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卜今矛
，

》 户今分 今户 李分 争矛 李分
�

夺户番户 导，于考分
�

卜分 毛冲 头

罕
�
�

啪比护分沪八牢丫了现代汉语与汉日语的声母比较

刘 援 朝
水

沼盛
� 叫

声合 梢哈 ‘ 绘 ，

沁 甲狱 ‘ 长 ，
号

、
气 币念嘴奋告‘ 绘 、与含‘轰�沼崎 ‘ 屯念毕‘ ，

号 子‘
�

毕褚 ‘ 七，节 ‘ ，
昭 ‘代户号 ‘沁 ‘石念，

气
，子 ‘ 在�代

、今‘ 不褚 不� 甘拭
� ‘抢代

、
气 磷‘，‘褚 �

�‘作去作衣亦毛戎‘吓‘仲韦�叩亦去喃八」

一
、

什么叫汉 日语�

���语与汉语有很深的关系 �但并非发生学 卜的

关系 �
。
日语从汉语中吸收了不少词汇

，
炸早已广

泛运用在日本人民的 ��语和书面语中
，

成为日语 不

可分离的一部分
。

鉴于这部分词汇的音韵系统和构

词系统都与日语固有词汇 有明显 不 同
，
为了便于

研究
，
语言学上称这些来源 于 汉 语 的 词汇为汉 日

语
。

汉 日语的读音绝大多数采用音读形式
。

所谓
一

行

�卖
，
就是指读音借自汉语

。

我们至今还可以听到有

些词的读音相当接近现代汉语①的读音
，
如

�

跷民

�。 今再人�
、

劳锄 �弓 乃艺 勺� ， 但大多数与现

代汉语读音相差很远
，
如

�

革命 �力
、

�的妇�
、

人

学 �灯 ‘ ，
力���

。

这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日语汉字音

读是从古汉语借过来的
，
因此还保留不少古汉语语

音特点
。

对汉语而言
，

由于自身发展 规 律
，
读 音

逐渐变化
，
时间一长

，
读音就与古汉语有了相当大

的差距
。

因此
，
用现代汉语的眼光去衡量含有古汉

语语音特点的汉 日语来
，
自然觉得有 许多是不能

理解的
。

其实
，
只要我们拿 汉 日语和 古代汉语的

读音相对照
，
可以 看出他们 是 相 当近 似的

。

例

女口
�

���古代汉语 �宋元以前 �有 一 类带 有 卜��
一

�
， 一

��② 韵尾的韵母 �入声韵 �
，
在现代汉语中全

部消失
，
但在汉 日语中却基本保留

。

如
�

可以 看 出
，
汉 日语用

“ 汤
、 ”
表示 占汉 语的

�
一

�】韵尾 ，
用

“ ， ”
或

“
弓

”
表示古汉语的 卜��韵

尾
，
用

“
�

，， 、 “
李”
表示 古 汉 语 的 卜��六勺尾

。

汉语入声韵是
一

个音节
，
在 汉 日语 中变成两个�，��

�� 。

���清初以前
，
汉语普遍存在 ���

· 、

��’ 、

��或

��
、
�’ 、

��与 �和 �
一

韵母 �齐齿呼 �相拼读的倩况
。

现代汉语把这两种读 舒全部合井
，
读为 �

、
�

、 �
，

汉

日语仍能分辨得清
。

如
�

叼月

性字 汉 日语

合 么 乃

甘 乙、

�士�
、

甘 亡、

言

甘 �、

占汉语 �拟 音 �

【����

����仑��

��
‘

�仑��

���
‘

�价��

����

�����

现代汉语

����

��‘��

示情怪嗽青西

可以看出
，
汉 日语用

“
力

、 ”
行或力�行 六表示古

汉语的��
、
�

‘ 、

�� �子
，

用 “ 合 ”
行或多行 音表示古汉

语的 ���
、
��

‘ 、 �】音
。

� 现代汉语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语普 通话
�

卜同

汉 日语 古汉语�拟音�③ 现代汉语

力�东�� 今�④ ����� ��

乙�东�若止 乃�④ ���甘��
·

��

赴， ��
‘��� ��

�乙马 �几 不��� ��

力
》
� ��甘�� ��

足 含 ��仑�� ��

匆 本文凡现代汉语语音都用汉语拼音表示
，

古汉语

语音复杂
，

故用国际音标加� �号表示
�

①拟音是根据现代汉语各方言
、

少 数 民族 语言及外

语中的汉语借词读音重建起来的古代 汉语 语音
