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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方言的变韵及其历时意义＊

陈丽冰　吴瑞文

提　要　本文根据实际调查语料，对 宁 德 方 言 变 韵 现 象 进 行 共 时 描 述，并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探

究变韵现象的历时意义。通过闽东 方 言 的 比 较，说 明 宁 德 方 言 的 变 韵 既 有 存 古 性 质，也 有 创 新 演

变。本文强调变韵与本韵必须在共时平面上存在转换关系。变韵会造成某些韵母调类缺字，但宁

德方言调类缺字与变韵在共时平面上存在本质差异，不能直接等同。

关键词　宁德方言　变韵　调类缺字　比较方法　

〇　引 言

宁德市蕉城区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原来的宁德县，１９９９年划归宁德市。本文所指宁德

方言系蕉城区方言，蕉城区方言内部存在城乡差异，城关方言也有老派、新派之分，本文记音以

城关中年人的新派发音为准，下文简称为宁德方言。
闽东方言分南北两片，南片（侯官片）包括闽江下游地区的福州、闽侯、长乐、连江、罗源、永

泰、闽清、古田、屏南、福清、平潭等１１个县市。北片（福宁片）包括宁德（即蕉城区）、福安、福

鼎、柘荣、霞浦、寿宁、周宁等７个县市。
所谓“变韵”，是指同一个韵母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韵母变体，分布在不同的调类。如福州

方言有的韵母在阴平、阳平、上声、阳入是一种音值（本韵），而在阴去、阳去、阴入是另一种音值

（变韵），从声调来看，这些韵母共同构成一个韵位，呈现为互补分布的关系。但在语流中，变韵

调音节作为连读前字时，韵母音值变为本韵音值，在实际语言中，变韵音值的出现以变韵调音

节落在连读音节群的末了为必要条件，而本韵音值的出现没有这样的条件限制，本韵调音节在

语流中总是保持与单字音一致的韵母音值（陈泽平１９９８）。例如：

（本韵调）单字 连读 （变韵调）单字 连读

机ｋｉ　５５ 机会ｋｉ　５３ｕｉ　２４２ 记ｋｅｉ　２１３ 记忆ｋｉ　５３ｅｉ　２１３

　　这种变韵现象在以福州话为代表的侯官片方言中普遍存在，尽管 Ｎｏｒｍａｎ（１９７８）早已指

出闽东福安、宁德方言存在变韵现象，但闽东北片方言是否存在这种变韵现象仍有过争议。近

年来，随着闽东北片方言调查的逐步深化，不少学者（陈泽平、戴黎刚、秋谷裕幸等）都认为若干

闽东北片方言如福安、宁德、周宁等方言也存在与闽东南片方言类似的“变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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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变韵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应当给予一致而严谨的定义。所谓

变韵，是指就共同平面音韵系统而言，在不同声调的条件下，韵母以互补分布的有定分音形式

存在，一旦声调条件改变，则这些有定分音会回归到同一个韵母的形式。
根据以上说明，“变韵”必然存在共时的语音变异，这种变异造成若干韵母在某些调类缺字

的现象。而且凡是被视为“变韵∶本韵”的两个韵母，必须存在转换关系，凡无法形成转换关系

的两个韵母，本文就不视为变韵。
根据上文对闽东方言变韵现象的介绍，变韵基本涉及音节中的两个成分，一是韵母，一是

声调。下面是新派的宁德城关方言的声母、韵母及声调系统：
声母１５个：

ｐ　ｐｈ　ｍ　ｔ　ｔｈ　ｎ　ｌ??ｈ　ｓ　ｋ　ｋｈｘ
韵母６７个：

ａ　ｅｏａｉ　ｅｉ　ｏｉｉ　ａｕ　ｅｕｕ　ｏｕｙ　ｉ　ｉａ　ｉｅ　ｉｕ　ｉｕ　ｕ　ｕａ　ｕｏ　ｕａｉ　ｕｉ　ｕｏｉ　ｙ
ａｅｏｕｉｉａｉｕｕａｕｏｙｙｏ
ａｋｋｋｕｋ　ｉｋ　ｉａｋ　ｉｋ　ｕｋ　ｕａｋ　ｕｏｋ　ｙｋ　ｙｏｋ　ａｏｅｉｉａｉｕｕａｙ
宁德方言韵母系统阳声韵与入声韵存在不平行的发展，阳声韵只有一类辅音韵尾－，入声

