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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中的儿化绝大部分来自古代的词缀“-儿”，但也有少数其他来源

的成分，如“日”（今儿）、“里”（这儿）。而北方方言的情况就更为复

杂，一方面，存在着不读儿化，而是独成音节的“-儿”词缀（如河北保定一

带）；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虚词也加入到了儿化的行列，如动词后加动态助

词“了”时也读儿化（如河北东部、山东烟台等地）。这样，儿化与“-儿”

缀、“-儿”缀与非“-儿”缀来源的儿化，便纠结在一起。为了对这些既有

联系又有差异的现象进行综合研究，本书统称之为儿化变音，不失为一种简

便实用的做法。

儿化变音的各种形式，实际上是语音变化与语法化进程相结合的产物，

方言间的不同形式则是各地发展不同步的结果，因而对此进行共时描写和历

时溯源相结合的研究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就共时来说，可以描写、比较各地

方言与方言之间、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在这个方面的差异；就历时来说，追溯

各种儿化的来源，揭示其形成机制和变化规律，可以为汉语“儿”音的演

变、儿化的演变以及汉语语法化一些环节的演变提供重要参考。河北方言

中，儿化语音形式复杂多样，在意义和语法上也很有特点。本书以河北方言

中的儿化变音为研究对象，从共时的调查、描写入手，进而探讨各种语音形

式的来源与演变过程，分析语义与语法特点及其形成机制，这对河北方言研

究的深入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方言的相关课题研究也有比较大的参

考价值。

通过本书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儿”音的研究文献和河北方言的研究文

献资料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和把握，因而能够在前贤时修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者对于与选题有关的历史语言学、音系学、语

法化以及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也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因而能够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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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变音研究

用相关理论多方面地深入挖掘方言现象背后的各方面因素与内涵。

在我看来，本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获：

一、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调查了河北方言中儿化变音的各种形式，并对此

加以细致的分类，从而向人们提供了一份翔实的河北方言儿化变音的全面资

料。其中有些类型是新发现的。

二、对河北方言不同的儿化变音形式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并参考古

代语音文献，对河北方言中“儿”音的演变过程以及儿化变音不同形式的演

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对前人的有关论述提出了修正和细化的意见，揭示了不

同儿化变音形式所反映的不同历史层次。

三、在对河北方言中“儿”尾的语义特征进行描写的基础上，考察古代

文献资料，分析了其语法化的过程。

四、对河北方言中非“儿”尾来源的儿化变音进行了语法特点的描写，

并考察了它们的不同来源。

五、运用非线性音系学理论对“儿”的各种音变形式进行了特征几何分

析，从而比较具体、细致、合理地解释了音变的机理。

总的来看，本书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综

合利用多方面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变音进行了全面而深

入的研究。共时描写现状与历时追溯源流相结合，河北方言的研究与其他汉

语方言的比较相结合，分析变化过程与探讨变化机理相结合，是一部资料厚

实、分析全面，达到相当深度的学术著作。

作为本书作者的博士指导教师，也是本书书稿的第一个读者，我自然知

道作者在调查和查阅资料中的艰辛，知道作者为本课题进行的苦苦思索和不

懈努力，也很欣喜地看到了书稿一步步的成熟过程。博士论文得到了评阅专

家以及答辩委员们的高度评价，并顺利通过答辩，就是对作者三年辛勤付出

的最好回报。现在，本书正式出版，可以进一步发挥其在相关学术研究中的

作用，同时也可以征求更多读者的意见以推动下一步的研究，确是一件可喜

可贺的事情。

汉语方言中儿化变音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希望作者在本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力求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考察汉语儿化变音的相关

问题。

                                                                                            张树铮

                                                                             2011年8月于济南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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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河北方言概况

