中原地区中古音

庄组是哈t出、d孙莘。但在吴语区庄组早期音值分别是可、驰、电、J。所以庄
组的演化是这样：

2．5．2生母

只有虹桥都发s，其他地区在y和y介音前都发9。
表2—12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筛 s11 s11 s11 s11 s11 sll S11 s11 S11

数(动 sy3 sy3 9y3 9y3 s13协3／ s03／c毽3／ s眄3／ 9y07 sⅦ3／
词) 始u3 sq3 sⅦ3 say3

山 sal s￡l sal sal sal sal s31 sD3 sDl

霜 suuIal suulal sumal 9y31 9y31 9y31 $y31 9yol 9”l

由上面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y或y介音的作用下，温州很多地方生母都发
生了腭化，变成了9。整个生母的演变应该是这样的：

J>s>9／-[+前高圆唇音】

第六节章组

章母虹桥、瑞安读ts，而乐成、柳市、白象、平阳除了和1搭配读ts，其他
情况都读幻。温州、永嘉、文成与以i、y为介音的韵母搭配读协，其他的仍然是
ts。这说明章母还处在ts向坤过渡的状态，在前高元音前面腭化，其他的则仍然
读ts。如：

表2．一13

I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I指 tsl3 tsl3 tsl3 tsl3 研3 tsl3 tsl3 tsl3 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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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伍i1 位订 tcil 屯c订 坞e订 tsl订他订 侮eil tcil 坞eil他订

制 tsi5 位i5 位i5 屯Gi5 侮ei5 tsli5佃i5 侮ei5 位i5 信ei5

招 tsiul tcⅢ1 位9l 屯Gal 拓i￡1 蟛y￡1／邯yol 侮yal 协yal 蟛ya3

针 tsa习1 ∞a习1 挪aDl 蟛aql tsa日1 信a习1 长叼1 屯canl 坤eDl

战 姆i￡5 拓i￡5 位i￡5 拓i￡5 拓i15／ 幻ie5 伍ie5 毛ciE5 位ie5

蕾Gi5

昌母字整个温州的情况与章母是一样的。

船母虹桥读z，乐成、柳市也是z，而白象读z、琴、j都有，在不是以i和y
为介音的韵母前面都读z，在以i和y为介音的韵母前面，船母都变成为j、翠。
温州、永嘉的船母与白象相似；瑞安则与乐清相似。平阳、文成在i和y介音前
腭化，其他不变。
表2-一14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射 zi6 zi6 zi6 zi6压i6 zei6 zli6／ji6 zei6 zi6 zei6

舌 zie6 zie6 zie6 jie6 jil8／ji8 jie8 zie8 ziE8 zie8／

zi￡8

船 zy￡2 zye2 z)r￡2 j弦2 W2 Wa2 zya2 劢留2 军归2

神 z如2 z叼2 z如2 z如2 z购2 z购2 z凹2 zan2 z弼2

“射”后面主元音为i，但是在平阳话里并没有变j。但“舌”后面韵母为iE’“船”
后面韵母为弦，声母都已经腭化为翠了。这说明以i、y为介音的韵母比以i为主
元音可能更容易引起腭化。在白象话中以i为介音的字中，以z为声母的找不到
一个。但z和i搭配，有的不变，有的变军，有的变．j。这也是i介音比i元音更
容易引起腭化的一个的证据。

综合温州各地船母的读音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点：以i、y为介音的韵母
比以i为主元音更容易引起腭化。

书母

表2—15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施 S11 sll sll s11 sll S1l sll s11 sll

世 si5 si5 si5 ci5 sei5 sli5／9i5 sei5 si5 sei5

书 syl syl 9y2 qy2 S11／nl cHl sayl sHl s眄1

少 sill3 sm3 s93 9归3 cie3 9归3／ s归3 9弦3 9弘3
9y￡3

从上面的材料看，书母在温州方言早期应该是读s。乐成、虹桥、瑞安都发

生腭化现象。平阳、文成在y介音前面腭化，其中文成没有韵母i、y，i、y分别
裂化为ei、眄了。温州没有i，i都已经裂化为ei了。温州地区书母在i介音前面
腭化。永嘉则在i、H、y介音前面腭化，书母没有腭化的韵母全部高化为舌尖元
音了。白象书母在i、y、y介音前面基本上腭化。

综合温州各地书母的读音来看，我们可以知道：y比i更容易引起腭化。
禅母
禅母温州各地读dz、面、z、翠都有。先看下面例子。

表2-一16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l臣 dz如2 如碉 如碉 由如 dz如2 dz叼2 dz锄2 (kan2 如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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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dzi￡a2 zia2 zia2 ji￡2 ji￡2 jil2／ji2 zie2 ziE2 ；i￡2店ie2石

植 dzi8 dzi8 (ki8 (ki8 如i8／dai8 dzei8 dzei8 (ki8 dzi8

。肾 zaD4 zaD4 zaD4 za日4 zaD4 zaD4 zaD4 zan4 zaD4

承 z叼2 z叼2 z叼2 z叼2 jID2 zeU2 zeD2 z叼2 z叼2

殊 zy2 z)r2 列2 班ay2 被|啦l z12／312 z眄2 孤2 z咧2

zIl2

由上面材料我们可以发现，dz在乐成、柳市、白象、平阳、文成已经腭化

成了如。而温州、永嘉、瑞安、虹桥禅母剐仍然保留读dz。z显然是从dz演化
而束，这从虹桥的“尝”可以看出来，虹桥“尝”还是塞擦音dz，而温州其他地方

则已经一律读擦音z了。另外，白象、温州、永嘉的z在i、H、y和i、y介音前
面腭化了，变成军，进而弱化成j。而柳市在i介音前面不变，在y前面则腭化为
军了。这说明y比i介音更容易引起腭化。总的来看，温州地区禅母在i和y为
韵母或介音的条件下逐渐腭化，即z>翠>j。

综合温州各地书母的读音来看，我们可以知道：y比i介音更容易引起腭化。

第七节见系

2．7．1．见母、溪母、群母
表2．一17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矩 鄙y3 奶r3 邯y3 婶y3 埠y3／ h3瓜113／ 奶唯3／ 船的／ 位H3／

由y4 g豳|血心 如y斟 dz斟 d飘4

九 把iau3 屯Giau3 位iau3 位iau3 t由au3 崩au3 铺au3 位au3 位au3

居 鄙y1 鄙y1 幻y1 邯y1 婶yl kHl瓜ql 砧y强l 位毪l 屯GHl

基 屯cil 位il 位i1 位i1 研l／ 研订他i1 位il 位订 位i1

虮l

交 k3l kal k31 k3l ku31 k31 k01 kDl kol

感 ke3 ke3 ke3／ki3 k93 ka3／ k93 ke3 k93 ka3

t ky3

龟 蟛y1 鄙y1 蟛y1 蟛y1 蟛y1 k廿1凰q1 蟛yHl 位Hl 位Hl

从上面的材料看，见母在i或y前面腭化成蟛，其他的都发k。而永嘉、温
州的y、i高化为q、1，随着元音的高化，声母蟛又变成舌尖音侮。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k在主元音i或y前面会腭化。一般认为是省
力原则在起作用。不过现在柳市存在l【i、l【11i这样的音，如“几”，既可以说ke，
又可以说虹。但是没有腭化。这说明k变为幻可能并不仅仅是省力原则起作用
这么简单。

溪母和群母腭化的条件与见母是一样的。

2．7．2．疑母在i或y或以i、y为介音前面会变成秘，其他情况仍然读日。
表2_一18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我 日4 寸4 日4 自4 日4 04 日4 自4 自4

牛 日au2 日au2 日au2 日au2 qau2 日au2 日au2 Dau2 习au2

口 In￡2 IⅡ￡2 IⅡ￡2 In￡2 嘶12／城2 n，ie2 Ine2 mE2 rne2

银 嘶叼2 嘶如2 m购2 城叼2 面叼2 m明2 撕aD2 l瑚m2 靴日2

不过疑母也有发为丘，j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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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一19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岸 fiIIIu6 肋6 肠6 fi96 qy6 IIy96 肠6 肠6 ya6

顽 丘ua2 丘u￡2 6ua2 f沁a2 va2 va2／习a2 Du32 vD2 mD2

宜 ji2 ji2 ji2 ji2 撕2／习2 ji2 m2 niE2 硝2

j只和i搭配，“宜”乐清读ji2，可能是受普通话影响所致，因为地名仍然是
城2，如“宜山”读面2s￡1。m2是由习i2演变而来的。

2．7．3晓母
表2_20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平阳 文成 瑞安

呼 fhl 血1 m1 龟1 m1 向1 血1 血l m1

欢 fh￡1 劬l mal 9yal 9y1 蚵a1／ 饨1／ 血Ol G弦1

9y1 忙l

虚 龟l 9yl 9y1 9yl 9y1 fhl／ cHl／ 龟1 9yHl

sHl 忙l

戏 ci5 ci5 ci5 Gi5 s15／ sli5／ si5 sei5 ci5

F5 Gi5

喜 Gi3 ci3 ci3 Gi3 s13／ sli3／ si3 sei3 ci3

Ⅱ3 ci3

吸 cⅢ7 cIIl7 cai7 Gai7 Gai7／ ciai7 c飒fs胡 sa7 Gia7

位hai7

辉 9y1 9y1 9y1 9y1 9yl 恕l／ sHl／ &1 9y廿1

sHl 龟1

喝 ha7 ha7 ha7 ha7 ha7／lla7 ha8／1197／ hD7／ a7／lm7 h37／

h37 ha7 ha7

从以上材料看，晓母读s的主要在温州、永嘉、平阳、文成，都是三等字。
温州话的原来单独以i为韵母的字集中在支韵、脂韵、之韵、脂韵、微韵。这些

韵的见组和晓母匣母的i都已经高化为1，而1则进一步带动9舌尖前化，变为s。
这其实也可以认为是高化，9前化就会变成s。也就是原来的9i在温州话里全部

前化为s1或n了。而现在温州话里的9i则是原来以i为介音的书母字、生母字
韵母高化为i形成的。比如“闪”，温州话本身存在曲7、亩a7、9i7三种读法。其
实这里就反映了i介音后主元音随i介音高化到最后同化合并为i的过程，即
Gia7>9i17>Gi7。

永嘉话晓母支韵、脂韵、之韵、脂韵、微韵字则是两读并存，则反映了9向
s过渡的状态。所以把整个温州方言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晓母读s演变的
全过程：

在虹桥话、文成话里，遇合三晓母都是读f，其实也是由于后面的H开口度
不够大，唇形也不够圆，这样就导致了嘴唇和牙齿位置很靠近，出于省力原则，
就直接把h发作f了。虹桥话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乐成、柳市、白象三个地

方y的唇形就圆多了，所以h就腭化成为9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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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阳话、永嘉话里，晓母和H搭配唇音化为f、垂。这与H本身唇形不够圆
有关系。

2．7．4匣母

匣母在温州各地是一致的，匣母在i介音、y介音前面变为．j，其他发fi。一
部分读g，这是上古的遗留。潘悟云先生(1997)在《喉音考》中曾有详细的论
证。匣母的演变是这样的：g>6>j。
表2—-2l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河 丘02 丘02 丘02 丘02 Ⅶ2 胁02 Ⅶ2 Ⅶ2 Ⅶ2

胡 vu2 vu2 vll2 Ⅶ2 Vu2 Ⅶ2 Ⅵ12 Ⅶ2 Ⅶ2

壹 丘u1【IIa6／ fiuIIla6／ 6uIIIa6／ 6u06／ 肺6 丘u06 丘u06 丘u06 06

vuIIIa6 vlnIIa6 vuuIa6 vu06

怀 gua2 guei2 gue2 ga2 ga2 ga2 ga2／ gQ2 guD2

va2

魂 vi￡2 j归2 丘ua2 j归2 I舭 ID，92 呵a2 6ya2 Vy02

仲2
系(联 ji6 ji6 ji6 ji6 ji6 ji6 ji8 ji酌i8 ji2

系)

“系”也可以记为fii6，不过丘i6和ii6听起来已经没什么不同。虹桥的“魂”vie
是由丘ui￡演变而来的，即丘ui￡>vie。乐成、柳市、白象的匣母与合口音搭配，
没有象虹桥那样变成唇齿音v，与后面搭配的圆唇元音很有关系。柳市有圆唇元

音o，所以能保持6，而乐成、白象“魂”后面的韵母是归，由于y介音的作用，
匣母由6变成了j。

晓母和匣母在u前面分别变为f和v，这刚好和非敷奉的合口同音。如：
表2．一22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夫 ml ml m1 fhl 饧y1 向1 如1 亿1 允l

呼 fhl ml 亿1 m1 如l 如1 如1 如1 向1

符 Ⅵ12 fiu2／vu2 6u2／vu2 fiu2^m2 V妒 Ⅶ2 vH2 Ⅶ2 Ⅶ2

胡 Vu2 6u2，vu2 6u2^rLl2 6u2^rLl2 Ⅶ2 Ⅵ12 Ⅶ2 Ⅶ2 Vu2

晓母和匣母在u前面分别变为f和v的原因，上面论述非组声母的时候已经
讲过了，不赘述。

2．7．5影母、云母和以母

这三组温州各地比较一致，影母都发零声母。云母和以母都发i。有一个以

母字比较特殊。“瘁”，乐清南岳镇单说念ji￡4，但“溜痒”(“挠痒痒”的意思)则
说liul li￡4。li￡4就是“痒”。这应该是上古音的遗留。以母上古音现在一般构拟
为掌l。

