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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和晋语非重叠式两字组的连读调申

邢向东

捷要 官话和普语的边读调十分友杏.本文先按照不码的方官区考察官话如晋势非重

叠式两字组的连读调，再对几个相关问题进行计论.考察发现，大部分方言的边读满属于

前交蟹，部分存在后字交调.且在字调和连读调之间存在比较复杂的对应关系。上声是最容

易变调的一个满类。速读调具有一定的方言特征和这域特征。

关键i器 官话;普语;码字组;连读满

宙语租静语的i在读谓情况十分复杂。大部分非蠢蠢式两字结连读调的表现是前字变调，

后字不变调，也有少数方吉前后字都变润。有的方宫变调控#及所有单学i捷，有的变调只捞

及部分单字调。有的单字i舅在所有声调前面〈或届国)都变谓，有的只在部分F絮语前国(戒

后甜〉变调。有的一个单字调只有一种变调，有的黯有两种以上的变漓。本文按照《中

语言地器集》的方古分区进仔简略的考察e

- ~t京官话和东北官话

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一般有 4 个单字调。变谓方式路前变型。如北京远的 4 个单字读

中，上声飘去声作前字时变畴，上声在非上声前i卖半上 [2口漓，在上声字前读如韶平 [35]

瑞:去商在去声字薛读半去 [53]漓。连读中产生离个变谓值 [21] 、 [53] 璃。

醉如，内蒙古亦峰话〈北京宫话朝峰片〉有 4 个单字询:胡平 [55J 、而平 [335] 、上声

[213] 、去向 [52] 。阳平、上南作前字变调组见表 1 (黑体字表示有变畴，运i卖调前的数码

指i在调式数吉。下向〉。

表 l

飞乒艺\ 阴平 55 阳平 335 上声 213 52 

阴平 55 (1)55+55 (5)55十335 (9)55十213 (1窍55十52

阳平 335 (2)335+55 (6)335+33王 她335十213 (13)33十 52

上严 213 (3)21-卡55 的21十3始 (10)335+213 (14)21十妇

去声 52 (4)52十 55 (8)52+335 ω52+213 在寻52十52
---'-ω-~ 

*本文是钱曾怡教授主持望家杜科项目"官活方宫内部比较研究" (批号。lBYY013) 韵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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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d每话和北京话连读调的相间点在于上声字的变隅。不同点在于赤峰话陆平在去声前

变锢，去向在去声前不变润。连读中产生一个变调值 [21] ， 16 个两字组共形成 15 组连读酶，

这两点也和北京话一致〈马国凡等 1997:42吟的。

吉林丹东话(东北宫话吉沈片〉的 4 个单字谓是:胡平[312] 、南平 [24] 、上声 [214J 、

去声 [52J 。有 2 个曲折调，连读中均变谓。见表 2.

表 2

-....._前\字飞后\字\ 阴平 312 陆平 24 上声 214 去声 52

阴平 312 (1)35十312 (5)211 十24 。)211 十214 (由211 十52

~fl平 24 (2)24十 312 (6)24十24 (9)24十214 (3)24十52

上声 214 (3)25十312 (5)211十24 。0)2条十214 (12)211 十52

;去声 52 (4)52十312 的52+24 (11)52十214 (14)52十52
一

16 个两字绍中，阴平、上声在阳平、去声前中和，形成 14 组连调式， i在读中产生 3 个

变调锺: [211 J 、 [25J 、 [35J 。值得注意的是，阴平、陆平、上声在阴平前隅穰接近，陆平

和上声在上街蘸调值接近(1悲章太、李行健 1996:692-693) 。

其他如内蒙古海拉尔，黑龙江黑炜、齐齐哈尔、佳木菇、哈右之琪，吉林长春、通化，

辽宁洗阳、锦州等，除了一些特殊的语法成分外，连读调和北京话的情况大体相同(捧章

太、李行健 1996) 。

总的来看，北京宫话和东北宫话的连读调主要集中在上声字上窜。其他调类的变塘存

在…定的最异， {日差异不大。

二冀鲁吉话和鼓i工宫话

冀鲁宵i磊、按辽宫话一般有 3 、 4 个单字调 e 少数万苦有入声弱，但没有数立的入声韵。

变濡方式太都是前变蟹。

2.1 三调万言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如山东博山话〈冀鲁宫话石济片〉的 3 个单字谓是:

平声 [21挝、上声 [55] 、去声 [31] 。有 1 个曲折擒。变调捞反革F声和上声。;电表 30

表 3

\川前\字飞后\字\ 平声 214 55 去声 31

3f声 214 (1)部十214 。)214+55 (6)24十31

上声 55 (1)55+214 
(3)214十55

(6)24+31 
(4)53十 55

去声 31 。)31 十214 (5)31 十55 (7)31 十 31

博山活平声和上声各有两组发生变调，其中上向在上声前又有两种变化，读[214十55J

的眼于市上声字，但并不是所有来摆手古上声的字都这样变。共形成?种连调式，平声和

上声在作前字时大多中和。形成 2 个变调佳[53] 、 [24J (钱曾恰 1993:26…27) 。

w东烟台话(胶辽官话最连片〉的 3 个单字调是:平声 [31J 、上声 [214J 、去声 [55J 、

调链和博山话的单字调恰好"错位飞连读调的特点是平声、上声、去声部变调，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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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飞4三 呼声 31 上声 214 去声 55

