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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绘制周边语言的流音的分布地图，从汉语与周围语言的关系来看 er 音的位置。 
 

二、儿而耳二字的分布情况 
 

2.1 儿而耳二（止摄日母开口）字的分类 
目前收集的资料中出现的止摄日母开口字的声母形式可以先分成带鼻音的类型和不

带鼻音类型的两类。不带鼻音声母的类型还可以分成卷舌音类、边音类、塞擦音类、擦音

类、和元音（包括吴语等出现的带喉塞音的）类等等。其中，卷舌音类以外的声母基本上

都与其他中古来源的声母形式合并。卷舌音有标性比较高，所以卷舌性可以视为日母字的

特征。如果资料中的音形都源于同一个形式的话，我们可以设定带鼻音性而且带卷舌性的

像[ɳ-]的形式为祖形。目下收集到的儿而耳二字资料中没有这种声母，可是在湖北蒲圻热

惹等（日母）字带[ɳ-]声母。蒲圻的[ɳ-]与[n-]声母形成对立(表 1)，所以在蒲圻能以[ɳ-]做
为日母的祖形，也可视为全方言的日母的祖形。如此就能合理地说明全国的儿而耳二字声

母的演变。 
 
表 1：蒲圻的日母字音 

 二 日 熱 勒 聶 惹 拿  

蒲圻 Œ œʔ ɳeʔ neʔ ȵieʔ ɳa na 趙元任 等 1948 

 
就儿而耳二字的韵母，因为日母专在三等韵出现的声母，所以儿而耳二等字的韵母祖

形能设定 i 类介音。参照诸家构拟的止摄开口字的中古音（表 2），本文暂时以[*ɳiei]为方

言音形的祖形进行讨论。这个祖形是为讨论方便而用的，也不是中古音的构拟。 
 

表 2：诸家构拟的中古音 

 儿 
平支 

而 
平之 

耳 
上止 

二 
去至 

日 
入臻 

高本汉 (1997)  ȵʑie̯ ȵʑi ȵʑi ȵʑi ȵʑi̯ĕt 

郭锡良 (2010) nʑĭe nʑĭә nʑĭә nʑi ȵʑĭĕt 

Baxter and Sagart (2014) nye nyi nyi nyij nyit 

平山(2018) ɲɪie ɲɪeI ɲɪeI ɲɪi ɲɪet 

 
本文把收集的方言音形分为以下 8 系 26 类。 

北方 1 系：ri 类，北方 2 系：r 类、ʅ 类、zi 类、li 类、re 类，北方 3 系：l 类、ze 类、le
类、er 类，北方 4 系：el 类、e 类、o 类，其他：y 类，南方 1 系：nie 类（包括 njie 类），

南方 2 系：ni 类（包括 nji 类），南方 3 系：n 类（包括 nj 类）、ngi 类、ng 类、ĩ类 
南方 4 系：ẽ类、gi 类、ie 类、i 类，其他：ne 类、nge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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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北方 1 系 
1a1: ri 类[ʐ][R] 

2.1.2. 北方 2 系 
2a1: li 类：[li] 
2a2: ʅ 类：[ʅ][ʯ] 
2a3: re 类：[ɭә][ʐo]  
2a4: r 类：[ɭ][r] 
2a5: zi 类：[dzi][ʥi][zi][zɿ][ʒi][szɿ][ʥɯ] 

2.1.3．北方 3 系 
3a1: er 类：[er][ør][ʔEr][ʔәr][ɦәr][әr][ɚʔ][ɚ][ʔɜr][ɦɜr][ɛr][œr][ɔr][ar][ɐr][ɑr] 
3a2: l 类：[ʔl][ɦl] 
3a3: le 类：[lә][lɛ] 
3a4: ze 类：[tso] 

