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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读 《中 国 语 言 地 图 集 》

张 振 兴

壹 中国 语言 地 图 集》与 汉 语 方言 分 区 图

中 国社 会 科 学 院 和 澳 大 利 亚 人 文 科 学 院 合作 编 纂的 《中 国 语 言 地 图 集》 下 文 简 称 《地 图

集 》
,

由 香港 朗文 远 东 有 限 公 司 于 年和 年分 两 次正 式 出 版
。

有 中 文
、

英文 两 种版

本
。

《地 图 集》共有 厘 米 彩 色地 图 三 十 五 幅
,

每 幅图 附 有 必 要 的 文字说 明
。

为 了 照 顾非

语 言 学 专 业 的其 他读 者的 实 际 需 要
,

文 字说 明 中分 区 的 地 理
、

分 区 的 特 征 行 文 比较 详 细
,

具 体

的语 言 或 方 言 事 实 的 描 写 都 尽 可 能 简 单
。

地 图 集 》包 含 三 部 分 内 容 是 五 幅 综 合 图
,

其 中

是
“

中 国 汉 语 方 言 图
” ,

宏 观 地 展 示 了 汉 语诸 方 言 分 布 的全 景 是
“

广 西 壮 族 自治 区 语 言

图
” ,

表 现 了 广 西 境 内汉 语 诸 方 言 和 各 少 数 民族 语 言 分 布 的 复 杂 面 貌
。

是 十六 幅 汉 语 方 言

图
,

其 中 是
“

东 南地 区 的汉 语 方 言
” ,

是
“

安 徽 南 部 汉 语 方 言
” ,

是
“

江 西 省和 湖 南 省

的 汉 语 方 言
” ,

是
“

广 东省 的 汉 语 方 言
” ,

是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汉 语 方 言
” ,

是
“

海 外

汉 语 方 言 分 布 图
” ,

分
、

两 张
。

这 几 幅 图都 是 从 区 域 出发 讨论 方 言
。

其 他 各 图 都是 从 方 言 出

发 讨论 分 区
。

是 十 四 幅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图
。

这 种 用 多 幅 彩 色 地 图 的 形 式
,

把 汉 语方 言和

各 少 数 民族 语 言 加 以 分类分 区
,

标 出 它 们 的 地 理 分 布
,

在 我 国 还 是 第 一 次
。

因 此
,

《地 图 集 》的

出 版 受到 海 内外 学 术 界 的 重 视
,

被认 为 是 我 国 科 学 文 化 领 域 的一 项 基 本 建设
。

《地 图 集 》中 汉 语 方 言 分 区 图 及 文 字 说 明 部 分
,

是 由 中国 社 会科 学 院 语 言 研 究 所 组 织 全 国

部 分 方 言 工 作 者 共 同 编制 的
,

由李 荣
、

熊 正 辉
、

张 振 兴 担 任 主 编
。

这 项 工 作 包 括 方 言 调 查
,

新

旧 资料 整 理 分 析
,

绘 制 分 区 草 图 和 编 写 文 字 说 明 等 几 个 步 骤
。

起 始 于 年
,

全 图 定 稿 于

年
,

最 后 校 对 时 略 有 改 动
。

这 是 中 国 汉 语 方 言 学 界 年 重 新 振 起 以 后 承 担 的 第 一 项

大 型 工 程
,

得 到 了 有 关 各 方 的 大 力 支 持
,

体 现 了 中 国 汉 语 方 言 学 界 集体 合作
,

协 同 攻 坚 的 优 良

传统
。

工 作 过 程 中
,

一 方 面 充分 利 用 了 在 此 之 前所 取 得 的汉 语 方 言 研 究成 果
,

以 及 积 累起来 的

丰 富 的调 查 材 料
,

同 时 又 组 织 力 量 对 广 东
、

江西
、

安 徽
、

新 疆
、

陕西
、

甘 肃
、

宁夏
、

青 海 等 省 区 进 行

了 一 次 大规模 的 面 上 调 查
,

对 某 些复杂 地 区 的 汉 语 方 言 也 进 行 了部 分 核 查
。

这 些 调 查 与 核 查

涉 及 到 将 近 个 市 县 或 相 当 于 市县 的 方 言 点
,

调 查 人 员 的 行 程 达 数 万 公 里
。

因 此
,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绘 制 的汉 语 方 言分 区 图 和 随 图 的文字 说 明
,

不 仅 精 炼地 总 结 了 在 此 之 前 的汉 语 方 言 的研

究 成 果
,

同 时 包 含 了 大 量 汉 语 方 言研 究 的 最 新 信 息
。

它 比较 客观 地 反 映 了 汉 语 方 言 分 区 的实

际 面 貌
,

比 较 清 楚 地 表 述 了 汉 语 各 个 方 言 区 的 重 要 特 点
。

可 以 毫不 夸 张 地 说
,

这 是 汉 语 方 言 研

究的 一 次 重 大进 展
。

《地 图 集》第 一 集 出 版 至 今
,

已 经 整 整 过 去 了 十 个年 头
。

十 年来
,

汉 语 方 言研 究 取 得 了 很 多

新 的 成 绩
,

不 断 有 新 的事 实
,

新 的 材 料 公 诸于 世
。

特 别是 近 年来
,

海 内 外 的很 多 学 者
,

对 汉 语 方

言分 区 问题 表现 了 一 轮新 的 热 情
。

无 论 如 何
,

讨 论 汉 语 方 言 分 区 的 时 候
,

总 是 要 涉 及 到 《地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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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里 对 汉 语 方 言 分 区 的 各 种 理 论 和 实 践 问 题 的
。

