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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 哗 骏

拉林满语
,

属于早期北京满语的分支
。

拉林满语分布区的居民
,

于清代乾隆九年以

后 ,
陆续由北京迁到拉林一带屯垦 , 至今已有二百四十余年

。

在乾隆九年以前
,

居住在

这里的居民
,

是讲阿勒楚喀方言的满族人
,

它们的定居点是在 林 区 和 江
、

河 沿 岸 一

带
,

以渔猎为业
。

北京迁来的满族人
,

定居在平原沃土地带
,

他们不仪讲北京满语
,

还

能讲北京汉语
。

他们的习俗
,

是北京满族的习浴
,

所供奉的最高祖先神是 价匆 阔
即佛头妈妈

。

而阿勒楚喀满族人
,

根本不懂汉语
,

当时的习俗
,

是这一带土著居民的习

俗
,

所供奉的最高祖先神是 场标“ 留 即乌什 妈妈
。

这两部分满族人
,

有 语 言 上

的差异
、

习俗上的差异和对萨满教信奉
、

祭祀上的若干差异
。

嘉庆中期以后
,

汉族居民

逐渐从盛京和山东迁来这一地区
。

特别是咸丰
、

光绪两朝大量的山东居民 饥民 不断

迁来此地
。

这一带便逐渐由满族居住区变成满汉混居地区
,

他们说着满汉两 种 民 族 语

言
。

尽管如此
,

满族村
、

屯也是以说满语为主
,

直到滨吉铁路修成后
,

满语才逐渐被汉

语所代替
。

拉林满语的分布区
,

相当于现在的五常县拉林镇周围的八个乡
,

阿城县料甸子周围

的五个乡
,

双城县的大部分村屯和哈尔滨市郊的部分村屯
。

二百余年来
,

拉林满语的某些语音和语汇虽然已经有了若干变化
,

但是丛本上尚保

持着古朴的语言传统
。

拉林满语是比较标准的语言
,

它的发音是由常音
、

变音和借入音

构成的
,

基本上属于常音发声的语言
。

它的常音有规范常音和不规范常音之分
,

它的变

音现象同常音比较
,

就更为复杂一些
,

但是它的数量要比常音少得多
。

拉林满语的变音

现象
,

是由长期的语言习惯
,

形成的变音发声
,

和一些在语流过程中的音变现象
,

再加

上适应 口语特点的元音和辅音有机拼合所构成的一种满语
。

这种满语在发音上有轻重高

低之分
,

也有长短清浊之分
,

它的语言清晰
,

流利顺杨
,

是北方满语较为规范的语言
。

这种语言不是乾隆年间以后的北京规范语
,

但是它同规范满语 比较
,

亦有不 少 相 同 之

处
,

就其发音特点和规律来说
,

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

雍政八年 在北京首次刊行了语法和 口语发声法的通俗著作 《清文启蒙 》一

书
,

这部书对北京口语提供了一些重要记述
,

特别是其中的《异施清字 》部分
,

就是当时

北京满语变音发声的词汇
,

尽管记述的不多
,

它为研究北京早期满语提供了极为重要的

文献资料
。

拉林满语是在这部书问世十四年之后 ,
由北京迁往拉林居民的口语

。

虽然经

过了二百余年
,

今天对照一下它们的口语发声
,

几乎没有悬殊的变化
。

本文所研究的是

变音部分
,

为了便于对照
,

除了变音词汇以外
,

还列了常音词汇
,

对常音发声的研究
,



只好留给另一篇文章去完成

一
、

词 汇

变音词汇

满 文 罗马字转写

与网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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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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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信

败走了

涝了

户
、

家产

过 日子
、

生



补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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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诚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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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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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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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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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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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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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只

关 事

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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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宋之分

二尊若

屑子

仁介暗的 从内川

准一六

施礼

成
,

过去

作
二

厂车之下

风

马笼头

攫盖

、、票

准
一

月鸡

叔时
,

适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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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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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五

一

王

甘 电
‘

’

合 。

’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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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 。

甘

合 臼

启 习

丫
,

树 手 之

矮
一

鸡架

眺

砖

纽

呆子

烤火

据

族菜

扁母代

恶心

沸滚

手

蚊子

俱
,

皆

稍约

树枝
、

河议

名

容光

京城

去么

天亮

姻烟儿

沙漠

长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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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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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

百

。

分

五 ’

’。

’

’

’

百

江。 。
·

。

打哈息

件

通晓了

肥皂

姓

哑吧

俘虏

掖禽

文字
、

指纹

稗子

笼子

水桶

木梳

花开了

抹墙

微笑

强盗

撩跤

满了

粮谷

皮袄

来了

桔子

故意

冰

双

巡视

少

多

︸︺︸耐树。训树︺蜘耐︺︸一
。八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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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

。 。

。汀

’ 丫

辽

’

’白 ’

’

’ ’

爽快

肘

傻子

碗

堆积

模样

官挂

算裘

薄

临时

锅撑子

鱼

一

卜了

步

璐
、

砌

伸

草帽

高粱

种地之种

抱着

蒸笼

裤带

刚才

此处

稀粥

川弓儿有

叫︺︺︸晒
︺一树︺例一叫︸︺︸︸︸︸树喇叭︸枷

一 谓勺觉之六尽址 劝屯
、 户百 刀刀‘ 〔刃二乙

拉林语的语音同规范语比较
,

虽有某些变化
,

但是变化不大
,

由于 口语受到语流和

习惯语的影响
,

也有若干变音现象出现
。

这些变音现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语



流变音
,

这种变音现象包括元音互变
,

语流失音
,

语流增有
,

语流变音等
。

另一类是固

定变音
,

这种现象的出现
,

垦山于
、

瓦流和 习惯发声所引起
,

经过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
,

而

使变音现 象云定化
,

形成了固定音变
。

这种现象有固定增音
,

固定变音和习惯语变音等

等
。

拉林语音变现象泪常 含现象比较
,

还是常音较为普遍
,

大量地口语是常音发声
,

所

以拉林语是较为标准的语音
,

同其它方言比较
,

它的方言性还是比较小的
。

尽管如此
,

如果不弄清它的交音现象
,

就无法了解拉林语的概貌
。

一 元音互变

某些单词的元音
,

在语流中经常出现变音现象
,

这种变音
,

阳性元音可以变成阴性

元音
,

而阴性元音又可以变成阳性无音
,

中性元音也参与变化之中
,

这种元音互相之间

的变化
,

就叫作元音互变
。

一、气卜

担

友 元音互变

。 元音在互变中
,

可 以变 。 元音
、 。 元音

、 。 元音三个元音
。

如 价长 , 标衬
“咸 ”

