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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今日浙江省西南部、江西省東北部以及福建省北部的吳語處衢方言，是

吳語當中語音狀況相對較為保守的次方言區，歷史音韻層次的疊積相當豐富。已

出版的《吳語處衢方言研究》及《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兩書中，共有開化、

常山、江山、廣豐、玉山、龍游、遂昌、雲和、慶元九個方言點的語料。這批語

料顯示出今日的處衢方言擁有相當複雜的韻母系統。本文鎖定觀察處衢方言這批

語料的韻母，試圖釐清這些複雜的韻母現象，其背後可能的歷史層次。本文主要

運用三大方法分析音韻層次：（1）方言內部文白異讀的辨析。（2）方言間同源詞

的對應比較。（3）音韻系統性的檢視。然後，觀察層次韻讀具備何種音韻格局，

參考漢語音韻史的發展歷程，將音韻層次的年代加以分段定位。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說明吳語處衢地區的地理人文、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

等。第二章介紹處衢九方言點的語音系統，包括聲母、韻母及聲調。特別關注這

些語音現象在歷史上的對應關係及意義。第三章及第四章進行處衢方言韻母的層

次分析；第三章分析《切韻》中古音時代及其以後的層次，第四章則分析南北朝

時期及以前的層次，各章節皆盡量按照層次的年代由晚到早順序排列。層次分析

的結果，陰聲韻的層次數量最多、陽聲韻次之、入聲韻最少；年代上則是愈晚的

層次數量愈多，愈早年代留存的層次數量愈少；陰聲韻及陽聲韻的層次年代最早

皆可上溯至先秦兩漢時期，入聲韻則最早僅能上溯至魏晉時期。總而言之，由歷

史層次的角度觀之，處衢方言複雜的韻母現象多數能夠獲得解答，可以證明處衢

地區今日複雜的共時韻母系統，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歷史上的音韻疊積以及本

區較強的語言保守性所致。第五章為結論，說明本文主要的研究成果、對研究方

法的侷限進行反省，並且進一步思考未來相關的研究方向及展望。 

關鍵詞：吳語處衢方言、層次分析、文白異讀、同源詞、比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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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chronic Strata of Finals in Chu-qu Sub-dialects of the Wu 

Dialect 

Abstract 

Chuqu sub-dialect of the Wu dialect is distributed in today’s south-west portion of 

Zhejiang, north-east portion of Jiangxi, and north portion of Fujian. Chuqu sub-dialect 

is a conservative region of the Wu dialect with rich strata of phonology. The two 

publications, “The studies in Chuqu sub-dialect of the Wu dialect”《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and “The studies in Jiangshan and Guangfeng dialect”《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 

collect the corpus of nine dialects including Kaihua開化, Changshan常山, Jiangshan江

山, Guangfeng廣豐, Yushan玉山, Longyou龍游, Suichang遂昌, Yunhe雲和, and 

Qingyuan慶元. The corpus indicates that the Chuqu sub-dialect has a complicated 

phonologic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nals of the corpus, attempts to figure out 

the complicated phonologic phenomenon and the possible diachronic strata. 

This paper adopts three major approaches for analyzing strata, which include (1) 

internal analysis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the dialect; (2) comparison of 

cognates among the dialects; (3) inspection of phonologic system.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locates the diachronic strata of phonology based on the phonological pattern 

in view of the progress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which introduces the geography, 

history, research object, and methods, etc. Chapter two describes the phonologic system 

of the nine dialects in Chuqu, including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especially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and mean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Chapters 

three and four analyze the strata of finals in Chuqu dialects. Chapter three describes the 

analysis of the strata in Middle Chinese and after; chapter four describes the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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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a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before. Each chapter’s strata are 

arrang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ccording to the strata decade. The strata analysis shows 

that (1) vowel-ended rhymes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strata, nasal-ended rhymes are 

second, stop-ended rhymes have least number of strata; (2) the number of new strata 

usually more than old strata; (3) the earliest decade of vowel and nasal-ended rhyme is 

Qin 秦 and Xan漢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the earliest decade of stop-ended rhyme is 

Wei 魏 and Jin晉 period. To be brief, most of the complex vowels in Chuqu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point of diachronic strata. This paper can prove the synchronic 

phonological system of Chuqu dialects is due to the diachronic strata and the 

conservative phonology, etc. Finally, chapter five concludes this study, reflects on the 

limit of method, and presents the thought about the prospective area of further study. 

Keywords: Chuqu sub-dialects of the Wu dialect, strata analysis,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cognate, comparativ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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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吳語處衢地區的範圍及地理概況 

按照《中國語言地圖集》1的方言分區，吳語處衢方言（又稱「吳語處衢片」）

主要位於浙江省西南部，向西向南分別擴及江西省東北部以及福建省北部。全區

境內多山地及丘陵，沿江有部分盆地及平原；境內河流分別屬於錢塘江、甌江、

信江及閩江四大水系，其中錢塘江及甌江在浙江省出海，閩江在福建省出海，信

江則流入江西省，為鄱陽湖流域支流之一。 

處衢地區的山脈多呈現西南—東北走向，西南部的地勢普遍偏高，向東北方

漸次低下。境內幾條重要的山脈，由內陸向沿海分別是：千里崗、武夷山、仙霞

嶺、括蒼山以及洞宮山。千里崗及括蒼山位於浙江省西邊及東南邊，仙霞嶺主要

位於浙江省西南、部分延伸至福建省浦城附近，洞宮山在浙江省及福建省交界處，

位置最南的武夷山脈，則是分隔福建省與江西省的邊界。此外，洞宮山山脈附近

的黃茅尖山，位於浙江省龍泉縣境內，海拔 1929公尺，是浙江省的最高峰。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吳語處衢地區的九個方言點：開化、常山、江山、廣豐、

玉山、龍游、遂昌、雲和、慶元。就地理位置來分，可大別為西北與東南兩塊：

西北塊計有開化、常山、江山、廣豐、玉山及龍游六點；東南塊計有遂昌、雲和

及慶元三點。從各河川流域的角度觀之，開化、常山、江山及龍游四點屬錢塘江

流域中上游。廣豐及玉山屬信江上游。遂昌及雲和屬甌江流域上游。至於慶元，

在水系上位於甌江、閩江、交溪三河川的上游分水嶺處，原則上並不屬於任何水

系，但考量到當地民生交通大幅依賴甌江流域的龍泉溪，因此可將慶元視為甌江

流域的上游。上述方言點的地理分佈狀況，與境內方言的發展相關；在地理位置

                                                      
1
 《中國語言地圖集》，1988年出版，李榮、熊正輝、張振興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

人文科學院合作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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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鄰近、屬同一流域常往來者，語言的相似度愈高、語言的發展變化也愈同步。 

綜上所述，茲繪出吳語處衢片的地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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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吳語處衢地區的人文歷史 

浙江西南部、江西東北部以及福建北部這一大片山區丘陵地，在西周以前基

本上是百越雜處之地。春秋時代此地隸屬越國。越的建國年代不詳，《史記‧越王

勾踐世家》稱越國乃夏朝五代王少康之庶子無餘所建，以都城會稽（今紹興）為

中心。春秋末年越王勾踐滅吳，疆域北達江蘇，國勢強盛；戰國時期越國開始衰

落，最後被楚國所滅。楚滅越後，浙江西南這片山區丘陵地改屬楚國領地。無論

屬越屬楚，此地區均為人跡罕見的偏遠山區，僅龍游、湯溪、蘭溪這帶地區較有

人煙，當時稱為「姑蔑」2。秦始皇滅楚統一全國之後，在處衢地區設置了會稽郡

以及太末縣。會稽郡郡治吳縣（即今蘇州），轄區約為今浙江全境、擴及江蘇南部；

太末縣的轄區則包括今衢州市、龍游、遂昌及玉山等縣3。除此之外，秦始皇將原

本居住在江浙沿海一帶的越族居民強制遷徙至此處及皖南山區，將漢族罪犯移入

江浙沿海地區；接著漢武帝時，將關東貧民遷徙至會稽郡4，江浙地區至此逐漸有

中原漢人進入定居，這個階段可稱為處衢地區開發的萌芽時期。 

東漢順帝永建四年（西元 129年），析會稽郡錢塘江以北為吳郡，郡治吳縣，

錢塘江以南仍為會稽郡，郡治改為山陰（即今紹興）5。三國孫吳太平二年（西元

257年）析會稽郡東南部地區為臨海郡，郡治章安（今臨海東南）6，即今台州地

區。永安三年（西元 260年）設置建安郡，郡治建甌7。寶鼎元年（西元 266年）

析會稽郡西南部地區為東陽郡，郡治長山（今金華）8。東晉太寧元年（西元 323

年），析臨海郡的溫嶠嶺（北雁蕩山附近）以南地區為永嘉郡，郡治永寧（今溫州）

                                                      
2
 資料來源：1982《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頁 29-32、45-46。 

3
 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19、142。 

4
 同上註頁 20。 

5
 同上註頁 19。 

6
 2009《浙江建置區劃沿革》頁 17。 

7
 2005《莆田縣簡志》頁 12。 

8
 同註 3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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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至此，處衢地區約分屬三郡：永嘉郡（轄區約為今永嘉地區及處州地區）、東陽

郡（轄區約為今婺州地區及衢州地區）、以及建安郡小部分（轄區約為今江西東北

部及福建北部，上饒及浦城屬之）。由東漢三國以降，至魏晉之際，會稽郡的轄區

範圍逐漸縮小，行政區劃漸趨紛繁細緻，這代表了浙西及浙南地區的漸次開發以

及人口成長。因此，我們可以說，東漢魏晉階段是處衢地區持續開拓的時期。 

進入唐朝之後，首先，唐高祖武德初年改郡為州。武德四年（西元 621年），

析東陽郡西部地區為衢州，罷東陽郡改置婺州10，罷永嘉郡改置括州（後大歷十四

年，西元 779年，將括州改稱處州）11；至此，衢州地區與婺州地區正式分立。接

著，唐高宗上元二年（西元 675年），析括州的永嘉地區設置溫州，此後溫州地區

與處州〈即括州改稱〉地區正式分立12。唐肅宗乾元元年（西元 758年），析衢州、

饒州、建州、撫州的部分地區，建置信州，轄上饒、廣豐、玉山、弋陽諸縣13，即

今上饒地區。至此，衢州、處州以及上饒這三個區域明確分立，頗能反映今吳語

處衢方言的分佈格局。如果說，東漢魏晉是處衢地區持續開拓的時期，那麼，唐

朝可以說是處衢地區穩定發展的時期。 

以行政區劃來說，唐朝與今日相差無幾。可以說現行各地區劃的主要輪廓，

在唐朝時已然成形，之後宋元明清各朝行政區劃的變更，大多只改變區域名稱，

而較少作區塊的更動劃分。以處衢地區為例，衢州及處州在北宋時隸屬兩浙路，

南宋時兩浙路分為兩浙東路與兩浙西路，衢州與處州隸屬於兩浙東路；信州則兩

宋皆隸屬於江南東路14。明代兩浙東西路併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清代稱浙江省，

衢州與處州隸屬之15；信州在明代隸屬於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清代改稱江西省。由

                                                      
9
 同註 3 頁 17。 

10
 同上註。 

11
 同上註頁 18。 

12
 同上註。 

13
 同上註。 

14
 曹爾琴 1992 頁 78-79。 

15
 沈政 2007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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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宋代以後的處衢地區大部分隸屬浙江，小部分隸屬江西，與現行省級規

劃大同小異。至於宋代之後處衢地區發展的狀況如何？自晉室南遷以後，宋室南

渡是大批北人南遷的第二波高峰，江浙地帶由於北方漢人的大量南遷，平原沿海

地區先獲得開發，接著丘陵山區的人口亦有所增加。到了明清時期，引進了適合

丘陵山區生長耕作的農作物例如蕃薯、玉米等，農業方面的發展順勢帶動當地人

口成長。宋元以降可謂處衢地區高度發展的時期16。 

本文研究的處衢地區九方言點中，最早置縣者為龍游，秦始皇時期在此地設

置太末縣，隸屬於會稽郡。太末縣當時的轄區廣及現今的衢州市、遂昌、玉山等

縣，到了東漢時浙南地區逐漸開拓後，其轄區才縮小17。接著是東漢建安二十三年

（西元 218年），析新安縣的西部為定陽縣（即今常山），轄區包含今常山及開化

等地18；分太末縣南部置遂昌縣，轄區包括今遂昌、龍泉、慶元及湯溪等地19。唐

初武德四年（西元 621年）在衢州底下增置須江縣，五代十國時期更名為江山20；

唐武后證聖元年（西元 695年）析定陽及須江的部分地區，置玉山縣21；唐肅宗乾

元元年（西元 758年）在信州底下增置永豐縣，即今廣豐22。北宋太祖乾德四年（西

元 966年），吳越王錢俶分常山縣西邊的部分地區設開化場，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西

元 981年）升場為縣，仍屬衢州23；南宋寧宗慶元三年（西元 1197年）析龍泉縣

部分地區置慶元縣24。最後，是明代宗景泰三年（西元 1452年），析麗水縣部分地

區置雲和縣25。 

綜上所述，九方言點當中最早置縣，人文發展相對較早者為龍游；再來是東

                                                      
16

 同註 3 頁 19-20。 
17

 同上註頁 142。 
18

 同上註頁 73。 
19

 同上註頁 165。 
20

 秋谷裕幸 2001 頁 5。 
21

 同註 3 頁 110。 
22

 同註 20 頁 42。 
23

 同註 3 頁 44。 
24

 吳式求 2010 頁 12-13。 
25

 同註 3 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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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年間的常山及遂昌地方，接著是唐代時的江山、玉山、廣豐，宋代年間的開化

及慶元，最後則是明代的雲和。慶元及雲和，早期獨立為縣之後，在明代及民國

年間皆曾短暫併回龍泉與麗水地區，後才再度復置26。可見慶元與龍泉、雲和與麗

水的關係，直到明清以後仍然十分密切，並且可能因地處偏遠，人文發展的速度

較為保守和緩，因此發生置縣後又再併回原區的狀況。 

從歷史人文發展的角度觀之，九方言點間的遠近關係，蓋可分為三組：（1）

開化、常山、江山、廣豐、玉山，（2）龍游，（3）遂昌、雲和、慶元。（1）組當

中的廣豐及玉山雖位於江西省的上饒地區，但在歷史上與衢州密切相關；廣豐在

唐代置信州之前，其東北部屬衢州或婺州；玉山則在唐朝正式置縣之前，分屬定

陽（今常山）與須江（今江山）二縣。（2）組龍游，與開化等地同屬衢州地區，

獨立成組的理由是其所展現出來的人文面貌與開化等地並不相近，這是受到以下

幾個歷史地理因素的影響所致：1.春秋戰國時此地即有人煙，稱為姑蔑，龍游是衢

州地區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地點；2.位處錢塘江中上游富春江及衢江的重要匯集處，

水陸交通便捷的特點使其商業活動特別發達，在明清時期甚至出現「龍游商幫」

的稱號27；3.受到北方漢族一波波南下的影響，尤其是宋室南渡後對於金華、衢州

地區發生了語言及文化等多方面的滲透，使得龍游方言出現大量的文讀音28。基於

上述歷史、地理、交通、以及發達的商業活動等諸因素影響，龍游地區今日使用

的方言與所謂的「官話」（即官方通行的語言）十分相近，可說已在本地方言的基

礎上形成一種藍青官話，與開化等地的方言有所差異，因此將其獨立成組。（3）

組的遂昌與慶元，位處衢州與處州的交界地帶，今與雲和同屬浙江省的麗水地區；

《中國語言地圖集》則將遂昌慶元劃為處衢片底下的「龍衢小片」，雲和則劃屬「處

州小片」。由歷史行政區劃的發展來看，遂昌自唐代起，即由東陽郡改屬處州府；

慶元則自東晉開始，即屬永嘉郡松陽縣境內，松陽縣在隋唐時代均屬處州，由此

                                                      
26

 同註 25 及 24。 
27

 同註 3 頁 147。 
2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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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遂昌及慶元，與雲和分為同組。以上是由歷史人文發展的角度，回顧處衢地區

的開發歷史，分析這九方言點的親疏遠近關係。 

第三節 研究動機、對象、範圍與目的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等先生編著，西元 2000 年 3 月出版的《吳

語處衢方言研究》，是近十年來詳盡且統整的方音描寫報告專書，為我們揭開一向

因地處偏僻而顯得神秘艱澀的浙西南吳語（即吳語處衢方言）的音韻面貌。由於

此書豐富的語料呈現，使得方言音韻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得以大幅開展。隔年，梅

祖麟先生即以此書語料為本，發表〈現代吳語和 “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一文，

分析出吳語處衢方言止攝及遇攝的三個音韻層次，其中層次Ⅱ分別表現出南朝吳

語「魚虞有別」及「支與脂之有別」的特點。本文作者受到啟發，對浙西南吳語

複雜的音韻層次萌發進一步爬梳瞭解的動機。 

繼《吳語處衢方言研究》之後，隔年秋谷裕幸先生所著《吳語江山廣豐方言

研究》出版，該書與《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隸屬同一研究項目之下的分工調查，

關於字音、詞彙、例句以及編寫體例各方面完全沿用《吳語處衢方言研究》的架

構，可說是其續編，補強豐富了處衢方言西北地區的語料種類。如此一來，大批

年代相近、成系統又條理分明的語料出現，使得吳語處衢地區的歷史音韻層次分

析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此為本文選擇研究此課題的另一重要動機。 

漢語境內方言眾多，彼此接觸往來的頻率頗高，「文白異讀」在漢語方言中是

一種常見的語音現象，尤以漢語南方方言例如吳語、閩語、粵語等更為豐富。以

「文白異讀」作為觀察分析的對象，並配合歷史文獻紀錄定出其層次來源年代的

研究，稱為歷史音韻層次的分析。若我們能將某方言內部音韻系統中的歷史層次

爬梳清楚，將有助於我們一窺語言的奧秘，例如： 

1. 對於語言系統中種種複雜的語音現象將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對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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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接觸而產生的變異有一定的把握。 

2. 在方言本字考證的工作上，對於不容易在親屬方言中找到具對應關係同源

詞的案例，歷史音韻層次分析的結論能夠有效補足同源詞的匱乏，增加方

言本字考證工作的另一項利器。29 

3. 關於運用歷史比較法以構擬原始語的研究工作，歷史音韻層次分析的成果

能夠提供正確的導引，避免將不同層次的音讀混淆為同層次而進行構擬的

錯誤。換言之，各親屬方言的歷史音韻層次分析應作為構擬原始語的奠基

工作，在層次分析的基礎下進行原始語的構擬，是比較妥當而安全的作

法。 

由此可知，歷史音韻層次的分析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可以幫助我們瞭解

語言的變異現象，增添方言本字考證工作的利器，更是構擬原始共同語的奠基工

程。方言歷史音韻層次分析工作的重要性，亦為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一。 

語言是一種「有序異質」（orderly heterogeneous system）的結構。作為重要的

交際溝通工具而言，語言具備活潑的生命力，內部系統會隨著時間的演進持續不

斷地發生變化，同時也會因為外來的刺激產生許多變異成分。專就語音而論，前

者稱作「音變」（Sound change），後者則稱作「異讀」（variables）。本文欲探究的

研究對象為「層次」（strata），與異讀息息相關，指的是某語言系統受到外來語言

系統的刺激，產生一批新的語音成分疊置在原有的語音之上，疊置的成分為異讀，

疊置的狀態則為層次。王福堂 2003 將漢語方言的語音層次分為三種：底層、異源

層次及同源層次。底層指的是當地最古老的語言遺跡，通常為非漢語。異源層次

即如上文所述，為外來的語言系統與本地系統接觸後產生的疊置現象。底層及異

源層次皆為語言接觸下的產物。同源層次則是指，因方言內部自發性語音變化而

產生的疊置現象。大概是著眼於同為疊置的狀態，王文將「音變」也納入層次的

                                                      
29

 林貝珊 2012 即利用層次分析的成果補足同源詞對應上的匱乏，幫助方言本字的考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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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然則，方言內部的語音變化，與語言接觸產生的層次變異，在本質上有二

點不同：1.啟動的機制不同；前者是自發性地產生變化，後者則是受到外來的語言

刺激而變異。2.語音間的關係不同；前者新舊語音之間具有演變關係，通常可用音

理條件加以說明，後者則新舊語音間不具備演變關係，而是前後疊置的關係。基

於上述理由，本文不將方言內部自發性的音變納入層次的範圍內，而將「層次」

嚴格定義為本地語與外來語接觸後，在本地語言系統當中所產生的疊置現象。 

本文的研究範圍是吳語處衢方言，研究目的是爬梳整理此區語音中複雜的韻

母形式，分析這些形式在各方言點間的對應關係，辨認是否為音韻層次，並且將

這些層次放在漢語音韻發展史的脈絡中尋求適當的時間定位。按照本文的研究方

法（請見本章第四節）切實執行之後，可辨識出來的層次狀況如第三、四章所見。

層次數量稍偏多的結論，或許與研究方法的侷限性有關，無論如何，處衢各方言

點韻讀組的對應關係已初步獲得釐清，至於音韻層次數量偏多的問題，有待於研

究方法的更動與改進，或許搭配上聲母及聲調的層次分析結果，亦有助於此問題

的改善。 

目前關於吳語處衢方言較全面且系統性的方言調查報告資料，當推《吳語處

衢方言研究》及《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兩書。兩書中共蒐集九個方言點的語

料，本文以這批語料為本，觀察九方言點的韻讀部分，聲母及聲調的層次狀況留

待日後探討。如此規畫的理由有二：（1）由於篇章及時間有限，韻母及聲調部分

將另闢專文討論；（2）觀察文白異讀的狀況，最小單位的變異為聲母、韻母或聲

調，由此可推知層次變異應是以音類〈即聲母、韻母或聲調〉為單位，層次研究

亦應以音類為單位進行之〈陳忠敏 2007〉。聲母及聲調的層次狀況有時可以作為韻

母層次判斷時的輔助線索，但仍屬間接的證據，直接的證據仍舊為「成系統」且

具結構性特徵的異讀訊息。需澄清的一點是，此看法並非斷然否定聲母、聲調與

韻母之間的關聯性，我們亦完全同意聲韻調三者在某些特別固著的詞彙諸如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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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農具、家畜等日常詞彙中，具有較高度的緊密性以及傳播性。然而，我們

亦需同時考慮多數並不如此固著的詞彙在傳播時或被創造、變造時，聲母、韻母、

聲調三部分並不同步的現象。總而言之，本文認為，聲、韻、調的關聯性確實存

在，但其層次問題可以分開研究，聲母、聲調的層次狀況可以作為韻母層次判斷

時的輔助線索，但無法作為直接證據單獨存在。基於上述兩點考量，本文主要處

理處衢方言韻母的歷史層次，聲母及聲調層次的探討留待日後討論。綜上所述，

我們觀察九方言點的韻讀表現，分析其蘊含的層次，並依據這些層次的特徵找出

他們在漢語韻部發展史上的定位。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層次」一詞源自地層學。地層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劃分層次，藉由埋藏在

地底的成堆沉積物，研究地層的種類、分佈，以及確定地層的層位關係等議題。

語言學當中的「層次」一詞具有類似的概念，指稱歷史發展過程中因不同語言（方

言）相互接觸後產生的語音、詞彙、語法等變化，導致新舊語言現象的疊置並存。

語言學的層次研究是藉由語言系統中成批疊置的語言現象（包含語音、詞彙或語

法等），研究此語言蘊含的層次種類、數量，及其年代早晚關係等問題。與地層不

同的是，語言中不同層次的語言現象是共時存在於一個平面的語言系統當中，在

某語言系統中進行層次分析工作，等於需要將雜揉於一個平面系統中的眾多層次，

按歷史時間的先後次序，拉展成有縱向深度的立體空間。 

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韻母的語音層次。探索語音層次的切入點，為語音系

統中的異讀現象。由於層次的形成乃不同語言（方言）系統接觸後產生的疊置現

象，因此就單一方言而言，能夠被稱作「層次」者，定須具備「成系統」的異讀，

意即在同樣條件下會出現相同性質的語音變異，而非孤立的個別變異。而在鄰近

的親屬方言中，往往可以找到相互對應的語音層次，這也是肇因於語言（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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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的性質所致—語言接觸的影響範圍通常為一整片區域，而非單點式地進行，除

非是受到自然地形的影響，例如山脈海洋的阻隔或河川水域的引導等等。此外，

經由語言接觸而產生的層次音變，是以音類（例如韻母、聲母或聲調）為單位而

變化，非以音位為單位、亦非整個字音一同變化。上述三點為語音層次的性質，

這些性質可以幫助我們確立層次分析的研究方法。 

參考層次的性質以及語言系統的特性，本文鎖定吳語處衢方言的韻母部分進

行層次分析工作，其研究步驟如下： 

〈1〉選取鄰近且親屬關係相近（例如同屬一大方言區內部的同一次方言區）

的多個方言點作為研究對象，了解個別方言點內部的音韻系統及其方音特色，包

含文白異讀30、聲韻結合規則、小稱詞型式等等。 

〈2〉確定親屬方言的同源詞組具有正確的音字關係之後，進行方言間同源詞

的韻讀的比對工作。 

〈3〉在同源詞對應的基礎上，尋找成系統的韻讀形式。以下三點可以作為判

斷此成系統韻讀組是否為一音韻層次的參考標準：（a）並非條件變體。（b）在歷

史上曾具有相同的音韻地位。（c）具備某一歷史音韻格局的系統性、對稱性等表現。

例如：1.利用開合口或洪細音在歷史音韻上具有的對稱性表現，可幫助缺乏文白異

讀訊息等不易定位韻讀組的辨別；2.吳語處衢方言中陽聲韻與入聲韻的晚期層次具

有韻攝大量合併的平行表現，此特點可幫助判斷例字較少、文白異讀訊息較不成

系統的入聲韻晚期層次31。 

〈4〉由這批韻讀的型態及特性，觀察此層次韻讀具備何種音韻格局，然後參

                                                      
30

 方言語料報告書中標示的文讀與白讀，有時可以反映文言層與白話層的讀音，有時則僅為語用

上的文言音與白話音。此處所謂瞭解某方言點的文白異讀，指的是瞭解此方言內部成系統的文言層

與白話層。以吳語處衢方言的語料而言，並沒有標示所謂的文白，而是以數字「1,2,3」分別表達「最

常用語音、次常用語音、次次常用語音」等。本文內部分析的結果，「1」者通常為白話層讀音，「2」

者通常為文言層讀音，但仍有正好相反或混亂矛盾的例子存在，尤以入聲韻字為多。本文將無法反

映文白層讀音的數字標示，視為當地的語用狀況。 
31

 必須說明，陰、陽、入聲韻以及開合口韻之間，在層次發展方面往往也有不對稱的現象，這在

層次分析工作暫告一段落時回頭檢視可以得知。總而言之，我們需要仰賴音韻具系統性對稱性的特

點進行分析辨識的工作，不對稱的現象在這個階段暫時較難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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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漢語音韻史的發展歷程，將音韻層次的年代加以分段定位。 

多個親屬方言點的同時比較，以及音韻結構層面的把握運用，是從事層次分

析工作的兩項利器。同時比較多個方言點的優點如下：（1）能有效擴大例字的數

量及範圍，降低辨識音韻層次的難度。成系統的異讀固然是分析層次最重要的窗

口，但由於每個語言（方言）的負載能力不盡相同，我們對於疊置成分較少的方

言難免一籌莫展，增加多個親屬方言點的比較，可以利用同源詞組音讀的對應，

將無異讀的一讀者也納進比較分析的行列，有效擴大例字的數量及範圍。（2）藉

由同區域親屬方言的層次狀況，可以類推個別方言點的音韻層次。意即，遇到個

別方言點缺乏明確可辨認的韻讀形式，難以判斷層次時，可參考鄰近親屬方言點

相關的層次狀況加以推定。換句話說，一次觀察一整片區域的層次狀況，往往可

以互補有無，幫助我們修正個別方言點的情形。（3）可排除個別方言點因內部自

發性的擴散音變所造成的「滯後性讀音」32，被誤認為層次的可能性。事實上，（2）

（3）點是一體的兩面，都是由於層次具有覆蓋於同區域親屬方言的性質，因此只

出現在個別方言點的韻讀，雖然可能是成系統的狀態，但本文不將之稱作層次。 

至於音韻結構層面的把握運用，意指利用語音結構具系統性、對稱性等特點，

來判斷層次韻讀的形式以及年代早晚的問題。此方法有以下三層面的運用：（1）

語音結構的對稱性。漢語自中古音階段以後，開口與合口兩類語音大多對稱發展，

我們可以利用此對稱性來確認中古音以後較難辨認的層次韻讀。以蟹攝為例說明：

蟹攝三四等合流層次，在開化、常山、江山、遂昌四點較為清楚，可看到開合呼

應的情形。慶元有確定的合口韻[ye]，可據此推定開口韻為[ie]，與「止蟹合流白讀

                                                      
32

 陳忠敏 2007 提到的「滯後性讀音」，亦即王福堂 2003 所言的「殘餘形式」以及潘悟雲 2007 所

言「變化滯後的讀音」；意指某方言內部自發性的某音韻演變以擴散方式完成之後，未能跟上演變

行列的舊有讀音。這類舊有讀音一般被認為難以與語言接觸競爭後的舊有層次讀音區辨。不同的是，

王福堂與潘悟雲等將這類變化滯後的讀音亦算為層次的一種，而陳忠敏則認為此種音變為方言內部

自發，與外部接觸而產生的層次變異途徑不同，將層次嚴格定義為語言接觸下的產物，並提出區辨

這兩類音變的數種方法，本文所言利用多個親屬方言點比較來排除「滯後性讀音」即其方法之一（陳

忠敏 2007）。 



 

13 
 

層次」的形式相同。廣豐、龍游、雲和則因為開合口皆缺乏可辨認的韻讀形式，

因此無從推定，故從闕（請見 3.1.1.2）。簡言之，我們利用此層次開合口具對稱性

的結構特點，由慶元的合口韻讀推定開口韻讀，解決因「異層同讀」而難以判斷

層次的窘境。（2）語音結構的系統性。系統性意指在相同的音韻條件下理應有同

類的表現。進行層次分析，有時我們會遇到文白異讀訊息零落或混亂的狀況，此

時藉助語音的系統性特質，可讓稀少的例證獲得支持、混亂矛盾的異讀訊息獲得

修正。以流攝一等韻及入聲韻攝為例：流攝一等韻各方言點文白異讀的訊息較為

零散，幫端精來等系一讀字為多，僅見影系有成系統的文白異讀。雖然流攝一等

韻的文白異讀多集中在見影系且數量不多，但我們仍可據結構系統性的理由，推

斷見影系成系統的文白異讀即為流攝一等韻的文白層次（請見 3.1.4.2）。至於入聲

韻攝，異讀的數量較為零散，成系統的異讀較為少見，有時甚至會出現矛盾的訊

息，意即相同音韻地位的同一韻讀形式原應標示相同，但卻會出現標示不同的矛

盾狀況，例如常山「目 1」及「目 2」的韻母分別為[聰 ][物 ]，「福 1」及「福 2」則為

[物 ][聰 ]；慶元「一 1」「一 2」的韻母為[積 ][積 ]，「密 1」「密 2」則為[積 ][積 ]等等。

混亂的異讀訊息難免干擾文白層次的分析，我們需另從入聲韻攝結構系統性的特

點入手——晚近具有咸山宕江一組、深臻曾梗通一組的格局系統，方能理清頭緒，

分析入聲韻攝晚近的文白讀層次，然後由近及遠，釐清較早的層次韻讀。（3）語

音結構的年代格局。意指充分瞭解漢語音韻史上韻部分合的情形，把握各年代的

音韻格局，對照各批韻讀所展現出來的特點符合哪種音韻格局，藉此確認層次韻

讀形式及其年代。以「幽魚侯同讀層次」為例：此層次在中古效攝及流攝的層次

韻讀較為明顯可辨，遇攝則在形式上與其主流層次相近以致較難辨識。我們藉由

效流攝那批韻讀觀察其音韻格局及年代，回頭尋找遇攝中可能存在的層次，由「不

符合規則變化」的「例外韻讀」看出隱藏在遇攝當中的此層次（請見 4.3.2）。一般

我們藉由觀察音韻格局確認層次的年代段落，上述例子則是利用音韻格局回頭觀

察韻攝中的層次韻讀，為原本不易解釋的「例外」找到合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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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需要說明本文對「異層同讀」的看法及處理原則。缺乏異讀現象、單

一的韻讀形式一直是分析層次的難題之一33，因為這可能是「異層同讀」——不同

的層次具有相同的韻讀形式，亦可能某一層次完全為另一層次覆蓋，沒有留下痕

跡。我們需要將層次劃分開來，但也需要避免過份劃分層次的缺失。有鑑於例字

在各方言點層次分佈的狀態常有參差，並非總是穩定的同一批同源詞，而為了適

當地劃分層次，本文認為除了同源詞對應的條件之外，尚須具備結構上的條件支

持，方能確認「異層同讀」的存在。上述提到的「音韻結構層面的運用」，的確能

夠幫助我們將具有相同韻讀形式的不同層次離析出來。凡只有看到若干同源詞的

對應，找不到其他結構條件支持者，本文一律將此韻讀形式歸入較為主流強勢的

層次，而在其餘層次存疑從闕。 

第五節 前人研究成果 

2.3.1 現代吳語方言研究的發展進程 

關於現代吳語方言的研究，最早開始從事觀察描寫、並有著作流傳至今者，

為十九世紀中葉的基督教傳教士以及外籍僧侶們。根據游汝杰 2002 蒐集考證的結

果，目前最早的吳方言著作為 1846 年的《英華仙尼四雜字文》（中譯名）34，其中

的吳方言為當時的寧波話，以漢字寫成。其次為譯成上海方言的單篇聖經《約翰

書》（漢字本），1847 年上海出版。再來還有 1850 年出版的方言課本《上海土白》

35，1853 年出版的上海方言語法專書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33

 分析層次的另個難題，是同一層次在各方言點所轄的例字總是有所參差，並非整齊固定的一群。

意即 A 字在甲方言屬於某個層次，在乙方言則未必屬同一層次。各方言點例字的參差跳躍，增加

了層次分析的困難度。 
34

 原書英文名為“A manual for youth and students. O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作者為印度

人，根據序文應為久居舟山的梵僧。為分類詞匯集，分天文、人事等 72 門，用梵文、漢字、寧波

話（用漢字寫）和英文對照。 
35

 原書英文名為“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每課每句先出漢字，再用羅馬字和拼音符號

（Crawford發明的拼音系統）逐字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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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hanghai dialect”為漢語方言學史上第一本研究語法的專著。方言語音方面最

早者則為 Cobbold 與其他傳教士合作完成、185？年出版（出版年不詳，只知為 1857

之前）的 “Spelling book in the Ningbo dialect”，描述對象為寧波話。總而言之，十

九世紀中葉以後傳教士們撰寫的吳方言相關著作，雖然未必全面，但可以說是代

表清代末葉吳語實況的第一手珍貴材料。 

國人著手研究吳語，起自二十世紀二零年代，趙元任先生 1928 年出版《現代

吳語的研究》一書，調查記錄了江蘇及浙江兩省境內吳方言共 33 個地點的聲韻調

系統，是國內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漢語方言的開創性著作，同時也讓我們了

解北部吳語的音位系統。接著，1960 年《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一書出版，

記錄了蘇州、無錫、常熟、常州、上海等 8 個江蘇省境內的吳語方言概況。此後

陸續有吳語區個別方言點音系的觀察分析報告出爐，例如溫嶺方言（李榮 1966、

1978、1979）、平陽方言（陳承融 1979）、崇明方言（張惠英 1979、1980）、武義

方言（傅國通 1984）等等。八零年代初期，大陸掀起一股研究吳語的浪潮，先後

在杭州、無錫召開研討會，討論吳語的定義、吳語的分區、吳語的內部異同等問

題，相關的單篇論文例如許寶華游汝杰 1984、鄭張尚芳 1985、傅國通等 1986。張

琨 1985 則利用此階段較為詳盡的 15 種語料討論吳方言的音韻現象，以《切韻》

的音類出發，分析吳語與其他方言例如徽語、客語、贛語在音類以及語音上的異

同，結論認為吳語區方言自然有內部差異，但也共同體現了五點語音特色，可為

吳語的定義。此文將複雜的語音現象逐條細述，條理脈絡清晰，唯當時層次觀念

尚未開展，皆為平面語音現象的描述整理，從中已可看出吳方言具有較為複雜的

文白等語音現象。最後，這個時期吳語研究的各方意見及探討，在 1994 年顏逸明

出版的《吳語概說》一書中，作了一個完善的總結及論述。而錢乃榮先生 1992 年

撰著《當代吳語研究》一書，有意識地承襲 1928 年趙著的調查地點及範圍，清楚

呈現出六十年來這些地區的語言變化，可以說是趙著的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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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而言，九零年代初期及之前，吳方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語料的蒐集調查，

以及吳方言邊界的劃分和吳語內部的分區分片等問題。進入九零年代以後，另一

方面，歷史音韻各層面的問題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例如方言關係、方言本字、

方言祖語構擬以及方言的歷史音韻層次等等議題的討論更加深入，研究方法亦有

所開展。吳語研究受到此思潮影響，繼吳方言的範圍及定義問題梳理清楚之後，

開始逐漸進入有關吳方言本字（李榮 1980）、吳閩方言關係（丁邦新 1988）、吳語

音韻的結構及演變（金有景 1982，鄭張尚芳 1983）、吳方言祖語構擬（丁邦新 1984）

等歷史音韻問題的探討。 

目前為止，吳方言與周邊方言（尤其是閩語）的關係探討較為豐碩，直接間

接地推進了與方言底層、方言層次相關的議題探討。繼丁邦新 1988 提出「現在吳

語的底層具有閩語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時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

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一意見，開啟了吳閩同源關係的諸多討論。張光宇

1993 及 1994 從語音、詞彙的地理分佈情形闡述吳語南向形成閩語、東遷影響日語、

西播感染湘語贛語等擴散作用。潘悟雲 1995 則認為，吳語與閩語的關係應不僅是

閩人入浙等移民活動所造成，吳閩語存在大量的相似之處，反映出更早時期兩者

同有「古百越語底層」，並且可能共同來源於江南一帶的大方言區——即古江東方

言或江南方言的緣故。吳瑞文 2005 總結上述諸家之長，在周密嚴整的音韻層次分

析基礎上，對吳閩方言的關係提出合理的解釋。總之，吳語與周邊方言相似性的

成因及關係探討，在各家學者的關注研究下，逐漸往「底層、層次」的面向推進。 

2.3.2 方言本字及歷史音韻層次的研究 

與歷史音韻層次息息相關的議題，為方言本字的研究。方言本字研究方法的

進展，首先當推梅祖麟 1995，有意識地總結當前學者對於方言本字的兩種研究方

法：（1）增加歷史詞彙學的知識，即「覓字法」。（2）增加方言音韻史的知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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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音法」。在檢討其理論前提之後，提出研究方言本字時需要考慮到「一個方言

可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時間層次，而每個層次各有一套音韻演變規律。」的狀

況。較之前一研究階段只考慮到單一套音韻演變規律的理論背景，梅文點出精闢

進步的音韻演變觀。受到梅文的影響啟發，楊秀芳 2000 進一步指出考求方言本字

還有第三種方法：「探義法」。楊文條理清晰地探討方言本字研究之所以可能的重

要基石—語言系統性的四大認識，以及考求方言本字的兩大類三細節研究方法，其

範圍除了音韻問題之外，尚擴及方言歷史語法層面。上述兩篇論文可說是近年來

方言本字研究議題中，有意識地探討省察理論背景及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篇章，筆

者受其影響，並從中獲得不少啟發。梅、楊二文儘管風格不同，卻不約而同地指

出單一語言系統當中蘊含了多層次音韻現象的現實，而數個同源的語言系統中則

多半擁有兩套或以上的音韻規則對應關係。考求方言本字時必須先將方言內部具

有的音韻層次梳理清楚，務必要在同一個層次的平面上進行歷史比較法或內部構

擬法，才能推斷出合理的本字。36 

最早將層次（Strata）的觀念引進語言學研究領域當中的，是 Jerry Norman 1979

討論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的論文。綜觀音韻系統的層次研究，開端於注意到閩方

言具大量的文讀音與白話音、及複雜的一字多讀等現象，因而試圖整理分辨方言

內部的文言音與白話音。學者們追蹤梳理環環相扣的線索後，將具有相同音韻特

徵的一批批音讀，整合歸納成文言層與白話層，彰顯出異讀彼此間的早晚關係，

例如張盛裕 1979，何大安 1981，侯精一 1988 等。早期這類研究當中具代表性的

是楊秀芳 1982，針對四個閩南次方言：廈門、泉州、漳州、潮州進行詳細的文白

讀分析，建立了閩南方言的文白層次音韻系統。徐芳敏 1991 則分析閩南廈漳泉次

方言的白話層韻母，並從上古音韻部的格局眼光觀察閩南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的表

現，已頗有層次的概念及規模。 

                                                      
36

 本文在此僅簡單介紹討論本字研究方法的兩大篇章，重點在於呈現本字研究方法與層次分析的

關聯性。方言本字研究尚有許多精彩的論文及專書，尤以閩語最為豐富，例如徐芳敏 2003《閩南

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等等，因與本文重點——處衢吳語的歷史層次分析關係較遠，暫且從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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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方言層次的認識愈加深入，學者們對音韻層次的劃分益加細密，也開

始提出不同的見解以及反省。例如張光宇 1989 參酌古代文獻和方言地理演變類型

指出閩語中的四個層次，認為從上古到中古存在著比時代差異更大的類型差異，

從事層次分析時應重視其地域來源的辨認；並提出分析層次的首要難題在於層次

發展的不等性，此不等性可以由「層次重疊」或「取代作用」切入加以理解。徐

通鏘 1991、王洪君 1992 則觀察音韻層次間的交互作用，提出「疊置式音變」的看

法。楊秀芳 1993 討論文白異讀發生的原因、性質、文白讀競爭的過程及其可能產

生的結果—1.各自保留在固定詞彙當中，2.形成混血音讀，以及 3.某方落敗消失、

為另方所取代。認為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文白層積歷史，文白競爭之後不見得總

是文讀勝利，孰勝孰敗並沒有必然的道理。此外，研究者們還試圖探討音韻層次

與語音演變之間的關係。王福堂 2003、潘悟雲 2007 先後提出類似的概念，將層次

分為古老本地非漢語的「底層」、來自異方言的「異源層次」、以及由於本方言內

部音變而產生的「同源層次」。指出同源層次的新舊音類間有演變的關係，可用音

理加以說明；而在底層及異源層次中，借入的音類和原有的音類，彼此間並沒有

演變和生成的關係。此外亦指出，同源層次當中演變較慢的殘餘形式（即滯後音

變），很難與演變較慢的異源層次相互區別。陳忠敏 2003b 重新反省文白異讀的性

質及其在層次研究中的作用。認為文白異讀是一種系統的層次又音現象，而非個

別字音的差異，其研究的基本單位應該是音節中的聲、韻、調，而非整個字音。

其 2007 論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語音層次的定義及研究方法。再次強調層次是

一個面（系統），而非一個孤立的點。並且，主張滯後音變應與層次變異區分開來，

不宜算作語音層次，並提出二者間具有五種不同的性質可資區分。陳忠敏先生對

層次性質的看法清楚透徹，本文受其啟發，針對層次的性質設計層次分析的研究

方法。此外，本文贊同陳文對層次的定義，認為將「音變」從層次類型當中剔除

是重要之事，當層次變異的界線明確之後，問題的討論方可條理井然。戴黎剛 2007

提出歷史層次分析法，運用音類間的對立關係及互補關係，進行方言內部音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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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比較，層次年代則藉助漢語史以及方言區的文獻資料進行考察。 

2.3.3 近年來吳語研究的重心 

上述簡要介紹各家學者們對於方言層次理論的省思及研究方法的推進。隨著

思潮的演進，吳方言的研究重心也逐漸有所轉移：從內部一致性較強的北部吳語，

轉向內部差異較大、較為分歧的南部吳語37，由平面音系結構的觀察描述進展到歷

史音韻層次的比較分析等等。綜論性的音系介紹觀察及語料調查報告專書例如曹

志耘等 2000，秋谷裕幸 2001，曹志耘 2002，王文勝 2002 及 2008 等，為本文提供

豐富詳盡的語料以資分析比較。由於處衢地區大批語料的出現，除了吸引學者們

注意到處衢方言與閩語間的同源關係（例如秋谷裕幸 1999 及 2000a，鄭張尚芳

2002a 等），也裨益於學者們探討現代吳語所蘊含的歷史音韻層次，其中尤以浙南

吳語及其與鄰近方言（例如閩語）共同比較觀察之後，得出某些韻類中存在歷史

音韻層次現象的研究最為突出，這類論文例如梅祖麟 2001，潘悟雲 2002，秋谷裕

幸 2000b 及 2002，陳忠敏 2002 及 2003a，王文勝 2006 及 2007 等。此外，也有學

者利用吳閩間的同源關係，作跨方言的本字考證工作，例如楊秀芳 2003。而秋谷

裕幸 2003 則運用比較法及層次分析的理論，觀察處衢方言西北地區四方言點的音

韻系統，構擬處衢方言西北片的共同古音型態。 

綜上所述，南部吳語（尤其是處衢方言）的研究日漸受到重視，目前雖已有

不少篇章論及處衢方言內部豐富的音韻層次現象，但尚未看到處衢地區多方言點

的比較分析，以及全面性觀察韻母系統的研究篇章。本文擬探討處衢地區九方言

點韻母系統當中蘊含的歷史音韻層次，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並省思層次分

析的理論及研究方法。 

                                                      
37

 顏逸民 1994《吳語概說》當中對南部吳語的描述是：「吳語南北都有自己的共性，而北部吳語內

部的一致性要比南部吳語強得多。」（頁 81）而在南部吳語當中，又以處衢方言內部最為複雜：「麗

水地區方言和溫州地區相比，最大的特點是缺乏內聚力。」「吳語處衢片是吳語的一個大片，內部

還相當分歧。」（頁 86-87）由此可知，吳語處衢方言內部的音韻現象十分豐富多變。 



 

20 
 

第六節 漢語音韻史分期說明 

關於劃分音韻時期，是一件困難的事，然而，不加以劃分則無可明確稱之，

如何適當地劃分各時期誠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們由前賢的研究成果得知，音韻

的變化大抵為一種動態的過程，一開始為漸進的「量變」，累積到達某種程度的時

候便轉為「質變」，短時期內完成某一條音韻演變規律。我們將語音發生質變後視

為正式的語音變化，質變之前那段可長可短的漸進式量變時期，成為音韻變化的

灰色過渡地帶，令我們難以截然劃下各音韻時期的分界線。明白漢語音韻史分期

上的困難處，能夠提醒我們更為客觀地看待分期之間的過渡階段。 

關於漢語史的分期意見，各家學者不盡相同，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分期的標準

不同所致。以「語法」作為分期標準的學者意見38，由於與本文討論主題相距較遠，

暫時擱置不論。本節主要討論以「音韻」作為分期標準的學者意見，茲列舉四家

細節如下： 

（1） 高本漢 199439將漢語史分為五期： 

一、 太古漢語：《詩經》以前。 

二、 上古漢語：《詩經》以後到東漢。 

三、 中古漢語：六朝到唐。 

四、 近古漢語：宋代。 

五、 老官話：元明。 

（2） 董同龢 199540大分為五個階段： 

一、上古音：以詩經用韻及諧聲字考得、代表先秦的語音系統。 

                                                      
38

 主要以語法作為分期標準的學者，例如：王力 1958、太田辰夫 1988、蔣紹愚 1994 等。周祖謨

1988 的分期標準，則是綜合考慮了語法、語音、詞彙、語體諸特點。 
39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94 年為再版，原書成於西元 1926 年。 
40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1995 年已是第十三版，《漢語音韻學》的前身為《中國語音史》，1954 年

第一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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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古音：《切韻》所代表的音系，以隋及唐初為中心。往前可追溯至隋以

前，往後可延伸到唐代的早期韻圖。 

三、近古音：宋代的韻書及韻圖，代表者為宋末黃公紹與熊忠的《古今韻會舉

要》。 

四、近代音：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韻》以及明代傳教士的紀錄，最能反映當時

的實際語音。 

五、現代音：國語及現代方言。 

（3） 羅常培 1982 分為四段六時期： 

一、周秦時期（西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三世紀）。 

二、兩漢時期（西元前二世紀至二世紀）。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元三世紀至六世紀）。 

四、隋唐宋時期（西元七世紀至十三世紀）。 

五、元明清時期（西元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 

六、現代時期（二十世紀）。 

四段則是：一二期可合稱為古音階段；三四期可合稱為韻書階段；五可稱為北音

階段；六則為音標階段。林尹 1982 與之看法相同。 

（4） 謝雲飛 1987 在林尹先生的基礎上，以各時期韻書等材料展現的語音現象為

標準，詳一、四期（周秦與隋唐宋時期）而略二、三期（兩漢與魏晉南北

朝時期），修訂為五個時期如下： 

一、上古音：周秦古音。 

二、中古音：切韻系韻書時期的語音，包含《廣韻》。 

三、近古音：經大事歸併後的切韻音系之餘緒的語音，包括《禮部韻略》、《集

韻》、金韓道昭《五音集韻》、黃公紹與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等。 

四、近代音：元明清早期官話，代表的有周德清《中原音韻》、明代官修《洪

武正韻》、蘭茂《韻略易通》、畢拱辰《韻略匯通》、清樊騰鳳《五方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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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五、現代音：現代標準語及現代方言。41 

細究各家的分期意見，筆者認為重點不在於各期的名稱，而在於各期的內容。

如果我們暫時把甲古文之前及現代排除在外，各家主要的分歧可歸納為兩點：1.

魏晉南北朝的定位問題。明確將魏晉南北朝與隋唐共同定位為中古音者為高本漢

先生。羅常培先生將魏晉南北朝與隋唐宋切開，但將兩個時期合稱為韻書階段。

董同龢及謝雲飛二先生則採取開放彈性的態度，沒有明確斷言魏晉南北朝的定位。

魏晉南北朝位於上古音以及中古音之間，由上述學者們不同的意見可知其過渡性

質。2.中古期與近代期的分界線問題。學界對於中古音的共識為隋初《切韻》所代

表的音系，中古時期能擴及到何時、能否包含宋代為此界線問題的核心。一派主

張中古音僅旁及唐代早期韻圖及宋初切韻系韻書，將中古音下限劃為唐代以前；

另增加一個「近古音」時期，將宋代獨立歸於此處，例如高本漢、董同龢、謝雲

飛等先生。一派主張宋代（至少北宋）往前與隋唐合併歸期，名稱方面受到前頭

分期的牽制因此不定，或稱韻書時期後半（例如羅常培、林尹）、或稱近古期（例

如周祖謨）等。 

本節的關注焦點為音韻層次的歷史分期，以此出發點看待上述問題，主要是

以音韻特點作為分期標準。以下說明本文對上述兩點的看法及立場： 

1. 關於魏晉南北朝的音韻特點，丁邦新 1975 及何大安 1981b 分別有詳細的

探討。何大安先生討論南北朝在音韻發展上的地位問題時，認為「韻部的第一次

重整，在漢魏之間已經完成。…從韻部組織的改變來講，晉宋之間的變動和漢魏

之間同樣劇烈。」主張《切韻》以前的漢語音韻史上，曹魏與劉宋是兩個發展的

高峰，「（周秦）上古音、（曹）魏、（劉）宋為三個起點，周秦與魏之間的兩漢四

                                                      
41

 周祖謨 1988 的漢語史分期意見，名目上與董同龢、謝雲飛相同（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

但內容方面則與羅常培大致相同，與羅氏兩小處的差別在於 1.將秦漢歸為上古期的後階段，上古期

的前階段為春秋戰國時期。2.將南宋及北宋切開，北宋與隋唐五代歸為近古期，南宋與元明清歸為

近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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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魏與劉宋間的晉代一百五十年、齊之後的一百五十年，為起點間的發展和

醞釀時期。」（何大安 1981b）本文贊同何先生的看法，並且處衢方言今日複雜的

韻母型態，確實能夠反映出南北朝及魏晉層次的不同。因此，本文贊同將魏晉及

南北朝各自獨立為期。而與中古音《切韻》的音韻架構相較，南北朝與之相近，

魏晉與之稍遠；前者可謂之為中古音的先聲，而後者則是介於上古音與中古音之

間的過渡，亦可理解為上古音的尾聲。本文基於南北朝已定為中古音之便，將魏

晉時期定為上古音，放在上古期段落的末尾，與王力先生的上古期意見大致相同。 

2. 觀察漢語音韻史的變遷狀況，北宋中葉以後反映當時語音的晚期韻圖及韻

書，例如《集韻》、《四聲等子》、《切韻指南》、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宋末元初

《古今韻會舉要》等書，已顯示出：（1）輕重唇完全劃分。（2）舌尖元音產生。（3）

知照系聲母合併（4）三等韻接知照系與輕唇聲母時，會與一等韻合流。（5）二等

見影系韻母與三等韻合流（見於《古今韻會舉要》）。（6）《切韻》書中凡同攝同開

合又同等的韻母皆混而不分。（7）曾梗元音大抵相混。（8）入聲韻尾有全混的傾

向。上述諸點可謂已與近代的語音十分近似，已粗具近代音部分規模，因此許多

學者將宋代語音視為中古與近代之間的橋樑，稱之為「近古音」。本文贊同此意見，

認為就語音特徵而言，宋代語音確實佔有漢語音韻史分期上的一席之地，將宋代

無論劃歸中古期或劃歸近代期皆不甚恰當。因此，本文主張將自北宋中葉～宋末

元初這段期間獨立稱之為「近古音」，與高本漢、董同龢、謝雲飛諸先生意見相同。 

本文的漢語史分期，除了考慮語音變遷的條件之外，也需要考慮處衢方言層

次分析的結果。層次分析的結果，處衢方言韻母能上推上古期的歷史層次者並不

多，常出現橫跨先秦至西漢、以及橫跨兩漢至曹魏的層次，前者例如「古元部層

次」（4.4.1）、「歌祭微同讀層次」（4.4.2），後者例如「談元真侵同讀層次」（4.3.1）、

「幽魚侯同讀層次」（4.3.2）、「歌佳脂微同讀層次」（4.3.4）等。這也許可能與本

文使用的研究方法——觀察上古韻部的分合以及兩漢魏晉時期韻部間的通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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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相關，詩人用韻的通押狀況常會因為個人、地域方言等因素而浮動，我們暫

時只能作這般處理，研究方法的改進將有待來日的努力。總之，為了層次分析結

果之便，本文將先秦兩漢合併、另增加一個「漢魏時期」，分別為上古音段落的前

期與中期，魏晉放在其後，為上古音段落的末期。 

「近代音」之後原應有個「現代音」時期，一般將民國以降的標準語以及現

代方言歸為此期，也有學者將清中葉以後放進來，例如王力先生。由於本文研究

對象即為現代方言，因此將現代音時期略去不表。 

綜上所述，將本文的漢語史分期結論列出如下： 

一、上古音：先秦～兩漢為早期。漢魏為中間過渡期。魏晉為末期。 

二、中古音：南北朝為中古音先聲。隋唐～宋初為《切韻》中古音中心時期。 

三、近古音：北宋中葉～宋末元初《古今韻會舉要》所代表的宋代語音格局。 

四、近代音：元明清時期。以元代《中原音韻》、明代《西儒耳目資》等為代

表的早期官話格局。 

第七節 本文表格凡例及音標說明 

一、 本文的語料出處為《吳語處衢方言研究》及《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的田

調紀錄報告，對於報告中以「□」標示、表示本字存疑者，本文亦暫時存疑

不論。 

二、 本文所列舉的語料採用國際音標來標示。聲母方面：(1) 送氣聲母以上標的[ʰ]

來標示。(2) 在字音當中的零聲母，通常沒有標示，直接標寫韻母部分；而

在第三章聲母表格中的零聲母，則以阿拉伯數字[0]表示。(3) 慶元方言幫端

聲母的前緊喉成分以[ʔ]標示於[p][t]之前。韻母方面：(1) 舌根鼻音韻母標示

                                                      
42

 兩漢魏晉時期韻部的通押狀況，主要參考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的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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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ŋ]。(2) 成音節韻以下標的[ˌ̩]標示，例如[m̩][ṇ][ŋ̩]等。(3) 喉塞韻尾以[ʔ]

標示於韻母末尾。聲調方面：(1) 本文一律標注「調類」而非「調值」，各點

「調值」的介紹說明請見第三章聲調部分。標注調類的方式為音標後的阿拉

伯數字：數字「1、3、5、7」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陰入」；「2、4、

6、8」分別代表「陽平、陽上、陽去、陽入」。 

三、 表格中的語料涉及一字多音的情形時，能確定文白讀者，用斜線「/」標開，

「/」之前為文讀音、之後為白讀音；無法確定文白讀者，依田調報告書上提

供的訊息，在右下角標注數字「1、2、3…」等並以逗號「,」分開，依序分別

代表「最常用讀音、次常用讀音、次次常用讀音…」等，依此類推；與常用

無關的又讀情形則無數字標示，使用逗號「,」將讀音標開。 

四、 表格中的「--」表示資料從缺；確定屬於正進行討論中的層次韻讀者，則在

表格當中以粗黑體標示出來作為例證。 

五、 底下以表 4-1-1 為例，說明表格中各欄（橫向）及各列（直向）的名稱內容： 

止開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止蟹合

流層次 

晚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早 虧積 

 

□□ 

 

ø 

 

癢 

 

癢 

 

□□ 

□□ 

□□ 

 

□□ 

□□ 

積癢 

 

之 3 之止-章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趾 3 止止-章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 

齒 3 止止-昌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ㄚ3ㄚ3ㄚ3ㄚ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試 3 志止-書 著著著著 5ㄚ5ㄚ5ㄚ5ㄚ    

著著著著虧積虧積虧積虧積5555    

著積5著積5著積5著積51111,,,,    

積積積積33332222    

著著著著 55551111,,,,    

積積積積55552222    

積積積積5555    積積積積5ㄚ著癢55ㄚ著癢55ㄚ著癢55ㄚ著癢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軟軟軟軟, , , ,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5555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ㄚ5ㄚ5ㄚ5ㄚ 積積積積5555

ㄚㄚㄚㄚ著著著著 5555    

字 3 志止-從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著著著著 6666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著著著著 6666    

(1) 以開化為首的第一欄，為九方言點名稱；以「之」字為首的第一列，為

例字的方塊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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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言點名稱欄下方、雙橫線以上的欄位，為本層次的韻讀形式。單純情

形下通常為一欄；有時可以分析出早晚兩個小層次，或為了節省篇幅將

開合放在同一個表格表示，上述情形則為兩欄，此時會在韻讀形式欄的

前方標明此兩欄的關係為早晚抑或為開合，上表的例子為早晚兩欄。 

(3) 方言點名稱欄的左首第一格，為此表格的韻攝範圍，以上表為例，意指

此表格的例字範圍為止攝開口三等字。 

(4) 韻攝範圍格下方、雙橫線以上的格位，為本層次的層次名稱，上表的例

子為「止蟹合流層次」。若遇到不只一欄韻讀形式的情形時，此格右邊會

出現標示「早、晚」或「開、合」等列位；若只有一欄韻讀形式時，則

此處為層次名稱，不會出現右列的標示。 

(5) 方塊本字列的隔壁列，為方塊字的中古音韻地位，按照等第、韻、攝，

以及聲母的順序排列。第五章的表格，在本字列以及中古音韻地位兩列

的中間，增加一列上古韻部地位訊息，以利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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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處衢地區九方言點音系概況 

本章以《吳語處衢方言研究》及《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二書語料為本，

說明處衢地區九方言點的平面音系概況。由於從事音韻層次的分析工作，必須徹

底瞭解歷史音韻變遷的狀況，整理九方言點平面音系概況時，特別關注這些語音

現象在歷史上的對應關係以及意義。因此，本章描述音系及語音現象，主要多以

中古時期的音韻地位稱呼之，並初步確認成系統的文白讀音。本章可以作為第三

章及第四章韻母層次分析的前導。 

第一節 開化方言 

一、聲母系統： 

 不送氣清塞

音或塞擦音 

送氣清塞音

或塞擦音 

濁塞音 

或濁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p pʰ b m f v 

舌尖音 t tʰ d n  l 

 ts tsʰ dz  s z 

舌面音 tɕ tɕʰ dʑ ȵ ɕ ʑ 

舌根音 k kʰ ɡ ŋ x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 

2. 中古知精莊章及見系聲母，會受到韻母細音成分的影響而產生顎化現象。

換言之，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讀作

[tɕ,tɕʰ,dʑ,ɕ,ʑ]。 

3. 中古非系聲母的文讀音為[f,f,v,v(或 0)]，白讀音為[p,pʰ,b,m]。 

4. 中古知系聲母除了徹母無白讀音表現之外，知母及澄母有一組白讀音為

[t,d]。娘母除了[n][ȵ]之外（分別接洪音及細音韻母），尚有成音節舌尖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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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n̩]的讀法，為後起的文讀音。 

5. 中古從母今基本上讀同邪母[z,dz]。崇母普遍有濁擦音[z]及濁塞擦音[dz]兩

讀。 

6. 章系讀音為[ts,tsʰ,dz,s,z]或[tɕ,tɕʰ,dʑ,ɕ,ʑ]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讀作零聲母，

例如「周、帚、咒、腫、種」等字；昌母有白讀音[tʰ]，例如「銃」字；

書母有送氣清塞擦音[tɕʰ]的白讀音，例如「手、鼠、深」等字。船母及禪

母基本上無法分別，均有擦音及塞擦音兩讀（[dz,z]及[dʑ,ʑ]），目前不確定

何者為文讀音、何者為白讀音。 

7. 日母基本上有舌尖鼻音[n]及舌面鼻音[ȵ]讀法，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

細音韻母。遇到止攝三等字例如「耳、而、爾、二」等字時，聲韻結合的

結果，整個音節會變讀為[ṇ]及[ø]，其中[ø]為更後起的文讀音。此外，日

母也常會出現濁擦音[ʑ]，讀同船禪母的情形，例如「柔、如、儒、人、

潤、讓、然、絨、肉、辱、若」等字。 

8. 見系讀音為[k,kʰ,ɡ,ŋ]及[tɕ,tɕʰ,dʑ,ȵ]，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音韻母。

少數見母字有零聲母的讀法，例如「叫、箕、雞」等字。疑母基本上讀[ŋ]

及[ȵ]，不過常丟失讀為零聲母，無論洪音韻或細音韻皆然，這類讀作零

聲母的疑母字有「疑、宜、儀、毅、危、偽、魏、蜈、梧、伍、誤、娛、

虞、愚、外、雅、岸、阮、玩」等；此外，止蟹三四等韻的疑母字，有時

會變讀為成音節舌尖鼻音[ṇ]，例如「疑、擬、議、倪、藝」等字。 

9.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ɕ]，前者接洪音韻、後

者接細音韻。匣母的音讀種類較多，計有 a.濁塞音[ɡ]，是相對存古的白讀

音；b.濁塞擦音[dʑ]及濁擦音[ʑ]的讀法，這類音讀常清化為清擦音[x]及[ɕ]，

前者接洪音韻、後者接細音韻；還有 c.丟失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的

數量最多，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韻，推測應是最晚近的匣母音讀。 

二、韻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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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ɿ i u y 

ə    

ɛ  uɛ  

e ie ue ye 

ø    

ɔ iɔ uɔ  

o  uo yo 

əɯ iəɯ   

ɯ iɯ   

ui    

ã iã uã yã 

  uɑ̃  

ɛ ̃ iɛ ̃ uɛ ̃ yɛ ̃

əŋ iŋ   

oŋ ioŋ   

ʌʔ iɛʔ uʌʔ yɛʔ 

ɔʔ iɔʔ uɔʔ yɔʔ 

əʔ    

 ieʔ  yeʔ 

   yoʔ 

m̩    

ṇ    

各攝主要的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如下： 

開化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止攝 -- -- i -- -- -- ui -- 

蟹攝 ɛ,e ɛ i,e i,e uɛ,ue,ui uɛ ui,ue 

非系 i,e 

ui 

遇攝 -- -- -- -- u/uo -- y/yo 

非系 u/uo 

-- 

流攝 ɯ/u -- iɯ -- -- -- -- -- 

果攝 ɔ, o -- --1 -- o -- --2 -- 

假攝 -- ɔ ie -- -- uɔ -- -- 

                                                      
1
 果攝開口三等字少，語料僅「茄」一字，不足以表現系統性，故表格中暫時從略。 

2
 果攝合口三等字少，語料僅「靴」一字（遂昌尚有「瘸」一字），故表格中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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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攝 ɔ/əɯ ɔ/əɯ iɔ/iəɯ iɔ/iəɯ -- -- -- -- 

咸攝 ã,uɑ̃ ã iɛ ̃ iɛ ̃ -- -- 非系 ã 

見系 iɛ ̃

-- 

咸入 ʌʔ ʌʔ iɛʔ iɛʔ -- -- 非系 ʌʔ -- 

山攝 ã,oŋ ã iɛ ̃ iɛ ̃ uã,uɑ̃ 

幫系 ã,ɛ ̃

uã yɛ ̃ yɛ ̃

山入 ʌʔ ʌʔ iɛʔ iɛʔ uʌʔ 

幫系 ʌʔ 

uʌʔ yɛʔ 

非系 ʌʔ 

 

宕攝 ã,oŋ -- iã, ioŋ -- uã, yã -- uã/yã -- 

宕入 ʌʔ,ɔʔ -- iɛʔ -- uʌʔ -- -- -- 

江攝 -- ã,oŋ -- -- -- -- -- -- 

江入 -- ɔʔ -- -- -- -- -- -- 

深攝 -- -- iŋ,ɛ ̃ -- -- -- -- -- 

深入 -- -- ieʔ -- -- -- -- -- 

臻攝 ɛ ̃ ɛ ̃ iŋ,ɛ ̃ -- uɛ,̃uɑ̃ -- yŋ 

非系 ɛ ̃

-- 

臻入 -- --3 ieʔ -- uʌʔ 

幫系 ʌʔ 

-- yeʔ,yɛʔ 

非系 ʌʔ 

-- 

曾攝 əŋ/iŋ -- iŋ -- --4 -- -- -- 

曾入 ʌʔ -- ieʔ -- uʌʔ -- --5 -- 

梗攝 -- əŋ/iŋ iŋ iŋ -- oŋ yŋ --6 

梗入 -- ʌʔ,ɔʔ ieʔ ieʔ -- uʌʔ yeʔ -- 

通攝 -- -- -- -- əŋ,oŋ -- ioŋ -- 

通入 -- -- -- -- əʔ,ɔʔ -- əʔ,yoʔ,yɔʔ 

非 ə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同等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

母皆細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字文讀[ɿ]、白讀[ə]，開口日母字文讀[ø]、白讀[ṇ,i]。蟹攝三

四等開口齒音字亦有讀[ɿ]、[ə]者。 

3. 遇攝魚韻尚有讀[ie]、[ə]（精系）、[ɔ]（知莊系）者，虞韻尚有讀[iɯ]

                                                      
3
 臻攝入聲開口二等字少，表格中暫時從缺。 

4
 曾攝合口一等僅「弘」一字，故表格中暫時從缺。 

5
 曾攝入聲合口三等字少，語料僅一字「域」，故表格中暫時從缺。 

6
 梗攝合口四等字少，開化僅「熒」一字，龍游、雲和、慶元僅「螢」一字，玉山、遂昌僅「螢、

迥」或「螢、滎」二字，常山、江山、廣豐則無字。故表格中暫時從缺。 



 

31 
 

者，模韻明母字則有讀[əɯ]者。 

4. 流攝三等亦有讀[uo]（非系字）及[yo]（其他）者。 

5. 咸攝開口一等[oŋ]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咸入開口一等部分見影系

白讀韻[uʌʔ]。 

6.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əŋ][oŋ]，例如「卵、斷、關」等。山入開口

一二等部分見曉系字韻母[ɔʔ]。山入合口一等端精系字「奪、撮」韻

母為[əʔ]。山入合口三等字「劣、雪、鈅」韻母為[iɛʔ]。 

7. 宕攝開口三等的微母字及莊系字，文讀韻為[uã]；非系字則有文白讀

[ã/iã]。江攝二等知莊系字韻母有[ioŋ]讀法。宕入合口一等字「鑊」韻

母為[yɛʔ]。江入二等知莊系字韻母讀[iɔʔ]。 

8. 深攝三等部分章系字及臻攝開口三等部分知章系字韻母有[yɛ]̃讀法。

臻攝開口三等[yŋ]為仙元有別之仙韻讀法。深入「汁、十」韻母為[yɛʔ]；

「入什」韻母為[yeʔ]。 

9. 梗攝合口二等尚有[uɛ]̃、[uã]韻讀法。曾入開口一等明母字有白讀韻[ɔʔ]；

開口三等莊系字韻母[ʌʔ]。梗入開口三等字「石、惜」韻母為[iɛʔ]。 

10. 通攝三等部分非系字韻母為[əŋ]。 

三、聲調系統7： 

 單字調 

陰平 45 

陽平 341 

陰上 53 

陰去 423 

陽去 212 

陰入 5 

陽入 24 

                                                      
7
 吳語處衢方言普遍有豐富的連調變化，由於連調變化屬於平面語音現象，與本文主題相距較遠，

故此從略，本章僅說明單字調的調類、調值，及其與歷史音韻的對應關係。 



 

32 
 

1. 古全濁上聲字今大多歸陽去調[212]，少數歸陰上調[53]。古全濁上聲字與

全濁去聲字今聲調合流，皆歸入陽去調，但在連讀調當中仍可分別：古濁

上來源的陽去調作為前字時的變調基本上為[21]，古濁去來源的陽去調作

為前字時的變調則為[33]。 

2. 古次濁上聲字今聲調大多歸陽去調，少數歸陰上調，找不到分化的條件。 

第二節 常山方言 

一、聲母系統： 

 不送氣清塞

音或塞擦音 

送氣清塞音

或塞擦音 

濁塞音 

或濁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p pʰ b m f v 

舌尖音 t tʰ d n  l 

 ts tsʰ dz  s z 

舌面音 tɕ tɕʰ dʑ ȵ ɕ ʑ 

舌根音 k kʰ ɡ ŋ x  

喉音      ɦ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 

2. 知精莊章及見系諸聲母，普遍會受到韻母當中具細音成分介音的影響而

產生顎化現象。因此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

讀作[tɕ,tɕʰ,dʑ,ɕ,ʑ]。 

3. 非系聲母的文讀音為[f,f,v,v(或零聲母)]，白讀音讀同幫系[p,pʰ,b,m]。 

4. 知系聲母除了徹母無白讀音表現之外，知母及澄母有一組白讀音讀同端

系[t,d]。娘母除了[n][ȵ]之外，尚有成音節舌尖鼻音[n̩]及舌根鼻音[ŋ]的讀

法，二者均為後起的文讀音。 

5. 從母今基本上讀同邪母[z,dz]。 

6. 崇母普遍有濁擦音[z]及濁塞擦音[dz]兩讀，少數崇母字會清化為[ts]，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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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楂山~、寨」等字。 

7. 章系讀音為[ts,tsʰ,dz,s,z]或[tɕ,tɕʰ,dʑ,ɕ,ʑ]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讀作零聲母，

例如「周、帚、腫、種」等字；昌母有白讀音[tʰ]，例如「銃」字；書母

有送氣清塞擦音[tsʰ][tɕʰ]的白讀音，例如「手、鼠、深」等字。船禪母基

本上無法分別，均有擦音及塞擦音兩讀，目前不確定何者為文讀音、何

者為白讀音。 

8. 日母基本上有舌尖鼻音[n]及舌面鼻音[ȵ]讀法，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

細音韻母。遇到止攝三等字例如「耳、而、爾、二」等字時，會變讀為

[ṇ] 及[ar]，其中[ar]為更後起的變化。另，日母也常會出現濁擦音[z][ʑ]，

讀同船禪母的情形，例如「人、仁、潤、日、戎、肉、辱、若」等字，

其中[z]接洪音韻母、[ʑ]接細音韻母；而這類接細音韻母的日母字，還會

有進一步變讀為零聲母的情形，例如「擾、如、絨、入、然」等字。 

9. 見系讀音為[k,kʰ,ɡ,ŋ]及[tɕ,tɕʰ,dʑ,ȵ]，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音韻母。

少數見母字有零聲母的讀法，例如「叫、箕、雞」等字。疑母基本上讀

[ŋ]及[ȵ]，有時會變讀為零聲母，無論洪細韻母皆然，這類讀作零聲母的

疑母字有「宜、危、漁、梧、伍、午、虞、外、餓、牙、雅、瓦、阮、

玩」等；此外，止蟹三四等韻的疑母字，偶爾會變讀為成音節舌尖鼻音

[ṇ]，例如「疑、義、藝」等字。 

10.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ɕ]，前者接洪音韻、後

者接細音韻。匣母的音讀種類較多，計有：a.濁塞音[ɡ]，是相對存古的白

讀音，此類音遇具喉塞尾的後高元音韻母時，會變讀為舌根鼻音[ŋ]，例

如「鶴」字。b.濁塞擦音[dʑ]及濁擦音[ʑ][ɦ]的讀法，[ɦ]接洪音韻、[dʑ][ʑ]

接細音韻；[ɦ][dʑ][ʑ]這類音讀常清化為清擦音[x]及[ɕ]，前者接洪音韻、

後者接細音韻。最後還有 c.丟失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的數量最多，

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韻，有少數遇[u]元音者會產生摩擦徵性變讀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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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滬」字，我們推測這類讀法是最晚近的匣母音讀。 

二、韻母系統： 

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ɿ i u y 

ɑ iɑ uɑ yɑ 

ɛ  uɛ  

ɔ iɔ   

ə  uə  

e ie ue ye 

o    

ɤɯ iɤɯ   

əɯ iɯ   

ui    

ar    

ã iã uã yã 

ʌ ̃  uʌ ̃ yʌ ̃

 iẽ   

õ iõ   

  虧   

oŋ ioŋ   

aʔ iaʔ uaʔ  

ɛʔ  uɛʔ  

ʌʔ iʌʔ uʌʔ yʌʔ 

 iəʔ   

eʔ ieʔ ueʔ yeʔ 

oʔ ioʔ   

m̩    

ṇ    

各攝主要的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 

常山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止攝 -- -- i -- -- -- ui -- 

蟹攝 ɛ,e ɛ i,e i,e uɛ,ue uɛ ui,ue 

非系 i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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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攝 -- -- -- -- u/uə -- y/ye 

非系 u/uə 

-- 

流攝 əɯ/u -- iɯ -- -- -- -- -- 

果攝 o, ɔ -- -- -- o, ɔ -- -- -- 

假攝 -- ɑ ie -- -- uɑ -- -- 

效攝 ɔ/ɤɯ ɔ/ɤɯ iɔ/iɤɯ iɔ/iɤɯ -- -- -- -- 

咸攝 ã,uʌ̃ ã iẽ iẽ -- -- 非系 ã 

見系 iẽ 

-- 

咸入 aʔ aʔ iəʔ,iaʔ iəʔ,iaʔ -- -- 非系 aʔ -- 

山攝 ã, õ ã iẽ iẽ uʌ,̃ õ uã,uʌ ̃ yʌ ̃ yʌ ̃

山入 ʌʔ,aʔ ʌʔ,aʔ iəʔ iəʔ uʌʔ,uaʔ 

幫系 ʌʔ,aʔ 

uaʔ yʌʔ 

非系 aʔ 

yʌʔ 

宕攝 ã, õ -- iã -- uã/iõ -- uã, iõ -- 

宕入 ʌʔ,aʔ -- iaʔ -- uʌʔ -- -- -- 

江攝 -- ã, õ -- -- -- -- -- -- 

江入 -- ʌʔ,aʔ -- -- -- -- -- -- 

深攝 -- --  -- -- -- -- -- 

深入 -- -- eʔ,ieʔ -- -- -- -- -- 

臻攝 ʌ,̃oŋ   -- uʌ ̃ -- 虧  

ʌ,̃oŋ 

-- 

臻入 -- -- eʔ,ieʔ -- oʔ,ʌʔ,uʌʔ 

幫系 ʌʔ 

-- yeʔ,yʌʔ 
非系 oʔ,ʌʔ 

-- 

曾攝 oŋ --  -- -- -- -- -- 

曾入 ʌʔ -- eʔ,ieʔ -- uʌʔ -- -- -- 

梗攝 -- oŋㄚ    -- oŋ 虧  -- 

梗入  ʌʔ,aʔ eʔ,ieʔ eʔ,ieʔ -- uaʔ yeʔ -- 

通攝 -- -- -- -- oŋ -- ioŋ,iõ -- 

通入 -- -- -- -- oʔ -- oʔ,ioʔ,iʌʔ 

非系 o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同等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母

皆細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齒音字文讀[ɿ]、白讀[ə]，開口日母字文讀[ar]、白讀[ṇ]。蟹攝

開口四等齒音字亦有少數讀[ɿ]、[ə]者。 

3. 遇攝魚韻尚有讀[ie]、[ə]、[ɑ]（知莊系）者，虞韻尚有讀[i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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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攝三等亦有讀[uə]及[ye]者。 

5. 果攝合口一等部分見曉系有白讀音[ye]。 

6. 咸攝開口一等[oŋ]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咸入開口一等部分見影系

[ʌʔ]/[uʌʔ]。 

7.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oŋ]，例如「卵、斷、管、關」等。山入合口

一等來精系字「捋、撮」韻母為[oʔ]。山入合口三等字「劣」韻母為[iəʔ]。 

8. 宕攝開口三等的部分莊章系字亦有讀[õ]者；非系字則有文白讀[ã/iã]。江

攝二等知系字「樁」韻母為[iõ]。宕入合口一等字「鑊」韻母為[iʌʔ]。江

入二等知系字「桌」韻母為[iʌʔ]。 

9. 深攝三等書母「深」字韻母有[yʌ]̃讀法。臻攝開口三等[虧 ]為仙元有別之

仙韻讀法。深入「澀、汁、十」韻母為[ɛʔ]。曾入開口一等幫系字韻母為

[oʔ]；開口三等莊系字韻母為[ɛʔ]。梗入開口二等部分幫知見系字韻母為

[ɛʔ]，合口二等為[uɛʔ]，此組韻母為梗攝開口二等獨立、不與曾攝一等合

流的韻母。梗入開口三四等部分幫見系字韻母為[iəʔ]。梗攝開口三等字

「惜、石」韻母為[iaʔ]。 

10. 通攝三等部分非系字韻母為[ã]。古中部字「冬、農、蟲」韻母為[ã]。通

入一等「毒」、三等「伏、目、福、幅、服、六、竹」等古之幽部字韻母

讀[aʔ]。 

三、聲調系統： 

 單字調 

陰平 45 

陽平 341 

陰上 52 

陽上 24 

陰去 423 

陽去 212 

陰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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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入 34 

1. 部分古全濁去聲字不讀陽去調[212]而讀陽上調[24]。 

2. 古次濁上聲字的聲調有文白讀的分別，文讀陰上調[52]，白讀陽上調[24]。 

3. 古清去字的聲調有文白讀的分別，文讀陰上調[52]，白讀陰去調[423]。 

4. 部分來自古濁上及濁去的姓及地名的單字，今讀陽平調[341]，例如「魏、

范、滬、豫、孟、鄧」等字。 

第三節 江山方言 

一、聲母系統： 

 不送氣清塞

音或塞擦音 

送氣清塞音

或塞擦音 

濁塞音 

或濁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p pʰ b m f  

舌尖音 t tʰ d n  l 

 ts tsʰ dz  s  

舌面音 tɕ tɕʰ dʑ ȵ ɕ  

舌根音 k kʰ ɡ ŋ x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基本上讀濁音，但濁擦音聲母今讀清音，不讀濁音，例如從邪

崇船禪等母。（匣母白讀音為[ɡ]，文讀音則幾乎全為零聲母讀法所取代。） 

2. 知精莊章及見系諸聲母，普遍會受到韻母當中具細音成分介音的影響而產

生顎化現象。因此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讀作

[tɕ,tɕʰ,dʑ,ɕ]。 

3. 奉母文讀音為[f]，讀同非敷母的文讀音。 

4. 徹母無白讀音表現，知母及澄母有一組白讀音讀同端系[t,d]。娘母除了

[n][ȵ]之外，尚有舌根鼻音[ŋ]的讀法，此讀為後起的文讀音。 

5. 部分從母讀同邪母[s]。崇母普遍有清擦音[s]及濁塞擦音[dz]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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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系讀音為[ts,tsʰ,s,dz]或[tɕ,tɕʰ,ɕ,dʑ]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有零聲母及[t]

兩音，零聲母者例如「帚、腫、種」等字，[t]者例如「鐘」字；書母有送

氣清塞擦音[tɕʰ]的白讀音，例如「手、鼠、伸、深」等字。船禪母基本上

無法分別，均有清擦音及濁塞擦音兩讀（[s,dz]及[ɕ,dʑ]），目前不確定何者

為文讀音、何者為白讀音。 

7. 日母基本上有舌尖鼻音[n]及舌面鼻音[ȵ]讀法，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

細音韻母。遇到止攝三等字時仍然讀[ȵ]，並不會產生變讀。此外，日母

常出現清擦音[ɕ]，讀同船禪母的情形，例如「如、孺、人、閏、潤、日、

絨、然、辱、若」等字。 

8. 見系讀音為[k,kʰ,ɡ,ŋ]，江山的[k,kʰ,ɡ]可同時接洪細音韻母，因此見溪群母

沒有顎化音。少數見母字有零聲母的讀法，例如「叫、箕、雞」等字。疑

母基本上讀[ŋ]及[ȵ]，前者接洪音韻、後者接細音韻；此外，疑母偶爾會

變讀為零聲母，無論洪細韻母皆然，這類讀作零聲母的疑母字有「危、衙、

梧、吳、虞、外、岸、元、阮、頑」等。 

9.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

韻。匣母的音讀種類較多，計有 a.濁塞音[ɡ]，是相對存古的白讀音；這類

音遇到鼻化韻或具後高元音的韻母時，偶爾會變讀為舌根鼻音[ŋ]，例如

「杏」「互」等字。也有 b.濁塞擦音[dʑ]及濁擦音[ʑ][ɦ]的讀法，[ɦ]接洪音

韻、[dʑ][ʑ]接細音韻；[ɦ][dʑ][ʑ]這類音讀常清化為清擦音[x]及[ɕ]，前者接

洪音韻、後者接細音韻。最後還有 c.丟失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的數

量最多，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韻，有少數遇[u]元音者會產生摩擦徵性

變讀為[v]，例如「滬」字，我們推測這類讀法是最晚近的匣母音讀。 

二、韻母系統： 

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i u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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ɒ iɒ ua yɑ 

æ iæ uæ  

ə iə uə yə 

ᴇ  uᴇ yᴇ 

e    

o    

ɐɯ iɐɯ   

ɯ iɯ   

ã iã uã yã 

ɔ ̃ iɔ ̃   

æ̃ iᴇ ̃ uæ̃ yᴇ ̃

œ̃    

 iŋ  yiŋ 

əŋ    

oŋ ioŋ   

aʔ iaʔ uaʔ yaʔ 

ɒʔ iɒʔ   

ᴇʔ iᴇʔ  yᴇʔ 

œʔ    

əʔ    

oʔ ioʔ   

各攝主要的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 

江山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止攝 -- -- i -- -- -- uᴇ -- 

蟹攝 æ, ᴇ æ i,e i,e uæ,uᴇ uæ uᴇ 

非系 ᴇ 

uᴇ 

遇攝 -- -- -- -- u/uə -- y/yə 

非系 u,uə 

-- 

流攝 ɯ/u -- iɯ -- -- -- -- -- 

果攝 o -- -- -- o, ɔ -- -- -- 

假攝 -- ɒ iə -- -- ua -- -- 

效攝 ɐɯ ɐɯ iɐɯ iɐɯ -- -- -- -- 

咸攝 ã, ɔ̃ ã iᴇ ̃ iᴇ ̃ -- -- 非系 ã 

見系 iᴇ ̃

-- 

咸入 ɒʔ,aʔ ɒʔ,aʔ iᴇʔ iᴇʔ -- -- 非系 a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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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攝 ã, ɔ̃ ã iᴇ ̃ iᴇ ̃ uæ̃, ɔ̃ uã yᴇ ̃ yᴇ ̃

山入 ɒʔ,aʔ ɒʔ,aʔ iᴇʔ iᴇʔ ɒʔ,uaʔ 

幫系 ɒʔ,aʔ 

uaʔ yᴇʔ 

非系 aʔ 

yᴇʔ 

宕攝 ã, ɔ̃ -- iã, iɔ̃ -- uã/yã -- uã/yã -- 

宕入 ɒʔ,aʔ -- iaʔ -- ɒʔ,uaʔ -- -- -- 

江攝 -- ɔ ̃ -- -- -- -- -- -- 

江入 -- ɒʔ,aʔ -- -- -- -- -- -- 

深攝 -- -- iŋ,œ̃ -- -- -- -- -- 

深入 -- -- iᴇʔ -- -- -- -- -- 

臻攝 æ̃ iŋ iŋ,œ̃ -- uæ̃ -- yiŋ 

非系 æ̃,oŋ 

-- 

臻入 -- -- iᴇʔ -- oʔ,əʔ 

幫系 oʔ 

-- yᴇʔ,ioʔ,œʔ 

非系 oʔ 

-- 

曾攝 æ̃ -- iŋ -- -- -- -- -- 

曾入 əʔ -- iᴇʔ -- oʔ -- -- -- 

梗攝 -- ã iŋ iŋ -- oŋ,uã yiŋ -- 

梗入 -- aʔ iᴇʔ iᴇʔ -- uaʔ yᴇʔ -- 

通攝 -- -- -- -- oŋ -- ioŋ,iɔ ̃ -- 

通入 -- -- -- -- oʔ -- oʔ,ioʔ,iɒʔ 

非系 o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同等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母

皆細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齒音字文讀[ɯ]、白讀[ə]。蟹攝開口四等齒音字亦有少數讀[ɯ]、

[ə]者。 

3. 遇攝魚韻尚有讀[iə]、[ə]、[ɒ]（知莊系）者，虞韻尚有讀[iɯ]者。 

4. 流攝三等亦有少數字讀[uə]（非系字）及[yə]（其他）者。 

5. 果攝合口一等部分見曉系有白讀音[yə]。 

6. 咸攝開口一等[əŋ]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 

7.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oŋ][əŋ]，例如「卵、斷、管、關」等。山入開

口四等字「捏」韻母為[iaʔ]。山入合口一等來清母字「撮」韻母為[əʔ]。

山入合口三四等字「越、缺」韻母為[iᴇ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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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宕攝開口非系字有[ɔ]̃（輕唇母）、[oŋ]（重唇母）兩種讀法。江攝二等知

莊系字韻母有[iɔ]̃讀法。宕入合口一等字「霍、鑊」韻母為[yaʔ]。江入二

等知莊系字韻母為[iɒʔ]。 

9. 臻攝開口三等[yiŋ]為仙元有別之仙韻讀法。深入「澀、汁、十」韻母為

[œʔ]。 

10. 梗攝二等有一個獨立的韻母[ã][uã]，未與曾攝一等韻合流。曾入開口一

等幫系字韻母為[oʔ]，開口三等莊系字韻母為[əʔ]。梗入開口二等明母字

「陌」韻母為[oʔ]；開口三等「惜、石」韻母為[iaʔ]。 

11. 通攝三等部分非系字韻母為[ɔ]̃。古中部字「冬、儂、蟲」韻母為[ã]。通

攝古之幽部字「伏、福、幅」韻母為[ɒʔ]、「六、竹」韻母為[aʔ]。 

三、聲調系統及變調規則： 

 單字調 

陰平 44 

陽平 313 

陰上 243 

陽上 33 

陰去 52 

陽去 31 

陰入 5 

陽入 3 

1. 少數古清上字今讀陰平調[44]或陰去調[52]。 

2. 少數古清去字今讀陰上調[243]。 

第四節 廣豐方言 

一、聲母系統： 

 不送氣清塞 送氣清塞音 濁塞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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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或塞擦音 或塞擦音 或濁塞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p pʰ b m f  

舌尖音 t tʰ d n  l 

 ts tsʰ dz  s  

舌面音 tɕ tɕʰ dʑ ȵ ɕ  

舌根音 k kʰ ɡ ŋ x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基本上讀濁音，但濁擦音聲母今讀清音，不讀濁音，例如從邪

崇船禪匣等母。 

2. 知精莊章及見系諸聲母，普遍會受到韻母當中具細音成分介音的影響而產

生顎化現象。因此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讀作

[tɕ,tɕʰ,dʑ,ɕ]。 

3. 奉母文讀音為[f]，讀同非敷母的文讀音。 

4. 徹母無白讀音表現，知母及澄母有一組白讀音讀同端系[t,d]。娘母除了

[n][ȵ]之外，尚有成音節舌尖鼻音[n̩]及舌根鼻音[ŋ]的讀法，二者均為後起

的文讀音，而[ŋ]應為[n̩]的後起變化。 

5. 從母基本上讀同邪母[s,dz]。崇母普遍有清擦音[s]及濁塞擦音[dz]兩讀。 

6. 章系讀音為[ts,tsʰ,s,dz]或[tɕ,tɕʰ,ɕ,dʑ]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讀作零聲母，

例如「腫、種」等字；書母有送氣清塞擦音[tɕʰ]的白讀音，例如「翅、手、

鼠」等字。船禪母基本上無別，均有清擦音及濁塞擦音兩讀（[s,dz]及[ɕ,dʑ]），

目前不確定何者為文讀音、何者為白讀音。 

7. 日母基本上有舌尖鼻音[n]及舌面鼻音[ȵ]讀法，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

細音韻母。遇到止攝三等字例如「耳」字會變讀為[ṇ]。另，並不像上述

其他方言點那樣，廣豐的日母並不會出現讀同船禪母擦音的情形，轉而替

代的是出現較為大量的零聲母讀法，都接細音韻母，例如「擾、柔、如、

汝、乳、人、仁、忍、閏、潤、讓、若、然、日、任、絨、辱、褥、仍」

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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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見系讀音為[k,kʰ,ɡ,ŋ]，廣豐的[k,kʰ,ɡ]可同時接洪細音韻母，因此見溪群母

沒有顎化音。少數見母字有零聲母的讀法，例如「叫」字。疑母基本上讀

[ŋ]及[ȵ]，前者接洪音韻、後者接細音韻；此外，疑母偶爾會變讀為零聲

母，無論洪細韻母皆然，這類讀作零聲母的疑母字有「宜、危、偽、外、

我、餓、瓦、岸、玩、頑」等。 

9.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

韻。匣母基本上已全數清化，沒有看到濁音的例子，一般讀作清擦音[x]，

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韻。另，匣母還有丟失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

的數量頗多，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韻；遇到後高元音[u]韻、以及通攝

合口一等字時，會變讀為成音節舌根鼻音[ŋ̩]，例如「後、洪、紅、鴻」

等字，我們推測零聲母及成音節鼻音的讀法是較為晚近的匣母音讀。 

二、韻母系統： 

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ɿ    

ɿə i u y 

ɑ iɑ uɑ  

a  ua  

ɐi  uɐi  

e ie  ye 

o    

ɤ  uɤ  

ɑɔ iɑɔ   

ɤɯ iɤɯ   

eɯ iɯ   

ui    

ã iã uã yã 

æ̃  uæ̃  

ɑ̃ɔ    

  uɐ̃  

 iẽ  y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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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ŋ iŋ   

oŋ ioŋ   

ɐʔ iɐʔ uɐʔ yɐʔ 

ɤʔ  uɤʔ yɤʔ 

eʔ ieʔ   

oʔ ioʔ   

m̩    

ṇ    

ŋ̩    

各攝主要的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 

廣豐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止攝 -- -- i -- -- -- ui -- 

蟹攝 a,ɐi a i i ua,uɐi ua ui 

非系 i 

ui 

遇攝 -- -- -- -- u/uɤ -- y/ye 

非系

u,uɤ 

-- 

流攝 eɯ/u -- iɯ -- -- -- -- -- 

果攝 o -- -- -- o,uɤ -- -- -- 

假攝 -- ɑ ie -- -- uɑ -- -- 

效攝 ɑɔ/ɤɯ ɑɔ/ɤɯ iɑɔ/iɤɯ iɑɔ/iɤɯ -- -- -- -- 

咸攝 ã, æ̃ ã iẽ iẽ -- -- 非系 ã 

見系 iẽ 

-- 

咸入 ɐʔ ɐʔ iɐʔ iɐʔ -- -- 非系 ɐʔ -- 

山攝 ã, uɐ̃(見

影系) 

ã iẽ iẽ uɐ̃, ã uã yẽ yẽ 

山入 ɐʔ ɐʔ iɐʔ iɐʔ uɐʔ 

幫系 ɐʔ 

uɐʔ yɐʔ 

非系 ɐʔ 

yɐʔ 

宕攝 ɑ̃ɔ --  -- ɑ̃ɔ/yã -- ɑ̃ɔ/yã -- 

宕入 ɐʔ,uɐʔ -- iɐʔ -- uɐʔ -- -- -- 

江攝 -- ɑ̃ɔ -- -- -- -- -- -- 

江入 -- ɐʔ,uɐʔ -- -- -- -- -- -- 

深攝 -- -- eiŋ 

i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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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 -- -- eʔ,ieʔ -- -- -- -- -- 

臻攝 æ̃ eiŋ iŋ -- uɐ̃ -- ioŋ 

非系

uɐ̃,oŋ 

-- 

臻入 -- -- eʔ,ieʔ -- uɐʔ 

幫系 ɐʔ 

-- yɤʔ,yɐʔ 

uɤʔ 

-- 

曾攝 æ̃ -- eiŋ 

iŋ 

-- -- -- -- -- 

曾入 ɐʔ -- eʔ,ieʔ -- uɤʔ,uɐʔ -- -- -- 

梗攝 -- æ̃ eiŋ 

iŋ 

eiŋ 

iŋ 

-- uæ̃ ioŋ -- 

梗入 -- ɐʔ eʔ,ieʔ eʔ,ieʔ -- uɐʔ yɤʔ -- 

通攝 -- -- -- -- oŋ,影匣

母 ŋ̩ 

-- ioŋ -- 

通入 -- -- -- -- uɤʔ(明

來母 ɤʔ) 

-- uɤʔ(明

來母 ɤʔ) 

uɤ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母皆細

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齒音字文讀[ɿ]、白讀[ɿə]，開口日母字文讀[ṇ]、白讀[i]。蟹攝開

口四等齒音字亦有少數讀[ɿə]者。 

3. 遇攝魚韻尚有讀[ie]、[ɤ]、[ə]、[ɑ]（知莊系）者，虞韻尚有讀[iɯ]者。 

4. 流攝三等亦有少數字讀[uɤ]（非系字）及[ye]（其他）者。 

5. 果攝合口一等部分見曉系有[ye]韻讀法。 

6. 咸攝開口一等[iŋ]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 

7.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oŋ][eiŋ]，例如「斷、管、關」等。山入開口一

二等部分見曉系字韻母[uɐʔ]。山入合口一等字「拖、捋、撮」韻母為[eʔ]。

山入合口三等字「劣」韻母為[iɐʔ]。 

8. 宕攝開口三等的部分莊系字韻母有[ɑ̃ɔ]讀法；非系字則有文白讀[ɑ̃ɔ/iã]。

宕入合口一等字「霍」韻母為[ya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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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深攝三等知母「砧」字以及臻攝開口三等知母「陣、陳」字韻母有[yẽ]

讀法。臻攝開口三等[ioŋ]為仙元有別之仙韻讀法。深入章系字「汁、十、

濕」韻母為[ɐʔ]。 

10. 曾入開口部分幫系字韻母為[uɤʔ,ɤʔ]，開口三等莊系字韻母為[ɐʔ]。梗入

開口三等字「石、溺」韻母為[iɐʔ]。 

三、聲調系統： 

 單字調 

陰平 445 

陽平 341 

陰上 52 

陽上 24 

陰去 424 

陽去 223 

陰入 5 

陽入 23 

1. 部分古清上字和次濁上聲字今讀陰平調[445]，例如：「鄙、否、酒、擾、

偶」等。 

2. 部分古全濁上聲字今讀陽去調[223]，例如：「待、幸、盾、腎、靜」等字。 

3. 少數古全濁去聲字今讀陰去調[424]，例如：「寨、袖、匠、岸」，可能是

受到濁擦音聲母清化的影響。 

第五節 玉山方言 

一、聲母系統： 

 不送氣清塞

音或塞擦音 

送氣清塞音

或塞擦音 

濁塞音 

或濁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p pʰ b m f v 

舌尖音 t tʰ d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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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 tsʰ dz  s z 

舌面音 tɕ tɕʰ dʑ ȵ ɕ ʑ 

舌根音 k kʰ ɡ ŋ x  

喉音      ɦ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 

2. 知精莊章及見系諸聲母，普遍會受到韻母當中具細音成分介音的影響而產

生顎化現象。因此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讀作

[tɕ,tɕʰ,dʑ,ɕ,ʑ]。 

3. 非系聲母的文讀音為[f,f,v,v(或零聲母)]，白讀音讀同幫系[p,pʰ,b,m]。 

4. 徹母無白讀音表現，知母及澄母有一組白讀音讀同端系[t,d]。娘母除了

[n][ȵ]之外，尚有舌根鼻音[ŋ]的讀法，此讀為後起的文讀音。 

5. 部分從母讀同邪母[z]。崇母普遍有濁擦音[z]及濁塞擦音[dz]兩讀。 

6. 章系讀音為[ts,tsʰ,z,s,dz]或[tɕ,tɕʰ,ʑ,ɕ,dʑ]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讀作零聲母，

例如「腫、種」等字；書母有送氣清塞擦音[tɕʰ]的白讀音，例如「翅、手、

鼠、深」等字。船禪母基本上無別，均有濁擦音及濁塞擦音兩讀（[z,dz]

及[ʑ,dʑ]），目前不確定何者為文讀音、何者為白讀音。 

7. 日母基本上有舌尖鼻音[n]及舌面鼻音[ȵ]讀法，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

細音韻母。遇到止攝三等字時基本上沒有變讀情形。此外，日母會出現濁

擦音[z][ʑ]，讀同船禪母的情形，例如「柔、人、仁、忍、日、任、戎、

仍、耳、爾、如、乳、儒、閏、潤、然、辱、褥」等字，其中[z]接洪音韻

母、[ʑ]接細音韻母。 

8. 見系讀音為[k,kʰ,ɡ,ŋ]，玉山的[k,kʰ,ɡ]可同時接洪細音韻母，因此見溪群母

沒有顎化音8。少數見母字有零聲母的讀法，例如「叫、箕」等字。疑母

基本上讀[ŋ]及[ȵ]，前者接洪音韻、後者接細音韻；此外，疑母偶爾會變

                                                      
8
 玉山見母字「驕、嬌」讀作[tɕiɐɯ]，僅此二字聲母為顎化音，其餘接細音韻母的見母字仍讀為[k]，

推測這兩字聲母的變化可能是受到普通話或開化常山等方言的影響，屬後起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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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為零聲母，無論洪細韻母皆然，這類讀作零聲母的疑母字有「宜、危、

偽、魏、外、餓、瓦、玩、頑」等。 

9.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

韻。匣母的音讀種類較多，計有：a.濁塞音[ɡ]，是相對存古的白讀音，此

類音遇具喉塞尾的後高元音韻母時，會變讀為舌根鼻音[ŋ]，例如「鶴」

字。b.濁擦音[ɦ]的讀法，有時會清化為清擦音[x]，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

韻。最後還有 c.丟失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的數量最多，可同時接洪

音韻及細音韻，我們推測此類讀法是最晚近的匣母音讀。 

二、韻母系統： 

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ɿ i u y 

ɑ iɑ uɑ  

ai  uai  

ɐi  uɐi  

ə  uə  

e ie  ye 

  uei  

ø    

o io   

ɐɯ iɐɯ   

əɯ iəɯ   

ã iã uã  

ɒ̃ iɒ̃   

æ̃   yæ̃ 

  uə̃  

 iẽ  yẽ 

   詞  

oŋ ioŋ   

ɐʔ iɐʔ uɐʔ yɐʔ 

ʌʔ iʌʔ   

eʔ ieʔ  yeʔ 

oʔ ioʔ   



 

49 
 

əʔ    

m̩    

各攝主要的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 

玉山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

四 

止攝 -- -- i -- -- -- uei -- 

蟹攝 ai,ɐi ai i i uai,uɐi uai uei 

非系 i 

uei 

遇攝 -- -- -- -- u/uə -- y/ye 

非系 u,uə 

-- 

流攝 əɯ/u -- iəɯ -- -- -- -- -- 

果攝 o -- -- -- o -- -- -- 

假攝 -- ɑ ie -- -- uɑ -- -- 

效攝 ɐɯ ɐɯ iɐɯ iɐɯ -- -- -- -- 

咸攝 ã, æ̃ ã iẽ iẽ -- -- 非系 ã 

見系 iẽ 

-- 

咸入 ɐʔ ɐʔ iɐʔ iɐʔ -- -- 非系 ɐʔ -- 

山攝 ã, ɐ̃ ã iẽ iẽ uã,æ̃,ɒ̃ uã yẽ yẽ 

山入 ʌʔ,ɐʔ ʌʔ,ɐʔ iɐʔ iɐʔ uɐʔ 

幫系 ɐʔ 

uɐʔ yɐʔ 

非系 ɐʔ 

yɐʔ 

宕攝 ã/ɒ̃ -- iã,iɒ̃ -- ɒ̃ -- ɒ̃,iɒ̃ -- 

宕入 ʌʔ -- iɐʔ -- ʌʔ,uɐʔ -- -- -- 

江攝 -- ɒ̃ -- -- -- -- -- -- 

江入 -- ʌʔ -- -- -- -- -- -- 

深攝 -- -- ㄚæ̃ -- -- -- -- -- 

深入 -- -- eʔ,ieʔ -- -- -- -- -- 

臻攝 æ̃ 詞  ,æ̃ -- uə̃ 

幫 æ̃ 

-- 詞  

æ̃,oŋ 

-- 

臻入 -- -- eʔ,ieʔ -- oʔ,uɐʔ 

幫系 ɐʔ 

-- yeʔ,ioʔ 

oʔ 

-- 

曾攝 æ̃ --  -- -- -- -- -- 

曾入 ɐʔ -- eʔ,ieʔ -- oʔ -- -- -- 

梗攝 -- æ̃/ɒ̃   -- oŋ,ɒ̃ 詞 ,ioŋ -- 

梗入 -- ʌʔ,ɐʔ eʔ,ieʔ eʔ,ieʔ -- ʌʔ,uɐʔ ioʔ -- 

通攝 -- -- -- -- oŋ -- ioŋ,i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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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入 -- -- -- -- oʔ -- oʔ,ioʔ,iʌʔ 

o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母皆細

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齒音字文讀[ɿ]、白讀[ə]。蟹攝開口四等齒音字亦有少數讀[ɿ]、