2.1.4. 北方 4 系 
4a1: el 类：[ʔәl][ ɦә][ʔɦәl][ әl][ɦɛl] 
4a2: e 类：[e][Ei][ɤ][ɣe][ә][әɐ̆ʔ][ɛi][ɛ][ɜ][ʌ][ʌɯ][ai]æ][a][ɐ][ɑ] 
4a3: o 类：[o][ɵ][ø][œ][ɔ] 
    2.1.5. 北方其他 
5a1: y 类：[vʉ][iY][y] 

2.1.6. 南方 1 系 
1b1: nie 类：[nie][ȵiu][ȵie][ȵia]  

2.1.7. 南方 2 系 
2b1:ni 类：[nɿ][ni][ȵi][ɦȵi][ȵij][ȵiz][ʔȵi][ʔȵij][ɲi]  
2b2: ngi 类：[ŋi] 

2.1.8. 南方 3 系 
3b1: ẽ类：[ɛ]̃ 
3b2: gi 类：[gi]  
3b3: n 类：[n][ɦn][ʔn][ɦɲ][ʔȵ]  
3b4: ng 类：[ŋ][ʔŋ][ɦŋ] 
3b5: ĩ类：[ĩ][hĩ] 
3b6: ie 类：[ie] 

2.1.9. 南方 4 系 
4b1: i 类：[i][ɯ][ji][hi]  
  2.1.10. 南方其他 
5b1: ne 类：[neiŋ][nei][no][nɤ][na] 
5b2: nge 类：[ŋe][ŋɵ][ŋo][ŋɛ][ŋɐ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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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分类是为考察声母的演变用的，所以以声母和接下的元音（介音）为主而分类。

以[*ɳiei]为祖形，非鼻音化和非卷舌音化是最初分南北方言的变化。从祖形到现代方言的

主要变化还有元音的高化或低化、园唇化，自成音节化，er 音化等等。其中有些变化是南

北方言共通的3。 
 

2.2 儿而耳二字的分布4 
    北方 1 系的分布不多，但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从西北地区到中原地区，还到湖南等有

些南方地区也有分布。北方 2 系的分布也不是很多，但从山东到河南、河北和渭河流域或

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分布比较多。在这些地区可能卷舌性从声母向音节后边（韵母、韵尾）

的移动压力（即是产生 er 音的压力）比较低、所以能保持有些古老的形式。北方 3 系的

3a1：er 类（普通话的类型）是分布最广的形式，全北方都有分布。4 系中 4a1:e 类的分布

也比较广泛，从西北部到南方地区都有分布。有些在 3a1:er 类的分布的周边地区也有分布

的倾向。4a1:el 类主要在吴语地区分布，明显的是北方 3a1:er 类的反映，可以视为吴语北

方化的一种形式。在湖南、江西等地区多分布的园唇元音的形式（4a3:o 类，5a1:y 类）也

可能是卷舌音的一种反映。 
（本文的主要关心在 r 音的分布情况，所以南方系的分布在别的机会讨论。） 
 
 
    
  

                                                  
3 高本汉（汉译版）1997 构拟了从中古音到官话音形的发展过程（表 3）。 它与本文设想的发展过

程也有一致的部分，但不一定遵从他的想法。 

表 3：高本汉构拟的日母演变（高本汉（汉译本）1997：582） 

ȵʑie̯＞ʐi＞ʐʅ＞ʐ＞әʐ＞әr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鼻音（ȵ）的脱落和卷舌音化 

② i 音和声母同化，变为 ʅ 

③ ʅ 变为自成音节的 ʐ 

④ ʐ 的前面出现 ә、然后 ʐ 变为韵尾。 

⑤  ʐ 变为ｒ类 
 
4 关于儿字的声韵母，曹志耘 2008 语音卷 205 也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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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止摄日母开口字的地图 

 

 
 

三、日字的分布情况 
 

3.1 日（臻摄质韵日母入声）字的分类 
“日”字的方言音形分为以下 8 系 24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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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北方 1 系 
1a1: ri 类: [ʐʅ][ʐʅʔ][ʐʯ][zʮœ][ʐɪ̈][ʐiʔ][ʒʯәʔ] 

