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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元音与辅音的元素分析*

关英成

捷摆 对北京姑忠告与辅音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对发音特征的描述以及对底层元，者与辅

音教爵的讨论，尚对元音与辅音的分有权，制部署墨甚少错本文以管辖音系理论的粮值音系

龙素为基底模式，通过北京铸的许可制约，提出北京话底层词汇龙骨表达式，同时详细论

追求层元帝的推导过程及其在这式。针对北京话的辅音分布制约靖况，本文提出强制，除曲

线患则以及辅音元，素表达式，借此解升到来存在的北京话元音与辅音分有制约的诸多疑嚣。

关键词 北京话;元，素;许可制约;强制性曲线f#.‘荣才

…"论
本文主要探讨构成北京话音系的内部成分。在管辖音系理论中，每个背系原始单元

(prime) 即为独值 (univalent) ，可以直接进行谐音解释，这句使用偶值 (equipol1ent) 的

特征基成理造( feature-based theory )形成鲜嚼的对照。

我们将把重点故在决定核合音与非核心裔的表达式以及音系操作的合成与分解上缸。

合成指韵律 (melody) 材料在近铝位置通过音系操作〈例如"延伸" )聚合新音系材抖，

分解黯指担部分音系成分挤压在一起。

过去数十年，不少学者从不离背系理论自发，提出不同的总京话韵律隶，其中包括膏

素分析 (Chao1934、 1968 ， Hartman 1944 , Hocke仅1947) 、发音特在 (Hashimoto 1970 , Cheng 

1973 , Hsueh 1980，薛岚生 1986) 、空特征(underspecification) ( Lin 1989 )、特征架持 (feature

伊ometry) (Wang 1993，王志洁 1999) ，程都存在一拉不足之处。本文将用元素慕底分析

(element嗣based 部proach) 对北京话元音辅音分布制约提出更合瑭前解释。

二原始赖先

2.1元素

在管辖音系理论中，音系成分以独值元素 (element) 表示。稳健意指元素可以出现或

者不出现在表达式中，换句话说，在这个理论中并不!?l零元素为黑结单元。这些无素在教

界各语言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非属个到语言特有。

特征基;或分析〈例如空特征理论、特征架构〉则使用树影结构的偶锺或者独值发音特

*本文初稿曾在"第七嚣嚣际暨第十九届全黑声韵学学术研i才会" (声韵学研究之蜕变与传承， 2001年5月
26日至27日，罔立政治大学〉上直读.撰稿期搏，承蒙江静芳与《中国语文研究声震名评审委负葱赐意晃，

在此道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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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为服始单元，在规则基或分析 (rule-based approach) 的音系过程配合下，形成许多从未

在世界语言中出现过的音系过程与表达式。

管辖音系理论认为，人类语言的每个音鼓(钮捂元音和辅音〉都是出一个或…个以上

的元素组合构成。 1 元素是音系表达式提原始单挠，共有七个: {A , J, U，日， L. ?} ~及

通常在音系表达式中若是征为(一〉的么先索(identity element) 。其中快， J, U}可以称作

兀音元素，出， L, ?}称作辅音元素。但是元音只能告含元膏元素，辅音色含至少…个辘音

元素，也可以包含元音元素。由元素构成的音系表达式，可以直接进行语音解释。目前元

紫语音解释还处于初始带段，其初步元素语音解释 CKaye 2000) 如我 1 所示:

表 l

3毛素 解释

A 非商元音、 "r"、舌尖音

前元背、苦面音

U 匾肆元膏、磨音

日 高谓、噪音、清音

L 低调、鼻音、 (非白发〉油音

2 非持续音〈塞菇、鼻音、" 1 ,,) 

气"、"￥"、松元音、舌根音

报据元素的多寡，可跃分成单元素也implex) ，如 CU) 2，以及由两个或者多个元素通过

合成操作结合的复杂元素 (complex) 0 在音系表达式中，组合的元素有主从之分，其中只

允许一个为主位 (head) 元素，其始元素为从属元素，称作算符 (operator) 。例如，在 (A+IJ)

