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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方言的特点及其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研究
刘　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通识教育与国际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重庆方言是重庆非物质文化之一，对当地文化的交流传播与文化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重庆方言的起源和特点为

切入点，通过分析重庆方言的起源，发展演变等内容，阐述重庆方言的特点，分析其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以期通过重庆方言的传

承和使用，推动重庆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增进各地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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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方言的历史起源和发展演变

重庆方言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在

秦朝统一六国后，重庆地区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

秦朝以后，重庆地区不断有人口迁徙、文化交流，形成了独特的

重庆方言。

重庆方言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朝代更迭，吸收了巴蜀文

化、外来语言的影响，形成了具有独特特点的方言系统。

二、重庆方言的特点

重庆方言是隶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由于重庆地处山

区，地形复杂，占地面积广，拥有 38 个区县，尽管与北方语言有

很多共同之处，但其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又独具特色，特

别是在词汇方面有着浓厚的地域特色，根据《重庆市志﹒方言志》

记载：重庆方言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整个重庆范围方言分化较为

严重，各具特色，但广义的重庆方言大致分为 6 个片区有主城片区、

万州片区、江綦片区，酉阳片区，秀山片区和巫奉片区。狭义的

重庆方言主要是指重庆主城片区。

本文以重庆主城片区为代表，讨论重庆方言的主要 特点。

（一）重庆方言的音系特点

重庆方言的音系特点鲜明，喉音隆重、发音较为粗糙。它只

有 19 个声母，6 个单韵母，没有 ing、eng 这两个后鼻音的韵母。

在重庆方言的发音中，由于受从小生活的语言环境影响，在最初

的语言输入和模仿发音输出阶段，没能掌握规范的发音方式、发

音部位不到位等，造成了重庆方言发音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1.n 和 l 不分，重庆方言里没有鼻音；2. 无平舌和翘舌之分，在重

庆方言中，大多地区没有平、翘舌音的概念，不能区分哪些字应

该读平舌音，哪些字应该读着翘舌音，没有翘舌音，没有普通话

中的舌后音 zh、ch、和 sh 这组声母，而只有舌尖音 z、c 和 s；3. 将

含有 ing、eng 这两个后鼻音的韵母的拼音发错为 en、in 等。

（二）重庆方言的音调特点

重庆方言也有独特的音调变化，以四声为主，音调起伏变化

较大，这似乎与重庆人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特点有关。

重庆方言的音调特点

根据普通话的五度标记法，普通话有四个声调：阴平（一声）、

阳平（二声）、上声（三声）和去声（四声）。

重庆人在说普通话时，由于受到重庆方言大环境的影响，很

容易出现调值与普通话的区别，对阴平调的把握不太准确，产生

调值不够高，音高不够稳的现象。比如：在发阳平调时，对起调

的调值很难把握，常常从 1 度或者 2 度音高开始起调，而不是从

3 度开始，因而出现起点低，上升的高度不够等特点；尤其是在

发上声调和阳平调两个调时，不少重庆人的普通话上声调存在明

显的语音缺陷，两者区分不明确。

（三）重庆方言的词汇特点

方言中的词汇具有一个地区特有的指代意思，有着特殊含义，

其意思往往不能完全用对应的汉字表达出来。在词汇方面，重庆

方言很有特色，有很多独特的叠词和语助词，比如：睡告告（睡

觉）、吃嘎嘎（吃肉）；儿化音在词语里面很常见，比如：娃儿、

麻花儿等。此外，重庆言子儿也是很有重庆特色，它用一个简单

词语简单生动地表达一个复杂的意思，比如：没耍事（没事情可

干）、空了吹（少在这儿瞎说）、正南齐北（表明说话人的态度

或行为是严肃认真的）、哈戳戳（指一个人思维不够正常和聪明）

等。重庆方言的词汇具有随意和趣味性等特点，在交流过程中很

容易拉近说话者和倾听者的距离，产生亲切感。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庆方言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是重庆

地区的民俗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巴渝文化重要的

载体。它能形象生动地表达语言的内涵，体现重庆人豪爽、幽默

风趣的性格

三、重庆方言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重庆方言的重要地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承载着文化

传承、维护地域特色和文化多样性等重要作用。

重庆方言虽然不是重庆市的官方语言，但由于其在当地群众

中的广泛使用，在许多非正式场合和民间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沟

通媒介作用。在所有中国地方方言中，重庆方言作为西南官话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地位，不仅是人们日常交流的语言工具，

承载着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是文化传承和表达感情的重要方

式。

重庆方言在本地区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社会影响力，在全

国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二）重庆方言的重要作用

1. 传承地方文化

许多地方特有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故事都是通过方言来传承

的。重庆方言是重庆地区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它反映

了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风俗和社会生活。在重庆地区，重

庆方言不仅是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也是本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

志。在重庆人的日常生活交流中，从家庭、邻里到学校、职场，

重庆方言无处不在，在本土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的语言符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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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方言的使用和传承，重庆人能够更好地了解、感知和传承本

