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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语言 

熊正辉 张振兴 黄 行2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0081) 

提要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Al“中国语言分布图”的文字说明。提前发表，希望 

听取读者的意见。本文主要从行政区划和人口的角度，讨论中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 

全文分四节：壹 总说；贰 汉语方言的分布与人口；叁 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与人口；肆 新编中国语言地 

图集的布局。 

关键词 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 汉语方言 少数民族语言 

壹 总说 

本文是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A1“中国语言分布图”的文字说明。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下文简称 

“1987版地图集”)，由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正式出版。1988年 3月 19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在北京为地图集的出版举行了大型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胡 绳院长出席了 

招待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包括地图集的中澳双方指导委员会委员、主编 

李 荣、马学良、王 均、温棣帆(S．A．Wurm)，以及吕叔湘、朱德熙等一批著名语言学家。整 

整二十年过去了，前面提到的学者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虽然无法看到新编《中国语言地 

图集》的出版，但李 荣、马学良、王 均、温棣帆等教授在编制1987版地图集过程中所作出的 

杰出贡献，将让我们永远怀念。 

胡 绳院长在1988年3月19日招待会的讲话里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也是多语言的国家。占全国人 口绝大多数的的汉族都 

使用汉语 ，其他民族中除了回族和大多数满族也使用汉语外，各个民族都有 自己本民族的语 

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汉语方言，对少数民族语言，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 

作，但是像《中国语言地图集》这样，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把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 

及其方言加以分类、分区，标出它们的地理分布，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中国语言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境内汉语和 

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使用人 口，主要特点，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 目，也是我 

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它的出版必将在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起到应有的 

作用。” 

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胡 绳院长对 1987版地图集的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李 荣教授在 1987版地图集[ ]‘‘中国的语言”图说明里说： 

“中国语言的基本情况有统一和分歧两个方面。东南各省汉语方言差别很大，全国还有 

几十种少数民族语言。因此一般的人都知道中国语言分歧的方面，忽略中国语言统一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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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五说汉语，使用全国统一的文字。汉语方言中最重要的官话方言， 

分布在长江以北和西南各省区的广大地区，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从昆明到哈尔滨，相距几千 

公里，官话方言的一致性很高，通话没有困难。官话区人口六亿六千二百二十三万，占说汉 

语人口的三分之二强(67．76％)，占全国人 口的三分之二弱(64．51％)。本图集充分反映了 

中国语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情况。本世纪推广普通话 ，进一步加强了语言的统一性。” 

李 荣教授这里着重说明了中国语言统一和分歧的两个方面，并且更多地说到统一性的 
一 面。对中国语言的这个总体认识，完全符合中国语言的实际情况。虽然最近几年来新发现 

了很多少数民族语言，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少数民族兼说汉语的人口在 

不断增加，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已处于濒危状态；随着普通话进一步推广，汉语方言区内兼说普 

通话的人数也在大量增加，一些使用人数很少，呈零散分布的汉语方言也出现了濒危态势。所 

以，中国语言统一性的一面还是应该强调的。 

本图集是在 1987版地图集的基础上编制的，维持了原地图集的总体格局和框架。但是，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语言调查研究，无论是汉语方言方面，还是少数民族语言方面，都取得了很 

多重要的成绩。例如，汉语方言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新的方言调查报告，还出版了大型的《现代 

汉语方言大词典》(42种分卷本和综合本，1998，2002)，对主要汉语方言的认识比以前深刻了 

很多，这些新的认识大多体现在本图集 B1‘和B2的各幅地图的分区分片中，以及方言区片特 

点的说明中；少数民族语言出版了一批《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 

研究丛书》，还出版了大型的综合报告《中国的语言))(2007)，198．7版地图集所反映的少数民族 

语言是 81种，本图集所反映的少数民族语言是 130种，其中很多语言都是这些年新发现的。 

我们希望本图集能够尽可能地反映这些最新的语言事实，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 

贰 汉语方言的分布与人口 

跟 1987版地图集比较，本图集无论是图面还是文字说明都有很多补充或改正，请分别参 

看 A2“中国汉语方言图”和 A4“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图”的说明，以及其他各图的说明。本节主 

要讨论跟中国语言方言分布有关的行政区划和人口问题。 

本图集汉语方言分布于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我们目前还没有比较 

系统的西藏自治区汉语方言的有关资料，所以暂缺。本图集汉语方言的行政区划和人口统计，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2004))(地图出版社2004 

