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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語語音交替 

 

一、 語音交替的概念及其類型 

語音交替(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чередования)通常是和詞的形態(詞形變化、派

生構詞)有關連性且具有語法作用，幾乎每個詞素(無論是詞根、前綴、後綴

和詞尾)在語言中都會顯示出不同的語音外貌。例如詞根 ног- 在 нога 這個

詞中，可以有五種不同的音位形式呈現，如: ног-а  [nΛ - ], ног-и  [nΛg’- ], 

ног- [nok-], нож-но й [nΛž-   ], но ж-ка     -kΛ]。又如 мох則有三個：мох 

[mox], мхи [mx’-i], мши стый  m -ы stыj]。在第一個例子中詞素 ног的子音 г

可有不同的音位表示—[g, g’, k, ž,  ] 稱之為音位交替(чередования фонем)

或語音交替。相同詞素的類型具有不同的音位成份，稱之為詞素的變體

(алломорф)。 

 依謝爾巴(Щерба)所述，相同的詞根、後綴、前綴或是詞尾不同的類型

會有語音上的差異，亦即存在有不同的詞素變體。然而謝爾巴對此說法之

後又做了修正，應該說不是語音的不同，而是音位的不同，因為他了解所

謂的交替就是音位的交替，而不只是單純的語音現象，也就是變體

(модификация)
 1。 

 語言就是歷史的發展，語音變化也會有時間上的界線，從這個角度可以

                                                      
1
 Щерба Л. В. Фонетика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 5-е. М., 1955, §130, снос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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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語音交替分為以下兩類: 1)現行的語音交替(живые чередования)或稱之

為隨位變化(позиционные чередования)：即在一個具體的語言中引起音變

的語音條件以及音變的發音習慣都是現存的。 2)歷史的語音交替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чередования)：具體語言中歷史上存在過的語音條件，和當

時的發音習慣引起的語音變化。這些語音條件或者是發音習慣現已不復存

在，語言中就不可能再發生相應的語音交替，因而是歷史現象。換句話說，

所有的語音交替都有其特性，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些語音變化的條件消

失了，無法用現代的語音規則予以解釋，但是仍以傳統的方式保留在詞素

變體中2。舉例來說，к//ч
3的語音交替，如 рек-а //реч-но й [ ’  - // ’ č-   ], 

рук-а //руч-но й [   - //ruč-   ], таба к//таба ч-ный [tΛ   //tΛ  č-nыj], 

сок//со ч-ный [sok//soč-nыj]等，這些在古俄語時就存在，而當時形容詞的後

綴是-ьн，在 ь前會產生逆同化現象，子音要發[ч]而不是[к]，因此就成為了

現行的語音交替。爾後，隨著時間的消逝語音條件改變了，母音 ь 脫落後

子音依傳統的方式保留，如此就走入了歷史語音交替的範疇中。 

 語音交替的方向可分為逆向同化和順向同化。同化是俄語子音中最常見

的一種變化，意指連發的兩個子音性質不同，但由於發音動作相互影響、

相互適應而增加共同點的一種聯音變化 (комбинаторное звуковое 

изменение)。即前面的音素影響並同化後面的音素稱之為順向同化

                                                      
2
 摘錄自 戚雨村 編，《語言學引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頁 110。 

3
 符號//在此表示語音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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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огрессивная ассимиляция)，反之後面的音素影響並同化前面的音素是為

逆向同化 (регрессивная ассимиляция)。若是兩個發音部位相同的子音就會

產生完全同化，例如: подтая ть〔pΛttΛ   ’〕在下一個無聲子音前出現了另一

個詞素的變體(алломорф)，即〔pΛт-〕。如果兩個子音的發音部位不完全一

致，則會產生部分同化，例如: связка〔sv’аs-кΛ〕是以逆向同化的方式用無

聲子音〔s〕取代有聲子音〔z〕即詞素變體〔sv’аs-〕，但仍保留前舌子音〔s〕

和後舌子音〔к〕。 

 與同化相反，在原來相同或相似的語音成素互相影響下而變得不相同或

不相似的聯音變化稱之為異化(диссимиляция)，這在俄語中較少見，通常出

現在方言或俗語中，例如: 以 транва й 取代 трам а й等
4。異化現象在現代

俄語中只有為數不多幾個詞，如: мя гкий [m’  ’k’ij], лёгкий [l’  ’k’ij]，

конечно[kΛ ’e nΛ]，что[  o]等。 

二、歷史的語音交替 

最 常 出 現 在 詞 的 詞 根 ， 如 : свет//свеч-у //о-свещ-а ть 

[sv’et//sv’ič’- //Λ-sv’i ’:- t’], по-дру г-а//друзь-я //дру ж-ба 

[pΛ-   g-Λ//druz’-  //   ž-bΛ], нос-и ть//нош-у  [nΛs’- t’//nΛ - ], 

ску к-а//скуч-а ть [   k-Λ//skuč’- t’]。在後綴出現類似的交替現象比較少。

如:рыб-а к//рыб-а ч-ить//рыб-а ц-кий [rы - k//rы - čit’//rы -  -k’ij]。 

                                                      
4
 Матусевич М. И., Со 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осква, 1976, 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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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詞的詞根或是後綴可以用不同的語音外貌呈現，不是因為現代發音

