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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早在明代已有端倪,清代以来普遍相混。 根据明清时期

的相关文献尤其是各类对音资料,结合现代方言材料,可以总结出泥来母相混的条件、方

向、类型等,有利于深化对四川方音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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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泥来母相混是四川官话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具体音值上即鼻边音不分,一般认为鼻

边音是自由变体。 孙越川指出,语言中完全自由的语音变体很少,四川方言中鼻边音自

由变读是就不同地域而言的,并非出现在个体或者单个方言点中。 换言之,鼻边音的自

由变读可能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方言点中时而读 l 时而读 n,而是不同方言点有的倾向

读 n-、有的倾向读 l-,音位上不对立。 “前人在调查时往往忽略了其实质音值”,在多数

方言材料中,泥来母混同的情况下都“简单地记为 n”,但其实际音值可能有多种不同的

类型①。

四川官话泥来母可以分为全混型和半混型两种,但考察泥来母字音的历史演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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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仅止于此,而应该进一步考察相混的条件和具体的音值,从而归纳出泥来母相混的不

同类型和历史层次。 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情况钱曾怡、牟成刚、孙越川等学者均有讨

论①,但都是针对现代方言材料的考察。 本文拟结合历史文献,尤其是九种《西番译语》

对音材料考察清代前期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情况,并梳理其历史演变的过程。

二、基于《西番译语》藏汉对音资料的考察

2. 1《西番译语》概况

《西番译语》 (丁种本) 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 四川省奉旨采集和编写的一套“汉

语-民族语”双语辞典,共九种,用藏文和音译汉字记录了清代川西地区的藏缅语词。 目

前《西番译语》(丁种本)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故宫藏清抄本;二是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

藏的初编本四种和今西春秋旧藏三种②。 本文所用主要为故宫藏抄录本,同时《多续译

语》《栗苏译语》两种参考了日本藏本。

《西番译语》(后文简称“译语”)是研究清代川西藏缅语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的对

音材料也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译语由四川地方政府采集编写,汉字注音能够

反映当时四川官话的语音特征③。

利用译语研究四川汉语方音,优势在于:第一,与近代传教士文献相比,译语编纂时

代更早,比《西蜀方言》早了 150 年;第二,与时代较早的韵书文献相比,译语能直接反映

汉字音值而韵书只能反映音类;第三,九种译语编者不同,注音汉字对音规律有异,或可

反映清前期四川方言的共时差异。 目前汉语方言学界对此关注甚少,译语文献在汉语方

言研究方面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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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语藏文和汉字注音可以建立对音关系。 由于藏语中鼻边音并不相混,所以可以通

过与汉字对音的藏文的声母,反观注音汉字的声母的音值。 对泥来母字对音情况加以统

计和分析,便可总结出其读音特点。

2. 2 清代九种《西番译语》所见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情况

九种《西番译语》均收录有泥来母注音汉字,可以建立泥来母字与藏文的对音关系,

例如《嘉绒译语》:纳-na(43)
①,乃-les(711) ,尼-nyi(656) ,蓝-nag(360) ,蓝-la(359) ,令-ni(354) ,

力-mnye(95) ,利-li(476) ,等等。 记录尔苏语的《西番译语》(川五)藏文为正字,不具备给尔

苏语注音的功能,但汉字用来注音,可以直接与其记录的尔苏语建立对音关系,例子见

下表②。

表 1　 《西番译语》(川五)泥来母字与现代尔苏语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汉音 相关汉字 现代尔苏语音③ 声母

447 虎 那叭 那 lwa
 

phwa l
199 耳 乃比 乃 na

 

ku n
166 弟 疑朗 疑 / 朗 ȵi

 

nwa ȵ / n
354 红 得业 业 dɛ

 

ȵi ȵ

2. 2. 1 九种译语泥来母对音情况统计

我们将九种译语中所有泥来母注音汉字的对音情况进行统计,得出表 2 的数据。 表

2 声母一列指的是注音汉字的中古声母,“对音-数量”一列指的是与汉字对应的藏文及

其出现的次数,“拟声母”一列是根据对音材料推测的汉字声母的实际音值④。

表 2　 九种译语泥来母字对音统计

译语 声母
洪音 细音

对音-数量 拟声母 对音-数量 拟声母

松潘译语
泥母 n-21;