一词
,

在语流发声中可以变成 , 『
。

这里的词首音节中的 音
,

在语流发 声 中

变成了 。 音
,

实现 了中阳 连 音向阴性 。 音的转化
。

这个词的变化是因中音节的 ’ 音

是强音
,

由于首音节的 音受到中音节的 ’ 音的影响
,

在发音时
,

宽元音的 音受

到窄元音的 ’ 音的抑制
,

在发声时 音就变成了 , ,

这就出现 了 元音到 。 元音的转

变
。

于此同时
,

这个词在实现从 音到 。音的转变时
,

还出现 了增音
,

增加了一个 辅

音
。

这种增音现象
,

是由 元音到 。 元音转化中必然出现的
,

没有这个增音
,

便不能实

现这种转化
。

义如 枯叭扩
“ 黄高 ” 一 词

,

这个词在拉林语中称 。 。 。

这是首音节从 音到

。音的转化
,

即 音变为 。 音
。

这种转化是首音节自身加重所造成的
,

因重音在首音节

上
,

山于首音节的自身加玉
,

生它自己产生了异化音
,

由 音变成了 。 音
,

即由 音

变成 了 “ 音
,

所 以 变成 了
,

三五可 以发音为 。习
。

再如 材祝 ,
奋、 “厚棉裤 ” 一词

,

其变音为 百
,

是 由 音变为 音
,

是 。变
。

这种变化
,

是受元音和谐规律所制约
,

因为 五 ’ 的中音节和尾音节
,

都是

由元音 所拼合
,

元音在这个词里的发音起着主导作用
,

所以在这个词的发声时
,

很

自然的是元音和谐趋向
,

起了主导作用
。

这样就使词首音节的 。 音
,

被词中和词尾音节

所同化
,

在发声时使 ’ 一词
,

变成 了 一 红
。

元音互变

。 元音可以变 。 、 、 。 、 。 四个音
。

如 株卸
“昔 ” 一词

,

其首音节 是强

音
。

在发声 时由于
一

首音节的强化
,

把窄元音 。 加强到一定程度
,

元 音就向着宽元音转

化
,

转化心结果就变成了 。
‘

。

所以 珠扮。 一词
,

在发声时就变成 了 。。 。 ,

这就实



现了由 。 音向 音的转变
, 。 音变成了 音

。

又如 。 变
,

这种转化还并不少见
,

特衬 订
“ 汉军 ” 一词

,

,

它的重音在尾音节上
,

由于尾音节的强化
,

产生了 自身的异化音

成 音
。

这 样 电
‘ 。。 就变成了 电

‘ ,

实 现 了由 。

化
。

其第一个词是
,

使 。 音异化

音向 音 的转

名元音互变

元音可以变 。 、 。 、 。 、 。 四个音
。

如 卜 材 叼全草 ” 一词
,

其语流发 声 为

电
‘ 。 。

这是因为首音节是重音
,

由于首音节发声的加重
,

首音节中的 元音必然

强化
,

这就影响到中音节的中性元音
,

再加上尾音节 也是由 元音拼 合的
,

这 样

首
、

尾音节都是 元音
,

对中音节的 元音起到了挟持作用
,

在发声时使 音随同 。 音

的强化
,

也变成 音
。

这就使 电
‘

变成 了 电
‘ ,

实现 向 的

转变
。

又如 长 ,衬
“ 给刻 , 一词

,

其语流发声为
。

这是因为它的首音节是重音
·

首音节加重到一定程度
,

又 由于习惯发音法的影响
, “ 音节变成了 厂 音节

,

而 中 性元

音 向阴性元音 转化
,

这种转化是受到尾音节元音和讼 趋向的 制 约
,

因 为 尾 音 节

是
,

其中的元音是
,

所 以这种转化
,

由 中音变成了 阴音
,

而 一词则变

成 了

再如 卜界‘李介 “ 今早 ” 一 词的发音
,

在语流中为 。电
‘ 。

这里 的 元 音变化

也是 音变 音
,

它的变化途径和上一个词是一样的
,

也是经过由 音的过渡而来
,

由
。电

‘

经过 电
‘父 而成为 , 电

‘

的
。

元音互变

。 元音在语流中
,

可以变
、 。 、 、

四个 音
。

如 、 , , 攀 , 介 “ 忽略 ” 一词
,

在语流中其发音为
。

这是 因为首音节 自身强化的结果
,

山于首音节复合元音 。 在

语流中加重
,

便使 。 音转化成 音
, 、 , 民碑概。 一词的发音成了

。

又如 勺嘴‘补
“ 乱搞

、

乱来 ” 一词
,

其语流发声为 。 。 ,

它的词干首 音节

和词干尾音节都发生了变化
。

这是因为词干首音节的弱化和词干尾音节的加重所引起
,

由于词干尾音节是重音
,

使尾音节的 。 音变成了 。 音
,

又 由于首音节的弱化
,

使首音

节的 。 音变成了 , 音
,

这就使元音 ” 变成了元音 。 ,

使 。 变成了 。 。

再如 如叭 , , 介 切 , 。 “ 怎么办
,

怎 么处 ” 一词
,

它的后一个单词 。 。 。 的中音

节是加重音
,

由于 。 音自身的加重
,

使 。 音自身出现了异化音
,

, 音变成了

音
, 。 。 变成 。 , 。 音变成了 音

,

这就使 ’ 。 变 成了 电
‘

。 。。

苏元音互变
。 元音在语流中

,

可以变
、 。 、 、 。 四个 音

。

如 喃盯 “ 勿
、

甭 ” 一词
,

其语

,

又



流发声为 。 。 ,

因这个词的首音节是重音
, 由于首音节 音的加重

,

同这一词的 尾 音

节发生了和 浩趋向
。

因 音是窄元音
,

它同 。 音非常容易同化
,

这样就在发声时使 音

转化成 。 音
,

就变成 。 。。

又如 喻奋斗
“ 汾儿 ” 一词

,

它的语流发声是
。

这是因为它的尾音 节 是 重

音
,

由于尾音节 音的加重
,

使前一个音节 发出了和谐趋向
,

这样 音被重音所

同化变成了 音
,

元音变成了 元音
,

就变成 了
。

萝元音的变化

、
”

元音在拉林语中巳基本上 音化了
,

它在各种情况下的发音 都 发 音 , 所 以

、
”

