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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の概要

1．目的

我々の研究チームが1989年以来蓄積してきた基盤の上に､新しいシステムによって本格

的な漢語方言地図集を作成すること､また言語地理学の方法によって各地図を解釈すること

により、言語変化の諸相と変化の要因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た。

2研究のプロセス

(l)PHDシステム

XMLベースのデータ集積･処理システム(PHDシステム)を開発し､これを專用サーバ上で

運用することで、基礎データ(地点データ、方言資料データ)、言語データ(漢字、IPA､調類

等)､地図データ等を統合したデータベースを構築した｡また言語データ入力、電子地図作成

等のためのクライアントソフトウェアを開発した｡このシステムにより、ネットワークを通じた情報

とデータの共有と共同作業が可能となった。

(2)基礎作業

従来蓄積した基礎データをXMLフォーマットに改変した上で､大幅な増補訂正を加えた。

次に､語彙項目を中心として約lOO項目について言語データを入力した｡とりわけIPA(国際

音声字母)の入力には大量の人力を投入した。また新出方言資料の収集に務め、稀少資料

についてはデータを分担者､協力者間で共有するための方策を講じた。

(3)地図作成と各地図の解釈

約80項目について､方言地図を作成した｡各担当者は各地図に関する知見を整理し､解

釈を加え、それらについて平成17，18年度に計4回開催された研究会で検討と批判を加え

た｡またフォーラム上で意見交換を行った。

(4)その他

当初の研究計画にはなかった課題として、民俗項目（婚姻と葬儀)に関するデータ収集と

整理を進めた｡また方言間の親縁関係を計量的に測定するための基礎資料を作成した。

3．研究成果

平成17年度報告書及び本報告書は本課題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を示すものである。本研究

の2年目(平成17年度)以降は､PHDシステムを用いた研究を中国などで開催された国際会

議で報告した(具体的成果は下文｢研究発表｣の項を参照)。また漢語方言地図に関するプロ

ジェクトを進めている北京語言大学のスタッフ等との実質的な研究交流を進めた。

4．課題と予定

未達成の課題がいくつか残された。システム面では、地図の3D化が実現していない。基

礎作業では、l50項目のデータ入力作業が達成されていない｡今後はPHDシステムを再構

築した上で､地図のWEB化を進めながら､本格的な漢語方言地図集の正式出版(2年後を

予定)に向けて諸作業を継続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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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活動の記録

平成16年度

第1回研究会7月25日～26日会場：金沢大学文学部、図書館､ゲストハウス

7月25日

太田斎：太田科研の総括一個別的変化の諸相－

橋本貴子：コオロギとキリギリス

加納巧：オタマジャクシとガマガエル

石汝傑：江堆方言和昊悟的辺界凋査研究

7月26日

＊斉藤成也：古代DNAを用いた中国歴史時代の人間の移動の推定

遠藤光暁：世代差に反映した言語変化について

林智:PHDシステムの概要

研究打合せ：作業分担等に関する討議(報告者:岩田礼）

＊国立遺伝学研究所教授

その他の出席者：平田昌司、中jll裕三､三木夏華､樋口勇夫､遠藤雅裕､村上之伸､木津祐子、

植屋高史､根岸美聡、山崎紀之

第2回研究会12月4日～5日会場：金沢大学文学部

12月4日

＊張維佳：方言研究与方言祝團的数字化

岩田礼､林智：沢悟方言地理学数据痒筒介

12月5日

**曹志転：沢珸方言地閤集研究汁戈l筒介

岩田礼：沢悟方言地團的解稗一例：“膝蓋”的方言地閤

研究打合せ：今後の研究の進め方について(報告者:岩田礼）

＊北京語言大学教授

＊＊北京語言大学語言研究所所長

その他の出席者：劉勲寧､太田斎、平田昌司、秋谷裕幸、中川裕三､樋口勇夫､遠藤雅裕、

村上之伸、松江崇、中西裕樹､王周明、橋本貴子､根岸美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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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17年度

北海道大学文系共同研究棟第1回研究会9月9日～ll日 会場：北海道大学文系

9月9日

林智：システム構築の現状と今後の予定

研究打合せ(I):ユーザーからの要望､討議(報告者:岩田礼）

9月10日

村上之伸：「ソラマメ｣・｢エンドウ｣・｢ダイズ｣の地図

鈴木史己：「ジャガイモ｣・｢トウモロコシ｣・｢キャベツ｣の地図

松江崇：「太陽｣・｢月」の地図

三木夏華：「歩く｣・｢走る｣の地図

中西裕樹：「ヒル｣の地図

橋本貴子：「カタツムリ｣の地図

根岸美聡：「入声韻尾｣の地図

竹越美奈子：「在｣・｢着｣の地図

樋口勇夫：「否定辞｣・｢"牛"の語音｣の地図

9月ll日

中川裕三：禽獣の類別詞とウマの類別詞の関係について

山本恭子：民俗境界線の試み:婚礼･葬礼の地図

王周明：「有｣字比較文の成立に関わる諸要素

岩田礼：「マラリア｣の地図

研究打合せ(Ⅱ）

①地図作成項目と担当者(報告者:岩田礼）

②報告耆の作成について(報告者:岩田礼）

その他の出席者：太田斎､遠藤光暁､木津祐子

第2回研究会1月28日～29日会場：金沢大学文学部会議室

1月28日

研究打合せ:今後の研究の進め方について(報告者:岩田礼）

1月29日

＊喬全生：晋方言(曽)梗通攝白暎晨的胸史

霊'」勲寧：一ｲ､中原官活中曽姪存在辻的珸音居次

＊*沈力：北京活珸気助同ZHE2的来源

秋谷裕幸：福建尤溪具中山方吉筒介

村上之伸：調類の地図

八木堅二：方言地図｢風子｣(しらみ)の分析

橋本貴子：陀南方的“蝸牛”

加納巧：“獺蛤蟆"的地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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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教授

*＊同志社大学助教授

その他の出席者：太田斎､遠藤光暁

平成18年度

第1回研究会9月15日～16日会場：京都大学文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

9月15日

岩田礼･林智:PHDシステムの問題点と対策

竹越美奈子：西双版納漢語景洪市区の飲食動詞

遠藤雅裕：台漫客語海陸方言的進行禮標誌

石汝傑：江芯昊江盛洋方言的声凋

劉勲寧：古中原官話中[y]語音層的変異

樋口勇夫：日本語母語話者による中国語単母音"e"の音響特徴

9月16日

張感開:1人称代名詞について

鈴木史己：「ヤマノイモ｣の地図

八木堅二：北方における名詞の接尾辞"子"(子尾)の範囲

大西博子：形容詞接尾辞の"子,'(子尾)について

松江崇：”太陽"と"月”の牽引について

中川裕三：漢語諸方言におけるブタの類別詞について

太田斎：キツツキ及びその関連語彙にみられる問題点

岩田礼：「一聲之韓｣の言語学的メカニズム

研究打合せ：今後の研究の進め方に関して(報告者:岩田礼）

第2回研究会2月2日～3日 会場：神戸市外国語大学､UNITY(ユニティ大学共

同利用施設）

2月2日

岩田礼･林智:PHDシステムの今後の運用について(第一部）

橋本貴子：“蝸牛"的方言地閤

加納巧：オタマジャクシの方言地図

中川裕三：漢語諸方言における禽獣の類別詞について

2月3日

三木夏華：拮杓助同‘‘的“的同形及其来源

大西博子：沢珸方言単音形容同重畳后毅的地理分布及突型

王振宇：漢語方言の文末助詞｢着｣について

張盛開:1人称代名詞の方言地図

鈴木史己：「ジャガイモ｣・｢サツマイモ｣の方言地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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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植屋高史：「へそ｣の方言地図について

村上之伸：“大豆"和"小豆”

石汝傑：《山歌》的校注|可題

中西裕樹：客家語との接触によるショオ語の音韻変化

八木堅二：華北における子尾と兒尾-Z変に関連して－

遠藤雅裕：漢語方言的進行持續鵲

木津祐子：処置介詞と被動介訶の分布一長崎唐通事の官話と現代方言との連関

4日

研究打合せ

①PHDシステムの今後の運用について(第二部)(報告者:林智）

②報告書(第三分冊)の作成について(報告者:岩田礼）

③本科研終了後の研究の進め方:地図集の出版に向けて(報告者:岩田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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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84p.

遠藤雅裕「漢語方言虚置標誌的地理分布與幾種虚置句」「中国語学』251号,2004年ll月，

pp､56-73.

三木夏華「中国広西三江方言の文法について」「鹿大史学｣第52号,2005年1月,pp.19-34.

遠藤雅裕「〆西三江六甲活的老年居音系与珸法例句筒介」『開篇』Vol.24,2005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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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藤雅裕「r~西三江六甲活的基本顔色同系銃」『開篇」VOl.24,2005年3月,pp､27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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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叢』第56巻7号,2005年12月26日,pp.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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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大学論集一言語・文化篇一」17-1,2006年3月,pp.53-76.

三木夏華「上海方言の「VP拉個」について」「東ユーラシア言語研究』(好文出版)2006

年3月,pp.161-174.

大西博子収珸方言単音形容同重畳后報的地理分布及突型一以“子”尾力例」『開

篇』vol.25,2006年5月,pp.159-168.

張盛開「平江各地方言的珸音珸法特征」『開篇」vol.25,2006年5月,pp.240-261.

太田斎「キメラ語形について(1)」『神戸外大論叢』第57巻7号,200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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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その他

木津祐子監修『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語学概説漢語方言地図集2004｣,2005年3月,5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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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方言地圏及其解程

主輔：岩田礼、田礼、太田需

石汝布、衿木史己編輯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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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別言

岩山礼

本名收最12篇陀文，是我ｲi]三年共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原米述有几位同志有意執筆，

而由干各利I原因寛没写成。

我ｲ｢]研究沢珸方言1989年以来己有17年的脚史｡首先是由我本人俎銀的三年科研頭目，

接着就由平田昌司、近藤光暁、太田語三位先生分別姐飢了科研，毎一期都以扱告括的形式

出版了地圏集，但尚未出版一套完整的地圏集。l7年前属年経一代的人現在快遊人老一代晨

次了，故三年前我決心又姐訳了新的科研。本噸目血咳是以i又珸方言地理学力主題的最后一

次科研。

迭三年在技木和理陀西方面都有所滋展。首先要提屯脳佶息庫及画閤方面的成果，此乃

力林智同学的功芳，参看他的陀文HayashiTbmo｡GIntroductiontothePHDSystem''・以往科研

我1|､]用了福嶋秩子等日本珸吉学者升友的地閤軟件，迭次企圏“自力更生"，現在用的是一套

嫁合性系銃，ロリ倣4dPHDSystem''・悦実在，自力更生多公困雅，我自己力建没迭套系銃付

出的吋|可可能比狭又的研究肘同述要多。男外，系銃的改遊及管理工作全部都由林智一人承

担忌峡乏点安定性。

90年代我ｲ｢]枳票的珸吉佶息多数都是沢字同形。太田先生的科研升始最入同形的IPA,

途次堆任遊行了IPA和燗美的呆入工作，邑然有不少条同迩需要ﾈﾄ充乗入，但迭対珸吉地理

学的探吋晶然有又，我ｲ｢]据此没現的事実也不少。

絵制毎一'幅方言地圏，首先要倣的是同形的分美。面対大量的珸吉佶息，我ｲi]享某一神

或某几神杯准逃行分美，而那些杯准到底如何逸定？迭是我ｲ｢]最下工夫的地方。一般地悦，

以珸素力単位的分美最有效，但迭里有丙十向題。

第一，同源唯定的珸素如何処理？一一考i正河源看来是最踏実的方法，但不能保旺那神

考旺的結果全部都正礁。据我ｲi]的姪醗，着重同形中的声母及其次序加以分美，地團上往往

出現較力整芥的分布，如本苓中析本“蝸牛”文的地閤A、三木“的”文的地團A、岩田“膝

蓋”文的p-l-k、k-l-p、植屋“肚膀”文的p-、m－等(夫子“的”早有太田語先生的分美及地

圏，参看太田1992)。如此処理，既能避升同源何題又能接近同源向題。髻如“膝蓋”的p-l-k、

k-l-p元疑来源子同一↑同源，是一十典型的例子。所渭“整芥的分布”是指某美同形的分布

集中在某一地区而与其官美同形一起杓成等吉銭。地圏上如出肌迭神分布，即使是具体同形

不完全相同的，也有可能都追湖到同一十同源。思地来悦，河中的声母校駒母(元音)和声凋

稔定些。本名的碓盛升文地圏A是按元音分美同形的一ｲ､芸拭，但是看不出各英之同的差昇

到底是有規律性的(即按音餉変化規則変化的)述是剛に性的。有美声墹的佶息有吋也会重要，

譽如指"蜻艇"的南方方言同有上百林,但是双音若的前一音括多数是平声(少数也出別上声)，

不管声鈎母的形式如何。岩田、安室(2004)称之力“南方渚形"'有可能都来源干同一十同源。

而后来友生了上百神変体，是受各朴干抗因素影ﾛ向的録故(参看下文)。

“整芥的分布”男有一秤含又。“弓鈴薯”和“甘薯”的所指只有四百年的厨史，但在衿

木文的各幅地圏(尤其是地目C、D和E)上川品現出較力整芥的分布格局。迭就暗示，在中

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一些“文化圏”一亘到現在(乃存在井在方吉的佶播上起作用(賀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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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9；平田1994)。

遊行以珸素力単位的分美，第二十|可題是珸素的仇先次序。多音枯的同形有恨多可以分

析力閥部分：“修怖成分”（‘‘限定珸素”）和“同根”（‘‘中心珸崇”）。忌地来悦，河根部分

的差昇較多能表現出整芥的分布的格局，也就是，表現出例史根源更深的差界，如本捕中岩

田“吋|司同”文的四幅地閤。但村上文的“大豆”和“小豆"，因力同根大多数都力“豆"，

故只有修飾成分有意又。怜木文的‘‘弓衿薯”和“甘薯"，他画的是珸素閤，因力修怖成分和

同根的重要性可能同等。他述着重修飾成分画了送炳稗薯的嫁合性地圏，是恨有意又的芸拭。

蛤制方言地閤也可以着眼干同又或所指。村上文的地閤A和地圏B以及衿木文中的閤l

川是其例。在迭方面早有俄国学者Astrakhan女士的研究(参看Zavyalova&Astrakhanl998)。

男外，岩田“症疾”文的地圏A根据同又分同形。

本名所收的地閤也可以叫1故“解粋性”的地閤。但是需要指出，“分美”迭一工作在本灰

上都是対方言分布的某利'解粋，只是抽象化的程度因研究人員的思想而昇。我ｲi]的研究立脚

干珸吉地理学的思想，目的在干|瑠明珸吉変化的机制，分突工作也力此日的服各，故抽象化

的程度相対来悦高一些。皮咳悦，解軽性最狸的是方言分区地團。

迭三年我ｲ｢]在悟吉地理学方面的收荻也不少，迭里指出商点。

l)古代方言的双居性

岩田的“肘|司同”文和‘‘拒疾”文分別都推測古代方言中已有両利同江系統井存。

“明天"、“昨天"：中心珸素力“日”／中心珸素力“朝”和“夜”

“症疾”“症”／“寒熱”

左辺的同形哲可叫ｲ故“文言系銃"，而右辺的則是“口珸系銃"。‘‘太日”又的“太阻”和

“日”（参看松江文)、“知道”又的“知”和“暁”等的失系可能匂此平行。函科同江晨次或

者是在古代方言中已錘以区域性的差昇晶現，或者是以同一区域内的不同珸吉居次存在，元

陀如何，関朴居次井存的情況一頁保存到現代的i又i吾方吉中。搦雄《方言》早在西千年前就

提供了迭方面的一些佶息。但是以肌代方言力起点建立起古代的方吉井探吋変化的泣程及其

机制，通辻迭稗方法杓似出来的方言史与文献珸吉学所描述的方言史不尽相同，而且対普通

珸吉学能貢献的余地更大。岩田的“吋l司同”文拭閤鈍粋按照非文献学的方法遊行探i寸，而

岩田的“膝蓋”文将悟言地理学的方法与文献方面的事実結合起来研究。后者述拭圏杓似“唯

一的祖形"，但{乃要承圦早期就姪厨了分化的泣程。

我佃的|圦伍中也存在偏重文献妃裁的価向。迭里引用援登秘神父的活以代小結,“現代中

国的文献珸吉学的措渓不在子依据文献研究,而在子要在方吉中伐出和名面沢字相対皮的同。

迭一倣法是以沢珸変化有逹禁性迭一点力前提的。但是事実却捌底否定了送利達鋲性｡”（賀

登海2003,p.107)比較法的“音鈎対座”固然以‘‘逹鋲性''方前提。

2）被汚染形式

打断‘‘娃鋲性”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几秤，而由此声生的形式可以銃称力“被汚染形式

(contaminatedfbnn)''・迭里有西林原因需要考慮：一是外因，主要是由方言的佶播帯来的同

形或同又的接触(方言接触)；二是内因，主要是珸音変化及不同同之|司的相互影ﾛ向。

(A)混渭：指的是A和B因接触而戸生的折半形式。岩田“膝蓋”文(p､46)悦'"中国境内

到姓都有由方言接触而芦生的‘被汚染形式，”。

(B)牽引：一般所悦的是“美音牽引"'是指同又不同的丙秤同形由子珸音形式美似以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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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被晃一方牽引的現象。植屋文的“肚膀”和“苧笄”以及析本文的“蝸牛”和“螺螂"，其

所指分別都有一定的美似性；松江文的“太叩”和‘‘月亮"，是人1i]息以配対看待。但是“美

音牽引”往往在同又或所指互不共朕的閼利'同形上生起，如北方方言中的“蛎蛎”和“蛸蚊”

(被牽引的実隊上是“砒艀”），参看賀登海(2003,p.95,p.133)。岩田吋l司同文i寸陀的肌象与此

略不相同，咳文叫ｲ故“美推牽引"，是渉及到珸法化泣程的：中心珸素由子在珸音、同又函方

面的弱化，在悦活者的意沢中変成元実在意又的成价，以致被某利'虚同升始牽引。

(C)同音沖突：美音牽引的結果往往是同音沖突，警如，西南地区的@@"Di90]子"被"蚊[ugn]

子"(清注意，咳地区有不少方言不分非ｲ氏元音后的－，和-U)牽引的結果是"蚊子991現在要区別

閼者Ⅲ'｣附加修怖成价，如“坂蚊子"、“ﾛ丁蚊子"・村上文和衿木文都指出，某一形式在地理上

的分布地域按所指而界，就是悦，形成互ﾈﾄ分布，迭也是属同音沖突的何題。送里起作用的

是咳植物的裁培l刀史等非珸吉学因素。

(D)通俗同源：途是在几乎所有的同7に条目地圏上可以看得出来，迭里不蟄述。

迭些都是一百年以前法国悟言地理学的創始人在法珸方言中没現的(参看Dauzatl922)。

我感覚沢悟方言的情況芙似法国方言。袈登海神父生前姪常悦，“日珸井不是特殊的珸吉"・

我洙佶双珸方吉也如此。当然，沢珸、日珸和法悟是系属不同的珸吉，珸言的錯杓也大不相

同，但是至少就悟言変化的軌迩悦，上述几神因素在椰神珸吉都起作用是事実，也就是悦，

表現出珸吉的普遍性。

此前吉原来述要淡到任江、大垣河等河道在珸言佶播上的作用(参兄Iwata2000),也要淡

到杯准珸(普通活)的基朏方言以及杯准悟対方言的作用等，因篇幅有限，只好割愛，参兄岩

田文、松江文、植屋文。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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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珸方言“明天"、“昨天”等吋同同的地理分布及其厨史含又＊

岩田礼

l.前言

本文考察的主要対象是指定日子的七十吋|司同：“今天"、“明天"、“昨天"、“后天"、“前

天"、“大后天"、‘‘大前天"，有必要吋也将参照“早上"、“晩上”等共朕同。！七十吋l司同可

以分析力関神成价：限定成价和中心珸素，如‘‘今十天"・

木文力團探i寸三十回題：

1）沢珸方言肘|司刈念的表迭方式

2）肘|可同系銃的厨史演変泣程及変化的原因

3）“天"美日寸|司同的佳播及在各地方言中的惨透方式

共子迭些l可題，日本国内有西篇著作値得参考：太田(1994)和大河内(2001)。太田文圦珸

音学及音剖学的角度探付"今天"又几神珸素的成因。大河内文分析"天"芙吋|司同中"天"字的珸

法功能井以羊富的文献例句考i正了圦"-日"(如"今日")到"一天"(如"今天")的変化辻程。大河内先

生指出，“天"的功能美似量同而与‘‘日子"不同(也参看大河内2000:12)。至干量同本身的厨史演

変泣程，近有中川(2006)等研究，也値得参考。

本文含若干木悟用以表迭悟吉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今略加悦明。

(1)佶播：所渭"佶播"以各林方式実現。首先指出，所佶播的不是方言的整体而是方言的各

噸特征，由移民形成方言島的情況除外。就因此悦，“毎一十同都有官自己的厨史"・其次，移

民是促逃方吉偕播的一十因素，但是更普遍的偕播方式川是"徒歩式"，即某一特征由一小村庄

佶播到其郭村。迭神偕播当然速度頗慢，但是如有大河流等促逃佶播的因素，速度会快一些。

几篇拙作陀旺了"辰江型"分布的重要性(Iwatal995,2000;岩田2000)｡岩田(2006)汪指出徐州以

北大迄河沿岸地区的方言富子創新。方言接触呵題近年来オ受到学木界重視，但是“接触”原

本就是悟吉地理学考察的一十大前提。

(2)分工：如有某一同佶播到某地而此同(下文称作"新同")弓当地方言的悦法(下文称作"旧同"）

不相同，将会友生新IⅡ両同的党争和斗争。党争和斗争的鈷局是旧同的淘汰(少数也有新同被

淘汰的情況)，但変化的泣程中也会有西林或多秤同形井存的防段。其形志川有両沖。一杵是

新旧西河元条件的共存。髻如，北京方言"今天"又的同有三村形式：“今ル，，“今几↑"和"今

天"，而迭三林同形似乎没有用法上的区別(胡明揚1987:45)。如下文陀旺'64今ル，力最古老，

"今ﾉL十"次之，而"今天"是新同。男一朴是条件式的井存，是指所指相同的両神以上的同形在

同又或用法上的"分工"・髻如，江赤達云港地区方言的第一人称代同有"俺"和"我"両神：前者

多用子“瓠格"(不管単数或夏数)而后者多用子“主格，，和“冥格”・岩田(1995a:64-66)和

Iwata(2000:192)也挙了其他例。本文要研究的則与此略不相同，是中心珸素在吋|司河体系中的

＊本文在日本中国悟学会第56届年会(2006年10月28日子愛知具立大学)全体会脱上宣i妻。除地
團号隅改力夛弓字(原文力数字)以及明晶的惜浸以外没加改幼。

’セイ､吋|司同的最入除本文作者以外述有金津大学的五位同学(小析仇子、大友千絵、石功静香、
千叶史子和下島生美)提供了芳幼力，男外，近藤光暁、松江崇、根岸美聡、三木夏隼、植屋高史、
樋口勇夫等友人承担了若干資料的素人工作，有夫"今天，，和‘‘昨天"的若干資料90年代由太田需和

秋谷裕幸丙位先生以-F片形式提供。“早上"和‘‘晩上"又的方言同大部分都是愛知具立大学竿並生藤

川とき子在地2002年牢並陀文的仇宅辻程中枳崇的。本文就是迭神集体芳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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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用情況，如江西黎川方言：2

先前日前日昨日今朝明朝后朝外后朝

此方言以中心珸崇"日"表示辻去的三天，而以"朝"表示将来的三天以及今天。送是不同中心珸

素的耆加及融合所致。

(3)混渭：一般所悦的"混渭形式"是指[gorira(gorilla)+kljira(鯨色)→gQjira(Godzilla)]式的

折半同，是出干ﾘ1武予新生事物名称的要求。在方言中，如有所指相同的両神同形X和Y

在地理上相郛分布而接触，則会戸生半X而半Y的折半形式。実例参看Iwata2006･本文

也将言及若干混清形式的存在。

(4)牽引：送是珸吉地理学的一十重要概念，是指某一同形被其他同又上元共朕的形式牽引

的現象。通常所悦的牽引是"美音牽引''(paronymicattraction),多数没生在実同之l可。彗如，

山末、山西等有一些方吉"蛎輻"、“壁虎"及"砒艀"(蝸蚊)之|可没生了美音牽引，其首位音桔的

形式互力接近，甚至変i実同音了(岩田1995a,1996)。太田語先生吏多研究迭秤現象(太田

l999,2005等)。友生牽引的条件是咳塔素的弱化，包括珸音和浩意所方面的弱化，送致使悦活

者削弱対咳珸素的叺同程度，筒単地悦，其同源被造忘。本文所悦的牽引是渉及到珸法化泣程

的，也可以ﾛﾘｲ故"美推牽引''(analogicalattraction)｡迭好比江亦迩云港方言的"老鼠"､“芦称''(高

梁)的第二音枯弱化以致変成了子尾(岩田1992)。

美子日寸|司同，男有一十因素必得考慮，即普通活対方言的影ﾛ向。珸吉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対

象是佶銃的地方方言，但"明天"、“昨天"等吋|司同受普通活影ﾛ向的程度比其他珸又萢陦的同珸

逐要高。賀登湛早在前世妃40年代指出，山西大同地区的衣民也知道"昨天"迭一同，邑然佳

銃方言的悦法弓此完全不同(賀登海2003:106)｡姪泣五､六十年的肌在則有不少方言寺著将"昨

天"等"天"美同列入方言同7[中，迭是因力迭一美同在任江以北地区已姪斫淀使用。3其実方

言河中的普通活同有西林：－秤是方言最近オ接受的普通活同，男一秤是与普通活一致的道地

方吉同；前者是我ｲﾛ考察方言分布吋的撹乱因素，而后者是我ｲi]不可忽略的重要佶息。其実区

別丙者是几乎不可能的。迭小何題将在下文再陀及。

2．吋同同的杓同法及中心珸素的虚化

如上所悦，沢珸的吋l可同一般可以分析力西林成价：限定成价和中心珸素，如“白十天"、

“下十午"・就“明天"、“昨天”等七小吋|可同的方言形式悦，限定成价相対来悦比較稔定，也

就是悦，没有太大的方言分岐，而中心珸素較之不穏定，也就是悦，有較大的方言分岐。

2-1限定成价

最典型的体系与普通活相同：

大前一前一昨一今一明一后一大后一

但有閼点重要的例外需要指出：

1）“昨-"的分布緬域主要是推河-秦峪以南而北方都是"夜-"頽域，如地圏B所示。

2）“大前-"和"大后-"里然占相対的多数，但是"先前-(上前)"和"外后-"的頽域也相当r(任江

沿岸的全銭以至峡西和山西)井且也形成逹域性分布(地團圦略)。

夫子第一点待下文再洽及。美子第二点，有可能“先前-”和“外后一”是更古老的悦法，

2排列法佑照大河内(2001:7)。

3方言凋査工作者任意排除普通活同是不塵慎的志度。筆者学生吋受辻的珸吉学実地凋査教育：友

音人是神仙，他悦的一切都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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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不洋洽。此外圧有几仲地域性的特征。如，“后天”又的i司，徐州以北的大迄河沿岸迩鋲分

布“辻(ﾉL)明(ﾉL)"或“泣了明(ﾉL)",是以“明天”刃始点的悦法，必定是后世創新所致。

又如，｜到珸地区有不少方言“昨天”和“前天”都用“昨一"・

昨 天前天

福州：昨瞑[so?maU] 昨日[so?ni?]

厘|､]：昨日[tsa'刑､''lit''IUR] 昨日[tso?m入lit"!'']4
2－2中心珸素

主要的有"日"、“天"、“朝"、“且"、66H甫"、“瞑"等。地理分布情況表現在地圏A、地閤C二

幅地圏上。地團凡例,X代表任何限定成价。迭些珸素的原又是,66口''"sun、“天''>AJsky、“朝”

和"且">bmorning、66H甫"力afiernoon(天将黒的那段吋|可)、“瞑''jbevening,但是大部分已姪都変

成表示day迭一抽象概念的成价了。其中有些逃而也姪厨了虚化(珸法化)的辻程，多児干-辰江

以北的方言中。

(A)"ル，尾化

中心珸素的"日"変力"ル，，迭是准河-秦峪以北的北方方言中常児的変化。下例均力山西

省的方言点，可以看出中心珸奈変化的泣程。

襄坦：明日[mi9牢?|11入]/ 左枚：明日[mig0gr"!:i]

寿日：明凡[mi59r'''､'']/ 和順：明ﾉL[migr]

“日”字在襄垣逐保留人声的[牢?]，而在左枚和寿日変成[9r],此乃力辻度形式，最后在

利'|瓜寛変得与前一音捕融合。圦地閨A和地閤c可以者山，合音(単音荊)的"今几"和‘‘明几"多数

都出現在推河-秦峪以北方言中。盾注意，左枚和寿叩的第二音枯除声凋而外就相同，只是方

言学者的用字不一致。本文地閤将自成音措的"ﾉL''和"日"芙以同芙処理。

友生遠利'変化的非珸音学原因，太田(1994:42-45)叺力,66今日"的后字漢音不規則是由子

迭小珸索有傾向回避与那ｲ､塔布同沖突所致。筆者川以力，“今日"等i司受了赴所同“迭ル"、

“那几”的牽引，迭至少是変化的原因之一。

(B):､里"尾化

‘‘里"迭十河尾最多出肌在"昨天"又的同形中，但也出現在"前天"、“今天"等又的河形中。

主要的分布弧域是山家西部至河北、山西的北方地区。出肌城率最高的是"昨天"又的"夜(ﾉL)

里"・下例是山末省的方言点。

新泰：夜来[iele"IIi]/Iﾘﾘ城：夜几里[igrli鞘篇]/菖南：夜里[igli姪声］
“夜里"皮力圦"夜来"変来。変化的途径可能不只是一林。一神可能是，“夜来"先変力"夜

日"，継而変力"夜凡"，是萄“今日”（“今ﾉL'')、‘‘明U''("明ﾉL")等同友生美化所致，而

最后也変成"夜里"・但也有可能"夜来''百接変力"夜里"・元陀如何，“里"尾化之所以戸生可能

受了night又的"夜里"或姓所同"迭里"、“那里"的牽引。或以力night又的"夜里"迭ｲ､同形本身

就由"迭里"、“那里"牽引所致。値得注意的是，推河-秦峪以北的北方地区"夜"迭ｲ､珸素用作

evening又的不算多，即使使用也不叫"夜里"･如山西及河北西部的方言用以"夜"指称evening,

但是多数都是"黒夜"･迭暗示，北方的某些地区evening又的"夜里"和"昨天"又的"夜里"曽友

生泣同音沖突。現在evening又的"夜里"主要分布在推河-秦峪以南。北方方言姪存在nightX

的同"夜里"，但一定与yesterday又的同区別升来。如，河北號家口方言"昨天"叫"夜里↑"[ieili

4音杯有必要吋オ注明凋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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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而"夜里"叫ｲ故[ieli]・也有可能北方night又的"夜里"是圦yesterday又的"夜里"轄用泣来的，

其来1万川与南方的"夜里"不同。迭十|可題也渉及到evening和night迭函神概念，尚待避一歩

的燗査研究。

“里"尾的用法在山永、河南的一些方吉中述逃一歩地ず大到其他吋|司同中。害如，曲阜方

言：明ﾉL里(明天)，前ﾉL里ﾉL(前天)、大前ﾉL里(大前天)、黒家里(夜同)、冬里(冬天)等等，明

見是美化的結果。表示姓所的同，迭十方吉悦"送里，，和"那里"。S

(C):C1]"尾化

“ｲi]''迭小同尾出現在“今天”和“昨天”又的同形中，集中分布在山家西部的方言中。

如，

新泰：今1，､]ﾉL[Mmer"'"]/折南：今ｲ|､][riemer経庫］

迭十珸素，有些方言扱告写作“|､]”或“毎"，但是筆者II｣叺力不外是“我1|､]''、‘‘祢仙”

的4$1i]''。太田(1994:46-)圦力此乃力"今日"中"今"字的~m尾在珸流中移梛到后字"日''(原力零声

母)的声母位胄所致:*riemgr>Mmgr或嘩iemmgro按照此悦766昨天"又的"1｢]''皮力美化子

"今天"又的"ｲ｢]"・清比較地圏B和地閤C上的“1｢](|､])”，可児“昨天'，又“ｲ｢]”的分布顎域較

“今天”又的明兄鏥小｡但是有一介何題述没解決:力何不存在“明天”和“后天"又的“｛｢]”?6

清看地目A･筆者以力某秤非珸音学的原因対“1]”的形成有所貢献。迭十向題待下文再吋陀。

(D)&6+''尾化

任江流域以北的r大地区分布着“今(ﾉL)1､''､“明(ﾉL)1'、“夜(ﾉL)1､''、“昨(ﾉL)+"等

中心珸素力“介”的同形(下文称作“↑”美)○地圏D表示“小”突中心珸素的分布格局。迭

里凡使用“↑”美的地点都用同一十符号表示，不管‘‘ｲ､”在咳方言中用子七十吋|可河中的明

ｰｲ、。本文叺力，迭朴“十”不外是量同的“小"・

河南以及山家西部的一些方吉中友生了男一秤変化･如河南的済源方言：

大前一ｲ､[tatchiani?kTr]/前一↑[Fhigi?k9]/后一ｲ､[x9ui?ke]/大后一十[taxgui?k9]

同一ｲ、地区也有"后一几"和"前一几"的脱法，而此乃力"后一日，，和"前一日"的末位音措弱

化弱化所致。如河南省舞日方言(按，“前天"悦"前ル'[tShiar]):

后一几[xouigr経声]/大后一九[taxouigr経声］

据此可以推測，河南一帯友生了一系列変化：前日/后日>前一日/后一日>前一ﾉL/后一凡＞

前一ｲ､/后一十。此"小"根可能是圦郭接地区偕播所致。7

形成“今↑"、“明小”等同形当系由"迭小"、“那小"牽引所致。“前天"的方言同，云南

保山悦"前凡那天"，甘市山丹悦"前那小"，是一十考旺○清注意'“美推牽引”迭十概念与“美

化”不同。髻如，上挙舞阻方言除‘‘后一凡”和“大后一ﾉL"以外汪有“失一ﾉL"(尖一天)、

“第一ﾉL"(第一天)、“兄一几d4(毎天),迭些是芙化所致。

(E)@@子"尾化和G･''尾化

迭丙神同尾多児子任江流域｡分布点最多的是江弥，斯江和湖南次之'部分也分布在安徽、

江西、山西等方言中。

江赤.南通：昨子[tShOtSl]/前子［陣hrtS1]

5其他方吉也有以“里”表示其官吋|可萢時的，如江堆及昊珸区有"白天"又的“日里"，是与"晩

上"又的"夜里"成対。

6“前天”又的‘‘前|､]ﾉL"是少数存在的，如山末・專庄:[phi&mer]。

7男一秤可能是,前日/后日>前ﾉL/后ﾉL>前-/后一>前一ｲ、/后一十｡山西K治悦‘‘后日ｲ、"[xeu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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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芯･常州：昨失[zodei]

山西.孟具：明子[mi幅γ?]/前子[uhia幅γ?]

