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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方音演变略说

倪永 明
(江苏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 江苏镇江 212013)

[摘　要] 江阴方音近百年间变化较大。本文从声韵调方面对其语音的现状作了较为全面的

论述 ,并通过对不同年龄层 、不同文化程度的对象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和对众多历史资料的比

较 ,发现该方言中的某些语音要素有明显的简化 、合并的发展趋向 。其主要表现在声调的减

少 、部分浊音声母的消失或混读 、后鼻音的改变以及尖音 、团音的逐渐接近等方面。文中还就

两字组连读变调对现代汉语中述宾结构的词和短语的区别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探

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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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方言属吴语区太湖片常州小片 。对江阴

方言的调查 ,最早有 20 年代赵元任先生《现代吴

语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60年代出版的《江

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以下简称《概况》)、黄坤

同志的《江阴市志·四十·方言谚语》(以下简称《市

志》),钱乃荣先生的《当代吴语研究》 , 《江苏省志·

方言志》以及散见于《方言》等杂志中的一些论述。

因江阴境内方音的地域差异较大 ,他们都以市政

所在地澄江镇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由于江阴不是

个重要的方言点 ,大多数论述就很简单 。但随着

苏南 、苏北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加之 1999年江

阴长江大桥的开通 ,江阴在连接南北交通 、经济中

的地位会愈来愈显得重要 。笔者发现江阴的语音

在近百年来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并相信这种变

化的速度还会加快。本文就近年来笔者对澄江镇

不同年龄层特别是部分年轻人的发音调查 ,参照

诸家之说 ,试图对该地语音的现状及发展变化作

一全面的描述(限于篇幅 ,省略了“声韵调配合表 、

同音字表 、同中古音·北京音的比较”等内容)。

1　江阴方音的声韵调系统

该系统的描述对象是年轻人(10岁组为江阴

市城北小学部分学生 、20岁组为江阴市广播电视

大学部分学生 、30岁组为江阴市中学 83届部分

人员)的发音情况。

1.1　声　母

共有 29个 ,包括零声母在内。分列如下:

[ p]包边布八 [ ph]喷飘破匹 [ b]排皮步白

[ m]忙米漫木　[ f]方飞赴福 [ v]房冯微伏

[ t]东低短跌　 [ t
h
]汤天贪塔 [ d]唐甜团达

[ n]南暖努纳　 [ l]来连乱落 [ ts]糟帚战作

[ tsh]秋丑臭拆 [ dz]从兆撞浊 [ s]山西生色

[ z]邪社顺勺 [  ]京菊寄橘 [  
h
]欺巧劝却

[  ]棋巨旧局 [  ]娘女迎热 [ ]虚晓训血

[ ]如竖树　 [ k]高姑瓜各 [ kh]空孔控哭

[ g]狂共轧搿　 [  ]五卧额 [ h]亨海唤霍

[  ]孩效胡鱼　[  ]安烟弯怨

音值说明:[  ]代表和后面元音同部位的浊

擦音 。

1.2　韵　母

共有 41个 ,包括声化韵母在内 。分列如下:

[ ]资支时雌 [ i]非以地鸡 [ u]鼓胡枯补

[ y]居书羽鱼

[A ]罢蛇加者 [ iA]斜姐介雅 [ uA]娃侉哇拐

[ ]包朝搞挑 [ i ]条消翘漂

[ ei]妹斗催勾 [ uei]桂贵灰为

[ε]盖再来拜 [ uε]关快幻淮

[ o]花瓜茶沙 [ io]靴　　　　　　

[ i ]廉尖烟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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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酸干端 [ i ]权圆冤原 [ u ]桓玩完纨

[  ]租土过饿 [ i  ]牛九流丢

[A ]床胖缸长 [ iA ]央想良阳 [ uA ]光狂慌横

[  ]汾根笨沌 [ in]宾心英寻 [ u  ]昏稳困棍

[ o ]翁东红捧 [ io ]云勋泳雄

[ l]儿耳饵尾 [ m
·
]呒姆 [ n

·
]嗯 [ 

·
]五伍忤

[A ]辣舌匣拔 [ iA ]药削捏约 [ uA ]刮滑挖豁

[  ]色合十直 [ i  ]踢笛接切 [ u  ]骨活阔获

[ o ]国哭竹读 [ io ]菊肉越曰

音值说明:[ iA]中的[A]接近[ a] ,[ uA]中的[ A]接

近[ α] ,[ A ]受尾鼻辅音[  ]影响而偏近[ a ] 。复

合元音[  ]中的元音[  ]只是一种发音趋向 ,常

只发到[  ] 。入声韵中的[ o ] 、[ io ]实际发音时开

口度略大 ,接近[ ] 。[  l]的卷舌度较小 。

1.3　声　调

单字音声调有 6个 ,列表如下:

调类代号 调类 调值 　　　例　　　字

1 阴平 42 高猪安升抽偏婚飞

2 阳平 13 穷平寒龙近抱父共病饭怒

3 阴上 435 古展碗口普好五女染老买

4 阴去 312 盖醉爱抗唱怕汉世送放

5 阴入 5 急竹一曲七黑割约拍发

6 阳入 3 月六纳麦袜药局白合舌服

1.4　两字组连读变调
　后

前
阴平
42

阳平
13

阴上
435

阴去
312

阳上去
13

阴入
5

阳入
3

阴平 42 42 21 42　2

阳平 13 13 21 13　2

阴上 435 423 21 423 2

阴去 312 34 21 34　2

阴入 5　 不变 5 42 5 312 不变 不变 不变 5　5

阳入 3　 3　　　13 3　3 不变

　　(1)前字阴平的连读变调。双音词前字阴平

不变 ,后字舒声一律变读降变调 21 ,促声变读低

短调2 。如:鲜[ si 42] ≠选[ si 423] ≠线[ si 312] ;

新鲜 [ sin42 si 21] =新选 [ sin42 si 21] =新线

[ sin42 siι21] 。需注意的是 ,阳调类作为后字 ,其

声母若是后面元音同部位的摩擦音 ,其声母常常

清化 ,和阴调类相混 。如:陷[  i 13] ≠烟[ i 42] ;

诬陷[ u42( )i 21] =乌烟[ u42i 21] 。

(2)前字阳平的连读变调 。前字阳平不变 ,

后字变化同(1)。举例从略。

(3)前字阴上的连读变调。前字阴上变读

423 ,后字变化同(1)。举例从略。

(4)前字阴去的连读变调。前字阴去变读

34 ,后字变化同(1)。举例从略 。

(5)前字阴入的连读变调 。前字阴入始终不

变 ,后字读音如下:①阴平不变;②阳平变读为

42 ,如:黑盐[ h  5( )i 42] =黑烟[ h  5i 42] ;③

阴上变读为 312 ,如:铁柄[ thi  5pin312] =铁饼

[ thi  5 pin] ;④阴去不变;⑤阳上去仍读阳平不

变;⑥阴入不变;⑦阳入变读为5 ,如:百叶[ pΑ 5

( )i  5] =百益[ pΑ 5i  5] 。

(6)前字阳入的连读变调 。后字舒声一律读

13。如:白果[ bA 3k  13] =白过[ bA 3k 13] 。

后字阳入不变 。后字阴入变读为3 , 如:蜡烛

[ lA 3tso 3] 。

(7)连读变调后新增调值有四个:降变调 21 ,

高升变调 34 ,降升变调 423 ,低短调2。

(8)与语法的关系 。两字组连读变调中因语

法关系不同常发生例外 。赵元任先生《吴语的对

比情况》[ 1]中说到:“ ……有可能在吴语里用纯粹

语音学的方法来区别词组和复合词 。”这从江阴方

言述宾结构两字组连读变不变调中也可得到一点

启发。如“分红 、倒霉 、订亲 、拜年 、中暑 、变法”等

后字都未按连读变调的规则而改变读音 。一些兼

有偏正 、动宾两种结构关系的词语 ,偏正结构的后

字变调而动宾结构的后字不变调 ,如“炒饭 、讲话 、

挂图 、赛车 、平地 、来信 、满月 、炖蛋 、泡饭”等词。

作为动宾结构的词组其后字绝大部分读本调 ,如

“烧饭 、生病 、听书 、煎药 、动气 、闯祸 、放学”等 。至

于该规则有无普遍意义上的适用性 ,还有待于今

后做更大规模的调查 。

1.5　文白异读

(1)部分古精组字在细音前有文白两读 ,文

读[  ] [  h] [  ] [ ] [ ] ,白读[ ts] [ tsh] [ dz<z>]

[ s] [ z<dz>] 。如精母字“精” ;清母字“亲” ;从母

字“晴” ;心母字“心” ;邪母字“徐” 。调查对象的年

龄越大 ,保持白读的倾向就越明显 。

(2)部分古见 、溪 、晓母二 、三等字 ,文读[  ]

