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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平：

“普通话之乡”的历史记忆

官话 国语
普通话

1
语言改革，政务院

专家进村采集语音

9月20日上午，滦平县长山峪
中心小学，60 多位学生家长参加
了我省开展的县域普通话普及情况
调查。

“我的户籍性质是农村，我完
全可以听懂普通话，我日常生活中
最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调
查员田金虎宣布开始后，每位家长
都要朗读并回答15项问题。

尽管对滦平“普通话之乡”早
有耳闻，但置身现场，每位外来者
仍会不由自主地为村民的音准分
明、字正腔圆而点赞。

今天的滦平，已经把普通话放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上。然
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几乎所有的滦平人，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天天使用的日常语言与普通话
的形成、推广有着不解的渊源。

“2008 年奥运会前后，许多
外地记者深入滦平农村采访，当
他们听到这里男女老少全是一口
纯正的普通话时，都非常惊讶，
纷纷询问我们是如何推广普通话
的。”滦平县文联主席邓秀军当年
在县政府办工作，他在相关接待
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现象背后的
文化价值。

“滦平，一个塞外小县，为什
么普通话语音比北京更标准？”“全
域性标准普通话发音蕴含着怎样的
历史机缘和文化价值？”带着这样
的问题，邓秀军开始搜集资料，展
开研究。

他的有关建议得到县里的高度
重视。2012 年前后，滦平县组织
专门队伍进行寻访论证，揭开了当
年普通话标准音采集亲历者们尘封
已久的历史记忆。退休教师韩保权
就是其中一位。

“语音准确，读得很好，小朋
友加油！”65 年前，韩保权第一次
接触到北京来的专家时，得到了这
样的表扬。

今年 76 岁的他还记得，那个
秋季，自己正在拉海沟完全小学上
四年级，北京来的十几位专家分散
到 3 个班里听课、座谈、讲古诗，
而后开始考察普通话。

语文成绩不错的韩保权，被叫
起来朗读课文。他靠着那篇 《歌唱
祖国》，获得了专家的表扬。

65 年过去了，时光已经湮没
了韩保权与专家接触的众多细节。
然而，他知道自己的普通话很好。
当年的那份激励，也让他日后成为
了一名教师，在家乡滦平县的多所
学校教过语文。

滦平普通话中封存的第一份历
史记忆就此被打开。

1953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组织专家到滦平进行普通话标准
音采集。当时，专家在滦平选择了
金沟屯、巴克什营、火斗山等 3 地
进行采集，韩保权、白凤然、魏洪
林等多位老人正是当时的参与者、
见证者。

古语说，十里不同音。在广袤
的祖国大地上，要让天南海北的人
自由交谈，时至今日，仍是一项艰
巨工程。

作为全国规范，普通话需要音
节口型顺畅，声调简明，易于分
辨，甚至要求语速适中，气流连
贯，韵味充足，适于广播、演讲和
日常交流，如此才适合作为推向全
国的共同用语。

显然，滦平日常的语言非常符
合这些标准。专业人士认为，滦平
语音虽然比当时的北京话要“硬”一
些，但直接、清晰、明确，尤其是没有
北京胡同儿里那种儿化、省字、尾音
等发音习惯，更易于学习推广。

如此背景下，滦平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成为普通话语音采集地
之一。但韩保权等人却不知道，当
时依照何种标准形成最终的规范，
也曾经历了一番周折。

1955 年 10 月，全国文字改革
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召开，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
定为“普通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
通话的方言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
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
覆盖汉语区的 15 种主要方言中，
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
以 52 票位居榜首；而以成都语音
为标准音的西南官话以一票之差名
落孙山。

投票结果，一锤定音。1955
年 10 月 26 日的 《人民日报》 在社
论中明确宣告：“这种汉民族共同
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
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1956 年，国务院发出指示，
要求推广普通话。

60 年后，伴随着“普通话之
乡”的日益叫响，滦平县专门设立
了推广普通话办公室。该办公室主
任于德富介绍：“我们的职能，就
是借助普通话这一优势资源，为河
北打造一张亮丽名片，把滦平推向
全国，推向世界。”

