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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爱方言中喉塞韵尾和人声的双曲调现象 

王梦梦，彭泽润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河南博爱方言在汉语方言分区中属于晋语邯新片中的获济小片，现在保留11个入声韵母， 

均带有喉塞音韵尾 [一 ]。韵母的韵腹是 [a] [ ]和 [a]。入声调类基本整齐，但是存在喉 

塞音韵尾消失演变的过渡现象。实验证明，个别入声 出现双曲调的特殊调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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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ttal stop terminal[一?]and the double tune of entering 

tone of B0’ai dialect in Henan Province 

W ANG M engmeng，PENG Zerun 

(School ofLitera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Abstract：Bo’ai dialect in Henan province belongs to Huoji small pieces which is part of the Jin dialect 

of Hanxin pieces in Chinese dialects．Among the 1 1 entering tone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dialect，tail 

vowel is glottal stop terminal[一 ]，and the nuclei of vowels are[a][毋]and[a]．Even though the 

entering tones’category is nearly organized，it still has the evolution phenomenon of lost vowels．Experi— 

ments show that some of the entering tones appear a special model of double tune． 

Key words：Bo’ai dialect；glottal stop terminal[一?]；evolution phenomenon；double tune 

博爱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南麓，豫晋 

两省交界处 ，隶属焦作市管辖。它北靠太行山与山 

西省接壤 ，南 临沁河与温县相望 ，西有丹河与沁阳 

市相邻，东与焦作、修武、武陟毗邻。受到特殊地 

理位置和社会环境 的影响 ，博爱方言在中原官话和 

晋语的综合作用下不断地变化发展，特别是历代屡 

次由山西等地向境内移民，使得本地方言掺入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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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渐渐形成了独有的博爱方言。 

古代入声音节一般认为是包含塞音韵尾 [一P] 

[-t][．k]的音节。随着语音的演变，入声韵母的 

特点逐渐消失或者变得不明显。一般认为 ，入声在 

最终消失 之前 的标志是有一个喉塞韵尾 [． ]的 

阶段⋯ 。喉塞音 (glottal stop)是一个喉部位置的 

清塞音。发喉塞音时，喉下部靠近声门的部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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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声带并置 ，声门完全关闭 J。 

在北方方言中，只有在晋语区还存在入声韵 一、博爱方言的声韵调 
母 。晋语人声韵母是 以喉塞音韵尾 的形式进行保 

留。博爱方言属于晋语邯新片中的获济小片，因 (一 1 青母 

此，博爱方言具备晋语有喉塞音韵尾的特点。下面 ⋯ ．、 ． 
． 

我们对博爱方言的音系进行调查和实验，来进一步 
， ．

博爱方言的声母包括零声母在 内一共有 20个 

分析喉塞音韵尾 的现状。发音人是作者本人 ，女 ， “ 。 

1992年出生，家乡在河南省博爱县清化镇。 

表 l 博爱方言声母表 

在声母表中，音节开头的 H部分残留老派的 

v，而且形 成 对立 ，例如碗 (uan) ≠软 (van)， 

翁 (uang) ≠蚊 (vong)。除此之外 ，n在和齐齿 

呼以及撮口呼的韵母相拼的时候，变成舌面前位 

置 ，例如：你 、女。 

(二)韵母 

博爱方言的韵母一共有 50个 ，其 中有 11个人 

声韵母 (表 2)。 

表 2 博爱方言韵母表 

从韵母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博爱方言没有儿化 [3]。除此 之外，博 爱方言 现在保 留了 [a?] 

韵母，普通话的儿化韵母 el"[ ]对应博爱方言的 [ia ][ua?] [ya?] [毋?] [i ] [y毋?]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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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uo?][yo?]等 11个入声韵，共同特点是 

都具有喉塞音韵尾 [一?]。 

(三)声调 

博爱方言的声调一共有 6个 (表 3)。声调格 

局图见 图 1(a)·(b)。 

表 3 博爱方言的声调表 

在博爱方言的声调系统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 

一

， 入声 的调值 在 “一 、药 、约、恶” 等语 素的 

发音中呈现出双曲调的特殊调值形式，经过实验软 

件反复实验证实，它确实是存在的，调值是1324。 

这个调值虽然有两次曲折，但是总体趋势还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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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爱方言声调格局图 

入声 (13)上升的趋势。第二，阴入和古代汉语 

清音声母人声的对 应规律不整齐。 “鸭，夕，屋， 

妾”等古代入声现在完全演变成没有喉塞音韵尾 

的韵母 ，而且声调归并到非入声声调的规律和北京 

官话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个阴入声调 

是在消失过程中出现的中间状态。 

二、博爱方言入声喉塞音韵母跟 

普通话和中古音的对 比 

博爱方 言 的入声 喉塞音韵母 的主要 元音有 3 

个：舌面前低不圆唇元音 [a]，舌面前次低不圆 

唇元音 [毋]，舌面央中不圆唇元音 [a]。它们分 

别可以构 成 3组 11个 人声韵母 ： [a?] [ia?] 

