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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声促变”及其痕迹* 

 

太田 斋 
 

 

 

    所谓“舒声促变”就是指古舒声调字，即平、上、去三声字由于连读音

变、轻读等原因变为入声的现象。本文以常用复合音节词为例，讨论在仍然

保存辅音韵尾的方言当中的“舒声促变”现象以及在早已失去辅音韵尾的方

言当中的“舒声促变”的痕迹。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根据平山(1960)，下面所

举具体研究对象中的 2“指”和 3“鼻”已在此文里介绍过。本文把讨论范围扩

大到所有汉语方言。本文所采取的作业假说为把讨论对象的例子一律看做来

自同一词源，尽量排除设定所谓“特字”的想法。比如只看吴语方言，下面

讨论的“鼻”都读入声，原始吴语的“鼻”很可能是入声，但结合其他方言

一起讨论的话，也可以解释为来自中古全浊去声。 

有的方言虽然失去辅音韵尾，但还保存入声调类(多限于来自中古清入的

阴入)。这样的方言暂且不包括在无入声方言内，而是将它们独立为一类，按

照下面的分类标准进行分析： 

A：保持原来舒声调(原始形式) 

B：发生促化带有辅音韵尾(-t,-; -p, -k) 
C：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仍有独立的入声调类) 

D：重新派入舒声(又回到与原始调类相当的调类，无法判断有过促

变与否) 

    1.“蜘”：止开三平支知，“陟离切”(与“知”同音) 

    “蜘蛛”的“蜘”是古清平声字。在已经失去入声的不少现代方言中，

大都读为阴平字。在这些方言里现读为阴平的“蜘”，到底经过促化与否，现

在难以判断。因此看不出韵母形式上经过促化线索的阴平的例子先一律看做

没有经过促化。“蜘”读为阴平的例子十分普遍。 

“蜘蛛”、“蜘蛛网” 

A：保持原来舒声调 

    “蜘”字读为阴平的方言例子不胜枚举。现不一一列出。没有入声的北方

方言当中会含有曾经有过促化，后来又回到阴平的字例。现在无法辨别。 
B：发生促化带有辅音韵尾 

41神戸外大学論叢　第 66 巻第 1号（2016）



2 
 

江西南昌：掇蛛子 tset ty ·ts   蜘蛛  省志 500   ←“蜘蛛子” 
江西新建：结蛛仂 tittu ·li     蜘蛛  省志 500   ←“蜘蛛仂” 
江西南丰：吉鸡嫫仂 titti ·mo ·li   蜘蛛  省志 500  ←“蜘蛛网仂” 
江西余干：急蛛仂 tttu ·li   蜘蛛  省志 500   ←“蜘蛛仂” 
江西安义：蜘蛛 tttu    蜘蛛  省志 500 
江西靖安：蜘蛛得 tt tt t    蜘蛛  省志 500   ←“蜘蛛得” 
江西南丰：蜘蛛膜俚 tyt12 tyt12 mo5 li33    蜘蛛网  593 ←“蜘蛛网仂” 
江西南昌县：织蛛里网 tst5 ts42 li0 m213  蜘蛛网  县志 546 ←“蜘蛛仂网” 
------------------------------------------ 
上海上海县：结蜘 ti ts  蜘蛛  县志 1136   ←“蜘蛛” 
江苏大丰(海门话)：结蛛 ti ts  蜘蛛  742    ←“蜘蛛” 
江苏苏州：蜘蛛 ti55 ts55  蜘蛛  方言志 370 
江苏江阴：结蛛 ti ty  蜘蛛  1212   ←“蜘蛛” 
浙江宁波：结蛛 ti ts  蜘蛛  词典 357   (声调略)   ←“蜘蛛” 
上海南汇周浦：决决 tyo3 tyo5    蜘蛛  当代吴语研究 784 
江西武宁：蜘蛛 ti ty    蜘蛛  省志 500 
江西丰城：织珠仔 tsts ·ti   蜘蛛  省志 501   ←“蜘蛛仔” 
浙江杭州：结蛛网儿 ti5 ts33 m53 l213-31     蜘蛛结成的网  词典 303 

   ←“蜘蛛网儿” 
上海嘉定：结蛛罗网 ti55-3 ts53-55 lu31-33 m31-21          研究 109 

   ←“蜘蛛罗网” 
浙江宁波：结蛛乱网 ti55-33 ts53-44 lø213-44 m213-55  ①蜘蛛②蛛丝网  词典 357 

 ←“蜘蛛罗网” 
江西丰城：蜘蛛叽网 ts10 tsy35 ti0 m31    蜘蛛网  678 

 ←“蜘蛛仂网”? “蜘蛛罗网”? 
Cf. 山西太谷：蛛蛛 tsu11 tsu22  蜘蛛  34  ←“蛛蛛” ? 
    现不详细讨论上面例子里的“得”、“仂”、“俚”、“里”等名词词尾的本

