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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讨论其中的两个部分
，

即语音

��《洲〕��
·

��一戒����一刃�

一般认为
，

在语言的各个要素中
，

语音的发展是比较

缓慢的
，

但即使如此
，

我们还是看到
，

在现代汉语中
，

语

音发生了较多的比较明显的变化
，

概括下来
，

则包括多个

方面
，

本文只就语音的增加和减少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

一
、

语音的增加

语音的增加
，

就是产生
、

出现了原来没有的读音
，

这

是语音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从普通话的方面和角度

来说
，

所谓语音的增加
，

就是语音成分的吸收
。

高名凯
、

石安石曾经谈到语音成分吸收的原因
� “
语音成分的吸收多

半是伴随着外来词而出现的
。 ” 〔’ 〕但是

，

这实际上只说出了

一半的原因
，

还有另一半
，

那就是方言词的吸收
。

此外
，

语音自身的发展变化所造成的某些字音的改变
，

也可能促

生新的读音
，

而这也就成了语音增加的另外一个原因
。

语音的增加包括产生新音节和不产生新音节这样两种

情况
。

�
�

产生新音节的增加

贾宝书说
� “
普通话语音系统不是封闭的

，

普通话音节

的数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着新词的出现
，

尤其是对外

来词和方言词的吸收
，

某些新词所具有的新的音节形式也

相应产生
。

这些音节形式可能与原有的声韵拼合规律不符
，

也可能没有相应的汉字来表示
，

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视之为

异端
。 ，，

���

一般认为
，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音节数一共有 ���� 个左

右
，

黄伯荣
、

廖序东主编 《现代汉语》 中所附的 《普通话
声韵配合表》 中

，

共列出了声韵配合形式 ��� 个
，

也就是

���个音节
。

如果再加上 �个声调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

声和轻声�
，

那么从理论上讲
，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一共可以

有 ����个音节
。

但是
，

实际的音节数要少许多
，

因为并不

是每一个声韵配合形式都有 �个声调
，

比如
“
��

”
只有阳

平
、

上声和去声
，

没有阴平和轻声
， “
��

”
没有轻声

。

所以
，

�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本�的 《音节表》 中所列出的带声
调的音节只有 ����个

。

这里
，

我们就以此为准
，

凡是在这

���� 个音节之外的
，

就认为是新产生的音节
。

在汉语中
，

经常会出现一些西文字母
，

形成所谓的字

母词
，

特别是进人现代汉语第四阶段以后
， 〔’�字母词的数量

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

其中有一些已经相当常用
，

或者是

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稳固性
。

对于字母词中的西文字母
，

人们通常是基本上按西文

的读音来读
，

当然
，

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
“
汉化

”
了的读

音了
，

比如原字母没有声调
，

而进人汉语中一般就要加上

一个声调
。

这样读的结果
，

一是有些西文字母可以按汉语

中已有的相同或相近的音来读
，

如
“
�

” ，

�用例如
“
这是

一个������个 �的硬盘
”
�

，

有人读为
“ ��劲

” ，

有人读为
“
�、

” ，

然而这两个音都是汉语中所固有的
。

另外一种情况就

是用汉语中原来没有的音来读
，

而由此就促生了新的音节
。

例如
“
三 �党

” ， 《现代汉语词典》 注音为 �血�耽��己
��

，

这

个
“
�石

”

就是一个新的音节 �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有一
个

“
���’ ，

音节
，

该音节只有一个
“
勉

”
字�

。
以今天的眼

光来看
， “

三 � 党
”
差不多成了一个历史词 了

，

但是
“
��

” “
�金

” “

���
’ “

���
” ，
以及与电脑有关的

“
��

”

�千字节�和
“
�����

”
�一种杀病毒软件�等

，

都是相当

常用的
，

而人们也都按
“
�抓

”
这个音来读

“
�

” ，

所 以

“
�颐

”
这个音节实际上已经进人人们的 日常交际中了

，

或

者说
，

已经进人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了
。

类似的情况还能看到
。

再比如
“
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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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创造出这个典型形象以后
，

这个词就在现代汉语中

扎下了根
，

一直到�� 多年后的今天
， “

阿 �精神
”

等还时

常被人们提及
。 《现代汉语词典》 中给 “

阿 �
”
注了两个

音
，

其中的一个是
“
���让

” ，

这个
“
���

”
也是一个新的音

节
。

现在
，

以
“
�

”
构成或包含

“
�

”
的常用字母词还有

“
��

，’

�情商�
“
��

”

�智商�
“

��
”
�网络寻呼机�

“
��

”

