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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湘语和老湘语的特征

)))基于若干项音韵词汇标准的讨论

李康澄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6''!#'$

摘4要%新湘语和老湘语是根据浊声母的有无对湘语进行的历史分类!是湘语的最早内部划分# 新老湘语的历史分

类与依据音韵特点的地理分布的湘语分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一种宏观的二分法!后者是一种微观的多分法!两

种分类相得益彰# 新湘语和老湘语之间的存古特点呈现出非平衡性!若干方言特点在二者之中犬牙交错# 新湘语和老

湘语的现状与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化都有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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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湘语分类的三种视角

目前关于湘语内部划分有三种不同视角#这

在各大汉语方言的内部划分中显得比较特别% 第

一种是根据早期的历史性音韵标准#将湘语分为

老湘语和新湘语两大类% 第二种是根据音韵特点

的地域分布进行地理分类#分类的结果是方言片

2方言小片% 第三种是将历史层次分类和地域音

韵特点结合进行分类%

新湘语和老湘语二分首先由袁家骅等提出

来#其依据是古全浊声母在湘语中的变化比较复

杂% )我们一向认为湘语同吴语有一个共同特

征!一套完整的浊塞音&塞擦音和擦音% 44可是

湘语区内部就很不一致44倘以浊声母的有无为

标准#可以把湘语分成新老两派或两层%*

!袁家

骅等以浊声母的有无为唯一标准将湘方言分为新

湘语和老湘语#认为共同保留了浊声母的湖南方

言属于老湘语范畴#而古全浊声母发生了清化的

则属于新湘语范畴%

詹伯慧&李小凡与项梦冰坚持了新湘语和老

湘语的分类#并从地理角度把湘语分为南北两片#

湘语北片称为新湘语#湘语南片称为老湘语% 詹

伯慧指出!)北片湘语较多地反映湘语发展的趋

势#一般又称为新湘语#南片湘语较多地保留了古

老湘语的特色#一般又称为老湘语*#北片湘语

)突出的特点便是古全浊声母的清化*#)南片湘

语典型的语音特征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 )湘

语北片!这一片湘语以长沙为中心#通行地域包括

湘北&湘中一带少数较大的城镇#如长沙&株洲&益

阳&湘潭等地#都是说的-新湘语.% 湘语北片可

以说是官话方言和湘语南片"老湘语$之间的过

渡方言44突出的特点便是古全浊声母的清

化%*)湘语南片!这一片湘语广泛流行于湖南中

部&沅水东南&湘水以西和资水流域中上游一带#

是受到其他方言影响较少#保存典型湘语本色较

多的湘方言#南片湘语的通行地域比北片湘语要

大一些#从新化&双峰&湘乡&邵阳等地到湘西南的

洞口&武冈&新宁&城步&东安&零陵&祁阳等地都是

说的南片湘语% 南片湘语典型的语音特征是古全

浊声母今读浊音%*

"

李小凡&项梦冰指出!)湘方言的主要特点是

中古全浊声母日趋清化#但目前仍有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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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清化的古全浊声母逢塞音&塞擦音多不送

气% -程度不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地点清

化程度不同#以长沙为代表的北片湘语古全浊声

母基本上已全部清化#通常称为新湘语#较少清化

的相应称为老湘语#不同地点的老湘语清化程度

也不同% 二是同一古全浊声母逢不同声调清化程

度不同#平声保留浊声母较多#上声&去声相对较

少#入声字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已全部清化%*

!

