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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接触背景下的广西湘语声调考察!

曾达之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

摘5要#从广西湘语声调的今读音出发!通过与西南官话声调(湖南湘语声调比较!考察方言接触背景下广西湘语声

调的演变情况" 广西境内的湘语在与以桂林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的接触中深受其影响!声调的演变与桂林话有大致相

同的规律!调类与桂林话趋同!都是 4类!入声多归入阳平" 这是广西湘语受西南官话影响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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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方言接触是导致方言演变的重要动力( 湘语

在与强势方言官话的接触中受官话影响所产生的

演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湘语地理分布范围

缩小( 古湘语区大致相当于今湖南省全境!

#历

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移导致湘北沅水)澧水

流域被官话取代#湘语的地盘大大缩小( 二是湘

语特征不断萎缩( 官话的入侵%对湘语尤其是湖

南北片的湘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现代湘语中部

分地区古全浊声母的清化#入声塞音韵尾的嬗变

甚或整个入声调类的消失#都和官话长期的冲击

和渗透有关&

"

( 而广西湘语离开了湖南湘语的

大本营#受桂林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的影响#湘语

特征萎缩更加明显#西南官话的特征更加突出(

本文从广西湘语声调的今读音出发"只涉及全州

才湾)兴安城关)资源城关)灌阳城关四个湘语代

表点$#考察方言接触背景下广西湘语声调的演

变情况(

一5广西湘语声调的今读音情况

广西湘语主要分布在桂北全州)资源)灌阳)兴

安四县#属湘语永全片#

#该四县隶属桂林市( 桂

林作为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桂北地区影

响非常之大( 桂林话是桂北地区的权威方言#对桂

北地区的方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湘语离开湖南

本土#处在桂北这片特定的土地上#长期与以桂林

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碰撞接触#深受其影响#与原

居地湘语比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

表现在声调上$

( 桂北四县湘语的声调都只有 4

类#入声消失#列举于下( 为便于比较#一并列举与

之有接触关系的桂林话)相邻的南部湘语新宁话)

湘语代表话长沙话的声调"见表 "$(

表 "5桂北四县湘语及相关方言声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全州 ++ "+ #+ !4

清入归阴平,

浊入归阳平

兴安 ++ "+ #4 +# 归阳平

资源 44 !" #+ +# 归阳平

灌阳 !"+ ++ #4 +# 归阳平

桂林 44 !" #4 !4 归阳平

新宁 44 !"" #+ 阴去 +#,阳去 "+ 归阳去

长沙 ++ "+ 4" 阴去 4#,阳去 !" 入声 !4

55声调说明!全州)兴安阳平单字调读 "+#发音人偶尔发 !"#在

语流中则较多发成 !"(

""$从声调数目的多少来看#广西四县湘语

的声调都是 4 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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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新宁话声调 # 个#而湖南湘语的典型代表长

沙话声调 1 个( 鲍厚星)陈晖提出确认湘语的声

调标准!%声调有五至七类#绝大多数去声分阴

阳(&

!广西四县湘语都只有 4 个声调#去声不分

阴阳#不同于湖南湘语而趋同于桂林话( 桂林话

4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去声不

分阴阳#广西湘语与此一致(

"!$从调值和调型来看#广西四县湘语与桂

林话比较接近( 阴平调全州)兴安是 ++#资源 44#

是中平或半高平调#与桂林话的 44 相同或接近-

阳平调资源话为低降调 !"#与桂林话一致#全州)

兴安是 "+#与桂林话不一致#与湖南湘语的阳平

的主要调值调型一致( 灌阳话阴平 !"+#阳平 ++#

与全州)兴安)资源)桂林几地方言的调型)调值都

不相同( 上声调广西四县湘语均为高降调 #+ 或

#4#与桂林话 #4 相同或接近-去声调广西四县湘

语均为升调 !4或 +##也与桂林话的 !4 相同或接

近(

声调是说汉语的人最容易直接感知的因素(

调值调型上的相似往往会形成相似的方言腔调#

广西湘语与桂林官话在调值调型上相似#是广西

湘语区本地人认为自己说的话像桂林话的一个重

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广西湘语的调值调型既与桂

林话相同或接近#同时也与湖南湘语的部分调值

调型相同或接近( 湖南湘语的典型调值调型是!

