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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 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都有自己的

方言( 有的地方!方言已经成为人们与外界交流的一道屏障(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发

展)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无论社会发展还是个人交往!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

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 推

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

的大市场(

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推

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

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本书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

针对性( 在内容安排上针对学习者的语言难点和薄弱环

节!突出普通话学习的规律性!对于重点和难点!重点讲解!重点训练(

$

实用性( 既有

系统全面的应试指导!又有丰富的各类*实战+练习'既有基础的单项训练!又有综合体系

的高级运用训练( 基础理论与实践结合!内容丰富!材料新颖!实用性强(

'

层递性( 本

书按照普通话基础知识与训练)普通话测试与运用分两篇编排( 各篇)章)节内容环环相

扣!体现普通话内容的层递性和训练途径的多元化!利于学习者用最少的时间)高效率地

学习普通话(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全国多所学校的一线教学老师共同参与审稿工作!在此!向他们

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由于彦平老师编写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十六章!樊容生老师编

写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十五章!彭清兰老师编写了第五章)第九章!湖南省南县职业中

专涂静老师编写了第十四章!李汪涛老师编写了第六章)第十章!湖南省南县第一中学黄

晓明老师编写了第十三章!湖南省南县职业中专雷立勋老师编写了第七章和第十二章!

湖南省宁乡县四中夏映新老师编写了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教师和读者批

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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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普通话概论

语言文字是交际的基本工具!是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 任何一个统一的国家!要保

证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稳定和发展!都需要有统一的或通用的语言文字" 中国历史

悠久#地域辽阔!始终没有分裂的原因何在$ 除了政治#社会的重要原因之外!还在于有

着统一的语言文字" 在实际生活中!为了消除或减少交际的障碍!人们除了%书同文&!还

力求做到%语同音&!这就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语"

第一节!什么是普通话

一!中国语言的基本状况

中国有着 .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截止 '()3 年底人口总数为 )5B0 亿人( 其中汉民

族人口占了大多数!**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所占人口总数不足 )(!( 中国的各民族在

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各民族的语言也呈现出纷繁的状态( 我国

*2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语言资源宝库!汉语的使用最为普及!除此之

外!还有各民族独有的语言!这些语言构成了中国语言的庞大体系( *2 个民族所使用的

语言并非仅限于 *2种!目前已统计的民族语言有 )'.种!有一些正处于消亡的边缘(

从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使用状况看!有的只使用一种语言!有的共用一种语言!有的使

用两种或以上的语言'从语言类型学上来看!有的是分析型语言!有的是粘着型语言!有

的是曲折型语言'从语言的系属关系上看!有的是汉藏语系!有的是阿尔泰语系!有的是

印欧语系'从地理分布上看!有的是跨境语言!有的是非跨境语言(

中国 *2个民族的语言基本情况如表 )")所示(

表 )")!中国 *2个民族语言分布情况表

序!号 民族 使用语言名称 所属语族 分布省份

) 汉族 汉语 汉语语族 全国

' 壮族 壮语 壮侗语族 广西)云南

5 蒙古族 蒙古语 蒙古语族 蒙古

3 回族 汉语 汉语语族 陕西)宁夏

* 维吾尔族 维吾尔语 突厥语族 新疆

!""

