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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台语族轻唇音的产生和发展

张 均 如

〔提要 ]
“

枉唇音
”

即唇齿音
,

原始侗 台语没有这类声母
,

砚在分布面较广的唇齿音郊

是后起的
。

它们主要来源于原始语的圈唇的双唇音
` ’

p w
、

“ b w 等
。

这种演 变趋势

与
“

复辅音单辅音化
、

浊 音清化
、

某些闭塞音异化为间隙音
”

的现律是一致 的
。

但由于

唇齿音一般郑是在侗 台语族各语支语言善至方言分离之后 才各 自产生和发展下来

的
。

在发展 中
,

各语言起 步不同
,

进程也不 大 一致
,

所 以 在各语言或方言的对应规律

中又显示 出各 自的某些特点及语音变化的多样性
。

“

轻唇音
”

现在称为唇齿音
,

原始侗台语没有这类声母
,

现在的唇齿音 f
、

v( 或 w )等声母是

后起的
。

一 唇齿音分布情况和语音对应规律

从侗台诸语言的音位系统来看
,

有 f
、

v( 或 w )的地区占大多数
,

台语支除壮语的丘北
、

文马

两个土语和泰语南部方言部分地区以及布依第二土语没有 f 外
,

一般都有 f 和 v( 或 w ) ;侗水

语支除侗语和佯钱话外
,

一般也都有 f 和
v 。

唇齿音在各地的对应比较复杂些
,

不那么整齐
。

下面列出各地的主要对应关系
,

出现字数很少的辅音写在括号内
,

辅音右上角的 1
、

2 分别表示

阴类声调和 阳类声调
。

清清清 fl ( p l ))) 护护 护护 f 111 w 111 p h lll f l 、

( b l )))

浊浊浊 产
、

(少
、

必 ))) 俨俨 产
、

(少
、

k Z ))) v2
、

(少))) v2
、

(少))) 尸
、

( v2
、

p Z ))) 产
、

v2 ( b Z
)))

傣傣
、

泰
、

老挝
、、

布依第二土土
.

壮红水河
、

柳江
、、

布依第第 布依第第 壮南 (文文

壮壮琶北
、

右江江 语
、

壮丘北北 桂北
、

桂边四土语语 三土语语 一土语语 马土语浊浊

两两土语语 土语语 和布依第一土语语语 少数点点 的全是 俨 )



清清清 p, 、

( w ` 、
p h , ))) p i 、

( f1 ))) v2
、

( w l ))) 沪
、

( h w l 、
f , ))) v l 、

( fl
、

k w l )))

浊浊浊 少
、 , 、

(铲
、 ’ ))) p ,

`

2 、

(铲 ))) 尹
、

(铲 ))) 护
、

2 、

(铲
、

尸
、

p Z ))) 俨
、 2 、

铲铲

语语言言 侗语 (大多多 标语语 佯嘴嘴 锦语语

数数数地区 )))))))))

清清清 kw
l 、

( f1
、

p i ))) 护
、

吸v , ))) v i 、

f1
、

(护 ))) fl
、

( w ’ ))) f1
、

( p h`
)))