表达式中，元素 U 为主位，往于表达式的最布端，元紫 A 与 I 为算符， "·"为聚合运算

符(如sion operator) .在 (A+U_) 表达式中，元素 A、 1 与 U 皆为算符，不含主位元素。

2.2 许可锚约

般如元音无索 A、 1 、 U 白白组合，不受任何制的，可以撞导出十二种全才二位表达式z

( I ) 

( U ) 

(U 醺1)

(A' I) 
ω
-
u
v

一

卜

A

(1' A) 

(U'A) 
(l 'U'A) ( !i ) (A . U .1) (A . 1. U) 

还可以推导出八种空主位表达式:

( I . ) ( U' ) ( A. ) ( ) 

(U'I.) (A'U') (I 'A.) (A'U , 1. ) 

以上共有二十种音系表达式。应为算符不按膜序排列，所以空主位形式(loA )与

(A+ )相同。 世界上没有一种语宵拥有全部的音系表达式。为了描写特定语苦的无音隶，

我11']必须设定许可制约，并且以摆起形式限制元素的组合与出现的位置。如摩洛哥阿拉信

语包括四个元音{j， u , a，站，四个元资系统的许可制约句元音内部表达式如下:

a. 摩洛哥阿拉倍语许可制约

元素 1 ， U. A 必须为主位

b. 摩洛哥向拉他语音系若是达式
i (1) u (U) a (皇)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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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语言的元音系统不含复杂全主位表达式，例如 CA-V '或者复杂空主位表达式，例

如(1. )。这个音系事实可以从许可制约 a 获知。既然元素 I 、 U、 A 必须在表达式中占主

位的角色，所以不能互相组合，也不能在空主位表达式中占据算符位置。

三北京话元音表达式

过去数十年，学者对北京话音系的底层 C underlying) 元音数目争论颇多。为了解释所

观察的音系现象，学者提出的底层元音数目从 3 个 CTodo 1963 , Hsueh 1980，薛凤生 1986) 、

5 个 C Hashimoto 1970 , Lin 1989) 至 6 个 C Cheng 1973) 不等。下文我们将先指出过去关于

北京话元音系统分析的缺失，指出他们为何无法对许多相关的音系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

再对北京话元音进行元素分析。

3.1 己有北京话元音表达式存在的问题

用规则基底分析提出的北京话元音表 C Cheng 1973 , Hsueh 1980，薛凤生 1986 ， Lin 1989) , 

最大的缺失在其理论的任意性。林燕慧 CLin 1989) 用特征基底理论 Cfeature-b臼ed the。可)

描述北京话的底层元音，同时使用二元发音特征，这必然产生过度泛化的音系表达式。

郑锦全 C Cheng 1973) 、薛凤生 C Hsueh 1980，薛凤生 1986) 、林燕慧 C Lin 1989) 都

以《英语语音模式)) C SPE) 的重写规则 C rewrite rule) 描写从底层表达式至表层形式的推

导过程，这些规则只描述音系过程及其发生的情境，却无法解释为何此类过程优于其他过

程，以及为何与在何处会发生此类过程。相比之下，在管辖音系理论中，唯一合法的音系

过程为延伸、改联 Cdelinking) 以及在符合条件下的发生过程。 3 他们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为

何只有特定的国际音标元音符号可以作为北京话的底层形式。而管辖音系理论能预测将会

找到哪些音段及其出现的环境，这是过去以语音符号和重写规则为基础的理论所无法解释

的。我们将先简要概述管辖音系理论下的北京话音节结构，再进一步对北京话元音与辅音

进行音系分析。

3.2 北京话模板 C template) 

根据管辖音系分析法，我们 CGoh1997，吴英成 2000) 主张北京话模板的最小音线

Cminimal phonological string)4 应分析为如图 l 的双韵核的音节结构，而非过去 CChao 1968 , 

Lin 1989 , Duanmu 1990 等)所提出的单韵核分析。

图 l 北京话最小音线

0) N) O2 N2 

[x x x x ] 

北京话最小音线为四个骨架位置的音域 Cdomain) ，由两个不分支的首音一一韵核对

构成。 N) 是音域的主位，而且在任何投射层皆不被许可。值得注意的是，假如尚不被 p

许可， 02 就必须被 p-许可:假如 O2 不被 p- 许可， N2 就必须被 p-许可。我们 CGoh 1997 , 

吴英成 2000) 把这种现象称为"北京话 p-许可制约"。前者可以禁止[kanu] 、 [kawi]一类

音节的存在:后者可以预测北京话最小音线不可能有短元音(如 [ku]) ，而必须是长元音

(如 [ku:]) 0 5 

3.3 北京话元音的元素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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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组过去所接受的泼墨元音:

{i. u, a, Ü，怒. e. o. i} 

除了号上八个元音，我钉认为有必要增添第九个光啻 ö. 其出现位置受眼模太〈如:出

现在 [tç: U ö:J (觉〉的尾背刷刷。于窜是我们班期接替出的若是应元音系列z

{ i. 泣. a. Ü, ;:). e. o. i. ö} 

为了撞带出以上的元音表，我们先设定五个底居词汇表达式 (the underlying lexical 

expressions) { a , i. u. ;:).仆，它们王可以单独自珉，不必经历任何音系事件，分布也较白

白。与之相对的四个表层音系表达式 (the surface phonological expressions) 坷， e , 0 , ö} 

是经历音系挂号应的结果。底层揭汇表达式是遥过下菌的北京话许可制约得到的。

a. 北京话许可制约

1. 元素 I 与 U 必须为主位

ii. 元素 I 与 U 不能许可算得

b. 北京话底层词汇音系表达式

a CA) i (1) u (U) ;:) (A ) i ( ) 

a 的北京话许可制约只能推导串五个1底层词汇苦苦系表达式 b。许可制约 i 规定元素 i 与

U 必须为主栓，归此禁止空主拉(1.一)与 (U' )以及元素 I 与 U 作为算符的表达式〈如( 1.生) • 

(U.A) )。许可榻的 ii 规定元素 I 与 U 不能许可算符，因此排路出褒幸运杂元素若是这式的可

能性，元素 A 并不受任何许可制约，这意味着北京话准许全主位表达式〈圣〉与空主位表达

式 (A. )。

告是得注意的是，么站萦(_)习之含任何元素，它只出现在{毡，时， s) 、 {t~ ， ~h，苦，~

之后。下文将详细说明这些辅音皆为空空位的表达式。既然空核心位置未被?许可，它使

体现为 [iJ 。

自个此音 {e ， 0，毡，甜的分布接受摄制，阳且可以颈揭出现的环壤，所U习习以底摆词

汇表达式出现，础是经过接导层的若是层音系成分。我们首先3警察元音 [e] 。

e (A-I) 

从 [eJ 的分布可以海楚地看出其来擦。 [e]仅出现在 [ei]与 [ieJ ，即 [eJ 的出现必均元素 I

辑邻，绝不出现在元紫 U 的前后。显然， [eJ是自近邻的元素 I 延伸至 N) 位置， 并与央咒

(A- )组合后推导而成的。我们以[lei] (霄〉与世ie:J (缺〉为伊i说明 [eJ 的推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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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lei] (雷)
i. 黑层?在式

[01 N) O2 N 2 ] 

x x x 

A 

b. [thie:] (秩〉

x 

ii. 表服形式

0) N) O2 N2 ] 

x x X x 

一〈

A 



i. 底层形式 ii. 表层形式

[0) N) 02 N2 ] [ 0) N) 02 N2 ] 

x x x x x x x x 

I 1 \ 

"t'" 1 "L，， l 斗\

A A 

a 式元素 I 从右向左延伸， b 式的延伸方向正好相反。

[oJ 的推导过程以 [louJ (楼)与 [kuo:J (国)为例。

图 3 a. [1ouJ (楼)
I. 底层形式 11. 表层形式

[ 0) N) O2 N2 J [ 0) N) 02 N2 

x x x x x x x x 

U U 

A A 
b. [kuo:J (国)

i. 底层形式 11. 表层形式

[ 0) N) O2 N2 J [ 0) N) 02 N2 

x x x x x x x x 

l~ I l~ 
"k" U ' "k" U →头，.

