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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话 方 言 的 分 区

李 荣

一 九 三 四 年上海 申报馆发 行 的 《中华 民 国新地 图 》 ,

第五 图乙 《语 言 区域 图》 的 图例 《语 言分

类 》 分为“ 汉藏 语族
、

乌拉 阿 尔 泰语 族
、

南亚语 族
、

南岛语 族 ” 四 个语族
。 “汉 藏语 族”又 分 为 “ 中

国语 系
、

藏 缅语 系
、

汉 台语 系
、

苗瑶 语 系” 四 个 语 系
。

图 中“ 中 国 语 系 ” 分为 “ 华北 官话 区
、

华 南官

话 区
、

吴 方言
、

闽方 言
、

客 家方 言
、

粤 方言
、

海 南方言 ,, 七个 单位
。

图 里 海南方 言 的 颜色和 线 条跟

粤方 言相 同
。

台湾西 部 和广东 东部 都画 到闽 方言
。

一九 三九 年上 海 申报 馆发 行 的 《 中国分 省新 图》 第四 版
,

十 四 页《 语言 区域 图》 的 图例把 《 新

地 图》 的 “ 汉 藏 语族 ” 改 为“ 汉藏 语 类 ,, , “ 中国语 系 ”改 为“ 汉 语 系” 。

图 中 “ 汉 语 系 ” 分 为 “北 方 官

话 区
、

上 江官话 区
、

下 江官 话 区
、

吴 方言
、

皖 方 言
、

闽方 言
、

潮汕 方 言
、

客 家方言
、

粤 方言”九 个单

位
。

本 图 跟《新 地 图 》的 不同有 三项 : 一是 把“华 北 官话区 刀 改名,’J 匕方 官话区 ,, 。

二 是把“ 华 南官

话 区 ” 画 分 为“上 江 官话 区 刀和 “ 下江 官话 区 ,, ,

并且 把徽 州一 带 画 出 来 成为 “ 皖方 言 ,, 。

三 是 把
“ 闽方言 ” 的 南部分 出来 成为 “ 潮汕 方言气 图中海 南岛( 中部为 黎语) 的颜色 和线 条跟“ 潮汕 方

言 ,, 相 同
。

一九 四 八年 上海 申报馆 发 行 的 《 中国分 省新 图 》第 五版
,

十 四 页 《语 言区 域 图 》 , “ 汉藏 系 ” 的

“ 汉 语 ”分 为“北 方 官话
、

西 南官话
、

下江 官话
、

吴 语
、

湘 语
、

赣语
、

客 家话
、

粤 语
、

闽南语
、

闽北 语
、

徽 州 方言 刀等 十一 个单 位
。

第五 版 跟 第四 版 主要 不 同有三 项
。

一 是 把 “ 上江官 话 区” 画 分为 “ 西

南 官话 ” 和 “ 湘语 ” 。

二 是 把 “ 赣语 刀从“ 下江 官话 区 ,, 分 出 来
。

三 是把 “ 皖语
、

吴方 言
、

粤 方言
、

客

家 方 言
、

闽 方 言
、

潮汕 方 言 ”分 别 改 名为 “ 徽 州方 言
、

吴语
、

粤语
、

客 家话
、

闽北语
、

闽南语 ,, 。 “ 闽

南语 ”包 括� 福建 省厦 门及 厦门 以 南地 区
,

@广东 省 潮汕 地 区 和 海 南 岛( 中部 为黎语 )
,

� 台 湾

省大 部分 地 区 ( 西北 角一 小片 为 客家话
,

中部 为高 山 语 )
