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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 

顾 黔 

言44- ■●■■_ 目 、 同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 

摘 要： 本文选用活的、具有代表性的方言材料，采用从分不从合的原则，通过比较研 

究归纳出一个“最小公倍数”，作为现代汉语方言的共 同音 系，以反 映现今方言的音类 

分合。汉语方言共同音系的构拟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以《切韵》音类为基础，系统地 

去除现代汉语方言没有的音类和特征，重新整理音系的分类，使之与现代汉语方言音类 

相一致 ；二是立足现代 方言，通过 比较进行 回溯式归纳和构建。罗杰瑞 《汉语 方言通 

音》采用第一种方法，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理论上，两种方法应该得到基本相同的结 

果。本文比较《通音》与我们构拟 的共 同音 系，分析不 同途径构拟的音 系的异 同，并对 

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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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 ，分 布广泛 ，内部差 异很 

大。《切韵》作为集六朝韵书之大成者，基本反映 

了公元七世纪前后汉语语音 的面貌 ，对后世影响 

深远 ，是汉语语音史、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最重要的 

参照。但它毕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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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分类的结果，加之时代久远、语音发展，已经 

不能完全反 映现今方言的实际了。因此 ，选用 活 

的、具有代表性的方言材料，比较归纳出一个反映 

现代汉语方言面貌的共同音系很有必要 。 

汉语 方言共 同音系的构拟一般有两种方法 ： 
一 是以《切韵》音类为基础，系统地去除现代汉语 

方言没有的音类和特征，重新整理音系分类，使之 

与现代汉语方言音类分合一致 ；二是立足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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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黔 汉语方言共同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 

