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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日，由广东省人民政府参事室、省珠江文化研究会、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

究中心和封开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广东封开：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在封开

举行。会上历史专家公布了经近十年考察研究得出的新成果：粤语源自于中国古

“雅言＂，并进一步确认广信(封开)是粤语的发祥  
地，粤语是我国古代普通话的活化石，对我国古代文化和语言研究有着不可替代

的价值。 
 
  粤语保存古“雅言＂因素最多 
 
  广东省人民政府参事室助理巡视员、广东省著名语言学家罗康宁经近十年考

察研究得出成果：广东粤语源自于中国古“雅言＂，并进一步确认广信封开
是粤语的发祥地，是我国古代普通话的活化石 
 
  我国古代有一种民族共同语，先秦到两汉时期称为“雅言＂，宋朝以后称为

“官话＂。今天汉语许多方言，都保存着雅言的一些元素，而保存雅言元素最多

的是粤语。雅言的基础是原始华夏语，原来只通行于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落联

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行“书同文＂，雅言地位也就相应提高，成为当时的

民族共同语。最早将雅言带入岭南的，是秦朝征服“百越之地＂之后从各地征发

到岭南的“垦卒＂。这些“垦卒＂多半是原六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他们

“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 
 
  广信是岭南文化和粤语发祥地 
 
  潇贺古道和湘桂水道（即灵渠）是唐代以前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两条重要通

道。广信地处桂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冲。在岭南是个交通枢纽。

汉武帝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和印度半岛，打通了海上丝绸之

路，而出口的通道，是经潇水和贺江到达广信，再经桂东和粤西两条走廊，也就

是北流江——南流江和南江——鉴江两条贸易通道到徐闻、合浦，广信就成为岭



南早期的商贸重镇。商贸活动离不开语言交际，中原传入的雅言正是通过商贸活

动而融合当地百越土著语言，形成粤语。 
 
  广信又是岭南最早传播中原文化的阵地。陈元、士燮等在这里办学，使百越

土著逐步接受中原传入的儒家文化，汉族移民也从百越文化中吸收了一些成分，

从而形成以汉族移民文化为主体的早期岭南文化。随着文化交流的开展，以雅言

为主体吸收一些百越土著语言因素的粤语，也就逐步成为这一带人们的主要语

言。广信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粤语的发祥地。 
 
  早期粤语中心不在广州在广信 
 
  粤语在分布上的突出特点，是沿江分布。它以西江中部为中心，分四条渠道

向东、西、南扩展。第一条渠道是西江——珠江，即沿西江向东至番禺（广州）

一带。包括广西梧州和广东肇庆、佛山、广州、中山、珠海、东莞、深圳等市，

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行政区。第二条渠道是西江——郁江，即溯西江、浔江、

郁江直抵交趾郡。包括广西南宁、崇左、贵港三市及其所属大部分县。第三条渠

道是北流江——南流江。包括广西玉林、北海、钦州、防城港等市及其所属各县。

第四条渠道是南江——鉴江，即溯南江而上，越过云开山脉到鉴江流域。包括广

东云浮、茂名两市及其所属郁南、罗定、信宜、高州、化州，湛江市及其所属吴

川、廉江。 
 
  除此之外，粤语还有两个次方言区：一是漠阳江流域。二是潭江流域，包括

广东江门及其所属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这四个市（区）历史上称为“四邑＂，

其粤语次方言也就称为“四邑话＂。通行四邑话的还有鹤山以及珠海市斗门区。

四邑地区距广州并不远，四邑话却是粤语系统中跟广州话差异最大的一种次方

言，其原因是潭江与珠江水路上并不相通。这一事实有力地证明，早期粤语的中

心不在广州而在广信。 
 
  粤语保持雅言音系长达数千年 
 
  西汉元鼎六年（公元前 111 年）灭南越国后，设“交趾刺史部＂监察各郡。

交趾刺史部大部分时间设在广信；东汉撤交趾刺史部设置交州，州治也在广信，

广信便成为岭南首府和政治中心。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

了雅言。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本来千差万别，互相无法通话，又没有文字，因此

除了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言之外，部落之间交往也不约而同地借助雅言。雅言便

成为各土著部落的共同语。同时，古百越语言中一些元素，也就为汉族移民的语

言所吸收，从而逐步形成为汉语的一支方言——粤语。在中原和北方长达数千年

的战乱动荡岁月，从周朝以来一直作为中原汉语标准音的雅言逐步消失。而岭南



地区保持较为稳定的局面，由中原雅言演变而成的粤语则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音

系。 
 
  离开粤语岭南文化便不复存在 
 
  广东的地方传统文化通常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

化，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境内三大汉语方言。粤语不仅是广府地区人民的母语，而

且是广东和整个珠江流域最大的方言，它不仅蕴藏着广府地区的传统文化，而且

保存着大量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了的传统文化。离开了粤语，广府地区许多岭南

文化品种便不复存在。在建设文化大省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研究粤语的自身价

值和保护问题。�?/P>  
 
  专家呼吁 建立粤语馆保存活化石 
 
  粤语是古代雅言不可多得的活化石，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和语言研究有着不可

替代的价值。近年来，不少学者呼吁建立一个国家语言文字博物馆，但一直没有

实现。封开作为粤语发祥地，可以先行一步，在博物馆内建立一个粤语馆，收集、

积累本地粤语的材料，包括语音记录、文献资料，以及粤语扩展和分布地图等等。

特别是那些独特的语音现象，例如上面讲过的浊塞音等，正在消失过程中，及时

将粤语这一不可多得的我国最古老的“普通话＂的活化石，作为—个宝贵的历史

遗存保存下去。 
 
  相关发现，汉时广东已具海洋文明雏形，有力驳斥了外国专家“中国无海洋

文明＂的荒谬说法，广东近十年来岭南文化研究与考古取得重大突破，专家确认

中国汉朝时期广东已具有海洋文明雏形。 
 
  自然人文环境造就海洋文明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认为，岭南地区位于五岭之南，南海之北，整个

地域大都山峦起伏，江河纵横，平原盆地相对较小，海岸线长，江河出口多，造

成江海一体之特色。这样的自然条件，是岭南文化的自然环境基础。岭南文化具

有山、江、海相结合的特点，而又以江海一体为主要的特质，并以海洋性特强为

优势。封开具有山、江、海交叉一体的自然环境，同时具有海陆丝绸之路对接点

的人文历史与环境，才能集这些文化大成而形成具有江海一体特色和优势的新型

文化。有关专家指出，中国两汉时期中国广东己具有海洋文明，这一点有力地驳

斥了外国专家“中国无海洋文明＂的荒谬说法。 
 
  封开人比马坝人早 2 万年 



 
  经过科学鉴定和测试，封开河儿口渔涝河泮的峒中岩遗址中发现的两颗人牙

化石，经铀系法测定，其距今 14．8 万年，比马坝人头骨化石 12．9 万年提早近

2 万年。它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最早的人类化石。封开是岭南最早的人类生存和

发源地之一已不容置疑。 
 
  两广广州之名因广信得来 
 
  “广信＂之名，取自汉武帝时“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之意。公元 226 年，

孙权将交州分为交州和广州。由于新设的州旧治在广信，故名广州。这是广州之

名的第一次出现。到宋代，将广州之地划分为广南东路、广南西路，仍以广信为

地标，广信以东为广南东路（后简称广东），广信以西为广南西路（后简称广西）。

广东、广西、广州之名由此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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