年出版，以下简称《简册》)。《简册》所统计的资料截至2003年 12月31日，涉及 34个省、市、 

自治区是：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 

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 

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省 ’ 

1987版地图集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1982年 10月 27日《关于 1982年人 口普 

查主要数据的公报》，以及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83年6月《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 

汇编》第一册至第六册，所统计的是3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了台湾省和1988年4月13日决 

定成立的海南省。1987版[A1]图说明“中国的语言”写作在海南正式建省之后，该文说：“本图 

集提到的广东省一般都包括新建的海南省在内，只有图[1313]《广东省的汉语方言》不包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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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海南省。海南省的汉语方言见图[B12]，少数民族语言见图[C14]。”《简册》多了后来成立 

的香港特别行政N．(1997)、澳门特别行政N．(1999)和重庆直辖市(1997)。 

以下是《简册》各省、市、区县级以上的县市(旗)区数和人口数(单位：万人)，并附上 1987 

版[ ]图说明“中国的语言”表二所列的人口数，以供比较(按四舍五入原则，也以万人为单 

位)。请看表一。 

表一 中国行政区划和人口 

行政区划单位数 人口数 1987版人口数 

北京市 18 1 142 923 

天津市 18 927 776 

河北省 183 6 742 5 301 

山西省 130 3 245 2 529 

内蒙古自治区 113 2 335 1 927 

辽宁省 114 4 155 3 572 

吉林省 69 2 649 2 256 

黑龙江省 143 3 732 3 267 

上海市 19 1 334 1 186 

江苏省 119 7 127 6 052 

浙江省 101 4 536 3 888 

安徽省 122 6 369 4 967 

福建省 94 3 332 2 587 

江西省 110 4 263 3 318 

山东省 156 9 069 7 442 

河南省 175 9 683 7 442 

湖北省 115 5 978 4 780 

湖南省 136 6 564 5 401 

广东省 143 7 649 5 930 

广西壮族 自治区 123 4 791 3 642 

海南省 22 779 

重庆市 40 3 114 

四川省 202 8 474 9 971 

贵州省 97 3 748 2 855 

云南省 145 4 141 3 255 

西藏自治区 80 255 189 

陕西省 117 3 611 2 890 

甘肃省 100 2 568 1 957、 

青海省 51 487 390 

宁夏回族自治区 26 573 39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13 1 860 1 308 

香港特别行政区 1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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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 1 43 

台湾省 23 2 282 1 827 

总数 3 219 128 230 102 218 

以上 1987版人口数，广东省的数字包含了海南省的人 口，四川省的数字包含了重庆市的 

人口。还包含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 4 238 210人，准确的总数是 1 026 503 884 

人。上表 102 218万人，是扣除现役军人数和去除四舍后的近似数字。台湾省的数字当时根 

据有关资料估算为18 270 749人。《简册》里台湾省的行政区划和人口数仍然阙如。据中国地 

图出版社编制，1992年 10月第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资料截至日期是 1991年 

12月)，可以计算出台湾省当时应该是 23个县市，上表姑且以此数为准。根据本图集B2—6 

《台湾省的汉语方言》说明，依 2006年统计资料，台湾的人口数为22 823 604人，上表略作 

2 282万人。[据《北京晚报}}2008年 6月 10日第 19版“中国新闻”版《海峡两岸婚姻已逾 30 

万对》报道，“台湾行政当局‘内政部’最新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5月底，台湾人口数为 

22 988 428人，比去年同期增加约9．47J"人。”] 

现在再来说说本图集汉语方言的分布区划和人口数，请看下表。 

表二 汉语方言分布区划和人口数(单位：万人) 

行政单位数 ‘ 人口数 ‘ 

东北官话 198 9 802 

北京官话 52 2 676 

冀鲁官话 162 8 942．5 

胶辽官话 44 3 495 

中原官话 397 18 648 

兰银官话 70 1 690 

江淮官话 108 8 605 

西南官话 546 26 000 

晋语 194 6 305 

吴语 160 7 379 

闽语 154 7 500 

客家话 110 4 220 

粤语 141 5 882 

湘语 64 3 637 

赣语 102 4 800 

徽语 19 330 ’ 

平话和土话 60 778 

总数 2 581 120 689．5 

比较表一和表二，汉语方言分布的县市(旗)区数是 2 581个行政单位，比中国行政区划的 

3 219个少了638个。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汉语方言分布统计在少数民族地区有 