[ə]者。 

3. 遇攝魚韻尚有讀[ie]、[ə]、[ɑ]（知莊系）者，虞韻尚有讀[əɯ]者。 

4. 流攝三等亦有少數字讀[uə]（非系字）及[ye]（其他）者。 

5. 果攝合口一等見影系字另有[uɑ]韻讀法。 

6. 咸攝開口一等[oŋ]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 

7.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oŋ]，例如「斷、管、關」等。山入合口一等

清母字「撮」韻母為[əʔ]、來母字「捋」韻母為[oʔ]、端系字「脫、奪」

韻母為[ʌʔ]。山入合口三等字「劣、鈅」韻母為[iɐʔ]，合口三四等精章見

影系字韻母為[iʌʔ]。 

8. 宕攝開口三等非系字有[ɒ̃]、[iã]兩種讀法。江攝二等知莊系字韻母有[iɒ̃]

讀法。江入二等知莊系字韻母為[iʌʔ]。 

9. 臻攝開口三等部分知章系字韻母有[yæ̃]讀法。臻攝開口三等[詞 ]為仙元

有別之仙韻讀法。深入章系字「汁、十、濕」韻母為[ɐʔ]；「澀」字韻母

為[iɐʔ]。 

10. 曾入開口一等部分幫系字韻母為[oʔ]，開口三等莊系字韻母為[ɐʔ,ʌʔ]。梗

入開口三等字「石、劈」韻母為[iɐʔ]。 

11. 通攝三等部分非系字韻母為[ɒ̃]。古中部字「冬、儂、蟲」韻母為[ã]。通

入古之幽部「伏、服、竹」等字韻母讀[ɐʔ]。 

三、聲調系統： 

 單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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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平 33 

陽平 24 

陰上 45 

陽上 22 

陰去 52 

陽去 31 

陰入 5 

陽入 23 

1. 部分古全濁上聲字今讀陽去調[31]，例如：「士、待、范、腎、項」等字。 

2. 部分古次濁上聲字今讀陰上調[45]，例如：「秒、免、勉」等字。 

3. 少數古次濁上聲及全濁上聲字，作為後字時今讀陰平調[33]，例如：「蟻蒼

~(螞蟻)、下廳~(堂屋)、馬灶~(蟑螂)、母親家~」等，可能是一種連讀變調的類型。 

第六節 龍游方言 

一、聲母系統： 

 不送氣清塞

音或塞擦音 

送氣清塞音

或塞擦音 

濁塞音 

或濁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p pʰ b m f v 

舌尖音 t tʰ d n  l 

 ts tsʰ dz  s z 

舌面音 tɕ tɕʰ dʑ ȵ ɕ ʑ 

舌根音 k kʰ ɡ ŋ x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 

2. 知精莊章及見系諸聲母，普遍會受到韻母當中具細音成分介音的影響而產

生顎化現象。因此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讀作

[tɕ,tɕʰ,dʑ,ɕ,ʑ]。 

3. 非系聲母的文讀音為[f,f,v,v(或零聲母)]，白讀音讀同幫系[p,pʰ,b,m]。 

4. 徹母無白讀音表現，知母及澄母有一組白讀音讀同端系[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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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母基本上讀同邪母[z,dz]。崇母普遍有濁擦音[z]及濁塞擦音[dz]兩讀。 

6. 章系讀音為[ts,tsʰ,z,s,dz]或[tɕ,tɕʰ,ʑ,ɕ,dʑ]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讀作零聲母，

例如「腫、種」等字；書母有送氣清塞擦音[tsʰ][tɕʰ]的白讀音，例如「翅、

鼠、手」等字。船禪母基本上無別，有濁擦音及濁塞擦音兩讀（[z,dz]及[ʑ,dʑ]），

目前不確定何者為文讀音、何者為白讀音。 

7. 日母基本上為舌面鼻音[ȵ]讀法。遇到止攝三等字例如「爾、而、兒」等

字時，會變讀為[ŋ̩]以及[əɯ]音，其中[əɯ]應為更後起的變化。另，日母常

出現濁擦音[z][ʑ]，讀同船禪母的情形，例如「人、仁、認、日、若、然、

肉、辱、弱、閏、潤、絨、如」等字，其中[z]接洪音韻母、[ʑ]接細音韻

母；而這類接細音韻母的日母字，還會有進一步清化為[ɕ]或丟失讀為零聲

母的情形，前者例如「乳、汝、攘」、後者例如「壬、戎、閏」等字。 

8. 見系讀音為[k,kʰ,ɡ,ŋ]及[tɕ,tɕʰ,dʑ,ȵ]，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音韻母。

少數見母字有零聲母的讀法，例如「叫、箕」等字。疑母基本上讀[ŋ]及[ȵ]，

有時會變讀為零聲母，無論洪細韻母皆然，這類讀作零聲母的疑母字有「宜、

涯、危、偽、魏、漁、伍、吳、寓、虞、桅、雅、岸、雁、言、元、阮、

玩、頑」等；此外，遇攝合口一等韻的疑母字，偶爾會變讀為成音節舌根

鼻音[ŋ̩]，例如「五、午」等字。 

9.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ɕ]，前者接洪音韻、後

者接細音韻。匣母的音讀種類較多，計有 a.濁塞音[ɡ]，是相對存古的白讀

音，這類音讀遇到鼻化韻母、或具喉塞尾的後高元音韻母時，會變讀為舌

根鼻音[ŋ]，例如「銜」「鶴、核」等字；b.濁塞擦音[dʑ]及濁擦音[ʑ]的讀法，

這類音讀常清化為清擦音[x]，前者接細音韻、後者接洪音韻；還有 c.丟失

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的數量最多，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韻，推測

應是最晚近的匣母音讀。 

二、韻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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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ɿ i u y 

ɑ iɑ uɑ  

ɛ iɛ uɛ  

 ie  ye 

ei  uei  

ɔ iɔ  ye 

əɯ iəɯ   

ã iã uã yã 

əŋ iŋ uəŋ yəŋ 

oŋ ioŋ   

əʔ iəʔ uəʔ yəʔ 

ɔʔ iɔʔ uɔʔ  

m̩    

ŋ̩    

各攝主要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 

龍游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止攝 -- -- i -- -- -- uei -- 

蟹攝 ɛ,ei ɛ i i uɛ,uei uɛ,uɑ uei 

非系 i 

uei 

遇攝 -- -- -- -- u -- y/ye 

非系 u 

-- 

流攝 əɯ/u -- iəɯ -- -- -- -- -- 

果攝 u -- -- -- u -- -- -- 

假攝 -- ɑ ei,iɑ -- -- u,uɑ -- -- 

效攝 ɔ ɔ iɔ iɔ -- -- -- -- 

咸攝 ã,ie ã ie ie -- -- 非系 ã 

見系 ie 

-- 

咸入 əʔ,ɔʔ əʔ,ɔʔ iəʔ iəʔ -- -- 非系 ɔʔ -- 

山攝 ã,ie ã ie ie uã,uei,ei uã ye ye 

山入 əʔ,ɔʔ əʔ,ɔʔ iəʔ iəʔ uəʔ,uɔʔ 

幫系 əʔ,ɔʔ 

uəʔ yəʔ 

非系 ɔʔ 

yəʔ 

宕攝 ã -- iã -- uã -- uã -- 

宕入 əʔ,ɔʔ -- iɔʔ -- ɔʔ,uɔʔ -- -- -- 

江攝 -- ã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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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入 -- ɔʔ -- -- -- -- -- -- 

深攝 -- -- əŋ,iŋ -- -- -- -- -- 

深入 -- -- əʔ,iəʔ -- -- -- -- -- 

臻攝 əŋ -- əŋ,iŋ -- uəŋ,uei(幫

端 ei) 

-- yəŋ,ioŋ -- 

臻入 -- -- əʔ,iəʔ -- əʔ,uəʔ 

幫系 ɔʔ,əʔ 

-- yəʔ 

非系 ɔʔ,əʔ 

-- 

曾攝 əŋ -- iŋ -- -- -- -- -- 

曾入 əʔ -- əʔ,iəʔ -- uəʔ -- -- -- 

梗攝 -- əŋ/ɛ iŋ iŋ -- oŋ,uɛ ioŋ -- 

梗入 -- əʔ əʔ,iəʔ əʔ,iəʔ -- uəʔ yəʔ -- 

通攝 -- -- -- -- oŋ,幫系 əŋ -- ioŋ -- 

通入 -- -- -- -- ɔʔ -- ɔʔ,iɔʔ 

ɔ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同等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母

皆細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齒音字[ɿ]，開口日母字文讀[əɯ]、白讀[i]。蟹攝開口三四等齒

音字亦有少數讀[ɿ]者。 

3. 遇攝魚韻尚有讀[ie]、[əɯ]、[uɑ]（知莊系）者，虞韻尚有讀[əɯ]者。 

4. 假攝開口二等部分莊見系字另有[uɑ]讀法。 

5. 咸攝開口一等[ei]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咸入開口三等章系字韻母

[əʔ]。 

6.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oŋ][əŋ]，例如「斷、管、關」等。山入合口一

等字「脫、掇、奪、捋、撮」韻母為[əʔ]。山入合口三等字「絕、雪、越」

韻母為[iəʔ]。 

7. 宕攝開口三等微母字及非系字有[uã]讀法；非系字則讀作[ã]。江攝二等

知莊系字讀作[uã]。 

8. 臻攝合口一等幫端精系字及合口三等部分非來精章系字皆有讀作[əŋ]的

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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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梗攝二等有獨立的白讀韻母[ɛ][uɛ]，未與曾攝開口一等韻合流。曾入開

口一等並母字「蔔」韻母[ɔʔ]。梗入幫母字「伯」韻母[ɔʔ]。 

三、聲調系統： 

 單字調 

陰平 434 

陽平 21 

陰上 45 

陽上 213 

陰去 52 

陽去 231 

陰入 5 

陽入 23 

1. 古清上聲字的聲調有文白讀的分別，文讀陰去調[52]，白讀陰上調[45]。 

2. 古次濁上聲字的聲調有文白讀的分別，文讀陰去調[52]，白讀陽上調

[213]。 

3. 部分古全濁上聲字的聲調有文白讀的分別，文讀陽去調[231]，白讀陽上

調[213]。 

4. 部分古全濁去聲字的聲調有文白讀的分別，文讀陽上調[213]，白讀陽去

調[231]。 

第七節 遂昌方言 

一、聲母系統： 

 不送氣清塞

音或塞擦音 

送氣清塞音

或塞擦音 

濁塞音 

或濁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p pʰ b m f v 

舌尖音 t tʰ d n  l 

 ts tsʰ dz  s z 

舌面音 tɕ tɕʰ dʑ ȵ ɕ 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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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根音 k kʰ ɡ ŋ x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 

2. 知精莊章及見系諸聲母，普遍會受到韻母當中具細音成分介音的影響而產

生顎化現象。因此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讀作

[tɕ,tɕʰ,dʑ,ɕ,ʑ]。 

3. 非系聲母的文讀音為[f,f,v,v(或零聲母)]，白讀音讀同幫系[p,pʰ,b,m]。 

4. 徹母無白讀音表現，知母及澄母有一組白讀音讀同端系[t,d]。 

5. 從母基本上讀同邪母[z]，目前沒有看到濁塞擦音[dz]的讀法，但顎化後的

情況是擦音塞擦音[dʑ,ʑ]均有。崇母普遍有濁擦音[z]及濁塞擦音[dz]兩讀。 

6. 章系讀音為[ts,tsʰ,z,s,dz]或[tɕ,tɕʰ,ʑ,ɕ,dʑ]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讀作零聲母，

例如「帚、腫、種」等字；書母有送氣清塞擦音[tɕʰ]的白讀音，例如「少、

鼠、深」等字。船禪母基本上無別，有濁擦音及濁塞擦音兩讀（[z]及[ʑ,dʑ]），

目前不確定何者為文讀音、何者為白讀音。 

7. 日母基本上讀作舌尖鼻音[n]及舌面鼻音[ȵ]，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

音韻母。遇到止攝三等字例如「爾、而、二」等字時，會變讀為[ṇ]及[ɤɯ]

音，其中[ɤɯ]應為更後起的變化。另，日母常出現濁擦音[ʑ]，讀同船禪母

的情形，例如「如、汝、人、若、然、戎、絨、辱」等字，這類日母字還

會有進一步變讀為零聲母的情形，例如「閏、潤」等字。 

8. 見系讀音為[k,kʰ,ɡ,ŋ]及[tɕ,tɕʰ,dʑ,ȵ]，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音韻母；

見溪群母接[ɿ]韻（止攝開口三等韻）時讀作[ts,tsʰ,dz]。少數見母字有零聲

母的讀法，例如「叫、箕、雞」等字。疑母基本上讀[ŋ]及[ȵ]，有讀作零

聲母的情形，例如「危、魏、漁、外、桅、硯、岸、玩、頑」等；此外，

止攝三等韻的疑母字，有變讀為成音節舌尖鼻音[ṇ]的現象，例如「毅」

字。 

9.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ɕ]，前者接洪音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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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細音韻，遇到止攝開口三等[ɿ]韻時則變讀為[s]。匣母的音讀種類較多，

計有 a.濁塞音[ɡ]，是相對存古的白讀音，這類音讀遇到舌根鼻音尾韻、或

具喉塞尾的後高元音韻母時，會變讀為舌根鼻音[ŋ]，例如「銜」「鶴、核」

等字；b.濁塞擦音[dʑ]的讀法，這類音讀有時會清化為清擦音[x]，前者接

細音韻、後者接洪音韻；還有 c.丟失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的數量最

多，可同時接洪音韻及細音韻，推測應是最晚近的匣母音讀。 

二、韻母系統： 

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ɿ i u y 

ɿˠ iu   

a  ua  

ɑ iɑ uɑ  

ɤ ie uɤ yɤ 

ei  uei  

ɐɯ iɐɯ   

ɤɯ iɯ   

ə̃ iẽ uə̃ yə̃ 

aŋ iaŋ uaŋ yaŋ 

əŋ 積  uəŋ 詞  

ɔŋ iɔŋ   

 iuʔ uʔ  

 積 ʔ  詞 ʔ 

aʔ iaʔ uaʔ yaʔ 

eʔ ieʔ ueʔ yeʔ 

ɔʔ iɔʔ uɔʔ  

əɯʔ    

ṇ    

各攝主要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 

遂昌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止攝 -- -- i -- -- -- uei -- 

蟹攝 a,ei a ie ie ei,uei ua uei,yɤ uei,y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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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系 i 

遇攝 -- -- -- -- u -- y/ye 

非系 u 

-- 

流攝 əɯ/u -- iəɯ -- -- -- -- -- 

果攝 u -- -- -- u -- -- -- 

假攝 -- ɑ ei,iɑ -- -- u,uɑ -- -- 

效攝 ɔ ɔ iɔ iɔ -- -- -- -- 

咸攝 aŋ, ə̃ aŋ iẽ iẽ -- -- 非系 aŋ 

見系 iẽ 

-- 

咸入 eʔ,aʔ aʔ ieʔ,iaʔ ieʔ,iaʔ -- --- 非系 aʔ -- 

山攝 aŋ, ɐ̃ aŋ iẽ iẽ uaŋ,uə̃,ə̃ uaŋ yə̃ yə̃ 

山入 eʔ,aʔ eʔ,aʔ ieʔ ieʔ ueʔ,uaʔ 

幫系 eʔ,aʔ 

uaʔ yeʔ 

非系 aʔ 

yeʔ 

宕攝 ɔŋ -- iaŋ,iɔŋ -- uaŋ/ɔŋ -- uaŋ/ɔŋ -- 

宕入 eʔ,ɔʔ -- iaʔ -- ɔʔ -- -- -- 

江攝 -- ɔŋ -- -- -- -- -- -- 

江入 -- ɔʔ -- -- -- -- -- -- 

深攝 -- -- əŋ,積  -- -- -- -- -- 

深入 -- -- 積 ʔ -- -- -- -- -- 

臻攝 ə̃,əŋ 積  積  -- uəŋ,uə̃ 

(幫端精 ə̃) 

-- 詞  -- 

臻入 -- -- əɯʔ,積 ʔ -- əɯʔ,ueʔ 

幫系 eʔ 

-- 詞癢ʔ,詞 ʔ 

非系 əɯʔ 

-- 

曾攝 ə̃ -- 積  -- -- -- -- -- 

曾入 eʔ -- 積 ʔ -- ueʔ,uɔʔ -- -- -- 

梗攝 -- iaŋ 積  積  -- əŋ,uaŋ 詞 ,iɔŋ -- 

梗入 -- eʔ,aʔ 積 ʔ 積 ʔ -- uaʔ iuʔ -- 

通攝 -- -- -- -- əŋ -- iɔŋ -- 

通入 -- -- -- -- əɯʔ -- əɯʔ,iuʔ,iɔʔ 

非系 əɯ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同等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母

皆細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齒音字：文讀[ɿ]、白讀[ɿˠ]，開口日母字文讀[ɤɯ]、白讀[ṇ,i]。

蟹攝開口三四等齒音字亦有少數讀[ɿ]、[ɿ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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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遇攝魚韻尚有讀[ie]、[ɤ]、[ɑ]（知莊系）者，虞韻尚有讀[iɯ]者。 

4. 流攝三等亦有少數字讀[uɤ]（非系字）及[yɤ]（其他）者。 

5. 咸攝開口一等[əŋ]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 

6.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əŋ]，例如「卵、斷、關」等。山入開口四等

字「捏、屑」韻母為[iaʔ]。山入合口一等字「脫、奪、捋、撮」韻母為

[əɯʔ]。山入合口三等字「雪」韻母為[ieʔ]、「鈅」韻母為[iaʔ]。 

7. 宕攝開口三等非系字讀作[ɔŋ]。江攝二等知莊系字韻母有[iɔŋ]讀法。江入

二等知莊系字韻母為[iɔʔ]。 

8. 臻攝合口一等幫端系字及合口三等部分非來精系字皆有讀作[əŋ]的韻母。

深攝三等書母「深」字及臻攝開口三等知母「陳」字韻母有[yə̃]讀法。

臻攝開口三等[詞 ]為仙元有別之仙韻讀法。深入「汁、十、拾、什」韻

母為[yeʔ]；「入」字韻母為[詞 ʔ]。 

9. 梗攝二等有獨立的韻母[iaŋ][uaŋ]，未與曾攝開口一等韻合流。曾入開口

一等部分幫系字韻母為[ɔʔ]，開口三等莊系字韻母為[əɯʔ]。梗入開口二

等韻母[iaʔ]，未與曾攝一等合流，為梗攝開口二等獨立的韻母。梗攝開

口四等「劈」韻母為[ieʔ]。 

三、聲調系統： 

 單字調 

陰平 55 

陽平 221 

陰上 52 

陽上 13 

陰去 334 

陽去 212 

陰入 5 

陽入 23 

1. 古次濁上聲字今讀陽上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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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雲和方言 

一、聲母系統： 

 不送氣清塞

音或塞擦音 

送氣清塞音

或塞擦音 

濁塞音 

或濁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p pʰ b m f v 

舌尖音 t tʰ d n  l 

 ts tsʰ dz  s z 

舌面音 tʃ tʃʰ dʒ ɲ ʃ ʒ 

舌根音 k kʰ ɡ ŋ x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今讀濁音。 

2. 知精莊章及見系諸聲母，普遍會受到韻母當中具細音成分介音的影響而產

生顎化現象。因此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讀作

[tʃ,tʃʰ,dʒ,ʃ,ʒ]。 

3. 非系聲母的文讀音為[f,f,v,m̩(或零聲母)]，白讀音讀同幫系[p,pʰ,b,m]。 

4. 徹母及澄母無白讀音表現，知母有白讀音讀同端母[t]。 

5. 從母基本上讀同邪母[z]，目前沒有看到濁塞擦音[dz]的讀法，但顎化後的

情況是擦音塞擦音[dʒ,ʒ]均有。崇母普遍有濁擦音[z]及濁塞擦音[dz]兩讀。 

6. 章系讀音為[ts,tsʰ,z,s,dz]或[tʃ,tʃʰ,ʒ,ʃ,dʒ]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讀作零聲母，

例如「帚、腫、種」等字；書母有送氣清塞擦音[tɕʰ]的白讀音，例如「少、

鼠、深」等字。船禪母基本上無別，有濁擦音及濁塞擦音兩讀（[z,dz]及[ʒ, 

dʒ]），目前不確定何者為文讀音、何者為白讀音。 

7. 日母基本上讀作舌尖鼻音[n]及舌面鼻音[ɲ]，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

音韻母。遇到止攝三等字時基本上沒有變讀狀況。此外，日母偶爾會出現

濁擦音[z][ʒ]，讀同船禪母的情形，例如「茸、乳、然」等字；接細音韻

母的日母字還會有清化為[ʃ]或丟失讀為零聲母的情形，前者例如「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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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例如「閏、潤、戎、絨」等字。 

8. 見系讀音為[k,kʰ,ɡ,ŋ]及[tʃ,tʃʰ,dʒ,ɲ]，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音韻母；見

溪群母接[ɿ]韻（止攝開口三等韻）時讀作[ts,tsʰ,dz]。少數見母字有零聲母

的讀法，例如「叫、箕」等字。疑母基本上讀[ŋ]及[ɲ]，有讀作零聲母的

情形，例如「危、偽、魏、熬、衙、外、雅、岸、阮、玩、頑」等；此外，

果攝開口一等韻以及遇攝合口一等韻的疑母字，有變讀為成音節舌根鼻音

[ŋ̩]的現象，例如「蜈、吾、梧、伍、誤、悟、娛、吳、五、午、餓、鵝、

俄、蛾」等字。 

9.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ʃ]，前者接洪音韻、後者

接細音韻，遇到止攝開口三等[ɿ]韻時則變讀為[s]。匣母的音讀種類較多，

計有 a.濁塞音[ɡ]，是相對存古的白讀音，這類音讀遇到具喉塞尾的後高元

音韻母時，會變讀為舌根鼻音[ŋ]，例如「鶴、核」等字；b.濁塞擦音[dʒ]

的讀法，這類音讀有時會清化為清擦音[x][ʃ]，前者接洪音韻、後者接細音

韻；還有 c.丟失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的數量最多，可同時接洪音韻

及細音韻，推測應是最晚近的匣母音讀。 

二、韻母系統： 

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ɿ i u y 

a    

ɑ iɑ uɑ  

o io   

ɛ ie uɛ yɛ 

ei  uei  

ɑɔ iɑɔ   

əu iu   

ã iã uã  

ɔ ̃ iɔ ̃   

əŋ iŋ uəŋ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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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ŋ ioŋ   

 iʔ uʔ  

aʔ  uaʔ yaʔ 

ɑʔ iɑʔ uɑʔ  

oʔ ioʔ  yeʔ 

ɛʔ ieʔ uɛʔ yɛʔ 

eiʔ  ueiʔ yeiʔ 

əuʔ iɯʔ   

m̩    

ŋ̩    

各攝的主要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 

雲和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止攝 -- -- i, ɿ -- -- -- uei 

非系 i 

-- 

蟹攝 a,ɑ ɑ i, ɿ i, ɿ uei uɑ uei,y 

非系 i 

uei,y 

遇攝 -- -- -- -- u  -- y 

流攝  əu/u -- iu -- -- -- -- 

果攝 u -- -- -- u,o --  -- 

假攝 -- o io -- -- uɑ -- -- 

效攝 ɑɔ/əu ɑɔ/əu iɑɔ iɑɔ -- -- -- -- 

咸攝 ã,uɛ(見

影為 ɛ) 

ã ie ie -- -- 非系 ã 

見系 ie 

-- 

咸入 ɛʔ(端系

uɛʔ),ɑʔ 

ɑʔ ieʔ,iɑʔ ieʔ,iɑʔ -- -- 非系 ɑʔ -- 

山攝 ã,uɛ ã ie ie uã,uɛ uã yɛ yɛ 

山入 ɑʔ ɑʔ ieʔ ieʔ uɛʔ,uɑʔ 

幫系 ɛʔ,ɑʔ 

uɑʔ yɛʔ 

非系 ɑʔ 

yɛʔ 

宕攝 ɔ ̃ -- iã,iɔ ̃ -- ɔ ̃ -- ɔ/̃ iɔ̃ -- 

宕入 oʔ -- iɑʔ -- oʔ -- -- -- 

江攝 -- ɔ ̃ -- -- -- -- -- -- 

江入 -- oʔ -- -- -- -- -- -- 

深攝 -- -- əŋ,iŋ -- -- -- -- -- 

深入 -- -- eiʔ,iʔ -- -- -- -- -- 

臻攝 ɛ,əŋ əŋ əŋ,iŋ -- uəŋ,uɛ --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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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系 əŋ,ɛ 

臻入 -- -- eiʔ,iʔ -- uɛʔ 

幫系 ɛʔ 

-- yɛʔ,yeiʔ 

ɛʔ,eiʔ 

-- 

曾攝 ɛ -- iŋ -- -- -- -- -- 

曾入 ɛʔ,aʔ -- iʔ -- uaʔ -- -- -- 

梗攝 -- ɛ iŋ iŋ -- oŋ,uɛ 詞 ,ioŋ -- 

梗入 -- aʔ iʔ iʔ -- uaʔ yeiʔ -- 

通攝 -- -- -- -- oŋ 

幫系 əŋ 

-- ioŋ,iɔ ̃ -- 

通入 -- -- -- -- əuʔ(端母

iɯʔ) 

-- əuʔ,iɯʔ,ioʔ 

əu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同等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母

皆細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及蟹攝開口三四等普遍有[ɿ]韻，不限於齒音字。 

3. 蟹攝合口一等幫端精來韻母讀[ei]，無-u-介音。 

4. 遇攝魚韻尚有讀[i]、[ɿ]、[o]（知莊系）者。 

5. 咸攝開口一等[əŋ]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 

6.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əŋ]，例如「卵、斷、關」等。山入開口一等

見系字韻母[uɛʔ]。山入開口四等字「捏、切」韻母為[iɑʔ]。山入合口一

二等部分見影系字「括、聒、豁、蝸」韻母為[uaʔ]。合口一等字「脫、

奪、捋、撮」韻母為[eiʔ]。山入合口三等見影系字及合口四等匣母字「穴」

韻母為[iɑʔ]。 

7. 宕攝開口三等非系字讀作[ɔ]̃。江攝二等知莊系字韻母有[iɔ]̃讀法。江入二

等知莊系字韻母為[ioʔ]。 

8. 臻攝合口一等幫端系字及合口三等部分非來精系字皆有讀作[əŋ]的韻母。

臻攝開口三等[詞 ]為仙元有別之仙韻讀法。深入「十、什、拾」韻母為

[yeiʔ]。 

9. 曾入開口三等莊系字韻母為[aʔ]。梗入開口二等滂母字「拍」韻母為[o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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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三四等字「逆、劈」韻母為[ieʔ]。 

三、聲調系統： 

 單字調 

陰平 324 

陽平 423 

陰上 53 

陽上 21 

陰去 55 

陽去 223 

陰入 5 

陽入 24 

1. 古次濁上聲字以及匣喻兩聲母的上聲字，今讀陰上調[53]，例如：「米、

我、旱、杏、遠、養」等字。匣喻兩母以外的古全濁上聲字基本上今讀陽

上調[21]，少數讀陽去調[223]。 

第九節 慶元方言 

一、聲母系統： 

 緊喉塞音 送氣清塞音

或塞擦音 

清塞音 

或塞擦音 

鼻音 清擦音 濁擦音 

或邊音 

唇(齒)音 ʔb pʰ p m f  

舌尖音 ʔd tʰ t n  l 

  tsʰ ts  s  

舌面音  tɕʰ tɕ ȵ ɕ  

舌根音  kʰ k ŋ x  

零聲母 0      

1. 古全濁聲母今一律讀作不送氣的清塞音、清塞擦音及清擦音。 

2. 知精莊章及見系諸聲母，普遍會受到韻母當中具細音成分介音的影響而產

生顎化現象。因此上述諸系聲母遇帶有-i-或-y-介音的韻母時，通常會讀作

[tɕ,tɕʰ,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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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幫母及端母在發音上有前緊喉成分，讀作[ʔb][ʔd]。2.非系白讀音讀同幫系

者，讀音為[ʔb,pʰ,p,m]。 

4. 奉母文讀音為[f]，讀同非敷母的文讀音。 

5. 知母及澄母白讀音讀同端母及定母者，讀音為[ʔd,t]。 

6. 從母今讀同邪母，均為擦音[s]。崇母普遍有擦音[s]及塞擦音[ts]兩讀。 

7. 章系讀音為[ts,tsʰ,s]或[tɕ,tɕʰ,ɕ]兩組。其中章母白讀音讀作零聲母，例如「周、

腫、種」等字；書母有送氣清塞擦音[tsʰ][tɕʰ]的白讀音，例如「深、手、

鼠、伸」等字。船禪母基本上無別，有清擦音及清塞擦音兩讀（[s]及[ɕ,tɕ]），

目前不確定何者為文讀音、何者為白讀音。 

8. 日母基本上讀作舌尖鼻音[n]及舌面鼻音[ȵ]，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

音韻母。止攝三等的日母字基本上沒有變讀狀況。此外，日母偶爾會有清

擦音[ɕ]，讀同船禪母的情形，例如「汝、乳」等字，這類日母字還會進一

步變讀為零聲母，例如「閏、潤、戎、絨、茸、辱」等字。 

9. 見系讀音為[k,kʰ,k,ŋ]及[tɕ,tɕʰ,tɕ,ȵ]，前者接洪音韻母、後者接細音韻母。

少數見母字有零聲母的讀法，例如「叫、箕、雞」等字。疑母基本上讀[ŋ]

及[ȵ]，有讀作零聲母的情形，例如「危、偽、外、蛾、玩、頑」等字；

此外，疑母變讀為成音節舌根鼻音[ŋ̩]者只看到一個例字，即假攝合口二

等「瓦」字。 

10. 影喻母基本上讀作零聲母；曉母則讀作清擦音[x][ɕ]，前者接洪音韻、後

者接細音韻。匣母的音讀種類較多，計有 a.清塞音[k]，是相對存古的白讀

音；這類音遇到具後高元音的韻母時，偶爾會變讀為舌根鼻音[ŋ]，例如

「互」字。也有 b.清擦音[x]及[ɕ]的讀法，前者接洪音韻、後者接細音韻。

最後還有 c.丟失為零聲母的讀法，這類音讀的數量最多，可同時接洪音韻

及細音韻；另，曾梗通等攝合口一二等的匣母字會變讀為成音節舌根鼻音

[ŋ̩]，例如「弘、洪、紅、鴻」等字，我們推測 c.類讀法是最晚近的匣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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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二、韻母系統： 

開口 齊口 合口 撮口 

ɿ i u y 

ɑ iɑ uɑ yɑ 

o io   

ɤ ie uɤ ye 

ai  uai  

ɒ iɒ   

ɐɯ iɯ   

 ĩ   

ã iɛ ̃ uã yɛ ̃

ɑ̃ iɑ̃ uɑ̃  

ɔ ̃ iɔ ̃   

 ieŋ  yiŋ 

əŋ iəŋ uəŋ 詞ə  

oŋ ioŋ   

aiŋ    

 iʔ uʔ yʔ 

ɑʔ iɑʔ uɑʔ yɑʔ 

oʔ ioʔ   

ɤʔ ieʔ uɤʔ yeʔ 

əɯʔ iəɯʔ uəɯʔ yəɯʔ 

 iɯʔ   

ŋ̩    

各攝主要的韻母及簡略的文白讀概況： 

慶元 開一 開二 開三 開四 合一 合二 合三 合四 

止攝 -- -- i -- -- -- uai 

非系 i,ai 

-- 

蟹攝 ɑ,ai ɑ i,ie i,ie uɑ uɑ uai,ye 

非系 i,ie 

uai,y

e 

遇攝 -- -- -- -- u/ ɤ 其他 
uɤ 見影 

-- ye -- 

流攝 ɒ 幫 /u -- i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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ɐɯ 其他 

果攝 o -- -- -- o -- -- -- 

假攝 -- o iɑ -- -- o -- -- 

效攝 ɒ/ɐɯ ɒ/ɐɯ iɒ iɒ -- -- -- -- 

咸攝 ɑ̃, ã ɑ̃ iɛ ̃ iɛ ̃ -- -- 非系 ɑ̃ 

見系 iɛ ̃

-- 

咸入 ɤʔ,ɑʔ ɑʔ ieʔ,iɑʔ ieʔ,iɑʔ -- -- 非系 ɑʔ -- 

山攝 ɑ̃, ã(見影為 uã) ɑ̃ iɛ ̃ iɛ ̃ uɑ̃, ã uɑ̃ yɛ ̃ yɛ ̃

山入 ɑʔ ɑʔ ieʔ ieʔ uɑʔ 

幫系 ɤʔ,ɑʔ 

uɑʔ yeʔ 

非系 ɑʔ 

yeʔ 

宕攝 ɔ ̃ -- iɑ̃,iɔ̃ -- ɔ ̃ -- iɔ ̃ -- 

宕入 oʔ -- iɑʔ -- oʔ -- -- -- 

江攝 -- ɔ ̃ -- -- -- -- -- -- 

江入 -- oʔ -- -- -- -- -- -- 

深攝 -- -- ə ,積ə  -- -- -- -- -- 

深入 -- -- əɯʔ,iəɯʔ -- -- -- -- -- 

臻攝 ã ,ə  ə  ə ,積ə  -- uəŋ,uã (幫端

精 ã) 

-- yəŋ -- 

臻入 -- -- əɯʔ,iʔ -- uɤʔ 

幫系 ɤʔ 

-- yəɯʔ,yeʔ 

非系 əɯʔ,ɤʔ 

-- 

曾攝 ã -- ieŋ 
幫端來  

-- -- -- -- -- 

曾入 ɤʔ -- iʔ -- uɤʔ,uəɯʔ -- -- -- 

梗攝 -- ã ieŋ 
幫端來  

ieŋ 
幫端來

 

-- uã 詞ə ,ioŋ -- 

梗入 -- ɑʔ iʔ iʔ -- uɑʔ yʔ -- 

通攝 -- -- -- -- oŋ,匣母 ŋ̩ -- ioŋ,iɔ ̃ -- 

通入 -- -- -- -- uʔ -- uʔ,iɯʔ,ioʔ 

uʔ 

-- 

1. 各韻攝合口幫系字韻母均讀同同攝同等開口韻。開口二等牙喉音字韻母

皆細音化，讀同同攝三等韻。 

2. 止攝開口齒音字：文讀[ɿ]、白讀[ɤ]，開口日母字文讀[ ]、白讀[ĩ]。蟹攝

開口四等齒音字亦有少數讀[ɿ]者。 

3. 遇攝魚韻尚有讀[ie]、[ɤ]、[o]（知莊系）者，虞韻尚有讀[i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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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攝三等亦有少數字讀[ɤ]（非系字）及[ye]（其他）者。 

5. 咸攝開口一等[əŋ]為談覃有別之覃韻韻母。 

6. 山攝合口一二等少數字讀[əŋ][uəŋ]，例如「卵、斷、管、關」等。山入

開口一等見系字韻母[uɤʔ]；開口二等曉匣母字韻母為[uɑʔ]。山入開口三

四等字「裂、泄、薛、篾、鐵、捏、切、屑」等字韻母為[iɑʔ]。山入合

口二等見系字「刮」及合口一等字「脫、奪、捋、撮」韻母為[əɯʔ]。山

入合口三等「劣」字韻母為[ieʔ]，合口三四等字「曰、穴」韻母為[iɑʔ]。 

7. 宕攝開口三等非系字讀作[ɔ]̃。江攝二等知莊系字韻母有[iɔ]̃讀法。江入二

等知莊系字韻母為[ioʔ]。 

8. 深攝三等有白讀韻母[ã]。臻攝合口一等幫系字及合口三等部分非來系字

皆有讀作[əŋ]的韻母。臻攝開口三等書母「伸」字韻母有[yɛ]̃讀法。臻攝

開口三等[詞ə ]為仙元有別之仙韻讀法。 

9. 梗攝合口二等「轟」字韻母為[oŋ]，此韻僅一例字。曾入開口三等莊系

字韻母[ɤʔ]。梗入開口二等滂母字「拍」韻母[oʔ]；開口三等字「惜」韻

母讀[iɑʔ]。 

三、聲調系統： 

 單字調 

陰平 334 

陽平 52 

陰上 33 

陽上 221 

陰去 11 

陽去 31 

陰入 5 

陽入 34 

1. 少數古次濁平聲字今讀陰去調[11]，例如：「魚、如、園、蠅」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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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小結 

本章旨在概要性地介紹吳語處衢方言的地理環境、歷史人文發展，及其聲母

聲調系統的特點。其中特別著眼於處衢地區開化、常山、江山、廣豐、玉山、龍

游、遂昌、雲和、慶元等九方言點彼此間的親疏遠近關係，從地理環境的方位與

流域的角度，以及歷史發展與人文行政區劃變革的角度分別觀察之。綜合上述諸

角度觀察分析的結果，我們可將九方言點細分為四組：（1）開化、常山、江山一

組，（2）廣豐、玉山一組，（3）龍游一組，（4）遂昌、雲和、慶元一組。其中（1）

與（2）雖屬不同流域，但地理位置鄰近，在歷史人文發展上的關係亦較為相近。

（3）與（1）在歷史上同源、亦屬同一地區，但由於人文方面開發較早以及地形

上較為四通八達等因素，使得（3）的語言變遷速度較快，其方言面貌已與（1）

不同。 

由地理環境及歷史人文的角度，庶幾可將九方言點的親疏關係加以定位。然

則九方言點終究同屬吳語底下的同一次方言區，其音韻系統在大方向上顯示出九

方言點的共性，而小細節中亦同時展現出各自的特色。共性方面例如：1.大抵均保

留了中古全濁聲母這個群組，並未與全清或次清聲母合流。2.聲母的發音部位容易

受到韻母洪細的影響而向前或後調整。3.陰陽入聲韻攝皆有合併情形，陽入聲韻的

合併狀況較陰聲韻普遍，且方向相當一致。陰聲韻為止蟹合流，陽入聲韻為咸山

宕江合流、深臻曾梗通合流。4.聲調基本上皆按聲母的清濁分為陰陽兩個調類。至

於小細節中的各點特色蓋如第三節所述，資舉其中三項例如：1.慶元方言有前緊喉

成分的聲母。2.江山、廣豐、玉山的[k,kʰ,ɡ]接具-i-介音的細音韻母時並不會顎化。

3.江山及廣豐的擦音聲母今已無清濁之分，塞音及塞擦音聲母清濁的界線則仍存在。

4.梗攝二等尚具有獨立的韻母，未與曾攝一等韻合流的方言點並不全面，陽聲韻計

有江山、龍游、遂昌三點，入聲韻則有常山、遂昌二點。5.通攝一三等的古中部及

之幽部字例如「冬、農、蟲、服、福、幅、六、竹」等字今讀低元音者，只在常



 

70 
 

山、江山、玉山三點。總而言之，各方言點的音韻系統可以看到九方言點作為同

一次方言區的共通性，以及各自獨立的差異性。至於彼此間進一步的親疏關係，

除了可從地理環境及歷史人文的角度窺知一二，此外就是需憑藉歷史音韻層次的

分析工作方能圓滿證成。本書第四章及第五章，重點討論處衢九方言點韻母的歷

史音韻層次，在處理分析各點韻讀層次的過程中，再度印證了九方言點如上所述

的親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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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處衢方言韻母層次（上）—《切韻》時

期及以後的層次表現 

漢語歷史上的音韻系統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地逐漸改變面貌，上古音與中古

音的音韻格局已有顯著的差異。中古音以後，陰、陽、入聲韻已各自發展不再相

配，韻母層次大抵可按十六攝的界線劃分，部分層次則有跨韻攝的現象；而中古

音以前的韻母層次，尚有若干陰、陽、入聲韻相配的現象，層次無法按十六攝界

線劃分，按照《切韻》韻目或古韻部類別等界線劃分亦窒礙難行，因此，本文選

擇以層次年代加以劃分，輔以《切韻》韻目及古韻部名稱作為說明。由此，處衢

方言的韻母層次內容將分為第三章及第四章論述之。第三章論述以《切韻》為代

表的隋唐宋初時期及以後的層次表現，主要以韻攝為單位，由年代較晚的層次開

始向前討論；第四章則論述南北朝時期及以前的層次表現，主要以年代為單位，

一樣由南北朝時期向前推溯以至先秦時期。南北朝時期為中古音的先聲，上承魏

晉下啟隋唐，為了論述上的方便，本文選擇將可能表現為南北朝時期音韻格局的

層次放在第四章論述。若干橫跨南北朝及隋唐宋初時期的音韻層次，例如止攝支

韻獨讀層次、遇攝魚韻獨讀層次、咍（灰）泰有別、皆佳有別、豪肴有別、覃談

有別、仙元有別等諸層次，則放在本章論述之。至於年代判斷為南北朝後期的假

攝三等早期層次及假攝二等歌麻漸別層次，由於論述脈絡與假攝三等晚期層次以

及假攝二等開合有別層次相關（請參見 3.1.2.2 及 3.1.2.3 節討論），因此亦放在本

章說明。 

第一節 陰聲韻 

3.1.1 止攝與蟹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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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攝包含《廣韻》的之止志韻、支紙寘韻、脂旨至韻、微尾未韻等；上古來

源大抵分別是之部、佳部、歌部、脂部、微部與文部。蟹攝包含《廣韻》的祭韻、

泰韻系（以下舉平以該上去）、咍灰韻系、皆佳韻系、齊韻系等；上古來源大抵分

別是祭部、之部、脂部、微部以及佳部。止蟹兩攝，自先秦上古音時代即有所糾

葛（同屬之脂微佳等部），中古音時期1可大別為止攝與蟹攝兩大類，宋元以後三四

等則多有合流現象。總之止蟹兩攝的關係較他攝密切。另，蟹攝的韻讀較為複雜，

有時必須仰賴止攝的幫助以便掌握層次分析，因此將之合併討論。 

3.1.1.1 止蟹合流層次 

今吳語處衢九方言點的方音紀錄中，我們可以看到止攝開口字有以下兩大層

次的音讀表現：（此層次韻讀以粗黑色字體標示） 

表 3-1-1  止攝開口字層次對應表 

止開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止蟹合

流層次 

晚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早 虧積 

 

□□ 

 

ø 

 

癢 

 

癢 

 

□□ 

□□ 

積虧 

 

□□ 

□□ 

積癢 

 

之 3 之止-章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趾 3 止止-章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 

齒 3 止止-昌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ㄚ3ㄚ3ㄚ3ㄚ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試 3 志止-書 著著著著 5ㄚ5ㄚ5ㄚ5ㄚ    

著著著著虧積虧積虧積虧積5555    

著積5著積5著積5著積51111,,,,    

積積積積33332222    

著著著著 55551111,,,,    

積積積積55552222    

積積積積5555    積積積積5ㄚ著癢55ㄚ著癢55ㄚ著癢55ㄚ著癢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軟軟軟軟, , , ,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5555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ㄚ5ㄚ5ㄚ5ㄚ 積積積積5555

ㄚㄚㄚㄚ著著著著 5555    

時 3 之止-禪 識識識識 2ㄚ2ㄚ2ㄚ2ㄚ    

識虧積識虧積識虧積識虧積2222    

識識識識 2ㄚ識積22ㄚ識積22ㄚ識積22ㄚ識積2    著著著著 2ㄚ2ㄚ2ㄚ2ㄚ øøøø2222    積積積積2ㄚ著癢22ㄚ著癢22ㄚ著癢22ㄚ著癢2    積積積積2ㄚ2ㄚ2ㄚ2ㄚ    

識癢2識癢2識癢2識癢2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222軟軟軟軟 , , , ,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2222 軟軟軟軟    

識識識識 2222    積積積積2ㄚ2ㄚ2ㄚ2ㄚ著著著著 2222    

市 3 止止-禪 識識識識 6ㄚ6ㄚ6ㄚ6ㄚ    

識虧積識虧積識虧積識虧積6666    

識識識識 4ㄚ識積44ㄚ識積44ㄚ識積44ㄚ識積4    著著著著 4444    積積積積4444    積積積積6666    識識識識 4444    識識識識 4444 軟軟軟軟, , , ,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4444 軟軟軟軟    

識識識識 4444    積積積積3333    

                                                      
1
 本文所稱「中古音時期」較為廣義，意指南北朝以至宋元。為了層次年代段落區分上的需要，本

文在廣義的「中古音時期」底下再分為早、中、晚三個段落；南北朝為「中古音早期」，隋唐為「中

古音中期」，宋元則為「中古音晚期」（請參照第一章第六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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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 3 之止-徹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耳 3 止止-日 ø3ㄚø3ㄚø3ㄚø3ㄚ 6,6,6,6, 

ȵ積積積積66662222    

物茶3ㄚ物茶3ㄚ物茶3ㄚ物茶3ㄚ 4444    縣縣縣縣積積積積4444 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ȵ積積積積4444軟軟軟軟  

缸缸缸缸4444軟軟軟軟 1111,,,,    

ȵ積積積積4444 軟軟軟軟2222 

積積積積4ㄚ4ㄚ4ㄚ4ㄚȵ積積積積4444    □□ 缸缸缸缸4ㄚ4ㄚ4ㄚ4ㄚȵ積積積積

4444ㄚㄚㄚㄚȵ積積積積4444 

積積積積3333    縣縣縣縣 4ㄚ4ㄚ4ㄚ4ㄚ    

ȵĩĩĩĩ4444    

而 3 之止-日 ø3ø3ø3ø3    物茶3物茶3物茶3物茶3    □□ -- □□ 2222    6666    積積積積1111    ȵĩĩĩĩ1111    

梓 3 止止-精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ㄚ3ㄚ3ㄚ3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 □□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絲 3 之止-心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ㄚ1ㄚ1ㄚ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5ㄚ5ㄚ5ㄚ5ㄚ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5ㄚ5ㄚ5ㄚ5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字 3 志止-從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著著著著 6666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著著著著 6666    

置 3 志止-知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5555    

士 3 止止-崇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4ㄚ識積44ㄚ識積44ㄚ識積44ㄚ識積4    øøøø44441111 軟軟軟軟    

,,,, øøøø66662ẽ2ẽ2ẽ2ẽ ))))    

著著著著癢癢癢癢4444    識癢6識癢6識癢6識癢6    識識識識 4444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4444 軟軟軟軟    

,識虧 4ẽ ) 

識識識識 4444    著著著著 4444    

旗 3 之止-群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øøøø2222    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2222    

基 3 之止-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ㄚ1ㄚ1ㄚ1ㄚ    

篩虧積1篩虧積1篩虧積1篩虧積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ㄚ篩1ㄚ篩1ㄚ篩1ㄚ篩積積積積1111    篩篩篩篩øøøø1111    篩積1篩積1篩積1篩積1    篩積1篩積1篩積1篩積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記 3 志止-見 篩篩篩篩虧積虧積虧積虧積5555    蕃 積癢51

軟ẽ ),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55552軟2軟2軟2軟

ẽẽẽẽ )))) 

篩篩篩篩øøøø5555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篩積5篩積5篩積5篩積5軟軟軟軟     

篩 0ㄚ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5555    

篩積5ㄚ篩積5ㄚ篩積5ㄚ篩積5ㄚ    

篩癢5篩癢5篩癢5篩癢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軟軟軟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5555 軟軟軟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222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起 3 止止-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篩積3ㄚ篩積3ㄚ篩積3ㄚ篩積3ㄚ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3333    裡裡裡裡積積積積3ㄚ3ㄚ3ㄚ3ㄚ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3333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3積3積3積3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癢癢癢癢33332222 

醫 3 之止-影 積1ㄚ虧積1積1ㄚ虧積1積1ㄚ虧積1積1ㄚ虧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意 3 志止-影 積5積5積5積5    積5積5積5積5    積5ㄚ積5ㄚ積5ㄚ積5ㄚøøøø5555    積5積5積5積5    積5積5積5積5    積5積5積5積5    積5積5積5積5    積5積5積5積5    積5積5積5積5    

以 3 止止-以 積3積3積3積3    積1積1積1積1    □□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5積5積5積5    積4積4積4積4    積3積3積3積3    積4積4積4積4    

皮 3 支止-並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獎獎獎獎i2ㄚㄚㄚㄚ獎ᴇ2 獎獎獎獎i2    獎獎獎獎i2    獎獎獎獎i2    獎獎獎獎i2    獎獎獎獎i2    腐腐腐腐i2    

脾 3 支止-並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軟軟軟軟 ,,,, 

獎積癢2ẽ )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腐腐腐腐 2222ㄚㄚㄚㄚ 

腐腐腐腐積積積積2222    

避 3 寘止-並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6ㄚ6ㄚ6ㄚ6ㄚ    

獎積癢6 

獎積癢6 獎積 6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6666    獎積癢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666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666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6666    腐腐腐腐積積積積6666    

離 3 支止-來 給積2,給積2,給積2,給積2,    

給積6ㄚ給積6ㄚ給積6ㄚ給積6ㄚ給積癢6 

給積4給積4給積4給積4ㄚ給積癢6 給積 6 給積2,給積2,給積2,給積2,    

給積癢6 

給積2,給積2,給積2,給積2,    

給積癢6 

給積2給積2給積2給積2    給積2給積2給積2給積2    給積2給積2給積2給積2    給積2給積2給積2給積2    

知 3 支止-知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ㄚ1ㄚ1ㄚ1ㄚ    

蕃著虧積1蕃著虧積1蕃著虧積1蕃著虧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ㄚ1ㄚ1ㄚ1ㄚ    

蕃著積1ㄚ蕃著積1ㄚ蕃著積1ㄚ蕃著積1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øøøø11112軟2軟2軟2軟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ㄚ1ㄚ1ㄚ1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ㄚ1ㄚ1ㄚ1ㄚ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 7ㄚ 

蕃 積癢1 

紙 3 紙止-章 蕃 積癢3 蕃 積癢3 蕃 積 3 蕃 積癢3 蕃 積癢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 積癢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 積癢3 

示 3 至止-船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4444    著著著著 6666    積積積積6666    積積積積6666    識識識識 4444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積積積積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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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 3 支止-禪 積癢2 積癢2 積 2 積癢2 積癢2 識識識識 2222    男 積癢2 識識識識 2222    積癢2 

兒 3 支止-日 3ㄚ3ㄚ3ㄚ3ㄚȵ積積積積3333    2ㄚ2ㄚ2ㄚ2ㄚ 3333    ȵ積積積積3333    ȵ積積積積3333    ȵ積積積積5ㄚ5ㄚ5ㄚ5ㄚ    

ȵ積積積積3333    

2ㄚ2ㄚ2ㄚ2ㄚ    

ȵ積積積積2222    

ȵ積癢2 積積積積1111    ȵĩĩĩĩ1ㄚ1ㄚ1ㄚ1ㄚ    

ȵ積癢5 

斯 3 支止-心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3333軟軟軟軟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刺 3 寘止-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ㄚ5ㄚ5ㄚ5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ㄚ5ㄚ5ㄚ5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ㄚ5ㄚ5ㄚ5ㄚ    

蕃 積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ㄚ5ㄚ5ㄚ5ㄚ    

蕃 積癢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 積癢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軟軟軟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軟軟軟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ㄚ5ㄚ5ㄚ5ㄚ    

蕃 積癢5 

奇 3 支止-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2222    

宜 3 支止-疑 積積積積2222, 

ȵ積積積積3333    

積2積2積2積2    øøøø2222    積積積積00001111, , , , 

ȵ積積積積22222222    

積積積積2222, 

ȵ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1111,,,, 

ȵ積積積積00002222    

ȵ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6666    ȵĩĩĩĩ2222    

義 3 寘止-疑 ȵ積積積積6ㄚ6ㄚ6ㄚ6ㄚ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6666    

4444    ȵ積積積積6666    ȵ積積積積6666    ȵ積積積積6666    ȵ積積積積6666    ȵi6 積積積積6666    ȵĩ6 

犧 3 支止-曉 積積積積1111    積積積積1111    裡積1裡積1裡積1裡積1    裡積1裡積1裡積1裡積1    裡積1裡積1裡積1裡積1    積積積積1111    積積積積1111    著著著著 1111    積積積積1111    

移 3 支止-以 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積癢2 積積積積2222    積癢2 

眉 3 脂止-明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縣縣縣縣øøøø2222    縣積2ㄚ縣積2ㄚ縣積2ㄚ縣積2ㄚ    

縣癢2縣癢2縣癢2縣癢2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縣積1縣積1縣積1縣積1    縣縣縣縣 2222    

梨 3 脂止-來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資 3 脂止-精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著著著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師 3 脂止-生 著著著著 1ㄚ1ㄚ1ㄚ1ㄚ    

著虧積1著虧積1著虧積1著虧積1    

著著著著 1ㄚ著積11ㄚ著積11ㄚ著積11ㄚ著積1    著著著著 1ㄚ1ㄚ1ㄚ1ㄚ øøøø1111    著癢1著癢1著癢1著癢1    著癢1著癢1著癢1著癢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軟軟軟軟,,,,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軟軟軟軟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旨 3 旨止-章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ㄚ3ㄚ3ㄚ3ㄚ    

蕃著虧積3蕃著虧積3蕃著虧積3蕃著虧積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指 3 旨止-章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ㄚ3ㄚ3ㄚ3ㄚ    

蕃著虧積3蕃著虧積3蕃著虧積3蕃著虧積3    

蕃著積3蕃著積3蕃著積3蕃著積3    蕃蕃蕃蕃 øøøø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ㄚ3ㄚ3ㄚ3ㄚ    

蕃著癢3蕃著癢3蕃著癢3蕃著癢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ㄚ3ㄚ3ㄚ3ㄚ    

蕃著癢3蕃著癢3蕃著癢3蕃著癢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ㄚ3ㄚ3ㄚ3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二 3 至止-日 ø6ㄚø6ㄚø6ㄚø6ㄚ 6666    物茶3ㄚ物茶3ㄚ物茶3ㄚ物茶3ㄚ 6666    ȵ積積積積6666    ȵ積積積積6666    ȵ積積積積6666    ȵ積積積積6666    6ㄚ6ㄚ6ㄚ6ㄚȵ積積積積6666    積積積積6666    ȵĩĩĩĩ6666    

尼 3 脂止-娘 22221111,,,, 

ȵ積積積積22222222    

2222    ȵi2 ȵi2 ȵi2 ȵi2 ȵ積積積積2222    積積積積2222    ȵie2 

器 3 至止-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氣 3 未止-溪 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ㄚ5ㄚ5ㄚ5ㄚ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    

篩 積5篩 積5篩 積5篩 積5ㄚㄚㄚㄚ    

篩 ø5篩 ø5篩 ø5篩 ø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癢癢癢癢555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癢癢癢癢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機 3 微止-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    

依 3 微止-影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積1積1積1積1    

上表中的文白異讀幫助我們梳理出各方言點止攝開口字的兩個韻讀層次。部

分方言點（例如常山、龍游、雲和）有缺乏文白異讀訊息的情形，經由方言內部

擬測以及方言間同源詞比較的方法，仍可以推論出兩大類層次的存在。此層次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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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遇到齒音字時，常出現偏高的[ , ]及偏央的[ , , ]等韻讀形式，非齒音字則沒有

這個變化，可見是一種條件變體。 

[ ]韻讀在遂昌、雲和兩地較為發達，除了出現在精、知、莊、章等系外，也

出現在見、溪、群、曉母當中，這批聲母的中古條件為牙喉音，今則已讀作齒音[蕃著,蕃著 ]，

可能是由於見系牙喉音聲母顎化的關係，因而與齒音有相同的[ ]韻讀表現，亦為一

種條件音變。考察[ , ]等韻讀的分佈範圍，除了與齒音部位高度相關之外，還受到

聲母發音方式的影響：在塞擦音及擦音環境中出現，零聲母（影喻母）與鼻通音

（疑母、日母）則無。由此我們可知，[ , ]韻讀不與鼻通音及 i 元音相結合，而在

具「摩擦阻塞性」的齒音條件下出現。 

此外，[ ][ĩ][癢積 ][ ][積 ]這些韻讀出現在止蟹攝的明日娘疑母2，與[i]韻加上鼻

通音聲母的條件高度相關，亦為一種條件變體。至於[ø][ar][ ][ ]四韻母，出現

在開化、常山、龍游、遂昌四點的止攝開口日母字中，顯然也是屬於此層次的條

件變體之一。 

表 3-1-2  蟹攝開口三四等字層次對應表 

蟹開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止蟹合

流層次 

晚 積 

 

積 

 

積 

 

積 

□□ 

積 

 

積 

 

積 

 

積 

 

積 

 
早 虧積 

 

□□ 

 

ø 

 

癢 

 

癢 

 

□□ 

□□ 

□□ 

 

□□ 

□□ 

積癢 

□□ 

斃 3 祭蟹-並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腐腐腐腐積積積積3333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 

幣 3 祭蟹-並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2222    □□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4444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獎積6獎積6獎積6獎積6    腐積6腐積6腐積6腐積6ㄚㄚㄚㄚ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癢癢癢癢6666    

勵 3 祭蟹-來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3333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積癢6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積癢6給積癢6給積癢6給積癢6    

際 3 祭蟹-精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篩積3篩積3篩積3篩積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ㄚ5ㄚ5ㄚ5ㄚ    

蕃著ᴇ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制 3 祭蟹-章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 積癢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2
 慶元止蟹攝的[ ]主要出現在明母，江ĩ減主要出現在日娘疑母。不過也有若干並母字「脾」以及來母

字「鯉」韻母為[ ]，因此慶元方言的[ ][ĩ]出現環境可修正為唇音以及通音類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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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3 祭蟹-禪 識識識識 6666    □□ □□ 積積積積6666    積6積6積6積6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積癢6積癢6積癢6積癢6    

誓 3 祭蟹-禪 積5積5積5積5ㄚㄚㄚㄚ    

著虧積5著虧積5著虧積5著虧積5    

□□ □□ 積積積積6666    □□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6666,,,, 

積癢6 

識識識識 6666    積癢6積癢6積癢6積癢6    

世 3 祭蟹-書 著癢5 著癢5 癢5 積積積積5555    積積積積5555ㄚㄚㄚㄚ著癢5著癢5著癢5著癢5    著著著著 5555    積癢5 著著著著 5555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藝 3 祭蟹-疑 66661111,,,, 

ȵ積6積6積6積62222    

6666    ȵ積ᴇ6 ȵ積積積積6666    ȵ積6積6積6積6    ȵ積6積6積6積6    ȵ積6積6積6積6    積6積6積6積6    ȵ詞癢61, 

ȵ積癢6積癢6積癢6積癢62222    

閉 4 霽蟹-幫 pi5 腐積5腐積5腐積5腐積5    pø5 be6/ 

pe5 

pe5 pi5 pi5 腐積5腐積5腐積5腐積5    獎積5獎積5獎積5獎積5    

謎 4 霽蟹-明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 縣縣縣縣積積積積 6666    縣縣縣縣癢積癢積癢積癢積 6666    縣縣縣縣 66661111,,,,

縣縣縣縣積積積積66662222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縣積2縣積2縣積2縣積2    縣縣縣縣 2222    

題 4 齊蟹-定 男積2男積2男積2男積2ㄚㄚㄚㄚ    

男癢6 

男積2男積2男積2男積2ㄚㄚㄚㄚ    

男癢2 

男積2男積2男積2男積2    男積2男積2男積2男積2    男積2男積2男積2男積2    男積2男積2男積2男積2    男積癢2 男積2男積2男積2男積2    蕃蕃蕃蕃積積積積癢癢癢癢2222    

麗 4 霽蟹-來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 □□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li6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癢癢癢癢6666    

濟 4 薺蟹-精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臍 4 齊蟹-從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222    著著著著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識識識識 2222    積2積2積2積2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222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洗 4 薺蟹-心 積3積3積3積3    積3積3積3積3    積3積3積3積3    積3積3積3積3    積3積3積3積31111,,,,    

積 32 

積3積3積3積3    積癢3 著著著著 3333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撕 4 齊蟹-心 著著著著 1111ㄚㄚㄚㄚ    

蕃蕃蕃蕃著著著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ㄚㄚㄚ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米 4 霽蟹-見 縣積 6縣積 6縣積 6縣積 61111,,,, 

mi62 

縣積3縣積3縣積3縣積3ㄚㄚㄚㄚ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4444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4444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4444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4444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4,4,4,4,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5555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4444ẽẽẽẽ ))))    

,縣積癢4 軟 

縣積3縣積3縣積3縣積3    縣縣縣縣積積積積癢4癢4癢4癢4    

計 4 霽蟹-見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ㄚㄚㄚㄚ    

k積積積積1111    

篩積5篩積5篩積5篩積51111,,,, 

篩積æ52 

篩積5篩積5篩積5篩積5    篩積5篩積5篩積5篩積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稽 4 齊蟹-見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    篩篩篩篩積1積1積1積1    篩篩篩篩積1積1積1積1    □□ 蕃蕃蕃蕃ɕɕɕɕiiii3333    tstststs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1積癢1積癢1積癢1    

溪 4 齊蟹-溪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ㄚㄚㄚㄚ 

蕃 積癢1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ㄚㄚㄚㄚ 

蕃 積癢1 

篩篩篩篩 積1積1積1積1ㄚㄚㄚㄚ 

蕃 積 1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1111    篩篩篩篩 積1積1積1積1ㄚㄚㄚㄚ 

蕃 積癢1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    蕃 積癢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癢癢癢癢1111    

啟 4 薺蟹-溪 蕃蕃蕃蕃 積3積3積3積3    蕃蕃蕃蕃 積3積3積3積3    □□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5555    篩 積3篩 積3篩 積3篩 積3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 積癢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倪 4 齊蟹-疑 缸缸缸缸2222    □□ ȵ積積積積3333    ȵ積積積積6666    ȵ積2積2積2積2    ȵ積2積2積2積2    ȵ積2積2積2積2    積2積2積2積2    □□ 

蟹攝和止攝上述的情況相似：有一個較晚的文讀層次[i]，齒音字在此層次中

有條件變體，遂昌、雲和的見曉系聲母今讀齒音，可接[ ]韻讀。與止攝相較之下，

較早層在蟹攝中較不明顯，從「誓」「臍」「閉」等例字讀音約略可以看出端倪。

綜合止蟹兩攝而言，此層次可稱作「止蟹開口三四等合流層」，其中具有較晚與較

早兩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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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說明慶元較早層次的非齒音韻母，經過分析後可以確認韻讀形式為[積癢]，

正好與慶元的「止攝支韻獨讀層次」韻讀形式相同（請參照 3.1.1.4 節）。經過層次

分析之後，不同的層次具有相同的形式，此即本文所謂的「異層同讀」。換言之，

慶元的[積癢]在音韻層次中具有「止蟹合流早期層次」及「止攝支韻獨讀層次」兩種

意義。慶元之脂韻系及蟹攝的[積癢]較單純，僅代表「止蟹合流早期層次」的韻讀形

式；支韻的[積癢]則為「止蟹合流早期層次」或者「止攝支韻獨讀層次」的韻讀形式

皆有可能，目前我們尚未找到分別上述二者的有效方法，暫時先將支韻的[積癢]歸入

「止攝支韻獨讀層次」。 

表 3-1-3  止蟹合口三四等合流層次對應表 

止蟹合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止蟹合流層

次 

晚 虧積 虧積 虧ᴇ 虧積 虧癢積 虧癢積 虧癢積 虧癢積 虧物積 
早 詞 詞 詞, ø 詞 詞, ø 詞 詞 詞 詞 

吹 3 支止-昌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1111

ㄚㄚㄚㄚ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炊 3 支止-昌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1111    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1111

ㄚㄚㄚㄚ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1111,,,,    

蕃著 癢積12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嘴 3 紙止-精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3,3,3,3, 

蕃 積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1111,,,,    

蕃著癢積32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著物積3 

規 3 支止-見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1111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ᴇ1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1111    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1111    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1111    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1111    篩癢積1 篩虧物積篩虧物積篩虧物積篩虧物積1111ㄚㄚㄚ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虧 3 支止-溪 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ᴇ1    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1ㄚ1ㄚ1ㄚ1ㄚ 

篩篩篩篩 詞詞詞詞1111    

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1111    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跪3 3 紙止-溪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篩篩篩篩 詞3詞3詞3詞3    篩篩篩篩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3333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詞3詞3詞3詞3    

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3333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ㄚ6ㄚ6ㄚ6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4444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4444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4444    

偽 3 寘止-疑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3333    □□ □□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ㄚ詞66ㄚ詞66ㄚ詞66ㄚ詞6    詞6詞6詞6詞6    

為行~ 3 支止-云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2222    虧癢4 虧虧虧虧ᴇ2222    □□ 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    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    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    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ㄚㄚㄚㄚ    

詞2詞2詞2詞2    

詞2詞2詞2詞2    

追 3 脂止-知 蕃著虧積蕃著虧積蕃著虧積蕃著虧積1111    蕃著虧積蕃著虧積蕃著虧積蕃著虧積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ᴇ1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i1    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1111    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墜 3 至止-澄 □□ 男識積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識虧癢積男識虧癢積男識虧癢積男識虧癢積6666 男識虧癢積男識虧癢積男識虧癢積男識虧癢積6666    識癢積6 詞詞詞詞6666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6666    

                                                      
3
 《廣韻》「跪」字另有一群母音切（韻母同為紙韻），龍游的文讀音，以及遂昌雲和慶元各點的讀

音所反映的應該是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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ㄚㄚㄚㄚ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水4 3 旨止-書 詞3詞3詞3詞3    著虧積著虧積著虧積著虧積3ㄚ3ㄚ3ㄚ3ㄚ    

詞詞詞詞3ㄚ3ㄚ3ㄚ3ㄚ詞詞詞詞3333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ᴇ3ㄚ3ㄚ3ㄚ3ㄚ    

詞詞詞詞3ㄚ3ㄚ3ㄚ3ㄚ詞詞詞詞3333    

詞詞詞詞3333    著虧癢積著虧癢積著虧癢積著虧癢積3ㄚ3ㄚ3ㄚ3ㄚ

詞詞詞詞4ㄚ4ㄚ4ㄚ4ㄚ詞詞詞詞3333    

著虧癢積著虧癢積著虧癢積著虧癢積3333    詞詞詞詞3333    詞詞詞詞3333    詞詞詞詞33331111,,,,     

詞詞詞詞33332222    

遂 3 至止-邪 識虧積識虧積識虧積識虧積6666    □□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ᴇ6    男識虧積男識虧積男識虧積男識虧積6666    識虧癢積識虧癢積識虧癢積識虧癢積6666    識虧癢積2識虧癢積2識虧癢積2識虧癢積2    詞2詞2詞2詞2    詞詞詞詞6666    詞詞詞詞6666    

季 3 至止-見 蕃 積5 蕃 積3 篩詞5篩詞5篩詞5篩詞5    篩詞5篩詞5篩詞5篩詞5    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3333    □□ □□ 蕃蕃蕃蕃 詞5詞5詞5詞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5555    

愧 3 至止-見 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5555    □□ □□ 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篩 虧積5555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2ㄚ2ㄚ2ㄚ2ㄚ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 篩 虧物積篩 虧物積篩 虧物積篩 虧物積5555    

龜 3 脂止-見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1111    篩積1 篩ø篩ø篩ø篩ø1111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1111    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1ㄚ1ㄚ1ㄚ1ㄚ    

篩ø篩ø篩ø篩ø1111    

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5ㄚ5ㄚ5ㄚ5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櫃 3 至止-群 虧 6 虧 6 øøøø6666    詞詞詞詞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6666    

位 3 至止-云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6666    詞6詞6詞6詞61111,,,,    

虧癢62 

虧虧虧虧ᴇ6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ㄚ6ㄚ6ㄚ6ㄚ    

詞6詞6詞6詞6    

詞6詞6詞6詞6    

維 3 脂止-以 ui2 蜴蜴蜴蜴積積積積2222    fi2 fi2 vi2 vi2 vi2 蜴積2蜴積2蜴積2蜴積2ㄚ詞ㄚ詞ㄚ詞ㄚ詞2222    詞2詞2詞2詞2    

遺 3 脂止-以 -- 積2積2積2積2    積2積2積2積2 積2積2積2積2 -- 積2積2積2積2 積2積2積2積2 詞2詞2詞2詞2    積2積2積2積2    

貴 3 未止-見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5ㄚ5ㄚ5ㄚ5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5555    kuᴇ5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5ㄚ5ㄚ5ㄚ5ㄚ    
篩篩篩篩詞詞詞詞5555 

kuei3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ㄚㄚㄚㄚ 

蕃蕃蕃蕃 詞5詞5詞5詞5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ㄚㄚㄚㄚ 

蕃蕃蕃蕃 詞5詞5詞5詞5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ㄚㄚㄚㄚ 

蕃蕃蕃蕃 詞5詞5詞5詞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5555    

慰 3 未止-影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5555    □□ □□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3333    虧癢積5虧癢積5虧癢積5虧癢積5    □□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1111    虧癢積3虧癢積3虧癢積3虧癢積3    詞詞詞詞5555    

揮 3 微止-曉 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1111    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ᴇ1    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1111    裡虧癢積裡虧癢積裡虧癢積裡虧癢積1111    裡虧癢積裡虧癢積裡虧癢積裡虧癢積1111    裡虧癢積裡虧癢積裡虧癢積裡虧癢積1111    裡虧癢積裡虧癢積裡虧癢積裡虧癢積1111    裡虧物積裡虧物積裡虧物積裡虧物積1ㄚ1ㄚ1ㄚ1ㄚ 

詞詞詞詞1111    

圍 3 微止-云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2222    詞2詞2詞2詞21111,,,,    

虧癢22 

虧虧虧虧ᴇ2/y2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2222    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    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    

詞2詞2詞2詞2    

詞2詞2詞2詞2    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    詞2詞2詞2詞2    

胃 3 未止-云 虧癢6 虧癢6 虧虧虧虧ᴇ6    虧虧虧虧i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ㄚ6ㄚ6ㄚ6ㄚ    

詞6詞6詞6詞6    

詞5詞5詞5詞5    

脆 3 祭蟹-清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5555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5555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5555    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    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    蕃著 癢積5 蕃著 癢積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5555    

歲 3 祭蟹-心 著虧積著虧積著虧積著虧積5ㄚ5ㄚ5ㄚ5ㄚ    

著癢5 

著虧癢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ᴇ5555    詞詞詞詞5555    著虧 積5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癢癢癢癢積5積5積5積5    詞 5 詞5詞5詞5詞5    詞癢5 

衛 3 祭蟹-云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6666    虧癢2 虧虧虧虧ᴇ6666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虧虧虧虧癢癢癢癢積積積積6666    ȵ詞癢6 

桂 4 霽蟹-見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5555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555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ᴇ5555    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篩虧積5ㄚ5ㄚ5ㄚ5ㄚ 

篩篩篩篩詞5詞5詞5詞5    

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篩虧癢積3333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ㄚㄚㄚㄚ 

蕃蕃蕃蕃 詞5詞5詞5詞5,,,, 

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1111軟軟軟軟     

蕃 詞癢5 

奎 4 齊蟹-溪 □□ □□ □□ □□ 篩 虧 積1 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1111    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1111    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篩 虧癢積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物物物物積積積積1111    

慧 4 霽蟹-匣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33331111,,,,    

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55552222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3333    虧虧虧虧ᴇ6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33331111,,,,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55552222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ㄚ詞66ㄚ詞66ㄚ詞66ㄚ詞6    詞癢6 

止蟹攝三四等合口韻與開口韻相對應，也可分析出較晚及較早兩個層次，我

                                                      
4
 亦有學者認為處衢方言這組讀音的本字為「沝」。「沝」字《集韻》紀錄為之壘切，語意與「水」

相同。無論本字為何，韻母均為止攝合口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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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開合口上述層次定名為「止蟹合流層次」。與開口韻不同的是，合口齒音字的

表現不再與其他部位有所不同。另，江山以及玉山的[y]韻讀在某些例字例如「龜、

櫃、醉、槌」等字讀作[ø]，目前找不到分化的條件，由於[y][ø]的發音部位十分接

近，我們不排除發音方面有若干變易的可能。此外，以母字除了開化、慶元之外，

其他方言點的-u-成分均有唇齒化傾向，讀為[vi][fi]，例如「惟、唯、維」等字；也

有進一步丟失[v,f]讀為[i]者，例如「遺」字。 

3.1.1.2 止蟹有別層次 

蟹攝三四等韻除了止蟹合流的層次之外，還有一個與止攝不同、純粹是蟹攝

內部三四等合流的層次；同樣地，蟹攝一二等韻也有一個合流層次。「蟹攝一二等

合流層次」以及「蟹攝三四等合流層次」可統稱為「止蟹有別」的層次，主要表

現在蟹攝當中，是此節的討論重點。以下分別述之： 

表 3-1-4  蟹攝三四等合流層次對應表 

蟹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蟹攝三四等

合流層次 

開 癢 癢 癢 □□ □□ □□ 積癢 □□ 積癢 
合 虧癢 虧癢 虧ᴇ □□ ø □□ 詞  □□ 詞癢 

世 3 祭蟹-書 著癢5著癢5著癢5著癢5    著癢5著癢5著癢5著癢5    癢癢癢癢5555    積5 積5ㄚ著癢5 著 5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著 5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勢 3 祭蟹-書 積5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5555    癢癢癢癢5555    積5 著癢5 著 5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著 5 軟, 

著 1

軟ẽ )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祭 3 祭蟹-精 蕃 積5ㄚ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5555    

蕃著癢5蕃著癢5蕃著癢5蕃著癢5    蕃著ᴇ5 蕃 積5 蕃 積5ㄚ 

蕃著 積5 

蕃 積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厲 3 祭蟹-來 給積6 給積4 □□ 給積6 給積6 給積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癢癢癢癢6666    給積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癢癢癢癢6666    

帝 4 霽蟹-端 蕃積5ㄚne3333 男男男男癢癢癢癢6666    蕃癢5蕃癢5蕃癢5蕃癢5    蕃積5 蕃積5 蕃積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癢癢癢癢5555    蕃積5 男積癢5男積癢5男積癢5男積癢5    

低 4 齊蟹-端 蕃癢1蕃癢1蕃癢1蕃癢1    蕃癢1蕃癢1蕃癢1蕃癢1    蕃積1 蕃積1 蕃積1 蕃積1 蕃蕃蕃蕃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積1 男積癢1男積癢1男積癢1男積癢1    

禮 4 薺蟹-來 給癢6給癢6給癢6給癢6    給積3ㄚ給積4 

ㄚ給癢4給癢4給癢4給癢4 

給ᴇ4 給積4 給積4 給積4, 

給積5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癢癢癢癢4444    給積3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癢癢癢癢4444    

妻 4 齊蟹-清 蕃著 癢1蕃著 癢1蕃著 癢1蕃著 癢1    蕃著 癢1蕃著 癢1蕃著 癢1蕃著 癢1    □□ 蕃 積1 蕃 積1 蕃 積1 蕃蕃蕃蕃 積癢1積癢1積癢1積癢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癢1積癢1積癢1積癢1    

契 4 霽蟹-溪 蕃 積癢5 篩 積5 篩篩篩篩 癢癢癢癢5555    篩 積5 篩 癢5 蕃 積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癢癢癢癢5555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癢癢癢癢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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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3 祭蟹-書 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5555    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5555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ᴇ5555    詞5 ø5ø5ø5ø5    著虧癢積5 詞詞詞詞 5555    詞5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5555    

歲 3 祭蟹-心 著虧積5ㄚ 

著癢5 

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555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ᴇ5555    詞5 著虧 積5 著虧癢積5 詞詞詞詞 5555    詞5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5555    

畦 4 齊蟹-匣 □□ □□ 詞 2 □□ ø2ø2ø2ø2    □□ □□ □□ □□ 

前 4 先山-從 識虧癢2軟 1 

,男 積 2

軟2 

識虧癢2軟

1, 

男 積 2軟

2 

詞ᴇ21, 

著虧ᴇ22,

dʑiᴇ̃2~

3 

著虧 積2軟 1 

著虧 6軟

2,男 積 23 

ø2軟 1, 

積 2軟 2 

積 6軟 3 

積癢2 詞詞詞詞 2222軟軟軟軟

,,,,    

積 2軟  

積癢2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2222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1111,,,, 

積 2軟 ㄚ 

詞 2軟  

蟹攝此層次的特徵是三四等韻合流，與止攝有別，因此稱作「蟹攝三四等合

流層次」，放在「止蟹有別層次」的項目下。推測其年代應該在蟹攝形成之後、止

蟹合流之前。龍游、雲和、廣豐開合口及玉山開口韻目前找不到能夠對應此層次

的韻讀形式，以「--」表示從闕。 

江山此層次的開口韻讀形式確定為[e]，此層次的合口韻則是[虧ᴇ]。觀察江山

的韻母系統有[虧ᴇ]無[虧癢]，[虧ᴇ]作為[e]的合口韻相對合理。如此，江山「蟹攝三四等

合流層次」與「止蟹三四等合流文讀層次」的合口韻讀形式相同。慶元也有類似

的現象，從同源詞對應的角度以及同層次的合口韻讀確定為[詞癢]這兩點來看，慶元

此層次的開口韻讀形式為[ie]。如此則慶元此層次與「止蟹三四等合流白讀層次」

的開口韻讀形式亦相同。江山與慶元「異層同讀」的現象，除了同源詞對應的條

件之外，尚有音韻結構上的支持。 

「前」字在處衢方言中的讀音頗特別：本屬陽聲韻字，但在各方言點中普遍

存在陰聲韻的異讀（廣豐、玉山甚至有入聲韻異讀）。仔細觀察其語意，開化為首

的前五方言點，其陰聲韻（以及入聲韻）讀法的語意以偏向「方位詞」居多，例

如「前後、前頭、前日」等，而陽聲韻的讀法則多半為「向前、前進」的動詞意

思；遂昌、慶元的方位詞語意同時有陰聲韻及陽聲韻讀法；龍游、雲和則僅一讀，

為方位詞語意，動詞意的讀法不明。本文認為「前」字各點的陽聲韻大致歸屬「咸

山合流層次」的三四等韻讀，包含龍游、雲和兩點（請參照本章 3.2.1.2 節討論）；

而陰聲韻的層次則較早也有所參差，以開化為首的前五方言點，其陰聲韻讀屬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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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歌佳脂微同讀層次」（請參照第四章 4.3.4 節討論），遂昌及慶元的陰聲韻讀則

可歸屬本層次（即止蟹有別之蟹攝三四等合流層次）。考「前」字上古屬元部，上

古音時期與歌祭部有過密切的關係，處衢方言顯然保留此存古特點，其陰聲韻讀

一部份表現出「歌佳脂微同讀層次」，另部分則被視同合口祭韻字，表現出「蟹攝

三四等合流層次」。 

接著我們要討論「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但在正式討論之前，由於層次分析

脈絡上的需要，我們必須先討論「咍泰有別層次」。底下我們列出蟹攝開口一等咍

泰韻的例字如下： 

表 3-1-5  蟹攝開口一等韻音讀表 

蟹開一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倍 1 海蟹-並 獎癢6 獎虧癢4 獎ᴇ4 獎虧 積4 獎 積4 獎癢積6 獎癢積6 獎癢積4 腐物積4 

沛 1 泰蟹-滂 □□ 腐 虧癢3 □□ 腐 虧 積5 腐 積5 腐 癢積5 腐 癢積5 腐 癢積5 腐 物積5 

胎 1 咍蟹-透 蕃 1ㄚ 

蕃 癢1 

蕃 癢1 蕃 ᴇ1 蕃 積11, 

蕃 虧 積12 

蕃 積1 蕃 癢積1 蕃 癢積1 蕃 物1 蕃 物積1 

待 1 海蟹-定 男 6 男 6ㄚ 

男癢4 

男ᴇ6 男 積6 男 積6 男 4ㄚ 

男癢積4 

男癢積4 男物6 蕃物積4 

代 1 代蟹-定 男 6 男 6ㄚ 

男癢6 

男ᴇ6 男 積6 男 積6 男 6ㄚ 

男癢積6 

男癢積6 男物6 蕃物積6 

泰 1 泰蟹-透 蕃 5 蕃 3 蕃 æ5 蕃 物5 蕃 物積5 蕃 5 蕃 物5 蕃 5 蕃 5 

大 1 泰蟹-定 男 62軟  男 62軟  

,男 43 軟 

男æ62

軟 ẽ ) 

男物62軟  男物積62軟

 

男 6軟  男 6軟  男 6軟

,軟  

蕃 62軟  

帶 1 泰蟹-端 蕃 3ㄚ蕃 5 蕃 3ㄚ蕃 5 蕃æ5 蕃物31ẽ缸.),

蕃物52ẽ蜴.) 

蕃物積3ㄚ 

蕃物積5 

蕃 5 蕃物3ẽ缸.), 

蕃物5ẽ蜴.) 

蕃 5 男 3ẽ缸.)ㄚ 

男 5ẽ蜴.) 

戴 1 代蟹-端 蕃癢5 □□ 蕃æ5ẽ )ㄚ 

蕃ᴇ5ẽ蜴.) 

蕃 積5 蕃 積5 蕃 5ẽ ),蕃

5ẽ蜴.) 

蕃癢積5ẽ ),

蕃物5ẽ蜴.) 

蕃 5 男 51ẽ蜴.), 

男物積52ẽ ) 

奈 1 泰蟹-泥 缸 6 缸 4 缸æ6 缸物6 缸 積6 缸 4 缸物6 缸 6 缸 6 

耐 1 代蟹-泥 缸 6 □□ 缸æ6 缸物6 缸 積6 缸癢積6 缸物6 缸 6 缸 6 

賴 1 泰蟹-來 給 6 給 6 給æ6 給物6 給物積6 給 6ㄚ給 6 給物6 給 6 給 6 

災 1 咍蟹-精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ᴇ1 蕃著 積1 蕃著 積1 蕃著癢積1 蕃著癢積1 蕃著物1 蕃著 1 

彩 1 海蟹-清 蕃著 3 蕃著 3ㄚ 

蕃著 癢3 

蕃著 ᴇ3 蕃著 積3 蕃著 積3 蕃著 癢積3 蕃著 癢積3 蕃著 物3 蕃著 物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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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1 泰蟹-清 蕃著 5 蕃著 3 蕃著 æ5 蕃著 物5 蕃著 物積5 蕃著 癢積5 蕃著 物5 蕃著 物5 蕃著 5 

猜 1 咍蟹-清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 æ3 蕃著 物1 蕃著 物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物積1 

裁 1 咍蟹-從 男識 2 男識 2ㄚ 

識癢2 

男識ᴇ2 男識 積2 識 積2 識癢積2 識癢積2 識物2 著癢積2 

材 1 咍蟹-從 男識 2 男識 2ㄚ 

識癢2 

男識ᴇ2/ 

sᴇ2 

男識 積2 識 積2 識癢積2 識癢積2 識物2 著物積2 

賽 1 代蟹-心 著 5 著 5 著æ5 著物5 著物積5 著 5 著癢積5 著癢積5 著 5 

改 1 海蟹-見 篩 3 篩癢3 篩ᴇ3 篩 積3 篩 積3 篩癢積3 篩癢積3 篩物3 篩物積3 

開 1 咍蟹-溪 篩 1 篩 癢1 篩 ᴇ1 篩 積1 篩 積1 篩 癢積1 篩 癢積1 篩 癢積1 篩 物積1 

概 1 代蟹-見 篩 3ㄚ 

篩 3 

篩 3 篩 ᴇ5 篩 積5 篩 積5 篩 5 篩癢積5 篩物5 篩 物積5 

蓋 1 泰蟹-見 篩虧 5 篩虧 5 篩ᴇ5ㄚ 

篩虧æ5 

篩 積5 篩 積5ㄚ 

篩虧物積5 

篩癢積5 篩物5 篩物5 篩虧 5 

害 1 泰蟹-匣 6 裡癢5ㄚ 癢6 ᴇ6 裡 積6 積6 癢積6 癢積6 物6 裡虧 6 

艾 1 泰蟹-疑 6 4 æ4

)1, æ

62ẽ ) 

物6 物積4 6 物6 物6 41ẽ

), 62ẽ

) 

礙 1 代蟹-疑 癢6 癢6 ᴇ6 積6 積6 癢積6 癢積6 物6 物積6 

海 1 海蟹-曉 裡 3 裡癢3 裡ᴇ3 裡 積3 裡 積3 裡癢積3 裡癢積3 裡物3 裡物積3 

孩 1 咍蟹-匣 2 □□ □□ 裡物2 物積2 裡 2 物2 物2 裡 2 

愛 1 代蟹-影 5 癢5 ᴇ5 積5 積5 癢積5 癢積5 物5 物積5 

哀 1 咍蟹-影 癢1 1 ᴇ1 積1 積1 1 癢積1 物1 物積1 

由上表我們首先注意到蟹攝一等「咍泰有別」的現象。常山的咍韻有成系統

的文白異讀[ ㄚ癢]，泰韻則除了「害」字及「沛」字之外不讀[癢]韻；開化咍韻有文白

讀[ ㄚ癢]的例字較少，其泰韻字找不到讀[癢]韻者，兩地的咍泰有別表現在咍韻讀[癢]

的層次上。江山、廣豐、玉山的咍韻沒有如開化、常山般的文白異讀現象，不過，

其泰韻字的韻母（依序分別為：[æ][物][物積]）比較特別，咍韻字較少讀作上述那些韻

母，這三地的咍泰有別表現在泰韻分別讀[æ][物][物積]韻的層次上。龍游的泰韻字「賴」

有[ ㄚ ]的文白異讀，咍韻除了「戴」的動詞義之外沒有讀[ ]韻者，泰韻讀[ ]是當地

咍泰有別的層次。遂昌除了「大」字讀[ɑ]韻外，其餘泰韻字多讀[物]韻，我們判斷

泰韻的[物]代表咍泰有別層次。雲和、慶元的咍泰有別同遂昌相似，也表現在泰韻

讀[ɑ]的層次上，雲和、慶元的咍韻通常不讀或少讀[ɑ]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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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咍泰有別在各地的表現，除了開化、常山是展現在咍韻的白讀層

之外，其餘七點均由泰韻展現。而，泰韻這批韻讀形式，除了龍游、雲和沒有咍

韻字之外，其餘五點都有部分咍韻字同為此形式。如果我們推論泰韻這批韻母代

表「咍泰有別」的層次韻讀，那麼那些同讀的咍韻字又要如何解釋？上述「咍泰

有別」的層次能否成立？我們觀察蟹攝開口二等字語料，發現那些咍泰韻同讀者，

與蟹攝二等可以形成「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現列出蟹攝二等例字如下表： 

表 3-1-6  蟹攝開口二等字音讀表 

蟹開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牌 2 佳蟹-並 獎 2 獎 2 獎æ2 獎物2 獎物積2 獎 2 獎物2 獎 2 腐 2 

埋 2 皆蟹-明 縣 2 縣 2 縣æ2 縣物2 縣物積2 縣 2 □□ 縣 2 縣 2 

排 2 皆蟹-並 獎 2 獎 2 獎æ2 獎物2 獎物積2 獎 2 獎物2 獎 2 腐 2 

擺 2 蟹蟹-幫 腐 3 腐 3 腐æ3 腐物3 腐物積3 腐 3 腐物3 腐 3 獎 3 

罷 2 蟹蟹-並 獎 6 獎 4 獎 0ẽ ) 

ㄚ獎 4 

腐 1ㄚ

獎 6 

獎 6 獎 0ㄚ 

獎 4 

獎 4 獎聰6 □□ 

簰

筏 

2 佳蟹-並 獎 2 獎 2 獎聰2 獎 2 獎 2 獎 2 獎物2 獎 2 腐 2 

買 2 蟹蟹-明 縣 6 縣 4 縣 44 縣物4 縣 4 縣 4 縣物4 縣 3 縣 4 

齋 2 皆蟹-莊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æ1 蕃著物1 蕃著物積1 蕃著 1 蕃著物1 蕃著 1 蕃著 1 

差 2 佳蟹-初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 æ1 蕃著 物1 蕃著 物積1 蕃著 1 蕃著 物1 蕃著 1 蕃著 1 

釵 2 佳蟹-初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 1 □□ 蕃著 1 蕃著 物1 蕃著 1 蕃著 1 

債 2 卦蟹-莊 蕃著 5 蕃著 5 □□ 蕃著物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物5 蕃著 5 蕃著 5 

豺 2 皆蟹-崇 男識 2 男識 2 著æ2 著物2 識物積2 男識 2 識物2 識物2 著 2 

灑 2 蟹蟹-生 著 3 著 3 著æ3 □□ 著物積3 著 3 著物3 著聰3 著聰3 

曬 2 卦蟹-生 著 5 著 5 著 5 著 5 著 5 著虧 5 著 5 著 5 著 5, 

著聰5 

寨 2 夬蟹-崇 識 6 蕃著 3 □□ 著物5 識物積6 蕃著 5 識物6 識 2 著 5ㄚ 

著 6 

街 2 佳蟹-見 篩 1 篩 1 篩æ1 篩物1 篩物積1 篩 1 篩物1 篩 1 篩 1 

佳 2 佳蟹-見 蕃 積 1 □□ □□ 篩 1 篩 1 蕃 積 1 蕃 積 1 篩聰1 □□ 

階 2 皆蟹-見 篩 1 篩 3 篩積æ1 篩物1 篩物積1 蕃 積 1 篩物1 篩 1 篩 1 

解

脫 

2 蟹蟹-見 篩 3軟

ㄚ篩 3軟 , 

蕃 積癢33軟  

篩 3蜴.ẽ )

ㄚ篩 3軟

 

篩積æ5軟 ㄚ 

篩æ3 蜴.ẽ ) 

ㄚ篩 3軟  

篩物3軟

 

篩物積3軟

ㄚ篩 3ẽ ) 

蕃 積 5軟 , 

蕃 積 3 軟 

,篩 3軟  

篩物3軟  篩 3軟  篩 3軟  



 

84 
 

解押

送 

2 卦蟹-見 □□ 篩 5 □□ 篩物5 □□ 篩 5 篩物5 篩 5 篩 5 

解

會 

2 蟹蟹-匣 虧 6 虧 6 虧æ4 裡物4 物積4 □□ □□ □□ □□ 

戒 2 怪蟹-見 篩 5 軟 

ㄚ篩癢5軟  

篩 5 篩æ5 篩物5 篩物積5軟

ㄚ 6軟  

篩 5 篩物5 篩 5 篩 5 

介 2 怪蟹-見 蕃 積 5ㄚ 

篩 5軟  

篩 5 篩積æ5軟  篩物5 篩物積5 蕃 積 5ㄚ 

篩 5 

篩物5 篩 5 篩 5 

界 2 怪蟹-見 篩 5 篩 5 篩積æ5ㄚ 

篩æ5 

篩物5 篩物積5 蕃 積 5ㄚ 

篩 5 

篩物5 篩 5 篩 5 

楷 2 駭蟹-溪 篩 3 篩 3 篩 積æ3 篩 物3 □□ □□ 篩 物3 篩 3 篩 3 

鞋 2 佳蟹-匣 2 2 æ2 裡物2 物積2 2 物2 2 裡 2 

械 2 怪蟹-匣 積癢5 6 積æ6 裡物6 篩物積5ㄚ 

物積6 

積 6 物6 6 裡 6 

諧 2 皆蟹-匣 積 2, 

積癢2 

□□ □□ □□ □□ □□ □□ □□ □□ 

蟹 2 蟹蟹-匣 裡 3 裡 3 裡 3 裡 3 裡物積3 裡 31, 

積癢32 

裡物3 裡 3 裡 3 

拐 2 蟹蟹-群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æ3 篩虧物3 篩虧物積3 篩虧 3,篩虧

5, 虧 6 

篩虧物3 篩虧 3 篩虧 3 

矮 2 蟹蟹-影 3 3 æ3 物3 物積3 3 物3 3 □□ 

觀察上表，我們發現蟹攝二等有一個例字數量頗多的層次（龍游、雲和除外），

此層次不分皆佳夬等韻，在有文白異讀的狀況下總是文讀音的情形。由這些特點

可推測此層次反應出一個二等韻合流、年代偏晚的近代音韻格局。龍游這個層次

的例字偏少，目前找不到佳韻系例字，不過仍然符合皆夬不分的特點，故此層次

在龍游仍可成立。 

再來，與蟹攝一等韻統合觀察，我們可以確認蟹攝一等咍泰韻同樣也有這個

層次韻讀，且常是個文讀音。我們推論上述層次韻讀所代表的意義是「蟹攝開口

一二等合流」，咍泰皆佳各韻系均已無區別。此層次性質既已確認，我們回頭檢視

雲和。雲和的蟹攝二等字大多讀[ ]、一等字大多讀[物]。一等讀[ ]者皆為泰韻字5，

                                                      
5
 有少數咍韻字也讀[ɑ]的例外，例如：耐[nɑ6]、乃[nɑ3]、奶[nɑ1 大~(伯母),nɑ3~珠(乳房)]、戴[tɑ5]。「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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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代表了咍泰有別層次的泰韻韻讀。蟹攝二等字讀[物]者甚少，目前只看到

「豺[識物2]、崖[ ã2]」二字，儘管例字甚少，但也表現出皆佳不分的特徵，「豺」在

各方言的讀法亦皆屬此層次，故可判斷雲和的「蟹攝開口一二等合流層」韻讀應

該是[物]。 

綜而言之，「蟹攝開口一二等合流」層次韻讀的形式與「咍泰有別」的泰韻層

韻讀形式十分相近（龍游、雲和除外），是故除了龍游與雲和兩地之外，我們無法

判斷擁有同一批韻讀特徵的泰韻字到底是代表「蟹攝開口一二等合流層」還是「咍

泰有別層」，或者也可能同時兼具這兩層意義。「蟹攝開口一二等合流層」的確立，

同時幫助「咍泰有別層」的確定，部分咍韻字例如「待、猜、賽、孩」等字讀同

咍泰有別的泰韻韻讀形式，事實上屬於年代較晚的「蟹攝開口一二等合流層」，並

不會干擾「咍泰有別」層次的成立。底下我們列出「咍泰有別層次」以及「蟹攝

一二等合流層次」的例字對應表： 

表 3-1-7  蟹攝咍泰有別層次對應表 

蟹開一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咍泰有別層次 癢 癢 æ 物 物積  物   

胎 1 咍蟹-透 蕃蕃蕃蕃 癢癢癢癢1111     蕃 癢1蕃 癢1蕃 癢1蕃 癢1    蕃 ᴇ1 蕃 積1  蕃 積1 蕃 癢積1 蕃 癢積1 蕃 物1 蕃 物積1 

待 1 海蟹-定 男 6 男男男男癢4癢4癢4癢4     男ᴇ6 男 積6 男 積6 男癢積4  男癢積4 男物6 蕃物積4 

彩 1 海蟹-清 蕃著 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癢癢癢癢3333     蕃著 ᴇ3 蕃著 積3 蕃著 積3 蕃著 癢積3 蕃著 癢積3 蕃著 物3 蕃著 物積3 

泰 1 泰蟹-透 蕃 5 蕃 3 蕃 æ蕃 æ蕃 æ蕃 æ5555    蕃 物蕃 物蕃 物蕃 物5555    蕃 物積5蕃 物積5蕃 物積5蕃 物積5    蕃蕃蕃蕃 5555    蕃 物5蕃 物5蕃 物5蕃 物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帶 1 泰蟹-端 蕃 3ㄚ蕃 5 蕃 3ㄚ蕃 5 蕃æ5蕃æ5蕃æ5蕃æ5    蕃物5蕃物5蕃物5蕃物52ẽ蜴.)2ẽ蜴.)2ẽ蜴.)2ẽ蜴.)    蕃物積蕃物積蕃物積蕃物積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物5蕃物5蕃物5蕃物5ẽ蜴.)ẽ蜴.)ẽ蜴.)ẽ蜴.)    蕃蕃蕃蕃 5555    男男男男 5555ẽ蜴.)ẽ蜴.)ẽ蜴.)ẽ蜴.)     

賴 1 泰蟹-來 給 6 給 6 給給給給ææææ6666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6666    給物積6給物積6給物積6給物積6    給給給給 6666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6666    給給給給 6666    給給給給 6666    

江山、廣豐、玉山、遂昌、慶元「咍泰有別層」的泰韻韻讀形式與「蟹攝開

口一二等合流層」相同，因此部分一等泰韻字不易斷定其歸屬，亦可能同時歸屬

                                                                                                                                                            
是個虛詞、「奶」字後起（切韻無此字），「耐乃奶」三字不知是否受到鼻音泥母的影響，遂昌雲和

慶元 3 地常讀一個開口度較大的韻母元音，本文暫時將之視為一種條件音變。「戴」字原屬咍韻，

在偏西各地（開化常山江山廣豐玉山）可說符合咍韻的表現，尤其是動詞用法；而在龍游、遂昌、

雲和、慶元四方言中的動詞讀法，則符合咍泰有別的泰韻韻讀，和泰韻字「帶」的讀音一致，可能

是受到「帶」字的影響，作為「姓氏」的「戴」字音讀則沒有受到影響。本文傾向將龍游遂昌雲和

慶元的「戴(v.)」動詞讀音視為受到泰韻「帶」字音讀的同化，不列入層次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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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次。我們姑且以開化、常山、龍游、雲和的韻讀為準，列出「蟹攝一二等合

流層次」的例字對應表如下： 

表 3-1-8  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對應表 

蟹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蟹攝一二等

合流層次 

開   æ 物 物積  物 物  
合 虧  

 

虧  
 

虧æ 
æ 

虧物 
物 

虧物積 
物積 

虧  
□□ 

虧物 
物 

ẽ虧 ) 
物 

虧  
 

戴 1 代蟹-端 蕃癢5 □□ 蕃æ5蕃æ5蕃æ5蕃æ5ẽẽẽẽ ))))ㄚ 

蕃ᴇ5ẽ蜴.) 

蕃 積5 蕃 積5 蕃蕃蕃蕃 5555ẽẽẽẽ )))),,,,    

蕃 5ẽ蜴.) 

蕃癢積5ẽ ), 

蕃物5蕃物5蕃物5蕃物5ẽ蜴.)ẽ蜴.)ẽ蜴.)ẽ蜴.)    

蕃 5 男物積52ẽ )

, 男男男男 55551ẽ1ẽ1ẽ1ẽ蜴.蜴.蜴.蜴.)))) 