 

l-12 n / l ny-11 ȵ
 

来母 l-48;n-7 l / n l-12;ny-11 l / 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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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语对音并非绝对严谨,我们进行了对音数据统计,拟测声母与对音材料的主流特征一致,出现频率

高的声母排在前面。



续表

译语 声母
洪音 细音

对音-数量 拟声母 对音-数量 拟声母

象鼻高山译语
泥母 n-20;l-12 n / l ny-6;n-1 ȵ / n

来母 l-26;n-16 l / n l-17;ny-14 l / ȵ

嘉绒译语
泥母 n-42;l-24 n / l ny-3 ȵ

来母 l-21;n-9 l / n n-13;l-11;ny-4 n / l / ȵ

白马译语
泥母 n-25;l-6 n / l ny-23 ȵ

来母 l-37;n-7 l / n l-15 l

栗苏译语
泥母 l-20;n-3 l / n ny-12 ȵ / n

来母 l-26;n-12 l / n l-6 l / ȵ / n

木里译语
泥母 n-10;

 

l-6;
 

ny-3 n / l ny-9;
 

n-1 ȵ
 

来母 l-33;n-10 l / n l-17;
 

n-2;
 

ny-2 l

打箭炉译语
泥母 n-15;

 

l-13 n / l ny-10;
 

n-1 ȵ / n
 

来母 l-28;n-5 l / n l-17;
 

ny-4 l / ȵ

多续译语①
泥母 n-41;l-3 n / l ny-12;n-4 ȵ / n

 

来母 l-30;n-1 l l-37 l

木坪译语
泥母 n-20;

 

l-15 n / l ny-14;
 

y-3;
 

n-1 ȵ / n

来母 l-38 l l-32;
 

n-1 l

2. 2. 2 清代九种《西番译语》反映的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的共时差异

上述九种译语泥来母分混情况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

(1)泥来母基本不混。 《多续译语》:洪音泥母 n-,来母 l-;细音泥母多 ȵ-,来母 l-。

但洪音出现泥来相混的端倪,比例很小(约 3%)。

(2)洪混细分。 《白马译语》等:洪音混、细音不混,细音泥多 ȵ-、来 l-。

(3)洪细皆混。 《打箭炉译语》等:洪音混,但泥母多 n-、来母多 l-;细音泥母多为 ȵ,

来母部分 l-、部分 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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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九种译语泥来母分混类型

类型 译语
泥母 来母

洪音 细音 洪音 细音
特点 备注(相混的方向)

A 多续译语 n ȵ / n l l 洪细
皆分

个别泥母洪音混入来母,读 l

B1 白马译语 n / l ȵ l / n l

B2 木坪译语 n / l ȵ / n l l

B2 栗苏译语 l / n ȵ l / n l

洪混
细分

洪音:互混

洪音“泥母>来母”为主

C 打箭炉译语 n / l ȵ / n l / n l / ȵ

C 木里译语 n / l ȵ / n l / n l / n / ȵ

C 象鼻高山译语 n / l ȵ / n l / n l / ȵ

C 松潘译语 n / l ȵ l / n l / ȵ

C 嘉绒译语 n / l ȵ l / n n / ȵ / l

洪细
皆混

细音“来母>泥母”为主

三、其他资料所见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情况

3. 1 近代传教士文献中的泥来母读音情况

1857 年出版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指出,“很多方言用 l 代替 n 作为声母”,成都的

n-在 i 和 ü 前不变,但其他元音前变成 l-①,即泥母字在细音前读鼻音,洪音前读边音。

1893 年出版的《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中泥来母洪音前相混、细音前不混。 泥母在细音前