河北省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北邻内蒙古，东接辽宁，南接河南、山

东，西靠山西，而将北京和天津包围于内（天津原属河北省）。

河北方言属于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内部的方言情况也较为复杂。河北方

言的形成与其地理和历史文化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从地理上看，冀鲁官话与

晋语的界限主要是自然地理形成的。在河北省的地形图上，大致来说，太行

山的东缘、海拔200米以下的绿色地带就是冀鲁官话区，其上就是晋语区，只

有冀南的邯郸和邢台之南是晋语向平原地区伸出的一个触角，这些县市的方

言或多或少地带有晋语的特点，再加上这些县市的部分地区处于山区，历来

交通不便，与外界的沟通联系较少，所以这些方言受外界方言的影响，相对

来说较少。北京以西的蔚县、涞源尽管地势较高而仍属冀鲁官话，但它处于

晋语和冀鲁官话的过渡区域，所以它的方言内部有一定的差异，东部和西部

有所不同。太行山以北的冀西北地区也属晋语区。冀东北冀鲁官话与北京官

话的界限也主要与地形有关：遵化、迁西等地处长城以北的山区属于北京官

话区，而以南属于冀鲁官话区。至于冀鲁官话与东北话以山海关为界则既与

地理有关，也与行政区划有关。（张树铮，2006）

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河北省的方言大部分属于官话方言，

而其中又分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和北京官话；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属于晋

语的方言。属于冀鲁官话的有106个县市，分属保唐片、石济片和沧惠片三个

大片，三个大片下又可细分为10个小片；属于晋语的有35个县市，它们分属

于张呼片和邯新片；属于北京官话的有13个县市，它们属于怀承片；属于中

原官话郑曹片的有2个县市。150个县市（一县分属两片的按一个县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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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言分区情况见本章末所附图1。

从地理上看，晋语分布在河北省的西北部及西部边缘的太行山区，北京

官话分布在北京市周围及北部山区，属中原官话的只有靠近河南的两个县，

还有部分县市处于几种方言的过渡地带。它们的东部与西部有差异，比如曲

周县东里疃以西是晋语，而东里疃以东是冀鲁官话；广平城关以西为晋语，

以东为冀鲁官话；魏县棘针寨以西为晋语，以东是中原官话；临城城关以西

为晋语，以东是冀鲁官话；内丘城关以西是晋语，以东是冀鲁官话；邢台县

西部地区是晋语，东部地区是冀鲁官话。正如袁家骅先生所说：“方言的过

渡地带，好像语言发展的过渡阶段，在描写研究和比较研究上都有特殊重要

的意义。”（袁家骅，1983）

第二节   儿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儿化变音现象，由于方言的不同和语音发展的不平衡性，有的方言处于

儿化化合阶段，而有的方言还处于儿尾阶段。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前人关

于儿化变音的研究，用的术语往往不同，在普通话中人们称其为“儿化”，

在方言中有“儿化”与“儿尾”等不同术语。

以往对“儿化”变音现象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可以大致分成两部分：

对普通话中“儿化”现象的研究和对方言中“儿化”现象的研究。若从时间

平面来看，则又可以分为：对“儿化”现象的描写研究和对儿化历时演变的

研究。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其分成三部分：普通话的儿化现象研究、方

言儿化现象研究和对儿化演变的研究来分别加以叙述。

一、关于普通话中“儿化”现象的研究

在普通话中，儿化变音从其读音形式来看，表现为儿化韵的形式，所以

在普通话中或者说在北京语音系统中，关于儿化变音的研究实际表现为对“儿

化”的研究。“儿化”是现代北京语音系统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广

大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之一。对普通话中“儿化”进行研究的人很

多，有关的论文、著作和教材也有很多，但由于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研究对象

不同，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儿化”的性质问题

关于“儿化”的性质问题，主要有以下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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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如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首先给官话语音系统加

了一个-r韵尾，说“官话里只有n，ng和r这几个韵尾”，并在“卷舌韵尾的形

态音位”一节提出了“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原则。李立成《“儿化”性质

新探》认为“从现代北京话的角度看，‘儿化’纯粹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

把‘儿’看作是唯一的不成音节的构词后缀语素当然也就不恰当了”。王

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王理嘉《音系学基础》等，也把卷舌元音中的

卷舌成分-r离析出来，把“儿化”放在语音层面处理。另一种观点认为“儿

化”是一种语法语素，应放在语法层面处理，如劲松《“儿化”的语素形位

学研究》认为“儿化”现象是“儿”作为一个语法语素在语流中的不同语音

变化形式，从语素形位学的角度来说，“儿”是一个形位，是一个语法语素

在语流音变中形成的功能聚合单位。

（二） 儿化词中“儿”的语素地位问题

“儿”是否是语素成分？如果是，是何性质的语素。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朱德熙《语法讲义》及许多通行的现代汉语

