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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里羊场布依语音系及其音变现象研究
*1

周国炎

【摘 要】:龙里羊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制定布依文方案时的参考音点，1959 年出版的《布依语调查报告》涉及

到了该点的语言材料，1980 年出版的《布依语简志》对该点的布依语进行了系统地描写。在第一手调查材料的基础

上重新整理出羊场布依语的音系，并通过与 50 年代和 80 年代两部成果的对比，分析了羊场布依语的历时和共时音

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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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羊场以前是贵州省龙里县下属的一个镇，2014 年乡镇撤并，改为湾滩河镇。该镇位于龙里县南部，境内居住有汉、布依、

苗等民族，其中，布依族在该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因此该镇是全县布依族相对较集中的一个地区。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选点对贵州境内的布依语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羊场。1956 年创制布壮联盟的拉丁字母文字系统时，以

羊场布依语作为参考音点。1959 年出版的《布依语调查报告》中对该点的语音系统进行了描写，并在词表中收录了该点的语言

材料
［1］P66－67；P194－382

。1980 年出版的《布依语简志》以该点的语言材料为基础，对布依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基本特征进行了描

写，并在全面对比的基础上，对布依语的方言土语进行了划分，描写了布依语各土语的主要特点
［2］
。本文以 2016 年暑期语言资

源保护项目所调查的材料为基础，对该点的语音系统进行了整理和初步的分析，并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材料进行了对比，

探讨该调查点 60 年来所发生的语音变化及其演变规律；同时，通过共时的语言材料，分析其连续音变现象，主要是变调现象。

为了便于对比，本文仍采用“羊场布依语”这一传统的名称。

二、龙里羊场布依语音系

(一)声母

龙里羊场布依语共有声母 27 个，包括塞音声母 6个，鼻音声母 4个，摩擦音声母 7个，塞擦音声母 2个，边音声母 1个，

颚化音声母 3 个，唇化音声母 3 个，半元音 1 个。声母及例词如表 1:

1
作者周国炎，男，布依族，贵州贞丰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子课题“民族语言调查·贵州龙里布依语第二土语”［项目编号:YB1624A021］。



2

声母说明:

1．羊场布依语中的塞音和塞擦音没有清浊的对立，浊塞音/ /和/ /有先喉塞音成分，不是纯粹的浊塞音，分别与/p/

和/t/不形成对立。

2．本族语固有词没有送气塞音和塞擦音，借入的现代汉语借词，多数情况下，送气塞音和塞擦音也会发成相应的不送气音，

个别词偶尔也发成送气音，但不稳定，因此本音系未将送气音纳入其中。

3．摩擦音共有三对半，即/f/和/v/、/s/和/z/、/x/和/ /以及/ /音，前三组为清浊对立，/ /是清擦音，没有对应的浊

擦音，在有清浊对应的摩擦音中，/s/和/z/既拼读本族词又拼读现代汉语借词，唇齿清擦音/f/只拼读现代汉语借词，浊擦音/v/

既拼读借词也拼读本族词，舌面后清擦音/x/只拼读现代汉语借词，/ /只拼读本族词，清擦音/ /主要拼读现代汉语借词，少

数为本族词。/f/在多数人口语中读作/x/，只有部分人能区分/f/和/x/，但发音不稳定。

4．没有唇齿摩擦音/v/和半圆音/w/的对立，唇齿音/v/只有在单元音韵母/u/之前时偶尔读作/w/，因此，本音系未将半元

音/w/纳入其中。

5．颚化音声母共有 3个，发音时颚化舌面贴近上颚，与韵母相拼时过渡较快，不同于/i/行韵母。

6．唇化音声母只有两个，即/kw/和/ /，例词都较少，其中，/kw/只与低元音/a/及其所带的韵尾相拼，/ /目前只发

现两个例子。

(二)韵母

龙里羊场布依语有韵母 87 个，其中单元音韵母 8 个，复元音韵母 18 个，带鼻音韵尾的韵母 34 个，带塞音韵尾的韵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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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韵母及例词如表 2:

韵母说明:

1．舌尖元音/ /主要拼读借自现代汉语的词，出现在舌尖擦音和塞擦音之后，不带韵尾，个别出现在布依语固有词，如

“妇女”等。

2．后高元音/ /和央元音/ /都可以单独做韵母，也可以带韵尾，/ /出现在主要元音/i/、/u/和/ /之后时，音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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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尤其是后边再带鼻音或塞音韵尾时，近似于主要元音延长，因此，过去曾经处理成主要元音的长音。