音在拉林语中已不经是一个独立的元音
,

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发 。音
,

、 音 的互

变规律
,

只有到 音的互变规律中去找
。

二 语流失音

语流失音是在语流过程中的消失音
,

元音或辅音在一定语流条件下
,

都有可 能 消

失
。

但元音或辅音的消失
,

都各自有自己的条件
。

所以消失的原因就各有不同
,

有的因

语流的流速较快
,

某个元音或辅音成了语流过程的赘音而消知 有的受重音发声的影响
,

成了弱化音
,

弱化到一定程度而自然消失 有的在元音和谐趋向影响下
,

由于变音而消

失 , 也有的是属于习惯语
,

由于习惯发声
,

使某个元音或某个辅音消失
。

但是各种方言

亦各有不同
,

此一方言是语流失音
,

另一方言却成了语流常音
,

这种情况都是常见的现

象
。

语流失音
,

有三种情况
,

第一种是流速消失音
,

这是由于语流自身的变化
,

使某个

元音或某个辅音消失 第二种情况是弱化消失音
,

这是由于重音发声所致
,

在一个词内

出现了强化音
,

就有可能出现弱化音
,

弱化到一定程度
,

某个元音或辅音就 会 白然 消

失 , 第三种倩况是 习惯语消失音
,

这种消失音地方性较强
,

是地方的语音习惯造成的
。

流速消失音

流速消失音
,

是 由于语流 流速的加快
,

而使某个音消失
。

这种情况
,

区别于弱化消

失音和 习惯语消失音
。

例一
。

劫 、 , 衬 气 ‘二材 舟喇
,

这个短句的含义是 喻酌量着作吧
。 ” 它

的语流发声是 ’ ’
。

这个短句的第二个词 电
‘ 。 发声的变化是

尾元音的消失
。

这是由于流速加快所引起
,

不仅使词尾 元音消失
,

由于受到流速的影

响
,

也使尾元音 后面的音节全部脱落
,

使 。 变成了省略词
。

这种省略有两个含义 ,

一个是由于流速而消失的含义
,

一个是地方性的语音习惯造成的
。

如果没有地方性的语

言习惯
,

说起话来没有这个 。 ,

那就缺少它的准确含义
,

有了这种 习惯
, 。 在 语流中

消失了
,

也是比较正常的
一 。

短句中’ 。一词
,

变成了 ’
,

这个词不仅尾元音消失
,

而且中音节的 。

音转化成阴性音
,

变成了 。 ,

这些都是流速加快造成的
。

最后的 ’ 。 一词
,

在



流速中
,

中音节 音的元音 消失
,

只剩下了 音
,

而 音弱化成 音
,

这 个 词 就

变成了 ’
。

从这个短句中可以看出
,

语流流速的加快
,

成了某些元音或辅音消失的重要原因
,

如果在语流发声时
,

把语速减慢到正常口语速度以下
,

它的流速消失音消失的会减少
,

或者不产生消失音
。

例二
。

仰 二神 二 秒 、 ‘衬 气 , , ‘

洲 衬
。

这个短句的含义

是 “ 你无缘无故
,

背地里讲嚼他做什么
。 ” 它的语流发音是 ’‘ ’ ’

习 。 或
’ 。

这个句子虽然有若干音变现象出现
,

但是 语流

消失音比较少
,

只有 习 一词
,

消失了一个 辅音和一个尾元音 。 ,

在这个词前面

的宾格格助词
,

只是弱化成了 。 ,

没有在语流中消失
。

从这里可 以看 出
,

虽然消

失音的变化不大
,

不等于其它方面的音没有变化
。

弱化消失音

弱化消失音的出现
,

是语流流速的加快和重音发声的影响两个方面的原因
。

首先由

于单词重音的出现
,

影响到邻音节的弱化
,

而出现了弱化音
,

其次再加上语流流速加快

的影响
,

可能使某个弱化音在语流中消失
,

这样就成了语流弱化消失音
。

如 饥舟讨 “ 败走 了” 一词
,

它的语流发声是 。 。

这个词的重音 在 音

节上
,

由于 音节的加重
,

影响到它的前一音节 音节的减弱
,

成了弱化音
,

这个弱

化音在语流中受到流速加快的冲击
,

使它继续弱化致使 音消失
。

这就使 。一

词在语流发声中变成了
,

其中的 元音由于发声的弱化而消失
,

成了 弱 化 消

失音
。

又如 岛韧伪 “ 烧茶圆壶 ” 一词
,

语流发声为
。

这个词的首音节 。是加重

音
,

由于 。 音重音发声的影响
,

加上语流迅速流向尾音节 音
,

这就使 介 于 。 和

音之间的 音
,

不仅发生弱化
,

同时也使它在语流中脱落
。 ”习 一词在语流中就

变成了
,

其中的 习 音就成了弱化消失音
。

再如 、

湘坛彻气
“ 来临的

、

降临的 ” 一词
,

语流发声为 。 。。 ‘, 。 。。 。

这个

词的中音节 音是加重音
,

由于加重音的强化
,

影响到它的后 一 个
一

音节 。 音 的 减

弱
,

使 音成了弱 化音
,

在语流发声中就由 。习 习 。 变成了 。习“ “ ’ 勺 ,

使重音后的 辅音脱落
,

音成了消失音
。

习惯语消失音

习惯语消失音
,

有较为浓厚的方 言特点
,

它虽然也在语流发声中实现其发音结果
。

但是主要是由于 习惯语的语音发声
,

出现的消失音
,

这也是语流失 爵不可缺少的部分
。

如 肠暇甲 , 。 加甲份衍。 “不论怎么样
,

不管怎么的 ” 一词
,

它的发音变化同语流快

慢或重音的强弱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

主要是拉林地区的 口语 习惯
,

它的 发 音 是 。 ‘

’
,

这种发音法就使由 ’ ’ 变成了 ’ ’
,

把这两个词里

的 元音和 元音
,

通过 口语的 习惯
,

而全部消失掉
。

,



义如 , 份小 ,’ 子 ” 一词
,

它的口语发声是 犷而不是 立,

这种 发声使词里的

元音消失掉
,

这也是 口语 习惯所决定的
。

再如 ‘时 岛帐六 “ 喊闹 ” 一词
,

它的口语发声是 卿
, 。 ,

这种发 声

使后一个单词消失了一个 辅音
,

这 也是 由于语音习惯造成的
。

三 语流增音

单词语流增音是语流发声过程中
, 增加单词中不存在的音

,

使单词或句子的发音起

了变化
, 不论是 元音或辅音

,

都有可能在合乎条件的语流中
,

增加出来
。

如果是辅音大

部分出现在首音节元音之前
,

也只能增加
, ,

音
,

作为元音前的粘着辅音出现
。

如

果出现元音的增音
, 一 般都在草词的原有元音之后

,

作为原有元音的补充
。

增音分粘着

增音
、

和 潜增音两种情涅
。

粘粉增音

粘着增音大 部分是山小舌元音所引起
,

所枯着出来的一般都是舌后位的辅音
,

这种

增音
,

也称辅音增音
。

如 切 , 舟心 冲耐
“ 你随便写吧

,

你随便做吧 ” 的短句
, 口语发声为 洲

。 。

这个短句最后的 ’ 一词
,

在单词发声时没有任何增音现象出现
,

但

是作为句子的语流发声
,

它的情况就起了变化
,

出现了增音现象
,

由 。 电
‘

’

变成 电
‘笙

。

在 ’ 首元音前
,

增加 一个辅音
,

即 ’
。

如果发声的语音流速减慢
,

则增音现象还可以消失
,

’ 一 词的发声还会复 原为
。 。

所以
,

从这个词的发声中可 以看到
,

这种增音现象完全是由音速造成的 由

于音速的加快
,

小舌音的颤动
,

影响到舌后位的 音
,

使 音在发声时自然出现
,

同

音相枯合
,

这就出现了首元音前的增音现象
。

二 。。 人。 , 。 场材 行钊
“ 徐 不 。形 了 。 女 铂 栩 亡献 门 卡 雷具 , 。

声

凡州 ” 、 ”
’

