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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 单 字 调 的 方 言 的 调 类

李 荣

《方 言》 19 85
.

24 5 表里 下列 十 四 处 山 东 方言 只 有三 个单字 调 :

博 山 博 兴 无 棣 莱芜 蜡 山 即墨 海 阳 莱 西 威 海 烟 台 福 山 栖 霞 掖 县 平度

表 上 济南
、

青 岛
、

荷泽 三 处各 有 四 个单 字调
,

是 用 来 对 比 的
。

这三 处 古平 上去 与今 调类 的 对 应

关 系
,

跟 北 京 话相 同
,

也 跟全 国大 多数 官话 相 同
,

调 类命 名没 有 困难
,

所 以表上 写 明跟 古平上 去

三声 相 当的 今 声调
。

古 平声 依古 声母 清浊 今分 两类
,

所 以 叫 “ 阴 平
、

阳平气 古 去声 今音是 一

个 调
,

不 因声母 清 浊而 分化
,

所 以今 音也 叫 “ 去 声刀。

古 上 声全 浊声 母 字今 声 调和去 声相 同
,

这

就是 平常 说 的 ‘全 独上 声 归去声 力。

古上 声除 全浊 声母 字 归去 声之 外
,

清音
、

次浊 声母 字今 音是

一 个调
,

不再 分化
,

所以 叫“上 声气

济 南
、

青 岛
、

荷泽 三 处古人 声今 音都 不 自成 调类
,

都以 古 声母 发 音方 法为 条件 分化
,

分化 之

后 分 别与 古平上 去三 声来 的今 声调 相 同
,

这 就是 平常 说 的 “人 派三 声 ” 。

可 是这 三处 入派 三 声的

方式 业不 完全 相 同
。

所 以 表 上不 写 跟 古人 声相 当 的 今 声调
。

这 三处 古人 声全 浊声 母字 今 音都

跟 阳平 同调
,

都是 “全 浊入 声 归阳平 刀 ,

这 跟北 京话 与大 多数 官 话相 同
。

这三 处古 人声 清音
、

次

浊声 母 字今 声 调的不 同说 明三 种官 话 的 差 别
。

荷泽 古人 声清 音
、

次浊声 母 字今 归阴 平
,

属 于 中原官 话
。

济南 古人 声清 音声 母字 今归 阴平
,

次浊 声母 字 今 归去声
,

属 于北 方 官话
。

青 岛古人 声清 音声 母字 今 归上声
,

次 浊声 母字 今 归去声
,

属 于胶辽 官 话
。

现 在从 表里 挑 几 处方 言 来讨论 命 名问题
。

博 山
、

博 兴
、

无 棣
、

莱芜 四 处 阳平 与上 声 同 调
,

单

纯 就本 方言 的 古平上 去三 声 的今声 调 而言
,

好 像可 以 说 “ 阳平 归上 声气 也 可 以 说 “ 上 声 归阳

平 气 其 实不 然
。

讨 论古 平上 去三 声不 能 离 开 古 人声
,

请 比较 底 下三 种说 法
,

O 是 从 “ 阳平 归上

声 刀 出发 的 , O 是从 “上 声 归阳平 力立论 的
,

O 是抛 开 “ 谁 归 谁” 来分 析 向题 的
。

O � 古清音入声 归阴平
,

�古次浊入声 归去声
,

�古 全浊入声 归上 声
,

� 古浊音平声 归上声
。

O � 古 清音人 声归阴 平
,

�古次浊入声归去声
,

�古全浊入声归 阳平
,

� 古 清音
、

次浊 上声归 阳平
。

O
‘

D古清音入声归阴平
,

� 古次浊人声归去声
,

�古全 浊人声归阳平
,

� 阳平和 上声 同调
。

0 0 。 三 种 说 法 的 � �两 项 相 同
,

这是 北 方官 话 的共性
。

O 的� � 光就 这 四 处而 言也 站

得 住
,

但 是 拿来跟 大 部 分 官话相 比
,

就 欠 妥 当了
。

O � 和O � 好 像是 等价 的
。 “ 古 浊音 平声 和

古清 音
、

次浊上 声 同调 ” 这是 博 山 等 四 处方 言的 特性
。

从 O � 和O � 都可 以 看 出这 个特 性
。

O

� 和O �有 高下 之别
。 “ 古 全浊 入声 和 古浊音 平声 同 调气 这是大 部 分 官话 的共性

。

O � 说的

就是 这个 共性
。

单 从O �看
,

好 像这 四 处 没有 这个 共性
,

把 0 � 和O � 结合 起 来
,

才 能看得 出

来这 四 处 也有 这个 共性
。

由此可 见O �比0 � 略胜 一筹
,

也就 是O 比O 略胜 一 筹
。

再 进一层
,

对 比 以 下 嶙 山
、

即 墨 两处 方言
, “ 今上 声归 阳平”这 种 措 词 还 不如0

。

。 的 ��

� 说 明博 山 等 四处方 言属 于北 方官 话
,

。� 是这 四 处 方 言的 特 性
。

5 年第 期19 8 4



蜡 山
、

即 墨 两处 古今声 调对 应可 以 有 以 下三 种 说法 :

