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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風翔 號王領方言音系筒介 * 
太田 需

翔 位于峡西省美中平原西部, 和 比岐山, 南ll 宝 ( 現 除合区 ) , 西

連千田 , 北接麟游。 號王慎在 翔 的 南角。 据 ｫ 翔 志ｻ (方言部分由陝西

省社科院古籍所 、立新先生 ) , 翔方言属北方官i舌 中原官 秦 片, 可分

以下五神次方言, 即(-)城美i舌、 (二 ) 北 _
多一活、 (三)南_多i舌、 (四) 以及(五) 

客 。號王慎和横水 、彪角慎一起属于 “ ”。 、立新先生 “
基本上是岐山一活 , 它完全可戈I 岐山方言区。 因 它从地理位置上高岐山較近, 
-悟音上又与岐山方言基本相同。” (pp 911 -912)(注1) 

i l l音吋期: 2010年 8 月 14-20日

侯生科, 1943 年 6月出生, 68 多(i己音日寸)。 衣, 初中文化, 一直在本地。

, 1944年次「力4月出生, 67 多(i己音日寸)。 市, 中り 文化, 一盲在本地。 

単字音声i周: 共有四个(軽声在外) 
明平 21 待梯衣初高安l失一月六、

田平 24 吋題移 寒人l局条白舌

上声 53 使体椅楚古染l 
去声 44 是替意共、 漏l匹

i見明:
中古清入、 次、独入都 明平, 全独入 田平。 

声母: 24 个(零声母在内)
p 布 流普

t至 開 體 太同
ts 曽 設

第 梯替題体苗 

解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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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 f 用 v 、

l a昌

s t統
生り市時

病 、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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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 稿盖共 商
月而日

10開 x

i見明:
(1) p、ph、m 与 u、o 韵母排, 式 i己法i亥i己作 pu、pfh、mu, 如 : puu、pfhu、muu; 
puuo、 p o、 muuo。 和田音 , i表 p 一、 p 一、 m -。 今 一从竟式、 り。

(2) v 来自古微母字, 摩擦微弱, 式i己法i亥i己作 ,L), 今从 式。

(3) kh、 x 式i己法i亥i己作 qX、 x , 与此ヌ寸比, k、 le 的 音部位没有 q、 N靠后, 
式i己法也i己作 k、 le。 今从 式一律i己作 k、 kh、 x、 。

(4) ph(上(1)的 合不包括在内)、 、 tsh(+洪音)、 f b、 kh、 f b, 式 i己法 i亥分別i己
作 pX、 tX、 tsX、 f x、 qX 、 t 。 今从 式 。

(5) 中古泥母洪音字今 l , 与中古来母字合流。

(6) 中古影母洪音字和疑母洪音字今均i表 10。

(7) 中古全独仄声字与平声字一梓, 今i表送气(注0。
(8)分尖 。 中古精 田音字仍 ts、 tsh、 s。

(9)中古端 的端、 透、 定母和 呼韵母排, 今i表 ts、 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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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見明:
(1) 、 i 、 u 、 y 的鼻化十分虚弱, 吋有吋无c 。

(2) 侯老り市演 , 今从張老り市。 uo、 ye 式i己音i亥i己作 uA,yA, 今从竟式。 重唇

音声母与 uo 排, 快i表成,1、10。

(3) 示音値是与平舌A相当的卷舌元音, 今从竟式。

(4)o 、 i 、 uo 、 yo , 式i己音i亥i己作 ~ 、 i°、一 、 yo , 今从 式。 uA]0 快

i表吋多 ole。“温 ' 具体音値 u一 今把它看做 vo , 其韵母 ヨ于 口ale。

(5)11]0、 laic、 u 韵尾微弱, 也可以i己作lie、 lilo、 uliL。 有吋i表作i5]、 ill ]、 uii ]。
(6)u 和声母 f、 v 相排吋 示音値1), 今和 u 合并在一起。