浊浊浊 k记
、

尸尸 产
、

(尹
、 2 ))) 俨

、 2 、

( p Z 、

护 ))) 铲
、

( p l 、 2 )
、

k222 p l
、

2 、

f111

语语言言 松佬佬 水语语 毛南南 拉咖咖 黎语语

在上面的对应关系中
,

声母分上下两排
。

上排来自古清声
,

读阴调
,

即单数调 ;下排来 自古

浊声
,

读阳调
,

即双数调
。

台语支语言大都符合这种声母和声调的搭配关系
,

但侗水支语言却

不大一致
,

明显的是古浊声字念阴
、

阳调的都有
,

如
“

火
、

稻草
” ,

几种语言都念第 1 调
,

这可能是

侗水诸语言浊音清化起步较迟
、

步调不一的缘故吧
。

至于佯钱话某些阴调字念作阳调
,

那是后

来阴调再分化
,

由阴调变阳调的缘故 (详见张均如 (侗台语声调的发生和发展》
,

刊于 (民族语文

研究新探 》一书 )
。

这里着重分析一下唇齿音本身在各地的对应情况 :相 比之下
,

侗水语支 内部的对应比台语

支要复杂一些
,

侗语除汉语借词外没有 f
、 v ,

与其他语言 f
、 v
相对应的是双唇塞音 lp

、
p Z (即阴

、

阳调字都念 p ) ;布依第二土语也没有 f
,

都念作 v( 或 w )
,

佯伏话大体上也是如此 ;锦
、

莫
、

标几

种语言虽有 f
,

但固有词很少
。

在阴调字里
,

壮语北部方言多数地区和布依第一土语都不出现

fl
,

而念作 俨 ;壮语南部方言也不出现 f
,

而念作 p h
。

阴调字中普遍出现 f 的语言是傣
、

泰
、

老挝

和壮语的琶北
、

右江两土语及布依第三土语以及侗水支的水
、

拉咖等语言
。

在阳调字中
,

台语

支除布依第二
、

三土语和壮语丘北
、

文马两土语保留浊音 俨外
,

一般都清化为 产;侗水支除水
、

松佬语外
,

其他语言都没有清化为 产
,

主要念 产
、

p Z 、

护
。

这些有唇齿音的语言或方言还出现相

对应的双唇闭塞音 p
、

m 等例词
,

如临高话除念 f
、 v
外

,

还有以 b( 从 p 变来 )作声母的例词
。

上

述对应虽然比较复杂一些
,

但相对应的声毋基本上都是唇音
。

此外
,

还有一些词是其他发音部

位的
,

如 :v 一 习w 一 砂 二 ,

f一 s 一 9’’
· , v 一 k h w 一 x w 一 h 一 r 等

。

这些对应关系明显反映 出本语族唇

齿音的多源性
。

二 目前的唇齿音是从哪些古声类演变下来的

本语族现在的唇齿音 f
、 v (或 w )主要是从原始侗台语

’ .

p w
、 娜 ’

p lw
、

二 b w
、

二 b w 丘
、 ’ .

甲

w
、 . ’

m w 等圆唇的双唇音声母演变下来的 ;另外也有部分词来 自二 w
、 ` .

w 等通音
,

由于本

语族的
v
无明显摩擦

,

与通音 w 性质相近
,

因为在台语支
v
与 w 一般已混 同

,

读
v
的地区增

多
,

读 w 的地区减少
,

侗水支多数地区也混同了
,

即使佯偷
、

毛南
、

锦
、

莫几种语言的音系中
v

2 9



与 w并存
,

但由于二者趋于混同
,

原来念 w 的字不少变为
v 了

,

所以现在
v
声母字中出现 了不

少来 自” w
、 . ’

w 等通音声母字
。

侗台诸语言声母发展的趋势是 :复辅音单音化 ;浊的口音声

母清化等
。

f
、 v
的变化大致符合这种趋势

,

但由于某些声母是在各支语
、

语言
,

甚至不同的方

言
、

土语分离之后各自发展的
,

所以它们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
,

并带有各 自的特点
。

这就是 f
、 v

等声母的对应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
。

先看下面不 同来源的例词 :

