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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莊 章 聲 母 的 捲 舌 音 

                      舌位的前化運動 

 

                   陳秀琪 

                

 

一、引言 

    現代漢語的捲舌音，主要來自中古知莊章三組聲母，關於這三組聲母演變的歷

史，前人多有論述。本文試由另一個角度來討論捲舌音的產生，及其後續的發展。

漢語音韻史的研究主要根據兩項材料：歷史文獻和漢語方言。如果歷史文獻代表形

式類別（form），那麼方言可以提供實質內容（substance）。歷史文獻是縱向的時間發

展序列，方言材料則代表橫向的空間差異。語言的發展同時表現在空間和時間兩個

方面，空間差異可以反映語言發展的不同階段。時間是無形的，而空間差異則是有

形的，是時間留在語言中的痕跡，可以成為觀察已經消失的〝時間〞的窗口。換句

話說，從方言差異的比較去探索語音的發展，有助於對文獻材料作出符合語音事實

的解釋。 

    綜合前人對漢語音韻史的研究，儘管知莊章聲母有各種歸併的模式，但最後都

往捲舌音 t�- t�’- �-發展，再進而向 ts- ts’- s- 靠攏。這個語音發展過程為何？支持這

一連串語音演變的動力是什麼？本文試著藉由方言間的比較來找尋答案。梅縣客家

話今音沒有捲舌聲母，但從許多跡象來看，歷史上曾經歷過捲舌聲母的階段。梅縣

客家話和北京話的知莊章組字都沒有-i-介音，不同的是，客家話念舌尖音 ts-ts’- s-，

北京話念捲舌音 t�-t�’- �-。相對言之，閩南語這些字（尤其是知三與章組）都有-i-介

音，可知梅縣客家話和北京話原來應該有-i-介音。聲母的演變一般是有條件的，如

果條件已經消失（loss of conditioning factor），往往難以從方言內部確定其來由，但

從梅縣話和北京話三等韻字的平行現象加以觀察，不難看出梅縣話原先應有捲舌聲

母。如果不假設梅縣話曾經有過捲舌音聲母，介音消失的現象將難以解釋。再往前

推溯，潮州與漳州一帶的客家話知三章組字念舌葉音 t�- t�’ �-，這是梅縣客家話捲舌聲

母的前一個階段。客家話的舌葉音在方言之間有洪有細，不足以作為共同的起點，

因此假設更早一個階段的形式是舌面音
＊
t�。我們重建的過程是：

＊
t�→t�→t�→ts。總

結而言，知莊章聲母經過各階段的的演變，最終與精組聲母合流。這一連串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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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聲母的前化運動。本文透過梅縣客家話與五華1、大埔、詔安客家話、北京話、

閩南話2的比較，藉由對梅縣話-i-介音消失及-i 元音演變的探討，來看知莊章聲母捲

舌音的演變歷程。 

 

二、知莊章聲母的歸併 
 

    中古知莊章聲母的音值，學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大體上可以分成兩類構擬：

一是知莊組由於上古介音 
＊
r 的關係，擬為帶捲舌成份的 t � t ��h d� n�和 ts � ts �h dz � s �，章組

為 ts � ts�h dz� n�z� 3。二是知組為舌面塞音 � �’ �，莊組為舌尖面混合音 t� t�’ d�’ � �，章

組為舌面音 t� t�’ d	’ � 	。4
 李榮認為三等與非三等聲母的反切上字為求介音和諧，

有分組的態勢。知莊兩組出現於二等跟丑類寅類，反切上字並無分組的態勢。麻庚

兩韻二三等同韻，可是知莊組聲母字並無二三等對立。庚韻莊組聲母字反切下字用

二三等不定。可見知莊組聲母後的 i 介音不十分顯著。要解釋這現象，可以說知莊兩

組的發音部位近於 �。這假定可以避免舌面音跟捲舌音兩種說法的困難。5
                                                                                              

綜合前人的考證，知莊章聲母歸併的歷程可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章組與莊組

約在晚唐的時候合流；知組從塞音變成塞擦音之後，約在南宋時期與章莊組合流。

這種類型的知章組之間，存在鏈移（chain shift）關係：章組併入莊組後所留下的〝空

檔〞，牽引知組向章組靠攏。另一種類型是知二併入莊組，知三併入章組之後也與莊組

合流。以上兩種類型無論是章莊先合再與知合，或是知章先合再與莊合，最終結果

兩者是殊途同歸，都合併成莊組的 t�，再往捲舌音發展，繼而平舌化與精組合流為

                                                 
1
 五華為最靠近梅縣的客家話區，故拿五華來跟梅縣做個比較，以期從中看出梅縣話演變的軌跡。 

參考周日健先生＜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的記音，原文的塞擦音記為 ts- ts’- s-和 t�-  

t�’- �-兩套，但 t�- t�’- �-與-i 組合的音韻結構，在一般的發音習慣上較少見，同時 t�只見 

於細音，t�只見於洪音，筆者認為可以將原文出現在-i-介音之前的 t�- t�’- �-改為 t�- t�’- �-， 

如此則 t�- t�’- �-與 t�- t�’- �-出現的環境互補，本文仍依照原文的記音，都記為 t�- t�’- �-。 
2
  以廈門音系為代表，主要取其文讀音。  
3
  李方桂、羅常培持此看法。高本漢認為「知徹澄娘」是舌面前的塞音及鼻音，李芳桂認為就《切 

