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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

内容概要

概   要
现代汉语有普通话，明清时代则有官话，亦曰正音。囿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曾经有许多现当代语言学
家错误地以为，北京从元朝开始除明初有一段以南京为都外，一直都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首都，所以
，明清官话一直是以北方音系为标准音的。如：罗常培认为“从元朝到现在六百多年间的普通音，都
以北方音作标准，大体上没有什么变迁”；王力认为“至少是六百年来,全国都承认北京的语音是‘正
音’”。然而，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学界以鲁国尧等为代表的学者突破传统音韵学的方法，
用“文史语言学”等新的学术手段，研究并提出了“明代官话之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假说，引起了
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有人坚持认为明代官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有人通过传统音韵学的方法分
析比对了明代相关韵书音系，认为其与南京音相近，从而唱和鲁国尧的观点；有人认为，官话并没有
标准，韵书反映的只是读书音，而非现实通行的官话语音；有人将官话分为北方系官话和南方系官话
，前者以北京音为标准，后者以南京音为标准等等。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近年，鲁国尧在大力提倡
通过文史资料研究汉语语言史的同时，本着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的严谨态度，将观点退宿到了“明末
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而何九盈也是通过对文史资料的梳理述论的方法，提出了明代乃至清代
，有南京官话、中原官话、北京官话等等“蓝青官话”，论地位北京官话、南京官话最为重要，每一
种官话各有各的基础方言这样的观点。
古人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学习和分析既有官话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笔
者惊奇地获知：至今发现的最早使用“官话”一词并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文献不在中国，而是在海东之
国的朝鲜（韩国与北朝鲜曾经共有的历史朝代）；最初明确“官话”即是“正音”的是来自泰西也即
欧洲的耶稣会士；最早直接断言明代官话正音以南京音为则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首先预测北
京音将成为官话标准音的是19世纪初之英国来华传教士；而最早系统性地将北京官话作为朝廷官方语
言编出教科书的是来自英国的外交官。于是，笔者通过挖掘这些欧美来华传教士、朝日等国汉学家有
关明清官话的文献遗存，辅以传统音韵学的方法分析他们的汉语音韵学著作之声韵母结构体系，对整
个明清两代官话正音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揭示出了较为清晰的明清官话正音的发展轨迹。这可以说
就是本项研究的创新之处与成果亮点。因为这样的研究，既可以宏观性地综合相关历史文献对于明清
官话性状的明确叙述，又可以微观性地分析出不同韵书对于明清官话音系的反映；既可以获悉官话使
用者之间因立场和用途的不同而对官话产生的认知差异，又可以通过欧美、朝、日数种汉语韵学文献
互证同一时期汉语官话的发展状况，从而弥补了单纯历史文献综述的泛泛而谈之缺陷，更避免了传统
音韵学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结论的风险。例如，单纯用方言比对推测古音的办法，有人得出结论说《西
儒耳目资》反映的是山西音，有人说是北京音，有人说是南京音，又有人说是杂糅了南北音系的读书
音等，众说纷纭；又例如，有人用对音法研究琉球官话教材，得出结论说它们反映的是北京官话，而
有人则说是南京官话，同一个文本，研究结论却是大相径庭。而笔者则是文史语言学、传统音韵学并
举，欧美、朝、日诸方文献互证，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笔者研究认为，明清两代的正音与官话是深受皇帝以及士大夫们的华夷观、京师所在地以及南、北两
京制度、南北经济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所左右的。
朱元璋立明之初，为彰显自己是真正的“中华”天子，恢复汉人唐宋旧制，通过敕文诏谕，一方面，
谴责传统的中原地区已经受百有余年胡俗之害，包括语言在内，需要恢复中国之旧；另一方面，对于
“中原”之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认为他的老家凤阳和南京等地才是真正“道里之均”的天下之中心
，而河洛地区实际上偏处西北，以往被称为“中原”，只不过是秦汉唐宋历代皇帝美称其肇基立都之
地而已。洪武八年（1375）之前，朱元璋欲立都凤阳，造为“中都”，所以，宋濂等文臣迎合皇帝的
凤阳口音，美其名曰“壹以中原雅音为定”，颁布了《洪武正韵》，作为正音官韵，以实现同文之治
。该书序言中，为否定以往传统韵书，指责沈约是汉语韵学失正的罪魁祸首，曰：“韵学起于江左，
殊失正音”。然而，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改变了主意，下诏定南京为京师，并在翌年下旨修订《洪武
