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岭方言 音 

李 荣 

温岭是浙江省沿海一个县，面积约八百五十方公里，人口约七十万。温岭方言内部略 

有差别，本文所说以城关为准。温岭方言在语音上的特点可以从声韵调三方面来说： 

(一) 温岭方言的鼻香声母和边昔声母，就发昔方法说各有两套：一套有紧喉作用， 

一 套带浊流。在声母和声调的配合关系上，紧喉的鼻香、边昔声母，跟喉塞音 [ ]相同， 

也跟其他不带昔声母相同；带浊流的鼻香、边舌声母跟浊喉擦舌 [fi]相同，也跟其他带 

昔声母相同。 

C-) 温岭方雷单元音丰富，能自成韵母的单元昔有十二个之多：E3，i，Y，e，日，￡，a，， 

o，0， ，u，m](成香节的 Em，n，q]在外)。温岭方言没有 [a．i，ei，an，ou]等前响的复合元 

昔 ([i8．，ie，118．，,1o-I等后响的复合元音是有的)。 

r三) 温岭方言有两种变调：一种变调受昔的环境制约，一种变调不受昔的环境制 

约。前者是连埃变调，象北京的变调是的。后者逢入声还耍改变韵母，在功用上和广州的 

“变昔”、北京的 “儿化”有类似之处；为了和前者区别 ，这种变调可以m}做 “变昔”。 

这些特点也是某些吴语方言的特点。这里的分析希望可以供研究其他吴语时参考。本 

文着重讨论声母和韵母，声调方面只大略提了一下单字调和 “变昔”，准备另行讨论。 

壹 声母 

温岭方言有三十四个声母，见表一。表里横行依发舌部位 分类，竖 行依发 音方法 

分类。 

表 一① 

1 2 3 4 5 6 7 8 9 

10系 p扮 p‘檬 f贩 m 晚 b办 v饭 tim 慢 

t系 t担 t‘炭 7n 因 ， l懒 d弹 En难 丘1烂 

ts系 ts痣 ts‘刺 s四 dz箬 z字 

t 系 tp蛀 tp‘趣 p岁 耳 女 d 住 榭 6耳 饵 

k系 k嫁 k‘格 b罅 我 下 g报 丘 砑 6 夏 

声母里头需要讨论的是 [t9]系的昔韵地位，4、5两行和 8，9两行对立。 

① 罨÷ 横行韵母相同 ．同竖行声调相同。[p]系和[七]系都是[8]韵，[ts]系是[1]韵，[如]系是[y]韵， 
[k]系是 。、1 ； 行都是阴去t1]55调；4，5两行都是阴上[~342调；6，7，8，9四行都是阳去[ ]13调。“囡”是 

“女儿，， t 饵 _是钓鱼用的鱼食。t 搭”是“拿，捕，捉，，的意思。“罅”是“眯缝着(眼)”的意思，如tc眼罅来”。 c报，，是 

“架(起来 祷盏 《广韵》去声祸韵“报，举陶”，古讶切，这里用来写[g]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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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系 [七s，七s‘，S，dz，z]五母和 [t ]系 [七 ，t ‘，9，d ， ]五母互补，[七s]等 

五母只拼开口呼、合口呼，[t ]等五母只拼齐齿呼、撮口呼。 

[七8]等五母、[七9]等五母都和 [k]系 Ek，k‘，h，g，fi]五母对立。[ts]等和 [k] 

等对立不必举例。Eta3等和 [k]等对立例如： 

蛀 tpy1’ 

贵 kyl’ 

箭 t~iel’ 

盖 kiel’ 

趣 tP 1’ 税 py1 住 d y 树 y 

去(去年)k‘y1’ 纬 by1’ 具 gy 位 fiy 

欠 tp‘iel’ 缠 d ie 贱 ie 

去 k'iel’ 陛(倚，~)giea 2 盐(酶)fiieA 

根据上遮声母分布情况，[ts]等五母和 Eta3等五母可以合饼。合钟之后可以写成 ／ts， 

ts‘，S，dz，z／，说明达五母逢洪音是 [七s，ts‘，S，dz，z]，逢细昔是 [t ，t 。，9，d ， ]。 

(本文暂不合饼。) 

[ ，fi ]的昔韵地位和 [t仁]等略有不同。 在昔值上，[ ，fi耳]有 些城关 人读 

[ ，fi ]，部位和拼细吾的 Ek，k‘，h，g](即 Ec，C‘，9， ])相同。在分布上，[ ， 

fi ]和 [ n，fin]互补，也和 [ D， D]互补；[ n，fin]和 [ D，6日]对立。[ ，fi ] 