。

从上 述三 幅《语 言 区域 图》 看
,

官话 区的 范围 随着研 究的 深 入 越 来越 小
。

徽 州 方 言 和 湘 语
、

赣 语 陆续从 官 话 区 分 出来
。

现在 我 们还 要把“ 晋 语 刀从,’1 匕方 官话 ,, 分出来
。 “晋 语 ”这 个名 目好

像平 常用 作 “ 山西 方 言 ” 的意 思
。

作为学 术名 词
, “晋 语 刀跟 “ 山 西方 言 ” 应该有 区别

。 “ 山西 方

言 ”着 眼于 地 理
,

指 山 西省 境 内的 方 言
。

我 们 用 “ 晋 语 ”着 重 在 语言
,

指 山西 省 及其毗 连 地 区 有

人 声 的 方 言
。

根 据这 个定 义
,

山 西省 东北 角的 广灵 县 没 有入 声
,

古 人 声 的 清音 字今 读 阴 平
,

次

蚀 字今 读去 声
,

全 浊 字今读 阳平
,

不 属 于 晋 语
,

属于 [北方 ] 官话
。

山 西 省西 南部 下 列二 十七 个 县

市没 有 入 声
,

不 属 于晋 语
。

蒲 县 霍 县 洪 洞 安 泽 吉 县 乡宁 临 汾 河 津 襄汾 襄 陵

新 绛 绛县 万荣 垣 曲 临猜 运 城 永 济 苗城 平 陆

汾西 浮 山 翼 城 曲沃 侯马 古 县 视 山 闻喜 夏 县

这二 十七 个县 市里 前两 行 十八 处都 是古 人 声 清音 字
、

次 浊 字今 读 阴平
,

全 蚀字 今 读 阳 平
,

都

方 言



属 于【中原 ] 官话
。

沁水 县 的 方 言分 东西 两片
。

西 片包 括城 关等 地 无 人声
,

古 人 声 清音 字
、

次 浊

字 今读 阴 平
,

全 浊字 今读 阳平
,

属 于【中原 ]官 话
。

东 片包 括 端 氏 等 地 有 入声
,

属于 晋 语
‘,

另外一 方面
,

晋 语的 范 围不限 于 山 西方 言
。

山西 的 西 边
,

陕北 有 下 列十九 个 县市 有入 声 :

榆 林 神木 府 谷 靖边 横 山 米 脂 佳县 以 下 十二 处 古人 声字 有 一部 分 今 读 人 声

绥 德 子 洲 志 丹 安塞 吴旗 甘泉 吴 堡 清 涧 子 长 延 川 延 长 延安

这 些县 市都 属 于晋语
。

山 西 南边
,

河 南省黄 河 以 北地 区 下 列十七 个县 市 有入 声 :

安 阳 林县 鹤 壁 汤 阴 淇 县 汲县 辉 县 新 乡 延 津 获 嘉

修 武 武 险 温县 焦 作 博爱 沁 阳 济源 古 人 声 全 浊 声母 字 今 多数 读 阳 平

这些 县市 也都 属于 晋语
。

晋 语还 包 括 山西 北边
,

内蒙古 西 部有 入 声 的 汉 语方 言 ; 山 西 东边
,

河

北 省 跟 山 西省 交界 有人 声 的 方 言
。

官话 里分 出 “晋 语 ” 之后
,

其余 的 官话可 以 根 据下 表 《古 人 声 字的 今调 类 》 ,

分 成七 区
。

在

表前 我 们 引一 段 《 汉 语 音韵讲 义 》 《 方 言》 19 81
.

244
,

单行 本 4 关 于 古人 声的 一 段概 括 的 说 明
。

北 京 语音 没有 人 声
,

凡 古人 声字 都散 归其 它声 调里 去 了
。

演 变 的规律 大 致 是这 样 :

