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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

连 读 变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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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关于 汉 语 方 言 中 的 连 读 变调 现 象
,

国 内外 学 者 已 经 发 表 了 大 量的 文 章进
`

行
子描 写

。

我 们想 就 其 中的一 些带理 论 性 的 问翘谈 几 点初步 意 见
,

以 就 正 于 国 内外 学 者
。

1 连读 变调 的 产 生 及 其在 语 言中的 作用

1
.

1 通常 认为
,

汉语 的 绝大 部 分 字都 是一 个字 代表 一个 音节
。

每 个字有 一 个单 字调
,

即本 调
。

字与 字组 成 字组
。

在 语流 中 , 字组 ( 两 个或 两个 以 上 ) 内的 各个 字 的 声调 往往 跟

本 调 不 同
,

这就 是 连 读 变调
。

它的 产生 跟 汉 语词 汇 的 双 音节 化有 关
。

以 北京 话为 例
,

有的

是其 中 一个 字 的 声调 变 为 另 一 个声 调
,

如两 个 上声相 连
,

前一个 上声读如 阳 平
:

有井 二 油

井 ; 有的是 其 中一个 字出 现新 的 调形
,

一 般来 说 是趋 于 简 化
,

如 上 声在其 它三个声 调前调

形 由 曲 变直 : 北 加翻

一
北京 p e i JL t越引 ; 再 有的 是 后 字声 调弱 化

,

失 去原 有的 调形 和 音

高
,

即变为 轻声
,

前 字的 声
;

调 封裹住 了 整 个 字组
。

如
:

子 St I拢

一
椅 子 iALt 叭砰 许 多方 言 还

有 比 上 述 情况丰 富得 多 的变调 形 式
。

1
.

2 连 读 变调 产生 于实 际 语 言 中
,

反 过 来又 加 强 了 语 言 的表 达 能 力
。

在 很 多方 言中
,

一 些 写 下来 看 不 出区别 的 字 组
,

由于变调 形 式 的 不 同 而 具有 不同 的 意义
。

这里 可 以 有三 种

情 况
:

1

1
.

2
.

1 字 形相 同
,

但 内部 结 构 和 语法单 位 的级 别不 同
,

意 义 也 不 同
。

例如 在 北 京 话

里
:

打 手 该

在定 海 话 ①里
:

那 抑
·

名 词
:

帮凶

月r 月 词 组
:

碰 手

生 蛋 as 习
、卜 J卜 名词

:

不 熟的 蛋

朴 」 词 组 :
卜

(鸡 )下 蛋

声

l`.̀了Jl飞

Ou血

1
.

2
.

2 字形 和 内部 结构都 相伺
,

但 词 性或 语法 单 位级 别 不 同
,

意 义 也 不同
。

例 如 在

苏 州 话里 :

过 份 k o u v o n
4 外 动 词 组 : 闲话 讲得武 一 哉

。 ;

话说得 太 过头 了
。

朴 廿 副 词
:

吃 得 ~ 多 弗好
。

吃 得 过 份 多 不 好
。

在 平 遥话 ①里
:

光 光 长u 叨 ` 如奋
浦k J 卜

J长 J r

.2 3 字形
、 `

内部 结 构
、

副词
:

、 来了 块 你
,

形 容词
:

介 底颗 头

词性 都 相 同
,

仅 仅 是 意义 不同 石 例 如在 定 梅话①里
:



瓢
h” 川

谓 :{
没 有 户 口 的 人

黑 色人 种

在 潮 阳 话④里
:

为L , 太 阳
“

砂
一 ’ “ 一

热 伙该彝
、

属弊
研 究 连 读 变 调 的 意 义

琶宁

歹嗯
协 处 关 万

、

“
` 勺一

一 舟一

.2 1 研 究 连 读 变调实 际 上 是 把 语音 现 象 放 布语 流 中进 行 分 析
,

这 才 是真 正 对 实 际 口

语 语音的 研 究
。

在 吴 语这 样 变 调 十 分 丰 富的 方 言年
,

一 些 单 字 由 于 没 有 单 独 使用 的 机 会
,

始 终 处 于 变调 的 状态
,

以 致 人们 已 经 说 不上 他们 的 本 调是什 么 了
。

例 如 上 海话
:

世 界 二 书

架 ` 犷 淮刻粉 “世 ” 字读 同 阴 平 字 “ 书 ” 的连调 式
。

由 于 “ 世 ” 字一般 不单 用、 据我 们 的

调 查
,

几 乎 百 分之 百韵 发 音人都 把单 字 “ 世约犊 同 稗书, 动就 是在 变调 不 丰富 的北京 话里
,

一 些 不单 用 的 轻 声 字 “ 的” t o .I
、 “

着 ” t 钾
·

}, 也同样 不能 单念
。

如果只是 研究孤立
_

的 单 字

音 梦 就 无 法处 理 和 解 释这 些 现 象
。

三十年 代
,

有一本陆 基 编的 滚往 音 符号 苏州 同者常 用

字汇 热
_

有 不少优点福 可惜 作者 不懂 连读变调
,

把 苏州话的 声 调弄乱了 国 , 但是
,

随 着 连

读变调 研究 的 不断深人
,

在上 述现 象面 前, 我 们已 经可 以不 再 束手 无 策 了
。 : i 、

;

2盗会
一

犯二 创 中 我 们说 的是连读 变调 附于 语言的使 用者的 用 处
。

对于语 言的研究者来说
,

这触连!读变 调 还 可以 成为 分 析语 言结 构 层 次的 工具之 一
。吮在 书面语 中

, 、

很 多 同形 歧 义 的 语
言片段

, 不在 实 际 口语丫包括 各种方 言 ) 巾厂 其 实 是 可似 通过不 同的 连读变 调来区 别意义 的
。

严格 地说
,

北京 口语里 的打手 袱 动 卜和 打 手 扩 汤
、

定侮 口 语 里的黑 人 料 升 和 黑人 ” 汁 分

别是 两 组 不 同 音 的 词 语
,

并不 出 现 歧 义
。

可 以 说 研 究 歧义 而不 注意 连 读 变调将很难 得 到 完

满的 结果 `
、

人
_ _ 一 `

、 、 : _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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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通过研 究趁 读 变调
,

还可 以帮 助我 们确定 同 一 方 言 区 内不 同方言片 的 划 分
。

以

前
,

我 们较 多 地 把单 字调 调 类
、

调值 当 作 划分 方 言 区
、

片 的 标准
。

其 实
,

在 连 读 变 调 复

杂的 方 言地 区 犷往往 声母 丫 韵 母和单 字调没 有 大的区 别
, :

所谓乡 音不同砂 只 是连读变 调 不

同
。

例 如 上 海 市奉 贤 县 东 乡西 乡的 声母 和单 字调相 同
,

只 有 两个 韵 母 有 细 小 差 别
,

但 两地

语音 在 听 感 上 明 显 不 同
,

就 因 为 有将 近 三 分 之 二 的 连 读变调 类型 不 同
,

、 ,

根据这 个标准 就可

以 划 出 东西 乡间 的 同 音 线 来
。 、

2
.

4 在 已 有的 连 读变 调 材料 中
,

已 经 发 现
,

不少 方 言 在 单 字调 中不 能 区 别的 调类
,

可

义 存 作 调 巾 庆 别 开 夹
。

例 如 存涓 岭 话 中
.

单 拿 调 阳平 和 阳 上都 县
, 、

3 1, 桥 二 兆 d扒 。心
,

但 在

连 调 中
,

桥 头 d不i 。明卜 d丫 林 钾 兆 头 d争i o j r dy 铭入扩 阳 平 和 阳上 不 同 ⑧
。

在川 沙话 中
,

单 字调 阳

平
` 、

阳上都是
`

盯 3、
一

瓷 = 市 机 J ,

但在连调 中如 黑瓷 五叭?朴 雄朴版 黑 市
`

h人突甘灯歌
,

帕 平 和 阳

上 不 同
。

这 种 现 象说 明
,

有 些 变调 可 能反 映 了 比 所 谓的 本 调更 古 老 的 面貌
。

由于 语音的 历

时 变 化
,

有 些 古 调类 在单 字音今 合拼 消失
,

却 还保 留在连读变 调中砂 因 此
,

某些 变调 现 象

也 许是 研 究 古 声调 的 有用材 料、
一 : `

定 一
’ ·

不 过
,

不 能说 所 有 的 变 调都 比 本 调 更 古老
。

例如
,

平遥 话 单 字调不 分 阴 阳毛 铅 二
誉

t ,
`

加刻
,

但 在 连调 中可 以 分 别
,

铅 笔 t。
`

i 吻从 Pi 峰 那 气墙 壁 姻气叨沁 醉心月① 。

当然不 能 说 分

阴 阳 的 平声 比 单一 的 平 声 更 古老
。

新 派 上 海话 明 去、 踢人单字调是不 同的
,

但 以院去 开 头

和 阴 人 开 头的 连调类 型 已合拼 为相 同的 了
。 、

如
:

四 年 J即主汗卜 补 i对 , 一年 乳口知 城 欲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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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 音词 的 声调
· · -

有 的 学 者根 据某 些 变调比 本调 更 古 老这一 点, 认 为通 常 说的 变调应 该是 本 调
,

而 本调 应 该 是变调
。

我 们 认为
,

脱 离具 体 的方言
, !

笼统地 纠 缠 哪是本调
、

哪是 变调 是 说 不

清 的
。

应 该 抛 弃 本调 和 变调 的 说 法
,

,

从共 时 的角度 重新认 识 连读 变调
。 `

3
. 1

2 在 语 流 中
,

每 一 句话 都会有各 种 长度 不 同的停顿
,

长的停顿在 书面上 大 都 用 逗

号
、

顿号 来表 示
,

短的停顿 在书 面上 一般 不用记号
。

这 里
,

我们 将引 进语 音 词 的 概念
。

在
嘴

⋯语 流 中
,

杯 两个停 椒之 何 的语 ! 片段就是 一个 语 音 饲
。

它 是 一个 语音学的概 念
,

跟语 法学

没 有直接关 系 ; 它 可 以是单 音节的
,

也 可以是 双音节 或 多音 节的 , 它 可能 等于语 法上 的一

个词
,

也 可 能不 是
。

语 音 词不是亩语 言 学 家 划分
,

而 是由说话人划 分的
,

它很 灵 活
,

说 话

人 可 以 按 照 自己 的 习 惯 或意 愿 在 一 定 限度 内 自 由 地 划分 语音 词
,

下 面是 一句 苏 州话 的例 子
,

用 竖 线 或 圆 点隔开 的 都 是不 同 的 语 音词 ⑧
。 」

1 我 去买 } 拖 眷柄
一

5 我 } 去 } 买 l 拖备柄
2 我去 I 买

’

拖 备 柄 6 我 去 } 买 拖 参柄
`

3 我
’

去 买 J拖 备柄 7 我
.

去 } 买 拖 番柄
_

;

4 我 } 去 买 I 拖 参柄 8 我 去 ! 买 ! 拖 番柄

此 外
, “

拖 参柄,, 一词 又 可 有 哪拖备 柄 ” 和
少“ 拖 番

,

柄 ” 两 种读 脚
。

这样
,

上述 句子 就 有十

六 种 说 法
。

这 也更证 明语 音词 的切 分跟 句法 结 构的 切分 是 两回事
,

·

二者可 能一 致 , 更 可能
一

不 一 致
。

3
.
3 每 个语 音 词 都 有一个 独立 的声 调

。

如所 周 知
,

声调 是超 音段 的
,

所 以
,

一个 声 调

可 以覆 盖 两个或 更 多 音 节的 语音词
,

单音 节 语 音词 的 声调就 是通常 说 的单字调 ( 下面 简称
单 音 节 调)

