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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发现三五镇壮语浊音清化后未直接演变为常态清音，而是转变为非常态气化弛声，类似“浊音清流”

现象。通过从发声态类型的角度，对三五镇壮语进行实验声学分析，对比老、中、青年三组阳平调的声

学特征，发现：1) 三五镇壮语存在气声，浊音清化的结果在发声类型上属于气声中的弛声；2) 阳平调

演化链移路径与气声发声态密切相关，气声发声一般只配“纯低调”，证明壮语有常态声调和气化声调

的对立区别；3) 首次发现壮语声调演化路径存在不完全符合朱晓农提出的“声调四大链移律”的特例，
即声调顺时针链移环中存在内部逆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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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is found that the turbid tones in Sanwu Town Zhuang do not evolve directly into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2399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2399
http://www.hanspub.org


韦力尔 
 

 

DOI: 10.12677/ml.2022.1012399 2952 现代语言学 
 

the normal tones, but into the non-vocalized flaccid tones, similar to the phenomenon of 
“Zhuoyinqingliu” (浊音清流). The experimental acoustic analysis of the Sanwu Town Zhuang 
language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ocal morphology, comparing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middle-aged and youth group’s Yangping tone (阳平调), and found 
that: 1. there is an qisheng (气声) in the Sanwu Town Zhuang language, and the result of the turbid 
vocalization belongs to the flaccid vocalization of the qisheng; 2. the evolutionary chain shift path 
of the Yangping ton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ocal morphology of the qisheng, and the qisheng’s 
vocalization is generally assigned only to the “Chundidiao” (纯低调). This proves that Zhuang has 
an opposing distinction between normal and aspirated tones; 3.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found that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Zhuang tones does not fully conform to the “Four chain-shift laws of tones” 
(声调四大链移律) proposed by Zhu Xiaonong (朱晓农). There is an internal reverse evolution in the 
clockwise chain-shift ring of 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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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侗台语声调的分化与归并是声调演化中一个重要问题，如许多语言中“浊平归去”的声调音变是一

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其发展变化是侗台语一个突出的演变特征，演化过程和结果具有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随着社会发展和语言演化的影响，北部方言红水河土语区的壮语发音人在不同年龄段的发声情况出现不

同程度的音变现象，例如存在“浊音清化”的现象，但仅凭“弱化”“强化”并不能全面反映浊声母演

变的所有路径，同时需要考虑“擦音化”“响音化”的演化途径。 

2. 浊音清流声学研究 

针对浊音清流和浊音气化现象的研究，朱晓农(2009: 1-29)证明了佤语在发声过程中存在气化现

象，并指出佤语中“松–紧”元音的对立，实际上是常态音与弛声音的对立[1]。蒙有义(2013: 77-81)
证明了布努语中有气声的存在，在发声态上与浊音存在差异[2]。Castro et al. (2010: 1-39)指出，云南

文山县和红河县苗族方言中有阳上、阳去和部分阳入调类的发声态，也属于具备区别特征发声态的气

声[3]。朱晓农(2010: 1-19)以亚洲南部各语系和南方汉语方言为研究材料，证明浊音清化后低调会变成

送气清音，高调则变为不送气的情况[4]。陈忠敏(2010: 20-34)以上海话为例论证了吴方言清音浊流的

声学特征和鉴定方法[5]。孙瑾(2018: 328-336)首次发现(亻革)语野落话存在气声，且存在常态元音与

气化元音的对立，声调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6]。综上可知，声母出现浊音清流现象对于元音和声

调都会产生发声态改变的影响，但没有从历时纵向的角度去论证浊音气化产生弛声后对于声调演变趋

势的影响。 
本文经过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北部方言红水河土语区壮语的阳平调存在气音，且对声调的音

高产生明显的降调影响。假如浊音清流后，声门阻碍压力自然会减少，若声带振动的同时有气流呼出，

造成带有喉门摩擦声或呼气声的非常态发声，那么浊音清化后不会直接使基频振动增加，而是演变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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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的气化振动，该振动频率非常的低，音高声域处于低域，根据表现形态定义为“纯低调”1。由于气

