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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汉字读音分为两类
�

一音读
，
一训读

。

本文只涉及音读中的吴音和汉音
。

音读中的

吴音和汉音均来自古汉语的通语或方言
。

大约公元五至六世纪 �中国南北朝时代 �或稍早一

些传入的音读称吴音
，
公元八世纪末 �中国盛唐

、

中唐时代 �传入的音读称汉音
。

二者俱是

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古音
。

日语里所使用的汉字
，
中国人几乎全都认识

，
然而一遇到汉字读音就发生了困难

。

现代

汉语字音和 日语音读往往差别很大
。

如
�
波

、

西
、

见三字的现代汉语读音是 ��① 、

��
、

��乙�
，

而日语音读却是
，
��②乃 �吴

、

汉 �—即吴
、

汉相同
。

吴即吴音
，
汉即汉音

。

下同
。 ���

廿了 �吴 �
、 ���七了 �汉 �

。
���犷 夕 �吴

、

汉 �
。

这除了受 日语语音特点影响外
，
主要因为日语音读是古汉语字音

，
而现代汉语字音则是

古汉语字音在经历了千百年发展
、

演变之后的现代的字音
。

但是
，
如所周知

，
语音的变化是系统的

，
不是凌乱的

。 ’

占汉语字音和 现代汉语字音之

间
，
有着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

。

中国的汉语古音学家
，
从十

一

七世纪清代以来
，
巳经在古音研

究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于是
，
现代汉语字音和 日语音读之间

，
虽然差别很大

，
但我们现在能够研究它们的对应

关系
，
从而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

。

这对中国人理解
、

掌握 日语音读中的吴音
、

汉音
，
和日本

人理解
、

掌握现代汉语字音
，
都不无帮助

。

本文先就现代汉语声母和日语音读中吴音
、

汉音的对应
，
进行一些初步探索

。
竿

·
本文篇幅过长

，
仅发表其一部分

。

①用 《 汉语拼音方案 》 。

下同
。

②用训令式 日语罗马字。
下同

。

习

见 ” 的 “ 何当
” � 苏轼的 《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 》 “ 昔饮云泉别常山… …问我西去何当还 ”

的 “
何当 ” ，

皆因上文标明了具体时间
，

故均应作
“
何时”

解
。

李贺的这首马诗
，
在

“
何当

金络脑
”
句之上

，
因有

“ 燕山月似钩
”
点出了夜晚这个时间慨念

，
所以这里的

“
何当

”
也应

作 “ 何时
，，
解

。

总之
，
我们认为

， “ 何当金络脑
，

快走踏清秋
” 应解释为

�
何时

·

刁
‘

能戴上黄金络夕、
，
驰

骋于沙场的清秋之夜
，

为国立功呢� � 如此
，
方符合作

一

者的创作意图
，

方能 与全 诗协 调一

致
。

�文中所引诗句下 面 的着重点
，
是引者所加

。
�



对应共列十三条
。

横线左列用汉语拼音字母记录的现代汉语声母
，

右列日语音读在
�

斤 卜

音表和浊音表里所属之行 �了行
、

力行
、

万行
、

子行等 �
。

为了易懂
，

假名和训令式罗马

字都用
。

并注明是什么辅音
，
有的只是大体上相当

。

最后举例
。

在每条下
，

再对对应
、

变

化的规律加以说解
。

为了对应明显
，
举例用的汉字均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

。

必要时还使用国

际音标
。

�
、
�

、

�— ����行��
�〕 、 �、 ��行�① 。

例
�

“
部 ” 现代汉语字玄 �以下简称中 �为 �公

，
日语音读 �以下简称 日 �为了 ��

�吴 �
、

水�� �汉 �

“
婆 ”

