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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方言声调辨正与教学
----以固镇方言为例

孙合肥

(淮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安 徽 淮 南 232038)

[摘 要 ]固镇方言隶属于皖北中原官话，和普通话比较，固镇方言有独特的方言特征，尤其是固镇 

方言的声调。和普通话相比，固镇方言同样有四种声调调值，但与普通话并不一一对应。探讨固镇方言 

声调与普通话声调的辨正关系，以更好地联系方言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普通话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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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弓I言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 

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 

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 

的交际工具，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随 

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益集中和发展，方 

言的影响正在逐渐缩减，而普通话的影响正在逐步 

扩大。“普通话是为全面服务的，方言是为一个地区 

人民服务的。推行普通话并不意味着人为地消灭方 

言，只是逐步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而这是符合 

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的。方言可以而且必然会同普 

通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但是必须不断地推广 

普通话的应用范围，要尽力提倡在公共场合说普通 

话，尽力提倡在书面语言中使用普通话，要纠正那 

种不承认普通话，不愿听普通话，甚至不许子弟说 

普通话的狭隘地方观念，纠正那种在出版物中特别 

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訛但是汉语方言 

在语音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这势必影响普通话的 

推广和学习。仅以声调而论，各方言区虽然一般都

有人声，但人声的具体情况颇有不同。据统计，方言 

调类的数目最少的是3 个，最多的是11个（如广西 

博白话），一般有5个到7 个。在方言和普通话之 

间，调类相同的调值也未必相同。

皖北方言是通行于安徽境内淮河以北的方言。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皖北方言划属于中原官话，固 

镇地区属于中原官话信蚌片譺。《安徽省志•方言 

志》把皖北地区的中原官话叫做皖北中原官话，它 

主要分布在淮北和沿淮南岸的一部分市县，固镇方 

言隶属之®。固镇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 

北岸。固镇地区通行的固镇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和 

普通话比较，固镇方言有独特的方言特征，有语音 

方面的特征，也有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征。语音方 

面的特征又表现在声母、韵母及声调上，比如声母 

zh、ch、sh和 z、c、s 不分，卷舌韵母e r与舌面元音韵 

母 a 不分等等，其中声调表现出的特征更加明显。 

针对固镇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就需要分析固镇方 

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声调差异，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差 

别，从而掌握好普通话声调的实际发音，读好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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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通话和普通话声调教学

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是我国长期以来 

坚持的基本语言政策。2001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 

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 

位。其中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 

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 

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普通话的推广学习是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首先，它是我 

国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普通话是 

沟通不同民族、不同方言区之间交流的桥梁。推广 

普通话有利于日益频繁的社会交往，有利于加强民 

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其次，跨地域的经济协作、 

投资招商、商品展销、交流培训、旅游文化及大型文 

化、体育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普通话。推广普通 

话有利于建立市场体制，促进商品交换。再次，文化 

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计算 

机语言输人和语言知识的研究，信息技术的现代 

化，都对推广普通话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随着国 

际往来和国际文化、技术交流日益加深，进一步推 

广普通话，可以减少语言交际的障碍，促进国际交 

往。因此，在新时期开展普通话教学无疑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声调教学是普通话语音教学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对于普通话教学来说，声调教学既是重点，也是 

难点。声调同声母、韵母一样是构成汉语音节必不 

可少的一个部分。一方面，在汉语音节中，即使声母 

和韵母完全相同，但由于声调不同，它的读音和意 

义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声调是普通话语音教学 

的重点。另一方面，声调是汉语贯穿在一个音节始 

终的高低升降的变化形式，它的性质决定于音高， 

而且这种音高是对每个发音者来说的一■种相对音 

高，它的具体发音描述困难，因此，声调又是普通话 

语音教学的难点。

三、 结合方言声调进行普通话教学的必要性

作为标准语的普通话是相对于方言来说的，普 

通话学习的过程也就是逐渐远离方言向普通话靠

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话教学必然受到方 

言语音的影响。同时，方言虽然只是在一定的地域 

中通行，但本身却也有一种完整的系统。方言都具 

有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 

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因此普通话教学 

应该针对不同方言因地制宜，而有效的普通话声调 

教学也应该是结合方言声调所进行的。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存在多个方言区。就 

大的区域看，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区：（一）北方方言 

区，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中心，是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的基础；（二）吴方言区，吴方言也称江南话或江 