韵则有－ｋ与－两类韵尾。
声调７个：
阴平３３４　　上声４１　　阴去３５　　 阴入２３
阳平１１　　　　　　　　阳去４１１　　阳入５４
在声调上，宁德方言有一个区别于其他闽东方言的重要特点，那就是上声调和阳去调的混

同。之前的学者（如沙平１９９９、林寒生２００２、叶太青２００７）在描述宁德方言声调时已经指出宁

德方言上声和阳去调值比较接近，导致两类声调读法相混的语言事实。根据我们的调查，宁德

方言口语中还存在上声和阳去的分别，上声调是陡降，记作４１，阳去调下降舒缓而稍长，记作

４１１，调型上都属于高降调，实际上表现为音长的区别。宁德方言上声调和阳去调在若干开尾

韵中已经混同，无法分辨，例如：宝ｐ４１１＝抱ｐ４１１︱买 ｍ４１１＝卖 ｍ４１１︱写ｓｉｅ４１１＝社ｓｉｅ４１１︱
拗ａ４１１＝下ａ４１１。而在一部 分 非 开 尾 韵 中 存 在 对 立，区 分 明 显，例 如：海ｘａｉ　４１≠害ｘａｉ　４１１︱扭

ｎｉｕ４１≠尿ｎｉｕ４１１︱九ｋａｕ４１≠厚ｋａｕ４１１︱勇ｙ４１≠样ｙ４１１。因此本文对宁德方言上声和阳去

的处理方法分为两种：第一，在非开尾韵中，当地人能分辨出不同的，则上声和阳去字分别归

类。第二，开尾韵中已经混同的上声和阳去字，则采取叶太青的办法都将之归入阳去（沙平的

处理方法是归为上声）。按照这种处理原则，则宁德方言的阳去字实际上有两个次类：一类是

混入阳去的古清上字（即一般闽东方言中的上声字），一类是源于古浊上或浊去字的阳去调（即
一般闽东方言中的阳去字）。我们将前者称为阳去Ａ，后者称为阳去Ｂ。下文将指出，宁德方

言的变韵现象与声调来源有密切关系。
本文根据宁德方言实际口语的田野调查材料，对宁德方言的变韵现象进行描述，从而就共

时（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与历时（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两方面说明宁德方言变韵现象的语言学意义。
本文所用的记音材料是根据第一作者对母语的调查形成的同音字表（未刊稿），发音合作

人分别是：冯伦，男，５８岁，大学文化程度；池建萍，男，４９岁，大学文化程度。

一　宁德方言具备变韵现象的韵母

根据我们的观察及调查所得，宁德方言中发生变韵的韵母音类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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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本韵 ｉ　 ｕ　 ｙ　 ｉｕ　 ｕｉ　 ｉ ｕ ｙ ｉ ｕ ｙ
变韵 ｅｉ　 ｏｕ ｙ　 ｅｕ　 ｏｉ　 ｅ ｏ  ｅ ｏ 

　　下面根据宁德方言今读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的次序，分别举出实例说明宁德方言各韵

母变韵的具体情况。为节省篇幅，每一个变韵韵母各声调都只举一个口语常用字来说明。

１．１ 宁德方言阴声韵的变韵现象

宁德方言阴声韵中具备变韵与本韵转换关系的韵母共有五个，观察其变韵形式，它们都是

由两个元音成分组成的复合元音ＶＥ。不过在前字环境中变读为本韵之后，有三个韵母读为

单元音，其他两个韵母则仍保持ＶＥ结构。

１．１．１　ｅｉ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ｅｉ韵母只分布于阳平、阴去与阳去（２、５、６）三个调类，其本韵ｉ则是分布于

阴平、阳平、阴去、阳去（１、２、５、６、）等四个声调的韵母。ｅｉ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阳平２：脾︱开脾︱脾气

ｐｅｉ　１１︱ｋｈｕｉ　３３４ｐｅｉ　１１→ｋｈｕｉ　３３ｐｅｉ　３３︱ｐｅｉ　１１ｋｈｅｉ　３５→ｐｉ　１１ｋｈｅｉ　３５

阴去５：利︱水利︱利息

ｌｅｉ　３５︱?ｙ４１１ｌｅｉ　３５→?ｙ５５ｌｅｉ　５５︱ｌｅｉ　３５ｓｅ２３→ｌｉ　５５ｌｅ５４

阳去６：字︱写字︱字典

?ｅｉ　４１１︱ｓｉｅ４１１?ｅｉ　４１１→ｓｉｅ３５?ｅｉ　５１︱?ｅｉ　４１１ｔ４１→?ｉ　１１ｌ４１

１．１．２　ｏｕ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ｏｕ韵母只分布于阳平、阴去与阳去（２、５、６）三个调类，其本韵ｕ则分布于

