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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韩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领土面积很大的国家，所以中国

语言文化的地区差异超乎韩国人的想象。因此，不了解各地区的特

点是无法深入研究中国的。过去韩国的汉语学界一直重视中央地区

和以文献为主的研究，不过我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领域应该扩

大到中国各地和非文献资料的范围。因此汉阳大学中文系在大韩民

国教育部ＢＫ２１研究项目之下正在组织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

进行中国各个地区的语言和文学里的文化和地域因素的研究。为了

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学里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研究，汉阳大学２００７年开

始和国外有关单位合办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在首

尔汉阳大学、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地

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会议。今后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国内大学进行

合作。

韩国汉学家研究汉语方言的少而又少，我本人主要从事音韵学

和韩汉对比研究，也关注过中国方言，撰写过《首尔日照华侨方言调

查报告》《仁川荣成、日照方言音系试探》《仁川荣成华侨汉语音系分

析》《韩国华侨方言调查和研究方法》《中国方言的传统分类和计量

分析》《从计量研究看中国方言的分类问题》《韩国汉字音和中国方

言的语音类似度》《韩国汉字词和中国方言词类似度》等文章。我通

过这些文章鼓励韩国的汉语语言学家脱离以文献为主的语言研究而

多关注活泼泼的生活语言的研究，而且脱离研究中国方言的传统方

１



法而多关注计量研究等新的方法。

沈荭博士２００１年初来到韩国，在韩国５年多的时间里，她一边

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曾多次参加韩国各种有影响的语言学

会举办的国际会议，宣读并发表论文多篇，除了研究韩国学生如何学

习汉语方面的论文外，还有很多文章是关于重庆方言的，比如：《重庆

言子儿中的重叠现象 》（韩国中国言语学会２００４年秋季学术发表大

会宣读）、《小议重庆方言中的儿化词》（韩国《国际言语文学》，２００５

年６月）、《重庆言子与巴渝文化》（第十三届“台湾之旅”论文集，

２００５年８月；韩国《中语中文学》第３７集，２００６年６月）、《重庆方言

的语气助词》（韩国《中国学》，２００５年８月）、《重庆话与普通话及其

他方言词汇的比较》（大韩中国语学会 ２００６年春季学术发表大会宣

读；韩国《中国言语研究》第２２集，２００６年６月）、《四川话入声的演

变与四川移民》（第四十届国际汉藏语暨语言学会议，２００７年 ９

月）等。

２００６年２月沈荭博士在韩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并于当年到美国

做高访，９月出席了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办的“第３９届国际

汉藏语学术交流会”（Ｔｈｅ３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她用英语发表的《重庆言子儿》引起了与会

者的广泛兴趣，大家把目光转向中国大西部。２００７年作为高层次人才

引进，她回到了曾经给予她创作灵感和写作土壤的重庆———一个崛起

中具有新鲜活力的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经过一两年的积淀和修

改，她的博士论文得以充实和提炼，“重庆言子儿和城市文化”和“外

来人学习重庆话”两大部分的补充为本书增色不少，尤其对想了解重

庆、想跟重庆人打交道的外地人、外国人来说十分有用。

沈荭博士曾经提交了“第四届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研

讨会”《重庆话与成都话之比较》的文章非常符合我们研究组的研究

方向。她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对重庆方言和文化的不断挖掘，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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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学者当中也是不多见的，她的这种研究眼光和研究态度值

得欣赏。当她２００８年再一次到韩国参加韩中教育学会举办的国际

会议跟我谈及这方面的兴趣，我毫不犹豫地请她做我ＢＫ２１项目的子

项目负责人，我很高兴我的研究队伍又增添了一位合作者、一名生

力军。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我的课题组祝贺沈荭博士，同时也希

望她再接再厉做好中韩两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为增进两国之间更

好地相互了解和认识而努力。

请允许我借助沈荭博士曾对我说过的一句网络语言来结束这篇

序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爱，只有最地道的本土语言才能传达。而

沉淀下来的，是一股让这个城市所有人产生共鸣的精神之力！”

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教授

ＢＫ２１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组组长

严翼相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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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重庆、工作在重庆的语言工作者，我深深地