空白，例如西藏 自治区 80个行政单位完全不计在内；青海省有 51个行政单位，有汉语方言统 

计的只有 13个县市(中原官话秦陇片8，河州片5。参看B1—6)，另外38个县市不计在内；内 

蒙古自治区有113个行政单位，有汉语方言统计的是79个县市旗(东北官话22，北京官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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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晋语39个。分别参看B1—1,B1—2，B1—13)，另外34个县市旗也不计在内。不计在内的 

行政单位并不是没有汉语方言，而是由于某种原因，现在还没有条件对这些地方的汉语方言进 

行分析。二是表一的行政单位包含了很多中心城市的区(分别相当于地级市或县)，但从汉语 

方言分区来说，有的需要说到区一级，例如 B1—2“北京官话”京师小片包括北京市 9个区：北 

京市城区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海淀区、昌平区、丰台区 通州区、顺义区、朝阳区、门头沟 

区、石景山区，而怀承小片 20个县市区里，包含了北京的5个区县：怀柔区、延庆县、大兴区、密 

云县、房山区。有的只需要说到市一级就足够了，而无须分别说到区一级，例如B1—10“西南 

官话”湖广片鄂中小片 35个县市，其中武汉市区只算其中之一。其实武汉市区是包含江岸区、 

江汉区、汉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 

新洲区等 13个区的。这也会造成很大的误差。 

另外，本图集图面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地图数据，其行政区划是以2002年为标 

准的。《简册》的行政区划是以2003年底为标准的。本图集文字说明提到的行政区划名称跟 

图面保持一致。这里简略说说《简册》里提到的，2003年县级以上若干重要区划变动：①1月 

29日广东省撤消县级潮阳市，分别设立潮阳区、潮南区；撤消县级澄海市，设立汕头市澄海区； 

②3月 1日陕西省撤消宝鸡县，设立宝鸡市陈仓区；③3月 6日广东省撤消县级惠阳市，设立惠 

州市惠阳区；04月 4日甘肃省撤消定西地区和定西县，设立地级定西市；⑤7月 6日四川省撤 

消zl~)lI县，设立zl~)lI羌族 自治县；⑥10月 23日山西省撤消吕梁地区和县级离石市，设立地级 

吕梁市；⑦10月30日云南省撤消思茅地区和县级思茅市，设立地级思茅市；⑧12月1日内蒙 

古自治区撤消巴彦淖尔盟和县级临河市，设立地级巴彦淖尔市；撤消乌兰察布盟和县级集宁 

市，设立地级乌兰察布市；⑨12月 17日江西省上饶市波阳县县名恢复为鄱阳县；⑩12月 18日 

江苏省撤消盐都县，设立盐城市盐都区；⑩12月 26日云南省撤消临沧地区和临沧县，设立地 

级l临沧市；⑥12月 31日宁夏回族 自治区撤消中卫县，设立地级中卫市。(参看《简册》204— 

210页) 

比较表一和表二，汉语方言的人数是 120 689．5万，比中国行政区划的人 口统计 128 230 

万少了7 541万。就是说，以2004年统计，大约有七千万人不说汉语方言。据本图集 A4{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图》说明：“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和有关文献的数据，中国略多于 

50％的少数民族人口，即约有6000万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如果加上从2000年至2004年这四 

年之间的人口增长，大致就相差无几了。另外，我们注意到，汉语方言人 口的一些零星数字往 

往是被忽略的，例如： 

据 B1—15、16图说明，闽语的人口数和分布县市数，都不包括广西壮族 自治区。据 B2— 

2A图，广西全境 16个县市有闽语分布，口音接近于闽南片的泉漳小片，大约有 14万人左右。 

此外，江苏、安徽、江西、香港、澳门等省区也有闽语的零星分布。以上省区说闽语的人数也很 

多，都没有计算在内。 

据 B1—17图说明，本图集客家话的分布县市只限于江西、湖南、福建、广东、香港特别行 

政区、台湾等六省区，但客家话分布的实际范围要比这个大。海南省儋州、临高、定安、陵水、三 

亚、琼中等县市，都有很多客家话方言岛，总数约3万人，参看B2—7图。四川省散居的客家人 

分布于60多个县市，迄今尚能说客家话的人约 100多万。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客家话分布于 

79个县市，大约有420万人，参看B2—2A图。此外，浙江、安徽等省也有不少客家方言岛，这 

些地区说客家话的人数都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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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B1—19图说明，除了湖南、广西壮族 自治区以外，湘语还零散分布于四川、陕西、安徽 