因 而 引 发 了 对 汉 语 方 言 分 区 地 图 和 文 字 说

明 的各 种 评论
,

如 丁 邦新
,

梁金 荣 等
。

从 任 何一 个 角度来 说
,

这 都 是 一 件 令 人 十分 高

兴 的 事情
。

因 为 开 展 正 常 的 学 术评 论
,

是一 个 学 科繁荣 的标志
,

也 是 一 个 学 科 取 得 不 断发 展 的

重 要 条 件
。

正 是 在 这 样 一 个 环 境 下
,

最 近 有 机 会 重 新 检 查 了 汉 语 方 言 分 区 的 各 幅地 图
,

重 新粗

读 了 有关 的文 字说 明
。

十年 前汉 语方 言学 界 为编制汉 语方 言分 区 图 而 辛 勤工 作 的情 景犹 在 眼

前
。

那 是 一 段 难忘 的 日子
,

现 在 想 起 来 仍 然 十分 令 人 振奋
。

贰 关 于汉 语 方 言 的 分 区

对 汉 语 方 言 的分 区 问 题
,

许 多 学 者做过 十 分有 益 的 探 讨
,

但 真 正 大 规 模 付 之 实 践 的是 《地

图 集
。

《地 图 集》的 汉 语 方 言分 区 图 和 文 字 说 明
,

是 汉 语 方言 研 究理 论和 实 践上 比 较好 地 结 合

的产 物
。

这 主 要 表现 在 以下 三 个 方 面
。

一
、

提 出 了 汉 语 方 言分 区 的 框架
,

在 画 分 层 次 上 提 出 了 全 新 的概 念
。

传统 上 往 往 用
“

方 言

—
次 方 言

—
土 语

”

三 个 层 次 来 画 分 汉 语 方 言
,

同 样也 用 于 画 分 其他 语言 里 的 方 言
。

这种 画

分框 架
,

在 近 期 的 讨 论 方 言分 区 的论 著里
,

仍 然 不 时 可 以 看到
,

可 见 有 很 深 的影 响
。

显 然 这 是

不 准 确 的
。

它 没 有 反 映 不 同 层 次 方 言 的本 质
。

这 种三 个 层 次的 画分 框 架
,

把方 言 的 层 次画 分
,

误 解 成了 方 言 的优 劣差 别
,

似 乎 方 言 有 主 次 之 分
,

有 雅 俗 之 分
。

从 使 用 人 口
,

对 周 边 方 言的 影

响 力
,

在 推 进 政 治
、

文 化
、

经 济 的 发 展 中所 起 的 作 用 而 言
,

方 言 有 优 势 方 言 和 非 优 势 方 言的 不

同
。

但 就 方 言 本 身而 言
,

从 语 言 结 构 和 语 言 功能 而 言
,

任何 方 言 都 是 平 等 的
,

无 所 谓 主 次
、

雅 俗

之 分
。

其 实
,

方 言 分 区 的 时候
,

之 所 以 必 须 分 成 若 干 层 次
,

只 是 一 种 分 类 上 的 需 要
,

也 便 于 称

说
。

层 次 越 大 的 方 言
,

大 类 的 共 同 性越 概括
,

越 抽象
,

能 够 函 盖 这 个 大 类 所 有 方 言 的 共 同 特 征

也 就 越 少 反 之
,

层 次 越 小 的 方 言
,

小类 的共 同 性 越 具 体
,

能 够 函 盖 这 个 小 类所 有 方言 的共 同 特

征 也 就 越 多
。

因 此
,

方 言 的 层 次 画 分
,

本质 上 只 是 根 据共 同 特 征 所作 的 不 同 层 次 方言 的 一 种分

类
。

《地 图 集 对 汉 语方 言提 出 了
“

点

—
小 片

—
片

—
区

—
大 区

”

的五个 层 次 画 分法
。

点

指 方 言 点
,

一 般 指 县 市 或 相 当 于 县 市 的 行 政 单 位
,

在 方 言 复杂 的地 区 有 时 也 用 于 指 小于 县 市 的

行 政 单 位 若 干 个 点 组 成 小 片 若 干 个 小 片组 成 片 若干 个 片组 成 区 有 时 若 干个 区组 成 一 个 方

言 大 区
。

除 了 方 言 点 外
,

其 他 各个 层 次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范 围 有 大 有 小
,

有 时 候 一 个 方 言 点 就 是 一

个 小 片
。

在 同 一 个 小 片
、

片
、

区
、

大 区 内 的 方 言
,

都 具 有 比 较 明 显 的共 同 点
。

这 是 用 共 同 特 征 作

标 准
,

对 汉 语 方 言 进 行 多 层 次的 画 分
。

显 而 易 见
,

这 种 五 个 层 次 的 画 分 法
,

对 比 于 传 统 上 的 三

级分 法
,

在 理 论 和 实 践上 都 是一 种 进 步
。

二
、

根 据上 述层 次 画 分 法
,

《地 图 集》把 汉 语 方 言 分 为 十个 区 官 话 区
、

晋 语 区
、

吴 语 区
、

徽 语

区
、

赣 语 区
、

湘 语 区
、

闽 语 区
、

粤 语 区
、

平 话 区
、

客 家话 区
。

其 中 官 话 区
、

闽 语 区 指 的 都 是 大 区
。

官话 大 区 包 括 东北 官话 区
、

北 京官话 区
、

冀鲁 官 话 区
、

胶 辽 官 话 区
、

中原 官话 区
、

兰 银 官 话 区
、

西

南 官 话 区
、

江 淮 官 话 区 等八 个 区 闽 语大 区包 括 闽 南 区
、

莆 仙 区
、

闽 东 区
、

闽 北 区
、

闽 中 区
、

邵 将

区
、

琼文 区 等 七 个 区
。

现 在 看来
,

官 话 大 区 下 面 再 分八 个 区 是 合理 的
,

起码 在分 布 上
,

便于 跟 其

他 的 非 官 话 各 方 言 区 取 得 综 合平 衡
。

闽语大 区应 改 为 区
,

原 来 的七 个 区应 改 为 片
,

原 来 的片应

改 为 小 片
,

这 样 就 跟 吴 语
、

粤语 等 方 言 的 层 次 画 分 取 得 一 致 了
。

这 个 分 区 结 果
,

跟 以 往 学 者对 汉 语 方 言的 分 区 有 明 显 的 不 同
。

章炳 麟 《检 论》卷 五 《方 言

作 于 。 至 年 间
,

把 汉 语 方 言 分 为 九 种
,

只 大致 说 出 地 域
,

都 没 有 准 确 命 名
。

按 今 天

的 说法
,

姑 且 叫 做 北 方 官话
、

陕甘 官 话
、

华 中 官 话 包 括 今 赣 语
、

客家 方 言 和 湘语 的 一 部 分
、

西

南 官话
、

江 淮 官话
、

昊 语
、

徽 语
、

闽 语
、

粤语
。

后 来 赵 元 任
、

李 方桂 等 人 有 的分 为 七 种
,

有 的分 为

方 言



十一 种
,

差 别 很 大
。

五 十年 代 以 后
,

学 者 们 对 汉 语 方 言 的 分 区 渐 趋 一 致
,

大致 有 六 区
、

七 区
、

八

区 之 分
。

分 为 八 区 的 是 官 话
、

吴 语
、

湘 语
、

赣语
、

客 家 话
、

闽 北 话
、

闽 南 话
、

粤 语
。

有 人 把 闽 北 话

和 闽 南话 合并 为 闽 语 就 是 七 区
,

又 有 人 把 赣语 和 客 家 话 合并 为 客赣 方 言
,

这就 只有 六 区 了
。

但

多 数 学 者 都 一 致 认 为
,

官 话 区 下 面 还 应 该 再 分 为 北 方 官 话
、

西 南 官话 和 下 江 官话 三 种
。

对 比之

下
,

《地 图 集》和 以 往 学 者 对 汉 语 方 言的分 区的 区 别
,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一 把 官 话 大 区 再 分 为 八 个 官 话 方 言 区
。

