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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方言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和轻声

邢 向 东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 容 提 要

本文在描 写神木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的基础上
,

讨论 了该方言轻 声的声调 条

件
、

调式
、

性质和词 汇
、

语法环境
,

简要分析 了新老派之间轻声词的差异
。

认为神木

话的轻声是重轻式语音词 后字的调位中和现象
,

单字调和连调形式对轻声具 有一

定的控制 作用
,

复合词的结构对轻声的 出现也有一 定的制约性
,

词的使用频率 则不

起作用
。

关键词 汉语方言 晋语 连读变调 轻声

神木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地区北部
,

处在陕北晋语
、

山西晋语和 内蒙古晋语的过渡地带
。

神木方言内部差异较为严重
,

本文描写和讨论神木城关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和轻声
。

一 神木话音系

1
.

1 声母二十五个
。

p p h m f v t t h n 1 t s t s h s t争 t昌h 各孔 t g t g h 0 k k h 习 x 。

1
.

2 韵母三十九个
,

不包括儿化韵
。

列举如下
:

扮?ia:ualya斑Au u0
.

怕E 0 10 e l

y y 匕

1
.

3 单字调四个
。

阳平 44 阴平上

1
.

4 儿化韵四个
,

不卷舌
。

A山
I A山 u A山 y A山

U O U e l

y O

.

~

1 O

U Q

1 Y

U Y

O ?

10 2

U O ?

y 。?

佗呱alau

2 13 去声 5 3 入声 ? 4

两字组连读变调

本节讨论不包含轻声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

需要说明的是
,

阴平上中来 自古清平的字和古清上
、

次浊上的字
,

连调行为有同有异 (拟

另文讨论 )
。

文中为了称说方便
,

有时径直称
“

清平
” 、 “

清上
” 。

列表和举例时
,

用 1
、

2
、

3
、
4 代



表阳平
、

阴平上
、

去声
、

入声
,

用 a2 代表古清平字
,

b2 代表古清上
、

次浊上字
。

2
.

1 两字组连读变调

神木话的两字组
,

前字与后字各四个调类
。

作为前字
,

阴平上和入声发生变调
,

作为后

字
,

阴平上发生变调
。

阳平和去声作为前后字都不变调
。

神木话两字组连读变调规律见表

1 。

表左标明前字的调类和代码
,

表端标明后字的调类和调值
。

空格表示不发生变调
。

表 1

阳阳阳平 4 444 清平 2 1 333 清上 2 1 333 去声 5333 入声 ?444

111 阳平平平平平平平

ZZZ a 清平平 2 4 + 4 444 2 4 + 2 1333 2 4 + 2 1 333 2 4 + 5 333 2 4 + 444

ZZZ b 清上上 2 1 + 4 444 2 1 + 2 444 2 4 + 2 1 333 2 1 + 5 333 2 1 + 444

333 去声声声声声声声

444 入 声声声 2 + 2 444444444

如表 1所示
,

如果暂时把神木话的清平和清上分开
,

应该有二十五个两字组
。

它 们可以

根据变调的情况分为三类 : ( l) 十四组前后字都不变调
,

例如阳平
+ 去声

“

容易
” 4 4 + 53

。

( 2)

九组前字变调
,

例如清平 十 阳平
“

夏年
”

24
+
44

。

( 3) 两组前后字都变调
,

如入声 十 清平
“

实

心
” 2 十

24
。

其中清平和清上组合有三组合并
。

因此
,

共有九组变调形式
。

连读 中产生三种新调值
,

即 2 4 调
、

21 调和 ?2 调
。

下面举例
,

调类代码排黑体表示发生变调
。

方言词统一在举例后解释
。

第一字阳平

l l [ 4 4
+ 4 4〕

[4 4 + 2 1 3 ]

[4 4 + 2 1 3 ]

[4
,

t + 5 3」

[ 4 4 、
一

4 ]

a
.

匕22
gLJ4

[2 4 + 4 4 〕

[ 2 4 + 2 13 ]

[ 2 4
+ 2 13 ]

[ 2 4 + 5 3 ]

[ 2 ,4 + 4 ]

[2 1 + 4 4〕

〔2 1 + 2 4〕

[2 4
+ 2 13 1

[2 1 + 5 3〕

[2 1 + 4〕

a卜Ua卜”

.13224

..且,ù,一34aaaaà”b
.

1)̀̀””2222,
ù,ō,̀,一2,工

3 1 [ 53 + 4 4 ]

来源 IE y 。 爬场 p h a t各h d 爬墙 p h a t o h i d 头疼 t h o u t h ;

牛筋 n i o u t o i奋 提高 t h i k 。 成心 t争h 亏 。 i亏 钱多 t e h i o t u o

淘米 t h 。 m i 骑马 t o h i m a 寻死 s 亏 5 1 流水 li o t ; 冬t , e i

颜道 i二 t 。 粮站 11 6 t s 。 还帐
x u 。 t争 d 脑大

: 1 0 t a

名额 m i奋 习。 ? 常识 t争h 6 多。 ? 胡说 x u 谷u 。 ? 流血 ! i o L, 。 ,
厂。 ?

第一字阴平上

夏年
t。亏 n i。 安排 。。 p h E 花钱

x u a t o h i。 心齐 。 i 亏

飞机 f e i t o i 声音 争奋 i奋 操心 t s h 。 。 i亏 一JJ高 s o k。

浇水 t o i。 昌u e i 张眼 t谷d i。 烧火 净。 x u o 天冷 t h i。 1女

公道 k u 亏 t。 车票 t各h飞。 p h i。 新旧 。 i亏 t o i o u 鸡叫 t o i t o i。

猪血 t各u o y 。 ? 钢笔 k d p i。 ? 开学 k h E o i。 ? 心急 。 i 亏 t o l 。
?

起来
t o h i IE 7CJ 桐 , u e i t h u 于 响雷 。 1 d l u e i 眼红 i。 x : 1

亏

起身 t o h i 各亏 好心 x 。 。 i奋 手松 各。 u S u 于 眼花 10 x t: a

满酒 m 。 t o i o u 耍水 舀u a , u e i 打闪 t a 舀。 手紧 乒。 u t o i奋

手气 舀。 u t o h i 老汉 l。 x 。
赌气 t u : 。 h i 胆大 t。 t a

眼力 i。 11。 ? 口泼 k h o u p h。? 扁食 p i。 争。 ? 碾子
:飞 i。 t s。 ?

