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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的汉语方言�稿�

陈 晖 鲍厚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沙 �������

提要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主要有湘语
、

西南官话
、

赣语
、

客家话以及未分区的非官话方言—土话和乡

话
。

本文对湖南省各大方言进行详细介绍
，

包括分布地域
、

使用人 口
，

内部分片等内容
，

同时
，

还探讨了

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
、

赣语
、

客家话与湖南省代表性方言—湘语之间的关系
。

关键词 湖南方言 湘语 西南官话 赣语 客家话 关系

壹 湖南省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
，

大部分区域在洞庭湖以南
，

故称湖南
。

毗邻六省市区
，

北与湖北接

壤
，

南与广东
、

广西为邻
，

北接湖北
，

东界江西
，

西连贵州
、

重庆
。

省界极端位置
，

西起东经 ���
’

��
’

�新晃侗族自治县茶坪乡韭菜塘�
，

东至东经 ����巧
’

�桂东县清泉镇大黄莲坪��东西跨有经

度 �
’

��
’ ，

直线距离约 ���公里
。

南起北纬 ��
’

��
’

�江华瑶族自治县河路 口镇姑婆山�
，

北至北

纬 �����
‘

�石门县壶瓶山��南北跨有纬度 �
’

��
’ ，

直线距离约���
�

�公里
。

全省总面积为 �� �
，

���平方公里
，

占全国面积的�
�

��
，

居全国第 �� 位
。

省内地貌以山地
、

丘陵为主
，

山地面积 ���
，
��� 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面积的 ��
�

��
，

丘陵

及岗地 ��
，
���公里

，

占��
�

��
，

平原 ��
，
���平方公里

，

占 ��
�

��
，

水面 ��
，
���平方公里

，

占

�
�

��
。

耕地 �
，
���

�

�� 万亩
，

占 ��
�

��
，

林地面积 ��
，
�� 万亩

，

占��
�

��
。

全省地势三面环

山
，

即东
、

南
、

西三面高
，

北面低
，

呈马蹄形盆地
，

省内 �巧 条较大的河流及其分支由湘
、

资
、

玩
、

澄四水联结着
，

流人洞庭湖
，

而后注人长江
。

湖南周代为荆州南境
。

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
。

秦置长沙郡
、

黔中郡
。

汉以后郡
、

州更迭
，

至唐广德二年�公元 ��� 年�置湖南观察使
。

清康熙三年�公元 ���� 年�置湖南布政使司
。

湖南现设地级市 �� 个
，

地级州 �个
，

市辖区 �� 个
，

县级市 �� 个
，

县 �� 个
，

自治县 �个
。

省会长沙
。

全省总人 口据抽样调查
，
���� 年底为 �

，
���

�

�万
。

按第五次人 口普查
，

汉族人 口

占全省总人 口的��
�

��
，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
』

总人 口的 ��
�

���
。

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前几

位依次是
�
土家族 �

，

���
，
���人

，

苗族 �
，
���

，
���人

，

侗族 ���
，
���人

，

瑶族 ���
，
���人

。

贰 湖南省的汉语方言

�
�

� 湘语 湘语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湖南
，

此外还涉及广西
、

四川
、

陕西
、

安徽等省
。

湖南境

内的湘语可分为 �个片
，

使用人 口约 �
，
��� 万人

。

�长益片 分布在湘江
、

资江中下游
，

共 ��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

�� 万
。

①长株潭小片 �

共 ��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长沙市市辖岳麓区决蓉区沃心区沂福区浦花区 长沙县 望城县
‘

宁乡县下宁乡地区 浏阳市西

乡镇头区
、

城郊区葛家
、

帐冲一部分及北乡北盛区永安的大部分 株洲市市辖天元区
、

荷塘区
、

芦淞区
、

石峰区 株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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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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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湘潭市市辖雨湖区
、

岳塘区 湘潭县 泪罗市 湘阴县大部分 平江县岑川
、

时丰
、

三和
、

向家等地

南县 安乡县南部安宏
、

安武
、

安康等区乡的绝大部分和安龙
、

安昌等区乡的部分地区

②益玩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益阳市市辖赫山区
、

资阳区 沉江市 桃江县

③岳阳小片 �
岳阳县包括县城在内的部分地区

，

使用人口约 �� 万
。

�娄邵片 分布在湘中和湘西南部分地区
，

共 ��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
��� 万

。

①湘双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湘乡市 韶山市 娄底市市辖娄星区 双峰县 安化县东坪镇 衡山县后山地区
，