(7) 張永哲 ヨ内出的音系里有一个声化韵 10。 者i周査日寸没注意到。 在此帯括号

提出供参考。 

翔號王慎情的商字 連演変

明平 

21 
田平 

24 
上声 

53 
去声 

44 
軽声 

明 

平 

21 

21+21(不変) 
公 先生 

24十21 

21+24(不変) 
猪毛 出I、一] 
跟集 

(少)21+21 
衣服 

(少)21十53 

21+53(不変) 
水 喝水 

木板 

21十21 
月併 谷雨 

21+44(不変) 

立夏 

(少)53十21 
豌豆 霜降 

53十21 
木 兄弟 

屋里 

干粮 青菜 

辣子 刀刀 

平 

24 

24+21(不変) 
洋葱 衣村 

21十53 

24+24(不変) 
衣忙 食堂 

21十53 
虫 柴房 

24+53(不変) 

存款 

21十53 
住女 I、一]口 

白雨 

24+44(不変) 
I 事 流汗 

21十53 

21十53 
黄瓜 白豆 

和尚 石

上 

声 

53 

53+21(不変) 

44十21 

53+24(不変) 
好人 水

44十21 
女人 房 

53+53(不変) 
雨 井水 

21十53 
嘴 赶早 

53+44(不変) 
老大 炒菜 i司 

44十21 
眼泪 柳

44十21 
眼睛 椅子 

五个 水水 

管管 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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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 水果 

21十21 
韭併 雨水 

老鼠 

去 

声 

44 

44+21(不変) 

45十32 

法 

44+24(不変) 
菜油 上学 

45十32 

44+53(不変) 
面粉 供

45十32 
父母 t 火 

44+44(不変) 
内 神地 

45十32 
i己性 睡梦 

45十32 
夜来 梓子 

路路 去

注意点 :
(1) 偏正吉 的新i司、 文言-司的i表音和口i吾i司 実 本勾多 一致, 不変 i周。

(2) 前字田平的西字 変i周不管后字如何都変 21 +53 , 与后字軽声的西字 一致。 

此 21 i周量然没有明平単字 i周21 降的明 , 哲且同梓看待。后字 53 i周并不軽, 有
明 的高降i周型。 因此后字是否軽声音 很往分清。 算是連蘭周的中和現象。 

(3) 前字上声的西字 変i周亦美似上述(2)情况。 除了 “上声+上声” 以外都i表
44+21。 后面的 21 i周与(2)的 53 i周不同, 下降得不很明 , 尤其在后字 田平、

去声和径声吋, 有吋 2 i周, 十分径。

(4) 前字去声的西字 変i周亦美似上(2)情况。 如果変, 就不管后字一凋美, 都演

45+32。 后字 声 32 i周降得較 微弱。 

例i司:
明平+明平 21+21 (不変) 

21+21→{21-24}+21
明平+田平 21+24→21+24 (不変) 

21+24→21+{24-21}
明平+上声 21+53→21+53 (不変) 

21十53→21十{53-21 }
明平+去声21+44→21+44 (不変) 

公 k ur]21 t l21 先 生 ①旧吋対老リll軸 称呼, 不分男

女②対男性的専称 sl 21 sale 21

ku021 khuej21 西瓜 sj21 ku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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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十44→{21_53}十{44_2 1 } 豌 豆 u 21-53 to u 44-21 霜 降 21-53 t j( jr ]44-21

令 ts je21-53 l j0 44-21

明平十軽声 21十0→{21_5 3 } 十2 1 木 m u 21-53 t ho u (24-)0-21 屋 里 u 21-53 l j(53-)0-21

兄 弟 y e 21-53 tshi( >)o-21 干 粮 k 21-53 11 (24-)o-21

青 菜 菠菜 tshj j021-53 tshε(44-)0-21 辣 子 1a21-53 ts1(53-)0-21

刀 刀 tO21-53 tO(21-)0-21

田平+明平 24+21→24+21 (不変) 洋葱 ia]024tshual021 衣村 tue 24tshuar121
24十21 →{24_21 }十 {21 _5 3 } 重 、 t ha10 24-21 su e 21-53 麦 t h j024-21 m e j21-53