第一字去声

地图 t i t h u
外行

v E x d 拜年 p E : 、 i。 看门 k h。 m 奋



3 2。
[ 5 2+ 1 23 ]旱夭 x 。 t hi 。 让开 孔 d 立 hE 跳高 t hi 。 k。

气粗 to hi ts hu

3 Z b[ 53 + 213 ]送礼
s u 亏 11 下雨 x a y 泄火 。i o x u o

命苦 m i 亏 k h
t ;

3 3 [ 53 + 53 ]乘晃 t舀 h奋 x u d 半路 p o lo u
看戏 k h。 。 i 地震 ti t。 亏

3 4 [ 53 + 4 ]计策 o ti ts h。 ? 爱吃 习E t舀 h。? 性急 。i 亏 o ti。 ? 自学 ts z0 1。?

第一字入声

4 1 [ 4
+ 4 4 ]作文 ts u 。 ? v 亏 石头 舀。 ? t ho u 刷牙 争u a ? i a 剥皮 p a ? p hi

4 2a [ 2+ 24 ]屹嫩 k。 ? to io u
说升 各u 。 ? 昌于 结婚 o ti 。? x u 亏 骨香 ku 。 ? 。 i d

〔4 + 1 23 ]客厅 k h。? t hi 亏 律师 l u 。 ? 51 雪花儿 。 y 。 ? x u * 。

4 Z b[ 4 + 13 2]失礼 各。 ? 11 入土 孔u 。 ? t hu 出丑 t吞 hu 二? t争 ho u 瞎眼 x a ? i。

4 3 [ 4
+ 53 ]出气 t昌 hu 。 ? t召 hi 尺寸 t, h 。? t s h u ? 识字 各。 ? t s z 力大 11。 ? t a

4 4 「4 + 4 ] 绞黑 t o h y 。? x 。 ? 骨折 k u。 ? t争。 ? 墨汁 m i。 ? t争。? 瞎说
x a ? 冬u 。 ?

爬场 : 学坏 ;沦为乞丐
、

小 偷等
。

流水 : 出汗
。

颜道 :颜色
。

脑大 : 骄傲自满
。

真年 :
今年

。

水桐 :杨树
。

张 眼 : 睁眼 烧 火 :

生 火
。 口泼 : 不挑食

。

扁食 : 水饺
。

泄 火 :下 火
。

乘晃 : 怂恿
。

说升 : 给孩子过十二岁生 日
,

即成年礼
。

骨香 : 好看
,

俊美
。

三 轻声的调式

本文的轻声指
“

重轻
”

式语音词中的后一音节
,

以及个别语流中固定读得较弱的字
。

神

木话的轻声字
,

声母 一般不发生音变
,

个别轻声字声母脱落
,

与前字 合音
,

如
“

男子汉
” n 。 “

t s 。 ? 2 , x o Z ,

~ n 。“ t s h o Z ’ 。

有的入声字在轻声字中舒声化
,

如
“

山药
” 5 0 2礴 i。 ? 2 ,

/ 10
2 ,

/ 1
2 ’ 。

轻声字的调值
,

除了阴平上中的清上
、

次浊上的叠字组表现特殊外
,

一律是轻而短的 21

调
。

轻声对前字的声调有影响
: 阴平上在轻声前变读 2 4 调

。

3
.

1 非叠字组中的轻声
3

.

1
.

1 轻声词的声调条件
。

神木话轻声词数量很多
。

非叠字组变读轻声的声调条件和

调式见表 2
。

表左是前字调类
,

表端是轻声字的本调调类和调值
。

阴平上仍暂分为两类
。

中间相交处是轻声词的调式
,

前字一律标实际调值
,

轻声标 21 调
,

空格表示无轻声
, “

( )
”

表

示只有个别词例
。

表 2

阳阳阳平 4 444 清平 2 13
、、

清上 2 1 333 去声 5 333 入 声 444

阳阳平平 4 4 + 2 111 4 4 + 2 111 4 4 + 2 111 ( 4 4 + 2 1 ))) 4 4 + 2 111

清清平平平 2 4 + 2 111 2 4 + 2 11111 2 4 + 2 111

清清上上 ( 2 4 + 2 1 ))))) 2 4 + 2 111 一一 ( 2 4 + 2 1 )))

去去声声 5 3 + 2 111 53 + 2 111 5 3 + 2 111 5 3 + 2 111 53 + 2 111

入入声声声声 4 + 2 11111 4 + 2 111

表 2 显示
,

神木话轻声词的声调条件
,

跟双音词前后字都有关系
。

从前字看
,

阳平
、

去声

字后的轻声多
,

阴平上 (主要是清上 )
、

入声字后的轻声少
。

从后字看恰恰相反
,

阴平上 ( 主要

是清上 )
、

入 声字读轻声多
,

阳平
、

去声字读轻声少
。

3
.

1
.

2 轻声词举例
。

下文以前字的单字调为序举例
,

包括非叠字组
、

儿化轻声词和部分

地名
,

不包括叠字组和个别只读轻声的虚词
。

轻声词调值仍按变调标注
,

放在例词前面
。

前字阳平 [ 4 4 + 2 1 ]



后字阳平

后字清平

后字清上

洋钉 id ti奋

调羹儿
t h i o k人。

连襟 l i o t侣 i矛

铜川 t h u亏 t昌 h u`

城墙 t各 h亏 。 h id

盘缠 p h。 t多 h。

皮鞋 p h ix E

婆姨 p h u o i

云彩 y亏 t sh E

儿马 A tu m a

眉眼 m i i c

前面 tp h i。 m i e

城里 t各 h奋 l。 ?

咱们 t s h a m。 ?

神木 子亏 m蔚

镰刀 l io t。

茵香
x u e i0 1云

秧歌 1d k u o

南京
n o t口 i于

长城 t谷 hd t各 h ?

