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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混合方言韵母和声调的演变 `

周 政

提 要 本文讨论陕南混合方言韵母和声调的演变 。陕南方言的接触 ,东部的安康和商洛主要表

现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 、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的深度接触 , 西部的汉中主要表现为中原官话与

西南官话的深度接触 接触所引发的韵母和声调的演变表现出一定的规律 。

关镇词 陕南混合方言 韵母 声调 演变

一 引 言

陕南地处秦巴山地 ,其秦岭的北部是关中中原官话区 ,南边是与之相连接的四川 、重庆西

南官话区 ,加之陕南东部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鄂东与皖西南 ,西部人口主要来 自四川和陕西的

关中 ,致使陕南方言东部和西部 、南部和北部存在较大差异 。大致说 ,东部主要表现为中原官

话 、西南官话与外来江淮官话 黄孝片 的深度接触 ,西部主要表现为西南官话与源自关中的中

原官话的深度接触 。

方言语音是一个系统 , “方言中语音成分的变化主要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行动 ,而是

声韵调各个不同层级的集群的集体性变化 。” 王福堂 陕南方言在接触中所发生的语音

变化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不过陕南不同方言在接触之中所引发的音变与外部条件有着密

切的关系 ,比如同样两种方言 ,由于外部条件的不同 ,其变化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有的声韵调都

同时发生变化 ,有的声韵发生变化 ,而声调没有发生变化 有的声调发生变化 ,而声母 、韵母没

有发生变化 有的只是声韵当中的某个集群发生变化 ,而其他并不发生变化 。

经笔者调查发现 ,在陕南各混合方言区中 ,同样是两种方言的接触 ,由于人口源流 、移民时

间 、人口比例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 ,接触的结果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层次随之也不同 。据此

本文分别将安康汉滨城关周边乡镇的县河 、宁陕县江口回民区 、东部白河县城关 、商洛的镇安

城关作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混合方言点 ,将安康的宁陕 、石泉 、岚皋三县的城关以及镇坪

县的北部区域作为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混合方言点 ,将汉中的汉台 、西乡 、勉县 、略阳四县城

关作为西南官话与中原官话的混合方言点 ,分别讨论它们在方言融合之中韵母和声调所表现

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陕南方言的历史层次研究 ” 编号 、安康学院项目“陕南方言研究 ”

编号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安康方言语法特征研究 ” 编号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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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不同特征以及变化的先后顺序 。

二 陕南混合方言韵母 的演变

表一所列是各方言点的韵母读音变化情况

表 一

中中中原官话 江淮官话话 中原官话 西南官话话

江江江口回民民 白河城关关 西乡城关关 汉台西关关 勉县城关关 略阳城关关

遇遇通摄合口明母母 月卜 刁卜

韵韵母的变化化 △△ △△△△△△

知知三章合口字字 跳跳 跳跳

韵韵母的变化化 △△ △△△△△△

蟹蟹止山臻摄端系合 口字字 未脱落落 都脱落落 未脱落落 未脱落落 未脱落落 未脱落落

介介音的脱落落落 △△△△△△

果果宕人咸人山人摄摄 开口丫丫 开口一合口口 开口丫丫 开口丫丫 开口丫丫 开口丫丫

一一等见晓字的分合合 合 口 △△ 合口 合口 合 口 合口 。。
江江江淮官话 中原官话话 江淮官话 西南官话话

汉汉汉滨县河河 镇安城关关 宁陕城关关 石泉城关关 岚皋城关关 镇坪北部部

遇遇通摄合口明母母
韵韵母的变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知知三章合口字字 从 叱叱 叽叽 从从 从从 叱叱

韵韵母的变化化 △△△△△△△

蟹蟹止山臻摄端系合 口字字 都脱落落 都脱落落 都脱落落 都脱落落 都脱落落 都脱落落

介介音的脱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果果宕人咸人山人摄摄 开口丫丫 开口一合口口 开口一合口口 开口 合口口 开口一合口口 开口一合口口

