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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山东方言

第一，山东方言，通常指中国山东省境内所使用的汉语。

第二， 地理上的“山东”，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地理概念，泛指崤山、华山以东的地区；到唐

宋时期指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而山东作为政区名称，始于金代。

上古的典籍《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及《容成氏》等先

秦典籍中均有“九州”区划的记载，山东占了3州：兖州、徐州、青州。

东周时期（春秋战国）山东境内以齐国和鲁国最具影响力，所以山东又被称为“齐鲁大地”或

“齐鲁之邦”，并以“鲁”为山东省的简称。

第三，文化上的山东。中国三大文化传统来源（儒、释、道）之一：儒家文化，即诞生、发展、壮大

自山东。因此，山东文化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体系里，发挥的是骨干、支柱作用。

第四，汉代扬雄【方言】，指称今山东地界上的方言，常用词语是：齐（60次）、鲁（27次）、东齐

（62次）、海岱（29次）（吴永焕，2000）.自古至今，山东方言都具有重要价值。





2、全国方言的分区

李荣先生在《官话方言分区》（1985）一文中，根据古入声字的今调类在北
方地区方言的不同归类，把原来的北方官话大区分为七个类：北京官话、冀
鲁官话（原文称北方官话，后改今称）、胶辽官话、兰银官话、中原官话、
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后来，李荣先生又在《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一
文中将东北官话从北京官话中独立出来。这样，北方官话便有了八个分区。
而李荣先生是最早提出“胶辽官话”概念的。



3、冀鲁官话 中原官话 胶辽官话

第一、冀鲁官话或称“北方官话” 。（李荣，1985）

主要分布在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天津市（全部）、山东省的不足一半地区、以及北京的平谷县、山西

省的广灵县。河北省内属于冀鲁官话的市县有106个 冀鲁官话是河北省方言的主体。山东方言属于冀鲁

官话的市县（区）有53个 ，几乎占全省的一半地区；

第二，中原官话

是官话的一个分支，为中原民系与关中民系的母语，其母语人口有1.86亿人，在官话区中仅次于西南官

话。分布地区以（1）河南、（2）陕西关中、（3）鲁西南为中心，覆盖苏北、皖北、冀南、晋南、陇

东南、宁、青东南、南疆等地。山东省有31个县市属于中原官话。

第三，胶辽官话

山东有33个县市属于胶辽官话。从地理上看，胶辽官话分布在胶东半岛地区，辽东半岛地区。



4、山东方言 VS 冀鲁官话 中原官话 胶辽官话



5. 山东方言的语言学价值

第一，冀鲁官话与现代共同语的关系

第二，中原官话与古代通语、现代共同语的关系

第三，胶辽官话与元明清语言的关系



二、从起步到发展：山东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

长期以来，汉语方言研究具有良好的传统，取得丰硕成
果。其中，方言语音的研究有上千年历史，成果最多，
以各类韵书、韵图等为代表；

其次是方言词汇研究，以方言字书、词典等为代表；

方言语法研究，起步最晚，成果也较少（项梦冰、曹晖，
1992）。除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赵元任的
《 北京、 苏州、 常州语助词的研究 》 （《 清华学报 》
3卷2 期，1926年）、山东《牟平县志》（1936年）等
少量论文和地方志的简单记录外，其他就乏善可陈。偶
尔提及，也是作为语音、词汇的附录、点缀。



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普遍认为方言语法与共同语语

法几乎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也仅仅表现在词法

方面，零星的，散乱的，而句法无差别。这些偏见，

导致学界不重视语法研究；二是语法调查和研究比

较难，规律总结也不太容易。三是语法调查缺少实

用的、统一的调查，不像语音调查有《方言调查字

表》做依据、词汇调查有《词汇手册》为依据。

以比较句、反复问句为例，搜索著名学术数据库

【知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汉语比较句最早期的研究论文，共1329篇，最早的前10篇见下。