绵羊 m io id

围脖儿
v e ip * tu

榆林 y h亏

前晌 t ; hl。 各d

狐狸
x u 11

长短 t各 6 h t u。

棉花 m i。 x u a

神仙 争亏 ; i。

营生 i亏 s亏

兰 州 l o t昌。 u

明年 m i奋 n i。

榆钱儿 y t o h i人山

油茶 i o u t s h a

咸阳 。 i。 id

洋火 id x u o

苹果 p h i亏 k u o

吴堡 v up u

茅坑 m。 k h亏

姨夫 1f u

延安 i。 D。

台湾 t h Ev。

裁缝 t sh Ef 矛

南房 n。 f d

媒人 m ei孔 于

河南 x u o 11。

皮袄 p h i u。

凉粉 d hf 亏

后字去声

后字人声 寒食
x 。 各。 ?

勤饰 t o h i矛各。 ?

房子 f d t s沂

人家 孔 奋 t o i。 ?

丸药 v。 i。 ?

凉席 11d 0 1。 ?

前字清平 [ 24 + 2 1 ]

后字清平 沙篙 S。叹 。

医生 i

腰花儿 10 X U A认 1

后字清上

公鸡 k u亏 t o i

清汤 t g h i于 td h

当中 td t争 u于

山西 s。 。 i

葛笋
v u o s u亏

凶砍 。 y于 k h。

酸枣 s u o t s。

沙虎儿
x S a u。 。

后字人声

春天 t争 h u亏 t h i。
秋分 t o h i o uf 奋

沙锅 s a k u o花生 x u a s亏

高跷 k o t仁 hi。
东西 t u亏衍

西安 。 i。。
关中 k u o t各 u奋

春起 t各 h u矛 t o h i牲 口 , 亏 k h o u

烧酒 争。 t o i o u
肩膊 t o i 乏p u o

搓板儿 t s h u o p* 。 乡佬儿 。 10 1* 。

冬里 t u 奋 l。 ? 正月 t争矛 y。 ?

三十 s。 争。 ? 舒脱 各u t h u 。 ?

绥德
S u e i t。 ? 甘肃 k。 g y 。 ?

针脚 t争 , t o i。 ?

药莫 i o m。 ?

山药

掂掇

S e 10?

t一 e t t x。 ?

前字清上 [2 4
+ 2 1 ]

后字阳平

后字清上

早晨 st 。 各亏

老虎 l。 x u

滚水 k u 亏各u e i

五个 v u k。 ?

早起 t s 。 t o h i 打早 t a t s 。

古董 k u t u 于 赶坚 k。 t o i亏

九个 t o i o u k。 ?

前字去声 [5 3
+ 2 1 ]

雨伞 y s。

口齿 k h。 、 , r尽h l

后字人声

后字阳平

后字清平

后年 x o u n i。

栈羊 t s c i d

大黄 t a x 、: d

跳皮 t h i。 p h i

夏夭 侣i a t h i。

簸箕 p u o t o h i

正房 t景奋 f d

上头 舀d t h” u

太原 t h E y 。

汽车 t o h i t , h飞。

叫驴 t o i o l y

枕头 t , 亏 t h o u

丈人 t , d 孔 亏

济南 t o i n 。

臭篙 t多h o u x 。

大门 at m 亏

笨篱
t s 。 11

事情
5 1 t o h i 亏

旱烟 X e IC



后字清上

旋风儿 。 y 。 f *。

郑州 t各亏 t各。 u

灶火 ts u o o x

屁股 p hi ku

竖心儿 昌u oi *。

四川 s z t争 hu 。

案板儿 。。 p *。

骤马 k hu oma

后字去声 稻黍 t h。 各u

糊弄
xu lu 于

地下 ti xa

解下 xEa x

后字人声

意思 1 51

定边 ti 亏 pi 。

后晌 xou 各 d

豆腐 tu o fu

丈母 吞 dm u

夏上 。 ia , d

蔚睡 x 。 多u e i

笑话 。 10 x u a

玉石 y 昌。?

喷嚏 p h ? t h i。?

双生儿 , u d s* 。

横 山
x u 亏 s。

下头 x a t h o u

下水 。 i a 各u e i

试打
5 2 t a

大尽 t a t g i于

上面 净 d m i。

后字清平

后字清上

后字人声

菊花 t o y 。 ? x u a

跌打 t i。 ? r a

做果
t s t; 。 ? k u o

吸铁 。 i。 ? t h i。 ?

麦子 m i。 ? t s。 ?

磕播 D。 ? S a ?

二月 * 。 y。 ? 铺子 p h u t s 。?

拜识 p E 各。 ? 大学 t a ; i。 ?

前字入声 [ 4
+ 2 1 ]

学生 。 i。 ? s 于 北京 p i。 ? t o i亏

扑砍 p h。 ? k h。 桌椅 t多u 。 ? i

吃扭儿 k。 ? n i* 。 夹袄儿 t o i a ? 。人。

猎月 l a ? y沂 疙瘩 k 。 ? t a ?

洽摄 各。? t u 。? 木植 m。 ? , 。?

甲掐儿 t o i。 ? t g h i* 。

熨铁 y 亏 t h i。 ?

睡着 舀u e i t , h。 ?

节省 t o i。 ? S亏

月饼儿 y 。 ? p i人。

璧虱 p i。 ? s 。 ?

骨殖 k t:。 ? 舀。 ?

婆姨 : 已婚妇女
.

妻子
。

勤饰 : 整洁
。

凶砍 :发 火
。

沙虎儿
: 一种晰蝎

。

滚水 :热水
。

栈羊 :家 养育肥的绵羊
。

下水 : 动物的

内脏
、

试打 : 试试
。

休 :高粱
。

糊弄 :凑合
。

解下
:
懂了

。

笑话
:
嘲笑

。

拜识
:
结拜兄弟

.

朋 友
。

屹扭 儿
: 蟒鲜

。

扑砍 : 跃跃

欲试
。

做果 : 杀死
。

木植 : 木头 骨殖 : 骨头
。

植括 : 垃圾
。

3
.

2 名词叠字组的轻声

3
.

2
.

