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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话“毒”的本字 

冯 爱 珍 

提要 福州话表示“用毒物害死”这一意义的词，音为[t'aud]，没有通用的书写形式。根据闽 

语、吴语、赣语诸方言用字和读音的对比以及书证查考，可以推定这个词的本字是“毒”。但 

是，这个“毒”不是古入声字，其音韵地位来自古定母效摄去声。通过“毒”字的查考，可以说明 

该字古音有入声和舒声两读，同时也说明闽语与南部吴语关系密切，渊源深远。 

关键词 福州话 本字 方言对比 音韵地位 

一 福州话的“毒” 

福州话的“毒”，读作[toy?1]，意为“有毒的，毒辣”等，与北京话的意思、用法大致相当，但 

与本文所要讨论的“毒”不是一回事。本文所讨论的“毒”，限定于《现代汉语词典》“毒”的义项 

0“用毒物害死”，即“毒杀”这一意义，如“买药～老鼠”。北京话“毒”的这一义项在福州话中读 

作[t'OuJ]，本字不明。笔者在编写《福州方言词典>时，权用同音字“透”。李如龙等(1994)《福 

州方言词典>直接处理作“透 ”(284页)，即把“透”作为形同音同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而分 

立“透-、透2”的条目，也就是将“透 ”作为本字处理。早期福州话的韵书《戚林八音合订>(乾隆 

十四年刻本)、传教士 Maclay与Baldwin(1870)《福州方言字典》均未收此义项。Leger(1929) 

对Maclay与Baldwin的《福州方言字典》所作增订本收有[I'OU．．I]，to poison(1628页)，但以圆 

圈“o”替代，即作为无字可写处理，陈泽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也以同样方式处理[t'ouJ] 

字(33页)。为讨论方便，本文直接将[t'o~uJ]写作“毒”字。 

福州话“毒[t‘a．uJ]”字的用例有“～虫用药物驱除体内寄生虫l～老鼠l乞侬～死去把人毒死了”等 

等。从读音上看，与“透”同音，应是古流摄候韵透母去声字。但是，从书证和方言比较来看， 

“透”这个字以及音韵地位似乎就站不住脚了。 

查阅辞书，“透”有“跳、逃、过、露、彻、极”等意义，但没有“毒杀”之意。与“透”音韵地位相 

当的字中，也没有符合“用毒物害死”这一意义的用字。 

二 厦门话、金华话等其他方言的“毒” 

与福州话“毒[t'fluJ]”意义相同、读音相当的词在厦门话、金华话等其他方言中也有用例， 

其用字和读音摘录如下。 

厦门：口It a J](周长楫，1991) 开化：口[duoJ](曹志耘等，2OO0) 

毒It auJ](周长楫，1993) 常山：口[duoJ](同上) 

漳州：口[t'auJ](马重奇，1993) 玉山：口l[dBmJ](同上) 

建瓯：毒[t e]](李如龙、潘渭水，1998) [~2[duo4](同上) 

2003年第 4期 35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戏[t'e1](林连通、潘渭水，1998) 龙游 ：口[du ](同上) 

永定(下洋)：覃[t'euq](黄雪贞，1983) 遂昌：口[duyd](同上) 

黎川：号[hOUA](颜 森，1995) 云和：口[du ](同上) 

金华：渡[dun](曹志耘，1996) 庆元：口[tYq](同上) 

毒[do?J] 温州：毒[dauJ](游汝杰、杨乾明，1998) 

