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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

从华人移民看海外汉语方言的传播与发展

陈晓锦，章　策

［摘　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学界就注意到移民影响语言传播这一现象。作为全球最
大的移民群体，华人的移民流向奠定了汉语方言在全球的分布格局，并对汉语的传播和
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华人移民推动海外汉语方言社区
的形成，并影响海外汉语方言竞争力，甚至关乎海外汉语方言的承续与发展。研究发现，
不同时期的“批量式移民”和“零散式移民”共同推动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形成，造就了社
区内部三种不同竞争力的海外汉语方言类型，即“一枝独秀型”“势均力敌型”和“此消彼
长型”。同时，华人移民塑造了中文学校教学语言的面貌，奠定了海外汉语方言文化的
基础。
［关键词］海外汉语方言；华人；移民方式；传播；发展
［中图分类号］Ｈ１７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０７２（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０１－１２

　　中国具有悠久的移民历史。早在秦汉时期，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东渡日本、高丽的
“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人移民海外提供了通道。从唐朝至清代中叶（６１８—１８４０），商品经济的发
展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壮大，一批批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远渡重洋，从事商品贸易，其中就有部

分留居他乡。起初，华人海外移民只是零散出现，真正大规模移居海外应在鸦片战争之后。邹嘉

彦、游汝杰编著的《汉语与华人社会》指出，近代华人出国谋生有四次高潮：（１）１９世纪后半叶鸦
片战争后；（２）清末西方殖民地扩张时期；（３）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军阀混战时期；（４）２０世纪
４０—５０年代前后。①除了近代四次移民高潮之外，我们认为，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现代海外移民
活动又是一次历史性的移民高峰。正是这五次移民高潮，奠定了今日华人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

并推动了不同规模大小的海外华人社区的形成。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华人人数约为６０００万。②移
民海外的华人将自己的母语带到不同的移居国，逐渐形成了使用汉语方言的华人社区。时至今日，

海外华人社区内部流行的主要有五大汉语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吴方言、官话方言。

华人移民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国内外学者对华人的移民历史和特定的华人社群进行了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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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研究，受到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广泛关注。有以历史学视角分析

华人的移民史、创业史与发展史的，主要著作有：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①、朱杰勤的《东南亚华

侨史》②、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③、李明欢的《欧洲华侨华人史》④、李春辉等的《美洲华侨华

人史》⑤等，这些著作系统完备地介绍了华人的移民史和奋斗史、杰出人物史、华人社会生活和社

团组织、对中国建设的支持等，在华人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有以社会学视角对特

定群体进行研究的，比如郑乐静的《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研究》⑥、陈衍德的《现代中的传

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⑦等。这些著作详细描述了特定移民群体在移居国内部的生活常态和

文化面貌。也有从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着手，对汉语发展与华人移民的关系作了全方

位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如之前提及的邹嘉彦、游汝杰编著的《汉语与华人社会》。

　　纵观以往的研究成果，从华人移民看汉语方言在海外华人社区的传播和发展的综合研究还不
多见。有鉴于此，本文以笔者多年远赴海外进行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积累为基础，对获取的第

一手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一方面从华人移民视角出发，对海外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进行深入

研究，有助于深化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为汉语方言和方言文化研究增加更多的海外语料；另一

方面从海外汉语方言的传播和发展角度出发，探讨海外汉语方言保护的策略，以及海外汉语方言

在国家战略层面所起的作用。

根据汉语方言在海外的分布情况，我们选取了全球２５个国家（地区）海外华人社区五大汉语方
言的３７个方言点。在对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进行语言学调查之外，还从社会学和文化语言学角度
对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及方言文化进行研究。本文聚焦于华人移民方式对海外汉语方言社区形成

的影响，分析探讨当前海外汉语方言的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从华人移民进一步窥探海外汉语

方言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表１　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点分布情况

汉语方言类型 洲名 分布情况

粤方言 亚洲 ①马来西亚东马砂拉越泗里街新会话；②缅甸曼德勒台山话

大洋洲 ①澳大利亚悉尼广府话

非洲 ①南非约翰内斯堡广府话；②（法属）留尼汪圣丹尼顺德话

欧洲 ①英国伦敦广府话；②英国曼彻斯特广府话；③西班牙马德里广府话；④荷兰阿姆
斯特丹广府话；⑤法国巴黎广府话

美洲 ①加拿大多伦多广府话；②加拿大温哥华广府话；③加拿大维多利亚台山话；④美
国佛雷斯诺市中山话；⑤巴西圣保罗台山话；⑥巴西里约热内卢台山话；⑦古巴哈
瓦那台山话；⑧巴拿马巴拿马城四邑（恩平）话；⑨巴拿马巴拿马城广府话；⑩阿根
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州白云区人和话；瑏瑡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府话