規範的要求，而是人們會很自然的說出 свету 來取代 свечу ，носу 來取代

ношу 。如此一來，很顯然 свет和 нос是以名詞的形式呈現，如: на свету , на 

носу 。此外以 лоб, сон, день, уголо к的母音歷史語音交替為例，其單數第二

格 的 母 音 脫 落 成 為 零 母 音 形 式 : лоб→лба, сон→сна, день→дня, 

уголо к→уголка 。至於會構成(я) свечу , (я) ношу 等的形式是由於古俄語語音

演變的過程，即子音 к和 c 在〔j〕前(動詞第一人稱後綴)，在這位置上的 к

＋j＞ч，с＋j＞ш。而 лоб, сон 等這些詞發〔lъbъ〕，〔sъnъ〕等，是因為母

音 ъ和 ь在不帶重音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流逝脫落而出現了零母音形式。

現今的子音交替(或母音交替)的形式保存下來，但現行的語音規範又無法清

楚的說明其交替的原由，因此稱之為傳統交替或歷史交替。 

 因為語音條件對於某些形式是相同的，所以這些歷史語音交替有了明確

的詞法意義，成為區分它們類型的方式之一。例如：動詞第一變位法，單

數第二人稱(和其它)現在時詞尾帶重音會產生軟、硬子音的交替，如： 

иду //идѐшь [   //  ’o ], несу //несѐшь [ ’   // ’  ’o ], гну//гнѐшь [   //  ’o ], 

ору //орѐшь  Λ  //Λ ’o ]。有一類動詞的詞根是以後舌子音結尾，如：

пек-у //печ-ѐшь [p’ k- //p’ č-o ], тек-у //теч-ѐшь [t’ k- //t’ č-o ], жг-у//жж-ѐшь 

[žg-u//žž-o ], берег-у //береж-ѐшь [ ’  ’  - // ’  ’ ž-o ], стерег-у //стереж-ѐшь 

[ ’ ’  ’  - // ’ ’  ’ ž-o ]，依據先前的語音規範，這些詞同樣會產生語音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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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即 к→ч，г→ж。然而，這在俄語的俚俗語中也有類似的情形出現，

即 тку//тк-ѐшь [tk-u//tk’-o ], жгу//жг-ѐшь [žg-u//ž ’-o ], берегу //берег-ѐшь 

[ ’  ’  - // ’  ’  ’-o ]。雖然這些現今都被視為非標準語的形式，但是在未來

語言的發展上會是如何就很難說了。 

 在歷史語音交替中會有用一個子音來取代子音組合的現象，如：

корм-и ть//кормл-ю , род-и ть//рожд-а ть 等等。同樣也會有一些子音的組合來

取代一個子音，如：треск//треща ть [tr’esk//tr’  ’:  ’]，即由子音的組合 ск

取代 щ。 

 除了歷史語音交替外，相同的詞素或許還可以有現行語音交替(或隨位

變化 )，如 : 詞根 -свет-，即在母音 [i]之前子音 [t]變成   ’]: свет//свет-и  

[  ’e //  ’  ’ ]。現代語言除了可以由現存的語音條件來解釋現行語音交替

外，還有古代留存下來的歷史語音交替，這些交替現象雖不能根據現代的

語音予以解釋，但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卻是在一定的語音條件下產生的。

如:由詞根-круг- (圈子)構成的 круг м//кружо к [krugо m//kružо k]，其中 г和 ж 

[g, ž]所處的語音條件相同也都是重讀音節的首子音，且都在母音 y和 o [u, о]

之間。在俄語的歷史上[g//ž]的交替是當時語音條件所造成的，因而是一種

歷史語音交替。這樣留存下來的語音交替，往往與形態有關而具有語法功

能，它們既是語音學，也是形態音位學(морфонология)和語法學研究的對

象。在語法上因為這種歷史的語音交替接近於屈折的作用，所以就叫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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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屈折(внутренняя флексия)。如: видеть (看)的人稱形式 ви ж-у[ ’ ž-u](我

看) 、ви д-ешь[ ’  ’-  ](你看)等構成，除添加詞尾-у[-u], -ешь[-  ]外，還有

詞根子音[ ’//ž]的歷史交替5。 

 以下用圖表方式說明子音和母音的歷史語音交替6
 

子音的歷史語音交替 

唇音 

1 п－п’－пл’ сы пать－сыпь－сы плю 

2 б－б’－бл’ гребу －гребѐшь－гре бля 

3 в－в’－вл’ лову шка－ло вят－ловлю  

4 ф－ф’－фл’ графа －графя т－графлю  

5 м－м’－мл’ корм－ко рмят－кормлю  

 

前舌子音 

1 т－т’－ч－щ свет－све тят－свечу －освеща ть 

2 д－д－ж－жд родово й－родя т－рожа ть－рожда ть 

3 с－с’－ш высо кий－высь－вы ше 

4 з－з’－ж гроза －грозя т－грожу  

                                                      
5
 同註 2，頁 111。 

6
 同註 4，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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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н－н’ ме на－меня ть 

6 л－л’ село －се льский；ко лкий－колю чий 

7 р－р’ уко р－укоря ть 

8 ц－ч оте ц－оте ческий 

後舌子音 

1 к－ч－ц лик－ли чный－лицо ；рыба к－рыба чить－

рыба цкий 

2 г－з’－ж подру га－друзья －дру жеский 

3 х－ш мох－мши стый 

4 х－с тряхну ть－потряса ть 

子音群 

1 ск－с’т’－щ   ’:] блеск－блестя т－блещу  

2 ст－с’т’－щ   ’:] свист－свистя т－свищу  

3 зг－зж－[žž] бры згать－бры зжу 

4 зд－з’д’－зж [žž] езда －е здят－е зжу 

 

 

母音的歷史語音交替 

о—а：сбро сить – сбра сыва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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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а：лезть – ла зать  

и—е：пови с – пове сил 

е—а—о：лечь – ля гу – лѐг; те плиться – тѐплый 

е—нуль звука：день – дня; ва жен – важна   

о—нуль звука：сон – сна; уголо к – уголка  

е—и—о—а—нуль звука：смерть – умира ть – мор – выма ривать – умру   

ы—о—у：оды шка – вздох – дух 

或者是有其它的組合，如母音和子音或是母音加子音的組合:  

и – й – ей – ой：пить – пью – пей – по йло;  

