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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

曹晋英
,

李瑞禾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

I摘 要 1 本文就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提 出分 区的标准
,

并以此把现代汉语方言分为九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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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
,

历来争论很大
。

丁声树先 因素就应成为分区的标准
。

如果从《广韵 》音系与汉

生和李荣先生于一九五五年在 《汉语方言调查》一文 语方言语音之间的关系出发
,

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

中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区
:

( l) 官话区 ( 2) 吴语区 ( 3) 湘 可制定如下
:

语 区 (4) 赣语区 ( 5) 客家话区 (6) 闽北话区 ( 7) 闽南话 1
、

在 《广韵》音系里
,

人声韵收 〔一 p
、 一 t

、 一 k 〕三种

区 ( 8) 粤话区
。

李荣先生又于一九八九年发表的《汉 塞音韵尾
,

这三种塞音韵尾
。

对汉语方言韵母系统影

语方言的分区 》 (《方言 》19 89 年第四期 ) 一文中把汉 响较大
,

有之
,

韵母数量增多 ; 无之
,

韵母数量减少
。

语方言分为十区
: “

官话区
、

晋语区
、

吴语区
、

徽语区
、

这三种塞音韵尾在汉语方言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

有

赣语 区
、

湘语区
、

闽语 区
、

粤语 区
、

平话区
、

客家话 的三种齐全 (有的甚至发展到四个 ) ; 有的两个 ;有的

区
。 ”

詹伯慧先生的《现代汉语方言 》把汉语方言分为 一个
。

有塞音韵尾就必然有人声
,

因此塞音韵尾对声

七 区 : “

北方方言
、

吴方言
、

湘方言
、

赣方言
、

客家方 调的影响也较大
,

有之
,

声调调类增多 ;无之
,

声调调

言
、

粤方言
、

闽方言
” 。

类减少
。

人声韵的塞音韵尾应作为汉语方言分区的

各家对汉语方言分区的不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 重要依据
。

几点
: 2

、

《广韵 》音系声母系统发展到现代汉语方言里

1
、

闽方言是分为闽北方言和闽南方言
,

还是不 变化最大的是古全浊声母
。

古全浊声母在现代汉语

分 ? 方言里
,

有的保 留
、

有的清化 (清化的情况错综复杂
,

2
、

有的主张客赣合一
。

有的读送气 ; 有的读不送气 ; 有的平声送气
,

仄声不

3
、

有的主张晋语独立
,

自成一区
。

送气 )
、

因此
,

古全浊声母在汉语方言里的变化可作

4
、

有的主张徽语独立
,

自成一区 ; 有的主张吴徽 为汉语方言分区的依据 (李方桂先生在 19 37 年就提

合一
。

出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

塞擦音时的情况作为分区

5
、

有的主张平话独立
,

自成一区
。

的标准 )
。

汉语方言非常复杂
,

涉及的内容 (语音
、

词汇
、

语 由于汉语方言非常复杂
,

即使在某一分 区的原

法 )又很多
,

因此对汉语方言分区存在不同的观点也 则下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

因此我们只能以点代

是正常的
,

然而
,

作者认为汉语方言分区如果遵循一 面来描述各方言区的情况
。

也就说 以方言区的代表

定的标准
,

在这一前提下分区就比较容易
,

说服力也 点来说明方言区的语音情况
。

就更强
。

根据上述情况
,

汉语方言可分为以下九区
:

汉语方言涉及到语音
、

词汇
、

语法
。

其中语音的

分量最重
,

语音是语 言的物质外壳
,

语言的表达在汉 一
、

北方官话区
。

语方言里主要是通过语音来实现
,

因此语音在汉语

方言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北方官话区又称官话区或北方方言区
。

北方官

汉语方言语音主要由声母
、

韵母
、

声调三部分组 话区域包括长江以北的广大地 区以及长江以南的湖

成
。

哪些因素对这三部分影响最大呢 ? 影响最大的 北
、

四川
、

云南
、

贵州和广西
、

湖南的一部分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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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

汉语人 口的百分之七

十以上
。

北方官话区以北京话为代表
。

可分为西南

官话
、

中原官话
、

冀鲁官话
、

兰银官话
、

北京官话
、

胶

辽官话
、

东北官话等七 区
。

北方官话区的语音特点
:

1 ) <广韵 》人声韵的 〔一 p
、 一 t

、 一k〕三种塞音韵尾在

北方官话区里消失
。

这是北方官话区最主要的语音

特点
。

2) 古人声塞音韵尾虽已消失
,

但是一些地方古

人声字独立成调
,

古人声在北方官话区的消失一般

有规律可循
。

3)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平声读送气

清音
,

仄声读不送气清音
。

例如
:

北京
“

旁 〔p
’ 一 〕

、

糖 〔t
’ 一 〕

、

狂 〔k
’ 一 〕

、

情

〔够
’ 一 〕

、

茶 ( t『一〕
、

才 〔st
’ 一 〕

”

等字为古平声全浊声母

字
,

今都读为送气清音 ; “ 被 ( p 一 〕
、

地 ( t一 〕
、

共〔g一 〕
、

践

〔够一 〕
、

住〔t吞一 〕
、

杂〔t s一 〕
”

等字为古仄声全浊声母字
,

今都读为不送气清音
。

人声两读
,

说话时多读入声
,

认字时多读舒声
,

表明

古浊音人声字正在发生变化中
” 。

以上两种情况说明

晋语的人声字正在发生变化
。

三
、

江淮方言

二
、

晋语

晋语是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 区有人声的方言
。

分布于山西
、

河北
、

河南
、

陕西
、

内蒙等五省区
,

一百

七十四个县市
。

使用晋语的总人数约四千五百多万

人
。

晋语可分为并州
、

吕梁
、

上党
、

大包
、

张呼
、

邯新
、

志延等八片
。

晋语的语音特点
:

1 )《广韵》人声韵的 〔一p
、 一 t

、 一k〕三种塞音韵尾归

并为喉塞音 〔一 ? 〕
。

例如
:

长治市
“

格
”
k 。 ?冲 I

“

塞
” s 。 , 月

。

忻州
“

月
”

y了 J I
“

曲
”
够 ,y。 , J

。

2) 有的地方入声分阴阳人
。

并州
、

吕梁
、

上党三

片分阴阳人
, “

八
、

发
”

读阴人
, “

拔
、

罚
”

读阳人
。

李荣先生在 《汉语方言的分区》说 : “

根据有人声

这条标准可以把晋语跟周围的官话方言分开
。

除有

人声外
,

晋语还有一些共同点
” 。

李荣先生以晋语有

人声
,

把晋语从北方官话区分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

因为晋语周围相邻的北方官话区都无人声
,

因此晋

语成为北方官话区的一个方言岛
,

晋语的人声有两

个特点
: ( l) 从地域上来看

,

古人声今仍读人声的字

从北向南逐步递减
。

( 2) 人声字逐渐变到其它调类
。

以陕北晋语为例
,

刘育林 《陕北方言略说 》说
: “

古清

音声母人声字今读人声
,

古浊音声母入声字今阴平
、

江淮方言又称
“

下江官话
” 。

主要分布在江苏
、

安

徽两省的长江以北
、

淮河以南的地区
。

江苏省镇江以

西
、

江西省九江以东地区
。

江淮官话的语音特点
:

1 )《广韵》人声韵的 〔一 p
、 一 t

、 一k 〕三种塞音韵尾归

并为喉塞音 〔一? 〕
。

例如
:

青阳
“

出” ,u 0 ?
11

“

合
”

xo ? 1 !贵池
“

血
”

g i c ? 1 1
“

直
” tc扩 1

。

2) 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

塞擦音时
,

平声送气
,

仄声不送气
。

例如
:

芜湖
“

桃定 t勺月尹 道定 t o 1 1长 , st 滋 1 尹

丈 。 st 基1 1勤
, 够叹n

l 尹 近 。 幼 n l
” 。

从江淮方言的语音特点来看
,

既有北方官话区

的语音特点 ( 2 )
,

又有吴语的语音特点 ( 1 ) ;从地理位

置来看
,

江淮官话处在北方官话区与昊语之间
,

应认

为是北方官话与吴语的过渡地带
。

因此许多书都把

江淮方言留在北方官话区
,

然而这种做法欠妥
,

因为

北方官话区最明显的语音特征是没有带塞音韵尾的

人声
,

因为晋语有带喉塞音韵尾的人声
,

因此李荣先

生主张晋语从北方官话区分出来
,

既然晋语从官话

区分出
,

为什么不把江淮方言从官话区分出呢 ?吴语

的方言特征是
: “

古全浊声母多数点今仍读浊音
,

与

古清音声母今仍读清音有别
。

古帮傍业〔p P’ b〕
,

端

透定 〔t t
’

d〕
,

见溪群 〔k k’ g 〕今音在发音方法上三

分—
这是昊语最主要的特点

”

