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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连是胶辽官话登连片在辽宁的主要分布区域，大连方言既是辽宁省方言中胶辽官话色彩最重

的，又是内部差异最大的。《大连方言语音研究》在大量实地调查基础上，全面描写大连方言语音面貌，

揭示大连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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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in the Study of Jiaoliao Mandarin in Northeast Chin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s of Dalian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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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ulture and Art, Xinji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bstract] Dalian is the main distribution area of Denglianpian, a branch of Jiaoliao Mandarin in Liaoning. 

Dalian dialect is not only the most important dialect of Jiaoliao Mandarin, but also the dialect with the biggest 

internal difference among the dialects of Liaoning Province.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field investigations,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s of Dalian Dialect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s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Dalian dialect 

and reveals the laws of the phonetic evolution of Dalian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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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

统，从扬雄的名著《方言》发其端，晋

郭璞注《方言》，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了。此后，历代文人对方言也都有一

些零星的记录，至明清时期，汉语方言

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各种韵书、韵图

纷至沓来。20世纪以来，以赵元任为代

表的现代语言学家开创汉语方言调查研

究新范式，随之兴起了我国调查研究汉

语方言之风。专著《大连方言语音研究》

是作者刘丽丽在多次实地调查的基础

上，精心打磨而成的。它的问世表明东

北地区胶辽官话研究工作的深入，也给

整个胶辽官话和汉语方言的研究提供了

有益的启示。 

第一，《大连方言语音研究》十分详

细地反映了大连方言的语音面貌及其内

部差异。 

本书反映的大连方言，包括六区三

市一县共十八个方言调查点。作者为写

作该书，先后经历两年时间，跑遍了所

有调查点，收集了详实的语音调查材料，

然后从中选出十三个语音专题，其中，

四个属于声母部分，五个属于韵母部分，

四个属于声调部分。一个人做如此大量

的田野调查法工作，其中的酸甜苦辣不

言而喻。由于调查点分布较为密集，语

音专题就相当详细地反映出大连方言的

语音全貌，而不太可能漏掉重要的语音

现象。例如语音专题声母部分古知庄章

声母在大连方言今读声母类型有三种：

一类[tʂ tʂh ʂ]；二类[ts tsh s/tɕ tɕh 

ɕ| ts tsh s/ tʂ tʂh ʂ]；三类[ts tsh 

s/tʃ tʃh ʃ/t th s| ts tsh s/ tɕ tɕh ɕ 

/ tʂ tʂh ʂ]，而《汉语官话方言研究》

古知庄章声母在大连方言今读声母只有

两种类型：二类[ts tsh s/ tʂ tʂh ʂ|ts 

tsh s/tɕ tɕh ɕ]和三类[tθ tθh θ/ tʃ tʃh 

ʃ / t th θ]。又如语音专题韵母部分古

蟹止山臻四摄合口一三等端系字在大连

方言今读韵母类型有两种：无[u-]介音

和有[u-]介音。其中，登连片烟威小片、

蓬黄小片均无[u-]介音，大岫小片有的

方言点如复州和大魏家无[u-]介音，有

的方言点如革镇堡有[u-]介音。 

由于调查点比较多，也由于表格列

举所具有的优势，《大连方言语音研究》

也就能把共时平面上的内部差异清楚地

体现出来。例如古知庄章组声母在大连

方言今读的内部差异很大，地理分布也

较为复杂：西部的万家岭今读一类[tʂ 

tʂh ʂ]声母，如“楂假开二庄”[tʂa]、

“枝止开三章=知止开三知[tʂʅ]”；东部

沿海的杏树屯、皮口、广鹿、庄河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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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类[ts tsh s]声母，乙类[tɕ tɕh ɕ]

声母，如“楂假开二庄”[tsa]、“枝止

开三章[tsɿ]≠知止开三知[tɕi]”；近东

部地区的亮甲店、普市、安波汉、大魏

家、复州、革镇堡今读甲类[ts tsh s]

声母，乙类[tʂ tʂh ʂ]声母，如“楂假

开二庄”[tsa]、“枝止开三章[tsɿ]≠知

止开三知[tʂʅ]”；中部的蓉花山今读甲

类[ts tsh s]声母，乙类[tɕ tɕh ɕ]声

母，丙类[tʂ tʂh ʂ]声母，如“楂假开

二庄”[tsa]、“枝止开三章”[tsɿ]、“说

山合三书”[ɕyə]、“知止开三知”[tʂʅ]；

位于东部海岛的大长山、獐子岛今读甲

类[ts tsh s]声母，乙类[tʃ tʃh ʃ]声母，

丙类[t th s]声母，如“楂假开二庄”