官话方言 亚洲 ①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骚葫芦甘肃话；②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库尔达伊县营盘
乡陕西话；③泰国清莱府的澜沧话；④缅甸果敢自治区的果敢话；⑤老挝勐醒汉话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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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郑乐静：《日本温州籍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陈衍德：《现代中的传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续上表）

汉语方言类型 洲名 分布情况

闽方言 亚洲 ①马来西亚东马砂拉越泗里街福建闽南话；②马来西亚东马诗巫福建闽清闽东话；
③马来西亚东马诗巫福建古田闽东话

欧洲 ①法国巴黎闽南方言潮州话
美洲 ①加拿大温哥华闽南方言潮州话

吴方言 亚洲 ①日本神户老派上海方言语言状况调查

欧洲 ①法国巴黎华人社区青田方言调查研究；②意大利普拉托温州籍华侨华人语言使
用情况调查

客家方言 亚洲 ①马来西亚东马砂拉越诗巫客家话；②印度尼西亚棉兰美达村客家话
非洲 ①毛里求斯路易港客家话

一、近现代移民方式与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定型

纵观历朝历代华人的移民方式，我们可以大致归结出“零散式移民”和“批量式移民”两大类。

所谓“零散式移民”，是一种没有经过系统组织且不成规模的移民方式，具有持续性和传递性的特

征。至于“批量式移民”，是基于一定的移民目的，通过呼朋唤友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具有阶段性、集群性的特征。在“零散式移民”和“批量式移民”的双重作用下，一些新的华人社区

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诞生。“零散式移民”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批量式移民”则开始出现

在明清两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批量式移民”的规模空前庞大，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口迁

移海外活动。本节将着重讨论鸦片战争后近现代华人的“批量式移民”方式与海外华人社区形成的

内在联系。

（一）近代“批量式移民”与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形成
“批量式移民”方式是海外华人社区形成的关键所在，广东、福建沿海的华人是近代移民海外

的主力军。他们通过“下南洋、过番”去“垦殖、开路、淘金”，逐渐流向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

五大洲形成了一批数量不等的华人聚居地，奠定了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雏形。早期的华人移民往

往是迫于生计而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他们在世界不同的国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等站稳脚

跟后，旋即返乡带领亲朋好友乡邻接力式地外迁。

１．美国华人社区的形成
美国的建国历史只有２００余年，但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却几可媲美美国的建国史。华人大规

模进入美国，始于１８４８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之后。据不完全统计，１８５１年，约有２５万名中
国移民在美国生活。而仅仅一年之后的１８５２年，从中国抵达美国的新移民数量就增加了２００００余
人。到 １８８０年，移民美国的华人人数已经突破１０万①，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广东台山地区。当
时，美国的华人人数在短期内出现了激增，这与广东台山人的“批量式移民”方式不无关系。基于

此，以粤方言台山话为主要交际用语的美国华人社区形成。

２．巴拿马华人社区的形成
南美洲巴拿马的华人社区存在了近２００年，从巴拿马华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立于巴拿马城太平

洋岸边的“华人抵达巴拿马１５０周年纪念碑”可得而知。最初移民巴拿马的华人，大多数是招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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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铁路和运河的华工。１８５１年至１９０３年，大批广东籍华工前赴后继远渡重洋，助力了巴拿马的
发展和建设。从巴拿马华人社区的华人祖籍地来源看，以广东花县①、中山、清远、宝安等地为

多，广东花县的客家群体是巴拿马华人社区的主力军。据统计，广东花县籍的客家人约占巴拿马

华人社区的６０％。② 巴拿马华人社区内主要通行花都的客家方言，这自然与客籍华人的“批量式移
民”方式存在密切的联系。目前，该国的客家方言语言生态状况依然良好。在巴拿马城华人开的酒

