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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域性消融背景下重庆方言传承现状与问题
——基于重庆高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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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地域性的消融致使方言传承面临巨大挑战，各地

方言文化交流碰撞的同时更需对地域性文化进行传承保护。基于

《重庆高校大学生重庆地方方言传承掌握情况调查》自主调查所

得有关数据，课题组发现在当地大学生中重庆方言在重庆地区的

使用率虽高，但方言词汇意义、文化意义、语法、文字书写等掌

握情况堪忧。方言的传承需要在政府、媒体、学校、文学艺术界

等多方的介入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文学艺术熏陶、媒体传

播渗透等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有效提高方言的传承，确保我国文化

的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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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迁徙融合中，古汉语使用者的社会差异和地理环境差异

让不同地区的语言发音、词汇、语法等出现了明确的地区差异性，

形成了诸多地区性语言——方言。媒介的出现打破了文化的地域

边界，方言与普通话的混用导致方言的文化地域性也逐渐消融。

重庆话——作为重庆 38 个区县人们使用的地区性语言集合也正面

临着地域消融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接触媒介最多的大学生群体

受此影响更为明显。大学生群体对方言的习得与掌握情况直接关

系着未来重庆方言的传承与发展，发现其传承中的问题并找出解

决方案极为必要。

一、重庆方言基本情况

重庆方言以巴、蜀方言为基础，受各移民方言、地域文化、

社会变迁等影响发展而来。巴楚战争战败巴人入渝、西周宗亲入

渝以及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氏万家”、明末清初的“湖光

广填四川”、抗战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上海、江浙一带的移民等

大量外地居民的到来给重庆方言带来了新的发音、新的词汇。如：

“穿的好格式”的“格式”来自上海方言，意为标致、时髦、新潮；

“你硬是行式的很”中的“行式”来自苏州话。重庆市辖区范围

大致分为主城片区、奉巫片区、江綦片区、万州片区、酉阳秀山

片区五大主要方言片区。

重庆方言隶属西南官话，与四川、湖北、湖南、云南、贵州、

广西、陕西等地的发音有诸多相似，与普通话的发音并不完全相

同，带有较为浓厚的地方特色。重庆方言中入声字弱化为喉塞音，

除江津和綦江等少数区县外声调都只有三个音。拼音中有 19 个声

母，6 个单韵母，没有 n 音，没有唇齿音和后鼻音。重庆方言保

留了较多古音，如“括号”在重庆被读作“kuɛ”，“脚”也被读

作为“jio”， “白色”被读作为“biɛ sɛ”；j、 x、 q 三个音在重

庆方言中的发音保留了古汉语中的发音，“街”在重庆话中与“该”

字同音；“鞋”与“孩”同音；“项”与“沆”字同音。重庆方

言还有声母混读的情况，如 f 和 h 混读，“飞机”读为“huῙ  jῙ” “回

家”读为“feῙ  jiᾱ”。

受地理文化、风俗习惯、性格文化等影响，重庆方言词汇有诸

多独特词汇。如重庆两江环绕多水，重庆人便用“水得很”来形容

一个人说话不太靠谱，多说一些场面话却最终落不到实处；又如因

重庆山势不平多有梯坎因此重庆人人喊人滚开便说“个人爬”。

重庆方言中的“子”和“头”这两个字常被用来作为词缀，

组成了重庆方言中的诸多名词。如羊 + 子（羊子）即羊；票 + 子（票子）

即钞票；鸭 + 子（鸭子）即鸭；各个方位词都可以与头进行组合

组成重庆方言中的方位词，如前 + 头（前头）即前方；上 + 头（上

头）即上方。

二、重庆地区大学生方言传承情况调查

课题组从方言掌握使用流利程度，对方言的心理印象，对常

见方言词汇的语音、词义和常用语法的掌握情况，方言学习掌握

的途径和对方言教育开设情况的看法几方面展开调查。共收到 286

分有效问卷，其中 204 份来自重庆籍大学生，82 份来自外地生源

大学生。

调查发现：重庆大学生方言使用率非常高，多数认为自身方

言掌握情况良好，但在工作、学习中方言使用非常低，多在生活

聚会等非正式场合；对方言认可度非常高，对语音语调有极高的

好感；对方言语音、语义和语法的掌握不够准确，受普通话的影

响较大，将普通话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与重庆方言语义语法混为一

堂；方言掌握主要靠原生家庭的口头传授，受父母方言掌握情况

影响较大，在校园教学中没有相关接触。

课题组针对方言书写和方言字词接触展开访谈调查，邀请 30

名重庆本地大学生对常用字词“嘞个”“恁个”“嬢嬢”“眼流水”“背

湿”进行书写。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无人书写全部正确。“嘞个”