中为 ��
，
日为���� �吴 �

、
夕、 �� �汉 �

�品 ” 中为��
� ，

日为水 夕 �� � �吴 �
、
匕 夕 ��� �汉 �

‘ � � �

现代汉语的�
、
�声母来自帮

、

涝
、

并 �应作旅
。

下同 �母
。

口‘ �

凡并母字吴音一律读归 八 �� 行
。

如
�
上举部 �并母 �

、

婆 �并母 �两字 吴音例
。

再

如
�

罢 �毛�并母 �—人 �� �吴 �

白�五��并母 �一
一

匕 于 夕 ����� �吴 �

别 ��“ �并母 �
�

一入于 �
�����吴 �

病 �����并母 �一 匕
日
巾��。 �吴 �

袍�巨
。 �并母 �一 求 巾 �。 �吴 �

皮���并母 �一 匕 ���吴 �

平�����并母 �
�

一匕 � 巾 ����吴 �

蒲�血 �并母 �一一了 �� �吴 �

此对应表示
，
吴音不但仍为双唇发音部位

，
而且还保留了全浊特点

。

在现代汉语里
，
此

类浊音声母却全部变成了清声母
。

但是
，
在现代汉语里

，
并母是按照声调分化为不送气的�和

送气的�两套的
。

凡遇平声是�
。

如
�
袍

、

皮
、

平等字
。

凡遇仄声 �上
、

去
、

入 �是 �
。

如
�
罢

、

白
、

别等字
。
吴音只保持浊音面 目而无送气

、

不送气之分
。

其次
，
凡帮

、

谤母字
，
吴音

、

汉音一律读归����行
。

如
�
上举品 �傍母 � 字吴音

、

汉

音例
。

再如
�

巴�‘ �帮母 �
�

一 八�
� �吴 �

、 �、 �� �汉 �

百 �‘ ��帮母 �一
一

匕 于 夕����� �吴 �
、 �、 夕���� �汉 �

本 �枷 �帮母 �一一 水 夕 �� � �吴
、

汉 �

冰 �����帮母 �— 匕 �
巾����吴

、

汉 �

喷�‘
� �涝母 �— 示 夕 ��� �吴

、

汉 �

砒���涝母 �—
一

八才����吴
、
汉 �

聘�飞� �涝母 �— 匕 日 巾����吴 �
、

八才����汉 �

扑�“ �谤母 �— �、 夕���� �吴
、

汉 �

①此为汉语拼音字母 。

以下凡庄在假名之后
，
或显然用以拼写假名者

，
是日语罗马字

。

此外一律是

汉语拼音字母
。



同时
，
并母字的汉音也一律读归乃��行

。

如
�
上举罢

、

白
、

别等字的汉音
�

罢—乃了��� 袍— 示巾��

白— �、 夕���� 皮— 匕��

另��—八岁 �
���� 平—八才�

��

病—八才��� 蒲—示�。

这不但是发音方法由塞音变擦音
，
由浊变清

，
而且还产生了发音部位由双唇向口腔后部

移动的变化
。

这是受 日语音变支配的结果
，
不属于汉语音变范围

。

简单说明如次
�
日语浊音假名共四

行
，
都有相应的清音假名

。

其中三行
，
清音和浊音的发音部位完全一样

。

但和八�
�行相应的

的�、 ��行却是��
、
��

、

��
、
��

、
��

。

这表示
，
当初�、 ��行可能是读��

�

��
、
��

、
��

、

��的
。

经过音变
，
才变成了�

� 、

��
、
��

、

��
、

��
。

因此 日语音读才把汉语中�
、
�声母的

字音读作乃��
、
匕��

、

���
、

八�
�、

水�。
等假名的辅音

。

但是
，
帮

、

谤
、

并母和晓
、

匣母相混的情况
，
在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

。

这可以从一些形

声字上得到迹象
。

如
�
驳

，

从马艾声
，
北角切

，
帮母

，
而音符丈

，
胡茅切

，
匣母

。

责
，
从贝

卉声
，
博昆切

，
帮母

，
而音符卉

，
许贵切

，
晓母， 从责得声之蛾

，
又许运切

，
晓母

。

豢
，
从

家失声
，
失原作弄

，
从廿采声

，
采

，
蒲览切

，
并母

，
而豢

，
胡惯切

，
匣母

。

还有重读之例
。

如
�
酥

，
伯贫 �帮母 �

、

呼关 �晓母 �两切� 自
，
皮及 �并母 �

、

许良 �晓母 �两切
。
日语

音读或者受此影响
。

�
、
�—�� �行�

、 ，���行〔�〕
。

例
�

�马 ” 中为�五， 日为 声�� �吴 �
、 ���� �汉 �

�麦
”
中为�五�

，
日为 芝个 夕����� �吴 �

、 ��夕���� �汉 �

‘ 民” 中为���
，
日为 三夕��� �吴 �

、

艺 夕 ��� �汉 �

现代汉语�声母来自明母
。

凡明母字
，
吴音和现代汉语相同

，
一律保持未变而读归甲��行

。

如
�
上举马 �明

母 �
、

麦 �明母 �
、

民 �明母 �三字吴音例
。

再如
�

磨���明母 �—�� � �吴 �

梅� ‘ ��明母 �— 苏� � �吴 �

茂��� �明母 �—壬� � �吴 �

门� ‘ � �明母 �—干 夕� � � �吴 �

莽�五� ��明母 �—
一

壬巾 ��巾 �� ��吴 �

米� ��明母 �—�了��� �吴 �

灭��色�明母 �— 另 于������吴 �

棉��‘ � �明母 �— 另 夕��� �吴 �

其次
，
汉音一律读归����行

。

如
�
上举马

、

麦
、

民三字汉音例
。

再如
�
上举磨

、
梅

、

茂等字的汉音
�

磨—八�� 莽—术巾 �，寸巾 ��。

梅—�考才��� 米—尺才���

茂—求 巾�。 灭—人夕 ���
��



门一一术 夕�� � 棉一 人 夕 ���

这一音变的来由如下
�
汉音是庄八世纪中传入 日本的

。

当时中国西北地区敦煌
、

沙州一

带 �今甘肃敦煌及其附近地方 �的方音特征之一
，
是把非鼻音韵尾音节的明母字声母读成带

鼻音的 〔�〕
。

—如果是鼻音韵尾音节
，
则为�

。

这可以从八至十世纪盛唐以后和五代汉藏

对音材料 �多是佛经 �里得到充分证明
。

从唐开元十二年 �公元七二四年 �至元和五年 �公

元八一�年 �的八
、

九世纪中
，
中天竺善无畏

、

一行
、

不空
、

智广
、

蜀宾般若
、

疏勒慧琳
、

日

本空海等僧人
，

都用汉字摩 �明母 �或磨 �原作磨
。

明母 �对译梵文的叶 〕 ，
用莽 �明母 �

对译梵文的�， 似乎依据的也是这类方言
。

今山西文水
、

兴县等方言里的 〔��」，
可能就是

从此项古方音一脉传下来的
。

—说详罗常培先生
� 《 唐五代西北方音 》 和李荣先生 � 《 切

韵音系 》 。

汉音即采用了这类方音而变双唇鼻音辅音为双唇浊塞音辅音
。

通过类推作用
，
并

鼻音韵尾音节的声母也一齐转化了
。

于是莽等字音也成为用 〔�〕辅音打头
。

在一些形声字上还保留了�和�
、
�或吵 〕相混的残迹

。

如
�

宾
，
从贝留声

，
必邻切

，

帮母， 而宵
，
莫甸切

，
明母

。

亦
，
从白必声

，
美毕切

，
明母， 而必

，
卑吉切

，
帮母

。

穿
，
从

穴卯声
，

夯
，
从大卯声

，
并匹貌切

，
傍母� 而卯

，
莫报切

，
明母

。

励 �即脉字 �
，
莫获切

，

履 �即觅字 �
，
莫狄切

，
并明母， 而音符辰

，
匹卦切

，
傍母

。

毓 �今作繁 �
，
从系每声

，
附

袁切
，
奉母

，
古为并母， 而每

，
武罪切

，
微母

，
古为明母

。

—奉母古为并母
，
微母古为明

母
，
理由见后第三条中有关说解

。

从音理上说
，
�和�

、
�或 〔�〕互相

转化是不难的
，
双唇部位不动

，
只把鼻

音改成 口音或把 口音改为鼻音就是了
。

现代汉 语方言还 有保存这 一特点

的
。
主要是厦门话和潮州话

，
以厦门话为

最典型
。

下面各古为明母今为�声母的

字
，
在厦门话里都读 〔�〕声母�如图�。

森森 �矿气“
’’