化音只与“纯低调”相匹配，因此存在气化声调和常态声调的音位对立关系。 

3. 研究过程 

本文选用朱晓农(2004: 3-19)的 Lz-Score 值作为归一化处理的方法[7]。利用 Praat 软件针对发音人的

每个字的录音进行标注，每一个单字都标注完毕之后，再用基频提取程序自动提取每个单字 11 个点的基

频数据和时长，然后根据阴平(T1)、阳平(T2)、阴上(T3)、阳上(T4)、阴去(T5)和阳去(T6)六个舒声调类提

取每一个调的基频测量值的均值。将基频值的均值取对数值，再取对数值的均值 μ 和标准差 σ。将各声

调在 0%位置的均值要舍去，降调 100%位置的均值也要舍去。按照公式(xi-μ)/σ求出每个对数值的 Lz-Score
值。将 Praat 提取中的基频时长十等分。以时长为横轴数据，以 Lz-Score 值为纵轴数据，做出发音人的

声调格局图(如图 1)。 
 

 
Figure 1. Lz-Score tonal base frequency normalization diagram for the M36’s Zhuang Shusheng tones in Sanwu Town 
图 1. 三五镇 M36 壮语舒声调的 Lz-Score 声调基频归一图 
 

本文以广西来宾市三五镇为中心的调查点，共调查了 16 位发音人，以村为单位，一共有 4 个点，

分别为平塘村、兴隆村、老莲花村和三五村。所有发音人均为长期生活在频繁的壮语使用语言环境，

没有外出务工经历，不同村之间互通无碍，壮语差异较小。根据壮语方言地图的划分，在三五镇调查

的所有语言点都属于北部方言红水河土语区。根据年龄将 16 位发音人分为老年组(60 岁及以上)、中年

组(40 岁至 60 岁)和青年组(20 岁至 40 岁)，老年组选取 4 名，中年组和青年组选取 6 名，且男女比例

1:1，确保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实验样本得到均衡。2 单字调字词选取《壮汉词汇》(1984) [8]的常用例字

作为发音字词，每组调类取 12 个字词，6 个调类共选取 72 个单字进行声音样本采集，故 16 位发音人

共采集 1152 个音频样本，该样本数量已符合具有代表性声学参数的基本要求。表 1 为三五镇壮语舒声

调单字调词表。 

 

 

1 针对凹调的类型研究中，朱晓农、章婷、衣莉于 2012 年首次提出“纯低调”概念，它是建立声调类型研究的首要条件。“纯低

调”是指“低于明确调型的声调”，即“underspecified tone”；其次，纯低调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会有多于一种方式来表现“低”

这个目标。 
2该实验年龄层级划分参照陶寰、陈楠于 2018 年对乐山方言单字调研究中老中新三派的年龄划分。本文未选取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

是由于 20 岁以下的发音人壮语能力受到汉语语言接触的影响较大，许多单字词不能熟练地念读或读成汉语方言音，导致该年龄段

的语音样本不具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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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st of single-character words for the Zhuang Shusheng tones in Sanwu Town 
表 1. 三五镇壮语舒声调单字调词表 

调类 编号 例字 

阴平 T1 回、死、花、脚、开、我、去、年、腿、分、多、眼睛 

阳平 T2 睡、田、家、鞋、钱、火、人、你、床、有、饭、手 

阴上 T3 暖、下、脸、五、杀、比、进、姐、给、村、穿、黄色 

阳上 T4 屎、树、刀、米、勤、水、买、这、舅舅、粽子、妻子、位 

阴去 T5 过、鸡、气、炮、当、带、唱、骂、再、半、肩膀、高兴 

阳去 T6 放、路、帽、坐、土、做、万、字、豆、河、衣服、妈妈 

 
在指称发音人时，为方便查看性别和年龄，用“M”表示男性(Man)，用“W”表示女性(Woman)，

用数字表示年龄，代码分别是 M71、W70、M62、W64、M56、W52、M49、W47、M45、W42、M36、
W38、M35、W32、M33、W29。以下为老年组发音人的 Lz-Score 图 2。 
 

 
Figure 2. Lz-Score values for the M71’s Zhuang Shusheng tones 
图 2. M71 壮语舒声调的 Lz-Score 值图 

 

 
Figure 3. Lz-Score values for the W70’s Zhuang Shusheng tones 
图 3. W70 壮语舒声调的 Lz-Score 值图 

 

 

3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列出三五镇壮语老年组发音人的 Lz-Score 值声调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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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Lz-Score values for the M62’s Zhuang Shusheng tones 
图 4. M62 壮语舒声调的 Lz-Score 值图 
 

 
Figure 5. Lz-Score values for the W64’s Zhuang Shusheng tones 
图 5. W64 壮语舒声调的 Lz-Score 值图 
 

