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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到2016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方言古语词考索研究暠的资助,初稿曾在“第五届晋方

言国际学术研讨会暠(陕西榆林,2017.8)上交流,得到了乔全生、邢向东、太田斋等先生的指教和鼓励,会后贺雪梅博

士、张安生教授分别赠予了陕北晋语和宁夏海源等方言点记音材料,《语言科学》匿名审稿人也为本文提出了中肯的

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文中若有错讹,概由笔者负责。

汉语方言中“而今暠的读音及用字问题*

李小平暋曹瑞芳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暋山西暋太原暋030032

提要 文章首先利用已有文献材料和新的专题调查材料展示现代汉语方言中表“现在暠义的“而今暠一词的读

音及用字情况,随后运用语音历史层次演变思路分析“而暠和“今暠的读音演变由来,并辨析“而暠和“今暠的用字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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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而今暠的基本含义是“如今、现在暠。此词在先秦汉语中就有使用,之后一直到现代汉语中都在沿

用。书面语的用例如《汉语大词典》(上海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5053页)所列:
(1)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论语·泰伯》)
(2)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张衡《东京赋》)
(3)向前不信别离苦,而今自到别离处。(张安世《苦别》诗)
(4)我们而今且派两人跟定了范老爷。(《儒林外史》第三回)
(5)直到而今,许多中国古代的风俗、习惯、语言、服装,在朝鲜还看的见。(杨朔《三千里江山》

第四段)
与“如今、现在暠相比,“而今暠在语感上书面语气息似乎要浓一些,因而在现代普通话口语中的使用

频率比“如今、现在暠低一些。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方言一些方言点的口语中保留着“而今暠的说

法。不过,由于方言与文字的长期失联,方言语音的多样变化,使得现代人多有“知其方音、知其语义,但
不知其字暠的情况,往往使用“同音假借暠的方法将就着用一些方言同音字去记录有关词语,于是“而今暠
一词就有了“而今、而家、而个、而格、而根、而着、而直、而真= 、而即、而几、宜格、侯基暠等多种汉字书写

形式。本文将利用现已公开刊布的一些方言材料,辅之以笔者对自己的母语进行专题调查的材料,归纳

“而今暠一词语音演变的一些条例,希望能为汉语方言中“而今暠一词的记录用字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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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而今暠读音情况分析

我们查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李荣主编《现代汉语

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和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等三部大型的方言词汇工具书,参阅邢向东《神
木方言研究》等方言专著,并对笔者自己的母语晋语临县方言各小片中“而今暠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项专

题调查,详细情况如表1。
表1“而今暠中“而暠的语音形式及记录用字表 暡1暢

书写形式 语音形式 方言点

现而今 ∞i『n51〖r35楬in55 北京

而今 鸲11楬i∏11 太原

而今儿 〖r33楬i〖r21 吴堡王家堡

而直 〖r33鸢〖￠21 吴堡大桥沟

而个 〖r33k〖￠3 绥德

而几 〖r33楬i21 绥德

而着 〖r33鸢〖￠21 绥德

而个 〖r24k〖￠3 横山

而个 〖r24k〖￠21 靖边

而今 〖r33楬i〖￠21 佳县木头峪

而个 〖r33k〖￠3 米脂

而今 〖r33楬i〖￠21 米脂

而个 〖r33k〖￠21 子洲

而个 〖r24k〖￠21 清涧

而个 〖r33k〖￠3 清涧石盘

而着 〖r33鸢〖￠21 清涧石盘

而今 〖r24楬i梬￠3 子长

而格 〖r24k梬￠3 子长

而个 〖r24k〖￠5 延长

而个 〖r14k〖￠3 志丹

而个 〖r24k〖￠21 安塞

而个 〖r24k〖￠21 延安

而个 〖r24k〖￠21 甘泉

而个 〖r24k∪21 吴起

而个 〖r24k〖 海源

而个 〖r53k〖 同心

而根 a53k〖∏44 银川
而今 a24楬in213-21 合肥
而今 ⌒35楬in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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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1暢 本文方言语料的来源情况是:北京、太原、合肥、双峰(《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第14页),南昌、洛阳、南宁平

话(《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1304页),神木(《神木方言研究》第347页),吴堡王家堡(《吴堡方言调查研究》第116页),
绥德“而个、而几暠(《绥德方言调查研究》第224页),同心(《同心方言研究》第116页),银川(《银川方言志》第119页),府
谷、吴堡大桥沟、横山、靖边、佳县木头峪、米脂、子洲、清涧、子长、延长、志丹、安塞、延安、甘泉、吴起、绥德“而着暠(贺雪梅

