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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dialect movies have been booming, and more than 20 dialect movies have 
been released in China in recent two year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most of the protagonists in these 
films can not only speak dialect, but also Mandar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so we call them 
bilinguals or diglossia.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successfully, this kind of people inevitably car-
ries out code-switching between two or more languages or language varia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language code-switching caused by various motives in Chinese dialect mov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scusses Chinese dialect movies’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of the language 
code-switching in shaping character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vie plots and constructing 
soci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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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方言电影蓬勃发展，近两年内国内就上映了超过20多部方言电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电

影中的主人公多数不仅会讲方言，还会讲普通话，英语等语言，因而我们称这类人为双语者或双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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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成功地进行沟通，这类人不可避免地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进行语码转换。因而

本文以中国方言电影中由于各种动机而产生的语言转码为研究对象，探讨电影中语码转换对塑造人物形

象、推动电影情节发展以及构建社会现实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中国方言电影，双语者，语码转换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介绍 

语言作为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古老的汉语发展到今天，产

生过多种方言，具体数目我们无法确切统计。学术界按照大的方言区，将中国方言大致归为北方方言、

闽方言、吴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等 7 大类。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出台，法令第二章第 16 条明确规定，“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可以使用方

言，自此方言电影的发展在国家政策层面具有了合法性。而全球化大环境下多语多言的时代背景更是让

方言电影在曾以普通话主导的中国电影市场里占据一席之地。从宁浩的《疯狂的石头》(重庆话，2006)、
姜文的《让子弹飞》(四川话，2010)、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老南京话，2011)、贾樟柯的《山河故人》

(汉语普通话，山西晋语，英语，上海话，2015)、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吴语上海话、普通话、日

语、英语，2016)、杨庆的《火锅英雄》(重庆话，2016)、饶晓志《无名之辈》(2018，西南官话)以及刚刚

上映的刁亦男《南方车站的聚会》(2019，武汉话)短短十几年间，票房热门大多都被方言电影所占据。而

由于在大多数方言电影中的人物或多或少掌握方言和普通话甚至外语等两种及两种以上语言，因而在语

言学中，我们称这类人为“双语者”或“双言者”。如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主人公陆先生既

会讲方言，又会说普通话，我们称这类人为“双言者”，而在电影《山河故人》中，电影人物张到乐除

了普通话之外，他还会讲英语，因而这类人称之为“双语者”。而在诸多方言电影中，为了清晰的传达

交际意图，电影中的主人公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的进行语言之间的选择转换，而导演也借着语码转换这一

手段，来进行电影中人物身份性格的构建，从而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2. 理论基础 

双语是指一个人在日常交际中习得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现象。然而，学界对双语者(bilingual)
的具体定义还没有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采用 Mackey (2000)对双语者所下的定义。他认为：“在日

常交流中能够任意使用两种或几种两种以上语言的人可以称为双语者[1]”。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世界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在同一民族的内部，不同的地区、不

同的族群又有不同的方言。Ferguson (1959)认为，在许多语言社团中，一些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同一种

语言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变体，就是双言(diglossia) [2]。王悦(2012)等认为，双语与双言既相似又不同，

双语是指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讲话者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语言差异是矛盾的主要

方面；而双言则是指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口头语和基本一致的书面语[3]。 
而在本文中，双语者与双言者不做区分，都是指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人，这两者都是为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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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交流目的，进行成功的会话而采取的表达方式。 
在了解语码转换之前，我们需要对语码(code)作一解释。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语言或

它的变体都可称之为语码。在方言电影中，出现最多的语码就是方言，比如《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上

海方言、《山河故人》中的山西方言以及《火锅英雄》中的重庆方言等这些都是普通话的变体。而一旦

出现类型不同的语码，如方言，普通话，英语，人物不可避免地就要进行语码转换。张积家(2008)认为语

码切换(code-switching)是指双语者由所掌握的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现象[4]。而这一转换既可以

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进行。 

3. 方言电影中的语码转换 

3.1. 方言电影中的双语者 

方言电影众多，本文选择近几年来票房成绩较高的三部电影作一分析，分别是：程耳的《罗曼蒂克消

亡史》、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以及杨庆的《火锅英雄》。在这三部电影中，主角或多或少会说两种甚至

两种以上语言，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双语/双言者众多，其中最具代表的是葛优饰演的陆先生(普通

话，上海话)以及浅野忠饰演的渡部(上海话，日语)，而在《山河故人》中，由于时代背景以及时间跨度等

原因，主人公沈涛掌握(山西方言、普通话)，其子张到乐年少时既会普通话，又会上海话和陕西话，但由

于长期国外生活经历，最终只会说英语。电影《火锅英雄》的背景决定重庆方言是不可缺少的对白语言，

因而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于小慧时而讲普通话，时而说重庆方言。从以上的人物语言掌握情况来看，出于展

示人物身份，表达情感认同等原因，语码转换不可避免的成为方言电影对白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2. 方言电影中语码转换类型 