平声 31 (1)35十31 (3)31 十214 (5)31 +55 
上声 214 。)35十31 (4)55十214 (6)214十55

去声 55 (2)55十31 (4)55十214 。)31十 55

连读中有 6 组合并，产生 1 个变调值[35J ， 9 个两字组共形成 6 种连调式。:陆台比博山

的两字组少 1 种连调式，因为上声只有…种变调。

在山东省的三调方宫中，平声(或国平〉和上声作部字时调位中和的现象十分普遍。

连调式的总数都小子两字组位数目(钱曾怡等 2001)。

2.2 济南语〈冀鲁官话石济片〉的 4 个单字谓是:院平[213J 、陆平 [42J 、上声 [55J 、

去声 [21J 。两字连语共有 16 种组合，其中 11 种不变蝇， 5 钟前字变i嚣。见表 5.

在 5

飞4之 阴平 2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21

阴平 213 (1)23十213 (5)213十42 (9)213 十55 在2)23十21

期平 42 。)42+213 (6)42十42 (10)42+55 (13)55+21 
上再 55 (3)55+213 (7)55十42 (10)42十岱 (13)55+21 

去声 21 (4)21 十213 (8)21 十42 ω21十55 ω23十21

单字调在菌宇位置上均发生变祷，有 6 组连谓合并，形成 13 组连调式。连读中产生 1

个变调值[23J 羁(钱曾怡 1997:8) 。

河北走兴话〈冀鲁官话保唐片〉的 4 个单学确是:阴平[33] 、阳平[35J 、上声 [213] 、

去声 (314] 。有 2 个曲挤满。定兴洁的遥i卖谓涉及 3 个单事诵，情况比济南复杂。晃表 6。

农 6

飞求主\ 阴平 33 陆平 35 上声 213 去商 314

阴平 33 (1)55十33 (4)岱十35 (8)35十213 (1l)35+314 

阳平 35 (2)35+33 (5)35+35 (8)35十213 (11)35十314

ω35十314

上声 213 (3)24十33 (6)21 十35 。)24十213 (12)21 十314
(13)35十21

去声 314 (3)24+33 的31十35 (10)53十213 (14)53十314

在 16 种组合中，阴平、上声、去声作前字的 12 组发生变诵，只有 4 组合井。其中"上

声十去声n有 3 种变谓方式。经过变漓，共形成 14 种连调式，生成 5 种变调{在: [55J 、 [24J 、

[21] 、 [3 1]、 [53]，可见其连读谓之茧杂。变谓的原菌，大多数可以南逆异拉来解释。曲

扣调多可能是导致定兴ì1i连读调复杂的重要菌素〈陈淑静、 i午建中 1997:42) 。

山东牟平话(鼓辽官话登连片〉的 4 个单字确是:阴平[51] 、陆平[53J 、上声 [213J 、

去声 [131] 。也有 2 个酶折谓。牟平话的连i卖璃闰梓比较复杂，主要表现在下面儿点: "第

一，发生的变语结构多， 16 种组合形式中，除 6上+阳气'上十击'两种前字变化不甚明

显外，其余 14 种形式的前事都有变谓现象:第二，同一种结构中，由于有的前牢不变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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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前乎变调，茵而可分为 A 类、 8 类甚至 C 类:第二，自变调器剧现的合并现象较突出J'

{罗桶腾 1992) 具体见表 7，为简明韶见表中略去不变漓的组合。

在 7

\前\字飞眉飞宇\ 阴平 51 阳平 53 上声 213 去声 131

胡平民
部十51

213十53 55十213 213十 131
213十51

陆平 53 括十51 213十53 55十213 51 +131 

上声 213
35十51

结十213
部十51

213十53
51 十 131

号是声 131 部十51 53+53 55十213
但十53

53+131 

由于连谓中合并现象比较突出， fj吁以，经过变调共形成 13 种连调式。边读中产生 2 个

变调值[55] 、 [35] ，其中前者的出现频率极荫，后者只出现一次。就谓搜来看，就有曲拆

调变为非曲折斓的， t挂有非曲折晦变为曲折羁的。其中在阴平和上声前面，每个漓的字都

有读成[55] 的，在阳平前面，每个调的字都有读成 [213] 的，在去声葡萄，除上声外都有读

成[51J 的 a 因此，牟平远存在严重的前字溺位中和现象，有形成某些词诲的迹象。也许应

当将牟平话的连读混分为两个习之间的摆次来分析，才能更好她揭示其中的规律和原因。

总之，冀鲁官话和胶辽宫洁的连读满比较集杂，不黯程度堆存在前字调位中和的情况，

其中以山东方言最为明显e

三中原宫活

中原官话一般有 4 个单乎调，少数去声分阴黯谓的方言则有 5 个单字诲。连读谓大部

属前变型。西北地区 3 个单字谓的方言，前字和后字都变调。

郑州活(郑曹片)有 4 个单字调:摆平[24] 、阳早 [42] 、上声 [53J 、去声 [312] 。有 1

个曲折调。共有 7 组前事发生变调，涉及 3 个单字菌，阴平字一律不变。晃若是 8.