韻》音系的聲母分配情形來看，知組和莊組可出現在二、三等，章組只能出現在三等，如果知組是 

舌面前音，那麼知組與同是舌面前音的章組在分配上不一致，所以將知組改為捲舌音，以與莊組相 

配合。再者，依高本漢的學說，知莊組都是從上古的舌尖前音，受二等韻母
＊
r的影響來的，如果 

二等韻母使一種舌尖前音變成舌面前音，對另一種舌尖前音又變成舌尖後音，於音理上說不通。羅 

常培根據梵漢對音把這些聲母擬為捲舌音。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 

頁 6-7。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31-35。 
4
  董同龢、王力、陸志韋持此看法。董同龢：《漢語音韻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頁

144-150。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頁 114-127。陸志韋：《古音說略》（台

北：學生書局，1971 年）頁 13-17。 
5
  李榮：《切韻音系》（台北：鼎文書局，1973 年），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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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具體的演變過程是：6
 

 

第一類：                              第二類： 

知 
＊
� → t�                             知 

＊
� →t�  

章 
＊
t�            t� → t� → ts                          t�               

       t�                          章 
＊
t�                 t� → t� → ts 

莊 
＊
t�                                 莊 

＊
t�         

如果我們把音韻名目的框架暫時拿開，不難看到：雖然這兩類歸併的模式不同，但

是從音理上的一致性（uniformitarianism）7來看，它們的語音發展模式相同，依循  

＊
t�→t�→t�→ts 的演變規律。換言之，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儘管時間、空間不同，

都能產生相同的演變結果。                                      

時代的不同，往往反映在地域上的不同；綜合橫向的地理差異，可以看出縱向

的歷史發展。知莊章聲母在中古開始出現歸併的趨勢，歸併的類型由於所考文獻的

不同而有所差別，文獻的不同也反映出地域的差異。魯國堯研究宋代等韻著作《盧

宗邁切韻法》，發現書中「知照合一，非敷合一，徹穿合一」，「照」字下有「甾征莊

專鄒臻爭阻主煮質側札簪斬」諸字與知母同圖，從而得出莊章組合流後知組再併入

的結論。8
 馮蒸透過《爾雅音圖》的音注資料，研究它所反映的宋初知莊章三組聲母

分混的情況，並與周德清《中原音韻》進行比較，結果得到相同的結論：知二和莊組

為一類，知三和章組為一類，這是知莊章三組聲母合流的主要表現。9莊初升認為粵北

土話精莊知章今讀的類型10，恰可以反映上述魯國堯、馮蒸所研究的兩個歷史層次。 

中古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在客家話主要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是四組合流念 ts- ts’- 

s-；第二類是知三、章組念 tS- tS’- S-（～t�-t�’-�-），精、莊、知二念 ts- ts’- s-。從遷徙的

歷史來看 
11，第二種類型是第一種類型的前身。知莊章聲母在漢語方言中雖有不同

的發展類型，但是最終〝精知莊章合流〞是一致的發展趨勢，廣泛見於吳語、客家

                                                 
6
  採用董同龢與王力所擬音值 

7
  Rankin, Robert L.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edited by 

Josephand Jand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p.183-212. 
8
  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評述〉，《魯國堯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121。 
9
  馮蒸：〈《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宋代知莊章三組聲母演變〉，《漢字文化》第 3期。 

10
 粵北土話精莊知章的今讀分成三種類型：精莊知二與知三章兩分型；精與知莊章兩分型；精莊知章合 

流型。莊初升：《粵北土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47-156。 
11

 第一類見於寧化、上杭、永定、梅縣、蕉嶺、惠陽、新豐、連平、浮源、始興、曲江、台灣的苗 

栗、美濃等地。第二類見於長汀、連城、清流、詔安、平和、南靖、大埔、饒平、興寧、五華、豐 

順、翁源、台灣的東勢、楊梅、關西、過嶺、二崙、崙背等地。陳秀琪：〈中古精莊知章母在客語 

的演變〉，《客家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8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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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少數贛語、閩語文讀層、粵語、西南官話等地區。客家話在四組聲母完全合流

之前，莊組只和知二、精組合併，未曾出現莊、章組的合流。所以客家話屬於上表第

二類「知章先合再與莊合」的語音層次。歷史上 
＊
t�→t�→t�→ts 的演變過程，在共

時的客家次方言中一覽無遺。 

  

