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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地域廣袤，方言種類繁多，但是，信息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方言正在悄然流逝，人們

對地方方言和傳統文化漸漸漠視和遺忘，方言的喪失必將導致傳統文化的失根，所以對方言的重視

和保護很重要。作為一名語言文化研究愛好者，希望通過研究比較更多的方言來讓人們更了解自己

的語言。方言作為母語，在我們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會直接影響到第二語言的習得，不僅存在積極

的促進作用，也存在消極的阻礙作用，這就需要我們對兩種語言進行深刻的了解和多方面的比較研

究。蘇州和合肥分別歸屬於吳語區和江淮官話區，雖然是兩種方言，但是從地理位置上看，相互接

連，可見兩種方言之間一定存在一些共同特點和差別。筆者就蘇州和合肥的語言上進行比較研究，

選擇展現入聲字的中古音在兩地的今讀，分別從方言的聲母和韻母的對比進行分析和解說，以此來

找出兩種方言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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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論

1)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現狀

根據《漢語方音字匯》1)主張中國方言一般分為7種：官話(北京、濟南、西安、太原、武漢、

成都、合肥、揚州等) ；吳語(蘇州、上海、溫州等) ；湘語(長沙、雙峰等) ；贛語(南昌等) ；

客家話(梅縣等) ；粵語(廣州、陽江等) ；閩語(廈門、潮州、福州、建甌等) 這7大方言。但也有

其他學者把中國方言分為八大甚至更多，例如石紹浪的《江淮官話入聲研究》中提到：1937年，李

方桂在《語言與方言》中主張把漢語方言分為8大支：北方官話、下江官話、吳語、客家、閩語、

贛語、粵語和湘語。而後1984年版的《中國分省新圖》(第五版) 又將漢語分為“北方官話、西南

官話、下江官話、贛語、客家話、吳語、湘語、粵語、徽州方言、閩南語、閩北語”十一個區。

現代吳語主要分布在江蘇省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全境，以及江西省、福建省和安徽省的

小部分地區。2)蘇州方言屬於吳語中的一部分。

現代江淮官話，又稱下江官話，主要分布於安徽江蘇兩省的長江以北地區(徐州蚌埠一帶屬北

方方言區，除外) 和長江以南九江以東鎮江以西的沿江地帶。3)合肥方言屬於江淮官話的一部分。

從地理位置上看，江淮官話和吳語相互接連，可見兩者之間的一定存在一些共同特點和差

別。

2) 選題原因

本論文選擇蘇州方言，合肥方言來進行比較研究，原因有以下三點：第一點，為了方便吳語

地區，江淮官話地區，尤其是蘇州和合肥地區的人更好的學習和了解自己區域和周圍靠近區域的方

言。第二點，兩者方言在入聲韻尾的變化上有著很高的相似之處，即入聲韻尾都轉化為收[-Ɂ]尾，

具有很高的可比性。第三點，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如此重要的方言，如今正在逐漸走向消亡，方言

區的人們對方言的使用和關注也越來越少，長此以往，方言的喪失必將造成傳統文化的失根現象，

希望通過收集研究這些方言的形式，能把方言更多更好的保存下來。

3) 先行研究及研究方法

關於蘇州方言入聲字的研究文獻已經有很多，其中著名的有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研究》和錢

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系統全面的對吳語範圍內地區方言進行了說明，趙元任更是提出了把有無

1)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漢語方音字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98，p.3。

2) 候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p.67。

3) 陳浩，《吳語與江淮官話語音比較研究》，合肥：安徽大學 碩士論文，201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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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滂並、端透定、見溪群”這三組聲母當做識別是否為吳語的標準；錢乃榮則是對吳語40多個方

言點都進行了概述，並對上世紀2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吳語語音變遷進行了調查研究。還有很多學

者的學位論文、期刊、專題研究等：如楊佶的《當代蘇州方言語音演變初探》中對新老蘇州方言進

行了對比，借鑒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通過對音演變的動態描述，反映當代蘇州方言語音的易變

性、音變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語音漸變的可能性、音變與生理因素的關係等問題。施俊的<論

南部吳語入聲的演變>中提出，入聲舒化遵循的是“調值相似”原則，與調類無關，認為古陽聲韻

和古入聲韻的演變有先後等。其他還有朱蕾的<皖南涇縣吳語入聲的演變>，謝自立的<二十年來蘇

州方言研究綜述>，石歆苑的<《廣韻》與蘇州方言本字考之“晐”>，楊佶的<當代蘇州方言尖團音

情況的初步考察>等。

關於合肥方言入聲字的相關先行研究也很多，孟慶惠的《安徽省志·方言志》和孫宜志的

《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都對安徽省內的江淮官話代表點“合肥話”的語音系統進行了詳細的描

述。吳波的《江淮官話語音研究》除了對江淮官話區的語音變遷做了研究，還對聲韻調特征進行了

描寫。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期刊，專題研究等，如伍魏的<合肥話“-i”、“-y”音節聲韻母前化

探討>中對合肥方言聲母j、q、x與i、y拼合時，聲母對應為z、c、s，韻母也表現為相應的舌尖元

音，作者認為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i、y韻母的高化繼而前化所造成的。石紹浪的《江淮官話入聲

研究》也對江淮官話的聲韻調進行了詳細的探討。其他還有付靜的<合肥話高母音[i]、[y]的舌尖

化及其動態變化研究>，孔慧芳的<合肥方言聲母變化的研究>，孔慧芳的<合肥方言中入聲調變化的

社會語言學分析>等。

關於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比較的研究也有一些，如陳浩的《吳語與江淮官話語音比較研

究》，得出了兩地語言的很多異同點：吳語區較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全濁聲母系統，江淮官話區則

完全清化；吳語區沒有捲舌音讀法，而江淮官話區有等。孫宜志的《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中對

吳語和江淮官話的入聲讀“Ɂ”尾進行了分析，認為兩者看似是相同之處，實際上性質不同。

朴규정(2017:280)4)提到入聲研究的三種研究方法：第一是對入聲的形成和變化過程進行考擦

研究，第二是對個別方言的入聲進行分析研究，第三是對方言之間現實狀態的入聲差異進行比較研

究。但是這三種方法偏重於描寫變化和差異的現象，都有局限性。朴규정在論文中對他所選擇的語

言區的入聲進行了簡單的描述，並通過理論優化對三種方言入聲差異產生的原因進行了說明。本論

文也是通過傳統的研究方法，對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入聲字進行歸納統計，然後總結出兩者的現

實狀況（今讀），並對兩者間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盡可能的找出其原因。

4) 凡 例

字目

文中所選的入聲例字是根據《漢語方音字匯》中所收錄的字母進行研究的。但是《漢語方音

字匯》中所收錄的字目幾乎都是簡體字，本文中為了方便比較研究全部轉為繁體字。

4) 朴규정，<방언간‘入聲韻尾'의 차이에 관한 소고 ― 메이센 방언(梅縣話)，푸칭 방언(福清話)，베
이징 방언(北京話)을 대상으로>，釜山：《中國學》，2017(61)，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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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音

文中的中古音擬音是根據郭錫良的《漢字古音手冊》5)，郭錫良的中古音系統與王力的中古音

系統(《漢語史稿》) 相差不遠，郭錫良的中古音系統是以王力系統為基礎的。其中王力系統的聲

母不區分“幫滂並明”和“非敷奉微”(根據《漢語史稿》)6)，但是為了方便研究比較上海方言音

和韓國漢字音，也根據守溫的36聲母表，本文將“幫滂並明”和“非敷奉微”區分研究；另外關於

本文中的雲母和以母，依據郭錫良的觀點，分開說明，並且擬音從《漢語史稿》都作[j] ；關於影

母標音，郭錫良與王力系統相差較大，這裡遵從王力系統記作[Ɂ]；日母根據王力的意見，擬音記

作[ɽ]；山母記作生母；全濁聲母改為不吐氣。韻母部分，王力和郭錫良的意見差不多，只有稍許

不同：王力對“緝”韻的擬音為[ǐӗp]，郭錫良對“緝”韻的擬音為[ǐәp]，根據陳新雄教授的《聲

韻學》“緝”韻的擬音也為[ǐәp]，因此本文韻母完全按照郭錫良的擬音。關於中古音聲韻調歸屬

及排列均根據《漢語方音字匯》。

「蘇州方音」

根據《漢語方音字匯》，所涉及的聲母：

p、pʰ、b、m、f、v、t、tʰ、d、n、l、ʦ、ʦʰ、s、z、ʨ、ʨʰ、ʥ、ȵ、ɕ、j、k、kʰ、g、ŋ、
h、ɦ、ø。

所涉及的入聲韻母：

ɒʔ、iɒʔ、aʔ、iaʔ、uaʔ、yaʔ、ɤʔ、iɪʔ、uɤʔ、yɤʔ、oʔ、ioʔ
(文) 代表文讀音，(白) 代表白讀音。

「合肥方音」

根據《漢語方音字匯》，所涉及的聲母：

p、pʰ、m、f、t、tʰ、l、ʦ、ʦʰ、s、tʂ、tʂʰ、ʂ、ʐ、ʨ、ʨʰ、ɕ、k、kʰ、x、ø。

所涉及的入聲韻母：

 ɐʔ、iɐʔ、uɐʔ、yɐʔ、әʔ、iәʔ、uәʔ、yәʔ。

2. 蘇州、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

由於入聲字比較少，為了聲母的規律性研究更準確，這裡的聲母研究中，選取了《漢語方音

字匯》的全部例字(個別有爭議的例字除外) 。

蘇州方言，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

聲母：蘇州：p、pʰ、b、m、f、v、t、tʰ、d、n、l、ʦ、ʦʰ、s、z、ʨ、ʨʰ、ʥ、ȵ、ɕ、j、

k、kʰ、g、ŋ、h、ɦ、ø。

5)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6)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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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p、pʰ、m、f、t、tʰ、l、ʦ、ʦʰ、s、tʂ、tʂʰ、ʂ、ʐ、ʨ、ʨʰ、ɕ、k、kʰ、x、ø。

