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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方言阴平调变异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高 玉 娟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大连方言中最具特色的阴平调

为语言变项，对在市区内采用滚雪球方式获取的受试者发音样本进行考察，探究阴平调在不

同社会群体中使用的变化，分析影响阴平调变异的社会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当地方

言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的变异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变化。变异体

现一定的社会分层，不仅与被试年龄密切相关，还与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因素有关。阴平调

发音的地方变式虽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是其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向普通话靠

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普通话的大力推行和普及是引发变异的强大社会动力，语言心态和人

口流动等的影响也是大连方言阴平调变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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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大幅流动、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 以 及 普 通 话 地 位 的 提 高，大 连 城 市 的 语

言生活面 貌 也 发 生 了 变 化。初 步 观 察 发 现，大 连 方

言无论在词汇的使用还是声韵调的发音上都存在变

异。对此，本 为 运 用 社 会 语 言 学 变 异 理 论 和 研 究 方

法，以大连市 内 方 言 中 最 具 发 音 特 色 的 阴 平 调 为 语

音变项，考察 其 发 音 的 不 同 变 式 在 不 同 社 会 群 体 中

的使用情况，找 出 可 能 影 响 大 连 方 言 阴 平 调 发 音 变

异的社会因 素，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预 测 当 地 方 言 未 来

的发展趋势。

一、大连方言的声调特点

　　在方言 的 归 属 上，大 连 方 言 与 山 东 半 岛 同 属 胶

辽官话，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大连方言长

期以来 受 到 胶 辽 官 话 和 东 北 官 话 的 影 响 而 不 断 发

展，形成了 独 具 特 色 的、“海 蛎 子 味”极 浓 的 地 方 话。

大连辖区内 方 音 不 尽 相 同，本 文 所 讨 论 的 大 连 方 言

指的是大连市区内的方言。根据辽宁省方言调查组

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调查，大连市区有２２个

声母，３５个韵母，与普通话大致对应。有４个单字调

（轻声除外），即阴平（３１２）、阳平（３４）、上声（２１３）、去

声（５３）。虽 然 与 普 通 话 一 样 都 是 四 个 声 调，但 大 连

方言的阴平是个低降调，而且带有些曲折，这是其区

别于普通话的主要特征，也是最具大连味的发音。但

据高玉娟（２００６）通过声学分析结合听辨实验认为，大连

方言的阴平调正在发生变化，由原先的低降升调向高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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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变化的趋势明显①。本研究中，无论被试发的是低降