第一章!普通话概论



续表

序!号 民族 使用语言名称 所属语族 分布省份

2 藏族 藏语 藏缅语族 西藏)甘肃

/ 苗族 苗语 苗瑶语族 贵州)云南

0 彝族 彝语 藏缅语族 四川

. 布依族 布依语 壮侗语族 广西)云南

)( 朝鲜族 朝鲜语 朝鲜语族 吉林

)) 满族 满语 满1通古斯语族 辽宁

)' 侗族 侗语 壮侗语族 广西)贵州

)5 瑶族 勉语)布努语)拉珈语 苗瑶语族 广西)湖南

)3 白族 白语 藏缅语族 云南)湖南

)* 土家族 土家语 藏缅语族 贵州)湖南

)2 哈尼族 哈尼语 藏缅语族 云南)广西

)/ 哈萨克族 哈萨克语 突厥语族 新疆)青海

)0 傣族 傣语 壮侗语族 云南)广西

). 黎族 黎语 壮侗语族 广西

'( 傈僳族 傈僳语 藏缅语族 云南)四川

') 佤族 佤语 孟高棉语族 云南

'' 高山族 泰耶尔语)赛德语)邹语 印尼语族 台湾

'5 畲族 畲语 苗瑶语族 福建)浙江

'3 拉祜族 拉祜语 藏缅语族 云南

'* 水族 水语 壮侗语族 贵州

'2 东乡族 东乡语 蒙古语族 甘肃

'/ 纳西族 纳西语 藏缅语族 云南)四川

'0 景颇族 景颇语)载瓦语 藏缅语族 云南

'. 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语 突厥语族 新疆

5( 土族 土族语 蒙古语族 青海)甘肃

5) 达斡尔族 达斡尔语 蒙古语族 黑龙江

5' 仫佬族 仫佬语 壮侗语族 广西

55 羌族 羌语 藏缅语族 四川

53 仡佬族 仡佬语 壮侗语族 贵州

5* 锡伯族 锡伯语 满1通古斯语族 新疆)辽宁

52 布朗族 布朗语 孟高棉语族 云南

5/ 撒拉族 撒拉语 突厥语族 青海)甘肃

50 毛南族 毛南语 壮侗语族 广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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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民族 使用语言名称 所属语族 分布省份

5. 阿昌族 阿昌语 藏缅语族 云南

3( 普米族 普米语 藏缅语族 云南

3) 塔吉克族 塔吉克语 印度1伊朗语族 新疆

3' 怒族 怒苏语)阿侬语)柔若语 藏缅语族 云南

35 乌孜别克族 乌孜别克语 突厥语族 新疆

33 俄罗斯族 俄罗斯语 斯拉夫语族 新疆

3* 鄂温克族 鄂温克语 满1通古斯语族 黑龙江

32 德昂族 德昂语 孟高棉语族 云南

3/ 保安族 保安语 蒙古语族 甘肃

30 裕固族 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 突厥)蒙古语族 甘肃

3. 京族 京语 越南语族 广西

*( 基诺族 基诺语 藏缅语族 云南

*) 塔塔尔族 塔塔尔语 突厥语族 新疆

*' 独龙族 独龙语 藏缅语族 云南

*5 鄂伦春族 鄂伦春语 满1通古斯语族 黑龙江

*3 赫哲族 赫哲语 满1通古斯语族 黑龙江

** 门巴族 门巴语)仓拉语 藏缅语族 西藏

*2 珞巴族 珞巴语 藏缅语族 西藏

二!普通话的含义和特点

)B普通话的含义

普通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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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为

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

')(语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共同语的语音通常总是以基础方言代表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 北京自 )5 世纪以来

就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词汇以北方话为基础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北方方言词汇是共同语词汇的基础和

主要来源( 从 )5世纪开始!北方话词汇就随着官话和白话文学传播开来!成为白话文的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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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语法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

典范的文学著作使用的是经过加工)提炼后的较规范的文学语言!并且有相对的稳

固性!便于遵循( *现代白话文著作+应该是典范的而不是一般的!典范著作具有较广泛

的影响力和代表性!在规范的巩固和发展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B普通话的特点

')(音节结构简单!声音响亮

普通话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 3个音素!音节中发音响亮的元音占优势(

''(音节界限分明!节律感强

汉语音节一般都是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有鲜明的音节界限( 辅音和元音规律地

出现!便于切分音节(

'5(声调抑扬顿挫!富于音乐性

普通话声调变化高低分明!高)扬)转)降区分明显!优美动听(

'3(语汇丰富!语法规范

双音节占优势!构词法灵活多样( 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词)短语

和句子的结构原则基本一致!量词丰富!这些特点使汉语的表达生动丰富)简明准确(

三!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

).*2年 '月 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中指出#*由于历史

的原因!汉语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地步( 许多严重分歧的方言妨碍了不同地区

人们的交谈!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许多不便( 语言中的某些不统一和不合乎语法的

