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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 音 考
关

潘 悟 云

提 要 本 文 通 过 民 族 语 的 比较 材 料
、

古 代 的 译 音 材 料
、

古 代 文 献 以 及 汉 语 的 谐 声

系统 和 假 借 关 系
,

论 述 上 古 汉 语存 在 小 舌 塞 音
,

它们 到 中古 变 成 影
、

晓
、

匣
, 、

云
。

汉 藏语 系 一 些 保 留早 期语 音 特 征 较 多 的 语 言 中 还 有 小 舌 部位 的 辅音
,

并且 互 相 之 间有 一

定 的对应关 系
。

这 些 事实 使人 猜 想
,

原 始汉 藏语 也许有 小 舌 音 的存 在
。

本文 的 目 的
,

就 是 论

述 上 古汉 语 确实 存 在小 舌 音
,

到 中古 变 作 喉 音影
、

晓
、

匣
、

云
。

一 影 母

高 本汉 把影 母 的 中古 音和 上 古 音都 拟 作 ,
一 。

研 究汉 语 上 古 音 的 学 者几 乎 都 不 加 讨 论

地 接受 高本汉 的 这 个 拟 音
。

喉 塞 音 声母 听 起来 与 其说 是 塞 音声 母
,

还 不 如说是 一 个 零声 母
。

汉 藏 语专 家 在作 语 言记

录 的 时候
,

是 把 喉 塞声 母 与零 声 母 同等 看 待 的
。

从 中古 的 许 多 译 音 材 料看
,

如 日本 的 汉 音
、

吴 音
,

朝鲜汉 字 音
,

汉 越 语
,

用 来 对 译 汉 语 影 母 字 的 都 是 零 声 母
,

而 不 是
一

之 类 的塞 音
。

从 语 音 学 角 度 来 说
,

一 般 塞 音 属 于 发 音 作 用
,

而 喉 塞 音 则 属 于 发 声 作 用
。

发 声作 用 就是 声 门状 态 对语 音 音 色的 影 响
。

各 种 语 言发 元 音时 候 的 声 门 状 态 是

不 太一 样的
。

有 些 语 言 在 发 一 个元 音 的 时候
,

习 惯 于 先 紧闭 声 门
,

声 带振 动 时伴 随着 声 门 的

突 然打 开
,

在元 音 前 会 产生 一 个 喉 塞音
。

所 以
,

喉 塞 音 与其 说是 塞 音
,

不 如说是 发 一 个 元 音

的 时 候
,

声 门 打开 的 一种 特 有 方 式
,

与 耳 语
、

气声 一 样 属 于 一 种 发 声作 用
。

一

广 泛存 在 于 现 代 汉 藏语 中
,

通 过历 史 比较
,

可 以 发现 它 原来 往往 是
’ 一 。

举侗 语 中

‘ 本 文 的 汉 语上 古韵母 系 统采 用 郑 张 尚芳 的 构拟 鱼
,

支
,

脂
,

之
,

幽
, 。

侯
,

铎
, 。 锡

,

质
,

山 职
,

觉
,

屋
,

习 阳
,

叨 耕
,

。 真
,

。习 蒸
,

习 冬
,

叨 东
,

一 歌
,

歌
,

脂
,

山 微
,

微
,

歌
,

月
,

月
,

质
,

山 物
,

物
, 。 月 元

,

元
,

真
,

山 文 , ,

文
,

元
,

宵
,

宵
,

宵
,

。 宵 。 ,

宵
,

宵
,

谈
,

谈
,

侵
,

山

侵
,

侵
,

谈
,

盎
,

盎
,

缉
,

缉
,

叩 缉
,

盗
。

中古上 声 来

自
’ 一, ,

去 声 来 自
‘ 一

一
, 一 。

中 古 一
、

二
、

四 等来 自上 古 长 元 音
,

三 等来

自上 古短 元 音 郑 张 尚芳
。

传统歌
、

月
、

元 和 微
、

物
、

文 的 再 分部 可 参看 董 同 嘛
,

雅 洪 托 夫
,

郑 张 尚芳 !
,

一
。

传 统 盎
、

谈 和 缉
、

侵 的 再 分 部 可 参看 郑 张 尚 芳
,

潘悟

云
。

文 中 “ 蓝
”

的 上 古音 ’ 中的 小 圆点 表 示 前 头 的 为 次 要 音 节 参 看潘 悟 云
。



的
一

为 例
,

它 对 应 于 水 语 的
一

与毛 南语 的
一

侗 语 水 语 毛 南语 侗 语 水语 毛 南语

乌 鸦 , , , 山 洞 , , ,

鸡 , , 青蛙 , 。 , 田鸡

屎 , 。 祖 父 ,

扩 扩
,

割 , , 日 ,

毛 南 语 简 志 中 前 的 按 实际 读音 记 作
,

与 属 于 一 个 音位
。

以 上 几 组 词 在 种 语 言 中显 然 同源
,

其 原 始形 式 只 能 是 这 个 声 母 中的 一 个
。

这三 个声

母 在 三 种 语 言 中 出 现情 况 如 下 表 该 语 言 声 系 中有 其音
,

一 表 无 其 音
,

侗 一 冷

水

毛 南 十 “ 一 十

它们 的 原 始共 同声母 显 然是
’ 一 。

现代 侗 语 和 毛 南 语 中都 没 有 声母
一 ,

它 在 侗 语 中变 作
认

,

在 毛 南语 中变到
一

去 了
。

如 果换 一 个 假设
,

就很 难 解释 以 上 的声母 分 布
。

此 外
,

发 音难 度 大 的音 往 往 向发 音容 易 的音变 化
, 一

和
一

的发音都 比
一

容 易
,

有
一

的语

言 一般 有
一 ,

有
一

的 语 言 不 一 定 有
一 。

特别 应 该 指 出
,

这 个原 始声 母绝 对 不 会 是
一 ,

从
一

变

作
一

或
一

在 音 理上 是 很难 说 得通 的
。

所 以
,

上 面 所 论声 母 的 原 始形 式 只 能是
’ 一 。

影 母 字 在 亲 属 语 中的 同源 词 形 式 往 往是
一 。

例 影 母 字 中 一 个 最 常见 的 字是
“

乌
” ,

乌鸦 在 侗 台语 中有 以 下 的 核 心 词 根 形 式

武 鸣 壮语 ‘ 龙 州壮 语 ‘ 剥 隘壮语 , 布依 语 ,

临 高语 , 泰 语 , 傣 雅 语 , 版纳 傣 语 ,

德 宏傣 语 协” 侗 语 9a ‘ 松佬 语 ka ‘ 水语 qa ,

水 婆 语 qa, 莫 语 , a , 佯 f 黄语 ka‘ 毛 南 语 k a,

乌 鸦 在 这 些 语 言 中 的 核 心 词 根 声 母 有 3 个 : q一 、

k

一 、 , 一 。

而 且 这 3 个声 母 同样 出 现 上 文

水
、

侗
、

毛 南语 的那 种 关 系
,

根据 上 面 已 经讨 论 过 的理 由
,

原 始 声母 也是
. q一 。

很 多 西 方学 者并 不 认 为侗 台语 与 汉 语 有 亲缘 关 系
,

上 面 所作 的 比 较也 许 还不 足 以 说 明 汉

语
“

乌
”

的 原始 形 式是
’

q
a 。

所 以 我们 还得 看 一 看 藏 缅语 的 核心 词 根 :

藏文 ka 墨 脱 门 巴 g
ak 车 旁语 k a 卡瑙 里 语 k ag

� 本文 的 语言材 料 除 随 文 注 明 外
,

都 取 自以 下 一 些 著 作 : 北 京大 学东 方 语 言 文 学 系 缅 甸 语 教 研 室

《缅 汉 词 典 》
,

商 务 印 书 馆
,

1 9 9 0 年
。

戴 庆 厦
、

黄 布 凡 等 《藏 缅 语 族 语 言 词 汇 》
.

中 央 民 族学 院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

( 藏缅语语音 和 词 汇 》
,

本书 编 写 组 ( 孙 宏 开 导 论)
,

中国 社 会科 学 出 版 社
,

1 9
91 年

。

格西 曲 吉 札

巴 ( 格 西 曲 札 藏文 辞典》
,

民族 出 版社
,

1 9 5 7 年
。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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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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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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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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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e
y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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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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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a m

,

1 9 1 1

。

王 辅世 《苗语 方 言 声 韵母 比 较》
,

第 十 四 届 国 际 汉 藏 语 言学 会 议论 文
,

1 9 7 9 年
。

中央 民族

学院第五 研究 室 《壮 侗 语 族语 言 词 汇 集》
,

中央 民 族 学院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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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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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 瑶 语方言词 汇 集》
,

中 央 民族 学 院出 版 社
,

1 9
87 年

。

何成 等人 编 《越 汉 词 典 》
,

商 务 印书馆
,

1 9 6 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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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研 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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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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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孚 语 k a 却 域 语 qa33 木雅 语 qa33 扎 巴 语 kas,

扎 坝语 k ha55 贵 琼 语 ka35 史 兴 语 qho, , 尔 苏语 ka33

纳 木 义 语 qa 33 纳 木 兹语 quo 31 丽 江 纳 西 语 Ica 31 大 方 彝 语

拉 枯语 qa ll 哈 雅 哈 尼 语 秘31 阿 昌 语 k 护, 尔 龚语 qa

碧 江 怒 语 k: a55 土 家语 kaZ, 碧 江 白语 toa44 景 颇 语 k ha33

独 龙语 ka55 日旺 语 kha 达让 橙 语 k las, 九龙 普 米 语 qa‘,

“

乌 鸦
”

的 核 心 词 根 在 以 上 藏 缅 语 中 的 同 源 关 系 也很 明 显
,

声 母 大 部 分 作 q 一

或 k
一 ,

只

有 少 数作 , 一 。 , 一

显 然 不 会 是 原 始 形 式
。

这 个 词 读 作 k 一

的 语 言 中除 了道 孚
、

扎 巴
、

贵 琼 以 外
,

音 系 中都 没 有声母 q一 ,

可 以 认 为这 些 k
一

是 从 原来 的
’

q

一

变化 过来 的
。

碧 江 白 语 的 t奋 可 看 作是
q一

的 愕 化
。

如 果 我们 承 认 汉 语 的
“

乌
”

与 以 上 的 藏 缅 语 同源
,

那 么 它 的 最 原 始 形 式 只 能 是
’

q
a

,

而 不 是
’

, a 。

例 : 一 鹰
’, ·

q
l 。 。

,

对 应 于 藏 语 的 gfa 、
.: ,

格 曼 橙 语 91。拼 雷 布 查 语 k欲y 。。
,

克 钦 语

gola习鹰
、

聋
、

华 氏
n

曰 iet 19 72 0

苗瑶 语 中 的
“

老 鹰
”

也与 上 同源 :

养篙 苗 语 吉伟 苗 语 先 进苗 语 石 门苗语 青 岩 苗语 宗 地 苗语 枫 香 苗语

l
a

扩 qwei , ‘
护。,

tla
川3 ’

l 闻,

梦扩
’

‘
护。,

王 辅世 ( 1979) 根 据 以 上 材 料 把
“

鹰
”

的 原 始 苗 语 拟 作
’

q l 叨
。

请 注 意
,

这 个
’

q

一

在 青

岩 苗 语 中正 是 变作 ,
一 。

值得 注意 的是
, “

鹰
”

在南 亚 语 中也有 相 同 的词 根 : 伉语 kl 卯
,

拉 伉 语 习gr i叨
,

在 温 派 方

言 中为 。以a。
、

r
i

a 。三 谷 恭 之 ( 1955)
,

巴 赫那 尔 语 kla。
,

卡西 语 kl i。。

例 3
.