阴平、阳平、阴去、阳去（１、２、５、６）等四个声调。ｏｕ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阳平２：图︱画图︱图纸

ｔｏｕ１１︱ｕｏ４１１ｔｏｕ１１→ｕｏ３３ｔｏｕ４１１︱ｔｏｕ１１?ａ４１１→ｔｕ１１ｉａ１１

阴去５：裤︱长裤︱裤骹裤脚

ｋｈｏｕ３５︱ｔｕ１１ｋｈｏｕ３５→ｔｕ１１ｏｕ３５︱ｋｈｏｕ３５ｋｈａ
３３４→ｋｈｕ５５ａ３３

阳去６：度︱高度︱度数

ｔｏｕ４１１︱ｋ３３４ｔｏｕ４１１→ｋ１１ｔｏｕ４１１︱ｔｏｕ４１１ｓｏｕ３５→ｔｕ３３ｌｏｕ３４

１．１．３ ｙ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ｙ韵母分布于阴平、阳平、阴去与阳去（１、２、５、６）四个调类，其本韵ｙ分布

的情况也是阴平、阳平、阴去、阳去（１、２、５、６）四个调类，ｙ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阳平２：鱼︱买鱼︱鱼丸

ｙ１１︱ｍ４１１ｙ１１→ｍ５５ｙ５５︱ｙ１１ｕ１１→ｙ１１ｕ１１

阴去５：处︱正处︱处长

?ｈｙ３５︱?ｉ３５?ｈｙ３５→?ｉ５５?ｈｙ５５︱?ｈｙ３５ｔｕ４１→?ｈｙ３５ｌｕ５１

阳去６：具︱灯具︱具体

ｋｙ４１１︱ｔ
３３４ｋｙ４１１→ｔ１１ｋｙ４１１︱ｋｙ４１１ｔｈ４１１→ｋｙ１１ｔｈ４１１

１．１．４　ｅｕ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ｅｕ韵母只分布于阳平、阴去与阳去（２、５、６）三个调类，其本韵ｉｕ则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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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１、２、３、５、６），是一个五调俱全的韵母。ｅｕ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阳平２：油︱机油︱油库

ｅｕ１１︱ｋｉ　３３４ｅｕ１１→ｋｉ　３３ｅｕ３３︱ｅｕ１１ｋｈｏｕ３５→ｉｕ１１ｋｈｏｕ３５

阴去５：救︱抢救︱救命

ｋｅｕ３５︱?ｈｕ４１ｋｅｕ３５→?ｈｕ５５ｋｅｕ５５︱ｋｅｕ３５　ｍｉ４１１→ｋｉｕ３５　ｍｉ５１

阳去６：寿︱做寿︱寿桃

ｓｅｕ４１１︱?３５ｓｅｕ４１１→?３５ｌｅｕ５１︱ｓｅｕ４１１ｔｈ１１→ｓｉｕ３３ｌ４１１

１．１．５　ｏｉ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ｏｉ韵母只分布于阳平、阴去与阳去（２、５、６）三个调类，其本韵ｕｉ则分布于

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１、２、３、５、６），是一个五调俱全的韵母。ｏｉ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阳平２：围︱周围︱围塘

ｏｉ　１１︱?ｉｕ３３４ｏｉ　１１→?ｉｕ３３ｏｉ　３３︱ｏｉ　１１ｔｕ１１→ｕｉ　１１ｔｕ１１

阴去５：屁︱放屁︱屁话

ｐｈｏｉ　３５︱ｐｏ３５ｐｈｏｉ　３５→ｐｕ５５ｐｈｏｉ　５５︱ｐｈｏｉ　３５ｕｏ４１１→ｐｈｕｉ　３５ｕｏ５１

阳去６：队︱排队︱队长

ｔｏｉ　４１１︱ｐ１１ｔｏｉ　４１１→ｐ１１ｔｏｉ　１１︱ｔｏｉ　４１１ｔｕ４１→ｔｕｉ　１１ｌｕ４１

１．２ 宁德方言阳声韵的变韵现象

１．２．１　ｅ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ｅ韵母只分布于阳平、阴去与阳去（２、５、６）三个调类，其本韵ｉ则分布于

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１、２、３、５、６），是一个五调俱全的韵母。ｅ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阳平２：平︱太平︱平安