阴平为中平调 ++#阳平为低升调 "+#上声为中降

调 4"或 4!#阴去为高升调 +# 或 4##阳去为低平

调 !! 或低降调 !"( 若有入声调#则入声调值一

般为中升调 !4

"

( 湖南湘语的阴平与广西湘语的

阴平调值调型基本一致#阳平与全州)兴安的阳平

调值调型一致#上声)阴去与广西湘语的上声)去

声接近( 同时#湖南湘语的部分调值调型与包括

桂林话在内的西南官话比较接近( 表 !是西南官

话代表点声调与长沙话声调情况(

从以上声调列表可见长沙话阴平 ++)上声

4")阴去 4# 的调值调型"也即湖南湘语阴平)上

声)阴去的典型调值调型$与西南官话代表点声

调的阴平)上声)去声调值调型比较接近(

广西湘语在与桂林话的接触中#受桂林话的

影响#吸收或借入桂林话声调的调值调型特征(

当被借方的语音形式同湘语的原有特点相吻合或

接近时#该语音形式可以基本保持原来的语音面

貌#因此广西湘语阴平基本保持了湖南湘语的特

点"当然也与桂林话的阴平相同或接近$#上声)

去声的调值调型则更倾向于与桂林话趋同#如全

州话上声 #+)去声 !4#与桂林话上声 #4)去声 !4

趋同( 当被借方的语音形式同湘语的原有特点不

相吻合时"如阳平调桂林话是 !"#湖南湘语是

"+$#这两种力量就会互相抗衡#在资源话中#借

入成分占了上风#阳平调念同桂林话 !"-在全州

话与兴安话中湖南湘语的原有特点占上风#阳平

调仍保持原来的调值调型念 "+#但在语流中则较

多念 !"#说明在桂林话的强势影响下#这两个方

言的阳平调已经开始接受借入成分#开始向桂林

话的调值调型 !"演变#演变的结果将是借入成分

占上风#即将念 !"(

表 !5西南官话代表点声调与长沙话声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武汉 ## !"+ 4! +# 归阳平

成都 ## !" #+ !"+ 归阳平

贵阳 ## +" #+ !4 归阳平

昆明 44 +" #+ !"! 归阳平

桂林 44 !" #4 !4 归阳平

长沙 ++ "+ 4" 阴去 4#,阳去 !" 入声 !4

55说明!武汉)成都)贵阳的声调引自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

典,

#

#昆明声调引自李蓝$

#桂林声调引自*广西通志'汉语方

言志,

%

(

"+$从古今调类的演变来看#广西湘语与桂

林话有大致相同的演变规律#即古平声分阴阳#清

上)次浊上归上声#全浊上声归去声#去声不分阴

阳#入声除全州外一般派入阳平( 全州话清声母

入声字大多归入阴平#浊声母入声字大多归入阳

平#全州话入声的演变速度慢于兴安)资源)灌阳(

湖南湘语平声)上声的演变同上述方言#去声多分

阴阳#入声或保留#如长沙话-或派入舒声#如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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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入声派入阳去#去声与入声的演变与广西湘语

不同(

二5广西湘语声调今读音情况分析

广西湘语声调今读音格局在 !$世纪 1$ 年代

基本形成( *广西汉语方言概要,第三章记录了

全灌话"桂北湘语$

!

#指出全灌话的主要特点之

一!4个调类#没有入声( 除全州外#入声归阳平(

全州清入归阴平#浊入归阳平( 该章所记桂北湘

语各点声调情况如表 +(

表 +5&广西汉语方言概要'所记桂北四县湘语声调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全州 ++ !+ #4 4#

兴安 ++ !" #4 4#

资源 ## !+ #4 4#

灌阳 !"+ !+ #4 4#

可见在 !$ 世纪 1$ 年代#桂北湘语已经是 4

个调类#没有入声(

*广西的汉语方言"稿$,

"与*广西通志'汉

语方言志,

#均以全州话为例说明广西湘语声调

的特点#全州话声调的记录与*广西汉语方言概

要,基本一致(

下面是桂北四县湘语声调今读的情况#再次

开列于下方便与*广西汉语方言概要,中所记四

县湘语的声调做一比较"见表 4$(

表 45桂北四县湘语声调今读情况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全州 ++ "+ #+ !4

