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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达灌话古全浊上、浊去字的声调演变模式1

徐截琼
中山大学中文东

提要 达攘属于油头市攘江区所管暖的一个街道。达穰语共有七个单字睛，白读层中撞
上归阴去，与国样是七个单字调值浊上归阳去的其他阁方言不阁。另外，达攘的撞去(包据
全浊和次撞)芋也有一半的字读为割去润。这种归调方式不仅在翻抽阁方言中很少兑到，在
整个闽南方言怪也相当罕见。对于这种声调模式产生的鼠圃，本文试图作出解释。
关键词达攘、声调、金撞上、浊去、调类合并

一引富

达蘸属于油头市蘸旺在所管辖的一个甜道。达摄街道位于法江区中部，东连广澳街道，
西至深汕高速公路达攘路段，南l恼攘江，北接油头海湾大桥，总面积98平方千米9 人口 19
万 (2003年〉。

古达攘是粤东南一远黯岛屿，宋前就有人在此捕鱼煮盐，渐成村落。宋代元半年前，分
崩南阳县奉患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废乡团玫#部"，属潮阳县奉思乡的招收都。鸭
摹靖年间在岛中心地域筑王寨t;J.樨海盗@清康熙实行自禁梅飞 u斥地"的政策，郑成功的部
将占据达穰 (1666年至1680年)，开埠集赁，草草达头埠(燕称"主在埠" )。清朝于葳黯五十六
年 (1717年〉撤员来达头建壤，始草草达壤。民国期间属潮阳县第旦、四匠， 1949年后称达镰
区。之后，达摄行政归藤又凡经变更，时属潮阳，时属汹头。

1983年汕头地市合并。从1984年重2002年，达攘一直是油头市的一个市辖眩，下辖达捷、
马器、青撞、费石四个街道办事处和14个乡政府。 2003年1月 29日，汕头市撤销商浦区、达
摄区，设立油头市海旺臣，以主盖达潦fK(不含磐石街道的再酒居委会〉和问浦区的行政区域
为攘江区的行政区域。

达潦居民白常所使用的交际口语为攒汹话。达攘虽然作为池头甫辖下的一个街道，倒是
跟汕头市其他行政fK2所濡行的口音(下文镜称为油头话〉差别明显，所以我1fJ把原达攘茧这
一片屠挺新使用的方富称为达摄话，以示区别。
达摄话的总体面貌跟邻近的潮阳3话相似，靳感上比较接近。期陆话在潮油方宫中特点

突出，区别于周边的油头市区(原达灌区队夕吟、原撞海县、黯乡N市区、饶平县等地的口音。
达潦话服潮阳话接近，远跟达攘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行政归属有关。

i 文章主3作过程中得到庄韧升老师的全国指导，在此谨致衷心的谢忧.文中的错误，概也笔者组寰。
2 主要捷克湖区和金平区。∞3 年将金团军和升平配合并为金平18:).
3 张磁裕。曾79、 1980、 1981 、 19舵、 19妇)曾对潮阳方言做全丽系统的报道，从声母、韵母、声调、文自
读系统以及潮阳方音跟中古音的对比等多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潮期区内各点之阔的谐音系统不克金一致，
存在或大或小的建尉，本文出现的"潮陪"方言，都特指张盛裕所考察的系统。本文出琪的潮期其他方商
点都具体到镇眩，它们以及茸盛裕系统之阔的差异是潮陆方蓓的内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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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油地蜒的掏南方商(部潮主1J活)多数有八个声调，四声各分阴阳，部分方言点全抽上
妇揭去，只有七个声诵。达摄话共有七个调，金撞上归胡去，即全法上声学读为荫去剖，与

同粹是七个单字裙、 f理归调方式为"注 t归阳去#自号方言虫不同.另外，达攘的撞击(佳括
全浊和改法)字也有~辛的字读为阴去嚣。这种归调方式平仅在潮油闽方言中很少见到，在
整个闽南方古怪也相当军克。琦于这种声满模式产生的摄菌，本文试图作出解释。

工达;i话的语膏系统4
2.1 声母21个(包括骂掌声母)

p 步提 ph 怡瓶 b 米无 m 辑盲
pf 富盘 pf'皮破 bv 梅闻
t 灯道 f 太途 n 怒蓝 l 吕能
怒精鲍 tsh 在从 z 认提 s 心失
k 虱近 kh 漠群 9 碍哭 h 晓赖 8 严晓