大 1 泰蟹-定 男男男男 66662222    

軟軟軟軟     

男男男男 66662軟2軟2軟2軟

男 43 軟 

男男男男ææææ66662222 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男物男物男物男物66662軟2軟2軟2軟     男物積6男物積6男物積6男物積62軟2軟2軟2軟

    

男 6軟  男 6軟  男 6軟 , 

軟  

蕃蕃蕃蕃 66662軟2軟2軟2軟     

奈 1 泰蟹-泥 缸缸缸缸 6666    缸缸缸缸 4444    缸缸缸缸ææææ6666    缸缸缸缸物物物物6666    缸 積6 缸缸缸缸 4444    缸物6缸物6缸物6缸物6    缸 6 缸缸缸缸 6666    

耐 1 代蟹-泥 缸缸缸缸 6666    □□ 缸缸缸缸ææææ6666    缸物缸物缸物缸物6666    缸 積6 缸癢積6 缸物6缸物6缸物6缸物6    缸 6 缸缸缸缸 6666    

蔡 1 泰蟹-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5555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5555    蕃著 物積5蕃著 物積5蕃著 物積5蕃著 物積5    蕃著 癢積5 蕃著 物5蕃著 物5蕃著 物5蕃著 物5    蕃著 物5蕃著 物5蕃著 物5蕃著 物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猜 1 咍蟹-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3333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1111    蕃著 物積1蕃著 物積1蕃著 物積1蕃著 物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物積1 

賽 1 代蟹-心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æ5著æ5著æ5著æ5    著著著著物物物物5555    著物積5著物積5著物積5著物積5    著著著著 5555    著癢積5 著癢積5 著著著著 5555    

概 1 代蟹-見 篩篩篩篩 3333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 ᴇ5 篩 積5 篩 積5 篩篩篩篩 5555    篩癢積5 篩篩篩篩物物物物5555    篩 物積5 

艾 1 泰蟹-疑 6666    4444    ææææ44441111     

ææææ66662ẽ2ẽ2ẽ2ẽ )))) 

物物物物6666    物積4物積4物積4物積4    6 物6物6物6物6    物6物6物6物6    44441111     

,,,, 66662ẽ2ẽ2ẽ2ẽ ))))    

孩 1 咍蟹-匣 2222    □□ □□ 裡裡裡裡物物物物2222    物積2物積2物積2物積2    裡裡裡裡 2222    物2物2物2物2    物2物2物2物2    裡裡裡裡 2222    

哀 1 咍蟹-影 癢1 1111    ᴇ1 積1 積1 1111    癢積1 物物物物1111    物積1 

埋 2 皆蟹-明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ææææ2222    縣縣縣縣物物物物2222    縣縣縣縣物積2物積2物積2物積2    縣縣縣縣 2222    □□ 縣 2 縣縣縣縣 2222    

豺 2 皆蟹-崇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著æ著æ著æ著æ2222    著著著著物2物2物2物2    識物積2識物積2識物積2識物積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識物2識物2識物2識物2    識物2識物2識物2識物2    著著著著 2222    

寨 2 夬蟹-崇 識識識識 6666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5555    識物積6識物積6識物積6識物積6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識物6識物6識物6識物6    識 2 著著著著 5555ㄚㄚㄚㄚ    

著著著著 6666    

皆 2 皆蟹-見 篩篩篩篩 1111    □□ □□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1111    篩物積1篩物積1篩物積1篩物積1    蕃 積 1 篩物1篩物1篩物1篩物1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佳 2 佳蟹-見 蕃 積 1 □□ □□ 篩 1 篩 1 蕃 積 1 蕃 積 1 篩聰1 □□ 

解

脫也 

2 蟹蟹-見 篩篩篩篩 3333軟軟軟軟

ㄚ篩 3軟 , 

蕃 積癢33軟

 

篩篩篩篩 3333蜴.ẽ蜴.ẽ蜴.ẽ蜴.ẽ ))))

ㄚ篩 3軟

 

篩積æ5軟

ㄚㄚㄚㄚ篩æ3篩æ3篩æ3篩æ3 

蜴.ẽ ) 

ㄚ篩 3軟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3333軟軟軟軟     篩物積3篩物積3篩物積3篩物積3軟軟軟軟

ㄚ篩 3ẽ ) 

蕃 積 5軟  

,蕃 積 3

軟,篩 3軟

 

篩物3篩物3篩物3篩物3軟軟軟軟     篩 3軟  篩篩篩篩 3333軟軟軟軟     

介 2 怪蟹-見 蕃 積 5ㄚ 

篩篩篩篩 5555軟軟軟軟  

篩篩篩篩 5555    篩積æ5軟  篩篩篩篩物物物物5555    篩物積5篩物積5篩物積5篩物積5    蕃 積 5ㄚ 

篩 5 

篩篩篩篩物物物物5555    篩 5 篩篩篩篩 5555    

諧 2 皆蟹-匣 積 2,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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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癢2 

械 2 怪蟹-匣 積癢5 6666    積積積積ææææ6666    裡裡裡裡物物物物6666    篩物積5篩物積5篩物積5篩物積5ㄚㄚㄚㄚ 

物積6物積6物積6物積6    

積 6 物6物6物6物6    6 裡裡裡裡 6666    

妹 1 隊蟹-明 縣癢6 縣虧癢6 縣ᴇ6 縣虧 積6 縣 積6 縣癢積6 縣癢積6 縣縣縣縣物6物6物6物6    縣物積6 

每 1 賄蟹-明 縣積3 縣虧癢3 縣ᴇ2 縣虧 積1 縣 積2 縣癢積4 縣癢積4 縣ã縣ã縣ã縣ã3333    縣物積4 

內 1 隊蟹-泥 缸癢6 缸虧積6 缸虧ᴇ6 缸虧 積6 缸虧 積6 缸虧癢積6 缸癢積6 缸缸缸缸物6物6物6物6    缸物積6 

會 

~計 

1 泰蟹-見 □□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篩 虧æ5篩 虧æ5篩 虧æ5篩 虧æ5    篩 虧物篩 虧物篩 虧物篩 虧物5555    篩 虧物積5篩 虧物積5篩 虧物積5篩 虧物積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ㄚ 

篩 虧癢積5 

篩虧癢積5 篩虧癢積5 篩虧物積5 

塊 1 隊蟹-溪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篩 ø3 篩 虧物篩 虧物篩 虧物篩 虧物5555    篩 虧物積5篩 虧物積5篩 虧物積5篩 虧物積5ㄚ

篩 ø5 

篩 虧癢積5 篩 虧癢積5 篩 虧癢積5 篩 虧物積5 

敗 2 夬蟹-並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æ獎æ獎æ獎æ6666    獎物獎物獎物獎物6666    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6666    獎 6 獎物獎物獎物獎物6666    獎 6 腐腐腐腐 6666    

邁 2 夬蟹-明 縣縣縣縣 6666    □□ □□ □□ 縣縣縣縣物積物積物積物積6666    □□ 縣縣縣縣物物物物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縣縣縣 6666    

快 2 夬蟹-溪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6666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3333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ææææ55551111, 

篩 物 72 

篩篩篩篩 虧物5虧物5虧物5虧物51111, 

篩 52 

篩篩篩篩 虧物積5虧物積5虧物積5虧物積5    篩 虧 5 篩篩篩篩 虧物5虧物5虧物5虧物5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5555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55551111, 

篩 52 

歪 2 佳蟹-曉 虧虧虧虧 1111    積11, 

虧虧虧虧 11112222    

ø1 虧積11,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11112222    

ø1 虧虧虧虧 1111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1111    虧虧虧虧 1111    虧虧虧虧 1111    

槐 2 皆蟹-匣 虧虧虧虧 2222    虧虧虧虧 2222    □□ 虧虧虧虧物2物2物2物2    虧虧虧虧物積2物積2物積2物積2    虧虧虧虧 2222    虧虧虧虧物2物2物2物2    虧虧虧虧 2222    虧虧虧虧 2222    

淮 2 皆蟹-匣 虧虧虧虧 2222    □□ □□ 虧虧虧虧物2物2物2物2    虧虧虧虧物積2物積2物積2物積2    虧虧虧虧 2222    虧虧虧虧物2物2物2物2    虧虧虧虧 2222    虧虧虧虧 2222    

依照蟹攝開口一二等合流層次的韻讀推測，蟹攝合口一二等合流層次的韻讀

應如上表所示，而我們也的確在灰、泰、皆、佳、夬諸韻找到可以支持的例字證

據。江山、遂昌、慶元三點此層次韻讀的合口一等韻例證較少，灰韻很可惜沒有

看到例證，不過二等皆佳夬韻倒是出現不少例字可資佐證，由此可確認此層次韻

讀。至於雲和，一二等只有部分明母字和泥母字呼應開口層次的[物]（「每」「邁」

字讀[ã]者應為受鼻音聲母影響產生的變體），其餘是[虧 ]；[虧 ]看起來與對應的開口

層次以及幫系的[物]不同，我們認為[虧 ]亦可能為此層次韻讀。據了解雲和地區的韻

母結構有[ ][積 ][虧 ]、[物][積物][虧物]，有[物]但沒有[積物][虧物]，[物]的合口韻形式可以為[虧 ]。

不過，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存在：既然雲和的一等韻除了明泥母字之外找不到與

「開口一二等合流層」對應的合口層次韻讀，那麼我們亦不能排除雲和沒有這個

合口層次的可能性。如果雲和沒有「蟹攝合口一二等合流層」的話，雲和的[虧 ]代

表的是皆佳合流的合口層次，呼應皆佳合流的開口層次[ ]；其明泥母字則需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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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與二等分開處理：一等明泥母[物][ã]屬「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二等明母字[物][ã]

屬「皆佳合流層」，[物][ã]為[ ]在鼻音條件下的變體。總而言之，雲和的蟹攝合口一

二等合流層次可能不存在，或存在但無法與「皆佳合流層次」分別，表格中以括

弧表示兩種可能。 

3.1.1.3 蟹攝一二等有別層次 

比「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年代早一階段的層次為「蟹攝一二等有別層次」。

此層次又可細分為：咍（灰）泰合流層次、皆佳合流層次、咍（灰）泰有別層次，

以及皆佳有別層次四大類。其中「咍泰有別層次」已在 3.1.1.2 節論述過，此節將

論述其餘蟹攝一二等有別的層次。 

表 3-1-9  咍泰合流層次對應表 

蟹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咍泰合流層次 ẽ癢) 癢 

虧癢 

ᴇ 積 

虧 積 

積 癢積 癢積 癢積 物積 

倍 1 海蟹-並 獎癢6獎癢6獎癢6獎癢6    獎虧癢4獎虧癢4獎虧癢4獎虧癢4    獎獎獎獎ᴇ4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積積積積4444    獎獎獎獎 積4積4積4積4    獎癢積6獎癢積6獎癢積6獎癢積6    獎癢積6獎癢積6獎癢積6獎癢積6    獎癢積獎癢積獎癢積獎癢積4444    腐物積4腐物積4腐物積4腐物積4    

沛 1 泰蟹-滂 □□ 腐 虧癢3腐 虧癢3腐 虧癢3腐 虧癢3    □□ 腐 虧腐 虧腐 虧腐 虧 積積積積5555    腐腐腐腐 積5積5積5積5    腐 癢積5腐 癢積5腐 癢積5腐 癢積5    腐 癢積5腐 癢積5腐 癢積5腐 癢積5    腐 癢積5腐 癢積5腐 癢積5腐 癢積5    腐 物積5腐 物積5腐 物積5腐 物積5    

貝 1 泰蟹-幫 腐積5 腐積5 腐腐腐腐ᴇ5555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積積積積5555    腐腐腐腐 積5積5積5積5    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    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    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    獎物積5獎物積5獎物積5獎物積5    

胎 1 咍蟹-透 蕃 1ㄚ 

蕃蕃蕃蕃 癢癢癢癢1111    

蕃 癢1蕃 癢1蕃 癢1蕃 癢1    蕃蕃蕃蕃 ᴇ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11111111, 

蕃 虧 積12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    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    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    蕃 物1 蕃 物蕃 物蕃 物蕃 物積積積積1111    

栽 1 咍蟹-精 蕃著 1 蕃 積1 蕃 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積積積積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積積積積1111ㄚ 

蕃 積1 

男識 2ㄚ 

男識癢積2男識癢積2男識癢積2男識癢積2 

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    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    蕃著 1 

災 1 咍蟹-精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ᴇ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積積積積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積積積積1111    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    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    蕃著物1 蕃著 1 

猜 1 咍蟹-清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 æ3 蕃著 物1 蕃著 物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癢癢癢癢積1積1積1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癢癢癢癢積1積1積1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癢癢癢癢積1積1積1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物物物物積1積1積1積1    

蔡 1 泰蟹-清 蕃著 5 蕃著 3 蕃著 æ5 蕃著 物5 蕃著 物積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癢癢癢癢積5積5積5積5    蕃著 物5 蕃著 物5 蕃著 5 

蓋 1 泰蟹-見 篩虧 5 篩虧 5 篩篩篩篩ᴇ5555ㄚ 

篩虧æ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    篩篩篩篩 積5積5積5積5ㄚ 

篩虧物積5 

篩篩篩篩癢癢癢癢積5積5積5積5    篩物5 篩物5 篩虧 5 

開 1 咍蟹-溪 篩 1 篩篩篩篩 癢癢癢癢1111    篩篩篩篩 ᴇ1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1111    篩篩篩篩 積1積1積1積1    篩 癢積1篩 癢積1篩 癢積1篩 癢積1    篩 癢積1篩 癢積1篩 癢積1篩 癢積1    篩 癢積1篩 癢積1篩 癢積1篩 癢積1    篩 物積1篩 物積1篩 物積1篩 物積1    

害 1 泰蟹-匣 6 裡裡裡裡癢癢癢癢5ㄚ5ㄚ5ㄚ5ㄚ    

癢6癢6癢6癢6    

ᴇ6    裡裡裡裡 積積積積6666    積6積6積6積6    癢積6癢積6癢積6癢積6    癢積6癢積6癢積6癢積6    物6 裡虧 6 

此層次的特徵為 1.咍泰無別 2.一二等韻母不同，我們稱為「咍泰合流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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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化的咍韻白讀是[e]，我們目前找不到泰韻字讀[e]的例證，但由於「灰泰合流層

次」韻讀形式確定為[ue]，因此可推論「咍泰合流層次」韻讀形式應為[e]，今暫以

括弧表示推論結果。常山、廣豐幫系字的韻母會出現-u-介音，或許是由於唇音聲

母的緣故，為條件變體。廣豐的透母字「胎」的次常用讀音也有-u-介音，但其他

端系字無此現象，屬於孤例，本文暫時視為例外。「蓋」字部分方言點的讀音為合

口韻，且多為白讀音，慶元的「害」也有類似情形，我們推測這可能是早期處衢

方言將這些字讀為合口的方音特色，歸入「灰泰有別層次」，並非此層次韻讀。 

表 3-1-10  灰泰合流層次對應表 

蟹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灰泰合流層次 虧癢 

癢 

虧癢 虧ᴇ 

ᴇ 

虧 積 虧 積 

積 

虧癢積 

癢積 

虧癢積 

癢積 

虧癢積 

癢積 

虧物積 

物積 

陪 1 灰蟹-並 獎癢2獎癢2獎癢2獎癢2    獎虧癢4獎虧癢4獎虧癢4獎虧癢4    獎獎獎獎ᴇ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積2積2積2積2    獎獎獎獎 積4積4積4積4    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    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    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    腐物積2腐物積2腐物積2腐物積2    

輩 1 隊蟹-幫 腐癢5腐癢5腐癢5腐癢5    腐虧癢5腐虧癢5腐虧癢5腐虧癢5    腐腐腐腐ᴇ5555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積5積5積5積5    腐腐腐腐 積5積5積5積5    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    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    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    獎物積5獎物積5獎物積5獎物積5    

梅 1 灰蟹-明 縣癢2縣癢2縣癢2縣癢2    縣虧癢2縣虧癢2縣虧癢2縣虧癢2    縣縣縣縣ᴇ2222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積2積2積2積2    縣縣縣縣 積2積2積2積2    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    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    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    縣物積2縣物積2縣物積2縣物積2    

對 1 隊蟹-端 蕃癢5 蕃虧癢5蕃虧癢5蕃虧癢5蕃虧癢5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ᴇ5555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積5積5積5積5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積5積5積5積5    蕃虧癢積5蕃虧癢積5蕃虧癢積5蕃虧癢積5    蕃癢積5 蕃癢積5 男物積5 

推 1 灰蟹-透 蕃 癢1 蕃 虧積1ㄚ 

蕃蕃蕃蕃 虧癢1虧癢1虧癢1虧癢1    

□□ 蕃蕃蕃蕃 虧虧虧虧 積1積1積1積1    蕃蕃蕃蕃 虧虧虧虧 積1積1積1積1    蕃蕃蕃蕃 虧癢積1虧癢積1虧癢積1虧癢積1    蕃 癢積1 蕃 癢積1 蕃 物積1 

內 1 隊蟹-泥 缸癢6 缸虧積6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ᴇ6666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積6積6積6積6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積6積6積6積6    缸虧癢積6缸虧癢積6缸虧癢積6缸虧癢積6    缸癢積6 缸物6 缸物積6 

最 1 泰蟹-精 □□ 蕃著虧積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ᴇ5555    蕃著虧積3 蕃著虧癢積5 蕃著虧癢積5蕃著虧癢積5蕃著虧癢積5蕃著虧癢積5    蕃著癢積1 蕃著癢積5 蕃著物積5 

催 1 灰蟹-清 蕃著 虧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癢1虧癢1虧癢1虧癢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ᴇ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 積1積1積1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 積1積1積1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癢積1虧癢積1虧癢積1虧癢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物積1 

匯 1 賄蟹-匣 虧癢6虧癢6虧癢6虧癢6,虧積6 虧癢4虧癢4虧癢4虧癢4    □□ 虧虧虧虧 積6積6積6積6    虧虧虧虧 積6積6積6積6    虧癢積6虧癢積6虧癢積6虧癢積6    虧癢積6虧癢積6虧癢積6虧癢積6    虧癢積6虧癢積6虧癢積6虧癢積6    虧物積6虧物積6虧物積6虧物積6    

會 

開~ 

1 泰蟹-匣 虧癢虧癢虧癢虧癢6666    虧癢虧癢虧癢虧癢6666    虧虧虧虧ᴇ6666    虧虧虧虧 積積積積6666    虧虧虧虧 積積積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積積積積6666    

會 

~計 

1 泰蟹-見 □□ 篩 虧 5 篩 虧æ5 篩 虧物5 篩 虧物積5 篩 虧 5ㄚ 

篩 虧癢積5篩 虧癢積5篩 虧癢積5篩 虧癢積5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    篩篩篩篩虧物積虧物積虧物積虧物積5555    

繪 1 泰蟹-匣 □□ □□ □□ □□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積5積5積5積5    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篩虧癢積51111, , , , 

虧癢積5虧癢積5虧癢積5虧癢積52222    

虧癢積6虧癢積6虧癢積6虧癢積6    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虧癢積2    篩虧物積5篩虧物積5篩虧物積5篩虧物積5    

悔 1 隊蟹-曉 裡虧積5 裡虧積5ㄚ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癢5癢5癢5癢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ᴇ5555    裡虧積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積5積5積5積5    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    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    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物物物物積5積5積5積5    

灰泰合流層次的例字夠多，也可以與「咍泰合流層次」完整對應，此層次韻

讀沒有什麼問題。開化方言語料中找不到蟹開一泰韻讀[癢]的例字，因此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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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咍泰合流層」的韻讀形式，在「灰泰合流層」的支持對應下可推論其「咍泰合

流層」韻讀形式應為[癢]，只是目前語料空缺，有待日後的田調加以補足。 

表 3-1-11  灰泰有別層次對應表 

蟹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灰泰有別層次 虧  虧  虧æ 虧物 虧物積  虧物 虧  虧  

蓋
6 

1 泰蟹-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ᴇ5ㄚ 

篩虧æ5篩虧æ5篩虧æ5篩虧æ5    

篩 積5 篩 積5ㄚ 

篩篩篩篩虧物虧物虧物虧物積5積5積5積5    

篩癢積5 篩物5 篩物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外 1 泰蟹-疑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1111,,,, 

虧虧虧虧 66662222    

虧æ虧æ虧æ虧æ6666    虧虧虧虧物6物6物6物6    虧虧虧虧物積6物積6物積6物積6    6666    虧虧虧虧物6物6物6物6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    

灰泰有別層次，大致反映在泰韻字上，其韻讀形式大多與「蟹攝一二等合流

層次」的合口韻讀形式相同。此層次的例字偏少，這是因為泰韻字本來數量就不

多，去掉部分表現為其他層次（灰泰合流層）的泰韻字之後，只剩下「會~計」「外」

「蓋」，還有常山的「劊」符合上述韻讀形式。我們認為「會~計
7」這個詞彙後起，

龍游此詞彙有文白兩讀[篩 虧 5~計ㄚ 篩 虧癢積5~計]，各屬於「蟹攝一二等合流層」以及「灰

泰合流層」，遂昌、雲和、慶元此詞彙的韻讀則屬於「灰泰合流層」，因此判斷常

山、江山、廣豐、玉山五點「會~計」的音讀應屬時代較晚的「蟹攝一二等合流層」。

至於「劊」字，可供判斷的訊息實在太少，無法確認常山的音讀究屬「蟹攝一二

等合流層」還是「灰泰有別層」，目前暫時存疑不論。此外，龍游的「灰泰有別層」

與「咍泰有別層」韻讀形式相同，可能真無開合的分別，也可能是因為語料不充

足的緣故。 

由於處衢九方言點的蟹攝一等韻層次較為複雜，底下我們將上文討論過的蟹

攝一等韻的層次韻讀，按照年代由晚到早列表如下： 

表 3-1-12  蟹攝一等韻層次對應表 

蟹一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6
 「蓋」字在處衢地區的開化常山江山玉山慶元 5 點，有合口音的異讀，此讀常為白讀音。我們推

測此字在早期的處衢方言被視為合口字，可歸入「灰泰有別層次」。 
7
 「會~計」語料見表 3-1-9 及表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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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一二等

合流層次 

開   æ 物 物積  物 物  
合 虧  

 

虧  
 

虧æ 
æ 

虧物 
物 

虧物積 
物積 

虧  
□□ 

虧物 
物 

ẽ虧 ) 
物 

虧  
 

咍泰合流層次 ẽ癢) 癢 

虧癢 

ᴇ 積 

虧 積 

積 癢積 癢積 癢積 物積 

灰泰合流層次 虧癢 

癢 

虧癢 虧ᴇ 

ᴇ 

虧 積 虧 積 

積 

虧癢積 

癢積 

虧癢積 

癢積 

虧癢積 

癢積 

虧物積 

物積 

咍泰有別層次 癢 癢 æ 物 物積  物   
灰泰有別層次 虧  虧  虧æ 虧物 虧物積  虧物 虧  虧  

按照我們分析層次的方法觀察蟹攝一等韻諸韻母型態，可以得出上表的層次

結論。其中，咍（灰）泰合流層次，亦可能代表咍（灰）泰有別層次的咍韻韻讀，

但必須將少量讀同「咍（灰）泰合流層次」的非牙喉音泰韻字例如「沛、貝、蔡、

奈、最、兌」等視為例外不計，如此，處衢方言的「咍（灰）泰有別」表現在非

牙喉音字上，牙喉音字則咍（灰）泰已混。上述解釋的好處在於，可以取消「咍

（灰）泰合流層次」，「咍（灰）泰有別層次」則可完整呈現咍（灰）泰韻讀的對

應形式，不過無法解釋的例外字則會增加。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皆佳合流層次」以及「皆佳有別層次」，各層次皆具開

合兩類韻讀形式。 

表 3-1-13  皆佳合流層次對應表 

蟹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皆佳合流

層次 

開 癢 □□ □□ □□ □□  □□  □□ 

合 □□ □□ □□ □□ □□ 虧  

 

□□ 虧  

 

□□ 

牌 2 佳蟹-並 獎 2 獎 2 獎æ2 獎物2 獎物積2 獎獎獎獎 2222    獎物2 獎獎獎獎 2222    腐 2 

排 2 皆蟹-並 獎 2 獎 2 獎æ2 獎物2 獎物積2 獎獎獎獎 2222    獎物2 獎獎獎獎 2222    腐 2 

擺 2 蟹蟹-幫 腐 3 腐 3 腐æ3 腐物3 腐物積3 腐腐腐腐 3333    腐物3 腐腐腐腐 3333    獎 3 

債 2 卦蟹-莊 蕃著 5 蕃著 5 □□ 蕃著物5 蕃著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物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5 

齋 2 皆蟹-莊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æ1 蕃著物1 蕃著物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物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差 2 佳蟹-初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 æ1 蕃著 物1 蕃著 物積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物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佳 2 佳蟹-見 蕃 積 1 □□ □□ 篩 1 篩 1 蕃 積 1 蕃 積 1 篩聰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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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2 佳蟹-見 篩 1 篩 1 篩æ1 篩物1 篩物積1 篩篩篩篩 1111    篩物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戒 2 怪蟹-見 篩 5 軟 

ㄚ篩篩篩篩癢癢癢癢5555軟軟軟軟  

篩 5 篩æ5 篩物5 篩物積5軟 ㄚ 

6軟  

篩篩篩篩 5555    篩物5 篩篩篩篩 5555    篩 5 

解 2 蟹蟹-見 蕃 積癢33軟  篩 3  篩積æ5ㄚ 

篩æ3  

篩物3 篩物積3  蕃 積 3 篩物3 篩篩篩篩 3333    篩 3 

械 2 怪蟹-匣 積癢5 6 積æ6 裡物6 篩物積5ㄚ 

物積6 

積 6 物6 6666    裡 6 

鞋 2 佳蟹-匣 2 2 æ2 裡物2 物積2 2222    物2 2222    裡 2 

矮 2 蟹蟹-影 3 3 æ3 物3 物積3 3333    物3 3333    □□ 

派 2 卦蟹-滂 腐 3 腐 5 腐 æ5 腐 物5 腐 物積5 腐腐腐腐 5555    腐 物5 腐腐腐腐 5555    腐 5 

拜 2 怪蟹-幫 腐 5 腐 5 腐æ5 腐物5 腐物積5 腐腐腐腐 5555    腐物5 腐腐腐腐 5555    腐 5 

乖 2 皆蟹-見 篩虧 1 篩虧 3 □□ 篩虧物1 篩虧物積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物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 1 

怪 2 怪蟹-見 篩虧 5 篩虧 5 篩虧æ5 篩虧物5 篩虧物積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物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 5 

懷 2 皆蟹-匣 虧 2 虧 2 虧æ2 虧物2 虧物積2 虧 2虧 2虧 2虧 2    虧物2 虧虧虧虧 2222     

,,,, 虧 2虧 2虧 2虧 2    

虧 2軟

ㄚ篩虧 2軟  

此層次反映出皆佳韻系無別的特徵，因此稱做「皆佳合流層」。開化此層次韻

讀只有一個例字：「戒~煙」，由於「戒」字在龍游、雲和的讀音屬「皆佳合流層」，

因此我們推測開化此字表現為此層次，韻讀形式為[e]。此外，開化的開口韻以及

龍游、雲和三點能找到「皆佳合流層」的韻讀形式，開化合口韻及其餘方言點此

層次的韻讀形式，以同源詞對應的角度看來，與「蟹攝一二等合流層」相同；而

我們除了同源詞對應的條件之外，找不到其他結構上的條件能夠支持「異層同讀」

的可能，因此將[ ][æ][物][物積][ ]那組韻讀形式歸入較主流的「蟹攝一二等合流層」，

而此層次的韻讀從闕。 

總而言之，龍游、雲和二點「咍泰有別層」與「皆佳合流層」的韻讀形式相

同，而與「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及「咍泰合流層」的韻讀形式不同；而常山、

江山、廣豐、玉山、遂昌、慶元六點的「皆佳合流層」與「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

韻讀形式相同，與「咍泰合流層」及「咍泰有別層」的韻讀形式不同。因此，常

山等地的狀況會令我們懷疑其「皆佳合流層」是否被「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覆

蓋，龍游等地的「皆佳合流層」則無此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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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4  皆佳有別層次對應表 

蟹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皆佳有別

層次 

開      虧   聰 聰 
合 虧  

 

虧  
 

虧物 
 

虧  
 

虧  
 

虧 虧  
 

聰 聰 

罷 2 蟹蟹-並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4444    獎獎獎獎 4444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 4  獎獎獎獎 4444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6666    □□ 

簰 2 佳蟹-並 獎獎獎獎 2222    獎獎獎獎 2222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2222    獎獎獎獎 2222    獎獎獎獎 2222    獎 2 獎物2 獎 2 腐 2 

買 2 蟹蟹-明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4444    縣物4 縣縣縣縣 4444    縣 4 縣物4 縣 3 縣 4 

曬 2 卦蟹-生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虧虧虧虧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 5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5555     

灑 2 蟹蟹-生 著 3 著 3 著æ3 □□ 著物積3 著 3 著物3 著聰3著聰3著聰3著聰3    著聰3著聰3著聰3著聰3    

解 2 蟹蟹-見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物3 篩篩篩篩 3333     篩 3軟  篩物3軟  篩 3軟  篩 3軟  

蟹 2 蟹蟹-匣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物積3 裡 3  裡物3 裡 3 裡 3 

稗 2 卦蟹-並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6666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6666    

卦 2 卦蟹-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物5篩虧物5篩虧物5篩虧物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 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5555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5555    

掛 2 卦蟹-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物5篩虧物5篩虧物5篩虧物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 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5555軟軟軟軟 , , , , 

聰聰聰聰6666ẽẽẽẽ蜴.蜴.蜴.蜴.))))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5555    

娃 2 佳蟹-影 □□ □□ □□ □□ □□ □□ 虧虧虧虧 1111    □□ 虧 1 

畫 2 卦蟹-匣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6666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6666    虧虧虧虧 6666    聰6聰6聰6聰6    聰6聰6聰6聰6    

話 2 夬蟹-匣 虧 6 軟ㄚ 

詞癢6 

虧 6 軟ㄚ 

詞癢6軟  

詞 6ẽ ) 虧 6ㄚ 

詞癢6ẽ ) 

虧 6 虧6 虧6 聰6 聰6 

本文認為上表這批韻讀代表「皆佳有別」層次，理由是這批韻讀都出現在佳

蟹卦韻而不出現在皆駭怪及夬韻，若有文白異讀則常為白讀音。 

合口韻的皆佳有別層次，大致上與開口韻相呼應，同樣表現在佳韻字上。江

山的韻讀是[虧物]而不是[虧 ]，與江山本身的韻母系統：[ 、i 、虧物]，有[虧物]無[虧 ]的狀

況有關。另，本文認為「話」字的讀音，無論文白讀都不反映蟹攝的層次，而是

反映假攝的「歌戈麻不分層次」，詳情請參見 4.1.4 節討論。 

最後，我們需要說明處衢方言各攝開口二等牙喉音字出現細音韻母的問題。

在漢語多數的北方方言中，開口二等韻碰到前頭為牙喉音（即見影系）聲母時，

韻母通常會出現-i-介音，並且見影系聲母發音部位向前顎化的情形。這種開口二等

見影系韻母讀同三等韻的情形，在宋末元初《古今韻會舉要》書中已有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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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現代方言中，北方方言此現象比南方方言普遍。身為南方方言之一，處衢方

言各攝二等牙喉音字的韻母也會出現-i-介音，均不如北方諸方言普遍，在有文白異

讀的狀況下總是為文讀音，而其白讀音則無-i-介音，韻母與同攝一等韻相同；至於

二等牙喉音字聲母，則不見得連帶發生顎化現象，顎化與否，端看各方言點的牙

喉音[k,kʰ,x, ŋ]能否與-i-介音相結合，能結合者例如江山、廣豐、玉山等點，則二等

牙喉音字聲母不顎化。 

由處衢方言二等韻遇牙喉音字，文讀為細音韻母、白讀與同攝一等韻同為洪

音韻母的情形看來，可推測處衢方言的一二等韻基本上已合流，後來可能受到北

方官話的接觸影響，二等見影系字出現一個細音韻的新文讀層，聲母方面則有顎

化與不顎化兩類，端看各方言點的聲韻結合特色而定。在層次分析的立場上，處

衢方言二等見影系今讀細音韻者，也是一個音韻層次，層次年代應屬晚近。但由

於此音韻現象只發生在二等見影系字，算是二等見影系字內部的文讀層，因此本

文選擇以文字說明，而不列入層次區劃中。 

3.1.1.4 止攝支韻獨讀層次 

表 3-1-15  支韻獨讀層次對應表 

支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支韻開口獨讀

層次 

積癢 積癢 積  積癢 積癢 □□ 積癢 □□ 積癢 

紙 3 紙止-章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著 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著 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匙 3 支止-禪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癢2癢2癢2癢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識 2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識 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枝 3 支止-章 蕃著 1ㄚ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著 1ㄚ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 積1 蕃 積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刺 3 寘止-清 蕃著 5ㄚ 

蕃著 5 

蕃著 5ㄚ 

蕃著 5 

蕃著 5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5 蕃著 5ㄚ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蕃著 1 軟 

,蕃著 5軟  

蕃著 5ㄚ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豉 3 寘止-禪 識 6 積癢6 積 2 積癢0 軟 積癢5 識 6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識 6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兒 3 支止-日 3ㄚȵ積3 2ㄚ 3 ȵ積3 ȵ積3 ȵ積5ㄚȵ積3 2ㄚ

ȵ積2 

ȵ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1 ȵĩ1ㄚ 

ȵ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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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 3 支止-並 獎積2 獎積2 獎積2 獎積2 獎積2 獎積2 獎積2軟 ,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癢2癢2癢2癢2ẽẽẽẽ ))))    

獎積2 腐 2ㄚ

腐積2 

避 3 寘止-並 獎積6ㄚ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癢6癢6癢6癢6    

獎獎獎獎積積積積癢6癢6癢6癢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6666    獎積6 獎積癢6獎積癢6獎積癢6獎積癢6    獎積6 獎積6 獎積6 腐積6 

離 3 支止-來 給積2, 

給積6ㄚ給積癢6給積癢6給積癢6給積癢6 

給積4ㄚ給積癢6給積癢6給積癢6給積癢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2, 給積癢6給積癢6給積癢6給積癢6 給積2, 給給給給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給積2 給積2 給積2 給積2 

移 3 支止-以 積2 積2 積2 積2 積2 積2 積積積積癢2癢2癢2癢2 積2 積積積積癢2癢2癢2癢2 

地 4 霽蟹-定

8 

男積癢6 蕃 5ㄚ 

男積6ㄚ 

男積癢6 

男積6ㄚ 

男積ᴇ 8ㄚ 

男積 6 

男積6ㄚ男癢 8

ㄚ男積癢2 

ㄚ男積癢6 

蕃 5ㄚ 

男積6ㄚ 

男積癢6 

男積 6, 

男積6 

男積6 男積6 蕃積6 

裏 3 止止-來 給積3ㄚ給積6 給積癢41, 

給積癢32, 

缸 13,

缸 34, 

給 85, 

給 76 

給積 41, 

給積42, 

給 73, 

給 84 

給積癢41, 

給積42, 給積13, 

給 積14 

給 積11,給 積2

2,給 積33, 

給 積54, 

給癢 75, 

給積癢46, 

給 17 

給積4 □□ 給積3 給積41, 

給 32, 

給積癢43 

箕 3 之止-見 積癢11, 

積12 

積11, 

積癢12 

篩積1ㄚ 積1 篩積1 篩積1ㄚ 積1 積1 積1 積1 積1 

記 3 志止-見 篩虧積5 蕃 積癢51

軟ẽ ), 

篩積52軟

ẽ ) 

篩ø5

軟,ẽ ), 

篩積5軟  

篩 0ㄚ 

篩癢5 

篩積5ㄚ篩癢5 蕃 積3

軟, 

蕃 積5

軟 

蕃著 5軟 , 

蕃 積虧5 軟 

蕃著 5 蕃 積3, 

蕃 積5 

此層次成系統地出現在止攝開口支韻字，且多為白讀音。梅祖麟 2001 注意到

支韻這批字的讀音，認為表現出浙南吳語支與之脂有別的層次。本文贊同其意見，

並在此意見的基礎上，進一步試圖解釋擁有相近一批音讀的蟹攝齊韻系諸字（包

括「地」字），在音韻層次上所代表的意義為「魏晉佳皆部同讀層次」，與本層次

具有歷史上的承繼關係（請參照 4.2.3 節討論）。 

仔細檢視，之韻有少數例字的某個音讀形式與此層次相同，例如「裏、箕、

記」等字，但這些音讀若非分佈的方言點偏少（「箕」讀[ie1]只在開化常山、「記」

                                                      
8
 「地」字《切韻》為止攝至韻三等字，《集韻》則為蟹攝霽韻四等字，今處衢方言的音讀表現比

較傾向蟹攝四等字，本文將之視為四等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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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tɕie5]只在常山）、或者字義有疑慮（例如常山的「記」9）、不然就是擁有眾多

讀音的指向代詞（例如「裏」）等等，因此，我們暫且將這些[ie]音讀視為例外，不

納入層次考量。我們將上述諸字附帶列於上表末，以雙橫線與本層次例字隔開，

以便備查。 

總之，此層次韻讀可以說符合南北朝後期至切韻時期「支與之脂有別」的南

方音韻特色，我們將之稱為「支韻獨讀層」。 

秋谷裕幸 2002 提到，處衢方言的章系字，不僅能區分支與脂之的不同，還能

夠區分脂與之的不同。秋谷先生由常山、江山、玉山話中，之韻章系字「齒、蒔」

有讀[ə]者，支脂韻的章系字則無此讀法的情形，推論[ə]為之韻的鑒別韻，在這個

層次上，處衢方言的章系字可以區分支[ie]≠脂[e]≠之[ə]（以玉山話為例）。秋谷

先生的這項觀察大致無誤，但本文對此意見持保留態度。分析層次時，我們通常

會根據聲母的條件檢視韻母是否存在條件變體，在無聲母條件限制的狀況下，才

會承認此韻母為層次韻讀的可能。若說處衢方言只在章系字保留支脂之三分的層

次，而知莊系聲母則無，這樣的聲母條件未免頗受限制，較難承認為一層次韻讀。

此外，通常愈早期的層次，其例字數量偏少，某攝某系字沒有某類早期音讀，是

十分常見的事，支脂韻的章系字無讀[ə]者，也可能是「碰巧沒有」的狀況。常山、

江山、玉山支脂韻章系字雖然無[ə]，但語料顯示此三方言點的支脂之三韻精知莊

系字均有[ə]韻讀，且與廣豐、遂昌的[ɿˠ]、慶元的[ ]有對應關係，出現在止蟹攝開

口三四等齒音字中，故本文認為常山、江山、玉山止攝的[ə]為「止蟹合流早期層

次」的齒音韻讀，並非支脂之三分的層次韻讀（參見 3.1.1.1 節、表 3-1-1 及表 3-1-2）。 

3.1.1.5 蟹攝一等讀前高元音層次 

                                                      
9
 語料報告書上各方言點的「記」字義皆與記得、日記有關，唯獨常山此讀音出現在「一」之後，

意思為「一下」，與其餘字義顯然不同，筆者懷疑是否另有本字，今暫且存疑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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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要討論蟹攝一等當中，有一組讀前高元音[i]、開合口相呼應的白

讀韻母，這組韻母亦為一層次韻讀，列出韻讀及例字如下表： 

表 3-1-16  蟹攝一等讀前高元音層次對應表 

蟹開合一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蟹一讀前高

元音層次 

開 積 積 積 積 積 □□ □□ 積 積 
合 虧積 虧積 □□ 虧積 虧癢積 □□ □□ □□ □□ 

貝 1 泰蟹-幫 腐積5腐積5腐積5腐積5    腐積5腐積5腐積5腐積5    腐ᴇ5 腐虧 積5 腐 積5 腐癢積5 腐癢積5 腐癢積5 獎物積5 

苔 1 咍蟹-定 男癢21, 

男積2男積2男積2男積22222 

□□□□□□□□    蕃 ᴇ1 蕃æ0 蕃 積1 蕃 癢積1, 

男癢積2 

男癢積2 蕃 物1, 

男物2 

蕃 物積1, 

蕃物積2 

來 1 咍蟹-來 給 2 軟

ㄚ給給給給積2積2積2積2    

給 2 軟ㄚ    

給給給給積2積2積2積2    

lᴇ0 ~/    

給給給給積2積2積2積2, 

給ᴇ2軟 3 

給 積2 軟ㄚ    

給給給給積2積2積2積2    

給 積2 軟ㄚ    

給給給給積2積2積2積2 

給 2ㄚ給癢積2 給癢積2 給物2

軟 ,    

給給給給積2積2積2積2軟軟軟軟     

給物積2

軟ㄚ給積癢3 

栽 1 咍蟹-精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    蕃著 積1 蕃著 積1ㄚ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 

男識 2ㄚ 

男識癢積2 

蕃著癢積1 蕃著癢積1 蕃著 1 

菜 1 代蟹-清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1111,,,, 

蕃著 32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1111,,,,    

蕃 積ᴇ 72 

蕃著 積5 蕃著 積5 蕃著 癢積5 蕃著 癢積5 蕃著 物5 蕃著 物積5 

鰓 1 咍蟹-心 著 1 著 1 □□ □□ 著 積1 著癢積1 著 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腮 1 咍蟹-心 著 1 □□ □□ 著 積1 著 積1 著 7 □□ 著 11,

著著著著 11112222    

著著著著 1111    

杯 1 灰蟹-幫 腐癢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1111    腐ᴇ1 腐虧 積1 腐 積1 腐癢積1 腐癢積1 腐癢積1 獎物積1 

每 1 賄蟹-明 縣積3縣積3縣積3縣積3    縣虧癢3 縣ᴇ2 縣虧 積1 縣 積2 縣癢積4 縣癢積4 縣ã3 縣物積4 

儡 1 賄蟹-來 □□ 給虧積給虧積給虧積給虧積4444    給ᴇ4 給虧積4給虧積4給虧積4給虧積4    給虧 積4 給虧癢積5ㄚ 

給癢積5 

給癢積4 給癢積3 給物積4 

最 1 泰蟹-精 □□ 蕃著虧積蕃著虧積蕃著虧積蕃著虧積3333    蕃著虧ᴇ5 蕃著虧積蕃著虧積蕃著虧積蕃著虧積3333    蕃著虧癢積5蕃著虧癢積5蕃著虧癢積5蕃著虧癢積5    蕃著虧癢積5 蕃著癢積1 蕃著癢積5 蕃著物積5 

崔 1 灰蟹-清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1111    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蕃著 虧積1111    蕃著 虧ᴇ1 蕃著 虧 積1 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蕃著 虧癢積1111    蕃著 虧癢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癢積1 蕃著 物積1 

賄 1 賄蟹-曉 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5555    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5555    □□ 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3333    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裡虧癢積5    裡虧癢積5 裡虧癢積3 裡虧癢積3 裡虧物積3 

悔 1 隊蟹-曉 裡虧積5裡虧積5裡虧積5裡虧積5    裡虧積5裡虧積5裡虧積5裡虧積5ㄚㄚㄚㄚ    

裡虧癢5 

裡虧ᴇ5 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裡虧積555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積5積5積5積5    裡虧癢積5 裡虧癢積5 裡虧癢積5 裡虧物積5 

潰 1 隊蟹-匣 □□ □□ □□ □□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6666    虧癢積6 虧癢積6 虧癢積6 □□ 

煨 1 灰蟹-影 □□ □□ □□ 虧積虧積虧積虧積1111    □□ 虧癢積1 虧癢積1 虧癢積1 虧物積1 

這個層次在開化、常山、廣豐、玉山比較明顯，遂昌、雲和、慶元的例字較

少。其中，江山、龍游、遂昌、雲和、慶元的蟹攝一等合口韻雖不乏[虧ᴇ][虧癢積][虧物積]

等韻讀，但江山等點「灰泰合流層次」的韻讀形式亦分別為[虧ᴇ][虧癢積][虧物積]等韻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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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3.1.1.3 討論）。在邏輯上而言，可能江山等點的蟹攝一等合口韻缺乏與止蟹三四

等合流的層次；也可能江山等點有此層次，與「灰泰合流層次」具有「異層同讀」

特點。我們目前除了看到同源詞對應的條件之外，找不到能夠有效區別兩層次的

其他條件或方法，在蟹攝一等主流層次為「灰（咍）泰合流層次」的考量下，本

文將江山等點蟹攝一等合口韻[虧ᴇ][虧癢積][虧物積]等韻讀歸入「灰泰合流層」，此層次的韻

讀形式則從闕。 

蟹攝一等韻讀與止攝相同、為前高元音的現象，《切韻》系韻書中目前沒有看

到類似的記錄，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則有兩條相關記載：1.《卷十儀禮音義．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來女」條下解釋「來」字按照鄭玄的注，為「釐，力之反，

賜也」，劉向本則「音釐，亦音來，力代反，亦訓賜也」。2.《卷十六春秋左氏音義

之二．宣上第十》「棄甲復來」的「來」字條下有「力知反，又如字以協上韻」的

說明。由上可知，「來」字韻母有之支韻以及咍韻兩種讀法，之支韻的讀法可能與

蟹攝一等讀同止攝的現象相關。按照陸德明的記載，此語音現象出現在漢代的經

典傳注中。本文推測此現象可能為當時的某地語音，並非主流漢語，因此《切韻》

等韻書不傳，至今部分漢語南方方言則有類似現象10。由於缺乏歷史文獻紀錄，此

層次韻讀的年代判斷較困難，目前只找到《經典釋文》中有一條相關的記錄，單

據此判斷層次年代仍顯薄弱，因此，此層次年代暫時存疑，有待更多文獻記錄的

發現確認。 

3.1.2 果攝與假攝 

果攝包含《廣韻》的歌哿箇韻以及戈果過韻，歌韻系與戈韻系主要來自於上

古的歌部；假攝指的則是《廣韻》的麻馬禡韻，麻韻系主要來自上古的魚部，次

                                                      
10

 今日的閩南及閩東方言，也有蟹攝一等韻讀同止攝，為前高元音的音讀；客贛方言則有止攝白

讀音與蟹攝一二三四等韻皆相同的現象。在此感謝論文評審委員江敏華及吳瑞文先生的意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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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來自上古歌部。果攝與假攝的密切關係，始自東漢時期一部份的魚部字正式歸

到歌部之後，歌麻兩韻系便同處歌部，此後歷經魏晉時期，一直到南北朝後期（約

北魏後期與齊梁陳以後）11時正式分開為歌戈韻系與麻韻系，之後在中古音晚期各

自形成果攝與假攝。有鑑於果假二攝在上古音後期直到中古音前期被歸為一大類

的密切關係，我們將兩攝放在一起討論。 

3.1.2.1 果攝一等層次 

觀察果攝一等，可以找出一組具規則對應、元音多表現為舌位後高的[o,u]韻

讀。這組韻讀擁有眾多例字，常為文讀音，且表現為開合口沒有分別，即歌戈韻

已合流的特色，整體說來符合唐宋等韻圖時代以後的音韻格局，可算是頗能代表

果攝的強勢韻讀層次。此外，我們還觀察到另一組韻讀，例字的數量雖然不多，

但與前述層次韻讀同時出現時總是文讀音，亦表現為歌戈韻已合流的特色。我們

認為這組韻讀的年代較上述層次更晚近，應是果攝最晚形成的層次，因此稱之為

「歌戈合流晚期層次」（此層次均為文讀音，因此亦可稱為歌戈合流文讀層），而

將上述例字眾多的層次稱之為「歌戈合流早期層次」。列出韻讀及例字如下二表： 

表 3-1-17  果攝一等歌戈合流晚期層次對應表 

果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歌戈合流晚期

層次 

□□ 虧  □□ 虧  虧  □□ 虧  □□ 虧  

 

可 1 哿果-溪 篩 聰3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3333軟軟軟軟 1111, 

篩 7軟 2 

篩 聰11, 

篩 2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ㄚ 

篩 聰1 

篩 聰1 篩 虧5 篩 虧3 篩 虧3 篩 聰3 

菠 1 戈果-幫 腐聰1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1111    腐聰1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1111    腐聰1 腐虧1 腐虧1 腐虧1 縣聰11, 

獎聰12 

頗 1 戈果-滂 □□ □□ □□ 腐腐腐腐 虧虧虧虧 1111    腐 聰1 □□ 腐 虧1 □□ □□ 

唾 1 過果-透 蕃 虧積3ㄚ 

蕃 虧積5 

蕃 積5 蕃 積5 蕃蕃蕃蕃 虧虧虧虧 5555ㄚ  

蕃 聰5ㄚ 

蕃 積5 □□ □□ □□ 蕃蕃蕃蕃 5555    

                                                      
11

 南北朝的音韻狀況及其階段劃分，參考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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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 積5 

過 1 過果-見 篩聰3ㄚ  

蕃 詞癢5 

蕃 詞癢5 篩詞 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ㄚ 

篩詞癢5軟  

篩虧 5 篩虧5 篩虧5 篩聰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ㄚ篩虧4軟  

戈 1 戈果-見 □□ 篩聰1 □□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 1 篩虧1 篩虧1 篩聰1 篩聰1 

和 1 戈果-匣 聰2軟 , 

詞癢2軟

 

詞癢2軟  聰2 虧虧虧虧 2222 軟軟軟軟ㄚ 

詞癢2軟  

虧虧虧虧 2222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虧 2軟  

虧2軟 , 

虧6 軟 

虧虧虧虧 2222ẽẽẽẽ

)))), 

虧2軟  

聰2軟  聰2 

夥 1 果果-匣 裡虧積3 詞癢3 裡詞 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ㄚ 

裡詞癢3 

裡虧 3 裡虧3 裡虧3 □□ 裡聰3 

表 3-1-18  果攝一等歌戈合流早期層次對應表 

果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歌戈合流早期

層次 

聰 聰, 

 

聰 聰 聰, 

虧  

虧 虧 虧, 

聰 

虧, 

聰 

多 1 歌果-端 蕃聰1蕃聰1蕃聰1蕃聰1    蕃聰1蕃聰1蕃聰1蕃聰1    蕃聰1蕃聰1蕃聰1蕃聰1    蕃聰1蕃聰1蕃聰1蕃聰1ㄚ 

蕃 積1 

蕃聰1蕃聰1蕃聰1蕃聰1    蕃虧1蕃虧1蕃虧1蕃虧1    蕃虧1蕃虧1蕃虧1蕃虧1    蕃虧1蕃虧1蕃虧1蕃虧1    男聰1男聰1男聰1男聰1ㄚ 

男物積1 

拖 1 箇果-透 蕃蕃蕃蕃 聰1聰1聰1聰1ㄚ  

蕃 1 

蕃蕃蕃蕃 聰1聰1聰1聰1ㄚ 

蕃 1 

蕃蕃蕃蕃 聰1聰1聰1聰1ㄚ  

蕃 æ1 

蕃蕃蕃蕃 聰1聰1聰1聰1ㄚ  

蕃 物1 

蕃蕃蕃蕃 聰1聰1聰1聰1ㄚ  

蕃 物積1 

蕃蕃蕃蕃 虧1虧1虧1虧1, 

蕃 1 

蕃蕃蕃蕃 虧1虧1虧1虧1    蕃蕃蕃蕃 虧1虧1虧1虧1ㄚ  

蕃 1 

蕃蕃蕃蕃 聰1聰1聰1聰1ㄚ  

蕃 1 

大 1 箇果-定 男聰6男聰6男聰6男聰6    男聰6男聰6男聰6男聰6    男聰6男聰6男聰6男聰6    男聰6男聰6男聰6男聰6    男聰6男聰6男聰6男聰6    男虧6男虧6男虧6男虧6    男虧6男虧6男虧6男虧6    男虧6男虧6男虧6男虧6    蕃聰6蕃聰6蕃聰6蕃聰6    

駝 1 歌果-定 男聰2男聰2男聰2男聰2    男聰2男聰2男聰2男聰2    男聰2男聰2男聰2男聰2    男聰2男聰2男聰2男聰2    男聰2男聰2男聰2男聰2    男虧2男虧2男虧2男虧2    男虧2男虧2男虧2男虧2    男虧2男虧2男虧2男虧2    蕃聰2蕃聰2蕃聰2蕃聰2    

羅 1 歌果-來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虧2給虧2給虧2給虧2    給虧2給虧2給虧2給虧2    給虧2給虧2給虧2給虧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左 1 哿果-精 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    □□ 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    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    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虧虧虧虧5555    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    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    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蕃著聰3    

搓 1 歌果-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1聰1聰1聰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1聰1聰1聰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1聰1聰1聰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1聰1聰1聰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1聰1聰1聰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1虧1虧1虧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1虧1虧1虧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1虧1虧1虧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1聰1聰1聰1    

歌 1 歌果-見 篩聰1篩聰1篩聰1篩聰1    篩聰1篩聰1篩聰1篩聰1    篩聰1篩聰1篩聰1篩聰1    篩聰1篩聰1篩聰1篩聰1    篩聰1篩聰1篩聰1篩聰1    篩虧1篩虧1篩虧1篩虧1    篩虧1篩虧1篩虧1篩虧1    篩虧1篩虧1篩虧1篩虧1    篩聰1篩聰1篩聰1篩聰11111,  

篩虧 12 

鵝 1 歌果-疑 聰2聰2聰2聰2    聰2聰2聰2聰2    聰2聰2聰2聰2    聰2聰2聰2聰2    聰2聰2聰2聰2    虧2虧2虧2虧2    虧2虧2虧2虧2    2222    聰2聰2聰2聰2    

河 1 歌果-匣 聰2聰2聰2聰2    聰2聰2聰2聰2    聰2聰2聰2聰2    裡聰2裡聰2裡聰2裡聰2    聰2聰2聰2聰2    虧2虧2虧2虧2    虧2虧2虧2虧2    虧2虧2虧2虧2    裡聰2裡聰2裡聰2裡聰2    

波 1 戈果-幫 腐聰1腐聰1腐聰1腐聰1    腐聰1腐聰1腐聰1腐聰1    □□ 腐虧 1 腐聰1腐聰1腐聰1腐聰1    腐虧1腐虧1腐虧1腐虧1    腐虧1腐虧1腐虧1腐虧1    腐虧1腐虧1腐虧1腐虧1    獎聰1獎聰1獎聰1獎聰1    

玻 1 戈果-滂 腐聰1腐聰1腐聰1腐聰1    腐聰1腐聰1腐聰1腐聰1    腐聰1腐聰1腐聰1腐聰1    腐虧 1 腐聰1腐聰1腐聰1腐聰1    腐虧1腐虧1腐虧1腐虧1    腐虧1腐虧1腐虧1腐虧1    腐虧1腐虧1腐虧1腐虧1    縣聰1縣聰1縣聰1縣聰11111,,,,    

獎聰1獎聰1獎聰1獎聰12222    

摩 1 戈果-明 縣聰2縣聰2縣聰2縣聰2    縣縣縣縣 2222    縣聰2縣聰2縣聰2縣聰2    縣虧 2 縣聰2縣聰2縣聰2縣聰2    □□ 縣虧2縣虧2縣虧2縣虧2    縣縣縣縣2222    縣聰2縣聰2縣聰2縣聰2    

朵 1 果果-端 蕃聰3蕃聰3蕃聰3蕃聰3    蕃聰3蕃聰3蕃聰3蕃聰3    蕃聰3蕃聰3蕃聰3蕃聰3    蕃聰3蕃聰3蕃聰3蕃聰3    蕃聰3蕃聰3蕃聰3蕃聰3    蕃虧3蕃虧3蕃虧3蕃虧3    蕃虧3蕃虧3蕃虧3蕃虧3    蕃虧3蕃虧3蕃虧3蕃虧3    男聰3男聰3男聰3男聰3    

螺 1 戈果-來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    給虧2給虧2給虧2給虧2    給虧2給虧2給虧2給虧2    給虧2給虧2給虧2給虧2    給聰2給聰2給聰2給聰2ㄚ給物積2 

銼 1 過果-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5聰5聰5聰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5聰5聰5聰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5聰5聰5聰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5聰5聰5聰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5虧5虧5虧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5虧5虧5虧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5虧5虧5虧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5聰5聰5聰5    

梭 1 戈果-心 著聰1著聰1著聰1著聰1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1著聰1著聰1著聰1    著聰1著聰1著聰1著聰1    著聰1著聰1著聰1著聰1    □□ 著虧1著虧1著虧1著虧1    著虧1著虧1著虧1著虧1    著聰1著聰1著聰1著聰1    

鎖 1 果果-心 著聰3著聰3著聰3著聰3    著聰3著聰3著聰3著聰3    著聰3著聰3著聰3著聰3    著聰3著聰3著聰3著聰3    著聰3著聰3著聰3著聰3    著虧3著虧3著虧3著虧3    著虧3著虧3著虧3著虧3    著虧3著虧3著虧3著虧3    著聰3著聰3著聰3著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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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1 戈果-溪 篩篩篩篩 聰1聰1聰1聰1    篩篩篩篩 聰1聰1聰1聰1    篩篩篩篩 聰1聰1聰1聰1    篩 虧 1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1111    篩篩篩篩 虧1虧1虧1虧1    篩篩篩篩 虧1虧1虧1虧1    篩篩篩篩 聰1聰1聰1聰1    篩篩篩篩 聰1聰1聰1聰1    

果 1 果果-見 篩聰3篩聰3篩聰3篩聰3    篩聰3篩聰3篩聰3篩聰3ㄚ  

蕃 詞癢3 

篩聰3篩聰3篩聰3篩聰3ㄚ  

篩詞 3 

篩虧 3ㄚ 

篩詞癢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3篩虧3篩虧3篩虧3    篩篩篩篩虧虧虧虧3333 軟軟軟軟, , , , 

篩篩篩篩虧虧虧虧5555 軟軟軟軟    

篩聰3篩聰3篩聰3篩聰3    篩聰3篩聰3篩聰3篩聰3    

過 1 過果-見 篩聰3篩聰3篩聰3篩聰3ㄚ  

蕃 詞癢5 

蕃 詞癢5 篩詞 5 篩虧 5ㄚ 

篩詞癢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5篩虧5篩虧5篩虧5    篩虧5篩虧5篩虧5篩虧5    篩聰5篩聰5篩聰5篩聰5    篩虧 5軟  

ㄚ篩虧4篩虧4篩虧4篩虧4軟軟軟軟  

課 1 過果-溪 篩篩篩篩 聰5聰5聰5聰5    篩篩篩篩 聰1聰1聰1聰1    篩篩篩篩 聰5聰5聰5聰5    篩 虧 5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5555    篩篩篩篩 虧5虧5虧5虧5    篩篩篩篩 虧5虧5虧5虧5    篩篩篩篩 聰5聰5聰5聰5    篩篩篩篩 聰5聰5聰5聰5    

臥 1 過果-疑 □□ 聰6聰6聰6聰6    聰6聰6聰6聰6    聰6聰6聰6聰6    聰6聰6聰6聰6    虧6虧6虧6虧6    虧6虧6虧6虧6    聰6聰6聰6聰6    聰6聰6聰6聰6    

涴 1 過果-影 □□ □□ □□ □□ □□ 虧5虧5虧5虧5ẽẽẽẽ ))))    虧5虧5虧5虧5ẽẽẽẽ ))))    虧5虧5虧5虧5ẽẽẽẽ ))))    虧5虧5虧5虧5ẽẽẽẽ ))))    

倭 1 戈果-影 □□ □□ □□ □□ 聰1聰1聰1聰1    □□ 虧1虧1虧1虧1    3 □□ 

火 1 果果-曉 裡聰3裡聰3裡聰3裡聰3ㄚ 

裡虧積3 

裡聰3裡聰3裡聰3裡聰3ㄚ 

詞癢3ㄚ 

裡虧積3 

裡虧ᴇ3 裡虧 3ㄚ 

裡詞癢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ㄚ 

裡虧癢積3 

裡虧3裡虧3裡虧3裡虧3    裡虧3裡虧3裡虧3裡虧3    裡聰3裡聰3裡聰3裡聰3    裡聰3裡聰3裡聰3裡聰3ㄚ 

裡虧物積3 

禍 1 果果-匣 聰6聰6聰6聰6    聰6聰6聰6聰6    聰6聰6聰6聰6    虧 4 虧虧虧虧 4444    虧4虧4虧4虧4    虧4虧4虧4虧4    聰3聰3聰3聰3    聰4聰4聰4聰4    

「歌戈合流早期層次」中有一些細節需要說明。此層次中常山、玉山、雲和、

慶元的韻讀形式看來有兩種，觀察其聲母狀況，上述四點大致上可以分別歸納為

如上表第二欄所示。但是，這些歸納僅止於描述，無法構成條件分佈、亦找不出

何以分為兩類韻母的條理規則，意即我們無法解釋為何發音部位相同的同系聲母

會導致不同的韻母形式，更難以解釋為何同為見、定等母卻韻母不同的理由。由

此看來，「歌戈合流晚期層次」的這個問題無法單從果攝內部得到解答，本文觀察

到假攝二等有一個「開合無別」的層次，其韻讀形式大致上可與此層次相互呼應

（參照 3.1.2.2 節表 3-1-20 討論），本文認為果假兩攝的這兩個層次密切相關，應可

以作為一個層次整體檢討，而上述問題的產生大概與果假兩攝在音韻史上的分合

有關，詳細請看 3.1.2.2 節討論。 

3.1.2.2 假攝二三等層次 

假攝二等有一組例字頗多、開合口整齊呼應的韻讀；這批韻讀多為文讀音，

符合《切韻》時代以後的音韻格局。列出韻讀及例字如下表： 

表 3-1-19  假攝二等開合有別層次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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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開合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開合有別

層次 

開        ẽ )  
合 虧  虧  虧物 虧  虧  虧  虧  

 

虧  □□ 

芭 2 麻假-幫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聰1 獎聰1 

霸 2 禡假-幫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5555    腐聰5 獎聰5 

麻 2 麻假-明 縣縣縣縣 2222軟軟軟軟

ㄚ縣積癢2

軟ẽ ) 

縣縣縣縣 2222軟軟軟軟

ㄚ縣積癢2

軟ẽ ) 

縣聰 8軟

ㄚ縣聰2 

縣 2軟

ㄚ縣縣縣縣

2222ẽẽẽẽ ))))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軟軟軟軟     

,縣虧2軟

ㄚ縣2軟  

縣縣縣縣 2222軟軟軟軟 , 

縣虧2 軟 

縣聰2 縣聰2 

馬 2 馬假-明 縣縣縣縣 6666ㄚ 

縣積癢6 

縣縣縣縣 ㄚ 

縣積癢3ㄚ 

縣積癢4 

縣聰4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1ㄚ1ㄚ1ㄚ1ㄚ 

縣縣縣縣 4444    

縣4 縣縣縣縣 4444    縣聰3 縣聰4 

詐 2 禡假-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叉 2 麻假-初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ㄚ 

蕃著 虧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聰1 蕃著 聰1 

查 2 麻假-崇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虧 1, 

男識虧 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聰1, 

男識聰2 

蕃著聰1 

沙 2 麻假-生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ㄚ 

著 1 

著æ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1 著著著著 1111    

紗 2 麻假-生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 1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1 著聰1 

茶 2 麻假-澄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虧 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聰2 蕃著聰2 

家 2 麻假-見 蕃 積 1軟 ㄚ 

篩篩篩篩 1111 軟軟軟軟    

蕃 積 1

軟ㄚ 4444

軟軟軟軟ㄚ篩ㄚ篩ㄚ篩ㄚ篩 1111 軟軟軟軟    

篩積 1軟 ㄚ 

4444 軟軟軟軟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4444

軟軟軟軟ㄚ篩ㄚ篩ㄚ篩ㄚ篩 1111 軟軟軟軟    

篩虧 1 篩篩篩篩 1111 軟軟軟軟,,,,    

篩篩篩篩 5555 軟軟軟軟    

篩聰1 篩聰1軟 1 

,積 1

軟ẽ )2 

加 2 麻假-見 篩篩篩篩 1111    蕃 積 1ㄚ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虧 1 篩篩篩篩 1111    篩聰1 篩聰1 

價 2 禡假-見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篩積 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篩虧 5 □□ 篩聰5 篩聰5 

嘉 2 麻假-見 蕃 積 1 蕃 積 3 篩積 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蕃 積 1 篩篩篩篩 1111    篩聰1 篩聰1 

牙 2 麻假-疑 2222    積 2ㄚ 

2222    

2222    2222    2222    虧 2 2222    聰2 聰2 

雅 2 馬假-疑 積 3 積 3 □□ 1111    4444    積 5ㄚ 

積 3 

□□ 積 5ㄚ 

聰3 

聰4 

啞 2 馬假-影 聰3 3333ㄚ 3 聰3 3333ㄚ聰3 3333ㄚ 

聰3 

虧3 積 3ㄚ 3333, 

虧3 

聰5 聰3 

廈 2 馬假-匣 積 6 積 6 軟, 

6666軟軟軟軟     

積 4軟  裡裡裡裡 6666    4444軟軟軟軟     積 4

軟,軟  

6666 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聰6 軟,軟

 

裡聰6 

傻 2 馬假-生 □□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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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 2 馬假-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物5篩虧物5篩虧物5篩虧物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篩篩篩虧虧虧虧 5555, 

虧4 

篩篩篩篩 3333    篩聰3 篩聰3 

剮 2 馬假-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物3篩虧物3篩虧物3篩虧物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 □□ 篩篩篩篩 3333    □□ □□ 

跨 2 麻禡12假-

溪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 □□ □□ □□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ㄚ3ㄚ3ㄚ3ㄚ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3333ㄚ 

篩 聰1 

篩 聰1 

誇 2 麻假-溪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篩篩篩 1111    □□ □□ 

化 2 禡假-曉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555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物5裡虧物5裡虧物5裡虧物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555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555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5555    裡裡裡裡 5555    裡聰5 裡聰5 

花 2 麻假-曉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物裡虧物裡虧物裡虧物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ㄚ 

裡虧1 

裡裡裡裡 1111    裡聰1 裡聰1 

蛙 2 麻假-影 □□ 虧虧虧虧 1111    □□ □□ □□ 虧虧虧虧 1111    虧虧虧虧 1111    聰1 聰1 

華 2 麻禡13假-

匣 

虧虧虧虧 2222    虧虧虧虧 2222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2222    虧虧虧虧 2222    虧虧虧虧 2222    裡裡裡裡虧虧虧虧 2222ẽẽẽẽ ))))

,,,,虧2 軟    

虧虧虧虧 2222 軟軟軟軟    

,,,,虧虧虧虧 6666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聰2 聰2 

上表中「傻」字中古雖屬合口，其韻母今讀則表現為開口，由此幫助我們確

定雲和此層次的開口韻讀形式；由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雲和、慶元此層次的例字

數量零星，慶元甚至找不到合口韻的例字，說明雲和、慶元目前假攝的強勢韻讀

層次並非此層，而是下表的「開合無別層次」。此外，遂昌此層次的合口韻讀形式

有兩種[虧 , ]，可以理解為[u ]與牙喉音聲母結合時，由於聲母韻母「發音部位靠

後」的同質性高，-u-介音因此形同被「吸收」掉而不需要展現於口吻之間，只有

在今讀為零聲母的中古影匣母後面，由於失掉聲母的屏障，-u-介音會顯現出來。 

假攝二等除了上述「開合有別層次」之外，還有一個相對而言例字較少、多

為白讀音、且開合口沒有分別的韻讀層次。列出韻讀及例字如下表： 

表 3-1-20  假攝二等開合無別層次對應表 

假開合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開合無別層次 

(歌麻漸別層次) 

聰 聰, 
ẽ )14

聰 聰 聰 虧 虧 聰 聰 

                                                      
12

 「跨」字在《廣韻》有多切紀錄，計有假攝合口二等的平、上、去 3 切，以及遇攝暮韻去聲 1

切。處衢方言的讀音有假攝合口二等的平聲切以及去聲切兩種表現。 
13

 「華」字在《廣韻》有假攝合口二等的匣母平、去 2 切以及曉母平聲 1 切。處衢方言的讀音反

映匣母平去聲 2 切。 
14

 常山假攝見母讀[ ]者只有一字「蝸」，與此字同偏旁的「過鍋腡」等均為果攝字，加上廣豐「蝸」

字讀[uɤ1]的關係，因此懷疑此字在處衢方言的音讀可能表現為果攝字，今暫以括號表示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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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  

鴉 2 麻假-影 聰1聰1聰1聰1    積 1ㄚ 1111 聰1聰1聰1聰1    虧 1 1ㄚ 聰1 積 7 1 聰1 聰1 

椏 2 麻假-影 聰聰聰聰1111    1111    聰聰聰聰1111    聰聰聰聰1111    聰聰聰聰1111    虧1虧1虧1虧1    虧1虧1虧1虧1    聰聰聰聰1111    聰聰聰聰1111    

啞 2 馬假-影 聰3聰3聰3聰3    3ㄚ 3333 聰3聰3聰3聰3    3ㄚ聰3聰3聰3聰3 3ㄚ 

聰3聰3聰3聰3    

虧虧虧虧3333    積 3ㄚ 3, 

虧3虧3虧3虧3    

聰5聰5聰5聰5    聰3聰3聰3聰3    

霞 2 麻假-匣 積 2ㄚ 2ㄚ 

聰2聰2聰2聰2 

積 3ㄚ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111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1111    裡 1 2 積 2 2 □□ 裡聰2裡聰2裡聰2裡聰2    

下
15 

賤也

去也

降也 

2 馬假-匣 裡聰3裡聰3裡聰3裡聰3軟軟軟軟     積 4軟

ㄚ裡聰裡聰裡聰裡聰3333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 聰聰聰聰4444    

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聰聰聰聰44442222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裡聰3裡聰3裡聰3裡聰31111ẽẽẽẽ

))))    

裡裡裡裡聰聰聰聰3333ẽẽẽẽ

))))ㄚㄚㄚㄚ裡聰裡聰裡聰裡聰4444    

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聰聰聰聰1111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ㄚㄚㄚㄚ 聰聰聰聰4444    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裡裡裡裡聰聰聰聰3333ẽẽẽẽ ))))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軟軟軟軟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3333ẽẽẽẽ

))))    

積聰3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3333軟軟軟軟     

下

行下 

2 禡假-匣 聰6聰6聰6聰6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 積 6軟

ㄚ 6軟  

裡 6 軟3 □□ 虧虧虧虧 4444ẽẽẽẽ

))))    

4444 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i 4 軟 

積聰42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4444 軟軟軟軟    

ㄚ積 4 軟 

嫁 2 禡假-見 篩 5 篩 5 篩 5 篩 5 篩 5 篩篩篩篩虧虧虧虧 5555    積 5 積聰5 篩篩篩篩聰5聰5聰5聰5ㄚ 

積 5 

爬 2 麻假-並 獎積癢2 獎積癢2 獎聰2獎聰2獎聰2獎聰2    獎 2 獎 2 獎虧2獎虧2獎虧2獎虧2    獎 2 獎聰2獎聰2獎聰2獎聰2    腐聰2腐聰2腐聰2腐聰2    

巴 2 麻假-幫 腐 1 腐 3 軟ㄚ 

獎 2

軟ẽ )ㄚ 

腐 1 軟  

獎 2

軟ㄚ腐 1軟

 

獎 2 軟ㄚ 

腐 1 

獎 2 軟ẽ

)ㄚ 腐 1

軟 

腐虧1腐虧1腐虧1腐虧1    獎 2 軟, 

腐 1軟  

獎聰2獎聰2獎聰2獎聰2

軟軟軟軟,腐,腐,腐,腐聰聰聰聰1111

軟軟軟軟     

腐聰2腐聰2腐聰2腐聰2 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ㄚㄚㄚㄚ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1111軟軟軟軟

    

把 2 麻假-幫 腐 3ㄚ腐積癢3

ẽ ) 
腐積癢3 腐 3ㄚ 

腐腐腐腐聰聰聰聰3333ẽẽẽẽ )))) 

腐 3ㄚ 

腐積癢3 

腐 3ㄚ 

腐積癢3ẽ ) 

腐 3 腐 3, 

腐腐腐腐虧3虧3虧3虧3ẽẽẽẽ ))))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1,1,1,1,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3333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獎聰3獎聰3獎聰3獎聰3    

麻 2 麻假-明 縣縣縣縣 2222軟軟軟軟 ㄚ 

縣積癢2

軟ẽ ) 

縣 2軟

ㄚ縣積癢2

軟ẽ )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縣聰縣聰縣聰縣聰2222    

縣 2軟

ㄚ縣 2ẽ

) 

縣 2 縣 2軟

, 

縣縣縣縣虧虧虧虧2222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縣縣縣縣2222軟軟軟軟  

縣 2軟  

,縣縣縣縣虧虧虧虧2222

軟軟軟軟 

縣聰2縣聰2縣聰2縣聰2    縣聰2縣聰2縣聰2縣聰2    

蝸 2 麻假-見 □□ 1111    □□ 虧 1 □□ □□ 虧1虧1虧1虧1    □□ 聰1聰1聰1聰1    

瓜 2 麻假-見 篩虧 1 篩虧 1ㄚ 篩詞 1 篩虧 1 篩虧 1 篩虧1 篩 1 篩篩篩篩聰1聰1聰1聰1    篩篩篩篩聰1聰1聰1聰1    

                                                      
15

 「下」字在《廣韻》有上、去兩切，上聲切的字義解釋為「賤也去也後也底也降也」，去聲切的

解釋為「行下」。按照《廣韻》上字義的分別，可知上聲切多作為動詞使用，去聲切則傾向作為方

位詞使用，然則時至今日，動詞與方位詞的分別已逐漸混淆，普通話基本上已無分別，處衢方言亦

多有混淆現象。表格中盡量按照詞義與詞性的不同、在不改動原始語料紀錄的前提下，將「下」的

多種讀音分成兩大類填入上去兩切欄中。其中，開化常山江山廣豐玉山5點由於仍有陽去調的表現，

因此將非陽去調的讀音歸為上聲切；龍游遂昌雲和慶元 4 點，則按照詞性的不同，動詞用法歸到上

聲切、方位詞用法歸到去聲切。龍游遂昌雲和慶元 4 點事實上還有另一種可能，即「下」已無動詞

方位詞的分別，所有的讀音都歸到上聲切，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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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 詞癢1 

寡 2 馬假-見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物5

軟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 5

軟, 

虧虧虧虧4444~婦婦婦婦    

篩 3 篩聰3篩聰3篩聰3篩聰3    篩聰3篩聰3篩聰3篩聰3    

瓦 2 馬假-疑 6 虧 3 

ㄚ虧 4 

虧物4 虧 4 虧 4 4 4 聰3聰3聰3聰3    4444    

花 2 麻假-曉 裡虧 1 裡虧 1 裡虧物1 裡虧 1 裡虧 1 裡虧 1ㄚ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1111 

裡 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111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1111    

划 2 麻假-匣 □□ 虧 2 虧物2 虧 2 虧 2 虧虧虧虧2222    虧 2 聰2聰2聰2聰2    聰2聰2聰2聰2    

此層次的韻讀形式與果攝同具開合無別特質的「歌戈合流早期層次」韻讀形

式多數相同、少數不同，本文認為「果攝歌戈合流早期層次」與「假攝二等開合

無別層次」密切相關，事實上可以整合為一個大層次看待，此大層次表現出音韻

史上歌戈韻系和麻韻系「大致無別、少數有別」的音韻格局，正好可以呼應南北

朝時期的音韻變化：前期「歌戈麻無別」承襲自東漢以來魚部麻韻字進入歌部的

演變，後期「歌戈韻一組、麻韻一組」是為《切韻》歌麻有別的前身。「果攝歌戈

合流早期層次」與「假攝二等開合無別層次」顯然具歌麻兩系「由合到分」的過

渡特色。自晉室南渡以來，吳語與北來語言的接觸機會及頻率大增，可以想見南

北朝時外來語音逐漸大量且快速地傳進吳語地區，與本地語音在短期間競爭融合

的結果形成上述這個較為壓縮雜揉的音韻層次，一方面表現出「歌麻不分」、另方

面又表現出「歌麻已別」；進一步可以說，此音韻層次的內容較為複雜，可能由數

個不完整的小層次壓縮而成，這些小層次的具體面目已頗難辨識，但可以確知其

中至少分別存在較早的「歌麻不分」與較晚「歌麻已別」的音韻特色等等。因此，

此層次韻讀今日可以看到的兩種形式，在聲母類別上無法找到規律的條件分佈，

究其實可能正是因為這兩類韻讀事實上屬於層次的分別，並非同層次的不同變體。

最後，考量到此層次表現出「歌麻不分→歌麻已別」的過渡期特色，可將層次名

稱改作「歌麻漸別層次」。 

至於假攝三等，我們看到兩個層次，一個是例字較多、總為文讀音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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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則是例字較少、多為白讀音的層次；我們分別稱之為「假攝三等晚期層次」

以及「假攝三等早期層次」。 

表 3-1-21  假攝三等晚期層次對應表 

假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假三晚期層次 積癢 積癢 積  積癢 積癢 癢積 積癢 □□ □□ 

爹 3 麻假-知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1111    □□ □□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1111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1111    蕃積 1, 

蕃積 5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1111ㄚ 

蕃物1 

□□ 男積 1 

借 3 禡假-精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蕃 積 5 蕃 積 5 蕃 積聰5 蕃 積 5 

寫 3 馬假-心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積積積 3333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 4 積 3 積聰3 積 3 

者 3 馬假-章 蕃蕃蕃蕃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 □□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 積 5 蕃蕃蕃蕃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5555    蕃 詞癢 7 蕃 積聰3 蕃 積 3 

舍 3 禡假-書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積積積 5555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著著著著癢癢癢癢積5積5積5積5    積 5 積聰5 積 5 

社 3 馬假-禪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4444    積積積積 4444    積癢4積癢4積癢4積癢4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4444    識癢積識癢積識癢積識癢積4444ㄚ 

識 4 

積 4 積聰4 積 4 

射 3 禡假-船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積積積積 6666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識識識識癢積6癢積6癢積6癢積6ㄚ 

識虧 6 

積 6 積聰6 積 6 

表 3-1-22  假攝三等早期層次對應表 

假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假三早期層次 □□ □□ □□ 積  積  積  
 

積  積聰 積  

斜 3 麻假-邪 積癢2 積癢2 積 2 積癢2ㄚ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2 積積積積 2222    □□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2222    積積積積 2222    

車 3 麻假-昌 蕃 積癢1 蕃 積癢1 蕃 積 1 蕃 積癢1 蕃 積癢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蛇 3 麻假-船 男識虧癢2 男識虧癢2 男 詞ᴇ2 積癢6軟 ẽ ) 

ㄚ 積癢4 軟ẽ ) 

ㄚ 積癢2 

男 ø2 識識識識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聰2積聰2積聰2積聰2    積積積積 2222    

者 3 馬假-章 蕃 積癢3 □□ □□ 蕃 積癢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癢積5 蕃 詞癢 7 蕃蕃蕃蕃 積聰3積聰3積聰3積聰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野 3 瑪假-以 □□ 積癢4 積 4 積積積積 4444    □□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聰4聰4聰4聰4    積積積積 4444    

龍游「假攝三等早期層次」的韻讀，遇到章系聲母時-i-介音統一失落，其他

方言點則無此現象。另，由上述二表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狀況，開化、常山、江

山、廣豐、玉山的「假攝三等晚期層次」例字眾多較明顯、「假攝三等早期層次」

例字零落較不明顯；龍游、遂昌、雲和、慶元則正好相反。例字零落的現象會使

得層次分析工作受到阻礙，此時藉由方言間同源詞的比較，以及韻讀形式上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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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呼應，多少可以補足例字零落的缺陷，假攝三等字的層次分析就是一個例

子。 

3.1.2.3 上述層次的對應關係 

綜合以上果假兩攝的討論，我們可以將上述層次按照年代由近及遠，依序排

列成表格如下：（因表格空間有限選取常山、玉山、龍游、慶元四方言點載入） 

表 3-1-23  果假兩攝諸層次的年代對應關係表 

果攝 常山 玉山 龍游 慶元 對應

狀況 
假攝 常山 玉山 龍游 慶元 

歌戈合流晚期

（文讀）層次 

虧  虧  □□ 虧 , 
 

Ⅰ 2 開合有別

層 

 

開 , 
積  

 , 
積  

 

歌戈合流早期

層次（亦稱歌麻

漸別層） , 

聰 

虧 , 

聰 

虧 

虧, 

 

聰 

合 虧  虧  虧  □□ 
3 假三晚期層次 積癢 積癢 癢積 □□ 

Ⅱ 2 歌麻漸別層

(亦稱開合無別

層) 

ẽ ) , 

聰 

聰 

 虧 , 

虧 

聰 

 

3 假三早期層次 □□ 積  積 ,  積  

歌戈麻不分層 積癢 

詞癢 
積癢 

詞癢 

□□ 

□□ 

積  

詞  

Ⅲ 歌戈麻不分層 積癢 

詞癢 
積癢 

詞癢 

積  

□□ 

積  

□□ 

上表將果假攝共同表現的「歌戈麻不分層次」（請參照第四章 4.1.4 節討論）

放進來一起排列。由上表我們看到，除了「歌戈麻不分層」有開合口的分別之外，

果攝的其餘層次都沒有開合之別。推測這大概是由於中古以後的果攝元音具有靠

後偏高的舌位特質，因此使得開合口沒有分別。 

「對應狀況」一行表示果假兩攝諸音韻層次在時間上的對應狀況。Ⅲ代表的

是南北朝前期以前歌戈麻不分的音韻狀態，Ⅰ代表切韻時期至今，歌韻系與麻韻

系已經分開的音韻狀況，至於Ⅱ則是Ⅰ與Ⅲ的過渡期，年代介於Ⅰ與Ⅲ之間。由

上表可看到，果攝的「歌麻漸別層」橫跨ⅠⅡ兩種音韻狀況，並且其中有無法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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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條件互補的不同韻讀形式，本文推論這個層次的內涵較複雜，可能由數個小層

次壓縮而成，如今這些小層次已經難以清楚辨識，僅留下少數不成系統亦無法納

入規範的韻讀痕跡，提示我們歷史上這段「由合到分」的時期不僅存在一個層次

而已。假攝的「歌麻漸別層」也有類似的複雜性質，二者相較，可以推測[o,o,u,o]

等韻讀屬於此層次相對強勢的韻讀形式，表現出「歌戈麻不分」的音韻特色；慶

元的[u]則代表後期「歌麻已別」的格局。至於龍游玉山的[虧 ]，韻讀形式與假攝「開

合有別層」的合口韻相同，玉山這部分可能表現出更晚期「歌戈麻不分」的特色，

龍游則表現出假攝開合無別的特色。常山的[ ]韻讀較難解釋，若將假攝的[ ]視為[o]

遇到影母（零聲母）的變讀（見母字「蝸」視為果攝字），則果攝的[ ]可說表現出

後期「歌麻已別」的格局；若將果假攝的[ ][o]均視為不同層次來源的韻讀，[ ]則

代表常山還有第三個「歌戈麻不分」的韻讀層次。 

根據前輩學者的研究，我們知道在漢語音韻的發展歷史上，自東漢魚部的一

批麻韻字正式歸入歌部以來，果假兩攝有過一段相當長時期的歸併，直到南北朝

後期歌韻系與麻韻系分開之後才走上各自成攝的獨立道路。歌韻系與麻韻系不分

的時期相當漫長，因此有若干音韻層次同時表現出歌麻不分的音韻特色亦為合理

的事情。 

3.1.3 效攝 

中古時期的效攝四等俱全，包含《廣韻》的豪皓號、肴巧效、宵小笑、蕭篠

嘯諸韻。這群字在上古音時期主要隸屬於幽部與宵部，到了東漢末三國時期，古

幽部的豪韻系諸字正式轉與古宵部接近（我們可將之命名為效部）、而與古幽部的

尤幽韻系關係較遠，這個轉變大抵上形成了中古效攝的範疇。整體說來，效攝這

批字的歷史演變較他攝而言較不複雜，不複雜的原因在於這批字在音韻演變的道

路上很早便「自成一群」，不太牽涉其他字群的種種變化；自從三國時期效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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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歷經《切韻》、等韻圖時期、並且由今日官方通行語（即普通話）的情形來

看，效攝的範圍甚少變動，縱使語音已有所改變，但效攝這群字總是行為一致，

可見其內部具有一定強度的「排他性、穩固性」特質。這項特質同樣展現在歷史

音韻層次方面：效攝的層次數量較少，中古音時期之後晚近層次的韻讀表現較一

致、例字數量亦龐大，此外不甚牽涉他攝可獨立成說。是故，我們將效攝自成一

節討論之。 

3.1.3.1 一二等合流層次 

觀察效攝的豪韻一等字以及肴韻二等字，可以看到一批數量龐大、各方言間

能夠對應的一組韻讀。此組韻讀在若干方言點例如開化、常山、廣豐、雲和、慶

元等地有文白異讀，文讀音屬較晚期的效攝一二等合流層次，白讀音屬較早期的

效攝一二等合流層次。 

表 3-1-24  效攝一二等合流層次對應表 

效攝一二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效攝一二等

合流層次 

晚   □□  □□  □□   

早      □□  虧  

寶 1 皓效-幫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獎獎獎獎 3333    

褒 1 豪效-幫 腐腐腐腐 3333    □□ □□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獎獎獎獎 3333    

暴 1 號效-並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 □□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4444    獎獎獎獎 6666    腐腐腐腐 6666    

毛 1 豪效-明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1111ㄚㄚㄚㄚ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刀 1 豪效-端 蕃蕃蕃蕃 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虧虧虧虧1111    男男男男 1111    

套 1 號效-透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濤 1 豪效-定 蕃蕃蕃蕃 1111    男男男男 2222    □□ 男男男男 2222    男男男男 2222    男男男男 2222    男男男男 2222    男男男男 2222    蕃蕃蕃蕃 2222    

惱 1 皓效-泥 缸缸缸缸 6666    缸缸缸缸 3333    缸缸缸缸 1111    缸缸缸缸 4444    缸缸缸缸 4444    缸缸缸缸 5555ㄚㄚㄚㄚ    

缸缸缸缸 4444    

缸缸缸缸 4444    缸缸缸缸 3333    缸缸缸缸 4444    

勞 1 豪效-來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糟 1 豪效-精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ㄚ1ㄚ1ㄚ1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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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操 1 豪效-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ㄚ1ㄚ1ㄚ1ㄚ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皂 1 皓效-從 識識識識 2ㄚ2ㄚ2ㄚ2ㄚ    

識識識識 6666    

識識識識 4444    著著著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0000    識識識識 4444    識識識識 4444    識識識識 4444    識識識識 4444    著著著著 4444    

臊 1 豪效-心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膏 1 豪效-見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1111    篩篩篩篩 1111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1111    

考 1 皓效-溪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3333    篩篩篩篩 3333    

熬 1 豪效-疑 2222    2222    2222    2222    2222    2222    2222    2222軟軟軟軟     

,,,, 虧虧虧虧1111軟軟軟軟     

2222    

奧 1 豪效-影 □□ □□ □□ 5555    5555    5555    3333    5555ㄚㄚㄚㄚ    

虧5虧5虧5虧5    

5555    

好 a. 1 皓效-曉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ㄚ3ㄚ3ㄚ3ㄚ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虧虧虧虧3333    裡裡裡裡 3333ㄚㄚㄚㄚ    

裡裡裡裡 3333    

好 v. 1 號效-曉 裡裡裡裡 5555    □□ □□ □□ 裡裡裡裡 5555    裡裡裡裡 5555    裡裡裡裡 5555    裡裡裡裡 虧5虧5虧5虧5    裡裡裡裡 5555    

胞 2 肴效-幫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獎獎獎獎 2222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獎獎獎獎 1111    

貌 2 效效-明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罩 2 效效-知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0000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敲 2 肴效-溪 蕃 積 1

ㄚㄚㄚㄚ篩篩篩篩 1111    

□□ □□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絞 2 巧效-見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積 3 篩積 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3333    

較 2 效效-見 蕃 積 3 蕃 積 3 篩積 1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蕃 積 5 □□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酵 2 效效-見 篩篩篩篩 5555    積 1 篩篩篩篩 5555    裡裡裡裡 1111    篩篩篩篩 5555    積 5 □□ 裡裡裡裡 1111    裡裡裡裡 5555    

校學~ 2 效效-匣 積 0 積 6 積 6 裡裡裡裡 6666    6666    積 6 4444    6666    裡裡裡裡 6666    

校~對 2 效效-見 □□ 蕃 積 3 □□ □□ 6666    積 4軟 ㄚ 

蕃 積 1軟 , 

蕃 積 5 軟 

,篩,篩,篩,篩 5555軟軟軟軟     

蕃 積 3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肴 2 肴效-匣 □□ □□ □□ 裡裡裡裡 2222    積 2 □□ 積 2 積 2ㄚ 

積 3    

積 2 

坳 2 肴效-影 1111    1111    □□ 1111    1111    □□ 1111    1ㄚ1ㄚ1ㄚ1ㄚ 

虧虧虧虧1111    

1111    

3.1.3.2 三四等合流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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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攝的三四等宵蕭韻系字，也有一組韻讀可與上述一二等韻層次相呼應，基

本上是一二等讀洪音、三四等有-i-介音讀作細音的格局。稍微不同的是開化、常山、

廣豐仍可看到相呼應的文白異讀現象，而其他點則只表現其中一種音讀。在方言

比較的基礎上，我們可將一讀者加以定位為晚期或早期層次音讀，如下表所示： 

表 3-1-25  效攝三四等合流層次對應表 

效攝三四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效攝三四等

合流層次 

晚 積  積  □□ 積  □□ 積  
 

□□ 積  積  

早 積  積  積  積  積  □□ 積  □□ □□ 

標 3 宵效-幫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ㄚ1ㄚ1ㄚ1ㄚ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16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1111    

表 3 小效-幫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ㄚ3ㄚ3ㄚ3ㄚ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3333    

瓢 3 宵效-並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4444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2222    

描 3 宵效-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ㄚ2ㄚ2ㄚ2ㄚ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療 3 笑效-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朝早也 3 宵效-知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朝~庭 3 宵效-澄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超 3 宵效-徹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兆 3 小效-澄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識識識識 4444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4444    

焦 3 宵效-精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鍬 3 宵效-清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消 3 宵效-心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ㄚ1ㄚ1ㄚ1ㄚ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小 3 小效-心 積積積積 3ㄚ3ㄚ3ㄚ3ㄚ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ㄚ3ㄚ3ㄚ3ㄚ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照 3 笑效-章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燒 3 宵效-書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ㄚ1ㄚ1ㄚ1ㄚ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著著著著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紹 3 小效-禪 積積積積 0000,,,, 積積積積 4444ㄚㄚㄚㄚ    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6666    識識識識 4444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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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字在《廣韻》有平上兩切，平聲切為標準語以及多數方言所承襲，語音語義較為普遍熟

悉；上聲切的語義《廣韻》中記錄為「標杪木末」，龍游遂昌「標」字的清上音意義為「梢」，顯然

承襲了此切的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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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 4444    

饒 3 宵效-日 ȵ積積積積 6666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驕 3 宵效-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蹺 3 宵效-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1111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 

橋 3 宵效-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 2積 2積 2積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要需~ 3 笑效-影 積積積積 5555 軟軟軟軟,,,, 

積積積積 5555軟軟軟軟     

積積積積 3ㄚ3ㄚ3ㄚ3ㄚ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囂 3 宵效-曉 積積積積 1111    □□ □□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1111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姚 3 宵效-以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搖 3 宵效-以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雕 4 蕭效-端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ㄚ1ㄚ1ㄚ1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1111    

鳥 4 篠效-端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ȵ積積積積 3ㄚ3ㄚ3ㄚ3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ȵ積積積積 4ㄚ4ㄚ4ㄚ4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ȵ積積積積 4444    

ㄚ蕃積ㄚ蕃積ㄚ蕃積ㄚ蕃積 3333    

ȵ積積積積 3ㄚ3ㄚ3ㄚ3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積積積積 3ㄚ3ㄚ3ㄚ3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ȵ積積積積 4444    

挑 4 蕭效-透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ㄚ1ㄚ1ㄚ1ㄚ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糶 4 嘯效-透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調~和 4 蕭效-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2222    

調音~ 4 嘯效-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6666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6666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6666    □□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6666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4,4,4,4,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6666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6666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4444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6666    

聊 4 蕭效-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料 4 嘯效-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蕭 4 蕭效-心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ㄚ1ㄚ1ㄚ1ㄚ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澆 4 蕭效-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竅 4 嘯效-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5555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 

堯 4 蕭效-疑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將效攝一二等與三四等層次對照來看，我們可以將效攝層次整理成「一二等、

三四等合流晚期層次」以及「一二等、三四等合流早期層次」如下表所示： 

表 3-1-26  效攝一二等、三四等合流晚期層次及早期層次對應表 

效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一二等、三四等

合流晚期層次 

一
二   --  --  --   
三
四 積  積  -- 積  -- 積  -- 積  積  

一二等、三四等
一
二      □□  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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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早期層次 
三
四 積  積  積  積  積  □□ 積  □□ □□ 

由上表可知，江山、玉山、遂昌缺乏晚期層次，龍游缺乏早期層次，雲和、

慶元則是三四等缺乏早期層次。可知各方言點效攝文白層讀音的「勢力消長」不

甚相同，可以說是「各擅勝場」，而最「勢均力敵」者當為常山方言，許多例字同

時保留文白兩種讀法。其中比較有趣的是開化和廣豐，分析結果上表顯示為文白

層次俱足，但實際看其例字表現，多數是由其中某讀取勝，少數才同時保存兩讀，

可見開化、廣豐的文白讀競爭仍有高下之分：開化依照數量是白讀[ ]類較多，顯

然白讀音稍強勢些；廣豐則表現出「清聲母多讀[ ]類、濁聲母多讀[ ]類」的趨

勢，換句話說廣豐的文讀音在濁聲母中取得優勢、白讀音則在清聲母中取得優勢。

我們將廣豐上述表現理解為一種文白競爭而非條件分佈，乃因例字中尚存許多不

合此規則的讀音，例如「胞、罩、較、坳、超、悄、鍬、繳、竅」等清母字讀[ ]

類而非[ ]類。 

最後，我們還觀察到效攝有一批齒音字，其韻母的介音型態並不符合「一二

等洪音、三四等細音」的規則，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 3-1-27  具本地音韻特色的層次音讀 

例外介音的齒

音字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    □□     

撈 1 豪效-來 給 1 給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 1 給 1 給 1 給 1 給 2 給 2 

潦 1 皓效-來 □□ □□ □□ □□ □□ □□ □□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早 1 皓效-精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 3 

澡 1 皓效-精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 □□ 蕃著 3 □□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 5 蕃著 3 

繰 1 豪效-心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騲 1 皓效-清 □□ □□ □□ 積積積積 3333軟軟軟軟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軟軟軟軟     □□ □□ 

曹 1 豪效-從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識 2ㄚ 

男識 2 

男識 2 男識 2 識 2 識 2 識 2 識 2 著 2 

竈 1 號效-精 蕃著 5ㄚ 

蕃 詞聰5 

蕃著 5ㄚ 

蕃著虧 5, 

蕃著聰 73 

蕃著虧 51, 

蕃 積聰 72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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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 2 肴效-生 □□ □□ □□ 著 1 著 1 □□ 著 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捎 2 肴效-生 □□ □□ □□ 著 1 著 1 □□ 著 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稍 2 效效-生 積積積積 1111    □□ □□ □□ □□ 積積積積 1111    □□ 著 5軟  

,著 1軟  

著 1 

剿 3 小效-精 □□ 男 積 4,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4444 

□□ □□ 蕃 積 3 蕃 積 1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222    著著著著 2222    

哨 3 宵效-心 □□ □□ 著著著著 1111    □□ □□ □□ □□ □□ 著著著著 5555    

鞘 3 笑效-心 蕃 積 5 □□ □□ □□ 積 1 著著著著 1111    □□ 積 5 積 5 

這批字大多為齒音聲母，也有若干來母字。來母字一律有-i-介音的表現，齒

音字則較複雜，有-i-介音者的發音方式多為送氣或不送氣的清塞擦音以及清擦音；

無-i-介音者的發音方式則多為聲帶振動的濁擦音及濁塞擦音、少數為清擦音。本文

目前無法解釋效攝這群例字為何沒有按照等第的規律出現 i 介音，只能猜測早期處

衢方言的介音系統可能並不發達，也可能當地早期將-i-成分認知為聲母的一部份而

非韻母，自有一套與聲母協調的規則；而當本地音接觸北來漢語具-i-介音格局的語

音系統時，競爭過後少數字的音讀沒有被主流漢語覆蓋，因而形成例外介音的情

形。 

表現出例外介音的齒音字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齒音字仍然符合「一二等無-i-

介音、三四等有-i-介音」的規範。可見齒音字的這個特點並不是條件音變，而比較

傾向為一種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方音特色。效攝的多數齒音字仍符合規範，少數不

符合規範的齒音字乃早期處衢地區方音特色的遺留。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開化方言「竈（灶）」字白讀音讀作[蕃 詞聰5]的原因，可能

是受到齒音聲母的影響多出-i-介音成分，之後-i-介音進一步與韻母結合為[yo]。如

此解釋的話，「竈」字白讀音可回推其原始形式為[*蕃著積虧聰]，可以符合開化方言「幽

魚侯同讀層次」中精系字的韻讀形式（請參考第四章 4.3.2），或至少可以確定「竈」

的白讀音大致上表現出「幽魚侯同讀層次」，只是額外受到本地方音的影響產生若

干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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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豪肴有別層次 

3.1.3.1 和 3.1.3.2 節討論處衢方言效攝「一二等合流、三四等合流層次」的韻

讀形式，其中，開化與常山方言的[ ]韻讀具後起音讀的特徵，確實是比[ ][ ]韻

讀更晚期的文讀層讀法。不過我們也發現，開化、常山效攝的[ ]韻母亦出現在白

讀音當中，例如「膠」「孝」「泡」等字，而「骹」作為指稱人體「腳」部位的較

古老詞彙用法的讀音亦為[篩 1]；換句話說，一等出現的[ ]韻母是個文讀音，二等

肴韻字出現的若干[ ]韻母則屬白讀音，與一等豪韻[ ]形成「效攝一二等有別」的

現象。除了開化、常山之外，廣豐、雲和以及慶元三點也從另一個角度顯示出「效

攝一二等有別」的現象。慶元的肴韻字讀作[ ]，[ ]只出現在一等豪韻的部分端見

影系字、且常為白讀音，因此慶元的豪肴有別體現於部分一等豪韻字當中，二等

字已全無分別。雲和與慶元類似，肴韻字普遍讀作[ ]17，[ 虧]只出現在一等豪韻的

部分端見影系字。雲和本身較少文白異讀現象，和慶元對照來看可推測其豪肴有

別亦體現於部分一等豪韻字中。廣豐的情形則同中有異：相同的是二等韻普遍讀

[ ]18，[ ]只出現在一等部分端見影系字中；不同的是，如此一來廣豐的肴韻大多

數並不符合清母字讀[ ]、濁母字讀[ ]的文白讀競爭模式，雖然一三四等也有少

數例字不符合此模式（請參考 3.1.3.2 節關於文白讀音競爭的討論），但二等不符合

的數量之多令人起疑，懷疑其中有其他因素干預。本文推測，廣豐肴韻早先的形

式為[ ]，與一二等合流後的晚期文讀形式相同，正因如此，[ ]韻讀在效攝二等

中勢力較強，表現相對穩定，在與[ ]的文白競爭當中可以取得全面的勝利，導致

二等韻普遍讀[ ]，而並非按清濁條件出現文讀或白讀。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開化、

常山、廣豐、雲和、慶元的效攝一二等存在一個較為早期的韻讀層次，顯示出切

韻時期豪肴有別的格局。至於江山、玉山、龍游、遂昌，其一二等韻至今已沒有

                                                      
17

 二等韻中只有一字「坳」還看得到[ 1ㄚ 虧1]的文白異讀現象，此字的讀音表現出「一二等合流」

的晚期層次與早期層次。 
18

 二等肴韻中讀[ ]者只有「敲」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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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區別，目前找不到這個層次的痕跡。底下我們列出此層次的韻讀及例字

如下表： 

表 3-1-28  效攝一二等有別層次對應表 

效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一二等有別層次   □□  

 

□□ □□ □□ 虧  

刀 1 豪效-端 蕃 1ㄚ 

蕃 1 

蕃 1ㄚ 

蕃 1 

蕃 1 蕃蕃蕃蕃 1111    蕃 1 蕃 1 蕃 1 蕃蕃蕃蕃 虧虧虧虧1111    男男男男 1111    

膏 1 豪效-見 篩 1 篩 1 篩 1 篩 1ㄚ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 1 篩 1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1111    篩 1ㄚ 

篩篩篩篩 1111    

高 1 豪效-見 篩 1 篩 1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 1 篩 1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1111    篩 1ㄚ 

篩篩篩篩 1111    

告 1 號效-見 篩 5 篩 3ㄚ 

篩 5 

篩 5 篩篩篩篩 5555    篩 5 篩 5 篩 5 篩篩篩篩 虧5虧5虧5虧5    篩 5ㄚ 

篩篩篩篩 5555    

好 a. 1 皓效-曉 裡 3 裡 3ㄚ 

裡 3 

裡 3 裡裡裡裡 3333    裡 3 裡 3 裡 3 裡裡裡裡 虧3虧3虧3虧3    裡 3ㄚ 

裡裡裡裡 3333    

泡 n. 2 肴效-滂 腐 3

缸. 

腐 1 

軟  

ㄚ腐腐腐腐 1111 軟軟軟軟 

腐 1

軟ẽ )2 

腐腐腐腐 3333

軟,軟,軟,軟, 軟軟軟軟    

腐 3

缸. 

腐 1 

ẽ ) 

腐 1 

ẽ ) 

腐 1 

ẽ ) 

腐 1 

ẽ ) 

泡 v. 2 效效-滂 腐 5 □□ 腐 5

軟 1 

腐腐腐腐 5555    

軟軟軟軟     

腐 5 

蜴. 