调还是高降调，我们都认为他说的是大连话。

本文采用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及研究方法对大

连方言阴平调发音的变异进行考察。语言变异指的

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语言呈现出丰富的多

样性。个人的 语 音、词 汇、语 法 也 都 不 完 全 相 同，特

别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语言差异。语言变异理

论认为，研究语言必须联系语言外部的社会因素，从

社会各个方面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实际面貌。不仅

研究对象要 以 日 常 话 语 为 素 材，且 要 考 虑 说 话 人 的

社会背 景、年 龄、性 别、职 业、种 族、风 格 等 因 素。研

究方法是从 现 实 生 活 中 收 集 大 量 的、分 布 不 均 衡 的

语言事实，从相关的社会因素中寻找不均衡的原因，

并分析哪些 是 已 经 完 成 的 变 化，哪 些 是 正 在 进 行 的

语言变 异，从 而 说 明 语 言 变 化 的 原 因 和 规 律②。无

疑，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城市方

言语言变异进行研究是当前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调查过程

　　（一）语言变项和语言变式

按照社会 语 言 学 变 异 理 论，如 果 某 一 语 言 形 式

在不同的语 境 中 具 有 不 同 的 表 现 形 式，那 么 这 一 抽

象的语言形式就是一个变项（ｖａｒｉａｂｌｅ）。这些不同的

具体表现形式即为该变项的变式（ｖａｒｉａｎｔ）③。如，现

代汉语中的第二人 称 单 数 就 是 一 个 变 项，两 种 具 体

的形式“你”和“您”就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变 式。再 如，英

语 中 的 现 在 分 词－ｉｎｇ，有 人 读 作［－ｉｎ］，有 人 读 作

［－ｉ］。现在分词 的 标 志－ｉｎｇ就 是 一 个 变 项，其 两 种

发音形 式 就 是 两 个 具 体 变 式。语 言 变 异 研 究 就 是

要探明何人何种情 况 下 使 用 何 种 变 式，找 出 其 中 的

规律。

本文所说 的 大 连 方 言，指 的 是 在 大 连 市 内 各 区

使用的方 言。大 连 方 言 的 阴 平 调 是 一 个 降 调，其 发

音最能代 表 大 连 地 方 特 色。然 而 据 观 察，在 许 多 人

的发音中出现了普通话的高平调。因而本文要考察

的变项即 为 阴 平 调 发 音，两 个 具 体 的 变 式 为：变 式

一，发成地 方 音 的 降 调（包 括 高 降 和 低 降）；变 式 二，

发成普通话的高平调。

（二）调查目的与研究假设

本文对大连方言阴平调这一变项的两个变式在

不同人群中 的 使 用 情 况 进 行 考 察，分 析 其 变 异 与 社

会因素的关系，说明变异的原因和外在动力，并对当

地方言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期望本研究不仅有利

于说明这一 地 区 的 语 言 使 用 情 况，更 可 为 国 家 语 言

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的实施提供调查依据④。

根据研究 目 的 并 联 系 日 常 观 察，本 文 提 出 研 究

假设。假设一，大 连 言 语 社 区 中 不 同 社 会 群 体 对 阴

平调的发 音 各 不 相 同。假 设 二，大 连 方 言 阴 平 调 发

音受到声望 高 的 普 通 话 的 强 烈 冲 击 后 发 生 了 变 异。

为了验证上 述 假 设，我 们 使 用 滚 雪 球 的 抽 样 方 式 选

取不同年龄层次、职业、性别、受教育层次的１０６位发

音人的阴平调发音样本进行分析。选取调查对象的

标准是年龄超过１２岁的，父母都是大连人，在大连出

生和长大，并在外地居住不超过１０年的，平时主要说

大连话的大连人⑤。

（三）发音材料及调查过程

调查材料包含大连话的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在内

的单字表。字表共包含生活常用字３０个，其中阴平

字共１２个，其他声调字共１８个。所有字均选自《方

言调查字表》⑥。为 避 免 发 音 受 到 惯 性 作 用，保 证 数

据准确，我们 将 四 个 声 调 的 单 字 打 乱 顺 序 组 成 发 音

表。录音前先 请 被 试 简 单 熟 悉 发 音 材 料，然 后 用 平

时说的大连话尽可能自然地说出字表中的字。

三、发音总体数据分析

　　大连方言与普通话的主要区别在于其阴平调是

一个降调，而 普 通 话 阴 平 调 是 一 个 高 平 调。调 查 结

果显 示，１０６名 被 试 对 于 阴 平 调 的 发 音 存 在 明 显 差

异。具体情况见表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高玉娟．大连方言声调研究［Ｍ］．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１４．
转引自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６０．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００－１０１．
高玉娟．语言变异视角下的锦州方言语音研究［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０（５）：９０．
高玉娟．大连方言五项语音变化的社会语言学分析［Ｊ］．南开语言学刊，２００５（５）：５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方言调查字表［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１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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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被试阴平调总体发音情况

发地方音变式数量／个 人数 百分比

０　 １４　 １３
１～２　 ２６　 ２５
３～５　 ２６　 ２５
６～８　 ２１　 ２０
９～１１　 １９　 １８
１２　 ０　 ０

　　表１显示，被试对于大连方言阴平调地方音变式

的发音特征保留的情况不尽一致。其中１４位被试的

发音中没有 出 现 阴 平 调 的 地 方 音 特 征，而 是 完 全 变

成了普通话的发音，占被试总数的１３％。另 有２５％
的人只是偶尔保留了地方音的成分。表中最后一行

数据也很说 明 问 题，即 没 有 一 个 人 完 全 保 留 地 方 发

音，而是或多或少融入了普通话成分。表１数据还说

明，虽然大部 分 大 连 人 阴 平 调 发 音 中 仍 然 或 多 或 少

保留了当地 方 言 的 降 调 特 征，但 保 留 的 数 量 越 来 越

少，而普通话高平调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上述数据只是一个总体情况的反映，因为被试的背

景来源复杂，涉及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教育程度等差

异，所以具体还应结合这些社会因素进行分析。

四、阴平调变异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社会语 言 学 认 为，考 察 语 言 的 变 化 应 该 联 系 语

