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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方言的音段音系学 ※

川澄哲也

。 引言

本文根据笔者亲自调查的记音材料，对西宁方言 *1 的音段音位(segmental

phoneme，以下简称"音位 " )系统进行分析和归纳。下面举出本文所示的西宁方

言音位系统。辅音音位共 25 个(w 与 y 是双重发音):

双唇音齿跟音 齿跟硬颗音 卷舌音 硬顿音 软顿音

塞 百fr P， ph t , th k, kh 

塞擦音 ts, tsh tç, tçh t~ ， t~h 

擦音 f s, z G ~， ~ X 

鼻 音 口1 n 

流 主曰主

通 音 w， y J, Y 飞N

元音音位有 8 个，即 : 口元音 i 、 u、 e 、 o 、 a/ 鼻元音 3、 a、。

1 音节结构

本节描写西宁方言的音节结构。西宁方言的音节结构可写成(1) :

(1) 首音(Initial) +滑音(Glide) +核音(Nuc1eus) /声调(Toney2

※ 本文是根据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模击西事方言ω研究J (2008 年京都大学)的相关章节修

改而成的 。
* 1 本文所称的西宁方言 ， 是指居住在青海省西宁市的汉族和回族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属于现
代汉语北方方言的西北官话。本文以西宁城内六十岁 以上的汉族老住户讲的话为准。发音合

作人主要为赵宗洲先生(1946 年生) 。
非2 西宁方言的单字调只有两个，即 44 调与 24 调 。 大体地说， 普通话的第一声与第三声合流
为 44 调，而第二声与第四声则合流为 24 调 。 例如:妈=马 [ITIA44]/麻=骂 [ITIA24] 。有关西宁

方言声调的讨论， 请参看川澄(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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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音节有一定的长度 。 核音和声调是必不可少的成分，而首音和滑音可有

可无。滑音壁位时，核音所占的时间延长，从而保持音节的长度。与其他汉语方

言不同，西宁方言核音后面不必设想尾音(Final)，因而能把音节结构简单化气

从下一节开始，我们对在音节各个位置上出现的语音加以音位分析。

2 在首音位置上出现的音位

2.1 以往的研究

对西宁方言语音方面的研究不算多。张成材先生在他编写的一系列著作叫中对

西宁方言给出较为详细的语音描写。此外， 2003 年出版的《西宁方言词语汇典》

(朱主编 2003)开头也有关于西宁方言音系的描述。现将两个研究的首音目录列举比

较。

·张(1997)

塞音 : p, p' , t, t' , k, k ‘ 

塞擦音 ts， ts' , t~ ， t矿， tc, tc ‘ 

擦音: f, s, ~，乱， ο ， x 

鼻音 m， n，息

流音: 1 

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以下两点:

·张(1997)列入1)"而朱主编(2003)没列。

·朱主编(2003)列入 z ，而张(1997)没列 。

·朱主编(2003)

p, p' , t, t' , k, k ‘ 

ts, ts' , t~ ， t~' ， tc, tc' 

f, s, z, ~， L1., c, x 

口1 ， n 

下面我们在笔者所得材料的基础上，逐个描述西宁方言的首音音位。

2.2 塞音

. /p/ [p斗]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例) [pA 24] "拔"

• /ph/ [ph] 双唇送气清塞音

例) [ph A 24] "爬"

与其他北方方言一样，西宁方言也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而没有清浊对立。

不送气的塞音往往由清变浊气但声带并不十分振动，严格地讲，应该用 [9]来描写 。

巧这一点，王均(1986)曾指出过。
叫张(1980)、张(1994)、张(1997)等。本文利用最新的张(1997)。
巧在下文中提及的清塞音与清塞擦音都有这种倾向。

一 92 一



西宁方言的音段音系学

清化浊塞音[号]是清塞音音位/p/的自由变体。

/p/、 /ph/在 [j]、 [:3]和 [1]之前顿化， 分别变为[pj句j] 、 [p均] 。

例)[p恒24] "辫" [p问ij E24] "骗 " / [l} j;324] " 闭 " [phj;324] "皮 "

[pj I44] " 百 " [p均144] "拍 "