根据各发音人的 Lz-Score 值图，并结合实际听感来确定 16 位发音人六个舒声调的调值，做出如下表

2 三五镇壮语 16 位发音人单字调调值。 
 

Table 2. Table of Shusheng tones values for the 16 pronouncers of the Zhuang in Sanwu Town 
表 2. 三五镇壮语 16 位发音人舒声调调值表 

发音人 T1 T2 T3 T4 T5 T6 

M71 133 15 22 212 55 544 

W70 133 122 22 324 55 55 

M62 35 131 33 414 55 53 

W64 23 121 33 313 45 53 

M56 25 11 22 312 343 55 

W52 35 12 33 313 14 43 

M49 354 21 33 213 15 422 

W47 35 121 33 314 14 434 

M45 255 131 33 315 35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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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W42 232 121 22 412 55 51 

M36 354 21 33 424 15 433 

W38 35 21 33 42 314 53 

M35 252 21 33 323 55 54 

W32 353 21 33 314 54 533 

M33 353 21 33 324 15 533 

W29 34 31 33 313 45 54 

 
根据声调调值可以看出：16 位壮语发音人的阳类调(T2、T4、T6)相较于阴类调(T1、T3、T5)较为混

乱，尤其是阳平调和阳去调，不同年龄段的调值和调型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又体现声调演化规律性：

阳平调的调值和调型在老年组中呈现为升调，在中年组中主要呈现为“凸”型调，而在青年组中统一呈

现为降调；阳去调的调值在老年组中存在与阴去调相似的情况，调型为高平调，在中年组中主要呈现为

中降调，在青年组中呈现为高降调。由于阳平调的演化规律性相对阳去调更加明显，本文选取阳平调作

为研究对象，提取基频、谐波、共振峰等声学参数对其进行声学分析，并结合发声态和音法演化理论探

讨三五镇壮语阳平调的音变机制。 

4. 阳平调基频参数分析 

4.1. 基频点离散性分析 

所有具有可能性的数据分布被称为离散空间分布。通过将阳平调基频值的离散空间分布与集中空间

分布作对比，可以更好地判断数据内部的个体离散性，并有效地处理异常值。通过实验测量带有塞音和

塞擦音的阳平调整体音高分布情况，合成做出箱式图，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Box plot of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Zhuang Yangping tone base frequencies in Sanwu Town 
图 6. 三五镇壮语阳平调基频分布箱式图 
 

从老年组(Elderly group)、中年组(Middle-aged group)和青年组(Youth group)三组发音人的阳平调音高

范围中可以看出，阴平调音高离散型分布呈现三种情况：老年组是处于常域中较高的调域，基频范围在

150~250 Hz 之间；中年组是介于常域和下域之间，基频范围在 50~175 Hz 之间；青年组是处于下域的纯

低调域，基频范围在 0~100 Hz 之间。根据上、下水平线和上下四分位距分布范围和高低状况，青年组(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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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音高分布范围最集中，老年组(Elderly group)和中年组(Middle-aged group)分布范围最大，说明不同

这两种组内部不同发音人之间的发音差异较为显著，可以看出三五镇壮语的老年组和中年组的阳平调都

出现不同程度的演化，而青年组基本完成了演化结果。 

4.2. 基频线性拟合分析 

基频线性拟合需要基于数值的线性关系来设置。本文最佳拟合线的直线方程设定过程主要参考

Tbain (1999: 333-357)通过对一种语言中某些特定的塞音进行多个第二共振峰(F2)起始点和目标点的检

验，得到一条与全部样本之间的总误差最小的线，即最佳拟合线[9]。采用直线关系拟合法求得所需要

的参数，最后求得二者的线性方程式，并给出相应的拟合结果，将三组曲线合成一个图中作对比，如

图 7 所示。 
 

 
Figure 7. Scattered linear fit of Yangping tone of the Zhuang in Sanwu Town 
图 7. 三五镇壮语阳平调散点线性拟合图 
 

实验结果表明：三五镇壮语老年组和青年组的阳平调基频数据更加符合线性关系，且老年组的拟合

曲线趋势为升调，基频分布在上域，青年组的拟合曲线趋势为低降调，基频分布在下域，中年组的拟合

曲线为“两折”型，基频分布在中域。说明老年组和青年组的阳平调已处于两种完全对立的调型，而中

年组则处于过渡阶段，基频数据点由上域逐渐向下域发展。 
从图 7 可以看出，声调基频值从老年人向青年人演化过程中，整体走势向下并最终集中在 100 Hz 左

右，形成位于调域下方的短降调。根据声调目标在低点的表现形式，青年组的阳平调存在“纯低调”(朱
晓农、章婷、衣莉，2012：193-199)的特征：一是各种曲线轨迹走向的低调调型，如低平、低降等，例如