二 wP 雨 fo ln 泰
、

老挝
、

傣德 f un
`
傣西

、

临高
、

黎 众 ln 傣拉 p h` ,
壮龙

f二
`
壮武

毛南 ~
卫

h u n ,
壮柳 vut

n `
布依 jP o n ,

侗 k二
n ,
松佬

p h耐 壮琶

肠 n l
7k fi n l

佯食
v in ,

锦
、

莫 fen
`
拉咖 st h an

l
标 1j却

,
侗北

棉花 触 13
泰

、

老挝
、

傣西
、

傣拉 p h` 3 壮龙 op :is 壮琶 fa 护壮武
、

水
v 二15

壮柳
、

布

依 b lu 3
临高

、

黎 ifa
3
琼山 w面 5

毛南
、

佯食 h w心 5
锦

、

莫

云 f llt 驴老挝 fa 3
傣西

、

傣拉
、

水
、

毛南
、

拉咖
、

黎 p h扩壮龙 p ih s
壮琶 细

3
壮武

viu 护布依 b矛临高 m护侗 k w a 3
松佬

、

侗北 va ` 锦
、

莫

水坝 坛犷泰
、

老挝
、

傣德
、

西
、

拉
、

壮武 p h a矛壮龙 p h二 il’ 壮岂 v
血

1
壮柳

、

布依
p i ,
侗 几 ,

松佬
v
eZ 佯俄

v e i
莫 f e i ,

拉伽 fal t a u4 标 pe
,
侗北

刀鞘 afk
7
泰

、

老挝
、

傣德
、

西 1̀ 山 3
傣拉 公

7
壮武

、

水
、

毛南
、

拉咖 p h ak
7
壮岂

va 扩 壮柳
、

锦
、

莫
v
ak

“
佯食 、 扩黎

手掌 af s
泰

、

老挝
、

傣 p ha
`
壮龙 p ha

r
壮琶 p护 壮武

、

侗
, al 壮柳

、

布依 k。护

松佬 f叨
3
水

v犷佯伏 fa 3
锦

、

莫
、

毛南

补 f明
`
傣 p h明

,
壮龙 p ho 扩

.

壮岂 fo 扩 壮武 叫
,
壮柳

v

明
,
布依 甸

,

临高 响
`
琼山 f讨 水 fo 澎 黎 p明

,
侗北

鳌 af `
泰

、

老挝
、

傣西
、

黎
、

傣拉 p h al 壮龙 p ih r
壮岂 f。 `

壮武 hj va
`
壮柳

、 al 布依 alj
`
侗 。

,
佯食

鹤鸽 :fe ks 壮龙 p he 玉 10 壮琶 f已 k 7
壮武 hj

v

吐
7
壮柳 w o r 毛南 iP ak

,
标

搓 (绳 ) f a n 3
泰

、

傣 p h耐 老挝
、

壮龙 场 n 3
临高 p h an

`
黎

草木灰 p h uk
,
侗 讥正 ,

水
、

毛南
、

莫 vo k g
锦 vu k ` o

佯伏 p u 3
侗北

粉末 f un
s
泰 b o n 4

临高 p。护 侗
、

松佬
v o ln 毛南

v

un
Z
佯食 wo 矿 拉咖

涩 f二户泰
、

傣 、 犷 布依 p .at
,
侗 ok 犷 松佬 q巴 t 7

水 f o
犷 毛南

v 。
尹

”