“

压
” ’

qr eP

,

藏 文 的 同源 词 为 gleb 压 扁
,

词 根 是 l eb 扁
,

加 了 g
一

就 是 使 之 扁 的 意 思
。

汉 语 的 词 根为
“

巢
” ’

1 即
,

是 扁薄 的意 思
,

与
“

压
”

中
一

re p 属 于 1 与 r 的交替
,

可 比较 加 罗 语

的 repBc ·

曰 ;·t 1 9 7 2 。

还 可 比较 越 南语 91弓p扁
,

l 通p 扁 瘪
,

9 1, p l‘p 扁 疙 。

例 4 .
粪 便 在 藏 缅 语 中主 要 有 两 种 形 式 : 第 一 类 对 应 于 汉 语 的

“

屎
” ’

q h
lj

i
, ,

见 下 文 讨

论
。

第 二类
,

对 应于 汉 语 的
“

恶
” ’

qa k

,

( 汉 书
·

昌邑 哀 王 骼 传 ):
“

如 是 青蝇 恶 矣
” ,

颜 师 古

注 : “

恶 即 矢 也
” 。

藏 文 纳 西 语永 宁 普米 语 兰 坪 普米 语符 花 道 孚 语 扎 坝 语 史 兴语
skj ag kha3‘ x q

a5
5 s q a 55 舀e oa 。。a 5 5 q h

a 55

苗 瑶 语 的
“

屎
”

好 像 也有 这 个来 源 :

黔 东苗 语 湘西 苗 语 川 黔 滇苗 语 滇 东北 苗 语 布努 瑶 语 勉 瑶语 标敏 瑶语
qa3 qa3, q u

Q3
q a ,

k
o 3 g

a
i 3 , i ,

例 5
.

“

哑
” .

q ra
, ,

以 下 藏 缅 语 的 同源 词 都 为
“

哑 巴
”

义 :

纳 木 义 语 尔 苏 语 吕苏语 路 巴 语 义 都 拉枯 语 土 家 语 橙 语格 里

a33q a55 k a 33p h a 55 k a 53b a53 k a 55p a ss t o h o33q a l ‘
k

a 2 1 p a2
1

k
a 3 1 w a 3 5

不 过
,

历 史 比较 的 材 料 只 能说 明 在 共 同 汉 藏 语 的 时 代
,

影母 是
. q一 。

如果 要 确 定 在 上 古

汉 语 阶 段 影 母 也 是读
. q一 ,

那 就要 其 它的 材料 证 明
。

1

.

4 汉 代 的 借词 是 一 项 重 要 的 证 据
。

y
( 6

一
3) 曾经 举 了 好 几 个 用 影 母 字 对 译 的 古 代 西 域 译 音 材 料

,

其 中安 息
Pu lle

bl
an

k 19 2

12



等是 用 影母 字 对 译 外语 的零声 母
,

这 也 许 是 他 把 影 母 拟 作
.

仇 的原 因
。

但是 以 下 一 些 材 料所

反 映 的影母 音 值 则 只 能是
. q一 。

例 6
.

K haro st i 楼 兰 文 书 中的 K he ma ,

《汉 书 》作
“

抒 弥
” ,

颜 师 古 把
“

抒
”

字 的 读 音 注

作
“

乌
” 。

P
u

n
ey

bl
an

k
( 19 62

一
3) 认 为 kh 一

中 的
一

h

一

用 来 表 示 前 面 k
一

的 发 音 部 位 靠 近 喉 音位

置
,

即 读 为 小舌 音
。

所 以 这 个地 名 的 当地 读 音 也 许 是 qs ma 或 qw ama 。

如 果 这 里 的 k h
一

只 是

一个 简 单 的 舌 根音
,

我们 就 难 以 解释 汉 代人 为 什 么 不 用 普 通 的溪 母字 去 对译
,

却用 了 一 个 影

母 字
。

可 见 这个 地 名 的第 一个 音 节 在 当地读 q一 ,

而 不 是 k h 一 。 “

弥
”

中古 支 韵
,

已 失 去 韵 尾
,

与来 自于 上 古 支部 的 支韵 字 合流 罗常 培 渭 祖 设 ( :
958 》

,

当 时 的读音 为
’

m 。。 “

抒
”

上 古 属 鱼部
,

合

口
,

故 韵 母 为 一气
。

所 以
“

抒 弥
”

的汉代 音 当拟 为
. q毋 云m 己,

这 与 Pull cy blan k 的 猜 想 正 相 符

合
。

但 是 这 个 古 西域 地 名 的拉丁 转写 为什 么 会 是 Khe m a 而 不 是 K ha me ,

还 不 好 解 释
。

从 下

条
“

大 宛
”

的转 写看
,

这种 错位 不 是 仅 见 的 例 子
。 “

抒 弥
”

在 《后 汉 书 ) 中改 译 作
“

拘 弥
”

’

k6

m 巨。

译 音 的 改变 往往 反 映语音 的变 化
。

影母 在 ( 后 汉 书》 的 时 代 已 经 变 作
’ , 一 ,

(
后 汉

书) 的作 者 认 为 老译 音 中的
“

抒
” ‘

,
一

与这 个 地 名 的当 地 读 音
‘

q

一

相 距 太远
,

所 以 改 用 与 它 最

接 近 的 见母 字
. k一

来对 译
。

例 7
.

《汉 书} 中 的
“

扦 泥
” ,

搜 一 雄 ( 1961 ) 认 为 就是 都 善 的 首 都 kuhan i 或 k hva ni ,

这

与
“

抒 弥
”

中 的
“

抒
”

对译 k h一

可 以 互 相 印证
。

例 8
.

“

郁 金
”

(
C

u r e u
m

a a
ro m

a t
i

e a

) 是 上 古 从异 域 引人 的 香 料
,

H i
r t

h
(

1 8 8 5
) 认 为 译 自

波斯 语 的 k ur k um 。

La
uf er (

1 9 1 6
) 以 为声 母 对 不 上

。

现 在 我 们 把 影母 拟作
’

q

一 , “

郁 金
”

就

是
. q云tk

r 山m
,

它 与波斯 语 之间 的关 系 就 昭 然若 揭 了
。

藏 红 花在 藏 文 中为 kur ku m 或 gur gu m ,

来 自梵 文
,

显 然也 与 这个 词 有关
。

例 9
.

“

大 宛
”

的
“

宛
”

传 统归 上 古元 部
,

雅 洪托 夫 ( 196Oa) 认 为是 上 古 的 一。 n 类
,

所

以
“

大 宛
”

拟 作 上 古 音 当 为
.

da ls q6 n 。

这 个 地 名 希 腊 文 为 T 6x oPo
: ( T ah or oi )

,

拉 丁 文

TO
ehar i ,

梵文 T uk hara。

如 按 Pul leyblank 关于 K h ema 的猜 想
,

拉 T 文 ch
一

和 梵文 k h一

中 的
·

h

-

也不 表 示 送 气
,

只 是 代 表 小 舌 塞 音 的 符 号
。

西 汉 的
一

n 常 用 来 对 译 外 语 的
一

r ,

如
“

鲜 卑
”

Se rbi

, “

安 息
”

A
r 亏ak

,

所 以
“

宛
” ’

q6

n 与 希腊 文 xo p ( hor ) 以 及 拉 丁 文 ch ar
、

梵 文 k ha
: 的对

应是 规 则 的
。

但 是 按 汉 语 和 希 腊 文 的 译 音 看
,

拉 丁 文 的 转 写 应 该 是 T ac hor i ,

而 不 是

To ch ar i ,

这与 上 文所 讨 论 的
“

抒 弥
”

作 K he ma 而 不 作 Kha me 也 许有 类似 之处
。

例 10
.

突 厥族 的 王 后 有
“

可 敦
”

等称 呼
。

( 唐 书
·

突厥 传 ) : “

可 汗 犹单 于 也
,

妻 日 可 敦
” 。

“

可 敦
”

又 叫
“

可 贺 敦 ”匕史 二 蟠 传》
,

吐 谷 浑 谓
“

洛 尊
” 《周 书

.
异 域 传下

.
吐 谷酌

,

拓 跋 氏 谓
“

可

孙 ”南 齐 书 》。

其 中
“

可 贺敦
”

的
“

贺
”

可 能 与 上 文 Khe m a 中 的
一

h 一 样
,

只 是 一 种 翻 译 方 法
。

中古 汉 语 的 音 系 中 已 经 没 有 小舌 塞 音
,

这 里 用
“

可
”

与
“

贺
”

结 合
,

表示 对应 的 突厥 语 接 近

于
“

可
”

的读 音
,

而 发 音部 位靠 近 喉 音
“

贺
” 。

此词 即突厥语 的 qat un ,

蒙古 语 作 k h歌un
( 王

妃 )
,

鄂 尔 浑 碑 文作 qat un ,

i 耳 其语 kat in 。

它借人 到 藏文 为 k hat hun “

公 主
”

(
L

a u
fe

r
1 9 1 6

)

。

p
u

l l
e

y b l
a n

k
(

1 9 6 2
一 3 ) 以 为 qat un 的 原 来形 式 为 qat i , ·

n 为 后 缀
,

在古 突厥 语 中 1 与 u 经 常

交替
,

如 qa tu n 一 q at ,fn
“

变 硬
” 。

P
ull cy bl

an
k 的

一
n 后 缀 说 还 可 得 到 以 下 材 料 的 进 一 步 证 实

。

匈 奴 的 首 领有
“

单 于
” “

镬 于
”

之 称
。

下 文 将 讨论 到
, “

单 于
”

二 字 的汉 代 音
‘

dj 如G巨
,

或 者

为 danG巨。

汉 代 的
·

n 常 用 来 对 译 外 语 的
·

r
,

所 以 对 应 的 匈 奴 语 可 能 是 dar Ga ,

进 一 步 清 化 为

ta rq 。 。

可 比 较下 文 希腊 铭 文 中 阿 富 汗 君 主 的 称 号 t ar k a ,

突 厥 语 的 tar qan 多 了 后 缀
一

n 。 “

镬

于
”