爱着这片土地，爱她的美丽，爱她的大气，爱她的幽默。重庆山水如

画，长江、嘉陵江在城市的中央交汇，立体夜景绚丽多彩；重庆人豪爽

直率，热情奔放，勇于开拓，勤于进取；重庆话诙谐幽默，生动而风趣。

有人说，北京人有特殊的语言陶醉感，一口嘣响溜脆的北京话，一口

甜亮脆生的京片子，让北京人特钟情于“说”———海聊、神聊、神吹海

哨、侃大山等。这一点，唯有以其方言而自得的四川人的摆龙门阵可

与之相颉颃。吹牛、冲壳子、涮坛子、拌灯儿，等等。更是体现了重庆

话独特的地方特色和无穷韵味。

方言，一方之言。它是通行于一定地域的话，是语言的地方变

体。中国地域辽阔，俗话说“十里不同天”，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十里不通言”。“五方之民，言语异声”，自古已然。现代汉语方言

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

方言、赣方言。每个大方言区下分为若干方言区，方言区下又分若干

“片”，片下还可以分为“小片”，直至最小的方言点。重庆方言（重庆

话）隶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虽与北方方言区的其他分支有许多

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自成

一体，尤其是词汇更具特色。词语和语音比较起来要稳定得多，一个

词的读音变了，但这个词常常历经各地而仍然顽强地保留在某些方

言中。因而，活生生、形形色色的方言词汇可以引领我们探寻到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庆言子儿”最早是由磁带讲出来的，现在，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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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凡是用地道的重庆方言讲的流行语、口头禅，甚至笑话，统统可

以称做言子儿。书中所论及的重庆言子儿还包括重庆的俚俗语。一

个个有趣的言子儿，表达了巴渝民众幽默豪爽的个性，形成了带有独

特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

语言是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着一定范围内特定人群的生

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对于文化感情的维系，或许比任何其他因

素都持久、强韧。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与独特的地理环境，积淀、造

就了厚重鲜明的巴渝文化。重庆话则是巴渝文化、重庆人文化性格

的构成材料，既传达、呈现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重庆人的生活与

性格。只要用心去看，用心去读，重庆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一个故

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串串幽默风趣的重庆言子儿。由此，你可以

领略到巴渝文化的神韵。

本书讨论的重庆方言是指重庆主城区使用的重庆话，不包括新

并入的万县市（今万州区）、涪陵、黔江等地区的重庆话。

本书使用的语料有两大来源：其一，以曾晓渝主编的《重庆方言

词解》、杨月蓉主编的《重庆方言俚俗语集释》为基础，参考了《四川

方言词典》（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１９８７）、《成都方言词典》（《现代

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李荣主编，梁德曼，黄尚军编纂，１９９８）、

《重庆言子》（张老侃，２００１）、《四川方言词语考释》（蒋宗福，２００２）等

几部有影响的词典和专著；其二，有现场谈话录音记录、相声录音、前

人著作及论文里的例句，还有作者自己和朋友们帮忙造的句子。

本书在必要的地方均采用了国际音标符号，并在每个音节右上

角用１、２、３、４标注声调，其代表调类与普通话的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一致，只是调值不太一样，分别是 ４４、２１、４２、２１３；有音无字的用

“□”标注，再用国际音标注其音。

本书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

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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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汉语历史悠久，方言复杂，经过近百年

的努力，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探索研究，人们对中国的方言已经有

了不少认识，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材料：关于方言的分区，有《中国语言

地图集》的最新成果；在编修地方志的热潮中，已经出版的县市方言

志不下千种；对单点方言作深入研究的专著和词典不下百种；单点语

法描写或比较研究的专著也有数十种。而就发表过的音系来看，应

在数千种之上。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方言普查以来，人们就十分注重

对方言的应用，让方言研究为语言教学、推广普通话、语文现代化服

务。近二十多年来人们又把视野扩大到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等领

域，对方言进行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

方言词汇的研究，对于划分方言，对于汉语词汇的发展和现代汉

语的词汇规范化，都能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还能说明并解决汉语词

汇学中有关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方言词汇的差别在人们互相交际时

可能造成严重的隔阂和误会，在各方言区推广普通话时需给予极大

的注意。

重庆方言存在于四川方言乃至整个汉语方言的整体当中，研究

重庆方言词汇可以继续推动四川方言研究、丰富汉语方言词汇研究

成果。

方言词汇研究是整个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词汇数量庞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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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又不如语音、语法的系统性、规律性强，因此词汇研究的难度相对