主 要 是 把 以 往 学 者 的 北 方 官 话 再 分 为 东 北 官

话
、

北 京 官话
、

冀 鲁官 话
、

胶 辽 官话
、

中原 官 话
、

兰 银 官 话
。

原 来 的 下 江 官话 江 淮官 话 范 围有

所 扩 大
,

包 括 鄂 东 北黄 岗
、

孝 感 地 区 的 十六 个 县 市 和 江 西 的 九 江 市
、

九 江
、

瑞 昌 等 三 市 县
,

合称

为 黄 孝 片
。

鄂 东 北 的十六 县 市 有 入 声
,

但 没 有 促 音 韵尾
, “

书 虚
,

篆 倦
”

两 对 字 同 音
,

跟 湖北 境 内

的 其他 官 话 方言 有显 著差 别
,

赵 元 任管 这 些 方 言 叫做
“

楚语
” 。

从 综 合特 征 上 看
,

归 入 江 淮 官话

作 为 单 独 一 个 片可 能 比较 合理
。

地 图 集 西 南官话 的 范 围 和 原来 的 差 不 多
。

二 把 晋 语 区从 官话 方 言里 分立 出 来
。

地 图 集 对 晋 语 定 义 为
“

山 西 省及 其 毗 邻 地 区 有

入 声 的方言
” ,

因 此 晋 语和 山 西 方 言 是 两 个 概 念
。

山西 方 言是 从地 理 范畴 指 称 山 西 省境 内 的方

言
,

主 要 是 晋 语
,

还 有 中原 官 话的 汾 河 片和 冀 鲁官 话 的 广 灵 话 晋 语 是 从 方 言 特 征 指 称 山 西 及

其 毗 邻地 区 内 蒙
、

陕 西
、

河 南
、

河 北 一 带有 入 声 的 方 言
,

不 包 括 山 西 境 内 的 中 原官 话 和 冀 鲁 官

话
,

也 不 包 括 山 西 及 其 毗 邻 地 区 以 外 的 有 入 声 的 其 他 官 话 方 言
。

三 把 徽语 区从 昊语 区 里 画 分 出 来
。

安 徽 南 部 的方 言 错 综 复杂
,

既 有 吴 语 的 特 征
,

又 有 某

些 江 淮 官话 的 特 点
,

很 早 就 引 起 学 者 们 的 注 意
。

例 如 章炳 麟 《方 言 区 分汉 语 方 言 为九 种
,

其 中

就 指 出 东 南之 地 独 徽 州
、

宁 国 处 高原 为 一 种
。

厥 附属 者 浙 江背 州
、

金 华
、

严 州
,

江 西 广 信
、

饶 州

也
。

赵 元 任 《绩 溪岭 北 音 系 》也 说过 徽 州 方 言 在 全 国 方 言 里很 难 归 类
。

后 来 的很 多 学 者

多 把 这 一 带 方 言 笼 统地 画 入 吴语 区
。

地 图 集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

在 皖 南 地 区 画 出 宣 州 片
,

归 入 吴

语 区
。

更 重 要 的 是 让徽 语 单 独 成 区
,

包 括 安 徽 南 部
,

以 及 相 邻 的 浙 江 旧 严 州 府 地 区
,

江 西 的德

兴
,

原 浮 梁 县
。

共 十六 个 县 市
。

四 把 赣 语 和 客 家 话 分开
。

赣 语 和 客 家 话 是 合 二 为 一
,

还 是 各 自分 立
,

学 术 界 长 期 以来 就

有 不 同 意 见
。

主 张 合 的 意 见 认 为 这 两 种 方 言 一 致 性 太 明 显
,

古 全 浊 声 母 字 今 读 塞音 塞擦 音 时
,

一 般 都读送 气 清 音 主 张 分 的意 见 认 为 这 两 种 方 言 还 是 有 区 别 的
,

不 过 很 少 有 人 能举 出 强 有 力

的 证 据
。

《地 图 集 》把这 两 种 方 言 分 开
,

主 要 的 根 据 是 部 分 古 浊 音 声 母 上 声 字 客 家 话 今 读 阴

平
,

如 梅 县
“

柱
‘

在
‘ 飞 弟

‘

咬 习 尾
” ,

赣 语 多 数 方 言 尤 其 是 中 心 地 区 的

方 言 无 此 特 点 一 些 常用 的 古 全 浊 声 母 字 客 家话 读不 送 气 清 音
,

赣语 仍 读送 气 清 音
,

如
“

渠 笨
”

二 字
,

梅 县 分 别 读
“ , ” ,

南 昌分 别 读
“

曲 , ’ 劝”

一 些 口 语 常用 词 汇
,

这 两 种方 言 也 不

一 样
,

如 梅 县
“

食 饭
、

食 茶
、

涯 我
、

涯个 我 的
、

保 涯 一 梅 县 人
” ,

南 昌分 别说 作
“

吃 饭
、

吃 茶
、

我
、

我 个
、

是 我 一 南 昌 人
” 。

此 外
,

还 有 一 些 别 的 差 别
,

限 于 篇幅
,

这 里 不 详说 了
。

五 平 话 单 独 成 为 一 个 方 言 区
。

以 往 的汉 语 方 言 分 区
,

很 少 提 到 平 话
。

其 实 广西 壮 族 自

治 区 通 常就 有
“

官
、

平
、

壮
、

白
、

客
”