语方言 ，通过 比较方言材料 ，归纳共同音 系。理论 

上 ，两种方法应该得到基本相 同的结果 。罗杰瑞 

《汉语方言通音》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①。 

我们运用第二种方法，在赵元任《通字方案》 

的基础上 ，根据现今方言材料 ，构拟共同音系。采 

用从分不从合的原则，一般方言有音类对立的，就 

将其分为不同的类；方言没有音类对立的，不论 

《切韵》是否 分类 ，都将 之 归并 为一 类。通 过 比 

较，归纳出一个“最小公倍数”，作为现代汉语方 

言的共 同音 系，以反映现今方 言的音类系统。例 

如“迁”和“千”，在《切韵》里分属仙、先韵 ，但在 

代表点方言里没有韵部对立，因此我们将其归并 

到共同音系的 ien韵。 

我们选择 16个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点②，北方 

方言选择北 京、西安 、太原 (晋语 )、扬州 (江淮官 

话 )、泰兴(江淮官话和吴语的边界 )；吴语选择苏 

州 、湖州 、温州 ；湘语选择 长沙 、双峰 ；赣语选择南 

昌、黎川；客家方言选择梅县；粤语选择广州、阳 

江；由于闽语的层次可能更为古老，共同音系闽语 

厦门的材料仅作为参考③。用来表示共同音系声 

母 、韵母 的拉丁字母 ，表示的只是一个音类 ，而不 

是实际的音值。例如“波” po半， P代表各方 

言点对应的声母， O代表各方言对应的韵母，方 

言的实际音值在太原为[pY ]，苏州为 [pu ]，南 

昌为[p0 ]，[Y、u、3]在共同音系里同属 O韵。 

二、汉语方言共 同音系 

我们构拟的现代汉语方 言共 同音系 ，是 一个 

综合音系，是汉语方言的“最小公倍数”，并非一 

时一地之音。声母 根据仍然保 留浊音 系统 的吴 

语，韵母综合各方言情况，韵尾参考粤语。 

(一)共同音系的声母系统 

共同音系声母共拟 39个，其与《切韵》音系 

的对应关系见表 1： 

表 1 与切韵 的对应关 系 

p 帮 t 端 ts 精 tj 知 tr 庄 th 童 k 见 晓 

‘ 滂 t‘ 透 ts‘ 清 tj‘ 彻 tr‘ 初 th‘ 昌 k‘ 溪 Y 匣 p 

b 蓝 d 定 dz 从 dj 澄 dr 崇 dh 船 9 群 影 
_ 

明 泥娘 S 心 生 sh 书 疑 J，w 云以 

f 非敷 l 来 Z 邪 zh 禅 

V 泰 日 

mV 微 

1．帮系 

根据方言材料，帮组共拟定 P、 P‘、 b、：l： 

ITI、 f、 v、 mv等7个类。其中，明、微二母，虽 

然在南方方言中没有对立 ，如 明母 的“门”与微母 

的“纹”，广州、阳江均为一类[m一]，说明微母仍 

未从明母分化出来；但大多数方言中有对立，如北 

京分别为 [In]和 [ ]，泰兴 分别 为 [In一]和 [v 

一 ]。按照从分不从合的原则，将其分立为 In、 

mv两类。而非、敷二母，方言材料并无区分，我 

们将之合并为 f。非敷二母与奉母存在清浊对 

立，如苏州、湖州、温州等地“分非、纷敷”为[f一]， 

“坟毫”为[v一]④，因此，将非敷母和奉母分为两 

类。详见表 2。 

① 详见罗杰瑞著：《汉语方言通音》，R．VanNess Simmons(史皓元)、张艳红译，《方言》，2011年第 2期，第 97一l16 

页。英文 版 Jerry Norman．Common Dialectal Chinese，In The Chinese Rime—Tables：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Comparative Phonology，ed．by David Prager Branner，John Benjamins，2006． 

② 方言材料，泰兴由作者本人实地调查 ；黎川选 自颜森《黎川方言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 

湖州选用 Akamatsu Yuko(赤松祜子)《湖州音系》，《均社论丛》17，1991年版，第 33—56页；黎川、湖州方言材料未收的， 

表中空缺 ；其他方言点主要参考王福堂主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北京 ：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③ 详见顾黔、史皓元著：《汉语方言共同音系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④ 双峰“分 、纷 ”为[x一]，“坟 ”为[Y一]，亦为清浊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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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黔 汉语方言共 同音 系及相 关问题研究 

表 2 帮 系字举例 

音 类 m3n mVan bn bn van平 

字 目 门 纹 分 
， ～  

纷 坟 

北 京 ma11 U0n fan n 岛n。 

2 侣‘ 佟 侣 西 安 me Ve 

1 fog fgo fou 太 原 maU voo 

扬 州 mon2 U0n fan fan fan 

2 fog fo0 fg0 泰 兴 maU vgo 

苏 州 marl V3n n fan V3n 

湖 州 fimon v3n fan n V0n 

温 州 2 2 fao fag 2 ma vail vau 

m 0i1 2 

bn’ n fan 长 沙 Uan 
m aI1 

2 双 峰 1]ll￡n Uan XUan Xguan 
5 

n’ f3n f3n 南 昌 ma11 Un 

黎 川 m8n2 u￡n f￡n f￡n‘ f￡n 

2 
fun 

梅 县 mUn VUn l f1】n fun 
P““自 

广 州 mUn Ill n n n fBn 

阳 江 mUn m n fBn’ n fBn 

bun hunl文 厦 门 b
un hun hun 

rntj自 pun自 

2．日母 

南方方言 日母多与泥娘合流，如“人 ”和 

“年泥”，苏州、梅县声母均为[ ]；而北方话仍有 

区分，北京、泰兴分别为[ ]和[n]。根据从分不 

从合的原则 ，我们将 日母和泥娘母分立 。考虑到 

日母在南方方言，尤其是白读层，有鼻音一读，因 

而将 日母拟为 nr，与赵氏《通字方案》所拟 r 

不 同。详见表 3。 

表 3 日母字举例 

、＼ 例字 

方言 、＼  人 让 儿 惹 巨 日 肉 

2 
l l丈 

苏州 z0n文 zau ．2 zY r~io?。 
． 2 白 ZD 

． 6 

iI? in自 ]ao自 

自 

zon 
i dza 4 z 湖州 n la n

．
自 r~fiio? iii

n 邮 i。? 