。

双音节或 多 音 节 语 音 词 的 声 调即 连读 调 ( 下 面 简 称 双 音 节 调
、

多音节 调 ), 他

们 可 能跟 单 音 节调 相 同 ( 女目苏 州话 )
,

也 可 能 不 同 ( 如 北 京话 )
,

但 每一 个方 言 的 语音词的

声 调 都 是 确定 的
,

并 且 一 般 不 会 太 多
。

以 前认 为 一 个声 调 只 能覆盖 一 个音节
,

一 个语 音词

有儿 个音 节就 给 它标几 个 声 调
,

如 果 这些 声调 跟 单 字调 不 同
,

就 称之 为 变调
。

现 在我们 认

为
,

所 有语 音词 的声调
,

不 论覆 盖 几个 音节 , 都有 同等 的 地 位
,

在 罗 列某个方 言 的
·

音 系

例
·

,

应 该 全 部 列 出
。

在 标 音 时
,

每 个语 音 词 只 标 一个 声 调
,

不 论 它包括几 个音节
。

3一 4 实 际 方言的 声调 是 丰富 多 样的
,

说 某些 方 言 中双 音节 调跟 单 音节 调相 同
,

多音 节

调 又 跟双音节 调~ 样
,

其实 并 不 是简单 的 完 全 同 一
。

在 这方 面 , 我 们得 到了 沈 同 《 新派 士

海 话 声 调 的 底 层 形 式》⑨一 文 的 启 发
,

沈 文 运用 国 外生 成 音 系学 ( , 助 ar tvi ` 冰。扛已她犷 )

的 自主 音 段 理论 (A ut OS es m ne 场 1 the or y) 来 解释 新 派上海话钓 声调 ; 通 过对底 层 语 音形

式 的 分 析
,

主要 采 用 增加一条尾 音 规则 和 一 条 低调延 伸 规 则的方式
,

较 好地解释 了 在 表 层

形 式
_

性各 不 相 同 的 新 派 上 海 话 声调 现象
。

这使 我 们联 想
i

到
,

对其它各种表层形式复 杂的 方

言 声调
,

也 都 可 以 采 用 类 似 ( 不是 一样 ) 的 方式
,

以得到 比 较 满意的解 释
。

、 ·

。
·

3
.

5 过 去有 些 论 文 中 有 不 成词 变调 和成 词变 调 , 或 窄 用式 变调 和广 用式 变 调的说 法
。

按 煦上述 认识
,

斯谓 成 词 变 调 或 广 用 式变 调
,

就 是 一 个双 音 节 或多 音 节语 音 词 的 声 调
,

音 节 间 没有停顿
`

而不 成词变 调或窄 用式 变 调 则 是 一 个以上语音 词的 声调
,

语 音词之 间 有

短 的 停顿抽 语 流 中 短 停顿 前的 那个 音 节的连 读调或 单 字 调往往 有些小的变化
,

这 应 看作是

他 们 的变体
。

下面 是 荟3
.

离 中的 例 句 “ 我 去 买拖 春柄 ” 的 第 .2 孔 孚 三种 读 法的 标 音
,

其



中 第 7种 的 “ 拖 参柄 ” 改 标为 两 个 语 音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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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 砧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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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
`

IM ! m。衬 沈 , 们 已 f` n日 r ’ 协 n M
,

:

友 份 不承 认本调 和变调 的区 别 ,

给他们 议 平 等的地位
,

是就 对 他们的 性 质的 认 识 而 言

豹
。

这跟 对 一 个 陌生 方言的声 调调 查 方 法是 两 回事
。

就 多 数情 况来说
,

一 个方言 的声调 无
.

论 怎么 复杂
,

一

总会 有相当一部 分字 存睿冠韵 单 誉恭漪专于从调查单音⋯瑙旖入手馨 枕较方便
。

但对那些不 能单独 作语 音词
.

的字 就役 法记
,

必须直接 记双 音 节
、

多音 节 调 ` 如 果按 照传 统

的 办法
,

或者 是无法 记 录
,

或者 是违反 事丸 凭想 当然 为 他们确 定一 个声本调
” ,

这 当 然

是 不 可 取 的
。 一

洲 挤
卜

于
- 1 一 二 一 ·

’
.

厂
’

3
.

7 以 往 讨 论连 读 变 调 的 文章常 常谈 到 本 调与 变调 的 关系
,

指 出 决定 变 调的 因 素 可

能 是 中 古 音 来历
,

也 可 能是戴吾法 绪构
。 ·

这 跟我们 的再认 识 并 无 冲突 `
·

不 同 的 只在
:

我 们把
,

它 看 作语 音 词 中单 音 节调 和双音布奋 多音节调 的 关 系
。 : 二 心 一

- L

一

4 语音 词 声调 的 类 型分折 二

二
中

- 二 一

八

单 音 节 语 音 词 的 声 调 即单字 调
,

一 般 比 较 简 单
,

双 音 节语音 询 ( 多 音 节语音 词 往 往 只

是单
、

双音 节词 的延伸 J 的声 调即连读 调 , 则 各地 方言有 很 大 差 别
。

现 在 据 我们所 知的 材

料
,

试 图对 双音节调作
决洲些 赘型 分 析

。

请注 意, 、

这 鱼不是 对 方言 进行 分 类
,

’

不 仅 同一 类 型

的 双 音 节调 可 以 出现 在 许 多 方 言 中
,

同一 方言 也 可 以 有 几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双 音 节调
。

一

4
.