値得注意的是，任江下勝沿岸地区的吋|司同原来帯“了，，尾或‘‘尖”尾的多。如，

江弥･如呆：昨朝子[tSha?tOtSl]/江弥･常州后朝失[6eitsaudei]

可以悦迭里友生的是巾心珸素的脱落。

怠之,原来表示sky,morning､evening等実在珸意的中心悟素后来変成表示day送一珸意，

班而也変成了同尾，但変化刃梛一利'同尾II｣因方吉而不同。友生迭仲変化的珸音学条件是中心

珸素的経声化，而軽声化之所以芦生到底是限定成价所偕込的佶息多干中心珸素。迭好比耒属

称渭同的厨史変化。

(I)伯父、叔父＞伯、叔／大伯＞大／老娘＞老(姥）

（Ⅱ）叔母＞姉／舅母＞衿

(I)是中心珸素的脱落及限定成价的中心珸化(Iwata2000ﾛﾘ倣"同根化"),美似上述(E)美。

美子"大伯"変"大"的変化，参看Iwata(2000:182)。現代北京活的“姥姥”旧称“老娘"'而其

中心珸素"娘"脱落以后，‘‘老"的同源就刃焉不察，故現在写作“姥"。（Ⅱ)是合音同的声生，突

似上述(A)芙中的合音。男一方面，弱化的音苓易干受到通俗同源等珸音外因素的干抗，因力

悦活者由此失去対咳珸素的叺同，迭是有普遍性的伽向。沢珸北方方言的吋l可河川受了名同同

尾、代同同尾的牽引，迭至少在一定程度与同形的駒律枯奏有夫。“今日"、“明日”等“日”

美吋|､呵同変化的葵点是単音fj化，即“合音",而単音捕的同,怠鉄少点安定性｡上挙"伯"､“叔"、

“大"、“姉"、“妙”等単音竹栄属称渭同述好，因力迭些不是重脅就是前加排行就能成河。由

干吋|可i司元法取迭神杓同法，官最葵走逃了珸法化的路。

3．地圏的解粋：古老系銃的杓似

肌在拭圏解軽地閤A-D四|隔地圏。｡‘后天，，、“前天"、“大后天"、“大前天"迭四十条u的分

布格局与地圏A(明天)和地閤C(今天)基本相同，除上一捕所述的几点特征在外。

3-1属最古老居次的是66X口”

如上所悦，“ル，是‘‘日"的変昇。圦地圏A和地閤C可以看出，“日，，和"几"分布在准河-秦峪

以北的北方地区及任江以南的南方地区，而江准之|司及西南地区的分布点却恨少，表現出ABA

分布。据此可以断定沢珸方言最古老的居次有66X日791即"今日"、“明口"、“昨口"等。圦反面

看，迭又是一十旺明任江流域的方言富子6'｣新之例。

3-2“明朝"和"昨夜"成対：古代方言的双居性

‘‘明日"的"明",其原又不是"翌"而是"明亮"或“天明"･北方方言"昨天"又的同大多数是"夜

来"、“夜(ﾉL)''、“夜(ﾉL)里"等含"夜"的。迭是対"明"而悦的，也就是悦'66夜"是与"明"成対的。

迭里"夜"迭一珸素要表込的不是抽象的吋|可概念(evening或night),而是更亘裁的珸又，即"天

黒"。

“明天”又的同，南方含有“早上”又珸素的多：“明朝"、“明早"、“早起"、“天光"、“明

且”等(下文称作“朝”美)。令人注目的是迭美同形一定程度也出肌在北方方言中。如，

山西･万茉：明朝[miEtsau]/山西･陵川：清朝[FhiqtSaO]

山西情徐：早起［伽Urhi]/山末.寿光：早晨［伽tSh5]

至干“早上”又的同，“朝”美肌在述保留在K江流域以及江西和福建西部等方言中，而

在准河以北的北方方言中几乎都被淘汰，唯有山未半島末部沿岸的若干方言圧保留“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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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島：朝里［ﾘolir]/茉成：早起朝[tSaUChitiaUr]

根据以上事実可以推測，在沢珸的厨史上曽有辻吋期“明天”又的‘‘明朝”逓及全国，然

后惟河一案雌以北的北方地区芦生了“昨天”又的“夜来"。

“昨天”又的同，含‘‘夜”又的(下文称作“夜”美)也分布在南方方言中，即“昨瞑"、

“昨晩"、“昨夜"，“昨昏”等，加之“昨哺（日）”的同又也与迭些相近。但南方的“夜”美是

充当中心珸素的，如“昨瞑"，与北方的則不同。迭一事実可能暗示南方自古以来就存在中心

珸素力“夜”美的i司用以表迭“昨天”迭一概念，与“明天”又的“朝”成対。

准河以北地区別在没有以“夜”美充当中心塔素的，而迭利拘同法却出現在“前天”和“大

前天"。

山末.単具：前夜ﾉL[tshigig]/大前夜[tatShigig]

単具方言有"昨天"又的"夜ル'[iqr],故昨天的前一天叫倣“前夜ﾉL"是有遅輯的。途可能

是后起的変化。但"前夜"遠神杓同法的存在令人考慮北方普存在"昨夜"或"昨晩"之美的可能

性。基干迭秤思考，本文則提出一科假悦，即現在用作同尾的‘‘1|､]”来源干“晩"(*miqn)。

山末.金多：夜ﾉLI､]ル[iermer]/山永･笹山：昨ｲ｢]几[tsuemer]

“昨↑]ﾉL''分布在与“昨小”郭接的地区，包括徐州。据此也可以叺力“昨ｲ|､1ﾉL"是由“夜

(ﾉL)｛|､](ﾉL)"*n"昨十”接触而声生的混渭形式。但是我佃也不妨没想，在北方辻去曽存在“昨

天”又的“昨晩"・迭就是悦，“夜”芙中心珸遍及全国井与“明天”又的“朝'，美成対。“夜”

又的中心珸当初恨可能是“夜”而“晩”是后起的，也就是悦，早期成対的形式是“昨夜”和

“明朝”・以后的厨史可以拘似力如下。

1）北方声生了"夜来"，就是悦，“昨夜"変成"夜来"・迭一変化之所以声生是"昨"的原又衰

弱，而迭致使"夜"字前移，以便同又在与"明"的対比上明碗起来。

2）“夜来"在山永西部后来変成了"夜晩"。“晩"字当吋迩保留、一声母。

3）“今天"又的同，山家西部方吉原来悦"今日"而后来美化干"昨天"又的同，以致変成了"今

晩"。

4）作力“今天”又的同，“今晩”迭禾中脱法多少有点不自然(按，“明天”又的“明1｢]”及

“后天”又的“后ｲi]''是不存在的)。后来由干"晩"音枯弱化，其同源被造忘，寛受了

表夏数的代名同同尾"{｢]"的牽引。

“明朝"和"夜来"的厨史必定悠久。迭就意味在双珸方言中"明日/昨日"与"明朝/夜来"西村

系銃的同任期井存。突似情況也兄干其他基本同7[中，髻如，sun又的"日(J<)"与"太日"不管

南北都K期井存下来(岩田2000:33-35);又如,father又的茉属称渭"父"(/苞'')美与"#"(/@令")

美在沢珸的厨史上任期共存(岩田1995a:73-74)。所渭"古代方言的双晨性"就指迭利]情況。但清

注意，“今天"又的同古代只有一十"今日"，只能如此推測。

昨日今日明日

昨夜一一‐ 明朝

“今天''(today),迭小吋同概念是在"朝"(tomorrow)和"夜"(yesterday)的対立上是中立的，也

就是悦是元杯(unmarked)的，因此既会取明天又的中心珸又会取昨天又的中心珸。“今朝"的分

布緬域与"明朝"及"早上"又的"朝"相当一致，自任江下浦延伸到四川，也分布在江西和福建西

部中浦。福建沿岸的"今旦"，其同又与"今朝"相同，両者形成達鋲性分布。筆者叺力，“今朝，，

是后起的悦法，是美化子"明朝"所致。

至干昨天前或明天后的那些天，目前只能推測古代也悦"前-"和"后-"･但是迭閼秤珸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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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抽象且模糊的概念，性灰､ﾘ与"夜"、‘朝"(或"天明"、“天黒")不同。古代人如何表込迭些

概念，尚待避一歩的研究。

4．虚化的中心珸素身"天”

北方方言没迭的吋|､司同河尾，主要的有四科：“ル，、“十”、“里"、“1|､]"・迭四利I同尾的

地理分布看来惜嫁夏朶，但是舞泣仔釧刈察地閤，筆者瓜'｣友肌三利I価向。

l)"1､''和不成音箔的"ル"在一十同形中共存是常有的，但"小"和成音枯的"ル'(包括弓作

‘‘日，，的)絞少共存。

2）“↑"和"1|､]"恨少在一十同形中共存。

3）“十"和"里"可以共存。

最重要的是l),其含又是"明ﾉい''[miArk9](山西．r夷)、“明ｲ、''[miOkTm](江弥･掴州)等同

形是多兄的，但是"明ﾉM､''[mi,Jgrk9](I_|｣末･ll缶渭）、“明口小''[miike?](山西K治)等同形校之

刃少。

圦地圏D可以看出，“↑"迭ｲ､i叫尾有逓及整↑北方地|又的趙勢，但有両赴空白地区:ll｣西

中部和LII末省。圦地圏A和地閤C可以看出，迭西姓多有成音枯的同尾:"日"、“1｢]''以及成音

措的‘‘ル'。本文圦力，“小"之所以没遊人迭丙赴是被迭些成音枯珸崇妨碍的録故，而迭与同形

的駒律枯奏有夫。就是悦，双音枯的"今口''[Mn利或"今ﾉL"[riner]排斥弓"十"結合，但"今ル，

変成了単音枯的[pigr]則有条件接受"ｲ､，，。本文逐叺方，河尾"小"的芦生与"日"的虚化以及珸

音方面的単音拮化同歩喋，而圦変化的鈷果看，“↑"則是"ル，(<"口")的代替形式：日〉ノL>

十・

根据地理分布可以断言，“十"的没源地是推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十"現在也分布在江准地

区，迭是后世佶播所致(参看下文)。

肌在占普通活地位的“天"，迭一珸素用倣‘‘今天"，“明天”等的坊史井不K,文献方面

有人河内先生的考旺(大河内2001)。岩田(2000:29-30)和Iwata(2000:194-195)指出井推測：

1）“今天"和"昨天"主要分布在任江流域，而部分也分布在北京、永北等北方地区。

2）送閼同根可能芦生在任江下浦的核心地区。

第一点也可以在本文的地圏B和地閤C上可以硫叺。但是有一点需要交代。我ｲ｢]所用的官

活方言点盗料有不少采自隊章太和李行健主銅《普通活基朏方言基本同江集》（珸文出版

社,1996)。但毫者感覚，途部名所反映的在某林程度上是普通活同普及的現状，迭会致使"天”

美同形出現得多。故迭次絵制地閤，筆者就毎一幅閤釆取了一朴加工法，其原則是，

(a)凡咳括只收乗"天"美i司形的地点在地閤上都杯"天"美的符号。

(b)凡咳荊兼收"天"美和其他美同形的地点都冊l去"天"美。迭里所悦的"天"芙就指"明天，，、

“昨天"等同形完全与普通活一致的而不包括"明ﾉL天"、“今十天”等。

(c)同一十方吉点如有其他盗料收乗"天"美同形的，則在地圏上祢"天"美的符号。如，北京

杯了"天"美的符号，因力其他盗料都收乗"今天"、“昨天"等"天"美同形。

如此姓理以后我ｲ|､]則友現，上述第一ｲ､假悦只能就"今天"和"昨天，，成立，而"明天"在推河

-秦峻以北地区的分布点則比"今天"和"昨天"圧要多，‘‘后天"、“前天"、“大后天"、“大前天”

的分布点更多。地圏D表示"天"美同形的嫁合分布。迭里凡使用"天"美的地点都用同一介符号

表示，不管"天"在咳方言中用子七十吋l､可同中的邸一十。可児，“天"芙在北方的息的分布点逐

算不少，但是其分布点較力分散，与“十”美的分布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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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圏D表現的是"天"美迭一普通活同的ﾎr散情形,但是遠大部分不是近几十年普通活的普及所

致。迭里需要指出，方言内部存在着対“推r普通活”有所貢献的"援軍"。“天"的原又力sky,

現在佃以自由珸素出現；“天"作力黍占着珸素，用以表示"晴天"、“明天"、“雨天"等気候，迭一

定程度述保留其原又。据宅者初歩燗査，全国方言几乎都以"天"表迭迭林有美気候的概念。至

干吋|司同，通有"舂天"、“冬天"、“毎天"、“白天"等的珸意萢時。“春天"等表四季的同，有不

少北方方言使用"上"、“里"等原表姓所的同尾而不使用"天，，；“白天"江准有不少方言塊"白日”

或"日里"而不用"天"･迭些都是値得注意的事実，但是思的来悦"天"已錘在相当程度上惨透到

北方方言吋同河的体系中。最后起失鍵作用的可能是量同的“天"，即“一天"､“雨天”的“天”

(参看下文)。送些"援軍"的存在､ﾘ是促滋"天"美同形ケ散的最大因素。

下面挙些方言以表示吋|司同体系的各称美型,力了参照起兄,也挙"毎天"和"白天"的同形。

挙例限干七介吋同河中出現"天"迭十珸素的，目的在干汎察"天"美在同一介方言内部的抄散情

況。

A、“天”芙荻姓（只有“天'，美）

成都 大 前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毎天白天(家）

上前天万后天

逹云港大前天前天昨天今 天 明 天 后 天 大 后 天 毎 天 白 日 ( 天 ）

B.dd天”突仇勢（有整套的“天”美）

B-1例保存整套的旧河

南京大前凡(介）前ﾉL(1､)昨ﾉL(介）今ル(介）明九(令）后ﾉL(令）大后(介）

大前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毎天白天

武沢向前日前日昨日今日 明 日 后 日 外 后 日

向前天大后日

大前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外后天天天白天

B-2旧河只保存在"昨天"、“明天"和"今天"三十塔意萢時

済南夜来簔今11,]几到明ﾉL'

大前天前天昨天 今 天 明 天 后 天 大 后 天 天 天 白 天

太原夜来一今日一≦早起

先前天前天夜天今天明天后天外后天毎天白天

C.旧同仇勢（冊保存整套的旧同而"天"美只用子一部分萢陦）

C-1G6天"美的使用限子将来的那些天(或包括"今天'')

大同大前日十前日ｲ、夜休(）今凡(十）明ﾉL(+)后ﾉL(介)-----天毎(天）白天

岑天雪【明天后天外后天

武多先前日前日夜来真人明天安､后天大后天天天白日

C-266天"美的使用限子泣去的那些天(不保括“昨天'')

任治大前ﾉL(介）前ﾉL(十）夜来今日十明日介后日十大后凡日令一一‐白天

大 前天前天大后ﾉL

西宇大前天前一天:夜来(十ﾉL)今ﾉL明早ﾉL后日外后日兄天ﾉL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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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66天"美的使用限子"大前天"和"大后天，，

||缶清大前ﾉL前几介夜ﾉM、今几介明几(介）后ﾉし大后ﾉL里天天ﾉL白夜凡

前天辻明几大后天

天、大前天切日昨日今朝明朝后日大后天天天毎－--‐

外后(天）

A型是変化的葵点，而B型和C型I11表現出変化的遊行辻程，可以看出下列四林傾向：

l)旧的中心珸素有価向保留在"明天”、“昨天"和"今天"遠三ｲ､語意萢陦(核心萢陦),而"前

天"、“后天"、“大前天"、“大后天"(外録萢時)易干接受“天"，如B-2、C-2和C-3｡

2）原以同一中心悟素表示七介吋|司萢時的体系易子接受中心珸素的全面替換，如B-1的

“日"("ル，)>"天''｡B-2是旧的中心珸在外録萢時里被淘汰所致。

3）帯"日"或"九"的如変力単音請則易干接受"天"，如C-1的大同和C-2的任治。迭一傾向也

与"ル，変"十"的机制一脈相通。按,c-311缶清的"ﾉL"述瘻作自成音猜，参看上文。

4）最頑固的是"昨天"又的"夜"美同，如C-1、C-2、C-3｡

男外有一介事実値得注意。c型実隊上有両神：一神是新同和|日同井存的，兄子大同、伝

治及'|街清，其性辰接近B型；男一朴是新同和旧同在中心珸素(包括虚化的)的使用上分工而形

成混合系銃的，児干武多，西宇及天|､]。

以上是一神抽祥凋査錯果的一部分，有待避一歩的凋査。回共再現察地圏D,可以看出，

惟河-秦峪以北地区"天"与"令"的分布領域互力重畳或相郭，据此可以推測:“天"用以充当七十

吋同同的中心珸素，迭首先升始在"十"尾的使用地区，即"小"＞"天”。没生遠稗変化的根本原

形式，而企圏用以富有生因是中心珸素的弱化。方言的使用者不満足子使用迭禾中元実在意又的形式，而企圏用以富有生

命力的珸素表迭吋同的汎念。好在方言内部存在着那些“援奉"，尤其是"一天"、“雨天"等量

同的用法令悦活者感覚美似"十"，圦而以"天"代替"十"・迭一変化也可以悦是“衰弱而瀕危的

方言同得到普通活同的拾救井由此荻得了生命力"，但是事実征明，捻救方言的是方言本身的

治愈能力，也就是悦，方言使用者元意沢中的智慧之功。

5．余捻

杁"介"到"天"的変化也会在各地平行没生。但宅者佃以力主要的友生地域是江惟地区，是

出干考慮"天"美在四川、云南、貴州等西南地区的分布。西南地区単用"天"美的方言点最多，

送就塊明|日同由此被淘汰。8西南方吉原有的旧同必定是“日',美，対此有両十旺据：一是云

南有不少方言逐保留“日"’二是“今ﾉL天"、“明几天”等混清形式的存在。如假定"天"突先

升始在江准地区使用子“今天”等七介吋|司同，官既会沿着任江佳播到西南地区，也会沿着大

垣河北上；如假定"天"美的迭神用法先升始在北京，川元法悦明迭美如何侍播到西南地区。在

江准地区“日”或“ﾉL''分布得恨少，迭主要由子“介”美圦北方惨透逃来井＃散所致。江推

方言引入“天”迭十悟素以表示“今天”等吋同同必定是“十”美抄散以后的事。

8迭最好表現在地圏C(今天)上。此圏四川的方言点頗力密集，是由干釆最中央研究院《四川方言

凋査根告》（厨史珸言研究所寺刊82，1984，燗査年力1940年)所載"今天"又的同形。其官吋|司同

的脱法咳千$没妃裁，而有失四川方言的方言資料目前井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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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立陀鈍粋基干現代方吉的地理分布及与此有夫的共吋性事実，而没有考忠"j史

文献所反映的事実，旨在i正明珸吉地理学能移独自杓捌出剛[変化的具体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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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接鯛及混清形式的産生

一論漢語方言“膝蓋”一詞的歴史演愛＊

岩田槽

内容摘要

本文試圖通過語言地理學的方法構擬出漢語"膝蓋"一訶的歴史演愛，旨在指出方吉訶的接

鯛曽産生過幾種混渭形式，而此等現象在中國境内到虚都有。漢語方言"膝蓋"義的訶形根擦構

詞法上的特徴可以分為五大類：（一)単佃兒的"膝頭"或"膝蓋"、（二)聲母為p-l-k或k-l-p的三音

節詞、（三)X+詞根十頭/蓋(X為前綴)、（四)訶根十頭+X(X多為後綴)、（五)訶根+X+頭(X多為實

訶)。後三種大類中的詞根是"膝"或"腿"義的"IGI''或"鮫"・本文將訶形及構訶法的地理分布和文

獣記載結合起來假定:1)中古時期,在北方方言中産生了新的語索[khq],先遍及長江以北地厘，

後來也浸入了呉語圧；2)北方的東部地E後來産生了p-l-k類的詞，此新訶經過中原向西北地

厘傳播，也經過江蘇沿著長江向西傳播；3)這雨種訶在其傳播過程中分別與士著方吉的已有形

式(即(三)(四)(五)類)衝突，以致産生了幾種混清形式。混渭的類型有三種，均山已有形式的構

訶法決定：“後萱式"見干長江方言，“中聟式"見干呉方言，“前萱式"見干北方方言，而其通則

是，將新來形式中的某種成价嵌入己有形式中X的位置上。

關鍵詞：語吉地理學、方言接鯛、混清形式、構訶法、通俗詞源

＊本文初稿曽在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召開的"慶祝李方桂全集出版及中國語言學集刊出版國際學

術會議"(2006年5月30-31日)宣續。

31



1．前言

本文試圖通過語言地理學的方法構擬出漢語"膝諾"一訶的歴史演愛。我{門認為，文献記載

只能偶爾露出常用詞歴史演鑿的若干片断，而詳細的方言地圖則能提供較為全面的資料，用以

構擬出十分詳細的歴史壷化過程可能有人認為語吉地理學只能研究{固別訶語的歴史而映少黙

普遍性，其實不然，我{門研究的最終H的在於閨明語吉鑿化的普遍性。諸如同音衝突、類音牽

弓|等欧洲語吉地理學的創始者所發現的現象必定也在漢語的歴史錘化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而

漢語的歴史研究歴來都忽視造些因素(参看Dauzatl922,賀登海2003)。

關於"膝蓋"，筆者已在幾篇論文中加以討論(岩田1986,2000;Iwatal995),但｛乃有幾個重

要的問題尚待全面剖析。近得重新繪製"膝蓋"的方言地圖，濾此則認識下列雨鮎。

(一）構訶法分析的重要性:Iwata(1995)根擴構訶法的不同將東南方吉分為東西雨塊，而此分

析法應適用於所有詞形的分類中。

(二）産生混渭形式的機制:Iwata(1995)發現長江沿岸所産生的一種混渭形式,其實不止於此，

其他地匡也曽産生過幾種混清形式而其産生過程則有某種規律性。

本文所説的"混渭形式"是指由所指相同的雨種訶形産生的折半形式多出現在雨種訶形在

地理上互為接鯛的場合。｜之所以稠為"混渚，，而不稠之為"混合"，是基於語言地理學的看法，

認為此乃語吉形式的汚染(contamination)。方言訶在地理上接鯛的情形可示如下。

I Ⅱ

X X

(X+Y)/2

Y Y

假定，訶形X和Y在某個地域對時而勢力平衡、不分勝敗，即I的状態。此時一種常見

的情況是等言線雨邊的一些村莊X和Y都用，虎於雨種詞形競箏的状態。但是隻方往往企圖

妥協以便保護自己的勢力。妥協的一種辮法是詞義的分工，即X用於某義(a)而Y轄用於與此

有關的男一種詞義範晴(b),實例將在下文中介紹(又見賀登旛2003:67)。男一種則是混清形式

的産生，如Ⅱ所示。髻如，江蘇連雲港地厘"膝蓋"義的詞，北部説"賂拝"[kepai],南部説"硫

頭''[khgthgu];在追種南北對時的情形之下，中間的交界地匡則産生了混渭形式的"硫拝''[khg

pai]・此乃為南北雨種訶形接鯛所致，或者是北部方言借用南部的c6if",或者是南部方言借用

了北部的"拝"，無論如何，從建化的結果看，不送氣的塞音愛成了送氣音:[kepai]>[khepai]

(Iwata2006)。按照比較法，這種鑿化只能以"例外現象"虚理，只有方言的地理學研究能閨明

錘化的真相。

1這種現象在形式上弓"緊縮''(blending)相同,但構成緊縮詞的雨個成价其所指則不相同,如smoke

+fbg→smog,breakfast+lunch→bruncho産生緊縮詞一般出於賦予新生事物名穗的要求，而"混
渚"則是雨種訶形為奪取一個所指而門手的一種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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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詞形的分類及分布概況

本文將"膝蓋"的方言訶分為如下五大類，主要的分類標準是構詞法。地圖A(綜合地圖)表

示各類的分布情況。2地圖上表示的訶形，除個別我{門自己調査蒐集的而外都引自中國出版的

諸種方言報告，目前在我ｲ門的信息庫裡積票了大約1,100個方言鮎有關"膝蓋"的方言詞(其中大

約30%佃訣少音標)。限於條件，這些方言資料本文無法都表示出來。至於正文所引的資料，

在毎一方吉詞形之後一一註明書名並在文末提供執筆者、出版社、出版年等消息。

(一）軍個兒的"膝頭"或"膝蓋”

形態上的特徴：不帯前綴，也不帯中綴，均為鑿音節，包括帯兒尾的形式("膝頭兒"和"膝蓋

兒")。

分布特徴：造類錐然歴史文献上出現得最多，現在也占了標準語的地位，但是方言中的出現

頻率並不高。草個兒的"膝頭"集中分布在江西東南部至廣束東部的客家地厘，少數也出現在長

江中浦。至於軍個兒的"膝蓋"，其分布鮎分散。

(二）聲母為p-l-k或k-1-p的三音節詞及其饗異

形態上的特徴：多數是三音節。著重毎音節聲母的種類及其次序可分為雨種次類(韻母和聲調

的厘別不必考慮):p-l-k和k-l-p｡p-1-k的k-是"蓋"・至於此類的詞源待下文考證。

分布特徴：此類幾乎都覆蓋北方的東部(准河以北)，男外還經過河南延伸到映西、寧夏等西

北地圧，部分也分布在江蘇。

次類：

(1)p-l-k:以[pgluekai](波羅蓋)為代表。

山東壽光:[pg1ugke](波羅蓋)*《壽光方言志》

北京:[pol90kair](I專拐蓋兒)*《漢語方言訶彙、第二版》

映西･太白:[pqulquk&](包老蓋)*《太白縣志》

(2)k-l-p:以[k91apai](賂拉拝)為代表。

河北･臨西:[kT19per](賂拉拝兒)*《臨西馬志》

北京:[kT199panr](賂拐辮兒)*《漢語方言訶彙、第二版》

按，北京話雨種系統並存。

k-l-p也包括中綴的1-音節弱化而脱落的次類。

江蘇･籟愉:[k9par](I各拝兒)*筆者調査

男外，檬《日照縣志》，山東日照縣ﾛﾘ[kalaker](臭拉蓋兒),地圖A標之為k-l-k｡

(三)"X+詞根+(頭/蓋)"及其愛異

形態上的特徴:X為前綴，包括kh_、k-和p-三種。詞根大多數都為"膝"・多數是三音節，但有

一些峡少末位成价("頭"或"蓋")的。

分布特徴：此類分布在北方的西部(山西以西)以及長江流域。三種次類的分布領域互為砒郷，

形成連續性的分布。

2地圖上的符號均標在縣城的位置上。一個縣裡的説法往往因郷鎮或村莊而異，但一則是郷村的正

確位置(束經及北緯)多數無所知，二則是地圖軟件的設計還不完整，一個縣裡如有雨種以上訶形，

符號重譽出現在同一鮎上，今後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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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類：

(1)聲母為送氣的kh<[khg?入悌]､[kho?入僻}[khe"･li]､[khg隙､'"]､[khm険､'1等(字惠作"F'<&克"､

"客"等)。下文統稠[khg?]。

｜侠西.戸縣:[khm唾hlk"](硫膝蓋)*《戸縣方言研究》

安徽.合肥:[khC?rhiOthLu](硫膝頭)*《安徽省志.方言志》

此外也有GeX膝(頭)''之後再加上p-l音節或p-音節的，地圖A暫將官歸於此類，例訶参看

下文第4節。

(2)聲母為不送氣的k-:[k9?入'灘]､[k,u'端､'f]等(字惠作"吃")｡下文続柄[k9?]･

山西.太原:[k9?rhig?kai](吃膝蓋)、[k9?tikhuei](吃地眺)*《太原方言訶典》

lll西･天鎮：屹膝[k9?"ig]*《天鎮方言志》

按，“地脆"即為"膝蓋,,的鑿異，是通俗訶源所致。

（3）聲母為p-:[pg'聡､']、[po'Ix.'"]、[puo'甥､,典]、[pu':"](字惠作"波"或"薄")。下文統稲[p9]･

青海･西寧:[pocike](波膝蓋)*《西寧方言訶典）

河北.内邸:[put3ikar](波膝蓋)*《内邸縣志》

(四)"詞根十頭+X''及其愛異

形態上的特徴：多數是三音節，少數也有四音節的。訶根過半是"膝"而少數也有"腿"義(leg)

的"骸，，或"卿"。X過半是後綴(suffix)而也有具有實在語意的(lexicalmorpheme)。

分布特徴：此類集中分怖在江西、湖南以及廣東，而北邊沿著長江延伸到長江下折，男外閏

南也有相同的構詞法。

次類：

(1)膝頭X(包括"膝臘X'')

X多為以k-起音的後綴，如[ku'"](古、枯、股、鼓)、[ku,]'if.'"](公)、[ko陰､I"](gf)等，聲調
多為陰平或上聲。“膝頭十蓋"和"膝頭十骨，，的構訶法及末尾音節的形式與此相同。此外，也有

以、_或l-起音的後綴。

湖南.淫l":[rhithiauku](膝頭古)*《潅l陽方言研究》

江西.薄郷:[tShithmku](膝頭牝)*《薄郷方言訶典》

1黄束.斗門:[sepheukuo](膝頭計)*《珠江三角洲方言訶彙對照》

安徽.銅陵:[sirguk&](膝頭蓋)*《安徽省志.方言巻》

湖南.常寧:[Ehithmku](膝頭骨)*《常寧方言研究》

江西.萬載:[CiettheukuO](膝頭公)*《客競方言比較研究》

江西寧都:[rhittheUnaU](膝頭膿)*《客競方言比較研究》

最後一例"膝頭脳,,明顯受通俗詞源的影響(即將"膝蓋"的形状比作"頭臘")而也有從此派

生出來的形式，即"膝臘X'',其分布領域與"膝頭X''重普，可能是"頭"字脱落所致(*膝頭臘公

>膝臘公)。

江西.宜豐:[s&?loukTn](膝臘公)*《客競方言比較研究》

以上諸形在地理上形成此類的本管而長江下勝英語的邊緑地厘則出現X均以唇音聲母p-

或、_起音的。這種語素多少具有實在語意。

江蘇.如皐:[Cie?theiphUr](膝頭盤兒)*《江蘇省志.方言志》

江蘇.漂水:["iI?deumu](膝頭饅)*《當代呉語研究》

此外還有"膝頭"之後再加上p-l音節或p-音節的(p-為不送氣),有待下文第4節畢例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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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説明。

(2)lil頭X

庚束.從化:[kmktheUku](卿頭鼓)*《珠江三期洲方言詞彙對照》

（3）鮫頭X

福建.永舂:[khathauu](鮫頭鳴)*《永舂縣志》

福建.潭州:[khathauhu](散頭口)*《閏語研究》

X多為陰平或上聲，在造一鮎與上述(1)次類相同。男外，閨南也出現単個兒的"鮫頭791

因其分布與"散頭X''相連，故暫虚理為(3)次類的建異。

廣束.澄海:[khathau](駮頭)*《澄海方言研究》

(五)"詞根+X+頭”

形態上的特徴：多數是三音節，少數是四音節，按詞根可分為三種次類：“膝"、66W'和"鮫"。

此外少數也有複合形式的"卿膝"。X多數都有實在語意。

分布特徴：此類分布在昊閨地厘以及徽州，但不包括閏南。 (1)類限於分布在北部呉語匡,(2)

北部呉語厘既有(1)類("膝饅頭'')類分布在整個昊語匠以及徽語E,(3)類分布在閏語厘・按，北部呉語厘既有(1)類("膝饅

又有(2)類("lil饅頭'')。

次類：

(1)膝X頭、賂I膝X頭

江蘇･蘇州:[sil?mOdY](膝饅頭)*《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

湖江･湖州:[Gie?pe?dY](膝鉢頭)*《湖州市志》

江蘇.丹陽(童家橋):[rio?rhi,?mudei](III膝饅頭)*《當代英語研究》

斯江･請山:[riaCikhodio](W膝鰈頭)*《藷山方言研究》

“卿膝X頭"也可以歸於(2)類。男外也有"卿膝X'',其X為kh_音節(参看下文第6節)。

湘江.浦江:[cyosgkhen](卿膝鰈兒)*《浦江縣志》

(2)IIIX頭(包括"胎I膝頭'')

江蘇･呉江(盛澤):[Piq?medigu](IGI饅頭)*《當代呉語研究》

斯江･永康:[MAukhogdgu](W案頭)*《當代呉語研究》

安徽.謬縣:[Li:USatham](IGI膝頭)*《徽州方言研究》

(3)"X頭

福建.建肌:[khauputhe](駮腹頭)*《建肌方言訶典》

湘江･慶元:[khDGi?tiuI](散石頭)*《呉語虚衡方言研究》

福建.龍岩(白沙):[khabiathao](餃節頭)*《龍岩地厘志》

3．方言傳播的方向和方式

在討論各種混渭形式之前，本節將提出層前提性質的雨個問題。

(一）方言傳播的主流是自北向南。

追一前提的含義是，惟河以南的地匡在歴史上經歴過緩慢而長期的"北方化"過程。現在用

以地圖B説明問題。此圖著重詞形中的雨種成价"蓋"和"頭"繪製的。以語素為軍位的追種地圖

往往反映出恨簡単的分布模式。從地圖可以看出，“蓋"多數分布在准河-漢水以北的北方地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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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頭"多數分布在長江以南的南方地E･長江流域則是雨橦勢力用逐的地厘，有的方言鮎用