ｐｅ１１︱ｔｈａｉ　３５ｐｅ１１→ｔｈａｉ　５５βｅ
４１１︱ｐｅ１１ａ

３３４→ｐｉ１１ａ
３３４

阴去５：镇︱乡镇︱镇长

ｔｅ３５︱ｘｙｏ
３３４ｔｅ３５→ｘｙｏ３３ｔｅ３４︱ｔｅ３５ｔｕ４１→ｔｉ３５ｎｕ５１

阳去６：认︱公认︱认真

ｎｅ４１１︱ｋｕ
３３４ｎｅ４１１→ｋｕ１１ｎｅ４１１︱ｎｅ４１１?ｉ

３３４→ｎｉ３３?ｉ３３

１．２．２　ｏ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ｏ韵母只分布于阳平、阴去与阳去（２、５、６）三个调类，其本韵ｕ则分布于

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１、２、３、５、６），是一个五调俱全的韵母。ｏ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阳平２：文︱批文︱文章

ｏ１１︱ｐｈｉ　
３３４ｏ１１→ｐｈｉ　３３ｏ３３︱ｏ１１?ｕ

３３４→ｕ１１ｎｚｕ
３３４

阴去５：粪︱担粪挑粪︱粪池厕所

ｐｏ３５︱ｔａ
３３４ｐｏ３５→ｔａ３３　ｍｏ３４︱ｐｏ３５ｔｉ　１１→ｐｕ５５ｎｉ　４１１

阳去６：份︱股份︱份额

ｘｏ４１１︱ｋｕ４１１ｘｏ４１１→ｋｕ３５ｏ５１︱ｘｏ４１１ｉａ５４→ｘｕ１１ｉａ５４

１．２．３ 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韵母只分布于阳平、阴去与阳去（２、５、６）三个调类，其本韵ｙ则分布于

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１、２、３、５、６），是一个五调俱全的韵母。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阳平２：浓︱野浓很浓︱浓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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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１１︱ｉａ４１１ｎ１１→ｉａ５５ｎ５５︱ｎ１１ｔａ１１→ｎｙ１１ｎａ１１

阴去５：众︱大众︱众口

?３５︱ｔａｉ　４１１?３５→ｔａｉ　３３?３４︱?３５ｋｈｉｕ４１１→?ｙ３５ｋｈｉｕ５１

阳去６：共︱统共︱共墿同路

ｋ４１１︱ｔｈｕ４１ｋ４１１→ｔｈｕ３５ｋ５１︱ｋ４１１ｔｕ４１１→ｋｙ１１ｔｕ４１１

１．３ 宁德方言入声韵的变韵现象

宁德方言入声韵尾目前处在急剧变化中，城乡差异较大，根据笔者调查，宁德城关新派方

言的入声调有两类韵尾，一类是舌根音韵尾 －ｋ，另一类是喉塞音韵尾 －。从目前我们调查所

得的材料上看来，阴入调是变韵调，发生变韵现象的都是带喉塞音韵尾 －的韵母，而这类韵母

作为连读前字时往往会丢失喉塞音韵尾 －，成为开尾韵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宁德方

言连读前字为喉舌音韵尾的阴入字与阴去字，其连读变调规律是相同的。以上两个现象说明，
宁德方言入声韵的变韵规律与阴声字的ｅｉ、ｏｕ、ｙ基本上是一致的。

１．３．１　ｅ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ｅ韵母只有阴入调类的字，其作为 前 字 时，本 韵 韵 母 相 当 于 阴 声 韵ｉ。ｅ
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阴入７：笔︱毛笔︱笔筒

ｐｅ２３︱ｍ１１ｐｅ２３→ｍ１１βｅ
２３︱ｐｅ２３ｔ１１→ｐｉ　５５ｔ４１１

１．３．２　ｏ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ｏ韵母分布于阴入调与阳入调，其作为前字时，本韵韵母相当于阴声韵ｕ。

