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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求 出 两 字 组 的 连 读 变 调 规 律

熊 正 辉

零 引 言

近 年来
,

随 着方 言研究 的深 入
,

连读 变调逐 渐 受到应 有的重 视
。 《 方言 》季 刊陆续 登 载 了说

明一 些方 言点 的连 读变调 的文 章
。

这 些 文章提 供 了 相 当丰富 的材料
,

揭 示 了许 多有意 思 的 现

象
,

开拓 了 我 们 的眼界
。

汉 语 的许 多方 言都 有连读 变调
,

有 的比 较简单
,

有 的相 当复杂
。

要深 入 理 解 一 个 方言
,

连

读 变调是 一 项 必 须 调查 的 内容
,

关 键是 求 出连 读 变调 的规律
。

本文 只 就 怎样 求 出两字组 连读 变调规 律
,

提 出 一 些 初步 的看 法
。

分析连 读 变调
,

可 以从 不

同的角 度观 察
,

可 以 有 不 同的分析 方 法
。

第 一 节 至第 三节简 要 介绍本 文使 用的名 目
。

这些 名 目的含义 有的跟 某些 文章 用 的不 完 全

一 致
。

本文 引用 的例 子 在 分析方 法上 也不一 定跟 所 引原文 完 全一 致
。

宜 字组
1

.

1 在 一 定 的语言 环 境 里 独 立 说 出来的 一 个 字或 一 串字 叫做 字组
。

比 如 你 听 见 有 人 敲

门
。

你 问: “ 谁?刀 对方答 : “ 我
。 ,, 这 里 的 “谁 ,, 和 “ 我 ”都是 字组

。

又 比如 你 到邮局寄 包裹
,

营业 员

问 你寄 的 什 么
,

你 回 答 : “棉鞋
。 ,, 这 里 “ 棉鞋” 也 是 字组

。

从长 的字组 里 截 取 的 一 个字 或一 串字

不 是字组
。

比 如 有人 问你 某人姓 什么
,

你回 答 : “ 姓 王
。 刀 有人 问你找 姓 什么 的

,

你 回 答 : “

姓 王

的
。 ,, 前 一 个 独立 说的 “ 姓王 ” 是字组

,

后 一 个 截取 的 “姓 王 ,, 不是 字组
。

因为 有的 方 言在 这 两 种

情 况 下声 调 会读得 不 同
。

昌黎城 关话就 读得不 同
。

独立 说的“ 姓王 ,, 读 音是 【衍刁: 卜 uQ 习月J
,

而

“ 姓 王 的 刀读音 是 [。i 习1 卜 u a 习J t i , J
。

1
.

2 一 个 字的字 组 叫单 字组
,

两个字 的字组 叫两 字组
,

三 个字 的字 组 叫三 字组
。

依 此 类

推
,

几 个 字 的字组 就 叫几 字 组
。

单 字 组以 外 的字 组总称 多字组
。

贰 声 调

2
.

1 一 个字 用 于单 字 组时 的声调 叫做这 个字 的 独 用 调
。

比 如北 京话里 “ 谁 ,, 字 的 独 用 调 是

阳平 【习 35 调
, “ 我 ”字 的独 用 调 是上 声 【习 21 4 调

。

一 个 方言里 用 到的 字可 以 分 为 两类
。

一 类 是能 用 于单 字组的
,

这类 字都 有独 用 调
。

一 类

是不 能用 于 单字 组的
,

这 类 字都 没 有 独 用 调
。

所 谓没有 独 用调
,

是 说 平常说 话里 不 会出 现 这 类

字 的 独用 调
。

2
.

2 不 能 用于单 字组 的字
,

他 们 的独 用 调有 时可 以 根据 古音来历 推导 出来
。

这 种推 导 出

来 的独用调 可 以叫做 虚 独用 调
,

以 示 区别
。

比 如
“

裳 ,, 字在北京 话 口语 里总 是跟 “ 衣
”

字 连 用

( 衣
·

裳)
,

读轻 声
。 “裳” 字的 古音 是 平声 阳韵禅母

,

按北 京话 的古今声 调对应 规 律
,

这 个字 的

虚独 用 调是 阳平 【习 35 调
。

方 言



2
·

3 独 用调和 虚独 用 调 统称 单字调
。

2
.