"蓋"而有的用"頭"，也有雨種部用的方言黙。

値得注意的是，北方幾乎没有"頭"而南方有不少"蓋"・對此會有雨種解稗：

（一）“頭"古於"蓋"而南方的"蓋"是後世的傳播所致。

（二）“蓋"古於"頭"而南方的"蓋"是古形式的遺留。

本文立足於第一種解職第二種解稗也能説明地圖B的分布,但不合乎文献上的事實:“膝

頭"的出現年代早於"膝蓋"(岩田1986)。第一橦解稗既合乎文献記載也能更好地説明地圖所反

映的各種現象。髻如，江西、廣束和廣西有不少66X頭蓋"(多數是"膝頭蓋"),此乃為"蓋"在其

南下過程中與含"頭"的詞形接鯛而産生，待下文再論及。

第一種解程也可以在有關詞彙條目中得到芳證。髻如，“腿''(leg)義的方言詞主要有三種：

"腿"分布在長江以北地E;:GW"分布在南方的非閏語地圧；閏語匡則ﾛﾘ"鮫"・從文献看,"lil"

和"散"古於"腿"。“腿"在北方方言中擴大勢力應是唐代以後(播允中l989:50-51),"W"随之縮

小了其訶義範晴，現在專指GGfbot'';南方的"W"(乃保存其原義，但在英語E已割讓了不少方言

鮎給"腿"(Iwatal995:212-213);""''的分布領域早期可能也包括呉語厘(丁邦新1988),但現在

的分布則限於閏語厘。表現出南北對立的訶彙項目，北方的形式總有擴大勢力的趨勢而南方的

形式随之後退。3

訶形自北向南傳播,這其實是一個籠統的説法｡岩田(2000:18-l外Iwata(2000:195)指出，

北方的方言詞多數經過江准地厘傳播且在那裡往往發生創新而以江推為起鮎的傳播則有三種

方向：向南(即呉語匡)，向西南(即籟湘語歴)，向西(即長江中上勝地E)。當然，追種假設不排

除中國各地普存在其他種語言傳播之路。善如，從地圖A可以看出,p-l-k系統的詞經過中原

地厘傳播到西北地厘。

（二）傳播的方式以"徒歩式"為主

聚所周知，在中國歴史上屡次發生過人口的大規模流動，由此也發生過方言詞"飛機式”

的移動，即方言詞由甲地飛到乙地。但是方言訶傳播更普湿的方式是"徒歩式"，即由甲地走到

與此砒連的乙地。漢語方言的研究歴來過於注重移民的因素而忽略"徒歩"式的傳播。但是移民

最多只是方言分布形成上的諸種因素之一。

遷入非漢民族居住地圧的移民，其語言一般都ｲ占侵勢，如雲南的漢語方言。遷入無人之地

的移民也會長期保留祖地的方言，如在中國各地保存下來的方言島。但遷入的地方如是土著漢

人己居住之地，除非是軍隊等強勢集團代替弱勢土著人的場合，否則多數都是“經過雨三代

後，新移入者的方言無疑與周園的方言完全同化"(賀登湛2003:64)。

“徒歩式"的傳播，當然速度緩慢。4但如有促進傳播的非語言學條件，傳播的速度則會快

一些，如大城市，幹線道路(國道等)、大河(包括運河)等的存在。毫無疑問，大城市在語吉的

傳播上起著核心作用。幹線道路和大河都是交通與貿易的主要通道，因此，也會作為語言傳播

的渠道起作用。傳播的這種方式也不妨稠作"車運式"或"船運式"・一般認為，河流和高山是語

3造不等於説北方富於創新而南方富於存古。這種説法只是一個方面的事實而不能絶對化。髻如，

"日頭，，(太陽)、“月兒"(月亮)、“蠅子"(蒼蠅)等接近軍音節形式的詞，北方有不少方吉例保存著(岩田
2000:28-29)。

4有位日本語言學者曽將日語的方言分布和歴史文献記録結合起來測量過詞彙傳播的速度(徳川

1993:391-412)。其結果是,(1)傳播的平均速度早期慢而近代快,(2)即使是近代，一年的傳播速度
也不超過2公里。但請注意，一年2公里的含義是，一百年200公里，一千年寛達2000公里。

36



言傳播的障擬，但有時也會促進語吉的傳播，故渡口和山口往往作為語吉傳播上的梱紐起作用

(参見Dauzatl922:158-l62;賀登湛2003:72-73)。

下文討論各種混渚形式的形成過程，主要的根檬是地圖c。

4．長江流域的混清形式:p-1-k的南下和後萱式的形成

先從箪二類(p-l-k,k-l-p)談起。此類主要分布在北方東部而周園均有第三類66X+詞根+(頭／

蓋)"，即帯前綴[khg?]、[ke?]的形式。造暗示著第二類是從第三類建來的，待下文第7節詳論。

第二類有雨種次類:k-l-p的分布集中在山東西部和河北中南部(大運河的沿岸);p-l-k有傾

向分布在其周團。擴此可推,p-l-k古於k-l-p而p-l-k因1到位作用(metathesis)塞成了k-1-p｡5這一

解程也得到文献記載的支持:p-l-k系統的詞己在明代的文献中出現(岩田l986,《漢語方言大

詞典》第三巻:3666)，而k-l-p在清以前的文献中部不出現。

本文假定,p-l-k産生在北方的東部(堆河以北),後來向周園地E傳播：西邊經過河南到達

西北地圧，南邊越過准河浸入江准地厘。

山西不存在"膝蓋"義的p-l-k,但有若干方言以此表示與"膝蓋"郷近的肢鵠部分。

山西･太原(柴村):[pTmlikaiM](玻璃蓋子)"龍骨”＊《太原北郊E方言研究》

山西･析州:[thueip9?leku9?](腿不擦骨)&:脛骨”＊《析州方言訶典》

追是p-l-k普傳播到山西的見證。可以推測,p-1-k有一段時期與"[k9?]膝蓋"共存並競事，

而畢寛没獲勝以致最終被淘汰，但有若干方言鮎將官轄用於郵近的訶義範晴。上文所説"訶義

的分工"則指追種情況。與此平行的現象也出現在江准方言中。

安徽.合肥:[puIukE"](渡薙蓋子)/[khe?"iethm](硫膝頭)*《合肥市志》

擴《合肥市志》的詞義説明,[khe?Chigth[u]指"膝蓋"而[puIukEtse]指"膝蓋骨"・

江推還有一些方吉佃以p-l-k表達"膝蓋"義。

江蘇･揚州:[poloketsE](波羅蓋子)*《揚州方言訶典》6

安徽･巣湖市:[punuketsl](波羅蓋子)*<巣湖方言詞彙(一)>

此外還有泰州、轤城、惟陰等方言説p-l-k,雌然其分布黙較為分散並且為數也不多。7按，

上畢巣湖之例實際上是p-n-k,但也算是p-l-k,因為江推方言不分1-和n-(下文如出現追種方言，

不再一一説明)。

假定，在東部,p-l-k越過推河浸入江推地厘，繼而也到達長江流域，但在傳播的過程中遭

到了已有形式(下文作"蕾訶")的紙抗，在有些鮎獲勝而在有些鮎谷ﾛ被打敗；在西部,p-l-k越過

S造是欧洲早期的語言地理學者所説的"theprincipleoflateral(eccentric)areaf,也是日本語言學者
所説的"周圏分布"原則。假定某一地厘原來都是詞形A(p-l-k)的領域，而後來中心地厘産生了新的
形式B(k-l-p)以致詞形A只保留在周園地匠｡故也叫ｲ故66ABA分布"原則｡但是這種原則不是定律，

也允許出現例外，参看Iwata(1995:210)。

6擴《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合肥也有[ke?lothm](賂臘頭)。又，揚州既説p-l-k也説[k9?rithTm

EE](賂記頭子)。不送氣的前綴[kg?](I5)在長江流域畢寛層少數，但有可能是古形式的保留(参看下

文第7節)，是値得注意的現象。

7江推的p-l-k一般都是"波羅蓋911即前二音節為暑韻，是p-l-k原來的形式。追種p-l-k在准河以

北員|囑少數而前二音節的韻母己受鎚形，如，北京:[pol99kair],鄭州:[pulau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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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水抓湖北及四川的長江北岸，但也遭遇了蕾詞的抓抗。8在勢力頷頑的情況下長江流域的方

言貝'｣取折中以致停戦。折中的方法在長江的全線無二致，即將新來形式(下文作"新訶")附加在

蕾訶之後。造一類訶形続柄"([khg?])膝(頭)p-(1)''(括號内的成价可有可無),包括三種次類。地

圖c以平行四邊形及銀杏形符號標之。可以看出，追類混渭形式的分布臼安徽束部起沿著長江

延伸到四川，表現出一種"長江型"的分布(岩田1995:206-207)｡9塁例如下。

(1)[khg?]膝+p-(1)

安徽･安慶:[khErhipotsl](硲膝玻子)*《安徽省志.方言巻》

湖北･鐘祥:[khgrhipaunOrU(硫膝包驍子)*《鐘祥方言記》

河南･光lh:[khe"ipar](客膝包兒)*《光山縣志》

四川･達縣:[kheCiponu](硫膝波羅)*《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

（2）膝頭+p-(l)

江蘇･高淳:[Gig?deipoIo](膝頭破羅)*《高淳縣志》

安徽･銅陵:[sirgupotsl](膝頭鉢子)*《安徽省志.方言巻》

安徽･浬縣:[Girneipe,upe,u](膝頭玻玻)*《浬縣志》

江西･湖口:[sEdeupaute](色頭包哨)*《客議方言比較研究》，0

（3）膝+1-p

安徽･南陵:[Gi?li?potsl](膝力波子)*《南陵縣志》

安徽･貴池:[[hinOPOE1](膝羅玻子)*《安徽省志.方言巻》

安徽･宿松:[s記lopo](塞螺玻)*《宿松方言研究》

(3)類的附加成价不是p-l而是音節次序顛倒的l-p,看似是属不同類型的，其實其前身是(2)

類"膝頭+p'',其第二音節"頭"建成l-音節。這裡有一種局部性的因素起了作用。(3)類的分布

鮎多數都在英語宣州片的範園之内，而這一群方言内部則有一些古定母(*d-)濱為閃音[r]的方

言(蒋沐体2003:36-38;ll6;方進1966)｡&@頭"為定母字，上塞(2)類例訶中銅陵及浬縣的第二

音節聲母則是其例。閃音在語音的知覺上與邊音的l-相近，因此周園定母不濱閃音的方言與此

接鯛時取之為l-音節，是恨有可能的。’’造是發生鍵化的外因，而男有一種内在因素也促進了

追一建化，待下一節再論及。本節討論中的(2)類兼指(3)類在内。

從形式看,(l)類帯前綴的"[khg?],,而(2)類則不帯。携此可推，與p-1-k衝突的蕾訶有雨種：

産生(1)類的是"[kh9?]膝頭"而産生(2)類的是"膝頭X"｡(1)類和(2)類的形成可以分析如下。

8有雨鮎需要補充説明。第一，如假定p-l-k的發源地是北方東部並假定詞形傳播的速度在各地基

本一致(参看注4),p-l-k抵長江北岸的絶對年代應在東部(即安徽和江蘇)早一些，而在西部因p-1-k
經過河南及峡西オ抵漢水，故到達長江北岸(四川和湖北)的時間可能晩一些。第二，從地圖看，江

蘇束北部(連雲港南部及蝉城和准陰的北部)不存在p-1-k樛透的痕跡，檬此可推，江准的p-l-k原來

經過徐州一帯浸入並沿著大運河傳播(請注意，徐州現在用k-l-p,這是後世創新所致)。
9“長江型"的分布見干不少基本詞彙中，如"祖父"義的"釜，，，“叔父"義的"爺"、“看"義的‘‘沐雷'，等

(Iwata2000)。造不是偶然所致而必定有某種原因致使長江流域産生了共同的現象。

'0長江中浦(湖北東部、安徽西部、江西北部以及湖南東部)的方言'66膝"的韻母往往不規則，湖口

惠作"色"的語素[sE]則是其例。追恨可能是"膝頭''(*si6tdgu)由"舌頭''(*"ietd9u)牽弓|所致(類音牽

引)。牽引的一種結局是同音化，如湖北通城將"膝蓋"叫[旦旦2diauk99]而將"舌頭"pH[SC2tiau](《通

城方言》），二訶的首位音節完全同音。

'’上翠貴池方吉男有(2)類的詞形:[rhithgUPOtSl](膝頭玻子),造可與[[hillQPOtSl](膝羅玻子)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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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類:"[khg?]膝頭''+@6p-l-k''→"[khg?]膝+p''或.@[kh9?]膝+p-l''

(2)類：“膝頭X''+GGp-l-k''→"膝頭+p''或"膝頭+p-l''

這雨類混渭的共同鮎是,蕾訶中的末位語素("頭"或"X")脱落而由新訶中的p-或p-1音節代

替。追種混渭的方式，本文稲之為"後賢式"・從遮輯上説，與p-l-k衝突的奮訶也會是隻音節

的"[kh9?]膝"或"膝頭"･但從地圖C可以看出,(1)類的周園多數都有"[kh9?]膝頭",(2)類的雨

邊都有"膝頭X'',均為三音節(不算"子"、“兒"等詞尾),故認為蕾詞多數都是三音節形式較合

理。附帯説明一鮎：因p-音節原來是任意性頗高的形式，故方言的説話者對此賦予了通俗詞

源，如"包兒"、“玻子"、“鉢子"等。追是雨類共有的特徴。

論分布，江准方言地厘(1)和(2)類都恨少，湖北中部以西的長江中上勝沿岸只有(l)類，而

自安徽東部至湖北東部的長江沿岸則有(1)類和(2)類雨種。造些共時分布上的事實必定反映出

過去p-l-k傳播之前的分布情形。

（一）長江中上浦及江推之問過去只有"[kh9?]膝頭"一種。

（二）自安徽東部至湖北東部的長江沿岸過去只有"膝頭X'',而後來江惟的"[khg?]膝頭"南

下以致與"膝頭X''混居。

根擴(二)可以推測，“膝頭X''式構訶法的存在則是産生後萱式混渚的基礎。

"([khg?])膝(頭)p-(l)''類的南邊(江西和廣東)有"膝頭蓋"(参看地圖C)。此形的分布鮎多數都

在"膝頭X''的領域之内，雛然其分布鮎較為分散。可以推測，在江西和廣束某一時期傳來了"膝

蓋"，而當地方吉將此外來成价"蓋"放在x的位聟上，正如"膝頭p(-l)''的"p(-l)''･値得注意的

是，“膝頭蓋"的分布較"膝頭p(-l)"還要堯南。這就説明,66膝蓋"的南下早於p-l-k,也就是説，

"膝頭蓋"的形成年代早於"膝頭p(-l)''｡

論年代，“膝頭X''的産生相對來説應層晩期，而自長江下赫至廣東的廣大地E早期都使用

軍個兒的"膝頭'も追一古老形式造保留在客家語地厘以及江西北部､湖北東部等地厘。可以説，

"膝頭X''是原説"膝頭"的方言内部産生的創新(sharedinnovation)@.膝頭X''的分布領域現在以江

西、湖南、廣東等南方西部為本管，其X多數是訶尾。湘籟方言的名詞富於後綴(曽毅平2003,

徐慧2001),造是有系統性的創新而不僅是"膝頭X''一詞的特徴。12

“膝頭X''也出現在長江下浦呉語邊縁的方言中，但其X是具有實在語意的語素，如"膝頭

盤"・但如與呉方言比較，則可以發現邊縁方吉與南方西部的方言共有某種素質。

北部呉語呉語邊縁的方言

膝饅 頭 膝 頭 饅（漂水）

膝盤頭（丹陽） 膝頭盤（南通、如皐、丹陽、金壇等）

可見，昊語的"膝饅頭"傳播到渓水以後語素的次序被轌換。丹陽"膝盤頭"和"膝頭盤"都使

用(擴《丹陽方言訶典》），明顯表現出此方言的過渡性質。

5．p-1-k的成因

關於p-l-k,或者有人認為其p-l來源於古代的複輔音聲母。但造種假説實際上是没有任何

根擦的神秘臆説。本文則提出男一種假説，其根濾是文献記載和現代方言共時上的建化趨勢。

首先是文献記載。岩田(1986)認為,p-l-k的首字p-音節來源於"鱒"。

12這種構詞法的實質就與"難婆"(母難)、“軋婆''(皿子)等帯性別成价的詞相同(岩田2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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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徽語中還存在。造一事實令人想到一種假説：

（一）呉語原來都以"卿膝頭,,表達"膝蓋"義。

（二）唐宋時期從郷接地厘傳來了":1''[khq],而昊語蕾詞中的"膝"由此新詞代替：即，卿

膝頭>lil[khq]頭。

混渚的造種方式，本文稲作"中賢式"･有耐熱需要説明。第一，正如"""[phqk],@.:m''[k

hq]追個語索也不會凋立使用，而實際詞形恨可能是墜音節的"舸頭"・第二,66腿"義的""'',

其分布領域現在限於閏語厘以及湘江的虚街方言医，但丁邦新(1988:18)指出,""''字出現在南

朝的口語中，可能是當時的呉方言詞。擴此可推，早期的呉閏方言都説"鮫膝頭"，雛然此形

已不見於現代的英閏方言中。“鮫"的中古音為[khau陰､l典]･

從"卿膝頭"到G@lil[khq]頭"的簔化應有男一種途径：

GW膝頭''>@W膝[khq]頭''>@@IGI[khq]頭”

追一壷化是，嵌[khq]的同時也保留了"膝997然後後者オ脱落。G@W膝[khq]頭,,目前只有一

例（参兇下翠籟山之例)，但其分布範園過去必定較廣。從地圖c可以者山，與"賂I膝頭"郷近

的地厘(即金華地E)有不少"卿膝[khq],3而此乃為‘‘脚膝[khq]頭"的末字脱落所致即"峪I膝[khq]

頭">@GIII膝[khq]"。

湘江.金華:[rig?Cig?khuT](脚膝罰)*《金華方言訶典》

斯江南部男外還有@W[kug?]頭",[kug?]即"骨911必定是從"W[khq]頭"愛來的，還是通俗
詞源的作用所致。

至於北部呉語，既有"胎I饅頭"又有"膝饅頭"，後者根本不用"腿,,義的"W"・男外，杭州

方言説"膝[khq]頭997也不用cGlil''・

杭州:[Cig?khodei](膝粟頭)*鮒士傑《杭州方言訶典》

“膝饅頭"已出現在明代呉語的作品《山歌》中而"胎I饅頭"的出現年代較之晩(参看《明渭

呉語詞典》）。或者是不帯"胎I"的訶形比帯"卿"的還要古老？即'66膝饅頭''>@6W饅頭79166膝

[khq]頭">@W[khq]頭"・筆者則不以為然。仔細観察地圖C,濱者會發現"膝X頭"分布鮎的附

近都有"船I膝x頭"・今翠二例。

漸江.藷山:[riaCikhodio](III膝鰈頭)*《藷山方吉研究》

丹陽(童家橋)、江陰:[riq?rhi,?mudei](W膝饅頭)*《當代昊語研究》

携此二例能導出以下推論：

(1)從蒸山的形式可推，杭州的"膝[khq]頭"是"賂I膝[khq]頭"的6GIGI"字脱落所致。按，請山位

於杭州的南郊。

（2）從丹陽(童家橋)及江陰的形式可推，“膝饅頭"是"胎I膝饅頭"的GGIGI"字脱落所致。

（3）通過二例的比較能發現,"lil膝饅頭"乃為從"胎I膝[khq]頭"鑿來。

總之'現代北部呉語的"膝x頭"("膝饅頭"和"膝罰頭")是層新興的説法,均經過"陥り膝x頭”

建來。

“卿膝頭''>､W膝[khq]頭">"膝[khq]頭''(杭州）

……………同上……………＞"賂I膝饅頭”＞"膝饅頭"(江蘇南部）

江蘇南部現在不存在":1"[khq],但過去必定曽存在。後來因[khq]的訶義習焉不察，方言

的説話人將這個語素看成是不具實在語意的語素；為了明確詞義，他{門以"饅頭,,代替，是出

於他ｲ門無意識中的創造(按，此乃為産生通俗訶源的普通機制)。造種推測也有芳證，即江蘇南

部有若干方吉將":1''[khq]保存在"躁子骨"義的訶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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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riA?khuku9?](III鮎骨)*《上海市匡方言志》

這個訶的第二音節[khu](陰平)在音額上則與"舸"字對應原來則指"膝蓋';而後來轌指"躁

子骨"；或者説，北部呉語曽有過時期":1''[khq]兼指"膝蓋"和"躁子骨"・

上文説，唐宋時期從郷接地圧傳來了G@':1"[khq]。所謂"郷接地圧991筆者在追裡假定的是

金陵及其周園地医。或者以為追個語素的發源地是金陵一帯，而《廣韻》和《集韻》則反映了

這個南方流行的俗語。情注意，造可能也不是想空創造出來的新訶，而是原來存在而指其他肢

鵠部分的詞轌指或兼指"膝蓋"的。16但筆者則以為'":1''[khq]的發源地到底還是推河以北的

北方方言地E,是出於考慮漢語方言傳播的主流。官移植到金陵後也傳播到呉地而在那裡保存

下來，但在北方方言中谷ﾛ反而消滅。造可能暗示此新詞急速擴大勢力後又急速地縮小了勢力。

在非呉語中有無":1''[khq]的痕跡？下一節將討論追個問題。

7.北方的混清形式：前萱式的形成

上塞諸類訶形中的第三類是帯前綴的，包括三種次類:[khg?]、[k9?]和[pg]･上文指出雨

鮎分布特徴。

(1)此大類分布在北方的西部(山西以西)以及長江流域。

（2）三種次類形成連續性的分布。

握此能推測，三種次類來源於同一個詞源。

不送氣的[k9?]是晉語中相當普遍的前綴，並且構詞能力根強，既用於名訶也用於動詞和

形容詞(侯精一、淵端政1993:98-100)。其他方言中則不存在造種富於構訶能力的前綴。[ke?]

的中古音應是[kuk入聾]･

送氣的[kh9?],其分布自江蘇束北部一頁延伸到雲南，往北也延伸到映西和甘粛，内部既

有人聲的方言(江推官話)又有失去入聲的方言(中原官話和西南官話)，但是此語素的今調類大

都符合入聲(陰入)愛好聲的規律：中原官話濱陰平，西南官話漬陽平(李榮1985),可以肯定是

來源於入聲，其中古音應是[khqk入聲]o[khg?]前綴在造些方言的其他詞彙中出現得並不多，也

就是説，已經失去構詞能力而化石化了。

Sagart(1999:98-107,124-126;2003:127-134)認為，晉語的[ke?]以及官話方言"賂脾"、“賂

肢窩"、“屹蚤"等的首位語素均為上古漢語k-前綴的遺留。對此學説，筆者還保岡，但以為歴

史上曽有過k-前綴富有滋生能力的時期，有不少實訶随之經歴了語法化的過程(参看下文)。

送氣的[khok]必定是從不送氣的[kok]派生出來的｡[kqk]為何及如何鍵為[khqk]？雨者只是

一個圧別特徴的差異，但是任何建化不會盲目地發生，而必定有鑿化的原因。

假定，堆河以北的北方方言地厘曽有過都是"[kok]膝頭"領域的時期，而某一時期則産生

了":1''[khq!臭､'4](實際訶形可能帯"頭"字)。此新詞有一段時期與蕾詞的"[kqk]膝頭"競争，然而

畢寛被打敗，最終在北方方言中就消滅。但官没白死，而是在蕾詞的身上留下了其痕跡，即致

使前綴的聲母建成送氣音kh_,也就是説,致使[kok]建成[khqk]･追種混渭的方式,本文稠為"前

萱式"。

'6唐代慧琳《一切經音義》巻三十七云"江南呼脾上骨接腰者日‘舸9911造字面上會支持造種假説。

但此乃為又嶌作"館"的"罰"字，是二等字，慧琳的反切是"口亜反''(*[kha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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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種推測在現在的官話方吉中得到芳證。本文開頭(第1節)言及的連雲港方言[k9

pai]>[khepai]的建化則是一例。男一種例子是"[p9]膝蓋"･此形主要分布在甘南的河西走廊(也

包括西寧)，男外也分布在河北省的内邸、巨鹿雨黙。今人注目的是，這一形式在音韻對應上

恰巧與p-l-k的早期形式&@[pok]膝蓋，，對應(参看上文第5節)。但這可能是偶然的一致。從地圖

CS,"[p9]膝蓋"的周園既有"[khe]膝蓋"又有p-l-k,因而"[p9]膝蓋"不是古形式的保留而是雨

橦形式衝突所致，是無疑的。可以推測，這些地厘原來有G@[kh9]膝蓋"而後來傳播來了p-l-k,

雨者衝突，以致[kh9]建成[p9]了，這也可以通過方言比較得到證實。

甘雨青海

[khg]膝蓋甘南.張家川:[khgl蝶､'"Gie'"､'&kei去盤](硫膝蓋)*《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志》

p-l-k="･FWIR:[pO'"!1u'"ke="]*［pO陰《'‘lu'場､rkE去聲］P-l-k＊《門源縣志》

混渚青海西寧:[po陰'七i"､|*ke去聲](波膝蓋)*《西寧方言詞典》
河北･石家庄、邪台地匠

[kh9]膝蓋平山:[khg入聲佑hi入燐ker去盤](硫膝蓋)*《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訶彙集》

p-l-k 平郷:[po'".'"la輕賛karと盤]或[po陰､lfli榔聲kar去盤]*《平郷縣志》

混渭巨鹿:[PUO".':rhi陰､':kair去聲](薄膝蓋)*《巨鹿縣志》

按，平山在北，平郷在南，而巨鹿在平郷之北l5公里。這三鮎，首位音節的調類互不一

致，待詳考。

付説，下例又是一個"膝"鍵成l-音節的例子(参看上文第5節)。

河北.寧晉(北魚台):[khg"'"li'"ka-r去繋]*《寧晉縣志》

按，寧晉是巨鹿北邊的郷縣。追一形式的前身應為"[khg]膝蓋''(参看上面平山和平郷的例

子)。

8．烏敵“膝蓋”一詞的歴史

基於上文考察，本節將構擬出漢語方言"膝蓋"一詞的歴史演建。

本文推測，漢語方言較早時期形成了三種詞形鼎力的局面。

(A)北方(惟河-漢水以北):[kok]膝頭

(B)江推及南方西部(包括客家地厘):膝頭

(C)南方東部(昊閏地厘):散膝頭、賂I膝頭

所謂"南方"是指長江以南，其西部和東部大概以天目山一武夷山為交界線(Iwatal995:

218)。以後的建化如下所叙述。

･北方(准河-漠水以北）

北方東部:[kok]膝頭>[khok]膝頭>[khok]膝蓋>[phqk]膝蓋>[pglug]蓋

北方西部:[kok]膝頭>[khqk]膝頭>[khqk]膝蓋

山西： [kuk]膝頭--------------->[kqk]膝蓋

中古時期北方産生了一種語素[khq".r],是《廣韻》和《集韻》所記録的"削"･蕾訶的"[kok]

膝頭"與此衝突，結果其前綴的聲母建成kh_･山西的晉方言没經歴造一建化。後來産生了

"蓋''[koi)末位成价的"頭"由此代替此乃為整個北方地厘(推河_漢水以北)進行的建化6.[khqk]

膝蓋"在北方西部的方言中一頁保存著，而在北方的東部，可能因為訶形[khqksietkqi]中存在

三個[k],異化作用致使前綴的聲母建成ph-。追是《集韻》所記録的"牌"・然後"[phOk]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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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G[pok]膝蓋")錘成"[pglug]蓋''(即"p-l-k''),其理由如上文第5節所述。

北方方言中男外還有軍個兒的"膝蓋"，可能是"[khqk]膝蓋"的前綴脱落所致。此形錐然現

在占標準語的地位，但是其分布鮎較為零散。對此事實的一種解程是，帯不帯前綴原來就是語

用上的厘別：帯前綴的是口語常用形式而不帯的則有書面語色彩。付説，在文學作品中帯前綴

的形式("賂膝"和"揺膝")晩到元明時期オ出現(岩田1986:60-61),其背景可能存在追種情況。

､江推及南方西部

江准：膝頭>[khqk]膝頭

南方西部：膝頭＞膝頭x

軍個兒的"膝頭"現在還保存在南方的一些方吉中(主要是客家地厘)。造是古訶的保留而不

是北方方言詞的移植。江准及長江中上浦沿岸後來建成"[khqk]膝頭"的領域，是北方方言的前

綴[khqk]逐漸樛透所致。南方西部(包括江西、湖南和廣東)産生了帯後綴的形式"膝頭X'',此

乃為追一群方言凋自的創新。自安徽東部至湖北東部的長江沿岸也建成"膝頭X''的領域，但後

來也受了"[khqk]膝頭''(>"[kh9?]膝頭'')及p-1-k的浸入，詳見上文第4節。

長江沿岸(包括南京)有若干方言使用軍個兒的"膝蓋"(参看地圖A)。追恨可能是北方方吉

訶的移植，是上文所説的"飛機式"的傳播。“膝蓋"後來也向南方西部傳播。

南方東部

呉(湘江)： 峪I膝頭>W[khq]頭，卿膝[khq]頭＞賂I膝[khq],膝[khq]頭

昊(江蘇南部):W膝頭>IGI[khq]頭，峪I膝[khq]頭＞卿饅頭，賂I膝饅頭＞膝饅頭

閏 ：散膝頭＞散腹頭，散石 頭 ， 餃 子 頭 等

北方産生的語素[khq陰平]經過金陵浸入呉地,而昊方言按其構詞法吸收之｡其他説明從略，

参看上文第6節。

至於(A)(B)(C)三足鼎力以前的H犬態，首先指出，帯"頭"的是後起的形式，原先則無“頭"。

17造就是説,(A)為"[kuk]膝",(B)為“膝",(C)為"峪I膝"或"餃膝"・關鍵在於前實成价的有無

及其種類。本文認為，

(1)(C)>(A):"[kok]膝"是"賂I膝"的首位語素語法化所致。"lil''的上古音是[kiqk],其-i-介音

脱落就成[kuk]・發生追一建化時根可能己有其他一些常用名詞帯有[kuk]前綴。實詞的

cW"[kiqk]由此被牽引而鐙成了前綴的[kok]。

(2)(B)和(C)並用：最早時期的漢語既使用軍音節的"膝"又使用前帯"腿"義語素的訶形(@GW

膝"或"駮膝")，而帯不帯GGIGI''或"鮫"可能是某種語用上的E別。

9．結論

漢語方言“膝蓋”義的詞在全國各地曽産生過各種混渭形式，主要有三種類型，今以表格

形式總結如下。

17擴管見，帯"頭"的形式(即"膝頭'')初見於《程名》（岩田1986:60)。王力(1958:230-231)指出,@@"
尾‘頭，字的産生，應該是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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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己有形式（蕾訶） 新來形式（新詞） 混渭的結果 發生地域

前晋式 X膝頭/X=[kqk] [khq
|喰平

](頭） [khqk]膝頭 惟河-漢水以北

巾賢式 IIIX頭/X=膝 [khq
陰､「

](頭） 船！[khq]頭 呉語匝

峪I膝[khq]頭

膝頭X／X＝？ 膝蓋 膝頭藷 南方西部

後聟式 膝頭X／X＝？ p-l-k 膝頭+p(-1) 湖北東部及安徽

的長江沿岸

[khg?]膝X/X=頭 p-1-k [khe?]膝+p(-l) 江准及長江中上

浦沿岸

三種類型共同的規律是，將新來形式(新訶)中的某種成价嵌入己有形式(蕾訶)中x的位聟

上。嵌入的方式過半是"替換"，即由新來形式代替X,但也有保留X以致新蕾雨種形式共存

的，即中置式的"卿膝[khq]頭"・前聟式的混渭，從建化的結果看，只是一個聲母不送氣和送

氣的替換，但請注意，新蕾雨種形式的主元音原來就相同，即[q]・後聟式有三種，其中新來

形式為p-l-k的雨種也不妨統一為如下定式化：

([khg?])膝(頭)X+p-l-k→([khg?])膝(頭)p-(1)

上表中的新來形式(新訶)均為北方起源。造些形式先在北方方言内部擴散，然後向南方傳

播，而在傳播的過程中遭到己有形式(蕾訶)的抵抗，追是犀生混渭形式的主要原因。

本文費了不少篇'隔試圃關明混清形式的産生機制，旨在指出比較法之無法説明的諸種現

象。讃者會了解中國境内到虚都有山方吉接鯛而産生的"被汚染形式''(contaminatedfbrm),*

文僅僅討論了"膝蓋"一訶的鍵化，其實許多基本訶彙或多或少部含有類似現象發生，追個事

實不得不影響到比較語吉學者的構擬工作。髻如，某一方言有尚未被汚染的形式(X)而男一方

吉有已被汚染的混渭形式(X');如有學者將此雨種形式在同一平面上進行比較而擴此導出來

"音韻對應"規律，那簡亘是一種空虚的規律。方言分布越複雑，被汚染形式也越多，‘‘音韻對

應"則由此被攪乱。産生"汚染"的因素不僅是詞形的接鯛，還有類音牽引、同音衝突以及通俗

詞源等。語言地理學過去一百年的研究則閨明了造些因素對詞彙愛化的作用。

雌然近年來有一些研究就從方言接燗的用度研究漢語方言的成果但實地研究還是不鉤多

(参看郭必之2005)。用不著説，方言問的接鯛則是語言地理學的一個大前提。漢語方言可謂是

語吉錘化實例的寶庫，尚待語吉地理學的研究將無數的寶藏發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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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形式，肯定是某吋某地声生的絞力新的形式而后来偕播到全国各地。如今鞭、湘、西南和

