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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表示%丢失&意义的湘语特征词%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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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湘语大多数方言点中!表示%丢失&意义的词的语音历史地位是%澄母药韵&# 根据这个词的音韵特点!结合

这个词的意义来源"引申演变的分析!我们确定这个词的词源(本字)就是%着(著)&# %着(丢失)&在湘语内部的使用具

有高度一致性!且对外具有排他性!是湘语的一个特征词# 虽然这个词在赣语的个别方言中存在!但是不影响大局!而且

这个例外可以认为是方言接触的结果#

关键词#着(著)$方言特征词$湘语$汉语方言$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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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湘语多个方言点中#表示&丢失'意义的词的

语音历史地位是&澄母药韵'#但这个词到底来源于

汉语历史上的哪个词#还没有学者严格考证过#有的

成果采用训读#写成了意义相同的其他词#其实不正

确% 例如#*衡山方言研究+写成&失丢失'
!

%

多数成果比较保守#用&

.

'来代替#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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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考证#我们认为这个词就是汉语 &着

"著$'这个词在湘语中的演变结果%

下面我们主要用衡山方言"前山话'

$和长沙

方言做例子#对这个词的音韵地位进行论证#并且

对它的&丢失'意义的来源(引申演变进行分析#

以确定这个词就是&着"著$'% 同时#我们查阅了

湘语不少方言点的文献做补充证据#做了补充调

查#确定&着"丢失$'在湘语内使用的广泛性% 还

对湘语以外的各个大方言是否存在&着"丢失$'

的情况进行了查阅#排除了其他方言具有这个词

的情况#最终确定&着"丢失$'是湘语特征词% 赣

语出现的个别例外#我们另外解释%

一5%着!丢失"&的词源考证

!一"语音演变论证

$*以衡山方言为例

衡山方言中#用作动词的&着'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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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的位置#县内有两种主要方言---前山话和后山话% 前山话和后山话两个区域是以南岳山"五岳之

一的&衡山'#当地人叫&南岳山'$为界% 南岳山以西(以北的区域是后山话区域#山南边的山脚下的南岳区以及南岳山以南(以东的区

域是前山话区域% 今衡东县(衡阳市南岳区的人们使用的方言同前山话#这两个行政区在 $%11年以前属于衡山县#所以#前山话区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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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义项#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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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遗失0我昨日q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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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韵+ &著#附也#直略切'#*集韵+ &著#直

略切'&陟略切'% &著'的语音地位是澄母药韵#

属全浊声母入声% 从声母来看#古全浊声母在今

衡山方言中的演变情况是!声母清化#平声送气#

上(去不送气#入声字大多"口语常用$送气#少数

不送气% 澄母入声字的今读声母为送气清音&5

G

16'符合这条声母演变规则#因此#&着'的声母

&5

G

16'符合这条演变规则% 从韵母来说#&药'

韵字今读韵母主要元音一律是&5(6'#&着'的韵

母正是 &5(6'% 从声调来说#衡山方言中#古全

浊入声今读归入上声5$"6#而&着'的声调正是上

声% 所以#从读音来看#&5

F

G

1(6'这个语音完全

符合&着'的语音历史地位%

!*以长沙方言为例

鲍厚星等*长沙方言词典+中收录了表示丢

失意义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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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方言的澄母今洪音读5

C

1 6#如&陈(绸(

潮(虫'% 宕摄药韵#知章组三等开口今读5()(6#

如&着(勺'% 古入声今读入声#其中次浊入和全

浊入有少数字读阴去#如&幕捋烙亿剧玉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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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澄母药韵字在长沙方言中的今读语音完全

可以对应读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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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此#从读音来看#长沙

方言中表示&丢失'义的这个词的读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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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母药韵的语音地位也完全相合%

!二"语义演变论证

&着'的义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概括成 &

个义项!"$$接触!只用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个熟语中)"!$感受!着凉)""$接触火种后燃

烧!着火% "4$用在动词后#表示达到目的或有了

结果!睡着% "&$入睡!一上床就着了%

&着'表示&丢失'的意义#在普通话中不存

在#但是在湘语中存在% 这是怎样从古代汉语发

展来的呢0 这里我们用衡山方言做例子进行

论证%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收&着'的义项 !!

条#其中有一义项是!着#犹落也)下也"

% 转引例

句#如下!