@� 古清音人声今归上声
,

� 古次 浊
、

全浊人声今 归阳平
,

� 古去声( 包括古全浊上声) 今归阳平
。

��古清音入声今归上声
,

� 古次浊
、

全浊人声今 归去声
,

� 古浊音平声今 归去声
。

舀� 古清音人声今归上声
,

� 古次浊入声今 归去声
,

� 古全浊入声今阳平
,

� 阳平和去声同 调
。

@国函 三种 说 法的第 �项 相 同
,

这是 胶辽方 言 的共性
,

以下 就不 重 复了
。

@的� 有毛 病
,

这 两处 方言 古平上 人 三 声今 调类 都分 化了
,

只 有 古去 声字( 加 上 古全 浊上

声字 ) 今 调类 不分 化
,

说 去声 归到 阳平欠 妥
。

国没 有画的 缺 点
。

单就 叙述 本方 言 古今 调类 对应 而言
,

国 言之成 理
。

可是 拿来跟其 他 方

言对 比
,

国的 缺点 就 出来 了
。

这两 处方 言 古全浊 人声 和 古浊音 平声 同 调
,

这 是 跟 多数官 话一致

的 ; 古次 浊人 声和 古去 声( 包 括全 浊上 声 ) 同 调
,

也跟 许 多官话方 言一 致
。

从 国 的�� 不容 易看

出 这 两 处方 言和 其他 方言 的 共 性
,

不 能不 说是 一 种 缺点
。

困 比 较 周到
,

没 有@国 的缺 点
。

困 � �� 是胶辽 官话 的共性
,

困� 是这 两处 方言 的特 性
。

从 方言 的比 较
,

可 以 假 设博 山
、

博 兴
、

无 棣
、

菜 芜 四 处方 言 阳平和 上声 的 合流
,

唠 山
、

即墨 两

处 阳平和 去声 的 合 流
,

都 在人 声分 化之 后
。

山 东之 外
,

辽 宁
、

山西 和 西 北各 省都 有一 些方 言只 有三 个 单 字调
。

以 上所 说可 供参 考
。

有人 也许 要说 : 一个 方言 只 有三 个单 字调
,

而要 说成 有 阴平
、

阳平
、

上 声
、

去 声 四个 单 字调
,

再 说 阳平 与上声 同调( 。 )
,

或 阳平与 去声 同 调 ( 函)
,

未免浪 费笔 墨
。

回 答是 : 要是 记录 一个 只 有三 个单 字调 的 方言
,

无论怎 么 叫 名都可 以
,

用 次序命 名 叫“ 一二

三 刀也 可 以
。

要是 我 们想 比 较 南北 古 今 的 异 同
,

眼 光不 能局 限 于 一 个方 言
,

命 名措 词
,

必须 照 顾

到 若干 方言
,

韭且 照顾 面越 广越好
。

从 语言( 方言 ) 的 比 较可 以看 出 语 言( 方 言) 的沿 革
。

无论

自觉 不 自觉
,

使用 “平上 去入 ”和 “阴 阳气 就已 经进 入 比 较 语言学
、

历史 语言学 的 范 围
。

所以 讨论

某 方言 古今调 类 的沿 革与对 应
,

必须 考虑 到其他 方 言和 古 音
。

上文说博 山 等四 处的 特 点是 清

人 归 阴平
,

阳平与 上声 同 调 ; 螃 山
、

即 墨 的 特点是 清入 归上声
,

阳 平与 去声 同调 ; 似 乎较 省笔墨
。

这 种说 法遭 用 于 古今 调 类演 变规 律性 较强 的方 言
,

像 平 度一类 方言 必 须单 独讨 论
。

乎 度县 城 方 言 的 声 调 ( 据《方言》 19 85
.

21 5)

今今今 古 乎 声声 古 上 声声 古 去 声声 古 人 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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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表 所示 : 古 全蚀 上声与 古 去声今 分为 两类
,

古 次浊入 声今分 为三 类
。

就平度 本身而

言
,

可 以 说今 声调 【11 是 阴平 ; 【2a + Zbl 是 阳平 ; 【3] 是 上声
。

就方 言对 比 而 言
,

可以 说 〔l] 是阴 平 ;

f3 ] 是 上声 ; 【Za] 是 阳平
,

[2 b] 是去声
,

阳平和去 声 同调; 古 去声和 全浊 上声 分归 今去 声 和 阴 平
。

有 的方言 连读 变调 能区 别的 调类 比 单 字调 多
,

如 《方言 》 19 79
.

1一 29 温岭 借此 区分阳 平

与 阳上
,

19 80
.

1一 14 平遥 借此 区 分 阴 平 与阳 平
。

三 个单 字调 的 方言
,

连 调值 得子 细 研究
。

参 看《方 言 》198 3
.

1一15 拙 作《 关 于方 言 研 究 的 几 点意 见》 ( 特 别是 7一1 1 )
。

5 一5 拙 作《 官 话方官的分 区

方 言

1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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