西北官活以及晋珸地区几乎都力“撰子”的緬域了，但此乃是后世的佳播所致；換言之，都

不是“撰子”的友源地，因力迭些地区声生的新同一般不能荻得如此灯周的分布瓠域，是与

政治、錘済及文化上的因業有美。本文圦力，“挫子”根可能声生在江弥的江准方言区。如此

推測，可以解決下面几林同題。“捜子”在江弥境内的分布点現在不算多，迭是“日”系同荻

得勢力的録故(参看下文)。

下文毎一拮先提出概括性的假没(詰洽)，然后遊行吋陀。

3．戸生“半日”等“日”系同形的原因

推測(i):"半日”力“症”或“熱”与“撰子”接触而芦生的混渚形式

“日”系同形主要分布在江弥、湖江和徽州，部分也出現在江西、湖南、河南、峡西等

省价。渚神同形可以分力有商科1美型：一是限定悟素力“半”且中心珸素力吋|剛同的，如“半

日”、“半工"、‘‘半胴"、“半昼”等；二是中心珸素力“日”且限定成价力数字美的，如“半

日”、“隔日"、“三日”、“四日”、“百日”等。将迭十事実和渚形的地理分布結合起来能早出

的一十推陀是，“日”系渚形中最古老的是“半日''，而后来其中心珸素或限定珸素被替換力

同又或美又的珸素。

現在看地闇B・可以看出丙点：

（1）“日”系的分布点在江弥和安徽的北部与“症”系相郭。

（2）“日”系的分布点在江芯南部、斯江北部和徽州既与“症”系相郭又与“寒熱”系砒逹。

迭暗示着‘‘症”或“寒熟”対“半日”的芦生有所貢献。下面是迭三利,系銃在珸音方面

的一些信息。

“日"系 “症"系“寒熟"系

江弥･丹日三日共[s&m?鯛入te]"jE"字字音力[nio?鯛入］ 形容同的""''"[m?鯛入］

江芯･芯州三日共[sEILiI?胴入dY] 症子[Qo?阻入幅1] 形容同的"熟''"[niI?鯛入］

上海市太阻垪"日失"[nje?鯛入dM,]症子[Uo?鯛入町］ 吟熱病[laNILie?鬮入biU]

上海･崇明太I日垪‘‘日共''[mig?鬮入de]---------------- 寒熟[MのIMg?阻入］

断江･桐I声半日共[penig?隅入de] 寒熱病[6enig?鬮入biOl

湘江･金隼半日[mnig?隅入］ 形容同的"熱'>b[ILie網去］

斯江･云和半日病[pena?隅入bi9] 症症病II'io?胴入りigbiU]形容同的"熟"XJII'ie?鯛入］

安徽･南陵半日子[po'Li?剛入幅]]

安徽･款具半日[pom鯛去］ 症疾[mo鯛去幅hi].&"''字iZ[ne隅去］

江弥･南京‘‘日"字字音力[輔入］ 症疾[lo?入侭i?] 形容同的‘‘熱"力[牢入］

江蒜･阜宇半日子[polg?入晩］ 拒疾[ma?入嘩i'?]&6"''字凌[liI?入］

江芯･逹云港半日子[p6牢入tSe] 形容同的"熟"力[牢入］

“症”的声母除不分n/l的方言以外都力鼻音声母([n]或[n,]),"""的声母在江准方言中力

非鼻音声母([z]或[1])而在昊悟中都力鼻音声母([n]或[n])。

根据以上事実和推測，戸生“半日”的辻程可以悦明如下。

（1）江弥、斯江和安徽南部泣去普有泣吋期大部分都是“症子”或“寒熟”的顎域(“冷熟”

是“寒熱”的同又代替，可能是后起的，参看下文第5拮)，也就是，当吋汪没声生“日”

系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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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来江弥的江推方言区声生了“挫子"，其首字声母力[p]・此新同“挫子”先在江推内

部抄散，継而向南也要甘散到昊珸区，但在＃散辻税中也遭遇了旧同“症子”和‘‘寒熱”

的抵抗｡"撰子"(声母刈p])与"症子"或"寒熟"(声母均力[n]或[n])接触,致使老百姓

朕想到一林通俗同源，即“半日”。

(3)圦珸音形式看，“日”的珸音更接近“熱"，如上向挙例。桐病的例子就悦明，“半日”

和‘‘寒熱”的珸音除首字声母(p/6)及其声燗而外都相同。故“半日”圦“寒熱”変来的

可能性較力大。在南方方言中“太叩”又的“日失”常交力“熱失”（参看本名松江文)，

反之亦然，“熱”易干変力“日”・假如悦“半日”是“寒熱”的変昇，迭朴変化也能没

生在“日”字不i実鼻音声母的江推方言中，参看上挙南京、阜宇和逹云港的例子。江推

方言中現在不存在“寒熟”的痕迩，但是辻去也会存在的。

(4)但是也不能否秋“日子”圦“拒子”変来的可能性。相対来悦，“症”和“日”之|可的

珸音距高与“熱”和“日”之|司要大一些，但是“症”和“日”在昊悟中声母和声凋都相

同或相近，井且“症”是“元録形式"，同形和同又之|司没有任何必然的天系，故易干交

力“有塚形式"，是合乎方言同形変化的一般伽向。至少能悦，有一部分方言点的“日子”

可能是“症子”的変界。

4．戸生“放牛”的原因(地閤C)3

中原官活地区多有“牛”和“老腱"，其同又相似，前辺帯的功同力“放"、“赴"、“吃”

或“砲"。

推測(ii):"放牛”力“没症”的変昇，同又上也受‘‘撰子''的影咽

迭一推測的主要根据是“友症(子)”和“打擢子”在河南和峡西至今(乃分布得不少。

息的来看，“症”和“牛”之|可的珸音美似性不如“症”和“熱”那公高。河南有不少方

言“症”和‘‘牛”都i実零声母，是値得注意的現象，不辻声凋和鈎母都不同。至干劫同部分，

元法悦明“没”如何変力帯鈎尾[U]的“放，，（按，山西'愉扮方言，“放”字不帯鼻音駒尾)。

河南・洛叩放牛[faU去gu隅平］友拒子[fa鯛平ig陶平晩］

河南･〒陵赴牛[kan上Cu阻平］友拒子[fa阻平io阻平tei]

河南･済源赴牛[kan上gu開平］友拒[fa?入yo田平］

峡西.商具放老牛[伽去niou経声]("jE''字iX[yo開平])

山西･'|缶扮放牛[fb去mgu阻平］友症子[fa昭平yo開平幅1]
方言的悦活者声生通俗同源，常常由珸音的美似性洗没，如“日尖”変力“熟失"。“友

症”変化力“放牛"，述是以珸音的美似性カー定的条件，但是可能是同又的因素大子珸音。

本文圦力，河南省黄河流域至峡西省失中地区的一帯原来有“友症子"，而官后来則与任江流

域佳米的“打擢子”接触。清注意，変化的机制与“半u"相同，是不同同的接触。此吋，

老百姓圦“撰子”的同又和“没症”的珸音朕想到牧民赴牛吋左走右走而看来揺晃的姿志，

以致将拒疾病人比倣“放牛”的人，継而把官也比倣“老腱"，即|詞割辻的老公牛。

‘‘老健”是“牛”的同又(美又)代替，或者悦，把同改力更生功地描写症疾病人姿志的。

附悦，安徽西北部的“老雅"，其分布弧域既与“老健”砒逹又与江弥中部的“老苓”相近，

可能暗示着“老”系同形的佶播路径及同形変化的辻程。

3“牛”字的字音主要由速水希桝(金洋大学研究生)和樋口勇夫閼位凋査井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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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寒熱”系的変化(地圏D)

推測(iii):$$寒”力最古老的形式而“脾寒''方新妥的形式。

“寒熱”系銃的同可分力三大美：

(1)単音枯形式:"寒"、“吟"、‘情"、“潮”

（2）“寒"、“吟”力首位的双音枯形式：“寒熟"、“冷熟"、“寒焼"、“寒酸”等

（3）“寒”或其変昇（“汗"､“圓”）刃末位的双音枯形式：“脾寒"、“皮汗"、“皮圓"、“北

寒"、‘‘背寒"、“腹寒”等

圦地團D可以看出,(l)美和(2)美多数都分布在江弥南部至r末、味西的末南沿岸地区，

可以圦力是届干同一十系銃的。湘江中部不存在"寒熟"系，迭恨可能原来存在的"寒熱"后来変

力"半日"的録故，也就是悦，“寒熟"系銃原来形成臼江称南部至西ﾉｰ些的逹域性分布。

(3)美的分布与(1)和(2)不同，其分布銅域自山家姪泣安徽、湖北未部和江西一頁延伸到'珂

珸区，只是山永和安徽的"脾寒"被其他同形(主要是"症子"和"擢子")互力隔高。

陀年代，芦生(3)美的年代必定晩干(1)美和(2)美。迭秤假没的根据不外是其珸序。

“寒"作力"冷"又的形容同，古代可以単独使用，是自由形式。迭林用法述保存在阿南方言

中，但其悟又萢囿被縮小，只用子"指天気"的場合（《双珸方言剛に》第二版,p.520)。在其他

方言中，“寒"均由"冷"或‘情"或"株"代替而只保存在夏合同中。按，王力《古沢悟字典》（中隼

名局,2000)云'66古代双珸的"寒"等子現代沢珸的""",古代沢珸的"冷"等干現代沢珸的"凉"。

"清"亦力"凉"又"･据此可推，作刃"症疾"又，最古老的是単音措的"寒"。(2)美的声生晩干(1)

美。“寒病"(兄子福建省周宇具)､“眸寒眸熱"(兄子r永省掲西具)以及"寒熱"迭些悦法多少逐保

存"寒"的早期用法的面貌。有若干北部昊珸悦"冷熱"或"吟熱病"(如上海和宇波)，迭必定是新

央的悦法而原来悦"寒熱"･値得注意的是，迭些方言至今{乃用"友寒熱"而用子"友高焼"之又，

可兄"寒熱"的所指韓移。

至干(3)美，“寒"字当中心珸使用，可以叺力已姪名同化了。(3)美的渚秤形式当中最古老

的可能是"脾寒"，而"北寒"、“背寒"、“腹寒"等(主要分布在,珂珸区)是圦"脾寒"変来的，汪是

通俗同源的作用。圦地理分布看，“脾寒"的没源地可能是山末，否則是安徽。当吋在迭些地区

"寒"迭小珸素已姪失去了形容同的功能而不能単独使用，迭是形成向心錯杓同"脾寒"的内在原

因("脾"的珸又元所知)。后来"脾寒"的末字多数都域力経声，干是"寒"也被理解力"汗"・也有

若干方言点其第二音苓i実力去声的，是値得注意的･

巣湖：皮汗[phl'綱､|"X孟去‘圏］
“脾寒”后来錘泣江西也佶播到,珂北，継而也佶播到阿末、'珂南，而偕播的泣程中也由通

俗同源変形，即“北寒"、“背寒"、“腹寒”等。

山家和安徽的“脾寒"，其緬域在山末西南部至安徽北部的那一帯被其他同形(主要是“症

子”和‘‘掻子”）隔断。如何解粋迭一事実是一十共健向題。山家和安徽的“脾寒”原来形成

逹鋲性分布，是元疑的。因力“脾寒”迭利同形一般不会偶示平行地友生在互力隔萬的西快

地(移民之悦固然不可萱佶)。男有一十事実値得注意的，即山末的“脾寒"，其周国都有“症"・

据此尋出来的一林推測是在山末省境内“症”比“脾寒”圧古老。但更合理的推測是，

（1）在山末境内，“症"系和"寒"系自古以来一百井存。

（2）后来"寒"系変化成"脾寒"･此新同逐漸抄大其領域，以致形成自山末至安徽的逹鋲

性分布。但山末境内的"症"井没由此被淘汰、乃在一些地区保留着。

（3）后来在江弥芦生了男一朴新同"樫子"・此同升始向北避攻，当吋山家西南部至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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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的那一帯"脾寒"和"症"井存，但"脾寒''IHc@撰子"被淘汰。

6．劫同(地閤E)

功同部分与名同部分的地理分布存在着某林程度的平行性。着重同又，訓同部分可以分力

三大美：

(1)"x'*:包括其変界("乏"、"fi'')

（2）‘‘打"美：“打，，、“拍[pha'''入]''、"[maMIM]"

（3）其官：“放、赴、吃、造、倣、着、挑、当、生、抽、病”等

“友''美多数分布在北方末部、函｢~(r~末、r~西)以及北部美珸地区。“打”美的分布弧

域校之更力r大，但是据分布情況可以推測，早期沢悟方言都力“没"，而“打”美的声生年

代則較之晩。拭想，哩珸和北部昊珸原先分別塊“打冷”和“打症”而后米改悦“友冷”和

“友症"・迭林推測荒唐，因力専珸和北部昊悟的“打”宇根少用子“生病”之又。可以肯定，

丙r~地区原先就使用“友"・

有不少依据今人推測“友”的分布領域辻去比現在述要F大，今挙閼十。第一，上文推

測，“放”力“友”的変昇。那公“友”美的分布緬域辻去也会延伸到失中地区及其周園。第

二，山永的“脾寒”多数都帯幼同“友”而安徽、湖北永部及江西的“脾寒”則帯“打"・可

以推測，“脾寒”不管南北原来都帯“友"，而后来江弥的“打擢子”沿着Kこ江浸入安徽，致

使任江中浦的方吉以“打”字代替“没”字。上文推測，“脾寒”姪辻江西佶播到|珂珸地区而

在那里変化力“北寒"、“背寒"、“腹寒”等。此“脾寒，'帯的劫同必定是“打"，因力‘‘北寒"、

“背寒，'、“腹寒”等帯的功河是‘‘打”又的[pha明入](拍)或[ma剛入]･

如比較地閤A、B、C、D和地閤E,可以看出,"擢子”和“打”的分布点相当重畳。据

此可推，“打”字原先没弓其官“症疾''又的名同拮合而“擢子，'所帯的功同都力‘‘打"。“打

擢子”后来佶播到各地而以各稗各祥的方式影Ⅱ向到士著方吉原来的同形及同又。

7．嫁合解群

最后息拮“生拒疾”又同形的ﾉ万史演変：

（1）早期沢珸方言中“生症疾”又的同形成南北対立：准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多力“友症”

的緬域而“友寒”不{又覆蓋堆河以南的南方地区也分布在一些北方地区(如，芥曽地区

“友症”和“友寒”任期井存)。当H寸"寒"力形容同，可以単独使用。

（2）江准之同原来也是“友寒”的分布瓠域，而后来“友症”浸入江赤，以致形成了“友

寒”和“没症”両神同形井存而相互党逐的格局。“没寒”后来変力“友寒熱"。

（3）芥曽至皖的地区，土著方言一頁保持“友寒"・但“寒”送十珸素{故力形容同的功能

逐漸弱化，干是声生了"寒"力中心悟的"脾寒"・此新同逐漸打大其瓠域，曽有辻日寸期

形成自芥曽至皖的逹鋲性分布。

（4）“打擢子”的芦生必定晩干“友症”和“友寒"，其友源地恨可能是江蒜的江推方言

地区。官首先沿着俊江向西佳播，継而向南，也向西北佶播，以致如今競、湘、西南

和西北官活以及晋珸地区几乎都力“擢子”的緬域了。即使是没接受“打撲子”的地

区，此同対土著方言的悦法也|司接有所影ﾛ向。如，江弥和湘江的“寒熟”和“症子”

受了“擢子”的珸音及同又西方面的影ﾛ向而変化力“半日子"；河南和峡西的“友症”

変化力“放牛"；安徽等任江中浦的“友脾寒”変化力“打脾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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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日与月亮

松江崇

l目的

本文旨在通辻解群「太叩」’匂「月亮」迭函十剛に攻目的方言地團，来推定閼介剛に頭

目中的各中同形的地理分布情況板其厨史生成泣程，｜可吋要探i寸在解粋迭些方言地圏吋出現

的一些現象。

本文将迭関十河江収目放在一起j寸陀，是因方表示「太'畑」的河形和表示「月亮」的同

形之同在厨史演変泣程中容易芦生互相影ﾛ向。

2「太‘日」的方言地團（地圏1「太ﾛ｣）及其解粋

2.1同形的分美

表示「太|旧」的同形根据其河根可以分力“太阻”系、“日”系、‘‘熱失”系、〈茉属称

渭>系及く其他>迭五神美咽。然后，対偶子各系的同形根据后萱成价遊行分美。需要ﾈﾄ充悦

明是，美子含有“谷”“公”等茉属称渭的表示「太ﾛ」的各神同形的赴理方法：比如，我ｲi]

将“太ﾛ苓，太叩公公”的各科同形旧納力“太叩”系，但在「地團l」中力了表示其与く

茉届称渭>系的密切美奈，把其作方独立的同形頭目看待。［表1]中加銭的同形是在「地圏

l」中所兄的代表河形，其包括在［］中所列的各科同形。

［表l]

“太ﾛ”系

(1)"太日": (a)[太日(ﾉL)],(b)[太'旧佛(ﾉL)(佛ﾉL),太叩菩蕨，太ﾛ地，太叩帝(几),太

ﾛ何‘］

“太日十く茉属称渭>"： (c)[太日苓(ル),太I日公公］

(2)

(3)

"太明竺：［太明，太影(太苓)，太因］

"叩婆L(a)[日婆(几),|氾婆婆，叩|旧婆,|旧叩ルドロ玻](b)[|旧婆宮子］

"ﾛ婆十く茉属称渭>'':(c)[日婆苓(苓),ドロ玻苓］

“日”系

(4)“日”_：［日］

“日十く其他>"：［日老[ku],日老枯，日貼ル曰光，日蒲失］

(5)“日失L:(a)[日夫(ﾉL),日几失，日夫共，日汰](b)[日失室，日失孔，日失案，日失

枯，日失眼(几)，日失地，日失帝(ﾉL),日失佛(ﾉL),日失佛，日失菩(F),日夫宝，日失影，

日失太‘日］

“日失十茉属称渭'':(c)[日共(老)若(ル),日夫公(公),日失琶琶］

(6)“熟失":(a)[熱失(ﾉL)](b)[熟失影，熟失佛，熟失菩饒，熟共井，熟日失，熟枯，熱

＊編者注：本文的三幅地閤，“一点多悦”(即|司÷方言点出現閼朴以上悦法)以井列不同符号処理，

但由子軟件没il-方面的限制，符号之|司的距高看起来像不同点的距高一祥大，今后要改善。

1本文中使用的両神引号“”表示同形，「」表示河江覗目或意又萢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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気色］

(7)“月央”：［月央］

“<乗届称渭＞”系

(8)“<茉属称渭>'二：［苓(凡)(谷)(几)，老苓(苓)(ﾉL),(老)太苓(ﾉL),苓婆，苓苓眼ル苓寓

ル苓叩(ﾉL),苓苓ﾉL地ﾉL,妬ﾉL(妬ﾉL)]

＜其他＞

(9)“<其他>":(a)[天地(几),天気(ﾉL),赫地ﾉL,平日，谷，光光，暖暖，火夛啼］

“<其他>+<耒届称渭>"_:(b)[前天苓，老天苓,[zuor]令，光光苓］

2.2‘‘日”系、“日共，，和“熟共”系

表示「太I日」的同形中，単音桔的“日”最古老。其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肌，而且

含有“日”的各神同形分布在全国萢囿内，其実元‘‘日”迭一珸素的同形，有些可以推定普

姪含有辻“日”（如，＜茉届称渭>系的一部分)，有些可以叺刃原本是表示其他意又萢時的同

形，通辻同又結移而来的（如，“太I日")。現在単音拾的“日”的主要分布領域限定在福建、

ﾉー 些末的沿海地区。

“日失”可理解力在甲音措的"U"上加“共”迭朴同尾而成的，在文献上到了末代オ

可以看到（播允中l898)。其分布萢囿恨r~，可以悦逓布全国各地，但也存在明晶“空白”

点：（一）江蒜省中北部、（二）圦山西省中北部到内蒙古地区、（三）四川、貴州、云南地区。

“熟失”主要分布在Kさ江以南。但在Kこ江以北的甘粛省永部、河北和安徽等地区，也可

以看到。我｛i]可以叺力'"熱失”来自干‘‘日共"・其珸吉変化的背景因素有函点：一是在恨

多方言中，“熱”和“日”的珸音相近甚至相同，而且在意又上“熱失”能鵤更生幼地表込「太

日」的形象。因此存在“熱”取代“口失”中的“日”的可能性。二是“日”在一些方吉中

和禁忌i司“入”同音(参兄李茉1982),因此回避“日”的珸音的意枳可能没拝作用。除此之

外，筆者叺力，汪存在其他珸言背景，如由干「太叩」和「月亮」在人ｲ｢]的意枳中是一秤対

厘的存在，所以表示「太日」的同形和表示「月亮」的同形之|可容易友生牽引作用。在任江

以南的一些地方，表示「月亮」的“月光”中的“月”在珸音上和“熱”完全相同而和“日

失”中的‘‘日”不一致，在迭秤情況下容易友生“日失”＞“熱失”的迭林変化。就此向題，

本文将在4．2中洋釧吋陀。

値得注意的是，“熟失”的分布緬域之同存在隔断性，因此可以圦力“熱失”可能井非来

源子同一ｲ､友源地，而是在几小地区相互彼此独立地圦“日失”派生出来的。

2.3“太日”

“太ﾛ日”的分布緬域和“口失”同祥rだ。不泣和‘‘日失”相比，其分布較力疏淡，特

別是在除了昊珸以外的南方非官活地区分布絞少。而在江弥省及其周辺地区可以看到集中性

的分布。根据文献盗料，意力旧光」的“叩”字已姪在《時姪》里出現辻（王力1958:495)，

而表示「太日」本身的“太I日”迭十同，到了沢代オ出現（播允中1898:45)｡4<太日”原来

的意思是「旺盛的叩気｣。如上所悦，在K江以北地区，“太日”系和“日失”都分布得恨ﾉｰｰ，

在多数地点形成了同吋使用的情況。夫子“太β日”系和“日失”迭両秤同形明'十先出現的|可

題，只根据「地圏l」唯以断定。

2.4“叩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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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注|｣的是，在山西省中北部可以看到“叩婆”迭十同的集中性分布（其汪零散地分

布在内蒙占、甘粛、峡西等地区)。其和“太叩苓”“太日公”等其他含有耒届称渭的i司形不

同的是“I日”＋“婆”的鈷合是固定的（至今力止投石到辻“*I日苓”“*太叩婆”迭秤同形)。

美子“叩婆”送小同形的来源，可以提出附神可能性推測：一是“叩婆”是通辻“*太I日

婆”＞“日婆”的泣程而来的；二○

c●●戦…､j＃，／ﾉ：※‘、，〆‘〆是“日婆”和“*太日婆”光夫，而
● “..‘〆．孚学’．‘〆〆ﾂー

◇
〈:）

〆雪/套縛 是原意力「向日的山玻」的“日玻”
・式 ﾉ , 、 ● ；

（杜甫《案州朶時》之十三“痩地
琴塁､､¥ヘ蕊 翻宜粟，叩玻可村瓜"）2。〃奪

零
●

ジ．,；
●

●

●

ず■ 夫子第一利I看法，筆者汪不得

不指出不利干迭林推測的両点因：…、●
●

＞､_．

〈＞ 夕。
（一）我ｲi]在方吉中唯以技到“＊

○こ；’｡w々 ！
‘：．′~､、

太I日婆”迭神同形，（二）表示「太…ョ蕊；
～ざ ド日」的同形含有耒属称渭吋，一般“〆~‐、堂．

《ｼ~繍一
●

都是男性茉属称渭，含有女性栄属
箏

＝奄蓉:＝ 這 溌. 称渭的同形較力竿兄。
γ誌；

［ 参 考地圏A]夫子第二秤看法迭里需要指出：

在“婆”（井母戈鈎平声合口一等，薄波切）和“玻”（済母戈鈎平声合口一等，済禾切）珸

音(声凋)不同的地区，存在西利現象：一秤是‘‘叩婆”中的“婆”是“婆”(叩平)而不是‘‘玻”

(明平)，如天領(鮒自立《天領方言志》山西高校朕合出版社,1990年),叩曲(孟灰海《阻曲

方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原平(金妙菌《原平方吉志》悟文出版社,1991年);

男一秤是“阻婆”中的“婆”是“玻”（明平)，如'肝州(温端政《析州方言志》珸文出版社，

1985年)。毫者述注意到山西省的“I日婆”的分布捌域和“日失苓”“月明苓”等表示「太阻」

或「月亮」的含有耒属称渭的同形的分布顎域相逹。根据迭些現象，或杵可以推測：在山西

省原来只有“‘日玻(明平)”遠十同形，后来圦外地佳来“日失苓”“月明苓”等含有茉属称渭

的同形，在迭神情況下“叩玻”受到迭些同形的影ﾛ向，其第二音苓被解粋力“婆”迭神茉属

称渭，以致“日玻”中的“玻(明平)”笑子被“婆(日平)”所取代。迭神現象可視カー秤通俗

同源。迭里筆者汪想介招支持第二科看法的理由。我ｲ｢]在方言中可以看到美似干「向日的山

玻」迭一同通辻同又蒋移而表示「太阻」的珸言変化現象。如，山末省西部、河北等地区存

在“日失地ﾉL''6@日失帝ﾉL''"太日地ﾉL"的同形，其可能是原意可能力「太阻所照的地方｣，

通辻同又轄移而表示「太日」本身了（参兄太田2005)。在［参考地閨A]中使用黒点表示

含有“地ﾉL"或“帝ﾉL''的同形，使用空心圓圏表示‘‘日婆(I日平)'',使用大的杢心圓圏表

示‘‘I日玻(阻平)”。

2.5<耒属称渭>宗以及含有茉届称渭的同形

く茉属称渭>系是指以茉属称渭力同根的同形，如“苓苓“老苓”等，含有耒属称渭的同

形是指以耒属称渭力后萱成分的各利'同形，如“日失苓”“太I日公公”等。其主要分布在圦山

末省西部到河北省、山西省中南部一帯。値得注意的是，迭秤茉属称渭都是表示任輩的名同，

可児迭些現象是信仰太叩一中表明。

2此刈点是受太田齋先生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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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く耒届称渭>系的分布頽域和‘‘日失苓”等“日夫十く耒属称渭>”（或“太日十く来属

称渭＞”）的分布顎域相迩，因此我1|､]可以推定“苓”等く茉届称渭>系是通辻“日失苓”（或

“太旧日苓"）遠神同形中后聟成分的同根化辻程而芦生的。若是迭祥，我1｢]述可以推定在北方

く茉届称渭>系比“日失”“太日”系出現得晩。

2.6其他

値得注意的是，在斯江省可以看到“太I日佛”‘‘日失佛”“熱失佛”“太叩菩蕨”“日失菩

が”等CGX+佛教名同”的迭神同形（因力在「地閤l」中将迭些同形旧納力“口失／太日／

熱失等十く其他>”中，所以唯以看出迭些河形)。其中以“菩勝”力后萱成分的同形集中分布

在湘江省北部，而以‘‘佛”力后萱成分的同，分布在湘江省南部沿海地区。此外，“菩諺苓苓”

迭神同形分布在〒夏回族自治区(恨川)。迭些表示「太I日」的含有佛教名同的同形分布情況

和表示「月亮」的含有佛教名同的同形不同（参兄3.7)。

3「月亮」的方言地團（地圏2「月亮｣）及其解秤

3.1同形的分美原則

因力表示「月亮」的多数同形含有“月”遠小珸素，所以我ｲ｢]采用主要按照“月”的后

聟成价遊行分美的原則。［表2］中加銭的同形刃在「地圏2」中所児的代表同形，其包括在

［］中所列的各稗同形。

［表2］

(1)月":[月］

(2)“月十く茉届称渭>”：［月妨(妬)(ﾉL),月二妬，月娘，月娘蛸，月姥(凡)姥(ﾉL),月姥娘，

月蝿(ﾉL),月娼(ル)蝿(ﾉL),月婆(ﾉL)婆(几),月婆子，月娘姐，月母，月朗娘，月朗地ル月

姑(娘)，月苓(谷)，月苓娘)，月公(公)］

(3)“月十く其他>"_：［月子，月牙，月基，月公地ル月|､]帝ﾉL,月焼，月訓，月眉，月而

光，月諮哩，月[ku],月[na]]

(4)“月亮'':(a)[月亮(ﾉL),月凉，月亮共],(b)[月亮光(光),月亮官，月亮地(ﾉL),月亮

月妬妬吉
元月巴巴吉

元月昔昔吉
元月公公吉

元月い

Ｊ
Ｕ

ｊ
苓

寺
臨

月
の

佛
ソ

亮
渭

月
称

，
属

堂
宗

一
ロ
元
程

日
刈
吉
元

、
ル
曰
勾

凡
“

Ｉ帝

亮婆婆，月亮娘，月亮蛎蛎，月亮大姐］

‘‘月亮光'':(d)[月亮光(光)]

(5)“亮月":(a)[亮月，亮月子，凉月，凉月子］

“亮月十く茉届称渭>'';(b)[亮月老苓，亮月公公，亮月巴巴］

"凉月光” (c)[凉月光］

"月光'':(a)[月光(光)],(b)[月光佛］(6)

‘‘月光十く茉属称渭>'';(c)[月光苓(3f),月光母］

"月明L:(a)[月明(ﾉL)],(b)[月明地(ﾉL),月明帝凡］(7)

"月明十く耒属称渭>” (c)[月明苓(苓),月明妨妬］

(b)[月ﾉL佛佛］(a)[月ﾉL]"月ノL''(8)

"月ﾉL+<茉属称渭>";(c)[月ﾉL苓(苓),月ﾉL婆婆］

"<奈属称渭>系”：［婆婆，婆杭，明妨妬，老母妬(妬)，老母(ﾉL),老娼娼ﾉ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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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l)

(12)

“佛教名i司”：［佛(ﾉし)佛(ﾉL)]

"太明”：［太朋，太明菩炉］

"<其他>"_:(a)[nie光］

"<其他>+奈届称渭"(b)[后天苓］

3.2．“月”

在表示「月亮」的現存的各朴同形巾，単音枯的“月”最古老。因力其在商代甲骨文中

己出現，且出肌在表示「月亮」的鉋大多数多音枯同形中。其実,＜栄属称渭>系等同中元“月”

迭一語素的少数同形也可以推定曽姪含有辻“月”（参兄3.6)。‘‘月”現在主要分布在福建省

和庁末省的沿海地区（不辻在漸江省也可以看到)。

3.3“月亮”与“亮月”

表示「月亮」的同形中，出現城率最高且分布萢囿最ノー的是普通活同形“月亮"・任江以

北的大部分地区都属干其分布緬域，但在山西省中南部地区和山家省中部存在一些“空白"。

其在任江以南主要分布在湘江省(包括江弥､安徽省南部)和ﾉｰ些西壮族自治区以西的地区。“月

亮”原本用米表現「月亮」的明亮，后来轄移力表示「月亮」本身。其在表示「月亮」的同

形中出現得較早，在唐代的文献中就已能看到（播允中1989:145)。

“亮月”（包括“凉月"）主要分布在江赤省，其分布領域正好被“月亮”囿澆，且和‘‘月

亮”同吋使用的地点較多。由此，可以推定“亮月”是由干某科原因，通辻“月亮”迭朴同

形中友生了珸素的“顛倒”而成的。因此，我1i]可以叺刃江弥、安徽、斯江三省中大部分地

区原来是“月亮”所分布的領域。

3.4“月光”

“月光”在南方分布顎域較r~，主要出現在江西、湖南、r一家一帯。所以我ｲi]可以看到

在南方形成“月光”与“月亮”形成家西対時的局面。‘‘月光”原本是‘‘月亮的光銭，'的意思，

后来通泣同又蒋移的辻程，表示「月亮」本身了。其弓“月亮”在方吉中邸十出現得更早，

唯以断定。値得注意的是，在江西省北部(星子）‘‘月光”和“凉月”接触的地帯存在“凉月

光"，在任江以南“月光”和“亮月”接触的地帯存在“月亮光”（不泣在没有“月亮”的挨

江以南西部也存在“月亮光")。

3.5“月明”和“月ﾉL"

‘‘月明'，分布在北方，主要集中在山西省中南部、山末省和河南省。“月明”的分布顎域

似乎被“月亮”囿澆着（需要注意的是‘‘月亮”述分布在山家半島、山西省北部等地区)，由

此毫者傾向子圦力“月明”比“月亮”山肌得晩。

“月几”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峡西省北部，不辻其除了分布在山西省和峡西省之外，汪

散児在山末、河北省等地区。因力“ﾉL"的迭神同尾添加可以独立友生，所以散見在山末、

河北等地区的“月九”或i午弓山西、峡西的“月几”元共。

3.6＜茉届称渭>系以及“月十く茉属称渭>”

表示「月亮」的同形中，可以看到“婆婆”“明妬妬”等以耒属称渭方同根且不含“月”

的く茉属称渭>系的同形。和表示「太日」一祥，迭稗奈属称渭都是表示任輩的名同。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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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述有“月亮婆婆”“月妃妬”等‘‘月(亮/ﾉL/光)+<耒届称渭>"送神以奈属称渭力后萱成

分的同形。圦「地圏2」可以看出：＜耒届称渭>系主要分布在北方（不泣在〆末省也存在介

別同形)，其分布緬域往往和“月(亮/几/光）＋<栄属称渭＞”迭神同形相達。由此可以推定，

<乗属称渭>系是通泣‘‘月(亮/ﾉL/光)+<茉属称渭>"送利同形中的后萱成分的同根化泣程而声

生的。在此需要ﾈﾄ充的是，表示旧亮」的同形中的茉屈称渭多数刃女性耒属称渭，但在山

西省及其周辺地区Ⅲ'｣是男性茉届称渭。

男外，需要指出的是，迭神く茉届称渭>系或“月十く耒属称渭＞”送利I含有茉届称渭的同

形往往和其他形式同肘使用，官仙有吋和井用形式之|司存在某林感情色彩或用法上的差昇。

如，在山西省大同，‘‘月亮”和“月ﾉL苓”同吋使用，而后者寺指“八月十五的月亮”（弓文

忠・梁述中《大同方言志》，珸文出版社,1986年)。

3.7其他

在准河以北的河北省、山永省等地存在“佛”“佛(ﾉL)佛(ﾉL)''等以佛教名同力同根的同

形。不泣現在在迭些地区唯以技到“*月明佛”“*月ﾉし佛”等的同形。

在任江以南，可以看到“月亮菩(蕨)""太明菩が”等同形零散地分布在江西以西地区（不

泣在斯江省也存在一例)。“月光佛”也零散地分布在斯江省。

4「太阻」与「月亮」的比較

4.l主要同形的分布情況

表示「太ﾛ日」的同形和表示「月亮」的同形的分布情況存在共同之赴，如“太叩”和“月

亮”除了集中分布在江弥、安徽、湘江等地外，述分布在山西、河北及其周囿地区，而且在

惟河以北的「だ地区述可以看到官ii]和其他河形同吋使用的現象｡対此肌象,岩田(2000:27-29)

