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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州韵书-乡音集要解释.音系述略
!

熊桂芬
!

徐彬彬

摘
!

要!-乡音集要解释.是记录清代徽语的一部韵书"其音系与现代徽语休黟片以及祁

婺片婺源话的读音多有相同"不同之处由语言演变和语言接触造成#

关键词!-乡音集要解释.'徽语'音系

-乡音集要解释.发现于安徽黄山屯溪老街"成书于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冬月(公元

6<<5

年)"作者宋观成#这是一本记录清代安徽方音的抄本韵书"作者无考#据赵日新!

"

屯溪方言属于徽语的休黟片#我们对此书音系的分析和构拟参考了学者们近些年来对徽

语休黟片的一些调查结果#

一$-乡音集要解释.的体例

全书分平$上$去$入四卷"每卷下先按韵分"每韵下是同音字组"同音字组的编排次序

没有固定规律#字头下有简单释义"偶尔亦收异读#

表面看起来-解释.是比较规范的韵书形式"但是全书编写比较粗疏"错误较多"比如

书中同音字组用
'

隔开"但是有些同音字组与相邻字组之间漏了
'

"如平声第十二%天田&

韵第
6"

个小韵"第十三%庵岩&韵第
7

个小韵等等"都没有用
'

分隔#还有的地方是衍了

分隔符
'

"如平声第七%乌无&韵第
:

个小韵下是%姑辜沽菇蛄?鸪呱&"属见母'第
8

个小

韵下是%觚???孤菰
:

&几个字"也属见母"这两个小韵是同音的"不应该隔成两个小韵#

字头有错讹现象"如平声第一%东同&韵的下平声第
<

个小韵下有%?"响声#&-广韵*钟

韵.%渠容切&下有%?"?船#&-集韵*东韵.%胡公切&下有%?"-博雅.!舟也#&-解释.对

%?&的释义与字头不搭配#-广韵*东韵.%户公切&下有!% "大声#&% &与%?&形似"估

计-解释.把% &错写成%?&#又如平声第七%乌无&韵第
68

个小韵下有%籋"子也#&-广韵

*麻韵.%女加切&下有%籋"牵也#&-广韵*模韵.%乃都切&下有%孥"妻孥#-书传.云!孥"

子也#&%孥&与%籋&形似"-解释.混淆#

二$-乡音集要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分为平$上$去$入四卷"每卷包含若干韵目#

平声分十七个韵!一东同韵
!

二方防韵
!

三诗时韵
!

四依移韵
!

五虚谁韵
!

六妻齐

韵
!

七乌无韵
!

八超潮韵
!

九韬桃韵
!

十优悠韵
!

十钦勤韵
!

十二天田韵
!

十三庵岩韵

十四安完韵
!

十五抛袍韵
!

十六拖鮙韵
!

十七青情韵

上声也分十七个韵!一董动韵
!

二倘荡韵
!

三美米韵
!

四始是韵
!

五处柱韵
!

六犬

!

赵日新!-徽语的特点和分区."载-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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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韵
!!

七府父韵
!

八体弟韵
!

九鸟蓼韵
!

十眂湛韵
!

十一草造韵
!

十二首受韵
!

十三罕缓韵
!

十四

;

咬韵
!

十五我瓦韵
!

十六请静韵
!

十七审甚韵

去声分十七韵!一送韵
!

二信韵
!

三降韵
!

四记韵
!

五次韵
!

六畏韵
!

七制韵
!

八富韵
!

九泰韵

十告韵
!

十一救韵
!

十二卦韵
!

十三见韵
!

十四旦韵
!

十五教韵
!

十六敬韵
!

十七汉韵

入声分十七韵!一洞韵
!

二状韵
!

三利韵
!

四自韵
!

五助韵
!

六国韵
!

七合韵
!

八任韵
!

九愿韵

十万韵
!

十一宦韵
!

十二妙韵
!

十三定韵
!

十四达韵
!

十五学韵
!

十六列韵
!

