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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1词阶法

2从核心语素表到具体语言的对当

3北京话中清入字的归派及相关研究

4从词阶法看北京话清入字的归派

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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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词汇的阶

关系语素

陈保亚 (1996) ：无界有阶

高阶/低阶的性质
高阶=斯瓦迪士100语素表

低阶=第200语素表

假说: 高阶多于低阶 同源；反之，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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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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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核心语素表到具体语言的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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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对当的确定

严格的语义对当

严格的文献或者考古证据证明

汉语的‘髑髅’和台语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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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标记形式优先

无标记形式是指一组同义语素中分布最广、
构词能力最强、稳定性最高的形式

受限分布与自由分布

犬， 狗 [北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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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对当与无对当

指称上有分工的候选语素音形
‘dog’《说文》：“狗，犬也，大者为犬，小者为狗”
增加样本，则n+1 

无对当
‘he’,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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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形式

Bark (n.)类
树+皮

Kill类
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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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话中清入字的归派及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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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的入派三声

全浊入 阳平：舌白石

次浊入 去声：月热叶

清入

阴平：杀吃

阳平：结

上声：骨脚

去声：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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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的结果？

丁邦新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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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词阶法看北京话清入字的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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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字在高/低阶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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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

耿振生(2003):白读本地，文读外来

1 风格差异(文读于书面语词，白读于生活语词);
2 使用阶层的差异(文读在高文化人群中、白读在低文化人
群中更广);
3 异读层的地理分布：与白读韵母相似的地理分布只限在北

京邻近的河北和与北京有直接移民关系的东北；而与文读
韵母相似的地理分布在汴洛、江淮等更广泛的区域；

4 韵书记录出现的早晚：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声音唱

和图》、元代的《中原音韵》、明代徐孝的《合并字学集
韵》三书入声白读韵母的对比表明，从入声韵母舒化后的
归派看，与北京话白读韵母归派相同的记录从宋代开始一
直延续到现代，而与北京文读韵母归派相同的记录从明代
才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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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后的清入字的词阶分布

如何利用词阶法来分析？



17

比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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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程序

1 清入字在高阶、低阶中的总字数；

2 这些清入字每一种声调归派的字数；

3 分高、低两阶计算每种声调的字数占该阶

清入字总数的比例

4 绘出阶曲线

关键：不在于绝对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在不
同阶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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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高/低阶阶曲线

图1.北京清入核心高阶低阶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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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1 归阴平的高阶比例小于低阶 接触

2 归阳平的高、低阶均为零 未形成层次

3 归上声的高阶比例大于低阶 本地自源

4 归去声的高阶与低阶比例均等?
陈(1996:199) 平直式阶曲线所反映的层次性质与关
系词的数量多少相关：很多，平直式阶曲线反映
同源关系；很少，则反映接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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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少? 词阶的扩展—相对分阶

相对高阶：合并高低阶核心语素作为“核心通阶”
相对低阶：以2800个常用语素作为“常用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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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分阶与绝对分阶的阶曲线对比

图2.北京清入分调高低阶、核心常用阶阶曲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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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结果分析

⑴阳平
在核心高低两阶上均为零 无所谓层次

在核心常用两阶上阶曲线明显上扬 外源层次

⑵上声
在核心高低两阶上明显下降 自源固有层次

在核心常用两阶上下降走向，且斜率更大一些 自源性无疑

⑶去声
在核心高低两阶上绝对数值少且走向平 大致外源层次

在常用通阶上的明显上扬走向 更明确外源接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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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在不同分阶中的对立

可能的解释

高低分阶无效？

相对分阶无效？

高低分阶中的字例不够？

相对分阶与高低分阶各有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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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角度的研究

林焘（1987）
现代北京官话的分布和历史移民的文献记载

北京方言是清兵入关汉八旗带来的语言（其源
头是辽金幽燕方言）与北京外城的当地方言
（本也是幽燕方言）融合而成。

北京方言与邻近的河北方言有差异，相当于一
个方言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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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角度的研究

高晓虹（2003）
元代以来与北京话有关的多种韵书中入声字

历史移民、朝代变迁等与北京话入声字的层次

结论：

元代清入归上；

明代清入几乎都有归去声的文读，归阴平的异读在
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上声，但与白读韵母相配的则
是上声占绝大多数而阴平较少；

清代清入文读仍旧多归去声，但归阳平的数量有显
著增加；与白读韵母相配的仍是上声占多数但阴平
有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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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方法与材料的关系

方法适用的范围

材料与方法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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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阴平在不同分阶中的对立这一现象说
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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