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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罕见的鼻青韵尾增生现象

严修鸿

攫要本文报告一种发生在描建省主运城县隔对话里由 [vwJ 变为 [~gJ 的特妹音变现象，

这种鼻音韵歧，增生的案斜在语音演变类爱学上具有特别的份值。笔者介绍了连战方言的分

布和隔川谐的声韵涡，列举了隔JlI话增生 [gJ韵莲，的字，并通过方言比较勾结构分拆掉割了

这种音变的历史过程，进局用事实否认了徐通锵先生关于鼻音韵尾的增生不能靠系统的在

我调整和合我演变而实现的论黯.

关键词 楠JlI话;鼻音韵尾

… 隔111为音摄况

本文讨论的暗J!i远是连城方言的一种(关于连城方宫的性质与归藤，可t2J.参看严修鸿

1999) 。黯J!I是连城县的一个乡镇，位于该县城夫的北面，与县城相距 6 公髦。隔川下辖

联益、隅田、瞒头、井坑、松洋、姚坪等六个有政村，人口 6000 余人g 隅川话与城关话相

差甚远，互相不能赢接遥远，但与附近的花圈镇、清流县南部的泼地镇一带的士诏较为接

近。发音合作人草草水明， 1968 年出生，大学本科，连城县第二中学教师。

嚣J!I话的声韵谣简升如下:

声母 (20 个) : 

P ph m f t 俨 n 1 k k挂号 h tS tf S v ts tsh s ø 
说明:

(1)吉、边声母今读塞膏、塞擦音声母的学声母绝大多数为不送气清膏，这…特征还见

于相邻的北团、吴地一苦，笔者曾撰文讨论(参看严锋鸿 1998) 0 (2) 知章组合口字读塞

音声母的事其声母为 [k 铲] ，书禅船母今i卖擦音声母的，合日芋声母为 [fJ 0 

韵母 (26 个) : 

a la ua ao lao y e le ue ~Ul l~Ul al 0 10 音是 1 1 t ~J;) u吨 8 均 1呵呵 1吨

uag 

说明 t

(1)由于所有人声韵尾及戚、由、模摄的阳南韵是消失，并入阴声韵，捕}fI话韵母费

住得报厉害，许多韵类混合一起，共 26 个韵母，这在汉语方吉尤其在南方方宫里较为少见。

(2) "胡乌务商黯"等字声母为轻蘑音[到、 [vJ 时，韵母实际音镶慈 [vJ 。

声调( 7 个) : 

胡平 [33J 陆平[l1 J 上声 [424J 阴去 [llJ 陆去 [35J 阴入 [51J 阳入 [55J

说辑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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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i卖变谓情况z 上声作前字时一律出降升璃 [424J变作 [33J 中平谓:上声字作词

尾时由 [424J变为 [44J; 萌去在后字为阴去时曲[丑]变为 [11] ;期入在后字为陪λ时，由 [51J

变为 [31 J 0 (2) 胡来较为短缸，带紧喉，比曦塞弱，故不如喉塞尾:胡去字在单念时尤王军

在强调的情况下常作降升漓 [213J 0 (3)极个期次油平读胡平:撞上字文读为阳去，自读

多数读上声橱，只有个别读阳入或胡平。

工汉语方言里常觅韵鼻青培生提型

汉语的多数方言中阴声韵和阳声韵是判然分明的，即使相混，也基本上以陪声韵失落

鼻音韵尾后混同于1勇声韵的情况居多。相反的情形较为少见，主要有JL化和鼻啻声母影销

两种，前者如吴语、散语与每语里的JL化现象，后者如:

现峰z 迷弥m123 I 尼泥nù23 (北大中文系 1989:75、 79)
潮州 z 墓暮慕理Õ 35 (北大中文系 1989: 102一103)

成汉z 母mOl]42 I 木吕牧mOl]213 I 幕幕暮慕mOl]35 (北大中文系 1989: 102寸03)

合肥z 母商社m~1]24 (立大中文系 1989: 102… 103) 

于都z 巫模摹m句441 署等雾暮基m~1]22 1 遇在牵制~1]42 1 :鱼温旧吨44 I :女语犯i~1]3主 i 牡母

m~1]31 I 木目穆黯~1]42 I 民五狱时3号42 (谢留文 1992)

连接赖据1 米m俨!蚁l]è24 I 耳准35 I 工义与幸41 (苇者 1996 年调查)

