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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年4月23日下午方言分化、接触之模型小型

讨论会在我中心召开 

wangfeng 通知 2010-5-2 0:06:12 342

标题 2010年4月23日下午方言分化、接触之模型小型讨论会在我中心召开 

内容 2010年4月23日，在北京大学汉语中心会议室召开了关于方言分化、接触之模型的小型讨论会。此次讨论会主

要围绕王洪君教授发表于《方言》2009年第3期上的文章《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中

提出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新模型展开。会上，王洪君教授就这一新模型作了报告。讨论会由副教授汪锋主持。与

会学者还包括：李小凡、孙玉文、项梦冰、陈保亚、张渭毅、王超贤、李娟、陈宝贤。 

关于新提出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模型，王洪君教授在报告过程中介绍了新模型中的主要思想。在新模型中，最重

要的思想是区分演变和层次，其中演变是方言自身的变化，不同阶段之间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且通常有音

理可循，而层次则是一种方言接触的现象。王洪君认为，汉语方言的演变是一种“续断”结合的演变，并且汉

语通语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次方言的交替。另外，在汉语方言音韵史中，一直都存在着北方通语对其他方言的

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在北方地区表现为推平，在南方地区则一般表现为层次。新的模型

体现了汉语方言音韵史在这些方面的特点。从新的模型出发，王洪君还指出了汉语方言研究中用历史比较法拟

测各方言原始语的重要性。拟测各方言的原始语，对确定方言推平的时间和南方方言的层次有很大的作用。对

北方方言的原始语进行拟测，可以确定通语在北方最后一次推平的时间；利用白读层对某一南方方言的原始进

行拟测，则可以确定该方言从北方方言中分裂出来的时间。王洪君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历史分类与创新的问题。

守旧和创新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历史上分化的两个方言，有创新的是分化出去的一支，守旧的就是另外一支。

创新多半可以定义方言的区域界限，但无法确定方言从北方话中分裂出来的时间。而根据南方方言的白读层和

文读层分别具备北方通语哪一阶段的创新，不具备后一阶段的创新，可以推出其白读层和文读层的绝对时间。 

针对王洪君教授的报告和新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模型，与会老师都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 

孙玉文老师认为，在历史上方言的分化和共同语的渗透确实一直在起作用，但是通语对其他方言的推平在语音

上很难得到证实，因为各地诗人的用韵一般是一致的，例如先秦的《诗经》音系和楚辞音系就基本上是一样

的。不过，词汇和语法也许可以作为推平的证据，因为楚辞中的词汇和语法就很有特色，与《诗经》有所不

同。 

李小凡老师认为新的模型吸收了目前为止关于汉语方言演变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吸取其中的长处，是一个相对

比较完整的体系，将汉语方言历史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斟酌。第一，

是模型给人以汉语起源于单一源头的直观图像，这一点上反不如徐通锵1991年的模型。目前关于中华文明史的

认识已从黄河流域中游单一起源发展为多源一体，这一点对社会人文现象具有普遍意义。理想的模型应该体现

汉语起源的多源性。第二，历史分类的说法不太准确，容易被理解为对某一历史时代的汉语方言进行分类，诸

如林语堂依据扬雄《方言》对秦汉时期汉语方言的分类，周振鹤、游汝杰对历代汉语方言区划所作的拟测。而

这在本质上仍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方言所作的共时分类。用历史音韵标准对现代方言进行分类不能叫做历史分

类。这个模型实际上是对已分出的各类方言进行历史关系的分析，文章题目就定位在这一点上，不必与方言分

类纠缠在一起。第三，推平是该模型十分重要的新的基础性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界定和说明，使之能与层

次、换用等现象区分清楚。一个已经形成的方言受到另一个方言的影响，在什么情况下被推平，什么情况下形

成历史层次，应该有清楚的交代。第四，图7将闽语处理为直接从上古汉语分裂出来的方言，吴语则是晋代以后

才分裂出来的，这与大量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上各大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时间顺序难以符合，古吴语恐怕是闽

语的源头之一。第五，该模型以各大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从北方话分裂出来为主线，大体符合实际情况，

但“分裂”的说法容易被理解成谱系树模型。换一个视角，不妨说，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以一个最具权威

的方言为核心，不断融合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由此形成不同的方言，而其自身也不断变化。第六，方言

历史研究必须将历史比较和文献考证相结合，二者都不能独立完成历史研究，这一点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结合得好并不容易，这种结合不能采取两张皮的做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哪一种为主。若有充分丰富的系

统性文献资料，就应以文献研究为主，例如近代西方传教士记录的某些方言的语料就足以反映该方言当时的真

实语言面貌。若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那就只能以历史比较为主了。 



对于李小凡老师的观点，王洪君老师一一给予了回应。就汉语的起源的来说，不管汉语有多少个源头，在形成

汉语之初，就是一个语言，而且考古学发现的黄河流域以外的古文明可能不使用汉语。关于推平的问题，王洪

君提出，通语在北方地区的推平应该是没有经历文白异读的阶段的，推平的结果是，某一方言的人用原来的方

音说通语的音类分合关系。郭锐老师在这里提出，文白异读是否产生可能与方言和通语之间的差异大小有关，

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产生文白异读，而小的差异如果被认为是一种口音的问题，就不会产生文白异读。另外，