的 说 法
,

说 明广 西 境 内 除 壮 语 外
,

汉 语 的 官话 西 南 官 话
、

平

话
、

白话 粤 语
、

客家 话 是 四 种 平 行 的方 言
。

平 话 内 部 有 桂 南 平话 和 桂 北 平 话 之 分
,

它 们 的 共

同 特 点 是 古 全 浊 声 母字 今读 塞音 塞擦 音 时
,

一 般 都 是 不 送 气 清 音
。

这 一 点 就 足 以 把 平 话 和 广

西 境 内 的 其 他 汉 语 方言 区 别 开 来
。

因 此
,

《地 图 集 》把 平 话 单 独 画 为 一 个 方 言 区 是 可 行 的
。

以 上 五 项 只 是 说 到 了 《地 图 集 》对 汉 语 方 言分 区 最 主 要 的 新 见 解
。

经 过 十年 来 的 实 践证

明
,

《地 图集 》对 汉 语 方 言 的 分 区
,

大 体 上 还 是 反 映 了 汉 语 方 言分 布 的 实 际 情况 的
。

至 于 说 到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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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方 言分 区 中 的 层 次 画 分
,

根 据 不 同 的 需 要 可 以 有 多 种 分 法
。

例 如 为 了 粗 略 的 方 言 比 较 的需

要
,

可 以 把 汉 语 方 言 分为 官 话 和 非官话
,

把 晋 语
、

湘语
、

赣 语
、

吴 语
、

徽 语
、

闽 语
、

粤语
、

客 家 话
、

平

话统 统 列 入 非官 话
。

为 了 说 明 方 言和 经 济 的关 系
,

可 以 把汉 语方 言分 为沿海 方 言 和 内地 方 言
,

把粤 语
、

闽 语
、

吴 语
,

和 一 部分 官话 方 言 如 胶 辽 官 话
、

江 淮 官话 列 入 沿 海 方 言
,

把 大部 分 官 话

和 晋 语
、

湘 语
、

赣 语
、

客家话
、

平话
、

徽 语 列 入 内地 方言
。

为 了 说 明 汉 语 方 言 的演变 和 接 触
,

还 可

以对 汉 语 方 言 进 行 三 分
,

例 如 把 官话 方 言 江 淮官 话 除外 列 为 北方 方 言 一 类
,

把 闽语
、

粤语
、

吴

语列 为 南 方 方 言一 类
,

把 晋 语
、

江 淮官 话
、

湘 语
、

徽 语
、

客 家 话
、

平 话 列 为 介于 北 方 方 言 和 南 方 方

言 的过 渡 方 言 一 类
。

所 以 方 言的 层 次 画 分 无 所 谓 唯 一 的
、

最 好 的 画 分
。

但 确 实存 在 有 通 用 范

围 比较 广 泛
、

能 够适 应 不 同 需 要
,

比较 合理 的一 种 方 言 层 次 画 分
。

《地 图 集 里对 汉 语 方 言 的五

个 层 次 画 分
,

也 许是 我 们 目 前能 够找 到 的 一 种 比较理 想 的
、

比较 通 用 的 层 次 画 分
。

三
、

提 出 了 汉 语 方 言分 区 的 两 个 基 本 标 准
。

早 期的 汉 语方 言分 区
,

不 可 能提 出 明 确 的分 区

标 准
,

因 为 当 时 没 有 这 个 条 件
。

所 以 早 期 的汉 语 方 言分 区
,

难 免 有 凭 印象 的主 观 色彩
。

必 须 等

到 掌 握 了 足 够 多 的方 言事实 之 后
,

才能 提 出 必 要 的 分 区 标 准
。

在 《地 图 集 》工 作 初期
,

虽 然 已 经

掌握 了 很 多 资料
,

但 还 是 很 不 够
,

这 才有 后 来近 个 县 市 的 面 上 调 查 和 若 干 地 区 的 资 料 核

查
。

在这 个 基 础 上 才 逐 渐 形 成 了 关 于 分 区 标 准 问 题 的 一 些 基 本 思 想
。

一 般 说来
,

方 言 分 区 既

要 考 虑 综 合 判 断 特 征
,

又 要 考 虑 区 别性 特 征
,

还 要 考 虑 人 文 地 理 特 征
。

这 是 方 言 分 区 的 三 个 因

素
。

确 实 很难 只 用 一 个 标 准
,

特 别 是 用 一个 绝 对 排 他 性 的 标 准
,

对 方 言 进 行 自始 至 终 的 画 分
。

当 然
,

也 很 难 设 想 可 以 采 用 多 种 标 准
,

对 方 言 分 区 产 生 相 同 的效 果
。

不 过
,

其 中 有 一 两 个 标 准

对 多 数 方言 的画 分
,

可 能 起 到 较 大 的制 约 作 用
。

我们重 读汉 语方 言 分 区 图 的文 字 说 明
,

一 下 子

就 会 发 现
,

对 主 要 方 言 区 的画 分
,

从 大 处 看 有 两 个 重 要 的标 准 一 个 是 古 入 声 字 的演 变 一 个 是

古 浊 音 声 母字 的演 变
。

按 照 古 入 声 字 的演 变标 准
,

可 以 把官话和 非官话分 开
,

官话 方 言绝 大 多 数

地 点 古 入 声 字 今读 舒声 江淮 官话和 其 他 官话 的 零 星 地 点 除 外
,

非官 话 方 言 古 入 声 字今 仍 读 入

声
,

例外 的情况 很 少 根 据古清 音声 母 入 声 字 的 演变
,

又 可 以 把 官话 大 区 分 为 八 个 区
。

按 照 古 浊

音 声 母 字 的演 变标 准
,

可 以 画 分 九个 非 官话方 言
,

当 然 也 可 以用 来把官话 大 区分开
。

例 如

官 话 大 区

—
除 江 淮 官 话 和 其 他 官 话 的零星 地 点 外

,

官话 方 言 没 有 入 声
,

古 入 声 字 今读舒 声
。

东 北 官 话 古 入 声 清 音 声 母 字 今 读上 声 的 字 比 北京 多
。

北 京官 话 古 入 声 清 音 声 母 字 今 分 归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四 声
。

