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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现代四川方言语音的发展演变

曾为
,

志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文化艺术学院
,

四川 成都 6 1 0 0 0 0)

[摘 要」20 世纪尤其是建国 60 多年来
,

四 川方言发生 了诸多明显变化
。

这种变化在语音上渗透到 了四川方 言的声母
、

韵母和声调 中
,

一些 颇具特 色的方言特点逐渐消失
,

总的趋势是向普通话和成都话靠拢
。

这些 变化受到了政治
、

经济
、

人口和

普通话的影响
。

【关键词」20 世纪 ; 四川 方言 ;语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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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通常指流行于四川境内的汉语官话 如 老 派
“

间 k a n 5 5 、

敲 k
` a u 5 5 、

觉 k a u Z , 3 、

解 k a i 53 、

窖

方言
,

它 属于汉语北方方言的一个分支
。

近百年 k a u Z , 3 ” ,

新派读为
: “

间 *、 ia n 5 5 、

敲 *、
`

i a u 5 5 、

觉 * 、 i a u Z , 3 、

来
,

特别是建国 60 多年来
,

四川社会
、

经济发生了翻 解 t娜ias 扮t娜护
、

窖 t娜au
Z , 3 ” 。

张一舟
z[]
在谈到中江话

天覆地的变化
,

用于交际的四川方言也发生了非常 的变化时也指出
:
某些见系二等字声母读为舌根

明显的变化
。

不同年龄
、

不同文化程度
、

不同职业 音
,

皆
、

戒
、

街
、

解为 ka i
,

声母在年轻人中颗化为 t g
。

的人群所使用的方言在语音
、

词汇上差异明显
。

这 精组字
“

燥
、

噪
、

造
”

原声母读为 s[’
,

现在变读为

种变化受普通话的影响
,

也受内部强势方言的影 t s ,

心母字
“

虽
”

和邪母字
“

遂
、

隧
” ,

老派读为
“

cy
Z 13 ” ,

响
。

就整个四川来看
,

成都话是强势方言 ;就某个 今变读为
“ S u
扩

, 3” 。

变读后与普通话相同
。

市县来看
,

市县城区话是强势方言
。

由于受政治
、

禅母字
“

蝉
、

禅
、

晨
、

辰
、

唇
、

纯
、

醇
、

常
、

尝
”

等字
,

经济和人 口流动
、

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

目前整 在四川方言中的声母原为舌尖擦音
S ,

现变读为 s[’
,

个四川方言的发展趋势是乡村方言向市县话靠拢
、

与普通话相同
。

市县话向成都话靠拢
,

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是四川大 部分匣母字受普通话影响声母由
x
变成 9

。

如

部分地区的方言都有向成都话接近的趋势 (川东靠 老派
“

蟹
x a i Z , 、

鞋
x a i Z, 、

咸
x a i Z , 、

陷
x a i Z , 、

闲
x a i Z , 、

杏
x 。

近重庆的县市则向重庆话接近 )
。

同时我们也应看
n Z , 3 ”

新派读为
“

蟹 g i e Z, 3 、

鞋 g i e Z , 、

咸 g io n Z , 、

陷 g i o n Z, 3 、

闲

到
,

四川方言语音在向普通话靠拢
,

但总的来说在 9 10
2 , 、

杏 g in 13Z ” 。

音类上并未产生明显分合
,

只是某些字的读音发生 古人声字的声母在四川方言中也发生着同样

了变化
。

的变化
。

如澄母字
“

泽
、

择
” ,

四川方言声母原读为 s[

1 声母的发展变化
` e Z , ,

今变读为 t s e Z , ;定母字
“

铎 t
` 0 2 , ”

变读为
“

铎 ,0 2 , ”