, ” ’ 、 ” , 八
’

八

”
’

树“书于刁义兮己 兄
’ ‘

〕乙一刀已 叨 , 匕则 目 飞首才丈尸 夕亡 。 几 乃 几

’
。

它的第三个单词也出现了增音现象
, 。 一词变成 了 ’ 。 ,

首音

节 音的前面
,

增加 了一个 ’辅音
,

这种增音现象同前例一样
,

通称为粘着增音
。

和谐增音

和 谐增音
,

主要是 由于元音和元音之间和谐趋向的影响
,

凡在发声障碍 和 谐 的 地

方
,

通过正常的语流发声
,

可以 白然增加出一个元音来
,

以利于消除发声的障碍
,

使发

音顺畅和谐
,

以补语流发声之不足
,

这种增音也称元音增音
。

女口 峙。 认 , 气 叭 份尹
, 自每

“ 把你的书借给我 ” 这一短句
,

它的

口 语发声是
, 。 。 。 。。 。

这里的认 , 气一 词就出现了和

谐增音现象
。

按照原来的发音是 ’ ,

因为重音在首音节上
,

由于首音节 的 加 重
,

使 音强化
,

这就影响下一个没有和元音拼合的 庄音
,

为了同首音节的 音相和谐
,

很自然的增出了一个 音
,

所 以 ’ 。就变成 了 ’ 。 。



又如 令祷矿 讨 “对 时 袖
。 “ , 标 帕‘澎 、甲刀 气

‘认矽 卜砧卜 彻
。 。公补 沁气

。 “ 噶珊达手执长箭
,

率领百余人
,

向着大森林而

去
。 ,, 这一个长句的口语发声是 了 ’ ’ 。

‘ 。 。

在这样长的句子里
,

它的发声基 本 上

是稳定的
,

很少有更为特殊的变化
,

只有、”蔺 一 词是属于和谐增音词 ,

这就是由

变为
。

这种变化
,

是 由于 元音和谐趋向所引起
,

因这个词尾音节的拼合元音是
,

乍发声时 音为向 音靠近
,

实现其和谐趋向
,

便增加了一个 音
,

这就使 的

发音变成了 或
。

四 语流变音

语流变音是元音或辅音在语流发声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

语流加速和减缓是语流变

音的根本原因
,

语流变音分单词变音和入句变音两种情况
。

单词变音是单词未入句前
,

所发生的变音现象
。

入句变音是在入句发声过程中所产生的变音现象
。

语流变音比较复

杂
,

有的属于辅音变化
,

有的属于元音变化
,

有的音节比较稳定
,

有的音节不够稳定
,

有的属于单词语流变化
,

有的属于入句语流变化
,

这种变化统称为语流变音
。

单词语流变音

如 , 娜一断
“ 紧抱 ” 一词

, 口语发声为 电
‘ 。电

‘ 。

这个词的 第二个 音 节

的 电
‘

音
,

由于受到语流流速的影响
,

由 电
‘ ” 音变成了 电

‘ 了音
,

这是语流加 速造 成

的
。

因为电
‘了音要比 电

‘ 。 音顺畅
,

语流发声易于通过这个音节达到下一个音节 。。

这

种变化是元音的变化
,

由 。 音变为 笙音
,

这是变音关系中常见的现象
。

又如 加玲讨 一
“ 稀烂破 ” 一词

,

其口语发声为 丁。扣 。 。 。百。 。

这个词 的变

化
,

在于前词尾和后词首的粘合关系上
,

初一看来是 。 ’ 的发音出现了增音 现 象
,

变

成了 ’
。

其实这并不是增音现象
,

而是粘合现象
,

因前一词 丁 了 的尾音节是 辅

音
, 后一词 ’ 的首音节是 。 元音

,

在发音时 音和 音最容易粘合
,

这两个音粘 合

起来便是
,

所 以便出现了 的发声
。

凡是其它词和 ’ 相联合时
,

只要前一个

词的词尾是 辅音
,

则 ’ 一词的发声都可 以变成 ’
。

再如 、。种卜
, , ‘早, 、 “ 恐至伤或恐弄伤 ” 一词

,

这一单词 口语 发 声 是 。 。。。

。

这一单词中间的 。 两音发生了脱落粘合现象
,

使 明 的音变成了 习。 ,

使

辅音脱落
,

使 。 音同 习音相粘合
,

成了 习 音
。

这种现象在拉林语中发生的较为铃遍
。

如
, 习 变 习 , 习 。 变 习。 , 习 。 变 习”, 习 变 习 , 习 五语流变音为 习

。

入句语流变音

入句语流变音是某些词的元音或辅音
,

通过入句在语流巾发 生变化
,

这种变音属于

入句语流变音
。

‘ ’



