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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攸县方言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刘　斌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详细地调查并用实验的手段描写攸县皇图岭话中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包括非轻声和轻声，并且讨论皇图岭话连读
变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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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攸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攸县方言内部差异较明
显，陈立中先生曾分为两片：东乡、北乡为一片，西

乡、中乡、南乡为一片。［１］本文描写和讨论北乡皇图

岭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合作发音人为刘岳云，

男，７４岁，汉族，皇图岭镇鹏江村人，不会讲普通
话，当地农民。

　　一　皇图岭话音系

（一）声母

含零声母在内，共有声母２４个：
ｐ布八　　　ｐｈ普盘步　　　ｍ门望网１

ｆ夫兄书 ｖ味未 ｔ多到
ｔｈ土徒初操 ｎ难怒 ｌ路连
ｔｓ组早装 ｔｓｈ磁次 ｓ思苏生霜
ｔ?招知 ｔ?ｈ潮齿 ?声诗
ｔ精经 ｔｈ秋丘杰 女年

晓手 ｋ贵主筑格 ｋｈ开跪处柜
鱼岸 ｈ好道火偷 油胃二衣
说明：（１）［ｖ］的摩擦较轻，仅限与齐齿呼相

拼；（２）［ｎ］主要与开口呼、合口呼相拼，［］主要
与齐齿呼、撮口呼相拼；（３）［］既可以作声母，也
可以自成音节或做后鼻韵尾。

（二）韵母

含自成音节的［］在内，共有韵母３８个：
资事　　　　知纸　　　　ｉ米眉
ｕ母赌 ｙ书秋余锤 Ａ爬家扯
ｉＡ姐夜 ｕＡ花瓜画 ｙＡ抓
坐木合 ｉ绿嚼 ｕ郭窝
ｙ药 耳白特 ｉ日急接
ｕ国活 ｙ缺出 ｉＹ油右
ａｉ三介咸 ｉａｉ星１灵１影１ ｕａｉ怪横快
ｙａｉ□扔掉 ｉ倍妹 ｕｉ桂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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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根斗等 ｉｉ连尖仙 ｕｉ温昆
ｙｉ丸远问 ɑｕ跑逃超 ｉɑｕ吊晓叫
ɑ含当酸昌 ｉɑ样娘 ｕɑ光王黄
东松风 ｉ人林零 ｕ红翁
ｙ重云用 鱼公１供１

说明：（１）右下标数字“１”为常读音；（２）［ｙ］类
音与［ｋｋｈｆ］声母相拼合时，撮口特征明显，与［ｌｔ
ｔｈｈ］相拼时撮口特征不明显；（３）［ｉ］中的
［］轻微；（４）韵母［ɑｕｉɑｕ］中，韵尾［ｕ］撮口度不
明显。