浙话，以上海话为代表。分布地域包括江苏省长江 

以南镇江以东部分（镇江不在内），浙江省大部分；

(三）湘方言区，湘方言也称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 

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四）赣方言区，赣方 

言也称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江西 

省（东北沿江地带和南部除外），湖北省东南一带也 

属于这一区；（五）客家方言区，客家方言以广东梅 

县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 

省，湖南、四川两省也有少数地区说客家方言；（六） 

闽方言区，闽方言分布在福建省，广东的东部潮州、 

汕头一带，海南岛和台湾省的大部分地区，华侨和 

华裔中有很多是说闽方言的；（七)粵方言区。粵方 

言也称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广西 

两省，华侨和华裔中有很多是说粵方言的®。每一 

种方言下又有若干次方言或地区方言。各方言与普 

通话有着显著区别，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方言的 

特征。在教学中应当针对不同方言区的不同现象， 

实施相应的教学策略，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学习效 

率。

四、固镇方言与普通话声调的对应比较

在汉语语音中，音节的高低升降能够区别意 

义。这种贯穿在音节中能区别意义的音节的高低升 

降就是声调。例如“买马”和“卖麻”、“反省”和“繁 

星”，就是依靠声调区别意义。普通话共有阴平、阳 

平、上声、去声四种声调②。它们都是由一定的音高 

变化形成的。四声的不同，也就是四种不同的音高 

变化形式。普通话的阴平声，念高平，用五度标调法 

来表示，就是从5 度到5 度，写作[55];阳平声念中 

升，起音比阴平稍低，然后升到高，用五度标记法表

①  胡 裕 树 ：《现 代 汉 语 》，上 海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1 9 9 5年 ，第 7 页

②  同 ① ，第 7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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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就是从3 度升到5 读 ，写作[35];上声念降升， 

起音半低，先降后升，用五度标调法表示，就是从2 
度降到1 度再升到4 度 ，写作[214];去声念高降， 

起音高，接着往下滑，用五度标调法表示，就是从5 

度降到1度，写作[51]。固镇方言声调也有四类，但 

是具体每一类声调的实际调值却与普通话的调值 

不同。普通话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声调的调 

值分别是[55]、[35]、[214]、[51]，而固镇方言对应普 

通话的四种声调的调值分别是[212]、[55]、[21]及 

[53]、[21]、[55]。

表 1 普通话、固镇方言调值对照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普通话 55 35 214 51