三、捲舌聲母的發展 
 

    羅杰瑞在《漢語》（Chinese）中提到：「雖然廣州話只有一套舌尖前音，但從周

圍方言（台山、滕縣）的讀音來看，古代粵語有不同的兩套舌尖音，和北方話的捲

舌音和不捲舌音相當。」12梅縣話原有兩套塞擦音之假設，可循此思考模式去追蹤。 

從梅縣方言內部的聲母與韻母的結合情況來看，它的舌尖前音實可分為兩類：一類

只與洪音一起出現，一類可與洪細音一起出現。前者是古知章組聲母，後者是古精

組。這兩組聲母的明顯差異見於三等韻。為了便於分析，底下把三等韻分為兩種情

況，一種情況是以 
＊
-i 充當主要元音，一種是以

＊
-i-充當介音。換句話說，我們注意

的焦點是：在相同的條件下，兩組聲母有什麼異同。五華方言位在梅縣南方，這是

一個捲舌音相當發達的客家方言；不但知章組三等字念捲舌音，連見曉組也不乏捲

舌化的樣品，對漢語方言聲母的捲舌化運動頗富啟示性。以流攝三等章組為例，〝晝〞

念 t�iu
，而〝手〞念��u。其中的差異說明：擦音的演進速度快於塞擦音，而��u 的

前身應作��iu。更重要的訊息是：介音從有到無是捲舌化運動的伴隨現象。五華方言

除了展現這種階段性的樣品之外，它的韻母系統與梅縣相當一致，因此把它列入比

較。此外，大埔的知章組字保存完整的-i-介音；詔安正處於-i-介音或有或無的階段，

都是觀察知莊章聲母捲舌化過程的好素材。 

音變的探討需有一個起點，這個起點應該具備音變〝條件〞。一般取建構良好的

古音做出發點，此外，方言比較也能提供重要的、決定性的條件。例如三等韻，傳

統上一般認為應具輔音性的介音（
＊
-j-），但是從方言比較來看，元音性的介音（

＊
-i-）

似乎更具說服力。這一點，我們在後文將作〝語音分析〞，提供語音啟動（phonetic 

motivation）的理由。閩南方言的文讀在許多方面與客家話相似，同時在漢語方言當

中三等介音保存得相當完整，其介音形式足以充當比較參考的角色，因此下文取廈

門文讀音列入對照。 

 

                                                 
12

 Jerry  Norman, Chines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1988）,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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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i 當主要元音 

    止攝、深攝、臻攝和曾攝在梅縣客家話的共同元音起點是
＊

-i，它的發展變化在

四攝字之間有同有異（見表 1~4）。止攝字在精、知、莊、章四組聲母大量念舌尖元

音-�。這種情況如同北京話。由於韻母相同，我們從中看不出原來聲母是否有所區別。

僅有的區別是〝姊、死〞兩字，梅縣讀-i。就其分者言之，止攝精組讀-i，知章組讀

-�。附帶一說，止攝字在漢語方言 ts：t�分別的類型當中常有例外的情況13。 

    梅縣和北京深、臻、曾攝三等的韻母情況相當整齊劃一：梅縣深攝知章組是

-m/p，精組是-im/p。臻攝開口三等是-n/t，-in/t。曾攝與臻攝合流：
＊
-i�/k→in/t，再

依聲母分化為-n/t，-in/t。北京的元音與梅縣平行。底下是這四攝字依聲分韻的概括： 
 
 

止 深 臻 曾 三等 

梅縣 北京 梅縣 北京 梅縣 北京 梅縣 北京 

知章組 -� -� -m/p -n/� -n/t -n/� -n/t -�/� 

精  組 -i -i -im/p -in/i -in/t -in/i （-in）/t （-in）/i 
 

這個表顯示兩種條件音變。一種音變以聲母為條件，知章組與精組的韻母不同。一

種音變以韻尾為條件，在知章組三等韻內帶韻尾的讀央元音，不帶韻尾的讀舌尖元

音。知章組字的元音，梅縣舒促一致都變為央元音，北京話則舒促有別：北京話的�

和成互補分布，一方面說明了它們共同來源（�），而率先起進一步變化的是鼻音韻

尾前：�→/－鼻音。有趣的是梅縣更比北京前進一步，連入聲字也都讀成了央元音。 

由於這兩種條件音變，它們的共同起點昭然若揭：
＊

-i→-�→-�→-，舌尖元音可以視

為從 –i 到 - 的中間階段。梅縣和北京的平行現象透露：梅縣知章組字的聲母曾經

有過像北京一樣的捲舌作用，不然無從解釋其舌尖元音的由來。 

 

（二）
＊
-i- 當介音 

    梅縣話的假、效、流、咸、山、梗、宕、通等攝的三等韻，知章組字讀洪音，

精組字讀細音（見表 5~12）。概括如下： 
 

三等 假 效 流 咸 山 梗 宕 通 

知章組 -a -au -u –am/p –an/t -a�/k -o�/k -u�/k 

精組 -ia -iau -iu -iam/p -ien/t -ia�/k -io�/k -iu�/k 

                                                 
13

 熊正輝：〈官話方言區分 ts：t� 的類型〉，《方言》第一期 （1990年 2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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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縣方言知章組與精組今音都讀舌尖前音，但是三等韻字為什麼一方保留介音，一