（三）声调

通过Ｐｒａａｔ语音软件分析以及 Ｌｏｇｚ－ｓｃｏｒｅ的
归一化处理，［２］皇图岭话共计单字调５个：

阴平３５　　　家开婚急歇
阳平３１３　　 图陈寒鹅麻

上声４２　　 古把马手老

阴去１１　　 布菜世辣白

阳去２４　　 近厚共树漏

　　二　两字组连读变调

李小凡先生在探讨汉语方言的连读变调的类

型时，将变调分为两类：（１）纯语音变调，包括简化
型、异化型和中和型；（２）音义变调，包括声调包络、
叠合型连调、小称变调、重叠变调等等。［３］根据这种

分类，我们将轻声变调也归于连读变调的范畴。

（一）非轻声两字组连读变调

皇图岭话两字组连读排列形式共有３１种。作
为前字，阴平、阳平、阳去发生变调。作为后字，阴

平、阳平、阴去、阳去都发生变调。上声前字后字都

不变调。如表１所示。表左标明前字的调类和调
值，表端标明后字的调类和调值。变调调值加下划

线表示。

表１　非轻声两字组连续变调

阴平３５ 阳平３１３ 上声４２ 阴去１１ 阳去２４

阴平３５ ３３＋３５ ３３＋３１３ ３３＋４２
Ａ．３３＋３５
Ｂ．３３＋１１

Ａ．３３＋３５
Ｂ．３３＋２４

阳平３１３
Ａ．３１＋２４
Ｂ．３１＋３５

３１＋３１３ ３１＋４２ ３１＋１１ ３１＋２４

上声４２
Ａ．４２＋２４
Ｂ．４２＋３５

４２＋３１３ ４２＋４２ ４２＋１１ ４２＋２４

阴去１１
Ａ．１１＋２４
Ｂ．１１＋３５

１１＋１３ １１＋４２ １１＋１１ １１＋２４

阳去２４
Ａ．１１＋２４
Ｂ．１１＋３５

２４＋３１３ １１＋４２ ２４＋１１ １１＋２４

　　需要说明的是，“阴平 ＋阴去”“阴平 ＋阳去”
“阳平＋阴平”“上声 ＋阴平”“阴去 ＋阴平”“阳去
＋阴平”等格式的两种变调模式：字组为偏正关系，
变调为Ａ类；字组为述宾关系，变调为 Ｂ类。从频
谱图上显示，变调的调值比［２４］稍微高一些。

下面举例。字组仅标连调调值，较有特殊含义

的方言词在举例后统一解释（轻声变调的举例亦

同）。

１．阴平为前字时，前字变调为３３。
（１）阴平 ［３５］＋阴平 ［３５］，连调调式

为３３＋３５。
飞机ｆｉ３３ｉ３５　　　　医师ｉ３３ｓ３５

出血ｋｙ３３ｆｉ３５ 接生ｉ３３ｓｉ３５

结冰ｉ３３ｐｉ３５ 开车ｋｈｉ３３ｔ?ｈＡ３５

斫肉ｋｙ３３ｎ３５ 升级?３３ｉ３５

（２）阴平 ［３５］＋阳平 ［３１３］，连调调式
为３３＋３１３。

开门ｋｈｉ３３ｍｉ３１３ 帮忙ｐɑ３３ｍɑ３１３

吃茶ｈｉａ３３ｔｈＡ３１３ 作田 ｔｓ３３ｔｈｉｉ３１３

色盲ｓ３３ｍɑ３１３ 干塘ｋɑ３３ｈɑ３１３

新娘ｉ３３ｉɑ３１３ 关门 ｋｕａｉ３３ｍｉ３１３

（３）阴平 ［３５］＋上声 ［４２］，连调调式
为３３＋４２。

抓紧ｋｙＡ３３ｉ４２ 吃苦ｈｉＡ３３ｋｈｕ４２

瞎眼ｈＡ３３ａｉ４２ 屙屎３３?４２

出丑ｋｈｙ３３ｔｈｙ４２ 跳舞ｔｈｉɑｕ３３ｕ４２

加减ｋＡ３３ｋａｉ４２ 浇水ｉɑｕ３３ｆｙ４２

（４）阴平［３５］＋阴去［１１］，连调调式分两类：Ａ
类（偏正关系）为 ３３＋３５；Ｂ类 （述宾关系）
为３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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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类　青菜ｈｉａｉ３３ｔｈｉ３５　　书记ｆｙ３３ｉ３５

车票ｔ?ｈＡ３３ｐｈｉɑｕ３５ 生活ｓｉ３３ｈｕ３５

Ｂ类　开店ｋｈｉ３３ｔｉｉ１１　　栽菜ｔｓｉ３３ｔｈｉ１１

消毒ｉɑｕ３３ｈｉ１１ 发力ｆＡ３３ｌｉ１１

（５）阴平［３５］＋阳去［２４］，连调调式也分两
类：Ａ类（偏正关系）为 ３３＋３５；Ｂ类（述宾关系）
为３３＋２４。
Ａ类　花样ｈｕＡ３３ｉɑ３５　　方便ｆɑ３３ｐｈｉｉ３５