冀 鲁官话 古 入 声 清 音 声 母 字 今读 阴 平
,

或 多 数读 阴 平
。

胶 辽 官 话 古 入 声 清音 声 母 字 今读上 声
。

中 原 官 话 古 入 声 清 音 声 母 字 和 次 浊 声 母 字 今 读 阴 平
。

兰 银 官 话 古 入 声 清音 声 母 字 今读 去声
。

西 南官 话 大 多 数地 方 古 入 声 字不 论 清 浊 都读 阳 平
。

江 淮官 话 古入 声 字今 读 入 声
。

晋 语 区

—
古入 声 字 仍 读入 声

。

吴 语 区

—
古 全 浊 音 声 母 字 今仍 读 浊 音 声 母

。

徽 语 区

—
古 全 浊 音 声 母字 今读 塞 音塞擦 音 时

,

大 多 数 读送 气清 音
,

但 也 有读 不 送 气清音 的
。

赣 语 区

—
古 全 浊音声 母 字 今读塞音 塞擦音时

,

今读送 气清音 古次浊 声 母 上 声 字一般不 读 阴平
。

湘语 区

—
古 全 浊 音 声 母 字 今读 塞 音塞 擦 音 时

,

有 的 地 方 仍 读浊 音
,

有 的 地 方 不 论 平 仄 都读 为

不 送 气清 音
。

方 言



闽语 区
—

古 全 浊 音 声 母 字 今读塞 音 塞 擦 音 时
,

今多 数 读 不 送 气 清 音
,

少 数 读 送 气清 音
。

粤语 区
—

古 全 浊 音 声 母 字 今读塞 音塞 擦 音 时
,

多 数地 点 今逢 阳 平 阳 上 读送 气清 音
,

逢 阳 去 阳

入 读 不 送 气清 音
。

平 话 区

—
古 全 浊 音 声 母 字 今读塞 音塞 擦音 时

,

今读一 般 都是 不 送 气 清 音
。

客 家话
—

古全 浊 音 声 母 字 今读塞 音塞 擦音 时
,

今 读送 气 清音
,

但 一 些 口 语 常 用 字 如
“

渠 笨
”

