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力 5汉越语研究 6对历史
层次的探索和启示

李小凡

提要 王力先生的5汉越语研究6(1948 )将越南语的词汇系统分为
越语词和汉越语词两层 ,将汉越语词的字音系统分为汉越语 !古汉

越语和越化汉语三层 "王力先生半个世纪前对历史层次的探索至

今仍富有启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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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历史层次分析是 20 世纪80 年代逐渐兴起的一种理论方法 , 目

前正在向纵深发展 ,但尚未成熟定型 "而早在 1948 年 ,王力的 5汉越语研

究 6已经对作为域外方言的 /汉越语 0的历史层次现象做了翔实的描写和深

入的分析 "他的这一探索相当超前 ,其中有些思想对当前历史层次分析的

理论构建仍有启示性 "

一 ! 5汉越语研究 6对历史层次的探索

5汉越语研究 6发表于 5岭南学报 6第 9 卷第 1 期 ,长达 128 页 ,相当于一

部专著 ,是研究越南汉字音的扛鼎之作 "汉越语即高本汉 5中国音韵学研

究 6所用3 种域外方言之一的安南译音 "

((汉越语研究 6依据越南语的文献 ,参照汉语中古音 ,归纳出越南汉字音

的声韵调系统 ,进而与汉语方音和古音做比较 ,深入探讨了一系列语音演变

和音韵史问题 ,发现了不少在汉越语中仍然保存而在汉语方言中已趋消失

的音韵史证据 ,例如:

喻母在 5切韵 6系统里显然分为两类: 喻三和喻四,非但在中古有别 ,它

们在上古也是有别的"可惜在汉语各处的方言里无从证明这一种分别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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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越语里的喻三和喻四截然不紊 ,这是很好的一个证据 "

又如:

在韵摄中,鱼虞是没有分别的,在汉越语里 , 它们的分别却是十分清楚

的"一个遇摄分为4 个主要元音 ,这是汉语任何方言所没有的现象 "

再如:

粤语本该有一m 的 ,但广州 /察 0 !/品 0都读 p即 "汉越语 /察 0 !/品 0都能

保持着字尾一m ,这是很难得的"

5汉越语研究6对汉语音韵史研究的价值众所周知,但它对越南语和越南汉

字音历史层次现象的描写和分析长期以来却未引起学界关注 " /历史层次

的本质是共时语言系统的同一层面内若干对当语言形式成系统地并存共

现 0(李小凡 ,20 10) , 5汉越语研究 6首次揭示了越南语词汇和越南汉字音中

的此类现象 "越南语中表示相同意义的语素往往有两个: 一个构成汉越语

词 ,用于文言,源自汉语;另一个构成越语词 ,用于白话 ,源自泰语或高棉语

或来历不明"例如:

同意义的两个字 ,其中往往有一个是汉越语 ,用于文言 , 另一个是泰语

或高棉语或来历不明的字 ,用于白话"例如:

汉字 文言(汉越语) 白话

六 lue6(lue6sue,六畜) sau , (sau, thang,六个)

天 thi en , (thien -dang,天堂) 9101, (giya4gioi,天空里)

难 nan , (gian ,nan ,艰难) kh ", (kh ", biet,难知)

见 kien, (ehyng , kien,证见) thoy, (e", th oy, khong ,看见吗)

又如 ,在汉越语词 /贫贱 0(bon ,tien6)和越语词 /贫家 0(nha,nghEo, )中 ,

意义为 /贫 0的语素有 bon,和 ng hEO,两个词形 "此类词形不同 ,语用环境和

词语风格不同的同义语素成系统地并存于越南语的词汇系统中 ,形成词汇

层面以语素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层次 "

汉越语词作为越南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历史层次 ,其汉字读音自成系

统 ,这个字音系统中又有叠置并存的对当语音形式 ,从而形成语音层面以音

类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层次 "越南汉字音的主体层是唐代借入的汉字读音 ,

除此之外 ,另有一些汉语借字的读音比唐音更古老 "例如 ,汉越语的 /雁 0读

作 nhan6 , /鹅 0读作 ngan .,后者不合唐音 "这是因为上古汉语 /雁 0与 /鹅 0

同义(((说文解字 6:雁 ,鹅也 ") , "ga n .其实是上古汉语 /雁 0的音 ,而汉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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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雁 0另有一个来自唐音的读音 nhan / ,实际上是一字两读 "其异读表现为