腐 5 

軟 , 軟 

腐 5

軟 , 軟 

腐 5 

軟 , 軟 

腐 5 軟 

膠 2 肴效-見 蕃 積 1

ㄚ篩 1ㄚ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 1 篩 1 篩 1 篩 1 

交 2 肴效-見 蕃 積 1

ㄚk積 1 

蕃 積 1ㄚ 

篩篩篩篩 1111 

蕃 積 1

ㄚ篩積 1

ㄚ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蕃 積 1ㄚ 

篩 1 

蕃 積 1

,k 1 

篩 1 篩 1 

教~育 2 效效-見 蕃 積 5 蕃 積 5ㄚ 

篩篩篩篩 5555 

篩積 5 篩篩篩篩 5555    篩 5 蕃 積 5, 

篩 5 

篩 5 篩 5 篩 5 

骹 2 肴效-溪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 篩 1 □□ 篩 1 

孝 2 效效-曉 積 5 

ㄚ裡裡裡裡 5555 

裡裡裡裡 5555    裡積 5 裡裡裡裡 5555    裡 5 裡 5, 

積 5 

裡 5 裡 5 裡 5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各方言韻讀勢力的不同（或說各方言偏好的韻讀不同）：

豪肴有別層次的「表現」可以大別為兩種模式：一是主要從肴韻的部分幫見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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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當中顯現，例如開化、常山的豪肴有別痕跡；另一則主要顯示於豪韻的部分端

見影系字中，例如雲和、慶元的豪肴有別。至於廣豐，其二等肴韻與雲和、慶元

類似，主要表現為某一種韻讀，因此其模式可說偏向第二類；但由於廣豐此處具

有「文白競爭分配原則」，可以藉此推論肴韻的較原始韻讀形式，因此廣豐這方面

可說得天獨厚，肴韻的[ ]也能夠表現出豪肴有別的層次。 

與上節末討論的「具本地音韻特色的層次」相較，在邏輯上，「具本地音韻特

色的層次」理應年代較早，但就現階段的語料表現而言，「豪肴有別層次」的年代

稍早一些，因為「具本地音韻特色層次」具一二等合流的格局，而「豪肴有別層

次」為一二等有別的格局。也可能目前的語料表現並非「具本地音韻特色層次」

的原始面貌。總之，就目前語料立論，「豪肴有別層次」顯示出來的音韻格局較早，

「具本地音韻特色層次」的音韻格局較晚；但我們亦不排除「具本地音韻特色層

次」其起始年代更早、現今語料已非原始面貌的可能。 

3.1.4 遇攝與流攝 

遇攝包含一等模姥暮及三等虞麌遇、魚語御諸韻，主要來自於上古時期的魚

部、其次侯部，少數屬之幽部；流攝則包含一等侯厚候及三等尤有宥、幽黝幼諸

韻，主要來自於上古時期的幽部與侯部，其次是之部。換另個角度來看，中古流

攝範圍的初步形成，大約歷經三階段才完成：1.西漢時之幽兩部曾有小規模的重新

整合19，此時上古屬之部的侯尤韻字轉歸古幽部。2.東漢時古侯部的模虞韻字已顯

出與古魚部相互靠攏的趨勢20，而與同部其他字漸遠。3.三國時（魏晉初期）古侯

部的侯尤韻正式與同部的模虞韻分道揚鑣，而與古幽部的尤幽韻合為一部21，此即

中古流攝的前身。至於遇攝，也經過 1.東漢時魚部麻韻正式轉歸歌部，以及 2.東

                                                      
19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16-18。 
20

 參考邵榮芬 2009〈古韻魚侯兩部在後漢時期的演變〉，《邵榮芬語言學論文集》頁 71。 
21

 參考周祖謨〈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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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以後魚侯兩部模虞韻靠攏之勢明顯，到了魏晉初期侯部模虞韻終與魚部正式合

併，形成中古遇攝的前身。 

由此看來，遇流兩攝在漢語音韻史上，與古魚侯部的關係匪淺，彼此間有一

定程度的歷史淵源與糾葛，可以放在一起討論。 

3.1.4.1 遇攝一三等有別層次 

我們在遇攝可以看到一組擁有龐大例字的韻讀，將其中的文白異讀訊息加以

統整，可以整理出井然有序的韻讀形式如下表： 

表 3-1-29  遇攝一三等有別層次對應表 

遇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一三等

有別層

次 

一 晚 虧 
 

虧 虧 虧 
聰 

虧 
聰  

虧 
縣 

 

虧 虧 
縣 

 

虧 

早 虧聰 虧  虧  虧  虧  □□ 虧  □□  
虧  

三 晚 詞 

虧 

, 

縣 

詞 

 

虧 

聰 , 

縣,  

詞 

虧 

聰  

詞 

虧 

 

聰  

詞 

虧 

詞 

虧 

縣 

詞 

虧 

詞 

虧 

縣 

□□ 

虧 

早 詞聰 

虧聰 

詞癢 

虧  

詞  

虧  

詞癢 

虧  

詞癢 

虧  

詞癢 

□□ 

詞  

虧  

□□ 

□□ 

詞癢 

 

布 1 暮遇-幫 腐虧聰腐虧聰腐虧聰腐虧聰5555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5,5,5,5,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5555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5555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5555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5555    腐虧5腐虧5腐虧5腐虧5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5555    腐虧5腐虧5腐虧5腐虧5    獎獎獎獎 5555    

菩 1 模遇-並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2222    □□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2222    腐腐腐腐虧虧虧虧2222    

步 1 暮遇-並 獎虧聰獎虧聰獎虧聰獎虧聰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6666    腐腐腐腐 6666    

慕 1 暮遇-明 縣縣縣縣 6666    □□ □□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4444    □□ 縣縣縣縣6666    縣縣縣縣 6666    

土 1 姥遇-透 蕃 虧聰3蕃 虧聰3蕃 虧聰3蕃 虧聰3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虧3蕃 虧3蕃 虧3蕃 虧3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虧3蕃 虧3蕃 虧3蕃 虧3    蕃蕃蕃蕃 3333    

奴 1 模遇-泥 缸虧聰缸虧聰缸虧聰缸虧聰2222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2222    □□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2222    缸聰 2缸聰 2缸聰 2缸聰 2    缸虧2缸虧2缸虧2缸虧2,,,,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4444    

缸虧2缸虧2缸虧2缸虧2    缸虧2缸虧2缸虧2缸虧2    缸缸缸缸 2222    

路 1 暮遇-來 給虧聰給虧聰給虧聰給虧聰666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666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666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666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666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666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666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6666    給給給給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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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1 模遇-精 蕃著虧聰蕃著虧聰蕃著虧聰蕃著虧聰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醋 1 暮遇-清 蕃著 虧聰蕃著 虧聰蕃著 虧聰蕃著 虧聰5555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5ㄚ5ㄚ5ㄚ5ㄚ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5555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5555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5555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5555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5555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5555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蘇 1 模遇-心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1ㄚ1ㄚ1ㄚ1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聰1聰1聰1聰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1ㄚ1ㄚ1ㄚ1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111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1111    著著著著 1111    

孤 1 模遇-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1111    □□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庫 1 暮遇-溪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午 1 姥遇-疑 虧聰虧聰虧聰虧聰6666    虧3ㄚ虧3ㄚ虧3ㄚ虧3ㄚ    

虧虧虧虧 4444    

虧虧虧虧 4444    聰4聰4聰4聰4    虧虧虧虧 4444    4444    虧虧虧虧 4444    3333    虧虧虧虧 4444    

虎 1 姥遇-曉 裡虧聰3裡虧聰3裡虧聰3裡虧聰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333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333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    

戶 1 姥遇-匣 虧聰虧聰虧聰虧聰6666    虧虧虧虧 4444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4444    虧虧虧虧 4444    虧4虧4虧4虧4    虧虧虧虧 4444    虧虧虧虧3333    虧虧虧虧 4444    

府 3 麌遇-非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3333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3333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3333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3333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3333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3333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3333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3333    眼眼眼眼 3333    

符 3 虞遇-奉 蜴虧聰蜴虧聰蜴虧聰蜴虧聰2222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2222    眼眼眼眼虧虧虧虧 2222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2222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2222    蜴蜴蜴蜴虧虧虧虧2222    蜴蜴蜴蜴虧虧虧虧 2222    蜴蜴蜴蜴虧虧虧虧2222    眼眼眼眼 2222    

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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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虞遇-奉 虧聰虧聰虧聰虧聰2ㄚ2ㄚ2ㄚ2ㄚ    

獎虧2獎虧2獎虧2獎虧2    

獎虧2獎虧2獎虧2獎虧2    獎虧2獎虧2獎虧2獎虧2    獎虧2獎虧2獎虧2獎虧2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2222ㄚㄚㄚㄚ 

獎獎獎獎虧2虧2虧2虧2    

蜴虧2蜴虧2蜴虧2蜴虧2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6666    蜴虧2蜴虧2蜴虧2蜴虧2    眼眼眼眼 2ㄚ腐虧22ㄚ腐虧22ㄚ腐虧22ㄚ腐虧2    

舞 3 麌遇-微 眼虧3眼虧3眼虧3眼虧3    蜴虧4蜴虧4蜴虧4蜴虧4ㄚㄚㄚㄚ 

縣縣縣縣 4ㄚ4ㄚ4ㄚ4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4444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4ㄚ4ㄚ4ㄚ4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4444    

眼虧4眼虧4眼虧4眼虧4ㄚㄚㄚㄚ    

縣聰 4縣聰 4縣聰 4縣聰 4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4ㄚ4ㄚ4ㄚ4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4444    

眼虧5眼虧5眼虧5眼虧5,,,, 

縣縣縣縣3333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4444    縣縣縣縣3333    縣縣縣縣 4444    

無 3 麌遇-微 虧2ㄚ虧2ㄚ虧2ㄚ虧2ㄚ縣縣縣縣3333, 

縣聰32 

蜴虧2ㄚ蜴虧2ㄚ蜴虧2ㄚ蜴虧2ㄚ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2222ㄚ縣

1 軟ẽ

) 

ㄚ縣縣縣縣3333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2ㄚ2ㄚ2ㄚ2ㄚ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3333 

縣 1

軟ẽ )ㄚ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2ㄚ2ㄚ2ㄚ2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2222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2222ㄚㄚㄚ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5555    

蜴虧2蜴虧2蜴虧2蜴虧2, 

縣 2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2222    縣縣縣縣5555    縣縣縣縣 1ㄚ1ㄚ1ㄚ1ㄚ縣縣縣縣

5555    

霧 3 遇遇-微 虧虧虧虧6ㄚ6ㄚ6ㄚ6ㄚ    

縣縣縣縣 6666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蜴蜴蜴蜴虧虧虧虧 6ㄚ6ㄚ6ㄚ6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蜴蜴蜴蜴虧虧虧虧6666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縣縣縣縣6666    縣縣縣縣 6666    

誣 3 虞遇-微 虧1虧1虧1虧1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2222    □□ □□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2222    虧1虧1虧1虧1    虧5虧5虧5虧5    縣縣縣縣6666    縣縣縣縣 2222    

娶 3 虞遇-清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 □□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癢3癢3癢3癢3    

需 3 虞遇-心 詞詞詞詞1111    詞詞詞詞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詞詞詞詞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11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廚 3 虞遇-澄 男男男男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2222    男識虧 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2222    男男男男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男男男男 詞2詞2詞2詞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2222    蕃蕃蕃蕃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主 3 麌遇-章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ㄚㄚㄚㄚ    

蕃蕃蕃蕃 詞聰3詞聰3詞聰3詞聰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ㄚ 

蕃著虧 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蕃蕃蕃蕃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輸 3 虞遇-書 詞詞詞詞1111 軟軟軟軟ㄚ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1111軟軟軟軟  

詞詞詞詞1111 軟軟軟軟,,,, 

著虧 1軟  

詞詞詞詞 1111    

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詞詞詞詞1111    

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11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軟軟軟軟     

                                                      
22

 處衢方言中常有非系字聲母表現為輕重唇尚未分化之前的重唇讀法，例如「舞、無、扶」等字，

其中「扶」字的特殊之處在於，重唇聲母通常接的是一個文讀韻母，而輕唇聲母則常接白讀韻母，

從開化玉山慶元三地文白異讀的狀況，可以推測其文白音的劃分顯然是取決於聲母的表現，而非韻

母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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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3 虞遇-禪 □□ 男男男男 詞4詞4詞4詞4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6666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2222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詞詞詞詞 4444    詞2詞2詞2詞2    □□ 

矩 3 麌遇-見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3333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癢癢癢癢3333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癢癢癢癢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蕃蕃蕃蕃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區 3 虞遇-溪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1111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癢1癢1癢1癢1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癢1癢1癢1癢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癢1癢1癢1癢1    

具 3 遇遇-群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愚 3 虞遇-疑 詞詞詞詞2222    ȵ詞詞詞詞2222    □□ ȵ詞癢詞癢詞癢詞癢2222    ȵ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ȵ詞2詞2詞2詞2    ȵ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6666    ȵ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芋 3 遇遇-云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6666    詞詞詞詞癢6癢6癢6癢6    虧6虧6虧6虧6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詞詞詞詞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6666    詞詞詞詞癢6癢6癢6癢6    

雨 3 遇遇-云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6666    詞詞詞詞癢4癢4癢4癢4    詞詞詞詞癢4癢4癢4癢4    詞 8 軟1 

,詞詞詞詞癢4癢4癢4癢42 

詞詞詞詞癢4癢4癢4癢4    詞詞詞詞4444    詞詞詞詞 4444    詞詞詞詞3333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裕 3 遇遇-以 □□ 詞5詞5詞5詞5    □□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詞詞詞詞4444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6666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阻 3 語遇-莊 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    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聰3 □□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楚 3 語遇-初 蕃著 虧3蕃著 虧3蕃著 虧3蕃著 虧3    蕃著 虧3蕃著 虧3蕃著 虧3蕃著 虧3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1111    蕃著 聰3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3333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3333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3333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助 3 御遇-崇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6666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6666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6666    男識聰6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6666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6666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6666    識虧6識虧6識虧6識虧6    著著著著 6666    

儲 3 魚遇-澄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2222    □□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癢2癢2癢2癢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癢2癢2癢2癢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4444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處 

居也 

3 語遇-昌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軟,軟,軟,軟,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軟軟軟軟

,,,,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詞3詞3詞3詞3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軟軟軟軟     

處 

處所 

3 御遇-昌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0000    

軟軟軟軟 

□□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5555    

ẽ蜴.)ẽ缸.)ẽ蜴.)ẽ缸.)ẽ蜴.)ẽ缸.)ẽ蜴.)ẽ缸.)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5555

軟,軟,軟,軟, 軟軟軟軟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詞5詞5詞5詞5    

軟軟軟軟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5555    

軟軟軟軟    

暑 3 語遇-書 詞3詞3詞3詞3    詞3詞3詞3詞3    詞詞詞詞 3333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詞詞詞詞1111    詞詞詞詞 3333    詞3詞3詞3詞3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如 3 魚遇-日 詞詞詞詞2222    詞詞詞詞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癢2癢2癢2癢2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詞2詞2詞2詞2    詞2詞2詞2詞2ㄚㄚㄚㄚ 

ȵ詞詞詞詞 2222    

詞2詞2詞2詞2    ȵ詞詞詞詞癢5癢5癢5癢5    

序 3 語遇-邪 詞詞詞詞6ㄚ6ㄚ6ㄚ6ㄚ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6666    

詞詞詞詞6666    詞詞詞詞 6666    男男男男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4ㄚ4ㄚ4ㄚ4ㄚ 

詞詞詞詞4444    

詞詞詞詞 4444    詞詞詞詞6666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4444    

據 3 御遇-見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5555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5555    篩詞癢0篩詞癢0篩詞癢0篩詞癢0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蕃蕃蕃蕃 詞5詞5詞5詞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蕃蕃蕃 詞5詞5詞5詞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癢5癢5癢5癢5    

拒 3 語遇-群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男男男 詞4詞4詞4詞4    □□ 詞癢4詞癢4詞癢4詞癢4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4444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6666    蕃蕃蕃蕃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語 3 雨遇-疑 ȵ詞3詞3詞3詞3    ȵ詞3詞3詞3詞3    詞詞詞詞 4444    ȵ詞癢4詞癢4詞癢4詞癢4    ȵ詞癢4詞癢4詞癢4詞癢4    ȵ詞5詞5詞5詞5ㄚㄚㄚㄚ 

ȵ詞詞詞詞4444    

ȵ詞詞詞詞 4444    詞3詞3詞3詞3    ȵ詞癢詞癢詞癢詞癢4444    

淤 3 魚遇-影 詞詞詞詞1111    詞詞詞詞1ㄚ1ㄚ1ㄚ1ㄚ詞詞詞詞癢1癢1癢1癢1    詞詞詞詞 1111    □□ 詞詞詞詞癢1癢1癢1癢1    □□ □□ 詞詞詞詞1111    詞詞詞詞癢1癢1癢1癢1    

預 3 御遇-以 詞詞詞詞6666    詞詞詞詞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癢6癢6癢6癢6    詞詞詞詞癢6癢6癢6癢6    詞4詞4詞4詞4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6666    詞詞詞詞癢6癢6癢6癢6    

遇攝一三等有別層次有幾個特點：1.有不少文白異讀的訊息，因此可以再細

分為文白兩個層次。2.非莊系字韻母多讀同一等韻，其中廣豐只有非系，廣豐的莊

系字韻母應屬「幽魚侯同讀層次」的韻讀（請參考第四章 4.3.2 節討論）。3.魚虞韻

基本上已合流沒有區別。4.鼻音聲母遇到一等文讀[u]韻時容易產生兩種變讀形式：

帶舌根鼻音尾的韻母類型[聰 ][ ]等、以及成音節的韻母類型江縣][ ]等。總而言之，

由非莊系韻母多讀同一等韻，以及一三等判然有別、魚虞韻無別等特徵看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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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晚期等韻圖時代的音韻格局相符，可見這個層次最晚在宋元近古音時期已出

現，將其層次年代定為近古音時期以後。 

接著我們要討論上述第 4 點。關於 4.值得注意的是，韻母表現出變讀形式的

微母字，聲母會連帶表現出輕重唇不分（即微明母同讀）的特色，換言之輕重唇

有別的微母字並不會出現韻母變讀現象。此點讓我們明瞭到，韻母的變讀行為顯

然是由於聲母的鼻音特質所引起，為一種條件變體。可能由於鼻音聲母的鼻腔共

鳴特點，遇到後高元音韻母時，其徵性容易向後展延到韻母部位，形成舌根鼻音

尾韻[- ]的變讀形式，或者採取另一種策略，變讀為成音節韻母江縣][ ]等形式。 

廣豐方言的泥疑母變讀形式為[o]，與微母（或稱古明母）的變讀形式[聰 ]稍

有不同，本文推測泥疑母原本亦應變讀為[聰 ]，[o]可能是韻尾[□ ]失落所致。此外，

廣豐、玉山、雲和三點，泥母及疑母也有變讀行為，其餘多數方言的變讀行為只

發生在明母字。可見同為鼻音聲母，唇部位鼻音的變讀行為較之其他部位例如舌、

牙鼻音的變讀行為來得普遍。此外，由上表可知，開化與常山方言的變讀形式較

其他方言多了一個[ ][ ]等後高元音尾韻的變讀形式。考量到[ ][ ]等後高元

音尾韻與[ ][聰 ]等舌根鼻音尾韻的音理較為相近，開化、常山的變讀形式同樣可

以劃分為兩大類：舌根鼻音尾韻和後高元音尾韻的變讀形式，以及成音節韻變讀

形式。 

由於沒有經過輕唇化的微母字才會產生變讀，因此我們將微明母視為同屬唇

部位的鼻音加以合併描述；另，將晚期層次與早期層次分欄條列，非莊系仍放在

三等欄位，整理如下表： 

表 3-1-30  遇攝一三等有別晚期層次及早期層次對應表 

遇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一三等 一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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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晚

期層次 

鼻音

變讀 

 

, 

縣,  

 

聰 , 

縣,  

聰  聰 

聰  

聰   

縣 

□□  

 
縣 

□□ 

三 詞 

虧 

詞 

虧 

詞 

虧 

詞 

虧 

詞 
虧 

詞 

虧 

詞 
虧 

詞 

虧 

□□ 

虧 

一三等

有別早

期層次 

一 虧聰 虧  虧  虧  虧  □□ 虧  □□  
虧  

三 詞聰 

虧聰 

詞癢 

虧  

詞  

虧  

詞癢 

虧  

詞癢 

虧  

詞癢 詞  

虧  

□□ 詞癢 

 

3.1.4.2 流攝一三等有別層次 

流攝的韻讀形式有若干複雜之處，為了條理清楚決定分等敘述。一等韻見影

系有較清楚的文白異讀訊息，由此可以幫助判斷其他諸如幫端來系字等只剩一讀

的層次地位。此外，有少數明母字出現類似遇攝的變讀現象，推測其形成原因相

同，即唇鼻音接後高元音 u 時，鼻音徵性容易向後延伸到韻母部位。 

表 3-1-31  流攝一等韻讀例字表 

流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一等韻讀形式 ㄚ虧 
 

 
積 ㄚ虧 

ㄚ虧 
癢  

 
積 ,虧 

ㄚ虧  ㄚ虧 虧ㄚ虧 ㄚ積  

ㄚ虧 

 

縣 縣,
 

聰
虧 

聰  聰  縣
虧 虧 

縣 聰  

貿 1 候流-明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積積積積 6666    □□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虧虧虧虧6666    縣縣縣縣 6666    

畝 1 厚流-明 縣縣縣縣 3333    □□ 縣虧4縣虧4縣虧4縣虧4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4444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5555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虧3虧3虧3虧3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4444    

母 1 厚流-明 縣縣縣縣3333    縣縣縣縣3333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ㄚ縣ㄚ縣ㄚ縣ㄚ縣4444

軟軟軟軟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4444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4444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1111

軟軟軟軟    

ㄚ縣聰ㄚ縣聰ㄚ縣聰ㄚ縣聰 4444

軟軟軟軟    

縣虧5ㄚ縣虧5ㄚ縣虧5ㄚ縣虧5ㄚ    

縣虧4縣虧4縣虧4縣虧4 軟軟軟軟    

,縣,縣,縣,縣3333軟軟軟軟     

,縣,縣,縣,縣4444 軟軟軟軟    

縣虧4縣虧4縣虧4縣虧4軟軟軟軟     

,縣,縣,縣,縣 4444

軟軟軟軟    

縣縣縣縣3333 軟軟軟軟    

ㄚ縣聰2

軟ẽ )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4444    

某 1 厚流-明 縣縣縣縣 3333    □□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4444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4444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虧3虧3虧3虧3    縣縣縣縣 4444    

牡 1 厚流-明 縣虧3縣虧3縣虧3縣虧3    縣縣縣縣 4444    縣 4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4444    縣縣縣縣 4444    □□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虧6虧6虧6虧6    縣縣縣縣 4444    

抖 1 厚流-端 蕃蕃蕃蕃 3333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蕃蕃蕃蕃 3333    蕃癢蕃癢蕃癢蕃癢 3333    蕃蕃蕃蕃 3333    蕃蕃蕃蕃 3333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3333    蕃蕃蕃蕃 虧3虧3虧3虧3    男男男男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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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 1 候流-端 蕃蕃蕃蕃 555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ㄚ3ㄚ3ㄚ3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癢癢癢癢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 蕃蕃蕃蕃 虧虧虧虧5555    男男男男 5ㄚ5ㄚ5ㄚ5ㄚ    

男男男男積積積積 5555    

豆 1 候流-定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6666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6666    男男男男 6ㄚ6ㄚ6ㄚ6ㄚ 

男男男男虧6虧6虧6虧6    

男癢男癢男癢男癢 6666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6666    男男男男 6666    男虧6男虧6男虧6男虧6    男男男男 虧虧虧虧6666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6666    

樓 1 侯流-來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癢癢癢癢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虧虧虧虧2222    給給給給 虧虧虧虧222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 2222    

陋 1 候流-來 給虧6給虧6給虧6給虧6    □□ □□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6666    給給給給 6666    給給給給 6666    □□ 給給給給 虧6虧6虧6虧6    給給給給 6666    

漏 1 候流-來 給虧6給虧6給虧6給虧6    給虧6給虧6給虧6給虧6    給虧6給虧6給虧6給虧6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6666    給給給給 6ㄚ6ㄚ6ㄚ6ㄚ    

給給給給虧6虧6虧6虧6    

給給給給 6666    給給給給虧6虧6虧6虧6    給給給給 虧6虧6虧6虧6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 6666    

走 1 厚流-精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湊 1 候流-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癢癢癢癢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5虧5虧5虧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鉤 1 侯流-見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ㄚ1ㄚ1ㄚ1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ㄚ1ㄚ1ㄚ1ㄚ    

篩虧1篩虧1篩虧1篩虧1    

篩虧1篩虧1篩虧1篩虧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ㄚ1ㄚ1ㄚ1ㄚ    

篩虧1篩虧1篩虧1篩虧1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1111    篩篩篩篩 1111    

狗 1 厚流-見 篩虧3篩虧3篩虧3篩虧3    篩虧3篩虧3篩虧3篩虧3    篩虧3篩虧3篩虧3篩虧3    篩虧3篩虧3篩虧3篩虧3    篩虧3篩虧3篩虧3篩虧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虧3虧3虧3虧3    篩篩篩篩 3333    

口 1 侯流-溪 篩篩篩篩 虧3虧3虧3虧3    篩篩篩篩 3333    

ㄚㄚㄚㄚ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ㄚ篩ㄚ篩ㄚ篩ㄚ篩 虧3虧3虧3虧3    

篩篩篩篩 3ㄚ3ㄚ3ㄚ3ㄚ 

篩篩篩篩 虧3虧3虧3虧3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3333    篩篩篩篩 3333    

ㄚ篩ㄚ篩ㄚ篩ㄚ篩 虧3虧3虧3虧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虧3虧3虧3虧3    篩篩篩篩 虧3虧3虧3虧3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虧3虧3虧3虧3    

篩篩篩篩 3333    

藕 1 厚流-疑 6666    ȵ積積積積 3ㄚ3ㄚ3ㄚ3ㄚ

ȵ積積積積 4444    

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4444    4444    4444    虧3虧3虧3虧3    4444    

歐 1 侯流-影 1111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1111    1111    1111    虧虧虧虧1111    1111    

喉 1 侯流-匣 2222    2ㄚ2ㄚ2ㄚ2ㄚ

聰 2    

聰聰聰聰 8888軟軟軟軟

23232323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2222    2222    

ㄚ虧2ㄚ虧2ㄚ虧2ㄚ虧2    

2222    虧2虧2虧2虧2    虧2虧2虧2虧2    裡裡裡裡 2222    

ㄚ虧2ㄚ虧2ㄚ虧2ㄚ虧2    

後 1 厚流-匣 6ㄚ虧66ㄚ虧66ㄚ虧66ㄚ虧6    虧4虧4虧4虧4    聰聰聰聰 8888 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ㄚ虧4ㄚ虧4ㄚ虧4ㄚ虧4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4444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ㄚㄚㄚㄚ 6軟 ㄚㄚㄚㄚ    

虧4虧4虧4虧4ẽẽẽẽ ))))    

聰 4 

ㄚ虧4ㄚ虧4ㄚ虧4ㄚ虧4    

4444    虧4虧4虧4虧4    虧3虧3虧3虧3    裡裡裡裡 4444    

ㄚ虧4ㄚ虧4ㄚ虧4ㄚ虧4    

觀察流攝一等字，首先我們可以確定兩點：1.從文白異讀的訊息可以確定大

多數方言至少有晚期與早期兩個層次的韻讀形式。2.慶元可以看到兩組文白異讀

[ ㄚ積 ]以及[ ㄚ虧]，目前暫時無法確定[積 ]與[u]的層次關係，不過可以確定無論如

何[ ]均為文讀韻，而一等幫系字韻讀形式為[ ]，與[ ]形成條件分佈，因此[ ]

也是文讀韻。 

                                                      
23

 江山的「喉」「後」讀[聰 8]者大概是一種語流中輕聲化（或稱弱化）的結果，[ ]弱化後聽感為[o]，

而「喉」字陽平調調值原為 313，「後」字陽上調調值原為 33，弱化後極可能為 3，等同陽入調的

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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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常山方言流攝一等韻大多為[積 ]，[ ]只出現在部分見影系字中，且均

為文讀音，由此可推測[ ]屬文讀層韻讀，在常山方言中勢力較弱，只表現在部分

見影系字當中。另，廣豐方言的一等端來精系字韻母為[癢 ]、幫見影系字韻母為[積 ]，

沒有發現例外，看起來似乎是一種以聲母作為條件的互補分佈；但若真為一種條

件分佈，何以流攝三等韻的精系有若干例字例如「羞」「袖」的韻母為[積 ]？由於

這些例字的存在，廣豐流攝[癢 ][積 ]韻讀為條件音變的說法無法成立，或許還是視

為層次韻讀較合理。廣豐的[癢 ][積 ]並無文白異讀訊息可供參考，我們只好藉由觀

察其他方言一等文讀層韻讀共有的結構特徵來進行推論。本文認為處衢方言流攝

一等文讀層韻讀具有元音開口度較大的結構特徵，因此推測廣豐的[癢 ]可和常山的

[ ]、慶元的[ ]等文讀韻對應形成文讀層次。換言之我們判斷廣豐的流攝一等文

讀韻為[癢 ]，[積 ]與[u]均屬白讀韻。 

至此，流攝一等文讀層以及其中一個白讀層基本上確立完成，加上與白讀韻

母[u]相關的唇鼻音變讀形式，可以初步列出晚期與早期兩個層次韻讀如下表： 

表 3-1-32  流攝一等晚期層次及早期層次對應表 

流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一等晚期層

次 

   癢     虧  

 

一等早期層

次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縣 

 

縣,  

 

聰 虧 

 

聰  

 

聰  

 

縣 虧 

 

虧 

 

縣 

 

聰  

在討論常山、廣豐、慶元另一個白讀韻[積 ]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流攝三等韻

的大體狀況。流攝三等的韻讀形式較為複雜，下表按照聲母的條件列出不同的韻

讀，細節處再輔以文字說明： 

表 3-1-33  流攝三等韻讀例字表 

流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三等韻讀形式 積  積  ẽ )  ẽ ) 積  積虧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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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ẽ )

積  

積  積  

ẽ )

 

ẽ )

癢  

 ẽ )

 

三等莊系字及

唇音字的韻讀 

 ẽ

積 ) 

 癢     

 

 

虧 

 

虧 

ẽ 積 ) 

虧 

□□ 

□□ 

虧 

積  

積  

 

 

虧 

ㄚ虧 

 

 

虧ㄚ虧 

虧 

 

 

彪 3 幽流-幫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獎積 1 

否 3 有流-非 □□ □□ □□ 眼積眼積眼積眼積 1111    眼眼眼眼 5555    眼虧5眼虧5眼虧5眼虧5    眼眼眼眼 3333ㄚ 

眼虧 3 

眼眼眼眼 虧3ㄚ虧3ㄚ虧3ㄚ虧3ㄚ    

眼虧3眼虧3眼虧3眼虧3 

眼眼眼眼 3333ㄚ眼 3 

富 3 宥流-非 眼虧聰5 眼虧5眼虧5眼虧5眼虧5ㄚ 

眼虧 5 

眼虧 5 眼虧 5 眼虧 5 眼虧5眼虧5眼虧5眼虧5    眼虧 5 眼虧5眼虧5眼虧5眼虧5    眼 5 

副 3 宥流-敷 眼虧聰5 眼虧 5 眼虧 5 眼虧 6 眼虧 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5555    眼虧 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5555    眼 5 

阜 3 有流-奉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6666    獎積 4 □□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1111    腐 虧 3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6666    □□ 蜴蜴蜴蜴 虧虧虧虧 8888    眼眼眼眼 3333    

謀 3 尤流-明 □□ □□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虧虧虧虧    縣 2 

謬 3 幼流-明 縣積 6 □□ □□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積 6 縣積 6 □□ □□ 

繆 3 幼流-明 □□ □□ □□ □□ □□ □□ □□ 縣積 6 □□ 

矛 3 尤流-明 □□ 縣積 2

1,縣 22 

□□ 縣 2 縣 2 縣縣縣縣 2222    縣 2 縣 2 縣 2 

劉 3 尤流-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癢癢癢癢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虧2虧2虧2虧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周 3 尤流-章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ㄚ1ㄚ1ㄚ1ㄚ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ㄚ1ㄚ1ㄚ1ㄚ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ㄚ1ㄚ1ㄚ1ㄚ    

積積積積 1111    

咒 3 宥流-章 詞聰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ㄚㄚㄚㄚ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虧5積虧5積虧5積虧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臭 3 宥流-昌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5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5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虧5積虧5積虧5積虧5    蕃著 5 

收 3 尤流-書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 1 積積積積 1111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積積積積 1111    

壽 3 宥流-禪 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 6666    識識識識 6666    識 6 積積積積 6666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6666    積積積積 6666    

售 3 宥流-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6666    積積積積 2222    

晝
24 

3 宥流-知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虧5 蕃虧5 蕃癢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ㄚ蕃ㄚ蕃ㄚ蕃ㄚ蕃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ㄚ蕃著ㄚ蕃著ㄚ蕃著ㄚ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虧1    

蕃蕃蕃蕃 積虧5積虧5積虧5積虧5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5555    

                                                      
24

 「晝」字在多數方言點的讀音（尤其是白讀音）常表現為一等，例如常山江山廣豐玉山龍游以

及遂昌其中一讀。有類似行為的還有「鬮」字，「鬮」字在《集韻》中歸入一等侯韻，可見其一等

字的讀法更為穩固普遍獲得共識因而載入韻書。「晝」字或許一直依違於一等與三等之間，就如同

今日處衢方言的狀況。總而言之處衢方言「晝、鬮」二字可視為偏向一等字、或兼有一三等兩種讀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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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3 尤流-徹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紐 3 有流-娘 61, 

ȵ積積積積 66662222    

ȵ積積積積 4444    4 ȵ積積積積 1111    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 ȵ積積積積 4444    

秋 3 尤流-清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著著著著 1111    蕃蕃蕃蕃著著著著 癢癢癢癢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秀 3 宥流-心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癢癢癢癢 5555    著著著著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虧5積虧5積虧5積虧5    積積積積 5555    

羞 3 尤流-心 積積積積 1111    □□ □□ 積 1 著著著著 1111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積積積積 1111    

修 3 尤流-心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 1 著著著著癢癢癢癢 1111    著著著著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積積積積 1111    

袖 3 宥流-邪 積積積積 6666    □□ □□ 積 5 □□ 識 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6666    積積積積 6666    

囚 3 尤流-邪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 □□ 識識識識 2222    男識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愁 3 尤流-崇 積 2 積 2 著著著著 2222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2222    積 2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ㄚ2ㄚ2ㄚ2ㄚ

詞 2 

識識識識 虧2虧2虧2虧2    著 2 

搜 3 尤流-生 積 1 積 1 □□ 著 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虧1虧1虧1虧1    著著著著 虧虧虧虧1111    著 1 

瘦 3 宥流-生 積 5 積 5 積 5 積 5 積 5 著著著著 5555    詞 5 著著著著 虧5虧5虧5虧5    著 5 

漱 3 宥流-生 著著著著 6666    □□ □□ □□ 著虧 5 □□ 著著著著虧1虧1虧1虧1    著著著著虧1虧1虧1虧1    著著著著 5555    

九 3 有流-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3333    篩篩篩篩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鳩 3 尤流-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 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篩篩篩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鬮 3 尤流-見 篩虧1 篩虧1 篩虧1 □□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虧1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篩篩篩篩 1111    

丘 3 尤流-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1111    篩篩篩篩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ㄚ 

篩 1 

仇 3 尤流-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2222    積積積積 2222    

舅 3 有流-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44441ẽ1ẽ1ẽ1ẽ

)))),,,, 42

ẽ ),,,, 

83軟  

積積積積 44441ẽ1ẽ1ẽ1ẽ

)))),,,, 

癢 82軟

ẽ ) 

44441ẽ1ẽ1ẽ1ẽ

)))),,,, 

積癢 82軟

ẽ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男男男男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4444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4444    

牛 3 尤流-疑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積虧2積虧2積虧2積虧2    2 

休 3 尤流-曉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裡積 1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1111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積積積積 1111    

幽 3 幽流-影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虧1積虧1積虧1積虧1    積積積積 1111    

幼 3 幼流-影 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 1111    積 1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虧5積虧5積虧5積虧5    積積積積 5555    

友 3 有流-云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4444    積虧3積虧3積虧3積虧3    積積積積 4444    

游 3 尤流-以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虧虧虧虧2222    積積積積 2222    

表格中打上網底的少數韻母暫先不論。我們看到流攝三等韻在江山、廣豐、

玉山、龍游四點存在兩類形式，其分佈狀況若以聲母作為條件區分開來，大致情

形如上表第一大欄所示。但，本文認為這四點流攝三等韻的兩個韻讀形式並非條

件音變，理由有二：1.除了玉山之外，其餘三點都有若干不符合條件的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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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江山精系字「修、鏽」等字讀[i ]，廣豐精系字「羞、袖」讀[積 ]，龍游章

精見系字「周、咒白、臭、收、壽、囚、袖、仇」等字讀[ ]。我們將上述韻讀加

下橫線標示出來。2.就聲母條件而論，四個方言各各不同，難以從中歸納出某種原

則來解釋條件音變的成因。由此看來，這兩類韻讀仍應視為分屬不同層次的韻讀

較為合理。 

由於缺乏文白異讀訊息，我們參考一等韻晚期層次的韻讀形式，推論與一等

韻晚期層次相同年代的三等晚期層次，其韻讀形式應為[積 ][積 ][iu]等韻，可稱為「一

三等有別層次」。檢視此層次的特點，計有：1.一三等判然有別，一等韻洪音、三

等韻細音帶有-i-介音。2.多數方言三等莊系與非系韻母讀如一等韻，表現出宋代近

古音以後的音韻特徵。列出層次韻讀如下表所示： 

表 3-1-34  流攝一三等有別層次以及一等韻早期層次對應表 

流攝層次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一三等

有別層

次 

一    癢     虧  
 

三 積  

 

積  積  

 

積  

癢  

積  

 

 

積  

 

 

積  

 

 

積虧 

虧 

虧 

積  

 

 

一等韻早期層

次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縣 

 

縣,  

 

聰 虧 

 

聰  

 

聰  

 

縣 虧 

 

虧 

 

縣 

 

聰  

虧 虧 □□ □□ □□ 虧 虧 虧 □□ 

確定「一三等有別層次」之後，我們回頭思考幾個問題：1.江山、廣豐、玉

山、龍游為何有不少三等韻的韻讀形式與一等韻相同，而且無法歸納出條理？2.

常山、廣豐、慶元的一等韻則有可疑的白讀韻母[積 ]，出現的環境亦無條理可言。

3.常山的莊系字以及開化的部分莊系字，有不讀同一等韻的情形，例如「愁、溲」

的[積 ]，如此不符合規則的例外韻讀顯然另有原因。上述問題同時指向一個可能，

即早期吳語處衢方言很可能並沒有區分流攝的一等與三等；此方音特色大概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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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因此在接受北來一三等有別音韻特徵的衝擊之後，一三等的界線仍舊有若

干混淆不清的現象。我們可以想像當初文白競爭的過程中由於本地缺乏一三等之

別，因此文白競爭時並非以等第為界限分為兩大批分頭進行，而是傾向於以聲母

類別為界線，按照各方言本身的偏好，此起彼落、此勝彼敗地一群由文讀音佔領、

另一群由白讀音固守，正因如此，我們無法「橫向」貫通九方言歸納出條理的分

佈，也由於終究是一種文白競爭行為，同聲母類別下同時出現文白兩類韻讀亦是

頗常見的情形。 

若以上的推論正確，那麼我們可以換個方式，試著在各方言中「直向」觀察，

果然，以廣豐為例，若忽視一三等界線，則可以發現凡「端精莊來」多讀為[癢 ]，

而「幫非知章見影」則讀[積 ]；至於江山，[ ]韻讀的勢力較強，涵蓋一等以及三等

的莊來見系諸字，[積 ]韻讀只佔領三等的章知影系及多數精系字；常山則相反，[積 ]

韻讀的勢力較強，涵蓋一三等多數字，[ ]只佔領一等的部分見系字，等等。由此

可見，處衢方言的確存在一個具有本地音韻特色的「一三等無別層次」，由於其韻

讀形式與「一三等有別層次」的某類韻讀形式十分相近，不容易被察覺分辨。此

外，可以想見「一三等有別層次」進入後與先前本地的「一三等無別層次」競爭

時，各方言實際上各有一套競爭模式，並非雜亂無章。 

關於具本地音韻特色的「一三等無別層次」，其韻讀形式等細節，我們留待下

一小節 3.1.4.3 討論。接著我們要討論「三等韻表格中打上網底的少數韻母」，本文

認為這些韻母代表流攝的「三等韻早期層次」。 

雖然沒有成系統的文白異讀證據可以證明這組韻讀也是白讀韻，但從結構平

行的角度而言，一等韻既然有「一三等有別層次」以及「一等早期層次」，那麼照

理說三等韻也應該有「一三等有別層次」以及「三等早期層次」才是。而開化常

山廣豐的「彪、廖」等字以及遂昌的「愁、瘦」等字韻讀特殊，引起我們的注意，

經過比較分析，我們在各方言點分別找到相關的一批字，其韻讀正是流攝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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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早期層次」，即表格中打上網底的諸例字韻母。 

這個層次的例字均為三等字，韻讀基本上為帶-i-介音的細音形式，在遇到章

莊系聲母時，-i-介音會消失成為洪音，只有遂昌是成為帶-y-介音的撮口韻讀。由韻

讀的變化看來，應該是章莊系聲母帶有合口成分，因而在聲韻結合時產生排斥掉-i-

介音或者形成撮口-y-介音的緣故。此外，慶元方言還有若干見系字「丘、臼、牛」

的讀音亦屬此層次，韻讀表現與章莊系相同。我們推測可能由於見系聲母的發音

部位靠後，不容易與發音部位靠前的-i-介音結合因此容易丟失的關係，這大概是慶

元地區的方音特色。底下我們將「三等早期層次」連同之前確定的「一三等有別

層次」和「一等早期層次」列成表格如下： 

表 3-1-35  流攝一三等有別層次、一等韻以及三等韻早期層次對應表 

流攝層次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一三等

有別層

次 

一    癢     虧  
 

三 積  

 

積  積  

 

積  

癢  

積  

 

 

積  

 

積  

 

 

積虧 

虧 

虧 

積  

 

 

一等韻早期層

次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縣 

 

縣,  

 

聰 虧 

 

聰  

 

聰  

 

縣 虧 

 

虧 

 

縣 

 

聰  

虧 虧 □□ □□ □□ 虧 虧 虧 □□ 

三等韻早期層

次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     □□  

詞  

□□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上表將一三等韻的早期層次分列，意即傾向認為這兩

層的時間層次有一點早晚的差別，理由在於莊系字的行為。「一等韻早期層次」的

莊系字具有讀同一等韻的現象，而「三等韻早期層次」的莊系字則與章系行為相

同。根據我們對漢語音韻史的瞭解，非莊系韻母讀同一等洪音的現象，理論上應

是莊系成為照二正齒音之後進一步的變化。已知非莊系韻母讀同一等洪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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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於宋末元初的《古今韻會舉要》，可見是宋代以後近古音時期的音韻特徵。莊系

成為照系二等正齒音則大約在中古音三十六字母時已有，雖然當時的莊章兩系字

在等韻圖中基本上仍分列二等與三等沒有混淆，不過由名為照二照三看來，已顯

示出莊章系字下一階段合流的跡象。總之，我們雖然沒有文白異讀的證據顯示「三

等韻早期層次」的形成年代較早，但可以確定「三等韻早期層次」的年代較「一

等韻早期層次」的年代稍早一些，應在「章莊系合流」的音韻格局形成之後、即

中古音偏晚的時期；而「一等韻早期層次」的年代則必然在「非莊系讀同一等」

的音韻變化成形之後，即近古音時期以後。 

3.1.4.3 具本地音韻特色的層次 

我們在中古遇攝看到一批字的韻讀頗特殊，韻讀形式看起來多表現為開口三

等韻，帶有-i-介音，普遍為白讀韻，且全屬魚韻字。3.1.4.1 節討論遇攝的「一三等

有別晚期層次」以及「一三等有別早期層次」，這兩個層次的三等魚虞韻均沒有分

別，介音形式為-y-，顯然已合流為合口三等韻，而此處魚韻字的韻讀則為開口韻，

表現出魚韻獨讀、不與虞韻合流的特點，換言之符合南北朝時代江東方言「魚虞

有別」的特色25。本文稱此層次為「魚韻獨讀層」，此層次保留了南北朝時期吳語

本地的方音特色26。 

表 3-1-36  魚韻獨讀層次對應表 

遇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魚韻獨讀層次 積癢 積癢 

癢 

積  

ẽ ) 

積癢 

癢,癢  

積癢 

積 

積癢 積癢 

癢積 

積 積癢 

ã 

 3 御遇-知 □□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1111    蕃 1 □□ □□ 蕃積5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1111    蕃積5蕃積5蕃積5蕃積5    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5555    

                                                      
25

 《顏氏家訓‧音辭篇》描述當時南北語音差異時提到：「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陸法言《切

韻‧序》中說明著作此書的因緣及目的，提及「我輩數人」對當時音韻的定見之一為：「支脂魚虞，

共為不韻」。可見直至南北朝晚期，吳語仍保有魚虞有別的音韻現象，與當時北方的語音殊異。 
26

 本文認為遇攝「魚韻獨讀層次」這組韻讀表現出原始吳語「魚虞有別」的音韻格局，大致上與

梅祖麟 2001 文章意見相同，而細節處例如部分方言的韻讀形式及例字的層次歸屬等則有若干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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苧 3 語遇-澄 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6666    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ㄚ 

男 4 

男 4 男 詞癢4 男 4 男識 2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4444    男 詞4 蕃 詞癢4 

除 3 魚遇-澄 男 詞2ㄚ 

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2222 

男 詞2ㄚ 

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2222 

男 詞 2ㄚ 

男 2 

男 詞癢2ㄚ 

男 2 

男 詞癢2 男 詞2 男 詞 2 男 詞2 蕃 詞癢2 

箸 3 御遇-澄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男識 2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男識 6 蕃 詞癢6 

煮 3 語遇-章 蕃 詞3ㄚ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積積積 3333    蕃 詞癢3ㄚ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蕃 詞癢3ㄚ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蕃 詞5 蕃 詞1ẽ )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軟軟軟軟  

蕃 詞3ㄚ 

積3積3積3積3    

蕃 詞癢3ㄚ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書 3 魚遇-書 詞1ㄚ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詞1ㄚ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著虧 12 

詞 1ㄚ 

積積積積 1111 

詞癢1ㄚ  

積積積積癢1癢1癢1癢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詞1 詞 1 詞1 詞癢1 

鼠 3 語遇-書 蕃蕃蕃蕃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蕃 詞0ㄚ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著 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著 3 蕃蕃蕃蕃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3 魚遇-禪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詞癢2 男男男男 積癢0積癢0積癢0積癢0    識 0 男男男男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詞2ㄚ 

男識 2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舉 3 語御-見 蕃 詞3ㄚ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3333 

蕃 詞3 篩詞 1 篩詞癢3 篩詞癢3 蕃 詞3 蕃 詞 3 蕃 詞3 蕃 詞癢3 

鋸 3 御遇-見 蕃 詞5ㄚ 

篩 5ㄚ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5555 

6 篩 5 癢癢癢癢2ㄚ2ㄚ2ㄚ2ㄚ    

篩癢5篩癢5篩癢5篩癢5 

篩 5 篩 5 篩 5 蕃 詞5 蕃 詞癢5ㄚ 

篩 5 

去 3 御遇-溪 蕃 詞5ㄚ 

篩 積癢篩 積癢篩 積癢篩 積癢5555 

篩 癢篩 癢篩 癢篩 癢5555軟軟軟軟

ㄚ篩 5 

篩 5 篩 癢篩 癢篩 癢篩 癢 7777軟軟軟軟

ㄚ篩 7軟

ㄚ篩 詞癢5ㄚ 

篩 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軟軟軟軟

ㄚ篩 5 

篩 積癢5篩 積癢5篩 積癢5篩 積癢5    

軟軟軟軟 , 

篩 4

軟 

篩 癢積篩 癢積篩 癢積篩 癢積5555軟軟軟軟 , 

篩 軟 

蕃 詞5ㄚ

篩 積5篩 積5篩 積5篩 積5 

篩 4ẽ )ㄚ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5555軟軟軟軟 ㄚ 

蕃 詞癢5

軟ㄚ篩 5ẽ蜴.) 

許 3 語遇-曉 詞3ㄚ 

裡積癢3裡積癢3裡積癢3裡積癢3 

詞3ㄚ 

裡 3 

裡詞 3ㄚ 

裡 3 

裡詞癢3ㄚ 

裡 3 

裡詞癢3ㄚ 

裡 3 

詞3, 

裡 3 

詞3ẽ )ㄚ 

詞3, 

裡 3ẽ ) 

□□ 詞癢4ㄚ 

裡 3 

此層次常山、廣豐、玉山、遂昌、慶元五點的見系字，看來有與舌位前高的

細音介音-i-不易結合的特點，因此表現為此層次的見系韻讀各自採取了「丟失-i-

介音」或「調整音變」的策略來解決困境。不過，也有少數方言點沒有上述傾向，

見系字仍可與[ie][i]等韻正常結合，例如開化、龍游、雲和三點。至於江山方言，

可能也有牙喉音不易與細音-i-介音結合的特點，但因為[ ]同時亦屬「魚虞模不分層

次」的韻讀形式（請參考第四章 4.3.3 節），因此那些讀為[ ]韻的見系字，有可能

屬於「魚韻獨讀層次」，也可能屬於「魚虞模不分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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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遇攝之外，流攝也有一個具本地音韻特色的層次，即 3.1.4.2 節討論的「一

三等無別層次」。這個層次的韻讀形式與「流攝一三等有別層次」的三等韻讀形式

十分相近因此難以區辨，必須仰賴多種方式以確定其韻讀形式：1.一等韻的少量文

白異讀現象，2.不符合層次規則的「例外音讀」所提供的各種線索，包括江山、廣

豐、龍游三等韻精章見系字的特殊讀音，一等牙喉音的特殊讀音，開化、常山三

等莊系字不讀同一等以及開化方言三等明母字「謬」沒有讀同一等的現象等等，

3.一組在遇攝中顯得特殊的古侯部字韻讀。以下分點論述： 

1.流攝一等提供的文白異讀，可支持說明常山、慶元「一三等無別層」的韻

讀形式為[積 ]。玉山方言雖無文白異讀，但觀察[i ]只出現在今讀為零聲母的三等

影曉喻母字，可推測[i ]的年代晚於[ ]，「一三等無別層」的韻讀形式可能為

[ ]。 

2.江山、廣豐、龍游三點的三等韻有若干精系字、章精見系字例如「休、袖、

囚、周、收、壽」等字不符合「流攝一三等有別層次」的三等韻例字讀音（請參

考 3.1.4.2 節表 3-1-33 及其下方的敘述），這組韻讀可能為「流攝一三等無別層次」。

此層次與上文遇攝的「魚韻獨讀層」具類似特色，即部分方言點牙喉音字不易與

細音-i-介音結合因而產生調整音變，常山、廣豐、玉山的「喉、後」等字可為例證。

此外，(1)開化、常山有若干莊系字例如「愁、搜」讀[積 ]，(2)開化三等明母字「謬」

讀[積 ]，(3)廣豐三等若干幫非系字例如「謀、謬、阜」等字讀[積 ]，均有不讀同一

等韻的情形；照理說凡是表現為「流攝一三等有別層次」的三等幫非莊系字均應

讀同一等才符合層次規則，「愁、搜、謬、謀、阜」諸字透露出[積 ]並非為「流攝

一三等有別層次」的韻讀，而屬較早期的「流攝一三等無別層次」。 

3.我們在遇攝看到「取、樹、鬚、縷」這四個古侯部字的白讀韻十分特別，

比對後發現高度符合此層次的韻讀表現。中古流攝的上古來源之一正是古侯部，

魚侯兩部在兩漢時期的音讀曾經十分接近，大約在魏晉初期才正式分為魚虞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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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尤幽兩大群。我們可以推想上述四字或許在原始吳方言時曾歸屬為侯尤幽，後

來才受到主流漢語的影響歸入遇攝，這些字的白讀韻可以作為具本地音韻特色層

次，即「流攝一三等無別層」的韻讀證據。由於這群例字的支持，開化、常山、

江山、廣豐、玉山、慶元六點的韻讀形式更可確定，原先訊息不足的龍游、遂昌

二點也因而獲得確認，至於雲和，[y]這個形式與遇攝本身的層次韻讀相同，在沒

有其他證據出現之前，我們暫且推測可能是[iu]，也可能此層次如今已沒有例字留

存。 

下表列出上述的韻讀及其例字： 

表 3-1-37  流攝一三等無別層次對應表 

流攝+遇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流攝一三等無別

層次 

積  積  

聰  

積  積  

 

 

聰  

 積  ẽ積虧) 積  

取 3 麌遇-清 蕃 詞3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 詞3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ẽẽẽẽ )))) 

蕃 詞癢3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ẽẽẽẽ

)))) 

蕃 詞癢3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 詞3 蕃 詞 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ẽẽẽẽ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3333    蕃 詞癢3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樹 3 麌遇-禪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識 6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詞癢6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詞癢6ㄚ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6666 

男 積 6ㄚ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詞詞詞詞6666    詞癢6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6666 

鬚 3 虞遇-心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著 1ㄚ 

積積積積 1111    

詞癢1ㄚ 

積積積積 1111    

詞癢1ㄚ 

著著著著 1111 

詞1 著虧 1 詞詞詞詞1111    詞癢1ㄚ 

積癢1ㄚ 

積積積積 1111 

縷 3 麌遇-來 給詞聰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4444    □□ □□ 給給給給 4444    □□ □□ 給詞給詞給詞給詞3333    □□ 

謬 3 幼流-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 □□ 縣積 6 縣 6 縣積 6 縣積 6 □□ □□ 

愁 3 尤流-崇 積積積積 2222    積 2 著 2 男識癢 2 積 2 識 2 識 2ㄚ 

詞 2 

識 虧2 著 2 

搜 3 尤流-生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 著 1 著 1 著 1 著虧1 著 虧1 著 1 

羞 3 尤流-心 積 1 □□ □□ 積積積積 1111    著 1 積 5 積 5 積虧1 積 1 

修 3 尤流-心 積 1 積 1 積積積積 1111    著癢 1 著 1 積 1 積 1 積虧1 積 1 

袖 3 宥流-邪 積 6 □□ □□ 積積積積 5555    □□ 識識識識 6666    男 積 6 積虧6 積 6 

囚 3 尤流-邪 男 積 2 男 積 2 □□ □□ 識 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 積 2 男 積虧2 男 積 2 

周 3 尤流-章 蕃 積 1ㄚ 

積 1 

蕃 積 1ㄚ 

積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 1 蕃 積虧1 蕃 積 1ㄚ 

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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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 3 宥流-章 詞聰5 蕃 積 5 蕃 積 5 蕃 積 5 蕃著 5 蕃 積 5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 積 5 蕃 積虧5 蕃 積 5 

臭 3 宥流-昌 蕃 積 5 蕃著 5 蕃著 5 蕃 積 5 蕃著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 積 5 蕃 積虧5 蕃著 5 

收 3 尤流-書 積 1 積 1 積 1 積 1 著 1 著著著著 1111    積 1 積虧1 積 1 

壽 3 宥流-禪 積 6 積 4 積 6 積 6 識 6 識識識識 6666    積 6 積虧6 積 6 

仇 3 尤流-群 男 積 2 男 積 2 □□ 男 積 2 男識 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 積 2 積虧2 積 2 

鬥 1 候流-端 蕃 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ㄚ3ㄚ3ㄚ3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 5 蕃癢 5 蕃 5 蕃 5 □□ 蕃 虧5 男 5

ㄚㄚㄚㄚ 男男男男積積積積 5555    

樓 1 侯流-來 給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 2 給癢 2 給 2 給 2 給虧2 給 虧2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 2222    

鉤 1 侯流-見 篩 1 篩 1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ㄚ1ㄚ1ㄚ1ㄚ    

篩虧1 

篩虧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 1 篩 1 篩 1ㄚ 

篩虧1 

篩 虧1 篩 1 

口 1 侯流-溪 篩 虧3 篩 3 

ㄚㄚㄚㄚ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ㄚ篩 虧3 

篩 3ㄚ 

篩 虧3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3333    篩 3 

ㄚ篩 虧3 

篩 3 篩 虧3 篩 虧3 

ㄚ篩 虧3 

篩 3 

喉 1 侯流-匣 2 2ㄚ 

聰聰聰聰 2222    

聰 8軟  裡積 2 2 

ㄚ虧2 

2 虧2 虧2 裡 2 

ㄚ虧2 

後 1 厚流-匣 6ㄚ虧6 虧4 聰 8 

ㄚ虧4 

裡積 4 

ㄚ 6666軟軟軟軟 ㄚ 

虧4ẽ ) 

聰聰聰聰 4444    

ㄚ虧4 

4 虧4 虧3 裡 4 

ㄚ虧4 

3.1.4.4 上述層次的對應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將遇攝的三個層次以及流攝的四個層次，彼此在時間上的大

致對應關係列成圖表如下： 

表 3-1-38  遇流攝諸層次的年代對應關係表 

遇攝 開化 廣豐 遂昌 對應

狀況 
流攝 開化 廣豐 遂昌 

一三等

有別晚

期層次 

1 虧 

,  

虧 

聰 

聰  

虧 

ẽ 虧) 

Ⅰ 一三等有

別層次 

1  癢   

3 積  

 

積  

癢  

積  

 
3 詞 

虧 

詞 

虧 

詞 

虧 

一三等

有別早

1 虧聰 虧  虧  Ⅱ 一等韻早期層 

(三等韻未知) 

虧 

縣 

虧 

聰  

虧 

,虧 3 詞聰 詞癢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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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層次 虧聰 虧  虧  虧 □□ 虧 

Ⅲ 三等韻早期層 

(一等韻未知) 

積  

□□ 

積  

 

積  

詞  

魚韻獨讀

層 

積癢 積癢 

癢,癢  

積癢 

癢積 

Ⅳ 一三等無別層 積  積  

 

積  

□□ 

首先我們認為，流攝「一等韻早期層」和「三等韻早期層」年代接近但有早

晚之別，因為「一等韻早期層」的莊系與非系的行為相同，而「三等韻早期層」

的莊系則與章系行為相同。我們將上述兩層次的時間分開為Ⅱ時期與Ⅲ時期，Ⅲ

時期代表正齒音照系的聲母類別已形成，大約為《切韻》稍後、近古音之前的音

韻現象；而Ⅱ時期則代表莊非系字讀同一等韻的近古音時期。另，我們認為遇攝

以及流攝的「一三等有別晚期層次」年代應該相近或相同，表現出元明清以後的

近代音格局。 

至於Ⅳ，代表早期吳地的方音特色。由歷史文獻的記載可知，魚韻獨讀（即

魚虞有別）的特色到了南北朝末年仍舊存在，某群精通音律的學者基於「若賞知

音即須輕重有異」27的觀點因而主張應仔細區辨其中的不同。因此，我們雖然無法

上推這些方音特點形成的年代，但可得知其活躍流行的年代下限約為南北朝末隋

初，Ⅳ的年代可設定為《切韻》時期以前。 

第二節 陽聲韻 

3.2.1 咸攝、山攝 

咸攝上古來源於談侵兩部，談部多而侵部略少；大約自從魏晉時期開始，原

屬侵部的談、咸、凡韻諸字，開始漸次脫離侵部，歷經南北朝、隋唐，到中古音

                                                      
27

 陸法言《切韻‧序》：「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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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的韻鏡時代，談咸凡與銜鹽嚴添等韻正式組成咸攝。山攝上古來源於元部以

及真文部，魏晉時期真文部與元部有一次較大規模的重整，重整後形成三部：真

諄臻文欣等一部、元山先仙等一部、寒桓刪一部。南北朝時期雖然還有關於元魂

痕諸韻的若干變化，但魏晉時的重整基本上奠定了中古晚期山臻兩攝大致上的界

線。 

照這樣看來，咸攝與山攝在中古音時期以前似乎沒有交集，然則漢語現代方

言多有咸山兩攝合流狀況，吳語處衢方言亦然。參考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各家擬音28，

可知咸山兩攝的主要元音相同、僅鼻音韻尾的發音方式不同。因此，咸山兩攝在

中古音時期以前的文獻中沒有來往紀錄的主要理由應是韻尾不同，一旦其中一方

的韻尾弱化或消失，咸山兩攝的韻讀很容易便會由於主要元音相同而合流。 

3.2.1.1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此層次具有咸山攝一二等、宕攝一等及江攝二等合流的特色，推測應屬年代

最晚的近代音時間層次。 

表 3-2-1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之咸山攝開口韻讀對應表 

咸山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咸山宕江一二等

合流層次 

ã ã ã ã ã ã 物  ã  

膽 1 敢咸-端 蕃ã蕃ã蕃ã蕃ã3333    蕃ã蕃ã蕃ã蕃ã3333    蕃ã蕃ã蕃ã蕃ã3333    蕃ã蕃ã蕃ã蕃ã3333    蕃ã蕃ã蕃ã蕃ã3333    蕃ã蕃ã蕃ã蕃ã3333    蕃蕃蕃蕃物物物物 3333    蕃ã蕃ã蕃ã蕃ã3333    男男男男 3333    

談 1 談咸-定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物 2男物 2男物 2男物 2    男男男男ãããã1111    蕃蕃蕃蕃 2222    

暫 1 鬫咸-從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識物男識物男識物男識物 4444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4444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6666    

三 1 談咸-心 著著著著ãããã1111    著著著著ãããã1111    著著著著ãããã1111    著著著著ãããã1111    著著著著ãããã1111    著著著著ãããã1111    著著著著物物物物 1111    著著著著ãããã1111    著著著著 1111    

喊 1 敢咸-曉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 裡ã裡ã裡ã裡ã5555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裡ã裡ã裡ã裡ã5555    裡裡裡裡物物物物 1111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 

斬 2 豏咸-莊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 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杉 2 咸咸-生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著著著 1111    

衫 2 銜咸-生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11,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著著著 1111    

                                                      
28

 魏晉時期的擬音參考丁邦新 1975，南北朝時期擬音則參考何大安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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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ã12軟  

站 2 陷咸-知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男男男男識物識物識物識物 6666 軟軟軟軟    

,,,,男識物男識物男識物男識物 4444ẽẽẽẽ ))))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6666 軟軟軟軟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4444軟軟軟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6666    

監平 2 銜咸-見 蕃 積 1ㄚ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蕃 積 1 篩積ã1 □□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蕃 積癢1 篩篩篩篩物物物物 1111    □□ 篩篩篩篩 1111    

監去 2 鑑咸-見 蕃 積 5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 □□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篩篩篩篩 5555    

銜 2 銜咸-匣 ãããã2222    □□ □□ 裡ã裡ã裡ã裡ã2222    ãããã2222    積癢2ㄚ 

ãããã2222    

物 2物 2物 2物 2    ãããã2222    篩篩篩篩 2222    

減 2 豏咸-見 蕃 積 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積ã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蕃 積癢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333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篩篩篩 3333    

彈平 1 寒山-定 男聰 1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3333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軟軟軟軟, 

男 2軟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 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物 2男物 2男物 2男物 2    男ã男ã男ã男ã1111    蕃蕃蕃蕃 2222    

彈去 1 翰山-定 男ã男ã男ã男ã6666    男ã男ã男ã男ã4444ㄚ 

男õ6 

男 6ẽ

) 

□□ 男 6 男ã男ã男ã男ã6666    男物男物男物男物 6666    男ã男ã男ã男ã6666    蕃蕃蕃蕃 6666    

蘭 1 寒山-來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 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物 2給物 2給物 2給物 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給給給 2222    

餐 1 寒山-清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1111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殘 1 寒山-從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2222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2222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2222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2222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2222    男男男男識ã識ã識ã識ã2222    男識物 2男識物 2男識物 2男識物 2    識ã識ã識ã識ã2222    著著著著 2222    

刊 1 寒山-溪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3333    □□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5555    篩 物篩 物篩 物篩 物 1111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篩篩篩篩 1111    

罕 1 旱山-曉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 □□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裡ã裡ã裡ã裡ã55551111,,,,    

裡ã裡ã裡ã裡ã66662222    

□□ 裡虧 3 裡ã3 

辦 2 襉山-並 獎ã獎ã獎ã獎ã6666    獎ã獎ã獎ã獎ã6666    獎ã獎ã獎ã獎ã6666    獎ã獎ã獎ã獎ã6666    獎ã獎ã獎ã獎ã6666    獎ã獎ã獎ã獎ã6666    腐 物腐 物腐 物腐 物 6666    獎ã獎ã獎ã獎ã2222    腐腐腐腐 6666    

盞 2 產山-莊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蕃蕃蕃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3333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山 2 山山-生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著著著 1111    

間平 2 山山-見 蕃 積 1ㄚ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蕃 積 1ㄚ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篩積ã1ㄚ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軟軟軟軟    蕃 積癢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篩篩篩篩物物物物 1111 軟軟軟軟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篩篩篩篩 1111    

簡 2 產山-見 蕃 積 3 蕃 積 3 篩積ã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蕃 積癢3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333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篩篩篩 3333    

揀 2 產山-見 蕃 積 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積 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蕃 積癢3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333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篩篩篩篩 3333    

澗 2 諫山-見 蕃 積 5 □□ □□ □□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 蕃 積 1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篩篩篩篩 1111    

莧 2 襉山-匣 ãããã6666    裡ã裡ã裡ã裡ã5555    裡ã裡ã裡ã裡ã5555    裡ã裡ã裡ã裡ã5555    裡ã裡ã裡ã裡ã5555    □□ 裡物裡物裡物裡物 3333    積癢5 積 5 

鉛金屬

29
 

2 仙山-以 蕃 積 1

ㄚㄚㄚㄚ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篩 積ᴇ1ㄚ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1ẽ1ẽ1ẽ1ẽ

))))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2軟2軟2軟2軟 ,,,, 

蕃 積癢1軟

ẽ )    

篩 物篩 物篩 物篩 物 1111軟軟軟軟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蕃 積 1

ㄚㄚㄚㄚ篩篩篩篩 1111    

                                                      
29

 「鉛」字在《廣韻》記錄為仙韻合口三等以母字，現代處衢方言多數讀作山攝開口二等溪母字，

聲調陰平；少數方言點（例如：廣豐玉山龍游遂昌）保持零聲母陽平調的讀法。今將「鉛」字視為

兩讀，零聲母陽平調者符合《廣韻》紀錄，歸山攝合口三等字；而溪母陰平調者後起，《廣韻》未

記錄到，歸山攝開口二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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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之咸山攝合口韻讀對應表 

咸山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咸山宕江

一二等合

流層次 

其他 虧ã 虧ã 虧ã 虧ã 虧ã 虧ã 虧物  虧ã 虧  
唇音 ã 

虧ã 

ã 

虧ã 

ã 

□□ 

ã 

虧ã 

ã 

虧ã 

ã 

虧ã 

物  

虧物  

ã 

虧ã 

 

□□ 

泛 3 梵咸-敷 眼眼眼眼ãããã5555    □□ □□ 眼眼眼眼ãããã5555    眼眼眼眼ãããã5555    眼眼眼眼ãããã5555    眼眼眼眼物物物物 3333    眼眼眼眼ãããã5555    眼眼眼眼 5555    

凡 3 凡咸-奉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眼眼眼眼ãããã2222    眼眼眼眼ãããã222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蜴物 2蜴物 2蜴物 2蜴物 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眼眼眼眼 2222    

范 3 范咸-奉 蜴ã蜴ã蜴ã蜴ã6666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眼ã眼ã眼ã眼ã6666    眼ã眼ã眼ã眼ã6666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蜴ã蜴ã蜴ã蜴ã4444    蜴物蜴物蜴物蜴物 4444    蜴ã蜴ã蜴ã蜴ã4444    眼眼眼眼 4444    

範 3 范咸-奉 □□ 蜴ã蜴ã蜴ã蜴ã6666    眼ã眼ã眼ã眼ã2222    眼ã眼ã眼ã眼ã6666    蜴ã蜴ã蜴ã蜴ã6666    蜴ã蜴ã蜴ã蜴ã4444    □□ 蜴ã蜴ã蜴ã蜴ã4444    □□ 

反 3 阮山-非 眼ã眼ã眼ã眼ã3333ㄚㄚㄚㄚ 

腐腐腐腐ãããã3333    

眼ã眼ã眼ã眼ã3333ㄚㄚㄚㄚ 

腐腐腐腐ãããã3333    

眼ã眼ã眼ã眼ã3333ㄚㄚㄚㄚ 

腐腐腐腐ãããã5555    

眼ã眼ã眼ã眼ã3333ㄚㄚㄚㄚ 

腐腐腐腐ãããã3333    

眼ã眼ã眼ã眼ã3333ㄚㄚㄚㄚ 

腐腐腐腐ãããã5555    

眼ã眼ã眼ã眼ã3333    眼物眼物眼物眼物 3,3,3,3, 

腐腐腐腐物物物物 3333    

眼ã眼ã眼ã眼ã3333 軟軟軟軟,,,, 

腐腐腐腐ãããã3333ẽẽẽẽ ))))    

眼眼眼眼 3333    

煩 3 元山-奉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眼眼眼眼ãããã2222    眼眼眼眼ãããã222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蜴物 2蜴物 2蜴物 2蜴物 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眼眼眼眼 2222    

萬 3 願山-微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蜴蜴蜴蜴ãããã6ㄚ6ㄚ6ㄚ6ㄚ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眼眼眼眼ãããã6666    蜴蜴蜴蜴ãããã6666    蜴蜴蜴蜴ãã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物縣物縣物縣物 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縣縣縣 6666    

晚 3 阮山-微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 縣ã縣ã縣ã縣ã4444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縣ã縣ã縣ã縣ã4444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4ㄚ4ㄚ4ㄚ4ㄚ 

縣縣縣縣物物物物 4444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ㄚㄚㄚㄚ    

縣ã縣ã縣ã縣ã3333    

縣縣縣縣 4444    

挽 3 阮山-微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4444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4444    □□ □□ 

漫 1 換山-明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4444    縣縣縣縣物物物物 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 

饅 1 桓山-明 縣 2 縣 2 縣積ᴇ2 縣虧 2 縣æ2 □□ 縣 2 縣 2 縣縣縣縣 2222    

絆 1 換山-幫 腐聰 5 腐ã腐ã腐ã腐ã5555    □□ 腐虧 5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5555    獎癢積4 獎 4 腐 5 □□ 

腕 1 換山-影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5555    虧 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虧虧虧 3333    

換 1 換山-匣 虧 6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æ6 虧 6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 6666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虧虧虧 6666    

板 2 潸山-幫 腐ã腐ã腐ã腐ã3333    腐ã腐ã腐ã腐ã3333    腐ã腐ã腐ã腐ã3333    腐ã腐ã腐ã腐ã3333    腐ã腐ã腐ã腐ã3333    腐ã腐ã腐ã腐ã3333    腐物腐物腐物腐物 3333    腐ã腐ã腐ã腐ã3333    獎獎獎獎 3333    

攀 2 刪山-滂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腐 物腐 物腐 物腐 物 1111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腐 ã1 

慢 2 諫山-明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物縣物縣物縣物 6666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縣縣縣縣 6666    

關 2 刪山-見 篩虧 1ㄚ 

篩聰 1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1111ㄚ 

篩聰 1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1111ㄚ 

篩聰 1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1111ㄚ 

篩聰 1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1111ㄚ 

篩聰 1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1, 1, 1, 1,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篩聰 1 

篩篩篩篩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1111軟軟軟軟     

,篩 1軟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1111軟軟軟軟 , 

篩 1軟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ㄚ 

篩虧 1 

慣 2 諫山-見 篩虧 5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55551111, 

篩虧 32 

篩虧æ

5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5555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5555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5555    篩篩篩篩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5555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555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頑 2 刪山-疑 □□ 虧 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4444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虧虧虧 6666    

彎 2 刪山-影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1111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虧虧虧虧 1111    

幻 2 襉山-匣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ã虧ã虧ã虧ã4444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4444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虧虧虧虧 6666    

咸山攝開口一二等有一組例字數量頗多的層次，即表 3-2-1 以及表 3-2-2。這

組韻讀的共同特徵為：1.開合口相呼應。2.合口三等唇音字讀同同攝一等韻。3.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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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二以及宕三等唇音字也有這個文讀層次，代表咸山宕江四攝的一二等韻已

合流。 

咸山合口三等非系字，由於唇音的關係讀同同攝開口一二等韻，聲母則輕重

唇兩見。其中微母字有一個更新的變化，即[v]聲母失落為零聲母，同時將其唇齒

濁音的徵性轉變為韻母前頭的-u-介音形式。此演變在江山、慶元兩點未見，其餘

方言點均有。 

此外，借表格之便，要順帶說明一個較為侷限的新文讀層次。上表這批例字

當中的開口二等見影系諸字，還存在一個更新的文讀層，顯示出韻母細音化、與

同攝三等韻合流的特色。其中江山、慶元的開口二等韻細音韻母有兩類（[積ᴇ][積 ]類

以及[積ã][積 ]類），其中[積ᴇ][積 ]類能與其他七方言點系聯為一個音韻層次，[積ã][積 ]類則

只存在江山、慶元兩點。兩類韻讀彼此間並不是條件分佈狀態，應分屬不同的時

間層次，但語料顯示二者均為文讀音，目前無法判斷其早晚關係。此新文讀層只

存在於咸山攝開口二等見影系字當中，可能是受到北方官話接觸影響而產生的新

近層次，具有咸山攝合流特色，不劃歸「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僅以文字在

此加以說明。 

3.2.1.2 咸山攝三四等合流層次 

此層次具咸山攝合流特質，與宕江攝無涉，由於宋代以後的晚期韻圖及韻書，

已顯示出-m、-p 尾消失，深臻與咸山分別合流的音韻格局，由此推測此層次年代

應為宋元近古音時期。 

表 3-2-3  咸山攝三四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咸山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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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山三四

等合流層

次 

開 積  積  積ᴇ 積  積  積癢 
30癢積 

積  

積  

積癢 積  

合 晚 積  積  積ᴇ 積  積  積癢 積  積癢 積  
早 詞  詞  詞ᴇ 詞  詞  虧癢積 詞  詞  詞  

貶 3 琰咸-幫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3333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3333    腐積癢3腐積癢3腐積癢3腐積癢3    □□ 

黏 3 鹽咸-娘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1111    ȵ積積積積ᴇ1111    ȵ積積積積 1111    ȵ積積積積 1111    ȵ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ȵ積積積積 111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ȵ積積積積 1111    

尖 3 鹽咸-精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潛 3 鹽咸-從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簾 3 鹽咸-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瞻 3 鹽咸-章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蕃著癢積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閃 3 豔咸-書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ᴇ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3333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積積積積 3333    著癢積5著癢積5著癢積5著癢積5    積積積積 3333ẽẽẽẽ

)))),,,, 積積積積 5555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積積積積 5555    

染 3 琰咸-日 ȵ積積積積 6666    ȵ積積積積 4444    ȵ積積積積ᴇ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ȵ積癢4積癢4積癢4積癢4    ȵ積積積積 4444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ȵ積積積積 4444    

檢 3 琰咸-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ᴇ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嚴 3 嚴咸-疑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ᴇ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ȵ積積積積 2222    

鹽 3 鹽咸-以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ᴇ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積積積 2222    

厭 3 豔咸-影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ᴇ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積積積積 5555    

添 4 添咸-透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ᴇ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1111    蕃 積 1 

店 4 掭咸-端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ᴇ555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555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5555    男積 5 

甜 4 添咸-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ᴇ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2222    蕃積 2 

念 4 掭咸-泥 ȵ積積積積 6666    ȵ積積積積 6666    ȵ積積積積ᴇ6666    ȵ積積積積 6666    ȵ積積積積 6666    ȵ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ȵ積積積積 6666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ȵ積 6 

兼 4 添咸-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ᴇ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 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謙 4 添咸-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 1111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篇 3 仙山-滂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1111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1111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ᴇ1111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1111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1111    腐 積癢腐 積癢腐 積癢腐 積癢1111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1111    腐 積癢腐 積癢腐 積癢腐 積癢1111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1111    

辯 3 獮山-並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666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666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ᴇ666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666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6666    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4444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4444    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6666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4444    

棉 3 仙山-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ᴇ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聯 3 仙山-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碾 3 線山-娘 ȵ積積積積 3333    ȵ積積積積 4444    ȵ積積積積ᴇ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ȵ積癢4積癢4積癢4積癢4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煎 3 仙山-精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仙 3 仙山-心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ᴇ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積積積積 1111    

戰 3 線山-章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癢積5蕃著癢積5蕃著癢積5蕃著癢積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扇 3 線山-書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ᴇ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著癢積5著癢積5著癢積5著癢積5    積積積積 5555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積積積積 5555    

遣 3 獮山-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ᴇ1111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 3333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健 3 願山-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ᴇ6666    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 6666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6666    

                                                      
30

 這裡的章系不包括日母字，日母字例如「染」字韻母仍為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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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言 3 元山-疑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ᴇ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ȵ積積積積 2222    

憲 3 願山-曉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ᴇ5555    裡裡裡裡積積積積 5555    裡裡裡裡積積積積 3333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積積積積 3333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積積積積 5555    

沿 3 仙山-以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ᴇ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積積積 2222    

演 3 獮山-以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ᴇ4444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3333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積積積積 4444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積積積 4444    

邊 4 先山-幫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ᴇ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1111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1ㄚ1ㄚ1ㄚ1ㄚ 

獎積 1    

麵 4 霰山-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ᴇ6666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5555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6666    縣積 6 

天 4 先山-透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ᴇ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1111    蕃 積 1 

鈿 4 先山-定 □□ 男男男男積積積積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ᴇ2222    □□ □□ 男男男男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男男男男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2222    

蓮 4 先山-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ㄚ給積 2 

千 4 先山-清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ㄚ蕃 積  

堅 4 先山-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ᴇ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 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顯 4 銑山-曉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ᴇ3333    裡裡裡裡積積積積 3333    裡裡裡裡積積積積 3333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積積積積 3333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積積積積 3333    

煙 4 先山-影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ᴇ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1111    積 1 

賢 4 先山-匣 積積積積 2222    □□ 積積積積ᴇ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ㄚㄚㄚㄚ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 2 

欠 3 梵咸-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ᴇ555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 5555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劍 3 梵咸-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ᴇ5555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 5555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傳~達 3 仙山-澄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ᴇ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2222    

泉 3 仙山-從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積積積積ᴇ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全 3 仙山-從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ㄚ2ㄚ2ㄚ2ㄚ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ᴇ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宣 3 仙山-心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3333    詞詞詞詞ᴇ5555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著虧癢積1著虧癢積1著虧癢積1著虧癢積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旋 3 線山-邪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積積積積ᴇ6666    詞詞詞詞 6666    積積積積 6666    識虧癢積識虧癢積識虧癢積識虧癢積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專 3 仙山-章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ᴇ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勸 3 願山-溪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ᴇ5555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5555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5555    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犬 4 銑山-溪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ᴇ1111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3333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3333    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蕃著 虧癢積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權 3 仙山-群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ᴇ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2222    

楦 3 願山-曉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ᴇ5555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 5555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 5555    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怨 3 願山-影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詞癢5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淵 4 先山-影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ᴇ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癢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縣 4 霰山-匣 積積積積 6666ㄚ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ᴇ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ㄚ 

詞癢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懸 4 先山-匣 詞詞詞詞 3333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ᴇ2222    詞詞詞詞 2222    □□ 詞癢6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6ㄚ6ㄚ6ㄚ6ㄚ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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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4 先山-匣 詞詞詞詞 3333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ᴇ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遠 3 阮山-云 詞詞詞詞 3333ㄚ 

裡聰 3 

詞詞詞詞 3333ㄚ 

裡聰 3 

詞詞詞詞ᴇ4444ㄚ 

裡聰 3 

詞詞詞詞 1111ㄚ 

裡聰 3 

詞詞詞詞 3333ㄚ 

裡聰 3 

詞癢4 詞詞詞詞 4444ẽẽẽẽ

)))), 

3ẽ

) 

詞詞詞詞 3333    詞詞詞詞 4444ㄚ 

虧 3 

鉛 3 仙山-以 □□ □□ □□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2軟2軟2軟2軟

ẽẽẽẽ ))))    

□□ 積積積積 6666軟軟軟軟     □□ □□ 

捐 3 仙山-以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ᴇ5555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1111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1111    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此層次例字眾多，具有開合呼應特質。此外，此層次的合口韻有一個新變化，

即 y 介音丟失合口成分變為-i-介音，讀同開口三四等韻。這批讀同開口三四等韻的

讀音，分佈在精見影系諸字、在有文白異讀的狀況下多為文讀音（參見上表），我

們推測屬於後起的音韻變化。細究之，這組韻讀的時間層次應該稍晚於其他組韻

讀，但也沒有理由歸入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因此仍舊放在此層次中略加區

隔。 

3.2.1.3 山攝一二等合流層次 

此層次具山攝一二等合流、與咸攝無涉的特質，也具有合口三等非系讀同同

攝開口一二等韻特色，可惜例字非常少，目前只看到慶元「翻」一字。 

表 3-2-4  山攝一二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山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山一二等合

流層次 

開  □□ □□ □□ æ 癢積   ã 
合 虧  

 

虧  

 

虧æ 

 æ 

虧  

虧  

□□ 

æ 

虧癢積 

癢積 

虧  

 

虧  

 

□□ 

ã 

干 1 寒山-見 篩ã1 篩ã1 篩 1 篩ã1 篩 1 篩積癢1 篩篩篩篩 1111    篩虧 1 篩虧ã1 

幹 1 翰山-見 篩ã5, 

篩聰 5 

篩õ5 □□ 篩ã3 篩ã5 篩ã5軟 , 

篩積癢5 軟 

篩篩篩篩 5555    篩虧 5 篩虧ã5 

岸 1 翰山-疑 聰 6 õ6 6 虧 5 6 癢積癢積癢積癢積6666    虧 6 虧 6 ãããã6666    

按 1 翰山-影 ã5 □□ □□ 虧 5 5 癢積131 1111    虧 5 虧ã5 

                                                      
31

 龍游「按」字的韻讀，本文歸入「寒桓刪談同讀層次」（參見第四章 4.2.1 節討論）。「岸」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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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 1 旱山-曉 裡ã3 □□ □□ 裡ã3 裡ã3 裡ã51, 

裡ã62 

□□ 裡虧 3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盼 2 襉山-滂 腐 ã5 □□ □□ 腐 ã5 腐 ã5 腐 ã5 □□ 腐 ã5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5555    

刪 2 刪山-生 著ã1, 

著著著著 1111    

著ã1 □□ 著ã1 著ã1 著ã1軟 ,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11111ẽ1ẽ1ẽ1ẽ

)))), 

著 12ẽ

) 

著物 1 著ã1 著 1 

艱 2 山山-見 蕃 積 1 □□ □□ 篩ã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蕃 積癢1 蕃 積 1 篩ã1 篩 1 

眼 2 產山-疑 積 3ㄚ 

ã6 

積 3ㄚ 

ã4 

ã4 ã4 ã4 ã4 物 4 ã3ㄚ 

3333 

4 

判 1 換山-滂 腐 ã5ㄚ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3333    腐 æ腐 æ腐 æ腐 æ1111    腐 虧腐 虧腐 虧腐 虧 5555    腐 æ腐 æ腐 æ腐 æ5555    腐 癢積5腐 癢積5腐 癢積5腐 癢積5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5555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5555    

般 1 桓山-並 腐ã腐ã腐ã腐ã1111    獎獎獎獎 2222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    腐ã1ㄚ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1111    

腐ã1ㄚ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    

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    獎獎獎獎 2222    腐腐腐腐 1111    獎ã獎ã獎ã獎ã1111    

盤 1 桓山-並 獎獎獎獎 2222    獎獎獎獎 2222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ㄚ 

獎積ᴇ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    腐 積 23,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ㄚㄚㄚㄚ    

獎積 2 

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    獎獎獎獎 2222    獎獎獎獎 2222    腐ã腐ã腐ã腐ã2222    

瞞 1 桓山-明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æ縣æ縣æ縣æ2222ㄚ

縣積ᴇ2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2222    縣æ縣æ縣æ縣æ2222    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ã縣ã縣ã縣ã2222    

段 1 換山-定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6666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6666    男 6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6666    男 6 男虧癢積男虧癢積男虧癢積男虧癢積6666    男 6ㄚ 

男 6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66661111, 

男 42 

蕃ã6 

亂 1 換山-來 給虧ã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6666ㄚ 

給聰 6 

給 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6666ㄚ 

給癢積 6 

給 6 給虧癢積給虧癢積給虧癢積給虧癢積6666    給詞 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6666    給ã6ㄚ 

給 6 

算 1 緩山-心 著聰 5 著õ5 著 5 著ã5 著 5 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5555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5555    著ã5 

館 1 換山-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æ篩虧æ篩虧æ篩虧æ555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ã3 篩虧ã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ã3 篩虧 3 

款 1 緩山-溪 篩 ã3132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2222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篩 虧æ篩 虧æ篩 虧æ篩 虧æ3333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篩 虧ã3 篩 虧ã3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篩 虧ã3 篩 虧 3 

碗 1 緩山-影 虧ã3 虧虧虧虧 3333    虧æ虧æ虧æ虧æ3333    虧虧虧虧 3333    虧ã3 虧ã3 虧虧虧虧 3333    虧ã3 虧 3 

歡 1 桓山-曉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詞ᴇ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ã1 裡虧 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ã1 裡虧 1 

換 1 換山-匣 虧虧虧虧 6666    虧ã6 虧æ虧æ虧æ虧æ6666    虧虧虧虧 6666    虧ã6 虧ã6 虧物 6 虧ã6 虧 6 

攀 2 刪山-滂 腐 ã1 腐 ã1 腐 ã1 腐 ã1 腐 ã1 腐 ã1 腐 物 1 腐 ã1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歸入「寒桓刪談同讀層次」而歸入此層次的理由有二：1.龍游的疑母字讀零聲母者通常年代較晚。

2.慶元「岸」字亦屬此層次，有對應的同源字。 
32

 開化的山攝合口一等讀[ã]者只有「款、桓」兩字。其中「款」字此讀音標為[1]（即最常用語音，

通常可對應到白讀音），「桓」字則無標示。除了開化之外，其餘各點均無相同特徵可資對應的音讀

例字，今暫時存疑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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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3 元山-敷 眼ã1 眼ã1 眼ã1 眼ã1 眼ã1 眼ã1 □□ 眼ã1 眼 1ㄚ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篡 2 諫山-初 □□ □□ □□ □□ 蕃著 5 蕃著 虧ã5 蕃著 5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5555    蕃著 ã5 

撰 2 潸山-崇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 □□ □□ □□ 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

ㄚㄚㄚㄚ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    

□□ 男 詞 6 □□ 

慣 2 諫山-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ã5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2222 

篩虧æ篩虧æ篩虧æ篩虧æ5555    篩虧ã5 篩虧ã5 篩虧ã5 篩虧物 5 篩虧ã5 篩虧 5 

摜 2 諫山-溪 虧虧虧虧 6666    虧ã6 □□ 虧虧虧虧 6666    □□ 虧ã6 □□ 虧ã6 篩虧 6 

皖 2 潸山-匣 □□ □□ 虧ã5 虧ã2 虧ã4 虧ã5 虧虧虧虧 3333    虧ã3 虧 3 

此層次的合口韻讀較為明顯，沒有太大的問題；開口韻例字偏少，開化、玉

山、雲和的開口韻讀形式需靠合口韻的協助方能確定。此層次具有以下兩特點：

1.山攝一二等合流，與咸攝有別。2.開合有別且相呼應。由此，我們可知處衢方言

的山攝一二等合流有兩個層次，較晚且較為明確的層次已與咸攝一二等合流（見

3.2.1.1 節），較早的層次（即本層次）較不明顯，尚與咸攝有別。 

3.2.1.4 咸攝開口一二等、山攝開口三四等有別的層次 

我們在語料中看到咸攝開口一等韻有一個韻讀層次，呈現出一等韻合流、不

同於二等韻，且與山攝有別的現象。切韻時代談覃尚有別，談覃無別應為稍後的

晚期韻圖格局，而宋代中葉以後咸山已出現合流跡象，因此咸山有別應在此之前。

如此看來，此層次年代定為中古音後半～近古音前半時期較為妥當。 

表 3-2-5  咸攝開口一二等有別層次的一等韻讀對應表 

咸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開口一二等有別

層次的一等韻讀 

虧  虧   æ æ 積癢 

虧癢積 

  

虧  

ã 

探 1 覃咸-透 蕃 ã5 蕃 ã1ㄚ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 ã5ㄚ 

蕃 æ蕃 æ蕃 æ蕃 æ5555 

蕃 ã5ㄚ 

蕃 æ蕃 æ蕃 æ蕃 æ3333 

蕃 虧癢積5蕃 虧癢積5蕃 虧癢積5蕃 虧癢積5ㄚ 

蕃 癢積5 

蕃蕃蕃蕃 5555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5555    蕃 ã蕃 ã蕃 ã蕃 ã1111    

貪 1 覃咸-透 蕃 ã1 蕃 ã1 蕃 ã1 蕃 ã1 蕃 ã1 蕃 虧癢積1 蕃蕃蕃蕃 1111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1111    蕃 ã蕃 ã蕃 ã蕃 ã1111    

潭 1 覃咸-定 男ã2ㄚ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2222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2222    男男男男 222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癢積2 男男男男 2222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2222    蕃ã蕃ã蕃ã蕃ã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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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 1 覃咸-定 男ã2 男ã2 男男男男 222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ã2 男ã2 男男男男 2222    男ã1 蕃ã蕃ã蕃ã蕃ã2222    

南 1 覃咸-泥 缸ã2 缸ã21 

,缸 2233 

缸ã2 缸ã2 缸ã2 缸癢積2 缸缸缸缸 2222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2222    缸ã缸ã缸ã缸ã2222    

男 1 覃咸-泥 缸ã2 缸ã2 缸ã2 缸ã2 缸ã2 缸癢積2 缸缸缸缸 2222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2222    缸ã缸ã缸ã缸ã2222    

簪 1 覃咸-精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1111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1111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1111    

鏨 1 敢咸-從 男識ã6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4444    著著著著 4444    男識æ男識æ男識æ男識æ4444    識æ識æ識æ識æ4444    □□ 識識識識 4444    □□ □□ 

甘 1 談咸-見 篩ã1 篩ã1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感 1 感咸-見 篩ã3 篩ã3 篩篩篩篩 3333    篩æ篩æ篩æ篩æ3333    篩æ篩æ篩æ篩æ3333    篩ã5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敢 1 敢咸-見 篩ã3 篩ã3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ã3 篩æ篩æ篩æ篩æ3333    篩æ篩æ篩æ篩æ3333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泔 1 談咸-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磡 1 磡咸-溪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5555    □□ □□ 篩 æ篩 æ篩 æ篩 æ5555    篩 癢積5 □□ 篩篩篩篩 5555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5555    

表 3-2-6  山攝開口三四等有別層次的四等韻讀對應表 

山+咸入開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開口三四等

有別層次的

四等韻讀 

山 □□ □□ □□ □□ □□ □□ □□ □□ 積  

咸

入 

 物      物    

遍 3 線山-幫 腐積 5 腐 積 5, 

腐積 5 

腐積ᴇ5 腐 積 5軟 , 

腐積 5ẽ ) 

腐 積 5, 

腐積 5 

腐 積癢1, 

腐積癢5 

腐積 5 腐積癢1ㄚ腐積

癢5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5555    

剪 3 獮山-精 蕃 積 3 蕃 積 3 蕃 積ᴇ3 蕃 積 3 蕃 積 3 蕃 積癢3 蕃 積 3 蕃 積癢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邊 4 先山-幫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ᴇ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癢1 腐積 1 腐積癢1 獎積 1ㄚ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1111 

蓮 4 先山-來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ᴇ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癢2 給積 2 給積癢2 給積 2ㄚ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天 4 先山-透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ᴇ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癢1 蕃 積 1 蕃 積癢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千 4 先山-清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ᴇ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癢1 蕃 積 1 蕃 積癢1 □□ㄚ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煙 4 先山-影 積 1 積 1 積ᴇ1 積 1 積 1 積癢1 積 1 積癢1 積積積積 1111    

現 4 霰山-匣 積 5ㄚ 

積 5 

積 6 積ᴇ6 積 6 積 6 積癢6, 

積癢6 

積 6 積癢6 積積積積 6666    

莢 4 帖咸-見 □□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6666    □□ 篩積 6 篩篩篩篩 6666    □□ □□ □□ 篩篩篩篩 6666    

挾 4 帖咸-匣 蕃 積 7ㄚ 男 積物 8 積ᴇ 7ㄚ 8888    積 8 8888    男 積癢 8 男 積 8, 積癢 7 

                                                      
33

 常山方言標示為「南 1」的詞彙是表示方向意的「南面」一詞，標示為「南 2」的詞彙則是「南

無」，意思是木魚。「南 1」的韻讀層次沒有疑問，屬咸山宕江合流層次（參見 3.2.1.1 節論述）。至

於「南 2」的韻讀層次則無法歸類，其韻母具丟失鼻化成分往陰聲韻靠攏的特色，由其詞彙推測可

能是一種「譯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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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ㄚ 8 8888 , 物物物物 8888 篩篩篩篩 7777 

咸攝開口一二等韻可以看到一個一二等有別的完整層次（請參見表 3-2-5），

但三四等韻則否，不過，我們發現咸攝的入聲四等韻有一組與三等韻有別、並且

表現為低元音的白讀韻，雖然例字不多，但同源詞對應方面還算完整，推測應與

陽聲韻此層次相關，一同放在表 3-2-6 參照。山攝的開口三四等韻中，唯有慶元一

地，還可以看到四等韻具有一批元音較低的白讀音，與三等韻不同。金有景 1982

即注意到吳語存在此層次，將浙江省咸山攝三四等有別的 19 個縣市分為東南兩區

共八類型的表現34。同時也提到「湯溪以西」（即處衢地區）、「建德往西」（屬徽語

嚴州片）沒有看到分別現象，「總之，東區的四至，東南兩邊已比較明確，西北兩

邊則還不夠明確」35。檢視處衢地區九方言點的語料，的確符合金先生所言，只有

慶元一地可以看到稍微完整的山攝開口四等韻存在一個三四等有別、四等韻元音

略低的白讀層次。 

此外，慶元山攝開口三等韻的「遍、剪」兩字，韻讀表現符合四等而非三等。

「遍、剪」兩字在《廣韻》中的紀錄為三等韻，但具有四等字「扁」「前」的聲符

偏旁，我們推測這兩字在吳語方言中歸屬四等韻，慶元方言即為一例。36 

3.2.1.5 覃談有別以及仙元有別的層次 

表 3-2-7  咸攝覃談有別層次的覃韻韻讀對應表 

咸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覃談有別層次的

覃韻 

聰  聰   積  聰  癢積    

含 1 覃咸-匣 ã2ㄚ 

聰聰聰聰 2222 

聰 4聰 4聰 4聰 4    4444    裡ã2ㄚ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2222 

聰聰聰聰 4444    裡癢積2裡癢積2裡癢積2裡癢積2    21, 

66662222 

2 裡ã2ㄚ 

篩篩篩篩 2222 
                                                      
34

 參見金有景 1982〈關於浙江方言中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分別〉，《語言研究》1982 年第 1 期頁

151-157。 
35

 參見金有景 1982〈關於浙江方言中咸山兩攝三四等字的分別〉，《語言研究》1982 年第 1 期頁 148。 
36《爾雅‧釋言上》「劑」字條目下郭璞注曰：「南方人呼剪刀為劑刀。」「劑」字為蟹攝開口四等

字，可見郭璞時代的南方人（江淮吳楚之地），已有「剪」字讀為四等字的方言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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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子 1 感咸-見 篩聰 3篩聰 3篩聰 3篩聰 3    篩聰 3篩聰 3篩聰 3篩聰 3    篩篩篩篩 3333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3333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3333    □□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ẽ缸.)ẽ缸.)ẽ缸.)ẽ缸.),,,, 

篩篩篩篩 1111ẽ蜴.)ẽ蜴.)ẽ蜴.)ẽ蜴.)    