第八节小结

2．8．1帮组字温州各地并没有区别。而非组则因为后面元音的圆唇程度，在
南方方言普遍存在的非组和晓匣相混的情况其实是因为u和u介音只有一套。元
音偏后偏高从而导致唇形变圆的会发h或fi，其他的都发f或v。晓母和匣母读

为f或v也与后面搭配的元音或介音是不圆唇元音u有关。普通话之所以不会发
生相混，其实是因为普通话里有两套u介音。一套是圆唇的，通常和h，舌尖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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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塞擦音、软腭音搭配的；一套则是唇齿音，通常和p、ph、f搭配，两者是
互补的。

2．8．2．声母从总体上看，塞擦音在虹桥、瑞安存在尖团对立，而乐成、柳市、
白象已经没有尖团分别。温州其他地方则处在中间状态。精组、知组、庄组、章
组，虹桥、瑞安都读尖音，而见母三等读团音。所以，在虹桥“猪”tsil和“鸡’Wil
还是能区分的，而在乐成、柳市、白象“猪”和“鸡”则没有分别，都读蟛订。就
整个温州地区而言，精组、知组、庄组、章组的塞擦音虹桥、瑞安仍然读尖音，
而乐成、柳市、白象则全部腭化了，尖音都变成团音了。平阳、文成、永嘉、温
州的情况可以看下表。
表2_23

虹桥 瑞安 温州 永嘉 文成 平阳 乐成 柳市 白象

精母 招 馏 毽{碡① 酬蟛② 担／拓 酬位 拓 位 幻

知母 侮 侮 毽晦 姆他④ 侮／位 位 位 位 缸

鄙③

庄母 忸 悔 伍 侮 馏他⑤ 伍／位 屯G tc 位

章母 坞 侮 侮他⑥ 姆／屯c 酬位 位 位 位 tc

①温州话中精母和i介音搭配会变协。
②永嘉话中精母和i介音、H介音会变幻，文成、平阳则不受搭配韵母的限制。

③温州话中知母遇到1读伍或百两可，遇到i或i介音则读锦。
④永嘉话中知母碰到前高元音时，蟛、ts两读皆可。
⑤平阳和文成庄母都存在两读，但平阳有些字只读ts，而文成则有些字只读够。

这说明文成是腭化的后期阶段了，而平阳是腭化的前期阶段。
⑥温州话中章母在i和i介音前面变位，其他都是ts。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塞擦音腭化的程度可以这么排列：
虹桥、瑞安<温州<永嘉<文成<平阳<乐成、柳市、白象。
2．8．3．擦音
s组

心母、书母和生母温州各地本来都s，所以为了简便称呼，我们把温州的心
母、书母、生母称为s组。s组中读9的音是后来腭化产生的。
表2—-24

虹桥 乐成 瑞安 柳市 平阳 文成 永嘉 白象 温州
●

l S S S S S C C G

i介音 S S 咖① S 9 C G G C

y S S C C C G

y介音 S S 咖② C C C G C C

①瑞安s组只在i3前面变9，其他i介音仍然是s，如“想”si￡3。

②瑞安s组在yo前面读s或G是两可的，其他y介音前s组都读s。

温州各地擦音的腭化程度和塞擦音的是不一样的。擦音腭化程度温州各地的
顺序是：

乐成、虹桥<瑞安<柳市<平阳<文成<永嘉、白象、温州
结合前面塞擦音的腭化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印象：在温州地区，乐

成、虹桥、瑞安尖音保存得最好，而白象腭化得最彻底。其他地方则处在中间状
态。就乐清内部而言，这种区分更加清晰，白象是腭化得最厉害的地方，不仅精
组、知组、庄组、章组里的塞擦音、清擦音、浊擦音，而且浊擦音军在前高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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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和y前面已经弱化为j了。虹桥则是腭化程度最低的地方。腭化的程度可以这
么表示：虹桥<乐成、柳市<白象。从地理上看刚好是从东到西分布。擦音腭化
最厉害的温州、永嘉就在乐清的西边，并与白象相邻。所以擦音腭化可以看作是
由温州市区发动，然后向乐清扩散的。

z组

与s组相对，我们把邪母、船母、禅母、从母称为z组，因为他们在温州都
是发z。

表2．一25

虹桥 乐成 瑞安 柳市 平阳 文成 白象 永嘉 温州
●

● ●

l Z Z Z Z Z 矗硝 J J

i介音 Z Z Z Z Z z／2 硝
● ●

J J
●

q① qy Z Z Z J
●

y介音 Z Z 加② Z Z Z J II II

注：嘲可以看作j的变体。
②当z后面是y0的畴候，z会变II，II可以看作j变体。j出现在i和i介音前面，Il出

现在y和y介音前面。其实可以都看作j。但是z在其他y介音前面不腭化。

综合s组和z组的腭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凡是擦音在i前面腭化的，在

y、i介音、y介音前面肯定都腭化。凡是在i介音前面腭化的，在y、y介音前面
一定腭化。凡是在y介音前面腭化的，在y前面也腭化。反之，则不必然。这三
条规则可以形式化表达为：

y>y介音>i介音>L[+腭化】
2．8．4．见组

见组如果后面的元音是i或y(包括以i或y为介音)的都变为团音∞、蟛h、
由、取，个别地方如温州、永嘉则随着i、y的高化成为1、q，导致团音尖化，变
成ts、tsh、dz。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乐清翁洋沙头也出现了这样的音变，而周边

的村都是发团音。而其他情况温州各地则都读为k、l【h、g、日。疑母字还有一些
读为j的，可能与普通话的影响有关。

2．8．5．晓母、匣母 、

晓母字在u和u介音前面温州各地都发f’在i和v介音前面，乐清各地、
瑞安都发9，温州、永嘉、文成、平阳则在i和i介音前面高化变作s。匣母温州

各地比较一致，从古到今经历了这样的变化：g>6>j。
2．8．6．影母、云母、以母

影母字都发零声母，云母字和以母字声母一样都发．j。另外，乐清南岳镇个
别字保存了上古音，如“痒”有li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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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韵母

第一节果摄

3．1歌韵

本文赞同郑张尚芳先生(1983)的做法，歌韵包括开合，包括平、上、去三
声，因此实际上包括歌哿茴、戈果过六韵字。以下例同，若有不同，另行说明。

歌韵一共有o、ai、u、uai、 3、D、1au、a、uo、Yu、哪、y、零韵母共十三
种读音。郑张尚芳先生列出的温州城区和永强的读音就达到十一种，就整个温州
地区看，还可以多增加两种读音。

表3一l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多 tol t01 tol tol tol／tⅦ1 觚l 咖l tul 咖1
哪 n34 n34 n舛 n34 na3／11=ia8／ na3／ n33／ ∞3 nD3／

I】iau8 nu32 l豇au8／ m制12

n02

阿阿 al al al al a7 a7 a7 a7 a7

哥

阿阿 ol ol ol／ul ol u1 u1 u1／ul ul ul

胶

我 习4 日4 日4 D4 日4 勺4 日4 日4 q4

饿 日uai6 vai6／ vai6／ N龋| 蛹ha俩| D6／ 习u6／ q6向ai6／ 日u6／

6uai6 fillai6 舢ai6 日ai6 vai6 日ai6 vai6 Duai6

蛾 mai2 mai2 mai2 mai2 mai2 mai2 日u2向2 mai2匈2 Duai2，

Dai2

鹅 q02 D02 D02 日02 日02向2 D2 日u2／ga6 日2 Du2／gD2

磨 枷L2 埘L2 m2 m2 m2 m啦 m暇2 mu2 m02

婆 bll2 bu2 bu2 bu2 bu2 bay2／ h也 bll2 bu2

bu2

果 h13 ku3 h13 l(113 l(113 ku3 1(u3 l(113 ku3

郑张尚芳先生(1983)指出：Yu<u，钾<u，零韵母<u，y<u，u<o。所
以可以认为零韵母、讹、四、y都是从。变来的。这是很正确的。不过郑张尚芳
先生认为u3是从。变来的，这可能有问题，u3更有可能是从。变来的。从音理
上说更好解释，3一延长容易产生u介音，就变成了uo了。

疑母的零韵母帕维尔(2005a：11)指出是。脱落而来是对的，这在永嘉话里

很明显，“鹅”可以读日02，也可以读日2。可见是疑母的零韵母形式是。脱落无疑。
温州地区的歌部经历了这样的变化：

18

第二节 假摄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韵母

3．2．1麻二

表H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怕 phu砸a5 phuⅢaL5 phuma5 phu35 ph05 ph05 ph05 m02 phaL5／

ph05

麻 muma2 nllnua2 m唧a2 mu32 m02 m02 m02 m02 m02

茶 dz02 如2 曲2 (b2 (1202 dz02 (1202 (1202／ dz02

也的2

家 kol kol k01 k01 ku01 l(01 kol kol k01

瓜 kumal kuuIal kuuIal ku31 l(uol k01 l∞1 1mol k01

花 如mal 缸ual fIlIIIal hu01 lmol h01 hu01 huol hol

夸 k】Ⅲmal khual khual ku3l kuol khu31／ klm01 khuol／ ldlol

kh01 kol

蛙 umal ual ual u31 uol 01 uol uol ol

麻二开口帮组虹桥、乐成、柳市都读嘲，有时候弱化听起来是uuL白象则
读3。温州其他地方全都读o。

由于温州地区麻二开口基本上是读o，所以帕维尔(2005a：15)把。作为

各地演变的起点，并认为“乐成、虹桥可能发生了这样的演变，首先开口[o】韵、
合口[uo】中的主要元音高化演变为【III】，然后继续发展变化，在后头加上附属性
的【Y】或M。”首先，帕维尔的记音有问题，他把乐清各地的uma记为I驸，这是
不对的。其次，即使。演化为III，怎么会无缘无故会加上一个“附属性的【Y】或M”，
这在音理上是讲不通的。其实乐清的III是中古二等介音的遗留。

郑张尚芳先生(2003：170)提出中古二等韵里的-r．的演变：r>Y>III／m>j>i。
乐清方言里麻二的m来自上古}-r-介音，从温州方言内部来看，二等介音在喉牙
音后面还没有转变为i就已经先脱落了III。唇音相对来说变化最慢，所以保留了

所以从温州方言内部看，麻二的演变应该是这样：

而麻二合口则在很多地方如温州、永嘉、文成与开口二等混同了。如在温州，
“家”k01，“瓜”k01，开合口相同了。永嘉话里没有软腭音与。搭配的情况，o

往往裂化为u0。所以永嘉话里很少有ko这样的音，即使有，往往都有两读一个
是ko，另一个是kuo。如“括”，有三读：k07、l(u07、ka7。文成、温州的麻二合

口则脱落了u介音，从“夸”字可以看到u脱落的痕迹。“夸”有两读：khu3l、ldl01。
和平阳、瑞安比较，能看得比较清楚。“瓜”平阳、瑞安都是念l[u01，而温州、
文成则是kol；很明显脱落了u。

温州地区的麻二合口的演变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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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麻开三
表3—3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借 侮i5 位i5 位i5 位i5 如i5／tsli5 伍ei5 侮ei5 位i5 姆ei5／拓i5

遮 姆i1 位i1 位订 位订 蜘i1他订 侮eil 侮e订 屯G订 拇01／tciel

且 招hi￡3 位hi3 位hi3 幻hi3 蟛hi3脑h13／ 担hei3／ 姆hei3 缸hi3 括hei3／幻hj3

研i5 侮he3

姐 担ial凰i3 铺a1／ 侦a1／ 饼al／ 蟛i5／研i5 侮ei3 伍ei3 位i3 姆ei3／位i3

tci3 tci3 tci3

卸 cia5 Gia5 cia5 ciaL5 sli7局i7 sei5 sei5／ si5 sei5

sei3

也 ia3／a3 ia3／a3 ia3／a3 ia3／a3 i￡3／a7 ie3 ia3／ ia3／a7 i￡3／ia3

ialoia8

麻三读。只有“车”字，不过这个音是借过来的，游汝杰先生(1992：113)

已经有详细的论证。温州本地本来都读i。如“风车”，读foql劬i1。乐成有个地
方叫“马车河”，读muⅢa4劬il 602。这些都保留了原来的读音。

帕维尔(2005a：16)根据蒲城“野”读丘e而推测温州麻三较早是读ie，这种
推理根据不是很足。因为帕维尔调查的“野”其他地方都念i3，所以不是很可靠。
这主要是因为帕维尔受到调查材料的限制，他一个方言点只调查1200字。其实
只要注意到“姐”、“卸”、“也”这些常用字，就可以发现温州麻三很多读ia、i￡、
i、ei。

麻三的ia是较早的层次。朱晓农先生(2002)认为麻三历史上经历这样的

音变：．ja>ia>ie。这可以得到温州方言的印证，并且我们可以知道现在乐清方言
继续高化，麻三已经到i了。而温州、瑞安的ei是i的裂化所致，文成则还在裂

化之中，所以两读并存。永嘉方言的1i是i高化然后裂化的结果，而且裂化往往
伴随着舌面音变成舌尖音。

所以整个温州地区麻三的演变是这样的：1a>ia>i￡>ie>ii>i>e们i。

第三节遇摄

3．3．1模韵
表3_4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布 pu5 pll5 pu5 pu5 pu5 p眄5 p珏5 pu5 pu5