即县境西北部的

白果镇
、

东湖镇和岭坡
、

望峰
、

松柏桥
、

贯塘
、

新桥
、

贯底
、

江东
、

马迹
、

东湘 �个乡
，

南岳区的拜殿乡
、

岳林乡北部

②涟梅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人 口约 ��� 万
。

涟源市 冷水江市东部
�
包括渣渡

、

铎山
、

岩口等地 安化县梅城镇 宁乡县上宁乡地区

③新化小片 �
新化县 冷水江市包括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

两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④武邵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邵阳市市辖双清区
、

大祥区
、

北塔区 邵阳县 邵东县 新邵县 武冈市 洞 口县南部及东南部
�
黄

桥
、

金田
、

杨林 隆回县包括县城在内的南部地区 新宁县 城步苗族自治县大部分

⑤绥会小片 �
绥宁县包括县城在内的南部地区 会同县包括县城林城镇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

两个县
，

使

用人口约 �� 万
。

。 衡州片 分布在旧衡州府的中心部分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①衡阳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衡阳市市辖雁峰区
、

珠晖区
、

石鼓区
、

蒸湘区 衡阳县 衡南县

②衡山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衡阳市南岳区的南岳镇
、

岳林乡南部 衡山县包括城关在大部分地区 衡东县包括城关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画辰淑片 分布在沉江中游
，

共 �个县
，

使用 人 口约 ��� 万
。

辰溪县包括县城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淑浦县包括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沪溪县包括县城在内的绝大部

分地区

⑥永全片 分布在湘南永州部分地区和广西北端部分地区
。

湖南境内永全片共 �个县

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广西境内的湘语请参看��
一 �图

。

①东祁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永州市市辖区�冷水滩区普利桥镇
、

花桥街镇和岚角山镇部分地区
、

芝山区接履桥一带� 东安县�花桥
、

南镇
、

大

盛
、

大水
、

易江等地 ��中田
、

新坪 ��井头纤
、

石期市
、

白牙市镇
、

大江 口
、

台凡市等地 ��高峰
、

紫溪市
、

狮子铺
、

横塘等地 祁

阳县 祁东县

②道江小片 �
共 �个县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道县西部
、

北部
、

西北
、

西南
，
以祥霖铺话

、

寿雁话为代表 江永县主要分布在城关
、

夏层铺
、

桃川
、

松柏等地 江

华瑶族自治县主要指分布在岭西
、

小好
、

码市三片的
“
梧州话

，
和上五堡片的七都话

、

白芒营片的八都话 新田县主要

分布在
“
南乡

”
的茂家

、

知市坪
、

大坪塘
、

十字
、

视头
、

三井
、

新好
、

高山
、

新隆
、

金盆好
、

石羊
、

陶岭以及
‘

，�匕乡 ”
龙泉镇的个别村落

�
�

� 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在湖南属第二大方言
，

主要分布在湘北
、

湘西和湘南
，

分别属于

几个方言片
。

使用人 口约 �
，
��� 万

。

�常澄片 共 ��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常德市市辖武陵区
、

鼎城区 汉寿县 桃源县 石门县 临澄县 澄县 津市市 安乡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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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慈利县 华容县

�吉永片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①吉沉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吉首市 古丈县包括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保靖县 花垣县 玩陵县县城
、

官庄
、

凉水井蓝溪流域和

原麻溪铺区舒溪
、

杨溪
、

荔溪流域
、

原太常区的明溪
、

丑溪流域
、

原乌宿区的酉溪流域
，

原军大坪区和北溶区等

②永龙小片�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永顺县 龙山县 张家界市市辖永定区
、

武陵源区 桑植县

。 怀靖片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①靖晃小片 �
共 �个县

，

使用人 口约 �� 万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以旧县治县溪镇为代表 新晃侗族自治县

②芷洪小片 �
芷江侗族自治县 洪江市包括原洪江市和黔阳县

，

两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③怀凤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怀化市鹤城区���怀化市的一部分� 中方县旧怀化市的一部分
，
以沪阳为代表 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代

表上麻阳
，

文昌阁代表下麻阳 凤凰县

�永郴片 分布在湖南南部永州市与郴州市
。

这一带是双方言区
，

说土话的人 ���都会

说官话
。

共 ��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①永北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万
。