十七遇韵

平声和上声的韵目用两个字代表"分别表示阴平$阳平"阴上和阳上#去声和入声不分阴阳"所以只

用一个字表示韵目#从韵次来看"平上去入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四声相承"如平声第十六是%拖鮙&韵"上

声第十六是%请静&韵"去声第十六是%敬&韵"入声第十六是%列&韵"只有上声和去声是相承的"可见这本

韵书的编纂并不是很精审的#另外"入声韵里的%洞&韵$%状&韵$%任&韵$%愿&韵$%万&韵$%宦&韵$%定&韵$

%利&韵$%自&韵$%助&韵$%妙&韵$%遇&韵都是去声韵"其中有阴声韵"也有阳声韵#-解释.为什么把它们与

入声韵%国&韵$%合&韵$%达&韵$%学&韵$%列&韵放在一起呢+ 我们来看看这些入声里的去声韵与去声里的

去声韵在声母的分布上有什么特点"我们把去声和入声里对应的韵(即在通语中同韵的两个韵)作对比#

去声%送&韵的小韵有!送心$铳昌$控溪$困溪$冻端$篏晓$?影$痛透$供见$艮见$粽精$讽非$喷滂$?泥$

<帮$寸清$烘晓

入声%洞&韵的小韵有!洞定$讼邪$=匣$殉邪$坌?$仲澄$论来$憾匣$用以$共群$问微$梦明$愤奉

去声的%富&韵的小韵有!富非$辘来$故见$兔透$数书$库溪$鮅端$铺滂$布帮$做精$货晓$素心$恶影$醋清

入声%遇&韵的小韵有!遇疑$树禅$具群$绌知

去声%敬&韵的小韵有!敬见$蹭清$性心$庆溪$倩清$应影$正章$更见$圣书$并帮$订端$迥匣$兴晓$听透$

聘滂$蕄彻

入声%定&韵的小韵有!定定$命明$盳云$?从$盛禅$病?$令来$认日$横匣$竞群$郑澄

我们看到在这三个例子里"去声里的去声韵基本是清声母"而入声里的去声韵基本是浊声母"另外

几个入声中的去声韵也是这种情况#在入声里的去声韵里中"阳声韵占多数"应该不属于%入派三声&的

情况#江永-音学辨微*辨四声.

!里说!%去声逢浊位"方音有似入者#&江永还在这一句话下注!%婺源

土音如此&#-解释.和江永说的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在-解释.所反映的方言和江永说的方言中"浊声

母去声字读起来有紧喉或短促的感觉"与入声类似"即舒声促化现象#另一种可能是"入声舒化"读同阳

去"清代方音韵书-婺城方音字汇.

"和今天的一些徽州方言"如婺源的方言#也是这种情况#舒声促化

现象在闽语的海南话和吴语的上声"海南军话的阳平"海南临高话$湖北通山方言和江苏连云港方言的

阴平等中都存在$

"不过这些方言的舒声促化都只涉及个别字音"且都是阴声韵字"而-解释.入声中的舒

声韵都是整类的"既有阴声韵"也有阳声韵"阳声韵还占多数"因此我们认为"入声中有大量去声韵的原因

是入声舒化"读同阳去调#-解释.的作者观察到这个现象"把这些入声韵与阳去字放到一起"比起江永的

浊去%似入&的说法"显然更有见识一些#不过"受传统韵书的束缚"仍称这些舒化了的入声为入声"这又是

他的局限#总之"-解释.应该是有六个声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因此我们把去声里的韵

与入声里的韵搭配成阴阳调"如平声和上声一样#下面是经过我们整理的-解释.的平$上$去声相承情况!

一$东同韵44董动韵44送洞韵
!

二$方防韵44倘荡韵44降状韵

三$诗时韵44始是韵44次自韵
!

四$依移韵44美米韵44记利韵

五$虚谁韵44处柱韵44畏助韵
!

六$妻齐韵44体弟韵44制列韵

七$乌无韵44府父韵44富遇韵
!

八$超潮韵44鸟蓼韵44泰国韵

九$韬桃韵44草造韵44告学韵
!