现象不但存在在口头上!也存在在书面上( $$为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进一

步发展需要!必须有效地消除这些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来!推广普通话工作越来越迫

切!越来越必要( 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B学习普通话#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在封闭式小农经济时代!人们很少出家门远行!以至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

来+!推广一种*共同语+就不是十分迫切( 进入新时代!在经济建设中!生产资料)产品要

进行跨地区交流!人员要频繁交往!而保证各种交流畅通无阻和整个社会高效协调运转

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推广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 我们国家有 *2 个民族!)'( 多种语言!

现代汉语还有各大方言区!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规范化)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信息交流载

体"""*共同语+!其步伐必然受到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因此!我

们必须学好普通话!普及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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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学习普通话#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当前!世界发展已经进入自动化和信息化时代!运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问题!实现

生产)办公)日常生活的自动化等已经成为现实(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语言文字的服务

领域正由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拓展到*人机交际+!*人机对话+就是一个范例( 自动化和

信息处理技术使声音的传播和转换技术日益完善!人的口头语言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处理

中!其传递)储存)检索)转换等功能实现自动化后!一些会说话的机器和会听话的机器会

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机器人大夫+)*口传打字机+)*口语翻译机+)*有声信件+等!

这就要求人们说标准的共同语即普通话( 否则!人与机器就无法对话!高科技新产品也

就无法为我们服务(

5B学习普通话#推广普及普通话$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人才竞争的社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人才的基本素质之一( 学习

和推广普通话!是促进新世纪人才培养)提高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 从现实来看!我

们毕业后就要走向社会!面临求职就业!将来还要发展事业!其中每一环节都需要我们介

绍自己!展示自己!都需要我们与人交际!与人沟通( 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能用标准的

普通话口语去表达!定会为自己增添光彩!为赢得成功争取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

家对有关行业普通话水平具体要求的出台!一些相关行业!尤其是文化教育)服务业等!

在人员招聘时都把会说普通话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提出来( 可见普通话水平的高低!有时

会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发展前途(

3B学习普通话#推广普及普通话$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需要

'(('年 /月 )(日!我国台湾地区推出一套*通用拼音+与国际上已经通行的汉语拼

音抗衡!'((0年!在两岸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台湾地区又取消了*通用拼音+( 从这个

意义上说!普及普通话!实现语言文字的统一!对于实现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秦朝

在统一六国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中!就有*书同文+的要求( 清朝雍正皇帝

也曾下过推广*官话+的诏书( *书同文+)*语同音+!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人民的

爱国热情( 说普通话!普及普通话!是每个炎黄子孙维护民族利益)实现国家统一的具体

行动体现(

第二节!普通话与方言

一!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语由于社会)历史)地理以及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时而分化!时而统一!在这种分化和统一的复杂变化历程中!产生了纷繁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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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 由于民族共同语总是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同一民族的地方

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 汉民族共同

语是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和汉语方言之间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发展和普及民族共同语是为了消除方言间交流的隔阂!但是民族共同语和方言并不

彼此对立( 普通话的推广!并不以消灭方言为前提!而且普通话还需要不断从方言中汲

取有益的)有生命力的成分(

在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其主要任务是要使各方言地区的人们掌握全民共同使用的普

通话( 各方言地区的人们不但能使用方言!而且还能自觉地在社会公共交际中使用普通

话!而方言作为一个地区的交际工具仍会长期存在( 但是!从总的发展情形来看!汉语历

史上长期分化的状态到现代逐渐发展变化!取而代之的必将是语言统一的形成(

二!现代汉语方言

根据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现代汉语方言可以划分为七

大方言区( 在复杂的方言区内!还可以再分为若干次方言!甚至再分*方言小片+!直到细

分到一个个地点的方言!即*地点方言+!如*武汉话+)*广州话+等( 七大主要方言区的

分布情况如下#

)B北方方言区

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也是通行区

域最广的汉语方言!包括整个东北)华北)西北!西藏除外的西南地区!山东)河南)湖北以

及苏)皖的大部分地区( 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5!( 北方方言区又可细分为以下

