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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
第三章精神文化地理

第三章 精神文化地理

第1节 语言地理

一、语言的区域分布

二、语言与地理、社会环境的关系

三、语言景观———地名

一、语言的区域分布

1、语言地理学的定义：

语言地理学是研究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及其与自然环
境关系的人文地理学分支领域。它以收集包括语音、语法、
词汇等语言要素空间分布的资料，编制语言地图，研究语
言分布的地理特征并由此探讨语言发展演化的规律为主要
目的。

2、语言的产生

一般认为，劳动是语言产生的唯一源泉，没有劳动就没有
语言。声音和意义是语言的两大组成部分，语言的产生必
须有足够的声音材料和意义要素。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

的居民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语言，是由于人类发展早期地理
隔离的结果 。

3、语言的本质特征

（1）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2）语言是人类的一种交际工具

（3）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思维工具

（4）语言是符号系统

案例：东巴文字

东巴文字是一种原始图画象形文字，东巴文创始于唐代，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计约二千余个字符，因其专门

被云南丽江纳西族的祭司东巴用于书写宗教用书和宗教活

动，被称为“东巴文”

东巴文是世界上极少数依旧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誉为文字

的“活化石”。2003年，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并进行数码记录。

2005年，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开始进行东巴文国际标

准化工作，系统整理东巴文的书写、语音和语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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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才女尤孟娘
“神智体”《闺怨》:

月斜三更门半开,
夜长横枕想心歪。
短命到今无口信,
肝长望断无人来。

4、世界九大语系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980.htm
1）汉藏语系

2）印欧语系

3）阿尔泰语系

4）闪－含语系

5）乌拉尔语系

6）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

7）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

8）南亚语系

9）达罗毗荼语系

此外，还有非洲和美洲的一些语言和一些系属不明的语言。

世界语系分布图

5、世界语言的区域分布
(1) 印欧语言区

(2) 闪- 含语言区

(3) 汉藏语言区

(4) 非洲语言区

(5) 马来- 波利尼西亚语言区

(6) 乌拉尔- 阿尔泰语言区

其他一些语言区域或语言集团, 如美洲的印第安语言区、爱

斯基摩人语言区等。总体来讲, 语言区大都相连成片, 或呈块状组

合, 但也有一些语言板块或语言岛存在。无论如何, 其客观现实都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各种自然和人文环境长期作用的结果。

五大语言的分布

(一) 环境对语言产生的影响

(二) 环境对语言传播、演进的影响

(三) 人文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1、语言中的词汇往往就会反映这种语言的文化环境，即存在决定意识；

2、环境还通过语言来作用于语音,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环境对语法也产生一定影响。
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往往会促进或阻碍语言的传播。

（地理障碍大大阻碍了语言的传播扩散。如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理区域，
远离大陆的孤岛、封闭的峡谷区、人烟稀少的沙漠区、密集的森林
区、环境恶劣的高原区等等。平原及港口、交通要道、河流附近等
同外界交往密切，利于语言传播。）

（南繁北齐：除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等原因外, 北方平坦、较少
天然隔绝, 有利于语言的传播化一, 南方山地众多、河网密布, 更有
助于形成或保护不同的方言也是一种理由。）

语言的发展还强烈地受到行政区划、移民、国家政策及经济发展水平等
因素的影响。

1、行政区划的影响: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建制往往对语言的传播扩散起着
决定性作用。同一行政区内，要求使用统一语言；地区分化和统一，
引起语言分化和统一；行政中心可以促使语言很快传播。

2、人口迁移的影响: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同其它国家或地区在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就越频繁，其语言对外的影响也越大。

3、经济条件的影响:人是语言的载体，通过人的交谈和移动完成语言的
传播扩散。

二、语言与地理、社会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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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分布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布图

汉语各方言分布图

汉语及各方言分布图

方言地理学主要工作

1、记录某些方言的特殊成分或结构；

2、对个别方言做出局部或全面的描写；

3、调查一种语言在整个或局部地区的一些差异；

4、划分方言区；

5、说明语言内部差异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方言地理学研究步骤

1、确定调查地区和调查点；

2、确定调查方式；

3、确定调查项目并编制调查表；

4、确定调查对象，进行调查，按调查项目和调

查点排列调查结果；

5、将结果列表或绘制成方言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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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地图的几种形式

