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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韓國語中包括了大量漢字，使其與廣東話在語言學上產生了密切的關係。本

論文以舌根塞音與喉塞音為對象，從歷史音韻學角度，嘗試以《切韻》音系為基

礎，對韓國漢字音與廣東話的兩組聲母進行比較研究。在對比過程中，我們有以

下發現：(1) 廣東話的音韻演變比韓國漢字音更為複雜。兩者的歷史變化差距頗

大，但大致形成了有跡可尋的對應；(2) 韓國漢字音有「曉、匣」母讀作/j/的情

況，這樣的情況也同樣出現在廣東話中。許多學者以方言作為理據，提出上古漢

語「曉、匣」母讀為「見、溪、群」母，本論文的對比結果支持此觀點；(3) 韓

國漢字音基本上沒有/jç/聲母。學界一般認為漢字音最遲在中國漢朝才傳到韓

國，而韓國漢字音缺乏/jç/的例字可作為佐證，支持/jç/在三世紀以後才擔當上古

韓語的音位之說法；(4) 唯一能與「溪」母對應的韓國漢字「快」，是在中期韓國

語時期由/j/演變成/jç/的。「快」字暗示了韓國漢字音在某程度上會受韓語內部音

韻演變的影響；(5) 「驗」字受「聲符」影響而在韓國漢字音作[gi?l]。「聲符」

是對上古漢語研究的有力証據，而本論文選字中的「驗」字說明了諧聲的研究系

統同樣能應用在韓國漢字音上。 

 



 

 - 2 -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1. 引言 

 

2. 體例 

2.1  國標音標圖 

 2.1.1. 上古漢語 

2.1.2. 中古漢語 

 2.1.3. 廣東話 

 2.1.4. 後期中世紀韓國漢字音 

 2.1.5. 現代韓國漢字音 

2.2  韓國漢字音與韓語歷史發展簡表 

 

3. 本論 

 3.1  《廣韻》音系與廣東話聲母的比較 

  3.1.1. 《廣韻》音系與廣東話聲母的對應關係 

  3.1.2. 分析 

 3.2  《廣韻》音系與韓國漢字音聲母的比較 

  3.2.1. 《廣韻》音系與韓國漢字音聲母的對應關係 

  3.2.2. 分析 

 3.3  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 

  3.3.1. 分析 

  3.3.2. 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圖 

 

4. 結語 

 

5. 附表：漢字音對照表 

 

6. 參考文獻： 

 6.1  史料及字典類 

6.1.1. 書籍 

6.1.2. 參考網址 

 6.2  參考書籍及論文 

6.2.1. 中國地區 

  6.2.2. 韓國地區 

  6.2.3. 其他地區 

 



 

 - 3 -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韓國語與廣東話在語序上有明顯的不同，前者為主賓謂，後者為主謂賓。例

如廣東話的「我吃飯」，按照韓國語的語序，剛須改為「我飯吃」(나는 밥을 

먹는다)。不過，韓國語中包括了大量漢字，使兩種語言在語言學上產生了密切

的關係。 

 

漢字在韓國語中主要擔當名詞成分；據統計，韓語中超過六成詞彙是漢字
1
。現代韓國漢字音的發音，不同於日本漢字音具有不同層次

2
，是繼承從統一新

羅時代(668-935 年)到現代沿用的漢字音系統，形成的單一單一單一單一韓國漢字音系。韓國漢

字音，作為古代韓語與古化漢語音系相互的產物，在讀音上，與廣東話有一些明

顯的對應關係。例如在入聲(final stop)上，廣東話的[-o]、[-s]、[-j]對應韓語的[-o]、

[-k]、[-j]： 

 廣東話 韓國漢字音 

雜 sr`o2 sr`o 

一 i5s5 hk 

國 jºNj3 jtj 

又如聲母方面方面，廣東話的[l-]與韓語的[l-]亦有對應關係： 

 廣東話 韓國漢字音 

物 l5s2 ltk 

沒 lts2 lnk 

 

不過，某些聲母在對應關係上，相對於入聲韻尾的高比例對應，卻顯得有點

混亂，當中以舌根塞音和喉擦音情況最為特別：其他的塞音大致能與韓國漢字形

成送氣與不送氣兩組的對應關係；但廣東話兩組四個的舌根塞音/j, jç, jº, jºç/

卻只與韓國漢字音的/j/、/g/構成對應。而某些聲母為/g/的韓國漢字音，又與廣

東話的聲母/e/、/i/等形成關係： 

 廣東話 韓國漢字音 

割 jNs3 g`k 

韓 gNm21 g`m 

可 gN35    j`    

歌 jN55    j`    

現 ihm22    gidm 

火 eN35 gv`    

 

                                                 
1 林從綱編，《韓國語詞彙學(한국어 어휘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35 

2 日本漢字音並非只有單一的讀音，包含了吳音、漢音、唐音等多層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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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從歷史音韻學角度，嘗試以《切韻》音系為基礎，對韓國漢字音與廣

東話的兩組聲母進行比較研究。 

 

首先，從韓國文化教育部 1972 年規定，2000 年 12 月修訂的〈1800 個教育用

基礎漢字〉中，選出以/j/、/g/、/jç/為聲母的漢字，然後將韓國漢字音和廣東話

分別與《切韻》音系作比較，從而得出兩組聲母的歷時演變；接著再一次把廣東

話與韓國漢字音作進一步比較，以期找出兩組聲母的對應關係，並解釋各項對應

的構成原因。 

 

中世韓國漢字音，將以權仁瀚《中世韓國漢字音訓集成》所修定的漢字音為

準。(首爾：權仁瀚[권인한]，(도서출판)재이앤씨，2009)。 

 

中古漢語音系方面，則根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所收的漢字音(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1986)；上古漢語的擬音則為李新魁《古音概說》(廣州：廣東人民出版

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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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例體例體例體例 

2.12.12.12.1        國標音標圖國標音標圖國標音標圖國標音標圖
3333    

2.1.12.1.12.1.12.1.1    上古漢語上古漢語上古漢語上古漢語    

聲母表 

 唇音 

 

舌音 舌齒音 舌根音 喉音 

塞音 o ov oi 

oç oçv oçi 

a av ai 

s sq si 

sç sçq sçi 

c cq ci 

cç cçq cçi 

 j jv ji 

jç jçv jçi 

f fv fi 

fç fçv fçi 

> >v >i 

鼻音 l lv li m mq mi     M Mv Mi  

擦音   r rq ri   

塞擦音   sr srq sri 

srç srçq srçi 

cy cyq cyi 

  

流音  k kq ki    

*由於本論文以舌根塞音與喉塞音為研究對象，故只列出李新魁對上古喉音一組的說明： 

j 見一二四  jv 見一二四  ji 見三、章三 

jç 溪一二四  jçv 溪一二四  jçi 溪三、曉三、昌三 

f 匣一二四  fv 匣一二四  fi 群三、禪三、邪四、喻三 

fç 曉一二四  fçv 曉一二四  fçi 曉三、書三、喻四 

韻母表(36 韻部)： 

陰聲韻 次入韻 入聲韻 陽聲韻 

之 ? / H  職 ?j / Hj 蒸 ?M / HM 

侯 n  屋 nj 東 nM 

魚 P / U  鐸 Pj / Uj 陽 PM / UM 

支 D / d  錫 Dj / dj 耕 DM / dM 

歌 @ / ` 祭 @> / `> 曷 @s / `s 寒 @m / `m 

戈 N 廢 N> / 8> 月 Ns / 8s 桓 Nm / 8m 

脂 5h / dh 至 5> / d> 質 5s / ds 真 5m / dm 

微 nh / 1h 隊 n> / 1> 術 ns / 1s 文 nm / 1m 

幽 5t / dt / ?t  沃 ?tj   

  緝 5o / dn 侵 5l / dl / ?tl 

宵 @t / `t  葉 @o / `o 談 @l / `l 

                                                 
3 本論文涉及漢語和韓語兩語言不同時代的語音系統，在此先列出所採用的國際音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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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22.1.22.1.2    中古漢語中古漢語中古漢語中古漢語    

聲母表
4
：    

 雙唇音 唇齒音 舌頭音 舌上音 正齒音 齒頭音 牙音 喉音 

塞音 幫 [o] 

滂 [oç] 

並 [a] 

 端 [s] 

透 [sç] 

定 [c] 

知 [�] 

徹 [�ç ] 

澄 [�] 

  見 [j] 

溪 [jç] 

群 [f] 

 

鼻音 明 [l] 微 [E] 泥 [m] 娘 [�]   疑 [M]  

擦音  非 [e] 

敷 [eç] 

奉 [u] 

   心 [r] 

 

邪 [y] 

審 [Å] 

 

禪 [æ] 

 曉 [w] 

 

匣 [F] 

塞擦音     精 [sr] 

清 [srç] 

從 [cy] 

照 [sÅ] 

穿 [sÅç] 

牀 [cæ] 

  

流音    來 [k]     

半元音    日 [�æ]    影 [Ø] 

喻 [i] 

 

韻母表
5
：  

1. 東董送 tM, í·tM  屋 tj,í·tj 

2. 冬 O 宋 tnM   沃 tnj 

3. 鍾腫用 í·vnM  燭 í·vnj 

4. 江論絳 NM   覺 Nj 

5. 支紙寘 í·d, í·vd 

6. 脂旨至 h, vh 

7. 之止志 í·? 

8. 微尾未 í·?h, í·v?h 

9. 魚語御 í·m 

10. 虞 遇 í·t 

11. 模姥暮 t 

12. 齊薺霽 hdh, hvdh 

13. O O祭 í·Dh, í·vDh 

14. O O泰 @h, t@h 

15. 佳蟹卦 `h, v`h 

16. 皆駭怪 5h, v5h 

31. 刪潸諫 `m, v`m   鎋 `s, v`s 

32. 山產裥 zm, vzm   黠 zs, vzs 

33. 先銑霰 hdm, hvdm  屑 hds, hvds 

34. 仙獮線 í·Dm, í·vDm   薜 í·Ds, í·vDs 

35. 蕭篠嘯 hdt 

36. 宵小笑 í·Dt 

37. 肴巧效 `t 

38. 豪皓號 @t 

39. 歌哿箇 @ 

40. 戈果過 t@, í·@, í·t@ 

41. 麻馬禑 `, í·̀ , v` 

42. 陽養漾 í·̀ M, í·v`M   藥 í·̀ j, í·v`j 

43. 唐蕩宕 @M, t@M   鐸 @j, t@j 

44. 庚梗映 5M, í·5M, v5M, í·v5M 陌 5j, í·5j, v5j 

45. 耕耿諍 zM, vzM   麥 zj, vzj 

46. 清靜勁 í·DM, í·vDM   昔 í·Dj, í·vDj 

                                                 
4 需要說明的是，廣東話與韓語中皆沒有/w/而只有/g/，/w/與/g/在發音部位並不相同，前者為舌

根音；後者是喉音。不過，在中國方言研究上，大部份漢語方言都沒有對立。一些學者甚至把「曉、

匣」母擬為 /g，é/。本論文仍根據郭錫良的《漢語古語手冊》，把「曉、匣」標為/w、F/，但在

分析時，不會把不會把不會把不會把////w////、、、、////F////對應廣東話或韓語的對應廣東話或韓語的對應廣東話或韓語的對應廣東話或韓語的////g////視作發音部位轉變視作發音部位轉變視作發音部位轉變視作發音部位轉變。。。。 

5 《漢語古音手冊》把《廣韻》二百零六韻分為六十一個韻類，一百四十一個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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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O O夬 zh, vzh 

18. 灰賄隊 tPh 

19. 哈海代 Ph 

20.  O O廢 í·5h, í·v5h 

21. 真軫震 í·d·m, í·vd·m 質 í·d·s, í·vd·s 

22. 諄準稕 í·td·m   術 í·td·s 

23. 臻 O O í·dm   櫛 í·ds 

24. 文吻問 í·t?m   物 í·t?s 

25. 欣隱焮 í·?m   迄 í·?s 

26. 元阮願 í·5m, í·v5m 月 í·5s, í·v5s 

27. 魂混慁 t?m   沒 t?s 

28. 痕很恨 ?m   O 

29. 寒旱翰 @m   曷 @s 

30. 桓緩換 t@m   末 t@s 

47. 青迥徑 hdM, hvdM   錫 hdj, hvdj 

48. 蒸拯證 í·?M, --   職 í·?j, í·v?j 

49. 登等嶝 ?M, t?M   德 ?j,í·v?j 

50. 尤有宥 í·?t 

51. 侯厚候 ?t 

52. 幽黝幼 h?t 

53. 侵寢沁 í·d·l    緝 í·d·o 

54. 覃感勘 Pl    合 Po 

55. 談敢闕 @l    盍 @o 

56. 盬琰豔 í·Dl    葉 í··Do 

57. 添忝  hdl    帖 hdo 

58. 咸 陷 5l    洽 5o 

59. 銜檻鑑 `l    狎 `o 

60. 嚴儼  í·5l    業 í·5o 

61. 凡范梵 í·v5l   乏 í·v5o 

 