字问题。也不讨论“蜘”、“蛛”二字声母的差异，这个问题并不深刻影响当

前题目，暂且看做 t- 也是知母在现代的反映，其地理分布较为狭窄。 
C：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部分四川方言仍然保存入声调，有的保持喉塞韵尾，有的似乎都已经失

去喉塞韵尾，以高低升降的音高特征来区别于其他舒声调(1)。 

四川西昌：蜇蛛 / zhe zhu/    蜘蛛  995   ←“蜘蛛” 
四川乐山：贼蛛咡 tsætsul   蜘蛛  82   ←“蜘蛛儿” 
四川新都：蜘蛛 tsei33 tsu55    蜘蛛    成都词汇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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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彭州：蜘蛛 tsæ33 tsu55    蜘蛛    成都词汇 139 
四川大邑：蜘蛛子 tsei33 tsu55 ts52   蜘蛛 (=郫县、双流)  成都词汇 139 
四川温江：蜘蛛子 tsæ33 tsu55 ts52   蜘蛛 (=都江堰)  成都词汇 139 
四川新津：蜘蛛子 tsæ33 tsu55 ts42   蜘蛛  成都词汇 139 
---------------------------------------------------------------- 
四川泸州：蜇蛛 tsua tsu    蜘蛛  研究 179  ←“蛛蛛” ? “蜘蛛”？ 
四川犍为：啄咮咡 tsuæ tsu     蜘蛛  72 ←“蛛蛛儿”？/“蜘蛛儿”？ 
 
  笔者认为上面例子均是“蜘蛛(儿)”的对应词。可看做“蜘”因促化产生

辅音韵尾后和一般古入声韵同样走历史演变道路而变到现状，以同音字代替。 
    四川方言也有已经失去入声调的，这种方言里其原入声字现在一律读为

阳平。因此“蜘”字也往往读为阳平了。 
D：重新派入舒声 
四川成都：蜇蛛 tse21 tsu55    蜘蛛  词典 147  ←“蜘蛛”； 

阴 55、阳 21、上 53、去 213 
       Cf. 蜘蛛 ts55 tsu55          词典 147 
四川成都：蜘蛛 tse21 tsu55    蜘蛛  (=金堂)  成都词汇 139；无入声调 
四川长寿：蛛儿 ti tsur    蜘蛛  1070  ←“蜘蛛儿” 
 
    筠连方言较为特殊，其原入声字不管声母清浊条件现在一律读为去声。

果然“蜘”字亦读为去声。 
 
四川筠连：折蜘子 tei14 tu55 ts42    蜘蛛  普通话 124  ←“蜘蛛子” 
 

    间或有在仍保存入声调的方言当中读为阳平的例子： 
四川崇州：蜘蛛子 tsei21 tsu55 ts52   蜘蛛  成都词汇 139；有入声调(33) 
四川邛崃：蜘蛛子 tsei21 tsu55 ts53   蜘蛛  成都词汇 139；有入声调(33) 

这大概是从入声已经消失都读为阳平的方言借来的。不然，也可能是在

个别词中先发生促化变为入声后，再派入舒声成为阳平调的一种 lexical 
diffusion 的先驱例子。 

    上面例子中含有对应“蜘蛛”的部分被读为重叠形式的。“蜘蛛”本是双

声词。这些词到底是“蜘蛛”叠韵化的结果，还是拿“蛛”字来代替“蜘”，

即改为重叠词的结果，现在不能马上下判断。看来可写作“蛛蛛”的形式里

的前一音节，相对来说比“蜘蛛”里的“蜘”少见促化现象。不知如此倾向

与“蛛蛛”的来历，即“蜘”字变读或是“蛛”字重叠有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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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止开三旨章，“职雉切”(与“旨”同音) 

    “指” 原是上声字。“(手)指头”、“指甲”、“指纹”等对应词里的

“指”字却往往读为其他调类。 
手指头 
B：促化带有辅音韵尾 
江西修水：手指头 su3 tt78 di0  报告 311  
江西余干：指头哩 tstn7tu0 li0  报告 311  
江西吉水：手指脑 su3 tst78 lau0  报告 311  
江西宜丰：手指脑 su3 tit78 lu0  报告 311 
福建建宁：手指子 su3 tsit7 ts0  报告 311  
------------------------------------------ 
江西南城：手指哩 iu3 ti78 li0  报告 311  
河北张家口：手指头儿 səu  ts təur    手指  普通 2567 
山西长治：手指头 səu  tsə təu    手指  普通 2567 
山西大同：(手)指头儿 (əu)  tsə təur    手指  普通 2567 
山西忻州：指头 tsə təu    手指  普通 2567 
C：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湖南醴陵：手指脑积 su3 ts78 lau3 ti0  报告 311   “~恼积”(←“~头子”?)  
江苏连云港：手指头   t ·tu    手指  普通 2567 
山东利津：手指头 ou  t ·tou    手指  普通 2567 
Cf. 山东章丘：手指头 ou55 t-23 tou0    130；“指” t55(上声)  69 
贵州黎平：指丫崽 ts a tsai    手指  普通 2567 
D：重新派入舒声 
D1：归于阴平 
河北保定：手指头 ou t ·tou     手指  (=山东济南；河南郑州)   

