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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语 舒 声 促 化 的 类 别

贺 巍

汉 语 方言 由入声变 为 舒声是 汉语 历 史 演变 的 总 趋势
。

语 言 是 相互 影 响 的
,

在 有入 声 的方

言 中
,

除 了入声 向舒 声 转化 之 外
,

也有 一 些舒 声 字 促化 读 成 了 入声
。

晋 语 中这 种 现 象 比较 显

著
。

舒 声促 化 字 有两 个特 点 : 一 是这 类 字 的 字 音演 变 没有 一 定 的规 律 ; 二 是这 类 字 除 少 数字

外
,

大都 只 在某 些词 语里 出现
。

没有 入声 的方言
,

未发 现有 促化 现 象
,

只有 在有 入声 的方 言里
,

才可能有 促化 现象 ; 晋语有 入声
,

由此 我 们姑 且 可 以说
,

这 类舒声 字促 化
,

是 受晋 语入 声影 响 的

结 果
。

根 据其 使用状 况
,

大 致可 以 分 为以 下 七 类
。

① 作 后缀 晋语 中某些 词 的后缀 往往促 化 读 成入 声 或类 入 声
。

比 如
“

子
”

在
“

子 孙
、

子 弟
”

等 词 中读 上 声 ;但 在
“

扣 子
、

金子
、

馏 子
”

等词 中作后 缀
,

山 西 大 同 读成 入声 [ t s舒刁
,

河 南 获嘉 读

成 类入声 和 入声 轻 读同 调【st 蔚 .l]
。

这类 字作 后 缀
,

有 的词 干 是 自由的
,

如
“

金子
”

的
“

金
” ,

有的词 干

是 不 自由的
,

如
“

馏子
”

的
“

馏
” 。

不 论词 干 自由与否
,

这类 后 缀 一 般促 化
,

并 表示 一定 的 语法 功

能
。

下边是 获 嘉方言舒 声 字促化 作后 缀 的一些 例子
。

姨 夫 i。 f。? : 姐 夫 t o i。 、 f舒」 妹 夫 m e i 刁 f舒 :

婆 家 p ` o 、 t o i , ?
·

, 娘 家 垃叼、 t o i好 : 舅 家 t傲、 刁

硒
, ?

·

,

去 看去 t 。
`

y , k ` a n j t 。`

?y 一 去 买 去 t 。
`

y ,

am i 、 t oy? l 去 吃去 t 。
`

y , t ,
`

舒 , t 。` y ?:

好 处 x 。 、 t ,
`

u ?: 害处 x a i 刁 t昌
`

口 : 用 处 ”
刁 t各

`

u扣

去过 t。
`

y 刁 k u a? ! 买 过 m a i、 k u a ? : 画 过 xu
a 」 k u a? :

烧 死 各。、 s介 : 打 死 t a 、 s汾 一 踢 死 t
`

i? , s a ?一

提起 t
`

i 、 t侣
`

i?」 拿起 an j t。
`

i?
·

, 掀起 。i a n * t g
`

i ?:

这类 后缀 字较 多
,

大 都 限于 a[ ia ua 1 1 u y O u 司等 韵
。

这 类 促化字 获嘉 轻读 一般 读类 入声 ;

如 果重读
,

就和 入声完 全 同调
。

比较 : 提起 (t
`

i j t 。
`

i ? ; ] 二 提 漆 [ t
`

i ; t 。
`

i? , ]
。

② 作词 素 北京 话词语 中开 尾 韵的轻读 字
,

部 分 字 晋方 言 促 化读 成 入声 或 类 入 声
。

这类

字和 作后缀 的促 化字 有相 同的一 面
,

即在词语 里 都是词 素
。

但是 它 们也有 不相 同 的一 面 : 作后

缀 的促化 字能 在许多词 语里 出 现
,

其构 词能 力强 ;词 语 里 的轻 读 促 化字 只 在 少数 词 语 里 出 现
,

构 词 能力 弱
。

这 类促 化字
,

读音 不稳 定
。

下 面举 大 同话 的一些 例子
。

豆腐 t二 刁 f 。? 」 黄 瓜 x u , 切 知欲」 簸 箕 p o 刁 t 。`

讨
、

麦 秸 而
a ? 。 t ; i a? 、 葵 花 k ` u

划 xu 心 ; 庄 稼 t即 a 」 t o i心 。

脂 麻 st l o m舒、 端 午 t , 劝 u蔚 ; 老 虎 1. 、 x u舒 ;

