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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旨在调查北京城市化背景下，社会、语言及语言态度等机制对语

言选择和语音规范形成的影响。具体来说，本研究以自然口语语音中的儿化

音为对象，考察北京城市话语者在四种规范力量（城市化和移民、普通话、

方言母语以及归属和认同感的表达）的制约下，儿化音选择、使用和规范的

形成。全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引入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并概述了各

个章节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具体介绍本研究的语言和社会背景，即儿化音概述、北京话和

普通话中的儿化音，以及北京言语社团、城市化和移民，并回顾了以往的相

关研究。本章旨在呈现儿化音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儿化音与北京话和

普通话的特殊关系，以及引起儿化音变化的社会背景。本章还对汉语中的儿

化音和西方语言中元音后的 r（postvocalic r）做了比较，指出虽然两者都出现

在元音之后，但汉语的儿化音还有词汇和语法等多方面的语言特点，但从语

音方面来看，还涉及音变、声调和轻化等，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汉语和西方语

言的元音后 r 一概而论。 

第三章详细描述本论文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的方法。主要包括，被试

选择的考虑因素和步骤，被试小组对话和社会语言学采访的研究设计，自然

交谈中语音的收集方法，以及对话和采访的录音等内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

之一是考察北京言语社团中，不同成员在日常自然交流语音中儿化的选择和

使用,以及自发的儿化语音规范的形成。因此，除了考察北京话母语者，本论

文还将移民的语音作为被试对象；第二，本研究采用上述被试“与熟悉的人

在熟悉的环境下交谈熟悉的话题”的语音数据收集方法。采用此方法旨在弥

补前人研究中通常只考察北京母语者的儿化语音以及只收集其朗读儿化词的

语音的不足。 

第四章调查被试对北京言语社团的语言使用及其使用者的态度。具体

来说，对北京话和普通话的认识，以及对儿化的使用及其使用者、儿化音的

模仿及使用北京话的好处和坏处等问题的态度和看法。本章有三大主要发现。

第一，被试可以指出儿化音是北京话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第二，被试可以

明确感知到移民对于儿化音的模仿，但认为模仿是“生硬不自然的，不像”，

并指出学说北京话并无必要；第三，总的来说，普通话，而非北京话，是北

京城市中更有声望的语言变体。对于北京话有无好处或坏处的问题，多数被

试指出没有好坏处。但北京话母语的青年被试表示他们会通过使用普通话来

避开自身北京人的身份，如避免发出过多儿化音等。中年和老年的移民被试

组中，回答这一问题则会引起被试诸如“移民勤奋有能力而北京人不努力，

说北京话没什么了不起，普通话就够了”的情绪表达。而多数有卷舌音方言

背景的年轻移民被试却认为说北京话可以带来好处，并要学习使用北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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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法的产生可能与其在京学习生活的时间长短、以及对于城市的认识等

因素有关。 

第五章探讨社会因素对自然口语语音中的儿化频次的影响。本章有三

大主要发现。首先，在北京话母语者被试间，年龄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年

轻组儿化使用频次最低，老年组最高。第二，性别因素对儿化频次未发现有

显著影响，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也无显著差异。第三，方言背景对儿化频次

有显著影响，北京话母语组被试的儿化频次最高，无卷舌方言背景被试的最

低；北京话母语者年轻组和有卷舌音方言背景年轻组的儿化频次没有显著性

差异。本章的研究结果初步表明，1) 有卷舌方言背景年轻人受到北京话及其

儿化的影响较大; 2)而北京话母语者间则呈现“去儿化”的现象。 

第六章在第五章的基础上，考察社会因素对自然口语语言中的儿化类

型频次的影响。本章有三大主要研究发现。第一，在北京话母语者被试间，

年龄对儿化类型的频次有显著影响，年轻组比老年组低；性别对儿化类型频

次没有影响。第二，性别不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性别组之间，儿化类型的

频次没有显著性差异。第三，方言背景与儿化类型频次有显著影响，北京话

母语组被试的最高，无卷舌方言背景被试的最低。综合第五章中整体儿化频

次的研究结果，我们有三大发现。首先，方言背景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因素，

在儿化频次和类型频次上，北京话母语者均最高，无卷舌音背景的被试均最

低。其次，在儿化频次上，尽管北京话母语者年轻组与有卷舌音背景年轻组

无显著差异，但在儿化类型频次上，前者比后者掌握和使用更多的儿化音；

这体现出有卷舌音背景年轻组受到北京话及其儿化的影响较大，但由于掌握

的儿化类型有限，他们通过重复已知类型的儿化而实现儿化使用数量多频次

高的目的。最后，在北京母语者内部，年轻组在儿化频次和类型频次上，均

比老年组的显著性降低；这表明，“去儿化”进程正发生在北京话母语者间，

北京人使用儿化的数量正在随年龄减少，这应该与普通话的推广、北京母语

者与移民间深刻和长期的社会和语言接触、以及移民群体数量上占优势等因

素有关。 

第七章考察社会和语言学因素对儿化音变体和使用规范的形成的制约。

本章采用声学语音学的方法，重点研究了使用频次最高的儿化音节（ianr）的

共振峰曲线，元音空间以及时长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研究语音

变体时，除考虑音节结构对目标音段发音的影响外，语言学制约因素，词义

和超音段成分（如声调），也应当纳入考虑范围。基于音段 ianr 所在儿化词

的词汇意义和声调（本调和轻声）对它的影响，本研究把含有该音段的语料

分为了三大类，即 OT，NT 和 NG。这三类儿化音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共振峰走

势和元音空间模式：总体来看，共振峰走势上，OT 和 NT 均高起直下，NG 较

为平缓；在元音空间图上，OT 类的跨度范围最大，NT 类次之，NG 类最小。

其次，社会因素对三类儿化音段有不同的影响：（1）无卷舌音方言背景被试

没有产出 NG 类的儿化音段；（2）共振峰走势上，非北京话母语者被试在自

然语流中产出的儿化共振峰末尾有上翘的走势，体现出其在音节末尾时卷舌

程度已经明显降低，而北京话母语者的依然保持不变；（3）元音空间模式上，

非北京话母语者没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差异，而北京话母语者从老年组到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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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三类元音的空间从互相基本重叠到清晰的类聚分层，这体现出不同年龄

母语被试在三类儿化元音上运用了不同的舌位高度，并产生了不同的变体。 

第八章回顾本论文各实验章节的主要发现，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和未来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本论文表明儿化音的使用及其社会语音规范的形成受到城

市化和社会发展、普通话（推广）、母语方言和归属认同感等多重的因素制

约和影响。本论文运用社会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对北京言语社团内

部的成员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在语言态度上，

一方面，北京话母语者和外来移民均对儿化的凸显性及移民对儿化的模仿有

明确感知，但另一方面，在大力推广普通话和庞大移民群体涌入的形势下，

母语者和移民均将外来移民与社会阶层和社会上升移动趋势关联起来，并指

出儿化学习的难度高、普通话的声望高和使用北京话的不必要性。在语言和

语音的使用上，儿化本身作为北京话的一项重要特征，在北京话母语者内部

正经历整体数量和使用类型数量减少的过程，但相比外来移民，北京话母语

者依然产出整体数量、类型数量和变体数量最多的儿化词汇。总之，本论文

研究了社会、态度和语言学因素对后现代城市语言的选择使用和语音规范规

则形成的影响和作用，增进了我们对于其中机制的认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