�

本文采

用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 《�
�

���������构拟的 中古

音
�

但巳傲了简化
�

④����年以前
� “

咭
”
行音在非 词 首位置一律读为

“
南

”
行音

�

��年的文字改革
�

将这条规则按实际读音改

正过来
�

这里采用旧写法
�

以表示汉日语与古汉语的读音

关系 �加括号的为今写法 �
�

�‘ 司孵
、。樊连

日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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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土两例可见
，
汉 日语读音与古汉语读 音有

密切的关系
。
不弄清这种关系

，
就根本无法讲清现

代汉语与汉日语的读 音关系
。

本文主要是从实用角

度出发
，
结合汉语古音知 识① ，

以便 使读者对现

代汉语与汉 日语的读音关系有一个完整而 系统 的

溉 念
。

些细 节 及某些例外
，
本文 不拟详加讨

�
仑

。

二
、

声 母 概 论

汉语字音分为三部分
�

声母
、

韵母和声调
。

声

以人都由辅音构成
，
由元音构成的叫

“
零声母

” ，

本文用 口表示
。
韵母按韵头音的不同分为四类

，
叫

“
四呼

” 。

它们是
�
���齐齿呼

�

一
一

以 �韵或 卜

为韵头的韵母
，
���合口呼

�

—以 �韵或 �
一

为韵

夫的韵母
，
���撮口呼一一以 �韵或 �

一

为韵头的

济母
，
���开口呼 一除以上三种韵母 之 外

，
其

余都叫开��呼
。

以下分别讨论现代汉语与汉日语的声母对应关

系
。

现代汉语有二
一

�
· �

几个声母
，
如下左表

�

、
�

�

�

‘�
�

。�
�

��

� —� 一

之

一�

�一
�

一必

�
一

�
，�

�
，
��，�

，。

� �� ��� � �� ���

�����
月��

、、�尹
�

�
�

�以

斡力
，

人

勘力
、

人

候 乙 今 号� �

菌含人 郡 �人

筋甘勺 艳甘，

圈讨人 群 �人

泉廿人 的甘人

刑乙少乙
、 ‘

货力二�

了言匕人 句匕 ， 人

追 。 � 、

镯 才丁�

札 吞， 准匕 叻 人

畜弓 � 持匕�弓�

她匕 上 滋百人

湿 匕， 汾甘人

肉比 � 儒匕 ，

尊于人 �战� 今

自份 今 慈�

散合人 随才 ‘ 、

尾登 离麦人 �以

人�
，
引了人 ��

人� 湮 定人

����

�������

汉日语声母有十二个
，
我们用黑本式罗马字转

弓如 卜右表
。

加括号的 �和 �是 �的变体
，
��或�

是 �或 �的变体
，
�� 是 �的变体

，
��是 �的变体

。

从以上两表对比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现代汉语

声母与汉日语声母的比率接近�
��，

也就是说一 个

汉 日语声母通常要对应于两个现代汉语声母
。

为了

清楚了解现代汉语和汉日语声母的对应关系
，
请看

下表
�

现代汉语 汉日语

一
�

、

一
�

、

�
�

�
�

一
�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例字

白心众� 倍��‘
，

飘少 上 今 婆续

麻衷 禹以

浮冬 乏浮 今

典�人 大灯 ‘ 、

天下人 脱灯 。

南食人 暖灯人

来弓‘ 、
力 勺上 �

统观上表
，
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对立现象

。 一

种

是汉语几个不同声母在汉 日语中合并为
一

类声姆
，

如现代汉语的 �
�

�
，
�在汉 日语中全都读 为 ，’�次”

或
“ ‘止价 行音 ， 而汉语 一 个声母在汉日语中又有多

种读音
，
如现代汉语的 �� 在汉 日语中�卖成

“ 九 ”