楼里，从事服务行业的某些本地人也会使用客家话报菜名。

３．马来西亚砂拉越诗巫华人社区的形成
１９０１年，福州人黄乃裳带领１０００多名福州移民前往马来西亚砂拉越的诗巫（Ｓｉｂｕ）垦殖，正

式揭开福州人移居砂拉越的序幕。随后又有两批近千名的移民陆续抵达诗巫，他们成为福州社群

在拉让江流域的奠基者。后续又有几批福州乡亲被前行者带到诗巫。福州人逐渐发展壮大，形成

了砂拉越最大的华人社区，至今约有２０万华人居住于此。③ 早年移民南洋的福建籍华人主要来自
闽南漳、泉二府，黄乃裳带领的福州人南下开荒，从此使得拉让江流域有了闽东人的身影。黄乃

裳成为诗巫华人社区内的知名人物，诗巫市区还设有“黄乃裳路”以作纪念。

漫步在马来西亚诗巫街头，华文招牌映入眼帘，耳边不时传来华语、福州话、闽南话、广东

客家话等汉语方言，④ 但闽东福州话依旧是诗巫华人社区的强势方言。如今，马来西亚诗巫的华人

社区是海外为数不多的，且流行闽东方言的华人社区。⑤

（二）现代“批量式移民”与海外汉语方言社区的形成
“批量式移民”自开启之后一直延续至今。从近代肇始，一直延续到现代。时至今日，一些比

较大的海外华人社区的形成，仍与这种移民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１．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华人社区的形成
中国与巴西的历史渊源悠久，华人移民巴西最早可上溯到１９世纪初。在１８０８年至１８１９年年

间，中国澳门和广州就有人携带茶种茶苗到巴西指导巴西人种植茶叶，修筑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到

维多利亚的铁路，至今有 ２００余年历史。⑥ 但华人最初只是以“零散式移民”方式进入巴西，而如
今构成巴西华人社区主体的移民则主要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后。

据不完全统计，巴西华人的规模已将近 ３０万，圣保罗是巴西华人最多的城市。⑦ 圣保罗虽然
还没有一个正式命名的唐人街，但是华人主要聚居在原先占据了几条街道，现已改称为“东方区”

的日本街一带。其次是曾为巴西首都的里约热内卢⑧，也零散分布着华人。从移民的民系构成来

看，广东上台山和下台山的移民是两地华人的主体。在广东民间，习惯将台山分为上台山和下台

山。上台山指的是台山的北部，下台山指的是台山的南部。圣保罗的台山籍华人主要来自下台山

的海晏、汶村、上川岛、下川岛等地。里约热内卢的台山籍华人主要来自上台山的广海、三八、

都斛等地。祖籍地的差别会直接影响到移民目的国的内部民系分布，致使同一乡里的华人高度集

中在同处一个城市的华人社区，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来自祖籍地广东下台山和上台山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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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的前身。１９９３年６月，“花县”改建为花都市。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１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花都市，设立广州
市花都区，区人民政府驻新华镇。

数据系笔者赴海外调查所得，国内也有“７５％”或“８０％”之说。
［马来西亚］田英成：《砂拉越华人社会史研究》，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８—６９页。
刘计峰、高楚东：《马来西亚诗巫市华人的历史文化记忆与日常文化实践》，《世界民族》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陈李茂：《近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方言使用状况》，《方言》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陈太荣、刘正勤：《１９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１７版，第６６—６７页。
密素敏：《试析巴西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入特点与挑战》，《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因里约热内卢曾为巴西的首都，华人至今仍简称其为“皇城”。



分布，就说明了这一点。

２．意大利普拉托华人社区的形成
意大利普拉托（Ｐｒａｔｏ）的华人社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新华人社区。１９８０年末，来自

浙江温州的第一批华人抵达普拉托后从“打工仔”做起，从事缝纫、剪裁、熨衣、包装等工作，不

仅很快还清了家中债务，还攒下了出国后的“第一桶金”。之后自主创业，盘下当地的工厂和店面。

随着生意规模扩大，华人不断吸引大批乡亲，通过“批量式移民”补充当地的劳动力。根据普拉托

市政府统计办公室（ＣｏｍｕｎｅｄｉＰｒａｔｏ）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普拉托总人口约１９２万，其中
外国移民３６万，而华人移民总量达到１９万左右，约占当地总人口的１０％，占外国移民人口总
数的一半以上。① 侨居普拉托的９０％的中国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邻近城市浙江丽水，而其中有７０％
的华人来自文成县（今隶属于温州市）和青田县（今隶属于丽水市）。② 同时，吴方言温州话是社区