�质量管理�等
，

不过
，

人们一般读的是
“
��众

” ，

而不是
“
��丫 这个音

。

�
�

不产生新音节的增加

某一个具体的字读音增加的例子也比较多见
，

造成这

一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音译
。
原有的例子如

， “
娜

”

本读
“

���
”
见于

“
炯娜

、

袅娜
”

等中
，

借作外国女子名字的音

译时读 为
“

叻，’� “

茜
”

本读
“
中如

” ，

指一种草本植物
，

借用于外国女子名字时读为
“
灯

” 。
川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外来词语的大量引进
，

又产生了

不少新的这样的例子
。

例如
，

现在表示
“

再见
”
的意思

，

人们常说
“
拜拜

” ，

音为阳平
，

不少收这个词的新词语工具

书都注出了这个音
。 “
拜

”
以前只有去声一个读音

，

这也就

是说
，

由于音译的关系
， “

拜
”
增加 了一个新的读音

“
�苗

” 。

再如由对英语的���� �出租汽车�音译而来的
“
的

士
” ，

其中的一个音节
“
的

”
在产生后迅速地语素化 �详

“
词汇

”
一章�

，

构成了一个
“
的

”
词族

，

如
“
的哥

、

的

姐
、

的票
、

打的
、

板的
、

摩的
、

火的
、

马的
”
等

。 “
的

”
的

读音
，

王均熙 �当代汉语新词词典》 一律注为 “

澎
’ ，

这与

笔者本人和很多人的感觉和经验 �即实际的读音�基本一

致
。

但是
，

也有的工具书一律按照
“
的

”

原有的一个读音

注为
“
��

” ，

如周洪波主编的 《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 � 还
有的工具书似乎是在以上两个音之间取舍不定

，

如林伦伦

等编著的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 中 ， “
的士

、

打的
、

马

的
、

的哥
、

的姐
”

中的
“
的

”
注为

“
��

” ，

但是
“
板的

”

�出租的人力板车�中的
“
的

”

却注为
“
击

” 。

特别有意思

的是
“
摩的

”
�载人赚钱的两轮摩托车�中的

“
的

”
注为

“
��

” ，

而紧接着的
“

摩的女
”
�开摩托车赚钱的女性中�

中的
“
的

”

却又注为
“
由

” 。

简启贤在讨论
“

打的
”

中
“
的

”
的读音时说

� “ ‘

打

的
’

无疑应该算是一个规范词了而且它的
‘

的
’

的 击 也是

一个规范音了
。

�这里
‘

的
’

字有人希望它能读阳平或去

声
，

以便不增加
‘

的
’

字的读音
。

但
‘

打
’

是上声字
，

‘

的
’

读阴平显然比读阳平或上声顺 口
，

约定俗成是不以个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
” �’ �沈孟樱也有相同的意见

。
���

我们认为
，

上述不同的注音及观点实际上反映的是音

译的
“
的

”

读音并未统 一 的现状
，

但是
，

肯定有 一 些
“
的

”
是已经或趋向于读为

“
由

”
的

。

这样
， “
的

”
在原有

的
‘ �

��
” “

��
”
和

“
��

”

的基础上
，

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读音

“
山

” 。

某些方言词的引进
，

也可能造成某一个字读音的增加
。

“

埋单
”
是现在的一个常用词

，

差不多快要取代了原有

的
“
结账

” ，

关于这个词
，

林伦伦等编著的 《现代汉语新词
语词典》 中的注音及解释是 �

�苗�血 进人普通话中的粤语词
。 “
埋

”
是收拢

、

靠拢

的意思
，

埋单就是把消费的账单 �特指餐馆消费的账单�

收拢在一起最后结账
。 ……这个词在北方多被误写成

“
买

单
” 。

按
，

就我们所见
，

这个词确实有
“
埋单

”
和

“
买单

”

两种写法
，

但读音却只有一个
，

这就是
“ �苗�面

” 。

对
“

埋
”
而言

，

这个
“
�苗

”
就是一个新增加的读音

，

因为
“
埋

”
以前只有

“ �血
”
和

“ �如
”
�只有

“
埋怨

”
一个词�

这两个音
。

类似的再如
“
无厘头

” ，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 中的
注音及解释是

�

�口���� 毫无根据的
，

随意而来的
。

这是一个粤方言词
，

渐渐地被普通话吸收了……
“
厘

”
原来只有

“
��’ ’

一个音
，

这个
“
��’ ’

也是一个新

产生的读音
。

从台湾引进的某些词
，

也可能造成某一个字读音的增

加
。

例如
“
哇塞

” ，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 中的注音及解
释是

�

�加苗 从台湾引进的感叹词
，

原是一句骂人的粗话
，

现

多用于表示惊奇
、

兴奋
、

意外的感情…… “
哇

”

