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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汉语上古音的韵母系统目前采取六元音体系（the six-vowel system）的学者居多。

　　六元音体系的要点之一是*o和*u这两个唇化元音的分布。Sergej Jaxontov（1960/1986）首先根据中古音当中合口
介音的分布、《诗经》等上古文献当中的押韵、谐声系统以及联绵词等多方面的证据，指出元、月、祭、歌部除了*a
以外还有与此构成音位对立的唇化元音*o分布；文、物、微部除了*ə以外还有与此构成音位对立的唇化元音*u分布。
这就是唇化元音假说（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的主要内容。

　　Sergej Jaxontov（1960/1986）没有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的材料。直到秋谷裕幸（1995）才发现闽语和客家语当中还
有非唇化/唇化元音之间对立的痕迹。Jerry Norman（2014）则补充了闽语里的其他例子。

　　本文的目的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闽语中上古非唇化/唇化元音之间对立的表现，并讨论与其相关的音
韵史问题。

二 “泉”

　　2.1 上古音

　　“泉”的中古音是仙韵合口从母。按照唇化元音假说，“泉”在上古音里只能是唇化字，韵母为*-on或*-or。不
过，Sergej Jaxontov （1960/1986）很早就指出，“泉”只与非唇化字（*-an、*-ar）押韵。

　　另外，由“泉”得声的“線/綫”是中古仙韵开口心母的字。《说文》：“綫，縷也。从糸戔。線，古文

綫。”“綫”在上古音里应该是非唇化字，所以Sergej Jaxontov（1960/1986：58）认为“泉”的上古音是 。

　　2.2 闽语里的“泉”

　　现代闽语当中“泉”字的读音往往是开口呼或来自早期开口呼的读音：

 　　

　　除福清以外的三个方言中“泉”和“癣”“鳝”的介音都带有圆唇特征。不过这是后起的。福清的齐齿呼才能代
表早期闽语里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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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本章的结论

　　“泉”字在上古音里的例外性非唇化读音可以得到现代闽语材料的印证，它的上古韵母当为非唇化*-an或*-ar。这
也说明现代闽语仍保存上古音里非唇化元音和唇化元音之间对立的反映。

三 “反”和“飯”

　　“反”和“飯”都是中古元韵非组字，上古韵部都是元部。

　　3.1 上古音

　　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2014a：274、282）把“反”和“飯”分别拟作了*Cə.panʔ和*bo[n]ʔ-s。郑张
尚芳（2013：267、268）把 “反” 和 “飯”分别拟作*panʔ 和 *bons，也假设了 *a 和 *o 之间的对立。

　　正如Sergej Jaxontov（1960/1986：63）所指出，“反”字通常与非唇化字押韵。“反”的上古韵母应该是非唇化
的*-anʔ。

　　在《诗经》里，“飯”字不入韵。《说文》认为，“飯”是由“反”得声。除此之外，《经典释文?礼记音义》
说：“依字书食旁作卞，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则混之，故随俗而音此字。”可见，古代“飯”字
有两种，一种是从食卞声的去声“飰”，另外一种是上声的“飯”。段注不同意《经典释文》的观点，认为：“陸语

殊误。古衹有饭字。后乃分别作 。俗又作飰。此正如汳水俗作汴也。唐以前书多作字。后来多訛为餅字。”（《说文

解字注》五篇下）不过，“弁”和“卞”的上古音分别是*C.[b]ro[n]-s和*[b]ro[n]-s，都是唇化字，似乎不是偶然。所以
我们倾向于接受《经典释文》的记载，而认为“飯”是唇化字。

　　3.2 闽语里的“反”和“飯”

　　Jerry Norman（2014：16）已注意到闽东区方言里的“飯”字读音与上古唇化元音*o相应。其实其他闽语方言亦
如此。现代闽语方言中“反”和“飯”的韵母一般不相同：

 　　

　　根据Jerry Norman（1981），“反”的原始闽语韵母是*-an，“飯”则为*-ion。

　　3.3 本章的结论

　　上古音当中“反”和“飯”不同音。前者的主要元音是*a，后者则为*o。大多数闽语方言中“反”和“飯”也不
同音。前者的主要元音大概来自*a，后者则来自*o。可见，上古音当中“反”和“飯”之间主要元音的区别，即非唇
化元音和唇化元音之间的对立，仍保存在闽语中。