份的崖

潮油方言的声母系统一敖性相当高，大部18个，称为"十八音飞加上零声母一共19个。
少部分方言点出现震茜音声母: pf~ pfh如bv，主要集中在潮阳1地区。达漳跟潮阳紧铭，历
史上多为黯期所管辖，语音面貌跟潮阳比较一毁，也有辱茜音i志一套，一共是21个声母。这
瀑话的腾齿音是重黯裔逸合口韵的条件变体，不踹于历史上台口三等字囊腾轻化的语音变
化。

2.2韵母91个(包括声化韵)
i诗是 u龟旅 1椅支

a炒靠 ia骑杜 ua我全民 在扭扭 汤光红 u王宫室
。刀袋 10攘表 6口5 iδ羊浆
eR理债 ue话员 E病硬 ue横苯

IU梳革 iù幼休
ai爱屎 uai慨怀 ãi爱闲 吗i口6

出买漠 也齐王
ui撞镰 õi县蠢

au声带走 iau妖饶 ãu好7 íãu口罩

ou雨凑 õu虎苦
lml已、林 ip湿集

am暗含 lam盐碱 U制纯泛 ap十汁 i器p草草捷 U在p法
om口9 。pOl0

均轻摄 ug损轮 ik乞0 11 uk出律

吨士去巷 i吨便厂 U吨判狂 ak贼作 iak撒洁 uak括拙

4 发音合作人李穰君，摇头达猿人，女，小学教师，大专〈黯考}学历。记音时向 2003 年 8 舟，记音人刘
翠香、郑婿敏e
5 [的国00，骂王容脸皮肿@
岳 [su革n口，芒果的俗称。
7 [hãUl日，爱好e
8 [híãUl口，掀开。
9 [homjO. 用棍子砸。
10 [hopJ口风，拥聊。
11 [kik，]口，粥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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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J]震翁 io号勇雄
句英型

u吗溺盟
i?铁舌

a?鸭拍 ia?益挥
。?雪搏 io'l费精
e?客历

iu?口 1嚣

w?口20

oiV\迭
au?口24 iau?挺盒
叫晤 在黄远
曲?口27 事?口到

ueg垣宏

叹口12

ua?活杀

ue'l血物

okJ服留

ek叔的队

的口14

的口16

革?口 17

在自口21

õí'l口23

在u'l乐音"口25

iok商蓄

uek族或

í?口 13

i革?口 15

iü?口 19

协i'l口22

i五u'l口 26

达嚣的韵母系统大体上跟其他潮汕方古点相一致，有6个口元音: a、。、 e 、 i 、 u、邸，
其中，部不能单被做捕母，但可以螺鼻韵尾和喉皇军尾构成韵母:其他5个口元音都可以单模
作韵母:高元音i奉Jlu可以作分音， w不做介音，也不能带介音i戒u。有鼻化韵，鼻化元音踉
非鼻化元音成系统对应。有塞音韵尾夺p、衣、-?)跟鼻音韵犀牛m、号〉对立，没有-nJ栅1韵
犀e

2.3 黄浦7个

调类 隅-f- 陆平 上声 阴去 陆去 陪入 F自入

倒字 诗纷 时云 死粉
四备

示份 薛忽 蚀佛
是混

单字调 21 33 24 52 31 3 45 

前变谓 21 33 52 33/21 21 45 3 

三 ?患上、边去字的声调演变模戎
3.1 潮ñIJ闺方言大多有人个卢调，器卢各分荫限，部分方言点全浊上归阳去，只有七个声器，

12 你u1，J口，吮吸。
13 [11，]告，睡觉a
14 [n院1日，大口地咬或槽，
15 [hi革:(，J口，掀开

始 [gõ1，JO，发呆的样子。
17 [hë1在}口，惊吓。
18 [ki眩'，J口，受到挤压而辑出来6
19 [hìù1J口，用鞭子抽。
20 [也w1，J口，牌照力蹭e
21 [hi?，樵i1J口口，比喻人或东西有毛病。
22 [1m革i1.1口，来回转动 G
23 [tshõi口口，吸泣• I[hδ，i? J面口日步形容j般消瘦。
24 险制.1，]口，赤口，摔被皮结成的疤。
25 [hãu1，J日，大臼晓e
26 [hiãu?，J日，翻筋斗-
27 归勉c1J日，用棍子打ω
组[hù.]口，拂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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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南澳的云澳镇、海丰县的公平镇、陆丰市的东海镇等，这一特点跟福建梅南方言代表点厦
门话相同。