马 ��
，·、 ， ���

默 ���
‘‘

美 ��
””

巾巾胃�
�，，，

某 �。
” ’’ 、

陵 �。 时
，，
门 ��陀

‘‘

蒙蒙 �〕 。”” 米 ��
’ ���

苗��拭灸
、、

目民���沱
‘‘

命命命 亩 匕。 �‘‘‘���至。
�，，，，

这也都可以证明汉音的此项音变绝非偶然
。

�
、
�—�官��行〔�〕 、

尹、��行�
。

例
�

�匪 ” 中为�荟�
，
日为匕���吴

、

汉 �

�
凡 ”

中为�“ �
，
日为求 夕�� � �吴 �

、 �、 夕��� �汉 �

“
芬 ” 中为�比

，
日为 � 夕�� � �吴

、
汉 �

现代汉语的�声母来自非
、

敷
、

奉母
。

凡奉母字吴音一律读归�化 �行
。

如
�
上举凡 �奉母 �字吴音例

。
再如

�

伐�“ �奉母 �—求千�
� ����吴 �

佛�‘ �奉母 �—夕千������昊 �

肥�‘ ��奉母 �—匕���吴 �

饭�云� �奉母 �—术 夕 �� � �吴 �

房�‘ � ��奉母 �—求巾 ���巾 ��� �吴 �

凤�色� ��奉母 �—了��� �吴 �

妇�。 �奉母 �—了�� �吴 �



这一现象可以用清音韵学家钱大听的学说来解释
。

钱氏发现古无轻唇音的汉语语音变化

规律
，
即轻唇音 �今称唇齿音 �非

、

敷
、

奉
、

微母字音
，
在先秦一律读同重唇音 �今称双唇

音 �帮
、

谤
、

并
、

明母字音
。

举例有
�
古读伏 �奉母 �同泡 �并母 �

，
故古书中伏羲又作危

牺� 古读房 �奉母 �同旁 �并母 �
，

故古书中阿房宫又作阿旁宫， 古读无 �微母 �同漠 �明

母 �
，

故相沿南无读囊漠等 �详见 《 十驾斋养新录 》 �。

这一现象
，
直到七世纪还未改变

。

这还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南方方言

为证
。

南方方言保留了不少古音
，
巳

成公认事实
。

举梅县等地话的一些字

音为例 �如图 �
。

其他如
�

孵
、

敷母
，
今音�叭 但

许多地方叫袍
，
并母

，
甚至别造一个

范字
。

埠
，
此字晚起

，
可能即阜字加

土旁而成， 历来字书都音同步字
，
并

母� 可知阜古音为步
，

现在巳变作�让

了
。
女口此等等

。

而且重唇音变轻唇音
，
也符合先

有塞音
，
后有擦音

，

擦音由塞音变来

的世界语音发展之共同规律
。

故钱氏论点巳为学术界所接受
。

此对应正好可作钱氏学说之佐证
，
并

表明吴音是保留了汉字的古音的
。

脚脚脚
，
冲冲 斧

�，
阳阳 肥

‘

柯
���

缝峥毋
、
���

微
‘徽母母 尾记徽劫劫

梅梅梅 �� 几几 户�
�’’

�
‘
�
””

产�
””

����”” 爪 �针针

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厦厦厦 �� “
’’

�势
� ’’

���
’ ‘‘

叱�
”” ��

���� �万��文
、、

之之�����
〔 、沙 ���������

����白
、、

潮潮潮 户往��� ��
����

。
弓弓弓

内�
”” 。

弓���

���
，���

州州州州州 ��
’’’ �飞� �����

福福福
�����

�
‘
认 。�’’

��
’

���蠢
，，
�

‘
�“
才
““ 。 ，��� �

洲洲

州州州 尸认����� ���，‘ 白 ’’’
� 佑佑 ��【�甩甩

株株株
、烤姗

〕〕 味
�浏毋，，万�微劫劫 闻渊支毋

���问 �彬瞬���

苏苏苏
����

。
飞�‘‘ 几���� ��八���� ����“

，，

州州州 �氏��� ��� ��� � 〔〔〔〔

奉母字的汉音
，
则一律读归 �“��行

。
如

�

上举凡字汉音例
。

还有伐
、

佛
、

肥等字的汉

、

芬 �敷

�

�﹃

�

音
�

伐一
一，�少����� 房—示巾 �乃巾 ��“

佛— � 少�� ��� 凤— �巾�五

肥一一 匕�� 妇— � 巾�云

饭—乃 夕�� �

其次
，
非

、

敷母字
，
则吴音

、

汉音一律读归�、 ��行
。

如
�
上举匪 �非母 �

、

母 �两字吴音
、

汉音例
。

再如
�

法�五�非母 �—水巾 �示� ��。 �昊 �
、

水巾 �声、 � ��� �汉 �

放�‘ � � �非母 �— 水巾 ��、 巾 ��‘ �吴
、

汉 �

讽�‘ � � �非母 �一 � �� �吴 �
、
�巾�云�汉 �

飞�‘ ��敷母 �— 匕���吴
、
汉 �

肺�‘ ��敷母 �—八�� �吴 �
、 产、 才����汉 �

反�‘
� �敷母 �—水 夕 �� � �吴 �

、 �、 夕�� � �汉 �

赴�“ �敷母 �— ��� �吴
、
汉 �

在中国古代
，
非

、

敷
、

奉母曾和晓
、

匣母相混
。

一些形声字反映了这个情况
。

如
�
马

，

胡男切
，
匣母， 而从伟得声之犯

，
防锣切

，
奉母

。

分
，
府文切

，
非母� 而从分得声之爱

，
许觑



切
，

晓母
。

乏
，
房法切

，
奉母� 而从乏得声之妊

，

许庚 切或许两切
，
晓母

，
又抚庚切

，

敷母
。

有的现代汉语方言依然保持着这一音变现象
。

呼葛切
，
晓母

。

还有重读 匕例
。

如
�
亨

举双峰等地话的一些宇音为例
�

法法法
�习泌

��� 飞 ��降
���
富

、，降
���
翻嘟毋

〕〕

又又义义 ��了
��� �杖�

’��� ���
，��� ��孟

，‘‘

峰峰峰峰峰峰峰

各各各
阮���

����

阮�替丈
，，
卜让

，

飞文��� ��众�””

