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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湘语中的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

吴瑞文
"中央研究院 语言学研究所#台湾 台北 $$&!%$

摘5要#现代湘语语料显示!从历史词汇的观点而言湘语有一个层次来自六朝江东方言# 有三个口语词汇可以证明

上述推论.%蔜&(?)"%鼎&(铛)以及%侬&# %蔜&(?)"%鼎&(铛)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侬&则来自

南朝时期的文人乐府及民间歌谣# 现代湘语中或多或少保留了这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 由此可见!东晋南朝的%吴语&

不仅是现代吴语"闽语的前身!也可能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关键词#湘语$六朝江东方言$蔜(?)$鼎(铛)$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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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G(LRH/曾从词汇的观点#指出闽语至少有三

个不同来源的时间层次#其中一个层次是南朝的

通语!

% 稍后#G(LRH/列举了 $4条保留在闽语中

的古方言词"

#其中好些条郭璞已经注明是江东

方言#也就是说闽语中有一个时间层次来自六朝

江东方言% G(LRH/ 上述研究开启了汉语方言词

汇及层次研究的先河% 大约同时#丁邦新兼用历

史文献及现代方言的资料#指出&南北朝的吴语

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将现代方言与古代方言

联系起来% 之后#丁邦新#进一步探讨*切韵+的

性质与结构#并主张把*切韵+音系分成邺下音系

与金陵音系两大方言来拟测$

% 至于湘语与两大

音系的关系#说明如下!

湘语有老湘语与新湘语之分#老湘语在汉扬

雄*方言+里已见记录#新湘语的形成期主要是唐

代安史之乱以后#那么老湘语可能和金陵音系有

关#而新湘语则和邺下音系有关%

G(LRH/的南朝通语(丁邦新的金陵音系#就

是本文题目中的六朝江东方言% 本文的写作目

的#就是利用既有的现代湘语语料#尝试从历史词

汇的观点说明湘语与六朝江东方言之间的关系%

目前可见关于现代湘方言词汇最全面而深入

的专著#是罗昕如"!##1$的*湘方言词汇研究+一

书%

% 罗书以 $#个现代湘语方言点为对象#在广

泛调查的基础上#从 $ ### 多条词汇中选出 "$2

条深入探讨#并对它们进行共时描述与历时分析%

以历史观点而言#现代湘方言词汇的来源包括古

方言词"41 条$(古通语词"$#4 条$及后起语词

"$12条$三类% 所谓古方言词#系指在西汉扬雄

*方言+"4#条$(*广韵+"4条$(*楚辞王逸章句+

"$条$及*说文解字+ "$ 条$有记载的语词% 古

通语词则是指古籍中有记载#而没有注明使用范

围的语词#主要出处是*广韵+和*集韵+这类中古

之后编纂的韵书% 第三类后起语词则暂时尚未在

古文献中找到出处% 至于现代湘语词汇的研究概

况#罗书&已经提供相当充分的回顾#可以参看%

整体而言#罗书结合汉语词汇史与方言词汇史的

研究#为湘语词汇的层次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础%

在观点上#本文与罗书相同之处是我们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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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语词汇与古代汉语文献的关系% 至于切入的角

度#则本文稍有不同% 从分类方式来看#罗书特别

重视某一词汇是否载录于文献#同时留意词汇在文

献中的性质% 本文则换个角度#从实际方言出发#

着重探讨现代湘语是否存在某个特定时代(特定地

域的口语词% 本文择取的是学者在其他汉语方言

中已有充分论证#且可以确定为六朝江东方言的三

个口语词#分别是&蔜'"?$(&鼎'"铛$和&侬'

!

%

进入讨论前有两点要交代% 第一(本文取材

于现代湘语#其中多数是湖南境内的湘语#分区根

据侯精一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

#

鲍厚星执笔之*湘语+一章"页 $$1-$4#$#包括长

益片(娄邵片和辰溆片% 此外某些土话"如东安(宜

章$甚或被归入赣语的湖南地区方言"如常宁$#由

于存在相同的现象#本文一并纳入% 第二(下文引

用现代湘语资料时#所有的声调均改为数字标注#

以利参照% 数字标调的方式为!阴平 $)阳平 !)阴

上 ")阳上 4)阴去 &)阳去 1)阴入 2)阳入 +% 逢轻声

调则标为 ##轻声调之根据皆依原语料%

一5表示寒冷的蔜!?"

