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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轻声的类型和特点

卢 晓 霞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和普通话的轻声不同，各方言轻声的表现形式或同或异，类型多样。根据决定轻

声音节调值的不同因素，方言中的轻声可以分为四种情况：轻声调值受前重读音节单字调的影

响，轻声调值由本音节的单字调决定，轻声调值跟二者都有关，轻声调值跟二者都无关。通过

对方言轻声的特点进行分析，以求更全面地认识轻声，更规范地掌握和运用普通话的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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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中的轻声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读得又短

又轻的调子，其本身调值不固定，而是受前一音节

声调的影响。很多方言也有轻声，但各方言中轻

声的调值变化未必像普通话轻声一样，读得又轻

又短，而 是 与 普 通 话 或 同 或 异，表 现 形 式 多 种 多

样。根据决定轻声音节调值的不同因素，对部分

方言的轻声进行类型和特点的归纳，由此，可将各

方言的轻声分为四种情况。

一、轻声调值受前重读音节单字调的

影响

汪化云将这类轻声称为“非自主的轻声”，即

“轻声调值受制于前字，其变化是自主的（ｎｏｎ－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１］，这类轻声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的

汉语方言中。如湖北钟祥方言各调字下接轻声字

的时候，轻声就占上字调的尾部；安徽太平（仙源）
方言轻声的高低一般是随前一字字调的收尾的高

低而定；江苏镇江方言轻声组合，前重后轻，双音

节组合成一音节单位，以前字起，后字作结，整个

单位的调型和前字原调的调型相同。
根据各方言轻声音节和前重读音节调值上的

关系，可将轻声分为“音高渐衰型（如北京方言中

的５１＋１）、分用型（如北京方言中的２１＋４）、终点

延伸型（如 北 京 方 言 中 的５１＋１）三 类”［２］。对 石

汝杰所列方言加以补充，归纳了十多个方言的轻

声词的情况，见 表１。表１以 北 京 的 四 种 轻 声 语

音为标准，排列比较各地轻声词的声调。表１只

比较各地轻声词的调型，不讲它们的调类，所以与

北京话调型相同或相仿的，列在同一竖栏内，与北

京情况不同，另外分列两栏。每一轻声调型附有

例词，括号内是前字的本调。
音高渐衰型，指前字调尾较高，轻声音高较低

的音高衰减现象，这一现象各地普遍存在。分用

型，以 北 京 话 为 例，北 京 上 声 在 轻 声 词 里 断 为 两

截，前后字分用了上声单字调的调形。分用型有

两种情况。第一，前字单字词是曲折调，轻声字占

了后半段，如北京（上声）、钟祥、安庆；第二，前字

单字调是直的升调或降调，在轻声字组里却断裂

了，前后字的音高正好反映了前字原调的音高变

化，兰州、镇江、连云港。终点延伸型中，轻声前字

为高降调的与北京话相仿，也有少数是低降调前

字的，与北京话不同。轻声的前字是曲折调，跟分

用型前字是曲折调的情况相似，但是前后字在调

形分配的方式上有不同。前者的轻声后字只占前

字调尾的一点，曲折的调形还是由前字占有；而后

者则是以曲折点为界前后字分用。终点延伸型中

前字是平调、升调和曲折调的情况，都是北京话里

所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方言中终点延伸型的

轻声词特别多，如安徽太平（仙源）和江苏海安的

轻声全属是这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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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地方言轻声音节和前重读音节调值关系类型