4 一 个 字 用 于 多字组 时 的 声调 叫做 连读 调
,

简 称连 调
。

一个 字的 连 调 可 以 跟 单字 调 相

同
,

也 可 以 跟单 字调 不 同
。

比 如北 京话“ 买米 【m al 刀 m i 习
”

这 个 两 字组里
, “买 ,, 字 的连 调 【习

35 调跟单 字调 汇川 2 14 调 不 同
, “米 ”字 的连调 则跟单 字调相 同

。

2
·

5 一个 字 的 连 调 如 果跟 单 字调 不 同
,

这个连 调 又 叫做连 读 变调
,

简 称 变 调
。

相对 于变 调

而 言
,

单 字调 又 叫做 本 调
。

比 如北 京话 “买 ,, 字的连 调 【”] 35 调就 是 变调
,

单 字调 【刁 2 14 调 是

本 调
。

有时 候为 了 连读 变 调内部 系统 一 致
,

某些 跟单 字调 读得 相 同 的连调 也可 以 认 为 是 变调
,

只 不 过 变得 正 好跟 本调 相 同 ( 见 下 文 4
.

13
“

锅 底锅 的 底” 一 词)
。

2
.

6 单 字 调分 调类 和调值
。

通 常情 况 下
,

一 个 方言里 的 调类 跟调值 是 一 一 对应 的
。

比 如

北京 话 有四 个 单字 调调 类( 轻 声在 外)
,

也有 四 个单 字调 调值
,

互相 一 一 对应
,

即 :

阴平
—

[ : ] 5 5 阳平
—

【。] 3 5 上 声
—

【刁] 2 14 去 声
—

【, ] 5 1

但 是 在有的 方言里
,

有些 古 音 来历 不 同 的 字
,

单 字调调 值相 同 而 连 调 不 同
。

为 描写 连 读 变调 规

律 方便
,

可 以把这 类单 字调 调 值 相 同 的字按 连 调 分 开
,

根据 它 们 跟古 四 声 的关 系定 为 不 同 的 单

字调调 类
。

这 样
,

不 同 的 调类 就可 以 有 相 同 的 调值
。

比 如 温岭 话单 字调 调值读 【习 31 调 的 字
,

分成 阳平 和 阳上 两个单 字调 调类
。

阳平 来 自古平 声 浊声母 字
,

阳上 来 自古 上 声 全浊 声母 字 ( 匣

母 字除 外
,

匣母 在温岭 话里 以 次 浊论 )
。

� 从 下文表 二
、

表三 可 以 看 出
,

这样 分开 之后
,

描 述 温 岭

话两 字组连 读 变调规 律就 比 较 方便
。

下 文凡 说 到按 古 音来 历把 单字 调调 值相 同的 一 类 字 分为

不 同的单 字 调 调 类
,

都是 指上 面说 的 这 种情 况
。

2
.

7 连 调不 分调 类和 调值
。

说连 调 时
,

指 的都 是调值
。

平 常说 的 ,’J 匕京 话 两个 上 声相 连
,

第一 个上 声变 阳平 ” ,

应 理 解 为北京 话两 个单 字调读 上声 的字 相连
,

前 字的 连调读 得跟 单 字调

阳平 相 同
,

不 说前 字的连 调 叫做 阳平
。

北京 话连读 变调 简单
, “ 变阳平 刀的 说法 好象也 没有 毛

病
,

但这 种说 法在连 读 变调 复杂 的方言 里 容 易造 成混乱
。

2
.