整理聲母對應結果如下：

幫 p：90個字：蘇州：p：92.7%、pʰ：2.1%、b：5.2%；合肥：p：96.7%、pʰ：3.3%

滂 pʰ：42個字：蘇州：pʰ：100%；合肥：pʰ：100%

並 b：78個字：蘇州：b：97.4%、p：1.3%、pʰ：1.3%；合肥：pʰ：52.6%、p：47.4%

明 m：105個字：蘇州：m：97.2%、ø：2.8%；合肥：m：100%

非 f：33個字：蘇州：f：97.1%、v：2.9%；合肥：f：100%

敷 fʰ：23個字：蘇州：f：91.7%、v：4.2%、pʰ：4.2%；合肥：f：95.7%、pʰ：4.3%

奉 v：34個字：蘇州：v：88.9%、f：5.6%、b：5.6%；合肥：f：97.1%、p：2.9%

微 ɱ：25個字：蘇州：m：38.5%、v：46.2%、f：2.6%、ø：10.3%、ȵ：2.6%；合肥：ø：9

6%、m：4%

端 t：73個字：蘇州：t：96.1%、d：2.6%、ȵ：1.3%；合肥：t：91.9%、l：1.4%、ʦ：5.

4%、ʦʰ：1.4%

透 tʰ：63個字：蘇州：tʰ：93.75%、d：6.25%；合肥：tʰ：89.1%、t：4.7%、ʦʰ：6.3%

定 d：112個字：蘇州：d：92%、tʰ：3.5%、t：4.4%；合肥：tʰ：46.9%、t：46%、ʦʰ：3.

5%、ʦ：3.5%

泥 n：39個字：蘇州：n：60%、ȵ：40%；合肥：l：90%、m：2.5%、ø：5%、ʑ：2.5%

知 ȶ：43個字：蘇州：ʦ：93.3%、z：2.2%、t：4.4%；合肥：tʂ：90.9%、tʂʰ：2.3%、t：2.

3%、ʦ：4.5%

徹 ȶʰ：15個字：蘇州：ʦʰ：100%；合肥：tʂʰ：100%

澄 ：55個字：蘇州：ʥ：1.8%、z：98.2%；合肥：tʂ：43.9%、tʂʰ：52.6%、ʦ：3.5%

來 l：170個字：蘇州：l：100%；合肥：l：87.7%、ø：12.3%

精 ʦ：89個字：蘇州：ʦ：95.6%、ʦʰ：3.3%、ʨ：1.1%；合肥：ʦ：63.3%、ʦʰ：1.1%、ʨ：3

5.6%、ʨʰ：1.1%

清 ʦʰ：62個字：蘇州：ʦ：6.5%、ʦʰ：90.3%、ʨʰ：3.2%；合肥：ʦʰ：61.3%、ʨʰ：38.7%

從 ʣ：66個字：蘇州：z：80.6%、d：1.5%、ʦ：1.5%、ʑ：16.4%；合肥：ʦ：25.4%、ʦʰ：3

2.8%、ʨ：25.4%、ʨʰ：16.4%

心 s：120個字：蘇州：s：97.5%、z：0.8%、ʦʰ：0.8%；合肥：s：46.7%、ɕ：51.7%、ʦ：0.

8%、ʨʰ：0.8%

邪 z：43個字：蘇州：z：93%、s：2.3%、ʑ：4.7%；合肥：s：27.9%、ɕ：55.8%、ʦʰ：7%、ʨ
ʰ：9.3%

莊 ʧ：20個字：蘇州：ʦ：95.2%、ʦʰ：4.8%；合肥：ʦ：25%、ʦʰ：5%、tʂ：70%

初 ʧʰ：24個字：蘇州：ʦ：4.2%、ʦʰ：95.8%；合肥：ʦ：4%、ʦʰ：28%、tʂʰ：64%、s：4%

崇 ʤ：18個字：蘇州：z：100%；合肥：ʦ：11.1 %、tʂʰ：44.4%、z：16.7%、tʂ：27.8%

生 ʃ：50個字：蘇州：ʦʰ：2%、s：98%；合肥：ʂ：32%、tʂʰ：1.9%、s：66%

章 ʨ：82個字：蘇州：ʦ：98.8%t、ʂʰ：1.2%；合肥：tʂ：98.8%、tʂ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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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ʨ ʰ：28個字：蘇州：ʦʰ：100%；合肥：tʂ：6.9%、tʂʰ：93%

禪 ʑ：49個字：蘇州：z：96%、s：4%；合肥：ʂ：66.7%、tʂʰ：33.3%

日 ɽ：40個字：蘇州：z：52.5%、ȵ：35.6%、n：1.7%、ø：8.5%、ŋ：1.7%；合肥：ø：19.

5%、ʐ：80.5%

書 ɕ：59個字：蘇州：s：93.3%、z：1.7%、ʦʰ：3.3%、ɕ：1.7%；合肥：ʂ：88.1%、tʂʰ：11.

9%

船 ʥ：17個字：蘇州：z：88.9%、s：5.6%、ʦʰ：5.6%；合肥：ʂ：82.4%、tʂʰ：17.6%

見 k：266個字：蘇州：k：52%、ʨ：47%、ʦ：0.7%、g：0.3%；合肥：ʨ：46.1%、k：46.

1%、ʦ：6%、kʰ：1.5%、ø：0.4%

溪 kʰ：109個字：蘇州：kʰ：61.7%、ʨʰ：35.7%、h：1.7%、k：0.9；合肥：kʰ：59.6%、ʨ 
ʰ：29.4%、ʦʰ：9.2%、s：0.9%、x：0.9%

群 g：64個字：蘇州：ʥ：89.6%、g：9%、ʨʰ：1.5%；合肥：ʨʰ：37.5%、ʨ：34.4%、kʰ：6.

3%、k：3.1%、ʦʰ：14.1%、ʦ：4.7%

疑 ŋ：82個字：蘇州：ȵ：37.1%、ŋ：29.9%、j：22.7%、ɦ：9.3%、m：1%；合肥：ø：80.

5%、ʐ：12.3%、l：7.3%

影 ʔ：111個字：蘇州：ø：98.2%、ŋ：0.9%、ɦ：0.9%；合肥：ø：91.9%、ʑ：8.1%

雲 j：49個字：蘇州：j：66.7%、ŋ：33.3%；合肥：ø：91.8%、x：4.1%、ɕ：4.1%

以 j：90個字：蘇州：j：92.3%、ȵ：2.2%、v：2.2%、z：1.1%、kʰ：1.1%、ø：1.1%；合

肥：ø：97.8%、ʑ：1.1%、ʨʰ：1.1%

曉 x：82個字：蘇州：h：50.6%、ɕ：48.2%、kʰ：1.2%；合肥：x：50%、ɕ：42.7%、s：6.

1%、 kʰ：1.2%

匣 ɣ：133個字：蘇州：ɦ：66.2%、k：2%、kʰ：0.7%、ʨ：0.7%、ʨ ʰ：0.7%、h：3.4%、g：

1.4%、ŋ：2.7%、j：21.6%、ɕ：0.7%；合肥：ɕ：28.1%、x：63.7%、k：1.5%、kʰ：0.7%、ʨ：
3%、ø：2.2%、s：0.7%

1) 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

中古音中的聲母按照發音方法可以分為唇音，舌音，齒音，牙音和喉音。

唇音

中古音唇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基本保存完整，除了敷母和微母。敷母由送氣音f ʰ變成不

送氣音f ，微母由唇齒、鼻、濁音ɱ表現為雙唇、鼻、濁音m和唇齒、擦、濁音v。

中古音唇音聲母在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幫母中入聲字“迫”字的新讀聲母為“pʰ”，“迫”存在另一種切韻“匹陌切，梗開二，入陌

滂”，滂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表現為“pʰ”；“區別”的“別”字今讀聲母為“b”，這可能是由

於“別”字存在另一種切韻“皮列切，山開三入薛並”，並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依舊保留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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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母中入聲字“開闢”的“闢”字聲母由濁音不送氣“b”表現為清音送氣“pʰ”。

微母中入聲字“勿”字聲母表現由鼻、濁音“ɱ”表現為擦、清音“f”。

舌音

中古音的舌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也有部分保存完整：端母，透母，定母，來母。泥母的