1 神木话重叠式名词很多
,

形式有 A A 式
、
A B B 式和少数 A A B 式

。
A A 式 名词除

清上外
,

后字一律读轻声 21 调
。

清上叠字组 比较特殊
,

前字变读 21 调
,

后字变读 24 调
,

与
“

清上 + 清平
”

的连调方式相同
,

而且后字读得 比前字重且长
。

下面举例 :

阳平叠字 〔4 4 + 2 1 ] 绳绳 各于各矛 牛牛
: i i o u n i o u

猴猴
x o u x o u 神神 争亏 冬奋

行行
x d x d 须须

s u e i s u e i

清平叠字 [ 2 4 `
一

2 1 〕 大大 t a t a
摊摊 t h 。 t h 。 羔羔 k o k 。

蛛蛛 t多u t爷、 1

亲亲 t o h i 亏 t g h i 亏 掺掺
s 于 s 于

清上叠字 [ 2 1 + 2 4 ] 爷爷① i。 i。 娘娘 n y o n y o 哥哥 k u o k u o 嫂嫂 5 0 5。

草草 t s h 。 t s h 。
饼饼 p i亏 p i 于

去声叠字 〔5 3 + 2 2 1 舅舅 t o i o u t o i o u
褂褂 k u a k u a

穗穗
s u e i s u e i 缝缝 f 矛 f 奋

销铺 p 亏 p 奋 架架 t o i a t o i a

入声叠字 [4 + 2 1 ] 叔叔 争u 。 ? 窟窟 k h u 。 ? k h u 。 ? 佰佰 p。 ? p。 ?

刷刷 多u a ? 多u a ? 算算 p h i。? p h i。 ?

猴猴 : 排行最小的孩子
,

同类东西 中最小的
。

须须 :织物
、

饰物末端吊的 条状须子
。

大大
:爸爸

。

羔羔 : 小孩 几的昵称
。

穆

修 : 粮食碾碎
、

过 罗后所剩 的碎渣
。

娘娘 : 奶奶
。

褂褂 :
半袖衫

。

架架
: 汗衫

。

泊洒 :小坑儿
。

算算 : 高粱杆 儿编成 的锅 盖
、

算子
。

关于阴平上中的清上字构成的叠字组
,

需要特别说 明几句
。

清上字相叠
,

调式如同
“

清

上 + 清平
” ,

而且听感上后字并不
“

轻
” 、 “

短
” ,

似乎与轻声的定义相矛盾
。

笔者认为
,

这其实



是单个阴平上的调型覆盖了整个叠字组
,

即前后字分用了前字的调值
,

与北京话的
` ’

奶奶 姐

姐 l好了
”

等的调式相同
。

石汝杰 ( 19 88 )称之为
“

分用型
”

轻声语音词
。

这种轻声的表现在北

方地区的方言中十分普遍
,

如博山
、

钟祥
、

安庆 (钱曾怡 1 9 9 3
,

石汝杰 19 8 8 )
,

内蒙古临河
、

东

胜等
。

因此
,

尽管它表面上与
“

清上 十
清平

”

的连调形式相同
,

并且后字不
“

轻
”

也不
“

短
” ,

我

们仍然把它归入轻声
。

从与整个 A A 式重叠名词的协调一致来看
,

这样处理是比较合适的
。

个别其他晋语方言后字轻读的双音词
,

如
“

晌午
” ,

同样是这样变读
,

也说 明把清上叠字组处

理成轻声语音词是有道理的
。

3
.

2
.

2 A B B 式和 A A B 式名词
,

大部分是重叠部分的后字轻读
,

调式同 A A 式
。

如 :

( B B 阳平 ) 指头头 t s 。 ? 刁 t h o u “ t h o u , ,

豁唇唇
x u 。 ? ` t各h u 亏“ t各h u 女

, ,

( B B 清平 ) 扎根根 t s 。 ? Z
k 亏

2 `
k 奋

, ,

挨身身 。 E Z̀ 多奋
2` 舀亏

, ,

( B B 清上 ) 倒权权 t o 5 3 t s h a Z , t s h a , ` ·

嫩水 7(J n u 亏
5, 多u e i, , 冬u e i ,月

( B B 去声 ) 吃砒瞪 k。 ?
刁 t h 奋5 3 t h 奋2`

豆瓣瓣 t o u 5 3 p o 5 3 p o Z ,

( B B 入 声 ) 豆角角 t。 、 , 5 3 t o y a训 t o y a ? 2 ,

锅刷吊`} k u o Z` 吞u a ? ` 舀u a ?
2 ,

( A A 阳平 ) 人人书 孔 剩
` 孔 亏

2 ` 争u Z`

( A A 清平 ) 坡坡地 p h t , 0 2 ` p h u o Z , t i 5 3

( A A 清上 ) 颗颗药 k h u o Z`
k h u o Z̀ i。 ? `

嘴嘴烟 t s u e i Z` t s u e i Z` 10 2 , :̀

( A A 去声 ) 和和饭 x u o 5 3 x u o Z ,
f o 5 3

( A A 入声 ) 豆昔蜡饭 t s h。 ? ` t s h 。 ? 2 ,
f 。 ,

扎根根 : 头绳
。

挨身身 : 挨肩儿的兄弟姊妹
。

嫩水水 : 太嫩的蔬菜
。

也有少数 A B B 式 (包括 A B 子式 )名词
,

B B ( B 子 )都读轻声
,

第三字的实际调值 比第二

字更低
,

也记作 21
。

例如 :

头首首
: h a u ” ` 冬。 u “ ` 多。 u , ,

榆钱钱 y “ t o h i o Z` to h i。 , ,

算盘盘
s u o s“ p h o Z , p h才

,

屹瘩瘩 k 。 ? ` r a ? 2 ` t a ? 2 ,

结磕磕 t o i 。? `
k h。 ? 2 `

k h 。? 2 `

秃舌舌 t h 、 ,。 ? 弓 冬。 ? 2 , 昌。? 2’

香瓜子 。 1 6
` 刁

k t , a ` , r s 。 ? 2 `

围脖子
v e i“ p u o , ` t s 。? 2 ,

下巴子
x a 5 3 p h a Z , t s 。? 2 ,

3
.

2
.

3 与 A A 式名词关系密切的 A B B 式动词
,

重叠部分的后字也要轻读
,

调式 同 A A

式
。

例如
:

猜谜谜 t s h E 2 4 : 1 、 i` 刁 n 飞 i , ,

打能能 t a Z` n 亏“ n 亏
2 `

弹脑脑 t h 。 “ 1飞。 “ :飞
丫

,

起高高 t o h i Z ,
k o Z确

k。
, ,

摆家家 p E Z , t o ia , ` t o i a , ,

跳方方 t h i o
5 3

f d
Z ,

f 6
2 `

戏耍耍 。 15 3 各u a Z ` 多t : a Z`

打转转 t a Z , t吞u o 5 3 t各u o Z ,

逛面面 k u d
, 3 m i o 5 3

m i o Z ,

3
.