根据湘语音韵特点的地域分布进行方言划片

肇始于'中国语言地图集(% '中国语言地图集(

将湘语区分为三片!长益片&娄邵片和吉溆片% 这

种分片从方言的地域特征方面对湘语进行了更为

细致的划分% 侯精一坚持了'中国语言地图集(

将湘语区分为长益片&娄邵片和吉溆片地理分类

法#但是对少数方言点的归属进行了调整#并将吉

溆片改称辰溆片"

% 鲍厚星&陈晖在三片的基础

上将湘语划分为五片!长益片&娄邵片&辰溆片&衡

州片&永全片% 衡州片由原长益片分出的部分方

言点组成#永全片则由一部分湘南土话和原娄邵

片的个别方言点组成#

%

游汝杰将历史层次和地域音韵特点结合探讨

湘语内部划分#他提出!)长益片的特点是古全浊

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无论平仄一律读不送气

清音44长益片分布于长沙&益阳一带% 这一带

方言也称为新湘语%*)娄邵片的特点是古全浊声

母今读7X $ ?

& '

8一类浊音#各地浊音的浊度

不一% 娄邵片分布于娄底&邵阳一带% 广西的全

州&资源&灌阳&兴安"东北部$也属此片% 这一带

方言也称作老湘语%*

$

袁家骅首次提出新湘语和老湘语的概念#詹

伯慧&游汝杰&李小凡等都赞同新湘语和老湘语的

划分#并大致说明了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地域分布

范围% 他们对新湘语和老湘语分类的理念一脉相

承#但是各家对新湘语和老湘语分布地域有不同

的看法% 詹伯慧认为新湘语分布范围大概是今天

的湘语长益片的地域#老湘语大致相当于今湘语

的娄邵片% 游汝杰认为新湘语分布在长益片一

带#老湘语分布于分布于娄邵片#还包括广西的全

州&资源&灌阳&兴安"东北部$% 詹伯慧&游汝杰

都没有谈及辰溆片湘语的新老归属% 李小凡&项

梦冰认为长益片一带全浊声母基本清化#为新湘

语#较少清化的为老湘语#老湘语没有指明具体的

区域#但是根据他对老湘语特征的描述#应该是包

括了娄邵片和辰溆片%

综合以上学者的意见#我们拟将长益片划分

为新湘语#将娄邵片和辰溆片划为老湘语% 新湘

语和老湘语古全浊声母的读音见表 '"注!如无特

殊说明#本文中长沙&益阳&衡山&娄底&涟源&新

化&邵阳&溆浦的材料均来源于鲍厚星主编)湖南

方言系列研究丛书*#城步材料来自鲍厚星%

#其

它材料均为个人调查所得$%

表 '4湘语全浊声母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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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新湘语古全浊声母一律清化% 一般来说#老湘

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全浊声母#祁阳无论平仄都

大致保留#娄底&新化&双峰&邵阳&城步除入声外#

基本保留#辰溪&溆浦只在平声保留% 此外#新湘语

益阳话的全浊声母部分清化#部分弱化为边音7M8#

老湘语中也有不保留全浊音的方言#如涟源%

二4新老湘语音韵词汇特征比较

我们选取了若干条能够反映新湘语和老湘语

区别的音韵和词汇条目进行逐一比较#并将比较结

果依次列出% 选择的各条音韵比较条目的历史纵

深度有差异#但是都是中古或中古前条件#依据是

否共同保留古音或古音类格局来判断历史层次/选

取的词汇比较条目能够反映存古和语言接触现象%

!一"新老湘语声母的主要区别

"'$是否保留尖团

保留尖团区别的主要有长沙老派&湘潭&益阳&

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双峰&绥宁#其它地方尖团

音的区别已经消失% 益阳&双峰的尖团音的区别

只保留在少部分字当中%

尖团音在今湘语中有较多的音值表现形式%

区分尖团的湘语中#尖音的音值主要是
(

#保留浊

音的方言还有
&

#益阳古从邪母尖音读为 M#是因

为益阳话的全浊音弱化所产生#即
&

"

M% 团音的

表现形式比较多#长沙&湘潭&益阳&

)

组#娄底为

)

&D组#衡山为
*

组#涟源为
+

&/ 组#双峰为 /&D

组#绥宁为
,

&/% D&

*

&

+

&/都是见组细音在特殊语

音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音变现象% 在老湘语中#

团音发生了特殊的音变#语音音值类型比较多%

"!$知三章是否读塞音

湘语知&庄&章组声母的的分混情况大致是!知

二与庄组相混#知三与章组合流% 知二&庄组读音

一般读同精组#知三章一般读
)