以上 14处方言读音的调类全是阳去，与福州话的阴去调不同。其中厦门、建瓯、温州三处 

用字为“毒”。这 3处方言均保留入声调，此“毒”字应该不是来 自古通摄合口一等沃韵徒沃切 

的入声字，而是一个来自舒声的去声字。金华方言写作“渡”，永定(下洋)、黎川两处方言用的 

是同音字(金华方言的“毒[do?J]”是入声字)。建瓯方言一作“戏”，可能是方言字。其他方言 

大多以方框“口”作为有音无字处理。不论用字如何，从语音比较来看，闽语的福州、厦门、建瓯 

等方言，客家话的永定(下洋)方言，赣语的黎川方言，表示“毒杀”这一意义的字，其韵母大约来 

自古效摄或者流摄。吴语的金华、开化等方言则来自古遇摄或流摄。请比较： 

方言点 口毒杀 偷 豆 走 凑 扫 糟 灶 

福州 t‘o．u．J t'au7 tc~ua tsauq ts‘o．u．J sQuJ tsau7 tsc~ud 

厦门 ttauJ t‘au7 tauJ tsau'~ ts‘au．J sau-J tsau7 tsauJ 

漳州 t'au4 t'aul tau4 tsau'~ ts‘au-J sau．J tsaul tsauJ 

建瓯 t‘e1 t'e7 ten tseJ ts‘e se-{ tse7 tseq 

顺 昌 t'ai't t'ail t'ai't tsai4 ts‘ail sain tsail tsain 

永定(下洋) t‘euq t‘eu7 t‘euq tseu',{ ts‘eu seu7 tseu7 tseu7 

黎川 houA hcu4 hzuA ts~ul ts‘eu soul tsou-I tsou't 

方言点 口毒杀 布 渡 租 粗 苦 富 妇 

开化 duoq puoq duoq tsuo7 ts‘uo7 k‘uo fuoq vuo．A 

常 山 duod puoq duo．J tsuo7 ts‘uo7 k‘uoN fuoq vuod 

玉山 duoq puoN duoq tsuoq ts uoq k‘uo7 fuoN vuo-[ 

龙游 du．a pun du．a tsuq ts‘u k‘u1 fun fu．a 

遂 昌 duYd puY-t duYJ tsuY7 ts‘uY7 k‘uYN fu-t VuYA 

云和 du pu7 du 一 一 k‘u fun vu．J 

庆元 tYq pYJ tYq tsY-t ts‘Y-d — fuj fuJ 

金华 dun pu7 dun tsuq ts‘u k‘u、1 fu fu 

从上列方言的例字比较来看，闽语和吴语似乎流摄是共同的来源。但是，赣语的黎川方言 

显示这一来历可疑，因为黎川方言的“号[houA]”韵母有别于流摄字，而与效摄字同。因此， 

“毒”的声韵调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 

三 “毒”的声韵调 

3．1声母 

“毒”在福州、厦门、建瓯、顺昌等方言中读[tt]声母，在黎JIl方言中读[h]声母，在开化、常 

山等方言中读[d]声母。黎JIl方言古透母定母字今白读[h]声母，如：“套 hou't I道 houA l逃 

hou1l桃 hou1”。福州、厦门、建瓯等方言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哪个声调都 

有送气和不送气两种读法，永定、顺昌等方言则大多读作送气声母。定母读作送气声母[t‘]， 

撇开声调因素，即同透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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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题 桃 逃 第 待 读 独 

福 州 t'i't te3 t'o't to3 tct,~ tctid t‘oy?1 tu?1 

厦 门 t'e．d ted t'od rod teJ t·a — t'ak1 tak1 

顺昌 t‘iJ t‘iJ t‘oJ t‘oJ t i't t'a't t·u?1 t·u?1 

从福州、厦门、顺昌、黎川等方言来看，“毒”读[t‘]声母，有透母和定母两个来源(福州等闽 

语方言还有彻母、澄母的可能)。但是，结合吴语的温州、金华、开化、常山等方言来看，“毒”的 

声母不可能来自透母，因为温州、开化、常山等吴语方言今保留浊声母，只有定母字(包括少数 

澄母字)今读[d]声母，例如： 

头 渡 第 地 桃 逃 长 苎 

金华 diu．~ du．1 tie'~ di．1 tctu,~ tctu,~ d；in 一 

温 州 dYu4 doyJ dei4 deiJ do4 do4 dziJ dzei4 

开化 dûJ duo3 deJ dieJ doul̂J daul̂J t芒̂J dieJ 

常山 du-q duo3 de3 die3 dYul̂J dYul̂J d ̂J da 

福州、厦门、开化、常山等方言部分古知组字读如端组，如“长肠苎丈”等今读[t]、[t [d] 