3 重叠式形容词中的轻声

3
.

3
.

1 A A B B 式重叠形容词
,

重叠的后字一律轻读
。

轻化的规律是
,

阳平
、

清平
、

去声
、

入声变作 21 调
,

清上充当 B B 时
,

一律变读 2 4 + 21 调
,

充当 A A 时
,

或读 2 4 + 21
,

或读 21 +

2 4 。

例如 :

栖栖惶惶 。 12刁 。 i , , x u d “ x u d
Z ,

洋洋误误 i d “ 1 d
Z , v u 53 v u “ ,

齐齐楚楚 t o h i刁刁 t o h i Z ` t各h u ,刁 t吞h u Z ,

拴拴整整 舀u o Z` 各u e Z , t吞于
, ` t舀于

,

鬼鬼捣捣 k u e i, ,
k u e i Z” t o Z` t 。 , ,

摆摆打打 p E Z ;
p E Z , t a , ` t a , ,

勤勤饰饰
t o h i奋

月` t o h i奋
, , ,。 ?刁 多。 ? 2`

憋憋溢溢 p i。? `
p i? , , 10 2 ` 10 2`

单音节形容词在
“

不
”

后重叠
,

后字一律读轻声
,

例如 :

不长长 p 。 ? ` t子h d
刁刁 t尽h d

Z ,

不高高 p。 ? Z
k尹 k o Z ,



不远远 p 。 ? ` y 。 , , y e , `

不大大 p。 ? ` t a 5 3 t a , ,

3
.

3
.

2 A B B 式形容词
,

叠音后缀的调式与词根的调类有关
,

规律性比较强
。

不论 B B 是

何种调式
,

后字总是轻声
,

具体见表 3 。

表左是 A 的单字调
,

表端是 B B 的调式
。 “ + ”

表示

有此调式
,

空白表示无此调式
,

加
“

( )
”

表示有个别词例
。

表 3

55555 3 + 2 111 2 4 + 2 111 4 + 2 111

阳阳平 + B BBB +++ 十十十

清清平
+ B BBB +++ +++ ( + )))

清清上 。
一

B BBB +++++++

去去声 + B BBBBB +++ ( + )))

入入声 + B BBB +++++++

下面依次举例 :

i B B [4 4 + 5 3 + 2 1〕 红更更 x u 亏 k 亏 k 亏 沉腾腾 t昌h 于 t h 亏 t h 亏 潮塌塌 t子h o t h a t h a

[ 4 4 + 2 4 + 2 1 ] 阳丹丹 i d t 。 t。 晴湛湛 t o h i 亏 t s 。 t s e 明纠纠 m i 奋 t o i o t , r o i o
u

Z a B B 仁2 4 + 5 3 + 2 1 ] 灰塌塌 x u e i t h a t h a 松懈懈
s u 亏 x E x E 酸溜溜 S 、 ;。 li o

t l
l io

t ,

[ 2 4
+ 2 4 + 2 1〕 新丹丹 。 i 亏 t 。 t 。 翻然然 f。 孔。 孔。

清湛湛 t o h x 女 t s o t s 。

[2 4 + 4 + 2 1〕 光抹抹 k u d m a ? m a ?

Z b B B [ 2一
+ 5 3 + 2 1 ] 恼汹汹

n 。 。 y 奋 。 y 亏 死掐掐
5 1 t o h i a t o h i a 滚呼呼 k u 亏 x u x u , ,

3 B B 〔53 十 2 4 + Z x ] 俊扁扁 t o y 亏 p。 p 。 硬洼洼
n i于 v a v a 脆铮铮 t s h u e i t s 亏 t s 于

〔5 3 十 4 + 2 1 ] 乱插插 l u o t s h a ? t s h a ?

4 B B [4 + 5 3 + 2 1 ] 涩练练 s 。 ? 11。 11。 黑洞洞 x 。 ? t u 亏 t u 亏 秃竖竖 t h u 。 ? 争u 昌u

与此相关的屹 B B
、

卜 B B
、

忽 B B 式形容词
、

象声词
,

因为前字都是入声字
,

所以 调式均

为 4 + 5 3 + 2 1
,

例如 :

屹晃晃 k 。 ? x 、 ,
d x u d 屹 n曾口曾 k。 ? t s h 亏 t s h 亏 坛炸炸 k 。 ? t s a : s a

卜哈哈 p 。 ? x 。 x a 卜n曾.
曾 k。 ? t s h 于 t s h 矛 卜毗毗 p。 ? t s h l t s h l

忽撼撼
x u 。 ? x 。 x 。

忽哒咽
x u 。 ? t h u 亏 t h u 奋 忽跳跳 x u 。 ? t h i。 t h i。

一部分 A B B 式形容词可加中缀
“

格 l不 I忽
” ,

构成四字格
,

这时 中缀总是读轻声
,

B B 的

调式一律 为 24
+
21

,

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现 A 为清上字的词例
。

例如 (中缀用 z 代表 ;)

x z B B [ 4 4 + 2 1 + 2 4 + 2 2 ] 甜忽脯脯 t h i 。 x u 。? n o n 。
洋不张张 i d p 。 ? t谷 d t多d

Z Z B B [ 2 4 + 2 1 + 2 4 + 2 1〕 端格铮铮 t u o k 。 ? t s 奋 t s 亏 轻忽缭缭 t侣h i 矛 x u 。 ? 110 11。

3 Z B B [ 5 3 + 2 1 + 2 4 + 2 1」 俊格丹丹 t o y 亏 k。 ? t o t 。 臭不腾腾 t昌h o u p 。 ? t h 亏 t h 亏

4 Z B B [ 4 + 2 1 + 2 4 + 2 1 ] 绿格铮铮 l u 。 ? k 。? t s 亏 t s 亏 活格灵灵 x u 。 ? k 。 ? 11亏 11亏

3
.

3
.

