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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连读变调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对凤翔方言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

变调和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的规律与特点进行讨论。研究表明，凤翔方言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产

生的37种调式中有21种都发生了变调，名词、量词和形容词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涉及语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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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yllabic Tone Sandhi in Fengxiang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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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one sandhi is one of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the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dialect. In this paper, discussion was conducted of irregular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duplica-

tion of disyllabic characters and reduplicated disyllabic character in Fengxiang dialect. The investiga-

tion indicates that the Fengxiang dialect of 21 non-overlapping disyllabic tone mode out of 37 have

changed tone, nouns, quantifiers and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of disyllabic tone sandhi involving gram-

matic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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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读变调是汉语方言重要的特点之一，也是汉

语方言调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孙立新先生[1]

和王军虎先生[2]曾探讨过凤翔方言两字组连调模式，

笔者亦曾对凤翔方言的语音变化[3]和凤翔周边宝鸡

市区方言的连读变调[4]进行过论述。本文在前期研

究的基础上，对凤翔方言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

和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的规律与特点进行讨论。

1 凤翔方言的声韵调
凤翔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总面积1 179

km2，东临岐山县，南接宝鸡市陈仓区，西毗千阳县，

北连麟游县，隶属宝鸡市，下辖 12镇 166个村，总人

口 52万，以汉族为主。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中

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汉语方言地图集》，凤

翔方言属中原官话秦陇片。凤翔方言一致性较强，

内部略有差异，根据语音特点大致可分为城关话、北

乡话、东乡话、南乡话。凤翔方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凤翔老、中、青三代人在

语言上的变异更大。本文记录的是凤翔县糜杆桥镇

（位于县城东北约6公里处）的方言。

1.1 凤翔方言24个声母（包括零声母）

p巴编不 ph败片铺 m麻明谋 f飞风夫 v文威

翁 t多到带 th太脱汤 l挪兰拿 k干割公 kh夸看跪

ŋ偶岸昂 x 黑海火 tɕ家居经 ʨh 局器群 ȵ泥宜你

ɕ夏须肃 tʂ张周真 tʂh超抽称 ʂ上叔深 ʐ热揉弱 ts走

赞顶 tsh才全钱 s锁洗秀 阿羊耳

说明：（1）[p ph]与合口呼相拼时有口部摩擦作

用；（2）[v]与北京话零声母合口呼字相对应；（3）[ŋ]

与北京话零声母开口呼字相对应；（4）[ȵ]与北京话

声母[n]拼齐齿呼、撮口呼字相对应；（5）[l]与北京话

声母[l]以及[n]拼开口呼、合口呼字相对应。

1.2 凤翔方言34个韵母

ɿ资此思 ʅ知池书 i必低西 u不赌谷 y举吕女

二儿耳 a 巴发抓 ia 家掐压 ua 瓜夸花 o 波没佛

uo多郭歌 yo角壳药 ʅɛ浙车说 iɛ别爹业 yɛ绝月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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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胎改揣 uæ乖快怀 ei 拍黑吹 uei 堆内岁 au 包刀

高 iau标交条 ou斗走州 iou丢酒刘 æ~办站软 iæ~咸

点艰 uæ~关暖酸 yæ~捐圈劝 aŋ帮张疮 iaŋ江向将

uaŋ光狂黄 əŋ本杏冲 iŋ冰今民 uŋ冬温捆 yŋ军论荣

说明：（1）合口呼韵母的圆唇度较小；（2）鼻韵

母发音部位略靠前，有[-ŋ]韵尾脱落元音鼻化的趋

势；（3）[æ]与北京话[ai]韵母相对应；（4）[æ~]与北京

话[an]韵母相对应；（5）[yo]与北京话[iau][yɛ]韵母

相对应。

1.3 凤翔方言4个单字调

阴平（读如 31）多巴书酸飞立业吃；阳平（读如

24）罗何皮毛来完卓齐；上声（读如52）里酒海板掠惑

恐走；去声（读如44）杜罪牧浪淡计上嫩。

说明：凤翔方言没有入声，古入声今音分派规律

是：古清入全部归入阴平，古次浊入归入阴平、上声，

古全浊入分别归入阴平、阳平、去声。

2 凤翔方言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
凤翔方言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的基本规律

见表1，表中用加黑字体标示变调。

如表1所示，凤翔方言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共有

16种组合，产生了37种连读调式，其中16种不变调，

其余21种都发生了变调。下面举例讨论。

2.1 前字为阴平

2.1.1 前字为阴平，后字为阴平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木工[mu31 kuŋ31]、声