内部通行的交际用语，普拉托也因此被戏称为“温州城”。

３．美国纽约华人社区的形成
美国纽约的华人社区一百多年前由广东台山籍的华人创立，原只通行粤方言台山话和广府话。

但是在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后，中国政府逐步开放福建侨眷出国探亲，美国纽约华人社区的方言
面貌至此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一批批来自福州东郊马尾、亭江镇、连江头镇、长乐琅岐镇及潭

头镇等地的福州人侨眷抵达美国，稳固的福州人社区慢慢形成。这种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

移民互助网络，为之后福州等地大规模移民美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大批

来自福建福州、福清、长乐等地的华人通过“批量式移民”方式涌入，渐进地改变了原来的华人社

区结构。现在纽约的唐人街除了流行粤方言台山话和广府话外，也流行闽方言闽东福州话，以致

唐人街商铺的招工要求都出现了“懂福州话者优先”的条目，福州的美食如光饼、鼎边糊、芋諽、

肉燕等食品在唐人街也随处可见。

二、华人移民影响下的海外汉语方言竞争力

移民在“批量式移民”方式的推动下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通常会发扬农耕文明聚族而居的传

统。为了谋求发展，再通过“零散式移民”和“批量式移民”交织的方式吸引更多同方言和同文化的

群体以充实自身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内部的交际用语会根据华人所属民系的人口数量、社

会经济地位、教育政策等因素进行选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社区，会因移民方式的差异

形成不同面貌的语言景观，随着内部汉语方言竞争力的强弱不同而呈现出三种类型：“一枝独秀

型”“势均力敌型”和“此消彼长型”。

（一）“一枝独秀型”海外汉语方言
海外汉语方言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通用程度，往往和使用某种方言的人口数量有着紧密的联

系。在某一时期移民海外的人数密集度越高，客居他乡之后更容易使用本民系内部的汉语方言维

系内部的日常生活。对于后来迁入的其他个体方言来说，由于移居地华人社区已经存在另外一种

汉语方言，他们的汉语方言大多只能消融在当地社区已有的方言中。③

５陈晓锦　章　策 从华人移民看海外汉语方言的传播与发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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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陈晓锦、黄高飞：《汉语海洋方言的扩散与回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１．北美洲的粤方言广府话
美国三藩市、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地的华人社区，原先以粤方言台山话为主要交际用语，

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以后便转换为当时流行的粤方言广府话。这与继广东台山华人早期通过“批量
式移民”之后，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广东穗港澳籍华人的大批涌入，以及粤方言广府话传媒风靡全
球华人社区相关。同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其内部的华人社区状况亦是如此。由此可知，移民的数

量和移民语言的地位直接影响到了海外华人社区内部的交际用语。

２．东南亚泰国的闽方言潮州话
有史可考的中国人迁移泰国的活动，始于素可泰王朝。① 中泰之间由于地缘相近、文化相亲，

泰国华人与主流社会融入很深。长久以来，泰国华人人口数量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刘文正、王

永光基于美国著名学者史金纳、庄国土等学者的估算方法和相关数据，推算出２０１１年泰国华侨华
人数量为７１８万，约占泰国总人口的１０６％。② 其中，多数泰国华人来自广东潮汕地区。根据《潮
汕百科全书》的记载，“在泰国的潮人有３５０多万人”，③ 在广东潮汕地区的移民历史上，很长时间
内以“零散式移民”为主。自１８世纪郑信建立吞武里皇朝后④，在泰国郑王室的庇荫和影响推动
下，大批广东潮汕人不断乘坐红头船通过“批量式移民”抵达泰国。⑤ 由此，闽方言潮州话成为泰

国华人社区中的主要交际用语，并一直通行至今。时至今日，泰国华人所说的“唐话”或泰语中的

“中国话”，实际上就是潮州话。潮州话是泰国华人社区的主要语言，对当地的泰语产生了重大影

响。许多典型的潮州话词语被本土泰语吸收，成为泰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中亚的东干语
东干语是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或地区的东干族所使

用的汉语方言⑥，源自我国西北原陕甘（包括今青海和宁夏）一带的官话方言。１９世纪下半叶，我
国西北原陕甘的上万名回民通过“批量式移民”迁移到中亚。之后其语言受到俄语、中亚诸突厥语

的共同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干语。⑦ 东干语很好地保存了清末西北方言的许多语言特征，比

如将学校称“学堂”，将政府叫“衙门”，“路费”称作“盘缠”等⑧。也有的在海外与其他语言接触后

形成了自身特色，如东干语中的从格标记“搭［－ｔａ］上”带有明显的突厥语痕迹。从文字系统来看，
东干族以西里尔字母为主体的文字系统记录了原先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以及到达中亚后创造的书