聲調表 

名稱 平 上 去 入 

標記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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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1.32.1.32.1.3    廣東話廣東話廣東話廣東話    

聲母表 

 雙唇音 唇齒音 舌尖音 舌尖中 舌尖後 舌葉音 舌根音 圓唇化 

舌根音 

喉音 

塞音 o, oç           s, sç  j, jç 

 

jº, jºç  

鼻音     l   m      M   

擦音  e   r    g 

塞擦音    sR, sRç    

流音   k       

半元音      i  v  

 

韻母表 

 h衣 x於 t污  `亞  D遮  8靴  N波  

h   th回  `h挨 5h矮  dh四   Nh哀  

t ht腰   nt澳 `t拗 5t歐 Dt*        

x          7x虛   

             

l hl奄    `l岩 5l暗 Dl*       l ÿ唔 

m hm煙 xm元 tm換  `m晏 5m銀 Dm*     7m詢 Nm安  

M HM英   TM風 `M甖 5M鶯 DM鄭  8M香  NM康 M ÿ五 

             

o ho葉    `o鴨 5o執 Do*        

s hs熱 xs月 ts活  `s壓 5s不 Ds*      7s恤 Ns渴  

j Hj益   Tj屋 `j握 5j塞 Dj隻  8j削  Nj索  

*灰方方格內的韻母多用於在口語詞中，多數是有音無字的字。 

 

聲調表 

 平 上 去 入 

陰 55(53) 35 33 5/3 

陽 21 24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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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1.42.1.42.1.4    後期中世紀韓語漢字音後期中世紀韓語漢字音後期中世紀韓語漢字音後期中世紀韓語漢字音    

聲母表 

 唇音 

 

舌尖音 舌齒音 舌尖後 舌根音 喉音 

塞音 o, oç              s, sç j, jç 

j* 

 

鼻音 l  m     M  

擦音   r, y 

 r* 

 g 

塞擦音   sr, srç   

流音  k     

 

韻母表 

ㅏ ㅑ ㅓ ㅕ ㅗ ㅛ ㅜ ㅠ ㅡ ㅣ 

[`] [h`] [?] [h?] [n] [hn] [t] [ht] [0] [h] 

ㅐ ㅒ ㅔ ㅖ ㅘ ㅝ ㅢ 、 

[`h] [h`h] [?h] [h?h] [t`]  [t?]  

 

[0i] [U] 

ㅙ ㅞ 、ㅣ 

[t`h] [t?h] 

 

[Uh] 

ㅚ ㅟ 

 

 

 

韻尾：-l, -m, -M, -o, -s, -j [nh] 

 

[th] 

 

 

聲調表 

名稱 平(無點) 上(二點) 去(一點) 入(一點) 

標記 1 2 3 4 

*如聲調未有記錄，則以 X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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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1.52.1.52.1.5    現代韓語現代韓語現代韓語現代韓語漢字音漢字音漢字音漢字音    

聲母表 

 唇音 

 

舌尖音 舌齒音 舌尖後 舌葉音 舌根音 圓唇化 

舌根音 

喉音 

塞音 o, oç  s, sç  j, jç 

j* 

  

鼻音 l  m   M   

擦音    r 

 r* 

  g 

塞擦音    sR, sRç   

流音  k       

半元音     i  v  

 

 

韻母表 

ㅏ ㅑ ㅓ ㅕ ㅗ ㅛ ㅜ ㅠ ㅡ ㅣ 

[`] [i`] [?] [i?] [n] [in] [t] [it] [0] [h] 

ㅐ ㅒ ㅔ ㅖ ㅘ ㅝ ㅢ 

[D] [iD] [d] [id] [v`]  [v?]  

 

[0i] 

 

ㅙ ㅞ 

[vD] [vd] 

ㅚ ㅟ 

 

 

 

韻尾：-l, -m, -M, -o, -s, -j [vd] 

 

[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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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漢字音漢字音漢字音漢字音與韓語與韓語與韓語與韓語歷史發展簡表歷史發展簡表歷史發展簡表歷史發展簡表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公元公元公元公元    朝代朝代朝代朝代    韓語史分期韓語史分期韓語史分期韓語史分期    韓國漢字音韓國漢字音韓國漢字音韓國漢字音

分期分期分期分期    

第一階段 公元前 朝鮮半島上的多個民族尚未形成國

家。各個民族的語言存在差別。 

第二階段 公元後至 

公元 9 世紀 

半島上的民族開始各自形成邦國。 

-三國時代(公元前後至公元 668 年) 

高句麗(前 37-668)、 

百濟(前 18-660)、 

新羅(前 57-668) 

-統一新羅時代(668-901) 

上古 

韓語 

古代韓國漢

字音 

第三階段 公元 10 至 

14 世紀 

-王氏高麗時代(918-1392)，從慶州遷

至開城以後近五百年 

前期 

中世紀韓語 

高麗漢字音 

第四階段 公元 15 至 

16 世紀 

-朝鮮時代(1388-1894) 

-「訓民正音」表音文字誕生 

-「壬辰倭亂」，造成人口大遷移 

後期 

中世紀韓語 

第五階段 公元 17 至 

19 世紀末 

-朝鮮時代(1388-1894) 

 

近代韓語 

朝鮮漢字音 

第六階段 公元 20 

世紀至今 

-大韓帝國時期(1897-1909) 

-日韓合併時期(1910-1945) 

-南、北韓時代(1947-) 

現代韓語 現代漢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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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3.13.13.13.1        《《《《廣韻廣韻廣韻廣韻》》》》音系與廣東話音系與廣東話音系與廣東話音系與廣東話聲母聲母聲母聲母的的的的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廣東話的形成有比較長的歷史。它從古代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比較早，因

此，它不一定是從「《廣韻》的語言系統」所代表的「魏晉以來的漢語共同語音

系統」中分化、演變出來的。
6
也就是說，《廣韻》音系並不是廣東話的直接祖先。

但由於《廣韻》音系的存古性質，通過它與廣東話的比較，還是可以看出廣東話

從古音發展變化的基本軌跡。 

 

在古音與廣東話的比較中，筆者先假定粵語的祖先與《廣韻》音系之記錄相

同或相似，以便從中了解廣東話的發展演變。 

 

需要說明的是，本論文所選漢字皆為韓語常用漢字，在收選 420 個漢字的廣

東話字音時，盡量以《廣韻》為立足點，避免取其俗音；另一方面，在一字多音

的情況下，儘量取其能和廣韻對應的讀音為準。 

 

廣東話的韻母相對北方方言保留了更多的中古音值，但在聲母方面，不難發

現廣東話有其更進一步的語音發展。「見」組與「曉、匣」母中，除了漢語方言

常見的「濁聲變陽調」的情況，有其進一步的語音演變。 

 

                                                 
6 李新魁等著，《廣州方言研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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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2.13.2.13.2.1    《《《《廣韻廣韻廣韻廣韻》》》》音系與音系與音系與音系與廣東話廣東話廣東話廣東話聲母聲母聲母聲母的對應關係的對應關係的對應關係的對應關係    

根據本論文所收錄的 420 個漢字音中，廣東話與《廣韻》音系的對應關係如

下： 

 

Case 1.1 f > j (18) 

Rule 1. [+cons, +voice, -son] > [-voice] 

Rule 2.1 /f/> [j] / _____[falling、entrance] 

巨、據、件、健、傑、儉、競、共、舊、具、懼、局、極、近、僅、技、忌、畿 

Case 1.2 f > jº (1) 

Rule 1. [+cons, +voice, -son] > [-voice] 

Rule 2.1 /f/> [j] / _____[falling、entrance] 

Rule 3. [DOR, -cont, -son]�[+round]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郡 

Case 1.3 f > jç(21) 

Rule 1. [+cons, +voice, -son] > [-voice] 

Rule 2.2 /f/> [jç] / _____[level、rising] 

強、橋、求、球、窮、權、拳、勤、禽、琴、其、期、旗、奇、騎、祈、距、拒、

俱、劇、及 

Case 1.4 f > jºç(3) 

Rule 1. [+cons, +voice, -son] > [-voice] 

Rule 2.2 /f/> [jç] / _____[level、rising] 

Rule 3. [DOR, -cont, -son]�[+round]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狂、菌、群 

 

Case 2.1 j > j(142) 

家、佳、街、歌、加、價、假、架、各、角、腳、閣、覺、干、間、肝、幹、簡、

姦、甘、減、感、敢、監、鑑、甲、江、降、講、剛、鋼、綱、改、皆、個、介、

蓋、更、居、車、舉、建、乾、劍、檢、格、擊、激、隔、見、堅、肩、絹、結、

潔、兼、京、景、經、庚、耕、敬、驚、竟、鏡、境、警、徑、界、計、雞、戒、

繼、階、古、故、固、高、告、姑、孤、鼓、稿、顧、谷、穀、工、功、公、供、

恭、攻、貢、官、觀、冠、館、管、貫、交、郊、教、較、矯、九、救、究、久、

句、苟、構、菊、弓、宮、卷、叫、糾、根、斤、謹、金、今、禁、錦、急、己、

記、基、幾、既、紀、寄、飢、機、緊、吉、狗、割割割割、、、、港港港港、、、、解解解解、、、、該該該該、、、、革革革革 

Case 2.2 j > jº(23) 

 Rule 3. [DOR, -cont, -son]> [+round]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癸、季、桂、果、過、寡、郭、關、慣、光、廣、掛、怪、龜、君、軍、軌、貴、

歸、鬼、均、國、骨 

Case 2.3 j > j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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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給、級、概、拘、厥 

Case 2.4 j > jºç (2) 

Rule 3. [DOR, -cont, -son]> [+round]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愧、規 

Case 2.5 j > g(1) 

係 

 

Case 3.1 jç > jç(14) 

卻、慨、缺、頃、傾、溪、契、啟、曲、區、驅、企、抗抗抗抗、、、、確確確確 

Case 3.2 jç > jºç(4) 

Rule 3. [DOR, -cont, -son]> [+round]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困、坤、誇、擴擴擴擴 

Case 3.3 jç > g(34) 

Rule 4. /jç/> [g] /_____[???] 
7
 

可、刻、看、刊、懇、渴、康、開、客、去、乞、犬、遣、牽、輕、謙、慶、卿、

考、哭、空空空空、孔、恐、巧、口、勸、克、肯、起、氣、欺、豈、棄、器、快 

Case 3.4 jç > i (1) 

丘(應為避諱字，避[jç5t55]) 

Case 3.5 jç > v(1) 

Rule 4. /jç/> [g] /_____[???] 

Rule 6. /g/> Ø / _____ [+high, -cons] 

屈 

Case 3.6 jç > e(8) 

Rule 4. /jç/> [g] /_____[???] 