固镇方言 212 55 21 53/21/55

通过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普通话四种声调的 

发音在固镇方言中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 

在调值上，即虽然固镇方言与普通话有相同的调 

类，但实际调值不尽相同，而且差别较大。

1. 普通话四种声调的调值与固镇方言声调调值 

皆不同，其对应调值分别是：阴平[55]对应的是 

[212]，阳平[35]对应的是[55]，上声[214]对应的是 

[21]，去声[51]对应的是[53]或[21]、[55]。

2. 四种声调调值的对应中，阴平、阳平、上声的 

对应比较单一直接，相对固定。

3. 普通话的去声字在固镇方言中的调值变化比 

较多样。有[53]、[21]、[55]三种调值。

4 .  固镇方言声调调值有四种：[212]、[55]、[21]、 

[53]。其中[212]对应普通话阴平声，[55]对应普通话 

阳平和去声，[21]对应普通话上声和去声，[53]对应 

普通话去声。

通过分析，梳理清楚固镇方言的调值、调类和 

普通话的调值、调类的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于固镇 

地区而言，在学习普通话的声调的时候，就可以根 

据对应关系进行类推对照，学习普通话的声调也就 

比较简单容易了。

五、固镇方言与普通话异读的规律分析

1. 普通话的阴平声字在固镇方言中的对应调值 

是[212]，接近上声。这种现象不管在单念还是词语 

中都是这样。如单音节“春”、“天”、“花”、“开”、 

“今”、“天”、“阴”、“天”，或者词语“春天花开”、“今 

天阴天”。

2. 普通话的阳平声字在固镇方言中的对应调值

是[55]，即读阴平。这种现象也是不管在单念还是 

词语中都是如此。如单音节“人”、“民”、“银”、“行”、 

“农”、“民”、“犁”、“田”，或者词语“人民银行”、“农 

民犁田”。

3. 普通话的上声字在固镇方言中的对应调值是 

[21]，即读半上，限单念、在非上声音节前面和处在 

词句末尾。如 “好”、“火车”、“满足”、“宝贵”、“真 

好”、“实在是好”。

4. 普通话的去声字在固镇方言中的调值变化比 

较多样，有[53]、[21]、[55]三种调值。调值是[53]的， 

如“这”、“那”、“字”等等。调值是[21]的，如“蜂蜜”、 

“天热”、“周日”、“知道”、“出去”、“三个”等词语的 

后一个音节。调值是[55]的，如“爸”等。这三类调值 

中，其中绝大多数调值是[53]。

5. 同一个音节有不同的调值变化。如“蜂蜜”、 

“天热”、“周日”、“知道”、“出去”等词语的后一个音 

节调值是[21]，这些音节中有些音节即使是单念调 

值也是[21]，如“蜜”、“热”、“日”，而像“道”、“去”等 

音节单念则是[53]。有意思的是，“个”这个音节，在 

“三个”、“七个”、“八个”等词语中调值是[21]，而 

在“两个”、“四个”、“五个”、“十个”等词语中调值 

是[55]。“三”、“七”、“八”普通话声调是阴平，“两”、 

“四”、“五”、“十”普通话是非阴平声。它们在固镇方 

言中的实际读音情况是：“三”、“七”、“八”、“两”、 

“五”在固镇方言中的声调读上声；“四”、“十”读非 

上声，“四”读去声，“十”读阴平。固镇方言中“个”的 

声调读音大致规律是在上声音节的后面调值是 

[21]或[53]，在非上声音节的后面调值是[53]。

6. 变调的规律。包括上声连读、“一”、“不”。

(1) 上声连读。上声字在上声音节的前面变读 

成阴平。如 “水桶”、“ 口水”、“本领”、“洗脸”、“广 

场”。

(2) 普通话中“一”单念及词句末尾读阴平，在 

去声前变读阳平，在非去声前读去声。固镇方言中 

则与普通话不同，“一”在固镇方言中一律读[212] 
的调值。如 “单一”、“第一”、“一天”、“一年”、“一 

起”、“一半”。

(3) 普通话中“不”单念及词句末尾、在非去声 

前读去声，在去声前变读阳平。固镇方言中则与普 

通话不同，“不”在固镇方言中的调值与“一”相同， 

一律读[212]的调值。如“不说”、“不谈”、“不写”、 

“不看”。



第 6 期 孙 合 肥 ：皖 北 方 言 声 调 辨 正 与 教 学 97

六、联系方言进行普通话声调教学的方法

李如龙指出：“方言母语对语言学习的干扰，更 

大面积更经常的表现不在于不通、不规范和造成误 

解，而在于不顺、不好、不流利、不准确、不生动。”譹 

因而，普通话教学不能脱离一定的方言实际。只有 

联系方言实际进行普通话教学，才能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由于固镇方言中的声调调值仅有[55]这一类 

