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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诺族人口 仅有20899 人 (2000 年) , 是我

国 56个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 。像基诺族这样

一个少小民族 , 又无文字 , 在强势语言的包围之

中 , 能否健全地保持下来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基

诺语的使用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 ? 其特点和规律

是什么 ? 是什么因素导致基诺族由全民单语向全

民双语类型演变 ? 带着这些问题 , 笔者认真研读

了戴庆厦先生主编的《基诺族语言使用情况现状

及其演变》, 颇获教益 。把心得发表出来 , 以与

读者共享 , 以求大家赐教 。

一 、方法科学 , 材料丰赡

几十年来 , 对我国 民族语言 的研究 持续不

断 。历史上我国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就有

两次 : 一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语

言大调查 , 一次是20世纪 90 年代末开展的中国

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50 年 代的民族语言调

查 , 主要目的是了解民族语言的基本情况 , 确立

民族语标准 音 , 为少数 民族创制和 改进文字方

案 。90年代末的调查是一次 宏观的语言文字使

用情况调查 , 对于整体上了解我国的语言使用情

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宏观上调查十分必要 , 但

要全面深入地了解语言使用情况 , 还必须做大量

的微观调查 。囿于所见 , 历史上民族语文领域真

正微观的、有数据的调查并不很多 , 对语言使用

的认识多为概估性质 。这种状况对制定和调整完

善民 族 语 文 政 策 , 做 好 民 族 语 文 工 作 , 相 当

不利。

《基诺族语言使用情况现状及其演变》在实

地调查的基础上 , 对基诺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穷

尽式描写 , 可视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微观调查的

一个典型样本。该书调查材料的获取 , 大有值得

称道之处。

11 周密的调查安排 。整个调查分为四阶段 :

第一阶段 , 调查组成员 先熟悉与课 题有关的资

料 , 制定调查计划和调查大纲 , 设计调查问卷和

调查表 , 做好调查的准备 ; 第二阶段入户调查 ,

获取第一手材料 ; 第三阶段集体分析材料 , 讨论

写作大 纲 , 进行写 作分工 ; 第 四阶段是 写作阶

段 , 在写作过程中 , 注意及时进行补充调查 。这

种四阶段模式 , 是以往田野调查经验的总结 , 有

利于发挥调查集体的作用 , 能够在现场完成调查

与报告撰写 。

21 在调查 方法上 , 注重考 虑多种因 素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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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颇费匠心地选择了 10 个调查点 。这些点或在

国道沿线 , 或在乡 (村) 道沿线 , 或在茶马古道

沿线 , 或在橄榄坝中 。他们对这些调查点逐户进

行调查 , 同时又到中小学 、机关、集市 、医院等

单位考察 , 还深入访问村寨长老、基层干部和一

些村民 、教师 、学生等 代表 性人物 。调查 对象

2000 有余 , 访谈对象 160 多人 , 还 对 40 多人进

行了语言能力测试。涉及的各种调查对象占我国

基诺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调查布点和调查对

象的选择 , 充分考虑了村寨类型、职位职业等多

种因素 , 考虑到了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语言使用

情况的差异 。这种调查方法对于少小民族的语言

调查 , 确实具有范例性。

31 将语言 能力划 分为四 个等级 : 熟练 , 一

般 , 略懂 , 不会 。这种分级有利于语言水平的认

定操作 , 能够进行统计分析且保证统计分析的一

致性。同时 , 将 年龄分为四 个阶段 :6 ～12 岁 ;

13～18 岁 ;19 ～59 岁 ;60 岁以上。这种年龄段

的划分显然是在熟知基诺人语言现状的情况下进

行的 , 例如 19～59 岁的年龄跨度为 40 岁 , 将他

们划为一组 , 是因为这一年龄段人的语言能力已

经成熟稳定 , 不易改变 , 同大于异 。语言能力等

级和年龄段的划分 , 其细节也许还有改进之处 ,

但是这些做法突破了传统语言调查中发音合作人

的选定 , 融 入了社会语 言学研究语 言变化的因

素 , 融入了现代语言测试的量的观念 , 在方法论

上富有启发性。

材料丰赡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少小

民族而言 , 记录语言实态尤为重要 。作者认为 :

“事实是永恒的 , 语料具有最珍贵的价值 。”这部

著作贯彻了自己提出的 具有语言哲 学意味的主

张 。该书材料主要有三类 。

11 翔实的背景材料 。介绍背景 材料既能帮

助读者更好了解书中内容 , 也是民族学 、人类学

方法 论上 的一 个追 求 。正 如作 者在 书中 所言 :