2、汉语反复问句最早期的研究论文 共458条，最早的10篇见下方



第一，共时、平面描写时期：方言--共同语, 两个指向
上世纪至九十年代，方言语法研究觉醒、开始的时期。早期的语法研究，还是平面描写、记录、总结为
主（钱曾怡主编，2000年）。常被提起的语法论文包括：

罗福腾，1981，牟平方言的比较句和反复问句，方言，第4期，页284-286

-------，1992，牟平方言的几种常见句式，方言，第2期，页145-147

-------，1992，山东方言比较句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中国语文，第3期，页201-205

-------，1996，山东方言里的反复问句，方言，第3期，页229-234

-------,   1998,  山东方言V他V结构的历史与现状，语言研究，页118-126



第二，共时、历时纵深研究时期：方言-共同语-近代汉语，三个指向

自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达，山东方言语法研究受到广泛重视，硕士论文、博士论

文、语法专著接连不断出现。例如：

硕士论文以山东方言语法为主题的不下三十篇，例如：

山东方言动词的完成体（唐娟华，北京语言大学，2004）

王村方言语法研究（王浩，山东大学，2007）

安丘方言语法研究（周琳，贵州师范大学，2014）

山东荣成方言人称代词研究（房小倩，兰州大学，2016）

山东沂源方言形容词词缀研究（唐传美，南昌大学，2020）

济宁话语法研究（崔文彤，南宁师范大学，2021）

语言类型学视角下胶辽官话比较句研究（孙聪，辽宁师范大学，2021）

山东沂南方言补语研究（高圆圆，河北师范大学，2022）

全国各类高校都有研究人员关注山东方言语法。



博士论文，更是出现了一批研究山东语法的好文章，研究的深度、方法，都是令人击赏的。

例如：

《醒世姻缘传》语法研究（李焱，厦门大学，2003）

《醒世姻缘传》助词研究（岳立静，北京语言大学，2006）

微山方言语法研究（殷相印，南京师范大学，2006）

明清山东方言特殊语法词研究（魏红，山东大学，2007）

明清山东方言词缀研究（宋开玉，山东大学，2007）

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

1、继续关注山东方言语法的平面描写；

2、努力关注山东方言语法史的断代研究，包括元、明、清、民国的研究。



学者专著：

冯春田：《<聊斋俚曲>语法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334页

冯春田：2012，明清山东方言语法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1022页



刘翠香：山东栖霞方言中表示处所/ 时间的介词

《方言》2004年第2期125-130页

壹、跟

贰、着儿

叁、待

肆、跟/着儿与待的语义差异

伍、跟/着儿与待的语法差异

第三，山东方言语法研究重要篇目举例 （1）



第三，山东方言语法研究重要篇目举例 （2）

戚晓杰，2006，明清山东方言背景白话文献特殊句式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189页

《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以下简称《金》、《醒》、《聊》）三部著作代表明清不同时期语言面

貌，既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又具有共同而明确的山东方言背景，是近代汉语后期研究，特别是明清山东方言研究不可多得的重

要语料。

第一章 比较句式

第一节 “比”字句

一、《金》、《醒》、《聊》“比”字句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比”字句特点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第二节 “X+VP+比较标记+Y”式差比句

一、《金》、《醒》、《聊》“X+VP+比较标记+Y”式差比句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X+VP+比较标记+Y”式差比句特点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第二章 比拟句式

一、《金》、《醒》、《聊》比拟句式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比拟句式特点

三、从《金》、《醒》、《聊》看汉语比拟结构形式的层面渗透

四、比拟句式相关问题研究

第三章 包括和强调句式

一、《金》、《醒》、《聊》“连”字包括式使用情况及其特点

二、《金》、《醒》、《聊》“连”字强调式使用情况及其特点

《金》、《醒》、《聊》包括和强调句式小结



第四章 被动句式

第一节 “被”字句

一、《金》、《醒》、《聊》“被”字句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被”字句特点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第二节 “教(交／叫)”字句

一、《金》、《醒》、《聊》“教(交／叫)”字句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教(交／叫)”字句特点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第三节 “吃(乞)”字句