8 一 个 多 字组如 果 只 取其 中每个 字 的 单 字调
,

这 个 多字 组就可 以 看 成是 一 个 由单 字调

排 成 的序 列
。

这样 的序 列叫做 单字 调排 列
,

有时 也可 以 简 称为 排 列
。

单 字调 排列 又 分 调 值排

列和 调 类排 列
。

比 如北 京话 里 “ 开 车
、

咖啡
、

溜 冰
、

发烧 ” 这 四 个 两 字组的 单字 调调 值排列 都 是

【: 』+ 【习
,

调 类 排列 都是 “ 阴 平 十 阴平 ,, , “ 岂敢
、

洗手
、

老 虎
、

水 浒,, 这 四 个 两字 组 的单 字调 调值

排 列都 是 〔川 + 【习
,

调 类排 列都是 “上 声 + 上声刀。

2
.

9 一 个 多字 组如 果只 取 其 中每个 字的 连调
,

这个 多 字组 就 可 以 看成 是一 个 由连 调 排成

的 序 列
。

这 样 的序 列 叫做连 调 调式
,

有时 也 可 以简 称为 调式
。

比 如北 京话里 “ 岂敢
、

洗 手
、

老

虎
、

水 浒 ,, 这 四 个 两字组 的连 调调 式都 是 f。 川
。

叁 连读 变调规 律

3
.

1 一个 方 言的单 字调 跟连 调之 间可 以 建立 对应 关 系
。

表 一 是 温 岭 话单 字调 (调 值夕跟 两

字 组连 调 的 对应 关系 ( 据《 温岭 方 言的 连 读 变 调》一 文的 材料改 制)
。

竖 行最 左边 是温 岭 话里 的

全 部单 字 调
,

横行最 上 边 是 温 岭 话 里 的连 调
。

这里 列 出 的连 调及其 跟单 字调 之 间的 对 应关 系

限 于不 含轻 声 字的 两 字组
。

温岭 话里 某些 不变 调的 两 字组 ( 比 如 像 “我 去 ,, 、 “你 说 ,, 这 样 的主 谓

结构 的 两 字组) 也不 包 括 在内
。

表 一 横着 从左 望右 看
,

可 以 看 出每 一 个 单字 调读 什么 连 调
。

比

如 单字 调读 [ “] 33 调 的 字
,

连 调 可以 读 [ 」] 33
、

[ : ] 55
、

[ , ] 4 4 三 种 连 调
。

又 比 如单 字调 读

加』15 调 的 字
,

连 调 也读而 且只 读 f 习 15 调
。

这 种 对应 关 系 叫做 从 单 字调到连 调的对 应
。

竖

� 见 李 荣《 温 岭 方言 的 连读 变 调》第 二 节
“

阳乎 和 阳 上
” , 《方言 》19 79

.

8一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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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从 上 往 下看
,

可 以 看 出每 一 个 连 调读 什 么 单 字调
。

比 如 连 调读 〔月 33 调 的字
,

单 字调可 能

读 [ 」】33 调
,

也 可能读 [ : ] 55 调
。

又 比 如连 调读 [ , 1 44 调 的字
,

单 字调 一 定读 [ 」1 33 调
。

这 种 对应关 系 叫做 从连 调到 单字 调的对 应
。

3
.

