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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字调系统而言，传统音系学多关注调类的分合，即使观察到调值或调型的实际

差异，也因为主观性和方法的局限无法为这些差异定性。但声学实验的方法可以把调型

的变异加以量化，并进行大数据量的横向比较，以观察和发现调型的变异是否具有语言

学意义或表现出声调演变的趋势和阶段。至今对于汉语调型的演变机制无论从传统音系

学还是现代语音学角度的研究都较为缺乏。

本文以山东 40 个方言的阴平降升调和 34 个方言的去声降升调为研究对象，对这些

降升调的斜率、平均音高、前降段时长占比等区别特征进行了声学分析，然后根据量化

结果进行了大量数据的统计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山东方言降升调是动态不稳定的，在各

区别特征上都存在显著的离散变异现象，不同参量相互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从这些声

学分析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降升调在山东方言地区的变异程度及降升调的不同演变趋

势。论文还对这些特征参量在地理上的分布进行了有效展示，发现有的特征呈无序分布

状态，有的特征则表现出在地理上的渐变规律。而对山东方言阴平降升调和去声降升调

的比较则显示两个调虽然有相似的调型，但其对立并不是表现在音高维度上，而是表现

在内部时长结构的差异，不同的时长结构决定了两个降升调的不同演变趋势，阴平降升

调趋向升调，而去声降升调在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的趋势。

对山东大片区域降升调变异的声学考察结果为讨论调型循环演变假说提供了有力

的实证。除了合并或分化的历时变化，一个系统中的声调在高域和低域形成调型的循环

演变；降升调的动态不稳定源自低的特征，降升调更像一个过渡调，当前降段时长缩短，

调型趋向升调，平均音高随之提高，从而启动了调型的链移变化；相似的降升调型不一

定走向合并，因处于调型循环的不同阶段，或趋向升调，或趋向降调；除了系统内部的

循环规则，调型的变异还表现出地域间的相关性和连续性，即随音变扩散的波浪一同演

进的现象。

本文对降升调在大片区域的量化分析结果，让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降升调

的共时变异，思考调型变异中可能隐藏的调类演变过程。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声

调系统的调型演变机制，声调的渐变过程。从普通语音学角度对声调的产生和发展的机

制建立更科学和客观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