①将一个或几个项目的调查结果标在地图上每个调

查点旁边；

②调查结果相同的，用同一符号标在地点旁边，并

加注说明所用的符号；

③用同语线将调查结果相同的各点连起来，或用异

语线将调查结果不同的各点分开。

同语线或异语线

定义：表示不同的语言形式的边界。如果许多同语线或异语线重叠或接

近，这就形成了同语线束或异语线束，表明什么地方是重要的方言边界。

在确定方言区后，就可以绘制方言分区地图了。

三、语言景观———地名

（一）地名的定义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

体的专有名称。地名的形成发展与地理、历史、政治、

经济、军事、交通、民族、文化、风俗、语言文字等因

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丰富的文化性，因之地名成为

能够反映区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方面。

地名是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活化石”，因此，地名既

能反映当地的地理环境，也可以作为文化层的指标。

（二）地名的主要性能

1、社会性：地名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文字与各种地理事物相结合

的结果，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一方面表现为地名来源于社会，是人

类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体现为地名服务于地方社会，人类社会离

不开地名。

2、历史性：每一个地名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有其生成的年代和发展

演变的独特过程。此外，即使是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

会有不同的地名。比如北京，在先秦至五代称蓟城，辽时称南京、

金时称中都，元时称大都，明永乐以前称北平，永乐以后称北京。

3、文物性：绝大多数地名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是实实在在的

历史遗物，具有与文物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七个方面：社会性、历史性、文物性、指位性、地域性、

稳定性、可变性、衍生性。

4、指位性：地名是个体地域的指称，每一个地名都有其专

指的地域。由于这种特性，地名为人们的各种交往活动规

定了方向和路程。

5、地域性：地名的地域性，是指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名往往

集中在某一区域里。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语言的

差异，往往形成不同的地名群落。比如到乡村市场上进行

交易或从事其他活动，北方地区称赶集，西南地区（云、

贵、川、渝）称赶场，岭南西部的广西称“趁圩”或“赶

圩”。与此相应，在不同地区就形成了大量带“集”、

“场”或“圩”字的地名。此外，自然环境、社会经济、

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开发方式等，都是造成地名地域性

特征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地名的地域性，成为文化地

理学的重要内容。

6、稳定性：地名一旦形成后，一般都要延续很长时间，具

备相当的稳定性。稳定性使地名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

科学价值，成为学术研究的线索和证据。在当今更名热潮中，

要特别注意保持地名的传承性、历史性功能。

7、可变性：地名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也有可变性的一面。

从历史上看，地名多因王朝更迭等原因而发生改变；从现实

看，改名的情况也不时发生。而且随着人口的迁移，还出现

了地名的移植，比如敦煌的农坊制，台湾的福建、广东地名，

侨州郡县等。

8、衍生性：衍生性是指一个地名可以派生出一系列相关地

名的现象。地名的衍生造成了地名的结群现象，形成地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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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水地名：衡山、赤峰、丹江口、漠河、峨眉山、华山等

2. 示位地名：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

3. 寄意地名：善良意义或吉祥语，长安、凤翔、宝鸡、扶凤

绥德、安康

4. 特产地名：用物产给地方命名，盐城、深圳盐田、桂林、

陕北榆林等

5. 民族地理地名：地名体现了民族分布及民族文化的影响特

征，“ 那” 字地名

6. 历史政区地理地名：咸阳、西安、富平、澄城、城固等

7. 反映历史开发事件：反映着历史上的开发过程或重要事件，

屯昌、屯郊、八所、十所、富田、东营、保亭等

8. 移民地名：文昌东郊、东坡、东门

(三) 地名景观的种类

上
关
花
下
关
风
下
关
风
吹
上
关
花

苍
山
雪
洱
海
月
洱
海
月
照
苍
山
雪

风花雪月

“风花雪月”是大

理最著名的四大景
观。大理的上关
（地名，下关亦同）
是一片开阔的草原，
鲜花铺地，姹紫嫣
红，人称“上关
花”；下关则是一
个山口，清风徐来，
舒爽惬意，人称
“下关风”；雄伟
壮丽的苍山横亘大
理境内，山顶白雪
皑皑，银妆素裹，
人称“苍山雪”；
洱海风光秀美，每
到月夜，水色如天，
月光似水，人称
“洱海月”。