“ 广匕” “ 合 ” ，’
百

”
行音

。

造成前一种现象的原因是
�
日

、

汉两种语言语

音系统不同
，
因而处理方法也不同

。

例如
，
汉语送

气与不送气音有区别词义作用
，
而日语则无所谓

，

故此日语将汉语送气与不送气音全部合并
。

造成后一种现象原因较 复杂
，
主 要有三 点

�

���由于古今汉语语音演变造成的分歧
， ���日

本人在不同时间
、

不同地点借音
， ���借去的 读

音由于适合日本民族语言习惯而改变
。

前两种较重

要
，

我们将着重讨论
。

三
、

由子古今汉语声母幼变而造成的该，分歧

中古汉语声母有三十六个
，
音韵学上称为

“ 一

三

十六字母 ” 。

其代表字与音值如下表
�

①本文不能详细讲述汉语古音知识
�

请参阅王力
�

汉

语音韵学
， 、

罗常培
‘
汉语音韵学导论

， 、

唐作落
�

汉语音

韵学常识
，
等书

�

��



袱…重唇 轻唇 舌头 齿头 舌上 正齿 �牙音 喉音 半舌 半齿

��训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帮 小�

涝 ��
‘

�

井 ��
‘

�

明 ���

非 ��门

敷 ���
‘

�

奉 ���
‘

�

微 �刃�

端 ��� 精 ����

清���
‘

�

从 ���
‘

�

知 跳�

彻 压
�

�

澄 【古�

照 ��‘�

穿 ��。
‘

�

床 ��不
‘

�

影 ���

透 ��
‘

�

定 ��
‘

�

泥 ��� 娘 �。 �

见 ���

溪 ��
，

�

群��
‘

�

疑 ��� 日��不�

心 ���

喻
留

晓���

来���

邪 ���

审 �。�

禅 �名�

系系 见︸照︸系列 帮系 非系 趟系 撞系 匆系

�逻
一

�生�
�

�
��晓组�晓

、

� �

�落塌训 丝 �旦
”

�一 喻�� � �

浏
拿此表与前面现代汉语声母对比

，
我们可以发

现
，
现代汉语声母已简化了不少

，
最明显的是古全

浊声母已全部消失
、

非敷奉三 母 合并
、

知照系合

片
、

疑微母与影组合流
。

我们下面分别来讨论这些

问题
。

�一 �古汉语全浊声母字 �如
“
抱

、

柱
、

学
”

等 �读成浊音 ， 在汉日语中
，
一部分仍保持浊音

，

一部分变为清音
。

分化条件不清楚
，
可能与日本人

的习惯用法有关
。

例如
�

淡汀人 段灯人 堂 艺 勺 培法 ‘ 、

邃才二。 抱�王毛 澄 弓 上 今 败�土‘
、

在现代汉语中
，

古全浊声母已分 化 为两 种读

音
。

凡古平声全浊字
，
现代汉语读为送气声母 �即

转入次清声母 �
，
如 上举 的

“
谈

、

培
、

堂
”
等 �

古仄声全浊字
，
现代汉语读为不送气声母 �即转入

全清声母 �如
“
段

、

抱
、

败
” 。

由于 上述 情况
，

对于汉日语的浊音字要逐一记忆
。

本文后附浊音字

表
，
可供参考

。

�二 �汉语的轻唇音与重唇音有密切的渊源关

系
，
在汉日语中这种关系表现得十分明显

。

我们可

以看到
�

汉 日语对应于现代汉语 �音和对应于现代

汉语�，�音的规律一样
�

，
都是 �，�音

，
这就是明证

。

汉语的轻唇音是从重唇音分化出来的
，
分化条

件是合口三等字 �拟音为 【��� �
。
从古汉语重唇音

演变为现代汉语的 �
，
要经 过 以 下三 个阶段

� �

啼 �

一
���非�

一
�

。
日语的

“ ‘盆”
行

�
乃”
段

音 �东 �
，
也由于印欧语 的影响变读为 �

，
与汉

语 �音演变十分相近
。

所以在汉日语中
“ 忘 ”