ｏ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阴入７：出︱演出︱出国

?ｈｏ２３︱ｙｏ４１?ｈｏ２３→ｙｏ５５?ｈｏ５４︱?ｈｏ２３ｋｏ２３→?ｈｕ５５ｋｏ５４

１．３．３ 韵母的变韵

在宁德方言中，韵母分布于阴入调与阳入调，其作为前字时，本韵韵母相当于阴声韵ｙ。

韵母的变韵现象如下：

阴入７：竹︱麻竹︱竹床

ｔ２３︱ｍａ１１ｔ２３→ｍａ１１ｌ２３︱ｔ２３?ｈｕ１１→ｔｙ５５?ｈｕ４１１

１．４ 宁德方言韵母变韵的规律

根据以上１．１～１．３三节，宁德方言变韵的规律如表二。
表　二

阴声韵 阳声韵 入声韵

变韵 本韵 变韵 本韵 变韵 本韵

ｅｉ

ｏｕ

ｙ
ｅｕ

ｏｉ

＞

＞

＞

＞

＞

ｉ

ｕ

ｙ
ｉｕ

ｕｉ

ｅ
ｏ


＞

＞

＞

ｉ
ｕ
ｙ

ｅ
ｏ


＞

＞

＞

ｉ～ｉ

ｕ～ｕ

ｙ～ｙ

　　透过上述规律，我们得到三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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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宁德方言有１１个韵母存在共时平面上的转换关系，并且其转换关系与特定声调（２、

５、６、７）密切相关，即宁德方言的变韵调类是阳平、阴去、阳去（Ｂ）、阴入。毫无疑问地，我们必

须承认宁德方言确实存在与闽东南片（如福州）类似的变韵现象。
第二，宁德方言中凡变韵韵母，其主要元音都是半高元音（ｅ、ｏ、），而其本韵韵母则都是高

一度的元音（ｉ、ｕ、ｙ）。从韵母来看，宁德方言的变韵是相当单调而贫乏的。
第三，宁德方言变韵韵母回归本韵韵母时，其变化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两类：１．高化；２．高化

且单元音化。带有辅音韵尾的阳声韵与入声韵和阴声韵中的ｅｕ、ｏｉ两韵是主要元音高化；至

于阴声韵的ｅｉ、ｏｕ、ｙ三韵不但主要元音高化，同时也从复合元音变为单元音韵母。

二　宁德方言变韵的历时意义

由于篇幅的限制，以下只举ｉ／ｅｉ、ｙ／ｙ这两对韵母加以说明，这两对韵母分别展现宁德方

言变韵的两种历时意义。①

２．１ 宁德方言ｉ／ｅｉ韵母的历时意义

福州、宁德两地ｉ／ｅｉ韵母的声调分布情况见表三。
表　三

阴平１ 阳平２ 上声３ 阴去５ 阳去６

宁德
ｉ ＋ ＋ — ＋ ＋（Ａ、Ｂ）

ｅｉ — ＋ — ＋ ＋（Ｂ）

福州
ｉ ＋ ＋ ＋ — —

ｅｉ — — — ＋ ＋

　　根据表三，福州方言本韵ｉ分布在阴平、阳平、上声，变韵ｅｉ分布在阴去、阳去，呈互补分

布。宁德方言的情况则是，变韵韵母ｅｉ作为连读前字时固然会变为ｉ（本韵），然而当它作为单

字词时，却与ｉ构成对立。严格来说，宁德方言的ｉ／ｅｉ在多数调类下根本不存在互补关系。这

是福州方言与宁德方言在变韵上的重大区别，这个现象应当如何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把

宁德、福州与没有变韵的霞浦等三个方言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请看表四。
表　四

宁德 霞浦 福州 例字与调类分布

ｉ

ｉ

ｉ

ｉ

ｅ

ｅ

ｅ

ｅ

ｉｅ

ｉｅ

ｉｅ

ｉｅ

１：批披支芝脂鸡规闺

２：池离匙篱移宜便～

５：剃祭际翅刺势世继桂季契肺戏

６Ｂ（＝６）：弟例逝惠慧艺义议毅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１：碑悲知痴诗讥肌基稀熙衣伊医

６Ａ（＝３）：比丕米美李理鲤旨指止矢死已麂起喜以

ｅｉ

ｅｉ

ｅｉ

ｉ

ｉ

ｉ

ｉ

ｅｉ

ｅｉ

２：脾皮疲迷眉楣弥维遗微迟堤提持梨时棋期疑姨

５：箅泌鼻智置利至痣饲四试既汽弃意亿忆

６Ｂ（＝６）：备篦地治雉痔吏字是示寺技妓柿易异

　　从表四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
第一，从方言比较来看，宁德方言今读ｉ的音类在来源上至少有两类。第一类是福州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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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霞浦读为ｅ、宁德读为ｉ。第二类是福州和宁德都读为ｉ／ｅｉ，而霞浦读为ｉ。在历史来源上，第
一类来自早期的＊ｉｅ，第二类来自早期的＊ｉ。② 就第一类的＊ｉｅ而言，宁德方言发生了＊ｉｅ＞ｉ的