的 汉 代 音 可 能 为 G G巨 ( > G ,
G 吃

,

见 下 文 云 母 的 讨 论 )
,

说 明 当 时 的 匈 奴 语 可 能 为

3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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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qa Ga 之 类 的 形 式
,

突厥 语 的 qa ya
n 多 了一 个 后缀

一
n

,

唐 代译 作
“

可 汗
” 。

一 般 认 为 突厥 为 匈奴 的 后 裔
,

所 以 突厥 的 王 后 称 号 当来 自匈 奴 的 王 后 称号
。

匈 奴王 后 的

称 号
“

阴 氏
” ,

应 当就 是 qati 的 译 音
。

不 过
“

阴 氏
”

一 语 后 世 都 依据 张 守节 ( 正 义 ) 的 注 音 :

“

阴 放 连 反
,

又 音燕
。

氏音 支
” 。 “

阴
”

的 这 个读 音 还 可 以 在 ( 论 衡
·

乱龙 ) 的 另 一 个 译音
“

焉

提
”

得到 证 实
。

但 是
“

阴
”

的 这 个读 音 实 在很 值 得怀 疑
。 “

阴
”

从
“

敖
”

得 声
, “

放
”

为 鱼 部

字
,

与鱼 部 发 生 阴 阳 对 转 关 系 的 只 能是 阳部
。

从
“

龄
”

得 声 的 字 如果 按 阴 阳 对 转关 系 读 人 阳

声 韵 的 话
,

只 能 读 中古 的 阳 韵
,

读成 仙 韵 是 很 令 人 费 解 的
。

再 说 匈 奴 qa ti 的 qa 后 面 也 没 有

鼻 韵 尾
,

此 处 的 鼻 韵 尾 从 何 而 来
,

需 要 作 出 交 代
。

下 面 我 们 分 别讨 论 两 种 可 能 的 解 释
。

第 一 种 解 释
, “

阴 氏
”

又 为县 名
,

正 处 于 匈 奴 的 活 动 中心
,

可 能是 匈 奴族 以 王 后 称 号 名

其 地
。

王 念 孙 ( 读 书杂 志
·

汉 书二 ) 以 为 即
“

( 地 理志 ) 安定 郡之 乌 氏 县
” ,

可 见
“

阴 氏
”

应

读作
“

乌 氏
” 份

qa tj
诬

。

因 为
“

即
”

在舌 齿 音
“

氏
”

之 前
, “

氏
”

的声 母 t 一

容 易使 它 增 生
一

t 尾 从

而 混 同人 声 字 : . qatj 己>
’

qa ttj
己。

司 马 贞 ( 史 记索 隐 ) 谓 阴 氏
“

古 音 易 氏
” , “

易
”

的 读 音
. qat

正 是 对 这个 猜 想 的 支 持
。

人 声 韵 尾
一

t 在 汉 代 是 一 个 浊 塞 音
一

d 俞 敏 ( 1 98 ; )
,

郑 张 尚芳 ( 199 0a)
,

它 与
一

n 的

读 音 比 较 接 近
,

所 以 qat 的 实 际 读音 为 qad
,

很 容 易 读 作 q如
,

这 就 是
“

龄 连 反
”

异 读 的 来

历
。

可 见
“

阴 氏
”

的 早 期 读音 应 当是
’

q
a

tj
己

,

这 与 Pul lcy bl an k 所 说 的 qa ti 是相 当接 近 的
。

第二 种解 释
, “

阴
”

所 对 应 的 匈奴 语 可 能就 有 两 种 形式 : qa 与 qan
,

就 像
“

单 于
” 、 “

镬

于
”

中 的
“

于
”

作 qa 又 作 qan 一 样
。

从 汉 代 的其 它 译音 来 看
,

这 种 韵 尾 交替 在 当时 的 西 域

好像 很 普 遍
,

如
“

焉 着
”

又 作
“

乌 香
” 。

我们 可 以 猜测
, “

阴
”

只 是 对 译 qa ,

因 为 匈 奴 语 中
qa 又 经 常 发作 qan

,

就 使汉 语 的
“

阴
”

也 增 加 了
’

q

an 的 异读
。

以 上 诸 例 说 明
,

影 母 在汉 代 一 定 还 是
’

q

一 。

不 过 在某 些 方 言 中
,

也 可 能 已 经 变作
’

?
一 ,

所

以
“

安 息
”

中 的
“

安
”

用来 对 译 外 语 的 零 声母
。

既 然 在 汉 代 的某 些 方 言 中影 母 还 是
’

q

一 ,

在

更早 的谐 声 时代
,

影 母 自然 还 处 在
. q一

的 阶段
。

1

.

5 有 了 以 上 的 讨 论 以 后
,

影 母 在 上 古 经 常 与 舌 根 塞 音 互 相 借 用 的 现 象 也 就非 常 简 单

了 : 影 母 在上 古是
’

q

一 ,

自然 与
’

k

一

之类 的 音非 常 接近
。

例 11
.

古 文 献 中
“

臀
”

多通
“

圃
” ,

( 诗
·

小 弃 》笺 : “

圃 弓 而 射之
” ,

( 释 文 》注 : “

乌 环

反
,

下 同
,

本 亦作 臀
” 。 “

臀
”

的 本 义 是 引 弓 使 弓 弯 曲的 意 思
,

是后 起 字
。

但是 这个 词 的 声母

与
“

圃
”

并 不 全 同
, “

即 阴
”

的
“

圃
” ‘

k ro 习 到 中古 成 为见母
,

而 这 个 词 的声 母 到 中 古则 变 作

影 母
,

上 古 为
’

q
ro

n 。

后 来
,

汉 语 的
’

q

一

演 变 为 ?一 ,

音 值 与
’

k

一

相 距 太远
,

如再 用 见母 的
“

酮
”

作 此 词 的 假 借
,

已 经 不 合 适
,

这 才 重 新 造 出 一个
“

臀
”

字 以 示 区别
。

例 12
.

“

壹
”

通
“

吉
” 。

先 秦 文 献 中的
“

初 吉
”

即
“

初 一
” 。

《诗
·

小 明)
: “

二 月 初 吉
”

毛

传 : “

初 吉
,

朔 日也
。 ” “

一
”

在 闽 语 的 文 读 中都是 零 声母
,

反 映 中古 影 母 的 读 音
。

但 是 一 些

方 言 中的 白读却 读 塞 擦 音
,

如 厦 门 tsi t, ,

建 贩 tsi , ,

潮 州 tse 扩
,

汕 头 t 邵k7,

这 与 藏文 gtoi g.

的 读 音 非 常接 近
。

方 言 中的 白 读 音 往 往反 映 比 中 古 更早 的 层 次
。 “

一
”

在 上 述 方 言 中的 塞 擦

音 读 法 用 , 一

的 来 源 是 解 释 不 了 的
。

这说 明 影 母 在 上古 决 不 会 是 ?一 。

例 13
.

“

影
”

与
“

景
”

是 一对 古今 字
。

原 来 没 有
“

影
”

字
,

慧 琳 ( 一 切 经 音 义
·

卷 三 十

二 ) 谓 葛 洪作 ( 字 范 ) 始 加三 撇 作
“

影
” 。

例 14
二

上 古汉 语 的
“

公
”

与
“

翁
”

实为 一 个 词
。

《方 言
·

六 ) : “

尊 老 ⋯ ⋯ 周 晋 秦 陇 谓 之

公
,

或 谓 之翁
” , “

公
”

与
“

翁
”

只 是 方 言 中的不 同说 法
。

同是
“

老 人
”

义
,

可 说
“

翁
”

也 可

说
“

公
” 。

这 二 字 又 都 用 以 称 父
,

如 ( 战 国 策
·

魏 策 》
“

陈较 将行
,

其 子 陈 应 止 其 公 之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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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书
·

项 籍 传 》: “

吾 翁 即 汝 翁
” 。

在 现 代 汉 语 方 言 中
, “

翁
”

也 有 读 如
“

公
”

的
,

如 大 同
、

太

原
、

太 谷
、

文 水
、

平 阳 等 地 的 读 音 高 本 侧 194 8) 。

鸟 名
“

白 头 翁
”

在 浙 江 黄 岩
、

江 苏 吴 江 读 作
“

白头 公
” 王 敬 骑 浏 丹 青 提 供

。 “

公
”

也 有 读 作
“

翁
”

的
,

如 浙 江 泰 顺 蛮 讲
“

外公
’

作 玮 ias
、胡 , 。

例 巧
.

( 庄 子
·

天 地 ) : “

门 无 畏
”

郭 象 本 作
“

门 无 鬼
” ,

( 释 文 ) : “

门 无 鬼
,

司 马 本 作 无

畏
,

云 : 门 姓
,

无 畏
,

字 也
” 。

故 篇 名
“

徐无 鬼
”

亦 即
“

徐 无 畏
’,

郑 张 尚芳 提 供
。

例 16
.

( 汉 书
·

地 理 志 )
“

郁林 郡
,

故 秦桂 林郡
” , “

郁
”

与
“

桂
”

通 假
。

( 说 文 )
: “

郁
,

芳

草 也
,

谓 郁 林郡 人 所 贡
” 。

( 周 礼
·

春 官
·

郁 人 》: “

郁 人
,

掌裸 器
,

凡 祭祀
、

宾 客之 裸 事
,

和 郁

曾 以 实彝 而 陈 之
。 ”

郑 玄 注 : “

筑 郁金 煮 之 以 和 曾 酒
” ,

可 见
“

郁
”

就 是
“

郁 金
” ,

古 人 把 它 捣

烂 煎 汁与 酒 拌和 用来 祭祀
。

但 是郁 金 并 不 产 于 中 国
。

( 南 州 异 物 志 ) 谓
“

郁 金 者 出厨 宾 国

⋯ ⋯ 可 以 香 酒
” 。

厨 宾 就是 现 在 的 克什 米 尔
,

郁 金 由此 地 经 滇黔 桂 一 带 传 人
,

所 以 古 人 就 以

物 名 其地
。 “

郁 林
”

就 是
“

郁 金
” 。

但 是来 母 的
“

林
”

怎么 会 与见 母 的
“

金
”

通 假 呢 ? 中古 来

母 在 上 古 为
’

:
· ,

但 是 更 多 的是 前 头 还带 有 一 个 前 冠 的 塞 音成 分cf .
*

man( ;98 。)
,

如
“

蓝
”

的 上

古 音 当 为
’

9

·

ra m

,

泰文 的 汉 语借 词 作 gra m 蓝 靛
。 “

蓝
”

又 通
“

监
” .

k ra m

,

( 史 记) 中的 西 域

城 市
“

蓝 市
”

在 《汉 书》 中作
“

监 氏
” 。

来 母 带有 塞 音 的另 一 个 证据 是
“

函
”

与
“

林
”

通 假
。

( 周礼
·

春 官
·

大 司 乐 》
“

歌 函 钟
” ,

郑 玄 注 : “

函 钟
,

一 名 林 钟
” 。 “

函
”

为 匣 母 字
,

上 古 来 源

为
. 9- , “

林
”

的 前面 如 果 不 带有 一 个 前 冠 塞 音
’

9- 就 很 难 解 释 它 与
“

函
”

的 通 假 关 系
。

所 以
“

林
”

的 上 古 音应 该是
. 9

·

r 山 m
。 “

金
”

在 中古是 重 纽 三 等 字
,

上 古 应 带 有 介 音 一r 一 ,

所 以 它

的上 古 音 为 ,
kr 山m

。 “

郁 金
”

就是
’

q 沮 k r 山 m
,

与
“

郁 林
”

的 上 古 音
’

q 血 g
·

r 山 m 是 非 常 接

近的
。

下 文 将讨 论到
, “

郁 金
”

来 自古 波斯 语 k 盯ku m
。

如 果
“

郁
”

的 上 古 读音 是
’

?
一 ,

就 很

难 解释 为 什 么 用 它 来对 译 波斯 语 的 ku r ,

为 什 么 它 会 与
“

桂
” .

k w i t s 发生 通 假 关 系
。

二 云 母 和 匣 母

2
.