墓 mu6 m6 m6 m6 m6 mu6／m06 mu6 mu6 m06

土 哆3 妙3 t)，3 锣3 thH3 thay3 廿lay3 thH 3 moy3

奴 n02 n02 n02 n02 n02 nⅦ2／ nYu2 nll2 nⅦ2

n眄2

素吃素 sy5 sy5 Gy5 9y5 sH 5 say5 s眄5 sH 5 say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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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温州眄是由y裂化而来的，Ⅶ是有。裂化而来的。y和H是同一
音位在不同地区的变体，详见第二章第三节。温州地区归并一下有三个层次：o、

u、y。帕维尔对模韵字分析比较零散，没有理出一条发展的脉络出来，这与帕维
尔没有从古音出发有关。另外帕维尔(2005a：18)把枫林、上塘等地的模韵念
。的字看作ou弱化而来，刚好把顺序弄反了。o其实是中古音的遗留。

模韵的演变如下：

温州方言模韵的演变可以看出，在合口韵中，软腭音最难变，其次是唇音，

舌尖音最容易变。唇音模韵前化变为y、叫的地区，舌尖音肯定也变了；而舌尖
音变了，唇音不一定会变。

3．3．2鱼韵
表3—-5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口

ly4 ly4 ly4 ly4 l斟 loy4 lay4 l硝 lay4口

徐 zi2 zi2 zi2 zi2 zli2／ji2 zei2 zei2 zi2 zei2

猪 位i1 位订 位i1 位订 位订／ 伍eil 伍eil tc订 伍e订／

研i1 位i1

渠(他) 出i2 翻2 出i2 出i2 gIi2／gi2 gei2 gei2 gi2 gei2／gi2

锄 z12 z12 刁2 z12 z12／z02 刁2 z12 zu2／ 舢／
z12 刁2

梳 S11 s11 s11 sll s11 s11 s11 sll S11

所 s03 s03 s03 s03 s03 s03 s03 s03 s03

焦 In2 I虹2 In2 lⅡ2 q2／抽2 n'y2／ ∞憾2 nH2 Du2

日ay2

卓(卓 砧yl 挪yl 协yl 揶y1 侮ql／ 蟛yl 婶弦l tcHl 位H1

属石包) k H 1

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各地方言里的鱼韵字主要有y、眄、ei、i、1、1i、u、
Ⅶ、H。而闽语中鱼韵字是y、u、i、ay，两者非常相似。详见潘悟云先生(2002：
92———93)。

潘悟云先生认为早期闽语中鱼韵是Ⅲ，闽语各地演变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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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地区的叫一般认为都是由y裂化而来的。所以温州地区鱼韵字的演变
应该如下：

其中，i、ei是属于鱼虞有别层次，而y、凯眄则是鱼虞相混层次。
温州方言的鱼韵字还有另一个层次为e，字很少，如“许”远指代词，乐清为

he3，温州也是he3。“女儿”乐清ne6，虹桥na6，南岳nea6，翁烊n￡。潘悟
云先生(1995a)曾指出：女(读同佳韵)的变化是：ne>nQ>n3。

根据温州各地情况，我们可以把“女”的音变过程修订为：
Ilc>n￡>nea>na>n3

3．3．3虞韵
表3．6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夫 如1 凡1 m1 向l m1 f耐1 如1 m1 亿1

无 mau2／ mau2／ mau2／ mau2／ naIl2／ Ⅵ心／ Ⅶ2 vll2 Ⅶ2

Ⅵ也 Ⅶ2 Ⅵ比 Ⅵ亿 Ⅶ2 mau2

娶 侮hau3 把hau3 位hau3 位hau3 位hH3／ 仰13／ 伍h卿3 位hH 3 tchH 3

伍蛔3 伍h13

缕 lau4 lau4 lau4 lau4 la“ lau4 lau4 lau4 l矾“

朱 馏yl 坤yl 坼yl 协y1 仪11／ tsll／ 侮眄l 把H 1 位H l

位Hl 价l

输 syl syl 9y1 9y1 鲫1／slll sll／ s眄1 sH 1 s眄1

n1

区 幻hyl 砧hyl ∞hyl 坼hyl khHl／ 匈hyl 锦hy毪l 位hHl 位hHl

悔hql

雨 vy4 jy4 jy4 jy4 叫／ v讲 v讲 Ⅶ3 v讲

Ⅶ4

芋 vy6 jy6 jy6 jy6 、袖| Ⅵ击／ v珏6 vH6 Ⅶ6

vu6 vu6

与温州其他地区对照就可以发现，永嘉话里其实H相当于乐清的y，永嘉话
里y是由H来充当的，平阳、文成、瑞安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把整个温州方
言虞韵字读音简化为y、u、au、1。其中u只限于非组字，1是由y高化而来，虞
韵中古音我们采用王力先生的构拟宰iu，所以我们认为y是由iu演变而来。au
是iau脱落了i介音演变而来的，温州地区iau在舌尖塞音和双唇塞音前面全部
脱落i。而iau是也是由iu演变而来。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在温州地区，
幻后面的i介音可以不标，对音值的表示并无影响，详见郑张尚芳先生(1964)。

瑞安、文成的ay是由H裂化而来。有意思的是，瑞安H全部裂化，而文成只有
擦音裂化，塞擦音没有裂化。从这可以看出擦音比塞擦音更容易裂化。我们可以

看出在y或H的时候各地演化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温州、永嘉倾向于高化，而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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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成倾向于裂化，平阳、乐清各地则还处于没变阶段。
整个温州地区虞韵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它的演变如下：

表3．7

3．4．1哈韵、灰韵、泰韵

第四节蟹摄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戴 ta5 te5 te5 t￡5 te5／te3 te5／泌 te5 ta5 te5

胎 thail thel mel／mil thel mel tIlel thel thel thel

猜 侮hail 位el 位el 位e1 协hel 伍hel 侮hel 位hel 长hail／

位hail

菜 信hai5 屯ce5 tce5 位e5 侮he5 信he5 侮he5 位he5 伍he5／位he5

赛 sai5 se5 se5 se5 se5 se5 se5 se5 sai5／se5

推 thail Ⅱlail tllail thail thail thail thail thail thail

雷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盔 khuail khuail khuail khail khail khail khail khuail／ khuail

khail

太 tha5 me5 the5 th￡5 tha5 t11a5 tha5 tha5 thD5

害 fie5 6e6 6e6 6e6 丘e6 6e6 6e6 丘e6 e6

蔡 侮hai5 tche5 拓he5 屯che5 长ha5 担ha5 侮ha5 位ha5 坞hD5，幻hD5

贝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pai5

会 vai6 vai6 vai6 vai6 vai6 vai6 vai6 vai6 uai6

最 侮ai5 位e5 位e5 位e5 侮ai5／ 侮ai5／ 伍ai5／ 位ai5／ 乜ai5／屯cai5／

姆e5 伍e5 侮e5 屯Ge5 位e5

在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知道温州方言中哈韵、灰韵基本上发a、e、e、

ai，结合中古音，我们认为可能经历了这样的演变：幸9i>ai>a>￡>e>i，结果温
州大部分地区哈韵变为e，文成则处于过渡阶段，比如“赛”，文成有两读sai5／se5，
乐清的虹桥则还处在ai阶段。

合口的灰韵木uoi>uai>ai，从uai到ai这里经历了一个u介音脱落的过程，
详见第四章。所以虹桥话中哈韵还停留在ai阶段，而灰韵非见系字u介音脱落
演化为ai。这就是虹桥话中灰韵和哈韵同音的原因。

泰韵字基本上发ai、e。演变的路线和灰韵、哈韵是一样的，其中ai是中古
音的遗留，e是新演变的结果。由于演变速度的差异，导致了泰韵读音和灰韵、
哈韵趋同。

3．4．2皆韵、佳韵、央韵
表3—-8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I排 b￡a2 be2 b￡2 ba2 ba2 ba2 ba2 ba2 b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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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k￡a5 ke5 ke5 ka5 ka5 ka5 ka5 ka5 kD5

牌 b￡a2 be2 b￡2 ba2 ba2 ba2 ba2 ba2 bD2

街 k￡a1 ke5 ke5 kal kal kal kal kal kDl

败 b￡a6 be2 b￡2 ba6 ba6 ba6 ba6 ba6 b06

怪 kua5 kue5 kue5 ka5 ka5 kaL5 ka5 kQ5 kuD5

怀 gua2 gue2 gu￡2 ga2 ga2 ga2 ga2／va2 gQ2 guD2

挂 kua5 kuuIa5 kmua5 l(u05 ku05 k05 ku05 l(u05 k05

快 khua5 khue5 khue5 kha5 kha5 kha5 kha5 khQ5 khuD5

文成话里D是相当于温州其他地方的a，在文成话中基本上没有a与D的对
立，所以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处理整个温州方言的时候可以把文成的D处理为
a。

我们可以看出开口的皆韵、佳韵、央韵在温州各地已经趋同了。但是合口则
保留着较大的差异。

皆韵： 宰III霉>Ⅲ￡a> IIIa> a> ￡> e

佳韵：·III霉i> III霉 > ma> a> e> e

央韵： 木mai> ma> a> ￡> e

正是由于演变速度的不一致，导致了三个韵在方言中的重合，从而出现三韵
同音。

3．4．3祭韵
表3一lO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弊 bi6 bi6 bi6 bi6 bIi6 bei6 bei6 bi6 bei6

例 lie6 li￡6 li￡6 lie6 lIi6 lei6 lei6／ li8／liE8 1i￡8／

lie8 le8

世 si5 si5 si5 si5 sli5硒5 sei5 sei5 si5 sei5

吠 bi6 bi6 bi6 bi6 bIi8／hi5 bei6／ bei4／ b“ vei6

f．ei5 vei4

脆 信hai5 拓hai5 tGhai5 位hai5 伍hai3 伍hai3／ 伍hai3 位ai5／ 位hai5

侮hai5 屯Gai3

岁 sai5／sy5 sai5／sy5 sai5／sy5 sai5／sy5 跚5／sq5 吼5位5 say5 sH5 s眄5

税 sai5 sy5 9y5 9y5 sH5／sIl5 S15仇5 s眄5 sH5 soy5

卫 jy6 jy6 jy6 jy6 vu6／m为 vu6／ Ⅷ6 vH6 删6

vy6

秽 uai3 uai3 uai3 uai3 u3 u5／ uH3 v娟愚5 uH3

uH3

我们可以看出，祭韵和废韵在温州地区已经混同了。祭韵开口发音主要是i、
Ii、ei。只有“例”字是ie、iE。但“例”是常用字，应该是保留了较早的语音形态。
与浙江遂昌方言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遂昌的材料都是笔者自己调查所得，下
同)：浙江遂昌祭韵字基本上都发i￡，比如“例”li￡6，“厉”li￡6，“祭”由i￡6。所以
祭韵开口字演变应该是：幸i￡i>ie>iE>ii>i>ei／Ii。

祭韵合口则略有不同，主要有y、凯四、ai，其中H可以归并为y，可以看
作是y的变体。眄是由y裂化而来。ai是uai脱落了u介音而来的。其中，”H、
州是一个层次的，而ai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需要指出的是，祭韵开合口已经和

齐、支、脂、之、微五韵混同了。这些韵开口都包括i、Ii、ei、i￡。合口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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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i、uai。uai是文读音，是跟受普通话影响跟灰韵相混类推而来。
所以祭韵合口可以看到有两个层次，演变过程分别如下：

这就是祭韵开合口演化的情况。这个演变规则还可以得到浙江遂昌话的印

证，浙江遂昌祭韵合口读y￡，显然可以认为是从iu￡演化而来，反映了更早时期
的音。

3．4．4齐韵
表3-一ll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米 mi3 mi3 mi3 mi3 mIi4 mei4 mei4 mi3 mei4

西 sil s订 s订 sil s1订如i1 seil seil sil seil

鸡 蕾G订 位订 位i1 位il tslil他i1 研1／甄1 屯c订 位i1 屯cil

系 ji6 ji6 ji6 ji6 ji2 ji6 ji8 ji6，ji8 ji2

奎 khuail khuail khuail khail khail khail khail khuail／ khuail

khail

慧 胁ai6／ 丘uai6／ 丘uai6／ fiuai6／ Ⅶ6／ Ⅶ6／vy6 vH6 vH6 uH6

丘y6 衄6 丘y6 丘y6 II拍

齐韵我们采用郑张尚芳先生的构拟木iei。因为浙江遂昌齐韵都是ie，如果齐
韵是ei的话比较难解释，另外也很难解释温州各地的分布情况以及自身的演变
序列。实际上温州话里的ei绝大部分都是由i裂化而来的。我们很难解释ei>i。
但反过来，这种演变就很好接受。

开口齐韵字：幸iei>ie>i>e价讥i
文成话中刚好体现了这种演变，值得注意的是永嘉、温州见习字都开始舌尖

化，这与i高化为1有关。而永嘉1又发生裂化，变为1i。
合口齐韵字在温州主要有uai、y，我们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层次。y是与开口

相配的读法，删是后起的。这和祭韵是一样的。

第五节止摄

3．5．1支脂之微
表3一12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皮 bi2 bi2 bi2 bi2 bi2 bei2 bei2 bi2 bei2

