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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次浊声母演变情况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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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鲍厚星先生著《湘方言概要》第五章湘方言字音对照表以及实地采集的语音资料为基础，选取长沙、望
城、湘潭、益阳、岳阳、湘乡、双峰、安化、邵阳、城步、会同、衡阳、泸溪、祁阳十四个方言点为湘方言代表点，整理归纳出古

次浊声母【即明母、疑母、泥母、微母、来母、日母、云母（喻三）、以母（喻四）】在湘语中今读类型，进而探讨湘语古次浊声

母的历时演变，总结湘语古次浊声母的演变规律对于湘语地区普通话教学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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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语，又称湘方言或湖南话，现代汉语方言之一。主要分布于湖南的湘江、资江流域和沅江中游少

数地区。《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对湘方言最主要的特点描述如下：古全浊声母逢塞音、塞擦音时，无论清

浊，无论平仄，一般不送气。除了浊音清化这个最重要的特点外，语音上湘语区普遍存在“非敷奉”母字

和“晓匣”母合口字相混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ｆ”和“ｈ”不分，如“飞机”和“灰机”；“泥”母、“来”母字
一般洪音前相混，细音前不混。词汇上湘语区有一批较有特色的特征词，如崽、伢子、妹子；动物性别通

常在动物名称后加“公、牯”和“婆、娘”，如牛牯、牛婆、鸡公、鸡婆。语法方面：词缀“子”很发达，如老鼠

子、麻雀子；形容词有非常生动的形式，如［ｕａ］苦的、勒胖的、嫩白的。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湘语已与普通话相差甚远，通话困难，就是湘方言内部，语音面貌也不尽相

同。古次浊声母作为古代声母的一个重要类别，可以细致地反映出湘语的历史语音变化。总结湘语古

次浊声母今读演变情况对于湘语地区普通话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１］。

１　湘语古次浊声母的演变
１．１　古明母的今读类型及演变

古次浊声母“明”母字的今读音在湘语各地区的分化非常一致，都读为双唇浊鼻音［ｍ］。在长株潭
小片的长沙和望城两个方言代表点，部分“明”母字会出现文白异读的现象，文白异读主要是声调的不

同，声母依旧保持相同。

古“明”母字在现代湘语各地方言中文白异读情况不是很明显，所有文白异读都表现为调类的不

同，均出现在长益片的长株潭小片。除了“果合一去过明”的“磨”字和“假开二去明”的“骂”字在长

沙和望城两个方言点出现了文白异读情况，别的地方明母字均未出现。

１．２　古微母的今读类型及演变
清代语言学家钱大昕认为“古无轻唇音”，上古时，“微”母归于“明”母，“微”母大约是中古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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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母分化出来的。今湘语各地均有零星的“微”母读“明”母的现象，是上古语音的保存。

古次浊声母“微”母字在湘语的今读中分化比较复杂，“微”母字主要分化为［ｖｆｍｂ］七种音值情
况，其中分化为零声母情况最多，占到一半以上，［ｖ］、［ｍ］、［ｆ］次之，分化为［ｂ］的情况最少。

古微母今读［ｆ］、［ｂ］、［］、［］都是比较特殊的读音。微母在１３～１４世纪演变为ｖ，在今辰溆片
的泸溪话中，微母今读［ｖ］。当［ｖ］的发音强度增加时，ｖ→ｆ是一种很自然的语音变化。在衡阳（西渡）
方言中，微母字就有读［ｆ］，恰好发生了ｖ→ｆ的语音演变。

古微母在今祁阳（白水）话中有［ｂ］、［］、［］三种特殊音值。祁阳（白水）话中微母字有今读［ｖ］
的现象，如“雾”字；受音系结构的影响，［ｖ］不能与撮口呼韵母［ｙｉ］相拼，因此发生ｖ→／ｙｉ，当［］清化
时，又演变为同部位的清擦音［］。鼻音祁阳（白水）话中能够音变为普通浊音［ｂ］，如闽南话的古明母
就变成了相应部位的浊塞音。朱晓农《试论清浊音变圈———兼论吴闽语内爆音不出于侗台底层》指出

普通鼻音可以发生“ｍ
!

ｍｂ
!

ｂ”音链变化。在祁阳（白水）话中还保留了古微母今读［ｍ］的白读层
次，因此可以发生“ｍ

!

ｍｂ
!