永州市市辖冷水滩区大部分说官话
，

普利桥
、

花桥街和岚角山等双方言区也通行官话 芝山区大部分说官话
，

接

履桥部分双方言区也通行官话 东安县白牙市镇
、

芦洪市镇
、

黄泥洞林场
、

鹿马桥
、

大庙口林场
、

紫溪市区三分之一说官

话
，

花桥
、

中田
、

井头好
、

高峰各双方言区也通行官话 双牌县大部分说官话
，

江村乡
、

理家坪乡等双方言区也通行官话

②永南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道县除双方言区外
，

主要分布在道江镇
、

四马桥区
、

清溪区
、

梅花区
、

寿雁区
、

仙子脚区
、

月岩林场等 江永县除双

方言区外
，

主要分布在红星乡
、

桥头 卜乡
、

大干乡
、

铜山岭农场
、

粗石江乡等 江华瑶族自治县除双方言区外
，
主要分布

在沱江镇
、

东田镇等乡镇 新田县除双方言区外
，
主要分布在城关

、

城东
、

田家
、

骥村
、

冷水井
、

门楼下
、

莲花等乡镇 宁

远县除双方言区外
，

主要分布在鲤溪区
、

柏家坪
、

湾井区 蓝山县除双方言区外
，

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区的荆竹
、

大桥
、

只

良
、

所城
、

汇源
、

大麻
、

尖洞等乡和东北边的火市乡八甲村

③郴州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郴州市市辖北湖区
、

苏仙区 桂阳县除双方言区外
，

主要分布在春陵江以南
，

包括城关
、

城郊
、

团结
、

东城
、

太和
、

正和
、

樟市
、

荷叶等乡镇 宜章县除双方言区
、

客家话区以外
，

主要分布在上乡片
，

包括城关
、

城南
、

太平里
、

沙坪
、

白石渡
、

杨梅山部分等乡镇和下乡片篱笆
、

岩泉
、

栗源
、

一六
、

白沙
、

天塘等乡镇的一部分 临武县全县为双方言区
，

包括县城在

内
，

都通行官话 嘉禾县全县为双方言区
，

包括县城在内
，

都通行官话

�
�

� 赣语 湖南省境内的赣语主要分布在湘东及湘西南部分地区
。

使用人 口大约 �
，
���

万
。

�大通片 共 �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岳阳市市辖区岳阳楼区
、

君山区
、

云溪区 岳阳县主要分布在县境东部和北部 临湘市 平江县包括县城

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华容县只分布于部分乡镇 浏阳市主要分布在原沙市区
、

社港区和北盛区除永安镇以外的部

分地方

�宜浏片 共两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浏阳市主要分布在城关镇
，

原城郊区的关 口
、

集里
、

荷花
、

牛石
、

青草等乡以及葛家
、

帐冲乡的部分地方
，

原大瑶区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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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市区的大部分地方
，

原古港区
、

永和镇以及原官渡区的部分地方 醛陵市郊括县城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吉茶片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枚县包括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茶陵县包括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炎陵县主要分布在城关镇及西部的

三河
、

河西
、

塘田等乡镇

画来资片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来阳市 常宁市 安仁县包括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永兴县 资兴市包括县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

⑥洞绥片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洞 口县包括县城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绥宁县北部 隆回县北部

�
�

� 客家话 湖南省的客家话主要分布在湖南省东部与江西省相邻的地区
，

以及湖南省

南部与广东省相邻的一些地方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湘东片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①平浏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

�万
。

平江县南部和东南部的芦洞
、

思村
、

献冲
、

加义
、

黄金洞等乡镇的连云山区及山麓地带 浏阳市东部
、

东北部
、

东

南部的山区
，

包括原大围山区
、

张坊区
、

宫渡区和文家市区的部分地方 醋陵市主要分布在与浏阳市交界的地带
，

包括洪

源乡和南桥镇的部分山村 江华瑶族自治县主要分布在鲤鱼井
、

竹园寨
、

花江
、

白芒营
、

中洞
、

两岔河
、

大墟
、

小墟
、

未竹

口
、

大锡
、

码市
、

竹市
、

界牌
、

湘江等乡镇的一些村落 江永县与江华县交界处山区的少数居民

②炎茶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

�万
。

炎陵县除北部城关镇和西部三河
、

河西
、

塘田等乡镇比较开阔平坦的沿河地区说赣方言外
，

其他大部分的山区都说

客家话 茶陵县北部七地
、

八团
、

湘东等乡镇的部分山村 �东南部江 口全乡
、

桃坑大部及小田
、

严塘
、

湖口
、

烷溪等乡的东

部地带 枚县主要分布在东部与茶陵县及江西省交界的地带
，

包括潜泊
、

莺山
、

黄丰桥等乡镇的部分山村

�湘南片 共 �� 个县市
，

使用人口约 �� 万
。

①汝桂小片 �
汝城县包括县城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桂东县�包括县城在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