在高 本汉 的 中 古 音系 统 中
,

匣 母 是 梦
,

群 母 是 g一 ,

云 母 是 j
一 。

笔 者 在 文 中 把 Y一

改 拟

作 h 一 ,

理 由 见 下
。

匣 母 在 中 古 只 出 现 于 一 二 四 等
,

群 母 只 出 现 于 三 等
,

两 者 互 补
,

高 本 汉

认 为它 们 在 上 古都 是
. gh 一 ,

云 母 则是 不 送 气 的 g- 。

2

.

1

.

1 这 以 后
,

对 高 氏 的 拟 音有 不 少异 议
。

首 先
,

高 氏 浊 塞 音 分 送 气
、

不 送 气 两 套 之 说

基 本上 被 否 定 了
,

群 母 的 上 古 音 从 高 氏 的
. gh 一

改 作
’

g

一 。

其 次
,

经 曾 运 乾 ( 192 7 )
、

葛 毅 卿

( 19 39 )
、

罗 常培 ( 19 39) 等 人 的 考证
,

中古 的 云 母 就是 三 等 的 匣 母
,

受 愕介 音 的影 响后 来 才

变 为半 元 音
。

既 然 中古 的 云
、

匣 属 于 一 类
,

一 些 音 韵学 家就 自然 地 推论 到 它 们在 上 古 也 是 一

类
。

上 古 的 群母 是
.

牙
,

那 么 匣 母 与云 母就 不 能再 是
.

牙 了
,

董 同断 ( 1948) 把 它们 拟 作 与 中

古相 同的 音
’

丫
一 。

但 是
,

董 同解 的这 种构 拟是 不 能令 人 满意 的
。

第 一
,

匣 母 与见 组 字 大 量 地 谐声
、

通 假
。

如 果 把 匣 母 拟 作
. Y一 ,

就 得 假 定 擦 音 可 以 大 量

地 与塞 音 谐 声
,

通 假
。

董 同解 ( 1948) 认 为 擦音 是 可 以 与塞 音互 谐 的
,

理 由是擦 音 晓母 也 可

以 大 童 地 与 见
、

溪相 谐
。

但 是有 什 么 材 料 可 以 证 明 中古 的 擦 音 晓母 在上 古 也 读擦 音 呢 ? 其 实

什 么 证 据 也 没有
。

下 文 我 们 将要 讨论 到
,

擦 音 是 不 与 塞 音 谐 声 的
,

与 见
、

溪 谐 声 的 晓母 在 上

古 并不 是 擦 音
。

第 二
,

中 古 的 群 母 只 有 三 等 字
,

高本 汉 原 来 是 用 匣 母 与群 母 的 互 补 关 系 来 解 释 这 个 现

象
。

现 在 如 果 假 定 匣 母在 上 古是 Y一 ,

那 么 一
、

二
、

四 等 的
一

跑 到 哪 儿 去 了 呢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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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

汉 代 尚 有 匣 母 字对 译
’

9-- 的 例子 Pu llev bla nk ;%2一 3 :

例 17
.

恒河 梵文 Ga ng
a 阿 含 梵文 的ama 胡 婪 g6 sn ig 波 斯 语

款侯 汉 乌孙
、

月 氏
、

康 居 官 名
,

为突 厥 语 ya bgu 的 来 源
,

匣 母 字
“

侯
”

对 应 guo

第 四
,

境 内外 方言 的许 多 匣 母 字 尚保 留 塞音 的读 法
,

如 :

例 18
.

古汉 越 语 : 陷 。a
m 气 合 go p孰集

.
合

,

户 。u ’ 。

礼
,

号 9a 磷号
,

额 g; m, ,

含 求m毯含

温 州 方 言 : 厚 ga u‘ ,

含 ga 扩
,

衔 g尹
,

环 ga31
环

,

怀 ga
毫词

,

解 g确锯 解 开
,

峡 9a 礼峡

2
.

1
.

2 由此可 以 肯定
,

至 少有 一 部 分 匣 母 字 在 上 古 是 塞 音
。

于 是 另 一 些 学 者则 认 为 匣 母

有 塞 音 与非塞 音 两 类来 源
。

例 如 罗 常 培 ( 19 39 ) 引 了 李 方 桂 一 个 非 正 式 的 假 设 : 与 见
、

溪 发

生 谐 声
、

异读 关 系 的 来 自上 古 的
. 9一 ,

与 晓 母 发 生 谐 声 关 系 的 则 是
’

Y

一 。

董 同解 ( 1948) 指

出
,

与 晓母 发 生 谐 声关 系 的 匣 母 字 百 分 之九 以 上兼 与见
,

溪 发 生 关 系
。

另 一 位 认 为 匣母 分作 两 类 的 学者 是 Pu ncy bl an k ( 1962 一 3 )

,

他 根 据梵 汉 对 音 和 日本吴 音

的 材料 分 匣 母 为两 类
。

一 类 匣 母 字 对 译梵 文 的 g一 ,

如
“

阿 含
”

对译 。
ga m

a 。

另一 类 匣 母 字对

译梵 文 的擦 音
,

如
“

和
”

对 译 va
, “

越
”

对 译烧 va t 、

va d

,

几 乎都 是合 口 字
。

在 日本吴 音 中
,

匣 平 字 也 分 别 有 w 一 、

g

一

两 种 读音
,

可 比 较 :

和 w 一 祸 , 会 w e一 桧 乎 画 w e一 洼 ge

不 过
,

对译 作
一

w 的 也 几乎 都 是 合 口 字
,

这 与 梵 汉 对 译 的 情 况 正 相 一 致
。

这 两 类 匣 母 字 似 乎

是 互 补 的
,

开 口 大多读 塞 音
,

合 口 大 多 读擦 音
。

这 似 乎给 我们 一 个 暗示 : 匣 母原 来 也 许 只 有

一 类
,

都 读
‘

牙
,

后 来 发 生 了擦 化
,

只 不 过首 先 发 生 在 合 口 字而 已
。

这 个现 象 是可 从音 理 上加 以 解释 的
,

当塞 音成 阻 时
,

成 阻 部位 不 同
,

闭塞 的 力 度 是 不 一

样 的
。

舌根 与 软鄂 的 闭 塞 力度 远 远不 如舌 面
、

舌 尖 与 硬 腮 之 间 形 成 的 闭塞 力 度
,

舌 根 与小 舌

的闭塞 力度 就更 加 弱 了
。

塞 音 闭 塞力 度越 弱
,

就 越容 易 被 气 流 冲开 一 隙 缝 发 生 擦 化
。

此 外
,

合 口 介音 的 后舌 位 性 质会 使 塞 音成 阻 部位 向后 移 动
,

j 介音 的 前 舌 位性 质 则使 成 阻 部 位 前移
。

如果 把 各 个 辅音 的 成 阻 部 位 从 后 到 前 排列 起来
,

就构 成 以 下 的 系 列 :

后 舌 位
,

擦 化 G, 一

。G一

。了
一

冷 牙。 纽
一

前 舌 位
,

不擦 化
。

这 个 序列 正 与塞 音 擦 化 的 先 后 相 一 致 : 上 古 的
. 9一

在 三 等 j 介 音 前 不 发 生 擦 化
,

到 中古

还 是 莎 ( 群 母 )
。

不 带 j 介 音 的
. 9一

到 中古都 变 成 擦音 fi 一 ,

而 且 是 首 先发 生 在 合 口 字
。

最早 发

生 擦 化 的应该 是 Gw
一

与 G一 ,

它 们 就 是 下 文 所 要讨 论 的 云 母
。

G
一

的 发音 部 位 比 g- 更 后
,

擦 化 的

时 代应 该更 早
。

在 现 代 方 言 中
,

匣 母 读 作塞 音 的例 子 可 以 找到 很 多
,

但 是 云 母读 作塞 音 的 例

子 却极 少 见 到
,

大 概 就 是 这个 原 因
。

2

.

1

.

3 李方 桂 ( 1980) 作 了 新 的 构 拟 : 上 古
. 9 + j

一

> 中古 群 母 g + j
一 ,

上 古
.

gw
+ j

一

> 中

古 云 母 j w一 ,

上 古
’

g w
+

j

+
i

一

> 中古群 母 g+ j + w 一 。

但是 这 种安 排显 然会 碰 上 麻 烦
。

首先
,

云 母 字 虽 然 大部 分是 合 口 字
,

但 也有少 数是 开 口

的
。

李方 桂 也意 识到 这 一 点
,

只 好 对 这些 字作 个 别处 理
。

如 认 为
“

矣
、

焉
”

是 语 气 词
,

有 特

殊音 变
, “

鸭
、

烨
”

的 合 口 介 音 受 合 口 韵 尾
一

w

、 一

p 的 异 化 失 落
,

等 等
。

但 是
,

这 些 解 释 显 然

有 不 能 自圆 其说 的地 方
。

如 果
“

矣
、

焉
”

在 上 古 真 的 是 合 口 字
,

从 之 得 声 的
“

郡
、

蔫
、

嫣
、

埃
、

侯
、

唉
”

等 一 大 批字 都 不 是 语 气 词
,

为什 么 没 有 一 个 字是 带 合 口 成 分 的 呢 ? 情 况 倒 可 能

与李方 桂 所说 的相 反
, “

夫
、

耶
、

也
、

乎
”

等 一 大 批语 气 词 都 是 开 口 字
,

语 气 词 往 往 采 取 比

较 自然 的 开 口 形 式
。 “

焉
”

还 有 影 母 一 读
,

影 母 的
“

焉
”

通
“

安
” ,

训
“

何
” .