[  h] [ ] ,白读[ k] [ kh] [ h] 。如见母字“家” ;溪母

字“恰” ;晓母字“瞎”。疑母二 、三等字有的文读

[  ] ,白读[  ] ,如“宜”字;有的文读[  ] ,白读[  ] ,

如“颜”字 。匣母二等 ,文读[ ※j] ,白读[  ※与元

音同部位摩擦音] ,如“学”字。

(3)部分古日母字文读[ z] 、[ l] ,白读[  ] ,如

文读作[ z] :“仁” ;作[ l] :“绒” 。

(4)部分古微母字 , 文读[ v] ,白读[ m] ,如

“味” 。

(5)部分假摄开口二等帮 、泥 、照组字文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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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白读[ o] ,如“巴拿渣”等字(另有三等的“车

舍遮”三字)。见晓影组文读[ iA ] ,白读[ A ] 或

[ o] ,如“加牙鸦”等字。

(6)部分梗摄开口二等字 ,韵母文读[  ] ,白

读[ A ] ,如“争孟生”等字。

2　对诸家论述的评析

2.1　本节中使用的符号及其他说明

(1)一字有两读或几读的 ,用数字 1 、2 、3等

标于字的右上角 。

(2)字下加“=”的表示读书音 ,加“ -”的表

示口语音 。

(3)所谓“老派”是指 50 、60 、70 岁三个年龄

组(调查对象是部分江阴市城北中小学的在职及

退休教师),“新派”的调查对象为 10 、20 、30岁年

龄组 ,说明见前 。

(4)诸家论述大多是对较大范围发音情况的

概述。本节结合先行研究者的一些观点 ,对江阴

方音作了细化的分析说明 。

2.2　声　母

江阴声母共 29个 ,对此较少异议 。《研究》
[ 2]

将[  ] [  ] [  ] [ ] [ b] [ d]分别标作[ л] [  h] [  h]

[ h] [ bh] [ dh] , 同时把[  ] 分别标作 [ j] [ β] [  ]

[ ] ,这些都不构成音位上的区别 。下面就笔者

最新调查的结果 ,结合诸家的观点 ,对声母在近百

年来中出现的变化作一简单的说明 。

(1)《概况》
[ 3]
:“第二区(笔者注:江阴属该

区)微母有文白两读 ,文读为[ v] ,白读为[ m] ,只

有一个“尾”字白读作[  ] 。”《研究》 :“微母文读为

[ v](平去入的字)、[ f] (上声的字),白读为[ m] 。”

笔者按:在 41个古微母字中 ,今江阴只有一读的

为“罔惘网袜”读[ m] ;“万未微巫毋芜文汶纹雯刎

紊”读[ v] ;“勿弗”读[ f] ;“务雾”读[  ] ;“诬魍挽

车免”读[  ] ,计 24字。有文白两读的 17字 , “味忘

亡望蚊闻问吻物”9字文读为[ v] ,白读为[ m] ;“晚

尾”2字文读为[  ] ,白读为[ m] ;“武舞侮” 3字文

读为[  ] ,白读为[ f] ;“妄”1字文读为[  ] ,白读为

[ m] ;“无”1字文读为[ ] 、[ v] ,白读为[ m] ;“薇”1

字文读为[ v] ,白读为[ b] 。由此可见变化还是很

大的 。

(2)《北片吴语内部的异同》[ 4]一文中讲常州

小片的特点“ ①”时说:“澄母和从母除高淳 、丹阳

外 ,今读[ dz] ,如常州音`茶[ c dzo] ' ,这些地点没

有[ z]声母。”笔者按:今江阴古澄 、从两母字读音

如下:①读[ z] :澄母“晁” ;从母“昨蚕磁茨字自坐

座墙造蔷嫱樯匠脏贼嚼” 。 ②[ dz] 、[ z] 两读的:

澄母“持痔峙召驰”;从母“曹嘈漕槽皂裁前贱钱慈

瓷糍净凿截绝靖” 。 ③[ dz] 、[  ]两读的:澄母“篆

椽传” ;从母“聚秦晴情尽静酋” 。 ④[  ] 、[ z] 、[  ]

三读的:“齐荠脐” 。 ⑤只读[  ] 的:“除储橱厨住

柱箸” 。

《研究》中还谈到古二三等合口澄母字 ,少数

读[ z] ,大多数读[  ] 、[  ] 。笔者按:今天读法有:

①读[  ] 的“重虫仲逐轴妯术传
1
椽

1
篆

1
槌锤

坠”。 ②读[  ] 的:“传2 椽2 篆2 除储橱厨住柱

箸” 。调查中未见读[ z]或 [ ]的 。

(3)《研究》中讲古三等合口知 、彻两组声母

读[ ts] [ t sh]少而[  ] [  h] 多。笔者按:统计《方言

调查字表》中例字 ,今天情况刚好相反。知(三)念

[ ts]的有“冢钟锺盅种肿中忠嘱烛竹筑众终祝粥

肫转专追锥缀赘” ,念[  ]的有“诛珠株蛛朱石朱主

拄蛀注讠主猪煮著诸铸” ,可两读的有“准中驻” ,此

外“拙”念[  ] 。彻(三)念[ tsh] 的有“宠冲充触畜

铳蠢出穿川喘串炊” ,念[  
h
] 的有“枢处” ,可两读

的有“吹” 。另外 , “春椿”两字老派念[  h] ,新派念

[ tsh] 。

(4)《研究》讲疑母齐撮呼中[  ] 多而[  ]少。

笔者按:现在刚好相反。读[  ]的有“研妍俨酽砚

严验捻牛倪霓仰凝逆业孽啮虐疟” , 读[  ] 的有

“牙芽衙岳崖涯雅尧元阮原源沅愿鼋仪议刈艺诣

义蚁鱼渔御虞驭禺隅 娱圄彦口彦谚银垠龈吟月玉

狱刖” ,两读的有“宜谊疑迎”。

《吴语的分区》[ 5]一文在讲到太湖片的特点

“ ①”时说:“口语`人银' 同音 。”笔者按:现在江阴

口语中“人”读作[  ] , “银”读作[  ] ,不同音。

(5)《研究》中说匣 、喻(今齐撮)都念[ j] 。笔

者按:今天很多不念[ j] 。如匣母的字“茎胫迥”念

[  ] ,“洽”念[  h] ,“苋岘”念[ ] ,“畦”念[  ] ;喻母

三等的字“友有羽雨宇远永泳讠永”为[  ] ;喻母四

等的字“阎”读[  ] ,“唯维惟潍”念[ v] , “椰耶野也

冶演兖悠攸诱莠裔引蚓蝇尹庸允涌踊俑勇溢镒跃

养痒” 为[  ] 。

(6)《研究》中说禅母古三等合口读[  ] 或

[ ] , 少数读 [ z] 。笔者按:今天读[  ] 的字有

“殊1” ,读[  ] 的“殊2 竖树” ,读[ z]的“睡瑞谁1 熟

属” ;读清音[ ]的“署薯殊
3
”[ s] 的“谁

2
淑” ;可两

读[  ] 、[ z]的“蜀纯莼醇垂” 。可见现在读[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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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而少了。

(7)《研究》中说邪母读[  ] 、[ z] 。笔者按:今

天约有三分之一的字另读作如下的声母:“涎屿

巡2”读[  ] , “序叙绪徐驯袖岫翔2 橡2”读[ ] , “囚

泅”读[  ] ,“诵颂讼耜”读[ s] 。

(8)《概况》和《研究》中都说 ,古日母白读为

[  ] ;文读《概况》作[ z] 、[  ] , 《研究》古开三平去

入作[  ] 、[ z] ,上作[ s] ,古合三平去入作[ ] ,上作

[ ] 。笔者按:今江阴话中“耳洱尔饵而儿”只有一

读为零声母[  ] 。此外古开口三等平去入的文读

有:[  ] 、[ z]两读的“认仍仁人任入曰” ,读[ l] 的

“绕(～ 线)饶桡”;上声文读有:[ s] 的字“惹染” ,

[ l]的字“绕忍” 。古合口三等平去入的文读有:[ l]

的字“绒茸辱褥” , [ z]的字“肉” , [ ] 的字“闰”;上

声文读有:读[ ]的“乳”一个字 。

2.3　韵　母

(1)与《市志》的区别 。《市志》将韵母定为39

个(笔者注:书中只见 38 个)。笔者与其不同的

是:以[ε]代[ æ] (江阴话中“排”的韵母与苏州话

“好 、刀”的韵母听起来区别较明显), [ uε] 代

[ uæ] ;[  ] 、[ i ] 代 [  ] 、[ i ] ;[ i ] 代[ y ] 。去掉

[ y  ] ,增加[ io] 、[m
·
] 、[ n

·
] 、[ 

·
] 。这样增 4减 1 ,共

计 41个韵母。

(2)对《研究》的分析。 ①侯韵明母白读作

[  ] 。笔者按:现标作[  ] ,不构成音位的区别 。

另有一些例外 ,如“某贸”念[ ei] , “牡茂”念[ ]等。

②开口呼唐韵全部 、江韵[ b] [  ] [ h] [ t z] 系 、阳韵

[ b] [ tz]系念[   ] ,合口呼唐韵[ ] [ h]系 、阳韵[ ]