两个县
，

使

用人 口约 �� 万
。

②资宜小片 �

共 �个县市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资兴市黄草镇的羊兴
、

源兴
、

龙兴
、

冠军
、

乐桐
、

黄家
，

汤市乡的青林
、

坪子
，

皮石乡的皮石等村落的部分居民 安仁

县东南部的关王
、

豪山
、

羊脑三个乡的部分山村 汝城县县境南部的热水
、

东岭
、

大坪
、

井坡
、

小垣
、

延寿
、

盈洞等乡镇

桂东县东北部的清泉镇及桥头乡
、

寒口乡的部分地区 宜章县县境南部
，

包括城关
、

栗源
、

岩泉
、

关溪
、

一六
、

笆篱
、

黄沙
、

东风
、

天塘
、

莽山
、

白沙等乡镇的部分村落 新田县散居在门楼下
、

骥村等乡镇的少数山村

③临桂小片 �
临武县主要分布在临武县西北部

，

包括麦市
、

万水
、

三合
、

镇南
、

大冲
、

香花等乡镇的所谓土话桂阳

县所谓的流峰镇土话
，

两个县
，

使用人 口约 �� 万
。

�
�

� 土话 土话分布于湘粤两省交界地区
，

后来调查发现
，

与湘粤两省相邻的广西壮族自

治区东部地区
，

有的方言也叫土话
。
����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 ，

把土话列为未分区的汉语方

言
，

把湖南南部一带的土话
，

总称为湘南土话
，

分布于郴州市
、

郴县
、

宜章县
、

桂阳县
、

临武县
、

嘉

禾县
、

新田县
、

蓝山县
、

宁远县
、

江华瑶族自治县
、

江永县
、

道县
、

双牌县
、

永州市
、

零陵县
、

东安县

等 �� 个县市
。

并说明这是土话和西南官话的双方言地区
。

跟 ���� 年《中国语言地图集》相比 ，

本图的湘南土话区范围有所缩小
，

永州市
、

东安县的方

言划人湘语永全片的东祁小片
，

道县
、

江永县
、

江华瑶族自治县
、

新田县等四县一些乡镇的方言

划人永全片的道江小片
。

因此
，

本图的湘南土话只分布于 � 个县
�

宜章县 桂阳县 临武县 嘉禾县 蓝山县 新田县 宁远县 道县 双牌县 江华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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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县 江永县

