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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言 研 究 中 的 若 干 问 题

李 荣

提 共 本文讨 论的间且 分 为 三 类
。

一 是资料
。

巧 妇 难 为 无 米 之 炊
,

无论 研究什么 学 问
,

研究语 官
,

研究方官
,

必 须收 集

资 料
,

审 核资 料
。

二是 名词 术 语
。

名 不 正 则宫 不顺
,

言 不顺 则事 不成
。

各种 学 问都 要 有合 理 化 的 名词术 语
。

三 是 事 实 与理

论
。

理 论 来 谏于 事实
,

韭且 受 事实的 检 脸
。

学 问 的 进 步 仰仗 于 摆 好 两 者 的关 系
。

这 些 问 题 牵 涉 面 较广
,

不是 几 个 钟 头 的 发

官 能 说 清 楚 的
。

这 里 只 是 举 些 例 子
,

来 说 明这 些 问题 而 已
。

一 九八 二 年九 月二 十 七 日 到 三十 日
,

上 海复 旦大 学 举 行 吴语 研 究首 次 学术 会议
。

二 十九 日 作 者 在 会上 有个 发 宫
,

这里 节

取 一 部 分
,

略 加 剐 改 补充
。

还加 上 几段 作者 一 九 八 一 年十一 月二 十 八 日
,

在福 建 厦 门大 学 举行 的 汉语 方 官 举 会 第 一 次 学 未

讨 论 会上的 发 官
。

几 位同 志带 助 听 写 妙 录
,

特 此 表示 谢愈
。

一 九 八 三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I 资料

1
.

1 苏州 括的 平上 去 ‘ 巧妇 难 为无米 炊
。 刀研 究语 言

,

研 究方 言
,

都需 要采 集资 料
。

资 料有

书面 的有 口 头 的
,

无论 什么 资料
,

都 要 下 一 番鉴 别分 析的工 夫
,

才 能 得 出 遭 当 的结论
。

我 们在
《方言 》 一 九 八一 年第 一期 第 三页举 过一 个 例子

。

说 明 有 的意 见虽 然 出 于名 家手 笔
,

还是 不可

据为典 要
。

一 九三五 年 出 版 的 陆 基编 的 《注 音符 号 苏 州 同音 常 用 字羹 》是 一本 很好 的记录苏
州 字音 的书

,

可惜 平上 去完 全不 分调 类
。

该 书 《例 言 》第 二 条说小 字 是 本文 作 者 注 :

本 书 中格 的人声 字
,

已 经有 ⋯ ⋯ 十二格 个韵
,

包括 在 内
。

其余 平 上去 三声 本苏 娜认 嘴里

是 不大 分别 格 的
。

所 以 依 字形 排列
,

弗再 分声
。

只 要教 授时 略分 轻重 就可 以 哉
。

苏 州 话 有七 个单 字调
,

古 平 上 去 三声 在苏 州 人 嘴 里分 成 阴 平
、

阳 平
、

上 声
、

阴 去
、

阳 去 五 个单 字

调
。

大概 是 连读变 调 把作 者弄 胡涂 了
。

我们 下这 个判 断
,

首 先是 根据 现 在的苏 州 话
。

其次
,

一

九二 八年 出版的 《 现代 吴语 的研 究》 记录 的苏 州 话
,

就是 古 平 上 去三 声 分 成 五 个单 字调
,

古 人 声

分 成阴人
、

阳人两 个调
。

假 如上 文 引的 那段话 是 出于 公元 六世纪 或 者七 世纪 某 人 的手 笔
,

现在

一定 是议 论 纷纷
。

可 能 有人 会说
,

当时 苏 州话平 上去 的分 别 正 在形 成 的过 程 中; 当时 苏 州 话平

上 去 的分 别 正在 趋于 消 失 ; 当时苏 州话 根本 不分 平上 去 ; 如 此 等等
。 “

不大 分别格
,

略 分轻 重就

可 以 哉气 这类 话 可以 有 多种 解 释
,

光 凭这 类话 是 得不 出一 致 的 意 见 的
。

必 须结 合 语言 事 实
,

才

能 作 出可 信的 判断
。

近 几 十 年来 常 有人争 论《 中原 音韵》 所代 表 的语 言 到 底 有 没 有人 声
。

争 论

得更 多的 是 《切 韵 》 的性 质
, 《 切韵 》 包括 古今 南北 之音

,

还是 记录 某 个方 言
。

这 一 类 问题的 讨

论
,

离 不 开 语 言事 实
。

光凭 《切韵 》 的《序》 , 《 中原 音韵》 的《序 》 是 不够 的
。

要 是单 就序 文推 兼
,

无论 下 什么 结论
,

都不 免 望文 生义
。

1
.

2 巧 合 有一 些 偶然 的
,

碰巧 的 现 象
,

不能 拿来 作为 一般 推论 的 依 据
。

有 人 举 过两 个 中

英 文平行 的 例子
。 “ 童 子 刀 的 “童 , 跟“ 瞳 人 儿 , 的 “ 瞳 刀 同 音

,

意 思有 关 系
。 《 广韵》 东 韵 : “ 童

,

独

也
,

言童子 未 有室 家也
。

洲瞳
,

目瞳
。 刀 芷徒 红切

。 《 说文 通 训 定声 》 “憧 刀字 条 云 : “ 《 坤仓 》 : ‘

瞳
,

目

珠子 也
。 ’

按 人对面 则艘 精 中各映 小 人 形
,

故呼 眸子 为 懂 子
。 《汉 书

·

项 籍 赞》舜 目重 童子
,

以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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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之
。

、 史记 》七 35 百 钠 本 影 印 黄 善 夫 本 “ 太 史公 日 : 吾 闻之 周 生 日 : ‘

舜 目盖重隆 子
’ ,

又 闻项 羽 亦

重 瞪 子
。

气汉 书》 三一 29 百钠本 影 印景 佑 本 “周 生 亦 有言
,

舜盖 重 童子
,

项羽 又 重童 子
。 ” 颜师 古 注 :

‘ 童子
,

目之 眸 子
。 刀 英文 p u Pi l 也有 童子 跟 瞳 人 儿 两 个意 思

。 《 现代汉 语词 典》一 九 七 三 年 : 【瞳

人 ( ~ JL) 】“ 瞳孔 中有 人像 ( 就是 看它 的 人 的 像)
,

因 此通 称瞳 人
。

也 作 瞳仁
。 力 “ 燕子 刀 的

“

燕 ” 跟
“ 喃 下 去 ” 的 “ 嘛 刀 同音

。 《广 韵》霖 韵 : “ 燕
, 《说 文 》云 : ‘

玄鸟也
。 ’刀 “峨

,

吞 也
。

咽
,

上 同
。 刀 韭 放 甸

切
。 《醉 源 》一 九 七 九 年 0 5 12 页 引 《孟 子

·

滕 文 公 下 》 : “ 三 咽
,

然 后耳 有 闻
,

目有 见
。 刀 又 0 544 页 引

汉 王 充《 论衡
·

效 力 》 : “ 渊 中之 鱼
,

递相 吞 食
,

度 口 所 能容
,

然 后嗽 之
。 ”这个 可能 跟燕子 ( 尤其

是 雏燕) 嘛东 西 的动作 特别 显著有 关 系
。

英 文 里 s w al to w 也有 燕 子 跟 嗽 下 去 的嗽 两 个 意 思
。

( 不 过英 文 里这 是 后 起的 同 音 字
,

不 是 同 出 一源
。

) 为什 么 中英文 平行呢 ? 也许 是 “ 人 同 此心
,

心

同 此 理
。 刀 我 们 不 能 有太 多的推 论

。

中英文 有偶 合之 处
,

上 海话 “ 学 费
、

用 费, 的 “ 费, 读 [fi 习
,

英文 F- E
一
E 的 fee [fi : ]

,

音跟上 海话 “ 费 , 字相 近
,

意 思也 差不 多
。

假 如把 中文 “ 费 刀 和 英文

fe e 对 比
,

认为 同 出 一 源
,

那 就十 分危险
。

据说有 人认 为汉 语 的 “ 抬头 刀 是 从英 文 ti ue 【
’

tai tl]

来 的
,

这大 概是 笑 话
。

现在 再说汉 字里 头有 一些 碰巧 的现 象
。

1
.