只拼齐齿呼 El3以外的韵母和撮口呼，[ n，fin] 两母只拼开口呼、合I：I呼的 [u]韵和 

齐齿呼的 [i]韵，[ ，fiq]两母只拼开口呼。达六个声母和四呼的拼合关系见表二。表 

里加号 “+”表示能拼，减号 “一”表示不能拼。 

表 二 

开 口 呼 齐 齿 n乎 合 口 呼 撮 口 呼 

1 其他 1 其他 U 其他 y 其他 

n．fin + + + 

7耳，6耳 + + + 

7 
， fiq + 

如表二所示，[ ， 

蜩 可以和 [ n，fin]合 

饼，写成 ／ n，fin／；也可 

以和 [ D，fi ]合饼，写 

成 ／ D，fi日／，同时说 

明 ／ n，fin／或 ／ 目， 

fiq／的读法。 (本文暂 

不合侈辛。要是把 [t ，tp‘， 

， d ， ]和 [ ，fi蜩 都归饼了，温岭就只有二十六个声母了。) 

[9一]和 [fi一]对立，是温岭方言的特点，也是某些吴语方言的特点。[ 一]表示字昔 

开始时带紧喉作用，在上声 [、|]42调和 “降变舌”[ ]51调是显著的喉塞昔。 [fi一]表 

示整个香节带浊流 (浊喉擦昔)；在入声 (阳入)[一 ]尾的音节，元昔和浊流同时停止。 

很多吴语方言，带香声母 (如 Eb，V])与不带舌声母 (如 Ev，P‘，f])跟声调拼合关系 

不同，前者拼阳调，后者拼阴调，达是大家都知道的。[6一]声母、[7一]声母跟声调拼合 

关系分别和带昔声母、不带昔声母相同。通常认为鼻舌声母、边昔声母跟声调拼合关系无 

限制，能拼阴调，也能拼阳调。共实鼻音、边昔声母本身也跟 “零声母”一样，有 “紧喉” 

与 “带浊流”之分，拼阴调的鼻音、边昔有紧喉作用，拼阳调的鼻昔、边营带浊流。温岭 

声母与声调拼合关系见下页表三。为节约篇幅起见，表一的 l，2，3三行和 6，7两行的声母 

拿[p]系做代表。如表三所示，阴调、阳调与声母发香方法互相制约，例字见下节。但是各种 

声母跟 “变昔”的拼合是溲有限制的。因此，逢 “变昔”时两个字可以韵母、声调都相同， 

只是声母有紧喉与带浊流之别。达里举十组这两种声母对立的例子。例宇同时注明本调调 

值，但入声字不注(因为韵母也不同)，来历不明的也不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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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阴 调 阳 调 变 蓄 

阴翠 _ 阴上 阴去 1 阴入 1 阳平 阳去 A 阳入 J 升变舌 V 降变昔 

P， P‘， f等 + + + + + + 

?m
，
7n， I ，tq， l，? + + + + + + 

b， V 等 + + ， + + + 

丘m，fin，丘耳，丘 ， l，6 + + + + + 

姆(伯母) ‘ mqh 

噍(没有) ‘fima 

老五 ‘?loq ‘?tjqh 

“没有(未)” 丘日h 

鸭 ?EIX) 

匣 fi￡h) 

焙火暖④ ko?lk) huq n n t、 “祖母” ?rkiK 

尿衲(檐子) y-4 6n n “做家务的女工” 丘斗 

卵卵(赤子阴)c?1~-4 c?lgqv 街加衡(每一衡) ‘?lieq cko-4 ‘?lieq~ 

檠(柚子) 丘l ,ll／~ 番藉鬣(晒自薯丝用具)② cfa-4 fitu4v filie~ 

衣(薄膜)c?i-4v 臀(蟹腹甲I痂)?ieqa 乌(黑色染料)c?tl-4g 

姨 (妾) c 6i 蘖 fiiea 湖 (婴儿食物)‘6u 

鼻尾韵字和 [ ，6]声母字连读，有时候第二字带上鼻音声母，这鼻音声母也有紧喉、 

带浊流之别。 如 “银行”[efi in、J ￡Ii5、I]也说 “银囊”[；fir~in4 L- ￡finSj]，金樱 (石 

榴)” [ct~inqr c 荭．|]也说 [c~~inar c n氲-．]， “申央” [c邯yu -II"c7i氲 二I， 也说 

[ t9yu1)_I厂 i氡-I] ([ D，6日] 不在 Ei3前出现)。“行”字由 [fi一]声母变 [6n一] 

声母，“樱”字由 [’一]声母变 [ n一]声母，“央”字由 [ 一]声母变 [ 一]声母。 

既然紧喉的声母和带浊流的声母对立，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两套不同的声母。③ 为了记 