这 � 个县的土话跟粤桂两省的土话和平话一样
，

非常复杂
，

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

�
�

� 乡话 乡话主要分布在湘西北的玩陵以及淑浦
、

辰溪
、

沪溪
、

古丈等地
。

乡话区在地

域上连成一片
，

面积约 ���� 平方千米
，

使用人口总数约 �� 万
，

其中玩陵占一半以上
。

乡话内部有一些不同
，

本图不为乡话分片
。

主要分布地点是
�

玩陵县
�
原麻溪铺全区

，

原太常区的舒溪 口乡
、

栗坡乡
，

原乌宿区的棋坪乡
、

清水坪乡
、

高砌

头乡
、

落鹤坪乡 �原凉水井区的渭溪乡
、

张家坪乡
、

张家滩乡
，

原麻溪铺区的池坪乡
、

坳坪乡与渭

溪乡相连接的一些村组 �乌宿区的深溪口乡
、

常安山乡
、

郑家村乡
、

枫香坪乡靠近深溪口乡的边

界地区 �太常区丑溪口乡的双岩溶村
、

阿沱湾村
、

冷水溪村
、

舒溪口乡的曹家坪村

古丈县
�
高峰乡

、

岩头寨
、

山枣乡
、

草塘乡
、

高望界林场
、

罗依溪镇的坳家湖

淑浦县
�
木溪

、

让家溪
、

大渭溪乡

沪溪县
�
八什坪乡

、

上堡乡
、

白沙镇
、

李家田乡
、

梁家潭乡的一些村组

辰溪县
�
船溪乡

、

伍家湾乡
、

谭家场乡的一些村组

叁 湖南省汉语方言的关系

�
�

�湘语和西南官话的关系

湖南境内的北部
、

西部和南部都有西南官话分布
，

与鄂
、

渝
、

川
、

黔
、

桂的西南官话相连
。

湖

南被地域广阔
、

人口众多的西南官话从北
、

西
、

南三个方向所包围
，

湘语在与西南官话的长期不

断地接触和碰撞中
，

受到了西南官话巨大的冲击和与日俱增的渗透
。

这种冲击和渗透所造成

的影响由于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
。

一般在湘语的中心区域
，

如长益片的长株潭小片和娄邵片

的湘双小片所受的影响较小
，

而偏离中心区域的地带所受的影响就较大
。

在湘西
，

吉首
、

保靖
、

花垣
、

古丈
、

玩陵等地都是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
，

平声读不送气

浊音
，

仄声读不送气清音
，

此为湘语的特点
。

但声调特点却是西南官话的模式
�
吉首

、

保靖
、

花

垣三地人归阳平
，

与西南官话代表点十分贴近 �古丈
、

沉陵虽保留人声调类
，

可是阴平
、

阳平
、

上

声
、

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常见调值很相近
。

在实际交际的过程中
，

人们对于声调的敏感和关注

程度已经盖过了对于声母读音特点的注意
。

当地群众中存在的
“
土人感

”
认为自己的方言更像

“

湖北话
” 、 “
四川话

” 、 “

贵州话
” ，

因此
，

将吉首等地划归西南官话更为适宜
。

至于同处湘西的淑浦
、

辰溪
、

沪溪三地方言声母特点同吉首等五地一样
，

而声调有一个显

著不同之处
，

即去声分阴阳两类
，

这一点符合湘语在声调上的普遍特征
。

当地的
“
土人感

”
认为

淑浦
、

辰溪
、

沪溪三地方言与吉首等五地不属同类
。

沪溪的浦市镇和辰溪虽有一江之隔
，

而且

语音也存在差异
，

但仍然容易通话
，

而浦市镇同吉首等地方虽然没有江河阻隔
，

言语的交际反

而要困难一些
。

因此
，

辰淑三地不必随吉首等地一同划人西南官话
，

而应划归湘语
。

根据最新的调查研究材料
，

湘南地区的一些土话被划人湘语范围�见湘语永全片�
，

它们和

该地区流行的官话�如冷水滩
、

东安
、

道县
、

江永
、

新田
、

江华等地官话�之间存在密切的关

系
。

永州地区汉语方言的现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就是西南官话和湘语在这一地区接触
、

碰撞

的结果
。

一般情况是
，

由于强势方言西南官话长期的影响
，

各地的县城或市区首先被官话化

了
，

因此出现了冷水滩官话
、

东安官话
、

道县官话等等
，

而一些所谓的
“
土话

” ，

官话的渗透固然

在产生影响
，

但还没有大到足以改变
“
土话

”
性质的程度

。

这些
“
土话

”
就包括了永州地区被划

人湘语永全片的那些方言
。

在湘西南
，

西南官话同样地在以强势方言的地位与湘语争夺地盘
。

怀靖片中的芷洪小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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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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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一个典型
。