单元音化演变，霞浦方言则发生了＊ｉｅ＞ｅ的 介 音 失 落 演 变，福 州 方 言 则 是 保 持 早 期 的 面 貌。
就第二类的＊ｉ而言，则是霞浦保持早期的面貌，福州在１、２、３三个调类 保 持，在５、６两 个 调

类变读为ｅｉ；宁德在１、６Ａ（＝３）类 保 持，在２、５、６Ｂ（＝６）三 个 调 类 变 读 为ｅｉ。由 此 可 知，宁

德方言的ｉ韵母和ｅｉ韵母在２、５、６Ｂ之所以形成韵母对立而不互补，其原因正是历史来源不

同。
第二，从历时的观点来看，宁德方言的ｉ虽然是早 期＊ｉｅ变 化 的 终 点，但 只 造 成 了 早 期 的

＊ｉｅ和＊ｉ在宁德方言中局部合并（阴平１和阳去６），其他声调都不混读。这个认识可以让我

们推敲出Ｒ１“变韵现象产生”与Ｒ２“＊ｉｅ、＊ｉ韵母归并”的时间先后关系。从逻辑上说，我们可

以主张Ｒ１较早发生，或者Ｒ２较早发生，不会有第三种可能。如果假设Ｒ２发生的时间在前，

Ｒ１在后，则规律应当描述如下：

　　Ｔ１　　　　　　Ｔ２
　　Ｒ２＊ｉｅ＞ｉ　　　Ｒ１　＊ｉ　＞　ｉ／＿／１，３／

　　　＊ｉ＞ｉ　　　　　　　　　 ｅｉ／＿／２，５，６／
根据“语音演变无例外”的前提，如果“＊ｉｅ、＊ｉ韵母归并”早于“变韵现象产生”，则我们应

当会看到来自＊ｉｅ的ｉ也参与了变韵韵母ｉ的条件分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现在宁德方言中

明显存在ｉ和ｅｉ在２、５、６类调类的对立。这个现象本身说明，宁德方言Ｒ１早于Ｒ２，其规律运

作如下：

　　Ｔ１　　　　　　　　　　Ｔ２
　　Ｒ１　＊ｉ＞ｉ／＿／１，３／　　　Ｒ２　＊ｉｅ＞ｉ（１，２，３，５，６）

　　　　　ｅｉ／＿／２，５，６／　　　　　　　　　
早期来自＊ｉ韵母的ｉ在宁德方言中先根据调类形成共时平面上的变韵，之后＊ｉｅ才变为

ｉ，由于此时＊ｉ韵母的变韵现象业已完成，晚近才产生的ｉ（＜ ＊ｉｅ）韵母来不及参与，于是形成

局部重合局部对立的韵母形式。
经由以上分析，宁德方言ｉ／ｅｉ的韵变现象给我们的启发是：变韵韵母ｅｉ和本韵韵母ｉ在２、

５、６等调类上构成对立，乃是早期的来源不同。此时变韵韵母ｅｉ具有存古的意义。

２．２ 宁德方言ｙ／ｙ韵母的历时意义

宁德与福州方言ｙ／ｙ在各调类的分布情况见表五。
表　五

阴平１ 阳平２ 上声３ 阴去５ 阳去６

宁德
ｙ ＋ — — — ＋（Ａ）

ｙ ＋ ＋ — ＋ ＋（Ａ、Ｂ）

福州
ｙ ＋ ＋ ＋ — —

ｙ — — — ＋ ＋

　　福州方言的ｙ／ｙ音类呈现互补分布，宁德方言则在阴平和阳去存在ｙ和ｙ的对立。下

面通过表六进一步观察宁德、霞浦、福州三个方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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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宁德 霞浦 福州 例字与调类分布

ｙ
ｙ
ｙ
ｙ

ｏｉ

ｏｉ

ｏｉ

ｏｉ

ｕｉ

ｕｉ

１：杯飞坯崔催吹魁恢灰

６Ａ（＝３）：裹～粽馃火伙～食

ｙ
ｙ

１：衰蓑堆推

６Ａ（＝３）：腿髓儡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１：猪蛛书趋需输运～居车～马炮区驱虚墟

６Ａ（＝３）：女吕旅煮鼠取暑举矩语许宇乳羽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２：除锄徐薯殊渠鱼愚娱如余儒俞榆