田平+田平 24+24→24+24(不変) 衣忙 tue 24mlirl24 食堂 f 4 24

24十24→{24_21}十53 虫 t h 24-21 t .,he 24-53 柴 房簡河 ts hε24-21

r 24-53

田平+上声 24+53→24+53 (不変) 24xu053 白 氏 phei24ts153
存款 tshuar]24 53

24十53→{24_2 1 } 十53 径 女 t 24-21 1;l。y 53 I、
一]口 male24-21 k hou53

白 雨 翻 p he j24-21 y 53

田平+去声 24+44→24+44 (不変) I 事 xua024s144 流汗 lieu24x 44
24十44→{24_21 }十{44_53}槐 xue24-21 1 一53 同匠 thuar]24-21 tshja r144-53

田平十軽声 24十0→{24_2 1 } 十53 黄 瓜 x u l j1024-21 k ua(21-)0-53 白 豆 p he j24-21 to u (44-)0-53

和 尚 x u 024-21 ( 一)0-53 石 f 4-21 e u (24-)0-53

子 f b 24-21 ts1(53-)0-53

上声+明平 53+21→53+21 (不変) 礼花 ll53xua21 i,a:053 t r、,pi21

粉 fo 53 pi21
53十21→{53_44}十21 ts1u053-44 t e 21 宝 p c53-44 t i21

上声+田平 53+24→53+24 (不変) 好人 x053 0 24 水 el53xu24
53+24→{53-44}+{24-21} 女人 y53一 o 24-21 

房 去 牲口的地方

m a53一 r 24-21 老人 1053一

0 24-21

上声+上声 53+53→53+53 (不変) 雨 y53 s 53 井水 tsir]53 el53
53十53→{53_21}十53 嘴 ts jr ]53-21 tsue j53 赶 早 天剛亮 k 53-21 ts053

水 果 e j53-21 k u 053

53十53→ {53-21}十{53-21} 韭 一神主要以韭菜 的 , 比 小一点 t iou53-21
p ir ]53-21 雨 水 ①天下的雨水②二十四-l 气之一 y53-21

e j53-21 老 鼠 1053-21 t53-21

上声+去声 53+44→53+44(不変) 老大 1053ta44 炒菜 司tsh053tshe44
53十44→{53_44}十{44_21 } 眼 、泪 j 53-44lue j44-21 柳 l jou53-44 t 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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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声十軽声 53十0→{53_4 4 } 十2 1 眼 睛 j 53-44 ts jr ](21-)0-21 椅 子 j53-44 ts1(53-)0-21

五 个 u 53-44 k 0 (44-)0-21 水 水 汁 , 液体作料 e j53-44

e j(53-)0-21 管 管 53一 (53-)0-21

桶 桶 小称
e 53-44 e (53-)o-21

去声+明平 44+21→44+21 (不変) iJ婚 ts1u044xuo 21 根 1 ko 21
44十21→{44_45}十{21_3 2 } 集 k hl j1044-45 t u 021-32 汽 率 t h j44-45

t O21-32 法 p 一 fa21-32

去声+田平 44+24→44+24 (不変) 菜油 tshε44iou24 上学 44 yo24
44十24→{44_45}十{24_32 } 土 ts044-45 je24-32 蒜 苗 su 一 5 m j024-32

弾 e 一 5 24-32

去声+上声 44+53→44+53 (不変) 面粉 mi taO53 供 kua]044ia1053
44+53→ {44-45}+{53-32} 父母 fu44-45 mu53-32 t 火厨房里面放柴火的地方

ts 044-45 x u 053-32

去声+去声 44+44 →44+44 (不変) 内 1uei44khu44 神地 t e 44tshi44
44十44 →{44_45}十{44_3 2 } j己 性 t j44-45 s jr ]44-32 睡 梦 e j44-45 m aO44-32