+

,

+

*

A% 老湘语娄

底&涟源&双峰&城步和新湘语绥宁&衡山前山知三章

有读塞音的条件音变现象#一部分读塞音#一部分

逢洪音读
(

+

&

组声母#逢细音读
)

+

,

组声母% 衡

山的塞音为
*

组#娄底的塞音为 D+$ 组#涟源的塞

音为
+

+/ 组声母#双峰的塞音为D组声母#城步的

塞音为 /+o组声母#绥宁的塞音为 /组声母%

""$微母和日母是否读鼻音

今湘语大多数地方古微母字的白读还有读H

的残迹#主要是)蚊
b子*% 此外老湘语的娄底&涟

源&新化&双峰和新湘语衡山)网* )望*的白读声

母H% 另外#老湘语新化&祁阳和新湘语衡山的

)尾*的白读声母也读为声化韵或鼻音 H#溆浦

)万*做地名语素读声母 H% 总之#老湘语古微母

今白读带保留古音的字数比新湘语多#主要集中

在湘中娄底地区一带#而与西南官话接近的邵阳

地区一带的老湘语保留的也非常少%

今湘语中大多数地方的古日母还保留有鼻音

的读法#但是各地覆盖的字数有不同#有的地方相

对较多#如!益阳&衡山&娄底&涟源&双峰#有的地

方相对较少#如!长沙&新化&绥宁&城步#有的地方

很少见#如!辰溪&溆浦% 辰溪&溆浦是与西南官话

接触的前沿地带#可能受西南官话影响% 另外#古

日母字在今湘语中有文白异读#白读通常情况下

读鼻音声母#文读读非鼻音声母#长沙!日
-

&

.

白+

/0

.

文&娄底!日
-

&

.

白+&

.

文% 新化入声韵字 )热*&

)肉*韵母增生鼻音是因为韵母受到鼻音声母的

影响所致#鼻音声母影响韵母产生鼻音后然后脱

落消失%

!二"新老湘语韵母的主要区别

"'$歌戈分韵的残留

歌戈分韵指果摄开口一等歌韵字与果摄合口

一等戈韵字今读的主要元音不同#表现在今湘语

中主要是戈韵一等有极少数字的今音与歌韵一等

不同% 湘潭&益阳&衡山&双峰&娄底&新化戈韵一

等字有文白异读现象#文读为7%8+7

1

8#白读为

7E8+7

2

E8#虽然涟源戈韵一等没有文白异读现

象#但是也保留歌韵一等和戈韵一等相区别的音

值% 残存歌戈分韵语音现象的地方主要在湘潭&

益阳&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双峰#湘潭和益阳只

有)过*字保留了歌戈分韵的区别#衡山&娄底&涟

源&新化和双峰保留歌戈分韵的字数相对来说比

较多#如)过&婆&窠&禾*等% 歌戈分韵现象主要

出现在见组声母中#帮组声母中也有零星现象%

双峰合口一等戈韵字有读7E8+7

2

E8现象#与

遇摄合口一等韵读音合流% 双峰遇摄合口一等模

韵今读音7E8&7

2

E8呈互补分布#7E8出现在帮组

声母之后#7

2

E8出现在其他声母之后#产生7E8h

7

2

E8内部音变% 同理#戈韵也发生了和模韵一样

的平行音变%

辰溪歌戈韵相混#读为7%8+7

3

8#读音7

3

8与

假摄开口二等麻韵一致#如!爬 7

4

X

3

8&茶 7

4

&3

8&家7

5

/

3

8&虾7

5

U

3

8%

"!$蟹摄一等稵泰和一二等分韵的残留

娄底&双峰&城步&绥宁&溆浦有极少数蟹摄开

口一等稵韵和泰韵字保存了区别% 娄底开口一等

稵韵)抬&在*等字为7F8#保留了一等稵泰的区

别% 双峰蟹摄一等稵韵)来&才&财&财&裁&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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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呆&哀*字的韵母为7F8#与蟹摄开口一等泰韵