福福福 ��欣�
。 ��� ��� ��

� ’���
州州州州

�
�斗

，，，

������� �丈 �����

仿仿仿漆瞬
���

、

喷涛毋
��� 途捧母

���

又又又又
·

�己勺
� ‘‘

�� 。沱
���

���峰峰峰峰峰
� ���

���������勺勺

厦厦厦 队。 勺”” 卜�矿
““ ·

找。
丁

‘‘

门门门门门门

福福福 �� ” �
� ’’

��勺
� ’’ ‘

�� �
” ���

州州州州州州

日语音读的此种音变可能和上述现象有关
。

�
、
�

、
�—犷��行 〔�〕 、

夕��行�
。
例

�

“
大

”
中为�五

，
日为犷才��� �吴 �

、
夕了��� �汉 �

“ 敦 ”
中为�政

，
日为 卜夕 �� � �吴

、
汉 �

�铁，，
中为��‘ ， 日为 于千������吴 �

、

于岁 ����� �汉 �

现代汉语的�
、
�声母来自端

、

透
、

定母
。

凡端母一律是�
。

如
�
打

、

带
、

刀等字
。

凡透

母一律是 �
。

如
�

塔
、

通
、

退等字
。

定母
，
和并母相同

，
按照声调分化成�

、
�两套

。

凡遇平

声是�
。

如
�
台

、

提
、

田等字
。

凡遇仄声 �上
、

去
、

入 �是�
。

如
�
代

、

道
、

夺等字
。

此类字之音读
，
固然一部分还保持舌尖音的特 点而 读归犷�

�
行或夕�

�
行

，

但已不符合

上述情况
。
分别说明如下

�

第一
，
凡定母字昊音一律读归犷�

�行
，
汉音一律读 归 夕�

�行
。

如
�
上举大 �定母 �字

吴音
、
汉音例

。

再如
�

代�五��定母 �—犷才�
� ��吴 �

、
夕才�

� ��汉 �

道�连
。 �定母 �— 衬巾�‘ �吴 �

、
卜巾�“ �汉 �

邓�套� � �定母 �— �巾�‘ �吴 �
、

卜巾�。 �汉 �

电��五� �定母 �—尹 夕��� �吴 �
、

于 夕 ��� �汉 �

夺�� ” �定母 �一
一

夕手�� ����吴 �
、
夕 岁 �� ��� �汉 �

队����定母 �—尹�� �吴 �
、
夕才�

� ��汉 �

上面是现代汉语里读�声母的
。

读�声母的情况相同
。

如
�

台�“ ��定母 �一
一

犷了�
� ��昊 �

、
夕了�� ��汉 �



桃�。 。 �定母 �— 犷巾�。 �吴 �
、

卜巾 �夕巾 ��� �汉 �

糖�五� � �定母 �— 犷巾 �尹 巾 ��石 �吴 �
、
卜今 �夕巾 ��‘ �汉 �

提���定母 �—犷才����吴 �
、
于才����汉 �

田���� �定母 �—尹 夕��� �吴 �
、
于 夕 ��� �汉 �

这两类字的吴音不再分送气
、

不送气
，
即不再区别�声母和�声母

。

但保留全浊特点
，

此乃定母字的本来面貌
。

第二
、

凡端
、

透母字吴音
、

汉音一律读归夕��行
。
如

�
上举敦 �端母 �、 铁 �透母 �

两字吴音
、

汉音例
。

再如
�

刀�‘ 。 �端母 �— 卜巾�‘ �吴 �
、

卜巾 �夕巾 ��‘ �汉 �

当�五
� ��端母 �— 卜巾 �夕巾 ����吴

、
汉 �

底���端母 �— 夕才�
���吴 �

、
于才����汉 �

典��石� �端母 �—于 夕 ��� �昊
、
汉 �

对��了�端母 �—于�� �吴 �
、
夕才����汉 �

他�‘ �透母 �— 夕�� �吴
、

汉 �

讨�石。 �透母 �— 卜巾�‘ �昊 �
、
卜巾 �夕巾 ��‘ �汉 �

托�� 石 �透母 �— 夕夕���� �昊
、

汉 �

退��了�透母 �—于�� �吴 �
、
夕才����汉 �

吞�而� �透母 �— 卜夕 ��� �吴
、

汉 �

这两类字的吴音
、

汉音也 没有不 送气的�和送气的�的区别
，
与古汉语

、

现代汉语都

不一致
。

第三
，
日语五十音表里

，
夕��行的千和少

，
按音理说

，
应读��和��， 但读����千 �和

��� �夕 �， 浊音表里
，
犷��行的岁和了

，
按音理说

，
应读��和��

，
但读���岁 �和��

�了 �
。

这又是一种 日语自身的语音变化
，
然而影响一部分古为端

、

透
、

定母
，
现代汉语里

为�
、
�声母的字的音读变成

����千 �
、

���尹 �
、

��� �少 �或�� �了 �等假名的辅音
。

而且还可以用发音相同的孑
��行的少」�和又 ��代替尹」�和少�� 。

例如下
�

打�‘ �端母 �— 千 � 巾��� ‘ �昊 �

斗�‘
� �端母 �— 夕 ��� �昊 �

雕��初 �端母 �— 千
� 巾 �于巾 ����‘ �昊

、

汉 �

通��� � �透母 �— 夕 ��� �吴 �

土�五�透母 �— 少 ��� �吴 �

同��� � �定母 �—又 �了 ��� �吴 �

地�了�定母 �—歹 �尹 ����昊 �

蝶��石�定母 �— 歹
� 巾 �尹巾 ���� �吴 �

杜�。 �定母 �—又 �了 ��� �吴 �

�
、 �

— 士 � �
行

� 、

夕��行��〕
、

万 ��行 〔，〕 。

例
�

�纳” 中为 � 应，
日为�巾 �士� �� “ �昊 �

、

�巾 �夕� ��‘ �汉 �

�
泥 ” 中为 � �，

日为士才� ���吴 �
、

尹才����汉 �

�
拟 ”