一些与普通话存在差异的非古人声字声母渐 声母变为与普读同
,

韵母声调均不变
。

渐向普通话靠拢
l[] 。

这种现象在 40 岁以下 的中青年 除此之外
,

四川方言中有而普通话中无的声母

人群中尤为突出
,

甚至一些老年人也跟着说
。

— 舌面后鼻音声母 D和舌面前鼻音声母环在年轻

如并母字
“

拔
” ,

老派方言读
“ p

`

酬
” ①

,

新派读 人中呈现逐渐消失的趋势
。

如疑母字
“

额
、

恶
、

哀
、

“ p a Z , ” ,

再如定母字
“

导
、

抖
” ,

老派读为
“

导 *
` a u Z , 3 、

抖 * 挨
、

矮
、

爱
、

熬
、

袄
、

傲
、

讴
、

偶
、

藕
、

呕
、

安
、

按
、

岸
、

暗
、

` 。 u 53 ” ,

今变读为
“

导 * a u Z , 3 、

抖 *。 u 5 3” 。

见母字
“

溉
、

概
、

恩
、

昂
”

声母本为 D
,

现在这些字被许多年轻人读成

盟
”

声母原读为 k’
,

今变读为 k
,

与普通话一致
。

成 了像普通话一样的零声母
。 “

仪
、

疑
、

宜
、

艺
、

义
、

议
、

都有一处著名的景点叫做
“

烷花溪
” 。 “

烷
”

为匣母 阎
、

严
、

研
、

砚
、

毅
、

醉
”

等字
,

在四川很多地区都读为

字
,

老派读为
“

k
` u

an
53 ” ,

如今年轻人都读为
“

xu an
Z , 3 环

,

今天也有很多年轻人读成了零声母
。

特别是青

了
。

成都还有一个著名的寺院—
昭觉寺

,

老年人 年学生为了追赶时髦
,

第一人称代词
“

我 D了
” ,

这个

多读为
“ *i a u 5 5 * 、 y o Z , 5 1

2 , 3” , “

昭
”

字保留了古音
,

如今 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
,

也被说成了
0 5 3 。

另外
, “

硬。 。

许多四川人都读为
“ * s a u 5 5 * g y o Z , 5 1

2 , 3 ”

甚至
“ * s a u 5 5 * 9 n Z , 3 、

樱 。 。 n 5 5”

又被很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读成 了
y e Z , 5 1

2 , 3”

了
。 “ i n Z , 3 、

i n 5 5” ,

不仅丢失了声母
,

韵母也发生了改变
,

变

部分见系字四川方言原读舌根音
,

现受到普通 得和普通话一样了
。

话的影响
,

声母颗化读为舌面音
,

形成新旧异读
。

这些现象在四川各地都普遍存在
,

还有一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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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特色方言也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

天全方言端组字今逢细音 [[
`

读为 t ct c` 。

如端

母字
“

低
、

滴
、

底
、

抵
”

不读 * 155

而读 * ei 55 ;透母字
“

天
、

田
、

填
、

添
”

和定母字
“

甜
”

等字读为
“ * e`

10n 3” ’ 。

关于

天全方言
,

当地流传一个妇孺皆知的方言笑话
, “

千

千下雨千千妞
,

莫得孩枣子 巾巾爬不上梅子坡紧

紧
” ②

。

如今这个方言特色有消失的趋势
,

受过教育

的年轻人大都不这么读了
。

今川东渠县
、

大竹方言无舌面前鼻音声母 环
,

“

牛
=
油 i o u Z , 、

泥
=
夷 12 ,” ,

但在 3 0岁以下 的部分年轻

人特别是学生人群中
, “

牛
、

泥
”

变读为
“

牛加
。 u Z , 、

泥

加
2 ,” ;还有部分人受重庆方言的影响变读为

“

牛
n i 。

u Z , 、

泥
n i Z , ” ,

这种变化还不稳定
。

米易话
、

盐边话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仍无环声

母
,

最近据兰玉英叩
37
的调查

,

这两个县的方言都有
环声母

。

另外
,

保留舌尖后音声母的部分方言区
,

舌尖

后音声母呈现出混人舌尖前音的趋势
。

甄尚灵
#[]
认为 19 世纪后期的成都话保留了舌尖

前后两套擦音塞擦音
,

舌尖后音混同于舌尖前音
,

是后来的发展变化
。

肖娅曼
s[]
调查了成都市区居民

23 0人
,

认为 60 岁以上的人群
,

年龄越大
,

保存舌尖

后音声母者的比例越大
,

60 岁以下基本无人保存舌

尖后音声母
。

实际上在今成都市的成华区十里店
、

二仙桥
、

青龙场
、

龙潭寺
,

金牛区的洞子 口
、

天 回镇

以及成都市所辖的新都
、

郸县
、

彭州
、

都江堰③
,

至今

仍保留着全套的舌尖后音声母 t 昌 t 昌
`

昌互
,

不过在年

轻人 口 中
,

舌尖后音渐渐混人舌尖前音
。

黄雪贞
「6]