2 从表 一 可以 看出
,

单字调 跟连 调之 间的 对 应关 系 有一对 一 的 对应和 一 对 多的对应 两

种
。

如 果从单 字 调和 连 调两 方面给 出 一 些 限 定条件
,

一 般 来说 就可 以消除 一 对 多的对 应
,

使 之

都 成为 一对 一 的 对应
。

表一 对温 岭 话 的 连调 已 经 给 出 了 一 些 限 定条件 ( 如限 于不含 轻声 字的

两 字组
,

韭 且排 除 了某 种 或某些 语法 结 构 的两 字组 )
,

但 是 限定 的 条件 还不 够
。

表 二 是温岭 话

表 一 温 岭 话 单字 调 ( 调值 ) 跟 两字 组 连 调的对 应 关 系

、24,35妇33一,44M5l刁l5为11一?l3J3l扣55一155?42,33
单公

\ \

调
一

犷 牛田 \

妇川 \

+十 十

+

+ ++十+

425555一3113n一5115

表 二 温 岭话 从 单 字 调 ( 调 类 ) 到 两 字组 连调 的对 应 关 系

作为 两 字组 的前 一 字

阴 平 [ 」J 3 3 调

作为 两 字组 的后 一 字

」

3 阴 上 [ , ] 42 调

5 阴 去 11 ] 55 调
7 阴 入 [?”] 55 短 调

2 阳平 [ J ] 3 1 调

阳 上

阳去

31 调

13 调

在 阴平 前变 「rJ 55 调
,

在 阳 平前变

[ r ] 44 调 ; 其他 [ , ] 不 变

在 阳平 前 变 【rl 55 调
,

其他 【习 不 变

变 [卜J 3 3 调

在 阳平 前 〔?习 不变 ; 其他 变 [?卜 】33

短 调

在 阴 平前 变 【r] 35 调
,

在 阳 平 前 变【, ]

24 调 ; 其 他变 【习 13 调

在 阳平前变 【r] 35 调
,

其 他 【习 不 变

8 阳 入 [? J ] 11 短 调

P 升 变音 [月] 15 调
Z 降 变音 [ , 51 调

? J

( 不 作为 前 一 字)

( 不 作为前 一 字 )

在 阴 去
、

阳去后 【习 不 变;

其他 变 [ 入] 5 1 调

切

在阴平
、

阳 平
、

阴去
、

阳去

后 变【「]55 调 ; 其他【习不 变

? J

, ..J一..J

劝刁
Lr.r..L

方 言

J



表 三 温 岭 话 两 字组 从 单 字调 调类排 列到连 调 调式 的对 应 关 系

、、

后后 阴 平平 阴 上上 阴 去去 阴 入入 阳 平平 阳 上上 阳 去去 阳 人人 升 变音音 降 变音音

字字字 」」 勺勺 111 ?111 JJJ JJJ 月月 ? JJJ 月月 MMM

前前前 3 3 调调 4 2 调调 5 5 调调 55短 调调 31 调调 31 调调 13 调调 11 短 调调 15 调调 5 1 调调

字字 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
lll 333 555 777 222 444 666 888 PPP ZZZ

\\\\\\\\\\\\\\\\\\\\\\\\\

lllll 」F 」」 月 」」 」 111 」 ?111 」r J 卜卜 」 JJJ 」 J FFF 」 ? JJJ 」 月月 」 劝劝

33333 」 」」 勺 」」 勺 111 闷 ?111 闷 F J 卜卜 闷 JJJ 闷 刁刁 闷 ? JJJ 」 月月 」 MMM

55555 1 卜 」」 1 卜 勺勺 1 卜 111 , 卜 ? 111 1 卜 JJJ 1 卜 JJJ 1 卜 刁 FFF 1 卜 ? JJJ 1 卜 月月 1 卜 劝劝

77777 ?1 卜 」」 ?1 卜 闷闷 ?1 卜 111 ?1 卜 ?111 ?1 劝 入入 ... ?1 卜 刁刁 ?1 卜 ?JJJ ?1 卜 月月 ?飞卜 ””

???????????????1 卜 JJJJJJJJJJJ

22222 明r 」」 明卜 」」 J 卜 111 劝卜 ? 111 J 卜 劝 叭叭 J 卜 JJJ 劝 卜 刁 「「 J 卜 ?」」 」卜 月月 J 卜 劝劝

44444 J 」」 J 」」 明 111 明 ? 111 J Y J 卜卜 J JJJ 闷 刁刁 J ?JJJ 明 月月 ‘

I UUU

}}}}}}}}}}}}}}}}}}}}}}}}}

66666 刁 」」 刁 勺勺 刁 111 刁 ? 111 J JJJ 刁 JJJ J 」「「 刁 ?JJJ J 刁刁 刁 MMM

88888 ? J -III ? J 闷闷 ? J lll ? J ? 111 ?J 劝入入 ? J JJJ ? J 」」 ?」 ? JJJ ? J 月月 ? J MMM

表 四 温 岭 话 两 字组 从 连 调 调 式 到单 字调 调 类排 列 的对 应 关 系

\\\ 后后 , 5 555 」 3333 M 5 111 勺 4222 闷 3 111 刁 1555 刁 1333 ? 1 5555 ? J 1111

前前 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字字
\ \ \\\\\\\\\\\\\\\\\\\\\