ы – ой – ыв – ов – ав：мыть – мой (命令式) – омове ние; плыть – плыви  – 

плове ц – пла вать 

у – ов (ев)：кую  – кова ть; клюв – клева ть    

 因此，如前面所說的歷史語音交替同時也是語音交替(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чередования)，即現行語音交替，只有在確定的語音條件下產生，爾後就不

復存在，但正是此形式保留了聲音的外貌流傳下來，因此歷史語音交替就

好像是第二階段的現行語音交替7。 

三、現行語音交替及其不同的類型 

現行語音交替與歷史語音交替成對立的關係，依性質其語音變化可分成

                                                      
7
 同註 4，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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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 1)受某些相鄰音位影響而發生的變化，稱組合音變(聯音變化)，2)或是

因為受所處的位置制約而發生的變化，稱位置音變(隨位變化)
 8。 

 語音交替可分為:1.嗓音的消失或存在(即有聲或無聲) 2. 腭化作用(硬、

軟子音) 3.主動發音器官和構成的方式。 

 與歷史語音交替不同，現行語音交替並沒有反映在拼寫法上，只有帶〔з〕

音的情況例外，如: 前綴 раз-, из-, воз-, низ- 的書寫和發音在有聲子音前都

是有聲(如：разброса ть, избра ть, возгла вить, низложи ть等等)，但在無聲子

音前的書寫和發音都是無聲：рас-, ис-, вос-, нис- (如：раствори ть, исходи ть, 

воспо льзоваться, нисходи ть等等) 。 

1. 有聲子音和無聲子音的聯音變化(或是有嗓音的參與)  

子音的交替要視所在的位置而定–在詞裡或是詞的接合處，有下列三種

情況: 

1) 詞內部子音的交替。子音在詞裡(在詞根內或是在詞素接合處)同化的

方式不一樣，這要視子音是屬於噪子音還是響子音而定。如果相鄰的兩個

噪子音，前面為有聲，後面為無聲，則會產生位置上的交替，即後面的無

聲子音會影響前面的有聲子音要發無聲，就是所謂的逆向同化，這在詞素

詞 根 和 前 綴 相 當 的 普 遍 。 如 ：ло дочка//ло дка     -ъčkΛ//   -kΛ], 

ска зочка//ска зка      -ъčkΛ//    -kΛ], подбро сить//подсади ть 

                                                      
8
 黃樹南 信德麟等 著，《現在俄語通論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4，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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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Λ -    ’ьt’//pъt-sΛd’  ’]等等。 

 反之，如果前面是無聲子音，後面為有聲子音，則帶有聲子音詞素的形

式也會呈現逆向的同化〔 с//з〕或者〔 к//г〕。如：проси ть//про сьба 

[prΛ ’-  ’//p   ’-bΛ], коси ть//ко сьба [kΛ ’-  ’//   ’-ba], тако й//та кже 

[tΛ -  //   -žы] 等等。然而這些情況在俄語中與先前所舉的例子，如：

ло дочка//ло дка相較之下要少得多。 

上述其中之一的子音若是響子音，不論其位置是在前或是在後，都不會

產生語音交替的現象。響子音在無聲子音之後，如: икра , покло н等，這些

單詞不會產生逆向同化;但如果是有聲子音和無聲子音的組合，則會產生意

義完全不同的單詞，如: икра —игра , укло н—углы 。如果是響子音在無聲子

音前，其清化的音也無法導致語音交替，如: го рка, по лка, за мша等等。因

為在俄語中，響子音沒有相對應的無聲噪子音，部分清化的響子音，如果

有的話，是會產生音位的變體(модификация)，而不是交替。 

 唯一順向同化的情形是無聲噪子音＋響子音，且在詞尾停頓前，如: ритм 

  ’  m‸], Пѐтр  p’o  ‸], метр  m’e  ‸], теа тр   ’  tr‸], вепрь   ’ep ’‸], бино кль 

  ’     ’‸]等等。在這些單詞中，前面無聲子音同化後面部分(或是完全)清

化的響子音。顯而易見，在口語語體(разговорный стиль)中，尤其是在快速

的對話，無聲子音遠比在全音體中(полный стиль)—即緩慢清楚的對話中來

的較常發生。但這情形與音位的變體有關，因為俄語中沒有無聲的響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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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м‸, р‸〕9。 

有聲噪子音 в兼具有噪子音和響子音的特質，得視其在兩個子音組合的

位置而定。в在無聲子音前視同噪子音，受到同化的影響成為無聲子音，即

в 要發 ф，如 : ло вок//ло вко     ъ //    Λ], ла вок//ла вка     ъ //    Λ], 

вскочи ть//вздро гнуть [fskΛč  ’//         ’]等等。 

 但是 в位在無聲子音之後，前面的無聲子音不受其影響而產生語音交替

發有聲，如: би тый — би тва而非 би два, плоти чка — плотва 而非 плодва 等

等。如此一來，в位於無聲子音後不會將其同化為有聲子音，即將其視為響

子音。 

2) 在虛詞與實詞的接合處 

虛詞與實詞相連，不論是前置詞或是語氣詞，通常他們的語音交替被視

為是在詞內部產生，因為虛詞與實詞必須要連讀，且多半會喪失其重音，

在語音上不管怎樣都要被視為一個詞。 

因此，遇到有聲噪子音(其中包括 в)就會產生逆向同化的語音交替，虛

詞有時候會以無聲子音的形式呈現，有時候會以有聲子音的形式呈現。如: [s] 

това рищами // [z] друзья ми  ̧ [f] саду  // [v] го роде  ̧ [nъt] село м // [nΛd] 

го родом  ̧ [pъt] столо м // [pΛd] бе регом  ̧ [Λt] по чты // [Λd] за висти  ̧ [sкvоs’] 

пар // [sкvоz’] дым等等。 

                                                      
9
 同註 4，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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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兩個子音組合是響子音或是 в，則虛詞不會被同化也不會產生交替，