樟树ｔ?ɑ３３ｆｙ３５ 医院ｉ３３ｙｉ３５

Ｂ类　发病ｆＡ３３ｐｈｉａｉ２４　　扛轿ｋɑ３３ｈｉɑｕ２４

出汗ｋｈｙ３３ｈɑ２４ 出院ｋｈｙ３３ｙｉ２４

２．阳平为前字时，前字变调为３１。
（１）阳平［３１３］＋阴平［３５］，连调调式分两类：

Ａ类（偏正关系）为 ３１＋２４；Ｂ类（述宾关系）
为３１＋３５。
Ａ类　床单ｔｈɑ３１ｔａｉ２４　茶杯ｔｈＡ３１ｐｉ２４

梅花ｍｉ３１ｈｕ２４ 南风ｎａｉ３１ｆ２４

Ｂ类　磨刀ｍ３１ｔɑｕ３５　聊天ｌｉɑｕ３１ｔｈｉｉ３５

留歇ｌｙ３１ｉ３５ 同乡ｔｈ３１ｉɑ３５

（２）阳平［３１３］＋阳平［３１３］，连调调式
为３１＋３１３。

犁田ｌｉ３１ｔｈｉｉ３１３　　划船ｈｕＡ３１ｆｉｉ３１３

存钱ｔｈｉ３１ｈｉｉ３１３ 皇图ｈｕɑ３１ｔｈｕ３１３

（３）阳平 ［３１３］＋上声 ［４２］，连调调式
为３１＋４２。

何解ｈ３１ｋａｉ４２　　如果ｙ３１ｋｕ４２

寻死ｈｉ３１ｓ４２ 防火ｆɑ３１ｈｕ４２

（４）阳平 ［３１３］＋阴去 ［１１］，连调调式
为３１＋１１。

还账ｕａｉ３１ｔ?ɑ１１　　留校ｌｙ３１ｋɑｕ１１

迟到ｔ?ｈ３１ｔɑｕ１１ 淋粪ｌｉ３１ｆｉ１１

（５）阳平 ［３１３］＋阳去 ［２４］，连调调式
为３１＋２４。

长命ｔ?ｈɑ３１ｍｉａｉ２４　　流汗ｌｙ３１ｈɑ２４

怀旧ｈｕａｉ３１ｈｙ２４ 迷路ｍｉ３１ｌｕ２４

３．上声为前字时，前字保持原调４２。
（１）上声［４２］＋阴平［３５］，变调调式分两类：Ａ

类（偏正关系）为 ４２＋２４；Ｂ类 （述宾关系）
为４２＋３５。
Ａ类　酒糟ｙ４２ｔｓɑｕ２４　　广州ｋｕɑ４２ｋｙ２４

火车ｈｕ４２ｔ?ｈＡ２４ 祖宗ｔｓｕ４２ｔｓ２４

Ｂ类　打开ｔＡ４２ｋｈｉ３５　　请客ｈｉａｉ４２ｋｈＡ３５

保温ｐɑｕ４２ｕｉ３５ 起风ｉ４２ｆ３５

（２）上声 ［４２］＋阳平 ［３１３］，连调调式

为４２＋３１３。
果园ｋｕ４２ｙｉ３１３　　水壶ｆｙ４２ｈｕ３１３

酒瓶ｙ４２ｐｉ３１３ 好人ｈɑｕ４２ｉ３１３

打雷ｔＡ４２ｌｉ３１３ 广场ｇｕɑ４２ｔ?ｈɑ３１３

有灵ｉＹ４２ｌｉａｉ３１３ 可怜ｋ４２ｌｉｉ３１３

（３）上声 ［４２］＋上声 ［４２］，连调调式
为４２＋４２。

打水ｔＡ４２ｆｙ４２ 演讲ｉｉ４２ｋɑ４２

选举？ｉｉ４２ｋｙ４２ 躲雨ｔ４２ｙ４２

表演ｐｉɑｕ４２ｉｉ４２ 养狗ｉɑ４２ｋｉ４２