A A 
[oJ 的近邻都有元素 U。很显然， [OJ乃近邻的元素 U 延伸至 N) 位置，并与央元音 [~J

(A' )组合后推导而成。 a 式元素 U 延伸的方向为右至左， b 式则从左至右。

图 2b 与弛的 02 与 N2 位置为空时，位于 0) 或者位于 N) 的轻二合元音弱成员的元素 I

或 U 才能从左向右延伸。但 02 位置也可能被问， -lJ}占据，或者问位置被闷， -u} 占据z

a. pan (本)

b. pei (杯)

C. you (油)

walJ (翁)

kuei (鬼)

tiou (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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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O2 出现不含潜力延伸的元素 (a 式)时，位于 01 的元素 U 就被阻挡，不能延伸至 N1 。
我们以 [p:ln] (本) 6 为例，图解如图 4。

图 4 [p:ln] (本〉

[01 N, O2 N2] 

x 

"p" _ "n" 

A 

可是当 N2 出现含潜力延伸的元素 I 与元素 U 时，间的元素 I 就从右向左延伸至间，并

与央元音。 (A' )组合成 e (Al) (b 式) ，而元素 U 则组合成 o CA旦) (c 式) 0 b 式与

c 式为表层形式，其推导过程如下:

p:ll pel 
kU:li kuei 
y:lU you 

ti:lU tiou 

以 [peiJ C杯)与 [tiou] (丢〉为例。我们可将它们的推导过程图解如图 5 。

图 5 a. [pei] (杯)

i. 底层形式 ii. 表层形式

[ 0 , N, O2 N2 ] [ 0 , N 1 02 N2 ] 

x x x x x x x x 

"p" "p" -<

A A 

b. [tiou] (丢〉

i. 底层形式 ii. 表层形式

[ 0 , N, 02 N2 ] [ 0 , N, O2 N2 ] 

x x x x x x x x 

1\ 
"t" U "t" 1 争 U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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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考察表层元音也(I.U) 0 [旧的分布极为有限，只能与坷. t沪. ç. y. 口， l} 

搭配。换句话说. [口)只出现在含元紫 I 的辅音之后的元素 U{支援上。我们以崩瓦tçO:J (擒〉

为饼，说明[后的推导过程

醋 6 [tÇO:J (擂〉

底层罪式 11. 表层形式

01 N1 O2 N2 [ 01 N1 û2 N2 

x x x x x x x x 

口

图 6 的元素 I 自酋音袭主主式延伸至 N，位置，并与咒素 U 组合后推导而成 0(1.日〉。

最菇，我们考察表层元音问] 0 [Ö] 与元音 [oJ I词源，不同的是比]只出现在食元紫 1 的辅

音(即 {tç. t泸. ç , y. 口， I}) 之捕。我ifJ以 [tçOö:J (觉〉为斜，说明 [δ] 的挂号过程。

器 7 [t础ö:J (觉〉

i. 底层形式

[ 0 1 N1 O2 N2 ] 

ii. 表层形式

[ 0 1 N 1 

I I 
x x x x x x x x \XJiA1 

1\ 
U 

~ 2 

除了元素 1 hÅ 01 延伸至轻工合元音的两个或分，元素 U 还延停革轻二合无音的主位

上去，丛商产生元资表达式 (I'A'U) .黯 [ö] 。

四个经推导而形成的表层元裔的来源已逐个说明，其音系表达式总结如下:

撞等若是层元音音系表达式

e (A.I) 。 (A'U) ü (I.U) δ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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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京话辅音表达式

过去数十年，许多学者曾以不间的音系理论分析北京辅音表达式，有的采用结构语言

学械的音位分析;去〈如 Chao1934 、 1968 ， Hartman 1944) ，有的采用美国主潦生成音系学涯

的 SPE 模式〈主持 Cheng 1973 , Hsueh 1980，薛风生 1986. Lin1989) 或者特证架构模式〈如

，t;it~y古 1999) ，但这垫研究太多停留在发音特征的描述以及对践层辅音数目讨论，对辅音

分布机制的分析却著器甚少，许许多多分布制纯疑团迄今依然未解。

4.1 已有的北京话辅音表达式存在的问题

过去北京话辅音分析的最大瑕班在其武断性，以 Cheng (1973) 为例。 Cheng 认为北京

话的辅音有 21 个，按发音部位与发音万法排列如下t

Cheng (1973) 的北京话辅音

p 萨 m f 

t f' 

铅
笔
部

k

铲
铲
础
阳
山
民

s 

F 
g 

2;. 