达主童声调的特弱之拴在于它声调指并的方式，自读摆中并非油上归期去，而是油上归入
阴去，也就是全浊上读向请去，调借都记为 [52]0

提据中国社科豌语育研究所的《方言调班字表>> 1 达攘话读为阴去调的全撒上声学共有
110个〈一字多音而都i卖为期去调的算一个)，

即 z 应如盖~ Itai'舵亭、镜饵矿、坐也0'、褐hua'、下e'鹿下Ike'哀怨下、社sia飞部po矿、簿phou'、杜

tou'、严hou.飞亨tiu'、Ff.su'、叙$矿、屿su'、巨ku气尧如'、距ku'、父pe'、娃pou' 、 3餐tsu'、柱
thi革矿、紧su'、持thai'、怠tai'、在也ai气真hai'、提pa5'、靠牵制oi'、蟹hoi'、弟矿、黯pi'、倍pfue飞
罪tsuê气汇h邸'、被敏于P鱼ue'、鼻pi'、献tsi'、是si'、民si'、德始i矿、技kt、版i'.. 1~su'、日剧'、
婷thi'、士su'、仕$矿、柿sai'、市总hi'、跪kut、捷掉。气道t町、程tau'、皂剧旷、运tsau'、嫖
p挝o'、盖送往0'、花tiau.气绍siau'、後d、岸kau'、后hou'、负h旷、如融-u函Z、纣tiu'、受si毡'、

臼khu'、舅ku'、咎ki旷、泼t毒气渐tsiam'、俭khiam'坊、范hu部f、尊~huam'、边hu翻飞去{s町、

主事u毒气阻h均气费pi均飞辩pi吨气善si吨'、件ki矿、键k主吨'、伴pfh畴'、持pfhuã'、黯棚1iJ望姐:、
篆锁在g'、尽ts町、背si吨磊、 i丘kig'、海加g'、愤hug'、藩tag气象tshiõ'、像.tsh筒'、丈创õ'丈人Itsia号'
丈量Itwg'刷、仗tshi町、杖tshi町、上tsiõ'上疆、捧p町、明hatf、杏heg'、幸heg'、静ts矿、靖M矿、
盖pe:矿、勃望DYtB1f、录kog'、奉运og气重撞骗:植0:

少数全浊上声字读为其他调，共28个(一字多音旦不同音之间声满不同者算两个}。
即=夏您是e2、厦厦门he磊、注瞅Ctu、绪Csu、离lUlhu'、腐阳岛、辅M、安自tai2、革莫.hai、措<hao、

鲍pau.、蛊仰奎、黯<nam、证、嚣。、鼓、川、辉。、缓<hu吨、缓 m辑矿、皖、吨、匮脚点hua鄂、

徽、ig、笨优P山8、 1茵牵馨、运后岳阳。、菌主hug、强棚咄垣鸣、晃舰二hu町、蚌守10g、挺Ctheg

其中，读为阳去调的字有:j[能、厦震门、路甜、辅、始、鲍、阜、援，这;是因为中西以
后普遍发生"撞上归去"，达瀑话中也有少数全法上声字读附全浊去声:"缓m晖"乃是"慢"
的剖渎。读为上声谓的字有z 肚幽、绪、浩、腊、诞、模、援、皖、摄、笨、盾、菌、强、
晃、蚌、麓， "肚"读如"猪肚"的 tl ij士"了:其他基本上部是为宙中的非丑语芋，上声读
楼为读书膏，黯婪读锚也无从辨到真锦a"腐棚"也是非口语字，读为阴平可能是错读。"翩
翩"潜油话不说"猪圈拌，所以这个自圈"读向了"噩噩"的"圈n: 又因为"圃翻翻n 自

读却10U、尹i读为"箍"，文读抖lUag、照搬缸璋的阴平嚣，于是"圈帽"有了"J<hu吨"的
读法。 tl骇"也是非口语芋，读为阳平调应该是错读罔"破押了。

还有一睡非常题字在方商口语中不说，共18个，军费:操、解徽、灌、拜、维、祀、侯、

恃、 播、 宝康、 甚、 撰、 画、 沌、 窘、 忿、 缘、 遇。
U上所列全端上声字共156个，其中读为院去璃110个，占70.5% ;如果不算方言口语不

键的非常用字以及剖读字、错读字，茄金油上声字读为期去调的占79.7% 。读为非阴去榻的
字28个，只占20.3 %，其中大部分读为阴上词或回去诵。

地撮话的清上字读归上声，调值为P呵，次撞上宇绝大部分黯清上字一起读为上声润。
少部分次浊上字跟全拽上一起读为回去调，例如:虽挝、.liIJou'、重 hou'、愈加2、提ne'、
罐M矿、三至}:fi'、卤州lou'"'者lau'、咬k矿、有忍气卵n皿1)'、遥町、屉商个no'、童tsiõ'、制m可。

