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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田野调查资料所反映的四川方言的分

布格局是: 横斜着的岷江把四川方言一分为二，岷江以

东以北为 “湖广话”方言，岷江以西以南为 “南路话”

方言。前者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方言，后者是元明以

前四川本地方言的残存，这说明四川方言是传播与演变

两种方式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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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此前，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比较全面的四川方言调查有两

次。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调

查，成果是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4］。第二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

末四川三所高校 ( 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和西南师范学院)

的联合调查，成果是 《四川方言音系》［3］。现在我们所做的，是

四川方言的第三次全面的田野调查。从 2007 年到现在，十多年

过去，我们基本实现了计划的目标，已出版了现代四川方言调查

成果的第一部 《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 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

一》［10］，后面的两部 《嘉陵江方音字汇———20 世纪四川方音大

系之二》和 《金沙江方音字汇———20 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三》

正在进行中。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收获: 从这些资料去观察

四川方言在元明清以来的发展历史。下面论述和引述的有关文

章，是基于对四川上百个方言点田野调查和语音资料分析的

成果。

与其他地区汉语方言连续发展到现代的情况不同，四川方言

的发展在近六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中断、移植填补到再发展的历

史。南宋末的宋元战争、明末清初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使四川人口

锐减，以致形成人烟断绝、方言中断的局面。由于人类自身的错

误乃至罪行，内战毁掉了四川地区辛勤积累建立的文明，等到约

五十年以后，才从四川以外的地区移民，以恢复生活和生产。这

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罕有的情况。由于文史人员被杀戮殆

尽而记录中断，以致在中国现存正史资料中，这一段重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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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详细的记载，只有一些野史和文人笔记①有零星的记录。对

于这些资料所描述的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血雨腥风，人们又往往

因为习见，对这些材料的可信度持疑，至今各执一端、众说纷

纭。眼见得这一段历史就要湮没无闻了。

幸而我们还有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 语言是观察历史的窗口。语言作为一

种社会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既与人类社会伴

生，又有自己独立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历

史变迁会在语言树上留下 “年轮”。当代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语言

资料，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可以找出语言发展变化的线

索，观察语言和社会历史的联系。十多年来，我们团队调查了约

一百六十多个四川汉语方言点 ( 进行中的 “20 世纪四川方音大

系”项目计划只采用其中一部分) ，通过对所调查的方言资料进

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四川方言在元明以来的发展轮廓，可以印

证这一段历史。

田野调查资料所反映的四川方言 ( 包括重庆地区) 的分布格

局是: 从西到东流过的岷江把四川方言一分为二———岷江以东以

北为 “湖广话” ( 入归阳平) ，岷江以西以南为 “南路话” ( 入声

独立) 。前者为主，约占三分之二，成渝地区的主要城市都讲这

种话; 后者为次，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川西南农村地区讲这

种话。

岷江以东以北入归阳平的方言，按当代语言学的方言划分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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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西南官话成渝片①［6］，而本地人叫这种方言为 “湖广话”，讲