更大。本书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一）共时描写的方法

在文献调查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作者运用了传统的共时描写

方法，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全面考察、重点挖掘，对重庆方言的特点

进行了详尽地描述。除了整理出重庆方言词汇分类表（见本书附录）

之外，还对语气助词、重叠词、儿化词、词缀等进行了有详有略地描写

和讨论。

（二）比较的方法

比较研究是一种基本方法。汉语方言学自２０世纪上半叶建立

始，走的就是描写与比较的路子。描写的是实际调查得来的口语，比

较的是纵横两面的汉语、共同语和古汉语。重庆方言是汉语方言的

组成部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有些现象必须通过关

照其他方言才能显出其特点来。行文中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了它与

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的差异和远近关系，并且还从文化词语的角度

来对比成渝两地的差异。此外，依据李如龙先生提出的汉语方言特

征词理论，对重庆的特征词进行尝试性考察和分析，期待日后作出更

加深入的对比研究。

（三）历史学的方法

这主要是指基于历史文献和史料进行研究的一些方法，包括社

会生活史、地方志资料、口述史的方法等。从史料范围考虑，本书主

要关注重庆这座城市以及重庆方言形成的相关史料。

（四）统计学的方法

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重庆方言词汇进行了量化分析，并专门用

不小的篇幅对重庆方言与普通话及各大方言的基本常用词（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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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的《汉语方言词汇》为蓝本）进行了亲疏程

度的量化分析。统计学的方法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得出

更科学、更可靠的结论。

（五）多视角解释的方法

对于丰富多彩的重庆方言词汇，笔者还从多角度来进行研究，如

最后部分的重庆言子儿（狭义的重庆言子儿），笔者结合地域文化、移

民因素、民俗知识等来探究这些有生命力的新词语，充分展现了重庆

方言的魅力。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粤

方言区、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赣方言区（按照使用人口的多寡为

序）。每个大方言下面可分为若干方言区，方言区下又再分为若干

“片”，片下还可以分为“小片”，直至最小的方言点。本书所要研究

的重庆方言（即重庆话），属于北方方言区下面的西南官话成渝片中

的一个点。详见表１１。

需要说明的是，重庆长期以来是原四川省除省会城市成都之外

的一个重要城市，原来的四川方言内部是比较统一的，是原四川省

（包括重庆直辖市范围）的方言。就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地位而言，一

般人都认为成都话代表川西方言（甚至是四川官话的代表），重庆话

代表川东方言。当然，如果从新的行政区划来看，旧有的“川东”这一

概念已不复存在了，可是，重庆和四川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传统地缘、人文关系，是不可能截然按照新的行政区划把重庆方言从

四川方言中完全剥离出来的。

毫无疑问，重庆话是重庆直辖市的代表方言。重庆直辖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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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四川省的“三市一地”（即计划单列市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

江地区），占地约８万平方千米，一共有４０多个区市县，人口３０００多

万。所以，重庆方言内部肯定有一定的差异，不过，重庆市主城区在

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都是重庆直辖市的中心，重庆主城区

话理所当然应该是重庆方言的代表方言。因而，本书将以重庆主城

区话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重庆话的词汇。

表１１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

大　区 区 片 小　片 点

北方方言区

北方官话

西北官话

西南官话

下江官话（又

叫江淮方言）

四川方言

（成渝片）

云南方言

贵州方言

川西官话

（土著区）

川东官话

（移民区）

成都话

重庆话

吴方言区

湘方言区

粤方言区

闽方言区

客家方言区

赣方言区

重庆方言词汇非常的形象生动，例如：“丁丁猫儿”，形容蜻蜓的

翅膀与身子成丁字形，眼睛特别大，像猫的眼睛。“呓昂子”取其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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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呓呓昂昂”。词的结构基本上符合汉语造词法规律。最近几

