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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洞汶活方吉:甘肅紅古活勻三甲集活比較

莫超朱富林

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甘肅廣播電視大學

提要 甘肅省的紅古話與三甲集話都是 2 個單宇調的漢語方忘本文描述了兩種話的音

系，重點分析了二字組連讀變調的模式，然後從聲、韻、調三方面將這兩種話進行了細緻的

比較。最後，將三甲集話與臨近的康家崖話作了對比分析，認為三甲集話正在由中原官話向

蘭銀官話過渡。

美權協 二聲調方吉、音系、比較、紅古話、三甲集話

漢語官話方言的今聲調，一般是四個:陰平、陽平、上聲、去聲。按照中古來源看，即

清聲母平聲字讀陰平，中古濁聲母平聲字讀陽平，中古清聲母、吹濁聲母上聲字讀上聲，中
古全濁聲母上聲字、中古去聲宇讀去聲。入聲字除江准官話、晉語中讀為喉塞音外，其餘各

地都已消失，歸併到其他調類中去了。如中原官話是清入與改濁入聲歸陰平，全濁入聲歸陽

平，蘭銀官話是清入與吹濁入聲歸去聲，全濁入聲歸陽平。在西北地方，有四聲調方吉片(如

西安、蘭州、天水、西寧等)，也有三聲調方吉片(如甘肅定西、臨夏、武威、青海循化等)。
以甘肅省的方吉而盲，除了文縣碧口等地的西南官話都是四個聲調外，中原官話區的關中

片、秦嚨片為四個聲調， ~龍中片為三個聲調:蘭銀官話區的蘭州片為四個聲調，河西片是三

個聲調。這些己為學術界所公認。但是，甘肅省存在只有兩個單字調的漢語方吉，據我們所

知，有蘭州市屬紅古區的紅古方言，臨夏州廣河縣三甲集鎮的三甲集方吉。聽說永靖縣、鹽鍋

峽鎮、紅泉鎮的方吉也是三個聲調，目前還沒有作實地調查。紅古方吉的音系已經刊佈過(雖

鵬 1999)，但在學術界影響不大。 2009 年，筆者在魯國堯師的督促與指導下，對紅古方吉

進行了詳細調查，寫成了《二聲調紅古話音系研究)) (莫超、朱富林 2009)。最近，筆者又

對三甲集方吉進行了深入調查，並借助聲學儀器分析，確認為兩個單字調的方言。本文首吹

予以公佈，並將紅古話與三甲集話的音系與調類、調值差異予以詳細比較。有趣的是，三甲

集]È~臨挑縣辛店鎮康家崖村隔挑河相望，只有數里之遙，語音面貌卻差別很大，康家崖話是

三個聲調。於是，本文也將三甲集話跟康家崖話作了比較。紅古話發音合作人為張立功，男，

漢族， 1932 年 10 月生，初中文化，退休幹部，世居蘭州市紅古區海石灣鎮上海石灣村六隊:
三甲集話發音合作人為馬冠英，男，回族， 1964 年生，中師文化，公務員，世居廣河縣、三

甲集鎮:康家崖話發音合作人為康繼亮，男，漢族， 1944 年生，中師文化，退休教師，世
居臨挑縣辛店鎮康家崖村。

35 



一二聲調紅古話的音系

紅古是甘肅省蘭州市的遠郊~位於蘭州市的西部(東徑 102。鉤，至 102054~ 北緯 360 19'4"

至 36021'之間)，東與西固區相連，北與永登縣接壤，南與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甘

肅省永靖縣隔徨水相望，因境內享堂峽以東的紅古川而得名。紅古區轄 3 鎮 3 鄉， 40 個居

委會、近的個村委會，共有人口 12.4方餘人，除漢族外，有 8%的回、滿、藏、土等民族

人口。人口總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231 人。
紅古區方言分害街口音和紅古口音，害街話有四個聲調，語音系統與蘭州話基本相同:

紅古口音只有兩個聲調，分佈于紅古鄉、海石灣鎮、花莊鎮、河嘴鄉、平安鄉。本文以紅古

區海石灣鎮話為代表。

(一)聲母。紅古話有 24 個聲母(不會零聲母):

p 巴敗半扁 ph 怕倍盤普 m 麻枚門母 f 發飛書說
t 大帶得堵 th 他太土挑 n 拿鬧南奴
ts 地雞資總 的h 體起此從 s 洗死賽素

tê 知占窄莊 têh 吃車測床 F 失山色賞
tç 酒斤見卷 tçh 秋青千勸 a 尿年牛女 G 小心先胸雪
k 及給跟古 kh 卡克肯快 x 瞎黑花喊

v 五完如軟

l 拉路龍臉
z 衣椅玉雨
互日染肉讓

紅古話比北京話多[v]、 [z}、[叫三個聲母。北京話合口呼零聲母宇及[~聲母的合口呼字，

紅古話讀[v]聲母，如“五、完、如、軟"等字:北京話聲母[t] 、 [t叫、 [tç] 、 [tç蚓、 [ç]與單韻
母叫相拼的，紅古話聲母分別變為[ts] 、 [tsh] 、 [s]聲母，韻母變讀為[1] ，如“地、體、雞、

起、洗"等宇:北京話中單韻母[i]、 [y]的零聲母字，紅古話讀[z]聲母，韻母為[1]，如“衣、

意、育、玉"等宇:北京話鼻音[吋與細音(齊撮口呼)相拼時讓[叫聲母，如“尿、年、牛、

女"等字。
(二)韻母。紅古話韻母有 33 個:

1 資比體皮 i 離裹力呢
-q 租酷俗雨

1 知遲失日

g 兒耳爾二

a 媽大瓦啊
v 說責哥鵝

ei 麥背稅位

ia 家指夏啞

ie 別鐵姐野

。u 鬥手口抽 i:m 牛九流有
。 包早少高 i:> 表條鳥要

u 木土出古

ua 抓瓜誇花

u:;) 多左過落

uei 對累最追

E 排災篩愛 ue 揣怪快壞

E 班三古安 ie 邊見年言 ue 專關算斷

加本成根等 ïn 兵金丁寧 u;}n 東尊中春

3 幫桑雙黨 i3 良講香羊 u3 莊光黃僅

y 驢呂女

y:;) 缺略學月

ye 權選園遠
yn 君窮兄運

具體而言，紅古話有陰聲韻 22 個，鼻化韻 11 個，沒有陽聲韻與入聲韻。陰聲韻是: [1]、

[有]、叫、[~]、 [i]、 [u]、 [y]([y]只存在于文讀中)、 [a]、 [ia]、 [ua]、 [γ]、 [ie]、 [u:;)]、 [y:;)]、 [ei] 、
[uei]、 [:;)u]、[i<)u]、[:>]、 [i:>]、蚓、 [ue]。鼻化韻是: [e]、[悶、 [ue]、 [ye]、 [3n]、 [ïn]、 [u;}n] 、
[如]、 [5] 、 [i5] 、 [u呵。單韻母數量比北京話多，如舌尖前圓曆母音[有]，如“租、酷、俗、

雨"等字屬之;北京話複韻母[au]、 [ai]紅古話分別讀單韻母[:>]和[e]，如“包、早、排、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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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北京話為單韻母凹的音節，紅古話絕大多數讀為[1]韻母，如“比、皮、地、提、雞、

起、西"等字，聲母[p] 、 [ph] 不變， [t]、[時]變為[的]， [也]、 [tçh]變為[tsh] , [ç]變為[s]; 只
有[n] 、 [1]跟凹相拼時，韻母仍讀[i] ，聲母也不變。北京話的陽聲韻紅古話都讀為鼻化韻。

北京話的後鼻韻母，紅古話都讀為靠前的鼻化韻母。

(三)聲調。紅古話只有兩個單宇調:

第一調低升調，調值為[13] 。

第二調高平降調，調值是[554] 。

如果與普通話比較，則是平、去在紅古話里合為一個聲調，即第一調:上聲為一個聲調，

即第二調。與中古音比較，則是平聲字、全濁聲母上聲字、去聲字、入聲字今為第一調，清

聲母及改濁聲母上聲字今為第二調。紅固話在連讀中有輕聲，不標調。
調類調值 例字

陰平 13 剛知專尊丁邊安鐵接拍發

陽平 13 窮陳床才唐平文雲讀白服

上聲 554 五女染老暖買武有手醜

去聲 13 蓋帳正對變愛共陣近柱

(四)紅古話二字組的連讀變調:

跟其他漢語方言一樣，紅古話也有連讀變調現象。我們歸納發現，紅古話二字組的連讀

變調具有四個特徵z

1.前字為陰平，後字為陽平、上聲、去聲時，前字變為低平調[11]; 後宇若是陽平、去

聲時，則後字變為半高平降調[442]; 後宇若是上聲，後宇則變為高降調[5月，調型與[442]

略異。但在“陰平+陽平"的組合上呈現動賓關係時，前字不變，讀本調[13]，後字為[132];

“陰平+上聲"、 “陰平+去聲"的組合上為動實關係時，前字是[11]，後字還是[442]，不受

動賓闖係的制約。

2. 前字為陽平，後字為陰平、上聲、去聲時，前字變為低平調[11]; 後字若是陰平、去
聲，貝IJ後宇變為半高平降調[442]; 後宇若是上聲，則變為高降調[53]，調型與[442]略異。但

在“陽平十陰平"的組合上呈現動實關係時，前字不變，讀本調[13]，後字為[132]; “陽平+

上聲"、 “陽平+去聲"的組合上為動實關係時，前字是[11]，後字還是[442]，不受動實關

係的制約。

3. 前字為上聲，無論後字為陰平、陽平、上聲或去聲，前宇都讀本調[554]，後字有斐

化。後字為陰平、陽平時，一般為[31]; 但前後字之間若存在動賓關係，貝。後字讀[132]。後

字為上聲時，讀[553]調值， j~本調值基本相同後字為去聲時，個別讀[31]調值，多數讀[442]

調值。即後字為上聲或去聲時，不受動賓閱係的制約。

4. 前字為去聲，無論後字為陰平、陽平、上聲或去聲，前字都讀[44]調值，後字有斐化。

後字為陰平、陽平時，均讀[342]調值:後字為上聲時，大多數讀[53]調值，個別讀[442]調值

(如“中暑"讀[t~u3n'“fu442])，調型略異:後字為去聲時，多數讀[44]調值，也有讀[442]或[53]
調值的，規律性不太強。這一種組合，均不受動賓組合關f系的制約。

從二字組連讀變調看，紅古話的平聲原來有[11]調值和[13]調值，從調查到的材料看，

陰平調值應該是[11]，陽平調值還不好確定是否就是[1月，但去聲調值應是[44]。可以確定地

說，這種只有 2 個單字調的方吉是從 3 個單宇調的方吉演變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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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聲調三甲集話音系

三甲集鎮屬於甘肅臨夏州廣河縣，位於蘭州市南部 100 公里處(東經 102023'至 103051' ，

北緯 35025'至 35。詣，之間)，西距廣河縣城 20 公旦，東與定西市臨挑縣辛甸鄉隔挑河相望，

南接廣河縣南山鄉，北靠東鄉族自治縣果園鄉和車家灣鄉，面積為 69.37 平方公里，共有人

口 3.6 方人， 98%為回族。鎮政府駐沙家。三甲集，當地人稱延明代里甲建制“三甲"而來。
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是當地名稱“沙家"加上“趕集"的“集"而得名，因為此處是廣河縣

的一個較大的商業集散地。

(一)聲母，共 22 個(不含零聲母):
p 巴敗半扁 ph 怕倍盤普 m 麻枚門母 f 發飛書說 v 五完委軟
t 大帶得堵 th 他太土挑 n 拿你奴女 l 拉連龍臉
ts 絮貿總作 tsh 擦此從租
t~ 知古桌莊 t~h 吃車蟲床

tç 酒斤見卷 tçh 秋青千勸
k 眾給jj!~古 kh 卡克肯，快

聲母的特點:

北京話合口呼零聲母字三甲集話讀[v]聲母，如“五、完、如、軟"等宇:北京話不送

氣的部分宇，三甲集話大多讀送氣音，如“拔、病、白"聲母都為[ph] 、 “斷、奪、動"聲
母都為[th] ，即中古全濁今讀塞音塞擦音的宇，無論平仄，絕大多數都讀送氣音:北京話讀