舌符号的简单化，我们倒是可以把 [fim，fin，fi ，fiD，fi1]从简写成 Em，n， ，日，1](单 

用的 [fi]声母不能省略)。达样做有两种好处。第一，带浊流的鼻香、边音字此紧喉的鼻 

昔、边昔字多，省去浊流的符号此省去紧喉的符号合适。第二，温岭 [b，V]等 浊音声 

母 (表一的 6，7两行)字也带浊流。这样一简化，我们可以说，温岭浊昔声母字都带浊流， 

清音声母字和紧喉声母字都不带浊流。 

温岭方言有九个单字调， 

阴 1 33调——东 cttttj-4 

阴上 q 42调——懂 ‘turjq 

阴去 ]55调——冻 tuDa’ 

阴入 1 55调——督 to?a) 

阳平 31调——铜 ‘du日 

阳去 13调——洞 duma≥ 

阳人 J l1调——读 do7．12 

贰 声调 

其 中两个是 “变昔”，分刖举例 如下： 

兵 cpin-4 天 ct'ie-4 先 c~ie-4 喘(骗，如唑去)c?mla 

丙 pin,4 舔 ‘t'ie,4 癣 ‘pie 米 ‘?mi,4 

饼 pitt3’ 掭 t'ie-I’ 线 giea 嗍(合眼，合嘴)?mia’ 

壁 pi?a) 铁 t'i?a， 屑 i 1， 城(以指撩物)?mi?a) 

平 iIi 田 ‘die4 前 e筘ie 迷 ‘fimi~ 

病 bina 电 diea 贱 ie_ 味 Emia 

别 bi 叠 di?a： 舌 i J 蜜 llmi?a 

① 《集韵》入声铎韵：“熘，灼也”，光镬切，温岭读如开口。“雉火暖”是“烤火取暖”的意思。 

② 《广韵》入声菜韵：“甄，编竹为之”，良涉切。 

③ 传统的蕾韵学家也承认这两类的分别，如《鄞县通志 ·文献志第八册 ·庚编上 ·方雷(一)》(解放前编成，解放 

后出版)2655--2660页分别“九， ，丹，兀，广”与“ ， ，身，尢，产”，以后者为“反浊昔”，在分类上相当于本文的紧喉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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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变昔 V 15调——鸡 tgi4v 虾 cho 兵(棋子) pin~v 癫(疯子) tie~v 

花蚶(瓦楞子)huo cpiety 瓶 bJnav 鱼 ￡丘日J 县前 6y ‘~Je．Iv 

降变昔 51调——鸟 ‘tio~k 蟹‘ha h 荫 t~ie．m 饼 ‘pin~k 小店 ‘pia tielt,’ 

小病‘pi。q b．m h 瓦屑 ‘ 0 9iea) 帽舌(帽籍儿)fima ~iet, 

入声字收喉塞昔 [ ]，比其他字调短促。本文为求调形清楚起见，一律写长凋号，短 

促由 [ ]表示。 

古四声依古清浊分今阴阳调。古平去入三声完全依古清浊分今阴阳。上声古清昔声母 

今读阴上，如“短”[ t 、{]，“狗”[ t9i苔、I]。上声古次浊声母一般读阴上，如 “马”F‘mo _】， 

“有”[‘'tiu-Q。但上声古微母、日母字今文雷音读口昔声母阳平，白话昔读鼻昔声母阴上， 

如 “尾文”[￡Vi、1]，“尾自”[ ~miq]，“软文”[￡Sy~o]，“软白”[ y ]。上声古匣母字 

声调演变一般和次浊声母相同，就是读阴上，如 “後”[ i ]，“项”[ 5、I]；但是也有 

读阳去的，如 “旱天”的 “旱”读阴上 [ ie、{]，“旱路”的 “旱”读阳去 [6ie ]。上声 

古全浊声母字 (匣母在外)一般读阳平，“絮被棉被” 的“被”读 E￡bi4]， 与 “皮肤”的 

“皮”同昔，“社会”的 “社”读 [￡zoa]，与 “长虫”的 “蛇”同营；但是也有渎阳去的， 

如 “站立”的 “倚”读阳平 [‘d i、J]，而 “技术”的 “技” 读阳去 [d i，{ ]，晒毂用的 

“簟”读阳平 [Edie．Q，而 “坐簟”的 “簟”(通常写作 “垫”)读阳去 ~dieA ]。 

古全浊上声虽然今音一般读陌平，与古全浊平声不分，但是在 “变昔”中两者仍有分 

刖。如 “皮肤”的 “皮”和 “絮被”的 “被”，“长虫”的 “蛇”和 “币上会”的 “祉”，逢变 

香升降都不 同：“皮些薄个皮很薄的”[cbi、J ‘ ia b5 ，·g。 ]，“小被”[‘9io ~bi4a]； 

“水蛇”[ y ~zo,lV]，“公社”[ckurj~￡zoJ ]。 ． 

对变舌而言，其他七个调可以口J}做本调。本调是阴平的，变昔一般是升变昔。本调是 

阴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的，变香一般是降变昔。(例字见上文。)本调是阳平的，可以 