提出一利看法，叺力“太旧'和“月亮”都芦生子准河以北地区，曽姪庁淀分布在圦北方到

湘江迭一萢囿内。而且由子北方的“土著同形”（“日失”“月ﾉL")井没有消天，迭祥姪泣任

期“党争"，在北方就形成了“太叩”－‘‘月亮”同江系銃和士著同形同江系銃井存的局面。

需要指出，表示「太叩」的同形与表示「月亮」的同形的友展渠道邑然相似，但其友展

速度却有快慢之別。対此区里作両点解程。

首先是共子最古老単音拮同形在准河以北的保存情況。在惟河以北表示「太叩」的最古

老形式“日”几乎都被“日失”取代，而且不存在“日”上亘接加奈属称渭的同形（如“＊

日苓")，而是在“日失”上加十乗届称渭的同形（如，“日失苓")。迭就意味着：在准河以北，

単音苓的“日”早在以耒属称渭力后聟成分的同形出現之前，就己姪消失。而表示「月亮」

的単音枯的“月"，里然現在准河以北己不存在，但是圦“月娘”‘‘月姥姥”等迭神在単音桔

的“月”上亘接加茉属称渭的同形来看，筆者推定在奈属称渭作后萱的成分的同形出現的吋

候，単音拮的“月，，尚未消失。

其次是共子在推河以北地区后萱成分く耒届称渭>同根化的避程情況。在表示「太日」的

同形和表示「月亮」的同形中都存在以く茉届称渭>力后萱成分的同形和通辻后胄成分的同根

化以后出現的以く茉属称渭>力同根的同形（<耒属称渭>系)。不辻，「月亮」和「太阻」相比，

其耒属称渭同根化辻程没展絞力退媛。

4.2「太日」与「月亮」的“牽引”作用

在任江以南地区，表示「太叩」的“日失”中的“日”（日母質苗開口三等人声，人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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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失”中的“熟”（日母蒔駒開口三等人声，如列切）和表示「月亮」的“月光”等中“月”

（疑母月剖合口三等人声，魚厭切)，有吋在珸音上相近甚至相同。在迭称情況下，“日失”

“熟失"与“月光"之I司容易友生牽引作用。岩田、松江1995己指出在福建省因牽引作用‘‘日”

的珸音友生変化而和“月”的珸音相同，其結果出現表示「太I日」的“月失”的迭朴同形。

本文在此介招的是由子「太I日」和「月亮」的牽引作用引起同形変化的情況。
」i,、 在江西南部地有些地方，按照当地的珸･;‐＃‘b子-．

音規律，“月”的声母変成[n]或[n],

而且其釣失或鈎腹不含有圓唇元音和圓唇半

元音[u]或[y]等，結果和“熟”或“日”

相近甚至相同。在［参考地團B]中使用黒

点表示的是“月”的声母方[n]或[n]而

一
念
簿
蝋
馨
寿
●

嬢

蕊
。

。
謡
鰯
。

轡

。
。

＋
令
鍼
》
》
《
二
宮
●
『

。
．
’
’
一
・
・
《
一
一
一
や

・
ゞ
蕊
・

鐙◇

：『驚震,〆Ⅲ要欝蹴酌競
鯵

繰亭'．≦?i,；‘‘日''的声母力[n]或[恥］的地点。筆者

…山塞一Jふ…■， 友現，在迭些地方，若“月光”中的“月'，

珸音上和“熟”相同的活，在多数情況下表

［参考地圏B] 示「太日」的同形力“熱失”而不是“日失”，

如：石城“熱尖"[niet入theU'''V]-"月光''[niet入koU''''f]("日”字音[nit9,""''¥

音[niet入],"月”字音[niet入]);銅鼓“熱失"[niet剛入theU順､'鼠］－“月光''[niet胴八koUIw
'"]("日”字音[nit'''入],:@""字音[niet剛入],"月”字音[niet'燗入]])(ﾇﾘ鉛蓋主鏥《客

競方言比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根据上述現象，毫者傾向干圦力：在迭些地区，“熱”和“月”在珸音上的相同是促避友

生“日失”＞“熟共”的同形変化，或者促遊接受外来“熟失”代替“日失，，的同形変化的

因素之一。因力“日失”－“月光''和“熱共”－“月光”相比，后者在珸音上具有表示「太

日」的同形和表示「月亮」的同形之|司的平行性，更能表迭「太旧日」和「月亮」的対皮性。

此外，筆者想ﾈﾄ充悦明的是，在江西省“熟”的珸音和表示「月亮」的同形中的“月”的珸

音不同肘，往往保留着‘‘日共”迭神同形。如，湖口‘‘日尖''[ILi駅よdeu卵平］－“口月''[loU

'鯛平ILye'''ka](@日”字音[ILi'旧去],""''字音['Lie附去],@$月”字音[ILye'’'去a])(《客籟

方言比較研究》）。不泣当然迭只是一利傾向，也存在例外。

［参考文献］

・岩田礼・松江崇1995,'7年度科研報告書（第二分冊)pp.106-ll5

・岩田礼2000,9-ll年度科研報告書（第七分冊)pp.'49

・太田齋2005「"媚姐”が関わる民間語源三題一中国語西北方言の例を中心に－」『神戸外

大論叢」第56巻第7号

・李茉1982〈陀“人”字的音〉《方言》1982年第4期

・播允中1989《沢珸同江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力1958《沢珸史稿》，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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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的方言地圏

枅本貴子

0.序言

“蝸牛，，是一利軟体劫物，属干腹足刎柄眼目大蝸牛科，常出肌在高温潮湿的地方，宮身

体表面分泌粘液，失上有耐只触角，背上負着一十売。“蝸牛"的体貌与"牛，，、“螺螂"、“艇

岫(蛯輸)"等恨相似，所以"蝸牛"又的同形中往往包含有"牛"、“螺螂"、“艇岫"等又的同根。

迭些同根在南北之l可有対立，在北方，同根"牛，，占多数；在南方，主要有"螺螂'，、“艇岫，，等

又的同根。本文一共絵制了四舐方言地閤，其中三張是北方的同形，述有一雅是南方的同形。

下面介招毎飛地圏上的分布情形，同吋対一些具体|可題遊行i寸陀。

1.“牛"系

1.1.修怖成分

1.1.1.地圏A的同形分突

在北方，像普通活的同形"蝸牛"那祥，対同根"牛"加上某神修怖成分的同形占多数。地

閤A重視修怖成分的声母，据此絵制的。

地團A的同形分突如下；

(1)X-l-型(録色符号）

p-l-:

子
等

雌
等
子牛

包
螺
露

Ｌ
布
雲

判
毒
等
、

拉
螺
峻
軒

嬉
波
姑
老

王
土
草
島

牛
臥
魚
牛

鮒
波
出
拉

、
尿
螺
屋

子
刺
蛤
、

牛
、
、
子

夢
螺
牛
牛

筐
波
拉
老

、
魚
嗅
昌

子
、
、
、

牛
螺
岫
牛
子

拉
螺
蜘
楼
莱

巴
抱
蛤
屋
楼

、
、
、
、
摸

子
牛
凡
子
、

牛
螺
牛
牛
牛

蝶
蝶
拉
拉
郎

波
棒
蛤
蝸
磨

k-l-:

u-l-:

m-l-:

(2)X-牛型(黒色符号）

蝸(k-)牛： 蝸牛[kuan,igu]、I瓜牛、鍋牛、蝸牛、蝸牛任角、蝸蝸牛[kuakualLiu]、

桂桂牛、孤孤牛、瓜瓜牛、卦卦牛、光光牛、冠牛、官牛、水刈牛

等

蝸牛[uOnigu]、蛙牛、蛙挽ﾉL、瓦牛子、桂流ﾉL、蝸蝸牛等

巴牛、巴巴牛凡、抜牛几、毒八牛子、水搬板牛ﾉL等

牡牛几、虻牛、蟆牛、水摸牛、弓牛、牝牡牛等

桑牛、香牛豹得、商牛、想牛牛、相岫凡、桁牛蛋、傍狗等

水牛

旱牛牛

天牛

蝸(u-)牛：

p-牛：

m－牛：

s-N牛：

水牛：

旱牛牛：

天牛：

(3)牛-X型(藍色符号）

牛蝸(k-): 牛牛刮、牛牛根几、牛牛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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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蝸(u-):

牛p-:

牛m－：

牛(没有修怖成分)：

(4) (Y)9:

牛牛蝸ﾉL

牛畔胖、水牛猛描、牛包ル

牛ロノL[nioumer]、牛牛山|､]几、牛ﾛ羊Ⅱ羊、牛牛曼几等

牛、牛几、牛子、牛牛ﾉL

(参看地圏C)

圦同序的角度来看，北方的同形可以分成両美，一美是"修怖成分十牛"的同形，晃一突

是"牛十修飾成分"的同形。

“修怖成分十牛，，的同形中，修怖成分"蝸"的声母力k-的，地圏里叫倣"蝸(k-)牛";"蝸”

的声母力零声母或自零声母斐来的，ﾛﾘｲ故"蝸(u-)牛";修飾成分的声母方p-的叫傲cGp-牛";

m－声母的叫倣"ln-牛";修怖成分声母力s-而帯有鼻音鈎尾，我ｲi]把官叫倣66s-N牛"。

“牛十修飾成分"的同形中，修怖成分"蝸"的声母力k-的，迭里叫倣"牛蝸(k-)'',@&蝸"的

声母力零声母或自零声母交来的，迭里叫｛故"牛蝸(u-)",修怖成分的声母力p-的ﾛﾘ倣"牛p-'',

m－声母的叫傲"牛In-"・

有吋候一十同里有几十修怖成分，如"毛牛凡蝸"、“水牛蝸ﾉL"、“水牛盆猛"等。迭林同

形，我ｲi]只好用両小氾号来晶示出来。

1.1.2.対地圏A的悦明

(1)X-1-型

北方方言里常常兄到嵌-l-同，如;"膝蓋"又的"波野蓋"､“賂拉拝97166前額"又的GGielakai''

等(岩田1986,2005),指"蝸牛"的x-l-型也是其中一十例子。

p-1-型分布在山末省北部｡《示雅》巻九軽色第16云:"鮒扇､蛎嶮(郭瑛注:即蝸牛也)''(周

祖漠1984:142R)。宅者曽姪圦力,p-l-型是来自"鮒扇"的。力了聡旺迭介假悦，以后汪需要

査看近世俗珸文献等賓料。但是据地圏A所示,p-l-型的分布地域不大，在山末省以外的地

区几乎看不到，其厨史好像没有那公-辰。因此p-1-型不一定与"鮒扇"有夫系，而是一林典型

的嵌-l-",述是迭祥解軽比較妥当一些・

u-l-型分布在山末省南部和河南省末部。官来自p-l-型述是来自k-l-型，目前唯以正明。k-1-

型零星地分布在p-l-型的地区。官是"蝸牛"又的p-l-型弓"螺螂"、“凪")''又的"蛤蜘'，之|司友

生美音牽引而出現的。太田2003指出，“蝸牛"、“螺柳"、“瓜(美)"的同江之同有混乱現象'，

以下是"蝸牛''k-l-型的例子。

“蝸牛”“螺螂"、“凪(美)”

｜倫清蛤拉牛ﾉL[kelanigur]-蛤拉[kgla](蛛芙通称)(方言志:104頁）

景 具嗅拉牛＝嗅拉牛( 吟 鯏 ） （ 具 志 : 8 1 8 頁 ）

男一秤可能是,k-l-型是蝸(k-)牛与p-l-型的接触而友生的。但是大部分的k-1-型第一十音

令実M示上是ka,脱落了合口介音，主元音是ｲ氏元音，而且分布在k-l-型周囿的蝸(k-)牛只有両

例，“蝸"都是ku9(地圏B),唯以推測k-l-型与蝸(k-)牛之|司的達鋲性。因此，前一十解軽(即

美音牽引)比較有悦服力。

(2)X-牛

!参看太田2003:107-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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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活"蝸"的凌音采用了wO迭小音，按照普通活的市音杯准来悦，官血咳是根据北方

方言的，但是蝸(u-)牛的分布恨零散，井不清楚。美子南方的蝸(u-)牛，因力在南方，弓"螺

螂"、“艇岫"有共的同形占仇勢，所以可以推測，南方的蝸(u-)牛大概不是当地方言固有的，

而是圦普通活借来的同形。蝸(k-)牛分布在西北地区、任江下赫、河北省的一些地区，好像形

成了所渭"周圏分布"・美子"蛸"的i実音l可題，参看下文l.2.｡p-牛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具

体同形是，西〒"抜牛ﾉL"[pan,i,ue](方言志:120)、耀具"巴牛"(具志:380)等。据村上2004"

制的"嶬螂"的方言地圏，“尿～牛"、“糞～牛"分布在西北地区，“尿～牛"、“姿～牛"的第二

十成分的声母大部分是p-或ph-,如;"尿巴牛"、“尿爬牛"等。西北地区的p-牛是蝸(k-)牛和

"皖螂"又的"尿～牛"之|司没生交感而山肌的。m-牛分布在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的地方

和河南省南部，就是(Y)9的周園地区。官和(Y)9形成了所渭"ABA分布997因此可以推測，河

南一帯曽姪有泣m－牛>(Y)9迭祥的変化。迭美同形中"牡牛"占多数。“牝牛"是在北方方言一

般指"(没掘泣的)公牛"的意思。美子(Y)9的来源何題，参看下文l.3.l.｡s-N牛分布在山西省

南部，具体同形是，“商牛"、“想牛"、“桑牛"等，是圦"母牛"又的"飢牛"、“§a牛"或分布在

s-N牛附近的"水牛"等同斐来的,失干修飾成分"商"､"想"､"桑"等的鼻音駒尾,就是受到"牛”

的声母的影U向所致，也参看下文l.2.3.．附惜而吉766母牛"又的同形也有同祥的音斐，如；

山西陵川"善牛(母牛)"[§§Yeu](方言志:46X)｡

(3)牛X-、牛(没有修飾成分）

在山西省和河北省，有一些后萱修怖成分的同形，也有一些没有修飾成分的同形。

1.2.“蝸牛"的"蝦”

1.2.1.房史文献上的"蝸”

在《r苗》、《集駒》等鈎括里，我ｲi]技不到相当子普通活的"蝸''wO的音。在《r駒》里，

"蝸"只有両利I撰児母的音，一力‘‘古蛙切(佳剖)"’二力"古華切(麻駒)",粋文都作"蝸牛小螺"・

裾《十駒7に鋪》，‘‘蝸"在《切三》里只兄子麻鈎，不兄子佳剖，但是在《刊》、《王二》、《王

三》里，“蜆"又児子佳鈎(34，77頁)。因此，我1|､1可以推測，在原本《切鈎》的吋候"蝸"字

只属麻鈎，后人増ネト《切鈎》的吋候把"蝸"添在佳駒，“蝸"オ升始有佳、麻西音，《ﾉｰ些鈎》

継承了迭十両音井存的現象。在《集鈎》里，“蝸"字兄干佳、麻西鈎，又兄子戈剖(古禾切)。

但是在其他文献里，“蝸"的注音都属麻鈎或戈鈎，技不到《切鈎》“蝸"字増子佳駒的根

据。宋･夛應《示雅翼》巻30云：

蝸牛，似小扇，白色。（…中略…)一名蝸墨，以其有雨角，故以牛名。《三蒼》

云：“蝸，小牛螺也。”俗謂之蝸牛。又蝸字有瓜戈二音，故魏隠者焦先，自作一瓜

牛盧。瓜即蝸也，為盧舍圓而小，如蝸牛之殼云。

魏・焦先的Fﾛﾘ倣"瓜牛I戸"，“瓜牛"就是"蝸牛"，“瓜"是麻苗字，由此得知，“蝸，，字早就

i実力麻駒了。野鳫述指出"蝸"又与"戈"同音，“戈"是戈駒兄母字。

玄皮《一切姪音叉》里，“蝸"字的注音是"古華反"(23-6：即"兄子巻23的第6張"的意

思，以下同)。慧琳《一切姪音叉》里"蝸"字的注音有；“寡華反"(2-33,5-20,38-22,56-55)、

"古華反"(6-26)、“寡花反"等(8-34,66-24,86-4,87-17)、“古花反"(47-27:迭小反切属子慧

琳音叉所收最的玄血音叉的部分)，都是相当干麻鈎的反切，没有相当干佳鈎的反切。《大｢‐

益会玉篇》里"蝸"字的注音是"古華反"(下43左)。

在《四声通解》里，“蝸"属干麻鈎兄母斗(koa)小鈎，而官的粋文云:"俗音斗(oa)''(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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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b),迭是尼最"蝸"的兄母以外的友音最早的例子。

力什公后代的《切餉》“蝸"字埆干佳剖？其実，因力《切鈎》受到后人増ﾈﾄ而形成了一

些字佳麻町属的情況，“蝸"字所属的児母合口小駒也不例外，“禍"、‘‘‘鍋”后来也升始届干

佳麻附鈎，又在《r苗》的吋候"蝸"字也如此，我1i]需要注意迭些字的声符都是"局"･再悦，

在迭些后代的《切鈎》渚本里"蝸"字思与声符"品"的字排在一起，如；在《王二》佳餉蝸小

約"蝸禍蝸典馴欧，，，《王三》佳約蝸小約"蝸綱典‘馴蝸蝸敞",(I一駒》佳鈎蝸小的"蝸細典朏

蝸馴敞"･圦此看来，有一朴可能是，因力在后代鋼輯《切鈎》的人在増ﾈﾄ泣混中忽略地把

声符"尚"的字銃銃放到佳麻西鈎去了，所以原来届干麻剖"蝸"字也属干佳鈎了。

男外，ル人唐代的賓料里可以看出，一部分佳鈎字在唐代升始有麻削的音。夫子"蝸"字増

子佳剖的根据l可題，也i午有必要把迭祥的珸言背景考慮滋去・

1.2.2.地圏B的同形分芙

地閤B偏重蝸(k-)牛和蝸(u-)的"蛸"的珸音形式(主元音的汗口度、鼻音剖尾的有元)而絵

制的。

蝸kua:蝸牛[kualLigu]、地蝸牛[tikvalLigu]等

蝸kuaN:蝸牛[ku&n,igu]、冠牛[kuEILigu]、光光牛[kuaUkuaOYou]等

蝸kue:蝸牛[kuoILiou]、蝸牛[kulLilu]等

蝸ua：蛙牛[uqnie]、桂流ﾉL[uqliOur]等

蝸uaN:打碗牛牛[tdvEILMu'LMu]、打碗牛牛[tOvEniTniT]

蝸u9：蝸牛[uonigu]，蝸蝸牛[v9vgniOu]等

1.2.3.地圏B的悦明

蝸kua相当干麻釣，分布在西北地区。有些方言的"蝸"帯有鼻音鈎尾，方言賓料里有肘候

不写"蝸牛"，而弓成"光光牛"、“冠牛"、“官牛"、“水呪牛"等，迭里把迭一美叫倣蝸kuaN・

太田2002指出，迭些同形中的"光"、‘‘冠"、“官"、“呪"都是来自蝸kua,和上面介招的s-N

牛一祥，是因力受到后一小音捕"牛"的鼻音声母(n-，IL-、U-等)的影ﾛ向而友生鼻音鈎尾的2．

蝸MN的鼻音駒尾也是同祥的道理。蝸kuaN主要分布在山西省西南部。据地圏A,s-N牛分布

在山西省未南部，就是蝸kuaN的末辺766牛"的鼻音声母使前一十音拮帯有鼻音駒尾的現象，

看来是迭一帯方言的特征。蝸kug分布在'川西省、河北省、江弥省南部和上海，迭小音相当干

戈駒。如上文l.2.1.所述，宋代文献所氾最"蝸，，的麻、戈函音的分岐，也可能是方言的差昇。

蝸ug分布在蝸kug、蝸kua、蝿kuaN的中|可，看起来好像是"周圏分布991但是蝸u9的多数是取

自《普通活基朏方言基本同#に集》的，而且有吋候在同一十地点，“蝸牛"以外述有西三神同

形(可能是方吉固有的)，因此蝸u9到底是否方言固有的同，有点'坏疑。夫干蝸u9的米源，有

西村可能性，一力来自蝸ku9;二力来自蝸uao現在唯以判断到底来自梛一介音，反正官不可

能是規律性音変所致，而是例外性音変的結果。夫子音交的理由，筆者提出"宮"的影ﾛ向。“宮”

念WO,是常用同，蝸牛背着自己的"='',所以人1|､]容易把"蝸"俣漠力wO3。

2太田2002:85頁，注(18)。在迭小地区'66皖螂"又的"尿巴牛"等也有同祥的音変，参看太田2003

35頁，注(1)。

3有一秤可能是，因蝸牛的瓜売好像"(水)渦"一祥，所以今老百姓朕想到弓"蝸''WO的音有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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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Gc蝸牛"的"牛”

l.3.1.地圏C的同形分突

W.A.GrootaerSl994的142頁指出，在北方'"牛"送十河往往指力"胖域域的虫子''、“蜷

曲的虫子，，，比如；西北方言里"皖螂"叫倣"尿巴牛，，等。又咳13164頁的洋注13述介詔"蝉

母牛(蝉螂)"、“大胖牛(軋子)"･男外，据《委炊方言研究》，有"牛牛''[niuniu](小虫)、“夏

至牛牛''[cidtsln,iul7Liu](瓢虫)、“送坂牛牛''[sug9なILiul7Liu](七星瓢虫)等例子(76-77頁),又

据《太原北郊区方言研究》,有"碕失牛牛"[kha?theinieiniei](硫失虫)､‘‘金巴牛ﾉL''[MAqpaniei

ai](金亀子)等例子(202-203頁)。圦此看来'66蝸牛"的"牛，，原米的意思也i午是"虫子，，。再加上，

"蝸牛"伸出西只触角，幼作媛慢的祥子好像"牛"一祥，迭一点也促逃了"蝸牛"迭十同的ﾉｰ-だ

使用。

地閤c是有夫"蝸牛"的同根"牛"的珸音形式，同形分突如下；

9igU:[0iAU]、[Ui]

nigu:[niOu]、[ILigu]、[niA]、[nieu]、[niglu]、［ni山]、[niei]、[niTu]、[niao]、[nie]、

[nigU]、[MY]、[nY]、[ILer]等

ligu:[ligu]、[liT山]、[liou]、[lieu]、[lie]等

igu:@6牛"…[igu]、[iou]、[io]

‘‘岫"、‘‘油，，…[iou]、[igu]

09u:[99u]、[Uou]、[qu]、[9ai]、[uqe]、[qau]、[Oeu]、［りAU]等

Ygu:[Yeu]、[You]、[Y9]

gu:[gu]、[ou]

(Y)9:悪子[Yγ幅1]、怒支IYgrt51]、悪蛭ezhi、峨子Metsl]、蛾蛭ﾉLezhir、

蛾老支61dozhi、阿子[Eγ幅1]、旱鶴[xEW]、蝸ﾉL蝸ﾉL[Yg'uY9[u]等

1.3.1.地圏C的悦明

据地目C所示,mgu的分布地点占多数。ligu分布在n-/1-不分的地点上。“牛"是尤的疑母字，

中古音似加igu,肌代北京活的古疑母字,一般り一声母脱落,変力零声母了,因此按演交規

則，現代北京活的"牛"血咳念力y6u,実隊上念力nili,筧是例外。平山1993叺力，那些疑母

字念力ni-的湊音是圦昊方言借米的，但是"牛''nili是回避"牛"与"油''y6u同音同沖突的鈷果。

igu分布在山永省、lll西省、湖北省的一些地区。具体同形是，淵博"巴拉牛子''[palaigu

幅1](市志:2260)、寿光"筐夢牛子''[pglugigutsl](方言志:130)等。述有一些方吉的賓料里,igu

写成"岫"、“油"等字。如；

利津筐夢岫子[pglugioutsl]("牛"[niou]) 方言志:98頁

新泰巴拉岫子[palaiOutQl](･､牛''[niou]) 方言志:lllX

在利津和新泰，“牛"的単字音是鼻音升失的，不辻"蝸牛"又的同形中念力iouo単念"牛”

的吋候大概容易受到威信方言的影ﾛ向,而且要回避与"油"同音同沖突,所以改力niou了,66蝸

牛"的"牛"往往在多音苓i司里オ出現，“牛"与"油"同音了，也没有大的向題，所以官没有改

音。其実在山家省一些方吉里，“牛"好像圦来不念nigu,而念力igu,如;l倫胸"牛牧子"[iou

tutel]、“牛魚''[iOUriq]、“氏牛(母牛)''[51iou](具志巻38方言志:37頁),日照"沙牛(母牛)"[5q

但是据石汝蒸教授的指教，“水禍"的悦法是括面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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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u]，“牛犠子''[ioututel](具志:729)等。在雄坊，古疑母字一律念力零声母,66牛"也不例外(市

志:1699X)。因此，利津和新泰的例子也可以迭祥解祥：迭一帯的方言766牛"原来念力igu,

后来nigu圦外地偕播辻来,igu被官取代了，只有"蝸牛"的"牛"保留着原来的igu,但官己錘

和"牛，，的意思距高恨逸了。

Ugu分布在lll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的地方。Ygu和gu分布在(Y)9的周囿。

分布在河南省的(Y)9,是圦"牛"交米的，据参考地閤l的分布所示，我1i]可以推測，在

迭一帯的方言，曽錘有泣"牛''09u>Ygu>9u或Ugu>9u>Ygu迭祥的変化。在迭小変化辻程

中，“蝸牛，，的"牛"漸漸地高汗了原米的意思，与"蛾"、“悪"等共朕起米，号致駒母的単元音

化。有的賓料把(Y)9写力"蝸991如；洛叩"蝸子ez''(洛叩方吉同7[:77X)、“蝸ﾉL蝸ﾉL''[Ye'u

Ygu'](洛I日方言志:60yI),迭些"蝸"也是来自"牛"的。

〈参考地圏l>4

謬りﾖu

鷲丁己u

河北省

鍵
審
繍

嚢
：
酷陵

傘

塞己u

皐露

蝉=徴ゞ
河南省姦

潔潔

繊

灘

:澱淡

(Y)9来自‘‘牛"送十假悦，以下関小呪点能支持;(一)、有些""''、“阿"是叩平燗,(二)、

据地圏A,圦"公牛"又派生泣来的"牝牛"分布在(Y)9的周園地区。不辻迭介假悦的唯点是，

河南省技不到把"蝸牛，，叫ｲ故"牛子*(Y)9utsl"、“牛蛭*(Y)9ut51j'等例子。

2.螺蜘系、挺岫系等

2.1.地圏D的同形分癸

在中国南方，“蝸牛"的名称往往有"螺螂"、“艇岫(蟠嶮)"又的成分。地圏D是重点考察

同根而絵制的，同形分突如下；

“蝿岫”系：艇岫、帝売挺岫、甜牛、甜油、粘岫、耶耶虫、島岫、泥岫等

‘‘艇(岫)＋螺(柳)"系：艇岫螺、帯売挺岫螺、液螺、艇艇螺、沿沿螺、屋槍螺、牙螺子、

粘色螺、夜液螺、挺螺、艇蟷螂、岫岫螺、砧泥螺、盆油螺等

“螺(柳)"系：干螺柳、山蝶、山螺螂、天螺、天螺螂、旱螺、旱螺螂、夛沢等

“田螺"系：干田螺、旱田螺、沙田蝶仔、山田螺、天田螺、千田螺、田螺堂、

田子螺、田几螺、田潟蝶、田竺国、鉄朱螺等

“螺失"系：天螺失、天螺陀、田螺共

“食螺"系：食螺子、什夢哩、蛇螺子、湿螺、千升夛、天蛇螺、里螺仇等

“蟆螺"系：蟆螺、湖蟆蝶、鉗螺、献奇、南蜻、吟蛎等

“露螺，，系：露螺、麻露螺、梨螺、泣路螺等

4迭幅地圏是利用樋口勇夫教授和速水希樹同学(金澤入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修士生)輸入的資料

来絵制的，産此表示沈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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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涕虫"系：鼻涕虫、鼻涕蛆螺、小牛ﾉL鼻涕

2.2.地圏D的悦明

“挺岫"系分布在江西省北部和末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地点。根据"艇岫"出現在"蝸牛"又的

同里迭介事実来看，大概原来在中国南方有的地方把"蝸牛"与"艇岫"看ｲ故力同美功物。南方

気候湿洞，人1｢]接触"蝿岫"的机会比"蝸牛"多，就叺力"蝸牛"是一利!"艇岫"，而把官叫倣"艇

岫，，。“蝿(岫)＋螺(蜘)"系分布在湖江省、江西省以及其周囿地区。遠是"艇岫"与"螺螂，，的夏

合形式，大概有的方言要強凋"蝸牛"与"艇岫"的区別，或者要弧燗"蝸牛"与"螺螂"的区別，

就把"艇岫，，与"螺柳"逹接起来，表示"蝸牛"的意思了。不辻在有些方言里，“艇(岫)＋螺(卿)”

系又指"艇岫"的意思,如；宇波"蝿岫[hi233]延螺鼻涕虫"う(市志:2870)､金隼"岫岫蝶[iguigu

lu:9]"(具志:684．其同又是"岫艇991大概是"挺岫"之涙)等，《沢珸方言大同典》6097頁也有

几命同祥的例子。

“螺(柳)"系分布在江弥省、安徽省、湖北省以及西南官活区。“田螺"系分布在江西省西

南部和湖南省中部。“螺共"系分布在湖南省。在当地的方言里，同根"螺(柳)"、‘‘田螺"、‘‘螺

失"都是指"螺螂"又的同，在同根的前辺，添上了“山，，、“旱"、“千，，、“天"等令人想起一科

非"潮湿"或非"水"的修怖成分，因力"蝸牛"恨像"螺螂"，不辻宮一般不在水里，而在陥上活

功，所以人ｲ｢]添加修怖成分来表示"蝸牛"的意思了。

“食螺"系主要分布在江西省南部，具体同形是，“食螺子"、“湿螺"、“蛇螺子"等6．在"食

螺"系周囿的地区，“螺螂"叫"石螺"，比如；大余"石蝶''[salo],南手琴城“石螺"[saklo](客

競方言凋査扱告:258)。圦悟音的刈点来看，“食"、“湿"、“蛇"和"石"根接近，而且在迭一帯

方言里劫同"吃"叫ｲ故"食"･由此可以推測，“食螺"系是圦"螺螂"又的"石螺"斐米的。

"蟆螺"系分布在江西省南部以及福建省西部的江西省南部，“蝮、紺、甥"在迭一帯方言

里都是指"蛸蛾"的同。失干"蟆螺"系中的"冷其"、“冷蟠"、“南蜻"、“献奇"等同形，中西裕

樹先生指出，官1]与分布在江西省中部和南部的"蝸蛾"又的‘‘麻郎蟆"、“弓卵蟠"、“黄蛉鉗”

等的第二、三音枯恨相似，再悦"冷、南、軸"有可能来日"螺"･圦此中西先生推測，在不区

分"蝸牛"和"艇岫"的地方，人1]用"蝸蛾"又的同形来表示両者，后来要弧凋宮1｢]之l司的差昇，

就加上"螺"来表示"蝸牛"了。然后"螺"的悟音変化，高汗"背上的凪売"的意思，又用"蝸牛”

又的同形("娯螺"系)来表示"蝸蛾"，再加上"麻，弓，，或"黄"等修怖成分(中西2006:29頁)。

附氾：夫子"蝸"、“牛"的暎音何題，承蒙岩田礼教授和近藤光暁教授的指教，塵此致鮒。

[参考文献］

5小字"延"是対"岫"字的注音。

6食螺"系又与"螺(柳)"系的"山螺"在悟音上有点接近，但是"山螺"分布在湖北英山、囚川重灰、

四川自責、江西靖安、海南信州，都高"食蝶"系的分布地域恨近，所以哲且不把"山螺，，放到"食

螺，，系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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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本貴子2006.「カタツムリ」を表す語形について，《中国語方言の言語地理学的研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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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学》85,127-14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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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方言地|劉的解粋及其意又以く膝蓋〉的方言地閤力例，《中国語方言の言語地

理学的研究一新システムによる「漢語方言地図」の作成》平成16-18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

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第1分冊,25-42n.

村上之伸2004.フンコロガシ【蛛螂】《歴史文献データと野外データの綜合を目指した漢

語方言史研究(3)》，平成13-15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一第3分冊，

62-64頁．

中西裕樹2006.「ヒル(水蛭)」の地図，《中国語方言の言語地理学的研究一新システムによ

る「漢語方言地図」の作成》平成16-18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2分冊,26-31X.

太田斎2002．錯綜した「混交」－中国西北方言の「コウモリ」、「ヤモリ」、「アリ」、「ハチ

ー｣，《慶谷壽信教授記念中国語学論集》，好文出版:51-92n.

2002.漢語の身体名称に見られる特殊変化(1)－「躁」の諸語形をめぐる臆説－，《神

戸外大論叢》,53-l:17-36n.