芷洪小片包括芷江侗族自治县和洪江市�由原洪江市与黔阳县组成�
。

如

果从古全浊声母今读的特点�塞音
、

塞擦音无论清浊一般读不送气音�看
，

该小片符合湘语的条

件
，

但从声调特点�调值十分接近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看
，

该小片方言又明显带有官话的色

彩
。

当地人的语感普遍强调他们的话接近湖北话
。

这些情况和湘西吉首一带的方言类似
，

因

此
，

芷洪小片也同样地以划人西南官话为宜
。

在湘北
，

紧邻湖北的常澄片�原《中国语言地图集》称为常鹤片�是西南官话深人湖南的重
要阵地

。

西南官话通过常澄片由北而南对湘语施加影响
。

湘语长益片中的益沉小片首当其冲

受到西南官话的冲击
。

益沉小片有古清去今读阳平的现象
，

这在湘语的其他地点未见
，

而在常

澄片大多数地区屡见不鲜
。

是湘语影响了西南官话
，

还是西南官话对湘语的渗透�我们认为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

另外
，

在人声演变问题上
，

益沉小片的方言曾有
“
人归去

”
和

“
去归人

”
之

争
。

如果放到西南官话和湘语接触的大环境的背景下考察
，

了解常澄片中某些方言人归去的

现象
，

对益沉小片的人声演变问题按
“
人归去

”
处理

，

正好说明这种演变模式和西南官话有着某

种渊源关系
。

�
�

� 湘语和赣语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调查资料显示
，

湘语和赣语存在很多一致性特征
。

随着调查的深人
，

人们还发

现
，

出现在赣方言局部地区的一些语音特征在湘方言中也同样存在
，

例如赣语昌都片的南昌
、

新建
、

安义
、

永修
、

修水
、

德安
、

星子等大部分县市声母送气分调现象
，

在湘语娄邵片的涟源蓝田
、

六亩塘
、

杨家滩等地
、

安化梅城等地
、

湘乡泉塘
、

梅桥等地
、

双峰梓门桥等地
、

冷水江
、

邵阳
、

邵东等县市也普

遍存在
。

赣语宜浏片古平声字和古去声字之间有清浊交错的声调合流现象
，

或者是古平声的

清声母字与古去声的浊声母字归并为同一个声调
，

或者是古平声的浊声母字与古去声的清声

母字归并为同一个声调
。

这种现象在湘语中同样存在
�
湘语娄邵片的新化

、

冷水江声调的白读

系统中
，

古平声清声母字与古去声浊声母字归为一类 �长益片益沉小片�及其周边的西南官话�

和长淑片的部分方言点中
，

古平声浊声母字�尤其是白读�与古去声清声母字归并为同一个声

调
。

江西境内的修水
、

靖安
、

上高
、

高安
、

丰城
、

乐安
、

永新
、

南城
、

临川
、

余江
、

万年
、

贵溪
、

新余
、

峡江
、

安福
、

吉水
、

吉安等赣方言知三章组读〔��
，

这种现象在湘语娄邵片的双峰
、

湘乡一带普遍

存在
。

略有不同的是
，

湘方言中
，

见组三四等常与知三章组同变
。

在词汇上
，

湘语和赣语具有

大量共同的有特色的词语
。

曹廷玉�����
�����通过赣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指出

�“
在赣方言与周

边诸多方言的关系中
，

最为密切
，

也最为重要的当属赣方言与客家方言及湘方言的关系
。

这是

赣方言特征词的基本面貌之一
。 ”
罗听如�����

�����指出
，

曹廷玉列出的
“
赣方言一级

、

二级特

征词共 �� 条
，

见于湘语的共 �� 条
，

占���
，

其比例不能说不高
，

仅此一项便可看出湘语与赣

语关系十分密切
。

见于湘语的�� 条中
，

有 �� 条广泛见于湘语
，
�条只见于极少数或个别湘语

点
。 ”

湘语和赣语最显著的区别特征是古全浊声母的演变规律
�
湘语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今逢塞

音
、

塞擦音时
，

无论清浊
，

一般念不送气音 �赣语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与次清声母合

流
，

无论平仄多读送气清音
。

古全浊声母的今读音情况可以作为区别湘语和赣语的最重要的

标准
，

但不是绝对标准或唯一标准
。

近几年来的调查资料显示
，

位于湘中腹地的一些湘方言

点
，

也存在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无论平仄多读送气音的现象
，

最典型的便是一直被人

们看作湘语娄邵片代表点之一的娄星区
，

其古全浊声母无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 �娄邵片中的新

化方言老派古全浊声母舒声字读送气浊音
，

人声字读送气清音
，

新派无论舒人都读送气清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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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湘西南的一些点
，