如: под [pΛd] ѐлкой  ̧над [nΛd] ни ми  ̧над [nΛd] ли пой  ̧от [Λt] ло дки等等。 

3) 實詞的接合處 

在實詞接合處遇到兩個噪子音的情況會發生下列情形: 

 а) 所有的有聲噪子音(其中包含 в)交替為無聲子音是因為隨位音變，如: 

моро за [мΛrо zΛ] // моро з [мΛrо s]  ̧ходы  [хΛdы ] // ход [хоt]  ̧слова  [slΛvа ] // 

слов [slоf]。當然，在下列無聲子音前不會產生語音交替: моро з [мΛrо s] 

кре пкий  ̧сапо г [sΛpо к] це лый  ̧дуб [dup] сухо й  ̧слов [slоf] ты не знаешь等

等。 

下列有聲噪子音前，語音的交替取決於言語語體(стиль речи)，也就是

說有選擇性的。如全音體的形式，是以緩慢清楚的發音方式時不會產生同

化作用，如: кусо к де рева  ̧вкус грибо в  ̧ров глубо кий，可能會發無聲子音

(кусо к       ]等等)。但在口語語體，尤其是快速、漫不經心的對話，上述

詞中的無聲子音會因後接有聲子音而被同化為有聲子音，如: кусо к [кusо g] 

де рева  ̧вкус [fkuz] грибо в  ̧ров [rоv] глубо кий等等。換句話說，語音交替的

產生是非必要的，而是有選擇性的。 

俄語中的無聲子音[c, č, x]沒有相應成對的有聲子音，當它們位在詞尾的

有聲噪子音前時，在快速的應答中仍有可能被同化成有聲，但這和音位變

體有關，而不是語音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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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 噪子音位於響子音或 в前，實詞仍保有自己無聲子音的語音形式，

如: снег    ’eк] раста ял  ̧дуб [dup] высо кий等等，換言之，不會產生聯音的

變化 。 

1.1. 無聲子音和有聲子音(或是有嗓音參與)的隨位音變 

有嗓音參與的隨位音變通常發生在實詞的接合處，可分成下列兩種情況

說明。 

 a) 噪子音在詞尾只能發無聲，如: са да [sа dΛ] // сад [sаt]  ̧ми га [м’и gΛ] 

// миг [мик]  ̧ло ва [lо vΛ] // лов [lоf]等等。換句話說，在此詞素母音前的有聲

子音，位於停頓前的絕對詞尾要交替為無聲子音。 

 然而，若是沒有停頓則視下一個詞是由那個音開始，如果是母音，甚至

是響子音或是 в 則不會產生語音交替，如：са д [sat] осы пался  ̧ са д [sаt] 

разро сся  ̧са д [sаt] вы рос，絕不會發成[sаd] ; 如果下一個詞開頭為有聲噪子

音，如：са д [sаd] загло х，則會產生[t//d]等的語音交替，尤其在快速的對話

中完全有可能發生，這是因為聯音變化的規定。 

 б) 如果位在實詞結尾停頓前的是響子音中之一，則不會產生語音交

替，如：стол  ̧пар  ̧дом  ̧тон  ̧май (或是相對應的軟子音，這其中當然要排

除 й，因為在俄語中不存在與 й 成對的無聲音位)。但是無聲子音出現在詞

尾是共同的發音趨勢，特別是在漫不經心的對話中可以感受到軟化的響子

音[r’  ̧ l’]有時是部分清化，有時則是完全清化，如：соль [sоl’], роль [rо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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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орь [коr’], спорь [spоr’]等等。硬子音[l  ̧r]也同樣會出現這種情形，但比較

少，通常位於詞尾時仍然要發有聲的響子音，如上述的例子 стол 等等。而

以鼻響音 м  ̧м’  ̧н  ̧н’結尾的詞通常會有部分清化的現象，無論如何，這些

內爆發子音在詞尾幾乎是聽不到的。 

 不僅是在詞尾，而且在詞內音結尾出現隨位變化的子音[j]，它就像其它

響子音的變化一樣屬於音位的變體。 

2. 硬子音和軟子音的聯音變化 

 俄語的硬、軟子音，就如同無聲子音和有聲子音一樣，是子音音位的區

別特徵。俄語的子音，除極少部分外，都是軟、硬成對的對應關係。 

 在子音的組合中，由於硬子音常常受到軟子音的影響，而產生完全同化

或是不完全同化的現象。 

 區分軟化的條件取決於很多的語音因素：詞內位置、詞素接合處子音的

位置、詞的接合處、子音相同或相異的發音部位。 

2.1. 詞素內部及其接合處的軟化 

在這位置最常發生軟化，當然是取決於兩個子音的類型及主動發音器

官，同時(有時並非總是)相同部位的發音扮演重要角色。 

 a)子音[s, z]的軟化： 

同為前舌單焦音及擦音[s, z]在同為前舌的軟子音  ’,  ’]前，最容易軟

化，如: ко сточка//ко сти [ко stъčкΛ//ко  ’ ’ ], звезда //звезде     ’   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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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возда рь//гво зди [gvΛzdа  ’//  о  ’ ’ ]等等。 

   在   ’] 前 ， 於 詞 內 通 常 也 會 發 生 軟 化 如 : баснопи сец//ба сня 

[bъsnΛp’  ’  // а  ’ ’ ], казна //казне  [кΛznа //кΛ ’ ’ ]。 

在詞根與後綴交界處   // ’],   // ’]同樣會發生語音交替，如 : 

кра сный//красне ть [кrа snыj//кrΛ ’ ’  ’], ра зный//ра зница [rа znыj//rа  ’ ’  Λ]