面文学，使得东干语在其社区内保持着较高的活力，具有广泛的社区使用群体基础。

作为一种被俄语和突厥语包围的“汉语方言岛”，东干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东干

族内部并未发生大规模的语言替换现象，始终保持着汉语陕甘宁方言的基本面貌。

４．欧洲的吴方言温州话
吴方言温州话是欧洲各国华人社区内部的强势汉语方言。早期的温州人以“零散式移民”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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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泰王国，是泰国历史上首个有史料可以查证的王国，存在时间是１２３８年至１４３８年。
刘文正、王永光：《二十一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人口趋势、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丘进：《华侨华人研究报告》（２０１３），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４—７６页。
潮汕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潮汕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 ４１—４２页。
郑信，又名郑昭，其父郑镛是潮州人，其母为泰国人。郑信打败了缅甸的入侵并统一了泰国各部，奠定了现代泰国的基本版

图，被泰国人尊称为“吞武里大帝”。

李益杰：《海外潮汕华侨华人集中于泰国的原因浅析》，《东南亚》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关于“东干族”的“东干”得名之由，学界说法不一。张成材（２００５）等学者认为“东干”即“东岸”。参见张成材：《“东干”音义考
释》，《中国语文》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王超：《中亚东干人语言文字变迁与当代发展思考》，《西北民族论丛》２０１５第２期。
参见莫超：《“东干语”与陕甘青方言》，莫超主编，张建军、任丽花副主编，兰州城市学院西北方言研究中学、甘肃方言研究

所编，甘于恩主编：《域外乡愁的回音》，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版，第３９—４７页。



式进入欧洲大陆，但未形成群体性现象，并不具备一定规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受到中国改革开放
的影响，大批来自文成、瑞安以及青田的山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凭借海外亲缘关系通过“批量式

移民”进入欧洲。随着移民人口数量的增加，在欧洲各国逐渐形成了全新的华人社区。其中，以意

大利普拉托的温州华人社区最为典型。在意大利普拉托温州华人社区内部，温州话凭借其在祖籍

地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优势，成为社区内部的主要交际工具。就连部分来自温州邻县青田

的华侨华人，① 他们除了在家庭内部交流使用青田话之外，在外通常选择温州话进行日常交际和商

贸往来。在欧洲的温州华人社区内部，虽然社区成员的温州话存在口音上的差异，但是“大温州

话”的宽泛概念，是欧洲温州华人社区共同族群身份认同的情感纽带之一。

（二）“势均力敌型”海外汉语方言
在同一侨居国内，华人会根据民系内部的语言、文化等参考因素聚集在某一区域内。随着人

口的增多，该区域内部就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华人社区。倘若几支移民民系存在相对均衡的政治、

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力量，由于地理阻隔造成交通不便，就会使得同一国家或地区中来自

不同民系的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进而在语言竞争力上呈现出“势均力

敌”的面貌。

１．东南亚文莱的福建小金门闽南话与广东揭西河婆客家话
东南亚国家都存在各种不同汉语方言的华人社区，文莱国内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就是一种典

型。文莱全国划分为４个区，即文莱 －穆阿拉（ＢｒｕｎｅｉＭｕａｒａ）、马来奕（Ｂｅｌａｉｔ）、都东（Ｔｕｔｏｎｇ）、
淡布隆（Ｔｅｍｂｕｒｏｎｇ）。全国华人人数约４００００人。首都斯里巴加湾华人社区群体大多是福建省金门
人的后裔，主要流行福建小金门闽南话。福建话是文莱华人社区中强势的方言，一些祖籍地非闽

方言区的华人也能够熟练使用。距离首都个把小时车程的著名产油区马来奕华人社区，则主要流

行客家方言广东揭西河婆客家话。②

２．非洲留尼汪广东粤方言顺德话与广东梅州客家话
非洲的海岛法属留尼汪，其首府圣丹尼华人社区流行单一的粤方言广东顺德话。但距其仅约

两个小时车程的南部旅游城市圣皮埃尔华人社区却只流行广东梅州客家话，这都是不同时期华人

通过“批量式移民”方式形成的一种语言分布现象。根据调查所知，当初先抵达法属留尼汪的广东

顺德籍华人到了圣丹尼定居之后，在“批量式移民”方式作用下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华人社区。后到