十$抛袍韵44
;

咬韵44教妙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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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优悠韵44首受韵44救合韵
!

十二$钦勤韵44审甚韵44信任韵

十三$天田韵44犬倦韵44见愿韵
!

十四$庵岩韵44眂湛韵44但万韵

十五$安完韵44罕缓韵44汉宦韵
!

十六$拖鮙韵44我瓦韵44卦达韵

十七$青情韵44请静韵44敬定韵

三$-乡音集要解释.的音韵特点

(一)声母

6M

全浊声母清化#古全浊声母清化后不分平仄"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没有固定规律#如!

%送&韵下!%痛透恸定&同音字组#

%送&韵下!%粽
>

综纵精从从盿鵅 精种章中知?章重澄翽章@知&同音字组#

%见&韵下!%见建剑
A见键群&同音字组#

%见&韵下!%片骗滂谝?&同音字组#

江永-音学辨微*榕村等韵辩疑证误.说!%即吾婺源人呼1群$定$澄$?2诸母字"离县治六十里以

东"达于休宁"皆轻呼之'六十里以西"达于饶"皆重呼之#&

!

%前言吾婺源于最浊位"离县治六十里以东

皆轻呼"以西皆重呼#不但仄声"即平声亦然#&

"

%轻呼&应该指不送气"%重呼&应该指送气#可见"在江

永时代"全浊声母清化后"休宁$黟县$屯溪等方言还是不送气的"婺源以西的赣语送气#江永的时代比-解

释.的成书年代早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里"-解释.反映的音系在赣语影响下"由不送气变为部分送气"部

分不送气#据赵日新#

"屯溪$休宁$黄山市徽州区的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也是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

!M

精组与知组$庄组$章组合流#如!

%超潮&韵下!%斋庄招昭章朝知钊章灾哉栽精&同音字组#

%始是&韵下!%子仔耔紫茈襅訾
B

梓精滓庄纸章纕知 祗旨?指止址?芷趾祉只咫枳痴轵章 庄 黹徵知

澄&同音字组#

知三组字多与章组字合流"在现代徽语里"念舌面塞擦音
(

类#如!

%东同&韵下!%充昌冲澄趈清 昌忡彻 昌&同音字组#

%方防&韵下!%裳常尝偿尚嫦禅床船鬚禅C澄&同音字组#

%东同&韵下!%中衷盅知三锺钟章衷知三终螽章舂书醶昌祃章&同音字组#

9M

分尖团#如!

%钦勤&韵下!%金见&小韵
)

%津精&小韵#

%天田&韵下!%兼见&小韵
)

%尖精&小韵'%千清&小韵
)

%谦溪&小韵#

:M

部分见组细音字与知三$章组字合流"读舌面塞擦音
(

类#如!

%虚鱼&韵下!%虚嘘墟 溪输书舒书吁禖D

辉?晖挥??麾皐晓&同音字组#

%虚鱼&韵下!%朱章茱禅珠 章蛛株诛知三侏章洙禅邾知三居 裾琚 ?见诸章猪E知三槠章俱拘驹车

繴见铢禅F 见追知三归归皈馴龟 ?见&同音字组#

%天田&韵下!%专癩?砖觢
G

鋇颛蛌章?涓蠲见捐以娟影鹃 见&同音字组#

见组字与知三$章组字合流是一种腭化现象"今天的徽州方言很多仍有这一现象"特别是婺源$休宁$

黟县几个地方"腭化的见组字更多一些#不过"-解释.中见组与知三$章组合流的韵(举平以赅上去)主要

在%虚鱼&$%钦勤&$%天田&几个韵"而今天的徽州方言见组字腭化多发生在止摄$流摄$通摄"与-解释.不同#

8M

疑母独立#如!

%诗时&韵下!%怡以&小韵
)

%宜疑&小韵#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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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潮&韵下!%挨影&小韵
)

%涯疑&小韵#

%天田&韵下!%炎云&小韵
)

%言疑&小韵#

%方防&韵下!%娘娘&小韵
)

%昂疑&小韵#

但是疑母偶尔也有与鼻音声母泥母和娘母或与零声母影母$云母$以母合并的例子#如!