3.1.2. 北方 2 系 
2a1: li 类: [li][lie][liɛ][lit][lɨt][lIʔ] 
2a2: ʅ 类: [ʅ][ʯɤt] 
2a3: re 类: [ʐaʔ][ʐɑʔ][ʐe][ʐә][ʐәʔ][ʐɛʔ][ʐɜʔ][ʐɤl̴][ʐʌʔ] 
2a4: r 类: [ɭ̩] 
2a5: zi 类: [zɿ][zɿʔ][ziek][ziɘʔ][zit][zIʔ][ʑi][ʑiIʔ][ʑIʔ] 

3.1.3.  北方 3 系 
3a1: er 类: [ɚ][әr][ɐr] 
3a2: l 类: [l̩] 
3a3: le 类: [løl][ʔlәʔ][le][lәt][lәʔ][lɛ][lɛt][lɛʔ][lɜʔ][lɤt] 
3a4: ze 类: [zai][zɐi][zɐiʔ][zɐk][zɐʔ][zɔʔ][ze][zә][zɘ][zEʔ][zәʔ][zɛ][zɛʔ][zɜʔ] 
3a5: si 类: [ɕi][ʥit][dzik] 

3.1.4. 北方 4 系 
4a1. e 类: [ә][æ][әɐ̆][ɤ] 
4a2. o 类: [o][œʔ][ɔ] 
4a3: se 类: [thɤ][szә] 

3.1.5. 北方其他 
5a1. y 类: [yl][yɛʔ][øyʔ] 

3.1.6. 南方 1 系 
1b1: nie 类: [nie][niɘʔ][niɜ][niɛʔ] 

: nje 类: [ɦȵyoʔ][ȵie][ȵieʔ][ȵiɘʔ][ʔȵiә][ɦȵiәʔ][ȵiә][ȵiәʔ][ȵiәtn][ȵiɛ][ȵiɛʔ][ȵiɛt][ɲiɐt] 
1b2: ngie 类: [ŋie] 

3.1.7. 南方 2 系 
2b1: ni 类: [ni][nik][nit][niʔ][nlIʔ][ʔȵiI][ʔȵiIʔ][ȵil][ȵi][ȵiʔ][ȵit][ȵiI][ȵiIʔ][ȵiu] 
2b2: ngi 类: [ŋit][ŋiʔ] 

3.1.8. 南方 3 系 
3b1: n 类: [n̩] 
3b2: gi 类: [git] 
3b3: ie 类: [ieʔ][iәʔ][ia][iæʔ][iɐt][iɜ][iɛʔ][jɐt][jiɐt] 

3.1.9. 南方 4 系 
4b1: i 类: [i][it][ɯ] 

3.1.10. 南方其他 
5b1 ne 类: [ne][nәt][nEʔ][nәʔ][nɛʔ][ɲәt][ȵɐt] 
5b2 mi 类: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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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字的分布 
     
图 2：日字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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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字以*ɳiet 视为祖形，也与“儿而耳二”等字的演变同样，非鼻音化和非卷舌音化是分

南北方言的最重大的变化。 
日字北方系的分布呈现周圈分布的特征。即最古老的北方 1 系在全国最广泛地分布，

下一古老的北方 2 系在以北方 1 系的内部为主分布，下一古老的北方 3 系，特别是 3a1:er
类在以北方 2 系的内部为主分布，最新的北方 4 系，特别是 4a1:e 类是在 3a1 类的内部分

布的。4a1:e 类的中心地区是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这种地区位于南北方言的中间，受到

从南北两方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南北折衷式的语言形式。从南北两方的观点看/er/音，音节