下文将论及 ， 在类似的语境下，除双唇塞音外，别的辅音也产生颗化。 其过

程表述如下 :

匡!] 阳音 或核音|

I I 
部位 部位

^ I … 
固

部位

<

|滑音 或核音|

部位

穴
[ 后位][+高位]

穴
[ 后位][+高位]

(在滑音或核音位置上出现具有区别性特征[-后位][+高位]的音段时， 这些特征延

伸到首音[虚线表示节点的延伸 ， 下 同] ，引起顿化现象 。 )*7

比如 ， 上述双唇塞音的顿化可以表示如下(以 "百 " 为例):

(2)' 

I I 
部位 部位

<
[唇] []次t 音。作

扩
|

酣〈
配

主7
9 9 

位

|
|

部

穴
[一后位][+高位]

只L
[一后位][+高位]

立
曰

塞主同仨汽~门川
万

j

6 
不
|
日
K

4

i

止
自

2

齿

忡

'
吐
斗
吐
咛

。

例

* 6 图(2)参考了 Gussenhoven and Jacobs (1998), p. 197 。
叮在文末附上了西宁方言的区别性特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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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th] 齿跟送气清塞音

例) [thA 24] "踏"

后面跟着[j][i][I] 时， 发生顿化现象。

例)[均E24] "店" [t均ij E24] "甜" / [çPi44] "爹" [t均 i44] "铁"

[ÇPI44] "得"

与[w][u]结合时，发生圆唇化现象 。 例如:

例) [twwã24] "断" [ th w Wã24] "团" / [twu44] "多" [thw U44] "脱"

(3) 

在同样i吾境下，别的辅音也产生圆唇化。这个现象可以图示如下:

甲
部位 部位

儿~~-~~~^
[唇] [舌体]

I I 

[ +圆唇] [+高位]

|滑音或核音|

-+-+-+ 

甲
<

|滑音或核音|

部位

[唇] [舌体]

[ +圆唇] [+高位]

(在滑音或核音位置上出现具有区别性特征[+圆唇] [+高位]的音段时，特征[+圆

唇]延伸到首音，引起圆唇化现象。 )

比如， 上述齿跟塞音的圆唇化可以表示如下:

(3) ' 

部位 J位
〈八…

[舌冠][]次发音动作 / \ 

[唇] [舌体]

I I 
[+ 圆唇] [+高位]

• /kI [k~g] 软颗不送气清塞音

例) [kr44]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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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方言的音段音系学

. /kh/ [kh] 软顿送气清塞音

例) [khf44] "开"

后面接[1]时，出现顿化了的变体[卫~主][k均] 。

例) [gI24] "给" [k均144] "刻"

与 [W][u]结合时，出现圆唇的变体[kW ~g W][khw] 。

例) [gWWA 44] "瓜" [khwWA 44] "夸"

[kWU24] "过" [kh W U24 ] " 课"

2.3 塞擦音
. /tS/ [ts~g~] 齿跟不送气清塞擦音

例) [tSA 44] "眨"

. /tsh / [tsh] 齿跟送气清塞擦音

例) [tsh A 44] "擦"

在[1]之前，发生鄂、化。

例) [ts-i 124] "贼" [ts均144] "册"

与 [W][u]结合时，发生圆唇化。

例) [tsw U24] "坐" [tshWwã24]"泉"

西宁方言里除了齿跟塞擦音以外，尚有齿跟后塞擦音[tS~çl3][可h]与齿跟硬顿塞

擦音[tc~佯] [tch] 。这些塞擦音各自分布在不同的语境里。请看下面的配合表(0号

表示"有" ): 

表一)

I 1 I 1 I u I W 1m I f I :) I A I ~ I ã I õ I :3 l :3w 
I i I j I q 

ts 。 。 。 。 。 。 。 。

怡1 。

tsW 。 。

。 。

tc 。 。 。

可见，这些塞擦音处于互补分布，在语音上也很相似，所以有条件把它们归

纳为同一个音位。但是，因后续音段分析(详见 4.4 节)的关系， 本文只将齿跟后塞

擦音与齿跟硬颗塞擦音合并为一个音位，而把齿跟塞擦音分出来单独作为一个音

位。

. /tC/ [tc~佯~tS~岳] 齿跟硬顿不送气清塞擦音

例) [tci44] " 结 " [t叼山44] "酒" [tß24]"记"

zd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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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q,h/ [tq，h~tSh] 齿跟硬顿送气清塞擦音