(《中国语言地图集 》

Bg吴语图 ) 在这一点上江淮方言又与昊语不 同
,

因

此
,

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统一性
,

江淮方言也应从北

方官话 区分出
。

四
、

昊方言

吴方言又称
“

吴语
” ,

分布于江苏南部
、

上海
、

浙

江以及安徽省皖南一部分地区
。

可分为太湖片
、

台州

片
、

贩江片
、

姿州片
、

处衙片
、

宣州片
。

吴方言以苏州

话为代表
。

吴方言的语音特点
:

1 )《广韵 》的 〔一 p
、 一 t

、 一 k 〕三种塞音韵尾合流为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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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音 〔一? 〕
。

例如
: 上 海话

“

塌
”

(古音属 盒韵 收卜 p〕)念 〔
t
’

沪〕
, “

擦
”

(古音属易韵收卜 t〕)念〔t s .a ?5 〕
, “

国
’ ,

(古

音属德韵收 〔一k 〕)念〔k o 朽 〕
。

2) 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全浊声母
。

苏州话古业母字
“

败
、

病
、

步
”

的声母为 〔一b 〕;古

定母字
“

逃
、

甜
”

的声母为〔d一 〕;古群母字
“

共
、

葵
”

的

声母为〔g 〕;古奉母字
“

犯
、

扶
”

的声母为〔v 〕;古匣母

字
“

红
”

的声母为 ( if 〕; 古从母字
“

坐
”

的声母为 〔z
) ;常

州
“

茶
” .

户oz ;漂阳
“

迟 。
户zI ; 上海

“

坐 、 uz Z ;杭州

“

夺
’ ,定 d成

3) 有人声
。

徽语地处皖南地 区
,

皖南地 区存在徽语
、

吴语
、

赣语
、

江淮方言
、

河南话
、

湖北话
。

因此徽语受到各种

方言的影响
,

徽语很难归人那一个方言区
,

因此徽语

应独立为好
。

六
、

湘方言

五
、

徽语

徽语又叫徽州话
,

分布于安徽省皖南的一部分

地区 (新安江流域的旧徽州府地区 )
,

浙江省的一部

分地区 ( 旧严州府各县 ) 以及江西省的一部分地区
。

徽语可分为五片
:
绩款片

、

休默片
、

祁德片
、

严州片
、

族占片
。

徽语的语言特点
:

l )《广韵 》的〔一p
、 一 t

、 一k 〕三种塞音韵尾合流为喉

塞音〔一? 〕

例如
:
建德

`

旧
”

i e ? 月
。

2)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多数为送气

清音
,

少数为不送气清音
。

例如
: 遂安

“

逃 、 t ,o 训 l
“

柱
” 。 够 ,y 月 I

“

直
” 。

够 ,i e 训 ;姿源
“
罪 、 t s、 1

3) 有人声
。

从徽语的语音特点来看
,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多数为送气清声母
,

少数为不送气清声

母
,

比较接近赣语 ; 有人声并带喉塞音
,

比较接近昊

语
。

郑张尚芳说
: “

徽语的声母接近赣语
,

古全浊声母

今主要读送气清音声母
,

但韵母系统比较接近浙江

南部的吴语
”

(《皖南方言的分区 》 )
。

赵元任先生在

《绩溪岭北音系 》 说 : “

因为所有 的徽州话都分阴阳

去
,

近似吴语
,

而声母却没有浊塞音
,

又近似官话 区
,

但是如果要嫌全国方言区分得太琐碎的话
,

那就最

好 以音类为重
,

音值为轻
,

换言之
,

可以认为是吴语

的一种
” 。

李荣先生却认为
: “

徽语邻接昊语
,

方言复

杂
,

目前还只能说说徽语各片的性质
,

徽语的共性有

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 。

湘方言又称湘语
,

湘方言分布于湖南省 (除去湖

南省的西北部 )的湘江
、

资江流域一带
。

分为长益
、

娄

邵
、

吉淑等三片
。

湘方言的语音特点
:

1 )《广韵 》人声韵的 〔一 p
、 一 t

、 一k 〕三种塞音韵尾在

湘方言区消失
。

2) 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全浊声母
,

古全浊塞音
、

塞擦音不论平仄都念不送气浊音
。

例如
:
湘乡

“

排
” ,

少
a l

“

道 、 d aOZ I
“

才
” 从

少 ia l
“

在
’ ,
从 dz ia , 。

这一语音特点主要分布在广大

农村
,

而较大的城市 (长沙
、

湘潭
、

衡阳
、

邵 阳
、

益阳
、

常德等地 )古全浊声母不论平仄都念成不送气清音
。

如
:
长沙

“

盘
” ,

声 J !
“

啼 、 ti月一
`

他
” 。 t跳 月

。

3) 古入声字独立成调
,

但人声字没有塞音韵尾
。

七
、

赣方言

赣方言又称赣语
,

主要分布在江西省中部和北

部地区
,

以南昌话为代表
,

分为昌靖片
、

宜萍片
、

抚广

片
、

鹰弋片
。

赣方言的语音特点
:

l) 古入声韵尾各地保留不一
。

例如
:

南昌话有 (
一 t

、 一? 〕
, “

八
” p at 1 1

“

拔
” p .a t J

。

临川话有 卜p
、 一 t

、 一 ? 〕
, “

十
” s i P 。

l
“

一
”

i乌 I
“

百
”

p?a
。 。

2)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不论平仄
,

大多读送气清音
。

例如
:

南昌
“

辫
” , p气c n

j l
“

笨
” , p ,i n

j l
“

赠 、
t s℃ n

J I
“

叛
” , p乞n 切

3) 有入声
。

有的地方人声分阴阳
。

例如
:
南昌话人声分阴人〔1 〕5

、

阳人 〔J 〕2
。

附客家话

客家话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的东
、

中部地 区
、

福建

省西部地区
、

江西省南部地区 以及广西
、

湖南
、

四川
、

台湾等七省区
,

二百多个市县
。

国外也有客家人聚集

区
,

他们也说客家话
。

客家话以广东省梅县话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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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客家话的语音特点
:

l) 保留了《广韵 》古人声韵 〔一 p
、 一 t

、 一 k〕三种塞音

韵尾
。

例如
:

梅县
“

合
”

hap : }
“

袜
” m aat l

“

白
’ ,

p ,a k: 。

2)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大多数读送

气清音
,

少数读不送气清音
。

例如
:
梅县

“

穷
” ,

少
’

i u习 l
“
权场 少

’

i a n l
“

全气

少 ,i c n !
“

倍
” , p ,o 1

0

1
“

件
” 。 k ,i an

O

I
“

坐
” 从 e t s乞

3 )有人声
。

有些地方人声分阴阳
。

李方桂先生和赵元任先生都主张把赣语与客家

话合为一区
。

李荣先生在 《汉语方言的分区 》说 : “

客

家话和赣语有两项共同点是常常为人称道的
,

一是

古全浊声母逢今塞音
、

塞擦音时不论四声都读送气

清音
。

二是梗摄字白读是 〔a习
、

i叨
、 u
叨〕

”

也有的学者

认为赣方言和家家话应分开
。

颜森在 《江西方言的分

区》 说 : “

赣方言和客家话的区别主要反映在词汇上

的不同
” 。

黄雪贞也认为
: “

客家话声调的特点在于古

次浊平声
、

古次浊上声与古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
,

这才是客家话区别于其它方言的特点
,

当然也是客

家话区别于赣语的特点
” 。

从上述赣语与客家话的语

音特点来看
,

客赣合一为好
。

附
: 平话

平话是分布在广西境内的一种方言
,

分为桂北

片和桂南片
,

使用人 口大约二百万
。

平话的语音特点
:

l) 保 留了古人声韵 〔一 p
、 一 t

、 一k〕三种塞音韵尾
。

例如
:

南宁
“

笔
” p a t」 l

“

北
” p a k」

。

2)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读不送气清

音
。

例如
:

南宁
“

盆
” , p u n

闷I
“

辫
” , p e n 刁 I

“

潭 、
at : m 妇

“

穷
” 。 k明 妇

“

陈
” 。 t s a n

妇
“

钱 、 t s i n *

“

罪
” 从 t s o i J I

“

像
”