%依移&韵下!%宜仪疑沂疑妮尼娘?泥嶷疑&同音字组#

%依移&韵下!%怡诒贻饴台繯移癷?鰉鋎夷姨痍臯咦荑? ?襡遗以蕤日 颐施迤???皒蛇以嶷疑

以?疑&同音字组#

%天田&韵下!%元沅芫羏 原源螈 疑员圆园陨云铅沿以垣洹爰援瑗云锾匣盢云 媛?猿袁辕云缘以蜿影

丸匣捐以 鄕疑&同音字组#

可见"-解释.的疑母正处于由鼻音声母向零声母演变的过程中#

5M

微母独立#如!

%方防&韵下!%亡微&小韵
)

%忙明&小韵
)

%王云&小韵#

%依移&韵下!%微微&小韵
)

%迷明&小韵
)

%怡以&小韵#

%东同&韵下!%文微&小韵
)

%蒙明&小韵
)

%容以&小韵#

可见"微母既与明母分立"则不是双唇鼻音'又与云母$以母分立"则不是零声母#依据今天大部分

徽州话的读音"我们把-解释.的微母拟为浊擦音/

+

0#

尽管微韵独立"但偶尔也有与零声母合流的现象"如!

%府父&韵下!%五伍午仵忤耹迕疑武?鹉微坞H影舞侮I

妩怃銯庑微邬影?微&同音字组#

还有个别微母字读同明母"这可能是古音的遗留"如!

%美米&韵下!%米敉 明尾娓?微 明&同音字组#

%犬倦&韵下!%免勉明J微冕娩湎沔缅黾明&同音字组#

在-解释.的音系中"疑母和微母总的发展趋势是向零声母发展"当然音变规律也不是绝对的"个别

字不按这个规律演变"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汉语演变史多彩的侧面#

;M

日母不独立"与影$云$以母合流"读零声母#如!

%忧悠&韵下!%攸悠由繇油蚰游?籠蝣尤疣
K

犹犹猷荄? 莸? ?以柔蹂日邮云L 以&同音字组#

%青情&韵下!%荣云营茔以荥荧匣莹云萤匣萦影嵘云盈以仍秖日嬴赢蝇M

潆瀛楹以 匣 韎影&同音字组#

%虚谁&韵下!%为云惟唯维以帷帷围闱违云危愚疑芋云余馀潍以韦云N影簎嵬巍疑臾以盂云俞以娱蜈疑愉

榆逾?蟎以隅疑嚅薷日虞 疑欤与舆揄渝?以 禺疑 舁谀 以 濡儒日腴鐆萸以?日 瑜 窬觎以 鱼渔疑 如日

妤以 日 疑 以雩云蝓以&同音字组#

<M

-解释.中"匣母字有不少与云母$以母$影母$日母字合流"读零声母的现象#如!

%青情&韵下%荣云营茔以荥荧匣莹云萤匣萦影嵘云盈以仍秖日嬴赢蝇M

潆瀛楹以 匣 韎影&同音字组#

%钦勤&韵下%人仁寅夤壬任日淫?以 匣 以&同音字组#

但是"多数情况下"匣母还是清化以后读同晓母"不与零声母同音#如!

%东同&韵下%容以&小韵
)

%洪匣&小韵#

%青情&韵下%荣云&小韵
)

%形匣&小韵#

%妻齐&韵下!%爷以&小韵
)

%奚匣&小韵#

匣母读零声母的现象见于今天的许多徽州方言中"如婺源的溪头$沱川$紫阳$富春$中云等地%话&

读零声母"%胡黄横&三字在溪头$富春$中云也读零声母"据陈瑶!

"现代屯溪方言中"假开二$蟹合二部

分匣母读零声母#总之"匣母读零声母的现象在华南很多方言中都有"如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客家

话#明代陆容-菽园杂记.