3．后元音/o/有双音化为/ /的趋势，有些词既读作/o/，也读作/ /，如 ko
6
“做”也读作 “外”也读作

等等。

4．前低元音/a/单独做韵母时读作长音/a:/，音值近似于/a/，在音节中作主要元音是有长短对立，短音音值为/ /，长音

音值为/ /。/i/行和/u/行韵母中的/a/音值为/A/，在个别音节中，/a/有变读为/ /的现象，如 ma
1
“来”，有时读作 。

①

2

5．复合元音/ia/、/io/、/iau/、/ei/、/iεn/、/ /、/ua/只出现在现代汉语借词，其中，/ia/、/io/和/ua/的例词都

比较少。

6．鼻音韵尾有－m、－n和－三个，其中，－m尾韵不出现在现代汉语借词。

7．塞音韵尾有－p、－t 和－ 三个，处于韵尾的塞音发音是只成阻，不除阻，其中韵尾－ 是－k的弱化，而且有进一步

弱化并脱落的趋势。

(三)声调

羊场布依语声调系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固有词/早期汉语借词声调，二是现代汉语借词声调。第一部分又可分为舒声调和

促声调两类，其中舒声调有 6 个调类 6 个调值，促声调有两个调类 4 个调值，如表 3:

现代汉语借词声调共有四个调类，按传统的分类法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各调调型、调值和例词详见表 4:

2
① 这种变读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在布依语中，“来”和“狗”同音，都读作 ，人们觉得说“狗”这个词不雅，因此，交

际过程中常常将“来” 变读为 ，而“狗”则读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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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说明:

1．本族固有词/早期汉语借词共有 6 个舒声调，每个调有一个调值。促声调共有两个调，即第七和第八调，每个调各有两

个调值，调值的不同与主要元音的长短有关。如第七调的中平调调值出现在长元音音节中，高升调调值出现在短元音音节中；

第八调的高降调调值出现在长元音音节，低降升调调值出现在短元音音节。

2．促声调的调值分别对应于舒声调的第一、二、五和第六调，没有产生新的调值。

3．现代汉语借词的声调调值与当地汉语方言接近，个别词第一调读得较高，接近 35 调。第二调当地汉语方言多读作 31 调，

但借入布依语之后，受布依语第二调调值的影响，也读作 213 调(低降升)，有时也读作 31 调。去声在当地汉语方言中读作 24

调，借入布依语之后，未并入高升调(35)，也未并入低声调(13)。

(四）音节结构

音节是音段音位，由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组成，但每个音节又都有一个声调，通过声调来区别意义，因此，声调也是布依

语音节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声母由辅音充当，布依语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零声母，在别的语言中读作零声母的音节，

在布依语中都带有一个喉塞音。韵母包括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带鼻音韵尾的韵母和带塞音韵尾的韵母四类。根据声母和

韵母的构成情况，羊场布依语的音节结构有如下几类(每个音节都包括声调，声调对整个音节产生影响，但为了便于展现音节的

结构形式，我们将其放在音节的最后):

1．辅音+元音+声调，例如:

po
6
父亲 me

6
母亲 di

1
好 ku

1
我 筷子

2．辅音+元音+元音+声调，例如:

pai
1
去 nai

1
雪 au

1
要 ta:u

6
道士 ziu

3
提

3．辅音+元音+元音+元音+声调，例如:

jiau
6
叫 tiau

2
走、逃 liau

4
全部 uai

3
吊、挂 uai

6
修理

4．辅音+元音+辅音+声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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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sen4 发抖 肚子 mit8 刀 痛

5．辅音+元音+元音+辅音+声调，例如:

酸 天、日 疙瘩 蚊帐 外面

(五)声韵调配合关系

1．声母与主要元音的配合

龙里羊场布依语有声母 27 个，不带韵尾的主要元音有/a/、/i/、/e/、/o/、/u/、/ /、/ /和/ /8 个，不考虑韵尾的

情况，羊场布依语中声母与主要元音搭配的情况如表 5(用“+”表示能搭配，“－”表示不能搭配):