一一等见晓字的分合合 合口 。△△
注 “△”号表示该点发生了变化 。

表一内的韵母读音变化主要包括遇通摄合口明母韵母的变化 、知三章合口字韵母的变化 、

蟹止山臻摄端系合口字介音的脱落 、果宕人咸人山人摄一等见晓字的分合等 项 。按接触关

系分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 、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 、江淮官话与西南官

话 个类型 ,前为该区域接触前的基础方言 ,后为外来方言 。表一中所显示的变化结果是

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或是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韵母读音都发生了变化 ,而中原官话与西南

官话 、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的韵母读音没有发生变化 ,变化主要集中在陕南东部的安康与商洛 。

从方言点看 ,韵母读音发生变化有 处 ,分别是白河城关方言 、汉滨县河方言和宁陕江

口回民方言 。

最突出的问题是知三章合口字韵母的变化 ,主要发生在安康宁陕县江口镇的回民话 、

白河城关话和汉滨县河话 。 处一个共同点是原方言面对的均为强势方言 ,接触结果是随着

声母读音的演变 ,江口回民方言和白河城关方言的韵母 也相应被江淮方言的 跳所代替 ,汉

滨县河方言的读音 从被中原官话的读音 所代替 。

其次是遇通摄合口明母韵母的变化 ,主要发生在安康宁陕县江口镇的回民话和白河城

关话 ,均为原基础方言的 被江淮方言的读音 。所代替 。

以单点方言看 ,韵母变化最大的是白河城关方言和汉滨县河方言 ,除知三章合口字韵

母发生变化外 ,果宕人咸人山人摄一等见晓字的分合也发生了变化 ,白河城关由原方言的开口

读 合口读 。变为合口与开口合流 ,都读 。,与江淮官话相同 汉滨县河由原方言的开合都读

变为开口读 丫合口读 。,与中原官话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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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以上变化 ,与下面 点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与陕南东部与西部的移民人数有关 。因为东部移民人数远远大于西部的移民人数 ,
据萧正洪考证统计 ,陕南三府州明清时期的人口增长 ,兴安府增长幅度最大 ,增加 倍 商

州次之 ,增加 倍 汉中府最低 ,增加 倍①,移民人口的多寡对原基础方言的影响也必

然会有所不同 。

二是与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干预和影响有关 。如安康的汉滨县河方言 ,由于安康汉滨

城关人口集中 ,且又是该区域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种强势的文化干预作用致使城周边的

县河方言也逐步向城关方言演变 。

三是与方言的强势地位有关 。其表现是 ,原基础方言如处于强势地位 ,接触结果韵母不发

生变化 ,如汉中的汉台 、西乡 、勉县 、略阳 县城关 ,安康的宁陕 、石泉 、岚皋城关 、镇坪北部以及

商洛的镇安城关等地方言 如果外来方言处于强势地位 ,接触结果韵母必然发生变化 ,如安康

的汉滨县河 、宁陕江口回民以及白河城关方言 。

三 陕南混合方言声 调的演变

经调查分析 ,陕南方言接触之后的语音变化首先以声调变化为最普遍 ,在调类 、调值 、轻声

和连读变调中 ,又以调值变化为最普遍 ,轻声和连读变调往往随调类 、调值的变化而变化 。表

二是各混合方言区声调内部的读音状况 。

表 二

中中中原官话 江淮官话话 中原官话 西南官话话

方方言点点 江口回民民 白河城关关 西乡城关关 汉台西关关 勉县城关关 略阳城关关

单单字调调值值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阳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上上上声 上声 上声 上声 上声 上声
去去去声 去声 去声 去声 去声 去声

古古清人的归派派 阴平平 阴平平 阴平平 阴平平 阴平平 阴平平

古古次浊人的归派派 阴平平 阴平平 阴平平 阴平平 阴平平 阴平平

古古全浊的归派派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江江江淮官话 中原官话话 江淮官话 西南官话话

方方言点点 汉滨县河河 镇安城关关 宁陕城关关 石泉城关关 岚皋城关关 镇坪北部部

单单字调调值值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阳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阳平

