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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子变韵是 20世纪 50年代后期汉语方言普查时
在郑州、原阳和获嘉等河南方言中发现的[1]。20世纪
70年代以后，从山西中部到河南中部的很多方言中
都发现有子变韵，并且发现了地名和动词另有一套
变韵（一般称作D变韵）[2]。最近，山东博山方言中也
发现有子变韵和D变韵[3]。我们发现，陕西凤翔方言
也有子变韵和D变韵。

凤翔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凤翔方言
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4]。本文记录的是笔者的母语
凤翔县汉封乡的方言。汉封乡位于凤翔县县城西北

约18公里处。

一 子变韵
王福堂先生把子变韵分为三种类型：拼合型、融

合型和长音型。长音型子变韵“即‘子’尾音节的声
韵调都消失，但音长保留下来，融入前一音节，生成
一个长音节的子变韵。”[2]在生成长音型子变韵时，有
的方言不变调，有的方言变调。

凤翔方言既有自成音节的词缀“子”[tsɿ0]，41个
韵母中又有39个可以生成子变韵，自成音节的词缀

“子”和子变韵可以自由交替使用。凤翔方言的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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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是长音型，与山西临猗、夏县和山东博山相同。凤
翔方言阳平字的子变韵只是拖长音节，不变调；阴
平、上声和去声的子变韵在拖长音节的同时还变调，
变调调值与后字为轻声的两字组中的前字相同。①

例如：

梯子 ts‘i21-53 tsɿ53-21＞梯 Z ts’iː
皮子p‘不 tsɿ＞皮 Z p‘iː
领子 litsɿ＞领 Z liː
帽子mɔ tsɿ＞帽 Zmɔ

凤翔方言基本韵母都有相对应的子变韵。（见表1）

①凤翔方言单字调四个：阴平21，阳平24，上声53，去声44。凤翔方言的轻声字音长不短，音强也不弱，调值由其前字调
类决定，在阴平、上声后面一律读[21]，在阳平后面一律读[53]，在去声后面一律读[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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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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ʅ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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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狮 Z sɿː53

池 Z t ʂ‘ʅː24 | 尺 Z t ʂ‘ʅː53 | 式 Z ʂʅː53

日 Zərː53|儿 Z
动物的幼崽ərː24

碑 Z piː53 | 篦 Z piː55 | 皮 Z p‘iː24 | 鼻 Z p‘iː24 | 糜 Z miː24 | 梯 Z t‘iː53 | 里 Z liː53|底 Z tsiː53 |

蹄 Z ts‘iː24 | 机 Z tɕiː53 | 虮 Z tɕiː55 | 起 Z tɕ‘iː44 | 气 Z
一～ː一口气tɕ‘iː55|呢 Zȵiː24 |戏 Z演员ɕiː55 |

椅 Z iː44 | 胰 Z iː55

堡 Z puː44 | 铺 Z p‘uː55 | 模 Z muː44 | 麸 Z fuː53 | 秃 Z t‘uː53 |肚 Z
用作食品的动物的胃tuː44 | 肚 Z腹 tuː55 |

炉 Z luː24 |谷 Z kuː53 | 胡 Z xuː24 | 杌 Z uː53

竹 Z tsʯː53 | 珠 Z tsʯː53 | 柱 Z tsʯː55 | 厨 Z ts‘ʯː24 | 梳 Z sʯː53 | 褥 Z zʯː53

橘 Z tɕyː53 | 女 Z
女孩ȵyː44 | 苇 Z yː44

麻 Z maː24 | 辣 Z laː53 | 渣 Z tsaː53 | 铡 Z ts‘aː24 | 礤 Z
把瓜、萝卜等擦成丝儿的器具ts‘aː53 |叉 Z

嚼子ts‘aː44 |

沙 Z saː53 | 瞎 Z xaː53

家 Z tɕiaː53 | 夹 Z tɕiaː53 | 架 Z tɕiaː55 | 卡 Z tɕ‘iaː53 | 匣 Zɕiaː24 |牙 Z
用刀成的小块瓜果iaː24 | 鸭 Z iaː53

瓜 Z
傻瓜kuaː53 | 花 Z xuaː53 | 滑 Z xuaː24 | 袜 Z uaː53

刷 Z sʯaː53

折 Z t ʂəː53 | 车 Z t ʂ‘əː53

别 Z
拌子piɛː24 | 戒 Z tɕiɛː55 | 茄 Z tɕ‘ieː24 | 镊 Zȵieː53 | 蝎 Zɕieː53

瘸 Z tɕ‘yeː24 | 靴 Zɕyeː53 |月 Z yeː53

沫 Z moː53 | 磨 Z moː55

驮 Z tuoː55 |坨 Z
一～地方ː一小块地方t‘uoː24 | 骡 Z luoː24 | 罗 Z luoː24 | 桌 Ztsuoː53|撮 Z tsuoː53 |

