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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汉语方言分区的方法和原则

一、事物分类和方言分区

二、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

三、汉语方言的分类和方言区的划界



分类的依据和一般原则

人类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本能，对世界上
的各种事物进行分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必由之路。分
类的根本依据在于事物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根据
共同性，可以将若干个体对象归为一类，根据差异性，
可以将一个类划分为若干子类。逻辑学将前者称为归
类，后者称为划分。归类是从种到属，划分是从属到
种，二者的逻辑出发点相反，但结果应该一致。也就
是说，一方面，将属划分为种所依据的差异性标准应
该和将种归类为属所依据的共同性标准一致；另一方
面，操作规则也应一致：(1)同一级的种与种之间必须
互不相容，(2)同一级的种必须穷尽最邻近的属，(3)
每一次操作必须采用相同的标准，(4)每一次操作都
不能越级。



方言分区的特殊复杂性

方言是空间和时间上都具有连续性的事物，其
内部的个体实物呈未被切分的连续状态，只能
从整体出发逐层向下划分。靠近切分部位的个
体，往往既像这一类，又像那一类，这是不同
于离散性事物的。

方言的分类必然伴随着地理区域的划分，而地
理区域又包含了种种历史的、行政的、文化的、
族群的复杂因素。因此，方言分类不可能是纯
粹的语言学分类，而必须考虑到种种政治和文

化的因素。



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1)
穆麟德1896年分4区：粤语、闽语、吴语、官话。

章炳麟1900年分10区，1915年改为9区。

传教士1922年分5区：官话(Mandarin),吴语(Wu dialect),闽语
(Fukien dialect),粤语(Cantonese),客家话(Hakka)。

黎锦熙1934年分12区。

王力1936年也分为5大音系，并给出语音特征。

赵元任1933年分7区：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吴方言,客家方言,粤方
言,闽方言,海南方言。1939年分9区: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
吴,客,粤,闽,皖,潮汕。1948年分9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
粤,赣客,闽南,闽北,吴,湘。同年又分11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
官话,湘语,赣语,吴语,客家语,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



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2)
李方桂1937年分8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湘语、
客赣语、吴语、粤语、闽语。

丁声树、李荣1955年分8区：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
客家话、闽南话、闽北话、粤方言。

袁家骅1981、丁邦新1982年分7区：官话、吴方言、湘方言、
赣方言、客家话、闽方言、粤方言。

李荣1987年分10区：官话、晋语、吴方言、徽语、湘方言、
赣方言、客家话、闽方言、粤方言、平话。晋语、徽语、平
话是从官话方言中进一步分出来的。

罗杰瑞1995年分3大区:北方方言(官话),南方方言(包括吴语,湘

语,赣语),中部方言(包括客家话,粤语,闽语)。



基督教会1922年绘制的《中国语言区域分划图》



王力的五大音系的分布地域

在全国方音未经科学的调查以前，我们不能
断说汉语方言共有几种；然而大致看来，可以分为5大
系：㈠官话音系,包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安徽；又江苏北部,江西北
部,广西北部。㈡吴音系,包括江苏之苏州,常州,无锡,
常熟,昆山,上海,松江,宜兴,溧阳,金坛,丹阳,江阴等处，
及浙江之宁波,嘉兴,湖州,杭州,诸暨,金华,衢州,温州
等处。㈢闽音系，包括福建之大部分，及潮州汕头海南
等处。其在国外最占势力的地方是马来半岛,新加坡,苏
门答腊,暹罗,菲力滨等处。㈣粤音系,包括广东之大部
分,及广西之南部。其在国外最占势力的地方是美洲(尤
其是旧金山)。㈤客家话，包括广东之梅县,大埔,惠阳,
兴宁等处，福建之汀洲，江西之南部；又渗入广东高钦
廉一带及广西南部。其在国外最占势力的地方是南洋印
度尼西亚（尤其是邦加）



王力五大音系的语音特征

这五系的方音各有它的特征：,
㈠官话音系的特征：⑴无浊音[b]，[d]，[]，[v]，[z]；⑵无韵尾-m，-p，-t，-k；

⑶声调至多为六类。
㈡吴音系的特征：⑴有浊音[b]，[d]，[]，[v]，[z]；且与古代的浊音系统相当；

⑵无韵尾-m，-p，-t，-k；⑶声调在六类以上，去声有两类。

㈢闽音系的特征：⑴多数古浊母平声字今读不吐气；⑵知彻澄有时保存破裂音成
[t]，[t]；⑶无轻唇音[f]，[v]；⑷有韵尾-m，-p，-t，-k；⑸声调在七类以上，
与古代的声调系统不尽相当。