x 

21 个辅音可再分成大类z 展膏。他iaD 、齿据膏 Calveolar) 、齿霄瞠音 C dental sibilant) 、

卷舌音(retroflex) 、击西音 (palatal )、舌根音 (velar )。

薛风生( 1986) 里以类似的形式提出北京话辅音茬，却认为北京话只有四个辅音:

p phm f 

t 沪 n
部 tit

"h I 孔
k i(' x 
Cheng (1973) 与薛风生( 1986) 所提出的辅音表的差剧在于，前者担舌菌音组 (tç咽，

tçh_ , ç_) 视为成)z;表达式:后者则主张舌面音组由舌报音组 (k- ， kh_. x-) 推导出来。薛

风生的理由如-f:

( 1 )拟声'词 7

a. [tçi li ku luJ 吭哩咕噜

b. [çi Ii xu luJ 唏嗯吁噜

(])是报据现声费韵嚣的搜则而形成的报声词。依据此规则推断， ( la) 的第一个字

14第三个字的声母本为 [k-J ，市后从 [k-J推导出 [tç-J: ( 1 b) 第一个芋的 [ç-J 员Ij撞导自 [x-] • 

这表明舌报音与音面音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薛风生发现一些破音词也存在舌根音与舌醋啬交臂的现象，如 (2) 月号示:

(2) 破音词 q

a. [khaJ -[tçhiaJ 卡

b.[k吨J -[tçil) J 更

c. [kil)J - [印刷耕
d. [kiIJJ - [tçi号]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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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鄙风生引i正在专扭声词( 1 )与破音词。〉的倒子，确实可以看白苛根音与舌雷音的

交替现象。接据明显的语音相似度以及京演唱撞盟的尖郎音现象， Hartman (1944) 主张舌
窜音纽推导白舌失前音组〈胁， ts飞 ω 。 10

从音系历史横变来看，北京诵的舌睦音来自中市音系的克系学 (.k帽， .铲-， .x-) 与精

系字(.悟， .怨气，与-) 0 Cheng (1 973) 曾l2L SPE 蠢写规则描述泯语的顿化现象=

鞍化规期 (Cheng 1973) I1 

a. k，驴， x →屿， t沪，♀/……_ {i , ü } 

b. 毡， tsh, S →怜， tçb , ç/ 仆， ü } 

此种颖化规则本身便存在武黯笆，因为它仅止于描述膏系按每过程与情壤，却无法合

理地解释发生的原因。 12 也就是说，此巍黯只能描述舌摄组舌尖姐在付，往}之前额4名或

苦面音钮，却无法解释为何会发生领化现象。
为了说明补分部黯提出的各种音系娱划也是基于音素的考量， 13 如舌尖音组{饵，时，

s} 、卷舌音纽峙，铲， ~，王}、舌根音组蚀， kb，对不与齐齿呼和撮臼呼相配114舌面音则

只能句齐齿呼和撮口呼相配。醉风生 (1986) 、Lin (1989) 以与上述鞍化规则相似的革写

规划描写这一互补分席，相同样没有解释为何会发生顿化现象。

北京话仍有许多辅音分布制约未被带系学学者论及，如 z 为何{旬， tçl言，号， n, l}能与

操口呼搭配，育在部 {n. l}一样同为齿翻音的 {t. 沪}却不能与撮口呼搭能?为何霹音 {p. ph , 

m , f , w} 本能与合口呼搭配?为伺烛， ts施， s} 、峙，~挠， ~，叫、埠， kh，对三组辅音都

不能齐齿在于搭配?为何向为蘑音，怡， ph , m} 能句齐齿呼揍嚣，币， w}却不能?由这些

特殊的音系现象可以撞醋，辅音与韵母的组合是不自前的，而是受某革中盟则的严格限制的。

4.2 北京语辅音的掏成元素

首先，我们必须制订北京话辅音冗素表达式。唇膏楠，沪， m, f , w} 都含有元素飞)，

舌尖音忧，沪，也1}、 {ts. ts飞到、{旬，驴，苦，孔}都含有元素 A，舌回音饵， tçb , ç , y} 

都含有元素 1;舌报音 {k. 肘，对都是空主位表达式。提据构成元素的习之间，北京话辅音可

以有下列组合:

(U) p ph m f w 

(A) t th n 

ts tsb 
s 

t~ ~h 苍 ~ 

(I) tç tçh ç Y 

(好) k k拉 X

元草委 A 组中柱，沪， n, I} 、埠，铲. s} 、{碍，矿，苦，瓦}的分布并不一致，因此内部成

分的铝合序位也不同。

4.3辅音分布黯约

本文对辅音分布制约能论述主要基予以F假定服姆:

自由分布原羁〈丁he Free Dis汀ibution Principle) (Kaye 2000) : 

除非明确规定某黯黯约服则，备要4任何首音都应该可I-:.t与韵核罔琪。

4.3 .1元素 U 的同现限制 (coφccurrence restrictions) 

北京话的唇音切，护. m, f，时不能与合口呼搭在，如 F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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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 *phuai *rn硝n 叮报导 事WUO:

*puei *phun *rnulJ 

上面的制于清楚地显示出元素 U 的离现眼制，即位于 01 的露音怡，萨， rn , f , w}绝不

能与内含元素 U 的 N1 向时出班。这正好说明为何北京话没有出现*pua:，事phuai ， *rnu邸，

李如吨，事WUO: ， *puei , *phun 等~式组合a 我们把元素 U 阿瑛摄制称为强制性曲钱摄剧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 IS 

强黯性曲镜原则:

在 pO层，禁止守在近梧阿元囊同王军。

然高却存在下列特殊元素 U 罔珑的"反汪"，假乎违反强制性曲钱原则z

pu: (布) p~: (普) rnu: (木〉缸: (福) WU: (犀)

其实，强制性强维原则只限制词在底层的影式。因此，两个元萦 U 不可能相邻，以致

[pu:J不可能出现在海汇成层~式。我们听到的 [p时，其成层形式应为 [p白白J ，然E副首音

的元素 U 延伸空核。主位，所以我们才会昕JIj[pU斗。也就是说，上列 u反证"为农屁彭

式，其推导季过程如-1":

a. pøø - pu: 

b. phøø p~: 

C. rnØØ "咱.. rnu: 

d. f臼G 如:

e. w白白 WU: 

以 [pu:J (布)为棋，挠1I'J可将其雄导过程围解如圈 8。

留 8 [pu:J (布〉

i 底黑影式 ii. 表层形式

[ O) N) O2 N 2 ] [ 0) N 1 O2 N 2 ] 

x x x x 
I 1........................... .. 

U U 叫争

2 2 

根据强制性曲线原则， r列棋子似乎也通反了元素 UI司现摄制z

po: (波) pho: (破) rno: (攫〉岛: (锦) wo: (窝〉

其实，我们听到的 [po:J ，其词汇底层形式应为 [p凹，后挺自首音的元素飞J 延伸窒町

的位置，并与央无音以必〉结合成复杂元素。 (A'U) 0 也就是堤这些棋子为表层形式，其

推导过程如卢1":

p~: -…· po: 
p如~: - pho: 

rn~: rno: 

f边: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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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叫 WO:

以峙。:J (披〉为例。我们将其推导过程图解如菌队

副 9 [po:J (波)

i. 底层形式 ii. 表层形式
1·J 

句
，
"

Ni|! 
咆
，
"

ol1i Nli-t oii! 

I I I I 
x x 

I 1 俨................. 

U …号去'U 

? 

4.3.27毛亲 i 的同现限制

既然强制'段曲线黑副禁止邻近的相同元素 U 问现，那么处于矶的元素 1 辅音理应不能

内含元素 l 的川同时由现。换句话说，下列例子绝不可能是词汇底层的音系形式:

tçi: (鸿) tçfin (金) çig (翠) yi: (衣〉

就1fJ听到的同i:J 的;或思形式应为 [tç白白J ，后由首音的元素 i 延伸3夜空核心主位，最庭，

我们才听到 [tçi斗。换句话说，这按例子也霜表层形式，其推导过程如下z

白
如
}

ω
部
副

帽... 

nH 

·
创
出
·
呵

&···&, 

•• 

，
ι，
 

_,.. 