佯伏

竹子 k au 矛 临高 p an
,
侗 k w an

,
松佬 f幼

,
水

v

扩 佯横 fan
,
拉咖

r 。二 3
黎

k w o n l
侗北

六指儿 ifl 傣德 fe ,
傣拉 pe ,

壮武

b w 火 f越 2
泰

、

傣
、

壮龙
、

壮武 ife
Z
壮琶 ifz 壮柳

、

布依 。产临高 v 川 2

侗
、

拉咖 f ì 松佬
v i` 水

、

毛南
v i Z
佯横

v o i ,
锦

v e i` 莫 州
`

认
,
侗北

fa矛 泰
、

傣
、

布依 k w劫
r
老挝 f主 n 月

壮柳 va 矛 毛南 伪矛 锦

f a k s
泰

、

壮龙
、

岂
、

武
、

柳 p a k s
傣西

、

德 f a : 。 `
傣拉 faz 布依

v
ak

,
锦

v
ak

7
莫 w a ks 拉咖

琼山 p“

标 fe 护黎

虎子

冬瓜 fo 扩 临高



孵 (鸡 ) fak
“
泰

、

老挝
、

壮龙
、

琶
、

武
、

柳 f护 布依 , 梦琼山
,
ak

,
锦

v
ak

7
莫

p ob 犷 黎

肿 肠k s
壮琶

、

柳 f舒布依 切砂琼 。扩 毛南 v
ku

s
佯演 w o

ks 拉咖 h ku
s

标 讨 侗北

细糠 袱 临高 讨 侗
、

毛南 k w护松佬 fa’ 水 w a6 佯潇 vu’ 锦 va’ 莫 k ou6
拉伽 p护标

稻草 f民扩泰
、

傣拉
、

壮龙 佃对 老 f对 傣西
、

德 f讨 壮琶 if 对 壮武 f以扩

壮柳
、

布依 m讨 临高 aP扩侗 甲网
,
松佬

v

网
1
水

、

毛南
、

佯伏
、

锦
、

莫

w a

扩 拉咖 。 犷 标 叮钾 i扩黎

哥哥 p ih 3泰 p护傣
、

壮龙
、

柳 问 琶 p ia’ 壮武 p护布依 场 13
临 椒护侗

f如月松佬
、

水
v

讨 毛南
、

锦
、

莫 p子标
v子佯钱

小舅母 w淤 侗
、

标 iaf
`
松佬

、

水
v
淤 毛南 p了 拉咖 pe il 黎

水泡 op 犷傣德
、

傣西 op J 傣拉 of 砂壮柳 p
uks 侗

、

毛南 kuks 松佬 f uks 水

刊 k日佯伏 , ks 锦
、

莫 f讨 黎 p u’ 侗北

卿鱼 访 k7 壮柳 h ek
7
临高 h盛

?
琼 ilJ p i k` o侗 f正吕水 p i k s 毛南

v e : k` o
佯横

” p lw 小米 f̀ 护泰
、

傣西
、

拉 肠刀 5
老挝 p h讨 壮龙 p ih讨 壮琶 if对 壮武

v二扩

壮柳
v似扩布依 f讨 临高

v

耐 琼山 jP讨 侗 kyw讨 松佬 6讨 水

6
e

扩毛南 巧`
才佯伏 vi 扩 锦 朽扩 莫 反扩黎

坝子 。 护 临高 ib矛 琼山 功幽
5
侗 6。

,
松佬 巧幼

5
水 巧e二 5

毛南 对e

淤

佯钱
v i , 5

锦
、

莫 w ien
`
拉如

’ .

b lw 牙齿 f田产泰
、

壮琶
、

武
、

柳 it ln 临高 伽
1

.

琼山 功an
,
侗 afn

,
黎

、

松佬 对an
,
水

伯 n Z
佯钱 w anz 拉伽 tj an

,
侗北

, ’

b w 五 梦 f aln 泰
、

老挝
、

傣 p ba n l
壮龙 p h a n l .

壮琶 f讨
一壮武 fa’ 一 壮柳 p淤 布

依 劝矛临高 jP耐 侗 vj an
,
水

、

毛南
v

耐 佯俄 if nl 锦
、

莫 h w 。
澎 拉

咖 殆nl 黎

磨 (刀 ) of nl 泰
、

老挝 fun
`
傣西 p h an

,
壮龙 p

allZ 壮琶
、

柳
、

布 依
、

侗
、

水
、

佯 横

。 ln 临高 场
n l
琼山 k w扩 松佬 jP耐 毛南

、

锦
、

莫
. ’

gw if 右 hk w al 泰
、

老挝 xw al 傣德
、

西 va
,
傣拉 4护壮龙 kvaz 壮武

、

柳
、

布依

w al’ 侗 fa `
松佬

、

水
、

毛南 vaz 佯伏 w扩拉伽

” m w 树 m澎 泰
、

老挝
、

傣
、

壮龙
、

琶
、

侗
、

松佬
、

水
、

毛南
、

锦
、

莫
、

标 ifa
4
壮武

、

柳
、

布

依 。 护佯横
、

侗北 st 肠
1
黎

手 m扩 泰
、

老挝
、

傣
、

壮龙 m矛 壮琶 fa扩 壮武 f哟
2
壮柳

、

布依 m o Z I店高
、

琼山 mj 尹侗 nj 护松佬 mj al 毛南 mj 矛佯懂 m i Z
锦

、

莫 面矛拉咖

h尹标 m e
心 黎

鬼
、

神 m a 刁 2
壮岂 f a

扩 壮武
、

柳
、

布依 m网
`
水

、

毛南
、

锦
、

莫 钾网
2
佯钱

潭
v

讨 傣西
、

临高
、

壮龙
、

琶
u a

扩琼山 m讨 侗 m时 水
、

莫 , m网
,
佯食

薄暮 om对 壮龙 op 对 壮武 f止m 月
壮柳 f

~
月
布依

` ’

