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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对现代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总结

，

分为 已经完成的变化和

正在进行的变化两种情况
，

并且对造成变化的各种原 因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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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语音变化
，

主要是指某些字词具体

读音的变化
。

所谓变化
，

也就是与某一参照物比较

而产生和表现出的差异
。

我们讨论语音变化
，

主要

是着眼于与现有的语音规范不同且带有相当普遍性

的那些语音现象
。

我们把语音的变化分为两种
�

一种是已经完成

的变化
，

即由权威部门审定并公布的可以作为规范

或标准对已有语音的某些变动 � 另一种是正在进行

的变化
，

即始于某些语言使用的个体
，

再进一步推

而广之
，

并且已经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或流行的对

已有读音的某些改变
。

与已经完成的变化相比
，

正

在进行的变化虽然可能
“
理据性

”
不一定特别强

，

也不一定完全符合
“
音理

”
和语音演变的规律

，

但是它们往往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

以下我们对这两

种情况分别举例说明
。

一
、

已经完成的变化

以下是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中公布的一
些审音结果

�

汲
� 《现代汉语词典 》 第一

、

二版中都注为
“
��

” ，

现统读为
“
��

”

迹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都注为 “
��

” ，

现统读为
“
��

” 。

有同样变化

的还有
“

绩
”
���司

��
。

把
、

琶
�

在 《新华字典 》 中 ，

这两个字都注

为轻声的 ��
，

现都统读为
“
��

” 。

械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都注为 “

单
” ，

现统读为
“
�、 ” 。 ·

啥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都注为 “ ���

” ，

现统读为
“
���

” 。

哮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都注为 “ ��面
” ，

现统读为
“ ����

” 。

驯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都注为 “ ��� ” ，

现统读为
“ �立� ” 。 ’

卓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都注为 “ ����

” ，

现统读为
“ ����

” 。

葛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中复姓
“
诸

葛
”

的
“
葛

”
注为

“ �‘ ” ，

审定为
“ �苍

” 。

骨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 “

骨头
”

的
“
骨

”

都注为
“
幼

” ，

审定为
“ �让

” 。

过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中有一个轻

声音
“ ��� ” ，

用于
“
吃过饭

” “
来过北京

”

等中
，

审定为
“ ���

” 。

以上是声调变化的例子
，

这种情况最为普遍
。

除此之外
，

其他类型的例子再如
�

碴
�
在 《新华字典 》 等中 ，

注音为
“ ���

” ，

现统读为
“ ���

” 。

帧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都注为 “ ��色��

” ，

现统读为
“ ����

’ ， 。

蓝
�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 、

二版及 《新华字
典》 中 “

茎蓝
”

�蔬菜名
，

是甘蓝 的一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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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

都注为轻声
“
��

” ，

审定为轻声
“
���

” 。

癌
�
原读为

“ ���
” ，

因其与
“

炎
”

同音
，

易

相混
，

所以改读为
“ ��

” 。

挝
�
以 前 有

“ ���
”
和

“ ����
”

二 音
，

现
“
���

”

变为
“ ��”

�老挝�
。

二
、

正在进行的变化

从总的情况来看
，

大概所有的语音变化都是由

正在进行的再到已经完成的
，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由

个体到集体
，

由
“
俗

”

到
“
雅

” ，

由不规范到规范

的过程
。

以下
，

我们着眼于造成变化的原因和内部机

制
，

把这方面的变化分为三种类型
。

�
� “
省事

”
的变化

即以
“

省事
” ，

也就是为了减轻汉字学习和使

用中的过重负担而产生的语音变化
。

张一舟谈及这种情况
，

并举了较多的例子
，

其

中比较典型的
、

带有相当的普遍性的例子如
�

兴
�

在
“
兴奋

”

中应读
“
灯��

” ，

在
“

高兴
”

中读
“
戒�
�’’ ，

现趋向于都读
“
劝��

” 。

按
，

就由
“
灯��

”