3 神木话完全读轻声的虚词和词缀极少
,

目前只发现下面几例
。

其中
“

个 }了
,

{家
”

是舒声促化字
。

举例时前字按单字调次序排列
,

省去注音 :

个量词【k沂
2 `

] 十来个 三个 五个 六个 八个

种量词 [
t影; 居

,

] 三种 五种 六种 七种

了
, 助词仁}蔚

艺,

J 藏了一阵儿 吹了一 口气 跑了十里
一

忘了做饭 吃了饭

了
2 语气词「l扩

,

] 藏了 多了 跑了 忘了 没了



价后缀仁 t卯 引 〕 红红儿价 好好儿价 凉荫荫价 涩铮铮价

打后缀仁 ta琴`

] 捎打 挤打 碰打 说打

砍后缀 〔 k h扩
,

] 凶砍 碰砍 扑砍

家后缀 〔t o i介
2 ,

] 人家 妻家 你家 亲家 小舅儿家

下儿短时补语 [
x 二 。 2 ,

/ 。 。
2`

〕 煮给下儿 看给下儿

阵 j L短时补语 [ t舀、 。
2`

] 仰给阵儿 晾给阵儿

格中缀 [ k
。 ? “ ,

〕 卜中缀 〔p 。 ? 名̀ ] 忽中级 [
x u 。 ? 2 `

] 例见前

此外
,

还有一些虚词
、

词缀
,

只是在声调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才读轻声
,

在清上字后头不能

轻读
。

这些字大多是促化 了的舒声字
。

列举如下 (轻声例略去注音 ) :

轻 声 非 轻 声

的助词【t沂〕 红的 青的 大的 黑的 扁的 p沪 t蔚
`

得助词 [
t 。 ? ] 拿得来 灰得伤哩 叫得来 说得好听 走得去 t s o t LZ , t。 ?

`
k h 。 ?

难

着助 i司 [ t多
。 ? 〕 忙着 听着 看着 吃着 养着 1 6

2 , t吞。 ? `

哩语气词 「l沂〕 忙哩 多哩 大哩 黑哩 冷哩 l尹
1
1。 ? `

去虚化的趋向动词 【k 。 ? ] 拿去 听去 看去 吃去 请去 t o ih 影
I
k舒

”

子 后缀【st 舒 」 房子 墩子 盖子 沫子 黍子 各u lZ t s蔚
刁

例中的舒声促化字值得注意
。

它们少数固定读轻声
,

大多只是在声调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读轻声
,

说明
“

舒声字由于轻读而促化
”

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

不过也应当看到
,

在共时平面

上
,

这些字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全部轻读
,

而是大多已经按照入声字的轻化规律来发音了
。

也

就是说
,

一旦变成了入声字
,

就要遵循入声字的连读变调规则
,

大部分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

读轻声
。

不过
,

它们毕竟同一般的入声字不同
。

那就是
,

只要声调 条件允许
,

就要读轻声
。

因此
, “

舒声字因轻读而促化
”

的理论只在历时平面上可以成立
。

四 轻声的性质和内部差异

4
.

1 神木话轻声的性质

《现代汉语词典》对 “

轻声
”

的解释是 : “

说话 的时候有些字音很轻很短
,

叫做
`

轻声
’ 。

… …
”

这个解释和 目前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中
“

轻声
”

的定义基本相同
,

用它来说 明北京话的

轻声是很确切的
。

从上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

神木话的轻声
,

不论其调值还是出现的词汇
、

语法环境
,

都和一般所谓的轻声有较大的不同
。

首先
,

它的调值是固定的
,

并且有一 定的调

域
,

并没有弱化到完全由前字的调值来决定轻声字的高低
,

不能
“

处理成没有起头和终点
、

没

有音高变化的音点
”

(王福堂 1 9 99
,

16 2 )
。

从共时平面来看
,

神木话也不完全 合于有的方言
“

轻声化即是入声化
”

的规律
。

那么
,

神木话的轻声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轻声呢 ?

如前所述
,

神木话的轻声是重轻式语音词中读得较轻的后一音节
,

以及个别说话时固定

读得较弱的语法成分
。

它的语音表现
,

比如弱化程度
、

对声韵母的影响
、

调值等
,

都比北京话

的轻声程度较弱
,

而数量
、

范围则比北京话轻声词要大
。

因此
,

可能有人不同意把它叫作轻

声
。

我们认为
, “

轻
”

是和
“

重
”

相比较而言的
,

只要有重轻式的词
,

就会有轻声字
,

这是给轻声

定性的问题
,

即关于轻声的质的问题
。

至于
“

轻
”