往 往 读 不 送 气 清 音 部分 古 浊 音 声 母 上 声 字 今 读 阴 平
。

可 见
,

一 个 古入 声 字 的演 变
,

一 个 古 浊 音 声 母 字 的 演变
,

完 全 可 以 作 为 汉 语 方 言大 区和 区

这 两 级 的 画 分 的 基 本 标 准
。

这 两 个 标准 是 从 大量 的 方 言 事 实 中选 择 归 纳 出 来 的
,

因 而 有 比较

强 的 概 括 性 和 系 统 性
,

适 应 范 围也 相当 广 泛
。

尤 其重 要 的 是
,

实践 已 经 证 明 这 两 个 基 本标 准 可

操 作性 强
,

它 不 是 纯 理 论 或纯 方 法 论 的 东 西
。

还 必 须 指 出
,

这 两 条 标 准
,

一 方 面 比 较 客 观 地 反

映 了 汉 语 方 言 的 结 构 特 点
,

另 一 方 面 也 比较 全 面 地 反 映 了 汉 语 方 言 的 历 史 演 变 规 律
。

用 结 构

特点
,

用 历 史演 变规 律
,

来给 汉 语 方 言分 区
,

这 是 迄 今 为止 所 能找 到 的 最 为 理想 的 分 区标 准 了
。

我们 现 在 还 找不 出比 这 更 加 理 想
、

更 加 可 以具 体 操作 的其 他 标 准 了
。

这 两 个 标 准 都是 语 音标 准
。

能不 能 拿 出 一 两 条 或 苦 干 条 词 汇
、

语 法 标 准
,

来 画 分汉 语 方 言

呢 不 要 说 十年 前 不 可 能
,

就 是 十 年 后 的 今 天
,

也 还 有 很 大 的困 难
。

因 为 就 汉 语 方 言 研 究的进

展 情 况 来说
,

语 音方 面 的研 究 先 行 一 步
,

掌握 的 资 料 相 对 较 多 词 汇
、

语 法 的 研 究起 步 较 晚
,

掌

握 的 资料 到 目前 为 止 还 是 很 少 很 少 的
。

等 过 了若 干 年 以 后
,

词 汇 和 语 法 的 研 究 很 深 入 了
,

那 时

也 许 可 以 拿 出几 条 词 汇
、

语 法 标 准
,

来 给 汉 语 方 言 分 区
。

还 有 人 问 根 据这 两 个 标准
,

只 能 画 分

出汉 语 方 言 大 区 和 区
,

但 管不 住 片
、

小 片
、

方 言 点 的画分
,

是 不 是 缺 陷 肯 定 是 缺 陷
。

但这 是 无可 奈

何 的
。

因 为我 们实在提不 出那 怕 只有 一 条 标准
,

可 以 画分全 国 的所有 方 言
。

这 也 许仅仅是 理 想
。

叁 关 于 晋 语 和 平 话

方 言 是 复杂 的
。

方 言 的 分 布 也 是 复杂 的
。

其 中 往 往 涉 及 到 与方 言有 关 的人 文 地 理 等复 杂

因 素
。

所 以 在 讨 论 方 言 分 区 的时 候
,

经 常要 考 虑 到 方 言 特 征 的 多 重 性 和 非 确 定性 问 题
。

假 设

有
、

两 个 方 言 点
,

以 这 两 个 方 言 点 为 圆 心
,

以 一 定 的 距 离 为 半径
,

画 出
、

两 个 部 分 重 叠 的

方 言 区
。

那 么
,

处 于 圆 心 位 置 的 方 言 点 和
,

其 区 别 性 的 方 言 特 征 最 为 明 显
,

离 圆 心 越 远
,

其

方 言 特征 越 模 糊
,

到 了 两 个 方 言 区 部 分 重 叠 的 地 方
,

既 可 能 同 时 具 备
、

两 个 方 言 点 的 区 别

性 特 征
,

也 可 能同 时 消 失
、

两 个 方 言点 的 区 别性 特征
,

当 然 还 有 第三 种 可 能
,

就 是 具 备 不 同

于
、

的 新 的 区 别性 特 征
。

如 果 有 必 要
,

完 全 可 以 在 重 叠 部 分 的 方 言 地 带找 出 方 言 点
,

并

且 以 方 言 点 为 圆 心
,

以 一 定 的 距 离 为 半 径
,

画 出 第三 个 方 言 区
。

这 种 多 重 性 和 非 确定 性 无

疑 给 汉 语 方 言 的分 区 带 来很 多 的 困 难
。

因 此
,

在汉 语 方 言 分 区 的 时 候
,

在 注 意 通 观 全 局
,

综 合

平 衡 的 前 提下
,

要 有 一 定 的灵 活性
,

不 能太 拘 泥 了
。

否 则 就 无 法 给 汉 语 方 言 进 行 分 区
。

例 如 在 画 分 方 言 大 区和 区 的 时 候
,

也 还 要 综 合考 虑 其 他 因 素
,

给 上 文 所 说 的古 入 声 字 的 演

变
、

古 浊 音 声 母 字 的演 变这 两 个 基 本 标 准 加 上 一 些 必 要 的 限 制 条 件 或 附 加 条 件
。

还 必 须允 许

存在 一 定 条 件 的例 外 或 特 殊 现 象
。

《地 图 集》里 多 处 讨论 这 样 的问 题
,

这 里 举 两 个 明 显 的例 子
。

有 入 声 的 标 准应 用 于 晋 语 必 须 加 上 地 域 上 的 限 制条 件
,

只 限 于
“

山西 省 及 其 毗 邻 地 区
” 。

因 此
,

图根 据古 清音 声 母 入 声 字 自成 调 类 的 事 实
,

把 山东 境 内 渤 海 边 上 的 利 津
、

桓 台
、

邹平
、

章 丘

四 处 自成 章 桓 小 片
,

画 入 冀 鲁官 话
,

不 能 画 入 晋 语 区
,

认 为 是 一 种 特 殊现 象
。

同 样 的 道 理
,

河 北

境 内 有 一 些 零 散 的 地 点 方 言
,

也 有入 声
,

也 不 能 画 入 晋 语 区
。

又 如 古 入 声 字 今读 阳 平 的标 准应

用 于 西 南 官 话
,

但 云 南
、

贵 州
、

四 川 三 省 境 内 有 个 县 市 的 古 入 声 字 自成 调 类
,

有 个 县 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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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入 声 字 今 读 阴 平
,

有 个 县 市 的 古 入 声 字 今读 去 声
。

因 此 对 上 述 处 方 言 点 必 须 加 上 四

声 调 值 的 附加 条 件
。

图 给 西 南 官 话 完 整 的定 义 是
“

古 入 声 今读 阳 平 的 是 西 南 官 话
,

古 入 声

今 读入 声 或 阴 平
、

去 声 的 方 言
,

阴平
、

阳 平
、

上 声
、

去 声 调 值 与 西 南 官话 的常 见调 值相 近 的
,

即 调

值 与 成 都
、

昆 明
、

贵 阳
、

武 汉
、

重 庆
、

桂 林 等 处 的 调 值 相 近 的
,

也 算 是 西 南 官 话
” 。

这 样 就 把

处 看似 例外 的方 言 点
,

大部 分 都包 括 在西 南 官话 的范 围 之 内
,

真 正 例 外 的 只是 很少 数
。

下 面 再 具体 讨 论 晋 语 和 平 话方 言 的分 区
。

一
、

关 于 晋 语
。

晋 语 指 山 西 及 其毗 邻 地 区 有 入 声 的方 言
,

包 括 山 西
、

河 北
、

河 南
、

陕 西
、

内 蒙

古 自 治 区等 五 省 区 的 个 市 县旗
。

使用 晋 语 的 人 数 约
,

万
。

《地 图 集》首 次 把 晋 语 从 传

统 的 官话 方 言 区 单 独 分立 出 来
。

晋 语 分 立 以 后
,

官话大 区 的范 围 进 一 步 缩 小
,

似 乎 打 破 了 汉 语

南北 方 言 总 体 平 衡 的格局
,

引 起 了 学 术 界 广 泛 的讨 论
,

对 晋 语 的 研究 大大 深入 了
。

这 无 论 如 何

都是 一 件 大 好 事
。

通 过 讨 论
,

大家 对 晋 语 的 特殊性 有 了 比较 一 致 的认 识
。

不 能不 承 认
,

在 广 裹

的北 方 地 区
,

晋 语 方 言 连 成 一 片
,

独 具 入 声 的特征
,

而 周 边 的 方 言 都 没 有 入 声
,

应 该 认 为 这 确 实

是个 非常 引 人 注 目的现 象
。

据 此 把晋 语 从 官 话 方 言 里 分 立 出 来
,

正 好 体 现 了 地 图 集 》对 汉 语

方言 分 区 的一 致 性原 则
。

现 在 讨论 的 焦 点 集中在 两 个 问 题 上 一 是 有 学 者 认 为 光 凭 有 入 声 这

个 方 言 特 征 就 把 晋 语 分 立 出 来
,

理 由 不 充分
。

因 为 江 淮 官 话 也 有 入 声
,

现 在 还 在 官 话 的 范 围

内
,

为 什 么 它 不 分 立 出来 呢 二 是 有学 者提 出
,

晋 语 分 立 出 来 后
,

它 是 跟 冀 鲁 官 话
、

中原 官 话
、

西 南 官 话 等官 话 方 言 一 样
,

成 为 官 话大 区里 的 一 个 区 呢
,

还 是 跟 闽 语
、

吴 语
、

粤语 等南 方方 言 一

样
,

成 为 与官话 方 言
“

平 起 平 坐
”

的方 言 区呢

先 讨论 第 一 个 问 题
。

首 先
,

年 前 中 央 研 究 院 历 史 语 言 研 究 所 绘 制 的 语 言 地 域 图 》

中 国 分省 新 图 第五 版 第 页
,

上 海 申报 馆
,

把 汉 语 方 言 分 为
“

北 京 官 话
、

西 南 官 话
、

下 江 官

话
、

吴 语
、

湘 语
、

赣 语
、

客 家 话
、

粤语
、

闽 南 话
、

闽 北 话
”