如 如 , 矽 井 , 矿 衬 气 矽 , 二。
树 协刀 。

闪 ‘长咋爪沁

, 时 际材 场‘ 。 , 白衬 衬 一
、 、”钧 “卡拉图听了他的话

,

目瞪口呆
,

不能回

答 ” 一句
,

这个句子的语流变化较小
,

这里的入句语流变音条件较少
,

不可能出现大量

的变音现象
。

从 口语发 声 来 看 便 是 ’ ’ ’ 。
·

司 。

’’ 。 。

这 里口

语发声变化
,

只有两个词是属于入句语流变音范围的
,

即 “ , 变 “ ” ,

这一变化是受

的格 音的影响
,

使 ” ‘ 首音节元音起了变化
,

在元音和谐趋向下
,

使 , 元

音变成 元音
,

使 。 变成了 。 。

另一个 ’ 。 的 。 变 。 ,

这是受

语流加速的影响
,

使 。 音在语流中减弱而变成 。 ,

是 辅音弱化的结果
。

又如

喻
。沁 , 刀 时 撇讨 我材 坤牙 劫

“ 你们大家有何高

见 好办法 ” 一句
,

此句 的 口 语 发 声 是 。 。 ’
。。

这一句的变化
,

由于音速的影响
,

在 的 一词

上的 辅音减弱
,

它的尾 音 也随之减弱
,

由 的发声变成了 。袱
,

其 它 单

词没有什么变化
。

。

混音语流变音

混音语流变音
,

主要是辅音变化
, 一是 ,

百
,

辅音在同元音相拼合时
,

由于受到

入句后的语流的影响
,

而发生混音的现象
。

第二个是
、

’混音现象 , 第三个是
、

’、

、 、

在语流中的混音现象
,

这三种混音现象在拉林口语中是比 较常见的
。

混音语

流变音共分三个混音系列
,

一是
、

’
、

混音系列 , 二是
、

’混音系列 三是
、

’
、

、 、

混音系列
。

, ’
,

混音系列

、

’
、

同 。 、 。 、 、 。、 、 。 相拼合而发生混音的现象
、

’
、

同 音相拼合在语流中出现的结果是 音在语流中可以变 成 ’
、 。

音
。

’ 音在语流中可以变成
、

音
。

音在语流中可以变 ’
、

音
。

、

’
、

同 。 音相拼合
,

在语流巾出现的结果是 。 音在语流中可以变成 ’。 、 。

音
。

’。 音在语流中可以变成 。 、 。 音
。

音在语流中可 以变成 。 、

’ 音
。

、

’
、

同 音相拼合
,

在语流中出现的结果是 音在语流中可 以 变 成 ’
、

音
,

变成 音的可能性要比变 ’音的可能性大
,

在多数情况下都变成 了 音
。

’音

在语流中可以变成
、 。

音在语流中
,

可 以变成
、

’音
。

、

’
、

同 。 音相拼合
,

在语流中出现的结果是 。 音在语流 中 可 以 变 ’。 、 。

音
。

’。音在语流中可 以变成 。、 。 音
。 。 音在语流中可以变成 。、

’。 音
。

、

’
、

同 音相拼合
,

在语流中出现的结果是 音在语流中 可 以 变 ’
、

音
。

’ 音在 爵流中可以变
、

音
。

音在语流中可以变
、

百 音
。

、

’
、

同 。 音相拼合
,

与在语流中同 音拼合相同
。

因 。 音在拉林语中墓 本上

已经 化
,

不存在单独的 。 音
,

所以拼合起来只能是
、 ‘ 、

音
。



、

‘ 混音系列

、

’两个辅音同 。 、 。 、 。 、

相拼合
,

而发生混音现象
,

这在语流中也是常见的
,

对于 。 音的拼合
,

也同 音一样
,

此系列表中
,

不单举 。 音的例子
。

音同 音相拼合为 。音
,

在语流中可以变 。 、 。 、

音
,

也可以变 ’
、

’。 、

‘

。、

汀 音
,

最常见的是变 音和 ’
、 。 音

。

音同 相拼合为 。 音
,

在语流发声中可以变 。 、

音和 ’。 、 ‘
。、

’ 等音
,

最常见的是 ’。 音
。

音同 。 音相拼合为 。 音
,

在语流中可以变 音和 ’
、

’。 音
,

最常见的是‘。

生
曰

音同 音相拼合的为 音
,

在语流中可以变 。 、

和 ’。 、

’。、

’ 等音
,

最

常见的可变 ’ 音
。

音同 。 音相拼合
,

与同 音相拼合相同
。

’与 音相拼合为 汀 音
,

在语流中可变‘。 、

两音
。

‘ 与 音相拼合为 ’。 音
,

在语流中可变为 ’。 、

’ 和 音
。

’音与 。 音相拼合为 ’。 音
,

在语流中可变为 ’。 、

’ 和 。 音
。

’音与 音相拼合为 『 音
,

在语流中可变为 ’。 , 。 音和 音
。

以上这两个混音语流变音系列 ,

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
,

都是可以变的
,

只 有 在 音

速
、

和谐趋向
、

重音
、

发声习惯四个要素相应的情况下
,

才能出现混音语流 变 音 的 现

象
。

所以这种变化是有条件的
,

有一定限度的
。

、

。
、 、 、

混音系列

, ’, , ,

这五个辅音同元音相拼合
,

在适宜的语流中
,

也可能发生变化
,

这种变化也是辅音自身的变化
。

但是有的音节经过长期反复发声
,

已经成了固定语变音

的音节或单词
。

这种情况
,

在其它方言中
,

也是常见的
。

音同元音拼合

音同 音相拼合为 。 音
, 它可以变 。 音

,

如 ‘玲、 “旁 ” 一词
,

它的常音

是
,

在语流中 音同 音就非常容易混音
,

音往往容 易 在 发 声中变成
, 即 音变成了 音

。

音同 。 音相拼合为 音
,

这个音很易易变成 。 、 。 、 。 、

四个音
。

这些

都是随着语流速度
、

重音
、

和谐趋向和 习惯发声而发生变化
。

如 饭户 “ 弓 ” 一词
,

常发音发声为
,

而语流混音发声则变成
,

这就由 音变成了 音
。

又如

变 。 音
,

这是最容易混音的音节
。

如气
“ 我们 ” 一词

,

在语流混音中常常变成 。 ,

它作格为助词的 气 也容易在语流混音中变成 。 、 、 。 和 。 。
幸, 矛 “ 我们的 ” 就 是

气
、

, 两个字变来的
。 。 ‘变成 了 , ‘

。

音同 音相拼合
,

在语流混音中可以变 成 音
,

如 ‘ , 刃 “ 我 的
, ” 其语流混



音发声为
,

是 由“ 。 两字变来的
。

不论是 还是
,

虽然都已经成了

固定语音变词
,

被后来作为规范语
,

但是它们还是从语流混音发声变来的
。

这类词的语

流混音
,

不只是拉林语如此发声
,

规范语及其它方言也是如此发声
。

音同 。 音相拼合
,

可以在语流混音发声中变成 。。 、 一 。等 音
。

如 、衡衣 “ 沫

子 ” 一词
,

在语流混音发声中 变 成 。 。习 ,

由 。 。勺 变成 。 。勺 , 。 音 成 了 。

音
。

音同 音相拼合
,

在语流混音发声中可以变成 或
。

如 “ 鞋 ” 一词 ,

它的

常音发声是 。。 。 ,

而在语流混音发声中
,

则变成了 。。 。 。

又如 , 翻补 “ 行 走 ” 一

词
,

它的常音发音是 」
,

而在语流混音发声中
,

则变成了
,

由 音变

成了 音
。

音同元音拼合
,

其语流混音发声有的可以发出 音
,

再同元音相拼合
,

如 叭 , , 。

树 吧巴的 嘴说话快状 ” ,

它的常音发声是 ’
。 ’。 , 。 。 。

它的语流混音发

声便可以发出 」
,

这就是 ’音变成了 音
。

这种混音发声也 容 易同一些

近音词相混同
,

如 甄幼”