与“嬢嬢”两词书写正确较高分别为 80% 和 90%； “眼流水”一

词只有 50% 的同学写对，写成了“眼泪水”的同学们误认为重庆

话是将“泪”字音变后读成了“liu”；“背湿”一词有 60% 的同

学写为“背时”，剩下 40% 的同学写的“背湿”，对这两个词的

差别对 30 名学生深入访谈发现 76.6% 的同学认为这两个词没有任

何的差别。访谈发现学生能够写对的词都是在方言电视剧和方言

栏目剧或方言墙上接触过的词汇，还有大量词汇都不知晓具体的

书写形式。同学一致认为方言剧和方言栏目剧是方言文字接触主

要平台，其次是近年来出现的磁器口地铁站等方言文化墙，至于

方言文学作品均表示没有接触过。

三、重庆地区大学生方言传承的问题

本次调查发现，重庆大学生对重庆方言使用认可度相对较高，

语音语义的传承未断，对方言文化的传承意义认识非常清楚。但

语词的深层词含义、语词的组词规则与使用规则、语法规则等传

承却并未到位，对方言背后的城市文化理解片面、方言书写困难等。

（一）语义传承单一

语义多样化是我国汉字语词化的共有特点，一词多意的现象

极为普遍。语词一般有本意、引申义或者比喻义等语义。如：“歪”

在重庆方言中既表示“厉害”，也表示“蛮不讲理”；“梭边边”

在重庆方言中既表达本意“躲到角落里（边上）”，也表达“遇

事胆怯退缩”之意，更被引申为“遇事不愿积极行动而是消极躲避”。

上述的两词在实际使用中几乎都被简化成了单义词，“歪”直接

等同于了“厉害”，“梭边边”也已失去了本意只剩下了引申义。

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对于部分常用的语词所表达的语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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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准确，本文关于“站倒”一词理解的调查中仅有 7% 的同学

选择了“状态”这一正确答案。大学生对那些年轻一辈少用的语

词如“夹毛居”一词的含义理解则更是模糊，甚至在调查中部分

同学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一个词。

（二）语法传承模糊

重庆方言有诸多特殊语法，如“睡倒了一趴趴人”中的名词

叠加构成量词的独特用法；“站到”“等到”“坐到”中的动词

+ 到用来表示命令、状态；“今天又着老师批评了”中的“着”

被用来表示“被”，“朵是朵”似的名词重叠中间加上是构成的

特殊量词；“羊子”“屋头”等中的“子”字和“头”字作后缀

添加构成各个特殊名词的独特用法……这些语法与普通话中的现

代汉语语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却赋予了重庆方言极强的表现力，

也增添了重庆方言的生动性和活泼性。如“我都百打百斤了 !”（我

的体重都达到一百斤了！）中数量词 + 打 + 数量词的独特语法构成，

通过简单的数词的叠加让人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说话者对于自己体

重达到一百斤后的惊讶与不满。

调查发现重庆大学生方言习得主要靠生活环境中的口耳相传

和牙牙学语之时从父辈的交流中的语言熏陶，这样的口头传授和

语境的熏陶在语音的传递上较为有效，但在语法的传递中却颇为

模糊也颇为无力，致使在后期的方言使用中大多数年轻后辈都无

从知晓具体的语法规则，也无法自觉地应用语法规则进行表达。

（三）书写传承缺位

古汉语的音变、意变使得重庆方言中的部分字词与普通话中

的字词书写截然不同。如“我着他 chōu 倒了。”一句中的“chōu”

