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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
是众多的族群融合统一，合
为一体的过程。 随着疆域越
来越大，民族成分越来越丰
富 ， 历代统治者都面临着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
不同”的问题。 而解决一切
问题的基础，就是要首先解
决“言语不通”的问题。

历代统治者解决这个

问题的方式，就是从众多的
方言中选择一种方言，赋予
其通用语的功能，以官方用
语的方式向全国推行。 就比
如，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普通
话，它就是以北京方言为基
础所制定的官话。

在历史上，通用语在朝
代的变迁中，经历了不同的
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也出
现了不同的称谓 。 春秋时
期， 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这
些徒众来自九州四海，语音
隔阂的状况要求孔子需要

以一种通用语开展教学 。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
安雅”， 孔子所使用的通用
语便是“雅言”。 “雅”是正的
意思，“雅言”就是那个时期
的官话。 东周列国时期诸侯
会盟朝聘，卿士大夫不仅讲
本国语言 ， 更要习讲 “雅
言”， 以便在诸侯大会上内
外交流。

在上古部落联盟时代，
氏族语言逐渐演变为部落

语言，各族群经过斗争融合
逐渐形成以尧 、舜 、禹为首
的华夏族雏形。 在随后夏、
商 、周 、秦的漫长历史时期
中，为数众多的大小族群之
间的融合在激烈地进行着，
华夏族的融合发展以秦朝

一统天下为标志，迎来了历
史性的高峰。 在这一过程中
统治阶层选作通用语的，主
要是自己所在的秦晋之地

的方言。
统治集团为了 “达其

志，通其欲”，将自己的方言
文字在疆域内推行，商的甲
骨文和西周的金文皆由同

一语系演化而来，商周的语
言一脉相承，前后相继。 到
了东周时期，以当时洛邑一
带的语言为基础，最终大致
定型为被孔子教学所使用

的“雅言”。
秦朝一统后车同轨、书

同文 、行同伦 ，同样推行雅
言作为官话 ， 但究竟用何
地语言则难以考证 ， 一般
认为秦朝雅言是以关中话

为基础。 汉朝建立后，雅言
的叫法 逐 渐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取而代之的叫法是 “正
音 ”“通语 ”，并一直延续到
元代。

“通语” 的概念最初在
扬雄的著作 《方言 》中明确
提出，他第一次系统地使用
“通语”注释各地区的方言，
例如 “腼 、饪 、亨 、烂 、? 、酋
酷，熟也”，就是说如果在其
他方言中遇到 “腼 、饪 、亨 、
烂 、? 、酋酷 ”这些词语 ，说
的就是“熟”的意思。

其后的 《淮南子 》《史
记 》《汉书 》等著作 ，都使用
扬雄所提出的“通语”写成。
西汉定都长安，关中话是通
语的基础 。 东汉时迁都洛
阳，“洛语”在通语中的地位
不断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人
政权向东南转移，以“洛语”
为基础的通语， 随着大量北
方侨民迁往江淮以南， 在与
当地土著吴语的交融中，使
吴语更多地带上了“洛音”的
特征， 这便是洛语 “南染吴
越”。 自东晋至南朝陈，近三
百年间的所谓正统之国皆以

南京为都城， 金陵音于是成
为那一时期的官话通语。

隋唐时代，政治中心重
新回归长安 ， 短暂出现了
“金陵音 ”与 “长安音 ”南北

分庭抗礼的局面 ，最终 “长
安音”依仗北方繁盛的政治
经济文化而成为正统官话。
在五代至宋朝建立的过程

中，中原政治中心先由西转
向东，再由东转向南。 北宋
建都开封，“开封音”成为通
语 ；南宋偏安东南 ，华夏文
明又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大

规模南迁，南北语言的碰撞
最终使 “江淮语 ”成为那一
时期的官话。

自元朝以来，国家政治
中心定格北京的局面业已

形成。 元朝时“四海同音，上
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
译 ，国学教授言语 ，下至讼
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其
所谓 “中原之音 ”实际上便
是“北京音”。