 普通 2567 
天津    ：手指头 ou ts ·tou     手指  (=甘肃敦煌；江苏徐州)   

  普通 2567 
陕西汉中：(手)指头 (ou) ts ·tou    手指  普通 2567 
         Cf. 手指 ou ts    手指  普通 2567 
D2：归于阳平 
北京    ：手指头 ou t ·tou    手指  (=内蒙古海拉尔)  普通 2567 
         Cf. 指甲 t ·tia    指甲  普通 2568 
内蒙古赤峰：(手)指头 (u) t ·tu    手指  普通 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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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黑河：(手)指头 (u) t ·tu    手指  普通 2567 
Cf. 手指 u t    手指  普通 2567 

黑龙江齐齐哈尔：指头 ts ·tu    手指  普通 2567 
河南灵宝：指头 ts ·tou    手指  普通 2567 
云南昭通：手指头 su ts tu    手指  普通 2567 
山西临汾：指头 t ~t ·tu    手指  普通 2567 
D3：归于上声 
？  是 A，还是 D3，不能分清。 
D4：归于去声 
甘肃兰州：(手)指头 (u)  t ·tu    手指  普通 2567 
宁夏银川：手指头 ou  t ·tou    手指  普通 2567 
 

    “指”字的变读现象，平山久雄 (1960)早已和下面的“鼻”字一起讨论，

指出其曾经发生过促化。现在不详细讨论。本文仅做一些补充。北京话“手

指头”的“指”读阳平，“指甲”的“指”读阴平。这种按照各个常用词呈现

固定变读的行为，无非是常用古入声的特点。其变读情况类似于“一”、“七”、

“八”以及“不”字的读法。 

    上面临汾的“指”读 [t]，声母也变。临汾话没有入声。这大概是曾

经走过入声韵的历史演变道路的结果。 

《兰州市志·方言志》指出中古清入、次浊入兰州话都读为去声(第 178
页)。《宁夏方言概要》亦指出吴忠、中卫话把古入声通通读为去声(第 84 页)。

虽然也有通通读为阴平的方言，如隆德话，银川话古入声字大都读为去声。

那么排除借来的读音来看，银川话的固有层次也大概都读去声。就是说，兰

州、银川的例子也是经过促化的。 

陕西汉中 “手指”的“指”读为上声，因为另外有读为阴平的例子(“(手)
指头”)，也许是经过促化又回到上声。但也有从其他优势方言借上声读法的

可能，现在不能作出判断。 

 

    3.“鼻”：止开三去至并，“毗至切”(与“篦”同音) 

“鼻子” 

A：保持原来舒声调 

新疆哈密：鼻子 pits    鼻子  普通 2524 
          Cf. 鼻子 pits    鼻涕  普通 2525 

平声 44、上声 52、去声 24    普通 1245  阳平，哈密话里归上声 
宁夏银川：鼻子 pi13 ·ts   鼻子  概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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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 44、阳平上 53、去声 13  概要 14 
宁夏吴忠：鼻子 pi13 ·ts   鼻子  概要 121； 

阴平 44、阳平上 53、去声 13  概要 16 
四川自贡：鼻子 pi ts    鼻子  普通 2524 
        Cf. 鼻子 pi ts    鼻涕  普通 2525 
湖南常德：鼻子 pi ·ts    鼻子  普通 2524 
安徽安庆：鼻子 pi ·ts    鼻子  普通 2524 
湖北红安：鼻子 pi ·ts    鼻子  普通 2524 
江西星子：鼻公 bikə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彭泽：鼻子 pi·ts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波阳：鼻子 pi·ts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南城：鼻公 piku    鼻子  (=黎川)  省志 564  (pi原文讹作 oi) 
江西南丰：鼻□ pi ti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广昌：鼻□ pi ti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永丰：鼻牯 p·k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吉安：鼻子 pi·ts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安福：鼻子 pi·ts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永新：鼻子 pi ·ts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莲花：鼻子 pi ·ts    鼻子  省志 564   (pi原文讹作 oi ) 
江西万安：鼻公 pikuo n    鼻子  省志 564 
------------------------------------------------------------ 
山东青岛：鼻子 pi ·ts    鼻子  普通 2524 
          Cf. 鼻挺 pi ·tio    鼻涕  普通 2525 
          Cf. 鼻清 pi ·tsio    鼻涕  普通 2525 
          Cf. 鼻子 pi ·ts    鼻涕  普通 2525 

