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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方言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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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汉语方言特征词是方言区内大体一致、区外比较少见的一定批量的方言词。文章所认定的官话方言

特征词是指官话内部大体一致、东南方言中又较少见的方言词 ,共 341 条。文章逐条考察其分布状态、历史层次 ,

由此探讨官话方言内部各区之间的关系、官话方言与东南方言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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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述

方言特征词是表现该方言词汇特征的最重要的

方言词 ,它是“不同方言之间的词汇上的区别特征 ,

即一定批量的本区方言共有的而在外区方言少见的

方言词”,有的特征词“在区内未必完全一致 ,外区方

言也可能有交叉”,有的则具有极强的内部一致性与

对外排他性。“研究方言特征词可为方言分区提供

依据 ,说明方言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对于汉语词汇史

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①本文依据李如龙提出的方

言特征词理论 ,通过对官话方言特征词的考察 ,探讨

官话方言各区之间的关系、官话方言与东南方言间

的关系 ,以及官话方言词汇的历史层次。

《现代汉语词典》( 1983 年版 , 以下简称《现

汉》) ②收了方言词 2331 条 ,其中包括纯方言词 1745

条 ,含有方言义项的词 586 条 (据苏新春先生统计) ,

本文统称为方言词。《现汉》将这部分词标上了

〈方〉,表明它们是来源于方言的词汇 ,但未指明它们

具体使用于何种方言。《汉语方言大词典》③是目前

汇集方言词最多的大规模工具书 ,为每个方言词或

方言义项列举了分布区域 ,并按《中国语言地图

集》④把全国方言分为 18 区 :11 东北官话 　21 北京

官话 　31 冀鲁官话 　41 胶辽官话 　51 中原官话 　

61 晋语 　71 兰银官话 　81 江淮官话 　91 西南官话

　101 官话 　111 徽语 　121 吴语 　131 湘语 　141
赣语 　151 客话 　161 粤语 　171 闽语 　181 平话。

这当中 11～18 是非官话区 ,第 6 类晋语能否从官话

方言中分立 ,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 ,至少与诸多东南

方言相比 ,晋语与官话的关系总是比较近的。第 10

类“官话”包括现代的官话方言岛和早期白话文中的

方言词 ,数量不多 ,可不作参考项。《现汉》中的方言

词大多数也都见于《汉语方言大词典》,把两书的词

条一对照 ,《现汉》里所收的方言词 (限于两书共收的

词条)是来自何种方言 ,就显现出来了。此外 ,我们

还作了补充调查。

据此我们把《现汉》中来自前九区的 341 条方言

词抽出来 ,作为研究官话方言特征词的基础材料 ,并

确定 :凡是分布在各官话区及晋语区 7～9 区、在东

南方言中又较少见的 ,作为官话方言的一级特征词 ;

凡是分布在各官话区及晋语区 5～6 区、或与东南方

言有较少交叉的 ,视为官话方言的二级特征词。具

体情况如表一 :

　　　表一

级 　别 词目数 分布于官话各区及晋语的区数 其中未见于东南方言的词目数 与少数东南方言共有的词目数

一级特征词 103 7～9 64 39

二级特征词 238 5～6 166 72

　　1. 表中一级、分布于官话各区及晋语的 64 条特

征词词目如下 :

见于 9 区的 10 条 :当家的、红火、脚脖子、脚丫

子、冷子、撵、泡汤、屎克郎、媳妇儿、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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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中可以看到 ,每两区的共有词数大致呈递

减趋势。据此我们作如下分析 :