与
“

乌
、

恶
、

安
、

易
、

害
、

何
”

的 语源 关 系 甚 明
,

这 组字 都 为 开 口 字
。

古西 域
“

焉 首
”

又 作
“

乌 香
” 、 “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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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
” 、 “

阿 省 尼
” , “

乌
、

阿
’,

也 都 为 开 口 字
。

其 次
,

李 方 桂 的 系 统 中 本 来 已 经 有
“

g 叫
一 、 ’

g w i

一 ,

现 在 为 了 解 释
“

狂
”

等 合 口 群 母 字 又

专 门 设 置 了
’

g w ji

一 ,

这 种 复 杂 的 介 音 系 统 只 不 过 是 人 为 的 区 别 符 号
,

实 际 语 言 中是 不 是 能 这

样 区 分
,

很 令 人 怀 疑
。

龚 煌 城 ( 1990) 可 能 已 经 发 现 这 种 不 合理 性
,

所 以 改 成 : ‘

,
:
rj

一

> 中古 云 母
。

这种 构 拟 的 引 人 处 是 一 些 云 母 字 在 藏 文 中 的 同 源 词 确 实 带 有
一

r
一 ,

如
“

胃
”

对 gro d 胃
,

“

友
”

对 gro gs 朋 友
, “

于
”

对 fi
gro

走
, “

越
”

对 fig ro d走 。

但 是
,

毕竟 也 有 些 云 母 字 的藏 文 同 源

词 不 带
一

r
一 。

不 过 问 题 的 关 键 还 不 在 此
,

汉 藏 两 语 同 源 词 之 间 的对 应 关 系 还 没 有 严 格 到 这 个

程 度
。

问 题 在 于 有 些 带
’ 一

r
一

介 音 的 合 口 三 等 字在 中古 是 群 母 字
,

并 没 有 变 到 云 母 去
。

为 了 说

明 这 个 问 题
,

我 们 要 简 单 地 讨论 一 下 中古 四 个等 的 上 古来 源
。

云 母 无 论 拟 成
’

g

一 , ‘

$
一

或
’

fi

一 ,

都 属 于 喉 牙 唇 一 类
,

为 节 省 篇 幅我 们 在 下 表 只 讨 论 喉牙

唇 音 从上 古 到 中古 的 变 化
,

同 时 只 举 上 古 的 鱼
、

铎
、

阳
、

支
、

锡
、

耕
、

文 为 例
。

其 中的 文 部

的 文 : ,

是 雅 洪 托 夫 ( 19 60a
) 所 说 的

‘ 一
u n :

〔〔〔〔 llll mmm WWW

鱼鱼部 > 中古 ::: 模模 麻麻 虞 ( 合 口 ) / 鱼 ( 开 口 ))) 支三三

铎铎 部 > 中古 ::: 铎铎 陌 一一 药药 陌 三三

阳阳 部 > 中古 ::: 唐唐 庚二二 阳阳 庚 三三

支支 部 > 中古 ::: 齐齐 佳佳 支四四 支 三三

锡锡 部 > 中古 ::: 锡锡 麦麦 昔昔 陌 三三

耕耕 部 > 中 古 ::: 青青 耕耕 清清 庚 ===

文文 部 > 中古 ::: 魂魂 山山 文文 真 二二

第 I
、

n 类 与第 m
、

W 类 的 区 别是后 者 到 中古 发展 出
一

j

一

介音
,

成为 三 等 韵
。

第 n 类

都 是 中古 的 二 等 韵
,

第 lV 类是 中古 的 重 纽 三 等 韵
,

它 们 与 第 I
、

111 类 的 区 别 是 上 古 带 有 , -

r

介 音
,

可 参 看 雅 洪 托 夫 ( 1960b )
、

P

u

l l

e
y b l

a n

k
(

1 9 6 2

一

3
)

、

李 方 桂 ( 1980 )
、

Bo

d m

a n

(
1 9 8 0

)

、

B

a x t e r

(

1 9 7 7
)

、

郑 张 尚 芳 ( 1987)
、

俞 敏 ( 1985) 关 于
’ 一

r
一

介 音 的 详 细 讨 论
。

阳 韵

合 口 云 母 字
“

王
”

如 果 按 龚煌 城 的拟 法 作
’

g w 巧
一 ,

那 就 要 放 到第 IV 类 去
,

但是 第 W类 已 经有

庚 三 云 母 的
“

捏
”

了
。

属 于 文 : 的真 韵
“

窘
”

小 韵 为重 纽 三 等
,

上 古 为
’

gw

r
一 ,

但 是 它 并 没有

因 此 变 到 云 母 去
。

真 韵 合 口 的 云 母
“

损
”

小 韵
,

也 是 属 于 这 个 部
,

自然 不 能 是第 m 类
,

因 为

第 m 类 已 有 文 韵 的 云 母 字 在 那 ) L 了
。

根据 上 表 的 安 排
, “

窘
”

和
“

须
”

只 能 都 放在 第 W 类
,

如果 按 龚煌 城 的 意 见 把
“

残
”

拟 作
’

gw

r
一 ,

就 与
“

窘
”

小 韵 的
.

gw
卜 打 架 了

。

2

.

1

.

4 如 此 看 来
,

云 母 和 群 母 拟 有 相 同的 起 首 辅 音 是 行 不 通 的
。

所 以 自 70 年 代 以 后
,

又 有 多 人提 出匣 母 在上 古 有 两 类 来 源 的 主 张
,

如 丁 邦 新 (Ti ng Pan ghs in 1977 一
19 7 8 )

、

郑 张

尚 芳 ( 1990b)
、

邵 荣芬 ( 1991)
,

等 等
。

中古 的 群 母和 云 母都 只 有三 等
,

匣 母则 只 有 一 二 四 等
,

它 们 之 间 的配 合 安排 是一 个令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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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脑 筋 的 事
。

如 果 认 为 群 母 与 匣 母 互 补
,

云 母 就 只 有 三 等
,

没 有 一 二 四 等 ; 反 过 来
,

如 果 认

为 匣
、

云 互补
,

那 么 群 母就 只 有 三 等
,

一 二 四 等无 着落
。

现 在 把 匣 母分 作 两类 分 别 与 群
、

云

两 母 互 补
,

就 能 比较 圆 满地 解释 其 间 的 历 史 关 系
。

邵 荣 芬 ( 1991) 从 谐 声 关 系 论证 过 这 种分

类 : 匣 母跟 k
一

类相 谐 的 极多
,

而 云 母跟 k
一

类 相 谐 的却极 少
。

匣 母 中跟 k 一

类 相 谐 的 是
’

g

一 ,

不

跟 k
一

类 相 谐 的 与 云 母 同
,

是
‘

$
一 。

这 一 说 的 优 点 是 能够 解释 群 母和 云 母 的 不 同的 谐 声行 为 : 群 母 与 见
、

溪 关 系 较 近
,

云 母

与 见
、

溪 关 系 较 远
。

如果从 云
、

匣 两 母 与见 组 谐 声 的 百 分 比考 虑
,

云 母 与见 组 谐 声 的 例子 虽

然 还 是 比 较 少
,

但 很 难 说 是
“

极 少
”

了
,

有 些 谐 声 系 列 的 关 系 甚 至 还 相 当 密 切
,

例 如 从
“

军
”

得 声 的 谐 声 系 列 中
,

云 母 字 与 见 母 字 的 字 数 差 不 多相 等
。

古籍 中 云 母 与 见 组 字 的 假 借关 系 也 不 乏 其 例
,

如 :

例 19
.

楚 夹 敖 为康 王 之 子
,

《史 记
·

楚世 家 》 说他 的 名 字 叫
“

员
” ,

为 云 母 字
。

《左 传
·

昭

公 四 年》却说 他 名
“

糜
” ,

在 ( 春 秋) 中则 名
“

卷
” ,

都 为见 母字
。

例 20
.

( 史 记
·

夏 本纪 ) 中 的
“

有息 氏
”

之息 国
,

在 ( 汉 书
·

地 理 志 》 中则 成 了
“

鄂
”

县
。

“

肩
”

与
“

户
”

同音
,

匣 母 字 上 古 为
’

g-

。 “

零
” ,

云 母
。

例 21
“

震
” ,

云 母 字
,

《说 文 》 读若
“

昆
” , “

昆
”

见 母
。

2

.

2 到 目前 为止
,

各家 构 拟的 云 母 上 古 音 不 是
’

Y

( 动
一

就是
. 9一 。

拟 作
’

$
一

者 不 能解 释 云

母 字 与舌根 塞 音 的 谐 声
、

互 读现 象 以 及 云 母 字 为什 么 大 多 是 合 口 字 ; 拟 作
’

g

一

者 不 能解 释 它

与 群 母 的 分化 条 件
。

这 种 不 可 调 和 的 矛 盾 启 发 我 们
,

云 母 可 能 既 不 是
’

Y

一 ,

也 不 是
. 9一 ,

而

是 一 个 与
’

g

一

很 接近 的 浊 塞 音
。

既 然 影 母是
’

q

一 ,

从 声 系 的 对称 原则 考 虑
,

自然 也 会 有 与之 对

应 的 浊 音
’

G

一 。

堪 当此 选 者 当属 云 母
。

2

.

2

.

1 云 母 的 这 个拟 音 可 得 到 汉 代 一 些译 音 的 支持
。

例 22
.

( 史 记
·

张 赛 列 传 ) 用 于
“

于 闻
”

来 对 译 k ho t an
。

上 文 讨 论
“

抒 弥
”

时 提 到 过
,

kh

一

可 能是 小 舌 音 的 一 种 译 法
。

Pu
n

ey
bl

an
k

(
1 9 6 2

一
3) 根据 另 一 些 材 料 认 为 它 原 来 带 有 浊 的

声母
,

当地 读 音 近 乎
’

Go
da

n 。

云 母 字
“

于
。

的 上 古音
’

G 、
, a 受 合 口 介 音 的 影 响 可 能带 上

一 点 圆 唇 的 色彩
,

所 以 用
“

于
”

来对 译 于 阂 语 的 Go
一 。

例 23
.