举手ｋｙ４２ｙ４２ 保险ｐɑｕ４２ｉｉ４２

（４）上声 ［４２］＋阴去 ［１１］，连调调式
为４２＋１１。

好看ｈɑｕ４２ｋɑ１１ 写信ｉＡ４２ｉ１１

解毒ｋａｉ４２ｈ１１ 哕气ｈｕｉ４２ｉ１１

（５）上声 ［４２］＋阳去 ［２４］，连调调式
为４２＋２４。

煮饭ｋｙ４２ｆａｉ２４ 写字ｉＡ４２ｔｓｈ２４

走路ｔｓｉ４２ｌｕ２４ 有事ｉＹ４２ｓ２４

４．阴去为前字时，前字保持原调１１。
（１）阴去［１１］＋阴平［３５］，连调调式分两类：Ａ

类（偏正关系）为 １１＋２４；Ｂ类 （述宾关系）
为１１＋３５。
Ａ类　汽车ｈｉ１１ｔ?ｈＡ２４　　信息ｉ１１ｉ２４

建设ｉｉ１１?２４ 快乐ｋｕａｉ１１ｌ２４

Ｂ类　订亲ｔｉ１１ｈｉ２４　　看出ｋｈɑ１１ｋｈｙ２４

读书ｈｉ１１ｆｙ２４ 细心ｉ１１ｉ２４

（２）阴去 ［１１］＋阳平 ［３１３］，连调调式
为１１＋１３。

拜年ｐａｉ１１ｉｉ１３　　看齐ｋｈɑ１１ｈｉ１３

熟人ｆｉ１１ｉ１３ 放平ｆɑ１１ｐｈｉａｉ１３

（３）阴去 ［１１］＋上声 ［４２］，连调调式
为１１＋４２。

中暑ｋｙ１１ｆｙ４２ 放手ｆɑ１１ｙ４２

送礼ｓ１１ｌｉ４２ 落雨ｌ１１ｙ４２

凑巧ｔｈｉ１１ｈｉɑｕ４２ 对打ｔｉ１１ｔＡ４２

献宝ｉｉ１１ｐɑｕ４２

（４）阴去 ［１１］＋阴去 ［１１］，连调调式
为１１＋１１。

叹气ｈａｉ１１ｈｉ１１ 看戏ｋｈɑ１１ｉ１１

放学ｆɑ１１ｈ１１ 觉ｈｕｉ１１ｋɑｕ１１

照相ｔ?ɑｕ１１ｉɑ１１ 寄信ｉ１１ｉ１１

热菜ｉ１１ｔｈｉ１１

（５）阴去 ［１１］＋阳去 ［２４］，连调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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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１＋２４。
看病ｋｈɑ１１ｐｈｉａｉ２４ 自重ｔｓｈ１１ｋｈｙ２４

种树ｋｙ１１ｆｙ２４ 落后ｌ１１ｈｉ２４

做饭ｔｓｕ１１ｆａｉ２４ 靠近ｋｈɑｕ１１ｈｉ２４

５．阳去为前字时，前字分两种情况：变调为１１
和保持原调２４。

（１）阳去［２４］＋阴平［３５］，连调调式分类：Ａ
类（偏正关系）为 １１＋２４；Ｂ类 （述宾关系）
为１１＋３５。
Ａ类　被窝ｐｈｉ１１ｕ２４　　道德ｈɑｕ１１ｔ２４