正韵》，将其从七十六韵改为八十韵本，使其稍稍回归到了夹杂着吴音的“江左之音”。随着南京京
师地位的稳固和对南京话的熟悉，以及最终放弃迁都传统中原地区的计划，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不
便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否决以凤阳音为基础方言的《洪武正韵》，而重新肯定“江左之音”的传统韵
书音为正音标准，只好又下诏定孙吾与所编韵书为《韵会定正》，而这本韵书实质上“本宋儒黄公绍
《古今韵会》，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韵归一”。朱元璋此举，使得官话正音标准又回到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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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之音”的“沈韵”，《洪武正韵》则失去了正韵的实际功能，成为一种理论上的摆设，只在正字
规范上贯穿整个明朝发生着效用。其后，虽然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及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定北京
为京师，但仍然保留了南京的“留都”地位，六部、都察院、国子监等配置与北京等同，且官员年资
往往高于北京六部。京师与留都的引领作用，先是使南京音成为官话的语音规范，后又有北音逐渐影
响官话，使北京的官话向元代的通语回归，分离出北京官话。明朝有两个京都的政治格局为官话通行
南京音和北京音两种官音样板提供了政治基础。南京官话因与“诗韵”相合，南京又是明太祖肇基立
国之地，在经济文化上胜于北京，所以，南京官话音被奉为“正音”，北京官话音则往往被称为“时
音”或“俗音”，南京官话高于北京官话。如此，一个被尊而不遵、敬而不守的正音理论摆设《洪武
正韵》以及南京官话、北京官话两个官话样板并存成为有明一代所谓官话正音的实态。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因是“夷夏之辩”中的胡族，所以，在文化、语言上因袭明代汉制，没立即颁
布皇朝官韵，不过，其统治阶级的地位，还是促使官话尤其是北京官话愈加受旗人汉语等北方音系影
响，产生了诸如硬腭鼻声母、微母基本消失等变化。待等康熙、雍正相继敕纂《康熙字典》、《音韵
阐微》这两部正音标准字、韵书，特别是雍正六年（1728）上谕广东、福建籍贯的官员必须掌握官话
正音后，正音也算是有了官方标准。然而，由于此两部字书和韵书，原本音系古今相杂，加之音像传
媒手段缺失，在清人实际语言生活中，各地的官话多少都受方音影响，是并不标准的“蓝青官话”，
内中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成了“南音”和“北音”的代表，其中“南音”因保留了“入声”而最接近
正音，依然是通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官话样板。其间，徽班因使用韵书音而受到皇帝和士大夫的欢
迎，进京华丽转身为京剧，也成了正音普及的有效手段，京剧在福建、广东等地甚至因此变成了“正
音”的代名词。两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方的国家概念与外交思想传入中国，传统华夷观得以
改变，原本被轻视的北京官话逐渐成为宫廷官场的时髦语音。1904年，京音官话终于被写进《奏定学
堂章程》，堂而皇之地被确定为清朝的官话标准，成为每个读书人所应学习掌握的国语国音。
《千字文》有曰：“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是故，所谓“读书音”、“官话音”、“正音”理论上
应该是同一事物，它们只不过因人、因事、因地和因时而生成了概念所指的变异。正如利玛窦所言：
“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
。读书人以“读书音”读书识字，长大后用于官场，用于他乡。
对于以上官话发展脉络的梳理，笔者在充分综合利用涉及中、日、韩、英、法、德、葡、西、拉丁等
诸多文献史料的同时，选取各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代表性地分析了朝鲜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
通解》、《华东正音通释韵考》、来华传教士的《西儒耳目资》、《无罪获胜》、《汉英韵府》以及
日本汉学家的《唐译便览》、《三音正讹》、《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等外国人编纂的汉语韵书
所反映的官话音系，这些韵书因带有拼音文字的谚文注音、罗马字注音和片假名注音，直观性地保留
了各个时间节点官话的声韵母和声调特征，为我们了解每个时段的官话样态提供了传统音韵学的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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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主要列举了明清时期日本、朝鲜，以及西儒对于官话的认识，以及官话材料，并对这些材
料进行了分析比较。国内研究的人不多，可谓创新之一。同时发掘了国内史料中为人忽视的成份，可
谓耳目一新。美中不足的是在个别论证并不十分充分时便得出其结论，可以讨论更清楚些。不过无伤
大雅，仍为上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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