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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方言平翘舌音发音影响因子的调查研究 ①

———取沧州城市居民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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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沧州方言的平翘舌音不分的状况非常普遍，已成为一种地域方言现象。按此，本调查筛取了１００个含平舌

音和翘舌音的汉字作为语料，采用录音记录了５８名沧州市市民的平翘舌音发音情况并进行了字频分析，研究旨在揭示

沧州城市居民方言平舌音与翘舌音的发音状况及其发音状况与年龄和性别的关联，以此为沧州普通话普及的针对性纠

音训练提供实践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沧州城市居民平翘音发音情况普遍且存在差异，其平翘舌音不分的状况与年龄有

一定关联，但与性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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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域方言的平舌翘舌字发音与普通话相近，但部分地域方言的发音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反映在不

能正确发出平翘舌音。有研究指出沧州城市居民对平翘舌音的分辨缺乏统一认识，但并未有实际调查或

实证研究来分析沧州城市居民平翘舌音的发音状况及与其相关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就沧州城市居民平翘

舌音发音状况进行了录音调查，目的在于探讨沧州城市居民平翘舌音的发音状况及其与年龄和性别的关

联，以此为沧州市民接受普通话的针对性纠音训练提供参考依据。平舌音指的是普通话中的ｚ、ｃ、ｓ，亦称
为舌尖前音，发音时舌头平伸，抵住或接近上齿龈；翘舌音指的是ｚｈ、ｃｈ、ｓｈ，又称为舌尖后音，发音时舌尖
翘起，接触或接近前腭。两者的对比发音可列举为：“资”和“知”，“呲”和“吃”，“撕”和“失”。

１　相关研究
沧州市处于河北省东南部，其方言是典型的北方方言。沧州方言中平翘舌音不分的现象早被公认，

但有关研究却较少。路玉才在其文《沧州方言中声母状况的分析与辨证》中提到了沧州方言“平翘音相

混问题”，指出沧州方言区的人是能够发准平翘音声母的，只是搞不清哪些字该读平舌音，哪些字该读

翘舌音［１］。但该文并未提到沧州城市居民平翘舌音发音的真实状况。贾俊花指出：舌尖前音和舌尖后

音这两组声母的使用在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与普通话基本相同，但在部分地区的差异比较突出［２］。他从

而将河北省平翘舌音不分现象分为三种情况：只有平舌音、只有翘舌音和普通话中不分平翘舌音。由此

看来，沧州方言属于汉语中平翘舌音问题的第三种情况。但是，贾俊花并未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沧州方言

的问题。

目前，沧州方言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大部分研究针对的是句法，对沧州方言发音的研究少之

又少。本文旨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对沧州城市居民平翘舌音正确率加以分析，从这一层

面探索其正确率与年龄和性别的关联，即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造成的发音影响。

２　调查设计
研究选出１００个含平翘舌音的汉字，并随机抽取６０名沧州城市居民，进行字、句朗读录音，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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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下的发音记录，供研究使用。

２．１　调查对象
实验设定的受试为随机抽取的６０名沧州市市民，３３名女性和２７名男性。因一名男性受试者长期

在石家庄市中心上班，城市普遍使用普通话，可能对其沧州方言造成了影响，所以测试后放弃这一数据。

此外，另一女性受试者只读出了部分汉字的平翘舌音字，这一数据也被弃用，因此，最后回收有效数据为

５８份。有效受试者的年龄由１０岁到５８岁不等，其职业包括家庭主妇、理发师、厨师、工人、会计、学生、
教师等，学历从小学到大学不等。具体信息如下：受试者中有学生１８人，男性女性各９人，占受试者总
人数的３１％；工人１４人，其中男性９人，女性５人，占２４．１％；待业者１２人，２名男性，１０名女性，占
２０７％；个体户８人，男女各４人，占１３．８％；女会计师２名，占３．４％；男送货员，男厨师，女教师，女理
发师各一名，各占总受试人数的１．７％。
２．２　调查过程