声母和声调的双重叠置 "两个读音中,nga n .比 "hane 更古老 "

另一种情况是 ,有些越南汉字音借入之后发生了音变 ,比唐音 /多走了

一步 ., "例如,匣母字在越南语中往往有两种读音:划 hoa ch 6/va ch / !祸 hoa 6/

va / !镬 ho ac 6八ac 6,前一读来自唐音 ,后一读由前一读演变而成 ,其音变历

程为:

匣母合口呼的字 ,本来应该是读 hw 一的 ,后来有些常用字的仁h 8失掉了,

只剩一个 1w 2,又变为1v 8(其实越南的V 与w 颇近似) "

王力主张以历史的 !系统的眼光考察语言演变 "他(1984 )在谈到治学

经验时说:

语言的历史发展也是系统的"从一个时代变到另一个时代 ,是一个新

的系统代替一个旧的系统 "它不是零零碎碎地变的"所以我们研究语言史

决不能零敲碎打 ,而必须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全面的审查 "

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将越南汉字音分为 /古汉越语 0 !/汉越语 0和 /汉语

越化 0三个不同的系统:

所谓古汉越语 ,指的是汉字尚未大量传入越南以前 ,零星传到越南口语

里的字音 "这个时代 ,大约是在中唐以前 "它们是比汉越语更古的一种形

式"所谓汉语越化 ,和古汉越语恰恰相反 ,它们的产生 ,是在整套的汉越语

传入了之后 "

5汉越语研究 6问世于 20 世纪中叶 ,那时学界尚无历史层次之说 ,但王

力的上述思想与后来的历史层次是一脉相通的 "例如 , 5汉越语研究 6 /鱼虞

两韵的古读 0一节指出:汉越语的鱼韵读y ,虞韵读 u; 古汉越语则分别为 ya !

ua " /墓 0字本作 mua 音 ,其后受唇音影响丧失了 u 音 ,就只读作 ma 而与麻

韵混了" /声调的越化 0一节又指出: /其实声调无所谓越化 ,只有误读 "越

化语声调之不合于汉越语者甚多 0,其中有一条是阳去调读作阳平调 ,所举

的 17 个例字中包括 /墓 0字: m护一m了, /墓 0的三个读音分属于古汉越语

(m a) !汉越语(m o6) !越化汉语(m o, ) "三十年后 ,罗杰瑞(1979 )也分析了

越南语 /墓 0字的读音 ,与王力如出一辙 "他将闽语词汇分析为汉代 !南朝 !

晚唐三个时代层次 ,并指出:

上面所说的情况不是闽语独有的 "借入越南语的汉语词汇可以分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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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层次"比方说 , /墓 0字在越南语里有三种说法: m / ,m 6,平6 "这三种形

式正好分别属于上面所说闽语的三个层次"

王育德用日文撰写的博士论文 5闽音系研究 6(19 68 )据称与今天的历史

层次分析法 /几乎完全一样 0(秋谷裕幸 !韩哲夫 ,201 2) ,而5汉越语研究 6仍

比之超前二十年"王力探索历史层次的学术眼光令人叹服 ,其中的学术营

养更值得吸取 "

二 ! 5汉越语研究6历史层次观的启示

近年来 ,语音层面的历史层次分析正在向纵深发展 "其基本思路是从

共时音系中将来自外音系的层次离析出去 ,以求确保构拟原始语所依据的

语音形式都是本音系固有的 ,因为 /历史比较法所能还原的是每一个语言各

自独立地在没有受到其他语言影响的情况下产生的语音演变 0(秋谷裕幸 !

韩哲夫,20 12 ) "这种思路基于以下认识: 叠置着若干历史层次的共时音系

混杂有本音系和外音系的不同成分,性质并不单纯 ,故需将外来层次离析出

去;离析后的历史层次要么是原始音系自行演变的某个阶段 ,要么是从外音

系借入的 ,其性质径渭分明,一成不变 "

5汉越语研究 6则认为历史层次形成之后还会发生变化 ,其性质可能变

得模糊不清 "汉越语本是越南语的外来层次 ,但借入越南语后 ,有可能跟越

南语的固有层次融为一体,其性质就不再单纯 ,层次也难以离析:

所谓古汉越语 ,指的是汉字尚未大量传入越南以前 ,零星传到越南口语

里的字音 "这个时代 ,大约是在中唐以前"它们是比汉越语更古的一种形

式"所谓汉语越化 ,和古汉越语恰恰相反 ,它们的产生 ,是在整套的汉越语传

入了之后"但是 ,前者和后者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都是脱离了汉越语 ,混入了

日常应用的越语里去了的"它们在越语里生了根 ,完全改变了汉家的面目,越

南语里再也少不了它们"将来汉越语也许将会渐趋消灭;但是 ,那些和越南话

融为一体的古汉越语及越化汉语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古汉越语好比汉族人在

越南住了十几代 ,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汉族的血统了"越化汉语好比

汉族人和越南人结婚生的儿子 ,事实上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汉族了 "

这种认识近年来得到了方言事实的支持和学界的认同"朱晓农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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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文大学 /历时演变与语言接触: 中国东南方言国际研讨会 0的口头

讨论中打过一个与 /混血儿 0异曲同工的比方: 江河水从源头流向大海 ,沿

途有百月}汇入 ,其下游的每一滴水都难以分清来自哪一条支流 "

王士元 (2000 )将此类外来层次和原有层次的互动演变称为 /双向

扩散 0:

潮州方言里有力的证据表明 ,两个语言系统混合之后就进入彼此依存

的关系互相影响 "我们创造 /双向扩散 0这个名称来指明, ,,内外部系统

的依存性一旦确立 ,词汇扩散和方言混合就不再矛盾了" ,,这种音变互

动的模式包容了内部的和接触引发的演变 ,可以适用于其他情况下类似的

音变"

袁碧霞(20 11) 将此类外音系借入成分与本音系成分一起发生共时音变

的现象称为层次和演变的 /交集 0:

闽东方言共时音系中却有同一韵母读音兼具音变和层次双重身份的情

形 "这种情形在闽东方言内部具有系统性 " ,,层次是外来源在语言接触

过程中的沉积 ,而非某一语言 自身的内部演变"但由于历史层次分析建立

在对某一语言共时平面的音系分析的基础上 ,那么 ,这原本不同质的两种现

象就可能在共时音系产生交集 "这启发我们 ,对一种语言共时音系层面的

深入认识有时要借助对它不同历史来源的考察 ,而历史层次分析的方法和

理论也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

以上情况表明:历史层次固然可以按其来源分为外系统移借和本系统

自变两类 ,但这仅限于当前的共时系统 "从共时音系中叠置的对当语音形

式入手 ,根据它们在有据可凭的早期音系中的音韵地位 ,凭借它们的文白差

异 ,可以将早期音系到当前音系这一时段内未发生 /双向扩散 0而形成 /交

集 0的外来层次离析出去 ,从而确定剩下的历史层次在上述时段内并未混入

外音系成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层次在此之前也从未混入过外来成分 "另

一种情况是 ,外部移借的层次经过叠置竞争最终取代了原有的主体层 ,层次

叠置的局面不复存在 ,这个外来层次也就无从剔除了 "如此看来 ,历史层次

分析未必能够彻底剔除共时音系中的外来层次 "

历史层次分析以剔除外来层次为己任是为了确保构拟原始语所依据的

语料都是本音系固有的 ,其前提是假设原始语中不包含外来层次 "一般认

为 ,构拟原始语应该遵循这一基于谱系树模型的理论假设 "施莱歇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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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63 )的谱系树模型要点如下:

像达尔文对动植物种类的渊源关系所作的描述那样 ,我们也可以用一

些谱系树来描绘已知的语族 " ,,这里我们只画出印度一日耳曼一个语系

的谱系树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这个语系形成的图景" ,,我们这幅图的含

义,可以表述如下: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较早的生活时期,存在过一种语言,

即印度一日耳曼原始母语;我们从源于这一原始母语的印度一日耳曼诸语

言上 ,有相当的把握推导出这种古老的语言"经过许多代人以后 ,讲这种语

言的人民想必增加了,并且分散了开来 ,在不同的居住地区逐渐形成了不同

的特性 ,于是 ,从一种语言中便生成了两种语言,也可能存在过若干种语言 ,

但只有两种得以生存下来 ,继续发展 "所有后来的语言分化也都以同样的

方式发生 "上述两种语言的每一种 ,本身又多次卷入分裂过程"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语言是否真实存在 "施莱歇尔对此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确凿地证明,某些语言分化成了更多的语言 !方言或土语 ,对

有些语言和亲属语言 ,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它们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因为它