的程度
,

则属于量的范畴
。

北京话的轻声固

然弱化程度很高
,

但是神木话重轻式语音词的后字统一读较弱 的 21 调
,

显然同样是音节弱



化的结果
,

而且也有轻声字弱化到被前一音节吞没的程度
,

如
“

男子汉
” n
沙 t hs 扩

’ 。

同时
,

神

木话的轻声在一些声韵母相同的词
、

词组之间
,

也具有区别意义和词性的作用
,

例如 二

行李 c i 、 ” ” 11“ ,

若行礼 。 i 女“ 11
, , 3

早起早展 t s o Z̀ t o h i
Z ,

井早起 t s o Z” t 。 }、 i , ’ : ,

后院厕 所 x o t` 5 3 y o 2`
羊后院 后院儿 x o u 5 3 y o 5 3

流俗 习俗 l io u “ 。 y 。 ?
2 ,

笋流血 11。 : ,刁 ,。 y 。 ?
,

因此 把这种重轻式语音词中说得较轻的音节看作轻声
,

是能够成立的
。

我们不能川北

京话的轻声作为标准来律其他方言
。

看待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应当是整个现代汉语
,

而 不仅

仅是北京话
。

从声调 条件来看
,

神木话的单字调类
、

两字组的连调模式对轻声的出现有一定的控制作

用
。

出现不出现轻声
,

既跟前字有关
,

又跟后字有关
。

不过
,

从轻声的调值来看
,

除了清土的

叠字组 21 + 2 4 比较特殊以外
,

其余轻声字的调值都是较轻较短的 21 调
。

从音位学 的现点

看
,

这种轻声化的模式
,

是重轻式语音词中的调位中和现象
,

它的中心可能是清上字轻 l匕的

2 1 调
。

也就是说
,

在重轻式语音词中
,

原来不同的声调因轻读而趋同
,

由不同的调位变为 {司

一个调位
,

从而失去 了辨义功能
。

从调类看
,

作为后字
,

高降的去声对这种中和具有 极为强

烈的抵制倾间
,

次高平的阳平也有相当大的抵抗 力 ;作为前字
,

恰恰是这两 砷声调后 尖的轻

声范围最大
,

换句话说
,

它们使后字的调位发生中和的力量最强大
。

而阳平和去声正是在连

读中从不发生变调的两个调类
。

从这一点出发
,

我们可以把神木话的阳平和 去声称作
“

强势

声调
” 。

四 个
一

单字调 (阴平上分为清平和清上 )对后字的控制能 力和抵抗轻 化的能力依次是
,

去声 > 阳平 > 清平 > 入声 > 清上
。

联系到单字调调值和连读变调的情况
,

可 以得出一个结

论 : 神木话中使后字的调位中和的力量和对抗中和的力量的强弱
,

与单字调的调值和它们在

连调 中的稳定性具有密切关系
。

飞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与神木地域较为接近的方言—
山西方言西区离石片的临县话

。

根

据李小平 ( 19 9 1) 川苗县话也存在这种调位中和现象
。

只是该书将它作为连读变调来处理
,

也

没有引入调位中和的概念
。

表 4 摘引的是临县话发生中和的非叠字组连调表
。

表 4

阴阴阴平平 阳平平 上声声 去声声 阴入 { 阳入入

阴阴平 2 444 2 4 + 2 11111 2 4 + 2 11111 222 4444444444444 + 2 1 { 2 4 + 2 111

阳阳平 4 444 4 4 + 2 111 4 4 + 2 111 4 4 + 2 11111 4 4 + 2 1 4 4 + 2 111

上上声 3 1222 一 一

—
一 一一一一

一一
lll 2 4 + 2 11111 2 4 + 2 111

去去声 5333 5 3 + 2 111 5 3 + 2 111 5 3 + 2 111 5 3 + 2 111 5 3 + 2 111 ; 5 3 + 2 111

阴阴 人 ? 4 4 一一一一 4 4 + 2 11111 4 4 + 2 111 !
4 4 + 2 111

阳阳入 ? 丝 … {{{{{{{{{{ { 一

— —
- 一一

!!!!!!!!!!! 2 4 + 2 111

临县话入声分阴阳
,

阴平与上声调值不同
。

拿表 4 与表 2 相比较
,

该方 言单字调使后字

发生调位中和的力量与抗拒调位中和的力量
,

其强弱规律跟神木话几乎完全相同
。

临县话
“

非叠字组的连读变调
,

与语法结构有明显的关系
。

体词结构一般情况下都按规律发生变调

(指后字调位中和—
引者 )

,

述宾结构除常用而结构紧密的个别双音节词以外 一般不发生

变调
,

即使是结合紧密的这一部分双音节词
,

也往往有变与不变两种读法
,

所以说述宾结构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

(李小平 19 9 1
,

8 页 )
。

我们知道
,

述宾结构中宾语读得 比动词重
,

临县

话述宾结构后字不被中和的事实 (神木话同
,

见下 )正好说明
,

发生调位中和的双音词是重轻

式语音词
。

同时
,

神木话和临县话的比较也表明
,

神木话重轻式语音词的声调条件并不是偶



然的
、

孤立的现象
,

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

下文我们将会看到
,

单就双音词结构

来讲
,

神木话后字的轻声化不如临县话有规律
。

新老派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
。

4
.

2 双音节复合词的结构
、

使用频率与轻声

神木话中
,

双音节复合词的结构对轻声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

主要表现为支配式
、

陈述式

动词
、

形容词的后字不能读轻声
。

其他结构对是否出现轻声则没有限制
。

也就是说
,

轻声 只

发生在并列式
、

偏正式
、

补充式复 合词以及支配式
、

陈述式的名词中
,

但并非上述结构的双音

词后字就一定读轻声
。

这一限制在清上作后字的词中反应最为整齐
: 支配式

、

陈述式动词
、

形容 i司一律不读轻声
,

其 他结构的词 以及这两种结构的名词后字一律读 轻声
,

没有例外
。

如 : 滚水名 i司 k t , 份 冬、 :。 12’法滚水劝词 k u 矛
艺

落
u e i Z , 3 :裹腿名词 k u o Z` t h u e i Z ,

并裹腿 k u o 艺 , : h u 。 12 ’ “ ;滴

水 名词 t i游味
. 。 i“ `井滴水动词 it 沂

4各ue i“ ’ “
。

值得一提的是
,

神木话新派的轻声词 已经突破 了这

一规律
。

个别支配式
、

陈述式动词
、

形容词后字也可以读轻声
,

如
“

起火
·

手巧 ; 胆小 ! 跳高
”

等
。

轻声词大都是 方言常用词
,

但同样常用的词往往并不都出现轻声
。

双音词的运 用频率

对轻声几 乎没有制约作用
。

下面举一些阳平字和去声字进行 比较
。

从这些例词来看
,

在结

构允许的范围内
,

制约轻声的主要是声调条件
。

举例中
, “

/
”

号前的是轻声 i司
、 ’ `

/
”

号后的是

非轻声词
。

人〔孔 ;
” ” 〕: 男人

, 1
扩伙 奋/女 人 n y 艺父 剩

`

壶 [ x t , , , 〕: 茶壶 t s h a ` 刁x u Z ,

夜壶 i o 5 3 x u Z`
/温壶 v 亏

z` x u “ 暖壶 , i u o Z’ x 、 , 4 ’

糖 [ t h 6
, , 〕: 白糖 p i砂

` t h d
Z ,

/冰糖 p i 奋
, ` t h 云“

年 [
,、 10 4”

〕: 明年
n飞 i 矛“ 1飞10 2 ’

后年
x o u 53 : 1 1。 , ,

前年 t o h i。 “ n i。 , ’
/夏年

t , 亏
2̀ ,、 i。 ” ”