等等。 

 前綴與詞根接合處可能有兩種發音，如: растере ть [rъ ’ ’i ’et’// ъ  ’  ’e ’], 

раздели ть [rъ ’ ’  ’  ’// ъ  ’  ’  ’]等等，這些詞因前綴[rа ’-, rа ’-]可產生語音

交替而軟化，亦可不軟化。 

   在後綴的[j]前一定會產生語音交替成軟子音(雖然它與[s, z]發音的部位

不同 )，如 : ко лос//коло сья [ко lъs//кΛlо  ’ji]、лиса //ли сья   ’  а // ’  ’ i]、

пѐс//пѐсья  p’о //p’о  ’  ]、коза //ко зья [кΛzа //ко  ’ i]等等。 

 在子音群中發音部位不相同的子音(如前舌子音+後舌子音; 甚至是

[r’]，雖然它的發音部位和[s]相同)，不可能出現軟化，如: пески   p’ sк’ ], 

мозги  [мΛ  ’ ], бры зги [brы   ’ ],  схи л [esx’  ], посре дник [pΛ  ’  ’ ’ к]等

等。 

б)子音[n]的軟化： 

[n]在前舌子音，即相同發音部位的軟子音[ч, щ] 之前，必定要軟化，如: 

концы //ко нчик [кΛncы //ко  ’čiк], венцы //ве нчик   ’   ы // ’  ’či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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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ена //же нщина [žыnа //   ’ ’:  Λ], подѐнный//подѐнщик 

[pΛ ’о nnыj//pΛ ’о  ’ ’: к], ба нный /ба нщик [bа nnыj//bа  ’ ’: к]等等。 

子音[n]在相同發音部位的前舌子音[t’, d’]前，語音交替為  ’]，如: 

бант//ба нтик [bаnt//bа  ’ ’ к], зонт//зо нтик [zоnt//zо  ’ ’ к], 

кома нда//команди р [кΛма ndΛ//къмΛ ’ ’ r], Индоста н//И ндия 

[indΛstа  //  ’ ’ ]等等。在相同發音部位的前舌子音軟擦音[s’, z’]前，[n]也要

語 音 交 替 成 [n’] ， 如 : бала нс//баланси ровать [bΛlа ns//bъlΛn’s’  ъvъt’], 

пронза ть//пронзи ть [prΛnzа t’//prΛn’z’  ’]等等。然而，有一些外來語的詞總

是帶有軟子音[ ’]的語音形式，如: пе нсия [p’  ’s’ ji], реце нзия [r’    ’z’ ji], 

лице нзия [l’    ’z’ ji]等等。 

 子音[n]與其他子音一樣，在[j]前必定軟化，如: полынья  [pъlы ’  ], 

конья к [кΛ ’ а к], до нья [dо  ’  ]。 

в）子音[t, d]的軟化： 

前舌塞子音[t, d]在相同發音部位的前舌子音  ’]前，無論是在詞素詞根

內，或是在詞根和後綴的接合處，必定會軟化，但它們的爆發音會被咽喉

音所取代，因此聽覺無法立刻感受到軟化的音，如: одни  [Λ ’ ’ ], пя тница 

 p’а  ’ ’  Λ], пере дний  p’  ’  ’ ’  ], за дний [zа  ’ ’  ]等等。 

子音[t, d]在發音部位不相同的軟唇音前，有無軟化皆可，如: дверь 

[dv’er’//d’v’er’], медве дь [мidv’ t’//м’id’v’ t’], твѐрдый [tv’оrd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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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оrdыj]
10 等等。有時會產生語音交替，如 : два//две [dvа// ’ ’e], 

ве тка//ве тви   ’ tкΛ// ’  ’ ’ ]等等。 

 在前綴與詞根接合處最常出現硬子音，如: предви деть  p ’   ’  ’  ’], 

подписа ть [pъ p’  а  ’], подби ть [pΛ  ’  ’], затми ть [zΛtм’  ’]等。 

子音 [t, d]在 [j]前產生語音交替產生軟化現象，如 : брат//бра тья 

[brаt//brа t’ij], сват//сва тья [svаt//svа t’ji], лист//ли стья[l’ist//l’is’t’ji]等等。在詞

素詞根位於詞首的詞亦可看見軟化，如: дья вол [d’jа vъl], дьяк [d’jак]。 

 不過在前綴與詞根接合處的軟化有消失的趨勢，如: отъе зд [Λ     ], 

подъе зд [pΛ     ], подъѐм [pΛdjо m], подъязы чный [pъdjizы čnыj]等等。 

г）唇子音的軟化： 

  唇音在 [j] 前，會產生硬子音變軟子音的語音交替現象，如 : 

тря пка//тряпьѐ [tr’а pкΛ//tr’ip’jо ], воро бышек//воробьи  [vΛrо bы ык//vъrΛb’ji], 

бой//бью  [bоj//б   ]。 

д）後舌子音軟化的消失：  

 後舌子音從來不會產生軟化，唯一有軟化的情形只有在 мя гкий 和

лѐгкий，它們在這裡要發異化 (диссимиляция)和軟化的音—[m’ах’к’ij, 

l’ох’к’ij]。 

 在這種狀況下，如果是子音發音部位不同的組合(如：後舌子音在軟唇音

                                                      
10

 См.: Каленчук М.Л., Касаткина Р.Ф. Сло арь трудностей русского произношения. М.,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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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前舌子音前)，也不會產生軟化，這要看是否有語音交替的條件決定，