一部分仍然保留為“n”，另一部分則由舌尖中音“n”表現為舌尖後音“ȵ”；知母則由舌面前、

塞、清、不送氣音“ȶ”表現為舌尖前、塞擦、清、不送氣音“ʦ”；徹母則由舌面前、塞、清、

送氣音“ȶʰ”表現為舌尖前、塞擦、清、送氣音“ʦʰ”；澄母則由舌面前、塞、清、不送氣音

“ ”表現為舌尖前、擦、濁音“z”。

中古音舌音聲母在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透母中入聲字“踏”字聲母表現為“d”，“踏”字存在另一種切韻“達合切，咸開一入合

定”，定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就是“d”。

定母中入聲字“特”字、“跌”字、“狄”字和“笛”字的聲母由濁音“d”表現為清音

“t”。

知母中入聲字“啄”字的第二種讀音聲母由舌面前、塞、清、不送氣音“ȶ”表現為舌尖前、

擦、濁音“z”，“啄”字還存在另一種切韻“丁木切，通合一入屋端”；“摘”字的白讀則由舌

面前音“ȶ”表現為舌尖中音“t”。

澄母中入聲字“軸”字由塞、清音“ ”表現為塞擦、濁音“ʥ”。

齒音

中古音的齒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有一部分完整的保存了下來：精母，清母，心母，邪

母。從母在蘇州方言的入聲字中今讀主要由舌尖前、塞擦、濁、不送氣音“dz”表現為舌尖前、

擦、濁音“z”和舌面前、擦、濁音“ʑ”，其中“ʑ”表現的例字尤為多；莊母由舌葉音“ʧ”表

現為舌尖前音“ʦ”；初母也由舌葉音“ʧʰ”表現為舌尖前音“ʦʰ”。崇母由舌葉、塞擦、濁、不

送氣音“ʤ”表現為舌尖前、擦、濁音“z”；生母由舌葉音“ʃ”表現為舌尖前音“s”；章母由

舌面前音“ʨ”表現為舌尖前音“ʦ”；昌母也由舌面前音“ʨʰ”表現為舌尖前音“ʦʰ”；禪母也

由舌面前音“ʑ”表現為舌尖前音“z”；日母由舌尖後、閃、濁音“ɽ”表現為舌面前、鼻、濁音

“ȵ”和舌尖前、擦、濁音“z”；書母由舌面前音“ɕ”表現為舌尖前音“s”；船母由舌面前、

塞擦、濁、不送氣音“ʥ”表現為舌尖前、擦、濁音“z”。

中古音齒音聲母在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一些例外字：

精母中入聲字“雀”字的第二種讀音由不送氣的“ʦ”表現為送氣音“ʦʰ”。

清母中入聲字“撮”字的第二種讀音由送氣音“ʦʰ”表現為不送氣音“ʦ”。

莊母中入聲字“側”字的第二種讀音由舌葉、不送氣音“ʧ”表現為舌尖前、送氣音“ʦʰ”。

初母中入聲字“察”字的第二種讀音由舌葉、送氣音“ʧʰ”表現為舌尖前、不送氣音“ʦ”。

牙音

中古音的牙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一部分也保存了下來：見母的一部分，溪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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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母的一部分。見母入聲字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一部分保持不變，一部分由舌根、塞音“k”表現為

舌面前、塞擦音“ʨ”；溪母的一部分也保持不變，一部分也由舌根、塞音“kʰ”表現為舌面前、

塞擦音“ʨʰ”；群母則完全由舌根、塞音“g”表現為舌面前、塞擦音“ʥ”；疑母中一部分保持

不變，一部分則由舌根音“ŋ”表現為舌面前音“ȵ”，一部分則由舌根、鼻、濁音“ŋ”表現為舌

面中、擦、濁音“j”。

中古音牙音聲母在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一些例外字：

見母中入聲字“擱”字的白讀由清音“k”表現為濁音“g”。

溪母中入聲字“廓”字由送氣音“kʰ”表現為不送氣音“k”。

喉音

中古音的喉音聲母在蘇州方言的入聲字今讀中雲母和以母完全保存了下來；影母則是完全脫

落表現為零聲母；曉母則由舌根音“x”，一部分表現為喉音“h”，一部分表現為舌面音“ɕ”；

匣母一部分由舌根音“ɣ”表現為舌面中音“j”，一部分則由舌根音“ɣ”表現為喉音“ɦ”。

以母中入聲字“育”字的第一種讀音由舌面中、擦、濁音“j”表現為舌面前、鼻、濁音

“ȵ”，第二種讀音則聲母脫落表現為零聲母。

匣母中入聲字“合作”的“合”的第二種讀音由擦、濁音“ɣ”表現為塞、清音“k”，

“合”字存在另一種切韻“古沓切，咸開一入合見”，見母在蘇州方言的表現有一部分為“k”；

入聲字“核”的第二種讀音和“鶴”字由擦、濁音“ɣ”表現為鼻、濁音“ŋ”。

2) 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聲母

唇音

中古音的唇音入聲字在合肥方言的今讀部分仍然保留了中古音的唇音聲母：幫母，滂母，明

母，非母。並母在合肥方言的今讀由濁、不送氣音“b”一部分表現為清、不送氣音“p”，一部分

表現為清、送氣音“pʰ”；敷母由送氣音“fʰ”表現為不送氣的“f”；奉母由濁音“v”表現為清

音“f”；微母的聲母在合肥方言則基本脫落表現為零聲母。

中古音唇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幫母中入聲字“迫”字的新讀聲母為“pʰ”，“迫”存在另一種切韻“匹陌切，梗開二，入陌

滂”，滂母在合肥方言的今讀表現為“pʰ”。

奉母中入聲字“縛”的白讀由唇齒、擦、濁音“v”表現為雙唇、塞、清、不送氣音“p”。

舌音

中古音的舌音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也有一部分被繼承了下來：端母，透母和來母。定母入聲字

在合肥方言中由濁音“d”表現為清音“t”；泥母由鼻音“n”表現為邊音“l”；知母由舌面前、

塞音“ȶ”表現為舌尖後、塞擦音“tʂ”；徹母由舌面前、塞音“ȶʰ”表現為舌尖後、塞擦音“tʂ
ʰ”；澄母由舌面前、塞、濁、不送氣音“ ”表現為舌尖後、塞擦、清、不送氣音“tʂ”。

中古音舌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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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母中入聲字“踏”字的第二種讀音由送氣音“tʰ”變成了不送氣音“t”， “踏”字還存在

另一種切韻“達合切，咸開一入合定”，定母在合肥方言的入聲字中表現為“t”。

知母中入聲字“摘”由舌面前、塞音“ȶ”表現為舌尖前、塞擦音“ʦ”，這一點與蘇州方言

的變化相似。

齒音

中古音的齒音在合肥方言的今讀變化較大，但是很有規律。精母，清母除了一部分繼承了中

古音，在入聲字中絕大多數都分別由舌尖前音“ʦ”和“ʦʰ”表現為舌面前音“ʨ”和“ʨʰ”；從

母入聲字在合肥方言今讀大部分由舌尖前、濁音“ʣ”表現為舌面前清音“ʨ”，一小部分表現為

舌尖前、清音“ʦ”和“ʦʰ”；心母一部分繼承中古音，另一部分則由舌尖前音“s”表現為舌面

前音“ɕ”；邪母入聲字的大部分由舌尖前、濁音“z”表現為舌面前、清音“ɕ”，小部分表現為

清音“s”。莊母和初母都有一部分分別由舌葉音“ʧ”和“ʧʰ”表現為舌尖前音“ʦ”和“ʦʰ”，

另一部分分別由舌葉音“ʧ”和“ʧʰ”表現為舌尖後音“tʂ”和“tʂʰ”；崇母由舌葉、塞擦、濁、

不送氣音“ʤ”表現為舌尖後、塞擦、清、不送氣音“tʂ”；生母由舌葉音“ʃ”表現為舌尖後音

“ʂ”和舌尖前音“s”；章母，昌母分別由舌面前音“ʨ”和“ʨʰ”表現為舌尖後音“tʂ”和“tʂ
ʰ”；禪母入聲字由舌面前音“ʑ”表現為舌尖後音“ʂ”；日母由舌尖後、閃音“ɽ”表現為舌尖

後、擦音“ʐ”；書母和船母由舌面前、擦、清音“ɕ”和舌面前、塞擦、濁音“ʥ”都表現為舌

尖後、擦、清音“ʂ”。

中古音齒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精母中入聲字“雀”字由舌尖前、不送氣音“ʦ”表現為舌面前送氣音“ʨʰ”。

清母中入聲字“撮”字的第二種讀音由送氣音“ʦʰ”表現為不送氣音“ʦ”，“撮”字存在另

一種切韻“子括切，山合一入未精”，精母的合肥方言今讀表現為“ʦ”。

心母中入聲字“膝”字受其他官話白讀的影響由舌尖前、擦、清音“s”表現為舌面前、塞

擦、清、送氣音“ʨʰ”。

莊母中入聲字“側”字由舌葉、不送氣音“ʧ”表現為舌尖前、送氣音“ʦʰ”，“側”存在另

一種切韻“察色切，曾開三，入職初”，初母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一部分表現為“ʦʰ”。