被等同于普通话的“抽”，而方言汉字却由“扌”+“刍”构成，

然而在现代汉语中无论是直接查询新华字典还是在线查询新华字

典，不管用部首查字法还是用拼音查字法均已查询不到此字，在

普通话中该字已经完全被“推”“抽”两字所替代。“他硬是猋

得飞快！”“一口咬下去，水一猋就出来了。”中的“猋”字在

当前重庆方言的书写中也直接被写成了“飙”。实际上“飙”指

的是暴风，疾风。而重庆话中的“猋”则用来形容跑得快或者表

达东西快速冲出来之意。

重庆方言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形式传承，文字的书写、文字作

品的阅读在方言传承习得过程中长期缺位状态，本文中接受书写

阅读调查的 30 位学生中无人读过重庆方言文学，故而重庆人去书

写方言时基本上都是借助于普通话中发音相近的字词来替代，也

就造就了诸多音近的重庆方言词，如“告个闹钟”“告一盘”中

的告本应为“校”，如今也都直接以其发音写为了“告”。

四、重庆地区大学生方言传承的应对

因校园课堂教学均使用普通话，生源分布广泛，方言交流障

碍等致使重庆大学生群体方言使用环境较差，加上方言教育途径

单一，教育内容体系未能建立，方言涵盖的文化内容无法传达，

方言精髓正在消失，为此必须通过学校、社会和传媒三方的共同

努力来增强方言的传承。

（一）学校：探索方言习得“第二课堂”

调查发现，多数学生愿意学习重庆方言，并且能够接受在学

校课堂中开设方言课程，加之上文分析所知，未形成系统的方言

学习体系是方言传承的一大阻力，在协调好普通话和方言关系的

前提下，学校可以开设学习方言知识与方言文化的第二课堂。第

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有益补充，由于时间和课程限制无法在第一

课堂呈现的内容，都可以在第二课堂呈现。学校可以开发重庆方

言文化的课程，开展乡土文化宣传周、重庆方言配音节、重庆方

言情景剧、邀请重庆老城保护等公益团体组织进学校用方言向同

学们讲述重庆老城故事等活动，以此激发大学生学习和使用方言

的积极性，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二）社会：打造方言文旅产业链

方言来自于社会的长久积累，习得方言最好的课堂应是在社

会之中。直辖以来，重庆市政府打造了鹅公岩公园中的方言雕塑群，

磁器口地铁站的方言文化墙等特色文化建筑传递重庆方言。遍布

大街小巷的火锅店成为了当前重庆方言传播的重要场所，商家将

方言文字制作成多种多样的装饰物点缀于店铺的墙面、门廊、招

牌等上。渝中区老街巷小区建筑外墙上也分布着图文并茂的重庆

方言言子。同时，社区及志愿者们还纷纷开设公共文化服务活动，

如沙坪坝区的“黄桷树下讲故事”活动等等。

传承重庆方言，就必须让重庆人有更多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

去接触感知重庆方言。打造方言文化博物馆、修建方言文化墙、

开发方言游戏、制作方言电视剧、推出方言栏目剧、创作方言小说、

设计方言表情包、绘制方言漫画、兴建方言民俗文化建筑等将停

留于口头的方言变成文字式、图画式等可知可感的具体的方言文

旅产品，一方面能强化重庆方言的传承另一方面还能加大重庆方

言宣传的力度。

（三）媒体：搭建传播矩阵，传播方言文化

媒介化社会，方言传承不能再圉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这

样的传播速不仅度慢范围窄，准确性还低，全媒体矩阵才是最佳

传播通道，搭建以“传统媒体 + 三微一端一抖”的传播矩阵至关

重要。微博和抖音平台较为出名的本土方言大 V 果子哥哥和邓先

森，全网拥有超 500 万粉丝，对于传播重庆方言文化发挥了积极

作用。随着爱奇艺出品的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播出，说唱歌

手 GAI 进入大众视野，其以川渝方言为特色的歌词也受到广泛观

众的喜爱，“勒是雾都”的口号响遍全国，助推了重庆方言文化

的传播与扩散。此外，还有方言文化学习类 APP，如“方言说”“方

言趣配音”等，通过模仿配音、通关问答等方式让受众可以在娱

乐的方式中学习和了解方言文化。

五、结语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集中体现，弘扬传统文化势必要弘扬地方

文化，大学生作为社会承接的中竖力量，对于地方文化的传承有

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方言保护工

作的背景下，学校、社会和媒体三方协同，专业的学习、环境氛

围的营造、有效的宣传能促进方言传承的落实，确保方言的精髓

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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