3 草 宇 头 与 送 气 有一 回 我 忽 然 想起
,

有 些字 的 草( 帅 ) 字头 好像 跟 古 清音送 气 有关 系
。

早 上 的 “ 早 , 不 送气
,

没 有草 字头 ; 草木 的 “ 草 , 送气
,

有草 字头
。

古 代的 “ 古 刀不 送气
,

甘苦 的
“

苦”

送 气
。

四 方 的 ‘ 方气 分 开 的 “ 分 , ,

是非 的 “ 非刀 都是 非母
, “ 芬 芳 ” 跟 “ 芳 菲 刀 都是 敷 母

。

非敷 两 母分

别 来 自帮傍两 母
,

所 以 也 是 没有草 字头 的 “ 方 分 非 ”不 送 气
,

有 草字 头的 ‘ 芳芬菲 刀送气
。

这 些字

无 论有 无 草 字头
,

都是 常用 字
。

自己 的 “ 己刀 不 送 气
,

加 个草 字头
, “ 芭

《 尔雅
·

释 草》: “

芭
,

白苗
。 ,

郭 注 :

。

今 之 白 粱 某
。 , 《 广 韵》 注 据 郭 注 ” 就送 气

。

天 干的 “ 丁 刀 不 送气
,

加 个草 字头
, “ 芋

《 广韵 》 注: 草名 刀 也送 气
。

表示 否定 的 “ 弗 刀字非 母
,

加上 草字 头 当 “ 草 多刀讲 的 “ 葬刀 是敷 母
。

这 三 对 字里 头
,

加 草字 头的 都

不 是 常用 字
,

也 都送 气
。

此外 弓 箭 的 “ 弓 刀不 送 气
,

勺 ”芍 力 的 “ 芍 力 [叮u 习1 ] 今读 靡擦 音
,

古音溪

母 是 送气音
。

为 了 说 明草 字头 跟送 气 的 关 系
,

可 以 定 出 一些 条例
,

把 某些 字 排除 在外
。

比 方

说
,

0 有无 草字头 同音 的 字不 计
。

例 如 : 水果 的 “ 果” 正 体不 从 草
,

俗 体从 草
,

雨 个 都是 见 母 字
。

仓库 的 “ 仓 ” 跟苍 白 的 “ 苍 ,, 两个 都是 清母 字
。

O 不 全是 古 清塞 音
、

塞擦音 的 字 不 计
。

例如 : 其他

的 “ 其 刀和 “ 煮豆 燃豆其 ”的 “ 其刀 同音
,

都 是群母 字 [t 。
‘

i 习
。

斤两 的 “ 斤 刀 见母 今音 不 送 气
,

芹

菜 的 “ 芹 刀 群 母今 音送气
。

天 干 的 “ 癸 刀 见 母 今音 不送气
, “ 向 日 葵刀 的 “ 葵 另 群 母 今 音送 气

。

整 齐 的 ‘齐刀 从母 【t ;
‘

川
,

莽菜 的 ‘养 , 也是 从母 【t0i 对
。

即 使如 此
,

还 是 有 ‘ 此 : 花
,

青 : 普刀 两 对

字把 咱们 的好 梦打 破 了
。

彼此 的 “ 此 力送气
,

加 上草 字头
, “ 花

《 广 韵 》注 : 花 盆
,

又花 草 也 刀 就跟 紫颜 色

的 ‘ 紫 刀 同 音
,

反而 不 送气 了
。

同 样 的 情况
,

青颜 色 的 “ 青刀 送气
,

加 上草 字头 是 “ 普 刀 ,

也成 了 不送

气 了
。

( 《广韵 》清 韵 “ 著
,

芜 青
,

菜 也 力 ,

子 盈 切
。 《集 韵 》 清韵 : “ 背

,

子丁 切
,

韭 菜也
。

勺 到 头 来咱 们

不得 不承 认
,

草字 头跟送 气 的 关 系是碰 巧 的
。

这 段话唯 一 的用 处恐 怕是 帮 助 人记忆 某些 非母
、

敷母 字
, “ 方分 非弗 刀是非 母

, “ 芳芬 菲葬 刀是敷 母
。

即 使 如 此
,

还得 加上但 书 : “ 封建 , 的 “封 , 是 非

母
,

加上 草字 头
“

薪 刀还 是 非母 ; 登 富的 “ 登 刀 是敷母
,

加 上 草 字头“ 要 ”还 是敷 母
。

1
.

4 中 断 线 有 一 本 书 叫做 《 家 庭 卫生 顾 向 》 ,

是 北 京 出 版社 一 九 八 O 年二 月 出 版 的
,

有六

百 多 面(6 + 18 + 592 面 )
,

书里 “ 介 绍 有 关生 老病 死
,

衣 食住行 等各 方面 的 卫生 常识
,

解答 家 庭

生活 中经 常碰 到 的 医 药卫 生 问题分 。

这 是一 部广 大 群 众 迫切 需要 的 书
,

第一 次 印刷 就 是 四 十万

册
。

这本 书末 了 四 面是 《 附录 : 北京 部 分医 疗 卫生 机构 一 览表 》 ,

有 各 大 医 院 的 电话 号 码
。

大 医

院 的 电 话往 往 有总 机 有 分 机
, “总 机” 北 京常常 叫 “总 机 中继 线 气 在 那 本 书的 那 四面

,

所 有 的

方 言



‘ 中继 线 刀 都 印成‘ 中断 线气 有二 十八 次之 多
。 “继 刀和 “ 断 刀 都从“ 比刀 旁

,

显 然 是形 近 而讹
。

假 如

多年 以 后 有 人研究
,

他 也许 认 为不可 能把 “ 中继线 ”都 错 印成 “ 中断 线 刀 。 “ 继刀 是“ 继续刀 , “断 ”是
‘ 断绝气 意思 相 反

, “ 美恶 不 嫌 同 辞刀 ,

是 个反 训 的 好例 子
。

( 《 脱文 》 十三 上 : “ 绝
,

晰 缘 也
,

从 系

从 刀 从 口
。

翻
,

古文 绝
,

象 不 速位 绝 二 跳
。

徽
,

绒 也
,

从 系胜
。

一 日
,

反 翔 篇 组
。 刀 又十 四 上 :

‘ 断
,

截也
,

从 斤从 绷
。

翔
,

古 文 绝
。 ,, 徽 字和 断字 的 朋 徐反 映在 简化 字里 是都从 迷

。

)

1
.

5 场 与绍 我想再 举 个例 子
,

说 明 研 究语 言
,

必须 鉴别 文 字资料
。

一 九八 一年十 月十 四

日
, 《 四 川 日报》 发表 一篇 文章

,

题 目是《 巴 蜀抗 洪图》 ,

讲水 灾 时期怎 么 样 抗 洪 救 灾
,

灾 后是 一 片

振奋人 心 的景象
。

文章 写得 很好
。

文 章 里 说 “ 数百个 场 镇俺 掉刀 ,

又 说“ 几 千 个集 镇
、

工厂
,

到 处

是一派 团 结
、

沉 着
、

紧张 的战 斗景 象
。 刀 如 果从 这篇 文 章 推论 四 川 话也 说 “ 集气 也 说 “ 场气 那 就

误会 了
。

说“集 刀是 说 的普通 话
,

说“ 场 , 才 是说 的 四 川 话
。

1
.

6 秦 与幼 《 切韵序 》: ‘ 秦陇 则去声 为人
。 刀 有人 引 宇 文 泰 公 元 五O 七 一 五 五 六年 字黑 獭 来

解 释这 句话
。 《周 书》 一 1 百钠 本 : “ 太祖 文 皇 帝

,

姓 宇 文 氏
,

讳泰
,

字 黑 獭
,

代武 川 人 也
。 ”谁 都

不 能 不 承 认 这个 解释十 分 精采
。

但 是我 们也 要注 意 同 类 的 例子 : 《嘉 泰会 稽志 》 六 18 云 :

乌带庙
,

在 [诸 壁 ] 县东 北 四 十五 里 乌 带 山
。

夏侯 曾 先� 《地 志》 云 : “ 梁 武 帝 遗乌 置采 石

英 于 此 山 而卒
。

后 人立 庙
。

带
,

竺声之 误 也
。 刀

从《 切 韵 》 系统看
, “带 刀跟“ 置, 的关 系与“ 泰刀 跟“ 獭刀 的关 系完全平 行

。

现 在根据 《广 韵 》 ,

把这 四

个字 的声 韵调跟 反 切排 列对 比 如 下 :

去 声 泰 韵 人 声 易韵

端母 带
,

赏盖 切 置
,

常割 切

透母 泰
,

他盖 切 獭
,

他 逮 切

因此
,

对 于 “ 泰 刀 跟 “ 獭 刀 的关 系
,

推论 必须 有所 节制
,

泰 易两 韵 相 通
, “去 声为 人 刀 ,

这 现 象 不 限于

秦 陇
,

会 稽也 有
。

[这 里附 带说 一 下
, “獭 刀 字《切韵 》 系统 有两个 音

。

王 仁 响 《 刊谬补 缺 切 韵 》 的 注 释比 《广 韵 》

明确
,

现 在 引用 前 者( 请注 意
,

王 韵 的末韵 相 当 于 《 广韵 》 的 易末两 韵 ) :