动物ｔｈ１１ｙ２４ 电灯ｔｈｉｉ１１ｔｉ２４

Ｂ类　尽力ｈｉ１１ｌｉ３５　　卖瓜ｍａｉ１１ｋｕＡ３５

卖花ｍａｉ１１ｈｕＡ３５ 认真ｉ１１ｔ?３５

（２）阳去 ［２４］＋阳平 ［３１３］，连调调式
为２４＋３１３。

上楼?ɑ２４ｌｉ３１３　　地球ｔｈｉ２４ｈｙ３１３

自然ｔｓｈ２４ｉｉ３１３ 害人ｈｉ２４ｉ３１３

（３）阳去 ［２４］＋上声 ［４２］，连调调式
为１１＋４２。

动手ｔｈ１１ｙ４２ 卖米ｍａｉ１１ｍｉ４２

用水ｙ１１ｆｙ４２ 受苦ｙ１１ｋｈｕ４２

（４）阳去 ［２４］＋阴去 ［１１］，连调调式
为２４＋１１。

认账ｉ２４ｔ?ɑ１１ 买菜ｍａｉ２４ｔｈｉ１１

用力ｙ２４ｌｉ１１ 卖票ｍａｉ２４ｐｈｉɑｕ１１

（５）阳去 ［２４］＋阳去 ［２４］，连调调式
为１１＋２４。

让路ｉɑ１１ｌｕ２４ 犯罪ｆａｉ１１ｔｈｉ２４

大树ｈＡ１１ｆｙ２４ 坐轿ｔｈ１１ｈｉɑｕ２４

斫肉：买肉。干塘：竭泽而渔。屙屎：拉屎。斫

树：砍树。坪阳：地名。皇图：地名。何解：为什么。

哕气：喘气。

（二）轻声变调

对于轻声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认为“说话

的时候有些字音很轻很短，叫做‘轻声’。…”［４］李

树俨先生更将北京话轻声归纳为“特殊音变”“音

长变短、音强变弱”“轻声调值不固定”“影响其他

字音音色的变化”的现象。［５］皇图岭话中的“轻声”

概念虽然与北京话有相似之处，但其着重指“重轻

式”两字组中的后一音节短促的特点，以及在个别

语流中固定读得较短的字，如重叠、附有词缀的字

组等等。从发音时间的短促考虑，本文将皇图岭话

的轻声标记成一个音点。

１．非叠字组的轻声变调
参考Ｐｒｒａｔ语音软件的分析，我们发现皇图岭

话中的轻声有高、中、低之分，一般由字组的前字决

定。如，“腰鼓”（阴平＋上声）与“锣鼓”（阳平＋上
声）的曲线图不一样；而“猪栏”（阴平 ＋阳平）与
“猪草”（阴平＋上声）的曲线图却一致。

图１　“腰鼓”和“锣鼓”曲线图

图２　“猪栏”和“猪草”曲线图

由此可知，轻声的调值确实与字组前字的声调

类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致的条件为：前字阴平，

后字读高轻声；前字阳平或上声，后字读低轻声；前

字阴去，后字读中轻声。阳去的轻声变调分属高轻

声和中轻声。具体见表２，轻声和变调加下划线表
示，空格表示无轻声。

表２　非叠字组的轻声变调

阴平３５ 阳平３１３ 上声４２ 阴去３３ 阳去２４

阴平３５ ３３＋５ ３３＋５ ３３＋５（少） ３３＋５（少）

阳平３１３ ３１＋３ ３１＋３ ３１＋３ ３１＋３

上声４２ ４２＋２ ４２＋２ ４２＋２ ４２＋２

阴去１１ １１＋３
Ａ．１１＋３　　
Ｂ．３１＋５（少）

１１＋３ １１＋３

阳去２４ ３１＋５ ３１＋５ １１＋３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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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所示，非叠字组轻声可分为两类：第一，前
字不变，后字读轻声。主要集中在“上声 ＋Ｘ”和
“阴去＋Ｘ”类型（Ｘ等于阳平、上声、阴去、阳去中
的任一调类，下同）。第二，前字变调，后字读轻声。