５：处趣庶絮恕据锯去

６Ｂ（＝６）：虑聚注～意住树序绪具遇裕誉预豫

　　第一，从表六可知宁德的ｙ／ｙ韵 相 当 于 霞 浦 的 两 类 韵 母：ｙ和ｏｉ，如 果 把 福 州 的 也 放 进

来，则霞浦的ｏｉ也有两个来源：ｕｉ和ｙ。需要注意的是，福州的ｙ同时具有本韵与变韵双重

身分：对ｙ韵母而言，ｙ是变韵（也就是ｙ在５、６两调的变体）；而五调俱全的ｙ韵母，本身又

在５、６两调有条件变体ｙ。所以整体看来，宁德方言的ｙ至少有两个来源，而具备变韵的ｙ／

ｙ只相当于霞浦的ｙ，福州的ｙ（１、２、３）／ｙ（５、６）。从演变的观点来看，福州ｕｉ和ｙ这两类韵

母，在霞浦中合并为一类ｏｉ，但不与ｙ混淆。至于宁德则又将相当于霞浦的ｏｉ进一步与ｙ混

读。由此可见，宁德方言的ｙ韵母是闽东早期好几类不同韵母共同的演变终点。③

第二，从目前宁德方言共时音系来看，ｙ是个五调俱全的韵母，其辖字来自遇摄合口三等

鱼虞、果摄合口一等戈、蟹摄合口一等灰、止摄合口三等支脂微诸韵。一般而言，遇摄 三 等 和

果、蟹、之等摄的合口字在闽东方言是有别的，在宁德方言中也能够区分，但区分的手段与霞

浦、福州等方言不同。在宁德方言中来自遇摄三等的ｙ韵字在２、５、６Ｂ等声调环境下与果、
蟹、之等摄的合口字共同组成一个ｙ。当遇摄三等的ｙ进入连读环境时，就自动变成ｙ，回归

早期本韵的形式。根据上述现象，我们推敲宁德方言中ｙ韵形成的过程如下：较早的宁德方

言ｙ也是个五调俱全的韵母，之后发生了以下的条件变化：

　　

在韵母分化之后，ｙ韵母只分布在２、５、６三个调类，在１、３两调形成空缺，因而引发语言

内部的结构调整，吸引了原先ｏｉ韵母的１、３两调的字来补位，也就是：

　　

最终形成目前宁德方言ｙ韵母。很显然地，从历史发展上看，ｙ韵母之所以能成为一个

独立的韵母音位，ｙ的变韵现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些来自于ｏｉ韵来补位 的 字，只 出 现 在ｙ的１、３两 调，由 于 宁 德 方 言 上 声 和 阳 去 的 混

同，上声调的字实际已混入阳去（６Ａ），上声缺字。但是在连读前字的条件下，阴平调的ｙ韵

母字不能回归本韵ｙ。例如：

　　阴平１：吹︱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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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ｙ３３４︱?ｈｙ３３４ｏｕ１１→?ｈｙ３３ｏｕ３３