篩篩篩篩 3333    

揞捂 1 感咸-影 □□ □□ 3333    積積積積 3333    æ3ㄚ 

聰聰聰聰 3333 

□□ □□ □□ 3333    

函 1 覃咸-匣 ã2 □□ □□ 裡ã2 ã2 裡癢積2裡癢積2裡癢積2裡癢積2    2 2 裡ã2 

庵 1 覃咸-影 聰聰聰聰 1111    õ1 1 æ1 æ1 癢積癢積癢積癢積1111    1 1 ã1 

咸攝開口一等覃韻在牙喉音字有一組韻讀，與同攝一等談韻牙喉音字韻母不

同，本文認為這組覃韻韻讀表現出覃談有別的音韻格局，層次年代可定為《切韻》

時期，或可上溯至南北朝時代。未能上溯魏晉時期的理由，主要在於覃侵兩韻大

約到南北朝時期才正式分立，魏晉時期尚未分開；觀察處衢方言今日的侵韻，目

前暫時未能找到與此層次相關的韻讀表現，因此本文推測覃談有別層次的年代大

約在南北朝至《切韻》時期。 

表 3-2-8  山攝仙元有別層次的仙韻韻讀對應表 

山開合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仙元有別層

次的仙韻 

洪    癢積  □□ 積  □□ □□  
細 詞  虧  詞積  積聰  詞  □□ 詞  詞  詞  

眠 4 先山-明 縣積 2 縣積癢2 □□ 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 2222    縣積癢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 2 縣積癢2 縣積 2 

咽 4 霰山-影 5555    5555    □□ □□ □□ □□ □□ □□ □□ 

轉上 3 獮山-知

37
 

蕃 詞 3ㄚ 

蕃蕃蕃蕃 3333    

蕃 詞 3ㄚ 

蕃蕃蕃蕃 3333    

蕃 詞ᴇ3 

ㄚ蕃蕃蕃蕃 3333 

蕃 詞 3ㄚ 

蕃詞 3 

蕃 詞 3ㄚ 

蕃詞æ3 

蕃著虧癢積3 蕃 詞 3, 

蕃詞 3 

蕃 詞 3 蕃 詞 3ㄚ 

男詞 3 

川 3 仙山-昌 蕃 詞 1ㄚ

篩篩篩篩 1111 

蕃 詞 1 蕃 詞ᴇ1 蕃 詞 1 蕃 詞 1 蕃著 虧癢積1 蕃 詞 1 蕃 詞 1 蕃 詞 1 

拳 3 仙山-群 男 詞 2 男 詞 2ㄚ

2222 

2222    詞 2 詞 2 男識虧癢積2 男 詞 2 男 詞 2 蕃 詞 2 

捲 3 獮山-見 蕃 詞 3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 詞 3 篩詞ᴇ3 篩詞 3 篩詞 3 蕃著虧癢積5 蕃 詞 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ㄚ 

蕃 詞 3 

蕃 詞 3ㄚ 

篩篩篩篩 3333 

穿 3 仙山-昌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1111    蕃蕃蕃蕃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1111    蕃 詞 1ㄚ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 詞 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 虧癢積1 蕃 詞 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 詞 1 

蕃 詞 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串38 3 諫山-見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 詞 5ㄚ 蕃蕃蕃蕃 詞積 5詞積 5詞積 5詞積 5    蕃 詞 5 蕃 詞 5ㄚ 蕃著 虧ã5ㄚ 蕃 詞 5, 蕃 詞 1, 蕃 詞 1ㄚ 

                                                      
37

 「轉」字有上去兩讀，處衢方言上聲讀法的白讀音常表現為端知不分的端母讀法，文讀音則端

知已分，符合《切韻》的知母紀錄。今將處衢方言「轉」字的白讀音視為端母處理。 
38

 「串」字在《廣韻》中記錄為一個合口二等諫韻見母字，但在處衢方言多數點中常表現為一個

合口三等線韻昌母字（只有龍游的文讀韻母回歸山攝合口二等，但聲母仍然表現為昌母）。我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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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著 虧癢積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船 3 仙山-船 詞詞詞詞 2222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2222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2222    詞 2 詞詞詞詞 2222    識虧癢積2 詞 2 詞 2 詞 2 

表 3-2-8 主要分佈在山攝合口三等仙韻，少數出現於開口四等先韻。由於元

韻無論開合完全找不到這組韻讀形式，因此推論此組韻讀代表的層次意義是南北

朝時期「仙元有別」的音韻格局。先韻在南北朝時期與山仙韻同部，因此也有少

數相同的韻讀表現，至於山韻則似乎已無此層次遺留。 

本層次看來有洪細之分，「眠、咽、轉、川、拳」等字洪音，「穿、串、船」

等字細音，「捲」字慶元為洪音，開化、雲和為細音，其餘方言點不詳。 

3.2.2 宕攝、江攝 

宕攝上古全部來源於陽部，這一大群字似乎從古至今一直維持著後低元音以

及舌根鼻尾韻的特徵，較少變化。江攝上古主要來源於東部，少數是中部及侯部

字，因此，在南北朝後期（北魏後期以及北齊時代）以前，江攝這批字向來與通

攝密切相關。不過也正是在約南北朝後期的南方齊梁陳北周隋時代，江攝開始從

通攝字群中獨立出來，與宕攝的關係轉趨接近。觀察今日吳語處衢地區的宕江兩

攝韻讀情形，較晚期的層次均表現出宕江兩攝合流的現象，可見自從南北朝後期

宕江開始接近之後，這個趨勢一直維持到近代音階段。 

3.2.2.1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表 3-2-9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之宕江攝開口韻讀對應表 

宕江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咸山宕江 一二 ã ã ã ã ã ã 物  □□  

                                                                                                                                                            
測「串」字此現象是受到「穿」字去聲切同化所致。《廣韻》「穿」字有平去兩切，平聲切語義為「通

也、孔也」，至今仍普遍使用；去聲切語義為「貫也」，和「串」字語義「穿也、習也」相近。去聲

「穿」今已不用，因此推測「穿」「串」二者由於語義相近而合併，字型方面取「串」、字音方面則

取去聲「穿」。本文將處衢地區「串」字讀音視為合口三等線韻昌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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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等合

流層次 

三等

非莊

等系 

虧ã 虧ã □□ □□ □□ 虧ã □□ □□ □□ 

ã ã □□ □□ □□ ã □□ □□ □□ 

榜 1 蕩宕-幫 腐腐腐腐ãããã3333ㄚ 

腐積ã3 

腐積ã3 腐積ã3 腐 3 腐 3 腐ã腐ã腐ã腐ã3333    腐 3 腐 3 獎 3 

幫 1 唐宕-幫 腐積ã1 腐ã腐ã腐ã腐ã1111ㄚ 

腐積ã1 

腐積ã1 腐 1ㄚ 

腐積ã1 

腐 1ㄚ 

腐積ã1 

腐ã腐ã腐ã腐ã1111    腐 1 腐 1 縣縣縣縣 1111ㄚ39 

縣 1ㄚ 

獎 1 

堂 1 唐宕-定 男男男男ãããã2222, 

男聰 1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ㄚ 

男õ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 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 2 男 2 蕃 2 

郎 1 唐宕-來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ㄚ 

給聰 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 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 2 給 2 給 2 

髒 1 蕩宕-精 □□ □□ □□ 蕃蕃蕃蕃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5555    □□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炕 1 蕩宕-溪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5555    □□ □□ 篩 5 □□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篩 物篩 物篩 物篩 物 1111    □□ □□ 

骯 1 蕩宕-匣 □□ □□ □□ ãããã1111    □□ ãããã1111    1 5 1111    

邦 2 江江-幫 腐ã腐ã腐ã腐ã1111    腐ã腐ã腐ã腐ã1111    腐 1 腐 1 腐 1 腐ã腐ã腐ã腐ã1111    腐 1 腐 1 獎 1 

龐 2 江江-並 獎ã獎ã獎ã獎ã2222    □□ □□ □□ 獎 2 獎ã獎ã獎ã獎ã2222    腐 物 2腐 物 2腐 物 2腐 物 2    獎 2 腐 2 

江 2 江江-見 蕃 積ã1ㄚ 

篩聰 1 

蕃 積ã1ㄚ 

篩õ1 

篩積ã1ㄚ 

篩 1 

篩 1 篩 1 蕃 積ã1ㄚ    

篩篩篩篩ãããã1111    

篩 1 篩 1 篩 1 

腔 2 江江-溪 蕃 積ã1 蕃 積ã1 篩 積ã1 篩 積ã1 篩 積ã1 蕃 積ã1 蕃 積物 1 蕃 積ã1 蕃 積 1 

降投~ 2 江江-匣 積ã2 □□ 2 裡 2 2 男 積ã2 6 軟 2 裡 2 

降下~ 2 絳江-見 蕃 積ã5ㄚ 

篩聰 5 

蕃 積ã3ㄚ 

篩õ5 

篩積ã5ㄚ 

篩 5 

篩 5 篩 5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篩 5 篩 5 篩 5 

房 3 陽宕-奉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虧ã虧ã虧ã虧ã2ㄚ2ㄚ2ㄚ2ㄚ 

蜴蜴蜴蜴ãããã2222ㄚ 

蜴積ã2 

眼 2 眼 2 蜴 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蜴 2 蜴 2 眼 2 

亡 3 陽宕-微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蜴蜴蜴蜴ãããã2222    眼 2 眼 2 蜴 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縣 2 縣 2 縣 2 

創 3 漾宕-初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5555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3333    蕃 積 5 蕃著 3 蕃著 1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5555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 5 

床 3 陽宕-崇 識 2 識 2 積 2ẽ )ㄚ 

著æ2ẽ ) 

著 2 積 2ㄚ 

識æ2 

識ã識ã識ã識ã2222ㄚ 

識虧ã2 

積 2 積 2 積 2 

張 3 陽宕-知 蕃 積ã1ㄚ 

蕃積ã1 

蕃 積ã1ㄚ 

蕃積ã1 

蕃 積ã1ẽ

)ㄚ蕃積ã1ẽ

) 

蕃 積ã1ẽ

)ㄚ蕃積ã1ẽ

) 

蕃 積ã1ㄚ 

蕃積ã1 

蕃蕃蕃蕃著著著著ãããã1111    蕃 積物 1ㄚ 

蕃積物 1 

蕃積ã1 男積 1 

掌 3 養宕-章 蕃 積ã3 蕃 積ã3 蕃 積ã3 蕃 積ã3 蕃 積ã3 蕃蕃蕃蕃著著著著ãããã3333    蕃 積物 3 蕃 積ã3 蕃 積 3 

如同表 3-2-9 以及表 3-2-10 所示，宕一江二等韻存在一個與咸山一二等合流、

                                                      
39

 慶元方言的幫母有時會變讀為[m]，推測是因為幫母具「不明顯」的緊喉成分（參考曹志耘、秋

谷裕幸等 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219），受到韻母的鼻化成分影響而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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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合呼應的晚期層次。 

少數方言點例如開化、常山、龍游等地，開口三等非莊系有讀同同攝開口一

等韻現象，屬此層次韻讀。微母字文讀音為零聲母，其合口摩擦成分轉嫁到韻母

前頭形成-u-介音形式（常山方言除了微母，奉母也有此現象）。龍游方言這方面的

演變更為全面，讀同一等韻者除了非莊系之外尚有知章系。 

同樣地，借表格之便，可發現江攝二等見影系字還存在一個韻母細音化、讀

同宕攝開口三等韻的新文讀層次，年代應比本層次更為晚近。 

表 3-2-10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之宕攝合口韻讀對應表 

宕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咸山宕江一二等

合流層次 

虧ã 虧ã 虧ã 虧ã □□ 虧ã 虧物  虧ã 虧  

光 1 唐宕-見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1111ㄚ 

蕃 詞ã1 

篩篩篩篩虧ã虧ã虧ã虧ã1111ㄚ 

蕃 積õ1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1111ㄚ 

篩詞ã1 

篩 1ㄚ 

篩詞ã1 

篩 1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1111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1111ㄚ 

篩 1 

篩 1 篩 1 

恍 1 唐宕-見 □□ □□ □□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3333    □□ □□ □□ □□ □□ 

廣 1 蕩宕-見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3333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3333ㄚ 

蕃 積õ3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3333ㄚ 

篩詞ã3 

篩 3 篩 3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3333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3333    篩 3 篩 3 

曠 1 宕宕-溪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5555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3333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5555    篩 5 篩 5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5555    篩 5 篩 5 篩 5 

蝗 1 唐宕-匣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 □□ 詞ã2 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虧物 2虧物 2虧物 2虧物 2    2 2 

晃 1 蕩宕-匣 □□ □□ □□ □□ □□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5555    裡虧物裡虧物裡虧物裡虧物 3333    □□ 裡 4 

筐 3 陽宕-溪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1111    篩 虧 1 □□ 篩 1 篩 積 1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1111    篩 虧物篩 虧物篩 虧物篩 虧物 1111    篩 1ㄚ 

蕃 積 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狂 3 陽宕-群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ㄚ 

男 詞ã2 

男 積õ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2ㄚ 

詞ã2 

積 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虧物 2虧物 2虧物 2虧物 2ㄚ 

2 

2 蕃 積 2 

況 3 漾宕-曉 裡裡裡裡虧ã虧ã虧ã虧ã5555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3ㄚ3ㄚ3ㄚ3ㄚ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3333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5555    裡 0 裡 5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5555,,,, 

裡裡裡裡虧ã虧ã虧ã虧ã5555    

裡虧物裡虧物裡虧物裡虧物 3333ㄚ 

裡 3 

裡 5ㄚ 

積 1 

積 6 

枉 3 養宕-影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5555    3 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積 3 積 3 積 3 

往 3 養宕-云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    1 3 虧ã虧ã虧ã虧ã5555    □□ 虧ã虧ã虧ã虧ã3333ㄚ 

積 3 

積 4 

宕攝合口三等有一組文讀音的介音形式為[u]而非[y]，看來是丟失齊齒成分因

而讀同同攝合口一等韻。這組讀音在有文白異讀的狀況下常為文讀音，可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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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晚。我們認為，宕攝合口三等這組文讀韻與 3.2.1.2 節末討論的咸山合口三四等

文讀韻呈現一種結構上平行的發展，均屬合口三四等韻最新的音讀表現，只是咸

山攝的合口三四等韻向同攝開口三四等韻靠攏，而宕攝合口三等韻則向咸山宕江

合流層次的合口一等韻靠攏。 

3.2.2.2 宕江合流層次 

本層次最主要的特點為：宕攝一等韻與江攝二等韻已合流，而與咸山攝一二

等韻有別。本層次韻讀除了分佈在宕攝開口一等韻及江攝二等韻之外，宕攝開口

三等韻及合口一三等韻皆可找到此組韻讀，其中，宕攝開口三等韻可分析出早期

與晚期兩個層次，如表 3-2-11 所示。由於此層次具有宕江攝合流的特點，可稱為

「宕江合流層次」，宕江合流為宋代中葉以後的音韻格局，此層次年代可定為近古

音時期。 

表 3-2-11  宕江合流層次之開口韻讀對應表 

宕江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宕江

合流

層次 

一二 聰  

虧ã 

õ    □□ 

虧ã 

   

三 晚 聰  

虧ã 

õ 

õ 

□□ 

 

□□ 

 

 

 

□□ 

虧ã 

 

 

 

 

□□ 

 

早  聰  聰  聰  聰    □□ 聰  

湯 1 唐宕-透 蕃 聰蕃 聰蕃 聰蕃 聰 1111    蕃 ã1 蕃 ã1 蕃蕃蕃蕃 1111    蕃 ã1 蕃 ã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堂 1 唐宕-定 男ã2,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1111 

男ã2ㄚ 

男õ男õ男õ男õ2222 

男ã2 男男男男 2222    男ã2 男ã2 男男男男 2222    男男男男 2222    蕃蕃蕃蕃 2222    

郎 1 唐宕-來 給ã2ㄚ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ã2 給ã2 給給給給 2222    給ã2 給ã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蒼 1 唐宕-清 蕃著 ã1ㄚ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軟軟軟軟

ㄚ蕃著 聰1軟  

蕃著 ã1ㄚ 

蕃著 õ蕃著 õ蕃著 õ蕃著 õ1111軟軟軟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軟軟軟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ã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葬 1 宕宕-精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 5555    蕃著õ蕃著õ蕃著õ蕃著õ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ã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ㄚ1ㄚ1ㄚ1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喪平 1 唐宕-心 著ã1ㄚ 著õ著õ著õ著õ1111    □□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ã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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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喪去 1 宕宕-心 著ã3 □□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ã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 

崗 1 唐宕-見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õ篩õ篩õ篩õ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ã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糠 1 唐宕-溪 篩 ã1ㄚ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1111 

篩 õ篩 õ篩 õ篩 õ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 ã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昂 1 唐宕-疑 ã2ㄚ 

聰聰聰聰 2222 

□□ □□ □□ 2222    ã2 2222    2 □□ 

杭 1 唐宕-匣 ã2 õõõõ2222    2222    裡裡裡裡 2222    2222    ã2 2222    □□ 裡裡裡裡 2222    

邦 2 江江-幫 腐ã1 腐ã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ã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獎獎獎獎 1111    

窗 2 江江-初 蕃著 虧ã蕃著 虧ã蕃著 虧ã蕃著 虧ã1111ㄚ 

蕃 積聰 1 

蕃著 õ蕃著 õ蕃著 õ蕃著 õ1111    蕃 積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虧ã蕃著 虧ã蕃著 虧ã蕃著 虧ã111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 1 

樁 2 江江-知 蕃積聰 1 蕃積õ1 蕃積 3ẽ

)ㄚ蕃積 1 

蕃蕃蕃蕃 1111    蕃積 1 蕃著虧ã蕃著虧ã蕃著虧ã蕃著虧ã1111    蕃積 1 蕃積 1 男積 1 

缸 2 江江-見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õ篩õ篩õ篩õ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ã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講 2 講江-見 蕃 積ã3ㄚ 

篩聰 3篩聰 3篩聰 3篩聰 3 

蕃 積ã3ㄚ 

篩õ篩õ篩õ篩õ3333 

篩積ã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ã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降下~ 2 絳江-見 蕃 積ã5ㄚ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5555 

蕃 積ã3ㄚ 

篩õ篩õ篩õ篩õ5555 

篩積ã5ㄚ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篩ã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方 3 陽宕-非 眼ã1ㄚ  

眼積ã1 

眼ã1ㄚ 

眼積ã1 

眼眼眼眼 1111    眼眼眼眼 1ㄚ1ㄚ1ㄚ1ㄚ 

眼積ã1    

眼眼眼眼 1111    眼ã1 眼眼眼眼 1111    眼眼眼眼 1111    眼眼眼眼 1111    

放 3 漾宕-非 眼ã5ㄚ 

腐腐腐腐 5555 

眼ã3ㄚ 

腐腐腐腐聰聰聰聰 5555 

眼眼眼眼 5555ㄚㄚㄚㄚ 

腐聰 5腐聰 5腐聰 5腐聰 5    

眼眼眼眼 5ㄚ5ㄚ5ㄚ5ㄚ 

眼積ã5    

眼眼眼眼 5555ㄚㄚㄚㄚ 

腐聰 5腐聰 5腐聰 5腐聰 5    

眼ã5 眼眼眼眼 5555    眼眼眼眼 5555    眼眼眼眼 5555ㄚㄚㄚㄚ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5555    

紡 3 養宕-敷 眼ã3 眼ã3ㄚ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3333 

腐 聰 3腐 聰 3腐 聰 3腐 聰 3    眼眼眼眼 3ㄚ3ㄚ3ㄚ3ㄚ 

眼積ã3    

眼眼眼眼 3333    眼ã3 眼眼眼眼 3333    眼眼眼眼 3333    眼眼眼眼 3333    

房 3 陽宕-奉 蜴ã2 虧ã2ㄚ 

蜴ã2ㄚ 

蜴積ã2 

眼眼眼眼 2222    眼眼眼眼 2222    蜴蜴蜴蜴 2222    蜴ã2 蜴蜴蜴蜴 2222    蜴蜴蜴蜴 2222    眼眼眼眼 2222    

亡 3 陽宕-微 虧ã2 蜴ã2 眼眼眼眼 2222    眼眼眼眼 2222    蜴蜴蜴蜴 2222    蜴ã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忘40 3 漾宕-微 虧ã2 □□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眼眼眼眼 2ㄚ2ㄚ2ㄚ2ㄚ    

縣聰 4縣聰 4縣聰 4縣聰 4    

蜴蜴蜴蜴 2222ㄚㄚㄚㄚ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蜴ã6ㄚ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2222ㄚ 

縣積 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網 3 養宕-微 縣縣縣縣 6666    縣聰 4縣聰 4縣聰 4縣聰 4    縣聰 4縣聰 4縣聰 4縣聰 4    縣縣縣縣 4444ㄚㄚㄚㄚ 

縣積ã4ㄚ 

縣聰 4縣聰 4縣聰 4縣聰 4    

縣縣縣縣 4ㄚ4ㄚ4ㄚ4ㄚ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4444    

縣ã4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3333    縣縣縣縣 4ㄚ4ㄚ4ㄚ4ㄚ 

縣積 4    

望 3 漾宕-微 虧ã2ㄚ 

縣積ã6 

蜴ã6ㄚ 

縣積ã6 

眼眼眼眼 6ㄚ6ㄚ6ㄚ6ㄚ 

縣積ã4ㄚ 

眼眼眼眼 6ㄚ6ㄚ6ㄚ6ㄚ 

縣積ã6    

蜴蜴蜴蜴 6ㄚ6ㄚ6ㄚ6ㄚ 

縣積ã4    

蜴ã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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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在《廣韻》有平去兩切，今普通話多讀去聲，處衢方言平去兩讀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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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積ã6    

裝 3 陽宕-莊 蕃著虧ã蕃著虧ã蕃著虧ã蕃著虧ã1111    蕃著õ蕃著õ蕃著õ蕃著õ1111ㄚ 

蕃 1 

蕃 積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ㄚ 

蕃æ1 

蕃 積 1ㄚ 

蕃æ1 

蕃著虧ã蕃著虧ã蕃著虧ã蕃著虧ã1111    蕃 積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創 3 漾宕-初 蕃著 ã5 蕃著 ã3 蕃 積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ã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爽 3 養宕-生 著虧ã著虧ã著虧ã著虧ã3333ㄚ 

積聰 3 

著õ著õ著õ著õ3333    積 3 著著著著 5555    積 3 著虧ã著虧ã著虧ã著虧ã3333    著著著著 3333, 

積 3 

著著著著 3333    著著著著 3333    

菖 3 陽宕-昌 蕃 積ã1ㄚ 

蕃 積聰 1 

蕃著 õ蕃著 õ蕃著 õ蕃著 õ1111    蕃 積 1 蕃 積ã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1111,,,, 

蕃 積ã12 

蕃著 ã1 蕃 積物 1 蕃 積ã1 蕃 積 1 

瓤 3 陽宕-日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2222    缸聰 2 缸æ2 缸æ2 缸æ2 □□ 缸缸缸缸 2222    缸缸缸缸 2222    缸ã2 

表 3-2-12  宕江合流層次之合口韻讀對應表 

宕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宕江合流

層次 

一 □□ õ □□   □□    
三 □□ □□ □□   聰     

光 1 唐宕-見 篩虧ã1ㄚ 

蕃 詞ã1 

篩虧ã1ㄚ 

蕃 積õ1 

篩虧ã1ㄚ 

篩詞ã1 

篩篩篩篩 1ㄚ1ㄚ1ㄚ1ㄚ 

篩詞ã1    

篩篩篩篩 1111    篩虧ã1 篩虧物 1ㄚ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廣 1 蕩宕-見 篩虧ã3 篩虧ã3ㄚ 

蕃 積õ3 

篩虧ã3ㄚ 

篩詞ã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虧ã3 篩虧物 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慌 1 唐宕-曉 裡虧ã1ㄚ 

詞ã1 

積õ1 裡詞ã1 裡裡裡裡 1ㄚ1ㄚ1ㄚ1ㄚ    

裡詞ã1 

裡裡裡裡 1111    裡虧ã1 裡裡裡裡 1111    裡裡裡裡 1111    裡裡裡裡 1111    

皇 1 唐宕-匣 虧ã2ㄚ 

詞ã2 

虧ã2ㄚ 

積õ2 

虧ã2軟 , 

詞ã2軟  

4444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    

詞ã2 

2222    虧ã2 2222    2222    2222    

黃41 1 唐宕-匣 虧ã2ㄚ 

積 2軟 ㄚ 

 2軟

ㄚ詞ã2 

虧ã2軟

ㄚ õõõõ2222軟軟軟軟

ㄚ積õ2 

虧ã2ㄚ 

詞ã2 

2222ㄚ 

積ã2軟

ㄚ詞ã2 

聰2軟

ㄚ 2222ẽẽẽẽ

)))) 

虧ã2 2222    22221111    

,虧 22軟

ẽ ) 

虧ã2ㄚ 

2222    

匡 3 陽宕-溪 篩 虧ã1 □□ □□ 篩篩篩篩 1111    篩 積 1 篩 虧ã1 篩 虧物 1 篩篩篩篩 1ㄚ1ㄚ1ㄚ1ㄚ    

蕃 積 1 

蕃 積 1 

狂 3 陽宕-群 虧ã2ㄚ 

男 詞ã2 

男 積õ2 虧ã2 2ㄚ2ㄚ2ㄚ2ㄚ 

詞ã2    

積 2 虧ã2 虧物 2ㄚ 

2222 

2222    蕃 積 2 

況 3 漾宕-曉 裡虧ã5 篩 虧ã3ㄚ 

裡虧ã3 

裡虧ã5 裡裡裡裡 0000    裡裡裡裡 5555    篩 虧ã5, 

裡虧ã5 

裡虧物 3ㄚ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5555ㄚㄚㄚㄚ 

積 1    

積 6 

王 3 陽宕-云 虧ã2ㄚ 

詞ã2 

虧ã2ㄚ 

積õ2 

詞ã2 2ㄚ2ㄚ2ㄚ2ㄚ    

詞ã2    

2222    虧ã2 積 2 積 2 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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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衢方言「黃昏」一詞的「黃」字讀音有較多變體，例如開化的[積 2]、廣豐的[積ã2]、玉山的[ 聰2]

等讀音，這些讀音目前均為孤例，無法納入我們的層次系統中，暫時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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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 3 漾宕-云 虧ã6ㄚ 

詞ã6 

虧ã6 虧ã6ㄚ 

詞ã6 

6ㄚ6ㄚ6ㄚ6ㄚ 

詞ã6    

6666    虧ã6 軟, 

聰聰聰聰 6666 軟軟軟軟 

6666    6666    6666    

由表 3-2-11 及表 3-2-12 可知，此層次具有：1.宕江攝合流。2.開合無別。3.

部分三等非莊系讀同一二等（各點變化的速度不甚一致），莊二莊三亦合流。4.三

等非系字的層次較為複雜，除了有[虧ã][õ][ ]等讀同一二等韻的形式之外，還有一組

具舌根鼻音尾的[ ][聰 ]形式。[ ][聰 ]形式前頭一律接重唇型態的聲母，由此特徵

來看此韻讀形式的年代可能稍早，不過也沒有早到能夠歸入南北朝時代的「冬鍾

江宕同讀層次」以及魏晉時期的「蒸登耕陽同讀層次」，因此仍選擇將此組韻讀放

在此層次中，說明並加以區隔。 

3.2.2.3 宕攝三等韻層次 

宕攝開口三等韻有一組數量頗多，在非系中常為白讀音的韻讀形式[積ã][積物 ][積 ]

等。這組韻讀在宕攝合口三等韻有對應形式[詞ã]，亦常為白讀音。列出例字如下表

所示： 

表 3-2-13  宕攝三等韻層次韻讀對應表 

宕三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宕攝三等韻

層次 

開 積ã 積ã 積ã 積ã 積ã 積ã 積物  積ã 積  

合 詞ã □□ 詞ã 詞ã □□ 詞ã □□ □□ □□ 

方 3 陽宕-非 眼ã1ㄚ  

眼眼眼眼積積積積ãããã1111    

眼ã1ㄚ 

眼眼眼眼積積積積ãããã1111 

眼 1 眼 1ㄚ 

眼積ã眼積ã眼積ã眼積ã1111    

眼 1 眼ã1 眼 1 眼 1 眼 1 

放 3 漾宕-非 眼ã5ㄚ 

腐 5 

眼ã3ㄚ 

腐聰 5 

眼 5ㄚ 

腐聰 5 

眼 5ㄚ 

眼積ã眼積ã眼積ã眼積ã5555    

眼 5ㄚ 

腐聰 5 

眼ã5 眼 5 眼 5 眼 5ㄚ 

獎聰 5 

紡 3 養宕-敷 眼ã3 眼ã3ㄚ 

腐 聰 3 

腐 聰 3 眼 3ㄚ 

眼積ã眼積ã眼積ã眼積ã3333    

眼 3 眼ã3 眼 3 眼 3 眼 3 

房 3 陽宕-奉 蜴ã2 虧ã2ㄚ 

蜴ã2ㄚ 

蜴積ã蜴積ã蜴積ã蜴積ã2222 

眼 2 眼 2 蜴 2 蜴ã2 蜴 2 蜴 2 眼 2 

網 3 養宕-微 縣 6 縣聰 4 縣聰 4 縣 4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4444ㄚ 

縣 4ㄚ 

縣聰 4 

縣ã4 縣 4 縣 3 縣 4ㄚ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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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聰 4 

望 3 漾宕-微 虧ã2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6666 

蜴ã6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6666 

眼 6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4ㄚ4ㄚ4ㄚ4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6666    

眼 6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6666    

蜴 6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4444    

蜴ã6 縣 6 縣 6 縣 6 

良 3 陽宕-來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2222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2222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2222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2222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2222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2222    給積物 2給積物 2給積物 2給積物 2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諒 3 漾宕-來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6666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6666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6666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6666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6666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6666    給積物給積物給積物給積物 6666    給積ã給積ã給積ã給積ã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醬 3 漾宕-精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槍 3 陽宕-清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牆 3 陽宕-從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男男男男 積ã積ã積ã積ã2ㄚ2ㄚ2ㄚ2ㄚ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物 2積物 2積物 2積物 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積積積 2222    

箱 3 陽宕-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積積積 1111    

象 3 養宕-邪 男男男男 積ã積ã積ã積ã6666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4444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積積積積 4444    

長上 3 養宕-知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ㄚㄚㄚㄚ    

蕃積ã蕃積ã蕃積ã蕃積ã3333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ㄚㄚㄚㄚ    

蕃積ã蕃積ã蕃積ã蕃積ã3333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蕃著ã3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3333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ㄚㄚㄚ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3333    

仗 3 漾宕-澄 男男男男 積ã積ã積ã積ã6666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著ã5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5555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章 3 陽宕-章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著ã1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昌 3 陽宕-昌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著 ã1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商 3 陽宕-書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著ã1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積積積 1111    

姜 3 陽宕-見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篩篩篩篩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篩篩篩篩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篩篩篩篩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強 3 陽宕-群 男男男男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男男男男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篩 積ã篩 積ã篩 積ã篩 積ã3,3,3,3,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男男男男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    

男男男男 積物 2積物 2積物 2積物 2    

蕃蕃蕃蕃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男男男男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央 3 陽宕-影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ㄚ1ㄚ1ㄚ1ㄚ    

積ã積ã積ã積ã4444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ㄚ1ㄚ1ㄚ1ㄚ 

ȵ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積ã積ã積ã積ã1111    積 1ㄚ 

積積積積 1111ㄚ積 1 

享 3 養宕-曉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裡裡裡裡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裡裡裡裡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裡裡裡裡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3333    積ã積ã積ã積ã3333    積積積積 3333    

楊 3 陽宕-以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物 2積物 2積物 2積物 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積積積 2222    

羊 3 陽宕-以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物 2積物 2積物 2積物 2    積ã積ã積ã積ã2222    積積積積 2222    

養42 3 養宕-以 積聰 6 積ã3 軟ㄚ 

積õ4軟  

積ã2ㄚ 

積 4軟  

積ã1ㄚ 

詞ã詞ã詞ã詞ã4444軟軟軟軟  

積ã4 軟ㄚ 

積 4軟  

詞ã詞ã詞ã詞ã4444    積 4 積ã3 積 4 軟ㄚ 

積 4軟  

狂 3 陽宕-群 虧ã2ㄚ 

男男男男 詞ã詞ã詞ã詞ã2222    

男 積õ2 虧ã2 2ㄚ 

詞ã詞ã詞ã詞ã2222    

積 2 虧ã2 虧物 2ㄚ 

2 

2 蕃 積 2 

王 3 陽宕-云 虧ã2ㄚ 

詞ã詞ã詞ã詞ã2222    

虧ã2ㄚ 

積õ2 

詞ã詞ã詞ã詞ã2222    2ㄚ    

詞ã詞ã詞ã詞ã2222    

2 虧ã2 積 2 積 2 積 2 

旺 3 漾宕-云 虧ã6ㄚ  虧ã6 虧ã6ㄚ 6ㄚ 6 虧ã6 軟, 6 6 6 

                                                      
42

 「養」字在《廣韻》中歸開口三等養韻，但在處衢方言中代表較早期年代的白讀音卻有表現為

合口三等字的讀法，例如廣豐龍游的[詞ã4]；至於開化常山江山玉山遂昌慶元的[積聰 ][積õ][積 ][積 ]等韻讀，

屬南北朝時期冬鍾江宕同讀層，此層次具開合無別特質，請參考 4.1.3 節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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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ã詞ã詞ã詞ã6666 詞ã詞ã詞ã詞ã6666 詞ã詞ã詞ã詞ã6666    聰 6 軟 

觀察文白異讀，相對於此層次韻讀的文讀音，分別屬於「咸山宕江一二等合

流層次」及「宕江合流層次」的韻讀（參照 3.2.2.1 及 3.2.2.2 討論），顯示出此層

次韻讀的年代早於上述二層次，而晚於「冬鍾江宕同讀層次」（請參照 4.1.3 節討

論），層次年代可定為隋唐宋初的中古音時期。 

3.2.3 深攝、臻攝 

深攝上古全來源於古侵部；臻攝上古主要來源於真文兩部，也有少數元、之

和微部字。古侵部在詩經兩漢時代除了侵韻之外，還有談覃咸凡東韻等其他成員，

魏晉時期古侵部開始發生較大的變化，談咸凡東等韻相繼分立出去，剩下覃侵韻

自成一部；繼而到了南北朝時期，覃侵兩韻分立之勢也已完成，因此可以說，宋

元時代的深攝架構，在南北朝時期基本上已大致形成。 

至於臻攝架構的形成則歷時較長，早在魏晉時期已然萌芽，但要直到宋代韻

鏡時期才完成。魏代古真文部發生大規模的重整，重整後大致分立為「真諄臻文

欣魂痕」以及「元山先仙」兩部，但晉代後再起變化，一是文欣與真諄臻由於合

韻的行為不同，顯然可視為兩部43；一是元魂痕在整個南北朝時期合流為一部。南

北朝時期真諄臻和文欣兩部的來往均十分密切，但文欣有與元魂痕往來的紀錄，

而真諄臻則完全沒有44。到了南北朝後期的南方（齊梁陳北周隋），文欣部的開口

欣韻字與真諄部往來更加密切，與當時南方的讀書音相合，因此何大安 1981 將此

時期的欣韻歸入真諄臻部。觀察《廣韻》上平聲卷一目次，真諄臻後接文欣，而

文韻下方有宋人補註「欣同用」，可見真諄臻文欣諸韻，儘管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押

韻上略有參差，但至少最晚在宋代以前應已被韻書視為一個群體。而魂痕與元的

                                                      
43

 根據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24-28 指出，晉代真部多與侵部通，而文欣卻沒有

這種現象；此外真部還有和蒸耕兩部來往的例子，文欣也一樣沒有這種現象。 
44

 同上，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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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在《廣韻》目次中由於承襲《切韻》無法辨別，不過觀察《韻鏡》第十七、

十八圖以及第二十一、二十二圖，可知此時魂痕韻已與真諄臻合併，元韻則已與

山仙韻合併。 

總而言之，中古音後期的深臻兩攝架構，均萌芽於魏晉時期，而分別在南北

朝時期以及宋代先後完成。而這兩大群字彼此間的關係，就如同咸山兩攝般，元

音相近而韻尾不同，就鼻音韻尾種類一向單調的吳語處衢方言來說，深臻攝這兩

大群字或許在較早的時期便已合流不分了。 

3.2.3.1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 

表 3-2-14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之深臻攝一等韻讀對應表 

深臻一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通

合流層次 

一  聰   

聰  

□□ 

聰  

□□ 

聰  

    

吞 1 痕臻-透 蕃 11, 

蕃 虧 12 

蕃 聰蕃 聰蕃 聰蕃 聰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 癢積 11, 

蕃 æ12 

蕃 æ1 蕃 癢積1 蕃 1 蕃 虧 1 蕃 ã1 

跟 1 痕臻-見 篩篩篩篩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ㄚ 

篩 1 

篩積ᴇ1 

ㄚ篩æ1 

篩æ11, 

篩詞 12 

篩æ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 1 篩ã1 

懇 1 很臻-溪 篩 3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3333    □□ 篩 æ3 篩 æ3 篩篩篩篩 5555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3333    

篩 3 篩篩篩篩 3333    篩 ã3 

恩 1 痕臻-影 1 聰聰聰聰 1111    æ1 æ1 æ1 1111    1 1 ã1 

很 1 很臻-匣 裡聰 3 裡聰 3裡聰 3裡聰 3裡聰 3    □□ 裡æ3 裡æ3 裡裡裡裡 5555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裡裡裡 3333    

悶 1 慁臻-明 縣 6 □□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 縣æ6 縣縣縣縣 5555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縣縣縣縣 6666    

噴45 1 魂臻-滂 腐腐腐腐 1111ㄚ 

腐 聰 5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1111    □□ □□ 腐 æ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5555    

笨 1 混臻-並 獎獎獎獎 6666ㄚ 

獎聰 6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6666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4444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6666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6666    腐ã6 

門 1 魂臻-明 縣聰 2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2222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2222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2222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屯 1 魂臻-定 男聰 11, 

男虧 22 

男虧 2 □□ □□ 男虧 2 男男男男 2222    男 2 男男男男 2222    □□ 

                                                      
45

 「噴」字《廣韻》有平去兩切，處衢方言若干方言點亦有兩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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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1 魂臻-透 □□ 蕃虧 5 蕃æ5 蕃虧 5 □□ 蕃蕃蕃蕃 5555ㄚㄚㄚ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男ã5 

蹲46 1 魂臻-從 □□ □□ □□ 蕃虧 1 蕃虧 1 蕃蕃蕃蕃 1111    □□ 蕃蕃蕃蕃 1111    男ã1 

尊 1 魂臻-精 蕃著虧 1 蕃著虧 1 蕃著虧æ1 蕃著虧 1 蕃著虧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蕃著虧 1 蕃著ã1 

存 1 魂臻-從 男識虧 2 男識虧 2 男識虧æ2 男識虧 2 識虧 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識 2 識虧 2 著ã2 

表 3-2-15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之深臻攝二三等韻讀對應表 

深臻二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通

合流層次 

合

三 
□□ 聰   

聰  

□□ 

聰  

ẽ聰 ) 

聰  

    

二 

三 
□□ 聰   □□ □□     

份47 3 真臻-幫 □□ □□ 眼æ6 眼虧 6 蜴æ6 □□ 蜴蜴蜴蜴 6666    蜴蜴蜴蜴 6666    眼眼眼眼 6666    

分 3 文臻-非 眼 1 眼 1 眼æ1 眼虧 1 眼æ1 眼眼眼眼 1111    眼眼眼眼 1111    眼眼眼眼 1111    眼眼眼眼 1111    

文 3 文臻-微 蜴 2 蜴聰蜴聰蜴聰蜴聰 2222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2222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2222    蜴聰 2蜴聰 2蜴聰 2蜴聰 2    蜴蜴蜴蜴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墳 3 文臻-奉 蜴 2 蜴 2 眼æ2 眼虧 1 蜴æ2 蜴蜴蜴蜴 2222    蜴蜴蜴蜴 2222    蜴蜴蜴蜴 2222    眼眼眼眼 2222    

崙48 1 魂臻-來 □□ □□ □□ 給積聰 2 給 2 給給給給 2222    □□ 給給給給 2222    □□ 

倫 3 諄臻-來 給虧 2 給 2 □□ 給積聰 2 給 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遵 3 諄臻-精 蕃著虧 1 蕃著虧 1 蕃著虧æ1 蕃著虧 1 蕃著虧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蕃著虧 1 蕃 詞 1 

筍 3 準臻-心 著 3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3333    著æ3 積聰 3 詞 3 積 3 著著著著 3333    詞 3 詞 3 

脣 3 諄臻-船 識 2 識 2 詞積 2 積聰 2 詞 2 識識識識 2222    詞 2ㄚ 

積 2 

詞 2 詞 2 

裙 3 文臻-群 男 詞 2 聰聰聰聰 2222    2222    積聰 2 詞 2 男 詞 2ㄚ

男 積聰 2 

男 詞 2 男 詞 2 蕃 詞 2 

熏~蚊

蟲
49 

3 文臻-曉 □□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55551111    篩篩篩篩 5555    □□ 篩 聰 5篩 聰 5篩 聰 5篩 聰 51111    詞 5ㄚ 

積聰 5 

□□ □□ □□ 

臻 2 臻臻-莊 蕃著 1 蕃著 1 蕃 積 1 蕃著癢積 1 蕃 詞 1 □□ 蕃 積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森 3 侵深-生 著 1 □□ 1 著æ1 著æ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沉 3 侵深-澄 男積 2 □□ 男積 2 男識癢積 2 男識 2ㄚ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 積 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2222ㄚ 

                                                      
46

 「蹲」字《廣韻》聲母記錄為從母，處衢方言凡有資料的方言點均表現為端母，因此本文將此

字聲母視同端母處理。 
47

 「份」字在《廣韻》中是一個開口三等幫母真韻字，不過今處衢方言多表現為奉母合口三等字，

今將之視同合口字處理。 
48

 「崙、論」等字在《廣韻》中屬魂韻合口一等來母字，本與合口三等來母字例如「侖倫輪」等

字等第不同。但從語料上來看，處衢方言的臻攝合口一等來母字多與合口三等來母字沒有區別（或

說韻母總是表現為合口三等韻），因此本文將這些字視同合口三等字處理。 
49《廣韻》「熏」字只有平聲一切，意為「火氣盛貌」。《集韻》則有平去兩切，去聲切意為「灼也」。

常山江山玉山 3 點有「熏蚊蟲」一詞，記錄在「熏」字條下，語意和聲調符合《集韻》紀錄，但聲

母並非曉母，可能是例外變化，也有可能「熏」並非此詞彙本字。若此字能確定是此讀本字，則可

增加玉山此層次唇音以外的韻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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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識æ2 蕃著ã2 

浸 3 沁深-精 蕃 積 5 蕃著 5 蕃 積 5 蕃著癢積 5 蕃著 5 蕃 積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 積 5 

尋 3 侵深-邪 積 2 識 2 積 2 男識癢積 2 識 2 男 積 2ㄚ 

積 2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222    積 2 

枕 3 寑深-章 蕃 詞 3 蕃著 3 蕃 3 □□ 蕃著 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審 3 寑深-書 積 3 著 3 3 著癢積 3 著 3 著著著著 3333    □□ 著著著著 3333    著著著著 3333    

鎮 3 震臻-知 蕃 積 3 蕃著 3 蕃 積 5 蕃著癢積 5 蕃著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 積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男積 5 

陳 3 真臻-澄 男 積 2 男識 2 男 積 2ㄚ

男 2 

男識癢積 2

ㄚ男 詞 2 

男 詞æ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 積 6ẽ  

,男 積 2,

男 詞 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 積 2 

襯 3 震臻-初 蕃著 5 蕃著 5 蕃 積 5 蕃著 癢積 5 蕃著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盡 3 軫臻-從 男 積 6 男識 4 男 積 6 男識癢積 4 男識 6 男 積 6ㄚ 

積 4, 

積 6 

積 4 識識識識 4444    著著著著 44441111, 

積 42 

辛 3 真臻-心 積 1 著 1 積 1 著癢積 1 著 1 積 1 積 1 著著著著 1111    積 1 

診 3 軫臻-章 蕃 積 3 蕃著 1 蕃 積 3 蕃著癢積 1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腎 3 軫臻-禪 積 6 □□ □□ 著癢積 6 識 6 識識識識 6666    積 4 識識識識 2222    積 6 

蚯蚓 3 隱臻-曉 □□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3333    裡裡裡裡 3333    裡詞 3 裡æ3 □□ 裡 3 裡虧 3 裡ã3 

由表 3-2-14 以及表 3-2-15 可知此層次有以下幾點特色：1.開合口已無分別，

等第亦無分別。2.江山、廣豐、玉山的幫非系唇音字元音較其他系字稍有不同。玉

山此層次多半表現在唇音字（幫非系）中，例字偏少，僅有「熏」字非唇音字，

但此字聲母的表現與韻書所載中古音韻地位不同，也有可能此音讀的本字並不正

確，尚須進行考本字的工作。倘若此音本字確為「熏」，那麼玉山此層次唇音以外

的韻讀形式可確定為[聰 ]，今以括弧表示推測。 

3.2.3.2 深臻曾梗合流層次 

表 3-2-16  深臻曾梗合流層之深臻攝開口韻讀對應表 

深臻開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合流層 積   積  癢積  

積  

 積  積  積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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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3 寑深-滂 腐 積 3腐 積 3腐 積 3腐 積 3    腐 積31, 

腐腐腐腐 33332222 

腐 積3 腐 癢積腐 癢積腐 癢積腐 癢積 3333    腐腐腐腐 3333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3333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3333    腐 積 3腐 積 3腐 積 3腐 積 3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3333    

參人~ 3 侵深-生 著 1 著著著著 1111    1 著æ1 著æ1 著 1 著 1 著 1 著 1 

沉 3 侵深-澄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識癢積男識癢積男識癢積男識癢積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ㄚ

男識æ2 

男識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識 2 蕃著 2ㄚ 

蕃著ã2 

賃 3 沁深-娘 積積積積 6666    □□ □□ □□ 給給給給 6666    識 6 □□ 積積積積 6666    ȵ積積積積 6666    

臨 3 侵深-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 2222ㄚ 

給積聰 2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 2給積 2給積 2給積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 2給積 2給積 2給積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侵 3 侵深-清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 5積 5積 5積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深 3 侵深-書 蕃 詞 1 蕃 詞 1 蕃 1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 1111    著著著著 1111ㄚ 

蕃 積 1 

著 1 積積積積 1111ㄚ 

蕃 詞 1 

蕃著 1 積積積積 1111ㄚ 

蕃著 ã1 

任 3 沁深-日 積積積積 6666    識識識識 6666    積積積積 6666    積 0積 0積 0積 0 軟軟軟軟    識識識識 6666    識 6 ȵ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6666    ȵ積積積積 6666    

金 3 侵深-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ㄚ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篩篩篩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琴 3 侵深-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2222    男男男男 積 2積 2積 2積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 2積 2積 2積 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音 3 侵深-影 積積積積 1111ㄚ 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淫 3 侵深-以 積積積積 6666    2222    □□ 積 4積 4積 4積 4    2222    積 2積 2積 2積 2    積積積積 2222    積 2積 2積 2積 2    積積積積 2222    

臻50 2 臻臻-莊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1111    蕃 詞 1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1 蕃著 1 

賓 3 真臻-幫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1111    

民 3 真臻-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鎮 3 震臻-知 蕃蕃蕃蕃 積 3積 3積 3積 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 5積 5積 5積 5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5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5555    

襯 3 震臻-初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 5積 5積 5積 5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5 □□ 蕃著 1 □□ 

親 3 真臻-清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辛 3 真臻-心 積積積積 1111    著著著著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 1111    著著著著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著 1 積積積積 1111    

診 3 軫臻-章 蕃蕃蕃蕃 積 3積 3積 3積 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 3積 3積 3積 3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 1 蕃著 3 

人 3 真臻-日 積積積積 2ㄚ2ㄚ2ㄚ2ㄚ 

ȵ積積積積 2222    

識識識識 2ㄚ2ㄚ2ㄚ2ㄚ 

缸缸缸缸 2222    

積積積積 2ㄚ2ㄚ2ㄚ2ㄚ 

ȵ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ㄚ2ㄚ2ㄚ2ㄚ 

缸癢積缸癢積缸癢積缸癢積 2222    

識識識識 2222ㄚㄚㄚㄚ 

缸缸缸缸 2222    

識 2 ȵ積積積積 2222, 

詞 2 

積積積積 2222ㄚ 

缸 2 

ȵ積積積積 2222    

忍 3 軫臻-日 □□ 缸缸缸缸 4444    □□ 積 4積 4積 4積 4ㄚㄚㄚㄚ 

缸癢積 4缸癢積 4缸癢積 4缸癢積 4    

識識識識 4ㄚ4ㄚ4ㄚ4ㄚ 

缸缸缸缸 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ȵ積積積積 4444    □□ ȵ積積積積 4444    

鄰 3 真臻-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巾 3 真臻-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ㄚ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篩篩篩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芹 3 欣臻-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2222    男男男男 積 2積 2積 2積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隱 3 隱臻-影 積 3積 3積 3積 3    3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3333    積 5積 5積 5積 5    積積積積 3333    積 3積 3積 3積 3    積積積積 3333    

                                                      
50

 臻攝二等韻字本少，語料只看到「臻、榛、莘」三字記錄，就這些資料來看，處衢方言臻攝二

等韻的表現多與三等韻相同，而非與一等韻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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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3 欣臻-曉 積積積積 1111    □□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1111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1111    裡裡裡裡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引 3 軫臻-以 積 3積 3積 3積 3    4444    積積積積 4444    積積積積 4444    4444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4444    積 3積 3積 3積 3    積積積積 3333ㄚㄚㄚㄚ 

積積積積 4444    

表 3-2-17  深臻曾梗合流層之臻攝合口韻讀對應表 

臻合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合

流層 

晚 積   積  癢積   積  積  積  積  

早 詞  虧  詞積  積聰  詞  詞  詞  詞  詞  

蚊 3 文臻-微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1111, 

蜴 22 

縣聰 2 縣聰 2 眼聰 5ㄚ 

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 2222 

蜴聰 2ㄚ 

縣聰 2 

蜴 2, 

縣 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 2 縣 2ㄚ 

縣積 2 

迅 3 稕臻-心 積積積積 5555    著著著著 3333    □□□□□□□□    □□ 詞 5 積 5積 5積 5積 5    積積積積 1111 軟軟軟軟,,,, 

積積積積 3333軟軟軟軟     

著 5 積積積積 5555    

輪 3 諄臻-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 2222ㄚ 

給積聰 2 

給給給給 2222    給 2 給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 2 軟 

,給積 2給積 2給積 2給積 2

軟軟軟軟 

給 2 

倫 3 諄臻-來 給虧 2 給給給給 2222    □□ 給積聰 2 給給給給 2222    給 2 給 2 給 2 給 2 

君 3 文臻-見 蕃 詞 1 蕃著虧 1 篩詞積 1 篩積聰 1 篩詞 1 蕃 詞 1 蕃 詞 1 蕃 詞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ㄚ 

蕃 詞 1 

尹 3 準臻-以 積積積積 3333    □□ □□ 積聰 1 □□ 積 5積 5積 5積 5    積積積積 4444    □□ 詞 4 

俊 3 稕臻-精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蕃蕃蕃 詞積 5詞積 5詞積 5詞積 5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 積 5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荀 3 諄臻-心 詞詞詞詞 2222    □□ □□ □□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5555ㄚ 

積 5 

詞詞詞詞 3333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3333    

巡 3 諄臻-邪 詞詞詞詞 2222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2222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ㄚㄚㄚ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詞詞詞詞 2222    男 積 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准 3 準臻-章 蕃蕃蕃蕃 詞 3詞 3詞 3詞 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蕃蕃蕃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純 3 諄臻-禪 詞詞詞詞 2222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2222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順 3 稕臻-船 詞詞詞詞 6666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6666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6666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ㄚ 

識聰 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潤 3 稕臻-日 詞詞詞詞 6666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6666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6666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6ㄚ6ㄚ6ㄚ6ㄚ    

ȵ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ㄚ 

識虧 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ㄚ6ㄚ6ㄚ6ㄚ    

ȵ詞詞詞詞 6666    

均 3 諄臻-見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1111    篩篩篩篩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1111    篩篩篩篩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軍 3 文臻-見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1111    篩篩篩篩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11111111,

篩積 12 

篩篩篩篩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羣 3 文臻-群 男 詞 2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2222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詞 2詞 2詞 2詞 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ㄚ 

男 積聰 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2222    

訓 3 問臻-曉 詞 3詞 3詞 3詞 3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3333    裡詞積 5裡詞積 5裡詞積 5裡詞積 5    裡積聰裡積聰裡積聰裡積聰 5555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ㄚ 

積聰 5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詞詞詞詞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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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3 問臻-云 詞詞詞詞 6666    虧虧虧虧 6666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6666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ㄚ 

積聰 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詞詞詞詞 6666    

勻 3 諄臻-以 詞詞詞詞 2222    虧虧虧虧 2222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ㄚ 

積聰 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由表 3-2-16 及表 3-2-17 可知此層次有以下特點：1.開合口有別。2.廣豐此層

次有條件音變，即[癢積 ]在今讀零聲母以及牙喉音聲母的條件下會變讀為[積 ]。3.此層

次比較特別的一點是，合口三等存在兩組韻讀，一組是具有合口介音、可與開口

三等相配的[詞 ][虧 ][詞積 ]等，另一組則是失去合口介音、已與開口三等相同的

[積 ][ ][癢積 ]等。曾梗攝合口三四等的此層次也可看到相同的表現，3.2.4.2 節將有討

論。我們認為讀同開口三等的[積 ][ ][癢積 ]組韻讀是此層次中相對較晚的層次，廣豐

「輪」字的文白異讀訊息可支持此看法。此外，合口三四等韻丟失合口介音讀同

開口三等韻的現象，在咸山攝也有平行的行為，同樣屬於較晚起的文讀層（請參

照 3.2.1.2 節的討論），可見處衢方言的合口三四等韻具有這個新趨勢。 

3.2.3.3 深臻合流層次 

深臻合流層次主要具有深臻攝一致、與曾梗等其他攝無涉的特質。就層次間

的年代早晚判定而言，此層次早於前述的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以及深臻曾梗三四

等合流層次、晚於下節將討論的仙元有別層次，在邏輯上以及實際語料上文白異

讀的表現均可成立。比較困難的是此層次內部狀況的判定。從各類韻讀在聲母條

件下的分佈狀況來看，此層次內部應該不止一個層次，可以再分為早期以及晚期

兩層次，如表 3-2-18 以及表 3-2-19。 

原本能夠提供早晚期層次判斷的依據是各方言內部成系統的文白異讀訊息，

但，能夠反映此層次內部關係的文白異讀訊息相當少，目前只找到常山「昏」

[裡õ1ㄚ裡虧 1]、龍游「混」[虧 6ㄚ虧癢積4]、「閏」[ 詞 6ㄚ識虧 6ㄚ識聰 6ㄚ積聰 6]、雲和「昆崑」[篩 虧 1ㄚ篩 虧 1]、

「昏」[裡虧 1ㄚ裡虧 1]這些例字。因此我們先確認各韻讀在九方言點間的橫向對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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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等第開合的關係，理出各等第開合平均會出現兩組韻讀的狀況。橫向對應關係

確立後，配合上述文白異讀資訊，庶幾可確定合口一等兩組韻讀的早晚關係51。由

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既然合口一等的[u ][u ][uæ]…組韻讀層次較早，那麼形式

幾乎相同的[ ][ ][æ]…組韻讀的層次亦應較早。因此，雖然開合三等的[積 ][積ᴇ][積 ]…以

及[積 ][ ][癢積 ]…組韻讀並沒有可供判斷層次早晚的直接證據，但經由上述環環相扣

的關係，可以推定此層次內部兩大類韻讀的層次早晚關係。 

表 3-2-18  深臻合流晚期層次對應表 

深臻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

合流

晚期

層次 

一 開 聰  □□ □□ □□ □□ □□ □□ □□ □□ 
合 聰  õ □□ 聰  □□ 虧  虧  虧  虧  

三 開 積  □□ 積ᴇ 積  積  □□ 積  □□ 積  
合 □□ □□ □□ □□ □□ 虧  □□ □□ 積  

很 1 很臻-匣 裡聰 3裡聰 3裡聰 3裡聰 3    裡聰 3 □□ 裡æ3 裡æ3 裡 5 裡 3 裡 3 裡 3 

笨 1 混臻-並 獎 6ㄚ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 6666 

獎聰 6 獎聰 4 獎聰 6 獎聰 6 獎 6 獎 6 獎 6 腐ã6 

噴 1 魂臻-滂 腐 1ㄚ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5555 

腐 聰 1 □□ □□ 腐 æ1 腐 1, 

腐 5 

腐 1 腐 1, 

腐 5 

腐 5 

屯 1 魂臻-定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11111111, 

男虧 22 

男虧 2 □□ □□ 男虧 2 男 2 男 2 男 2 □□ 

孫 1 魂臻-心 著虧 1 著虧 1 著虧æ3ㄚ 

著虧æ1 

著虧 1 著虧 1 詞 1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虧癢積1 

著 1 著虧 1 著ã1 

遜 1 慁臻-心 著虧 5 □□ □□ 著虧 1 □□ 詞 1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 1 著虧 1 著ã5 

滾 1 混臻-見 篩虧 3ㄚ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æ3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癢積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昆 1 魂臻-見 篩 虧 1 □□ 篩 虧æ1 篩 虧 1 篩 虧 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ㄚ篩 虧 1 

篩 虧ã1 

捆52 1 混臻-溪 篩 虧 3 □□ □□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3333, 

篩 虧 3 

篩 虧 3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3333    

棍 1 混臻-匣 篩虧 5 篩虧 3 篩虧æ3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5555    篩虧 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 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ã5 

                                                      
51

 龍游「閏」字的文白異讀訊息則僅能確定合口三等章系兩組韻讀的早晚關係。 
52

 「捆」字《廣韻》無《集韻》有，與「閫」字同音，苦本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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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虧癢積3, 

篩聰 5 

渾 1 魂臻-匣 聰聰聰聰 2222    □□ □□ □□ □□ 虧癢積2 虧 2 虧虧虧虧 2222    虧ã2 

昏 1 魂臻-曉 裡虧 1 裡õ裡õ裡õ裡õ1111ㄚ 

裡虧 1 

裡虧æ1 裡虧 1 裡虧 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ㄚ 

裡聰 5 

裡虧 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ㄚ 

裡虧 1 

裡虧ã1 

心 3 侵深-心 積 1 著 1 積 1 著癢積 1 著 1 積 1 積 1 著 1 積 11, 

積積積積 11112222 

撏拔毛 3 侵深-邪 □□ □□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 □□ □□ □□ □□ 

深 3 侵深-書 蕃 詞 1 蕃 詞 1 蕃 1 著癢積 1 著 1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著 1 積 1ㄚ 

蕃 詞 1 

蕃著 1 積 1ㄚ 

蕃著 ã1 

黔 3 侵深-群 □□ □□ □□ □□ 積積積積 2222    □□ □□ □□ □□ 

澠 3 軫臻-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6666    □□ □□ □□ □□ □□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4444    □□ □□ 

伸 3 真臻-書 積 1 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1111    著癢積 1 著 1 著 1 積 1 著 1 積 1ㄚ 

蕃 詞 1 

姻 3 真臻-影 積 1 1 積 1 積積積積 1111    11 軟 

,積積積積 11112軟2軟2軟2軟  

積 1 積 1 積 1 積 1 

蚊 3 文臻-微 縣積 21, 

蜴 22 

縣聰 2 縣聰 2 眼聰 5ㄚ 

縣癢積 2 

蜴聰 2ㄚ 

縣聰 2 

蜴 2, 

縣 2 

縣積 2 縣 2 縣 2ㄚ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閏 3 稕臻-日 詞 6 □□ 詞積 6 積聰 6 詞 6 詞 6ㄚ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6666ㄚ 

識聰 6ㄚ 

積聰 6 

詞 6 詞 6 詞 6 

潤 3 稕臻-日 詞 6 識虧 6 詞積 6 積聰 6ㄚ 

ȵ積聰 6 

詞 6 詞 6ㄚ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6666 

詞 6 詞 6 詞 6ㄚ 

ȵ詞 6 

表 3-2-19  深臻合流早期層次對應表 

深臻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

合流

早期

層次 

一 開   æ æ æ 癢積   

虧  

ã 

合 虧  

 

虧  

 

虧æ 

æ 

虧  虧  

æ 

虧癢積 

癢積 

虧  
 

虧  

 

虧ã 
ã 

三 開  □□  æ æ □□   

虧  

ã 

合  □□ 

 

æ □□ 

虧  

æ 

積聰  

癢積 

聰  

積聰  

□□ □□ ã 

積聰  

吞 1 痕臻-透 蕃蕃蕃蕃 11111111, 蕃 聰 1 蕃 1 蕃 癢積 11, 蕃 æ蕃 æ蕃 æ蕃 æ1111    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1111    蕃 ã蕃 ã蕃 ã蕃 ã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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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 虧 12 蕃 æ蕃 æ蕃 æ蕃 æ11112222 

根 1 痕臻-見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恩 1 痕臻-影 1111    聰 1 ææææ1111    ææææ1111    ææææ1111    1 1111    1111    ãããã1111    

恨 1 恨臻-匣 6666    6666    ææææ6666    裡裡裡裡ææææ6666    ææææ6666    6 6 6666    裡ã裡ã裡ã裡ã6666    

痕 1 痕臻-匣 2222    6666    □□ 裡æ裡æ裡æ裡æ6666    ææææ2222    裡 2 □□ 2222    裡ã裡ã裡ã裡ã2222    

盆 1 魂臻-並 獎獎獎獎 2222    獎獎獎獎 2222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    獎 2, 

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獎癢積2 

獎獎獎獎 2222    獎獎獎獎 2222    腐ã腐ã腐ã腐ã2222    

本 1 混臻-幫 腐腐腐腐 3333    腐聰 3ㄚ 

腐腐腐腐 3333    

腐æ腐æ腐æ腐æ3333    腐聰 3,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3333 

獎æ獎æ獎æ獎æ3333    腐 3 腐腐腐腐 3333    腐腐腐腐 3333    獎ã獎ã獎ã獎ã3333    

墩 1 魂臻-端 蕃虧 1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3333    蕃æ蕃æ蕃æ蕃æ3333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3333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3333    蕃癢積蕃癢積蕃癢積蕃癢積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1111    男ã男ã男ã男ã3333ㄚㄚㄚㄚ    

男ã男ã男ã男ã1111    

嫩 1 慁臻-泥 缸虧 6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6666    缸æ缸æ缸æ缸æ6666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6666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6666    缸癢積缸癢積缸癢積缸癢積6666    缸缸缸缸 6666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6666    缸ã缸ã缸ã缸ã6666    

村 1 魂臻-清 蕃著 虧 1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1111    蕃著 虧æ蕃著 虧æ蕃著 虧æ蕃著 虧æ1111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1111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1111    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蕃著虧癢積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1111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    

損 1 混臻-心 著虧 3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3333    著虧æ著虧æ著虧æ著虧æ3333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3333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3333    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著虧癢積5    著著著著 3333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3333    著ã著ã著ã著ã3333    

滾 1 混臻-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ㄚ 

篩虧 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æ篩虧æ篩虧æ篩虧æ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 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癢積3癢積3癢積3癢積3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 3 

坤 1 魂臻-溪 篩 虧 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æ篩 虧æ篩 虧æ篩 虧æ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 1 篩 虧 1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1111    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篩 虧ã1111    

婚 1 魂臻-曉 裡虧 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æ裡虧æ裡虧æ裡虧æ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 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1111    

溫 1 魂臻-影 虧 1 虧虧虧虧 1111    虧æ虧æ虧æ虧æ1111    虧虧虧虧 1111    虧虧虧虧 1111    虧 1ㄚ 

聰 1 

虧虧虧虧 1111    虧虧虧虧 1111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混 1 混臻-匣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4444    虧æ虧æ虧æ虧æ4444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    虧 6ㄚ 

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4444    

虧虧虧虧 6666    虧 2 虧ã虧ã虧ã虧ã6666    

森 3 侵深-生 著著著著 1111    □□ 1111    著æ著æ著æ著æ1111    著æ著æ著æ著æ1111    著 1 著 1 著 1 著 1 

參人~ 3 侵深-生 著著著著 1111    著 1 1111    著æ著æ著æ著æ1111    著æ著æ著æ著æ1111    著 1 著 1 著 1 著 1 

針 3 侵深-章 蕃 詞 1 蕃著 1 蕃 積 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 1 蕃 詞 1 蕃著 1 蕃 積 1ㄚ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5555 

枕 3 寑深-章 蕃 詞 3 蕃著 3 蕃蕃蕃蕃 3333    □□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3 蕃著 3 

沉 3 侵深-澄 男積 2 □□ 男積 2 男識癢積 2 男識 2ㄚ

男識æ2 

男識 2 男 積 2 男識 2 蕃著 2ㄚ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2222    

林 3 侵深-來 給積 2 給 2 給積 2 給癢積 2ㄚ 

給積聰 2 

給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ㄚ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金 3 侵深-見 蕃 積 1ㄚ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積 1 篩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 1 

陰 3 侵深-影 積 1ㄚ 1111 1 積 1ㄚ 1111 積 1 1ㄚ 

ææææ1111    

積 1 積 1 積 1 積 1 

趁 3 震臻-徹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 □□ □□ □□ 蕃著 5 蕃 積 5 □□ □□ 

陳 3 真臻-澄 男 積 2 男識 2 男 積 2ㄚ 男識癢積 2 男 詞æ2 男識 2 男 積 6ẽ  男識 2 蕃 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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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男男 2222 ㄚ男 詞 2 ,男 積 2,

男 詞 2 

陣 3 震臻-澄 男 詞 6 男識 6 男男男男 6666    男識癢積 6

ㄚ男 詞 6 

男識 6 男識 6 男 詞 6 男識 6 蕃 積 6 

身 3 真臻-書 積 1ㄚ 

詞 1 

著 1 1111    著癢積 1 著 1ㄚ 

詞æ1 

著 1 積 11, 

詞 12 

□□ 積 1 

人 3 真臻-日 積 2ㄚ 

ȵ積 2 

識 2ㄚ 

缸 2 

積 2ㄚ 

ȵ積 2 

積 2ㄚ 

缸癢積 2 

識 2ㄚ 

缸 2 

識 2 ȵ積 2, 

詞 2 

積 2ㄚ 

缸缸缸缸 2222    

ȵ積 2 

斤 3 欣臻-見 蕃 積 1ㄚ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積 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蕃 積 1, 

蕃 積 553 

蕃 積 5 蕃 積 1 蕃 積 1 

銀 3 真臻-疑 ȵ積 2ㄚ 

2222    

2 2222    缸癢積 2 ææææ2222    ȵ積 2 ȵ積 2 積 2 ȵ積 2 

蚯蚓 3 隱臻-曉 □□ 裡聰 3 裡 3 裡詞 3 裡æ裡æ裡æ裡æ3333    □□ 裡裡裡裡 333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3333    裡ã裡ã裡ã裡ã3333    

糞 3 問臻-非 眼眼眼眼 5555ㄚ 

腐 5, 

腐ã5254 

腐 5 腐æ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ㄚ 

腐虧 5 

眼æ眼æ眼æ眼æ5555ㄚ 

腐æ5 

眼 5ẽ ) 

,腐癢積5軟  

眼 1軟 , 

腐 5軟  

眼 5ẽ

), 

腐 5軟  

獎ã5 

分 3 文臻-非 眼眼眼眼 1111    眼眼眼眼 1111    眼æ眼æ眼æ眼æ1111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1111    眼æ眼æ眼æ眼æ1111    眼 1 眼 1 眼 1 眼 1 

問 3 問臻-微 蜴蜴蜴蜴 6ㄚ6ㄚ6ㄚ6ㄚ    

縣縣縣縣 6666 

蜴聰 6ㄚ

縣縣縣縣 6666 

眼聰 6ㄚ 

縣æ縣æ縣æ縣æ4444    

眼聰 6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縣物63軟

ẽ ) 

蜴æ蜴æ蜴æ蜴æ6ㄚ6ㄚ6ㄚ6ㄚ    

縣æ縣æ縣æ縣æ4444 

蜴 6ㄚ 

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6666    

縣 6 縣 6 縣 6 

椿 3 諄臻-徹 蕃 詞 1 □□ □□ □□ 蕃 詞 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 詞 1 蕃 詞 1 □□ 

春 3 諄臻-章 蕃 詞 1 蕃著 虧 1 蕃 詞積 1 蕃 積聰 1 蕃 詞 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 詞 1 蕃 詞 1 蕃 詞 1 

順 3 稕臻-船 詞 6 識虧 6 詞積 6 積聰 6 詞 6 詞 6ㄚ 

識聰識聰識聰識聰 6666    

詞 6 詞 6 詞 6 

脣 3 諄臻-船 識識識識 2222    識 2 詞積 2 積聰 2 詞 2 識 2 詞 2ㄚ 

積 2 

詞 2 詞 2 

閏 3 稕臻-日 詞 6 □□ 詞積 6 積聰 6 詞 6 詞 6ㄚ 

識虧 6ㄚ 

識聰識聰識聰識聰 6666ㄚ 

積聰 6 

詞 6 詞 6 詞 6 

論55 3 慁臻-來 給虧 6 給虧 6 缸æ缸æ缸æ缸æ6666    給虧 6 給虧 6 給 6 給詞 6 給虧 6 給ã給ã給ã給ã6666    

                                                      
53

 「斤」字在《廣韻》有平去兩讀，龍游遂昌的去聲讀法反應此切。 
54

 開化「糞 2」[腐ã5]此讀音在臻攝中較難解釋（此外尚有「濱 2」讀[腐ã1]），雖非單例但難以納入

層次系統中，今暫時存疑。 
55

 「論、崙」等臻攝來母字在《廣韻》中原屬合口一等魂慁韻字，不過在處衢方言中的表現基本

上已與合口三等來母字沒有分別，因此將之視為合口三等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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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 3 準臻-心 著著著著 3333    著聰 3 著æ著æ著æ著æ3333    積聰 3 詞 3 積 3 著 3 詞 3 詞 3 

羣 3 文臻-群 男 詞 2 男識虧 2 詞積 2 積聰 2 詞 2 男 詞 2ㄚ 

男男男男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男 詞 2 男 詞 2 蕃 詞 2 

裙 3 文臻-群 男 詞 2 聰 2 2 積聰 2 詞 2 男 詞 2ㄚ

男男男男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男 詞 2 男 詞 2 蕃 詞 2 

熏火氣

盛貌 

3 文臻-曉 詞 1 著虧 1軟

ㄚ篩 聰 5軟

 

裡詞積 1軟

, 

篩 5軟

 

裡積聰 1 裡詞 1ㄚ

裡積聰裡積聰裡積聰裡積聰 1111軟軟軟軟

ㄚ篩 聰 5軟

 

詞 5ㄚ 

積聰 5積聰 5積聰 5積聰 5    

詞 1 詞 1 詞 1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2222 

訓 3 問臻-曉 詞 3 著虧 3 裡詞積 5 裡積聰 5 裡詞 5 詞 5ㄚ 

積聰 5積聰 5積聰 5積聰 5    

詞 5 詞 5 詞 5 

需要說明的是，如表 3-2-19 所示，深臻合流早期層次的廣豐開口三等韻讀形

式[æ]，事實上只出現在深攝，臻攝很可惜地並未找到例字；雖然深有臻無，但由

於開化、江山、玉山等點的對應關係確實，因此廣豐臻攝的空缺並不會造成層次

推論上的困難。此外，我們認為本層次所屬的年代，非系字除了微母之外均已輕

唇化完畢56，「糞」字與重唇聲母搭配出現的韻讀並非此層次韻讀，因此不標示為

粗黑字體（如表 3-2-19）；「糞」字這組重唇音韻讀所代表的層次年代應為兩漢時期

的真文部，我們在第五章 5.3.5 節將有詳細的論述。至於開化、常山、江山、廣豐、

玉山、龍游六點「問」字重唇聲母後頭出現的韻讀，由於無法根據微母判斷韻讀

的層次歸屬，因此此組韻讀屬此層次或兩漢時真文部層次皆有可能，本文今暫時

將之歸為此層次。 

由表 3-2-18 及表 3-2-19 可知，深臻合流晚期層次的韻讀具有開合口相同、一

三等有別的特質；而深臻合流早期層次的韻讀則具有開合口有別（主要元音相同

或相近）、一三等相近的特色。 

                                                      
56

 觀察處衢方言的微母，至今仍常出現重唇讀法[m]，也有部分已輕唇化為[v]，或者更進一步丟失

為零聲母、摩擦成分轉嫁到韻母部分形成-u-介音的情形。無論如何，處衢方言微母讀作重唇音[m]

的比例仍多，所搭配的韻母的層次年代亦不限於唐五代時期以前，本文推測處衢方言微母發生輕唇

化的年代應較同系非敷奉等母來得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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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仙元有別層次 

仙元有別層次主要出現在山攝當中，按聲母發音部位有洪細之分（參照 3.2.1.4

節的討論及表 3-2-8）。除此之外深臻兩攝也存在此層次，可見處衢方言的開口三等

真侵韻，在歷史上曾經與仙元有別的仙韻關係密切。請見表 3-2-20。 

表 3-2-20  深臻攝的仙元有別層次對應表 

深臻開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仙元有別層次的

仙韻細音韻讀 
詞  虧  詞積  積聰  詞  □□ 詞  詞  詞  

林 3 侵深-來 給積 2 給 2 給積 2 給癢積 2ㄚ 

給積聰給積聰給積聰給積聰 2222 

給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ㄚ 

給ã2 

臨 3 侵深-來 給積 2 給 2 給積 2 給癢積 2ㄚ 

給積聰給積聰給積聰給積聰 2222 

給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 

蕈 3 寑深-從 積 6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4444    積 4 男識癢積 4 詞詞詞詞 4444    積 4 積 4 識 4 積 4 

針 3 侵深-章 蕃 詞 1 蕃著 1 蕃 積 1ㄚ 

蕃 1 

蕃著æ1 蕃著æ1 蕃著 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 1 蕃 積 1ㄚ 

蕃著ã5 

臻 3 真臻-莊 蕃著 1 蕃著 1 蕃 積 1 蕃著癢積 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 蕃 積 5 蕃著 1 蕃著 1 

陣 3 震臻-澄 男 詞 6 男識 6 男 6 男識癢積 6

ㄚ男 詞 6 

男識 6 男識 6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6666    男識 6 蕃 積 6 

晉 3 震臻-精 蕃 積 5 蕃著 3 蕃蕃蕃蕃 詞積 5詞積 5詞積 5詞積 5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555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蕃 積 5 蕃 積 5 蕃著 5 蕃 積 5 

津 3 真臻-精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蕃蕃蕃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 積 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秦 3 真臻-從 男 積 2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2222    男男男男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 積 2 男 積 2 識 2 積 2 

身 3 真臻-書 積 1ㄚ 

詞 1 

著 1 1 著癢積 1 著 1ㄚ 

詞æ1 

著 1 積 11, 

詞詞詞詞 11112222 

□□ 積 1 

人 3 真臻-日 積 2ㄚ 

ȵ積 2 

識 2ㄚ 

缸 2 

積 2ㄚ 

ȵ積 2 

積 2ㄚ 

缸癢積 2 

識 2ㄚ 

缸 2 

識 2 ȵ積 2, 

詞詞詞詞 2222 

積 2ㄚ 

缸缸缸缸 2222    

ȵ積 2 

此層次例字集中在深臻攝開口三等韻。深臻攝合口三等韻也有許多例字讀同

此組韻讀，但那批例字已確定屬於「深臻曾梗合口三四等合流層」的早期層次（參

看表 3-2-17），因此無法作為仙元有別層次的例字。 

3.2.4 曾攝、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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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音後期的曾攝主要來源於古蒸部，另還有少數的之部字以及侵部字，基

本上來源較單純；梗攝則複雜一些，上古主要來源於耕部及陽部，也有部分來源

於真部、少數來源於蒸部。因此，嚴格說來，曾梗兩攝在上古音時期並沒有太密

切的關係；曾梗攝的關係顯然並非源於上古音時期，而應該是中古音晚期各自形

成兩個攝以後，更進一步的變化靠攏所致。 

3.2.4.1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 

表 3-2-21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之曾梗攝一二等韻讀對應表 

曾梗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通

合流層次 

一

二 

 聰   

聰  

□□ 

聰  

□□ 

聰  

    

 

朋 1 登曾-並 獎獎獎獎 2222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 2222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 2222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 2222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 2222    獎獎獎獎 2222    獎 2 獎 2 腐ã2 

等 1 等曾-端 蕃蕃蕃蕃 3333ㄚ 

蕃積 3 

蕃聰蕃聰蕃聰蕃聰 3333, 

蕃 3 

蕃æ3 蕃æ3 蕃æ3 蕃蕃蕃蕃 3333    蕃 3 蕃 3 男ã3 

騰 1 登曾-定 男男男男 2222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2222    男æ2 男æ2 男æ2 男男男男 2222    男 2 男男男男 2222ㄚ 

男 2 

蕃ã2 

謄 1 登曾-定 □□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2222    □□ 男æ2 男æ2 男男男男 2222    男 2 男男男男 2222ㄚ 

男 2 

蕃ã2 

贈 1 嶝曾-從 □□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 1111    男識æ6 男識æ6 男識æ6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識 6 □□ 著ã6 

僧 1 登曾-心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ㄚ1ㄚ1ㄚ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著著著著 5555    著æ1 著æ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ㄚ1ㄚ1ㄚ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 1 蕃著 11, 

著 12 

蕃著ã1ㄚ 

著ã1 

肯 1 等曾-溪 篩 3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 æ3 篩 æ3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3333    篩 3 篩 ã3 

弘 1 登曾-匣 聰 2 □□ □□ 裡聰 2ㄚ 

虧æ2 

聰 2 裡聰 2 2 聰 2 2222    

彭 2 庚梗-並 獎獎獎獎 22221111, 

獎虧 22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    獎ã2 獎æ2 獎 2 獎 2 獎積物 2 獎 2 腐ã2 

棚 2 耕梗-並 獎聰 2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ㄚ 

獎æ2 

獎聰 2獎聰 2獎聰 2獎聰 2ㄚ 

獎 2 

獎 2 獎積物 2 獎獎獎獎 2222ㄚ 

獎 2 

腐ã2 

烹 2 庚梗-滂 獎獎獎獎 2222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1111    □□ 腐 æ1 腐 1 腐腐腐腐 1111    腐 積物 1 腐 1 腐 ã1 

孟 2 映梗-明 縣縣縣縣 6666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2222    縣ã2 縣æ6 □□ 縣縣縣縣 6666    縣積物 4 縣 6 縣ã6 

萌 2 耕梗-明 縣積 2 縣 2 □□ 縣æ2 縣 2, 

縣 2 

縣積 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1111, 

縣積 22 

縣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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瞪57 2 耕梗-澄 □□ □□ □□ 蕃æ1 蕃æ1 蕃蕃蕃蕃 5555    蕃 1 蕃蕃蕃蕃 5555    男男男男 5555    

冷 2 梗梗-來 給給給給 6666    □□ □□ 給æ4 給æ4 給給給給 5555ㄚ 

給 4 

□□ 給 3 給ã4 

爭 2 耕梗-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 1111ㄚ 

蕃著 1 

蕃著ã1 蕃著æ1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ㄚ 

蕃著 1 

蕃 積物 1 蕃著 1 蕃著ã1 

箏 2 耕梗-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 □□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蕃著ã1 

生 2 庚梗-生 著著著著 1111ㄚ 

積 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ㄚ 

著 1 

著著著著 1111ㄚ著

ã3ㄚ著ã1 

著æ1 著 1 著著著著 1111ㄚ 

著 1 

積 1軟 , 

積物 1軟  

著 1 著ã1 

粳 2 庚梗-見 篩篩篩篩 1111    □□ □□ 篩æ3軟  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 5 □□ 

更五~ 2 庚梗-見 篩 1 篩 1 篩ã1 篩æ1 篩 1 篩 1 蕃 積物 1ㄚ 

篩物 1 

篩 1 篩ã1 

更~加 2 映梗-見 篩 5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5555ㄚ 

篩 5 

篩ã5 篩æ5 篩æ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1111軟軟軟軟 , 

篩 1軟  

篩物51, 

篩 52 

篩ã5 

表 3-2-22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之曾梗攝三四等韻讀對應表 

曾梗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通

合流層次 

三

四 

 □□ □□ □□ □□     

徵 3 蒸曾-知 蕃 積 1 蕃著 1 □□ 蕃著癢積 1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 5 蕃 積 1 蕃 積癢 1 

甑 3 證曾-精 蕃 積 5 蕃著 5 蕃 積 5 蕃著癢積 0 軟 蕃著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 積 5 蕃 積 5 蕃著ã5 

拯 3 拯曾-章 蕃 積 3 □□ □□ □□ □□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 積 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乘58 3 蒸曾-船 男 積 2ㄚ

積 2 

男識 2ㄚ

識 2 

積 6軟  著癢積 6

軟  

識 6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積 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軟軟軟軟     

, 積 2軟  

積癢 6ㄚ 

積癢 2 

升 3 蒸曾-書 積 1 著 1 積 1 著癢積 1 著 1 著著著著 1111    積 1 積 1 積癢 1 

睜 3 靜梗-從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 □□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蕃著 1 蕃著ã1 

凊冷 3 勁梗-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5 蕃著 æ5 □□ 蕃著 æ5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貞 3 清梗-知 蕃 積 1 蕃著 1 □□ 蕃著癢積 1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 1 

鄭 3 勁梗-澄 男 積 6 男識 2 男 積 6 男識癢積 6 男識 6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ㄚㄚㄚㄚ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6666    

男 積 6 男 積 4 蕃 積癢 6 

整 3 靜梗-章 蕃 積 3 蕃著 3 蕃 積 5 蕃著癢積 3 蕃著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 積 3 蕃 積 3 蕃 積癢 3 

                                                      
57

 「瞪」字在《廣韻》有三音切，耕韻平聲切、蒸韻平聲切以及證韻去聲切，語意皆為「直視貌」。

處衢方言此字今讀平去聲皆有，因此無法憑聲調判斷屬何音切。考从「登」偏旁者屬古蒸部字，今

多為曾攝一等登韻字，其中缺乏知系字，知系字而从「登」偏旁者例如「橙」字，可經由聲調線索

確定為耕二字。「瞪」字同樣是知系字从「登」偏旁者，加上其韻母並不表現出曾攝三等特徵，因

此本文將其讀音放在耕韻平聲切底下，視為耕二字處理之。 
58

 「乘」字在《廣韻》有平去兩切，平聲切是動詞用法，意為「駕也、登也、守也」；去聲切為名

詞用法，意為「車乘」。處衢各地方言或者保留其中一讀、或者兩讀均保留，但動詞與名詞用法已

多有混淆，不再以聲調作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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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3 清梗-禪 男 積 2 男識 2 男 積 2ㄚ

積 2 

著癢積 2 識 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ㄚㄚㄚㄚ

識識識識 2222    

積 2 積 2 積癢 2 

瞑 4 徑梗-明 縣縣縣縣 6666    縣積2ㄚ 

縣 4ㄚ 

縣 6 

縣ã4 軟 

ㄚ縣ã6軟

ẽ ) 

縣æ4

軟ㄚ縣æ6ẽ

) 

縣 4ㄚ 

縣 6 

□□ 縣積物 6 縣 6 縣ã6 

我們在 3.2.3.1 節中曾討論過此層次位於深臻攝所顯示出的幾個特點，綜合表

3-2-14 以及表 3-2-15 來看，我們對「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的特點有更進一步的

認識，整理如右：1.此層次的開合口與等第均已無分別。2.江山、廣豐、玉山的幫

非系唇音字元音較其他系字稍有不同，此特點在臻曾梗諸攝當中均有。3.慶元此層

次的一二等韻讀，在匣母今讀零聲母的條件下有變體[ ]，此現象在曾通攝均有，

深梗缺，臻攝「很」字因為匣母今讀非零聲母，故韻讀仍為[ ]。 

3.2.4.2 深臻曾梗合流層次 

表 3-2-23  深臻曾梗合流層之曾梗攝開口韻讀對應表 

曾梗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合流層

次 

積   積  癢積  

積  

 積  積  積  積  

燈 1 登曾-端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蕃蕃蕃癢積癢積癢積癢積     蕃蕃蕃蕃 11111111, 

蕃æ12 

蕃 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 1 男ã1 

凳 1 嶝曾-端 蕃 5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積 5蕃積 5蕃積 5蕃積 5    蕃癢積蕃癢積蕃癢積蕃癢積 5555    蕃蕃蕃蕃 55551111, 

蕃æ52 

蕃 5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5555    蕃 5 男ã5 

藤 1 登曾-定 蕃男 2ㄚ 

男男男男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2222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2222    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 2222    男男男男 22221111, 

男æ22 

男 2 男 2 男 2 蕃ã2 

楞 1 登曾-來 給 2 □□ □□□□□□□□    □□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4444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 □□ 

萌 2 耕梗-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縣縣縣 2222    □□□□□□□□    縣æ2 縣縣縣縣 2222, 

縣 2 

縣積 2縣積 2縣積 2縣積 2    縣 2 縣 21,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2222 

縣ã2 

橙 2 耕梗-澄 □□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 男識æ2 男識æ2 男識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 2積 2積 2積 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莖 2 耕梗-匣 □□ □□ □□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 

幸 2 耿梗-匣 積 3積 3積 3積 3    4444    □□ 裡æ6 6 積積積積 4444    物 4 3 裡ã6 

鶯 2 耕梗-影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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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 2 耕梗-影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癢 1 

冰 3 蒸曾-幫 腐ã1ㄚ 

腐 1 

腐腐腐腐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ㄚ 

腐ã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 1111ㄚ

腐æ1 

腐腐腐腐 1111ㄚ 

腐 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獎 1 

憑 3 蒸曾-並 □□ □□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癢積獎癢積獎癢積獎癢積 2222    □□ □□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腐 2 

菱 3 蒸曾-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積 2給積 2給積 2給積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 2給積 2給積 2給積 2    給 2 

懲 3 蒸曾-澄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 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 積癢 1 

秤 3 證曾-昌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蕃蕃蕃 積 5積 5積 5積 5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555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 積癢 5 

仍 3 蒸曾-日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 □□ 積積積積 2222    識識識識 2222    男識 2 ȵ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ȵĩ2 

鷹 3 蒸曾-影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癢 1 

兵 3 庚梗-幫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腐腐腐癢癢癢癢積積積積 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腐腐腐腐積積積積 1111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1111    獎 1 

名 3 清梗-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縣縣縣癢癢癢癢積積積積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縣縣縣積積積積 222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2222    縣 2 

請 3 靜梗-清 蕃蕃蕃蕃 積 3積 3積 3積 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 3積 3積 3積 3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 積癢 3 

貞 3 清梗-知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偵 3 清梗-徹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令 3 勁梗-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給給給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給給給癢癢癢癢積積積積 6666    給給給給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 6 

整 3 靜梗-章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蕃蕃蕃 積 5積 5積 5積 5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3,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蕃蕃蕃蕃 積 3積 3積 3積 3    蕃 積癢 3 

京 3 庚梗-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篩篩篩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 積癢 1 

競 3 映梗-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篩篩篩篩 5555    積積積積 6666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5555    篩篩篩篩 5555    蕃蕃蕃蕃 積 5積 5積 5積 5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 

英 3 庚梗-影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癢 1 

贏 3 清梗-以 積積積積 2222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 2 

表 3-2-24  深臻曾梗合流層之梗攝合口韻讀對應表 

梗合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三

四等合流層 

晚 積   積  ẽ癢積 )  積  積  積  □□ 

早 詞  虧  詞積  積聰  詞  ẽ詞 ) 詞  詞  詞  

傾 3 清梗-溪 蕃 詞 3 蕃著 虧 3 篩 詞積 1 篩 積聰 1 篩 詞 1 蕃蕃蕃蕃 積 5積 5積 5積 5    蕃 詞 3 蕃 詞 3 蕃 詞 3 

頃59 3 靜梗-溪 蕃 詞 3 蕃著 虧 3 篩 詞積 1 篩 積聰 1 篩 詞 3 蕃蕃蕃蕃 積 5積 5積 5積 5    蕃 詞 3 蕃 詞 3 蕃 詞 3 

營 3 清梗-以 積積積積 2222    2222    詞積 2 積聰 2 積聰 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聰 2 

穎 3 靜梗-以 □□ □□ 積積積積 2222    □□ 5555    □□ 詞 4 積積積積 2222    積癢 3 

螢 4 清梗-匣 □□ □□ □□ □□ 積聰 2 積 2積 2積 2積 2    積積積積 2222    積 2積 2積 2積 2    積聰 2 

傾 3 清梗-溪 蕃蕃蕃蕃 詞 3詞 3詞 3詞 3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3333    篩 詞積篩 詞積篩 詞積篩 詞積 1111    篩 積聰篩 積聰篩 積聰篩 積聰 1111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1111    蕃 積 5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瓊 3 清梗-群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2222    詞積詞積詞積詞積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詞 2詞 2詞 2詞 2    男 積聰 2 □□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2222    

永 3 梗梗-云 詞 3詞 3詞 3詞 3    虧虧虧虧 3333    積聰 4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詞詞詞詞 3333    積聰 2, 

積聰 3 

積 4 詞詞詞詞 3333    詞詞詞詞 4444    

                                                      
59

 「頃」字在《廣韻》有平上兩讀，處衢地區部分方言為平聲讀法、部分方言則為上聲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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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 3 映梗-云 詞 3詞 3詞 3詞 3    虧虧虧虧 3333    □□ □□ 詞詞詞詞 3333    積聰 3 積 4 詞詞詞詞 3333    詞詞詞詞 6666    

迥 4 迥梗-匣 □□ □□ □□ □□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3333    □□ □□ □□ □□ 

由表 3-2-23 可知，曾開一梗開二均有此層次的韻讀表現，但曾合一梗合二則

無此層次。綜合表 3-2-16 及表 3-2-17 來看，此層次主要分布於深臻曾梗開合口三

四等字中，曾開一梗開二也存在此層次，可以說此層次的曾梗開口一二等已讀同

同攝三四等。 

此外，就如同 3.2.3.2 節提及的，此層次中梗攝合口三四等的表現與臻攝合口

三等相同，均有兩組韻讀，一組具合口介音成分、一組沒有合口介音成分。雖然

各方言點的梗攝均缺乏文白異讀訊息以判斷這兩組韻讀的時間先後，但由於咸山

攝的平行表現以及廣豐方言臻攝的文白異讀訊息，在沒有出現矛盾的訊息下，仍

可以支持我們判斷無合口介音成分的韻讀為此層次當中稍晚的層次，有合口介音

成分的韻讀為稍早的層次。綜而言之，深臻曾梗合流層次中較晚的層次開合口已

合流，較早的層次則有開合口之別。 

慶元此層次的例字偏少，曾攝甚至找不到表現為此層次的例字。與此情形相

應的則是下一節將討論的「曾梗合流層次」中的開口韻讀，處衢方言九點中除了

慶元之外，其餘八點均無法進一步區分出「深臻曾梗三四等合流層」以及「曾梗

合流層」中開口韻讀的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說，曾梗兩攝開口韻當中的「深臻

曾梗三四等合流層」以及「曾梗合流層」兩層次，除了慶元之外似乎已合併，而

慶元曾梗攝較少表現為「深臻曾梗三四等合流層次」，相對而言就較多表現為「曾

梗合流層次」。 

3.2.4.3 曾梗合流層次 

處衢方言的曾攝開口一等與梗攝開口二等，普遍都有與深臻攝合流的兩組韻

讀表現，一組是與深臻開合二三及通一三等合流、開合等第均已無分別的「深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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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梗通合流層次」（見 3.2.3.1、3.2.4.1 及 3.2.5.1）；另組是與深臻曾梗三四等合流，

其中較晚層次開合口已合流、較早層次仍有開合之別的「深臻曾梗合流層次」（見

3.2.3.2 及 3.2.4.2）。曾梗開口一二等除了上述兩層次之外，廣豐、玉山、雲和、慶

元等地還有一個「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慶元的曾梗開口三四等也有一個合流層

次，二者可合稱「曾梗合流層次」，列出例字如下表所示： 

表 3-2-25  曾梗合流層次之開口韻讀對應表 

曾梗開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曾梗合流層

次 

一

二 

□□ □□ □□ æ æ 

 

□□ □□  ã 

三

四 

□□ □□ □□ □□ □□ □□ □□ □□ 積癢  
 

ĩ 

崩 1 登曾-幫 腐 1 腐聰 1 □□ 腐聰 1 腐腐腐腐 1111    獎 2 腐 1 腐 1ㄚ 

腐腐腐腐 1111    

獎ã獎ã獎ã獎ã1111    

登 1 登曾-端 蕃 1ㄚ 

蕃積 1 

□□ 蕃æ1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 1 蕃 1 蕃蕃蕃蕃 1111    男ã男ã男ã男ã1111    

等 1 等曾-端 蕃 3ㄚ 

蕃積 3 

蕃聰 3, 

蕃 3 

蕃æ3 蕃æ蕃æ蕃æ蕃æ3333    蕃æ蕃æ蕃æ蕃æ3333    蕃 3 蕃 3 蕃蕃蕃蕃 3333    男ã男ã男ã男ã3333    

騰 1 登曾-定 男 2 男聰 2 男æ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 2 男 2 男 2ㄚ 

男男男男 2222 

蕃ã蕃ã蕃ã蕃ã2222    

能 1 登曾-泥 缸 2 缸聰 2 缸æ2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    缸 2 缸 2 缸缸缸缸 2222    缸ã缸ã缸ã缸ã2222    

增 1 登曾-精 蕃著 1 蕃著聰 1 蕃著æ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1111    

肯 1 等曾-溪 篩 3 篩 聰 3 篩 3 篩 æ篩 æ篩 æ篩 æ3333    篩 æ篩 æ篩 æ篩 æ3333    篩 3 篩 3 篩篩篩篩 3333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3333    

膨 2 庚梗-並 □□ 獎聰 2 獎ã2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    獎獎獎獎 2222    獎 2 獎積物 2 獎獎獎獎 2222    腐ã腐ã腐ã腐ã2222    

烹 2 庚梗-滂 獎 2 腐 聰 1 □□ 腐 æ腐 æ腐 æ腐 æ1111    腐腐腐腐 1111    腐 1 腐 積物 1 腐腐腐腐 1111    腐 ã腐 ã腐 ã腐 ã1111    

冷 2 梗梗-來 給 6 □□ □□ 給æ給æ給æ給æ4444    給æ給æ給æ給æ4444    給 5ㄚ 

給 4 

□□ 給給給給 3333    給ã給ã給ã給ã4444    

爭 2 梗梗-來 給 6 □□ □□ 給æ給æ給æ給æ4444    給æ給æ給æ給æ4444    給 5ㄚ 

給 4 

□□ 給給給給 3333    給ã給ã給ã給ã4444    

坑 2 庚梗-溪 篩 ã11, 

篩 12 

篩 1 篩 ã1 篩 æ篩 æ篩 æ篩 æ1111    篩 1 篩 1 蕃 積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1111    

庚 2 庚梗-見 篩 1 篩聰 1 □□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æ篩æ篩æ篩æ1111    篩 1 篩物 1 篩篩篩篩 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耿 2 耿梗-見 篩 3 □□ □□ 篩æ篩æ篩æ篩æ3333    篩æ篩æ篩æ篩æ3333    篩 5 篩 3 篩篩篩篩 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衡 2 庚梗-匣 2 聰 2 □□ 裡æ裡æ裡æ裡æ2222    ææææ2222    裡ã2 □□ 2222    裡ã裡ã裡ã裡ã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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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2 耿梗-匣 積 3 4 □□ 裡æ裡æ裡æ裡æ6666    6 積 4 物 4 3333    裡ã裡ã裡ã裡ã6666    

憑 3 蒸曾-並 □□ □□ 獎積 2 獎癢積 2 □□ □□ 獎積 2 獎積 2 腐腐腐腐 2222    

菱 3 蒸曾-來 給積 2 給 2 給積 2 給癢積 2 給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給給給 2222    

懲 3 蒸曾-澄 男 積 2 蕃著 1 蕃 積 1 蕃著癢積 1 男識 2 男識 2 蕃 積 5 蕃 積 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1111    

秤 3 證曾-昌 蕃 積 5 蕃著 5 蕃 積 5 蕃著 癢積 5 蕃著 5 蕃著 5 蕃 積 5 蕃 積 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5555    

承 3 蒸曾-禪 男 積 2 男識 2 男 積 2 著癢積 2 識 2 男識 2 積 2 積 2 積癢 2積癢 2積癢 2積癢 2    

仍 3 蒸曾-日 男 積 2 □□ □□ 積 2 識 2 男識 2 ȵ積 2 積 2 ȵĩĩĩĩ2222    

凝 3 蒸曾-疑 ȵ積 2 □□ □□ ȵ積2 □□ ȵ積2 ȵ積2 積2 ȵĩĩĩĩ2222    

鷹 3 蒸曾-影 積 1 1 積 1 積 1 1 積 1 積 1 積 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1111    

拼60 2 耕梗-幫 腐 積 1 腐 1 腐 積 1 腐 癢積 1 腐 1 腐 積 1, 

腐 積 5 

腐 積 1, 

腐 積 5 

腐 積 5 腐腐腐腐 5555    

兵 3 庚梗-幫 腐積 1 腐 1 腐積 1 腐癢積 1 腐 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獎獎獎獎 1111    

平 3 庚梗-並 獎積 2 獎 2 獎積 2 獎癢積 2 獎 2 獎積 2 獎積 2 獎積 2 腐腐腐腐 2222    

命 3 映梗-明 縣積 6 縣 5ㄚ 

縣 6 

縣積 6 縣癢積 6 縣 6 縣積 6 縣積 6 縣積 6 縣縣縣縣 6666    

井 3 靜梗-精 蕃 積 3 蕃著 3 蕃 積 3 蕃著癢積 3 蕃著 3 蕃 積 3 蕃 積 3 蕃 積 3 蕃蕃蕃蕃 積癢 3積癢 3積癢 3積癢 3    

晴 3 清梗-從 男 積 2 識 2 積 2 著癢積 2 識 2 男 積 2ㄚ 

積 2 

積 2 積 2 積癢 2積癢 2積癢 2積癢 2    

性 3 勁梗-心 積 5 著 3 積 5 著癢積 5 著 5 積 5 積 5 積 5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5555    

貞 3 清梗-知 蕃 積 1 蕃著 1 □□ 蕃著癢積 1 蕃著 1 蕃著 1 蕃 積 1 蕃著 1 蕃 積 1 

令 3 勁梗-來 給積 6 給 6 給積 6 給癢積 6 給 6 給積 6 給積 6 給積 6 給給給給 6666    

整 3 勁梗-章 蕃 積 3 蕃著 3 蕃 積 5 蕃著癢積 3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3 

蕃 積 3 蕃 積 3 蕃蕃蕃蕃 積癢 3積癢 3積癢 3積癢 3    

京 3 庚梗-見 蕃 積 1 篩 1 篩積 1 篩積 1 篩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1111    

輕 3 清梗-溪 蕃 積 1 篩 1 篩 積 1 篩 積 1 篩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1111    

迎 3 庚梗-疑 ȵ積 2 給 2 ȵ積 2 給癢積 2 缸 2 ȵ積 2 ȵ積 2 積 2 ȵĩĩĩĩ2222    

英 3 庚梗-影 積 1 1 積 1 積 1 1 積 1 積 1 積 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1111    

贏 3 清梗-以 積 2 2 積 2 積 2 2 積 2 積 2 積 2 積癢 2積癢 2積癢 2積癢 2    

瓶 4 青梗-並 獎積 2 獎 2 獎積 2 獎癢積 2 獎 2 獎積 2 獎積 2 □□ 腐腐腐腐 2222    

銘 4 青梗-明 縣積 2 縣 2 □□ 縣癢積 1 縣 2 縣積 2 縣積 2 縣積 2 縣縣縣縣 2222    

丁 4 青梗-端 蕃積 1 蕃 1 蕃積 1 蕃癢積 1 蕃 1 蕃積 1 蕃積 1 蕃積 1 男男男男 1111    

廳 4 青梗-透 蕃 積 1 蕃 1 蕃 積 1 蕃 癢積 1 蕃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蕃蕃蕃 1111    

定 4 徑梗-定 男積 6 男 6 男積 6 男癢積 6 男 6 男積 6 男積 6 男積 6 蕃蕃蕃蕃 6666    

寧 4 青梗-泥 ȵ積 2 給 2 ȵ積 2 給癢積 2 缸 2 ȵ積 2 ȵ積 2 積 2, 

積 6 

ȵĩĩĩĩ2222    

                                                      
60

 「拼」字《廣韻》雖為梗攝二等字，但處衢方言今讀皆表現為梗攝三等讀法，今視為三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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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4 青梗-來 給積 2 給 2 給積 2 給癢積 2 給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 給給給給 2222    

星 4 青梗-心 積 1 著 1 積 1 著癢積 1 著 1 積 1 積 1 積 1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1111    

徑 4 徑梗-見 蕃 積 5 篩 3 □□ 篩積 3 篩 5 蕃 積 5 蕃 積 3 蕃 積 1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1111    

形 4 青梗-匣 積 2 2 積 2 積 2 2 積 2 積 2 積 2 積癢 2積癢 2積癢 2積癢 2    

與 3.2.4.2 節的表 3-2-23 對照，可以發現除了慶元之外，開化等八點的狀況與

「深臻曾梗三四等合流層」的開口韻讀形式相同；換句話說，慶元的[積 ]與[積癢 , ,ĩ]

同時可以與開化等八點的[積 ][ ][積 ]等這組韻讀對應，因此，開化等八點的「曾梗

合流層」的開口韻，似乎已被更晚的「深臻曾梗合流層」開口韻讀替代，僅存慶

元還有這兩個層次的分別。慶元此層次開口韻讀形式基本上是[積癢 ]，遇幫端系及來

母為[ ]，而在具鼻音徵性的疑母、日母及泥母後面則會變為[ĩ]。 

表 3-2-26  曾梗合流層次之合口韻讀對應表 

曾梗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曾梗合流層

次 

一
二 

聰  聰  聰  聰  聰  聰   聰  聰  
三
四 

積聰  積聰  積聰  積聰  積聰  積聰  積  積聰  積聰  

弘 1 登曾-匣 聰聰聰聰 2222    □□ □□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2222ㄚ 

虧æ2 

聰 2聰 2聰 2聰 2    裡聰 2裡聰 2裡聰 2裡聰 2    2222    聰 2聰 2聰 2聰 2    2 

轟 2 耕梗-曉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虧æ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2222    裡裡裡裡 5555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6666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1111, 

裡虧ã12 

宏 2 耕梗-匣 聰聰聰聰 2222    聰聰聰聰 2222    聰聰聰聰 2222    虧æ2 聰 2聰 2聰 2聰 2    裡聰 2裡聰 2裡聰 2裡聰 2    □□ 聰 2聰 2聰 2聰 2    虧ã2 

兄 3 庚梗-曉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ㄚ 

裡 1 

裡 1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2222 

裡ã1 裡æ1 裡 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營 3 清梗-以 積 2 2 詞積 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積 2 積 2 積 2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永 3 梗梗-云 詞 3 虧 3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4444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詞 3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積積積積 4444    詞 3 詞 4 

榮 3 庚梗-云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螢 4 青梗-匣 □□ □□ □□ □□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積 2 積 2 積 2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綜合表 3-2-26 的討論，可以確定此層次具有下列特點：1. 開合口與等第皆有

別。2.開口韻此層次在各方言點並不全面，一二等合流層僅存在於廣豐、玉山、雲

和、慶元四點，三四等合流層則僅剩慶元還表現此層次。開口韻讀此層次較式微

的原因，本文認為與「深臻曾梗合流層次」逐漸躍昇為主流層次有關，曾梗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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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口韻大多表現出「深臻曾梗合流層次」，本文推測「曾梗合流層次」的開口韻

讀已逐漸被更晚的「深臻曾梗合流層次」取代。 

3.2.5 通攝 

通攝上古主要來源於東部與中部，少數源於蒸部及侵部。根據羅常培、周祖

謨 1958 的研究61，東漢時期原屬古蒸部的一批東韻字正式歸入中部，接著魏晉時

期，原屬古侵部的一批東韻字亦正式歸入中部，至此東中兩部大抵涵蓋了中古後

期通攝的內容。南北朝時期古東中兩部開始先後發生合併以及重整分化的過程62，

最後形成切韻時期東冬鍾江各韻系（舉平以該上去）的排列情形。其後江韻系漸

與東冬鍾三韻系的關係趨遠，形成中古音後期十六攝年代江攝與通攝的分立狀

況。 

3.2.5.1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 

表 3-2-27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之通攝韻讀對應表 

通一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通合流

層次 

 ẽ聰 )  

ẽ 聰 ) 

□□ 

ẽ 聰 ) 

 

ẽ聰 )  ẽ )   

 

埲63 1 董通-並 □□ 獎聰 2 獎聰 2 獎聰 4 獎聰 4 □□ □□ 獎獎獎獎 2222    腐腐腐腐 2222ㄚ 

腐聰 2 

東 1 東通-端 蕃蕃蕃蕃 1111    蕃聰 1 蕃蕃蕃蕃 7777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ㄚ蕃聰 1 

蕃聰 1 蕃聰 1 蕃聰 1 蕃 1 缸聰 1ㄚ 

蕃聰 1 

男聰 1 

痛 1 送通-透 蕃蕃蕃蕃 5555ㄚ 蕃 聰 5 蕃 聰 5 蕃 聰 5 蕃 聰 5 蕃 聰 5 蕃 5 蕃 聰 5 蕃 聰 5 

                                                      
61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中華書局 2007 年 6 月再版。 
62

 參考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63

 「埲」字《廣韻》有收，為董韻陽上字，語意為揚起的塵土。明梅膺祚《字彙》收有另一相似

字「塳」，蒲紅切（東韻陽平字），語意也是隨風揚起的塵土。處衢方言表示「灰塵」「灰塵揚起」

的詞彙，多數地區為陽平調、少數地區則為陽上調，大抵不出此二字範圍。 



 

178 
 

蕃 聰 5 

孔 1 董通-溪 篩 聰 3 篩 聰 3 篩篩篩篩 33331111, 

篩 聰 52 

篩 聰 3 篩 聰 3 篩 聰 3 篩 3 篩 聰 3 篩 聰 1 

洪 1 東通-匣 聰 2 聰 2 聰 2 2222    聰 2 裡聰 2 2 聰 2 2222    

翁 1 東通-影 聰 1 聰 1 聰 1 1111    聰 1 聰 1 1 聰 1 聰 1 

豐 3 東通-敷 眼眼眼眼 1111, 

眼聰 1 

眼聰 1 眼聰 1 眼聰 1 眼聰 1 眼眼眼眼 1111    眼 1 眼眼眼眼 1111    □□ 

封 3 鍾通-非 眼眼眼眼 1111    眼聰 1ㄚ 

眼ã1 

眼 1 眼聰 1 眼聰 1 眼眼眼眼 1111    眼 1 眼眼眼眼 1111    眼聰 1 

弓 3 東通-見 篩聰 1 篩聰 1 篩篩篩篩 1111    篩積聰 1 篩積聰 1 篩聰 1 篩 1 篩聰 1ㄚ 

蕃 積聰 1 

蕃 積聰 1 

蕹64 3 鍾通-影 □□ □□ 聰 1 1111    □□ □□ □□ □□ □□ 

可能是由於新興層次以及非通攝主流強勢層次的關係，此層次例字偏少，並

且若干方言點例如常山、江山、廣豐、玉山、遂昌，此層次與下一個層次（3.2.5.2

將討論的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的韻讀形式相同，因此無法確認例字的層次歸屬。

也可以說，這幾個方言點沒有此層次與「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的區分。考量到

通攝的主流層次實乃「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因此我們將相同的韻讀形式及例字

劃歸「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並在表格第二欄以括弧標示出這些相同的韻讀形

式。 

江山「東」字的文讀音[蕃 7]雖然是入聲韻的表現，但我們合理懷疑它是[ ]

的一個促化變體，將之劃歸此層次。此外，慶元此層次在匣母今讀零聲母的條件

下有變體[ ]，廣豐則影母匣母均有此情形。總而言之，3.2.4.1 所討論的此層次特

點，在通攝亦可成立，因此將此層次定名為「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層次年代最

為晚近。 

3.2.5.2 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 

                                                      
64

 「蕹」字《廣韻》未收，見於《集韻》於容切，語意「萃也」（草茂盛的樣子），後「蕹菜」專

指某一年生草本、可食、莖蔓生且中空的植物，即今俗稱空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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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8  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對應表 

通一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通攝一三等合流

層次 

聰  聰  聰  聰  聰  聰   聰  聰  

篷 1 東通-並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    腐 聰 5腐 聰 5腐 聰 5腐 聰 5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    獎 2 獎獎獎獎 2222    獎 2 腐聰 2腐聰 2腐聰 2腐聰 2    

統 1 宋通-透 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    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    蕃 聰 5蕃 聰 5蕃 聰 5蕃 聰 5    蕃 聰蕃 聰蕃 聰蕃 聰 3333    蕃 聰蕃 聰蕃 聰蕃 聰 3333    蕃 聰蕃 聰蕃 聰蕃 聰 3333    蕃蕃蕃蕃 3333    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    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    

洞 1 送通-定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6666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6666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6666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6666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6666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6666    男男男男 6666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6666    蕃蕃蕃蕃聰聰聰聰 6666    

膿 1 東通-泥 缸 61,

缸虧聰22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2222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2222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2222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2222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6666    給給給給 6ㄚ6ㄚ6ㄚ6ㄚ 

缸缸缸缸 6666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2222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2222    

籠 1 東通-來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 4給聰 4給聰 4給聰 4ㄚㄚㄚㄚ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聰 1 東通-清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宋 1 宋通-心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3333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功 1 東通-見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烘 1 東通-曉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積聰 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裡裡裡裡 1111ㄚ 

積 1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積聰 1 

紅 1 東通-匣 聰聰聰聰 2222    聰聰聰聰 2222    聰聰聰聰 2222    2 聰 2聰 2聰 2聰 2    聰 2聰 2聰 2聰 2    2222    聰 2聰 2聰 2聰 2    2 

翁 1 東通-影 聰聰聰聰 1111    聰聰聰聰 1111    聰聰聰聰 1111    1 聰聰聰聰 1111    聰聰聰聰 1111    1111    聰聰聰聰 1111    聰聰聰聰 1111    

風 3 東通-非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1111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1111ㄚ 

眼ã1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5555ㄚ 

眼 1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1111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1111ㄚ 

眼 1 

眼 1 眼眼眼眼 1111    眼 1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1111    

奉 3 腫通-奉 蜴 6 蜴聰 4蜴聰 4蜴聰 4蜴聰 4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6666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6666    蜴聰蜴聰蜴聰蜴聰 6666    蜴 2 蜴蜴蜴蜴 6666    蜴 6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6666    

夢 3 送通-明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縣 6 縣縣縣縣 6666    縣 6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6666    

從 3 鍾通-從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2222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2222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2222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22221111,

男識積聰 22 

識聰 2識聰 2識聰 2識聰 2    男識聰 2男識聰 2男識聰 2男識聰 2    積 2 積 2 積 2 

嵩 3 東通-心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1111    

頌 3 用通-邪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6666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6666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 6666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 6666    識聰識聰識聰識聰 6666    著聰 5著聰 5著聰 5著聰 5    著著著著 6666    積 6 積 6 

隆 3 東通-來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積聰 2 □□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龍 3 鍾通-來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ㄚ 

給積õ2 

給積 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ㄚ 

給積聰 2 

給積 2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積 2 給積 2 給積 2 

沖 3 東通-澄 蕃 積聰 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 積聰 1 蕃 積聰 1 蕃 積聰 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 積 1 蕃 積聰 2 蕃 積聰 1 

崇 3 東通-崇 □□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2,2,2,2, 

識聰識聰識聰識聰 2222    

積聰 2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2222ㄚ 

男 積聰 2 

識聰 2識聰 2識聰 2識聰 2    男識聰 2男識聰 2男識聰 2男識聰 2    積 2 識聰 2識聰 2識聰 2識聰 2    著聰 2著聰 2著聰 2著聰 2    

充 3 東通-昌 蕃 積聰 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 積聰 1 蕃 積聰 1 蕃 積聰 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1111    蕃 積 1 蕃 積聰 2 蕃 積聰 1 

茸 3 鍾通-日 積聰 2 識聰識聰識聰識聰 2222    積聰 2 積聰 2 積聰 2 □□ 積 2 識聰 2識聰 2識聰 2識聰 2    積聰 2 

恭 3 鍾通-見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積聰 1 篩積聰 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ㄚ 

蕃 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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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 用通-群 聰聰聰聰 6666    聰聰聰聰 6666    積聰 6 積聰 6 積聰 6 聰聰聰聰 4444    6666ㄚ 

男 積 6 

聰聰聰聰 6666ㄚ 

男 積 6 

蕃 積 6 

此層次是通攝當中數量最多、方言對應最明顯的主流層次。此層次的特色為：

1.在有文白異讀的狀況下通常為文讀音。2.一三等合流不分。3.常山、江山、廣豐、

玉山、遂昌五點此層次的韻讀形式與「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無法區別，也可以

說這幾個方言點沒有上述兩個層次的分別。有鑑於此層次為通攝的主流層次，我

們將這五點的韻讀形式劃歸此層次。 

3.2.5.3 通攝一三等有別層次 

表 3-2-29  通攝一三等有別層次之三等韻讀對應表 

通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通攝一三等有別

層之三等韻讀 

積聰  積聰  積聰  積聰  積聰  積聰  積  積聰  積聰  

從 3 鍾通-從 男識聰 2 男識聰 2 男識聰 2 男識聰 2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22222222 

識聰 2 男識聰 2 積積積積 2222    積 2 積 2 

中平聲 3 東通-知 蕃聰 11軟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2222 軟軟軟軟 

蕃著聰 1軟

ㄚ蕃聰 1軟

 

蕃聰 11軟

, 

蕃 12軟 , 

蕃積 13軟

ẽ ),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4444

軟軟軟軟 

蕃聰 11軟 ,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2軟2軟2軟2軟

 

蕃聰 11軟

,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2222

軟軟軟軟  

蕃著聰 1軟

, 軟 

蕃 1軟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1111

軟軟軟軟     

, 男積 12

軟  

, 男 13

軟  

忠 3 東通-知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著聰 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著聰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蟲 3 東通-澄 男聰 11,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2222 

蕃著聰 1ㄚ

男ã2 

男ã2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男男男男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ㄚ男ã2 

男識聰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蕃聰 2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2222 

濃 3 鍾通-娘 ȵ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ȵ積õ2 ȵ積 2 ȵ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ȵ積 2 缸聰 2ㄚ 

積積積積聰 2聰 2聰 2聰 2 

ȵ積積積積 2222    缸聰 2ㄚ 

積 2 

ȵ積 2 

崇 3 東通-崇 □□ 男識聰 2, 

識聰 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著聰 2ㄚ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識聰 2 男識聰 2 積積積積 2222    識聰 2 著聰 2 

龍 3 鍾通-來 給聰 2 給聰 2ㄚ 

給積õ2 

給積 2 給聰 2ㄚ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2222 

給積 2 給聰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 2 給積 2 

眾 3 送通-章 蕃蕃蕃蕃 積聰 3積聰 3積聰 3積聰 3    □□ 蕃蕃蕃蕃 積聰 3積聰 3積聰 3積聰 3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5555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5555    蕃著聰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聰 5積聰 5積聰 5積聰 5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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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3 腫通-章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ㄚ3ㄚ3ㄚ3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蕃著聰 3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ㄚ3ㄚ3ㄚ3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ㄚ3ㄚ3ㄚ3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蕃 積 3 積聰 3積聰 3積聰 3積聰 31111, 

蕃 積 32 

絨 3 東通-日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積積積積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宮 3 東通-見 篩聰 1 篩聰 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1111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1111    篩聰 1 篩 1 篩聰 1ㄚ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窮 3 東通-群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蕃蕃蕃蕃 積聰 2積聰 2積聰 2積聰 2    

擁 3 腫通-影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5555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積積積積 1111    積 5 積 1 

胸 3 鍾通-曉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裡裡裡裡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裡裡裡裡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裡裡裡裡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 積積積積 1111    積 1 積 1 

雄 3 東通-云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積積積 2222ㄚㄚㄚㄚ 

積積積積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融 3 東通-以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雖然通攝的主流層次是上節所述「一三等合流層次」，不過我們也觀察到通攝

三等存在一個與一等不同的韻讀，多分佈於各點的知章見影系，部分方言點的精

系與來母崇母也有此現象，至於非系則頗一致地沒有此層次韻讀的表現，可能與

處衢方言輕唇聲母排斥 i 介音的特性相關。另，在文白異讀的表現上，此層次的知

系有一些參差的現象，即[聰 ]紀錄為「1」而[積聰 ]紀錄為「2」，似乎與文白的訊息相

互矛盾。我們注意到這樣的現象主要集中在知系，通常伴隨著聲母為舌尖音[t,d]

等表現，章見系及來母的文白異讀訊息則符合我們所劃分的層次先後時間。由此

我們推測知系此現象有兩種可能：一為「1、2」的紀錄代表的是語用頻率（1 為最

常用語音、2 為次常用語音，依此類推）；一為「1、2」的紀錄表現出聲母的文白

讀，韻母在此處受到聲母影響丟失 i 介音。所以，知系[聰 ][積聰 ]倒反的現象我們認

為與韻母層次無關，不列入考慮。至於廣豐方言除了知系字外，精系「從」字也

有類似倒反的現象，我們目前無法得知原因何在，由於廣豐通攝[聰 ]文[積聰 ]白為成

系統文白異讀，例如「崇」「龍」等字所顯示，因此將精系「從」字的「1、2」記

錄視為語用情況。 

第三節 入聲韻 

觀察入聲韻在漢語音韻發展的歷史中，可以得知一個大趨勢：在輔音韻尾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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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或消失未久）的上古音及其更早的階段，入聲韻與陰聲韻、陽聲韻存在一

定的關係，甚至入聲韻與陰聲韻的關係可能更為密切，相互間皆可押韻；而在陰

聲韻輔音韻尾消失已久的中古音時期以後，陰聲韻與陽、入聲韻的關係漸遠，形

成入聲韻與陽聲韻關係較近的狀態；爾後元明清近代音時期，漢語方言呈現出入

聲韻完全丟失塞音尾（入派三聲）或弱化為喉塞尾（例如吳方言）等現象，完全

丟失塞音尾者同時顯示出入聲韻與陽聲韻不再密切的關係，相對地弱化為喉塞尾

以及仍保留塞音尾的方言區，入聲韻與陽聲韻仍維持某種程度的關係。 

吳語處衢方言屬於入聲韻尚未消失、弱化為喉塞尾的方言之一，其入聲韻的

今讀表現正如上述所言，與陽聲韻仍保持一定的關係。具體而言，處衢方言的入

聲韻在層次表現上與陽聲韻有高度的相似性，尤其是中古音時期以後的時間層次，

同樣展現出咸山宕江一組、深臻曾梗一組、通攝接近深臻曾梗諸攝的趨勢。不同

的是，比起陽聲韻，入聲韻各攝相互歸併的情形更為劇烈，甚至有跨越咸山宕江

與深臻曾梗二組的界線而合流的層次（請參照 3.3.1.1 及 3.3.1.2 的討論）。另一方

面，入聲韻當中能夠反映出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前的層次韻讀則較陽聲韻少些（南

北朝時期及之前的入聲韻層次我們將在第五章討論）。由此可見，我們可以說，處

衢方言入聲韻讀在時間層次的表現上大致偏晚，可能是入聲韻的層次變化較陽聲

韻更為劇烈的緣故。 

3.3.1 跨五攝以上的共有層次 

3.3.1.1 深臻曾梗咸山宕開口三四等合流層次 

表 3-3-1  深臻曾梗咸山宕開口三四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深臻曾梗咸山宕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咸

山宕開口三

積癢  癢  ᴇ  癢  癢    癢積   

積癢  積ᴇ  積癢  積癢  積  積  積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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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合流層 積  

立 3 緝深-來 給 8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7777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蟄 3 緝深-澄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男 積 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5555    

澀 3 緝深-生 著 7 著 7 7 □□ 積 7 著著著著 7777    著物 7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 7777    著著著著 7777    

緝 3 緝深-清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7777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2222    

□□ 

輯 3 緝深-從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7777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2222    

□□ 

執 3 緝深-章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入 3 緝深-日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ㄚ 

詞癢 8 

識癢識癢識癢識癢 8888ㄚ 

積物 8 

積積積積ᴇ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識癢識癢識癢識癢 8888    識識識識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軟軟軟軟 , 

ȵ詞 8ẽ )

, 詞 8ẽ ) 

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級 3 緝深-見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ᴇ 7777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 7777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吸 3 緝深-曉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ᴇ 7777    裡積癢裡積癢裡積癢裡積癢 7777    裡積癢裡積癢裡積癢裡積癢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ㄚ7ㄚ7ㄚ7ㄚ 

t 積積積積 7777    

畢 3 質臻-幫 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ᴇ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7777    

律 3 術臻-來 給積 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 8888    給 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秩 3 質臻-澄 男 詞 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ᴇ 888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識癢積男識癢積男識癢積男識癢積 8888    蕃積癢 8 

漆 3 質臻-清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室 3 質臻-書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積積積積ᴇ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著著著著 7777    積積積積 7777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日 3 質臻-日 缸 8 識癢識癢識癢識癢 8888軟軟軟軟

ㄚ缸 7

軟ㄚ缸 8

軟 

積積積積ᴇ 8888ㄚ 

給 8 軟 

ㄚ缸 軟ㄚ 

缸 8軟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軟軟軟軟 ㄚ 

缸 7

軟ㄚ缸 8 

識癢識癢識癢識癢 8888軟軟軟軟

ㄚ缸 7

軟ẽ )ㄚ 

缸 8

軟 

識識識識 8888軟軟軟軟     

,,,,缸缸缸缸 8888

軟軟軟軟, 

缸癢積5 軟 

ȵ積積積積 8888軟軟軟軟 , 

缸癢 8軟  

積積積積 8888軟軟軟軟 ㄚ 

男物 8 

ȵ積積積積 8888ㄚ 

缸 8 

吉 3 質臻-見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ᴇ 7777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 7777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乙 3 質臻-影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積積積積ᴇ 7777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逼 3 職曾-幫 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ᴇ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7777    

測 3 職曾-初 蕃著 7 蕃著 物 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7777ㄚ 

蕃著 物 7 

蕃著 7 

直 3 職曾-澄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ㄚ8ㄚ8ㄚ8ㄚ 

男癢男癢男癢男癢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ᴇ 8ㄚ8ㄚ8ㄚ8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ᴇ 888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8888    

力 3 職曾-來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息 3 職曾-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積積積積ᴇ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識 3 職曾-書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積積積積ᴇ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著癢著癢著癢著癢 7777    著著著著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極 3 職曾-群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積積積ᴇ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8888    

翼 3 職曾-以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ㄚ 詞ᴇ 8軟 積61軟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ㄚ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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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7

軟ẽ ) 

ㄚ 積ᴇ 7

軟ẽ )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2222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積 8軟

ㄚ 積 7

軟ẽ ) 

璧 3 昔梗-幫 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ᴇ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7777    

擲 3 昔梗-澄 □□ 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男識癢 8888    □□ □□ 男識 8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 □□ 

積 3 昔梗-精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隻 3 昔梗-章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7777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軟軟軟軟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劇 3 陌梗-群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ᴇ 7777軟軟軟軟

,,,, 積積積積ᴇ

8888 軟軟軟軟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 7777軟軟軟軟 ,,,,

軟軟軟軟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 7777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逆 3 陌梗-疑 ȵ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缸癢缸癢缸癢缸癢 8888    ȵ積積積積ᴇ 8888    缸癢缸癢缸癢缸癢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積癢 8 ȵ積積積積 8888    

譯 3 昔梗-以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積積積ᴇ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7777    

壁 4 錫梗-幫 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腐積癢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ᴇ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7777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7777    

踢 4 錫梗-透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 7777    蕃 癢蕃 癢蕃 癢蕃 癢 7777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ᴇ 7777    蕃 癢蕃 癢蕃 癢蕃 癢 7777    蕃 癢蕃 癢蕃 癢蕃 癢 7777    □□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歷 4 錫梗-來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戚 4 錫梗-清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擊 4 錫梗-見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ᴇ 7777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 7777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攝 3 葉咸-書 積 7 □□ □□ □□ 積 7 著著著著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ㄚ 積癢 7 積癢 7 

涉 3 葉咸-禪 積 8 積 8 積ᴇ 8 積 8 積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積癢 8 積癢 8 積癢 8 

靨 3 葉咸-影 積 7 □□ □□ □□ □□ 積 7 □□ 積積積積 7777    □□ 

哲 3 薛山-知 蕃 積 7 蕃 積 7 □□ 蕃 積 7 蕃 積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男積癢 7 

徹 3 薛山-徹 蕃 積 7 蕃 積 7 蕃 積ᴇ 7 男 積 8 蕃 積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浙 3 薛山-章 蕃 積 7 蕃 積 7 蕃 積ᴇ 7 蕃 積 7 蕃 積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設 3 薛山-書 積 7 積 7 積ᴇ 7 積 7 積 7 著著著著 7777    積癢 7 積癢 7 積癢 7 

孑 3 薛山-見 □□ □□ □□ □□ □□ □□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 

蠍 3 月山-曉 積 7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裡積ᴇ 7 裡積 7 □□ □□ 積癢 7 積癢 7 積癢 7 

跌 4 屑山-定 蕃積 7 蕃癢蕃癢蕃癢蕃癢 7777    蕃積ᴇ 7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 7777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 7777    蕃積 7 蕃積癢 7 蕃積癢 7 男積癢 7 

捏 4 屑山-泥 ȵ詞 8 缸 8 ȵ積物 8 缸 8ㄚ 

ȵ積 8 

ȵ積 8 缸缸缸缸 8888    ȵ積物 8 積 8 ȵ積 8 

屑 4 屑山-心 積 7 著 7 著 7 積 7 □□ 著著著著 7777ㄚ 

著 7 

積物 7 積積積積 7777 軟軟軟軟, 

積 1

軟ẽ ) 

積 7 

桔 4 屑山-見 □□ □□ □□ □□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 □□ 

噎 4 屑山-影 □□ □□ □□ □□ □□ □□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 

雀 3 藥宕-精 蕃 積 7 蕃 積物 7 蕃 積物 7 蕃 積 7 蕃 積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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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 積 7, 

蕃 積 7 

蕃 積物 72 

惹 3 藥宕-日 □□ □□ □□ □□ ȵ積癢4 □□ ȵ積積積積 8888    積 8 □□ 

卒 1 沒臻-精 蕃著虧 7 蕃著聰 7 蕃著聰 7 男識虧 8 蕃 積聰 7 蕃著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猝 1 沒臻-清 蕃著 7ㄚ 

蕃著 虧 7 

□□ □□ □□ 蕃著 聰 7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 

瑟 2 櫛臻-生 著 7 □□ □□ □□ □□ 著 7 積積積積 7777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 7777    □□ 

蝨 2 櫛臻-生 著 7 著 7 著物 7 著 7 著 7 著 7 積虧 7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 7777    著 7 

弗 3 物臻-非 眼 7 眼聰 7 眼聰 7 眼虧 7 眼聰 7 眼 7 眼眼眼眼 7777    眼 虧 7ㄚ 

眼癢積眼癢積眼癢積眼癢積 7777 

□□ 

物 3 物臻-微 蜴 8 蜴 8 眼聰 8 眼虧 8 蜴聰 8 蜴蜴蜴蜴 8888    蜴蜴蜴蜴 8888    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 8888ㄚ 

縣 8 

眼眼眼眼 8888ㄚ 

縣 6 

佛 3 物臻-奉 蜴 8 蜴 8 眼 8 眼 8 蜴 8 蜴蜴蜴蜴 8888    蜴蜴蜴蜴 8888    蜴癢積蜴癢積蜴癢積蜴癢積 8888    眼眼眼眼 8888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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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術臻-生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 8888 軟軟軟軟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軟軟軟軟, 

詞 7軟  

著物積5 著虧 5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軟軟軟軟, 

詞 7軟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軟軟軟軟,,,,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 7777軟軟軟軟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軟軟軟軟,,,, 

著著著著 7777軟軟軟軟

    

蟀 3 術臻-生 詞 7 著 7 7 詞 7 積聰 7 詞 7 詞 7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 7777ㄚ 

詞癢積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詞癢 7 

髮 3 月山-非 眼 7 眼物 7 眼物 7 眼 7 眼 7 眼 7 眼眼眼眼 7777 眼 7 眼眼眼眼 7777    

得 1 德曾-端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 77771111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蕃 72ẽ ) 

蕃癢蕃癢蕃癢蕃癢 7777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ㄚ 

蕃 7ẽ ) 

給給給給ᴇ 7777 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蕃積蕃積蕃積蕃積ᴇ 7777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ㄚ 

蕃 7, 

男物 04 

ẽ物男蜴.) 