平声 213、上声 55、去声 42    普通 777  阳平现归去声 
 
    青岛方言里，阳平和去声合并在一起。这里的“鼻”读去声，到底是一

直保持原来的去声调，还是经过促化再回舒声，即阳平之后归于去声的，现

在难以判断。宁夏的例子也有经过促化又回到去声的可能，参看下面 D4：归

于去声(包括阴去、阳去)项。 
B：促化带有辅音韵尾 
B1：- 尾 
河北张家口：鼻子 pi·ts    鼻子  普通 2524 
河北阳原：鼻子 piə·ts    鼻子  普通 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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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头 piə tiəu    鼻子  普通 2524 
          鼻疙瘩 piə kə·ta    鼻子  普通 2524 

山西沁县：鼻 pi213      31 
            鼻嘞 pi213 l0    鼻、也指鼻涕  31 
山西忻州：鼻子 pi ·tə    鼻子  普通 2524 
山西离石：鼻子(疙瘩) piə tsə ( kətu)    鼻子  普通 2524 
山西太原：鼻子 pie ·tsə    鼻子  普通 2524 
内蒙古临河：鼻子 pi ·ts    鼻子  普通 2524 
内蒙古呼和浩特：鼻子 piə ·tsə    鼻子  (=内蒙古二连浩特)  普通 2524 
河南林县：鼻了 pi ·l    鼻子  普通 2524 
陕西绥德：鼻子 piə tsə    鼻子  普通 2524 
安徽芜湖：鼻子 pie ·tsə    鼻子  普通 2524 
江苏南京：鼻子 pi ·ts    鼻子  普通 2524 
江西武宁：鼻子 pi·ts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弋阳：鼻公 pi7 ku1    鼻子  客赣报告 302 
江西临川：鼻孔 pik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横峰：鼻孔 pi6 ko3    鼻子  客赣比较 409  
江西安义：鼻公 pikə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乐平：鼻公 piko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万年：鼻公 pi·ku    鼻子  省志 564  (原文漏“· ”) 
江西横峰：鼻公 piku    鼻子  省志 564   (pi原文漏“”) 
江西铅山：鼻公 pik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贵溪：鼻孔 pik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余江：鼻孔 pi·kn    鼻子  省志 564  (原文漏“· ”) 
江西宜黄：鼻公 piku    鼻子  省志 564 
 
B2：-t 尾 
江西进贤：鼻子 ptts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新建：鼻公 pit·ku    鼻子  省志 564   (原文漏“· ”) 
江西南昌：鼻公 pit·k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东乡：鼻公 pt7 ku3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金溪：鼻公 ptk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宜丰：鼻公 pit78 kn0    鼻子  报告 302 
湖南平江：鼻公 bit78 k0    鼻子  (=江西修水)   报告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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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安义：鼻公 pit8 k0    鼻子  报告 302 
江西余干：鼻公 pt8 k1    鼻子  报告 302 
江西南昌：鼻公 pt7 ku1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宜黄：鼻公 pit7 ko1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余干：鼻公 pitk    鼻子  省志 564  (pit原文讹作 oit) 
江西东乡：鼻公 ptk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崇仁：鼻公 pitku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靖安：鼻公 pitk    鼻子  省志 564 
 

    山西几个地点方言有单音节“鼻”带有塞音韵尾的例子，如上面沁县的

例子。此方言另有带名词词尾的形式。笔者认为先在带名词词尾的形式当中

“鼻”字读音促化，然后词尾脱落形成单音节塞音韵尾的“鼻”。参看下面例

子： 

山西晋城：鼻 pi53      上党 228； 
阴平 33、阳平 324、上声 213、去声 53、入声 22  上党 18 

    此形式是所谓“子变”词的合音音节(2)。“鼻”的调值正和“入声+入声”

(前字由 22 变读为 53，后字不变调)的前音节的变调调值一致。山西不少方言

的名词词尾带喉塞韵尾，如：沁县“嘞”l0、河津“子”t22、晋源“子” 
ts2、寿阳“的”t22等等。据笔者所知，山西方言单音节带喉塞韵尾的“鼻”

的例子还见于陵川、襄垣方言，都可以同样看待，不必看做单音节“鼻”独

自发生的促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收 -t 尾的例子仅限于赣方言。赣方言入声辅音韵尾只