1. 官话的核心区、过渡区与边缘区

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及中原官话之间

每两区共有的特征词 (词形与意义、用法全同) 的数

量都在 70 %以上 ,四区共有的特征词为 209 条 ,占

总数 341 条的 6113 %。这表明在我们考察的范围

内 ,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的词汇

的一致性相对强得多 ,可以认为此四区为官话的核

心区。这四区的地缘关系极为密切 ,且少山脉与河

流的阻隔 ,彼此沟通往来便利 ,历史上的各种因素的

移民相对频繁 ,利于方言的交融。此外 ,这四区的人

口密度很大 ,官话区将近一半的人口都集中在这里。

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使各区方言保持相对的一致性。

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处于官话的边缘

区 ,它们与核心区共有的特征词数少得多 ,与核心区

的词汇差异性也相对大得多。从发生学的角度讲 ,

江淮官话所通行的地域原来通行过吴语 ;西南官话

是江淮官话在西南地区的延伸 ,是移民所致 ,史载明

代将领沐英平定大西南之后 ,江淮湖广一带汉人大

量移居云、贵、川 ,于是形成了西南官话⑤;兰银官话

则是中原官话在西北地区的扩展与演化。这些边远

地区的官话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较多的差异 ,这

是容易理解的。

胶辽官话和晋语处于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过

渡区 ,是核心区的左右翼。晋语尽管在地域上与核

心区相接 ,但由于太行山的阻隔造成语言上的封闭 ,

与核心区有一定的差异。胶辽官话以海域相通 ,与

核心区也隔了一层 ,因而差异相对大一些。

这种三分法是根据官话的特征词作出的论断 ,

跟从语音角度作出的论断会有出入。李荣先生主张

把晋语从官话中分立出来而与官话并列 ,这一主张

体现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纂中。后来刘勋宁进

一步把官话内的八区再分为三个大区 :北方官话 (胶

辽、东北、北京、冀鲁官话) 、中原官话 (中原、兰银官

话) 、南方官话 (江淮、西南官话) 。⑥这与我们所归纳

的核心区、边缘区、过渡区的三分有不少共同点 :东

北、北京、冀鲁官话之间关系密切 ,兰银、江淮、西南

官话地处边远地区 ,关系远 ;不同的只是中原、胶辽

官话和晋语的位置。所以有异 ,主要是由于所据标

准不同 ,语音标准更重其异 ,词汇标准更重其同 ,而

且语音差异和词汇差异也未必密合 ,划分的结果自

然会有些出入。

2. 官话区内部各区之间关系的考察

官话区内部各区之间或因为地缘的因素 ,或由

于历史上的移民因素 ,形成不同的亲疏远近关系 ,现

只择要作几点论述。

(1)东北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关系最近。这主要

是历史原因所致。东北官话区的汉人大部分来自河

北、山东两省 ,属冀鲁官话区。除了军事、政治上的

大批移民之外 ,还有民间的自发移民 ,明清以来是第

三次移民高潮。史载 : 1771 年吉林、黑龙江两省的

汉族人口数为 830 836 人 , 1780 年为 975 533 人 ,

1907 年为 13 870 997 人 , 1930 年为 27 361 709

人。⑦20 世纪的前半叶 ,汉族最终成为东北人口最多

的民族 ,在土著语言、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冀

鲁官话极相近而又有别的东北官话。

(2)最接近北京官话的是冀鲁官话。两种官话

地缘上相毗邻 ,前者处于后者的包围之中。北京官

话在形成过程中 ,不断地吸收外区方言的词汇成分 ,

其中尤以冀鲁官话为多。

东北官话也比较接近北京官话。从语音角度

看 ,李荣先生曾作出过论断 :“东北三省有许多方言

比河北省更接近北京”, ⑧“专就古入声的清音声母

字今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言 ,东北官话区也可

以划到北京官话区”。⑨这一结论与我们从词汇角度

得出的结论有相同之处。从历史上讲 ,东北官话和

北京官话是同源且联系密切的两个方言区。现代北

京话的前身是幽燕方言 ,而东北方言是一千年前在

幽燕方言及东北少数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且一直与北京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并对其产生

相当大的影响。据林焘研究 ,12 世纪中叶金女真族

统治者迁都燕京、17 世纪中叶清八旗兵进驻北京 ,

这两次东北方言的大规模回归北京 ,对现代北京话

的发展和北京官话区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⑩史载 1644 年入关的清兵八旗将士及家属大约

40 万 , �λϖ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民政部统计 ,北京

内外城人口总数为705 604人 ,其中八旗为236 771

人 ,占总数的 33. 56 %。�λω这样的人口比例显然加剧

了语言的交融。从地缘上讲 ,北京官话与东北官话

靠着从河北东北部围场、承德一带直到北京的一个

东北宽阔、西南狭窄的区域相连通。这条历史上形

成的通道使得两区方言相互影响 ,日渐趋同。

(3)与中原官话最接近的是冀鲁官话。中原官

话的中心地带处于洛阳一带 ,它是历史上的中心官

话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文化中

心 ,这一带的方言自然就成为颇具影响力和向心力

的雅言。影响所及 ,地缘上极为密切的冀鲁官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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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首后来《儿女英雄传》40 回 :“便算梦幻无常 ,

请教这部天理人情《儿女英雄传》后首该怎的个归

着 ?”

侉语音不正 ,特指与本地不同《儿女英雄传》12 回 :

“听他说话虽带点外路水音儿 ,却不侉不怯 ,安太太

心里先有几分愿意。”

耍钱赌博《儿女英雄传》7 回 :“人家都知道挣钱

养家 ,独他好吃懒做 ,喝酒耍钱。”

现眼出丑《儿女英雄传》31 回 :“作贼的落到这

个场中 ,现眼也算现到家了。”

麻利迅速 亦作麻力。《老残游记》4 回 :“玉大人

官却是个清官 ,办案也实在麻力 ,只是手太辣些。”

蛐蛐儿蟋蟀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蛐蛐

儿》:“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 ,贵者可值数金 ,以其能

战斗也。”

根据上述七类情况 ,将 341 条作出分类统计 ,如

表三 :

　　　表三

见于上古汉语 见于中古汉语 见于近代汉语 总数 比例

意义和用法无明显变化的传承词 12 10 85 107 31. 4 %

意义或用法有明显变化的变异词 11 3 31 45 13. 2 %

见于现代汉语时期的创新词 189 189 55. 4 %

341 100 %

　　从历时角度看 ,官话方言的这些特征词当中 ,创

新词最多 ,占 55. 4 % ;其次是传承词 ,占 31. 4 % ;变

异词最少 ,占 13. 2 %。传承和变异的特征词中 ,来

源于近代汉语的成分远远超过承自上古和中古汉语

的成分。由此可见 ,现代官话的直接源头正是近代

汉语。与东南诸方言相比较 ,说官话方言保留早期

汉语的特点较少 ,是合乎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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