㈣粤音系的特征：⑴无浊音[b]，[d]，[]，[v]，[z]；⑵有韵尾-m，-p，-t，-k；
⑶声调在七类以上，与古代的声调系统大致相当。

㈤客家话的特征:⑴无浊音[b],[d],[],[v],[z]；⑵古浊声母字无论平仄，今皆读为
吐气音;⑶除下列4，5两特征外，韵母与北方音系颇相近似;⑷有韵尾-m，-
p,-t,-k;⑸无撮口呼；⑹上去声各只有一类，平入声各分两类。

各系所有的几个特征,应该并合来看,例如官话音系的第一特征与粤音系的第一特
征相同,然而粤音系的第二特征却与它的第二特征相反;客家话的第四特征与
粤音系的第二特征相同,然而粤音系的第三特征却是它所不具备的。



汉语方言的分区的两个步骤

汉语方言的分区可以分解为两件相关而又
不同的工作，首先是从汉语方言的整体出发，
划分出几类特征鲜明的方言区；方言区分出来
以后，再从个体出发，将方言点逐一归入既定
的方言区中。第一个步骤称为方言分类，是严
格意义上的分类工作，第二个步骤称为方言区
划界，是鉴别类属的工作。两项工作前后相接，
操作时互不干扰，结果互不矛盾。二者综合起
来就是汉语方言分区的全部内容。



两个步骤的两种不同标准

第一步方言分类采用划类标准，第
二步方言区划界采用鉴别标准。两类标
准性质不同，划类标准必须是具有普遍
性的语言标准，最好是单一标准，鉴别
标准则不一定具有普遍性，采用多项标
准也无妨，甚至可以采用某些非语言标
准，由于归类是在分类框架已定的基础
上进行的，并且只涉及有限的方言过渡
区，采用这样一些标准并不影响划类。



汉语方言的分类标准

1、声母系统是否有系统的清浊对立，以及切
韵音系全浊声母的清化规律。

2、声母系统有几套塞擦音，以及切韵音系
的精组、知系、见组细音声母的分合规律。

3、韵母系统有无塞音韵尾，以及切韵音系
入声韵尾的演变规律。

4、韵母系统有几种鼻音韵尾，以及切韵音
系阳声韵尾的演变规律。



方言分区的层次性

方言区内部仍然存在语言差异，这就需要再分次
方言。次方言内部还可以再分土语。一个市或一
个县的主体方言称为地点方言。地点方言仍可能
有内部分歧。因此，方言分区是多层次的，可以
根据不同的需要来划分。

官话大区分8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
辽官话,兰银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

吴语区分6片:太湖片,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处衢
片,宣州片。

太湖片分6小片:毗陵(常州,江阴,南通),苏沪嘉,苕
溪(湖州,余杭),杭州,临绍(临安,绍兴),甬江(宁波,



第二节
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

一 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

二 方言岛和海外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



官话方言

长江以北的汉语方言除皖西怀宁、岳西、潜山、太湖等9县以及湖北
监利县属赣语，苏北海门、启东和靖江、通州部分地区属吴语外，其他均
属官话。四川省和重庆市无论江南江北都是官话区。长江以南的官话区包
括云南、贵州二省；广西自治区除东北部与湖南毗连的全州地区属湘语、
东南部与广东毗连的梧州、玉林、钦州地区属粤语外，大部分地区属官话；
皖南沿江马鞍山、芜湖、铜陵、贵池一带，东部广德、郎溪、宁国、宣城、
青阳、南陵等北方移民县市也属官话区；此外，长江以南属官话方言的还
有苏南南京、镇江二市，赣北九江、瑞昌、景德镇、婺源、德兴等市县，
赣南赣州市区和信丰县城，湖北鄂州、武昌、石首等市县以及恩施、宜昌
地区，湘北常德地区，湘南郴州地区，湘西怀化、芷江、新晃、凤凰、靖
县、通道等市县，以及福建南平市区。整个官话区共辖1700县。若在中
国地图上以长江中游洞庭湖西侧的湖南常德为圆心，以常德至台湾岛最南
端的距离为半径画圆，大体可以圈划除新疆和东北三省外的整个汉语区。
官话区大约占这个区域的四分之三。官话的使用人口7.1亿，占说汉语总
人数的73％，也近四分之三。其他六大方言集中在东南地区，可以统称
为东南方言，面积和人口都占四分之一强。