包括“阴平 ＋Ｘ”，“阳平 ＋Ｘ”，“阳去 ＋Ｘ”，以及少
量的“阴去＋上声”类型。

以下以字组的前字调为序举例。其中包括部

分地名，不含叠字组和轻声词缀。

（１）阴平为前字时：阴平变为３３，后字阳平、上
声、阴去、阳去都变为高轻声，调值为５，连调调式为
３３＋５。

阴平＋阳平　猪栏ｔｙ３３ｌａｉ５

砂糖ｓＡ３３ｈɑ５

今年ｈｉ３３ｉｉ５

阴平＋上声　资本ｔｓ３３ｐｉ５

科长ｋｈ３３ｔ?ɑ５

猪草ｔｙ３３ｔｈɑｕ５

阴平＋阴去　衣架ｉ３３ｋＡ５

阴平＋阳去　黑桃ｈｉ３３ｈɑｕ５

（２）阳平为前字时：阳平变调为３１，后字阳平、
上声、阴去、阳去都变作中轻声，调值为３，连调调式
为３１＋３。

阳平＋阳平　名堂ｍｉ３１ｈɑ３

厨房ｋｈｙ３１ｆɑ３

云南ｙ３１ｎａｉ３

阳平＋上声　朋友ｐｈｉ３１ｉＹ３

锣鼓ｌ３１ｋｕ３

牙齿ａ３１ｔ?ｈ３

阳平＋阴去　脾气ｐｈｉ３１ｈｉ３

同学ｔｈ３１ｈｉ３

明白ｍｉ３１ｐｈ３

阳平＋阳去　肥料ｆｉ３１ｌｉɑｕ３

图画ｔｈｕ３１ｈｕＡ３

桐树ｔｈ３１ｆｙ３

（３）上声为前字时：上声不变调，读原调４２，后
字上声、阴去、阳去都变作低轻声，调值为２，连调调
式为４２＋２。

上声＋上声　省长ｓｉ４２ｔ?ɑ２

火把ｈｕ４２ｐＡ２

可以ｋｈ４２ｉ２

上声＋阴去　广告ｋｕɑ４２ｋɑｕ２

冷气ｌｉ４２ｈｉ２

考试ｋｈɑｕ４２?２

上声＋阳去　本地ｐｉ４２ｔｈｉ２

考虑ｋｈɑｕ４２ｌｙ２

草帽ｔｈɑｕ４２ｍ２

（４）阴去为前字时：“阴去 ＋上声”类型分两种
情况。Ａ阴去读原调１１，上声读中轻声调３，连调
调形为１１＋３；Ｂ阴去变调为２４，上声读高轻声调
５，连调调形为２４＋５。“阴去 ＋阳平”、“阴去 ＋阴
去”、“阴去＋阳去”类型，前字读原调１１，后字读中
轻声调３。

阴去＋阳平　菜油ｔｈｉ１１ｉＹ３

借条ｉＡ１１ｔｈｉɑｕ３

别人ｐｈｉ１１ｉ３

阴去＋上声　Ａ类　报纸ｐａｕ１１ｔ?３

熨斗ｙ１１ｔｉ３

墨水ｍ１１ｆｙ３

　　　　　　Ｂ类　半碗ｐɑ２４ｕａｉ５

玉米ｙ２４ｍｉ５

政府ｔ?２４ｆｕ５

阴去＋阴去　兴趣ｉ１１ｈｙ３

相片ｉɑ１１ｐｈｉｉ３

炸药ｔｓＡ１１ｙｉ３

阴去＋阳去　政治ｔ?１１ｔ?ｈ３

纪念ｉ１１ｉｉ３

社会?Ａ１１ｈｕｉ３

（５）阳去为前字时：“阳去 ＋阴平”、“阳去 ＋上
声”类型中，阳去变调为３１，阳平、上声变作高轻声
调５，连调调形为３１＋５；“阳去＋阴去”、“阳去＋阳
去”类型中，阳去变调为１１，阴去、阳去变作中轻声
调３，连调调形为１１＋３。