的广东梅州籍华人原先试图融入圣丹尼华人社区，但因多种因素的阻碍，只能在临近的圣皮埃尔

扎稳脚跟，然后发展壮大。

“势均力敌型”的海外汉语方言现象主要存在于社区形成初期，特别是在全球化之前的农耕文

明时代。但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海外华人社区之间的相对独立状态将会被打破。加之居住国

的教育政策等原因，华人社区内部的双语双方言现象更加凸显。在不同语言和方言的接触下，海

外华人社区原有的平衡将会丧失，内部的语言保持与否，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三）“此消彼长型”海外汉语方言
移民可以改变语言关系，重塑区域性语言生态。③ 一个国家的华人社区倘若没有不断适量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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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生力量，华人社区自然会慢慢萎缩，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也会随之逐渐消亡。反之，假使有

新生力量的涌入和国家语言政策的扶持，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将保持一定的活力。这种新生力量

的补充，既可以是阶段性的“批量式”涌入，也可以是持续性的“零散式”填充。

１．消亡型：古巴哈瓦那粤方言
加勒比海国家古巴哈瓦那曾有“小巴黎、小香港”之称，其华人社区在鼎盛时期人数高达十几

万。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二次移民以及没有新移民输入，社区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笔者几年前去调查时，发现古巴仍持中国护照的华人仅剩１１５人。① 与别处的粤方言表达不同，当
地华人社区所使用的粤方言词———唐人仔、唐人女，② 指的是华人与当地人的混血孩子，从侧面说

明古巴华人渴望社区兴旺的心态。华人人数日渐减少，社区内流行的粤方言台山话极度濒危，只

有个别人能说，华人见面说西班牙语，在粤方言广府话的影响下，台山话掺入了广府话的成分，

连台山话语音以曲折的方法区别单复数人称代词的固有表达方式都丢失了，复数人称代词改为添

加广府话复数人称代词的“?”尾表示。

２．兴盛型：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客家方言
非洲毛里求斯路易港的客家华人社区，因经过不同阶段的“批量式移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

语言生态和竞争力，至今流行着广东梅州客家话。华人移民毛里求斯的时间当不迟于１９世纪末，
从该国家２５卢比的货币上印着华人朱梅麟③头像就可证实。今日当地华人社区的客家人可以按年
龄和移民时间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层次：

（１）年龄７０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毛里求斯客家人，多数从小在父母的要求下就读于中文学校，
有的还曾专门返回国内祖籍地求学，他们的汉语水平相对较高。加之旧时毛里求斯客家人开办的

新华学校和国内广东梅州的学校都基本以客家话授课，因此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客家话。

（２）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后移居毛里求斯的一批客家人，凭借宗族亲人先行在毛里求斯站稳脚跟
后，通过“零散式移民”方式应邀或投靠而去，同时也将祖籍地的客家话带到全新的生活环境中。

（３）２０世纪８０至９０年代移居毛里求斯的另一批客家人，年龄介于４５至６５岁之间。他们大都因
投亲靠友或婚姻关系移民毛里求斯。由于在毛里求斯生活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因此他们的客家话

都很纯熟。④

　　三、从华人移民窥探海外汉语方言的承续与发展

不同时期的“批量式移民”和“零散式移民”塑造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海外汉语方言社区面

貌，推动了汉语方言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同时，又使得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发生交流，产生

新的文化，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和中国文化在新的环境中向前发展。海外汉语方言是海外华人社

区的根基，是传统华文学校教育的基础语言。华人移民所带来的汉语方言，在新的环境中与传统

文化结合得更加紧密：一方面，海外汉语方言文化元素融入居住国的地名文化景观，从地名中可

窥见华人的移民史、经济史和民族史；另一方面，在继承、渗透和交融的过程中打造了全新的文

学艺术形式，方言戏曲、方言小说、民俗等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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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均来自笔者赴古巴调查所得。

“唐人仔”和“唐人女”在粤语中本应指纯华人血统的男孩、女孩。

朱梅麟是土生华人，１９１１年生于毛里求斯，成年后随父从商的朱梅麟担任过毛里求斯的议员、地区事务部部长，为当地的经
济发展和华人的权益做出了卓越贡献。

本文关于各国华人社区的信息，主要来自笔者的实地调查，其中毛里求斯华人移民的信息，来自广东梅州嘉应学院吴忠伟老师

的调查，在此谨致感谢！



　　（一）华人移民塑造中文学校教学语言
华人通过不同时期的“批量式移民”和“零散式移民”在海外开枝散叶，为了保证中华民族文化

的传承，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延续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便使得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日趋紧迫。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人群体改变了居住地的语言需求，对当地的语言教学格局产生了影响。从早