读鼻音 n-或者 ȵ-,在洪音前读 l-;来母读 l-②。 1900 年出版的《西蜀方言》中,泥母在细

音在读 ȵ-,洪音前读 l-;来母字读 l-③。 1917 年出版的《华西初级汉语课程》中洪音之前

泥来合为 l-,细音之前泥母读 ȵ-;来母读 l-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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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常喜、刘羽佳:《〈华西初级汉语课程〉音系初探》,《方言》2016 年第 1 期。



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上述四种传教士文献中反映的泥来母读音的情况基本相同,都

是泥母字在细音之前读 n- / ȵ-、洪音之前读 l-,来母字洪细均读 l-,即洪音前的泥来母相

混、细音前不混,与译语 B 类相同。

3. 2
 

韵书等传统文献中的泥来母读音情况

明代李实《蜀语》中泥来母有别,但是已经出现个别混读的情况。 根据刘林玲的统

计,《蜀语》音注材料中泥来母字出现 42 次,其中鼻边音互注的例子只有两个,即“攮-朗、

螺-懦”。 刘文中还举出了明代其他文献中记载的四川话鼻边音相混的情况,包括明代张

位《问奇集》中记载的“怒为路,驽为鲁”以及明代袁子让《五先堂字学元元》所载“蜀音以

南为兰、以囊为郎、以能为伦,盖泥、来互相混也” 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文献所举例子

均是泥母读为来母的情况,而且均为洪音字,《蜀语》两例也均为洪音字。 可见,明代四川

方言泥来母已有相混,而且应是洪音之前泥母字读为 l-。

清代乾嘉时期记录川南内江方音的《常用字义》中泥来洪音不分,部分泥母疑母细音

字合流,结合现代内江方音,推测《常用字义》泥母细音读 ȵ-、洪音读 l-,来母读 l-②,与

同样记录川南方言的《华西官话汉法词典》相同。

清末《音韵画一》(1884)记录了四川射洪音韵情况,其中一二等泥母字混入来母,其

他情况下泥来母不合流,疑母三四等和泥母三四等合流③,推测泥母洪音前读 l-、细音前

读鼻音 ȵ-,来母读 l-。

3. 3
 

现代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情况

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现代四川各地官话方言泥来母均已经相混,但是分混的类型

和具体的读音情况各地有所不同。 孙越川综合考察了《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音

系》及其自己调查的十余个方言点的材料,总结了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的主要类型,基本

涵盖了现代四川官话中泥来母分混和读音的主要情况,如下表所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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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现代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的类型

类型
1 2 3

a b a b a b

开口呼

合口呼

齐齿呼

撮口呼

泥=来 l- 泥=来 n-

泥=来 n / l- 泥=来 n / l-

泥 ȵ≠来 n / l- 泥∅≠来 n / l-

泥=来 n / l-

泥 ȵ≠来 n / l-

泥=来 n / l-

泥 ȵ≠来 n / l-

泥=来 n / l-

孙越川认为,2a 是泥来母相混的初始阶段,其余类型均由 2a 发展而来,并总结出两

种演变路径:

(1)类型 2a>类型 3>类型 1

(2)类型 2a>类型 2b

前一种演变反映泥来母相混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完全相混的过程;后一种演变反映

泥母细音混入疑母,读为零声母,从而与来母“分道扬镳”的过程。

四、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的历史演变

以上分析了清代译语、西方传教士文献、中国传统文献以及现代田野调查材料中四

川官话泥来母字的读音情况,综合考察这四类材料,可以发现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

字音的历史层次和演变过程。

我们把上述四类材料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文献材料,一种是现代调查材料。 历史

文献中泥来母的读音类型分出三个层次或者三个发展阶段,如下表所示。

表 5　 文献材料所反映的明清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的历史层次

层次 文献 泥来母分混的基本情况

一 明《蜀语》等 / 清代译语 A 类 基本分明(洪音有相混端倪,泥>来为主)