与普通相同，其余调值均与普通话不同。因此最重 

要的是要进行声调训练。

(一） 控制声带松紧的训练

音高的变化是由人的声带松紧来控制的。发音 

时，声带越紧，声音也就越高；反之，声带越松，声音 

也就越低。所以要学会通过控制声带松紧来发出高 

低不同的音。练习要在自己的音域内发出不同音高 

的音节，并用五度标记法准确标记下来。如四声顺 

序词语训练：阴阳上去、山明水秀、风调雨顺、兵强 

马壮。

(二） 手势引导法训练

通过手势引导训练普通话四声的准确发音。训 

练时用手掌表示声调的音高曲线的平、升、曲、降， 

发音人的音高跟着手掌走。对于阴平调[55]，发音 

时的引导手势是：把手抬至额头的高度，手掌平伸 

向外面推移，引导发成高平调。对于阳平调[35]，发 

音时的引导手势是：把手放在胸部以上的位置，手 

掌平伸与胸部呈45度角，缓缓向上抬至额头的高 

度，引导发成中升调。对于上声[214]，发音时的引 

导手势是：把手放在上腹部的高度，然后将手掌降 

至下腹部的位置，再向上抬起至下巴的高度，引导 

发成曲折调。对于去声[55]，发音时的引导手势是： 

把手从额头的高度45度角斜向下快速降至下腹部 

的位置，引导发成高降调。

采用手势引导训练法，对于固镇方言区普通话 

声调训练，尤其是其中的去声训练非常重要，而且 

有实际作用。因为普通话的去声[51]音节在固镇方 

言的读音情况复杂，有时调值是[53]，没有降到位， 

例如：“唱歌”的“唱”、“翅膀”的“翅”、“大人”的“大” 

等。有时调值是[21]，起音较低，例如：“木匠”的 

“木”、“月亮”的 “月”、“药水”的 “药”、“钥匙”的 

“钥”、“例如”的“例”、“引力”的“力”、“各种”的“各”

等。有时调值是[55]，没有下降，例如：“去不去”的 

“去”。前两种调值[53]和[21]的读音较多，第三种调 

值[55]的读音相对较少。针对这种起音不到位、没 

有下降或下降不到位的情形，通过手势引导起降的 

过程，能够让学生正确地把握去声[51]的实际发音。

(三） 声调比较训练

利用普通话与固镇方言中的声调对应词语进 

行比较训练，从而纠正发音。比如针对阴平声的训 

练：声调一 省掉、专业一 转业、必须一 必许、 

思辩—— 死辩、希望—— 喜旺；针对阳平声的训练： 

大学一 大靴、富强一 腹腔、预防一 玉芳、正 

常一 正昌、白菜一 掰菜；针对上声的训练：大 

家—— 大甲、重伤—— 重赏、录音—— 路引、外 

交—— 外角、报刊—— 刨坎。

(四） 绕口令训练

利用同一音节的不同调值进行朗读训练，对于 

正确掌握声调调值也是非常有作用的。语言学大师 

赵元任先生为了说明汉字声调区别意义这一特点， 

曾利用“shi”这一音节戏写过一篇《石室施氏食狮 

史》②，非常有特色。其文如下：

石（’）室（ ' )诗（-）士（ ' )施（-）氏（ ' )，嗜 

( 、）狮(-)，誓（、）食（’）十（’）狮(-)。氏（、）时 

r  )时r  )适（')市（')视（')狮(-)。十r  )时 

r  )，适 r  )十 r  )狮(-)适（、）市（、）。是（、）时 

r  )，适（')施（-)氏（')适（')市（' )。氏（') 

视（')十 r  )狮（- )，恃（')矢 c〇势（' )，使 广 ） 

十（〃）狮（-)逝（')世（' )。氏（')拾（〃）是（') 

十r )狮（-)尸（-)，适（')石r )室（' )。石 r ) 

室（、）湿(-)，氏（、）使 c〇侍（、）拭（、）石（’）室 

(' )。石 r )室r  )拭（' )，氏（')始〇试（')食 

( 一）十（〃）狮(-)尸（- )。食（〃）时（〃），始 广 ）识 

r  )是（、）十 r  )狮（-)尸（-)实 r  )十 r  )石 

r  )狮（-)尸（- )。试（')释（')是（')事（' )。

类似的例子，赵元任先生还编写过“漪姨”及 

《饥鸡集机记》譻。这样的短文对于声调训练非常有 

用，尤其是针对与普通话相比调类相同而调值不同 

的方言声调，使用这些短文进行朗读训练，有很强 

的实际针对作用。

在实际教学和学习中，除了以上几种基本的声 

调训练方法外，还可以采用规律类推记忆的方法。

①  李 如 龙 ：《语 文 教 学 和 方 言 调 查 研 究 》，《语 言 教 学 与 研 究 》1 9 9 7年 第 2 期 ，第 8 页

②  赵 元 任 ：《语 言 问 题 》，北 京 ：商 务 印 书 馆 ，1 9 8 0 年 ，第 1 4 9 页 。

③  同 ② ，第 1 5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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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总结和利用固镇方言与普通话调值的对应 