哪个 an , k舒 、 秋里 t0’i 、 劝 l舒。 屁 股 p
`

i刁 ku 舒、

黑蚕 疹 x 。? 。 st’ 二切 s?a 、 雀斑 管帚 t’i o 6t’ 喇
、 装 裹 t 即。 ku 舒、

③ 作 词头 以上 两项是 舒声 促化 字在词 尾 ;本 项是 舒声 促化 字在 词 首
。

这类 字 是有 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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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少 数几 个
。

下面 以 河南 济 源话 为 例
。

指 头 ts。 ?, t
` 。 u

·

: 只 好 t s漪 , x 。 , 可 多 k
` a ? , t u 。 ,

指 甲 t s舒 , t g i。? 」 只 有 t s舒 , i二 、 可大 k
`

盯 , t a ,

指 甲草 儿 t s叨 , t侣 i , ? , t s ` 。 、 只 管 t s沂 , k
`

u a n 、 可懒 k
` a ? , l a n 、

提 手旁 儿 t
`

i? , 阳u 、 p
`

每 J 只 靠 t s舒 , k ` 。 刁 可 老 k
` a ? , l。 、

提 土旁 儿 t
`

i? , t
`

u 、 p
`

民 切 只 因 t s沂 , i n * 可美 k
` a ? , m e i 、

④作代 词 指示 代词
“

这
”

在晋 方言 中大都 读入 声
。

例如 :

这 这 些 这会 儿

大 同 t

刻
、 t 各舒 闷 菌。 、 t吕汾 」

xu
o r 。

文水 t阳为 t s。? J o i J t s舒 J x u e 口 e 」

太谷 t s。? , t s舒」 口i。? , t s蔚 , x u er 刁

陵 川 t i e? , t i e ?」 口i e : t i e ? , x u er 刁

指示 代 词
“

那
” ,

也有 一些 方言 读 入 声
,

如 大 同 读 [。? 刁
,

陵川 读 [ ilr e ? , ]
。

人 称代 词
“

我
、

你
、

他
”

单念 读 舒声 ; 在 句 中特 别 强 调 时也读 舒 声
。

如
“

这 是 我 的
,

不是 他 的 } 那 是 你 的
,

不 是 他 的
” 。

除此 之外
,

在 句 中轻 读
,

这类 字促化 一 般 读成 入声 或类入 声
。

下边是 获嘉 方 言的例子
。

他气 死我 了
,

非打 他打 不 中 t
` a ?: t 。

`

i 月 s蔚 :

?ua
·

门汾 一
,

f e i o t a 、 t
` a ?