言外部的诸 因 素，如 年 龄、性 别、职 业、受 教 育 程 度，

以及种族、语体等，以便找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

系①。本文中的调查对象均是汉族人，居住在大连市

内四区，所有被试均采用朗读词表语体，因此本文调

查对象的种族、语体均是相同的。本文将联系性别、

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四种社会因素来探讨影响大

连方言阴平调读音变异和这些因素的关系②。

（一）年龄因素与阴平调变异

社会语言 学 认 为，年 龄 是 影 响 语 言 变 异 的 一 个

重要因素，因为语音的变化不仅是动态的，而且是在

时间的维 度 上 展 开 的。也 就 是 说，不 同 年 龄 人 的 语

言状况也就 代 表 了 不 同 时 期 的 语 言 面 貌③。根 据 语

言变异现象在同一时期几代人或几个言语集团上的

分布，我们可以了解这种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并设

想若干年后其变化的大致历程④。

据此，本文将全体被试按年龄分为７组，分别统

计各年龄组被试使用阴平调大连地方话变式（Ｖ１）和

普通话变式（Ｖ２）的百分比平均值。具体情况见表２
（表中只列出Ｖ２使用的百分比平均值）。

　　表２显示，７１岁以上年龄组阴平调普通话变式

（Ｖ２）使用率最低，为２７．８０％。随着年龄的降低，使

用率越来越高，至最年轻一代即２０岁以下年龄组使

用率最高，达到７７．２３％。这一共时的变化足以说明

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向普通话标

准语变式演变。图１为各年龄段发音人阴平调普通

话变式使用 的 分 布 图，会 更 加 直 观 地 表 现 这 一 变 化

的趋势及速度。

表２　年龄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百分比的平均值

年龄／岁 被试人数 普通话变式（Ｖ２）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标准误差

１２～２０　 １５　 ７７．２３　 ２８．０８　 ７．２５

２１～３０　 １８　 ６８．０６　 ３２．６０　 ７．６８

３１～４０　 ２０　 ６６．２５　 ３０．６４　 ６．８６

４１～５０　 １５　 ４８．８９　 ３３．００　 ８．５２

５１～６０　 １５　 ４５．０１　 ３０．１８　 ７．７９

６１～７０　 １４　 ４５．８２　 ２７．６８　 ７．４０

７１以上 ９　 ２７．８０　 １７．１８　 ５．７３

①
②
③
④

王士元，沈钟伟．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Ｇ］∥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１１９．
高玉娟，邵钟萱．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的沈阳方言语音变异研究［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２９（５）：１３２．
王士元，沈中伟．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Ｇ］∥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１１９－１２０．
王立．汉口话［］声母字读音变异及其原因分析［Ｊ］．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０４（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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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阴平调普通话变式（Ｖ２）在各个年龄组的使用分布

　　从阴 平 调 普 通 话 变 式（Ｖ２）出 现 的 年 龄 分 布 推

断，大连方言 阴 平 调 发 普 通 话 高 平 调 的 音 这 一 现 象

约在５０年前就出现了。起初变化相对较快，６１～７０
年龄组比上一年龄组高出了１２．３个百分点，说明５０
年代推 行 普 通 话 之 初 效 果 显 著。之 后 速 度 减 缓，

