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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話之中入調，或稱下陰入，可視作中古清聲母入聲字發展下來之其一分

支。按歷史來源理解，長元音的清入字大多歸到下陰入，短元音者則歸到上陰入。

然而，按余迺永（2006），我們卻能勉強找出四對最小對比1： 

聲調

音節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sɪk  昔（思積切） 錫（先擊切） 食（乘力切） 
tsɪk  即（子力切） 脊（資昔切） 夕（祥易切） 
tsʊk  竹（張六切） 捉（側角切） 俗（似足切） 
pit  必（卑吉切） 鼈（并列切） 昔（皮列切） 

其實亦不盡然，實際上，[kɐp]音節也呈現上下陰入之最小對比，如： 

kɐp  急（居立切） 鴿（古沓切） 
窺看（方言詞） 
及及弟粥（其立切） 

此外，余先生亦指出“錫”及“脊”兩字之下陰入發音俱疑由白讀[ɛko]韻轉

讀而來。 

本研究從歷史發展之角度看為何[kɐp]這個音節的主元音為短元音，卻會有

上下陰入之最小對比，又從方言比較及審音之角度看余先生所舉下陰入四字及其

同音字是否應歸下陰入；並搜索歷史文獻，試圖察看此五字於廣州話中，語音演

變史之究竟。 
研究結果指出，讀下陰入之[kɐpo]音節，皆由咸攝一等字發展出來，並經

ɔp>op>ɐp 之發展階段（張洪年 2003），即由歷史上之長元音發展為現代之短

元音，結果就系統地打破了上下陰入互補之配搭關係。 

此外，從歷史文獻可見，ɪk/ɛk韻之分化應比上下陰入之分化出現時間為早，

“必鼈別”及“築捉濁”之對立亦早已見於一八八八年之文獻（Ball 1888: 
XXXVIII），此文獻同時亦是筆者手頭上最早記載陰入兩分者。而從方言比較來

看，“錫”“脊”分別屬中古錫、昔韻字，此兩韻文讀（如穗[ɪk]）配下陰入之

讀法，祇見於廣州、順德及斗門三點（詹伯慧 2002：378−381），故可說罕見於

粵方言中。因此，從歷史發展及方言比較得知，三點之特殊讀法可視作不規則例

外音變，正正與余先生之論點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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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張六切”作“張亣切”；右下角“別”作“昔”，疑排版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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