地域
音高渐衰型

平调 升调
分用型

终 点 延 伸 型

曲折调 降 调 平 调 升 调

北京
他的

５５＋２

谁的

３５＋３

我的（２１４）

２１＋４
坏的５１＋１

徐州
邪乎

５５＋２

本事

３５＋３
舒坦２１３＋４ 外人儿４２＋１

西安
罐罐儿

５５＋１

盘盘儿

２４＋１

碗碗儿４２＋１
车车儿２１＋１

兰州 兔儿（２４）１１＋５
盘儿５３＋１
花儿３１＋１

好的３３＋３

钟祥 画达（２１４）２１＋４
好达５３＋３
黄达３１＋１

多达２４＋４

洪洞
嘱咐（２１）

４４＋２
能力（２４）２２＋３

货车（３３）

４２＋３

纺织（４２）３３＋３
交通２１＋２

安庆
媳妇（４３）４４＋３

伙食（２１３）１１＋４
运气５１＋１ 收成１１＋１ 徒弟３５＋５

镇江
甜头（３５）３３＋５
椅子（３１）２２＋１

杯子４２＋１
面子５５＋５
桌子５＋５

济南
妹妹（２１）

５５＋２

哥哥（２１３）

２１＋１

奶奶（５５）２３＋４
学生（４２）５５＋５

天津

（无例）
４５＋３　 ２４＋３

５３＋１

２１＋１

西宁 凶手４４＋１ 枕头５３＋１１

银川 麦子（１３）１１＋４ 油皮５３＋３ 天气４４＋３

海安 本事（２１３） 腥气２１＋１
黑子３３＋３
罐头３３＋３

和尚（３５）３３＋５
学生（３５）３３＋５

南京 神气（２３）２２＋５ 梯子３１＋１

耳朵（１１）２２＋３
泰国４４＋４

折腾（５）５５＋５

连云港
麻子（３５）２１＋５
活着（２４）２１＋５

舒服２１４＋５ 景致４１＋１ 豆腐（５５）４４＋５

太平

（仙源）
蟒蛇３１＋２

皮匠１３＋３
犯人１１＋１
漆匠２４＋４

桶匠３５＋５
解匠３３＋３

　　 石汝杰所归纳的大都是调值轻短的轻声，有

些方言的轻声调值并不轻短，且调形变化明显，其
调型因前字声调不同而不同。从表２可看出，这

种调值不轻短的轻声在西北方言中较为普遍，特

征也更为显著。轻声不轻，却仍作轻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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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音高渐衰型方言轻声调值情况