表 8

飞乒士\ 胡平 24 ~B平 42 上阵 53 去声 312

阴平 24 (1)24+24 (5)24+42 (9)24+53 ω24今312

阻平 42 。)42+24
(5)24十42

在0)42十 53 03)53十312(6)42+42 

上声 53 (3)53十24 (7)53 十42 00)42+岱 在3)53 十312

去声 312 (4)31 十24 (8)31 十42 。1)31 十53 (14)24十312

16 种组合举f6 组合井， 1 组有 2 种连调式，共形成 14 种连鹊式。这读中产生 1 个变羁

值 [31J ，其也都在单字调之前进行交替，费挺调作前字时一律变成非曲折混〈卢甲文 1992).

洛自i者〈洛徐片〉的i在读羁比郑到简单。洛阳话的 4 个单字调是:胡平[33] 、阳平 [31J 、

上声 [53J 、去声 [412J 。毡有 1 个曲折畴。在边读中，上声和去声作前字变调，上商+上声

=陆平+上声 [31 十53J. 去声十去声，前事一般变读[13J畴。连读中产生 1 个变揭稽 [13J

调(贺魏 1993:3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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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ijS(关中片)酌情况和洛由类缸， {过变谓的具体调类不向。它的 4 个单字谓是:

1弱平 [21 J 、郎平 [24J 、上声 [53J 、去声 [44] 。没有崩折擒。运i实调只涉及部分~月平京上声

芋，即: r野平十陆平=~fl平十 I~月平 [24十2日，上声十上声=晓平+上声 [21 十53J 。连击中

不产生新调f在〈王军虎 1996) 。

再如，陕西宝鸡话〈秦陇片〉的 4 个单字调，只在"胡平十阴平"和"上声十上声"

的时候有捕单的变羁:甘肃天J1<话〈陇中片)的 3 个单字调，只有 u平声十平声"有时发

生变调〈陈章太、李行键 1996: 1104 、 1167叫1168) 。

山西洪洞话(涝问片〉有 5 个单字调: 1m乎 [21] 、 F在平 [24J 、上声 [42J 、期去 [33J 、

F日去 [53J 。没有曲括调。拱搞活的连读谓方式与词或词缉的结辑有关。在动宾式结构中，

前学阴去、陆去在非轻声字前发生变调。虱表 9。

在 9

社芝主 阴平 21 阳平 24 上声 42 阴去 33 陆去 53

阴平 21 (1)21十21 (4)21 十24 (7)21 +42 (10)21 十 33 (13)21 十53

阳平 24 (2)24十21 (5)24十24 (8)24十42 ω24十33 (14)24十 53

上声 42 (3)42十21 (6)42十24 。)42十42 (12)42十33 (15)42十 53

阴去 33 (3)42十21 (6)42十24 (9)42十42 (2)42个33 (5)42十 S3

阳去 53 (1)21十21 (4)21 十24 (7)21 十42 (10)21十33 (13)21今仍

洪、润话连调中没有产生新的谓道。在前字位置上，上声和胡去完全中剃，阴平和阳去

完全中和， 25 组埠漓合并成 15 姐，比郑翔的 16 种组合只多 1 组连调式。连读澳大大简化

了单字键的组合，或许是相应的单字谓合并的前龚〈齐全生 1999) 。

新疆焉瞥话〈南疆片〉有 3 个单字谓z 平声 [24J 、上向 [51J 、去声 [44] .没有曲新诵。

焉啻话平声中的宙清平和她平字在连谓中大都有在窍，所~刘骨ý李 (993) 另立了 4 个调

类的连读调系统。焉啻话的变潮系统报复杂，特点是分为"语汇变谓"、"语流音变"和"调

类演变变祠"三个层次。这里只取后两种连i卖器。"语汇交调n 晃刘倡孪 (1993 )、肃:向东

C2002b)。焉曹话连i卖语j且表 10.

在 10

孟寸土 平声 24
上声 51 44 

清平 21 浊平 24
(1)21十24

清平 21 (2)24十24
(1)21 十24

(8)21 十 51 (13)21 十44平声 (2)24十24
(3)24十21

24 (2)24+24 
撞平 24

(3)24十 21
。)24十24 (9)24十51 但，)24十44

上声 51
(4)51 十21

(5)51 十24
。即52+51

铀51十44
(5)51 十24 (ll)SI十但

去声 44
(6)44+21 

。)44十24 (12)44十 51 (16)44十44(7)44+24 
根据到俐事(1993) ， "语流音变"的变调发生在上声和上声连读中， "i黯类演变变i圈"