语法教材等都将“儿”与“子”“头”等词缀语素并称，同等看待。李思敬

《汉语儿[]音史研究》认为“儿”是词尾。而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和宋玉

柱《关于“儿”的语法性质》则认为“儿”有两个：一个是构词成分，即词

缀；一个是构形成分，即形素。刘雪春《儿化的语言性质》认为“儿”是语

素，但一个是词缀，一个是词尾。劲松在《“儿化”的语素形位学研究》中

认为“儿”是一个形位，是一个语法语素在语流中形成的功能聚合单位。张

树铮《论普通话-儿缀的语音形式》认为“儿”是以语音特征[+卷舌]为语音形

式的独立的后缀。

葛本仪、李立成等则否定“儿”作为词缀语素的资格。葛本仪《汉语词

汇研究》认为词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音节作为自己的语音形式，而“儿化”

中只能是在一个音节中发生的音变现象。李立成《“儿化”性质新探》也认

为“儿化”纯粹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李延瑞在《论普通话儿化韵及儿化音

位》中认为：不应该把儿化韵看成是“儿”语素音位，也不必再对儿化音节

进行语素分析了。

（三）对“儿化韵”的处理问题

普通话中由于儿化而形成的“儿化韵”，它的性质如何？有人认为儿化

音是一种语流音变现象，如李思敬《汉语儿[]音史研究》和各种现代汉语教

材都持这种观点，所以李思敬认为“前人所描写的各种各样的儿化韵母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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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纳在{}形态音位的五个变体之中”；也有人认为“儿化”不同于纯粹的

音变，它应属于变音现象，变音不是纯语音的过程，如徐通锵《音节的音义

关联和汉语的变音》，反对用语素音位的方法去处理儿化韵。

二、对方言中“儿化”“儿尾”现象的研究

方言中对儿化变音进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也有不少，有对方言中“儿

化”和“儿尾”现象的语音分析，还有对其表义和功能的详细描写。我们

查阅有关资料，这方面的论文不下百篇，在此我们略举些例子，如《温州

方言的儿尾》《温州方言儿尾的语音变化》（郑张尚芳，1979，1980），

《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晋中的所谓嵌l词》、《宁波方言的“鸭”

［ε］类词和儿化的残迹》（徐通锵，1981、1985），《山东金乡话儿

化对声母的影响》（马凤如，1984），《阳谷方言的儿化》（董绍克，

1985），《浙江义乌方言里的儿化韵》（方松熹，1986），《杭州方言

里儿尾的发音》（史瑞明，1989），《黎川方言的仔尾和儿尾》（颜森，

1989），《湖南安乡方言的儿化》（应雨田，1990），《鄂州方言的儿

化》（万幼斌，1990），《宜昌儿化现象初探》（胡海，1994），《临夏

方言的儿化音变》（王森，1995），《山东寿光北部方言的儿化》、《淄

博等地方言的儿化变韵与幼儿型儿化》（张树铮，1996、1999），《重

庆方言儿化音刍议》（汪长学，1996），《镇龙方言儿尾》（向道华，

1998）《武汉话中的类儿化音变》（吴振国，1999），《团风方言的儿

尾》（汪化云，1999），《河北迁西方言的儿化》（江海燕，2000），

《唐山方言动词儿化及其动态变化》（张文光，2000），《北京话儿化

成分的语义特点及语素身份》（王立，2001），《临澧方言的儿尾和儿

化》（赵冬梅，2002），《论常德方言的儿化现象》（丁志丛，2002），

《山东安丘方言的儿化》（赵光智，2002），《遵义方言儿化的作用与分

布》（胡光斌，2003），《太原话儿尾使用情况分析》（王文卿，2004）

《商丘方言的儿化音变》（谢书民，2004）《山西定襄方言名词的里变儿

化》（范慧琴，2004），等等。这些文章大多数是以某方言点作为研究的

对象，对其“儿化”或“儿尾”进行语音、表义和语法功能上的描写。另

外也有一些是以某方言区为对象，对其中各方言代表点的情况进行分析比

较，如《浙江吴方言里的儿尾》（方松熹，1993）、《晋语的儿尾变调和

儿化变调》（蒋平、沈明，2002），这方面的文章较少。还有一些专著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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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化和儿尾有关内容有所涉及，如张树铮先生《方言历史探索》、王福