博士提供),海源(张安生教授提供),临县(笔者调查)。



(续上表)

书写形式 语音形式 方言点

侯* 基* ＄e13楬i55 双峰

而今 ⊙53楬in33 洛阳

而真= 【⊙44鸢∪晐21 神木城关

而即 【⊙44楬i〖￠21 神木城关

而着 【⊙44鸢〖￠21 神木高家堡

而今 i21k〖m53 南宁平话

宜格儿 i24k〖r21 延安

而今 i44楬i〖￠4-21 临县城关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城关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三交镇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三交镇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碛口镇

而家 ji21ka53-55 广州

2.1 “而今暠中“而暠的读音情况分析

归纳表1中“而暠的读音,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卷舌音的[〖r]类,第二大类是不卷舌

音的[a]类。第二大类据开口度的大小又可以分为[a]、[⌒]、[⊙]、[i]等四小类,其中[⌒]类中还包括了复

元音[＄e],[⊙]类中还包括了复元音[【⊙],[i]类中还包括了复元音[ji]和鼻辅音[i〖∏]。“而暠今普通话

音湨r,《广韵》如之切,中古音韵地位为止摄开口三等平声之韵日母,可拟音为[鸺I暒](本文“而暠、“今暠二字

的中古拟音据郭锡良(1986:62,236),表“到、往暠义。从古今音变承继的角度看,“而暠今普通话为卷舌

音,所以表1中第一大类即卷舌的[〖r]类音在当代说汉语的人来说觉得很正常。当然,表1中第二大类

即不卷舌的[a]类音,具体到各个方言点来看,也同样是顺理成章,以广州话为例,属止摄的“而暠用[ji]音
并不为怪。

就晋语临县方言来看,“而今暠中的“而暠用到了两个读音:[i44]和[i〖∏44],且都不是“而暠字的常用读

音。在现代临县方言中,“而暠组字(包括“而耳饵儿尔二贰暠等)的读书音都为[〖r],所以可认为[i44]和
[i〖∏44]是“而暠字的两个白读音。分析这两个白读音的来源,其中的[i44]音,合于“而暠字的中古音韵地

位,与其同韵摄(止摄开口三等之韵)的见组(如“基欺其疑暠)、晓组(如“嬉熙暠等)、影组(如“医矣饴暠等)
保持了韵母的一致性,都用[i]韵母。这与表1中的南宁平话、广州话形成了参证。其中的[i〖∏44]音,确
实显得很“特别暠。但从现代临县城关方言的读音情况来看,其中有文读[i〖∏44]对应白读[i]的条例。如

文读说“这一回赢[i〖∏44]哩暠,白读说“这一回赢[i44]哩暠。而现代临县碛口镇方言则有“逆向暠发展的情

况,把[i]音“还原暠为[i〖∏]音,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2.2 “而今暠中“今暠的读音情况分析

以“而今暠中“今暠的声母的类别为序,表1可转换为表2。
表2“而今暠中“今暠的语音形式(声母类型)及记录用字表

书写形式 语音形式 方言点
现而今 ∞i『n51〖r35楬in55 北京
而今 a24楬in213-21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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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书写形式 语音形式 方言点

而今 ⊙53楬in33 洛阳

而今 ⌒35楬in 南昌

而今 鸲11楬i∏11 太原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城关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三交镇

而今儿 〖r33楬i〖r21 吴堡王家堡

侯* 基* ＄e13楬i55 双峰

而几 〖r33楬i21 绥德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三交镇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碛口镇