们的早期形式在文字中基本保持了原貌" ,,而在这样一些语言中真实存

在的东西 ,我们可以假定也存在于其他的语言里 ,尽管后者的早期形式已经

消失得无影无踪 "

值得注意的是 ,坚持用严格的历史比较法依据现代方言构拟汉语原始

语的普林斯顿学派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们一方面剔除书面语中外来的文

读音 ,只用口头使用的白读音构拟原始语 ,一方面又认为这样构拟出来的原

始语包含外来层次 ,并怀疑不含外来层次的原始语的真实性 "罗杰瑞

(1979)指出:

我拟构共同闽语 ,一般假设凡是带鼻音韵尾的闽南话语词都来 自口语

或但俗语 ,因而可以用来拟构共同闽语"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我所拟构

的共同闽语并不是内部一致的方言 , 它包括时代远近不同的成分 , 同时也可

能包括不同地区的次方言 "不过我认为所有拟构出来的共同语都是这种性

质;如果一个语言完全没有借词 ,那才叫奇怪"

秋谷裕幸 !韩哲夫(201 2) 强调原始闽语的不同层次 /叠加在早于原始闽

语的阶段 0,进而认为:

如果原始语包含着层次 ,那些层次都是所有子孙语的共同遗产 "运用

比较方法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些层次 ,要不然所构拟出来的词汇和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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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确地反映真实的原始语"实际上 ,包括运用比较方法而构拟的原始语

在内的所有语言也都包含着不同来源的层次"

基于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历史层次分析法的以下做法 /不一定是对的 0:

通语层次分析法认为原始语(就是说 , 一组有谱系关系方言的共 同祖

先)应该是一个完全没有层次的纯粹语言 ,坚持要把方言所包含的所有的层

次离析后才能开始进行原始语的构拟 "

一般认为 ,若不剔除共时音系中的外来层次 ,就会在原始语中构拟出外

音系的成分;剔除共时音系中的外来层次后 ,依据 /独立地在没有受到其他

语言影响的情况下产生的语音演变 0来构拟 ,就不会将外音系的成分构拟到

原始语中 "而秋谷裕幸 !韩哲夫实际上将外来层次分为两种 ,一种是子方言

自身吸纳的 ,一种是母方言遗传的 ,构拟原始语要剔除前者 ,保留后者 "这

好比父母若有外族血统 ,必定会遗传给子女 ,而子女自身不一定与外族结

合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 "不过 ,语言的擅变并无谱碟可查 ,若无确凿证

据 ,很难断言外族血统出自哪一代 "方言里实际存在的文白异读则是观察

历史层次最系统 !最可靠的语言事实 ,若无语言事实可凭就无法进行历史层

次分析 "将历史层次的世代往上推 ,只能暂时避开当前离析历史层次的麻

烦 ,却无法取消析层问题 ,而年代久远的历史层次是无从离析的 "

综上所述 ,既然历史层次分析法未必能彻底离析外来层次 ,既然原始语

本身也可以包含外来层次 ,历史层次分析的目标和任务就需要重新考虑 "

历史层次分析法不应以构拟原始语为最终目标 ,其作用并不仅仅是为

了弥补历史比较法的局限 "王力将越南汉字音分析成古汉越语 !汉越语和

越化汉语三个历史层次就不是为了构拟原始语 , /而在于希望研究的结果可

以帮助汉语古音的探讨 0"历史层次分析不仅有助于古音研究 ,在 /处理和

解释汉语方言异常丰富的异读和条件不明的特殊音变现象 0(李小凡 ,20 10 )

方面还有着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正如罗仁地(200 6) 所言:

描写某种语言的学者不一定构拟原始形式 ,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

哪种形式可以变成另外的哪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 ,就是了解某种形式可能是

从哪些形式演变过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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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E N T S

T he F orm ati on Of th e C har acteri sti cs of C hi nese D ialeets and th e A n ai ysis

of T heir H如tori cal Strata ##################,, Z heng Z hang Shangfa ng (l)

Stu dies on the D i月陇renees in P ro nun ti ati on of th e Y u (鱼 )Rh ym e C ategory

in M in Di aleets : W ith Som e A dditi onai T hough ts on M ethodo logl cal Is su es

in th e A nal ysi s an d C om Pari son of H isto ri eal S trafa

......................................#####..##################,, C hen Z hongm in (6 )

A b str aet : Th is art iele diseusses the sound stra ta of the Y u rhym e eategory in

M in dial eets by using the anal ytieal m ethod of histori eal stra ta. T here ar e th re e

diffe re nt sound strat a of the Y u rhym e eat ego琢 in M in : the earl iest one -ue ,

th e n ext one .. , and the m ost re eent one -y. W e holds that the thre e sound

stra ta are in taet in So uthern M in , w hile only tw o sound stra ra oeeur in the 比st

of M in . F inal ly w e diseusses th re e im Port ant issues in the analytieal

m eth odology of histori eal stra ta.