声母。但是，永定(下洋)、顺昌、黎川等方言，今知组端组声母不混。综合这几处方言，“毒 ’字 

的声母来自古定母。结合声调，更可以断定其来自古定母。 

3．2声调 

从本文所提到的方言来看，“毒”字的声调除福州话外，其他方言都是阳去调。不过，福州 

话“毒”字的声调为阴去，也不排除其来自古浊声母去声的可能。在福州方言中，有一部分古浊 

声母去声字今读阴去。例如： 

例字 姹 树 稗 鼻 睡 暴 寿 盐 墓 梦 妹 

读音 t‘nJ ts ieu3 p‘nJ p'~i3 suoi3 p J so．tl_l sier33 muo~l moyr33 muoi3 

因此，福州话的“毒”字，今虽阴去调，但也可以来自古浊声母去声。 

“毒”是一个古浊声母去声字。虽然今阳去在许多方言中也可以来自古浊声母上声，但是， 

福州话的阴去字除来自古清声母去声外，还有部分字来自古浊声母去声，古浊声母上声今不读 

阴去。另外，在今有阳上调的顺昌、玉山、常山、龙游等方言里，“毒”字都是阳去调。因而可以 

说，作为“用毒物害死”之意讲的“毒”字的声调在上述方言中均来自古浊声母去声。 

3．3韵母 

福州、厦门、永定(下洋)等方言，今效摄和流摄字大多读音相同，“毒”的韵母有两个来源可 

能。黎川方言效摄和流摄字今读音不同，“毒”只与效摄字相同。因此，根据黎川方言可以排除 

流摄，从而推定福州、厦门、永定(下洋)等方言的“毒”字也来自古效摄。但是，玉山、龙游、金华 

等方言的“毒”字，与遇摄和流摄字的读音相同。它们与福州等方言的“毒”字有无关系?如何 

确定其古音来历?郑张尚芳先生的<汉语方言异常音读的分层及滞古层次分析>为这一疑问提 

供了一个解答的思路，现摘录如下(郑张尚芳，2000)。 

幽部一二等中古与宵部相混后能分的已很少见了，只白读“道草胶”[u]与“盗高 

教”[Q]分别不混，但有些幽部上古音[u]至今尚有遗留，可在文白上作[au]：[u]之别。 

唐李匡文<资暇集》已注意到“今人谓帽为慕，保为补，褒为逋，暴为步”的现象。<癸辛杂 

识><十驾斋养新录》都提到这事，并补充指出：“今北人读堡为补”，是“唐时已然”。说明 

这一现象原来更多。现在实际除“堡”外还有“鸨”也读[bu]，大鸨俗称“地鹋”，还给改 

了字。温州向神灵祝告说“诉告”，告音[ku]，也是。温州“豪”[a]‘‘肴”[。]能分，白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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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khau ]膏[kau ]蛎～和铰[ka ]～剪教[ka ]～场则是幽宵混合后较晚的俩变化层次。 

根据郑张尚芳先生的意见，今方言中某些效摄字读如遇摄，是语音演变中的古音滞留现象。另 

外，玉山、龙游等吴语处衢片方言的同音字表显示，除庆元、云和外，其余各点方言在遇摄和流 

摄字的今韵母下，均有少数白读字来自古效摄开口一等，例如： 

方言点 抱 蚤 草 嫂 灶 讨 扫 

开化 buoJ tsuoH ts~uoH suo 一 一 一 

常山 bua卅 tsua tS~UDN sua tS~UD t‘ua 一 

玉山 buo4 tsua1 ts'ua1 zua一 一 一 sua 

龙游 bua tsul ts‘u1 一 一 一 sul 

遂 昌 buYq — ts‘uYN 一 一 一 SUYq 

在开化等 5处方言中，古效摄开口一等字今韵母，开化读作[au】]，常山读作[Yu】]，玉山、 

遂昌读作[eu】]，龙游读作[。]。上表“抱蚤草”等几个字文读也同效摄其他字，只是白读音同遇 

摄或流摄。这几个字可以说明，“毒”与“抱蚤草”等字可能是同一个来源，最为说明问题的是玉 

山方言的“毒”有两个读音：odeu】、J；oduoq。读音。的韵母同效摄字，读音。的韵母同遇摄或 

流摄。因此吴语处衢片的开化、常山等方言“毒”的韵母也是来自古效摄。 

与上述方言有所不同的是金华方言。“用毒物害死”这一意义，在金华方言中有“渡 

[dun]、毒[do?a]”两种说法，例如(曹志耘，1996)： 

【渡】dun用药害死：～虫l～老鼠l渠让别人～倒来死了(19页) 

【毒】do?a用药毒死：～虫l～老鼠l格个人得被渠～倒来死笛l渠吃药～倒来死了(273页) 

金华方言有部分古入声字今白读为舒声。这里引曹志耘(1996，18页)关于金华方言入声 

演变的两点说明。 

o咸、山两摄字在白读中无鼻音尾和塞音尾，读为开尾韵。例如：(舒声例略，引者注) 

