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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以北京大学王福堂先生的北京话记音（手稿）为准，对北京话入声
字问题进行更为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书中除了书面文献材料的运用，还利用一部分其他方言的材料，与北京话进行比较。
全书共分九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今北京话的入声字、元明时期韵书中的入声字、清代民国时期韵书
中的入声字、北京话入声字的发展阶段、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及文读音的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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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晓虹，2000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任教，2001年到北京语
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至今。
主要研究兴趣为汉语方言学、历史语言学、汉语音韵学。
曾发表《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北京话庄组字分化现象试析》、《官话方言阳声韵
知系字读音分合类型及其演变关系》等学术论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1.1 问题的缘起1.2 前人研究综述1.3 本书的研究材料和角度1.3.1 研究材料1.3.2 研究角度1.3.3
历史层次的形成过程及原因1.4 文白异读和历史层次1.4.1 文白异读1.4.2 历史层次第二章 今北京话的入
声字2.1 入声字的声调2.1.1 全浊入2.1.2 次浊入2.1.3 清入字2.1.4 小结2.2 入声字的韵母2.3 入声字的文白异
读2.4 小结第三章 元明时期韵书中的入声字3.1 元代韵书中的入声字3.1.1 《中原音韵》3.1.2 《蒙古字韵
》3.1.3 《中原雅音》3.1.4 小结3.2 明代《合并字学集韵》中的入声字3.2.1 入声字的声调3.2.2 入声字的
韵母3.2.3 入声字的文白异读第四章 清代民国时期韵书中的入声字4.1 清代韵书中的入声字4.1.1 《李氏
音鉴》4.1.2 《音韵逢源》4.1.3 《语言自迩集》4.1.4 小结4.2 民国时期韵书中的入声字4.2.1 《京音字汇
》4.2.2 《京音入声字谱》4.2.3 《增注（中华新韵）》4.2.4 小结第五章 北京话入声字的发展阶段5.1 元
代以来入声字的归调变化5.1.1 全浊入5.1.2 次浊入5.1.3 清入字5.2 元代以来入声字韵母的变化5.3 元代以
来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变化5.3.1 韵母5.3.2 声母5.3.3 声调5.4 北京话入声字的发展阶段第六章 北京话入声
字的历史层次及文读音的形成6.1 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6.2 北京话入声字文读音的形成6.2.1 通合三
入声字的文读6.2.2 宕江摄入声字的文读6.2.3 深臻开三庄组、曾摄一等、曾开三庄组、梗开二入声字的
韵母文读6.2.4 清入字的声调文读6.2.5 深臻曾开三庄组、梗开二知系入声字的声母文读6.2.6 小结第七章
周边方言的入声字：河北方言与东北官话7.1 河北方言的入声字7.1.1 河北方言入声字读音概况7.1.2 河
北无入声方言的文白异读7.1.3 小结7.2 东北官话的入声字7.2.1 哈尔滨方言的入声字7.2.2 长春方言的入
声字7.2.3 小结7.3 从入声字看北京话与河北方言、东北官话的关系7.3.1 三者入声字的声调、韵母和文
白异读的比较7.3.2 北京话与河北方言、东北官话的关系第八章 北京话入声字研究的新进展8.1 对北京
话清入字共时变异的考察8.2 对北京周围方言入声字读音的研究8.3 对北京话、北京官话入声字读音的
历时考察8.4 对北京话清入字归调层次的考察8.5 对北京话入声字读音形成因素的考察8.6 与本书观点不
同的研究第九章 入派三声与传统音变理论适用范围的局限参考文献附录一《合并字学集韵》入声字表
附录二《音韵逢源》入声字表附录三《语言自迩集》入声字表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话入声字的历史层次>>

章节摘录

　　只有白读的清人字，声调或为阴平，或为上声，只有“黑”字有两个声调，一为阴平，一为上声
。
文白兼有的清人字，白读音的声调多为阴平或上声，文读音的声调基本为阳平或去声，“削约剥”三
字的文白读声调相同，都为阴平。
只有文读的清入字，既有归阳平、去声的，也有归阴平、上声的，但归阳平、去声的占多数。
　　由上可知，多数清人字的声调确实因韵母的文白而不同。
但由于只有文读的清人字也有读阴平或上声的，所以还不能直接说阴平、上声是白读调，阳平、去声
是文读调。
不过，清人字声调与文白韵母的关系表明，清人字虽然分别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但
这四个声调并不处在同一层次上。
也就是说，北京话清入字的声调也有文白的不同，只是不如韵母的文白对比整齐。
　　无论韵母为白读，还是文读，北京话清人字的声调都不只一个，韵母为白读，有阴平和上声两个
，韵母为文读，则有阴、阳、上、去四个。
从其他官话方言来看，清人字一般只归一个声调，或阴平（冀鲁官话、中原官话），或阳平（西南官
话），或上声（胶辽官话），或去声（兰银官话）。
按说，北京话的清人字，无论文读层还是白读层，归一个声调的可能性也应该是最大的。
从这个角度来推测，最初的白读层声调，只能或是上声，或是阴平，而不应该两个都是白读调，最初
的文读层声调，也应该是四声里的某一个。
但究竟如何，从今北京话的情况，我们暂时无从作出判断。
所以下文讨论声调的文白差异，都是以韵母的文白差异为基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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