镯 Z tsuoː24 | 凿 Z tsuoː24 | 锁 Z suoː44 | 果 Z kuoː44 | 盒 Zxuoː24

－

牌 Z p‘ɛː24 | 菜 Z
油菜ts‘ɛː55

拐 Z kuɛː44 | 筷 Z k‘uɛː55

—

辈 Z peːi55 | 拍 Z pÁeːi53 | 胚 Z pÁeːi53 | 美 Z
一种可食的野生果实meːi44 | 色 Z seːi53|

格 Z keːi53

堆 Z tueːi53 | 对 Z tueːi55 | 推 Z tÁueːi53 | 垂 Z
男子阴茎 tsÁʯːi24 | 围 Z ueːi24

锥 Z tsʯeːi53 | 槌 Z
夯实土层的工具ts‘ʯeːi44 |摔 Z

用布条做成的除去身上灰尘的用具sʯeːi53

包 Z pɔː53 | 豹 Z pɔː55 | 袍 Z p‘ɔː24 | 帽 Z mɔː55 | 稻 Z t‘ɔː44 | 脑 Z lɔː44 | 糟 Z酒糟 tsɔː53 |

枣 Ztsɔː44| 槽 Z ts‘ɔː4 | 梢 Z树梢 sɔː53 | 嫂 Z sɔː44 | 臊 Z sɔː55 | 蒿 Z xɔː53

表1 凤翔方言基本韵母与子变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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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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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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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子

婊 Z piɔː44 | 料 Z liɔː55 | 条 Z ts‘iɔː24 | 小 Z
男孩siɔː44 | 酵 Z tɕiɔː55 | 孝 Zɕiɔː55|腰 Z iɔː53 | 窑 Z iɔː24 |

鹞 Ziɔː55

豆 Z toːu55 | 肘 Z tʂoːu44 | 绸 Z tʂ‘oːu24 | 沟 Z屁股koːu53 |口 Z k‘oːu44 |瘊 Zxoːu24

瘤 Z lioːu24 | 袖 Zɕioːu55 | 纽 Zȵioːu44

扳 Z pæ
～ː55 | 盘 Z p‘æ

～ː24 | 贩 Z fæ
～ː55 | 单 Z tæ

～ː53 | 摊 Z t‘æ
～ː53 | 坛 Z t‘æ

～ː24|毯 Z t‘æ
～ː44 |乱 Z

乱子læ
～

)ː55 |

簪 Z tsæ
～

)ː53 | 搀 Z
参在一起的用具ts‘æ

～ː53 | 扇 Z ʂæ
～ː55 | 肝 Z

动物的肝kæ
～ː53 | 汉 Z个子xæ

～ː55 | 鞍 Z Næ
～ː53

鞭 Z piæ
～ː53 | 片 Z p‘iæ

～ː44 | 辫 Z p‘iæ
～ː55 | 骗 Z p‘iæ

～ː55 | 面 Z miæ
～ː55 | 帘 Z liæ

～ː24|脸 Z
打～ː化妆liæ

～ː44 |

链 Z liæ
～ː55 | 尖 Z tsiæ

～ː53 | 剪 Z tsiæ
～ː44 | 钎 Z ts‘iæ

～ː53 | 毽 Z tɕiæ
～ː55 | 钳 Z tɕ‘iæ

～ː24 | 捻 Zȵiæ
～ː44 |

碾 Zȵiæ
～ː55 | 黡 Z

黡iæ
～ː44

缎 Z tuæ
～ː55 | 卵 Z

阴囊luæ
～ː53 | 钻 Z tsuæ

～ː55 |关 Z kuæ
～ː53 | 馆 Z kuæ

～ː44 | 管 Z kuæ
～ː44 | 丸 Z uæ

～ː24

串 Z ts‘ʯæ
～ː55

圈 Z
打～ː给猪配种tɕ‘yæ

～ː55 | 楦 Zɕyæ
～ː55 | 院 Z yæ

～ː55

梆 Z paː53 | 方 Z faː53 | 章 Z tʂaː53 | 肠 Z tʂ‘aː24 | 厂 Z tʂ‘aː44 | 缸 Z kaː53|杠 Z kaː55 |

巷 Z xaː53

糨 Z tɕiaː55 | 箱 Z siaː53

筐 Z k‘uaː53

桩 Z tsʯaː53 | 庄 Z tsːaː53 | 窗 Z ts‘ʯaː53

本 Z pəː44 | 疯 Z fəː53 | 戥 Z təː44 | 层 Z ts‘əː24 | 撑 Z ts‘əː53 | 糁 Z tʂəː53|升 Z ʂəː53 |