现代湘语中表示寒冷(凉快的语词#有一个语

源是来自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口语词% 首先来看

文献上的用例% *世说新语/排调篇/十三+载!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

相以腹熨弹棋局#曰0 '何乃蔜()刘既

出#人问0'见王公云何()刘曰0'未见他

异#唯闻作吴语耳*)

关于&蔜'这个词#刘孝标注曰!&吴人以冷为蔜'%

北宋字书*类篇+载!&蔜#冷也% 吴人谓之 %

亦作蔜%'原本*玉篇+收录& '字!且定反#寒冷

"参看日释空海编*篆隶万象名义+#$%%&!$%"$%

北宋李窻等编之*太平御览/弹棋+引&何乃蔜'作

&何如乃 '#显然&蔜'与& '两者异字同指% 又

*说文解字+有&?'#寒也#七正切)其义均与&蔜'

& '同#韵母等第稍异% 我们认为#&?'&蔜'& '

这三个方块字可能是同一语源的不同书写方式%

为求行文一致#以下一律用&?'来书写%

*世说新语+这段文字清楚说明#指东西凉冷

的&?'为当时的吴语% 依切语且定反或七正反

可知#其音韵地位为中古梗摄四等或三等去声清

母字% 根据我们检索所得#现代湘语中使用&?'

表示&寒冷'&凉快'的方言如下!

长沙 $!?凉"的$EF?)/& B)H/! "E)#$5指水或

阴凉的地方很凉

冰?"的$N)/$ EF?)/&"E)#$5指水或其他物体

温度很低

"以上根据李永明 !#$15$%%$6!4&#$

#

长沙 !!? EF?)/&5$*凉!咯河里的水还满q

咧)!*使人凉!三月间犁田#水还q人%

?凉的5EF?)/& B)H/! E)#5很凉!六月天的井

水qo咯阵风吹得一身q

/

多指物或人的皮肤很

凉#不能用于天气#不能说天气q

$

%

"以上根据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

编 $%%+!!$1$

%

益阳!)/$ E

0

?)/&5阴凉&

衡山!

0

M" E

0

?)J

1

&

1

J

1

! 水冰人'

E

0

?)J

1

& B)u!(N)J

1

$ E

0

?)J

1

&5很凉

MJ

1

$ E

0

?)J

1

&5阴凉

Bu! E

0

?)J

1

& E

0

?)J

1

& B)$ E

0

)$ 5 感到冷的

样子(

娄底 $!冷浸田 /)u! EF?)/& ' !#背荫处光照

不足或有地下水渗出的田)

% 其中 EF?)/& 的本字

应是&?'%

$"$

!

"

#

$

%

&

'

(

)

G(LRH/# cJLLM*&9(RJ6/.)J/E>?)/JFJI)HBJ.E_(L'F)/ E?JU)/ I)HBJ.EF'#9=31-A5"方言$# $%+"""$! !#!

3

!$$*丁邦新!*汉语方言史

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年版% 丁邦新!*吴语中的闽语成分+#*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

印书馆 $%%+年版%

侯精一!*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1-$4#页%

李永明!*长沙方言+#湘潭大学出版社 !#$1年版#第 4&#页%

又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编"$%%+!!$%$有)/$ E

0

?)/&一词#汉字写作&阴浸'#意思是&阴凉'"例如!树底下q些$% 从声母

及语义来看#后一音节的本字亦应作&?'%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长沙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1页%

崔振华!*益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本词条第二音节彭泽润"$%%%!$4$$标作阴平调E

0

?)J

1

$#但从语义及其他词条来看#显然是阴去调在语流中的变体#我们这里改标

为阴去调 &% 又#这个词作者都写为&渗'#我们认为本字当是&?'%

彭泽润!*衡山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2页%

颜清徽#刘丽华!*湖南娄底方言词汇"一$+#*方言+$%%#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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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 !!阴 /)/! EF?)/&5$*阴凉!那5 /

/

!6只

地方q不过唧)!*迷信指邪气重的地方!

%

双峰!?E

0

?)

2

/&#冷%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

版$+!&!#$

涟源!阴浸 )/$ E

0

?)/&#阴森森"

% 这里的

E

0

?)/&本字应是&?'#语义上由物体的阴凉演变

为心理上的阴森#可参看娄底%

新化!阴? )/$ E

0

?)/2#阴凉# ?! 冰凉#

%

&?'读为阴入#声调不符合规则%

溆浦!泉水EF?

3

v

&

45

"

$

#本字当为&?水'%

东安!?水E

0

?)(&

0

M"#凉水%

%

宜章!凉
.

B)Hw! F

2

)&#凉快% 后一音节本字当

为&?'#这里&?'的声母发生了 EF?

3

nF

3的变

化#也就是声母由塞擦音变为擦音#这是个别语词

的语音弱化现象% 类似的变化也见于普通话#例

如&溪'"中古溪母
,

0?