　　推︱推迟

　　ｔｈｙ３３４︱ｔｈｙ３３４ｔｅｉ　１１→ｔｈｙ３３ｔｅｉ　３３

第三，同为阳去字，在变韵时却有不同的走向，例如：

　　阳去６Ａ：火︱大火︱火把

　　ｘｙ４１１︱ｔｕｏ４１１ｘｙ４１１→ｔｕｏ１１ｘｙ４１１︱ｘｙ４１１ｐａ４１１→ｘｙ３５βａ
５１

阳去６Ｂ：具︱灯具︱具体

　　ｋｙ４１１︱ｔ
３３４ｋｙ４１１→ｔ１１ｋｙ４１１︱ｋｙ４１１ｔｈ４１１→ｋｙ１１ｔｈ４１１

来源于古清上字（６Ａ）的“火”与来源于古浊去（６Ｂ）的“具”，虽然在单字调已经混同，都是

４１１，但作为连读前字时，至少有两点不同：一、连读变调规律不同。二、“火把”中的“火”的韵母

ｙ不发生变化，“具体”中的“具”则读为单元音韵ｙ。从以上线索可知，ｙ韵母上声调与阳去

调的混读，发生的时间也是在变韵形成之后，原先的阳去字“具”发生了变韵之后，后来加入的

阳去字“火”来不及参与。
通过观察和方言比较，我们发现宁德方言发生变韵的阴声韵、阳声韵中，变韵韵母的阳去

调的字都是来自古浊上、浊去的（６Ｂ），只有ｙ韵母例外（详见表六）。ｙ韵阳去调的字既有来

自古清上的（６Ａ），又有来自古浊上、浊去的（６Ｂ）。来自古清上（６Ａ）的变韵韵母ｙ在连读前

字的条件下不会回归本韵ｙ，这说明宁德方言变韵现象与早期的声调来源有密切关系：由于上

声调非变韵调类，所以来自古清上（６Ａ）的变韵韵母ｙ不发生变韵。
经由以上分析，宁德方言ｙ／ｙ的韵变现象给我们的启发是：变韵现象会造成调类缺字，进

而启动语言系统内部结构调整的机制，吸引形式上相近的韵母来填补空缺，构成一个完整的韵

母。就ｙ韵母这个个案而言，变韵现象引发了音韵上的创新。

三　结 语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宁德方言有１１个韵母存在与闽东南片（如福州）类似的变韵现象，但韵母范围较小。

本韵与变韵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高化”和“高化且单元音化”两类。
第二，通过方言比较，我们发现宁德方言的变韵韵母或者保留早期韵母区别，或者形成新

的韵母，这显示变韵对韵母结构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在探讨闽东方言的变韵现象时应当注意到，就多数南片的闽东方言来看，“变韵”确

实会造成韵母“调类缺字”，但是在逻辑推论上，不能反过来说凡存在韵母“调类缺字”现象就等

同于存在“变韵”现象。最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是，宁德方言阴声韵的上声与阳去这两个调由

于声调接近而合并为一个类，这就造成了ｉ、ｕ、ｙ等韵母的上声缺字。简言之，形成韵母调类

缺字的原因并非只有变韵一端。有可能是系统内部偶然的空缺，又或是音韵演变造成的结果，
即使是音韵演变的结 果，也 未 必 是“变 韵”所 造 成，也 可 能 是 别 的 演 变 机 制 使 然（例 如 调 类 归

并）。宁德方言“调类缺字”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除了１１类发生变韵的音类存在“调类缺字”
现象，另有２２个韵母也存在程度不等的“调类缺字”现象。④ 可能由于宁德方言既存在“变韵”，
也存在“调 类 缺 字”，有 些 学 者 便 把 韵 母“调 类 缺 字”的 现 象 与“变 韵”等 同 起 来。如 戴 黎 刚

（２００７∶６０６～６０７）以宁德方言的ｉａ／ｉ两个韵母为例，ｉａ韵母只在１、３两类声调出现，ｉ韵

母只在２、５、６三类声调出现，戴文将之理解为“变韵现象”，并指出ｉａ是本韵，ｉ是变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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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来，戴文的说法显然忽略了变韵现象的基本定义：互为本韵与变韵的两个韵母形式，必

须是在共时平面上可以转换且声调互补分布的变体。根据我们所记录的宁德方言语言事实来

看，ｉａ／ｉ两个韵母在应当进行变韵的语言环境时，其韵母形式却都不会发生改变 。例如：

　　阳平２：行走︱行墿走路

　　ｋｉ１１︱ｋｉ１１ｔｕ４１１→ｋｉ１１ｎｕ１１

　　阴去５：镜︱镜头

　　ｋｉ３５︱ｋｉ３５ｔｈａｕ１１→ｋｉ５５ｎａｕ４１１

　　阳去６：命︱命运

　　ｍｉ４１１︱ｍｉ４１１ｏ４１１→ｍｉ１１ｏ４１１

我们认为，宁德方言调类缺字的成因多端，只以变韵来解释恐怕会造成分析上的误差。

附　注

①至于其他９类变韵韵母均可透过相同的分析手段分别得出类似的结论，兹不赘言。

②拟音参看Ｎｏｒｍａｎ（１９８１）对共同闽语韵母的拟测。

③在Ｎｏｒｍａｎ（１９８１）的构拟中，馃、火 拟 为＊ｏｉ、飞 吹 拟 为＊ｙｅ、堆 腿 拟 为＊ｕａｉ，可 见 在 共 同 闽 语 中 来 源 更

多。但就目前比较的三个闽东方言而言，显然只有两个类。

④宁德方言这２２个韵母分别是：阴声 韵ｅ、ｏ、、ｉａ、ｕａ、ｕａｉ、ｕｏｉ、ｉｕ、ｕ、ｉ，阳 声 韵ｉａ、ｉ、ｕａ、ｕｏ、ｙｏ，入

声韵ｉａ、ｉ、ｕａ、ｉａｋ、ｕａｋ、ｕｏｋ、ｙｏｋ（其中阴声韵未列出上声调缺字的韵母）。宁德方言“调类缺字”现象原因多

端，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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