所有声母中，与主要元音搭配数量最少的是 3个唇化音声母/kw/、/ /和/ /，此外是只出现在现代汉语借词中的唇齿

摩擦音/f/，颚化音声母能搭配的元音也较少，/pj/和/mj/分别只有 4 个和 3 个，舌面摩擦音//和也只有舌根鼻音/ /3 个，

只有舌尖擦音/s/能跟全部 8个主要元音搭配。

2．声母与声调的配合

龙里羊场布依语共有 8 个声调(包括两个促声调各分长短，共 10 个调类)，不考虑主要元音(韵母)的因素，声母与声调的配

合情况如表 6 所示(由于例词较少，加之只出现在现代汉语借词，本表不包括唇齿摩擦音/f/和舌面后摩擦音/x/，此外，只出现

在汉语借词的 24 调“去声”也未纳入其中)。

从横向看，能与所有声调搭配的声母有/v/、/z/、/t/、/l/、/k/和/ /6 个，占全部声母的 22%，/p/、/m/、/s/和/ /4

个声母能与 9 个调类搭配，能出现在较少声调的声母有/ /、/ /、/ /、/mj/等，其中/ /只出现在第四和第五调，

/ /只出现在第四和第六两个调，/mj/只出现在第二、第三和第四调。从纵向看，没有一个声调能与所有的声母搭配，其中

第五调能搭配的声母较多，共 26个，第一调能搭配的声母有 24 个，第四调能搭配的声母有 23 个，最少的是第八(短)调，只有

13个。

三、羊场布依语的音变现象研究

(一)羊场布依语 60 年的语音演变

1980 年出版的《布依语简志》以龙里羊场布依语为描写研究对象，该书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初稿完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因此，所描写的语音反映了 60 年前布依语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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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声母的演变

在《布依语简志》的语音系统中，声母共有 27 个，与本次调查的声母数量完全相同。清塞音有 4 个，/p/、/t/和/k/以及

塞擦音/ /和/ /没有对应的送气音，可见，尽管受到汉语的很大影响，但多数人的口语中，送气音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清

擦音/f/、/x/只用于拼读现代汉语借词，/ /个别出现在布依语固有词中，这些现象在过去 60 年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不

同的是，舌尖擦音/s/和/z/、塞擦音/?/在《布依语简志》的声母系统中，标明其实际音值分别是/θ/、/ /和/tθ/。
［3］P3

而本

次调查发现，在几位发音人中，无论是 60多岁的还是 50 多岁的，均读作舌尖音，没有读作齿间音的情况，只有 80 多岁的罗泽

章老人会发成齿间音。

总体看来，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羊场布依语在声母方面发生的变化并不大。

2．韵母的演变

《布依语简志》中，韵母共有 84 个，比此次调查的韵母少了 3个，原因在于:

(1)在本文的音系中，我们将单元音//看成一个独立的音位，而不是//的变体，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和//

的对立是成系统的，不仅在单独做韵母时形成对应，而且分别都可以带元音和辅音韵尾。

(2)/ian/、/iεn/在读音上有较大区别，前者出现在布依语本族词，而后者只拼读现代汉语借词，因此，本文处理为两个

不同的韵母。

(3)在《布依语简志》音系中，主要元音/e/除拼读现代汉语借词的/ei/以外，不带韵尾。
［4］P5

但在本文的音系中，该元音除

了能带韵尾/i/之外，还能带鼻音韵尾/n/，塞音韵尾/p/和/t/。

这些表面上看来是音系处理方法的不同，事实上也涉及到韵母的演变。后高展唇元音/ /在语流中常常出现弱化现象，不

断向央元音/ /靠拢，尤其是在与双唇辅音声母相拼时，这一变化也与塞音韵尾/k/的弱化有一定的联系，韵尾/k/逐步向喉塞

音韵尾/ /发展并最终脱落，促使其前面的后高元音/ /不断央化；现代汉语借词的韵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韵母 ian、uan

等早期借入时，其发音是向布依语固有的 、 靠拢的，随着人们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借入的 ian、uan 韵母字在经历

与布依语本族语固有韵母短暂的融合之后，又逐渐向汉语方面靠拢，最后与汉语相同。

3．声调的演变

与《布依语简志》相比，布依语声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是 6 个舒声调类，6个调值，2个促声调类，4个调值。

所不同的是，《布依语简志》中第二调和第八(短)调的调值为 11(低平)
［5］P7

，而从我们所记录的材料来看，11 调只是一种变读形

式，当这两个调的词单独出现或作为多音节词的末尾音节且与后面音节之间有语义停顿时，其调值是 213(降升调)。《布依语简

志》对此现象未做说明，可能是历时音变的一种结果。

(二)羊场布依语的共时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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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声母的共时音变

通常情况下，羊场布依语的声母发音比较稳定，但在语流中，有时甚至是作为单音节词(或语素)单独出现在语境中，也会

出现一些音变现象，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1)/s/和/ /的变读

/s/和/ /在羊场布依语中是独立的辅音音位，均可单独做声母，例如:

淋 杀 干净 喝

挪、移 四 升子 少

在句子中或单念时，常常出现将//读作/s/的情况。例如:

1) 。最爱写的是大字(毛笔字)。

最爱写的是字家(话题 4:业余爱好)

2) 。刚开始写得也不好。

开始也是写不好(话题 4:业余爱好)

但多数情况下仍读作//，例如:

3) 。

家我是百多年以前搬来藕寨住

我家是 100 多年前搬到藕寨来居住的(话题 1:当地情况)

4) 。不是在这儿吹牛。

这儿不是讲吹(话题 1:当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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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音的变读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单音节词独立出现的情况下。例如:“四”通常情