归阴去谓的改撞上字如果有两读，读为阴去键的一般是方宫前启读嚣，梧版的文读音为
主声璃，例如:豆、磊、正lJou、虚、、，~rnai、璧鄂、主Czu、基i甸、肆树干C挂ag 0 

除了清去租全浊上，达婆还有将近一半的去卢浊声母学〈包括全浊和次性)读为阴去髓，
握据《方育模查字表>> ，下面招读为阴去谓的撤声母去F数字罗到如下z

a.è灾油声母字，共95个=暮m气事mo'、盛mo'、募拙'、胁。旷、路lu:气露蜒.aIlIDí、
情IJO'脚、虑l旷、捕l旷、替矿、务bvu飞寓go'、自食zu'、裕zu'、尉nai'、遍。o'、奈nai'、癫nai飞
赖nai'、艾写ai气边mai'、服li'、黯矿、丽li'、越mi'、辈辈町、妹单用mue'，睐mue'、内 lai'、药zue'、
荔li'、义思i'、易f、摄材、寐mu矿、能矿、利町、藕lt、二师'翩翩2晰、盖在，no'u/zi'楠、吏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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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r、毅极力。i气锦帆2、类lui"、语ui'、最hue:飞胃mau气傲IJau飞鳞mau'、精nau气、妙miau'~
耀iau'、尬liau'、茂mou'， 贸mo矿、民最lou'，、黯爽摇摇豆、馆li1矿、又i旷、右i矿、姑iu'、读miu'、灌

nam'、:贫困招l'、自町、 f圭忍泣n\ 的碍\犀lJai'~雁1)RJf、羡i町、谚g町、漫ma，u'、 1摄ma矿、
言Llu吨\嚣lJu吨'、吝虹吨气嫩IUlJ'、论IUlJ'、润ZUlJ'、闰ZU矿、琅i句气亮li町、谅虹町、最础li均气
让zi町、望bVU8lJ'、旺U8lJ'、艘。矿、命meg气令lelJ'、另lelJ气泳io矿、弄10lJ篇

b.金油声母字，共113个z 座tso气乍tsa气下r~hiâ、黯翩tsia'、桦hua飞捕pU气直hu'、
护M、助tso'、附hu'气住辍豆、树墨正、具ku'、侯ku'、代蛊豆豆、大大黄坠￡、械hai'、散pi'、精pi'、
毙bt、滞thf，逝si'、第ωi'fI第、递矿、齐tltsi"、系hi'、萦hi'、静、旷、佩phue'、背棚pfu矿、精p主le'、
潢棚khui'~兑阳矿、啻.Ilhue'、啻舍不曹oì洁、擒kuai'、坏hu剑'、惠hut、慧hui'、借pi飞霞pi5、视
sf、嗜si'、治矿、持su'、总旷帽、睡suì气瑞sui气葫h筒'、暴pau'、蓝tao'、尊tau 气校1::~ka'、
校朝阳u飞召出矿、邵siaU'气就tsiu'、袖si旷、宙岱u'、蝶岱ou'、授sìu'、枢M旷、嬉ham'、曹ωiam气

墨怨am'、躁巍出町、站怨am'、辫灿n气蛋恼。气瓣p吨'、拽饭吨'、泞pi吨'、使却使pi町、羡i町、
膳si吨3、单si吨\盖章M句\键挝吨'、建刽吨'、奠岱吨'、要剑吨'、叛pfhu均气段tu吨3娃、换h吨'、
幻hu町、患hu吨\宦hua豆、静制知吨'、傣ku材、簸斟旦、模挝.0'、童电椭间'、遁坷'、颗s吨'、
份hUlf、郡kulJ气藏西耐8lJ'、滕部鸣'、尚si町、上上德si吨'、撞tsu吨气部te矿、蹬telJ'、行.!MrheIf、
兢kelJ'、搏tselJ'、盛阳se1J'、藏h01J'、 f中to1]'、傣hOIj'，言语sOIJ飞嘿SOIJ'、言去SO:g'

浊声母去声字共455个(一个字如果有阴去和非院去不同读音的，算两个字)，读为揭去
谓的有208个，比率为45.7%，占了将近一半。

潮是ù话的浊卢母去声字普溜读为陌漓，为什么达攘的去声拙声母字却一反常态，有近半
字!桂并到阴谓中呢?