甲、 痣 f ial 泰
、

傣德
、

西 m ial 壮龙
、

布 Yial 壮武 h扩 临高 。 产琼山 p h llu 侗

粤山 ,
水 m 。 , 毛南 p h比 i` 拉咖



.’

w迟到 we l’ 侗 e fl水 留 毛南
v
矛佯偷

藤 w心 1
泰

v 心`
老挝

、

傣德
、

西
、

壮龙
v

ia l临高 , il 琼山

“ w 昨天 w翻
2
泰

v` 2n 老挝
v护傣德

、

西
、

临高
、

壮龙

做 ej’ 傣拉 w矛侗 澎 松佬 he 4
水 记 毛南

v e’ 佯伏
、

莫 矛 锦

二 x w 挂 公 w 。
淤 泰

、

老挝
x w o l

傣西 二 ln 傣德
、

拉 ve扩 壮琶
、

武 ve 分 壮柳
v e n` 布依 k w e n , 锦

、

莫
. `

wY 水牛 k h w a
尹泰

、

老挝 xw 淤 傣西 xa 尹傣德 va 护傣拉
、

壮龙
、

琶
、

武
、

柳
、

布依

k w矛侗 俪
2
松佬

、

佯截 k矛 水 k iw
Z毛南 h矛 锦 扩 莫 w护标

” sw 裙子
5 1矛 老挝

、

傣德
、

西 ` n3 傣拉 p h 。护 壮琶 vu 矿 壮武 vi 矛 布依 w 。护侗

归矛 松佬 仙
3
锦

、

莫 ir扩 黎

” s k w 甜 w .am
,
泰

v

via-
,
老

、

傣
、

龙
、

壮武
、

柳
、

布依
、

佯俊 en
3
临高 k h w二

r
侗

、

拉咖

乃二 ln 松佬 f。
,
水

、

毛南 k ha nl 锦
、

莫 。 扩 标

” sk , 梳子 w il 泰 vil 老挝
、

傣
、

壮龙 hl o
dl’ 壮琶 丫。

尹壮武 hj : o il 壮柳 20 11布依

h ia ` 临高 h甘 i,
’

琼山 肠
e r
侗

c ih ,
松佬

、

毛南 se ,
水 k h i` 佯横 本h o i`

锦
、

莫
e h e i l

拉咖 e i a ,
标

’ .

p w
、 ` ’

b w 等声母在侗语中
,

唇化成分消失
,

变成单纯塞音 p 、
b

,

后来 b 又清化为 p
,

标

语大多数词是这样 ;松佬语在演变中
,

由于异化作用比较明显
,

凡是原始语中
,

由两个发音部位

相同或相近的音构成的复辅音
,

如
` ’

p w
、 ’ `

b w 等 (
` ’

it
、 . `

tr 等也一样 )
,

第一个辅音的发音

部位都后移
,

变为舌后音 k 或 k h 等 ;锦
、

莫
、

佯食几种语言的变化与布依第二土语相似
,

辅音

p 、
b 与唇化成分 一 w 一相互影响而先后异化为擦音 俨 与 俨

,

由于
v
与 w 趋于混同

, v
声母字 日

渐增多
,

至使 俨逐渐稳定下来
,

所以至今 俨 没有变为 fl
,

沪 也没有清化为 产
。

水语与傣
、

泰和

壮语岂北
、

右江两土语相似
,

” p w
、 ` ’

b w 等分别异化为 fl 和 俨
,

后来 俨 又清化为 产
,

所以这

些语言 (或方言 )阴阳调字的声母都念 f
,

毛南
、

拉咖等语言与水语大体相像
,

只不过毛南
、

拉咖

的 沪还没有清化成 产;壮南部方言 产的产生也是清化的结果
,

它们阴调字变为 ph
,

则是 由

于 ” p w 中的两个辅音相互影响走另一途径变成 p h
,

而没有变成 fl 或 俨
,

文马土语按浊音 (包

括 b
、

d
、

g 、

ds
、 :
等 )未清化的规律

,

仍保留着 俨
。

至于壮语红水河等四个土语和布依第一土

语
` ’

p w 变 vl 而
` .