Rule 5. /g/ > [e]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苦、枯、庫、課、科、寬、塊、快 

 

Case 4.1 F > g(48) 

Rule1. [+cons, +voice, -son] > [-voice] 

下、夏、賀、何、河、荷、學、鶴、閑、寒、恨、限、韓、旱、汗、咸、含、陷、

合、恆、巷、項、航、害、亥、奚、核、行、幸、衡、兮、號、浩、毫、豪、紅、

洪、鴻、效、後、厚、侯、候、暇暇暇暇、、、、繫繫繫繫、、、、械械械械、、、、系系系系、、、、校校校校 

Case 4.2 F > i (11) 

Rule1. [+cons, +voice, -son] > [-voice] 

Rule 6. /g/> Ø / _____ [+high, -cons] 

現、賢、玄、絃、縣、懸、穴、刑、形、螢、丸 

                                                 
7 /jç/�/g/的例字數目不少，但參考了反切字、中古漢語的擬構音和廣東話，尚未能找出演變的

原因所在。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種音韻變化應該和這組例字所具有的一些特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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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4.3 F > v(32) 

Rule1. [+cons, +voice, -son] > [-voice] 

Rule 6. /g/> Ø / _____ [+high, -cons] 

惠、慧、戶、湖、互、胡、護、或、惑、混、魂、弘、和、話、畫、華、禾、禍、

患、換、環、還、活、黃、皇、回、會、懷、獲、劃、橫、壞 

Case 4.4 F > e (1) 

Rule1. [+cons, +voice, -son] > [-voice] 

Rule 5. /g/ > [e]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乎 

Case 4.5 F > jºç(1) 

携 

 

Case 5.1 w > g(29) 

漢、海、向、香、鄉、響、享、虛、許、軒、憲、獻、險、顯、血、協、脅、兄、

亨、好、火、孝、曉、凶、胸、黑、興、希、喜 

Case 5.2 w > i (1) 

Rule 6. /g/ > Ø / _____[+high, -cons] 

休 

Case 5.3 w > v(1) 

Rule 6. /g/ > Ø / _____[+high, -cons] 

毀 

Case 5.4 w > e (15) 

Rule 5. /g/ > [e]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呼、虎、婚、昏、忽、化、花、貨、歡、況、荒、悔、揮、輝、訓 

Case 5.5Case 5.5Case 5.5Case 5.5    w > k > k > k > k(1)    

吸吸吸吸    

 

Case 6 M > i (1)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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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1.23.1.23.1.2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420 個所選漢字中，有 279 個字屬於「見組」(即/j, jç, f/)：有 43 個為「群」

母，174 字為「見」母，62 個為「溪」母；「曉」、「匣」母方面，93 字為「匣」

母，而「曉」母例字 47 個。此外，尚有 1 個「疑」母字(「驗」)。 

 

「《廣韻》的全濁聲母字如奉、定、澄、從、邪、崇、群、匣等，在廣州話

中基本上韻為與其相對應的清音聲母」
8
。本論文的選字，情況符合李新魁等人

所提倡的「濁聲入清」之說。由於現代廣東話沒有全濁聲母，《廣韻》中的「群」

母的例字，有一部份先直接與廣東話的/j/形成對應(Case 1.1)。符合此規律的例字

共 18 個。 

 

若中古時屬於平聲或上聲的字音，則與廣東話的/jç/形成應對
9
(Case 1.3)，有

21 選字符合此對應關係，包括：《廣韻》中屬於平聲的「強、橋、求、球、窮、

權、拳、勤、禽、琴、其、期、旗、奇、騎、祈」，共 16 字和《廣韻》紀錄為上

聲的「距、拒」2 字；去聲的「俱」則符合「陽上作去」
10
之規律。尚有少部份

字屬例外：入聲的「劇、及」2 字。 

 

《廣韻》音系的「見」母字音，大部份能與廣東話/j/形成直接的對應(共例

字 142 個)；小部份與 /jç/對應，包括「決、給、級、概、拘、厥」六個非口語

字。此外，和/g/ 對應的只有「係」字。 

 

「溪」母方面，有 14 個例字首先與/jç/扣成對應(Case 3.1)。 

 

廣東話音韻系統內，舌根塞音共有兩組四個：普通的/j/和/jç/和圓唇化的/jº/

和/jºç/；故亦形成《廣韻》的「見、溪、群」例字與廣東話圓唇化舌根塞音對應

的情況。 

 

「群」母例字分別和/jº/(Case 1.2)、/jºç/(Case 1.4)形成對應。符合 Case 1.2

規律的例字「郡[fí·t?m3]」，屬去聲，與 Case 1.1 配合；Case 1.4 規律的則有 3 字：

狂[fí·v`M1]、群[fí·t?m1]、菌[fí·vdm2]，與 Case 1.3 情況相似。 

 

「見」母方面，亦有部份(23 個例字)對應廣東話的/jº/；與/jºç/對應的情況

則不普遍，只有「愧、規」2 字。至於，「溪」母，有 4 字(包括：困[jçt?m3]、

坤[jçt?m1]、誇[jçv@1]、擴[jçt@j4])在廣東話中作/jºç/(Case3.2) 

                                                 
8 李新魁等著，《廣州方言研究》，頁 210 

9 李新魁等著，《廣州方言研究》，頁 210 

10 陽上作去又稱「濁上變去」，是指全濁上聲系統地演變為全濁去聲，如「動」、「是」、「靜」等

字。變化與否並無一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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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曉」、「匣」母方面，與群字情況相似，屬全濁聲母的「匣」母字首先與

廣東話的/g/ 形成對應(Case 4.1)
11
。 

 

有一定部份「匣」字失去原聲母：第一類(Case 4.2)為受其介音[h]影響而演變

成/i/    ；第二類(Case 4.3)為其介音或主要元音[t]影響而作/v/。前者有例字 11 個，

後者 32 個。 

 

值得留意的是，屬「匣」母而廣東話作/i/的字在《廣韻》中全為四等韻，即

其中古音都帶有[h]12
介音而且主要元音的開口度最小和舌位在最前。但關於粵語

是否有介音[h]，學界仍存在爭議。事實上，現代粵語的介音，與漢語其他方言有

頗大的差異。就廣州話標準音而言，是沒有介音存在(即沒有[h]、[t]、[x])。
13
 

 

不過，在歷史演變上，李新魁根據廣州不同方言點研究後，提出唐宋以來的

粵語已產生[h]介音。而在中古以後的發展中，介音[h]有的保留，有的消失，有的

則演變為主要元音。
14
本論文的選字反映出[h]有取代來了原來的「匣」母字，擔

當聲母的傾向。 

 

11 個例字，在唐宋時代都有介音[h]。[h]在成為聲母前，先有主元音化的傾向，

即主要元音受介音[h]的影響下，音值逐漸提高，原來的主元音不斷弱化的同時，

[h]介音不斷加強，終於上升為主元音，而原來的主元音則消失。例如「現」字，

中古的發音為[Fhdm3]，主要元音[d]受介音[h]的影響下同化消失，原聲母[g]接著

消失，[h]介音再分拆出[i]作聲母
15
： 

 

‘現’  / Fhdm3/ 

 / ghdm22
/  濁音去聲>陽去聲[22] 

  / ghdm22
/  濁音轉變為清音[F] > [g] 

  / ghdm22
/   主元音[d]不斷弱化，[h]主元音化 

  / ihm22
/  [h]分拆成聲母，並同時擔當主要元音 

 

另外，若[h]介音後面有介音[v]，則[h，v]首先同化，變成[x]，主要元音[d]

受[x]影響而消失，例如「玄」字[Fhvdm1]>[ixm21]
16
： 

                                                 
11 /F/ 與 /g/ 在發音部位並不相同，但在中國方言研究上，兩者可歸為一類作對比。詳參見注 3。 

12 隋唐時的四等韻也不帶[i] 介音。詳參李新魁，《漢語音韻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頁

370。 
13 李新魁，《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7，頁 412-414 

14 李新魁，《李新魁音韻學論集》，頁 414 

15 以音韻學的角色來看，廣東話中的[hm]和[ihm]並沒有分別。考慮到廣東話沒有介音的原則，本

論文視介音[h]可同時擔當聲母[i]。 

16 「玄」字的廣東話發音中，聲母部份並沒有[i]的音值，[i]是照顧廣東話整個音韻系統而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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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 Fhvdm1/ 

  / Fhvdm21
/  濁音平聲>陽平聲[21] 

  / ghvdm21
/  濁音轉變為清音[F] > [g] 

  / gxdm21
/  [h]與[w]同化，演變成[x] 

  / gxdm21
/   主元音[d]不斷弱化，[x]主元音化 

  / ixm21
/  [x]分拆成聲母，並同時擔當主要元音 

 

中古的介音[h]除了強化、後進一步取代 /F/ 成為聲母外，亦有部份是弱化。

這情況反映在聲母為/v/ 的例字上，包括「惠、慧」。而失去原聲母的第二類(Case 

4.3)，除以上 2 字外。尚可分為以下小類： 

 

-介音分為聲母、仍維持作主要元音：「戶、湖、互、胡、護」 

-介音分為聲母、仍維持作主要元音，並影響後面元音：「換、活、會、回、黃、

皇」 

-只成為聲母：「患、環、還、華」 

-只成為聲母，並影響後面元音：「和、禾、禍、獲、話、畫、懷、或、惑、劃、

橫、混、魂、弘、壞」 

    

與「匣」母相反，「曉」母較少出現失去原聲母的情況(只有「休、毀」2 字)。

「匣」母大部份能與廣東話的/g/對應(30 字)。當中，有一定數目例字的聲母受介

音或主要元音/u/的影響而作/e/(即合口字，共 15 個)，這表現了廣東話的一種音韻

現象：不容許[g]+[t]的音韻配搭。事實上，在廣東話中，除了唇齒擦音和舌根塞

音外，幾乎所有聲母都不會與韻母[t]組合。 

    

[g](包括「曉、匣」母字)不能與[t]組成音韻配搭而變成[e]，甚至受到其介音

或主要元音/u/的影響消失；另一方面，廣東話中又存在圓唇化舌根塞音，這些音

韻現象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剛才提及，廣州話是沒有介音存在。而所有聲母為/jº/或/jºç/的例字，在《廣

韻》音系中，都是帶有介音/v/或主要元音是/t/ ——即都是合口字。 

 

許多學者，如陸志韋、李方桂等，都指出漢魏或更早以前，漢語具有唇化音

聲母，而粵語這一套聲母可能是早於《廣韻》前的古音痕跡。
17
李新魁等甚至認

為上古漢語沒有介音。其中一個說法是：中古的[h]和[t]介音是上古的複聲母演

                                                                                                                                            
主要元音為[h]或[x]的字音前。有些學者會把主要元音為[x]字音的聲母標為[G]。不過，本論文之

廣東話的國際音標主要參考黃錫凌的《粵音韻彙》，故把「玄」之聲母標成[i]。 

17 李新魁，《李新魁音韻學論集》，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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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來的，即：舌面化聲母[*oi，*si，*ji]帶來了[h]介音；而圓唇化聲母[*ov，jv]

則促生了[v]
18
。而廣東話的/jº，jºç/，印證了此學說的可能性。

19
    

 

另一方面，「溪」母也有一些值得留意的語音演變。在本論文的選字中，超

過一半的「溪」母例字從中古的/jç/變為/g/(Case 3.3)
20
；部份受主要元音/t/或介音

/v/的影響而演變成/e/ (Case 3.6)；「丘」、「屈」二字甚至出現聲母脫落，進一步變

為 /i/ (Case 3.4)，或 /v/ (Case 3.5)。    

 

「溪」字進一步演變成/e/的共 7 字，而只有極少數的例子是失去原聲母演變

成/i, v /，這也許暗示著，這一批「溪」母字在歷史演變中，首先變成/g/，然後

在往後發展中，有著與「曉」母相似的演變：即原聲母儘量保留，然後受介音或

主要元音/t/的影響而變成e，當中，只有極少數的例外字會失去原聲母。 

 

經過以上的了解，可發現廣東話的聲母在歷史演變中，主要有以下幾項音韻

演變規律： 

 

1. 濁聲轉變為清聲，作陽聲調 

Rule1. [+cons, +voice, -son] > [-voice] 

 

2. 舌根塞音送氣音化 

Rule 2.1. /f/> [j]  / ____ [falling, entrance]  

Rule 2.2. /f/> [jç] / ____ [level, rising]  (文讀音：陽上作去) 

 

3. 舌根塞音圓唇化 

Rule 3. [DOR, -cont, -son]�[+round]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4. 送氣舌根塞音擦音化 

Rule 4. /jç/> [g] /_____[???] 