古全浊 声母 一 今 阳平
。

如 : “ 白读 达十 合 ,’o

古次浊 声母 一 今去 声
。

如 : “ 麦纳 立 药 月 ,’o

古 清 声母 的人 声字今 归阴平
、

阳 平
、

上 声
、

去声 的都 有
,

没 有 显 著 的 条理
,

大 概 与方 言的 混合 有

关
。

官话 区 的 方言 大 多数都 没 有 入声
,

不 过 古 入 声 分化 的道 路不 全一 样
。

比 如 河 南
、

陕 西许

多方 言
,

次独 声母 的 人 声字 常常 变到 阴平 里去
,

比 较一 致的 倾 向是 全 浊声 母的 入 声 字在 官话

区 大 致是 归 到 阳平 里 去 了
。

古 入 声字 的今 调 类

西西西南 官话话 中原 官话话 北 方 官话话 兰 银官 话话 北 京 官话话 胶 辽 官话话 江 淮 官话话

古古 清 音音音 阴 平平 去 声声 阴 阳上 去去 上 声声 入 声声

古古 次 浊浊浊 阴 平平 去 声声声

古古 全 浊浊浊浊

必 须 指 出
,

官 话分 布的 地 区 以 百 万平 方公 里 计
,

说官 话 的 人 口 以 亿 计
,

无 论 官话 内部 的 共

性 有 多大
,

这 样简 单 的 表 格 只 能 是 粗 线 条 的
。

何况 方言 在地 理 上 的 分 布又 是 渐 变的
。

用 这个

表来 画 分 官话 一 定 很 费斟酌
,

尤 其是 两个 官话 区 的交 界和 只 有 三 个 单 字调 的 方言
。

从 上表 可以 看 出 : 江淮 官话 的 特 性是 古 人 声今 读入 声
,

与其他 六 区 官话 分 开
,

这 六 区的 共

性 是古 全浊 入 声今 读 阳平
。

江 淮 官 话包括 淮 阴
、

南京
、

合 肥
、

安庆
、

黄 冈 等地
。

西 南 官话的 特性 是 古 入 声今 全 读阳 平
,

与其他 六区 分开
。

西 南官 话 包 括成 都
、

重 庆
、

武 汉
、

昆 明
、

贵 阳
、

桂 林 等地
。

中原 官话 的 特性 是 古次浊 入 声 今读 阴 平
,

与 其他 六区 分 开
。

( 古 次 浊入 声读 阴 平 蕴 涵 古

清 音人 声也 读 阴平
,

古 全浊 入 声 读阳平
。

) 中 原官话 包括 西 安
、

运 城
、

洛阳
、

郑 州
、

信 阳
、

曲 拿
、

徐

州
、

阜 阳等 地
。

兰 银官 话 的 特性 是 古 清音 人 声今读 去 声
,

与其他六 区 分开
。

( 古 清音 入 声读去 声蕴 涵 古次

浊 入 声也 读 去声
,

古 全 浊人 声今 读 阳平
。

) 兰 银 官 话 包 括 兰 州
、

武威
、

张 掖
、

酒 泉
、

银 川 等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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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银 官话 的 范 围比 通 常所 谓西北 地 区 窄 得多
。

这 里 简 单说 明 一 下
。

陕 西 省的 方言
,

陕北 有入 声
,

可 是 好 些 处 一 部分 古 入 声字 已 经变 成舒声 了
,

可以 说 是 从 有

人声 到无人 声
,

就是 从晋 语到 官话 的过渡 区
。

关 中和 陕 南大部分 方 言都属 于 中原 官话
。

陕 南

地 区 少数 邻近 四 川 的 方 言属于 西 南官话
。

中原 官话 深入 甘 肃
、

青海 两省
。

甘 肃 省 的庆 阳
、

平凉
、

径 川
、

靖远
、

陇西
、

武 山
、

甘 谷
、

临 潭
、

眠 县
、

西 和
、

两 当
、

徽 县
、

成 县
、

康 县
、

武都
、

文 县等 地都 属于 中原官 话区
。

甘 肃 省 的兰 州
、

白银
、

武威
、

夭祝
、

民 勤
、

张 掖
、

山 丹
、

高 台
、

酒泉
、

安西 等地 与宁 夏的银 川 属 于兰银 官话 区
。

青海 省的 汉 语 方言 主要分 布 在农 业 区的 十三个 县市
。

解 放后新 迁人 的汉 人 还没有 形成 稳

定 的 当地 方言
。

西 宁
、

徨 中
、

平 安
、

互助
、

门源
、

贵 德
、

化隆
、

徨凉八处
,

古全 浊声母 人 声 字今读 阳

平
,

如 “ 白”字
,

分 类 和 北 京
、

西 安大 致相 同
。

古 清音 和 古 次 浊声 母人 声字今 读 阴平
,

如 “ 百 ,, 字和
“麦 ”字

,

分类 和 西安 大致 相 同
。

此 外大 通 ( 桥 头镇 )
、

乐都
、

民 和
、

循化
、

同仁五处 单字 调不 分 阴

阳平
, “ 百

、

麦
、

白”三 字都 是平 声
。

要是 这 五 处 的 平 声以 阴 平论
,

这 五处 跟 前八 处一 样
,

属于 中

原官话
。

要 是这 五处 的平 声 以 阳平 论
,

这 五 处就 属于西 南官 话
。

现 在考 虑到青 海十 三 处方 言

在其他 方 面的 共同点
,

都 画 归中原 官话
。

胶 辽 官话 的 特性 是 古 清音人 声今 读 上 声
,

与其 他六 区 分开
。

( 古清音人 声读 上声蕴 涵 古 次

浊人 声读 去声
,

古全 浊入 声读 阳平
。

) 胶 辽官 话包括 青 岛
、

烟 台
、

大连 等地
。

这 里 对烟 台的 调 类

略 加 说 明 据钱 曾怡 等心烟 台 方言 报 告 , ,

一 九 八 二 年
,

济 南齐鲁 书社 出版
。

烟 台有 三个单 字调 : 平声 【习 31 调
,

上 声 【刁 21 4 调
,

去声 〔1 」55 调
。

跟本 文 讨论 有关 的 烟 台例字 调类如 下 :

