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有人说，口音，是家乡赐予我

们最可爱的礼物。是呀，正在说家乡话的你，就是最有魅力的。

乡愁浓时，一开口，那山那水，那花那树，那人那屋，那根那魂，

瞬间就回来了。分享七个方言冷知识，愿你读完不仅获新知，亦

更觉家乡话的可敬可亲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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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方言冷知识，肯定有你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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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宁波话对上海话的形成影响极

大。19世纪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善

于闯荡经商的宁波人人口规模大，宁波方

言自然而然成为上海的强势语言。“阿拉宁

波欢迎您”，正是在宁波方言“阿拉”作为第

一人称复数代词的影响下，上海话逐渐也

把“我们”称作了“阿拉”。事实上，宁波话

与上海话发音仅从单个字音上分辨，区别

很小，但一旦连读变调，两地的语言才会表

现出令人惊讶的差别。

天津话干净利落，活泼俏皮，淋漓尽

致地体现了天津人豪爽率真、亲切幽默的

个性。然而呢，天津共有六个方言片区，

我们常听到的天津话其实只占其中很小

的一个范围，这在语言学中被称为“方言

岛”现象。为嘛天津话和周边的方言差别

如此之大？语言专家解释，明朝永乐皇帝

朱棣在做燕王时，从安徽宿州一带调集大

批军士携家带口来到天津，与当地百姓往

来，士卒所讲的方言就成了强势方言，于

是具有低平调的皖北方言渐渐成了天津

卫的通用语。

无论是民俗文化还是语言特色，大连

的独特存在，打破了大多数人对辽宁的固

有认知。大连人说话被戏称有“海蛎子

味”，研究大连方言多年的学者解释，主要

因为大连盛产海蛎子，再者就是大连方言

属于胶辽官话，同时又受满语等少数民族

语言影响，还受日俄等外语影响，形成了有

别于东北官话的方言。近代移民“闯关东”

的历史背景和半岛沿海的地理环境，使大

连方言独具特色。大连是历史上山东人

（水路）闯关东的第一站，因此大连有许多

与山东烟台、威海接近的语言和民俗文化，

大多数的大连人是山东等地闯关东而来的

后代。

在“铁血丹心”的武侠传奇中，在“躬耕陇亩”的三

国故事中，都曾无数次出现过襄阳这个名字。襄阳地

处湖北西北部，汉水上游，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

地带。密集的人口流动让襄阳话脱离了湖北其他地

区的口音，讲话中既有河南话的浑厚，又有四川话的

刚直，还带着陕西话的秦腔韵味。学者介绍，当地受

西北方言影响不小，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就曾在一首送

别诗中提到，襄阳口音是“语言清轻略带秦”，比方说

“我看一下”，襄阳口音是“我看一哈”。

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温州，已经走过了2200多年

的历史，南宋时期，这里是仅次于都城杭州的繁华之

地。这里不仅孕育了南戏，还诞生了一种神奇的方言

——温州话，它的发音不但和普通话有天壤之别，即

便是和浙江的北部吴语也完全无法交流沟通。语言

学家表示，温州话是迁徙语的代表，到底应该把温州

话归于吴语，还是归于闽语，历史上也是一直有争

论。直到现在，温州话算是南吴语的代表，但有一个

特点，就是里面有很多闽语的成分。温州地区有十几

种方言，可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正因如此，

温州话也被称是全中国最难懂的方言。拿温州南部

的苍南县来说，就完整地保留了瓯语、闽语、土语、金

乡语、畲民语五种方言。

南昌话是赣方言的代表，语言中

保留了大量的宋元古音。所以，南昌

方言又被称为汉民族宋元时期语言的

“活化石”，研究的学者说，“想知道宋

朝人怎样说话，就听南昌人说话”，南

昌人现在所讲的话跟当年宋朝、元朝

的人所讲的话基本上差不多。原始的

南昌方言语音系统大约形成于东汉末

年，此后仍不断受到亲属方言影响而

发生改变，直至两宋时期，才完全从北

方方言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古代雅言就有四个声调，

平、上、去、入。入声发音非常短促，在

南昌方言里，比如念一个词“滕王阁”，

“滕王”发音长，“阁”很短，这个“阁”就

是入声。

1953年，国家文教领导小组组织

了部分语言专家到全国采集各地语

音，统一官话标准，其中一组就来到了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专家们发现，

滦平当地民众日常使用的话语和普通

话极其相似。当时就有调研学者说

了，“在滦平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滦

平人，他的普通话水平至少是二级甲

等！”从清代起，承德滦平就成为北京

官话推广的先行区，而其四面环山、自

成一体的地理特征，也使得其语言特

色如装进时光胶囊一般，在历史长河

中凝固。滦平话甚至被认为“比北京

话更接近普通话”。

上海话的“阿拉”
是地地道道的宁波方言

你说嘛？！天津话的“老家”
在安徽北部？！

你别说，温州人自己可能
都听不懂

听今天的南昌人说话
就是听宋朝人说话

你学的普通话
其实是河北滦平的方言

大连话居然是山东味
不是东北味的

身在湖北
襄阳方言却独独少了湖北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