有别% 绥宁开口一等稵韵)开&盖*字为7F&8#与

一等泰韵和二等韵有区别% 溆浦蟹摄开口一等稵

韵)开*字的韵母为7F&8#泰韵)盖&害*字韵母为

7

6

8#既保留了一等稵泰的区别#反映了蟹摄开口

一二等的区别%

娄底蟹摄开口一等)开&盖&害*等字为7EF8#

与二等有别% 辰溪部分蟹摄开口一等韵的极个别

字存在文白异读#白读7B8#文读7B&8#白读音反

映了一二等的区别% 溆浦一二等也保留了区别%

娄底蟹开二皆韵字)斋*今读7

5

(

EB8&蟹开二佳

韵)债*今读7

(

EB

.

8#蟹开二?韵有区别%

娄底&双峰&城步&绥宁&溆浦极少量字保留了

蟹摄开口一等稵韵和蟹摄开口一等泰韵的区别%

新湘语则没有见到区分蟹摄一等的语音痕迹%

""$蟹摄开口复韵母单化引起的连锁变化

蟹摄开口一二等复韵母单化引起连锁音变的

现象主要出现在老湘语的娄底&涟源&新化&双峰&

溆浦&辰溪% 假摄麻韵的主元音一般拟为
#

B#娄

底&涟源&双峰&溆浦&辰溪复元音韵母单化之后引

起语音的连锁变化% 娄底!B"蟹$

"

3

"假$

"

%

"果$#涟源!p"蟹$

"

3

"假$

"

%"果$#双峰!B"蟹$

"

%"假$

"

1

"果$#溆浦!B"蟹$

"

7

"假$

"

1

"果$#辰溪!B"蟹$

"

3

"假$

"