而即 【⊙44楬i〖￠21 神木城关

而今 i44楬i〖￠4-21 临县城关

而今 〖r33楬i〖￠21 佳县木头峪

而今 〖r33楬i〖￠21 米脂

而今 〖r24楬i梬￠3 子长

而根 a53k〖∏44 银川

而今 i21k〖m53 南宁平话

而家 ji21ka53-55 广州

而个 〖r24k〖 海源

而个 〖r53k〖 同心

而个 〖r24k∪21 吴起

宜格儿 i24k〖r21 延安

而个 〖r33k〖￠3 绥德

而个 〖r24k〖￠3 横山

而个 〖r24k〖￠21 靖边

而个 〖r33k〖￠3 米脂

而个 〖r33k〖￠21 子洲

而个 〖r24k〖￠21 清涧

而个 〖r33k〖￠3 清涧石盘

而格 〖r24k梬￠3 子长

而个 〖r24k〖￠5 延长

而个 〖r14k〖￠3 志丹

而个 〖r24k〖￠21 安塞

而个 〖r24k〖￠21 延安

而个 〖r24k〖￠21 甘泉

而真= 【⊙44鸢∪晐21 神木城关

而着 【⊙44鸢〖￠21 神木高家堡

而直 〖r33鸢〖￠21 吴堡大桥沟

而着 〖r33鸢〖￠21 绥德

而着 〖r33鸢〖￠21 清涧石盘

暋暋归纳表2中“今暠的声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舌面前不送气塞擦音[楬],第二类是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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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送气塞音[k],第三类是舌尖后不送气塞擦音[鸢]。“今暠今普通话音j湬n,《广韵》居吟切,中古音韵地

位为深摄开口三等平声侵韵见母,可拟音为[kI暒e暒m],表“现在暠义。从古今音变承继的角度看,表2中第

一类舌面前不送气塞擦音[楬]是中古见母今逢细音而变的一类声母,今普通话即如此。第二类舌面后

不送气塞音[k]是中古见母今逢洪音而变的一类声母,今广州话就是代表。第三类舌尖后不送气塞擦

音[鸢]声母,表2中显示主要集中分布在陕北晋语区神木、绥德、吴堡、清涧一带,似乎带有“例外暠的味

道。但相关的资料显示,陕北晋语区神木、府谷方言中“今年暠读如“真年暠,“今儿暠读如“真儿暠,“今暠用
[鸢]声母。另外,“今暠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用[鸢]声母读如“真暠的方言还有一些,例可参见许宝华和宫田

一郎(1999:4609-4614)。
另外,属中原官话的山西万荣方言中有一组中古见组字今用[鸢]声母的(详见吴建生1984):家痂夹

甲[鸢』51]、嫁[鸢』33],应当也是“而今暠之“今暠可用[鸢]声母的一个有力旁证。
如此丰富的材料好像也正印证了一句名言,“无一规律无例外,无一例外无规律暠。由此看来,中古

见系声母与知系声母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是有交集的。
以“而今暠中“今暠的韵母的类别为序,表1可转换为表3。

表3“而今暠中“今暠的语音形式(韵母类型)及记录用字表

书写形式 语音形式 方言点

现而今 ∞i『n51〖r35楬in55 北京

而今 a24楬in213-21 合肥

而今 ⊙53楬in33 洛阳

而今 ⌒35楬in 南昌

而今 鸲11楬i∏11 太原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城关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三交镇

而根 a53k〖∏44 银川

而今 i21k〖m53 南宁平话

而真= 【⊙44鸢∪晐21 神木城关

而今儿 〖r33楬i〖r21 吴堡

侯* 基* ＄e13楬i55 双峰

而几 〖r33楬i21 绥德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三交镇

而今 i〖∏44楬i24-21 临县碛口镇

而个 〖r24k〖 海源

而个 〖r53k〖 同心

宜格儿 i24k〖r21 延安

而个 〖r24k∪21 吴起

而家 ji21ka53-55 广州

而个 〖r33k〖￠3 绥德

而个 〖r24k〖￠3 横山

而个 〖r24k〖￠21 靖边

而个 〖r24k〖￠5 延长

而个 〖r14k〖￠3 志丹

而个 〖r24k〖￠21 安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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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书写形式 语音形式 方言点

而个 〖r24k〖￠21 延安

而个 〖r24k〖￠21 甘泉

而个 〖r33k〖￠3 米脂

而个 〖r33k〖￠21 子洲

而个 〖r24k〖￠21 清涧

而个 〖r33k〖￠3 清涧石盘

而格 〖r24k梬￠3 子长

而着 【⊙44鸢〖￠21 神木高家堡

而着 〖r33鸢〖￠21 绥德

而着 〖r33鸢〖￠21 清涧石盘

而直 〖r33鸢〖￠21 吴堡大桥沟

而今 〖r33楬i〖￠21 佳县木头峪

而今 〖r33楬i〖￠21 米脂

而今 〖r24楬i梬￠3 子长

而今 i44楬i〖￠4-21 临县城关

而即 【⊙44楬i〖￠21 神木城关

暋暋归纳表3中“今暠的韵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十小类。第一大类是鼻音尾[灢n/灢∏/灢m]韵母类(包
括鼻化[∪晐]、儿化[i〖r]韵母),第二大类是单元音[i/〖/a]韵母类,第三大类是入声[〖￠/i〖￠]韵母类。如前