二 译语 B 类 / 韵书 / 传教士文献 洪音相混为 n / l-;细音不混,泥 ȵ-≠来 l-

三 译语 C 类 洪音相混 n / l-;细音相混为 n / ȵ-
 

与前文表 4 的现代泥来母读音类型比较,第二层次同于表 4 类型 2a,第一层次比 2a

更早,是泥来母相混的萌芽阶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层次在表 4 归纳的类型中并未涉及。 第三层次即译语 C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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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的特点,洪细均有相混(类似但不同于类型 1),但是洪细之前的音值却有不同,这

与表 4 所列类型 1a 和 1b 均不相同。 这种类型在现代四川官话中也存在,但是在已有西

南官话相关研究中鲜有提及。 根据瞿静的调查,小金县美兴镇、潘安乡、宅垄乡等地泥来

母全部相混,但是洪音前泥来都读 l-,细音前泥来都读 n-;两河口镇泥来母全混,洪音前

都读 l-,细音前都读 ȵ-①。 笔者调查的小金县四姑娘山镇的泥来母读音与两河口镇相

同。 译语 C 情况与之类似,都是泥来母洪细皆有相混,但洪音前泥来母的音值与细音前

不同,可能是现代小金话的早期形态。

综上所述,总结出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的历史过程和类型如下。

表 6　 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的主要类型和历史过程总表

阶段 材料出处
是否相混

洪 细
泥来母读音特点 备注

I 中古音 - - 泥 n-≠来 l- 洪细均不混

II 明代文献 / 译语 A + / - - 泥 n-≠来 l-,少数洪音泥=来 l- 少数洪音混

III

a 译语 B / 现代 2a / 传教士
文献

+ - 洪:泥=来 n / l-;
细:泥 ȵ-≠来 l-

b 现代 2b + - 洪:泥=来 n / l-;
细:泥∅≠来 n / l-

洪混细不混

IV

a 译语 C + + / - 洪:泥=来 n / l-;
细:泥 ȵ / n-≠来 l-,泥=来 ȵ / n-

b 现代 3 + + / - 洪:泥=来 n / l-;
细:泥 ȵ≠来 n / l-,或泥=来 n / l-

洪混细部分混

V

a 现代四川小金等地方言 + + 洪:泥=来 l-;细:泥=来 n / ȵ- 洪细皆混洪细前音值不同

b 现代 1 + + 泥=来 n / l- 洪细皆混洪细前音值相同

说明:(1)上表把四川官话泥来母从分到混的历史过程分为五个阶段,推测最早时候即第 I 阶段泥

来母承袭自中古音,能够区分。 (2)洪、细是对韵母的分类,在表格中表示泥来母出现的语音环境,“洪”

表示后接洪音,“细”表示后接细音。 (3)“ +”表示泥来母相混,“ -”表示泥来母不混。
 

将上表简化,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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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成刚指出,泥母细音读 ȵ-,可以与 Tɕ-组声母构成较为稳定的音系格局,这使得读

ȵ 的泥母相当稳定,不与来母 l-相混。① 据此推测上图 IVb 到 Vb 的演变情况应该并不常

见,但是这种稳定的音系格局并不能完全阻挡泥来相混的过程,虽然泥母 ȵ-稳定、不混

入来母,但是来母可以读为鼻音(即上图 IVa 到 Va 的演变),从而完成泥来母相混的

音变。

五、结语

本文总结了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的类型和历史演变。 有如下认识:

①相混时间: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早在明代已见端倪,清代较为普遍。

②相混条件:洪音先于细音。 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其他西南官话以及江淮官话黄

孝片和 12 世纪西北方言中均存在此类情况②。

③相混方向:洪音相混,“泥>来”居多;细音相混,“来>泥”居多。

④相混类型:主要有四大类型。 其中,泥来洪细皆混,洪音前读 l-、细音前读 n / ȵ-,

或者洪音读 n / l-、细音读 ȵ-,在清代译语中常见,今较少见,以往研究对此关注很少。

⑤具体音值:从译语资料看,泥来母洪音互混,泥母仍多读鼻音、来母多读边音,说明

两者发音并非纯粹的自由变体而仍有一定倾向性,体现出泥来母各自“历史底层”的痕

迹。
 

这启示我们进行方言调查时对所谓“自由变体”应加注意———虽是变体但不见得完

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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