例) [tq,hj44] "切" [tq,hjm 44] "秋" [可h324] "骑"

对于变体[可H可h]的出现，本文用规则(4)来说明飞

/ 音节 [ 一_ ø [iiii] 
(在核音位置上出现[3H3W]时，齿跟硬顿音变为齿跟后音。 )

/tq,/ /tq,h /有圆唇化的变体。 例如:

例) [tq, wqu 44] "脚" [可w3w44] "举" [tq,hwqÈ24] "劝" [可hw3w44] "粗"

. /t~/ [t~~缸]卷舌不送气清塞擦音

例) [t~m 44] "州"

• /t~h / [t~h] 卷舌送气清塞擦音

例) [t~hm44] "抽"

后面接[w][u]时，出现圆唇化变体。

例) [t~hWwã44] "穿" [t~ Wu 44] " 桌 "

卷舌塞擦音与前述齿跟塞擦音之间有最小对立体，如:

例) [t~hE44] "车" / [tshE44] "猜"

2.4 擦音
• /f/ [f] 唇齿清塞音

例) [fA 24] "罚"

/f/有顿化的变体[fJ ] 。

例) [fj I 44] "飞"

• /s/ [s] 齿踉清塞音

例) [SA 24] "啥"

/S/有顿化的变体[s-l]与圆唇化的变体[SW] 。

例)[的44] "色" / [swU44] "锁"

*8 Gussenhoven and Jacobs (1998 :202-203)指出， 齿踉后音与齿跟硬颗音的区别在于[前部性]与
[散布性]的值: 齿跟后音为[+前部性][ 散布性]，而齿跟硬顿音则为[ 前部性][+散布性] 。
本文同意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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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 齿跟浊塞音

例) [ZA21 ljj::>24] *9 "口 * 1 0 了" (=很快地跑)

[Z844 kã33 nij ::>33] "口干尿" (=撒尿)

在笔者现有的资料中含[Z]的例子为数有限，只有上举两个。据发音合作人所

述， 现在的西宁方言也使用清化了的变体 ， 如 :

例) [SA2 1 町 ::>24 ] / [S844 k ã33 nij ::>33] 

为说明这些变体的出现，本文设定任意规则(5):

(5) Z • S (任意)

西宁方言里除了齿跟擦音以外， 还有齿跟后擦音[S]与齿跟硬顿擦音[ç] 。这些

擦音各自分布在不同的语境里，形成了互补的局面。

表二)

1 I u W lli E 3 A 。 a 。 3 3W 可

s 。 。 。 。 。 。 。 。

d 。

S 飞离J 。 。

。 。

G 。 。 。

因后续音段分析(详见 4.4 节)的关系，本文只将齿踉后擦音与齿踉硬顿擦音归

并为一个音位，齿跟擦音另立一个音位。

• /ç/ [ç~S] 齿古时更顿清擦音

例) [ç j44] " 写" [J344] " 吸"

变体[S]的出现， 可以用前述规则(4)来说明。

/ç/有圆唇化的变体 ， 如 :

例) [çwqu44] "雪 " [sw3w44] " 婿"

. /~/ [ ~ ] 卷舌清擦音

例)[~田24] "受"

. /可 [~] 卷舌浊擦音

例)[王山24] " 肉 "

叫如注 2 所述 ， 西宁方言的单字调只有 44 调和 24 调 。 但在复音节词语里还会出现别的调值。
对于西宁方言的连读变调规律， 需另文讨论。
* 10 "口"表示"有音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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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舌擦音与齿跟擦音是对立的，如:

例) [~A 24] "傻" / [SA24] "啥"

• Ixl [x] 软顿清擦音

例) [XE44] "海"

与 [1]结合时，出现顿化的变体[斗 。

例)[对144] "黑"