有 -t。笔者认为此 -t 在复合词里受后面音节声母的影响同化，最终和其发音

部位一致。笔者猜测上面例子里“鼻”后面的“公”对应音节声母读为 k-，
而“鼻”对应音节韵尾的 -t 严密来说具体发音部位应该与此一致，实际读为 
-k，如：“鼻公”bi ku > pi ku → pik ku。[pik]是只存在于词组中的特殊

读音，如果本地人的词源意识当中不能回到原来的去声，那么一定归纳于入

声的[pit]了。上面“鼻公”里“鼻”通通记作-t，大概是拿单字音形式记音的

结果。在此附带说明一下，B1 里“鼻公”里“鼻”也会有同样的情况，“鼻

公”的实际具体音值可能不是 pi ku，而是 pik ku。 
 
B3：-l 尾 
江西高安：鼻公 pil7 ku3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都昌：鼻公 bil8B ku0    鼻子  报告 302 
江西都昌：鼻公 bilkə    鼻子  省志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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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四川西昌：鼻子 pi ts    鼻子  (=贵州黎平)  普通 2524 
江苏连云港：鼻子 pi ·tə    鼻子  普通 2524 
江西永新：鼻子 pi7 ts0    鼻子  报告 302 
湖南醴陵：鼻子 pi78 ts0    鼻子  报告 302 
江西永修：鼻公 bi7 k1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修水：鼻公 bi7 k1    鼻子  比较 409  
湖北阳新：鼻孔 pi78 k0    鼻子  报告 302 
 

D：重新派入舒声 
D1：归于阴平 

江西泰和：鼻公 pik    鼻子  省志 564 
D2：归于阳平 

(从略) 

D3：归于上声 

江西遂川：鼻公 pik    鼻子  省志 564； 
阴平 53、阳平=阴上 33、阳上 35、阴去 55、阳去 213  省志 102 

D4：归于去声(包括阴去、阳去) 

？  上面 A 类例子中也许含有经过舒声促化后又回到去声的。 

 

    “鼻”字是古全浊去声字。先发生促化变为全浊入声字，然后和其他全

浊入声字一起走历史演变的道路，最终读为阳平字。这一点在平山(1960)中已

经被指出。全浊入声在失去入声调的方言当中都读为阳平。一般认为全浊入

声比其他入声更早派入舒声调。西北方言，如宁夏银川、吴忠、中卫等方言

的古全浊入声字大都归于去声，而且声母变为不送气清音。已在上面(A：保

持原来舒声调)介绍，下面重新讨论： 
宁夏银川：“鼻”pi13(去)  (=吴忠)  概要 29； 
          鼻子 pi13 ·ts    鼻子  (=吴忠)  概要 121 
宁夏中卫：“鼻”pi13(去)  概要 29； 
          鼻疙瘩 pi13 k13 t44    鼻子  概要 121  (3) 

这三个方言的单字调都为阴平 44、阳平上 53、去声 13(银川  概要 14、
吴忠  概要 16、中卫  概要 19)。那么这种方言里的读为去声的“鼻”也可看

做曾经变为全浊入，然后又读为去声的。这样在现代读音里完全不能找出曾

经促化的痕迹，我们无法下判断是否有过促化。幸亏，看起来这一类方言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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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存在，现在所有读去声的例子全都看做保持原来的调类，大体上不会发生

很大的错误。 

 

    目前尚未找到促化成为 -k,-p 的确切例子。下面 D2 的“踝”读为 xuai
的一类也许是属于前者的例子，即： 

    4.“踝”：假合二上马匣，胡瓦切 

“踝骨” 

A：保持原来舒声调(原始形式) 韵母与 xua 相当 

(不见) 

B：促化带有辅音韵尾 

(不见) 

C：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不见)   不少方言“踝骨”义的对应词不含有“踝”字。 

D：重新派入舒声 

D1  xua (阳平) 型    全浊入声归阳平 
山西平鲁：滑腊骨 xua33 la53 ku324-31     踝骨    88 
陕西府谷：滑拉骨 xua44 la 44 ku 3     怀(踝)子骨    739 
陕西子长：滑二骨 xua24 ər42 ku0     怀(踝)子骨    767 
内蒙古临河：划拉骨 xua  la ·ku     踝子骨    普通 2592 
陕西子洲：踝拉疙瘩  xu33 l33 kə3 tu 213    脚与胫连接处两旁突出骨  459 
内蒙古临河：划拉圪嘟  xua  la k tu    踝子骨      普通 2592 
D2  xuai (阳平) 型    全浊入声归阳平 
河北巨鹿：踝骨 xuai 31 ku33         外踝骨  703 
北京平谷：踝子骨 x55 ~ xuai 55  tsə0 ku214         203 
山东莒县：怀子骨 xuai 53-13ts0 ku55-13         126 
河南商丘地区：踝得疙瘩 xuai 53 tei0 k24 ta0   脚踝  1749 
山东临沭：踝儿疙瘩  xu53 r 0 k213 te0     踝骨  589 
D2  xuai (去声) 型？    全浊入声归去声？ 
河北昌黎：踝子骨  xuai24 ts0 ku213  
         xuai11 (阳平乙)  怀~里 槐~树 
         xuai24 (阳去)    坏~咧 怀~疑 踝~子骨 
 