兴安 ++ "+ #4 +#

资源 44 !" #+ +#

灌阳 !"+ ++ #4 +#

通过比较发现从 !$ 世纪 1$ 年代演变到今

天#桂北四县湘语声调格局变化不大#调类都是四

个#调值调型大多接近#只有阳平有些不同( 阳平

调在*广西汉语方言概要,中#全州)资源)灌阳都

是低升调 !+#兴安是低降调 !"( 今读则全州保持

低升调 "+#资源读低降调 !"#灌阳读中平调 ++#

兴安读低升调 "+#除全州外另外 + 县都发生了一

些变化(

湖南湘语入声的典型调值是 !4#我们可以假

设广西湘语原入声的调值同湖南湘语一样也是

!4调#与原阳平的低升调 !+ 调值接近#根据调型

相同调值接近原则#入声并入了阳平( 其后演变

速度或演变方向各有不同#全州话与兴安话演变

速度相对滞后#今在单字调中多保持原来湘语的

低升调读法读 "+#在语流中多读 !"#开始向桂林

话靠拢( 兴安话在*广西汉语方言概要,中记为

!"#这可能与记音的不同处理有关( 资源话在今

读中已经完成了由低升调 !+ 向桂林话低降调 !"

的转变( 灌阳话则有着不同的演变方向#今读中

平调 ++(

汉语声调中入声向舒声归派#最终造成入声

调类的消失#是汉语声调演变由繁趋简的大趋势(

入声如何向舒声归派#调型相同调值接近是一个

重要因素( 如湖南湘语中#湘乡话原入声调值

!4#和阳平 "+)次阳平 !+ 调型一致#调值接近#今

湘乡话入声并入了阳平)次阳平-新宁话原入声调

值 !4#和阳去 "+ 调型一致#调值接近#今新宁话

入声并入了阳去( %这两地的方言#入声转变一

个朝向阳平和次阳平#一个朝向阳去#表面看去调

类不同#实际上都是朝向与本身调值接近的调类

转化#可说是/殊途同归0&

$

( 湖北仙桃方言入声

调值 !4#阳平 "+#调型相近#%入声便自然而然地

逐步进入阳平调#最终失去了入声调&

%

( 入声根

据调型相同调值相近并入舒声的例子不胜枚举(

长沙话入声调值 !4#与阳平调值 "+ 接近#也有向

阳平趋同的可能( 上述是我们推测广西湘语入声

根据调型相同调值接近的原则归派到阳平的一些

依据(

三5广西湘语与官话接触的历史背景

广西湘语具有西南官话的特点#在声调上表

现尤为突出( 要理解这些特点#有必要探讨广西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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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语与官话接触的历史背景(

广西湘语区所处的桂北有%湘桂走廊&之称#

湘桂走廊自古以来为南来北往必经之地#历史上

不断有北来移民在此落户( 最早的大批北来移

民# 是秦始皇南征岭南的五十万大军( 秦始皇令

五十万大军开凿灵渠"今兴安境内$#修通了沟通

湘漓二水的灵渠#以尽快打通中原与岭南的联系#

征服岭南( 汉武帝平定南越#在岭南设置九郡#也

有大批中原汉族因戍守或做官在广西落户( 隋重

新统一中国后#中原中央政权对岭南的统治进一

步加强#中原移民进入广西的规模更大( 中唐以

后#广西的少数民族纷纷起兵反抗唐朝的封建统

治#唐中央政府为了镇压起义#增派兵力进入广

西#大部分戍卒因此在此留驻( 宋朝政府对广西

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征蛮&战争#也造成大量北

方戍卒在此留居( 总之#元代以前迁居广西的汉

族移民多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戍卒#而桂北是必经

之地#这些移民带来的中原汉语势必影响桂北湘

语(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人口迁移总体形势的变

化#迁居广西北部的移民来源较此前有了新的变

化( 湖广)江淮移民大量迁居桂北)桂中地区#造

成这些地区的人口构成和方言产生急剧变化( 由

于这些移民大多是官员和戍卒#政治地位较高#这

些人所操以西南官话为主的官话因此成为强势方

言!

( 明以后全州"今全州)灌阳)资源( 兴安县

地则是在隋代以后$脱离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政

区纳入广西桂林府#桂林作为全地区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对桂北地区影响非常之大#桂林话是全

地区的权威方言#以桂林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扩

散到了包括兴安)全州)灌阳)资源四县在内的桂

北地区( 湘语离开湖南本土#湘语特征不断萎缩#

具有了西南官话的一些特点与共性"

(

总的说来#广西境内的湘语在与以桂林话为

代表的西南官话的接触中深受其影响#声调的演

变与桂林话有大致相同的规律( 调类与桂林话完

全趋同#都是 4 类#入声多归入阳平#调值调型也

与桂林话比较接近#只有全州)兴安的阳平调值调

型保持与湖南湘语一致的特征( 广西湘语在声调

上的整体特征与桂林话一致性很高#西南官话特

征比较明显#这是广西湘语在语音上受以桂林话

为代表的西南官话影响最突出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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