玺 si3 si3 si3 si3 s13侮i3 sei3 sei3／sie3 si3 sei3

知 tSll tsll tsll tsll 蜘1 研l 研l tsll tsll

吹 tshyl 鄙hyl 婶hyl 坪hyl 砒I：【1／ 侮hll／ 悔hoyl 位hHl 位lml

位lml 1脚1
累 lai4 lai4 lai4 lai4 lai4 lai4 lai4 lai4 1ai4

奇 出i2 出i2 出i2 出i2 dzi2／ d刁2／ dzi2 出i2 (ki2

dzl2 d312

琵 bi2 bi2 bi2 bi2 bi2 bei2 bei2 bi2 bei2

悲 pail pail pail pail pail pail pa订 pail pail

鼻 buIIIa8 bi8 bi8 bi8 bi6／bi8 bei6／bi8 bei8 biE8 bie8／pa7



第三章韵母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眉 mi2 mi2 mi2 mi2 mi2 mei2 mei2 mi2／ mei2

miE2

美 mai4 mi4 mi4 mi4 mi4 mei4 mei4 mi4／ me“

mai4

师 s11 s11 sll sll s11 s11 吼1 s11 S11

诗 s11 s11 sll S11 s11 s11 s11 sll s11

水 sy3 sy3 9y3 Gy3 9H3／sI：【3 S13／n3 say3 su3 s眄3

芝 tsll tsll tsll tSll tsll 研1 嘲1 tsll 研1

帅 sai5 se5 s￡5 se5 sa5 sa5 sa5 sa5 sD5

翠 伍hai5 位hai5 位hai5 位hai5 tshai5 侮hai5 侮hai5 位hai5 侮hai5／

位hai5

机 位订 位订 位订 位订 蜿订他订 妍l／ 位订 位订 位订

价1

汽 幻hi5 位hi5 位hi5 位hi5 侮h15／ 坞h15／ 屯chi5 屯Ghi5 位hi5

帅5 钠5
非 61 f11 fil fil fil fe订 feil fil fe订

鬼 坤y3 协y3 婶y3 蟛y3 tsIl3瓜13 蟛y3 坤yH3 铷3 tcH3

徽 fIail f．ail f撕1 fail fail f葡1 f砸1／ fail／ f．ail

huail lmail

归 kuail kuail kuail kuail kail／姆q1 kail kail kail kuail

从上面材料我们可以得出总体上温州地区支、脂、之基本上相混了，开口的

都念i、1、ei，1和ei其实分别由i高化和裂化而来。合口的则念y、廿、眄，显
然是和开口相配的。一部分合口字念llai、ai，其中ai是由删脱落了u介音而
来，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详见祭韵字分析。

帕维尔(2005a：23)认为“瓯江方言止摄开口三等的早期韵母是【I】”，基本
上是对的，他标做I的音，本文都标做i。标做i能更好的解释历史的演变，因为
潘悟云先生的中古音没有I。而实际发音情况也确实是i。因此我们认为止摄开口
三等温州早期韵母是i。

‘

不过脂韵个别字念ie，如文成“鼻’，bie8，敖江“眉’，mie2。帕维尔(2005a：
23)认为是由i破裂化而来。我们认为失之简单。因为破裂化也是有规律的。关
于i有两种裂化方式，一种是前裂，变成ei，一种是后裂，变成ie。陈忠敏先生
(2003)指出：赣语、浙江西部吴语、徽语属于元音后裂，而沿海吴语、北部吴

语属于元音前裂。温州各地属于元音前裂型。i都变成ei。如果温州的ie也是i
裂化而来，裂化形式就会显得很乱，而且ie很少出现。所以我们ie可能是较早
时期的遗留。这还可以得到其他西南吴语的佐证。据曹志耘先生(2002：69)的
调查，在金华，“荔”读lie6，“鼻”读bi98，“鲤”读lie3；在汤溪，“荔”读lie6；
在磐安，“鼻”读bie2。

3．6．1豪韵

表3一13

第六节效摄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保 pIII“3 pIu3 p33 p33 p33 p33 p￡3 p33 pe3

毛 mUI”2 mIIl2 m32 m32 m32 m32 m￡2 m32 m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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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tUIu 1 t【u1 t31 t3l t3l t31 t￡1 t3l tel

遭 tsUIu 1 位IIIl 姆31 伍31 侮31 侮3l 信￡1 屯G31 长￡1

早 tsulu 3 tSUl3 坞33 侮33 姆33 伍33 侮￡3 把33 侄￡3

高 kIII“1 kⅢ1 k31 k31 k31 k31 kel k3l k￡1

虹桥没有纯粹的m，它的甜其实也可以记为m，只不过后面有一个向u滑
动的很短的动程。

帕维尔(2005a：24)认为豪韵字较早的读音是ao，各地的a都是33单元音

化而来。但这是不对的，单元音化也不好把握，为什么各地不单元音化为3而偏
偏单音化为a呢?这一点不好解释。其实潘悟云先生(1995a)早已指出温州话
中的豪韵是au>9。整个浙南吴语豪韵字是：Qu>Q3>3>A>a。所以，我们整个
温州地区的演变应该是这样的：

au>Qo>3>A>uI／IIIu>a>3>∞>￡

按：青田话中豪韵字一般都念∞。
另外，帕维尔记音很多有误。乐成的“早”帕维尔记为侮i33，其实应该是位iY3。

虹桥的“高”帕维尔记为kIol，其实应该是kmu 1。虹桥的豪韵都是III．I。
3．6．2肴韵

表3—14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饱 p31 Pal p31 p3l p3l pu3l p33 pD3 puAl

豹 p35 pa5 p05 p35 p35 pll35 p35 pD5 puA5

爪 tG33 位al 把33 位33 位33 侮u33 蟾33 位D3 屯G03

交 k31 kal k31 k3l k31 1(u31 k31 kDl k01

肴 ka5 kaL5 ka5 ka5 ka5／ ku35 632 gD2 902

k35

“肴配”是最常用的词汇，所以它保留了较古老的读音。
潘悟云先生(1995a)指出：肴韵的变化过程是au>a>o>o。根据温州各地

情况我们补充为：

按：老派温州话读肴韵为3，可见uo是由3裂变而来的。

3．6．3宵韵
表3—15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表 pim“3 pm3 p33 P33 pi33 pi￡3 pie3 pya3 pie3

苗 miUI”2 mUl2 m32 m32 mi32 mi￡2 mie2 mya2 mie2

焦 侮iuI“1 位IIIl 位3l 姆y￡1／ 蟛y￡1／ tciel 馏弦1 协归l 埠归1

却y91 挪y01

消 siUI”l sIUl s31 9y￡1／ Gyel／ ci￡1 sy91 syal／ 9y91／

9yal 9yal q归l qy93

骄 屯GiUIu 1 位m1 位31 蟛y￡l／ 协yel／ tGi￡l 邯y91 埠y91 蟛归1

幻y91 坤yal

我们可以看出宵韵读音乐成、柳市都脱落了i介音和豪韵字发音一样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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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宵韵的演变如下：

从i砒e演变到y￡勺e说明温州地区经历了一个圆唇化的过程，比如永嘉、瑞

安还处于过渡阶段。“燎”有两读，读1i￡2或ly￡2都可以。“瘵”，读li32或ly32
也都可以。ye演变为弦，是e受y影响的结果。有意思的是乐成、柳市、自象
的帮组字三等i介音脱落了。

帕维尔(2005：25)认为“瓯江方言宵韵字早期可能是【Iao]或[I∞】。”这个说
法的问题其实与豪韵是一样的。详见豪韵。

3．6．4萧韵
表3—16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雕 nlmal tial tial tu31 tiel ti￡1 tu3l 明1 nlAl

挑 thumal thial thial thu01 thi￡1 thi￡1 thu31 thyal thuAl

鸟 nia4／ IⅡa4／ 蜮34／ IⅡ洲 玎，ia4／ 10a4／ ma4／ IⅡD3／ 墒a4／

tIuua3 tia3 tia3 tia3 tie3 ti￡3 tu33 ty93 tuA3

聊 luⅢa2 lia2 Iia2 lu32 li￡2 lie2 lu32 l归2 IuA2

叫 位iⅦ5 位Y5 位35 蟛y05 协y05 位i￡5 蟛y05 坪yD5 坼y95

缴 位iⅦ3 位Y3 位33 蟛ya3 婶yD3 位ie3 蟛ya3 蟛y93 埠y03

晓 ciel cial cial cial Gia3 cia3 ci33 diD3 q”3

温州很多地区萧韵和宵韵已经开始混了，见组字最明显，见组字已经和宵韵
字没有区别了。其实这种现象不仅温州地区是这样，据曹志耘先生(2002：239)，
南部吴语基本上都已经混了。相对来说，温州地区仅仅局限于见组字。端组字萧
韵与宵韵仍然保留区别。这是因为端组字往往都是基本词汇，所以比较难混。“鸟”

和“晓”体现的最明显，他们白读都是ia。可以看出温州萧韵较早的应该是读ia。
i￡是由ia演变而来的。白读iD、i3其实也可以看作yD、y3，在温州地区，i受后
圆唇元音影响，实际音值已经是y了，由于不存在iD、i3与yD、yo这样的对立，
所以在后圆唇元音前面的前高元音记为i或y是两可的。

所以温州地区的萧韵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ia、ie、iD、i3、妒，另一个层
次是uo、u3、uA、唧a。这部分萧韵字和钟韵字一部分字发音相同，各地分布也
有类似的情况。帕维尔(2005a：26)认为是拉链作用的结果，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钟韵字的演变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还有待深入研究。

整个萧韵演变如下：

3．7．1侯韵
表3一17

第七节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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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某 n14 n14 瑚【4 n14 n14 m04／ mu4 m“ m洲
m“ m￡4

贸 mm“6 mul6 m36 m36 m36 m36 m￡6 m32 m￡6

兜 饥l taul taul 切u1 taul taul taul 咖l 咖1

头 diu2 du2 d砒 diu2 (h_u2／ d^八12／ d1八12 龇 diel也

dm2 diu2

显 diu6 du6 diu6 diu6 心∞固 dw6／ dⅦ6 deu6 dieu6

diu6 diu6

投 dau2 dall2 dau2 dau2 dau2 dau2 dau2 dau2 dau2

口 khau3 khau3 l(11au3 khau3 khau3 khau3 khau3 khau3 khau3

可以看出，侯韵字温州各地基本上都是发au，不过有一部分例外，帮组侯
韵字读音与豪韵帮组相同。另外两个最常用的字“豆”、“头”却不读嬲，但在绝
大部分地方读如三等，其实这些i介音是后起的，从永嘉、温州看，iu是Yu的
音位变体，平阳话中的eu实际可以归为iu，因为平阳话并没有iu与eu的对立；
文成话没有iu只有ieu，所以也是可以看作iu的变体。至于帮组字读音与豪韵字
相同那是后起的。在唇音的条件下：·Ⅶ>Qu>Q3>3>A>删付>a>3>∞>e，
这符合拉波夫(1994：116)提出的复合元音韵核低化原则。于是侯韵字和豪韵
字部分字出现了重合。

侯韵中古音是宰卸，浙江遂昌侯韵现在仍然发孤，是中古音的遗留。不过之
后应该有一个读Ⅶ的阶段。流摄一三等交替的特点也很值得注意，对此，郑张
尚芳先生(1989)已经有很好的论述，可以参看。

整个温州地区的侯韵演变过程是这样的：

表3一18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富 m5 凡5 fh5 m5 m5 饧y5 硒 fh5 m5

流 lill2 lu2 liu2 liu2 lYu2／ lⅦ2／ 眦 leu2 liell2

lIu2 lill2

手 siu3 su3 siu3 cieu3／ cm3 cieu3／ sYu3 seu3 sieu3

Giu3 ciu3

扭 础m“ niau4 嫡au4 mau4 撕a“ mau4 njau4 戚au4 IⅡa“

求 dziau2 dziau2 (kiau2 dziau2 dziau2 dziau2 dziau2 dzau2 dzau2

有 jiau4 jiau4 jiau4 jiau4 jia“ jiau4 jiau4 jiau4 jiau4

纠 位iaul tGiaul tciaul 位iaul 位iaul tGiaul 屯ciaul 位iaul 位iaul

上文已经指出Ⅶ是iu的音位变体。平阳的eu、是iu的音位变体，文成的
ieu则是iu演化而来。iau则是由ieu演化而来。非组字温州各地基本上读u、H、

叼。这是iu的介音被非组吞没的结果。浙江遂昌尤韵幽韵都是iu。这说明音变
是由见系字先发动的，然后扩展到整个尤韵。至于为什么是见系字还有待考察。

尤韵中古音是木iu。温州地区见系字和泥母字已经全部变为iau了。所以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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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韵整个温州地区的演变如下：

i介害H诤落 。uⅪ>州f非细字1r～。一，、⋯’，
+iu

。ieu(舌音)>i卸(见．系字、泥母)r⋯⋯⋯一⋯⋯⋯u●，

3．8．1覃韵
表3一19

第八节咸摄

虹桥 乐成 柳市 向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贪 tIlel thel mal th01 thal Ⅱlal thal thal thal

男 ne2 ne2 n02 na2 na2 na2 ne2 na2 ne2

蚕 ze2 za2 za2 zD2 za2 z02 za2 za2 ze2

感 ke3 k93 ka3 Ka3 ka3 l泐3／ ke3 ka3 l∞3

ky3

搭 ta7 ta7 郇 ta7 t37 ta7 t37 tD7 tD7

拉 la8 la8 la8 la8 lal／la6 lal／la6 13l lDl lDl

摊 ze8 ze8 za8 z08 za8 zD8 ze8 z08 ze8

鸽 ke7 ke7 ke7 ke7 ka7 kD7 ke7 1叼7 ke7

喝 ha7 ha7 ha7 ha7 ha7／11a7／ ha7／ h07／ hD7／ hD7

h37 ha7 h07 ha7

覃韵虹桥和温州、平阳是两个极端，可以认为温州、平阳已经全部圆唇化了，
而虹桥则全部没有圆唇化。其他地区则在两者之间。合韵有两个层次，一个是e、
a，另一个是a、o、D。这从永嘉、温州、瑞安、平阳很多合韵字有两读就可以
看出来。合韵发a的都是最常用的词“喝”，这个词保留了较早的音，没有向e变
化。但后来随着温州地区出现的圆唇化趋势而变成3了。从整个温州地区看，平