111 555555 1 lll 3222222222222222

吮吮 44444444 l 222222222222222

」」 3333 15 5555 5 111 12 5222 13 5 333 14 5444 I P SPPPPP 17 5777 18 5888

111116 5666666666 522222222222

」」 4 222 3555 3 lll 3ZZZ 3 333 3 444 3PPP 3 666 3 777 3888

JJJ 3 111 4555 4 111 4ZZZ 4333 4 444 4PPP 4 666 4 777 4 888

111 355555 2 111 4 222222222222222

刁刁 2 4444444 2 222222222222222

刁刁 1333 25 6555 6111 22 6222 23 6333 24 6444 ZP 6PPPPP 27 6777
一一

222226 6666666666 6222222222 2 8 6 888

??? 1 5 5555555 7 222222222222222

???刁 3 333 7555 7 lll 7ZZZ 7333 7444 7PPP 7666 7777 7888

???J 1111 8555 8111 82 8222 8333 8444 8PPP 8666 8777 8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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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单字 调到 两字组 连 调 的 一 对一 的 对应 关 系( 引 自《温 岭 方 言的 连 读变 调
》

一 文 )
。

表 二 把 单字

调 调值读 〔习 31 调 的字按 古音 来历 分成 阳平和 阳上 两 个调 类 ( 看本 文 2
.

6)
,

把 连调 按前 字后

字 以 及 处在 什么 调 类之 前或 之后加 以 区分
,

于 是 每一 个 单 字调在 表里 所给定 的条 件下就 都 只

对应 一 种 连 调
。

3
.

3 连 读 变调 规律就 是从 单 字调 到连 调 的 一 对一 的对应 关 系以 及 建立 这 种关 系的 具 体限

定 条件
。

3
.

4 两 字组 的 单 字调 排 列 跟 连 调 调 式 之 间 也 可 以 建 立 对应关 系
。

从单 字调 排 列 到 连 调 调

式 的 一 对 一 的 对应关 系以 及 建立 这 种 关系 的具 体限定 条件
,

是 连 读变 调规律 的另 一 种表 现 形

式
。

有时候 这种 形式表 述 的 连读 变调 规律使 用 起 来更 方便
。

从这 种形 式的连 读 变 调规 律可 以

推 导 出 从单 字调 到连 调 的 连 读 变调规 律
。

反 过 来也可 以
。

表 三是 温 岭 话 两 字组 从 单 字调 调类

排 列 到 连 调 调式 的一 对一 的 对应 关 系
。

表 三 引 自 《 温 岭方 言的连读 变 调 》 。

原表 有一 部 分 空

格
,

表示 前后 字都不 变调
,

这里 都写 上调 畏 表 二 和 表三 可 以 互 相推导
。

3
.

5 根 据从单 字调 排 列到连 调调 式 的 一 对 一 的 对应 关 系
,

还可 以 推 导 出从 连 调 调 式 到单

字 调 排列 的对应 关 系
。

表 四 就是 从 表 三 推 导 出来 的
。

表 四 格 子 里 两 两 一 组的 数 字或 字母是 单

字 调 调 类排 列 的代码
,

两个 数 字或 字母 分别 代表 前后 字的单 字调 调类
。

当我 们已 知 某一 个 连

调 调 式 而 希 望 知 道 跟它 对应 的是 什 么 单字调 排 列时
,

表 四 的 表述形 式是 很有 用 处的
。

肆 怎样 求 出两 字组 连读 变调 规 体
4

.

1 根 据 目前 看到 的 材 料
,

要建立 两字组 的从 单 字调 到连 调的 一 对 一 的 对应 关 系
,

可 以

从 三 个 方面 寻找 限 定 条件 : � 今音 的语 音环 境
,

� 古 音 来历
,

� 语法 结构
。

4
.

n 今 音的 语音环 境指 的是 处在 什么 单 字调 调值之 前或之 后
。

如 果 单 字调 调值 跟 调 类

是 一 一 对 应 的
,

也可 以 指 处在 什么 单字调 调类之 前或 之 后
。

比 如北 京话 上 声 〔刁 2 14 调 的 字
,

在上 声 【习 2 14 调 之 前读 连 调 【月 35 调
,

就是 受今音 的语音 环 境制 约 的
。

单字调调 值排 列 已 经包 含 了今 音 的 语 音环 境 方面的限 定条 件
,

因 此
,

建立 从单 字调 调值排

列 到 连 调调式 的一 对一 的对应 关 系
,

就 只 需从 古 音 来历和 语法 结构两 方面去 找限 定条 件
。

4
.