曾举例说四川的北川
、

安县保留了 t 昌 t 昌
`

昌声母
,

而

今天的北川和安县新派方言保留舌尖后音的情况

已经比较少了
。

即使在西昌
、

自贡
、

内江等保留全套舌尖后音

的方言区
,

新派 t 昌 t 昌
`

昌互的发音部位也已不同于老

派
,
* 昌* 昌

`

昌互的实际音值介于 * s * s ` 5 2

和 * 昌* 昌
`

昌互之

间
。

内江城区已经出现 * S 、
* S ` 、 S

和 * 昌
、

* 昌
` 、

昌混读的

倾向
。

这是上述方言区语言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
。

1% O年的调查显示
v[] ,

南江
、

巴中
、

仪陇三地的官

话方言分尖团音
。

这三个点同时也有 t s
组和 t 昌组声

母
。

现在三点的尖团音已经渐渐消失
,

舌尖后音已

经逐渐混同到舌尖前音中
。

笔者 2 0 10 年在仪陇金

城镇的实地调查表明
:
仪陇老县城官话的尖团音已

经消失
,

舌尖后音已经逐渐混同到舌尖前音中④
。

黄雪贞
「8〕
谈到四川境内的南江

、

通江
、

巴中
、

达

县
、

仁寿
、

荣县
、

内江
、

彭县 (今彭州 )
、

大邑
、

蒲江等

地的方言分尖音团音
。

实际上现在成都市所辖的

彭州
、

大邑
、

蒲江三地的方言并无尖音团音的区别

了
。

甄尚灵
9[]
指出《西蜀方言》语音表明成都话在 19

世纪后期尖团还分得很清楚
,

可是到 20 世纪 50 年

代已无踪迹可寻了
。

至于仁寿
、

荣县
、

内江的方言

也已找不到尖团音的踪影
。

如
:
节

=
结

、

酒
=
九

、

精
=

经
。

只有巴中
、

达县等地的山区尚有少数老年人保

留这一语音特点
。

2 韵母的发展变化

韵母的变化以古人声字居多
。

部分梗
、

曾
、

深

摄人声字
“

立
、

粒
、

缉
、

集
、

习
、

袭
、

急
、

级
、

积
、

击
、

激
、

积
、

极
、

迹
、

即
、

籍
、

脊
、

级
、

劈
、

辟
、

僻
” ,

韵母在四川各

地有的读 i( 广安 )
,

有的读 i e
(新都

、

郸县一带 )
,

有的

有 i
、

i e
两读 (成都 )

。

把 i e
韵母读成 i韵母

,

这是成都

话的发展趋势
,

梁德曼
「, 0]
认为这实际上是当时成都

话的城乡差别
,

如今这种差异已经很小了
。

现在不

论是否读为人声调
,

在各地年轻人 口中
,

都广泛存

在读成 i韵母向普通话看齐的现象
。

另外通摄合口

三等人声字
“

曲
、

续
、

蓄
、

狱
、

育
、

域
、

欲
”

韵母由
“ y o ”

变

读为
“ y ” ;臻摄合 口三等字

“

律
n u Z ,

zn o Z , 、

率瓣
5 0 2 , ”

变

读为
“

律
n y Z , 、

率
n y Z , ” ;江摄开 口三等字

“

学 g y o Z , ”

变

读为
“

学 g y已
” 。

还有一些古人声字声韵都发生了变

化
,

如
:
成都话中通摄合 口人声字

“

卒 t g yo
Z , 、

族 t g

`
y o Z, 、

俗 9 y o Z, 、

速 9 y o Z , 、

肃 9 y o Z , 、

宿 9 y o Z , ”