如 : вздохну //вздохнѐшь [vzdΛх  //vzdΛ  ’o ], гну//гнѐщь     //  ’  ], 

клю ква//клю кве    ’ kvΛ//  ’   ’ ]。 

е）雙子音組合的軟化： 

  若是雙子音的組合位在詞素(就是詞根)裡，總是會因同化現象而同時發

軟音，這是因為子音和子音之間沒有詞法的界限，促使軟化現象的產生。

再者，這些雙子音的組合顯然發音的部位都相同，如 : ка сса//в ка ссе 

[ка ssΛ//f-ка s’s’i], ва нна//в ва нне [vа nnΛ//v-vа n’n’i], ви лла//на ви лле 

[v’illΛ//nΛ-v’il’l’i]等等。 

詞素接合處的位置可分為兩類：其一是詞根和後綴（通常後綴是-н-），

一定會產生語音交替，如：ра но//ра нний [rа nΛ//rа n’n’ij], плен//пле нник 

[pl’en//pl’ n’n’iк], мали на//мали нник [mΛl’ nΛ//mΛl’ n’n’iк], 

дли нный//длинне йший [dl’ nnыj//dl’in’n’ j ыj]等; 其二是前綴和詞根，如：

подда ть//подде ть [пΛddа t’//pΛd’d’ t’], отта ять//оттени ть [Λttа it’//Λt’t’in’ t’]，

此在口語語體中常會發生軟化，所以會有語音交替現象。不過在第二類情

形中，軟化亦有可能會消失，尤其在全音體的對話中，就會變成[pΛdd’  ’, 

Λtt’in’it’]。 

2.2. 詞接合處子音組合同化的軟化現象 

有以下兩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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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在虛詞與實詞的接合處，相同或相異發音部位的子音組合，扮演關

鍵的角色，即發音部位相同的子音組合通常會軟化，如: в беде    ’- ’  ’ ], в 

виду    ’- ’   ] , без дела    ’  ’- ’   ], под землѐй [pъ ’- ’ m ’ j], над село м 

[nъ ’- ’   m]等等。此處子音除了發音部位相同外，言語語體(стиль речи)也

起了作用，即在快速的節奏下總是會發生軟化。然而發音部位不相同的子

音組合－前舌子音和其它子音，甚至是和中舌子音[j]，通常不會因同化而

發軟音，如 : в земле  [v-z’iml’ ], без пи сем [b’is-p’  ’im], под гита ру 

[pъd-g’     ], под ки пой [pΛt-k’ pъj], над бе регом [nΛd-b’  ’igъm], из я мы 

[iz-  mы]等等。 

б）實詞接合處的子音與其發音部位的異同無關，永遠不會產生軟化。

子音發音部位相同的例子，如: том пя тый [tom p’ tыj], во з се на [vos s’ nΛ], 

кот се рый [kot c’ rыj], вид зи мний [v’id z’ mn’ij]等等; 子音發音部位相異的

例子，如: том седьмо й [tom s’id’m j], кот пѐстрый [kot p’ strыj], вкус пе рца 

[fkus p’ rcΛ]等等。 

2.3. 子音軟化情形的總結 

上述說明了許多複雜的子音軟化情形，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а）子音的軟化其實是有選擇性的，這意謂著即使是同一個人發下列的

詞，子音發軟或是發硬視其所好而定。如: две [d’v’e]→   ’e], твѐрдый 

[t’v’ordы ]→   ’ord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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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軟化與子音組合的位置有關: 詞素內部、詞素接合處、虛詞與實詞

接合處及兩個實詞接合處。 

в)詞素裡軟化主要是視子音發音部位的異同而定，甚至是和主動發音器

官有關。 

г) 選擇性的軟化取決於說話者的習慣和言語語體 (стиль речи)，口語語

體比全音體較常發生軟化，不過在標準語中是允許兩種發音方式並存。軟

化的情形分以分為下列三組:1) 必定軟化 2) 選擇性軟化 3)沒有軟化。 

1) 必定軟化 

а)位在詞素裡有相同發音部位的子音組合[s, z]之前，如: ко сти等等。 

б)子音[n]位在有相同發音部位組合的詞素裡，且位於詞根與後綴接合

處，如: ба нтик, пе нсия等等。 

в)子音[t, d]在發音部位相同的子音  ’]前，位於詞根裡或是詞根與後綴

的接合處，如: одни , вса дник等等。 

г) 任何一個子音在中舌子音[j]前產生軟化，如: дья вол, бью , варе нье, 

копьѐ, сва тья等等。 

д) 雙子音組合位在詞素內部或詞根與後綴接合處，如: в ва нне, в гру ппе, 

ра нний等等。 

2) 選擇性軟化 

а) 通常發生在發音部位不相同的子音組合中(前舌子音在唇子音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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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е тви, поспе ть等等。 

б) 前綴與詞根接合處的子音組合，與發音部位異同無關，如: вбить, 

растере ть, всели ть, распили ть等等。 

в) 唇子音與相同或相異發音部位的子音組合，如: взира ть, бомби ть等。 

3) 沒有軟化 

а) 現今的規範要求唇子音在發音部位不同的硬子音前(即後舌子音)發

硬音，如: коро бки, ла пки, спра вки等等。 

б) 前舌子音[r]在前舌子音或唇子音前(也就是所謂的相同發音部位或相

異發音部位的子音)時，現在已不再軟化，如: смерть, вто рник, а рмия 等等。 

в) 前舌子音[n]在軟唇音前也不產生軟化，如: конве рт, конфере нция, 

конфиденциа льно等等。 

г) 從來沒有子音受到後舌子音而軟化，同樣後舌子音位於任一軟子音

前也不發軟音，如: пески , мозги , аксио ма等等。 

д) 在任何軟子音前[l]不會發軟音，如: сто лбик, полти нник等等。 

е) 在實詞接合處的子音組合，不管發音的部位是否相同，都不會產生

軟化，如: том пя тый, ход пе шкой等等。 

四、主動發音器官和發音方法改變的語音交替，此處必須要分辨同化作用

和異化作用。 

1. 同化作用的語音交替：基本上這種情況是涉及到子音  + ]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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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必須視它們所在的位置可有幾種不同的情況。 

 a) 這個子音組合通常發生在詞內部與詞素接合處，這是因為主動發音

器官相互的影響，產生完全同化的語音交替成為雙子音     ]，如 : 