星宫游空何时落#着地亦化为实坊%

午阴未转晴窗暖#无风着地杨花满%

可但红尘难着脚#便山林未有安

身地%

以上 " 个例句中的&着地'和&着脚'#说明

*现代汉语词典+中&着'的第一个义项&接触'#

在汉语历史上的使用非常活跃%

这个义项的&着'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

基本上没有词的自由地位#只出现在&着落' &着

陆'等词和熟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 *现代

汉语词典+中&着'的 & 个义项#其实只有后面的

两个是词义#其他只是&着地' &着凉' &着火'等

复合词中的词素意义%

但是#这个&着'在方言中可能保持着词的活

力% 它在湘语中就保持着表示&丢失'意义的独

立做词的活力% 这个&着'#经过&接触-向下接

触地面-落下-丢失'这样的引申途径#最终获

得了&丢失'的意义%

普通话中的&落"B�$'也有&丢失'这个意义#

它是由&落"B@�$'引申而来% 衡山方言&着"著$'

由&落'义引申出&丢失'义与普通话&落"B@�$'引

申出&落"B�$丢失'应该具有相同的引申机制和引

申过程%

我们来分析一下&着'从&接触'引申出&丢

失'意义的认知变化过程% &落"B@�$'的基本意

义是!物体受到地心引力作用从空间上的高的位

置经过位移到达低的位置% 位移一般到地面就结

束了#但是如果地面是空的洞穴#或者是松软的土

壤(沙子(水等可以流动的物质#或者是堆积的松

散的树叶等#可能就会继续发生位移% 如果位移

后的物体被洞穴的周围物体或者地面上流动的物

质等挡住了视线#当然就无法看见了#甚至无法找

回来了#就是&丢失'了%

其实*现代汉语词典+把&睡着'解释成&达到

了睡的目的'#不完全符合比喻认知的原理#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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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刘娟#等!论表示&丢失'意义的湘语特征词&着"著$'

是&睡到没有意识的状态#好比自己丢失了自

己'% 所以#&睡着'跟&着"丢失$了东西'#具有

语义上的强相似性%

词的语义引申以后#可以通过改变语音来区

分不同的义项#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词% 周春洁(

卢卫中!分析的普通话的&落"B@�$'的基本意义

和&落"B�$'的&丢失'意义就是这样的情况%

跟&落'意义相近的 &掉'也可以引申出&丢

失'的意思%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

词+对&掉'的解释如下!

!

脱离$落0墙上的白灰q得差不多

了#该粉刷了%

"

遗失$遗漏0这句话q

了一个字% o我的钢笔q了% o别把钥匙

q了%

在词义发展中#这种比喻引申机制完全符合

人的认知原理% 衡山方言本身也有类似的例子%

例如#动词&

.

5N

?

H

4&

6#它的基本意义是&落(掉)

摔'#例如!

!

树 高 头 q 下 来 几 只

桔子%树上掉下来几个桔子%

"

他如刻q跤死咯%他刚才狠狠地摔了一跤%

在一定语境中#&

.

5 N

?

H

4&

6'也引申出了&丢

失'意义#如!

#

我 昨 日 q 咕 一 百

块钱%我昨天掉了一百元钱%

衡山方言的&

.

5N

?

H

4&

6'的&丢失'意义不常

用#只限于因为&掉落'而引起的&丢失'的情况%

但是#&着'却没有&掉落'的意义#只有即使脱离

语境也很明确的&丢失'意义% 不管是因为&掉

落'引起的&丢失'还是因为&遗忘' &被盗'等原

因引起的&丢失'都用&着'%

如果说普通话通过分化&落'的语音#明确区

分&掉落'和&丢失'两个意义% 那么衡山方言就

是通过&

.

5N

?