“

单 于
”

是匈 奴 统治 者 的称 号
,

后 来被 中亚 许多 游牧 民 族 所 沿 用
,

如 突 厥
、

蒙 古

或更西 部 的 地 区 有 tar qan 或 t ar xa n 的 称 号
,

蒙 古 的复 数 形 式 为 t ar qat 。 “

单 于
”

的
“

单
”

古

书 中都 注 为 禅母 字
,

折 合 作 上 古 音 为
.

dj 面
,

但 是 从 突 厥 语 的 形 式 看
,

它 在 当时 好 像 读 t an

或 dan
。

韵尾 的 对 音 容 易 解 释
,

上 文 已 经 提 到
,

汉 代 常用
一

n 对 译 外 语 的
一

r 。

我 们 在 这 里 着 重

讨论 一 个
“

于
”

的 对 音
。

阿 富 汗 的 统 治 者 N ex ak T arx 丽 在 希 腊 的 铭 文 中 作 T AP KA 或

T Ap AK A pUu晒lank 196: 一
3

,

转 写 作 拉T 字 母 就 是 T arka 或 T ara k a。

对 照 t ar qan 和 tar qat ,

其 中

的
一

k

一

实 际 上 是
一

q

一

的译 音
,

这 说 明这 一 带 统 治者 的 称号 还 有 作 tar qa 的
。

汉 代 用
“

于
”

来 对 译

匈奴 的 qa ,

可 见 在汉 代
“

于
”

决 不 是 擦 音 而 是 塞 音
。

因 为
“

于
”

是 浊 音
,

所 以 匈 奴 的 qa 原

来 也许 是 Ga ,

后 来 清化 作 qa。

也 就 是说
“

于
”

在 当时读
’

G 应
,

后 来 生 出 一 个 过 渡 音 w 变作
’

Gw

巨
,

可 见 下 文 讨 论
。

所 以
“

单 于
”

二 字说 是
. tan 单 或

‘

d
an 助

,

对 应 的 匈 奴
’

t

ar Ga

。

突厥 语

多 了 一 个 韵 尾
一

n 。

韵尾
一

n 的 情 况 上 文 已 经 讨 论过 了
。

2

.

2

.

2

.

云 母 在 上 古 的 域外 读音 也 反 映它 应该 是
‘

G
。

例 24
.

“

熊
”

中古是 东 韵三 等 字
,

来 自上 古 的蒸 部 合
’ 一

w 。习。

但 是 ( 说 文 ) 谓
“

熊
”

从
“

炎
”

得 声
,

可 见 在许 慎 的 方 言 中
“

熊
”

字 还 读
一

尾
。

厦 门 的
“

熊
”

读
,

现 在 尚保 留
一

m hi m m

1 8



尾
。

上 古 有 些 以
一

m 收 尾 的 字 在 合 口 元 音 的 异 化 下 韵 尾 变 作刃
。

如 从
“

凡
”

得 声 的
“

风
” ,

经

过如 下 的 变 化 : ’

p 1 6 m >

’

p 的 > 中 古 Pj u习。

元 音 uJ 近 。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有 这 种 异 化 作 用
。

侵 韵
“

联
”

与 登韵
“

腾
”

谐 声 就 是 这 个 原 因
。 “

熊
”

的 主 元 音 为 uJ
,

又 有 合 口 介 音 w ,

更 加 强 了 对 韵 尾 的 异化 作 用 : ‘

Gw
山 m > GW山 D

。 “

熊
”

的 日语 为 ku ma ,

朝 鲜 语 为 ko m ,

可 能

都借 自汉 语
。

它 们 的 塞 音 声 母 正 可 说 明 云 母 在 上 古 为
’

G

一 ,

而 不 是
’

丫
一 。

越 南 语 中 的 云 母借 词 一 般 读 擦音
,

但是 在 古汉 越 语 中还 可 以找 到极 个 别读 塞音 的 例 子 :

例 25
.

“

圃
” ,

q
u

o y
i 。

例 26
.

“

圆
” ,

t

ro 矛
。

现 代 越 南 语 中的 t r 一

有 部 分 当来 自
.

kr
一

之 类 的 复辅 音
,

可 比 较 :

“

交
”

tr
ao

,
( < kr ao

,

交
、

交 付
、

交 给 )
。 “

陷
”

t
ro m

4

(
< g

ro m
s ,

凹 陷
,

上 古 汉 语 的
“

陷
”

为
‘

g 峪m s ,

越南 语 的 跌 声来 自
’ 一

s 尾
,

参 H audrieourt 1954 )
。 “

橄榄
”

t r a

衬 ( < kramg,

“

橄 榄
”

上 古汉 语
’

k

a

m

? r a

m

?
,

越南 语 的锐 声来 自
.

,
一

尾
,

参 H audrieourt 一9 5 4 )
。

所 以 古 汉 越

语 中的 t ro nZ 有 可 能 来 自 gro n 之类 的 音
,

正 说 明 汉 语
“

圆
”

的 上 古 音 为
‘

G

r6 no

2

.

2

.

3 这 种 构 拟也 得到 亲 属 语 同 源 词 的 支持
。

例 27
.

“

囿
、

丸
” ’

Gr 6n 有 以 下 一 些 同源 词 : 藏 文 , r
(b

a
) 国 块

,

博 嘎 尔洛 巴 语 kor ko r 圆 。

纳 西 语永 宁 k
o 3 ‘

(
t

v3
3 1 1 5 5

)
圆

,

史 兴语 qo, 5
(

t 尹
3ty33)圆

,

木 雅 语 扩
3, 留

,

缅 甸 文 wo。< ‘

co
。

。

侗 台和 苗瑶 语 中 也 有 类 似 的 形 式 可 以 说 明 声 母 为 一 塞 音
,

如 松 佬 语 kon “ ,

水 语 qo nZ ,

川 黔 滇 苗语 k hunZ ,

滇东 北 苗语 材 108,

勉 瑶 语 k unZ。

例 28
.

“

雨
” ’

G w 砂
,

迪 加 罗 语 k o ra 雨
,

坎 布 语 k o w a水
,

缅 甸 文 r wa 下 雨
,

尔苏语 guQ 33 ,

卢 舍 依 语 ru 口 雨 ,

迪 马 萨 语 ha 下 雨
,

罗 东 语 w a水 Be
n
‘

c: 197 : ,

达 让 橙 语 k护‘: 。55
,

义 都 洛 巴 语

k护‘二55 ,

碧 江 怒语 刊 。35
,

怒 苏怒 语 和ua 爷雨
。

从 以 上 的 同源 词 材 料 比 较
, “

雨
”

的 开 首 部 分

带 有 塞 音 成 分是 没 有疑 问 的
,

正 是 这个 塞 音成 分 发展 为汉 语 的云 母
。

例 29
.

云 母 在 藏文 中 的 伺 源 词 一 般是 g- 。

嶂
‘

G 6 1 g
u r 帐幕 垣

. G叻n , (
r a

描 院

于
. e。

( l 猫 fi gro行
.

去 芋
. Gw

( l 冲 gro ( ma
场 芋

越
. Gw( l)。t b gr o d ( p a

瑞 走 滋 过 羽
. e w

( 1冲, s g ro
翎羽

胃
. e w

( l知 ts gro d( pa) 胆
,

胃 友
. ew( l油 , g r 哄笋朋 友

,

伴 侣

藏 文
一。一

与 汉 语
一

w

a 有规 则 的 对 应 关 系
,

可 参 看龚 煌城 文 ( Go ng H w an gc hen g 19 80 )
。

例 30
.

“

熊
”

在 格曼 橙 语 中为 k u
衬

5,

与 日语 中 的 汉 语 借词 ku m a 几 乎相 同
。

博 嘎 尔 路

巴 语 为 邵 tu m ,

与橙 语 比较
,

其 中的 t um 显 然 是 从
‘

k lu m 之 类 的 音 变 化而 来 : ’

k lu m >

‘

t
lu m

> tu m

,

在 汉 藏语 中
,

流 音 在 前 加 塞 音 的 同化 下 往往 会 发 生 塞 化
。

藏 语 do m 、

道 孚语 dom 、

Ga
llo ng 语 50 tum 有类 似 的来 源

。

墨 脱 门 巴语 为 go m oa ,

其 中的 , 一

来 自
’

q

一 。

阿 昌语 。

衬
5,

车

旁语 yo m 都 可 看 作是 喉 塞 声母 的 脱 落
。

卡瑙 里 语 ho m ,

哈 尼 语 ( 爱 尼 ) xaa
,

xu ms 钡吐是 塞 音

的 擦 化
。

此 词 缅甸 文 w omZ ,

缅 甸 文 的 w
一

来 自更 早 的
’

G

一 ,

将另 文 讨 论
。

例 31
.

侗 台语 中的
“

左
” 、 “

右
”

二 词 可 能 与 汉 语 同源
,

也 不 排 除 它 们 是 汉 代 的 借 词
。

“

左
”

布 依 语 50 14 ,

西 双 版 纳 傣语 ,
ai’

,

德 宏 傣语 sai4
,

接 近 于
“

左
”

的 汉 代 形 式
. t sa i 。 “

左
”

如 为借 词
, “

右
”

为 借 词 的 可 能性 当然 也很 大
。 “

右
”

的 壮 语 为 k va Z ,

布依 语 k waZ,

西 双 版

纳傣 语 x v < ‘ ,

德 宏 傣 语 x ,
<

.
音 变 , 见 王 敬 到 199 2) 。

汉 语 的
“

右
”

为 云 母 之部 合 口

字
,

上 古 的 之 部 有对 译 外 语
一

的
,

如 汉 代 的
“

龟 兹
”

即 K
,

所 以
“

右
”

在 侗 台 语 中的

al k h va a k ha

a h uc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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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母 作
一

w

a
,

是 完 全规 则 的
。

从 侗 台 语 这 个 借词 的 声母 看
, “

右
”

的 声母 只 能是 塞 音
。

例 咒
.

猫 头鹰
,

在 古 代 一说
“

曹
” ,

《说 文 》: “

曹
,

畴 瞥
,

曹 留 也
” 。

又 作
“

鸽
” ,

《诗经 》

之
“

鸥 镌
”

与 ( 说 文 ) 之
“

畴曹
”

是 不 同方 言 对 猫 头 鹰 的 不 同称 呼
。 “

鸦
”

为 云 母 宵 部 字
,

“

菌
”

为 群母 幽 部 字
。

它 们 的 原 始形 式 为
. G一 ,

在 一 些 方 言 中变 为 中古 的 群 母 g一 ,

在 另 一 些

方 言 中则 变为 云 母 fij
一 。

猫头 鹰在 古代 还 有 两 种 说 法
,

一 是
“

崔
” ,

一 是
“

鹏
” 。 “

首 ( 鸦 )
‘’ 、

“

蓬
”

两种 说法 至 今还 保 留 在 现 代 的 汉 语 方 言 中
。

温 州 地 区 的 泰 顺 蛮讲 说 k uZva 扩
,

显 然 是
“

菌 花
”

二 字
。

这 可 比 较 厦 门 的 猫 头 鹰说
“

姑 黄
” 《汉 语 方 言 词 汇加 版 。

福 清 方 言 记 作
“

麦 黄 鸟
”

m
a ‘u o o Z t s e u

祝爱 珍 ( 1993)
,

福 州 作
“

猫 王 鸟
”

m
a Z u o

o
2

3
。

峰 如 龙 等 ( 1994) 。

厦 门 与 闽 东话 宕
、

山 两 摄

的 一些 合 口 韵 合 流
,

所 以 这里 的
“

黄
、

王
”

实 际 上 就 是
“

蓬
”

字
。

猫 头鹰 在 藏 缅 语 中也 有 3 种 名 称
,

恰 与 汉 语 相 对 应
。

一 种 与 汉 语 的
“

曹
、

曹 留
、

鸽
、

嫣
”

对 应
,

如 藏文 的 fi ugpa ,

道 孚 语 的 k hu ,

却 域语 khu, ,
l
u , , x u , , ,

吕 苏 语 khu, 3
m

u , , ,

阿 昌

语 touk , s
k us

,
l
u , ’。

第 二 种 对 应 于 汉 语 的
“

鹏
” ’

b 山 k
,

如 独 龙语 pu, s t a
k

s , ,

怒苏 怒语 da3‘
b

u 5 5

z
u 3 3 ,

阿 侬 怒语 k a, s p h
u , 5 ,

波拉 语 puk3‘p u , s
l

u
i

s, 。

第 三 种对 应 于 汉 语 的
“

崔
” ’

co

n
,

如 达 让

橙 语 k ua习53 ,

藏 文 fi ol ( ba) 鹰
、

鹤
。

在 其 它 东 南 亚 语 言 中 也 可 以 找 到 语 源 上 与
“

首
、

鸽
”

有 关 的 词
,

如 梁 敏
、

张 均 如

( 199 3 ) 的 材 料 中
“

猫 头 鹰
”

就有 以 下 一 些 与 汉 语 有 关 的 词
,

他 们 把它 的 原 始形 式拟 作
. G一 。

泰语
、

老 挝 语 傣 语 布依 语 水 语 壮 语武 鸣 侗 语榕 江 莫话
、

伙 佬语
、

佯 横语

khau4 k au4 k us fi u4 qaul k u6 , a u ,
k

a u ,

猫头 鹰 在湘 西 苗语 为 ( tQ ‘
) k o

3 ,

勉瑶 语 为 (
n护) k u3,

语 源 相 同
。

2

.