3个次方言区#

')(中原官话

中原官话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东北 5省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西北官话

西北官话分布于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

'5(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分布于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以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东南角除外&)

广西西北部和湖南西北角(

'3(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分布于安徽)江苏两省长江以北地区%徐州)蚌埠一带除外&以及镇江以西)

九江以东的长江南岸沿江一带(

'B吴方言区

吴方言!或称吴语)江南话)江浙话!以*苏州话+)*上海话+为代表!主要分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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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江苏省南部)浙江省的绝大部分以及安徽省南部的部分地区( 使用人数约占汉族总

人口的 /B'!(

吴语的内部!又分为太湖片%与台州片并称北部吴语!分布在江苏省南部除南京)镇

江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江苏省中部南通的南三县及泰州的靖江)上海市及浙江省湖州)嘉

兴)杭州)绍兴)宁波一带!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代表&)台州片%浙江台州一带&)婺

州片%浙江金华一带&)处衢片%浙江衢州)丽水一带以及毗邻的江西)福建小部分地区&)

瓯江片%浙江温州一带&和宣州片%安徽南部部分地区以及江苏的高淳)溧水两县&(

5B客家方言区

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客方言)客语!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 在中国南方的客家人

中广泛使用!主要分布于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以及台湾地区

和四川等地( 客家话自成体系!保留了较多中古中原语言的特点( 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

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5B2!(

3B闽方言区

闽方言分布在福建)海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广东东部潮汕地区)雷州半岛部分地

区)浙江东南部)广西的少数地区以及台湾部分地区( 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

闽北方言)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闽中方言和闽南方言%以*厦门话+

为代表&( 使用闽方言的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B/!(

*B粤方言区

粤方言又称广东话)白话)广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主要分布于广东省中部)西南

部和广西南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使用粤方言的人口大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3B)!(

2B湘方言区

湘方言又称湖南话)老湖广话!主要分布于湖南省%西北角除外&!此外广西)四川境内

也有少量分布( 湘方言内通常分为老湘语和新湘语两类!新湘语更接近于西南官话( 新湘

语以长沙话为代表!老湘语以双峰话为代表( 湘方言使用者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5B'!(

/B赣方言区

赣方言又称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分布于江西大部分地区)安徽西部及南

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靠近江西一侧的狭长地带以及湖南西部的部分地区( 使用人

数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5B'!(

普通话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 方言作为地域性语言!经过

了漫长的发展历史!同样是一种优秀的语言!只是不利于交流( 推广普通话是在不摒弃

方言的同时掌握汉民族的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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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活 动
实践活动

)B你所在地区属于哪一方言区/ 与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播音比较一下!你所在地区

的乡音与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有哪些明显差异/

'B什么是普通话/

5B现代汉语有哪些方言区/ 你家乡所处的是哪个方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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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普通话语音

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能表达一定意义的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 语音是

一种声音!它跟自然界的其他声音一样!具有物理属性" 语音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所

以它又具有生理属性" 更重要的是!语音要表达一定的意义!什么样的语音形式表达什么

样的意义!必须是使用该语言的全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所以语音又具有社会属性"