3

$今应读为 E

0

?)$#但例外

地读为
0

)$

&

%

根据以上湘语的表现#我们可以肯定早期湘

语表示&寒冷'或&物体的温度冰冷'用的语词是

&?'#也就是*世说新语+中的&蔜'% 罗紌如也

收了&阴?'一词#属于古通语语词'

% 根据文献

表现#应属六朝江东方言词%

从语音形式来看#&?'的韵母在长沙(益阳(

娄底(新化读为3

)/#在衡山读3

)J

1

(在双峰读3

)

2

/(在溆浦读3

3

v

(在东安读3

)((在宜章读3

2

)% 值

得追问的是#这些韵母的关系为何0 下一节预计

讨论另一个江东方言词&鼎'"铛$#它恰好是梗摄

四等字#我们在此暂时保留#待后文一并说明%

二5表示饭锅的鼎和矰

!一"中古汉语文献的鼎!铛"和矰

从文献上的表现来看#&鼎' &铛' &矰'这几

个词存在若干语音及语义上的纠葛#值得细读文

献进行探讨#尤其是&鼎'与&铛'之间的关系% 底

下我们先列出文献用例#再加以说明% 首先来看

*世说新语/德行篇/四十五+!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

饭% 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

贮录焦饭#归以遗母%

这里的&铛底焦饭'是指锅粑饭#&铛'是指煮

饭锅% 何大安(对于上述&铛'字有过深入而精密

的探讨% 他同时引证*后汉书+及*世说新语+两

条资料如下!

,后汉书2卷二十八2徐登传-0徐

登者#闽中人也% ++又赵炳#字公阿#

东阳人#能为越方% ++登年长#炳师事

之% ++后登物故#炳东入章安#百姓未

之知也% 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 主

人为之惊辯#炳笑不应% 既而爨孰#屋无

损益%

,世说新语2德行-0吴郡陈遗#家

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

何大安)进一步指出!&*世说新语/德行+中

的1铛2#无疑是一种炊具% 可是1铛2字*说文+

*广韵+都释作连环长锁之1锒铛2#可见作炊具解

不是经典或通语的用法#而是吴地的方言词汇%

*后汉书/徐登传+说赵炳1升茅屋#梧鼎而爨2#

以惊动百姓#那么鼎非礼器#而是当时民间常用的

炊具% 章安即后来的临海郡#为今台州)东阳即东

阳郡#为今金华)都在浙东(浙南一带#1铛2极可

能就是当地人呼1鼎2的一种转语%'

翻检*说文解字+及*广韵+#&铛'的音义资

料如下!

铛#锒镗也% 从金#当声#都郎切%

段注0今俗用为酒矰字% 楚庚切%

*+,

铛#都郎切#锒铛%

!"$

!

"

#

$

%

&

'

(

)

*+,

颜清徽#刘丽华!*娄底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4年版#第 $%"页%

陈晖!*涟源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罗昕如!*新化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4页%

贺凯林!*溆浦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作者将泉水的汉字写作&浸水'#读音标为EF

3

v

&

45

"% 但查考原

书同音字表"贺凯林 $%%%!24$#&浸'只有EF?

3

v

&的读音#这里据改%

鲍厚星!*东安土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沈若云!*宜章土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罗昕如!*湘方言词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年版#第 +&-+1页%

何大安!*六朝吴语的层次+#*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台北文盛彩艺事业有限公司 !##%年版#第 !&"-!1#页%

何大安!*六朝吴语的层次+#*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台北文盛彩艺事业有限公司 !##%年版#第 !&1页%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台北黎明图书出版公司 $%+4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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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楚庚切#俗本音当%

!

看了上面的资料不免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

&铛'既有都郎(楚庚两个切语#如何确定文献中

该读哪一个0 这是语音上的问题%

就语义而言#&铛'又可释作温器#主要是温

酒或煮茶% 例如 *汉语大字典+ " !#$#! 4 !1"$

&铛'词条谓!

温器#似锅#三足% 如0酒铛$茶铛$

药铛% ,集韵-0 '铛#釜属#通作矰)%

,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七引,通俗文-

'釜有足曰铛)% 宋高似孙,纬略2古

铛-0'古铜铛者#龙首三足#挹注以口#

++因考,晋旧事-有龙首铛#即是此

类% ++,述闻记-有谓1卿无温铛#安

得饮酒.#当是温酒器也%)

该词条随后也引了*世说新语+&铛底焦饭'%

看了上述词条可能会有以下的解读!铛既是釜属#

也许作为温器可以温热酒(茶(药#作为炊具能煮或

温热饭#因此有*世说新语+之说% 或者#古人用

&铛'这种温器煮或温热饭#虽不是炊具#却兼具炊

具的功能% 换句话说#*世说新语+的&铛'据*广

韵+或*集韵+应当读为楚庚切#而不是都郎切%

总的来说#&铛'与&鼎'的纠葛涉及语音及语

义两方面#应当有所解释%

首先说明语音的问题% 就反切读音来推敲#

依照何大安的考证#能够被六朝时期南方士人用

来书写口语中&鼎' "炊具#都挺切$的#应当是都

郎切的&铛'#而不是楚庚切的&铛'