1 一个 语音 词 申 两个音节 的 声调跟他们作为 单音 节语 音时的 声调 相 同, 也 即 两 个

单音节调 相连就 是 ~ 个 双音节调
、

例 如
:

北 京 话 铅 锑
`

i幼
“ ` + 笔域 14z 二 铅 笔 丫 nai 才

5

, L
。

这 样
,

北 京话 的 声调 除 四 个单 音 节的 外
,

还 有十 五 个 ( 上声 斗 上 声 二 阳 平 + 上 声 ) 双音 节

的 声 调
。

也 许 可 以 把
一

粼铅 笔 , 看 成两个 单 音 节 调
,

但我 们倾向于 认 垃
,

把
“ 铅笔 ” 看 作 一

个语音词 更 加恰 当@
。

天律话的 情 况姻 跟 北 京话 妇一 样
。 一 ’

有时
,

其中 份 个音 节 的 声调 踉它 单 独 作为 语 音词 时 的声调 不伺
。

如 北 京 话 泞好 ” xa u “̀ 心

和
“ 好 马 ”

粉u 姚孵“ ,

晋江话 ` 茶 ” 比洲 和 漪茶壳 条杯 赞 t心 k
` 。k 娜

七⑧ ,

但 我 们仍 可 把 他
们 看 作 两个单音 节调相加

。 一
’ 、 · -

` ·

4
`

2 一 个语 音询中 至少 有一个 音 节 的声调 跟它作 筹单 音节语 音词时 的声调 不 同
,

整
个语 音词 的 声调也 跟 所有 单音节 调 不 同

。

这种 类 型在 各地方 言 中 见 得 较多
,

我们认 为 是 声

调历时 发 展 巾的 、 个付渡性 类型 沙 下 面 是 川 沙 话 的 例 子
:

“骚和
: 。十 牛 项 尹 ,脚一扁祷 骚牛 未阉的公 和。 川, 吻 3“ 河 p u那 十 水 料 ,

一
河水沁 1sl ” “

祸 p砂琦 认 水 赶
峨` ~ 共盏 祸水 p叨 丸弹 上

-

一
` }

脚 协认?协 扩 ` ”

一
脚 鱼鳖 gti A ? baa

` 3

一

北 京话 中 传统所说的 士 声 变为 半 上 到其实 也 可以 归人 此类
。

例 如 f

北 p ei
““ 译 京 t此俨书干 ` 北京 , ` t磷扩娜

·

“
`

一

老 场妒 队 丑 龟句争5

一
老 王 al 林 咖劝哪

- _ .

4
,

3
·

一 个 语 音词 的 所 有音 节的 声调融 合在份 起
,

联合 构成 一
`

个跟 某 单 音 节 调 相 同

的 声调
。

通 常 认为 的连 读变调最 复杂的昊语 就常常有这样的现 象
。

例 如
:

苏州话 中 有五 个

双音节 调
,

其调形 恰恰跟七个单音 节调 心即 单字 调
一

) 中 的五 个舒声 调~ 致
。

t

下 面是五 个单

音 节 舒声调 和相 应的 双 音节 调 的 比 较 , 其 中只 有 阴平调 略有不 同
,

( 但也可 以 视同 一 致 .)



其余 四个 调都 一 样
。

阴平
卜 清 招

`

in’ ` 清 爽 干净 t s
`

n id s“ :

`

阳 平 寻 公 n ll s寻着找 到 z n iz 。” 3

上声 早 t s况 5“

早 点 早 一 点儿 tS 决 t ll s,

阴去 够 k , 5 , 3

够 哉 够 了 k v t s 护 2 3

阳 去 动 d o 习2 ”` 动 气生气 d叨 t仁
`

12 ”`

这 可 以 说 是 本类型 中最 典型 的 一 种 情况L
。

根据单 音 节 调 与 双 音 节调 关系 的 不 同 又 可 以 分 为 两 类
:

(1) 双 音 节语音 词 中各音 节的 单音 节调 都 和那 个 双音 节 调 不 同
。

如 苏 州 话 货h o u s , “

阻

去和 货 色 h o u 韵? ` 4 阴 平
。

由 于双 音节语 音词 中的 各 音 节 不一 定都 可 以 单 独 成 为 语音 词
,

久 而久 之
,

在 一 些 方 言 中
,

人 们 已 经 说 不 出 这 些 音 节 的 独 立 声 调
。

例 如 狂
.