发生在1窗子作前字和应字曲时候，清平和上声作后宇均有变调。控过变调， 16 个两字组共

形成 16 种迹调式e 其中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清乎乎上e 这正是清平和浊平单字谓合流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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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结果。 "f毒替语连读调变体有一突出特征，即所有变体的调f直未超出四个基本调链的调

型" (刘佑i李 1993:27) 。

总体来看，中原官洁的连读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i在读中或者不产生新调值，

或者只有一个新谓锺@如果把它和冀赘官话的部分方宫及江淮官话比较一下，这个特点就

会给人留F深刻的印象。

昆主银宙语

兰银官话一般有 3叶个单字诲，在重轻式语音i司中存在较曾j攘的漓位中和现象(理由

东 2002肘。在重轻式语音词之外的变调则不摄复杂。特点是不仅留学变，而且眉宇也变，

调类归并程度不高，连i扇式合并的情况比较少。许多兰银宫远的阳平和上声合流， í班有的

在连读中还有阻别。

锻JII话(银果片〉的 3 个单字塘是:阴平[44J 、需平上 [53J 、去声 [13J ，没有曲折擒。

连读中，院子、去声和阳平上中的古槐平字不变漓，只有古端上亭在去声前变调，影成一

个变调肇[35Jo 9 个两字绍其形成 10 种连语式。和问样是三诸方富的博山、'擂台相比，假

如语连读调很少，连谓式的归井程度要撞得多(高碟泰、林涛 1993 )。

新疆吉木萨东m(北§最片〉的 3 个单字调是=胡平[44J 、阳平上 [51]、去声 [213] 。有

一个幽折调。变调特点是前学、启字都变。先表 110

在 11

阴平料 陆平上 51 去声 213

胡平 44 I (1)44+44 I 但)44十 51 I (7)44十 13

阳平上 51 I (2那+斜 I (明+51 I (的51 十213
去南 213 I (3)213十斜 I (创13十51 I (份13十213

在 9 个两字缝中，有 5 组发生变畴，涉及阳卒上和去声，连读中产生 2 个变调值: [13J 、

[53J 。经过变漓，但然有 9 个连谓式。地调式民群没有发生合并〈揭磊、主燕 1991 :9寸3) 。

兰井i话(金城片〉有 4 个单字调:鹤立手 [31]、阳半[53] 、上声 [33] 、去声 [24J 。连读

i属见衰 120

表 12

---前\EF飞后飞字\ 院平 31 陆平 53 上声 33 24 

胡平 31 (1)31 +31 (5)31 +53 (8)31 十 33 (11)31 十 24

阳平 53 (2)53+31 (6)11 十53 。)53+33 (12)53+24 

上声 33 (3)33+31 的33十53 (7)33十53 (13)33十24

去声 24 (4)11 +31 〈苟且十S3 号。11十33 在。11十24

16 个两学组有 6 组发生变调，涉及南卒、上声、去声。其中 4 组合井，形成 14 种连理

式。连读中产生 1 个变调值 [1日羁。

五江淮官话

江淮宵话保留了入声韵和入声调，一般有 5 、 6 个单字满。大多数肆前变型。

34 



南京m(洪巢片)老挺有 5 个单字调 z 院平 [31J 、陆平 [24J 、上声 [11J 、去声 [44J 、

入声〔幻。没有曲折漓。连读谓涉及所有单字词。见税 13 。

在 13

\前\宇气\后\字\ 胡平 31 阳平 24 上声 11 去声 44 入声 5

阴乎 31 (1)33十31 〈在)31 个24 (1D31 +11 (16)31 +44 (21) 31十5

阳平 24 (2)24十31 的24十24 (ll)24十 11 朋24十44 (22)11 十5

上声 11 (3)12十31 (8)11 十 24 在3)42十 11 (8)1 1 十44 (22) 11 十5

去声 44 (4)44十 31 (♀)44十24 G创4十 11 (19)44十44 (23)42十5

入声 5 (5)5+31 (10)5十24 (15)5+11 部1)5+44 (24)3十5

变谓的结果主要是产生新调值， 25 个商字组有 6 起发生变化，只有"陆平+入声丹和

"上声十入卢"合井，形成 24 种连调式，产生变谓童[33J 、 [12J 、 [42J 、 [3J (对丹青 1995) 。

扬声1'11恶〈洪巢片)的 5 个单字调是:阴平[11] 、阳平 [3挝、上声 [42J 、去声 [55J 、入

[5J 。没有曲挺谓。连读调涉及 4 个单字调。陆平作前字一律不变诲。见表 14.