牙音

中古音的牙音在合肥方言的今讀：見母和溪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一部分保留了中古音

的聲母，另一部分由舌根、塞音“k”和“kʰ”表現為舌面前、塞擦音“ʨ”和“ʨʰ”；群母在入

聲字中由舌根、塞、濁音“g”表現為舌面前、塞擦、清音“ʨ”；疑母大多脫落為零聲母，一小

部分由舌根、鼻、濁音“ŋ”表現為舌尖後、擦、濁音“ʐ”，中古音牙音聲母的最大變化就是發

音部位由舌根表現為舌面前，發音方法由塞音表現為塞擦音。

中古音牙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見母中入聲字“包括”的“括”字聲母由不送氣音“k”表現為送氣音“kʰ”。

疑母中入聲字“孽”字、“虐”字、“瘧”字和“逆”字都由舌根音、鼻音“ŋ”表現為舌尖

中、邊擦音“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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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音

中古音的喉音在合肥方言的今讀大多表現為零聲母，聲母脫落：影母，雲母，以母；曉母則

在合肥方言中一部分被保留了下來，一部分則由舌根音“x”表現為舌面前音“ɕ”；匣母則是一部

分由濁音“ɣ”表現為清音“x”，一部分則由舌根音“ɣ”表現為舌面前音“ɕ”。

中古音喉音聲母在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也存在很多例外字：

影母中入聲字“善惡”的“惡”由喉、塞、清音“ʔ”表現為舌尖後、擦、濁音“ʐ”。

匣母中入聲字“合作”的“合”的第二種讀音由擦、濁音“ɣ”表現為塞、清音“k”，

“合”字存在另一種切韻“古沓切，咸開一入合見”，見母在合肥方言的表現有一部分為“k”。

3)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聲母對照表

聲母在兩種語言入聲字中的變化可以用以下表格說明(只在入聲字範圍內) ：

<圖表1> 蘇州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 (1)

中古

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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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滂

pʰ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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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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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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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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ɕ
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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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2> 蘇州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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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

f

v

t

tʰ
d

n

l

ʦ 則 哲 責

ʦʰ 七 撤 插

s 薛 殺

z 雜 夕 澤 閘 若

ʨ 積

ʨʰ
ʥ
ȵ 熱

ɕ
ʑ 捷

k

kʰ
g

ŋ

h

ɦ
ø

j

k

kʰ
g

ŋ

h

ɦ
ø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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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3> 蘇州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 (3)

中古

蘇州

章

ʨ
昌

ʨʰ
船

ʥ
書

ɕ
禪

ʑ
見

k
溪

kʰ
羣

g
疑

ŋ
曉

x
匣

ɣ
影

ø
云

j
以

J

p

pʰ
b

m

f

v

t

tʰ
d

n

l

ʦ 浙

ʦʰ 綽

s 攝

z 舌 涉

ʨ 揭

ʨʰ 缺

ʥ 傑

ȵ 業

ɕ 歇

ʑ
k 鴿

kʰ 掐

g

ŋ 額

h 喝

ɦ 滑

ø 鴨

j 協 越 葉

<圖表4> 合肥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 (1)

中古

合肥

幫

p
滂

pʰ
並

b
明

m
非

f
敷

fʰ
奉

v
微

ɱ
端

t
透

tʰ
定

d
泥

n
來

L

p 八 拔

pʰ 潑 勃

b

m 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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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5> 合肥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 (2)

f 法 覆 乏

t 搭 達

tʰ 塌 特

l 納 拉

ʦ
ʦʰ
s

tʂ
tʂʰ
ʂ
ʐ
ʨ
ʨʰ
ɕ
k

kʰ
x

ø 物

中古

合肥

精

ʦ
清

ʦʰ
從

ʣ
心

s
邪

z
知

ȶ
徹

ȶʰ
澄 莊

ʧ
初

ʧʰ
崇

ʤ
生

ʃ
日

ɽ
p

pʰ
b

m

f

t

tʰ
l

ʦ 則 雜 責

ʦʰ 促 族 測

s 塞 俗 澀

tʂ 哲 濁 捉 閘

tʂʰ 撤 插

ʂ 殺

ʐ 若

ʨ 接 集

ʨʰ 切

ɕ 薛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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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6> 合肥方言音和中古音聲母對應關係總表(3)

中古

合肥

章

ʨ
昌

ʨʰ
船

ʥ
書

ɕ
禪

ʑ
見

k
溪

kʰ
羣

g
疑

ŋ
曉

x
匣

ɣ
影

ø
云

j
以

J

p

pʰ
b

m

f

t

tʰ
l

ʦ
ʦʰ
s

tʂ 浙

tʂʰ 綽

ʂ 舌 攝 涉

ʐ
ʨ 甲 傑 額

ʨʰ 缺

ɕ 吸 穴

k 刮

kʰ 闊

x 霍 或

ø 孽 鴨 越 葉

3. 蘇州、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韻母

入聲韻包含：入聲屋：uk、ǐuk；沃uok；燭ǐwok；覺ɔk；質ǐět、ǐwět；術ǐuět；櫛ǐet；物ǐw

әt；迄ǐәt；月ǐɐt、ǐwɐt；沒uәt；曷ɑt；末uɑt；鎋at、wat；黠æt、wæt；屑iet、iwet；薛ǐε

t、ǐwεt；藥ǐak、ǐwak；鐸ɑk、uɑk；陌ɐk、ǐɐk、wɐk；麥æk、wæk；昔ǐεk、ǐwεk；錫iek、iwe

k；職ǐәk、ǐwәk；德әk、uәk；緝ǐәp；合ɒp；盍ɑp；葉εp；帖iep；洽ɐp；狎ap；業ǐɐp；乏ǐwɐ
p。還有痕韻，但是痕韻字較少，本論文未收錄到痕韻字，所以這裡不做研究。

k

kʰ
x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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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聲母對應結果如下：

ⓐ 入聲屋uk、ǐuk共45個例字；蘇州：oʔ、ioʔ、uɣʔ；合肥：әʔ、uәʔ、yәʔ、Ɯ
ⓑ 入聲沃uok共4個例字；蘇州：oʔ、o；合肥：әʔ、uәʔ
ⓒ 入聲燭ǐwok共22個例字；蘇州：oʔ、ioʔ；合肥：uәʔ、yәʔ、y

ⓓ 入聲覺ɔk共17個例字；蘇州：oʔ、ioʔ、o；合肥：ɐʔ、uɐʔ、yɐʔ、әʔ
ⓔ 入聲質ǐět、ǐwět 共22個例字；蘇州：ɤʔ、iɪʔ；合肥：әʔ、iәʔ、iɐʔ、ɿ
ⓕ 入聲術ǐuět 共6個例字；蘇州：ɤʔ、iɪʔ、yɪʔ；合肥：uәʔ、yәʔ、y

ⓖ 入聲櫛ǐět共1個例字；蘇州：ɤʔ；合肥：ɐʔ
ⓗ 入聲物ǐwәt共5個例字；蘇州：ɤʔ、yɤʔ、ioʔ；合肥：uәʔ、yәʔ、yɐʔ
ⓘ 入聲迄ǐәt共1個例字；蘇州：iɪʔ；合肥：iәʔ
ⓙ 入聲月ǐɐt、ǐwɐt共10個例字；蘇州：aɁ、iɪʔ、ɤʔ、yɤʔ；合肥：ɐʔ、yɐʔ、iɐʔ、uɐʔ
ⓚ入聲沒uәt共6個例字；蘇州：ɤʔ、uɣʔ；合肥：әʔ、uәʔ、u

ⓛ 入聲曷ɑt共6個例字；蘇州：aɁ、ɤʔ；合肥：ɐʔ
ⓜ 入聲末uɑt共12個例字；蘇州：ɤʔ、oʔ、uaʔ、uɣʔ；合肥：ɐʔ、uɐʔ、ʊ
ⓝ 入聲鎋at、wat共3個例字；蘇州：uaʔ、ɣʔ；合肥：iɐʔ、uɐʔ
ⓞ 入聲黠æt、wæt共8個例字；蘇州：aʔ、uaʔ、oʔ；合肥：ɐʔ、uɐʔ、ua

ⓟ 入聲屑iet、iwet共16個例字；蘇州：iɪʔ、yɤʔ、iaʔ、iɒʔ；合肥：iɐʔ、yɐʔ
ⓠ 入聲薛ǐεt、ǐwεt共25個例字；蘇州：ɤʔ、yɤʔ、iɪʔ；合肥：ɐʔ、iɐʔ、yɐʔ、uɐʔ；
ⓡ 入聲藥ǐak、ǐwak共18個例字；蘇州：ɒʔ、iɒʔ、iaʔ、oʔ；合肥：uɐʔ、yɐʔ、әʔ、ɐʔ、iɔ
ⓢ 入聲鐸ɑk、uɑk共31個例字；蘇州：oʔ、ɤʔ、uɣʔ、o；合肥：ɐʔ、uɐʔ、ʊ
ⓣ 入聲陌ɐk、ǐɐk、wɐk共20個例字；蘇州：ɤʔ、ɒʔ、aʔ、oʔ、iɪʔ；合肥：ɐʔ、iәʔ、uɐʔ、y