方卻丟失了介音？從古今的比較來說，也許可以簡單地解釋為：介音在知章組聲母

後丟失了。不過，這只是〝對應關係〞的一種表達方式，並未對演變過程提出具體

明確的答案。廈門方言同樣只有一套舌尖前音，知章組的介音並無丟失現象。換句

話說，知章組本身就其古音名目言之，並無制約的力量，它在方言的實質內容才是

重點。這一點，從梅縣與北京的平行現象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北京話三等字，知章

組讀捲舌音，韻母是洪音。精組讀舌面音，韻母是細音。梅縣的模式與北京極為近

似： 

三等 北京 梅縣 

知章組 t�＋洪音 ts＋洪音 

精組 t�＋細音 ts＋細音 

 

北京由於捲舌聲母使得 -i-介音不保，故其知章組皆為洪音。不同的方言間，往往存 

在相同的音變機制，所以可以從北京話知章組字-i-介音消失的現象，來追蹤梅縣話 

知章組字-i-介音消失的軌跡。它們的差異是表面形式的差異，從聲韻結構上說是一 

脈相通的。梅縣知章組今讀 ts- ts’- s- 的前身應如北京的 t�- t�’- �-。 

 

三、演變過程 

    在同一個條件下，三等的知章組字不見介音，精組字有介音。這是從梅縣方言

的聲韻結合透視其間的差異，亦即現代的韻母差異反映原先聲母有別。北京話的類

似模式說明其中的一組（知章）原先應讀捲舌音。底下，我們從梅縣鄰近的幾個客

家方言來探討演變過程。首先看下列聲母對應關係： 

 

三等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知章組 
＊
t� t� t� t� ts 

精組 
＊
ts ts ts ts ts 

 

其中，精組在四個方言的形式完全一致，共同來源是一個舌尖前音：
＊

ts。知章組在

四個方言呈現三種形式，共同來源可以寫為舌葉音，但我們從音變的道理衡量把它

定為一個舌面音：
＊
t�。知章組三等在大埔、詔安、五華的異同如下： 

大埔：聲母都是舌葉音，韻母都有前高元音成分。 

詔安：聲母都是舌葉音，韻母頗有分歧。在止、深、臻、曾四攝，-i 當主要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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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攝有-i-介音，效、山兩攝-i-介音或有或無，其他諸攝都沒有-i-介音。 

五華：聲母都是捲舌音，韻母部分可以分為四種情況。深、臻、曾攝以-i 為主要

元音；止攝以舌尖元音為主要元音；流攝有-i-介音，其他諸攝都沒有-i-

介音。 

為了清晰起見，底下列表顯示大埔、詔安、五華、梅縣的韻母情況。（入聲韻母省略） 

 

1、深、臻、曾、流四攝：梅縣與其他方言不同。 
 

攝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深 -im -im -im -m 

臻 -in -in -in -n 

曾 -in -in -in -n 

流 -iu -iu -iu -u 

 

2、假、效、咸、山、梗、宕、通七攝：大埔與其他方言不同。 
 

攝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假 -ia -a -a -a 

效 -ieu -au -au -au 

咸 -iam -am -am -am 

山 -ien -en -en -an 

梗 -ia� -a� -a� -a� 

宕 -io� -o� -o� -o� 

通 -iu� -u� -u� -u� 

（詔安表六效攝的-io 來自閩南話，表九山攝的-ien/t 只見於擦音聲母） 

 

3、止攝：大埔、詔安與五華、梅縣不同。 
 

攝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止 -i -i -� -� 

     

這三個表反映了韻母演變的三個階段。大埔代表保守情況，知章組的韻母悉如

精組韻母。梅縣代表劇烈演變，其知章組韻母悉與精組不同。詔安與五華代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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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其知章組韻母部分與精組相同（深、臻、曾、流），部分與精組不同（假、效、

咸、山、梗、宕、通）。其間的差異用洪細來表示，可以概括如下： 

 

三等 大埔 詔安、五華 梅縣 

知章 細 細~洪 洪 

精組 細 細 細 

具體的例子可以看假攝的〝蛇、寫〞和流攝的〝抽、秋〞： 

 

例字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蛇 �ia �a �a sa 

寫 sia sia sia sia 

抽 t�’iu t�’iu t�’iu ts’u 

秋 ts’iu ts’iu ts’iu ts’iu 

 