年来，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重庆言子儿，一个接一个地“生产”出来，

表达和传递出了巴渝民众幽默豪爽的个性。例如：“霸道”形容特别

好，相当于普通话的“厉害”；发源于重庆的“宝器”（形容像活宝，爱

出洋相又带傻气的人）成为四川人民的口头禅；“雄起”一词更是响

彻各大体育馆，替代了中国球迷长期以来没有力度的“加油”。这些

新鲜的事物是值得好好发掘和研究的。

重庆方言研究不足的现状，尤其是重庆方言词汇的丰富多彩、别

具一格，引起了作者的关注，本书对此将作全方位的考察和综合比较

研究。

第三节　以往的研究

我们知道，重庆位于四川东部，笼统地说，重庆人说的都是四川

话。研究方言的人们，常常立足于四川方言，做过不少调查研究工

作，著书立说也以四川方言为题。相对来说，研究四川方言的队伍集

中在四川省省会成都，这种状况自古已然。

上古和中古时期，四川境内的语言和方言状况前人没有留下什

么系统的论著。今天所能见到的仅是一些零星记载，而且多半是一

些蜀语词汇。例如：西汉时成都人扬雄（公元前５３年—公元１８年）

撰写的《猷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关于汉语方言研究最早的方

言学著作）中记述有“梁益之间”或“西南蜀汉”的方言词汇，此外，郭

璞的《尔雅》、许慎的《说文》、陈彭年的《广韵》、段玉裁的《说文解字

注》等保留了一部分宝贵的四川方言资料，宋代诗人范成大、黄鉴和

陆游在他们的诗文中也有几处提到蜀方言材料。

明清至民国初期，出现了基本系统的四川方言专著。明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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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人李实的《蜀语》、清代四川成都人张慎仪的《蜀方言》和现代的

四川遂宁人唐枢的《蜀籁》，就四川方言词汇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

诠释工作。其中，李实（１５９６—１６３６年）的《蜀语》成为中国现存第一

部断域方言词典。清代四川武威人张澍的《蜀典》，四川简阳人傅崇

矩的《成都通览》以及地方志中的方言志，也都记录和保存了一大批

蜀方言词语。１９００年，中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钟秀之

（ＡｄａｍＧｒａｉｎｇｅｒ）编著的《西蜀方言》对研究１９世纪后期成都语音有

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所记录的词语不仅丰富而且几乎全部与今

日成都话相同。此外，明朝人张位的《问奇集》，杨慎的《丹铅总录》

《俗言》《古今谚》《古今风谣》以及清朝人李调元的《方言藻》也都零

零星星地记载了一些蜀方言材料。

２０世纪４０和５０年代，学者们对四川方言开展了两次比较全面

的规模空前的普查。第一次是１９４０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因抗战迁移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丁声树、董同禾、周法高、杨时逢

和刘念和五位先生于１９４１年秋天和１９４６年春夏，就四川方言进行

全面调查，共查１８２处。之后，杨时逢先生历时七八年之久于１９８４

年完成了２４０万字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第二次是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年，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现改为西南大学，下同）、四川师范学院

（即为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下同）部分语言学者组成四川方言调查

工作组，在四川省教育厅及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组织指导下，对

四川省１５０个汉族聚集县市的方言进行了调查，编汇出了《四川方言

音系》（载１９６０年《四川大学学报》，这个材料系统地记载了四川各

地的方音）。《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和《四川方言音系》为四川方言研

究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方言史料，其历史价值在于：对四川官话的语

音作了全面的调查和科学的记录；对四川方言官话的语音特点进行

了分析和归纳；对四川官话的分区提出了相同的标准，并取得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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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结论。

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致使四川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一

度停滞不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章屈指可数。

在沉寂了十多年之后，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随着《方言》的创

刊，四川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才又开始迈开了新的步子。到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四川方言的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发表的文章一

方面是对四川官话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四川方言源流的探

讨，对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与此同时，还

有好几本专著陆续出来，如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两本方言

词典相继出版：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的《四川方言词典》，罗韵希的

《成都话方言词典》。这一批论文的刊行和专著、词典的出版，标志着

四川官话的研究已经由语音普查研究进入到词汇、语法全面调查和

分析的新阶段。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中国文化语言学逐步兴起，

开启了语言研究的新视野，又有一批方言与文化及与其相关领域的

论著相继面世。比如崔荣昌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黄尚军的

《四川方言与民俗》等。

四川方言的研究可以说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硕果累累。然而，

在传统范畴中，重庆长期被置于“蜀文化光芒”之下，因而关于重庆方

言的研究就显得单薄、乏力。以下是重庆方言的研究成绩和研究队

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为了推广普通话，出版了《重庆人怎样学标

准音》（李运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范继淹的论文《重庆方言名词

的重叠和儿化》（１９６２．１２）、《重庆方言表动量的“下儿”和表时量的

“下儿”》（１９６２．１２／１９６５．６）先后发表在《中国语文》上。１９７９年以

后，范继淹的又一篇论文《重庆方言“下”字的分化》（１９７９．２）在《方

言》上发表。接着，又有余纪的《重庆方言中的“嘿”“惨”“只有恁个

了”》（１９８４．２），巴言的《重庆方言既说“啥人”又说“哪个”》（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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