阳去＋阳平　象棋ｉɑ３１ｈｉ５

病人ｐｈｉａｉ３１ｉ５

后门ｈｉ３１ｍｉ５

阳去＋上声　市长?３１ｔ?ɑ５

冷水ｌａｉ３１ｆｙ５

糯米ｎ３１ｍｉ５

阳去＋阴去　大蒜ｈＡ１１ｓɑ３

病毒ｐｈｉ１１ｈ３

大学ｈＡ１１ｈ３

阳去＋阳去　后代ｈｉ１１ｈｉ３

２０１



刘　斌：湖南攸县方言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寿命ｙ１１ｍｉａｉ３

梦话ｍ１１ｈｕＡ３

２．叠字组的轻声变调
皇图岭话中的叠字组较少，一般只见于亲属称

谓、乳名、小称以及作逗儿童（尤其为婴儿）语。例

如某人若叫柳斌，则长者一般称呼其小名为“斌

斌”；“走家家去”用作小儿语，表示串门、到别人

家去。

叠字组轻声变调有５种：（１）阴平类叠字组：前
字变调为３３，后字读高轻声５，连读调式为３３＋５；
（２）阳平类叠字组：前字变调为３１，后字变中轻声
３，连读调式为３１＋３；（３）上声类叠字组：前字读原
调４２，后字变为低轻声２，连读调式为４２＋２；（４）阴
去类叠字组：前字读原调１１，后字变中轻声３，连调
调式为１１＋３；（５）阳去类叠字组：前字变调为３１，
后字变高轻声５。