蕃癢蕃癢蕃癢蕃癢 7777 軟軟軟軟ㄚ 

蕃 7 

蕃癢蕃癢蕃癢蕃癢 7777 軟軟軟軟    

ㄚ蕃 7軟  

蕃蕃蕃蕃 7777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7777 軟軟軟軟, 

蕃癢 7軟 , 

男癢 8 軟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0000 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7777ẽẽẽẽ ,,,,

))))ㄚ蕃物 7 

,給癢積04 軟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7777 軟軟軟軟ㄚ 

男 7軟  

肋 1 德曾-來 給 8 給 8 □□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    給 8 給給給給 8888    給癢 8 給物 8 給給給給 88881111,,,, 

給 82 

塞 1 德曾-心 著 7 著物 7ㄚ 

著 7 

著物 7 著 7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著癢 7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7777ẽ缸.ẽ缸.ẽ缸.ẽ缸.

)))),著物 7ẽ蜴.) 

著 7 

此層次主要由深臻曾梗咸山宕開口三四等組成，深臻曾梗例字多而咸山宕例

                                                      
65

 「率」字有「效率」、「率領」兩種不同語意的用法。處衢地區多數方言有相應於不同用法的兩

種讀音，大抵是「率領」的「率」（生母字）與「蟀」同音，而「效率」的「率」（來母字）與「律」

語音相近；但也有僅剩一讀者例如開化常山等地。考臻攝合口三等來母字「律、率效~」具有讀同開

口三等的現象，此現象陽聲韻字「倫輪淪」也有，陽入聲韻的行為大致平行。然而「蟀、率~領」則

無此現象，仍為合口三等字讀法。經過考量，我們將「律」字放在表格中的臻攝開口字群中，而「率」

字由於部分地區「效率」及「率領」讀音不分，仍將其放在合口三等字群中，於讀音右下角標示出

語用環境以資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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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偏少，龍游、遂昌等東邊方言點例字多而開化為首的偏西邊方言點例字較少；

此外曾攝開口一等、臻攝一二等以及臻攝合口三等非莊系、山攝合口三等非系字

也有若干例字表現為此層次韻讀。因此，此層次可說除了通攝之外橫跨大部分入

聲韻攝的開口三四等，並且「浸潤」到少數的臻曾一二等字，至於臻山攝合口三

等非莊系，大概是由於具備讀同一等洪音的特質因此也有此層次韻讀的表現。 

此層次有兩類韻讀，一類有-i-介音或 i 元音（細音組），另一類無（洪音組）。

我們將此層次韻讀所出現的聲母環境作一個整理如下表 3-3-2。 

表 3-3-2  深臻曾梗咸山宕合流層次之聲母環境對應表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積癢  

 

癢  

ẽ ) 

ᴇ  

ẽ ) 

癢  

ẽ ) 

癢  

ẽ ) 

 

 

 

 

癢積  

 

 

 

積癢  

 

積ᴇ  

 

積癢  

 

積癢  

 

積  

 

積  

 

積  

ẽ )

 

積  

 

積  

 

觀察這兩類韻讀出現的聲母環境並非呈現互補狀態，因此可以說這兩類韻讀

彼此的關係應屬大層次底下的小層次，而非同一層次的不同變體。此外，我們還

觀察到開化及江山的洪音組韻讀缺乏或極不發達，而各方言點的見影系則頗一致

地均出現在細音組韻讀中。我們在上表中看到若干細音組韻讀欄中出現「（疑）」

字標示，這是常山、廣豐、玉山的疑母字「逆」讀作[癢 ]的現象，會如此的原因可

能是其聲母弱化為[n][l]之後，韻母便按照泥來母規則行進後的結果；有平行現象

的還有江山、雲和的端母字「得」，「得」字聲母弱化為[l]之後，韻母便按照來母的

規則行進。照此看來，常山、廣豐、玉山此處的「逆」字韻讀表現不必視為見系

聲母的環境，因此說此層次的見影系均出現在細音組韻讀中還是可以成立的。上

表中為了避免混淆，「逆」「得」兩字的情況還是標示原聲母地位，但外加括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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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區別。 

由於上述觀察，我們推論此層次較原始的韻讀形式應為具-i-介音或 i 元音的細

音組，洪音組韻讀是更晚的層次發展。較之其他泰半發展出洪音組韻讀層次的方

言點，開化及江山較為保守，多保持原來的細音組韻讀；而就聲母環境而言，就

算是洪音組韻讀十分發達的方言點，其見影系一致性地展現出較保守的趨勢，均

表現為細音組韻讀。 

此外，江山表達「魚鰓」意的「翼」字[ 積ᴇ 7]雖形式相同但不歸入此層次，歸

入深臻曾梗三四等相近層（請參照 3.3.3.2 討論）。理由是表「翅膀」意的「翼」字

均為零聲母、多表現為此層次韻讀；而表「魚鰓」意的「翼」字聲母為[ ]，二者

聲調亦不相同，顯然是不同層次的兩個詞彙。常山、江山、玉山三點表「魚鰓」

的「翼」字聲母聲調相同、韻母可相對應，可謂一穩固的同源詞彙，應一同歸入

深臻曾梗三四等相近層次。另，江山咸山攝開口三四等有數量頗多的[積ᴇ ]韻讀，經

過方言比較我們認為這批韻讀為「咸山宕江三四等合流層次」（請參照 3.3.2.1 討論）

的可能性較高，所以雖然江山[積ᴇ ]韻讀與此層次韻讀形式相同，但我們仍將咸山攝

那批例字歸入「咸山宕江三四等合流層次」。類似的情形還有龍游臻攝一二等讀[ ]

者，我們將之歸入（深）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請參照 3.3.3.1 討論）而非此層

次，主要亦是基於方言比較以及主流層次優先等原則而定66。 

3.3.1.2（深）臻曾梗（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表 3-3-3  臻曾梗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臻曾梗山宕江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臻曾梗山宕江  聰  聰  虧  聰    聰  聰  

                                                      
66

 「深臻曾梗咸山宕開口三四等合流層次」與「（深）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相較之下，後者屬

於臻攝合口一等以及開口二等較為主流的層次，加上同源詞在各方言點間對應的情形，我們有理由

將龍游的[ ]劃歸「（深）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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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層  虧  虧  

沒 1 沒臻-明 縣縣縣縣 88881111, 

縣 82 

縣 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 8 縣 8 縣 8, 

縣縣縣縣 7777 

縣癢 8 縣 8 縣 8 

勃 1 沒臻-並 獎 8 □□ □□ 獎 8 獎 8 獎獎獎獎 8888    獎癢 8 獎 8 腐 8 

突 1 沒臻-定 男虧 8 男 8 男 8 男虧 8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8888    男 8 □□ 男虧 8 蕃 8 

凸 1 沒臻-定 男虧 8 男 8 男 8 男虧 8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8888    男 8 □□ 男虧 8 蕃 8 

卒 1 沒臻-精 蕃著虧 7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 7777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 7777    男識虧 8 蕃 積聰 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癢積 7 蕃著 7 

猝 1 沒臻-清 蕃著 7ㄚ 

蕃著 虧 7 

□□ □□ □□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 7777    □□ 蕃著 7 □□ □□ 

窟 1 沒臻-溪 □□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7777    □□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ㄚ 

篩 虧 7ẽ

) 

篩 7ㄚ 

篩 積 7 

篩 7 篩 虧 7軟

ẽ ), 

篩 虧癢 7軟

 

篩 虧 7 篩 虧 7 

忽 1 沒臻-曉 裡虧 7 裡虧 7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777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裡虧 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裡虧癢 7 裡虧 7 裡虧 7 

北 1 德曾-幫 腐 7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腐 7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物 7 獎 7 

墨 1 德曾-明 縣縣縣縣 88881111. 

縣 82 

縣 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癢 8 

縣物 8 縣 8 

默 1 德曾-明 縣縣縣縣 88881111. 

縣 82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 8ㄚ 

縣積 8 

縣 8 縣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物 8 縣 8 

蔔 1 德曾-並 □□ □□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8888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8888    □□ 獎獎獎獎 8888    獎 8 □□ 腐虧 8ㄚ 

腐 8 

拍 2 陌梗-滂 腐腐腐腐 7777    腐 物 7 腐 物 7 腐 7 □□ 腐 7 腐 癢 7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1111, 

腐 物 72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ㄚ 

腐 物 7 

伯 2 陌梗-幫 腐 7 腐 7 腐物 7 腐 7ㄚ 

腐æ3ẽ )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物 7ẽ ) 

,腐積物 7軟  

腐物 7 獎 7 

陌 2 陌梗-明 縣 8 縣 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 8 縣 8 縣 8 縣癢 8 縣物 8 □□ 

帕 2 鎋山-明 □□ □□ □□ □□ □□ □□ 腐 癢 7 腐腐腐腐 聰聰聰聰 7777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55551ẽ1ẽ1ẽ1ẽ

)))),腐 7

2 軟 

末 1 末山-明 縣 8 縣 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 8 

縣 8 縣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癢 8 縣 8 縣 8 

膜 1 鐸宕-明 縣縣縣縣 8888    縣積物 8 縣積ã4ㄚ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 8 縣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8888    

莫 1 鐸宕-明 □□ 縣 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6ㄚ 

縣縣縣縣 8888 

縣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8888    

樸 2 覺江-滂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    □□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聰聰聰聰 7777    □□ 

國 1 德曾-見 篩虧 7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7777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7777    篩虧 7 篩虧癢 7 篩虧物 7 篩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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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1 德曾-匣 虧 8 聰聰聰聰 8888    聰聰聰聰 8888    虧 8 聰聰聰聰 8888    虧 8 虧虧虧虧 8888    虧物 8 虧 8 

惑 1 德曾-匣 □□ 聰聰聰聰 8888    □□ 虧虧虧虧 8888    聰聰聰聰 8888    虧 8 虧虧虧虧 8888    虧物 8 虧 8 

獲 2 麥梗-匣 8, 

u 8 

聰聰聰聰 8888    虧物 8 虧 8 8 虧 8 虧虧虧虧 8888    虧物 8 虧 8 

不 3 物臻-非 腐 7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7777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腐腐腐腐 7777    □□ 腐癢積 7 獎 7 

弗 3 物臻-非 眼 7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7777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7777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7777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 7 眼 虧 7ㄚ 

眼癢積 7 

□□ 

物 3 物臻-微 蜴 8 蜴 8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8888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8888    蜴聰蜴聰蜴聰蜴聰 8888    蜴 8 蜴 8 縣癢積 8ㄚ 

縣 8 

眼 8ㄚ 

縣 6 

勿 3 物臻-微 □□ □□ □□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8888    蜴聰蜴聰蜴聰蜴聰 8888    □□ □□ □□ 眼 7 

此層次主要由臻曾梗山宕江一二等組成，無開合口之別，臻曾梗例字多而山

宕江例字少，開化為首的偏西邊方言點例字較多而龍游、遂昌等東邊的例字較少，

唇音字居多而其他部位的例字偏少，臻攝合口三等的唇音字也有此層次表現。 

廣豐、龍游、遂昌三點此層次有若干條件變體：廣豐的明母字環境下-u-介音

不出現；龍游、遂昌的見影系牙喉音環境下有-u-介音、幫非系唇音環境下則沒有

-u-介音。廣豐的情形比較單純，可以解釋為唇音當中的明母字具有吸收韻母中-u-

介音的條件特質。基於廣豐的啟發以及其餘方言點韻讀狀態的對照，本文傾向解

釋龍游、遂昌此層次韻讀的原始型態為[虧 ]，在唇音環境下會吸收掉-u-介音，產

生[ ]的條件變體。 

3.3.1.3（深）臻曾梗通山合口三等合流層次 

表 3-3-4  臻曾梗通山合口三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臻曾梗通山合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臻曾梗通山合口

三等合流層 

詞癢  詞癢  詞ᴇ  詞  詞癢  詞  詞癢  詞  詞  

恤 3 術臻-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 詞詞詞詞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詞詞詞詞 7777    □□ 

戌 3 術臻-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 詞詞詞詞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積 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 詞詞詞詞 7777    

朮

白~ 

3 術臻-澄 男男男男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男男男男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積物 8 詞詞詞詞 8888    積聰 8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    男 詞 8 男 詞癢積

8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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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3 術臻-船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積聰 8 詞詞詞詞 8888    積聰 8 詞詞詞詞 8888    詞 8 詞癢積 8 詞詞詞詞 8888    

出 3 術臻-昌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ㄚ 

蕃 詞 7 

蕃著 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ᴇ 7777    蕃 詞

7 

蕃 積聰 7

ㄚ蕃 積 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ㄚ 

蕃 詞癢 7 

屈 3 物臻-溪 蕃 詞 7 蕃 詞 7 篩 7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7777    篩 積聰 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篩 虧 7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篩 虧 7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2222  

掘 3 物臻-群 □□ 蕃 詞 7 □□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7777    □□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ㄚ 

虧 8 

男男男男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男 詞癢積

8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8888ㄚ 

篩 8 

域 3 職曾-云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 詞詞詞詞 8888    積聰 8 詞詞詞詞 888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詞詞詞 8888    詞 8 

役 3 昔梗-以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詞詞詞ᴇ 8888    詞詞詞詞 8888    積聰 8 詞詞詞詞 8888    積虧 8 詞癢積 8 詞 8 

疫 3 昔梗-以 □□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詞詞詞ᴇ 8888    詞詞詞詞 8888    積聰 8 詞詞詞詞 8888    積虧 8 詞癢積 8 詞 8 

曲 3 燭通-溪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蕃 詞聰 7 

蕃 積 7 篩 積聰 7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7777    篩 積聰 7ㄚ 

篩 積 7 

蕃 積 7 蕃 積 7 蕃 積聰 7 蕃 積聰 7 

菊 3 屋通-見 蕃 詞聰 7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篩 7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7777    篩積聰 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 積虧 7 蕃 積 7 蕃 積 7 

鞠 3 屋通-見 □□ 蕃 積聰 7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ᴇ 7777    □□ 篩積聰 7 □□ 蕃 積虧 7 □□ 蕃 積 7 

欲 3 燭通-以 詞聰 8 積聰 8 詞詞詞詞ᴇ 8888    □□ □□ 積 8 □□ 詞詞詞詞 8888    積聰 8 

蕨 3 月山-見 □□ □□ □□ □□ 篩積 7 □□ □□ 蕃 詞 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越 3 月山-云 詞 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ㄚ 

詞 8 

詞ᴇ 81, 

積ᴇ 82 

詞 8 蜴 8ㄚ 

詞 8 

積 8, 

詞 8 

詞癢 8 積 8 詞癢 8ㄚ 

詞 8 

穴 4 屑山-匣 詞 8 詞 8 詞ᴇ 8 詞 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 詞癢 8 積 8 積 8 

此層次主要分佈在臻曾梗通合口三等韻中，具三等合口介音-y-，且通常為文

讀音。此層次與 3.3.1.1 及 3.3.1.2 節所討論的開口三四等及一二等大量韻攝合流的

層次的年代應相近，均屬近代音時期。 

此外，山攝合口三四等韻也有若干此層次的表現，但例字不多，並非山攝合

口三四等的主流層次（其主流層次應為「咸山宕三四等合流層次」，請參照 3.3.2.1

後半的討論）。江山、龍游、遂昌、雲和的山攝合口三四等雖也有與此層次相同表

現的韻讀形式，但應歸入「咸山宕三四等合流層次」的合口韻讀較為合理。 

3.3.2 咸山攝及宕江攝 

3.3.2.1 咸山宕江合流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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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山宕江合流層次」又可以按等第的不同，分為「一二等合流層次」以及

「三四等合流層次」，底下分別敘述討論。 

表 3-3-5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咸山宕江開合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咸山

宕江

一二

等合 

流層

次 

開 其它       癢   

虧  

 

牙喉晚    □□ □□  □□   
牙喉早 虧  虧  □□ 虧  □□ 虧  □□ 虧  虧  

合 其它 □□   ẽ虧 )   癢    
牙喉晚 □□   □□  □□ □□ □□ □□ 
牙喉早 虧  虧  □□ □□ □□ 虧  虧癢  □□ □□ 

答 1 合咸-端 蕃 7 蕃物 7 蕃物 7 蕃 7 蕃 7 蕃 7 蕃物 7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7777    男 7 

納 1 合咸-泥 缸 8 缸物 8 缸物 8 缸 8 缸 8 缸缸缸缸 8888    缸癢缸癢缸癢缸癢 8888    缸虧缸虧缸虧缸虧 8888ㄚ

缸物 8 

缸缸缸缸 8888    

雜 1 合咸-從 男識 8 男識物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ㄚ8ㄚ8ㄚ8ㄚ    

著著著著 8888    

男識 8 男識 8, 

識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識癢識癢識癢識癢 8888    識識識識 8888    著 8 

鴿 1 合咸-見 篩虧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癢癢癢癢 7777    篩篩篩篩 7777    著著著著 7777    

磕 1 盍咸-溪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 虧 7 □□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合

結~ 

1 合咸-匣 裡 7ㄚ 

虧虧虧虧 8888    

8ㄚ8ㄚ8ㄚ8ㄚ    

虧虧虧虧 8888    

8888    裡 8 8 8888    □□ 8888    裡裡裡裡 8888    

盒 1 合咸-匣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 8888    8888    裡 8 8 8888    癢癢癢癢 8888    8888    裡裡裡裡 8888    

眨 2 洽咸-莊 □□ □□ □□ □□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物 7 □□ 蕃著 7 

掐 2 洽咸-溪 篩 7 □□ 篩篩篩篩 7777    □□ 篩 7 蕃 積 7 □□ 篩 7 篩 7 

壓 2 狎咸-影 積 8ㄚ 

8 

物 7 77771111, 

積物 72 

7 7 積 7 物 7 7 7 

狹 2 洽咸-匣 8 物 8 物 8 裡 8 8 虧虧虧虧 8888ㄚ 

虧 8 

物 8 8 裡 8 

峽 2 洽咸-匣 積 8 □□ 8888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ㄚ 物 8 軟 

□□ 8 8 物 8ㄚ 

物 8 

8 裡 8 

洽 2 洽咸-匣 積 8 □□ □□ □□ 積 8 積 8ㄚ 

積 8 

□□ 積 8 □□ 

撒
67 

1 曷山-心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著物 7 蕃著 7 著 7 

                                                      
67

 「撒」字《廣韻》無，《集韻》桑葛切，散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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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1 曷山-見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割 1 曷山-見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渴 1 曷山-溪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 □□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 癢篩 癢篩 癢篩 癢 7777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察 2 黠山-初 蕃著 7 蕃著 物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物 7 蕃著 7 蕃著 7 

瞎 2 轄山-曉 裡 7 裡裡裡裡 7777    □□ 裡 7 裡 7 裡虧 7 裡物 7 裡 7 裡虧 7 

轄 2 轄山-匣 裡 7 裡裡裡裡 7777    □□ 裡裡裡裡虧虧虧虧 7777    裡裡裡裡 7777ㄚ 

裡 7 

積 81, 

裡 72 

裡虧物 7 裡 7 裡虧 7 

泊 1 鐸宕-並 腐腐腐腐 7777ㄚ 

獎 8 

腐腐腐腐 7777    □□ □□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 癢腐 癢腐 癢腐 癢 77771111, 

腐 72 

腐 聰 7 腐聰 8 

諾 1 鐸宕-泥 缸缸缸缸 8888    □□ □□ 缸缸缸缸 8888    缸缸缸缸 8888    缸缸缸缸 8888    缸 8 積 8 缸聰 8 

駱 1 鐸宕-來 給 8 給物 8 給物 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 8 給 8 給聰 8 給聰 8 

索 1 鐸宕-心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虧 7 識識識識 7777    著 7 著 7 著聰 7 著聰 7 

鄂 1 鐸宕-疑 6 8888    □□ 虧 8 8888    8888    8 聰 8 □□ 

剝 2 覺江-幫 腐 7ㄚ 

腐積 7 

腐積物 7 腐積物 7 腐 7ㄚ 

腐積 7 

腐腐腐腐 7777ㄚ 

腐積 7 

腐 7 腐 7 腐聰 7 獎聰 7 

樸 2 覺江-滂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 聰 7 □□ 腐 聰 7 腐 7 腐 7 腐 聰 7 □□ 

駁 2 覺江-幫 腐 7 腐積物 7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 7 腐聰 7 獎聰 7 

角 2 覺江-見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虧 7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 7 篩聰 7 篩聰 7 

確 2 覺江-溪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 虧 7 篩篩篩篩 7777    蕃 詞 7ㄚ 

蕃 積 7ㄚ 

篩 7 

篩 7 篩 聰 7 篩 聰 7 

撥 1 末山-幫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腐腐腐 7777    獎獎獎獎 7777    

鉢 1 末山-幫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 腐 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 7777    腐腐腐腐 7777    獎獎獎獎 7777    

抹 1 末山-明 縣 8 □□ 縣物 8 縣 8 縣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癢縣癢縣癢縣癢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脫 1 末山-透 蕃 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 7ㄚ 

蕃 癢 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 7 蕃 癢積 7 蕃 7 

奪 1 末山-定 男 8 男物 8 男男男男 8888    男 8 男男男男 8888    男男男男 8888    男癢男癢男癢男癢 8888ㄚ 

男 8 

男癢積 8 蕃 8 

闊 1 末山-溪 篩 虧 7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篩 詞ᴇ 7 篩 虧 7 篩 虧 7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篩 虧癢篩 虧癢篩 虧癢篩 虧癢 7777    篩 虧 7 篩 虧 7 

活 1 末山-匣 虧 8 虧物 8 虧物 8 虧 7ㄚ 

虧 8 

虧 7ㄚ 

虧 8 

虧虧虧虧 8888ㄚ 

虧 8 

虧物 8 虧 8 虧 8 

滑 2 黠山-匣 虧 8 虧物 8 虧物 8 虧 8 虧 8 虧虧虧虧 8888    虧物 8ㄚ 

虧物 8 

虧 8 虧 8 

猾 2 黠山-匣 虧 8 虧物 8 虧物 8 虧 8 虧 8 虧虧虧虧 8888    虧物 8 虧 8 虧 8 

郭 1 鐸宕-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物 7 篩虧 7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 7 篩聰 7 篩聰 7 

廓 1 鐸宕-溪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虧 7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 7 篩 聰 7 篩 虧 7 

霍 1 鐸宕-曉 裡 7,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ㄚ 裡虧 7ㄚ 裡裡裡裡 7777, 裡 71, 裡 7 裡聰 7 裡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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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虧 7軟

ẽ ) 

裡詞物 7軟 ẽ

) 

裡詞 7軟

ẽ ) 

裡虧 軟  裡虧 7軟

2 

此層次的一二等韻已無開合之別，基本上是合口韻丟失-u-介音，向開口韻靠

攏；合口一二等除了若干見影系字還保有合口介音-u-之外，表現為此層次的例字

韻讀多已讀同開口韻。此外，開口一二等見影系有少數例字韻讀有-u-介音，常山

「合結~」字的訊息透露具-u-介音的韻讀形式為年代稍早的白讀音。我們觀察到上

述現象似乎僅侷限於咸山攝，咸山攝的咸山一二等合流層次也具有類似現象（請

參照 3.3.2.2 節討論），由此推測這類開口具-u-介音形式的韻讀，可能是「咸山宕江

一二等合流層次」的早期階段，韻讀的主要元音表現為此層次，而仍保留前一個

層次的-u-介音特徵。 

此層次例字偏少，玉山的咸攝、龍游遂昌的江攝以及雲和慶元的宕江兩攝目

前均找不到表現為此層次的例字，此層次顯然並非咸山宕江四攝的主流層次，代

表咸山攝以及宕江攝的主流層次應分別為 3.3.2.2 以及 3.3.2.3 將討論的「咸山合流

層次」和「宕江合流層次」。有鑑於此，開化及廣豐此層次的例字在判別上需多加

注意：開化、廣豐此層次韻讀由於形式上與咸山攝主流層次相同，確定能作為此

層次例字者是宕江攝以及咸山攝開口韻具-u-介音的見影系字，至於廣豐此層次的

合口一二等例字則無法確定，因為[虧 ]同時也是咸山攝一二等合流層次的合口韻讀

以及宕江攝一二等合流層次的韻讀。不過，雖然無法找到確定屬此層次的例字，

廣豐此層次的合口一二等韻讀形式在理論上仍極可能為[虧 ]，只是礙於與其他層次

的韻讀形式相同因此目前無法找到確定的例字做為證據，今將廣豐合口一二等韻

讀欄位上的[虧 ]加上括號來標示。 

表 3-3-6  咸山三四及宕三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咸山宕開合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咸山三四

及宕三合

流層次 

開 積  積  積ᴇ  積  積  積  積癢  積癢  積癢  
合 晚 詞  詞  詞ᴇ  詞  □□ 詞  詞癢  詞  詞癢  

早 積  □□ 積ᴇ  □□ 積  積  積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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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 3 葉咸-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接 3 葉咸-精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涉 3 葉咸-禪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ᴇ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 8 男識 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劫 3 業咸-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ᴇ 7777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7777    篩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葉 3 葉咸-以 積積積積 8ㄚ8ㄚ8ㄚ8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ㄚ8ㄚ8ㄚ8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ᴇ 8ㄚ8ㄚ8ㄚ8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ᴇ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 8 積積積積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貼 4 帖咸-透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ᴇ 7777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蕃 積 7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 7777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 7777    蕃 積 7 

協 4 帖咸-匣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ᴇ 8888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8888    積 8 積積積積 8888    積物 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積 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滅 3 薛山-明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8888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8888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ᴇ 8888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8888    縣積 8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8888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 8888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 8888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 8888    

列 3 薛山-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ᴇ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劣 3 薛山-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給 8 □□ 給 8 給 8ㄚ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撤 3 薛山-徹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蕃 積 7 蕃著 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浙 3 薛山-章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 蕃著 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薛 3 薛山-心 積積積積 7777    詞 7 積積積積ᴇ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積 7 

傑 3 薛山-群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ᴇ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 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男男男男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歇 3 月山-曉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ᴇ 7777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7777    裡積 7 積積積積 7777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跌 4 屑山-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7777    蕃癢 7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ᴇ 7777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 7777    蕃積癢 7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7777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 7777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 7777    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 7777    

節 4 屑山-精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 積 7 

癤 4 屑山-精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ᴇ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 □□ □□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結 4 屑山-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ᴇ 7777    篩篩篩篩積積積積 7777    篩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頁 4 屑山-匣 積積積積 8888    □□ □□ 積積積積 8888    積 8 積積積積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掠 3 藥宕-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物 8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給積 8 給積物 8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給積 8 

略 3 藥宕-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物 8 給積物 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給積 8 給積物 8 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給積癢 8888    給積 8 

著

(附也) 

3 藥宕-澄 男 8ẽ

) 

男 8 蕃 7 軟 

ㄚ男 8軟

ẽ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ㄚ男 8ẽ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軟軟軟軟

ㄚ男 8軟

ẽ ) 

男識 8

軟 

男 積物 8軟  

,男癢 8 軟,

軟 

男 積 0

軟 

,男 積 8

軟  

蕃 積 8軟

ẽ ) 

絕 3 薛山-從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

ㄚㄚㄚㄚ 詞詞詞詞 8888    

男 積聰 8ㄚ 

積聰 8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ㄚ8ㄚ8ㄚ8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詞詞詞 888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雪 3 薛山-心 積積積積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詞詞詞詞ᴇ 7777    詞詞詞詞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ẽẽẽẽ )))),,,,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ẽẽẽẽ ))))    

詞詞詞詞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說 3 薛山-書 詞詞詞詞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詞詞詞詞ᴇ 7777    詞詞詞詞 7777    積積積積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著 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越 3 月山-云 詞詞詞詞 8888    詞癢 8ㄚ 

詞詞詞詞 8888    

詞詞詞詞ᴇ 88881111,,,, 

積積積積ᴇ 88882222    

詞詞詞詞 8888    蜴 8ㄚ 

詞 8 

詞詞詞詞 8,8,8,8,    

積積積積 888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積 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ㄚ 

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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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3 薛山-以 詞詞詞詞 8888    詞詞詞詞 8888    詞詞詞詞ᴇ 8888    詞詞詞詞 8888    蜴 8ㄚ 

詞 8 

詞詞詞詞 888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積 8 詞 8 

決 4 屑山-見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ᴇ 7777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7777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7777    □□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訣 4 屑山-見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ᴇ 7777    □□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7777    □□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缺 4 屑山-溪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ᴇ 7ㄚ7ㄚ7ㄚ7ㄚ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ᴇ 7777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7777

ㄚ篩 7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7777    □□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血 4 屑山-曉 詞詞詞詞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ᴇ 7777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 7777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7777    □□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咸山宕三四等韻有與一二等韻相對應的一組韻讀，本文認為同屬此層次的不

同等第之表現。除了玉山之外，此層次三四等韻咸山攝例字眾多而宕攝例字偏少，

咸山攝此層次的發展顯然比宕攝來得早及快些。合口三等來母字（例如「劣」字）

各點韻母大抵讀為開口三四等韻，今將之視為開口韻字，龍游、雲和、慶元有丟

失-i-介音因而進一步讀同開口一二等韻的現象。 

部分方言點此層次的合口三四等韻有-y-,-i-兩種介音的韻讀形式。經過比較分

析，我們認為這兩類韻讀可能具有早晚期文白讀的關係：-y-介音者為晚期音讀、-i-

介音者為早期音讀，-i-介音者有可能是此層次發展初期處衢地區撮口音不發達的關

係因而調整變讀為-i-的緣故。同樣有調整變讀現象的是玉山的合口三四等韻，玉山

的韻母系統中撮口韻類偏少，在入聲撮口韻僅[詞癢 ][詞 ]的情形下，此層次合口三四

等韻採取的策略是調整為[積 ]，因此產生了此層次開合三四等韻韻讀形式相同的現

象。此外，玉山此層次的發展較其他方言點落後，並且與其說咸山攝快於宕攝，

不如描述成合口韻快於開口韻來得恰當。 

3.3.2.2 咸山合流層次 

咸山合流層次又可細分為「咸山一二等合流層次」以及「咸山三四等合流層

次」兩部份，底下分別討論說明之。 

表 3-3-7  咸山一二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咸山開合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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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山

一二

等合

流層 

開 其他  物  物     物    
牙喉

晚 
□□ □□ □□ □□ □□  物  □□  

牙喉

早 
□□ □□ □□ □□ □□ 虧  虧物  □□ 虧  

合 虧  虧物  虧物  虧  虧  虧  虧物  虧  虧  

塔 1 盍咸-透 蕃蕃蕃蕃 7777    蕃 物蕃 物蕃 物蕃 物 7777    蕃 物蕃 物蕃 物蕃 物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 物蕃 物蕃 物蕃 物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臘 1 盍咸-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蠟 1 盍咸-來 □□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插 2 洽咸-初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甲 2 狎咸-見 蕃 積 7ㄚ 

篩篩篩篩 7777    

蕃 積物 7ㄚ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7777    

篩積物 7ㄚ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物物物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夾 2 洽咸-見 篩篩篩篩 7777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77771111,,,, 

物物物物 88882222    

物物物物 88881111,,,, 

篩篩篩篩物物物物 77772222    

8888    篩篩篩篩 7777    8888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8888    

恰 2 洽咸-溪 篩篩篩篩 7777    □□ □□ 篩 積 7 篩 積 7 蕃 積 7 篩 物篩 物篩 物篩 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洽 2 洽咸-匣 積 8 □□ □□ □□ 積 8 積 8ㄚ 

積 8 

□□ 積 8 □□ 

壓 2 狎咸-影 積 8ㄚ 

8888    

物物物物 7777    71, 

積物 72 

7777    7777    積 7 物物物物 7777    7777    7777    

達 1 曷山-定 男男男男 8888    男物男物男物男物 8888    男 8 男男男男 8888    男 8 男男男男 8888    男物男物男物男物 8888    男男男男 8888    蕃蕃蕃蕃 8888    

捺 1 曷山-泥 缸缸缸缸 8888    □□ □□ 缸缸缸缸 8888    缸缸缸缸 8888    缸 8 缸物缸物缸物缸物 8888    缸缸缸缸 8888    缸缸缸缸 8888    

辣 1 曷山-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給 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擦 1 曷山-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著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喝 1 曷山-曉 裡裡裡裡 7777    裡物裡物裡物裡物 7777    裡物裡物裡物裡物 7777    裡裡裡裡 77771111, 

裡虧 72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物裡物裡物裡物 7777    裡裡裡裡 7777    □□ 

札 2 黠山-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 7777    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殺 2 黠山-生 著著著著 7777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7777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轄 2 轄山-匣 裡 7 裡 7 □□ 裡虧 7 裡 7ㄚ 

裡裡裡裡 7777 

積 81, 

裡裡裡裡 77772222 

裡虧物裡虧物裡虧物裡虧物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虧虧虧虧 7777    

瞎 2 轄山-曉 裡 7 裡 7 □□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裡物裡物裡物裡物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拔 1 末山-並 獎獎獎獎 8888    獎物獎物獎物獎物 8888    獎物獎物獎物獎物 8888    獎獎獎獎 8888    獎獎獎獎 8888    獎獎獎獎 8888    獎物獎物獎物獎物 8888    獎獎獎獎 8888    獎獎獎獎 8888    

抹 1 末山-明 縣縣縣縣 8888    □□ 縣物縣物縣物縣物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 8 縣癢 8 縣 8 縣 8 

奪 1 末山-定 男 8 男物男物男物男物 8888    男 8 男男男男 8888    男 8 男 8 男癢 8ㄚ 

男 8 

男癢積 8 蕃 8 

括 1 末山-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7777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 7 □□ 篩虧物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活 1 末山-匣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 8888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 8888    虧虧虧虧 7ㄚ7ㄚ7ㄚ7ㄚ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 7ㄚ7ㄚ7ㄚ7ㄚ 

虧虧虧虧 8888    

虧 8ㄚ 

虧虧虧虧 8888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8888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 8888    

八 2 黠山-幫 腐腐腐腐 7777    腐物腐物腐物腐物 7777    腐物腐物腐物腐物 7777    獎ã8ㄚ 腐 7 腐 7 腐物腐物腐物腐物 7777    腐腐腐腐 7777    獎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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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腐腐腐 7777    

刮 2 轄山-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7777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7777    篩虧物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ㄚ 

篩 7 

猾 2 黠山-匣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 8888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 8888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 8888    虧 8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8888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 8888    

發 3 月山-非 眼眼眼眼 7777    眼物眼物眼物眼物 7777    眼物眼物眼物眼物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物眼物眼物眼物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罰 3 月山-奉 蜴蜴蜴蜴 8888    蜴物蜴物蜴物蜴物 8888    眼眼眼眼物物物物 8888    眼眼眼眼 8888    蜴蜴蜴蜴 8888    蜴蜴蜴蜴 8888    蜴物蜴物蜴物蜴物 8888    蜴蜴蜴蜴 8888    眼眼眼眼 8888    

襪 3 月山-微 縣縣縣縣 8888    縣物縣物縣物縣物 8888    縣物縣物縣物縣物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物縣物縣物縣物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法 3 乏咸-非 眼眼眼眼 7777    眼物眼物眼物眼物 7777    眼物眼物眼物眼物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物眼物眼物眼物 7777    眼眼眼眼 7777    眼眼眼眼 7777    

乏 3 乏咸-奉 蜴蜴蜴蜴 8888    蜴物蜴物蜴物蜴物 8888    □□ 眼眼眼眼 8888    蜴蜴蜴蜴 8888    蜴蜴蜴蜴 8888    蜴物蜴物蜴物蜴物 8888    蜴蜴蜴蜴 8888    眼眼眼眼 8888    

此層次包括咸山攝一二等字以及合口三等非系字，例字數量頗多，應是咸山

攝一二等的主流層次。開口二等見影系字文讀音有因聲母顎化產生細音韻母的現

象，另，龍游、遂昌、慶元三點開口一二等牙喉音字有白讀音具-u-介音的情形，

此點與「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的現象相同。咸山攝開口一二等牙喉音字白

讀有-u-介音的原因，推測可能是發音部位靠後的牙喉音聲母要接原始具舌位偏前

徵性的咸山攝韻母時所產生的過渡性介音。吳語處衢方言咸山入聲韻攝元音本來

的面貌今已不詳，推測原始的主要特徵應為舌位偏前，元音的原始特徵在咸山攝

持續變化的過程中已經消失，但當初聲韻結合時產生的-u-介音卻在部分方言點的

白讀音當中保留下來，形成開口牙喉音字有-u-介音的情形。 

表 3-3-8  咸山三四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咸山開合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咸山三

四等合

流層 

開 積  積物  積物  積  積  □□ 積物  積  積  
合 晚 詞  □□ □□ 詞  詞  □□ 詞物  □□ 詞  

早 積  □□ □□ 積  積  □□ 積物  積  積  

獵 3 葉咸-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給積ᴇ 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給積癢 8 給積癢 8 給積癢 8 

妾 3 葉咸-清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 蕃 積ᴇ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ㄚ 

積 7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聶 3 葉咸-娘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ȵ積ᴇ 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 8 ȵ積癢 8 積癢 8 ȵ積癢 8 

怯 3 業咸-溪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 □□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7777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7777    □□ 蕃 詞癢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癢 7 

業 3 業咸-疑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ȵ積ᴇ 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 8 ȵ積癢 8 積癢 8 ȵ積癢 8 

脅 3 業咸-曉 積積積積 7777    積 7 □□ 裡積裡積裡積裡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 8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7777    □□ 積癢 7 

蝶 4 帖咸-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8888    男積 8 男積ᴇ 8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8888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8888    男積 8 男積癢 8 男積癢 8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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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 4 帖咸-匣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ㄚ 

8 

男男男男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ㄚ 8 

積ᴇ 7ㄚ 

8 

8 積積積積 8888    8 男 積癢 8, 

物 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篩 7 

積癢 7 

搣(捻) 3 薛山-明 □□ □□ 縣積ᴇ 8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8888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8888    縣積 8 □□ 縣積癢 7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8888    

裂 3 薛山-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給積癢 8 給積癢 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劣 3 薛山-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 8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 8 □□ 給 8 給 8ㄚ 

給積癢 8 

泄 3 薛山-心 積積積積 7777    積 7 □□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 7 積癢 7 積癢 7 積積積積 7777    

撇 4 屑山-滂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腐 積 7 腐 積ᴇ 7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腐 積 7 腐 積癢 7 腐 積癢 7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鐵 4 屑山-透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蕃 積 7 蕃 積ᴇ 7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蕃 積 7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7777    

捏 4 屑山-泥 ȵ詞詞詞詞 8888    缸 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1111

, ȵ 82 

ȵ積積積積 8888    缸 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切 4 屑山-清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 蕃 積ᴇ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鈅 3 月山-疑 積積積積 8888    □□ □□ □□ 積積積積 8888    積 8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 

曰 3 月山-云 詞詞詞詞 8888    蜴 8 □□ 詞詞詞詞 8888    蜴蜴蜴蜴 8888    詞 8 詞物詞物詞物詞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詞詞詞詞 8ㄚ8ㄚ8ㄚ8ㄚ 

積積積積 4444    

越 3 月山-云 詞詞詞詞 8888    詞癢 8ㄚ 

詞 8 

詞ᴇ 81, 

積ᴇ 82 

詞詞詞詞 8888    蜴蜴蜴蜴 8ㄚ8ㄚ8ㄚ8ㄚ    

詞詞詞詞 8888    

積 8, 

詞 8 

詞癢 8 積積積積 8888    詞癢 8ㄚ 

詞詞詞詞 8888    

悅 3 薛山-以 詞詞詞詞 8888    詞 8 □□ 詞詞詞詞 8888    蜴蜴蜴蜴 8ㄚ8ㄚ8ㄚ8ㄚ    

詞詞詞詞 8888    

詞 8 詞癢 8 積積積積 8888    詞詞詞詞 8888    

穴 4 屑山-匣 詞詞詞詞 8888    詞 8 詞ᴇ 8 詞詞詞詞 8888    詞癢 8 □□ 詞癢 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除了開化、廣豐、玉山三點之外，此層次各方言點的例字均偏少，相較之下

「咸山宕三四等合流層次」的例字較多（請參照 3.3.2.1 節討論），可以推測為咸山

宕三四等的主流層次。其中開化與廣豐此層次韻讀形式與鄰近晚期層次（即「咸

山宕三四等合流層次」）韻讀形式相同，由於二者年代相近，我們也可以說開化、

廣豐這兩個層次可能沒有區別。因此，玉山成為此層次唯一例字較多的方言點。

仔細觀察之，玉山咸山攝開口三四等此層次的例字數量的確較「咸山宕三四等合

流層次」的例字多，不過其合口三四等在兩層次的例字數量則差不多，由此來看

玉山咸山攝開口三四等的層次發展速度較合口三四等慢些，整體而言玉山方言咸

山攝三四等的層次發展較其他方言點落後一些。 

此層次合口三四等的韻讀形式有兩類，與「咸山宕合口三四等合流層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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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具-y-介音者為晚期韻讀、具-i-介音者為早期韻讀，-i-介音者可能是早期處衢地

區撮口音不發達的關係因而調整變讀為-i-。此外玉山此層次合口喻母字的晚期文讀

音有-y-介音消失、轉為唇齒濁擦音[v]的現象；開化的三四等泥母字則有變體[詞 ]

韻。 

3.3.2.3 宕江合流層次 

和咸山攝類似，宕江合流層次可以依等第的不同細分為「一二等合流層次」

以及「三四等合流層次」。但由於江攝無三四等韻、宕攝亦無四等韻，因此我們將

「三四等合流層次」的名稱修正為「宕攝三等韻層次」。 

表 3-3-9  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宕江開合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宕江一二等

合流層次 

開  物  物  虧  

 

□□  

虧  

 聰  聰  

合  □□ 虧物  虧  虧     聰  聰  

 虧  

薄 1 鐸宕-並 獎獎獎獎 8888ㄚ 

獎積 8ẽ物.) 

獎物獎物獎物獎物 8888軟軟軟軟 , 

獎積物 8ẽ物.) 

獎積物 8 

ẽ物.) 

獎積癢6軟  

,獎積 8ẽ物.) 

獎聰6, 

獎積 8 

獎獎獎獎 8888    獎獎獎獎 8888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 8888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6,6,6,6,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8888ẽ物.)ẽ物.)ẽ物.)ẽ物.)    

博 1 鐸宕-幫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聰聰聰聰 7777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7777    

膜 1 鐸宕-明 縣縣縣縣 8888    縣積物 8 縣聰 81 

,縣積ã4

軟2 

縣縣縣縣 8888    縣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7777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7777    

託 1 鐸宕-定 □□ □□ □□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7777    蕃 7 蕃蕃蕃蕃 7777    □□ 蕃 聰蕃 聰蕃 聰蕃 聰 7777    蕃 聰蕃 聰蕃 聰蕃 聰 7777    

落 1 鐸宕-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 8888    給 8ㄚ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 8888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8888    給 8 給 8ㄚ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烙 1 鐸宕-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 8888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 8888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8888    給 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樂快~ 1 鐸宕-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 8888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 8888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8888    給 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索 1 鐸宕-心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著 7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7777    識 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 7777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 7777    

各 1 鐸宕-見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 7777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 7777    

惡不善 1 鐸宕-影 7777    7 7 虧虧虧虧 7777    7 虧虧虧虧 7777    7777    聰聰聰聰 7777    □□□□□□□□    

鶴 1 鐸宕-匣 8888    8 □□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8888    8 8888    8888    聰聰聰聰 8888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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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 2 覺江-幫 腐腐腐腐 7777ㄚ 

腐積 7 

腐積物 7 腐積物 7 腐腐腐腐 7777ㄚ 

腐積 7 

腐 7ㄚ 

腐積 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聰聰聰聰 7777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7777    

雹 2 覺江-並 獎獎獎獎 8888    □□ 獎物獎物獎物獎物 8888    獎積 8 獎積 8 獎獎獎獎 6666    獎獎獎獎 8888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8888    腐腐腐腐聰聰聰聰 8888    

琢 2 覺江-知 蕃 積 7 □□ □□ □□ 蕃 積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蕃著聰 7

ㄚ蕃積聰 7 

男積聰 7 

鐲 2 覺江-澄 男 積 8 男識 8 男 8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8888    男 積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 積

8 

男 積聰

8 

蕃 積聰 8 

朔 2 覺江-生 積 7 □□ □□ □□ 積 7 □□ □□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7777ㄚ 

積聰 7 

積聰 7 

角 2 覺江-見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 7777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 7777    

覺 2 覺江-見 蕃 積 7 蕃 積物 7 篩積物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 7 蕃 積 7 篩篩篩篩 7777    □□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7777    

樂音~ 2 覺江-疑 積積積積 8ㄚ8ㄚ8ㄚ8ㄚ 

l積 8ㄚ 

給給給給 8888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8888    虧虧虧虧 8888    8 積 8 給給給給 8888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8888    聰聰聰聰 8888    

學 2 覺江-匣 積 8ㄚ 

8888    

積物 8ㄚ 

8 

積物 8ㄚ 

8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8888    8 積 8ㄚ 

虧虧虧虧 8888    

8888    聰聰聰聰 8888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8888    

郭 1 鐸宕-見 篩虧 7 篩虧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物物物物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 7777    篩篩篩篩聰聰聰聰 7777    

霍 1 鐸宕-曉 裡裡裡裡 7777, 

裡虧 7軟

ẽ ) 

裡 7 裡 7ㄚ 

裡詞物 7軟

ẽ )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ㄚ 

裡詞 7軟

ẽ ) 

裡 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軟軟軟軟  

裡裡裡裡 77771111,,,, 

裡裡裡裡虧虧虧虧 7777軟軟軟軟

2222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聰聰聰聰 7777    裡裡裡裡聰聰聰聰 7777    

藿 1 鐸宕-曉 裡裡裡裡 7777    □□ □□ □□ □□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7777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7777    

鑊鼎鑊 1 鐸宕-匣 詞 8 積 8 詞物 8 □□ 8 虧虧虧虧 8888    8888    聰聰聰聰 8888    □□ 

此層次的一二等韻讀具有 1.合口韻漸往開合無別的方向發展，部分方言點合

口一二等韻讀已與開口韻相同。另，廣豐的幫系字會吸收掉韻母的-u-成分；龍游

的開口一二等韻讀遇到零聲母時會在開頭出現[u]音，例如「惡」「學白」等字。 

表 3-3-10  宕攝三等韻層次韻讀對應表 

宕開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宕攝三等韻層

次 

積  積物  積物  積  積  積  積物  積  積  

□□ 物  □□ □□ □□ 

 

 

 

聰  

物  

聰  

 

縛 3 藥宕-奉 獎積 8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物物物物 8888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物物物物 8888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8888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8888    獎獎獎獎 8888    獎獎獎獎 8888    獎獎獎獎聰聰聰聰 8888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8888    

略 3 藥宕-來 給積 8 給積物給積物給積物給積物 8888    給積物給積物給積物給積物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物物物物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癢癢癢癢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著 3 藥宕-知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ㄚ 

蕃 7軟  

蕃 7 蕃 7 

ẽ ) 

蕃 7ẽ ) 蕃 7ẽ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ẽẽẽẽ )))) 

蕃癢 7ẽ ) 蕃物 7ẽ ) 積積積積 7777ㄚ 

男 7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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鵲 3 藥宕-清 蕃 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ㄚ7ㄚ7ㄚ7ㄚ 

積積積積 7777    

綽 3 藥宕-昌 □□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7777    □□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弱 3 藥宕-日 ȵ積 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識識識識 888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若 3 藥宕-日 積 8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8888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識識識識 888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ẽẽẽẽ

))))    

,,,,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ẽẽẽẽ

))))    

缸物缸物缸物缸物 8ㄚ8ㄚ8ㄚ8ㄚ 

積積積積 8888    

缸缸缸缸 88881111,,,, 

ȵ積積積積 88882222    

勺 3 藥宕-禪 積 8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8888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識識識識 8888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腳 3 藥宕-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7777    篩 7

軟 ẽ

)ㄚ 

篩積物篩積物篩積物篩積物 7777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7777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卻 3 藥宕-溪 蕃 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7777    □□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7777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虐 3 藥宕-疑 ȵ積 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約 3 藥宕-影 積 7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7777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藥 3 藥宕-以 積 8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ȵ積積積積 7ㄚ7ㄚ7ㄚ7ㄚ    

積積積積 7ㄚ7ㄚ7ㄚ7ㄚ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物物物物 8888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8888    

此層次的三等韻除了開化以外例字均頗多，開化例字偏少的原因可能是被晚

期鄰近層次「咸山宕三四等合流層」競爭後壓縮的緣故；廣豐此層次與鄰近較晚

層次（即咸山宕開口三四等合流層）的韻讀形式相同，可以說廣豐方言的這兩個

層次沒有分別。部分方言點幫知章系具有-i-介音消失的現象，是一種後起的文讀音，

雲和、慶元的三等幫系字甚至讀同一二等韻。 

3.3.3 深臻攝及曾梗攝 

3.3.3.1（深）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 

表 3-3-11  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臻曾梗開合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臻曾梗 開       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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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等

合流層 

合 晚       癢    
早 虧  虧  □□ 虧  虧  虧  虧癢  虧  虧  

瑟 2 櫛臻-生 著著著著 7777    □□ □□ □□ □□ 著著著著 7777    積 7 著癢積 7 □□ 

蝨 2 櫛臻-生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著物 7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積虧 7 著癢積 7 著著著著 7777    

北 1 德曾-幫 腐腐腐腐 7777    腐聰 7 腐聰 7 腐腐腐腐 7777    腐聰 7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物 7 獎獎獎獎 7777    

默 1 德曾-明 縣 81, 

縣縣縣縣 88882222 

縣聰 8 縣聰 8 縣縣縣縣 8888ㄚ 

縣積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 8 縣物 8 縣縣縣縣 8888    

德 1 德曾-端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癢癢癢癢 7777    蕃物 7 男男男男 7777    

勒 1 德曾-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癢癢癢癢 8888    給物 8 給給給給 8888    

則 1 德曾-精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癢癢癢癢 7777    蕃著物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賊 1 德曾-從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ㄚ8ㄚ8ㄚ8ㄚ    

識識識識 8888    

識識識識 8888    著著著著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識識識識 8888    識識識識 8888    識識識識癢癢癢癢 8888    識物 8 著著著著 8888    

刻 1 德曾-溪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癢癢癢癢 7777    篩 物 7 篩篩篩篩 7777    

黑 1 德曾-曉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癢裡癢裡癢裡癢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裡裡裡裡 7777    

迫 2 陌梗-幫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 物 7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 積物 7 腐物 7 獎 7 

拍 2 陌梗-滂 腐 7 腐 物 7 腐 物 7 腐腐腐腐 7777    □□ 腐腐腐腐 7777    腐 癢腐 癢腐 癢腐 癢 7777    腐 聰 71, 

腐 物 72 

腐 聰 7ㄚ 

腐 物 7 

宅 2 陌梗-澄 男識 8 男識 8 男識物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識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癢癢癢癢 8888    男識物 8 蕃著 8ㄚ 

蕃 8 

窄 2 陌梗-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5 □□ □□ 蕃著 7 

責 2 麥梗-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物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蕃著物 7 蕃著 7 

革 2 麥梗-見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癢癢癢癢 7777    篩物 7 篩 7 

額 2 陌梗-疑 8888    88881111,

ȵ積 82 

物 8 8888    8 8888    癢癢癢癢 8888    物 8 8 

核 2 麥梗-匣 裡裡裡裡 7ㄚ7ㄚ7ㄚ7ㄚ    

8888軟軟軟軟

ㄚ虧 8 

8888    物 8軟 , 

8軟  

裡裡裡裡 8888    

軟軟軟軟 ,軟,軟,軟,軟     

8888軟軟軟軟     

8軟  

8888軟軟軟軟     

,,,, 8888軟軟軟軟

ㄚ虧 8 軟 

癢癢癢癢 8888    虧 8 裡 8 

勃 1 沒臻-並 獎獎獎獎 8888    □□ □□ 獎獎獎獎 8888    獎獎獎獎 8888    獎 8 獎獎獎獎癢癢癢癢 8888    獎獎獎獎 8888    腐腐腐腐 8888    

沒 1 沒臻-明 縣 81, 

縣縣縣縣 88882222 

縣縣縣縣 8888    縣聰 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 7 

縣癢縣癢縣癢縣癢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突 1 沒臻-定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8888    男男男男 8888    男男男男 8888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8888    男聰 8 男男男男 8888    □□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8888    蕃蕃蕃蕃 8888    

卒 1 沒臻-精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7777    蕃著聰 7 蕃著聰 7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8888    蕃 積聰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7 蕃著癢積 7 蕃著 7 

猝 1 沒臻-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ㄚ7ㄚ7ㄚ7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 7777    

□□ □□ □□ 蕃著 聰 7 □□ 蕃著 7 □□ □□ 

骨 1 沒臻-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ㄚ 

篩 7 

篩 7 篩虧æ1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積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癢癢癢癢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窟 1 沒臻-溪 □□ 篩 聰 7 □□ 篩 虧 7ㄚ 篩 7ㄚ 篩篩篩篩 7777    篩 虧 7軟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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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ẽẽẽẽ

))))    

篩 積 7 ẽ ), 

篩 虧癢篩 虧癢篩 虧癢篩 虧癢 7777軟軟軟軟

    

忽 1 沒臻-曉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裡聰 7 裡虧 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裡虧 7 裡虧癢裡虧癢裡虧癢裡虧癢 777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7777    

國 1 德曾-見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聰 7 篩聰 7 篩虧 7 篩聰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癢篩虧癢篩虧癢篩虧癢 7777    篩虧物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或 1 德曾-匣 虧虧虧虧 8888    聰 8 聰 8 虧虧虧虧 8888    聰 8 虧虧虧虧 8888    虧 8 虧物 8 虧 8 

獲 2 麥梗-匣 8,8,8,8, 

u 8888    

聰 8 虧物 8 虧虧虧虧 8888    8 虧虧虧虧 8888    虧 8 虧物 8 虧 8 

劃 2 麥梗-匣 虧虧虧虧 8888    虧物 8ㄚ 

虧 8 

虧物 8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 8888    虧虧虧虧 8888    虧物 8 虧物 8 虧 8 

目 3 屋通-明 縣 8 縣聰 81, 

縣物 82 

縣聰4ㄚ 

縣聰 8 

縣 8 縣聰 8 縣 8 縣 8 □□ 縣縣縣縣 88881111, 

縣虧 82, 

縣聰23 

穆 3 屋通-明 縣 8 縣縣縣縣 8888    縣聰 8 縣 8 縣聰 8 縣 8 縣 8 縣 虧 8 縣虧 8 

粟 3 燭通-心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虧 7 著 7 著 7 著 7 積聰 7 著著著著 7777ㄚ 

積聰 7 

此層次主要分佈在臻曾梗開合一二等韻當中，另也有少數通攝三等韻字表現

為此層次。合口韻唇音字的韻讀表現與開口韻相同，顯然是受到唇音聲母的影響

所致。另，在合口韻中非唇音字也有部分讀同開口韻的現象，由「猝」字的文白

異讀訊息看來，讀同開口韻者為丟失-u-介音的後起文讀音，推測此層次正逐漸往

開合無別的方向邁進。云和此層次開口韻的例字非常少，幸好合口韻讀尚有若干

例字，可支持云和此層次韻讀形式的確認。 

3.3.3.2 深臻曾梗三四等相近層次 

表 3-3-12  深臻曾梗三四等相近層次韻讀對應表 

深臻曾梗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曾梗

三四等相

近層 

開  , 

 

   □□ 癢    

□□ 積  積ᴇ  積  積  □□ 積癢  積癢  積癢  
合 詞  

 

詞  

 

積聰  

 

詞  

 

積聰  

 

□□ 詞  

□□ 

詞癢積  

 

詞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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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3 緝深-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虧 8 給 8 給給給給 8888    給癢 7 給 8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77771111,,,,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 88882222    

給給給給 7,7,7,7,    

給給給給 8888    

給 81, 

給給給給 88882222    

澀 3 緝深-生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7 □□ 積積積積 7777    著 7 著物 7 著癢積 7 著 7 

汁 3 緝深-章 蕃 詞 7 蕃著 7 蕃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7 蕃 積癢5, 

蕃 詞癢 7 

蕃著癢積 7 蕃著 7 

十 3 緝深-禪 詞 8 識 8 8 著著著著 8888    識識識識 8888    識 8 詞癢 8 詞癢積 8 著 8 

濕 3 緝深-書 積癢 7 □□ □□ 著著著著 77771111,,,, 

積積積積 77772222    

著癢 7ㄚ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積 7 著癢積 7 著 7, 

蕃 積 7 

褶 3 緝深-邪 □□ 蕃 積 7 □□ □□ □□ □□ □□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蕃蕃蕃蕃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7777    

給 3 緝深-見 蕃 積癢 7 蕃 積 7 篩積ᴇ 7 篩積癢 7 篩積癢 7 蕃 積 7 □□ 蕃 積 7 蕃 積 7 

筆 3 質臻-幫 腐積癢 7ㄚ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 7 腐癢 7 腐癢 7 腐積 7 腐積 7 腐積 7 獎積 7 

匹 3 質臻-滂 腐 積癢 7 腐 積 7 腐 積ᴇ 7 腐 癢 7 腐 癢 7 腐 積癢5, 

腐 積 7 

腐 積 7 腐 積 7 □□ 

弼 3 質臻-並 獎積癢 8 □□ □□ □□ 獎癢 8 □□ 獎積 8 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 8888    腐積 8 

密 3 質臻-明 縣積癢 8 縣癢 8ㄚ 

縣縣縣縣 8888 

縣積ᴇ 8ㄚ 

縣物 8 

縣癢 8 縣癢 8ㄚ

縣縣縣縣 8888 

縣積 8 縣積 8 縣積 8 縣積 8ㄚ 

縣積 8 

秩 3 質臻-澄 男 詞 8 男識癢 8 男 積ᴇ 8 男識癢 8 男識癢 8 男識 8 男 積 8 男識癢積 8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 8888    

七 3 質臻-清 蕃 積癢 7 蕃著 癢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癢 7 蕃著 癢 7 蕃 積 7 蕃 積 7 蕃著 癢積 7 蕃 積 7 

日 3 質臻-日 缸缸缸缸 8888    識癢 8軟

ㄚ缸缸缸缸 7777

軟軟軟軟ㄚㄚㄚㄚ缸缸缸缸 8888

軟軟軟軟 

積ᴇ 8ㄚ 

給給給給 8888

軟軟軟軟ㄚㄚㄚㄚ缸缸缸缸 7777

軟軟軟軟ㄚㄚㄚㄚ    

缸缸缸缸 8888軟軟軟軟  

積癢 8軟 ㄚ 

缸缸缸缸 7777

軟軟軟軟ㄚㄚㄚㄚ缸缸缸缸 8888 

識癢 8軟

ㄚㄚㄚㄚ缸缸缸缸 7777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ㄚㄚㄚㄚ 

缸缸缸缸 8888

軟軟軟軟 

識 8軟

,缸癢積5

軟, 

缸 8

軟 

ȵ積 8軟 , 

缸癢缸癢缸癢缸癢 8888軟軟軟軟  

積 8軟 ㄚ 

男物 8 

ȵ積 8ㄚ 

缸缸缸缸 8888 

吃 3 迄臻-見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篩 積ᴇ 7 篩 積癢 71, 

篩 詞 72 

篩 積癢 7 蕃 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癢癢癢癢 7777    蕃 積 7 蕃 積 7 

乞 3 迄臻-溪 蕃 積癢 7 □□ □□ 篩 積癢 7 篩 積癢 7 蕃 積 7 蕃 積 7ẽ

), 

篩 物 7ẽ ) 

蕃 積 7ẽ

),篩 物5

ẽ , ) 

蕃 積 7軟

ㄚ篩篩篩篩 5555ẽẽẽẽ ,,,,

)))) 

側 3 職曾-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ㄚ7ㄚ7ㄚ7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ㄚ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蕃著癢 7777    蕃著 物 7ㄚ 

蕃著物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測 3 職曾-初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物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癢積 7

ㄚ蕃著 物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色 3 職曾-生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物 7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著 7 著 7 著物 7 著著著著 7777    

嗇 3 職曾-生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 □□ 積積積積 7777    著 7 著 7 著物 7 □□ 

翼 3 職曾-以 積癢 8 積癢 8ㄚ 詞ᴇ 8ẽ 積6ẽ )1, 積癢 8ㄚ 積 8 積 8 積 8 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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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積積積 7777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ㄚ 積積積積ᴇ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積癢 8

軟ẽ )2 

積積積積 8888ẽẽẽẽ

))))ㄚㄚㄚㄚ 積積積積

7777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僻 3 昔梗-滂 腐 積癢 7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腐 積ᴇ 7 腐 癢 7 腐 癢 7 腐 積 7 腐 積 7 腐 積 7 腐 積 7 

擲 3 昔梗-澄 □□ 男識癢 8 □□ □□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 男 積 8 □□ □□ 

炙 3 昔梗-章 蕃 積癢 7 □□ 蕃著物 7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 □□ □□ 蕃 積 7 

赤 3 昔梗-昌 蕃 積癢 7 蕃著 癢 7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 積ᴇ 7

1,蕃著 物

7ẽ , )2 

蕃著 癢 7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ẽẽẽẽ )))) 

蕃著 癢 7ㄚ 

蕃著 7 

蕃著 7 □□ 蕃 積 7 蕃 積 7 

逆 3 陌梗-疑 ȵ積癢 8 缸癢 8 ȵ積ᴇ 8 缸癢 8 給癢 8 ȵ積 8 ȵ積 8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 8888    ȵ積 8 

劈 4 錫梗-滂 腐 積癢 7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 腐 癢 7 腐 癢 7ㄚ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腐 積 7 腐 積癢腐 積癢腐 積癢腐 積癢 7777    腐 積癢腐 積癢腐 積癢腐 積癢 7777    腐 積 7 

激 4 錫梗-見 蕃 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篩積ᴇ 7 篩積e 7 篩積e 7 蕃 積 7 蕃 積 7 蕃 積 7 蕃 積 7 

物 3 物臻-微 蜴蜴蜴蜴 8888    蜴蜴蜴蜴 8888    眼聰 8 眼虧 8 蜴聰 8 蜴 8 蜴 8 縣癢積 8ㄚ 

縣縣縣縣 8888 

眼 8ㄚ 

縣縣縣縣 6666 

佛 3 物臻-奉 蜴蜴蜴蜴 8888    蜴蜴蜴蜴 8888    眼眼眼眼 8888    眼眼眼眼 8888    蜴蜴蜴蜴 8888    蜴 8 蜴 8 蜴癢積 8 眼 8 

蟀 3 術臻-生 詞詞詞詞 7777    著 7 7 詞詞詞詞 7777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詞 7 詞詞詞詞 7777    著癢積 7ㄚ 

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 7777 

蕃著 7,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出 3 術臻-昌 蕃 詞癢

7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著 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ᴇ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ㄚ蕃 積 7 

蕃 詞

7 

蕃 詞癢 7 蕃 詞 7 蕃 詞

7ㄚ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術 3 術臻-船 詞癢 8 詞癢 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詞 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詞 8 詞詞詞詞 8888    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 8888    詞 8 

屈 3 物臻-溪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篩 7 篩 詞 7 篩 積聰篩 積聰篩 積聰篩 積聰 7777    蕃 詞

7,篩 虧

7 

蕃 詞癢 7 蕃 詞 7 蕃 詞

7ㄚ篩 虧

7 

由於常山方言的臻攝與曾梗攝韻讀表現稍有不同，因此將此層次定名為「深

臻曾梗三四等相近層次」。此層次的開口韻讀有兩類，分別是-i-介音的有無，無-i-

介音者多出現在來母以及幫莊章系字當中，但並沒有與有-i-介音者形成互補的條件

分佈。本文推測這兩類韻讀大概有先後關係：此層次原先的開口韻讀形式有-i-介音

（與之對應的合口韻讀形式為-y-介音），後來往丟失-i-介音的方向變化，聲母的特

性多少會影響這類變化的速度快慢，幫莊章來等系聲母是助長變化的環境條件。 

江山的[積ᴇ ]同時是「深臻曾梗咸山宕開口三四等合流層」的韻讀表現（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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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3.3.1.1 討論），由於此層次並非深臻曾梗三四等的主流層次，因此我們將大部分

的[積ᴇ ]例字視為「深臻曾梗咸山宕開口三四等合流層次」的表現；而表「魚鰓」義

的「翼」字由於常山、江山、玉山三點白讀資料形成一組較堅實可信的同源詞彙，

加上江山方言入聲韻母缺乏[i ]韻的現象，致使我們推測江山此層次的早期開口韻

讀表現為[積ᴇ ]，能夠確定的例字目前只有「翼」的白讀音一字。 

3.3.3.3 深臻合流層次 

表 3-3-13  深臻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深臻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深臻合流層次 詞    詞  詞癢  虧  詞癢  詞癢積  虧  

澀 3 緝深-生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7777    □□ 積 7 著 7 著物 7 著癢積 7 著 7 

汁 3 緝深-章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7 蕃 積癢5,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蕃著癢積 7 蕃著 7 

十 3 緝深-禪 詞詞詞詞 8888    識識識識 8888    8888    著 8 識 8 識 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 8888    著 8 

拾 3 緝深-禪 積癢 8 □□ □□ 著癢 8 □□ 識 8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 8888    積 8 

什 3 緝深-禪 詞癢 8 □□ □□ □□ □□ □□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8888    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 8888    著 8 

蝨 2 櫛臻-生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著物 7 著 7 著 7 著 7 積虧 7 著癢積 7 著 7 

筆 3 質臻-幫 腐積癢 7ㄚ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癢 7 腐癢 7 腐積 7 腐積 7 腐積 7 獎積 7 

密 3 質臻-明 縣積癢 8 縣癢 8ㄚ 

縣縣縣縣 8888 

縣積ᴇ 8ㄚ 

縣物 8 

縣癢 8 縣癢 8ㄚ

縣 8 

縣積 8 縣積 8 縣積 8 縣積 8ㄚ 

縣積 8 

姪 3 質臻-澄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    男識 2軟

ㄚ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男男男男 8888    男識癢 8 男識癢 8 男識 8 男 積 8 男識癢積 8 蕃 積 8 

秩 3 質臻-澄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    男識癢 8 男 積ᴇ 8 男識癢 8 男識癢 8 男識 8 男 積 8 男識癢積 8 蕃積癢 8 

悉 3 質臻-心 積癢 7 □□ □□ □□ 著癢 7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 7777    

積 7 積 7 積 7 蕃 積 7 

膝 3 質臻-心 詞詞詞詞 7777    □□ □□ □□ 詞詞詞詞癢癢癢癢 7777    積 7 積 7 蕃著 癢積 7 □□ 

實 3 質臻-禪 積癢 8ㄚ

詞詞詞詞 8888 

識癢 8ㄚ 

識識識識 8888    

積ᴇ 8ㄚ 

8888    

著癢 8 識癢 8ㄚ 

積 8 

識 8 積 8 識癢積 8 積 8 

吃 3 迄臻-見 蕃 積癢 7 蕃 積癢 7 篩 積ᴇ 7 篩 積癢 7軟

ẽ )1, 

篩 積癢 7 蕃 積 7 蕃 積癢 7 蕃 積 7 蕃 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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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7777

軟軟軟軟 2222 

骨 1 沒臻-見 篩虧 7 篩虧 7ㄚ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虧æ1ㄚ 

篩虧 7 

篩積 7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7777    篩虧癢 7 篩虧 7 篩虧 7 

蟀 3 術臻-生 詞 7 著著著著 7777    7777    詞 7 積聰 7 詞 7 詞 7 著癢積 7ㄚ 

詞癢積 7 

蕃著 7, 

詞癢 7 

出 3 術臻-昌 蕃 詞癢

7ㄚ 

蕃 詞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 詞ᴇ 7 蕃 詞

7 

蕃 積聰 7

ㄚ蕃 積 7 

蕃 詞

7 

蕃 詞癢

7 

蕃 詞 7 蕃 詞

7ㄚ 

蕃 詞癢 7 

屈 3 物臻-溪 蕃 詞 7 蕃 詞 7 篩篩篩篩 7777    篩 詞 7 篩 積聰 7 蕃 詞

7,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蕃 詞癢

7 

蕃 詞 7 蕃 詞

7ㄚ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掘 3 物臻-群 □□ 蕃 詞 7 □□ 篩 詞 7 □□ 男 詞

8ㄚ 

虧虧虧虧 8888    

男 詞癢

8 

男 詞癢積

8 

蕃 詞 8

ㄚ篩 8 

比「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和「深臻曾梗三四等相近層次」早一個年代階

段的是此節討論的「深臻合流層次」以及下節將討論的「曾梗合流層次」。由於已

屬處衢方言入聲韻攝相對早期的音韻層次，因此此層次的例字並不多。從這一小

批涵蓋深臻開合三等以及臻攝合一開二等的例字來看，此層次具有 1.開合無別，

2.等第無別的特色。其中，開化、廣豐、雲和三點的韻讀形式與「深臻曾梗三四等

相近層次」的合口三等韻讀形式相同，因此合口三等韻的例字無法明確斷定屬哪

個層次，也可以說這兩個鄰近層次在開化、廣豐、雲和三地的臻攝合口三等韻當

中沒有區別。此外，玉山、遂昌此層次韻讀形式與「臻曾梗通山合口三等合流層

次」相同（請參照 3.3.1.3 討論），由於「臻曾梗通山合口三等合流層次」是較晚期

的優勢層次，因此將玉山遂昌合口三等韻[詞癢 ]例字歸屬「臻曾梗通山合口三等合流

層次」而非此層次。此層次韻讀形式的確認乃依賴深臻攝開口三等讀[詞癢 ]的例字。 

3.3.3.4 曾梗合流層次 

表 3-3-14  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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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梗開合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曾梗合流

層次 

開  物  物  □□  □□ 物  物   

合 □□ 虧物  虧物  □□  □□ 虧物  虧物  虧  

忒 1 德曾-透 蕃 7, 

蕃蕃蕃蕃 7777 

蕃 7 蕃 7 蕃 7 蕃 7 蕃 積 71, 

蕃 72 

蕃 癢 7 蕃 物 7 蕃 7 

塞 1 德曾-心 著 7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7777ㄚ 

著 7 

著著著著物物物物 7777    著 7 著 7 著 7 著癢 7 蕃著 癢積 7ẽ缸.)

,著著著著物物物物 7777ẽ蜴.)ẽ蜴.)ẽ蜴.)ẽ蜴.) 

著 7 

百 2 陌梗-幫 腐 7 腐 7 腐物腐物腐物腐物 777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積物 7 腐腐腐腐物物物物 7777    獎獎獎獎 7777    

摘 2 麥梗-知 蕃著 7ㄚ 

蕃積癢 7 

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 7777ㄚ 

蕃著 7 

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 7777    蕃著 7 蕃癢 7 蕃著 7ㄚ 

蕃 7 

蕃著物 7軟  

,蕃積 7ẽ ) 

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ㄚ 

男積 7 

擇 2 陌梗-澄 男識 8ㄚ 

男男男男 8888 

男識 8 男識物男識物男識物男識物 8ㄚ8ㄚ8ㄚ8ㄚ 

男物男物男物男物 8888    

男識 8ㄚ 

男虧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ㄚ8ㄚ8ㄚ8ㄚ 

男男男男 8888    

男識 8 男識癢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物物物物 8888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8888    

策 2 麥梗-初 蕃著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物物物物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物物物物 7777    蕃著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7 蕃 積物 7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隔 2 麥梗-見 篩 7 篩 7 篩篩篩篩物物物物 7777    篩 7 篩篩篩篩 7777    篩 7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7777    篩物篩物篩物篩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核 2 麥梗-匣 裡 7ㄚ 

8軟

ㄚ虧 8 

8 物物物物 8888軟軟軟軟 ,,,, 

8軟  

裡 8 

軟 ,軟  

8軟  

8888軟軟軟軟     

8軟  

, 8軟

ㄚ虧 8

軟 

癢 8 虧 8 裡裡裡裡 8888    

或 1 德曾-匣 虧 8 聰 8 聰 8 虧 8  聰 8 虧 8 虧 8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8888    虧 8 

獲 2 麥梗-匣 8, 

u 8 

聰 8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8888    虧 8 8888    虧 8 虧 8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8888    虧虧虧虧 8888    

劃 2 麥梗-匣 虧 8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 8888ㄚ 

虧 8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 8888    虧 8 虧 8 虧 8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 8888    虧虧虧虧物物物物 8888    虧虧虧虧 8888    

表 3-3-15  曾梗三四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曾梗開合三四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曾梗合

流層次 

開 □□ 物  物  □□  □□ □□ 物  □□ 
合 □□ □□ □□ □□ 積聰  □□ 積虧  詞癢積  詞  

測 3 職曾-初 蕃著 7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7 

蕃著 癢積 7

ㄚ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 

蕃著 7 

色 3 職曾-生 著 7 著 7 著著著著物物物物 7777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著 7 著著著著物物物物 7777    著 7 

炙 3 昔梗-章 蕃 積癢 7 □□ 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蕃著物 7777    □□ 蕃著 7 □□ □□ □□ 蕃 積 7 

赤 3 昔梗-昌 蕃 積癢 7 蕃著 癢 7ㄚ 

蕃著 7 

蕃 積ᴇ 71, 

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蕃著 物 7777ẽẽẽẽ )2)2)2)2    

蕃著 癢 7ㄚ 

蕃著 7ẽ ) 

蕃著 癢 7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7 □□ 蕃 積 7 蕃 積 7 

滴 4 錫梗-端 蕃積癢 7 蕃癢 7 蕃蕃蕃蕃物物物物 7777    蕃癢 7 蕃癢 7 蕃積 7 蕃積 7 蕃積 7 男積 7 

域 3 職曾-云 詞癢 8 詞癢 8 □□ 詞 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詞 8 詞癢 8 詞 8 詞詞詞詞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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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3 昔梗-以 詞癢 8 詞癢 8 詞ᴇ 8 詞 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詞 8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8888    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 8888    詞詞詞詞 8888    

疫 3 昔梗-以 □□ 詞癢 8 詞ᴇ 8 詞 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詞 8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8888    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詞癢積 8888    詞詞詞詞 8888    

與同年代的「深臻合流層次」相比，「曾梗合流層次」的特徵為：1.元音舌位

較低，2.基本上有開合以及等第之別。此層次三四等例字數量較一二等為少，乍看

之下開口三四等韻讀形式與開口一二等相同。但我們需注意這些開口三四等例字

均屬端章莊等舌音及齒音字，並無唇音及牙音字，目前也暫時找不到表現為此層

次的唇音牙音字。本文基於此層次合口韻有等第之別的理由，合理懷疑此層次的

開口韻應亦有等第之別，其中三四等的舌音齒音字由於聲母條件的影響，韻讀形

式與一二等相同。 

3.3.4 通攝 

由韻攝合併的方向來看，通攝一向與深臻曾梗各攝關係較近、而與咸山宕江

各攝關係較遠，無論陽聲韻與入聲韻皆然。我們在 3.3.1.3 節討論臻曾梗通合口三

等韻合流層次，在 3.3.3.1 節討論了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這兩個層次中均出現

少許通攝三等韻字，代表通攝三等韻當中具有這兩個跨韻攝合流且時代偏晚的層

次韻讀。除了上述通三與深臻曾梗合流的兩個層次以外，通攝中古音時代以後的

層次表現還有下列兩個層次：「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以及「通攝一三等有別層次」，

我們將於 3.3.4.1 節以及 3.3.4.2 節分別討論之。 

3.3.4.1 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 

表 3-3-16  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通一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通一三

等合流

層次 

一  聰  聰  虧  

 

聰    虧  

積  

虧  

三 晚  聰  聰  虧  聰    虧  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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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詞聰  積聰  積聰  詞  積聰  積  積虧  積  積  

卜 1 屋通-幫 腐腐腐腐 7777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8888    □□ □□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8,8,8,8,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聰 7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7777    

撲 1 屋通-滂 腐腐腐腐 77771111, 

腐 72 

□□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    腐 虧腐 虧腐 虧腐 虧 7777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    腐腐腐腐 7777    腐 7 腐 聰 7 腐 聰 7 

僕 1 屋通-並 腐 7 獎 8 □□ 腐 虧腐 虧腐 虧腐 虧 7777    □□ 腐腐腐腐 7777    獎獎獎獎 8888    腐 聰 7 腐 聰 7 

木 1 屋通-明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虧虧虧虧 8888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8888    

篤 1 沃通-端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聰聰聰聰 7777    蕃蕃蕃蕃聰聰聰聰 7777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7777    蕃蕃蕃蕃聰聰聰聰 7777    蕃蕃蕃蕃 7777    蕃 7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7777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7777    

督 1 沃通-端 蕃蕃蕃蕃 7777    蕃蕃蕃蕃聰聰聰聰 7777    蕃蕃蕃蕃聰聰聰聰 7777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7777    □□ □□ 蕃蕃蕃蕃 7777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7777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7777    

獨 1 屋通-定 男 8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8888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8888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8888    男男男男聰聰聰聰 8888    男男男男 8888    男男男男 8888    男男男男 虧虧虧虧 8888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8888    

毒 1 沃通-定 男男男男 8888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88881111, 

男物 82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8888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8888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8888    男男男男 8888    男男男男 8888    男男男男 虧虧虧虧 8888    蕃虧蕃虧蕃虧蕃虧 8888    

祿 1 屋通-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虧虧虧虧 8888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8888    

鹿 1 屋通-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虧虧虧虧 8888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8888    

速 1 屋通-心 著著著著 7777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7777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7777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7777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虧虧虧虧 7777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7777    

哭 1 屋通-溪 篩篩篩篩 7777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7777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7777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7777    篩篩篩篩 虧虧虧虧 7777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7777    

屋 1 屋通-影 7777    聰聰聰聰 7777    聰聰聰聰 7777    虧虧虧虧 7777    聰聰聰聰 7777    7777ㄚ 

u 7 

7777    虧虧虧虧 7777    虧虧虧虧 7777    

腹 3 屋通-非 眼眼眼眼 7ㄚ7ㄚ7ㄚ7ㄚ 

腐腐腐腐 7777    

眼眼眼眼聰聰聰聰 7ㄚ7ㄚ7ㄚ7ㄚ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7777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7777    蜴蜴蜴蜴 8888    腐腐腐腐 7777    眼眼眼眼 虧虧虧虧 7777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7777    

服 3 屋通-奉 蜴蜴蜴蜴 8888    蜴聰蜴聰蜴聰蜴聰 8ㄚ8ㄚ8ㄚ8ㄚ 

蜴物 8 

眼聰眼聰眼聰眼聰 8888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8888    蜴聰蜴聰蜴聰蜴聰 8ㄚ8ㄚ8ㄚ8ㄚ 

蜴 8 

蜴蜴蜴蜴 8888    蜴蜴蜴蜴 8888    蜴蜴蜴蜴 虧虧虧虧 8888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8888    

牧 3 屋通-明 縣縣縣縣 888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聰聰聰聰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8888    縣縣縣縣 虧虧虧虧 8888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8888    

陸 3 屋通-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8888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虧虧虧虧 8888    給給給給虧虧虧虧 8888    

足 3 燭通-精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聰聰聰聰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聰聰聰聰 7777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7777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 7ㄚ7ㄚ7ㄚ7ㄚ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 積 7 蕃 積聰 7 蕃 積聰 7 

肅 3 屋通-心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 7777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 7777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7777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 7777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續 3 燭通-邪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聰聰聰聰 8888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8888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888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積 8 著著著著 虧虧虧虧 7777ẽẽẽẽ

)))),,,,    

積聰 8 

積聰 8 

逐 3 屋通-澄 男男男男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8888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8888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8888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男男男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8888    

軸 3 屋通-澄 男男男男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8888    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男識聰 8888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    男男男男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8888    

祝 3 屋通-章 蕃蕃蕃蕃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7777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囑 3 燭通-章 蕃蕃蕃蕃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7777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肉 3 屋通-日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8ㄚ8ㄚ8ㄚ8ㄚ    

ȵ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8888    

識聰識聰識聰識聰 8ㄚ8ㄚ8ㄚ8ㄚ    

ȵ積 8 

ȵ積 8 ȵ詞詞詞詞 8888    ȵ積 8 識識識識 8ㄚ8ㄚ8ㄚ8ㄚ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8888    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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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3 燭通-書 著著著著 7777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 7777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7777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7777    著著著著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聰 7 積聰 7 

淑 3 屋通-禪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7777    □□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7777    著著著著 7777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7777    積積積積 8888    積積積積 7777    

鞠 3 屋通-見 □□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篩詞ᴇ 7 □□ 篩積聰篩積聰篩積聰篩積聰 7777    □□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7777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麴 3 屋通-溪 蕃蕃蕃蕃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7777ㄚㄚㄚㄚ

篩篩篩篩 7777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7777    □□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虧虧虧虧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畜~牧 3 屋通-曉 蕃蕃蕃蕃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7777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 7777    裡積聰裡積聰裡積聰裡積聰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郁 3 屋通-影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888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 詞詞詞詞 7777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7777    

育 3 屋通-以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888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詞詞詞詞 7777    裡積聰裡積聰裡積聰裡積聰 7777111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2222    

積積積積 7777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 7777    積積積積 7777    積積積積 8888    

此層次例字數量龐大、對應關係較為明確，可算是通攝的主流層次。三等韻

當中又可再細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元音相近、具三等性介音的韻讀層次；一則是

無三等性介音、已完全讀同一等韻的韻讀層次。本文認為讀同一等韻的層次年代

應比具三等性介音的層次年代晚一些，換言之此層次具有一三等合流不分的趨勢

特點，因此我們將之定名為「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 

廣豐的明來母大概由於聲母特點，使得韻母中的-u-成分消失；我們懷疑雲和

的端母字可能情況類似，同系的透定母字則仍為[ 虧 ]。另，廣豐的三等韻早期層次

[詞 ]，韻讀形式與「臻曾梗通合口三等合流層次」韻讀形式相同，由於此層次為通

攝主流層次，且[詞 ]作為[虧 ]的三等韻十分合理，因此仍將廣豐的三等韻早期層次

韻讀形式定為[詞 ]，與「臻曾梗通合口三等合流層次」的韻讀形式相同。 

3.3.4.2 通攝一三等有別層次 

表 3-3-17  通攝一三等有別層次韻讀對應表 

通一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通一三等有

別層次 

一   □□ □□ □□ u   聰  聰  
三 積  

詞  

積  積  

 

□□ 

虧  

積  □□ 積  積聰  積聰  

撲 1 屋通-滂 腐 71, 

腐腐腐腐 77772222 

□□ 腐 聰 7 腐 虧 7 腐 聰 7 腐 7 腐腐腐腐 7777    腐腐腐腐 聰聰聰聰 7777    腐腐腐腐 聰聰聰聰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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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 1 屋通-並 腐腐腐腐 7777    獎獎獎獎 8888    □□ 腐 虧 7 □□ 腐 7 獎 8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    腐 聰腐 聰腐 聰腐 聰 7777    

篤 1 沃通-端 蕃 7 蕃聰 7 蕃聰 7 蕃虧 7 蕃聰 7 蕃 7 蕃蕃蕃蕃 7777    蕃積 7 男虧 7 

屋 1 屋通-影 7 聰 7 聰 7 虧 7 聰 7 7ㄚ 

u 7777 

7 虧 7 虧 7 

綠 3 燭通-來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 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 8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8888    給積聰給積聰給積聰給積聰 8888    給積聰給積聰給積聰給積聰 8888    

縮 3 屋通-生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7777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7777    著聰 7ㄚ 

積積積積 7777    

著 7 積積積積 7777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宿~

舍 

3 屋通-心 著 7 著聰 7 著聰 7 著虧 7 著聰 7 著 7 積積積積 7777    積 7,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燭 3 燭通-章 蕃 詞聰 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詞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著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贖 3 燭通-船 男 詞聰 8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詞 8 積聰 8 識 8 積積積積 888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熟 3 屋通-禪 詞聰 8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88881111

,識聰 8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詞 8 積聰 8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識 8 積虧 8 積 8 積 8 

肉 3 屋通-日 詞聰 8ㄚ 

ȵ詞聰 8 

識聰 8ㄚ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詞 8 ȵ積積積積 8888    識 8ㄚ 

ȵ積 8 

ȵ積虧 8 積 8 ȵ積 8 

褥 3 燭通-日 詞聰 8ㄚ 

ȵ詞聰 8 

識聰 8 積聰 8 詞 8 積聰 8 ȵ積 8 ȵ積積積積 888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ȵ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曲 3 燭通-溪 蕃 詞癢 7, 

蕃 詞聰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篩 積聰 7 篩 詞 7 篩 積聰 7ㄚ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7777 

蕃 積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局 3 燭通-群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888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積聰 8 詞 8 積聰 8 男 積 8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獄 3 燭通-疑 ȵ詞詞詞詞 888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聰 8 ȵ詞 8 ȵ積聰 8 ȵ積 8 □□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ȵ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玉 3 燭通-疑 ȵ詞聰 8 ȵ積積積積 8888    ȵ積聰 8 ȵ詞 8 ȵ積聰 8 ȵ積 8 ȵ積積積積 888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ȵ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浴 3 燭通-以 詞聰 8 積聰 8 積聰 8 詞 8 積聰 8 □□ 積虧 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此層次與上節「通攝一三等合流層次」相較，具以下兩特點：1.「通攝一三

等合流層次」的元音舌位更偏後高，2.此層次的一等韻為洪音、三等韻有三等性介

音，一三等韻並無合流現象，因此定名為「一三等有別層次」。 

此層次有若干方言點例如開化、江山、廣豐等地，三等來母、莊系或見系字

韻讀具合口成分，其他方言點則無此現象。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重點討論了處衢方言表現為《切韻》中古音時期之後迄今的韻母層次，「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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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泰有別層次」（3.1.1.2）、「皆佳有別層次」（3.1.1.3）、「豪肴有別層次」（3.1.3.3）、

「遇攝魚韻獨讀層次」（3.1.4.3）、「止攝支韻獨讀層次」（3.1.1.4）、「談覃有別層次」

（3.2.1.5）、「仙元有別層次」（3.2.1.5 及 3.2.3.4）、「假攝二等歌麻漸別層」及「假

攝三等早期層次」（3.1.2.2）等放在本章討論的層次，這些層次亦一併列於下表。 

底下按照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的順序，依序將本章各層次按韻攝的不同、

年代由晚至早整理排列如下： 

表 3-4-1  《切韻》中古音以後的陰聲韻諸層次年代表 

陰聲韻 蟹 止 遇 假 果 效 流 

近代音--

元明清 

止蟹合流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一三等有

別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二等開合有

別層次 

三等晚期層

次 

歌戈合流

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早期層次

又稱歌麻

漸別層次) 

 

一二等合流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三四等合流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一三等有

別晚期層

次 

近古音--

北宋中葉

～宋末元

初 

具本地特色層

次：12 等齒音

有 i 介音，34 等

擦音無介音 

一等早期

層次 止蟹有別之： 

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 

蟹攝三四等合流層次 

蟹一二等有

別之： 

咍(灰)泰合

流層次 

皆佳合流層

次 

(應為

支脂之

合流的

狀況) 

三等早期

層次 

中古音--

隋唐宋初 

咍(灰)泰有

別層次 

皆佳有別層

次 

止攝

支韻

獨讀 

層次 

魚韻獨讀

層次 

豪肴有別層次 

具本地特

色層次：一

三等無別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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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音--

南北朝 

二等歌麻漸

別層 

三等早期層 

 

 

表 3-4-2  《切韻》中古音以後的陽聲韻諸層次年代表 

陽聲韻 咸 山 宕 江 臻 深 曾 梗 通 

近代音--

元明清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 

深臻曾梗三四等合流層次 耕

陽

無

別

層

次 

 

近古音--

北宋中葉

～宋末元

初 

咸山三四等合流層次 宕江合流層

次 

深臻合流晚期層次 曾梗

合流

層次 

一三等合

流層次 

 山一二等合流

層次 

深臻合流早期層次 

中古音--

隋唐宋初 

咸開口一二等有別層 

(咸)山開口三四等有別層 

宕攝三

等韻層

次 

--  -- -- 一三等有

別層次 

覃談有

別層次 

仙元有別層次 

表 3-4-3  《切韻》中古音以後的入聲韻諸層次年代表 

入聲韻 咸 山 宕 江 深 臻 曾 梗 通 

近代音--

元明清 

深臻曾梗咸山宕開口三四等合流層次 

臻曾梗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咸山宕江三四等合流層次 

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包含少數通三字) 

深臻曾梗通合口三等合流層次 

近古音--

北宋中葉

～宋末元

初 

咸山合流層次 宕江合流層

次 

深臻曾梗三四等相近層次 一三等合

流層次 深臻合流層次 曾梗合流層次 

中古音--

隋唐宋初 

-- -- -- -- -- -- 一三等有

別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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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處衢方言韻母層次（下）—南北朝時期

及之前的層次表現 

 