"

% 这一判断

的基础想来是假借时读音是否相近这一考虑%

在此我们补充一个旁证% 南朝顾野王编纂了

一部字书*玉篇+#其中也收录了当时的切语% 顾

野王*玉篇+原书在唐代之后已经亡佚#不过其反

切完整地保留在日僧空海编纂的*篆隶万象名

义+中#

% 周祖谟曾对原本*玉篇+反切的音系做

过深入而详细的研究#指出*玉篇+反映了六朝时

期南方方言的语音特征#可见其方言基础正是当

时的江东方言%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篆隶万象名

义+所收录的音切#看看它与现存*广韵+之异同%

我们检索*篆隶万象名义+之后#发现&铛'仅收录

都唐反一个切语$

#释义乃是&锒铛'#别无楚庚一

切% 另一方面#原本*玉篇+恰好也收录了&矰'

字#恻庚反#释义为&鼎'% 上述资料显示#&铛'在

六朝时期南方方言中只读都唐切而不读楚庚切#

并且&铛'&矰'两字于音于义皆分而不混% 这充

分显示*广韵+ &铛'楚庚切一读应当另有来源%

就原本*玉篇+音系来看#&铛'之楚庚切一读不能

归之于当时江东方言#特别具有启发性% 由此可

知#倘若以楚庚切的&铛'来解读南朝宋*世说新

语+中的吴地方言词汇#恐怕误入歧途%

其次说明语义的问题% 以方块字&铛'作为

炊具#在六朝时期的南方文献仅见于*世说新语+

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同属中古而时代稍晚的北

方文献*齐民要术+则有相当充分的纪录#从中可

以一窥当时北方&铛'的具体内涵% *齐民要术+

为后魏贾思勰"山东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县南$撰

写#成书时代约为 &"#q&4# 年之间#也就是北魏

""+1q&"4$到东魏"&"4q&&#$之间%

% 相较于南

朝宋刘义庆"4#" q444$所编纂的*世说新语+#

*齐民要术+约莫晚了一百年左右% 可以说#*齐

民要术+是研究六世纪中叶北方通语的重要

语料&

%

汪维辉"!##2$对*齐民要术+一书的词汇语

法有详细的讨论#其中"下编!*齐民要术+新词新

义词典$收录了晚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新产生的词

语和义项% 检索*齐民要术+全书#&铛'字凡 $%

见% 根据汪维辉'

#&铛'的释义如下!

3铛4.?x/S锅% ,要术-中的锅有好

几种#大小&形制&用途各异%

收韭子#如葱子法% 若市上买韭子#

宜试之0以铜铛盛水#于火上微煮韭子#

须臾芽生者好$芽不生者#是?郁矣%

!卷三2种韭"

用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内铜铛

""$

!

"

#

$

%

&

'

陈彭年等撰!*校正宋本广韵+#台北艺文印书馆 $%%$年版#第 $2%-$+&页%

何大安!*六朝吴语的层次+#*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台北文盛彩艺事业有限公司%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 $%11年版#第 !2#-4#4#4"4-42"页%

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中华书局 $%%&年版#第 $2&页%

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年版#第 $页%

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年版#第 &页%

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年版#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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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以浸香酒和之#煎数沸后#便缓火

微煎#然后下所浸香煎% 缓火至暮#水尽

沸定#乃熟% 以火头内泽中作声者#水未

尽$有烟出#无声者#水尽也% 泽欲熟时#

下少许青蒿以发色% 以绵幕铛觜&瓶口#

泻着瓶中% !卷五2种红蓝花&栀子"

作酪法% 捋讫#于铛釜中缓火煎

之///火急则着底焦% !卷六2养羊"

竹杓中#下沥五升铛里#膏脂煮之%

熟#三分之一铛中也% !卷九2饼法"

上面看到同释为锅的&铛'#有的可以用来

煮#有的可以用来煎#还可以用来炒!