bw 倒变 产
。

似乎跟本语族声母发展的趋向相悖
。

这可能是这些地区

的二 b w 先异化为 俨
,

不久 俨 又清化成 产了
,

而
’ .

p w 稍后 异化成 沪
,

然后 沪 又 跟来 自通

音
. ’

v 的 俨声母合流而保留下来
,

没有变成 fl
。

` .

bw 且在各地的对应跟
` .

b w 基本一致
,

只是这些词在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以及侗水

支不少语言念阳调
,

而壮语南部方言和傣
、

泰
、

老
、

掸等语言却念阴调
,

这种阴阳调交替的现象

是原始侗台语带浊送气成分的浊塞音和浊擦音
` ’

b if 、

二 Y丘等的共同特点之一
。

(详见 张均

如《侗台语族声调的发生和发展 》
,

刊于 (民族语文研究新探》一书
,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

1 992

年 ;梁敏
、

张均如 (侗台语族送气清塞音声母的产生和发展 )
,

刊于 (民族语文》1 9 9 3 年第 5 期
。

)

” m w 等鼻音在傣
、

泰
、

老和壮南部方言
、

临高话及侗水支多数语言中
,

唇化成分消失
,

只

剩下 m
,

而壮北和布依 m 和唇化成分 一 w 一相互影响而变成了 f
,

如 m ia’ 一 ifa’
“

树木
” ;少数字

如 : “

潭
”

台语支变为 俨
,

侗水支变 m
。

其它唇化鼻音如 ” 伽 或变成 v( 或 w )或念作鼻音 习。 ` .

~
、 ’ .

丫w 分别变成
又
记

、

hk 护
、

俨和 k护
、

hk 护袜护
、

俨 等
。

总之
,

原始侗台语的各种唇化声

母都有可能发展成 f
、

vo

3 2



三 结 语

1
.

原始侗台语
,

甚至原始台语
、

原始侗水语原来都没有轻唇音
,

这点与汉语
“

古无轻唇音
”

的情况一致
。

侗台诸语言唇齿音的产生和发展与本语族复辅音单音化
、

浊的口辅音清化
、

某些

闭塞辅音变为间隙辅音演变规律是符合的
。

如果说原始侗台语或原始台语
、

原始侗水语就 已

经有轻唇音的话
,

就会得出这样的推论 :例词中
,

布依语阴调的 护 是从
`

fl 浊化而来的
,

壮语南

部方言等的 p hl
、 p hi ,

等以及侗水诸语言例词中的 p`
·

2
也是分别从擦音 f

、 v
变来的

。

这种推论

与本语族共同发展规律是相违背的
。

目前侗台诸语言的唇齿音是在各语支语言
,

甚至是某些

方言
、

土语分离之后
,

各自从原始侗台语的唇化辅音
,

主要是唇化的双唇音二 pw
、

二 b w … …

等演变来的
.

即第一个辅音与其唇化成分 一 w 一 相互影响
,

产生异化作用所致
。

2
.

轻唇音的发生和发展在各语支
、

语言或方言中并不同步
,

台语支轻唇音的产生比侗水

支要早
,

其 中尤以 f 比较普遍地出现于单
、

双数调字中的傣
、

泰
、

老挝等语言和壮语琶北
、

右江

土语更早一些 ;侗水支中
,

水
、

拉咖语似乎比较早
,

毛南次之
,

佯横
、

锦
、

莫
、

标几种语言较迟
,

侗

语最迟
,

在固有词中
,

至今还未出现 fo

3
.

一直没有唇齿音的语言或方言
,

如侗
、

佯横
、

布依第二土语等
,

它们的汉语借词里都增

加了 f 声母 ;又如壮语南部方言阴调字里不出现 f
,

但汉语借词就不受这种限制
,

阴阳调都可以

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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