５１～６０岁年龄 组 普 通 话 变 式 的 使 用 率 仅 比６１～７０
年龄组高出五个百分点，说明普通话推广１０年在取

得了一定成效后，速度相对放慢，增速相对平稳。随

后在３１～４０岁年龄组有了大的飞跃，比上一年龄组

增长１７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是８０后出生的一代，是

伴随着 改 革 开 放 大 潮 和 经 济 突 飞 猛 进 成 长 的 一 代

人。这一时期社会的重大变革自然也反映在语言使

用的变化上。从以上年龄组阴平调普通话变式的使

用变化可见，至少在５０年左右的时间里，大连方言的

阴平调发音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尽管在这段时

间里无人连 续 记 录 其 读 音 的 变 化 过 程，但 是 这 一 历

时的变化过程可以从不同年龄段发音人的共时差异

中找到。

社会语言 学 认 为，通 过 研 究 表 现 在 年 龄 段 上 的

变异分布 趋 势 来 研 究 进 行 中 的 语 言 变 化。但 同 时，

还应该将“显像时间”（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的研究和“真实

时间”（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前者是

指在共时的 变 异 中 找 出 年 龄 差 异 的 研 究，后 者 是 指

从不同时间 中 获 取 同 一 变 异 材 料 变 化 的 研 究①。上

述研究证明，大 连 方 言 阴 平 调 普 通 话 变 式 的 使 用 与

年龄密切 相 关，年 龄 越 大，普 通 话 变 式 的 使 用 率 越

低。随着年龄的降低，使用率越来越高。这一“显像

时间”的研 究 说 明 大 连 方 言 阴 平 调 发 音 在 几 代 人 中

正经历着 变 化。已 有 研 究 认 为，大 连 方 言 阴 平 调 是

个降调②③④。将本文的显像时间研究结合已有的真

实时间研究，可以确定，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是一个

正在进行中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普通话的高

平调 变 式（Ｖ２）最 终 会 取 代 当 地 方 言 的 降 调 变 式

（Ｖ１）。

（二）职业因素与阴平调变异

社会语言学认为，在大城市中，社会阶级是区分

言语行为的可靠标准。由于中国目前没有严格意义

上的社会阶 级 划 分，所 以 国 内 的 社 会 语 言 学 调 查 多

采用职业因素来代替西方社会语言学家所使用的阶

级因素，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社会阶级的反映。

一般说 来，职 业 好，社 会 地 位 就 高。正 如 戴 庆 厦 所

说：“一 定 的 职 业 或 行 业 需 要 并 形 成 适 合 自 己 特 点

的 语 言 形 式，这 些 语 言 形 式 不 仅 有 利 于 职 业 领 域

的 内 部 交 流，同 时 也 成 为 职 业 身 份 最 明 显 的 语 言

标 记。”⑤

排除学生 组，将 其 他 被 试 按 照 职 业 大 致 分 为 以

下五组（已退休 人 员 按 其 在 岗 时 的 职 业 分 组）⑥。具

体情况见表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９９．
宋学．辽宁语音说略［Ｊ］．中国语文，１９６３（２）：１０４－１０７．
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Ｊ］．方言，１９８６（３）：１７９．
高玉娟．大连方言声调研究［Ｍ］．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２－５６．
转引自李伟．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
高玉娟．语言变异视角下的锦州方言语音研究［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０（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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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职业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百分比的平均值

职业 发音人数 普通话变式（Ｖ２）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标准误差

无业人员 ８　 ３４．３８　 ３０．６６　 １０．８４
工人 ２０　 ３７．１０　 ２６．６９　 ５．９７
服务人员 ２１　 ４８．０２　 ３２．１５　 ７．０１
文员 ３３　 ６５．１５　 ３０．９３　 ５．３８

教师 ６　 ６８．０７　 ２８．０８　 １１．４６

　　表３显示，不同职业群体普通话变式使用有一定

差异。无业人员 组 的 使 用 率 最 低，为３４．３８％，教 师

组使用率最 高，为６８．０７％。单 因 素 方 差 结 果 为，显

著性概率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说明从总体上看，上述不

同职业 组 在 使 用 阴 平 调 普 通 话 变 式 上 具 有 显 著 区

别，阴平调普通话变式的使用因职业不同而不同。

表３显示的数据是一个综合的结果。为比较任

意两个 职 业 组 间 是 否 存 在 统 计 学 意 义 上 的 显 著 差

异，我们又做 了 多 重 比 较 分 析，结 果 表 明，并 非 所 有

组别之间差异都显著。差异显著的组有“教师组”和

“无业人员组”之 间、“教 师 组”和“工 人 组”之 间、“文

员组”和“服务员组”之间、“文员组”和“无业人员组”

之间差异显著。表４列出了有显著差异的各比较组

间的显著性概率ｓｉｇ．值。
表４　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上有显著性差异的职业组