音[ʂəŋ31 iŋ31]、初级[tʂhʅ31 tɕi31]、国家[kuei31 tɕia31]。

前字变阳平，后字不变调。例如：开花[khæ31-24

xua31]、飞机[fei31-24 tɕi31]、毕业[pi31-24 ȵiɛ31]、东风[tuŋ31-24

fəŋ31]、当官[taŋ31-24 kuæ~31]、开车[khæ31-24 tʂhʅɛ31]。

前字变上声，后字不变调。例如：腊八[la31-52 pa31]、

星期[siŋ31-52 tɕhi31]、吃唦[tʂhʅ31-52 sa31]、中央[tʂəŋ31-52 iaŋ31]、

北方[pei31-52 faŋ31]、鸳鸯[yæ~31-52 iaŋ31]。

2.1.2 前字为阴平，后字为阳平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帮忙[paŋ31 maŋ24]、开
门[khæ31 məŋ24]、猪毛[tʂʅ31 mau24]、高楼[kau31 lou24]。

前字变上声，后字变阴平。例如：工人[kuŋ31-52

ʐəŋ24-31]、生活[səŋ31-52 xuo24-31]、清明[tshiŋ31-52 miŋ24-31]、骆
驼 [luo31-52 thuo24-31]、棺材 [kuæ~31-52 tshæ24-31]、砖头 [tʂæ~31-52

thou24-31]。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阴平。例如：玻璃[po31 li24-31]、

衣服[i31 fu24-31]、蜡烛[la31 tʂʅ24-31]、消极[siau31 tɕi24-31]、尺

谋[tʂhʅ31 mu24-31]。

2.1.3 前字为阴平，后字为上声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开口[khæ31 khou52]、亲

手[tshiŋ31 ʂou52]、烧水[ʂau31 ʂei52]、吃奶[tʂhʅ31 læ52]。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阴平。例如：摔打 [ʂei31

ta52-31]、恶水[ŋuo31 ʂei52-31]、甘草[kæ~31 tshau52-31]、月饼[yɛ31

piŋ52-31]、巴掌[pa31 tʂaŋ52-31]、牲口[səŋ31 khou52-31]。

前字变上声，后字变阴平。例如：腰里[iau31-52

li52-31]、乡里 [ɕiaŋ31-52 li52-31]、沟里 [kou31-52 li52-31]、桌子

[tʂuo31-52 tsɿ52-31]、沙子[sa31-52 tsɿ52-31]、辣子[la31-52 tsɿ52-31]。

2.1.4 前字为阴平，后字为去声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吃菜[tʂhʅ31 tshæ44]、法
院[fa31 yæ~44]、修路[siou31 lu44]、车票[tʂhʅɛ31 phiau44]。

前字变上声，后字变阴平。例如：铺盖 [phu31-52

kæ44-31]、天气 [tshiæ~31-52 tɕhi44-31]、瞌睡 [khuo31-52 ʂei44-31]、
菠菜 [po31-52 tshæ44-31]、烟雾 [iæ~31-52 vu44-31]、鸡蛋 [tɕi31-52
tæ~44-31]。
2.2 前字为阳平

2.2.1 前字为阳平，后字为阴平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成功[tʂhəŋ24 kuŋ31]、常

识[tʂhaŋ24 ʂʅ31]、磨刀[mo24 tau31]、农村[luŋ24 tshuŋ31]。

前字变阴平，后字变上声。例如：头发[thou24-31

fa31-52]、名声[miŋ24-31 ʂəŋ31-52]、石灰[ʂʅ24-31 xuei31-52]、颜色

[iæ~24-31 sei31-52]、茶叶[tsha24-31 iɛ31-52]、人物[ʐəŋ24-31 vo31-52]。

2.2.2 前字为阳平，后字为阳平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长城[tʂhaŋ24 tʂhəŋ24]、

值钱[tʂʅ24 tshiæ~24]、摇头[iau24 thou24]、农民[luŋ24 miŋ24]。

前字变阴平，后字变上声。例如：粮食[liaŋ24-31

ʂʅ24-52]、媒人[mei24-31ʐəŋ24-52]、前年[tshiæ~24-31 ȵiæ~24-52]、核桃

[xei24-31 thau24-52]、裁 缝 [tshæ24-31 fəŋ24-52]、便 宜 [phiæ~24-31

i24-52]。

前字

后字

阴平31

阳平24

上声52

去声44

阴平31

31+31
24+31
52+31

24+31
31+52

52+31
44+31

44+31

阳平24

31+24
52+31
31+31

24+24
31+52

52+24
44+31

44+24
44+31

上声52

31+52
31+31
52+31

24+52
31+52

52+52
31+52
31+31
44+31

44+52
44+31

去声44

31+44
52+31

24+44
31+52

52+44
44+31
31+31

44+44
44+31

表1 凤翔方言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基本规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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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前字为阳平，后字为上声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罚款[fa24 khuæ~52]、起