期海外华人社区的中文教育办学形式和教育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对中国本土旧式教育的移植与仿

创，主要以家塾、义学、书院等为主。① 华人融入移居国社会环境后，逐渐开办中文补习班和学

校。不管各个时期的教学形式如何，“语言教育”是华人社区内部教育的核心内容。从早期的海外

华文教学来看，以方言族群社团为基础的学校教育主要以招收华人子弟为主，各籍方言成为主要

的教学语言。因此，海外汉语方言作为教学语言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１．越南胡志明市华校的教学语言
在越南胡志明市华人社区中，粤方言广府话是其主流方言且具有较大的人口基础。来自中国

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区的华人到达该地后也开始使用粤方言广府话，就连一些越南本土的生意人也

能简单使用粤语交流。

粤方言早年曾是越南南方很多华校的教学用语。根据调查所知，“二战”之后，越南南方以粤

方言广府话为教学语言的中小学就高达４００余所，仅越南西贡（后改名“胡志明市”）就有２００多
所。② 笔者从一位祖籍广东潮州５０多岁的发音人口中所知，当年他从乡村到胡志明市求学，还需
要寄宿在广府籍老师家中，先学习粤方言广府话才能够进入当地的华校。由此可见，广府人的移

民方式对社区内部的教学语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通过教育的形式使得粤方言广府话在越南华

人社区内部得以传承。

如今当地的华校虽已改用以“越南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双语教学方式，但在一些教授专业技

能的学习班里，还保留了以粤方言为主的教学语言。

２．美国三藩市华校的教学语言
成立于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的三藩市美洲中华中学校，是美国华人社区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

华文学校，距今已有１００多年。学校最初以社区中通行的粤方言台山话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后来，
大批广府人通过“批量式移民”进入三藩市，直接改变了社区内部的民系结构，对社区的语言结构

产生了重大影响。１９２６年左右，该学校改用粤方言广州话进行教学。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通过“零散式移民”的方式进入美国。这批新移民接受过中国国内的标准语言

教育，很多都是“无方言族”③。新华人群体进入老社区之后，因语言上的阻碍造成了新旧华人之

间的隔阂。在中国全面崛起的形势下，祖籍国———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正值该校成立１００周
年之际，中华中学校于１９８８年开始设立华语教学班。华语教学班设立初期缺乏广阔的应用市场，
只有少部分学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越来越多来自不同民系的中国移民进入美国三藩市，

对原本的老华人社区的语言生活产生了进一步影响。当地华校认识到学习华语的重要性，开始了

新一轮的教学语言改革。２００７年，该校停招广州话班。２０１０年，学校全部取消粤方言教学。现如
今，学校的教学语言都已经改为华语。

２０世纪之前，华文学校和华文教学在海外华人社区中表现出浓厚的地域特征。不同方言背景
的华人社区，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社区内部的华文教学语言主要以各自的方言为主。１９１２年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海外华文学校出现了快速的发展。为了让下一代更好地获得知识启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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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中华文化，许多学校废弃方言，开始使用国语教学。２０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
界形势的变化也给海外华文教学语言带来深远的影响。越南胡志明市和美国三藩市华校中出现的

教学语言的替换现象，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

（二）华人移民奠定海外汉语方言文化基础
华人的“零散式移民”和“批量式移民”方式不仅在海外播下了汉语方言的种子，还为后期形成

的海外汉语方言社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维持了海外汉语方言的生机与活力。在海外华

人社区内部，海外汉语方言通过不同形式的“文化社区”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来自不

同民系的汉语方言元素和文化元素，在海外华人社区内部表现得淋漓尽致。

１．美国三藩市唐人街的粤方言文化
美国三藩市唐人街是世界上的几个大唐人街之一，使用粤方言台山话和广府话的华人在社区

内尽情地展示粤方言文化。在该唐人街内部，粤方言广府话和台山话是主要的交际语言，社区居

民将方言元素融入其生活文化中的每一个部分中，我们可以从地名文化中窥见一斑。美国加州西

海岸城市圣弗朗西斯科（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因西班牙神父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而得名。１８４８年发现金矿后，因
劳动力不足，大批广东农民被诱骗至此掘金，成就了美国西部城市的繁华。华工嫌此地名过长不