 

5. 聲母發音部位同化-圓唇化 

Rule 5. /g/ > [e] / ____ [+high, +back, +round, -cons] 

 

6. 原聲母消失 

Rule 6. /h/>  Ø / _____[+high, -cons] 

                                                 
18 李新魁，《李新魁音韻學論集》，頁 414 

19 李新魁，《漢語音韻學》，頁 375 

20 根據李新魁的研究，這些字皆為開口，少部份三、四等合口。詳見李新魁等著，《廣州方言研

究》，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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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3.23.2        《《《《廣韻廣韻廣韻廣韻》》》》音系與韓國漢字音音系與韓國漢字音音系與韓國漢字音音系與韓國漢字音聲母聲母聲母聲母的的的的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統一新羅前，新羅的漢字音首先採用南朝南方漢語語音，到六、七世紀才開

始接收隋唐時期的北方漢語語音。21不少學者都指出，在很早的階段已從漢語中

分化出來的粵方言相對於北方漢語，更貼近韓國語。如嚴翼相曾在〈韓國漢字音

與中國方言的語音類似度〉一文中，通過採納不同方言點的語音與韓國語作比

較，也指出粵方言與韓國語的相似度很高。22 

  

新羅統一韓國後，漢字音便以新羅漢字音作為基礎逐漸合三為一，一直沿用

至高麗時代。新羅、高麗時期，中國北方漢語語音發生了變化，譬如全濁聲母的

清化，塞音韻尾的消失。而現代韓國漢字音很少反映這些語音變化現象，因此，

一般認為，新羅高麗以前韓國漢字音已經定型。也就是說現代漢字音反映的，大

部份是《切韻》中的中古北方漢語音。 

 

《廣韻》既是從《切韻》修改而來，通過它與現代韓國字的比較，仍然可以

了解到韓國韓字音從古代至今的演變。 

 

要留意的是，現代韓國漢字是從統一新羅時代發展並沿用至現在的音韻體

系，在其韓國漢字音系中，存在著幾個分層。 

 

進行現代韓國漢字音與《廣韻》音系的比較後，不難發現韓國漢字音大體上

與《廣韻》音系形成緊密的對應，例外的情況很少。另一方面，甚至存在一些比

《廣韻》一書更能反映上古漢語情況的例字。 

 

                                                 
21 李敦注，《漢字音韻學의 理解》，首爾：塔出版社，1995，頁 286-287 

22 嚴翼相，〈韓國漢字音和中國方言的語音類似度〉，台灣：《語言暨語言學》，6：3，2005，頁

48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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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2.13.2.13.2.1    《《《《廣韻廣韻廣韻廣韻》》》》音系與韓國漢字音韓語輔音的對應關係音系與韓國漢字音韓語輔音的對應關係音系與韓國漢字音韓語輔音的對應關係音系與韓國漢字音韓語輔音的對應關係 

 

Case 1. f：j(43) 

強、巨、距、拒、據、件、健、傑、儉、競、共、狂、橋、求、舊、具、俱、懼、

球、局、郡、群、窮、權、拳、菌、極、劇、近、勤、僅、禽、琴、及、其、期、

旗、奇、騎、技、忌、祈、畿 

 

Case 2.1. j：j(169) 

家、佳、街、歌、加、價、假、架、各、角、腳、閣、覺、干、間、肝、幹、簡、

姦、甘、減、感、敢、監、鑒、甲、江、降、講、剛、鋼、綱、改、皆、個、介、

概、蓋、更、居、車、舉、建、乾、劍、檢、格、擊、激、隔、見、堅、肩、決、

結、潔、兼、京、景、經、庚、耕、敬、驚、竟、境、鏡、警、徑、癸、季、界、

計、雞、係、戒、繼、桂、階、古、故、固、高、告、姑、孤、鼓、稿、顧、谷、

穀、骨、工、功、公、供、恭、攻、貢、果、過、寡、郭、官、觀、關、館、管、

貫、慣、冠、光、廣、掛、愧、怪、交、教、郊、較、矯、九、救、究、久、句、

苟、拘、狗、龜、構、國、菊、君、軍、弓、宮、卷、厥、軌、貴、歸、鬼、叫、

規、糾、均、根、斤、謹、金、今、禁、錦、給、急、級、己、記、基、幾、既、

紀、寄、飢、機、緊、吉、絹 

Case 2.2. j：g (5) 

割、港、解、該、革 

 

Case 3.1. jç：j(58) 

可、卻、刻、看、刊、懇、渴、康、開、慨、客、犬、遣、牽、缺、謙、輕、慶、

頃、傾、卿、契、啟、苦、考、枯、庫、曲、哭、空、困、坤、孔、恐、課、科、

誇、寬、塊、巧、口、區、驅、丘、屈、勸、克、肯、起、氣、欺、豈、棄、企、

器、乞、去、溪 

Case 3.2. jç：g(3) 

抗、確、擴 

Rule 3.3. jç：jç(1)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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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4.1 F：g(87) 

下、夏、賀、何、河、荷、學、鶴、閑、寒、恨、限、韓、旱、汗、咸、含、陷、

合、恆、巷、項、航、害、亥、奚、核、行、幸、現、賢、玄、絃、縣、懸、穴、

刑、形、螢、衡、惠、慧、兮、戶、乎、號、湖、互、胡、浩、毫、豪、護、或、

惑、混、魂、紅、洪、弘、鴻、和、話、畫、華、禾、禍、患、丸、換、環、還、

活、黃、皇、回、會、懷、獲、劃、橫、效、後、厚、侯、候、擕 

Case 4.2. F：j(6) 

暇、系、械、繫、壞、校 

 

Case 5. w：g(47) 

漢、海、向、香、鄉、響、享、虛、許、軒、憲、獻、險、顯、血、協、脅、兄、

享、呼、好、虎、婚、昏、忽、火、化、花、貨、歡、況、荒、悔、孝、曉、訓、

毀、揮、輝、休、凶、胸、黑、興、希、喜、吸 

 

Case 6. M：g(1)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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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2.23.2.23.2.2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論文的選字中，全部「群」母字和絕大部份的「溪」母字(除「快」字為/jç/

和「抗、確、擴」為/g/)與韓國語的/j/形成對應(Case 1 和 Case 3.1)。李潤東認為，

這是因為「漢字音在韓國被採用時，『聲』(Voicing)和『氣』(Aspiration)在韓國語

中尚未擔當音值上的輔音；因此，中世紀韓語中，即使‘ㄲ’/f/已出現，仍不被

納用在漢字音當中，擔當音位。」
23
 

 

李潤東的說法，帶來了三個問題。第一，漢字音甚麼時候傳入？其次：前期

中世紀韓語(公元 10-14 世紀)，甚至上古韓語(公元前至 10 世紀)，有否全濁聲母

和送氣聲母？最後，韓國漢字音在歷史發展中，會否受到中國漢字音或韓國語的

音韻改變而受影響？ 

 

對於漢字音何時傳入韓國的時間問題，學界目前主要有幾個說法
24
： 

 

第一個，箕子朝鮮時期。有學者根據中國古代文獻有關箕子朝鮮的記載，認

為是箕子將漢字傳到韓國。不過這個說法在學界上不太認同，因為有關箕子的史

料可信度不高。第二個，古朝鮮(?-公元前 108 年)時期。根據在韓國出土的文物，

例如戰國先秦時期的秦戈、明刀錢等，上面刻有漢字。這些文物可能佐證當時漢

字已傳入韓國的觀點。第三個，漢四郡時期至前三國時代(公元前 108 年-約公元

4 世紀)。漢四郡的建立可能促進中韓兩個民族的交流，也讓韓國人廣泛接觸到漢

字。第四個，韓國三國時期，4 世紀左右，佛教與儒教傳入韓國，高句麗還設立

「太學」講授漢文。借助宗教和教育的力量，漢字在韓國得到大規模的普及。 

 

從以上代表性的觀點來看，漢字至少在秦、漢之際，即漢武帝(公元前 56 年

至前 87 年)前已經傳入韓國，最晚也不超出漢代
25
，也就是 3 世紀左右。

26
 

                                                 
23 李潤東，《韓國漢字音의 理解》，首爾：螢雪出版社，1997，頁 23-24 

24 朴正俸，《韓國漢字音系與廈門方言音系比較研究》，四川：四川出版集團，2009，頁 12-14 

25 朴正俸，《韓國漢字音系與廈門方言音系比較研究》，頁 14 

26 此為韓國學界較為接納的觀點。至於漢字音發展方面，大概也可分四階段有古代韓國漢字音；

高麗漢字音；(李氏)朝鮮漢字音；現代漢字音。當中的古代漢字音，即韓國三國時期的漢字音有

值得留意的地方：高句麗使用魏晉時期的北方漢語語音；百濟使用南朝的南方漢語語音；新羅則

是在初期使用南朝南方漢語語音，到了六、七世紀開始接收隋唐時期的北方漢語語音。(詳參李敦 

柱，《漢字音韻學의理解》，頁 286-287)新羅統一韓國後，漢字音便以新羅漢字音作為基礎逐

漸合三為一，一直沿用至高麗時代。新羅高麗時期，中國北方漢語語音發生了變化，如全濁聲母

的清化，塞音韻尾的消失、知莊章三組聲母的合流等。而現代韓國漢字音很少反映這些語音變化

現象，因此，一般認為，新羅高麗以前韓國漢字音已經定型。也就是說現代漢字音反映的，大部

份是《切韻》系統中的中古北方漢語音。(朴正俸，《韓國漢字音系與廈門方言音系比較研究》)

事實上，自高本漢(B. Karlgren) 根據高譯音和日譯吳音等語料擬測中古漢語音系以後，一些學者

認識到韓國漢字音的研究學術價值。他們的研究涉及韓國漢字音的來源，性質、形成和演變等一

系列問題(姜吉云，《國語史精說》，首爾：瑩雪出版社，1993，第 37 頁)。  關於韓國漢字音的基

礎方言，早先學者認為是單一音系，如有阪秀世曾提出，韓國漢字音的基礎方言是 10 世紀宋代

的開封音(有阪秀世，《國語音韻史之研究》，東京：三省堂，1963)。河野六郎則提出韓國漢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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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第二個問題，我們可從現存關於韓國上古史料中尋找答案。《三國史

記‧地理志》
27
中，有不少運用漢字來標記地名的記載。從中，我們可了解當時

韓語的輔音系統：古代韓語雖然有軟音(全清)、送氣音(次清)，但還難以找到對

應的硬音(緊音)，而且送氣音也不像現代韓語般井然有序。 

 

當時用漢字標記的地名例子如下
28
： 

ㄱ/j/： 古昌群，本古古古古陁也郡     古[jn] 

  高丘縣，本仇仇仇仇火縣，其買買買買縣   仇[jt] 

ㄷ/s/： 唐恩郡，本高句麗唐唐唐唐城郡    唐[s`M] 

  道安縣，本刀刀刀刀良縣，德德德德近縣   刀[sn]、德[s?j] 

ㅂ/o/： 富平縣，本高句麗夫夫夫夫如郡    夫[ot] 

  松岳縣，本高句麗扶扶扶扶蘇郡，夫夫夫夫夫夫夫夫里縣  扶[ot] 

ㅅ/r/： 重盤縣，本高句麗息息息息城郡    息[rhj] 

  清風縣，本高句麗沙沙沙沙熱伊縣，所所所所比浦縣 沙[r`]、所[rn]
29
 

 

從以上例子中，可見在古代韓國語已經有了一套與現代韓語相配合的全清聲

母。至於送氣音(次清)的例子如下
30
 

ㅊ/srç/： 東菜郡，本居柒柒柒柒山郡     柒[sRçhk] 

  漆堤縣，本漆漆漆漆吐郡     漆[sRçhk] 

ㅌ/sç/： 漆堤縣，本漆吐吐吐吐郡     吐[sçn] 

                                                                                                                                            
有兩個層次：一是作為底層的南朝江東音；二是作為表層的唐代長安音(河野六郎，《朝解漢字音

之研究》，東京：天理時報社，1968)。  1960 年代以來，學者利用古化文獻發掘韓國漢字音的面

貌。如胡明揚的《〈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依據對音材料

整理出 16 世紀北方漢語的語音系統。(《中國語文》，1963，第 3 期)。  1980 年代開始，學者開

視關注韓國漢字音所反映的古漢語語音層次問題。學者傾向於認為韓國漢字音的底層是上古漢語

語音。如聶鴻音提出有些韓國漢字音的語言特徵以《切韻》音系很難解釋，但是在上古漢語裡可

以求得圓滿解釋。他認為，至少在重紐問題上，韓國漢字音比《切韻》更加近似於上古漢語。(聶

鴻音，〈《切韻》重紐三四等字的朝鮮讀音〉，北京：《民族語文》，1984 年第 5 期)  姜信沆討論了

韓國漢字音當中的單元音的來源時，為上述觀點進行了証證。他認為，韓國漢字音當中的一些單

元音很有可能不是從中古漢語的複元音演變過來，而是受到上古漢語單元音的直接影響形成的。

(姜信沆，《韓國漢字音과漢語上古音과의對應可能性에關하여》，《東洋學》，1987，Vol. 