依声母分成两类，[fim，fin，fi ，fiq，fi1，fi]声母字的变昔一般是升变昔，[1) V，d，dz， 

z，d ， ，g]声母字的变舌是升变香或降变香。[b，V]等声母字变香有升有降，反映 出单 

字读舌里已经消失的古舌的差别。来 自古平声的读升 变昔，如上述 “皮”字 “蛇”字；来 

自古上声的读降变昔，如上述 “被”字 “社”字。(连读变调也反映出 [b，V]等声母来历 

上相同的区别，这里暂不讨论。)要是我们根据变昔 (和连读变调)，从阳平中分出阳上来， 

在说明变舌 (和连读变调)的时候，文字就可以比较简洁。只要预先 列 举一 次，把 [、j] 

31调分成为两类：“皮、蛇”等字是阳平，“被、社”等字是阳上。以后就无须每次列举， 

说 [、I]31调字当中哪些是升变舌，哪些是降变昔了。 

舒声 (非入声)字读变昔时不变韵母。变昔不拼带喉塞吾 [ ]韵尾的韵母，凡是入 

声字读变昔，都要变韵母，如 “鸭”[ 。 1 ]字的变香是 l__ ￡ ]，“橘”Eky 1 ]字的变 

昔是 ~kynC，以及上文举的 “屑”字 “舌”字。这里不详细讨论。 

叁 韵母 

温岭方言有五十四个韵母，见下页表四。表里把韵母分成三大类，子丑寅卯 四行是 

开尾韵；辰已午未四行是鼻舌韵；申酉戌亥四行是入声韵，带喉塞昔 [ ]韵尾。对末了 

四行而言，前八行可以口耳做舒声韵。同一竖行的韵母，主要元昔相同或相近。 

我们先讨论表四里子行十二个元舌，共中一个是舌尖元香，十一个是舌面元昔，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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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子 1字 i衣 y雨 e爱 短 ￡晏 a矮 0袄 。下 苫斗 u乌 ui屙 

丑 ie烟 i￡姐 ia夜 io舀 后 iu有 
● 

寅 u 碗 u￡弯 ua歪 110话 

卯 y 吲 

辰 in阴 yn云 姐 本 gn敦 杏 5行 g日恩 uo翁 l'fl亩 Ⅱ儿 鱼 

巳 近 羊 

午 UOD．魂 uK横 u6黄 

未 y5往 yuo用 

申 i?一 y 越 9 押 掇 a 轭 0 恶 言?黑 

酉 ia 甲 ia?约 

戍 ua 挖 Ha?划 rio?屋 

亥 yo?笺 yu?嗅 

元昔的高低、前后、圆唇不圆唇的性质见表五。 

表 五 

舌 尖 舌 面 

前 央 后 

不 圆 唇 不 圆 唇 圆 唇 不 圆 唇 不 圆 唇 圆 唇 

高 1 1 Y 阿 U 

半 高 e 苫 O 

牟 低 ￡ a 

低 a 

如表五所示，舌面元昔中，高元音和牛高元音各有四个，前后都有圆唇不圆唇之别： 

前高不圆唇 [i]对圆唇 [y]，后高圆唇 [u]对不圆唇 [Ⅲ]，前牛高不 圆唇 Eo3对圆唇 

[ ]，后牛高圆唇 Eo3对不圆唇 [ ]。牛低元舌有两个，前元音 EEl是不圆唇 的，后元 

昔 Eo3是圆唇的。低元音只有一个 [a]，舌位央而略偏前，不圆唇。除低元昔 Ea3以外， 

共他十个舌面元香都接近标准元香。舌尖元音只有一个 El3，不圆唇，昔值 和北京 “资、 

丝”等字元音相同。这些元昔都可以单独做韵母。为表示声韵拼合方式起见，举例时尽可 

能每系声母都有例字。这样就不用另列声韵拼合表了。 

[1] 猪 cts11 刺 ts'11’ 箬(筷子)dz10 丝 cs11 是 cz14 

[i] 飞 cf 地 alia 戏 pi1’ 衣(衣胞)ct 移 c丘i 

Ey] 驴 ‘丘l 书 c9Ya 贵 ky1’ 雨 ‘?yn 围 efly4 

[e] 煤 ~1]me4 袋 deJ 栽 ctse．1 海 ben 爱 e1 害 fie 

[ ] 鳗 ‘丘m 短 ‘t q 酸 cStYq 口(乾哕声或呕吐声)丘 

[￡] 扮 pc1’ 蓝 ‘Klea 潢 ts￡1’ 口(说谎)ch￡ 晏晚 ?El 献 ￡fi￡ 

fa] 买 ‘maq 赖 丘laJ 柴 ‘za4 揩 ck‘a1 矮 ‘?aq 鞋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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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包 p0_ 