调查工具为本研究人在导师指导下自行编撰的材料，并由两位方言研究专家审核，材料中包括８７
个词组（含有１００个平翘舌音字）及四个段落（含有同样的１００个平翘舌音字）。在此１００个平翘舌字
中，含ｚ和ｚｈ的汉字分别有７个和２７个，含ｃ和ｃｈ的分别为３个和２４个，含ｓ和ｓｈ的分别为６个和３３
个。这些选中的汉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无生僻字，且汉语有翘舌音的使用多于平舌音的特点，因

此设定的材料中翘舌音个数多于平舌音。考虑到受试人在朗读汉字时会比较拘谨，故添加了段落朗读，

以使其在有语境的情况下接受测试，给出自然发音，确保其发音真实。

６０名受试者按序在隔音室进行朗读，以确保不受噪音干扰。受试者分别以正常速度读出材料中８７
个汉字词组及４个段落，同时录音，以供分析，每段录音用时约４～５分钟。受试在拿到材料后立即朗
读，不提供准备时间。为确保实验的准确性，受试在实验前及实验中并未被告知实验目的，且实验前和

实验中受试者之间没有交流。

３　结果与讨论
经统计，虽每个平翘舌音字发音正确率差异较大，但整体正确率较高，为 ９１．９３％（词组中）和

９０７６％（段落中）。平翘舌音在词组中的整体正确率高于在段落中，这一情况表明，当受试放松注意力
后，错误率有所上升。虽整体正确率较高，但受试个别平翘舌音字的发音存在普遍错误的情况，如在字

读中“涮”和“掺”两个字发音正确率皆低至４４．８３％；“涮”和“掺”在沧州方言中发音分别为“ｓｕａｎ”和
“ｃａｎ”，故大多数受试未能摆脱方言对其普通话发音的影响，引发平翘舌音混淆的现象。１００个平翘舌
音中其他正确率较低的汉字为：“晒”“摔”“摘”“瘦”和“宅”，其受试发音正确率分别为：字读中，

７５８６％、７２４％、６５．５％、６５．５％和６５．５％；段落中，６５．５％、６９．０％、６５．５％、７５．９％和６２．１％。
１００个平翘舌音中有４４个可以达到１００％的正确率，经分析发现，沧州方言中这些平翘舌音的读音

与普通话相同，因此并未对发音造成影响。

参与实验的受试中，处于９０％～９９％正确率的受试比例最高，为６５．５％。这就证明大多数的沧州
方言区的居民对平翘舌音的掌握较好，但并未能做到１００％正确；正确率在８０％～８９％的受试有１０人，
占总受试人数的１７．２％；正确率在７０％以下的受试只有４个，占６．９％。受试平翘舌发音正确率差距如
此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就年龄和与性别两个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而得到答案。

３．１　年龄与平翘舌发音的关系
随着年龄段的增长，平翘舌音的整体正确率也在下降，受试中１０～１５、１６～２５两个年龄段的正确率

由９８．７５％升至９９．２５％，之后在２６～３５、３６～４５年龄段分别降至９４％和８９．１％，之后的４６～５８年龄段
甚至降至８０．７％。

其中，正确率最低的受试年龄为５２岁的男性工人，其正确率为６０％；另外一名４８岁女性受试的正
确率为６８％。但在４６～５８年龄段的受试中，有一位４９岁的受试的平翘舌音的正确率却高达９９％。通
了解：该受试喜好唐诗宋词，因此摆脱了沧州方言对普通话发音的影响；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分析结果如
下表：

表１　年龄与平翘舌音正确率的相关性
年龄 正确率Ａ 正确率Ｂ

年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７１１ －０．７３９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Ｎ ５８ ５８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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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与字读和段落朗读中平翘舌音的正确率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７１１和 －０．７３９，即年龄与词组和
段落中的平翘舌音正确率呈较强性相关关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年龄成为沧州市市民平翘舌音发