这种话的人叫 “湖广人”。“湖广”是明清留下来的名称，指当

时的湖北、湖南两行省，所以 “湖广人”指来自湖北湖南的人，

“湖广话”指这些人所讲的方言。这些流行民间的名称反映了明

清时期两湖向四川移民的历史。现在湖广话一般指以成都、重庆

两地的方言为代表的通行于成渝地区方言，具有西南官话的共同

特征，例如 4 个声调、古入声字归阳平。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

征，例如不分平翘舌声母，( 洪音前) 不分鼻、边音声母，调值

相似，等等。成渝湖广话覆盖了东起重庆万州西到成都的岷江以

东以北地区。从地理位置上说，整个四川盆地，除去岷江 ( 以及

沱江) 西南部分，大都是湖广话地区。从当地人的意识上说，

通常说的四川话就是成渝两地为代表的湖广话。［8］从历史形成上

看，重庆话在湖广话的中心，大约在明代洪武移民时期就已经形

成，成都话则处在湖广话最西端，位于与四川另一大方言 “南

路话”的结合部，是清代前期移民才形成的。［13］

当地老百姓传说湖广话是明清 “湖广填四川”从湖南、湖

北两省移民过来的。从语音资料分析这些方言的音系，四川省、

重庆市的主要城市 ( 如广元、绵阳、成都、南充、遂宁、广安、

达州、重庆、万州等) 都讲入归阳平的湖广话，它们与长江三

峡以东江汉平原地区宜昌等地的话十分接近，音系几乎完全相

同。［9］笔者曾到湖北的恩施、利川一带调查，当地人讲话与四川

湖广话完全相同。宜昌一些当地人讲话，可以混同于成都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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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二版 ( 2012) 称“成渝小片”，区划略
有不同。



重庆话还近成都话。可以确定，四川的 “湖广话”是从这些地

区，经过长江三峡，来到四川盆地的。四川的湖广话是明清大移

民以后传播到四川并发展起来的，与民间传说相符。这一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中就认识到了。四川大学的崔荣昌教授指

出: “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

川，从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 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

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布下了四川话的汪洋大

海。”［1］14仅就成渝地区湖广话的形成来说，我们同意崔荣昌的这

个结论。但是，就整个现代四川方言的组成格局来说，把全部四

川方言都看成是明清湖广移民的结果，这个结论有偏差。

现代四川方言小片分布①

四川岷江以西以南的入声独立为主的方言，按现代方言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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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图由四川师范大学教师周岷用 GIS 系统绘制。



叫作西南官话的灌赤片①［6］，包括岷江小片、雅棉小片和仁富小

片②。本地人把成都周围农村人讲的方言叫 “南路话”或 “南路

腔”③，讲这种话的人叫 “南路人”，是晚清时期就存在的名称，

旧时带有鄙视的意味。“南路人”和 “南路话”是川西地区民间

很普遍的概念。南路话在语音、词汇上都有自己明显不同于湖广

话的特征，最突出的语音特征是 5 个声调、入声独立。南路话的

分布沿岷江以西以南，从成都周围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

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一直向东南延伸，在更大的范围上，

经乐山、宜宾直至泸州地区，再向东北和东南分别进入今重庆市

南和贵州北部。雅安地区的雅棉话和自贡地区仁富话，实际上与

南路话相近，只不过雅棉话把入声调归到了阴平调，仁富话把入

声归到了去声，都是南路话的近亲或分枝。我们的研究表明，南

路话不是明清湖广移民入川带来的，而是宋元以前四川本地方言

的后裔。［8］［11］

要揭示南路话与湖广话不同的历史地位，除了南路话与湖广

话语音系统不同、词汇系统有区别以外，还有两个比较易于说明

的特点。一是地理分布。为什么湖广话和南路话大致以岷江为

界? 绝大多数南路话分布于岷江以西以南，这是什么原因? 地理

上的明确分界与历史上的战争有关。因为明末四川的战乱和屠杀

主要发生在岷江以北以东的四川中心地区，而地处边缘的岷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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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二版 ( 2012) 称“西蜀片”，区划略有
不同。

仁富小片在岷江和沱江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在岷江北岸。
成都作家李劼人创作的反映成都 1910 年前后生活的长篇小说 《死水微澜》