吴方言

吴方言也叫吴语，分布在上海市，浙
江省和苏南，以及苏北海门、启东、通
州、靖江等市县的部分地区，赣东北玉
山、广丰、上饶等市县，皖南宣城地区
以及芜湖、南陵、青阳等县，闽北浦城，
共135个市县。使用人口约7000万，占
7.2％，仅次于官话。代表方言早期为苏
州话，现为上海话和苏州话。



湘方言

湘方言也叫湘语，分布在湖南省中
部、南部和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
资源、兴安等市县。共61个市县，使用
人口约3085万，占3.2％。以长沙话为代
表的北片湘语受西南官话影响较深，以
邵阳话为代表的南片湘语则较多地保持
了原有特点。



赣方言

赣方言也叫赣语，分布在赣北、赣中以及
毗连的湘东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
酃县、临湘、岳阳、华容、洞口、绥宁、隆回
等市县，鄂东南大冶、咸宁、嘉鱼、蒲圻、崇
阳、通城、通山、阳新、监利等市县，皖西怀
宁、岳西、潜山、太湖、望江、宿松、东至、
石台、贵池等市县，闽西建宁、泰宁等地区。
共101个市县，使用人口约3127万，占3.2％。
代表方言为南昌话。



客家方言

客家方言也叫客家话，分布在七个
省区：广东省东部和中部及其毗连的赣
南、闽西和湘东南地区，台湾西北部的
桃园、新竹、苗栗和南部屏东、高雄等
市县，湖南、广西、四川还有一批不成
片的分布。客家话分布的200多个市县中，
有41个纯客市县，使用人口共约3500万，
占3.6％。海外华人社区也有客家话分布。
代表方言为梅县话。



粤方言

粤方言也叫粤语，分布在广东省珠
江三角洲和茂名地区、广西自治区东南
部梧州、玉林、钦州地区，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共90个市县和特别行政区，
使用人口约4000万，占4.1％。粤方言在
美洲、澳洲华人社区也有广泛分布。代
表方言为广州话。



闽方言

闽方言也叫闽语，分布在福建省、
海南省、台湾省、广东潮汕地区和雷州
半岛，以及浙南苍南、平阳二县和广西
平南、桂平等县部分地区。共107个市县，
使用人口约5500万，占5.7％。闽方言在
东南亚一带华人社区分布广泛。



汉语方言的自然地理分布

大体按水系和平原分布，这是由汉
民族的农耕特点决定的。官话分布在东
北平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上游以及
中下游之北岸。吴方言分布在长江下游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湘方言和赣
方言分布在长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和
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地区。粤方言分布在
珠江流域。闽方言分布在东南丘陵与瓯
江、闽江、独龙江分割交错地区。客家
话分布在南岭到武夷山南端的山地。



方言岛

操某种方言的人群居住的不太大的
区域被周围大片的其他方言所包围，就
像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这种现象称
为方言岛。现存的方言岛多源于明清两
朝的移民。移民出于军事、政治、经济
等种种原因。



军话

《明史·兵制》：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
千六百人为一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
人为百户所”。卫所军士有三个来源：“从征者，诸将
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
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籍皆世籍。

“军话”多分布在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福建武平军
家话（8000人）、海南儋县军话（3000人）、海南
崖城军话（4000人）、广东平海军声（10000人）、
广东陆丰青塘军话（8000人）、广东陆丰坎石潭军话
（500人）、广东海丰龙吟塘军话（400人）。



海外汉语方言

亚、美、欧、澳、非各大洲均有分布，有
150个以上海外方言社区，总人口达2400万。
海外使用汉语方言的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有7
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
菲律宾、越南、美国。汉语方言不是通过征服
性的殖民手段散布到海外，而是闽粤沿海地区
居民远渡重洋去谋生所形成的。因此，海外汉
语方言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闽方言、粤方言，
还有少量客家话。



第三节
汉语方言的历史鸟瞰

一 史前汉语的多源融合

二 上古汉语的共同语和方言

三 中古汉语方言格局的形成

四 近代汉语方言的发展演变



史前汉语的多源融合

汉民族形成之初就是一个多民族共
同体，其文化也有诸多源头。已发现的
7000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全国，
其中重要遗址不仅有黄河流域中游的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还有下游的大汶
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长江流
域中游的大溪文化——湖北龙山文化、
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等。



