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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ne system of Ziyang dialect in Sichuan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Chengdu dialect and Chongqing dialect. In general, there are 4 tones in Ziyang dialect: Yin 
ping (45), Yang ping (21), Shangsheng (42) and Qu sheng (213). In today's Ziyang dialect, the an-
cient turbid initials and the ancient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have disappeared, flat sound divided 
into Yin ping and Yang ping, and the number of Yang ping characters has increased greatly. Disyl-
labic tone sandhi of Ziyang dialect of Sichuan provi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verlap 
type and non-overlap type, and the regulation of overlapping tone sandhi is dominated by the 
change of the back word into the middle rising tone. The law of non-overlapping disyllabic tone 
sandhi is rather complicate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ne sandhi in three as-
pects: the tone sandhi with affixes, the tone sandhi in compound word formation and the tone 
sandhi in erhua. In Ziyang dialect, compound word-formation tone sandhi is restricted by certain 
synchronic phonetic conditions, but not only controlled by it,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
nal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wor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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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资阳话声调系统的特点与成都话、重庆话基本一致，总的来看，资阳话单字调有4个：阴平(45)、
阳平(21)、上声(42)、去声(213)。在今资阳话中，古浊声母字、古入声字消失，平分阴阳，阳平字数

量大大增加。四川资阳话的两字组连读可以分为重叠式与非重叠式两大类，重叠式的变调规律以二字组

中的后字变为中升调为主。非重叠式的字组变调规律比较复杂，本文从带词缀的变调、复合式构词变调

以及儿化音变调三个方面对其音变特征进行分析。资阳话中复合式构词变调受一定的共时语音条件制约，

但不仅仅受其控制，同时也与字组内部语法结构有较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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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阳坐落在我国西南地区，位于四川省东部，处于省会成都和直辖市重庆两大城市的中间，北面与

成都相靠，距离 88 公里，南面与内江相接，西面与眉山相邻，东面与重庆(距离 257 公里)、遂宁相连。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方言普查工作。黄雪贞(1986)根据西南地区各方言点单

字调的中古音系历史演变规律把西南官话分为十一片，资阳话与成都话、重庆话的音系系统特点基本一

致，应归入西南官话下的成渝小片[1]。 
今资阳话的古入声业已消失，也没有复韵尾，中古的入声字现在大部分都读为阳平，归入阴平的比

较少，古浊声母清化，阳平字大量增加，单字调分四声，即阴平(45)、阳平(21)、上声(42)、去声(213)，
调值与成都话非常接近。资阳话的二字组连读变调可以分为重叠式和非重叠式两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

发现，“不规律”主要集中在非重叠式的连读字组中，连读变调不仅与共时语音条件有关，还与字组内

部的组合结构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2. 调查对象、时间、所资资料 

(一) 我们选定的发音人符合以下条件： 
1. 资阳话是发音合作人的母语(见表 1)； 
2. 发音合作人身体健康，没有肺部鼻腔口腔疾病，牙齿齐全； 
3. 发音合作人和善健谈，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很熟悉，她能够给我们提供详实的方言资料。 

 
Table 1.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person 
表 1. 发音人具体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原住地 

黄中铃 女 24 硕士 在读学生 四川资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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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合作人从小在资阳长大，一直到高中，大学到外地求学。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始终遵循一条原则

“关于发音人语言中的事实，你是无权与他争辩的。” (赵元任语) 
(二) 调查时间：2018 年 6 月 
(三) 调查字表、特征词汇、方言调查软件录音及处理 
1. 选择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2]导入单字，参照邓英树、张一舟的《四川方言

词汇研究》[3]和沈益宇的《四川方言特征词研究》[4]，导入方言两字组。 
2. 方言调查在室内进行，环境密闭，不受外界干扰，分两次将发音人的语音资料通过斐风录入计算

机。运用斐风方言调查软件确定今资阳话的声韵调系统，并将其与《切韵》和《中原音韵》声韵调系统

进行比较，梳理资阳方言声韵调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总结资阳话声韵调系统的特点。 
3. 对今资阳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进行考察分析，总结两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探寻发生变化的背后