后面跟着[w][u]时，出现圆唇化的变体[XW] 。

例) [XWWA44] "花" [XwU44]"喝"

2.5 鼻音

• Iml [叫双唇(浊)鼻音

例) [ffiA24] " 骂 "

后面接[j][主]时，出现顿化的变体[时]。

例)[m恒24] "棉" [mj324]"迷"

• Inl [n] 齿跟(浊)鼻音

例) [llA 24] "拿 "

与[j][i]结合时，产生顿化。

例)[n恬24] "年" [nj i44] "业"

张(1997)所举的飞"相当于笔者的[nl] 。 比如，张(1997)将上举"业"的读音

记为"[肌j44]" (p. 97)。这个语音可以解释为音位剧的变体，所以不必把它作为一

个独立的音位。

2.6 流音

• 111 [1] 齿跟(浊)边音

例) [lA24] "辣"

后面接[j] [1]时，发生顿化。

例) [ljjE24] "莲"

后面接[W][u]时，发生圆唇化。

例) [lWw~24] "龙" [lWu 44] "落"

与[可]结合时，顿化与圆唇化同时发生，如:

例) [PW可U4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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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首音位置上出现的音位可以归纳为以下 22 个:

· 塞音 : Ip, ph, t, th, k, khl 

· 塞擦音 : Its, tsh, t~ ， t~h， tç;, tç;hl 

· 擦音 : 1卫 队 Z， ~，孔， ç;, X 1 

· 鼻音 : 1m, n/ 

· 流音 : 111 

这与朱主编(2003)所举的音系完全一致。 对于张(1997)所举的肌(=本文的 [ni]) , 

我们视为音位In/的变体，因此不必将它立为一个音位。

3 在滑音位置上出现的音位

本节对出现在滑音位置上的音位进行讨论。

以往的研究都按照传统汉语音韵学的框架，将滑音与核音(以及韵尾* 11 )合并为

以"韵母"为单位进行描写。为了便于对照，本文也在表三里列出西宁方言

的所有韵母(笔者用的是音素标音) 。

张( 1997) 朱主编(2003) 本文

1 1 1 

1 1 1 

3 

y y 3W 

1 l 

u u u 

沪I 10 耶1

a a A 

1a 1a J A 

ua ua WA 

:) 3 3 

1:) 1:) p 

E E E 

叫 l 朱主编(2003)列出 el 、 ue l 、 an 、 aIJ等带韵尾的韵母。可见，朱主编(2003)在西宁方言的音节
结构里设想韵尾(尾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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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1997) 朱主编(2003) 本文

UE UE WE 

lU lU lU 

1lU 1lU JlU 

t el I 

U董 uel WI 

a an a 

1a 1an JE 

ua uan wa 

ya yan 可E

J a1) 。

1J 1a1) JD 

UJ ua1) WD 

。 ;)1) 。

1;) 11) 

U;) U;)η W;) 

y;) y;)1) 可1

口1 口1 口1

V V V 

~ ~也

~ W~BW 

通过表三可以对以往的研究归纳出以下两点:

· 在滑音位置上出现的音段有 i 、 u 和 y。

· 将滑音的 i 、 u 、 y 与核音位置上出现的 i 、 u 、 y 同等看待。

本文的看法则不一样。笔者认为，出现在滑音位置上的是通音[j][w][q] ， 在音

位归纳中，它们与核音位置上出现的高元音[i][u][y]分开为好。如果把[j][w][q]分别

作为音位，核音系统的分析就可以简化(详细讨论见下一节)，所以本文提示以下三

个滑音音位。

• /j/ [j] 硬顿(浊)通音
例) [thjj直44] "天"

• /w/ [w] 双唇软顿(浊)通音

例) [tWWã44] "短"

• /扩 [可] 双唇硬顿(浊)通音

例) [ljWqï24]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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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核音位置上出现的音位

4.1 以往的研究
接着，本节对出现在核音位置上的音位进行讨论。由表三可见，以往的研究

认为，在核音位置上出现以下几个音段* 12

·张(1 997)