Eo3 马 9moq 

[胃] 斗 ‘馏 

[u] 布 pul 

[ⅡI] 哥 ckⅢ1 

刀 cto4 

哪个 ?lo ·kiel 

漏 丘l 

多 ctu1 

窠 ck‘tuqF 

草 ts‘0q 

蛇 gZ04 

走 ‘ts苫q 

做 tsul 

踏(蹲)【gm4 

咬 ‘日0q 

我 ?rjo,I 

搜 cS'g4 

挎 k‘u1 

鹅‘勺呱 

絮袄 sllV’‘‘70qh 

虾 cho4v 

铍(击)‘h可 

乌(黑)c?11-1 

屙(屎)9oi"1 

嗥 ‘Ii。 

下 ‘?oq 

款(逆气) 

湖 ￡Kua 

河 ￡6瞰 

现在我们从昔位的观点来讨论达些元音，分析这些元昔 “对立”和 “互补”的情况。 

“对立”指在相同的语昔环境下出现，“互补”指不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下出现。对立的昔属 

于不同的昔位 ，互补的舌有可能归1并为同一个昔位。 

十二个元音，每次取两个来观察对立、互补的情况，一共有六十六种不同的组合，其 

中六十二组是对立的，四组是互补的。 

六十二组对立的元音可以举 [ 1]母阴上，[s]母阴平，[fi]母阳去为例。 

[ 1]母阴上：“李”[‘?lN3， “吕”[‘?lye]，“瘰(疥疮)”[ le,I]，“卵子(男根)”[‘ l q tsl~]， 

“懒”[ ?len~，“搬土(植物吸收土壤中养分)”[‘7la ‘t‘u ]，“老”[‘?l0 ]，“哪个”[‘tlo ·kien~， 

“篓”[‘7l百 ]， “鲁”[‘7lu ]。 

[s]母阴平；“丝”[ s11]， “鳃”[csemi， “酸”[s ]， “三”[cs￡ ]，“筛(iit，如筛锣)”[ Saq 

lua]，“臊”[cso1]，“沙”[cso1]， “搜”[ s苫1]， “酥”[csu_]。 

[丘]母阳去：“勤(器物磨损)”[6i ]， “胃”[6yJ ]， “害”[6 ]， “口(乾哕声或呕吐声)” 

[丘 _ ]， “陷” [fi￡ ]， “机械” [ctp 丘aJ ]， “号” [6a ]， “夏” [Iio~ ]， “护” 

[6u ]， “贺”[6砸_ ]。 

这三母一共提供了六十二组对立的例子，剩下来还有下列四组元昔是互补的： 

1：i 1：Y 1：m ：m 

六十二组对立的元音中，[ ：m]的对立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g]拼 [p，t，ts]三系， 

不拼 [七 ]系，[k]系只是有一个表示 “乾哕声或呕 吐声”的 [fi ]字。例如 “长 日 

fi ，I ，fi ≥，吐弗出’’(一天到晚 fi ／I ，fi ，I≥，吐不出来)，“fi ，I’’fi ／l ，6i，l 2七‘11-1’ 

·fio” (fi ， 6 ≥，又吐了)。[Ⅲ]只拼 [k]系。 [6B，I ]和 “贺”[fim，I ] 构成唯 

一 的对立。 

四组互补的元香中，[ ：Iu]的互补是一种假象。Ez：IⅡ]的情况其实和 [ ：m]相似， 

[ ]只拼 [七，七s]两系，不拼 [p，t9]两系，[k]系只有 “镀”[ h 、|]字和 “教”[g ，I ] 

字。[Ⅲ]只拼 Ok3系，而碰巧 [h]拼 [Ⅲ] 只有阴平 “呼”[ hta~]字，溲有阴上，所以 

“敏"[‘h ]找不到一个声母、声调相同的 [Ⅲ]韵字和他对立。不过我们既然不能认为 

E hlfq： hta~-I问元昔的对立是跟着声调走的，只能说 [‘h 、|：hta~-I也构成元音 [苫：III] 

的对立。 依同理，[gⅢ] 只有阳平 “踣” [egⅢ、1] 字而漫有阳去，[g ，l ：￡gIII ]也构成 

[ ：m]的对立。这样，剩下来的互补的元音只有 [1]对 [i，Y，Ⅲ]三组了。 

这三组牵涉到的元昔有四个，[1]只拼 [七s]系，[i，y]却不拼 [七s]系，[Ⅲ]只拼 

[k]系。就分布情况而论，达三组可以任意归饼一组，也只能归1并一组。 归僻 [1"i3或 

[1：y]似乎都不如归饼 [1：IⅡ]好。上文说过，温岭 [七s]系声母和 [七 ]系声母互补。 

归侈辛[1：Ⅲ]，不影响 [七s]系拼开口呼、合口呼，[t9]系拼齐齿呼、撮口呼的情况。要是 

归僻 [1：i]或 [1-y3，[七s]系和 [t ]系就变成对立的声母了。(本文暂不合饼[1：Ⅲ]。) 