阳话覃韵已经完全圆唇化了，温州、瑞安、永嘉都接近完成，而乐清各地则相对
保留了更多的非圆唇音。靠近永嘉、温州的白象、柳市比相对离永嘉温州较远的

乐成、虹桥有更多字圆唇化了。文成和瑞安有一部分字圆唇化了。这说明圆唇化
是由平阳地区最先开始的。由于瓯江的作用，圆唇化向乐清扩散也是由南到北，
由多到少的，最北的虹桥还看不到圆唇化的影响。

帕维尔(2005：28)把温州地区覃韵的e、a也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我
们觉得e、a还是处理为音变关系较好，因为覃韵念。的地方，通常合韵其他地
方念a的音也会变成后元音3、D，所以我们认为温州地区的e、D还是处理为一
个层次更有说服力。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e比a更易圆唇化。乐清地区是温州最迟圆唇
化的地方，当乐清地区没有a圆唇化为D，只有e演变为g。这可以佐证上面的
的观点。

覃韵中古音是木锄，整个演变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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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韵演变则是这样：

3．8．2谈韵
表3—20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担 tal tel tal tal tal tal t31 tol tDl

淡 da4 de4 da4 d“ da4 da4 d32 dD4 dD4

sal s￡1 sal sal sal sal s01 sDl s01

甘 kg“1 kel kel k91 k91 kgl／ kgl kgl kgl

kyl

敢 ke3 l(e3 ke3 k91 k93 k03／ ke3 ka3 ke7

ky3

塌 tlla7 t11a7 tha7 ma7 tha7／b7 tha7 m37 thD7 thD7

蜡 la8 1a8 la8 la8 la8／138 la8 b8 lD8 lD8

我们可以看出见系字谈韵已经和覃韵合流了。
谈韵的演变如下：

从谈韵我们可以看出乐清地区的圆唇化是由白象开始的。而白象显然是受温
州、永嘉影响。这与上面的论点(即圆唇化始于平阳，然后向东北扩散)是一致
的。

3．8．3咸韵、衔韵
表3_21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站 出a6 出￡6 出a6 出a6 dza6 dza6 dz36 也m6 出m6

斩 侮a3 位￡3 位a3 位a3 臼a3 悔a3 忸33 tGD3 伽3

减 ka3 k￡3 ka3 ka3 ka3 ka3 k33 kD3 kD3

夹 ka7 ka7 ka7 ka7 ka7／ ka7 k07 kD7 kD7

k07

咸 Iia2 丘￡2 丘a2 丘a2 丘a2 6a2 632 602 丘D2

馅 ga6 g￡6 ga6 ga6 6a6／ga8 ga6 936 6D6 fiD6

衫 sal s￡1 sal sal sal sal SDl s31 sDl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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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鸭 a7 a7 a7 a7 a7 a7 D7 37 D7

l甲 ka7 ka7 ka7 ka7 ka7 ka7 kD7 k37 kD7

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出咸韵、衔韵在温州各地已经趋同了。咸摄二等有四种
读音：a、e、o、o。大部分地区都是a，温州地区早期是a，e只出现在乐成，这
是后起的变化，虹桥、乐成没受圆唇化的影响，但是由于乐成是乐清的政治文化
中心，所以变化又比虹桥快，所以高化了。D、3是a圆唇化的后果。

所以，温州地区咸韵、衔韵的演变如下：

3．8．4盐韵、严韵
表3—22

虹桥 乐清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折 位i￡8 屯Gie8 位ie8 tcie8 钯ie7 位i17／ 乜ie7 幻iE7 坞ie7

位i7

检 位i￡3 屯ci￡3 拓i￡3 位i￡3 位ie3 位i13／ 坼ie3／蟛i3 tGiE3 tcie3

屯Gi3

叶 ji￡8 ji￡8 ji￡8 ji￡8 jie8 jil8／ jie8 jiE8 jie8

ji8

剑 蕾Gie5 位i￡5 屯cie5 位i￡5 位ie5 位i15／ 位ie5 位iE5 位ie5

屯ci5

盐韵、严韵温州各地已经混同了，内部比较一致。我们认为盐韵、严韵经历
了这样的变化：i￡>iE>ie>iI>i。

3．8．5添韵
表3—-23

虹桥 乐清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店 ti￡5 tie5 tie5 tie5 ti￡5 til5／ti5 tie5 tp5 ti￡5

甜 di￡6 die6 die6 die6 die6 dil2／ die6 dya2 di￡2／

di2 die2

贴 Ⅱli￡7 t11ia7 Ⅱlia7 mie7 thie7 thil7／ thu07 tllp7 thi￡7

thi7

鲇 I虹a2 nja2 ma2 nja2 IⅡe2／ lnl2／ I虹e2 niDl IⅡa8

IⅡ￡2 102

添韵大部分已经和盐韵、严韵混同了，演变过程如下：

l ia>ie>ie圆蜃化 -弦 l

帕维尔(2005a：28．29)已经注意到添韵有些字念ia，但还是认为咸摄四等
都是由奉i∞演变而来，而把咸摄四等的ia看作“有不同来历的韵母”，这是比较可
惜的，其实ia是较早音的遗留，而且不止是咸摄四等有，三等也有，如“镊”，
乐成读面a8，“猎”读lia8。这些都反映了更早的读法。

3．8．5凡韵
表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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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文成 平阳

凡 va2 v￡2 va2 va2 va2 va2 v32 vD2 vD2

法 fa7 fa7 fa7 fa7 h07 h07／llu37 f37 ^IA7 fb7

凡韵演变与咸韵、衔韵相似，由于凡韵都是是三等轻唇音，所以i介音已经
吞没了。整个凡韵的演变应该是这样：

3．9．1侵韵
表3—25

第九节深摄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口

ph叼3 phe日3 pheD3 ph叼3 pheD3 phI习3 ph叼3 pheD3 ph叼3Ⅱ口

林 l叼2 l叼2 l叼2 l叼2 l叼2 11日2 l叼2 l叼2 leq2

深 sa刁1 saDl sa习l s叼1 s如l dz明2 sa日l sanl sa习1

今 磺叼l 磷如1 磷如l 磺叼l 磺叼1 螭购1 磺如l tcanl 磷叼1

音 i如l i叼l i购l i叼l i卸1 iaJ9l iaDl i锄l i如l

笠 li8 li8 li8 li8 li8 li8 le8／l￡8 li8 1e8／l￡8

十 动国 甜8 zai8 zai8 zai8 zai8 za8 za8 za8

吸 c竹 cY7 亩ai7 赢ai7 亩ai7／ 亩ai7 亩a7 c砜f 亩a7

位tiiai7 sa7

我们可以发现帮组字、来母字温州各地都是叼。其实温州各地的叼是由i叼
演变而来，i介音被声母吞没了。另外温州地区也没有肌和如的音位对立，所
以平阳的an可以看作购的变体。这样整个温州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是很一致的。
除了帮组和来母其他都是其他一律都是购、i购。

侵韵、缉韵的中古音为+inl、幸ip，整个演变过程如下：

帮组、来母为什么没变这是个问题，可能跟整个语音格局有关。需要指出的
是，不仅侵韵有这种现象，真韵、蒸韵、庚韵、清韵在温州都和侵韵字同音，都
存在这个问题。帕维尔(2005a：31)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深摄臻摄曾

摄梗摄开三四开侵真韵殷韵蒸韵庚韵清青韵的早期韵母有[i9日】[i弼】两种。现在温
州各地出现的在同韵条件下，因声母不同而导致韵母不同这种现象，就是两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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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相拼合的结果。帕维尔的表述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即使温州早期存在两种读
法，这两种读法怎么来的，这是必须解释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同韵条件下最初韵

母都是相同的。其次帕维尔的记音存在问题，他记为【i9D】的音其实应当是[e砌。
既然记音有问题，以此为基础的推测必然打折扣。我们认为i锄是较早的音，e孙

i明是后来产生的。帮组来母没有演变为i蜘或i如，这是因为在温州方言中，帮
组、来母没有与i介音搭配的。侵韵帮组、来母没有演变为购是因为魂韵帮组、
来母字已经都读加了。如果朝购演变，显然会引起混乱。所以侵韵帮组、来母
只能读叼。

第十节山摄

3．10．1寒韵、桓韵
寒韵和谈韵在吴语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表3—-26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丹 tal t￡1 tal tal tal tal t3l t01 tDl

伞 sa3 s￡3 sa3 sa3 sa3 sa3 s33 sD3 sD3

里 丘au4 胁4 胁4 胁4 qya4 刚 胁4 肠6 勋6

安 gul 01 a1 al y91 y1 a1 al al

达 出18 da8 da8 da8 da8／ da8 d38 dD8 dD8

d38

渴 khDu7 Khuul7 khuI兀117 kha7 蝴| kh07 kh97 kh巧7 kha7

l(1lyD7 ／l出y7

我们可以看到寒韵内部很复杂，从前元音到后元音都有，如果直接从材料看
也很难理出头绪，但是鉴于寒韵和谈韵在吴语很多地方是一样的。所以谈韵的演
变可以为寒韵的演变提供线索。在谈韵里我们指出谈韵的演变是这样的：

我们就可以发现温州各地寒韵没有e这个音，其实我们可以把a看作是由e
圆唇化而来的，软腭音产生圆唇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整个温州地区的演变其
实和谈韵是差不多的。

值得注意的是，软腭音变化好像要快于舌尖音，这可能与整个口腔后部较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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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有关系，所以音变往往从见系字启动。

3．10．2桓韵
表3—之7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搬 bi￡2 bm2 buu【112 ba2 bD2 bD2 ba2 切2 by02

短 切u3 切2 切2 切2 场2 切2 切2 切3 切3

酸 saul sal sal sal sal s巧l sal s01 s01

管 kuy￡3 k唧3 kuUm3 Ky03 ky3 ky03 kyD3 kyD3 kon3

宽 kual khual khual ldlal khal l(hal khu3l khDl khuDl

欢 mel fhIⅡ 矗JUm 9归 9y1 9归 qyDl 由归l 肋1
末 mie8 mm8 muUIIl8 ma8 mD8 m08 ma8 ma8 my08

活 fiua8 6ua8 觚a8 6ua8 硒8 608／ 6u36 v08 uD8

va8

断 d如6 daD6／ daH96／ d卿6／ daD6／ d加6／ 蛔知 乜媛| 妇4|

da4 da4 如4 d甜 d鲥 da蚪 dan4 dan4

暖 na习6 na日6／ naD6／ n叼6／ n如6／ naD6／ nD4／ 彻3／ n24／

n06 na6 na6 na6 na6 na日4 n锄3 n蜘14

脱 m一7 th口7／ ma7／ t1埘7／ ma7／ th07／ thal7， tha7／ th07／

tll眦7 tai7 tai7 tai7 tai7 tha7 tha7 ma7

夺 面u8 d08／ 曲8／ d08／ d98／ da8／ da8／ d98 da8／

dⅢ8 dai8 dai8 dai8 dai8 da8 da8

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桓韵字可以分为三个历史层次，a、ua、mu是一个层次，

o、y、弦是一个层次，购也是一个层次。我们可以看到a是主流，帕维尔受材料
限制，没有注意到桓韵中的ua、硐的读音。潘悟云先生(1995a)指出：桓韵舌
齿音在上古为．on，早期的移民把这个音带到温州的时候可能就是一on。江荻先生

(2002：343)曾指出藏语中存在on>豸，这种音变在温州方言中同样存在，而
且温州方言中桓韵已经进一步演化为a了。

‘浙江遂昌桓韵见系字字还有一部分读嘲，如“冠’’kIl购1，“观”ku钧1，我们
可以看出温州的购应该是由u购脱落u介音而来，关于温州地区的u介音脱落
详见第四章。金华桓韵见系字全部发ua。云和、广丰见系字则发谢还带有鼻音。
显然城是由嘲演变而来。

3．10．2山韵、删韵
表3—27

虹桥 乐成 柳市 自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扮 pa5 p￡5 pe5 pa5 pa5 pa5 p05 pD5 pD5

山 sal s￡1 s￡1 sal sal sal s91 sD3 sD3

眼 q“ 习e4 日￡4 qa4 习a4 qa4 q舛 qD3 习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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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pa3 p￡3 p￡3 pa3 pa3 pa3 p33 pD3 pD3

奸 kal k￡1 k￡1 kal kal kal k3l kDl kDl

八 puIIIa7 puIIIa7 puIlla7 P07 p07 嘲| p07 puA7 b08／

p37 bu8

察 坞ha7 tGha7 位ha7 tcha7 侮ha7 姆ha7 信h37 位hD7 位hD7

杀 sa7 sa7 sa7 s87 sa7 sa7 s37 sD7 sD7

滑 6ua8 丘ua8 6ua8 丘u08 丘08 608／ 丘u38 vD8 、m8

va8

关 kual lm￡1 kual kal kal kal 】(1131 kDl kuDl

山韵、删韵和咸韵、衔韵演变是一样的，具体演变如下：

这里要注意的是入声字好像变得比非入声字要快，在永嘉、温州体现的特别
明显。非入声字还停留在a阶段，而入声字则已经变成。了。至于原因还有待深

入。

3．10．3仙韵、元韵
表3—-28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文成 平阳

鞭 pi￡1 pi￡l puuIIIl pi￡l p“1／pil piel piel piel piEl

连 li￡2 lie2 li￡2 li￡2 lil2／li2 lie2 lie2 lie2 liE2

善 zi￡2 zi￡2 zie2 zi￡2 jiI劬i4 jie4 zi“ jie4 jiE4

别 bie2 bi￡2 buuIIl2 bi￡2 bil8／ bie8 bie8 bie8 biE8

bi8

列 li￡8 lie8 li￡8 li￡8 lil8／li8 lie8 lie8 lie8 liE8

建 屯Gi￡5 垃i￡5 屯Gi￡5 协ie5 屯cil5／ 屯Gie5 位ie5 位ie5 位iE5

位i5

仙韵元韵开口与盐韵的变化是一样的：·i￡11>i￡>ie>iI>i。
表3—-29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恋 li￡6 1ie6 li￡6 li￡6 li6／ lie6／ lie6 1iE6 1i彭li2

li2 lie2

全 Zya2 zy￡2 zy02 z弦2 II)r2 唧92 zy02 军严2 军y02

拳 d驴2 d玎￡2 d硼2 奶y巧2 d巧2 d军y92／ 出y砣 (切弦2 d硼2
gya2

——

兀 n，y02 n，ye2 n，y02 l删2 唧2 n，y02 n∥a2 IWa2 职，y02

员 vie2 jye2 fiuuIIl2 fi归2 IDr2 IIy02 ji弦2 Ii归2 fi弦2

缘 vi￡2 jy￡2 丘uuIIl2 啪2 II)r2 唧92 时02 fi瑚2 丘y92

“恋”读1i￡6、li6、1i￡6，估计是根据普通话仙韵类推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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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话中晓匣母读i￡跟前面的辅音有关系，v其实是由丘u演变而来，所以