1、飞、 J 、 y、 i 、 u、 a、 3、 E、田、 i、豆、 3、§、 m、 y、!、 )W

.朱主编(2003)

1 、 1、 j 、 y、 i 、 u 、 o 、 a、 3、 E、四、 c、 m、 y、!、 lW

4.2 笔者的观察

据笔者调查，出现在核音位置上的语音有:

. [1、飞、 3、 3W、 i 、 u、 A、。、 E、田、 I、 豆、主、 6、§、 1 、 m、 y、!、广]

下面对各个语音加以音位分析。

4.3 关于[A] 、 [0] 、 [εl 、[叫、 [1]

首先，我们将[A] 、[:J]、 [E] 、 [rn] 、 [1]分别立为独立的音位。

• /a/ [A] 不圆唇央低元音

例) [kA24] "杂" [pA 44] "八"

• /0/ [:J]圆唇后半低元音

例) [k:J44] " 高 " [P:J 44] "包"

• /e/ [E] 不圆唇前半低元音

例) [kf44] "街" [pE44] "摆"

• /u/ [rn] 不圆唇后高元音

例) [krn44] "狗"
• /i/ [1] 不圆唇前次高元音

例) [的24] "给" [pÏ 144] "百"

在表三里朱主编(2003)记作"ei" 的韵母，在笔者的资料中都出现为单韵母[1] 。

因此本文不必设想韵尾 i 。

非 1 2 两个研究中都有 j 与 yo 国际音标[j]一般用于表示通音(半元音)，而[y]一般用于表示元音。
但研究青海方言的学者习惯于用 j 与 y 来表示带有摩擦的核音。对其实际音值，两个研究附注

如下:

·张(1997:60) j=[1] 、[辛] / y=[q] 
·朱主编(2003:8) j=[3] / Y=[3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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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1]、[1]、 [3(1 3

接着我们讨论[1][1][;3]三个音段的音位分合问题。 这三个语音出现在不同的语

音环境里，显然是处于互补分布。

• [1]…只出现在齿踉音之后

例) [tsh124] "词"
• [1]…只出现在卷舌音之后

例) [t~h144] "吃"

. [;3]…出现在其他语音环境

例)[可h;324] "棋" [mj ;344] "米" [;344] " 一 "

这三个语音都在舌尖附近产生摩擦 ， 语音上是相近的。所以本文主张它们属

于同一个音位。 加之由表三可以看出，这三个语音不跟滑音结合。换言之，核音

[1][1][;3]与滑音决不会在同一音节里同时出现。 由于满足了互补原则， [1][飞][主]还可

以与某个滑音音位归并为一。 根据语音近似原则，与/j/归纳为一个音位最合适。 我

们设定以下几个规则:

(6) 

a. J • ;3 / (首音)Ø 一]音节

(/j/在核音位置上出现时变为[主][括弧内是非必然出现的成分，下同] 0 ) 

节立
首

"U 1lBELIt--J 

KH 

l '0303 5tt 
f
t
t
t
t
p
J

、t
t
t
t，
、

/ 
气
E

且

• t

呵3

·hU 

(首音为齿跟音时 ， [;3]变为[1] 0 ) 

c. ;3→飞 /

〔二:11 〕 8 一]音节

(首音为卷舌音时， [;3]变为[1] 0 ) 

d. j • j / (首音)一 核音

(/j/在滑音位置上出现时实现为[j] 0 ) 

非 1 3 勺" "1" 是等于成音节辅音[~][互]的元音音标。按平衡性来说 ， [3]也应该用元音音标来描
写。但没有适当的音标，本文姑且仍用 [3]这一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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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3 节与 2.4节所述，本文把齿跟音与齿跟硬顿音(包括齿跟后音变体)分别

归纳为独立的音位。 众所周知， 音位归纳的方案不止一个，所以也可以将三种语

音归为同一个音位。 但这样做，就需要把[ 1]与[主]分别归为独立的音位。 本文将

[1][1][3]视为属于同一个音位/j /的变体 。 这个方案不仅可以将语音相似的核音归为

一个音位，而且可以减少出现在核音位置上的音位数目。

4.5 关于[3W]与 [y]