到
“
劝��’’ 的变异来说

，

是

读音的变化
，

它的结果是两个音并存
，

也就是说
，

形成了新的异读
，

所有这类变化都是如此
。

冠
�
在

“

冠心病
”

中应读
“
��面

” ，

在
“

冠

军
”

中读
“
��如

” ，

现趋向于都读
“
邵仓

� ” 。

几
�

在
“

几乎
”

中应读
“
��’

’ ，

在
“

几个
”

中

读
“
�丫

” ，

现趋向于都读
“
�丫

” 。

间
�

在
“

间断
、

间隔
”

中应读
“
��仓

� ” ，

在
“

中间
”

中读
“
��如

” ，

现趋向于都读
“
��面

” 。

论
�

在 《论语 》 中应读 “
�如

” ，

在
“
议论

”

中读
“
�加

” ，

现趋向于都读
“
�汕

” 。

以上是不同声调的读音趋于合一
，

以下则是不

同声母
、

韵母或声韵都不相同的读音趋于合一的例

子
�

识
�
在

“

标识
”

中应读
“
���

” ，

在
“

认识
’

�

中读
“ ���

” ，

现趋向于都读
“ ���

” 。

刹
�

在
“
古刹

、

刹那
”
中应 读

“
���

” ，

在
“
刹车

”

中读
“ ���

” ，

现趋向于都读
“ ���

” 。

弄
�

“
玩 弄

、

������

着
·

�

在
‘ 、

里 弄
、

弄 堂
”

中应读
“
�己��

” ，

在

摆 弄
”
读

“
�����

” ，

现 趋 向 于 都 读 为

在
“

着 力
、

着落
”
中应 读

“
山而

” ，

在

“

着凉
”

中读
“ ����

” ，

现趋向于都读
“ �����

” 。

角
�

在
“
角色

、

角斗
、

角逐
”

等中应读
“
����

，

在
“
牛角

、

角度
”

等中读
“
��加

” ，

现趋向于都读
“
���

� ” ·

给
�

在
“

供给
、

给养
”

等中应读
“
�丫

” ，

在
“

给他一本书
”

中读
“ �乙

” ，

现趋向于都读
“
�翻

” 。

吓
�

在
“

恐吓
”

中应读
“
�色

” ，

在
“
吓唬

”

中

读
“ ���

” ，

现趋向于都读
“ ���

” 。

作者说
� “
这种现象本是一种误读

，

但它越来

越流行
，

大有取代原有读音之势
。 ”
作者曾经作过

多项各种类型的调查
，

都证明了这一点
，

而笔者所

听
、

甚至所用基本上也是如此
。

前边我们谈到
，

正

在进行的读音变化并不是毫无理由和道理的
，

对上

述多音字单音化倾向的造成原因
，

作者也进行了以

下的分析
�

一字多音 �绝大多数也是多义�现象使得汉

字形
、

音
、

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

给学习和使用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

多音字单音化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简化汉字形
、

音
、

义之间的关系
，

从而给汉字的

学习和使用带来便利
。

人们在学习和掌握汉字的时

候
，

只需记住它的不同的意思即可
，

而不用再费时

费力去记它的不同读音了
，

这样自然就减轻了一部

分的负担
。

�
� “
省力

”
的变化

所谓
“
省力

” ，

主要是就降低发音时的困难程

度来说的
。

这样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若干

个音节
，

而这些音节又可以分为两组
。 �

一组是唇音声母
“
�

、
�

、

�
、

�’’ 与圆唇元音
“
�’’ 相拼时构成的音节

。

按 《汉语拼音方案》 中
的规定

，

普通话韵母
“
�’’ 只跟唇音声母拼合

，

而

韵母
“ � ”

则相反
，

不能跟唇音声母拼合
，

合乎规

范的例外只有以下几个
� “

这么�末
、

那么�末
”