表 14

\前\字\飞后\芋\ 胡平 11 阳平 35 上声 42 去声 55 入声 5

阴平 11 (1)33 十 11 (6)1 1 十 35 (11)11 十42 份11十55 (21) 11 十5

阳平 35 (2)35十 11 的35十35 (12)35十42 ω35十55 (22) 35十5

上声 42 (3)44+11 (8)44十35 在3)44十42 (18)44十55 (23)44十5

去声 55 (4)53十 11 。)53十35 (14)53十42 (19)53+55 (24)部十g

入声 5 (5月十 11 (10)5十35 (15)5+42 部1)5十55 (25)徨十5

25 组到字组中共有 10 组发生变调。变揭结果是产生[33J 、 [44] 、 [53J 、['153J4 个变调

值怨没有 1 组发生归并，共有 25 种连谓式(世华、黄继林 1996λ

湖北英ÚJi道〈黄学片)有 6 个单乎调:胡平[31J 、韶平[55J 、上声 [34J 、阴去 [35J 、

阳去 [33J 、入声 [213J 。只有一个曲折调。变情涉及入声和胡平，前者作前字时变，后者作

启字苦才变。即"入声十X"，前宇变[22J ，并失去喉寨音韵尾; "阴去十胡平"，后芋变 [51J 。

这样，连读中产生两个变现壤 [22J和 [51J ， 36 个两字组的然保持 36 个连调式〈舔椒梅 1989) 。

江苏南通话(泰如片〉有 7 个单学语:荫平[21J 、陪平[35J 、上声 [55J 、阴去 [42J 、

黯去 [213J 、阴入 [4J 、阳入 [5J 。有婿律的变调只涉及翔去「个曲折诵，即"~A去十院平、

韶去押前字变[35J ， '丁自去十阳平、上声、阴去、阴入、陆入"前字变 [211J 。连读中产生一

个变调假[211J ，只有 4 组发生归井，形成 47 组连调式(陈章太、李行健 1996: 1978一1979) 。

总的来看，江r在宫语的连读调中，产生新谓键的情况较多，在单字调之间交替的较少。

连词中报少发生调位中租，连谓式的数目…殷接近闻事组合的数击。

六西南言语

西南育活一殷有 4 个单字谓e 连读谓大都很简单，如四川成都、南充、达县、西昌，

重庆，云南踞遇，贵州遵义、毕节、贵阳，广西桥州，黯商常德等方言，除了功能类似北

京话轻声的变漓〈多发生在重叠式中〉之外，均没有成规律的边读漓(陈章太、李行键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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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话〈武天片)的 4 个单芋羁是:阴平[55] 、黯平 [213J 、上声 [42] 、去声 [35] ，只

有阳平作蘸字时发生变调。晃表 150 为了简嚼起见，表中只到变溃的组合。

点 15

飞4三 胡平 55 阳平 213 上声 42 去向 35

阴平 55

如平 213 21 十55 13十213 21十42 21 十 35

上声 42

去向 35

连读中未发生单字调之i甫的交替，而是产生吉每个变调值 [21] 、 [13] ， 16 个两字组变调

陌仍然形成 16 组j在调式〈朱建颂 1995) 。

西南官话i在i卖诲能共 i哥特点可以大致辙括为:变羁少:变调带及的单字谓少，只有酶

茹踌发生变调:变谓对多产生新漓链，调类合并摄少。

七琶语

音i吾保留了人声毒草和入商调，有今7 个单宇诵。晋语的变调有三个特点:一起许多方

言不仅前宇变词，启字也变调:二是许多方黯单字谓合挠. i在读谓有秀才;二是语法结辑柱

佳影响边读羁。

自芋棋擂'特话(张呼片〉有 4 个单字羁z 平声 [31] 、上声 [5挝、去声 [45] 、入声 [43J 。

无曲折诵。 j在读谓涉及 3 个单字诵，率上入作前宇变堤，入声字作眉宇也变销。见表凶。

在 16

飞乒主\ 平声 31 53 45 入声 43

平声 31 。)33+31 (5)33十53 。)31 十45 03)31 十43

上向 53 (2)53+31 (6)31十53 (10)53+45 (14)53个21

去南 45 (3)45十31 (7)45+53 。1)45+45 (15)45十21

入声 43 (4)43 十 31 (8)43十53 在2)21十45 (16)43+21 
说明:去声原文作 [55] ，但说明实际调量是 [45] ，今从说明。

16 个两字组中，共有 7 组发生变漓，但不发生璃类妇井。海调式的数目等于两字组的

数目。连读中产生 [33] 、 [21 ]两个变调值(那向东 1998) 。

太原话〈井州片〉有 5 个单字调:平声[I1J 、上向 [53] 、去声 [45J 、阴入 [2J 、陆入 [54]0

蘸茹调。地i卖中后字不变调。见表 170

表 17

\前\事后\字、 11 上声 53 45 爵入 2 陆入 54

平声 11 (1)11 十日 (5)口十53 (8)11 +45 仰11+2 份11十54

上声 53 (2)53+ 11 (5)1 1 +53 (9)53十45 (12)53十2 ω11十 54

去声 45 。)45+ 11 (6)45+53 (9)53十45 在军45+2 在6)45今54

阴入 2 (4)54十 11 (6)45+53 仰 2+45 (14)54十2 在6)45+54

!宅入 54 (4)54今 11 的 2十53 00) 2+45 (14)54+2 白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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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个两字组中， 8 组发生变谓，造成 16 缸连谓合并，吴王三成 17 特连漓式。其中弱入