变读为
“

卒
* s u Z , 、

族 * s ` u Z , 、

俗
s u Z , 、

速
S u Z , 、

肃
S u Z , 3 、

宿
S u Z , 3 ” ;这些字

在川东北一带 (如南充 )原读为
“

卒 * 9 y 2 , 、

俗 9 y 2 , 、

速 9

y Z, 、

肃 9 y 2 , ” ,

而今在年轻人 口中变成 了
“

卒 * s u Z , 、

俗
s u Z , 、

速
S u Z , 、

肃
S u Z , 3 ” 。

大部分通摄
、

江摄合 口二
、

三等人声字
,

原读韵

母为
u ,

今变读为跟普通话一致
。

如
:
在成都话老派

“

粥 * s u Z , 、

轴 * s u Z , 、

肉
z u Z, 、

绿
n u Z , ” ,

新派读为
“

粥 * S 。

u 5 5 ·

轴 t s “ u Z , 、

肉
z o u Z , 3 、

绿
n y Z , ” 。

四川其他地区的方

言也呈现出类似的变化
。

以上谈到的是古人声字韵母的变化情况
,

非古

人声字韵母也呈现出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

例如
:

止摄
、

蟹摄开 口三
、

四等字
“

臂
、

披
、

坯 (合 口 )
、

批
、

譬
”

等
,

在四川很多地区韵母都读为
e i

,

今
“

臂
p e i Z , 3 、

披 p
` e i 55 、

坯 p
` e i 5 5 、

批 p
` e i 55 、

譬 p
` e i Z, 3”

变读为
“

臂
p i Z , 3 、

披 p
`

155 、

坯 p
`

15 5 、

批 p
`

155 、

譬 p
`

12 , 3” 。

四川人因忌

讳说女阴
“

层 p
`

产
” ,

故将与
“

层
”

同音的字要改读为 p

` e产
。

一般来说
,

了解这一文化背景的四川人
,

是不

会读为 n’i 55
的

。

止摄字
“

被
、

备
、

眉
”

老派读法韵母为
i

,

现变读为
e i

,

跟普通话一致
。

止摄合 口三等字
“

慰
、

虽
、

遂
、

隧
、

穗
”

韵母由 y 变

成
u e i

,

在成都市区原读为
“

慰 y Z , 3 、

虽、 y 5 5 、

遂、 y Z , 3 、

隧、

y Z, 3 、

穗 9 y 2 , 3”

变读为
“

慰
u e i Z , 3 、

虽
s u e i 5 5 、

遂
s u e i Z, 3 、

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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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i Z , 3 、

穗
S u e i Z , 3 ” ,

跟普通话一致
。

臻摄合口字
“

尊
、

村
、

存
、

寸
、

论
、

孙
、

损
、

笋
、

棒
、

轮
、

墩
、

钝
、

盾
、

吞 (开 口字 )
”

等
,

在四川很多地区都

读为开 口韵加
,

今变读为合 口韵
u

加
,

跟普通话一

致
。

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较早
,

许多老年人也存在

混读的现象
。

梗摄合 口三
、

四等字
“

营
、

萤
、

荣
、

尹
” ,

在四川各

地原读为撮 口前鼻音韵母 y n , “

营 y n Z , 、

萤 y n Z , 、

荣

y n Z, 、

尹 y n 5 3 ” ,

今变读为
“

营 i n Z , 、

萤 i n Z , 、

荣 y o o
Z,

/
2 0 0

2 , 、

尹 isn
3 ” ,

跟普通话韵母相同
。

此外
,

一些常用词
,

如各地
“

医院
”

的读法
,

从老

派
“ 155 u a n Z , 3 ”

变读为
“ 15 5 y 0 n Z, 3” ; “

郝姓
”

老派读
“ x e Z ,

成都
、 x o 5 5

汉源
”

新派读为
“ x a u 53 ” ;新派说

“

硬 i n Z , 3
/。

n Z , 3 、

鹦 i n 55 、

樱 i n 55 ”

不说
“

硬。 。 n Z , 3 、

鹦。 。 n 55 、

樱。 。 n 5 5” ;

“

永
、

咏
、

泳
”

韵母由
“ y n 5 3”