2003．漢語の身体名称に見られる特殊変化(3)－「躁」の諸語形をめぐる臆説－，《神

戸外大論叢》,54-3:105-123X

[引用文献］

隊彰年等《校正宋本r剖附索引》（推氏洋存堂本)，乞文印す揃影印,1998年

丁度等輔《集剖》（搦州使院重刻本)，北京市中国材店影印,1983年．

噸野王《大r~益会玉篇》（張氏洋存堂本)中隼名局影印，2004年．

慧琳《一切錘音叉》（高而藏本)，中隼大藏錘57-59巻,1993年．

刈夏等《十鈎江堀》台湾学生招局影印1968年．

夛應(石云刊､点校）《が雅翼》，黄'川$社,1991年

玄血《一切姪音叉》（金藏向性寺本･高而藏本)，中隼人藏姪56-57巻,1993年．

周祖漠《示雅校笑》，江赤教育出版社,1984年．

崔世珍《四声通解》弘文|劉影印,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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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圏C,､蝸牛''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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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鈴薯>和く甘薯>的方言地図

衿木史己

l.前言

く弓蛉薯>(potato)和く甘薯>(sweetpotato)都是南美大陥原声的薯美，几乎在同吋侍

到了中国。一般圦力，迭西朴薯在1600年左右由欧洲的商船侍播到南方沿海地区。但是，没

有絶対的根据能砺定是否届実。1596年出版的李吋珍《本草鋼目》中，有く甘薯〉的条目，

但却没有く弓衿薯〉的条目。圦生志特征来看，〈甘薯〉遺子気候温和的地区生俟，〈弓衿薯〉

造干寒冷的地区生任。如果迭函神薯是同吋偕到南方沿海地区来的活，可以推測，遺子隼南

気候的く甘薯〉佶播速度比較快。但是，迭只是一秤推測，没有礁切的根据。仮｛又依据目前

所能兄到的文献，要砺定佳来吋期是非常困唯的。

本文利用方言地閤，来考察力新事物命名而絢成新同的方式，同吋，也要重点考察く弓

衿薯〉和く甘薯〉佶播吋期的差昇。

2．同形的分美方法

因力〈弓衿薯〉和く甘薯〉都是外来的植物，杓同法多数是以土著的事物力同根，附加

修怖成分的。因此，把同形分成修怖成分和同根，以各↑成分力対象作成地圏。我ｲi]把単由

同根拘成的同形分美力“修怖成分の"。

[地圏A]<弓衿薯〉的修怖成分

有‘‘土”系、“地”系、“山蒟”系、“山”系、“洋”系、〈外国人〉系、“荷竺”系、“弓

衿”系等。我ｲ｢]特地分出“山蒟”系，是因力“菊”常与“山”結合，帯“蕊”的同形也分

美力“山蒟”系。除了“山菊”系以外，帯修怖成分“山”的同形分美力“山”系。在分析

的吋候，“山蒟”系和‘‘山”系依同祥的方式処理。

[地圏B]<弓衿薯〉的同根

有“芋”系、“薯”系、“山蒟”系、“蛋”系、“豆”系、“蔓苦”系等。“蛋”和“豆”

都表示く弓衿薯〉的形状，有美似后擬的性辰，但是力了方便起兄，分美力同根之一。因力

“藷”常昌“山''結合，我ｲ｢]也同祥把“山萄”作方同根之一。“山萄”系包括后面帯附加成

分的同形(ex"山蒟蛋"、“山蒟豆'')。帯“蔓”的同形(exG4地蔓"、“山蔓'')看倣“善”的

脱落，都分芙力“蔓菩”系。

[地團C]<甘薯〉的修怖成分

有‘‘山蒟”系、“山”系、“地”系、“洋”系、“番”系、“虹”系、“白”系等。美子‘‘山

蒟”系，因力“茜”与“山”不可分高，和地圏A一祥処理。

[地團D]<甘薯〉的同根

有“芋”系、“薯”系、“山蒟”系、“巷”系、“瓜”系、‘‘夢ト'，系、“茄”系、“葛”

系等。対干‘‘山萄”系，和地團B一祥処理，把“山蒟”作力同根之一。〈甘薯〉的同形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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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Ⅱ|菱”后面帯附加成分的i司形。表示形状的“瓜"、‘‘夢ト”等同根，和地閤B－祥処理，

分芙力同根之一。

[地閤E]<弓衿薯〉和く甘薯〉

迭張地閤是重点考察関科薯的共同成分而作成的（参看下表l)。

(1)@@地”系

帯修怖成分“地”的同形。〈弓怜薯〉力“地蛋，，或“地豆"，〈甘薯〉力“地瓜"・夫干

‘‘地蛋”和“地豆"，力了方便起兄，関村都用的方言点都用同祥的符号杯出。

（2）“山菊”系

帯同素“山蒟”的同形。〈弓衿薯〉力“山蒟"、‘‘山蒟蛋”和“山蒟豆"，〈甘薯〉力“山

蒟'，。

（3）“洋”系

く弓衿薯〉的i司形中，〈甘薯〉又的‘‘山芋"、“山薯"、“番薯”或“番芋”前面，附加修

怖成分“洋”的同形，分美力“洋”系。

表1

<弓怜薯〉 <廿薯〉

(1)"地”系 地蛋・地豆 地瓜

（2）
66

ll1""系
山蒟

l1｣蒟蛋・Lll萄豆
山菊

（3）
“

洋”系
洋山芋・洋山薯

洋番芋・洋番薯

山芋・山薯

番芋・番薯

3．地理分布的特征及分析

[地圏A]<弓蛉薯〉的修怖成分

く弓衿薯〉的修飾成分可以分成三神系銃，如(l)表示土著的成分、(2)表示外国的成

分、（3）修怖成分の。

(l)表示土著的成分("+''系、“地”系、“山萄”系、“山”系）

迭些同形本来指原有品神的薯突，如く芋失>、〈薯茄>，〈弓衿薯〉作カー林衣作物孔了

根，占仇勢以后，オ会出現。分布在北方末部的大部分地区。

。“土”系：常与“豆”結合，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迂守以及吉林。在南方官活地区也有

分布。

。“地”系：与“豆”或“蛋”詰合，主要分布在山末、安徽北部。隔着渤海，山家対岸的迂

末半島也分布着“地”系。分布在ll｣西末南部的是“地蔓苦"。

。‘‘山蒟”系：主要分布在山西至河北，在甘粛省也有分布。

。“山”系：主要分布在山西中部至峡西北部。

（2）表示外国的成分（"洋”系、〈外国人〉系、“荷竺”系、“弓衿”系）

除了北方的末部以外，多数是帯表示外国的成分的同形。其分布集中在末南的沿海地区、

任江流域。

。“洋”系：分布顎域以任江下浦力中心，沼着任江一亘延伸到云南，呈現“任江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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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任江流域以外，汪分布在峡西以西的地区。

。〈外国人〉系：分布在福建的沿海地区。〈外国人〉系的同形都帯同素“番”（即外国)，不

{又帯“番"，常是“番人"、“番田”（即外国人)。在福建省，指く廿薯〉的同形是“番薯"，

需要加以区別。

。“荷竺”系：常与“薯”結合，分布在庁末省。

。“弓衿”系：与“薯”或‘‘芋”結合，主要分布在南方。岩田1995a悦'"弓鈴”邑然有“像

弓衿一祥地成申生侯”和“‘弓来，的音捧”耐朴解秤成立的可能性，不辻后者更好悦明其

地理分布。本文重視地圏A所呈肌的南方同形多数帯“表示外国的成分”的事実，同意岩田

1995a的看法，要把“弓衿”解稗力“‘当来，的音悸”而旧在“表示外国的成分”之美。

（3）修怖成分⑭

主要有“薯”系（"薯仔"、“薯恵"）和“芋”系（"芋失"、“芋豆"）西林系銃，都是指

薯美的同根。迭些同形都不分布在北方的末部。“薯”系分布在“荷竺薯”的分布瓠域中，“芋”

系分布在“洋芋”的分布緬域中。

[地圏B]<弓衿薯〉的同根

く弓衿薯〉的同根可以分成両神系銃，如(1)指薯美的同根、(2)指薯美以外的同根。

（2）美分布在北方的末部，属干(1)美的“山蒟”系也主要分布在北方。除了“山蒟”系

以外,(1)美分布在其他地区。

(1)指薯美的同根(@$芋”系、“薯”系、“山蒟”系）

“芋”和‘‘薯,,一般都是薯美的思称。“芋”系大部分与修怖成分“洋”錯合，呈肌力‘‘任

江型”分布。“薯'，系主要分布在南方，不分布在北方。“山蒟”宗本来指原有品神的く薯読>，

分布在山西至河北。

（2）指薯美以外的同根（"蛋”系、“豆”系、“蔓菩”系）

迭些同根都是表示圓形的，也帯有后報的性履。

。“蛋”系：主要分布在山末、安徽北部。根据“山萄”系大多是帯有后鐙“蛋”的同形（例

如“山蒟蛋")，可以得知帯“蛋”的同形占北方末部的大部分地区。

。“豆”系：多数分布在黒尤江、迂宇、河北、u|末，少数分布在湖北、江西。

。“蔓菩”系：原来指く完苦>，因力形状相似，雑用子く弓衿薯>・分布在山西中部至峡西北

部。

[地目C]<甘薯〉的修怖成分

く甘薯〉的修怖成分可以分成四林系銃，如(1)表示土著的成分、(2)表示外国的成分、

（3）修怖成分の、（4）表示顔色的成分。前三利]系銃是与く弓衿薯〉共同的。

(1)表示土著的成分(:6山萄”系、“山”系、‘‘地”系）

。“山蒟”系：主要分布在河北、云南。

。“山”系：与“芋”或“薯”結合，分布在江惟地区。

。“地”系：常与“瓜”結合，分布在山末。

（2）表示外国的成分（"洋”系、“番”系）

〈弓衿薯〉的同形中多数是“洋”系，〈甘薯〉的同形中‘‘洋''系却只有一十方言点，主

要是“番”系。

。"洋”系：“洋虹薯"，分布在峡西末南部的商具。在迭小方言点，“洋虹薯”指白色品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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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或“虹肴”指虹色品朴。因力虹色品朴占仇勢，白色品利i是“洋”（即当地不芦）的，〈甘

薯〉的“洋”和く弓衿薯〉的“洋”不同。由此可知，‘‘洋”不一定表示外国。

。“番”系：分布在湘江、福建、江西以及r末，台湾也属子“番”系。因力迭些地区被叺力

是く甘薯〉最初偕来的沿海地区，所以残存着く甘薯〉圦外国来的叺知。

（3）修怖成分⑭（"薯”系、“芋”系、“苔”系）

有指薯美的（"薯”系、“芋”系)、指薯美以外的（"菅”系）西利'系銃，都不分布在沿

海地区。

。“芋”系：分布在山水西部至安徴。迭一措是6Gll1芋”分布弧域的西辺，也是河根@@="与

同根“芋”的交界赴（参看地閤D)。因力是不同河根的交界姓，不帯修飾成分的同形也不会

友生珸又的混渭。在“芋”系分布緬域的南面，分布着修飾成分②‘‘薯”系。

。“薯”系：分布在由“芋”系分布緬域的南辺至貴州，即同根“薯”与同根‘‘苔”的分布交

界姓附近。在“薯”系分布弧域的北面，分布着修怖成分の‘‘昔”系。迭是和“芋”系的分布

情形有共通点，可以悦修飾成分②“薯”系的分布模式和“芋”系的分布模式相似。我叺力，

不同同根的交界赴是使修飾成分の能移成立的一噸条件。

修怖成分の“薯”系集中分布的是江西省，囿究在“番薯”分布瓠域的北西辺。迭一惜是

“番薯”与“虹薯”的交界赴,i可素"¥"Iﾘ是関者共同的，能代表く甘薯>・

・“昔”系：主要分布在任江中浦至上浦。在岩田l995a中，指出“者”和"=''会有夫系。

如前所述，指薯美以外的同根一般有附加成分的性灰，但是，修怖成分②“昔”系的存在表示

“苔"有同根的性辰，也i午可以利指薯美的同根互換。迭十情況也杵能旺実岩田1995a的假没。

（4）表示顔色的成分（"虹”系、“白”系、“黄”系）

“虹”系占多数，主要分布在内硅地区，不分布在沿海地区。“黄”系只有関小方言点，

都在云南省。“白”系主要分布在北京市附近、中国西南地区，多数是同吋也使用“虹”系同

形。遠大概是反映品I|'的差別。

値得注意的是“釘白薯"、“白虹薯"、“虹虹薯”三十同形。“虹白薯”分布在山西省的天

領具。在送里，“虹薯”指虹色品朴，“白薯”指白色品利1，“虹白薯”是〈甘薯〉的,忌称。“虹

白薯”是“臼薯”前面附加修怖成分“釘”的形式，“白”井没有"H色”的含又了。“白虹

薯”和“虹虹薯”分布在湖南省的永安具，両者同吋通用。考慮杓同法，同失的“臼”和“虹”

是表示顔色的修怖成分，“鉦薯”是同根。迭吋同根“虹薯”没有“虹色的薯美”的含又了。

“白虹薯”也分布在湖南省的〒逸具，迭里同吋也使用“虹薯"・迭三小同形都是く甘薯〉的

固有芯称，修怖成分都井没有本来的意又。

cf)天領虹白薯[huWpeeSu]鮒自立1990《天領方言志》

末安白虹薯[boTu9Zy]虹虹薯［TuUTuOZy]蚫厚星1998《水安土活研究》

〒近日虹薯[phOXaUGie]虹薯[xaUGie]《湖南省志第25巻方言志》

[地閤D]<甘薯〉的同根

く甘薯〉的同根，与く弓衿薯〉的同根一祥，可以分成両神系銃，如(1)指薯美的同根、

（2）指薯芙以外的河根。

(1)指薯美的同根("芋”系、“薯”系、“山蒟”系）

“芋”系的分布緬域限干江弥至安徽，“薯”系不仮分布在中国家南地区，也分布在山西

省。“山蒟”系分布在河北、云南。

（2）指薯美以外的同根（"苔”系、“瓜”系，“夢ト”系、“茄”系、‘‘苗，'系、“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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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些同根都表示“畑而任”的形状，和く弓衿薯〉的‘‘圓形”怪渭分明。除了“爪”系

分布在山末、迂宇以外，其他同根都有分布在南方的傾向。比如悦，‘‘苔”系分布在中国西南

地区，“夢卜”系分布在任江流域。

[地團E]<弓衿薯〉和く甘薯〉

〈弓衿薯〉的同形多数是以く甘薯〉的同形方基朏拘成的。根据迭張地閤，可以看出く甘

薯〉佶播比く弓衿薯〉早。杓同法有南北的差別，北方傾向干用后萱成分区別，南方傾向干

用前實成分（修怖成分）区別。

(1)"地”系:<弓衿薯>="地蛋”・“地豆"、〈甘薯>="地瓜”

在山末省，両神薯都帯修怖成分“地"。〈弓衿薯〉的后萱成分力“蛋”或“豆"，都是使

人朕想起圓形的物体。〈甘薯〉的6@JIK"II｣使人朕想起鋼任形的物体。也就是悦，只堯表示形

状的后實成分来区別く弓鈴薯〉和く甘薯>，其同形不悦明佶播辻来的先后順序。

（2）“山蒟”系：〈弓衿薯〉＝“山蒟''、“山蒟蛋”・“山菱豆"、〈甘薯〉＝“山蒟”

分布在山西、河北。不帯什公后報的“山蒟"，在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指く弓衿薯>，在

河北南部却指く甘薯>，呈肌出“地理上的互ﾈﾄ分布"･与く弓衿薯〉有夫的同形，“山蒟”系

也分布在河北南部，都是将“蛋”或“豆”后萱干“山蒟"，与指く甘薯〉的“山蒟”決不沖

突。就是悦，在河北南部分布的是在く甘薯〉的同形上附加后報而形成的同形的。対此，下

文汪有陀述。

（3）“洋”系：〈弓衿薯〉＝“洋山芋”。“洋山薯"、“洋番薯”・“番芋”

〈甘薯〉＝“山芋”・‘‘山薯"、“番薯”・“番芋”

〈甘薯〉的同形中，‘‘山芋”和“山薯”分布在江推地区，“番薯”和“番芋”分布在斯

江、福建、江西以及｢~末。与く弓衿薯〉有美的同形，在任江下浦，是将修怖成分“洋”前

聟子く甘薯〉的同形而杓成的，地理上和く甘薯〉的同形呈一祥的分布。如此，服く甘薯〉

的同形相対比而拘成新同的方法，是三秤系銃共通的。但是，分布在北方的“地”系和“山

蒟”系，用后壹成分区別，分布在南方的“洋”系則用前聟成分区別（参看下表2)。

表2

北方 × 洋 十 ～ ○～＋蛋

南方 ○洋 十～ × ～ ＋蛋 ○＝有×=没有

4．“山蒟”的指示対象

在く弓衿薯〉和く甘薯〉的方言地圏上，帯同素“山蒟”的同形主要分布在北方的末部。

但是，同素“山萄”一般用子指く薯菰〉的同形，北方的末部也不例外。所以我ｲ｢]需要考察

く弓衿薯>、〈甘薯>、〈薯菰〉三者的失系。

不帯附加成分的“山蒟"，在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指く弓鈴薯>，在河北南部指く甘薯>，

在山西南部指く薯菰>，呈現“地理上的互ﾈﾄ分布”（参看下團1)。圦地圏E来看，夫子く弓

衿薯〉的同形，帯同素“山菱''的同形也分布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以外的地区，不辻都帯

后豈成分，以回避同形沖突。有的方吉点“山蒟蛋”和“山蒟”井用，都在“山蒟”指く甘

薯〉的附近地区，可能是意枳到く弓衿薯〉和く甘薯〉之同差別的結果。美子く薯菰〉的同

形，帯同素“山萄”的同形也分布在山西南部以外。在山西北部，将修怖成分“伝”前聟子

“山蒟"，在河北将“麻"、“白”等成分前萱，以回避同形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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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所悦的情況，在山西省、河北省“山蒟”的分布如下表3．

表3

山西省北部 山西省中・南部 河北省南部

<弓衿薯〉 山蒟’ 山蒟蛋

<甘薯〉 (虹薯） Ll'"|
<薯読〉 -Kg山萄 山蒟’ 菜山萄／麻山萄／白山藷

失干く甘薯>的同形,“山萄"系現在不分布在山西省,按照《渭史賓料》第七輯(P259-260),

清代的地方志上氾裁“山蒟”系，如大同“回子山蒟"、五台“回回山蒟"・厨吋的変迂是今

后要考慮的向題。

gl$@山蒟”指什公

○C

<g)OOO

①ざ哩

凡例

○二〈弓衿薯〉

鰺＝〈甘薯〉

⑱＝〈薯菰〉

5．修怖成分“洋”的来坊

在使江下浦，〈弓衿薯〉的同形是以く甘薯〉的同形力同根，加上修飾成分“洋”杓成的

（参看下團2)。就是悦，江弥至安徽家部く廿薯〉力“山芋"，〈弓衿薯〉力“洋山芋"；江泳

和湖江的省境附近く甘薯〉力“山薯"，〈弓衿薯〉力“洋山薯"；俊江三角洲附近く甘薯〉力

“番芋"，〈弓衿薯〉力“洋番芋"；湘江北部く甘薯〉力“番薯"，〈弓衿薯〉力‘‘洋番薯"・

着眼子く甘薯〉的同形，就可以看出“山芋”呈肌“北方方吉江未侵入型”分布（岩田

1995b)｡"山芋”是帯“表示士著的成分”的‘‘山"'作カー利'衣作物在当地孔根以后成立的

新妥同形，“番薯”是文献上早有妃裁的相対古老的同形。在江准地区，原来分布的可能是“番

薯"，后来“山芋”出現，侍播到南方。然后，“山芋”越泣“催江袋"，侵入“番薯”的分布

弧域，呈肌出“北方方言江永侵入型”分布。“山薯”和“番芋”是“山芋”和“番薯”接触

的結果。南北不相砒迩的“番芋”分布弧域也可以者作&6ABA分布"･根据迭朴解程'"番芋”

原来分布在江芯南部，由子“山芋”的南下，被分隔在南北両辺。

〈弓鈴薯〉的修怖成分“洋"，可以推測是圦北方倍播到南方的，因力“洋番薯”分布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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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限子“番薯”分布領域的北辺。其他外来事物的同形中，修飾成分“洋”也有分布在北方

的価|句。〈当衿薯〉是遺子寒冷地区和山岳地区的植物，所以和実物有密切美系的北方河形比

較容易佳播。

〈弓蛉薯〉的“洋芋”同形不仮分布在K江下澁，也rだ分布在内陥地区。対子“洋芋”

的同形形成的辻程，可以提出以下閼稗解秤：其－，“洋十く甘薯>”式的同形徒播到南方，力

了服く甘薯〉又的“番薯”加以区別，修飾成分“洋”和同根“芋”詰合起来。其二，根据

“洋十く芋尖>”式的形式，“洋芋夫”或“洋芋芳”出現，但是随着珸源被造忘，此后帯有后

籔性辰的第三音桔脱落。現在，“洋芋尖”分布在安徽至江西，“洋芋芳”分布在断江北部，

不帯什久后籔的“洋芋”主要分布在漸江南部、内陥地区。不管其一或二，迭丙秤解秤悦明

的都是原来的同形可能先出現子江推地区附近，然后再佶播到南方。随着高升江准地区，原

来的珸源逐漸被造忘，而成方“洋芋"。

圏2辰江下浦サ大團

凡例

く弓衿薯〉

○二洋山芋

F

<甘薯〉

。＝山芋

｡＝山薯○=洋山薯

□=番芋口二洋番芋

湘
江
省 □=番薯□=洋番薯

、

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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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和"小専”

村上之伸

l引言

大豆、小豆、蚕豆、碗豆都是在現代中国常兄的豆芙植物。按照来厨和生悉的特征，可

以分力両神：大豆、小豆和蚕豆、碗豆。前者是中国恨早就有的夏季作物。后者是大釣干1200

年，径辻竺調之路佶到中国的冬季作物（前田(1984))。対迭神差別再加上豆子的大小，就成

力下圏。

夏季大豆（大）

＄
小豆（小）

＄
冬季蚕豆 （大）や鋺豆（小）

圏中的箭形符号表示両者|可存在者同一介同形。具体来悦，就是大豆眼蚕豆之|司有“大

豆"，小豆距碗豆之同有“小豆"，述有蚕豆眼鋺豆之同的“鋺豆"、“寒豆"・本文要探吋其中

的“大豆”和“小豆”的演交辻程

同形的分芙方法

大豆和小豆的同形如下表。

つ
≦

混
一
一
豆
程

小豆

含大小成分的同形 小豆

含顔色成分的同形

ｊ一
旦裸圭

月

豆
く

一
旦
一
旦
里
小
一
昼
一
旦

黄
白
白
黒
冑

江豆

赤豆

虹赤豆

含大小成分眼顔色成分的

同形

黄大豆

大黄豆

虹小豆

小虹豆

含食物成分的同形 豆腐豆（腐豆）｜坂豆

蚕豆和碗豆的同形如下表。

蚕豆

蚕豆

碗豆（弩豆）

寒豆

鋸
一
一
壷
麺
一
悪

含
一
含
一
含

”
”
”

蚕
碗
寒

邸
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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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l)不考忠“子''或“ﾉL"等后鐙。

2）“大碗/豆”等，有斜銭的河形也可以省略“豆"・

下文以引号表示的是同形，如“大豆”和“小豆"；加下銭川表示同又(所指)，

小豆。

如大豆、
－

3.l指大豆的“大豆”和指蚕豆的‘‘大豆"(地閤A,C,E)

指大豆的同形“大豆”主要分布子河南、安徽、山永、江弥等北方地区。其中有些地点

也用単音若的“豆"，如要距其他豆美明晩区別，川用“大豆"・大豆的“大豆”是与小豆的

“小豆”的同形対挙的。両者都集中分布在北方地区，在迭里以“大”和“小”区別迭両科

豆，因力生志上非常相似。

回題就是指蚕豆的“大豆"・宮「だ分布子山西、宇夏、甘粛、河北，在山西和河南的省

界上，与指大豆的“大豆”辺界相接。圦分布情況来看，可以推測指蚕豆的“大豆”是圦指大

豆的‘‘大豆”演変辻来的。原来以“大豆”和“小豆”区別大豆眼小豆，但是蚕豆偕到中国

北方以后，因力蚕豆的芙比大豆汪大，当地人叺力用“大豆”作力蚕豆的名称，比較迺合。

其結果是，“大豆”的所指圦比小豆火的大豆変成比大豆大的蚕豆，以致出現了“大豆”表示

蚕豆、“小豆”表示小豆的不平衡共系。大豆的息称“大豆”因力要回避与蚕豆的“大豆”友

生同音沖突，大豆以“黄豆”“白豆”“白黒豆”“黒豆”等有顔色成分的同形称呼。

在任江流域逐存在着指蚕豆的“大豆"・杭州周囿的“大豆”川不能否定其中有官活的影

ﾛ向。至干湖北出現一小指蚕豆的“大豆"，其周囿有“大碗豆"，据此可推“大碗豆”的第二

珸素“碗”脱落所致。息之，演変辻程与北方不同。

3.2指小豆的“小豆”和指碗豆的“小豆”（地閤B,D,F)

“小豆”是北方的同形。几乎所有地点都指小豆，也有甘市的一部分指鋺豆。

圦分布情況来看，指碗豆的“小豆”血咳是圦指小豆的“小豆”韓用泣来的，而迭是“大

豆”的所指圦大豆交力蚕豆以后友生的変化。就是悦，“小豆”迭一同形原来是眼大豆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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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大小成分的同 大豆

大鋺/豆（大腕/豆，

大弩/豆）

4
一

､_巳一

小碗/豆（畑碗/豆）

小寒/豆（水寒/豆，寒寒

/豆）

小女豆

其他同形 胡豆（萌豆）

佛豆

夛双豆

倭豆

槐
一

_B.

川豆

(堆豆）

虎豆（老虎豆，虎島

ワ）

福州豆（福豆）

安豆

匁
、

一

_豆一

雪豆（雪花豆）

麦豆（麦林豆，麦前豆，

洲
旧

豆
麦

円
陣
《
７

制
掘

豆
麦

熟
，

麦
一
品

麦碗（麦丸，麦弩）

荷竺豆(荷妨豆,呼仁豆，

胡仁豆，河南豆）



比較而悦的，但因力后来“大豆”的所指変成蚕豆，以致“小豆”失去了比較対象，最后轄

移到在生志上眼蚕豆相似的鋺豆的同形上。指小豆的“小豆"，因力要与鋺豆的“小豆”回避

同音，小豆以“虹小豆”等帯顔色成分的同形称呼。

3.3指蚕豆的“大鋺豆”和指鋺豆的“鋺豆”（地團E,F)

蚕豆叫“大鋺豆”和鋺豆叫“鋺豆”的地方集中在甘粛南部。其周囿有把蚕豆叫“大豆”的，

末部有把大豆叫“大豆”的。根据迭神地理分布可以推測，蚕豆原来以“大豆”称呼，而因

力蚕豆眼鋺豆的生志上夫系更密切，所以変称力“大鋺豆"・遠秤以“大”和“小”区別的情

況，在甘粛北部也可以看到，在迭里蚕豆叫“大豆"，而鋺豆則叫“小豆"･但是変化的方向

不同，就是塊，在北部指碗豆的“鋺豆”変力“小豆"，在南部指蚕豆的“大豆”変力“大鋺

豆"。

甘粛北部

“大豆”

"小豆”（←“碗豆"）

甘市南部

"大碗豆”（←“大豆"）

“鋺豆”

痙
一
麺
一

4余陀

下圏表示“大豆”和“小豆”的所指是信公演交的。圦表中可児，圦末向西，“大豆”圦

大豆変力蚕豆，“小豆”圦小豆変力碗豆。

末部（河南）両部（甘市） 中部（山西）

蚕百 大豆"大豆”的所指 ←

"小豆”的所指 小豆鋺豆
』
Ｐ
．

把蚕豆和鋺豆以“大”或“小”区別的美型在南方也有，如：

上海周囿

“寒豆”

"小寒豆”

湖南

"(大）鋺豆”

"(小）鋺豆”

垂
一
麺
一

P

因力両者都是外来冬季作物，其顔色也相似，所以同形含有同一成价，即“鋺豆”和“寒

豆"・迭閼神植物在表面上最大的差別就是大小，因此加上“大”或“小”来区別同形。

大豆和小豆的情況与此不同：在南方没有把大豆和小豆以“大”或“小”区別的美型，恨多

地方以顔色成分区別両者的同形。就是悦，途両神植物在表面上的差別就是顔色和大小，在

南方顔色差昇反映在同形上。

［参考文献］

前田和美1987．《マメと人間－その一万年の歴史》古今書院

村上之伸1999.<章豆、鋺豆＞《中国における言語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5):方言地図

集第3集》（平成9-11年度科研費基盤研究(A)報告書，研究代表者：遠藤光暁),

pp.1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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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膀”的方言地圏

植屋高史

0．序吉

本稿将圦方言地理学的角度，也就是通辻対各方言河形的地理分布状況的分析，拭團解

湊主要在北方出現的「肚膀(NAVEL)」一悟的同形変迂辻程。

1.地圏的悦明

1.1【地図A】全体的価|句

圦杓同法的角度来看，表示「肚胱(NAVEL)」的同形，一般以下面三十成分配合而釧成

的。

l)stomach(肚)成价例）肚(肚子)etc.

2)navel(M)成价例）筋、脾筋、目膀etC.

3)hole(HR)成价例）眼、富、窟、洞etc.

(在本文中，「英珸小弓(navel)」表示的是同的拘成珸素，而「英珸大弓(NAVEL)」表示的是

河本身的意思。以下同。）

本文主要着眼子「navel成价｣，将各地的「肚膀(NAVEL)」可以分力以下四神美烈。

1）「肚膀」刑

以「肚筋」和「肚膀眼」力代表的，「肚膀」或肴由「肚膀」和「hole成价」釧合m形成的

形式。在地團A中，力了弧燗杯准河形的分布，対「肚膀｣、「肚膀眼」以及其他的同形分別姶

出了不|可的符号。

例）肚膀[mrhi](河北：丹末）肚膀眼凡[tUrhiier](河北：張家U)肚膀富[tguciuo]

（湖北：天|､])etc.

2)｢p-筋」型

在「勝」的前面出現了以双唇塞音[p/ph]力声母的悟素的形式

例）不膀[p9?Phi](山西：和11m)肚脾筋[mpe?ri](山西：太原）胖膀眼几[PUrhiier]

（山家:済南）

在福建一帯同祥也分布着「p-筋」刑的形式，但是，迭一現象可能来源干不|司的路径，

所以筆者特意用不|可的顔色加以表現。

例）腹膀[pu?sai](福州）

3)｢m-勝」型

在「勝」的前面出現了以双盾鼻音[m]力声雌的珸素的形式

例）目膀[me?"i](山西:析具）肚目勝[mma?rhi](内蒙古:呼和浩特）

4）「肚子眼」刑

没有「navel成价｣，由「stomach成价」和「hole成价」杓成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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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筋”的方言地圏

植屋高史

0．序言

本稿将圦方言地理学的角度，也就是通辻対各方台河形的地理分布状況的分析，拭團解

湊主要在北方出現的「肚膀(NAVEL)」一珸的河形斐迂辿程。

1.地圏的悦明

1.1【地図A】全体的傾向

圦杓同法的角度来看，表示「肚膀(NAVEL)」的河形，一般以下面三十成分配合而姐成

的。

l)stomach(肚)成价例）肚(肚子)etc.

2)navel(F)成价例）肝、脾筋、目筋etc.

3)hole(眼)成价例）眼、富、京、洞etc.

(在本文中，「英珸小写(navel)」表示的是河的杓成珸素,WIj「英珸大弓(NAVEL)」表示的是

同本身的意思。以下同。）

本文主要着眼子「navel成价｣，将各地的「肚膀(NAVEL)」可以分力以下四称美刑。

1）「肚膀」型

以「肚膀」和「肚膀眼」力代表的，「肚膀」或者由「肚膀」和「hole成价」蛆合而形成的

形式。在地團A中，力了彊燗杯准同形的分布，対「肚膀｣、「肚膀眼」以及其他的同形分別姶

出了不同的符号。

例）肚膀[mphi](河北：丹末）肚膀眼几[tUrhiier](河北：張家U)肚膀宮[teuciuo]

（湖北：天|､])etc.

2)｢p-勝」型

在「勝」的前面出現了以双肩塞音[p/ph]力声母的珸素的形式

例）不膀[p9?rhi](山西：和ll匝）肚脾筋[mpe?ui](山西：太原）脾膀眼ﾉL[pUPhiier]

（山家:済南）

在福建一帯同祥也分布着「p-筋」刑的形式，但是，迭一現象可能来源子不同的路径，

所以筆者特意用不同的顔色加以表現。

例）腹膀[pu?sai](福州）

3)｢m-勝」

在「勝」

例）

烈

的前面出現了以双唇鼻音[m]力声母的沼素的形式

目膀[me?rhi](山西:析基）肚目筋[tuma?"i](内蒙古:呼和浩特）

4）「肚子眼」刑

没有「navel成价｣，由「stomach成价」和「hole成价」杓成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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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膀”的方言地圏

植屋高史

0．序吉

本稿将圦方言地理学的角度，也就是通辻対各方言河形的地理分布状況的分析，拭團解

湊主要在北方出現的「肚膀(NAVEL)」一悟的同形変迂辻程。

1.地圏的悦明

1.1【地図A】全体的価|句

圦杓同法的角度来看，表示「肚胱(NAVEL)」的同形，一般以下面三十成分配合而釧成

的。

l)stomach(肚)成价例）肚(肚子)etc.

2)navel(M)成价例）筋、脾筋、目膀etC.

3)hole(HR)成价例）眼、富、窟、洞etc.

(在本文中，「英珸小弓(navel)」表示的是同的拘成珸素，而「英珸大弓(NAVEL)」表示的是

河本身的意思。以下同。）

本文主要着眼子「navel成价｣，将各地的「肚膀(NAVEL)」可以分力以下四神美烈。

1）「肚膀」刑

以「肚筋」和「肚膀眼」力代表的，「肚膀」或肴由「肚膀」和「hole成价」釧合m形成的

形式。在地團A中，力了弧燗杯准河形的分布，対「肚膀｣、「肚膀眼」以及其他的同形分別姶

出了不|可的符号。

例）肚膀[mrhi](河北：丹末）肚膀眼凡[tUrhiier](河北：張家U)肚膀富[tguciuo]

（湖北：天|､])etc.