和~入在连读璃中的中布正是新援单字演~每λ军在那入合流提草奏〈沈费 1994) 。

读西廷)1 11若〈志摇片〉有 5 个单字谣: I剪子 [314] 、面平 [35] 、上去 [53J 、长入 [423] 、

短入 [54]. 有 2 个曲折漓@张崇 (1990) 将延)lI i署两事组的重音模式分为 u踵，中飞 u中·重"

两种类型，茄者能黯字都变，功能类似北京话的轻声词。"重·中"型只有前乎变，后字不

变。其中阳平、短入作前乎一律不变调。见农 18 。

表 18
一_JJ'i字

前字

荫平 314 I (。如今314 I (5)31 十35 I (0)31十妇 I (5)35+423 I (18)括十54

茹平 35 I (1)35十314 I (6)35+35 I 0035个53 I (5)35+423 I 额35十54
上去 i 上声 i ∞53十314 I (7)53+35 I 始42+53 Iω35忡却 I (18)53十54
53 I 去声|∞53十314 I (8鸿2十35 I (l~53+53 Iω53+423 I 棚42十"
民入 423 I (3)42十314 I (8)42十35 I 02>42十日 I (15)35+423 I (20)42十54
姐入154 I (4)54个 314 I (9)54+35 I 仰54十 53 I (17)54十423 I (础知十知
因为上、去声在部分条件下棺互区别， J3吁以若是中在前芋位置上将它有1分开。这样共有

30 个两字缉。其中 14 能发生变谓。经过变竭， t在成 21 革命连璃式。连读中产生商个变谓道:

[31J 、 [42J 。总能来说，连读弱对两字组合的声鹊起了简化作窍〈弦崇 1990: 16) 。

索太票、廷)11这样经过变濡篱化声谓系统的特点，在其他普语方言中t且有反睽。典型

候Ji正是并州片的平遥i恙。平通话有 5 个单字调: -o/}街 [13] 、上声 [53J 、去声 [3挝、阴入 [113] 、

阳入口53] 。没有曲折祸。平遥话连读中前、后乎都变调，词语的内部结构对边调行为有影

响。在i在读中，有些两字组ï:iJ以区别阴阳平。供稍… (1980) 将平遥话两字姐的j在读调分

为 ABC 二类， C 类本文不渺及， A 类的内部结构是述典式、主谓式，连读调不分阴阳平:

3 挠的内部结构是偏式、并列式、 i自补式以及名靠武、名儿式，平声作摇手时大多数能够

分阴雨子J4上声、陆人十年湾、葫入、去声"六种组舍不分 A、 3 类，位就是"平变药

气表 19、 20 是平嚣语商字组 A 类事 B 类连海衰，单字璃按照侯藉一(1980:230) 的

)1摸郑捧到， i辜羁式数目统一标lli. 因为入声羁型与舒声将窍，所以下雷驾j攒钱以东区黠。

19 、 20 中将调型相肉的舒声羁和1JÈ声调合井。人樊变调形成 5 种连调式， B 樊变调

形成 9 种连调式，包括全部 Ag捷连调式。连读中产生 5 个变调值: [31] 、 [513J 、 [13 1]、

四513J 、 [?35J ，其中后 3 个分别与相应的舒声调相同。看似复杂的连读调，实际上太太简

化了平遥话的声调系统。

农 19 A 类支调在

胡平 314 阳平 35 53 长

k足之 平声。 13 i到人113 去声í 35 上声 53 自入153

声 13 (1)13+13 。13十 13 (3)31 十35 (5)35十513 (5)35十到3

院入?13 (1) 13十 13 (1月 3十 13 (3)31 十35 (5)35十513 (5)35+513 

去声 35 (1)13十 13 (1)13+13 (3)31十35 (5)35十513 (5)35十 513

上向 53 (2)53 十 13 (2)53十且 (4)53十 35 。)35十513 (5)35十 513

阳入153 (2)53十 13 (2)53十 13 (4)53+35 (民主是十513 (5)35十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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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B 类交调农

羊毛 平声 13 瞬入113 去声 35 上声 53 阳入153

胡平 13 (3)31 十3务 (3)31十35 (7)31 +13 (8)31 +53 (8)31 十53

阳五fZ 13 (1)1 3+13 (1) 13十且 (3)31十35 (5)35十513 (5)35十多13

阴入113 (3)ll十35 (3)ll+~ (1)13十日 (8)31 十53 (8)31 +53 

去声 35 (6)35十53 (6)35十 53 (6)35十53 (6)35个53 (6)35十53

上声 53 (2)53十 13 (2)53十11 (4)53十 35 。)53+53 (9)53十 53

阳入'{53 (2)53十 13 。三三十11 (4)53十35 。)35十53 (9)53+53 

上党片方言太多有 6 个单字蝇。前字、日字往往都变擒。武乡话的 6 个单学调是:阴

平 [113J 、 m平 [33J 、上声 [213J 、去声 [55J 、 5骂人口L 阳入 [423J 。特点是没有升谶崭薛祸，

有 3 个曲折调，曲茹潜之多属晋语之寇。武乡话语法主主构对速调式有影璃，主要表现在上

声作后字时，动宾式和…部分偏正式结构的词不变调，其他结构的词变调。见表 21.