码[tɕhi24 ma52]、林场[liŋ24 tʂhaŋ52]、牛奶[ȵiou24 læ52]。

前字变阴平，后字不变调。例如：洋火[iaŋ24-31

xuo52]、凉粉 [liaŋ24-31 fəŋ52]、茶碗 [tsha24-31 væ~52]、瘸子

[tɕhyɛ24-31 tsɿ52]、凉水[liaŋ24-31 ʂei52]、朋友[phəŋ24-31 iou52]。

2.2.4 前字为阳平，后字为去声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迷信[mi24 siŋ44]、皮带

[phi24 tæ44]、犁地[li24 tsi44]、驼背[thuo24 pei44]。

前字变阴平，后字变上声。例如：瓷器[tshi24-31

tɕhi44-52]、莲菜[liæ~24-31 tshæ44-52]、防顾[faŋ24-31 ku44-52]、鞋带

[xæ24-31 tæ44-52]、和 尚 [xuo24-31 ʂaŋ44-52]、棉 裤 [miæ~24-31

fu44-52]。

2.3 前字为上声

2.3.1 前字为上声，后字为阴平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野花[iɛ52 xua31]、养鸡

[iaŋ52 tɕi31]、洗脚[si52 tɕyo31]、打针[ta52 tʂəŋ31]。

前字变去声，后字不变调。例如：五谷 [vu52-44

ku31]、火星 [xuo52-44 siŋ31]、可惜 [khuo52-44 siɛ31]、满月

[mæ~52-44 yɛ31]、火车[xuo52-44 tʂhʅɛ31]、母鸡[mu52-44 tɕi31]。

2.3.2 前字为上声，后字为阳平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好人[xau52 ʐəŋ24]、领

头[liŋ52 thou24]、水渠[ʂei52 tɕhy24]、检查[tɕiæ~52 tsha24]。

前字变去声，后字变阴平。例如：枕头[tʂəŋ52-44

thou24-31]、马勺[ma52-44 ɕyo24-31]、整齐[tʂəŋ52-44 tshi24-31]、咬舌

[ȵiau52-44 ʂʅɛ24-31]、脸盆 [liæ~52-44 phəŋ24-31]、井绳 [tsiŋ52-44

ʂəŋ24-31]。
2.3.3 前字为上声，后字为上声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暖手[luæ~52 ʂou52]、奖

赏[tsiaŋ52 ʂaŋ52]、买米[mæ52 mi52]、厂长[tʂhaŋ52 tʂaŋ52]。

前字变阴平，后字不变调。例如：展览[tʂæ~52-31

læ~52]、小米 [siau52-31 mi52]、洗澡[si52-31 tsau52]、水果[ʂei52-31

kuo52]、老板[lau52-31 pæ~52]、早晚[tsau52-31 væ~52]。

前字、后字都变阴平。例如：买主[mæ52-31 tʂʅ52-31]、

早起 [tsau52-31 tɕhi52-31]、老碗 [lau52-31 væ~52-31]、苦胆 [fu52-31

tæ~52-31]、老鼠[lau52-31 ʂʅ52-31]、两口[liaŋ52-31 khou52-31]。

前字变去声，后字变阴平。例如：手里[ʂou52-44

li52-31]、耳朵 [  52-44 tuo52-31]、土匪 [thu52-44 fei52-31]、口子

[khou52-44 tsɿ52-31]、剪子[tsiæ~52-44 tsɿ52-31]、老里[lau52-44 li52-31]。

2.3.4 前字为上声，后字为去声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买票[mæ52 phiau44]、讲

价[tɕiaŋ52 tɕia44]、小气[siau52 tɕhi44]、闪电[ʂæ~52 tsiæ~44]。

前字变去声，后字变阴平。例如：拐棍[kuæ52-44

kuŋ44-31]、草帽 [tshau52-44 mau44-31]、体面 [tshi52-44 miæ~44-31]、
韭菜[tɕiou52-44 tshæ44-31]、底下[tsi52-44 xa44-31]、板凳[pæ~52-44

təŋ44-31]。
前字、后字都变阴平。例如：买卖[mæ44-31 mæ44-31]。

2.4 前字为去声

2.4.1 前字为去声，后字为阴平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旧书[tɕiou44 ʂʅ31]、事