比较组

组１ 组２
显著性概率（ｓｉｇ．）

　　 比较组

组１ 组２
显著性概率（ｓｉｇ．）

教师组 无业人员 ０．０４１ 文员组 服务人员组 ０．０４５
教师组 工人组 ０．０３０ 文员组 无业人员组 ０．０１１

　　如果将无业人员、工人和服务人员归入体力劳动者

组，将文员和教师归入脑力劳动者组的话，那么可见，两

个脑力劳动组间没有差别，三个体力劳动组间也没有差

别，而脑力劳动者组与体力劳动者组之间差异显著。

（三）教育因素与阴平调变异

语言变异 理 论 认 为，文 化 差 异 是 影 响 语 言 变 异

的重要社 会 因 素。一 般 说 来，所 接 受 的 教 育 程 度 越

高，对于有声望的标准语的接受能力越强，越容易受

标准语的影响。本文在考察大连方言阴平调发音的

变异时，联系了被试的受教育程度，以考察阴平调变

异与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按照学历将全体成

人被试分为６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组、初中组、高

中（中专、技 校）组、大 专 组、本 科 及 以 上 组 和 在 读 学

生组。由于在读学生（大、中、小学生）目前并未完成

学校教育，故而我们将这一部分被试单独列为“在读

学生组”进行考察。

表５显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阴平调普通

话变式的使用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受教育最少的小

学文化组，普通话变式使用率最低，为３３．３４％，随着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用率逐渐提高，本科及以上高

级文 化 程 度 组 的 使 用 率 上 升 至７６．７６％（不 算 学 生

组），为最高。那么这种差别是否构成统计学上的显

著差异呢？为此，我们做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显著性概率Ｐ＝０＜０．０５，说明总体上说，上述不

同学历 组 在 使 用 阴 平 调 普 通 话 变 式 上 具 有 显 著 区

别。但这是一 个 综 合 结 果，为 了 考 察 任 意 小 组 间 是

否有显著差异，我们又做了多重比较。表６列出了有

显著差异的几个组间的概率值。
表５　学历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百分比的平均值

受教育程度 发音人数 普通话变式（Ｖ２）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小学及以下 ５　 ３３．３４　 ２８．２３　 １２．６３
初中 １９　 ４７．３７　 ２８．８７　 ６．６２
高中 ２５　 ４８．００　 ３２．４６　 ６．４９
大专 ２０　 ５６．９３　 ３０．２５　 ６．７６
本科及以上 １９　 ７６．７６　 ２７．００　 ６．１９
在读学生 １８　 ７９．１７　 ２３．０９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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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学历组在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上的显著性差异情况

比较组

组１ 组２
显著性概率（ｓｉｇ．）

　　 比较组

组１ 组２
显著性概率（ｓｉｇ．）

本科及以上 小学组 ０．００３ 在读学生组 初中组 ０．００１

本科及以上 初中组 ０．００２ 在读学生组 高中组 ０．００１

在读学生组 小学组 ０．００２ 在读学生组 大专组 ０．０００

　　表６显示，本科与小学组之间、本科与初中组之

间显著性概率均小于０．０５，说明有显著差异。另外，

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四个程度组与在读学生组之

间的差异均显著。虽然其他组别间的差异尚未达到

统计学上的 显 著 性，但 直 接 统 计 数 字 还 是 能 够 表 明

差异趋势的存在。

可见，大连 方 言 阴 平 调 普 通 话 变 式 的 使 用 与 受

教育程度有关。总体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

变式的平均使用率就越高。这表明教育对人们语言

的影响巨 大。由 此 可 推 测，随 着 教 育 意 识 的 不 断 增

强及国民的 受 教 育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方 言 变 式 的 使

用将逐渐萎缩，最终将逐步被普通话代替。

（四）性别因素与阴平调变异

社会语言 学 认 为，由 于 男 女 在 承 担 的 社 会 责 任

方面以及社 会 对 其 期 望 和 要 求 等 方 面 的 差 异，造 成

男女在语言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一般说来，女性

会更多地使 用 有 声 望 的 语 言 形 式①。为 了 研 究 大 连

方言阴平调 两 个 变 式 在 使 用 上 是 否 存 在 性 别 差 异，

本文将全体被试按照性别分成两组，其中男性４６人，

女性６０人。具体数据见表７。
表７　性别与阴平调普通话变式使用百分比的平均值

性别 发音人数 普通话变式（Ｖ２）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均值标准误

男 ４６　 ５１．８２　 ３２．１５　 ４．７４

女 ６０　 ６１．２４　 ３２．２１　 ４．１６

合计 １０６　 ５６．５３　 ３２．１８　 ４．４５

　　数 据 显 示，在 阴 平 调 变 异 上，女 性 普 通 话 变 式

的 平 均 使 用 率 高 于 男 性 近１０个 百 分 点。对 两 组

被 试 普 通 话 变 式 的 使 用 进 行 独 立 样 本 检 验，结 果

见 表８。
表８　性别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项　目
均值方程的ｔ检验

ｔ　 ｄｆ　 ｓｉｇ．（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假设方差相等 －１．４９５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１３８ －９．４２６　６　 ６．３０６　９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１．４９５　 ９７．０８０　 ０．１３８ －９．４２６　６　 ６．３０５　１