3.2 黯油方裔的A调系统中，各诲的归并大致是:平声和入声严格按照清梅各分阴阳，即中

宙的清声母字楼为荫璃(包括全滑和改清)，中古的撤声母字读为陪调(佳括全掘和次浊);
上声清声母字读阴上魄，全浊声母字读为阳上，次浊声母字绝大部分踩着清声母读为阴上漓，
少数字踩着全浊声母字读为阳上调:去声清声母字读为阴去璃，全掠声母字读陪调 (1墙上/
期去)，改油声母字跟着金浊跑，也读阳调(阳上/~B去)。
重点要说萌浊去字的归调。潮汕话大部分八酒方盲点都有全浊去声字适归阳之谓的现

象，这跟中古棋后普遍发生的"烛上归去"正好相反。不假如此，阳上和阻击的前变捕和后
变锢在大多数方言点中也梧碍。"浊告归上n 以及陆上、阳去交拇指间，使得有些不常单用
的阻去字读音漏潜，读为陆上调或用去调都可以，或者分不清读为陆去还是阳上，特骂过是经
常出现在连调结苗字位置的字，还原回本调时往往不知谱是阳上还是阳去。

去声的改浊字读向全浊字，所以有部分次浊去字也读为阳上谓，根据林伦伦的统计1 <<方
商调查字，表》中，金浊告和次挫去在汕头话中读阳上谓的手fl94个，商读国去谓的只有147
个， tt2在是1 .32/1. 达攘话读归阴去谓的改撞击声字黯汕头读归阳上诲的次拍去声字大致相
同，只有个别字的归满有差别。
现在可以解答上面的疑问了 z 为什么达摄有近半的去声浊声母字读归院调。
盟，为达毒话也发生了潮油揭话普通的"拙去船上n 的音变:南时，达摄话的全姐上读如

院去润，所棋去声捺声母字中读归阳上的那部分字，也踉着全撞上变入荫去诵了。可以肯定
撞说，达蜜语金撞上声字读归阴去谓的音变现象发生在"浊去归上n 音变之盾，应该是比校
晚近的事实。综上分析，达摄话中法卢母去声字读为阴去满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z 阳去
调→陆上调叶ß)j去调。

读为前去榻的去声植声母字中，也有部分不是经由用去到陆上而来，例如"怒、数、贸、
濡陆、情、嫩、泳、乍、海、幻、袖、赚割、蛋、代僧"等芋，汕头话也读为院去橱，大都
是非口语常用字，班该是经由普通话的去声新合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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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达摄话的全浊上归井到阴去调里呢?我们从达攘的声
调系统出发，结合其周围的方言进行考察。

这攘的全浊上声字读同阴云调 F 但是发生前宇变调之后却有区别，分别变为: [21]和 [33] ，
也就是说它们的前变调井不混同，原本是两个不同的调。丁邦新 (1984) 早就提出"变调"
即"本调"的观点，他认为将单字调叫做"本调"有可能被误以为是"本来的调"，而"变
调"也有被认为是"不是本来的调"或"一定后起的意思"的可能，导致产生纷扰。因此，
他强调在使用"本调"和"变调"来说明方言的声调系统时，必须明确这些名称只是用来说
明现时平面的现象，不含指示时间先后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基调"和"原调"
的概念。此后，有的研究把方言的连读变调系统作为"底层调"，旨在于说明"变调"属于
方言本来的声调系统，而现时的"单字调"是后来的变化所形成的。曹德和 (198η 通过研
究巴里坤汉语的声调系统，认为:汉语声调的合流是经由"单字调分:连读调分→单字调合:
连读调分→单字调合:连读调合"的过程实现的。目前达攘的全浊上字跟清去字正处在"单
字调合，连读调分"的阶段。

