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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文化的重要载体之

一，汉语方言在全球拥有超过14

亿的母语人口，其传播与演化的

机制一直是人类学界与群体遗

传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汉语方

言的演化历史中，由自然灾害、

战争或经济因素驱动的大规模

人群迁徙以及科举制度、印刷术

所促进的社会学习等因素都在

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前，对汉语方言传播模式

的研究大多依赖历史材料和语

言调查材料的比较总结，并辅以

遗传证据为佐证。然而，由于缺

乏对汉语方言内部精细结构的

定量分析，以及对于汉族人群中

语言差异和遗传差异间的一致

性检验，目前尚难以全面刻画汉

族人群语言演化的全貌。

2024年5月13日，复旦大学

现代语言学研究院、复旦大学智能

复杂体系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实

验 室 张 梦 翰 研 究 团 队

（POPLANG）携手生命科学学院

徐书华教授团队及金力院士团队

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

man Behaviour）发表题为《大规模

词汇和遗传比对支持汉族人口扩

张 和 文 化 传 播 的 混 合 模 式》

（“Large-scale lexical and genetic

alignment supports a hybrid mod-

el of Han Chinese demic and cul-

tural diffusions”）的重要研究成果。

该研究系统整合了语言学、

群体遗传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

的理论和方法，深入解析了汉语

方言内部的精细化结构和地理

分布规律，同时结合现有的群体

遗传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各地

语言和群体遗传结构之间的关

系，透视了汉文化传播和融合的

多重模式，为探究汉族人群的人

口活动与语言文化交融的复杂

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定量分析“方言熔炉”

在研究中，团队首先通过对

926个方言点的1018个词汇特征

进行量化分析和空间投影，并发

现汉语方言的多样性与地理分

布密切相关，其词汇差异呈现明

显的南北梯度分布，而大型山川

河流作为地理屏障，进一步促进

了方言群体之间的分化。

为进一步揭示汉族人群人口

活动与方言融合历史，研究团队

通过基于贝叶斯祖源推断方法，

解析了各汉语方言的内部祖先成

分。柱形图中不同颜色区块对应

的成分代表了汉语方言发展历程

中通过谱系分化或深度交融而形

成的共有词汇特征，体现了方言

群体间的分化和接触历史。另一

方面，研究团队利用词汇特征频

率数据构建了最大似然谱系树，

在此基础上建模重构方言融合事

件，推断了参与融合的方言群体、

融合发生的方向以及对被融合方

言词汇系统的影响比例。

综合多种方法分析的结果，

研究团队发现中国中部地区方

言呈现出多重来源的语言接触

痕迹，形成了所谓的“方言熔

炉”，特别是江淮官话、西南官话

和赣语的使用地区，方言的特征

显示了多样的语言成分集成，从

而构成了复杂的方言体系。如

此深度的语言接触和融合反应

了不同方言群体长期共存以及

互相作用的结果。

这一系列定量分析所揭示

的语言融合模式与汉族历史上

自北向南的大规模迁徙以及“江

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历史

事件密切相关。

比对语言和遗传结构

为探究方言传播与融合背

后的驱动力，研究团队对比了中

国汉族人群的语言结构和遗传

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语言、基

因、地理距离三者间分别存在两

两强相关性。但当基因距离保

持不变时，语言和地理分布之间

的相关性变得不显著，这表明语

言差异的形成伴随着人群遗传

结 构 的 变 化 即 人 口 扩 张 模 式

（demic diffusion）在汉语方言演

化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通过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分

