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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方言的语音特点 

肖 萍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余姚方言的语音特点表现在声韵调及其拼合特点上。声母特点：保留“帮滂並”“端透定”“见溪群”三分格局，“从

澄崇船禅日文读”等母今读[dz]、[z]相混，匣母逢遇摄模韵今读[v]。韵母特点：遇合三鱼虞韵知庄章日组字今读舌尖韵母，

臻曾两摄舒声一等字（合口见系除外）与深臻曾梗三四等字合流，通合三与臻合三见系入声字今逢细音时合流。声调特点：古

平上去浊音声母字今余姚方言合流。拼合关系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关键词：吴语；余姚方言；语音特点 

中图分类号：H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1）04 - 0072 – 05 

余姚市位于浙江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翼，隶属宁波市。余姚方言属吴语太湖片。境内有属于甬江小片与临绍小片的方言。

本文调查的是属于临绍小片的余姚县城话。主要发音人：郑文忠，男，1954 年出生，高中文化，工人；徐久章，男，1951 年

出生，高中文化，工程师。 

一、方音概况 

 

说明：（1）当地人对 dz、z 两个音素的区别不敏感，dz、z 经常相混。（2）g、z 等浊声母有清化色彩。 

（二）韵母 50 个（含辅音自成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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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 44 尖敲心眯 阳平 13 逃稻盗埋买卖阴上 34 剪拷醒阴去 53 剑靠信阴入 5 粥阔黑 阳入 23 叠药说明：不能单说的

不成词的阴上字和阴去字的声调不稳定，经常读如阴平。 

二、声母特点 

（一）从古看今 

1．声母保留“帮滂並”“端透定”“见溪群”三分的格局，反映了吴方言普遍具有的特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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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今看古 

     

    

 

说明：古声母右下脚小字表示限定条件。比如：“p 帮全”表示今 p 声母全部来自古帮母，只有一个帮母来源。“b 並全奉”

表示今 b 声母全部来自古並母、部分来自古奉母，有並母奉母两个来源。下同。 

三、韵母特点 

（一）从古看今 

1．遇合三鱼虞韵知庄章日组字读舌尖韵母，  

 

 

 

7．咸深山臻四摄舒声字带鼻化，宕江通三摄舒声字带后鼻韵尾，曾梗两摄舒声字部分鼻化部分带后鼻韵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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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臻曾两摄舒声一等字（合口见系除外）与深臻曾梗三四等字合流。 

  

 

9．宕摄开口三等字，知组与庄章组韵母主要元音有别，  

 

 

 

（二）从今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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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调特点 

（一）从古看今 

1．古平声清音声母字今余姚方言读阴平 44。例如：灯、通、鲜。 

2．古上声清音声母字今余姚方言读阴上 34。例如：等、桶、癣。 

3．古去声清音声母字今余姚方言读阴去 53。例如：凳、痛、线。 

4．古平上去浊音声母字今余姚方言合并，今读阳平 13。比如：埋=买=卖，逃=稻=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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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余姚方言读阴入 5。例如：急、七、雪。 

6．古入声浊音声母字今余姚方言读阳入 23。例如：读、鹿。 

（二）从今看古 

1．今余姚方言的阴平来自古平声的清声母字（外加部分次浊舒声字）。例如：高、开、婚、拉。 

2．今余姚方言的阴上来自古上声的清声母字。例如：古、口、好。 

3．今余姚方言的阴去来自古去声的清声母字。例如：盖、抗、汉。 

4．今余姚方言的阳平来自古平、上、去声的浊声母字。例如：穷、寒、鹅、五、近、厚、共、害、用。 

5．今余姚方言的阴入来自古入声的清声母字。例如：急、曲、黑、割、缺、歇。 

6．今余姚方言的阳入来自古入声的浊声母字。例如：月、局、合。 

五、拼合特点 

余姚方言的声、韵、调之间的拼合关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1．先从声母的角度看他们跟韵母的拼合情况，这里分为六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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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韵母的角度看他们跟声母的拼合情况。按习惯的四呼分类，分别说明。 

（1）开口呼韵母数量最多，共 17 个（四个自成音节韵母除外）。以下两点值得注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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