1

"果$% 双峰&溆

浦&辰溪#蟹摄的单元音化引起了假摄&果摄的语

音高化#娄底&涟源蟹摄的单元音化只引起假摄语

音的高化#并没有影响果摄语音的变化#所以#这

两种语音连锁变化的性质不同%

"6$)支微入鱼*音变现象

)支微入鱼*音变现象在湘语中仅发生了)支

韵和脂韵*读音混入遇摄鱼虞#更准确的表述应

是)支脂入遇*% 这一音变现象主要分布在老湘

语地区#如娄底&涟源&新化&双峰&城步&绥宁&溆

浦&辰溪&祁阳#新湘语衡山&益阳&衡山也有零星

现象#长沙和邵阳没有此类语音演变现象% )支

脂入遇*的出现受到声韵条件的制约#只出现于

支脂韵的来母&精组&知组&章组% 辰溪的之脂韵

不仅与遇摄鱼虞韵合流#而且还有与遇摄模韵合

流的现象%

在湘方言中#止摄合口三等与蟹摄合口一三

等合流入遇摄% 从音类分合关系看#娄底&涟源&

双峰&溆浦&辰溪存在个别蟹摄合口三等字读入遇

摄鱼虞韵的现象#娄底辖字有)脆&岁&税*#涟源

辖字有)岁*#双峰辖字有)脆*#辰溪和溆浦辖字

)岁*% 这种音变发生在止摄合口三等和蟹摄合

口三等合流之后% 新化&城步&绥宁&祁阳&益阳&

衡山则没有蟹摄合口三等读遇的现象%

")$流摄开口一等韵与流摄开口三等韵主要

元音不同

新湘语长沙&湘潭&益阳和老湘语邵阳流摄开

口一等韵与流摄开口三等主要元音和韵尾完全相

同#区别在于流摄开口一等无 &介音% 除流摄开

口三等尤韵庄组字外#其它老湘语"除邵阳话之

外$流摄开口一等韵与流摄开口三等主要元音不

同% 新湘语衡山话流摄开口一等韵与流摄开口三

等主要元音也不同%

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和绥宁流摄开口一等

侯韵增生&介音#与效摄开口三四等韵合流% 新

化和城步)牛*的韵母为鼻韵母% )牛*在中国农

耕社会#特别是中国南方地区#是最重要家养畜类

动物#是深受广大农民喜爱的动物#因此#人们可

能会在)牛*后加上一个表喜爱的词缀#这个词缀

可能是)儿*#这个词缀作为一种残迹留在了)牛*

字的韵母里#这种现象可能是一种小称变韵#也可

能是是受鼻声母的影响%

"0$覃谈分韵残留

湘语咸摄舒声一二等韵的区别只保留在见系

声母中% 湘方言区普遍存在咸摄舒声开口一等和

二等相区别的特字)*#'集韵+勘韵(!)#险

岸或从勘#苦绀切%*同时#长沙&湘潭&益阳&祁

阳&涟源&邵阳&绥宁&城步的)*也反映了覃韵

和谈韵区别% 除)*外#老湘语的娄底&涟源&新

化&辰溪还有极少数字残存咸摄舒声韵开口一等

覃韵和谈韵的区别的遗迹%

"1$山摄舒声一二等分韵残留

衡山&娄底&涟源&双峰&绥宁&辰溪&溆浦有极

少数山摄开口见系一等字读合口韵#与山摄开口

二等字韵母有区别#不仅有开合口的区别#有的方

言还存在主元音的区别% 山摄开口一等与山摄开

口二等的区别仅遗存在见系字中#主要分布在老

湘语区#新湘语区很少见%

长沙&湘潭&益阳&衡山&娄底&涟源&新化山摄

合口一等和山摄合口二等舒声韵存在韵类区别#

祁阳&双峰&邵阳&城步&绥宁&溆浦&辰溪山摄合口

一等和山摄合口二等舒声韵相混% 新湘语山摄合

口一等和合口二等依然残留韵类的区别% 大部分

老湘语不区分山摄合口一等和二等#主要分布在

邵阳地区和湘语辰溆片/小部分地方区分山摄合

口一等和二等#主要分布在娄底地区#但只是一种

残留现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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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摄舒声韵与曾&梗&臻&深摄舒声合流

新湘语普遍存在通摄舒声韵与曾&梗&臻&深

摄舒声合流的现象% 长沙方言通摄舒声今读#老

派读为7%q8+7&%q8#新派通摄读为7

2

.8+7&.8%

长沙方言新派&湘潭&益阳通摄舒声今读与曾&梗&

臻&深摄合流读7

2

.8+7&.8#老湘语仅新化&双峰

少数通摄舒声字与曾&梗&臻&深摄合流#其它地

方#通摄与曾&梗&臻&深摄不合流%

"3$声化韵现象

湘语中不少的方言都有声化韵)H

8

*#一般都

是亲昵地称呼)妈妈*为)

9

H

8

妈*#还有表示应答

的词也用声化韵#除此之外#其它字读) .

8

* )

-

8

*

)q

8

*声化韵的比较少见% 下面我们例举湘语各地

除)H

8

*和表应答词声化韵以外的声化韵%

衡山!

-

8

,,,汪壅用泥土盖上王亡忘鱼

祁阳!q

8

,,,壅遮盖我口语五口语9表否定#相当于)不*

娄底!.

8

,,,你那
9表惊讶或否定r

q

8

,,,蓊王忘黄我往蕹

涟源!.

8

,,,你那rq

8

,,,?我

新化!.

8

,,,翁日你人尾唔不蚁玉

双峰!.

8

,,,尔你

邵阳!.