2)｢p-筋」型

在「勝」的前面出現了以双唇塞音[p/ph]力声母的悟素的形式

例）不膀[p9?Phi](山西：和11m)肚脾筋[mpe?ri](山西：太原）胖膀眼几[PUrhiier]

（山家:済南）

在福建一帯同祥也分布着「p-筋」刑的形式，但是，迭一現象可能来源干不|司的路径，

所以筆者特意用不|可的顔色加以表現。

例）腹膀[pu?sai](福州）

3)｢m-勝」型

在「勝」的前面出現了以双盾鼻音[m]力声雌的珸素的形式

例）目膀[me?"i](山西:析具）肚目勝[mma?rhi](内蒙古:呼和浩特）

4）「肚子眼」刑

没有「navel成价｣，由「stomach成价」和「hole成价」杓成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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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肚眼ル[tuier](江弥:徐州）肚子眼[tutsl9an](安徽:永至）肚皮眼[dOubiUE](M

江:杭州）

l.2【地図B】「p-ll芥」型/｢m-勝」型的分布情況(胸同方面）

「地閤B」是着眼子「p-勝」型和「m-筋」型的絢同形式而絵制的地閤。

「p-ll芥」型

stomach:口膀鼻ll芥不勝部勝腹膀ト膀学勝I甫膀脾膀醗膀祢膀etc.

stomach+navel:肚口膀肚鼻筋肚不膀肚腹膀肚ト膀肚胖膀肚鉢勝etc.

navel+hole:口膀眼鼻膀眼不膀眼不膀窩不膀密布膀眼腹膀寓鯆膀眼肺膀窩胖

膀眼脾膀窩膜膀密etC.

stomach+navel+hole:肚脾膀眼

「m－勝」型

stomach:目膀木膀

stomach+navel:肚口膀肚母膀肚冒膀肚膜膀肚末膀肚木膀肚目膀肚弓膀etc.

navel+hole:肚膜膀眼子

在地圏B中，力了弧燗杓同法的不同，不陀是「p-勝」型汪是「m-勝」型，只要其杓同

形式一致，地閤中便姶出了相同的符号杯志，同吋，対干「p-筋」和「m-勝」型的区別,剛用

顔色加以区分。

1.3【地図C】「p-音枯」/｢m-音拮」的分布情況(珸音方面）

「地團C」是着眼子前面2)3)中悦明的p-音拮、m－音枯的具体的珸音形式而絵制的地團。

在方言賓料中，和p-音措相対血的文字主要有「不ト字布比脾腹肺苧部蟆体|羽鼻解｣，和、‐

音捕相対庇的文字主要有「目母弓末冒磨膜|､]｣。「腹」「肺」等字圦意又上来悦，是「肚子」

或其相近部位的意思，但是本文仇先考慮珸音形式，所以，将其旧人「p-勝」型之中。

1.4【地図D]hole成价的分布

上述的四沖美型，其同尾都可~以帯有hole成价。

「地圏D」晶示的是hole成价都具有明I些形式，以及迭些形式的地理分布情況。

眼：口膀眼鼻膀眼ﾉL不膀眼部膀眼蒲筋眼肚子眼肚皮眼肚膀眼肚脾膀眼

脾子眼脾膀眼etc.

富：不膀窩皮膀窩肚窩肚膀窩肚膀窩肺膀窩脾膀窩etC.

孔：肚膀孔

眼窩：肺膀眼窩

眼孔：肚眼孔

密：不膀密肚膀密肚毒蟆膀毒

窟(窟塵)：肚子窟肚膀窟肚膀窟塵

穴：腹拳穴

核：肚膀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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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肚膀洞

迷：肚膀迷

2．地理上的分布状況及其原因分析

圦全国的同形分布状況上，可以看出一十非常明晶的特征。那就是，和南方相比，北方

要夏朶得多。

首先，我｛｢]来看看包括杯惟i可形在内的「肚膀」型的分布情況。（地圏A)

「肚膀」型分布在除福建省之外的南方所有区域和北方的部分区域。除r一末以「肚膀」力

主之外，整体上来悦，「肚膀眼」占鉋対仇勢。

圦地圏D上可以看山,hole成价井不只是局限子「眼」迭一単一的珸素，圧存在着恨多

其他的表現形式。遠大釣厘咳是「肚膀眼」送一剛[在偕播的泣程中，各地方吉只接受了「加

Ahole成价」送一杓思，而按照各自的刻慣，加上了不同的表示「hole」的珸索。

具体而吉，可以看到以下例i正。

肚膀宮：京山、天|､］(湖北)、西安(峡西）

肚膀窟：温州(断江)、武平(福建)、梅具(r*)

肚膀窟薩：備州(湘江）

肚膀核子：武平(福建）

肚膀密：｜|缶渭(山家)、灌叩(河南）

肚膀洞：金隼(湘江）

在北方,｢p-勝」型「m-筋」型和「肚膀」型都有分布。

我ｲi]先来看看「p-筋」型的分布状況(地圏B)。

「p-膀型」中的「p-筋」主要分布在峡西、山西和山家。同失帯有stomach成价的「肚p-

勝」分布在山西和河北。而同尾帯有hole成价的「p-11芥+hole」型主要以峡西力中心。在地閤

B中可以看出分布上的一ｲ､重要特征，那就是「p-勝」被分割成「末-西」西ｲ､分布帯。在「米

-西」函十分布帯中|可，剛分布着「肚p-勝」「肚m－勝｣。

「m-筋」型血咳是ﾙA｢p-勝」型友展演変而来的。圦地圏B中可以看出,｢m-筋」型的大

部分是「肚+In-肝」的形式。在「p-勝」之上，加上了stomach成价的「肚」迭一珸素，干是

p-音桔的悟音坏境変得相対不安定，因塞音的弱化而音変力[m]。

圦迭一分布状況上可以看出佶播辻程中的三十I介段。

1)初期I介段：圦峡西到山末的整十区域都是「p-筋」

2)第二防段：加上stomach成价的「肚+p-勝」以及「肚+nl-勝」将原有的「p-膀」分割力永

西岡部分。

3)第三I介段：新的「肚膀」型由南至北侵入，井逃一歩ケ展到了末北地区。

如果分析「肚膀型」在北部＃張的塚由，京杭大迄河所帯来的崩新的佶播路径血咳是主

要原因。迭一点圦地閤A中的「肚膀」型的分布状況上也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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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閤C中，用不同的符号対p-音捕、m－音捕的駒母加以区分，男外，又用不同的顔色

対声母遊行区分，可以看出，即使声母存在不同，但是圦河南、山西南部、峡西到Ⅱl末，都

分布着具有相同[u]剖母的形式。

因此，在河南附近，在「肚Ff(NAVEL)」同形的内部，可以叺力友生了[pu]>[mu]

的変化。而男一方面，在相郭的峡西,[p]変化力送気音的[ph]･在迭一地区，如下所示，

大部分都是「p-IW+hole成价」的形式。（只有河南的修武地区是「肚p-勝」的形式）

鯆膀ﾉL(峡西：隼具)肺至寓ﾉし(甘荊：文具)肺膀眼寓(峡西：眺具)肺肝宮ﾉL(峡西：合

叩)肺肝眼(峡西：太白)袖膀窯ﾉL(河南：昊宝）肚腹勝(河南：修武)腹膀宮ﾉL(峡西：

共平)腹筋眼寓(峡西：風具)不膀眼(〒夏：固原)蒲膀眼(青海：西宇)脾膀寓ﾉL(峡西：

西安)胖膀眼(峡西：宝潟）

胖膀眼(青海：西子)朴膀眼(青海：｜､]源）

胖膀眼(甘市：天水）

胖膀ﾉL(峡西：子任)phg?畦膀ル(峡西：延安）

脾膀ﾉL(峡西：延川）

皮膀寓ﾉL(河北：沫源）

phU

？

Ｖ
０
９
Ｅ
・
ｌ

ｈ
ｈ
ｈ
ｈ
ｈ

ｐ
ｐ
ｐ
ｐ
ｐ

在河南，接受了同失加以stomach成价的杓同形式，出現了[p-]結化力[m-]的現象。

而在峡西，没有接触到同失加上stomach成价的杓同形式，或者没有接受作力加上stomach

成价的杓同形式，也就不存在変化刃[m-]的坏境。因此，者不到[p-]特化力[m-]的現

象。也i午正是由干没有出肌同失的「肚」迭一原因,[p]オ有了轄化力[ph]的可能性。不辻，

夫子迭一山珸素的杓成而引起珸音変化的肌象，汪有待避一歩探i寸・

3．詰言

本文主要陀述了北方的同形偕播情況,文中没有陀及却有待避一歩考察的向題述有恨多。

比如，南方分布的「p-勝」型肌象。佼圦盗料上看，在福建能鯵兄到的所有p-音桔，全部是

指「腹」字。在福建，「腹」字用子表示「肚子(STOMACH)」的意思，作カー神假没，在「肚

膀」型在南方的侍播辻程中，福建将「肚」字置換成了「腹」字，所以在福建オ出現了「p-

膀型｣。当然，井不排除在福建原先就存在「p-勝」型的可能性。美子迭一点，以及南方其他

地区存在的力数不多的「p-勝」型肌象的原因等，汪有待避一歩的考察。

男外，魏綱弧2004中，対･「肚膀」和作力植物的「華笄」逃行了分析，在言及了両者在

珸音方面的美似型的同吋，却得出了因力和「肚膀(NAVEL)」的形状相似而得名的詰姶。不

辻，筆者叺力，迭其実是「美音牽引(paronymicattraction)」的典型例子，也就是悦，圦

力「肚膀」被「華非」的珸音所牽引了的看法是最自然不辻的了。「美音牽引」是指不同的西

十同，因力珸音形式的相似，而出現的一方被男一方牽引而形成同音同的現象。筆者圦力，

p-膀型的p-音捕原先是同報(前祭),在悟音上相近、加之二者形状相近，干是被「華笄」的

珸音所牽引了。在本文撰写辻程中，因力吋|司所限，没能絵制出「華笄」的相失地圏。不辻，

按分析，因力「肚膀」和「華笄」的牽引，迭函ｲ､同的同形在部分地区変成了同音，而在其

他一部分地区，則帯来了双方的珸音変化。在北方地区，之所以接受了同失的stomach成价

「肚」或同尾的hole成价的附加，要公是因力変成了弓「華笄」珸音相同的録故，要公是因

力考虐到「肚膀」与「華笄」在珸音上太泣相近的因素，力了避免与「華笄」友生「同音沖

107



'g(homonymclash)」而故意対両者加以区分的塚故。夫子「肚膀」与「苧笄」珸音相似的

向題，本文在此仮提出自己的現点，具体的分析和探付通有待避一歩的研究。

[参考文献］

魏綱弧2004 "華笄”考．《方言》第三期,p.26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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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人称代詞的方言地図

張盛升

1．序言

本研究主要通泣沢珸方言的第1人称代同的地閤，概刈各形志美型及其分布。本文所指

第1人称代同包括第1人称単数，第1人称夏数排除式，第1人称夏数包括式。本文一共有

4張地圏：単数主要元音地目、夏数排除式第2音枯声母地圏、単数眼夏数排除式第1音拮

声母比較地團、排除式眼包括式第1音拮声母比較地團。其中，包括式按有元包括式区分，

然后対有包括式的地点再按第1音枯声母遊行分美。嫁合地圏里一介地点只有一十符号吋，

力男一↑成分没有賓料的情況。本文所用声凋符号力I，Ⅱ、Ⅲ、IV表示平上去入，a、b表

示明I日之分,Q表示経声。男外N表示前面的元音力鼻音化元音。

2．分美方法

夫子以下分芙方法，特別是嫁合地圏，有同一十系列包括的友音不同之現象。迭是因力

咳噸目只存在遠些友音。

地圏A単数主要元音地圏

A系包括[a、q、D、U、お］

0系包括[o、0，A、γ、E、9、E、e、の]但不包括A系，比如[oa]等

U系包括[U、皿、u]但不包括A、0系，比如[ua、Cu、gu、AU]等

鼻鈎母包括自成音枯的[m,、nl、0]及単独的鼻音[ﾛ］

其他[v、n,i、9i]

地圏B排除式第2音拾声母地圏

喉音系包括[0，k、x、h]

歯音系包括[l，t、d、s、z、tS、n]以及膀化的[恥、G、Z、陣、血］

唇音系包括[m、p]

単音枯同只有一十音枯的形式

地圏c単数和排除式第1音枯声母比較圏

単数的分美方法：

喉音系包括[り、g、x、h、Y、6、？9］

歯音系包括[s、z、tS、唾、t、、、'L]

唇音l系包括[m、b]

唇音2系包括[v、ウ、B]

零声母l系包括[a、q、o、o、髭、i、9，丁、？、e、y、j、e]

零声母2系包括[u、、、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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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式的分美方法：

喉音系包括[k、0，g、x、h、曄、Y、6、？り］

歯音系包括[s、z、Z、G、tS、t、、、I7L]

唇音l系包括[m、b]

唇音2系包括[v、●、B]

零声母l系包括[a、q、o、o、記、c、i、9、γ、E、y、j、？］

零声母2系包括[u、皿、w、U]

地圏，排除式眼包括式比較地圏

排除式分美方法：

喉音系包括[k、9、g、x、h、Y、6、？0］

歯音系包括[s、z、Z、G、tS、t、、、n、l]

零声母包括[a、q、o、o、C、記、i、9，丁、E、u、皿、U]

唇音系包括[m、v、b、B]

其他 包括友音不明或者使用 上 述 以 外 的 友 音

包括式分美方法：

喉音系包括[0、x、h、6、c]

歯音系包括[t、tS、陣、t§、、、l]

零声母包括[a、o、u、E、i]

其他包括友音不明或者使用 上 述 以 外 的 友 音

N 没有包括式

分布特征及分析3．分布特祉及分りT

3.1.第1人称単数

地團A的目的主要者第1人称単数主要元音分布情況。地圏A的目的主要者第1人称単数主要元音分布情況。根据地團来看,A系列主要分布

在福建省、院永省。男外，湘江、江弥及北方的山末、山西及河北等地区有散友性分布。O

系列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西南官活的四川省和云南省、湘珸区的湖南省、籟珸区的江西省。

男外，河北省、山西省、昊珸区的江弥省、湘江省也有比較集中的分布。

在南方,A系列眼O系列可以在｢~末、福建眼江西、湖南之|司戈1分同吉銭。但是，嫁合

南方和北方来看，整十地圏呈肌A系眼O系的ABA分布。但是，南方的A系眼北方的A系

来源可能不同。北方的A系分布在山家、山西以及河南、河北。下面分別列挙南方、北方的

A宗的具体形式和分布地点。同一地点的其他形式也明示，以供参考。

福建周宇我ua 《阿珸研究》

福建泉州我gua 《阿悟研究》

江西石城具琴江慎、尤南具尤南領我Uai《客競方言比較研究》

江西干都具貢江慎、安逸具欣山領、南康具蓉江慎我9露《客競方言比較研究》

山西晋城

山西高石

我uA俺家記嘩iq

我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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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西平定我uo俺記

以上摘自《111西方吉凋査研究扱告》

《平邑方言志》

pptegN《平度方言志》

ﾛロ槌aN《徳州方言志》

Ⅱ|西高平

山西五秦

山末平邑

lll末平度

山末徳州

Ｎ
ａ
Ｅ
９
９
９

Ｖ
Ｖ
ｕ
ｕ
Ｖ

我
我
我
我
我

1，8

ｎ
Ｎ
州

ａ
ａ
ｎ
Ｊ

俺
俺
俺

U系列不多，除山西省以外，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的江芯省、斯江省、福建省，男外，

湖南省也有几十点。鼻剖母主要児子斯江、江弥，湖南也有几小地点使用，整体上数量較少。

其他力山西扮叩的[ni]和[Ui]《山西方吉凋査研究扱告》，竺州的[vT]/[v]「竺州方言音系悦

略｣，芯州的[ni]《江弥省志方言志》･山西扮叩的[ni]可視力[りi]的牒化音，謄化在双珸恨多

方言里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圦整体上看，云南、四川、湖南、加西比較銃一，多使用o系列的形式引人注目，而福

建、斯江、江弥等眼北方的山西一祥，各秤系列混合使用。

3.2．第1人称夏数排除式

地團B主要看夏数排除式的第2音苓声母美型及其分布。夏数排除式的第2音枯声母里

面，喉音系列散没分布在江弥、湖南、江西等地，数量不多。喉音的形式及具体地点挙例如

下：

江西宜黄[OoIakolb]《宜黄具志》

福建福州[naUIbgala]《閏悟研究》

湖南安多[OollUanQ]《安多具志》

江泳宜呉[quko]《当代昊珸研究》

唇音系列比較多，唇音的[m]多眼北京官活的"1i]"有朕系，除北方的官活地区以外，圧

主要分布在西南官活区的四川省、湘珸区的湖南省的西部，即眼四川搭界的地区。

湖北武沢[9ollamgnQ]《武沢方言同典》

湖南任沙[OoIIamgnQ]《沢悟方言同江》

河南洛旧日 [ugllamgnQ]《洛叩方言同典》

南方的“ｲ|､]"，呂叔湘(1984)已有悦明。

(1)白活中附子我，称，他及表人物之名同之后，表迭夏数之意又，身文言輩字相当者，北宋

吋通用感，亦用|､]，南宋始有1|､]・其后南方通珸沿用不変。余人始用毎，元人因之。明以后ｲi]字夏申

其勢力子北方，取毎而代之。

呂叔湘(1984)

唇音系里述有一秤是[p],三音捕同比絞多，而且多兄子湘江地区，眼北方的唇音[m],

失系不明。挙例如下：

断江三|､]具[6oIIapola'LiUIb]《三|､]具志》

湖南株州［UollapieNiQ]《湖南省志第二十五巻方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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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音系数量比唇音系列尚多，北方以ll1西南部、南方以氷南方吉区的湖南、江西、湘江、

I'~末等地多兄。具体分布地区及其形式如下：

lll西|司喜具[quotgu]《山西方吉燗査研究扱告》

11｣西叩城具[v9?"E]《山西方言凋査研究扱告》

ll｣西佳子具[9otgu]《山西方言凋査研究扱告》

安徽桐陵［9oIItiQ]「桐陵方言妃略」（《方言》1983.No.2.)

湖南||缶湘

江西高安

湖南衡叩

湖南玩陵

福建松渓

江西南羊具琴城慎

江西永手具恩江領

[UoIIdiQ]《湖南方言燗査扱告》

[UollliQ]《客譲方言比較研究》

[UoIIninlb]《湖南省志第二十五巻方言志》

[lalazula]《湖南方言燗査扱告》

[aqlatsaqlbneiOlb]<|到珸研究》

[UoIIIa,LiIIIb]《客競方言比較研究》

[UoII@iQ]《客競方言燗査扱告》

圦轄体上米看，湘江、福建、r水、江西等省主要使用街音系列，河北、山西的大部分

地区、囚川等主要使用唇音系列，湖南、江赤，山西南部使用的形式比較夏朶，各林系列井

存。

排除式力単音措的地点也不少。集中分布在山氷、lh西地区，兄外江湖地区、湖南、福

建也有分布。具体形式挙例如下。

[ni] 只兄干弥州《沢珸方言i司江》

［090k] 「~未新惠、斗|､]具、江|､]市白沙等地《珠江三期洲方言同江対照》

[Oa] 断江詔共、渚萱、安吉、余杭、荒山《斯江方言同》

[Oan] 石家庄、湖南常徳等《普通活基朏方言基本同7[集》

[gun]/[guan]福建花岩、直|､]、泉州、潭州等《|珂珸研究》

[tsaN] 山永梁111《梁山具志》

地閤c力第1人称単数和良数排除式嫁合地圏，主要看単数躁排除式的第1音措声母之

|可的美型、相互共系，以及各癸型的分布特征。

首先看第1人称単数在全国的分布。第1人称単数声母使用最多的是喉音系列，其分布

圦南到北，遍及全土。四川省、湖南省、江西省、〆永省、江弥省、斯江省、山西省等都有

分布，呈現喉音包囿其他友音的局面。

其次是零声母系列，云南省比較集中，男外，在喉音云集的地区，比如江西省，江弥省

等也有一部分零声母散在分布。北方除山西省有喉音以外，河北省、山末省、河南省等地区

均是唇音和零声母井存，勢力均衡。零声母系列分両秤，零声母l系力U系列，零声母2系

力U以外的系列。

圦分布萢囿来看，Ⅸ次子零声母的是唇音系列，唇音系列分西利1，唇音l系力[m/b]系

列，唇音2系刃[u/,]系列。[v]眼零声母的[u]有珸音対厘共系，而且其主要分布区域也在北

方方言区，散布的地区比較寛|詞。所以，使用同祥的杯氾。唇音主要兄子北方的官活地区，

海南島的阿悟也有唇音存在，海南島有[b]和[v],北方多力唇歯音[v]・函者的来厨分升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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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更力合造，但本研究也要看平面分布，所以一井作力唇音系列看待，眼唇音系列用同一

小顔色表示。

男外通有一小部分歯音[s、z、§、ts]系列，散没在各地。其中[ts]力官活区的“ﾛ目”系。

[z]兄子湖江湖州的“実吾''[z9?U]及崇明的“尚"[zQNIII],在崇明,"尚”眼“我"[60

11b]井用。[5]1又児子山西祁|､]的"""[§皿9],在祁｢]"""[5me]IR"我''[aII/0oll]井用。

可児迭些地区述是和大多数沢珸方言一祥，第1人称単数主要使用‘‘我”･男外,[s]兄子江

西婆源[sDIIb],湖南嘉和士活[sall]等。迭些地区只有一ｲ､形式，特別是湖南嘉和四十地点

的土活都使用[sa],而其周辺土活都使用‘‘我''(戸小群2004:101),由此可児嘉和土活的

[sa]更是来厨不明。

其次看第1人称夏数排除式第1音拮的声母分布情況。

排除式服単数一祥，也汪是以喉音系列占鉋対仇勢。主要分布在湘江、江西、湖南、r

末、四川等地区。山西比較夏朶，以喉音力主，其他形式井存。零声母系列散友分布在全国

各地。其次是歯音系列，主要力昊珸地区，数量不多。唇音系列除海南島以外，只見干北方

官活区。眼第1人称単数声母一祥，零声母系列散没分布在喉音区域内。喉音脱高，易変成

零声母，可以圦力零声母的分布眼喉音共系密切。事実上，同一十地方的友音也有不少是新

派力零声母，旧派力喉音的方言。比如ll1西祁|､]的“我”是[aII/9oll]井存。

圦地圏c可以看出，単数眼夏数的分布大致相同，即単数用喉音系的地区，夏数也一般

用喉音，如四川、山西、湖南、江西、ノー当家、斯江等省；単数用零声母，夏数也用零声母，

如｢一家、湘江的一部分地区。但夏数用歯音的地区，単数一般不用歯音，而用零声母或喉音，

如江芯、断江搭界之姓。夏数用唇音的地区，単数一般用喉音，如福建、山末、山西等地。

3.3．第1人称夏数包括式

地圏D力排除式和包括式的比較地閤｡本地閤対有元包括式及有包括式的地点遊行分芙，

看其形志特征及分布情況。需要悦明的是，由子一般的賓料恨少氾裁包括式，所以本地團的

賓料地点比単数及排除式少。

圦地團上来看，南方没有包括式的地点居多，有包括式的地点較少，有元包括式的比例

釣力五比一。

包括式里面，以歯音系列所占比例最多，主要集中分布在北方的山家、山西、河南、河

北等地。男外，断江、福建、ノー末等沿海地区也使用歯音系列的包括式，呈肌歯音系列包国

其他系列的局面。但北方的歯音多力[ts],沿海地区多力[1],夫干其相互共系，鄭良偉(1997)

悦由子福建和北京之|司的大部分方言没有包括式"ﾛ目ｲi]'',所以福建的包括式和北京的"ﾛ帥]''

没有夫系。但本地圏表明，福建和北京之同有包括式的方吉井不如鄭良偉(1997)所悦只有

河南、江明、常州、元錫等地。所以，鄭良偉(1997)所挙事実有待避一歩旺実。

其次力喉音系列，多兄子江西省、湖南省的籟悟区，以及福建省、r末省、江赤省，男

外湘江省也有几小地点有分布。零声母系列整体数量不多，散友分布在福建、湖南、r西等

地，其中又以福建比較集中。

圦有包括式的地点来看，包括式的声母和排除式的声母共系没有排除式和単数的共系緊

密。但是，包括式用喉音系列的地点，其排除式一般用喉音，単数也用喉音，即単数一排除

式一包括式都使用喉音系列。包括式力零声母的地点，排除式以喉音力多兄。包括式力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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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地点，排除式使用喉音系列。反辻来悦，排除式力喉音系列的地点，有包括式的地点

多。其次排除式力零声母的地点，包括式力閃音系列的也不少。

包括式里比較特殊的力使用排除式的声燗屈折形式，包括式与排除式的区別只是声燗不

同。比如湖南江永（黄雪貞l983)。江水方言的包括式力[ie2'nLU2']/[ie2'ni2'],排除式力

[ie'3nLu55]/[ie'3nis5],丙者之|司只有声燗不同。其実，男外也有用声燗、酌母等屈折形式表

示単数和夏数之区別的地点。比如，湖南鯖山，第1人称単数力[Oollb],夏数力[Oola](戸

小群2004:51);「些末江|､]臼沙，第1人称単数力[Oai23],夏数力[Uok23](甘干恩1997:352)。

但是，迭是否能算沢珸方言的一利'普遡性的突型則有待今后的研究。除此以外，用“大家”

之癸的要素来表示包括式的共有四姓，分別力福建上杭、院末惠州、詔失、香港。夫子其他

形式的包括式，毫者男有洋釧探i寸・男外，逐有不少地方有包括式，只是本地圏以具力単位，

具以下的盗料不能反映到地團上，洋釧情参看張盛開（2006)。

4．結悟

以上就沢珸方言第1人称代同的芙型及分布地圏遊行了分析，得出如下錯陀。

・1人称単数主要元音以O系力首位、其次力A系，呈現北方A系、中部O系、南

方A系的ABA分布。

・夏数排除式的第2音枯声母以歯音系列力多，南北都右分布，其次力唇音系列。

・有包括和元包括対立的地点比例大釣方5比1,包括式第1音拍声母以歯音系列

力多，其次力喉音系列。

・第1人称単数和排除式第1音拮声母共系緊密，一般使用同系列的声母。但包括

式除喉音系列以外，一般不眼排除式使用同系列的声母。

・単数一排除式一包括式均力喉音系列的地点有将近10小地点，分男'｣在福建、江

西、湖南、山西等地。

本文｛又対地圏的分布遊行概刈，夫子形成咳分布的原因等将在今后逃行洋鋼分析。本次

所作地圏因資料有限，尚不能悦明沢珸方言的全貌。今后将増加賓料，再倣錦密的地圏，遊

行深入考察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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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干i又珸方吉中“弓”的量洞’

一以弓禽曽呈同的共系力中心一

中川裕三、冨永清美

0．前言

如所周知，北方方言中汁数‘‘弓”吋多用量同‘‘匹"，迭是十分明晩的。然而，在沢珸其

官方言中如何汁数“弓”？却是ｲ､不甚清楚的l可題。本文根据此次枳累的有夫禽曽量同的数

据，対中国各方言中“弓”的量同与禽曽量同之|司的相互共系遊行了考察。

l.先行研究

我ｲﾛ首先来概括一下有夫“弓”的量同的研究成果，迭里重点着眼子“匹”的用法。2

l.l."匹”的厨吋性研究

王(1958)圦力，弓的“匹”字句其官禽曽的量同相比，出現得要早，先秦吋代就已姪存在。

王挙出了如下西周金文的例句：

芋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馬口匹，孚車舟雨，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舟八羊

迭小例句中除弓用“匹”外，牛和羊是用表示自身的名同来代替的。迭利'表現法在英珸

中被称力echoclassifier,指同利,剛に的夏制使用。上句中，対人的汁数也用了名i司“人”字。3

"(1965)也叺力“匹”的出現較早(如，《書・文侯之命》:"馬四匹"),但不同的是，文1

叺力“匹”最初使用苑囿較r~，除弓之外也用干其官曽美。后来使用萢囿逐漸鏥小，到了南

北朝吋オ固定子汁数弓。下面是“匹”用干弓、牛的例句。ヌリ叺力迭秤肌象是“辻渡吋期悟

吉内部某些部分暫吋失燗的現象"。

莱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左傳》襄公二年）

弓在当吋迄諭、哉争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遠大概是“匹”字較其官曽美所用的量同

出肌得早的主要原因。后来，不知力什公牛等曽美也加入了“匹，’的萢陦。筆者叺力“匹”

的典型指示対象皮咳一貫是弓。

l.2.Gd匹”的共吋性研究

“匹"原本是汁数弓吋使用的量河,但"匹"字在現代沢珸中偶示也用干其官曽芙｡王(1955)

圦力，現代沢珸中偶示也有用“匹”来数乎的吋候。郭(1962)挙了用“匹，，来数略駝的例子。

Chao(1968)也圦力'"匹”可用干数罪。ヌリ(1965)鼠然承圦有用“匹”来数弓以外善美的用法，

！本文原稿方中川(2006)。本中文稿対原稿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2本文中只提了“匹”用干曽美的例子。

3此秤用法早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就已姪出現辻，但到周朝“匹”オ升始用干弓。清参照Yau(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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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迩是圦力“匹”最主要的用法(乃然是数弓。井叺刃用“匹”米数乎在普通活中是没有

任何根据的。

如此可児，夫子“匹”的指示対象有着多利1看法，那公，弓和賂駝、罪迭些劫物究寛有

着悠祥的共系I尼？美子迭一点,Thi(1992,1994)拭着圦原型理陀(prototypetheory)的角度作了悦

明。THi根据WangLianqing対北方人的淵査結果(即有把‘‘匹”的使用萢囿抄展到螺子和略駝

的情況，但是抄展到罪的情況只有一十人)叺力，“匹”的共吋典型指示対象｛乃然是弓，螺子、

略駝1又次之，位干最辺録的是恥。即是悦，“匹”的包括萢塒呈肌出以弓力中心的典型模式

(prototypeeffbct)。此萢時内，之所以包含到絡舵、螺子以及罪，是因力迭些功物在“形状”

和“功能”上与弓恨相似。

‘‘匹”的迭秤典型模式，已瑳在中川(1999)対二十名中国北方人遊行的何巻凋査中得到了

印柾｡

下面是圦中川(1999)燗査結果中抽出“匹”所整理的“次序表"・部分功物因元人用“匹”

而省略。

迭小表中品示了用“匹”来汁数功物吋的基本次序，依弓、略駝、螺子、卯逐漸減少。4迭

十肌象与Tai(1992,1994)的分析基本一致。可児，至少在北方方言中“匹”的典型指示対象是

弓。

南方方言中‘‘匹”的使用状況H前1乃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推測，即使“匹”的非典

型指示対象与北方方言有所不同，但用干弓｛乃然是十分典型的。

l.3.@6匹”与“只''@G''的共系

中川(1999)圦刃北方方言中“匹”与“只"、""的共系大致如下：禽美及小幼物的“只”

和牛、叩等大型劫物的“尖"，在外延部分互力重畳，分担了几乎所有大小功物的汁数任各。

而弓美的‘‘匹”字与“只"、“尖”的萢時是重畳的，如下圏所示。

画
く 染

A B

匹
Ｃ

A:小幼物

B:大型幼物

C:弓及被圦力弓弓ﾎ||似的幼物

C

4在迭↑“次序表”中，除了弓、賂駝、螺子、罪以外，汪有狼、河弓等美。迭一点,TBi未曽渉

及泣。狼的位實仮次子弓，河弓位干螺子和罪的中|､可。其官曽芙当位實子鹿以下。美子迭里用“匹”

的原因，述有待避一歩燗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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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I 2 3 4 5 5 7 7 7 10 10 10 13 13 13 13 13

幼物 弓 狼 略駝 螺子 河弓 叩 腱 豹 狗 狐狸 海豚 海豹 犀/|： 獅子 猪 大象 羊

人数 20 18 14 10 6 6 3 3 3 2 2 2 1 I 1 1 1



THi(1992,1994)承圦，在大多数沢珸方言中，就最同的用法来看，劫物与其宮元生命的事

物以及姐銀是有区男|｣的。因此圦力‘‘只”是禽曽萢陦内的通用量同(generalclassifier),@$匹”是

弓、“条”是狗和牛、“尖”是牛弓和猪、“口”是猪的考用量河(specificclassifier)。而迭些考

用量同仇先干通用量同“只”来加以区別。s

中川(2004)燗査i正明，硫実有恨多方言用‘‘只”来汁数所有的禽曽，但也存在着i午多不同

的情形。美子送一点，第三帯中将逃一歩展升陀述。

Thi(1992,1994)述指出，夫子弓，在杵多方言里“只”和"x"多用子口語，而“匹”是

用子更正式一点的村面晤的。換句活悦，一介方言中可能有同吋使用“只”或“尖”以及“匹”

的肌象，二者指示対象相同，但依文体而区別。在中川(1999)的|可巻燗査中，用‘‘匹”的二十

人里，有四人也使用了“尖''字。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旧刎力以下四条：

①到目前刃止，“匹”一頁是弓的寺用量同。

②“匹”的萢陦呈現出以弓力中心的典型模式。

③在部分方言中，与咳方言中其官禽曽通用量同相比，考用干弓的“匹”字赴干仇先地

位。

④寺用干弓的“匹”和其官禽曽通用量河井用吋，依文体有所不同。

近年来，方言研究有了絞大的遊歩，相共量同的数据也在逐漸羊富，但｛乃然有片面、峡

少系銃性的向題。尽管如此，如果把迭些数据加以嫁合整理吋就有可能友肌新的規律。我1|､］

在査|河了有夫中国方言文献的基朏上，対“弓”的最同的使用情況遊行了凋査。下一桔，将

根据凋査的結果，対其遊行分美整理。

2．沢珸方言中“弓”的量同

凋査結果晶示，根据‘‘弓”的量同分美，可以把沢珸方言分力以下九科美型。其中，“条”