羊 [ i a ” ,

} : 绵羊 m i。
, `
1 6 2 `

栈羊 t s o 5 3 i d Z ,

/ 山羊 5 0 2刁
1 6 4刁

房 [f d
刁刁

]
: 正房 r冬奋

5 3
f 6

2 ,

南房
: 1扩

4
f d

Z`
/东房 t u 亏

2`
f 石“ 西房 。 12` f 6 “

夫 [ f t尸
`

] : 姨夫 i` 刁 f t : 2 ’

妹夫 m e i 5 3
f u

Z’
/姑夫 k u Z`

f u “ 姐夫 t o i o Z`
f u “

而 [
n飞10 5 3

] : 豆 面 t o t : 5 3 m i扩
,

挂面 k u a s ,
m io Z ,

/白面 p i。 “ m io 5 3

荞麦
r o h i。

,` :飞1 1。 5 3

散面 S c “ ’
m i。 5”

匠 [ t 。 1 6
” 3

1
: 画匠 x u 。 53 t o i 6

2 ,

泥匠 n i 5 3 t o i d
Z ,

/木匠 m 。 ? ` t g i d 53
铁匠 t h i。 ? ” t o i 6

3 」̀

铜匠 t h u 亏“ t o i d s 3

杖 [
t , 6

三 `

] : 担杖 t。 5 3 t , d
Z,

/ 揩杖 k o Z` t冬* 。 ’ 3

帚 [
t子、 , 5名

l : 扫帚 S o 5 3 t争u “ ,

/若帚 t h i。 “ t吞u 5 3

地名读音的反应和常用词也是一致的
。

榆林地区十二县是神木人所熟知的
,

但不符 合

声调条件的府谷
、

佳县
、

清涧
、

米脂
、

子州五县后字不读轻声
,

符合声调条件的榆林
、

神木
、

绥

德
、

吴堡
、

横山
、

定边
、

靖边七县读轻声
。

同样常用的合称
, “

神府 (神木府谷 )
” 、 “

绥米 (绥德米

脂 )
”

读轻声
, “

定靖 (定边靖边 )
”

则不读轻声
。

从全 国的省市 区名称来看
,

北京
、

天津
、

上海
、

山西
、

山东
、

甘肃
、

河南
、

云南
、

贵州
、

安徽
、

台湾读轻声
,

其余 (包括陕西 )则不读轻声
.

其中内

蒙 (符 合声调条件 )
、

宁夏都是本地人极为熟悉的地名
。

显然
,

词语的常用程度对轻声词几乎

没有制约作用
。

4
.

3 轻声词的新老差异

什么词读轻声
,

什么词不读轻声
,

在神木话新派和老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

我们随机

性地选择了 1 14 个声调条件和结构关系都允许读轻声的词进行比较
,

结果发现
,

老派读轻声

的共有 57 个 (其中
“

半夜
”

两读 )
,

约占 5 0 %
,

新派读轻声的有 6 0 个
,

占 52
.

6 %
,

其中各地都



读轻声的有下列 40个词
,

`

只占 3 5
.

1飞 :f’ 前面 踏实 门窗 名声 南方 头前 长城 牛马 男女 颜

色 提拔 电灯 病人 自然 戏台 栈羊 菊花 壮年 外省 世界 芥莱 半夜 梦话 宪法 炸药 认识 围

棋 大粪 案板 双生 石板 我妈 言语 妻哥 侄女 汽车 旗袍胳膊 溃疡 瓜子儿
”

都不读轻声的

有下列 3 7 个词
,

约占
`

32
.

5 % :’’ 姑夫 答帚 牛筋 提高 常识 名额 民族 半路 建筑 事业 五十

来源 鞋底 半天 金针 态度 计策 透彻 汉族 字帖 外国 冬里 大豆 告示 蔓着 黄锄 房檐 调和

教员 地球 碎炭 阴夭 农业 眼力 毛笔 好活
”

只有老派读轻声的 17 个词
,

约占 14
.

9 % :
’ `

圆桌

老实 日食 月食 梅花 床单 平安 羊毛 团圆 迎接 太平 大戏 补丁 课桌 顾客 大雪 文章
”

只有

新派读轻声的 2 0 个词
,

约占 1’7
.

5 % : “

砂眼 气体 银行 前台 变化 性命 运动 病痛 教室 继续

利益 艺术 丝瓜 赃官 清官 墨水 逗哄 异气 驾驶 床铺
”

两组相加
,

共有 32
.

4% 的词新老派有

差别
。

,

仅仅从轻声词的比例来看
,

两者数量差别不大
,

年轻一代 的口 语 中轻声词 只有 少量增

加
。

但有差别的词在风格上有所不同
。

只有新派读轻声的词显然比只有老派读轻 声词要
“

新
”

一些
。

一些老派轻读的 日常用词
,

新派已不轻读
,

而一些老派不读轻声的新词新 派则读

轻声
。

说明新派在丢失旧的轻声词的同时
,

又发展了一批新的轻声词
。

当然
,

由于比较的词

量有限
,

这一结论 只能说是大致的情形
。

上述情况表明
,

神木话双音词中的轻声词并不稳定
,

还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

这种变化

的拉力主要来 自三个方面
:
第一

,

方言内部轻声的发展规律
。

第二
,

县境 内各土语之间的互

相影响
。

神木方言内部差异颇大
。

近十几年来
,

县境内外人 口 流动显著增加
,

县城人 口成倍

增长
,

各地方言对神木话
、

神木话对各地方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第三
,

普通话的影响
。

新派方言在语音
、

词汇等方面明显地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

在轻声词上 自然会有反映
。

由于造

成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并且互相交叉
,

互相制约
,

所以变化的态势也就显得十分复杂
,

我们

还看不出它的明确方向
。

如果没有普通话的强大影响的话
,

神木方言重轻式语音词发展的

总趋势可能是不断扩散
。

无论如何
,

大量轻声词的存在表明
,

声调作为词的主要 区别性韵律特征的地位
,

正在悄

悄地受到另一种韵律特征— 轻重音的侵蚀
。

尽管有些连调模式和词的语法结构对后字的

调位中和具有强烈的抵制倾向
,

但声调在双音词中的作用还是在逐渐消减
。

这正是不少晋

语方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倾向
。

〔附记 ] 本文在导师钱曾怡教授指导下完成
,

谨致谢忱
。

① “

爷爷
、

奶奶
、

哥哥
”

声调类化
,

读同清上
,

与
“

嫂嫂
”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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