四、語音分析 

    從語音分析來說，ts 和 t�都是舌尖音，一前一後。t�和 t�的發音都涉及舌面，其

中 t�又牽涉舌尖，因此在發音部位上，t�一般都列在 t�的前面。假如有 t�→t�→t�這樣

一系列聲母變化，據上述語音分析，應可說是聲母的〝前化運動〞，從 t�再變就前化

為 ts，由 ts 再變就變成〝最前〞的齒間音 t�。t�在山東方言的確常作為 ts 的變體出

現：ts 接細音，t�接洪音。但這種分析通常只顧及舌體的接觸點（最高點）而不把其

餘部位的舌體運動方向列入其中。如果把不作為主要發音部位的舌體也列入描述，

情況可能不同。例如 ts 和 t�的發音，除了舌尖前後之別，舌尖之外的部位未必完全

一致。實際上舌體全身都會起相應的動作。簡單地做分析，我們可以把舌體分為前

後兩半，上列語音的定義只管舌體前半，不顧舌體後半。如把舌體後半列入描寫，

那麼 ts 與 t�的區別就不僅只是舌尖部位偏前偏後的差別，舌體後半也有較低（ts）與

較高（t�）的差別。這種分析就〝發音語音學〞而言似無必要，（因為相應的動作意

味〝可以預測〞）但是從〝音韻行為〞來看，應該引起足夠的關注。 

    我們從〝音韻行為〞出發，依照是否能與介音-i-一起出現，把 ts、t�、t�、t�四

類聲母分為兩組。也就是看它們與〝洪細〞的結合態勢來為它們做〝定性分析〞：（＋

表可，－表否） 
 



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 

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靜宜大學  2005 年 

 

 9 

    

 

 

 

這樣區分的目的是為了便於說明漢語方言聲韻配合的大趨勢：ts 組洪細皆宜，t�組宜

洪不宜細，t�組洪細皆宜，t�組宜細不宜洪。如果依〝舌體前半〞來做分析，我們如

何理解其中的異同？既然都是〝舌尖〞發音，ts 組行動自由，t�組則否？既然都與〝舌

面〞有關，t�組行動自由，t�組則否？如果把〝舌體前半〞與〝舌體後半〞一起描寫，

上列四組聲母可以分析為： 

  

 

 

 

 
 

其中必須說明的是：前後值與高低值是兩兩比較，代表的是一種〝傾向〞。所謂兩兩

比較，是指 ts 與 t�比，t�與 t�比。據此，t�組是[前後]，由於它的接觸面較寬，形成

定性分析中的模糊地帶，其他三組則分別嚴明。這種定性分析說明了幾件漢語方言

的趨勢。 

一、 在 A、B 兩組當中，只有具備 [＋前、＋低] 條件的能夠洪細皆宜。 

二、 在 A、B 兩組當中，凡是具備 [＋後、＋高] 條件的，其出現與否都受環

境限制。 

三、 t�組一方面與 t�相類似，一方面又與 ts、t�相類似，它是塞擦音中與各組

都有某種關聯的一組。 

 

發音時舌位的前後高低四值中，前後值是主角性的，高低值是配角性的。因此關於

塞擦音的描述，一般用的是前後值，而把高低值視為伴隨現象，也就是可以預測的。

[前低]能夠洪細皆宜，那是因為發音時主要牽涉舌體前端，其它部位處於待命狀態，

相對靈活自由。[後高]都受環境限制，那是因為舌體前半與舌體後半共同參與發音動

作，已無活動餘裕，因此顯得比較〝僵硬〞，只能與特定元音一起出現。 

    音變的起點宜從三等韻的韻母做出發點。三等韻從方言比較（如廈門文讀）來

洪細 ts t� t� t� 

細音 ＋ － （＋） ＋ 

洪音 ＋ ＋ ＋ － 

A 組 B 組 舌體 

ts t� t� t� 

舌體前半 前 後 前後 後 

舌體後半 低 高 低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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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原有一個前高元音（-i）作為主要元音或介音。從上述語音分析來看，出現在元

音-i 前面的聲母是個舌面音。這樣，我們只需要做一個簡單的假設，就可以解釋後來

的發展。這個假設是：梅縣三等韻的知章組聲母首先合流為一套舌面音，與精組的

舌尖前音有別。知章組合流為舌面音 t� t�’ �之後，由於它的發音部位是所有塞擦音

中最為偏後偏高的一組，如果要變，望後已無路可逃（這是指如果要保住滋絲音性

質而言，如果變為塞音則另當別論），它只有往前行動變成舌葉音：t�→t� 。由於舌

葉音發音時舌體接觸面較寬，前高元音-i 在這種發音狀態下開始模糊，變成似有若

無。如果這種移動方向不變，舌體就會進入舌尖後的位置。從上述語音分析來說，

舌尖後聲母又是另一組[後高]的發音狀態，只容許洪音，相當排斥細音。進入這個發

音部位，原先似有若無的前高元音已完全隱沒不彰，變成了一個與舌尖後聲母協同

一致的舌尖後元音。如果行進方向不變，聲母再次前化，就變成舌尖前音，元音部

分也相應調整成為舌尖前元音。（由於是伴隨性質，只有充當主要元音的時候，舌尖

元音 �、�才會被記錄下來；充當介音時不予記錄。） 

    大埔方言的舌葉音只配細音，可以看做剛從舌面音脫胎而來；詔安的舌葉音有

洪有細，可以看做往捲舌發展的過程；五華方言的捲舌音有洪有細，與漢語方言的

大趨勢不免扞隔，但可以視為從舌葉到捲舌的過渡狀態。這種過渡狀態的發音也見

於山東方言。例如《山東省志．方言志》所寫 t�2 就是〝帶有一定舌葉音色彩的舌尖

後捲舌音〞。14
 如此說來，五華方言所見捲舌音應具舌葉音色彩，不然很難說明何以

可洪可細。梅縣方言的知章組三等都讀洪音，可見原先應該是個捲舌音。換句話說，

梅縣早已經歷了大埔、詔安、五華方言的演變階段，徹底完成了捲舌化，然後又進

一步變成舌尖前音。底下是過程重建： 
  

          聲母   
＊
t�  →  t�  →  t�  →  ts 

          韻母    細    細洪    洪      洪 
 

換言之，這是聲母〝前化〞的演變過程，韻母也起了相應的變化：由細變洪。由於

歷經這些演變過程，梅縣方言聲母數在漢語方言幾乎屈居末位15，這不是保守的反映

而是劇烈演變的結果。 

                                                                                                                                                                                                                                                                                                                                                 