12 从 古音来 历 方面找 限定 条件
,

请 看本文 2
.

6
。

凡 是单 字调调 值相 同的字 能根 据连 调

分 成不 同的类
,

而 巨这些 不 同的类正 好跟 古 音来 历 的某种 分 类相符 合
,

就 可 以 把 同 一 单 字调 调

值 的 字分 成不 同 的单 字 调 调 类
,

从而 建立从 单 字调 调类到 连 调的 一 对 一 的对应
,

或 者建立 从 单

字 调调 类 排 列到连 调调 式的 一对一 的 对应
。

本 文 2
.

6 里 已 经举 了 温 岭 话的 例子
,

现 在再 举一

个 昌 黎 城 关话 的例 子
。

昌黎 城 关话 单字 调 调 值 排列 【习 + 【l] 对应 的 连 调 调式 有两个 : A
.

[ 1 , ]
,

B
.

[ 月 1 ]
。

如 : “ 倒
·

上 , [水 ] 刀读 [t a u l 吞a 习{ ]
, ,’道

·

上 路 上 ,, 读 [t a u 刁 即习1 ]
, ,’ 麦

·

子 ,, 读 【m a i l

ts 川
。

读连 调调 式 A 的
,

前 字来 自古 去 声 清声母 字和 古 人 声 次 浊 声母字 ; 读连 调 调 式 B 的
,

前

字来 自古 去 声 浊声母 字
。

� 如果 把单 字调调 值读 【习 55 调 的字分 成阴去 和阳 去 两 个调 类
,

从

调 值排列 到调 式的 一 对 二 的 对应就 化为从 调 类 排列 到调式 的一对 一 的 对应
。 “ 阴 去 + 轻声 ” 读

调 式 A
, “ 阳 去 十 轻 声 ”读 调 式 Bo

4
.

13 两 字组有 的是 一 个 词
,

有 的 是 两 个词 组 成 的结构
。

两字组 的两个 字之 间可 以 有各 种

语 法 结构 关 系
,

如主 谓
、

述 宾
、

述补
、

偏 正
、

联 合
、

重 叠
、

数 量等等
。

有 的还 可 以 再细 分
。

如述

宾 可 以 分为 述 语 带 宾语 “ 我
、

你
、

他 ” 和述语带 其他 的 宾语 ; 重 叠 可 以 分 名 词 重 叠
、

动 词 重 叠
、

副

词 重 叠等 等 ; 述 补可 以 分 动 词带 补语 和 形 容 词 带 补语
。

在许 多方言里
,

同一 种单 字排 列的 两 字

� 见 《 昌黎 方 言 志 》第 肆 章 第 三 节 和 1知 页倒 3 行
,

科 学 出 版 社 1% 0 年 第 一版
,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19 84 年 新 一 版
。

6 方 言
.

ro
.



组
,

由 于 语法 结构 不 同 而 会 有不 同 的连 调调 式
。

比 如 潮阳话 � 每 一 种 两字组 单 字调 排列 都 有

三 种连 调调 式 : � 前字 变调
,

后 字 不 变调 ; �后 字 变调
,

前字不 变调 ; � 前字后 字都 不 变调
。

读 哪

一 种 调 式
,

取 决于 两字 组的 语法 结构
。

例如一 般 的主 谓 式读� 式
,

单 词性 较 强 的 主 谓式 读� 式 :