变读为了
“ y o o

5 3” ;江摄开 口

三等字
“

项
x a 0

2 , 3 、

巷
x a 0

2 , 3 ”

变读为
“

项 9 1 a 0
2 , 3 、

巷 9 1

a D
Z , 3” 。 “

雷
、

累
、

垒
、

类
”

的韵母有由合口韵
u e i变读

为开 口韵
e i 的现象

,

但是这种变化不稳定
,

在蟹摄
、

止摄合口三等字中也不成系统
。

“

珊
”

老派四川方言读为
S u a n 55 ;新派读为

S a n 5 5 ;

“

琼
”

老派读为 * g y n Z , ,

新派读为 * 9
`

10 0
2 , , “

旭 g y o Z , ”

被

新派读为 9尹均
,

声调也由阳平变成了去声
。 “

彩虹
”

老派说
“

虹 k a o
Z ,3 ” ,

新派说
“

彩虹 * s ` a i 53 x o o
Z , ” 。 “

亩
、

茂
”

等字老派读为 m o
了

3 ,

而今受普通话的影响
,

年

轻一代大都读为
“

亩 m u 53 、

茂 m a u Z ’ 3” ·

还有一个明显 的变化是成都市区话中助词
“

的
”

的读法
,

在年轻人中由
n产变成了

n 产
。

这一变

化大概最先在赶时髦的年轻人中流行
,

后来经过方

言类的电视节 目主持人的推波助澜
,

渐渐形成了稳

定的新派读法
。

另外
,

四川某些市县话有一些不同于成都话的

特殊读法
,

现在年轻人 口中也发生 了变化
,

向普通

话和成都话靠拢
。

如
:

成都市郊的新津
、

邓昧
、

大邑
、

崇州
、

蒲江
,

把部

分果摄开合 口字如
“

波
、

菠
、

玻
、

婆
、

多
、

罗
、

窝
、

过
、

坐
”

等读成
u
韵母

, “

抱鸡婆窝窝
”

听起来像
“

抱鸡蒲

呜呜
” ,

这是当地方言的一大特点
,

而今这些字逐渐

变读为
。
韵母了

。

此外
,

假开三麻韵字 i e
读成 i

, “

姐
= 己 *、 15 3 、

爷
=
姨 12 , ” ; y y e

都读成 y
, “

靴
=
虚 、 y 5 5 ” ,

新派

读法也渐渐读成了
“

姐 *、 i e 5 3 、

靴 、 y e 5 5” 。

崛江流域一

带都存在这种现象
。

如乐山市
,

老派将
“

爹
、

爷
、

姐
、

写
、

借
、

谢
、

夜
”

韵母读作 i
,

新派改读作 i e 。

山摄合口

一等字
“

端
、

短
、

段
、

断
”

老派读为开 口呼
“ * a n , 3 ” ,

新派

读成合口呼
“ *u a n , 3” ,

与成都话相同
。

崛江流域大邑
、

邓昧
、

蒲江以至青神
、

沐川一

带
,

将
“

甘蔗
”

读为 k a n 5 5 * s o n Z , 3 ,

如今 k a n 5 5 * s e Z ,

的说法

也渐渐流行开来
。

19 60 年四川大学对中江话的调查显示
「, ’〕 ,

该地

无 y。
、

yn 两韵
,

张一舟
l[ 2 ]
认为早在《跻春台》中

“

中江

话撮 口呼就混人齐齿呼
。

如
:
怨恨误作厌恨

,

言误

作援
” 。

在韵脚字中
, “

女
、

趣
、

砌
、

徐
、

躯
、

屈
、

锯
、

去
”