第一節 南北朝時期 

4.1.1 耕陽無別層次 

進行層次分析工作時，我們注意到梗攝有一小批字的韻讀相當特別，無法歸

入近代音時期的層次，亦無法歸入魏晉時期的「蒸登耕陽東冬同讀層次」（見 4.2.5

節）。我們觀察發現這批多種樣貌的韻讀，可以分為三大類相互對應，而其中的兩

大類（即表格中前兩大類）正好與宕攝的「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請參照第三

章 3.2.2.1 節）以及「宕江合流層」（請參照第三章 3.2.2.2 節）相合，加上這批例

字全為古耕部及陽部字1，顯示出梗攝此特有的層次現象應與宕攝密切相關，而由

前輩學者的研究已知六朝江東庶民具「耕陽無別」的語音特點2，因此定名為「耕

陽無別層次」。 

表 4-1-1  耕陽無別層次韻讀對應表 

梗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耕陽無別

層次 

晚 開 ã ã ã □□ ã ã 物  物 

ã 

□□ 

                                                      
1
 這批例字中僅「棚」一字上古屬蒸部，但我們懷疑處衢方言此字表現為耕韻字。「棚」字在《廣

韻》中有庚耕韻以及登韻三切，語意皆為「棧也、閣也」。具同樣諧聲偏旁的「朋、崩」等字則只

有登韻一音切，處衢方言今讀亦大致符合曾攝開口一等規則音變。「棚」字在開化、遂昌的讀音偏

向梗攝，具耕陽無別層次特徵。廣豐、玉山、雲和的白讀音以及龍游、慶元的讀音可歸入魏晉時期

蒸登耕陽東冬同讀層次（4.2.5 節），廣豐、玉山、雲和的文讀音以及常山、江山的讀音則可歸入最

晚期的深臻曾梗通一二等合流層次。由開化、遂昌的讀音看來，處衢方言「棚」字可劃歸梗攝耕韻，

與「繃」字相同。若上述推論成立，「棚」字在處衢方言表現為耕韻字，則上古時期蒸部字的歷史

並不影響此層次韻讀的判斷。 
2
 參考何大安 1993〈六朝吳語的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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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虧ã 虧ã 虧ã □□ □□ 虧ã 虧物  □□ □□ 

中 聰  

 

□□    □□    

早 開 □□ □□ □□ □□ □□ □□ 積物  □□ 積  

合 □□ □□ 詞ã □□ □□ □□ 詞物  □□ □□ 

盲 陽 2 庚梗-明 縣ã縣ã縣ã縣ã2222    縣ã縣ã縣ã縣ã2222    縣縣縣縣 4444    縣縣縣縣 2222ㄚ 

縣æ0

軟ẽ ) 

縣縣縣縣 2222    縣ã縣ã縣ã縣ã2222    縣 2ㄚ 

縣積物 2縣積物 2縣積物 2縣積物 2 

縣縣縣縣 2222ㄚ 

縣 2 

縣ã21, 

縣縣縣縣 22222222    

棚 蒸 2 耕梗-並 獎聰獎聰獎聰獎聰 2222    獎聰 2 獎聰 2 獎聰 2ㄚ 

獎æ2 

獎聰 2ㄚ 

獎獎獎獎 2222 

獎 2 獎積物 2獎積物 2獎積物 2獎積物 2    獎 2ㄚ 

獎 2 

腐ã2 

蜢 陽 2 梗梗-明 □□ 縣積4 □□ 縣æ2 縣縣縣縣 2222    □□ □□ 縣 3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 4444    

撐 陽 2 庚梗-徹 蕃著 1 蕃著 5 蕃著 ã著 ã著 ã著 ã5555ẽẽẽẽ

))))    

ㄚㄚㄚㄚ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1111軟軟軟軟

 

蕃著 æ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蕃著 1 蕃著 ã5 

生 耕 2 庚梗-生 著 1ㄚ 

積 1 

著聰 1ㄚ 

著 1 

著 1ㄚ著著著著

ãããã3ㄚ3ㄚ3ㄚ3ㄚ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著æ1 著著著著 1111    著 1ㄚ 

著 1 

積 1軟 ,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軟軟軟軟     

著 1 著ã1 

更

去聲 

陽 2 映梗-見 篩 5 篩聰 5ㄚ 

篩 5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篩æ5 篩æ5 篩 5 篩 1軟

,篩 1軟  

篩物5篩物5篩物5篩物51111, 

篩 52 

篩ã5 

耕 耕 2 耕梗-見 篩 1 篩聰 1ㄚ 

篩 1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    篩æ1 篩篩篩篩 1111    篩 1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1111    篩 1 篩ã1 

杏 陽 2 梗梗-匣 積 6 □□ ãããã4444    裡æ6 66661111, 

æ62 

ãããã4444    物物物物 4444    物3物3物3物3    裡ã4 

柄 陽 3 映梗-幫 腐積 5ㄚ 

腐ã腐ã腐ã腐ã5555ㄚ 

腐 5 

腐 5 腐ã腐ã腐ã腐ã5555    腐æ5 腐 5ㄚ 

腐腐腐腐 5555    

腐 5 腐積物腐積物腐積物腐積物 5555    腐 5 獎ã5 

明 陽 3 庚梗-明 縣積 2

軟ㄚ縣ã縣ã縣ã縣ã2222軟軟軟軟

 

縣 2

軟ㄚ縣 2軟

ㄚ縣ã縣ã縣ã縣ã2222軟軟軟軟

 

縣積 21,

縣 22軟

, 

縣 83軟

 

縣癢積 21

,縣 22軟

, 

縣 83軟

 

縣 83

軟 , 

縣 2軟

ㄚ縣 1軟

 

縣積 2軟

, 

縣ã縣ã縣ã縣ã2222軟軟軟軟

軟軟軟軟  

縣積 2

軟, 

縣物 2縣物 2縣物 2縣物 2軟軟軟軟     

縣 2軟

ẽ ), 

縣積 2

軟, 

縣ã縣ã縣ã縣ã1111軟軟軟軟  

縣 21軟

, 

縣ã22軟

, 

縣 23軟

 

瞑 耕 4 徑梗-明 縣 6 縣積2ㄚ 

縣 4ㄚ 

縣 6 

縣ã縣ã縣ã縣ã4444 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縣ã縣ã縣ã縣ã6666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縣æ4

軟ㄚ縣æ6ẽ

) 

縣縣縣縣 4ㄚ4ㄚ4ㄚ4ㄚ 

縣縣縣縣 6666    

□□ 縣積物縣積物縣積物縣積物 6666    縣 6 縣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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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3 陽 2 梗梗-見 篩 3ㄚ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3333    篩虧æ3 篩篩篩篩 3333    篩虧 3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3333    篩虧 3 篩虧ã3 

橫 陽 2 庚梗-匣 虧 2 虧 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1111,,,, 

詞ã詞ã詞ã詞ã22222222    

虧æ2 2222    虧 2 虧物 2虧物 2虧物 2虧物 2ㄚㄚㄚㄚ    

詞物 2詞物 2詞物 2詞物 2    

虧 2 虧ã2 

驚4 耕 3 庚梗-見 蕃 積 1ㄚ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1111    

篩 1ㄚ 

篩虧 1 

篩積 1ㄚ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    1111    

篩積 1ㄚ 

篩虧æ1 

篩 1ㄚ 

篩篩篩篩 1111    

蕃 積 5, 

篩虧 1 

蕃 積 3, 

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篩虧物 1111 

蕃 積 1 蕃 積癢 1 

兄 陽 3 庚梗-曉 積聰 1ㄚ 

裡裡裡裡 1111    

裡 11, 

積聰 32 

裡ã裡ã裡ã裡ã1111    裡æ1 裡裡裡裡 1111    積聰 1 積 1 積聰 1 積聰 1 

六朝江東庶民「耕陽無別」的起始年代目前不詳，但作為早期江東庶民階層

的語音特點之一，我們認為「耕陽無別」的特徵很有可能一直存在於某些吳地方

音當中，吳語處衢方言的保守性較強，上述這批例字所顯示出來的三大類韻讀形

式，極可能是耕陽無別特徵因應各時代音韻變化所遺留下來的層次。配合宕攝層

次年代的推定，我們可以大膽推論，處衢地區耕陽無別的語音特點一直默默存在

至今；第一大類（[ã][虧ã]組）代表宕攝進入近代音格局的「咸山宕江合流層」之後

的耕陽無別特徵層次，第二大類（[聰 ][ ]組）則是宕攝表現為近古音格局的「宕江

合流層」後的耕陽無別特徵層次，至於第三大類（[積物 ][詞物 ]組）則可能接近耕陽無

別的早期原始面貌。 

最後需說明第三大類韻讀形式確認的理由。無可否認此層次的空缺多而例字

相當少，各點中唯有遂昌的梗攝開口二等有較大量的例字。遂昌方言基於某種不

知名的原因，梗攝開口二等的古耕陽兩部字保留了許多[積物 ]韻讀；而在梗攝合口二

等可以找到相應的[詞物 ][詞ã]等韻讀，慶元亦可找到梗攝開口二等讀[積 ]的相關韻讀例 

                                                      
3
 「梗」字《廣韻》為開口二等字，處衢方言中常表現為合口二等讀法，僅開化的文讀音是開口讀

法（玉山的[ ]不分開合）。除了開化文讀音之外，其餘讀音本文視為合口韻處理。李榮 1983 談到

南方方言「梗」字常出現合口讀法，舉了溫嶺、廣州、永定、南昌、高安、華陽涼水井客家話、廣

東客家話、福州等地的讀音為例，說明此合口讀法的本字為「梗」無誤。以現代方音來看，應是《切

韻》收字不全。 
4
 「驚」字與「梗」字有類似現象，即《廣韻》記錄均為開口字，處衢方言的白讀音卻往往表現為

合口字讀法。龍游遂昌有兩讀，其中一讀為開口、另讀為合口；雲和慶元僅一讀，此讀與其他方言

的文讀音相同，均屬開口讀法。本文將開化常山江山廣豐玉山的白讀音以及龍游遂昌與其相應的其

中一讀（[篩虧 1]、[篩虧物 1]）視為合口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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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因此可以確認第三大類的韻讀形式。至於其年代問題，我們雖然缺乏量多成

系統的文白異讀訊息來確認這三大類層次的先後年代，但參考宕攝層次年代以及

各大類例字數量與空缺程度，可以推定第三大類應為最早年代的耕陽無別層次，

而基於六朝江東庶民具「耕陽無別」語音特點的現象，目前將其年代起始點定為

南北朝時期。 

4.1.2 侯幽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流攝侯尤韻，先秦上古音時期分屬侯部及幽部。進入魏晉

以後，之部以及侯部當中的侯尤韻，加上幽部的尤幽韻，開始正式合為一部，是

為日後《韻鏡》時期流攝的先聲。換句話說，侯部及幽部的關係可以說就是中古

音晚期的流攝格局，兩漢以前此關係尚未十分明朗，在魏晉以後則愈趨明確。 

綜上所述，此層次的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魏晉，最晚到宋元的中古音晚期；

之所以定為南北朝時期的理由，是因為此層次與「冬鍾江宕同讀層次」（參照 4.1.3

節討論）的韻讀形式大致可以相互呼應：均具有-i-介音及主要元音偏後的特徵。如

果說，幽部與中部、侯部與東部，在上古音時期具有陰陽對轉的密切關係，那麼

我們推測此關係亦可能延續到中古音時期的侯尤韻與冬鍾江韻之間。因此我們利

用「冬鍾江宕同讀層次」具南北朝後期音韻格局的特點，將「侯幽同讀層次」的

年代限縮定位為南北朝時期。 

表 4-1-2  侯幽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流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侯幽同讀層次 積  積  

 

積  

 

積  

 

積  

 

□□ 積  

 

積  

 

積  

 

餿 幽 3 尤流-生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著 1 詞 1 著 虧1 著 1 

瘦 幽 3 宥流-生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 5555    著 5 詞 5 著 虧5 著 5 

縐 侯 3 宥流-莊 蕃 積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 蕃著癢 5 □□ 蕃著 5 蕃著虧1 蕃著 虧5 蕃著 5 

皺 侯 3 宥流-莊 蕃 積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5 蕃著癢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5 蕃著虧1 蕃著 虧5 蕃著 5 



 

219 
 

愁 幽 3 尤流-崇 積 2 積積積積 2222    著 2 男識癢 2 積積積積 2222    識 2 識 2ㄚ 

詞 2 

識 虧2 著 2 

揉 幽 3 尤流-日 ȵ積積積積 6666    □□ □□ □□ □□ 男識 2

ㄚ識 2 

□□ □□ ȵ積 2 

廖 幽 3 宥流-來 給積 6 給積 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6666    

矛 幽 3 尤流-明 □□ 縣積 2

1,縣縣縣縣 22222222 

□□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 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縣縣縣縣 2222    

牡 幽 1 厚流-明 縣虧3 縣 4 縣縣縣縣 4444    縣積 4 縣 4 □□ 縣 4 縣 虧6 縣縣縣縣 4444    

江山、玉山、遂昌、雲和、慶元此層次的韻讀形式與流攝的「三等韻白讀層

次」韻讀形式正好相同，因此這幾個方言點的例字較不易確定。幸好開化、常山、

廣豐此層次的韻讀形式明顯與流攝「三等韻白讀層次」不同，可以作為我們判斷

的依據。此外，唇音字在此層次中由於發音方式的關係，-i-介音會被排擠掉。至於

龍游方言，目前找不到此層次的痕跡，暫時從缺。 

4.1.3 冬鍾江宕同讀層次 

我們在宕江兩攝觀察到一組韻讀具宕江合流特色，並且通攝的東一以及冬鍾

韻也有相同表現、東三韻則無此表現的韻讀層次。根據何大安 1981 研究指出，北

朝碑誌銘中存在的合韻現象「顯示當時的北朝——主要是北魏和北齊，…有一部

份人東一常與冬鍾押韻。」與《顏氏家訓‧音辭篇》指出北方學者把一部份東一

字和冬韻字混同的現象一致，而江韻此時「未曾獨用，凡詩文韻中引及，必與冬

鍾同韻5」。而同時期略晚的南方（齊梁陳北周隋）這部分的音韻特色則是東一三同

部、冬鍾同部，江韻與陽唐韻「語音上二者逐漸接近，但似乎仍不容混押6」。由此

可見，東一與冬鍾江同部是南北朝後期北方（北魏後期北齊時代）的音韻特點，

而時代稍後的南方（齊梁陳北周隋），宕江攝已顯示出相互靠攏的格局。因此，我 

                                                      
5
 請參見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38。 

6
 同上，頁 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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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相信，在處衢方言中觀察到的這組具有「東一冬鍾江宕同讀」特點的層次韻讀，

表現出南北朝後期的音韻格局，故將此層次年代定位為南北朝時期（更精確地講

是南北朝後期），稱作「冬鍾江宕同讀層次」。 

表 4-1-3  冬鍾江宕同讀層次之宕江攝韻讀對應表 

宕江開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冬鍾江宕同

讀層次 

一

二 

積聰  

積ã 

詞ã 

積õ 

積ã 

積õ 

積  

積ã 

詞ã 

□□ 

積ã 

詞ã 

積  

積ã 

積  

□□ 積  

積物  

□□ 

積  

□□ 

□□ 

積  

□□ 

□□ 

三 積聰  

□□ 

積õ 

積õ 

積  

□□ 

□□ 

□□ 

積  

積  

□□ 積  

積  

積  

積  

積  

積  

幫 東 1 唐宕-幫 腐積ã腐積ã腐積ã腐積ã1111    腐ã1ㄚ 

腐積ã腐積ã腐積ã腐積ã1111 

腐積ã腐積ã腐積ã腐積ã1111    腐 1ㄚ 

腐積ã腐積ã腐積ã腐積ã1111    

腐 1ㄚ 

腐積ã腐積ã腐積ã腐積ã1111    

腐ã1 腐 1 腐 1 縣 1ㄚ 

縣 1ㄚ 

獎 1 

忙 陽 1 唐宕-明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2222    縣ã2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2222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2222    縣 2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2222 

縣 2ㄚ 

縣積ã縣積ã縣積ã縣積ã2222 

縣ã2 縣 2 縣 2 縣 2 

蚌 東 2 講江-並 獎ã6, 

獎聰 6 

□□ □□ 腐æ4 獎 4 獎ã4 獎積物獎積物獎積物獎積物 4444    獎 4 腐 4 

窗 東 2 江江-初 蕃著 虧ã1ㄚ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著 õ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 虧ã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雙 東 2 江江-生 著虧ã1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著õ1 積積積積 1111    著 1 積積積積 1111    著虧ã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樁 東 2 江江-知 蕃積聰蕃積聰蕃積聰蕃積聰 1111    蕃積õ蕃積õ蕃積õ蕃積õ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ẽẽẽẽ

))))ㄚㄚㄚㄚ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 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著虧ã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1111    

撞 東 2 絳江-澄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6666    男識õ4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ㄚ6ㄚ6ㄚ6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4444    

男識 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識虧ã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6666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6666    

光 陽 1 唐宕-見 篩虧ã1ㄚ 

蕃蕃蕃蕃 詞ã詞ã詞ã詞ã1111 

篩虧ã1ㄚ 

蕃蕃蕃蕃 積õ積õ積õ積õ1111 

篩虧ã1ㄚ 

篩詞ã篩詞ã篩詞ã篩詞ã1111 

篩 1ㄚ 

篩詞ã篩詞ã篩詞ã篩詞ã1111 

篩 1 篩虧ã1 篩虧物 1ㄚ 

篩 1 

篩 1 篩 1 

廣 陽 1 蕩宕-見 篩虧ã3 篩虧ã3ㄚ 

蕃蕃蕃蕃 積õ積õ積õ積õ3333 

篩虧ã3ㄚ 

篩詞ã篩詞ã篩詞ã篩詞ã3333 

篩 3 篩 3 篩虧ã3 篩虧物 3 篩 3 篩 3 

荒 陽 1 唐宕-曉 裡虧ã1ㄚ 

詞ã詞ã詞ã詞ã1111 

裡虧ã1ㄚ 

積õ積õ積õ積õ1111 

裡虧ã1ㄚ 

裡裡裡裡詞詞詞詞ãããã1111 

裡 1ㄚ 

裡詞ã裡詞ã裡詞ã裡詞ã1111 

裡 1 裡虧ã1 裡 1 裡 1 裡 1 

慌 陽 1 唐宕-曉 裡虧ã1ㄚ 

詞ã詞ã詞ã詞ã1111    

積õ積õ積õ積õ1111    裡詞ã裡詞ã裡詞ã裡詞ã1111    裡 1ㄚ 

裡詞ã裡詞ã裡詞ã裡詞ã1111    

裡 1 裡虧ã1 裡 1 裡 1 裡 1 

皇 陽 1 唐宕-匣 虧ã2ㄚ 虧ã2ㄚ 虧ã2軟 , 4軟 ㄚ 2 虧ã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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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ã詞ã詞ã詞ã2222    積õ積õ積õ積õ2222    詞ã詞ã詞ã詞ã2222軟軟軟軟  詞ã詞ã詞ã詞ã2222    

汪 陽 1 唐宕-影 虧ã1ㄚ 

詞ã詞ã詞ã詞ã1111 

積õ積õ積õ積õ1111    詞ã詞ã詞ã詞ã1111    1ㄚ 

詞ã詞ã詞ã詞ã1111 

1 虧ã1 1 1 1 

壯 陽 3 漾宕-莊 蕃著虧ã5ㄚ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5555 

蕃著õ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虧ã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 5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爽 陽 3 養宕-生 著虧ã3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3333 

著õ3 積積積積 3333    著 5 積積積積 3333    著虧ã3 著 3, 

積積積積 3333 

著 3 著 3 

霜 陽 3 陽宕-生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著õ1 積積積積 1111    著 1 積積積積 1111    著虧ã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場 陽 3 陽宕-澄 男 積ã2ㄚ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2222 

男 積ã2 男 積ã2 男 積ã2 男 積ã2 男識ã2 男 積物 2 男 積ã2 蕃 積 2 

菖 陽 3 陽宕-昌 蕃 積ã1ㄚ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著 õ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 積ã1 蕃 積ã1ㄚ 

蕃著 1 

蕃著 ã1 蕃 積物 1 蕃 積ã1 蕃 積 1 

讓 陽 3 漾宕-日 積ã6ㄚ 

ȵ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6666    

ȵ積ã6 ȵ積ã6 積ã6ㄚ 

ȵ積ã6 

積ã63, 

ȵ積積積積 66662222, 

ȵ積ã61 

ȵ積ã6 ȵ積積積積 6666    積ã6 ȵ積 6 

相

平 

陽 3 陽宕-心 積ã1 積ã1 積ã1 積ã1 積ã1 積ã1 積物 1 軟, 

積物 3 軟 

積ã2 積 1ㄚ 

積積積積 1111 

養 陽 3 養宕-以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6666    積ã3 軟ㄚ 

積õ積õ積õ積õ4444軟軟軟軟  

積ã2ㄚ 

積積積積 4444軟軟軟軟     

積ã1ㄚ 

詞ã4軟  

積ã4 軟ㄚ 

積積積積 4444軟軟軟軟     

詞ã4 積積積積 4444    積ã3 積 4 軟ㄚ 

積積積積 4444軟軟軟軟     

癢 陽 3 養宕-以 積ã3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6666    

識õ4 積積積積 4444    積ã4 積積積積 4444    積ã4 積積積積 4444    積ã3 積 4ㄚ 

積積積積 4444    

狂 陽 3 陽宕-群 虧ã2ㄚ 

男 詞ã2 

男男男男 積õ積õ積õ積õ2222    虧ã2 2ㄚ 

詞ã2 

積積積積 2222    虧ã2 虧物 2ㄚ 

2 

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王 陽 3 陽宕-云 虧ã2ㄚ 

詞ã2 

虧ã2ㄚ 

積õ積õ積õ積õ2222    

詞ã2 2ㄚ 

詞ã2 

2 虧ã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枉 陽 3 養宕-影 虧ã3 虧ã3 虧ã5 3 3 虧ã3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3333    

匡 陽 3 陽宕-溪 篩 虧ã1 □□ □□ 篩 1 篩 積篩 積篩 積篩 積 1111    篩 虧ã1 篩 虧物 1 篩 1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關於上表需要說明的是，合口三等牙喉音出現的[詞ã]類韻讀，我們將之歸於「宕

江合流層次」的合口三等韻讀而非此層次韻讀，例如開化江山廣豐的「狂、王」

等字。這並不是說此層次三等見曉系的韻讀形式一定不是[詞ã]，而是「狂、王」等

字無法確定是此層次三等見曉系的韻讀例字。可以作為開化、江山、廣豐等地通

攝見曉系韻讀例字者全來自一等見曉系，這是由於此層次具「開合不分、等第不

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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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3 可知此層次具有如下特點：1.開合不分、等第亦不分。2.唇音（幫

系）的韻讀與舌齒音（莊知章精等系）的韻讀形式不同，牙喉音（見影系）則依

違於上述二者之間，開化、江山、廣豐的見影系韻讀表現出與幫系呼應的形式、

常山、玉山、遂昌、雲和、慶元等地的見影系韻讀則與舌齒音相同。其中，以母

字則不分地點，只要存在此層次韻讀者，一律與舌齒音的韻讀形式相同，例如「養、

癢」等字。 

底下，我們列出通攝中表現為此層次的韻讀現象： 

表 4-1-4  冬鍾江宕同讀層次之通攝韻讀對應表 

通一三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冬鍾江宕同

讀層次 

一 □□ □□ □□ 積聰  積聰  □□ 積  

積物  

積聰  積聰  

三 □□ 

□□ 

詞ã 

積õ 

ã 

積õ 

積  

 

積  

□□ 積  

 

積  

□□ □□ 積  

□□ 

積  

積  

□□ 

積  

蒙 東 1 東通-明 縣聰 6 縣聰 2 縣聰 2 縣聰 2 縣聰 2 縣 2 縣 1ㄚ 

縣積物縣積物縣積物縣積物 1111, 

縣 4軟  

縣 2 縣聰 2 

蠓 東 1 東通-明 縣聰 6 □□ □□ □□ □□ □□ 縣積物縣積物縣積物縣積物 1111    縣 2 □□ 

棟 東 1 送通-端 蕃 5 蕃聰 5 □□ 蕃聰 5ㄚ 

蕃蕃蕃蕃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5555    

蕃聰 5ㄚ 

蕃蕃蕃蕃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5555    

蕃聰 5 蕃 5 蕃聰 5ㄚ 

蕃蕃蕃蕃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5555 

男積聰男積聰男積聰男積聰 5555    

粽 中 1 送通-精 蕃著 51, 

蕃著聰 52 

蕃著聰 5 蕃著聰 5 蕃著聰 5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55552222 

蕃著聰 5 蕃著聰 5 蕃著 5 蕃著聰 5 蕃著聰 5 

葱 東 1 東通-清 蕃著 聰 1 蕃著 聰 1 蕃著 聰 1 蕃著 聰 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2222    

蕃著 聰 1 蕃著 聰 1 蕃著 1 蕃著 聰 1 蕃著 聰 1 

囪 東 1 東通-清 蕃著 聰 1 蕃著 聰 1 蕃著 聰 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蕃著 聰 1 蕃著 1 蕃著 聰 1 蕃著 聰 1 

叢 東 1 東通-從 男識聰 2ㄚ 

識聰 2 

識聰 2 男識聰 2 著聰 2 男識聰 2 男識聰 2 積積積積 2222    識聰 2 著聰 2 

烘 東 1 東通-曉 裡聰 1 裡聰 1 裡聰 1 裡裡裡裡積積積積聰聰聰聰 1111    裡聰 1 裡聰 1 裡 1ㄚ 

積積積積 1111 

裡聰 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1111    

蜂 東 3 鍾通-敷 眼 1 眼ã眼ã眼ã眼ã1111    眼眼眼眼 1111    眼聰 1 眼眼眼眼 1111    眼 1 眼 1 眼 1 眼聰 1 

縫 

平聲 

東 3 鍾通-奉 蜴 2 蜴ã蜴ã蜴ã蜴ã2222    眼眼眼眼 2222    眼聰 2 眼眼眼眼 2222    蜴 2 蜴 2 蜴 2 眼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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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侵 3 東通-非 眼聰 1 眼聰 1ㄚ 

眼ã眼ã眼ã眼ã1111 

眼聰 5ㄚ 

眼眼眼眼 1111 

眼聰 1 眼聰 1ㄚ 

眼眼眼眼 1111 

眼 1 眼 1 眼 1 眼聰 1 

楓 侵 3 東通-非 眼聰 1 眼ã眼ã眼ã眼ã1111    眼眼眼眼 1111    眼聰 1 眼眼眼眼 1111    眼 1 眼 1 眼 1 眼聰 1 

龍 東 3 鍾通-來 給聰 2 給聰 2ㄚ 

給積õ給積õ給積õ給積õ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聰 2ㄚ 

給積聰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聰 2 給積 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 2222    

重 

平聲 

東 3 鍾通-澄 男 積聰 2 男識õ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 男 積聰 2

ㄚ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識聰 2 男 積 2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從 東 3 鍾通-從 男識聰 2 男識聰 2 男識聰 2 男識聰 21,

男識積聰 22 

識聰 2 男識聰 2 積 2 積積積積 2222    積積積積 2222    

頌 東 3 用通-邪 男識聰 6 男識聰 6 著聰 6 著聰 6 識聰 6 著聰 5 著 6 積積積積 6666    積積積積 6666    

鐘 東 3 鍾通-章 蕃 積聰 1 蕃著聰 1ㄚ 

蕃著õ1 

蕃 積聰 1ㄚ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1111 

蕃 積聰 1 蕃 積聰 1 蕃著聰 1 蕃 積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腫 東 3 腫通-章 蕃 積聰 3ㄚ 

積聰 3 

積聰 3 積聰 3 積聰 3 積聰 3 積聰 3 積 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積聰 3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44442222 

種 

~類 

東 3 腫通-章 蕃 積聰 3ㄚ 

積聰 3 

蕃著聰 3ㄚ 

積聰 3 

積聰 3 蕃 積聰 3ㄚ 

積聰 3 

蕃 積聰 3ㄚ 

積聰 3 

積聰 3 蕃 積 3, 

積 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    積聰 3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33332222 

供 

平聲 

東 3 鍾通-見 篩聰 1ㄚ 

蕃蕃蕃蕃 詞ã詞ã詞ã詞ã1111 

篩聰 1ㄚ 

蕃蕃蕃蕃 積õ積õ積õ積õ1111    

篩聰 1ㄚ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積聰 1 篩積聰 1, 

篩積篩積篩積篩積 1111 

篩聰 1 篩 1 篩聰 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凶 東 3 鍾通-曉 積聰 1 積聰 1ㄚ 

積õ積õ積õ積õ1111 

裡積聰 1 裡積聰 1 裡積聰 1 積聰 1 積 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勇 東 3 腫通-以 積聰 3 積聰 3 積聰 3 積聰 3 積聰 3 積聰 3 積 4 積積積積 3333    積積積積 4444    

與宕江攝相比，通攝此層次的表現較不發達，例字的數量較少；與表 4-1-3

相對照，仍可以看到通攝例字與宕江攝例字的韻讀表現有高度的一致性，而通攝

這批例字除了「風、楓」二字外全為東一以及冬鍾韻字，「風、楓」二字上古屬侵

部、魏晉時屬冬部，雖然在切韻時期歸入東三韻，但顯然處衢地區仍承繼魏晉時

冬部格局，因此二字雖為東三韻字，實則不影響我們的推論，我們將此層次命名

為「冬鍾江宕同讀層次」。 

此外，在判斷通攝此層次的韻讀例字及形式時，由於與「通攝一三等有別層 

 

 



 

224 
 

次」的韻讀形式或有相同之處，部分方言點的三等韻例如開化、遂昌等，雖不乏

[積聰 ][積 ]音讀，但無法確定為此層次例字；反之通攝一等韻便無此包袱，廣豐、玉

山、遂昌、雲和、慶元的[積聰 ][積 ]音讀可以順利顯現出來為此層次例字。 

我們將「冬鍾江宕同讀層次」的特點作一個總結：1.開合不分、等第亦不分。

2.韻讀形式蓋可按發音部位分為三大類—唇音、舌音齒音、以及牙喉音。基本上唇

音與舌音齒音的韻讀形式不同，牙喉音依違在二者之間，以母則與舌音齒音類行

為相同。舌音齒音類在部分方言點例如玉山、雲和、慶元等地中，還可以按聲母

類別細分為兩小類，一類是端系或端精系讀[積聰 ]者，一類是知章莊來以或精知章莊

來以讀[積 ]、[積 ]者；廣豐此層次欠缺知章莊來以等類例字，只看到端精系讀[積聰 ]的

例字。三大類當中牙喉音（以母除外）的狀況較複雜，部分方言點例如江山、廣

豐、慶元三點，見曉系會同時出現兩種韻讀，似乎能以韻攝的不同作為分界，而

慶元通攝的見曉系甚至兩類韻讀都有。目前我們無法確知牙喉音此現象的內在原

因，只能推測或許此層次形成時期兩類韻讀勢均力敵，而最後牙喉音的表現依違

於二者之間。最後，我們將「冬鍾江宕同讀層次」的韻讀形式總結為表 4-1-5 如下。 

表 4-1-5  冬鍾江宕同讀層次韻讀形式對應表 

宕江通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冬鍾

江宕

同讀

層次 

唇音 積ã 

□□ 

積ã 

ã 

積ã 

 

積ã 

□□ 

積ã 

 

□□ 積物  

□□ 

□□ 

□□ 

□□ 

□□ 

舌音及

齒音(含

以母) 

積聰  積õ 積  積聰  積聰  □□ 積  積聰  積聰  

□□ 積  積  積  

牙喉音 

(不含以

母) 

詞ã 積õ 

詞ã 詞ã 

積  □□ 積  積  

積  

積  積聰  積 ,積聰  

4.1.4 歌戈麻不分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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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討論果攝與假攝共同表現出來的一組層次韻讀，多為白讀音，特徵為歌

戈麻不分、等第無別、以及開合口大致有別。綜合上述特徵，這個層次表現出較

早期較徹底的歌戈麻無別音韻格局，與第三章 3.1.2.2 節表 3-1-20 所討論的反映出

南北朝後期音韻格局的「歌麻漸別層次」相較，本文認為「歌戈麻不分層次」大

約反映出南北朝前期以前的音韻格局。底下列出韻讀及例字： 

表 4-1-6  果假攝歌戈麻不分層次對應表 

果假攝+夬韻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歌戈麻不分層次 詞癢 
積癢 

□□ 

詞癢 
積癢 

□□ 

詞  
積  

□□ 

詞癢 
積癢 

積癢 

詞癢 
積癢 

積癢 

□□ 

□□ 

積  

積  積聰 詞  

□□ 

積  

婆 1 戈果-並 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6666    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4444    獎積ᴇ4ㄚ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聰2ㄚ 

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獎積癢2222 

獎聰2ㄚ 

獎聰4ㄚ 

獎獎獎獎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獎虧2 獎虧2 獎虧2 腐聰2 

磨 n. 1 過果-明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6666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6666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6666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6666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6666    縣6 縣虧6 縣6 縣聰6 

過 1 過果-見 篩聰3ㄚ  

蕃蕃蕃蕃 詞癢5詞癢5詞癢5詞癢5    

蕃蕃蕃蕃 詞癢5詞癢5詞癢5詞癢5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5555    篩虧 5ㄚ 

篩詞癢5篩詞癢5篩詞癢5篩詞癢5 

篩虧 5 篩虧5 篩虧5 篩聰5 篩虧 5ㄚ 

篩虧4 

粿 1 果果-見 篩聰3ㄚ 

蕃蕃蕃蕃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蕃蕃蕃蕃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3333    篩詞癢篩詞癢篩詞癢篩詞癢3333    篩虧 3 篩虧3 篩虧3 篩聰3 篩聰31, 

篩虧物積32 

窠 1 戈果-溪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 1111    篩 詞癢篩 詞癢篩 詞癢篩 詞癢1111    篩 虧 1 篩 虧1 篩 虧1 篩 聰1 篩 聰1 

貨 1 過果-曉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5555    裡聰3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5555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 5555    裡虧 5ㄚ 

裡詞癢裡詞癢裡詞癢裡詞癢5555 

裡虧 5 裡虧5 裡虧5 □□ 裡聰5 

火 1 果果-曉 裡聰3ㄚ 

裡虧積3 

裡聰3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ㄚ 

裡虧積3 

裡虧ᴇ3 裡虧 3ㄚ 

裡詞癢裡詞癢裡詞癢裡詞癢3333 

裡虧 3ㄚ 

裡虧癢積3 

裡虧3 裡虧3 裡聰3 裡聰3ㄚ 

裡虧物積3 

和 1 戈果-匣 聰2,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聰2 虧 2ㄚ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虧 2, 

虧 2 

虧2, 虧6 虧 2 

,虧2 

聰2 聰2 

靴 3 戈果-曉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 1111    裡詞癢裡詞癢裡詞癢裡詞癢1111    裡詞癢裡詞癢裡詞癢裡詞癢1111    著虧1 積積積積 1111    虧1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1111 

詞詞詞詞 1111    

瘸 3 戈果-群 □□ □□ □□ □□ □□ □□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 □□ 

瓜 2 麻假-見 篩虧 1 篩虧 1ㄚ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 1111    篩虧 1 篩虧 1 篩虧1 篩 1 篩聰1 篩聰1 

話 2 夬蟹-匣 虧 6 軟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虧 6 軟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軟軟軟軟  

詞詞詞詞 6666ẽẽẽẽ ))))    虧 6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ẽẽẽẽ )))) 

虧 6 虧6 虧6 聰6 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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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 3 戈果-群 □□ ẽ蕃 積 3) 聰21ẽ ) 

ẽ 22ẽ ))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2222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ẽ篩 1)7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2222    男男男男 積聰2積聰2積聰2積聰2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2222    

把 2 麻假-幫 腐 3ㄚ 

腐腐腐腐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ẽẽẽẽ

))))    

腐腐腐腐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腐 3ㄚ 

腐聰3ẽ ) 

腐 3ㄚ 

腐腐腐腐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腐 3ㄚ 

腐腐腐腐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ẽẽẽẽ

)))) 

腐 3 腐 3, 

腐虧3ẽ ) 

腐聰1, 

腐聰3軟

,ẽ ) 

獎聰3 

爬 2 麻假-並 獎積癢2 獎積癢2 獎聰2 獎 2 獎 2 獎虧2 獎 2 獎聰2 腐聰2 

麻 2 麻假-明 縣 2軟 ㄚ 

縣縣縣縣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縣 2軟

ㄚ縣縣縣縣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縣聰 8軟

ㄚ縣聰2 

縣 2軟

ㄚ縣 2ẽ

) 

縣 2 縣 2軟 , 

縣虧2軟

ㄚ縣2軟  

縣 2軟  

,縣虧2 軟 

縣聰2 縣聰2 

馬 2 馬假-明 縣 6ㄚ 

縣積癢6縣積癢6縣積癢6縣積癢6    

縣 ㄚ 

縣積癢3ㄚ 縣積癢3ㄚ 縣積癢3ㄚ 縣積癢3ㄚ 

縣積癢4縣積癢4縣積癢4縣積癢4    

縣聰4 縣 4 縣 1ㄚ 

縣 4 

縣4 縣 4 縣聰3 縣聰4 

碼 2 馬假-明 縣縣縣縣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縣縣縣縣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ㄚ 3ㄚ 3ㄚ 3ㄚ 

縣縣縣縣積癢積癢積癢積癢4444    

縣聰4 縣 4 縣 4 縣4 縣 4 縣聰3 縣聰4 

罵 2 禡假-明 縣縣縣縣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縣縣縣縣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縣聰6 縣 6ㄚ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6666 

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縣積癢6666    縣6 縣 6 縣聰6 縣聰6 

榨 2 禡假-莊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蕃著聰1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5555    

嫁 2 禡假-見 篩 5 篩 5 篩 5 篩 5 篩 5 篩虧 5 積積積積 5555    積積積積聰聰聰聰5555    篩聰5ㄚ 

積積積積 5555    

下

行下 

2 禡假-匣 聰6軟 ,ẽ

) 

□□ 積 6軟

ㄚ 6軟  

裡 6 軟3 □□ 虧 4ẽ

) 

4 軟,軟  

,i 4444 軟軟軟軟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44442222    裡聰4 軟 

ㄚ積積積積 4444 軟軟軟軟 

賒 3 麻假-書 積癢1 積癢1 積 1 積癢1 積癢1 積積積積 1111    積積積積 1111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1111    積積積積 1111    

爺 3 麻假-以 積癢2ㄚ 

詞聰2ẽ

) 

積癢2ㄚ 

詞詞詞詞癢2癢2癢2癢2ẽẽẽẽ

))))    

積 2 積癢2ㄚ 

詞詞詞詞癢2癢2癢2癢2    

積癢1ㄚ 

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積積積積 3333軟軟軟軟軟軟軟軟,,,,    

積積積積 2222 軟軟軟軟,,,,    

積積積積 5555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積積積積 2222 軟軟軟軟,,,,    

積虧2ẽ )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1111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積聰2ẽ

) 

積積積積 2222 軟軟軟軟    

ㄚ積聰2軟

ẽ ) 

遂昌、雲和此層次可能沒有開合口的分別，由「靴、瘸」兩字的表現可知。

龍游的例字偏少，無法判斷是否與遂昌、雲和的情形相同，今暫時仍視為開合口

有別。開化、常山、江山、廣豐、玉山五點此層次的幫系字也沒有開合口的分別。

此外，開化、常山、江山三點此層次的合口韻讀形式，由於歌戈開口韻缺乏例字

故無法確定，今從闕。另，開化表「父親」義的「爺」字韻讀稍有不同，目前無 

                                                      
7
 「茄」字在《廣韻》中有戈韻開口三等群母切以及麻韻開口二等見母切兩音，處衢方言今讀多數

反映戈韻切，少數反映麻韻切，表格中將反映麻韻切的讀音加上括號以為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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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得知確切原因，暫時存疑不論。常山、廣豐、玉山三點的「爺」字為合口表現，

與龍游、遂昌、雲和、慶元等點不同，不知是否為各方言開合口歸字不同的原因。 

上表中最末一欄的「話」字，在《切韻》系韻書中的紀錄是蟹攝合口夬韻字，

但本文認為其讀音並不反映蟹攝層次。首先，「電話」這一文讀詞彙的讀音形式與

「皆佳有別層」的韻讀形式相同（參見 3.1.1.3 節表 3-1-14），但「電話」這個器具

與詞彙出現的年代偏晚，與「皆佳有別層」的年代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考察其他

夬韻字，無論開合都表現為一個年代最晚的「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所以如果要說

夬韻中單只有「話」字是表現為較早年代「皆佳有別層」的佳韻形式，是比較難

以成立的；再來，作為「說話」的白讀詞彙中，「話」的讀音顯然無法符合蟹攝任

一層次音讀，反而可以因為古祭部字的關係，歸入「歌戈麻不分」的音韻層次。

因此，我們從「話」的白讀音得到啟發，推論「話」的文讀音也表現出麻韻「開

合有別層次」的合口韻讀，而非蟹攝「皆佳有別層次」的佳韻形式。 

龍游「歌戈麻不分層次」的例字相當少，主要根據「爺」字及其與遂昌、雲

和、慶元互相對應的同源詞而判斷；另一個線索則是章系字「賒」字的讀音比較

特別，並不符合「假攝三等早期層次」中章系字應讀為[ ]的規則、亦不符合「假

攝三等晚期層次」中章系字應讀為[ei]的規則，由此可推論「賒」字所表現的讀音

可能正是「歌戈麻不分層次」的韻讀。龍游「歌戈麻不分層次」的韻讀形式大概

可以確定為[積 ]。 

4.1.5 末鎋韻與薛韻有別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山攝合口末鎋薛諸韻中，先秦上古音時期屬祭部與微部。

祭部進入魏晉時期以後，分裂為曷末鎋以及月薛兩部；微部當中的山攝入聲字，

也在魏晉時期向祭部當中的月薛部靠攏。進入南北朝時期之後，月薛部當中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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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繼續產生變化，離開薛韻轉而與臻攝沒韻合流同部。綜上所述，此層次表現出

山攝的末鎋韻同讀、與薛韻有別，並且月薛韻並不同讀的現象，因此推測此層次

年代為南北朝時期，稱之為「末鎋韻與薛韻有別層次」。 

表 4-1-7  末鎋韻與薛韻有別層次韻讀對應表 

山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末鎋韻與薛

韻有別層次 

末

鎋 

 

積  

聰  

積  

 

積ᴇ  

癢  

□□ 

, 聰  

積  

 

□□ 

 

□□ 

癢積  

□□ 

 

□□ 
薛 詞聰  □□ 積聰  □□ □□ □□ 積  積聰  □□ 

潑 祭 1 末山-滂 腐 7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腐 積物 7 腐 7 腐腐腐腐 積積積積 7777    腐 7 腐 癢 7 腐 7 腐 7 

鈸 祭 1 末山-並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8888    獎 8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ᴇ 8888    獎 8 獎 8 獎 8 獎癢 8 獎 8 腐 8 

脫 祭 1 末山-透 蕃 7 蕃 7 蕃 7 蕃 7ㄚ 

蕃蕃蕃蕃 癢癢癢癢 7777    

蕃 7 蕃 7 蕃蕃蕃蕃 7777    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 7777    蕃蕃蕃蕃 7777    

奪 祭 1 末山-定 男男男男 8888    男物 8 男 8 男 8 男 8 男 8 男癢 8ㄚ 

男男男男 8888    

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 8888    蕃蕃蕃蕃 8888    

捋 祭 1 末山-來 □□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8888    □□ 給癢 8 給給給給聰聰聰聰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給給給 8888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 7777    給給給給 8888    

撮 祭 1 末山-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聰聰聰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蕃著 癢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蕃著 癢積 7777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7777    

刮 祭 2 鎋山-見 篩虧

7 

篩虧物 7 篩虧物 7 篩虧 7 篩虧 7 篩 7 篩虧物 7 篩虧物 7 篩虧 7ㄚ 

篩篩篩篩 7777    

絕 祭 3 薛山-從 男 詞

8 

男 詞 8

ㄚ 詞 8 

男男男男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ㄚㄚㄚㄚ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8888    

男 詞

8 

積 8 男 積 8 男 詞癢 8

ㄚ 詞癢 8 

詞 8 詞癢 8 

茁 微 3 薛山-莊 □□ □□ □□ □□ □□ □□ □□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 

拙 微 3 薛山-章 蕃蕃蕃蕃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

7777    

□□ □□ □□ 蕃 積 7 □□ □□ 蕃著聰 7ㄚ 

蕃蕃蕃蕃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 7777    

□□ 

綴 祭 3 薛山-知 蕃著虧積3 □□ □□ □□ 蕃著虧癢積58 蕃 詞 7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 □□ 

龍游此層次的韻讀形式[ ]，與其「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的韻讀形式相

同，因此合口一等幫端系字無法作為此層次例字。 

4.1.6 南北朝質部層次 

                                                      
8
 「綴」字在《廣韻》有兩音切，除了薛韻切之外，另有蟹攝祭韻切。開化與玉山的韻讀反應的應

是祭韻切。 



 

229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臻攝質術櫛物迄諸韻中，先秦上古音時期屬脂（真）部與

微部。微部在進入兩漢以後基本上與脂部合併，並且入聲韻與陰聲韻逐漸分離，

稱為質部，內容涵蓋《切韻》時期的臻攝入聲諸韻、山攝黠屑韻以及一部份曾攝

職韻。到了魏晉時期黠屑韻正式進入月部，南北朝前期物韻則分立成部。到了南

北朝後期，臻攝質術櫛物迄諸韻同為一部，同時期尚有月沒部、曷末部以及薛黠

屑等部。綜上所述，我們目前在語料中看到此組韻讀出現在質術櫛物迄等韻，暫

時尚未看到出現在黠屑月沒等韻中，故推測此組韻讀可能代表南北朝後期的質部

（內容包括中古質術櫛物迄等韻）層次，稱之為「南北朝質部層次」。 

表 4-1-8  南北朝質部層次韻讀對應表 

臻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質部層次  □□ 物  

積物  

  

積  

□□ 物  物  □□ 

蝨 真 2 櫛臻-生 著 7 著 7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 7777    著 7 著著著著 7777    著 7 積虧 7 著癢積 7 著 7 

密 脂 3 質臻-明 縣積癢 8 縣癢 8ㄚ

縣 8 

縣積ᴇ 8ㄚ

縣物縣物縣物縣物 8888 

縣癢 8 縣癢 8ㄚ

縣 8 

縣積 8 縣積 8 縣積 8 縣積 8ㄚ 

縣積 8 

栗 脂 3 質臻-來 給給給給 8888    給聰 8 □□ 給給給給 8888    給癢 8 給積 8 給 8 給積 8 給積 8 

實 脂 3 質臻-禪 積癢 8ㄚ

詞 8 

識癢 8ㄚ 

識 8 

積ᴇ 8ㄚ 

8 

著癢 8 識癢 8ㄚ 

積積積積 8888    

識 8 積 8 識癢積 8 積 8 

日 脂 3 質臻-日 缸 8 識癢 8軟

ㄚ缸 7

軟ㄚ缸 8

軟 

積ᴇ 8ㄚ 

給 8 軟 

ㄚ缸 軟ㄚ 

缸 8軟  

積癢 8軟 ㄚ 

缸 7

軟ㄚ缸 8 

識癢 8軟

ㄚ缸 7

軟ẽ ) 

ㄚ缸 8

軟 

識 8軟  

,缸 8 軟, 

缸癢積5 軟 

ȵ積 8軟

, 

缸癢 8軟  

積 8軟 ㄚ 

男物男物男物男物 8888 

ȵ積 8ㄚ 

缸 8 

乞 微 3 迄臻-溪 蕃 積癢 7 □□ □□ 篩 積癢 7 篩 積癢 7 蕃 積 7 蕃 積 7 

ẽ ), 

篩 物篩 物篩 物篩 物 7777    

ẽẽẽẽ ))))    

蕃 積 7 

ẽ ), 

篩 物篩 物篩 物篩 物5555    

ẽẽẽẽ ,,,, ))))    

蕃 積 7軟

ㄚ篩 5ẽ ,

) 

弗 微 3 物臻-非 眼眼眼眼 7777    眼聰 7 眼聰 7 眼虧 7 眼聰 7 眼 7 眼 7 眼 虧 7ㄚ 

眼癢積 7 

□□ 

律 微 3 術臻-來 給積 8 給癢 8 給積ᴇ 8 給給給給 8888    給癢 8 給積 8 給積 8 □□ 給積 8 

朮 微 3 術臻-澄 男 詞癢

8 

男 詞癢

8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詞 8 積聰 8 男 詞 8 男 詞 8 男 詞癢積

8 

蕃 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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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微 3 術臻-昌 蕃 詞癢

7ㄚ 

蕃 詞 7 

蕃著 7 蕃 詞ᴇ 7 蕃 詞

7 

蕃 積聰 7

ㄚ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詞 7 蕃 詞癢

7 

蕃 詞 7 蕃 詞

7ㄚ 

蕃 詞癢 7 

第二節  魏晉時期 

4.2.1 寒桓刪談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山攝一等寒桓韻、二等刪韻，以及咸攝一等談覃韻；先秦

上古音時期分屬元部、文部以及談部。上古屬元文部的山攝一二等字，在魏晉時

期獨立為同一部（可稱之為「寒桓部」），與山攝三四等有別，直到南北朝後期，

刪韻才與寒桓韻正式分立。至於談部，則因為與寒桓部元音介音均相近，只要韻

尾閉口的特徵在方言中趨向微弱或消失，寒桓刪談四部基本上便可同讀。 

由《切韻》系韻書所載隋唐以來的主流漢語，基本上-m,-p 等閉口韻尾仍然存

在，要到宋代以後較為反映當時語音的韻書例如《古今韻會舉要》中，才看到深

臻合流、咸山合流等表示閉口韻尾消失的語音徵性。以上為主流漢語的情形。若

論及吳語中的閉口韻何時消失，較有具體文獻記載可徵的年代應為明代。最能反

映明代實際語音者為明末馮夢龍所編的作品，其《山歌》蒐集整理吳地的民歌，《笑

府》則分類蒐集整理了近七百則笑話，其中常提及吳音的注及評語，更是反映當

時吳語的寶貴資料。根據石汝杰 2006 研究，《山歌》及《笑府》中均反映出當時

明末吳語的韻尾已和今日的蘇州話差不多，其中閉口韻尾-m 已與-n 尾混同不分。

9胡運飈 1987 則指出：「南宋浙江詞人用韻，山攝陽聲與咸攝陽聲合用，二者之間 

 

                                                      
9
 明代涉及曲韻的韻書著作，例如王文璧《中州音韻》、沈寵綏《曲學探微》等書，皆保留了三個

閉口韻部。明代中葉著名的曲學大家，同時也是吳地人的沈璟（吳江）及王驥德（紹興），均維護

《中原音韻》將閉口韻獨立成部的格式，並反對唱曲時「混以鄉音」。由此我們可推論明代當時的

吳音多半已無閉口韻，但北曲中仍維持傳統有閉口韻的唱法，戲曲家致力於表演的精準、曲韻韻書

受限於傳統，因此均有獨立的閉口韻，與當時的實際語音有所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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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無界線，組成寒覃部，由此可知，十三、十四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山攝鼻韻尾[-n]

已與咸攝鼻韻尾[-m]合流，這合流比深臻梗曾四攝鼻韻尾的合流要早。」10總而言

之，吳方言的閉口韻尾消失始於何時？是否類似於閩方言無舌上音，其方音特色

為無閉口韻尾？目前囿於文獻資料無法確知，僅能如此推測。 

綜上所述，由於此批例字具有魏晉時期寒桓獨立成部的音韻格局，傳入閉口

韻尾可能不發達的吳地，可能形成寒桓刪談同讀的現象。我們將此層次年代定位

為魏晉時期，稱之為「寒桓刪談同讀層次」；與 4.2.2 所述年代相近的「魚歌寒桓

同讀層次」相較，「寒桓刪談同讀層次」的年代略晚一些，這可以從江山、慶元「鑽」

以及玉山、慶元「短」諸字的文白異讀訊息得到確認。 

表 4-2-1  寒桓刪談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山咸開合一二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寒桓刪談同讀層次 聰  õ  ã 

虧  

 癢積 

積癢 

 

虧  

ã 

虧  

ã 

虧ã 

彈平 元 1 寒山-定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1111    男ã23 男ã2 軟, 

男男男男 2222軟軟軟軟  

男ã2 男男男男 2222    男ã2 男物 2 男ã1 蕃 2 

彈去 元 1 翰山-定 男ã6 男ã4ㄚ 

男õ男õ男õ男õ6666 

男男男男 6666ẽẽẽẽ

))))    

□□ 男男男男 6666    男ã6 男物 6 男ã6 蕃 6 

單 元 1 寒山-端 蕃聰蕃聰蕃聰蕃聰 1111    蕃ã1ㄚ 

蕃õ蕃õ蕃õ蕃õ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ã1 蕃蕃蕃蕃 1111    蕃ã1 蕃物 1 蕃ã1 男 1 

難平 元 1 寒山-泥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2222    缸õ缸õ缸õ缸õ2222    缸缸缸缸 2222    缸ã2 缸缸缸缸 2222    缸ã2 缸物 2 缸ã2 缸 2 

欄 元 1 寒山-來 給ã2ㄚ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2222 給õ給õ給õ給õ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ã2 給給給給 2222    給ã2 給物 2 給ã2 給 2 

傘 元 1 旱山-心 著聰 3著聰 3著聰 3著聰 3    著ã3ㄚ 

著õ著õ著õ著õ3333 

著著著著 3333    著ã3 著著著著 3333    著ã3 著物 3 著ã3 著 3 

肝 元 1 寒山-見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õ篩õ篩õ篩õ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篩篩篩 1111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1111    

干 元 1 寒山-見 篩ã1 篩ã1 篩篩篩篩 1111    篩ã1 篩篩篩篩 1111    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篩積癢1111    篩 1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1111    

幹 元 1 翰山-見 篩ã5,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5555 

篩õ篩õ篩õ篩õ5555    □□ 篩ã3 篩ã5 篩ã5軟 , 

篩積癢5篩積癢5篩積癢5篩積癢5 軟軟軟軟 

篩 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5555    

岸 元 1 旱山-疑 聰聰聰聰 6666    õõõõ6666    6666    虧虧虧虧 5555    6666    癢積6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    ã6 

寒 元 1 寒山-匣 ã2ㄚ ã2ㄚ 2222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2222    4444    癢積2癢積2癢積2癢積2    虧虧虧虧 2222    虧虧虧虧 2222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2222ㄚㄚㄚㄚ 

                                                      
10

 若再向上追溯，則晚唐湖南劭陽人胡曾有一首〈戲妻族語不正詩〉，提及妻族的-m,-p 尾混為其

他韻尾，至於其妻族是否為江浙吳地人則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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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聰聰聰 2222 õõõõ2ㄚ2ㄚ2ㄚ2ㄚ 

õõõõ2222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2222    

鞍 元 1 寒山-影 聰聰聰聰 1111    õõõõ1111    1111    虧虧虧虧 1111    1111    癢積癢積癢積癢積1111    虧虧虧虧 1111    虧虧虧虧 1111    虧ã虧ã虧ã虧ã1111    

案 元 1 翰山-影 聰聰聰聰 5555    õõõõ5555    5555    虧虧虧虧 5555    5555    癢積5癢積5癢積5癢積5    虧虧虧虧 5555    虧虧虧虧 5555    虧ã虧ã虧ã虧ã5555    

晏晚 元 1 翰山-影 聰聰聰聰 5555    õõõõ5555    □□ 虧虧虧虧 5555    □□ 癢積5癢積5癢積5癢積5    □□ □□ 虧ã虧ã虧ã虧ã5555    

漢 元 1 翰山-曉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5555    裡ã3ㄚ 

裡õ裡õ裡õ裡õ3333    

裡裡裡裡 555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6666    裡裡裡裡 5555    裡癢積5裡癢積5裡癢積5裡癢積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5555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5555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5555    

焊 元 1 旱山-曉 聰聰聰聰 6666    õõõõ6666    6666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6666    6666    癢積癢積癢積癢積6666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    □□ 

旱 元 1 旱山-匣 聰聰聰聰 6666    õõõõ4444    4444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4444    4444    裡ã6 虧虧虧虧 4444    虧虧虧虧 3333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4444    

端 元 1 桓山-端 蕃ã1ㄚ蕃聰蕃聰蕃聰蕃聰 1111

,蕃虧 13軟  

蕃õ蕃õ蕃õ蕃õ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ã蕃ã蕃ã蕃ã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虧癢積1ㄚ 

蕃癢積蕃癢積蕃癢積蕃癢積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虧 1 男ã男ã男ã男ã1111    

團 元 1 桓山-定 男虧 2 男虧 6ㄚ 

男õ男õ男õ男õ2222    

男男男男 2222    男虧 2ㄚ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男男男 2222    男癢積2男癢積2男癢積2男癢積2    □□ 男虧 21, 

男 22 

蕃ã蕃ã蕃ã蕃ã2222    

緞 元 1 緩山-定 男虧 6 男õ男õ男õ男õ6666    男男男男 6666    男ã男ã男ã男ã6666    □□ 男虧癢積6 男 6 男虧 6 蕃ã蕃ã蕃ã蕃ã6666    

短 元 1 緩山-端 蕃虧積3 蕃積1ㄚ 

蕃積3 

蕃積1 蕃虧 3 

ㄚ蕃積3, 

蕃積1ẽ )1 

蕃蕃蕃蕃 3333ㄚ 

蕃積1 

蕃虧癢積3ㄚ 

蕃蕃蕃蕃癢積癢積癢積癢積3333 

蕃 3 蕃虧 3 男ã男ã男ã男ã3333ㄚ 

男物積3 

斷判~ 元 1 換山-端 男虧 6 軟, 

男聰 6 軟 

蕃õ蕃õ蕃õ蕃õ5555, 

男聰 4

軟 

男 4 男虧 6ㄚ 

男癢積 4 

蕃蕃蕃蕃 5555, 

男聰 4 

男虧癢積4

軟,軟 , 

男 4

軟 

蕃蕃蕃蕃 5555 軟軟軟軟, 

男男男男 4444ㄚ 

男 4軟

 

男虧 41 

軟 , 

男 42 

蕃ã蕃ã蕃ã蕃ã4444 軟軟軟軟, 

蕃 4軟  

鸞 元 1 桓山-來 □□ □□ □□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給給給給 2222    □□ 給詞 2 給虧 2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    

卵 元

11 

1 緩山-來 給虧ã3ㄚ 

給 6 

給虧 3ㄚ 

給聰 4 

給 4 給ã給ã給ã給ã4444    給給給給 4444    給虧癢積5ㄚ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4444    

給 4, 

給詞 4 

給虧 3, 

給 3 

給ã給ã給ã給ã4444ㄚ 

給 4 

亂 元 1 換山-來 給虧ã6 給虧 6ㄚ 

給聰 6 

給給給給 6666    給虧 6ㄚ 

給癢積 6 

給給給給 6666    給虧癢積6 給詞 6 給虧 6 給ã給ã給ã給ã6666ㄚ 

給 6 

鑽 元 1 換山-精 蕃著虧積5缸. 蕃著虧 5

缸.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缸.蜴.缸.蜴.缸.蜴.缸.蜴.    

ㄚ蕃 積5 

蕃蕃蕃蕃著ã著ã著ã著ã5555缸.蜴.缸.蜴.缸.蜴.缸.蜴.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缸.蜴.缸.蜴.缸.蜴.缸.蜴.    

蕃著虧癢積5 

缸.蜴. 

蕃著 5 缸.蜴. 蕃著虧 5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5555缸.缸.缸.缸.ㄚ 

蕃著物積5蜴. 

酸 文 1 桓山-心 著虧 1ㄚ 

著虧積1 

積1 積1 著虧 1ㄚ 

著ã著ã著ã著ã1111 

積1 著虧癢積1 著虧 1ㄚ 

著 1 

著虧 1 著物積1 

算 元 1 緩山-心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著õ著õ著õ著õ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ã著ã著ã著ã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虧癢積5 著虧 5 著虧 5 著ã著ã著ã著ã5555    

蒜 元 1 換山-心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 5555    著õ著õ著õ著õ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ã著ã著ã著ã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虧癢積5 著虧 5 著虧 5 著ã著ã著ã著ã5555    

攢 元 1 換山-從 □□ 蕃著虧 3 □□ □□ □□ □□ □□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3333    □□ 

篡 元 2 諫山-初 □□ □□ □□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虧ã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虧 5 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蕃著 ã5555    

                                                      
11

 與「卵」字同諧聲偏旁者例如「節、櫛」等字，屬上古脂質部；《說文通訓定聲》亦將卵字歸屬

脂部，然《上古音韻表稿》及《古韻通曉》皆將此字歸入元部。由「卵」字在《切韻》為山攝緩韻

字，處衢方言的表現亦較接近元部的情形看來，本文採取《表稿》及《通曉》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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毯 談 1 敢咸-透 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蕃 聰 3    蕃 õ蕃 õ蕃 õ蕃 õ3333    蕃蕃蕃蕃 3333    蕃 ã蕃 ã蕃 ã蕃 ã3333    蕃蕃蕃蕃 3333    蕃 ã3 蕃 物 3 蕃 ã3 蕃 3 

庵 談 1 覃咸-影 聰聰聰聰 1111    õõõõ1111    1111    æ1 æ1 癢積1 1 1 ã1 

此層次韻讀常在見系或見影系當中發生條件變體，與端來精莊等系的韻讀形

式不同；其中龍游的影系比較特別，是與端來系形式相同而不是見系。此外，在

判斷此層次例字時需小心排除實屬其他層次但與此層次十分相似的韻讀形式，例

如：1.廣豐、雲和寒韻談韻讀[ã]者屬時代偏晚的「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參

見第三章 3.2.1.1 節討論）因此無法作為此層次例字；2.「斷」字當形容動詞的副

詞使用並且為濁母時的那組同源詞，其韻讀應屬「兩漢元部層次」（請參照 4.4.1

討論），因此開化「拗斷」一詞中的「斷」字並非此層次例字。 

4.2.2 魚歌寒桓同讀層次 

此層次的例字出現在果攝合口一等戈韻系、假攝開口三等麻韻、止攝開口三

等支韻系、遇攝模魚虞韻系以及山攝合口一等桓韻系等。這批例字在先秦上古音

時期分屬歌部、魚部、元部與文部。其中，周秦時屬微部的「火」字，到了西漢

以後轉為歌部，因此此處將「火」字視為歌部字處理；類似情形還有「數」「屢」

「乳」等字，周秦時屬侯部，西漢以後轉為魚部，魏晉時仍維持不變。文部「酸」

字，最晚到了魏晉時期，即正式與古元部的一等字合流為寒桓部，由此可判斷山

攝此層次屬魏晉時期寒桓部的音韻格局。至於魚歌兩部的關係，東漢時代魚部的

麻韻系字正式進入歌部，魏晉時期兩部尚存少數合韻關係12，基本上魚歌兩部大致

漸朝獨立發展的方向前進。綜合上述情形，我們將此層次稱為「魚歌寒桓同讀層

次」，年代下限定為魏晉時期。 

 

                                                      
12

 魏晉時期魚歌兩部的合韻關係，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2007《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339，

以及丁邦新 1975《魏晉音韻研究》頁 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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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魚歌寒桓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果假止遇山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魚歌寒桓同讀層次 虧積 

虧積,詞 

詞 

 虧積,詞 虧癢積,詞 

積 

積虧,詞 

詞,ẽ積聰) ẽ 積聰), 

積 

積 

積 積 積  物積 

磨 v. 歌 1 戈果-明 縣 2 縣縣縣縣積積積積2222    獎積 2 縣積癢2 縣癢2ㄚ 

縣積癢2ㄚ

縣聰2 

縣2 縣虧2 縣2 縣聰2ㄚ 

縣物積2 

唾 歌 1 過果-透 蕃 虧積3蕃 虧積3蕃 虧積3蕃 虧積3ㄚㄚㄚㄚ 

蕃 虧積5蕃 虧積5蕃 虧積5蕃 虧積5    

蕃 積5蕃 積5蕃 積5蕃 積5    蕃 積5蕃 積5蕃 積5蕃 積5    蕃 虧 5ㄚ蕃

聰5ㄚ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 積5蕃 積5蕃 積5蕃 積5    □□ □□ □□ 蕃 5 

坐 歌 1 果果-從 識虧積6識虧積6識虧積6識虧積6    積4積4積4積4    積積積積4444    男識聰4 積積積積4444    識虧4 識虧4 識虧4 著聰4 

座 歌 1 過果-從 識聰6, 

識識識識虧積6虧積6虧積6虧積6 

識聰2ㄚ 

識聰6 

著聰1 男識聰6 識聰6 男識虧4, 

識虧4 

識虧6 識虧6 著聰6 

裹 歌 1 果果-見 篩聰3 篩篩篩篩虧積虧積虧積虧積3333    篩聰3 篩虧 3ㄚ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5555ẽẽẽẽ ))))    

篩虧 3 篩虧3 篩虧1 篩聰3 篩聰3 

火 微 1 果果-曉 裡聰3ㄚ 

裡裡裡裡虧積虧積虧積虧積3333    

裡聰3ㄚ 

詞癢3 

ㄚ裡裡裡裡虧積虧積虧積虧積3333 

裡虧ᴇ3 裡虧 3ㄚ 

裡詞癢3 

裡虧 3ㄚ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癢積3癢積3癢積3癢積3 

裡虧3 裡虧3 裡聰3 裡聰3ㄚ 

裡虧物積3 

爺 魚 3 麻假-以 積癢2ㄚ 

詞聰2ẽ

) 

積癢2ㄚ 

詞癢2ẽ

) 

積 2 積癢2ㄚ 

詞癢2 

積癢1ㄚ 

詞癢2

軟ẽ ) 

積 3軟軟, 

積 2 軟, 

積 5 軟ẽ

) 

積 2 軟, 

積虧2積虧2積虧2積虧2ẽẽẽẽ ))))    

積聰1

軟ẽ ) 

,積聰積聰積聰積聰2222ẽẽẽẽ

)))) 

積 2 軟 

ㄚ積積積積聰聰聰聰2222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施 歌 3 支止-書 著 1 著 1ㄚ 

詞5詞5詞5詞5 

□□ 積1 □□ 著 1 著 1ẽ ), 

積癢1 軟 

著 1 積癢1 

騎 歌 3 支止-群 男 積2, 

短虧 2 

短虧 2 ø2 積2 積2ㄚ 

詞2詞2詞2詞2    

男 積2 男識 2 男識 2 蕃 積2 

椅 歌 3 紙止-影 虧積3 詞3詞3詞3詞3    詞3詞3詞3詞3    積3 積3ㄚ詞3詞3詞3詞3 積3 積3ㄚ詞3詞3詞3詞3 積3 積3 

初 魚 3 魚遇-初 蕃著 虧1

ㄚ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積1積1積1積1    

蕃著 虧1

ㄚ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積1積1積1積1 

蕃著 聰1 蕃著 聰1 蕃著 虧 1 蕃著 虧1 蕃著 虧 1ㄚ 

蕃蕃蕃蕃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1111 

蕃著 虧1 蕃著 1 

數 v. 侯 3 麌遇-生 詞聰3 著虧 3 詞 3 著聰3 詞癢3 著虧3 積虧積虧積虧積虧3333    著虧3 詞癢3 

疏 魚 3 魚遇-生 著 1 著積著積著積著積1111ㄚ 

著 1 

著虧 1 □□ 詞癢1 著虧1 著 1 著聰1 著 1ㄚ 

著聰1 

女 魚 3 語遇-娘 ȵ詞3 ȵ詞3ㄚ 詞 4 ȵ詞癢4 ȵ詞癢4 ȵ詞4 軟, ȵ詞 4 詞3 ȵ詞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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ȵ詞癢3 ȵ積4積4積4積4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屢 侯 3 遇遇-來 給詞3 給虧積4給虧積4給虧積4給虧積4    □□ 給虧積4給虧積4給虧積4給虧積4    給給給給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虧癢積4444    給 5 給詞 4 給 虧3 給積癢4 

呂 魚 3 語遇-來 給詞3 給虧積給虧積給虧積給虧積3333    詞 4 給詞癢4 給詞癢4 給積5給積5給積5給積5    給詞 4 給詞3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4444    

慮 魚 3 御遇-來 給詞6 給虧積給虧積給虧積給虧積3333    □□ 給詞癢6 給詞癢6 給積6給積6給積6給積6    給詞 6 給詞給詞給詞給詞6666    給積癢6 

驢 魚 3 魚遇-來 給詞2 給積癢2 給積 2 給詞癢2 給詞癢2 給虧2ㄚ 給給給給積積積積2222 給詞 2 給虧2ㄚ 給給給給詞詞詞詞2222 給 2 

乳 侯 3 麌遇-日 □□ □□ □□ 詞癢4 詞癢4 詞5 □□ 給虧3ㄚ 

詞詞詞詞6666    

詞癢4 

蜈
13 

魚 1 模遇-疑 虧2ㄚ 

癢2 

縣 2 2 聰2ㄚ 

2 

2 2 2 2ㄚ 

詞詞詞詞2222 

5 

娛 魚 1 暮遇-疑 詞2 虧6 虧 2軟  ȵ詞癢2軟  ȵ詞癢2 ȵ詞4ㄚ 

虧4 

ȵ詞6ㄚ 

ȵ詞 6 

5ㄚ 

詞詞詞詞6666    

ȵ詞癢6 

余 魚 3 魚遇-以 詞2ㄚ 

詞聰2 

詞2 詞 2 詞癢2 詞癢2 積2積2積2積2    詞 2 詞2詞2詞2詞2    詞癢2 

短 元 1 緩山-端 蕃虧積3蕃虧積3蕃虧積3蕃虧積3    蕃蕃蕃蕃積積積積1ㄚ 1ㄚ 1ㄚ 1ㄚ 

蕃積3蕃積3蕃積3蕃積3    

蕃蕃蕃蕃積積積積1111    蕃虧 3 

ㄚ蕃積蕃積蕃積蕃積3,3,3,3,    

蕃蕃蕃蕃積積積積1111ẽẽẽẽ )1)1)1)1 

蕃 3ㄚ        

蕃蕃蕃蕃積積積積1111 

蕃虧癢積3ㄚ 

蕃癢積3 

蕃 3 蕃虧 3 男ã3ㄚ 

男物積3男物積3男物積3男物積3 

鑽 元 1 換山-精 蕃蕃蕃蕃著虧積著虧積著虧積著虧積5555

缸.    

蕃著虧 5

缸. 

蕃著 5缸.蜴. 

ㄚ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著ã5缸.蜴. 蕃著 5 缸.蜴. 蕃著虧癢積5 

缸.蜴. 

蕃著 5 缸.蜴. 蕃著虧 5 蕃著ã5缸.ㄚ 

蕃著物積蕃著物積蕃著物積蕃著物積5555蜴蜴蜴蜴.... 

酸 文 1 桓山-心 著虧 1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積1積1積1積1 

積積積積1111    積積積積1111    著虧 1ㄚ 

著ã1 

積積積積1111    著虧癢積1 著虧 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 1 著物積著物積著物積著物積1111    

此層次主要是由桓韻、戈韻以及模魚虞韻辨悉出來，支韻晚期的韻讀形式與

此層次多有雷同之處，因此只有少數開口章見影系字可順利辨識出來。如同上表

所述，此層次的韻讀形式會因為聲母環境的不同有若干變化。遂昌、雲和、慶元

「爺」字表父親義的韻讀，本文判斷屬此層次，其餘方言點表父親義的「爺」字

韻讀則屬「歌戈麻不分層次」（請參考第三章 3.1.2.3 節討論）；慶元此層次缺乏見

影系例字，「爺」字或可補此空缺；雲和則有兩種可能，一是表父親義的「爺」字

讀音已被更晚的層次讀音（即「歌戈麻不分層次」）競爭取代，僅聲調存古，另一

則是將[io]視為[y]的一種變體，「爺」字屬此層次韻讀。本文傾向相信後一種可能，

                                                      
13

 吳語處衢方言「蜈」字的文讀韻基本上表現出最晚的文讀層次，其餘單讀或白讀韻母的音韻層

次，則表現為魏晉之前的時間層次，關於這部分的討論可參考中澤實子 2003 碩士論文。本文在其

基礎上將雲和方言的白讀韻進一步定位為魏晉時期的「魚歌寒桓同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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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此層次各方言的見影系多有兩種形式，而雲和此點與慶元的行為平行，均

有變讀為[io]的現象。 

4.2.3 魏晉佳皆部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至韻、紙韻以及蟹攝齊韻系。這批字在周秦上古時期分屬

佳部14、歌部及脂部。歌部的支韻字基本上已在東漢時代正式歸入佳部，因此「髓」

字在東漢以後可理解為佳部字。「地」字《切韻》為止攝至韻三等字，到了《集韻》

則為蟹攝霽韻四等字，處衢方言反映出蟹攝四等字的讀音；「地」字從詩經時期直

到魏晉時期都歸屬佳部。齊韻系諸字一部份屬佳部（例如「啼、溪」等），一部份

屬脂部（例如「底、弟、細」等）。周秦兩漢皆屬脂部的齊韻系諸字，到了魏晉時

開始分化出來，與皆韻及灰咍韻的一部分組成皆部。此變化大抵在魏時開始、晉

時完成，是故學者對於魏代時皆部能否成立有不同的看法，認為脂微和皆灰咍齊

在魏代已二分者例如于海晏 1936、丁邦新 1975，認為要到晉代這兩者分開的趨勢

才完全顯豁出來的學者例如林炯陽 1972、何大安 1981b。無論看法如何，古脂部

的齊韻系諸字在魏晉時期開始發生變化是一項事實。 

此層次所涵蓋的古脂部字全為切韻時期的齊韻系字，古脂部的齊韻系字在晉

代時歸入皆部，到了南北朝前期更進一步獨立成部，連同古佳部的齊韻字一同組

成南北朝齊部，是為切韻時代齊韻的先聲。綜上所述，我們推測此層次所反映出

來的可能是魏晉時佳部與皆部同讀的關係，進入南北朝後齊韻繼續發生變化，與

佳部的關係漸遠，故此層次的年代定為魏晉時期。 

此層次韻讀的形式與第三章 3.1.1.4 節「止攝支韻獨讀層次」的韻讀形式十分

相近，我們推測此二層次應有歷史上的承繼關係。由前述韻部演變的歷史可知，

                                                      
14

 本文這裡所稱上古音佳部，內容包含《切韻》的支佳齊等韻（舉平以該上去），學者一般稱之為

支部，本文仿照李方桂、董同龢先生稱之為佳部，以與之脂部區別。 



 

237 
 

進入南北朝之後，齊韻系諸字已逐漸獨立成部，這組韻讀形式則由古佳部的支韻

系諸字承繼下來，是為「止攝支韻獨讀層次」，具有南北朝後期至切韻時期「支與

之脂有別」的音韻特色。 

表 4-2-3  魏晉佳皆部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止蟹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佳皆部同讀層次 積癢 積癢 積  積癢 積癢 積  積癢 □□ 積癢 

地 佳 4 霽蟹-定 男男男男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蕃 5ㄚ 

男積6ㄚ 

男男男男積癢積癢積癢積癢6666    

男積6ㄚ 

男積ᴇ 8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6666 

男積6ㄚ男癢 8

ㄚ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2222    

ㄚㄚㄚㄚ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男積癢6666 

蕃 5ㄚ 

男積6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癢6癢6癢6癢6    

男積6,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6666 

男積6 男積6 蕃積6 

髓 歌 3 紙止-心 著虧積3 著 31, 

著虧癢32 

著 31, 

著虧ᴇ22 

著虧積2 識虧癢積2 積3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3333    詞2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    

啼 佳 4 齊蟹-定 男積2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癢癢癢癢2222 

男積癢2男積癢2男積癢2男積癢2    男積2 男積癢2男積癢2男積癢2男積癢2    男積2ㄚ 

男積癢2男積癢2男積癢2男積癢2 

男積2 男積癢2男積癢2男積癢2男積癢2    男積2 蕃積癢2蕃積癢2蕃積癢2蕃積癢2    

底 脂 4 薺蟹-端 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    蕃癢3ㄚ 

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蕃積3ㄚ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3333    

蕃癢51, 

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2222,,,, 

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3333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3333    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    蕃積3 男積癢3男積癢3男積癢3男積癢3    

渧 佳 4 霽蟹-端 □□ □□ □□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5555    

ẽẽẽẽ ))))    

□□ □□ □□ □□ □□ 

剃 脂 4 霽蟹-透 蕃 積癢5蕃 積癢5蕃 積癢5蕃 積癢5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111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1111    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蕃 積癢5555    蕃 積癢1蕃 積癢1蕃 積癢1蕃 積癢1    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5555    蕃 積癢5蕃 積癢5蕃 積癢5蕃 積癢5    蕃 積5 蕃 積癢4蕃 積癢4蕃 積癢4蕃 積癢4    

弟 脂 4 薺蟹-定 男積癢6男積癢6男積癢6男積癢6    男癢2ㄚ 

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蕃積癢3ㄚㄚㄚㄚ 

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 

蕃ᴇ5

軟ẽ

)ㄚ蕃 積蕃 積蕃 積蕃 積 4444

ẽẽẽẽ )))) 

男積4 軟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癢癢癢癢4444    

蕃積6ㄚ 

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 

男積4,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4444 

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男積癢4    男積4 蕃積癢4蕃積癢4蕃積癢4蕃積癢4    

泥 脂 4 齊蟹-泥 ȵ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ȵ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2ㄚ 

ȵ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ȵ積2ㄚ 

ȵ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ȵ積積積積 2222    ȵ積 2 積2 ȵ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細 脂 4 霽蟹-心 著癢51, 

積癢3積癢3積癢3積癢32222 

著癢5ㄚ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癢51, 

積積積積 55552222 

積5ㄚ 

積癢積癢積癢積癢5555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ㄚ 

著 積5 

積5, 

積積積積 5555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著 5 積癢5積癢5積癢5積癢5    

薺 脂 4 薺蟹-從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積2ㄚ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 □□ 積5ㄚ 

男男男男 積癢4積癢4積癢4積癢4 

積0 男男男男 積癢2積癢2積癢2積癢2    識 2 □□ 

溪 佳

15 

4 齊蟹-溪 蕃 積1ㄚ 

蕃蕃蕃蕃 積癢1積癢1積癢1積癢1 

蕃 積1ㄚ 

蕃蕃蕃蕃 積癢1積癢1積癢1積癢1 

篩 積1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1111 

篩 積1 篩 積1ㄚ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癢1癢1癢1癢1 

蕃 積1 蕃蕃蕃蕃 積癢1積癢1積癢1積癢1    蕃著 1 蕃蕃蕃蕃 積癢1積癢1積癢1積癢1    

                                                      
15

 從「奚」諧聲者，例如雞、谿、鼷等字，《上古音韻表稿》及《古韻通曉》二書均歸佳部，《說

文通訓定聲》則歸履部（即脂部與微部），本文從《表稿》與《通曉》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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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和方言目前找不到此層次韻讀的痕跡。另，常山江山的「髓」字音讀[著 3]，

以及遂昌的「泥」字音讀[ȵ積 2]，目前都因為單例的狀態而無法解釋，今暫時存疑

不論。 

4.2.4 中侵蒸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三等東韻屋韻、冬韻、侵韻以及蒸韻，先秦上古音時期分

屬侵部、中部幽部以及蒸部之部，層次表現上主要以陽聲韻為主，旁及入聲韻，

具有陽聲韻與入聲韻相呼應的特點。中（幽）部與侵部，在《詩經》中已常有協

韻現象，顯示出兩部間音近的關係，可見二者雖然韻尾不同，但主要元音可能相

近或相同；蒸（之）部與中（幽）部在《詩經》時代的關係則不如中部與侵部密

切。兩漢時期，侵中兩部的通押關係基本上與前段時期相似，中部與蒸部的關係

則開始有些微發展，幽部與之部的關係則益加密切，東漢的通押數均比西漢更加

成長一些16，代表二者音近的趨勢。到了魏晉時期，原屬侵部與蒸部的部分字（多

屬後來的東韻）正式轉入中部17，顯示出中侵蒸三部在魏晉時期密切的關係；至於

之幽部密切的關係，差不多在三國魏時期進入尾聲，晉代以後則漸行漸遠。綜上

所述，此層次主要表現出古中侵蒸三部同讀的音韻格局，旁及相關的陰聲韻之幽

部，考量了上述韻部間的分合、通押以及陰陽對轉等關係合理發生的時期之後，

將此層次年代定為魏晉時期，稱之為「中侵蒸同讀層次」。18 

表 4-2-4  中侵蒸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通深曾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中侵蒸同讀

層 

陽 ã ã ã □□ ã ã □□ □□ □□ 

入 □□ 物   □□  □□ □□ □□ □□ 

冬 中 1 冬通-端 蕃 1 蕃聰 1ㄚ 蕃聰 1 蕃聰 1 蕃聰 1ㄚ 蕃聰 1 蕃 1 蕃聰 1 男聰 1 
                                                      
16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2007《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46 及頁 56 各韻部通押關係表。 
17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2007《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328-329。 
18

 秋谷裕幸 2000b 觀察到處衢方言常山、江山、玉山三點具有東一與冬韻有別、東三與冬韻同讀

的層次，認為是比中古音更早的現象，但沒有指明層次的年代，亦未談侵韻與蒸韻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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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ã蕃ã蕃ã蕃ã1111    ㄚ蕃ã蕃ã蕃ã蕃ã1111 蕃ã蕃ã蕃ã蕃ã1111    

農 中 1 冬通-泥 缸 21, 

缸虧聰22 

缸虧2ㄚ 

缸ã缸ã缸ã缸ã2222 

缸聰 2ㄚ 

缸ã缸ã缸ã缸ã5555ㄚㄚㄚㄚ 

缸ã缸ã缸ã缸ã2222ẽẽẽẽ ))))    

缸聰 4ㄚ 

缸聰 2ẽ

) 

給聰 2ㄚ 

缸ã缸ã缸ã缸ã3ㄚ3ㄚ3ㄚ3ㄚ 

缸ã缸ã缸ã缸ã2222 

缸 4, 

缸 2, 

缸聰 2 

缸 2 缸聰 2 缸聰 3ㄚ 

缸聰 2 

蟲 中 3 東通-澄 男 積聰 2

ㄚ男聰 1 

蕃著聰 1ㄚ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 積聰 2 男 積聰 2

ㄚ男ã男ã男ã男ã2222 

男識聰 2 男 積 2 男 積聰 2 蕃 積聰 2ㄚ 

蕃聰 2 

今 侵 3 侵深-見 蕃 積 1ㄚ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軟軟軟軟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軟軟軟軟 1111    

,篩 1軟

2,篩 7軟

ㄚ篩 1 

篩 7軟

ㄚ篩 1軟  

篩 7軟

ㄚ篩積 1, 

篩 3軟 3 

篩 7軟

ㄚ 3軟  

,篩 1 

蕃 積 1

軟, 

篩ã篩ã篩ã篩ã1111軟軟軟軟     

篩癢 7軟  

,蕃 積 1

軟, 

篩癢積1軟  

蕃 積 1 軟 

,篩 1軟  

蕃 積 1ㄚ 

篩物積1軟  

冰 蒸 3 蒸曾-幫 腐ã腐ã腐ã腐ã1111ㄚ 

腐 1 

腐 1 腐積 1ㄚ 

腐ã腐ã腐ã腐ã1111 

腐癢積 1ㄚ 

腐æ1 

腐 1ㄚ 

腐 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獎 1 

伏

藏匿 

之 3 屋通-奉 蜴 8 蜴聰 8ㄚ 

蜴蜴蜴蜴物物物物 8888    

眼眼眼眼 8888    眼虧 8 蜴蜴蜴蜴 8888    蜴 8 蜴 8 蜴 虧 8 眼虧 8 

目 幽 3 屋通-明 縣 8 縣聰 81, 

縣縣縣縣物物物物 88882222 

縣聰4ㄚ 

縣聰 8 

縣 8 縣聰 8 縣 8 縣

8 

□□ 縣 81, 

縣虧 82, 

縣聰23 

福 之 3 屋通-非 眼 7 眼聰 7ㄚ 

眼眼眼眼物物物物 7777    

眼聰 7ㄚ 

眼眼眼眼 7777    

眼虧 7 眼聰 7 眼 7 眼 7 眼 虧 7 眼虧 7 

幅 之 3 屋通-非 眼 7 眼眼眼眼物物物物 7777    眼 7 眼虧 7 眼聰 7 眼 7 眼 7 眼 虧 7 眼虧 7 

服 之 3 屋通-奉 蜴 8 蜴聰 8ㄚ 

蜴蜴蜴蜴物物物物 8888 

眼聰 8 眼虧 8 蜴聰 8ㄚ 

蜴蜴蜴蜴 8888 

蜴 8 蜴 8 蜴 虧 8 眼虧 8 

六 幽 3 屋通-來 給積 8ㄚ 

給 8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給聰 8ㄚ 

給物給物給物給物 8888    

給 8 給聰 8 給 8 給 8 給 虧 8 給積 8 

竹 幽 3 屋通-知 蕃 詞聰 7ㄚ

蕃詞聰 7 

蕃物蕃物蕃物蕃物 7777    蕃物蕃物蕃物蕃物 7777    蕃 詞 7ㄚ

蕃詞 7 

蕃 積聰 7ㄚ 

蕃蕃蕃蕃 7777    

蕃著 7 蕃積虧 7 蕃積 7 蕃 積 7ㄚ

男積 7 

4.2.5 蒸登耕陽東冬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曾攝登蒸韻、梗攝庚耕清青韻、宕攝陽韻以及通攝冬鍾韻

等，先秦上古音時期分屬蒸部、耕部、陽部、東部以及中部19。西漢時期這些韻部 

                                                      
19

 表中例字「冷、拎」二字，從諧聲偏旁「令」及其詩經用韻來看歸屬真部，但《切韻》在梗攝

梗青韻。李方桂 1980 從方言現象以及*-積 元音影響韻尾*- 與*-缸 的變化相混加以解釋。總而言之，

「令、冷、拎」這類字，從詩經用韻來看雖然歸屬真部，但方言當中也有歸屬耕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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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仍維持《詩經》時代的關係；東漢開始至魏晉時期則產生若干變化：1.東漢

時期蒸部與中部往來通押的情形漸增，部分東三字在魏晉時期正式轉入中部。2.

魏晉時期蒸部當中的耕韻字正式歸入耕部，且蒸登兩韻開始分用。3.東漢時期耕陽

兩部往來密切，通押數遠比西漢高出許多，陽部當中的庚韻字開始正式歸入耕部。

4.東中兩部在兩漢時期至魏時期的關係與《詩經》時代差不多，沒有太大的改變。

到了晉代兩部基本上有分，但也出現不少合韻的例子；等到進入劉宋時期，東中

兩部便同用而不分。20以上諸部除了東中兩部之外，進入南北朝前期（即宋北魏前

期）以後各部通押的關係均大幅減少，綜上所述，可見「蒸登耕陽東冬」各韻音

近同讀最合理的時間點應定為魏晉時代。 

表 4-2-5  蒸登耕陽東冬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曾梗宕江通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蒸登耕陽東冬同

讀層次 

 

 

 

,虧  

 

 

 

,□□ 

æ 

 

 

æ,□□ 

æ 

 

 

æ,虧æ 

æ 

 

 

æ,□□ 

 

 

 

,虧  

 

 

 

,□□ 

 

 

 

,虧  

ã 

 

 

ã,虧ã 

崩 蒸 1 登曾-幫 腐 1 腐聰 1 □□ 腐聰 1 腐腐腐腐 1111    獎 2 腐 1 腐 1ㄚ 

腐腐腐腐 1111    

獎ã獎ã獎ã獎ã1111    

登 蒸 1 登曾-端 蕃 1ㄚ 

蕃積 1 

□□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 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男ã男ã男ã男ã1111    

騰 蒸 1 登曾-定 男 2 男聰 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 2 男男男男 2222    男 2ㄚ 

男男男男 2222    

蕃ã蕃ã蕃ã蕃ã2222    

能 之 1 登曾-泥 缸 2 缸聰 2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    缸 2 缸缸缸缸 2222    缸缸缸缸 2222    缸ã缸ã缸ã缸ã2222    

增 蒸 1 登曾-精 蕃著 1 蕃著聰 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1111    

層 蒸 1 登曾-從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4444    積 2ẽ )ㄚ

著æ著æ著æ著æ2222ẽ ) 

男識æ男識æ男識æ男識æ2222    識æ識æ識æ識æ2222    識 2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1111    著ã著ã著ã著ã2222    

肯 蒸 1 等曾-溪 篩篩篩篩 3333    篩 聰 3 篩 3 篩 æ篩 æ篩 æ篩 æ3333    篩 æ篩 æ篩 æ篩 æ3333    篩 3 篩 3 篩篩篩篩 3333    篩 ã篩 ã篩 ã篩 ã3333    

恆 蒸 1 登曾-匣 2 聰 2 □□ 裡æ裡æ裡æ裡æ2222    ææææ2222    裡 4 2222    虧 2 裡ã裡ã裡ã裡ã2222    

冰 蒸 3 蒸曾-幫 腐ã1ㄚ 

腐腐腐腐 1111 

腐 1 腐積 1ㄚ 

腐ã1 

腐癢積 1ㄚ 

腐æ腐æ腐æ腐æ1111 

腐 1ㄚ 

腐腐腐腐 1111 

腐積 1 腐積 1 腐積 1 獎 1 

甑 蒸 3 證曾-精 蕃 積 5 蕃著 1 蕃 積 5 蕃著癢積 0 蕃著 5 蕃著 5 蕃 積 5 蕃 積 5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5555    

                                                      
20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31-35、頁 32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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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蒸 3 蒸曾-章 蕃 積 1 蕃著 1 蕃 積 1 蕃著癢積 1 蕃著 1 蕃著 1 蕃 積 1 蕃 積 1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癢 1 

彭 陽 2 庚梗-並 獎 21,

獎虧 22 

獎聰 2 獎ã2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    獎 2 獎獎獎獎 2222    獎積物 2 獎獎獎獎 2222    腐ã腐ã腐ã腐ã2222    

棚 蒸 2 耕梗-並 獎聰 2 獎聰 2 獎聰 2 獎聰 2ㄚ 

獎æ獎æ獎æ獎æ2222    

獎聰 2ㄚ 

獎 2 

獎獎獎獎 2222    獎積物 2 獎 2ㄚ 

獎獎獎獎 2222    

腐ã腐ã腐ã腐ã2222    

盲 陽 2 庚梗-明 縣ã2 縣ã2 縣 4 縣 2ㄚ

縣æ縣æ縣æ縣æ0000 

縣 2 縣ã2 縣 2ㄚ

縣積物 2 

縣 2ㄚ 

縣縣縣縣 2222    

縣 2ㄚ 

縣ã縣ã縣ã縣ã2222    

橙 蒸 2 耕梗-澄 □□ 男識 2 □□ 男識æ男識æ男識æ男識æ2222    男識æ男識æ男識æ男識æ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 積 2 男 積 2 蕃 積 2 

瞪 蒸 2 耕梗-澄 □□ □□ □□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 5 蕃蕃蕃蕃 1111    蕃 5 男 5 

冷 真 2 梗梗-來 給 6 □□ □□ 給æ給æ給æ給æ4444    給æ給æ給æ給æ4444    給 5ㄚ 

給給給給 6666    

□□ 給給給給 3333    給ã給ã給ã給ã4444    

爭 耕 2 耕梗-莊 蕃著 1 蕃著聰 1ㄚ 

蕃著 1 

蕃著ã1 蕃著æ蕃著æ蕃著æ蕃著æ1111    蕃著 1 蕃著 1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物 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1111    

耿 耕 2 耿梗-見 篩 3 □□ □□ 篩æ篩æ篩æ篩æ3333    篩æ篩æ篩æ篩æ3333    篩 5 篩篩篩篩 3333    篩篩篩篩 1111    篩ã篩ã篩ã篩ã3333    

更

adv. 

陽 2 映梗-見 篩篩篩篩 5555    篩聰 5ㄚ 

篩 5 

篩ã5 篩æ篩æ篩æ篩æ5555    篩æ篩æ篩æ篩æ5555    篩 5 篩 1軟

,篩篩篩篩 1111軟軟軟軟

 

篩物5軟 1 

,篩篩篩篩 55552222 

篩ã篩ã篩ã篩ã5555    

梗 陽 2 梗梗-見 篩 3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 3 篩虧ã3 篩虧æ篩虧æ篩虧æ篩虧æ3333    篩 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物 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ã篩虧ã篩虧ã篩虧ã3333    

衡 陽 2 庚梗-匣 2 聰 2 □□ 裡æ裡æ裡æ裡æ2222    ææææ2222    裡ã2 □□ 2222    裡ã裡ã裡ã裡ã2222    

柄 陽 3 映梗-幫 腐積 5ㄚ腐

ã5ㄚ腐腐腐腐 5555 

腐 5 腐ã5 腐æ腐æ腐æ腐æ5555    腐 5ㄚ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5555    腐積物 5 腐腐腐腐 5555    獎ã獎ã獎ã獎ã5555    

病 陽 3 映梗-並 獎積 6ㄚ 

獎ã6 

獎 6 獎ã6 獎癢積 6ㄚ

獎æ獎æ獎æ獎æ6666 

獎 6ㄚ 

獎獎獎獎 6666    

獎積 6 獎積 6 獎積 6 腐 6 

凊 耕 3 勁梗-清 蕃著 5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5555    □□ 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5555    □□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睜 耕 3 靜梗-從 蕃著 1 蕃著 1 □□ □□ □□ 蕃著 1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ã蕃著ã蕃著ã蕃著ã1111    

驚 耕 3 庚梗-見 蕃 積 1ㄚ 

篩虧ã1 

篩 1ㄚ 

篩虧 1 

篩積 1ㄚ 

篩虧ã1 

篩積 1ㄚ 

篩虧æ篩虧æ篩虧æ篩虧æ1111    

篩 1ㄚ 

篩 1 

蕃 積 5,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蕃 積 3, 

篩虧物 1 

蕃 積 1 蕃 積癢 1 

影 陽 3 梗梗-影 積 3ㄚ 

3333    

3ㄚ 

3333    

ææææ3333    積 3 3ㄚ 

ææææ3333    

積 3 積 3, 

3333 

積 3 積癢 3ㄚ 

ãããã3333    

暝 耕 4 徑梗-明 縣 6 縣積2軟

ẽ )ㄚ 

縣 4

軟ㄚ縣 6

ẽ ) 

縣ã4

軟ẽ ) 

ㄚ縣ã6軟

ẽ ) 

縣æ縣æ縣æ縣æ4444

軟軟軟軟ㄚㄚㄚㄚ    

縣æ縣æ縣æ縣æ6666ẽẽẽẽ

))))    

縣 4

軟ㄚ 

縣 6ẽ

) 

□□ 縣積物 6 

ẽ ) 

縣縣縣縣 6666    

ẽẽẽẽ )))) 

縣ã縣ã縣ã縣ã6666    

ẽẽẽẽ )))) 

拎 真 4 青梗-來 給積 2 □□ □□ 給æ給æ給æ給æ1111    給æ給æ給æ給æ1111    蕃積 1 給積 1 給積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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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陽 3 陽宕-莊 蕃著虧ã1 蕃著õ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 積 1 蕃著 1ㄚ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 積 1ㄚ 

蕃æ蕃æ蕃æ蕃æ1111 

蕃著虧ã1 蕃 積 1 蕃著 1 蕃著 1 

瘡 陽 3 陽宕-初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1111    蕃著 1 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蕃著 æ1111    蕃著 虧ã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 積 1 蕃 積 1 

床 陽 3 陽宕-崇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222    積 2ẽ )ㄚ 

著æ著æ著æ著æ2222ẽẽẽẽ )))) 

著 2 積 2ㄚ 

識æ識æ識æ識æ2222 

識ã2ㄚ 

識虧ã2 

積 2 積 2 積 2 

兩 陽 3 養宕-來 給積ã6ẽ

), 

給ã6軟  

給積ã4 軟, 

給給給給 4444軟軟軟軟  

給積ã4 軟,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軟軟軟軟  

給積ã4 

軟,軟  

給積ã4 軟, 

給æ給æ給æ給æ4444軟軟軟軟  

給積ã4 軟,

軟  

給積物 6

軟, 

給給給給 4444軟軟軟軟     

給積ã3 軟, 

給物3軟  

給積 4 軟, 

給ã給ã給ã給ã4444軟軟軟軟  

量

v. 

陽 3 陽宕-來 給積ã2ㄚ 

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æ給æ給æ給æ2222    給積ã2ㄚ 

給æ給æ給æ給æ2222    

給積ã2ㄚ 

給æ給æ給æ給æ2222    

給積ã2 給積物 2 給積ã2 給積 2 軟ㄚ 

給ã給ã給ã給ã2222蜴.蜴.蜴.蜴. 