17，No.1，頁 1-26)  1990 年代，李敦柱提出，據 15 世紀以後的韓文對音資料，韓國漢字音的基 

礎方言應是《切韻》音系的長安音或開封音。(李敦柱，《漢字音韻學의理解》，首爾：塔出版

社，1995，頁 273)  

27 《三國史記》是高麗史家金富軾奉高麗仁宗之命在 1145 年以漢文所寫成的正史，記載朝鮮三

國時代的歷史。全 50 卷。包括：新羅本紀(12 卷)、高句麗本紀(10 卷)、百濟本紀(6 卷)、年表(3

卷)、雜志(9 卷)、列傳(10 卷)六部分所構成，是紀傳體之正史。當中，〈雜志〉有四卷名為地理，

記載了不少當時韓國的地理名稱，依次序為：《雜志第三‧地理一<新羅>一》、《雜志第四‧地理

二<新羅>二》、《雜志第五‧地理三<新羅>三》、《雜志第六‧地理四<高句麗·百濟>》 

28 例子取自安炳浩、尚玉河，《韓語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24 

29 表格內右邊的音標為現代韓語的發音。 

30 例子取自安炳浩、尚玉河，《韓語發展史》，頁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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ㅍ/oç/： 合浦縣，本骨浦浦浦浦縣     浦[oçn] 

  知禮縣，本知品品品品川     品[oçtl] 

ㅎ/g/： 河東縣，本韓韓韓韓多沙郡     韓[g`m] 

  黃原縣，本百濟黃黃黃黃述縣    黃[gv`M] 

 

透過以上的例子，可以了解到最遲在進入公元後，送氣音(次清)已擔當了音

位，有著與軟音(全清)對應的功能。不過當時送氣的舌根塞音/jç/還沒有出現。
31
 

 

另一個解釋是：在語音學上看，/j/和/jç/作為舌根音，相對其他部位的發音

要困難一點，所以當漢字音傳到韓國時，為求方便，把/jç/為聲母的字音也以/j/

來標記。
32
   

 

新羅時代，地名的標記中，「見」母和「溪、群」母出現互用的情況，而這

些漢字在朝鮮時代《朝鮮館譯語》
33
中，全部皆以見母記錄

34
。以此推斷，可猜想

在新羅和高麗時代，「溪、群」母並未在音韻系統上獨立成聲母。
35
而高句麗的漢

字音情況也相同。
36
 

 

需要說明的是，韓國的文字「訓民正音」在 1443 年發明以後，朝鮮時代一

度出現過一些全濁聲母。當中的諺文中，便包含了一套「全濁輔音」
37
： 

ㄲ/f/ ㄸ/c/ ㅃ/a/ ∆/y/  /u/ 

 

由此可見，古代韓語
38
在發展過程中，應曾經有過全濁音存在

39
，在統一新羅

以後慢慢消失，直至 1443 年(中國明朝時代)「訓民正音」創造後，仍有濁聲母的

痕跡。而對於韓語濁聲母慢慢消失的其中一個解釋是當時北方漢語輔音體系中的

全濁聲母漸漸失去踪影，韓語受其影響，原來的全濁音發生變化，變成全清或次

清音，形成新的語音體系。
40
 

                                                 
31 安炳浩、尚玉河，《韓語發展史》，頁 26。 
32 安炳浩、尚玉河，《韓語發展史》，頁 26。筆者認為，當時其他部位既然形成送氣音，相對於

把「送氣」，這語音特徵應用到舌根塞音聲母上較其他部位困難(但/jç/已成為音位)作解釋，/jç/
在當時尚未成為音位的說法說服力較大。 

33 《朝鮮館譯語》(1389)是朝鮮時代一本漢語與韓國語對譯的語彙集，此書分天文、地理、時令、

花木、鳥獸等十九門，收錄共 596 個單語。 

34 即在朝鮮時代，見、溪、群母字全以見母/j/標記。 

35 朴炳采，《古代國語의 연구<音韻篇>》，首爾：高麗大學出版社，1971，頁 36 

36 俞昌均，《韓國古代漢字音의研究 I》，大邱：啟明大學出版社，1980，頁 234、386 

37  中世紀韓國語的緊音字母為 ‘ㅅㄱ’/j*/、‘ㅅㄷ’/s*/、‘ㅅㅂ’/o*/。但由於濁聲塞 

音其後消失，故緊音取而代化，成為‘ㄲ’、‘ㄸ’、‘ㅃ’。 

38 普遍的「上古韓語」，是指從公元前至公元十世紀的韓語；此處所指的時段，為漢字音已大量

被韓國接收後的時間。第一階段的大量接收期應為公元前 202 至公元 9 年，即中國西漢時段，特

別是漢朝在朝鮮半島設立四大郡後。 

39 但應未形成如全清聲母般整齊的系統。 

40 安炳浩、尚玉河，《韓語發展史》，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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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既然有了全濁聲母‘ㄲ’/f/，為甚麼中世紀韓國語仍是用全清音‘ㄱ/j/

來標示呢？換個角度來看，就是韓國漢字音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會否因為韓語

音韻演變而受影響呢？一般認為，在漢字音問題上，韓國漢字音是以最初接受

中國漢字音時為準，不輕易受韓國固有語音變化或後來中國漢字音語音變化的

影響，儘量保持其當初的讀音。
41
 

 

本論文的選字中，有一個例字是值得探討的。在現代韓國漢字音中，只有「快」

字是以/jç/為聲母，而此字在後期中世紀韓語時(即訓民正音出現後)，亦被標記

為‘쾌’[jçt`h]42
，而「快」字在《廣韻》的反切為：「苦夬切」，是唯一的例字

能與《廣韻》音系的「溪」母形成完全對應關係(Case 3.3)。 

 

 但在《東國正韻》
43
提到了「國語多用溪母而字音則獨缺之一音而已」

44
，由

以看來，「快」字在最先借入韓國時，發音應跟其他溪字音一樣轉為以/j/為聲母，

後來受韓國語的音韻發展影響，才轉為/jç/45
。 

 

我們可以從側面去檢討在中世紀朝鮮漢字音中出現的「快」字。 

 

首先，「快」字情況反映出：在韓語音韻體系中，有韓國漢字音由「不送氣

音」往「送氣音」發展的情況；再者，隨著韓國語音韻體系中，送氣音在音位上

的辨別能力出現後，在漢語中原來是送氣音的漢字會發生/j/ > [jç]的情況。 

 

此外，其他(舌、唇、齒等)的送氣音在韓國漢字音中的使用頻繁相當的高。

相 比 之 下 ， 唯 獨 舌 根 音 的 送 氣 音 聲 母 是 幾 乎 沒 有 被 使 用 。 即使是韓語 

固有詞，當中以‘ㅋ’/jç/為聲母的例子亦只有幾個，作為音位上的聲母，其負擔

量非常輕微。
46

也就是說「溪」字的特殊性，間接印證了上古或前期中世紀韓語

                                                 
41 除非是系統性的改變。在韓語中，漢字音曾經一度經歷系統性的變化，當中最著名的是顎化。

後期中世紀韓國語在 16 末至 17 世紀開始有顎化(口蓋音化)出現。而韓國漢字音亦受其影響而有

系統性的發音變化。舌尖塞音/s/或/sç/，當後面的元音為[h]時，會變成舌葉塞擦/sr, srç/，即 /s, sç/ 
�[sr, srç] /___[h]。常用漢字中的例子有「天、地」等：天[sh?m]�[srh?m]�[sr?m]；地[sh]�[srh]。
情況與漢語的北方官話/j/的顎化相似。詳見南廣祐，《朝鮮(李朝)漢字音研究》，首爾：一潮閣，

1953，頁 87-88 

42 現代韓語中，元音有單元音化趨向。‘ㅙ’在中世紀發音為[t`h]，在現代韓語則變為[vD]。 

43 《東國正韻》是訓民正音出現後，韓國學者根據當時中國使用的發音(並參考《廣韻》等中國

韻書)用韓語字母標記的韻書。要留意的是，所記的漢字音並非朝鮮時代實際使用的韓國漢字音。 

44 申叔舟，《東國正韻》(影印本)，首爾：建國大學出版社，1973，頁 13 

45 現代韓語中，「溪」母字群中以‘ㅋ’標記的字也極為稀少，大慨是受到韓國語內部音韻系

統的影響，演變出來的俗音。本論文選字以外的漢字只餘「噲」字，而根據俞昌均的驗證，「噲」

字的聲母在中古音時並非/jç/。詳見俞昌均，〈現代韓國漢字音의性格과體系〉，首爾：明知大 

學論文集 I，1968，頁 212 

46 根據李潤東的整理，/jç/在中世紀韓語中雖然開始擔當音位，但相對其他送氣音而言，例子不

多，即使是固有詞，亦只有‘캐다’[jçUh.s`](類合下 46b)、‘크다’[jç0.s`](類合下 42b)、‘칼’[j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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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系統中，相對於其他送氣聲母，‘ㅋ’/jç/較遲出現。 

 

全濁與送氣的舌根塞音/f/、/jç/在漢字音傳入韓國時尚未擔當音位，使「群」

母與絕大部份的「溪」母字都與韓語的/j/形成對應。此外，在 275 個聲母為/j/

的所選韓國漢字音當中，共 169 個漢字的中古漢語聲母為「見」母，兩者形成完

全的對應關係(Case 2.1)。 

 

而另一方面，韓國漢字音有部份聲母與中古漢語形成有趣的對應：「暇、系、

械、繫、壞、校」在韓國語的讀音為/j/，在中古漢語卻是「匣」母。聶鴻音曾提

出有些韓國漢字音的語言特徵以《切韻》音系很難解釋，但是在上古漢語裡可以

求得圓滿解答。他認為，至少在重紐問題上，韓國漢字音比《切韻》更加近似於

上古漢語。
47
而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Case 4.2 的對應很可能反映了這些漢字在上可能反映了這些漢字在上可能反映了這些漢字在上可能反映了這些漢字在上

古漢語的讀音古漢語的讀音古漢語的讀音古漢語的讀音。 

 

在解釋這一個問題上，首先要了解學者們對「見」組與「匣」母在上古漢語

讀音的看法：
48
 

 

高本漢根據漢語語音系統，發現：(1)「群」母只出現在三等韻中，「匣」母

則只出現在一、二、四等韻中，二者形成互補。(2)與「見」母有「古諧聲」關係

的漢字中，有一些屬於「匣」母字，如「胡祜怙岵瓳」；以此兩點為基礎，提出

「群」、「匣」母在上古同出一源
49
。羅常培亦曾考証「匣」母和「喻三」的關係，

認為二者在六世紀以前本為一體。
50
 蒲立本(Pulleyblank)甚至根據梵漢對音和日本

吳音，把匣母為分兩類。第一類是對譯梵文的[f-]，如「阿含」對梵文[` f`l`]，

「禍」對日本吳音[f`]；第二類對譯梵文的擦音，如「和」對梵文[-u`-]，「越」

對梵文[-u`s-]、[-u`c-]，「和」對日本吳音[v`]。
51
 

 

Rule1. fç � fç (三等) 

Rule2. fç � F (一、二、四等) 

高本漢的擬構 

 

                                                                                                                                            
`k.s`]( 光 千 3b, 類 合 上 32a) 、 ‘콩’[jçnM]( 杜 初 十 五 5, 類 合 上 10a) 等 幾 個 。

詳見李潤東，《韓國韓字音의理解》，首爾：螢雪出版社，1997，頁 25-26；例子則取自柳希春

(1513-1577)，《新增類合》(影印本)，首爾：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1972 

47 聶鴻音，〈《切韻》重紐三四等字的朝鮮讀〉音，北京：《民族語文》，1984，第 5 期 

48 以上學者意見，詳參張維佳，〈朝鮮漢字音的層次和來歷〉，收錄於《漢語言文字學論叢‧語

音和交字卷》，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145-167 
49 Karlgren, Bernhard(高本漢),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Philadelphia: Porcupine Press, 1926, page 

75-77 

50 羅常培，1937，〈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原載《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八本第一份。收錄於《羅常培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156-162 

51 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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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魁根據漢字諧聲系統、漢字假借、古書通假、經籍異文、漢字又音、古

今字演變例証、現代漢語方言系統等材料，提出上古音「曉、匣」母歸「見、溪、

群」母的觀點。李認為，在魏晉以前，後代屬「曉匣」母之字並不念成[w]或[F](或

[g]或[é])的音，而是念成[j]、[jç]或[f]，即與「見、溪、群」母之字沒有區別。

後代[w]、[F]的曉匣紐字是魏晉以後從上古的「見、溪、群」母字分化出來的。
52
 

 