% 另外#在

形制上#某些&铛'有嘴"觜$#倾倒液体时可以用

棉布过滤渣滓#这类&铛'显然类似温器"酒铛或

药铛等$% 至于可用于煎炒的铛釜或锅铛#想来

接近平底浅锅% 整体而言#从*齐民要术+的描写

来看#&铛'至少包括两类!有觜的铛"温器$#无觜

的铛"锅子$#基本上都是当时料理菜肴的器具%

由此可以知道两点!第一(温器和锅子都可以称为

&铛'#乃是北方通语的词汇特征)第二(&铛'用来

指涉&料理器具'#这个词义产生的时代最早不会

早于晚汉"

%

六世纪时的北方通语以&铛'来通称&温器'

以及&炒锅'% 另外#五世纪南方通语仍然保留

&鼎'作为饭锅的用法#在文献上写成都郎切的

&铛'% 让人好奇的是#南方又是怎么称呼&温器'

呢0 *南齐书/卷三十八/萧赤斧传附萧颖胄+

有一段文字如下!

上慕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

酒矰#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 颖胄曰0

'朝廷盛礼#莫过三元% 此一器既是旧

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预曲宴#银器

满席% 颖胄曰0'陛下前欲坏酒矰#恐宜

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

又*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载!

豫章王命驾造门#点!何点"从后门

逃去% 竟陵王子良闻之#曰0'豫章王尚

不屈#非吾所议%)遗点嵇叔夜酒杯&徐

景山酒矰以通意%

南朝梁萧子显的*南齐书+中&酒矰'数见#并

与酒杯连用#想来是酒器% 上文提到原本*玉篇+

录&矰'之反切为恻庚反#释为鼎% 宋人窦苹*酒

谱/饮器+指出&矰者#本温酒器也'#其说可信#

%

由此可以推测#江东方言以恻庚切&矰'为温器#

而以&鼎'"铛$为饭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列出六朝时期南北两大

方言&铛'和&矰'在文献上的读音及使用情况"表

$$%

表 $5六朝时期南北方言的%铛&和%矰&

南方江东方言"&q1世纪$ 北方通语"1世纪$

锅子 铛"鼎$#都郎切 铛"矰$#楚庚切

温器 矰#恻庚切 铛"矰$#楚庚切

出处
*世说新语+ *南齐书+(原本

*玉篇+

*齐民要术+

总而言之#就语音而言#&铛'本仅有都郎一

切)在南方文献中被借来书写吴地口语中的

&鼎'% 在语义上#&铛'的本义为锒铛 "连环长

锁$#三足的温器则为&矰'#音恻"楚$庚切% 在北

方文献中#&铛'兼指温器和锅子#读音都是&楚庚

切'#这个读音与南方文献中的&矰'相应% 由此

可以推测#*广韵+ &铛'之所以别有楚庚一读#是

吸纳了北方通语的读音使然% 另外#&矰'在*说

文解字+中释义为&钟声'#是一个状声词% 就谐

声偏旁来看#楚庚切的&矰'与都郎切的&铛'在上

古都是阳部字
,

3

Hw#主要元音与韵尾相同%

&矰'的上古音韵母可以构拟为
,

EF?LHw#中古之

后转入梗摄二等庚韵
,

EF?

6

w$

$

% 这里应注意的

是#&矰'是状声词#&铛'是连环长锁#在意义上都

与&锅子'"鼎(镬(釜$无关% 北方通语以&铛'来

标写釜属的&矰'#也是语音上的假借#与南方通

语用&铛'标写&鼎'的性质相同% 这个案例显示

在方法上#探讨古代方言的语言现象时#应当审慎

择取时代相同(地域相近的文献资料"包括切语

及释义$#以期在诠释时能够趋近真相%

!二"现代湘语方言的%鼎&和%矰&

上一节我们初步厘清了文献中的 &鼎'和

4"$

!

"

#

$

如*齐民要术+卷六/炒鸡子法!打破#着铛中#搅令黄白相杂% 细擘葱白#下盐米(浑豉#麻油炒之#甚香美%

根据汪维辉"!##2!$&2$的说明#晚汉大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译经为上限%

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四川辞书出版社 $%%%年版#第 4 !4!页%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版% 上古音系统根据李方桂"$%+#$#中古音也根据李方桂"$%+#$修改高本汉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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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矰'的音义关系#下文我们一律以&鼎'表&都挺

切'"普通话读音 'y/S$#以&矰'表&楚庚切' "普

通话读音.?x/S$#不使用&铛'字以免混淆% 根据

现有的资料#现代湘语中表示煮饭锅或炒菜锅这

一语义的词#除了常见的锅和镬之外#尚有方言使

用&鼎'和 &矰'#其中又以 &鼎'占多数% 使用

&鼎'表示&锅'的现代湘语包括!

长沙!鼎锅E)/" 0($% 锅帮较深#上部圆筒形#

底部与一般锅相同% 多用于熬汤%

!