上上上声 上声 上声 上声 上声 上声

去去去声 去声 去声 去声 去声 去声

古古清人的归派派 阴平平 阴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古古次浊人的归派派 阴平平 阴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古古全浊的归派派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阳平平

声调演变的特点

表二内的声调变化主要包括单字调调值和人声字的归派两个方面 ,人声字的归派按其变

化特征又分古清人 、古次浊人 、古全浊人 个方面 。按接触关系仍分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 、

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 、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 、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 个区域 ,前为该区域接触

前的基础方言 ,后为外来方言 。表二中所显示的变化是

没有入声 。随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入声在与他方言的接触中消失而归人其他调类 。

去声不分阴阳 。随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 ,如宁陕江口回民 、白河城关 、汉滨县河 、商洛

镇安城关 、宁陕 、石泉 、岚皋城关以及镇坪北部等地的方言 ,阴去和阳去在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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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合并为一类而不再分阴阳。

人声的归派概随方言属性的变化而变化 ,如宁陕江口回民 、白河城关 、汉滨县河 、商洛

镇安城关等区域 ,随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 ,其人声随着与中原官话的接触 ,变为清人 、次浊人今

读阴平 ,全浊人今读阳平 。宁陕 、石泉 、岚皋城关以及镇坪北部等地 ,随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 ,

其人声随着与西南官话的接触 ,大部变读为阳平 。

声调除安康宁陕江口回民方言仍维持在关中方言而没有发生变化外 ,其他各点均发生

变化 。有的只是调值发生变化而调类没有发生变化 ,如汉中的汉台 、西乡 、勉县 、略阳等县的城

关方言 有的调类 、调值都发生变化 ,如安康的汉滨县河 、宁陕城关 、石泉城关 、岚皋城关 、镇坪

的北部和商洛的镇安城关方言 。

调值的变化是 ,有的完全演变为所接触的方言声调 ,如宁陕 、石泉 、岚皋城关以及镇坪北部

由原江淮官话声调变为西南官话声调 有的则产生新的调值 ,如安康的白河城关 、汉滨县河 、商

洛镇安城关 、汉中的汉台 、西乡 、勉县 、略阳等县的城关 。

下面分别讨论以上方言点的声调变化 。

只调值发生变化 。主要发生在汉中的汉台 、西乡 、勉县 、略阳等 县城关 。按方言接触

关系 ,为秦陇宝鸡方言 中原官话 与川黔方言 西南官话 之间的变化 ,两种方言因调类相同 ,

接触结果只是产生新的调值 ,阴阳上去四声调值 个点都基本一致 。如图一

宝鸡话 秦陇方言 川黔方言 西南官话 汉台 、西乡 、勉县 、略阳 中原官话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平 阳平 一 阳平

上声 上声 上声

去声 去声 去声

图 一

调类 、调值都发生变化 。

汉滨县河 、商洛镇安 。是江淮官话 黄孝片 与关中话 中原官话 之间的接触 。接触结果

人声消失 ,由原江淮官话 个声调合流为 个声调 ,去声不再分阴阳 。人声今读英山话 江淮

官话 服从于西安话 中原官话 ,舒化后清人 、次浊入今读阴平 ,全浊人今读阳平 ,且产生新的

调值 ,阴阳上去四声调值南北两个点十分接近 。如图二

英山话 江淮官话 西安话 中原官话 县河 、镇安话 中原官话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平 十 阳平 一 阳平

上声 上声 上声

阴去 去声 去声

阳去 阳去与阴去合流

人声 清人 、次浊人归阴平 ,全浊人归阳平
图 二

宁陕 、石泉 、岚皋城关及镇坪北部 。是江淮官话 黄孝片 与川黔方言 西南官话 之间的接

触 。接触结果人声消失 ,由原江淮官话 个调类合流为 个调类 ,去声不再分阴阳 。人声今读

英山话 江淮官话 服从于川黔方言 西南官话 ,人声舒化后基本大部归阳平 ,且产生新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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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阴阳上去四声调值 个点十分接近 。如图三