ⓤ 入聲麥æk、wæk共11個例字；蘇州：ɤʔ、uɣʔ、ɒʔ、aʔ、uaʔ、iɪʔ；合肥：ɐʔ、uɐʔ、ua

ⓥ 入聲昔ǐεk、ǐwεk共24個例字；蘇州：iɪʔ、ɒʔ、ɤʔ、yɤʔ、iɪ；合肥：әʔ、iәʔ
ⓦ 入聲錫iek、iwek共20個例字；蘇州：iɪʔ；合肥：iәʔ
ⓧ 入聲職ǐәk、ǐwәk共22個例字；蘇州：ɤʔ、yɣʔ、iɪʔ、i；合肥：әʔ、ɐʔ、iәʔ、ʅ
ⓨ 入聲德әk、uәk共16個例字；蘇州：ɤʔ、uɣʔ、iɪʔ、oʔ；合肥：ɐʔ、uɐʔ、e

ⓩ 入聲緝ǐәp共19個例字；蘇州：ɤʔ、iɪʔ；合肥：әʔ、iәʔ、uәʔ、ɐʔ、e

ⓩ-1 入聲合ɒp共10個例字；蘇州：aɁ、ɤɁ、ɒ；合肥：ɐʔ、a

ⓩ-2 入聲盍ɑp共5個例字；蘇州：aɁ；合肥：ɐʔ
ⓩ-3 入聲葉ǐεp共7個例字；蘇州：ɤʔ、iɪʔ、aʔ；合肥：ɐʔ、iɐʔ
ⓩ-4 入聲帖iep共7個例字；蘇州：iɪʔ、ɤʔ；合肥：iɐʔ
ⓩ-5 入聲洽ɐp共8個例字；蘇州：aɁ、iaʔ；合肥：ɐʔ、iɐʔ
ⓩ-6 入聲狎ap共4個例字；蘇州：aʔ、ɒʔ、iaʔ；合肥：iɐʔ
ⓩ-7 入聲業ǐɐp共4個例字；蘇州：iɪʔ；合肥：iɐʔ
ⓩ-8 入聲乏ǐwɐp共2個例字；蘇州：aʔ；合肥：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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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蘇州方言入聲字的今元音

中古音k韻尾入聲字中：半高元音o，高元音u和半低元音ɔ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中都表現為半高

元音o；前、非圓唇元音a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後、圓唇元音ɒ；低、非圓唇元音ɑ在蘇州

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半高、圓唇元音o；央元音ɐ和前非圓唇元音æ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

後、非圓唇元音ɤ和後、圓唇元音ɒ；半低元音ε和半高元音e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元音ɪ；
央元音ә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非圓唇元音ɤ和非圓唇元音I。

中古音t韻尾入聲字中：中古音韻母ě、前、半低、非圓唇元音ε和半高、非圓唇元音e在蘇州

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非圓唇元音ɤ和非圓唇元音ɪ；央元音ә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後、非

圓唇元音ɤ；央元音ɐ、前、低、非圓唇元音a和後、低、非圓唇ɑ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

低、非圓唇元音a和後、半高、非圓唇元音ɤ；前、非圓唇元音æ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低元

音 a。

中古音p韻尾入聲字中：央元音ә和前、半低、非圓唇元音ε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後、

非圓唇元音ɤ和前、非圓唇元音ɪ；前、低、非圓唇元音a和後、低、非圓唇元音ɑ在蘇州方言的今讀

主要表現為a；後、低、圓唇元音ɒ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低、非圓唇元音a和後、非圓

唇元音ɤ；前、半高、非圓唇元音在蘇州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非圓唇元音ɪ；央元音ɐ在蘇州

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非圓唇元音I和前、低、非圓唇元音a。

蘇州方言的入聲字絕大多數都保留了入聲韻尾，今讀為喉塞尾“ʔ”。

2) 合肥方言入聲字的今元音

中古音k韻尾入聲字中：後、圓唇元音u、o、前、半低、非圓唇元音ε和前、半高、非圓唇元

音e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ә；後、圓唇元音ɔ、前、低、非圓唇元音a、後、低、非圓

唇元音ɑ和前、非圓唇元音æ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前、低、非圓唇元音a；央元音ә在合肥方

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ә和ɐ。
中古音t韻尾入聲字中：中古音韻母ě和央元音ә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ә；前、半

高、非圓唇元音e、央元音ɐ、後、低、非圓唇元音ɑ、前、低、非圓唇元音a、前、非圓唇元音æ和

前、半低、非圓唇元音ε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ɐ。
中古音p韻尾入聲字中：央元音ә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ә；後、低、圓唇元音

ɒ、後、低、非圓唇元音ɑ、半低、非圓唇元音ε、前、半高、非圓唇元音e、央元音ɐ和前、低、

非圓唇元音a在合肥方言的今讀主要表現為央元音ɐ。

3)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今入聲韻尾的討論

關於韻尾丟失狀況，筆者做了以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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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7>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韻尾丟失的例字情況

字目 中古音 蘇州方音 合肥方音 韓國漢字音

肉
通合三ɽǐuk
入屋日

ȵioʔ ʐƜ 육juk

沃
通合一Ɂuok

入沃影

oʔ
o新

uɐʔ 옥ok

玉
通合三ŋǐwok

入燭疑
ȵioʔ y

yƏʔ舊 옥ok

握
江開二Ɂɔk
入覺影

oʔ
o新

uɐʔ 악ak

匹
臻開三pʰǐět
入質滂

pʰiɪʔ pʰiәʔ
pʰɿ 필pʰil

窟
臻合一kʰuәt

入沒溪

kʰuɣʔ kʰuәʔ
kʰu 굴kul

挖
山合二Ɂwæt

入黠影
uaʔ uɐʔ

ua
알al

躍
宕開三jǐak
入藥以

Jiɒʔ iɔ
yɐʔ舊 약jak

嚼
宕開三ʣǐak
入藥從

ʑiɒʔ ʨyɐʔ文
ʨiɔ白 작ʧak

摸
宕開一mɑk
入鐸明

moʔ mʊ
mɐʔ

모mo
막mak

諾
宕開一nɑk
入鐸泥

noʔ
no新

luɐʔ 낙nak

昨
宕開一ʣɑk
入鐸從

zoʔ ʦʊ文
ʦuɐʔ白 작ʧak

幕
宕開一mɑk
入鐸明

mo mʊ 막mak

劇
梗開三gǐɐk
入陌群

ʥiɪʔ ʨy 극kїk

劃 計劃
梗合二ɣwæk

入麥匣
ɦuaʔ xua 확hwak

籍 籍貫
梗開三ʣǐεk
入昔從

ziɪ ʨiәʔ 적ʧәk

式
曾開三ɕǐәk
入職書

sɤʔ ʂʅ 식sik

憶
曾開三Ɂǐәk
入職影

i ɿ 억әk

億
曾開三Ɂǐәk
入職影

i ɿ 억әk

賊
曾開一ʣәk
入德從

zɣʔ ʦe 적ʧәk

給
深開三kǐәp
入緝見

ʨiɪʔ ʨiәʔ
ke

급kїp

拉
咸開一lɒp
入合來

lɒ
laɁ舊 la 랍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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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蘇州方言入聲韻尾脫落現象規律大致有以下幾點：

① 方言新讀，如“沃”和“握”的新讀為[o]，“諾”的新讀為[no]，新讀音是指解放後新

出現的讀音，其實新舊異讀在中國方言裏很常見，一般人認為新派代表年輕人，舊派代表老年人，

但是可以發現新派的讀音與普通話相似，所以這一類的韻尾脫落可能是受到普通話的影響比較大；

② 舊讀保留了中古音的入聲韻尾，但是受到官話影響，產生另一個入聲韻尾脫落的讀音，如

“拉”的舊讀為[laɁ]，另一種符合符合語音演變規律的讀音為[lɒ]；
③ 完全受官話影響，入聲韻尾完全脫落，如：“幕”、“億”、“憶”，這一類異變也是出

現在喉音影母中比較多。

④《漢語方音字匯》可能編輯有誤的例外字：“籍籍貫”，《漢語方音字匯》中給出的標音

為[ziI]，但是筆者查找了很多資料並未找出其規律，反而在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中找到帶

有入聲韻尾的標音[zIʔ]7)，因此認為《漢語方音字匯》中的“籍”字蘇州標音為錯誤的。  

合肥方言入聲韻尾脫落現象規律大致有以下幾點：

① 入聲舒化，這裡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舒化，讀舒聲，如“肉”、“劇”，“劃”，一類

則是雖然脫落了入聲韻尾，卻任然讀入聲調，如“玉”、“躍”的又音；

② 同時受到主導官話地區和周圍吳方言等保留入聲韻尾方言地區的影響，而產生了兩種發

音，一種跟隨官話的語音變化規律脫落了韻尾，一種則是保留了韻尾，如：“匹”、“窟”、

“挖”、“摸”、“給”；

③ 文白異讀，傳統的文白異讀概念是“特定方言中，同一個字在不同場合有不同讀音的現

象”。陳忠敏（2003）給文白異讀的新定義為“一個放眼裡相同來源的語素讀音，由於文言和口語

的區別，而造成的系統的層次又音現象”。林頌育在論文《論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中提出文讀和