原因。 

3. 资阳话的声调系统 

资阳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与成都话的调值非常接近(见表 2) [5]。资阳话的阴平

是高升调，在发音的过程中略微上扬，上到最高音值，阳平是低降调，上声是高降调，起点略低于阴平

的最高点，终点与阳平起点相同，去声是曲折调，先降后升，起点比较低，下降到最低值，然后上升到

中值停止，下降的短，与普通话(214)相比，上升的略短，属于小曲折调。 
 
Table 2. Tone types and values of Ziyang dialect tones 
表 2. 资阳话声调的调类与调值 

调类 
调值 

例字 
资阳 成都 

阴平 45 55 东该灯风通 

阳平 21 21 门龙牛油铜 

上声 42 53 懂古鬼九统 
去声 213 213 动罪近後冻 

4. 资阳话的声调系统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一) 与《切韵》声调系统的比较 
中古的声调分为“四声八调”，到了今天，资阳话只有四个声调，但这四个声调与中古的“四声”

是有区别的。中古的声调是平上去入，分清浊，而资阳的是平声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清浊，入声消

失，与中古相比，今资阳的声调系统更加简单。两者的关系见表 3。 
 

Table 3. Relation table of ancient tone system and tone system of Ziyang dialect 
表 3. 古声调系统与资阳话声调系统关系表 

古声调 今资阳声调 例字 

平声 
清 阴平 45 东通 

浊 阳平 21 门铜 

上声 
次浊和清 上声 42 买懂 

全浊 去声 213 动罪 

去声 清次浊全浊 去声 213 冻痛卖洞 

入声 
全清次清 阴平 45 搭哭 

清次浊全浊 阳平 21 百拍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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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问题： 
1. 在今资阳话中，古平声的分化与普通话大体上是一致的，“平分阴阳”：古平声浊声母归入阳平，

古平声清声母归入阴平。 
2. 在今资阳话中，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归入去声，古上声次浊和清声母仍旧读为上声。 
3. 在今资阳话中，古去声声调的分化比较统一，基本都归入去声。 
4. 在今资阳话中，中古入声已经见不到踪迹了，入声的分派情况比较复杂。具体来看，古入声次清

全部归入今阴平，古全清大部分归入阴平，少部分归入阳平，古入声浊声母字全部归入阳平。 
5. 总的来看，古入声字消失，归入今资阳话平声，其中绝大部分归入今资阳话的阳平，使得今资阳

话的阳平声字队伍显得异常庞大，古上全浊声母字全部归入今资阳话去声，古去声字全部归入今资阳话

去声，因此，今资阳话中阳平字数目庞大，上声字明显减少，而去声字大量增加。 
(二) 与《中原音韵》声调系统的比较 
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入派三声”只是在唱曲子中使用，在平时的言语交谈中，仍然有入声。

尽管只是在唱曲子中使用，入声在《中原音韵》中的分派规律很清晰，其中绝大部分是全浊归入阳平，

次浊归入去声，清音归入上声。 
今北京话基本上继承了《中原音韵》的分派规律，浊声母分派很规整，全浊归入阳平，次浊归入去

声，而清声母比较复杂，派入四声，规律不是很清晰。通过比对，今资阳话的分派规律略有不同，整个

古入声的分派很整齐，基本上都归入阳平，只有极少数归入阴平，原因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 资阳话声调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 
在今资阳话中，浊音已经消失，平分阴阳，古平浊声母字归入阳平，古上全浊声母字归入去声，古

上次浊声母字归入上声，古去浊声母字归入去声，古入声字消失，大部分归入阳平，少量古入清声母字

归入阴平，阳平字数量大为增加。 
(四) 资阳话声调系统的特点 
今资阳话的单字调分四声，阴平 45，阳平 21，上声 42，去声 213。 
今资阳话声调系统的特点与成都话、重庆话基本一致，应归入西南官话的成渝片。 
1. 古浊声母字、古入声字消失； 
2. 平分阴阳； 
3. 古平清声母字、少量古入清声母字今读为阴平； 
4. 古平浊声母字、大部分古入声字今读为阳平； 
5. 古上清声母字、古上次浊声母字今读为上声； 
6. 古上全浊声母字、古去声字今读为去声； 
7. 今阳平字数量庞大，今上声字大大减少。 