阔
“信口乱说

,

胡咧咧 ” 一词
,

它的常音发声是 。 。

, ,

这就非常容易与 ’, 在发声巾混成一词
。

音同元音相拼合

在一般情况下
,

音变 音按音变习惯
,

不易发生
,

不像
,

’
,

音那种 变化是

互相的
。

而 和 之间的变化并不是互相的
,

音变 音倒是非常容易
,

一般地是受

语流重音的影响
,

音可 以变成 音
,

但是
,

反回头来只有某些例外
,

才有可能使 音

变成 音
。

如 ” ” “猴 ” 一词和 “ ” “ 猿 ” 一 词的关系
,

到底那一个词是原音词 ,

那一个词是变音词
,

这里很难区分
,

实际上 。 是原音词
,

它经过了长期的语流混音

过程
,

变成 。 ,

而 。 同 。 就变戍了两个词
。

变 音也有些例外
,
是可

变的
。

如 ‘ 气沟 “ 笨拙 ” 一词
,

它的常音发声是 ’。 ,

而语流混音发 声 则 成了

’ ,

这种情况在混音语流变音中
,

也是不多的
。

音同元音拼合
。

音同某些元音相拼合
,

在一般情况下
,

最容易出现语流混音的是 音和 音
。

如

果 , 音同 。 音相拼合
,

它的语流混音发声就会 出 现 。 音
,

如 侧、才 “ 官吏 ” 一词 ,

它的常音发声是
,

但是它的语流混音发声却变成了 。 ,

这 由 元音相 拼 合

的 音
,

则变成了 。 音
,

这个辅音的变化都属于唇音的相互变化
。

音同 音相拼合
, 它的语流混音发声

,

最容易变成 音
。

如 代月心 “
呆子 ” ,

它的常音发声是
,

但是在语流发声中所出现的混音结果是
,

这种 混音发

声就由 音变成了 ’音
。

音同元音拼合

音的变化比较微弱
,

它除了在语流混音中
,

容易变成 音外
,

要变或其它的音是

不太容易的
,

一般情况下是处于常音发声状恋
。

如果 音同 。 音拼合
,

则会出现 。 变成 。 的混音 发声
。

如 二辉十饥
“ 手脚



紧忙呼 ” 一词
。

它的常音发声是 了
,

它的语流混音发声则变成了 。了
,

或

这便从 音变成了 音
。

既便如此
,

类似这种情况也是不多的
,

只 能由 音

音变成 音
,

而由 音变成别的音则很少见到
。

三
、

固定语音变

固定语音变是书写与口语发音不相一致
,

同现实的语流发声速度的快慢和重音点的

转移都不发生音变关系的一种音变
。

它的音变现象是经过长期的口语过程的音变梦钾它

固定下来的
,

这就成了文
、

语分离的固定语音变
。

一 固定音节变音

固定音节变音分单词变音和音节变音两种情况
。

单词变音一般都是单音节单词和少

音节单词的变音
。

音变音比较复杂
,

有首音节
,

中音节和尾音节的变音
,

虽然音节变化

比较固定
,

但是亦有可能同其它音变叉差进行
,

所以有的单词内既有固定音节变音
,

也

有语流变音
,

也有的单词只存在固定音节变音这就比较简单了
。

。

单饲变音

单词变音的变化原因
,

或许是元音或许是辅音所引起
,

便整个单词发生固定性的发

音变化
。

如 时
“针鼻儿

, ,卜眼 或 、 孔 ” ,

其音变发声为 加
,

这种变化是 辅音浊化

所引起
,

由于 。音变成了 色 音
,

因此使整个单词发音变成了 七。 ,

这种发声比较固定
,

在任何情况下都发 色。 音
,

这就成了固定发音单词
,

不论何种情况
,

它的发音都不会发

生变化
。

又如 ‘令气 ‘ , 济矿
“ 土坯 ” 一词

,

它的音变发声是 矶、。 ,

这就 由 联 合 词 的

‘奋气 写裱对 “。 、 。 。。 变成了粘合合成词的 、。 ,

这里的第一个 词 ‘。 变

成 了简化音
,

汀, 音被简化掉了
,

音同下一个词的 。 粘合一起成 了 色。 ,

而 的首辅音浊化成 ’七 。 ,

这样这个词就在长期的语言过程中被固定下 来
,

成了

固定语单词变音词
。

再如 今, 公。 “ 抄箩子 是一种捞鱼的工具 ” ,

它的固定语音变发音 是 电
‘ 。 丐

它的原音是 了。 。 ,

如果按 和 。 发音便是筐
,

按音变发音便是抄箩子
,

如果按了 。习发音

其含义又变成绩笼了 是在水里捉小鱼的一种工具
,

同样一个词三种不同的发音法
,

得出了三个不 同的含义
,

这种不同单词发音有不同含义的词
,

在满语不是普遍的现象
,

但是它是满语固定单词发音的一个部分
,

即从 口语角度上着
,

有的词也有一词多音的情

况
。

最后如 铸户 “儿子 ” 一词
,

它的发音是
,

但是在拉林语
、

阿勒楚喀语
、

巴

拉语和宁古塔语里的发音
,

没有一个发 音的
,

普遍的发 犷音
,

这种发音法很明显

是出现了失音现象
,

这个词里的 音在发声中消失了
,

只剩下 和 两个 音
,

所以这



个词才发出了 音
,

这样的发音也成了固定单词的变音
。

。

音节变音

音节变音不论发生在那一个音节上
,

都要以固定音节变音在那一个变音点上而定
,

固定音节变音的音节不论在单词的那一个部位上
,

它都不受单词内各种音变 因 素 的 影

响
,

不再发生各种变化
。

固定音节变音的音节常见的有 变 厂 音 犷 变 犷 音 电‘

变电
‘ 笙音 电

‘

变

电
‘笼音

。

变 父音

如

晰材
“ 星 ” 一词

,

它的常音发声为 。 。 ,

而固定音节变音则为 厂
,

中

音节为固定音节变音的音节
。

‘琳衬
“散了

,

败散 ” 一词的常音为 。。 。 ,

其 固定

音节变音的发音为 了笙
,

这个词不论其尾元音如何变 化
,

它的中音节是属于语流

音变的变化
,

巾音节的变音 厂音
,

是属于固定音节变音
,

这是词中音节的变化
。

又如 报 , “ 璋子 ” ,

其常音为 。 。 ,

固定音节变音为 脚
,

这 是 首 音 节

的变化
,

中音节和尾音节也有变化