白讀都有可能是從其他方言借貸而來8)，筆者認同這一觀點，認為“昨”的文讀音是向周圍地位高

的地區借入的文讀音；而例外字“嚼”的白讀則是另一種情況，因為“嚼”又通“噍”，才笑切，

效開三去笑從，子肖切，效開三去笑精。

④ 遵循官話語音變化規律，古入聲韻尾今讀入聲韻尾脫落的規律，如“幕”、“式”、

“億”、“憶”、“賊”、“拉”。  

4.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入聲字對照關係

為了方便觀察蘇州方言，合肥方言之間的關係，筆者做了以下圖表<圖表8>。通過總表，可以

很清楚的看出在相同的攝、韻、開合口以及聲母條件下，對應的中古音，蘇州方言、合肥方言的標

音區別。

7) 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411。

8) 林頌育，《論漢語方言的文白異讀》，福建：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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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8> 蘇州方言、合肥方言入聲字對照總表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臻

沒 合 一

並 勃 buәt bɤʔ pʰәʔ
明 沒 muәt mɤʔ mәʔ
精 卒 ʦuәt ʦɣʔ ʦuәʔ
見 骨 kuәt kuɣʔ kuәʔ

溪 窟 kʰuәt kʰuɣʔ kʰuәʔ
kʰu

曉 忽 xuәt huɣʔ xuәʔ
櫛 開 三 生 瑟 ʃǐet sɤʔ sɐʔ

質 開 三

澄 侄 ǐět zɤʔ tʂәʔ
章 質 ʨǐět ʦɤʔ tʂәʔ
書 失室 ɕǐět sɤʔ ʂәʔ
船 實 ʥǐět zɤʔ ʂәʔ

日 日 ɽǐět
zɤʔ文
ȵiɪʔ白 ʐәʔ

幫 筆畢必 pǐět piɪʔ piәʔ

滂 匹 pʰǐět pʰiɪʔ pʰiәʔ
pʰɿ

明 密蜜 mǐět miɪʔ miәʔ
來 栗 lǐět liɪʔ liәʔ
從 疾 ʣǐět ʑiɪʔ ʨiәʔ

見 吉 kǐět ʨiɪʔ ʨiәʔ
ʨiɐʔ新

清 七漆 ʦʰǐět ʦ ihɪʔ ʨ ihәʔ

心 悉膝 sǐět siIʔ 悉ɕiәʔ
膝ʨʰiәʔ

影 一乙 Ɂǐět iɪʔ iәʔ
以 逸 jǐět jiɪʔ iәʔ

迄 開 三 溪 乞 kʰǐәt ʨʰiɪʔ ʨ ihәʔ

物 合 三

群 掘 gǐwәt ʥyɤʔ ʨyɐʔ

微 物勿 ɱǐwәt

物

vɣʔ文
mɣʔ白
勿fɣʔ

uәʔ

溪 屈 kʰǐwәt ʨʰioʔ
ʨʰyɣʔ ʨʰyәʔ

影 鬱 Ɂǐwәt yɣʔ yәʔ

術 合 三

昌 出 ʨʰǐuět ʦʰɣʔ tʂuәʔ
船 術述 ʥǐuět zɣʔ ʂuәʔ

來 律率 lǐuět liɪʔ 律ly
率lyә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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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心 恤 sǐuět syɪʔ ɕy Əʔ

山

曷 開 一

定 達 dɑt daɁ tɐʔ
透 獺 tʰɑt tʰaɁ tʰɐʔ
來 辣 lɑt laɁ lɐʔ
見 割葛 kɑt kɤʔ kɐʔ
溪 渴 kʰɑt kʰɣʔ kʰɐʔ

末 合 一

幫 撥 puɑt
pɤʔ
poʔ pɐʔ

滂 潑 pʰuɑt pʰɤʔ pʰɐʔ
明 抹沫末 muɑt mɤʔ mɐʔ
定 奪 duɑt dɤʔ tuɐʔ
透 脫 tʰuɑt tʰɤʔ tʰuɐʔ

清 撮 ʦʰuɑt
ʦʰɤʔ
ʦoʔ

ʦʰuɐʔ
ʦuɐʔ

見 括 kuɑt kuaʔ kʰuɐʔ
溪 闊 kʰuɑt kʰuɣʔ kʰuɐʔ
曉 豁 xuɑt huaʔ xuɐʔ

匣 活 ɣuɑt ɦuɣʔ xuɐʔ
xʊ

鎋 合 二

匣 轄 ɣat huaʔ ɕiɐʔ
生 刷 ʃwat sɣʔ ʂuɐʔ
見 刮 kwat kuaʔ kuɐʔ

黠 開 二

幫 八 pæt
poʔ
paʔ pɐʔ

並 拔 bwæt baʔ pɐʔ
莊 札 ʧæt ʦaʔ tʂɐʔ
初 察 ʧʰæt ʦaʔ tʂʰɐʔ
生 殺 ʃæt saʔ ʂɐʔ
匣 滑 ɣwæt ɦuaʔ xuɐʔ

影 挖 Ɂwæt uaʔ uɐʔ
ua

薛 開 三

知 哲 ȶǐεt ʦɤʔ tʂɐʔ
章 浙 ʨǐεt ʦɤʔ tʂɐʔ
徹 撤徹 ȶʰǐεt ʦʰɤʔ tʂʰɐʔ
船 舌 ʥǐεt zɤʔ ʂɐʔ
書 設 ɕǐεt sɤʔ ʂɐʔ
日 熱 ɽǐεt ȵiɪʔ ʐɐʔ

幫
鱉

別(區別) 
pǐεt

鱉piɪʔ
別biɪʔ
bɣʔ口

pi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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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並 別(離別) bǐεt biɪʔ piɐʔ
明 滅 mǐεt miɪʔ miɐʔ
疑 孽 ŋǐεt ȵiɪʔ liɐʔ

來 列烈裂劣
列烈裂lǐεt
劣lǐwεt

liɪʔ liɐʔ

見 揭 kǐεt ʨiɪʔ ʨiɐʔ
群 傑 gǐεt ʥiɪʔ ʨiɐʔ
心 泄薛雪 sǐεt siɪʔ ɕyɐʔ
從 絕 ʣǐwεt ʑiɪʔ ʨyɐʔ
以 悅閱 jǐwεt jyɤʔ yɐʔ

合 三 書 說 ɕǐwεt sɤʔ ʂuɐʔ

月

合 三

非 發髮 fǐwɐt faɁ fɐʔ
奉 伐罰 vǐwɐt vaɁ fɐʔ
微 襪 ɱǐwɐt maʔ uɐʔ

疑 月 ŋǐwɐt jyɤʔ文
ŋɤʔ白 yɐʔ

雲 越粵 jǐwɐt jyɤʔ yɐʔ

開 三
群 竭 gǐɐt ʥiɪʔ ʨiɐʔ
曉 歇 xǐɐt ɕiɪʔ ɕiɐʔ

屑

開 四

滂 撇 pʰiet pʰiɪʔ p ihɐʔ
定 跌 diet tiɪʔ tiɐʔ
透 鐵 tʰiet tʰiɪʔ tʰiɐʔ

泥 捏 niet
ȵiaʔ
ȵiɒʔ liɐʔ

見 結潔 kiet ʨiɪʔ ʨiɐʔ
精 節 ʦiet ʦiɪʔ ʨiɐʔ
從 截 ʣiet ʑiɪʔ ʨiɐʔ
清 切竊 ʦ ihet ʦ ihɪʔ ʨʰiɐʔ
心 屑 siet siɪʔ ɕyɐʔ
影 噎 Ɂiet iɪʔ iɐʔ

合 四

曉 血 xiwet ɕyɤʔ ɕyɐʔ
見 決 kiwet ʨyɤʔ ʨyɐʔ
溪 缺 kʰiwet ʨʰyɤʔ ʨʰyɐʔ
匣 穴 ɣiwet jyɤʔ ɕyɐʔ

宕 鐸 開 一

來
樂洛落駱絡烙

酪
lɑk loʔ

樂lɐʔ
洛落駱絡烙酪l

uɐʔ

見 閣擱各 kɑk

閣各koʔ
擱

koʔ文
goʔ白

k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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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匣 鶴 ɣɑk ŋoʔ xɐʔ
疑 腭 ŋɑk ŋoʔ ʐɐʔ
影 惡 Ɂɑk oʔ ʐɐʔ
幫 博 pɑk poʔ pɐʔ