音状况的影响因素之一呢？为什么年长的沧州市市民会容易发错平翘舌音呢？

据推测，１０～１５岁的受试在学校生仍然在学习汉字的使用，处于学习汉字的关键期（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ｉ
ｏｄ），因此对平翘舌音的使用呈不稳定趋势，可塑性较强。但由于其对词语的使用不熟练，致使此年龄
段内的受试整体平翘舌音正确率为９８．７５％，略低于１６～２５岁年龄段的９９．２５％。而１６～２５岁年龄段
的受试一般在上学或上班时接触的是普通话环境，因此其平翘舌音的使用距标准普通话接近。

经访谈，年轻的沧州市市民上班或上学时大多使用普通话。例如，有些商场服务员已被规定工作时

必须讲普通话，而小学生们在学校和家中都被鼓励使用普通话。因此，语言环境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因

素，这使年轻一辈的沧州人逐渐摆脱沧州方言对其普通话发音的影响，也就减少了平翘舌不分的现象。

同时，老一辈的沧州人因与普通话接触较少，故而受沧州方言影响较深，不能区分本地方言与普通话之

间的差异，也就较多地体现出平翘舌音不易分辨的特点。

李双燕指出：“年龄差异是语言使用者社会特征里最为明显的差异。”［３］由此看来，受试年龄段的不

同会导致其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沧州市年龄大的市民会受方言影响较大，因此平翘舌音混淆的现象比

较明显，而年龄较小的市民则对普通话的理解能力较强，平翘舌音混淆现象较年长者不明显。

３．２　性别与平翘舌发音的关联
经统计，男性的平翘舌音平均正确率为８４．５４％，低于女性的９７．９４％。在１０～１５岁年龄段中，男

性在词组中的平翘发音正确率为９８％，低于同等年龄段的女性，即９９２％；在１６～２５岁年龄段中，男性
受试的平翘舌音正确率为９９．３％，略高于女性的９９％；在２６～３５岁年龄段中，男性的正确率９２％依然
低于女性的９５％；３６～４５和４６～５８年龄段中，男性的平翘舌音正确率分别为８５．３３％和７９．５％，低于
相应年龄段女性的正确率，即９１．４％和８１．２５％；同样，受试在段落朗读中平翘舌音的发音正确率依然
是女性高于男性。

虽然在１０～１５除外的各个年龄阶段中男性的平翘舌音发音正确率皆低于女性，但性别真的是影响
平翘舌音发音状况的因素之一吗？通过ＳＰＳＳ软件分析结果如下表２：

表２　性别与平翘舌音正确率的相关性
性别 正确率Ａ 正确率Ｂ

性别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８

显著性（双侧） ０．８９７ ０．６８８

Ｎ ２９ ２９ ２９

性别与字读和段读中平翘舌音的正确率的Ｐ值分别为０．８９７和０．６８８，远大于０．０５，因此性别与词
组和段落中的平翘舌音发音正确率无关，即性别并不是影响沧州市市民平翘舌音发音情况的因素。

４　结论
本次调查研究的结果大体上符合预设的推导，结果证明：在沧州方言影响下，沧州人的平翘舌发音

整体良好，其正确率达到９１．９３％，但个别平翘舌音字受沧州方言影响较大，发音正确率较低。因沧州
方言的正面影响，１００个汉字平翘舌音中有４４个可以达到１００％的正确率。５８名受试平翘舌音发音正
确率最高者达到１００％，最低者却为６０％，平翘舌音发音准确率有如此大的差别，与受试所处年龄阶段
有一定关联，即随着年龄段的增长，平翘舌音发音正确率会有所下降；而性别对沧州市市民的平翘舌音

发音状况并无影响。本研究成果对沧州人普通话的平翘舌音专项训练有一定的启示：在普通话平翘舌

音的发音训练时，无需根据性别做出差别对待，但是要考虑到年龄的影响，强化对年龄长者的训练。此

项研究能为沧州市民普通话学习的针对性训练提供依据，同时可激发更多学者对沧州方言的研究兴趣，

并做出更为科学更有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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