[ h]系(含喻母一个字“旺”的白读)念[ u  ] 。笔者

按:今江阴部分老派尚保留[   ] 、[ u  ] 的读法 ,新

派一律读作[ A ] 、 [ uA ] ,如“刚方邦江双霜;光

荒狂王”等字。另外江韵[  ] [ h] 系文读作[ i  ]

的 ,今天不论新派和老派都读作[ iΑ ] 。 ③入声有

[  ] [ o ]之别 ,后者只见于“薛术”韵[ j]系 、“缉”韵

的一个“入”字的白读 。笔者按:今天都读作[ o ] 。

(3)与《吴语的分区》一文的比较。 ①常州小

区“歌戈韵与模韵(明母除外)不混”。笔者按:就

其所举例中即有相混的 ,如“坡=铺 、多=都 、搓=

粗” 。此外如“梭=苏 、驮=徒”等。大致“帮 、端 、

精”组易混 、“见 、晓 、影”组不混 。②麻韵开口三等

章组字与二等字不同韵。笔者按:同韵的字有不

少 ,如“楂=遮 、叉=车 、洒=扌舍”等。

(4)与《江苏省志·地方志》[ 6]的差异 。“[ α ]

组和[ a ]组韵母 ,老年人分得很清楚 ,年轻人有合

并的趋势 。”笔者按:老年人有合并趋势 ,青年人已

基本合并 。另外 ,该书似把韵母[ uA]给漏排了。

2.4　声　调

《研究》有 7个:阴平 ,高降;阳平 ,高升低降;

阴上 ,高升;阴去 ,降升;阳上去 ,降升(起音比阴去

低);阴入 ,低短;阳入 ,中短升 。《概况》也有 7个:

阴平 42;阳平 13;上声 35;阴去 413;阳去 312;阴

入5 ;阳入2。《市志》单字调 6个:阴平 53;阳平上

去13;阴上 545 、45;阴去 412;阴入55;阳入24。

笔者按:根据对年轻一代的发音调查 ,笔者将声调

定为 6个 。另外关于连读变调 ,黄坤同志认为“作

为连读上字的古平声浊声母读为 31 ,而其余两调

不变 。”这在笔者调查过程中并未发现。只是在阴

入作为连读前字时 ,阳平中来自古代阳上去的许

多后字变调同来自古代阳平的后字变调不一样 ,

详见第一部分 。

3　结　语

江阴方言的语音在最近几十年间的变化较为

明显。如声调由 7 个变为 6个 , [ ]声母的减少 ,

[  
 
]韵的消失 ,[ dz] [ z] 的混读 ,古精组 、见组字在

今细音前读音逐渐接近等等。总的说来 ,由于受

到普通话和邻近方言 ,主要是上海话(自六 、七十

年代开始 ,澄江镇周边有大量的上海知青和技术

人员来此从事劳动和工作)和对岸属江淮方言的

靖江话的影响 ,加上江阴话内部自身的演变 ,某些

语言要素向着合并 、简化的方向发展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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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lementary Explor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Speech Sounds in Jiangyin Dialect

NI Yong-ming
(College of Humani ties and S ocial S cienc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 Zhenjiang , Jiangsu 212013 , China)

Abstract:The speech sounds in the Jiangy in dialect have changed considerably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tatus quo of the speech sounds in the light of tone and rhyme.Field study has been

done on the subjects of dif ferent ages and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backgrounds and a contrastive analysis

has been done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able past reco rds.It has been found that some phonemes in the dialect

in question have a tendency of being simplif ied and combined , mainly including the diminishing of tones ,

the disappearance or indiscriminate use of some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 the changes in postnasal sounds

and the g radual approximation of the Jiangyin and tuanyin.In addition , som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have

been done on the effect of the tone modification of two -character phrases on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verb-object wo rds and phrases in Chinese.

Key words:Jiangyin;speech sounds in the dialect;phonetic evolu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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