� 上 声 北 发秃 接雪 削插竹 烛 出叔割 骨脚橘 客哭 缺 曲黑

� 上 声 墨 木 麦纳 辣撇 勒裂 立 粒 力绿 鹿 落 日热额 月 菜 药

� 去 声 末灭 蜜 目物蜡律 肋 陆六 肉辱 褥弱 岳 业虐 译疫 育

�去 声 拔 白 薄 雹乏 靓 叠 毒 独 读 杂昨 凿贼 截熟合 活 协 学

� 去声 婆梅 流 桃条头 雷慈 祠齐 愁 茶 茄 瘸河 鞋如 柔 鹅 由

� 去 声 男篮 甜 含嫌 寻 团 蛮 田 连盆 存群 粮黄 朋 成 名红绒

� 古 清 音 人 声今 读 上 声符 合 胶辽 官话 的 特性
。

� 古 全 浊 人 声今读 去 声
,

表面 上 跟古 全 浊人 声

读 阳平 不符 合
。

考虑 到古 浊音平 声字 今也读 去 声
,

那 就 是 “� 古 全 浊入 声跟 �� 古 浊音 平声 调

类 相 同气 跟有 阳平 的 方 言对 比
,

� 其 实也是 “古 全浊入 声变 阳平 ,, 。

只 有古 次 浊人 声今 分 属 多

上 声 与� 去声
,

才 是烟 台 方言 的特 性
。

北 方 官话的 特性 是 古 清音人 声今 读 阴平
,

古次 浊 入 声 今 读 去 声
。

前者 是 北 方和 中原两 区

的 共性
,

与其他 五区 分 开
。

后 者 是北 方
、

兰 银
、

胶辽
、

北 京 四 区的 共性
,

与其 他三 区 分 开
。

北 方

官话 包括 济南
、

沧 州
、

献 县 等地
。

北 京 官话 的 特性 是 古 清音人 声今 分归 阴 平
、

阳 平
、

上 声
、

去 声
,

与 其 他六 区分 开
。

( 古 清 音

声母今 分 归 四 声 蕴涵 古 次 浊入 声今 读去 声
,

古 全浊 入 声 今读 阳平
。

) 东北三 省有 许多方 言 比 河

北省 更 接 近北 京
。

北 京 话的 身分 特 殊
,

这 里必 须 多 说 几 句
。

首 先
,

北 京语 音是 普 通 话 的 标 准 音
。

近 儿 百年 来
,

北京 官话 一 直 是 学 习 的 对 象
,

公 认 的 标准
,

这 个 从方 言里 的文 白异 读 看得十 分 清 楚
。

大 多数 方

言有 文 白异读 的 字
,

往往 是 文 读接近 北京 音
,

说明 读 书识 字时 方言受 北京 音的 影 响
。

另外 一 方

面
,

北京 话的 文 白异 读
,

往往 是 白 读接 近其 他 方 言
,

表示 口 语用 字容 易受 其 他 方言的 影响
。

这

里 只 就苏 州 话 和 北 京话 举些 个例 子
,

请 参看 拙作 《汉 语 方 言调 查 手 册 》 % 一
。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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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 家 虾 花 生 省 樱 行

苏 州 文 读 m a J ’ ( t o i a , 。 。i a : 。
h u a l : s 明 : ‘s 明、 : ? i习: : 6 i q ,

苏 州 白读 m o J ’ 。
k o , 。

h o : 。
h o l 。s 直: ‘ s巨。 。?巨: ; a 巨“

薄 剥 角 削 色 更 耕 隔

北 京文 读 ; p o 。 : p o : ; t o y e 。 : 。y e l s 丫 、 ’ 。
k 明 : :

k明 1
、

; k y ,

北 京 白 读 ; p a u , : p a u : ‘ t ; ia u J ( ; ia u : ‘昌a i J
: t o i习: : t o i 习1 : t o ie l

