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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原官话是最古老的官话。
其自身经历了从优势方言影响辐射周边，到
地位下降而受普通话影响的过程，是语言演变研究的理想样本。
《中原官话
音韵研究》以中原官话154个方言点的材料为依据，以中古、近代有关中原
官话的音韵文献为历史参照，在历时发展和共时特征的二维平面上对中原官 话语音分化、组合的规律
进行了探讨。
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自
主音变是中原官话语音演变的主要形式，接触演化只是在个别方面起了补充 作用。
 《中原官话音韵研究》由段亚广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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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李涪为唐昭宗（889—904）时人士。
这段话也被认为是中古以后汉语声调发生“浊上归去”的证据。
“浊上归去”后，“四声八调”变成了“四声七调”，这从南宋诗人、学者严粲的《诗缉》（1248）
中可以看到记载： 四声皆有清浊，唯上声浊音与去声相近。
如“兕”字，乃上声， 与去声“寺”字音相近，虽系上声，只读如“寺”，不必读作“死”。
 陆志韦先生（1946）通过研究邵雍（1011—1077）《皇极经世书》的“天声地音”图认为：“邵氏方
言的上去声都还有阴阳两调，正同现代粤语，跟古官话不同。
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一共有八调。
”我们赞成陆先生的观点。
 到了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北方汉语已完成了“平分阴阳、浊上归去、入派三声”，演
变成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了。
 唐宋时期，长安、洛阳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属于晋南的中原官话汾河片与关中、河洛仅一水之隔，自古以来彼此就联系密切，其语言受长安、洛
阳一带语音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从这一角度分析，我们认为闻喜、洪洞方言声调的特点应和中唐以后长安、洛阳一带的“阴阳分调”
有承继关系，这正是本文对汾河片方言去声分调现象来源的认识。
反过来推理，从今天闻喜、洪洞等汾河片方言仍保持着阴阳分调的特征出发，认定“中原官话历史上
曾存在过阴阳分调的阶段”也应是正确的。
 王洪君（1987）在分析闻喜方言时也说：“它（闻喜方言）与晋中、晋东南方言差别较大，而与河洛
、关中方言相近。
”我们推测，中唐以后长安、洛阳一带的语音中出现了依声母清浊分调的现象，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
格局演变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四声八调了。
晋南地区因与关中、河洛联系紧密，这种现象随后扩散至今晋南的中原官话汾河片。
但是，今天的关中、河洛地区的方言去声都不再分阴阳了，北方话中只有晋南、晋东南部分方言仍保
持着阴去、阳去的对立。
这种状况应是唐宋以后声调重新演变组合以及受其他方言影响而致。
从声调特征本身而言，如果阴去和阳去在调型上很接近的话，它们就很容易合并为一个调，关中、河
洛一带的声调也许就有这种可能。
另外，从外部原因分析，西安、洛阳是我国中西部的大都市，历来的战争、动乱也都首当其冲，这必
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使其语言更易受外来语音影响。
今天官话绝大多数方言去声是不分阴阳的，长安、洛阳一带的方言可能很早就受官话方言这一主流特
征的影响，阴去和阳去合二为一了。
由于汾河片与关中、河洛一带有黄河阻隔，部分像闻喜、洪洞这样的方言点有幸保存了阴去和阳去的
区别，直至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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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原官话音韵研究》是段亚广2011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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