英山话 江淮官话 川黔方言 西南官话 石泉 、岚皋话 西南官话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平 阳平 一 阳平

上声 上声 上声

阴去 去声 去声

阳去 与阴去合流

人声 大部归阳平

图 三

白河城关 。是中原官话 南鲁片 与江淮官话 黄孝片 之间的接触 。接触结果仍保持南阳

话 个声调 。英山话 江淮官话 入声今读服从于南阳话 中原官话 ,舒化后清人 、次浊人今读

阴平 ,全浊人今读阳平 ,阴阳上去四声调值除阴平有变化外 ,阳平 、上声 、去声调值仍基本和南

阳话一样 。如图四

南阳话 中原官话 英山话 江淮官话 白河话 中原官话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平 阳平 一 阳平

上声 上声 上声

去声 阴去 去声

阳去 阳去与阴去合流

人声 清人 、次浊人归阴平 ,全浊人归阳平

圈 四

·声调的演变次第

归纳以上声调变化 ,不难看出其中的调值演变 、人声的消失和归调 、去声的阴阳合流大致

呈如下变化次第

调值最具漂移性 。比如安康的旬阳 、汉中的汉台 、西乡 、勉县 、略阳等县的城关方言 ,其

基础方言分别是早期随移民从关中和陇东地区带来的 ,由于分别与江淮官话 、川黔方言接触 ,

调值变得与原关中方言不同 ,但入声字的归调没有变 ,仍与关中方言一样清人 、次浊人归阴平 ,

据此充分说明调值在接触中是最容易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 。

在周边是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大环境下 ,入声的消失最容易实现 ,它的变化与调值

的变化应该是同步的 。尽管陕南因湖广移民而带来了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是有人声的 ,但自进

人陕南后 ,在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环境里人声很快消失 ,因为要适应交际 ,首先必须克服人

声读音给对方听觉带来的不便 。

其次是阴阳去的合流 。在中原官话或西南官话区域内或周边环境下 ,阴去和阳去全都

合并为一个去声 ,比如商洛的镇安城关 ,安康的县河 、宁陕 、石泉 、岚皋 、镇坪北部以及平利的老

县和城关等地 。只有在较远的距离之外 ,才能维持去声分阴阳的现状 ,比如平利县的洛河 、汉

滨的东镇 、双龙 。其变化虽容易发生 ,但小于调值和人声 。

再次是人声的归调 。因为入声究竟归于哪个调 ,直接关系着声调系统的改变和调整 ,

这应是声调变化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发生变化也就意味着方言性质的改变 。如汉台区的西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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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关是中原官话 ,南关是西南官话 ,因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长期接触 ,两种方言的调值已经非

常接近 ,但两种方言的性质仍然不混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声字的归调没有改变 ,东关是人声