去声十径声 44十0→{44_45 } 十3 2 夜 来 昨天 je44-451ε(24-)0-32 梓 子 ja 0 44-45 ts1(53-)0-32

路 路 小称 1u 44-45 lu (44-)0-32 去 t h j44-45 k u 0(44-)0-32 

下面是从未整理完的材料中抽出来的零碎合音i司。 合音i司的i周値1、1了区別于一个

音 的i周値示在下面 : 

山 上 s 21-53 0
→ s 53 0-21→ s :532

山 上 去 s :532 t hi44 例 句 : 我 到 ~ 打 核 桃 来 我去山上打核桃了 (完成体, 人已 回来了)。

053一 tO44 s金 532 t h j ta53-44 xε24-21 0(24-)0-53- lε24-21

墻 上 tsh j 24-21 44-53→tshja 253

例句 : 辣子到墻上 [tshi,lf r]253]挂 [kua 442]1]里 (此 “挂” 是“挂着” 的合音)

今早上 t l 21 ts053一 21 → t l 21 tsa: 442
今日 t l 21 21[t l Ar] →[t i 21 Ar21] →[t i :r221]
明日 [m jr]24 Ar53] → [m jA24-21 Ar53] → [m jA:r253]

先 一 天前天 sl 21 i21 tshi 21→ sl :221 tshi 21 。

老 哩 些 、t去1053-44 l j21 s je21→ 1053-44 021 s je21→ 10:442 s je21

c f 老 哩 去1053-441j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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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周査・し司、匚吋没能 (→ ) 内的形式。 但后来張永哲告 者 , 自己念下来

就是 梓。 因此可 些形式都 示存在。“x +子” 吉 i司似乎在后面 帯方位

i司等(不独立-司素)単音 吋多 i実 所胃 “z 変韵” 合音音 。 日常会i舌当中不意

i只合音不合音的情况下, 即使后面不帯某个音 , 也i午容易出現 “z 変韵”。 柯理

思和 者前一年, 即 2009 年 i周査的岐山蒲村領方言也有同梓傾向, 在i周査i司、匚吋, 
几乎没有听到 “Z 変韵” i司, 但 “腺子面” 可 j表 sO44-45 ts132 mi ~sO44-45032 mi
~ so:453 mi 44(i周値要核対)。 

子 上 t ㎡ 1-53 ts1o-21 ( 一)-21 → t ㎡ 1-53 0 0-21 (-21→t m 532 
( 一)o-21

苹果在 子上放哩
p h j 24-21 53 tsε44 t :532 

(44-)0-21 : 453 l j21c注
在 屋 子 里 tsε44 u 21-53 ts.]L(53-)0-21 l j(53-)0-21 → tsε44 u 21-53 u (53-)0-21 l j(53-)0-21

→ tsε u :53211(53-)0-21C

梯 子 tsh j21-53 ts1(53-)0-21 → tsh j21-53 j(53-)0-21 → tsh j:532

把梯子端下来

p a53-21 tsh j:532 f u j i:532 x a44-451ε(24-)0-32 注1

机 子 t j21-53 ts・]L(53-)0-21 → t j21-53 j(53-)0-21 ( → t j:532 )

尺 子 t 21-53 ts1(53-)0-21 → t 21-53 1(53-)0-21 (→ t :532 )

式子 f 1-53 ts1(53-)0-21 → f 1-53 1-0-21 (→ 1:532 )
蝿 拍 子 j 24-21 p he j21-53 ts1(53-)0-21 → j 24-21 p he j21-53 j(53-)0-21 → j 24-21 p he: j532

皮 子 p hj24-21 ts1(53-)0-53 → p hj24-21 j(53-)0-53 (→ p hj:253 )

領子 1j 53一 ts1(53-)0-21 → 1j 53一 j (53-)0-21 (→ 11~l: 2 )c汪11)
帽 子 m e44-45 ts1(53-)0-32 → m e44-45 0(53-)0-32 → m e:453

把帽子合我拿来

p a21 m e:453 k e j44 10 053 la24 lε(24-)0-21 

ネト充

美于所i胃 “局部重登”