广西藤县岭景镇话、北京话、台州方言等发成基频断裂的嘎裂声，赫兹值远低于一般发声态的频率下限，

其记音为 11、12、21 等，都是“纯低调”这一调类的语音变体；二是改变发声模式，创造一个“低”调

域。例如，咸阳话的阴平调在末尾的最低点有一个断裂，导致整个基频断裂，使曲线无法显示出声调的

拱度，让声音出现低沉和下降的现象，听感上是一个低降调[10]。 
为了更好地判别三五镇壮语阳平调是否由于发声态变化引起的声调演化，需要结合下域发声态类

型来分析阳平调演化为“纯低调”的成因。朱晓农(2012)用发声态来定义“调域”和“声域”[11]，如

图 8。 
下域的发声态为气声，因为气声纵向最松弛，声带松弛使得振动时带有送气，爆发能量减小，声道

壁较松软，后接元音音高降低，所以基频最低。因此，笔者推测阳平调极有可能是受到气化音的影响，

从而在浊音清化后没有提升基频值，而是将振动频率降至最低端，形成“纯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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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Six types of vocal states in the three vocal ranges 
图 8. 三个声域的六类发声态 

5. 阳平调谐波参数分析 

由于气声发声态最为松弛，辅音爆发能量较小，可以用第一谐波(H1)和第二谐波(H2)之间的能量差

值来判断。Bickly (1981: 71-81)认为气化音的 H1 与 H2 的能量差(H1-H2)，显著地大于常态音的 H1 与 H2
的能量差[12]。Ladefoged (2001: 383-406)进一步指出，气化音的 H1 和 H2 差值要大于常态音的 H1 和 H2
差值，即常态音的 H1 和 H2 差值更接近于零[13]。图 9 和图 10 是三五镇壮语“逃”[dui2]在 56 岁男性和

32 岁男性发音时的宽带语图，左边是常态浊音，右边是浊音清化后的非常态“清音浊流”气化音。通过

观察图 11 和图 12 对应的功力频谱图(瞬间能量)可以看出，在声带振动 30~40 ms 点的常态浊音的 H1 能

量小于 H2，且 H1 与 H2 的差值较小；而右边非常态气化音的 H1 能量大于 H2 (H1 > H2)，且 H1 与 H2
的差值较大。 

Blankenship (2002: 193-228)曾提出一个确定气声的声谱特征：第一谐波的数值大于第一共振峰(H1 > 
F1)，当第一和第二谐波差值对气化音和常态音不能明显区分时，可以使用第一谐波与第一共振峰之间的

差值作为替代能量差的方法[14]。由于语言和个体之间的差异，有些语言不能简单地使用 H1-H2 数值决

定是否有气声，像吴语中有时气化程度不高，则会出现反例。由于声带后部闭合不完全，气流溢出，失

去大量声能，导致第一共振峰(F1)能量低于正常发音(陈忠敏，2010：20-34)，即气化音 H1-F1 比正常发

音的 H1-F1 的差值大。因此，利用 H1 与 F1 能量差也可以区分常态音和气化音[5]。 
 

 
Figure 9. Broadband diagram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M56’s Zhuang word “flee” [dui2] 
图 9. 壮语“逃”[dui2]M56 发音宽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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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Broadband diagram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M32’s Zhuang word “flee” [dui2] 
图 10. 壮语“逃”[dui2]M32 发音宽带语图 
 

 
Figure 11. Spectrogram power of the M56’s Zhuang word “flee” [dui2] 
图 11. 壮语“逃”[dui2]M56 功力频谱图 
 

 
Figure 12. Spectrogram power of the M32’s Zhuang word “flee” [dui2] 
图 12. 壮语“逃”[dui2]M32 功力频谱图 
 

根据表 3 的数据，中年组、老年组的谐波差和谐波共振峰差的平均值总是小于青年组。因此，在同

一个单字词中，不同年龄段的差异可以充分反映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声音类型，中年组和老年组是正常

态的浊音，青年组是非常态的气音。常态音和气化音在不同年龄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采用配对

样本 T 检验方法，用 Origin 软件的相配性操作验证它们之间的显著性，设置信区间为 95%。从表 3 的统

计结果可以看出，常态音和气化音的 H1-H2 和 H1-F1 小于 0.05，表示常态音和气化音 H1-H2 和 H1-F1
值有显著差异，因此具有统计意义，可以证明声调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发声类型上。 