头的卷舌音的消失是南方的特征，可是虽然移动到音节后边，卷舌性仍在保留是北方的特

点。/er/音从音形上可以视为南北折衷的形式之一。日字的地理上的分布情况会支持这种

看法。  
 

四、其他 er音的情况 
 

有些方言除了止摄日母开口字和日字以外还有带流音韵尾的字。 
例如： 
A: 扔[әr]: 西宁、隆德、府谷、南充 
B: 然[ʐʅәr]: 临县 (cf. 射[ʂʅәr]车[tʂʰʅәr]……) 
C: 热[ɚ]: 长阳    
D: 若[ɚ]: 黄梅  
E: 惹[әr]: 蒲溪 cf. 热[ʐE]  
F: 蛇[sәr]车[tshәr]: 芜湖  
G: 入声韵尾[-l](八[pal]刮[]kual 雪[siɔl]没[pәl]……): 都昌阳峰 
    
    图 3 表示“儿而耳二”等字和“日”字以外的带流音韵尾字的分布情况。 
    ACD 等类是在各方言的音韵系统上个别发生的例子。A 类的分布在西北方言比较广

泛，可是有同一个中古音韵地位的仍字一般不带流音韵尾。所以扔字的 er 音的分布有可

能是随着词汇性的扩散形成的。可是 BEFG 等类是几个字一起带流音韵尾，这种情况表示

这些流音韵尾的是随着方言内部的音韵变化而形成的。ABCDEF 类的 er 音的产生条件可

能是共同的，这些音节都带卷舌声母（包括以前是卷舌声母的）和带开中元音（也包括以

前的状态）。可以推测这些音韵条件是引起流音韵尾（er 音）的条件之一5。 
    G 类是入声韵尾为[-l]的种类，分布在江苏、江西、湖南等。G 类的发生原因与 ABCDEF
类不同，可是地理上是随着长江形成连续性分布。这种分布类型可能是岩田礼 2009 的“长
江型分布”的一种。岩田 2009 所举的长江型分布的范围比图 3 的分布邻域更广泛，特别是

                                                  
5 关于声母引起的 er 音的例子，北京话的“多少钱”为“多儿钱”等现象是比较有名的（周一民

1998:189）。关于开中元音的卷舌化，可以想起初学汉语的日本大学生往往把“喝”“各”等字说成

[әr]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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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的分布比较大。所以图 3 的分布可能会视为长江型分布的萌芽状态。岩田 2009 指

出长江型分布具有“过渡性”和“创新性”的两面。他的议论是关于词汇的，所以并不能直接

应用到音韵现象，可是就 er 韵看的话，从音节头排除卷舌性这一面可以视为“创新性”，而

在韵母上保持卷舌的这一面可以视为“过渡性”，所以 er 音也可以说是具有长江型分布的

特征。  
 
图 3：其他 er 音的分布 

 
 

五、异读的情况 
 

异读的存在暗示起码其一种不是该方言里发生（音韵变化的结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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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摄日母开口字和日字都有异读。有两种读音的方言比较多，也有三种读音的方言。 
 例如； 

儿 (2 种音) [әr][zɿ]  白水 (王建领主编 2019) 
耳 (2 种音) [ɦәr][ȵi] 上海  (钱乃荣 1992) 
日 (3 种音) [zɿ][ɕi][ni] 安仁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会 2013) 
 
地图 4 描绘止摄日母开口字和日字的异读情况。 
在北方，山西南部和渭河流域地区有异读的方言比较集中。在南方，浙江、江西、湖

南等地区比较集中。有 3 种读音的方言多在浙江南部分布。 
 
图 4：异读情况 

 

 
六、流音在汉语和非汉语的情况 

 
最后概观汉语方言和非汉语的音节（词）头/音节（词）末流音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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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汉语方言的音节头流音  

 
 

6.1 汉语的音节头流音的分类6 
A1: /l/ & /ɾ/ & /r/: 繁昌[l][ɾ̥ɦ][ʐ] 
A2: /nl/ & /l/ & /r/: 淳安[nl][l][ɭ] 
A3: /l/ & /ɾ/ & /ʐ/: 芜湖县湾址[l][ɾ][ʐ] 
A4: /l/&/ʐ/&/r/: 邯郸[l][ʐ][ɭ̩]、酒泉[l][ʐ][R]、利津[l][ʐ][ɭ] 
A5: /nl/ & /l/ & /ʐ/: 汉滨瀛湖镇[nl][l][ʐ] 
B1: /l/ & /ʐ/: 北京[l][ʐ]、合肥[l][ʐ]、山丹[l][ʐ]、昆明[l][ʐ]  