等省。四川的湘语分布地点有 45个县市，集中在四川盆地中部，散布在沱江、涪江、长江和嘉 

陵江沿岸，总人口不详。陕西的湘语散布于安康地区6县市，大约有40万人左右。安徽的湘 

语散布于南部的广德、宁国、青阳等县的一些乡村，人口数也不详。 

如果把这些被忽略的数字都加上去，说汉语方言的人口数将非常接近实际情况。 

叁 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与人口 

1987年版地图集出版以后的二十来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相继出版或发表了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对原来已经有所了解的语言的 

调查研究更加深入了，并且发现了一批新的少数民族语言。所有这些成绩，使少数民族语言的 

调查研究成为中国语言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本图集少数民族语言图部分，比较全面 

地反映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请参看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图幅和说明。本节主要讨论中国少 

数民族的人口，以及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的关系。 

讨论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以下几种： 

李 荣 1987版地图集[A1]图说明“中国的语言” 

照那斯图 1987版地图集[A3]图说明“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 

傅懋劫、王 均 1987版地图集[A4]图说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 

照那斯图 2008年本图集 A3图说明“中国少数民族” 

黄 行、道 布 2008年本图集 A4图说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郝时远[主编] 2002年《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中国地图出版社) 

孙宏开、胡增益、黄 行[主编] 2007年《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 

李 荣(1987)第叁小节讨论少数民族和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数，其中表三按照人口数，把 

少数民族分为甲乙丙三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是 66 619 906。照那斯图(1987)主要讨论中国 

少数民族的分布和人口数，但没有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两者数据都取自1982年全国人口普 

查资料，所以人口数多数相同，只有下面个别民族人口数有少许差别。 

李 荣(1987) 照那斯图(1987) 

回族 7 219 493 7 219 352 

蒙古族 3 411 571 3 411 657 

怒族 23 166 23 116 

高山族 272 298 27 000 

总计 10 926 528 10 681 125 

可见，照那斯图(1987)比李 荣(1987)少了245 403人，这个数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下 

文引用 1982年少数民族人口数字时，以李 荣(1987)为准。 

李 荣(1987)表四根据语言调查和人口普查资料估算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数，取数均到 

个位数；傅懋劫、王 均(1987)以行文形式估算说少数民族的人数，原文有的取数到万，有的取 

数到个位，本文均补位到个位。以下是两者的比较： 

李 荣(1987) 傅懋劫、王 均(1987) 

阿尔泰语系 

蒙古语族 

突厥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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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94 911 

7 030 294 

3 350 000 

7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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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一通古斯语族 ‘ 46 350 

汉藏语系 

46 000 

壮侗语族 16 000 000 16 000 000 

苗瑶语族 4 988 909 5 000 000 

藏缅语族 12 305 876 12 250 000 

南亚语系 369 362 368 000 

南岛语系 272 298 270 000 

印欧语系 29 438 29 400 

系属未定语言 1 779 565 1 713 000 

总计 46 217 003 46 026 400 

可见，傅懋勋、王 均(1987)比李 荣(1987)少了 190 603人。 

以上比较两者的数字误差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下文引用 1982年少数民族人口数字和 

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数字时，也以李 荣(1987)为准。 

郝时远(2002)是一部重要的地图集，不仅详细标出 55个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并且根据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出各个民族的人 口数。照那斯图(2008)，黄 行、道 布 

(2008)，孙宏开等(2007)的少数民族人口数，也来自2000年的资料，除了一些尾数的差别外， 

大数完全相同。所以下文本图集少数民族的人口数，以郝时远(2002)为准。 

下面是本图集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附上李 荣(1987)的人口数，以做比较。请看表三。 

表三 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 

01 壮族 

02 回族 

03 维吾尔族 

04 彝族 

05 苗族 

06 满族 

07 藏族 

08 蒙古族 

09 土家族 

10 布依族 

11 朝鲜族 

12 侗族 

13 瑶族 

14 白族 

15 哈尼族 

16 哈萨克族 

17 傣族 

18 黎族 

19 傈僳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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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集人口数 

16 178 811 

9 816 805 

8 399 393 

7 762 272 

8 940 116 

10 682 262 

5 416 021 

5 813 947 

8 028 133 

2 971 460 

1 923 842 

2 960 293 

2 637 421 

1 858 063 

1 439 673 

1 250 458 

1 158 989 

1 247 814 

634 912 

李 荣(1987)人口数 

13 378 162 

7 219 493 

5 957 112 

5 453 448 

5 030 897 

4 299 104 

3 870 068 

3 411 571 

2 832 743 

2 120 469 

1 763 870 

1 425 100 

1 402 676 

1 131 124 

1 058 836 

907 582 

839 797 

817 562 

480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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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畲族 709 592 368 832‘ 