中为 � 百
，
日为军 ���果

、

汉�



现代汉语的泣声母
，
绝大部分来自泥母

。

—娘母系后人妄增
，
娘母字即泥母字

，
故不

再列娘母
。

凡泥母字吴音一 律读归士
� �
行

。

如
�

上举纳 �泥母 �
、

泥 �泥母 �两字吴音例
。

再

女口
�

耐 � 五��泥母 �—士不� � ��吴 �

恼 � 五。 �泥母 �— �巾 �士巾 �� 。 �吴 �

男 � ‘ � �泥母 �—士 夕 � � � �吴 �

农 � �� � �泥母 �— 只 � � �吴 �

溺�了�泥母 �—二 个 夕 � ���� �吴 �

捏 � �‘ �泥母 �—卒千
� �����吴 �

薪 � �压� �泥母 �—不夕 � � � �吴 �

女 � 毯�泥母 �—二 � � �� �吴 �

廿 � �岌�
，
日母字

，
但现代汉语及其方言

，
似乎都读

� �或 �的变体〔饰 〕 、

�等 �声母
。

近代

文字
、

音韵学者章太炎发现日母上古归泥母的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详见后第十一条中说解 �
。

廿字此读应是这个 规律之体现而为上 古字音的残存
。
廿字吴音为二 二 巾 �二 � �� �云

，
恰

好与现代汉语及其方言读音合
，
亦即与古汉语读音合

。

其次
，
汉音一律读归犷��行

。
如

�
上举纳

、

泥两字汉音例
。

再如耐
、

恼
、

男等字汉音

例
�

耐一一夕才��� 溺—尹午��� �

恼— 衬巾 �犷巾 ��西 捏—尹夕����
�

男—夕 夕�� � 钻—尹 夕���

农— �巾�‘ 女— 歹 � �子
� �」�。

泥母字何以读作非鼻 音的全��音 〔�〕 � 其原因和 前第二条中用�对译梵文 〔�� 的情况

有联系
。

在八
、

九世纪唐代
，
有一种古汉语方言的明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 〔�〕 ，

同时泥母字

声母为带鼻音的 〔�〕 。

证据仍然是
，
汉藏对音材料和善无畏

、

一行
、

不空等僧人
，
当时都用

汉字擎 �泥母 �① 、

娜 �泥母 �② 、

娘 �泥母 �③对译梵文的 〔��。

此外还有今山西文水等

地方音里的〔��〕音
。
汉音可能就采用了这种方言

。

参阅前第二条下解说
。

至于汉语其他方面的例证则不多
，
只有几个形声字

、

异读字和古通假等现象略微显示了

一点古汉语声母�
、
�

、 〔�〕和 �相混的音变情况
。

如
�
淖

，
从水卓声

，

奴教切
，
泥母 � 但

卓
，
竹角切

，
知母

，
原为端母

。

说见后第十条中解释
。

下同
。

滩
，
从水难声

，
他干切

，
透

母， 但难
，
那干切

，
泥母

。
纽

，
从系丑声

，
女久切

，
泥母 � 但丑

，

救九切
，
彻母

，
原为透

母
。

帝
，
从巾奴声

，
乃都切

，
泥母， 又他朗切

，
透母

。

絮
，
救虑切

，
彻母

，
原为透母� 又女

居切
，
泥母

。

掉
，
徒吊切

，
定母多 又奴教切

，
泥母

。

能
，
奴登切

，
泥母， 但古书中多处用作

台字， 台
，
徒哀切

，
定母

。

态
，
他代切

，
透母， 能

，
奴登切

，
泥母

。

清训话学家朱骏声以为此

①攀，
即今拿字

。 《广韵 》 �

女加切
。
泥母

。

②娜， 《 广韵 》 �

奴可切
。

泥母
。

③攘，

字书无
，
但原注

“
那我反

” 。

泥母矿



字并非从心从能会意
，
而是从心能声

，
同时以为古能

、

态有通假关系
。

其次
，
还有一部分现代汉语的

�
声母来自疑母

。

在现代汉语及其大多数方言里
，
这些疑

母字声母都读
�
或

�的变体
，
而和泥母字声母分不清了

。

日语音读却不如此
。

凡疑母字
，
吴音

、

汉音一律读归万 ��行
。

如
�

拟 � 了�疑母 �—军 ���吴
、

汉 �

逆 � 言�疑母 �—军 个 夕 ����� �吴 �
、

丫午�����汉 �

孽 � �仑�疑母 �
�

一丫千 ������吴 �
、

丫岁 ����� �汉 �

牛 � �血 �疑母 �— 夕�� �吴 �
、

军 二 巾 ��云�汉 �

凝 �丈� � �疑母 �—了巾 �。 �吴 �
、

军 日 巾 ��。 �汉 �

虐
� 。 ‘ �疑母 �—万 夕���� �吴 �

、

军 个 夕����� �汉 �

凝母字汉音何以 读作全浊音 〔们 �其原因和前 第二条
、

第五条中所提 到的 现象 有联

系
，
即有一种古汉语方言

，
明母字声母为带 鼻音的吵」，

泥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 〔�〕 ， 同

时
，
疑母字声母为带鼻音的 〔�〕 。

证据仍然是
，
汉藏对音材料和善无畏

、

一行
、

不空等僧人
，

月
一己

一
�

�

勺众�
‘

���伙
“ ‘傲

伙�丫‘

� �
一 ‘

一洲一�一
，

�危 � ，“ ’ 一 ’