K 盯 w ord s: histori eal stra ta ; the Y u rhym e eatego尽 : lirerary and eolloq uial

re ading ; the soun d stra tum of literary re ad ing : the sound stra tum of eolloq uial

re ading

E xPl ora tion and E 戒gh te nm en t on H isto ri cal Strats fr om W ang Li,5 StU dy

on Ha n一Yu e 切ng 解ge(汉越语研究 ) ###, ###########, #####,, Li 儿ao fa n (27 )

A bstra ct : In M r. W ang Li.5 Study on Ha n一Yue 玩咭u卿 (1948 )(汉越语研

究) , th e word s in V ietnam ese w ere divided into 枷0 eat egories: the w ords of

V ietn am ese and the w ords Sino一V ietnam ese , w hile the p ronuneiations of S ino-

V ietu am ese w ere divid ed into thre e diffe re nt strata , w hieh w ere S ino-

V iein am ese , aneient Sino一V ietn am ese and V ietnam ization C hinese. W e th in k

th at M r. W an g Li,5 explora tion of h istori eal stra ta 15 still instru etive to this day.



了万3

) C O N T E N T S

K ey w ords: W ang Li ( 王 力) : Sino一V ietnam ese; historieal strata; the

reeonstru etion of Pro to一lan gU age

A Stud y on the R ela ti ons hi P of L ite ra ry an d C olloq uial R ea山ngs and the

S oun d Strats in th e H ao R hym e C a te go ry in Sou th ern M in D ialec ts

#######################################################, #######,, L in Ze而n (35 )
A b stra ct : T 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literary and eolloq uial Pro nuneiations of

H ao rhym e eatego尽 in Southern M in dialeets has been eontro versial fo r severa l

years. This eontro versy refl eets seholar s, diffe rent u nders tand ings on the

phonologieal strata of H ao rhym e eate即理 in M in D ialeets. T his art iele , based

on the eom parison of syneh ro nie and d iaeh ro nie data in M in dialeets , analyzes

the sound stra ,a ofH ao rhym e eatego叮 and try s to elari fy these disPutes. Th ere

are three d iffe rent sound strata of H ao th y.Tn e eatego仔 in M in dialeets : Stra tum

A , as the fi rs t stra tum , 15 ehara eteri zed by the m ixture of a eolloq uial stra tu m

of H ou rhym e eategory . Stra rum B is m 议ed w ith a eolloquial stra tum of Ge

rhym e eategory , and diffe rs fro m the pro nuneiation of Y ao th ym e . S tratum C ,

the latest stratum , 15 eharaeteri zed by the m ixture of the litera ry read ing of Y ao

rhym e eatego即. A ft er fi guri ng out the re lationshiP of diffe re nt stra ta , it 15

eon石rm ed that the Pro nuneiation of 一au 15 re ally a m ixture of two diffe re nt

sound stra ta.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 it 15 m y argum ent thatthe judgln ent

of native sPeaker. s fe eling on litera 叮 and eolloqu ial re adings 15 basieal ly

re lia b le .

Ke y w ords : M in dialeet; H a1) rhym e eateg叼 ; eolloquial re ad ing : litera 理

re ad ing ; sou nd stratum

A Stu d y on th e C ha ra cteri st ies of H ua n gx iao D iai eet thr oug h th e 扭 Sto ri cal

Strata of X ie 一Z hi G ro即 ###, ###################################,, G uo li (46 )

A bstraet: There are tw o eolloquial stra ta 一i(dental) and 一从(non一dental ) in

the X ie一Z hi 9 oup . T he stratum 一1 15 distri buted in G an d ialeet, X ian g dial eet ,

and H uan群 iao dialeet , pro ving that it 15 the sam e evolution娜 pro eess in the

eonti即 ous are a under a sim ilar sound 一ehanging ru le.

K ey w ords : H uangxiao dialeet: X ie一Z hi 卿 uP ; G an d ial eet

O n L oan w ords fr om o ld C hin ese in L ang uage of Y ao in Z aom 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