铬 韵 : “ 獭
,

他 铭 切
,

淡 鱼 兽
。 刀

末韵 : “ 獭
,

水 狗
,

噢 鱼兽
, 刀他 逢切

。

在 现代 方 言里
, “ 獭 ,, 字 来 自一等 末韵 的比 较 多

,

来 自二 等镶 韵 的 比 较少
。 ‘ 水 獭 ” 北 京 话 是

【即 i 淞 t’a 刁
,

温 岭话 是 【。y ” t’姆 , ]
,

都 来 自一 等
。

福建 永定 ( 下 洋) 客 家 话 “ 水 獭刀 单说 代獭
”

[ ts
‘

a t , ]
,

来 自二 等
。

]

要 是 我 们把 视野 放 宽
,

现 代方 言之 间去 入对 应 的 现象 很 多
。

现 在随 便举 两对 例子
,

反 切 注

释 都根 据《 广韵 》 :

去 声 葬韵 入声 锡韵

端母 汾
, 《埠 仓》 云

,

饰 滋施 也
,

都 计 切
。

滴
,

水滴 也
,

都 艇 切
。

去 声 褥韵 入声 昔 韵

精母 借
,

假 借
,

子夜 切
,

又 将昔 切
。

借
,

假借 也
,

资 昔切
,

又资 夜 切
。

北京话说 “ 滴力 【ti 习; 上海 话说“ 谛 刀 【ti 习 也 说 “ 滴 刀 【ti 。?习; 温岭 话说
“

谛 刀 【ti 习
,

说 滴 限 于 “ 滴

水刀 【ti? 1 卜 g y 习房 星 间留 的 且 橄望下 演 水 的 空 地
。

北 京话 说“ 借 ” 【t g ie 习
,

温岭 话说 〔硒a 习
,

都 是 从 古

� t 迅 《会稚 地志 序 》: “

夏侯 曾 先《 会 抽 地 志 》 , 《隋 书
·

经 籍 志 》 及 新 旧 店 志 皆 不 载
。

曾先 事 迹
,

亦 无 可 考见
。

店 时 拥

注已 引 其书
,

而 语 诊 染 武
,

当是 陈 隋 间人
。 ”

( ‘各迅 全 集 》光 华 书 店 一 九四 八 年 版 第八 卷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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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声 来 的
。 “

借 分福 建漳 平( 永 福 ) 说 【tsi 。 习
,

广东潮 阳 说 【tsi 。力 ]
,

都是 从 古入 声来 的
。

1
.

7 收 绍资料 以 上说 的 是 使用 资 料
。

最 重 要的是 自己 动手 收集资 料 : 看 书
,

抄卡 片
,

调

查 方言
。

有 人一说 起 资料
,

心 里 就 有点“ 那个 气 无意 自己 动 手做点 资料工 作
。

从 某个 意义 上说
,

别人 出 的文 章
、

专书
,

你 拿来利 用
,

都是资 料
。

无 论 是什 么 学术 论文
,

即 使标 榜得很 高
,

有 很多

创 见
,

也 无 非 是 个资 料
。

人人 要查 的 字典
,

也是 资料
。

调 查 方 言就是 搜集 资料
,

这是 研究 方言

的基 本功
。

不会调 查
,

怎么说 得上 研究
。

方 言 的比 较研 究需 要大 家都 调 查
,

大家都 写调 查 报

告
,

大家 都研 究
。

你 不 调查
,

就 不 会鉴别
、

使 用 别人 的 调 查成 果
。

说 起来 奇怪
,

有的 人 不 愿 意做

资料 工 作
,

却 特别迷 信资 料
,

甚 至 以 为有 了 资 料就 有了 一 切
。

各种 方言 调查 表 也都 是资 料
, 《 方言 调查 字表》 也好

, 《方 言调查 词 汇 手册 》 也好
, 《 方言 调查

词 汇 表》 也好
,

全是 资料
。

( 词 汇表 登 在 《 方言 》 一 九 八一 年第三 期 161 一 205 面
。

这 是 根据 一九

五八 年的 油 印本排 的
,

以 后正式 出 书的 时候
,

有些 地 方还 要改进
。

) 现在 有 少 数 人 认 为 资料 工 作

低 人 一 头
,

研究 工作 高人 一头
,

这 种看 法
,

这 种估 价
,

恐 怕不 是 很对头 的
。

一般 的说
,

研究工 作

比 资 料工 作 复杂一 点
,

创造性 多一 点
。

但 是 实际上 资料 工作 和 研究 工作 有时候 简直 不好分
,

不

见 得 研究 工 作 就比 资料工 作高 多少
。

工 作重 要与 否
,

不是 看你 的 工 作属 于哪一 类
,

主 要是 看你

怎 么 做
,

主要是 看你 做 的 效 果
。

有 的 资料 工 作是 很 重要 的
,

比如 索 引
、

书 目
,

人 人都要 查考
。

有

的 作 品 号 称专 著
,

号 称论 文
,

其 实 业 不 怎 么 样
。

我 们 要正 确对待 资料 和 资 料工 作
。

有 人 说 闽南 话古 东 韵收 卜m ] 尾 的 只 有“ 熊猫刀 的 “ 熊 刀

[
.

hi m 习 一 个 字
,

李 熙 泰 同 志写 了 一 篇文 章 《厦 门 方言的 “ 熊 刀 字》本刊 1982
.

刀 ,

说 不止 这一个 字
,

还有“ 雄 黄刀的 “雄刀 【
‘

hi m 习 跟 “ 终 古
、

终底 刀 的 “ 终力 [
:

tsi m l ] 也收 【。] 尾
。

是 不 是这样
,

当

然还 可以推 敲讨 论
。

可贵 的是 新 鲜的例 子
。

还 有 白宛 如 同 志 的 文 章《广 州 方言 连读 音变 举例 》

本 刊 1982
.

19ee 21 ,

题 目就点 明 是 举例
,

但 是例 子就 得来 不 易呀
。

新 鲜的 例子 可 以 检验 老 说 法
,

可

以 提 供新 论证
。

个别 的论 文或 者 专 书
,

虽然 旁征博 引
,

先 秦两 汉
,

希 腊 罗马
,

里头 的 例子大 都是

展转 抄来 的
,

而且 不免 有抄错 的
,

因 为抄书 不 出错 是 很 难 的
。

例 子的 重 要性 是怎 么 强调 都不

过分 的
。

要先 想好 例子
,

再表 示意 见
。

要是 举不 出 合 通 的 例 子
,

那 种意 见 是 站 不 住 的
。

例子 一

摆呀
,

你 的 功 夫 就 出 来 了
。

就 能看 出你 的学 力如何
,

见 识 如 何
。

例子 就好 比 商 店橱窗 里 陈 列的

商 品
。

摆 出 来的都 不 怎 么 样
,

仓库 里 的 就可 想而知 了
。

喊 名询 术语

名 词 术 语很 重要
。 “名不 正 则言不顺

,

言不顺 则事 不成
。 刀 研究任 何学 向

,

都要 有相 当 合理

的 名词 术 语
。 “名 者 实 之宾也

。 , 名词 要 能反 映事 实
。

现 在举 几 个 例子 来 说
。

2
.

1 同 奋 不 同 音 语 言是 音 义 的 结 合
,

研 究语 言首 先要 区别 同音不 同 音
。

汉语 有声韵 调
,

同 音字是 指声 韵调 完全 相 同的 字
。

罗马 字有 现 成 的 表示 声母
、

韵母 的 手 段
,

没 有现 成的 表 示声

调 的 手 段
。

有 的人 因 此 上 当
,

管声母
、

韵 母 相 同 可是 声调 不 同 的 字 也叫 同音字
。

因此 在工 作上

带 来很 多麻烦
。 《汉 语 拼音 方案》 公 布 了 这 么 多年

,

他 好 像一 直 都 没 有看 到声 调 那 一 段
。

河 能

[x y , ] 北
、

河 南 跟湖 h 白 [x u , ] 北
、

湖 南不 同 音
。

山 s h 压n 【笋 n l ] 西跟陕 s h 盖n [朴 n 刁 ] 西 怎 么

同 音 呢 ? 专 z h u 巨n [t 吞u a n l ] 业 思 想 跟 转 z h d n [t 吞u a n 刁J 业 思 想 音 义 都 不 一 样
。

肚 d 口

【tu 司 子 跟肚 d仓 【t u 习 子 即 使 字形相 同
,

还 是不 同 音
。

这个 道理非 常 简单
,

一 说 就 明 白
。

这

个事 实非 常清 楚
,

一 点就 破
。

可是 有的 人装作 听 不见
。

一 菜 障 目
,

不见 泰 山
,

说 的 是 视 觉
,

想 不

到 听 觉也 如 此
。

同 音 不同 音 好像 是平常 说 的话
,

能 算是专 门术 语吗 ? 不 错
,

是 平 常说 的 话
,

同

时 又 是 研 究语 言 最 基 本 的 概念
,

讨 论 语言 问题 最重 要的 字眼
。

讨 论语 音 问题
,

更加 离 不开 同音

方 言



不 同 音
。

语音 的替 代 (s u b s t i t u t io n ) 与对 立 (e o n t ra s t )
,

唯 一 的 差别 ( m in i m u m co n t r a s t 最 小

的对 立)
,

语音 的互 补分 布 (c 。 m Pl e m e nt a ry di s tri b ut in n)
,

这些 讨论 语音 单 位的 基本 概念
,

都

是 建立 在 同 音 不同 音 的 区别 上头 的
。

所以 我 们 首先 提 出 来讨 论
。

2
.