5. 资阳话的连读变调 

资阳话的单字调有四个： 
阴平 45   阳平 21   上声 42   去声 213 
上面说的单字调在连读时与单读时不同，这种情况叫做连读变调，简称连调。 
资阳话连调以后多数是前字不变，后字变，我们将后字变调分为重叠变调和非重叠变调两大类型，

以便进行分类说明[6]。 
1. 重叠变调。资阳话中重叠词多数变调为 34，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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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one sandhi of overlapping words in Ziyang dialect 
表 4. 资阳话重叠词变调情况表 

原组合 变读后 举例 

45 + 45 45 + 34 妈妈、姑姑、筐筐、车车、杯杯 

21 + 21 
21 + 34 婆婆、公公、瓶瓶、盆盆儿、天天 

21 + 21 爷爷、年年 

42 + 42 42 + 21 奶奶、饼饼、本本儿、板板、碗碗 

213 + 213 
21 + 21 爸爸 

21 + 34 弟弟、妹妹、褂褂儿、凳凳儿、棍棍、棒棒儿 

 
由表 4 可知，发生重叠变调的主要是阳平、上声和去声重叠组合的字，“45 + 45”组合中后字不变

调，只是调值略微下降。“42 + 42”重叠组合后字变调均为 21，“21 + 21”和“213 + 213”的部分组合

后字变调为阳平，除此之外，其余重叠变调均为后字调值变读为 34，这种叠字音的变调规律与成都话、

重庆话大致相同[7]。 
2. 非重叠变调(见表 5)。 
 

Table 5. Tone sandhi of non-overlapping words in Ziyang dialect 
表 5. 资阳话非重叠词变调情况表 

后字 
前字 阴平 45 阳平 21 上声 42 去声 213 

阴平 45 
45 + 34 

飞机、东风 
开车、医生、声音、当官儿 

45 + 21 
清明、工人 
今年、公平 
香肠、山羊 
汤圆儿、开门儿 

45 + 21 
工厂、身体 
乡长、浇水 
包子、刀子 

抄手儿、春卷儿 

45 + 213 
开店、开会 

45 + 21 
书记、车票 
菠菜、蔬菜 
花菜、酸菜 

安逸 

阳平 21 

21 + 34 
农村、良心 
棉花、凉糕 
萝卜、黄瓜 
红的、爬山 

21 + 21 
眉毛、农民 
围裙、扬场 
鲢鱼、核桃 

石头 
 

21 + 21 
门口、长短 
牛奶、凉粉儿 

雄起 

鼻子、盆子 
绳子 

45 + 21 
骑马 

21 + 34 
还账、棉裤  
徒弟、凉面 
白菜、羊圈 
芹菜、咸菜 

上声 42 

42 + 34 
火车、水星 

老师、眼睛、海椒 
火锅儿、脑花儿 

打针 

42 + 21 
倒霉、锁门 
口粮、检查 
鲤鱼、草鱼 
果啤、水牛 

42 + 21 
井水、水果 

打水 
李子、拐子 

老板儿 

 

42 + 213 
写字 

45 + 21 
韭菜、手艺 
早稻、晚稻 

土豆儿、板凳儿 

去声 213 

21 + 34 
地方、唱歌 
外公、认真 
背心儿、豆花儿 

绿的 
21 + 21 
坏了 

21 + 21 
面条、大门 
外婆、确实 
拜年、太阳 

算盘儿 

22 + 21 
鲫鱼 

21 + 21 
信纸、大雨 
户口、送礼 
豆子、耗子 
袋子、盖子 

 

21 + 34 
路费、会计 
孝顺、种菜 

 

