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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语第九类声母音值拟测之我见 
 

张竹梅 

 

       

大型西夏字书《同音》仿汉语三十六字母，分西夏语声母为九类：一品重唇音，二品轻唇音，三品舌

头音，四品舌上音，五品牙音，六品齿头音，七品正齿音，八品喉音，九品舌齿音。 其中，第九品舌齿

音类所辖西夏字，其注音汉字除来母、日母字外，还有一些非来母字，如“
口
拶”等，以及汉文复字注音

形式的，如“日率”“
口
移则”等。西夏语第九品舌齿音类究竟有几种声母？其音值上有何差异？如何构拟

这类声母？各家观点撮要如下（李范文，1986）： 

西    田    l        lh    r            ňž 

        索    氏    l    ld   lh    r                 

        李新魁氏    l               r    z            

        黄    氏    l    ld   lh    r                

        李范文氏    l         lh    r    z            

        龚    氏    l         lh     r    z            

 

就研究方法而言，“把《同音》与《文海》互相参照，可以确定西夏文字各字声韵母的归类。西田龙

雄（1964）即以此为基础，参核西夏文与汉藏梵文的对音资料，作首次有系统的拟音。后来 Sofronov (1968) 

更辅以反切资料，改进了西田的拟音”，“西田龙雄根据对音资料分别拟出 l-, -, lh-, r-, -, -与 ňž 等七

种声母”，“Sofronov 把舌齿音的反切整理出来，共得二十个反切连锁”，拟出 l-, ld-, lh-, r-, - 五种声母（龚

煌城，1981）。龚煌城先生则在二人的基础上分析 Sofronov 的反切连锁，参照西夏文与汉藏文的对音拟出 l-, 

lh-, r-, z-, - 五种声母。李范文先生主要依据《同音》中的反切系联，参照汉藏文对音拟出 l-, lh-, r-, z-, - 

五种声母。黄振华等人主要通过系联《文海》中的反切，参照汉藏文对音，拟出 l-, ld-, lh-, r-, -, 五种声

母。李新魁先生拟出了 l-, r-, z-, - 四种声母。各家虽然视角不同，但大都是通过藏文梵文对音来构拟的。

我们结合另一部西夏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拟从夏汉对音的角度以及西夏文反切上字与注音汉字的声

母关系上，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录的夏汉文字虽同为部首笔画组字，却

西夏学 第 1 辑 2006 年 10 月 

Xixia Studies, Oct. 2006, Vol.1 



 - 155 - 

是逐一对音的。考察这些注音汉字所承载的语音信息，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这一问题。 

    先讨论来母。《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为汉语来母字的西夏字计 187 个，其中有反切的计 94 个，兹录

于下： 

西夏字  汉义       反切上字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四           力            勒          来 

       虽           略            勒          来 

      重           六
③           勒          来 

      狼           六            勒          来 

      琥           六            勒          来 

      松           六            勒、〇勒     来 

      午           六            〇勒         来 

      风           六            〇勒         来 

      怠           庐            勒合         来 

      筝           勒            量〇         来 

      桌、丈       勒            量          来 

      司           
口
六

②          口
罗         来 

      田、畴       
口
六           口

罗         来 

      纱           
口
冷           口

罗         来 

      楼、娄       
口
六           口

罗         来 

      气、许       
口
六           口

罗         来 

      凭           入
③           口

罗         来 

      病           汝
②           口

罗         来 

      山（羊）     日            口
罗         来 

      萝           
口
冷           口

罗         来 

      笛、管       离            六          来 

      毡           列            六、略      来 

      世           日            口
六         来 

      诸           日            口
六         来 

      竹           
口
力           口

六         来 

            得           
口
力           口

六         来 

      栿           力            〇六合        来 

      失           缧            六合         来 

    丝、（绫）罗    黎            领          来 

      局           六            领          来 

      舆           茹
③           领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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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云）     离            口
领         来 