H

4&

6'和&着'两个词#分工承担&掉

落'和&丢失'两个意义%

&着'的&掉落'意义在衡山方言(长沙方言中

虽然不存在#但是在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湘语中却

还保存着% 根据龙开云"

#城步城关话有& '(

D

4&

.掉落'一词#这个词作者不知道词源#语音地位正

好是&澄母药韵'#应该是&着'% 通过我们的调

查#发现#这个词不仅有&掉落'的意义#还有&丢

失'的意义% 这正是&着'的&丢失'意义从&掉

落'意义引申来的活证据%

另外#还有一个活证据% 江西樟树$赣语中#

不仅&着'"符合&澄母药韵'音韵地位$有&丢失'

的意义#而且&着落'也有&丢失'的意义% 这个

&着落'正是由具有同义关系的&着'和&落'构成

的联合型复合词#由此也可以看出&着'和&落'在

词义引申上的相同轨迹%

总之#无论是从语音还是意义来看#湘语中表

示&丢失'意义#符合&澄母药韵'的古代汉语语音

地位的词#应该就是&着"著$'%

二5%着!著"&在湘语内部的一致性

!一"特征词研究成果中湘语%着!丢失"&的

缺失

李如龙最先倡导&方言特征词'研究% 他认

为#方言特征词是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

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

% 李康澄曾

对湘语的 + 个方言点的词汇资料进行收集和实

地调查#一共提取了 "2$ 条特征词% 然后#他把

特征词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湘方言区特征词#一

共有 !#+ 条#第二层是区间特征词#一共有 $1"

条% 其中湘方言区特征词又分为两层!一级特

征词和二级特征词#一级特征词共有 +! 条#二

级特征词共有 $!1 条&

% 刘俐李等*现代汉语方

言核心词/特征词集+中也收录了长沙和娄底

两点的湘语特征词'

% 在李康澄提取的湘方言

特征词和刘俐李等收录的湘语特征词中#没有

&着"丢失$'%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人们都没有

把&着"丢失$'这个词的真实面貌搞清楚#当然

不方便做特征词考虑%

现在我们来看看#&着"丢失$'到底是不是湘

语的一个特征词呢0

我们对湘语各点及各大方言代表点中是否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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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洁#卢卫中!*&落'的不同义项间的联系机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年第 "期%

龙开云!*湖南城步"城关$方言语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第 %&页%

被调查人!刘红星#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关"儒林$镇人#现在任职于湖南城市学院%

语料由湖南师范大学 !#$2级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习晨提供%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特征词+#载*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

李康澄!*湘方言特征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

刘俐李#王洪钟#柏莹!*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凤凰出版社 !##2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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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母药韵'的&着'表示&丢失'的情况进行了较

全面的查阅和补充调查#以确定&着"丢失$'是否

具有湘语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特点%

!二"%着!丢失"&在湘语内部的分布大体

一致

通过查阅资料和补充调查#我们发现有&着

"丢失$'的湘语方言点有!

长益片!长沙市(长沙县(宁乡县(汨罗市(湘

阴县(株洲市(株洲县(湘潭市(湘潭县(韶山市(益

阳市(桃江县(沅江市(南县

娄邵片!娄底市(冷水江市(涟源市(双峰县(

新化县(湘乡市(衡山县"后山$(安化县(武冈市(

邵东县(新邵县(隆回县(洞口县黄桥镇(城步苗族自

治县(绥宁县(新宁县马头桥镇(洪江市安江镇(洗马乡(会

同县小河片(中方县新路河

衡州片!衡阳市(衡阳县(衡南县(衡山县"前

山$(衡东县(衡阳市南岳区

暂时还没有发现&着"丢失$'的湘语方言点

涉及到的县份有!