·

I

间
, t卿

、

我走 不动 了
,

你等 等我 u 时
·

, t s、、

时
, t明

月 一蔚 一
,

垃?: t 。。、 t 明 、卜 u a ?
·

I

你去哪呀
,

咱俩一 齐儿 去 n i ?
·

! t 。` y 月

an
、 i a ? : ,

t s

an 、 ` l i a 、 i? , t 。
`

i r j t。` y 刁

由以 上三 项 可 以 看 出
,

晋 方言 舒声 促化和 这 类 字 的轻读 有 关
。

获 嘉方 言舒 声 开 尾 韵轻 读

和 入声 尾 韵 轻读 同调
,

如西 瓜 〔妞。

ku
a ? .〕二 西 国〔傲」

ku ?.a l]
。

由此 可 以 看 出晋 方 言某 些 字 的

舒 声促 化是 受舒 声字轻 读 影响 的结果
。

⑤ 区 别词 类 或意 义 词 义 分 化可 以 用多种 手段 区 分
。

从 语音 上 加 以 分别是 区 别词 类 或词

义 的一种 重 要方 式
。

现 在举 大 同话 的一些 例子
。

下 边 的一 些词 语 舒声 促 化 与 不促 化
,

词 类 不

同或意 义不 同
。

话 [x u a 刁 闲 一 与正 常 无关的 话 说 一 ,传 一

〔x u a为 〕 笑 一 讥讽
,

嘲笑 他太 一 人 l 不 怕 你一

家 [ t 口i a 切 ] 回 一 回 到 住处 一 门 口 儿 } 一 一 户 户

t[ 傲a 为 1 人 一 住 户 这村 有 多少人 一

婆 [p
` 。刀 公 一 丈 夫 的 父母 她 的公 一 都五 十多 岁 了

〔p
`

?a 、 ] 老 一 妻子 他老 一 是个 小 学教 员儿
,

天天 可忙

姑 〔k u J ] 小 一 子 小 尼 姑 庙 里 有个 一

〔k u 蔚习 小 一 子 丈 夫的妹妹 她 的 一 大 学 已经毕 业 了

把 〔p a 、 ] 一 门 ! 一 关 } 一 守 阵地 ! 一 家 } 一 一 刀 ! 一 一 伞

〔p?a 闷1 一 碗 打 了 } 一 门儿关 上 ! 一 盆子拿 走

死 s[ 1、1 不 想 一 l 一 了又 活 了 } 一 人 } 一 脑 筋 ! 他抓 的 可 一

t s舒习 打 一 了 } 淹 一 了 } 旱 一 了 } 愁 一 了

⑥ 读 音与 意义 混 用 在晋 方言 中
,

有 些词 中的用 字 和读 音 不 完全 一 致
,

即入 声 的读 音
,

舒

声 的字形
。

有 以 下 三种情 况
。

甲 入声 字义和 舒声 字 的字义 在某 些方 面相 通
,

口 语 里 读 入声
,

书写 用舒 声
。

比 如
“

乞
”

为
·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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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声字
, “

祈
”

为舒 声 字
,

两字 都有请 求 的意 义
。

晋城
、

陵 川
、

获 嘉
、

武 险等 地把
“

祈 雨
”

的
“

祈
”

都

一律读成 了入声 〔t0’i ?刁
,

和
“

乞
”

字 同音
。

乙 有些词 语 中的用字 在书 面上 有 固定 的写法
,

晋方言 虽然读 入声
,

但 也 不改 变其 字形
,

仍

保持其舒 声字 的写 法
。

如
“

提手 旁
、

提土
”

的
“

提
”

字太原 等地 读入 声和
“

踢
”

t[
`

i沂 , 〕字 同 音
,

二者

字义 也有 相通之 处
,

在 词 语 里 习 惯 上 一 般 写
“

提 手 旁
”

而 不 写
“

踢 手 旁
” 。

此 外
,

如
“

葫 芦
”

的
“

葫
” , “

喉 咙
”

的
“

喉
”

晋语大 都读 成入声 〔x u 介 , o]

丙 有些象 声字
,

在晋 方言 中读入 声
,

但 没有 固定 的写 法
,

一 般用 近 音字 加 口 字边 表示
。

如
“

嘟噜
、

嘟囊
、

嘟哦
”

等的
“

嘟
”

字
,

字形是 舒声
,

但 获嘉
、

大 同
、

襄垣 等地 都读入 声
。

⑦语 音 系统 的制 约 有少 数字在语 音 系 统 中受到 一 定 的 限制
。

在 某 些有 入 声 的 方言 里
,

有 的字其 来源 虽然 是舒声
,

但其 只 能读 入声
。

比 如
“

妮 子
”

的
“

妮
”

字
,

在 分 阴阳 平 的方 里按 其演

变 规律应 该读 阳 平和
“

泥
”

[ in 。 ]字 同音
,

为 了 和
“

泥
”

字 的用 法相 区 别
,

北 京话 用 改变 字调 的方

式 读成 阴平 ;河 南武 涉方 言次 浊 声 母 的字 读 阴 平 受制 约
,

因 而 只 能 读成 和 阴 平 调 值 相近 的入

声
。

比较 : 妮 [ n i 」 ] < [垃六 ]
。

为 了 对晋语 舒声 促化字 的性 质作进 一步 研 究
,

需要 对本方 言的舒声 促 化字作 全 面的 调 查
。

现 在我 们 所看 到 的材 料
,

很 不 完整 也 不齐 全
。

下 面 列 的舒 声 促 化字 是举 例性 的
,

供 调 查 时参

考
。

表 中的十二 个舒声 促化 字
,

是 太原 等八 处方 言 的使 用 情 况
。

第 一栏 促 化 字后 不 加 地 名标

的是 太原 的读音 ; 太原 不 促 化其他 方言 促 化 的在 标 音 的后 面 加地 名
。

加 号 【十 ]表 示 某 字 在 某

地促 化 ; 空格表示 某字在 某地 不 促化
。

太 原 大 同 忻 州 太 谷 晋 城 陵 川 襄 垣 文 水

可 [k
`

叮 1 ] 一 好 + + + + + + + +

只 [ t s。? , ]一 能 + + + + + + + +

提 [ t 沂 1 ]一 溜 + + + + +

指 [ t s舒 1 ]一 头 + + + + + + + +

这 ( t。。? , 1一 里 + + + + +

娶 [ t s
` 。? 1 ]一 媳 妇 + + + +

秘 [m i。? 1 ]一 书 + + + + + + + +

祈 [ t ,
`

i。? , ]一 雨 + + + +

喉 [x u舒 1 ]一 咙 + + + + +

做 [ t s u介 11一 饭 + + + + + + +

坷 [k
` 。?、 ]大 同

,

土 一 拉 + + + + + +

罗 [ l 留 1]忻 州
,

一 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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