西北方言有一神特殊的小称形式, 上面已介 部分例子。 下面再挙出其中的

一部分例子, 即: 

甲 乙 丙
梯 子 tsh j21-53 ts1(53-)0-21 → ts h j21-53 j(53-)0-21 → tsh j: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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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子 t 21-53 ts1(53-)0-21 → t 21-53 1-0-21 (→t :532 ) 
皮 子 p h j24-21 ts1(53-)0-53 → p h j24-21 j(53-)0-53 → p h j:253 

領子 1j 53一 ts1(53-)o-21 → 1j 53一 j (53-)o-21 (→ 11~1: 2 ) 

帽 子 m e44-45 ts1(53-)0-32 → m e44-45 0(53-)0-32 → m e:453 

中l、司的形式 “乙” 就是要在 里 的対象。

从i吾音形式来i井 , 似乎i司干音 后面加上了与此一梓的主要元音和韵尾。 i司
干音-i i的韵母1、3単元音, 后面音 就i表与此一梓的単元音。 因此, 韓宝育 2006 
把岐山方言里面所能見到的 神小称形式叫做 “局部重登”。 “重登” 是一神拘i司
法的名称, 如此名称容易i上人i昊解 是一神 i司法, 即対于某个i司干音一i i加以其

主要元音和韵尾在后面来表 小称。

我イl、]ヌ 此男外提出十分初歩的看法如下, 即: 量然送一i吾音形式上初看像是

重登”, 但不是“重登”, 而是“反口向”式的小称。 意思就是原来的名i司i司尾“子'' 
弱化后, 先成1、1央元音 [0] , 此元音十分虚弱, 很容易受前面i司干音 的影口向, 同

化 与此一梓的主要元音和韵尾。 所以我イl、] 哲且把它叫做“拷 ”式小称。 看来, 
i司加上相当于 “了”、 “着”、 “到” 等某神后簽的吉拘也有同祥的 一暗音現象, 変

法完全一梓。 参看曹牧春 2007。我イI、]所 “拷 ” 式正是有与其他北方方言里面

所能看到的 “D 変韵” 相当的功能, 可 翔和岐山方言的如此i吾音形式 “D 
変韵 ' 的一神変体。

但很多方言里的所胃 ''D 変韵” 主要出現于 i司句以及小地名, 而一般名-レ司

的小称用男一神変韵来表 , 即所i胃“z 変韵”。 里介 的 “拷 ” 式i吾音形式

表 一般名i司小称的同吋, 亦有其他方言 i司句的変韵功能。 我イl、]也 i亥注意, 
如果 現常 送神小称而已 不能回到原始形式的変韵i司, 那 送神i司当中会含

有后面音 来白 “子” 尾以外的i司 。 正如 i司句以同一个 “拷 ” 式i吾音形式

来表i; ; “v 了”、“v 着”、“v 到 '' 等各神不同 “ ”。下面挙 “v 到 '' 的例子供参

考, 即: 

跳到河里了

tsh j024-21 053(> tsh j0253) x u 024-21 l j53-44 l ja0-21(注 12)

イ, 倒下个水淌到口 'i、一]
ー
ピ合音去 了 fl、倒的水流到院「 ] 外面去了

j53 tO44-45 x a44-32 k e(53-)0-21 e j53 t h 53- 2(> a: 2) ma: 253 t hj( 一)0-21 ( l) ja0-21 

上面介 的例子当中含有不是 “局部重登” 的形式,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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蝿 拍 子 jr ]24-21 p he j21-53 ts1(53-)0-21 → jr ]24-21 p he j21-53 j(53-)0-21 (→ jr ]24-21 p he: j532 ) 

据 者的i己 , 不是 10242' phei2'-53 e i (53>)o-2'。 送可能反映岐山的不同地点之同的差

昇。 永哲告知中同形式的第三音 是 i , 不是 ei。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 対“

拍子” 的合音 程 '以測 如下: 