一律归阳平 ,是西南官话的走向 ,而西关 、北关是清人 、次浊人归阴平 ,全浊人归阳平 ,是中原官
话的走向 。据此说 ,调类的混同要落后于调值的漂移 。

调值的变化走向

如上所述 ,两种对等方言的接触最易发生变化的是调值 ,但我们发现 ,调值接触形成新的

调值也存在着一定的走向 。比如陕南东部鄂东方言调值与关 中方言调值接触而形成安康县

河 、商洛镇安城关方言调值 ,尽管两地各处陕南的南北两市 ,但最后形成的调值却是一样的 。

如图五 为全面反映鄂东话的调值 ,同时列上英山 、薪春 、烯水等鄂东方言的调值 。

英山话 薪春话 烯水话 西安话 县河 、镇安话

阴平 阴平 阴平 降调相接触仍然是降调

阳平 阳平 一 阳平 低降与中升接触产生低降升

上声 上声 上声 中升与高降接触产生高平

阴去 去声 去声 平声相接触仍然是低平

阳去

人声

图 五

西部秦陇方言调值与川黔方言调值接触而形成的汉台 、西 乡 、城 固 、勉 县 、略 阳 等 县 的 方 言

调 值 ,尽 管 各 处 汉 中 一 方 ,但 最 后 形 成 的 调 值 也 基 本 趋 于 一 致 ,与 县 河 、镇 安 话 略 有 不 同 的 是 ,

由 于 汉 中 的 强 势 方 言 为 西 南 官 话 ,致 使 汉 中 中 原 官 话 的 调 值 接 近 于 川 黔 方 言 。如 图六

宝 鸡 话 川 黔 方 言 汉 台 、西 乡 、城 固 、勉 县 、略 阳 等 地 方 言

阴 平 阴 平 阴 平 趋 向 于 川 黔 方 言 的 高 平 调

阳 平 阳平 一 阳 平 趋 向 于 川 黔 方 言 的 低 降 调

上 声 上 声 上 声 形 成 高 平 调

去 声 去 声 去 声 趋 向 于 川 黔 方 言 的低 降 升

图 六

这 种 走 向说 明 新调 值 的产 生 与 原 两 种 不 同 方 言 的 调值 有 着 密切 的 关 系 ,与 原 两 种 方 言 的 强 弱

也 有 着 密 切 的关 系 ,其 形 式 一 种表 现 为 原 两 种 调 值 的对 等结 合 ,一 种则 是 向强 势 方 言 调 值 靠 近 。反

过 来 说 ,分 析新 调 值 产 生 的结 合 走 向 ,对 于 考 证一 个 区域 的方 言 接 触 也 可 以 起 着 互 为 印证 的作 用 。

附 注

①见 萧 正 洪 《清 代 陕 南 种 植 业 的盛 衰 及 其 原 因 》,载 《中 国 农 史 》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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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政 安 康 学 院 中文 系 陕 南 民 间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

商 务 印 书 馆 举 办 “ 中 青 年 语 言 学 者 沙 龙 ”

年 月 日, 由商 务 印 书 馆 主 办 的 “ 中 青 年 语 言 学 者 沙 龙 ”在 商 务 印 书 馆 礼 堂

举 行 ,此 次 沙 龙 的 议 题 为 “数 字 化 时 代 的语 言 学 ”。清 华 大 学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技 术 系 孙 茂 松 教 授 、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计 算 机 学 院 刘 挺 教 授 、中 国社 会 科 学 院 语 言 研 究 所 顾 曰 国 研 究 员 、北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袁 毓 林 教 授 在 会 上 分 别 做 了 题 为 《借 助 于 互 联 网 的 汉 语 研 究 及 应 用 社 会 计 算 环 境 下 的

语 言 技 术 多 模 态 语 料 库 与 语 言 研 究 》和 《徜 徉 在 应 用 需 求 和 学 理 探 究 之 间 — 数 字 化 时 代 语

言 研 究 的 困 惑 和 蜕 迁 》的 主 题 发 言 。

商 务 印 书馆 总 经 理 于 殿 利 、北京 语 言大 学 党 委 书 记 李 宇 明 在会 上 致 辞 。石 锋 、杨 永林 、张 维 佳 、

丁 崇 明 、魏 晖 、王建 勤 、华 学 诚 、苏金 智 、张 全 、罗 自群 等 围绕 议 题 进 行 了 研 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语 言

所 副 所 长 刘 丹 青 做 了总 结 性 发 言 。来 自社 科 院 语 言 所 、教 育 部 语 用 所 、中科 院 声 学 所 、北 京 大 学 、清

华 大 学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中 央 民族 大 学 、中 国传 媒 大 学 、首都 师 范 大 学 、北 京 邮 电 大 学 、

南 开 大 学 等 科 研 机 构 和 高 校 的 位 专 家 学 者 出席 了此 次沙 龙 ,另 有 余 位 研 究 生 旁 听 。

商 务 印 书 馆 “中 青 年 语 言 学 者 沙 龙 ”于 年 开 始 举 办 ,已 成 功 举 办 八 届 ,每 届 议 题 均 具

有 时 代 性 和 前 沿 性 , 在 中青 年 语 言 学 者 中 的 影 响 不 断 扩 大 。

商 务 印 书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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