周法高雖然認為上古「喻三」讀音同中古，為[F]，但他還是把「匣」母並

入「群」母之中，擬構為[f]。
53
李方桂早年認為，在上古漢語中，「匣」母可分

為兩類：第一類與[j]、[jç]有「諧聲」和「互讀」關係的，歸於「群」母，發濁

塞音(Voiced stop)；第二類與[w]有「諧聲」關係的，歸於「喻三」，讀濁擦音(Voiced 

fricative)。後來他在《上古音研究》改說中古「匣」和「群」喻三在上古本為一

體，讀[f-]/[fv]。
54
 

 

邵榮芬在研究漢字諧聲系統、通假字、古書異文和《說文》讀若等材料後假

定：凡與[j]組(包括[jç]、[f])有諧聲關係的歸為「匣 1」，擬構為[f]；反之，與[j]

組沒有諧聲關係的歸為「匣 2」，擬構為[F]；而與[j]組和喻三都有諧聲關係的是

例外現象。
55
 

 

潘悟雲從漢字通假、漢代譯音、藏緬語同源詞、漢語方言和音變原理等方面

來審視「匣」母、「喻三」和「見」系的關係，認為上古「匣」母只有一、二、

四等，分為兩類：第一類與[j]組(包括[jç]、[f])有諧聲關係，讀[f]；第二類與與

[j]組沒有諧聲關係，讀[ã]。兩組字分別與三等的「群」母和「喻三」形成互補

關係，發展到中古，兩類「匣」母字合併，讀[é]，與「喻三」形成互補關係。
56
 

 

暇：胡驚切，去禡匣。魚部 

系：胡計切，去霽匣。支部 

械：胡介切，去怪匣。之部 

繫：胡計切，去霽匣。支部 

壞：胡怪切，去怪匣。微部 

校：胡教必，去效匣。宵部 

 

                                                 
52 李新魁，1963，〈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原載《學術研究》第 2 期。收錄於《李

新魁語言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1 至頁 19 

53 周法高，1969，〈論上古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 卷 1 期，頁 109-178；周

法高 1970，〈論上古音與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3 卷 2 期，頁 321-457 

54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 46-48 

55 邵榮芬，1991，〈匣母字上古一分為二試析〉，《語言研究》第 1 期、1995，〈匣母字上古一分

為二再証〉，《中國語言學報》第 7 期。兩論文收錄在《邵榮芬音韻學論集》，北京：首都師範大

學出版社，1997 

56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34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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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系、械、繫、壞、校」在《廣韻》屬「匣」母
57
，但在韓語中卻皆作

/j/，而剛才也談到所有中古漢語為/f/的漢字音在韓國漢字音皆作/j/。由此可見，

Case 4.2 的六個漢字音，至少印證了以上學者的部份說法：「匣」母在上古可能是

一個濁塞音，和「見」系的讀音相同或相近。中古韓語，甚至現代韓國漢字音中

出現的[j]、[g]混淆，可能反映出上古漢語晚期間，「匣」母字音的實際讀音。 

 

 除卻以上所涉及的漢字外，大部份聲母為/g/的韓國漢字音都能與中古漢語的

/F/或/w/形成對應關係。(即 Case 4.1 和 Case 5)。另有一例外，「驗」字在韓語的發

音為[g?l]，中古漢語的聲母卻為「疑」母/M/。這大概是受到「聲符」的影響。「驗」

字聲符為「僉」，所有由此「聲符」構成的漢字在韓語皆作/g/，包括本論文選字

中的「險」[g?l]。 

 

事實上，對於本論文一些對應以外的選字，我們或許能以聲或許能以聲或許能以聲或許能以聲符系統作解釋符系統作解釋符系統作解釋符系統作解釋：

包括「抗、確、擴」和「割、港、解、該、革」兩組。兩組漢字在韓國語的讀音

皆為/g/，但在中古漢語則分別為/jç/和/j/。而它們大部份都有諧聲偏旁或聲符相

同而發音相近的漢字： 

 韓國漢字音 諧聲偏旁 聲符相同而發

音相近 

抗 g`M 亢[g`M] 沆 [g`M] 

確 gv`j / 鶴 [g`j] 

擴 gv`j 廣[jv`M] 曠 [gv`M] 

割 g`k 害 [gD] / 

港 g`M 巷 [g`M] / 

解 gD / 懈[gD] 

該 gD 亥[gD] / 

 

 總的來看，《廣韻》音系與韓國漢字音的對應頗為嚴緊，當中最大差別是沒

有濁聲母和送氣音。 

                                                 
57 當中，「繫、壞、校」在中古漢語有另一讀音為/j/，但韓國漢字音基本上是一字一音，「繫」

字在韓國只有[jid]的讀音；中古時「壞」字作動詞，解「損毀」時才讀[j]；漢語中「學校」之

「校」字在韓語的發音為[jin]，故仍把三字收於 Case 4.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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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    

    

3.3.13.3.13.3.13.3.1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通過廣東話、韓國漢字音與《廣韻》音系的比較，我們可得知廣東話和韓國

漢字音的歷史演變：廣東話存在較大的音韻轉變——濁聲母清化、唇化、送氣音

化、原聲母消失。而韓國漢字音方面，聲母出現的變化較少，送氣音和全濁基本

全讀作全清，沒有失去原聲母的情況出現。相對於廣東話，韓國漢字音在舌根塞

音和喉擦音的音位變化不大。 

 

聶鴻音認為在聲母上，韓國漢字音比《切韻》更加近似於上古漢語。這一項

觀點在本論文中所選的韓國漢字音中反映出來：中古漢語/F/與韓國漢字音/j/的

一層對應關係上，很可能反映了這些字在上古漢語的實際讀音。而這樣的情況同

樣發生在廣東話——「吸」、「攜」在廣東話中讀作/jç/。 

吸：許及切，入緝曉，緝部。 

攜：戶圭切、平齊匣，支部。 

 

參考廣東話之後，可了解不單是「匣」母，「曉」母字在上古也與「見」組

讀音相同。除了以上兩個選字，這種「曉、匣」母讀為舌根塞音的情況也出現在

常用廣東話字中： 

漢字 中古字母 廣東話 中古漢語音 韓國漢字音 

賄 曉 jçth35 wtPh2 gvd 

豁 曉 jçts3 wt@s4 gv`k 

轟轟轟轟    曉曉曉曉    jº5M55555555    wvzM1111    jvdM    

潰潰潰潰    匣匣匣匣    jçth35353535    FtPh3333    jvd    

 

 這些「曉」、「匣」紐字在廣東話中讀為塞音聲母。根據李新魁的研究，認為

它們都是來自上古的塞音聲母「見、溪、群」紐，在上古時本來也就是念為[j, jç ,f]

等音。
58
「吸、攜、賄、豁」在韓國漢字音則為/g/，「轟、潰」二字在韓國漢字音

的聲母也是/j/，兩種語言有互相參照的效果。 

 

                                                 
58 李新魁，1963，〈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原載《學術研究》第 2 期。收錄於《李

新魁語言學論集》，頁 1 至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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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3.23.3.23.3.2    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圖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圖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圖韓國漢字音系與廣東話的對應關係圖    

 

現在，我們可以《廣韻》為中立點，看看廣東話和韓國漢字音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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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比較中，不難發現兩者的歷史變化差距雖大，但大致形成了一種有跡

可尋的對應，而且大部份都能給予解釋。通過各項的比較，可見廣東話與韓語能

有以下的對應關係： 

 

 

 

從上圖可見，韓國漢字音的/j/與廣東話的/j/對應情況最常見，然後順次序

為/jç/和/g/、/jº/、/jºç/、/e/、/v、/i/。 

 

聲母/g/方面，與廣東話的/g/對應最多；其他順次序為：/v/、/e/、/i/、/j/、

/jç/、/jºç/。韓國漢字音的/g/與廣東話/jº/沒有對應關係。 

 

此外，/jç/與/i/作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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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論文以舌根塞音和喉舌音為對象，通過音韻對比，看到廣東話與韓國漢字

音的不同歷史演變。 

 

在對比過程中，我們發現韓國漢字音有「曉、匣」母讀作/j/的情況，這樣的

情況也同樣出現在廣東話中。許多學者以方言作為理據，提出上古「曉、匣」母

讀為「見、溪、群」母，本論文的對比結果可支持此觀點。 

 

另一方面，研究韓國漢字音的音韻系統對於我們了解韓語發展史，無疑是重

要的資料。在音位演變歷史方面，若說漢字音最遲在漢朝(3 世紀)才傳到韓國，

那麼確立了韓國漢字音基本上沒有/jç/聲母的觀點後(「快、噲」二字是受韓語影

響的例外)，即能以此為佐證，假定上古韓語時期，/jç/在三世紀以後才擔當了音

位。 

 

 第二，唯一能與「溪」母對應的韓國漢字「快」，在中期韓國語時由/j/變成

/jç/。這一層對應，暗示出韓國漢字音在某程度上會受韓語內部音韻演變的影響，

我們可以把其他塞音納入研究範圍，去觀察「不送氣音」變作「送氣音」的情況

是否也能應用到其他聲母。 

  

此外，眾所周知，「聲符」是對上古漢語研究的有力証據。而本論文選字中

的「驗」字受「聲符」影響而在韓國漢字音作[gi?l]，可見諧聲的研究系統同樣

能應用在韓語上。韓語的漢字詞絕大部份是一字一音一義的。我們可以以諧聲為

中心，觀察「諧聲」在韓國漢字音中的系統，這對古代漢語、古代韓語，甚至韓

國語發展史都是很重要的研究。 



 

 - 34 - 

5.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漢字音對照表漢字音對照表漢字音對照表漢字音對照表    

本論文的字音表按中古漢語與廣東話和韓國漢字音的對應排列： 

例例例例：：：： 

  j：：：：f > jç 

j為韓國漢字音為韓國漢字音為韓國漢字音為韓國漢字音；；；；f為中古漢語音為中古漢語音為中古漢語音為中古漢語音；；；；jç為廣東話語音為廣東話語音為廣東話語音為廣東話語音。。。。 

 

Case 1：群母/f/ 

 

Case1.1  j：f > j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 j?2 巨 j7x22 fí·n2 

2 j? j?2 據 j7x33 fí·n3 

3 j?m j?m2 件 jhm22 fí·Dm2 

4 j?m j?mX 健 jhm22 fí·5m3 

5 j?k j?k4 傑 jhs22 fí·Ds4 

6 j?l j?l2 儉 jhl22 fí·Dl2 

7 ji?M jh?M2 競 jHM22 fí·5M3 

8 jnM jnM1 共 jOM22 fí·vnM3 

9 jt jt2,3 舊 j5t22 fí·?t3 

10 jt jt2,3 具 j7x22 fí·t3 

11 jt jt1 懼 j7x22 fí·vt3 

12 jtj jtj4 局 jTj5 fí·vnj4 

13 j0j j0j4 極 jHj2 fí·?j4 

14 j0m j0m2,3 近 j5m22 fí·?m2 

15 j0m j0m2 僅 j5m35 fí·?m3 

16 jh jh2 技 jdh22 fí·d2 

17 jh j0h3 忌 jdh22 fí·?3 

18 jh j0h1 畿 jdh55 fí·?h1 

 

Case 1.2  j：f > jº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ktm jtm2 郡 jº5m22 fí·t?m3 

 

Case 1.3  j：f > jç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M j`M1,2 強 jç8M21 fí·̀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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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in jhn1 橋 jçht21 fí·Dt1 

3 jt jt1 求 jç5t21 fí·?t1 

4 jt jt1 球 jç5t33 fí·?t3 

5 jtM jtM1 窮 jçtM21 fí·tM1 

6 jv?m jt?m2 權 jçxm21 fí·vDm1 

7 jv?m jt?m1 拳 jçxm21 fí·vDm1 

8 j0n j0m1 勤 jç5m21 fí·?m1 

9 j0l j0l1 禽 jç5l21 fí·d·l1 

10 j0l j0l1 琴 jç5l21 fí·d·l 

11 jh jh1,3 其 jçdh21 fí·?1 

12 jh j0h1 期 jçdh21 fí·?1 

13 jh jh1 旗 jçdh21 fí·?1 

14 jh j0h1 奇 jçdh21 fí·d1 

15 jh j0h1 騎 jçdh21 fí·d1 

16 jh j0h1 祈 jçdh21 fí·?h1 

17 j? j?2 距 jç7x24 fí·n2 

18 j? j?2 拒 jç7x24 fí·n2 

19 jt jt1 俱 jç7x55 fí·t3 

20 j0j j0k4 劇 jçDj2 fí·5j4 

21 j0o j0o4 及 jç5o2 fí·?o4 

 