西宁方言里还有两个带摩擦的核音: [3W]与 [y] 。

例)[3W叫"雨 " [可w3w24] "做"

[y44] "五" [py24] "不"

与前一节所述的一套核音一样，这两个核音也不跟滑音结合。基于互补原则，

本文将[3W][y]看作是通音音位在核音位置上出现时的变体。 根据语音近似原则， [3W ] 

处理为/y/的变体，其出现用以下规则(7)来说明 。

(7) 

a. y • 3w / (首音)Ø 一]音节

(/y/在核音位置上出现时变为[3W] 0 ) 

b. y → q/(首音)一核音

(/y/在滑音位置上出现时实现为[可] 0 ) 

对于[y] ，本文视为/w/的变体，其出现用规则(8)解释:

(8) 

a. w • y/(首音)Ø 一]音节

(/w/在核音位置上出现时变为[yfl\ )*15 

b. w → w / (首音)一 核音

(/w/在滑音位置上出现时实现为[w]o ) 

非 14 有时(比如首音为/x/时)/w/还会实现为摩擦较轻的变体[l?] 。
非 1 5 按照本文的分析， 音节[py] [ty] [ky]的音位表达分别为/pØw//tøw/，硝w/。显然， 与/w/结合的
首音未发生圆唇化。据此，对于运用规则的顺序笔者认为，规则(8)a 先于圆唇化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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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规则(6)a、 (7)a 与(8)a 可以归纳如下:

·通音音位在核音位置上出现时变为(同一发音部位的)成音节擦音。

另外， (6)d 、 (7)b 与 (8)b 也可以概括如下:

· 通音音位在滑音位置上出现时，区别性特征不发生变化，仍以通音出现。

本节对出现在核音位置上的[1]、 [1] 、[主]、 [3W] 、 [v]进行了音位分析。它们可

以看做是通音音位在核音位置上出现时的变体。

4.6 关于[i] 、 [u] 、 I可u]

本节对韵母[i]与 [u]加以分析。另外，将于核音位置上有[u] 的韵母[甲]也一并

讨论。

带韵母[i][u] 的语素出现于语段末位置时(包括单念时)， [i][u]后面有时会出现微

弱的[e](在 [i]之后)与 [0](在 [u]之后) 。

例) [Ci44] ~ [Cie44] "写" [XU44]~[XU044] "喝"

据此本文将[i](~W])与 [u](~[uO])分别解释为/je/、 /wo/ 。 加上将[甲]解释为/yo/ ，

用以下规则(9)来说明各个语音形式的出现。

(9) 

a. 

飞
l
|
|
|
|
l
J

性
性
性
性

音
位
位
唇

鼻
高
低
圆

一
一
一

α

f|||||l\ 

[ :高位性 ]
+紧音性*16

/ (首音) 滑音

[α 圆唇性]

(/e/ 、 /0/处于跟其[圆唇性]值一致的*17滑音后面时，分别实现为[i] 、 [u] o ) 

'hU 

[iZi ] • ø /借音)一 [ijji ]

([后位性]值相一致的*18滑音与核音连续时，滑音被删掉 。 )

* 1 6 本规则之所以含有区别性特征[紧音性]，为的是防止松元音[r]的出现。
非 1 7 因为西宁方言里可以出现音节[jJ]的的与 [we](/w的，所以附加了这一条件。若不然，就会
推导出错误的结果*[ju]与* [wi] 。

非 1 8 因为音节[qu]存在，所以附加了这一条件。若不然，就会推导出错误的结果*[q] 。

一 104 一



西宁方言的音段音系学

规则(9汩的适用先于(9)b。对于在语段末位置上出现的/je/与/wo/，规则(9汩的

运用是任意的。

根据以上分析，对于[i]与 [u] ， 我们不必立为新的音位了。

4.7 关于[ã]与 [Ë]

本节讨论鼻元音[ã]与[直]。两个鼻元音分布上是互补的 。

• [ã]"'(首音)Ø 一或(首音)w 一

例) [thã24] "谈" [Wã24]"完 "

. [主]…(首音)j 一或(首音)y 一

例)[句直24] "县" [jË24]"盐"