咸入 接 = 祭 tsieq 挟 = 蔗t~iaq 甲 = 架 kuaq 狭 = 话 UQd 

山入 割 = 锯 kYq 袜 = 骂 mYaa节 = 借 tsiaq 活 = 坏 UQd 

o咸、山两摄入声字在白读中依声母清浊分归阴去、阳去。⋯⋯ 

曹志耘(1996)讨论的是咸、山两摄字的白读音，没有提到通摄字。是否可以据咸、山两摄 

字的规律，认为通摄的“毒”在白读中丢失塞音尾，归入阳去而成为“渡”?当然，翻阅《金华方言 

词典>，“毒、渡”通用似乎是孤例，不足以说明问题。 

四 “毒”的本字和音韵地位 

讨论至此，似乎可以推定结论：福州话表示“用毒物害死”这一意义的[t‘QUA]，本字就是 

“毒”，只不过它不是来自古入声，而是来自古去声。厦门、建瓯、温州 3处方言著作所用的 

“毒”，即是去声这一音韵地位的本字。一个字舒入两读，在《广韵>中大有用例，这里列举部分 

《广韵>中入声去声两读的反切。例如： 

例字 入声反切 去声反切 例字 入声反切 去声反切 

纛 徒沃切 徒到切 亟 纪力切 去吏切 

暴曝 蒲木切 薄报切 著 张略切、长略切 陟虑切 

覆副 芳福切 敷救切 搏 布莫切 方遇切 

宿 息逐切 息救切 趣 亲足切 七句切 

囿 于六切 于救切 度 徒落切 徒故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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鲎 鸟酷切 胡遘切 错 千各切 仓故切 

告郜 古沃切 古到切 切 千结切 七计切 

积 资昔切 子智切 画 胡麦切 胡卦切 

刺 七亦切 七赐切 杀 所八切 所拜切 

易 以益切 以豉切 塞 苏则切 先代切 

质 之 Et切 陟利切 觉 古岳切 古孝切 

嫉 秦悉切 疾二切 借 资昔切 子夜切 

出 赤律切 尺类切 作 则落切 臧祚切 

植 市力切 直吏切 畜 丑六切 丑救切 

<广韵》入声徒沃切有“毒”和“纛”，去声徒到切有“纛”无“毒”。但在古籍中，“毒”也通 

“纛”，见<汉语大字典12382页“毒”条目之义项@。 

固用同“纛”。大旗。宋罗泌《路史·疏仡纪》：“故五旗五麾六毒，而制其阵。”元佚名 

<气英布》第四折：“两员将各自寻门路，整彪轮巨毒。” 

这与“毒”相通用的“纛”不知是徒沃切，还是徒到切。如果是后者，即可证“毒”有去声一说，但 

是古人没有留下录音，不可如此拟测。是否可以认为，原徒沃切的“毒”即用作“纛”，而后徒到 

切又造了一个“纛”?这当然也是一种臆说。不过，“作”舒入两读，后来可是为舒声一读新造了 
一

字。入声铎韵则落切的“作”，又去声暮韵臧祚切。后来去声的臧祚切又造了一个“做”字， 

<集韵·莫韵》：“作，宗祚切，造也，俗作做”。意义相当的一个字，由于去入两读分立为两个不同 

的字。那么同样徒沃切的“毒”字也会有徒到切一读，只不过字书未收，仅在民间口语相传。金 

华方言“毒、渡”两读应该是最好的佐证。“作”因舒入两读而出现一个“做”字，金华方言的“毒” 

因舒入两读而出现一个“渡”字。至此，有《广韵》和金华方言做例证，可以推定，“毒”字古代也 

有入声、去声两读。《广韵》收了入声徒沃切的读音。另一读音应是效摄定母去声，即与“纛”相 

同的徒到切，韵书未收，但在方言口语中保留下来了。 

考查福州方言的“毒”字，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毒”字古音应有入声和舒声两读。其 

二，闽语与南部吴语关系密切，渊源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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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 

<韵镜>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等韵学文献，它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位学理论的最重要成就。<韵镜>在宋理宗淳 

祜十二年(1252)之前传入 日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返回故国，流行东瀛六百四十多年，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韵镜>回归故土百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主要有龙宇纯<韵镜校注>、李新魁<韵镜校 

证>、孔仲温(韵镜研究>、陈广忠<韵镜通释)等。2003年 4月 10日一15日<韵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安徽 

大学召开。 

会议讨论了有关(韵镜>研究六个方面的问题：(1)<韵镜>的成书和影响。(2)关于内外转问题。(3)关于 

重韵。(4)开合问题。(5)关于重纽。(6)与<韵镜>有关的韵书及宋代音韵学家研究。 

平山久雄<关于(韵镜)前史的一个假设>，提出了<韵镜>第九、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图编制的分合 

问题，对<韵镜>成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鲁国尧关于“切韵法”的考证，对等韵学的发展演变及其内涵的界定， 

提出了新的观点。唐作藩的<(韵镜)内转第四开“披”字辨析>，认为<广韵>、<七音略>作“比皮”亦误，当作“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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