[tsa]、“枝止开三章”[tsɿ]、“知止开

三知”[ tʃɿ]、“桌江开二知”[tuo]。

类似这样较为复杂的语音分布现象，如

果只用文字来表达，读者会不太容易具

体理解，现在用表格列举某个语音现象

的若干说法，它们的地理分布，以及由

地理分布表现出来的内部差异，读者就

会一目了然了。 

第二，《大连方言语音研究》所选出

的专题都能反映大连方言语言成分的基

本特点，因而比较典型,有代表性。 

例如语音专题声母部分精组、知庄

章组专题，一是分别描写其各自在大连

方言不同调查点的今读类型，二是根据

今读声母音韵条件讨论它们彼此之间的

分合关系的；见晓组专题在描写其今读

声母类型的同时，还兼论其今读声母在

各调查点的颚化程度与部分字今读声母

在各调查点的送气情况。再如语音专题

韵母部分，果摄见系一等、蟹止山臻端

系合口反映韵母中元音圆唇不圆唇的情

况，前者反映韵母中[u-]介音在各点的

脱落情况，后者反映在大连方言中[u-]

介音的增生情况；蟹摄开口二等见系除

反映各点有[iai]、[iᴇi]、[i]、[iə]、

[ai]五种读音外，还讨论这些韵母的历

史层次及亲疏远近；来母蟹止摄开口三

四等、深臻曾梗摄开口三四等反映入声

字“厉犁离梨李栗力历”等的韵母在各

点今读有[ei]、[i]、[ei]或[i]三种情

况，此外，也讨论了这些语音的历史层

次；入声字韵母宕摄开合口一、三等反

映除万家岭今读多为[ɑu]类韵母（[ɑ

u][iɑu]韵母）外，其余各点今读多为[ə]

类韵母（[ə][uo][yə]韵母）。又如语音

专题声调部分，描写大连方言内部调类、

调值的差异。就调类而言，一是反映大

连方言古四声演变到今天，形成了三调

方言（杏树、皮口、广鹿、昌盛、大长

山、亮甲店和太平）、四调方言（獐子岛、

大魏家、复州、甘井子和万家岭）两种

类型，并在地理分布上大致呈现出“东

——西”对立，且蓉花山、安波汉虽然

整体偏三调方言，但却在诸多方面表现

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二是反映入声派

入舒声调时，在“清入归上”和“次浊

入部分归上”的表现上，大致呈现出从

东部海岛和沿海地区向西部依次递减的

趋势。 

第三，《大连方言语音研究》为了解

大连方言某些语音现象的演变研究提供

了宝贵材料。 

我们通读《大连方言语音研究》，可

以看出，大连方言由于社会、经济和文

化等方面的原因，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很

大。东部海岛和沿海地区胶辽官话的特

征 强，越往西部，胶辽官话的特征越

弱，东北官话特点越突出。例如蟹摄开

口二等见系字今读有[iai]、[iᴇi]、[i]、

[iə]、[ai]五种读音，其中胶辽官话特

征明显的[iai]类韵母主要分布在獐子

岛、杏树、广鹿、大长山、皮口、昌盛

等东部沿海地区，中部的蓉花山虽然也

有分布，但[iai]类韵母的分布明显少于

东部沿海，而西部的万家岭则无[iai]

类韵母的分布。另外，《大连方言语音研

究》中所涉及的语音现象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即每一种都至少包括A、B、A

或B三种说法，这些语言材料对我们了解

大连方言中具体语音现象的演变是很有

用的。如古知庄章在东部沿海地区声母

今读为[ts][tɕ]二分型或[ts ][tʂ]二

分型，但在西部的万家岭声母今读只为

[tʂ tʂh ʂ]，而在它们之间的蓉花山古

知庄章声母今读为[ts][tɕ][tʂ]三分

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诸如此类

“A或B”的表现形式，说明具体的方言现

象，从A演变为B，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

的，而是往往要经过一个渐进的扩散过

程，这种情况为语音史、为大连方言语

音演变过程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而

生动的材料。 

综观全书，就反映一部分方言现象

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这本《大连方言语

音研究》确实为过去研究大连方言的其

他论著所不及。当然本书也有它的不足

之处，比如作者有时调查的同一音韵地

位的例字不够多，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只

调查了十一个口语常用字；其次对于重

要的语音现象只用文字和表格来体现是

不够的，还应有相应的地图，使之更加

形象、具体。但瑕不掩瑜，这些小缺点

并不足以掩盖本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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