ｂ”的音变。
古“微”母字在湘语各片的分化在长益片表现得最为一致，除了“臻合三平文微”的“蚊”字在白读

的时候读为［ｍ］，其他所有的“微”母字全部读为零声母［］。辰溆片的“微”母字大部分都分化为［ｖ］，
但“臻合三平文微”的“蚊”字在白读的时候会读为［ｍ］。永全片的“微”母字分化最为复杂，共有
［ｖｍｂ］六种情况。湘双小片选取的两个方言点分化情况在所有湘语小片中“微”母字的分化情况是
最为一致的，两个方言点的分化情况几乎完全相同。

１．３　古泥母的今读类型及演变
“泥”母字从中古发展到现在，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主要演化为［ｎ］声母，而在现代湘语中，“泥”母

出现了［ｎｌ］四种情况，其中［ｎｌ］三种情况最为常见，零声母只有在个别字以及个别地方才会出现。
正是“泥”母字在汉语普通话中分化比较统一，而在现代湘语分化过程中产生了多种情况，这是造成所

谓“湖南人ｎ、ｌ不分”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湘语的大多数地方，古泥母出现在洪音前时，都混入了来
母，今读［ｌ］，而在细音前与来母保持区别。

湘潭、邵阳、会同三地的古“微”母字今都读为鼻音［ｎ］、［］，而在湘语其他各方言点都有读为边音
［ｌ］的情况出现。“遇合三上语泥”的“女”字和“蟹开四平齐泥”的“泥”字在湘语各地方言的分化中最
为一致，几乎在各地都读为［］。

古“泥”母字在现代湘语中的文白异读现象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小片和湘双小片，其中长株潭小片的

文白异读现象声母情况非常一致，都读为边音［ｌ］，“遇合三上语泥”的“女”字、“蟹开四平齐泥”的“泥”
字以及“郊开一上皓泥”的“脑”字在湘语各方言点中均未出现异读现象。

１．４　古来母的今读类型及演变
古“来”母字由中古音分化至今，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主要归并到边音［ｌ］中去了，而在湘语今读主

要出现了［ｌ、ｎ、ｔ］三种情况，其中声母为［ｌ、ｎ］占绝大多数，声母为［ｔ］只在个别字以及个别地方出现，来
母字在普通话和湘语中的不同分化情况也是造成湘语所谓［ｎ、ｌ］不分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古“来”母
字在现代湘语中出现的情况并不普遍，字数较少，且都出现在通摄合口三等韵的平声字和入声字中。

长益片主要以“来”母字分化为边音［ｌ］为主，与普通话相符。辰溆片和永全片在各片的“来”母字
分化中最为一致，分别归并到了鼻音［ｎ］和边音［ｌ］中。而其他各片的分化则较为复杂，情况较多。衡
阳小片的方言点衡阳的情况最为特殊，“通合三入屋来”的“六”字和“通合三入烛来”的“绿”字的声母

今读为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ｔ］，这是在其他所有方言点均未出现的。在今湘潭、湘乡、邵阳、会同话中，
来母在今洪音前混入泥母，读为［ｎ］。

“来”母字在湘语今读中文白异读情况较少，只有“通合三入屋来”的“六”字和“通合三烛来”的

“绿”字在个别方言点出现，文白异读主要表现为韵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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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古日母的今读类型及演变
“日”母字在现代湘语中分化的情况较为复杂，主要有［ｌｚ］八种情况，其中以零声母字最为

常见。多数学者将日母拟为。在今方言中，古日母今读［］是古音的遗存。古日母今读［ｚ］、［ｌ］、
［］是比较特殊的语音演变现象。望城、会同的日母今读［ｚ］可能是受音系结构的影响，没有［］声母，
因此就用与［］相近的［ｚ］来代替。其它地方读［ｌ］的现象，也是受到方言音韵系统的制约，没有［］声
母，因此就用与［］相近的［ｌ］来代替。邵阳、泸溪、祁阳今读［ｚ］，则可能是日母鼻音先脱落，保留细摩
擦音，细摩擦音强化摩擦则变为［ｚ］，［ｚ］在细音前腭化为［］，［］再清化为［］。

在各片的分布情况中，湘双小片大部分的古次浊声母“日”母字大多数演变成了零声母，只有少数

字演变成了鼻音［］。衡州片的分化情况最为特殊，有一半以上的古次浊声母“日”母字演变为了舌面
前清擦音［］，而［］在其他各方言点均未出现。“止开三平支日”的“儿”字和“止开三上止日”的“耳”
字在湘语所有方言点中无一例外都演变为零声母。古次浊声母“日”母字在湘语今读中文白异读现象

不是很明显，只出现在少数方言点的个别“来”母字中。

１．６　古疑母的今读类型及演变
古疑母字在现代湘语中并不多见，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古疑母主要分化为了［ｎ、、］三个声母。

古疑母在现代湘语中的演变情况要较为复杂一点，共有［ｚɡ］六种情况，其中分化为鼻音［］的情
况最为普遍，占一半以上，分化为零声母的情况也较为常见。［ｚɡ］只在个别字以及极个别地方出现。