注：有下划线的为带词缀两字组变调，加粗体的为复合式构词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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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变调的例子来看： 
(1) 带词缀(-子)的两字组变调，后字一般变调读为 21 调(阳平)，其变调条件与前字的调类无必然联

系。后缀“的”与前字的组合中一般变调为 34 调。 
带词缀(-子、-头、-的)的两字组在普通话中都读为轻声，而在今资阳话中，分成三类，一是在连调中

后字调类发生变化，如“-子”由高降变为低降，二是在连调中后字调的调值发生变化，由 45 变读为 34，
而调类不变，如“-的”，三是在连调中后字调不发生变化，如“-头”。 

通过观察分析，我们发现它们的变调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类字组在连读中后字的调型不变，调值普

遍呈现下降趋势。 
(2) 复合式构词变调： 
资阳话变调可以分为有规律的变调和无规律的变调。除了上上相连和部分阳平阳平及去去相连(如

“爸爸”)的叠字组，后字变读为阳平 21 调外，其他声调的叠字组，后字均变读为 34 调。非叠字组中后

字为阴平的大多变调为 34 (除“坏了”)，后字为阳平的不变，后字为上声的变调为阳平。 
而“无规律”主要集中在后字为去声的两字组，后字或者不变，或者变调为 34。其中，对于“213 + 

213”产生变调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发音条件来进行解释，通常两个曲折调相连，从音高的变化上来看形

成一条复杂的曲线，发音不经济，因此基于发音省力需要简化连调式的调型。同时，两个相同的调相连

容易发音单调，如果两个字都不是平调，发音时还容易拗口，因此调型需要异化。李小凡(2004)将这种异

化情况称为“异化型连调”[8]。结合资阳话的实际变调情况来看，“21 + 213”中后字变调为 34 调最为

普遍，由于降调与曲折调的组合发音过程声调曲折度最大，需要简化，同时基于汉语韵律中要求顿挫的

节奏，因而这一组合中简化和异化声调最有效方式就是后字变为平调。 
此外，我们还发现连读变调除了与语音条件有关，还与字组内部的组合结构有一定的关系。“45 + 213”

和“42 + 213”两种组合中后字分为两类，一类少有变调，一类普遍变调为 21 (见表 6)。 
 
Table 6. Examples of tone sandhi structure types of two-character group in Ziyang dialect 
表 6. 资阳话两字组变调结构类型例表 

原组合 变调后 结构类型 举例 

45 + 213 

45 + 213 述宾 开店、开会、捞面、割肉、吃菜、吃饭 

45 + 21 

述宾 喝药 

偏正 书记、车票、菠菜、蔬菜、花菜、酸菜 

并列 安逸、帮助、哭泣 

42 + 213 

42 + 213 
述宾 写字、炒菜、演戏 

并列 管束 

45 + 21 
偏正 手艺、韭菜、早稻、晚稻、土豆儿、板凳儿 

并列 想念、遣送 

 
从表 6 我们看到，资阳话“45 + 213”和“42 + 213”组合变调的例子中，连读变调的条件与共时语

音条件有关，但不受历时语音条件的限制，即前字的阴平调和上声调不分其来自古平声或古上声，也同

声母的清浊等条件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是与字组内部语法结构有较密切的联系。由表 6 可知，其中偏正

和并列字组的后字大多变调为 21 (除“管束”)，而述宾字组的后字少有变调(除“喝药”)。 
(3) 儿化音式。表 6 中的儿化音，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有无儿音并不会产生歧义，但儿

化之后带有一种感情色彩，表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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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今资阳话声调系统的特点与成都话、重庆话基本一致，应归入西南官话中的成渝片。 
2. 总的来看，资阳话单字调有 4 个：阴平(45)、阳平(21)、上声(42)、去声(213)。在今资阳话中，古

浊声母字、古入声字消失，平分阴阳，阳平字数量大大增加。 
3. 资阳话两字组变调可分为重叠式变调和非重叠式变调两大类，基本的变调规律与成都、重庆话相

同。而资阳话复合式构词变调的复杂性可以用共时语音条件及字组内部的语法因素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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