,

这些变化
,

不属于囚定齐节变音的音节
,

只有首音

节才是固定音节变音的音节
。

再如 劝 “棒子 ” 一词其发 音 为
,

固定音节的变音为 厂厂
,

这里虽有两

个音节
,

却都是固定音节变音的音节
。

还有 场从吞介 “农人 ” 一词
,

它的常音是 坛 ,

它的固定音节变音的发音为 了订
,

这是属于词中
、

词尾音节的变化
。

变 了了 音

认 音变 厂 音
,

它是由 变 厂 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一个尾 音的变化
,

这种变

化也比较常见
。

如 场饭护 “ 田地 ” ,

常音是 。 ,

它的固定音节变音确是 。厂
,

这

种发音法同后来的盛京
、

北京
、

锡伯的发声都有很大差异
。

又如 , ‘六
“三 十 ” 一

词
,

其常音为
,

它的固定音节变音确是 叮饭
,

这些都是属于固定音节 变音的单

词
。

变 音

如 栩翩补
“ 雀鸟鸣啼 ” 一词

,

其常音为 。 ,

它的固定音节变 音是 卜

,

这 里 且不看他的增音现象如何
,

主要是首音节的固定语音变
,

由 音变成

了 音
。

再有

成 了
。

寸 ‘ 。

, 订
关夕口 一 ,

和
“声 ” 一词他是如此

,

它的发音是 。 ,

卜勺定音节变音却变

孙彻栩
“ 毽子 ” 其常音为 。 、 。 。百。 ,

它的固定音节 变音

便是 犷 。。 ’
。

这里的首音节依然是固定音节变音 音 节
,

仇 得注意的是这个

变 犷 音
,

并不是在所有单词中都适用
,

只适 用部分单词
,

这就要看语言习惯了
。

电
‘

变 电
‘

音

电
‘

变 电
‘

音
,

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变
,

只有在 电
‘

音存在的一部分词
,

才
‘

可以变
。

这个 电
‘

音还可 以变 电
‘

音和 电
‘

音
,



如 材 弓砂气习
“行李” 一词

,

其 中 的 。鲜 。 含义 为驮子
,

这 个 词 可

以由 电
‘

音变 电‘艾音
,

音节变音发声为 电
‘

让
。

但是到了另外一种情况下
,

它的 发

声便起了变化
,

如 、 ,
“ 微动 ” 一词

,

这个词虽然与 一衬 一词基本相同
,

它的

固定音节变音的发声是 电
‘ ,

这就是 由 电
‘

音变成了 电
‘“ 音

。

所以 电
‘

变 电
‘

音

只是在一定情况下
,

并不是在所有的词里都可以变 电
‘

音
。

又如 卜洲‘矽 “今早 ”

一词
,

它的常音是 。电
‘ ,

音变发声是‘ 电
‘ ,

这里又 由 电
‘

音 变 成 了电
‘

音
。

所 以电
‘

音变 电
‘

音
,

不能一概而论
,

也有的词 电
‘

音是属于常音发声 的
,

如

, ‘了
“ 沿儿

,

即帽沿
、

河沿和 其它物件的沿之沿儿 ” ,

它的常音发声是 电
‘

’
,

不

存在变音发声
,

所以 电
‘

音的固定音节是比较复杂的
。

电
‘

变 电‘了音

电
‘

音变 电
‘了音

,

只是一部分单词有这种音变
,

在另一些单词里是常音发 声
,

不

发生音变
。

如 卜铸八
“历害 ” 一词

,

在变音发声时便是 。电
‘

讨 。 , 这 个词的常

音发声是 。电
‘ 。 ,

但是在拉林语中这种常音早已被固定音节变音发声所代替
。

又

如 钟劣
“舅舅 ” 一词的发声亦系变音发声

,

为 ’电
‘ ,

这里的 电
‘

音亦 变成了

刃 音
。

再如
一衬

“伤心 ” 一词
,

其变微劫
。 ’。

酬
。 。

另如 、 汤讨
“可

伤 ” 一词
,

其变音发声为 ’。 电
‘了’

,

所以 电
‘

音在一些单词中
,

可 以变为 电
‘艾音

。

二 固定词尾变音

固定词尾变音比较零散
,

不够规整
,

可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固定词干变音
,

所谓

固定词干实际上是一些不带词缀的单词
。

另一种是词缀变音
,

它除了动词的词级外
,

还

有一些其它词的词尾
。

固定词干变音

固定词干变音
,

实际上是一些秃尾 巴单词的变音
,

这些单词的发音都比较固定
,

文

语各异
,

不相一致
, 二打的虽然文语较为接近

,

但是也各有所异
。

有的作词干用
,

有的 也

可以作词尾用
。

人衬 的变音 入衬作为单词
,

其含义为
。

削
· ,

常音为 。 ,

变音为
。

这个词作词尾

用
,

连接词干便是 杆
, 入

,

其含义为 “ 雅 ” ,

常音为 。 ,

固定变音为
。

如

果帐 作词干用接缀便是 杆 入, 卿
,

其含义为 “横竖乱抛 ” ,

发音为 佣 。 ,

固定变音为 习 。

肠 的变音 份 作为单词
,

其含义是 “ 道理
· ,

发音为 醉
,

固定变音为
。

这个词作词尾用便是 份了
,

其含义为 “ 绿
· ,

常音为 。访 。 ”
,

固定变音

为 。 们。 。

此外 “红
、

白
、

猪 ” 等词都是 以 啼了作为词尾
,

其固定发音皆与绿相

同
,



岭了的变音 ‘户尹作为单词 ,

其含义是 “靛花青 颜料名 ” ,

常音为 妈
固定变音为 。 。

这个词作词尾用便是 护衣 ,牙
,

其含义为 “温顺或温和 ” ,

常 音为

分 , 固定发音是
。

剧 的变音 冠 作为单词
,

其含义是 “桦树 ” ,

发音为 、 。 ,

固定变音为 。 。

这个词作词干诩 柳补击 其含义为 “ 乱说乱讲 ” ,

发音为 , 。 。 叨
,

固定 变 音 是

习 。

浏 的变音 , 衬作为单词
,

其含义为 “葛麻 ” ,

常音为 、 。 ,
固定发音为 ’