御路绵延，北京官话
翻山越岭传播滦平

9 月 21 日，滦平县火斗山乡。
穿越一条长长的山沟，一条被废弃

的古道出现于眼前。古道曲折往
返，蜿蜒于山岭之上。路面的青石
上，两道深深的车辙彰显着曾经的
岁月磨砺。

“十八盘古道，既是宋辽时期
的古驿道，也是清朝皇帝出古北口
进行木兰秋狝的重要御道之一。”
将史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邓秀军
的讲述滔滔不绝。他认为，北京官
话正是沿着这样的御道，一步步传
播到了滦平。

今日的普通话，是由北京官话
发展而来。“为什么燕山深处的滦
平及邻近区域的居民都能讲一口北
京官话呢？”邓秀军对滦平普通话
的关注和研究已经十年有余，这是
最初遇到的最大疑问。

史料的记载，把邓秀军的研
究视野引向了一次移民。清朝建
立之后，上至皇族、下至普通旗
民，纷纷在承德等地建立庄园，
负责供应粮食蔬菜等。其中，滦
平一地就有皇庄 24 个，王庄、旗
庄 130 多个。

与此同时，承德开始成为清朝
的第二行政中心。清朝在这里驻扎
军队，设置众多办事机构，最高统
治者也几乎每个夏天都要到这里办
公，还要在秋季到围场打猎。地处
京承间必经之地的滦平，境内先后
开 辟 出 御 路 五 条 ， 并 设 有 行 宫
八处。

在此过程中，滦平开始形成今
天的村落，留守行宫的护卫、皇宫
委派的庄头、跑马占圈的满洲贵族
及其随从家眷成为这里人口的主要
来源。

“如果把镜头定格滦平，历史
的发展就像一幕幕话剧，只不过这
一幕上演时，舞台上所有的台词，
讲 的 都 是 北 京 内 城 里 所 说 的 正
宗官话！”邓秀军说。

清朝定都北京后，统治阶层开
始进一步学习汉语。北京居民原来
所操的明朝官话，经过融合之后，
开始变音变调，入声消失，卷舌音
出现 ， 并 逐 渐 演 变 形 成 了 满 式
汉语——北京官话。

为了沟通的顺畅，1728 年，
雍正还下旨在全国开展正音运动。
国家设立“正音书馆”，首次确立
以北京内城语音为正音，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推广。

因烦恼于闽广两省官员的口音
实在太难懂，皇帝谕令“福建、广
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
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
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
试”。

史料显示，在此过程中，承德
也先后设立了正音书院和义学等专
门机构传授官话，使当地居民的发
音习惯与紫禁城中最具权威的北京
官话发音习惯高度契合。

邓秀军研究认为，随着承德
作为清朝“第二行政中心”地位
的不断巩固，热河官话语言体系
逐渐形成，它避除了老北京胡同
儿话的语音影响，减少了“儿化
偏多，语言绵软”的特点，成为
最能代表“满式汉语”发音特点
的官方语言。

继雍正时期的官话正音运动
后，乾隆时期清政府持续推行官话
普及。乾隆四十二年 （1777 年），
直隶总督周元理奏准热河等七厅各
设义学，承德第一所书院秀峰书院
就此诞生。之后凤山书院、平泉书
院、凤仪书院等相继建立。

这些私塾、义学、书院、学堂
的教书先生、授课教员都用热河官

话讲授课程，讲授对象不光来自热
河 本 地 ， 也 有 来 自 其 他 地 区 的
学生。

2015 年 6 月 30 日，滦平地方
文史研究者袁舒森在马营子乡一农
户家发现了一个古旧的三折牛皮

“护书夹”，夹内完好地保存着两张
清朝光绪年间颁发的学业文凭：一
张是热河警务学堂颁发的初等学生
毕业文凭，一张是热河官话字母学
堂颁发的卒业文凭。

文凭是颁发给马营子籍学生许
清浦的。邓秀军考察后认为，这显
示出，当时热河官话已经成为国家
认定的官方语言，并以字母拼写的
形式对其语音进行了规范，同时也
说明，伴随着新式学堂的设立和人
才培养制度的发展，热河官话的推
广普及，已经覆盖滦平县的偏远
乡村。