下面再看看与达瀑相邻的海1'129、棉城30、潮阳(张盛裕， 1981)的声调系统，井跟达摄作
比较31 。

表 1

lX 
平 上 去 y、

清
友 全

清
号欠 全

清 夫浊
全

清
弓k 全

浊 3虫 3虫 浊 浊 浊 3虫

达 用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用去
阳 阴 阴

阳入

毒 21 33 24 52 52 
去 去 y、

45 
31 52 3 

阴
阳去

阴
潮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11 阳入

阳 33 55 53 313 
去

阳上
y、

55 
31 11 

313 

阴
阳去

阴
海 阳上 平声 用上 阳上 441 阳入

门 31 44 551 31 
去 y、

45 
51 阳上

43 
31 

棉 阴平 阳乎 阴上 阳上
阴

阳去
阴

阳入

城 21 33 45 52 
去

32 
y、

5 
41 2 

从表 1 可以看到，尽管达瀑、潮阳、海门三点在各调的具体调值上不尽相同，但整个声

调系统格局基本一致。

潮阳的阳上[313]是个曲折调，曲折调型后面的上升部分在语流中很容易丢失，例如普
通话的上声调[214]，在非上声调前，调值都变为低降调[21]，在这是发音的省力原则造成的，
所以[313]很容易变成[31] 。

29 海门属于潮阳管辖的一个镇，在潮阳的最南边，跟达凉紧邻。
到棉域是潮阳区的区政府所在地，长期作为潮阳的政治文化中心。
31 本文涉及的达液、海门、棉城各点的材料，均取自导师施其生教授于 2003 和 2004 年暑假所组织的两次
潮汕方言田野调查的成果。作者参加了这两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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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的阳七调和胡去调都是降橱，分别为{民阵和高梅，芦榻的终点一致，督是最低点"1 ", 
只有起点的高低不同，如果发音稍为憾散，主重点阵{珑， [51]就容易踉[31]温同。
棉域的陆上[52]如割去[41]也梧当接近，调型一致，闭上的起点和终点都比阴去稍高，

整个调长一样萝这也容易导致调类合并。
由此可以拮据，达攘的阳上和陆去调在成为同→个谓之前，也有相当接近的调值，白于

调佳相近最终导致调类混同，陆上调踉回去调变成问一个调。但是，它们的前变调至今保持
区别，仍然是两个不同的调，一个低降[211，…叫个平调[33J 。

这是我们对达法全撞上字读为阳去诵的原目的推测，有一个证据可以帮助住证这种推
测。张盛裕 (1979) 在研究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胁时候提到过 u潮隔话有八个调类。滥用调
(单字或旬的单字拥)分新老两派，老振阳上和期去教用调(本调)和连读变调都有分别:黯
提用七和阴去独用调(本调〉相同，雨连读变调仍有分别α 本文依据老握的读法。"由于他
研究潮阳方言的时候依据的都是老振的声调系统，也就是阳上和回去分茄作两个掠立的润，
所以大家很少注意到潮陆方言的阳上调和阴去调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混同了。

结上说明，达攘声谓的阳上读同阴去，并不是特殊的演变规律所造成，而是由于调值相
近所导致的谓类合并。

撞其生(1989) 曾调查汕头语陆平前变滴滴值[22]温向于阳去单字调[31J的情况。汕头话
的陆平前变诵不间的人有不同民读沽，有的读为[22]，不同于任何单字调:有的读为[31J ，
跟陆去的单字调相同。作者根据对不同年龄攘的调查结计，梅出结论是z 油头话的阳平前变
诲的混值原先是[22J，和任何单字满都不同;后来才逐渐跟与其接近的割去单字谓调值[31]
梅同。文章详细说明其蝇间的过程:首先是听觉七不区别[22]和[31]而说话仍有区别E 然后
才将陆平的前变调说为[31J，变成跟阳去调一样，也即号厅、说全握了，这时才完成了再种调
锚的摆阔。这种混同并不是一下子所有的人一起发生的，而是混言使用者中开始出现部分人
将[2叮嘱:昆同于[31J调，渐渐地这部分人研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所有的人都将[22]读成了
[31]0 

潮韶的陆上和割去调(单字调)由老派的区劳j到薪澈的混同，正是经历辛苦类假汕头陆乎能
变调描碍于陌去单字谓的过程。

大概达攘的阳上调跟阴去调混i哥也有类似的过程， {且这在已经完成音变过程的达穰话中
无法进行考察。本，艾通过对相邻方盲点的观察指比枝，通过语言的空阿联系，来窥探谣言的
发攘攘变过程，并做出合壁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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