这个词作词干用为 叭 , 才
,

其含义为 “癣” ,

发音为 、 。 。 ,

固定变音是
。

。 的变音 晚衬 作为单词
,

其含义是 “
脸色

,

胭脂 ” ,

发音为 , ,

固定变

音有两个
,

一个是
,

另一个是
。 “脸色

,

脂胭 ” 的固定单词发音是
,

这

个发音可 以作为词干用
。 。 的发音是作为词尾用的

,

如 , 释写竹衬
,

这 个 词 含 义 是

“ 扁 ” ,

它的常音发声是
,

固定变音单词发声是
。

、才 的变音 傲 作为单词
,

其含义是 , “

一支箭 的箭翎 三个 翅
” ,

其 发

音为
, 固定变固为 。。 。

这个发音作为词干用 是 价冲养、 含义是 “ 花瓣 ” ,

常音为 」, 『。 。 ,

其固定单词发声是 ’ 。 。

固定饲级 尾 变音

阴定词级 尾 变音
,

亦不甚规整
,

它是 口语变音的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

有一

些词由于固定词尾的变音
,

而发生变化
。

不扣 词缀 ‘钾 词缀的变音发声为 或 。 。

如 分‘嗦矽
甲

奋
“访问 ” 一词

,

其常音 电 。 ,

变音为 电 。 。

又如 卜汽叭
“ 扫除

, , 一词
,

其常音

为 。 ,

变音为 。 。

‘认心 词级的变音发声 为 。 。

如 乍 , 户刊入心“

准时吗 ”一 词
。

其常音为 。 丐

变音为 。 ” 。

低‘ 》词缀的变音 为 。 。

铁材 词缀的变音发声为 。 。

铁吞。词缀的发声

为
。

时 词尾 刻 词尾的固定变音发声为
。

如 倪时
“ 网边子 ” 一词

,

其固 定变

音为
。

朴衬 词尾 副 词尾的固定变音发 声 为 。 。 。

如 “拼讨
“ 渡口 ” 一词

,

其固定

变音为 。 , 。 。

又如 嘛
祝了

“脖项 ” 一词
,

其固定变音为 。 。
。

六 词尾 副 词尾的固定变音发声
,

有的词发 。 。 音
,

也有的词发 音
,

有

的词按术音发声
。

如 ,

聪
“ 岭 ” 一词

,

其固定变音为 。 。 , 。 。 ,

此即按 。 。 音 发



声
。

又如 ‘价
“妻 , 一词

,

其固定变音发声为 , 。 ,

此即按 。 。 音发声
。

。 , 词尾 , 词尾的固定变音发声为 。。 。

如
甲

了
“ 随合 ” 一 词

,

其固定

变音发声为 。 。。 。

又如 奸二“ 了
“ 有度量的

, ,

一 司
,

其 、定音变发声为、 。 。。 。

气 词尾 ‘吞、 词尾的固定变音发声为 。。 如 行八
“ 稠李子 ” 一 词

,

其固定音

变发声为 。。。 。

又如 井节
‘
气

“ 沐面 ” 一词
,

其固定变音发声为 。卯
。

咖 。 词尾 介 公 词尾的固定变音发声为 加
。

如 场价“冲 “ 紧要
,

重要 ” 一词
,

其固定变音发声为 。 。。。。

又如 夺油神 “线 ” 一词
,

其固定变音发声为‘。卯
。

以上这些词缀和词尾在变音发声上
,

都是比较固定的
,

在拉林语里
,

对上述这样一

些 词级和词尾
,

用机械拼音法来拼合这些词
,

是很少见到的
。

四
、

习惯语音变

习惯语音变
,

是由于长期的口语的 习惯
,

而形成的音变
、

这种音变同固定语音变有

相似之处
。

但是这种习惯语音变
,

地方性的特点比较强
,

其音变具有地方的习惯性
,

它

并不是方言
,

而是一般的满语 口语
。

一 习惯语单词音变

习惯语单词音变
,

比较零星复杂
, 一

音变规律难以掌握
, 口语习惯的长期积累

,

泌一

些词的发音
,

同常音发声以 及其它变音发声区别开来
。

入 , 入衬 钱
“槽子糕 ” 一 词

,

其变音发声为 电 。 电 。 。 ,

这种 食品相当于现

在糕点中之蛋糕
。

份二标了 如耐
“ 光头讲 ” 一词

,

其变音发声为 匆 娜 , 。 。 ,

现在糕点中亦有此类食品
。

夺孙、 “梨
,

水果
,

水果汁 ” 一 词
,

其变音发声很不一致
,

如果是 “ 梨 ” 的发声
,

使

可 以叫 一 。 或 丁
,

如果当作 水果 ” 的发声
,

只能 仁 了 一 ,

不能“, 了 一‘。 。

作

为水果汁的发声
,

则变成了 了
,

’

也不能叫 丁 。 。

所 以这个词是一 词多义词
,

又是

一个一词多音词
,

在满语里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
。

有些咬文嚼字的人
,

也对这类词不顾

口语 习惯
,

只使用机械拼合法
,

来机械的拼读
,

这样只有误谬百出
,

毫无结果
。

价了
“ 凡是 ” 一词

,

其变音发声为 。 ,

这个词的音变发声的根据只是语言习惯
,

按 音变四大要素来衡量
,

并不合乎音变条件
,

其它词里 也有与此类似的 洁况
,

如 六矿

“蛆虫 ” 一词
,

它的变音就是 抓
,

而不是 幻
。

协
。衬

“ 很容易
,

很便宜 ” 一词
,

它的变音 发 声 是 ’ 。 电。 ,

而 不 是

’ 电
,

这也是来自日常干百次的语言习惯
,

由于语言习惯而引起发声的变化
,

同

书写文字的发音必然会出现一定的距离
。



舜认剖
“猪食” 一词

,

这一词的书面语发音是
,

发声便是 。’,

如果在它的尾部加上词缀变成 井扣‘ 每
起 变化

,

这就变成 习 了
。

但是由于习惯形成的 变音

“喂猪 ” 一词
,

它的发 音又

二 习惯语音节音变

习惯语音节音变既区别于常音的变化
,

又区别于各种语流音变的变化
。

习惯语音节

音变只适用部分单词的音节
,

不适用于同音节的其它词 。

阔 音节
,

它的正常发音为 。

。
,

则习惯语音变发声为 。。 。

如 人八针刀
·

说 ”

它的正常发音是 。 ,

而这里的习惯语音变发声则为
。

如果这个词 尾换

上 砂饥 是否也是如此发声呢
,

这可按正常变音发声来处理
,

不按习惯语音节变音来进

行发声
,

即 。 。

如 入人带饥 按正常发音只是 。 ,

这里可按变音 法 来处

理
,

即
。

杯 词首音节
,

它的正常发音是 。 ,

但是习惯语音变发声则为 。 。。

如 、

甲韵
“频频

、

只是 ” 一词
,

其正常发音是 。 ,

它的 习惯语音变发声则 是 。习
。

又如 、“铂。 “ 或者 ” 一词 , 其正常发音为 。 电
‘ ,

它的习惯语音节变音发声则 是
。 、电

‘ 。

再女口、“尹
“ 一同 ” 一词

,

其常音发声为 。 。 ,

习惯语音节变音发声 则 是

。 。

对 词尾音节
,

它的常音发声是 。。 ,

习惯语音发声则成了 、。 。

如 喇矿 “ 想必

是
,

或许是 ” ,

它的常音发声是 。 。 ,

习惯语发声则是 。 、。 。

这个 材 音
,

凡在尾部

大部分都发 、。音
。

而 材 音
,

凡在尾部者
,

一些词内可以发 、。 音
,

当然这两个音节

的发音也不能一概而论
。

众众众众众点月穴众众众舜
产

灸决穴穴众众众众众户众众只只只月众穴众穴久众久众众户久穴众穴众穴只众只只众穴众众众杀月嗽众众户穴户众众众户众户多舜户么户众众众月漪

上接 页

里
,

松花江南岸有瓦里和屯
,

即通志斡里城
。

此城何时而废
,

历史文献中都不见较详细

记载
,

只有 《桦川县志 》草草提到 “蒙古崛兴 ” ,

满城女真 “ 惨遭屠戮
,

膏血涂地 ” 。

从 目前史料分析
,

此城可能毁于金末元初
。

清代 《柳边纪略》
、

《皇清职贡图 》诸书记载松花江下游一带居住着许多赫哲人 ,

但从现在资料和传说中看
,

万里城人 口 已经不多了
,

出产还较比丰富
,

特别是貂皮
。

有

一首赫哲族歌谣唱道

万里霍通不几家
,

道南道北老陈家
。

马库力的打拌子
,

梧桐河里挡梁子
。

七星硷子撵貂皮
、

大貂抓两个 ⑥
。

①
、

② 《 桦川县志 》卷六

⑧ 《 明实录 》神宗朝卷 页

④ 《 吉林通志 》卷

。 凌纯声唁松花江下游的赫哲践 》 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