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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与永州方言浊音相似点小议 

何　丰，文智芳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湘方言一大分支的永州方言浊音和日语浊音进行比较，发现永州方言和日语浊音特点相近：两者都存在浊声母，
而且永州方言中的古全浊音在日语中都发浊音；两者都存在鼻浊音和半浊音现象；两者都有同时发两个浊音或既发浊音又发

清音的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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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由于受到汉语的影响，在音读中形成了吴
音、汉音、唐音等不同的语音。吴音在历史上最早

进入日本，它与汉音共同存在于现代日语中。同

时，在发音过程中出现了促音、长音、浊音、拨音等

现象。浊音是日语的特色之一，在１９４５个日语常用
汉字表中，存在浊音发音的就有３９８个，而且这些表
现出三个不同的特点：（１）只有一个音读且发音为
浊音；（２）有两种音读且都发浊音。此两类字多为
吴音和惯用音，它们较好地体现了古代日语发音的

特点，以及［ｎ］鼻音和［］后鼻音向浊音转换的过
程。（３）有两种以上音读且同时具有浊音和清音。
此类字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在吴音阶段是浊

音，在汉音阶段变为清音，体现了浊音清化的过程，

另一类是吴音阶段是清音，而在汉音阶段又演变成

了浊音。［１］

现代汉语中并没有浊音的概念。但湘方言中

却存在着浊音。湖南境内的湘方言分为５片：长益
片、娄邵片、衡州片、溆浦片、永州片。古全浊声母

今仍读浊音的方言区主要集中在娄邵片、溆浦片、

永州片。虽然湘方言中存在的浊音大部分被清化，

但是仍然保留了一部分的浊音。只是清化的程度

以及清化后的形式各有不同。其中，因为永州片的

祁阳、祁东、东安等地无论舒声入声，古全浊声母基

本上保留浊音，所以被称为：“湘语永州片”。［２］另外

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０６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湘方言与日语语音的对比”（０９Ｃ５１７）
作者简介：何　丰（１９６８－），女，湖南常德人，湖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语语言学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总第８３期）

最接近湖南的广西全州等地，也保留了古湘方言的

发音特点，所以也有将永州和全州地区称永全片。

因此，将最具湘方言浊音代表的永州方言与日语浊

音进行对比是非常有意义的。永州方言的声母除

了有气音和无气音的对立外，还存在有声音和无声

音的对立，如：／ｐ、ｐ`－ｂ／ｔ、ｔ`－ｄ／ｘ－γ／－／－／ｓ

－ｚ／，同时，鼻音声母［］也可以在声母中看到。［３］

因为永州方言和日语都保留了浊音的发音特

点，所以在日语学习过程中经常会发现日语中的某

些假名发音与永州方言的发音非常相似的现象。

例如，［电话］、［三个］、［理解］、［森林］等。本文主

要是站在声母的角度，通过日语和永州方言浊声母

的比较，发现有以下三个相似点。

　　一　两者都有浊声母［ｂ］，［ｄ］，［ｇ］，［ｚ］，而且
永州方言全浊声母相同的汉字在日语中都读同一

行的浊音。

　　在日语五十音图中包含了浊声母［ば行、だ行、

が行、ざ行］几个音节。而且这些浊声母在日语中

出现频率非常高。同样，在永州方言里也存在［ｂ］，

［ｄ］，［ｇ］，［ｚ］四个浊声母。例如［爸、把、大、打、

尬、敢、扎、杂］等等。其中的［爸ｂａ、把 ｂａ、大 ｄａ、打

ｄａ、尬ｇａ、扎ｚａ、杂ｚａ］这些汉字的发音同日语中［ば
ｂａ、だｄａ、がｇａ、ざｚａ］的发音是相同的。

同时，将永州方言中的古全浊声母至今读不送

气音的例字进行列举，并且将它们的发音与现代日

语的发音进行对比，发现它们在日语中的发音特

征。以下是永州方言全浊声母汉字的日语读音。

【加粗的字表示读吴音】

?母
簿 ブ

!

ボ　步ブ
!

ホ　便ベン
!

ビン　辫ベン 被ヒ／
ビ　备ビ

定母

舵ダ　大ダ
!

ダイ　待タイ
!

ダイ　怠タイ
!

ダイ　
代ダイ　袋タイ

!

ダイ　稻トウ
!

ドウ（ダウ）　导ド
ウ　豆トウ

!

ズ　段 ダン　缎ドン
!

ダン　地チ
!

ジ

电デン　殿 デン　度ド
!

ト　独ドク
!

トク　动ドウ

"

ダ
!

ダイ　弟ダイ
!

デ　第ダイ
!

テイ

从母
慈 ジ　磁 ジ　瓷 ジ

!

シ　字ジ　自ジ　渐ゼン　就
ジュ　财 ザイ　在ザイ!

サイ　 肉ジク
!

ニク

澄母

驰 チ
!

ジ　
#

チ／ジ　治ジ
!

チ　丈 ジョウ!

チョウ

杖ジョウ　郑テイ!

ジョウ　赵チョウ!

ジョウ　篆テ
ン

!

デン

群母
舅 キュウ／グ　旧キュウ!

グ　柩キュウ／グ　件ケン／
ゲン　郡 グン

!

クン　菌キン／ゴン

　　从以上的汉字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吴音

阶段是发浊音的，而且可以看出与日语是同一行的

相似之处。?母发浊声母［ｂ］的音，其中的［部ブ、

被 ビ、步ブ］等汉字在日语中发バ行的音。定母发

浊声母［ｄ］的音，其中的［ダ、大ダ
!