1 中所 说 的 上

海 话 “ 世 ” 字
。

( 2 ) 双 音 节调 跟 本 词 中一 个 音 节的 单 音 节调 相 同
。

如 上 海话 的 绝 大 多数双音 节 调都 司

以 看 作 跟它 第一 个音节的单 音 节调相 同
。

如 “

糊
、

糊涂
、 一

糊涂 虫
、

糊 里 糊
一

徐 ” ,

都 是 阳 去

调L
。

”
4

.

4 带 轻声 的 双 音 节 语音 词
。

我们 认 为 这 类 语音词 是 有些 汉 语方 言 中重音 化 倾 向 的

一种 表 现形 式
。

它 的 两个 音节 一重 一 轻
,

声 调就 是 重 读音节 的单 音 节 调
,

崛 读音 节附 着 在

重 读 音 节 上
,

不 能使整 个 语音 词 出 现 新的 调 形
,

其 中常见 的是重 读在前 轻声在后 ( 为 了 说

明 轻 声 的 存 在
,

我 们 另 加 勺
;

表 示之 )
。

例 如
,

北 京 话 爸爸 声
一

砰
5。、

儿 子。: t 处350
,

洛 阳 话 河

南 ” na n s ` 0 ,

JJI 东 昌a n t u 习3` ”L
。

·

这 种情 况赵 元任 先 生 在 《钟祥 方 言 记 》 中已 经有较详 细的描述
。

现 摘录 于 下 (黑 体是

引者加的 ) L

“
一

去声 接阴 平就 只 降而不 升
,

跟 阴 伞 合 成 一 次 的 去声
,

如 画 山 的 画 只 略 降就接上 山

字
。

去声 接 上 声 跟 轻 声 也 只 降而 不升
,

如 画 马
,

画 达 △ 的 画
。

去声 接 阳平 或 去声 第一

个 去 声 变高升 近 阴平
,

如 画 人 跟画树 连 读
,

画字 调 比 树字 调高
。

其 余各调 相连 没 有什

么 大 的 变 化
。

各调 宇下接 轻 声字 的 时候
,

轻 声 就 占上
一

字侧 的尾 部
。

一
、

一 、
、 -

贵 阳 话 中有 一 种 声调 类 型
,

我 们 曾称 它 为 “ 相 当 于 轻声的 变 调
”
L

,

即有 的 语音 词
,

的
后 一 音 节

,

不 管 它 单 念时 是什 么 调
,

-

一 律 读 成 高平调
,

调 形 跟 阴平 调相 同 , 但要轻 一 些
,

不是 真 正 的 阴 平 调
,

可 以说是 怪4
.

1 和 本 节所 说 类 型 的 过渡 型
。

按 本文 的 标 调 法
,

可 以 只
记 一 个 5

。

下 面是 新 旧 标 调法 的 比较
:

- -

健 儿 u 刻 e r 动「

一
ua er 拍 耳 朵 e r , t。 犷

一
e厂 t护 肠

衣 裳 幻 s叼 好
一

1 5叼
55“

我 的 习。 , 王叮
一

加 砰
3,

4
.