在本文所研究的方言电影中，语码转换的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四大类： 
1) 言者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 
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电影主人公往往在不同的场合之间进行对话，如在电影《火锅英雄》中，当女

主人公于小慧在便利店与男主人公刘波时隔多年的相逢时，她使用了普通话来沟通： 

于小慧：刘波！我是于小慧，十八中的同学，我在旁边的理财上班。(普通话) 

刘波：长江巴商财富。(重庆方言) 

于小慧：你怎么知道？(普通话) 

而后，在主人公刘波的邀请之下，于小慧去刘波经营的火锅店与老同学聚会时，她在一开场就用重

庆方言： 

于小慧：我干了啊！你们怎么不喝呢？(重庆方言) 

2) 言者在一次交谈中使用不同语言 
电影场景不变，而双语者在一次交谈中有意或者无意的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来进行交际。在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章子怡所饰演的小六在家庭聚餐时，面对身份不同的家人，小六在普通话

与方言之间进行流畅的转换。 

小六：导演啊，每天就干一件事，掉眼泪，拍着拍着就掉眼泪。(普通话) 

陆先生：这么伤心，家里出事情啦？(普通话) 

章子怡：这我就不晓得了(普通话)，谁都不知道(上海话)，没有人敢问他啊(普通话) 

3) 言者在一个语言系统内的各种变体之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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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方言电影中，最为常见的语码转换就是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转换。在电影《山河故人》中，

15 年后，当事业小有成就的沈涛初次见到曾经的追求者梁子媳妇时，有意的从方言转换到普通话。 

梁子媳妇：沈涛？(普通话) 

沈涛：你是？(山西方言) 

梁子媳妇：你不认识我，我是梁子的爱人。(普通话) 

沈涛：梁子？(方言)梁子回来了？(普通话) 

4) 说话人在使用一种语言的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的加入另一种语言的词汇 
在对话中，出于特定的目的，说话人往往会在两种语言的词汇之间进行转换，在电影《山河故人》

中，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张到乐已经完全忘记儿时所用的普通话或方言，仅仅会使用英语来交流，当他与

操着山西方言的父亲对话时，父亲张晋生则在方言中夹杂着英语单词。 

张到乐：Hi, key. 

张晋生：你的 key呢？ 

张到乐：I lost it. 

张晋生：又 lost 了？ 

4. 方言电影中语码转换价值分析 

方言是社会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反映社会语言状态。它是贾樟柯《山

河故人》中为了构建社会现实而使用的工具，是杨庆在《火锅英雄》中为充分展示人物背景和剧情的推

演所采取的手段，也是，程耳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为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运用的手法。 

4.1. 方言语码转换塑造人物形象 

电影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塑造令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而电影对白是展示人物性格，

塑造人物形象的有声手段。诸如《疯狂的石头》中的重庆话，《让子弹飞》中的四川话在很大程度上给

观众带来强烈的带入感及认同感，幽默的方言对话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一手段的效果也反映

在葛优主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作为一部众多大牌明星汇集的电影，导演生生地按着那么多大腕

儿小腕儿学上海话，已经空前绝后，更不要说人物在几种语码间进行流畅转换时，观众能够随之感受到

语言的变换对人物形象的影响之力。就如浅野忠信饰演的妹夫这一角色，作为长期潜伏在中国的日本军

官，他的上海方言与本地人无任何差别，因而周围人物并未识破其日本间谍的真实身份，这说明方言对

于身份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影片最后，妹夫以日本战俘的身份再次见到陆先生时，他再也没有跟

以往一样操着熟练的上海方言与陆先生对话，说明他在黑帮大佬的妹夫与为民族战斗的日本间谍身份中

选择了后者，但随后，当妹夫见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之后，他发现儿子听不懂他说的日语，于是他在日语

与上海方言之间进行了转换，这也体现了除却民族身份之外，语言之间地选择也使得这个角色充满复杂

性。 

妹夫：不要哭了，现在不是掉眼泪的时候。听好，你要保住性命。战俘营会保证日本人的生命安全。你去告诉

他们你是日本人。(日语) 

妹夫：我是爸爸，你要跑到里面去，告诉他们你是日本人，一定要回到日本，听懂了吗？(上海话) 

4.2. 方言语码转换推动情节发展 

电影中能让剧情发展呈现的是跌宕起伏还是郁沉缓慢，最有力的手段莫过于运用语言本身蕴含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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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像《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吴侬软语，主人公们软糯婉转的对白让观众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影片的质

感以及老上海的时代风貌，而电影时而紧张时而舒缓的剧情也随着上海方言就此展开。拿王妈和陆先生

的对话为例，在进家门之前，陆先生大部分的台词都是普通话，而跟王妈的几次对话都选择转换至方言

来讲，语码的转换直接地向观众呈现了剧情由正式场合转换为生活化的场景。剧中方言与普通话的对照

揭示了人物背景以及他们所处的阶级等级。 

王妈：陆先生，叫我干啥？(上海话) 