等 十一 种
,

其 中 的 下 江 官 话
,

就 是 后 来 所 说

的江 淮官话
。

可 见 江 淮 官话分 立 的 历 史最 少 比 晋 语 早 四 十 年
。

传 统 上 把 江 淮 官 话分 立 出 来
,

与西 南官 话
、

北 方 官话并 立 为 官话 方言 的 三 区 之 一
,

重 要 根 据 就 是 江 淮 官 话 有 入 声
。

人 们 很 容

易 接 受这 一 重 要 事 实
,

至 少 持 异 议 的 不 多
。

现 在 根 据 同 样 的 方 言 特 征
,

把 晋 语 分 立 出 来
,

本来

应 该 是 顺理 成 章 的 事情
。

其 次
,

即 使 仅 仅 从 入 声 这 个 方 言 特 征 考虑
,

晋 语 的 入 声 在 分 区上 的 意

义 显 然 跟 江 淮 官 话 的入 声 不 一 样
。

如 上 文 所 说
,

晋 语 的入 声 连 成 一 片
,

在 北 方地 区 的汉 语 方 言

中 显 得 非 常特 殊
,

其 形 成 原 因 和 形 成 历 史
,

至 今还 不 能作 出 满 意 的 解 释
。

而 江 淮 官话 的 入 声 实

际 上 只是 吴 语 等南 方 方 言 入 声 地 区 的延 续
。

正 是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

人 们往 往 把 江淮 官 话 区 看成

是 南 方 非 官话 方 言区 和 北 方 官话 方言 区 的 过 渡 地 带
。

因此
,

同 样 一 个 入 声 标 准
,

可 以 容 忍 江 淮

官 话 分立
,

而 不 能 容 忍 晋 语 分 立
,

这 是 说 不 过 去 的
。

这 里 顺 便 说 明
,

方 言 画 区 的 标 准 和 画 分 方

言 区 层 次 的标 准经 常是 一 致 的
,

但 不 完全 等同
。

就 有 无 入 声 这 一 条 来 说
,

它 是 画 分 方 言 区 域 的

标准
,

但 不 完全 是 画 分方 言 层 次 的 唯 一 标 准
。

根 据 有 无 入 声 可 以 把 晋 语 区 和 周 边 的官 话 方 言

区分 开 来
,

把 有 入 声 方 言 的 画 入 晋 语 同 样
,

根据 有 无 入 声 可 以 把江 淮 官 话 和 周 边 的其 他 官话

区分 开 来 但难 以 跟 相邻 的 吴 语
、

赣语 等方 言 分 开 来
,

把有 入 声 的 方 言 画 入 江 淮官 话
。

这 是 第

一 步
。

第 二 步 再来 考虑 方 言 区 画 的 层 次 问 题
。

现 在 再来 讨论 第二 个 问 题
。

这 实际 上 说的 是 应 该 把 晋 语 放 在 哪 一 个 层 次 的
。

其实这 个 问

题本 身并 不 重 要
。

把晋 语 从 官话 方言 里 分 立 出来
,

以 引 起 学 术 界 对 晋 语 的深入 研 究
,

在这 方 面

《地 图 集》已经 起 到 了 应 有 的 作 用
。

有 人 以 为 这 样说 是 捍 卫 晋 语 分 立 的 一 个 挡 箭 牌
,

这 是 误 解

了
。

讨论 问 题 总 有 重 要
、

次 要 之 分
。

应 该 看 到
,

现 在 学 术 界 有 兴 趣 讨论 晋 语 在 汉 语 方言分 区 中

方 言



的 层 次 地 位
,

正 是 研 究 进 一 步 深 入 的 结 果
。

从 层 次 上 看
,

把 晋 语 放在 与 吴 语
、

闽 语
、

粤语 等 南 方

方言 同 一 个 层 次 上
,

并 无 不 可
。

其一
,

晋 语 有入 声
,

如 上 文 所 说 它 的 入 声 的 意 义 和 江 淮 官 话 是

不 一 样 的
,

和 吴 语
、

闽语
、

粤语 等 南方 方 言 的入 声 性 质是 相 同 的
。

其 二
,

有 入 声 只 是 晋 语 的重 要

特 征 之 一
,

晋 语 还 有 许 多 其 他 的 重 要 特 征
。

例 如 温 端 政 提 出
“

晋 语 入 声 音 节 两 分
”

的 特

点
,

就 非 常值得 重 视
。

例 如 太原 的入 声 音节 〔沂
,

可 以 分 为 两 类 一 类 有 明 显 的词 汇 意 义
,

就

是
‘

旧
”

字
,

如
‘

旧 久 天 长
、

日杂 店
、

日子
、

日食
、

日历
”

等 一 类 没 有 词 汇 意 义
,

作 为 前 缀 构 成 形 容

词 和 动词
,

也 可 以 写 作 同音 字
‘

旧
” ,

如
‘

旧 怪
、

日捣
、

日脏 马 爬
、

日哄
、

日能
”

等
。

这 种现 象 表 面 上

看是 词 汇 问 题
,

但 从 晋 语 的 入 声 来看
,

也 是 语 音 的 系 统 性 问 题
。

这 种 入 声 音 节 两 分 的 特 点
,

在

晋 语 内部 具 有 很 强 的系 统 性 和 一 致性
,

在 晋 语 外部 具 有 一 定 的 排 他 性
。

其 三
,

即 使入 声 和 入 声

音节 两 分 这 样 重 要 的 特 征
,

仍 然 不 是 晋 语 分 立 的全 部 条 件
,

应 该 说 晋 语 分立 还 有 重 要 的 人文 历

史地 理 等 其 他 因 素
。

例 如
,

赵 秉 漩 指 出
,

晋 语 的 区 域 画 分 同 古 代 历 史行 政 区 划 是 一 致 的
。

山 西 境 内 晋 语 各 片 的 画 分
,

与 山 西 历 史行 政 区 域 基 本 吻 合
,

山 西 境外 晋 语 的分 布 区 域 历 史 上 都

曾隶 属 于 山西 山 西 的 中原官话 地 区 历 史上 曾长 期 隶 属 于 河 南 和 陕西
。

这 决 不 是 偶 然 的巧 合
。

历 史 上 行 政 区 域 的 画 分 往 往 和 方 言 的 区 画 一 致
,

这 在 其 他 方 言 区 里 也 不 鲜 见
。

关 于 这 一 点 还

值 得 进 一 步 研 究
。

二
、

关于 平 话
。

广 西 境 内 的 语 言 和 方 言 都极 其 复 杂
。

地 图 集 》根 据 广 西 当 地
“

官
、

平
、

壮
、

白
、

客
”

的 传 统 说 法
,

从 其 分而 不 从 其 合
,

把 平 话 单 独 画 为 一 个 方 言 区
,

跟 粤 语
、

闽 语
、

吴 语 等 处

于 同 等地 位
。

这 个 似 乎 不 合于 方 言 分 区 中 的所谓 综 合 平 衡 原 则
,

因 为 桂 南 平 话和 桂 北 平 话 的

总 人 口 只 有 多 万
,

并 且 相 对 分散
。

因 此
,

有 学 者认 为
,

把 平话 单立 为 一个 方 言 区 理 由 不 足
。

还 有 的 学 者 认为 平 话 实 际 上 就 是
“

平 常话
”