                                                 
14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方言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2。 

15
 張光宇：〈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聲母篇〉，（澳大利亞：36 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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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從客家話與北京話三等韻-i-介音消失的平行現象來看，梅縣方言原有兩套塞擦

音，一套是平舌的，一套是捲舌的。平舌一組自古迄今沒有發生什麼變化（精組），

捲舌一組（知莊章組）則從起點到終點經歷過四個階段。比較起點和終點兩端的形

式： 
 

＊
t� ＋ 細音 → ts ＋ 洪音 

           
＊
ts ＋ 細音 → ts ＋ 細音 

 

起點是聲母不同，韻母一致；終點是韻母不同，聲母合流。換句話說，聲母的差異

經由演變轉嫁到韻母上，今音韻母的差別透露原先聲母的差異。從漢語方言的的總

體趨勢看，這三等韻洪音之前的 ts 原為一個捲舌音。就整個客家話來說，捲舌音之

前應該是個舌葉音。由於舌葉音在方言之間有洪有細，仍不足以作為共同起點，因

此假設更早一個階段的形式是舌面音。總結言之，共同客家話三等字的知章組形式

是舌面音 
＊
t�-，莊組是舌尖面音

＊
t�，精組是舌尖前音 

＊
ts-。四組聲母的演變過程為：

知三與章組合流為 t�-，知二與莊組合流為 t�之後，經過捲舌音的階段，再平舌化為 ts，

與精組合流。知二與莊組捲舌化所留下的空檔，由知三章組填補，形成客家話 ts、t�兩

套塞擦音的階段（如大埔、詔安）。知三章組進入 t�的位置之後，循著聲母前化運動

的規律，最後也與精組合流（如梅縣）。 

方言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中古知莊章聲母在各方言有不同的發展速度和方

向。然最終的趨勢是合併成一套塞擦音 t�- t�’- �-，再進一步變成捲舌音 t�- t�’- �-，由

於捲舌化的關係使得 i 介音不保，i 介音消失後，使捲舌聲母〝平舌化〞，與精組合流。

從
＊
t�→t�→t�→ts 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前化運動〞是知莊章聲母演變的大趨勢，

其中-i-介音扮演重要角色，此趨勢造成現代漢語三等韻字-i-介音的消失。語音史上

知章組與莊組的合流應該與此趨勢有關，正如〝元音高化〞是漢語方言元音演變的

大趨勢一般，從古至今，成一系統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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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止攝三等的-�元音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支 �tsi �t�i �t�i �t�� �ts� �t�� 

池 �ti �t�’ i �t�’ i �t�’ � �ts’� �t�’� 

示 si� �i
 �i
 ��� 
s�
 ��
 

癡 �ts’i �t�’i �t�’i �t�’ � �ts’� �t�’� 

止 �tsi �t�i �t�i �t�� �ts� �t�� 

齒 �k’i �t�’i �t�’i �t�’� �ts’� �t�’� 

知 

 

章 

 

組 

時 �si ��i ��i ��� �s� ��� 

資 �tsu �ts� �tsu �ts� �ts� �ts� 

寺 si� si
 si
 s�
 s�
 s�
 

事 su� s�
 su
 �s� s�
 ��
 

姊 �tsi �tsi �tsi �tsi �tsi �ts� 

死 �si �si �si �si �si （�s�） 

悲 �pi �pi �pi �pi �pi （�pei） 

美 �bi �mi �mi �mi �mi �mei 

理 �li �li �li �li �li �li 

奇 �ki �k’i �k’i �k’i
 �k’i

 �t�’i 

 

其 

 

他 

喜 �hi �hi �hi �hi �hi ��i 

 

＜表 2＞深攝三等的-m/p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針 �tsim �t�im �t�im �t�im �tsm
 �t�n 

深 �ts’im �t�’im �t�’im �t�’im �ts’m ��n 

枕 �tsim �t�im �t�im �t�im �tsm �t�n 

審 �sim
 ��im ��im ��im �sm ��n

 

汁  tsiap� t�ip� t�ip�  t�ip�  tsp� �t�� 

濕 sip� �ip� �ip� �ip� sp� ��� 

 

 

知 

章 

組 

 

 十 sip� �ip� �ip� �ip� 
sp� ��� 

浸   tsim
 tsim
 
tsim
 

tsim
 tsim
 
t�in
 

心 �sim �sim �sim �sim �sim ��in 

尋 �tsim �ts’im
 �ts’im

 �ts’im
 �ts’im

 ��yn 

集 tsip� sip� tsip� sip� sip� �t�i 

 