所述,“今暠今普通话音[j湬n],中古音韵地位为深摄开口三等平声侵韵见母,可拟音为[kI暒e暒m]。从古今音

变承继的角度看,第一大类鼻音尾[灢n/灢∏/灢m]韵母是常见的情况,今普通话即如此。第二大类单元音韵

母的来源似乎应当分开来说。[i]韵母应当与第一大类韵母之间有转换关系。以笔者的母语晋语临县

方言为例,在现代临县方言中,“今暠组字(深摄)韵同“京暠组字(梗摄),文读韵母为[i〖∏],白读韵母为[i]。
所以“今暠的[楬i〖∏24][楬i24]应当是“今暠字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读音在不同地域的传承。[〖/a]韵母应当

与第三类韵母有关。按入声舒化为舒声的一般规律而论,[〖/a]韵母应当是由相应的入声韵母舒化而

来。例如西北官话同心方言和陕北晋语吴起、延安方言。第三大类入声[〖￠/i〖￠]韵母,就我们现在看到

的材料来看,主要集中在晋语区的吕梁、陕北一带。就现在一般的语感而言,属中古阳声韵的“今暠字用

了入声韵母,总归是比较“特别暠的。不过,我们似乎可以从下表4晋语临县方言舒声韵入声化的材料中

得到一定的启发(其中列有“今暠字的舒入读音)。
表4晋语临县方言中古阳声韵字今有舒声韵灢入声韵两读例字表

例字 阳声韵字音及例词 入声韵字音及例词

本 p〖∏312根~ p〖￠4 一~蒿

蝙 phie24~蝠 phi』￠23夜~蝠儿

搀 tsh昖24~和 鸢h』￠4~扶

从 tshu〖∏44跟~ tshu〖￠23鬼~上哩

打 t』312~咾一搭 ti〖￠4~咾一搭

定 ti〖∏53安~ ti〖￠4~息上一会儿

分 f〖∏53成~ f』￠23缘~
很 x〖∏312~好 x〖￠23~哩好嘞

今 楬i〖∏24~天 楬i〖￠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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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例字 阳声韵字音及例词 入声韵字音及例词

尽 tsi〖∏312~前不~后 tsi〖￠4~管说甚嘞

胖 phuo53肥~ ph』￠4~壮

谝 phie312夸~ phi』￠4瞎~
呻 ≠〖∏24~吟 ≠〖￠23~恫

生 s〖∏24~育 s〖￠23~日

盛 鸢h〖∏44~饭 鸢h〖￠4~不下

暾 thu〖∏24朝~ thu〖￠4温~子水

臀 thu〖∏44~部 tu〖￠4~蛋

豌 u昖24~豆 u〖￠23~豆

往 uo312~来 u〖￠23~前站

温 u〖∏24~水 u〖￠4~暾子水

相 si】24互~ s〖￠4~守

甑 ts〖∏53~子 楬i』￠4~箅

种 tsu〖∏53~树 tsu〖￠4~地

赚 tsu昖53~钱 tsu』￠4~人

壮 ts∠53~实 tsu』￠4胖~
撞 tsh∠53~咾一层皮 tshu』￠4瞎~

暋暋表4所列共26个例字,都是临县现代方言口语中的常用字。以每个字的舒声韵读音而论,以此方

言为母语背景的读书人大多都能知其用字,但确实很难意识到这些字与其入声韵读音之间的关联。尽

管表4中第三列的方言说法在口语中极为常用,但总归一般人只是知音知义却不知其用字。其中特别

值得提出来专门讨论的是“本暠、“臀暠、“相暠三字。
临县方言有“一[p〖￠4]蒿、一[p〖￠4]沙柳木暠的说法,可惜人们一直不知表示“棵、株暠义的量词

“[p〖￠4]暠该用何字。有学者考求其用字,认为应当用“茇暠字。“茇暠在《广韵》有蒲拨、北末二切。本义表

“草木根暠(与“木暠的本义相同)。作量词用的文献用例如“有木香苒苒,春来发一茇暠(白居易《有木》诗
句)(“本暠作量词用表“棵、株暠义的文献用例如“百本败荷鱼不动,一枝寒菊蝶空迷暠(张贲《奉和袭美题褚