"有%如吴语黄王不辨"北人每笑之&之语"可见匣母读零声母的现象明代以前

*

6!6

*

!

"

陈瑶!-匣母在徽语中的历史层次."载-黄山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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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存在#不过"匣母读零声母在现代徽语中比较少见"而且大多只保留在文白异读中"不像-解释.那样

普遍"估计是受了官话语音的影响#

7M

泥母$来母相混"如!

%拖鮙&韵下!%罗 ?
O

猡箩萝
P

锣逻来傩泥螺骡来铙娘脶来娜那挪?泥镙来&同音字组#

%天田&韵下!%年泥连莲涟裢鋣 觡
Q

廉鲢来鲇粘拈泥帘来纫娘联奁怜帘轝 濂镰龄来&同音字组#

%青情&韵下!%灵灵零 令伶玲囹蛉聆苓 艶瓴 ?龄翎铃来能宁咛宁泥 娘 狞泥 棂羚羚 陵

凌菱?錊眣骿肞楞来&同音字组#

这三个小韵有的属洪音"有的属细音"可见-解释.中泥$来母合流"不分洪细#

6"M

从母$邪母不分"船母$禅母不分#如!

%妻齐&韵下!%齐脐从邪斜邪荠蛴 从&同音字组#

%忧悠&韵下!%囚泅酋遒邪 以蝤 从&同音字组#

%钦勤&砋下!%层从寻浔遲 鲟邪&同音字组#

%钦勤&砋下!%神船辰晨宸禅芩 群绳塍船谌臣禅&同音字组#

%青情&韵下!%成城诚忱絣丞承禅乘船盛禅&同音字组#

学界多认为徽语与吴语由于地域接近的关系"有较深的渊源#-解释.的从$邪不分和船$禅不分也

是吴语的一个特点"这正是这个观点的有力证据#

综上所述"结合现代屯溪方言"我们给-解释.的声母拟音如下!

K!K

D

!

>

!

)

!

+

!

@

!

@

D

!*!

Z

!

Z

D

!

O

!

+

!,!,

D

!

B

!(!(

D

!-!

s

(二)韵母

6M

中古果摄一等与假摄二等合流"归并为%拖鮙&韵#如!

%家瓜麻歌 R

 歌戈过戈 加袈嘉枷珈笳跏葭挝麻锅S

埚戈&同音字组#

%花
T 麻苛呵诃U歌礢 蚜戈华V

虾砇 虾 麻&同音字组#

在徽州大部分方言里"这两摄合流后都读开口#

!M

止摄合口$蟹摄三等合口与部分遇摄三等字合流"归纳为%依移&韵#如!

%趋虞蛆鱼&同音字组#

%须需駊 虞绥荽尿脂胥糈鱼?脂醗蔍?鱼 脂葿 鱼些麻三虽脂&同音字组#

%疽鱼锥脂趄鱼咀语菹鱼骓脂 鱼濉脂狙?沮鱼&同音字组#

9M

止摄见组合口$蟹摄四等与假摄三等$果摄三等部分合流"归纳为%妻齐&韵#如!

%规脂圭皀 奎闺齐沩妫规脂&同音字组#

%妻凄琦?盝栖萋謄荅齐车砗麻三&同音字组#

%齐脐齐邪斜麻三荠蛴齐 麻三&同音字组#

%奢赊佘畲
W麻三&同音字组#

%靴戈閁齐&同音字组#

%遮?麻三 三 磋麻三赍?騡齐窴麻三跻齐挤荠&同音字组#

止摄合口一般归入%虚谁&韵"但是见组三等字在-解释.中读为舌面塞擦音"遇到合口韵母"一般情

况下要读撮口呼"但是-解释.音系很少撮口呼"所以这里的止摄见组合口字读为开口"归入%妻齐&韵#

:M

遇摄一等和三等的庄组和非组字合流"归并为%乌无&韵"如!

%徂殂模?鱼&同音字组#

%无亡无芜庑毋巫诬 虞糊模?虞&同音字组#

%苏苏韌盨稣 模X疏蔬梳?鱼&同音字组#

8M

遇摄三等非$庄组以外字和止摄合口合流"归并为%虚谁韵&#如!