中

的
“
么�末

”

读音为轻声的
“
�� ”

和
“
�� �咯�

”

“ �� �哟�
”

以及阴平的
“
�� �哟

、 “育�
” 。

现在
，

有越来越多的人突破了这一规范
，

把
“
�

、
�

、

�
、

犷 与
“
�’ ’

相拼合的音节读成或说成

了
“
�

、
�

、

币
、

�’’ 与
“ � ”

相拼合 的音节
。

这 一

点
，

是相当明显的
，

我们曾经就这个问题多年跟踪

调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播

音
，

发现
“
�

、
�

、

�
、

�’’ 与
“
�’’ 相拼合的音节明

显地呈从无到有
，

从少到多的发展变化趋势
，

至于

地力
一

的电视和�
‘ 一

播
，

就更是如此了
。

时至今「�
，

在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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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后的

“ � ”
和

“ � ”
已经由不同的

音位而变为不具有辨义功能的同一个音位的自由变

体 了
。

比 如
， “

广 播
”
以前人 们 只 读 为

“
��如���

” ，

而现在
，

即使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

民广播 电台的播音员 口 中
，

差不多也都说成 了
“
������。

” ，

只有在非常注意和重视的情况下
，

比

如在报台名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
的时候

，

仍然

用
“
��

”

而不用
“
�色

” 。

以下就是不同程度都有上述变化的音节中的常

用字
�

��一�
� �

拨
、

波
、

玻
、

剥
、

菠
、

播
、

驳
、

泊
、

勃
、

脖
、

博
、

渤
、

搏
、

膊
、

薄
、

�萝� 卜

��一��
�

坡
、

泼
、

婆
、

巨
、

迫
、

破
、

魄

��

一�
� �

摹
、

模
、

膜
、

摩
、

磨
、

蘑
、

魔
、

抹
、

沫
、

陌
、

莫
、

蓦
、

漠
、

寞
、

墨
、

默

��一��
�

佛

造成上述变化的原 因
，

我们认为 主要就是
“
省力

” �
因为

“
�’’ 是舌面后半高圆唇元音

，

发音

时舌头后缩
，

嘴唇要拢圆
，

整个过程持续时间较

长
，

也比较费力
。 “ � ”

是舌面后半高不圆唇元音
，

是舌位图中与
“ � ”

音最为接近的一个音
，

它与后

者唯一的不同就是不圆唇
，

这样
，

在发
“
�’’ 音时

双唇自然展开就可以了
，

既省力
，

发音过程也短且

自然
。

这种变异属于语音系统内部的变异
，

在传统的

语音学中被称为
“
条件音变

” ，

对于这种音变的部

分造成原因
，

陈松岑是这样解释的
� “
在没有特殊

需要时
，

人类语言总是本着省力
、

经济的原则来构

成的
，

也就是要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
，

用尽可能

少的形式去负荷尽可能多的信息
。

另一方面
，

在发

音时也要使发音器官处在 比较 自然
、

方便 的状

态
。 ”

当然
，

造成
“
玩 �

、
�

、

�’’ 与
“
�’’ 相拼合的

音节大面积地向
“
�

、
�

、

�
、

�’’ 与
“ � ”

相拼合的

音节变化的
，

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
，

这就是除了
“
�� ”

以外
，

原来没有
“
�

、
�

、
�

、

�
”
与

“ � ”
相

拼合的音节
，

这样
，

前者变为后者
，

就不存在与原

有音节的读音相混
，

从而造成新的异读
，

或者是与

其他已有的
、

读音相同的字相混的问题
。

也就是

说
，

无论读前者还是后者
，

这个音都是唯一的
，

也

不具有辨义的作用
。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

上述变化是不可能发生

一 �� 一

的
，

而这一点是很好证明的
�
如前所说

，

普通话中

，’� ”