      马           茹            口
领、〇领    来 

      马（齿菜）   茹            〇领         来 

      盔           
口
力           领〇         来 

      阁           黎            领重         来 

      面           六            冷          来 

            拷           力            口
冷         来 

⑤     骨           
口
力

①          口
冷         来 

      弦           任
⑤           口

冷         来 

      缝           茹            口
冷         来 

      腊           日            口
冷         来 

      枢           勒            令          来 

      乙           路            令          来 

      项           力            令合         来 

      毯           缧            浪          来 

      骆           路            浪          来 

      乾          日（
口
冷）

④    浪          来 

      农、耕       略            力          来 

      裤           
口
累           力          来 

      悔            

口
鲁           力          来 

      滞           六           力          来 

      得           入        力、力〇、
〇
力   来 

      和（风）     
口
六           力〇         来 

      下、奉       略            辣          来 

      北           仂            辣          来 

      证           仂            辣          来 

      毛（棚）     仂            辣          来 

      额           仂            辣          来 

      迷、失       
口
力           口

辣、辣〇    来 

      鹿           
口
鲁           口

辣         来 

      闪           
口
力           口

辣         来 

      灰           
口
力           辣舌合        来 

      舌           累            辣合         来 

      旧           累            泪          来 

      一           力            娄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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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蒸       缧            娄、娄合     来 

      加           
口
力           鲁          来 

      虫           力            鲁          来 

      石           力            庐          来 

      凿           力            卢          来 

      宝           仂            栗          来 

      棚           
口
力           口

栗         来 

      所           
口
力           口

栗         来 

      取、拉       累            缧          来 

      子           勒            缧          来 

      人           庐            缧          来 

      厚           勒            腊          来 

      手           勒            〇辣         来 

      和（泥）     勒            落          来 

      麦           领            癞          来 

      醋           

口
六           梨          来 

              笊篱         炉            郎          来 

              姨           路            郎          来 

              雕           路            郎          来 

              碡           路            郎          来 

              髓           力            郎          来 

              苇           勒            郎          来 

              梨           路            郎          来 

              归           
口
力           梁          来 

              福           勒            〇良         来 

          蕖（菜）、百（叶）     
口
力           〇良         来 

              箒           日
①           〇戮         来 

              邪（星）     
口
力          力扃         来 

 

如果仅从注音汉字的声母类别来判断，这些西夏字应当归属于同一个声母——来母。然而它们的注音

汉字却是五花八门的：有单纯的汉字，如“郎”；有在汉字上下角添加“〇”、“口”符号的，如“〇辣、力

〇
、量〇”、“

口
栗”；有在汉字右下角添加汉字的，如“辣舌合、令合、领重”，还有汉文复字注音形式的，如“力

迥”等等。这些不同的注音方式显示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作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设法描写汉语中所没

有的西夏语音，它们与不添加任何符号的汉语来母字所表示的意义应该有所不同。那么这种“不同”究竟

是什么？是音值。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它们的反切上字有所不同。我们结合这 94 个西夏文的反切上字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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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无反切的大都可与有反切的系联）。 

这一组西夏文的注音汉字虽为一类，但其反切上字却分为三类：一类是来母字；一类是带有添加符号

的来母字；一类是日母字。标注日母字的又同时标注来母字（见上表）。注音汉字右下角添加“重、合”

等汉字的，与韵母有关，不在讨论之列。注音汉字和反切上字均为来母字的，其西夏语声母类同汉语三十

六字母的“来母”。注音汉字上下角添加“〇”符号，表示一种语流音变（张竹梅，1998），也不在讨论之

列。剩下的只有两类：添加“口”符号的和日母或日母来母两注的。从汉语角度讲，反切的基本原则之一

是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母（声类）相同，但是上面这两种对音关系则并不完全如此，而且还比较独特。那

么它们所标注的西夏字的声母是否也有差别呢？我们仍然从注音汉字和反切上字入手。 

注音汉字添加“口”符号的，反切上字也多添加“口”，例如，
口
罗—

口
六、

口
罗—

口
冷、

口
六—

口
力、

口

辣—
口
力、

口
辣—

口
鲁、

口
栗—

口
力，它们与单纯的来母注音汉字应有不同。另外，注音汉字“

口
罗”所标注的

西夏文反切上字，既有“
口
六”，也有“入·茹·日”等日母字；注音汉字“

口
六”所标注的西夏文反切上

字，既有“
口
力”也有“日”；注音汉字“

口
令”标注的西夏文反切上字既有“

口
力”，也有“任·茹·日”