Case 1.4  j：f > jºç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v`M jt`M1 狂 jºçNM21 fí·v`M1 

2 jitm jhtm1 菌 jºç5m35 fí·vd·m2 

3 jtm jtm1 群 jº5m21 fí·t?m1 

 

Case 2：見母/j/ 

 

Case 2.1 j：j > j  (少數為：g：j > j)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 j`1 家 j`55 j`1 

2 j` j`1 佳 j`h55 j`h1 

3 j` j`1 街 j`h55 j`1 

4 j` j`1 歌 jN55 j@1 

5 j` j`1 加 j`55 j`1 

6 j` j` 價 j`33 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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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 j`2,3 假 j`33 j`3 

8 k` j`2 架 j`33 j`3 

9 j`j j`j1 各 kNk3 j@j4 

10 j`j j`j1 角 kNk3 jNj4 

11 j`j j`j1 腳 k8k3 jí·j4 

12 j`j j`j1 閣 kNk3 j@j4 

13 j`j j`j1 覺 j`t33 j`t3 

14 j`m j`m1 干 kNn55 j@m1 

15 j`m j`m1,2 間 j`m55 jzm1 

16 j`m j`m1 肝 kNn55 j@m1 

17 j`m j`m2 幹 jNm33 j@m3 

18 j`m j`m2 簡 j`m35 jzm2 

19 j`m j`m1 姦 j`m55 j`m1 

20 j`l j`l1 甘 j5l55 j@l1 

21 j`l j`lX 減 j`l35 j5l2 

22 j`l j`l2,3 感 j5l35 j@l2 

23 j`l j`l2 敢 j5l35 j@l2 

24 j`l j`l1 監 j`l55 j`l1 

25 j`l j`l2 鑑 j`l33 j`l3 

26 j`o j`o4 甲 j`o3 j`o4 

27 j`M j`M1 江 jNM55 jNM1 

28 j`M j`M2,3 降 jNM33 jNM3 

29 j`M j`M2 講 jNM35 jNM2 

30 j`M j`M1 剛 jNM55 j@M1 

31 j`M j`M1 鋼 jNM33 j@M1 

32 j`M j`M1 綱 jNM55 j@M1 

33 jD jUh2 改 jNh35 jPh2 

34 jD jUh1 皆 j`h55 j5h1 

35 jD jUh3 個 jN33 j@3 

36 jD j`h2/ ̀ k4 介 j`h33 j5h3 

37 jD j`h2 蓋 jNh33 j@h3 

38 jDM jUhM2,1 更 j5M33 j5M3 

39 j? j?1 居 j7x55 jí·n1 

40 j? j?1 車 j7x55 jí·n1 

41 j? j?2 舉 j7x35 jí·n2 

42 j?m j?m2,3 建 jhm33 jí·5m3 

43 j?m j`m1/ j?m1 乾 jNm55 j@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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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j?l j?l2,3 劍 jhl33 jí·v5l3 

45 j?l j?l2 檢 jhl35 jí·Dl2 

46 ji?j jh?j4/gUhj4 格 j`j3 j5j4 

47 ji?j jh?j4 擊 jHj5 jhdj4 

48 ji?j jh?j4 激 jHj5 jhdj4 

49 ji?j jh?j4 隔 j`j3 jzj4 

50 ji?m jh?m2,3 見 jhm33 jhdm3 

51 ji?m jh?m1 堅 jhm55 jhdm1 

52 ji?m jh?m1 肩 jhm55 jhdm1 

53 ji?m jh?m2 絹 jxm33 jí·vDm3 

54 ji?k jh?k4 結 jhs3 jhds4 

55 ji?k jh?k4 潔 jhs3 jhds4 

56 ji?l jh?l1 兼 jhl55 jhdl1 

57 ji?M jh?M1 京 jHM55 jí·5M1 

58 ji?M jh?M2,3 景 jHM35 jí·5M2 

59 ji?M jh?M1 經 jHM55 jhdM1 

60 ji?M jh?M1 庚 j5M55 j5M1 

61 ji?M jh?M1 耕 j5M55 jzM1 

62 ji?M jh?M2,3 敬 jHM33 jí·5M3 

63 ji?M jh?M1 驚 jHM55 jí·5M1 

64 ji?M jh?M2 竟 jHM35 jí·5M3 

65 ji?M jh?M3,2 境 jHM35 jí·5M2 

66 ji?M jh?M3 鏡 jDM33 jí·5M3 

67 ji?M jh?M2 警 jHM35 jí·5M2 

68 ji?M jh?M2,3 徑 jHM33 jhdM3 

69 jid jh?h2,3 界 j`h33 j5h3 

70 jid jh?h2 計 j5h33 jhdh3 

71 jid jh?h1 雞 j5h55 jhdh1 

72 jid jh?h2,3 戒 j`h33 j5h3 

73 jid jh?h2,3 繼 j5h33 jhdh3 

74 jid jh?h1 階 j`h55 j5h1 

75 jn jn2 古 jt35 jt2 

76 jn jn3,2 故 jt35 jt3 

77 jn jn2,1 固 jt35 jt3 

78 jn jn1 高 jnt55 j@t1 

79 jn jn2,3/ jnj3 告 jnt35 j@t3 

80 jn jn1 姑 jt55 j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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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jn jn1,2 孤 jt55 jt1 

82 jn jn3 鼓 jt55 jt2 

83 jn jn2 稿 jnt35 j@t2 

84 jn jn2 顧 jt33 jt3 

85 jnj jnj4 谷 jTj5 jtj4 

86 jnj jnj4 穀 jTj5 jtj4 

87 jnM jnM1 工 jTM55 jtM1 

88 jnM jnM1 功 jTM55 jtM1 

89 jnM jnM1 公 jTM55 jtM1 

90 jnM jnM1,2 供 jTM55 jí·vnM1 

91 jnM jnM1 恭 jTM55 jí·vnM1 

92 jnM jnM1 攻 jTM55 jtM1 

93 jnM jnM3 貢 jTM33 jtM3 

94 jv`m jt`m1 官 jtm55 jt@m1 

95 jv`m jt`m1 觀 jtm55 jt@m1 

96 jv`m jt`m1 冠 jt`m55 jt@m1 

97 jv`m jt`m3 館 jtm35 jt@m3 

98 jv`m jt`m2 管 jtm35 jt@m2 

99 jv`m jt`m2,3 貫 jtm33 jt@m3 

100 jin jhn1 交 j`t55 j`t1 

101 jin jhn1 郊 j`t55 j`t1 

102 jin jhn2 教 j`t33 F`t3 

103 jin jhnX 較 j`t33 j`t3 

104 jin jhn2 矯 jht35 jí·Dt2 

105 jt jt3 九 j5t35 jí·?t2 

106 jt jt2,3 救 j5t33 jí·?t3 

107 jt jt3,2 究 j5t33 jí·?t3 

108 jt jt2,3 久 j5t35 jí·?t2 

109 jt jt2,3,1 句 j7x33 jí·t3 

110 jt jt2,3 苟 j5t35 j?t2 

111 jt jt2 構 j5t33 jdt3 

112 jtj jtj4 菊 jTj5 jí·tj4 

113 jtM jtM1 弓 jTM55 jí·tM1 

114 jtM jtM1 宮 jOM55 jí·tM1 

115 jv?m jt?m2 卷 jxm35 jí·vDm2 

116 jit jhn2 叫 jht33 jhdt3 

117 jit jht3 糾 j5t35 jí·?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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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j0m j0m1 根 j5m55 j?m1 

119 j0m j0m1 斤 j5m55 jí·?m1 

120 j0m j0m2 謹 j5m35 jí·?m2 

121 j0l j0l1 金 j5l55 jí·d·l1 

122 j0l j0l1 今 j5l55 jí·d·l1 

123 j0l j0l2 禁 j5l33 jí·d·l3 

124 j0l j0l2 錦 j5l35 jí·d·l2 

125 j0o j0o4 急 j5o5 jí·?o4 

126 jh j0h3 己 jdh35 jí·?2 

127 jh j0h3 記 jdh33 jí·?3 

128 jh j0h1 基 jdh55 jí·?1 

129 jh j0h1 幾 jdh55 jí·?h1 

130 jh j0h3 既 jdh33 jí·?h3 

131 jh j0h3 紀 jdh35 jí·?2 

132 jh j0h3,2 寄 jdh33 jí·d3 

133 jh j0h1 飢 jdh55 jh1 

134 jh j0h1 機 jdh55 jí·?h1 

135 jhm jhmX 緊 j5m35 jí·d·m2 

136 jhk jhk4 吉 j5s5 jí·d·s4 

137 jD j`h2 狗 j5t35 j?t2 

138 g`k g`k4 割割割割 jNs3 j ·̀s4 

139 g`M g`M2 港港港港 j5M35 jdnM2 

140 gD gUh2,3 解解解解 j`h35 jdÊj4 

141 gD gUhX 該該該該 jNh55 j?1 

142 gi?j gh?j4 革革革革 j`j3 jd?·j4 

 

Case 2.2  j：j > jº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id jh?h2 癸 jº5h33 jvh2 

2 jid jh?h2,3 季 jº5h33 jvh3 

3 jid jh?h2 桂 jº5h33 jhvdh3 

4 jv` jt`2 果 jºN35 jt@2 

5 jv` jt`2,3,1 過 jºN33 jt@3 

6 jv` jt`2,3 寡 jº`35 jv`2 

7 jv`j jt`j4 郭 jºNj3 jt@j4 

8 jv`m jt`m1 關 jº`m55 jv`m1 

9 jv`m jt`mX 慣 jº`m33 jv`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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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v`M jt`M1 光 jºNM55 jt@M1 

11 jv`M jt`M2 廣 jºNM35 jt@M2 

12 jvD jt`hX 掛 jº`33 jv`h3 

13 jvd jnh2 怪 jº`h33 jv5h3 

14 jt jt1 龜 jº5h55 jvh1 

15 jtm jtm1 君 jº5m55 jí·t?m1 

16 jtm jtm1 軍 jº5m55 jí·t?m1 

17 jvd jtnh3 軌 jº5h35 jvh2 

18 jvh jth2,3 貴 jº5h33 jí·v?h3 

19 jvh jth1 歸 jº5h55 jí·v?h1 

20 jvh jth2 鬼 jº5h35 jí·v?h2 

21 jitm jhtm1 均 jº5m55 jí·tdm1 

22 jtj jtj4 國 jºNj3 jt?j4 

23 jnk jnk4 骨 jº5s5 jt?s4 

 

Case 2.3  j：j > jç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i?k jh?k4 決 jçxs3 jhvds4 

2 j0o j0o4 給 jç5o5 jí·?o4 

3 j0o j0o4 級 jç5o5 jí·?o4 

4 jD j`h2 概 jçNh33 jPh3 

5 jt jt1 拘 jç7x55 jí·t1 

6 jv?k jt?k4 厥 jçxs2 jí·v5s4 

 

Case 2.4  j：j > jºç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vd jnh2 愧 jºç5h33 jvh3 

2 jit jht1 規 jºç5h55 jí·vd1 

 

Case 2.5  j：j > g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id jh?h2 係 g5h22 jhdh3 

 

Case3：溪母/jç/ 

Case 3.1 j：jç > jç (少部份為：g：jç > jç)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j j`j1 卻 kç8k3 jçí·̀ 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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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D j`h2 慨 jçNh33 jçPh3 

3 ji?k jh?k4 缺 jçxs3 jçhvds4 

4 ji?M jh?M2, jh2 頃 jçHM35 jçí·vDM1 

5 ji?M jh?M1 傾 jçHM35 jçí·vDM1 

6 jid jh?h1 溪 jç5h55 jçhdh1 

7 jid jh?h2 契 jç5h33 jçhdh3 

8 jid jh?h2,3 啟 jç5h35 jçhdh2 

9 jnj jnj4 曲 jçTj5 jçí·vnj4 

10 jt jt1 區 jç7x55 jçí·t1 

11 jt jt1 驅 jç7x55 jçí·t1 

12 jh jhX 企 jçdh24 jçí·d2 

13 g`M g`MX 抗抗抗抗 jçNM33 jç@M3 

14 gv`j gt`j4 確確確確 jçNM33 jçNM4 

 

Case 3.2  j：jç > jºç (少部份為：g：jç > jºç)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nm jnm2 困 jºç5m33 jçt?m3 