中，称之为“南路腔”。



西以南地区损失比较少，所以明清移民填补了因战乱空虚的四川

中东部地区，而岷江在地理上的阻隔保护了原有的方言。二是现

代四川境内客家话和湘方言的分布。许多的研究证明: 四川境内

的客家话和湘方言是清代移民的结果，而四川境内的客家话和湘

方言的方言岛总是分布在湖广话的区域内，在南路话区域内几乎

没有分布。这正好说明，客家话、湘方言和湖广话是在移民潮中

一同来到四川的，而南路话原地存留，所以没有其他方言混杂其

中。据我们的研究，四川荣县话是从湖北中部地区移民到四川

的，落在了岷江以南，这是一个少有的例外。［14］

笔者母家成都，湖广人; 父家崇州，南路人。先时，我曾问

我外祖母 ( 成都人，1900 － 1995) : “我们 ( 成都) 家祖辈从哪

里来?”用湖广话回答，斩钉截铁: “湖广麻城孝感乡!”问我老

姑母 ( 崇州人，1916 － 2006) : “我们 ( 崇州) 家祖辈从哪里

来?”用南路话答: “一直就在崇庆州啊!”觉得我问得很怪。对

于他们的来处，当地人很肯定。我出生于成都，幼时父母送我回

崇 ( 庆) 州老家生活，学得一口南路话，回到成都，小伙伴们

嘲笑我: “说的啥子话哦? 乡巴佬儿!”我很惶恐，又拼命地学

回成都话。再回崇州，那里的人们又笑我: “成都娃儿!”我又

努力地回到南路话。一来二去，终于可以用两种话随机应变，以

防被孤立。对这两种方言的差别，我可谓有切身体会。没想到，

这后来在语言学上极大地帮助了我。

二

如前所述，崔荣昌教授关于四川方言和湖广移民的结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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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意到南路话与湖广话的音系的区别①，也没有意识到南路话

在四川方言中的重要地位。崔荣昌在四川方言的划分中，四川话

即湖广话，把大片的属于南路话的方言点归于 “湖广话”之下，

忽略了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如崔荣昌 《四川境内的湘方

言》［2］ “四川方言的形成”一节 “四川的官话———湖广话”小

节下，四川 ( 和重庆) 的 160 个市县 219 个点，除湘方言、客

方言和北方河南话的三个点外，都是四川官话 ( 即湖广话) ，没

有南路话的地位。这就是说，现代的四川方言都是移民带来的，

是传播的结果。

四川方言研究中的另一种观点，则是现代的整个四川方言都

是明代以 《蜀语》为代表的四川方言的延续，今天的四川方言，

不论是湖广话，还是南路话，都是以 《蜀语》为代表的四川明

代方言演变的结果。四川大学教授甄尚灵、张一舟文 《〈蜀语〉

词语记录的方式》: “本文笔者之一，为遂宁土著，以今日方音

读 《蜀语》词语和音注，倍感亲切，觉得多与自己的用语相合。

深信李氏是以当时遂宁方音做基础注 《蜀语》中的词语。”［5］28今

天的遂宁话是地道的湖广话，而 《蜀语》是南路话音系。［12］如

果二者一条线发展至今，四川方言在元明清时期没有发生大的替

换或中断，只有连续的演变。这就是说，现代四川方言的差别是

连续演变的结果。

前一种观点强调了明清战争破坏和历史移民因素，但忽视了

明代四川方言与今南路话的继承性，把岷江左右的全部四川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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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路话音系区别于湖广话音系有 9 个不同特征，参见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
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都视为明清 “湖广填四川”移民的结果。后一种观点强调了

《蜀语》与今四川方言的连续性，而忽视了明清战争对四川的巨

大破坏，认为湖广话和南路话都是明代以来四川方言连续分化演

变的结果。这就错过了进一步揭示四川方言历史层次的关键线

索。这两种观点，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岷江两岸会有湖

广话和南路话两种截然不同的方言分布? 四川方言在 1644 年到

1900 年之间约二百五十年的短时间内，能从同一的 《蜀语》方

言分化成现代的湖广话和南路话两种明显不同的方言吗?［11］

根据移民史和现代四川方言分布特点以及语音特点，我们提

出: 四川盆地岷江以西以南地区，以及相延续的长江以南地区的

有独立入声调的 “南路话”方言，应是更早的宋元时期古代四

川方言的遗留。岷江以东以北四川中东部地区，以成都、重庆话

为代表的成渝片 “湖广话”方言，才是明清 “湖广填四川”带

来的方言。［9］二百五十年来四川方言变化的格局: 由于明清战乱

形成的四川人口空虚，湖广话移入，自东向西填补南路话留下的

空白; 南路话残存，退守较边远的四川西南地区。［12］根据实际的

语音资料，南路话内部的分歧远比内部相对一致的成渝话要大，

大致可以分为川西、川中和川南三种类型。南路话内部语音差异

的悬殊，说明了它在当地演变分化久远的历史，它远比湖广话更

为古老。湖广话和南路话的差别，并非是从同一起点分化的结

果，而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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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还记得我的老师———四川师范大学杜道生先生 ( 1912 － 2013 ) ，曾说他家乡
的乐山话 ( 南路话) 是“大唐之音”。杜先生曾于 1934 年前后，在北大从沈兼仕学
习音韵学，谈论乡音必有所据。只恨当初没有“打破砂锅璺 ( 问) 到底”。