代替

汉语的 �的字较多
。

从现代汉语角度出发
，
现代汉

语 �与汉 日语之间有如下关系
�

���非奥音韵尾 � 韵字
。

这类字汉 日语大

都读成 �
。
如

�

夫
、

赴
、

姗冬 富冬 �东 勺� 副
、

福冬 �

例外
�

搏仗 �

���非鼻音韵尾的其他音节
。

这 类字多读

�音
。

如
�

魔以 ‘ 、
否少 法�泛勺 ��迁。 、

杏盆 。 �

肺 ‘之‘ 、

例外
�

乏浮 今 伐
、

蜀
、

阴‘�。 伍东 。

���韵腹为细音⑧ 的奔音韵尾音节
。
这类

字多读 �音
。

如
�

套
、

粉
、

值东人 夙冬人 �忘� 分东人

�东人
、
东�

例外
�

登
、

封
、

峰
、

健
、

奉仕 今

���除第三类以外的其他奥音韵尾 音节多

淡�音
。

如
�

犯
、

版以人 方
、

放仕 勺 凡�盆人��王人�

例外
�

番
、

烦‘�人 房
、

防
、

妨浮 毛

�三 �现代汉语有五个声母 ���
， ��

，

�
，
�

， ��的

汉 日语对应读法各为四个
。

如果把汉 日语中不区分

送气与不送音的情况考虑在内
，
这五个声母可归并

为��
，

�
， � 三个

，

如果再除去前面提到的汉语古全

浊声母在汉日语中读成浊音的情况
，
那么这五个声

母与汉日语的关系如下
�

现代汉语 汉 日语

�� �包括 ���

—
�

，
�

」 《包括 �� 一一� �，�
�

一
�

，
�

副

�‘ 由

① 晓组字与见系字有密切关系
�

下文在必要时称为

见晓系
�

①细音指舌面前高元音
�

如 �� ￡ 司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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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疑母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
，
全部并入零声母