    如果上面“踝骨”对应词里“踝”的对应音节读音都来自中古马韵胡瓦

切，那么就有曾经经过如下连读演变的可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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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临近同化(韵尾一致) 
ua kuət  → uat kuət  → xua ku → xua ku 

uat：山摄二等合口全浊入声相当 

逆同化 

ua kuət  → uak kuət → xuai ku → xuai ku 
uak：梗摄二等合口全浊入声相当 

 

    这一解释已在太田(2002)提出。“踝骨”对应词里出现“踝”字似乎限于

北方的陕西以东地区。山西和陕西地区多见“拐骨”、“骨(亦写作“孤”)拐”

以及“螺丝拐”等形式。还不知这里的“拐”到底是不是“踝”字破读。并

且未见“踝”对应音节产生辅音音节的例子，即上面的 B 类和 C 类。 

    这种解释起码有二个弱点。其一，“踝”未见 B、C 的例子。原入声 -p,-k
尾韵有如下例子： 
        眨巴(眼) zhăba (yăn)    tap → tap pa → ta pa； 

Cf.  “寻”xué me    sym > ym → ym m →y m 
      山东东营：夹巴道儿 ti55-44 p0 tr 31  小胡同   1431 ←“夹道儿” 
           夹 tip → tip p → ti p  
    ？山东新泰：雀古眼 ty213-212 ku0 ia55  夜盲症志 85  ←“雀瞽眼”? 
          或   雀眼 tsyk ian → (tsyk ku ian →) tsy ku ian   ?? 
最后一例另有可能来自“雀瞽眼”，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和其他例子同样看待。

现在暂且看做来自“雀眼”。那么舒声促化成 -p, -k 的也许以 SV pV，SV kV
的词形形式存在(S：声母、V：韵母)。但据我所知，SV kV 没有确切的例子。

不知是什么原因，原入声 -t 尾韵似乎没有以 SV tV 的词形存在，也没有促化

成-t 后成为 SV tV 的例子。 
    关于声母 t- 弱化成 l- 的例子，太田(1995, p.113)介绍过如下例子，即： 
 
1.“狐狸精”  pi ta xu ts → pi la xu ts 
河北赵县：皮拉虎子  传说中的狐狸精  549 
山东新泰：皮大狐子 pi  ta xu・t   即所谓“仙家” 191 
山东德州：貔搭□子 pi42-55 ta0 xu31213-21 ts0  传说是一种能暗中搬运东西的

小动物 126 
山东临清：貔达□子 pi53-353 ta0 xu323-44 ts0  传说中为崇怪兽，有人说指狐

狸精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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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啄木鸟”  tsan ta mu ts →tsan la mu ts 
山东曲阜：餐拉木子 ts213-211 l0 mu213-211 ts0  啄木鸟 63  ←“鹐打木 
 子”？ 

山东济南：餐打木子 ts213-21 ta0 mu0 ts0  啄木鸟  47  ←“鹐打木子”？ 
 

2.2.“啄木鸟”  tsan ta mu ts →tsan tau mu ts →tsan lau mu ts 
河南郸城：枪老木子 /qiang24 lao0 mu24-22 zi0/  啄木鸟    565  ←“鹐打木子” 

河南鹿邑：千老木子    啄木鸟    753  ←“鹐打木子” 

河南内黄：枪叨木 /qiāng dāo mù/    啄木鸟  FPJ6/107  ←“鹐打木” 

 

3.“灯蛾”  pu t r → pu l r 
河南夏邑：扑棱蛾 ——飞蛾  527 
河北昌黎：扑灯蛾儿 pu32-33 t32-33 r13  187 
 

4.“额头”   i ti kai(r) → i li kai(r) 
河北获鹿：页灵盖儿 i31 li0 kr31     额头(台头叫名)  1411  ←“额顶盖 
 儿” 

河北赵县：夜顶盖       前额       551  ←“额顶盖” 

 

那么，舒声促化成 -t 的词也可以 SV tV 的词形存在。但这种词形亦不能发现。

“踝骨”对应词虽然有看上去似乎属于这一类的例子，如： 
 
宁夏固原：滑勒骨子 xua24 l24 ku53 ts0    踝骨  概要 123 
宁夏隆德：滑勒骨 xua24 l24 ku24     踝骨  概要 123 
宁夏同心：踝拉骨 xua53 la0 ku0     踝骨  144 
陕西府谷：滑拉骨 xua 44 la 44 ku 3    怀(踝)子骨  739；阳平 44，去声 52 
陕西延安：滑拉骨 xua 35 la 35 ku 0    踝骨  市志 715； 