三

方言调查还有继续的进展。

在成渝片方言湖广话的海洋中，散布着一些南路话方言，形

成孤立 的 方 言 岛，如 四 川 中 部 的 射 洪、盐 亭、西 充。我 们 在

2007 年以来的调查中还发现，《中国语言地图集》［6］［7］标为成渝

片方言区的地区，一些方言至今还保持着入声调独立等与南路话

相似的特点，如成都的新都、广汉和双流等地。还有后来发现的

川北的剑阁、旺苍、苍溪、巴中的一些乡镇①。这些分布在湖广

话区域中的具有南路话特征的方言岛，应该是明清移民的潮流没

有完全覆盖的元明方言的存留。古文献 《蜀语》可以为证。

明代末年的 《蜀语》是古文献中少有的珍贵的方言记音材

料，保存了当时的四川方言语音。作者李实 ( 1598 － 1676 ) 是

四川遂宁人，崇祯十六年 ( 1643 ) 进士，晚年在吴地 ( 苏州)

写成此书。今天的遂宁话是标准的湖广话。但不要误入陷阱: 李

实的遂宁话并不是今天的遂宁话，甚至连前身都不是。原因很简

单，“李实离开遂宁后不久，遂宁被张献忠的军队屠城②，同时

四川的广大地区也遭受屠杀并陷入长期的战乱。所以，李实在吴

地写成的 《蜀语》，是 ( 依据) 张献忠屠遂宁以及四川战乱之前

的遂宁方言。”［15］我们曾把 《蜀语》与南路话相比较，发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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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四川师范大学杨波、何治春、周夏冰、赵丽娟等人的硕士学位论文，陈鹏
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末遂宁被张献忠屠城，人口尽失。参看 ［清］ 张烺著，胡传淮注 《烬余
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年。



的音系是最接近的。［13］［15］乍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很合理: 明

代四川遂宁等地的方言，实际上是南路话的前身。明末战乱之

后，遂宁才被移民带来的湖广话 “填空”了。由此推开，明清

移民以前，四川 ( 包括重庆) 地区的主要方言都是古代南路话。

这就可以解释盐亭、射洪、剑阁、旺苍、苍溪、巴中的那些近于

南路话的方言岛的存在了———它们是明以前四川土著方言的遗

存。［10］难怪它们大都处在偏僻贫穷的山区! 正是偏僻贫穷使它们

躲过了兵燹，在战乱中幸存。四川的通衢平坦之处全遭洗劫①，

生灵白骨，留下的荒芜之地，后来才为外省迁入的湖广话所

填充。

今天的人们往往好奇于张献忠 “江口沉银”的故事，关注

那些水底的金银财宝。却不知道这事件的背后，历史上曾十分富

庶的 “天府之国”四川竟有过这么一段沉痛的历史。感慨之余

曾有诗一首:

明末四川浩劫竟致方言替换有感

巴语蜀言何处寻? 秦文汉字枉劳心。

刀兵从古黎民恨，魑魅横时国运沉。

天府无烟生气断，锦城走虎莽丛深。

劫波荡尽楚人至，满耳川原湖广音。

语言材料，可以作为观察历史的工具，让我们看到由于文献

缺失看不到的东西。

由此可见，现代四川方言的格局是: 东面横向传播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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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四川师范大学汉语研究所 《语言历史论丛》第五至十一辑连载明末清
初四川战乱的史料及注释。



“湖广话” ( 今为强势方言) ，西面纵向演变而来的南路话 ( 今为

弱势方言) 。现代四川方言由传播和演变两种模式各自作用，形

成了两个历史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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