以下部分是Tai(1992,1994)没有指出的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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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失
小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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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兜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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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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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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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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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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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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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６
’
６

迭九美方言的分布状況大致可以用[地圏A]来表示。由子資料有限制，我1|､]没有把所有用

法都弄清楚，地目上的空白力賓料峡乏所致。

sThi圦力'"只”是在有生性(animacy)圦知萢陦内的獣圦杯氾(default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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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不管在南方或北方，沢悟方言中均分布得較力r一だ。

"只"：主要分布干隼南的南方方言地区。北方地区用“只”的仮限干北京。6

"尖"：以福建北部力中心，亦分布子福建相郭的斯江南部、江西末部、ノー末北部、貴州

等地。北方地区，吉林北部有一姓，吉海末部亦有一姓。

"十"：分布区域較ﾉｰ砦，主要分布子北方，同吋r永珠江三角洲地区亦絞集中分布。在安

徽中部、湖南南北部也有介例。

"快"：共西姓。山西南部有一姓。男一姓在峡西南部。

"条":主要集中分布子ﾉｰ州珠江三角洲地区至戸一永北部萢園内，井一頁延伸至r一末末部、

江西末部、福建北部、斯江中部地区。湖南南部和湖南西北部也有十例。

"行"：{又分布子福建北部内一姓。

"兜"：｛又分布子r一家西部内一姓。

"拉"：Ⅸ分布子r末北部内一姓。

圦凋査錯果来看，弓的量同称美校多，其中部分量同校力集中，除十別例子之外，任江

以北几乎被“匹，，和‘‘↑”所占据。相反，南方的情況相当夏朶，但“只”和“尖”的分布

区域是比校明晩的。

同一方言中，量同的井用状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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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用的情況在[地閤A]上通辻符号的重言来杯明。既有井用，亦有按仇先順序区分的情況，

但{又依地團是元法遊一歩加以区分的。男外，同一地区内有耐林以上方吉井存吋，符号的重

畳井不代表量同的井用。7

3．禽曽量同

如第一枯所述，根据中川(1999)的燗査鈷果，我ｲﾛ可以知道“只”和“尖”至少在北方方

言里起着禽曽通用量同的作用。但是，在中川(2004)的凋査中亦表明，不同方言中禽曽量同的

使用情況也大不一祥。対“只”与“夫”的失系加以分析后，我ｲﾛ友現了三秤方言美型的存

在。

"只失”型：禽美和小幼物用“只"，大型幼物用“夫”的方言

"只”型：所有禽曽均用“只”的方言

"夫”型：所有禽曽均用“尖”的方言

6北京方言用“只”来数弓，迭一結果依据《双珸方言同江・第二版》，但中川(1999)的凋査結果
与之相反，井未没現“只”用干弓的情況。

7因地團上元法分辨，故迭十結果是根据原数据判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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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称美型的禽曽通用量同可各旧納刃：

"只失”型方言中力“只”和“尖”

"只”型方言中力“只”8

"共”型方言中力“尖”

在淡到通用量同吋，我1|､]恨容易朕想到北方常用的“小”字。Thi(1992,1994)指出，在r－

末和海南的若干十方言中，通用量同‘‘↑”既可用子一切事物也可用子部分劫物。

因此，圦禽曽通用量同的視点出没，我1i]逃一歩対方言数据重新遊行了分析，其錯果表

明，除上述三朴美型外，述存在着以下三美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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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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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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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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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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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所有禽曽均用

型：所有禽曽均用

型：所有禽曽均用

”
”
”

小
決
条

“
“
“

的方言

系銃（“快"、“俄"、“槐"、“乖"、“外"、“骨”）的方言9

的方言

迭三称美型的禽曽通用量同亦可旧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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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團B]表示上述六秤美型的分布状況，其分布情況大致如下。

"只失”型：以北方力主，井r~だ分布子南方的湖南、貴州、r西、云南，以及圦湖江、

江西、福建西部、南部延伸至r末中部、南部地区。

"只”型：主要分布干隼南的南方方言地区，大致赴干‘‘尖”型区域的外部。北方地区，

山西中部有一姓、末南部亦有一姓。

"尖”型：以福建北部力中心，井延伸至福建相郭的斯江南部、江西末部。在湖南南部

和海南島也有十例。

"十”型：分布区域較院，主要分布子北方。男外，恢末珠江三角洲地区亦較集中。在

四川末部、貴州永部、湖南西部、南部、｢~西北部、断江南部也有↑例。

"快”型：集中分布子山西中部。

"条”型：共両姓。福建的“共”型区域内有一姓。男一赴在湖南西北部。

通泣上述対[地閤A]和[地團B]的整理，我ｲ|､]可以看出'"弓”的量同与禽曽量同有着密切

的失系。如果把[地團A]和[地團B]加以対照的活，我ｲi]会友現,[地閨A]中“匹”的符号与[地

gB]中上述六林美性的符号均有重畳的情況。男外,[地團A]中其官量同的符号与[地團B]中

8部分“只”型方言中的“只”不仮用干禽曽，而且汪用子“某些成対的末西中的一十"、“器具”

等。迭神情況如普通活中通用量同“介"，盾参照中川(2002)。
9迭些量同相当子普通活中的“小"･依地区不同，里有用其宮同的情況，但是其用法在功能方面
恨相似。情参照《双珸方言珸法芙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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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

相厘符号亦有重書的現象，如[地閤A]"只”的符号杯示萢圃弓[地閤B]"只”型符号基本車

替。但也有不同的情形，下一枯中，我ｲ|､]将対此作逃一歩的考察。

4．“弓”的景同与禽曽量同的共系

下表杯示了“弓”的量同与禽再量同的失系，由此対各癸型方言内使用量同的規律作逃

一歩的分析。当咳量同出肌在G6X''芙型方吉吋，用"+",反之用“－”来表示。用“－”

肘，包括関林情況，一是在i4X''美型方言中不存在使用咳量i司的方言，男一十是没有相共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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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称美型的方言内，均友肌有用“匹”的情形。“匹”跨瓠域分布，即跨多神禽曽爺同

癸型而肺淀分布，迭意味着自古以来“匹”作力寺|､]用干弓的最同延用至今日，而且‘‘匹”

在各林禽曽量同里也有相当砺定的位聟。

“只”用干“只”型，“尖”用干“只失”型和“尖”型，迭意味着在相底的方言中，対

弓亦可使用当地的禽曽通用量同。但是，“只,'在“只失”型方言中使用肘，井非属“只失”

型固有的用法，因力在“只失”型方言中弓是皮咳届干“尖”的萢陦的。10美子“只失”型

中的“只"，基本上可以用“只”型和“只失”型相重脅的情況加以悦明。我ｲi]友肌了“只共”

型内用“只”的某些方言有与“只”型符号重書的情形。由此我ｲi]可以叺力，迭些方言同吋

属干“只”型和“只共”型。

“ｲ､”在“小”型中使用，迭一情況亦意味着当地的禽曽通用量同可用子弓。“小”在“只

失”型方言中使用吋，基本上可以用“十”型和“只失”型相重畳的情況加以悦明。我1｢]友

肌了“只失”型内用‘‘↑”的某些方言有与“十”型符号重畳的情形。因此，送些方言亦可

圦力同吋属干“十”型和“只失”型。

‘‘条”的情況比較特殊。“条”在“条”型方言中使用，可以叺力与上述当地的禽曽通用

量i司用干弓的情形相同。如“只',型里的“只"、‘‘共”型里的“共"、“小”型里的“小"・但

已錘没現有“条”分別存在子“只失”型、“只”型、“小”型的例子。送些美型中‘‘条”的

使用情況至今尚不清楚。

在迭次的凋査賓料中，我ｲ|､]没有友明“決”在“快”型中的使用情況。不泣，畝然禽曽

量同述不清楚，但砺実存在着用“峡”来汁数号的方言，而且在其宮方言中，述存在着用当

'0根据中川(1999)的凋査結果，井非存在“只”用子弓的情形。清参照脚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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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禽曽通用量同来汁数弓的情形，刃此在“快”型中用“快”的方言恨有可能存在。

根据上述考察，［地閤A]中"g''的量同井用的情況可整理如下：

"匹”和“只"：在“只”型或“只失”型方言中，存在着“匹'，和禽曽通用量同“只”

井用的情形。

"匹”和“尖"：在“共”型或“只失”型方言中，存在着“匹”和禽曽通用量同“共”

井用的情形。

"匹”和“十"：在“↑”型或“只失”型方言中，存在着“匹”和禽曽通用量同“十'’

井用的情形。

"匹，'和“条"：在“条”型方言中，存在着“匹”和禽再通用量同“条”井用的情形。

“匹”和“条，，的井用亦存在子“只”型或“↑”型方言中，但迭西利美型中“条”

的使用情況尚不清楚。

"条”和“只"：在“只”型方言中，存在着“条”和禽曽通用量同“只”井用的情形。

但是，“条”的使用情況亦不甚渭楚。

思而吉之，“匹”与其官量同的井用，杓成了寺用量同与通用量同的基本美奈。

5．錯束珸

在本文中，我1i]対沢珸方言中“弓”的量同与禽曽量同之|司的相互共系逃行了考察。主

要詰陀是，依据“弓”的量同分美，沢悟方言可分力以下四美：

①仮用寺用量同“匹”的方言

②収用禽曽通用量同的方言

③寺用量同“匹”与禽曽通用量同井用的方言

④使用其右量同（“行"、“兜"、“拉"、“条”）的方言

在①美方吉中，至少是在悟吉方面我ｲ]可以姶弓以特殊的地位。！｜在②美方吉中，弓的

地位井不特殊，与其官禽曽有着同祥的地位。圦①和②西林相昇美型方言存在的情形来看，

今后需要圦各美方吉中対弓在社会活功中的作用加以考察，迭超越了珸言功能研究的萢陦。

男外，像③美那祥的井用情況悦明在咳方言中量同之|司井非相互排斥，迭究党是不是如

Tai(1992,1994)所悦的名面晤和口珸的区別I尼？需要我ｲ｢]今后要作逃一歩的燗査。夫子④美的

“行"、“兜"、“拉"，不仮方言点各{又カー姓，而且其禽曽量同亦没有完全弄清楚，因此汪需

作更逃一歩的凋査。男外，“条”本来是用子細条形末西的量同，其用法汪有恨多不明之赴，

需要与其官曽美的用法結合在一起遊行考旺。

最后，本文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可以用子其官禽曽量同的分析。今后，姪皮把考察対象

＃展到数据較刃半富的潟、猪、牛的量同中去。

'’我｛i]可以圦力用“匹”区分弓与其官曽美，鈷果致使汁数弓吋曽姪使用泣的通用量同被逐漸淘

汰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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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杓助同“的”的同形及其来源

三木夏隼

l.前言

本文先介招相当子結拘助同“的”的同形及其在全国的分布情況，然后主要対南方方言

的詰物助同与量同、指示代同的同形遊行比較，吋陀詰杓助同的来源。

2.分美方法

描絵地圏A的目的是助同‘‘的''按声母的美型遊行分美，井概汎其分布情況。其中逸出

声母力補音66k''的同形絵干地圏B･地圏C表現的是姑絢助同、量同、指示代同等各十同形之

|可美系。

3.各同形及其分布情況

圦地圏A可以看出，最主要的萌小同形是[t]俎和[k]",呈現南北対立分布。[t]蛆同形大

都是“的”，分布在任江以北(河南除外)、湖南北部及西部、福建西部。[k]姐逓布子末南部，

其中最多的同形是“十”，男外“其"、“既"、“介''等的同形也包括在内(参看地團B)。

[g]俎、[6]俎集中在江弥、上海、湘江的沿海部，迭丙神同都是力[k]俎包囿的。

［の]姐集中在福建沿海部,也零星分布在r~末、斯江、安徽、山末、河北。［り]姐只兄子両

小地点，散布在斯江和福建。

[n]俎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末部，也兄子山西南部、山末北部。[1]蛆分布在河南、河北

西部、山西未部。

[ts]姐只兄子両十地点，散布在江弥、青海。

4.各同形的解軽

曹r~順(1995:143)対近代沢珸的拮杓助同作了炉淀銃汁后提出:"或杵圦唐五代到現在，

‘小，和‘底(的)，夫系始葵如一：‘小，是用干南方某些方言的助同，‘底，是官活中使用

的助同｡”石硫智、李i内(2001:317)也指出:"在近代沢悟中，来自普通量同的‘令，和来自

指代同的‘底(的)，任期党争鈷拘助同的位萱，最后‘十，在杵多南方方言中取得了肚利，而

‘底(的)，則在北方方言中成了惟一的錯杓助同｡”如上所述,[t]俎同形(="的'')湿布子北

方方言，以“↑”力代表的[k]俎同形分布在南方方言，符合曹、石、李氏的考察。

下面解粋各同形的来源。

迄今力止，対干“的”（也就是[t]姐同形)的来源,有i午多研究者加以探吋。呂叔湘

(1943:127-130)分析了恨多古代沢珸的例子后提出，珸中和珸尾的“底(的)"都是来自“者"'

因力“者”后来不1又友展出可以紫眼在名同之后表顎有的用法，而且也兼有逹接修怖珸和名

同中心沼的用法。王力(1958:318)圦音鈎上悦明,"底(的)''是圦“之”変来的。有些研究者

主號‘‘者”、“之”両十河都眼“底(的)”有密接共系，如祝敏初(1982:196)叺力'"底(的)"

既来源干“之”，也来源干“者"・但是最近石銃智、李油(2001:305-325)否定‘‘底(的)"与

“者'，、“之”之I司的淵源共系，狸凋‘‘底”是圦其原来的指示代同功能独立没展成力詰杓助

同的。他ｲ｢]述悦明：在結杓助同“底”没有声生以前，修怖珸和中心珸之同常元任何杯i己，在

133



唐代中期“数十景十名”詰物硫立而帝来突推力量，要求一般修怖悟和中心珸之同也有一十

珸法杯妃，迭就是結杓助同‘‘底”芦生的劫因。

按照石、李氏的悦法，以“十”力代表的[k]蛆同形来源干量同，眼北方的来自指代同的

詰物助同呈肌一十明兄的対立。[k]釧同形中，除了“十”以外'"其"、“介”等同也都是圦

量同演変力鈷杓助同的。比如悦，李如戈(2001:50)指出'"其”在福州活用作量同吋候暎其

本音ki53(叩平燗),用作助i可“的”吋候漠経声kio｡G@介”分布在湘江ｿ咳州、江西南部、福建

西部､r末末部及西部｡噸妙M水(2001:5)指出，一些客家活里，詰物助同“小"漠的就是[kai](R

西、秀蒙、高州新洞、阻西塘口等)。述有其官的芳旺，即《干都方言同典》的同条“介”中

有量同和結絢助同的例子。例如:三介[kai22]桃子(三十桃子),祢介[kaio]老婆(作的老婆)。由

此可児，“介”能看作“十”的変音。

氷南渚方言中的[⑭]、[g]、[6]、［U]各姐同形也能圦力是圦量同演変的。首先以[の]同形力

例，噸妙泳(1997:338)把福建迩城(新泉)方言的定中詰物杯i己e35看作"1､"的弱化音，因力

量同的"十"宇也有[ku93/93/935]三村武音(后西十届干弱化音)｡李如加2001:50)也指出,|珂南

活里見到的i午多鈷拘助同"D[e]''可能是圦景同‘‘其'，斐来的。[g]蛆同形集中干昊培地区，

如武[gg?]的地点是上海、昆山、洲､ﾄ|、常州等。以上海方言力例,桟乃茉(1998:84-87)解粋：

一百年前的上海活里，‘‘十”有関十清声母的暎音[ku]、[kA]・上海活友展到現在,"1､"只

有在逹同的用法(相当子“那公”的用法)和量同定指用法中(如：“小人”＝迭十人)保持清声

母[k9?],在別的用法中全都油化力[gg?],或者弱化力[69]･有[6]蛆同形的地点也在昊珸伽域

内：金山、永康、嘉呉、南7[具周浦領、宇波等。例如:在金山“↑”有函十i実音[ke]、[69]。

有[O]俎同形的地点是湖江云和、福建福州。在云和，“小”有函↑暎音[ke]、[9E]・在福州，

“其”有函小漢音[ki]、[Oi]･因此可以悦[6]、［0]蛆同形都是圦k声母的量同演斐的。

[n]、[1]蛆同形的来源可能是近指代同。史秀菊(2003:56-59)介招山西||缶椅方言的詰杓助同

“奈"[laio]吋，玖力“奈”是山辺指代同“那”演変而来的，因力“奈”和“那”在||缶掎同

音･地述提出：匂''缶掎相郭的市具，如迄城、万莱等地的近指代同“那”也iZ[naio]或[laio](有

元､声母的差別)，“那”与“奈”在迭些市具均力同音字。男外，噸妙泳(2001:3)也提出山末

折源活的迩指代同“那”也有相当干拮拘助同‘‘的”的用法。例如：

l)迭是梨，那[nA53]是橘子

2）我那[nA53/19]括在巣子上

3）我那[ng]比祢那[ne]好

4）我那[19]括比祢那[19]好

例l)的“那”是近指代河，例2)的“那”可以是近指代同，也可以是結杓助同，両者漢

音不同。例3)4)的“那”力拮杓助同。噸叺力在近指代同友展力鈷杓助同的泣程中友生了珸

音上的弱化，即:[nA53]→[ng]→[19]・筆者逐没肌在云南几介地点逸指代同弓錯杓助同的同

形相同。例如：

安宇那[n92'2]/的[n944]《安宇方言志》(1993)

玉溪那[ng2'3]/的[ng44]《玉溪市賓料迭刊．玉溪方言志》(1985)

可以叺力在迭些地点近指代同也友展力結杓助同。夫子[n]、[1]蛆同形的来源有別的可能，

即:[t]姐的声母演変力[n-]、[1-]声母。但目前没有充分的旺据，迭些向題汪待研究。

[ts]姐可能是圦[t-]声母演変而形成的。比如悦，在吉海西宇普通活的[t-]声母芥歯呼的字

音念[tsl],即:的[tsl"]、イ氏[tSl44]、地[tSl2'3]、弟[tSl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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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

江西，一頁到込ﾉｰ一家沿海。①之内的(5)分布在②、③区域的界銭上;圦任江河口通泣斯江、

江西到迭r~末。①之内的(4)服③区域的西部、北部砒逹，分布在湖南北部与南部、lll西、四

川、云南、ノ当西。但因力没有貴州、r~西一帯的洋畑賓料，現在汪不能戈11=(4)分布区界銭。

筆者叺力，力了探索南方方言的量同、指示代同与鈷杓助同的失系，我ｲ｢]要注意“十”

的来源。浦汝燕(1982:33-45)指出，景同“小”在双珸本身伐不到珸源，但是其珸音面貌和珸

法作用却眼台珸接近，以下挙些台珸的淀指量同:壮珸(武喝)ka:i/ki、俸珸（西双版餉)ko、

布依珸ka:i・因此浦解祥，沢珸量同“↑"是来源干台梧｡他逐提出，在台珸中名同帝同尖，送

些i司失来自量同，但是虚又的，例如:俸珸(徳宏)kake(鵠子)､katsai(昌潤)､廸ja:0(白雪)。

沢珸南方方言中有些小劫物的名称是双音拮的，其中第一音猜的方言本字往往元考旺，勝指

出迭些字是同失,例如：

蝉螂katsua?(EI､])、kala(福州)、坦tsat(j-州)、kuOza(温州)。

八奇:k且dul～（泉州)、kadiり(原|､])、kadiO(潭州)、唾､の(甫田)。

他逐査|河了古百越居住的地名用字，友現一些冠首字有同失性,例如：

“十”：ﾉｰｰ西的令濠、↑傍、小I|内。云南的十旧、イ､弓。

古昊越地名的“子”：干越(竹括妃年)、干潜（沢括・地理名)。

古昊越地名的“句”：句章（沢拍・地理褐)、句容（沢括・地理括)、句元（国悟・昊

珸)、句余（山海曇）

‘‘十”字届干歌部，“子”字属干色部、“句”字属子侯部。勝分析在上古音歌部和色部

主要元音相同,都是a・色、侯是郭駒，可以相押的地方恨多。因此迭三小字同属一美。

根据以上的陀据，浦狸凋合珸量同的珸法作用“用作名同同失”曽在周秦吋代r淀使用

子沢珸南方方言。他述得出如下的錯陀，即：一般圦力原始沢藏珸没有(有汁数作用的)量同。

圦現代和坊史上的各利収藏珸来看，原始沢藏珸是富子河失的。所以我ｲ|､]把“用作名同同失

的量同十名同”当作最原始的底居。“有指示性辰的量同十名同”迭ｲ､結杓模式来自“用作名

同同尖的量同十名同",看作是沢悟南方方言的台珸底居句法錯杓。迭朴底居表現子沢珸南方

方言中的量同普遍兼用作指示代同。“数同十量同十名同”（例如：三十人）及“名同十数同

十量同”（例如：人三十）迭些模式中的量同有帯助汁数的作用，后起干“用作名同同失的

量同十名同"、“有指示性辰的量同十名同"。

其実査|河了先秦吋代的量同使用情況，有汁数作用的量同汪没友展起来，量河村美和使

用的次数均不多。称(1992:279)提出，以《左侍》力例，十体量i司1又用了七介,即“人''(37

次)、“乘”（33次)、“西”（2次)、“匹”（6次)、“品''(1次)、“張''(IW、"""(1

次)。美子‘‘小”来悦，只散兄子其官文献，十数少i午，如：

負服矢五十十。（筍子・似兵）

一介負矢，将百群皆奔。（国珸・昊珸）

圦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瀞所指出的主號“南方方言的量同帯同共、指示性辰，都是台珸

底居句法詰杓”値得注目。但是力了決定量同功能演変途径是“指示性>汁数作用”汪是“汁

数作用>指示性”，我ｲi]iA力文献資料的陀旺逐不鴫。目前可以断言的是，南方方吉的量同本

身能帯指示性辰，所以夫子“小”的功能演変，筆者要提出存在第四十途径④“量同／指示

代同＞詰拘助同”的可能性。迭小推測和途径①、②、③不太矛盾；途径②可以包括在途径

④里。在途径①､③中,量同都得通辻指示代同防段，筆者叺力南方方言的量同原来帯指示性

辰，圦量同友展到指示代同，不存在吋|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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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音拾重畳式形容同后鐙的悟音分美及其地理分布

大西博子

0．引言

在現代双悟方言中，単音枯形容同重畳AA式普遍存在着，但至子其后面帯上的珸素（本

文叫作“后毅'')，各地方言的表迭形式井不完全一祥。如普通活一般域カル化，第二音枯変

明平，如“好好ﾉL''64慢慢ﾉL"・但上海活不ﾉL化，一般用“叫”尾表迭，如“好好ﾛﾘ”“慢慢

ﾛﾘ”等。，悪体上，迭美后鑛在末南沢珸方言中較力羊富。本文汎察迭美后綴在現代沢珸方言

中所呈現的分布情況。

0．1凋査対象

形容同重畳式主要分布在状珸、定悟、渭悟、ネト珸四秤句法位置，一般宜子作状珸（朱

徳煕1956:18)。据燗査銃汁，単音拮形容同重畳AA式作状珸的能力比双音拾更狸（朱景松

2003:11)。因此本文以AA作状珸吋帯上的后毅力対象描絵地圏。有些方言中,AA只能作状

珸。比如在昊悟中，只有少数形容同如“慢、好、経”等能移重言，而且迭些重書式只能充

当状悟。作状悟的后鐙，圦句法功能上悦，皮咳ﾛﾘ作副同后鐙，但圦形容同重畳后附迭小特

点看，本文迩是把此后穀定力形容同后嬢。

普通活中，“慢慢凡走”又可以悦成“慢慢ﾉL地走"・本文仮把AA后面第一↑悟素作力

対象遊行付陀。其実迭ｲ､位萱上出現的悟素井不都是后殿，有吋可用詰物助同，但本文圦杓

同法上的特征着眼，把AA后面附加的成分一律叫作“后綴"・因此本文所悦的“后鐙”与通

常的后毅含又有所不同。

0．2分突方法

美子形容同重畳式后毅的方言差昇,早就有人注意到了（超元任1926,朱徳煕1980,1993

等)，現在迭方面的凋査氾最較力多兄，圦不少方言材料中所列的60AA几＋幼同”迭一珸法

例句中可以得到形志方面的初歩了解。我ｲi]共捜集了487十渦査点，其中166イ､点弓作“ﾉL'',

其余321十点列出“几”以外的后毅，一共收集到了70多稗表現形式。本文首先把迭些后鐙

分成西大美：ノL尾和非几尾，然后対各美后鐙所包括的同形遊行珸音上的分美，井且現察其

地理上的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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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几尾(地圏A)

在現代沢悟中，形容同重畳AA式作状悟吋，常常加上“几”字，遠大釣是在元明吋期

升始的（太田辰夫1958:321)。目前“ル”是現代双珸方言中最力活妖的后鐙，但官主要分布

在任江以北的北方地区，而在-K忌江以南的南方地区却少児。目前后綴“ル”通常以几化形式

表示，但在某些方言里逐湊成一十独立的音令。仮就現有的方言材料而言，后毅“几”的珸

音形式大致分力以下三美：巻舌元音、平舌元音和鼻音。

】筆者曽対迭些后鐙遊行了珸音上的分析，按声鈎母的不同把官旧力ll､[ts]"[tc",[tci-]

"[s",[z#,[n]"[n-n]yg,[1]"[t]"[k]*,[n/-r]JE(大西2004)。但由子方言材料的不

断増ﾈﾄ，后来没現了更多的培吉事実。因此本文采用新的分美方法，重新対迭一后籔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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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ts-¥

声母包括塞擦音和擦音。其中塞擦音占仇勢，主要分布在昊珸、籟珸、湘珸和客家活等

方言中，而在北方方言中却少兄，只在山西、甘粛、宇夏等中一些方言点。擦音的数量井不

多，主要分布在湖北末部的“楚珸”地区以及断江末南沿海地区。

2．1．1塞擦音

声母包括[ts][tc][dz]m,其中[ts]声母在客競昊方言中較力多児。如福建達城“子[tsai]'';

江西南昌“子[tsl]'';江西安逸“恵[tse]";上海“仔[tsl]'';江弥丹日"ml[ts&?]"等。迭些同

形大都源干“子、仔、恵”等表示指小意又的后報，又是名同后壌，但用子形容同后毅吋，

只出現在AA后面。客籟方言中86AA子”表示程度弱化，含有喜受的感情色彩，可児“子”

有小称和愛称等珸法意又，迩没完全虚化。但昊悟中6GAA仔”和"AAII'',其后嬢本身井

没有小称意又。其実“則”兼有結杓助同“地”的作用，如江弥丹！日和漂水等方言中，“則”

既可充当詰杓助同，又可充当劫志助同，相当子普通活的“着”或“了"･用作結杓助同的同

形姪児子晋珸里。如山西日曲“地[tsei]'',其音値呈然与湘南方言的“仔[tsei]"相同，但“地”
只能充当状悟，不作名同后毅。

[tc]声母主要分布在湘珸和昊悟，通常写作66I即、尼、叫"・如湖南漣源“p即[tci]'';斯江

三1,]@@ja[tci]'';上海“ﾛﾘ[tcio]''等。其中“ﾛﾘ”仮在昊珸，而且其鈎母形式和珸法功能都与

其官[tc]声母后鑛有所区別(洋児2.l.3)｡$<p即”和“温”都通常帯上其官后毅一起出現，如G4A

A家p即''C@AA介氾”等，但雨者的悟法作用井不相同:"I即”表示小称和愛称又，作名同后

毅，述用作状志形容同祢氾，不仮用子AA后面，述可用干其官格式的状志形容同后面，而

“温”没有美似的珸又，只用子AA后面，其分布萢園却恨窄。

[dz]声母是零星分布，如漸江永嘉“忌[dzi]'';湖南詔山“p即[dzi]''等。迭些都是[t9i]的弱
化形式，“忌”来自“温”尾。

Ⅲ声母也是零星分布,如r末日江"子[tlei]'';r末示昌販塘"恵[IIE]'';斯江云和"姪min]''

等。“姪[可iO]"可以圦力“温”的凡化形式，即是其后面加上ﾉL尾的悟音形式:tci+j>胸。
2．1．2擦音

声母包括[s][G][5]m[z],弓作“式、勢、是、似”等几小字。如江西上沈“式[sl]'';江西

黎川“式[Gi?]'';湖北虹安“勢刷'';r-宋達山“是[li]";斯江温州“似[zl]''等。其中[s]美声

母只在湖北和江西等中一些方言点，其功能与d3AA子”基本相同，但官往往含有消扱意味。

如湖北英山的d8AA式ﾉL"表示指小意又，但表示的感情色彩井不是枳板的，則是遺憾、椀

惜、不太満意等消板意味(除淑梅1996:67)。湖南益日的CdAA斯"(徐慧2001:227)和福建武平

的d8AA尿子"(毎春招2002:174)也同祥含有消板意味。

[z]声母武作[zl],只在断江和ﾉー 当家等中几十方吉点。備末平近有65AA子"格式，迭十"子”

多弱化方[zl]或[nzl](評修鴻2001:40)。但昊悟中[zl](又限子小別AA后面，已看不出其本又。

2．1．3“叫”尾

弓作“叫、交、較、郊'，等来自效攝鈎母字，只不泣是方言同音字而已，宮只是形容同

AA后附的成分，没有小称或愛称又。分布地点佼在昊珸，其中北部昊悟占仇勢，而在南部

昊珸中却少見。其実官是厨史上到晩近オ出現的后綴。在明代昊悟的文献中，只有66AA里”

或C$AA能”格式，其中G0AA里”用得較多（石汝蒸1996:133)｡@$ﾛﾘ”的早期形式力“教",

官在Edkins(1868)的著作中己姪可以看到，但只有“慢慢教”一例。到了20世妃初,"教”升

始普遍起来(大西2005a:280)。但失干其本字，至今述没令人満意的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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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n/1-系

声母包括[n]和[1]･同形按其駒母音値的不同又可分力両芙：汗剖尾和鼻鈎尾。

2．2．1升鈎尾

有些同形兼有鈷拘助同“地”的作用，如河北荻鹿“哩[li]";河南杷具“哩[nei]";山西

沁具“Ⅱ勒[le?]";福州“ﾛ礼[1E]'';安徽職具‘‘地[lee]''等。其実荻鹿、妃具、沁具等方言中都

相当干普通活“的”的成分，但謬具和福州等方言中只能充当状珸，其音値与“的”的成分

有所区別：黙具“地，'≠“ｲ､[ka]'';福州“ﾛ礼，'≠“其[i]"・

有些同形只作形容同后毅，宮主要分布在客競湘昊等方言里。如江西石城等客家活中，

“哩”用作状志形容同杯氾，不{又作AA后殿，述可作其官格式的状志形容同后報。官呈然

兼作鈷拘助同“地”的作用，但其珸又美似干古沢珸形容同后報“然"，相当子“……的祥子”

(普毅平2002:185),因此本文把官旧力形容同后鐙3．

如江西南昌和高安等競珸中有60AA子”和@GAA里”之別,<0AA子”用干枳板意又的

形容同，主要用来作定珸、渭珸和状珸，而64AA里”用干消板意又的形容同，用来作ﾈﾄ珸(ヌリ

鉛蓋l999:692)。互ﾈﾄ現象汪児干湘珸里。如湖南益I日66AA哩”在珸法功能上和G6AA家”

C<AAIWi""AA公，'等格式差不多是互ﾈﾄ的，其中66AA哩”的主要功能是作渭珸和状珸(崔

振隼1998,徐慧2001)｡但昊珸中@$AA里”只不泣是其官格式的替換形式,如湖江荒山有“叫、

里、仔”三神后壌，其中“仔”只限子“慢慢仔”一例，而“叫”和“里”在多数情況下可

以互換，只有乍別同限用“叫”或者“里”（大西2005a:277)。

有些方言中“哩”不仮作形容同后毅，述可作名同后報。如江西永修“仇[li]";江西大余

“哩[l&]'';江西麦溪“仇[li?]'';福建辰汀“例[le]/哩[lei]'';福建安溪“仔[na]''等，迭些又是

名同后報的形式相同。

2．2．2鼻鈎尾

有些同形帯鼻音鈎尾,主要分布在昊珸中上海､温州等几介方言点｡如湘江温州"能[naU]";

平日l$D[neU]'';上海"能[ngn]";湘江武又"当[naU]";浦江d@jt[lgn]''等,迭些鈎母都是登

餉字。温州“能”有“似的”的珸又，既能出現在副河性成分之后，又能出珈在状志形容同

之后，杓成形容同渭珸（《温州方言同典》315頁)。但上海“能”只用干老派,1又限干小別A

A后面(杵宝隼等l988:427)。其実“能''可以追朔到含有‘‘如此”又的指示代同，如温州活中

“能”又是指示代同‘‘迭久、迭祥”的形式相同，因此有人圦力后毅“能”是由指示代同虚

化而成的(浦汝燕1980:120)。上海活中“能”也保留着“似的”的珸又，含有“迭公、迭祥”

的意思，在旧上海活里和今上海郊具活里常用(銭乃茉1997:68)。其実用作指示代同的“能”

屡兄干唐宋吋代，当吋与“迭公，那公”等字眼有相当的作用(呂叔湘l985:295),而在明代昊

珸的括面氾裁中已姪可以看到“能”友展成力状珸榊己的用例(赫汝燕1980:120)。

2．3t-系

此系同形圦形志和功能上的特征分力函美：一是用“地、的、得”等沢字形式表示的同

形，其功能包括鈷杓助同和形容同后報，有的也可作名同后壌；二是用“点、雌、Ⅱ的”表示

的同形，主要用子形容同后，表示程度略微，相当子普通活“一点ﾉL"的成分。

3迭癸后嬢基本上相当子普通活的“的”或“地"，但宮所杓成的短珸只有副同性和形容同性，不

具有名同性。宮井不出現在定珸和中心珸之|可，也不杓成体河性的‘‘的”字詰杓，与普通活的分突

権架有同有昇。其実迭美后綴相当干朱徳煕先生所提到的北京活的“的2”（兄く悦“的''>1961)｡

本文根据朱先生的分析，把此后壌旧入到形容同后壌的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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