陆先生：三缺一。(上海话) 

在《山河故人》中的汾阳话，生动而又直接的将观众带入 21 世纪初的山西小县城人民的生活当中，

让北方地区的观众回忆起自己曾经操着又土又粗北方方言和老乡聊天时的惬意场景。而主人公们在方言

与普通话之间以及方言与英语之间的语码转换清晰的标记除了故事发生的事件点，如沈涛从方言–普通

话–方言的转换，一方面给观众呈现出故事情节发展的社会节点从 20 世纪末转向 21 世纪初，另一方面

也清楚地提醒观众人物对白语进行了转换，意味着人物自身的身份有了新的变化。如沈涛和梁子媳妇初

次见面时，梁子媳妇一直使用普通话，而沈涛由最初的方言转变为了普通话。 

梁子媳妇：沈涛？(普通话) 

沈涛：你是？(山西方言) 

梁子媳妇：你不认识我，我是梁子的爱人。(普通话) 

沈涛：梁子？(山西方言) 

沈涛：梁子回来了？(普通话) 

梁子媳妇：他回来了。(普通话) 

涛：他还好吧？(普通话) 

再如《火锅英雄》中的重庆话，人物口中原汁原味的重庆方言伴随着紧张刺激的剧情，让一起山城

银行劫案，真实而有质感地得以呈现。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时女主人公于小慧，时隔多年，在初次偶遇

年少暗恋的男孩刘波时，面对刘波全程的重庆方言，于小慧并没有从普通话转换至重庆话，而是选择一

直用普通话交流，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在接受刘波的邀请后，于小慧在面对多年未见的老友时，也开始

用重庆方言来增加身份认同感，直至最后，于小慧和刘波的对话都已重庆话为主，转换为普通话也只是

为了表明于小慧当前的身份进而推动剧情继续向后发展。 

4.3. 方言语码转换构建社会现实 

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其历史性，地域性，生活性都使得电影情节发生的社会环境更加真

实。它根植于地域文化中，标识着人物的身份以及社会地位，是构建社会现实的重要媒介。而一旦提及

方言作为电影对白这个话题，相信对电影略懂一二的人一定会想到导演贾樟柯以及其指导下的一系列方

言电影。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东方早报网评这样写过：“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

追求影像“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曾拍摄《江城夏日》的导演王超就直言“选择方言，就是为了增加

电影和人物的质感，如果你要拍非常现实主义的电影，让人物讲他平常该讲的话，具备他平时就有的口

音，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贾樟柯作为“关心社会”的导演，纪实化影像下的“社会关怀”成为一

直的电影母题[5]。以《山河故人》为例，故事发生在山西的小县城汾阳，讲述了女主人公沈涛一家三代

人从 1999 年到 2025 年情感、时代变化的故事。而方言在这部电影中就像一个随着电影一起成长起来的

角色一样，它不仅引导观众感受真实的社会背景，而且它的成长也让我们见识到因剧情发展，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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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语码转换。具体来说，在电影开头，所有人物都在用汾阳方言对话，这直接了当的

反映了 20 世纪末山西小县城的生活图景，人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也死在这里，一生的故事都围绕着

小县城展开并用方言讲述着。但影片开头一个镜头值得我们注意，是教室的黑板上写着“说普通话、写

规范字、做文明人”的这几个大字，这一镜头的出现不仅反映的 20 世末出我国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一政策，

还为后文另一中语码普通话的出现做下了铺垫。随着剧情发展，时间线到了 21 世纪初，中国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也影响到汾阳县城，而主人公沈涛也步入中年阶段，同时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进行转换，这很贴

合当时中国的发展现状，并形神具备的呈现出了不同时期汾阳县城的生活状况。电影最后，时间线来到

2025 年，沈涛之子张到乐孩童时期就定居国外，直至长大成人，他忘记了自己的母语，跟父亲的交流竟

是通过翻译软件来完成。这从方言到普通话再到英语的过度已经不在局限于语言能力问题，而是残忍的

揭露出只会讲英语的张到乐没有母语作为纽带，与自己的祖国存在的割裂。更深一层次来讲，这也反映

乐当前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孩子生在中国，却在国外的环境中成长，最后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以讲外

语为荣。所以通过仔细分析贾樟柯的方言电影我们发现，贾樟柯将方言视为传达他思想的一种方式，也

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方言不仅仅是服务于电影对白，也能体现出导演作为社会的反思者所传达的价值观。   

5. 总结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方言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以不同的形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中

国的电影市场。本文以近几年影院上映的热门方言电影为例，以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对话为基本语料，分

析了方言电影中四种语码转换的基本类型，并探讨了电影中双语者进行语码转换时对影片人物形象塑造、

情节发展推动以及社会现实构建的意义与价值。认为方言电影中的出现的语码转换，是一种彰显地域文

化，丰富影视语言的手段，也是带领观众走进电影，感受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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