土的文化价值，包括民间节庆、特色美食、民歌民谣等。重庆方

言也承载着重庆人的情感和记忆，是社区认同感和地域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是重庆人文化认同

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地域特色得以保留和传承。

2. 增加乡土认同感

方言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通过方言的使用，可以拉近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增进彼此间的亲切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交往

和社区凝聚力。

重庆方言作为本土语言，成为重庆人与其他地区人的区别标

志，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重庆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

语言形式，对于重庆人的乡土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重庆人之

间使用方言可以带来一种彼此熟悉和亲近的感觉， 能够在交流中

增加情感共鸣和亲密度。通过重庆方言的使用，重庆人能够表达

自己对本土地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加强了地方社群的

凝聚力和归属感。即使是在社会交往的商务谈判、教育、政府宣

传、本地商业活动和旅游业等领域，重庆方言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被用来增进亲和力或强化信息的传递，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和文化产业繁荣。

3. 维护文化多样性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随着重

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热度上升，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人口流动

的增大和媒体的传播的速度加快，也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和学习

重庆方言，重庆方言也逐渐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重庆方言中

的一些表达方式和词汇已经成为流行语，被全国各地的人们所使

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语言文化多元性

的一部分。

重庆方言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重庆文化对

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它常被用于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中，为作品

增添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同时，

重庆方言具有独特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特点，是方言学研究的重

要对象，为语言学家提供了研究中国语言演变、方言分区及其相

互影响的重要素材，对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重庆方言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在方言学、

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也丰富了中国方言的多

样性，为中国语言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活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庆方言作为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它

既是当地重要的日常沟通工具和文化载体，在语言学上增加了中

国语言的多样性，又在全国范围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经济互动，保

护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

并在中国方言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多

样性和独特性，所以，重庆方言的传承和使用有助于推动中国文

化的多元发展，增进各地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四、重庆方言的传播路径

在网络经济日益发达的当代环境下，文化传播方式便捷多样。

方言作为我国地方文化的一种重要语言变体，是地方民族文化的

重要符号之一，在当前方言渐渐在年轻人中消失的背景下，研究

方言的传播路径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一）利用文字和图片传播

文字是最能体现语言魅力的一种方式，同时，在配图中辅以

方言文字说明的图片也是方言的传播路径之一，它能形象生动地

传情达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的束缚，

网络图文传播成为互联网时代方言传播的最基本方式。人们可以

便捷地在互联网上购买重庆方言相关图文资料，也可以便捷地在

线阅读和欣赏图文，在网络上有效地进行学习和沟通交流。方言

信息以图文的形式通过网络传播，突破文字的枯燥和单一性局限，

可以使传播内容浅显易懂，更形象生动、且不会改变其本身所要

表达的语意，升华了文字的表达方式，一定范围内能收到更好的

表达效果，这就有利于重庆方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阅读者能

感知图文的魅力，深入理解、认同和接受重庆方言文化，并成为

传承、发展重庆方言文化的一分子。

（二）利用音频传播

在网络时代，利用音频也是有效传播方言的一种方式。传播

路径主要是通过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利用大家所熟知的微信、QQ 语

音聊天等方式进行语音交流，其主要局限于同一地域之间的交流。

当然也有如：网络电台、抖音直播、歌曲、相声等突破地域限制

的大众传播媒体。如果在抖音平台里收缩重庆方言，里面会出现

大量的音频资料，其中很受大众的喜爱的

“给着我说重庆话”这一音频里面的每一集播放点击量都突

破千万。另一方面，网络电台的兴起也为重庆方言面向大众的传

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重庆巴渝之声电台专门设立了方言频道，

使重庆方言再次火起来，它的方言直播不仅聚集了大量的重庆本

地人粉丝，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用户，丰富了方言文化的内容。

（三）利用视频传播

视频集声音、图像等于一体，它能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方言文

化中深厚的人文背景和地域特色，有利于方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人们更愿意借助各大视频网站和电视平台等宣传方言文化，通过

上传方言文化视频，使有关方言文化的内容被大量点击、转载和

分享等，因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如重庆电视台的方言栏目剧《生

活麻辣烫》，这一节目取材于真实生活，通过重庆方言把重庆文

化中的通俗、幽默、热情等文化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娱

乐大众，缓解人们生活压力，也传播了重庆方言文化。

五、结论

在互联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重庆方言的使用人群通过社交

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等有了更多接触重庆方言的机会。他们可以找

到彼此，组建方言群体，分享方言知识、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

加强了方言使用者之间的联系和认同。这种方言的使用不仅促进

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也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

和社交方式。

但是，重庆方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面临传承缺失的问题，

网络环境下重庆方言的传播更多地聚焦在娱乐和消费领域，而对

于方言的真正传承和保护相对不足。由于语言环境的变迁和青少

年对主流语言的接触增多，重庆方言的使用者数量逐渐减少，传

承面临困境等。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应加强同其他机构和组织

的合作，加强方言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开发更多的重庆方言传播

途径，共同推动方言文化的保护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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