蠅 拍 子 j 24-21 p he j21-53 ts1(53-)0-21 → j 24-21 p he j21-53 j(53-)0-21 → j 24-21 p he j:532 

同学 , 在我イl、] 日常会一活 中基本是以合音形式出現, 一般很少有人会 成 “蝿

拍子”。 要 明的是, “phei:532” 的末尾元音 “ i” 格来 是 “ ,”。 翔方言 “ei”
“uei '' 西韵的末尾音素、1'''式、11己音其 也是 “ ,”。

本文 i己成 “phe:i532”, 是韵腹 “e” 的延 , ; 同学 如此 理不 合

理。 張同学也特意 合我 音文件。 者听起来, 同一个 音有吋是 “phe:i532', 
有吋听起来像“phei:532”, 很 判断。 一 点待后考。 

変韵不出現于句末

如上面所 , “x+子” 本勾i司似乎在后面 帯方位-司等(不独立i司素)単音 吋

多i表 所1胃“z 変韵” 合音音 。換言之, 可以 翔的変韵形式不出現于i司末、

句末的位置。 参看曹牧春 2007 指出河北威 D 変韵的如下特点, 即: “威 方言

的 D 変韵不能用在句子末尾。 D 変韵之后通常都有其他i吾法成分, 或者至少要有

一个i吾气助i司オ能完句。 如果位于句末, 只能使用 i司助-レ司、 吉 助-レ司、方位i司, 
而不使用 D 変韵。” (p 263), 并介 如下例子: 

(25)a. * 別 , イ 好好尚D!
b. 別 , イ 好好尚 !

(26)a*一大堆 西都在地上推 D。

b. 一大堆 西都在地上推 。 

(27)a. *俺已 吃 D 。
b. 俺已 吃ll拉。

(28)a *イ 把那些都放 D拒 D。

b. イ 把那些都放 D拒 。 (pp 263-264) 

冠 * 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句子。 同学也回答 者的提同,告知 翔也有同梓情况, 
変韵不出現于句末位置。 与上面句子相当的本地 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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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重 弾, イ 好好睡了[lie21]男,J動, イ病 好尚着! 
(26' ) 一大堆堆 西、年到地上放哩[fa te4531121]。 

(27' ) 我先[sl品24] 吃了[fia21]。
(28' ) イ 把拐=浮放拒口里[ta lc453 khuei45 xei32]。 

一特征与名i司変韵相同, 名i司変韵亦不出現于句末位置。 i周査名i司小称的吋候 

不 i亥 打算把它作 単i司同出来。 音人作 一个単i司回答就无非是句末形式, 
板往出現変韵。并且名i司小称是口一暗性扱張的 西, 常出現在自然的日常会一活 , 
但是i吾言i周査吋候, 音人的心理較 張, 速度也較慢, 息要向規范形式

靠 , 果答出来的形式息是 “~子” 了。 者在河南対 z 変韵i司以及 D 変韵的

小地名迸行初歩i周査的吋候, 很容易听到作 単i司i表出来的例i司。 西的変韵, 
尤其是名i司変韵, 其存在条件似乎与河南名i司変韵稍有不同, 也i午是十分微妙的。 

注 :
(注 1) 据 者所知, 目前対于 翔方言内部差 提及的公 的文献材料, 只有上面所引1fJ、立新先生

写的 ｫ 翔 志ｻ 方言部分。 張永哲同学是本地人, 十分了解当地i吾言情况, 他跟着 向京教授学

、双i吾方言学, 充分掌握i吾言学理 。 同学対当地方言内部差 特意告知如下自己的看法, 即: 