“很少有人能想到，热河官话
的自然演化，竟然顺应了历史发展
的选择，其发音的直接、清晰、明
确，尤其是没有儿化、省字、尾音
等发音习惯，更易于学习推广，从
而成为了秉持相应规范的普通话的
标准音。”邓秀军说。

历史断层，小兴州
移民形成纯净语言生态

滦平县城北偏东约 10 公里，
大屯乡兴洲村，一段数公里长的夯
土城墙，显示出这里曾经厚重的
历史。

“ 这 里 就 是 元 代 宜 兴 州 的 治
所，俗称小兴州的故城遗址。”邓
秀军介绍，滦平汉代为白檀县，金
代设宜兴县，元代升为宜兴州。这
里地处交通要塞，始终在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的缓冲与碰撞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然而，历经千年风雨，小兴州
故城已改称兴洲村。村里的居民亦
非当年州城内原住民后裔，而是清
朝雍正年间及其后陆续迁来定居者
的后代。

由此，村里人已经讲不出小兴
州的故事，他们头脑中没有更早和
更丰富的民间记忆。小兴州已经变
得遥远而模糊。

同村民记忆的模糊不同，北京
以南，保定、沧州、廊坊的若干村
落里，不断发现的族谱或墓志中，
小兴州却是一种深刻的存在。

例如，在任丘王约村，乾隆
三十九年重修的刘氏家谱上说：
我 刘 氏 ， 厥 初 居 北 地 边 陲 小 兴
州，永乐靖难，二世祖兄弟奉始
祖母而南也，择居王约村，厥后
椒蕃瓞茂。

再如清光绪三十三年修竣的新
城县 （今高碑店市） 龙堂村李氏族
谱记载：远祖思明公，在明朝永乐
年间，从北直小兴州迁至保定府新
城县白沟河东十八里龙堂村。

这种记忆，不止存在于寻常百
姓家，更记录在一些知名人士的
笔下。

明嘉靖三十四年，名臣杨继盛
临刑之前自著年谱：“予家原口外
小兴州人，国初，以州常被寇患，
尽徙民入内地，远祖之在小兴州者
不可考，祖杨百源徙保定府容城
县，入乐安里籍，居城东北河照
村，世业耕读⋯⋯”

专家考证，这段文字，是目前
所发现的个人关于小兴州迁民的最
早记述。那个民间记忆中已经模糊
的小兴州，也因为类似这样的史料
记载而逐渐清晰。

明 朝
灭 元 ， 元
朝的骨干
力 量 并
未 遭 受
致 命 打
击，只是
撤 回 了 草
原深处。由
此，明初基于
安全考虑，非常
重视边地防御体系
建设。

1370 年，小兴州设宜兴守御
千户所。次年，兴州一带分设五
卫。同时，迁徙北平山后 （即燕山
以北） 居民35800余户，散处诸府
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
以沙漠移民 32800 余户屯田北平，
置屯254处，开地1343顷。

明朝自小兴州向古北口内进行
的移民，自洪武年间一直持续到永
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结束靖难，于
1403 年即位，同年 2 月，一场更
大规模的向内迁徙活动随即开始。

兴州五卫内迁，其中的后屯卫
“徙治三河县”，左屯卫等三卫分别
“徙治”玉田、迁安、丰润等地。

邓秀军在研究中发现，明初延
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以小兴州为
核心的承德一带，有数十万民众被
迁移到了今北京、天津、唐山、保
定、廊坊、沧州等地。此后，燕山
以北的广阔区域，在两三百年间成
为了无人区。

“你可能想不到，恰恰因为没
有原住民语言的相互影响，清朝迁
来的新住户才能保持北京官话的原
汁原味！”邓秀军认为，正是因为
存在这种历史断层，才剔除了原始
方言的影响，为源自北京内城清朝
统治集团的满式汉语在承德传播，
提供了更为纯净的环境，使其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发展。

语言在发展中本会随着人群的
变化而变化。北京官话，最早使用
在北京内城。但是辛亥革命之后，
伴随内城的居民群体的变化，北京
话也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相反，滦平地处偏僻，少有强
势方言群体流入，故而语音更为标
准。2013 年，国家语委授予滦平
县全国唯一的“普通话体验区”
称号。