地域
不同调类

阴＋轻 阳平＋轻 上声＋轻 去＋轻

博山 ３１＋２３　 ２４＋５４　 ２１３＋５　 ５５＋３１

敦煌河东 （１３）２１＋５３ （１３）２１＋５３　 ５３＋０　 ４４＋０

敦煌河西 ４４＋５３ （５３）２１＋０ （５３）２１＋５３ （２１３）２１＋２１３

西宁 ４４＋１　 ２１＋５３　 ５３＋１　 ２１＋５３

乐都 （５３）５５＋２１ （１３）５３＋１３ （５３）５５＋２　 ３４＋５３

巴里坤 ４４＋５２　 ４４＋２１　 ２１＋５２　 ２１＋２４

焉耆 ２１＋２４　 ２４＋５３　 ５１＋２１　 ４４＋２１

鄯善 ３１＋２４　 ５３＋２１　 ５３＋２１　 ４４＋２１

乌鲁木齐 ４４＋５１ （５１）４４＋３１ （５１）３１＋５１ （２１３）２１＋１３

上海 （５３）５５＋２１ － －
阴（３４）３３＋４４
阳（１３）２２＋４４

　　二、轻声调值由本音节的单字调决定

汪化云称这类轻声为“自主的轻声”，即轻声

调值 取 决 于 本 字 调，其 变 化 是 自 主 的（ａｕｔｏｎｏ－
ｍｏｕｓ）。这类轻声 一 般 分 布 在 西 南、中 南 部 及 其

邻近地区的汉语方言中。如湖南长沙方言“轻声

音 节 中 声 调 的 弱 化 规 则 可 分 为 广 式 和 窄 式 两

类”［３］。详见表３。
表３　长沙话声调的弱化规则

本调 广式弱化规则 窄式弱化规则

阴平３４ 轻阴平３ － 轻阴去５

阳平１３ 轻阳平３ 轻阴平３ 轻阴去５

上声４２ 轻上声４ 轻阴平３ 轻阴去５

阴去４５ 轻阴去５ 轻阴平３ －

阳去２１ 轻阳去２ 轻阴平３ 轻阴去５

入声１４ 轻上声４ 轻阴平３ 轻阴去５

广式弱化规则为大多数词或词组中的轻读音

节所遵循。在这类规则中，六个单字调弱化为四

个轻声。具体情况是：阴平［３４］、阳平［１３］合并中

和为轻阴平［３］。如此命名是因为在本地人的感

知中，阴平［３４］与轻阴平［３］是同一声调的强式与

弱式。其他轻声的命名亦如此。上声［４２］、入声

［１４］合并中和为轻上声［４］。阴去［４５］弱化为轻

阴去［５］。阳去［２１］弱化为轻阳去［２］。
窄式弱化规则主要为少数口语词或词组中的

轻读音节所遵循，这类音节位于词或词组的中部

或尾部。在这类规则中，六个单字调多弱化为轻

阴平［３］或轻阴去［５］。

再如赣语江西南昌县（蒋巷）方言的“轻声调

值由本音节的单字调决定”［４］。轻声音节 单 字 调

如为阴平［４２］调 和 上 声［２４］调，其 调 值 为［５］短

调；轻声音节 单 字 调 如 为 阳 平［３３］调、阴 去［１１］

调、阳去［３１］调，其调值为［２］短调。阴入和阳入

字非重读时读本调，不读轻声。

湘语湖南衡山方言，老湘语湖南娄底方言，赣
语湖南耒阳方言和湖南浏阳方言，西南官话贵州

毕节方言、成都方言，江淮官话湖南团风方言，轻

声的调值都是由本音节的单字调决定的。

自主的轻声和非自主的轻声分属南 北，呈 现

出南北的差异和渐变的特征。吴语区、赣语区在

地理上处南 北 之 交，成 为“汉 语 南 北 两 型 的 中 间

型”，其表现形式是“自主的轻声”和“非自主的轻

声”在一个方言点上的共存。如温州方言的轻声

有“自变轻声”和“依变轻声”两类，这实际上是自

主的轻声和非自主的轻声地域上推移、在该方言

中并存的表现。江西萍乡方言（赣语）中，也存在

这类 现 象。该 方 言 中“广 用 式 连 读 变 调 产 生 的

……变调调值完全由本调决定”，可见是一种自主

的轻声。“萍乡话有一类读得很短的字……调值

受前字 的 影 响”［５］，这 应 该 是 非 自 主 的 轻 声。由

此，吴语区、赣语区（这里并没有将吴语、赣语中所

有方言都视为两类轻声并存的方言的意思），无疑

是南北推移的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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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轻 声 调 值 跟 前 重 读 音 节 的 单 字 调

和轻声音节的单字调都有关

方言中这一类型的轻声数量较少。现有的资

料中，只有获嘉方言属此类型。获嘉方言的轻声

“受前字调和本字调的影响，大致有中轻调［３］和

低轻调［２］两个调值”［６］。前字调及本字调非阳平

时，轻声音节读中轻调［３］。前后字非阳平共有二

十种组合，其中“１４、５４”两种组合没有轻声（下文

例“１、２、３、４、５、６”是六个调类的代码。“１１”表示

阴平加 阴 平 后 字 失 去 本 调 读 轻 声。其 他 以 此 类

推）。前字调及本字调读阳平时，轻声字读低轻调

［２］。

四、轻 声 调 值 跟 前 重 读 音 节 的 单 字 调

和轻声音节的单字调都无关

不管是哪一种调类变为轻声，不管轻 声 之 前

的音节属于什么调类，轻声的调值只有一种。如

厦门方言（闽语）的轻声音节不论舒音促音，一律

变低调［１１］或［２１］。李如龙则由于厦门话轻声音

长较短，将其调值标为［２］。汪化云将厦门方言的

轻声归入“自主的轻声”一类，认为厦门方言的轻

声音节不受前字调值制约，属于自主的变化。事

实上，厦门方言的轻声音节也不受本字调的制约，
这与自主 的 轻 声 调 值 取 决 于 本 调 的 特 征 是 矛 盾

的。所以，将厦门方言的轻声归入“自主的轻声”
一类不妥。

商县（张家塬）方言的轻声“不论前字调和本

字调属于什么调类，调值一律是［１］”［７］。神 木 方

言轻声字的调值，“除了阴平上中的清上、次浊上

的叠 字 组 表 现 特 殊 外，一 律 是 轻 而 短 的［２１］
调”［８］。轻声的调值和调值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
准确认识轻声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对影响轻

声音节调值的因素的分析，概括出轻声在不同方

言中调值的特点，并由此归纳为四种类型，是在普

通话之外对轻声更全面的认识。把方言的轻声和

普通话的轻声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掌握并规范

普通话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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