等日母字。“
口
领”虽然麻烦点儿，但反切上字也是来母日母两注的。再从反切上字看，反切上字

①
 注音

汉字有“日·
口
力”，反切上字

②
 注音汉字有“

口
六·汝”，反切上字

③
 注音汉字有“六·入·茹”。反

切上字
④ 
“日·

口
冷”两注。另有西夏字

⑤
 ，反切上字

①
，注音“

口
力”； 作反切上字时，注音汉字

为“任”，而它们所用的注音汉字则均为“
口
冷”。可见注音汉字上添加“口”符号的来母字与日母字关系

非常密切，它们之间或同用或互用或递用，俨然如同一类声母。 

另有汉文复字注音形式“力迥”，这是一个反切注音方式。因其反切上字标注为“
口
力”而归入后一类

（张竹梅，2004）。 

要而言之，《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与汉语来母字对音的西夏字有两类： 

一类是注音汉字与反切上字均为来母字而基本上无添加符号的； 

一类是注音汉字有添加“口”符号的，或反切上字为日母字，或日母来母两注的。 

前一类类同汉语三十六字母的“来母”，其音值可构拟为 l- ; 后一类虽与前一类有所不同，但从其注音汉

字与反切上字的关联上看，其音值也应是极其接近的。鉴于这一类的注音汉字为来母字添加“口”符号，

又与日母字关系密切，其音值可构拟为 r- 。r 与 l 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极为相近，而 r 的浊音色彩

更浓重一些。 

再来讨论日母。《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为日母字的西夏字计 11 个，其中有反切的计 7 个，兹录于下： 

西夏字  汉  义    反切上字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柏          示            柔        日 

             （欺）凌     示            柔        日 

              枷          示            柔        日 

              儿          如            儿        日 

              凌迟        殊            儿        日 

      秫          石（日率）    日率      日（审二） 

              烦          殊            日知      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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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7个西夏字以注音汉字论有两种形式：汉文单字注音和汉文复字注音。从注音形式上看它们是有所不同

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西夏字的反切上字为禅母字。虽然有一个“如”字，但其注音汉字“儿”

所标注的另一个西夏文的反切上字为“殊”，禅母。尤其是 （秫）的反切上字 ，“石·日率”两注，

注音汉字又是“日率”。以此可见西夏语第九品舌齿音日母与汉语三十六字母的日母音值多少有所不同。

这一组中与汉文复字“日X”对音的西夏字还有两个，但无反切： 

西夏字   汉 义    反切上字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脉                      日责       日（照二） 

       嫁                      日识       日（审三） 

 

《番汉合时掌中珠》时期的汉语知·照组声母已经合流（张竹梅，2002），且《同音》中也只有正齿音章

组一类，“日X”的结构特征实际上是“日母 + 照组清音”——次浊 + 清音，类同“尼X”。“尼X”标

注西夏语齿头音和正齿音的全浊塞擦音声母字。按例，“日X”所标注的西夏字应为九品舌齿音的全浊擦

音声母字才是，但是这类字《同音》《文海》没有放入第七品正齿音类，而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这至少

说明在西夏人的听觉上“日X”所标注的语音与七品正齿音类不合。现在看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七品

正齿音的禅母，也不类同汉语的禅母（张竹梅，2004）。基于我们把西夏语第七品正齿音构拟为舌叶音 tʃ 

类（张竹梅，2002），鉴于这一组西夏字《同音》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其发音部位应与日母、来母相同

或相近。其注音汉字后一字为照组字，反切上字又是禅母，结合藏缅语族羌语支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状

况，这一组西夏舌齿音日母字的音值可构拟为  ——与舌齿音有关，与汉文注音形式“日X”有关，与日

母注音汉字有关，与禅母反切上字有关，而且来母、日母注音汉字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 

《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还有一组以“
口
移X”或“

口
移”“

口
拶”等注音的西夏字，其注音汉字与日母字

无关，但《同音》却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这一组西夏字计26个，兹录于下： 

        西夏字  汉  字    反切上字     注音汉字    三十六字母 

              小、稀      祀        口
移则       喻以（精） 

             （白）日     祀
⑥       口

移则       喻以（精） 

              南          祀        口
移则       喻以（精） 

              水                      口
移则       喻以（精） 

              露                      口
移则       喻以（精） 

              甘                      口
移则       喻以（精） 

              檐                      口
移则       喻以（精） 

              心                      口
移则       喻以（精） 

              河                      口
移则       喻以（精） 

              豹                      口
移则       喻以（精） 

              衔铁                    口
移则       喻以（精） 

              扫帚                    口
移足       喻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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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                      口
移足       喻以（精） 