衡山!鼎锅E)z

v

" 0@$% 上面是圆柱形#底部是

圆锥形的锅子#用来放在煤火上蒸饭#通常要放在

一个有三只脚的圆架子"鼎$上%

"

衡阳!鼎锅E)H/" 0($% 铁锅%

#

邵阳!鼎罐E)/" 0@{&% 专用来煮饭的铁罐%

$

新化!鼎镬家几 E)

7

q

" (& 0H$ E

0

)$% 锅碗瓢盆

的统称%

鼎E)

7

q

"% 煮饭的锅子%

镔铁鼎仔 N)/$ E?)J2 E)

7

q

" EFz&% 铝锅子%

洋铁鼎仔Mu! E?)J2 E)

7

q

" EFz&%

沙鼎FH$ E)

7

q

"% 沙锅%

鼎盖E)

7

q

" 0z&% 饭锅盖%

%

祁阳!鼎锅E)Hw" 0($%

&

溆浦!鼎锅 E

3

v

" 0

8

$(鼎罐 E

3

v

" 0@

2

v&% 煮饭

的锅%

'

东安!鼎锅E)(" 0@$%

(

宜章!鼎罐E

2

)" 0@Hw&% 做饭的锅%

大鼎锅EH& E

2

)" 0

39

$% 大饭锅

细鼎锅FH)& E

2

)" 0

39

$% 小饭锅)

常宁!鼎锅E)

7

q

" 0($% 底部圆锥形铁锅%

砂鼎FH$ E)

7

q

"% 陶制鼎锅%

*+,

根据以上现代湘语的表现#我们可以肯定早

期湘语中表示用来指称&饭锅'的词#有一个来源

是梗摄四等上声都挺切的&鼎'%

关于现代湘语中的&矰'#罗昕如有以下的

说明!

3铛架!子"45火炉上架锅子的三

脚铁架子#由三根支架支撑一个铁圈构

成% 娄底为放锅子的木架子% '铛架

!子")分布于部分湘语点%

长沙EF?u44 0H&&!使用不广泛"#湘

潭 EF?

7

/"" 0

:

&&#衡阳 EF?H/4& 0H!4#娄

底EF?

7

q

44 0

7

"&2EF

;

#新化 EF?u"" 0H4&#

邵阳 EF?H/&& 0H"&#武冈 EF?

3

/44 0

:

4&#

祁阳 EF?

3

/&& 0H"&2EF

;

% ++从'铛架

子)一词可见#湘语有过叫'锅)为'铛)

的历史*+-

%

以上的观察相当重要#&矰"铛$架子'这个词

汇的线索显示#早期湘语不仅使用&鼎'#也曾有

湘语方言使用楚庚切的&矰'% 以&矰'指锅#目前

所知主要分布在娄底#例如!

铛锅子0EF?

7

q

$ 0@$ EF

;

#% 吊在火塘

上方用以炒菜的铁锅%

铛盖0EF?

7

q

$ 0@J&% 炒菜锅的盖子%

铛架子0EF?

7

q

$ 0

7

& EF

;

#% 放置鼎锅

的木架%

*+0

另外双峰(新化农村还有&饭炉铛"矰$'的用

法% 根据我们的观察#用来置放鼎锅的&矰架子'

还分布在下列湘语中!

溆浦!撑架 EF?{$ 0

:

& 三角铁架#可以架

锅子%

*+1

&"$

!

"

#

$

%

&

'

(

)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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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撑架EF?|$ 0H&架鼎锅的三脚叉%

!

上文EF?{$和EF?|$ 方块字写作&撑'#但本字

也是楚庚切的&矰'%

现在回头说明音韵对应上的问题% 在第 ! 节

中我们讨论了表示凉冷或物体冷的&?'#本节讨

论了&鼎'和&矰'% &矰'&?'&鼎'这三个词恰好

都是中古的梗摄开口字#且分属二(三(四等% 上

文看到#各同源词在现代湘语中的读音差异不小#

底下说明不同读音彼此间的关系% 表 !分别列出

同等第同韵母的另一个常用词"生(井(钉$作为

参照"

%

表 !5湘语方言梗摄开口阳声韵同源词表

梗摄开口二等5555 梗摄开口三等5555 梗摄开口四等5555

矰锅子,锅架 生 ?凉冷 井 鼎锅子 钉平声

长沙 EF?u$ F

3

/$ EF?)/& EF)/" E)/" E)/$

衡山
Fu$白话

F| $文读

E

0

?)J

1

&

E

0

)z

v

"白话

E

0

)J

1

"文读

E)z

v

" E)z

v

$

衡阳 EF?H/$ FJ/$ E

0

)H/" E)H/" E)H/$

益阳 F

3

v

$ E

0

?)/& E

0

)/"

"E)/"$文读 E)/$

娄底 EF?u$ Fu$ EF?)/&

EF)u"白话

EF)/"文读

"E)/"$文读

E)u$白话

E)/$文读

双峰
F

:

w$白话

Fz

v

$文读

E

0

?)