堂先生《方言演变的历史和层次》、钱曾怡先生《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

实践》等著作中的有关章节，综合了不同方言的情况进行了理论阐述。

三、对“儿化”演变历史的研究

关于“儿化”的演变史，一方面是关于“儿”字本身的演变史的研究，

如：《儿[]音的演变》（唐虞，1932）、《汉语儿[]音史研究》（李思敬，

1986）、《古汉语里儿字用法概说》（徐海英，1993）、《从元史译名看

“儿”[]音问题》（张清常，1993）；另一方面是关于“儿化韵”形成和演

变的研究，目前所见这方面的文章不是很多，但有一些，有的是以普通话为

对象的，有的是以方言为对象的，如《从〈金瓶梅〉考察十六世纪中叶北方

话中的儿化现象》（李思敬，1984）、《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

化”探源》（赵杰，1996）、《汉语儿化音的发生和发展》（季永海，

1999）、《略论汉语方言儿化韵的历史演变》（颜峰，2002）等。

就某一单点方言进行分析研究，很容易流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与解释，要

想进一步探究其根源，或给其定性，就必须将其置于所属的大语言环境之中，

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共时与历时两个平面对其做全面的多角度的分析与研究。

在官话方言中，儿化变音无论从语音上看，还是从语义、语法上看，它的情况

都很复杂，我们如果把多方言点放在一起，再把语音、语义、语法三方面结合

在一起考察，同时从其历时演变过程着眼，就会发现，原来看似毫不相干的现

象，它们却有着很深的联系。如：Z变韵、D变韵、儿化韵、小称变韵。它们看

似无关，其实从它们的性质看，它们都属于非本源性的派生音，只是它与本源

音的对应规律不是语音条件，而是特定的语法意义；而原来看似一类的现象，

其实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儿化”它本身的复杂性，是由其多源性决定的。

方言中（包括普通话）儿化变音只是一种同形结构，实际上它有不同的来源，

所以表现在意义、语法功能上、语音形式上很复杂。我们可以据其历史来源和

语法、语义的一致性，将其分成两部分：儿来源与非儿来源的儿化变音。其中

儿来源的儿化变音与“小称变韵”“小称音变”“小称变调”属于“儿”语

素与前一音节结合在不同方言音变的不同情况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非儿来源

的部分儿化变音与“D变韵”中的一部分是同一情况的不同表现形式，其中的

“儿”源于助词“着、了、得、到”等；还有一部分非儿来源的儿化变音中的

“儿”是历史上“里、日”等音变的结果。据此，我们将对河北方言中儿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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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语音、语义与语法做一全面的分析。

第三节   本课题的意义、研究依据的
      基础理论和运用的方法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研究河北方言的独特意义

河北方言的独特地位和复杂情况，决定了对其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为

汉语方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材料，首先因为它是汉语方言的有机组成部

分，对官话方言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其次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与

普通话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它进行研究可以为更好地研究普通话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对河北方言进行研究，对于汉语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我们知

道语音整齐有规律的地域分布，是语音演变和语言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无

论从发生学上，还是从类型学上来讲，共时地域分布差异有可能反映某项语

音特征的历时演变过程，差异类型越丰富，历时过程越清晰。正如钱曾怡

先生所说“方言特点的地域差异往往是语言发展历史的投影”（钱曾怡，

2002），所以我们选择情况复杂的河北方言进行研究，对于研究语言的发展

历史意义尤其重要。

以往对河北方言的研究做得还不充分，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河北

方言的某些方面在调查、描写、研究上还处于空白的状态，比如对于河北方

言中的儿化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和描写的论著，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更不用

说对其演变史的研究了。因此，进行这方面的调查、描写就有了填补空白的

意义。由于近年来推普工作力度的加大，河北方言中的某些现象正处在变化

或消失的过程中。如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读音，在老年人和年轻人的

口中就有很大不同，在河北的部分县市老年人的口语中读[]、[]、[]等，

而在中青年人中都已经与普通话相同，因此，记录和分析这些现象具有“抢

救”的意义。在对于河北方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材料不足

给比较研究带来的困难，这越发使我们觉得，对现有方言进行较细致的研

究，哪怕只是专项研究，都是很必要的。

（二）当今方言研究的大背景

以往的汉语方言的研究总是从记录字音、词汇和语料入手。描写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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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音系统时，拿它和中古音以及现代普通话语音系统作比较，说明方言语