2 清浊 古声 母 有清 浊的 差别
,

蚀音 又 有全浊
、

次浊 之 别
,

列 举如 下 :

清音
—

帮傍 非 敷端 透 精清 心知撤 照 庄 穿初 审 生 照 章 穿 昌 审书 见 溪晓 影

全独

—
韭奉 定从邪 澄 床崇( 侯 ) 床船 禅 群 匣

次浊

—
明 微 泥 ( 娘 ) 来 日疑 喻云 喻以

清音跟 全 浊
、

次 浊 的区 别对声 母 与声 调 的演 变 有密 切关 系
。

上述 分类 迪 用 于大 部分 方 言
。

浙

江 温岭 方 言
,

匣母 跟喻 云喻以 一样
,

依次 蚀演 变
。

有 人 说
,

汉 语方 言里 吴语 跟 闽南话 都保 留 全浊音
。

这 是 个似是 而非 的 说法
。

古 代音 类跟

现代 音值 用 同一个 名 目
,

容 易引起 误会
。

古 音 分 类 用 清浊
,

今 音描 写 用 带 音 不 带 音
,

当然 最好
。

用 清表示 不带 音
,

用 蚀 表示 带音
,

也未 尝不 可
。

用 全 浊
、

次 独作 今音 描写 的字 眼
,

非 出 毛 病 不

可
。

有人 今 古 混杂
,

层 次 不分
。

他 听见 人说 闽南 话有 【b 1 91
,

吴语 也 有 lb d g] 呀
,

又 听 见 说

古 全 浊 声 母 吴 语读 独声 母
,

于 是把 什 么东 西 都 串在一 起
,

就说 出 吴语
、

闽南 话都保 留 全浊 音的

话来
。

古 代 的 全浊 音在 闽 南话 里变 成不 带音 的 了
。

北 京的 带 音 声母 到 了 闽 南话 里 头倒 全 是 带音

的
。

说穿 了也 没什 么
。

古 代 的 全浊 声母
,

吴语 跟 一部 分安 徽话 ( 皖 南方 言)
、

湖南 话读 带音 声母

( 浊 音) ; 其 他 地 方 大都 变成 不 带 音声 母 ( 清音 ) 了
。

这是 一句 话
。

古代 的 次 浊 声母 字
,

全 国大 多 数

方言 里 现 在都 是带 音 声母 ( 浊音 )
。

这是 第二 句话
。

不要把 古 代的 全浊
、

次 浊
、

现 在的带 音
、

不

带音 都搅 和 在 一块 儿
,

这个 帐是 算 不 清 楚 的
。

古浊 音无 论 全 浊
、

次 浊
,

吴语 都读 带音 声母 ( 浊

音)
,

古 代 次浊 声母 闽 南话 才 读带 音 声母 ( 浊音 )
,

怎么 能说 吴语
、

闽 南话都 保 留全 浊声 母
。

这 就

是上 了 名 词 不 分古今 的当
。

有人 说上海 话保 留古全 浊
,

古次 蚀可 以 变 全独
,

如微 母 ‘文 , 字今 读 [v ] 声母 ; 北 京话 古 全

蚀 变清 音
,

古 次 浊 不 能 变全 浊
,

日母 不能 读 [习
。

因而 怀 疑北 京 [幻 不是 跟 [g] 相 配 的 I习

音
。

他 的 耳 朵 也 附 和这 种说 法
,

说 北 京 的 [心 不 是 【幻
。

根 据这 种说 法
,

[v z 习 是 全 浊
。

倒

是 不 妨 请 问一 声
,

北 京 的 伙 田 逢 【u] 山西 南部
、

陕西
、

甘 肃 有的 方言 变 【v1
, “软 ” 【

.

气ua n]

跟 “ 晚 刀 〔
‘

ua n] 都读 【
‘

va n]
,

又 怎 么 说 呢 ? 成都
、

重 庆 等 地 的西 南官 话 不 分 [s 司
,

把北 京的

[ t s t s ‘ s ] 跟 [ t , t 净
‘

吞 幻 两 套合 成一套 [ts t s
‘

5 2 ]
,

北 京的 [习 成 都
、

重 庆读 [z ]
,

这 个 [z ]

是 不是 跟 [s] 相 配 的 [z ] 音 呢 ?

描 写今 音 用 全 浊
、

次浊 的字 眼
,

韭且 比 附 古音
,

把 [b d 9 v z 幻 一 类 音定 为全浊
,

把 【m

n 习 l] 一 类音 定为 次浊
,

会 带来 无 穷的烦 恼
。

蓝 同 解 指 出
,

厦 门的 [1] 介于 [d l] 之 间 ( 当然

也 可 以 说 厦 门的 [d] 介 于 [d l] 之 间)
,

因 此有 的 厦 门人 学 英 文 l at 。 跟 d at e 不分
。

这个 声

母 的来 历 是 次 蚀
,

今 音 是带 音 的( 浊 音)
。

要是 今 音还 要分 次浊
、

全 浊
,

你 就 左 右 为 难 了
。

什 么 古

音 的 全浊 不 能 变今 音 的次蚀
,

古 音 的次独 不能 变今 音 的 全 蚀
,

都 是 说 不通 的
。

湖 南益 阳方 言本

砚 19 81. 209 一2 14 陈 浦演 文的特 点是 边音 [ll 声母 字较 多
,

古 来母 字读 [l1
,

古 泥母今 开 口 呼 字 读

D1
,

古 日母 字有三 分 之一读 [l]
,

古 定从 邪澄 崇 船禅 七母 字除 古 人 声 字外常 常读 [l]
。

例如 喝

茶 的“ 茶 刀 跟长 虫 的“ 蛇 刀都读 [1翻1; 白糖 的“ 糖刀 跟长 短 的 “ 长 刀 都读 [la 习习
,

跟野 兽 的 “ 狼 , 同

音; 木 匠 的 “ 匠刀 跟 大象 的 “象 , 都读 [l is 扣 ]
,

跟 明 亮 的‘ 亮力 同音
。

我 们 能不 能说 全浊 变次 浊呢 ?

这么 说 恐 怕毫 无好处
。

安徽 省太 平 ( 仙源 ) 方 言 今 看 本 刊 19 83
.

92 一8 张 盛 裕 文 古 来母 字逢 今细 音都

读 [ ]
,

跟 古定 母字 今 细音 相 同
。

例如 “ 李礼 吕弟
‘

j
,

利地 ,
’

} 刘 留头 位一 y 川 莲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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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甜
.

di 翻 } 林铃 停
.

di 训 1令 定 d i则 ”
。

江 西临 川 方 言罗 常 培 《 临 川音 系》 ,

一 九四 。年 古来 母字逢

今 细音读 【t]
,

跟 古 端 母 字今细 音相 同
。

例如领 袖 的“ 领 , 跟 山岭 的 “ 岭 刀 都读 【ti n , 】
,

跟 山 顶

的“ 顶刀 、

钟鼎 的 “ 鼎 刀 同 音
。

栗 子 的 “ 栗 刀读 【tit , ]
,

法 律的 “律 力读 【ty tl ]
。

古次 浊声母 大部 分方

言 读带 音( 独 音) 声母
,

临川 古 来母 今 细 音读 【t] 是个特 点
。

古 来母 字逢 细音 太平读 [ d]
,

临 川 读 lt]
,

.