4 zall丈 

za 文 1文 

温州 nau2自① i ，2 ．4 ，3 lal自 玎 Ze1 U
白 13,1aU 
I 4 Fie自 

13,JaU自 日白 嘶 ② 

zanI定 3 

z1 zY文 长 沙 Zan 1an
自 Y 3 Y i z0u rk

la自 
zan 

2 

l￡n文 e文 

双 峰 lD日 
- l r lo nIO i￡

n 1I自 

lon~． 5 3 l。t7文 南 昌 
．

5 l0D a 0 r~iuk 
1n白 it 

① “农”训读，奴冬切。《庄子 ·让王》：“石户之农”，成玄英疏“农，人也 ，今江南唤人作农”。详见(晋)郭象注， 

(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版，第 505页。 

② “热”(热头)训读，如列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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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黔 汉语方言共同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 

续表 3 

＼＼ 例宇 

＼  人 让 儿 惹 Ⅱ 日 肉 
方言点 ＼＼  

＼  

ln文 

黎 川I 日lO11 i。① ．3 ．3 0i? niu? nla nl 
· 2 

01n白 

梅 县 ．2 bq 0Ola文 
113 ·2 ．3 

0oit 0oiuk l n，l 
· l 

0Ol0习白 la白 

广 州 ． 2 · 6 ··2 ．4 ··4 jat jok jan Jee1] J1 jc J1 

阳 江 - 2 ·· 6 ··2 ．3 ··3 jBt“ jok。 JEn J1Cl3 J1 J￡ J1 

一3 li3k 
lin li。q nl文 

厦 门 1i lia h-l 6白 lit hIk 
laJ。 ② ～～6 n1 U白 

hi ba 

(二 )共同音系的韵母系统 

共 同音系韵母共拟 90个 ，如下 ： 

om  

op 

on 

ot 

ean 

eat 

y 

ye 

yan 

yet 

yn 

yt 

ye0 

ord 

ok 

ig uo J3 

ik u3k yik 

og lo11 u0 Y11 

ouk iouk uk vk 

见系声母的腭化存在南北差异，北方已腭化， 

南方多未腭化。例如 “交 ”，在北 京、西安 、太原 、 

泰兴、长沙、双峰等方言里声母为[t ]，温州、南 

昌、黎川、梅县、广州、阳江等方言里为[k]，扬州、 

苏州、湖州文读为[t ]，白读为[k]。 

我们将这种差异放到韵母来处理 ，沿用 赵氏 

《通字方案》的做法，用 —e一介音反映声母腭 

化南北不一。韵母里的 一e一介音 ，只与见系声 

母 (：l=k， k‘， g， ， X， Y， 0， j， W) 

相拼。《通音》也注意到“在北方方言里，江摄的 

韵母在软腭音声母 后有腭 化现象 ”，把“江”拟为 

(i)ong~。详见表 4。 

① 名词词尾 ，助词 。 

② “农”训读 ，奴冬切。 

③ 详见罗杰瑞著：《汉语方言通音》，R．VanNess Simmons(史皓元)、张艳红译，《方言》，2011年第2期 ，第 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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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黔 汉语方言共 同音 系及相 关问题研究 

表 4 见 系字举例 

例字 交m 敲 芽 甲见 瞎 闲 江 

共 同音 系 keau 冰k‘eau平 {uea keap xeat̂ gean。 keau 

《通音》 术kau nga2 kap k(i)ong’ 

tgia 

北 京 t~iau tG‘iau la ~la e1￡n iau 
t~ia 

la文 l 文 l 史 

西安 t~iau tG‘iau t~ia‘ iau 
la自 xa自 X 白 

lax ia? 

太原 tgiau tG‘iau t~ia? ~le i6 
· i 

xa? nla自 

i3 
t ‘i3 ／ i 

· 2 ．一2 

la el 把iau 扬 州 k。 
k‘。1

自 
k ?1自 x 

k3 

la文 t i毋 乙 

泰 兴 t~ia k‘0’ x el￡ i0U’ 
2 k‘ ? 