翔方言内部各.多鎮之l、司略有差 , 但系 性差 在于古知系合口字、 宕江擬 口知庄 舒声字的

韵母方面, 韵母在號王、 横水、 彪角、 姚家、勾、 田家庄、 郭店、 尹家 、 除村、 青等九个多

中i表1干口呼韵母; 在城美、 糜杆 、 南指拝、 唐村、 柳林、 范家寨、 董家河、 、双封等八个 _多i真中

法合口呼韵母, 近年来 城内合口呼韵母-l干始向
一l干 口呼韵母特変, 速跟人口流動有很大美系 , 外

- 点, 古全独声母仄声字, 部的横水和 南部的號王、 彪角i表送气音的字数比城美、 北部的范家

寨、 西北部的柳林和、 封多。 lfJ、先生指出 “ 翔境内的活音分西个系 , 城美慎一帯正好是西个系

混用, 其主要区別対切韵音系中知照西 及日 逢合口三等字的一演法 : 甲音系、iま ts、l- ts'・、[- s - - , 

乙音系演 ts- t i '- - zt一”(p 911)。 17J、先生 現甲乙西个音系存在差別, 但叙述不 多概括、 科学, 大概他

当吋剛 始 i周査方言, 対方言 査字表的i人i只和理解不 到位。 美于古全、独声母仄声字的演音, iJ、

先生(p 912) 只是将本多 i舌与南多 -舌迸行了比対 , 不 全面, 古全独声母仄声字在 翔 境内呈現出

由本 南向西北送气音逐漸減少的特征。 他将 翔方言戈1分 五神次方言基本上是从地理区位上来戈l

分的, 没有从悟音的系 性差 出 来看待送个同題, 其中, “客 ' :' i舌” 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 人口

来源 染, 没有 - 的悟音系 , 客尸 人家庭内部 家多i舌, 対外跟本地人交流用 翔i舌 ( 即1,J、先

生所1.胃“北多 i;舌”), 而且他イ1、] 中的大多数改革 放后都回自己家多了, 因此, “客 :' i舌” 就没有単列

的必要了, 提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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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張永哲i己作 31 , 我イl、] 量然有十分明 的下降, 但是 的音高較低,

(注 3) 張永哲対 p、 ph、 m 与 u、 o 韵母相排的 示音値描写 pf、 pfh、 mf, 并i見, 覚得上 与下唇

摩擦比較重。

(注 4) 据張永哲的_ i t , 送气音占38%。

(注 5) 張永哲i見, 覚得鼻化 行, 不弱。

(注 6) 者i周査吋, 没有注意到此形式。 今从張永哲的提i文ネト充。 但据張永哲 2011a第 7 , “折”

有三音, 即 “~断” [t 31](明平)、“~登” [f l 4](田平)和 “弄~了” [ 4](田平)。“骨折” 的 “折”

亦有演作明平的可能性。 太田的 i己 “骨折” 作 ku21 t o21-53。“明平+明平” 除此外没有演 21+53 

的。 息之, 此例i周値較 奇怪,

(注 7) 者原i己作 siae21-53 i21 tshiae21→siae:532 tshiae21。現在从張永哲的提i文作如上修改。張同学并且i見 , 

至于原本形式是不是 “先一天” 比較犹豫。

(注 8) 者原i己作 “苹果在泉子上放口 phir]24-21 ku053 tsε44 t u0:532 ale (44-)o-21 f a:r1453 a2l l ie21, ” 今 从 張

同学提i文如上改,
(注 g) 者 原 j己作 “ 在 屋 子 里 tsε44 u2144 ts1(53>)0-21 1j(53-)0-21→ tsε44 u2144 u (53-)0-2l l j(53-)0-21→ tsε44 u 442 

11(53-)o-21 ” 今从張同学提 如上改。

(注 10) 者 i己原 i己作 “把梯子端下来 pa53-21 tshi:532 tuae21-53 xa44-451ε(24-)o-32, 今从 同学意見 l l「正 , 

張同学告知, 此句里的 “端” 演 [ :532],音 要延 。 并且 , 単音 “端、 拿、 取、 抱” 等

后接 向 i司 “下来、 上来、 下去、 迸来” 吋, 送些単音 本身会変成音-i i延 形式。 如 “端

下来” 的示音中 “端” 并未将 “下” 的音 融入其中, 它個的音 是分 的, “下” 与 “来” 合在

一起。

(注 11) 者原 j己作 “1irl5344ts1(53-)o-21 →11-i5344~irl(53-)o-21 (→11~i: 442 )”。 張永哲提文, i亥将 i 略去, 分別直