规律，从而类推声调对应现象，掌握声调的实际 

读音。如固镇方言与普通话四声的调值的对应规 

律比较明确，应当掌握进行类推。在大量训练的 

基础上，加上一定的记忆积累，实际效果会更加 

明显。

七、结论

普通话教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因为 

语言发音的准确，一定是通过口头的训练才能有实 

际的提高。只有在记忆的基础上不断训练才能逐步 

提升。而这种训练也是有针对性的实践操作。因为 

不同的方言区，语音实际情形千差万别。在普通话 

的教学过程中也要根据不同方言区的与普通话对

比的语音实情进行纠正训练，从而达到较好的训练 

目的。例如词语“一”、“不”在普通话中有不同情形 

的变调，而在固镇方言中所有的“一”、“不”的声调 

都相同，如“一般”、“一群”、“一起”、“一共”、“想一 

想”、“不多”、“不然”、“不懂”、“不变”、“差不多”，声 

调调值皆为[21]，没有变调，这就需要对普通话中 

“一”、“不”的不同读音进行记忆。

联系方言现象，分析其表现特征，探讨教学对 

策，对普通话教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以上我们 

以固镇方言为例，探讨了普通话声调教学的相关问 

题，提出了相应的教学训练方法。皖北地区方言声 

调与固镇方言基本相同，这些方法对皖北地区普通 

话声调教学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Mandarin tone teaching and correcting of dialects in northern Anhui
SUN Hefei

Abstract： Guzhen dialect belongs to the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in northern Anhui. Com pared to 
mandarin, Guzhen dialect has a unique feature, especia lly  its tone. There are also four tone pitches. H owever 
it doesn't correspond with the mandarin tone. Our discussion  o f the relationship o f Guzhen dialect tone and 
mandarin tone w ill better our teaching mandarin by associating with specific  dialects.

Key words: Tone; Guzhen Dialect; Mandar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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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与亲疏和礼教的尊卑贵贱的差异，于是就必然 

在社会中解构传统中国以血统为依归的宗法社会 

结构，因此，无法在“器惟求新”的基础上保持“人惟 

求旧”的维新取向。

这里提一个小问题，就是劳动力买卖是自由、 

平等的，为什么资本会增殖？也即是剩余价值的来 

源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英国著名政治经济 

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马 

克思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所以 

“劳动的价值”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而劳动力则是 

可以作为商品的，工人等价出卖劳动力的同时，劳 

动本身创造价值，所以，产生了剩余价值，因此资本

会增殖。

行文至此，通过殷周之变和近代中国变革的比 

较，我们可以做如下结论，也即是殷周之变的“变” 

在于社会意识层面促进社会存在层面的变革，因 

此，是“死人拖住活人”①，而近代中国变革则是直 

接指向社会存在层面。

所以，要寻求近代中国的道路，就必须寻求一 

种社会批判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针对思想意识的 

批判思潮。这在中国近代变革的过程当中，只有马 

克思主义才是如此。

所以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在近代的发展道路 

当中，通过维新（革命)道路，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逻辑。

Traditional reforming of China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ZHAO Quan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 f  China, the reform between the Y in  Dynasty and the Zhou Dynasty and the 
reform in modern China are among the radical social reforms. The reform between the Y in  Dynasty and the 
Zhou Dynasty proposed such a reform idea as Qi W ei Qiu X in  and R en  W ei Qiu Jiu, w hich failed to pay 
attention to technology but lay emphasis on maintaining and regulating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 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the reform between the Y in  Dynasty and the Zhou Dynasty; Qi W ei Qiu X in ; R en  W ei
Qiu 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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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 克 思 ：《资 本 论 》（第 一 卷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 0 0 4 年 ，第 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