刃ʐəːN55 | 根 Z kəːN53

瓶 Z p‘iː24 | 钉 Z tsiː53 | 亭 Z ts‘iː24 | 性 Z siː55 | 金 Z tɕiː53 | 妗 Z tɕiː55 |银 Z iː24 |

引 Z iː44 | 窨 Z iː55

墩 Z tuː53 | 筒 Z t‘uː44 |聋 Z luː24 | 粽 Z tsuː53|孙 Z suː53|辊 Z kuː44|蚊 Z uː24|

盅 Z tsʯː53 | 种 Z tsʯː44 | 冲 Z ts‘ʯː53

轮 Z lyː24 | 裙 Z tɕ‘yː24

二 D变韵
河南的一些方言和山东博山方言有D变韵。河

南获嘉方言的D变韵母一般适用于小地名、处所词、

动词、形容词、副词、象声词[5]。山东博山方言中，地

名中的“家”字，“了 l”“的”“着”“里”“到”等虚词都用

D变韵[3]。

凤翔方言也有D变韵。凤翔方言中虚词“着、

的、得”和实词“上”可省略，用前字的 D变韵母表

示。“的”“着”“得”“上”等字和D变韵可以自由交替

使用。D变韵方式和子变韵相同，即音节拖长，阳平

字不变调，阴平、上声和去声字同时还变调。下面分

别举例。

在连动句“NP+VP1+VP2”中，VP2 是趋向动词
“来、去、进来、出去”等或者是动词“走”，VP1表示VP2
的方式时，VP1中的V可以省去助词“着”[tʂ0]，用D变
韵。例如：

（1）你坐 D班车去。
（2）拐他拉 D牛进来了。
（3）拐他坐 D汽车走了。
（4）拐他吆 D一群羊去了。
（5）你抱 D娃娃在到哪去呀？
（6）拐他把板凳端 D出去了。
（7）你把伞给拐他捎 D来。
在“V的 N”中，“的”[tsi0]可以省去，用 D变韵。

例如：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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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提 D啥哩开呀？——我提 D苹果哩开。
（9）席上晒 D啥哩开？——席上晒 D麦哩开。
（10）你栽 D拐那树活了没？
（11）我戴 D改这表是旧外旧的。
（12）我看他量 D改这麦湿着哩呢。
在“VP（包括形容词）＋得＋补语”中，“得”[tsi0]

可以省去，“得”前的字用D变韵。D变韵的字可以是
动词、形容词、名词和代词。例如：

（13）改这苹果好 D很。
（14）改这衣服你穿上欠火 D很。
（15）我眼黑讨厌拐他

D很。
（16）我想你 D很。
（17）他娘稀罕他拐那儿 D很。
（18）我跑 D比谁都快。
（19）拐他唱 D抓开向怎么样？
（20）拐他唱 D好啊不？ ——拐他唱 D好 D很。
（21）一天没吃烟，烟瘾发 D没向不行了。
（22）馍馍撇扔

D到处都是。
（23）你立站

D太远了。
（24）改这板你锯 D短尕一点。
在“V+着（相当于“到”）＋处所、时间词语”中，

“着”[tʂɔ0/ɔ0]可以省去，V用D变韵。例如：
（25）笔跌掉

D地下了。
（26）把萝卜腌 D瓮里。
（27）把麦摊 D场里晒尕一下。
（28）我走 D哪搭哪里，拐他跟 D哪搭。
（29）拐他跪 D地下不起来。
（30）日子定 D明儿了。
（31）提 D街上卖去了。
（32）你立 D

站搭这儿把路挡住了。
在“V+上＋NP”中，“上”可以省去，V用D变韵。

例如：
（33）给我扯 D一尺布。

（34）你给锅里添 D点水。
（35）我在地里栽 D点葱。
（36）你给他买 D点啥？

三 余论
王福堂指出：“子变韵是在数百年前随着山西方

言进入河南地区的。”[2]陈宁指出：“从语音和功能上
看，博山方言的子变韵，以及‘D变韵’，同晋南豫北
的子变韵和‘D变韵’是对应的。我们认为它们在历
史上是同源的。明初的山西移民跟这个问题可能有
特别密切的关系。”[3]

凤翔方言的子变韵和D变韵与山西移民有无关
系还需深入研究。这里我们把凤翔方言的子变韵和D
变韵与山西、河南和山东方言的同类现象作一比较。
子变韵是这些方言共同具有的，无需多说。D变韵虽
然这些方言都有，但每个方言变韵的功用和范围有差
异。最大的差异是：河南获嘉、浚县、荥阳、长葛方言和
山东博山方言的D变韵都可以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变化
的实现，而凤翔方言的D变韵没有这种功用。另外我
们注意到，凤翔方言省去助词“得”的D变韵，变韵的字
除了可以是动词和形容词外，还可以是名词和代词，
这是上述河南、山东方言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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