精 

 

組 

 習 sip� sip� sip� sip� si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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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臻攝三等的-n/t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陳 �tin �t�’in �t�’in �t�’in �ts’n �t�’n 

鎮 tin
 �t�in �tin �t�in �tsn t�n
 

真 �tsin �t�in �t�in �t�in �tsn �t�n 

神 �sin
 ��in ��in ��in �sn ��n

 

腎 sin� �in
 �in
 ��in sn
 �n
 

姪 tit� t�’it� t�’it� t�’it� ts’t� �t�� 

質 tsit� t�it� t�it� t�it� 
tst� �t�� 

實 sit� �it� �it� �it� 
st� ��� 

知 

 

 章 

 

 組 

室 sit� �it� �it� �it� 
st� ��
 

進 tsin
 tsin
 �tsin tsin
 tsin
 t�in
 

親 �ts’in �ts’in �ts’in �ts’in �ts’in �t�’in 

新 �sin �sin
 �sin

 �sin
 �sin

 ��in 

七 ts’it� ts’it� ts’it� ts’it� ts’it� �t�’i 

 

精 

 

組 

 疾 tsit� ts’it� ts’it� ts’it� ts’it� �t�i 

 

＜表 4＞曾攝三等的-n/t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徵 �ti� �t�in �t�in �t�in �tsn �t�� 

證   ti�
 t�in
 �t�in  t�in
  tsn
   t��
 

稱 �ts’in �t�’in �t�’in �t�’ in �ts’n � t�’� 

勝 si�
 �in
 ��in �in
 sn
 ��
 

直 tit� t�’it� t�’it� t�’it� ts’ t� �t�� 

織 tsit� t�it� t�it� t�it� 
tst� �t�� 

食 sit� �it� �it� �it� 
st� ��� 

知 

 

 章 

 

 組 

識 sit� �it� �it� �it� 
st� ��
 

即 tsit� tsit� tsit� tsit� tsit� �t�i 精 

組 息 sit� sit� sit� sit� sit� ��i 

 

＜表 5＞假攝三等的-a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遮 �tsia �t�ia �t�a �t�a �tsa �t�� 

車 �ts’ia �t�’ia �t�’a �t�’a �ts’a �t�’ � 

知 

章 

組 蛇 �sia ��ia ��a ��a �sa ��� 



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 

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靜宜大學  2005 年 

 

 14

 社 sia
 �ia
 �a
 ��a sa
 ��
 

姐 �tsia �tsia �tsia �tsia �tsia �t�ie 

謝 ts’ia
 ts’ia
 ts’ia
 ts’ia
 ts’ia
 �ie
 

精 

組 

寫 �sia �sia �sia �sia �sia ��ie 

 

＜表 6＞效攝三等的-au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超 �ts’iau �t�’ieu �t�’au �t�’au �ts’au �t�’au 

潮 �tsiau �t�’ieu �t�’au �t�’au �ts’au �t�’au 

照 tsiau
 t�ieu
 �t�io t�au
 tsau
 t�au
 

燒 �siau ��ieu ��io ��au �sau ��au 

知 

章 

組 

紹 siau� �ieu
 �io
 �au
 sau
 �au
 

蕉 �tsio �tsiau �tsio �tsiau �tsiau �t�iau 

消 �sio �siau �sio �siau �siau ��iau 

精 

組 

笑 ts’io
 siau
 �sio siau
 siau
 �iau
 

 

＜表 7＞流攝三等的-u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晝 tiu
 t�iu
 �t�iu t�iu
 tsu
 t�ou
 

抽 �t’iu �t�’iu �t�’iu �t�’iu �ts’u �t�’ou 

周 �tsiu �t�iu �t�iu �t�iu �tsu �t�ou 

臭 ts’iu
 t�’iu
 �t�’iu  t�’iu
 ts’u
 t�’ou
 

知 

章 

組 

 

手 �ts’iu ��iu ��iu ��u �su ��ou 

酒 �tsiu �tsiu �tsiu �tsiu �tsiu �t�iou 

秋 �ts’iu �ts’iu �ts’iu �ts’iu �ts’iu �t�iou 

就 tsiu� ts’iu
 ts’iu
 �ts’iu ts’iu
 t�iou
 

精 

組 

修 �siu �siu �siu �siu �siu ��iou 

 

＜表 8＞咸攝三等的-am/p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占 tsiam
 t�iam
 �t�am t�am
 tsam
 t�an
 

閃 �siam ��iam ��am ��am �sam ��an 

摺 tsiap� t�iap� t�ap� t�ap� tsap� �t�� 

知 

章 

組 

 涉 siap� �iap� �ap� �ap� sap� ��
 

精 尖 �tsiam �tsiam �tsiam �tsiam �tsiam �t�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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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ts’iam �ts’iam �ts’iam �ts’iam �ts’iam �t�’ien 