下面举例。

阴平类　妈妈ｍＡ３３ｍＡ５

咬咬Ａ３３Ａ５

吃吃ｈｉＡ３３ｈｉＡ５

阳平类　年年ｉｉ３１ｉｉ２

门门ｍｉ３１ｍｉ２

琳琳ｌｉ３１ｌｉ２

上声类　崽崽ｔｓｉ４２ｔｓｉ２

母母ｍɑｕ４２ｍɑｕ２

嘎嘎ｋＡ４２ｋＡ２

阴去类　觉觉ｋɑｕ１１ｋɑｕ３

个个ｋ１１ｋ３

店店ｔｉｉ１１ｔｉｉ３

阳去类　鞋鞋ｈａｉ３１ｈａｉ５

凤凤ｆ３１ｆ５

弟弟ｔｈｉ３１ｔｈｉ５

咬咬：作小孩语，比喻虫子。吃吃：作小孩语，

表示吃的东西。琳琳：乳名。崽崽：作小孩语，昵

称。母母：舅妈。嘎嘎：禽蛋。觉觉：一般和“睡”连

用，“睡觉觉”。凤凤：乳名。

３．词缀式的轻声变调
皇图岭话中的词缀很少，具有代表性的如

“子”、“崽”、“脑／头”。其轻声条件和叠字组的轻
声条件一致。以下举例。

阴平类［３３＋５］　沙子ｓＡ３３ｔｓ５

猪脑ｔｙ３３ｎɑｕ５

桌子ｔｓ３３ｔｓ５

?头ｋｙ３３ｈｉ５

灯崽ｔｉ３３ｔｓｉ５

接头ｉ３３ｈｉ５

阳平类［３１＋２］　皮子ｐｈｉ３１ｔｓ２

人脑ｉ３１ｎɑｕ２

疡子ｉɑ３１ｔｓ２

鱼脑３１ｎɑｕ２

蛇崽?Ａ３１ｔｓｉ２

耙头ｐｈＡ３１ｈｉ２

上声类［４２＋２］　毯子ｈａｉ４２ｔｓ２

手崽ｙ４２ｔｓｉ２

卵子ｌɑ４２ｔｓ２

狗脑ｋｉ４２ｎɑｕ２

眼子ａｉ４２ｔｓ２

斧头ｆｕ４２ｈｉ２

阴去类［１１＋３］　筷子ｋｈｕａｉ１１ｔｓ３

麦子ｍ１１ｔｓ３

镜子ｉａｉ１１ｔｓ３

伏崽ｆ１１ｔｓｉ３

对子ｔｉ１１ｔｓ３

罐头ｋｕａｉ１１ｈｉ３

阳去类［３１＋５］　帽子ｍ３１ｔｓ５

鸟崽ｔｉɑｕ３１ｔｓｉ５

癞子ｌａｉ３１ｔｓ５

石头?Ａ３１ｈｉ５

败子ｐｈａｉ３１ｔｓ５

馒头ｍａｉ３１ｈｉ５

灯崽：指小煤油灯。?头：锄头。疡子：淋巴结

肿大。耙头：耙子。眼子：瞎子。卵子：睾丸。对

子：对联。伏崽：人名。

　　三　皇图岭话连读变调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知皇图岭话的连读变调特点：

１．皇图岭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与词汇、语法
结构密切相关。述宾字组的变调多为前变型；偏正

字组和附加词尾、重叠等形式多为后变型，且多读

轻声。这一特点与多数方言的变调一致。

“辅重理论”认为“句法结构［ＡＢ］，一个是中
心成分，另一个是辅助成分，语句的重音应该在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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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成分上。”［６］而“重音”往往在维持该词的本调发

挥重要作用，因而比较稳定，相对而言的“轻音”的

时长缩短，振幅减弱，因而易于变异。述宾关系的

字组，中心成分是述语（动词），辅助成分是宾语

（名词），因而在发音过程中，变异的往往是第一音

节，即前变型；偏正关系的字组，则与述宾字组相

反，中心成分是中心语，辅助成分是修饰语，因而大

多为后变型。

２．皇图岭话的轻声调中蕴涵着小称因素。轻
声系统中可以看到，轻声的变调基本上与前字的调

值的高低关系密切。但也有轻声呈现例外的现象，

如叠字组的“阳去 ＋阳去”类型、词缀式的“阳去 ＋
词尾”类型。这些类型中前字读中降调，而后字却

读高轻声。

小称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类：（１）词的外
部形式的改变，如重叠或附加词缀。基本上大多数

方言都有此种表现形式，词缀如“小、儿、崽、仔、老、

屹、囡、的、伢”等等；（２）内部曲折，即语音发生变
异，如变韵、变调。这种方式是最彻底的小称调，在

吴方言、［７］粤北土话［８］较常见；（３）既有外部形式
的变化，又有内部曲折。湘赣方言里的小称基本属

于此类。［９］

罗昕如、李斌先生认为湘赣方言中的变调常和

重叠、词缀等词的外部形式一起共同表示小称，因

而不算作典型的小称调。［９］但重叠和词缀既然能够

表示小称，而且这种形式比语音变异表小称产生的

时间更早，所以很自然重叠和词缀也往往带有怜

爱、昵称的特点，这又会产生一种高调特征。［１０］皇

图岭话还存在一种叠字和词缀的变调，这些变调并

不读轻声，而是读高升调。如：ｈｙ２４－３１ｉ３５舅唧，
ｐｈ３１３－３１ｐｈ３１３－３５婆婆，ｙ４２ｎɑｕ４２－３５手脑，其中就蕴
涵着小称的含义。

３．皇图岭话变调中存在“调位中和”现象。所
谓“调位中和”，邢向东先生在研究神木方言的轻声

变调过程中发现“原来不同的声调因轻读而趋同，

由不同的调位变为同一个调位，从而失去了辨义功

能”。［１１］魏刚强先生将轻声分作为调值轻声和调类

轻声，［１２］调值轻声只涉及到调值的变化，不涉及到

调类的合并。而调类轻声实质上就是一种“调位中

和”，原本分属于不同调类的字在连调中变得调值

相同，抹杀了调类间的区别和界限。皇图岭话的后

字读轻声有三类，这当然没有神木话的后字全部读

“２１”调轻声的“中和”现象彻底，但不可否认的是，
皇图岭话的轻声确实让不同的调位具有相同的

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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