　　其中，ｓｉｇ．＝０．１３８＞０．０５，说明男女两性在阴平

调普通话变式的使用上不具有显著差异。上述只是

一个综合的 结 果，因 男 女 不 同 性 别 组 所 包 含 的 被 试

在年龄、职 业 等 社 会 因 素 上 差 别 很 大，所 以 我 们 认

为，如果将所有被试笼统分成男女两组则不够严谨，

如果将同一年龄层上不同性别被试者的发音情况进

行对比，会更好地说明性别因素与语言使用的关系。

据此，本文对相同性别的被试又细分为青年组（３４岁

以下）、中 年 组（３５～６０岁）和 老 年 组（６１岁 以 上）。

具体性别次小组普通话变式的使用情况见表９。

　　表９直 接 数 据 显 示，中 年 的 女 性 普 通 话 变 式

使 用 率 为６０．１５％，高 于 中 年 男 性 的５２．６８％。同

样，青 年 女 性 使 用 率 为７１．８０％，高 于 青 年 男 性 的

平 均 使 用 率６２．８０％。上 述 简 单 统 计 的 数 据 显 示

同 一 年 龄 段 不 同 性 别 间 在 使 用 普 通 话 变 式 上 是 具

有 一 定 差 异 的。然 而 方 差 分 析 结 果 显 示，老 年 组

①ＨＵＤＳＯＮ　Ｒ　Ａ．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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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性 间 显 著 性 概 率ｓｉｇ．＝０．７０２＞０．０５，中 年 组 两