家林亭》诗句))。
另外,临县方言口语至今把人或动物等的臀部叫“[tu〖￠4]蛋暠。初学方言学时笔者不知“[tu〖￠4]暠的

用字,后来习知“[tu〖￠4]暠早已有相应的、公认的“本字暠,即“/暠字(普通话音[d湵])。《集韵·屋韵》,
都木切,“豚,《博雅》:‘臀也。暞或作。俗作。暠

还有,临县方言口语把“相守暠说成“[s〖￠23]守暠,起初笔者不知“[s〖￠23]暠的合适用字,后来读文献才

知前人常记作“厮守暠(例如“暰川鲍老暱平生莫作亏心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君无子孙,休把阴隲损人,夫妇

怎教两分,夫妻厮守,谁无百夜恩,须思忖,毕竟是人心相似,休折害儿孙。暠(范受益《寻亲记》第五出),于
是得知其“本字暠当为“厮暠。

综上所述,如临县方言的“一[p〖￠4]蒿暠记作“一茇蒿暠,“[tu〖￠4]蛋暠记作“蛋暠,“[s〖￠23]守暠记作“厮
守暠,音合义切且有文献佐证,应当说用字问题已经解决得较为妥帖。但在观察更多的类似用例后,我们

觉察到现代汉语方言中似乎存在着一种“阳声韵灢入声韵两读转换条例暠,而且已经由来已久。由此我们

推测,如上述“一茇蒿暠、“蛋暠、“厮守暠真正的本字当为“一本[p〖￠4]蒿暠、“臀[tu〖￠4]蛋暠、“相[s〖￠23]守暠,
“本暠、“臀暠、“相暠在此都读入声韵。我们认为,“茇、、厮暠等字其实是汉语发展史上少数有幸随音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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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借暠的记音新字,更多读为入声韵的阳声韵字因没有随音变而再“造/借暠新字,于是就出现了知音知

义但不知其用字的现象,其中就包括本文所讨论的“而今暠的“今暠。其实,“而楬i〖￠4暠的“楬i〖￠4暠就是阳声

韵字“今暠入声化后的读音,其本字就是“今暠。从本文目前考察的结果看,表4中所列出的大部分阳声韵

字,没有出现为其相应的入声韵读音而再“造/借暠的新字,因此它们可以被认定是“一形一义暠但有阳声

韵、入声韵两读的字。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于“形音义暠紧密关联的汉字来说,在形义不变的情况下,无
论其读音在空间、时间等因素影响下如何变化,“本字暠就是那个原本的、“形义暠稳定相融一体的那个字。

2.3 “而暠“今暠的用字情况分析

归纳以上所列诸表中“而暠的用字情况,可以看到大部分方言点记作了“而暠,只有双峰和延安方言例

外。双峰方言写作“侯*暠。其中“*暠的使用,标志着记录者也认为不是“本字暠,“侯暠当属本方言同音替

代字。延安方言写作“宜暠,很明显也应当是方言同音假借字。以上诸表中“今暠的用字情况比“而暠字略

为复杂一些。少部分方言点使用了“今暠字,大部分方言点则依据“据音用字暠原则,使用了“几暠、“基暠、
“家暠、“个暠、“格暠、“根暠、“直暠、“着暠、“真暠等字,但也明显均为方言同音替代字。

3 结论

综上可以看到,表“现在暠义的“而今暠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读音情况是较为多样化的,因此导致在一

些方言研究著作中也“据音用字暠选用了多种形体的方言同音字,但如果把各地方言“而今暠的读音放到

汉语语音史的坐标系中分析,就可以感觉到,无论方言口语语音如何变化,选用“而今暠两字去记录这些

音才是最合于学理的选择。这样做可能与方言区的人的直观语感悬殊较大,但研究方言的专业著作还

是应当遵从学理优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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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PronunciationsandWritingFormsof“Erjin暠
inModernChineseDialects

LiXiaoping暋CaoRuifang

暋InstituteofLinguisticsShanxiAcademyofSocialSciences,Taiyuan暋Shanxi暋030032

Abstract暋 Thisarticleusestheliteraturematerialandthenewspecialsurveymaterialsshowthe

pronunciationandwritingformsof“erjin暠(而今)whichpresents“now暠wordinmodernChinesedia灢
lect,andanalyzestheoriginofpronunciationevolutionof“er暠(而)and“jin暠(今)byusingtheevolu灢
tionofthephonetichistory,andanalyzesthewordformof“er暠and“jin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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