[çW唔24] "旋" [币24] "元"

我们设定以下规则(10)，将[ã]与[主]合为一个音位衔。

(1 0) 豆→直 / (首音) 滑音

[舌冠]

(/却在具有区别性特征[舌冠]的滑音后变为[直] 0 ) 

4.8 关于[:}]与[1]

本节讨论鼻元音[~]与[1] 。 这两个鼻元音也处于互补分布。

. [~]…(首音)必一或(首音)w 一
例) [th~24] "疼" [kwW~44]" 弓 "

• [1]…(首音)j 一或(首音)y 一
例)[呼吁"姓" [jî'24] "赢"

[çWqî'24] "熊" [qî'24]" 云"

这两个鼻元音可以归为一个音位/缸。变体的出现可以用规则(11)来说明 。

(11) 5 •î' / (首音) 滑音

[舌冠]

(/~/在具有区别性特征[舌冠]的滑音后变为[1 ]0 ) 

另外，以上两节分析出来的鼻元音音位有时表现为"元音([a， E , ~， i])+鼻辅音

([n~η])"。但 V、 V+n、 V+IJ 三种语音可以在同样的环境里无条件地变读，属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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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由变体。为了简化音节结构，本文将鼻元音当作音位。我们设定任意规则(12) 。

(1 2) V → Vn 或可(任意)

4.9 关于[õ]

[õ]与滑音4人 /w/都可以结合，而且滑音壁位时也可以出现。本文将[面]立为一

个音位/õ/。与别的鼻元音比较， [坷的鼻音化程度轻一点。

• /õ/ [õ] 圆唇后低鼻元音

例) [kÕ24] "虹" [1甘Õ24] "凉" [xwWÕ24] "黄 "

4.10 关于H]与PW]

本节对[)]、[ !可进行讨论。两个语音往往发成带有摩擦的[町、[旷] 。
例) [! 24 ,,-, 6 24] "犁" [) w24 ,,-, 6 w24] "驴"

根据有摩擦音变体这一事实 ， 本文把m与 [ l W]分别解释为/lØj /、 /lØy/。笔者认

为，对这些音位表达，顺序上前述两个规则(6)a 或(7)a 首先被适用，然后是以下两

个规则(14 为任意规则) 。

(13) 音节[[+边音性] ø í +前部性 丁 ]音节 → (+边音性 飞 ]音节

L 一散布性 ) I 一响音性 |

飞 +粗糙性 j

(首音 l 与核音[主] L3W]结合时 ， 变为成音节的[色][旷] 0 ) 

飞
I
l
l
-
I
J

性
性
音

糙

向
粗

+

一

fIll-lL • 
飞
-
-
-
-
-
I
J

性
性
性

音
音

糙

边
响
粗

+

一
-

fill--

‘ ··L 

A

叶

(边擦音变为边通音。 )

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lØj/ /lØy/ 

规则(6)a • (7)a • 
lØ3 1白宫w

• [圆唇化] ↓

lØ3 1wØ3w 

规则(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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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W 

规则(1 4) • • 

4.11 关于[~]

在笔者的资料中，含有[m]的例子只有一个。

例) [IT,l44 mA21 ] "姆妈" (=母亲)

对于[咐，我们解释为/倒m1(=处于核音位置上的Im/) 。

5 结语

通过本文分析，我们得到 25 个辅音音位及 8 个元音音位。每个音位出现的位

置有严格的限制，基本上是固定的。请看下面的模式与说明。

(1 5) 

E 国 因

p, ph, t, th, k, 

kh, ts, tsh, tg, 
h ， ~ ， ~ h 

。tf , tc, tc" , 飞N

f, s, Z, ~， 21., y 

c, X, m, n, 1 

· 在音节模式各个位置上只能出现用直线连结的音位。

. 与lê1l-l i主结的直线[1][2]是二者选一的 。
· 与国连结的直线[3][4]是二者选一的。

1, U, e, 0 , a 

~， a，。

(m) 

· 与国连结的直线[5] [6]是二者选一的。滑音选择直线[3]时(=滑音空位时)，有
了核音选择直线[5] 的可能性。滑音选择直线[4]时， 核音要选择直线[6] 。