阴 平 + 阴 平 � 风 粗 [ h u a 习」 t s
‘

o u 」] 风 大 �天 光 [ t
‘

i o k 习* L ] 天 亮

阴 上 + 阴平 � 肚 楞 [ t o u 、 i a u , ] 肚子 饿 � 手瘦 [t s ‘

i u 、 s D」L 」手 酸

又 如 后 字是 方位后 置 字“ 头
、

顶
、

底 ” 实指 的 偏正式读 � 式
,

后 字 是 近 似词 尾 的 “ 底
、

顶
、

中
、

间
、

头
、

引” 等 的处 所 词 读 习式 :

阴 平 + 阴 上 � 锅 底 [ u e 」卜 t o i 、] 锅 的 底 � 锅底 [ u e o t i 、k ] 锅 里

阴 去 十 阴 上 � 膺 顶 [ t s ‘ u j r t e 习、] 房顶 � 膺 顶 [t s ‘ u “ t e 。, k ] 房 上

4
.

2 求 一 个 方言 的 两 字组 连 读 变调规 律
,

首 先要 收 集足 够 多的 知 道 字音来 历 的 两 字组 ( 调

查 词汇 时 所 得 的 两 字词 语 )
。

每 个两 字组里 的两 个字 应 该 记 出 单 字调 和 连 调
。

两 字组 的 语 法

结 构如 果 从 字 面 上 不 容 易看 出来
,

应 该加 注 解
。

比 如 “ 热饭
”

这 个两 字组
,

可 以 是 述 宾式
,

也可

以 是 偏正 式
,

这 就需 加 注 解
。

4
.

3 材料淮 备 好 了之 后
,

把两 字组 材料 按单 字调调 值排 列进 行分 类
,

看 每一 种 排 列 都 读

什 么 连 调 调式
,

韭 初步 列 出 一 个从 单字 调调值 排列 到 连 调 调 式的 对应 关系表
。

如 果 对应 全 都

是 一 对一 的
,

说 明 该方 言的 连 读 变调只 跟 今 音 的语 音环 境 有关
。

比 如北 京 话就 是 如 此
。

这 一

类 的方 言
,

到 这 一 步就 已 经 把 连 读 变调 规律 求 出来 了
。

4
.

4 如果 初步 列 出 来的从 单 字调调 值排 列到 连 调 调式 的 对应 关 系出 现 一 对多的 对应
,

可

以 分 别从 古 音 来历 或 语 法 结 构方面 寻找 限定 条件
。

如 果只 跟 古 音 来历 有关 系
,

可 以根 据 连 调

把 单字 调 调 值相 同 的 字分 为 不 同 的 调 类
,

列 一 个从 单字 调 调 类 到 连 调 调 式 的 对 应关 系表
,

这 时

的 对 应 关 系应该 都 是 一 对一 的
,

连 读 变调 规 律也就 求 出 来 了
。

如 果 只 跟语 法 结 构 有关 系
,

可 以

把 连 调 调式 分 成 几 类
,

说 明哪 些 语法 结 构的 两 字组 读哪 一 类 连 调 调 式
。

到 这 一 步
,

连 读 变 调规

律 也 就 求 出 来 了
。

4
.

5 有 时候
,

一 种 单 字调 调 值排 列读 多种连 调 调 式
,

既 跟 古音 来历 有关 系
,

又 跟 语法 结构

有 关 系
。

山 西平 遥话 就有这 样 的 情况
。

� 平 遥话 单字调 调 值排 列 「」」+ 【刁」 对 应 三 种 连 调 调

式 : 甲
.

, 习
,

乙
.

【J 们
,

丙
.

【1 习
。

如果 我 们 只 从 古音 来历方 面 找 限 定 条件
,

把 单字 调调 值

读 【刁』13 调 的 字分 成 阴平 ( 来 自古 平声 清声母
,

代 码为 l) 和 阳平( 来 自古 平声 浊声母
,

代码

为 2) 两个 调类
,

从 调类 排列 到调 式 的 对应 关系如 下 :

1 1 一一 甲乙 丙 抽签 t ,
‘a u 刁 t 。‘

i : J 西瓜 se i 切 k o a 。 添 添 t
‘

i Eo t
‘

iE J

1 2

—
甲乙 关 门 k u a 习力 m a o J 砖 窑 t s u a 习“ i “1

2 1

—
甲 磨 刀 n l e i 」 t 。 刁 甜瓜 t i : “ k u a ,

2 2 一 一 甲 丙 填 房 t i E 刁 x u a 习刁 茶盅 t s ‘a 」 t s u 勺月 寻 寻 。i q l 0 1习“

如 果 我 们只 从 语法 结 构 方面寻 找 限 定条 件
,

把 两字 组分 成 三 类 : A
.