明朝虽然短暂定都南

京，但是在开国伊始官修的
韵书《洪武正韵》中，仍是以
“北京音”作为语音规范。 清
朝时，北京方言同样是官话
的自然之选，清政府为了将
北京话推广开来，专门在福
建 、 广东两省设立正音书
院，以求改变闽粤两省人士
不谙官话的问题。

官方推广官话的力度

也同样是从元朝起，逐渐发
展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国家

意志 ，并不是如今天 “请写
规范字 ，请讲普通话 ”这样
一句倡导就完事。 元代要求
蒙古族儿童就学必须讲中

原音，若在学堂上发现讲方
言土语，就要被打板子。

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为

一人的诗作用韵符合《洪武
正韵 》的规定 ，便看在他拥
护朝廷推广官话的份上，饶
恕了他在诗中揭露宫廷私

密之罪。 清朝更是规定“举
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
者，不准送试”，学不好官话
就不准当官，当了官的也不
准升职。 （新浪）

历代官话来源地变迁：

民国时期的“教师资格证”

今天，要想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有“教师资格证”是必
不可少的。在民国时期，有和教师资格证类似性质的“教员
许可状”。

德州市档案馆馆藏民国九年（1920 年）教员许可状，
对研究民国时期教师检定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持证上岗

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校令》这样规定：“小学
校校长，以本科正教员兼任之；凡充小学教员者须受有许
可状”，“受许可状者必须在师范学校或教育总长指定的学
校毕业，或经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检定合格者”。

馆藏的《教员许可状》上加盖有“山东检定教员委员会
会长公章”和“山东教育厅印”字样印章，可证明此状是经
过山东省教育厅仔细核定的，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想做一名
教师，除接受必要的教育外，还得必须经过规定的政府机
构检定认可。

这份《教员许可状》持有者任职期限为五年，期满后要
重新申请《教员许可状》和检定，方可从事教员一职。

检定内容

1919 年 11 月，山东开始筹备办理第一届小学教员检
定工作。 1920 年，制定了《山东检定小学教员、乙种实业教
员施行细则》。

《实施细则》根据任教学校和级别不同，教员接受检定
的条件也有所不同。 检定分为无试验检定和试验检定。 前
者只需审查各项证明文件，如毕业证书或修业证书、服务
证明书、本人履历书等。后者除了审查各项证明书外，还加
以试验即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口试和实地练习三种。笔试
试题，由检定委员会依照《规程》规定程度，酌量分别拟定，
密封后交各主试委员，考试时当场开拆。 口试由主试委员
就教育理论和方法，依据师范学校程度酌量发问。 实地练
习，由主试委员先期指定科目段落，由应试人编订教授案
呈交主试委员核存。口试与实地练习的成绩由主试委员当
场给出，并与试卷等材料一起汇寄到检定委员会。

各科试卷每科目由检定委员会会长指定委员五至八

人分任评阅，每科目以一人为主任委员掌管全科的覆阅事
宜，并最终由会长总核后造具名册呈报；成绩合格者按照
无试验检定合格者、试验检定合格者、科目成绩及格者三
类发给许可状。此外，平均分数在四十分以上者，亦发给相
应的凭证。取得许可状的教员必须认真履行教员职责，《施
行细则》也规定，经检定合格的教员，如果日后学业荒废、
成绩低劣，经省县视学查明，上报教育厅厅长后，检定委员
会有权取消该教员的许可状。

积极意义

民国教师检定制度经过后期 30 余年的完善， 适应了
社会发展的需要， 逐步成为提高民国教师质量的重要保
障。

其积极意义有：第一，认证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有各
方利益代表，在相互制衡中达到教师资格认证的最大公平
和合理。第二，结合教师专业发展，实行教师资格的有效期
制度，定期对教师资格进行审核，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终
身“执照”给教师带来的“一劳永逸、高枕无忧”，使教师们
有了竞争意识和不断进步的压力。 第三，检定制度的考试
内容不仅限于教育基本原理和学科知识，还注重教师的语
言表达能力，体现出对教师素质的高要求，为现代教师的
选拔和评价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浪）

民国九年（192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山东省教员许可状。

秦秦晋晋 洛洛阳阳 长长安安 金金陵陵 开开封封 江江淮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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