· 在核音位置上出现 m 时， 首音与滑音都要空位。

本文所示的分析只是一个假设，请读者们指正并提出意见。 如能引起大家的

讨论就算达到目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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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表示主发音动作 ， U~" 表示次发音动作)

国
斗
斗
叫
B
附
黯
酣
旧
如非

p ph pj th tW k kh kJ kW ts tsh tsi tsW t~ t~h t~W tc t♀h tcW tJ 

辅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响音性

元音性

连续性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平

粗糙性 + + + + + + + + + + + + + 
鼻音性

边音性

浊音性

唇 、/ 、r J J J J J J J 

圆唇性 + + + + + + 
舌冠 、/ J J J J J 、/ J J J J J J J J J 、/

前部性 + + + + + + + + + + + 
散布性 + + + 

舌体 J J J J J 、/ J J J J J J 、/

高位性 + + + + + + + + + + + + + 
低位性

后位性 + + + 
展声门 + + + + + + + + 

-
H
O
。
|



三
，问
晴
店

西宁方言语音的区别性特征系统

f ? s d s 飞离f
E 2飞 ♀ ♀ 飞ν SW X xJ X 飞N 日1 时 n nj )J W k I3W 

辅音性 + + + + + + + + + + + 十 + + + + + + + + + + + + 

响音性 + + + + + + + + 

元音性 + + + + 

连续性 + + + + + + + + + + + 十 + + + + + + + + 

粗糙性 + + + + + + + + + + + + + 

鼻音性 + + + + 

边音性 + + + + + + 

浊音性 + + + + + + + + + + + 

唇 、r J J J J J J J J J J 

圆唇性 + + + + + + + 

舌冠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J ./ 

前部性 + + + + + + + + + + + + + 
散布性 + + 

舌体 J J J J J J J 、/ J J J J J 

高位性 + + + + + + 十 + + + + + + 
低位性

后位性 十 + 
展声门

-HHC| 



国
斗
斗
叫
B
附
黯
酣
旧
如非

西宁方言语音的区别性特征系统

3 1 1 q 3W ￥V V A 5 E ul I u a E 9 1 。

辅音性 + + + + + 
响音性 + + + + + + + + + + + + + + + 
元音性 + + + + + + + + + + + + 
连续性 + + + + + + + + + + + + + + + + + + + + 
粗糙性 + + + + + 
鼻音性 + + + + + 
边音性

浊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唇 J J 、/ J J J J 

圆唇性 + + + + + + 
舌冠 、r J 、r 、r 、/ J 

前部性 + + + 
散布性 + + 

舌体 、r J 、/ J 、r J 、r 、r J J 、/ J J 、r J 、r 、r

高位性 + + + + + + + + + + 
低位性 + + + 
后位性 + + + + + + + 

展声门

紧音性 + + + + 

-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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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al phonology of Xining dialect 

KAWASUMI Tetsuya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phonemic inventory of Xining dialect of Chinese. 

Section 1 considers the syllable struc阳re. The syllable of Xining dialect can be 

represented as follows: 

(1) Initial + Glide + Nuc1eus / Tone 

Compared with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e lack of ‘Final' is a peculiarity of Xining 

dialect. 

Consonant and vowel phoneme are analyzed in section 2 - section 4 respectively. The 

consonant phonemes are given in (2): 

(2) 

labial dental 

plosive h 
t , th p, p 

affricate ts , tsh 

企lcatIve f s, z 

nasal 口1 n 

liquid 

approxlmant w, y 

alveolo-palatal retrotlex palatal velar 

k, kh 
LU 

C
ρu
 

4
··L , cr 4

·L 

LU 
PMV &-L , 户

M
V

&
EL 

♀ ~， ~ X 

j , y w 

(/w/ and /y/ are double articulation) 

Xining dialect has eight phonemic vowe1s, symbolized / i / , / u /, / e /, / 0 / , / a / , / ;) / , 

/ ã / and / õ /. 

Phonological rules to explain allophones are pos阳lated， too. 

(受债 日
(受理日

2009年6月 30 日)
2009年9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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