音的特点，整理词汇、语法材料时则通常只拿普通话作参照系，说明该方言

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的特点。随着方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再满足于

过去的简单地共时描写，而是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拓展自己的领域。近20

年来，方言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们不仅对某种方言作更为细致和详

尽的描写，同时注意描写与解释相结合，而且注重与邻近的方言比较，研究

方言发展的历史和层次，或者结合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方法对方言现象进行研

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来审视以往对儿化变音的研究，会发现它有很多

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儿化变音研究中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关于“儿化”的研究，虽然文章很多，有对共同语的研究，也有对方言

的研究，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1. 共时平面上，方言与共同语的结合做得不够。

对共同语中“儿化”的研究争议颇多，如：对“儿化”的性质判断意见

不同，对儿化韵的描写存在分歧，对其表义功能也有争论。而方言关于“儿

化”“儿尾”研究的文章，又多是对某方言点的单一研究，很少与共同语结

合起来研究。方言与共同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作为其基础方言的

北方官话，对方言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共同语的特点和现有

现象的成因。

2. 方言中关于孤立方言点的描写多，而整体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以往对方言中的儿尾、儿化研究，单从前述文章的题目来看，就可以

看到关于孤立方言点的描写多，而整体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方言是同一语

言的地域变异，所以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拿活生生的方言材料作比

较，便应该是方言学的基本方法。儿尾、儿化在同类方言中既有其共性，又

各有自己的特点，只有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才能把握其特点，对其有

一个全面的认识。

3. 语音的研究居多，有时兼顾语义，将语音、语义、语法三者结合起来

的研究很少。

以往的研究注重对“儿化”语音的单面研究，而对与其关系密切的语

义、语法的关注较少。人们对其研究多为儿化合音过程的分析，儿化音节

面貌的描写，对其表义情况和其语法作用则只限于简单的判断，很少把其语

音、语义和语法三方面结合起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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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儿化”发展史的研究，共时和历时结合得不够。

以往的研究也有对其形成、发展的探讨，如《古汉语里儿字用法概说》

（徐海英，1993）、《略论汉语方言儿化韵的历史演变》（颜峰，2002）、

《汉语儿[]音史研究》（李思敬，1986）、《从〈金瓶梅〉考察十六世纪中

叶北方话中的儿化现象》（李思敬，1984）等，仅是对“儿化”或“儿音”

历史文献地处理或者单纯地进行方言描写，而没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使其

相互印证。

（四）儿化变音不同于儿化音变

儿化变音是一种与意义有直接关联的语音单位，它的分布是不自由的、

可以预测的，它只分布在特定的语法意义中（王洪君，1999）。它的音变不

同于语气词的变读等纯语音音变现象，我们在分析时必须将其语音、语义、

语法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做出判断。

儿化变音形式在方言中不同的语音表现，是不同历史阶段音变的积淀，

而同一方言中“儿尾”与“儿化”共存的现象，更是一种“异时演变的叠置”

现象，在共时平面上表现出来的差异，如语义和语法功能的差异，尤其是语

音的差异，都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必然受到语音演变规律的制约，而又不同于

诸如连读变调等单纯的音变现象，它和一定的语义和语法功能相关联。过去人

们多以语音的线性结构为基础，来解释语音的演变，往往只注意到“音变规律

无例外”，偏重于对“死”的文献材料的分析，忽略对现有方言“活”语料的

利用，难以解决实质性的问题。鉴于此，我们必须把各种语料结合起来综合运

用，使其相互补充，克服其局限性，才能更好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与主要方法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我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是：语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有序异质系统，由

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的方言是语言不同发展阶段在空间上体现，而

且语言系统是语音、词汇和语法几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

我们在论述的过程中要运用语音、语义和语法演变的一些相关理论，运用异

质—推移—扩散这一理论模式来对儿化变音的语音演变过程加以分析。

1. 语音渐变理论

新语法学派以“语音规律无例外”奠定了历史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受到

学术界的推崇。他们认为语音的变化是渐变的和连续的。语音的渐变性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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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演变的一种重要方式，新语法学派强调这一点，也是对历史语言学的一大