～  qa自 

t l茁 t ‘i茁 JlD t~ia? ．．2 苏州 ha illl文 iDuI文 

k把 k‘∞ qD白 ka? fiE kDu1自 

10 ia? l-n- 1 

湖州 k‘3 fiua ha ?iEI 

k3： 1 ka?／ k【1 

温州 ku0 k‘u0 00 ka ha fia ku0’ 

la文 t la文 1 文 

长沙 t~iau k‘auI Xan 把ian 
0a自 ka 7 xa

自 

双峰 tGi k‘ 2 ka 一2 iDu『文 
DO Y 

kou 

南 昌 kau k‘au Ua kat hat han koo 

黎川 kau k‘au 2 kap hai k0D Ua 

kau hat 

梅县 k‘aHI a kap han k30‘ 
kau hat 

广州 kau hau Ua kap het han k。日 

kau 
阳江 hau Da kap’ het han k3u 

k‘au 

kau k‘au ga文 kap han 

厦门 hat kau‘ 
ka k‘a5自 ge白 ka?／ IU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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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黔 汉语方言共同音系及相关问题研究 

蟹摄开 口一等哈泰韵、二等佳央韵，赵元任 

《通字方案》里为 ai韵一类①。但是，在吴语、湘 

语 、客家话 、粤语里 ，哈韵与泰韵、佳央韵有整齐的 

二分对立，见表5。据此，我们将《通字方案》的 

ai韵分为 oi和 ai两类 。 

表 5 蟹摄字举例 

例字 袋蟹开一去代定 财蟹开一平眙从 带蟹开一去泰端 柴蟹开二平佳崇 败蟹开二去央韭 

tEk 
苏州 dE6 zE2 zD bD 

t0 

温州 de 2 ta5 2 ba Ze Za 

双峰 due dze ta5 dza ba6 

ts‘ai 

梅县 t‘0i ts‘3i tai p a 5 
ts‘iau ② 

广卅I t ‘3i tai tI‘ai ．6 pal 

罗氏《通音》指出“吴方言和一些保守的湘方 

言仍旧分得很清楚。客家方言和粤方言里这两个 

韵也是分开的”，重新整理音系的分类时，保留了 

这种对立 ： oi和 ai韵分立 。可 以说 ，《共同音 

系》与《通音》殊途同归。 

(三)共同音系的声调系统 

通过比较各方言的声调，我们归纳出汉语方 

言共同音系的声调为八类：平上去入，各分阴阳。 

调类的阴阳与声母 的清浊密切相关 ，基本上清声 

母对应阴调类，浊声母对应阳调类。详见表 6。 

表 6 声母清浊与调类对应关 系表 

声母 声 调 

● 全清 p f t ts S tJ tr Sr th sh k X 0 阴调类 

次清 P‘ V t‘ ts‘ tj‘ tr‘ th‘ k‘ Y 

全浊 b d dz dj dr dh zh g 
● 

阳调类 次浊 
m mV 1 nr J，w 

在声调标 注时 ，只注平上去入 ，不注阴阳，因 

为可以通过声母的清浊来判定调类的阴阳。例如 

“偷 t‘Ou ’，声母为清类，即可判断这里的“平” 

为阴平 ；“头 dou ’，声母为浊类 ，即可判断这里 

的“平”为阳平 。按照对应规律 ，次浊声母字对应 

阳调类，如“麻 ma半’’，即阳平；但有少数例外， 

与阴调类对应，如“妈 ma阴平’“‘拉 la阴平’’等。 

三、结语 

在中古音和《切韵》音系的研究方面，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1940)、李荣《(切韵)音系》 

