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绪论

学习要点:

现代汉语的含义; 

现代汉语的特点; 

现代汉语方言;  

现代汉语的地位



一、现代汉语的含义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

广义：包括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它所有的方言。

狭义：专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 

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 

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本课使用狭义的现代汉语含义。

第一节 现代汉语概述



汉语的分期：

1、公元三世纪前（五胡乱华前）:上古

2、公元四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中古

3、公元十三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近代

4、二十世纪（五四至今）: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使用概况

¨属于汉藏语系
¨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在中国，使用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以上
¨在世界各地，有一千多万华侨华裔使用



现代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

·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之一

另外5种是:

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中国加入WTO后,世界性的汉语热急骤升温

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逾2千万

英国政府拨出专款在全国小学开设汉语课 

国家语委将在世界各地开设八十所孔子学院



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一）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共同语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其他方言 

的有用成分形成的。

成为共同语基础方言的条件：

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人口因素



·（二）共同语的形成过程

春秋——“雅言”；
汉代——“通语”；
明代——“官话”；
辛亥革命后——“国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普通话”

口语共同语的形成难于指明确定的年代。 

但在汉语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文化 

等原因，北方话一直处于共同语的地位。



■“雅言”就是早期的北方话，雅言即夏言，夏的 

范围正是黄河南北。

■ 汉代杨雄记载了当时具有的共同语：“通语”。

■ 元时大都话（北京话）成为“天下通语”。

■明清时形成了“官话”，当时清政府在广东福建 

设立正音书院教授官话。



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国语运动”， 

使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北方话确立了民族 

共同语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在 

1955年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确定汉民族共同语为普通话，又确立了在 语
音、词汇、语法上的标准。



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 

指示》中明确指出：

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这就是以北京 

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 

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 

同语。

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 

言文字法》正式颁布实施。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以 

人们使用语言的客观情况为依据的。 

近800多年来，北京一直是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明清以来的官 

话，五四运动后的“国语”，都奠 

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局部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

三、现代汉语方言

·（一）

现代 
汉语 
方言 
形成

社会分化

自然环境

集体迁徙 

异族接触



社会分和与人口迁徙
与汉语的分化及方言形成

从黄帝时期到清朝，中国境内出现了 

大大小小八十多个王朝，或割据统一， 

或南北对峙，或北人南下，分分和和 

的社会使得人口不断迁徙，极大地影 

响着语言的格局。



移民方式有两种

一是整体迁移，从甲地整体迁到乙地， 

这种移民方式使带到新居住地的是比较完 

整的旧地方言，如客家方言。

二是从某一开发较早经济发达人口稠 

密的中心地区向四周扩散，这样，离中心 

地区越远，方言变异越大。其原因是迁移 

带来的交往减少、与当地方言的接触、受 

临近方言的影响，如吴方言。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 

南迁，这支移民成为吴方言形成的基础；

殷末楚人西南迁至丹阳，古楚语即湘语 

便于此产生。

秦汉之际赵佗在广州称王，为现代粤语 

的出现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西晋永嘉丧乱，北方移民南迁，奠定了 

赣方言和吴方言的雏形。



安史之乱，北方移民南迁，促进 

了湘语的发展，移民涌入江西，使赣 

客方言基本形成，而且把吴语和湘语 

永远分隔开来，把闽语挤到东南一隅， 

促进了粤语的形成。

南宋之际的移民潮，使客家话最 

终形成，又在吴语中形成了有北方方 

言味的杭州话。



汉民族融合了进入中国北部的其他少数民族成 

员，这些民族对现代汉语北方话的形成和变化 

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北方汉人数度大规模南下，使不同时期、地方 

的北方语言散落到南方许多区域，加上北方语 

言的影响伴随政治、文化的影响向南推移，逐 

步形成了南方相互歧异而内在一致的六大方言。



■我国方言的分布情况（七大方言区）

■北方话 （官话）

■吴语 湘语 赣语

■闽语 粤语

■客家话

（二）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





■ 《中国语言地图集》提供了汉语方 

言的最新分区

■十大方言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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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境内的汉语方言）、 

客家话区。



★北方话区：以北京话为代表，使用人口占 

汉族总人口的73%。

1 华北、东北方言

2 西北方言

3 西南方言

4 江淮方言





★吴语区：以上海话为代表。分布在上海市、 

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地区（不包括镇 

江）、南通的小部分、浙江的大部分，占 

汉族总人口的8.4%。
■（1）太湖次方言

■（2）以临海话为代表的台州方言；

■（3）以温州话为代表的东瓯方言；

■（4）以金华话为代表的婺州方言

■（5）以丽水话为代表的丽衢方言。



★湘语区：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 

大部分地区（西北角除外），占汉族总人 

口的5%。

★赣语区：以南昌话为代表，分布在江西省 

大部分地区（东北沿长江地区和南部除 

外）,占汉族总人口的3.3%。



★闽语区：分布在福建很海南的大部分地区、 

广东东部潮汕地区、雷州半岛部分地区、 

浙江南部温州地区的一部分、广西的少数 

地区、台湾省的大多数汉人居住区，5.7%。
■（1）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

■（2）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

■（3）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

■（4）以永安话为代表的闽中方言；

■（5）以莆田话为代表的莆仙方言。



★客家话区：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分布在 

广东、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 

四川，占汉族总人口的4%。

★粤语区：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中 

部、西南部和广西东部、南部的100来个县， 

占汉族总人口的5%。



声母

北方方言多， 

有21个

南方方言 

少，一般 

少于20个

闽方言只 

有15个

韵母

北方方言 

少，38个

南方方言多：

苏州49个

赣粤闽多于  

50个

闽方言潮汕 

话有72个

声调
北方方言少，一 

般只有4个

南方方言多：

湘 方 言 5-6

个 吴方言7-

8个 上海话5

个

粤方言8-10个

方言间在语音上的差异最大



方言在词汇上的差异次之

普通话 梅州 长沙 厦门 苏州 广州
· 白天 日时头 日中间 日时 日里 日头
· 晚上 日哺头 夜间子 暗冥 夜里 晚头
· 脖子 颈筋 颈根 颈管 头颈 颈
· 睡觉 睡目 困觉 困 困觉 瞓觉
· 丈夫 老公 男人 翁 男人 老公

方言在语法上的差异最小

粤方言：你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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