开尾韵中，丑寅卯三行的韵母是由子行加介昔 [i，U，y3组成的。(鼻昔韵、入声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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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同。)带 Ei，11，y]介昔的韵母和以 [-i，U，y-1为主要元音的韵母，跟声母拼合的关系 

不全一样，所以每一类韵母中，以 [i，u，y]为主要元昔的韵母列在每类的第一行 (即子， 

辰，申三行)。所有齐齿呼韵 (包括 El-1韵和拿 Ei]起头的韵母)都不拼 Ets，七8‘，s，dz， 

z，h， q，fiq]八母。Ei]韵拼 [ n，fin]而不拼 [ ，fi ]， 其他齐齿呼韵拼 [ ， ] 

而不拼 [ n，fln]。 Ei] 韵不拼 Ek，k‘，朗，共他齐齿呼韵中有 [io，i￡，i。 ]三韵拼 

[k，k‘，g]。现在举 Ei，io-1两韵为例：“此”E pi．i]，“披” [ P‘i-t-1， “肺”Eli-1’]，“米” 

[ mi,4]，“皮” [ i、1]， “微” [c_vi,1]， “眉” E￡flmi．1]， “低” i-cti-i_]， “梯” Et‘i-I]， 

“泥泥牢，缠住人”r-~nil ]， “里”E li、|]， “唏”[￡di．J]， “泥” [￡~ni4]， “犁” E￡fili、1]， 

“挤”[ t i ]，“起”[ t ‘i,43，“西”E ~i-i]，“旗”[￡a~i,J-1，“齐”E E i ]，“医”E c'~i-Q， 

“移”[￡fii、I]。“染”[‘ ie ]， “年”I-￡fi ie、J]， “改”[ kio-1]，“开”Eck‘io-~]，“渠他” 

[~gio．j-t。 

合口呼韵母中，Eu，ul3]两韵拼 [p，七，七s，k]等二十四个声母，不拼 [dz，七 ，七9‘， 

，d ， ， ，fi ， q，fiq] 等十母； 共他合口呼韵母只拼 Ek]系 Ek，k‘，h， ，g，fi]六母。 

现在举 [uq，u￡] 两韵为例： “崩”E cpuq-1]， “捧”E P‘uq ]， “风”Ecfu~-(1， “懵懵懂” 

E murj,gl，“篷”E uq ]，“缝动词”I-EVuD、J]，“梦”[fimu ]，“东” E c七uD_I]，“通” 

E c七‘uq_1]， “口酶的食物变味” [ D_uq1’]， “笼大箱” E tluq ]， “铜” E￡七‘uq、1]， “脓’’ 

[efin1】 、I]， “聋”[Efi1uq、1]， “粳”[屯su 1’]， “葱”[乇s‘u~-(1， “送”[8uq1’]， “崇” 

[(zu日、J]，“工”[ kuD_I]，“空”[ck‘uq_|]，“烘”[chuq_|]，“口象声词”[guD，I ]，“口象声词” 

[fiuq，I -1。 “关”[ ku~-Q， “宽”E ck‘u￡_I]， “儇乖” [chu~-Q， “弯” I-c?Ug-l~， “掼” 

[gu￡ -1，“还”E￡fiu￡、J]。 

撮口呼韵中，[y]韵拼下列十五个声母： 

l fil， t9 七 ’ d fine， k k‘ h g fi 

例如：“吕” E ~ly．Q，“滤” [fi1y／I -1， “株”Ec七9y_|]， “炊”[ t ‘y ]， “输”[ cy-~]， 

“住”[d簪y -1，“徐”E￡ y、I]，“女”E‘ y、1]， “饵钓鱼用的鱼食”[fi y，I ]，“鬼”E‘ky-~]， 

“区”[ k‘y ]，“靴”E chy-Q，“成”F y-|]，“柜”Fgy．~ ]，“围”c=￡fly4]。共他撮 I：I呼 

韵母还不拼 [?1，fil]两母，只拼十三个声母。 

Eli介昔与 Eu]介昔，Eu]介昔与 Ey]介昔，都 可以 拼相 同的元 音，如 下列十 

八韵： 
a ：ia ：ua 毛 ：i毳 ：u氲 a ：ia ：11a ‘ 

： u ：y 5 ： u5 ： y5 O ：UO? ：yo? 