�
“

牛
、

虐
、

逆
”
等例外�

，
我们可采取

“
音旁记忆

法
” ，

即根据汉字音旁是否相同来记忆
。

现代汉语

零声母的如下几个音旁
，
汉 日语多读 �音

。

我 �我
、

蛾
、

鹅
、

俄
、

娥
、

羲
、

成
、

蛾
、

激�牙

�牙
、

芽
、

雅� 吐飞 �具
、

娱
、 �

戮
、

娱 � 五

�五
、

伍
、

吾
、

悟
、

梧
、

言酌 热 �瓜
、

渔� 御

�御
、

禁� 禺 �禺
、

愚
、

遇
、

离
、

偶
、

藕� �上

�涯
、

崖� 危 �危
、

桅� 宜 �宜
、

菠� 疑

�疑
、

凝
、

掇
、

凝� 咸�敬
、

嫩
、

份� 彦 �彦
、

颐
、

碧� 元 �元
、

玩
、

顽� 原 �原
、

源
、

顾�

印�昂
、

仰
、

迎� 敖�敖
、

傲
、

熬
、

遨� �息 �虑
、

瘾� 默 �撤
、

撒�

除以上各字外
，
常见音旁不 属 于 以

�

��者 有
�

瓦
、

芸
、

外
、

毅
、

偏
、

咬
、

牛
、

姐
、

逆
、

驳
、

菜
、

吟
、

岸
、

雁
、

言
、

研
、

月
、

架 �音��
、

巨

日门侧自

很清楚
，
汉 日语中显示出现代 汉语 �

，
�

， � 和

��
， ��各有两种来源

，
这两种来源的每一种里还包

含着清浊音的对立
。
现代汉语不但合并了清浊音

，

也把这两种不同来源的读音合并了
。

这就形成了现

代汉语一音对应于汉日语四音的现象
。

下面我们分别就其来源不同来讲述现代汉语与

汉 日语的对应关系
。

·

‘ ���
，
�， � 的来源有两种

，
一类是见吐系

，

这类字在汉 日语中读成 �或 �音
�

江 乙 今 犬付人 献付 人 �乙人�

尚力
、

人 遣时人 现以人

卷 ‘少人 都 合巾 � 刑�少‘ 、

另一类是嶂系字
，

这类字在汉日语中读为 �或 �音
�

将匕 止 勺 泉甘人 先甘人

剪世人 千甘人 渐世人

尖甘人 屑廿， 星甘心
、 、
� 发勺

这两类字汉 日语区分得清清楚楚
。

可是大部分

北方方 言都 不 能区 分这两种 读 音
，
在这 些方 言

里
，
这两种读音合并了

。
合并条件是

�

当见晓系和

撞系字在开口三
、
四等韵母 �相 当齐齿呼 韵母 �

前
，

今声母都读为 �
，
�

， � 。

因此对于操北方方言的

人来说
，
区分这种读音是非常 困难 的

，
需逐 一 记

忆
，

本文不详细讨论
。

北方话有些方言如郑州
、

青

岛
、

南京
、

石家庄等
，
以及广东

、

福建等地方言可

以区别这两类音
，
可根据自己方言去掌握汉 日语的

读音规则
。

�����
， ��的来源有两类

，
一类来 源 于古汉

语的匆系字
，
此类字汉泊语读 ‘ 或 �音

�

眼匀 上 今 耘下人 值 匀 上 �

展不人 直万 ‘ 、
镯广匕�

沉�沈�匀人 惕 匀 止 乃 撤不 。

另一类来自古汉语的墨系字
，

这些字在汉日语中读

�或 �音
�

章� 止 今 尊甘人 殖 匕 止 �

超 芍 去 今 川甘人 插荃 今

真匕人 状匕 上 今 逐 合 �

这两类音在现代汉语中也合并起来了
，
但汉 日

语区别依然很清楚
。

要区别这两类音是很困难的
，

仍需逐一掌握
。

全国大多数方言也和北京话一样不

能区分
，
只有福建厦门一带方 言可 以大 致分辨出

来
。

�四 �现代汉语零声母对应于汉日语的四种读

其来源有三个
，
即

�

汉日语 �音对应于疑母字

丸
、

完
”
例外 �

，
汉 日语 �和 �音对应于微母

汉 日语 的零声母对应于影组
。

微母在下面讨

这里不叙
。

四
、

由千借音的时间和地点不同

而造成的读音分化

日本人曾在不同时间
、

不同地点向汉语借过�关

音
，
因此同一汉字在汉 日语常有多种读音

。

一般认

为
，
这种读音可分为三个系统

。
�

�

吴音
，
模仿我国

唐代以前南方话语音系统
，
如

“
束京

”
�色 今李 ��

今�的
“
京

”
�合 止 勺� ， �

�

汉音
，
模仿我国唐代

以前的中原话语音系统
，
如

“
京蔑

”
�甘 ‘ 、

含�的

“
京

”
�‘少‘

，
�

� �
�

唐音 �宋音 �
，
模仿我国宋

、

明
、

清代的语音系统
，
如

“
南京

”
�食人 合人�的

“
京

”
�今人��

��
。

吴音与汉音在汉 日语中最常见
，

使用频率最高
，
本文 主 要介绍 的是这两种读音

。

这种由于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而形成汉 日语的

不同读音系统的情况
，
主要的表现是在次浊声母的

读法上
。

汉语次浊声母包括明微泥 �娘�疑来 ��六母
，

在汉日语中
，

除疑母读为 �
，
来母读为 �外

，
其余

四个声母都各有两类读音系统
，
一 类 为鼻 音 �

、
�

另一类为浊塞音 �
，
�或浊擦音

� 。

这四个声母可分为三组
� ���汉语的 �

、 � ，

���古汉语微母
，
���汉语的 �。

���现代汉语的 �
、 �，

汉日语读音分两种
，

一为 �
、 � ，

另为 �
、
�

。

第一种读音是汉音
，

使用

字数较多
，
第二种为吴音

，

使用字数较少
。

下面是

一些读成浊塞音 ��或 ��的例字
�

�—焉法 模浮 �岌� 墓
、

募
、

慕
、

暮浮

壳
、

置咨�‘
、

米叹 ‘ 、
�岌 ‘ 、

� 梅
、

媒��心
、

媚

① 见陈信德
�

现代日本语实用语法
，
上册

�

“

音‘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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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
、