对于吴语产生的时间问题，王洪君老师也给出了回答，从历史比较法的结果来看闽语在现存方言中最古老的，

上古时期的吴语已经变为现在的闽语，而现在的吴语是西晋时从北方话中分化出去的，这一点由于模型中不考

虑空间问题所以没有显示。王超贤老师提出可以每一个区域画一条纵线，结合空间和时间，但必须将音变转换

成音律，一条律画一个图。 

项梦冰老师认为，新的汉语方言音韵史模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型，非常有启发性。关于汉语的起源问题，在

具体操作过程中，单源是比较可行的。关于推平的现象，项梦冰老师根据他对客家话的调查提供了一些例子，

多数情况是换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一种由是通婚引起的，小孩子换用母亲使用的方言；另外一种情况在

移民后弱势群体换用强势群体的方言，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异读；还有一种情况是，客家话的人移民到闽语区

后，整个声调系统换用闽语的，声韵还是客家话，这种情况并没有经历文白异读的过程。对于这些例子， 李小

凡老师认为，在这种方言换用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个混合的阶段，只是不表现在字音的重叠上，而是表现在

音系的混合上。 针对换用的问题，汪锋老师提出了一个疑问，古代背景下的换用和现代社会的换用是否是一样

的。王洪君老师认为如果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接触的话，是具有泛时性的，古今差别不大。 

项梦冰老师还提出，在重构方言原始语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归属不明的边界方言是否纳入构拟的问题。在这个

问题上，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分别就考虑这些方言和不考虑这些方言做不同程度的重构，重构之后再确定这些边

界方言分化的年代。 

张渭毅老师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现在的汉语语音史和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是脱节的，

现在认为汉语史的发展是散点多线式，但这个模型还是九点或散点一线式的。而且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文献

整理工作做得还不够，如果能够每个时期都做出一个音典，最好是一个对照手册，再来看守旧和创新会比较

好。其次，汉语史研究中认为通语和读书音是不同的，将韵书、韵图、戏曲放在一起也是不合适的，韵书的传

承性是很强，通语的基础每个时期也是不同的，读书音继承性就比较强，唐朝以后读书音和通语差别比较大。

另外，南北朝时期和辽宋金时期都有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的差别，这一点在模型中也应该予以考虑。 

对于张渭毅老师的观点，王洪君老师提出，如果读书音是各地读书人说的，跟通语的性质就是完全一致的。兰

青官话直到解放前，都是只有字音分类的标准，没有发音的标准，一直到赵元任录制音片之前，都是没有音值

标准的。而读书音尽管在科举的时候是以切韵为标准的，但在各个时期有自己通行的文艺形式，唐诗、宋词、

元曲，包括后来的各种曲艺，使用的都不是当地的语音，而是文读音。这里所说的通语就是这种文读音，跟科

举考试的读书音也许不同，但它是各地按各地的音系去念的，而且跟土语不同。另外，通语的发展就是九点一

线的，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次方言的替换，是一种突变。这个模型也体现了南北朝时的情况，只有当南方建

立了汉人政权时，才能产生文读音，每一个南方建立的汉人政权，都会把前一阶段的北方话带到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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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士元先生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于4月9日
举行 

hamburger 通知 2010-4-19 13:51:34 931

3 王士元教授主讲《语言与大脑》系列讲座第十讲 wangfeng 通知 2010-4-7 8:57:29 849

4 “汉语处理相关问题研讨会”会议简报 hamburger 简报 2010-4-1 18:12:26 599

5 《语言与大脑》系列讲座第三阶段通知 wangfeng 通知 2010-3-23 12:55:03 1089

6 “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 国

际学术研讨会”通知 

hamburger 通知 2010-3-22 20:19:27 932

7 北京语言大学孙朝奋教授、Traugott教授讲座通知 hamburger 通知 2010-3-22 10:00:14 1203

8 我中心兼职研究员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被授

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hamburger 通知 2010-3-18 15:53:17 1101

9 中心2009年年度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简报 hamburger 简报 2010-3-3 16:27:35 1052

10 2010年1月20日“汉语•汉字音义形编码的规律及 hamburger 简报 2010-2-1 10:16:37 1483



演化”研讨会在我中心召开 

11 2009语言学与逻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综述 hamburger 简报 2010-1-26 12:41:36 1620

12 2010年语言学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开始接受旁听报

名 

hamburger 通知 2010-1-26 12:25:27 1461

13 座谈研讨会“汉语·汉字音义形编码的规律及演

化”通知 

hamburger 通知 2010-1-19 15:31:03 1001

14 “语义地图与汉语研究”第三讲-从方言材料到语

言共性 

wangfeng 通知 2009-12-25 10:38:01 1516

15 “语义地图与汉语研究”第二讲-语义地图与汉语

方言 

wangfeng 通知 2009-12-25 9:51:20 1371

16 2009语言学与逻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 doubtfire 通知 2009-12-24 15:45:45 1134

17 “语义地图与汉语研究”讲座 wangfeng 通知 2009-12-16 22:36:27 1573

18 王力先生学术讲座第十二讲通知 hamburger 通知 2009-12-15 10:25:40 1285

19 王力先生学术讲座第十一讲通知 hamburger 通知 2009-12-10 11:55:05 1192

20 王力先生学术讲座第十讲通知 hamburger 通知 2009-12-2 11:06:43 1068

21 第七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通知 hamburger 通知 2009-12-2 11:06:08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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