Eiq介音与 [y]介昔不在相同的环境里出现，但是何处用 [i]，何处用[y-1，只能列举韵母， 

监无概括的语音条件。就鼻吾韵与入声韵看，可以说不圆唇元香前用 [i]介昔，圆唇元 

昔前用 Ey]介香。[吞]拼 Ei]介昔而 [5，uq]拼 Ey]介昔；Eo ，a．’]拼 El-1介昔而 

[ot，u ]拼 Ey]介昔。在开口韵中，[e，￡，a， ]拼 Ei]介昔，[ ]拼 Ey]介舌，符 

合上遮条件；但是 [o，u]也拼 E1]介昔，与上述条件不符。开口韵 Fo]拼 r-i-I介昔而 

鼻舌韵 [5]拼 Ey]介吾，开尾韵 Eu]拼 E1]介舌而鼻昔韵 [uq]拼 Ey]介昔，更使上 

进条件难于成立。加上 Ei：y]，Ein：yn]，[i ：y ]三组韵母叉对立，例如： 

洗、‘仁i ：水 ‘9 青 ctp‘in1：春 ct ‘y11 日 丘埠i’J)：月 丘埠y ) 

所以 El-1介昔与 Eyq介昔虽不在同一元昔前出现，也不能合侈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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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仔细讨论了子行十二个元昔的昔韵地位，叉说明了介昔和声韵的拼合关系，其他 

韵母只要简单说说就行了。少数韵母需要单独提出来讨论，多数韵母的性质看表可以 自 

明，就略去不提了。下文把开尾韵、鼻尾韵、入声韵分开讨论。 

开尾韵——主要元音相同而介昔不同 (四呼不同)的韵母在声韵拼合关系上往往是对 

立的，开尾韵中，下列各组韵母是对立的： 

来 E丘leJ ：连 ‘fitie4 口(乾哕声或呕吐声)丘 J ：换 丘u _ ：县 fiyo'a 

口(说谎)cbe4：儇(乖)chue4 间 ckie4：关 cku~4 

挨 c?a4 ：口(斥责)c?ia4 ：歪 c?ua4 刀 c切1 ：习(酒镡)① ctb4 

罗 Efilu4 ：刘 cfiliu4 

只有 [￡：i￡]和 [百 ：i ]溲有对立的例子。[ ]韵只拼 Et，七s]两系和Ek3系的 [h，g] 

两母，[i ]只拼 Ep，七9]两系，所以不对立。温岭 (城关)有 [百，i百]两韵，邻县黄岩 

(城关)和玉环 (城关)都只有 Eis]韵，没有 Es]韵。温岭 Es}韵字黄岩和玉环都读 

Eis3韵。 例如温岭 “头”E￡d 、1]，“走”[ t8 、1]，“狗”E‘t9i百、1]；黄岩 “头”E‘di ]， 

“走=狗”[‘七 i ]；玉环 “头”[~ais]，“走”E tgi~_-]，“狗”[ ki ]。 [ ，i ]两韵分 

不分是三 县语音间 最引人注意的差别。温岭人说：黄岩人 “走，狗”不分，语音不正； 

玉环人说：温岭人 “头”字读 E；d~43，语昔不正。温岭 [i￡]韵只拼 [七9， ，fi ，k， 

k‘，g：l六母，如 “姐姐”E t~igq 七口i￡ ]，“眼”[‘r~isn]，“颜”[￡fi~tig4]，“间”[cki~4]， 

“铅”[ k‘i￡、j]，“衔”E~gis43。Es3韵不拼达六母。就来历说，E~rWs，fiq．is，ki8，k‘is， 

gis]是由 [ D￡，6rjs，ks，k‘￡，g￡]演变而来的，所以这五母溲有对立。E~~is-1没有对 

立的 Es3韵字，是因为开口呼不拼 [七 ]系声母是一般的规律。上文说过 [七s，邯]两系 

声母互补，要是把这两系合侈辛为 ／ts／系，“斩”／ tsgn／和 “姐”／‘tsigq／，“走” 