2 jnm jnm1 坤 jºç5m55 jçt?m1 

3 jv` jt`X 誇 jºç`h55 jçv@1 

4 gv`j gt`j4 擴擴擴擴 jºçNj3 jçt@j4 

 

Case 3.3  j：jç > g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 j`2 可 gN35 jç@2 

2 j`m j`m1 看 gNm55 jç@m1 

3 k`m j`mX 刊 gNm55 jç@m1 

4 j`k j`k4 渴 gNs3 jç@s4 

5 j`M j`M1 康 gNM55 jç@M1 

6 jD jUh1 開 gNh55 jçPh1 

7 j`k jUj1 刻 g`j5 jç?j4 

8 jDj jUhj4 客 g`k3 jç5j4 

9 j0j j0j4 克 g5j5 jç?j4 

10 j0M j0M2 肯 g5M35 jç?M2 

11 j`m jUmX 懇 g5m35 jç?m2 

12 jn jn2,3 考 g`u35 jç@t2 

13 jnj jnj4 哭 gTj5 jçtj4 

14 jnM jnM3,2 孔 gTM35 jç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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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in jhn2,3 巧 g`t35 jç`t2 

16 jt jt2,3 口 g5t35 jç?t2 

17 jh jh2 棄 gdh33 jçh3 

18 jh j0h3 器 gdh33 jçh3 

19 jh j0h3 起 gdh33 jçí·?3 

20 jh j0h1 欺 gdh55 jçí·?1 

21 jh j0h3,2 氣 gdh33 jçí·?h3 

22 jh j0h3 豈 gdh35 jçí·?h2 

23 j?k j?k4 乞 g5s5 jçí·?·s4 

24 j? j?2 去 g7x33 jçí·n3 

25 ji?m jh?m2 遣 ghm35 jçí·Dm2 

26 ji?m jh?m1 牽 ghm55 jçhdn1 

27 ji?l jh?l2,3,X 謙 ghl55 jçhdm1 

28 ji?M jh?M1 輕 gHM55 jçí·dM1 

29 ji?M jh?M2 慶 gHM33 jçH·@M3 

30 ji?M jh?M1 卿 gHM55 jçí·5M1 

31 jnM jnM2,3 恐 gTM55 jçí·vnM2 

32 ji?m jh?m2 犬 gxm35 jçhvdm2 

33 jv?m jt?m1 勸 gxm33 jçí·v5m3 

34 jnM jnM1 空 gTM55 jçtM1 

 

Case 3.4  j：jç > i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t jt1 丘 i5t55 jçí·?t1 

 

Case 3.5  j：jç > v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tk jtk4 屈 v5s5 jçí·v?s4 

 

Case 3.6  j：jç > e  (少部份為：jç：jç > e)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n jn3 苦 et35 jçt2 

2 jn jn1 枯 et55 jçt1 

3 jn jn3 庫 et33 jçt3 

4 jv` jt`2,3 課 eN33 jçt@3 

5 jv` jt`1 科 eN55 jçt@1 

6 jv`m jt`m1 寬 etm55 jç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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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vd jnh2 塊 e`h33 jçtPh3 

8 jçvd jçt`h 快快快快 e`h33 jçvzh3 

 

Case4：匣母/F/ 

 

Case 4.1 g：F > g  (少部份為：j：F > g)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g` g`2,3 下 g`22 F`2 

2 g` g`2,3 夏 g`22 F`2 

3 g` g`2 賀 gN22 F@3 

4 g` g`1 何 gN21 F@1 

5 g` g`1 河 gN51 F@1 

6 g` g`1,2,3 荷 gN21 F@1 

7 g`j gUj4 學 gNj2 FNj4 

8 g`j4 g`j4 鶴 gNj2 F@j4 

9 g`m g`m1 閑 g`m21 Fzm1 

10 g`m g`m1 寒 gNm21 F@m1 

11 g`m gUm2 恨 g5m22 Fdm3 

12 g`m gUmX 限 g`m22 Fzm2 

13 g`m g`m1 韓 gNm21 F@m1 

14 g`m g`m2 旱 gNm33 F@m2 

15 g`m g`m2 汗 gNm21 F@m3 

16 g`l g`l1 咸 g`l21 F5l1 

17 g`l g`l1 含 g5l21 FPl1 

18 g`l g`l2 陷 g`l22 F5l3 

19 g`o g`o4 合 g5o22 FPo4 

20 g`M gUM1 恆 g5M21 F?M1 

21 g`M g`M2,3 巷 g5M22 FNM3 

22 g`M g`M2 項 gNM22 FNM2 

23 g`M g`M1 航 gNM21 F@M1 

24 gD g`h2,3 害 gNh22 F@h3 

25 gD gUh2 亥 gNh22 FPh2 

26 gD gUh1 奚 g5h21 Fhdh1 

27 gDj gUhj4 核 g5s22 Fzj4 

28 gDM gUhM1,2,3 行 gNM21 F5M1 

29 gDM gUhM2,3 幸 g5M22 FzM2 

30 gi?M gh?M1 衡 g5M21 F5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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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id gh?h1 兮 g5h21 Fhdh1 

32 gn gn1,2,3 號 gnt21 F@t3 

33 gn gn2 浩 gnt22 F@t2 

34 gn gn1 毫 gnt21 F@t1 

35 gn gn1 豪 gnt21 F@t1 

36 gnM gnM1 紅 gTM21 FtM1 

37 gnM gnM1 洪 gTM21 FtM1 

38 gnM gnM1 鴻 gTM21 FtM1 

39 gin ghn2,3 效 g`u22 F`t3 

40 gt gt3 後 g5t22 F?t2 

41 gt gt2 厚 g5t24 F?t2 

42 gt gt1 侯 g5t21 F?t1 

43 gt gt2 候 g5t22 F?t3 

44 j` j`2 暇暇暇暇 g`22 F`3 

45 jid jh?h2,3 繫繫繫繫 g5h22 Fhdh3 

46 jid jh?h2 械械械械 g`h1 F5h3 

47 jid jh?h2 系系系系 g5h22 Fhdh3 

48 jin jhn2 校校校校 g`t22 F`t3 

 

Case 4.2  g：F > i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gi?m gh?m2 現 ihm22 Fhdm3 

2 gi?m gh?m1 賢 ihm21 Fhdm1 

3 gi?m gh?mX 絃 ihm21 Fhdm1 

4 gi?M gh?M1 刑 iHM21 FhdM1 

5 gi?M gh?M1 形 iHM21 FhdM1 

6 gi?M gh?M1 螢 iHM21 FhvdM1 

7 gi?M gh?m1 玄 ixm21 Fhvdm1 

8 gi?m gh?m2,3 縣 ixm22 Fhvdm1 

9 gi?m gh?m1 懸 ixm21 Fhvdm1 

10 gi?k gh?k4 穴 ixs2 Fhvds4 

11 gv`m gt`m1 丸 ixm21 Ft`m1 

 

Case 4.3  g：F > v  (少部份為：j：F > v)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gid gh?h2,3 惠 v5h22 Fhvdh3 

2 gid gh?h2,3 慧 v5h22 Fhvd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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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n gn2 戶 vt22 Ft2 

4 gn gn1 湖 vt21 Ft2 

5 gn gn2 互 vt22 Ft3 

6 gn gn1 胡 vt21 Ft1 

7 gn gn2 護 vt22 Ft3 

8 gv`n gt`m3 換 vtm22 Ft@m3 

9 gv`k gt`k4 活 vts3 Ft@s4 

10 gvd gnh2,3 會 vth22 Ft@h3 

11 gvd gnh1 回 vth21 FvPh1 

12 gv`M gt`M1 黃 vNM21 Ft@M1 

13 gv`M gt`M1 皇 vNM21 Ft@M1 

14 gv`m gt`m2,3 患 v`m22 Fv`m3 

15 gv`m gt`m1 環 v`m21 Fv`m1 

16 gv`m gt`m1 還 v`m21 Fv`m1 

17 gv` gt`1 華 v`21 Fv`1 

18 gv` gt`1 和 vN21 Ft@1 

19 gv` gt`1 禾 vN21 Ft@1 

20 gv` gt`2 禍 vN22 Ft@2 

21 gvdj gnhj4 獲 vNj2 Fvzj4 

22 gv` gt`2 話 v`22 Fvzh3 

23 gv` gt`2 畫 v`22 Fv`h3 

24 gvd gnh1 懷 v`h4 Fv5h1 

25 gnj gnj4 或 v`j22 Ft?j4 

26 gnj gnj4 惑 v`j22 Ft?j4 

27 gvdj gnhj4 劃 v`j22 Fv?·j4 

28 gvdM gnhM1 橫 v`M21 Fv5M1 

29 gnm gnm2 混 v5m22 Ft?m2 

30 gnm gnm1 魂 v5m21 Ft?m1 

31 gnM gnM1 弘 v5M21 Ft?M1 

32 jvd jnh2,3 壞壞壞壞 v`h22 Fv5h3 

 

Case 4.4  g：F > e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gn gn1 乎 et21 F@1 

 

Case 4.5  g：F > jºç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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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t ght1 携(攜) jºç5h21 Fhvdh1 

 

Case5：曉母/w/ 

 

Case 5.1  g：w > g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g`m g`m2,3 漢 gNm33 w@m3 

2 gD gUh2,3 海 gNh35 wPh2 

3 gi`M gh`M2 向 g8M33 wí·̀ M3 

4 gi`M gh`M1 香 g8M55 wí·̀ M1 

5 gi`M gh`M1,2,3 鄉 g8M55 wí·̀ M1 

6 gi`M gh`M2 響 g8M35 wí·̀ M2 

7 gi`M gh`M2 享 g8M35 wí·̀ M2 

8 g? g?1 虛 g7x55 wí·n1 

9 g? g?3,2 許 g7x35 wí·n2 

10 g?m g?m1 軒 ghm55 wí·v5m1 

11 g?m g?m2/gh?m2 憲 ghm33 wí·5m3 

12 g?m g?m2,3 獻 ghm33 wí·5m3 

13 h?m g?l2,3 險 ghl35 wí·Dl2 

14 gi?m gh?m2 顯 ghm35 whdm2 

15 gi?k gh?k4 血 gxs33 whvds4 

16 gi?o ih?o4 協 gho22 wí·5o4 

17 gi?o gh?o4 脅 gho33 wí·5o4 

18 gi?M gh?M 兄 gíM55 wí·v`M1 

19 gi?M gh?M1 亨 g5M55 w5M1 

20 gn gn2,3 好 gnt35 w@t2 

21 gv` gt`2,3 火 gtn35 wt@2 

22 gin ghn2,3 孝 g`t33 w`t3 

23 gin ghn2,3 曉 ght35 whdt2 

24 gitM ihtM 凶 gTM55 wí·vnM1 

25 gitM ghtM1 胸 gTM55 wí·vnM1 

26 g0j g0j4 黑 g5j5 w?·j4 

27 g0M g0M4 興 gHM55 wí·?M1 

28 g0h g0h1 希 gdh55 wí·?h1 

29 g0h g0h2,3 喜 gdh35 wí·?2 

 

Case 5.2  g：w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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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git ght 休 i5t55 wí·?t1 

 

Case 5.3  g：w > v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jvd jt?h2 毀 v5h35 wí·vd2 

 

Case 5.4  g：w > e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gn gn1 呼 et55 wt1 

2 gn gn2,3 虎 et35 wt2 

3 gnn gnm1 婚 e5m55 wt?m1 

4 gnn gnm1 昏 e5m55 wt?m1 

5 gnk gnk4 忽 e5s5 wt?·s4 

6 gv` gt`2,3 化 e`33 wv`3 

7 gv` gt`1 花 e`55 wv`1 

8 gv` gt`2,3 貨 eN33 wt@3 

9 gv`m gt`m1 歡 etm55 wt@m1 

10 gv`M gt`M3 況 eNM33 wí·v@M3 

11 gv`M gt`M1 荒 eNM55 wt@M1 

12 gvd gnh2,3 悔 eth33 wtPh3 

13 gvh gthX 揮 e5h55 wí·v?h1 

14 gvh gth1 輝 e5h55 wí·v?h1 

15 gtm gtm2,3 訓 e5m33 wí·t?m3 

 

Case 5.5  g：w > jç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28 g0o g0o4 吸 jç5o5 wí·?o4 

 

Case6：疑母/M/ 

g：M > i 

 韓國漢字音 中期漢字音 漢字 廣東話 《廣韻》 

1 g?l g?l2,3 驗 ihl22 Mí·D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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