阳平 35，去声 44  市志 711 
陕西延安：滑拉骨 xua 35 la213-24 ku0    踝骨 (=甘泉、安塞、吴旗) 

陕北志 148 
陕西子洲：滑拉骨 xua33 la0 ku0     踝骨  (=米脂、吴堡)  陕北志 148 
陕西佳县：滑拉骨 xua44 la0 ku0     踝骨  (=府谷)  陕北志 148 
陕西榆林：滑拉骨 xua213-24 la0 ku0     踝骨  陕北志 148；阳平=上 213  25 
陕西靖边：滑拉骨 xua213-24 la0 ku0     踝骨  陕北志 148；阴平=阳平  28 
陕西神木：滑拉骨 xua33 la0 ku51     踝骨  陕北志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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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同心： 滑拉骨 xua53 la0 ku0     踝骨║踝，音“华”  ①144； 
阴平 44、阳平上 53、去 13  22 

内蒙古临河：划拉骨 xua  la ·ku     踝子骨  普通 2592 
内蒙古西部： 滑拉骨 xua31 la0 ku4     内蒙方言志 124  
内蒙古准格尔：划拉骨        脚腂骨  553  (“脚腂骨”当作“脚踝骨”) 
陕西神木：划拉骨儿 xua44 la42 kur0     踝骨  561； 阳平 44，去声 42 
 
    如果上面例子的第二音节来自前面“踝”促化产生的 -t 尾，即：“踝骨”

ua kuət  → uat kuət →xuat ta kut→xuat la kut→xuat l kut。 
这里 ta 的 a 是所谓的“寄生元音”。这种入声韵尾保存方式的看法是俞敏(1988)
提出的。目前未发现 xuat kut, xua ku 以及 xua ta ku 等类词，如上解释还不

容易说通。 
另外，也有如下第二音节有可能来自 ta 的例子： 

陕西麟游：踝拉骨 xuæ24-31 la 31-44 ku 31     踝骨    584； 阳平 24，去声 44   
 575 
陕西千阳：踝那骨 xuæ24 l 44 ku 21     踝骨    360； 阳平 24，去声 44  352 
陕西宝鸡：踝拉骨 xuæ24-31 l31-44 kuo31    踝骨  市志 2137； 

阴平 31、阳平 24、上 52、去 44  市志 2119 
吉林通化：踝拉骨 xuai  lə ku    踝子骨  普通 2592 
内蒙古呼和浩特：踝拉骨 xuai32 la32 kuə43    踝子骨    内蒙西部 566 
河北张家口：踝拉骨 xuai42 l42 kuo32    踝骨  1909 
河北张家口：踝拉骨 xui la  ku     踝子骨  普通 2562； 

平 42、上 55、去 213、入 3  213 
河南原阳：踝拉骨 xuai  lə ku     踝子骨    普通 2562 
河北阳原：踝拉骨 xui  lə  kuə     踝子骨    普通 2562 
 
    如果是按照我的假设变过来的话，“踝”读 xuai (即主要元音 a，且带有-i 韵
尾)的词形后面不应该带有 t- 声母加以寄生元音的音节，后面应该直接伴随

“骨”音节，不然应该有来自“踝”促化产生-k 尾后加上的由 k-声母和寄生

元音形成的音节。上面例子里的第二音节 la,l 如果是来自 ta，是不应该有的

音节。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否定上面解释的另一种语言事实了(4)。 
其二，如上所说，这里介绍的对应词应该含有非同一来源的。尤其应该

考虑到类音词，如由于“核(桃)”、“槐 (树)”等词干涉引起特殊音变的可

能。 
虽然这里介绍的假设说服力相当薄弱，但上面“踝骨”对应词里“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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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各种读音如果是同一个来源，即统统以“踝”为本字，那么就没有更好

的解释了。暂且看做发生促化成为 -t 或者 -k。 

 

余论 

    上面介绍的例子都是一种语流音变的结果。就是说发音时的“省劲儿”

所引起的特殊音变。下面是在至今保持阴入的方言中为了回避与避讳词之间

的同音关系的例子。利用阴入的例子来说明。 

“货郎” 

山东博山：货郎 xu31-22 l55-33     研究 158； 

“货”xu31(去)＝“祸” 42 
山东章丘：货郎 xu-23 l0    流动贩卖日用品的人  154 
        cf. xu21(去)  贺旧祸货郝姓；  xu44(入)  郝鹤仙~霍藿镬豁  77 
 

“蓖麻子” 