况下读作/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常常也会读作/si
5
/。

(2)/z/和/ /的变读

在羊场布依语中，/

z/和/ /也是不同的音位，但在语境中常常出现/z/变读为/ /的情况，主要是 az
3
“时”变读为 a

3
，例如:

5) 。现在还做不成。

现在还做不成(话题 4:业余爱好)

6) ……

现在全村藕寨传去多么远

现在藕寨全村无论离多远都……(话题 1:当地情况)

不过，总体看来，多作/z/仍是常态。在发音人所提供的全部话题语料中(合计时长 20 分钟)，由/za13/这个语素构成的表

示时间的名词包括 za3zi4“现在”和 “平时”，以/z/作为声母的仍占大多数。

/z/变读为/ /的情况还出现在“找”这个词中。例如:

7) 。也找得钱回家。

也找有钱来家(话题 1:当地情况)

8) 。

有什么事情来找我我从来不推辞

有什么事情来找我，我从来不推辞。(话题 3:工作情况)

(3)/ /和/ /的变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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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的变读仅限于个别词，如“十”多数情况下读作 ，偶尔读作 ，前者是常态，后者极不稳定，有时

带有个人的发音特色。

2．韵母的共时音变

相对于声母，韵母的读音较为稳定，常见的变读有以下几种情况:

(1)带韵尾的/i/和/ /的变读

元音/i/单独做韵母时，读音比较稳定，作主要元音带韵尾时，有/i－/、/ /和/ia－/三组，其中，/i－/组和/－a/

读音差异较大，不容易混淆，而/i－/组与/ /组则经常出现互混的现象，有/i－/读为/ /的，如?im1“阉”变读为

、 “返回”变读为 、 “犟”变读为 、 “花瓣”变读为 等，也有/ /

变读为/i－/的，如 “变”变读为 pin
5
、 “地方”变读为 等等。

(2)带韵尾的/u/和/ /的变读

/u/组和/ /组的变读主要是后者变读为前者，即/ /组变读为/u－/组，如 “管”变读为 kun
3
、

“切”变读为 zun
5
、 “裤子”变读为 、 “脱”变读为 tut

7
等等。

(3)带韵尾的/ /和/ /的变读

/ /组和/ /组的变读也通常是后者变读为前者，即/WE－/组变读为/W/组，如 “月”变读为 、

“糖”变读为 、 “方向”变读为 、 “揭”变读为 ，等等。

从发音时长上看，/ /、/ /和/ /分别长于/i－/、/u/和/ /，因此在《布依语简志》中也将韵母/ /、/ /

和/ /分别处理成/i/、/u/和/ /的长音，由于前者发音不是十分稳定，因此，容易导致其变读前者的情况发生。此外，该

变读现象的发生也是语言经济性原则所致。

(4)主要元音/i/和/ /的变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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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是前高元音，/ /是后高元音，二者的共同点是舌位高，但差别也比较明显，在羊场布依语中，/i/偶尔有变读为/ /

的现象，如 “十”变读为 、 “滚”变读为 等等。

3．声调的共时音变

羊场布依语中一共有 6 个舒声调，2个促声调，其中，第一至第六调为舒声调，第七和第八调为促声调。舒声调共有 6个调

值，促声调根据主要元音的长短，各分为两个调值。

(1)第一调的音变情况

第一调的常态调值为 35，当出现在多音节词末尾或单独出现时，读本调，即 35 调，当出现在多音节中，且其后面的音节为

高降或高升时，常常变读为 33 调，例如
①3
:

“正月”

“水坝”

“往年”

“母猪”

(2)第二、八(短)调的音变情况

第二调的常态调值为 213，单独出现或处于多音节词末尾时读本调，即 213 调，处于多音节词开头或句中非语义停顿的位置

上时，读作低降平调，即 11 调，例如:

“房子” “茅草房”

“手” “左手”

“旁边” “河边”

3 ① 为了如实反映声调的音变现象，本节标注的是声调的实际调值，不是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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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糠” “细糠”

第八(短)调调值与第二调相同，其变读情况也相同，例如:

“被”、“挨” “着凉”

“儿子” “大儿子”

“十” “十一”

“刀” “匕首”

四、结语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声母、韵母、声调以及音节结构和声韵调配合关系五个方面对羊场布依语的语音系统进行了

全面描写和分析，并通过与《布依语简志》进行对比，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羊场布依语 60 年的语音演变，从共时的角度探讨了

现阶段的音变规律。从目前掌握布依语的人群来看，羊场布依语早在 20 世纪 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传承的断代现象，目前 50 岁

以下掌握布依语的比较少，在调查过程中未能得到中青年这一年龄层次的语料。因此，从历时角度探讨其语音演变存在着很大

的局限性，本文所总结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的语料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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