／ tsNq／和 “狗”／‘tsi 、I／就对立了。Es：is]，[ ：i ]不对立与 Ea：Ⅲ]不对立 

情况不同。单元音不对立有可能合僻为一个昔位。上文已经说明 [：i：g]，Ei： ]对立。所 

以 [￡：is]，[ ：i ]无论对立与否，都不能合1并。[e：io3两韵在很多声母前对立，但是 

只有 [kie，k‘ie，gie]而溲有 Eke，k‘e，ge](如 “盖”Ekie~’]，“去” Ek‘iol’]，“陛”， 

Egiea ])，也因为 Ekio3等是由 Eke]等演变而来的。温岭 Ek，k‘，g3三母，除 Eio．is， 

ie't]三韵外，不拼其他齐 

齿呼字。 

鼻昔韵——鼻舌成昔 

节的韵母见表六。为简单 

起见，每一种组合只举一 

个例字。[h]在鼻昔前表 

示和鼻音同部位的不带舌 

表 六 

m  n 

h “达么”hna·fir~io? “没有(未)”h刁 

亩 ‘?mq 尔(你 )‘?nq 五 ‘7 

6 l熊(没有)6m 儿 ￡6n4 红 ￡604 ． 

的鼻昔。我们还溲有发现 Ehm]自成昔节的，所以表上的位置空着。达些昔可以分 析 成 

[h， ，fi]声母拼 Fm．n，D]韵母，也可以分析成[hn， n，6n]等复合声母拼客韵母。前一 

种分析法要承认 Em，n，rj]是韵母，后一种分析法要增加 Ehn，h码]两个复合声母。达 

两个声母和声调拼合的关系跟 [h]一样，都拼阴调，不拼阳调。(Ehm]可能有，不过尚 

未发现。)现在按前一种办法处理。 

① 这个“刁”大概就是“花雕”的“雕”，今从本地写法作“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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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昔韵和入声韵有央元昔 [。]而无前元 音 [e，￡]，入声韵的 [。]较鼻音韵的 [e] 

赂开。前者开FI度近于 [￡]，后者近于 [e]。为了减少昔位的总数，可 以把 Eo]分别饼 

入 [￡，e]，把 Fon]写成 [en]，[9 ]写成 [￡ ]。 

鼻音韵有 [一n]尾、E-0}尾与鼻化三类，视元昔的高低前后而定。如表七所示，低 

元昔 [百_j和牛低元昔 [5]是鼻化的，在高元吾和牛高元吾中， 

前元音、央元舌是 [一n]尾，后元音是 [一q]尾。为了节约两个 

鼻化元昔的符号，[氲，5]可以分析成 E-B3尾的 Ea0，oq]。 

如上文所说，温岭方言的 [n]和 [ ]，无论做声母或做韵母， 

都是对立的，因此 E-n0和E-0}虽然不在同一元昔后出现，也 

不宜合钟。从上文第 3页所说三个鼻尾韵字和 [ ，fi]声母字 

连读的例子看，也不宜合饼。 

鼻舌韵中有四组主要元香相同而介昔不同的韵母，共中三 

组能拼相同的声母： 

表 七 

m vn uD 

an 自．n 苫日 

o 

a 

桁 【Ii ：洋 ‘fii~4：横 ￡丘u五J 项 ‘ 6 ：枉 ‘ u_5q：往 ‘ y5 

翁 c?urj4 ：塌(尘起)c?yuo4 

Eon3韵除拼 [p]系外，还有一个 Et]母字，[u9n]韵照例只拼 Ek]系，所以达两韵不 

拼相同的声母。需要指出的是 [ n]韵只拼 [t，七8]两组，L D]韵只拼 Et，ts，k]三组， 

~on，Hn， D]三韵逢 [t]母对立： 

我搭尔(我跟你)‘ 勺o tony：簦(笠)Ctgn4v：小灯 pi。q ct~zj4v 

上文已经说明，Eu，百]作为单元昔，与其他元音 (包括 EoO)对立，又说 Coco可以分析为 

[en]，[on]和 [ q]韵尾又不同。 即使没有 厂七]母对立的例子，[9n： n][on： q] 

两组，都是不宜合饼的 

入声韵——[a’，ia?，ua ]和 [0 ，uo?，yo ]两组都能拼相同的声母： 

核 6a J ：药 ilia?J 2：划 6ua 学 11o％ ：镬 fiuo*a ：簦 I~yo7．1 

[9 ，io ，no ]三韵中，EoV：uo~-]，[io ：uo~-]两组能拼相同的声母： 

押 o?1)：挖 ?t1．07-I 夹 kia?~)：刮 kuo? 

可是 [9 ]韵不拼 [k，k‘，幻，[i9 ]韵只拼 Ek，k‘，g](如 “夹”[kio~l，]，“掐”[k‘io'tl，]， 

“搿抱”Egio J ])，Ekio ，ki97，gio~]是从 [k97，k‘9 ，goV．]变来的。这两韵同 Ek，k‘，g3 

的关系，与上文所说 [￡：i￡]，Eo：ie]两组韵母在 Ek，k‘，g]后不对立有类似之处；不 

同之处在于 [is，io]两韵除 Ek，k‘，g]三母外还拼别的声母 

Eio ]韵还跟 Ei ，ia ]两韵互补。[i ]韵和 [ia ]韵在很多声母后对立，如： 

力 丘li J ：略 ~lia?J 歇 pi 1) ：削 ia 1) 

日 丘 ：箬 fi~ia?j 2 一 ti 1) ：约 ?ia?a) 

可是 [i ，ia ]两韵都不拼 [k，k‘，g]三声母，因此都和 Cio~-]韵互补。 有些人 [i9 ，ia ] 

两韵不分，有的全读 [i。 ]韵，有的全读 [i a．’]韵。 

Eyu ]韵只有一个 “噢”[七9‘yu 1)]字，和 “出”[t9‘y’1，]，“曲，戳’’[t ‘yo?-i，] 

都不同昔。有的人 “唉”字也读 [yo ]韵，和 “曲，戳”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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