这两 种现 象有 共 同之处
,

就是 都变 成 塞 音
。

太

平 有浊 塞音 声母
,

来母 变成 蚀塞 音 ; 临 川 无 浊塞音 声母
,

来母 变成 清塞音
。

凡 是这一 类现 象
,

最

好 直 陈其 事
,

用 白描 的 说法
,

不 要 牵扯 到 次浊 变 全 蚀
、

变 全清之 类
。

有 的人 使 用 音 韵学 的名 词 术语
,

古今 不 分
,

分类 与描 写不 分
,

次 蚀
、

全浊常 常叫人 上 当
。

此

外还 有 “ 尖 团 刀 有时 也误 人
。

古精 清从心 邪五 母跟 古见 溪 群晓 匣五 母逢 今音细 音有 分别 叫“分

尖 团气 逢 今音 细音 没有分 别 叫 “ 不 分尖 团气 不分 尖团这 些字往 往读 【场 t0’ 司 声母
。

分 尖团

有各 种分 法
,

有的是 lt s t 。】不 同
,

有的是 【ts k] 不 同
,

等 等
。

所 以说 某个 字读 尖音
,

读 团音
,

说法 不 明 确
。

2
.

3 中元 奋 与央 元 奋 高本汉 的 亡t u d e s s ur l a p h o n o l o g ie e h i n o i se 把 舌 面元 音依 舌位

前后分 为三 大类
,

韭 且分 别注 明英 文
,

中译 本《 中 国音韵 学研究》 分 别译为 前元 音
、

央元 音
、

后元

音
,

对 比 如 下 :

它t u d e s 29 8 le s v o

yell
e s a n t 如

e u re s ( r ro n t vo 耐s) 译本 2 00 前元 音

306 l e s v o

yel l e s ce n t 旧e s (m i x e d vo we l s) 207 央元 音

3 10 l e s v o y e l le s po s t 点r ie ure
s (b a e k v o w el s) 2 1 1 后元 音

有 人 反 对央元 音 这个 名 目
。

他说 :

普通所 谓前 中后 元音
,

这 书
《 中国 音的 学研 究 》中文本 译成前 央后

,

不知 有何 好处
。 《说 文 》 五 下

门 部“ 央
,

中央也
· · · · ·

一 日 久也
。 刀古 书联 称 “ 中央刀 而 “央 刀不训 “ 中气 自从 徐错 《粱传》 解 作“故

央字 从大 也 , 之后
,

段 玉 裁 又妄 作主 张
。

其实 ce nt r ale 老 老实 实的译 成 “ 中刀 ,

岂不 是雅 俗共

赏的 么 ?

这 里 的 好处 是显 而 易 见的
,

元 音 的舌位 有 高低 前 后之别
,

中元 音对 高元音 跟低 元音 而 言
,

央元

音 对 前 元音 跟后元 音 而 言
。

译本 名 词 表 27 页说 明 ‘央 与前 后对 待气 两种 不 同 的事 实
,

非 得有

两 种不 同 的 名 目
。

[i] 是 高元音
,

[e] 是 中元 音
,

【a] 是低 元 音
。

[i y ] 是 前元 音
,

【玉 u ] 是 央

元 音
,

【“ ul 是 后元 音
,

非得 有两 套不 同 的 名 目
。

高 中低 英 文 用 h ig h
,

m id
,

le w; 前央 后英

文 用 f r o n t
, c e n t r a l

,

b a c k ; e e n t r a l 英 文 以 前用 m i x e d
,

相 当 的 中文是 “混 刀: ce n t r a l 英 文 也

有 用 in te r m ed ia te 的
。

现 在画 个 图 来 表示 “央 刀跟“ 中刀 所 指不 同
。

你可 以 反对 “ 央气 可以 恢复

前前前 fr o n ttt 央 e e n t r a lll 后 b a e kkk

高高 h ig hhhhhhhhh

中中 m iddddddddd

低低 l o wwwwwwwww

老 名称 “ 混刀 ,

但 是 “ 央力 必须 跟“ 中, 分 开
。

用 “ 央元音 ”好
,

还是 用 “混 元 音刀好 也可 以 讨 论
。

高本

汉在 血u de s 里 只 说 高低
,

没 有拿 高 中低 对 比
。

他用 的 是 J
.

A
.

L un de n 设 计 的 瑞 典 方 言 字

母
。

L 本 人 在 T S D I (S N
.

一
.

一 ,

方 言

u n d e l l h e w e d is h i al ec t A P h a be t t u d i a e 0 P h i l o l o g i e a 1 1 2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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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用 h i g h
,

m i d
,

l o w 跟 f r o n t
,

in t e r m e d ia t e ,

b a e k
。 《现 代 吴 语 的 研 究 ,

( 1925 ) 36 页元 音 高低先 分三 度
,

再分 七 度
。

B e r n a r d B lo e h 跟 G e o r g e L
.

T r a 罗 r 的 o u u i n e

o f L sn g u i s t i e A n a l y s i s ( 1942 ) 2 2 页也 这 么 分
,

对 比 如下 :

高高高 中中 低低

最最 高高 次 高高 高 中中 半 中中 低 中中 次 低低 最 低低

hhh i g hhh l o w e r ·

h ig hhh h ig h e r 一

m i ddd m e a n 一

m i ddd I o w e r 一

m i ddd h i g h e r 一

lo www 】O WWW

总之
,

描写 元 音要 分别 “高 中低 刀 与 “ 前 央后 刀 ,

无 论 雅 俗 共 赏
,

还 是 提 高 与普 及 兼 顾
,

都是

如此
,

跟 徐错 与段 玉 裁 毫无 关 系
。

2
.

4 盆 合 元 奋 的分 类 复合元 音 有两大 类 :

OUOUuaaule
.

clla
.

al第一 类

第二 类

用 中文 讨论 有关 语 音方 言的 专书 或文 章
,

无 论 哪里 出版 的
,

往往 管 第一 类 [i a le ua u ol 等 叫

上升 的复 合元音
,

管 第二 类 [ai ei au o ul 等 叫 下 降 的复 合 元 音
。

这大 概是 上 了 片面 理 解英语

写 的语 音 学 书籍 的 当
,

那些 书把 复 合 元音 分 为两 类
,

第一 类 叫 ris i ng d iP h t ho ng s ,

第 二 类 叫

fe lli ng di p ht ho ng s
.

什 么东 西 上升 呢? 复元音 的 响 度上升
。

什么 东 西 下 降 呢? 复元 音 的 响 度

下降
。

英 语没 有字 调
,

说 ri si n g 跟 fa lli n g 不致 于误 会
。

汉 语 有 字调
,

说上 升
、

下 降 容 易引起 误

解
,

一 九五 四 年 有人 建 议
,

第一 类 [ i a ie u a u o ] 等 叫后 响的 复合 元 音
,

第二 类 i a i e i a u o u l

等 叫前 响的 复合元 音
。

三十 年过 去 了
,

效 果不 佳
,

所以 我 在 这里 宣传 宜 传
。

请 参看 D a n i e l Jo n e s 的 E n gl i s h P r o n o u n e in g D ic t i o n a r y 一 九五 六年 第十 一版
,

一九 五

七年 重 印 本 书末 的语 音学 术 语 :

d iP h t h o n g
, a m o n o sy ll a b ie g l i d i n g so u n d b e gi n n i ng a t o n e v o w e l a n d m o v , n g in t h e

di re e t i o n o f a n o t h e r
.

fa l l in g d i Ph t h o 雌
, a d i P h t h o n g i n w h ie h t he in i t i a l Pa r t h a s g re a t e r ‘

P r o m i n e n e e ’

t ha n t he 助
a l P a r t

.

r is i ng d iPh t h o n g
, a d i Ph t h o n g i n w h ie h t h e fi n a l P a r t h a s g r e a t e r ‘

Pr o m i n e n e e ’

t h a n

t h e i n i t i a l Pa r t
·

t 理 论 与 . 实
3

.