明 摸膜莫漠幕 mɑk
摸膜莫漠moʔ

幕mo

膜莫漠mɐʔ
摸mʊ
mɐʔ
幕mʊ

透 託 tʰɑk tʰoʔ tʰuɐʔ

泥 諾 nɑk
noʔ
no新

luɐʔ

從 昨鑿 ʣɑk zoʔ

昨

ʦʊ文
ʦuɐʔ白
鑿ʦuɐʔ

精 作 ʦɑk
ʦoʔ

ʦɤʔ口 ʦuɐʔ

心 索(繩索) sɑk soʔ suɐʔ
並 薄 bɑk boʔ pɐʔ

合 一

見 郭 kuɑk koʔ kuɐʔ

溪 擴廓 kʰuɑk
擴kʰoʔ
kʰuɣʔ
廓koʔ

kʰuɐʔ

曉 霍 xuɑk ɦoʔ xɐʔ
匣 穫(收穫) ɣuɑk ɦuɣʔ xuɐʔ

藥 開 三

昌 綽 ʨʰǐak ʦʰɒʔ tʂʰuɐʔ
日 若弱 ɽǐak zɒʔ ʐuɐʔ

疑 虐瘧 ŋǐak
虐ȵiaʔ
瘧ȵiaʔ文
ŋoʔ白

lyɐʔ

來 略 lǐak liɒʔ lyɐʔ

精 雀 ʦǐak ʦ ihɒʔ
ʦiɒʔ ʨʰyɐʔ

清 鵲 ʦʰǐak ʦ ihɒʔ ʨʰyɐʔ
溪 卻 kʰǐak ʨʰiɒʔ ʨʰyɐʔ
心 削 kǐak siɒʔ ɕyɐʔ
影 約 Ɂǐak iɒʔ yɐʔ

以 躍藥鑰 jǐak jiɒʔ
躍iɔ

yɐʔ旧
藥鑰yɐʔ

澄 著 ǐak zɒʔ tʂuɐʔ

禪 勺 ʑǐak zoʔ ʂu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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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從 嚼 ʣǐak ʑiɒʔ ʨyɐʔ文
ʨiɔ白

合 三 奉 縛 vǐwak voʔ fәʔ文
pɐʔ白

梗

陌 開

二

澄 擇澤宅 ɐk

擇zɤʔ
澤zɤʔ文
zɒʔ白
宅zɒʔ

澤擇ʦɐʔ
宅tʂɐʔ

見 格 kɐk kɤʔ文
kɒʔ白 kɐʔ

溪 客 kʰɐk kʰɒʔ kʰɐʔ

曉 嚇 xɐk hɣʔ
hɒʔ xɐʔ

疑 額 ŋɐk ŋɣʔ文
ŋɒʔ白 ʐɐʔ

幫 伯迫百柏 pɐk
伯百柏pɒʔ
迫pɤʔ
pʰɤʔ新

伯百柏pɐʔ
迫pʰɐʔ

滂 魄拍 pʰɐk

魄

pʰɤʔ文
pʰɒʔ白
迫pʰɒʔ

pʰɐʔ

明 陌 mɐk mɒʔ mɐʔ
生 索(索取) sɐk soʔ suɐʔ
並 白 bɐk bɒʔ pɐʔ

莊 窄 ʧɐk ʦɣʔ文
ʦaʔ白 tʂɐʔ

徹 拆 ȶʰɐk ʦʰɒʔ tʂʰɐʔ

三
疑 逆 ŋǐɐk ȵiɪʔ liәʔ
群 劇 gǐɐk ʥiɪʔ ʨy

麥

開 二

莊 責 ʧæk ʦɤʔ ʦɐʔ

初 策冊 ʧʰæk
ʦʰɤʔ文
ʦʰɒʔ白 ʦʰɐʔ

見 隔革 kæk
隔kɒʔ
kaʔ
革kɤʔ

kɐʔ

匣 核 ɣæk
ŋɣʔ
ɦuɣʔ xɐʔ

明 麥脈 mæk mɒʔ mɐʔ

知 摘 ȶæk
ʦɒʔ文
tiIʔ白 ʦɐʔ

合 二 匣
劃(計劃) 獲

(獲得) 
ɣwæk

劃ɦuaʔ
獲ɦuɣʔ

劃xua
獲xu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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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昔
開 三

以
液亦譯易(交

易) 
jǐεk jiɪʔ iƏʔ

昌 尺赤 ʨʰǐεk
尺ʦʰɒʔ

赤 ʦʰɤʔ文
ʦʰɒʔ白

tʂʰәʔ

禪 石 ʑǐεk zɤʔ文
zɒʔ白 ʂәʔ

書 適釋 ɕǐεk sɤʔ ʂәʔ
幫 碧璧 pǐεk piɪʔ piәʔ
滂 僻 pʰǐεk pʰiɪʔ pʰiәʔ
並 闢 bǐεk pʰiәʔ pʰiIʔ
精 積脊跡 ʦǐεk ʦiɪʔ ʨiәʔ
從 籍 ʣǐεk ʑiɪ ʨiәʔ
心 惜昔 sǐεk siɪʔ ɕiәʔ
邪 夕席 zǐεk ziɪʔ ɕiәʔ
影 益 Ɂǐεk iɪʔ iәʔ

合 三 以 疫役 jǐwεk jyɤʔ iәʔ

錫 開 四

幫 壁 piek piɪʔ piәʔ
滂 劈 pʰiek pʰiɪʔ pʰiәʔ
明 覓 miek miɪʔ miәʔ
端 滴的(的確) tiek tiɪʔ tiәʔ
定 敵狄笛 diek tiɪʔ tiәʔ
透 踢剔惕 tʰiek tʰiɪʔ t ihәʔ
泥 溺 niek ȵiɪʔ liәʔ
來 歷 liek liɪʔ liәʔ
見 激擊 kiek ʨiɪʔ ʨiәʔ
精 績 ʦiek ʦiɪʔ ʨiәʔ
從 寂 ʣiek ʑiɪʔ ʨiәʔ
清 戚 ʦ ihek ʦ ihɪʔ ʨ ihәʔ
心 析錫 siek siɪʔ ɕiәʔ

曾 德 開 一

端 得德 tәk tɤʔ tɐʔ

定 特 dәk tɤʔ
tiɪʔ tʰɐʔ

來 勒 lәk lɤʔ lɐʔ
精 則 ʦәk ʦɤʔ ʦɐʔ
心 塞(閉塞) sәk sɤʔ sɐʔ
溪 克刻 kʰәk kʰɣʔ kʰɐʔ
明 墨默 mәk mɤʔ mɐʔ
幫 北 pәk poʔ pɐʔ

來 肋 lәk lɣʔ l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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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從 賊 ʣәk zɣʔ ʦe

曉 黑 xәk hɣʔ xɐʔ

合 一
見 國 kuәk kuɤʔ kuɐʔ
匣 或 ɣuәk ɦuɣʔ xuɐʔ

職 開 三

莊 側 ʧǐәk ʦʰɤʔ
ʦɤʔ ʦʰɐʔ

初 測 ʧʰǐәk ʦʰɤʔ ʦʰɐʔ
生 嗇色 ʃǐәk sɤʔ sɐʔ
章 織職 ʨǐәk ʦɤʔ tʂәʔ
澄 直值 ǐә zɤʔ tʂәʔ
船 食蝕 ʥǐәk zɤʔ ʂәʔ

書 識飾式 ɕǐәk sɤʔ
識飾

ʂәʔ
式ʂʅ

幫 逼 pǐәk piɪʔ piәʔ
來 力 lǐәk liɪʔ liәʔ
精 即 ʦǐәk ʦiɪʔ ʨiәʔ
群 極 gǐәk ʥiɪʔ ʨiәʔ
心 息熄 sǐәk siɪʔ ɕiәʔ
影 億憶 Ɂǐәk i ɿ
以 翼 jǐәk jiɪʔ iәʔ

深 緝 開 三

生 澀 ʃǐәp sɤʔ sɐʔ
章 汁執 ʨǐәp ʦɤʔ tʂәʔ
書 濕 ɕǐәp sɤʔ ʂәʔ

禪 十拾 ʑǐәp
十zɤʔ
拾zɤʔ
ziɪʔ口

ʂәʔ

來 立粒笠 lǐәp liɪʔ liәʔ
從 集 ʣǐәp ʑiɪʔ ʨiәʔ

見 急級給 kǐәp ʨiɪʔ
急級ʨiәʔ
給ʨiәʔ

ke

群 及 gǐәp ʥiɪʔ ʨiәʔ
溪 泣 kʰǐәp ʨʰiɪʔ ʨ ihәʔ
曉 吸 xǐәp ɕiɪʔ ɕiәʔ
邪 習襲 zǐәp ziɪʔ ɕiәʔ

日 入 ɽǐәp zɣʔ文
ȵiɪʔ白 ʐuәʔ

咸 合 開 一 端 搭答 tɒp
搭taɁ

答 tɤɁ文
taɁ白

t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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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透 踏 tʰɒp daɁ tʰɐʔ
tɐʔ