%於于迂鱼威葳?微逶痿支&同音字组#

%谁垂支殊著薯虞陲翺支 殳朱虞&同音字组#

*

!!6

*



熊桂芬 等!清代徽州韵书-乡音集要解释.音系述略

5M

流摄一$三等字同音"归纳为%忧悠&"果摄歌韵部分字亦入此韵#如!

%优忧 尤幽 幽呕欧殴讴瓯沤鸥侯呦幽 尤&同音字组#

%丘穈蚯邱 尤踲訧抠侯&同音字组#

%流硫旒?琉?留榴瘤骝遛
Y尤娄娄楼楼搂偻喽 篓蒌蝼髅镂侯缕闒?侯刘刘浏誒尤幽&同音字组#

%哥歌 舸歌&同音字组#

今天徽州方言中流摄也多为这种情况"而且一$三等合流后见组字读细音"剩下的声母字读洪音#

;M

效摄一等$二等$三四等分韵"一等属%韬桃&韵"二等属于%抛袍韵&"三四等属于%超潮&韵#效摄

与止摄$蟹摄部分字合流"其中%超潮&韵与蟹摄二等的佳韵$皆韵"假摄二等麻韵"以及歌韵$尤砋部分字

合流'%韬桃&韵与蟹摄一等的灰韵$稵韵"止摄的支韵$脂韵部分字合流'%抛袍&韵基本只限于效摄二等

字#如!

%超潮&韵下!%佳佳皆偕阶喈 蔆 皆街佳揩 皆&同音字组#

%超潮&韵下!%柴舊佳莔支侪皆韶糶宵豺皆&同音字组#

%韬挑&砋下!%韬滔蝕叨豪推灰胎稵眥绦饕豪台稵 灰Z豪&同音字组#

%韬挑&砋下!%胚坯灰?豪 醅灰&同音字组#

%超潮&韵下!%他佗它歌&同音字组#

%超潮&韵下!%骄娇宵迦麻浇萧&同音字组#

%超潮&韵下!% 麻那挪歌拿籋麻&同音字组#

%超潮&韵下!%锹宵揪 尤[ 宵&同音字组#

%抛袍&韵下!%交蛟茭郊铰跤鲛
\

艽胶?肴&同音字组#

%抛袍&韵下!%抄钞 眃? 肴&同音字组#

我们看到"蟹摄开口一等与合口一等同音"-解释.中一等韵大多不分开合#

<M

山摄和咸摄合流后分成三个韵"三四等字合流"不分开合"归纳为%先田&韵'一二等开口(寒韵见$

溪$影$匣母字除外)"归纳为%庵严&韵'山摄一二等合口归纳为%安完&韵"寒韵见$溪$影$匣母开口字读

入此韵#如!

%天田&韵下!%千阡扦
] 先开迁仙开迁芊先开签佥盐悛仙合俭盐诠铨筌?仙合仙开痊仙合&同音字组#

%庵严&韵下!%飃谗咸蚕 蚕覃残 寒惭鷆谈崭衔孱覷潺山开?矺咸 鬕衔馋咸&同音字组#

%安完&韵下!%安寒弯弯^

湾删合豌_

剜躻桓鞍寒&同音字组#

7M

臻摄开口与深摄合流"归纳为%钦勤&韵"部分梗摄$曾摄开口字亦混入此韵#合口韵谆韵的见组

和章组字亦入此韵"这是因为-解释.的见组和章组字都读舌面塞擦音
(

组"而-解释.与大部分徽州方

言一样"很少撮口呼"因此谆韵见组和章组字读成开口"入此韵#如!

%春
`

椿谆伸真蛏清&同音字组#

%金今衿? 侵巾真斤癬筋筧欣襟侵矜蒸禁侵兢 蒸&同音字组#

%心侵辛莘新薪真鎎清遷臻申伸信呻绅真深琛??参森侵身 娠真升癉a蒸b侵皗蒸&同音字组#

%层登寻浔遲 鲟侵&同音字组#

6"M

梗摄开口与曾摄开口合流"归并为%青情&韵"如!