山东博山：蓖麻子 pi214-21 m55-22 0     神 130 
山东章丘：蓖麻子 pi44-23 ma0 t0  219；“蓖”pi44(阴入)  69 
 

博山方言有 5 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声。单字调不分

阴平和(阴)入声、阳平和上声，只有 3 个调，即阴平 213、上声 55、去声 31。
阳入已经不是保持独立的调类，完全不能和来自原舒声的阴平辨别开来。值

得注意的是阴平和(阴)入声、阳平和上声连读时调值不同。“货”字读去声。

那么按照正规的变调规则‘去 31＋轻 0’应该读为 55＋31，但“货郎”读为 22+33。
这与‘阴入＋轻’同。就是说为了回避“货”－“祸”同音，“货”改调了。

为何特意改为阴入调这一点还没有理想的答案。反正谁都不愿意见到“祸郎”。

章丘方言的“货郎”读音也差不多一样。差异在单字调类。章丘方言单字调

共有 4 个，即阴平 213、上声 55、去声 21、入声 44。单字调有独立的入声。

‘去+轻’按照古阴去、阳去之别变调调值不同，‘阴去+轻’读 55+32，‘阳去

+轻’读 21+21。“货”字是古晓母字，该属于阴去，读为 55+32，但实际读音

为 23+3。这无非是‘入＋轻’的变调调值。 
“蓖麻子”的变读情况与此类似。博山方言“蓖”单字读为阴平，与“屄”

同音。‘阴平+轻’该读为 31+23，但“蓖麻(子)”的实际变调调值为 21+22，
这是‘阴入+轻’的调值。章丘方言的单字仍保存独立入声调类，调值为 44，

与上声稍异。我们应该注意，胶东以外山东方言的古清入变为舒声一律归于

阴平，而不是归于上声。章丘方言的变调调值和阴平、上声都不同。“蓖”单

字果然读为入声。那么博山“蓖”的单字调亦可看做经过促化后又回到阴平，

54 太田 斋



15 
 

属于比词组“蓖麻子”里的“蓖”更新层次的字音。就是说，博山的阴入调

并不是在所有调类的搭配下区别于阴平的，只在部分搭配条件，譬如在后面

带轻声音节的词组里才有差异，这从共时的观点看是一种并不整齐的中和现

象，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单字调和部分词组，如后面带着轻声音节里的调

属于不同层次的字音，前者是后者进一步创新的形式。本来读为阴平的“蓖”

为了回避与“屄”同音，故意改为阴入，后来经过历史演变又回到原来的阴

平，这就是“蓖”的单字音形式。 

 
 
注： 
(1) 不少四川方言的阳平带有紧喉作用。四川方言当中，所有古入声都归于阳平。那么此紧喉

作用许是入声韵尾消失的补偿作用所产生的，古阳平和古入声合并之后也持有同样的语音特

征。进一步推测，单字音不分阳平和古入声的方言当中可能会有两者呈现不同连读变调调值

的现象。非常遗憾，以往描写研究并没有提及这一特征，因此现在没有材料详细探讨这个问

题。 

(2)入声音节成为所谓“子变”，多消去喉塞韵尾拉长音节时长，但有的方言仍然保存喉塞韵尾，

如晋城。有的方言的子变没有独自的子变调值，与单字音调值一样，如左权。 

山西左权：鼻子 pi11      研究 329 

阴平 31、阳平 11、上声 42、去声 53、入声 11  研究 11-12 

襄垣的例子大概属于这一类。不然，此方言的「舒促调」不是子变调值，而是入声舒化过度

的很不稳定的单字调和子变调融合的一个调类。 

山西襄垣：鼻 pi213      27 

阴平 33、阳平 11、上声 213、去声 55、入声 3，入声 B 5，舒促调 213  7 

(3)《概要》pi13讹作 pi24。现据同一作者编的《中卫方言志》p.128 改正。 

(4)这里的 la,l也有别的解释，其一，来自名词词尾“头”或“儿”。在“踝骨”这一词组中间

加上名词词尾是很难设想的。但偏偏就有“踝子骨”这样的形式。这很可能是从“踝”－“怀”

的同音/类音关系联想到“怀子”，最终成为“踝子骨”(－“怀子骨”)的结果。如此也就有

了“踝儿骨”(－“怀儿骨”)。此“子”和“儿”本来以“孩子”之意用，但后来被看做名

词词尾而换成了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名词词尾“头”。关于这一类奇怪的构词法，太田(2006)

介绍过。其二，由于 xua ta ku~xua la/l ku 和 xuai ku 这两种方言词形的混淆造就了 xuai la/l 

ku。其三，来自某个以 l- 为声母的实词的弱化音节。目前尚未找出保持实词词形的例子。

此解释说服力最薄弱。这个问题已经在太田(2002,2003ab)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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