3 最 后
,

我 们 还 必 须解 释 云 母 为 什 么 大 多 是 合 口 字
。

前元 音 往 往 不 圆 唇
,

后 元音 往 往 圆 唇
,

这 是 一 个 语 言的 普 遍 现 象
。

辅 音 也 是 如此
,

后 舌

位 的 辅 音 有 圆 唇 化 的 趋 势
。

所 以 拉 丁 语 的
’

q

一

后 总 是 带 着 u 。

云 母
’

G 后 面 产 生 一 个 过 渡 音
w ,

变成 合 口 字
,

也是 这 个 道 理
。

但 是 有 两 种 情 况 过 渡音 w 不 产 生
。

一 是
“

炎
、

烨
、

鸭
”

等

字在 圆 唇 韵 尾
一

m

、 一

p

、 一

w 的 异 化 下 过渡 音 w 不 产 生
。

一 是 语 气 词 在 音 变 上 往 往 表 现 出保 守

的特点
,

如
“

焉
、

矣
”

等 字保 持 开 口 不 变
。

李 方 桂认 为它们 原 来 是 合 口 字
,

因 为是 语气 词 所

以才 变作 开 口 。

笔者 则 认 为它 们 原 来是 开 口 字
,

因 为是 语气 词 才 保 持不 变
,

从
“

焉
、

矣
”

得

声 的 所有 非 云 母 字都 是 开 口 字
,

足 可 证 明 它们 原 来 的 开 口 性 质
。

弄 清云 母 合 口 介 音 的 性 质 后
,

汉 语 中的 一 些 音韵 现 象 就 可 以得 到 比 较满 意 的 解释 了
。

汉

语 的 一 个 词 通 过 声 母 或韵 尾 的交 替
,

派 生 出意 义 上 互 有关 联 的 一 组 词
,

我们 往 往 把它 们 叫 作

词 族 (在 王 力 的 《同 源 词 典) 中 叫 同 源 词 )
。

一 般 说来
,

汉 语 的 一 个词 族 中要 么 都是 开 口 字
,

要 么 都是 合 口 字
。

如果 一 个词 族 中同时有 开 合 口 字 出现
,

合 口 的字 往 往是 云 母 字
,

可 以 认 为

合 口 介 音后 起 :

云 母 字 合 口 同词 族 词 开 口

永
‘ ’

G r 巨习>
’

G W r 巨习 羡
’

l * 习s ,

长 911巨习

于
. ’

e ; 往 >
’

e w
*

,

往 ” e‘习往 >
, G W ‘勺 假

’

k

r 岁
、

格
’

k

r a

k

、

行 gr叨
。

于
’ .

e 巨大 >
’

G w 五 夏
’

g
r a s

、

假
. kra, 、

路 grak s、

京
.

k r‘习

于
’ .

G 五介 词 >
.

G 吃 龄
’

q 巨

合 口 过 渡 音 的增 生 也发 生 在 其 它小 舌 音 后 面
。

如 乌鸦在 一 些方 言 中说
“

老鹉
” 。 “

辞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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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并 不 指 乌鸦
, 卜

一 些 方 言 中 乌 鸦 说 k ua
,

恰 与
“

鹉
”

的 读 音 相 同
,

就 借 用 了
“

舌鸟
”

字
。

其

实 k ua 的 本 字 就是
“

乌
”

字
,

它 的 读 音 是这 样 形 成 的 : ’

qa >

‘

q
w a

> k ua

此 例刘 丹 青 提 供
。

不 过
,

产生 这 种 合 口 过 渡 音 的 影
、

晓
、

匣 母 要 远 远 少 于 云 母
,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这 样 的
。

小

舌 音后 头 产 生 合 口 过 渡 音 的 音 变 受 时 空 条 件 限 制
。

当这 个音 变 发 生 的 时 候
,

影
、

晓 和 部 分 匣

母 已经 从 小 舌 音 变 作 , 一 、

h

一 、

a

一 ,

或 者 正 在 变 化
,

但 这 个时 候 云 母 还 是 G一 ,

所 以 只 有 云 母 字

受 这个 音 变 的 影 响
。

最 后
,

还 有 一 个 现 象 需 要 作 出 解 释 : 上 古 带 圆 唇 元 音 的 韵部 中
,

几 乎 都 没 有 云 母 字
。

这

是 因 为 云 母 只 出 现 于 上 古 第 m
、

W 类
,

后来 要 产 生 出 j 介 音
,

变 作 中古 的 三 等 韵
。

由 于 云 母

的 后 舌 位 性 质
,

再 加 上 圆 唇 元 音 的 后 舌 位性 质
,

两 者 相 加强 烈地 排 斥三 等愕 介 音 的 产生
,

这

些 云 母 字 就 与 I
、

n 类 的
’

G

一

合 流
,

变 作 中古 的 匣 母 去 了
。

2

.

4 对 云 母 作 了 以 上 讨 论 以 后
,

再 回 过 头 来 讨 论 匣 母 的 来 源 就 比较 容 易 了
。

匣 母 在 上 古

有 两 个 来 源
,

一 为
’

g

,

一 为
’

G

,

它 们 与群
、

云 两 母 之 间 有 以 下 的关 系 :

上 古 中 古
’

g

一

( 三 等 ) 骊
一

( 群 母 )
骨

9-
( 一

、

二
、

四 等 )
‘

G

一

( 一
、

二
、

四 等 )
’

G

一

( 三 等 )

] 一
Y一

‘匣 母 ’

fij
一

( 云 母 )

三 晓 母

3
.

I Benedi ct ( 1972) 指 出 : “

藏 缅 语 的 声 母
‘

h

一

是 罕 见 的
,

只 能 为 范 围 有 限 的 少 数 词 根

构 拟
” 。

藏 缅 语 的这 种 情况 暗 示 我 们
,

中古 汉 语 的 晓母 h 一

在 上 古很 可 能 不 是
. h一 ,

至 少 绝大

部 分不 是
’

h

一 。

到 目前 为止
,

几 乎 所 有 的 音 韵 学 家 都 把 晓 母 的 上 古 音 拟 作 擦 音
’

h

一

或
’

x
一 。

如 果 它 是 一

个 擦音 的 话
,

那 么 它 与 见 母 的 关 系 就 相 当于 心 母 与端 母 的 关系 : h: k = 。 : t 。

但 是 在 谐声 关 系 上
,

两 者却 大 相 径 庭
。

心 母 与端 母 几 乎不谐 声
,

而 晓 母 与 见母 的谐 声例

子 可 以 举 出 许多
。

现 在
,

我们 既 然 为 上 古汉 语 拟 有
‘

q

一 、 ‘

G

一 ,

自然 应 该 有
. qh 一 ,

最 有 可 能 充 当这 个 音 位 的

是晓 母
。

q h

一

的 擦 化 是 一 个 很 常 见 的 音 变
,

上 面 举 到 的 突 厥 族 的 统 治 者 叫 t ar qan
,

又 叫

tar xan ,

就是 这 种 变化
。

古 代 文 献 中所 反 映 的 晓母 与溪 母 之 间 的 关 系
,

实 际 上 就 是
’

q h

一

与
. k h. 之 间 的 关 系 :

例 33
.

( 史 记 ) : “

荀 卿
,

赵人
” ,

( 索 隐 ) 说 : “

名 况
,

卿 者
,

时人 相 尊 而 号 为卿 也
” ,

司

马 贞 不 懂 上 古 音
,

所 以 有 此 迁 曲 之 说
。

如 果
“

荀 卿
”

的
“

卿
”

果 真 如 司 马 贞 所说 不 是 荀子 的

名字
,

一 部 ( 史记 ) 竟然 没 有 一 处 提 到他 的 名字
,

岂不 怪哉
。 “

卿
”

古音
‘

k h

r 甸
, “

况
”

的 古

音
’

q hl 的
,

故 能 通 假
。

后 来
“

况
”

的声 母 后 面 生 出 一 个 合 口 的 过 渡 音
. qh‘

l 的 > h 气
,

这 与 云

母
’

G

一

后 产 生 过 渡 音 w 的 情 况 相 同
。 “

况
”

的 北 京 声 母 kh 一

还 保 留 塞 音 特 点
。

例 34
.

猫 头 鹰 在 古 代 又 说
“

鹊
” ,

( 广 韵 》 许尤 切
,

与
“

菌
” .

9
一 、 “

鸽
” ’

G

一

显 然 同 源
,

认

为 它 来 自
‘

q h 。 更 加 合理
。

3

.

晓 母 在 亲 属 语 中 的 同源 词 常 常是 一 个 塞 音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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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5
.

“

琳
”

一 读 呼 讶 切
,

折 合成 上 古 音 为
’

q h

r

ak

s
,

普 通 话 义 为
“

使 人 害怕
” ,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使 动 形 式
,

后 带 一 使 动后 缀
’ 一

s 。

另 一 读 呼 格 切
,

折 合 成 上 古 音 为
’

q h ra k

,

为 自动 形 式
,

但 是 文

献 中多用 于
“

怒
”

义
,

已 不 是 本义
。

在 一 些 南方 方 言 中该音 兼 有
“

害怕
”

义 的 自动 形 式 和
“

恐 吓
”

义 的使动 形 式
。 “

害 怕
”

一 义 的 同源 词 有 : 藏 文 sk ra g(pa)
,

缅 甸 语 krok ,

浪 速 语 kj auk 3‘ ,

错 那 门

巴 语 。
h

a
k

S3 ,

木 雅语 qa55。

例 36
.