翩翩.

yø臼→ yi:

以 [tçí:J (骂骂)为锅，我1f]可将其攘导过程菌解如图 10。

摇 10 [tçi:J (鸡〉

i. ，商层彤式

[ 0 1 N 1 O2 N 2 ] 

ii. 表崖影式

[ 01 Nj 02 N2 J 

x x x x x x x x 

I 一迦-

Z ? 

内含元素 i 的坷， t庐， ç} 的其他向现情况如下所示:

a. tçia: (家) çiau (膊) tçfian (钱) çi吨〈象〉

b. t钝: (家〉辅u (脚) tçfan (钱) çag (象〉

其实 a 与 b 的表达式在发音上并无分别，但 b 较为恰当，因为它填补了 u开口呼"分

布的空嚣。既然舌面带内含元素I.完余的"齐齿峙"理应去除。 a 期明显地边是强棋性曲

钱照时，这是不错吨的表达式造成的，这也说晓强制性蘸线原则可以反映亢素 1 的分布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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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将其推导过程图解如图 110

句
，

Niii oli 

以 [tça:J (家〉为倒穆

阁 11 [tça:J (家〉

[? Ni-il 

X 

T 

元素 I 与其他辅音的搭配情况如下:

ti: (士在) f1iaw (跌) lian (脸) nie: (捏) f1ig (既)

pi: (笔) phiaw (祟) mian (面) pie: (别) mi号(命〉

吨: *wiaw 吨m 均ie: 咱弓

吨iz*khiaw*xim 吨ie: *khig 

e. *tsi: *tshiaw *sian *tsie: *ts吨。

t 飞i: *tfiaw 与ian 吗e: 句ÎI)
既然全部辅音都不含元素 1. 在不违反强制性曲折原则的条件下，照理店都可l2J，与元素

I 向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间为齿踉音，杠，沪，钱， 1}可以每元素 I 向现〈晃剖，

恼，时， s} 、坷，铲， ~，及}却不能(兑 e-f) ;由为唇膏，怡. p缸， m} 可以句元素:向现

(见川，钮，时都不能〈见 C) 0 

特别遣得注意的是，隶属空主位表达式的舌摄音 {k. 驴， x} 也不能与元素 1 向现(壳. d) , 

因此，不能与元素 1 向现的辅音 {f梦 w} (见 C) 、恼. tsb , s} (见 e) 、坷， ~h ， ~，挝〈见

f)也理当同为壶'主三位表达式。反之，既棋 {t，沪，口， 1} (见 a) 、悟，护，而〈见 b) 能与

元素 I 向现，则必为全主拉表达式。

4.3 .3 元素 A 的离现眼制

元素 A 的再现情况如下所示:

a. ta: (替) f1ai (抬) nau (脑) lan (蓝) talJ (党〉
b. t~ (德) f10u (头) lei (茵) n船〈嫩〉始g (灯)
我的可l2J，看出强制性脂线原则并没有对克亲人的同现发生任伺制幸亏，由此{t，俨， n, 

1}可以与金主位元素， A 向现〈见剖，也可以与作算符的元素 A 同瑛(兑的。换句话说，

强制性面提原副并不能制约所有的元素，只能跟制元素 u 与元素 1 r司现， 1[12;1如此，强制

性曲钱原别应修订如<F:

强前性掏钱原则〈修订) : 

在 pO庭，禁止邻近捆陪元素 (U 或者口向读8

4.3.4撮口呼的搭配

撮口呼的分布极为受眠，如下所示:

tçü: (蠕) tçhü: (曲〉

nü: (女) lü: (驴)

ü: (鱼〉çü: ()芋)

x x 

a. 
kuv 

d.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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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间， t~， ç , y} 与恼， 1}可以与表应元音 [u]播麓，商与恼，1}肉为愤摄帝的{t， fl} 

却不能与元音[时搭配。在 3.3节，我们已经说明表层元音 [ü]只由现在含元素 I 的辅音之嚣

的元素 U 位置上，或者说能与农居无音搭茸的辅音:岳含有元素 I。回此花京话辅膏表胆包摇

恼，1}与旧，屿，且惟有后密才能与表层元音 [ü]搭嚣。由于前者不含元素}，所以与 {t，向

一样，不能与表起元音 [n]搭配。综上所述，上列f1d子为表层形式，其推导过程如r: 1岳

附注

a. t以J:

t民主;