[ua?][ya?] [ ?] [iae?] [y ?] [a ] [io?] 

[uo?][yo?]。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制的 《方 

言调查字表》，把博爱方言的读音和中古汉语以及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读音进行了比较，结果如表4所 

示 

三、博爱方言入声消失的过渡现象 

我们知道 中古入声的分化演变过程为：在元代 

的北方方 言中 ，古人声分 派到阳平 、上声和去声 

中，当时叫作 “人派三声”。规律是全浊声母入声 

字归阳平 ，次浊声母入声字归去声 ，清声母入声字 

归上声。后来 ，归人上声的古清声母人声字再次分 

化 ，分派到阴平、阳平和去声中，形成了今天北京 

话 “入派 四声” 的复杂局面 J。 

有人认为，人声舒化从广义上来说意味着人声 

的消失 ，它的过程应当包括韵尾的简化 ，塞尾的脱 

落 ，入声调的归并 3个步骤 。当然 ，也有这样的 

情况，塞音韵尾消失以后 ，入声并不跟其他声调合 

并 ，仍然 自己形成一个调类 ，例如长沙方言。 

总体上看，博爱方言的入声开始消失，走的是 

中原官话的路线 。博爱县位于山西和河南的交界地 

带，行政区划属于河南省，方言却属于晋语。在各 

种社会 因素和地理因素等的综合作用下，人声已经 

消失的中原官话作为强势方言影响着保存入声特点 

的博爱方言，使得博爱方言中出现了人声开始消失 

的过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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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博爱方言与中古汉语及现代汉语普通话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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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博爱方言与中古汉语及现代汉语普通话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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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入和阳入存在一些共同的语素例子，只是相 

同语素出现在不同的词中才发生分化 ，出现 了不 同 

的调值。我们调查了 《方言调查字表》 中博爱方 

言读人声的所有语素，把所有具有这样的分化现象 

的入声语素列举如表 5所示 ： 

表5 声语素读音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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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声语素读音对照表 

这些读阴入语素的调值更接近这些语素在普通 

话中的读音，有将要合并到普通话中阴平调值的趋 

势。这就是部分浊人语素合并到阴平前通过阴人调 

值过渡的表现 。 

四、博爱方言的双 曲调入声 

在以往的汉语方言声调研究材料中，很少有声 

调存在双曲调的现象 。但是这一现象在很早之前就 

有专家 注意 了。赵 元 任先 生 在 《一 套标 调 的字 

母》 中写到，双曲折调这种声调如果伸展在一个 

以上的音节上面 ，可以把它离析成几个成分。当这 

种声调用在一个音节上时，可以在需要时造一个符 

号。石锋先生也曾经说过，双折调是很少见的 ，可 

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 “升降升” 两升一 降，一种 

是 “降升降”，两降一升。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中 

如果有双折调 ，那么只有一个 ，或者两种双曲调各 

有一个。调层多为 “中”，靠近中线，这样变化起 

来要省力得 多 。赵元任先 生和石锋先生虽 然在 

对其命名方面不尽相同，但他们所指对象是一样 

的，本文采用双曲调的名称来描述这一现象 。 

我们知道，声调是以音高的不同来相互区别 

的，而音高变化通常是依靠调 型 (形 )和音 高轨 

迹的相对高低或长短来区分不 同的调位的。从调型 

(形 )方面来说 ，指的是音高在时间坐标上的变化 

轨迹的走向。这种轨迹可以表现为单向的升调或降 

调 ，或没有明显升降的平调，也可以是连续性的多 

向变化，例如升降调、降升调甚至更为复杂的由 

降、升、平等要素构成的双折调、三折调等 。 

这种现象是由于四个高低不同的调素的起伏变化产 

生的。所 以说 ，双曲调的存在数量虽然少 ，但它也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内容。 

在博爱方言入声调的阳入 (调值是13)中， 

有个别语素的调值出现双曲调的特殊现象，实际调 

值是1324，但是总的趋势还是上升 ，和其他 阳人语 

素的调值趋势相同见图 2(a)．(C)。双曲调例字 

为 ：一 、恶 、约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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