邪 t s e习 J
。

从平话的语音特点来看
,

平话与粤语有许多相

似之处
,

平话与粤语都有入声并带塞音韵尾
,

平话的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读不送气清音又与

粤语勾漏片相同
,

因此这里暂把平话与粤语合一
。

李

荣先生在《汉语方言分区 》说 : “

平话的研究刚起步
” 。

平话 自成一区为时尚早
。

九
、

闽方言

八
、

粤方言

粤方言又称粤语
,

主要分布在广东省中部和西

南部
、

广西的东南部
。

可分为勾漏片
、

吴化片
、

广府

片
、

邑当片
、

四邑片
、

高阳片
。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
,

说粤语的占说汉语人口 总数的百分之五
。

粤语的语音特点
:

l) 保留了《广韵 》入声韵〔一 p
、 一 t

、 一 k 〕三种塞音韵

尾
。

例如
:
广州

“

立及
”

(
e p〕韵

, “

笔膝
”

〔e t〕韵
, “

北

克
”

〔e k〕韵
。

2)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平声和上声

为送气清音 ; 去声和人声为不送气清音
。

例如
:广州

“

近饭
“
k ,e n l

“

舅
” 群 吸 ,e u }

“

倍饭

争,u 1 1
“

罢
” , p护 !

“

淡
’ ,定 at 砰 l

“

在
’ ,从 t扣 i

“ 。 .

这种语音现象主要出现在广府片
、

岂寻片
、

四邑

片
、

高阳片
,

而勾漏片一般为不送气
,

吴化 片一般为

送气
。

4) 有人声
,

有些地方人声分阴阳
,

广州话阴入依

元音长短分为上阴入和下阴人
。

闽方言又称闽语
,

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大部分地

区
、

广东省东部潮汕地区
、

雷州半岛部分地 区
、

海南

省
、

浙江省南部温州的一部分地区和舟山群岛以及

台湾的大部分汉语区
。

说闽语的人数 占说汉语人 口

的百分之三
。

闽语的语音特点
:

1) 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卜 p
、 一 t

、 一 k
、 一 ? 〕四种塞音

韵尾
。

厦门话保留了〔一 p
、 一 t

、 一 k
、 一 ? 〕四种塞音韵尾

。

例

如
: “

百
” p a , j l

“

拍
” p

’ a , J l
“

答
” ta p J I

“

塔
” t

’

a p l

“

八
” p a t J I

“

达
” t a t l }

“

剥
”

p ak J }
“

毒
” ta k l

。

福州

话只有卜? 〕韵尾
。

例如
: “

笔
” p i叹

2 )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

塞擦音时
,

多数字读不

送气清音
,

少数字读送气清音
。

例如
:

爬
, 盘 , 肥 ,

福州 p a冲 p u叨月 p u o i习

厦门 p e刁 p u

两刁 p u o i刁

3) 有人声
,

有些地方人声分阴阳
。

李荣先生在 《汉语方言的分 区 》说 : “

三十年来
,

闽语的调查研究有很大的进展
,

以前把闽语分为闽

北与闽南
,

主要是根据福州话与厦门话的异同立论

的
,

福州话与厦门话都是闽语
,

自其异者而观之
,

一

在闽北
,

一在闽南
。

19 5 7年开始的汉语方言普查
,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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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禾
:

也谈现代汉语方 言的分区

明了福建省方言的差别
,

主要是东西之别
,

并非南北

之别
” 。

现将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列表如下
:

入声塞音韵尾 古全浊声母

北方方言 区

晋语

江淮官话

吴语

徽语

湘语

粉语

(客家话 )

粤语

( 平话 )

阂语

无

一?

一?

一?

一
?

无塞音韵尾
,

入声独立成调

一 t 、 一?

一 P
、 一 t 、 一k

一 P
、 一 t 、 一k

一p
、

姚
、 一k

一 p
、 一 t 、 一k

、 一?

平声送 气
,

仄声不送气

平声送 气
,

仄声不送气

保留

送气

保留

送气

送 气

平声上声送气
,

去声入声不送气

不送气

不送气

从上表可以看出
,

以人声和古全浊声母在各方

言区的语音特点为标准来划分方言 区是行之有效

的
,

这样既能突出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
,

又能说明古

今语音的演变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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