便记忆，取该市英文名称的头三个音节“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的谐音，译为“三藩市”。它是早期移民居住
于此的粤方言使用族群常用的译名。由于此地盛产黄金，又称为“金山”。以致后来那些少壮出国

到美洲做工，老大回来的华侨被当地人称作“金山伯”。１８５１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消息轰动世
界，巴拉瑞特被称为“新金山”。不少中国劳工也跟随着当时的淘金潮来到巴拉瑞特，将原来淘金

地“圣弗朗西斯科”改称“旧金山”。“三藩市”和“旧金山”之名，蕴含着深厚的地方文化和生活理

念，延续着中国人民世代传承的精神。

来自广东地区的四邑人（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和三邑人（南海、番禺、顺德），把自己固

有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带到美洲社会，在长期与异族交往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语言文化融入主流

社会的方方面面。① 在三藩市唐人街的街头，酒楼中至今保留着祖籍地粤菜烧腊、点心和饮茶的各

种叫法。华人甚至复制国内广州独有的春节花市，春节“摆花街”“行花街”等节日习俗一直在华人

社区流传。

　　２．泰国曼谷唐人街的广东潮汕文化
泰国曼谷著名的唐人街耀华力路满溢着典型的广东潮汕文化。在这条历史悠久的唐人街上，

随处可见潮菜卤味、潮州小吃、工夫茶。特别是在春节期间，街内挂满且听得到的贺语多是广东

潮州话中的“新正如意”，而非粤方言的“恭喜发财”。除此之外，以潮州话为表现形式的潮剧也在

泰国流传。耀华力路见证了潮剧在异域他乡繁荣的巅峰时期。曾于此存在过的五大剧院和五大戏班，

正是广东潮汕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十字路口。源自南戏的潮剧，是广东潮汕文化的浓缩精华，南戏

自明朝传入潮汕地区，并以潮州方言进行演唱。在潮汕地区站稳脚跟后，随着潮州移民走向海外。

潮剧于１７世纪末到１８世纪初期在泰国落地生根，２０世纪２０至４０年代繁荣发展，２０世纪４０
至８０年代几经低迷和苏醒，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泰国再次勃兴。如今，潮剧以“潮调泰语剧”这
一新形式逐渐融入泰国本土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时至今日，泰式潮剧“优泰剧”已成为泰国

文化的一部分，是中泰文化交融的结晶。泰语潮剧的产生，在丰富潮剧表现形式的同时，亦增强

了泰国民众对华人及其族群文化的了解。② 由此观之，所有这一切的延续和发展，都离不开华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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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通过不同移民方式，将汉语方言、汉语方言文化的元素植根在异国他乡土壤的努力。

四、余　论

在近现代几百年海外移民的历史中，华人通过“批量式移民”和“零散式移民”的方式在海外形

成大小不一的海外汉语方言社区，进而造就了社区内部三种不同竞争力的汉语方言类型，即“一枝

独秀型”“势均力敌型”和“此消彼长型”。这不仅塑造了海外华人社区中文学校的教学语言面貌，

还奠定了海外汉语方言文化的基础。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华人移民方式的地域性特征逐渐淡化，以教育、商贸等为目的的移民成为
新世纪的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无方言族”新移民进入旧有的海外华人社区之后，逐渐冲击了华

人社区原本的汉语方言文化景观。加之侨居国的语言政策影响，使得汉语方言的地位在华人社区

内部逐渐下降。我们应当认识到海外华人社区的方言文化已经成为侨居国多样文化的一种形式，

并清楚地意识到华人社区的方言文化景观是外国群体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我国致力提升中华

文化影响力的环节中，海外华人社区的方言与文化是不容小觑的力量。

为了激发海外汉语方言的活力，挽救濒危的海外汉语方言，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汉语方言在海

外的使用人口数量、使用范围、使用频率和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等基本情况，① 还要采取切实有效

的行动。其中，语言教育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关键手段。今后，我们要基于持续升温、大有可为的

汉语国际教育，要以培养本土化的“双语双方言”人才作为工作重心，精准定位于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华人社区特色。从孔子学院的课堂内容和形式着手，融入与当地华人紧密相关的语言文化元素，

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同时，我们还可以基于国内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构建起“全

球汉语方言档案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把不同汉语方言以视频、音频和书面文件

的方式存档。利用人工智能搜索引擎打造功能性的三维立体化身，为海内外汉语学习群体提供广

阔的平台。一方面，可以凭借海外华人社区的力量强化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服务于国家

的战略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保护和传承海外汉语方言与文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文化的多

样发展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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