贡献。同时他们用类推来解释例外的音变，虽然有一些例外得到了很好的解

释，但是也在大量例外不能解释。语音渐变理论仅仅是音变方式中的一种，

它只适用于解释部分音变现象，而对由于语言的接触如词语的借入而导致的

音变则无能为力。

2. 词汇扩散理论

词汇扩散理论是王士元在《竞争的变化是造成剩余的原因》一文中提

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语音的变化是突变的，而在词汇上的扩散却是渐变

的。词汇扩散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拉波夫的波浪理

论和齐列龙的“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理论，它是对“语音规律无例

外”的反动。近年来词汇扩散理论已在数种语言研究中应用，而且在深度上

得到了强化，如开展双向扩散、扩散速率、地域分布扩散和句法演变的扩散

研究。词汇扩散理论较之语音渐变理论，更加注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语音

演变的动态演变过程，更有利于解释语音演变的例外。1980年代以来，词汇

扩散理论拓展了语言的微观过程研究，往往能描绘出语音发展的生动过程，

甚至于能勾勒出音变的时间、空间曲线图。音变是不平衡的，速度有快有

慢，词汇扩散理论的三阶段：未变阶段、正在变化阶段、已变阶段，对语音

变化研究很有启示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词汇扩散理论也有其局限

性，它只能用来解释音类的变化。语音渐变理论和词汇扩散理论，它们“并

不是互相对立，而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张树铮，2005）。

3. 叠置式音变理论

叠置式音变理论是徐通锵先生在认真研究了各种音变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汉语方言研究的实际而提出来的一种语言演变理论。任何方言的语音

系统，都有对前代语音材料和语音规律的继承，也有外来音系对本地音系

的影响造成的变异，所以从一个断代的共时语音系统看，它都是一个叠置

的语音系统。不同时代的语音特点共存于一个系统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

分析共时系统时，要运用叠置式音变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认为不仅是语

音，语法系统同样是一个叠置系统，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和有不同来源的

语法形式，它们以表达相同的语法意义而共存于共时系统之中，这同样可

以称为叠置现象。

4. 非线性音系学的有关理论

非线性音系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的诸多音系新理论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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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美国音系理论的第三次高潮。它不同于自立音位学和生成音系学的标

准理论，把音流的结构看作是单线性的，而是认为表面上看在时间的一维向

度上延续的音流，有多层次、多条的线性配列限制，不同列的线性结构相对

独立又彼此关联。除此之外，它还“主张音系和语法是相对独立但彼此有

关联的层面，音系单位和音系规则的确定和施用也应考虑语法语义的因素”

（王洪君，1999）。汉语音节结构不同于印欧语系，“音节的音义关联是汉

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音节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以这种关联为基础形成的音

节在语言运转中音与义相互制约，灵活多变，使结构单位产生了种种不同的

变异。变音就是这种变异的一种表现形式”（徐通锵，2003）。所以我们在

分析儿化变音时，非线性音系学的有关理论会对我们多有启示。

5. 语法化理论

近些年来，西方语言学家对语法化理论的研究颇为重视，成果不断问

世。对于汉语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来说，语法化现象的理论探讨更具有特殊的

意义和价值。考察汉语的发展历史，虚词一般是由实词转变来的。通常是某

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

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使之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

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语法化”（刘

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 词汇语法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所涉

及的因素较多，在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过程中，一个实词的语法化通常是发生

在它的某个义位上，语法化的结果是该词在某个义位上独立或分离出某个虚

词。至于这个词的其他义位则仍按实词功能继续使用，不会因为源于某个义

位的虚词产生而导致该实词消失。对于儿化变音形式中的“儿”语素，语义

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语法化过程，我们用语法化理论为指导对其进

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1. 田野调查、多种语料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采用的语料来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田野调查所得，另一部分采用

前人时贤的有关成果。为了获取翔实、可靠的材料，我们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

法，对河北境内150个县市区进行全面调查，在实际调查的过程中获得第一手

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所要借鉴的前人时贤的有关成果，进行核实、补充。

在探讨儿化变音发展过程的时候，我们将采用多种语料相结合的方法，将方言

语料与历史文献语料互相印证，以使我们的论述更加扎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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