在我国，有许多有趣别 致的地名，它们有的折射出当 地的
风土人情的影子，有的记 载了岁月变迁，有的对应着祖 国
的锦绣山河许多地名都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谜语类：1、冰雪融化（开封）2、日近黄昏（洛阳） 3、圆
规画鸡蛋 （太原） 4、荧火虫（昆明） 5、胖子开会 （合肥）
6、家都笑你（齐齐哈尔）7、一路平安（旅顺） 8、千里戈
壁 （长沙） 9、四季花开（长春） 10、全面整顿（大理）
11、一寸光阴一寸金（贵阳） 12、见脸不见发（包头）13、
永久太平（长安）
诗词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
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
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河南信阳历史地名因避讳改易考

地名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河南信阳地名承载了信阳浓

厚的人文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历史上，河南信阳地

名曾因避皇族名讳而几多改易,文章考释了因避国讳而改

易的信阳历史地名“苞孚”、“殷城”、“平春”、“义

阳”、“期思”、“蒋州”等六个。这种地名改易割裂了

历史，影响了地方历史、文化、民俗的传承。

1、义阳——信阳

信阳本名义阳郡、义阳县。西周时是各诸侯国的国都、封

地，战国时期曾为楚国的别都，三国及东晋末分别为弋阳

江郡、义阳郡的郡治所在地，唐代为申州、光州之州治。

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为避宋太宗赵灵旧名

“光义”的名讳，讳“义”为“信”，改为信阳郡、信阳

县。（“义、信”同义,《鬼谷子》陶弘景注：“义，忠

信也。”且“信、申”古通用，义阳曾为周封地申国。）

2、西苞信——殷城县——商城县

信阳市商城县本名殷城县。春秋战国时先属吴后属楚，秦

属九江郡，汉置零娄县，南朝宋侨置苞信县于此，曰“西

苞信”，梁改日“苞信”。隋开皇初期，为避豫州苞信重

名，更名“殷城县”，因殷朝后裔宋公曾在此建国，筑有

殷城而得名。

至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撤追称其父

弘殷为宣祖，并诏谕举国避偏讳“殷”字；“殷城县”遂

改称“商城县”（殷、商义相关，传境内有商王墓），属

光州弋阳郡，此为商城得县名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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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褒信——苞孚——包信

信阳市息县东北的包信镇：汉建武年间置褒信县，后置褒

信侯国。南朝刘宋时将“褒信”改为“苞信”，但隋代大

业二年又回改为“褒信” 《元和郡县志》 。唐末诸道兵

马元帅、五代梁太祖朱晃(唐赐名“全忠”)，祖追尊宪祖

昭武皇帝名“信”。唐天佑中(公元906年)为避朱全忠父

“信”之名讳,改“褒信县”为“苞孚县”。（“孚”与

“信”同义，《尔雅》：“孚，信也”。）北宋复名褒信

县，后简称包信。4、期思县——光山县——期思镇（今：淮滨县东南）

5、平春县——平阳县——义阳县。（今：信阳市狮河区西北）

6、黄国——光州——蒋州——潢川县

(三) 启示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 不仅因为它往往能直接反映语

言和民族起源的空间分布, 具有可悟性的一面, 而且当它出

现在聚落、道路、田野、标牌和布告栏时, 它又具有直观性

的一面。

关于地名的研究仍然将会成为一个文化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

向和内容。

除了传统的研究手段、研究内容之外, 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

重视地名的区域差异分析和分布中内在规律的探寻。地名的

演变, 地名作为主要指标在文化区划分、文化整合研究中的

作用, 以及地名景观本身的特征、城市地名与现代化、地名

研究的新手段、现代地名的变化趋向等方面也均值得注意。

基于GIS的@@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http://dmpc.mca.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区划地名司

中国行政区划网：http://www.xzqh.cn/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语言与地理、社会环境的关系?
2. 地名的主要性能是什么? 地名景观的种类有哪几种? 试
对你所在城市或你家乡的地名特点进行分析和总结。

3. 宗教与地理环境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4. 你对文学的地域差异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有怎样的理解?
5. 请从语言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你所在城市或家乡方言或任

一民歌的形成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