零聲母的閉口呼字，三甲集話讀[1)]或[n]聲母，如“安"可讀[lJæ]，也耳讀[n旬，北京話讀零

聲母的合口呼字，三甲集話是[n] 、 [v]兩讀，如“我"可讀[nug]，也可讀[VUg]; 北京話[t] 、

[th]聲母跟齊齒呼韻母相拼的字，三甲集話讀[tç] 、 [tçh]聲母，如“電"讀[tçi旬， “天"讀

[tçhi旬，“條"讀[tçhb] 。

(二)韻母，共 33 個:

1 資詞死是
1 知遲失日

σ 兒耳爾二
a 媽大瓦啊
γ 說責哥鵝

ei 麥背稅位

叩門于口抽
3 包早少高

E 排災篩蛇

￡ 班三古安

a 幫桑雙黨

gIJ 本成根等
韻母的特點:

jj!~北京話比較，三甲集話的韻母有陰聲韻、鼻化韻、陽聲韻三種。陰聲韻 22 個: [1]、[甘、

[~]、 [i] 、 [u]、 [y] 、 [a] ， [ia] 、 [ua] 、['\"]、 [ie] 、 [Ug] 、 [yg] 、 [ei] 、 [uei] 、 [gu] 、 [igu] 、 [J] 、 [b] 、

[e] 、 [ie] 、 [ue]; 鼻化韻 7 個: [e]、 [ie] 、 [ue] 、 [ye]、 [3] 、 [i3] 、 [u句:陽聲韻 4 個: [gIJ] 、 [iIJ] 、
[UIJ] 、 [YIJ]。北京話複韻母[au] 、 [ai]三甲集話分別讀單韻母[J]和闕，如“包、早、排、災"

屬之。今北京話讀[an] 、 [ien] 、 [uan] 、 [ym] 、[01]]、 [iOl]]、 [uOl]]韻母的字，三甲集分別讀為
[æ] 、 [iæ] 、 [u蚓、 [yæ] 、 [õ] 、 [iõ] 、 [uõ]韻母:今北京話讀前鼻音[gn] 、 [in] 、 [un] 、 [yn]韻母
的字，三甲集分別讀後鼻音[gIJ] 、 [iIJ] 、 [uIJ] 、 [YIJ]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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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思死賽素
5 失蛇雙所
￠ 小心先胸
x 瞎黑花喊

且日染肉讓

離襄力以 u 木土出古 y 驢呂女旬

到
岫
戶
L
V

-1-1 
家拍夏日亞

別鐵姐野

ua 抓瓜誇花

凶 多左過落

uei 對累最追
Yg 缺略學月

igu 牛九流有
b 表條鳥要

ie 接茄寫謝

iæ 邊見年吉

iõ 良講香羊

iIJ 兵金丁寧

ue 揣怪快壞

uæ 專關算斷
uõ 莊光黃僅
uIJ 東尊中春

yæ 權選園遠

YIJ 君窮兄運



(三)整拥。如果舆普通话比较，别是陪平、隔平在三甲集~ð襄合~-{固整拥，即第一拥，拥

值~[132]; 上整、去整高一{固整洞，即第二洞，拥值局[553]。舆中古音比鞍，则是平整字、

入暨宇今局第一洞，全渴皇军母上整字、去暨字、清整母及次渴整母上整宇今局第二调。 三甲

集活在速器中有草里聋，不镖洞。

调委真 拥值 例宇

陪平 132 刚知粤尊丁遥安路接拍在

院平 132 第隙床才唐平文主事白服

上整 553 五女染老暖寅武有子眼

去整 553 革1陆正割爱爱共障近柱

我(阿作了短姐字的聋罪分析，圄示如下:

平聋(导 t~uæl32 尊 tsuol32 低 tci 132 遗pid32) 平聋(茹 tc'yl) 132 珠 t~';:) 1) 132 床 t~'uõ 132 才 ts'E132) 