%冰
c蒸兵 ?庚?胉蒸登?薣耕&同音字组#

%亨哼艬庚馨青&同音字组#

66M

通摄与臻摄$曾摄$梗摄合口混"归纳为%东同&韵"其中还包括少数深摄与咸摄字#如!

%翁酳蓊嗡鄗 东恩痕温瘟氲誰魂&同音字组#

其中%恩&字中古为开口韵字"但前面讲过"-解释.中"一等韵大多没有开合对立#

%奔锛贲
d魂 混 魂绷耕?蒸&同音字组#

%孙狲魂松 东询荀恂谆崧东飧魂淞菘东?荪魂&同音字组#

%空箜胓倥 眡 东?侵崆东&同音字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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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桐铜筒?童瞳潼东屯囤 豚竎臀魂臤东瞛魂艟彤修佟东 冬僮东 箏饨 魂潭覃? 东&同

音字组#

6!M

宕摄与江摄合流"不分开合口"归纳为%方防&韵#如!

%匡筐眶阳合羌阳开腔e江开蜣銃阳开蒫江开 诓阳合&同音字组#

经过上面的讨论"再结合现代方言"我们为-解释.的韵母拟音如下(举平以赅上$去)!

东同韵
.

%

$

'

.

%

!

方防韵
3

+

$

'3

+

!

诗时韵
/

!

依移韵
'

!

虚谁韵
/!

妻齐韵
$

$

'$

$

J$

!

乌无韵
J

!

超潮

韵
3

$

'3

!

韬桃韵
'

0

$

0!

抛袍韵
1!

优悠韵
2

J

$

'

2

J

!

钦勤韵
'%

!

天田韵
't

!

庵岩韵
u

!

安完韵
J

2!

拖鮙

韵
-

!

青情韵
3

$

'

3

J

3

(三)声调

前面已经讨论"-解释.平$上$去各分阴阳"得六个声调"其中阳去还包括舒化了的入声字#

四$结
!

语

我们把-解释.的音系与现代徽语比较"发现-解释.音系与屯溪$休宁$黟县$婺源的语音比较接近"

但又不与任何一种完全相同"如入声舒化与阳去合流"与婺源话一致"而与屯溪$休宁$黟县不同'全浊声

母清化后部分送气"部分不送气"与屯溪$休宁$黟县一致"而与婺源不同'山摄开口一等与合口一等的端

组字不同音(如%烂&

)

%乱&)"与屯溪$休宁$黟县一致"而与婺源不一致'宕摄开口一等和合口一等见组

字不同音(如%钢&

)

%光&)"与婺源话一致"屯溪$休宁$黟县不同#方光禄先生根据-解释.各韵目录与

-新编乡音韵字法.-乡音字汇.等婺源抄本相似"认为-解释.反映的也是婺源乡音#赵日新先生(

!""8

年)

!认为要把婺源话从休黟片中分出来"归到祁德片"也是因为婺源话与休黟片的屯溪$休宁$黟县的方言

有相异之处"这是有道理的#那么"-解释.到底反映的是休黟片的乡音还是赵日新先生说的祁德片的乡

音+ 我们认为"在-解释.的时代"屯溪$休宁$黟县与婺源的语音应该是一致的"我们暂且称之为%大休黟

片&"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婺源受了临近方言"如赣语等的影响(比如婺源的全浊声母清化后全部送气就

是赣语的特征之一)"与休黟片开始出现差距"因而造成-解释.的音系与今天的方言分区难以对应的现象#

徽语是汉语方言中最复杂的一种"有学者把它划归吴语"-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它新划为一种独立的

方言#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对其中的乡音韵书的研究成为徽语研究的热点之一#特别是像-乡音集

要解释.这种有确切成书时间和地点的韵书"更成为徽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限于篇幅"我们的文

章只对其音系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更详细的研究还有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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