21 拉祜族 453 705 304 174 

22 佤族 396 610 298 591 

23 水族 406 902 286 487 

24 东乡族 513 805 279 397 

25 高山族 420 000 272 298 

26 纳西族 308 839 245 154 

27 土族 241 198 159 426 

28 柯尔克孜族 160 823 113 999 

29 羌族 306 072 102 768 

30 达斡尔族 132 394 94 014 

31 景颇族 132 143 93 008 

32 仫佬族 207 352 90 426 

33 锡伯族 188 824 83 629 

34 撒拉族 104 503 69 102 

35 布朗族 91 882 58 476 

36 仡佬族 579 357 53 802 

37 毛南族 107 166 38 135 

38 塔吉克族 41 028 26 503 

39 普米族 33 600 24 237 

40 怒族 28 759 23 166 

41 阿昌族 33 936 20 441 

42 鄂温克族 30 505 19 343 

43 乌孜别克族 12 370 12 453 

44 德昂族 17 935 12 295 

45 京族 22 517 11 995 

46 基诺族 20 899 11 974 

47 裕固族 13 719 10 569 

48 保安族 16 505 9 027 

49 门巴族 8 923 ，6 248 

50 独龙族 7 426 4 682 

51 鄂伦春族 8 196 4 132 

52 塔塔尔族 4 890 4 127 

53 俄罗斯族 15 609 2 935 

54 珞巴族 2 965 2 065 

55 赫哲族 4 640 1 476 

未识别民族 734 438 

总计 105 225 173 66 619 960 

本图集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是 105 225 173人，比李 荣(1987)统计的人 口数 66 619 

960人 ，增加了38 605 213人，这是 1982年至 2000年期间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数。从表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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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除了乌孜别克族l~J,#l-，其他54个少数民族的人ISi都有明显的增加，其中满族由4 299 

104人增至 10 682 262人，一跃而过千万，增幅最大。 

下面再来讨论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数。本图集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在内蒙古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青海省、甘肃 

省、云南省、贵州省、I~IJil省、重庆市、湖南省、湖北省、广东省、海南省和台湾省等18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下面列出中国境内不同系属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区划和使用人ISi，请看表四。 

表四 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区划和使用人口数(单位：万人) 

语言 行政单位数 使用人ISi数 

汉藏语系 623 4 159 

藏缅语族 418 1 384 

侗台语族 241 2 165 

苗瑶语族 319 610 

阿尔泰语系 259 1 439．4 

突厥语族 136 985 

蒙古语族 156 450 

满通古斯语族 53 4．4 

南亚语系 33 43 

南岛语系(回辉语) 2 0．6 

印欧语系(塔吉克语、俄罗斯语) 11 3．4 

朝鲜语 168 190 

合计 987 5 835 

民族人 ISi数量和使用民族语言人ISi数量是不相等的。李 荣(1987)说：“有的民族使用几 

种本民族语言，这现象对理解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与历史都十分重要。”黄 行、道 布 

(2008)也说：“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使用 130左右种语言，表明民族和语言之间存在不完全一 

致的交错关系。”本地图集一个民族不同支系分别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情况包括：藏族分别 

使用 15种语言，高山族分别使用 15种语言，瑶族分别使用8种语言，景颇族分别使用5种语 

言，彝族、怒族、珞巴族分别使用4种语言，蒙古族、壮族分别使用3种语言，阿昌族、门巴族、哈 

尼族、拉祜族、傣族、布依族、毛南族、仡佬族、仫佬族、苗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各分别使用两 

种语言。因此，统计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数，不能简单套用上文表三的少数民族人数。但是， 

要比较准确地统计这个使用人ISi数，目前还有很多实际的困难，例如孙宏开等(2008)，分别介 

绍了128种少数民族语言，有的给出使用人数(如藏语约330万，门巴语4万，白马语 1．4万 

等)，有的就没有给出使用人数(如仓洛语、傈僳语、拉祜语等)。不过，黄 行、道 布(2008)本 

图集 A4图说明，根据语言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层次，可以将中国的少数民族 130左右种语言分 

