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瑶语族语言的几种调变

陈 其 光

〔提要 〕 调变是指有声调的语言里 一些字脱离原有的调类而转入另一调类
。

本文论

述
: 工,

全清弄冠闭塞音字变 阳调 ; 2 ,

长入变去 , 3 ,

类推调变 ; 4 ,

变调巩固为调

变 ; 5
,

同音分化调变 ; 6
,

复辅音的不 同分化 引起调变 ; 7 ,

适应语音组合规 律 调

变
。

调变的原 因或条件是 声调在发展过程中
,

少数字受语音或语义的制约语音发生

新的类化
,
因而所形成的声调 与原有的类不 同

。

揭示这些原因或条件有利于辫认 同

源字
,

寻找语音对应规律
。

苗瑶语族的声调
,

从调类看主要有四个类型
。

贵州凯里石板寨等地有平
、

上
、

去
、

人四

个调类
,

各类声母都能与各个声调相拼
,

它代表较古的声调类型
,

是苗瑶语调类 的第 一 层

次、 贵州凯里养篙等地有八个调类
,

第一层次的每一个调都因古声母的清浊分化成 了阴
、

阳

两类
,

古清声母字属于阴调 ( 1
、

3
、

5
、

7 )
,

古浊声
一

母字属于阳调 ( 2
、

4
、

6
、

8 )
,

这是第二层次
。

贵州紫云宗地等地有十二个调类
,

第二层次的每一个阴调都因古 声 母 的全

清
、

次清分化成 了甲
、

乙两类
,

古全清声母字属于 甲类 ( la
、

a3
、

a5
、

7 0)
,

`

古次清声母字

属于乙类 ( l b
、

3 b
、

s b
、

7 b )
,

古浊声母字仍属于阳调 ( 2
、

4
、

6
、

s )
,

这是第 三 层

次
。

云南屏边新村等地有十五个调类
,

第三层次的o7
、

7 b 和第 8 调都因韵母中元音的长 短

分化成了两类
,

长元音韵字属于长人 (7 :Q
、

7 :b
、

8 : )
,

短元音韵字属于短人
,

(7 Q 、
7 b

、

8)
,

其他调类与第三层次相同
,

这是第四层次
。

声调分化时
,

大多数字 (音节 ) 都按所属声调系统的层次归于所属声调
,

类别不乱
。

有

些地方的调类有所合并
,

如腊乙坪的第 3 调与第 7 调合并
,

第 4 调与第 8 调合并
。

声调合并

时
,

大多数字也按规律合并
,

类别不乱
。

但是在一些方言里
,

有少数字脱离原有的调类而转

人了另一调类
,

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调变
。

调变不是变调
。

变调是指某字单说时保持原有的

调值
,

但在一定的语音环境里读得与另一调类的某个调值相同或者变成了新的调值
。

调变是

指单说时也与原有的调值不同
,

但与另一调类的调值相同
。

苗瑶语族的调变现象比较多
。

本文试图揭示几种调变的原因或条件
。

一
、

全清鼻冠闭塞音字变阳调

在湖南消溪洞头寨苗话里
,

古蚀声母字现在是阳调
,

古次清声母字现在是阴调
,

古全清

声母中的纯闭塞音声母字和连续音声母字也是阴调
,

但是带鼻冠音的闭塞音声母字变成 了阳

调
,

即阴平变阳平
,

阴上变阳上
,

阴去变 阳去
,

阴人变阳入
。

例如 (拿贵州毕节大南山苗话

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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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山 大南山
一

又一 洞头寨
.

_

井

上阴

、
l宁J

、
ee

产 l!!!

阴平

平阳

、111卜I,!
l夕阴平

阳平

t舀h o l

t o
l
`

n a习 l

n t o l

几 t a习’

玮 t g e l

P a习 2

几 t旨e
Z

m D Z

平声

吹

深

蛇

湿

中间

菌子

花

耳朵

有

去声

洗 (衣 )

月亮

睡

雪

树

死

麻

偷

n d e Z

玮味班“

习 g u Z

b C Z

m je
Z

m e i
Z

阴上弋
1

。

}
}
L

阳上

丁.

七

几 t昌h a习

t u
3

n a 3

n t C 3

几 t昌h e 3

n t s o 3

m D 4

几 t昌 e 4

t e U 4

}
!