长益片!望城县(安乡县

娄邵片!邵阳

辰溆片!泸溪县(辰溪县(溆浦县

永州片!永州冷水滩区(祁阳县(江华县(宁

远县

以上湘语内部有&着"丢失$'的方言点的具

体情况见表 $%

表 $5湘语%着!丢失"&的方言点

方言区 方言点 读音 音韵地位 例句

湘语

长益片

长沙
C

1(

D 澄母药韵 东西q咖哒%

宁乡花明楼 C

1

H

D 澄母药韵 钱q咖哒%

汨罗
E

0

1)(

D 澄母药韵 q咖哒

湘阴
C

1(

D 澄母药韵 q咖一百块

株洲
C

1(

D 澄母药韵 q咖一百块

湘潭县白石(中路铺 C

1(

D 澄母药韵 q咖哒

韶山
C

1

8

D 澄母药韵 q咖哒

益阳市赫山区 A

1(

D

澄母药韵 q咖哒

桃江县
A

1(

D 澄母药韵 q咖一百块钱

沅江市 A

1(

D

澄母药韵 q咖哒

南县
A

1(

D 澄母药韵 q咖一百块钱

湘语

娄邵片

娄底市
E

0

1)(

D 澄母药韵 本书赐他q介哩弄丢了

涟源市
E

1(

D 澄母药韵 q介哩

双峰县花门镇 E1

H

D 澄母药韵

新化县
E

0

1M(

D 澄母药韵

湘乡市
E1

H

D 澄母药韵 q咖一百块钱

衡山县后山 E

1(

D 澄母药韵 q咖哒

安化县羊角塘 C

1(

D 澄母药韵 q咖哒

武冈市文坪镇 E

0

1)(

D 澄母药韵 她的钱q咖掉了

邵东县流泽镇 A

1@(

D 澄母药韵 q咕一百块钱

新邵县坪上镇 E

0

1)(

I 澄母药韵 q?了一百块钱

隆回桃洪镇 E

J

1)

3

I 澄母药韵 表q嘎哩

洞口县黄桥镇 C

1

H

D 澄母药韵

城步县
'(

D 澄母药韵 q嘎一百块钱

绥宁县河口 E

J

1(

D 澄母药韵

新宁县马头桥 A

1(

D 澄母药韵 q嘎一百块钱

洪江市安江 E1(

D 澄母药韵 我的钱q落嘎了

会同县小河片 E1(

D 澄母药韵

中方县新路河 A

1(

D 澄母药韵 q咖一百块钱了

湘语

衡州片

衡阳市(衡阳县(衡南县
K

E

0

1)( 澄母药韵 钱q咯50(6哒5EH6

衡山县前山
F

G

1( 澄母药韵 钱q咕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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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从以上事实看出!

$$&着"丢失$'在湘语长益片(娄邵片(衡州

片的绝大部分方言点中存在%

!$&着"丢失$'的分布在地域上是相连的#基

本分布在湘中资水流域和湘江中(下游地区#覆盖

湘语区的大部分地区% 虽然衡州片的衡山小片#

古代全浊声母送气规律#跟官话一致#但是其他方

面都具有湘语特征%

"$只有官话影响程度深一些的湘语辰溆片

和永州片#还有其他片出现的具有赣语色彩的方

言或者赣语方言岛#以及个别典型湘语范围的方

言点#还没有发现这个词%

三5%着!丢失"&在湘语外部的排他

性和例外

!一"%着!丢失"&在湘语以外的方言中几乎

没有发现

我们继续查阅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共

4"册$除了属于湘语点的长沙(娄底两点以外的

其他 4$个点的方言词典% 这 4$个点是!成都(崇

明(丹阳(东莞(福州(广州(贵阳(哈尔滨(海口(杭

州(济南(绩溪(建瓯(金华(雷州(黎川(柳州(洛

阳(梅县(牟平(南昌(南京(南宁(南通(宁波(萍

乡(厦门(上海(苏州(太原(万荣(温州(乌鲁木齐(

武汉(西安(西宁(忻州(徐州(扬州(银川(于都%

在这 4$个点中#除了属于赣语区的萍乡外#

其他 4#点的方言词典中都没有发现具有&澄母

药韵'历史语音地位的词表达&丢失'意义的情

况#也就是没有发现&着"丢失$'这个词%

!二"%着!丢失"&在一些赣语中也存在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 个地点中有 $ 个

例外的地点是萍乡% 萍乡方言#情况如下!&9

.

嘎綟:E

4

1

7

; 0H B);5小西路片"东西$丢了说
.

嘎綟#城区说1蚀嘎哩
42

; 0H B);2 oo

.

#可能即

1着2字'

!

#该词与&睡着'的&着'同音#对应&澄

母药韵'的语音历史地位% 从词典里的说明看

出#&着"丢失$'并不是在萍乡全市范围内存在#

而只存在于与湖南相邻的小西路片中%

根据我们的查阅和调查#还发现属于赣语的

江西永新(樟树"原清江县$(新干
"三湖镇$

的方言#

也存在&着"丢失$'% 这几个点分布在江西靠近

湖南的西部%

湖南境内存在&着"丢失$'的赣语方言点有!

耒阳(常宁(洞口洞口镇(隆回横板桥(攸县新市镇(炎陵(

永兴(安仁%

以上具体情况见表 !%

表 !5赣语%着!丢失"&方言点

方言区 方言点 读音 音韵地位 555例句

赣语

耒资片

耒阳
F

G

1)( 澄母药韵 q

.

