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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语北部方言分为圣乍次方言、义诺次方言、

所地次方言和田坝土语，其中所地次方言又分为以

布拖语音为代表的东部土语和以会理语音为代表

的西部土语。1956年凉山州实行民主改革以后，打

破了各次方言区地理上相对封闭的状态，整个彝语

北部方言区内人员相互之间和与外界交往增加，语

言相互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

规范彝语的普及和推广，语言整化的进度加快。这

五十多年来彝语北部方言区语音发展演变的速度

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有必要记录下这一段时期的语

音发展演变情况，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把握彝

语北部方言区语音的发展演变趋势。彝语北部方

言区语音的演变趋势同样符合朝容易、简便发音的

方向发展的规律。复辅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正逐

渐消失，舒唇元音只有在义诺次方言中的中老年人

仍在使用，鼻冠浊音在田坝土语和圣乍次方言的越

西语音中已经弱化和消失。

一 复辅音声母的消失
彝语北部方言复辅音声母正逐渐消失，只有在

所地次方言中还留有残余，受其他次方言区语言的

影响以及规范彝语普及和推广的作用，语音整化的

进度不断加快，复辅音声母的消失已经成为一种趋

势，复辅音声母在所地次方言的年青人中已经很不

稳定。所地次方言的同一个语义的复辅音声母在

其东部土语和西部土语中的语音表现形式并不完

全一致。如：

标准语 东部土语 西部土语

喊 ku33 kpu33 kpu33

汗 ku21 kpu21 kpu21

偷 khu33 khphu33 khphu33

枕 khu21 khphu21 khphu21

件 gu33 gbu33 gbu33

中间 gu33tu55 gbu55tu33 gu55to55lɔ33

缝 gu55 gbu55 gu55

标准语音中舌根音k kh g与u结合的部分音节

的声母，在所地次方言的东部土语和西部土语中要

发成舌根音k kh g与双唇音p ph b相结合的，整个音

节双唇颤动的塞颤复辅音声母。这种塞颤复辅音

声母是原始藏缅语中复辅音声母的遗留，声母发音

难度较大，其所使用的语义范围在缩小，使用的人

群偏向老龄化。而部分k kh g与其他韵母结合的音

不仅声母变成复辅音声母，韵母同样也要变成复元

音韵母。

二 复元音韵母的消失
复元音韵母在彝语北部方言的其他次方言中

已经消失，只有在所地次方言中有所发现，由于受

其他次方言区语言的影响以及规范彝语普及和推

广的作用，仅存于所地次方言中的复元音韵母ui

ue ua正处在加速消失的过程之中。如：

标准语 东部土语 西部土语

说谎 ŋge33 ŋgbue33 ŋgbua33

嚼 ŋgɯ33 ŋgbui33 ŋgbui33
犁（动词）mo33 ŋmui33 ŋmui33

叫（绵羊）mo33 ŋmui33 ŋmui33

猜 ke33 kpui33 kpui33

蹄 kha33 khphua33 khphua33

去 bo33 gbui33 gbui33

饿 e55me33 ɔ55ŋme33 ɔ55ŋmue33

嘴 mi21pu21 ŋmue21le33 ŋmue21le33

标准音中的部分b m k kh ŋg等声母与o e i 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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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语北部方言中各次方言和土语的发展演变进度不同，为研究彝语北部方言语音的发展演变趋势提供了很好

的对比分析材料。复辅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仅存于所地次方言中，且正逐渐在消失；还保留有舒唇元音的次方言已经缩小到

只有义诺次方言，仍然处在消失过程中；鼻冠浊音在田坝土语和圣乍次方言的越西语音中已经弱化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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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音结合的音节，在所地语音中不仅声母要变为

复辅音声母，韵母也要变为复元音ui ue ua的韵母。

复元音韵母ui ue ua在消失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要

么u元音变为介音，要么整个复元音韵母变成相当

的单元音的条件变体。

三 舒唇元音的消失
舒唇元音是语音发展中的一种过渡现象，舒唇

元音就其唇形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次圆唇元

音”，发这种音时，唇形接近圆形，同时双唇往前突

出成喇叭状舒展，呼出的气流较强。上世纪五十年

代末彝语工作队调查舒唇元音分布情况时，圣乍次

方言区的老年人多数有舒唇元音，中年人少数有舒

唇元音，但不太稳定，青少年一般没有舒唇元音。

彝语北部方言语音经过五十年的发展演变，还保留

有舒唇元音的次方言已经缩小到只有义诺次方言，

且已经很不稳定，处在快速消失的过程中。如:

标准音 义诺语音

血 sɿ33 sɿ33
w

床 go33 gɯ33
w

熊 yo33 yɯ33
w

扫 sɿ33 sɿ33
w

圈 xo33 xɯ33
w

句 ko33 kɯ33
w

坏 di33 di33w
需要 kho21 khɯ42

w

汗 ko21 kɯ42
w

反刍 ŋgu55 ŋgɔ55
w

水獭 ʂ o33 ʂ ɯ33
w

使用 zi33 zi33w
这里用下标w来表示有舒唇现象的语音，这些

语音由于受其他次方言区语言的影响，受规范彝语

普及和推广的作用，以及语音的自然演变，就是在

义诺次方言区的年青人中也已经很不稳定，其消失

的速度比较快。

四 鼻冠浊音的消失和弱化
彝语北部方言的田坝土语中已经没有鼻冠浊

音mb nd ŋg ndz ndʐ ndʑ等，圣乍次方言区说越西语

音的老年人能够很好发鼻冠浊音，中年人的鼻冠浊

音不够稳定，年青人已经区分不出部分鼻冠浊音和

相应发音部位的口腔浊音。如：

标准音 越西语音

裙角 mbo33mɿ33 bo33mu33

掩埋 mbo21 bo21

争 ndi21 di21

说谎 ŋge33 ge33

路过 ŋga33 ga33

冷 ŋgo33 go33

荞粑 ŋgɯ33fu33 gɯ33fu33

流星 ndzi21 dzi21

债 ndʐɯ33 dʐɯ33

吐 ndʑe33 dʑe33

退色 ndʑɿ55 dʑɿ55

圣乍次方言区说越西语音的人由于受甘洛田

坝土语中鼻冠浊音已经消失的影响，与甘洛县越近

的地方鼻冠浊音弱化的程度越深。同时受语音演

变因素的影响，鼻冠浊音的弱化和消失因说话者年

龄的不同而不同，其年龄越小鼻冠浊音消失得越明

显；从说越西语音的人的年龄结构和鼻冠浊音弱化

和消失的范围不断扩大来看，鼻冠浊音的弱化和消

失成了一种趋势。

从上述可知，由于彝语北部方言区内次方言和

土语的语音发展演变进度不同，彝语北部方言一些

原始语音在部分次方言和土语中还有残余，而这些

保留下来的原始语音按照语音演变的普遍规律，正

处在加速演变的过程之中。近年来，整个彝语北部

方言区内人员相互之间和与外界交往比较频繁，语

言相互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随着规范彝语的普

及和推广，语言整化的进度加快。彝语北部方言语

音的发展演变趋势是：仅存于所地次方言中的复辅

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正逐渐在消失；只有义诺次方

言还在使用的舒唇元音，其使用范围和人群仍然处

在不停缩小的过程中；鼻冠浊音在田坝土语中已经

消失，在圣乍次方言的越西语音中部分弱化、部分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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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Ostensive-Inference
and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s

ZHU Li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Zaozhuang University，Zaozhuang，Shandong 27716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word“communication”，we can conclude the two key factors of communication，that
is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On one hand，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the ostensive-inferential principle
explains the achievement of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s，for Sperber and Wilson believe that ostension and inference
are the two sides in communication. On the speaker’side，communi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expression meaning
ostensively，while on the hearer’s side，it is a process of inference. So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theory in linguistics. On the other hand，the theory has also its disadvantage. And also the writer puts forward her
own ideas about the degree of relevance by the means of analyzing the speaker’s and the hearer’s logical thinking.

Key words: Communication；Relevance；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Speaker；Hearer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2页）

Developing and Evolving Trends of Phonetics in Yi Northern Dialect

SHA Ma Da-ge
（School of Yi language and culture，Xichang，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speed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vement of sub-dialects and local dialects in Yi northern dialect
are very different，which provides good compared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vement trends
of sound of Yi northern dialect. The compound consonant initials and compound vowel finals only exist in Suo Di
sub-dialect，but are gradually disappearing. Only Yi Nuo sub-dialect to has open-up lip vowels，but they are in the
process of disappearing. The pre-nasal voiced sounds have already weakened and disappeared in Tian Ba local
dialect and Yue Xi sound of Sheng Zha sub-dialect.

Key words: Yi Northern Dialect；Phonetics；E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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