目
、

卯挂 今 苗
、

描
、

秒
、

渺
、

潮登 上 勺

某术王今 母弓王 置�王今 �右� 谋名王今 �行�

蛮 ‘�人 勉人人 敏少人�再人� 没浮 。 忙任 今

牧古王�

� ��
一奴

、

努
、

怒 己 泥 千 ‘ 、
境 巴 今 �巴

勺� 暖汀人 嫩艺人

例外
�

女匕 上 �‘乙 上 � 耐仁 �、

姨
、

�

酸匕

去 勺 匿 之� 特字
�

牛含冲 勺 逆 含令 � 虐
、

硒 含巾 � 胃 屯人 摄答 凝 含上 今

���古微母字到现代汉语中已与合日呼零声

以字合流
，
汉 日语仍能区分这种读音

。

古微母的汉

��语读音如下
�

读为�音 一一撅
、

武行 �冬� 捞
、

雀台 末

再 �莎�味养 茵 麦人 �法人� 萝岌人 杖
、

蚊

乙人 义
、

阴 乙人 �方人� 阎 乙人 物 乙。 �东
一

，� 勿 乙。
、

乙弓 �石
、

�
、 ‘王。 � 稠 乙今 望

乙勺 �名王勺�

读成 �音一一燕忘 �台� 越忘 �忘� 武东

以力 舞
、

侮东 微
、

尾莎 未� �养� 晚以

人 挽以人
、

叹人
�

笃法人�岌人� 微法 。 交
、

渊忘人�毛人� 吻
、

勿口东人�冬人� 物东 。 �乙。 �

勿�王。
、

忘， �乙乌
、

乙。 � 亡�王今 �乙勺�

艺�壬今 妄
、

忘‘�今 望�王今 �乙勺�

例外
�

巫冬 越 ‘ �东� 吻
、

刨东 人�东��

���现代汉语的 �， 汉 日语读成 � 和 � 。

前者

足汉音
，
后者是吴音

。

下面列出现代汉语 �音字的

汉 日语读法
�

读成 � 音
�

一惹 匕
巾 � 如 匕 上 ��乙 上 � 汝

匕 上 儒匕 叻 桑才 ‘ 、
瑞才�

、

脱匕 上 勺 �忆 去

今� 境匕 去 勺 �艺 今
、

仍 今� 攫
、

姨匕 上 勺

柔 匕 吵 勺�‘乙， 今� 揉 匕， 今 冉世人 任匕人

��乙人� 然世人�粗人� 人
、

仁匕人 ��乙人�

忍 匕� �� 匕 。 �‘乙马� 消
、

阴
、
匕 ， 人 攘

、

壤
、

攘
、

艘匕 太 今 若匕， � ��乙巾 �� 弱匕，

� 仍匕 上 今 �‘乙叻 勺� 戎
、

绒匕 止 勺 茸匕 上

勺 兀匕 止 勺 辱
、

褥 匕 上 �

读成 � 音
�

如忆 上�匕 孟 � 乳忆 ， 令 能忆 么

勺 �匕 止 勺�
‘

境仍 今�匕 上 今
、

艺 七� 柔�乙， 今

�匕 叻 勺� 任汇人 �匕人� 入汇 ， 勺 然粗人

�世人� 燃拒人 熟拒 。 软食人 人
、

仁比人

�匕人� 忍
、

忽比人 日汇 乌 �匕，� 若汇 巾

� �匕令 �� 仍汇 叻 今 �匕 去 乃〕 肉 ‘乙�

例外
�

锐定 ‘ 、
枕 艺 吞 �。 今

、

匕 止 今� 染

世人

本表左边的拉丁字母是汉语拼音的声母
，

内中

每一个汉字都标出汉日语的读音
。

选择范围只限常

用字
。

� 部
、

薄东 步东 �挂
、

冬� 倍法妇 铺
、

鼻

登 白法 �
、 ‘

登 令 � 别叹 。 拔法� 暴球 �
、

汀 勺 爆以 � 勃
、

渤俘 。 便
、

并叹人 奴法人

伴法人

�

�岌心
、

�咨丈人�

婆仗 捕东 �雌
、
东� 菩法 培

、

琵
、

批登 瀑吐 � 璞浮 � 撇叹，
、

傍
、

鹿‘�今 彭
、

澎
、

膨 ‘�今

、

赔

盆�矛

吠以 �、 、

入 ‘ 、
伍东 。

旁�人

阴
、