先[sɿ44 siæ~31]、卧铺[vo44 phu31]、教室[tɕiau44 ʂʅ31]。

2.4.2 前字为去声，后字为阳平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盖房[kæ44 faŋ24]、剃头

[tshi44 thou24]、电池[tsiæ~44 tʂhʅ24]、继承[tɕi44 tʂhəŋ24]。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阴平。例如：太阳 [thæ44

iaŋ24-31]、数学 [ʂʅ44 ɕyo24-31]、报酬 [pau44 tʂhou24-31]、上头

[ʂaŋ44 thou24-31]、蒜苗[suæ~44 miau24-31]、后院[xou44 yuæ~24-31]。
2.4.3 前字为去声，后字为上声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报纸[pau44 tsɿ52]、害眼

[xæ44 ȵiæ~52]、队长[tuei44 tʂaŋ52]、政府[tʂəŋ44 fu52]。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阴平。例如：豆腐 [tou44

fu52-31]、盖板 [kæ44 pæ~52-31]、袖口 [siou44 khou52-31]、地理

[tsi44 li52-31]、到底[tau44 tsi52-31]、后悔[xou44 xuei52-31]。

2.4.4 前字为去声，后字为去声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四季[sɿ44 tɕi44]、炸弹

[tsa44 tæ~44]、饭店[fæ~44 tsiæ~4]、意见[i44 tɕiæ~44]。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阴平。例如：芥菜 [tɕiɛ44

tshæ44-31]、笑话[siau44 xua44-31]、命性[miŋ44 siŋ44-31]、记住

[tɕi44 tʂhʅ44-31]、剩饭[ʂəŋ44 fæ~44-31]、路上[lu44 ʂaŋ44-31]。

3 凤翔方言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
蒋平先生指出：“重叠变调与连调不一样，连调

通常发生在语流中，而重叠变调则发生在构词或构

形过程中。”[5]与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不同的

是，凤翔方言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含有语法因

素，涉及到语法功能。凤翔方言重叠式两字组连读

变调主要表现为名词、量词和形容词的重叠。

3.1 名词重叠变调

凤翔方言单音节名词重叠变调具有特指、爱称、

小称、泛称等语义功能。

3.1.1 两个阴平字重叠

前字变上声，后字不变调。例如：箱箱[siaŋ31-52

siaŋ31]、缸缸[kaŋ31-52 kaŋ31]、天天[tshiæ~31-52 tshiæ~31]、车车

[tʂhʅɛ31-52 tʂhʅɛ31]、筐筐 [khuaŋ31-52 khuaŋ31]、刀刀 [tau31-52

tau31]、夹夹 [tɕia31-52 tɕia31]、包包 [pau31-52 pau31]、盅盅

[tʂəŋ31-52 tʂəŋ31]、沟沟[kou31-52 kou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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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两个阳平字重叠

前字变阴平，后字变上声。例如：门门[məŋ24-31

məŋ24-52]、房房[faŋ24-31 faŋ24-52]、盆盆[phəŋ24-31 phəŋ24-52]、墙

墙 [tshiaŋ24-31 tshiaŋ24-52]、瓶 瓶 [phiŋ24-31 phiŋ24-52]、盒 盒

[xuo24-31 xuo24-52]、锤锤 [tʂhei24-31 tʂhei24-52]、苗苗 [miau24-31

miau24-52]、碟碟[tsiɛ24-31 tsiɛ24-52]、锣锣[luo24-31 luo24-52]。

3.1.3 两个上声字重叠

前字变去声，后字变阴平。例如：碗碗[væ~52-44

væ~52-31]、口口[khou52-44 khou52-31]、本本[pəŋ52-44 pəŋ52-31]、点

点 [tsiæ~52-44 tsiæ~52-31]、腿 腿 [thuei52-44 thuei52-31]、鸟 鸟

[ȵiau52-44 ȵiau52-31]、剪剪 [tsiæ~52-44 tsiæ~52-31]、膀膀 [paŋ52-44

paŋ52-31]、板板[pæ~52-44 pæ~52-31]、嘴嘴[tsuei52-44 tsuei52-31]、管

管[kuæ~52-44 kuæ~52-31]。

3.1.4 两个去声字重叠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阴平。例如：道道 [tau44