                                                  
6 汉语音节头的/ln/包括[ln]和[nl]，/l/包括[l][l̩][lh][ʔl][ɦl][lʒ]，/ɾ/包括[ɹ][ɾ][ɾ̥h][lɦ]， /ʐ/包括

[ʐ][ʂʐ][hʐ]，/r/包括[r][hr][ɭ][ɭ̩][ɽ][ɻ][R]。有二种以上的流音的类型中也包括关于声调构成互补分布的

例子，也包括自由变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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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l/ & /ɾ/: 杭州[l][ɹ]、繁昌[l][ɾ]、 青阳[l][ɦɾ] 
B3: /l/ & /r/: 青岛[l][ɭ]、毕节[l][ɭ̩]、 
B4: /ʐ/ & /r/: 钟祥[ʐ][r] 
B5: /nl/ & /l/: 遂安[nl][l] 
C1: /l/: 长治[l]、丹阳[l]、常德[l]、广州[l] 
C2: /ʐ/: 兰州[ʐ]、自贡[ʐ]、芜湖[ʐ] 
C3: /r/: 安庆[ɻ] 
 
图 6：汉语方言的音节末流音 

 

 
6.2 汉语音节末流音的分类 

A1: [-l] & [-r] : 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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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l̩] & [-r] : 南和县、巩县、孟县、孟津 
B1: [l̩] & [-lw] : 西宁 
B2: [ɭ̩] & [-r] : 峰峰矿区 
B3: [-r] & [-ɭ] : 安平、蓬溪 
B4: [-l] & [l̩] : 湖口武山、都昌土塘 
C1: [-r] : 北京、许昌、常州、重庆、贵阳 
C2: [-ɭ] : 淳安 
C3: [-l] : 松江、新泰、宁波、荣县 
C4: [ɭ̩] : 邯郸、郑州、原阳、毕节 
C5: [l̩] : 屯留、资阳、太平、常熟 
D: 无流音韵尾: 昆明、中卫、洞口、广州、梅县、 
 
 

6.3 汉语的音节头/音节末流音的分布情况 
音节头流音：有三种以上流音声母的方言的分布很零散，可是也有在山东西部、河南、

安徽等中原东部地区比较集中的倾向。这些类型的分布领域与图 1 的 2a 类的分布领域比

较相似，都支持这些地区的/r/类声母保存的强固性。全体上有两种流音声母的方言在北方

地区广泛分布，南方地区的方言一般只有一种流音。只有一种流音的类型基本上是有声母

l 的方言。可是主要是由于声母 l 合并为 n 的原因，在长江中游域的一些方言只有一种/r/
类声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言的分布地区正好是在两种流音的分布和一种流音的分布

的境界地带。这种事实要在讨论声母 l 和 n 的合并时再想起。只有一种 l 的方言在山西、

东北、山东等地区也有分布，像从南方地区向北扩大其分布领域。 
    音节末流音：音节末（韵尾）的流音基本上是以 er 音的 r/l 为主。但是如在第四章看，

江苏、江西等地区有些方言有入声韵尾为 l 的方言。山西东南部周边和四川等地区也有[l̩][ɭ̩]
等自成音节的分布*。在南方地区，虽然有些方言也有流音韵尾，基本上无流音韵尾。总

的说北方以有流音韵尾的方言为主，南方以无流音韵尾的方言为主。可是在北方也有无流

音韵尾的方言。其分布比较零散，但是在西北部和西南部等的分布比较多。 
 
 