“梗开二去映疑”的“硬”字和“梗开三平庚疑”的“迎”字在湘语各方言点中大多演化为了鼻音

［］，而“通合三入烛疑”的“玉”字却在大多数情况下分化为了零声母。“梗开二去映疑”的“硬”字在
衡阳片衡阳方言点演化为［ɡ］情况最为特殊，［ɡ］在其他各方言点均未出现。
１．７　古云母、以母的今读类型及音变

古次浊声母“喻”母在韵图上只出现在三等韵和四等韵上，于是对“喻”母再进行分类便得到了喻三

为云母，喻四为以母。近代语言学家曾运乾曾提出“喻三归匣，喻四归定”，可见“云”母和“以”母在上

古的时候是不存在的，语音发展到中古时期由匣母和定母中分化出来。“云”母和“以”母其实反应的都

是古次浊声母喻母的语音演变情况，所以这里将两者的语音演变情况放在一起讨论。

古“云”母、“以”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主要演变为了［］两种情况，而在现代湘语中的读音情况
则较为复杂，主要有［ｄｖ］七种音值。其中读为零声母的情况占到了绝大多数，其他几种音值只占
极少数［２］。

古次浊声母“云”母、“以”母在现代湘语中的分化较为统一，几乎都演变为了零声母。但是“咸开三

平盐以”的“阎”的演变情况最为特殊，在各方言点几乎都读为鼻音［］。“遇合三去遇云”的“芋”字唯
独在益阳方言点演变为［ｄ］，在其余各方言点均未出现。

古“云”母、“以”母在现代湘语中声母的文白异读竞争情况异常明显，尤其表现在“以”母上。“假

摄开口三”等韵的爷、也、野、夜等字在各方言小片几乎都出现了文白异读的现象。

２　湘语古次浊声母今读的演变特点
湘语古次浊声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分化情况纷繁复杂，不仅同一个字母分化数目繁多，而且多种

情况相互错杂。但是，湘语古次浊声母的演变也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循。总的看来，湘语古次浊声母的演

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分化情况较为复杂。同一字母往往可以归并出好几个声母，如“微”母字在现代湘语中主要分化
为［ｖｆｍｂ］七种音值情况。有的几个字母共同归并出了同一个声母，如“来”母、“泥”母、“日”母都可
以演化出鼻音声母［ｌ］。有的字母发展到现代湘语甚至声母消失，产生了零声母，如“云”母、“以”母等。
２）古次浊声母在湘语的分化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文白异情况［３］。特别是古次浊声母“以”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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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疑”母等，其中“以”母的文白异读情况占一半左右。在文白异读情况中，主要的区别体现在

韵母和声调上，大多数的文白异读的情况声母是相同的。从各地区来看，文白异读的情况表现最明显的

地方是长益片，在统计得到的文白异读情况中，长益片的各方言点占到了相当一定数量。

３）古次浊声母的古音在湘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得到了保留［４］。如古“明”母字在湘语的发展演变过

程中表现得相当稳定，基本保留了中古音。“微”母字的分化情况中有［ｖ］和［ｂ］，这是在现代汉语普通
话中没有的。“日”母字只有极少数分化出了卷舌浊擦音［］，其他大部分还保留了古音残留。
４）古次浊声母的古音也有相当一部分在湘语中逐渐消失。由于共时语言平面的演变，湘语和其他

汉语方言一样遵从语言规律发生演变，有部分字母在演化的过程中出现零声母以及韵母自成音节的情

况。如“云”母、“以”母和“疑”母在湘语今读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变为了零声母。

５）湘语古次浊声母在湘语各片的分化结果中，长益片内部的分化情况最为一致，同一字母分化情
况较少。而永全片的同一字母的内部分化情况最为复杂，少的有一种，如“云”母全部分化成了零声母

［］，而“微”母字分化最为复杂，共有［ｖｍｂ］六种情况。

３　湘语古次浊声母今读演变情况对于湘语地区普通话教学的指导意义
１）从普通话的教授者来说，在开展普通话教学工作之前，应先了解教授对象来自湘语区哪个地方，

属于什么片什么小片。然后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例如［ｎ］、［ｌ］两个音位的就应
该在长益片和娄邵片的学生中加强训练，尤其是湘潭地区的学习者。

２）从普通话的学习者来说，在学习普通话之前，也应先了解自己方言的自身情况，了解自己所属方
言区语音的自身特点并与汉语普通话进行比较，找出发音的不同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练习。例如：长益片

的学习者尤其要注意自己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情况，遇到文白异读字时要引起注意，加强训练。

３）掌握自己方言的特点并找出其与汉语普通话之间语音上的细小差距，对于普通话学习者来说有
事半功倍的效果。由古至今，湘语古次浊声母语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湘语地区的普通话学习者如果

能够掌握自己方言区的古次浊声母的特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对于普通话的学习将会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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