其实虹桥的vie是由fhli￡演变而来。在仙韵虹桥话晓匣影云以母也存在同样的现
象，如“县”vi￡2，“血”fl￡7，“穴”vi￡8，其实都是声母和u介音结合的产物。

大部分仙韵、元韵合口演变是这样的：幸iue>y￡>ye>归。
仙韵合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异读现象。那就是一部分字读io小咖。叼一

般出现在舌尖音前面，在温州方言中舌尖音与i介音搭配有两种选择，要么脱落

i介音，要么腭化。比如，“穿”虹桥读劬伽l，i介音就脱落了；乐成读∞i叼l，
舌尖音腭化了。所以其实oD是由于i呻脱落了i介音而来的。温州的y伽是由于
i受。影响圆唇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早期的温州地区仙韵合口应该是蛔。
表3—30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穿 础叼l 婶ioql 婶ioDl 留io目1 馆hy001 铘hi叼1 信hpl／ 蕾GhDnl 协llyal，

臼hoql 位hanl

软 noD4 no习4 noq4 no日4 珊，4 蚪鲥 州鲥 删 蚪斛

富 曲叼5 研叼5 蟛ioD5 幻io日5 劬y0日5 埠hioD5 曲oq5 劬叼5 位hon5

卷 姆io日3 如i如3 试auD3 鄙io日5 揶yoD3 协i叼3 蟛弦3／ 蟛归3／ 蟛yD3／

旃叼3 协gD3 位an3

这些i伽的仙韵字其实可能是上古音的遗留，上古这些字都是元3，潘悟云
先生构拟为木on，短元音产生i介音，详见潘悟云先生(2000：146一153)，于是

宰on就演化为ion进而演化为io日。乐成话值得注意，在乐成话中，ioq已经有i购
的趋势。比如“卷”虹桥仍然协io日3。乐成已经读姆i如3。这部分仙韵合口的演变
应该是这样的：

l木on短!元音增生i企毒io习>i如 I

这也揭示了上古很多东部和阳部互相通谐，存在的音理上的可能性。这可以

和谆韵结合起来看，谆韵现在一般读io日，但是有些已经读i购了，与仙韵合口
的演化相似。请看下表：
表3—3l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遵 协ODl 幻io日l 坤ioDl 幻ioql 幻yoDl ∞i呻l 侮。日l 幻a1 位anl

春 曲。日1 劬i伽1 劬i呻1 坤hioql 坼hyoql 蟛hioql 忸ho日l 位hDnl tchDnl

均 蟛i2u91 蟛i如l 蝣iaDl 蟛i叼1 坛yoDl 蟛io日l 雏2u01 缸gnl 把gnl

匀 ji叼2 ji叼2 jiaD2 ji如2 I舯日2 jioq2 Ji叼2 vgn2 van2

3．10．4先韵

先韵在温州各地与仙韵已经没有区别了。

第十一节臻摄

3．11．1痕韵、魂韵
表3—32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吞 廿1apl／ th毋l／ thDl／ th纾l／ thDl thDl thal tllal thal

th叼1 血如1 th如1 th呻1

恩 e1 al 01 91 al al 03 a1 a1

跟 k如l瓜e1 k幻1／ k卸1／ k如l／ kaql／ kyl／ k叼1／ kanI k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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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 l(e1 kel kyl／蛔1 l∞1 kal kyal

垦 l(1l如3 l【h叼3 l【h叼3 l(11au93 l(11如3 l(11碉3 l【ll如3 khan3 ldl如3

本 paD3 p如3 p叼3 pau93 p如3 p如3 p购3 pan33 p购3
昆 ku锄1 l(u如1 1(u购1 k购1 k购1 k如1 kau91 k锄l k叼1

困 khu叼5 1【llu叼5 l(1luau05 l(1lau95 l(112u95 1(h叼5 l(11如5／ khan5 l(1l叼5

kh弦5
钝 dou6 d96 dD6 da6 d96 da6 da6 幽6 d购2／曲6

痕韵在温州各地读音有如、e、g。o是e圆唇化而来。痕韵的中古音为枣孤，
整个演变过程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温州话里魂韵有两个不同层次：g和购、u锄。舌尖音基本
上都变成了o；见系字则基本上变成了锄、u碉。碉是由u如脱落了u介音而来

的，详见第四章。魂韵读g、册则可能和魂韵来自上古文部有关，上古文部为
uIl。而后来一部分和桓韵0n相混，于是就产生了D。藏语也有on>豸的现象，
详见江荻(2002：343)。

整个温州地区魂韵字演变如下：

3，11．2真韵、殷韵、谆韵、文韵
表3—-33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民 m叼2 me日2 m叼2 m叼2 m叼2 m码2 meD2 m叼2 m叼2

贫 be日2 beD2 b叼2 b叼2 b叼2 bID2 be日2 b叼2 beD2

津 长aDl 坼iau9l 坤i叼1 幻i叼l 忸叼1 侮a日1 伍a口1 位iaIll 坞aDl

真 傍a日1 鄙i呷1 协aDl 鄙i叼l 侮aDl 侮aDl 伍a日l tci锄l 姆a町1

斤 埠i叼1 邯ia习l 蝣i锄l 旬iaDl 坼iau91 婶i如1 协i如1 tcianl 衄如l

笔 pi7 pi7 pi7 pi7 pi7 pi7／pie7／ pei7 piE7 pie7／

piu7 pe7

、im7 、iⅢ7 1a7 1a7 1ai7 1ai7 1a7 、置a7 1a7

分 f两l faDl faDl f两1 细1 f两1 f细1 f．anl f细l
歪 磷叼l 填叼l 蟥如1 填叼1 螭叼】 螭。日1 磺卿l 蕾conl 毛cgnl

物 vai8／ vai8 vai8 vai8 vai8 vai8 va8／ va8 va8／

／而ai8 ma8 ma8

遵 拓io日1 留io日1 够ioUl 每i叼1 雄ioUl 留io习l 侮。日l 位ial 位ionl

准 幻ioD3 揶ioD3 婶io日3 ∞io日3 蟛i呻3 磷oq3 奴吗3 位i册3 屯Gion3

均 磷叼1 磺叼l 硝叼1 磺叼l 坪yo日1 饼。日1 硝叼1 屯GiDnl 幻i鲫1

允 i伽3 i叼3 ioU3 ioU3 yoU3 10q3 1aU3 v岱n3 uon3

军 磷如l 磷如1 磷如l 磷叼1 椰yo日1 硝oql 磷叼1 把ianl 幻ianl

一石 maD2 面如2 正如2 乒叼2 呵。日2 ID，oD2 正叼2 von2 v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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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韵在温州各地已经与侵韵同流了。永嘉话里没有叼，所以可以认为明是叼
的变体。

真韵帮组字、来母字和侵韵帮组、来母是一样的读弼
真韵精组、知系、见系塞擦音都读i购，擦音都读叼。
真韵的中古音为宰i11，整个演变情况如下：

谆韵、文韵合口
谆韵、文韵合口在温州各地一样了，演变规律与部分仙韵合口字相似。在温

州各地，最常用的字“准”ioq，可见i明是后起的。

所以谆韵文韵合口的演变过程如下：

3．12．1唐韵
表3—-34

第十二节宕摄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帮 pu【IIal pal p3l p31 p01 puol p01 puol pllAl

旁 b32 ba2 b02 b32 b02 bu02 b02 bu02 b姒2

忙 muuIa2 m32 m观 m砣 m32 mu32 m02 m02 mu^2

钢 k31 k31 k31 k3l k3l ku01 kol kol hnl

桑 S31 S31 S31 S3l S31 SU_31 Sol S01 S01

博 p唧a7 p07 p37 p37 p07 p07 p07 pu07 p07

薄 bu硼a8 b08 b38 b38 b08 b08 b08 bu08 b08

乐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阁 ka7 k07 k07 k07 k07 k07 k07 kOl k07

光 k31 b1 k31 k31 k31 ku3l kOl k01 l叭1

黄 632 632 632 632 632 fm02 602 602 丘02

温州话当中没有3，唐韵开口的u3是由3裂化而来，裂化导致温州话中唐韵
开合口不分了。而乐清各地没有u。，也就是后高元音都只有一套，不分开合口。
温州其他地区唐韵开合口都已经不分了。虹桥的唧a只出现在唇音字，显然是
由ua演化而来，u是唇音所增生的。唐韵上古音是幸嘲，由于日的作用，所以整
个演变趋势是后高化，跟前面咸韵、衔韵、山韵、删韵的前高化演变趋势不一样。

唐部上古音为木删，温州地区的唐韵演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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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D>a>a>D> q>q

上上(裂化)

了uo

3．12．2阳韵
表3—35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文成 平阳

娘 Ine2 Ina2 础a2 In￡2 I虹e2 njl2／ ni￡6 m￡2 niE2

面2

良 li￡2 lia2 lia2 li￡2 lie2 lil2／ li￡2 1ie2／ liE2

1i2 lie2

庄 侮3l 位3l 位3l 砧y31 匈3l他y3l 信u3l／ tsyol 位0l 位3l，

挪y3l 姆y3l

爽 s33 s33 s33 s33 s33 su33／ s03／ s03 9y03

qy33 G弘3

霜 suIIIal sllIual smual 9y31 9y31 9y3l G萝3l 9”1 qyol

强 出i￡2 也ia2 出ia2 也ia (1zi￡2 (kil2／ 出西e2 如ie2／ 出iE

dzi2 d西e2

阳韵非庄组字的演变各地都不一样。其中庄组阳韵开口字似乎应该归入阳
韵合口。帕维尔(2005a：38)只注意到各地发音的不同，却没有看到其实阳韵
字典型地体现了长元音高化，这是很可惜的。

阳韵中古音为事i叼，整个演变如下：

3．12．3江韵

表3—36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邦 pumal pal p31 pu31 puol p3l p01 pu01 puAl

窗 侮humal 屯GhuIIIal 协huIual 劬y31 蟛hy3l 协hy3l 拓hy3l 蟛hyol 劬”1／
蟛huAl

江 k01 k31 kol l(1131 ku31 k31 k01 k01 kuAl

巷 636 fi06 fi36 6u36 丘u36 f136 606 606 肋6

我们可以看到江韵帮组字、见系字跟唐韵帮组、见系字是一样的。
江韵知组、庄组和阳韵庄组是一样的。

第十三节曾摄

3．13．1登韵
表3．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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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 po日l po日1 pO习l poDl poql／ pa习l pa日l p0Dl pa日1

pa日l

朋 bo习2 bo习2 boD2 boB2 b0D2 b0D2 boD2 b0习2 boD2

灯 啪1 taDl 蜘1 t如1 t如l／ ta日l t如l tanl t如l

t如5
Jb

k}l如3 kh奶3 kh叼3 kh购3 kh叼3 l(h叼3 1(h碣3 khan3 kh筠3月

北 pⅢ7 pm7 pai7 pai7 pai7 pai7 pe7 pa7 pe7

里 hm7 hm7 he7 he7 he7 he7 he7 he7 he7，¨、

弘 fioU2 60日2 60日2 fio日2 fioD2 硒D2 60q2 fioq2 60q2

国 kuai7 lmai7 l(uai7 kai7 kai7 kai7 ke7 kyD7 kya7

登韵除了一部分帮组字读。习，其他的都读锄，合口字则都读。日。而“灯”是
最常用的词，各地都是读t如l，平阳没有购，aIl就是锄的变体。所以可以认为
购是登韵较早的读音。而oD则是后来的变化，主要跟唇音的性质有关，唇音天
然具有合口的性质。所以帮组登韵开口和登韵合口读音是一样的。这个设想还可

以得到其他南部吴语的印证。据曹志耘先生(2002：269)庆云登韵字全是五，

显然是购弱化而来。

帕维尔(2005a：30)认为“曾摄开一登韵帮组字‘崩朋’，瓯江方言今天读【oq】
或【3q】属于例外字，早期可能还读[a日】，但是韵母的主要元音发生了变化，即腭

化为【o]【3】，‘崩朋’就被‘拉链’到通摄合一东韵字韵母里了。”这是缺乏根据的。
首先，没有看到“崩朋”是唇音字，而唇音字天然具有合口性质；其次，没有注意
到登韵帮组字韵母和合口字发音相同的事实。再次，即使帕维尔讲得是对的，即