脹 陽 3 漾宕-知 蕃 積ã5 □□ □□ 蕃 積ã5 蕃 積ã5 蕃著ã5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5555 

蕃 積物 5 蕃積ã5 □□ 

長

~短 

陽 3 陽宕-澄 男 積ã2ㄚ 

男男男男 2222 

男 積ã2ㄚ 

男男男男 2222 

男 積ã2ㄚ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 積ã2ㄚ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 積ã2ㄚ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識ã2 男 積物 2

軟 , 

男男男男 2222軟軟軟軟     

男 積ã2ㄚ 

男男男男 2222 

蕃 積 2ㄚ 

蕃ã蕃ã蕃ã蕃ã2222 

腸 陽 3 陽宕-澄 男 積ã2ㄚ 

男男男男 2222 

男男男男 2222    男 積ã2ㄚ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 積ã2 男 積ã2 男識ã2 男男男男 2222    男 積ã2 蕃 積 2ㄚ 

蕃ã蕃ã蕃ã蕃ã2222 

釀 陽 3 漾宕-娘 ȵ積ã6, 

積ã6 

□□ □□ □□ □□ ȵ積ã6 ȵ積物 6 積ã6ㄚ 

缸缸缸缸 6666    

ȵ積 6ㄚ 

缸ã缸ã缸ã缸ã6666    

瓤 陽 3 陽宕-日 缸聰 2 缸聰 2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    缸æ缸æ缸æ缸æ2222    □□ 缸 2 缸 2 缸ã缸ã缸ã缸ã2222    

秧 陽 3 陽宕-影 積ã1 1111    ææææ1111    積ã1 積ã1 積ã1 積物 1 軟 

, 1111ẽẽẽẽ )))) 

積ã1 積 1ㄚ 

ãããã1111    

疼 中 1 冬通-定 男 2 □□ □□ □□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 □□ □□ □□ 

松 東 3 鍾通-邪 識 6 著聰 1ㄚ 

識õ2 

著聰 1ㄚ 

著 2 

著聰 2 著聰 1ㄚ 

識 2 

著聰 1, 

識聰 2 

著 1, 

識識識識 2222 

著聰 1, 

積 2 

著聰 1ㄚ 

著ã著ã著ã著ã2222    

橫 陽 2 庚梗-匣 虧虧虧虧 2222    虧 2 虧ã21, 

詞ã22 

虧æ虧æ虧æ虧æ2222    2 虧虧虧虧 2222    虧物 2ㄚ 

詞物 2 

虧虧虧虧 222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宏 蒸 2 耕梗-匣 聰 2 聰 2 聰 2 虧æ虧æ虧æ虧æ2222    聰 2 裡聰 2 □□ 聰 2 虧ã虧ã虧ã虧ã2222    

兄 陽 3 庚梗-曉 積聰 1ㄚ 

裡 1 

裡 11, 

積聰 32 

裡ã1 裡æ裡æ裡æ裡æ1111    裡 1 積聰 1 積 1 積聰 1 積聰 1 

筐 陽 3 陽宕-溪 篩 虧ã1 篩 虧 1 □□ 篩 1 篩 積 1 篩 虧ã1 篩 虧物 1 篩 1ㄚ 

蕃 積 1 

篩 虧 1 

此層次的韻讀形式如上表第二欄所示。見曉系牙喉音字有開合口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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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驚」二字在《切韻》中記錄為開口字，但從方言白讀音的資料來看，這兩

字在早期方言的讀音當中應為合口字；至於雲和方言的「恆」字，雖然表現為合

口音，但一方面缺乏文白異讀的訊息，一方面其餘方言點沒有同為合口音的對應，

因此目前並不認為雲和的「恆」字屬此層次的合口牙喉音韻讀，無法排除 u 介音

後起的可能。玉山方言的幫系字有條件變體[ ]，但梗攝的[ ]同時代表耕陽無別層

次的韻讀形式之一（請參照 4.1.1 節討論），因此梗攝幫系字讀[ ]者不列為此層次

例字。 

4.2.6 魏晉藥鐸部與佳錫部有別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梗攝陌麥昔錫諸韻中，先秦上古音時期分屬魚部宵部以及

佳部。由漢語韻部演變的歷史可知，陌麥昔錫諸韻在進入南北朝時期以後，正式

離開藥鐸韻與德韻，合流獨立為一部，是為《切韻》時期梗攝的前身。這裡的陌

麥昔錫韻表現出南北朝以前尚未合併的局面，基本上是魏晉時期的藥鐸部（上古

來源為魚部與宵部）以及古佳部來源的麥昔錫諸韻（兩漢時稱為錫部）的架構，

其中「擘、劈」二字上古為佳部字，卻表現為藥鐸部音讀較難解釋，可以理解為

個別方言點在部分歸字方面偶有與主流方向略為參差的情形，因此仍以「惜、石」

≠「摘」的分立局面為準繩，將此層次年代定為魏晉時期，稱之為「藥鐸部與佳

錫部有別層次」。21 

表 4-2-6  藥鐸部與佳錫部有別層次韻讀對應表 

梗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藥鐸、佳錫

有別層 

藥 積  積物  積物  積  積  □□ □□ □□ 積  

佳 積癢  □□ □□ □□ 癢   積  □□ 積  

擘 佳 2 麥梗-幫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 □□ □□ 腐 7 □□ □□ □□ □□ 

蚱 魚 2 陌梗-莊 □□ 蕃蕃蕃蕃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7777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 □□ □□ □□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惜 魚 3 昔梗-心 積癢 7 著癢 7 軟ㄚ 積物 7 著癢 7 著癢 7 積 7 積 7 積 7 積 71, 

                                                      
21

 秋谷裕幸 2000 也注意到處衢方言中「惜、石」兩字特殊的讀音，為比中古音更早的音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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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7777ẽẽẽẽ ))))    積積積積 77772222 

石 魚 3 昔梗-禪 積癢 8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識癢 8ㄚ 

男男男男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積ᴇ 8ㄚ 

男男男男 積物積物積物積物 8888    

著癢 8ㄚ 

積積積積 8888    

識癢 8ㄚ 

男男男男 積積積積 8888    

識 8 積 8 積 8 積 8 

劈 佳 4 錫梗-滂 腐 積癢 7 腐 積 7 □□ 腐 癢 7 腐 癢 7ㄚ

腐 積腐 積腐 積腐 積 7777 

腐 積 7 腐 積癢 7 腐 積癢 7 腐 積 7 

溺 宵 4 錫梗-泥 ȵ積癢 8 □□ □□ ȵ積積積積 8888    □□ □□ □□ □□ □□ 

激 宵 4 錫梗-見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 7777    蕃 積 7 篩積ᴇ 7 篩積e 7 篩積e 7 蕃 積 7 蕃 積 7 蕃 積 7 蕃 積 7 

摘 佳 2 麥梗-知 蕃著 7ㄚ 

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蕃積癢 7777    

蕃著物 7ㄚ 

蕃著 7 

蕃著物 7 蕃著 7 蕃癢蕃癢蕃癢蕃癢 7777    蕃著 7ㄚ 

蕃蕃蕃蕃 7777 

蕃著物 7軟

,蕃積蕃積蕃積蕃積 7777ẽẽẽẽ

)))) 

蕃著物 7 蕃著 7ㄚ 

男積男積男積男積 7777 

第三節  漢魏時期 

4.3.1 談元真侵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咸攝咸鹽添韻、山攝桓刪仙元先韻、臻攝痕魂真文韻以及

深攝侵韻等；這批字在先秦上古音時期分屬談部、元部、真部、文部以及侵部。

真文兩部在兩漢時期基本上已合流，因此兩漢以後可視為同部討論；真（文）部

與元部在兩漢時期通押的例子相當多，東漢甚至稍多於西漢，可見二者在聲音上

相近的趨勢。侵談兩部收-m 尾，與元真兩部收-n 尾不同，但在兩漢韻文中均出現

若干真侵、談元或侵元相押的例子，羅常培、周祖謨 1958 認為兩漢時期的方言當

中或許侵談的-m 尾已變為-n，而若非韻尾有變化，或者是彼此間元音相近的關係

而有來往22。綜上所述，詩經時代的談元真侵四部，在漢代時以真元部為中心，彼

此間頗有通押來往的現象，且東漢甚於西漢。三國時代陽聲韻的分類與兩漢音基

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進入晉代後，真部中的痕魂與文欣分別獨立成部，往分化

的道路前進。因此，我們認為此層次的年代下限可能為漢末魏初，故將此層次年

代定為漢魏時期，稱之為「談元真侵同讀層次」。 

                                                      
22

 請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53、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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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談元真侵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咸山深臻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談元真侵同讀層次 詞  詞  詞ᴇ 

積ᴇ 

詞  詞  

積  

詞æ 

詞癢 

 

虧癢積 

詞  詞  詞  

賺 談 2 陷咸-澄 男識ã6 男識ã4 □□ □□ 男識ã4 識ã4 男識物 4 男識ã4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4444    

陷 談 2 陷咸-匣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6666    ã6 □□ 裡ã6 ã6 積癢6 積 4 ã6 6 

陝 葉 3 琰咸-書 詞詞詞詞 3333    詞詞詞詞 3333    積ᴇ3 積 5 積 3 □□ 詞詞詞詞 3333    積癢3 積 3 

點 談 4 忝咸-端 蕃積 3 蕃積 3 蕃積ᴇ3 蕃積 31, 

蕃詞蕃詞蕃詞蕃詞 33332222 

蕃積 3 蕃積癢3, 

蕃積3 

蕃積 3 蕃積癢3 男積 3 

鮎 談 4 添咸-泥 □□ □□ □□ □□ □□ 積癢2 □□ 積癢6ㄚ 

詞詞詞詞 2222    

□□ 

纏 元 3 仙山-澄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ᴇ2222    蕃 積 0,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5555    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男識虧癢積2    男 積 21, 

詞詞詞詞 22222222 

男 積癢2 蕃 積 6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2222    

鮮 元 3 仙山-心 積 1 積 1 積ᴇ1 積 1ㄚ 

詞詞詞詞 1111    

積 1ㄚ 

詞詞詞詞 1111    

積癢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2222 

積 1 積癢1 積 1 

癬 元 3 獮山-心 積 3 積 3 積ᴇ3 積 3 積 3 積癢3 詞詞詞詞 3333    積癢3 詞詞詞詞 3333    

羨 元 3 線山-邪 積 6 □□ □□ 積 6 積 5 男 積癢6 積 6 積癢6 詞詞詞詞 6666    

顫 元 3 線山-章 蕃 積 5 □□ □□ □□ 蕃 積 5ㄚ 

蕃蕃蕃蕃 詞æ詞æ詞æ詞æ5555    

蕃著癢積1 □□ □□ □□ 

氈 元 3 仙山-章 □□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ᴇ1111    蕃 積 1 蕃 積 1 蕃著癢積1 蕃 積 1 蕃 積癢1 蕃 積 1 

然 元 3 仙山-日 積 2 積 4 積ᴇ2 積 2 積 2 識虧癢積2識虧癢積2識虧癢積2識虧癢積2    詞詞詞詞 2222    積癢2 ȵ積 2 

善 元 3 獮山-禪 積 6 積 4 積ᴇ6 積 4 積 4 識癢積4 詞詞詞詞 4444    積癢6 積 4 

鱔 元 3 獮山-禪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ᴇ4444    □□ 男男男男 詞æ詞æ詞æ詞æ4444    識虧癢積識虧癢積識虧癢積識虧癢積4444    積 4 積癢4 積 4 

膳 元 3 線山-禪 積 6 積 4 □□ 積 4 積 4 識癢積4ㄚ 

識癢積6 

詞詞詞詞 4444    積癢4 積 6 

先 文 4 先山-心 積 1 積 1 積ᴇ1 積 1 積 1 積癢1 積 1 積癢1 積 1ㄚ 

詞詞詞詞 1111 

筅 文 4 銑山-心 □□ 積 3ㄚ 

蕃著 3 

積ᴇ3 □□ 積 3 □□ 詞詞詞詞 3333    □□ 積 3 

肩 元 4 先山-見 蕃 積 1 蕃 積 1 篩積ᴇ1 篩積 1 篩積 1 蕃 積癢1 積 1 蕃 積癢1 蕃 積 1ㄚ 

積 1ㄚ 

詞詞詞詞 1111 

筧 元 4 銑山-見 蕃 積 3 蕃 積 3 篩積ᴇ3 篩積 3 篩積 3 蕃 積癢3 積 3 蕃 積癢5 詞詞詞詞 3333    

硯 元 4 霰山-疑 □□ ȵ詞詞詞詞 6666    ȵ積ᴇ6 □□ ȵ積 4 ȵ積癢4ㄚ 

ȵ積癢2 

積 4 積癢6ㄚ 

詞詞詞詞 2222 

ȵ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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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 真 4 先山-匣 詞詞詞詞 2222    積 2 積ᴇ2 積 2 積 2 積癢2 積 2 積癢2 積 2 

盤 元 1 桓山-並 獎 2 獎 2 獎æ2ㄚ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ᴇ2222    

獎虧 2 腐 積 23,

獎æ2ㄚ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2222    

獎癢積2 獎 2 獎 2 腐ã2 

伴 元 1 緩山-並 獎 6 獎 4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ᴇ4444    獎虧 4 獎積獎積獎積獎積 4444    獎癢積4 獎 4 獎 4 腐ã4 

半 元 1 換山-幫 腐 5 腐 5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ᴇ5555    腐虧 5 腐積腐積腐積腐積 5555    腐癢積5 腐 5 腐 5 獎ã5 

瞞 元 1 桓山-明 縣 2 縣 2 縣æ2ㄚ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ᴇ2222 

縣虧 2 縣æ2 縣癢積2 縣 2 縣 2 縣ã2 

饅 元 1 桓山-明 縣 2 縣 2 縣積縣積縣積縣積ᴇ2222    縣虧 2 縣æ2 □□ 縣 2 縣 2 縣 2 

鸞 元 1 桓山-來 □□ □□ □□ 給ã2 給 2 □□ 給詞給詞給詞給詞 2222    給虧 2 給ã2 

卵 元 1 緩山-來 給虧ã3ㄚ 

給 6 

給虧 3ㄚ 

給聰 4 

給 4 給ã4 給 4 給虧癢積5ㄚ 

給癢積4 

給 4, 

給詞給詞給詞給詞 4444 

給虧 3, 

給 3 

給ã4ㄚ 

給 4 

亂 元 1 換山-來 給虧ã6 給虧 6ㄚ 

給聰 6 

給 6 給虧 6ㄚ 

給癢積 6 

給 6 給虧癢積6 給詞給詞給詞給詞 6666    給虧 6 給ã6ㄚ 

給 6 

官 元 1 桓山-見 篩虧 1 篩虧 1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ᴇ3333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ㄚㄚㄚㄚ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ᴇ1111    

篩虧 1 篩虧ã1 篩虧ã1 篩虧 1 篩虧ã1 篩虧 1 

管 元 1 緩山-見 篩虧 3 篩虧 3軟

ㄚ篩聰 3ẽ

) 

篩虧æ3ㄚ 

篩詞篩詞篩詞篩詞ᴇ3333ㄚ 

篩聰 3ẽ

) 

篩虧 3ㄚ 

篩聰 3ẽ

) 

篩虧ã3ㄚ 

篩聰 3 

篩虧ã3, 

篩聰 3 

篩虧 3 篩虧ã3 篩虧 3ㄚ 

篩虧 3 

寬 元 1 桓山-溪 篩 虧 1 篩 虧 1 篩 詞篩 詞篩 詞篩 詞ᴇ1111    篩 虧 1 篩 虧 1 篩 虧ã1 篩 虧 1 篩 虧ã1 篩 虧 1 

歡 元 1 桓山-曉 裡虧 1 裡虧 1 裡詞裡詞裡詞裡詞ᴇ1111    裡虧 1 裡虧ã1 裡虧 1 裡虧 1 裡虧ã1 裡虧 1 

丸 元 1 桓山-匣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ᴇ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2222    □□□□□□□□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完 元 1 桓山-匣 虧 2 虧 2 詞詞詞詞ᴇ2222    詞詞詞詞 2222    虧ã2, 

詞詞詞詞 2222    

虧癢積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詞詞詞詞 2222    

撰 元 2 潸山-崇 蕃著虧 3 □□ □□ □□ □□ 男識虧癢積2ㄚ 

著虧癢積5 

□□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6666    □□ 

軟 元 3 獮山-日 ȵ詞 6 ȵ詞 4 詞ᴇ4 ȵ詞 4 ȵ詞 4 ȵ詞癢詞癢詞癢詞癢4444    ȵ詞 4 詞 3 ȵ詞 4 

原 元 3 元山-疑 ȵ詞 2 ȵ詞 2 詞ᴇ2 ȵ詞 2 ȵ詞 2 ȵ詞癢2詞癢2詞癢2詞癢2    ȵ詞 2 詞 2 ȵ詞 2 

冤 元

23 

3 元山-影 詞 1 詞 1 詞ᴇ1 詞 1 詞 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詞 1 詞 1 詞 1 

緣 元 3 仙山-以 詞 2 詞 2 詞ᴇ2 詞 2 詞 2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2222 詞 2 詞 2 詞 2 

員 文 3 仙山-云 詞 2 詞 6 詞ᴇ2 詞 2 詞 2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2222    詞 2 詞 2 □□ 

懸 元 4 先山-匣 詞 3 詞 6 詞ᴇ2 詞 2 □□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6666    詞 2 詞 21, 詞 6 

                                                      
23

 「冤」字《說文通訓定聲》歸文部，《上古音韻表稿》及《古韻通曉》歸入元部，無論歸屬何部

均不影響本層次的判斷，今考量「冤」字的方言表現，採取《表稿》及《通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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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詞 62 

猻 文 1 魂臻-心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ᴇ1111    詞詞詞詞 1111    詞詞詞詞 1111    著虧癢積1 詞詞詞詞 1111    著虧 1 詞詞詞詞 1111    

論 文 1 慁臻-來 給虧 6 給虧 6 缸æ6 給虧 6 給虧 6 給 6 給詞給詞給詞給詞 6666    給虧 6 給ã6 

塵 文 3 真臻-澄 男 積 2ㄚ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聰 2 男æ2 男識癢積 2 男識 2 男識 2 男 積 2 男識 2 蕃 積 2ㄚ

蕃ã2ẽ ) 

陳 真 3 真臻-澄 男 積 2 男識 2 男 積 2ㄚ

男 2 

男識癢積 2

ㄚ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 詞æ2 男識 2 男 積 6ẽ

) 

,男 積 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識 2 蕃 積 2 

陣 真 3 震臻-澄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6666    男識 6 男 6 男識癢積 6

ㄚ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6666 

男識 6 男識 6 男 詞 6 男識 6 蕃 積 6 

真 真 3 真臻-章 蕃 積 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 1 蕃 1 蕃著癢積 1 蕃蕃蕃蕃 詞æ詞æ詞æ詞æ1111    蕃著 1 蕃 積 1 蕃著 1 蕃 積 1 

身 真 3 真臻-書 積 1ㄚ 

詞詞詞詞 1111    

著 1 1 著癢積 1 著 1ㄚ 

詞æ詞æ詞æ詞æ1111    

著 1 積 11, 

詞 12 

□□ 積 1 

伸 真 3 真臻-書 積 1 著 1 蕃 積ᴇ1 著癢積 1 著 1 著 1 積 1 著 1 積 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羣 文 3 文臻-群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 2222    男識虧 2 詞積 2 積聰 2 詞 2 男 詞 2ㄚ

男 積聰 2 

男 詞 2 男 詞 2 蕃 詞 2 

砧 談 3 侵深-知 □□ □□□□□□□□    蕃 1 蕃詞蕃詞蕃詞蕃詞 1111    蕃著æ11, 

蕃æ12 

□□ □□ 蕃 5 □□ 

斟 侵 3 侵深-章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    □□ □□ 蕃著 1 蕃著 1 蕃 詞 3 蕃著 1 □□ 

針 侵 3 侵深-章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 1 蕃 積 1ㄚ 

蕃 1 

蕃著æ1 蕃著æ1 蕃著 1 蕃 詞 1 蕃著 1 蕃 積 1ㄚ 

蕃著ã5 

枕 侵 3 寑深-章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著 3 蕃 3 □□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 5 蕃著 3 蕃著 3 

深 侵 3 侵深-書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 1 著癢積 1 著 1ㄚ 

蕃 積 1 

著 1 積 1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1111 

蕃著 1 積 1ㄚ 

蕃著 ã1 

此層次的韻讀形式在江山、玉山的幫系，以及玉山、龍游的知章系（章系不

包含日母字）有看到條件變體。另，山攝合口三四等的[詞 ][詞 ]這組韻讀形式，由於

與較晚期的「咸山合流層次之合口三四等白讀層」韻讀形式相同，所以無法確認

為此層次例字，九方言點中只有龍游無此問題，其山攝合口三四等若干見影系例

字可確認為此層次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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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幽魚侯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效攝一二等豪肴韻系、流攝三等尤韻系以及遇攝三等魚虞

韻系。這批字在先秦上古音時期分屬幽部、之部、魚部及侯部。其中，古之部字

均為流攝唇音字，沒有任何止蟹攝字；根據我們對上古漢語韻部演變的瞭解知道，

詩經時代的古之部，到了西漢以後，有一部份字改歸入幽部，形成日後的侯尤韻，

由此可知流攝的古之部字，最晚到了兩漢時期，已歸入幽部。再來，侯部與魚部

的關係是：詩經時代分立，兩漢時期魚侯兩部的通押比例上升24，三國魏時期侯部

的侯尤韻逐漸遠離魚部，與幽部侯尤幽韻相互靠攏，合流組成日後切韻的流攝架

構；因此換言之，魚侯兩部關係最為接近的時期是兩漢到魏以前，而魚部與幽部

在兩漢時期也顯示出通押來往的狀況，魏晉以後則大幅減少25。總上所述，幽魚侯

三部的同讀關係最有可能發生在兩漢到魏以前的時間，我們將此層次定名為「幽

魚侯同讀層次」，其年代則定為漢魏時期。 

表 4-3-2  幽魚侯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效流遇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幽魚侯同讀層

次 

一 虧聰 虧  虧  虧  虧  虧 虧  □□ 虧  

 

三 詞聰 虧  詞  詞癢 

聰 

詞癢 □□ 詞  □□ 詞癢 

炮 幽 2 肴效-並 □□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ẽẽẽẽ ))))    □□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ẽẽẽẽ ))))    □□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ẽẽẽẽ ))))    □□ □□ 

匏 幽 2 肴效-並 獎虧聰獎虧聰獎虧聰獎虧聰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2222    □□ □□ □□ 腐腐腐腐 2222    

抱 幽 1 皓效-並 獎虧聰獎虧聰獎虧聰獎虧聰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4444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4444    獎 4ㄚ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4444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4444    獎 4ㄚ 

獎獎獎獎虧虧虧虧2222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4444    獎 4 腐 4 

討 幽 1 皓效-透 蕃 虧聰3蕃 虧聰3蕃 虧聰3蕃 虧聰3    蕃 3ㄚ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1ㄚ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3ㄚ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3ㄚ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3ㄚ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3333 

蕃 3ㄚ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3333 

蕃 3 蕃 3ㄚ 

蕃蕃蕃蕃 3333    

竈 侯 1 號效-精 蕃著 5ㄚ 

蕃蕃蕃蕃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5555    

蕃著 5ㄚ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5,5,5,5,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55551111,,,, 

蕃 積聰 72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5 

                                                      
24

 根據邵榮芬 2009〈古韻魚侯兩部在前漢時期的分合〉〈古韻魚侯兩部在後漢時期的分合〉二文意

見，認為魚侯通押比例上升的原因在於兩部的虞韻字相互靠攏，而非魚侯部合流的關係。 
25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45-47、頁 56-59、頁 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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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著聰 73 

蚤 幽 1 皓效-精 蕃著虧聰3蕃著虧聰3蕃著虧聰3蕃著虧聰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 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蕃著虧3    蕃著 3 蕃著 3 蕃著 3 

草 幽 1 皓效-清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聰3虧聰3虧聰3虧聰3    蕃著 3 

ㄚ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 3333 

蕃著 3

ㄚ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3333 

蕃著 3 蕃著 3 

ㄚ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3虧3虧3虧3    蕃著 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 3333 

蕃著 3 蕃著 3 

嫂 幽 1 皓效-心 著虧聰3著虧聰3著虧聰3著虧聰3    著 3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3ㄚ3ㄚ3ㄚ3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虧æ1 著 4 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4444    著 3 著 3 著 3 著 3 

掃 幽 1 皓號效-

心26 

著著著著虧聰虧聰虧聰虧聰1111    著 5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蜴.蜴.蜴.蜴.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 5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蜴.蜴.蜴.蜴.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著著著虧虧虧虧3333蜴.蜴.蜴.蜴., 

著 5軟 ㄚ 

著虧5著虧5著虧5著虧5缸.缸.缸.缸.    

著 3ㄚ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5555蜴.蜴.蜴.蜴. 

著 5 著 5 

富 之 3 宥流-非 眼眼眼眼虧聰虧聰虧聰虧聰5555    眼虧5ㄚ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5 眼眼眼眼 5555    

副 之 3 宥流-敷 眼眼眼眼虧聰虧聰虧聰虧聰555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6666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5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5555    眼虧5 眼眼眼眼 5555    

婦 之 3 有流-奉 蜴虧6ㄚ 

蜴虧聰蜴虧聰蜴虧聰蜴虧聰6666    

蜴虧4ㄚ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4444ㄚㄚㄚㄚ虧虧虧虧 3333 

眼æ3ㄚ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4444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4444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4ㄚ4ㄚ4ㄚ4ㄚ虧虧虧虧

1ㄚ1ㄚ1ㄚ1ㄚ虧虧虧虧 4444    

眼虧4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4444    蜴虧4 眼眼眼眼 4444    

負 之 3 有流-奉 蜴虧6 虧虧虧虧 3333    □□ 眼虧眼虧眼虧眼虧 6666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4444    眼虧4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6666    蜴虧6 眼眼眼眼 6666    

伏

孵 

之 3 宥流-奉 獎虧聰獎虧聰獎虧聰獎虧聰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6 獎虧獎虧獎虧獎虧 6666    獎虧6 腐腐腐腐 6666    

浮 幽 3 尤流-奉 蜴虧聰蜴虧聰蜴虧聰蜴虧聰2222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2222    眼眼眼眼虧虧虧虧 2222    眼眼眼眼虧虧虧虧 2222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2222    蜴虧2 蜴虧蜴虧蜴虧蜴虧 2222    蜴虧2 眼眼眼眼 2222    

帚 幽 3 有流-章 詞聰3詞聰3詞聰3詞聰3    蕃 積 3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詞詞詞詞 3333    蕃 積 3 蕃著 3 蕃著 3 蕃 積 3ㄚ 

詞詞詞詞 3333 

蕃 積虧3 蕃 積 3 

咒 幽 3 宥流-章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5555    蕃 積 5 蕃 積 5 蕃 積 5 蕃著 5 蕃 積 5

ㄚ蕃著 5 

蕃 積 5 蕃 積虧5 蕃 積 5 

手 幽 3 有流-書 積 3ㄚ 

蕃蕃蕃蕃 詞聰3詞聰3詞聰3詞聰3 

積 3ㄚ 

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蕃著 虧 3333 

積 3ㄚ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積 3ㄚ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著 3ㄚ 

蕃蕃蕃蕃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著 3 積 3軟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1111,,,,    

積 32 

積虧3 積 3ㄚ 

蕃蕃蕃蕃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守

27 

幽 3 有流-書 積 3ㄚ 

詞聰3詞聰3詞聰3詞聰3    

積 3ㄚ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積 3ㄚ 

詞詞詞詞 3333    

積 3ㄚ 

詞詞詞詞癢3癢3癢3癢3    

著 3ㄚ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著 3 積 3ㄚ 

詞詞詞詞 3333 

積虧3 積 3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酒 幽 3 有流-精 蕃 積 3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蕃蕃蕃 詞詞詞詞 3333    蕃著癢 3 蕃著 3 蕃 積 3 蕃 積 3 蕃 積虧3 蕃 積 3 

溲
28 

幽 3 尤流-生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1111    詞1 詞詞詞詞 1111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1111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1111    積1 詞1 詞1 詞1 

                                                      
26

 「掃」字在《廣韻》中有上去二切，都是打掃、掃除之義，分別在於上聲為動詞、去聲為名詞。

部分處衢方言承襲《廣韻》，有上去兩讀音，多半也是上聲動詞去聲名詞的情形，只有遂昌相反，

作動詞用的是去聲切；而一致的是，動詞用法的讀音都是白讀音。 
27

 除了龍游雲和之外，我們在其他 7 方言點的資料中看到方塊字部分空缺、詞義為「看守」的一

組語料記錄，楊師秀芳先生認為這組讀音的本字為「守」無誤，今將此組讀音增入表格中，定為「守」

的白讀音，可正確反應出本層次的韻讀表現。 
28

 處衢方言表「小便」義的讀音，語料記錄放在「尿」字底下，成為其中一組異讀。經筆者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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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 侯 3 虞遇-澄 男 詞聰2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2222    男 詞 2 男 詞癢2 男 詞癢2 男 詞2 男 詞 2 男 詞2 蕃 詞癢2 

主 侯 3 麌遇-章 蕃 詞3ㄚ 

蕃 詞聰3 

蕃 詞3ㄚ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3333    

蕃 詞 3 蕃 詞癢3 蕃 詞癢3 蕃 詞3 蕃 詞 3 蕃 詞3 蕃 詞癢3 

輸 侯 3 虞遇-書 詞1 軟ㄚ 

詞聰1軟  

詞1 軟,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軟軟軟軟

 

詞 1 

軟,軟  

詞癢1 詞癢1 

軟,軟  

詞1 

軟,軟  

詞 1 詞1 詞癢1軟  

書 魚 3 魚遇-書 詞1ㄚ 

積癢1 

詞1ㄚ 

積癢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2222    

詞 1ㄚ 

積 1 

詞癢1ㄚ 

積癢1 

積癢1 詞1 詞 1 詞1 詞癢1 

楚 魚 3 語遇-初 蕃著 虧3 蕃著 虧3 蕃著 虧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聰聰聰聰3333    蕃著 虧 3 蕃著 虧3 蕃著 虧 3 蕃著 虧3 蕃著 3 

助 魚 3 御遇-崇 男識虧6 男識虧6 男識虧 6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聰6聰6聰6聰6    識虧 6 識虧6 識虧 6 識虧6 著 6 

數

v. 

侯 3 麌遇-生 詞聰3詞聰3詞聰3詞聰3    著虧 3 詞詞詞詞 3333    著著著著聰聰聰聰3333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3333    著虧3 積虧3 著虧3 詞癢3詞癢3詞癢3詞癢3    

數

n. 

侯 3 遇遇-生 詞聰詞聰詞聰詞聰5555    著虧 5 著虧 5 著虧 0 

ㄚ著著著著聰聰聰聰5555 

著虧 5 

ㄚ 詞癢詞癢詞癢詞癢5555 

著虧5 著虧 5 著虧5 著 5 

效攝與流攝此層次的韻讀形式較容易辨別確認，遇攝則因為與同攝中古音晚

期的「遇攝一三等有別白讀層次」韻讀形式十分相似而不容易判斷辨別，不過，

我們仍然可以從部分特定的聲母條件下看到「不符合規則變化」的韻讀，顯示出

些許此層次的端倪：1.常山方言三等韻知章系字的白讀韻常為[虧 ]的表現。此現象

只存在常山方言，各方言點皆無；常山方言本身亦無知章系聲母與莊系聲母合流

的跡象，因此常山方言三等知章系字白讀韻[虧 ]的行為應另循解釋，本文認為此韻

讀即「幽魚侯同讀層次」的痕跡。2.開化、江山、廣豐、玉山、慶元等方言存在少

數不符合規則變化的莊系字韻讀。在「遇攝一三等有別層次」當中的莊系字應與

非系字一樣，皆具有三等-i-介音消失讀同一等韻、以及魚虞合流的音韻特徵。然而，

上述諸方言點卻有若干莊系字並不符合此規則變化，其中以廣豐方言莊系字讀[o] 

 

 

                                                                                                                                                            
此組讀音本字應為「溲」，屬於此層次韻讀。請參考林貝珊 2012〈由「溲」字看吳語處衢方言的歷

史音韻層次〉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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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特殊。經過與流攝的比對以及「溲」本字的考證29，本文認為這些例外的莊系

字可以確認為「幽魚侯同讀層次」的韻讀例字。 

4.3.3 模虞魚不分層次 

此層次例字出現在遇攝的模虞魚韻，先秦上古音時期均為魚部。由漢語韻部

演變的歷史可知，自從進入西漢，侯魚兩部的虞韻字相互靠攏以後，直到魏晉時

期，模魚虞一直歸屬於同部，關係十分密切。根據何大安 1981 研究南北朝的韻部

演變情形可知，南北朝前期（即宋北魏時期）以及南北朝後期的北方（即北魏後

期北齊時期），模虞魚基本上為一部，不過「合韻關係很少，本部內三個韻類都有

獨用的情形」，而「（詩文中）每一個有三韻獨用現象的人，一定也有通押的例子」

30，可見模虞魚三韻此時正處於由合而分的過渡期，到了下一個階段——南北朝後

期的南方（即齊梁陳北周隋時期），模虞與魚分立之勢已成，正式分為兩部，中古

時期的《切韻》大體承繼此音韻格局：模韻為一等韻、魚韻與虞韻則是並列的三

等韻，在《切韻》一書中相鄰而各自獨立，顯示出模虞魚三分的架構。 

綜上所述，模虞魚不分的時期大抵在魏晉之前，故此層次年代可以定為漢魏

時期，稱之為「模虞魚不分層次」。 

表 4-3-3  模虞魚不分層次韻讀對應表 

遇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模虞魚不分層次  

癢,  

  , 

癢 

 , 

 

, 

 

積, 

 

 

徐 魚 3 魚遇-邪 詞2ㄚ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222    著著著著 2222    男 詞癢2 識識識識 2222    詞2 詞 2 詞2 詞癢2 

苧 魚 3 語遇-澄 男積癢6 男積癢4ㄚ 

男男男男 4444 

男男男男 4444    男 詞癢4 男男男男 4444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 積癢4 男 詞4 蕃 詞癢4 

                                                      
29

 請參考林貝珊 2012〈由「溲」字看吳語處衢方言的歷史音韻層次〉。 
30

 參考何大安 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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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 魚 3 御遇-澄 男 積癢6 男 積癢6 男 積 6 男 積癢6 男 積癢6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 積癢6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6666    蕃 詞癢6 

鼠 魚 3 語遇-書 蕃 積癢3 蕃 詞0ㄚ 

蕃 積癢3 

蕃 積 3 蕃 積癢3 蕃 積癢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 積癢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 積癢3 

梳 魚 3 魚遇-生 著 1 著虧1ㄚ 

著 1 

著虧 1ㄚ 

著 1 

著聰1ㄚ 

著 1 

著虧 1ㄚ 

著 1 

著虧 1 著 1 著虧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 1 

鋸 魚 3 御遇-見 蕃 詞5ㄚ 

篩積癢5, 

篩篩篩篩 55552222 

6666    篩篩篩篩 5555    癢癢癢癢2ㄚ2ㄚ2ㄚ2ㄚ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555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篩篩篩篩 5555    蕃 詞5 蕃 詞癢5ㄚ 

篩 5 

渠 魚 3 魚遇-群 男 詞2軟

ㄚ 癢癢癢癢6666  

男 詞2軟

ㄚ 1111  

1111     詞癢2ㄚ 

4444  

詞癢2軟

ㄚ 1111  

男 詞2軟 , 

4444     

8軟 ẽ ) 

男 詞2 

軟 , 

2222     

男 詞6 

軟 , 

積2積2積2積2     

蕃 詞癢2 

軟 , 

篩 4  

衢 魚 3 虞遇-群 男 詞2ㄚ 

男 詞聰2 

男 詞2ㄚ 

2222 

詞 2 詞癢2 詞癢2 男 詞2 男 詞 2 □□ 蕃 詞癢2 

魚 魚 3 魚遇-疑 癢癢癢癢2222    2222    2222    ȵ詞癢2ㄚ 

2222 

2222    2222    2222    詞2 ȵ詞癢5ㄚ 

5 

蜈 魚 1 模遇-疑 虧2ㄚ 癢癢癢癢2222 縣 231 2222    聰2ㄚ 

2222    

2222    2222    2222    2ㄚ  

詞2 

5 

許 魚 3 語遇-曉 詞3ẽ )ㄚ 

裡積癢3ẽ ) 

詞3軟 ㄚ  

裡裡裡裡 3333ẽẽẽẽ ))))    

裡詞 3ㄚ 

裡裡裡裡 3333軟軟軟軟  

裡詞癢3ㄚ 

裡裡裡裡 3333ẽẽẽẽ )))) 

裡詞癢3 軟 

ㄚ裡裡裡裡 3333軟軟軟軟  

詞3ẽ ), 

裡裡裡裡 3333ẽẽẽẽ )))) 

詞3ㄚ 詞3, 

裡裡裡裡 3333ẽẽẽẽ )))) 

□□ 詞癢4ㄚ 

裡 3ẽ ) 

此層次主要的韻讀形式為[ ][ ][ ][i]等，部分方言點的見系以及知章莊系則

有若干變讀的情形，如上表第二欄所示。開化的見系字例如「鋸、渠、魚、蜈」

等有[ɯ][e]的變讀，廣豐、遂昌的情形類似，而例字更少，只剩下「鋸」一個見母

字有[e][ ]的變讀現象。龍游、雲和的變讀情形類似，均在知章系會變讀為[ ]；至

於莊系，雲和有生母字「梳」的白讀音顯示莊系有此變讀，龍游則目前沒有找到

莊系變讀的例字，因此存疑不論。 

4.3.4 歌佳脂微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主要出現在止攝支脂微韻系、蟹攝灰齊韻系以及果攝歌戈韻系， 

                                                      
31

 根據中澤實子 2003，蜈字讀[縣 ]音是[ ]受到詞彙「蜈蚣」後字「蚣」的影響產生的變讀。請參

考中澤實子 2003 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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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字在先秦上古音時期分屬歌（祭、元）部、佳部、脂部及微部。微部進入西

漢以後，除了一小部分字例如「火、毀、委」改歸入歌部之外，大部分與脂部合

流。歌部則是在東漢以後，其中的支韻字改歸入佳部，爾後歌佳兩部分立局面大

體完成，魏以後兩部關係漸行漸遠。至於脂部，進入西漢以後與微部合流，東漢

以後其中的支韻字逐漸歸入佳部；佳脂兩部的合韻關係西漢已出現，東漢時期亦

大幅增加，顯示佳脂二部的讀音接近32；到了魏末晉初，脂部分裂為「脂微部」以

及「皆灰咍齊」兩部33，初步具備了中古止蟹兩攝的架構。綜上所述，歌佳脂微這

幾部的同讀關係，大致上肇發於西漢、盛於東漢，而止於魏代脂部分裂為止，因

此可將此層次年代定為漢魏時期，稱之為「歌佳脂微同讀層次」。 

表 4-3-4  歌佳脂微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止蟹果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歌佳脂微

同讀層次 

晚 癢 癢 ᴇ 積 積 癢積 癢積 癢積 物積 
早 虧癢 虧癢 虧ᴇẽ詞ᴇ) 虧 積 虧 積ẽø) 積 □□ 積 □□ 

 癢,虧癢 癢,虧癢 ᴇ,虧ᴇ 積,虧 積 積,虧 積 癢積,□□ 癢積,□□ 癢積 物積,虧物積 

彼 歌 3 紙止-幫 腐積3 □□ □□ □□ 腐積3 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獎積6 獎積3 

皮 歌 3 支止-並 獎積2 獎積2 獎積2ㄚ 

獎獎獎獎ᴇ2 

獎積2 獎積2 獎積2 獎積2 獎積2 腐積2 

碑 佳 3 支止-幫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1111    □□ 腐腐腐腐ᴇ1    腐積1 腐積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1111    

卑 佳 3 支止-幫 腐癢腐癢腐癢腐癢1111    腐腐腐腐虧虧虧虧癢癢癢癢1111    □□ 腐積1 腐虧癢積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1111    

徙 歌

34 

3 紙止-心 著虧癢3著虧癢3著虧癢3著虧癢3    著虧癢3著虧癢3著虧癢3著虧癢3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ᴇ3333    □□ 積3 積3 □□ 著 1 □□ 

寄 歌 3 寘止-見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5555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5555    篩篩篩篩ᴇ5555    篩癢5ㄚ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5555 

篩積5ㄚ 

篩篩篩篩 積5積5積5積5    

蕃 積5 蕃著 5 蕃著 5 蕃 積5 

徛 歌 3 紙止-群 癢癢癢癢6666    癢癢癢癢4444    8ẽ

)ㄚ ᴇ4 

積積積積4444    積積積積4444    癢積癢積癢積癢積4444    癢積癢積癢積癢積4444    物4 篩物積篩物積篩物積篩物積4444    

悲 微 3 脂止-幫 □□ □□ 腐腐腐腐ᴇ1    腐積1 腐虧癢積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1111    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1111    

                                                      
32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56-59。 
33

 關於皆部何時從脂部中獨立成部，學者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魏代已可成立，例如于海晏、丁

邦新等先生，一派認為魏代正處於變動之中，到了晉代才正式成立，例如何大安、林炯陽等先生。

參考何大安 1981b《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58-63。 
34

 「徙」字《說文通訓定聲》按照諧聲偏旁「止」歸為之部，然《上古音韻表稿》及《古韻通曉》

歸為歌部，本文從《表稿》及《通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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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脂 3 旨止-明 縣癢3縣癢3縣癢3縣癢3    □□ 縣縣縣縣ᴇ2    縣積4 縣積4 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4444    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4444    縣積3 縣 4 

黴 微 3 脂止-明 縣癢縣癢縣癢縣癢2222    縣縣縣縣虧虧虧虧癢癢癢癢2222    □□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積積積積2222    縣縣縣縣 積2積2積2積2    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    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    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縣癢積2    縣物積2縣物積2縣物積2縣物積2    

遲 脂 3 脂止-澄 男識 2ㄚ 

男識虧積2 

□□ 男男男男ᴇ2    男 積2ㄚ 

男識癢2 

男 積2ㄚ 

男 積2 

男識 2 男識 2 男識 2 蕃 積2 

幾 微 3 尾止-見 篩癢3篩癢3篩癢3篩癢3    篩癢3篩癢3篩癢3篩癢3    篩積3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3333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3333    蕃 積3, 

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3333 

蕃著 3ㄚ 

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3333 

蕃著 3ㄚ 

篩積3 

篩物積3篩物積3篩物積3篩物積3    

饑 微 3 微止-見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1111    蕃 積1ㄚ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1111 

篩積1ㄚ 

篩篩篩篩ᴇ1 

篩積1ㄚ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1111 

篩積1ㄚ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1111 □□ 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1111    □□ 蕃 積1ㄚ 

篩物積篩物積篩物積篩物積1111 

蟣 微 3 尾止-見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3333    篩癢篩癢篩癢篩癢3333    篩積3 篩積3ㄚ 

篩癢3 

篩篩篩篩 積積積積3333    □□ 蕃著 3 蕃著 3 篩物積3篩物積3篩物積3篩物積3    

衣 微 3 微止-影 癢癢癢癢1111    積1ㄚ癢癢癢癢1111 積1ㄚᴇ1 積1 積1ㄚ 積積積積1111 積1,積3 積1 積1 積1 

梯 脂 4 齊蟹-透 蕃 癢1 蕃 癢1 蕃蕃蕃蕃 ᴇ1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積積積積1111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積積積積1111    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    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    蕃 積1ㄚ 

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蕃 癢積1 

蕃蕃蕃蕃 物物物物積1積1積1積1    

替 脂 4 霽蟹-透 蕃 癢5 蕃 積3ㄚ 

蕃 癢5ㄚ 

蕃蕃蕃蕃 虧虧虧虧癢5癢5癢5癢5 

蕃 積5ㄚ 

蕃蕃蕃蕃 ᴇ5555 

蕃 i5 蕃蕃蕃蕃 積5積5積5積5    蕃 積5 蕃 積癢5 蕃 積5 蕃 積癢5 

遞 佳 4 霽蟹-定 男癢6 男癢6 男男男男ᴇ6    男i6 男男男男 積6積6積6積6    男積6 男積癢6 男積6 蕃積6 

第 脂 4 霽蟹-定 男癢6 男癢6 男男男男ᴇ6    男i6 男男男男 積6積6積6積6    男積6 男積癢6 男積6 蕃積癢4 

犁 脂 4 齊蟹-來 給癢2 給給給給虧虧虧虧癢2癢2癢2癢2    給給給給ᴇ2    給給給給 積積積積2222    給給給給 積積積積2222    給積2 給積癢2 給積2 給積癢2 

齊 脂 4 齊蟹-從 識癢2 識癢2 男 積2ㄚ 

著著著著ᴇ2    

男 積2 男 積2ㄚ 

識識識識 積2積2積2積2    

積2 積癢2 識 2 積癢2 

西 脂

35 

4 齊蟹-心 著癢1 積1ㄚ 

著癢1 

積1 積1 積1ㄚ 

著著著著 積5積5積5積5ㄚㄚㄚㄚ 

著著著著 積積積積1111 

積1 積癢1 著 1 積癢1 

細 脂 4 霽蟹-心 著癢51, 

積癢32 

著癢5ㄚ 

積癢5 

癢51, 

積 52 

積5ㄚ 

積癢5 

積癢5ㄚ 

著著著著 積5積5積5積5 

積5, 

積 5 

積癢5 著 5 積癢5 

前 元 4 先山-從 識虧癢識虧癢識虧癢識虧癢2222軟軟軟軟

1111    

,男 積 2

軟2 

識虧癢識虧癢識虧癢識虧癢2222軟軟軟軟

1111,,,,    

男 積 2軟

2 

詞詞詞詞ᴇ2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ᴇ22222222,

dʑiᴇ̃2~

3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積積積積2222軟軟軟軟

1111, 

著虧 6軟

2, 

男 積 23 

ø2ø2ø2ø2軟軟軟軟 1111,,,,    

積 2軟 2 

積 6軟 3 

積癢2 詞 2軟

, 

積 2軟  

積癢2 詞癢2

軟ẽ )1, 

積 2軟 ㄚ 

詞 2軟  

蛇 歌 3 麻假-船 男識虧癢男識虧癢男識虧癢男識虧癢2222    男識虧癢男識虧癢男識虧癢男識虧癢2222    男男男男 詞詞詞詞ᴇ2    積癢6軟

ẽ ) 

ㄚ 積癢4

軟ẽ ) 

男男男男 ø2ø2ø2ø2    識 2 積 2 積聰2 積 2 

                                                      
35

 「西」字《說文通訓定聲》及《古韻通曉》歸文部，《上古音韻表稿》歸脂部，本文從《表稿》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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ㄚ 積癢2 

多 歌 1 歌果-端 蕃聰1 蕃聰1 蕃聰1 蕃聰1ㄚ 

蕃蕃蕃蕃 積1積1積1積1    

蕃聰1 蕃虧1 蕃虧1 蕃虧1 男聰1ㄚ 

男物積1男物積1男物積1男物積1 

個 歌

36 

1 箇果-見 篩 7ẽ )

ㄚ篩 0ẽ

)ㄚ篩 5

軟 

篩聰5軟 ㄚ 

篩 7 軟 

ㄚ篩 3 軟 

ㄚ篩 5 軟 

篩聰5ㄚ 

8ẽ

)ㄚ 

篩 7ẽ ,

)ㄚ 

æ5ẽ )ㄚ

篩æ5ẽ

) 

篩聰51, 

篩 7ẽ )

ㄚ篩物5軟

ẽ ) 

篩癢0ẽ )ㄚ 

篩 0軟 ẽ ) 

ㄚ 聰6軟

ㄚ篩物積5 

篩虧5軟

, 

篩 71ẽ

), 

篩 52 軟 

篩虧5軟

, 

篩癢 7ẽ )

, 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5555

軟軟軟軟 

篩虧5軟

, 

篩積0ㄚ

0ㄚ篩 0ẽ

), 

篩積51

軟,篩癢積5篩癢積5篩癢積5篩癢積52222

軟軟軟軟 

篩聰5軟

ㄚ篩物積篩物積篩物積篩物積5555

軟軟軟軟 

餓 歌 1 箇果-疑 虧 6 虧 6ㄚ 

虧 6 

虧æ6 聰6ㄚ 

虧物6 

聰6ㄚ 

虧物積6 

虧6 癢積癢積癢積癢積6666    5 聰6 

蛾 歌 1 歌果-疑 聰2 聰2 聰2 聰2 聰2 虧2 虧2 2 聰2ㄚ 

虧物積2虧物積2虧物積2虧物積2 
累
增也 

微 3 紙止-來 給虧積3 □□ 給虧ᴇ4 給虧積0 軟, 

給虧積4 軟 

□□ □□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4444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3333    給物積給物積給物積給物積4444    

累
疲勞 

微 3 寘止-來 給虧積6 □□ □□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積積積積6666ẽẽẽẽ

))))    

給虧癢積6, 

給給給給 積積積積6666    

給虧癢積5 □□ □□ □□ 

嘴 脂 3 紙止-精 □□ 蕃 詞3 蕃 詞3 蕃 詞3 蕃 詞3 蕃著虧癢積3, 

蕃蕃蕃蕃 積積積積3333 

蕃 詞31, 

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蕃著癢積33332222    

蕃 詞3 蕃著物積3蕃著物積3蕃著物積3蕃著物積3    

髓 歌 3 紙止-心 著虧積3 著 31, 

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33332222 

著 31, 

著虧ᴇ22 

著虧積2 識虧癢積2 積積積積3333    積癢3 詞2 積癢3 

規 佳 3 支止-見 篩虧積1 篩虧積1 篩虧ᴇ1 篩虧積1 篩虧癢積1 篩虧癢積1 篩虧癢積1 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1111    篩虧物積1ㄚ 

蕃 詞1 

詭 歌

37 

3 紙止-見 篩虧積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癢3癢3癢3癢3    □□ □□ □□ □□ 篩虧癢積3 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1111    篩虧物積3 

為 歌 3 支止-云 虧積2 虧癢4虧癢4虧癢4虧癢4    虧ᴇ2 □□ 虧癢積2 虧癢積2 虧癢積2 虧癢積2ㄚ 

詞2 

詞2 

壘 微 3 旨止-來 給虧積3 □□ 給給給給ᴇ4    給虧積4 給虧癢積4 給虧癢積5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4444    給癢積3給癢積3給癢積3給癢積3    給物積給物積給物積給物積4444    

類 脂 3 至止-來 給虧積6 給虧積6,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癢6癢6癢6癢6 

□□ 給虧積6 給虧癢積6 給虧癢積6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6666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6666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積積積積6666    

淚 脂 3 至止-來 給虧積6 給積6 □□ 給虧積6 □□ 給積給積給積給積6666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4444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6ㄚ6ㄚ6ㄚ6ㄚ給積給積給積給積6666    □□ 
                                                      
36

 「個」字型又作「箇」，由諧聲偏旁「固」來看上古屬魚部，而《上古音韻表稿》及《古韻通曉》

皆歸歌部。觀察今處衢方言表量詞、數量意的「個」讀音，與古歌部字的表現較為一致，故採取《表

稿》及《通曉》的歸部意見。 
37

 从「危」得聲者例如跪、詭、洈等字，《說文通訓定聲》及《古韻通曉》歸佳部，《上古音韻表

稿》則歸歌部。「詭」字屬佳屬歌，並不影響本層次的判斷，今暫從《表稿》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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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微 3 脂止-生 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著虧癢1111    □□ ø1 著虧物1 □□ 著虧 1 著物5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1111    著 1 

醉 微 3 至止-精 蕃著虧癢蕃著虧癢蕃著虧癢蕃著虧癢5555    蕃著虧癢蕃著虧癢蕃著虧癢蕃著虧癢5555    蕃著虧ᴇ5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積積積積5555    蕃 ø5 蕃著虧癢積5 蕃 詞5 蕃 詞51 

蕃著癢積5蕃著癢積5蕃著癢積5蕃著癢積52222    

蕃 詞5 

穗 脂 3 至止-邪 識虧癢識虧癢識虧癢識虧癢6666    □□ 著虧ᴇ3 □□ 男 詞4 識虧癢積6 詞6 詞6ㄚ 

詞6 

詞癢6 

葵 脂 3 脂止-群 虧癢虧癢虧癢虧癢2222    男 詞2 □□ 虧積2 虧癢積2 虧癢積2 虧癢積2 虧癢積2 蕃 詞2 

飛 微 3 微止-非 眼積1 眼積1 眼積1 眼積1 眼積1 眼積1 眼積1 眼積1 眼積1ㄚ 

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1111 

沸 微 3 未止-非 □□ □□ □□ □□ □□ □□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3333    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腐癢積3333    獎物積3獎物積3獎物積3獎物積3    

未 微 3 未止-微 蜴積6 蜴積4ㄚ 

縣虧癢縣虧癢縣虧癢縣虧癢6666 

眼積6ㄚ 

縣縣縣縣ᴇ6/ 

mᴇ4 

眼積6ㄚ 

縣6 

蜴積6ㄚ 

縣縣縣縣 積積積積4444 

縣積6 縣積6 縣積6 縣 6 

尾 微 3 尾止-微 縣癢縣癢縣癢縣癢6666    縣積3ㄚ 

縣積4 

縣縣縣縣ᴇ4444    縣癢41, 

眼積4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積4積4積4積4    

縣積4 縣積41, 

縣積癢42 

縣積4 縣積3 縣 41, 

縣物積縣物積縣物積縣物積44442222 

歸 微 3 微止-見 篩虧癢篩虧癢篩虧癢篩虧癢1111    篩虧積1ㄚ 

篩虧癢篩虧癢篩虧癢篩虧癢1111    

篩虧ᴇ1 篩虧i1 篩虧癢積1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積積積積1111    

篩虧癢積1ㄚ 

蕃 詞1 

篩虧癢積1, 

蕃 詞1 

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1111    蕃 詞1 

鬼 脂 3 尾止-見 篩虧積3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癢癢癢癢3333 

篩虧癢3 篩虧ᴇ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積積積積3333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積積積積3333    篩虧癢積3 篩虧癢積3 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篩癢積3333    篩虧物積3 

圍 微 3 微止-云 虧積2 詞21, 

虧虧虧虧癢2癢2癢2癢22222    

虧ᴇ2/ 

y2 

虧i2 虧癢積2 虧癢積2, 

詞2 

詞2 虧癢積2 詞2 

偉 微 3 尾止-云 虧積3 虧癢4虧癢4虧癢4虧癢4    □□ 虧積6 虧癢積4 □□ 虧癢積4 虧癢積3 詞4 

畏 微 3 未止-影 虧積5 虧虧虧虧癢5癢5癢5癢5    虧ᴇ5 □□ 虧癢積5 □□ 虧癢積1 虧癢積1 詞5ㄚ 

虧物積5 

碓 微 1 隊蟹-端 蕃癢蕃癢蕃癢蕃癢5555    蕃 3ㄚ 

蕃蕃蕃蕃癢5癢5癢5癢5 

蕃蕃蕃蕃ᴇ5555    蕃虧 積5 蕃虧 積5 蕃癢積5蕃癢積5蕃癢積5蕃癢積5    蕃癢積5蕃癢積5蕃癢積5蕃癢積5    蕃癢積5蕃癢積5蕃癢積5蕃癢積5    男物積男物積男物積男物積5555    

腿 微 1 賄蟹-透 蕃 癢3蕃 癢3蕃 癢3蕃 癢3    蕃 虧癢3 蕃 虧ᴇ3 蕃 虧 積3 蕃 虧 積3 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3333    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3333    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蕃 癢積3333    蕃蕃蕃蕃 物物物物積積積積3333    

兌 祭 1 泰蟹-定 男虧積6 男虧癢6 □□ 男虧 積6 男虧 積6 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6666    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6666    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男癢積6666    蕃物蕃物蕃物蕃物積積積積6666    

雷 微 1 灰蟹-來 給癢給癢給癢給癢2222    給虧積2ㄚ 

給虧癢2 

給給給給ᴇ2222    給虧 積2 給虧 積2 給癢積2給癢積2給癢積2給癢積2    給癢積2給癢積2給癢積2給癢積2    給癢積2給癢積2給癢積2給癢積2    給給給給物物物物積2積2積2積2    

儡 微 1 賄蟹-來 □□ 給虧積4 給給給給ᴇ4444    給虧積4 給虧 積4 給虧癢積5ㄚ 

給癢積5給癢積5給癢積5給癢積5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4444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3333    給物積給物積給物積給物積4444    

罪 微 1 賄蟹-從 識癢識癢識癢識癢6666    識癢識癢識癢識癢4444    男識虧ᴇ6 男識虧 積4 識虧 積4 識虧癢積4 識癢積識癢積識癢積識癢積4444    識癢積識癢積識癢積識癢積4444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積積積積4444    

碎 微 1 隊蟹-心 著癢3著癢3著癢3著癢3    著虧積3ㄚ 

著癢3著癢3著癢3著癢3 

著虧ᴇ5 著虧 積3 著虧 積3 著虧癢積3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3333    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著癢積5555    著物積3著物積3著物積3著物積3    

奎 佳 4 齊蟹-溪 □□ □□ □□ □□ 篩 虧篩 虧篩 虧篩 虧 積積積積1111    篩 虧癢積1 篩 虧癢積1 篩 虧癢積1 篩 虧物積1 

簸 歌 1 過果-幫 □□ □□ □□ 腐虧腐虧腐虧腐虧 積積積積5555    □□ 腐 5 腐物5 □□ 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獎物積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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腡 歌 1 戈果-來 給聰2 給聰2 給聰2 給聰2 給聰2 給虧2 給虧2 給虧2ㄚ 

給給給給癢積2癢積2癢積2癢積2 

給物積2給物積2給物積2給物積2    

螺 歌 1 戈果-來 給聰2 給聰2 給聰2 給聰2 給聰2 給虧2 給虧2 給虧2 給聰2ㄚ 

給物積2給物積2給物積2給物積2 

火 微 1 果果-曉 裡聰3ㄚ 

裡虧積3 

裡聰3ㄚ 

詞癢3ㄚ 

裡虧積3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ᴇ3333    裡虧 3ㄚ 

裡詞癢3 

裡虧 3ㄚ 

裡虧癢積3 

裡虧3 裡虧3 裡聰3 裡聰3ㄚ 

裡裡裡裡虧物積虧物積虧物積虧物積3333 

「歌佳脂微同讀層次」分析起來有兩組韻讀形式，一組具-u-介音成分，另組

無，二者間看不出條件分佈。由某些存古可能性較高的詞彙例如「徙、前、蛇」

等字多半具-u-介音成分、以及量少的文白異讀訊息例如雲和「淚」字的狀況看來，

我們推測具-u-介音者可能年代較不具-u-介音者為早。而牙喉音的部分則無法看出

二組韻讀早晚的關係，其-u-介音的有無與中古音開合口的音韻地位相符。 

江山、遂昌、慶元止攝合口字讀[虧ᴇ][虧癢積][虧物積]者基本上歸入「止蟹合流文讀層

次」，因此止攝合口字讀[虧ᴇ][虧癢積][虧物積]者無法判斷為此層次早期韻讀的例字；江山此

層次的早期韻讀靠的是止攝開口字「徙」以及山攝「前」字的韻讀而確定，遂昌、

慶元則沒有那麼幸運，此層次早期韻讀找不到例字因此從缺。龍游、遂昌此層次

的合口牙喉音也是如此，由於[虧癢積]韻讀歸屬於「止蟹合流文讀層次」，此形式的例

字均無法確認屬於「歌佳脂微同讀層次」，在沒有找到其他合理形式的韻讀例字之

前，這些方言點此層次的合口牙喉音韻讀形式暫時從缺。至於雲和，合口牙喉音

並沒有-u-介音，其韻讀形式與開口相同，看樣子雲和方言此層次的牙喉音並沒有

開合口的分別。 

蟹果攝的狀況與上述止攝類似，常山、江山、廣豐、玉山、遂昌、慶元此層

次的早期韻讀無法在蟹攝合口一四等韻找到確認的例字，開化、常山此層次的晚

期韻讀則無法在蟹攝開口四等韻找到確認的例字，這些情形都是與較晚期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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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讀形式相同以致無法辨識的緣故。另，「前(方位詞)、蛇」二字在開化為首的前五點

有一組音讀可能屬此層次的早期韻讀，其中江山、玉山的讀音比較特別，似乎是

受到齒音聲母的影響使得白讀韻母帶有-i-介音成分，因此成為[詞ᴇ][ø]形式，這樣的

變化似乎並不是必然的條件變體，只偶然少數地出現，因此我們在表格中以括號

標示。 

4.3.5 兩漢真文部合流層次 

此層次例字主要出現在臻攝各韻，先秦上古音時期屬真部與文部。此層次最

重要的特徵在於具有魏代以前「真欣不分」的音韻格局，亦具有真文部無別的特

質，故可上推兩漢時代，稱之為「兩漢真文部合流層次」。 

表 4-3-5  兩漢真文部合流層次韻讀對應表 

臻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兩漢真文

部合流層

次 

其它 虧   æ æ æ □□  □□ ã 
唇   æ 虧  æ 癢積   ã 
牙喉 虧  , 虧  æ, 虧æ æ,虧  æ, 虧  □□ , 虧  □□,虧  ã, 虧ã 

吞 真 1 痕臻-透 蕃 11, 

蕃 虧蕃 虧蕃 虧蕃 虧 11112222    

蕃 聰 1 蕃 1 蕃 癢積 11, 

蕃 æ12 

蕃 æ1 蕃 癢積1 蕃 1 蕃 虧 1 蕃 ã1 

塵 真

38 

3 真臻-澄 男 積 2ㄚ

男 詞 2 

男聰 2 男æ男æ男æ男æ2222    男識癢積 2 男識 2 男識 2 男 積 2 男識 2 蕃 積 2ㄚ

蕃ã蕃ã蕃ã蕃ã2222ẽẽẽẽ )))) 

新 真 3 真臻-心 積 1 著積1ㄚ 

著 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 1ㄚ 

著æ著æ著æ著æ1111    

著癢積 1 著 1 積 1 積 1 著 1 積癢 1ㄚ 

積 1 

信 真 3 震臻-心 積 5 著 5ㄚ 

著著著著 5555    

積 5ㄚ 

著æ著æ著æ著æ5555    

著癢積 5 著 5 積 5 積 5 著 5 積 5 

近 文 3 隱臻-群 6 4444    積 4ㄚ 

ææææ4444    

積 6ㄚ 

ææææ4444    

4ㄚ 

ææææ4444    

男 積 4 男 積 4ㄚ

4444 

男 積 4 蕃 積 4ㄚ

篩ã篩ã篩ã篩ã4444 

隱 文 3 隱臻-影 積 3 3333    積 1 積 1 3 積 5 積 3 積 3 積 3 

豚 文 1 魂臻-定 男虧男虧男虧男虧 2222    □□ □□ □□ □□ □□ 男 2 男 2 □□ 

                                                      
38

 「塵」字《說文通訓定聲》及《上古音韻表稿》歸真部，《古韻通曉》則歸文部。歸真部或文部

並不影響此層次的判斷，今暫從《表稿》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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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文 1 魂臻-精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1111    蕃著虧 1 蕃著虧æ1 蕃著虧 1 蕃著虧 1 蕃著 1 蕃著 1 蕃著虧 1 蕃著ã1 

滾 文 1 混臻-見 篩虧 3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篩虧 3 篩虧æ3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癢積3 

篩虧 3 篩虧 3 篩虧 3 

溫 文 1 魂臻-影 虧虧虧虧 1111    虧 1 虧æ1 虧 1 虧 1 虧 1ㄚ 

聰 1 

虧 1 虧 1 虧ã1 

糞 文 3 問臻-非 眼 5ㄚ 

腐腐腐腐 5555, 

腐ã52 

腐腐腐腐 5555    腐æ腐æ腐æ腐æ5555    眼虧 5ㄚ 

腐腐腐腐虧虧虧虧 5555 

眼æ5ㄚ 

腐腐腐腐ææææ5555 

眼 5ẽ

), 

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腐癢積5軟軟軟軟     

眼 1軟

, 

腐腐腐腐 5555軟軟軟軟  

眼 5ẽ

), 

腐腐腐腐 5555軟軟軟軟     

獎ã獎ã獎ã獎ã5555    

問 文 3 問臻-微 蜴 6ㄚ 

縣縣縣縣 6666    

蜴聰 6ㄚ

縣縣縣縣 6666 

眼聰 6ㄚ 

縣æ縣æ縣æ縣æ4444    

眼聰 6ㄚ 

縣虧縣虧縣虧縣虧 6666, 

縣物63軟

ẽ ) 

蜴æ6ㄚ 

縣æ縣æ縣æ縣æ4444    

蜴 6ㄚ 

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縣癢積6666    

縣 6 縣 6 縣 6 

倫 文 3 諄臻-來 給虧給虧給虧給虧 2222    給 2 □□ 給積聰 2 給 2 給 2 給 2 給 2 給 2 

葷 文 3 文臻-曉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æ裡虧æ裡虧æ裡虧æ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聰 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裡虧裡虧裡虧 1111    裡虧ã裡虧ã裡虧ã裡虧ã1111    

此層次的唇音字偶有條件變體，並且顯然輕重唇尚未分化；牙喉音字除了開

化以外大多有分開合，龍游與雲和此層次目前找不到任何牙喉音例字以及開口牙

喉音例字，因此從闕。此外，此層次的韻讀形式與「深臻合流早期層次」的一等

韻讀形式十分近似（請參考第三章ˇ.2.3.3 節討論），因此「尊、滾、溫」等一等

字的韻讀除了開化之外無法作為此層次例字。 

第四節  先秦至兩漢時代 

4.4.1 古元部層次 

此層次例字主要出現在山攝各韻，先秦上古音時期全屬元部字。從各方言點

文白異讀的訊息來看，此層次較魏晉時期的「寒桓刪談同讀層次」（參照 4.2.1 節

討論）為早，例如遂昌「段、斷」、慶元「暖、卵、亂」等字；也可能較漢魏時期

的「談元真侵同讀層次」早些，例如江山的「管」字。此外也較「咸山宕江一二

等合流層次」（第三章 3.2.1.1 節討論）為早，例如慶元的「管、灌」，常山、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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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豐、玉山、龍游、遂昌、雲和、慶元的「關」；較「咸山攝三四等合流層次」（第

三章 3.2.1.2 節討論）為早，例如開化、常山、江山、廣豐、玉山、慶元的「園、

遠」等字；較「山攝一二等合流層次」（第三章 3.2.1.3 節討論）為早，例如開化「斷、

關」，常山「卵、亂、管」，江山「管」，廣豐「斷、亂、管」等等。由於上述層次

的年代早晚大致底定，是故表示雲和的「團、段、斷、暖」四字音讀[虧 ]、[ ]旁

的「1」「2」記錄為語用狀態，並非文白異讀的訊息。 

綜上所述，此層次例字全為元部字，年代可上推兩漢甚至先秦時代的元部，

這是由於元部在先秦時期與兩漢時期的格局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將此層次稱

之為「古元部層次」。 

表 4-4-1  兩漢元部層次韻讀對應表 

山攝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兩漢元部層次 聰  

 

聰  聰  

 

聰  

癢積  

聰  聰  

 

  虧  

 

絆 元 1 換山-幫 腐聰腐聰腐聰腐聰 5555    腐ã5 □□ 腐虧 5 腐 ã5 獎癢積4 獎 4 腐 5 □□ 

團 元 1 桓山-定 男虧 2 男虧 6ㄚ 

男õ2 

男 2 男ã21, 

男虧 22 

男 2 男癢積2 □□ 男虧 21, 

男男男男 22222222 

蕃ã2 

段 元 1 換山-定 男虧 6 男虧 6 男 6 男虧 6 男 6 男虧癢積6 男 6ㄚ 

男男男男 6666    

男虧 61, 

男男男男 44442222 

蕃ã6 

斷

拗~ 

元 1 緩山-定 男虧 6

軟,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6666

軟軟軟軟 

蕃õ5, 

男聰 4男聰 4男聰 4男聰 4

軟軟軟軟 

男男男男 4444    男虧 6ㄚ 

男癢積 4男癢積 4男癢積 4男癢積 4    

蕃 5,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 4444 

男虧癢積4

軟,軟 , 

男男男男 4444

軟軟軟軟    

蕃 5 軟, 

男 4ㄚ 

男男男男 4444軟軟軟軟     

男虧 41軟

, 

男男男男 44442222 

蕃ã4 軟, 

蕃蕃蕃蕃 4444軟軟軟軟  

暖 元 1 緩山-泥 缸虧 3 □□ □□ 缸ã4 □□ 缸癢積4 缸缸缸缸 2222    缸虧 31, 

缸缸缸缸 33332222 

缸ã4ㄚ 

缸缸缸缸 4444 

卵 元 1 緩山-來 給虧ã3ㄚ 

給給給給 6666    

給虧 3ㄚ 

給聰 4給聰 4給聰 4給聰 4    

給給給給 4444    給ã4 給 4 給虧癢積5ㄚ 

給癢積4 

給詞 4,    

給給給給 4444 

給虧 3, 

給給給給 3333 

給ã4ㄚ 

給給給給 4444    

亂 元 1 換山-來 給虧ã6 給虧 6ㄚ 

給聰給聰給聰給聰 6666    

給 6 給虧 6ㄚ 

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給癢積 6666    

給 6 給虧癢積6 給詞 6 給虧 6 給ã6ㄚ 

給給給給 6666    

管 元 1 緩山-見 篩虧 3 篩虧 3軟

ㄚ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3333ẽẽẽẽ

)))) 

篩虧æ3ㄚ 

篩詞ᴇ3ㄚ 

篩聰 3篩聰 3篩聰 3篩聰 3ẽẽẽẽ

篩虧 3ㄚ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3333ẽẽẽẽ

))))    

篩虧ã3ㄚ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3333    

篩虧ã3,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3333 

篩虧 3 篩虧ã3 篩虧 3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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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 元 1 換山-見 篩虧 5 篩虧 5 篩聰 5篩聰 5篩聰 5篩聰 5    篩虧ã51, 

篩虧 52 

篩虧ã5 篩虧ã5 篩虧物 5 篩虧ã5 篩虧 5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5555 

關 元 2 刪山-見 篩虧 1ㄚ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虧ã1ㄚ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虧ã1ㄚ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虧ã1ㄚ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虧ã1ㄚ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虧ã1, 

篩虧ã3,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 1111    

篩虧物 1軟

, 

篩篩篩篩 1111軟軟軟軟  

篩虧ã1軟

,篩篩篩篩 1111

軟軟軟軟  

篩虧 1ㄚ 

篩虧篩虧篩虧篩虧 1111    

園 元 3 元山-云 詞 2ㄚ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詞 2ㄚ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1111 

詞ᴇ2ㄚ 

篩 聰 5篩 聰 5篩 聰 5篩 聰 5 

詞 2ㄚ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1111    

詞 2ㄚ 

篩 聰篩 聰篩 聰篩 聰 1111 

詞癢2, 

詞癢6 

詞 2, 

裡裡裡裡 5555 

詞 2 詞 2ㄚ 

虧虧虧虧 5555 

遠 元 3 阮山-云 詞 3ㄚ 

裡聰 3裡聰 3裡聰 3裡聰 3 

詞 3ㄚ 

裡聰 3裡聰 3裡聰 3裡聰 3 

詞ᴇ4ㄚ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3333 

詞 1ㄚ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3333 

詞 3ㄚ 

裡聰裡聰裡聰裡聰 3333 

詞癢4 詞 4ẽ ), 

3333ẽẽẽẽ )))) 

詞 3 詞 4ㄚ 

虧虧虧虧 3333 

此層次的韻讀形式較容易區辨，沒有與其他層次相似的問題。部分方言點例

如開化、江山、廣豐、龍游、慶元，在端系字或來母字或二者皆有的條件下有條

件變體的狀況。 

4.4.2 歌祭微同讀層次 

此層次例字主要出現在果假攝一二等歌麻韻系以及止攝支脂韻系，先秦上古

音時期分屬歌部及微部。歌部與微部的關係，一般而言是指西漢時期，微部當中

的戈韻及支韻字進入歌部的情形。不過，此層次的古微部字全為脂韻字，考先秦

時代的微部，進入西漢後便併入脂部；根據羅常培周祖謨 1958 研究，歌部與脂部

在西漢時期有活躍的通押關係39，歌脂兩部或許因音近而在方言中有同讀的現象。

因此，表格中所列脂韻例字上古雖屬微部，但與其說此層次表現古歌部與古微部

的關係，不如視為西漢時期歌脂兩部音近同讀的關係更為恰當。 

另，我們注意到蟹攝的泰韻有一個「咍（灰）泰有別」層次，其韻讀形式與

此層次幾乎全同（請參照第三章 3.1.1.2 節以及 3.1.1.3 節討論），而中古泰韻字全

部源自於先秦上古音時期的祭部。祭部與微部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 

 

                                                      
39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46-49、頁 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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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蓼莪〉〈小宛〉〈鴛鴦〉等篇的通押現象，微部在兩漢時期併入脂部，脂祭

兩部在兩漢時代一直維持著一定的通押關係，與祭部通押的脂部字幾乎全是詩經

時代的古微部字40。至於歌祭兩部，在先秦時期同樣關係密切。總而言之，由於祭

部與微部歌部在先秦兩漢時期的關係，我們有理由相信，「咍（灰）泰有別層次」

與「歌祭微同讀層次」密切相關，「咍（灰）泰有別層次」極可能承繼保留了「歌

祭微同讀層次」的韻讀形式。 

綜上所述，此層次可上溯到先秦時期歌祭微三部音近同讀的關係，到了西漢，

歌脂兩部通押的關係仍頗活躍，歌祭兩部的通押數則大減，東漢歌脂兩部相押數

大減，歌祭兩部則更是看不到往來的跡象41，可見歌祭微三部讀音相近的關係大約

止於東西漢之交。因此，我們將此層次的年代定為先秦以迄西漢時期，稱之為「歌

祭微同讀層次」。 

表 4-4-2  歌祭微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果假止+蟹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歌祭微同讀層次  
+

,虧  

 

,虧  

æ 

æ,虧æ 

物 
+

,虧  

物積 

物積,虧物積 

 

,虧  

物 

物,虧物 

 

,虧  

 

,虧  

破 歌 1 過果-滂 腐腐腐腐 5555    腐腐腐腐 5555    腐 æ腐 æ腐 æ腐 æ33331ẽ1ẽ1ẽ1ẽ

物男答)物男答)物男答)物男答)    

,,,,腐 æ腐 æ腐 æ腐 æ55552222

ẽẽẽẽ ))))    

腐 虧 5ㄚ

腐 物腐 物腐 物腐 物3333 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腐 物腐 物腐 物腐 物5555ẽẽẽẽ

)))) 

腐 聰5軟

ㄚ腐 物積腐 物積腐 物積腐 物積3333 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腐 物積腐 物積腐 物積腐 物積5555ẽẽẽẽ

)))) 

腐腐腐腐 5555    腐 虧5ㄚ 

腐 物腐 物腐 物腐 物5555 

腐 虧5ㄚ 

腐腐腐腐 5555    

腐 聰5ㄚ 

腐腐腐腐 5555    

拖 歌 1 箇果-透 蕃 聰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 聰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 聰1ㄚ 

蕃蕃蕃蕃 æ1æ1æ1æ1 

蕃 聰1ㄚ 

蕃 物蕃 物蕃 物蕃 物1111 

蕃 聰1ㄚ 

蕃 物積蕃 物積蕃 物積蕃 物積1111 

蕃 虧1, 

蕃蕃蕃蕃 1111 

蕃 虧1 蕃 虧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 聰1ㄚ 

蕃蕃蕃蕃 1111 

大 祭 1 定箇-果 男聰61, 

男男男男 6666軟軟軟軟  

男聰61, 

男男男男 66662軟2軟2軟2軟  

,男 43 軟 

男聰61, 

男æ男æ男æ男æ66662222

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男聰61, 

男物男物男物男物66662軟2軟2軟2軟  

男聰61, 

男物積6男物積6男物積6男物積62軟2軟2軟2軟  

男虧6ẽ

), 

男男男男 6666軟軟軟軟     

男虧6軟 , 

男 6軟  

男虧6ẽ

),男男男男 6666

軟軟軟軟 ,軟,軟,軟,軟  

蕃聰61, 

蕃蕃蕃蕃 66662軟2軟2軟2軟

 

籮 歌 1 歌果-來 給聰2ㄚ 

給給給給 6ㄚ6ㄚ6ㄚ6ㄚ給給給給 2222 

給給給給 2222    給æ給æ給æ給æ2222    給聰2ㄚ 

給給給給物2物2物2物2    

給物積2給物積2給物積2給物積2    給給給給 2222    給物2給物2給物2給物2    給虧2ㄚ 

給給給給 2222 

給聰2ㄚ 

給給給給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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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註。 
41

 同上註。 



 

263 
 

個 歌

42 

1 箇果-見 篩 7ẽ )

ㄚ篩篩篩篩 0000ẽẽẽẽ

))))ㄚㄚㄚㄚ篩篩篩篩 5555

軟軟軟軟 

篩聰5軟 ㄚ 

篩 7 軟 

ㄚ篩篩篩篩 3333 軟軟軟軟    

ㄚㄚㄚㄚ篩篩篩篩 5555 軟軟軟軟 

篩聰5ㄚ 

8ẽ

)ㄚ 

篩 7ẽ ,

)ㄚ 

ææææ5555ẽẽẽẽ ))))ㄚㄚㄚㄚ

篩æ5篩æ5篩æ5篩æ5ẽẽẽẽ

)))) 

篩聰51, 

篩 7ẽ )

ㄚ篩物篩物篩物篩物5555軟軟軟軟

ẽẽẽẽ )))) 

篩癢0ẽ )ㄚ 

篩 0軟 ẽ ) 

ㄚ 聰6軟

ㄚ篩物積5篩物積5篩物積5篩物積5 

篩虧5軟

, 

篩 71ẽ

), 

篩篩篩篩 55552222 軟軟軟軟 

篩虧5軟

, 

篩癢 7ẽ )

, 篩癢積5

軟 

篩虧5軟

, 

篩積0ㄚ

0ㄚ篩 0ẽ

), 

篩積51

軟,篩癢積52

軟 

篩聰5軟

ㄚ篩物積5

軟 

餓 歌 1 箇果-疑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ㄚ6ㄚ6ㄚ6ㄚ    

虧虧虧虧 6666    

虧æ虧æ虧æ虧æ6666    聰6ㄚ 

虧物虧物虧物虧物6666    

聰6ㄚ 

虧物積虧物積虧物積虧物積6666    

虧6 癢積6 5 聰6 

沙 歌 2 麻假-生 著 1 著 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æ著æ著æ著æ1111    著 1 著 1 著 1 著 1 著聰1 著 1 

篩 微 3 脂止-生 著虧積1軟 , 

著著著著 1111軟軟軟軟  

著積1, 著著著著 1111軟軟軟軟

 

ø1 著癢1 軟,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1111軟軟軟軟  

著癢1ẽ缸.), 

著物積著物積著物積著物積1111軟軟軟軟  

著 1 軟 

,軟  

積虧1 軟 著 1 著 1ẽ

) 

騎 歌 3 支止-群 男 積2, 

短虧短虧短虧短虧 2222 

短虧短虧短虧短虧 2222    ø2 積2 積2ㄚ 

詞2 

男 積2 男識 2 男識 2 蕃 積2 

蟻 歌 3 紙止-疑 6666    3ㄚ3ㄚ3ㄚ3ㄚ    

4444    

ææææ4444    物4物4物4物4    物積物積物積物積1ㄚ1ㄚ1ㄚ1ㄚ    

物積物積物積物積4444    

4444    物物物物4444    3333    4444    

捶 歌 3 紙止-章 男男男男識虧識虧識虧識虧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æ男識æ男識æ男識æ2222    男識虧物男識虧物男識虧物男識虧物2222    □□ □□ 男 詞2 □□ □□ 

錘 歌 3 支止-澄 □□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æ男識æ男識æ男識æ2222    □□ 男 ø2 男識虧癢積2 男 詞2 男 詞2 蕃 詞2 

槌 微 3 脂止-澄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æ男識æ男識æ男識æ2222    男識虧物男識虧物男識虧物男識虧物2222    男 ø2 男識虧癢積2 男 詞2 男 詞2 蕃 詞2 

帥 微 3 至止-生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æ5著æ5著æ5著æ5    著虧物著虧物著虧物著虧物6666    著物積5著物積5著物積5著物積5    著虧 5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5555    著著著著 5555    著著著著 5555    

衰 微 3 脂止-生 著虧癢1 □□ ø1 著虧物著虧物著虧物著虧物1111    □□ 著虧 1 著物著物著物著物5555    著癢積1 著著著著 1111    

櫃 微 3 至止-群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    ø6 詞6 虧癢積6 男 詞6 男 詞6 男 詞6 蕃 詞6 

咍泰有別層次 癢 癢 æ 物 物積  物   

帶 祭 1 泰蟹-

端 

蕃 3ㄚ蕃 5 蕃 3ㄚ蕃 5 蕃æ5蕃æ5蕃æ5蕃æ5    蕃物蕃物蕃物蕃物33331缸.1缸.1缸.1缸.,,,,    

蕃物5蕃物5蕃物5蕃物52蜴.2蜴.2蜴.2蜴.    

蕃物積3蕃物積3蕃物積3蕃物積3ㄚㄚㄚㄚ    

蕃物積蕃物積蕃物積蕃物積5555    

蕃蕃蕃蕃 5555    蕃物3蕃物3蕃物3蕃物3缸.缸.缸.缸.,蕃物,蕃物,蕃物,蕃物

5555蜴.蜴.蜴.蜴.    

蕃蕃蕃蕃 5555    男男男男 3333缸.缸.缸.缸.ㄚㄚㄚㄚ

男男男男 5555蜴.蜴.蜴.蜴.    

泰 祭 1 泰蟹-

透 

蕃 5 蕃 3 蕃 æ蕃 æ蕃 æ蕃 æ5555    蕃 物蕃 物蕃 物蕃 物5555    蕃 物積5蕃 物積5蕃 物積5蕃 物積5    蕃蕃蕃蕃 5555    蕃 物5蕃 物5蕃 物5蕃 物5    蕃蕃蕃蕃 5555    蕃蕃蕃蕃 5555    

灰泰有別層次 虧  虧  虧æ 虧物 虧物積  虧物 虧  虧  

外 祭 1 泰蟹-

疑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1111,,,, 

虧虧虧虧 66662222    

虧æ虧æ虧æ虧æ6666    虧虧虧虧物6物6物6物6    虧虧虧虧物積6物積6物積6物積6    6666    虧虧虧虧物6物6物6物6    虧虧虧虧 6666    虧虧虧虧 6666    

分析起來，此層次的牙喉音以及部分方言點的知章莊等齒音字，會出現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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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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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有-u-介音的韻讀形式，與無-u-介音者看不出條件上的分別，因此暫時並列為此

層次韻讀。此外，上述表格中若干例字的詞彙時代偏晚，例如「捶、槌、帥、衰、

櫃」等，語音上的表現卻可以納入此層次。後起的詞彙卻有存古的語音表現，不

知是否在詞彙字形初成之際，受到諧聲偏旁的影響而有此音讀，造成詞彙與語音

表現不同步的情況？本文對此情形暫時存疑不論，表格忠實呈現處衢方言今日語

音表現，盡量將所有例字列入以備來日檢討。 

此層次韻讀可以在歌麻韻以及支脂韻明顯地被區辨出來；泰韻則與「咍（灰）

泰有別層次」泰韻的韻讀形式幾乎完全相同。本文認為「歌祭微同讀層次」與「咍

（灰）泰有別層次」有前後相承的關係，「歌祭微同讀層次」的韻讀形式極可能保

留在泰韻當中，到了中古音《切韻》時期，與咍灰韻形成有別的韻讀層次。「帶、

泰、外」等泰韻字的韻讀屬「咍（灰）泰有別層次」，我們將之並列於上表，以便

與此層次韻讀相互比對。 

鄭張尚芳 1983 討論溫州話歌韻一等複雜的韻母情形，利用城區與郊區（永強

區永中鎮）、以及清末溫州話教會羅馬字紀錄（文中稱為城區早期老派音）的差異，

釐清溫州話歌韻一等的層次音讀。其中第四部分談到溫州話歌韻讀[ai]者，例如「個、

餓、蛾、唾、腡、簸、裸」等字，「和灰泰韻的讀法相同，這和一種古老的語音現

象，即古音學所謂歌微通轉有關。」43雖然所舉例字略有出入，文中所述現象概與

本節所討論「歌祭微同讀層次」相符，也與 4.3.4 所討論的漢魏時期「歌佳脂微同

讀層次」部分相關。不同層次在不同方言間的例字歸屬有若干差異、不同區域方

言的層次表現有多寡的不同，均是很常見的現象，無論溫州方言是否有「歌佳脂

微同讀層次」的韻讀表現，均不影響本文的層次分析結果。 

4.4.3 歌魚宵同讀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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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張尚芳 1983〈溫州方言歌韻讀音的分化和歷史層次〉，《語言研究》5.2，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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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層次例字出現在果假攝一二等歌麻韻、遇攝模魚韻以及效攝肴韻；先秦上

古音時期分屬歌部、魚部以及宵部。這三部在上古音時期同具有低元音的特徵，

李方桂以及董同龢兩位先生擬作[a]或[ ]44。到了兩漢時期，歌部與宵部之間看不到

什麼合韻的例子，魚宵之間還有若干合韻關係，不過宵部在兩漢時期與幽部的關

係更為密切45。綜上所述，歌魚宵三部同讀的關係，應該發生在先秦時期，進入西

漢以後這層關係便逐漸消失。因此，我們將此層次年代定為先秦時期，稱之為「歌

魚宵同讀層次」。 

表 4-4-3  歌魚宵同讀層次韻讀對應表 

果假遇效 開化 常山 江山 廣豐 玉山 龍游 遂昌 雲和 慶元 

歌魚宵同讀層次  

聰  

 

ã 

 

ã 

 

 

 

 

虧  

 

 聰 聰 

哥 歌 1 歌果-見 篩篩篩篩 1ㄚ1ㄚ1ㄚ1ㄚ    

篩篩篩篩 3333    

篩聰1ㄚ 

篩篩篩篩 3333    

篩聰5ẽ ) 

ㄚ篩聰1 軟 

,篩 13 軟 

篩聰1 篩聰3 篩虧1, 

篩篩篩篩 1111 

篩虧1 篩虧1 篩聰篩聰篩聰篩聰1111    

我 歌 1 哿果-疑 6666    4444    4444    聰4ㄚ 4444 4444    4444    虧3ㄚ 虧

1ㄚ 4444 

聰3聰3聰3聰3    聰聰聰聰4444    

叉 歌 2 麻假-初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1111    

杈 歌 2 麻假-初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ㄚ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虧虧虧虧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1111    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蕃著 聰1111    

紗 歌 2 麻假-生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1111    

查 魚 2 麻假-崇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蕃著虧 1,1,1,1, 

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男識虧 2222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1,1,1,1,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聰聰聰聰2222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1111    

茶 魚 2 麻假-澄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虧虧虧虧 2222    男識男識男識男識 2222    男識聰2男識聰2男識聰2男識聰2    蕃著聰2蕃著聰2蕃著聰2蕃著聰2    

豬 魚 3 魚遇-知 蕃 詞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 詞癢1ㄚ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蕃蕃蕃虧虧虧虧 1111    蕃蕃蕃蕃 1111    蕃積1 蕃 詞癢1ㄚ 

男聰男聰男聰男聰1111    

疏 魚 3 魚遇-生 著著著著 1111    著積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 1 □□ 詞癢1 著虧1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著聰著聰著聰1111    著 1ㄚ 

著著著著聰1聰1聰1聰1    

梳 魚 3 魚遇-生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 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聰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 1ㄚ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著虧著虧著虧 1111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1ㄚ 

著 1 

著 1 

                                                      
44

 參考李方桂 1980《上古音研究》頁 53、58 及 61。參考董同龢 1944《上古音韻表稿》頁 84、87

及 92。 
45

 參考羅常培、周祖謨 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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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 魚 3 魚遇-生 著著著著 1111    著虧 1 □□ 著聰1 著虧 1 著虧1 著虧 1 著虧1 著 1 

鋤 魚 3 魚遇-崇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 2222    著著著著 2222    著著著著 2222    識識識識 2222    識識識識虧虧虧虧 2222    識識識識 2222    識聰識聰識聰識聰2222    

    

著聰2著聰2著聰2著聰2    

媽 魚 1 姥遇-明 縣縣縣縣 11111111,,,, 

縣縣縣縣 66662222    

縣縣縣縣 22221111,,,, 

縣縣縣縣 33332222,,,, 

縣縣縣縣 44443333    

縣縣縣縣 44441111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縣縣縣縣 55552ẽ2ẽ2ẽ2ẽ

))))    

縣癢11ẽ

), 

縣積12ẽ

), 

縣縣縣縣 33333ẽ3ẽ3ẽ3ẽ

)))),,,,    

縣縣縣縣 44444444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 

縣縣縣縣 11111111,,,, 

縣縣縣縣 22222222,,,, 

縣縣縣縣 44443333,,,, 

縣縣縣縣 55554444    

縣 1, 

縣 3 

縣縣縣縣 1111    縣物1ẽ

), 

縣縣縣縣聰1聰1聰1聰1ẽẽẽẽ

))))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44441111

軟ẽ軟ẽ軟ẽ軟ẽ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

11112ẽ2ẽ2ẽ2ẽ )))),,,,    

縣聰縣聰縣聰縣聰55553ẽ3ẽ3ẽ3ẽ

)))) 

笊

~籬 

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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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巧效-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3333    □□ 蕃著 5 蕃著 5 蕃著 3 

抓 宵 2 肴效-莊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1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2222

軟軟軟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    蕃著 1軟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虧虧虧虧 1111軟軟軟軟

 

蕃著 1軟

, 

蕃著蕃著蕃著蕃著 1111軟軟軟軟  

蕃著 1ẽ

),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1111軟軟軟軟  

蕃著 1ㄚ 

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蕃著聰1111軟軟軟軟

,,,, 

蕃著 13 

鬧 宵 2 效效-娘 缸 6ㄚ 

缸聰缸聰缸聰缸聰 6666 

缸 6ㄚ 

缸ã缸ã缸ã缸ã6666 

缸ã缸ã缸ã缸ã6666軟軟軟軟     缸 61, 

男男男男 66662軟2軟2軟2軟  

缸 6ㄚ 

缸缸缸缸 6666 

缸 6 缸 6 缸 6 缸 6 

此層次表格中亦有若干例字的詞彙時代偏晚，例如「哥、媽、抓、鬧」等，

與語音表現的層次年代有所落差，今亦暫時存疑，列於表格中備查。 

梅祖麟 2001 已注意到遇攝魚韻中「豬、疏、梳、鋤」等字的特殊讀音，將之

劃為秦漢時代的層次（浙南吳語魚韻層次Ⅰ）；秋谷裕幸則認為這批字的聲母「都

是知莊組，沒有其他聲母的例子，表示[* ]韻很可能是以聲母為條件的讀音。」（秋

谷裕幸 2002）由於秋谷先生懷疑這批字的韻母型態為一種條件變體，並非層次韻

讀，故在此觀點下構擬出兩個相同的層次讀音[*i ]。本文認為，除了遇攝魚韻字之

外，果假效攝中也有一小批具相同韻讀表現的例字，可繫聯起來一同觀察。這批 

 

                                                      
46

 從「爪」得聲的「笊」字，《說文通訓定聲》歸幽部，《上古音韻表稿》及《古韻通曉》歸宵部。

董同龢 1944 討論「爪、叉」等莊系二等字，由音韻結構的觀點應為宵部字較為合理（p.23-24）。

本文從《表稿》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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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古分屬歌魚宵三部，同具低元音特徵，今讀作偏後偏低的元音可能為存古特

徵，可劃歸一音韻層次，如此，這批字的聲母便不侷限於知莊系。 

「抓」字有標示語意環境者，可看到「抓雞」「抓人」「抓牌」這類動詞語意

的「抓」字韻讀屬此層次，而「抓癢」則否；「鬧」字也有類似情形，表熱鬧意思

的「鬧熱」一詞中的「鬧」字白讀音可能屬此層次，韻母會受到前頭聲母鼻音的

影響，出現舌根鼻音韻尾或主要元音鼻化的情形。 

第五節    小結 

本節將第三章及第四章所有討論之層次，按照年代由晚到早，分為「陰聲韻」、

「陽聲韻」、「入聲韻」三大類，依序列成三表格如下： 

 

 

 

 

 

 

 

 

 

表 4-5-1  陰聲韻諸層次年代表 

陰聲韻 蟹 止 遇 假 果 效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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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音--

元明清 

止蟹合流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一三等有

別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二等開合有

別層次 

三等晚期層

次 

歌戈合流

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早期層次

又稱歌麻

漸別層次) 

 

一二等合流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三四等合流之： 

晚期層次 

早期層次 

一三等有

別晚期層

次 

近古音--

北宋中葉

～宋末元

初 

具本地特色層

次：12 等齒音

有 i 介音，34 等

擦音無介音 

一等早期

層次 止蟹有別之： 

蟹攝一二等合流層次 

蟹攝三四等合流層次 

蟹一二等有

別之： 

咍(灰)泰合

流層次 

皆佳合流層

次 

(應為

支脂之

合流的

狀況) 

三等早期

層次 

中古音--

隋唐宋初 

咍(灰)泰有

別層次 

皆佳有別層

次 

止攝

支韻

獨讀 

層次 

魚韻獨讀

層次 

豪肴有別層次 

具本地特

色層次：一

三等無別

層次 

中古音--

南北朝 

二等歌麻漸

別層 

三等早期層 

侯幽同讀

層次 

歌戈麻不分層次 

上古音--

魏晉 

佳皆部同讀層

次 

魚歌

寒桓

同讀

層次 

模虞

魚不

分層

次 

 魚歌寒桓同讀

層次 

-- 

上古音--

漢魏 

歌佳脂微同讀層次  幽魚侯同讀層次 

上古音--

先秦兩漢 

-- 歌祭微

同讀層 

歌魚宵同讀層 歌祭微同

讀層 

歌魚宵同讀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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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陽聲韻諸層次年代表 

陽聲韻 咸 山 宕 江 臻 深 曾 梗 通 

近代音--

元明清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深臻曾梗通合流層次 

深臻曾梗三四等合流層次 耕

陽

無

別

層

次 

 

近古音--

北宋中葉

～宋末元

初 

咸山三四等合流層次 宕江合流層

次 

深臻合流晚期層次 曾梗

合流

層次 

一三等合

流層次 
 山一二等合流

層次 深臻合流早期層次 

咸開口一二等有別層 

(咸)山開口三四等有別層 中古音--

隋唐宋初 

宕攝三

等韻層

次 

-- -- -- -- 一三等有

別層次 覃談有

別層次 

仙元有別層次 

中古音--

南北朝 

冬鍾江宕同

讀層次 

冬鍾江宕

同讀層次 

上古音--

魏晉 

寒桓刪談同讀層次 蒸登耕

陽東冬

同讀層

次 

-- 中侵蒸同

讀層次 

蒸登耕陽東

冬同讀層次 

中侵蒸

同讀層

次 

-- 魚歌寒桓同讀

層次 

上古音--

漢魏 

談元真侵同讀層次 --  談元真侵

同讀層次 

-- -- -- 

真文部

合流層 上古音--

先秦兩漢 

-- 古元部層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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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入聲韻諸層次年代表 

入聲韻 咸 山 宕 江 深 臻 曾 梗 通 

近代音--

元明清 

深臻曾梗咸山宕開口三四等合流層次 

臻曾梗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咸山宕江一二等合流層次 

咸山宕江三四等合流層次 

臻曾梗一二等合流層次(包含少數通三字) 

深臻曾梗通合口三等合流層次 

近古音--

北宋中葉

～宋末元

初 

咸山合流層次 宕江合流層

次 

深臻曾梗三四等相近層次 一三等合

流層次 深臻合流層次 曾梗合流層次 

中古音--

隋唐宋初 

-- -- -- -- -- -- 一三等有

別層次 

中古音--

南北朝 

末鎋韻與薛

韻有別層次 

質部

層次 
-- 

-- 

上古音--

魏晉 

-- 藥鐸部與佳錫 

部有別層次 

中侵蒸同

讀層次 

上古音--

漢魏 

-- 

上古音--

先秦兩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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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第一節 本文主要研究成果 

本文主要的研究成果共計三項，以下分段述之： 

一、全面性地分析吳語處衢方言的韻母層次，並觀察這些層次的音韻特徵，

在漢語韻部分合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尋求其適切的歷史定位。檢視過往前輩學者

關於歷史音韻層次的研究篇章，大多是某單一韻攝或數個韻攝的分析，較少看到

同次方言區內數方言點韻讀全面性的比較探討。全面性地觀照某方言點內部韻讀

的好處是，系統性地利用漢語韻部發展各階段的音韻格局，來審視韻讀的表現之

後，能夠整體評估複雜的平面語音現象，根據例字群的韻讀型態、成員及數量，

進行「分群別類」的工作並且將相關的群類繫聯成層，如此可以解決若干層次辨

認上的困難。總而言之，全面性地觀察某方言點內部的韻讀表現，較能掌握方言

內部複雜的韻讀現象，並在漢語韻部發展史的架構下整體性地檢視評估，能夠有

效避免層次分析過程中發生重複、矛盾或張冠李戴的謬誤。 

二、在分析層次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陰聲韻、陽聲韻與入聲韻在層次方面不

對稱發展的現象。從第四章第五節的表 4-5-1、4-5-2、4-5-3可以看到，陰、陽、

入聲韻層次不對稱發展的現象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面向上：1.層次數量方面，陰聲

韻最多、陽聲韻次之、入聲韻最少。2.層次年代方面，陰聲韻及陽聲韻均可以上溯

上古音早期（約先秦兩漢時代），入聲韻則只能上溯至上古音晚期（約魏晉時代）。

3.明清以後至今的近代音早期及晚期層次，陽聲韻及入聲韻均有大規模跨韻攝合流

的層次特徵，尤以近代音晚期層次為然；至於陰聲韻，除了止蟹攝合流之外，他

攝較無此特徵。總而言之，與陰聲韻相比，陽、入聲韻的晚期層次具有較多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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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攝合流特徵。在層次異讀的數量上，陰聲韻具有較豐富的成系統異讀，陽聲韻

次之，入聲韻最少。由於入聲韻較缺乏成系統的異讀訊息，層次的判斷因此較為

困難，可辨識出來的層次數量較少；而入聲韻各層次反映出來的音韻特點，亦缺

乏漢魏以前較早年代的音韻格局。我們推測入聲韻的層次變化可能較為劇烈，因

此其異讀較不成系統、層次數量較少、亦缺乏早期的層次。以上，為陰、陽、入

聲韻在層次方面不對稱發展的現象。 

三、從九個方言點的角度出發來看，我們發現各方言點內部具有的音韻層次

與其人文發展及地理位置密切相關。本文鎖定觀察的九方言點分屬浙江省的衢州、

處州地區，以及江西省的上饒地區，分別是：開化、常山、江山、龍游為衢州地

區，屬錢塘江流域；廣豐、玉山為上饒地區，屬信江流域；遂昌、雲和及慶元為

處州地區（又稱麗水地區），屬甌江流域。配合人文發展的歷史條件來看，可將九

方言點分為四組：（1）開化、常山、江山一組，（2）廣豐、玉山一組，（3）龍游

一組，（4）遂昌、雲和、慶元一組。其中（1）與（2）由於地理位置相鄰以及人

文發展相近的緣故可併為同組。分析層次的過程中，我們有時會遇到（4）組與（1）

（2）（3）組的層次狀況不同，大多是（1）（2）（3）組可以辨識的音韻層次，但

在（4）組則無法辨識，例如：「果假攝歌戈麻不分層次」（參照 4.1.4節表 4-1-6）、

「中侵蒸同讀層次」（參照 4.2.4節表 4-2-4）等。此外，（3）組也常出現與（1）（2）

組相較之下，層次簡化許多，甚至看不到某些音韻層次痕跡的狀況，這顯然與龍

游地區四通八達的交通條件、及其南來北往的商業與移民行為相關，例如：「止攝

支韻獨讀層次」（參照 3.1.1.4節表 3-1-15）、「冬鍾江宕同讀層次」（參照4.1.3節）、

「仙元有別層次」（參照 3.2.1.5節及 3.2.3.4節討論）、「咸山三四等合流層次」（參

照 3.2.1.2節表 3-2-3）、「侯幽同讀層次」（參照4.1.2節表 4-1-2）、「兩漢真文部合

流層次」（參照 4.3.5節表 4-3-5）等。總而言之，在分析音韻層次的過程中，我們

發現處衢地區九方言點內部韻讀層次的狀況，與其人文發展及地理分布密切相關。

簡言之，人文發展愈早、交通發達、與外地往來愈頻繁者，例如龍游，可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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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長時間大量且頻繁地受到主流漢語的影響逐漸向之靠攏、本地原有語音漸次丟

失的緣故，其音韻層次有消滅及簡化的趨勢。而，流域相同、地理位置相鄰、歷

史人文發展愈相似者，則其音韻層次的狀況也愈趨相近，例如衢州及上饒地區相

鄰，開化、常山、江山、廣豐及玉山五點具有較為相近的層次狀況。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三：1.全面性地分析吳語處衢方言的韻母

層次，並為其在漢語韻部發展史的脈絡中尋求適切的歷史定位。2.發現陰聲韻、陽

聲韻及入聲韻在音韻層次方面不對稱發展的現象。陰聲韻保留最多古老的層次，

陽聲韻次之，入聲韻最少。3.吳語處衢方言內部的音韻層次，有一定的共通性，與

其人文發展及地理位置密切相關。 

第二節 研究方法的省察 

我們根據音韻層次的特質，擬定層次分析的研究方法；層次分析的研究方法

因此與我們對於層次的觀念及看法密切相關。本文音韻層次的觀念主要受到陳忠

敏 2007 的啟發影響，有以下三個重點：（1）音韻層次乃兩個不同語言系統接觸後

的疊置現象，因此同一層次下的韻讀應具備結構性及系統性。（2）語言接觸影響

的範圍通常為一整片區域，因此變異現象若只出現於個別方言點，即使是成系統

的狀態，我們亦不視為層次。（3）由於文白異讀是以「音類」作為變異的單位，

層次的研究亦應以「音類」為單位進行。本文在時間及篇幅皆有限的情況下，選

擇先從韻母（即韻讀）的部分進行層次分析，聲母及聲調的層次狀況留待日後探

討。 

上述三大觀念是我們從事層次分析工作時重要的度量衡，其效力幫助我們刪

汰過濾掉部分雜訊，呈現出有規律可言說的層次體系，不再是雜亂無章的異讀現

象。然則，我們仍須注意研究方法的執行是否分寸恰當，過度膨脹亦可能帶來武

斷的結果。以上述三點為例：（1）結構性及系統性是我們判斷層次韻讀重要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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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然則一開始便被排除在外的不成系統的異讀現象，是否亦可能蘊含重要的層

次訊息，只是我們尚未瞭解其結構性所在？（2）倘若層次在各方言點被覆蓋的情

形相當普遍，僅剩個別方言點尚具有層次現象，此時，個別方言點成系統的變異

現象是否亦可能代表層次的訊息？（3）聲母、韻母、聲調的層次分析誠然應分開

進行，但彼此的層次狀況亦可以作為分析時的線索及間接證據。本文由韻母入手，

聲母及聲調的層次狀況尚未全盤掌握，有時在立論上難免奧援不足。此不足有待

日後研究的修正。綜上所述，我們希冀研究方法的效力為我們去蕪存菁，免去雜

亂的麻煩；但亦需時時反省刪汰的過程中是否過度使用，以致於錯失了重要的訊

息。 

我們根據音韻層次的特質，擬定層次分析的數種辦法，例如：單方言點成系

統異讀的整理、多方言點同源詞組的對應關係、各批語料音韻格局的比對、音韻

系統結構性的觀察等等。關於層次分析，上述方法必須同時進行，「多管齊下」才

可能解決分析時遇到的諸多問題。誠然，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其侷限之處，例如

整理方言內部成系統異讀這個方法，便受到語料的限制，過於稀少的異讀現象會

使得研究者看不到異讀的系統性。稀少的異讀現象，可能是調查得不夠詳盡所致，

也可能是方言本身的特色。遇到前者的狀況，可以想辦法進行田野調查；而遇到

後者的狀況，只好參考其他鄰近親屬方言點的音韻表現加以補充。 

除了受到語料的限制外，由於我們利用漢語音韻史上各階段的音韻格局來辨

認層次，參考漢語史韻部分合的演變過程來定位層次年代，因此會受到歷史文獻

紀錄的限制。意即，歷史文獻紀錄中存在的音韻格局及韻部分合狀況，確實受到

我們的關切並納入考量，但文獻中沒紀錄到者則無從得知。最容易在文獻紀錄中

缺席的，應該是各地區早期非主流的方音狀況。關於這項侷限，目前沒有其他有

效的辦法可以補充，這是研究者需要認識的事實。 

此外，鄰近親屬方言點同源詞組的對應關係，誠然在層次分析工作上具有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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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正確的同源詞組對應關係，卻不必然代表同屬一個層次，

例如甲方言的 A、乙方言的 A’、丙方言的 A’’為同源詞，層次分析的結果 A 與 A’’屬

同一層次，A’則是另一層次。換句話說，在層次競爭的過程中，相同的詞彙在個別

方言中會被選用的讀音，不見得一致地均為同一層次；甲方言與丙方言選擇同一

層次的讀音，而乙方言選擇使用另一個層次的讀音，是頗常見的現象。這便是層

次分析中，同源詞組對應關係這個方法的侷限。要超越這個侷限，除了找到「成

系統」的同源詞對應關係之外，還需要藉助語音結構的系統性特徵，作為層次判

斷的補強及依據，「異層同讀」的判斷即為此中典型的案例。 

所謂的「異層同讀」，意指同一方言中，不同的層次卻有相同的韻讀形式。如

何判斷此單一韻讀形式具兩個以上的層次意涵，光靠同源詞組的對應關係是不夠

的，因為對應關係不必然代表同屬一層次，尚須要其他條件的支持，例如結構上

具系統性特徵等，「異層同讀」的判斷才能成立。如果我們除了若干同源詞對應的

條件之外，找不到其他結構上的條件支持，那麼，「異層同讀」的可能性降低，此

層次完全被他層次覆蓋的可能性增高。此時，本文的作法是將那個韻讀形式歸入

較主流強勢的層次，而在其他層次標示為從闕，表示目前暫時找不到層次韻讀。 

最後，由於本文劃分層次的參考座標主要是漢語歷史上韻部分合的脈絡，對

於層次的歷史來源著墨較多，較少論及地域來源，這確實亦為本研究方法的侷限

之一。要擴充層次地域來源的認識，可能需要對於漢語其他方言區的音韻特徵、

乃至漢語歷史上各地的方言特徵有深入的瞭解，配合移民遷徙等活動記錄，庶幾

能勾勒出某些層次的地域來源。這方面的探究，需要留待日後再進行。 

第三節 後續相關研究 

本文鎖定觀察吳語處衢方言九方言點的韻母，分析其韻讀的音韻層次，並為

這些層次尋找漢語音韻史上的定位。後續的相關研究還可以有以下幾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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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語處衢方言聲母及聲調歷史音韻層次的分析。 

對於吳語處衢方言韻讀的音韻層次有一定的了解後，接下來可以參考韻母

的層次，進行同地區聲母及聲調方面的層次分析。韻母、聲母及聲調三方面彼此

相關，然而各自擁有獨立的音韻層次，可以相互參照，但仍須個別分析。對於韻

母音韻層次狀況既有較深入的認識，多少可作為參考的線索之一，有助於聲母、

聲調的層次分析工作。 

2. 持續進行處衢地區本字考證的工作。 

處衢方言語料當中，尚有許多本字未詳的語音記錄，書中暫時以國際音

標輔以方框記號「□」標示之。這些「音字分離」的語音，很可能蘊藏了十分古

老的語音現象，需要進行本字考證的工作才可釐清。方言本字的確認，有助於音

韻層次的分析工作，正確的音字關係能夠修正或增加層次的例字歸屬；藉由確認

本字的過程而發掘的古老語音現象，則是早期音韻層次的有力證據之一。 

3. 思考並解決詞彙與層次結構不平行的問題。 

按照本文的研究步驟及方法，分析得出的層次結論中，在早期的古老層

次當中有時會出現若干較文雅的詞彙，例如「槌、帥、櫃」等字的部分音讀符合

先秦西漢時期的「歌祭微同讀層次」（參見表 4-4-2）；「哥、抓、鬧」等字的部分音

讀符合先秦時期的「歌魚宵同讀層次」（參見表 4-4-3）。本文目前無法解決詞彙與

層次結構不平行的問題，後續必須繼續思考此問題，今暫時仍將這些文雅詞彙列

入表格中，以便將來備查。 

4. 進行南部吳語其他次方言區的層次分析工作，擴及北部吳語以及與閩語

的層次比較研究。 

瞭解吳語處衢方言的歷史音韻層次狀況之後，接下來可以繼續擴大觸角，分

析鄰近的南部吳語次方言區例如婺州片、東甌片、台州片等地的歷史音韻層次。

而瞭解南部吳語的歷史音韻層次特徵之後，接下來則可以著手進行北部吳語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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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區歷史音韻層次的分析，也可與閩方言的音韻層次相互對照比較，觀察吳閩

方言的同源成分，釐清二者的歷史關係。 

5. 探究音韻層次與音變的關係。 

本文所說的「層次」，指的是本地音受到外來語音的接觸影響而產生的音讀；

「音變」則是指本地音內部自發的語音演變。二者發動的機制不同，自不可混為

一談。然而，層次與音變之間，是否會相互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已存在

的層次音讀是否會干擾方言內部的音變規則？而正在進行中的音變規則又是否會

影響層次音讀的競爭結果？這些關於層次與音變關係的種種疑問，有待後續的研

究分析方能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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