一、《金》“吃(乞)”字句使用情况

二、《金》“吃(乞)”字句特点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第四节 “着(著)”字句

一、《金》、《醒》、《聊》“着(著)”字句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着(著)”字句特点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第五节 其他被动句式

一、“为”字句

二、“为……所……”句

三、“被……所……”句

四、“与”字句

五、“给”字句

六、“让”字句

《金》、《醒》、《聊》被动句式小结



第五章 处置句式

第一节 “把”字句

一、《金》、《醒》、《聊》“把”字句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把”字句特点

三、“把”字句相关问题研究

第二节 “将”字句

一、《金》、《醒》、《聊》“将”字句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将”字句特点

第三节 其他处置式

一、“拿”字句

二、“着”字句

三、“给”字句

《金》、《醒》、《聊》处置句式小结

第六章 反复问句式

一、《金》、《醒》、《聊》反复问句式使用情况

二、《金》、《醒》、《聊》反复问句式特点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总结：

根据本人的观察，山东方言语法研究取得的成绩：

第一，方言点、方言片的语法描写分析成果众多；

第二，词法研究和句法研究并重，词类、词缀研究；特殊句式研究，都有很多新发现；

第三，遵从语法研究的铁三角，深入探讨：方言-共同语-古代汉语（古--方--普）；

第四，元、明、清方言语法的断代研究成果较多。

第五，现代语言学新的语法分析方法不断引进，例如语法语义学、语言类型学等，成

为观察山东方言语法的新视角；



三、山东方言语法研究的进步空间

第一，利用历史文献，研究山东方言语法史，不应只满足于明、清两朝，还可上溯到

元代、宋代、唐代甚至更久远。山东地方的历史典籍众多。明清小说、元明戏剧、宋

代说唱文本等，都值得研究。

值得注意的包括：

1、方言散记、散录，关注俚俗词语和表达

2、方志资料

3、方言作品，包括小说、杂剧、民歌集、农学作品等。例如：

例如：北魏末年贾思勰（生卒年不详），青州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市）人的《齐民要

术》，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其中的名词、动词

等值得关注。

再如：明代章丘人李开先：有《中麓乐府》《词谑》《闲居集》等，撰写剧本《宝剑

记》《登坛记》等。

4、传教士编写的读本等，青岛、烟台等地都有清末、民初的读本。



第二，拓宽研究视角

1、多数方言研究的论文，着重于方言、共同语、古代汉语三方对比。这种
纵向、横向比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推广普通话的需要，也是增强研究价
值的需要。

不过，不要把方言语法研究依附于共同语研究，始终有或明或暗的倾向，就
是研究者倾向只寻找与共同语不同之处做研究，只要相同之处，就忽略不计。

2、要多多借鉴新型语言学理论讨论方言现象，例如：语言类型学、语义语
法学、认知语言学等，都有一些理论、方法可借鉴，也可以增强研究的深度。
不可只满足于实用已有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视角、术语、方式来观察
方言语法。



第三，关注方言语法化课题
语法化是近些年来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标准语的语法化研究进步很快。但是方言语法研究领
域借鉴的似乎不多。

山东方言有些俗语，从实意去向语法化，变得具有副词属性。例如：

1、【挺着膀儿】，相当于副词只管。例如：婚也结了，孩子也有了，一家人都安安稳稳的，你
就挺着膀过日子吧。

2、【见得着日】：肯定：这码事见得着日是他干的，别人干不出来。

3、【直着杆儿】：一直；不断地；不停地：他直着杆儿要求。



四、结语

1、山东方言作为官话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其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
过。

2、随着城镇化、教育的发展，山东方言逐渐受到标准语的强烈影响，某些语法现
象逐渐被忽视、直至消失。因此，抓紧调查、研究山东话语法，要有紧迫感。

3、山东方言的三大方言中，胶辽官话的语法研究比较充分，其次是冀鲁官话，而
中原官话方面相对薄弱，要适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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