接 j己成 11053-44 「110442。

(注 12) 者原 i己作 “跳到河里ll商 tshi044-45032(>tshi0:453) xuo24-21053-441ia21”。 張同学提 , 据文I動 ｫ現

代、 活句尾 “了” 的来源ｻ (1985), 句尾 “了” 是 “了也” 的合音, 翔方言也如此, 故 个 “口商”

是 “了也” 的合音, 我一般仍i己 “了”, 外, “跳” 字単字i周 日平 , 今采 提文如上修改, 

費言: 張永哲対 者的i己述做了 ト充, , “単音 i司 '端、 拿、 取、 抱 ' 等

后接 向 i司 '下来、 上来、 下去、 迸来 ' 吋, 送些単音 i司本身会交成音一ii 
延 形式”。具体意見参看上面(注 10)。対此哲且提出如下初歩看法, 即: “ -司干+

i司后 ” 本i表前重后軽, i司干音 最 因含有后面 -司簽的信息功能增加重要度

音 就 得比較 了, 后面音 就失去白己存在意文而i表 筒短而虚弱, 傾向于

消失了。 就是 , 神 i司-司干的拉 現象很可能是成.1、3合音的前一 段的 渡

状 。 参看太田 2000。 一般来i井, 常用 i司大都是単音 的。 也 是因 神現

象帯有張烈的口i吾性 , 所以 i司拉 只限于単音 i司。 男外也i午与音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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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美系, 即 了和后面的 “下来” 等 合后 成的形式, 在音 短上配合

匀称特意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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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周査是由柯理思 (ChristineLAMARRE) 和 者西个人一起迸行的。那日寸得到了峡西市范大

学文学院 向本教授以及 士生( 当吋)張永哲同学多方面的 助, 在此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 i 。 本

項 査, 太田需荻得了日本学木振 会平成 22(2010)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 (B) ) (研究課題

名: “漢語諸方言における周辺諸言語との言語接触による類型推移現象の実証的研究 (、 i吾方言与

周 言i吾之l、司i吾言接触所 致的美型迂移現象的実 研究) ', 課題番号22320079) 的資助,

本文原是在 “、 i吾西北方言与阿尓泰i吾接触研究国示学木研i 会 ' (2011 .8.10, 州) 上和柯理

思 (Christine LAMARRE) 一起宣演的。 根名吋的題日 “西北方言 i司i司尾形 化的机制一一以

西 翔 號王 活 例”, 后来改 “北方 i司尾形 化的机制”。 者 、責根告中音系部分

的介 , 現将音系部分的内容抽出来作 単篇 文在此 表, 題日做了修改。 会 i文上承蒙西北り市范

大学文史学院確鵬教授賜教, 在此 。

男外在本 文公 表前, 張永哲同学也特意仔_細看了原稿, 提出十分宝貴的意見。 張同学本

来把自己母方言 翔 號王慎i舌当作研究対象, 対我イl、] 的i周査工作 助非常大。 我イl、]在 州宣演文

章后, 張同学完成了張永哲 2011a 和張永哲 2011b。 后者亦含有連 変 部分。 看来我イl、]的本篇根

告到了現在几乎没有 表的价値了, 但我イ「] 同吋 是対我イ「]悟法化和i司匚化的研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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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必要公 表我イl、]自己対音 融合的看法以及 i己音方法 ,

息之, 在学会上宣 后 , 我イl、]重新 i 并多次加以修改。 本文 荻得了日本学木振 会平成

24(2012)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基盤 (B) ) (研究課題名: “漢語諸方言における周辺諸言語との

言語接触による類型推移現象の実証的研究 (双i吾方言与周 言i吾之同 i吾言接触所 致的美型迂移

現象的 研究) ”, 課題番号 22320079) 的資助, 是 一研究項目的成果之一。

次也承蒙石汝杰教授的賜教, 在此一并致i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