除上述几种情况，还有射的可能吗?徐遥锵先生 (1997:212) 曾经作过总结: t(阴声

韵转化为陆声韵的情况正好相反，需要在没有韵尾的音节中增生阳南韵的韵尾-m、 1、-1] 0

汉语的挂起变有没有这种增生能力?光靠系统的自我谓籍和自我演变(连键式音变租离散式

音变) ，都是没有这种能力的，方言中也找不到这方面的实例。"

笔者最初赞陀这一观点，开始记录踊JII话时，发裔人把"海蔬菜禾火割"等骑声音草或

入声韵的韵母读作恒。).我怎么样也不敢相信，但经过反笼核实，的确无误。现在我们捂这

个罕见的音变现象写成报告并分析其发生的原因，lV.铁大家主葱靡。

三 隔JIIi!阴声韵增生鼻茹韵踵的现象

归来源

A.采和 V~l]l1 l I 火臼1]424 I 坐始~1]424 (果含一戈韵非蘑音自读音)。

a胎沪a旷3 I 苔 b号 11 I 速采稳~.来不及找袋 bl]35 I 来 1~1]1l I 载 ωtfll 菜也h吨泣 i 该 k~IJ33

1 改 k~1]424 I 开 kh~1]33 1 海 h~IJ424 I 亥恼IJ35 1 :爱号III 碍号3号35 (蟹开一晗韵自读)。

巳盖 k~号主11 害 h~IJ35 (蟹开一泰韵〉。

D.赔 p~句1] 11 I 背

推 t沪ha吨9矿33 1 j返运 t泸h呵王丑1 I 健 t岱s垃与~I]矿33 I 霄 I~句号矿111 祟:始@吨8矿35 1 :灰灰 f鱼旨9矿俨3刃3 1 嫂 V~IJ旷33埋藏寐(蟹含一灰韵自读〉λ。

已吠 p~IJ35 (蟹去?三废韵自读〉。
F.主~IJ33 I 犀 m~旷24 (止合三徽韵臼读〉。

G.萨怒~S~IJ宝 I I 割葛 k~IJ51 I ~每 kh~1]51 I 喝 haIJ51 (山开一昌韵自读)。

H.干肝 ka号33 1 媒 h~IJll 1 早 h~IJ424 I 汉 h啕总 i 挥汗 h~号35 I 安IJ33 I 案。ll(ili开一寒韵见

系声母自读)。

1.属缀-saIJ51 (山开器属前台 i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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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端 t;)IJ33 I 团 t;)IJ11 I 短 t;)IJ424 I 段 t;)IJ35 I J新t;}IJ55 I 酸 S;)IJ33 I 算蒜 S句III 暖捕。1424 I 剪

1~IJ424 I 乱 t;)号35 (山含一桓韵非腾音)。

K.股手;:)IJSl I 捋 taIJ55 (LÙ含一末韵) 0 

L羁S;:)IJ51 (山合工黯韵)。

M.蒜头_JX)IJ51 (出合兰月韵自读，文读为 [a]韵，如z 发~最重 fa51 )
N.镀 p~IJ35 I 塑暇眈 ph~号33 (出合二三元韵自读，文i卖为 [aJ韵，如z 反 fa424 ) 。

。核巢-Jl. h~IJ55 (臻含一没韵白读替例，一般读法为 [ueJ 韵，如:窟抽出勺。
P.本JX)IJ位4 I 村 tsh;)IJ33 (臻合一魂韵白读特例，一般读法为 [au]韵d非 s吨级!门 ma号勺。

Q.分~家JX)IJ33(臻合二文韵自读特例，文读和一般读法为 [eIJ/auJ 韵z 丈 veIJll I i闻 ffiau35) 。
说明: íl 爱去巢"读为[号]韵，当是 [~IJJ 韵进一步盟藩元音[~J 的结果。

从上到倒字可以发现，踊)11话读件 [~IJJ韵的字来摞广泛，但有…点是肯定的，就是这

类学是黯)11话虽本身具有的层次，多数是自读音，可见并非来自所谓"叠置式音变"的文

读层。上列带 [~IJJ 韵的字有…部分来自中古陆声韵类〈如山摄的寒、植、元韵，臻摄魂、文

韵) ，也有来自中吉!现声和入声韵的。这三个来源的 [~IJJ 韵是否具有民一的性果呢?光靠踊

)11一点的情况无法得知，下面将联系周边其他方音作个比较。

3.2 与周边方言的联系

上文提到，撬开l与邻近乡镇北醋、罗坊、灵地的土话梧近，其韵类的层次、分温靖搅

和这蜡方苦多同步发展。隅川题itl方言的材料如表 10

表 l

禾 胎 盖 赔 吠 飞 肝 要4 属

隔)11 V~IJ lI ft~IJ33 k~r p~IJ lI p~IJ35 paIJ33 k~IJ33 kaIJ51 saIJ5! 