普 通 话 在方 言之 中
,

又 在方 言之 上
。

普通 话是 全国人 民 学 习 的 对象
,

所 以 说普 通 话在 方言

之 上
。

十亿 人 口 的大 国
,

标 准 语
、

标 准音 不 用 一 个 活方 言
-

—
北 京话做 底子

,

是 不 可 想象 的
。

所 以 说 普通 话 在方言 之 中
。

人 为的 分尖 团
、

有入 声 的 老 国音 之所 以 失 败
,

道理 就在 这 里
。 、

( 以

色列 只 有 四 百 万人
,

又来 自世 界各 地
,

才能 复兴 希伯 来文 做 标 准语
。

新 加坡 只 有 二百 四 十 万

人
,

是 个世 界码 头
,

才能 规定 用 英 语作 官方语 言
。

新加 坡 人 口 中有 四 分之 三是 华人
,

方 言不 一
,

所以 又 推 广普 通话
。

) 北 京话 作为普 通 话 的底子
,

事 实上 已 经吸 收 了 大量 的 方言成 分
。

古 清音

人 声字北 京话 分读 阴 阳上去 四 声
,

就 体现 出北 京话 的 综 合 性
。

有人 借 此指 摘北京 音 这一 点在

古今 音 演变上 规 律性 不 强
。

这 个指摘 是 站不 住 脚 的
。

任 何方 言在 逐渐 演进 为全 国标 准 的 过 程

中
,

必然 要吸 收 书面 语和 其 他 方言 的成 分
。

以 上 说 的关于 北京 的话
,

缩 小尺 寸
, “ 具 体 而 微 ,, ,

也适 用 于省 城
,

适用 于老 府城
,

适用 于 县

城
。

因 为一县 的 人 往 往学 习 县 城的 话
,

同府 的 人往 往学 习 府 城 的 话
,

全 省的 人往 往学 习省 城 的

话
。

城 市越 大
,

来往 的 人越 多
,

那儿 的方 言对 周 围的方 言影 响也越 大
,

受 周围 的 方 言影 响 也越

大
。

地 方越 小
,

方言越 纯 ; 地 方越大
,

方 言越 杂
。

平 常说西 南官 话 内部很 一 致
,

有 的人 不 以 为

然
。

好几 个 省
,

人 口 两亿 左右
,

方 言的 情况 当然是 一 言难尽
,

不 能 用 一 句 话概 括
。

略 多说 几 句

也 许 能周 到一 点
。

就 大部 分 地 区而言
,

就县 城而 言
,

西 南官话 内部 很 一致
。

就 少 数地 点说
,

就

边 远 地区 说
,

就 每个 县的 四 乡说
,

方言 的差 别比 较大
。

据 说贵 州 省 各县城 之 间
,

比 起县 城 和 四

乡之 间来
,

方言 差别 要小 得 多
。

上 文说 西 南官话 古入 声今 读 阳平
,

可是 大 家都 知 道
,

四 川
、

云

南
、

贵 州
,

三 个 省 或多或 少都 有些 县市 有人 声
。

除西 南官 话和 吉林
、

黑 龙 江方 言之 外
,

别的 省 区

方 言 内部 差别 较大
,

所 以 很 少听说 某省区 方 言 内部 一 致
。

即 使如此
,

刚 才 说 的 关于 西 南官 话 的

话
,

或 多或少 也 适 用 于其 他 省区
。

比 方说
,

山 东 省各 县县 城( 包 括市 政府 所在 地) 的单 字音 没 有

听说 有 闭 口 韵
—

「一m ]尾 韵 的
。

可 是据 山 东大 学钱 曾怡 同志 等调 查
,

平 度 县西 部邻近 昌 邑 县

地带 就 有 闭 口 韵
。

郭 家埠
、

家 东
、

杨 家 圈
、

大 郑 家
、

西 河 等地
, “ 东

、

忠
、

雄
、

拥 ,, 分 别 读 【to m t即m

x i o m io m ]
。

现 在讨 论方 言分 区
,

根 据五 十 年代方 言普 查 的 成果
,

和 以 前的 研究
,

新 近 的 调 查
。

方言 普

查 分 省区 安排 工 作
。 “调 查以 市

、

县或 相 当于县 的行政 区 为单位
,

每 一 单 位为 一 个 调查 点 ( 以

市
、

县人 民委 员会所 在 地的方 言为 调查 对象 )
。 ” 市

、

县 人 民委 员会在 一 地 以 一 个 调 查点 论
。

要

是 调 查点 加 密
,

分 区的准 确性 就可 以 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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