汉民族的主源——华夏族

汉民族的主源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华夏文明分布广阔，人
口稠密，部族众多。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距今5000年
前的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已达150万平方公里，而同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
明分布范围不超过20万平方公里，古埃及文明不到10万平方公里，晚
于龙山文化几百年的印度河文明鼎盛时也不过130万平方公里，更晚的
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分布范围则更为狭小。龙山文化分布区的人
口十分稠密。6000年前陕西沣水一段长20公里的河岸旁就有氏族村落
十几处，一个村落有几万至十几万平方米的面积、四百到五百人口。
5000年前河南洹水一段长七公里的区域内，村落更多达19个。公元前
21世纪夏朝建立时，地域囊括黄河中游广大的中原地区，人口据晋代
皇甫谧《帝王世纪》提供的参考数字，已达13553923。商周两代在夏
的基础上向东西两侧融合了黄河下游和关中一带的部族，逐渐形成庞
大的华夏共同体，春秋战国进一步向南融合了长江流域中游的楚族和
下游的越族，到秦汉时期最终建立起封建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从此称
为汉族。此时的分布面积已达到65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



华夏族是不断融合其他部族而形成的

华夏族是由夷羌苗黎诸部族融合而成的。据《国语》等书记
载，华夏族祖先是同出于少典氏的炎帝与黄帝。炎黄等血缘性部
落和部落联盟结成地缘性的部族，征服了蚩尤。黄帝又战胜了炎
帝，成为黄河流域的最高部族首领，后来禅让至尧舜禹。舜和禹
以及后来的夏商周诸王都以黄帝为祖先，却并非都出自黄帝部族。
《孟子·离娄下》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
之人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称“禹兴于西羌”，他后来终结禅
让制，传位于子，建立了夏朝。《尚书序》称，商灭夏之前已经
历了“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的长期发展和迁移的历史，其祖先是活
动于渤海沿岸的东夷。《孟子·离娄下》称周文王“生于岐周，卒
于毕郢，西夷人也”。周与羌关系密切，古公亶父娶羌人姜女为
妻，周太王与周武王娶的也都是姜姓女子。在以黄帝部族为核心
的华夏族不断融合其他部族的过程中，华夏族的方言“夏言”逐渐
成 为 各 部 族 的 共 同 语 ， 也 就 是 汉 语 的 前 身 。 和 华 夏 族 、
华夏文化一样，夏言也有多个源头。



部落方言和部族共同语

原始社会是汉语发展的史前期。语言产生于氏族社
会的部落之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指出，“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每一个部落
都“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人口的繁衍
导致部落不断分化，部落方言也随之分化。随着社会的
发展，不同的部落又联合成部落联盟，而“只有基本方
言相同的部落才结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相传黄帝时
中原有“万国”，相应也就有上万种部落方言。但是，血
缘性的部落方言还不是地域方言，部族共同语才开始具
有地域性，而部落方言与部族共同语的关系则是后来地
域 方 言 与 民 族 共 同 语 关 系 的 雏 形 。



上古汉语的共同语和方言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初期的秦汉时期，是
汉语发展的上古期。这一时期，地缘性部族的兼
并、联合取代血缘性氏族的分化而成为社会发展
的主流。黄帝时的万国到夏时已并为三千，西周
则为八百诸侯，春秋战国进一步兼并为秦楚齐燕
赵魏韩等少数强国。与此相适应，上古期汉语的
发展也出现了互相渗透和融合的潮流。强国的方
言逐渐取得优势，形成了若干方言区域。秦灭六
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后，推行统
一书面语的“书同文”政策，一方面推动了部族方
言的融合和汉族共同语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为日
后地域方言可以跟书面语分道扬镳、自行发展提
供了可能性。



先秦文献所反映的方言差异

《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

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北方曰译。

《左传·襄公十六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

《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之师而学之，亦异于

曾子矣。

《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也，齐东野人之语也。

《左传·文公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
会……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
吾与之先。”使士会。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
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一齐人傅之，

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
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先秦方言差异的实例

周人谓鼠未腊者朴，郑人谓玉未理者朴。周人过
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乃
死鼠也。因谢不取。（《战国策·秦策》）

若敖娶于谿，生鬬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谿。
淫于谿子之女，生子文焉。谿夫人使弃诸梦中，
虎乳之。谿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
使收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鬬谷
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左传·宣公四年》)



上古汉语方言的格局

《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荀子·荣辱》: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汉书·地理志》：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

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

夏言是当时的北方方言，楚语、越语
是南方方言。那时南北汉语的界限在秦岭淮河一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