50@H6钱哒丢了钱了

常宁
K

G

1( 澄母药韵

永兴
F

EF1

8 澄母药韵

安仁
F

E

J

1( 澄母药韵

赣语

洞绥片

洞口洞口镇 E

0

1)(

D 澄母药韵

隆回横板桥 E

0

1)(

D 澄母药韵

赣语

吉茶片

攸县新市
F

01M( 澄母药韵

炎陵
F

E

0

1M

3 澄母药韵 手表q咖喱%

萍乡小西路片 E

4

1

7

D 澄母药韵 q嘎綟

永新
EF1(

D 澄母药韵
q物"@J

""

$!丢失

赣语

宜浏片

樟树 E

4

1(

D

澄母药韵 钱q哩,钱q5着落E

4

?

(

!4

B(

!4

6哩

新干三湖 E

4

1(

!

D

澄母药韵

55可见#&着"丢失$'在湖南或者江西靠近湖南

的一些赣语中存在%

!三"%着!丢失"&在赣语的核心区域都没有

发现

为了弄清楚&着"丢失$'是否在赣语中普遍

存在#我们对现有的赣语资料进行了较全面的查

阅% 结果是在以下赣语点的研究成果中没有&着

"丢失$'!

江西省!南昌(星子(都昌阳峰(湖口武山(安义(

分宜钤山(上高镇渡(高安老屋周家(丰城(吉安(芦溪(抚

%4$

!

魏刚强!*萍乡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4+页% 作者注意到这个词可能是&着'#但是没有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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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城(黎川(资溪(东乡(万年(乐平(景德镇(余

干(彭泽(弋阳(铅山

湖北省!大冶(咸宁(赤壁

湖南省!平江(临湘(岳阳市(岳阳县(浏

阳城关(澄潭江(醴陵(茶陵

福建省!泰宁

安徽省!怀宁(岳西(潜山(太湖(宿松

!四"%着!丢失"&在赣语中残留的原因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发现#赣语核心区域"或

者湖南以外除了靠近湖南的江西部分地区以

外$#都没有&着"丢失$'% 存在&着"丢失$'的赣

语方言点基本上跟存在&着"丢失$'的湘语方言

点在地域上相邻#而且多数是在湖南省的管辖范

围内%

我们分析&着"丢失$'在一些赣语中存在的

原因有!

$$赣语被湘语同化% 这些赣语点中的&着

"丢失$'可能是在语言接触中从湘语中借去的%

!$赣语和湘语原来一致% &着"丢失$'可能

原来在赣语和湘语中普遍存在#但后来在赣语中

逐渐消失#只留存在湖南或者靠近湖南的江西局

部地区%

我们认为第一种原因的可能性更大#江西樟

树"原清江县$(新干三湖镇的方言也可能是异地

同变的结果%

四5%着!丢失"&是湘语特征词

我们知道#世界语言学历史上产生过有重大

影响的两个语音演变定律!&格里木定律'和&维

尔纳定律'% 它们分别告诉我们!语言演变是有

规律的#例外也是有规律的%

我们应该相信语言演变的规律客观存在#但

是也不应忽视语音发展的复杂性!

% 例外往往是

更加小的规律#不容易发现的规律%

方言特征词其实就是词汇演变顽固性的表现%

每个方言在顽固地保持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又会被

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力量逐渐破坏这种特色% 李如

龙"也说!&在一定区域的方言#并不难找出一批

1内同外异2的特征词来#但是要每一条都是内部

完全一致(外部完全排他的#却又是很难的% 方言

之间不但有1异地相承2和1异地同变2#还会有相

互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用#因而有些方言特征词

就会内部覆盖不周遍#外部则又有所牵连%'

湘语的&着"丢失$'在湘语内部的一致性并

不是完全整齐的% 在外部还跟个别赣语有牵连%

这些主要规律和例外的规律#我们都在前面用事

实进行了论证% 另外#湘西南苗瑶平话中新宁县

瑶族人话"峒话$也存在&着"丢失$'

#

%

综上所述#&着"丢失$'在湘语核心区内部大

体一致#在外部具有排他性#是一个典型的湘语特

征词% 根据李如龙的观点#还可以归属&一级特

征词'%

不过#我们期待着更加细致的全面的调查结

果#并且能够从地理语言学角度找出更加科学严

密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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