例如中方
、

麻阳
、

芷江的罗旧以东地区连接怀化市区的地域以及今洪江

市与洞 口及绥宁北部接壤的湾溪
、

洗马
、

沙湾
、

熟坪等部分乡镇
，

淑浦县的龙潭等地
，

古全浊声

母无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
，

这些方言点大多数呈碎片状或散点状分布
，

我们不能仅凭古全浊声

母的今读音这一点就将它们划人赣语
，

而应结合它们所处的语言环境及演变趋势等多方面的

因素综合考虑
。

不过
，

这些地方古全浊声母的演变方式与赣语相同
，

从侧面反映了赣语与湖南

方言的密切关系
。

湖南境内形成了赣语区
。

赣语的许多特征在湖南方言
，

尤其是湘方言中同样存在
，

这些都

是赣语与湖南方言
，

特别是湘方言的关系密切的反映
。

这种密切关系的形成首先与地理位置

密切相关
。

湖南省东部与江西省紧密相连
。

地缘接触对方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湖南境内

的赣方言点中
，

临湘
、

平江大部分
、

浏阳
、

酸陵大部分
、

枚县大部分
、

茶陵大部分
、

炎陵西北部等 �个县市

中的赣语历来没有争议
，

在地理位置上这几个县市都直接与江西省相连 �岳阳市
、

岳阳县部分属

湘语
、

西南官话还是赣语
，

学术界有过不同意见
，

从地理位置上看
，

岳阳市
、

岳阳县部分北部
、

东

北部与湖北为邻
，

东部与江西毗连
，

南部及西南部与湘语区相连
。

安仁大部分
、

来阳
、

常宁
、

永

兴
、

资兴大部分等几个县市与江西省隔县而望
，

其中
，

安仁大部分
、

来阳
、

常宁既有赣语特征
，

又有

一定的湘语特征
，

永兴
、

资兴大部分处在湘南土话和西南官话并用的双方言区
，

其方言有很大的

混合性
，

除有赣语
、

湘语特征外
，

还有西南官话特征
。

洞 口大部分
、

绥宁北部
、

隆回北部位于湖南省

西南部
，

与江西省相隔遥远
，

其语言特征
，

尤其是词汇语法特征与周边的湘方言有很多相似之

处
。

赣语与湘语密切关系的形成与历史上江西向湖南大规模的移民也有关
。 “
湖南人来自天

下
，

江
、

浙
、

皖
、

闽
、

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 �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
。 ”
�谭其嚷 ����

�����规模

大
，

迁徙时间集中的移民会对当地方言产生一定的影响
。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

湘语和赣语关系

密切
，

很可能它们在历史上有共同的源头
。

赣语区主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
，

这里素有
“
吴头楚

尾
”
之称

。

袁家弊等先生�����
�
����认为

�“

今天的赣方言区—江西省
，

春秋时代是吴
、

越
、

楚

三国的交界处
，

汉代介乎荆
、

扬二州之间
。

按照合理的推测
，

古代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语言可

能包括在吴语和楚语以内
，

或者至少同吴语和楚语有亲密的关系
。 ”

唐作藩先生������认为
，

战

国楚语与现代湘语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
，

而春秋战国时的楚语不仅是湘语的祖先
，

而且是赣

语
、

客家话和吴语的源头
。

�
�

� 湖南省的客家方言

湖南境内的客家话主要分布在湘东和湘南的边境地带
。

湘东和湘东南的客家话一般与赣

语同处一个县市
，

例如平江县
、

浏阳市
、

酸陵市
、

枚县
、

茶陵
、

炎陵
、

安仁
、

资兴
，

这些县市都是既

有赣语
，

又有客家话
，

客家话往往处于劣势�炎陵县除外�
。

湘南的客家话往往处在土话和西南

官话的双方言地区
，

同时与相邻的广东一些县市的客家话
，

以及粤北的土话有密切关系
。

湖南

境内只有汝城和桂东是纯客县
。

湖南境内的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
、

福建
、

江西
。

他们有的有客家意识
，

自称
“
客姓人

” 、 “
客

边人
” ，

称自己的话为
“
客家话

” 、 “
广东话

” �有的由于展转迁徙或者来湖南的时间较久远
，

他们

不仅没有客家话的意识
，

而且在语言特征上也呈现出一些混合性
，

对于这些方言
，

我们只能依

据其语言上的主体特征来判断
。

以桂东话和汝城话为例
。

当地人并没有客家话意识
，

但他们

的方言具备客家方言的主要特征
，

结合移民等历史人文条件的考察
，

我们认为
，

以城关方言为

代表的桂东话和汝城话是客家方言
。

桂东话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
，

不论平仄一般读为

送气清音
，

符合客赣方言的典型特征 �虽不存在浊上归阴平的现象
，

但上声分阴阳
，

读阳上调的
·

���
·

方 言



古浊上字与客家方言浊上归阴平的字大致吻合
。

汝城方言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
，

业

定母大多数字读不送气清音
， “

从澄崇群
”