2

/&

E

0

)

:

w"白话

E

0

)

2

/"文读

"E)

2

/"$文读

E)

:

w$白话

E)

2

/$文读

新化 EF?u$ Fu$ E

0

?)/2

E

0

)

7

q

"白话

E

0

)/"文读

E)

7

q

" E)

7

q

$

邵阳 F

3

/$ E

0

)/" E)/" E)/$

祁阳 EF?J/$ FJ/$ E

0

)Hw" E)Hw" E)Hw$

#

浦 F

3

v

$ EF?

3

v

& EF

3

v

" E

3

v

" E

3

v

$

东安 F($ E

0

?)(& E

0

)(" E)(" E)($

宜章 F

2

)$ F

2

)& EF

2

)" E

2

)" E

2

)$

常宁
F

7

q

$ E

0

)

7

q

" E)

7

q

" E)

7

q

$

55李荣已经指出#

#梗摄在中国东南吴(赣(客(

粤(湘(闽(徽等方言中有一个主要元音读为5H6

的音韵层次#以长沙方言而言#这个早期音韵层次

的读音为3

H/"棚盲氓成$或3

)H/"平定命病钉听

精井星$

$

%

最近>(QB)/

%构拟了共同中部湘语">(RR(/

>J/ELHB̂ )H/S$的音韵系统#并为共同中部湘语的

梗摄字分别构拟了白话与文读两套韵母!

生硬争梗开二 白话
,

3

:

w 文读
,

3

3

/

精领名正轻成梗开三听梗开四 白话
,

3

)

:

w 文读
,

3

)/

根据 >(QB)/ 的构拟#梗摄字白话音的主要元

音是后低合口的5

:

6#文读音则都是非低元音5)6

或5

3

6% >(QB)/ 的方案最值得留意的一点#是同

时构拟了文读音和白话音#这意味着共同中部湘

语早已存在语言接触问题#并且外来文读音与本

地白话音彼此互动#具体展现为同源词的不同语

音层次% 这一拟测照顾到汉语的层次现象#同时

有助于我们厘清个别同源词不同读音之间彼此的

关系%

以衡山方言为例# 表凉冷的 &? ' 读为

E

0

?)J

1

&#我们参照&井'的文白异读!白话音 E

0

)z

v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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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可读E)/"#但不用来指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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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音 E

0

)J

1

"#则衡山表示凉冷的&?'E

0

)J

1

"

在性质上应属于文读而非白话% 同理#益阳的

E

0

?)/&(娄底的 EF?)/&(双峰的 E

0

?)

2

/&(新化的

E

0

?)/2都是文读% 由此可知#这些形式照 >(QB)/

的拟测都应拟为
,

EF?)/&% 至于
#

浦的 EF?

3

v

&(东

安的 E

0

?)(&(宜章的 F

2

)& 则都是来自更早的
,

EF?)

:

w&#其中东安的读音尤其具有启发性% 另外#

表示锅子的&鼎'也可以分别构拟为
,

E)/""长沙

E)/"$和
,

E)

:

w""其他湘语的E)H/"(E)z

v

"(E)

7

q

"(E

3

v

"(

E

2

)"(E)("(E)Hw"$% 观察&?'和&鼎'的表现#不仅

可以看出词汇在音韵层次上的彼此影响#同时也

可以发现不同词汇在不同次方言内互有胜负%

从各湘语今读来看#比照 >(QB)/ 的方式#

&矰'&?'&鼎'在早期湘语中可以拟测如下!

矰楚庚切 ?七正切 鼎都挺切

白话
,

EF?

:

w$

,

EF?)

:

w&

,

E)

:

w"

文读
< ,

EF?)/&

,

E)/"

&矰'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容易拟测文读音#

&?'和&鼎'则都具备白话与文读两种形式%

三5表示人的%侬&

现代湘语中表示 &人'的语词多数都是用

&人'"臻摄开口三等如邻切$% 不过从词汇的观

点来看#湘语中也不乏以表人的&侬' "通摄合口

一等奴冬切$作为构词成分的现象#这显示早期

湘语也流行过&侬'这个成分% 汉语文献中用来

指&人'的&侬'#可见于*乐府诗集+的7吴声歌

曲8中% 例证如下!

赫赫盛阳月#无侬不握伞% !,乐府

诗集2卷四十四2夏歌-"

独眠抱被叹#忆我怀中侬#单情何时

双( !,乐府诗集2卷四十五2包明月

前溪歌-"

闻欢得新侬#四支懊如垂% !,乐府

诗集2卷四十六2读曲歌之二十七-"

诈我不出门#冥就他侬宿% !,乐府

诗集2卷四十六2读曲歌之四十八-"

以上的&侬'都是指&人'#这些都是南北朝时

期南方的民歌#显然是当时江东方言的口语词!