与唇音之外的其他声母组合的音节还有三个
，

即
“
一。

” “ �。
”
和

“ ��” ，

如果这三个音节中的
“ � ”

变成 了
“ � ” ，

就会与已有的
“
��

”
和

“ �厄
”

相混 �《现代汉语词典》 中没有轻声的 “ ��
”

音�
，

而在听觉上
，

就成了读或说另外的字 �如
“
了

”

‘

耶
，’

等�了
。

所以
， “

��
”
和

“ �。 ”
中的

“ � ”

肯

定不会出现向
“ � ”

的变化
。

�
� “
时髦

”
的变化

语音在某些方面的变化或某些个别字音的改变

上
，

还与人们对
“
时髦

”

的追求有关
，

即由于某

种原因或因素
，

当一个或一些新的语音变异产生

后
，

更多的人以之为时髦而乐于模仿和使用
，

这

样
，

就造成了这样的变异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广的

人群中流行起来
。

改革开放以来
，

港台语言对内地语言产生了很

大的冲击和影响
，

这一点
，

在语音方面同样也有表

现
。

朱永错
、

林伦伦谈到人们
“
吸收港台语音

”

的几种情况
�

“
有人很欣赏

‘

尖音
’ ，

就是说把
‘

�
、
�

、 � ’

读成
‘ � 、 � 、 � ’

�引者按
，

原文中此处及以下均

用国际音标标音
，

我们为了简便和统一
，

一律改为

汉语拼音�
，

可是又分不清尖团
，

于是不管三七二

十一统统念成尖音
。

下面是他们不正确的读法
�

学校 �
��� ����� 坚决 �

���� ���
�

戏剧 �
���位� 缺陷 �

��� �����

倔强 �
��� ������ 曲解 �

�� ����

举行 �
�“ ����� 九江 �

��� ������

家教 �
��� ����� 讲究 �

����� ����

普通话里的卷舌音和不卷舌音本来是分得很清

楚的
，

说话的人自也能分清
，

可是他们偏偏要学港

台人分不清卷舌音的读法
，

说什么
�

先生 �
���� ����� 是 �

���的

吃 �
���饭 什 �

���
�么

有些人把声调也改变了
，

读得软绵绵的
，

唠声

唠气
，

真是把肉麻当有趣 �这种现象竟然影响到影

视演员
、

节 目主持人甚 至播音 员
，

是很 不 足取

的
。 ”

按
，

朱
、

林二位所说的第一种情况
，

主要是就

对香港语音的模仿而言的
。

普通话中的
“
扒 �

、 � ”

声母实际
� �

卜有两个来源
� 一 部分是由古代的

“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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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

群
、

晓
、

匣
”

演变来的
，

另 一部分是 由古代

的
“

精
、

心
、

从
、

心
、

邪
”

演变来的
，

而在香港

话的声母 系统中
，

却没有
“ �

、
�

、 � ”
这套声母

，

即普通话中从古声母
“

见
、

溪
、

群
、

晓
、

匣
”

变

来念成
“
�

、
�

、

�’’ 的字
，

在香港没有变化
，

仍然

保留古音
，

念成
“ �

、

�
、

�
”

音
。

这样
，

与普通话

中
“
�

、
�

、 � ”

相对应的音
，

在香港经常就是
“ � 、

� 、 。 ” ，

所以
，

才会有上述因模仿而造成的变化
。

关于这一语音
“

超规范现象
” ，

郭熙说
� “

最

初还只是作为北京
‘

女国音
’

提出来的现象越来

越普遍
。

且不说地方的电台
、

电视台
，

就连中央电

视台
、

中央人民广
一

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也是如此
。 ”

此外
，

郭熙还提到
� “

像轻声和儿化的减少也可以

说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

港腔港调也正在进一步流

行
。 ”