1 什 么是 理论 底 下 说说 理 论 跟 事实 的 向题
。

研究 语 言
,

研 究方 言
,

跟研 究其 他事 物一 样
,

无非 是六 个字 : 摆 事实
,

讲道 理
。

摆事 实
,

讲 的

是 事实 ; 讲 道理 呢 ? 那就 是 理 论 了
。

现在研 究语 言
、

研究 方言
,

似乎 有 两个 偏 向
,

一 个 是 重 视所

谓理论
,

一个 是轻 视所 谓 理论
。

我都 说 是 “所 谓理 论 刀 ,

那是 因 为大家 对 理论 的 了 解不 大 一致
。

我

们认 为理 论 出于 事实
,

笠 且受 事实 的 检 验
。

可是 有人 把理 论跟 事 实对 立起 来
,

好 像理 论 比 事 实

高
。

有一 个 朋友 给 我来信 说 : “ 我 们这 儿 作 文 讲 究有 观点
,

要 提到 理论 的高 度
,

光 是 罗 列事 实

不 行
。 刀 同时 问我对 这个 有什 么 意 见

。

我 回 答说 无可 奉告
。

假 如有 人说 某 某的文 章还 能 罗 列事

实
,

某某 刊物里 的 文 章还 能 罗列事 实
,

他 说 这个 话 当然是 批评
,

我认 为 这 多少 也是 一种 表扬
。

能 罗列 事实
,

罗列 的居 然 是 事实
。

摆 事实
,

讲道 理
,

六个 字能 做到 三 个 字
,

这 已经 很不 错 了
。

大

家看
,

昨天 我们 听的启 东 吕四 的音
,

听 的义 乌秘 亭 的音
,

要听 辨 清楚
、

描写 清楚 是个什 么 音就很

3 年第 期
· ·

198 2 87



不 容 易
,

可见 认 识 事实就 很不 容 易
。

认识 事 实都不 容 易
,

何况 罗 列 乎
。

个 别有 关方言 的文 章
,

陈 义 甚 高
,

可是 连 声韵 调表 的 排 列法 跟 表里 的 例 字都 有问题
。

看 他 的 例字
,

就能 看 出 他的 功

夫
。

他摆 得个 七零八 落
,

从他 那 个 排列 法一 点也看 不 出 语音 的 系统来
。

连事 实都 罗列 不清 楚
,

怎么 好进 一 步讨 论 理论 呢?

什 么 是 理论 ( 这里 说 的 当然 是 关 于语 言的理 论
,

语言 学理 论)
,

理 论跟事 实是 什么 关 系
,

这

个 需要 子细 研究
,

反 复推 敲
。

今天 只 能 提些 初步 的 肤 浅 的 意 见
。

理 论 是 一种假 说 (hy pot he sis ),

用 平常 的话 说是 一种 看 法 或者 说 法
。

这 种说 法 本 身要 持之 有故
,

言之成 理
。

理论 有什 么 作 用

呢 ? 第 一是总 结 过去 的经 验
。

第二 是解释 当 前的 现象
,

分 析当前 的 问题
。

第三是 指导 未来 的

工 作
。

具备 这三 种作 用
,

至少具 备 三种之 一
,

这 才 能 叫理 论
。

怎 么 鉴别理 论呢 ? 刚 才 说 了
,

理

论 出 于 事实
,

业且受 事 实的 检验
。

这就 是 说
,

实 践是检 验 真理 的 标 淮
。

各 种学科 的基 本 理论往 往 是很概 括 的
,

语 言学 理论 也是 如此
。

比 方说
,

语 言( 自然 语 言
,

人

说 的话 ) 是音 义的 结 合飞 语 言构 造是 有规 律 的
,

语 音构造 的 规 律尤 其 明 显
。

语 言是 变 的
。

语 言

演 变 是 有规律 的
,

语音 演变 的规 律性十 分严 格 ( 因此 成 为 十九 世纪 七十 年代 以 来 比 较语 言学的
·

墓础 )
。

语言 文字跟 其 他符 号系 统一样 要 求 简单 明 白
,

有 迪 当 的羡 余率 ( re d u n dan cy )
。

语 言 是

传 情达 意的 交际工 具
,

有 避 免误 会 的 趋势
。

如 此等 等
。

3
.

2 天 弃 的说 法 现 在举 几 个例 子说 明 什 么不 是理 论
。

不 怕 不识货
,

只 怕货 比 货
。

讨论

什 么 不 是理 论
,

可 以 帮助 我 们认 识什 么 是 理论
。

首先
,

天 真 的说 法 不是理 论
。

“ 古 韵是 二十 二 部
,

北 京音 是十 三辙
,

可是 《广 韵》 有 二 百 零六 韵
。

枣 核 儿两头 尖
,

中间粗
。

这个 显 而 易 见 是不 可能 的
。 刀 这个 帐 要细算

。

古 韵二十 二 部
,

不 分平 上去 人
,

不 分 a ia ua
,

二

十 二 部 分 四 声总有 七十 部 ; 如果 其 中四 分 之一 有 a 祖 ua 这 样 的 区分
,

总 共就 有一百 部 了
。

北

京音 系十 三辙
,

它不 分 阴 阳上 去
,

开 齐合撮 也 合成一个 辙
,

连 i 跟 y 都 是 一 个辙
,

这 个人人

都知 道
,

不 必 细说
。 《广 韵》 二百 零六 韵是 怎么 搞的呢 ? 它平上 去入 是分 的 ; 开 合有 时分

,

有时

不分 ; 一三 等 有 时 同 韵
,

有时 不 同 韵盆二 三等 也是 如此 : 所以 有 这么 多个韵
。

连 这样 简单 的帐

都算 不清
,

毋须 再 望下 说 了
。

还 有一 种 “理 论刀 : “所 有 的 韵母 都 有韵尾
,

这 可能吗 ? 世 界上 有 这 种语言 吗 ? 刀 世 界上 的语

言 太 多了
,

我 们知 道得 太少 了
,

这个话 说得 太绝 了
。

现在 我 们 学 得 最多 的 外国语 大 概 是英 语跟

日语 了
。

这 两种语 言 的语音 构造 差别 相 当大
。

英语 的元 音比 日语 多
。

日语 的元 音分 析 起 来
,

南 ‘”

吞丸 打 [a 1 u e o] 五个 就够 了
。

日语 每个音 节 的 收 尾 辅音 只 有一 个拨 音 ( 人 n)
,

相 当

于 我 们 的鼻 音韵 尾
,

多数 的 音 节都 是开音 节
。

可是 英语 音节末 尾 的辅音 可以 有一大 串
,

例如

te xt s 【te ks ts]
.

从英语 的 眼 光看
,

日语 的音 节构 造未免 太单 调 了 ; 从 日语的 观 点 出发
,

英 语 的音

节 构造 实在 太麻 烦 了
。

( 据 说
,

夏威 夷土著 的 语 言里 所有 的音节 都是 开音 节
。

) 各 种语言 的语 音

构 造不 同
。

有的 语 言 的语 音构 造看起 来简 单得 惊人
,

有的 复杂 得惊人
。

研 究语 言跟 其他 学 问一样
,

要观 察事 实
,

不要先 入 为主
。

研究 方言不 要用 自己知 道 的方

言
,

或 者书 本知识
,

或者 教 室 里讲 的 金 科玉律 去衡 量 甚 至 怀疑 其他 方言
,

其 他语 言
。

河 南 北 部

的 方言
,

韵 母 上百个 的有 的 是 呀
,

广东 潮 阳方 言韵母 也 接 近一百
。

你 不要 因 为 韵母 多 摇 头
,

也

不 要 因 为 韵 母少 发愁
。

有 的四 川 方 言韵母 有三十 来个
,

儿 化以后 开 齐合撮 四 呼 每 呼 一个 韵 母
,

一 共才 四 个 儿化 韵
。

任何 语言
,

任何 方 言
,

它 的语 音系 统是长 期演 变而 成的
。

汉语 方 言的特

点
,

自其 同者而观之
,

隔好 几 千公 里还 能通 话 ; 自其异 者 而 观之
,

同 一 个 县可 能有 好 几 种不 易互

相 了 解 的方 言
。

方言 的音 系差别 很大
。

方 言的 韵母爱 多就 多
,

爱 少就 少
,

那是 事 实如 此
,

业 不

方 言



是 上帝 规定 的
。

语 言现象 是 复杂 的
,

我 们的 脑子也 要复 杂一 点
,

天 真 的议论 不能 当真
。

3
.

3 清 浊 与阴 阳 现 在 举个 同时牵 涉到 语音 构造 跟语 音演 变的 例子
。

有 人说 : 日 根本 不是 一个 纯粹 的
‘

硬 音
’ ,

跟 尘 才 尸 的发 音方 法 原 文 如 此
,

可 能 说的是 娜位韭 不

相 同
。

日 作 为 【划
,

于 是乎 国音 的 阁 竟 会弄 出 两个 对待 的 阳调来
,

一 是 清 [5] 的阳 调
,

一 是

浊 仪]
。

汉 语 没 有其 他 类似 的怪 现象
。

又 说 : 世界 上 恐怕 没 有一种 语 言可 以 把 闺 阴调
,

「门 阳 调
,

【v1 浊音
,

三 项 同 时保 存 的
。

以 上这 两段 话 的 意思 是说 : 某 个清 ( 擦) 音分 阴阳调
,

就 不 能 有相 配的 浊( 擦 ) 音 这 种 说 法

大 概是 少所 见
,

多所 怪
。

明 察秋毫 之末 而 不 见 舆 薪
。

汉语 方言 有 的 是 清擦 音 分 阴阳调
,

同 时

具备相 配的 浊擦 音 的
。

请 看前 两 年的 《 方言 》 季 刊就 是 了
。

真 是 踏 破铁 鞋无 觅处
,

得来 全不 费

工 夫
。

兰 州 话本 刊 19 80
.