等
u
韵字押韵

,

说明它们的韵母不是 y
,

当念 i俨
。

而

今中江话里已经有非常完整的撮 口呼韵母了
。

《四川方言音系》还显示西昌
、

宁南
、

冕宁无撮

口呼
。

如今
,

西昌话新派比老派增加了 y y e y a n y n

四个韵母
,

比老派减少了 iu 韵母
。

老派无撮 口呼韵

母
,

新派有撮 口呼韵母
。

如
: “

菊
、

曲
” ,

老派韵母读

为 i u
或 10 ,

新派读为 y ; “

决
、

绝
” ,

老派韵母读为 i e ,

“

却
、

确
” ,

老派韵母读为 10 ,

新派都读为 y e ; “

选
、

元
、

权
” ,

老派韵母读为 i s n ,

新派读为 y s n ; “

军
、

云
、

群
” ,

老派韵母读为 in
,

新派读为 yn
。

段英
l[ 习
在 20 世

纪末记录了这一变化
,

2 0 10 年曾为志
、

兰玉英实地

考察西昌城区官话方言时
,

也印证了这一变化
。

攀

枝花仁和区也无撮 口呼
,

梁德曼 #l[] 预测
“

虽然仁和区

和邻近 的云南话里没有撮 口呼韵母
。

… … 他们之

中的青年人都因此觉得自己的话土
,

不好意思
,

努

力改变 自己没有撮 口呼的口音
。 ”

20 多年前的预言

如今成为现实
。

兰玉英
l[珊 40

的调查显示
:
米易话和

盐边话都具有 y u 、

y
、

y e 、

y 。 、

y n 、

y o n g六个韵母
,

普通

话和成都话都只有五个
,

米盐话还多出一个 yu
,

可

以说米盐话的撮 口呼是很发达的
。

应该说
,

撮 口呼

的出现
、

齐齿呼的分化是这些地区方言的一个大趋

势
。

老派荣县话无
。 。 i a o u a o i o n y o n

五个韵母
,

阳

声韵大幅合并
, a 。 = a n ,

i a 。 = i o n , u a 。= u a n ,

i c n = i n ,

y c n =

y n 。 “

卖盐
”

跟
“

卖淫
” 、 “

发钱
”

跟
“

发情
” 、 “

卫生间
”

跟
“

卫生巾
”

毫无区别
。

故荣县人发这些音时常常被

人取笑
。

大概受普通话
、

成都话以及这种尴尬的谐

音的影响
,

今年轻人群中
, a o i a o u a o i a n y o n

这五个

韵母开始出现
。

成都
、

新都
、

大邑等地老派有将
“

可

怜 k
` 0 5 3 n i o n Z , ”

读成
“

k
` 0 5 3 n i n Z , ”

的现象
,

i o n
读作 i n ,

是否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语音层次
,

为我们提供

了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
。

乐山
、

青神
、

沐川一带
“

娃
、

挖
、

瓦
、

挂
、

夸
、

花
”

老

派韵母读音为
。 ,

新派韵母读音为
u 。 。

假摄麻韵

开 口三等字韵母
,

老派读作
e i

,

新派改读为
e 。

三地

方言中没有
e
这个韵母

,

新派读音借用了成都话的

韵母
。

如
“

者 * s e i 4 2 、

遮 *s e i 55 、

车 * S ` e i 55 、

撤 * S ` e i Z , 、

扯 * s `

e i 4 2 、

蛇
S e i Z , 、

射
S e i ’ 3 、

社
S e i ’ 3 、

惹
z e i4 2 ”

新派读作
“

者
* s e 4 2 、

遮 * s e 55 、

车 * S ` e 5 5、

撤 * S ` e Z , 、

扯 * S ` e 4 2 、

蛇
S e Z , 、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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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扩

、

社
S扩

、

惹
z

尹
” 。

西昌方言也有类似的例子
。

赖 江堰
、

双流
、

新津
、

大邑
、

邓昧
、

蒲江 11 个点保留了人

先刚
l[ 6]
认为这是一种时尚的表现

。

事实上
,

最迟在 声
,

如
“

吃
”

在温江
、

崇州
、

双流
、

新津
、

都江堰 (河

清中期
,

麻韵开 口三等字的韵母多读为 ia
,

今四川 西 )
、

大邑
、

邓昧
、

蒲江读为 t s `

犷
,

在新都
、

郸县
、

彭

方言中
“

斜
”

老派读为娜a2 1
、 “

爹
”