8

,,,你rq

8

,,,

9不

湘语声化韵集中出现在老湘语的娄邵片#特

别是娄底地区% 衡山属于新湘语长益片#衡山出

现声化韵#可能是因为与双峰及娄底的老湘语地

理上连成一片的缘故%

"'#$入声调的变化与调值

入声调集中分布在新湘语长益片#如长沙&湘

潭&益阳&衡山和娄邵片邵阳&祁阳&涟源&新化%

长益片入声调值为一般是 !6#衡山 ")#娄邵片入

声调值为一般是 ""#新化 !6% 娄邵片只有部分方

言有入声调#辰溆片则没有发现入声调%

!三"新老湘语七个常用词的区别

无论是湘语的历史分类#还是湘语的地理划

片都没有考虑词汇的因素% 罗杰瑞提出了一套既

照顾到历史深度#也反映现在方言之间关系的方

言划分新标准!

#这套标准的词汇参数有!"'$第

三人称是)他*或)他*的同源词#"!$领属助词是

)的*或)的*的同源词#""$常用否定词是)不*或

)不*的同源词#"1$用)站*或)站*的同源词#"*$

用)走*或)走*的同源词#"3$用)儿子*或)儿子*

同源词#"'#$用)房子*或)房子*同源词% "'$

"!$""$条是语法标准#我们认为也是词汇标准%

另外#罗杰瑞认为)跑*也是一个方言特殊用词%

)房子*在湘语区中都一致称为)屋+屋子*#我们

认为这个词不能区分新老湘语% 参考罗杰瑞的标

准#我们选用七个方言常用词来展示新老湘语的

区别#见表 !%

表 !4新湘语和老湘语七个常用词

他 行走 跑 站 的结构助词 不明天 b去 儿子

长沙 他 走 跑 胊+站 的 不 崽+崽伢子

湘潭 他 走 跑 站 的 不 崽+崽伢子

益阳 他 走 跑 胊 的 不 崽

衡山 他 走 跑+打飞脚 站 个 不 崽

祁阳 渠 走 跑 胊 个 不 崽

娄底 他 行 跑 胊 个 不 崽

涟源 他+渠 行 走 胊 个 不 崽

新化 渠 行 走 胊 个
9

q

8

. 崽

双峰 他 行 跑+打飞脚 胊 个 不 崽+伢基

邵阳 他 行 走 站 的 9

.

8

. 崽

城步 渠 行 走 胊 个 硑 崽

绥宁 渠 行 走 胊 的 硑 崽

溆浦 他 行 走 立 个
9

HB

. 儿

辰溪 他 行 走 胊 的
9

HB

. 儿

44新湘语)行走*)跑*与北方方言一致#老湘语

则基本上保留了上古汉语说法% 新湘语第三人称

代词都说 )他*#老湘语除城步&绥宁外#也说

)他*% 罗杰瑞认为南方方言用舌根声母"或零声

母$字作领属助词#新湘语除衡山外#领属助词都

是)的*#老湘语除邵阳&绥宁&辰溪外#领属助词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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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李康澄!论新湘语和老湘语的特征

都是舌根声母字)个*% 否定词)不*新湘语一般

都是来自北方话的 I声母字)不*#而老湘语则是

鼻音声母字或声化韵字% 除辰溪&溆浦称)儿子*

为)儿外*#辰溪&溆浦的说法应是北方方言影响

所致/湘语其他地方都说)崽*#李康澄认为)崽*

)子*同源#)崽*反映的是上古音特征!

%

在通语和北方方言的强势冲击下#新老湘语

都受了不同程度影响#新湘语则受影响更大%

从常用词比较而言#老湘语保留了更多的古

汉语和南方方言的特征% 在老湘语中#只有城步

话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汉语和南方方言的特征#

其它方言则或多或少地受了通语或北方方言冲

击% 梅祖麟认为)第三人称用-他.*是现代官话

方言两个充分而必要的条件之一"