四 “發”和“髪”

　　与元部“反”和“飯”相配的月部“發”和“髮”也有同样的上古音保存出现。

　　4.1 上古音

　　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2014a：273）把“發”和“髪”的上古音分别拟作*Cə.pat和*pot。郑张尚芳
（2013：267、268）把这两个字分别拟作*pad和*pod，也假设了*a和*o之间的对立。

　　《说文》说“發”是“癹”得声，但是它的甲骨文没有加声符“癹”。“發”原来是象形字。Sergej
Jaxontov（1960/1986：63）很早就指出，“發”字只与非唇化字押韵。“發”的上古韵母当为非唇化的*-at。

　　据《说文》，“髪”由“犮”得声。“髪”跟元部唇化字押韵。“髪”的上古韵母当为唇化韵母*-ot。

　　4.2 闽语里的“發”和“髪”



　　由于不少闽语方言“头发”说“头毛”，“髪”的白读音并不多见。以下是浦城县境内的闽北区方言和邵将区光
泽方言的例子：

　　

　　Jerry Norman（1981：61-62）把“發”和“髪”的原始闽语韵母都拟作了*-iot。我们接受“髪”的*-
iot。“發”的原始闽语韵母则可以考虑改为*-yat。

　　4.3 本章的结论

　　上古音当中“發”和“髪”不同音。前者的主要元音是*a，后者则为*o。一部分闽语方言中“發”和“髪”也不
同音。前者的主要元音大概来自*a，后者则来自*o。可见，上古音当中“發”和“髪”之间主要元音的区别，即非唇
化元音和唇化元音之间的对立，仍保存在一部分闽语方言中。

五 “過”和“裹”“禾”

　　“過”（平声）和“裹”“禾”都是中古戈韵见晓组字，上古韵部都是歌部。

　　5.1 上古音

　　William Baxter & Laurent Sagart（2014a：273）把“過”（平声）和“裹”“禾”的上古音分别拟作*kʷˤaj、*s.
[k]ˤo[r]ʔ 和 *[ɢ]ˤoj，假设了*a和*o之间的对立。

　　“過”与非唇化字押韵。“過”当为非唇化字。

　　“裹”由“果”得声：《说文》：“缠也。从衣果声。”而在出土文献中“果”偶尔通假为“裹”。联绵词“果
臝”（一种瓜）的后字“臝”是中古果韵来母字，按照唇化元音假说只能来自上古唇化字。那么，“果”以
及“裹”也是上古唇化字。

　　由“禾”得声的“和”在《诗经》中与“吹”押韵。“禾”应该是上古唇化字。

　　5.2 闽语里的“過”和“裹”“禾”

　　在闽语里平声的“過”表示“菜老”。“禾”在山区闽语里表示“稻子”。

 　　

　　建瓯的[o]韵来自早期的*-oi。

　　按照Jerry Norman（1981）的韵母系统，“過菜老”的原始闽语韵母可以拟作*-uɑi。“裹～粽”和“禾稻子”的
原始闽语韵母则可以拟作*oi（Jerry Norman1981：43-44）。

　　5.3 本章的结论

　　上古音当中“裹”和“禾”的主要元音都是唇化元音*o，而“過”的主要元音是非唇化元音*a。现代闽语方言
中“裹”和“禾”同韵，而与“過”的韵母有区别，前者来自*-oi，后者则来自*-uɑi。可见，上古音当
中“過”和“裹”“禾”之间主要元音的区别，即非唇化元音和唇化元音之间的对立，仍保存在闽语方言当中。

六 结语

　　现代闽语仍然保存着上古非唇化元音*a和唇化元音*o之间的对立。这个结论反过来进一步证实Sergej Jaxontov教
授所提出的唇化元音假说能够成立，也支持上古六元音体系。



　　Sergej Jaxontov（1960/1986：70-71）指出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元、月、祭、歌部里不复存在*o，文、物、微
部里也不存在主要元音*u。那么，闽语最古老的语言层次能够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之前，也就是在战国时期。当然这
个观点今后需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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