析，团队还揭示了各省份南北方

基因成分和语言成分的比例，反

映出汉语方言传播的复杂地区

性模式。

在中国中部地区，人群扩张

模式尤为显著，北方基因流与北

方语言成分对中部地区具有相似

的影响程度，对应着大规模人群

迁徙造成的语言-基因同步融合。

在云南、四川、贵州和重庆的

西南官话地区，文化传播模式

（cultural diffusion）的影响更为明

显。在有限的北方基因流之下，北

方方言特征在这些地区得以快速

传播，与明清时期的驻军和屯田带

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在浙江和上海的吴语区、福

建的闽语区等，语言同化（lan-

guage assimilation）在方言演变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为在显

著的南北基因融合背景下，当地

词汇系统却仍然保持高比例的南

方特征。这一现象体现了吴语、

闽语等地区性强势方言对于外来

的北方移民语言的同化作用。

新文科领域探索不辍

近年来，东亚、东南亚文明探

源研究持续受到考古学、语言学

等学科的关注。该团队长期致力

于采用多学科交叉分析的研究方

法探索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语言

演化史，并联合遗传、考古等多学

科证据共同探讨整个区域群体和

文化演化背后的驱动力。

在回答科学问题的同时，团

队还持续构建计算方法，用于分

析语言扩散模式及其背后驱动

力。2024年初，团队开发了语言

速度场估计法，为语言扩散研究

提供新视角、新方法。该方法弥

补了传统谱系地理法的不足，可

以帮助研究者在语言演化不符

合谱系树的情况下推断出语言

的扩散中心和路径。

此次的研究过程中，量化分

析方法与多学科交叉融合是贯

穿全程的鲜明特征。

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词汇数

据集，团队专门开发了特定软件

工具，从三卷《汉语方言地图集》

中进行特征数据的快速提取，速

度相较传统方法提升了三倍。与

此同时，团队还花费一年多的时

间，整合语言学、群体遗传学和生

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设

计了一套多学科集成的计算框

架，对大规模语言数据和遗传数

据进行深入分析和对证。

最终，团队成功解析了汉语

方言的精细化结构，并探讨了影

响汉语方言形成的潜在驱动力，

强调了人口扩张模式之外，社会

和文化因素在语言演化中的关

键作用，这一发现为了解汉族人

群的活动历史提供了关键的跨

学科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中国

语言的演化及“语言-遗传-文

化”共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据悉，近年来复旦大学持续

布局新文科建设，大力推动研究

方法创新。此次团队在汉语方

言传播模式研究的重要突破，成

为学校在新文科领域的又一重

要探索。

团队表示，期待更多对文理

交叉研究领域感兴趣的同学加

入课题组，共同探索多学科融合

创新，为新文科科研添砖加瓦。

论 文 链 接 ：https://doi.org/

10.1038/s41562-024-01886-9

本报记者李斯嘉等

多学科交叉，汉语方言传播模式添新视角

近日，复旦大学药学院蒋

晨教授团队设计了一种基于细

菌外膜囊泡（OMV）的多模块

递释系统，通过独特地利用电

荷反转聚合物的性质来实现功

能分离，用于特异性靶向恶性

细胞和免疫细胞，以定向调和

基于代谢免疫串扰的关系，恢

复免疫细胞抗肿瘤活性。相关

成果在线发表于《先进材料》

（Advanced Materials）。

来源：药学院

设计多模块递释系统

探索夏季极端天气机制
相辉校庆系列学术报告

5月13日，庆祝建校119年

周年相辉校庆系列学术报告会

举行，经济学院教授陈钊作题

为“中国关键核心技术测度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的

学术报告。

陈钊介绍了三方面的重要

研究内容，一是回答什么是关

键核心技术产品，以及怎么识

别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二是基

于识别得到的结果对中国关键

核心技术的现状与总体特征进

行描述；三是对 FDI 与关键核

心技术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

研究。

他建议应继续坚持高水

平的对外开放，欢迎高水平

外资进入，通过本地的技术

溢出采购，学到更多技术；同

时 发 挥 民 营 企 业 的 创 新 作

用，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给

民营企业更宽松的环境和更

好的产权保护。

来源：经济学院

介绍中国关键核心技术测度 日前，复旦大学大气与海

洋科学系周文课题组与 Scripps

海洋研究所合作开展研究，合

作揭示巴基斯坦洪水和东亚热

浪间的动力途径机制。相关成

果 发 表 于 Science Advances，并

入选为当期封面论文。该动力

途径是亚洲夏季风系统的动力

本征模态，相关结果有助于提

高我国夏季极端事件的次季节

预报能力。

来源：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近日，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

与技术研究院张捷团队联合华东

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张凯团队、药

学院/人工智能新药创智中心李洪

林团队，在人工智能领域顶刊

TPAMI上发表了文章《链路建模、

预测与跨域网络分析的新型拓扑

表征》，提出了一种变革性链路建

模方法，为拓扑特征工程和复杂网

络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来源：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提出新型拓扑表征框架

5月14日，庆祝建校119周

年相辉校庆系列学术报告“全

球治理的挑战与机遇”举行。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殷之

光、余博闻、张骥、张雪滢、郑

宇、朱杰进等六位教师围绕全

球治理赤字、中国在全球治理

中的角色、联合国改革等议题

作学术报告，并在圆桌环节与

到场师生开展热烈讨论。

在演讲环节，每位老师就

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全球治

理面临的挑战。在圆桌讨论环

节，与会学者认为，当前的冲突

和危机是阶段性反复的结果，

中国在思考未来全球治理的发

展方向时，应扮演更积极的角

色，注重国际秩序的构建，坚持

绝不称霸的原则，并进一步提

出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同时

中国也应强调国际规则需要与

时俱进，应在规则中加入新的

元素以促进创新。

在问答环节，与会学者与

到场同学还就制度对接与国际

秩序的关系、私营部门的角色、

联合国改革的前景等问题展开

了讨论。

来源：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

共论“全球治理的挑战与机遇”

▲汉语方言融合模式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