(1952)、董同稣《汉语音韵学》(1968)、王力《汉 

语语音史》(1985)等具有重要影响，他们的拟音 

主要基于《切韵》。其后，赵元任《通字方案》 

(1983)撇开《切韵》音系，综合考虑现代汉语各方 

言，归纳音类，整理出一套通用字作为现代汉语的 

音节代表字。书中还提到通字的进一步工作之一 

是“编 方 言调 查 的例 字 表，不 按古 音 而 用通 字 

音”③。王力先生亦曾指出：“完全不提及《广韵》 

也可以进行很有价值的方言研究工作。”④罗杰瑞 

《汉语方言通音》(2006)用比较的方式根据现代 

方言语音归纳一个共 同音系 ，主张在 比较方言时 

① 方言材料显示 ，北方方言确为一类 ，赵氏《通字方案》只拟为 ai韵一类可能源于此。详参赵元任：《通字方案》，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 23页注 18 。 

② “樵”的训读。 

③ 赵元任著 ：《通字方案》，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 9页。 

④ 王力著：《中国语言学史》，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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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黔 汉语 方言共同音系及相关 问题研究 

暂不考虑闽语 ，因为它包 含共 同音系 以外 的一些 

成分 ，是一个更高 、更古老的层面。 

赵元任《通字方案》的音 系已经初 具共 同音 

系的性质，为我们归纳整理汉语方言共同音系奠 

定了基础。罗杰瑞《汉语方言通音》构建了汉语 

方言通音的基本音韵框架，是现代汉语方言共同 

音系研究的开端 。我们 以 3000个常用字在方言 

里的实际渎音为基础，构拟共 同音 系，提供 了现今 

汉语方言相对全面的 、具体的音系，可 以作为研究 

现代汉语方言的参 照。它不 是一个静态 的结果 ， 

而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通过 比较列 出的方言材 

料 ，可以看 出这一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方言与共 

同音系之间的对应关系，探索各方言的发展轨迹。 

共同音系可以反映方言语音的不同来源 。例 

如 ，方 言材料显示“谜”有两类读音 ，一类是扬州 、 

泰兴、苏州、湖州、温州、梅县、广州，为平声；二是 

西安 、太原、南 昌、黎川 ，为去声；北京 、长沙 、双峰 

平声、去声兼有。因此我们拟了两个音 mei半／ 

：l：mei去
。 

现今方言中一些常用字 ，在《切韵》系韵书 中 

没有相应的音韵地位 ，有的是当时已有其字而未 

收录，有 的是后起 的，共同音系作了相应 的增 补。 

例如，“打”《切韵》德冷切，梗摄开口二等上声梗 

韵端母 ，只对应吴语 的语音形式如苏州[tag ]，不 

对应北方话的“打(da)”，如北京 [ta ]。而“打 

(d )”在其他 方言中广泛使用 ，因此我们的共 同 

音系将北方话的“打”增列入 a韵 ，拟为 ta上。 

我们构拟的共同音系基于 16个代表点的方 

言材料 ，是对现有材料 比较分析的结果 ，肯定不是 

完美的。汉语方言分布广袤，情况复杂，16个点 

并不能反 映所有方言的情况。共 同音系与某个具 

体方言的分类不完全一致，在所难免，但它应该能 

够涵盖除闽语以外的现代汉语方言的共同特征。 

随着调查 的进一步深入 ，材料越来越丰富 ，共同音 

系有待于在更多方言材料的基础上不断修正。 

Research on the Common Phonology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Related Questions 

GU Qian 

Abstract：The current study uses broadly representative living dialect data to develop a common 

phonology of th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through a comparative process that seeks out relevant contrasts and 

finds the“least common muhipliers” in the system．The reconstruction of a common phonology for Chinese 

dialects generally follows two possible methods：One is to systematically eliminate the contrasts that are not 

reflected in modern dialects from the traditional Qidy~n切韵 system to come up with a new set of categorie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ialects． The other is to apply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to 

modern dialect data to formulate or reconstruct their common phonology．Jerry Norman’S Common Dialectal 

Chinese(CDC)uses the first method．The current study uses the second method．In theory both methods 

should come up with essentially the same results．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comparison of CDC with the 

common phonology reconstructed by the latter metho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investigate the re1evant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100 

Key words：Chinese dialects，common phonology，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素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