ダイ、殿 デン、

度ド、洞ドウ、段ダン、代ダイ］等汉字在日语中发

ダ行的音。从母发浊声母［ｚ］的音，［慈ジ、字ジ、财

ザイ］等汉字在日语中发ザ行的音。同样，澄母发

浊声母［ｄｚ］的音，其中［驰 ジ、
#

ジ、治ジ、丈 ジョ

ウ、杖ジョウ、郑ジョウ］等汉字也发ダ行的音，群

母浊声母［］的汉字在日语中发ガ行的音。

　　二　日语和永州方言中都有鼻浊音和半浊音

鼻浊音是声带产生振动，气流从鼻腔流出而发

的音，用［］表示。在日语中一般指が行音。日语

中包含五个鼻浊音，即［が、ぎ、ぐ、げ、ご］，在单词

发音时，如果出现在词首，只发［ｇ］的音，如果出现

在词中或词尾就要发［］的音。普通话中没有鼻浊

音，但是在永州方言中存在鼻浊声母［］，它与日语

中的发音是相同的。例如，［が、ぎ、ぐ、げ、ご］五个

假名（除ぎ外）在永州方言中可以用五个典型的汉

字来表示。即［が（鸭）、ぐ（屋）、げ（额）、ご（我、

饿）］等，分别读作：［ａ］，［ｕ］，［ｅ］，［ｏ］。

现代汉语中没有半浊音的概念，但是在日语和

永州方言中存在着半浊音。日语中的半浊音有

［ぱ、ぴ、ぷ、ぺ、ぽ］五个，它们是与バ行浊音和ハ行

清音相对立而存在的，与浊音バ行相比，它体现了

清音的特点，与清音ハ行相比体现了浊音的特点，

主要用于拟声态词、词语的连浊和外来语中。［４］在

永州方言中也有相应的汉字对应。例如，［ぱ（怕、

帕）、ぴ（披、批）、ぷ（扑、普）、ぺ（拍）、ぽ（坡、破）］

等，这些字不仅可以用于词首，也可以用于词中，

如：害怕、批评、下坡等。

　　三　两者都有同时发两个浊音或既发浊音又
发清音的现象

　　在日语常用汉字中，同时发两个浊音的汉字有

１８个，这类字的特点是两个音读都发浊音，在吴音

阶段是浊音，在后面的演变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浊

音，而且多为惯用音，惯用音是出现在日本古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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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的音，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来的古代发音的

特点。［５］例如：【加粗的字表示读吴音，（惯）表示惯

用音】。

暴バク（惯）／ボウ　便ビン（惯）／ベン　罚バ
チ（惯）／バツ（惯）　坊ボッ（惯）／ボウ　逆ギャク／
ゲキ　蛇ダ（惯）／ジャ　事ズ（惯）／ジ　 十ジツ
（惯）／ジュウ　$

ゲン／ゴン　言ゲン／ゴン　眼ガ
ン／ゲン　业ギョウ／ゴウ　 御ギョ／ゴ　月ゲツ／
ガツ（惯）　元ゲン／ガン（惯）　

%

ザツ（惯）／ゾウ
（惯）　外ガイ／ゲ 除ジ（惯）／ジョ

同时发浊音又发清音的在日语中有８８个，这类
字的特点一部分在吴音阶段发浊音，而汉音阶段发

清音。例如：【加粗的字表示读吴音】。

白ハク／ビャク 　伴ハン／バン　病ヘイ／ビョ
ウ　成セイ／ジョウ 大タイ／ダイ　地チ／ジ　代タ
イ／ダイ　道トウ／ドウ　烦ハン／ボン 　奉ホウ／
ブ　

&

フツ／ブツ 　解カイ／ゲ　就シュウ／ジュ　

'

セイ／ジョウ　 情セイ／ジョウ　判ハン／バン　
平ヘイ／ビョウ　 坛タン／ダン　下カ／ゲ　夏カ／
ゲ　着チャク／ジャク　直チョク／ジキ　治チ／ジ

另一部分是吴音阶段发清音，而汉音阶段发浊

音。例如：【加粗的字表示读吴音】。

模ボ／モ　 末バツ／マツ　 幕バク／マク　木
ボク／モク　 目ボク／モク　男ダン／ナン　内ダ
イ／ナイ　女ジョ／ニョウ（惯）／ニョ　然ゼン／ネン
　人ジン／ニン　仁ジン／ニ　日ジツ／ニチ　如ジ

ョ／ニョ
无独有偶，在永州方言中也有同时发两个或两

个以上浊音的情况。例如：从母“就、尽、净、聚、泉、

全”等字读［ｄ］；“贼、杂、在、从、瓷、自”等字读
［ｄｚ］或［ｚ］。还有的韵母相同，声母读不同的浊音，
如：“辰”读［］，“臣、晨”读［ｄ］。

一个中古浊声母今既读浊辅音，又读清辅音。

例如：澄母“长、场、肠”等字读［ｄ］，“丈、仗、杖”等
字读［］。同一韵中，平上去声往往读浊辅音，入声
往往读清辅音。［６］

虽然两者在各自的演变过程中，分别表现出不

同的发音特点，但是从两者都存在两个浊音发音特

点来看，说明永州方言和日语都是相当古老的语

言；同时从两者都有清浊两个读音的情况来看，说

明日语和永州方言都不约而同的从浊音走向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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