tau44-31]、布布 [pu44 pu44-31]、柜柜 [kuei44 kuei44-31]、棍棍

[kuŋ44 kuŋ44-31]、豆豆[tou44 tou44-31]、锯锯[tɕy44 tɕy44-31]、盖

盖[kæ44 kæ44-31]、垫垫[tshiæ~44 tshiæ~44-31]、印印[iŋ44 iŋ44-31]、哨

哨[sau44 sau44-31]。

3.2 量词重叠变调

凤翔方言量词重叠由原来明显的特指某物加进

了泛指的意思，或重叠后表示物体的状态等。

3.2.1 两个阴平字重叠

前字变上声，后字不变调。例如：张张[tʂaŋ31-52

tʂaŋ31]、斤斤 [tɕiŋ31-52 tɕiŋ31]、根根 [kəŋ31-52 kəŋ31]、折折

[tʂʅɛ31-52 tʂʅɛ31]、包包[pau31-52 pau31]、节节[tsiɛ31-52 tsiɛ31]。

3.2.2 两个阳平字重叠

前字变阴平，后字变上声。例如：条条[tshiau24-31

tshiau24-52] 、回 回 [xuei24-31 xuei24-52] 、层 层 [tshəŋ24-31

tshəŋ24-52]、沓沓[tha24-31 tha24-52]、盘盘[phæ~24-31 phæ~24-52]、排排

[phæ24-31 phæ24-52]。

3.2.3 两个上声字重叠

前字变去声，后字变阴平。例如：捆捆[khuŋ52-44

khuŋ52-31]、块块[khuæ52-44 khuæ52-31]、把把[pa52-44 pa52-31]、卷

卷[tɕyæ~52-44 tɕyæ~52-31]、片片[phiæ~52-44 phiæ~52-31]、朵朵[tuo52-44

tuo52-31]。

3.2.4 两个去声字重叠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阴平。例如：份份 [fəŋ44

fəŋ44-31]、顿顿 [tuŋ44 tuŋ44-31]、个个 [kau44 kau44-31]、群群

[tɕhyŋ44 tɕhyŋ44-31]、料 料 [liau44 liau44-31]、对 对 [tuei44

tuei44-31]。

3.3 形容词重叠变调

凤翔方言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具有表程度加深的

语义功能，通常在词后带有助词“的”（[tsi31]）。
3.3.1 两个阴平字重叠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阳平。例如：多多（的）[tuo31

tuo31-24]、低低（的）[tsi31 tsi31-24]、端端（的）[tuæ~31 tuæ~31-24]、

热热（的）[ʐʅɛ31 ʐʅɛ31-24]、干干（的）[kæ~31 kæ~31-24]、高高

（的）[kau31 kau31-24]、黑黑（的）[xei31 xei31-24]。

3.3.2 两个阳平字重叠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红红（的）[xuŋ24

xuŋ24]、长长（的）[tʂhaŋ24 tʂhaŋ24]、平平（的）[phiŋ24 phiŋ24]、

忙忙（的）[maŋ24 maŋ24]、白白（的）[pei24 pei24]、肥肥（的）

[fei24 fei24]、闲闲（的）[ɕiæ~24 ɕiæ~24]。

3.3.3 两个上声字重叠

前字不变调，后字变阳平。例如：冷冷（的）[ləŋ52

ləŋ52-24]、少 少（的）[ʂau52 ʂau52-24]、小 小（的）[siau52

siau52-24]、紧紧（的）[tɕiŋ52 tɕiŋ52-24]、浅浅（的）[tshiæ~52

tshiæ~52-24]、丑丑（的）[tʂhou52 tʂhou52-24]、稳稳（的）[vəŋ52

vəŋ52-24]。

3.3.4 两个去声字重叠

前字、后字都不变调。例如：慢慢（的）[mæ~44

mæ~44]、重重（的）[tʂəŋ44 tʂəŋ44]、厚厚（的）[xou44 xou44]、

碎碎（的）[suei44 suei44]、胖胖（的）[phaŋ44 phaŋ44]、嫩嫩

（的）[lyŋ44 lyŋ44]、细细（的）[si44 si44]。

4 余论
熊正辉先生指出：“要深入理解一个方言，连读

变调是一项必须调查的内容，关键是求出连读变调

的规律。”[6]本文对凤翔方言非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

调和重叠式两字组连读变调的规律与特点进行了初

步描写，从中可以发现凤翔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

当然，囿于学力，笔者对这些规律与特点的描写还很

不够，有待今后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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