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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官话的源头与汉语同样久远，其基本发展趋势是通行范围南扩，

基础方言东移。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上古：奴隶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地缘性部落联盟进一步
兼并，到秦汉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推动了方言的融合和共
同语的形成。先秦汉语的南北分界在秦岭淮河一线。秦汉时期大体保
持了这种南北对峙的格局。但北方通语逐渐与长江流域的方言混同。

(2)中古：晋随唐宋。北人不断南迁，南方逐渐开发，南北界限推
至长江，并进一步向江南推进。北方汉语以京畿方言为中心的统一趋
势进一步加强。西周“雅言”－西汉“通语”－汉晋“北方通语”。南方受中
央集权控制统治较弱，南方汉语相对独立发展，并受土著语言影响，
最终在东南一带形成了与北方汉语有明显差异的六大方言。

(3)近代：元明清。北方汉语的基础方言继续东移至北京。近代共
同语正式形成并稳定下来：明清“官话”－民国“国语”－新中国“普通

话”。同时继续向地广人稀的东北、云贵等处扩张。



近代以前的北方汉语
秦以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抑制了北方各方言的发展，而以

京畿方言为中心的统一趋势则进一步加强。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
代、天灾人祸以及异族入侵联绵不断，京城几度迁移，京畿方言
随之发生变化。这就加速了北方汉语的演变和融合，以及与北方
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西周便已存在的以东都成周（今洛阳附近）
方言为基础的共同语“雅言”，到西汉变成以京畿长安（今西安）
的秦晋方言为基础的“通语”。东汉西晋建都洛阳，又变成以洛阳
话为基础的“北方通语”。三国时，以洛阳、长安两京为中心的中
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后汉书·董卓传》
记载：“迁天子西都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天子
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嬴者相食。二三年间，
关中无复人迹。”大规模的人口无定向流动使中原、关中一带的
方言进一步混化。隋唐都长安，北宋都开封，均在中原、关中地
区。古都洛阳唐为东都，宋为西京，长期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地位，
其 语 音 被 尊 为 “ 正 音 ” 。 即 使 东 晋 、 南 宋 偏 安 江 南 期
间，人们仍以洛阳音为正宗。



洛生咏

《南齐书·张融传》：张融，吴郡吴人也。出为
封溪令。广越嶂崄，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
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

《世说新语·雅量》：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
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之恐状转见于色，
谢之宽容逾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浩
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此处注引宋
明帝《文章志》：“(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
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
手掩鼻而吟焉。”



南宋人心目中的洛阳音

陆游《老学庵笔记》：四方之音有讹
音……中原唯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
正。

朱熹《朱子语类》：却是广中人说得声
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
只是太南边去，故有些热。



北方汉语的南扩

北方汉语随着大规模的北人南迁而不断向南扩
展。中古时期南北汉语的界限已从淮河、秦岭一线向
南推进到长江一线。并进一步向江南推移。东晋京城
一度迁至江南建康（今南京），使长江下游原属吴语
的南京镇江地区纳入北方话。南宋建都临安（今杭
州），又使位于吴语腹地的杭州话打上了北方话的深
刻烙印。安史之乱后，北方移民大批涌入长江中游洞
庭湖以北地区，《旧唐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自
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今豫南鄂北）百姓、两京
（长安、洛阳）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
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随着北人南迁，这一带也
被纳入北方话的范围。



近代官话的形成

北方汉语随着北方居民成分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东南六大方言则相对保守。北方汉语的结构变化突出表现在
语音系统的快速简化和词汇系统的加速复音节化上。而其内部的
地域发展则有两个特点，一是基础方言东移，二是继续向西南、
西北、东北等地广人稀之处扩张。自元朝起，北京成为全国的政
治中心。同时，随着新兴文学样式元曲的兴盛，北京也渐渐成为
文化中心。北曲主要用北京口语写作，周德清特地为元曲创作编
写了《中原音韵》，称该书所依据的语言为“天下通语”。这表明
北京音取代了中原正音长达千年的通语地位。明代推行移民和屯
垦戍边的政策，《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时徙民最多”，“于
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
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清代除继续向西北、西南移民外，
还向东北大批移民。历史上东北人口较少，满清入关后筑“柳条
边”严禁关内居民越界垦殖。19世纪初，黄河下游连年遭灾，大
批破产农民铤而走险“闯关东”，清廷被迫开禁，遂形成移民狂潮。
明清移民主体是北方居民，他们将官话扩散到青海、四川、广西、
云 贵 、 东 北 等 地 。