表 4 和表 5 中的对组甲表示“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常态音 H1 与 H2 的谐波差与气化音 H1 与 H2 的谐

波差的数值比较”；对组乙表示“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常态音 H1 与 F1 的差值与气化音 H1 与 F1 的差值的

数值比较”。T 检验的结果是两组数据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老、中、青年组的谐波和基频值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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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在差异，应属于不同的发声态类型。经过以上数据对比和统计分析，证明了三五镇壮语存有两种不

同的发声态类型，即常态化音和非常态化气声的对立。 
 
Table 3. Mean values of vocal tone harmonics of Zhuang speakers in three age groups in Sanwu Town (unit: db) 
表 3. 三五镇三组年龄段壮语发音人声调谐波均值表(单位：db4) 

年龄段 H1 H2 F1 H1-H2 H1-F1 

老年组 80 81.3 85.1 −1.3 −5.1 

中年组 78.9 74.6 91.2 4.3 −12.3 

青年组 68.4 60.6 57.9 7.8 10.5 

 
Table 4. Paired sample checked 
表 4. 成对样本检定 

 

成对差异数 

T df 显著性(双尾) 
平均数 标准偏差 标准错误

平均值 
95%的信赖区间 

下限 上限 

对组甲 −9.478 6.1021 1.6309 −13.01 −5.955 −5.812 13 0.000 

对组乙 −7.357 5.9232 1.583 −10.77 −3.937 −4.647 13 0.000 

 
Table 5. Repeat sampling for paired sample testing 
表 5. 成对样本检定的重复取样 

 平均数 

重复取样 

偏差 平均数的错误 显著性(双尾) 
95%的信赖区间 

下限 上限 

对组甲 −9.4786 0.0557 1.5263 0.001 −12.3427 −6.3145 

对组乙 −7.3571 0.0583 1.5689 0.001 −10.3566 −4.2077 

6. 阳平调音法演化分析 

6.1. 气化弛声产生的原因 

一般的台语存在“清、带”爆发音的对立，三五镇壮语的阳平调由于发生了“浊音清化”现象，已

不存在常态浊爆音，即声母辅音由常态浊辅音变为弛声清辅音，如图 13~16 的发音人 W29 壮语“飞”[pin2]
和“毛”[bɯn2]的宽带图及功力频谱图，“飞”[pin2]的辅音/p/是常态清辅音，而“毛”[bɯn2]的辅音/b/
是弛声清辅音。常态清辅音声门打开时在除阻前约 80 毫秒，与成阻同时；弛声清辅音的声带较为松弛，

口腔擦化气流将喉头气压降低，并给后接元音的高频处造成乱纹，基频的声学能量大于第二谐波(H2)。 
根据传统语音学，声调的阴阳最初由清浊声母决定的，但现代语音学发现清浊声母是喉咙发声状态

的差异，而不是声道的音调差异(朱晓农，2009：324-332) [15]。三五镇壮语从常态浊声母演变为非常态

的弛声，其实是发声状态发生了变化。一般而言，声音状态的差异视为声调差异处理的，如苗语、吴语

等在口腔中摩擦产生的气声都为声调差异而处理。此外，由于弛声引起的基频下降，较低的音高构成了

声音的低调域，与声调中域的正常态音构成了最小的对立，因此在区分声调特征方面起着作用。 

 

 

4注：db 为声音强度度量单位，即幅值。其定义为：两个同类功率量或可与功率类比的量之比值的常用对数乘以 10 等于 1 时的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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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Broadband diagram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29’s Zhuang word “fly” [pin2] 
图 13. 壮语“飞”[pin2]W29 发音宽带图 
 

 
Figure 14. Broadband diagram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W29’s Zhuang word “fly” [bɯn2] 
图 14. 壮语“飞”[bɯn2]W29 发音宽带图 
 

 
Figure 15. Spectrogram power of the W29’s Zhuang word “fly” [pin2] 
图 15. 壮语“飞”[pin2]W29 功力频谱图 

 

 
Figure 16. Spectrogram power of the W29’s Zhuang word “fly” [bɯn2] 
图 16. 壮语“飞”[bɯn2]W29 功力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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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语阳平调(T2)中存有“浊音清流”现象，即发弛声时闭相阶段声门没有闭紧，声带振动同时，出

现漏气的“浊流”。由于壮语的促声调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舒化，即部分入声无塞音韵尾，且与其它六种