上聋(古ku553 展 t~æ553 纸 tS1553 走 tsou553) 上聋(染瓦æ553 老b553 暖 nuæ553 贾 lllE553)

去整(近 t♀iom 柱 t~u553 走 d53 坐 tSU;:)5日) 去整(盖læ553 怯 t~õ553 正 t~;:)1) 553 醉 tsui553)

入莘(急 tc l32 竹 t~u 132 战 tn132 稿 tci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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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字組的連讀變調

1.前宇陰平。前後宇均為陰平時，前宇為[1月，後字為[21]，如“飛機" [甜的tç;e 1 ]; 但
兩宇的語法組合為動實時，前宇為[11]，後字為[132] ，如“開車" [k'e I3 t;:;‘1;)32]。前宇陰平、

後宇陽平時，前宇均為[11]，後宇均為[132]，不受動賓關係的影響，如“今年" [tç:il] ll niæ132] 、
“開門" [k'e l1 m::>l) 132]。前宇陰平、後宇上聲時，前宇為[1月，後字為[553]，不受動實關係的

影響，如“加滅" [tç;ia 13tç;iæ553]、“澆水" [tç;b、ui553]。前字陰平、後字去聲時，前字為[13] ，
後字為[553]，也不受動賓關係的影響，如“兄弟" [ç;YlJ I3tç;i553] 、 “開店" [k'e 13tç; i發553] 。

2. 前字陽平。前字陽平、後字為陰平時，前字為 [1月，後字為 [2日，如“平
安" [阱。 13næ21] ;但兩字的語法組合為動賓時，前字為 [11] ，後字為 [132] ，如“磨

刀" [m::> l1 t::>132]。前後宇均為陽平時，前字為[13]，後字為[13月，不受動實關係的影響，如
“前門" [tç;'iæ I3 m::> 1) 132] 、 “抬頭" [t'eI3t'ouI32]。前宇陽平、後字上聲時，前字為[1旬，後字
為[553]，不受動賓關係的影響，如“長短" [t;:;百 13tuæ553] 、 “存款" [ts'u1J 13k'uæ553]。前宇陽
平、後宇去聲時，前字為 [1呵，後字為 [553] ，也不受動賓閱係的影響，如“群
眾" [tç;'YIJ司自問553] 、 “還帳" [xu~是13 t ;:;Õ553 ] 。

3. 前宇上聲。前字上聲、後字為陰平時，前宇為 [553] ，後字為 [21] ，如“火
車" [XU::>553t;:;‘::>21] ;但兩字的語法組合為動實時，前字為 [553] ，後字為 [132] ，如“點

香" [ti咎的ç:iõ 132] 。前宇上聲、後宇為陽平時，前宇為[553] ，後字為 [21] ，如“好人"
[X::>553~::>1)21] ;但兩字的語法組合為動實時，前字為 [553J ，後字為 [132J. 如“打拳"

[ta553tç;'yæI32]。前後字均為上聲時，前字為[13]，後字為[553]，不受動實闢係的影響，如“廠
長" [t;:;百13t~õ553] 、 “打水" [taI3~ui553]。前字上聲、後字去聲時，前後宇均為[553].也不受
動賓關係的影響，如“廣告" [kuÕ553k。如]、 “寫宇" [吋e553tS)553] 。

4. 前宇去聲。前字去聲、後字為陰平時，前字為 [553] ，後宇為 [31] ，如“教
師" [tç;b553rrl]; 但兩宇的語法組合為動賓時，前字為 [553] ，後字為 [132] ，如“看

書" [k逸的~UI32]。前字去聲、後字為陽平時，前字為[532]，後字為[13月，不受動賓關係的
影響，如“證明" [t;:;::>1)532miIJI32J、“拜年" [pe532niæ 1 32]。前字去聲、後字上聲時，前字[553] ，
後字為[32]，也不受動實關係的影響，如“信紙" [ç;iI) 553ts132] 、 “中暑" [t;:;UI]553 ~U32]。前後

宇均為去聲時，前宇為[553]，後字為[3月，不受動賓關係的影響，如“大早" [ta553xæ32] 、
“見面" [t♀i￡553mit2] 。

綜觀三甲集話二字組的連讀變調的情況，可以得出如下大致的結論:

受動賓組合關係影響的佔少數(但比紅古話要多)，共計 5 種:前後宇均為陰平(前宇為

[11] ，後字為[132]); 前字陽平，後字為陰平(前字為[11] .後字為[132]); 前宇上聲，後字為
陰平(前宇為[553]，後字為[132]); 前宇上聲，後字為陽平(前字為[553]，後字為[132]); 前宇
去聲，後宇為陰平(前字為[553]，後字為[132])。大致規律是:平聲Jj!~平聲組合，前宇變[11] , 
後字讀本調:上聲、去聲跟平聲組合，前後宇均讀本調。

不受動實組合闕係影響的佔多數，共計 11 種:前字陰平，後字陽平(前字為[11] ，後字

為[132]); 前字陰平，後字上聲(前宇為[13]，後字為[553]); 前宇陰平，後字去聲(前字為[13] ，
後宇為[553]); 前字陽平，後字陽平(前字為[1呵，後宇為[132]); 前字陽平，後字上聲(前宇
為[13] ，後宇為[553]); 前宇陽平，後宇去聲(前字為[1月，後字為[553]); 前宇上聾，後字上
聲(前字為[1月，後宇為[553]); 前字上聲，後字去聲(前後宇均為[553]); 前字去聾，後字陽

平(前字為[532] ，後字為[132]); 前宇去聲，後宇上聲(前宇[553]，後字為[32]); 前字去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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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宇去聲(前字為[553]，後字為[32])。大致規律是:平聲跟平聲組合，前宇或[11]，或[1月，
後字讀本調:平聲跟上聲、去聲組合，前宇[1月，後字讀本調:上聲跟上聲組合，前字也為

[1月，後字讀本調:上聲跟去聲組合，前後字都讀本調:去聲跟陽平組合，前字比本調略低

([532])，後宇讀本調:去聲跟上聲、去聲跟去聲組合，前宇均讀本調，後宇則為中降調([32]) 。

據此，我們初步推斷三甲集話的兩個單宇調是由四個單字調簡化為三個單宇調(平聲合併)，

再簡化為二個單字調(上聲去聲合併)。陰平的調值當是[11]，陰平的調值當是[132]，上聾的

調值是[553]，去聲的調值當時[32] 。

三 紅古話、三甲集話音系的比較

紅古的東、西、北都是四個聲調的漢語方吉，南面是三個聲調的方言:三甲集的東、南

西是三個聲調的漢語方盲，西北面是東鄉語區。紅古與三甲集距離約 80 公里，不屬於同一

行政區劃，也不屬於同一個經濟帶。但是兩地方吉的聲調都簡化為兩個，這是很有意思的現

象。通過上述材料，我們可以作如下比較:

(一)聲母
紅古話有 24 個聲母，三甲集話共 22 個聲母(均不合零聲母) ，相差兩個: [1)，]、 [z] ，其

餘相同。

中古全濁今讀塞音塞擦音的宇，無論平仄，三甲集話絕大多數都讀送氣音，而紅古話基

本跟北京話相同，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

北京話[t]、 [th]、 [tç]、 [tç蚓、 [ç]與單韻母叫相拼的，紅古話聲母分別讀為[ts]、 [tsh]、 [ts] 、

[tsh] 、 [s]，三甲集話跟北京話一致。

北京話[t] 、 [th]聲母Ji!~齊齒呼韻母相拼的字，三甲集話讀[tç] 、 [tçh]聲母，紅古話則跟北
京話相同。

(二)韻母

紅古話有 33 個韻母，三甲集話也是 33 個。但紅古話有舌尖前閻曆母音[叫，三甲集話

無:三甲集話有[iE] ，紅古話無。

紅古話只有陰聲韻和鼻化韻兩種，三甲集話卻有陰聲韻、鼻化韻和陽聲韻三種。

北京話為單韻母[i]的音節，紅古話絕大多數讀為[1]韻母，如“比、皮、地、提、雞、起、

西"等字(除[p] 、 [ph]外，其餘聲母發生相應的變化)，三甲集話跟北京話一致。
(三)聲調

紅古話與三甲集話聲調的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

調類合併情況不同。紅古話是陰平、陽平、去聲三個聲調合而為一(第一調)，上聲獨立

(第二調);三甲集話是陰平跟陽平合而為一(第一調)，上聲跟去聲合而為一(第二調)。

調值不同。紅古話第一調調值為[13]，第二調調值為[554}，三甲集話第一調調值為[13月，

第二調調值為[553] 。

兩宇組連讀變調情況不同。三甲集話的連讀變調比紅古話複雜，受動賓組合闊係影響的

範間也比紅古話要寬，規律不太嚴整，實際上每種組合中都有例外現象。而紅古語的連讀變

調相對比較清楚，例外較少。

三甲集與臨挑縣辛甸鄉康家崖只有挑河之隔，但語音差異很明顯。首先在聲調上。康家

崖是 3 個聲調:平聲(調值[132])，上聲(調值[53])，去聲(調值[44]); 三甲集是 2 個聲調。其

坎，聲母、韻母都有一定差異。聲母的差異有: (一)北京話讀零聲母的開口呼字，如“安、

鵝"二字，康家崖方吉均[1]]聲母，三甲集方言讀[1]]或 [n]，“安"讀[l]æ132 ] 、 “鵝"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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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132] 0 (二)中古並母仄聲宇康家崖方盲調送氣音，三甲集方言有些讀送氣，有些讀不送

氣。例如: “避、薄、步、絆"四字，康家崖方吉均讀送氣，三甲集方吉“避、薄"讀送氣，
“步、絆"讀不送氣。(三)中古章組字，如“枝、翅、是"三字，康家崖方吉均讀舌尖前
音，三甲集方言“枝、翅"讀舌尖後音， “是"讀舌尖前音。(四)北京話擦音聲母[~]與合

口呼宇相拼時，康家崖方言仍讀[~]聲母，而三甲集方言讀凹聲母，如“書"讀[叫， “水"

讀[fei] 。
從三甲集話的這些特點我們可以看出來，它的底層是與康家崖話一致的，具備中原官話

嚨中片的特點。但是由於三甲集鎮地理位置特殊介於蘭州和臨夏之間，是一個繁榮的商埠，

商旅往來頻繁，方盲既受到臨夏話的影響，也受到蘭州話的影響。例如:零聲母的開口呼宇

讀[IJ]聲母是底層的體現，讀[n]聲母，顯然是臨夏話影響的結果。再如:古全濁今讀塞音塞

擦音的聲母讀送氣音，這是底層的體現，讀不送氣音，則是受蘭州話影響所致:擦音聲母[~]

拼合口呼字時讀間聲母，更是蘭州話影響的結果。雖然，依照三甲集話中古入聲字歸平聲的

特點，還歸於中原官話朧中片，但其餘特徵已很快地在向蘭銀官話靠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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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tic Comparisons of Two-Tone Dialects of 
Honggu and Sanji吋i in Gansu Province 

MO Chao & ZHU Fulin 

Abstract This paper aiInS to study the phonetic sy晦ms of Honggu dialect and S叫兩i
dialect. Honggu county is 50 miles west of Lanzhou city，位le capital of Gansu province. S叫i吋i
town lies in Guanghe county of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Gansu province, about 80 
mi1es south of Lanzhou city. In order to fmd out the cause of two tones in these two dialects，也is

paper studies the phonetic systems of Honggu dialect and Sanjiaji dialect, analyses especially the 
tone sandhi of the two dialects, and then compares S叫i句i dialect with Honggu dialect, and wi也
the dialect of Kangjiaya town which is si個ated in Lintao county of Dingxi city and is separated 
企om Sanji句 i town by the Guanghe River. 訂閱 findings of this paper show 也at Honggu dialect and 
Sa剛剛 dialect are taken as the dialects with the least tones in Chinese and dialects wi也 two tones 
come from dialects wi也 three tones. In addition, Sanji吋 i dialect is now changing from Zhongyuan 
Mandarin to Lanzhou-Baiyin Mandarin. 

Keywords two-tone dialect, phonetic system, phonetic comparisons, Honggu dialect, 
Sa吋i句i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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