的意 思
,

对 传统 上 的名 称 不 必 太 重 视
,

它 跟 粤语 有 很

多 共 同 点
,

应 该作 为 粤语 的 一 个 片
。

这 里 的 关 键 在 于 能 不 能 把 平 话 和 粤 语 的 关 系 说清 楚
。

张

均 如
、

梁 敏 关于 平话 有详 细 的 讨 论
。

韦 树 关 把 南 宁 附 近 的 平 话 和 粤 语 广 州 话 作

了 详细 比 较
,

提 出 了 条 不 同 点
,

其 中语 音 条
,

词 汇 条
,

语 法 条
。

下 面 摘 引 三 条
,

参 考

张 均 如 略 加 综 合 补 充
,

十分 值 得 重 视

古 全 浊 声 母 字 今 读 塞音 塞 擦 音 时
,

平 话 一 般 不 送 气
,

这 是 平话 的 共 同特 征 粤语 逢 阳 平

阳 上 调 一 般 送 气
,

逢 阳 去 阳 入 调 一 般不 送 气
,

这 也是 粤语 的 共 同 特征
。

例 如

排 题 茶 倍 近 坐 罪 像 席 席 子

平话
、 ‘ ‘ ‘ , 习, 跳

粤 语
、 ‘ 、 ‘ 、 ‘ ‘ ‘ ‘ ‘ ‘ , 二 习,

很 多 口 语常 用 词
,

平 话 和 粤语 不 一 样
。

例 如

吃 给 说 伞 明 天 昨 天 在

平 话 吃
。

许
‘

讲
〔

。 伞 耳
〕

明 日 仆 口 日
, 仆 在 。 。 ,

粤 语 食 稗
〔

话
,

遮
。 。 听 日

。 ·

习 眺 琴 日
、 ‘ 。 就 系

‘

平 话和 粤语 疑 问 代 词 和 指示 代 词 也 不 一 样
。

例 如

哪 谁 哪 儿 什么 这 个 那 个

平 话 哪
‘

哪 口
‘

哪 口
‘ ‘

哪 门
‘ 、

口 隽 。 〕

扰 呢 生 耳 , 跳

粤 语 边 边 个
。 。 ,

边 度
,

一

匕叨
。 ‘ 。 呢 个 。 〕

姻 个
〔 。〕

以上 说 的是 方 言 特征 上 的 显 著差 别
,

证 明 平 话 自成 方 言 区 是 可 以 成 立 的
。

从 平 话形 成 的

历 史 来看
,

更 能 支 持 平 话 立 区 的论 断
。

韦 树 关 指 出
,

平 话 在 广 西 的 历 史 要 比 粤 方 言 久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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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多
。

平 话 是 秦 汉 至 唐 宋 间
,

由 中 原南 来 的 汉 人 带 来 的 汉 语
,

经 过 长 期 的 发 展 而 形 成 的
。

平 话

在 广 西 形 成 的时 间估 计 至 晚 不 会 超 过 宋 代
。

据 《宋 史 》载
,

北 宋 皇 佑 年 间 公 元 一 ,

壮 人 侬智 高 起 兵 反 宋
,

立
“

大南 国
” 。

宋 王 朝 派 名 将 狄 青 率 领 万 大 军 前往 镇 压
,

在 昆 仑 关 大

败 侬军
。

狄 青 的 军 队 号 称
“

平 南 军
” ,

镇 压 侬 智 高 之 后
,

遂 留 军 屯 守
。

所 谓
“

平 话
”

就 是
“

平 南 军
”

人 所 说 的话
。

因 此
,

平 话在 广 西 至 少 都 有上 千年 的 历 史
。

而 粤 方 言 则是 明末清 初 特 别 是 鸭 片

战 争 以后
,

由大 批 经 商 的 广 东 人 沿 西 江 而 上 带入 广 西 的
,

在 广 西 的 历 史 不 过 三 四 百 年 之 久
。

张

均如 还 指 出
“

从 壮侗 等 民 族 语 言 的 汉 语 借 词 推 测
,

在 官 话
、

白 话 进 入 广 西 之前 的 漫 长 岁

月 里
,

平 话 曾是 广 西 各 民 族 之 间 的 主 要 交 际 用 语
。

后 来
,

处 于
‘

官
’ 、 ‘

商
’

有 利 地 位 的官话
、

白话

大举 进 入 广 西
,

逐 渐 成 为 城 镇 中 的 主 要 用 语
,

这 样各 地 平 话 的 使用 范 围 日渐缩 小
。 ”

这 段 话 有 相

当 的道 理
,

可 以 举 出 语 言 事 实 为 证
。

其 一
,

张 均 如 举 出 壮 语 里 二 十 八 个 古 平 话 借字
,

如
“

鞍
、

桶
、

磨
、

台 桌子
、

凳
、

镰 镰 刀
、

秤
、

锯
、

著
、

金
、

眼
、

铜
、

丈
、

尺
、

斤
、

两
、

钱
、

铺
、

墟
、

书
、

学 堂
、

笔
、

墨
、

读
、

算
、

国
、

省
、

兵
”

等 其 二
,

平 话 甚 至 对 后 来 进 入 广 西 的 粤语 也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响
。

如

粤 语勾 漏 片方 言 分布 于 广 西 玉 林
、

梧 州 地 区 十 三 个 县
,

就 本 片的 广 大 农 村 地 区来 说
,

古 全 浊 声

母 今 读塞 音塞擦 音 时
,

不 论 平 仄 都 读 不 送 气 声 母
,

如 蒙 山
“

爬
、

皮
、

徒
、

肚
、

弟
、

具
”

分 别 读
」 」 刁 闷 ,

容 县
“

婆
、

穷
、

台
、

肠
、

柱
、

笛
”

分 别读 poJ ku习J t o i J t se 习」 t s y 」 t i k 」。

这

种 现 象 显 然 是 由 于 粤语 入 桂 以 后
,

受 了 平 话 影 响 的 结 果
。

以 上 这 种 深 刻 的 历 史 背 景
,

在 讨 论 方

言 分 区 的 时 候
,

具 有 特 别重 要 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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