�无�性�
“ ��

今�
八

���几

�门�

甲
︸

护
一

���

当时都用 汉字哦 �疑 母 �
、

饿 �疑

母 �①对译梵文的 〔幻 。

此外还有今

山西文水 等地 方音 里的 〔 ��〕 。

下

列厦门话中一些疑母字读音
，
亦

一

可作

证 �如图 �
。

仅音可能采用了这种方音
。

参阅

前第二条
、

第五条下解说
。
至于吴音也

读归万��行
，
这大概是因为

，
日语缺

乏相当于在汉语声母位置上的
� �，

而

采用了和 � �相近的万��行音
。

牙牙牙 廿
‘ � · 、、

击击
������“

‘ 幻 ，，，

诚诚诚 ��
’ ‘‘

逆逆

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宜队队队 ��
�’’’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虑虑虑虑 吴吴

�������

毯毯 叫翌厂
�…

此外
，
鸟字的泥母音��切

，
出现得较晚

，
直到公元一三二四年成书的 《 中原音韵 》 里

才是此音
。

长时期内属端母
。

现代汉语吴方言依然如此
。 《 水浒传 》 中的鸟人

、

鸟事等之

鸟应读这音
。

故鸟的吴音
、

汉音均读归 夕�
�
行

，
为千

� 巾 �于巾 �。 �� 。 �关
、

汉 �
。

还有

弄字
，
现代汉语里两读

�
玩弄

、

戏弄之弄读�咖 �，
弄堂 �小巷 �之弄读�比� ，

—前一音

旧时亦读�‘
��

，
而弄字属来母

，
本应读 �吐�

。

故弄的吴音
、

汉音均读归于
��行

，
为儿 ��

�吴 �
、
口 巾 �。

�汉 �
。
以上都是音读和现代汉语字音有出入的个别例子

。

�
、
�一一 于 ��行�

。

例
�

，’ 辣
”
中 为�‘

，
日为 夕干

������吴 �
、

于岁 ����� �汉 �

“ 老
”
中为�幼

，
日为口 巾

�。 �吴 �
、
口 巾 �于巾 ��“ �汉 �

“ 林 ” 中为�行
，
日为�夕

��� �吴
、

汉 �

现代汉语的�声母来自来母
。

凡来母字
，
吴音

、

汉音一律读归于
��行

。

如
�
上举辣 �来母 �

、

老 �来母 �
、

林 �来

、

①哦，
异体作俄

。 《 广韵 》 �

五何切
�

疑母
。



母 �三字吴音
、

汉音例
。

再如
�

来�巨��来母 �— 于不
�� ��吴

、

汉 �

冷�毛
���来母 �—

，�� 巾 �，�个 巾 ��� ‘ �吴 �
、

卜才
����汉 �

李���来母 �—
，�

���吴
、

汉 �

列 ��“ �来母 �— 卜于 ������吴 �
、
卜 岁 ����� �汉 �

罗�
� � �来母 ��一 于�� �吴

、

汉 �

轮�云� �来母 �—
，�夕

��� �吴
、

汉 �

十三条对应中
，
唯独此 共是一对一

，
因而整整齐齐

，
不支不蔓

，
简单明了

。

也有个别字的音读与现代汉语读音不合
。

分别说明如下
�

一
、

赁
�

—现代汉语读音为�育
� ，
但音读为二 夕�� � �吴 �

、

歹 夕 �尹 夕 ���� �汉 �
。

赁字见于 《 说文解字 》 ，
从贝任声

。

任
，
日母

，
古归泥母 �章太炎说

。

见后第十条中解释 �
。

故赁字从 《 广韵 》 以下 ，
在诸韵书中均属泥母而为乃禁

、

尼禁
、

女禁等切
。

后出现 �
翻音和

�让音
。

全国解放前后印行的 《 国音常用字汇 》 和 《 国音字典 》 尚列 �
比 音为 读书音

。

现代

汉语及其方言中已只有�声母 �或其变体�等 �的一音
。

然而
，
吴音却正好反映 了赁 字的原

来读音
。

至于汉音读归夕��行
，
这与前第五条中古代泥母字声母在某一 古方言里 读带鼻音

的 〔�〕的现象有关
。

二
、

龙一
一

现代汉语里读 ��
��

，
来母

，
音读自然读归于

��行
。

但有一项音读为壬巾 ��

巾 �� 。 �吴 �
、

求 巾 �八巾 ��。 �汉 �
。

前者是读 归 �� �行
，
后者是 读归八��行

。

何

以致此�说明如下
� ‘�“ 国古代

，
来

、

明两母有时混淆
，
证据甚多

，
只举数例

�

霎
，
从雨狸

声， 握
，
里之切

，
来母� 霹

，
莫皆切

，
明母

。
聊

，
从耳卯声� 卯

，
莫饱切

，
明母， 聊

，

洛萧

切
，
来母

。

蛮和峦
，
均从赢得声� 而蛮

，
莫还切

，
明母， 峦

，
洛官切

，
来母

。

鹅
，
古有两读

，

一读里之切
，
来母多 一读莫交切

，
明母

。

故 《 集韵 》 中龙又音莫江切 ，
明母

。

于是音读亦可

读归���行
。

其次
，
龙字音读归，饰

�
行

，
又反映了古时来母和帮

、

傍
、

并母的混同
。

此亦

不乏例证
，
只就庞一字即可说明问题

。

庞
，
从广龙声

， 《 集韵 》 又音卢东切 ，
来母

。

但自古

及今通行之音为薄江切
，
并母

。

�
、
�

、
�—方��行�

、

万��行��〕 。

例
�

“ 歌” 中为�西
，
日为力�

� �吴
、

汉 �

“
克

”
中为�仑

，
日为口 夕�

��� �吴
、

汉 �

�狂
” 「�

，
为�� ‘ �� ，

日为 了巾 �万巾 ��“ �吴 �
、

午
� ‘
夕 �午 个 巾 ���

�
�汉 �

现代汉语的�
、

�声母来自见
、

溪
、

群母
。

群母只有开
、

合三等
，
都转化为�

、
�声母 ，

仅余不多的儿个合 口三等字跪
、

葵
、

狂等
，

变作�
、
�声母

。

所以
，
现代汉语的�

、

�声母基

本上来自见
、

溪母
。

凡见
、

溪母字
，
吴音

、

汉音一律读归力�
�行

，
不再区分不送气的�和送气的�两 类声母

了
。

如
�
上举歌 �见母 �

、

克 �溪母 �两字吴音
、

汉音例
。

再如
�

革�‘ �见母 �—午 个 夕����� �吴 �
、

力夕���� �汉 �

狗��� �见母 �— 夕�� �吴 �
、
口 巾�‘ �汉 �

甘�“ � �见母 �— 力夕��� �吴
、

汉 �

桂����见母 �—犷�� �吴 �
、

犷了����汉 �



滚�西� �见母 �一
一 口 夕��

� �吴
、

汉 �

刊�‘ � �溪母 �— 力 夕 �� � �吴
、

汉 �

库�证 �溪母 �— 夕�� �吴 �
、
口 �� �汉 �

括�
� 。 �溪母 �— 力子

一

�夕 口千 �������吴 �
、

力岁 �夕口岁 ��� ��� �汉 �

快�
� 孟��溪母 �— 犷�� �吴 �

、

力了 �夕 口才 ��
���汉 �

困�让� �溪母 �—口 夕 �� � �吴
、

汉 �

少数来自群母合 口三等的字
，
则吴音读归万�

�行
，
保持全浊音色彩 ， 汉音仍读归力�

�

行
。

如
�
上举狂 �群母 �字吴音

、

汉音例
。

再如
�

葵�� ��群母 �—军���吴 �
、

午���汉 �

馈�� 飞�群母 �—军���吴 �
、

午���汉 �

共�‘
� ��群母 �—犷�� �吴 �

、

午
� 巾��‘ �汉 �

也不再区别不送气的�和送气的�
。

例外有柜字
，
群母

，
但吴音

、

汉音都读归力��行
。

这也许是一种语音的讹变吧
。

还有个溃字
，
现代汉语里读�

�了�崩溃 �
。

汉音为力才 �夕 口才����
，
但吴音却为工

�工 ��
，
相当于汉语的零声母

。

原因是
，
溃

，
并非见

、

溪
、

群母字而是匣母字
。

— 故溃

又读��了�溃脓 �
。

凡匣母字
，
音读大部分读归力�

�行
、

万��行
，
少数读归口�

�
行

。

所以

溃的音读如此
。

说详下第八条
。

�
、
�一

一

办��行�
、

万��行「�〕 、
口��行�① 。

例
�

“ 黑 ” 中为�‘ �， 日为口 夕�
��� �吴

、

汉 �

“
红 ” 中为��

� �
，
日为犷�

� �吴 �
、
口 巾�‘ �汉 �

“ 惠 ” 中为�
�了

，
日为工 �工 �� �吴 �

、

少才����汉 �

晓
、

匣母字
，
到现代汉语里

，
一部分是�声母

。

如
�
上举黑字

，
晓母， 红

、

惠两字
，
匣

母
，
现在都是�声母

。

但音读却与现代汉语截然不同
。

情况如下
�

第一
、

凡晓母字
，
吴音

、

汉音一律读归力��行
。

如
�

上举黑字吴音
、

汉音例
。

再如
�

海�‘ ��晓母 �— 力了�
���吴

、

汉 �

篙�‘ 。 �晓母 �—口 巾�‘ �吴 �
、
口 巾 �力巾 ��“ �汉 �

汉�泣� �晓母 �— 力 夕�� � �吴
、

汉 �

忽�云�晓母 �—口 千������吴 �
、
口 岁����� �汉 �

火�� ‘ �晓母 �—力 �夕口 ��� �吴
、

汉 �

昏�云� �晓母 �—口 夕�� � �吴
、

汉 �

第二
、

凡匣母字
，
吴音读归万�

�行
，
汉音仍读归力�

�行
。

如
�
上举红字吴音

、

汉音

例
。

再如
�

合�荟 �匣母 �— 了巾 �了� ��� �吴 �
、
口 巾 �力� ��� �汉 �

厚�如 �匣母 �
一

犷�� �吴 �
、
口 巾�。 �汉 �

寒�压
� �匣母 �一一万 夕 ��� �吴 �

、

力 夕�� � �汉 �

恒�‘ � � �匣母 �一 �巾�� �吴 �
、
口 巾�石 �汉 �

①没有辅音 。

在汉语为零声毋
。

下同
。



乎�。 �重母 �
一

了�� �吴 �
、
二 �� �汉 �

幻�� 五� �匣母 �—丫夕 ��� �吴 �
、
力 夕 �夕 口 夕 ��� � �汉 �

吴音完全保留了古汉语的浊音
。

但是
，
无论吴音

、

汉音
，
或清音

、

浊音
，
音读均成为舌

根塞音
，
与现代汉语的舌根擦音不一致

。

这也许因为
，
五十音表的乃��行

，
当时的音值尚不是乃�

�
等而很可能为乃��等

。

因之

只能用发音部位相同的力��行
、

扩��行的辅音来代替
。

还可以运用
�

�古音见
、

溪
、

群母变晓
、

匣母或上古音晓
、

匣母归见
、

溪
、

群母的汉语

声母演变规律来解释
。

全国解放前
，
蔡凤沂写 《 见溪变 晓匣说 》 � 《 说文月刊 》 竿一 卷合 订木 �

。

一九六三

年
，
李新魁写 《 上古音 “ 晓匣 ” 归 “ 见溪群

” 说 》 � 《 学术研究 〔广州 〕 》 一九六三年第二

期 �
。

都证明
，
晓

、

匣母
，
在上古读同见

、

溪
、

群母
，
即上古无�� 〕 、 〔 �〕或仁� 〕 、 〔 丫〕声

母
，
当时只有〔�〕 、

�
、
�声母� 前者是从后者变出来的

。

立说可信
。

上古音见
、

溪
、

群母和晓
、