调类相结合，根据语言的“补偿机制”，为了与其他调类进行区别，这六个调类构成了低调域。结果表

明，三五镇的阳平调中存在低域的弛声，并与其他阳类调发声态所构成的中域形成对立。 

6.2. 演化链移路径的逆向表现 

目前声调演变的研究主要表现为调类稳定，调值多变。针对声调演化类型学研究，朱晓农运用外部

比较法，总结了与声调上升、下降、曲折演化有关的四大演变规律，前两个是循环的，后两个变化结果

能够加入前两个循环。这些演变规律在惠普闽语(朱晓农、刘泽民、徐馥琼，2009：4-15) [16]、梅州客家

话(朱晓农、李菲，2016：1-8) [17]和泰语(朱晓农、林晴、趴差桠，2015：3-18) [18]的演化路径情况中得

到验证，如下图 17 声调四大链移律。 
 

 
Figure 17. The four major chains of tonal shift rhythms 
图 17. 声调四大链移律 

 

推断每种方言的声调变化阶段，在传统的时间尺度上重建声调演变，并利用图 17 对两种升调、两

种降调和两种平调演变规律的描述预测声调演变的趋势。该图还显示了在语音和地理上连续的共时音

调变化。 
从表 2 三五镇 16 位壮语发音人单字调调值中可以看出，三五镇壮语阳平调属于顺时针链移环

(R1:{32 > 42 > 52 > 55 > 45 > 35 > 24 > 23/323/32})的后半段，即高升{35}→中升{24}→央凹{324/323}→
低降{32}。在三五镇壮语按照年龄逐渐递减的实际链移过程中，由中升{24}演化为低降{21}的中间过渡

段并不是“央凹”型声调{324/323}，而是“央凸”型声调{131/121}，具体案例在 W70、M62、W64、
W47、M45 和 W42 的阳平调中可以体现。因此，三五镇壮语的声调演化路径在中升调向低降调演化过程

中存在不符合朱晓农总结的“央凹”型过渡特征，而是“央凸”型过渡特征。本文通过用三域六度的“下

域”声调模型模拟出该段音高曲线变化的过程，得出图 18 和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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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Clockwise chain-shift ring model of tonal evolution 
图 18. 顺时针链移环声调演化模型 

 

 
Figure 19. Model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Yangping tone of the Zhuang in Sanwu Town 
图 19. 三五镇壮语阳平调演化模型 
 

从图 18 和图 19 可以看出：顺时针链移环从中升调变成低降调是由于中升{24}调的折点出现在前端，

原来的上升趋势由前往后演变(见图 18 的段点线)，折点前段出现降调趋势后，随着调型和声域的发展，

上升趋势和折点消失，降调曲线成为声域整体趋势(见图 18 的实线)，演化成为低降调{32}。三五镇壮语

阳平调从中升调变成低降调是由于中升{14}调的折点出现在后端，原来的上升趋势由后往前演变(见图 19
的段点线)，折点后段出现降调趋势后，随着调型和声域的发展，上升趋势和折点消失，降调曲线成为声

域整体趋势(见图 19 的实线)，演化成为低降调{21}。这一演化特例说明：在顺时针链移环声调演化过程

中，声调内部的演化存在逆向发展，一般声调演化是从前往后移动，而三五镇壮语阳平调是从后往前移

动，这一特例具有演化类型学的价值。 

7. 结语 

本文对壮语的 16 位发音人的舒声调进行了声学分析，并提取基频值、Lz-score 值、频谱斜率、不同

谐波与共振峰之间的能量差等声学参数。在对比声调格局和调型调值结果后，首先常态发声和气化发声

是我们在壮语中发现的两种发声方式，其具体体现在阳平调声学参数的差异上，通过 T 检验证明三五镇

壮语存在常态声调和气化声调的音位对立，具有社会语言学研究价值。 
其次，由于“浊音清化”现象的存在，壮语的阳平调由全浊声母演变为弛声声母。根据语言的“补

偿机制”，为了区别于其他声调，这六个声调构成了发声态的低域。由于声调是由发声状态和音高组成

的，气声一般只与低声调同时出现，因此本文首先发现壮语在常态音和气化音之间存在对立差异。 
最后，结合“声调四大链移律”的顺时针链移环，首次发现三五镇壮语阳平调声调内部的演化过程

中存在逆向发展，一般声调演化是从前往后移动，而三五镇壮语阳平调是从后往前移动，这一特例具有

演化类型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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