6.4 非汉语词头流音的分类 
A1: [l] & [ɹ] & [r] & [ʐ] :  阿侬语 
A2: [l] & [ɹ] & [ɭ] & [ʐ] :  史兴语 
B1: [l] & [ɹ] & [ʐ] :  怒苏语、羌、独龙 
B2: [l] & [r] & [ʐ] : 纳木依语、塔塔尔、纳木依 
B3: [l] & [r] & [ɭ] : 赛夏语、鲁凯、卑南 
B4: [l] & [ɭ] & [ʐ] : 阿侬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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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l] & [ɹ] : 独龙语、格曼、义都 
C2: [l] & [r] : 克木语、崩如 
C3: [l] & [ɭ] : 排湾语 
C4: [l] & [ʐ] : 东乡语、堂郎、阿昌、普米 
D1: [l] : 图瓦语、傈僳、景颇、浪速、壮 
D2: [ʐ] : 满语 
 
 
图 7：非汉语的词头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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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非汉语的词末流音  

 
 

6.5 非汉语词末流音的分类 
A1: /-r/ & /-l/ : 西部裕固、土族、鄂伦春、扎 
B1: /-r/ : 门巴、怒苏、尔苏、东乡 
B2: /-l/ : 格曼、阿美、奔 
C1: 无/-r//-l/  傈僳语、景颇语、勒期语、羌语、侗语、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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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非汉语的流音分布情况 
词头流音：除了朝鲜语、畲语、布农语、邹语等无词头流音的语言和只有一种词头流

音[ʐ]的满语以外，所有的语言几乎都有词头的[l]。看中国西部的分布情况，靠北分布的语

言多有 2 种以上的流音的倾向，靠南分布的语言有只有一种流音的倾向（图 7）。 
词末流音：看中国西部的分布情况的话，还是靠北分布的语言有两种的词末流音，靠

南分布的语言有无词末流音的倾向。只有一种词末流音的语言有分布在有 2 种词末流音语

言的分布和无词末流音语言的分布的中间地带。 
就中国西部的语言说，词头流音也是，词末流音也是，大局上有在北方流音种类多，

在南方流音种类少、或无流音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超越语族，同一种语族也会有不同的

情况。如此情况表示在流音分布的形成上语言接触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七、结语 
 

  本文绘制止摄日母开口诸字和日字的地图，还参照其他 er 音字的分布情况和异读的

情况、中国境内的汉语和非汉语的音节（词）头和音节（词）末的流音的分布情况，对于

er 音的形成进行了初步考察。 
    从音形的演变看汉语的 er 音，了解到历史上发生了音节头卷舌性的向音节后边移动

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解释为为回避音节头的卷舌性而发生，所以可以视为受到南方方言

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音节末（或者韵母上）还保持卷舌性这一点是北方方言的特征。 
    从地理分布上看 er 音和其相关现象的分布，兼备最有利于发生 er 音的环境的地方像

是长江中游地区（湖北等）。虽然 er 音的形成和发生地留下的问题很多，大局上这种音形

可能是具备折衷南北两地的音节结构的性质。 
    当然对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讨论。今后要补充相关资料的同时，再要考察更详细的流音

和日母字的出现情况。而且还要选择几个音形的代表点进行语音实验调查，详细比较各方

言的 er 音的实体等等。 
 
 
附记：本文得到 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s JP20K13032、JP18H00670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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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er”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Middle West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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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 sound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Chinese and discusses its inter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languages.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conside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儿而耳二” and “日,” main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t is assumed that *ɳiei is the common 
linguistic ancestor of all data under investigation. “Non-nasal” and “non-r”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ɳiei, which indicates a linguistic divide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China. However, many of the changes, including vowel simplification and self-syllabication, are 
prevalent in both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ialects. Finally, an overview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iquids i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in contact with Chinese is provided. With regard to the 
onset liquids, two main types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both Chinese and non-Chinese languages, 
namely, types that only have one liquid and types that haves two liquids. Languages with one 
liquid tend to be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and languages with two liquids tend to be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With regar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nal liquids, there is essentially only one type in 
Chinese, which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In the non-Chinese languages, languages tha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final /l/ and /r/ are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the languages without /l/ and 
/r/ are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and the languages with only one final /r/ or /l/ are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