匣母不分的例证很多
。
见于形声字者有

�
垢

，
古厚切

，
见

母， 后
，
胡递切

，
匣母

。

浑
，
户昆切

，
匣母� 军

，
举云切

，
见母

。

欣
，

许斤切
，

晓母， 斤
，

举欣切
，
见母

。

诃
，
虎何切

，
晓母� 可

，
枯我切

，
溪母

。

吸
，
许及切

，
晓母， 及

，
其立切

，
群

母
。

航
，
胡郎切

，
匣母， 亢

，
苦浪切

，
溪母

。

见于字之异读者有
�

校
，
居效切

，
见母� 又胡

教切
，
匣母

。

虹
，
户公切

，
匣母 ， 又古巷切

，
见母

。

虚
，

起居切
，
溪母

，
又朽居切

，
晓母

。

险
，
虚检切

，
晓母� 又巨险 �� �切

，
群母

。
见于古书通假者有

�

盖 �古太切
，
见母 �通假

为害 �胡盖切
，
匣母 �

。

茄 �求迎切
，

群母 �通假为荷 �胡歌切
，
匣母 �

。

欢 �呼官切
，
晓

母 �通假为劝 �去愿切
，
溪母 �

。

见于声训者有
�

骨 �古忽切
，
见母 �

，
滑 �户八切

，
匣

母 �也
。

坎 �苦感切
，
溪母 �

，

陷 �户韶切
，
匣母 �也

。

趟 �驱甸切
，
溪母 �

，
朽 �许久

切
，
晓母 �也

。

咸 �胡谗切
，
匣母 �

，
感 �古谭切

，

见母 �也
。

靴 �许戈切
，
晓母 �

，

跨 �苦化切
，
溪母 �也

。

而且上述现象只能证明
，
晓

、

匣母 归见
、

溪
、

群母
，
或见

、

群母分化出晓
、

匣母
。

理由同前 所述人类语音 发展的共同 规律为
，
由塞音 变向擦音

。

��

���

刊�
��

一
一

耐一耐

还有演化的 具体例 子如
�
烘—三国

魏孙炎音恭
，
九容切

，
见母

。

晋 《 字
林 》 �

甘凶
、

具凶两切
，
见母

。

南朝梁

《 玉篇 》 则为 许公切 ，
晓母 ， 宋 《 集

韵 》 又为胡公切 ，
匣母

。

懈—南朝梁

《 玉篇 》 �

古卖切
，
宋 《 广韵 》 �

古隘

切
，

均见母
。

清 《 五方元音 》 则列入火

母
，
即晓母

。

掀—晋 《 字林 》 �

丘近

切
，
溪母

。

南朝梁 《 玉篇 》 �

许言切
，

晓母
。

现代汉语 南方方 言往往保 存有古

音
。

因而下列字音可证
，
现在的�声母

，

上古是舌根塞音 �如图 �
。

塑竺
� �

�
�

缈三妙鲤兰

沂 伙伙��己子子子

日日日� �““苏洲一抽珊

据研究
，
约在东汉末 �公元二��年 �至西 晋末 �公元三��年 �这一历史时期里



见
、

溪
、

群母大量分化出晓
、

匣母
。

到隋代 �公元六��年 �趋于完成
。

此后还继续发展
，

不过都是一些零星的了
。

但中国幅员广大
，
发展未必平衡

，
也许直到唐代

，
还有见

、

溪
、

群

母和晓
、

匣不分的现象残存着
。

�鸳此
，
无论吴音

、

汉音都把现代汉语的�声母读归力�
�
行

。

这是音读仍然保留汉语上古

音
，

而现代汉语却全部变化了缘故
。

第三
，
还有一部分匣母字

，
现代汉语里是�声母

，
吴音却读归 ���

�行 �汉音仍读归力
‘

��

行 �
。

如
�

上举惠字的吴音
、

汉音例
。

再如
�

和�‘ �匣母 �— 口�� �吴 �
、

力 �夕 口 ��� �汉 �

坏�。 应��匣母 �—工 �卫 �� �吴 �
、

力才 �夕口才 �����汉 �

慧�
�育�匣母 �—工 �星 �� �吴 �

、

犷才����汉 �

会�
���匣母 �—工 �工 �。 �吴 �

、

力才 �夕 口才 �����汉 �

黄�
�丘� ��匣母 �—才巾 �口巾 �� �吴 �

、
口 巾 �夕口今 ��� �汉 �

皇�� 五� ��匣母 �—才巾 �口巾 �。 �吴 �
、
口 巾 �夕 口巾 ��石 �汉 �

这因为一部匣母字 �主要是合 口字 �可以例外地变作零声母字
。

如
�

肴
、

艾�五。 ，
萤

、

荧��� �
，
完

、

丸
、

纹
、

芜�初
，
皖莞���等

。

但是
，
吴音却将在现代汉语里 读零声母的

肴
、

萤
、

完等字读归万��行 �汉音读归力��行 �
。

如
�

肴—军
� 巾 �丫巾 ���‘ �吴 �

、
口 巾 �力巾 ��‘ �汉 �

萤—军
� 巾 �军个巾 ���‘ �吴 �

、
护才��� �汉 �

完—扩 夕 �犷口 夕 ��� � �吴 �
、

力 夕 �夕�� 夕 ��� � �汉 �

皖—犷夕 �
�� �吴 �

、

力 夕 �夕口 夕 ���� �汉 �

不相当于零声母
。

同时又把现代汉语里不读零声母的
，
如

�

上举惠
、

和
、

黄等字读归 口

��行
，
相当于零声母

。

字虽不同
，
却都显示了匣母字一部分变为零声母的语 音演化情况

。

有个囊�
�了字

，
吴音

、

汉音都读才 �牛 ��
，

都相当于零声母
，
与上述惠

、

和
、

黄诸字

吴音相当于零声母
，
但汉音不相当的情况有异

。

此因案字非匣母而属云母
，
云母字在现代汉

语里都是零声母
。

其实童字即婿字
，
蝎

，
在现代汉语中就是零声母

。

故案字音读读零声母是

对的
，
现代汉语读�声母却

“
错

” 了
。

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