“

虎
” ,

缅 甸文 kj a< ’

k l

a
,

塞 芒语 k ola氏
ned ict 197: ,

墨 脱 门 巴语 k haila ,

绿 春 哈 尼 语 x a3,

laa
‘ ,

怒苏 怒 语 las
s 。

哈 尼 语 的 x一

实际 上从 塞 音擦 化 而 来
,

如
“

蒜
”

绿 春 哈尼 语 为 x
aal

s护5,

嘎 卓 语

为 k ha”, s 尸
,

喜 德彝 语 为 ka 33 s户
,

绿 春 哈 尼 语 的 x一

与其 它 亲 属 语 的 塞 音 对应
。

有 些 语 言 中流 音

与前 面 的 塞 音 合 并 作 :一

(
<

’

kl l

一

)

,

如 藏 文 st ag
,

阿 力 克 藏 语 rt ak
,

贵 琼 语 ta 55 。

泰 文
“

虎
”

说

k hl a。

古汉 语 中 的
“

虎
”

还 有 其 它 一 些 方 言 的 说 法
。

《左 传
·

庄 公 十年 ):
“

蒙 皋 比 而 先 犯 之
”

杜

注 : “

皋 比
,

虎皮
” 。 “

皋
”

实为
“

翠
”

之 误
, “

皋
” “

翠
”

二 字古 文字 形 近
。

蒙
“

翠
”

皮就 是 蒙上 老 虎皮
,

“

景
”

上 古
.

gr l旅
。

楚 国 则 称 虎 为
“

放 冤
” .

qa
n

a 。

各 种 比 较 材 料 都 说 明 流 音 卜前 有 塞 音 成 分
。

可 见
“

虎
”

在 上 古 应 该是
’

q hl

a , 。

例 37
.

“

烘
” .

q h 叨 在藏 缅语 中反 映一 个塞 音 声母 :

错 那 门 巴 缅 文 勒期 语 剑川 白语 浪 速语 怒 苏 怒语 撒 尼 彝语

koo53 k a
扩 k旦:。33 k o 尹,

k o 3 ,
k 5 3 ‘ q

o4
4

此 词 在 川黔 滇 苗语 为 叻 叨5,

勉瑶 语 k ha 扩
,

标 敏 瑶语 k h护
,

也 是 同 源 词
。

例 35
.

“

膏
” ’

q h l

e
p

, “

肋 骨
”

一 词 在 错 那 门 巴 语 为 k ep53,

景 颇 语 k石3‘
3

e p 3‘
< k o 3 ‘r e

夕
‘。

例 39
.

“

苹 ( 花 )
” ‘

q
hr

a

> q

hw

ra

,

合 口 过 渡 音 的 产生 与 云 母 的 情 况 相 同
。 “

花 的
”

一 词 在 藏

缅语 中 有 以 下 一些 同源 词 :

藏文 嘉 戎 道孚 尔 龚 拉枯 土 家 普 米九 龙 橙 达 让 景 颇 彝大 方

k h
r a

k h
r a

k h 吞a k 孔a q a 21 k h a55 q a l l k h j a i53 k 旦33 k u a 33

3
.

3 上 古汉 语 的心 母 和 晓母 关 系非 常 密 切
,

如
“

所
”

古 通
“

许
” ,

《礼 记
·

檀 弓 》: “

高 四

尺 所
”

即
“

高 四 尺许
” 。

《诗 经
·

伐木 》: “

伐 木许 许
” ,

( 说 文》引作
“

伐木 所所
” 。

就 是 在现 代

各汉 语方 言 中
,

也 有许 多心 母 与 晓母 的对 应 例子
。

当然
,

我 们不 排 除 s一

变 作 h 一

的 可 能
,

但 是

有 许 多迹象 表 明
,

这 些 相 关 例 子 中有 些 来 源 可 能很 早
,

晓母 来 自
’

叻
一 ,

与 晓母 发 生 关 系 的

心 母 来 自
’

sq h

一 。

郑 张 尚芳 给这 条假 设 提供 了 下例 :

例40
.

“

威
”

《广 韵 》相 锐 切
,

上 古 音 为
’

sq 丫 应Ps ( >
’ 一

t :

)

,

而 潮 州 话 读 晓母 hu
尹 3<

qhw ‘Ps
,

分 别 对 应 于 藏 文 sk ab
s时 间 阶 段

、

泰 文 k hua p 年 岁 。

同 谐 声 系 列 的 还 有 影 母 字
“

徽 ”

丫应p s
( >

’ 一

t s

)

、

见 母 字
“

刻
”

k
w r 巨p s

( > 一 t s
)

、

晓母 字
“

濒
”

q h
w 五p s

( > 一 ts
)

。

笔 者 按
,

郑 氏 例 子 可 靠 与 否 关 键 在于 这 些词 的韵 尾 是 否是 一p 。

颠
”

《广 韵 》解 释 作
“

摄
” ,

如 果 《广

韵) 的解释 有所 本
,

郑 氏这 些 例 子 的 可 靠 性 就 很 大
,

因 为 与
“

姐
”

义 有 关 的 几 个 词
“

领
、

盎

页
” 、

雄
”

都 在 收
’ 一

p

(

一

m
) 的 韵 部 中

。

B
e n e

d i
e t

(
1 9 7 6

) 和 Bo d man
( 1980 ) 都认 为有 些 晓母 字 来 自

’
s

k h

一 ,

他 们 的 比 较 例 子 中

有 些 虽 然 比较 牵强
,

但 是 下 面 两 个例 子 是 可 能成 立 的
。

有许 多材 料 可 以 证 明
. sk h一

到 中古 是

变 作 清母 tsh
一

的
,

与
.

sk
一

变 作 中古 精母 ts 一

相 平 行
。

他 们构 拟 的
.

sk h
一 ,

实 际 上 是
’

q h

一

:

例 41
.

藏 文 sk ul Pa
“

训 诫
” ,

对 汉 语 的
“

训
” ’

q h 么ns
。

韵 尾
一

n 与
一

l 的对 应是 规 则 的
。

例 42
.

卡瑙 里 语 sk wal “

改 变
” ,

卡 陵语 k hw l ( 变换
、

移 动 )
,

对 汉 语
“

化
” .

q h
, r s 。aa al



四 余 论

4 1 中 古 的 影
、

晓
、

云 在 上 古 除
“

q

一 、 ’

q h

、 ’

G

一

的 来 源 外
,

还 有 没 有
’

9

一 、 ‘

h

一 、 ‘

6

一

的 来 源 ?

笔 者 目前 还 不 能 回 答这 个 问 题
。

现 代 的 汉 藏语 中 几 乎 都 有零 声 母
,

而 零 声 母 在 这 些 方 言 中 几

乎 都带 有 喉 塞 的 成 分
。

但 是 并 不 能 由 此 推 导 上 古 汉 语 也 一 定 都有 零 声 母
,

没 有 零 声 母 的 语言

并 不 乏 例 子
。

4

.

2 对 上 古 的 小 舌 音 作 了 以 上 构 拟 以 后
,

与 之有 关 的 一 些 音 的 构拟 也要 作 相 应 的 修 改 :

4
.

2
.

1 有 些 影 母 字与 庄 母 字谐 声
,

如
“

乙
”

放 笔 切
, “

札
”

侧 八 切
,

对 这 些 谐 声 现 象 以

前 很 难 作 出 解 释
。

现 在 因 为把 影 母 拟 作
‘

q

一 ,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就 变 得 非 常简单 了 :

乙
‘

q
r 山 t > 中古

一, 札
‘

sq

r

o
t

> 中古 tJ
一

( 李 方桂 作 t吞一

)

于 是 Pulleyblank ( 1962 一
3

) 和 李 方 桂 ( 2980) 关 于 中古 庄母 来 源 的 公式 中除 T
. skr 一

>

t 昌
一

以外
,

还 要 加 上
’

eq

r
一

>
t 夸

一 。

4

.

2

.

2 书 母 与 晓母 的 关 系 非 常密 切
,

如果 晓 母 改 作
’

q h

一 ,

与之 相 关 的 书 母 似乎 应 该 从 李

方桂 的
.

h rj
一

改 作
’

q

hlj

一 。

因 为我 们还 不 能肯 定
,

晓母 除 了 清 鼻 音
、

清 流 音 的 来 源 以 外
,

是 否

全来 自
‘

q h

一 ,

所 以 我 们 只 能 说
,

至 少 有 部 分 的 书 母 来 自
. qhlj

一 。

这 种 构 拟 比 起 李 方 桂

( 1980 ) 的
.

h rj
一

来显 然 更 能 解 释 以 下 的 语 言 现 象 :

例 43
.

“

屎
” .

q
hlj

护
,

它 在藏 缅 语 中的 同 源 词 有 :

门巴 。 脱 羌语 洛 巴 语义 都 巴 兴 语 缅 文 景 颇语 傈 僳语 拉枯语 基诺 语

k hi qh舀。
k h

j
i
, 5

k h l i k hj e3 k hj
i 55 k h i 3 , q h 护3 a44khri44

例 44
.

“

首
” ’

q h
lj 砂

,

藏 缅 语 的 同 源 词 :

普 米 语 九龙 却域 语 扎 坝语 橙 语 达 让 拉枯 语 纳西 语 土 家语 藏文

qhuo5
5 qh护5 gu , 3

k
j u s 3 o 3 5 q o ‘,

k
u 3 3

l y , 3
k h

o ss p a s ,
m ,

侗 台 语 有 相 同 的 来 源 :

壮 语 布 依语 临 高语 傣 语 侗 语 松佬 语 毛南 语 黎语

kj au3 t邵 u3 h au3 ho,
k

a : u 3
k $ 03 k o3 g w o u 3

4
.

2
.

4 晓
、

匣 的 中 古 音 有 拟 作 h一 、

6

一

者
,

也 有 拟 作 x一 、

丫
一

者
。

但 是
,

上 古 的
’

q

一

既 然 后

化作 中 古 的 ?一 ,

晓
、

匣 也 应 该 从
. qh

一 、 ’

G

一

后 化 作 h一 、

fi

一 ,

而 不 应 该 是 前 化 作 x 一 、

丫 。

而 且 在

韵 图 中
,

晓
、

匣 列 在喉 音
,

应 与影 母 的 9一

同部 位
,

而 不 是 与 牙 音 的 见 母 k一

同部 位
。

4

.

2

.

5 汉 藏 语 也 可 能 发生 过 类 似 于 汉 语
’

G

一

的 变 化
,

如 缅 甸 文 的 w一

可 能 来 自
‘

G

一 。

藏 文

小阿 6一

除 了 鼻 音 的 来源 外
,

还 有 部分 可 能 来 自原始 藏语 的
‘

G

一 。

这 些 问 题 将 另文 讨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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