“全国最标准普通话不

在北京，而在这个偏僻的小

县城。”伴随着众多媒体的报

道，滦平“普通话之乡”越叫

越响。

目前，这里已经被国家

语委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普

通话体验区”。北师大等诸

多院校将这里定为实践基

地，每年会有上千名留学生

前来体验和学习。

滦平“普通话之乡”究竟

是怎样形成的？自 1953 年

开始国家就到这里采集的普

通标准音中，又封存着怎样

的历史记忆？

一位滦平农妇到北京打工，报到第一
天，她一开口说话，来自各地的工友们都惊
呆了：“你一个农村妇女，普通话怎么讲得这
么好？”

讲起这件往事时，这位农村女性的脸上
满是自豪。同样为能够操一口流利普通话自

豪的，还有滦平以及周边县区的很多承
德人。

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对他们而
言，意味着有时候会多一些胜出的
机会。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挪威
学者乔根·兰德斯，他在《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
书中主张，赢得未来的关键之
一，就是鼓励孩子学普通话，
因为这能让孩子在未来“占
据极大的优势”。

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我们的通用语，还经历了雅
言、官话、国语等不同阶段，直
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定名为普通

话，并且开始成为所有人都可以
共同学习的语言。

我国最早出现的通用语，称为雅
言。《论语·述而第七》：“子所雅

言，《诗》《书》、执礼，皆雅言
也。”

《辞海》中解释说：雅
言，古时称“共同语”，同
“方言”对称。唐朝经
学家孔颖达在《正文》
中则说：“雅言，正言
也。”

史料记载，我国
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
国都西岐（今宝鸡市岐

山县）地区的语言为基础
的。公元前770年，周平王

迁都洛邑（今洛阳），洛邑的
语言开始成为东周时期雅言的

基础。
明朝定都北京时，从南京迁移了约40万

民众，于是南京官话成为通行于明朝的官方
语言，北京城内所讲的也是南京话。清朝雍
正年间，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到清末民
初，北京官话已成为全国流通最广的语言。

专家认为，官话是民族共同语的初级形
式,它是社会群体在口头交往中自然形成
的。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为了与国内政治、文
化、市场的一体化、现代化进程齐头并进，法、
英、德等国都推行了标准化全国共通语。

其中，意大利一位政治家在意大利初步
统一时曾表示：“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
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了。”他的言外之
意，是要加强语言、文化上的共同认知。

在中国，“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
的。1909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
话定名为“国语”，同年，清朝还设立了“国语编
审委员会”。民国成立后，1913年在北京召开
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
北”的国音。1919年还编辑出版了《国音字
典》。

在此过程中，围绕通用语的选择，学界发
生了一系列论争。其间，经“五四”以来的白
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之后，北京
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近代意义上的“普通话”一词，由汉语文
字改革家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新中
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
议”上，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
中说：“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
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
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
叫法。”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
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
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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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普通话作为通用语，不再是官方的
特权，开始走入千家万户。

整理／记者 董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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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立龙 通讯员 吴立国 王金生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拟对秦皇岛天马酒业有限公

司、秦皇岛金润海运有限公司 2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16580.92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位于秦皇岛市。该资
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
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 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河

北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311-86968782
电子邮件：lulix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30号万隆大厦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8696300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zhangyal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18年9月27日

▼9 月 20 日，滦平
县长山峪中心小学内，
调查员田金虎（左）正在
对一位当地居民进行普
通 话 使 用 情 况 调 查 。

记者 董立龙摄

99 月月 2121 日日，，中国滦平普通话体中国滦平普通话体
验馆内验馆内，，讲解员李亚南正在朗诵一讲解员李亚南正在朗诵一
首小诗首小诗。。 记者记者 董立龙摄董立龙摄

99 月月 2121 日日，，滦平县金沟屯镇中心校举办的一场普通话推广活动滦平县金沟屯镇中心校举办的一场普通话推广活动
中中，，教师们正在朗诵经典教师们正在朗诵经典。。 单天鹤单天鹤 田园摄田园摄

◀9 月 21 日，滦平
县金沟屯镇中心校内
举办的一场普通话推
广活动中，孩子们正在
齐声朗诵经典。

单天鹤 田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