接 tsiap� tsiap� tsiap� tsiap� tsiap� �t�ie 

組 

捷 tsiap� ts’iap� ts’iap� ts’iap� ts’iap� �t�ie 

 

＜表 9＞山攝三等的-an/t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展 �tien �t�ien �ten �t�en �tsan �t�an 

戰 tsien
 t�ien
 �t�en t�en
 tsan
 t�an
 

扇 sien
 �ien
 ��ien �en
 san
 �an
 

哲 tsiet� t�iet� t�et� t�et� tsat� �t�� 

折 tsiet� t�iet� t�et� t�et� tsat� �t�� 

舌 siet� �iet� �iet� �et� sat� ��� 

知 

章 

組 

 

設 siet� �iet� �iet� �et� sat� ��
 

煎 �tsien �tsien �tsien �tsen �tsien �t�ien 

錢 �ts’ien �ts’ien �ts’ien �ts’en �ts’ien �t�’ien 

線  sien
 sien
 �sien sen
 sien
 �ien
 

精 

組 

薛 siet� siet� siet� set� siet� ��ye 

 

＜表 10＞梗攝三等的-a�/k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鄭 ti�� t�’ia�
 t�’a�� �t�’a� ts’a�
 t��
 

正 �tsi�（�tsia�） �t�ia� �t�a� �t�a� �tsa� �t�� 

整 �tsi� �t�ia� �t�a� �t�a� �tsa� �t�� 

聲 �si�（�sia�） ��ia� ��a� ��a� �sa� ��� 

城 �si�（�sia�） ��ia� ��a� ��a� �sa� �t�’� 

隻 tsik�（tsia
��） t�iak� t�a� t�ak� tsak� �t�� 

尺 ts’ik�

（ts’io
��） 

t�’iak� t�’a� t�’ak� ts’ak� �t�’� 

知 

章 

組 

 

石 sik�（sia
��） �iak� �a
 �ak�    sak� ��� 

井 �ts�� �tsia� �tsia� �tsia� �tsia� �t�i� 

晴 �ts’ �� �ts’ia� �ts’ia� �ts’ia� �ts’ia� �t�’i� 

淨 ts’ �� � ts’ia�
 ts’ia�
 �ts’ia� ts’ia�
 t�i�
 

姓 s��
 sia�
 �sia� sia�
 sia�
 �i�
 

跡 tsia
�� tsiak� tsia� tsiak� tsiak� �t�i 

精 

組 

惜 sio
�� siak� sia� siak� sia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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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宕攝三等的-o�/k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張 �tio� �t�io� �t�o� �t�o� �tso� �t�a� 

腸 �tiong �t�’io� �t�’o� �t�’o� �ts’o� �t�’a� 

掌 �tsio� �t�io� �t�o� �t�o� �tso� �t�a� 

唱 ts’io�
 t�’io�
 �t�’o� t�’o�
 ts’o�
 t�’a�
 

常 �sio� ��io� ��o� ��o� �so� �t�’a� 

尚 sio�� �io�
 �o�� ��o� so�
 �a�
 

著  （tio
��） t�iok� t�o� t�ok� tsok� �t�uo 

知 

章 

組 

 

勺 （sio
��） �iok� �o� �ok� sok�  �uo
 

漿 �tsio� �tsio� �tsio� �tsio� �tsio� �t�ia� 

搶 �ts’io� �ts’io� �ts’io� �ts’io� �ts’io� �t�’ia� 

牆 �tsio� �ts’io� �sio� �sio� �sio� �t�’ia� 

想 �sio� �sio� �sio� �sio� �sio� ��ia� 

雀 tsiok� tsiok� tsio� tsiok� tsiok� t�’ye
 

精 

 

組 

削 siok� siok� sio� siok� siok� �ye
（�siau） 

    

＜表 12＞通攝三等的-u�/k 

三等 廈門 大埔 詔安 五華 梅縣 北京 

忠 �tio� �t�iu� �t�u� �t�u� �tsu� �t�u� 

蟲 �t’iong �t�’iu� �t�’u� �t�’u� �ts’u� �t�’u� 

眾 tsio�
 t�iu�
 �t�u� t�u�
 tsu�
 t�u�
 

充 �ts’io� �t�’iu� �t�’u� �t�’u� �ts’u� �t�’u� 

重 �tio� �t�’iu� �t�’u� �t�’u� �ts’u� �t�’u� 

腫 �tsio� �t�iu� �t�u� �t�u� �tsu� �t�u� 

竹 tiok� t�iuk� t�u� t�uk� tsuk� �t�u 

熟 siok� �iuk� �u
 �uk� suk� ��u 

叔 tsiok� �iuk� �u� �uk� suk� ��u 

知 

章 

組 

 

束 siok� �iuk� �u� t�’uk�  suk� �u
 

蹤 �tsio� �tsiu� �tsiu� �tsiu� �tsiu� �tsu� 

頌 sio�� siu�
 siu�
 �siu� siu�
 su�
 

足 tsiok� tsiuk� tsiu� tsiuk� tsiuk� （�tsu） 

精 

組 

俗 siok� siuk� siu
 siuk� siuk�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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