述 宾式
、

主 谓式 ; B 偏正

式
、

业 列式
、

谓补 式
、

名叠式 ; C
.

动叠 式
。

结果 如下 :

A

—
甲 浇花 t o i。, x u a J 开 门 k

‘

史 刁 m a 习」 吟诗 i 习刁 5 1刁 跌 高 x u , k 。 , 脚 面 高

B

—
甲乙 洋烟 ia 习“ i : J 房檐 x u a 刁 i : J 灯灯 t a 习J t a 习。 诗歌 s 1J k 。。

C

—
丙 分 分 x u 习。 x u 习J 缝 缝 x u 习” x u 习J

� 见 张 盛 裕 《潮 阳 方 言 的 连 读 变 调 》 , 《 方 言》 19 79
.

93 一 121 ; 《潮 阳 方 言 的 连 读 变 调 ( 二) 》 , 《方言 》 198 0
.

12 3一 13 6.

� 见 侯 精 一 ‘平 遥 方 言 的 连 读 变 调 》 , 《 方 言》
19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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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 面 的 分析 可以 看 出
,

单 从 古音来 历或 者 语法 结 构 一 个方 面 找限 定条件
,

都得 不 到全 部一 对

一 的 对 应
。

只 有把 两方面 的限 定条 件结合起 来 才 能 得 到从单 字调调 类到连 调调 式 的 一 对一 的

对 应
,

从 而 求 出连读 变 调规律
。

表五 和 表 六是 一 对一 的 对应 关系表
。

内容 相 同
,

只 是表 现 形式

不 一 样
。

表 五
~

偷 飞
\ 。

一

到
1 阴平

\ 、、 }

阳平

阴平

CCCCC 门 JJJ

2 阳平

AAAAA 刁 刁刁

BBBBB J 444 劝 月月

一一一l lll!!!

CCCCC 门 JJJJJ

}}}}} }}}}}}

AAAAA 1 JJJ J JJJ
召召 ...

止二- 二二{{{
111 1111111

OOOOO 月 刁刁

1 阴平

2 阳平

l 阴平

2 阳平

l 阴 平

: 阳平 } }
,

lll 阴平平 2 阳 平平
一一一lll

JJJ 刁刁 刁 JJJ

}}}}} J 」」

JJJ JJJJJ

}}}
_ _

}}}}}}
明明 门门 劝 111

一一一...

刁刁 刁刁 」 刁刁

】】 一一一

月月 劝劝劝

112|一匕日一�
!

一!一�
!一l自仁工队I’’

!尸一l尸一�匕
l

IJI-’工I.尸工!

本 刊 19 81
.

2 52 ( 《漠 韶音韵 蒲羲》 翠行 本第 12 面) 《度韵 》韵母 表 的脱 明

第 二 段 和第 三段 末 了 分 别 增加 下 列字 句 :

( 2 ) ⋯ ⋯ 臻 榆 雨 韵 限 放惑 ( 照 二 ) 组 朋 口 ,

现 在 忽 焉 三等韵
,

韵 母表 裹臻 榔韵 分别附 在 真 臂

韵 之俊
。

(3 ) ⋯ ⋯ 清昔 韵唇 音和 牙 喉 音的字 韵 圆都 列在 四 等 ( 精组字 自然 也列 在四 等 )
,

只 有 章

( 照 三 ) 组 和 来 母字 列在 三等
,

现 在 一 律韶 焉 三 等
。

本 刊 198 3
.

16 3 第 17 行 福州 韶⋯ ⋯ 菜是 t’ 碧
”

【n u o ?: ]
。

所靓 音改 作 [ n i 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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