{
阳上

!
}

产lse!l
,才1

!!l1
1

、

」

入阴

、 |`少
.

|2.

去
阴

、 t之」

入阳

、!!
.、r

!!
l,

去阳

、11卜11
..夕

( n ) t
s h o s

l a 5

P a s

m b e 6

n d o s

d a 6

n a 6

玮 e i
s

阴入 代n t s h a i 7

.

}

{
阳

·

人

{

n t 0 7

上声

血
`

( n ) t s h e 3 ’

尾巴 at 3 ;

这 ? n e i 3

长 n d u `
.

盐 n d z u 4

`

早 n d z o 4

买 m e i毛

鱼 m j斑 4

火 d a 4

入声

翅膀 一 t i
7

笑 右。
7

女 儿 ( m ) p h a 7

织 n d o s

肚脐 n d a s

辣 n e i s

舌 m ja s

糯 n o s

加护护ntS护usPmPnOt
产Ill
l
lL

去阴

已O日
.

才1tL瘫ltn玮
产

卜` I
L

、

阳去

·

大南山的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字现在仍然是阴调
,

声母中的闭塞音是清音
。

在洞头寨
,

这些字都变成了阳调
,

同时声母中的闭塞音变成了浊音
。

可见洞头寨的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

字发生调变是因为声母中的清闭塞音成分受了浊鼻冠音的影响
,

变成了浊音
,

从而整个声母

的性质变得跟浊声母一样了
。

’

从调变还可 以推知
,

洞头寨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的浊化是比较早的
,

即应该在阴阳调分

化之前
。

如果浊化在分化之后
,

那己经形成的声调就不大可能发生调变
。

与洞头寨相隔不远

的湖南花垣腊乙坪苗话
,

虽然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像洞头寨一样也浊化了
,

但声调仍然是阴

调
,

那里的声母浊化应在阴阳调分化之后
。

二
、

长人变去

古入声字在广西龙胜大坪江勉话里仍是入声
,

但是在大南山苗话
、

广西都安梅珠布努话

和新村勉话里
,

有的仍然是入声
,

大坪江 新村

阴入 阴入

a : P 7 a : P 7 ` , ,

h o p 7

一
_

h o p 7 b

d a : t 7
’

一
、

d a : t 7 a :

g a : t 7 g a : t 7 b ,

s i e 7
一

s a 7 ` :

有的却变成了去声
。

各地仍然是入声的如
:

大南山 梅珠

阴人
一

阴人

。 7 0 7 、
·

鸭子

h o u 7
h丫 u 7

“
喝

it 艺 ut
7 犷 _ `

翅膀
N q h e 7

’

习k h u 7
一

渴

二五王s h a i 7
’

m p h a 7 _

女儿

.9O



阳入
`

阳入 阳人 阳人

to P S ta P S to us ty us
豆

tsjo P S sa p s k o us e 丫 us
十

b j a : ts b ja : ts, `

几 t昌18 n t s u s
辣

g e t s jc t s 不18 ju s 八

部分地方部分字变成 了去声的如
:

大坪江
一

新村 大南山 梅珠

阴人 阴人 阴去
·

阴去

t o u 7 k jo
7 a ’

t o u s t丫u s
六

d z u 7

雌u 7 a ’
玮 t口o u s 卫 e a u s

一

蔑

弓j e 7
.

g j a
7吞 ,

工o u s 弓、 u s
铁

阳人
`

阳去 阳去 阳去

n O S n o 6 n o 习6 。
n a 习6

鸟
-

t s u s t o驴 t各e u 6
昌u s

少

t s u s
·

t s u 6 t s o u s
e a u s

凿
,

各地仍是人声的字
,

大坪江和新村主要收 只 尾和 t 尾
,

个别字收 ? 尾 (本文 不 标 )
。

部

分地方变去声的字
,

大坪江和新村 (只限于阴人 ) 也收 ? 尾
。

? 尾是从 k 尾变来的
,

现在

已经可有可无
,

其元音长短的对立也已经消失
,

通通读做长音
,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
:

苗瑶语

部分人声字变去声
,

是以塞音韵尾弱化
、

元音变长为条件的
,

可以简称之 为长人变去
。

由于收 ? 尾的字没有全部变成去声
,

因此还可以推知
,

k 尾的消失在时间上有先有 后
。

当一部分 k 尾首先消失
,

其形成声调的条许与形成去声的条件无别时
, p 尾

、
t 尾和 部 分

k 尾还保存着
,

因此前者变成 了去声
,

后者形成 了人声
。

收 k 尾 的字有变为去声的趋势
,

并不意味着变成去声的都是收 k 尾的字
。

在 广 西 兴

安老书村勉语里
, “

鼻子
”
读 做 b ju i

6 , u
鼻 孔

”
读 做 b ju t s k h o t 7 ,

k h o t 7
是

a 孔 ”
的意

思
,

因此 bj ul
“

和 bj ut
“

`

应该是同一个字
“
鼻

” 。

然而 bj iu
“

是去声
。

显然 bj ul “
是从收

t 尾的入声字 bj u st 变来的
,

也发生了同样的调变
。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里有同样的例子
。

《广韵》
·

至韵里收 了 “
鼻

”

字
,

可见早在宋代
“

鼻
”

字就有读去声的
,

但是现在的湘方言和其他一些方言读人声
。 “

鼻
”
字的古读应该是人声

,

去声是后起的调变
。

从长人变去 (没有变平
、

变上 ) 还可以推想
,

当人声字的塞音韵尾消失以后
,

它们和去

声字 “ 定具备了形成丰明声调的某种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基础
。

三
、

类推调变

.

责州威宁石门坎苗话里有许多表示方位的词
,

其中位于名词前面的有
:

v if a i s 那儿
、

这儿 t s h a i s (侧面 ) 那儿

b if i s (坡上 ) 那儿
、

这儿 b if i s d if i s (对面 ) 那儿

I’t 4 if u 8 (坡下 ) 那儿
、

这儿
、

b if 护 d if u s
一

(对面 ) 那儿

几4 if a i s 里面
,

在一定范围之内 x u s f a ,
一

正上方

d if i s (对面 ) 那儿 二 h i s ( h i
s
) f a

`
上面

。 _

1 0
. “



d i fu s(对面 ) 那儿
,

h i s ( h i s ) d 多6 1
2

_

下面

这些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单音节的都是第 8 调 (阳人 )
,
双音节的都是或前一音节是第旦

调 (阳人 )
。

但是这些现在读第 8 凋的字不应都属于阳人
,

因为
: 1 ,

根据石门坎声母和声

调的组合规律
,

第 8 调只与浊声母相拼
,

不与清声母相拼
,

而 st h ia “ 、
x su

、

h沪 都是 清 声

母
,

显然不符合拼音规则
。

2 ,

hi
s
还有 hi

”
一种读法

,

第 5 调和 h 是可以相拼的
,

所 以

h is 是从 ih
”
变来的

。
3 ,

有些字在别的方言有 同源字
,

但不属于阳人
。

例如
:

石门坎 大南山

b if i s P e 4 (阳上 ) 山

几4 u 8
一

几 ta u s

( 阳去 ) 内

d if i s t i 6 (阳去 ) 对面

几4 if a i s n t a i
7

(阴人 ) 处所

所以其中多数词的阳入调不是固有的
,

而是根据另外一些词的声调类推来的
。

①

四
、

变调巩固为调变

.

苗瑶语大多数方言有连读变调
。

这种连读变调的语音环境一旦消失
,

与 另一个调调值相

同的变调值不返回单读时的读法而巩固为本调值时
,

就 发生了调变
。

例如大南山 的 t卯扩

(实际读做 〔b汤if a 习` 3〕 ) “
根

” 现在是单音节词
,

属于阳去
。

可是
“
根

”
在养篙是 q al t卯扩

,

在腊乙坪是 qa
`
t `叨

么,
’

都是双音节词
,

其词根都是 t `叨
2 ,

属于阳平调
。

大南山的 t胆丫 跟

t卯习
2

有对应规律
。

声母对应的如
:

大南山 养篙 腊乙坪

t ` n ￡ t o a
Z

t g o
Z

九

t g o 4
.

t g o 4 t g o 4

臼

t` o u 日 t g u 6
t g o 6

膝盖

韵母对应的如
:

大南山 养篙 腊乙坪

n t s h a 习`
·

s h o 习` n t s h o 习`
陡

气a扩 丫。
扩 孔。扩 龙

几 ta 习
`

名。习
`

几 to 习
` 一

中

它们无疑是同源的
。

养篙没有连读变调
,

词根
“
根

”
的本调应是阳平

。

那么大南山为什么是

阳去呢 ? 非常明显
,

养篙和腊乙坪都有第 1 调的前缀
,

而大南山没有
。

大南山有一条连读变

调规 则
:

第 2 调字位于第 1 调字后面时要变成第 6 调
,

同时声母变成送气浊音
。

即
:

1 + 2 一 1 + 6 例如
:

[ t h o习4 3〕 + [ t善e 3 ,

〕 K
水桶

,,
读做 [ t h o习4 3d l if e ` 3〕

〔k o 4 3〕 + 〔玮 0 3 `〕 " 牛角
”
读做 〔k o 4 3仆 if o ` 3〕

可以推测
,

原来大南山也是有第 1 调前缀的
,

当前缀存在
,

词根像养篙
、

腊乙坪那样也是第

2 调时
,

就要变成第 6 调
。

后来前缀消失
,

词根的变调值就巩 固下来成了本调值
。

所 以 t姆护
.

是连读变调和前缀消失产生 的调变
。

① 见王辅世
、

王德光 《贵州威宁苗语的方位词》 , 《民族语文》 1 982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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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例子在
确山还看

to
6

tn
。
护

“
树枝

” 。 “
树枝

”
在养篙是 q a` t妞`七,

,

坪是 q 。 ` k二 4h t u s 。

但大南山的
“
枝

”

从养篙和腊乙坪看
,

除前缀和词根
“
树

”
外

,

另一个词很
“
枝

”

在 腊 乙

是阳
_

七
,

是阳去
。 “

树枝
”
在养篙和腊乙坪都有前缀

,

而大南 山没有
。

大南山还有

一条变调规律
:

阳上位于阴平字和阳平字后面时要变做阳去
。

① 所以
“
枝

” 和 “
根

”
一样

,

也是连读变调和前缀消失产生 的调变
。

五
、

同音分化调变

数词
“ 四 ”

在苗瑶语诸方言里都是阴平字
,

如养篙读 善ol
,

腊乙坪读 p孔ie
` ,

大南 山 读

lP o lu
,

大坪江读 jP ie
` ,

梅珠读 t弓al
,

唯独广东增城下水村读 jP i
7 ,

属于阴入
。

这与语言

使用者有意思地分化同音词有关
。

按照语音演变规律
,

下水村
“
五

”
字的声母应该变为 jP

。

例如
:

养篙 腊乙坪 大南山 大坪江 梅珠 下水村

t s a ` p孔a ` t舀i ` p ja
` t s u ` p j i

`

五

t s O 7 p乳u 7 t舀o u 7

—
t s y u 7 p jo

7

暗

邓
。

叭
。 ” 几 t ou

o
b j u t 。 。 t s a u o p ju `

鼻
z o 4 m 乳ut

4 几 t吞e 4 b j a u 4 n t s e 4 p ja 4
鱼

卜 z a s
、

m 孔 e xs 几 t 昌i s b
ja 二t s n t s u s p ji s

辣

下水村
“
五

”
字的韵母应该变为 i

。

例如
:

养篙 腊乙坪
`

大南山 大坪江 梅珠
·

下水村

t s a ` p孔a `
t吞i

` p ja
`

t s u
` p j i

`

五

玮 a 6
几。

6 几t i
6

b j a
6 几 tu

s
k ji 6

拄

善h a s 喜h a s ! 15 生a s 落u s n e s② 月亮

p a 3 p o 3
.

t s i 3

—
p u 3 p e 3

公 (狗 )

f a ,
.

k w a ` t ! i
` kw a `

k u ,
kw e ` 瓜

下水村
a 四 ”

字的声调应该变为第 1调 (阴平 )
。

例如
:

养篙
·

腊乙坪 大南山 大坪江 梅珠
`

下水村

0 1
ut

l a u l
1
1 a u l u l

二

P i “ P u ` P e , Pw o ` P e , P a `

三

善u
`

P孔 e i
, p l o u ` p j e i

`
t 4 a ` p ji

` , 7 四

t s a ` P孔 a ` t各i ` P j a
`

t s u ` P ji
`

五

这样一来
, “

五
”
字应该读做 jP il

, “ 四 ”
字也应该读做 jP il

,

就成了同 音 词
。 “ 四 ” 和

“
五

”
是两个相邻的数词

,

在 日常生活中都用得很频繁
,

如果读得完全同音
,

在计数时就会

引起混乱
。

为了消除这种混乱
,

人们就
,

把二者之一在发音上稍微加以变更
,

于是
“ 四 ”