çu: 

yu: 

b. nYu: 

lYu: 

帽"喻'

-
栅-

tçü: 

tçhü: 

瑞:

ü: 
nYü: 

JYü: 

4.4北京话辅音元素表达式

摄据 4.3 节的论述，北京话的辅音元素表达式应如下所示2

a. p (2.U) ph (H'2.U) m 

b. f (H.U' ) ￥V (U. ) 

C. t (2'A) 手 (H.2.A) n 
(A.2) r 〈皇〉

d. ts (A- 2. ) tsh (A'H.2. ) s 

e. t~ (A.2+ ) t~h (A.H.2+ ) 5 

z;, (A.L子〕

主 tç ( 2.1) tçh (H.2.l) t昌

nY (L'2.I) CA.2.I) y 

g. k 〈空. ) kh (H- 2. ) x 

IJ (L'2. ) 

(L号'旦〉

(L.2.A) 

(A.H. ) 

(A-H+ ) 

(H.l) 

(1) 
(日. ) 

1 孟索乃语音声学特缸的话号，其存在的理据源于它的的音系好为， Kaye (2000 )称作音系认识论原则〈币le

Phon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Principle) :音系知识的唯一来源是音系行为。

2 根据管辅音系学惯例，元素以大写字母标写. :M底线的元素为主位王素。

3 参辛苦Kaye (1993) 有关最小假设(minìmalist hypothesis )的分析.

4 毅小资钱指能单独出现并带声淌的词，北京远望的语气助词等不属于此类，参看Goh (1997) 的分析每

5 有关北京话最小音线的其他类型分析，参看Goh (1997) 2Sω33、吴英成 (2000) 241-246. 

岳双唇鑫音 [p) 内含U元素，而有关北京话辅音的构成元素将在第4.2节详绍分析。

7 语料取自Cheng (1973) 。

8 、 9 ~又声指第…个字与第三个字、第二个字与第1m个字声母相同:是在韵期指第一个字与第二个字、第三个

字与第四个字韵母相间@

10 有关京戏唱脏黑的尖困音瑛象，参看Cheng (1973) 。另外，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以及其他北方方玄

也有尖由沓的区别，参看禁少文 (1959) 153-154 , 

11 薛风生( 1饨的、Lin (林燕慧) (1989) 也以近似的顿住规则，使底摆辅音〈如k. 驴. x 组〉推导
成表层辅音(如t♀， tçh. 川。

12 有关SPE囊写规则的内在缺酶，参辛苦Kaye (1 9毒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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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看Kaye (1988) 对结构主义学派音素理论的批评.

14 传统汉语音系分析法的"四呼"是指z 开口呼(没有韵头，韵腹也不是 [i] 、 [u] ， [0]) 、齐齿呼(韵

头或韵腹为 [i] 的韵母)、合口呼(韵头或韵腹为 [u] 的韵母〉、撮口呼(韵头或韵腹为 [6 ]的韵母)。详

参林焘、王理嘉 (1992) 105. 

15 潘宁 (Pan 2000) 45首次用元素为基底的强制性曲线原则解释直昌话的辅音分布制约。

16 有关 [t.;:il :]推导固解，参看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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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the number of underlying vowels and consonants in Beijing Mandarin 

( B M ) i s has been a hotly debated issue over the past decades in the 1 iterature (T 0001 963, 
Hashimoto 1970, Chengl973，薛岚生 1986 to name only a few). Others( Lin1989，王志沽 1999)
use articulatory features to describe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vowels and consonants. However , 
there is no means of capturing vocalic and ωnsonantal distribution constraints. 

An element-based model of lexical BM vowels in tenns of language-specific Iicensing 

ωnstraints is proposed. The derived forms of surface vowels will also be analysed.τo account for 

岱e onset刊lc1eus and onset-onset co幡occurrence restrictions, the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will be formulated. I w il1 also propose an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the BM cons栩栩饱l

representations. In this way, 'plausible explanations can be 芦ovided 岛ran 叩parently disparate 

range of ungrammatical forms (like *pua, *phuan, *mu吨，*俗， *win, *kia，呼飞础， *xian and 

so on) in BM , which have been largely ignored in previous treatments. 

Keywords Beijing dialect; e1ement; licensing cons衍aints;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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