勿一23 1 ,

西 宁话 19 80
.

2 82 一30 2 ,

济 源话 1981
.

5 一26 都是 【f] 声母分 阴 阳调

同 时 有 [v 1 声母
,

[g] 声母 分 阴阳 调同时 有 [幻 声母
。

贵 阳话 198 1
.

122 一 130 【s] 声母 分 阴 阳调

同 时有 [z ] 声母
。

很 多西 南官 话
,

包 括 成 都话 跟重庆 话
,

这一 点都 跟贵 阳 话 一 致
。

例 如 兰 州 话

的【井
.

f-
‘

v 一

] 韭存
,

〔浮
一

卜 凡
一

] 韭 存 :

阴 阳上 去 阴 阳上去 阴 阳 上去 阴 阳 上 去

[fe i1 飞肥 水 睡 【佗 】 拴凡 反 犯 昨〕 方 房访 放 卜司 生 神 省胜

【ve i] 危维 尾 味 [ v 己』 刻 完软 万 【倾] 汪 亡网 忘 伙司 扔 人 忍 刃

西宁 话也 有 同 类 现 象( 阴 平 【, ]
,

阳平 , 】) :

发 [fa , ] 罚 [fa 冲] 按 [va 刁] 偏 [ 笋, I 蝉 [声 ”] 粘 【气且, ]

风 [伶 , ] 坟 [路 刁] 绒 【v 台刁] 深 [吞吞, ] 神 [户刁] 人 [护刁]

济源话 也是 如此 ( 阴平 【, 〕
,

阳平 【习) :

纷 [fe n , ] 坟 Ifa n 明] 文 [v a n J ] 身 【舀。n , ] 神 [争a n J ] 人 【孔e n J ]

方 [fa 习, ] 房 [fa 习; ] 亡 [va 习。] 商 [邵习, ] 裳 [邵习“] 撅 [气a 习; ]

贵 阳话 1
.

5- .

5 - .

2- 】韭 存( 阴平 [ : ]
,

阳平 加] ) :

赊 [s e l ] 涩 [se 魂] 热 [z e ; ] 师 [5 1, ] 十 [s 1) ] 日 【2 1明l

梭 [5 0 1 ] 说 [5 0 闷] 弱 [2 0 ; ] 生 Is o n , ] 神 【s a n ; ] 人 [z a n ; ]

书 [s u : ] 熟 [s u ; ] 肉 [z u J ] 商 [s a 习, ] 尝 [s a 习J ] 抓 [z a 习明]

作 为本 节开头 两 段 引文 的反证
,

上 文 列 举 的事 实已 经 够 了
。

但 是要说 明 那 两 段 引文 的错

误 是 怎 么 来 的
,

这就 不 够 了
。

现在进 一 步讨 论这 种错 误 的 来历
。

那 两段 引文 的立 论根据 大 概

限 于某 个吴 语方 言 与北 京话
。

多数吴 语 方言不 带音 ( 清) 声母 ( 包括 紧喉 的鼻 音边 音 【?m ?n

均 朴] 等) 配 阴调
,

带音 ( 浊 ) 声母 配 阳调
。

北 京话 除 [m n ll 跟零 声母 之 外
,

只 有一 个带 音

( 浊 ) 擦 音声母 [司
。

他 对 【幻 声母 的 性 质 又 认 不 清 楚
。

有关 的语 音演 变现象 是 :

�古 清音 声母 一 今
.

卜
.

f- 声母 阴平

� 古全浊 声母 一 今
.

卜
‘

f- 声母 阳平

� 今
‘

气一

声 母 阳平

� 今
‘

v- 声母 阳平

�� 两条 好理解
,

今 音 伟 门 两声母 阴 阳平 的 对 立来 自古 声母 清音 跟全 浊 的 对立
。

有 人 不 能

理解 �� 两 条
。

既 然 古 全蚀 已 经 变成今 不 带音 ( 清) 声母
,

怎 么 还 能 有跟 [61 声母 相配 的 带 音

( 浊 ) 声母 呢 ? 于 是 他就 宣布 今北 京 伙
一

1 声母 根 本就 不 是 带音 ( 浊) 擦 音 声母
。

他 的耳 朵 居 然

附 和 他 的 理论
,

也跟 着 宣布北 京 [令 ] 声母 不是 带音 ( 浊 ) 擦音
。

既然北 京 音 的 [令] 是 唯 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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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音( 浊) 擦 音
,

唯一 的当 事人
,

不承 认它 的存在
,

没有 匡
一

] 声母 当 然 就没 有【令 〕声母 阳平 字 了
。

这 是说 的 �
,

至 于 � 呢
,

他不 知道 吴语 以 外的 方言还 有 〔v-J 声母字
。

所以 他 又 宜 布 [
‘

f-

.

f-
.

v 一 三 者 不能 业存
。

上文 的例子 已 经 说 明
,

现代 方言有

.f-
‘

卜
‘

令 }
‘

卜
‘

f-
‘

v- }
.

5 一 ‘

s 一 ‘ z -

业 存的现 象
。

这个事 实得 用 语 音演 变的 道 理 来 解释
。

说 穿 了 不过 几 句话 : 语音 是变的
,

语音 系

统 也是 变的
。

古 今音 带音 ( 浊) 与 不带 音( 清 ) 声母 相配 成对 的关 系 不 是永 恒的
。

老的 带 音( 浊 )

声母 消亡 了
,

可以 出 来 新 的 带 音 ( 浊) 声母
。

比 方 古音 【z 一

] 变 【s 一

} 之 后
,

可 以 从别 的途 径 出

来新 的 [z 一
。

上文 举 的例子 [令 v- z
一

] 声母 都 是 哪 儿 来的 呢 ? 先 说 【令 ] 的 来 源
。

拿北 京话 说
,

[划 的

主 要来 源是 古 日母
。

日母 是 古次 浊 声母
,

古次 浊 声母北 京照 例读带 音 ( 浊 ) 声母
。

古音 日母 跟

照 幸 穿 昌 床 般 审书 禅 五母 同 部位
。

所 以
,

下列
“

身
、

神
、

人 刀三 个 字的演 变完全 符合 常例
。

身
.

冬e n l

贵 阳话的 【

常 合供成 一 套 [

现 在说 到 【

神
‘

各a n ” 人
‘

气a n ,

z 一

』那 儿 来 的呢 ? 北 京 【ts
·

ts’
·

s-] 跟 【t 各
一

t6’
一

昌
一

令 ] 两套 声母西 南 官 话 常
ts

·

ts’
一

s
一 z 一

]
,

所以 贵 阳的 [z
一

〕也 是古 日母 来 的
。

v- 】 了
。

以 兰 州 话 为例
,

【v 一

] 有两 个来 源
。

一 个大 致 相 当于北 京 伙
一

] 声 母 合

口 呼
,

一 个大 致相 当于北 京零 声母 合 口 呼
。

例如北 京 “ 软” 是 【
“

礼ua n 刁 上 声
, “ 晚 刀 是 [

‘

ua n 川

上 声
,

兰 州都 是 【
‘

v 司 上 声
。

北京 的 [t 母 t 吞
‘

吞 气] 逢 合 口 呼
,

山 西
、

陕西
、

甘 肃三 省有些 方言读 齿唇 音 【Pf Pf
‘

f v 】
。

[t 争 t 丫] 逢合 口 不 变
,

〔吞 习 逢 合 口 变 [f v] 的地 区 还 要 大 些
。

单 独 一个 【司 逢 合 口 变 闺 的

地区 最大
。

山东 滕县 伟u1 变 【fu 』
,

据说
,

有人 矫 枉 过 正
, “ 斋夫 【fu 】” 说 成 “ 斋 书 【

:

昌uj ,’a

齿 唇擦 音 [f vl 常 见
,

齿 唇塞擦 音 f可 p f’J 不 常 见
。

有 的 人 就大 惊 小怪
,

说什 么 “我 们知 道
,

不

能 说任 何音 变是 不 可 能的
,

但 是 【tgl 变 [P 门 的 确 很不 平常
。 刀 确 实 伟u1 变 〔fu ] 发 音部 位相

近
。

只 要看 看本 方言 的 语音 结构
,

[t 昌 t f 母 习 跟 [ p f p f. f vJ 八 个声 母与 韵母配 合的 关 系
,

再 跟北 京音 对比 就 明 白了
。

请 看 兰 州 下列十 个上 声字 :

转 p 比 喘 p f’云 软 帷 斩 t 声 产 丫 云 陕 砰 染 够

尾 v e i

兰 州 [ p f p f
‘

J 北 京 是 [t 净 t 舀
‘

] 合 口 呼 ; [f v ] 一 部分字北 京 是 “ 习 合 口 呼
,

如 ,’ 水 力字 跟
‘

软刀

字 ; 【f] 一 部分 字北 京也 是 〔f]
,

如
“

反 刀字 ; [v ] 一部 分字 北京 是 零 声母 合 口 呼
,

如
“

尾 ” 字
。

这 里 再 说 几 句关 于 伙
一

J 的 音值 的 话
。

这个 音外 国语 里少见
,

所 以 很 多人 说 玄之 又 玄 的

话
。

至 于 【z- ] 跟 【v 一

]
,

外 国语也 常见
。

咱 们倒是 不妨 建议 [令] 音 特殊论 者
,

去听听 从 古 日

母 来的 卜] 跟 【v- ]
,

是不 是也 特殊
。

3
.