就发

生了调变
。

至于 为什么改变
“ 四 ”

的读音
,

而不改变
“
五

”
的读音

,

改变
“ 四 ”

的读音时
,

为什么

改变声调
,

而不改变声母或韵母
,

改变声调时
,

为什么变为阴人
,

而不变为阴上
、

阴去
,

那

① 王辅世主编 《苗语简志》 P 20 一 21 页
。

② 下水村的韵母与聘花声母拼时是 i , 与非胯化声母拼时是 饥



是社会的 习惯犷 而不是语音演变问题了
1

。
、 、 、

·

六
、

复辅音的不同分化引起调变

苗瑶语的古鼻冠 闭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里有的已经分化
,

有的没有分化 (如梅珠和贵阳

的青岩和高坡 )
。

分化一般是按规律进行的
。

古鼻冠浊闭塞音声母在腊乙坪和凯棠现在 保留

鼻音
,

失去了闭塞音
,

古鼻冠清闭塞音声母在凯棠保留了闭塞音
,

失去了鼻冠音
,

在腊乙坪

没有分化
。

但是有少数字的鼻冠闭塞音声母没有按上述规律分化
。

例如
:

凯棠 腊乙坪 青岩 高坡 梅珠
`

n 况 6
m 孔。 5

·

m p j o u s m p l UJ
S n t s a u 6

(肝 ) 肺

n o Z
m孔。 ,

m P j o
`

m p l u
` n t s y u Z

绿

在青岩和高坡
, “

肺
” 和 “ 绿 ”

的声母是鼻冠清闭塞音
,

声调是阴调 ; 在凯棠
,

声母是

浊鼻音
,

声调是阳调
;
在梅珠

,

声母是鼻冠清闭塞音 (原来可能是鼻冠蚀 闭塞音 )
,

声调是阳

调
。

应该说这些点
“
肺

” 和 “ 绿 ”
的读音都是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的

。

但是腊乙坪很特别
,

声

母是后带流音 乳 (实际音值是 劝 的浊鼻音
,

应该来自古鼻冠浊闭塞音声母 ;但声调是阴调
,

又应该来自鼻冠清闭塞音声母
。

所以从
“
肺

” 和 “ 绿 ”
的现代读音

,

不易断定古 声 母 的 清

浊
,

但是可以肯定
,

它们的声调发生了调变
,

或者是腊乙坪
、

青岩
、

高坡从阳调 变 成 了 阴

调
,

或者是凯棠
、

梅珠从阴调变成了阳调
。

这种 调变是复辅音声母的不同分化造成 的
。

复辅音分化以后
,

因声母的性质不 同而产生不同声调 的现象在汉语里也有
。

例如
“
兼

”

字和
“
葵

”
字都从

“
兼

”
`

得声
,

在谐声字产生的时代
,

产兼
”
的声母应是复辅音

余

kl
,

后来

复辅音分化
, “

兼
”
字属见母

,

声调是 阴平
;

.

“
簇

”
字属来母

,

声 调 是 阳 平
。 “ 鳃 ”

(见

母
,

阴去 ) 和 “ 滥 ” (来母
,

阳去 )
.

的分别也是如此
。

七
、

适应语音组合规律调变

苗瑶语里的汉语借词可分新老两大类
。

新借词的特点是现在的调值与当地汉语方言 (主

要是西南官话 ) 的调值相 同或相近
,

但调类不一致
。

老借词则相反
,
调美一致

,

调值则随当

地汉语方言 的调值而异
。

但是在养篙苗话里
`

,

一些现在读做清喉擦音 的老借字发生了调变
,

这些字中古汉语都属匣母
。

例如
:

养篙读音
.

汉字 汉字中古音①

h e n s

焊 (铎 ) 匣翰开一去 LIJ $ a n

h已
`

和 匣戈合一平果 Y u Q

h砂
.