第一节!语音的性质

一!物理属性

世界上任何一种物体处于静止状态是不会发出声音的!声音的产生都源于物体的振

动( 语音属于一种物理的运动!所以具有物理属性( 音高)音强)音长)音色是语音物理

属性中不可缺少的四个要素!任何一种声音都是这四要素的组合(

)B音高

音高指的是声音的高低( 它取决于音波在单位时间里振动次数的多少和快慢( 声

波每秒振动的周期次数就是声波的频率!语音的高低!就是由声波频率的多少决定的(

频率与声音的高低成正比!如果在一定的时间里发音体振动得快!次数多!频率就高!声

音也就高( 发音体振动得慢!次数少!频率就低!声音也就低( 比如!#音每秒振动 0((

次!$音每秒振动 *((次!#音就比 $音高( 我们还可以从物体的形态来区别物体发音

的高低( 一般来说物体的大小)粗细)厚薄)长短)松紧直接影响物体发音的高低( 大的)

粗的)厚的)长的)松的东西振动慢!频率低!声音低( 反之!小的)细的)薄的)短的)紧的

东西振动快!频率高!声音高( 乐器中的大提琴)小提琴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语音中声音

的高低取决于人的声带的长短)厚薄)闭合的情况和松紧的调节( 一般说!成年男子声带

长厚!声音低!声波频率大约在 0(C'(( 赫兹!成年女子声带相对短薄!声音高!声波频率

可高达 3((赫兹左右( 如果对同一个人来说!也可以通过声带松紧的调节来控制声音的

高低( 因为人在发高音时声带闭合紧!发低音时就较为松弛( 在普通话中!阴平)阳平)

上声)去声四声调的变化就是由音高决定的(

'B音强

音强指的是声音的强弱( 音强取决于发音体振动幅度的大小( 也就是空气质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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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时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偏移量!计算振幅的单位是分贝( 普通谈话时声音的强度大

致在 2(C/(分贝!如果超出人耳就不适应!高达 )'(C)5( 分贝时!人耳就会感到疼痛(

振幅的大小与音强成正比!振幅大声音就强!振幅小声音就弱( 从发音上来说!同一个人

语音的强弱是由发音时气流冲击声带力量的强弱来决定的( 气息饱满声音就实!气息弱

声音就虚( 从语音的性质上来讲!元音普遍要比辅音的音量强!响度大( 浊辅音比清辅

音音量强!响度大( 开口度大的元音比窄元音音量强!响度大( 另外!普通话词汇的轻重

读也主要靠音强来区别(

5B音长

音长是指声音的长短!也有人称*音值+( 它取决于发音体振动时间持续的久暂( 振

动时间长!声音就长!振动时间短!声音就短( 比如!#音振动 '(秒!$音振动 )( 秒!#音

就比$音长( 在语音中音长影响到每个音节音程的长短!对两字词)三字词)四字词的轻

重格式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爱国%中重格式&!播音员%中中重格式&!社会主义%中

重中重格式&!其中*国)员)义+这 5个字的音程相对较长( 如果是轻声音节!音长相对就

比较短( 例如!*妈妈+的后一个*妈+字念得又轻又短( 其次!在语言表达过程中!还可

以通过延长词重音的音长来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 另外!通过各音节间音长的不均等变

化还可以体现语言的节奏感!使其起伏跌宕!错落有致(

3B音色

音色是指声音的本质和特色!也叫*音质+( 它反映了每个人不同的声音品质和色

彩!是一种声音区别于另一种声音的基本特征( 音色的差别取决于振动形式的不同( 或

者说是音波波纹的曲折形式不同才造成不同的音色( 形成不同音色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发音体不同)发音方法不同和发音时共鸣器形状不同(

二!语音的生理性

语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具有生理性( 人的发音器官包括三

大部分!如图 '")所示(

)B肺和气管

肺是人呼吸气流的动力站!由肺部呼出的气流是语音的原动力( 气管是气流的通

道( 肺部呼出的气流通过气管输送到喉头!作用于声带)咽腔)口腔)鼻腔等发音器官!从

而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B喉头和声带

喉头由甲状软骨)环状软骨等组成!上通咽腔!下连气管( 声带位于喉头的中间!是两片富

有弹性的带状薄膜!是语音的发音体( 两片声带之间的空隙叫声门( 从肺部呼出的气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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