就内地对港台的模仿而言
，

比较多的是在儿化

和轻声方面对原有读音或习惯的改变
。

在台湾 口语中
，

儿化韵趋于消失是十分明显而

又普遍的现象
，

魏帕明对 �� 位大学生儿化韵使用

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
，

经常使用儿化韵的一个人也

没有
，

有时使用的有 �位
，

几乎不用的有 �人
，

根

本没有儿化韵的有 �人
。

而作者本人也是
“

除了

极少数
‘

一会儿
’ ‘

一块儿
’

的词以外
，

几乎不用

��化词尾
” 。

比如
，

以下语言片断中的尾字在台湾都不儿

化
�

小孩
、

一半
、

伙伴
、

聊天
、

好哥们
、

出去玩
、

有趣
、

大一点
、

待会 �再说�
、

新力牌 �电器�
。

影响所及
，

类似的很多过去儿化的音现在有不

少不儿化了
，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某些文体明星
、

广播电视主持人的口中
，

以及一些有声广告中
。

比

如某电影明星在接受采访时就说
， “

我对这件事情

不是太有兴趣
” ，

其中的
“
趣

”

说成去声
，

没有任

何儿化 � 有一个电视广告也是说
“ � � 牌 �而不

是
“

牌儿
”

�吸油烟机
” 。

轻声本来是汉语声调的一种特殊变化
，

通常是

指在一定条件下读得又短又轻的调子
，

轻声在普通

话 口语的常用词中用得非常普遍
。

据黄伯荣
、

廖序东
，

在普通话中
，

需要读轻声

的通常有以下
一

七种情况
�

�
�

助�司
“
的

、

地
、

得
、

着
、

了
、

过
”

和语气

�司
“
�，巴

、

嘛
、

呢
、

啊
’

等 �

�
�

叠音词和动词重叠形式后头的字
，

如
“
姑

姑
” “
了解了解

” �

�
�

构词用的虚语素
“
子

、

头
”

和表示多数的
“

们
”

等
，

如
“

燕子
” “
木头

” “
我们

”

等 �

�
�

用在名词
、

代词后面表示方位的语素或词
，

如
“
马路上

” “
山

一

下
” “
村子里

” “
这边

” “
后面

”

等 �

�
�

用 在 动词
、

形 容 词 后 面表 示 趋 向 的词
“

来
、

去
、

起来
、

下去
”

等
，

如
“
送来

” “
出去

”

“

说起来
”

等
�

�
�

量词
“
个

”

常读轻声
，

如
“
这个

” “
五

个
” �

�
�

有一批常用的双音节词
，

第二个音节习惯

上要读轻声
，

如
“
云彩

” “

消息
” “

吩咐
” “

丈夫
”

等
。

因为有以上七种情况
，

所以普通话中的轻声音

特别多
。

而在台湾
，

却正好相反
，

轻声音极少
。

在一 般

台湾人的 口中
，

以上七类中
，

固定读轻声的只有第

一类
，

另外
，

第六类的量词
“

个
”

许多人也读轻

声
，

除此之外
，

就基本都不读轻声了
。

以下是记录的台湾人说话时不用轻声的例子

�在普通话中
，

它们都要说成轻声�
�

谢谢
、

妈妈
、

太太
、

妹妹
、

姐姐
、

先生
、

医

生
、

丈夫
、

老婆
、

朋 友
、

事情
、

程度
、

地方
、

行

为
、

生活
、

东西
、

牙齿
、

日子
、

兴趣
、

组织
、

衣

服
、

价值
、

感情
、

手艺
、

舒服
、

老实
、

活泼
、

支

持
、

设计
、

赞成
、

帮助
、

认识
、

介绍
、

折磨
、

照

顾
、

控制
、

爬起来
、

爱上 �她�
、

碰到
。

现在
，

这样的词
，

�以及除此之外更多的其他

原来读轻声的词�在许多内地人的 口 中也不再说

轻声了
，

或者是可以轻声也可以不轻声
，

即由条件

变体而成为自由变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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