为四类 ，并且给出了使用的大致人口数： 

(1)有传统文字并且在全民族地区通用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5 

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近2 000万人(蒙古族和藏族有一部分人口不使用母语)，占蒙古、藏、维吾 

尔、哈萨克、朝鲜民族 2 280万总人口的90％左右。 

(2)1949年以后政府帮助创制文字或改革文字的13个少数民族使用的壮、苗、布依、侗、 

哈尼、黎、傈僳、拉祜、佤、纳西、羌、土族、景颇、载瓦等语言，以及有传统文字的彝语、傣语、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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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语、锡伯语等18种语言的使用人口约3 400万人(苗、侗、羌、土、锡伯等民族中有较多的 

人口不使用母语)，占这17个民族总人口4 548万人的四分之三左右。 

(3)上述以外的29个少数民族使用约 100种语言，使用人口约500万人。占这29个民 

族总人口1 515万人的1／3左右。各少数民族中都有部分人转用其他语言，其中转用汉语人 

数比例较高的民族有土家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仫佬族、保安族、毛南族、瑶族、白族，有的语言 

是汉族说的少数民族语言，如海南临高、琼山、澄迈、昌江、东方等县市的临高语、村语，广东肇 

庆市的标语，广西临桂县的茶侗语等。 

(4)满族、回族、畲族、仡佬族的全部或绝大多数人口历史上已经使用或转用汉语，这4个 

民族的总人 口达 2 179万，仍保留母语的人数极少，总数不到 1万人。 

这四类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数5 800多万，约为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105 225 173的 
一 半左右。这个数字可能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肆 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布局 

本图集和 1987版地图集都分别A、B、C三类图。李 荣(1987)说： 

“[A1]是全国所有语言的总图，[A2]是全国汉语方言的总图，[A4]是全国少数民族语 

言的总图。原来想绘制一幅中国民族图，后来考虑到汉族分布于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同一 

幅图兼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分布，图面不好安排，就改成[A3]中国少数民族图。拿[A3]和 

[A4]两幅图相 比，就可以看出少数民族 的分布跟少数 民族语言的分布并不完全一致。 

[A1]，[A2]和[A4]都是全国图，尤其[A1]包括全国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要表示全貌只 

能突出要点，反映语言和方言分布的大致轮廓，详细的情况见 B组和 C组的地图。” 

李 荣(1987)又说：“[A5]表示广西壮族 自治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重叠分布的情况， 

由[B14]和[C12l两幅图综合而成。我们挑选广西做例子而不挑选别的省区，理由是广西的 

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比较复杂。” 

本图集仍然继承了这种总体的布局。A1仍然包括了全国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同样只 

能“反映语言和方言分布的大致轮廓”。A1图广西、云南、贵州、内蒙古等地部分区域由少数民 

族语言复盖，表示这些区域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相对集中，并不表示这些区域没有汉语分布。 

1987版[B141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汉语方言”图，[C12]是“广西壮族 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图。 

本图集A5由B2—2“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汉语方言综合”图、B2—3“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汉语方 

言西南官话”图、B2—4“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汉语方言粤语”图和C2—4“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 

族语言分布”图四幅图综合而成。本图集 B组和C组地图的图幅是重新设计了的，跟 1987版 

有明显不同。 

1987版地图集 本图集 

A类总图5幅 A类总图还是 5幅 

B类汉语方言图17幅 

C类民族语言图 14幅 

一 共 36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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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汉语方言图36幅 

B1汉语方言分区图22幅 

B2汉语方言分省图14幅 

C类民族语言图35副 

C1分类语言方言分布图25幅 

C2地区语言分布图 10幅 
一 共 76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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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40幅图主要是为了扩大反映中国语言实际容量的需要，其中图幅改小也是一个原 

因。另外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本图集的绘图方法。1987版地图集制图用的是手工绘图方式。 

地图集编纂人员根据调查资料绘出草图，再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绘图师绘制出供印刷用的地 

图图版。本图集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绘图方法，地图集修订人员只需提供语言或方言 

有关的文字数据，不需画出草图。全部方言图都用GIS软件绘制。地图集的基础图用的是国 

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授权使用的数据。地图集用到的基础图数据有国界、省界、县市界和省地 

县三级行政中心驻地。请读者特别注意，本图集是语言学的专业地图。主要表现汉语方言的 

分区分片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分类以及它们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的各种界线仅起辅助作 

用，并不要求特别精准。因此，如果这方面的画法有不够准确之处，应以国家权威出版社出版 

的行政区划地图的画法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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