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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俐李 唐志强：论当代汉语四阶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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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和而不同的当代汉语四阶连续体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汉民族的通语与方言相互依存、和而不同地共存于历代社会。当代汉语共同语（普通
话）和方言也如此，但略有不同。世界“大同”的一体化文明进程加速了汉语共同语与方言间的相互渗透，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生态。在共同语与方言之间出现两种中间样态：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即带有
方言特点的共同语；不那么正宗的方言——趋普方言，即带有普通话元素的异化方言。这四种样态“和而不同”但彼
此相连，形成一个连续体：

　　从语言系属和语言系统的纯度看，地方普通话是普通话的下阶，趋普方言是方言的下阶。地方普通话是普通话的
共时变体，趋普方言是方言的微历时演化，可用“四阶连续体”指称这四种语言系属相关、演化路径互衔的当代汉语
连续体。从流通域看，四阶体的域宽不同，从宽到窄成梯度分布：普通话＞地方普通话＞趋普方言＞方言。

　　从使用人数看，大致两端小中间大：普通话＜地方普通话，趋普方言＞方言。

　　从语言接触视角看，两种中间样态是动态的、不稳定的，地方普通话是以普通话为目标语的异化共同语，趋普方
言是因普通话的优势作用而出现的异化方言。四阶体发展的大势路径：方言→趋普方言→地方普通话→普通话。方言
向普通话靠拢是主流。当然，此路径会有反向，但系支流；同时还有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使方言固守、强化或增生
与普通话相异的特点，但系旁流；都改变不了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大势。在这一演化路径中，两端与两中间体之间
的“异化”是四阶体的衔接点，即语言结构演化的节点，这是语言研究的焦点。本文从个案切入，讨论其间的语音变
异。

　　二. 地方普通话的自源性变异与异源性变异：以苏州铁路窗口话为例

　　苏州铁路窗口话是一种苏州地方普通话（简称苏铁普），它以普通话为底本语，吸收苏州话的某些成分而形成。
根据专项调查①，苏铁普有4个等级，对应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二甲、二乙、三甲、三乙。苏铁普音系有10个特点，其
中4个是音系地位高、音系作用大的典型特点（依据结构地位、音位价值、分布范围认定）：Ⅰ.鼻韵尾合一：普通话以
ə、i为韵腹的-ŋ、-n两韵尾苏铁普合为-ɳ；Ⅱ.平翘舌不分：普通话的tʂ tʂʰ ʂ苏铁普有时是ts tsʰ s；Ⅲ.上声不曲：普通
话上声214苏铁普为213、224、21；Ⅳ.中古入声字有喉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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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铁普4个等级所拥有的典型特点数量随等级的降低而递增：二甲＜二乙＜三甲＜三乙，与普通话的差异也随等级
的降低而递增：二甲＜二乙＜三甲＜三乙。

　　这4个典型特点分别经由异源性变异（Ⅰ、Ⅱ、Ⅳ）与自源性变异（Ⅲ）而生成。

　　异源性变异：因异方言参与而引发。苏铁普使用者多为普通话（目标方言）与苏州话（母方言）双方言人，两种
语码频繁转换，两音系频繁碰撞，必然发生变异。苏铁普的异源性变异有结构互协（Ⅰ、Ⅱ）和母语侵染（Ⅳ）。结
构系统中的不平衡不对称单位因缺少对称成分的牵制而成为结构互协变异点，结构体中的弱项也是易变点。韵尾鼻音
既是音系中的不对称单位，又是音节结构中的弱项，因此，当北京、苏州两音系在苏铁普高频接触时，即生变异。苏
铁普并合后的韵尾非[-n]非[-ŋ]，而是二者中间的[-ɳ]，是互协、中和的结果。

　　典型特点Ⅳ“有喉塞尾”是母方言苏州话侵染的结果。

　　自源性变异：典型特点Ⅲ“上声不曲”是苏铁普习得普通话调类后的系统内自源性变异。

　　经异源性变异和自源性变异，苏铁普改造了普通话音系，成为普通话的地方变体。

　　三. 趋普方言的蚕食性变异与虹吸式变异：以南京话为例

　　今70岁以下南京人的方言与赵元任的《南京音系》（1929）颇有距离，南京人自称“南普”，即趋普方言。本节
以《南京音系》的10个特点为基准，设参量“变异度”，用数据考量1961、1980、1995、2010等四时段的变异进
程。每时段每一特点的变异赋值0-1：0为无变异，1为完成变异；0-1间的小数标记未完成的变异进度，其分值由方言
内部分派的数目及方言特点的变异程度合成。10个语音特点的变异总和为该时段的变异度，其数值在1-10之间。变异
值越大标记变异程度越高。经归纳、描写、分析、赋值、统计，南京方言在1961、1980、1995、2010四时段的变异
度分别为1.78、3.91、5.18、6.62。

　　趋普方言与普通话非同类，其变异方式不同于与普通话同类的地方普通话。普通话是趋普变异的定向标，但不直
接参与变异，趋普方言在普通话引力作用下发生两种自源性变异。

　　蚕食性变异。自1961至2010，南京方音10个特点的变异数量与程度呈蚕食性推进：由前期（1961、1980）5个
特点变异推至8个（1995）、9个（2010），发生变异的人群由青年、中年到老年，逐年推进、逐代承传，南京方音特
点到2010时段已磨蚀6成多。

　　虹吸式变异。以1961年为界，后一时段的变异速率激增，是虹吸式强力变异所致。

　　1929-1961的32年间南京方音变异值为1.78，年均增加0.056；1961-2010的49年间增加了4.84，年均增加
0.099；后一时段的年均变异增幅是前一时段的1.77倍。变异的推进、加重与推普时间、推普力度成正比：[1961：
1.78/推普6年]，[1980：3.91/25年]，[1995：5.18/40年]，[2010：6.62/55年]。普通话在趋普变异中的定向与引力
作用显而易见。定向与引力是虹吸现象的典型特征。南京话1.77倍的年均变异增幅涨势是虹吸式强力变异的结果。



　　词汇的趋普情势更甚。笔者2014年调查了南京方言5497词，纯粹南京方言词仅20%，另80%都是用南京方音说出
的普通话词汇。

　　在与普通话的高频接触中，南京老方言以普通话为定向标，经蚕食性变异与虹吸式变异，形成当代通行的南京新
方言。

　　当代汉语四阶连续体和而不同地共存于当下中国社会。地方普通话是以普通话为目标语的异化共同语，趋普方言
是因普通话的优势作用而出现的异化方言。在普通话与方言的高频接触中，经异源性变异（结构互协、母语浸染）和
自源性变异，标准普通话音系被改造，形成地方普通话。在方言与普通话的高频接触中，经蚕食性变异与虹吸式变
异，方言本体音系被改造，形成新的趋普方言音系。

　　注释

　　*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方言自然口语有声基础语料库建设”（12&ZD177）资助。 

　　①原铁道部科技司课题“铁路窗口用语与方言的交互影响”（199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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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汉语方言，研究过新疆汉语方言、江苏省境内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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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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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1989年出生，安徽当涂人，201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刘俐李教授，研究方向为方言
学、实验语音学。现为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2013年至今在《语文研究》《语言学论丛》《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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