钠腭化为o、3。这必须在音理上得到说明，但是帕维尔无法解释。而且朝在温
州地方通常演变为加。一个地区在同一时间里，一般发生音变是唯一的，这也
可以说明帕维尔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温州地区登韵的演化是这样的：

3．13．2蒸韵

表瑚8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冰 pe习1 pe日1 pe习1 pe91 pI弓l pe习l pe日l peBl pe日1

陵 l叼2 l叼2 l叼2 leq2 11日2 l叼2 l叼2 leD2 l叼2

升 se日1 seql seDl seql G码1 se日1 seDl se日l se日1

兴 础玛l 础叼1 硝叼1 铽幻l 亩如l 盘aUl 面凹l canl 亩卸l

应 i如l i如1 i蜘l iau9l 、i如l 1如l 1叼1 1anl ’iau91

逼 pi7 pi7 pi7 pi7 pi7 pi7 pei7 piE7 pei7

息 si7 si7 si7 ci7 sli7庙i7 sei7 sei7 si7 sei7

匿 I姗8 球【118 lⅡai8 lⅡai8 面ai8 墒ai8 Ine8 I虹a8 I西e8

极 出m8 出tIl8 出iai8 出iai8 出iai8 d疲ai8 dzie8 dzia8 (1zi8

蒸韵在温州地区已经与侵韵、真韵、臻韵混同了。

4l



第三章韵母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永嘉话里没有叼，所以可以认为1日是叼的变体。所以可以说蒸韵字温州地
区是比较一致的见系字都是i叼，非见系字都是叼。

蒸韵中古音我们采用邵荣芬先生的构拟幸i叼，整个温州地区的演变如下：

非见系字读钧原因很简单，这是由温州话的辅音和元音搭配的格局决定的。

因为温州各地端组、帮组、泥母、来母并没有与i硐搭配的结构。如果非见系蒸

韵也变为i如，肯定i介音会被声母吞没，这样非见系蒸韵在温州也是硼，肯定

会和登韵相混。所以蒸韵非见系字只能等演变鞠，这样登韵与蒸韵仍能区分。

而见系字登韵与蒸韵存在如与i硐的对立，所以和非见系字演化方式不一样。

帕维尔(2005：30)认为蒸韵早期有两读：ia孙i硼。首先帕维尔的记音有
问题，把i叼记作i铷，把i印记作i殉。其次帕维尔没有说明蒸韵这两个读音之
间的演化关系，而是简单处理为两读并存，这是失之简单。

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温州的职韵基本上主元音是i、III、iai、a。那么我们可以

这么归纳演变规律：m>i>ie>iai>ia。

第十四节梗摄

3．14．1庚韵耕韵
表3—．39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猛 m￡“ ma4 m“ me4 m￡4 mi￡4 ma4 ma4 ma4

打 t￡a3 ta3 ta3 t￡3 t￡3 ti￡3 ta3 ta3 ta3

冷 lea4 la4 la4 l￡4 le4 1ie4 la4 la4 la4

生 s￡a1 sal sal s￡l s￡l si￡l sal sal sal

更 k￡a5 ka5 ka5 k￡5 ke5 ki￡5 ka5 ka5 ka5

耕 k￡a5 kaL5 ka5 k￡5 k￡5 kie5 ka5 ka5 ka5

摘 ba7 位e7 位￡7 位￡7 坞a7 侮a7 伍a7／ 位a7 担a7／

tei7 位a7

据高本汉(1940：630)，20世纪初庚韵和耕韵温州的音是￡，所以我们认为
现在温州话的i￡是由￡裂化而来。帕维尔(2005a：39)认为温州庚韵、耕韵较
早的音是3。理由是洞头很多地方现在庚韵和耕韵都是读9。不过这个理由是有

问题的，洞头居民基本上是移民，这就注定洞头语音不是很单纯的，把这作为较

早的读音显然欠妥的。即使洞头庚韵耕韵是a，很有可能是a弱化而来。另外，

帕维尔把虹桥的庚韵、耕韵记为∞是不对的，虹桥的庚韵、耕韵应是￡a。前面
的￡可能是二等介音的遗留。

所以庚韵的演变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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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同了，都读i如。

3．14．2庚韵、清韵、青韵
表3—40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丙 p叼3 pe93 pe日3 p叼3 p玛3 peD3 p叼3 p叼3 p叼3
—一
尿 蟛i叼1 砧i购l 蟛i叼l 埠i约l 坶ia日l 蟛i购l 砧iaDl 拓ianl 留i叼l

饼 peq3 p叼3 p叼3 p蜘3 pIq3 p叼3 p叼3 p铷3 p叼3

精 恹e町1 埠eDl 婶eDl 协eDl 埠Iql 侮e习1 侮eDl 蟛eql 伍e日1／缸叼1

正 侮叼1 留eql 幼叼1 玲eql 幻I习1 伍eDl 侮eDl 筇eUl 臼叼5他叼5

轻 幻h如l 幻h加l 蟾h如1 拓h如l 协m购l ∞m如1 幻h购l 位hanl 幻h鲴1

赢 j 1叼2 j1叼2 j、iaD2 j~i如2 正aD2 j 1如2 j 1叼2 j1锄2 j1叼2

经 幻i叼1 幻iaDl 蟛i如1 协i卸1 协i如1 ∞i鲴l 研au9l 位ianl 晒叼1

从上面材料看，上面三个韵已经合流了。至于为什么见系字和非见系字有区
别，原因前面蒸韵已经分析过了，不赘述。

第十五节通摄

3．15．1东一冬韵

温州地区都是明。
屋韵沃韵

表训l
虹桥 乐清 柳市 白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卜 b08 b08 bu8 bu8 pu7／p07 pu7 pu7／p07 pu7 pu7

读 d08 da_u8 (1u8 du8 d铷8／du8 打u8 d^m8 du8 (1w8

族 z08 zau8 zu8 zu8 jm8／jiⅦ8 jieu8／jiu8／ zⅦ8 zu8 zⅦ8

jiau8

哭 khu7 khu7 khu7 khu7 khu7 khu7 khu7 khu7 khu7

屋 u7 u7 u7 u7 u7 u7 u7 u7 u7

毒 dou8 dau8 du8 du8 du8 dYu8 dⅦ8 du8 dⅦ8

温州各地的。是上古音的遗留。所以整个屋韵的演变如下：
·o>u>刽l／hl>au。

3．15．2东三

东三在温州各地都是i叼。非组字是叼。
屋三

表3—_42

虹桥 乐清 柳市 自象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福 缸7 锄7 m7 龟7 fh7 m7 如7 亿7 fh7

—L
lu8 lu8 lu8 1u8 lm8／l咖8 liu8 lⅦ8 1eu8 1铷8／、

菊 位Iu7 位iau7 屯Giau7 位iau7 位Iu7 把ieu7 俯讹7 tcu7 位Ⅶ7

叔 Su7 su7 ciau7 ciau7 em7 Gieu7／ s讹7 su7／seu7 s讥7

ciu7

育 jiu8 jiau8 jau8 j抓8 jm8／iu7 ji卸8／ h’u7 h7 1Ⅶ7

iu7

／iau7

43



第三章韵母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屋三的演变如下：

3．15．3钟韵

非组字都发伽。
表3—_43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从 zuuIa2 zu【ua2 zuuIa2 z哪a2 呵32 I驴2 呵32／ 硝02 z”2

l驴8
重 出uma2 如IIIa2 d矾】uIa2 如ma2 由y02 如y32 如y02 曲y02 由”2

钟 拓uulal 位lIIIIal 位u1【IIal 位u1叮al 蟛弦1 邯y01 蟛yOl 蟛y01 邮yAl

恭 幻i31 位i31 位i31 位i31 位y31 俺y31 鄙yol 留y01 幻yAl

兕 Gi3l Gi3l ci01 ci31 9y3l 9y31／ qy01 9y01 9yAl

亩叼l

龙 luma2 luma2／ luIIIa2 lul【IIa2 li￡2／ 1i32／ luo万 lu02 妣
132 loD2 l叼2 loq2

绿 luIlla8 108 108 108 108 108 lu08 lu08 luA8

录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lu08 lu08 luA8

足 悔mua7 屯G07 tc07 屯c07 挪如7 馆y07 奶r07 奶，07 位07

烛 坞uIIla7 位07 位07 幻07 蟛萝07 蟛y07 蟀y07 协y07 把07

触 bh07 位h07 位h07 毛Gh07 劬如7 ∞hy07 坼hy07 劬y07 位h07

由于各地没有p与yo的对立，所以可以把yo看作yo变体。由于虹桥的

uma在萧韵相当于乐清柳市白象的ia。那么其他地方的yo我们都可以看作ia圆
唇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温州地区钟韵有两个不同的层次。i3、io、y3、yo、
yA是属于同一个层次，u0、uA、uma则是属于钟韵和宵韵来母字、萧韵相混的
层次。
表3卅

虹桥 乐成 柳市 白象 温州 永嘉 瑞安 平阳 文成

燎 li￡4 lie4 li￡4 lie4 li￡4 li32／ly32 li￡2／lu32 l弦2 li￡4

疗 luma2 lia2 lia2 lu32 li￡2 li32／ lie4 l归2 luA2

ly32

料 luIua6 lia6 lia6 lu36 li￡6 li36 1u36 l弦6 1uA6

龙 luma2 luma2／ luIIIa2 lu32 lie2／ li32／ lu32／ lu02 lⅢ心

b2 lo日2 1092 l叼2

据高本汉(1940：688)，日语汉音“龙’’念陋o：】， 安南念【l弼】，客家念[1i叼】，
当时的温州“龙”念lia。所以我们认为温州地区的“龙”有两个层次，分别来自i弼
和锄。具体演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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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小结

温州各地的韵母演变总体上印证了拉波夫(1994：116)提出三条元音链移
原则：1．长元音高化；2．短元音低化；以及原则2的副则：前响复元音的韵核低
化。3．后元音前化。按照拉波夫(1994：121)在没有长元音的元音系统中，单
元音就相当于长元音，并按原则l演变。因为温州方言中没有长短元音对立。所
以我们把温州话的单元音全部按长元音处理。

比如温州地区的唐韵字的演变：a>D> o>o，就体现了长元音高化通则。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与韵尾日的作用有关。在没有圆唇化影响的情况下，a
是前高化的，如覃韵字的演变：a>e>e。也就是说，温州地区后高化其实是由
圆唇化或韵尾日引起的，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的影响，a一律前高化。侯韵字则

体现了前响韵核低化：木o>木0u>饥>au。模韵字的演变路径：事o>u
>H>y>眄，则集中体现了后元音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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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u介音脱落问题

刘镇发(2006)已经注意到了温州话中的u介音脱落问题，不过没有深入。
下面就u介音脱落是如何发生做一些探索。

由于温州地区存在一二等合口介音脱落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各个
声母和u介音脱落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可能是音变因素的干扰，我们
选用温州地区语音高度一致的蟹摄字作为材料来源，这样比较能看出问题所在。
乐清各地比较一致，选乐成作为代表。
表仁l

乐成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配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phai5

堆 tail tail tail tail tail tail

雷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lai2

罪 zai4 zai4 zai4 zai4 zai4 zai4

碎 sai3 sai3 sai3 sai3 sai3 sai3

堍 khuai5 khai5 khai5 khai5 kImai5／ kuD5

khai5

灰 fail fail fail fail f．ail，huail fail

高本汉(1940：583)则给我一 、]提供了历史的证据，我们还可以看到二十世
纪早期温州仍然见组字仍然有u介音。如“怪”，l(ua；“瑰”l(uai；不过端系字当时
已经没有了，如“堆”已经是tai了。这说明温州见组字u介音脱落是百年之内发
生的事情，而端系时间脱落的时间则更早一些。

由于上文已经论述了温州方言中只有一套u，所以fai其实huai的变体，所
以温州只有晓、匣、影三个声母还保留着uai。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总体而言，

端系字脱落最早，见系字是最迟脱落u介音的，见系字里又是晓、匣、影更难脱
落。唇音天然有合口性质，所以抗脱落的能力最强。

所以通过温州地区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各组声母的抗u介音脱落能力：帮组

>晓匣影>见组字>端组字、精组、来母。也就是：唇音>喉音>软腭音>舌尖
立
日。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和温州方言的u的性质有关，在上文非组
字和晓匣与合口字关系我们已经论述了温州方言的u其实是不圆唇的，带有唇齿
摩擦性质。这也决定了温州地区合口介音的格局。

从发音器官看，由于软腭音和喉音距离嘴唇较远，所以中间有较大的空间来
保证完成发音，即使声母后面元音开口度很小，也就是发音空间很小，比如温州
的u是摩擦性质的，也没关系。而喉音比软腭音更远，所以中间的空间也更大，
所以比软腭音更容易保持u介音。所以相对来说，喉音和软腭音比较容易保存u
介音；而唇音则天然具有合口性质，所以发u也没有问题。但是舌尖前的音则会
出现问题，因为本身舌尖已经发音部位已经够靠前了，而这时候u还是非圆唇的
有摩擦性质，开口度极小，这会造成发音的空间极度狭小，不仅发音吃力，而且
很难发出完整的音。这决定了温州各地基本上没有端组字系统地和u搭配的音，
甚至温州市区已经没有u了。仔细比较还可以发现：普通话里和端组字搭配的u
和u介音都是圆唇性质的。圆唇就会使前面的发音空间增大，这样才能保证发出
完整的音。

所以，温州地区各组声母抗脱落能力其实也可以看是是由发音空间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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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见组字脱落的原因，可能是一种类推作用。因为从音理上看，见组字脱落并
没有必要。所以更大的可能是类推。