表 21

孟乓三 阴平 113 韶平 33 上声 213 去声 55 阴入 3 由入 423

阴平 113 (1)113十33 (1)113十33 00)113十213 05)113+55 (21) 113十3 (27)113+42 
陆平 33 (2)33十33 (2)33+33 号D33十213 06)33十55 (22)33十3 (28)33十42

上声 213 。)211 +213 。)213十33 (12)213十213 Q市211 十55 (23)211 十3 (2的 213十42

去声 55 (4)55十 113 (8)55 十33 03>55+213 在8)53十部 (24) 55十3 (3的 55十42

阴去 3 (5)3十33 (5)3+33 04)4+213 09)3+55 (25)3+3 (31)4十42

陆去 423 (6)42十 113 (9)42+33 04)4十213 (æ)42十到 (26)42十3 (31)4十42

说明:阳去原文单字调记作 [423J ，同时在明"连亲为 42". 这里将 [42J作为边读调处理:愿书上声

作后字都有两种变谓方式，我们认为后字读 [21J调可以辛苦作重轻式两字组后字的轻化现象，故不到入。

36 个到学组中，有 17 组发生变调，其中 5 黯 10 组合并。共彭成 31 组连调式。连读中

产生 4 个变调值: [21] 、 [211] 、 [42] 、问] (史素芬、亭奇 1980) 。

总的来看，普语的连i卖模相当复杂，由主吁请牵引非曲折羁陀持易变"有的方言交谓对严

羁系统有简化作用。晋语的重轻式语音司对声调系统的需化作用详见邢!与东 (2002b) 。

八非重叠式商牢m连读齿的特点

8.1 变谓的位置

从目前掌握曲材料来看，官运郭晋语大部分为言提高字组变调只发生在前字位置上，

后事变键的主要是晋谱和西北官话。其中曾语可能是后芋变调鼓多的方言。这种前后字都

变漓的特点是十分雨λ寻味的。

8.2 单字调和边读谓的关系

8.2.1 单字璃不肉，连横塘合井。多数方言暂不再程度的单字避不同、连读调合井的情

况。其中山东方吉、晋语是为突出。\;).出东为例，"烟台、捂远、莱州、平皮、博ÙJ等合并

程度都比较高" (钱曾怡等 2001:1创)。再以平度为倒。平度话腾鼓辽官话曹州片，有 3 个

单字谓:胡平 [214]~ 陪平 [53] 、上声 [55] 。连读调情况如-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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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阴平=巳=上卢+r阔i苦剪j丹1 五平jL:肩意C剖i葛矿2川14忡川4-伪-S5tJ.扣aI)214口篱宝擎袁cia矿214旧飞StJ可Ja呵E9jf忍214 I 生鸡普O叫q6旷z剖1川$、ci214=省级

苦OI) Cl 

阴平十陆平-附平十阳平z 花头xua214沪ou211=滑头xua53-214thou214 I 称辍tfB09214liarj214z盛

粮tJ"OI) 53 吁iaqzl

阳平十上声上声十阳平-爵王乎十阳平:红枣J LXOI) 53-214t(hr55 =烘枣儿 XOI)214Uhr55 I 果

脯JL ku:;，5S-214phur5S =散谱JL ku:;,214phur55 

在前字位置上，胡平与阳平、上声都有可能合并J4平皮话合并程度较高的两手组连读

调捏合格式主要表现为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 (子克仁 1992:66一70) 。

总之， u汉语方言变调产生的分化跟合并相比，合并的趋势远远大于分化" (钱曾恰

2000)。我扪认为连读读合并属于调位中和理象，它同词汇、诸法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8，2.2 单字器相罔，连读调不岗。最亮出地表现在晋语和西北官话中编如前述延)llì嚣的

椅上与去声，黯曹话的清平事撞平，均是如此。晋语五台片古清平和清上、次墟上单芋调

合流， :ì在读调不需程度地可以区别。如棋西神木话，清平与清上单字谓合模为胡平上 [213]，

梯口体，江口等，连读中部分条件下有区别。晃表 22 、 23.
在 22

清平作为两字组的前宇 清上作为两字组的前字

诩樊 诺德 伊j渴 谓粪 调值 例词

清平十黯平 24十44 天河内εxuo 清上十阳平 21十44 口才 kh:;，U ts~ 

清平÷清平 24十213 天空 thie khu专 情上十清平 21十24 口音 kh;}u i子

情平十清上 24+213 天嚣 thiεli 清上十清上 24十213 口普 kh::lu k~ 

靖平+去声 24十53 天早俨Îe xe 清上十去声 21+53 口袋 kh圳钮

精平十入声 24+4 天毒犯在细:;，? 靖上十入声 21+4 口设 kh:;，U ph::l? 