伐
、

筏��， 黝 ‘土乌
、

法�

搏咨�� 乏�玉今

房
、

防
、

妨
、

初

附录一 汉 日语浊音字表

仿‘�今 书二 �沧 勺�

� 舵灯 人汀 ‘ 、
妥

、

楠
、

惰
、

裸
、

堕汀 卞�
、

肚

才 �七� 度
、

渡 艺 �七� 弟�二�
、

�不 ‘ 、
� 第

忆 ‘ 、
代汀 ‘ 、

�才二‘
、
� 兑汀

、
尹二心

，
地匕 �马�

道艺乃 �七 今� 蓦艺 今 人丈才 �七 今� 叠 匕 上

勺 尊九 。 独
、

貌艺� �之 �� 毒艺 � 弹灯

人 淀
、

电
、

殿千人 具刃人 断月人 段灯人

盾匕 ， 人 锭匕 上 今 定匕 上 勺�丫扣� 勤
、

渤 艺

乃 洞艺 乃

� 耿
、

鸵汀 徒
、

盾
、

因才 �乏� 苍
、

跄汀

�、
淡灯人 遭

、

弹�丁人行二人� 吞艺人 �之人
、

不人� 桐
、

同
、

桐
、

筒艺 今
� 座补坐百 在多‘ 、

罪百 ‘ 、

兹
、

滋 匕 自

匕 �匕� 字公 造甲 今 推百。 �甲 今� 贼甲

� 族芍人 暂艺人 傲布 今 赠芍 乃 �份 勺�

� 挫百 才
、

财
、

材
、

裁百 ‘ ，
瓷

、

慈
、

磁匕

辞匕 曹芍 乃 �干 今� 惭
、

残艺人 存甲人 �哥

人� 咸芍 勺 徒匕 止 今 �匕 上 七�

�青吐苦‘ 、
就匕 ， �匕 ， 今� 艳世， 寂 匕

， � �甘 含� 渐世人 尽 匕人 净 匕 上 勺

� 前省人 全世人 情匕 上 勺

� 下
、

夏以 �力
，

� 饿
、

戴 含 邪匕 巾 涂匕

止 序
、

叙匕 上 学力议 毓芍 � �匕 上 �� 迅

匕人 �匕 吻 人� 寻匕人 旬
、

循
、

巡 匕 ， 人 殉

匕 ， 人 限以人 弦
、

现汀人 玄
、

眩以人 娜 己

勺�冬上 今� 降己 勺�乙 吞� 行
、

衡言上 勺�乙 今�

形 含 孟 今 �乙少‘
、
�

��①住右 ， 今 助匕 止 治芍 �弓� 坛刃人

撞 艺 今 术芍 ， � 着芍 心 � �弓巾 �� 渴灯 �

道
、

值芍合 �屯 上 �� 轴芍 � 翔己 � �九 �
、

匕 上 �� 障芍人 重匀 ， 勺�匀， 勺� 状 匕 上 勺

①为了便于分辨来源于热系和墨系的 ��
，

�� 音
·

这里

特按旧拚写法书写
�

来源知系的
�

汉 日语用 �
，
�� 来源于照

系的
、

汉日语用 �音表示
�

��音同此
，

不另注
�

口匕��口

�

目司

��



��①除移 上 �弓� 持召 锄匕 止 翻吞人

禅甘人 蝉甘人 �甘人� 辰
、

臣 匕人 �匕人�

钝
、

淳 匕 冲 人 场芍 求 今 丈
、

仗
、

杖芍 止 今

乘
、

锐匕 ， 今 充匕 叻 今 常
、

承
、

垂匕 上 勺

成
、

城
、

献匕 上 今 �甘 ‘ 、
� 盛匕 次 勺 �甘�

、
�

�� 蟹匕 冲 榴 匕， 税世 ‘ 、
是世 ���

寺
、

侍匕 受
、

授
、

寿 匕 唤 事匕�才� 蛇匕 心 �广二�

示 匕 �妙� 涉匕 吵 今 卜匕 ， 勺 �匕 。 � 拾匕

， 今 �匕 ， 勺� 舌省， 臾匕。 街
、

述匕 吵 。

熟
、

淑匕 ， � �� ， � 属布 � 食匕冬�妙 �� ��

疚甲 � �千 �� 甚 匕人 神匕人 �匕人� 顺匕

， 人 栩匕 止 乃 乘臼匕 次 今 �
，

赏匕 上 勺 善甘

人 借
、

膳省人 肾匕人