%

梅祖麟指出#现代闽语中用&侬'指人#并且&侬'

还可以作为人称代词复数词尾"

% 例如闽东柘荣

话&人'说 /}w!#&我侬' w@H" /}w! 是&我们' &汝

侬'/M" /}w!是&你们'&伊侬')$ /}w! 是&他们'%

台湾闽南语&我们'说S@H/""单数S@H"$(&你们'

说B)/""单数B)"$(&他们'说)/$"单数)$$#其中的

韵尾3

/来自原先&侬'奴冬切的声母
,

/

3

#

% 在

文献上#&侬'作为人称代词复数词尾最早可以追

溯到九(十世纪编纂的*祖堂集+#例如&我今齐举

唱#方便示汝侬'"*祖堂集/卷十一+$%

现代湘语益阳方言也用&侬'作为人称代词

复数词尾#与闽语类似% 根据崔振华的描写#益阳

方言的人称代词系统如表 "

$

%

表 "5益阳方言的人称代词系统

我 你 他

单数 w("我 /

/

"你
H̀$他

复数
7

q

$ B

3

/#?侬 /

/

$ B

3

/#你侬
H̀$ B

3

/#他侬

根据表 "#益阳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加上的是

&侬'B

3

/!#同时词根的声调也一律成为阴平% 从

音韵对应上来看#

3

3

/ 是通摄一等冬韵在益阳方

言的规则读法#平行例证如!冬 E

3

/$(宗 EF

3

/$(农

脓B

3

/!(宋F

3

/&等%

另外#根据陈晖"$%%%!!&2

3

!&+$#湘语的涟

源方言有&人家'

=

~w! 0H#一词#用法相当于普通

话的&人家'&别人'% 我们认为&人家'

=

~w! 0H#

第一个音节的本字也是&侬'% 涟源方言的通摄

一等冬韵字读音如下!冬 E~w$(宗 EF~w$(农脓

B~w!(宋F~w&% 请留意农(脓(侬中古同为&奴冬

切'#不过农脓读为B

3

#侬读为
=

3

#表人的&侬'在

涟源例外地读为
,=

3

#可能是为了避免与词义负

面的&脓'同音%

依照>(QB)/"!#$$$的共同中部湘语拟测#通

摄一等东韵字都构拟为
,

3

(w#例如东
,

E(w$(通

,

E?(w$(动
,

'(w4(送
,

F(w&(工功
,

0(w$(弄
,

/(w1(空
,

0?(w$(红
,>

(w! 等% 其中虽没有冬韵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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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但湘语似乎不区分通摄一等东冬两韵#因此奴

冬切的&侬'可比照东韵拟为
,

/(w!%

结语

本文根据实际语言现象#指出现代湘语之中

至少保存了三个江东方言的口语词!表示寒冷的

&?'"蔜$#表示锅子的&鼎' "铛$以及表示人的

&侬'% 据本文的考察#目前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湘

语点同时保留这三个语词% 尽管如此#从这三个

词汇在现代湘语的分布来推敲#我们可以肯定更

早时期的湘语一定与六朝江东方言有相当密切的

关系% 湘语丰富的语言现象#对于拟测江东方言

可望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语音为例#根据原始闽语的拟测#梗摄二三

四等字可以构拟出
,

3

Hw 和
,

3

)Hw 两个类#其中

带有介音的
,

3

)Hw源自六朝江东方言!

% 本文我

们将早期湘语的&?'拟为
,

EF?)

:

w&#&鼎'拟为
,

E)

:

w"#韵母都有介音3

)

3且主要元音也是低元音#

这并非偶然% 闽(湘跨方言的比较显示#梗摄字读

低元音的语音特征#应可追溯到六朝时期的江东

方言%

再以词汇为例#现代湘语中表示&锅子'的语

词包括&鼎'&矰' &镬' &锅'等% 据本文的考察#

现代湘语中的&鼎'

,

E)

:

w" 承继了六朝时期江东

方言的口语词#&矰'

,

EF?

:

w$ 则是来自六朝时期

的北方通语% 这个现象显示早期湘语本身可能夹

杂了中古南北方言的口语词汇#值得深入探讨并

加以梳理%

总而言之#本文从六朝江东方言口语词汇出

发#对湘语的历史来源进行初步的探讨% 我们提

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或假设$!东晋南朝的&吴

语'"江东方言$不仅是现代吴语(闽语的前身#也

可能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R%45$--G"$8. "(/5-1+O J0%&./+-. !+V%68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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