泥 納 nɒp
nɤɁ
naɁ lɐʔ

來 拉 lɒp
lɒ
laɁ la

從 雜 dzɒp
zɤɁ

zaɁ新 ʦɐʔ

見 鴿 kɒp kɤʔ kɐʔ

曉 喝 xɒp
hɣʔ文
haʔ白 xɐʔ

匣 合盒 ɣɒp
合ɦɣʔ
kɣʔ

盒ɦaʔ

合xɐʔ
kɐʔ
盒xɐʔ

盍 開 一
透 塌塔榻 tʰɑp tʰaɁ tʰɐʔ
來 臘蠟 lɑp laɁ lɐʔ

洽 開 二

崇 閘炸(油炸) ʤɐp zaɁ tʂɐʔ
初 插 ʧʰɐp ʦʰaʔ tʂʰɐʔ
生 霎 ʃɐp saʔ ʂɐʔ

見 夾(夾板) kɐp ʨiaʔ文
kaʔ白 ʨiɐʔ

溪 掐恰 kʰɐp

掐kʰaʔ
恰

ʨ ihaʔ文
kʰaʔ白

ʨʰiɐʔ

匣 狹 ɣɐp jiaɁ文
ɦaʔ白 ɕiɐʔ

狎 開 二

見 甲 kap
ʨiaʔ文
kaʔ白 ʨiɐʔ

影 鴨押壓 Ɂap 鴨aʔ
押壓ɒʔ iɐʔ

葉 開
三

書 攝 ɕǐεp sɤʔ ʂɐ
ʔ

禪 涉 ʑǐεp zɤʔ ʂɐʔ

來 獵 lǐεp liɪʔ文
laʔ白 liɐʔ

精 接 ʦǐεp ʦiɪʔ ʨiɐʔ
四 泥 聶 nǐεp ȵiɪʔ liɐʔ

業 開 三

見 劫 kǐɐp ʨiɪʔ ʨiɐʔ
溪 怯 kʰǐɐp ʨʰiɪʔ ʨʰiɐʔ
曉 脅 xǐɐp ɕiɪʔ ɕiɐʔ

疑 業 ŋǐɐp ȵiɪʔ i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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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乏 合 三
奉 乏 vǐwɐp vaɁ fɐʔ
非 法 fǐwɐp faɁ fɐʔ

帖 開 四
定 疊蝶碟諜 diep

疊diɪʔ
dɤʔ

蝶碟諜

diɪʔ

疊碟諜tiɐʔ
蝶tiɐʔ
tʰiɐʔ

透 貼帖 t ihep tʰiɪʔ tʰiɐʔ

通

屋 合

一

並 僕 buk boʔ pʰәʔ
明 木 muk moʔ mәʔ
定 獨讀牘 duk doʔ tuәʔ
透 禿 tʰuk tʰoʔ tʰuәʔ
來 鹿祿 luk loʔ luәʔ
從 族 ʣuk zoʔ ʦʰuәʔ
心 速 suk soʔ suәʔ
見 穀 kuk koʔ kuәʔ
溪 哭 kʰuk kʰoʔ kʰuәʔ

影 屋 Ɂuk
oʔ文
uɣʔ白 uәʔ

三

生 縮 ʃǐuk soʔ suәʔ
明 目牧 mǐuk moʔ mәʔ
非 福複腹 fǐuk foʔ fәʔ
奉 服伏復 vǐuk voʔ fәʔ
敷 覆 fʰǐuk foʔ fәʔ
來 陸六 lǐuk loʔ luәʔ
心 肅宿(宿舍) sǐuk soʔ suәʔ
知 竹築(建築) ȶǐuk ʦoʔ tʂuәʔ

澄 逐軸 ǐuk
逐zoʔ
軸ʥioʔ tʂuәʔ

章 祝粥 ʨǐuk ʦoʔ tʂuәʔ

徹 畜(畜生) ȶʰǐuk ʦʰoʔ tʂʰuәʔ

書 叔 ɕǐuk soʔ ʂuәʔ
禪 熟 ʑǐuk zoʔ ʂuәʔ
見 菊 kǐuk ʨioʔ ʨyәʔ
曉 畜(畜牧)蓄 xǐuk ɕioʔ ɕyƏʔ
影 郁(姓) Ɂǐuk ioʔ yƏʔ

以 育 jǐuk
ioʔ

ȵioʔ yƏʔ

日 肉 ɽǐuk ȵioʔ ʐƜ

沃 合 一 影 沃 Ɂuok
oʔ
o新

uɐ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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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 論

中古音在蘇州方言的聲母今讀仍然保存比較完整：唇音中的幫母，滂母，並母，明母，非

母，奉母；舌音中的端母，透母，定母，來母以及泥母的一部分；齒音中的：精母，清母，心母，

邪母；牙音中見母的一部分，溪母的一部分，疑母的一部分；喉音中的雲母和以母。合肥方言的聲

母依舊保留中古音的有：唇音中的幫母，滂母，明母，非母；舌音中的端母，透母和來母；齒音中

的精母和清母的一部分；牙音中的見母和溪母的一部分。蘇州方言入聲字聲母的唇音幾乎與中古音

保持一致，而合肥方言則只保留了一小部分，其餘大多濁音清化。蘇州方言的舌音也幾乎保留了中

古音，合肥方言則是一小部分濁音清化，如定母，一小部分邊音化，如泥母。蘇州方言入聲字的齒

音聲母多集中在舌尖前，而合肥方言的齒音大多多集中在舌尖後，但是也有少部分分布在舌尖前，

這很有可能是受到附近方言的影響，比如吳方言。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牙音聲母都集中在舌面

前，這一點還是比較一致的。

蘇州方言的入聲字韻母，韻腹主要有：o、ɒ、I、a和ɤ，中古音的韻腹a韻和o韻在蘇州方言入

攝 韻 開合 等 聲母 例字 中古音 蘇州方言音 合肥方言音

端 督 tuok toʔ tuәʔ
定 毒 duok doʔ tuәʔ
溪 酷 kʰuok kʰoʔ kʰuәʔ

燭 合 三

來 錄綠 lǐwok loʔ luәʔ
精 足 ʦǐwok ʦoʔ ʦuәʔ
清 促 ʦʰǐwok ʦʰoʔ ʦʰuәʔ
心 粟 sǐwok soʔ suәʔ
章 燭囑 ʨǐwok ʦoʔ tʂuәʔ

昌 觸 ʨʰǐwok ʦʰoʔ tʂʰuәʔ
tʂuәʔ

船 贖 ʥǐwok zoʔ ʂuәʔ
禪 屬蜀 ʑǐwok zoʔ ʂuәʔ
書 束 ɕǐwok soʔ ʂuәʔ

日 辱褥 ɽǐwok
辱zoʔ褥zoʔ文

ȵioʔ白 ʐuәʔ

群 局 gǐwok ʥioʔ ʨyәʔ
溪 曲 kʰǐwok ʨʰioʔ ʨʰy Əʔ
邪 續 zǐwok zoʔ ɕyƏʔ
曉 旭 xǐwok ɕioʔ ɕyƏʔ

疑 玉獄 ŋǐwok ȵioʔ
玉y

yƏʔ旧
獄yƏʔ

以 慾浴 jǐwok jioʔ yƏ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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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字的今讀中得以保留；合肥方言的入聲字韻母，韻腹主要有：ә和ɐ，中古音的韻腹ә韻和ɐ韻在合

肥方言入聲字的今讀中得以保留。

蘇州方言的入聲字韻母有四組，分別是“ɒ”組，“a”組，“ɤ”組，“I”組和“o”組，主

要分布在舌面前和舌面後；合肥方言的入聲字韻母有兩組，分別是“ә”和“ɐ”，主要集中在央元

音部位。

蘇州方言的韻腹主要集中在舌面前和舌面後，而合肥方言的韻腹則很規律的集中在舌面中

央。

蘇州方言和合肥方言的入聲字絕大多數都保留了入聲韻尾，今讀為喉塞尾“ʔ”。

蘇州方言入聲韻尾脫落規律：①方言新讀，這一類的韻尾脫落可能是受到普通話的影響比較

大，而對應的韓國漢字音卻保留了中古音的入聲韻尾，這類異變主要出現在喉音影母和舌音泥母

中；②舊讀保留了中古音的入聲韻尾，但是受到官話影響，產生另一個入聲韻尾脫落的讀音；③完

全受官話影響，入聲韻尾完全脫落，這一類異變也是出現在喉音影母中比較多，但是韓國漢字音這

一方面卻完全保留了中古音的入聲韻尾；④《漢語方音字匯》可能編輯有誤的例外字：“籍(籍貫) 

”，《漢語方音字匯》中給出的標音為[ziI]，但是筆者查找了很多資料並未找出其規律，反而在

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中找到帶有入聲韻尾的標音[zIʔ]9)，因此認為《漢語方音字匯》中的

“籍”字蘇州標音為錯誤的。

合肥入聲韻尾脫落規律：①入聲舒化，這裡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舒化，讀舒聲，一類則是

雖然脫落了入聲韻尾，卻仍然讀入聲調；②同時受到主導官話地區和周圍吳方言等保留入聲韻尾方

言地區的影響，而產生了兩種發音，一種跟隨官話的語音變化規律脫落了韻尾，一種則是保留了韻

尾；③文白異讀，“昨”的文讀音是向周圍地位高的地區借入的文讀音；而例外字“嚼”的白讀則

是另一種情況，因為“嚼”又通“噍”，才笑切，效開三去笑從，子肖切，效開三去笑精；④遵循

官話語音變化規律，古入聲韻尾今讀入聲韻尾脫落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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