亥 匣海开一上蟹
,

$ in

h护 壶 匣模合一平遇 丫Q

h al
·

鞋 匣佳开二平蟹 $ ia
’

h a s

害 匣泰开一去蟹 $ ia
· 『

h a扩 行 匣庚开二平梗 Y助

养篙的第 1 调和第 5 调都是 阴调
,

按照语音组合规律
,

与其相拼的声母应该是清音
,

但

是汉语的匣母是一个全浊声母
,

中古读 Y
。

Y 借入苗瑶语时
,

应该用相同或相近的音来拼
。

① 汉字中古读音根据郭锡良 《汉字古音手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8 6年

。



养篙话有 Y
,

但 Y 一般用于拼与苗瑶语同源或老借词中的汉语来母字
。

例如
:

养篙读音 汉字 汉字中古音

$ 护 力 来职 开三人曾 l呈泳

Y a “ 利 来至开三去止 il

丫a 习2

联 (缝 ) 来仙开三平山 l犯五

Ya扩 棱 来登开一平曾 l的

Y。扩 龙
·

来钟合三平通 l叨
Y u “

笼 来东合一平通 ih 习

Y护 落 来铎开一人岩 Ia k

所以匣母只好用相近的擦音来拼
。

最相近 的擦音是 h
。

按照养篙的语音组 合 规 律
, h 是清

声母
,

只能与阴调相拼
。

干是匣母改用清擦音 h 来读
,

同时阳调变为相应的阴调
。

所 以 阳

平字
“ 和

、

壶
、

鞋
、

行
”
养篙现在读阴平

,

阳去字
“ 焊

、

害 ” 现在读阴去
。 “

亥
”
字是阳上

字
,

现在也读阴去
,

那是因为汉语有
“ 浊上变去

” 的调变
,

它变为阳去以后
,

当然也该变成

阴去
。

可见 “
焊

、

和
、

亥
、

壶
、

鞋
、

害
、

行
”
诸字

,

借人养篙话以后发生的调变
,

是适应语

音组合规律的结果
。

苗瑶语的调变虽然有多种类型
,

但是不一定有普遍意义
。

例如洞头寨的古全清鼻冠闭塞

音声母字因声母浊化阴调都变成了阳调
,

新乐的古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字虽然也浊化了
,

但

是声调仍然是阴调
。

例如
: n d j u 习

` ,’ 中
,, 、

玮 d气a 3 u
盐

), 、

m b a习5 "
雪

, , 、
n d a u 7 a 织 ” 。

石

门坎的前置方位词都类推成了阳人调
,

但是养篙的方位 词 v 扩 “ 上 ” 、

t al “ 下
” 、

iP
峨“

上
” 、

n a 习4 “ 下游
, , 、

t。。 6 a 上游
, , 、

t e n Z a
前

” 、

q a 习
, a
后

), 、

k u Z a
外

, , 、

玮 a习
6 a
内

”
等 仍 然

分属 1
、

2
、

4
、

6 诸调
,

没有类推成一个调类
。

下水村的数词
“ 四 ” 和 “

五
” ,

因语音变

得相同发生 了调变
。

贵州复员野鸡坡的
“ r

\’’ 和
“

九
”

现在也都读做 孔a “ ` ,

但是没有发生调变
。

可见调变是一种比较特殊 的语音演变现象
,

是声调发展过程 中少数字受其他语音或语义

的影响
,

调类的归属发生了转移
。

从本文所举材料来看
,

转移的原因或条件都是类化以后引

起的异化
。

揭示这些原因或条件
,

对辨认 同源词
、

寻找语音对应关系是有意义的
。

附录
:

本文所引点调类调值对照表

82424126
.

7

月任二Jq自1上

OJnj

,,,一

。口左止ù匕d
ō
d
ō111c1o
`

连孟二Jo口。dOuJJ口口,自,J.
.
1工

.

OA孟。d卞1

,土,d
.声
卜

乃Oq乙,é9自9é八0COQ自,JCO110自1
.

ùQ自0山尸0d.上左
几反JO山

54433244

2 l

4 4

2 3 1

。。5555521435333调 类

大南山

洞头寨

大坪江

新 村

梅 珠

石门坎

养 篙

腊乙坪

下水村

凯 棠

。

1 4
·

3 5 , 3 1 5 4 5
。

4 3 3 2 4 4 , 2 1 4 2 一 2 1

3
ù .

215331邪3521
?一no迁ùnjgJ JLLù乙

一no通
孟叹口no月任2 3 1

1 3 ,
·

3 3

1 1

3 3

5 3

1 1
,

八01匕尸勺月性叹JS月任
一
匕00月任亡J月任

231312133123555313153

八01卜JCO工JdQL,CO口01卜口nonOO自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