普通话中

原来只有
“

帕
” “ �。 ”

二音
， “

叻
”

同样也是一个新增加

的音
。

语音规范化工作也造成了某些语音的增加
。

从 ����年到 ���� 年
，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曾经分三次

发表了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
，

后又于 ���� 年辑录

成 《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 。
���� 年

，

重建的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原表初稿又重新作了修订
，

于 ���� 年

公布
，

这就是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在公布此表的通知中强调说
� “
自公布之 日起

，

文

教
、

出版
、

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
、

行业所涉及的普

通话异读词的读音
、

标音
，

均以本表为准
。 ”
此外

，

���� 年

新版的 《简化字总表》 对原 《简化字总表》 中的个别字也
作了调整

，

从而使有些字的读音也发生了变化
，

其中就包

括读音的增加
。

例如
�

辑
�

原只有
“
��

”
一个音

，

审定的结果
，

是
“
辑录

、

辑要
”
等仍读

“
��

” ， “
逻辑

”
的

“
辑

”
则读轻声的

“
��

” ，

这样
，

就增加了一个
“
��

”
音

。

膊
� 《现代汉语词典》 及 《新华字典》 的各种版本中 ，

都只列了一个
“
��

”
音

，

如
“

臂膊
” “

赤膊上阵
”

等
，

虽

然它们对
“

胳膊
”

都注为
“
�己��

” ，

但在
“

膊
”

条下都没

有作为一种读音单独列出
，

而 《审音表》 则确定了 “

膊
”

有阳平和轻声两个读音
。

汉字的整理即汉字的简化也会造成个别字读音的增加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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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少简化字是用笔画少的字代替读音并不相同的笔画

多的字
，

这样
，

就简化字来说
，

就是增加了新的读音
。

简

一繁之间最多见的差异是声调的不同
。

例如
�

别
�

本来有
“
��‘ ”

音
，

用 于
“

分别
、

区别
、

别走
”

等
，

又作为
“

警扭
”

中
“

瞥 ���的
”
的简体

，

从而又多了

一个
“
��色

”

音
。

几
�

本来有
“
�，

”
音

，

用于
“

茶几
、

几乎
”
等

，

又作

为
“

携个
、

携何
”

等中的
“

类 ����
”
的简体

，

从而又多了

一个
“
�丫

”
音

。

以下再各举一个声母
、

韵母不同和声母韵母都不相同

的例子
�

术
�

本有的读音是
“
����’’ ，

如
“

白术
、

苍术
”
�均为

植物名�
，

又作为
“
学衡

、

技街
、

手衍
”
等中

“

街
”
的简

体而多了一个
“ �
加

”
音

。

朴
�

原有
“ ��山

”
�姓�

、 “ ��”
�朴刀�和

“
妙

”
�朴

树�三个音
，

又作为
“
模素

、

模实
”
等中的

“

撰
”
的简

体
，

因而又多了一个
“ �。 ”

音
。

厂
�

在古文字中像石岩
，

可以住人
，

音
“
�如

” ，

又同
“
庵

”

音
“ ��’’ ，

多用于人名 � 作为
“

魔
”
的简体后

，

又多

了一个
“ ��如�

”
音

。

以下
，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语音增加的问题
。

《现代汉语词典》 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 ，

它到 目

前已经出了三版
，

即 ����年第一版
，
���� 年第二版

，
����

年修订第三版
。
比较第一版和第三版

，

可以看到在语音方

面也有一些变化
，

其中主要是读音的增加
。

以下的音都是第一版中没有而第三版中增加的
。

阴平的 �
，

用于
“
姆妈

”
一词

，

在方言中指母亲或尊

称年长的已婚妇女
。 ���

，

用于
“

啥
” ，

义为
“

什么
” 。

��
，

轻声的
“ �� ”

是
“
脓 ��

�
�

”
的又音

，

用于
“
肋

脓
” ，

方言中义为
“
�衣服�不整洁

、

不利索
” 。

�
如

，

即
“

亩
”
或

“

操
” ，

男子进行性交
。

此音应当是

早已存在且一直使用的
，

早在 《红楼梦》 中 ，

就有这个字

了
。

以上从无到有
，

有的是受观念或其他主观因素的制约
，

并不真正反映实际语音的变化
，

如
“ �
面

”
这个音的增加

，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二
、

语音的减少

语音的减少也包括音节的减少和某些字读音的减少这

样两种情况
，

就现代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而言
，

语音的减

少远比语音的增加为多
。

我们先以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一版和第三版的对 比来
举例

，

以下两个音只见于第一版而不见于第三版
�

�� �

轻声的
“ ��

”
用于 口语的

“

茅厕
” 。

这是由于字的

读音的减少而造成的现代汉语音节数的减少
，

所以
，

第三

版的 《音节表》 中就不再有轻声的 “ �� ”
了

。

一 �� 一

�位 �

阴平的
“ �谊

”
用于 口语

，

义同
“
堆

” ，

只用于
“
归里包堆

” 。

取消了
“ �币

”