性 间 的 显 著 性 概 率ｓｉｇ．＝０．６８９＞０．０５，青 年 组 两

性 间 的 显 著 性 概 率ｓｉｇ．＝０．１４８＞０．０５。以 上 三

组 数 据 说 明，相 同 年 龄 段 不 同 性 别 之 间 被 试 在 使

用 阴 平 调 普 通 话 变 式 上 尚 未 达 到 统 计 学 上 的 显 著

差 异。
表９　各年龄段不同性别发音人语音变异情况

年龄段 发音人数 普通话变式（Ｖ２）平均使用率／％ 标准差 标准误差

老年男性 １２　 ３８．９０　 ２７．１３　 ７．８３

老年女性 １１　 ３８．６４　 ２４．５０　 ７．３９

中年男性 １９　 ５２．６８　 ２９．９４　 ６．８７

中年女性 ２３　 ６０．１５　 ３２．６５　 ６．８１

青年男性 １５　 ６２．８０　 ３５．４７　 ９．１６

青年女性 ２６　 ７１．８０　 ３０．４６　 ５．９７

五、变异原因分析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变异的原因很多，但从大

方面来看，主 要 来 自 语 言 结 构 系 统 内 部 和 语 言 结 构

系统外部 两 个 方 面。我 们 认 为，大 连 方 言 阴 平 调 的

发音变异既 有 语 言 内 部 原 因，又 受 到 了 语 言 外 部 力

量的强大推动，而后者恰是变异的主要原因。

（一）遵循发音省力原则

人类语言的 发 音 主 要 遵 循“省 力 原 则”和“清 晰

原则”。省力 原 则 是 说 发 音 要 在 不 影 响 交 流 的 前 提

下用尽可能少的形式去负荷尽可能多的信息。大连

方言阴平调 的 发 音 是 一 个 降 调，而 普 通 话 的 阴 平 调

是一个高平调。大连方言的发音相对普通话要更吃

力一些①。在普 通 话 强 有 力 影 响 下 大 连 方 言 的 阴 平

调发音接受 普 通 话 发 音 形 式 而 靠 近 标 准 语，这 无 疑

是遵循了发音省力原则。

（二）普通话的强大推动

“一个变 化 的 启 动 和 发 展 总 是 需 要 一 股 相 当 强

的社会推动力量”②。自国家大力推行普通话标准语

以来，普通话在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占据了越

来越重要的 地 位，不 仅 各 级 各 类 学 校 的 教 学 语 言 使

用普通话，甚至在家庭、商场这样的日常交际场所普

通话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大连本地方言语音一统

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从我们所做的对大连市民语言

使用的调查 可 见，虽 然 大 连 方 言 仍 是 大 连 市 民 所 习

得的第一语 言，但 是，随 着 被 试 的 年 轻 化，最 先 学 会

普通话者的 人 数 比 例 在 上 升，３８％的 青 年 人 习 得 的

第一语言 是 普 通 话。不 仅 如 此，大 连 市 民 学 会 说 普

通话的年龄也越来越早，７７％的青年被试在６岁之前

就已经掌握普 通 话，且５０％多 的 青 年 人 认 为 自 己 的

普通话比地方话更流利更标准。就普通话使用场合

来说，虽然家庭仍以地方话为主要交流语言，但是家

庭所提 供 的 普 通 话 环 境 也 扮 演 着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２３％的青 年 人 在 家 庭 与 父 母 说 话 时 使 用 的 是 普

通话而非大连话，另外，在学校和工作单位等正式场

合，分别有５９％的学生和５０％的青年人即使是在与

同学和同 伴 交 流 时，也 使 用 普 通 话。可 见 普 通 话 在

大连人生活 中 扮 演 了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而 大 连 话

的使用范围 受 普 通 话 的 强 烈 冲 击 而 萎 缩，自 身 的 稳

定已动摇，其发音越来越向普通话靠近。

（三）语言态度的影响

语言态度 是 指 人 们 在 社 会 认 同、社 会 情 感 等 因

素的影响下，对一种语言价值所形成的认识和评价。

对某种语言的评价态度会直接影响对该语言的选择

与使用，并 最 终 影 响 该 语 言 的 变 化 和 发 展 进 程。不

同社会身份的人对同一语言所具有的不同语言态度

使得他们在传达同样信息时选择不同的言语形式③。

高玉娟（２００７）对 大 连 人 语 言 态 度 调 查 显 示，人 们 对

普通话的评 价 普 遍 高 于 当 地 方 言，４４．７％的 被 调 查

①
②
③

高玉娟．大连方言五项语音变化的社会语言学分析［Ｍ］．南开语言学刊，２００５（５）：５４－５７．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３６．
刘虹．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的影响［Ｊ］．语言文字应用，１９９３（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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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大连话不好听，发音土气，大连话是文化和素

养低的象征，青 年 群 体 中２１％的 人 明 确 表 示 不 愿 意

自己的孩子 将 来 说 大 连 话①。由 于 受 到 语 言 态 度 的

制约，人们在使用阴平调变项进行交流时，会更加注

意选择声望高的普通话变式。大连人的语言态度使

大连话阴平调变项的发音正向普通话方向演变。

（四）人口流动的影响

大连虽说 是 一 个 移 民 城 市，但 改 革 开 放 以 前 因

其地处辽 东 半 岛 最 南 端，交 通 不 发 达，城 市 相 对 封

闭，外来人口 少，居 民 主 要 是 山 东 移 民 的 后 裔，所 以

他们之间 交 流 主 要 是 当 地 话。随 着 改 革 开 放、经 济

大潮的到来，大 连 无 论 在 居 住 环 境 上 还 是 在 旅 游 资

源上以及投资创业等方面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优秀人才安家落户。许多新移民学历高、层次高，其

交流主要使 用 声 望 高 的 标 准 语，这 无 疑 带 动 了 当 地

居民发音 的 变 化。另 外，当 地 人 在 与 来 自 其 他 方 言

区的从事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务工人员交流时不

得不选用双方都能听懂的普通话作为沟通语言。在

这样的巨大 外 来 人 口 冲 击 下，大 连 方 言 语 音 变 得 越

来越萎缩，而普通话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使用频率

越来越高，当地方言语音向共同语越来越靠拢。

六、结　论

　　社会的 巨 大 变 革、经 济 的 迅 猛 发 展 及 人 口 不 断

流动为大连方言的变化和发展带来了挑战。大连方

言语音在普 通 话 强 烈 冲 击 下 正 发 生 着 变 异 与 变 化，

代表大连方言典型语音特点的阴平调发音的变异是

一项正在 进 行 的 变 化。变 异 体 现 一 定 的 社 会 分 层，

不仅与说话者年龄密切相关，还与受教育程度、职业

有关。阴平调发音的地方变式虽不会在短时间内消

失，但其普通话变式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向普通话靠

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普通话的大力推行和普及是

引发变异的 强 大 社 会 动 力，语 言 心 态 和 人 口 流 动 等

的影响也是大连方言阴平调变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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