� 贺力� 互 乙 孩力双
、
亥力议

、
害力议

、
嗽

力议
、
画力从

、
��心 豪

、

号 己 今 壕 � 勺�乙 七�

毫己 今 俊 己 �乙 乃� 合 � 毛
、
力�。 �力

、 。 �

幻以人 含力�人

�

—
�

从
�一

� �

�仄�� �平��在 字��

开合口前 �

�仄���平 ��在 就���

齐
、

撮呼前 �

�在开
、

合口前 �三睡�

�在齐
、

摄呼前 �小��孟。

�在齐
、

合口前 �随���

�在齐
、

摄呼前 �袖��众

兹��

钱��么�

合
�

� �在
一

�前 �

� �在齐
、

齿呼前

词��

�泅���

中�����

耻���

四 ��

心���

�竺���

旋��么�

辞��

����

一一一一一一

知—一彻

—仄声澄�

�

猪
���

戮����

��������

平声

�
照

一
��

穿

一
��

��������������
仄声

附录二 汉语古今声母演变表

为了阅读方便
，
这里特将汉语古今声母演变规

‘

�三平声
律列表如下

，
所举例字全部标注汉语拼音

。

古汉语 今汉语

帮

一
�

傍

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
疑晓

止竺�� �

平声 �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合日呼 �

一
�

一
�

例字

班�孟� 保�巨。

不�� 盼�叙�

弼�� 抱�直。

飘��么。 贫���

买�孟� 盲�白��

飞介� 方几��

副位 翻几�

饭���
�

肥任�

无�� 忘�孟��

当�豆�� 答�盏

讨�孟。 汤�孟��

平声

叫 �
仄声

日�二二二
见卜一二

撞���叙��绽��直�

澄��亡�� 传���么�

斋��压�
�

斩 ��压�

插��压 铲��巨�

浅
��叙� 寨��么�

士��� 事���

豺��么� 查��么

沙��孟 扇��孟�

蛤��么� 臣��亡�

膳��叙� 涉��亡

儿亡�
�

二色�

忍�已� 让�么��

� �在开
、

合口前 �干�叙�

��在齐
、

撮呼前 ��’�����

、‘ �—� ��在开
、

各口前 �苦�。

一
� �在齐

、

摄呼前 �丘���

光��豆��

叫��合。

看�合�

牵��盈�

仄声

群�
…

�
平声

匣�二

� 技�� �日��臼

� 奇�� 群�自�

必 鱼�� 议��

� �在开
、

合口前 �好�自。 汉�直�

� �在齐
、

摄呼前 �朽��口 吸��

� �在开
、

合口前 �寒�白� 鹤�已

� �在齐
、

摄呼前 �咸 沐�么� 匣��么

日 暗直� 压�孟

。 围�亡� 演�孟�

并明非敷奉微端透

匕比曲

影喻
仄声

定�二二
平声

电��叙�

台怕�

诞�直�

搪�么��

卜�口

泥

一
�

来—一 �

精
�二二二�
�

—一 �

清 �
�

一
叼

男�么� 奴��

力�� 冷�己��

“ �三开
、

合一�前 �赞�么� 赠泌��

�在齐
、

撮呼前 �精���� 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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