% 罗杰瑞也指

出)他*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是典型的北方方言#如

果中部方言也用他时#一定是受北方方言的影

响#

% 部分老湘语第三人称单数说)他*#部分说

)渠*#涟源则)他*)渠*并存#这种分布方式正体

现了北方方言对湘语的逐步渗透过程%

三4新老湘语二分的初步思考

!一"新老湘语特点的参差性

)共同保留*和)共同创新*是探讨语言或方

言关系的两个重要参数% 以)共同保留* 浊声母

为标准将湘语分为新老两派或两层#是一种历史

层次的分类% 老湘语保留全浊声母#是早期的历

史层次#新湘语浊声母清化#是晚期的共同创新%

新老湘语的二分法揭示了湘语的鲜明特点#推动

了湘语的深入研究% 从新老湘语划分的理念看#

保留有存古特征的则为老湘语#但是我们认为发

生了共同创新的方言如果还保持古音类格局的区

别也算是保留了存古特征% 我们选取的若干音韵

和词汇标准既能反映湘语的)共同保留*#也能反

映湘语的)共同创新*#依据选取的标准我们对新

湘语和老湘语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综合如表 "%

表 "4新湘语和老湘语区别特点

新湘语 老湘语

古全浊声母是否保存浊音 无浊音 多数方言保存浊音#少数清化

区分尖团 基本分尖团 部分分尖团

知三章组声母读塞音 极少数读塞音#如衡山 部分方言读塞音

)网+望+尾*等字白读H 极少数#如衡山 部分方言读H

日母读鼻音 有 有

古匣母逢合口读非齿音 有的读齿音#有的独非齿音 绝大多数方言读非齿音

)婆&窠&禾*歌戈分韵 仅衡山 部分方言区分

蟹摄一等稵泰和一二等分韵残留 无 部分方言极少数字保存

)支微入鱼* 现象 部分方言有#管辖字极少 多数方言有#管辖字数不多

流摄开一与流摄开三主要元音不同 个别方言不同#如衡山 大多数方言不同

山摄舒声开口一二等分韵残留 个别方言保存#如衡山 大部分方言保存

山摄舒声合口一二等韵残留 保存 少数方言保存

覃谈分韵韵残留 无 少数方言保存

通摄舒声韵与曾&梗&臻&摄摄舒声合流 普遍合流 绝大多数方言不合流

声化韵现象 个别方言有#如衡山 部分方言有

蟹摄开口复韵母单化引起连锁变化 个别方言有#如衡山 部分方言有

有入声调 普遍有入声调#入声调为升调 !6或 '" 极少数方言有入声调#入声调为平调 ""

第三人称代词单数 他 大多数方言说)渠*

行走 走 多数方言说)行*

跑 跑 多数方言说)走*

站 普遍说)胊* 胊+站

结构助词)的* 普遍说)的* 大多数方言说)个*

不明天 b去 不 部分说)不*#大多数声母是鼻音或鼻化韵%

儿子 崽&崽伢子 绝大部分称)崽*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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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以上新老湘语的特点看#新老湘语之间很

难划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不少音韵词汇特点

同时并存于新老湘语之中#犬牙交错#区别只在覆

盖面的大小&管辖字的多寡% 从保留中古语音的

历史层次看#不仅老湘语残留了部分中古音韵特

征#新湘语也残留了部分中古音韵特征#只是残留

的量有区别% 新老湘语的演变速度是不一样的#

新湘语受官话的冲击比较大#变化速度快/老湘语

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受官话冲击小#变化速度相对

较慢#但是老湘语内部语言状况的一致性也比较

差#从最新的实验语音研究成果看#以前认为保留

全浊声母的若干老湘语也发生了全浊声母清化

"见彭建国!

&贝先明"