有三读
,

一种读为 州
、

都江堰 (河东 )读为 t s `

, 33 ,

今受到成都话的强势
“

ia[
55 ” ⑦

。

后来 ia 演化成 i e ,

从 i
庐

i e 、 e
的变化大概 影响

,

在年轻一代中许多人渐渐改读为 t s `

洲
。

这类

到解放后基本结束
。

章组麻三又 由
e
裂变为

e i
,

在 读音还发生在
“

食
、

实
、

室
、

湿
、

十
、

识
、

质
、

职
、

执
、

汁
”

崛江流域温江
、

邓昧至乐 山一带
,

i e
又丢掉韵腹

,

高 等人声字上
。

上述这些地方的人声有归人阳平的

化为 i「, 7〕。

如 I仔昧方言
“

爷 12 , 、

野 15 3 、

夜 1324 。 ”

趋势
。

以上谈到的多由普通话的影响导致的四川方
“

帆
、

微
、

薇
、

危
”

的声调有阳平和 阴平两读
,

老

言的变化
。

此外
,

从内因上说
,

音系内部的结构调 派四川方言读作阳平调
,

新派受普通话影响读作阴

整也可以引起语音变异
。

四川方言的这类音变
,

以 平调
,

跟普通话一致
。

从社会层面看
,

这种音变又

an
、

ia n 、

ua
n 、

ya n
韵尾的变化最为突出

。

甄尚灵
l[ 8〕
指 经由年轻人向中老年人扩散

,

现在一些中老年人在

出
, a n ia n u a n y a n

的韵尾
一 n ,

发音时川东地区舌尖着 普通话影响下也像年轻人一样把
“

帆
、

微
、

薇
、

危
”

读

实抵齿跟川 }北
、

川西地区舌尖作势不抵齿跟 川 } 成了阴平
。

西
、

川南地区则出现元音鼻化的情况
。

也就是说
,

受普通话影响
,

一些字的声调被类推跟普通话

四川方言
。 n i a n u a n y a n

韵尾
一 n
的共时地区差异

,

体 声调读音一致
。

如
“

涛 *
` a u Z , 、

岗 k a o
5 5 、

诊 * S o n 5 5”

变读

现了
一 n
由川东向川北

、

川西
、

川南逐渐弱化的趋 为
“

涛 [’ a u 55 、

岗 k a
了

、

诊 t s 、 53 ” 。

这种类推还多发生

势
。

今天的成都市区话
,

韵尾
一 n
存在着弱化

、

鼻音 在人声字上
,

如
“

吸引 、 i 55 i n 5 3” 、 “

约定 y o 55
zy e 5 5 * i n Z , 3 ” 、

化甚至脱落和变异 的情况
:

从弱化 (
a n 、

i a n 、 u a n 、 “

文摘
u o n Z , * s a i 5 5” 、 “

激动 * 9 15 5 *u o
Z , 3” 、 “

夕阳 9 155 i a o
Z, ” 、

y a n
)到鼻音化 (“

、

i“
、 u “

、

y “ )和变异 ( ,
、

i ,
、 u ,

、

y , )
。 “

逼人 p i 5 5 z o n Z, ” 。 “

吸
、

约
、

摘
、

激
、

夕
、

逼
”

为人声字
,

鼻音化出现在中年人群中
,

而许多青年学生和时髦 在保留人声的方言区中读为人声调
,

在成渝片方言

的女青年则干脆将它们读成了 ,
、

i ,
、 u ,

、

y ,
。

当然 区本读为阳平调
。

这一语音的内部变化还处在整合过程 中
,

还未定 学生人群中还有这样一种类推情况
,

直接根据

型
。

语音对应关系把普通话读音变成四川方言
,

这种变

再如
,

西昌方言撮 口呼正在逐渐形成
,

撮 口呼 化不仅仅发生在声调上
,

也发生在韵母上
。

如
: “

潜 t

的形成导致其声母系统发生变化
,

部分精组和见组 、
`

i o n 5 3 ” 、 “

科学 k
` 。 55 、 y e Z , ” 、 “

个别 k o Z , 3 p i e Z, ” 、 “

核心

原本读作舌尖前音和舌根音的声母愕化产生了舌
、 0 2 , 9 i n 55 ” 、 “

合格
、 0 2 ,

k o Z , ” 、 “

虱子
5 1

5 5 * 5 1
5 3” 、 “

案臼 k
`

面前音 * 、 * 、
`

、 (当然也受到齐齿呼的影响 )
,
*、 *、

`

、 。 55 * 、 i 。 u Z , 3” 、 “

弯曲
u a n 55 * 、

`

y 5 5” 、 “

住宅 * s u Z , 3 * s a i Z , ” 、

所辖字大大增多
。 “

宅男 s[ iaz
, n

an
ZI ”