4 理论 的 , 要 性 有人 轻视 理 论
,

他 学 了 一点语 音学
,

说 我 不 管理论 不 理 论
,

我 就 是 记

录 方言
,

研究 方言
。

实 际 上他 不 研 究理论
,

就 是接受 “ 流行 刀 的 理论
。

对他 自己学 的 那 一 套
,

自

觉性 不够
。

平 常记 录 汉 语的 声 韵 调三分 法
,

介 音如何 分析� ,

背后 都 有理论
。

传统 的语音 学 没

有教 给 他鼻音 伪 m ] 也有 圆 唇 不 圆 唇之分
。

口 元音 区分 圆唇 与不 圆唇
。

其 实 鼻音 【q m ] 也 是

如 此
。

[i e] 不 圆唇
,

相 对 的 圆 唇 音 是 [y 川
。

不 圆 唇 的 【川 也可 以 有相 对 圆 唇 音 【创
,

崇 明

话 “ 我, 是 [fi 匀司
。

【m ] 也可 以 有 相 对 圆唇音
。

老 师没 有说 [ m 】也有 圆唇 的
,

就光 知 道 上 下 嘴

唇 一 闭
,

声带 颇动
,

域鼻子 里 出 气就 是 [m 】
,

就以 为天 下 的 [m ] 都 一 样 了
。

实际上 这 个 [m]
还 有各 种 色彩

,

有 的 带 【] 色 彩
,

有 的带 y ] 色彩
。

吕 四 话 “ 官刀 〔
.

单】字 的 韵母 就 是 带 〔

方 言

u l ku ul



色彩 的 【甲 】
, “ 砖刀 [

.

t 尸甲 』字 的韵母 就是 带 [y ] 色彩 的 [ 单]
。

我 们现 在 只 能碰 见 一 个算 一 个
,

以 后
,

〔m ] 作韵母 的 材料 多 了
,

我 们就 可 以 写 篇文 章说 一 说 〔m ] 作 韵母 有 多 少 种 类
。

这 类

带 有 【u] 或 [y ] 色彩 的 【m ] 韭 不 是 什么 非常 特殊 的 音
。

我 们分 析语 音不 能说 得很 奇怪
,

要

能 用 平常 的话 说 出 来
。

能用 平常 的话 说 明
,

离 开 弄 懂 弄 会也就 不远 了
。

要 是说得 挺 玄 挺 玄 的
,

就 表示认 识还 需要 提 高
。

正 确 的 理 论也 像 空气跟 水一 样
,

平 常 不觉 得它 的 重要 性
。

不通 气 的时候
,

才 知道 空气 的 重

要
。

缺水 的 时 候
,

才知 道水 的 重要
。

制定 文 字 或者 改 革 文 字 的 时候 要把 所 有的 音 类 都 分 开
,

这

话 谁 都能 说
,

做 起来 就难 了
。

有人 为北 京音 制 定的 不 分 【。 ei ] 的方案
,

在 有限 的 范 围 内使用

还能 行
,

明 白人 一 看就 知 道 这个要 误事
。

某 国 的语 言学家 替 蒙文 制 定新 文 字
,

居 然有 两 个 对立
的 ( 在相 同 语音 环境 出 现的) 元 音 分不 开

,

用 一个 字母 表示
。 、 ’

语言 或方 言 的语音 系 统 不 易受 外来影 响
。

这个 平常 的 理 论可 以 解 释
,

为什 么 拼 音方 案推

行 多年
,

学 会 的人 很多
,

可是 字母 的 叫名 的推 行 反而 不 很 顺利
,

有 的 人 用 注音 字母 的 名称
,

个 别

的 人 甚 至 用 外 文 字母 的 名称
。

道 理 很 简单
,

普 通 话 以 北京 语 音为标 准 音
,

字母 的 叫名 有的 不 合

北 京语音
,

北 京语 音没 有那 种语 音组 合
,

一 般 的本地 人说 不 出来
。

北 京 的孩 子学 拼音 方案 很容

易
,

学字母 叫名有 困 难
,

道 理 就在 这 里
。

语言 学理 论是 很 重要
,

可是任 何 语言 学理 论都 迷信 不得
。

语言 是 变的
,

语言 学 理 论也 是变

的
。

语言 学 理 论 的 作 用 是 帮 助我 们记 录分 析语 言
。

不 能 迷信 一 种 流行 的理 论
。

已 经 作 古 的 篮

同赫 先生
,

在 语言 学方 面有 很 多贡献
,

可是 有 一 次
,

我 怀疑 他是 上 当 了
。

他 的 《 四 个 闽南 方言 》

‘历 史 语 言 研 究所 集 刊 》 第 三 十本 729 一1晚 页
,

一 九 五 九 年是一 篇很 有 分量 的 著作
,

7 30 页有 底 下 一段 话 :

所谓 “ 变调 刀和 “ 本调 刀不 同 是 在实际 语 言 中语位和 语位 相接 的 时 候 才 显 出 来的
。

以 前 曾

说 : “ 凡 单 独 出现
,

在 轻声 字前
,

在 句尾
,

在主 语之 末
,

在 表时 地 的 副词 之 末
,

在 名词 或动 词 系

列 中各名 词 或 动词 之尾 的
,

同 是 一 个调 值 ; 在 别个 字前 面 而 不 属 上述 各种 情形 的
,

又 另 是 一

个 调值
。 刀� 那 大 致 是从 语法 上 的 地位来 分

,

说起 来简单 而 容 易瞪 解
。

不 过近 来有 人觉得 : 在

语 言分 析 的 过程 中
,

如果 在作 音位 分析 的时 候就 谈语 法 上 的 区 分
,

理 论上 似乎 颇有 向题
。

如

此
,

作 者 以 为 闽南话 “

变调 力和 “ 本 调 刀 的 不 同 未始 不可 以 照 他们 另一 个说 法 解释 作 语音 的 “ 接

合形 态 刀 (j u nc tu ra l fe at ur e) 的不 同
。

换 言之
,

凡 用 “ 变调刀 的是 和后 面 的 成分 接合 比 较 紧凑

的
,

凡 用 ‘本 调 刀 的 是和后 面 的接 合 比较 牡 弛 或 者后面 就 是停顿
。

总 之
,

无 论怎 么 样去 解释
,

这 都是 语 言分析 上
,

尤其 是形 态音 位学 方面
,

一 个 很有 意思 的 问题
,

值得 我们 多加 思索
。

暂

时 我 们 以 记 出现 象 为已 足
。

先 讲音 韵
,

后 讲 语法
,

音韵 讲完 之后 才 能 讲语 法
,

否则就 叫 自乱 步伐
,

理 论 上有 问题
。

这 只 是 美

国 某 一派 语言 学家 的 主张
,

韭非颠 扑不 破 的 理 论
。

其 实在这 里
,

用 变 调 表示 跟后 头成 分结 合得

紧
,

用 本 调 表 示跟 后头 成分 结 合得 耘
。

结 合 得 卷 紧是 从 用 本 调 还 是 用 变调 推 出 来 的
,

笠 无 其他

标淮可 以 判 定
。

用 变 调还 是用 本 调
,

结 合 得紧 还是 彩
,

是 一 件事 的 两 方面
,

韭 不 是一 种解 释
,

从

语 法地 位 分 才 是真 正 的解释
。

大 家都 知 道
,

从 一 九 五八 年左 右开 始
,

那一派 语言 学 家 的主 张在

美国就 失势 了
,

再 也不 是主流 派 了
。

由此 可见
,

迷信 一种 流行 的语 言学 理论 是 要 上 当 的
。

研 究

语 言的 人 千 万别忘 了
,

实 践是 检验 真理 的标 准
,

语 言 比 语言学 丰 富
,

语 言学 的 理 论 必 须 建 立 在

语 言事 实的 墓础上
。

� 今 肴本刊 19 83
.

2 一4 讨 论介音 的 一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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