北国 VAW l1 ftAtil3 
kAwl11 PAWll pai35] P^田33 kAw33 kAwl2l SA部?且

灵地 yyl1 ()hy33 kY21 PylI pae4 py3 k:-?3 ky?且 Sy?ll 

罗坊 .11 vel 沪ee3
kei11 phei 斗 l phee4 

pei33 kei33 kei严 sel弘

端 捋 刷 发 饭 核 村 分

踊川 199 33 laIJ55 sa一n51 p~IJ51 p~IJ35 h~IJ55 tsh~IJ33 p~IJ33 

~t嚣 u旷3 IAw55 SAwl2l P 耶̂?主i P^那35 hAw55 tshAw3主 P^旷3

灵地 如33 !;'吭II S￥?11 p飞r?ll p~4 hy?主主 ts与33 py3 

罗坊 tei33 运ei55 sei严 pei严 phei24 hei55 tshee3 pee3 

撬JII话带 [~IJJ韵能字在周边方言1直是自成一体的…个韵类，这个前北团读作队田] (或

[AW?J) ，灵地读千字 [yJ (或 [y?J) ，罗坊读持 [eiJ (或 [ei?口，由此也商推知踊川菇、挝、

现、文等陪声揭自读为 [~IJJ 与戈、晗、灰、徽、昂、末、月、授等阴声、入声韵自读为

[êIJJ 韵是具有前→性庚的，即这些韵在连城北部的这几个方言点中都已经整合为一个韵类:了

(需 )11没膏周边方言的喉襄韵尾，民此对隔)11而言可著作一个韵樊) ，隔)lI ì孟这一韵类发

展为 [~IJJ应当是因声韵和人声韵都失落了摞来的韵尾之后才发生院后起音变。

3.3 隔)111若鼻音韵增生的成f!S]及过程

根据语音发展的规律，我们推翻踊川话今[:}IJ]韵的前身是与足地的 [yJ韵、花圈的认国]

韵相近侣的 [vwJ 韵。为什么踊)lIi运原来的[叫韵会变成坷黯呢?

首先，陆JII话里来自日由、戈、寒、昌等韵的 [vw]韵与原来的 [a叫韵〈来自中古的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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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烛韵等:流濡周削竹六绿〉相冲突， [叫韵事1 [:)W]韵太接近，不利于交际

其次，北团、罗坊、灵士在三地都存有主纽带鼻音韵尾的韵母=

北罔 t

E 品针心民神云云蝇兵承终龙蘸

吨庵柑2骂法张玉绑破风在辈

aIJ含牵Jl~芹蚊份窗玻崩冰冷累阳蜂公

罗坊:

efJ林寻针民人藤蝇兵政京虫龙

OfJ男二毒委银春毒草堂张光江省听永正在

呵含牵5主跟门论芹留弱冻奋星动工蜂

灵地z

YIJ 栋针民春份朋冰蝇共荣终松

OfJ暗柑糖肠张撞

叫戚含森牵墩孙论商邓遭庭枫冬

ie 今人紧京英熊穷用

iOIJ 娘让摔桩象

iefJ音任因嬉第j英绒

ÍOIJ 娘量放报腔荣琼理

ia导命坪镜井醒青

UE 准春牢

瑞号拳银菌裙拱

iYlJ音金烟人自3乘i京窍熊 uYlJ毒是均裙

bIJ 雄象样

着缺了[~fJ]韵，陪同语只有 [efJ J 和〔句]两组带鼻音韵尾的韵母〈其中 [oofJ]韵来自臻摄

疆、文韵，与{吨〕韵相应，本来应是 [uefJ]韵，在[:)fJ]韵出现后才与之班配变为 [00号口。蹒

JII话韵费简化，在周远方言影响下容易繁化， [VUI] 韵向[吨] (成[窃听〉韵演变正是与周边

为言趋间的一个扭舍。

勇者. [vw]韵的 [y]租出]音值非常接近，为了黯Iljg剖度，如果强漓韵腹 [y] .韵黑

〔回〕肉 [i] 方向发展，结果[yi]和康有的 [e]又产生矛盾，所以只好强弱韵尾[阳]. [磁〕遥渐变

为瞧性强的舌椒油擦音凶， [vw]韵也相应变为 [vy]，后来比]又变为与之相近的后鼻音

韵是[剖. [vy]变成 [y时，再进一步变作今天的问号〕。

结合与踊川相邻的连接北部方宫，我有]试着构拟其变住过程。男9坊的 [ei]应该是较串的

形式，因为不论从茄史上的构拟，还是现实方宵酶'捷况，戈〈臼读〉、晗、灰、敬韵带 [i]

韵周是很正常的，而且[ei]韵比较接近寒、辑、元、捷、文、毒、月、米、没等阳声韵或入

声韵腹落韵尾后的形式。这蜡韵类要么是合口韵，要么是-等韵，根据这…带方古韵类发

展的实际，必须设想 [ei]之前有一个 [uei]的阶段，后来[u]分音失帮了。一般说来，由 [ei]

变为 [vw] 较为少晃，因为虽然它们发膏部位、露主要相同，但 [vw] 是较为难发的非正副元

齿。尽管如此，只要结构先许并且有必婆，方言音系仍有可能沿这种路钱发展e 这种变化

在其她方宙中也有发生，下列三个方富的 [W]韵路就是由 [iJ韵犀演变来的t

A徽语重多县:堆 tuaut1 I 推向础产 I '黯 luaw44 I 菜险h磁部324 I 诙 kua即31 I 开 khwtut1

i 蚁IJuaur3 0 (平西路司等 1998:115)

B.连城县翼庄ì.(i:杯]mw44 I 德棚55 I 子 ts~w41 I 色 S~SS I 归 kU~441 骨 kUl!WSS 0 

C.上拉县古自活:贝 PA山钊|应 phAW41 I 弟 flAw44 I 虱 SAW3S I 街kA部钊|糙 kUAd11

规 kUAW44 I 骨 kUAW3S I :应~身z 怀孕 k~W410 (康庄和市自属连接方亩，笔者 1996 调查〉
其中，要多县的问时当由 [uai]变来，翼庄和商由的[~]" [A时的剪身最可能是[εi]。

隔}II话一提摄非鼻音尾韵母演变为鼻青尾，可能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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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韵(禾) *回i叶utli…-+uei→ei

咱韵(海) *oi→~i→ωi…-+UAi叫uei→ei

黎韵〈盏) *ai→创刊~i叶阔叶UAÎ…→uei→ei

灰韵〈霄) *uoi• utli• uei• ei 

微韵〈尾) *u~i→uel叶ei

媒韵(肝) *on→~n→uan叶呻i→础i→uei→ei

粗韵(端) *uon→uan叶uãi→uei叶ei

元韵(饭〉勺uan→剧烈→u运i叶uai→uei→ei

魂韵(村) *u~n→ulln→明烈叶U黯叫随i→uei→ei

文韵(分) *jun----+un→盼只叫utln→恼n→u主i→uai→uei叶ei

黯韵〈葬台 *ot→汉→ua注叶飞:w.i?叫硝i?→ei?→ei

来韵〈腥〉句ot→础t→讯i?→uei?→ei?→ei

韵〈发) *juat→uat→uai?叫uei?→ei?→ei

来韵(接) *u~t→ullt→u创刊uai?叫uei?→ei?

y (束地)

? 
ei (罗拉)叫YW叫AIU (北盟)

• 
Y穹

aIJ (隅)11 ) 

徐通锵 (1997:212) 指出: "阴声韵转化为国卢韵不可能通过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

变来实现，这就是说，一种方育系统如果无法依靠自身力最实现胡商对转，那就只能寻求

其他方富的支援，产生文翻异读， m叠置式音变的 4竞争'方式来实理阴声韵!每黯声韵的

转化。"踊JI!话的语言事实却并本支持这一论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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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Type ofTail Vowel Change in the Gechuan Dialect 
Abstract ηlis paper gives a description in detail on the change from [吼叫 to [~剖 in the 

G叫1Uan dialect, which of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phonetic changing.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Gechuan dialect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lative dialects around Gehcuan,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quite possible and reasonable for such an unusual change oftai1 vowel 

to occur. 

Key words the Gechuan dialect; nasal tail 

(严修鸿 汕头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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