等其他古全浊声母字一般读送气清音
，

古全浊声母清

化后送气与否以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为条件
，

这种现象在湘南的蓝山县太平好
、

桂阳县

燕塘
、

嘉禾县广发
、

宜章县大地岭等土话中普遍存在
，

也是粤北一些土话中的普遍现象
，

汝城方

言中的这种现象与这一带的土话应该存在密切关系
。

虽然在古全浊声母的演变方式上
，

汝城

方言与典型的客家方言存在差异
，

但我们不能据此将它排除在客家方言之外
，

事实上
，

汝城方

言无论在语音上
，

还是在词汇上
，

都具备客家方言的重要特征
�
���业定母虽然大多数读不送气

清音
，

但
“
弟淡断动佩被一子叛突

”

等一些字的白读为送气清音
。

���古全浊及次浊声母上声有

相当一部分字今归阴平
。

客家方言普遍归阴平的
“
野

、

尾
、

有
、

暖
、

软
、

冷
、

坐
、

舅
、

柱
、

咬
”
等浊声

母字在汝城方言中都归阴平
。

���古次浊去声字有规律地分为两类
，

一类跟古去声清声母走
，

另一类跟古去声全浊声母走
，

其中
，“
骂

、

墓
、

露
、

妹
、

问
、

艾
、

面脸
”
等几个字总是跟清声母去声字

走
，

客家话的这个特点很少见于其他方言�谢留文 �����
，

汝城话古次浊去声字的演变与客家

方言的这一特征完全一致
， “
骂��

。 ’

�
、

墓���
’

�
、

露���
’

�
、

妹���
��

’

�
、

问�����
〕

�
、

艾�华�
’

�
、

面

「而� ’

�
”
这些字在汝城方言中都跟清声母去声字走

。

���古人声根据古声母的清浊分为两类的

方言
，

其古次浊声母人声字有规律地分为两类
，

其中
‘

旧袜肉木聂笠育棘六脉额
”
这一类字总是

跟古清声母人声字走 �“ 月末抨绿麦逆玉蔑入纳
”
这一类字总是跟古全浊声母人声字走

，

客家方

言的这一特点不见于其他方言�黄雪贞 ����
，

���� �谢留文 �����
。

汝城话古次浊人声字的分

化与客家方言古次浊入声字的分化一致
。

汝城话古清声母人声字咸深山臻四摄今归上声
，

宕

江曾梗通五摄今归阴去
，

次浊人声字
“
聂笠袜 日

”
读上声

， “
脉额木势六肉育

”

读阴去
，

演变规律

与清声母人声字一致 �古全浊声母人声字咸深山臻四摄今归阴平 �宕江曾梗通五摄今归阳去
，

次浊人声字
“
月末蔑持

”
读阴平

， “
麦逆鹿绿玉

”
读阳去

，

演变规律与古全浊声母人声字一致
，

只

有
“
纳

”

例外读上声
。

湘南郴州市�地级市�的蓝山
、

嘉禾
、

宜章
、

临武
、

桂阳以及永州市�地级市�的平远等县不少

土话具有明显的客赣方言特征
，

其中
，

临武县麦市土话
，

桂阳县流峰土话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

塞擦音读送气清音
，

次浊人有规律地分为甲乙两类
，

这些特征都与客家方言一致
，

我们将其放

人客家方言
。

宜章县南部一些被称为
“
下乡话

”
的土话经调查也属客家方言

。

其他土话属赣语

还是客家话
，

有待进一步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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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语言学期刊主编论坛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
，

绍兴文理学

院承办的首届
“
中国语言学期刊主编论坛

”
于 ���� 年 �月 �� 日至 �� 日在绍兴举行

，

全国 ��

家语言学刊物的主编或其他负责人和一些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

会议主题是
�“
交流

办刊经验
，

提高学术质量
，

促进我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
” 。

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主编陆俭明
教授

，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
、

《中国语文》和《当代语言学》主编沈家煊教授 ，《当代语言学》主
编顾曰国教授

，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主编殷国光教授 ，

南京大学 �粥��中心苏新宁教

授
，

浙江大学《国外话语研究》主编施旭教授作了主题报告 。

各刊物负责人分别介绍了自己刊

物的基本情况
、

办刊原则
、

思路与策略
、

定位与特色
、

编辑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思考等
，

并就

语言学刊物乃至语言研究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

学术质量
、

学术规范化
、

办刊工作与国际接轨
、

编

校人员素质
、

专业化以及刊物之间今后在各方面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

与会者达

成以下共识
�
各语言学刊物应着力于特色和创新 �必须高度重视学术规范

，

加强学风
、

编风建

设
。

商务印书馆表示
，

愿意提供一个网络信息平台
，

以便于各刊物对学术不规范现象进行交

流
，

建立必要的制约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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