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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音韻學與文字學的互動
潘悟雲
復旦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數據研究所、

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 E- 研究院

本文的主體內容顯然是漢語音韻學，因為與文字學互動，所以

主要是講漢語的上古音。下面是我近年來對上古音研究的一些新的

想法，可參見 2017 年 5 月 29 日我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第 38 期文研論壇的主旨發言〈多維視野下的上古音研究〉。1

關鍵詞：	音韻學　文字學　上古音

* 感謝葉玉英教授為本文提供許多古文字方面的材料。
1 〈多維視野下的上古音研究〉，《文匯報．文匯學人》，2017 年 8 月 11 日，第 2–6
版。下載自文匯網，檢視日期：2019年 1月 2日。網址：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2/XR020811.pdf、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3/XR030811.pdf、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4/XR040811.pdf、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5/XR050811.pdf、
 http://dzb.whb.cn/images/2017-08/11/XR6/XR0608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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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古漢語有以下的音節結構：

I 聲母

σ音節

[PI] 前置輔音

[MN]次要音節

C 基本輔音 V主元音 [E] 韻尾 +後置韻尾

F韻母

1）上古有 6 個主元音：a、e、i、ɯ、u、o，各分鬆（常態）、

緊（咽化）兩套。

2）基本輔音除了簡單輔音以外，還有 4 套複雜輔音 *C ʲ -、

*Cʷ-、*Cˡ-、*Cʳ-。其中的 *Cʲ-變為章組，*Cʷ-變為合口音節。

複雜輔音 *C ˡ-、*C ʳ- 中的 C- 只限於鈍音。因為它們只是帶有

次要調音的 C-，所以到中古的時候都變成了 C-。

3）複輔音有兩類，一類是基本輔音前帶前置輔音（pre-initial）

*C1C2-，一類前帶次要音節（minor syllable）*C1·C2-。次要音節後

沒有音位價值的元音用小圓點「·」表示。

複雜輔音 *Cʳ-與複輔音 *Cr-、*C·r-互相諧聲。

4）上古有 10 個韻尾：*-ø、*-ɡ、*-ŋ；*-l、*-d、*-n；*-b、

*-m；*-w、*-ɡʷ。有 2個後置韻尾：*-ʔ、*-s。

二、複雜輔音、複輔音的音變規則

規則 1　*Cˡ->C-（一、四、三等）

可比較下面的漢語借詞：

武鳴壯語：孤 kˡa，群 kˡoŋ，球 kˡɑu<*ɡˡu

泰文：告 kˡaːːw<*kˡu（說；講）

佤語：褲 kʰˡa̠ʔ

*Cʳ->C-（二、三等 B類，雅洪托夫〔Sergei E. Yakhontov〕2認

為是 *Cr-）

規則 2  *C·r->r->l-  *C·l->l->j-

其中的 C· 為次要音節，如「藍」*ɡ·ra̠m>ra̠m，與「監」*kʳa̠m

諧聲。它在泰語中的借詞 ɡraːm（藍靛），足可證明其聲母構擬。

「鹽」*ɡ·lam>lam>MC jiEm，也與「監」*kʳa̠m諧聲。

規則 3 複輔音 *Cl-、*Cr- 的演變

*kl->t-，*kʰl->tʰ-，*ɡl->d-，*ŋl->n-

*kr->ʈ-，*kʰr->ʈʰ-，*ɡr->ɖ-，*ŋr->ɳ-

*pl->t-，*pʰl->tʰ-，*bl->d-，*ml->n-

*pr->ʈ-，*pʰr->ʈʰ-，*br->ɖ-，*mr->ɳ-

可比較下面的例子：

肘 *kruʔ>ʈ-，藏文 ɡru

跳 *kʰle̠ws>tʰ-，漢越語 kʰieu

腸 *ɡlaŋ>d->ɖ-，藏文 ɡʑaŋ<*ɡljaŋ；標敏瑤語 klaŋ

脫 *kʰlo̠d>tʰ-，藏文 ɡlod；龍州壯語 kjoːt＜ *kloːt

讀 *ɡlo̠ɡ>d-，藏文 kloɡ

雉 *ɡliʔ>d-，全州瑶語 ɡli。它可能是一個擬聲詞，狀雉的叫

聲，所以其他語言中也有類似的讀音，如普沃語、斯戈語 kʰliʔ3

猱 *m l u>n -，「猴子」武鳴壯語 *m a l u>m a l a u，緬文

mjɔk<mlok

2 謝．葉．雅洪托夫著，葉蜚聲、陳重業、楊劍橋譯，伍鐵平校：〈上古漢語的複輔
音聲母〉，收入謝．葉．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雙寶編選：《漢語史論集》（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 42–52。
3 參見 Paul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nother Loo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6, no. 2 (1976): 153；中譯本見 P. K. 本尼迪克特著，樂賽月、羅
美珍譯：〈再論漢—藏語系〉，收入《漢藏語言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

研究所語言室，1984年），頁 422–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