$% 总体而言#湘语在通语

或北方话的强势影响冲击下#湘语特色逐渐消变#

有学者将湘语归为非官话方言的北方型#

%

新湘语和老湘语是一种历史层次的分类#这

种历史层次的分类与后来各家按地域划分的方言

片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二"新老湘语与湘语各方言片的关系

侯精一将湖南境内湘语分为长益&娄邵和辰

溆三片#新湘语与浊音消失的长益片基本重合#老

湘语和保留浊音的娄邵片和辰溆片基本重合% 但

是娄邵片和辰溆片浊音的保留程度不一样#娄邵

片除入声外#基本保持浊声母#而辰溆片的浊声母

只保留在古浊平字中#浊仄字已经清化%

鲍厚星&陈晖对湘语重新分区#较好地展示湘

语内部的不同区域的特点% 他们把湖南境内的湘

语分为五片!长益片&娄邵片&衡州片&辰溆片&永

州片% 其中衡州片由原长益片中的一部分构成#

永州片由湘南一部分土话和原娄邵片中个别地区

的方言构成$

% 新湘语与长益片和衡州片基本重

合#老湘语和娄邵片&辰溆片&永州片基本重合%

长益片岳阳小片古全浊入声字大多读送气浊

音#娄邵片涟源&绥宁古全浊音都已清化#永州片

道江小片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无论平仄

都念送气清音% 那么岳阳小片是不是要归入老湘

语2 娄邵片的涟源&绥宁#永州片道江小片是不是

要归入新湘语2 从地理位置经济社会交往等来

看#岳阳小片与长益片联系更紧密#涟源和绥宁与

娄邵片的其他方言联系更紧密% 另外#从新老湘

语的特征比较来看#涟源&绥宁具有更多的老湘语

特征%

从湘语其他特征看#衡山虽然无浊音#但是在

新湘语中显得比较另类#它与老湘语具有比较多

的共同特征#与老湘语共有的这些特征反映的是

发展速度慢#还是与老湘语毗连地域的接触#我们

还需要认真思考% 衡山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古

全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上去不送气#演变类

型与通语比较相似#但是通语全浊入声字清化不

送气#而衡山话送气衡山话兼有新湘语&老湘语和

通语的特点%

!三"湘语浊音的消失

根据最新实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老湘语若

干方言的全浊声母已经清化% 清化的原因是什

么2 受通语或北方方言影响#还是自然演化2 按

照新老湘语的划分标准#浊音消失之后#其方言范

畴是否应该转入新湘语2 新湘语地区经济&文化&

交通都比较发达#受官话影响大#因此全浊音消失

更快% 老湘语区域的绥宁&溆浦&辰溪与西南官话

接壤#受到官话冲击是必然的#因此浊音消失也应

该是比较快的% 根据本人对城步儒林 !! 岁男青

年的调查#全浊音在城步话中已基本经消失#只是

在词汇中偶现% 老湘语的城步&绥宁&辰溪&溆浦

的民族状况比较复杂#与民族语言之间也有接触%

老湘语新化受赣语影响比较大% 老湘语浊音的消

失应该既有语言接触的原因#也有语言自然演化

的原因% 如果老湘语浊音全部消失是不是就意味

着老湘语都变成了新湘语#从此再无新老湘语区

别2 显然#纯粹以全浊音来划分新老湘语#我们会

面临一些困惑!如果将一些地域上连成一片而具

有更多共同特征的方言划出去#这与当地人的语

感&情感及方言特征都不符合/如果某些老湘语的

全浊音消失#那么就意味着转化为了新湘语#这与

新老湘语的其他诸多区别特征不符% 麦耘提出#

任何一个或一组统一的标准都不足以在一个层级

上划分所有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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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李康澄!论新湘语和老湘语的特征

四4结语

基于我们所考察的若干项音韵和词汇标准而

言#新湘语和老湘语的方言特点错综交织#二者内

部很难找到一条覆盖面广的)对外排他*区别特

征% 就保留中古音韵特征而言#新湘语和老湘语

也是)各有所长*/就词汇而言#老湘语保留了更

多的古汉语和南方方言的特征% 若干方言特点在

二者之中犬牙交错% 湘语的特征分布呈现出地理

上的渐变性#通常表现的是地域相邻的方言具有

更多的共同特征%

新老湘语是从历史范畴分出的类#新老湘语

之间是层次关系还是演变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

讨论% 新老湘语的划分与湘语按地域分片的结果

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还

需要探讨% 从湘语接触史看#湘语中纠缠着赣语

和西南官话的特点#如果从历史层次角度划分湘

语#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方言特征在地理

上呈现出渐变性#方言内部的划分应以语言条件

为基础#以地理分布为第一要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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