5 在 上 海 的 青 少 年 中 厂 近 几 年出 现一 种 新 的 声调 类 型
,

即不 论各 音节 的单 音 节 讽
如 何

,

一 律读 成 前轻后 重的 4 4 1 3 调
。

如
: 目困觉 k

`

u o n k o 4 4 ’3 一 点 点 i x? t i t i“ 13 规 规矩 矩

如
E 火讹 t邵 t 盯卿 气 这种 新的声 调正 在 常用 词 中不 断 扩 散 着

,

是 很值 得注 意 的语音 现 象
。

本 文提 出的 再认 识 主 要基 于对 北 京 话和 吴 语 的 研 究
,

其 他方 言 虽 有 涉 及
,

但 材 料 不

多
。

我 们热诚 希 望对 此有兴 趣 的 同 行能 为 我 们 提供 更 丰 富的 材 料
,

以 补 充或纠 正我 们 的 初

步 认 识
。 ; ,

爪
,



〔附 记 」 一九 八五 年 七 月
,

我们 借 汉 语 方 言学会 第三届 年会 召 开的 机会
,

在 山 西五 矗

曲 讨 论 并写成 此 文
。

参加 者有 汪 平
、

钱乃 荣
,

石 汝杰
、

石锋
,

廖 荣赛
, 、

其问
,

,

也 跟 参加 方

言 学年 会的部 分 同 行作过 讨 论
,

得 到他 们的启发
, :

有 的 同志 热心 地为卿 I提 供了他 们未 发

表 的方 言材料 ( 详见有 关 注释 )
。

在 此一 拼 致 谢
。 「

:

① 引 自方 松熹 价 定海 方 言两 字归 连 谈 变调 》
,

汉 译 方 言 学会 第 三 层 年 会 论 文
,

未刊 稿
。

② 引 自侯 精 一 《平 遥 方 言 的 连 读 变调》, 《方 言 》 1 9 8。年 第 1期
。

⑧ 同 ①
。 一

1

一

④ 引
一

食张 盛 裕 公潮 阳 方 言 的 连 读 变洱》
, 《方 言 分 1, 7 9年 第 2 期

。 ⋯

⑤请参 看
:

李 荣 《 方 言 研 究 中的 若 干 问 题 》荟1
.

b 《方 言 》 1983 年 第 2 期
。

⑥ 弓l白 李
,

荣 带 温岭 方 言 的 连 读 变调 )), 《方 言 》 1 9了9年 第详
.

期
。

.

⑦ 同②
。

⑧请参 看 钱 乃 荣
、

石 片 杰 《 关 于 苏 州 方 言 连 读变 调 的意 见 》, 《方 言 》 1洲 3年 第 4 期
。

⑨ 请 参看 沈 同 《新 派 上 海 话 声调 的 底 层 形 式》, 《语 言 研 究 )}l 98 5年 第2期 。
1

L 在 县 体 标 音 方 式上 卜 为 方翅黔鹉见
,

哲 月七⋯和巩蒸疚制 的 数 字标 调 法
。

1叫匕京 话 的 四 个

单 音 节 调 分别 是扎
、 3 爪 21 4

、

51
, 用 小 字 写在 右 止 角

。 :

⑧ 本
一

文是 甘连 诱 变调 的
几

综 合 俊述
,

限于 篇 幅
,

具体 方 言 的 情 况只 能 作 为例 子被 提到
,

而 不 能 对他 们 一 一 作 史 祥娜召壑分新堆士诊 布,

恕匕春绝衡羡碑 文缺萝啦稗了参截封 料
,

请 读 者 查

润
。

二
,

L 请参 看 石 锋 《 天 津 方 言 双 字 组 声 调 分 析 }), 载 本刊 本 期
。

L 请 参看 吴 宗 济 《普 通 话 语 调 的 实 验研 完
—

兼论 皿代 汉 语 语调 规 则 问题 》
, 1牙8 1年 10

月在 中 国语 言 学会 第一 届 年 会 上 宣 读
。

L 引 自甘 于 念 《晋江 方 言 的连 读 变调 》,

汉 语龙 言牟 会 第三 局杰 会 论 文
,

未刊 稿
。

⑥ 请 参 看序雄 容 价苏 卿 话 单 字调
、

双 字 调 的务脸 研 究 》, 《谙言 研 完 》1 9 8 3年 第 2 期 ;

抓平 《 苏 州 方 言 两 字 组 的连 调 格 式》, 《方 言 》 10 8 3 年 第 4 期
。

L 同 L `

⑥ 引 食 曹 光 乎 玄 洛 阳 话 竹 释 声 和 福 州 话 的 声
`

变》
,

汉 语 方 言学 会 第 三彝年会 谕 大
, :

水

刊 稿
。 、

万

L 引 食赵 元 任 式 钟 祥 方 言 记 公 第 只 页 ,

什学 出 J

彝 社
, i 肠 6年新 一版

。

L 请 参 看汪 平 《责 阳 方 言 的 语 音 系统 》
。

《方 言 》1 98 1年 第 2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