списа ть//сши ть   p’  а  ’//  ы  ’], расписа ть//расши рить [rъ p’  а  ’// Λ  ы  ’  ’], 

высо кий//вы сший [vыsо к’  // ы   ыj], расти //ро сший [rΛ ’ ’ // о   ыj], 

носи ть//нѐсший [nΛ ’  ’// ’о  ыj]等等。 

 б) 虛詞與實詞必須要連讀，在它們的接合處  + ]產生同化作用，要發

成相同的音[  ]，如: c шу бой   -  bъj], без ша пки   ’  - а pк’ ], из шалаша  

   - ъlΛ а ], через ша хту [če ’  - а хtu]等等。 

 в) 兩個實詞的接合處，可以有兩種正音(орфоэпические дублеты)的發

音方式。在較慢的對話中(即全音體)可以清楚的聽到  + ]，不會產生語音交

替，然而，在口語語體中通常都會產生同化現象，如：лес шуми т   ’e    m’ t]

或  ’e    m’ t], пѐс шаловли вый p’o   ъlΛ  ’  ыj]或 p’о   ъlΛ  ’  ыj]。 

1.1. 子音[s]、[z]與雙焦音、擦音的有聲子音[ž]相連，會有下列的情況： 

 а) 在詞素接合處（前綴和詞根，因為沒有以[ž]開始的後綴），總是發

硬音、長音的[žž]，即[z//ž]的語音交替，如：сдать//сжать [zdа ’//žža ’], разда ть 

// разжа ть [rΛzdа  ’ // rΛžžа  ’], бездо мный//безжи зненный 

  ’   о mnы // ’ žžы  ’ ’   ыj]等等。 

 б) 虛詞與實詞的接合處也會發生[z//ž]的語音交替，如：с жено й [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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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žыnо j], из же сти [iž-ž  ’ ’ ], без жа лости   ’ ž-žа lъ ’ ’ ]等等。 

 в) 在實詞的接合處會產生兩種發音方式，即在全音體形式中不會產生

語音交替，而在口語語體中會有[z//ž]的語音交替，如: моро з жесто кий 

[mΛrо z žыstо к’  ]和[ mΛrо ž žыstо к’  ] , воз желе за [vоz žы ’ zΛ]和[vоž 

žы ’ zΛ]等等。 

1.2. 子音[s]、[z]與塞擦音[č]的組合有有下列的情況： 

 а) 在詞中詞根和後綴的接合處，由於完全的同化作用會產生  // ＞ ’:] 

的 語 音 交 替 ， 如 : подписа ть// подпи счик [pъ p’  а  ’//pΛ p’  ’: к], 

разноси ть//разно счик [rъznΛ ’  ’// Λznо  ’: к], грузово й//гру зчик 

[gruzΛvо  //    ’: к], ре зать//ре зчик   ’ zъ ’// ’  ’: к]等等。 

 б) 在虛詞與實詞接合處，也是完全同化，如: из числа     ’:    а ], с 

ча шкой   ’:а  къj], через час [če ’  ’: аs]等等。 

 в) 在實詞的接合處，依照規則不會產生語音交替，如: вѐз чемода н 

  ’оs čimΛdа n], пѐс че шется [п’оs č  ыcΛ]等等。 

1.3 . 視所在的位置[t(d)+s]的組合發音會有所不同 

 а)詞根與後綴接合處[t+s]、[d+s]的組合合併發塞擦音[c]。但之後如果

還有一個子音 ( 這通常發生在後綴 -ск- 前 ) ，則發短音的 [c] ，如 : 

города //городско й [gъrΛdа //gъrΛcко j], брат//бра тский [brаt//brа cк’ij], 

де тка//де тский   ’  кΛ// ’  к’  ]等等。如果在此組合後跟的是母音，則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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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c：]或是兩個[c]音，如: мы ться [mы ccΛ], мо ется [mо jiccΛ], стро иться 

[strо iccΛ]等等。 

 б)在詞的接合處不論是兩個實詞，或是實詞+虛詞都不會產生語音交

替，如: от села  [Λt- ’  а ], под сире нью [pъ - ’  ’  ’  ], кот се рый [ко - ’ rыj], 

ход седьмо й [хоt- ’i ’mо j]等等。 

1.4. t(d)與塞擦音 c 或 č 的組合，會產生[t//c]或[t//č]的語音交替，如: 

оте ц//отца  [Λ ’ c//Λccа ], бра тец//бра тца[brа  ’   //  а ccΛ]等等。 

 在詞裡面出現字母 d+c 的組合時，d 會被同化為無聲，產生語音交替

[d’(d)//c]，如: молоде ц//молодца  [mъlΛd’  //mъlΛccа ]。這樣的現象也發生在

[t]+[č] 的 組 合 中 ， 如 : газе та//газе тчик [gΛz’  Λ//gΛz’ ččiк], 

нала дить//нала дчик [nΛlа  ’i ’//nΛlа ččiк]等等。 

2. 異化作用的語音交替：這在俄語中很少發生，但仍有一些情況會產

生語音交替。 

 a) 在詞根與後綴接合處子音 г+к 的拼寫組合，мя гкий 和 лѐгкий 出現

[г//х’]的語音交替，如：мя гок//мя гкий  m’а gък//m’а х’к’  ], лѐгок//лѐгкий 

  ’оgък// ’ох’к’  ]。 

 б） [čn]組合的異化，[č// ]的語音交替現象逐漸減少，很多詞現在都已

無異化，如 : зву чный [   čnыj], ве чной [v’ čnъj], речно й [r’ič  j], 

качну ть[kΛč  t’]等等。但仍有一些詞會發生異化作用，如 : скворе чни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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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vΛ ’   ’  ], яи чница [     ’  Λ], ску чно [     Λ], коне чно [kΛ ’ čnΛ], 