音
，

使得
“
堆

”
的读音减少

，

但是
“ ���

”
作为一个音节还继续存在

。

语音的减少主要是上述异读词�字整理的结果
。

异读词审音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归并异读
，

统读为

一音
，

这样
，

就原有读音的数量来说
，

自然是减少了
。

例

如
�

凹
�

原有
“
面

”
和

“

丽
”
两个音

，

统读为
“
面

” 。

橙
�

原有
“ ��。叩

”
和

“
��如

”
两个音

，

后一音用于
“
橙皮

、

橙子
”

等
，

现在统读为
“ ��‘��” 。

从
�

原有
“ �
���

” “ ����
”
二音

，

后者用于
“

从容
” ，

统读为
“ ��叩

” 。

呆
�

原有
“

面�
” “

山
”
二音

，

后者只用于
“
呆板

” ，

统

读为
“
�瓦

” 。

幅
�

原有
“

��’
’ “

几
”
二音

，

后者用于
“
单�双幅

、

幅

面
、

满幅补丁
”

等
，

统读为
“
���

” 。

括
�

原有
“
��“ ” “

��矿 二音
，

后者只用于
“

挺括
”

�衣服
、

布料等较硬而平整�
，

统读为
“
���

” 。

绕
�

原有
“

咖
” “

而
”
二音

，

后者用于
“
环绕

、

缠

绕
、

萦绕
、

缭绕
、

围绕
”

等
，

统读为
“
心�’’ 。

往
�

原有
“

咖
�

” “

咖
�

”

二音
，

后者用于
“
往远处

看
” “

往东
”

等
，

统读为
“ ����

，’ ，

读
“

帕
��

”

音时可写作
“
望

” 。

咱
�

原有
“ �
如

” “
��

”
和

“

�
”
三个音

， “
劝

”
只用

于
“

咱家
”
�我

，

多见于早期白话�
，

轻声的
“ �
��

”
则用

于方言中的
“
多咱

、

这咱
、

那咱
”

等
，

统读为
“
劝�’’ 。

指
�

原有
“ ���

” “ �址
” “ ���

”
三个音

，

阴平用于
“
指

甲
” ，

阳平用于
“
�手�指头

” ，

统读为上声的
“
��丫

” 。

前边我们谈过由于汉字的整理而造成的个别字读音增

加的情况
，

其实
，

也有相反的情况
，

即对汉字的整理也可

以造成某些字读音的减少
，

但是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

例如
�

了
�
����年新版的 《简化字总表 》 的 “

说明
”
中指

出
� “ ‘

隙
’

字读
‘
��伽

’

�了解�时
，

仍简作
‘

了
’ ，

读
‘
��如

’

�除望�时作
‘

瞪
’ ，

不简作
‘

了
’ 。 ”

按
，

在此之前
， “

隙望
”
已经简化作

“
了望

” ，

所以
“
了

”
也就多了一个

“
�彻

”
音

，

而由新版 《简化字总表》
的规定

， “
了

”
的

“
����

”
音已被减去

。

上述事实说明
， “

了
”
的

“
��如

”
音经过了一个复杂

的
、

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

即从无到有
，

又从有到无
�

在 ����年发表的 《简化字总表》 中 ， “

隙望
、

燎解
、

燎然
、

缭若指掌
”

等中的
“
燎

”
一律简化为

“
了

” ，

而在
“

燎望
”

中
， “

缭
”

读为
“
��加

” ，

这样
， “

了
”
也就增加了一个

“
��如

”

音
，

到了 ���� 年新版的 《简化字总表》 中 ，

又恢复

了
“
����

”
音的

“
瞪

” ，

这样
， “
�

”
也就不再有

“
���。

”
音

了
。

类似的例子再如
“
罗

” 。

在 ���� 年的 、 简化字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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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
嗓 ��叻�嗦

”
和

“

唆嗓 �����
”
中的

“
曝

”

都被简

化为
“
罗

” ，

这样
， “
罗

”

就在原来阳平音的基础上
，

又多

了一个阴平音和一个轻声音
。
���� 年的新表的

“

说明
”
中

指出
� “ ‘

嗓
’

不再作
‘

罗
’

的繁体字处理
。 ”
这样

， “
罗

”

多出的这两个音就又被取消了 �现
“
嗓

”

简化为
“

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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