在 23

清平作为两事姐的后字 消上作为商字姐的眉宇

漠类 谓{茧 例芋 调类 调值 -wo字

阳平十清平 "十213 蓝天 le 沪ie 阳平十捕上 44+213 冀拘 xuãbu

清平十清平 24+213 留夭 i子 t可ε 清平+请上 24+213 按梅 ~UE k::lU 

清上十清平 21十24 好天 x;) thiε 清上十清上 24+213 打狗 ta k:;,u 

|去声十清平 53十213 冻天如号 thie 去声+请上 53十213 喂秸 vei k::lU 

|入声十清平
{帘)2+24 八天 pa? 白ε 入声十清上 4十213 杀狗 sa? k:;,u 
(乙)4十213 需花。y:;，? hua 

和请上作为后字，除了在清上和入声屁面外，都同调。同时还应在意，入声作为前芋，在

清卒和请上前的漓值不间，在靖宇前绝大多数变[?2]羁(个别组合不变揭);在清上前不变

调〈邢向东 2002a) 。

上面两种现象看起来是声调演变过程中相对立的运动，但它们殊途同归，结果都是方

富声渭南简化的方向发展，声调在语古中负载功能的弱化。

在3 关于上声学的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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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北京话的上声变诵，是因为曲新漓容易发生变谓的缘故。然而，"我们

从许多方言调沓的报告中看到，像北京这样‘网上相连前上变到平'的方苦在宫诵方言地

区相普遍，许多例子已不是简单的青值异化所能解释，而事实又使我们不得不提思考的

荒搜从音值异化转黯向音樊合并……，. (钱曾怡 2000) 若是 24 的例子转轩自钱文:

表 24

上声 阳.sp: 上十上阳+上 倒i道

立京 214 35 35+214 图纸=土纸读本赔本财轧=影礼

哈尔演 213 24 24+213 粉髦荣好友好:来往游谅存款

牟平 213 53 55十213 土改口涂玫虎口=藉口 骑马口起码JL

新奉 55 42 42十55 有Jj(=油水雨水=鱼水养漓江:洋狗

东海 35 55 55+35 打闪小商店、火:装摄商翩年底

洛部 53 31 31 +53 有Jj(=油水养马口洋马老米之t捞米

郑州 53 42 42+53 事酒雨伞手表; JL马年Ji姨妈

在魔 35 55 55十35 要Jj(智、俩:工广怡女梅袄陈米

兰州 33 53 53十33 土改涂夜 雨水=鱼水海底刀口鞋底

钱文从上声和自平之间的关系着眼。比较显示，不论上声是否曲挺漓，上上相连前字

都变黯平。联系兰银宙语阳平和上声单字羁太多合流的事实，这个姑论无辑是发人搬省的。

上声字在普语中的表现e 先看挟北晋语，赣了延)11、延长之外，不臂上声的单字羁是

胡平、陆平合蝶，上声都发生变i瘁，…般变作中升羁 [24J ，与阴平或阳平合并。其中

延安、甘巍、安巍、志丹、吴旗、情润上声都是高降诵，南非撞击吁调(刘育样 1990) 。

由西吉普语和内戴白晋语。表 25 列举 8 个方言的上向变濡@

在 25

谓值 变调谊 归并调 条件 倒词

集宁 53 22 平声 上声菊 滚水水井

大窍 54 313 阳平 上声前 稳妥盟手

天镇 54 22 阴平、阳平 上声部 土玫口涂改井0=金口

部仁 55 31 阴平、阳平 上声前 洗操小产

j常徐 53 11 平声 上声、阳入前 好歹土产:口舌数伏

友权 53 35 去声、爵卒、阳平 上声雷 选举冷水

孟县 53 412 阴平 上声、黯入前 打问首:小学宝石

汾西 33 53 阳去、胡平、阳平 m.sp:后 黄嚣尘土

8 个方音上声字的变谓结果，大都是踉平声(有离个包括去向〉合并。尤其值得垃意的

是，大器和盐县的上声自降满变为曲忻诵。其锦上声i卖曲折漓的山西晋语、内蒙古晋语，

上声在迎读中一律变润，而且多黯平声合井。以上事实说明两点=第…，上声是方言中最

容易变漓的调挠，不论某一方言中上声的单字调型是否曲茹调:第二，上声变i属后总

平声(瑛陪平〉发生合井，证费钱曾怕的论黯是f挺有说服力的。

8.4连读询的方首特征和地域特在

从方古怪来看，西爵宫远的连读调比较少，即使有变谓也接简单:江?在宫远的前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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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多数是产生黯捐值，所以这商个官话脏的两字组银少发生调位中弱。兰银官话在"语捷

音变n 层面上的连读谓也较少发生据位中军口。而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山东部分、晋诸则存

在程皮较高的稳樊合并现象。中原宫话介于两种?需提之间，有的语类归并细的害，如捞?可

片的洪搞活:有的调类归并比较少，如器安话。

从地域特苞来看，山东，西南地区，因北地区的甘毛宁、膏、藤，晋悟的陕花地区、

自粱地区等儿个大的区域内，连读谓民特点存在较高的→致i室。

总之，连读羁就有方官特征，更有地域特征，有时地域特征可能比方言特征更加明显，

更具类化的力量。当然，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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