Ники тична [ ’  ’  ’   Λ]等等。 

 в) [čt]組合的異化，即逆向的語音交替則侷限在下列的詞裡，如：что, 

что бы, что -то, ко е-что, что-нибу дь等等。  

五、子音脫落 

脫落是指語音單位在語流中消失的現象，包括母音的脫落、子音的脫落

和音節的脫落。有些語言的子音不會脫落(特別是在詞首)，如芬蘭語，但在

俄語中則允許這類情形發生在詞首、詞中和詞尾11。子音脫落通常是將三個

或更多子音的組合簡單化，因此其中一個子音(通常為 [т]、[д])不發音，這

種情況可分成以下幾個組合: 

1. стн和 здн的拼寫組合中，三個子音都是屬於相同的發音部位(即前舌

子音)，但構成的方式不同：第一個音是擦音，第二個音是塞音，第三個音

是塞鼻音。在這種情況下塞音 т, д 會脫落，如 : грусть//гру стный 

[    ’ ’//     ыj], пре лесть//преле стный [p ’  ’  ’ ’//p ’  ’ snыj], 

пост//по стный [post//p   ыj], опозда ть//по здно [ΛpΛ  a ’//p   Λ]等等。 

2. стл的拼寫組合中，三個子音都是前舌子音，是由擦音、塞音和邊擦

音組成。這組合中的 т 常常會脫落，但並非永遠如此，永遠脫落的詞，如: 

сча стье//счастли вый   ’:  ’ ’  //  ’:   ’ vыj];選擇性的脫落(即全音體要發[t]，

                                                      
11

 同註 2，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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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口語語體則[t]脫落)如：со вестливый, жа лостливый, зави стливый等等。

當[s]屬於前綴，而[tl]為詞根時，[t]不會產生語音交替而脫落，如： истле ть、

растли ть等等。 

3. стск四個子音的拼寫組合中，子音[t]通常會語音交替而脫落，兩個擦

音[s]合併發長音[ss]，如: маркси ст//маркси стский [mΛrк ’ st//mΛrкs’ ssк’  ], 

турист//тури стский     ’   //   ’ ssк’  ], танки ст//танки стский 

[tΛnк’ st//tΛnк’ ssк’  ]等等。 

4. 在 нтск 和 ндск 四個子音的拼寫組合中，[t] 因語音交替而脫落，產

生 三 個 子 音 的 組 合 ， 如 : гига нт//гига нтский [g’igа nt//g’igа nsк’ij], 

аспира нт//аспира нтский [Λsp’irа nt//Λsp’irа nsк’ij]等等。 

5. 由 вств 和 фств 的拼寫子音的組合中，只有兩個音(в 和 ф)的發音部

位相同，四個子音都要發音，不會產生語音交替，如: кумовство , баловство , 

сватовство , хвастовсово , ше фство等等。然而有兩個詞(或由其派生出來的

詞)的第一個[v]會脫落： чу вство 和 здра вствовать [č stvΛ, zdrа stvъvъt’]。 

6. рдц 三個子音的拼寫組合中，子音[d]會產生語音交替而脫落，如: 

серде чный//се рдце   ’   ’ čnы // ’   ы]。 

7. лнц 三個子音的拼寫組合中，只有一個詞(或由其派生出來的詞)子  

音[l]會產生語音交替而脫落，如: со лнце [sо ncы], со лнышко [  nы kΛ], 

со лнечный [  n’ičn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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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行的母音交替 

母音的語音交替大體上與歷史的語音交替有關，而現行的語音交替只存

在一種聯音變化，就是以相鄰的軟、硬子音來決定— [i//ы]，兩種隨位變化

是以重音的位置決定，即 [о//а]和[e//i](遇到 иканье時)。而母音的弱化程度

和結果是受一系列條件所制約的，其中主要的是母音的位置、相鄰子音的

性質、母音本身的性質以及音體12。 

母音的語音交替規則如下： 

1. 俄語的音節裡，在硬子音後的母音 [i]要語音交替為 [ы]，如：

ито г//подыто жить [   k//pъdы  žыt’], и мя//безымя нный [ m’i//b’izыm’ nnыj], 

иде я//безыде йный [id’ i//b’izыd’ jnыj]等等。 

 在實詞和虛詞的接合處，必須要連讀也會產生[i//ы]的語音交替，如：

игра //из игры  [    //i-zыgrы ], и ва//под и вой [ivΛ//pΛ-dы vъj], И ра//к И ре 

[ ra//k-ы r’i], из институ та [i-zыns’t’   tΛ] 等等。 

 在實詞和實詞接合處的語音交替可有可無，視音節劃分而定。在口語語

體中音節劃分和詞的界線不一致，就會產生[i//ы]的語音交替，如： то мой 

брат Игорь [...bra-tы-gъ ’]или Вот идѐт Ира [...i- ’o-tыrΛ];若是在全音體(甚

至是沒有停頓 )詞的界線和音節的界線一致，則不會有語音交替

[...brat-i-gъ ’]，[...i- ’o -i-rΛ]。 

                                                      
12
 同註 7, 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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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隨位變化的情況是以重音來決定，與此有關的首先是[о//а]，其次是

[e//i]。 

 а) 在俄語中[о//а]語音交替常常發生弱化，稱之為 акнье，如: ко сы//коса   

[  sы//kΛ  ], но ги//нога  [  g’i//nΛ  ], но ры//нора  [  rы//nΛ  ], 

го ловы//голова  [  lΛvы//gъlΛ  ]。 

б) 另外一個隨位變化[e//i]的語音交替，稱之為 икнье。如果是帶重音發 

[e]，不帶重音— [i]。如： ме на//меня ть [m’  Λ//m’in’а t’], пя ть//пяти  

[p’аt’//p’it’i], се льский//село  [s’ l’sk’ьj//s’   ], ве шний//весна [v’  n’ 

ьj//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