明儒笔下的“官话”
《四溟诗话·卷三》(谢榛1495-1575)：及
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

《四友斋丛说·史十一》(何良俊1506-
1573)：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

《问奇集》(张位1550-1625)：大约江北入
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
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



《老乞大》里的“官话”
成书约在元末至正6-28年(1346-1368)，刊印
于1423-1434年间。据《李朝实录·成宗十一年》
(1483)记载，后世因“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
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
语者尽改之。”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我汉儿
上学文书，因此上些少汉儿言语省的。

你却是朝鲜人。怎么能说我们的官话呢。我在
中国人根前学书来著。所以些须知道官话。



利玛窦眼里的“官话”
《利玛窦中国扎记》(1615年德国初版，1983年中华
书局全译)
中国各省，口语也不大相同，即各有方言乡音。此外
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官话

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
他们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

在中国的许多方言中，有一种称为官话，是为行政及
法院用的，很容易学；无论哪一省的人，只要常听就
会；所以连妓女及一般妇女，都能与外省人交谈。

第一件事就是学中国话——宫廷里的官话，全中国所
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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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的次方言

根据中古入声字今归何调类，可以将官
话方言可以分为以下9个次方言：北京官话、
东北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
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兰银官话、秦晋官话，
如下表所示：

 晋语 西南 中原 冀鲁 兰银 辽胶 北京 东北 江淮 例字 

清入   阴 平 去声 上声 阴阳上去  黑竹骨促 

次浊入 入声 阳平 阴平  去  声  入声 麦诺绿肉 

全浊入    阳  平    白熟杰敌 

 



官话次方言的分布

 

 分布地域 市县 人口(万) 片 

东北官话 黑龙江 吉林 辽宁(辽东半岛除外) 内蒙东部 172 8200 3 

北京官话 北京及其毗邻的河北辽宁内蒙天津部分地区 44 1802 4 

冀鲁官话 河北大部 天津大部 山东北部 北京辽宁山西部分地区 164 8363 3 

胶辽官话 胶东半岛 辽东半岛 44 2883 3 

中原官话 河南 陕南 鲁西南 新疆甘肃安徽山西青海江苏宁夏部分地区 390 16941 9 

兰银官话 甘肃大部 宁夏大部 新疆北部中区 56 1173 4 

西南官话 四川 云南 贵州 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江西部分地区 517 20000 12 

江淮官话 江苏安徽江淮之间和江南部分地区 湖北东北部 江西九江 108 6725 3 

晋语 山西大部 河北西部 河南黄河以北 内蒙中部 陕西北部 175 457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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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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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方言的语音特点
无浊塞音、塞擦音。中古全浊声母清化，塞音、塞擦音逢平声今读送气清
音，逢仄声今读不送气清音。
除有ts和t两套分别来自中古精组和见组的塞擦音外，一般还有来自知系
的第三套塞擦音t组卷舌声母。

零声母字较多。中古疑母字今音多为零声母。

开齐合撮四呼俱全。
一般有n和两个鼻音韵尾。二者在高、中、低元音后均构成对立。

调类较少。一般是阴阳上去四个调，少数还有入声调，个别只有平、上、
去三个调。

上去二声不分阴阳，中古全浊上今归去声。中古入声字今调类分派很不一
致，可以据此划分次方言。
ts组、k组声母只拼开口韵、合口韵，t组声母只拼齐齿韵、撮口韵。尖音
团音合流。

一般有儿化韵。

一般有轻声。连读变调不太复杂。



长篇语料：北风和太阳的故事

有一回，北风和太阳在那儿争谁的本事大。争来
争去就是分不出高低来。这时候路上来了个走道儿的，
他身上穿着件厚大衣。他们俩就说好了，谁能先叫这个
走道儿的脱下他的厚大衣，就算谁的本事大。北风就使
劲儿地刮起来了，不过他越是刮得厉害，那个走道儿的
把大衣裹得越紧。后来北风没法儿了，只好就算了。过
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他火辣辣地一晒，那个走道儿
的马上把那件厚大衣脱下来了。这下儿北风只好承认，
他们俩当中还是太阳的本事大。

哈尔滨 昆明 济南 兰州 成都 南京 太原 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