再看一下温州各地u介音和声母的搭配图，可能会更清楚，由于乐清各地总
体差不多，取乐成做代表。
表仁2

乐清 永嘉 温州 瑞安 平阳 文成

-Ue 见组

·U￡ 见组

．ua日 见系 影母 影母 影母

-Ua 见系 晓母 晓母匣母 晓母影母

影母

．uaI 见系 影母 影母 晓匣影 见系 见系

-Ua 晓母

-U肺 晓母匣母

影母

一nD 见系 见系

-1UIIa 帮组端系

见系

—U0 影母 透母来母 帮组来母

见系

一U3 帮组 帮组端系 帮组端系

晓匣 见系 见系

姒 帮组端系 帮组端系

见系 见系

注：①温州u介音和后元音搭配基本上是后起的，由裂化而来。比如“当”，
乐清t31，而温州则是tu3l。“绿”，乐清108，温州108，平阳lu08。永嘉话里
uo可以看作。的变体，在永嘉话里，“家”和“瓜”都是读ku01，开合口并没有区
别；113可以看作是。的变体，“法”，读h07或hu37皆可。所以可以认为永嘉话
的去合口化后的语音结构与温州话是相同的。平阳、文成的uD相当于乐清的ua。

②乐清的uIua、温州、瑞安的一部分u3、永嘉、文成的uA成系统对应，是
同源的。这一组字比较奇怪，主要出现宵韵、萧韵。这两韵原本都不是合口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认为u和前元音搭配显示了温州较早的音，或者可以说，在较早
的温州语音格局中，应该是u介音和前元音搭配。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u介音和前元音搭配基本上都是和见系组合。而u介音
和后元音搭配则几乎可以和所有的声母组合。原因很简单，本来唇齿摩擦性质的
u一旦和后元音组合会造成发音部位后移，导致唇形变圆，于是就变成圆唇性质，
圆唇可以和任何声母搭配，因为圆唇使得前面口腔的变大，这样能保证有足够的
空间来发音。

我们从上表还可以看出越是靠近温州地区，u介音越容易脱落。温州、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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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u介音脱落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永嘉都见组字都脱落了u介音，总体看只剩下影晓匣三母可以和u介音搭配。这
就说明u介音脱落是由温州市区先发动的，然后向郊区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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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后记

后记

时光荏苒，倏忽之间三年就过去了。
首先要感谢潘悟云先生，感谢先生三年来在学业上对我的悉心指导。先生渊

博的知识，博大的胸怀、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影响至深。从先生那里我不仅学到
了很多知识，还学到了治学的态度。

还要感谢语言所的诸位老师。这三年，从语言所的很多老师学到了很多。刘

民刚老师的幽默和洒脱，张谊生老师的深入浅出，左思民老师的严谨，陈五云老
师的渊博，史佩信老师的娓娓道来，都使我受益匪浅。

我还要感谢大学的班主任金文兵老师多年来对我学业和生活的关心，也感谢
金理新老师把我领进音韵学。

这三年的学习期间，还得到刘全益、郑元国、陈曙央、叶朱希、蒋雨、吴
威、韩栋、毕谦琦、王双成、刘翔友、李勇、邢兆飞、徐广等诸多友朋的关心和
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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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1．叶晓锋：《古文字中的“贮”和“贾’’》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

社版2007年12月版增刊



温州方言语音研究
作者： 叶晓锋

学位授予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

  
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顾钦 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 2007
    方言语音演变来自两方面动力：一是方言自身的内部矛盾引起语音的演变；二是与不同语言接触促使语音的演变。后者是外部动力，但也通过内部

矛盾起作用。以往对于方言语音研究，主要放在语音的共时描写和历时演变上，而关于语言接触引起的语音变化现象研究较少。本文从语言接触的角度

，对上海市区的方言语音演变状况进行研究。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上海的外地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上海本地居民，来自不同地区人们的交往日渐频繁，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等各种形

态的接触必然会引起各种方言接触。虽然外地移民的母语可能会影响到上海话，他们会把口音、个别词语或句式带进上海话，但作为强势方言的上海话

总体格局却没有因此发生改变，因此这类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方言语音系统的影响甚微。而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作为国家法定的标准语在各种方

言接触中与其他方言相比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对上海话的语音演变产生最主要的影响，使得上海方言的语音演变已进入与普通话逐步趋同的状态。因此

，本文的研究从上海市区方言和普通话的语言接触入手，以词汇语音调查为基础，分别从由普通话导致的上海市区年轻人的语音变化、上海腔普通话以

及上海市区外来人员所用方言情况三个方面，研究这类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的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

    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式进行广泛采样，通过田野调查法记录发音人的语音情况，对调查所得的语音演变结果加以实验语音学的证明。然后通过

大量的词汇调查，统计研究语音演变的规律。与以往的上海方言语音研究相比，本文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上海市区方言个案为例，通过语言接触与语音演变关系展开分析，上海作为一个大城市，人口众多，语言接触影响大，是我国城市语言接

触的一种类型，因此研究结果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第二，本文以词汇调查为基础；词汇作为语音的载体，音变在词汇中逐步扩散，研究词汇扩散中词的使用频率与音变次序之间的关系；

    第三，材料丰富，利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上海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广泛采样，更为科学可靠：

    第四，本文结合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用语音分析软件对发生变化的音分析比较，验证听觉上的差异；

    第五，研究上海人说普通话时出现错误的频率高低序列与受普通话影响上海话语音变化比较。

    第六，本文以词汇为基础研究了上海外来人口的一些语言现象，包括来自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母语方言的人在上海的普通话语音情况，以及外来人口

学习上海方言的情况。

    本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绪论阐述和总结前人的研究语言接触中上海话语音演变的思考和成果，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理论依据；

    第二章介绍年轻一代受普通话上海话语音的社会调查如何开展，结合调查结果，简要阐述受普通话影响的各种音变情况，并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加

以证明；

    第三、四、五章，通过词汇调查，统计语音变化的程度，讨论普通话对上海话声韵调三方面语音演变影响以及变化原因；

    第六章，上海腔普通话的调查分析，研究上海人说普通话时出现的错误趋向；

    第七章，研究上海市区的外来人口的语音演变状况；

    第八章，结论和启示即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上海方言语音变化的趋向和原因，这一趋向将带给方言研究一个怎样的启示。

    本文通过上海话受普通话影响发生的语音演变状况的调查分析，发现在普通话权威方言的影响下，上海市区方言的一些特征处于消失的过程中，而

且各种特征的消失速度不一样。受普通话影响，上海话的一些读音会产生系统的变化，属于内部音变；另外，年轻一代不知如何用上海话念比较生僻的

字，就采用普通话的音，或者经过一番折合，造成读音的异类。这种读音借用现象很多，但都属于个别词语性质，并不改变上海话的字音系统。通过词

汇语音变化的统计，本文还发现，开放类词比封闭类词更容易发生变化，使用频率越高的词越不容易发生语音演变，而使用频率越低的词则越容易变化

。最核心的词汇是最稳固的，其次是非区别性的语音特征。普通话之所以对上海话语音发生较大程度的影响是因为普通话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息

渠道，上海人说普通话的情况更近似于第二语言习得。

    此外，本文通过研究上海外来人口的语音演变状况发现，尽管外来人口在数量上远超过上海本地居民，但对上海话的语音影响一般在词汇层，而没

有达到音系层。在不同地区外来人口聚集区的交流主要采用普通话，但他们要在上海立脚，与上海人进行日常交流就必须学会上海话。

    本文最后根据与普通话接触中出现的上海市区的方言语音演变情况，总结规律。语音演变的过程是复杂的，通过语言接触来研究历时的变化无疑是

了解音变机制的可靠途径。本文的主要用意是：通过从语言接触角度研究上海市区方言的语音演变状况，试图发现受外部影响，上海话音变的规律。语

言接触领域的研究对于深入揭示汉语方言如何形成以及方言语音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2.期刊论文 张德新.ZHANG Dexin 安康方言的南北融合现象——汉语语音演变的方言证据 -安康师专学报

2006,18(6)
    本文分析了安康方言南北融合的现象.所谓"南",指移民从原居地带来的湘、鄂、赣、吴、闽、客家方言;"北",则指官话方言.安康移民经过200多年

语言接触,融合成现代安康方言,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汉语语音演变的证据.

3.学位论文 戴亮亮 溧阳方言语音研究——兼论近八十年来溧阳方言语音演变 2008
    溧阳方言属于吴方言的一个点，具有吴方言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主要参考了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和钱乃荣的《当

代吴语研究》两本著作，根据对溧阳方言的现状调查，主要描述并归纳了溧阳方言的声、韵、调的特点，探讨了近八十年来溧阳方言的声母演变、韵母

演变以及声调演变。

    溧阳方言近八十年来语音有一定程度的演变，包括声母的擦音化、浊声母的清化问题；韵母的变化与合并，入声韵母的合并以及简化以及声调的增

多。

    除此之外，溧阳方言的内部异同主要有四个方面：遇摄、蟹摄、阳韵、声调。我们以蟹摄为标准将溧阳方言划分为东、西两片。另外还对溧阳方言

岛的状况做了论述，并且将溧阳方言与周边方言做了一个间距比较，得出了溧阳方言了演变轨迹：一是溧阳方言与行政中心常州方言有靠拢的趋势；一

是与官话靠拢的同时，又遵循吴方言自身的语音变化规律。

4.会议论文 丁锋 一百年来绍兴方言的语音演变 2003
    本文拟以表中所列绍兴(Shaohsing)方言记音为研究素材，在归纳清末绍兴声韵体系的基础上，探讨自清末到现代绍兴方言语音演变的轨迹。介绍了

清末绍兴音系和现代绍兴音系的概况，并对绍兴方言的语音演变进行了论述。

5.学位论文 万淑芬 南昌方言的语音演变 2005
    南昌话是赣方言的代表方言。二十世纪学者们对南昌方言语音的研究多从静态的描写出发，将南昌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汉语中古音进行比较，得

出其中的对应规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大多数此类描写并不够全面深入。而且，语言(方言)语音系统的发展和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仅仅描写古今语音系统的对应，不能全面概括语音系统的各类演变。因此，本文试图站在分析南昌方言语音演变的角度，将南昌方言语音的层积系统

条分缕析：首先，用《汉语方言调查字表》记下各字的南昌话语音，将南昌话今音与《广韵》音系加以对比，详细描写南昌话语音由中古至今的常规音

变，系统总结南昌方言常规音变的规律；其次，对于不符合常规音变的语音现象，将其分两类加以讨论：1)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的常见特异现象，包括滞

后现象、叠置现象；2)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的其他特异现象，包括本方言语音层的异常音读，非本方言语音层的异常音读，语法因素促成的语音演变，字

形、词义造成的误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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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期刊论文 杨秀明 闽南方言"仔"缀语词近现代的语音演变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3(1)
    "仔"缀语词是闽南方言的高频词.通过"囝仔(因仔)"的结构音变、"仔"音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差异等方面的探析,表明"仔"缀语词语音形式存在的简化

趋势.

7.学位论文 王晓燕 中阳方言语音演变的几个特点 2003
    该文描写了中阳方言的语音系统,并从中古音出发,比较中阳方音与中古音系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阳方言语音演变的特点,与唐五代

、宋西北方音比较,在比较中显示出中阳方音保留和继承了中古西北方音演变的一些特点.全文分五部分:一、中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把实地调查结果与前

人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对中阳方言声、韵、调做全面描写.二、中古音与中阳方音的比较.从中古音出发详细考察中古每一个音类在中阳方音中的情况.三

、声母演变的特点.对特殊的声母演变现象,结合唐五代及宋西北方音声母加以解释.四、韵母演变的特点.对特殊的韵母演变现象,结合唐五代及宋西北方

音韵母加以讨论.五、结语.总结全文.

8.期刊论文 王临惠.蒋宗霞.唐爱华.Wang Linhui.Jiang Zongxia.Tang Aihua 关于天津方言语音演变的几个问题

的讨论——兼论天津方言的源流关系 -语文研究2009,""(3)
    文章讨论了天津方言的几个语音特点,并通过天津方言与相关方言的语音比较和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认为天津方言来自淮北平原的宿州、固镇

一带的方言的说法证据不足.天津方言的底层是冀鲁官话,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北京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的影响.

9.学位论文 包旭玲 灵宝方言语音的演变及其规律 2003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灵宝方言和汾河片其他方言及周围非汾河片方言的几项重要语音特点，对影响灵宝方言语音演变的因素和灵宝方言语音演变的方

式进行探讨，并进一步讨论该片与周围方言关系的问题。   

本文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法。通过共时比较，探求不同方言点的音系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通过历时比较，考察不同方言点古今语音

的对应规律，推断各方言语音特点演变发生的大致时间，从而寻求古今语音演变的过程，并对不合规律的语音现象作出解释。要寻求一种方言的语音演

变规律，必须将其放在周围方言中，与周围方言进行系统的比较，这种比较既是共时层面的，也有历时的性质，属于比较方言学的范畴。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可以确定至少在全浊声母清化之前和影疑母字变为零声母之前，灵宝方言与河南境内其他方言特点已经有所不同。宋金之前灵宝曾

和晋南、关中等地属于同一行政区域，由此可见历史行政区划对方言特点形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从汾河片方言的语音特点来看，《中国语言地图集

》将汾河片归入中原官话应该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归类。

10.期刊论文 曾献飞.ZENG Xian-fei 湖南芝山(邮亭墟)方言的语音演变 -语文学刊2005,""(9)
    本文通过<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中的邮亭墟方言与今天的邮亭墟方言相比较,概述了邮亭墟方言近70年的语音演变:声母由浊音清化或弱化;韵母受浊声

母弱化的影响而增加;入声声调的消失或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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