              火炬                    口
移足       喻以（精） 

              主持                    口
移作       喻以（精） 

              寿                      口
移将       喻以（精） 

              滞                      口
移责       喻以（照二） 

              人、房      祀
⑥       口

拶         精 

              汉          祀        口
拶         精 

              梳                      口
拶         精 

              男、儿      祀        口
移         喻以   

              靴          邪        口
移         喻以   

              脊                      口
移         喻以 

              尽、皆                  口
移         喻以 

              婚          俗        口
移合          喻以  

                  甥          俗        
口
移合           喻以    

 

以注音汉字论，“移”，喻以母，应入第八品；“拶”，精母，应入第六品。例如： 

        西夏字  音韵地位   汉义  注音汉字  音 韵 地 位 

              八 1.67    匙      移      以之开三平止 

              八 2.77    问      移      以之开三平止  

              六 1.68    秋      拶      精末合一入山 

      六 1.68    肺      拶      精末合一入山 

              六 1.80    椒      拶      精末合一入山 

 

按例，添加“口”符号应分别表示全浊喉音和全浊齿头音，但是《同音》却均归入第九品舌齿音类。此亦

可证“
口
移则”类汉文复字并非反切注音形式。“责”虽为照二母字，但在《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汉语方言

中，照二读入精组已经不是问题，因此我们仍把“则”“责”看作语音趋同，“
口
移责”类同“

口
移则”。另外，

的注音汉字“
口
移则”， 的注音汉字“

口
拶”，二者对应的反切上字均为 （祀）

⑥
。如此一来，无论是“

口

移则”还是“
口
移”“

口
拶”，其反切上字的注音汉字均为邪母字，这一组也因此而得以系联。龚煌城先生认

为，“以汉字[口移则]，[口移足]等及[口拶]字注音的字与以汉字[口移]字注音的字实不可分，应该合为一类”（龚

煌城，1981），是完全正确的。不同的是这一组字归入《同音》第九品而非第六品，它们所代表的是西夏

语第九品舌齿音日母而非第六品齿头音邪母。如果我们认为“
口
移X”后一个精母字所表示的是发音部位的

话，“
口
移”所标注的西夏字其发音部位又该是什么呢？而这两类西夏字又的确“应该合为一类”。我们认

为“
口
移”后面的精母字表示的不是发音部位，而是这一类西夏语声母的音值取向。这样才能更合理地解

释为什么注音汉字“
口
移X”（

口 + 喻以母 + 精母 ）、“口
移”（

口 + 喻以母）、“
口
拶”（

口 + 精母）等不同形式

所标注的西夏字《同音》均归入第九品而反切上字又如此一致。另有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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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字  音韵地位   汉义      注音汉字      三 十 六 字 母 

              六 2.24   茄（子）   
口
移全     以支开三平止/从仙合三平山 

 

这是一个汉语借词，《同音》入第六品齿头音。《番汉合时掌中珠》中为西夏全浊塞擦音声母字注音的方

式一般有两种，或在同部位清音、次清音汉字前加次浊音汉字“尼”，如“尼则”“尼正”等，或在同部

位清音、次清音汉字左上方添加“口”符号，如“
口
精”等。如若表示西夏语齿头次清音声母字，单用“全”

即可；如若表示齿头全浊音声母字，其对音方式又与通例不合，且只此一例，其原因不得而知，暂视作例

外。 

与汉语“
口
移则”、“

口
移”、“

口
拶”等对音的西夏字实为一类。这一组西夏字《同音》归入第九品

舌齿音类日母，对音形式为汉文复字或添加“口”符号，而“移”标注的西夏字为八品喉音类，注音汉字

左上角又添加“口”符号，后一字又与精组字有关。鉴于此，这一组西夏语舌齿音类日母字的音值可构拟

为 ɦz-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同音》第九品舌齿音类有四种声母： 

l-    r-    -    - 

 

 

（作者通信地址：江苏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