等
,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

3 声调的发展变化 总而言之
,

四川方言声调的变化虽然受到了普

声调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古人声字的读音上
。

通话的影响
,

但它是在声调类推的前提下进行的
,

灌赤片区崛江小片保留了人声调类 ;灌赤片区雅棉 总的来说
,

不会改变声调的调值也不会改变无人声

小片古人声归人阴平
,

成渝片区古人声归人阳平
,

区的调类
。

有人声的方言点会 出现部分人声字归

灌赤片区仁富小片古人声归人去声
。

如今
,

四川各 人其他调类的现象
,

最后人声也许会消失
,

但这需

地的官话方言中不少古人声字的调类都变得跟成 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

都话甚至跟普通话一致了
。

如成都话
“

龙泉骚
”

的 以上谈到的这些变化往往没有经过逐步变化
“

骚
”

阳平调被读成了去声
。 “

巴蜀
”

的
“

蜀
” ,

年轻人 和积累的过程
,

从原音值变到 目标值
,

突变到位
,

普

说成了
“

巴 鼠
” “

所尼
” , “

捏加岁
”

受普通话的影响变 通话的影响是引起变化的主要因素
。

考虑到趋同

读为
“

捏加产
” 。

于普通话的变读盛行于青年学生中的情况
,

这种趋

成都市所辖的温江
、

郸县
、

崇州
、

新都
、

彭州
、

都 势今后会 日益增强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本文所说的老派方 言大概指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所讲的方 言 ;新派方言主要指 4 0 岁尤其是 30 岁以 下年轻人所讲的方

言
,

其语音受外界的影响最大
,

可以代表四川方言语音的演变趋势
。

本文未指明流行区域的
,

以成都话声韵调标音 ;指

明流行区域的按当地实际读音标音
,

标音参考 了《四川方言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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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意思是
:
天天下雨 天天溜

,

没有鞋采子 (一种铁制 的鞋套
,

下有铁打
,

雨天套在鞋上可防滑 )打打爬不上梅子坡 (地名 )顶

顶
。

③都江堰市区方言 以金马河为界分为河西话和河东话
,

此处指河东话
。

④巴中
、

广元下属的一些 乡镇的方言仍保留尖团音
,

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分明
。

广元
、

巴 中市区和仪陇县城官话无尖团音

的区别
,

舌尖后音 已混入舌尖前音
,

少数老年人除外
。

⑤珊
、

琼
、

旭
:

多作人名
。

⑥据笔者调查
,

今巴 中
、

广元
、

苍溪一带仍有人将
“

女
”

读为
“ l

u5 3
” ;仪陇有将

“

雨
”

念为
“ l u 5 3

” , “

去
”

读为
“ t口

1
ul 4’’ 的现象

。

⑦
“

爹
”

有三读
,

分别是
“

。 55
、 t 1

55
、

。 55
” 。

另
,

今四川客家方言中
,

麻韵开 口三等字韵母都读作为
, 、

l[] 周及徐
一

20 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田
.

四川 师范大学学报
,

2 0 01
,

4
.

[2 ] [2 3 ]张一舟
.

《济春台》与 四川 中江话口]
.

方言
,

2 9 9 8
,

3
.

3[] l[ 5 ]兰玉英
,

蓝鹰
,

左福光
.

攀枝花本土方言与 习俗研究阿 ]
.

成都
: 巴蜀书社

,

2 01 1
.

#[] 9[] 甄尚灵
.

《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田
.

方 言
,

1 9 8 8
,

3
.

s[] 肖娅曼
.

关于成都话舌尖后音声母的调查叶四川 大学学报
,

1 9 9 9
,

6
.

6[] 8[] 黄雪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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