“我们在调查 、研究中 , 重视不同 学科的 整合 。

这种整合 , 坚持以语言学为主 , 综合民族学 、人

类学 、文化学 的知识和方 法对个案进 行综合分

析 , 试图通 过不同学科 的知识和方 法的有机结

合 , 对调查对象进行科学的 、合理的解释 。”书

中详细介绍了基诺族的人口、分布 、历史沿革以

及基诺乡的基本情况等。了解这些背景资料有助

于对基诺语 现状的成因 的把握 。半个 多世纪以

来 , 基诺语还能够在基诺族中稳定地使用 , 发挥

其交际作用 , 其首要因素就是基诺族高度聚居。

21 丰富的语言实料 。作者从多 个角度忠实

而详尽地记录了基诺语材料。无论是在基诺语使

用现状部分 , 还是基诺 族全民双语 制的建立部

分 ; 无论是基诺语受汉语影响的部分 , 还是青少

年语言状况的新问题部分 , 作者都获取并发布了

丰富翔实的语料 。例如作者在说明基诺语是基诺

族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时 , 列举了对 6

个基诺族村寨穷尽式考察的情况 , 数据包括 6 个

村寨基诺族整体情况的语言百分比 、不同年龄段

的百分比以及不同场合基诺语使用情况 、边缘区

域基诺语使用情况等 。图表是展示这些材料的重

要方 式 , 全 书正 文部 分就 有 46 个表 、7 张 图 ,

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该书材料的丰赡。

31 多样的附录材料 。附录共有 五个方面的

材料 , 分别是村寨个案调查材料、访谈录、基诺

语五百词测试表 、调查日志 、调查表及调查问卷

选登。这五方面材料不仅是正文的有机补充 , 而

且为学者调查其他语言提供了模本 。例如访谈录

部分 , 作者详细记载了 10 个访谈 。访谈是调查

语言的重要手段 , 它能从另一角度了解到语言使

用的实际 , 但访谈在以往的语言调查中并没有给

以足够的重视。此外 , 从访谈录中 , 可以感觉到

基诺族对母语的深厚感情 , 这种母语态度能够帮

助读者理解基诺语保存完好的心理原因 。

二 、关注现代语言生活

50多年来 , 我国的 语言生活发 生了很大变

化 , 基诺族的语言使用情况也变化很大。例如 :

实现了从全民单语到全民双语的类型转变 ; 第二

语言从原来的傣语、哈尼语等转成了汉语。在这

个过程中 , 基诺语的使用情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

化 ? 基诺青少年的语言变成了什么样子 ? 基诺语

受汉语影响的程度如何 ? 这些都是新时期研究基

诺语应当回答的问题 。关注基诺语当今的使用现

状 , 是该书明显的特色。例如 : 在第二章《基诺

语使用的现状及其成因》中 , 为了解基诺语使用

的现状 , 作者对不同村寨 、不同年龄段 、不同场

合和不同时期的基诺语进行了全方位 、多角度 、

立体式的考察 , 深入细致地比较了不同村寨 、不

同年龄段、不同场合和不同时期基诺语使用的状

况 。由此得出了明晰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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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语仍然是基诺族日常 生活中最重 要的交际工

具 。2. 基诺语仍然具有较强的语言活力 , 但不

同村寨 、不同代际 、不同场合的 使用有 一定差

异 。3. 基诺语在少数地区 、少数人群中出现了

衰退迹象。

在第三章《基诺族全民双语制的建立及其成

因》中 , 作者重点分析了新时期基诺族使用汉语

的现 状 , 尤 其是 基诺 族使 用汉 语的 不同 类型 、

“基诺语～汉语”全民双语型的基本特点 , 展现

了一幅基诺族双语分工、互补和谐的生动画卷 。

这一个案对于如何构建我国多民族语言互补和谐

的健康语言生活 , 有重要启发 。

在第四章《基诺语受汉语影响引起的变化》

中 , 作者特 别关注进入 新时期以来 基诺语在词

汇 、语音等方面受汉 语影响的 情况 。汉 语的影

响 , 一方面丰富了基诺语的表现力 , 对基诺语的

发展和稳定保存提供了帮助 ; 另一方面 , 也吞噬

了基诺语的一些固有词语 , 并引发了基诺语语音

系统的某些变化 。怎样认识受汉语影响基诺语所

发生的这些 变化 , 不仅 是研究基诺 语的重要课

题 , 也是研究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处理好我国民

族语言之间关系的带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课题 。

第五章《青少年语言状况的新问题》, 更是

体现了作者关注现代语言生活的强烈意识。青少

年使用基诺语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母语态度 , 是基

诺语能否保持下去的关键 。调查发现 , 一些青少

年使用基诺语的能力有下降态势 , 甚至有人已经

不懂母语。作者认为 , 年轻一代基诺语表达能力

的下降具有两面性 : 一是与时俱进 。青少年与外

界接触较多 , 视野广阔 , 汉语的使用就会增多 ,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母语使用的特点 , 带来母

语使用能力的变化。比如 , 借用汉语词汇来丰富

自己的概念系统 , 同时也放弃一些母语中已经不

用的词语。这是语言功能的发展 , 有积极意义 。

二是主要以汉语作为提高文化水平的语言 , 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母语能力的提高 , 导致母语表达

能力的下降 。这也有消极性 , 应引起注意 。

该书十分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 , 基诺语在周

边强势语言和亚强势语言包围下的命运 。正如作

者在后记中所言 : “20年后的今天 , 基诺族的语

言又有什么变化 ?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 在与强

势语言的接触中 , 还能不能稳定地保持母语的使

用 ? 如果能 , 又是什么因素起作用 ? 这些有意义

的问题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 促使我有了再上一次

基诺山做基诺语调查的决心。”作者的担忧 , 表

现出语言学家关注语言生活、关心语言命运的高

度责任感。

三 、理论植根于事实

该书每一章基本上都分为两节 , 前一节是基

诺语使用的某种现状 , 第二节侧重分析形成这种

状况的条件和因素。这样的结构安排用作者的话

来说 , 不仅要提供比较丰富的语料 , 而且要能有

一些“理性认识”。

在第二章《基诺语使用现状及其成因》中 ,

作者概括了五条主要因素 :1. 基诺族分布高度

聚居是基诺语稳定使用的客观条件 ;2. 国家语

言政策是基诺语得以稳定使用的保障 ;3. 稳定

的民族意 识和母语观念 有利于基诺 语的稳定使

用 ;4. 基诺族的经济模式是基诺语稳定使用的

有利的客观条件 ;5. 家庭与社区的语言教育是

基诺语稳定使用的重要保障。这些具有真知灼见

的分析 , 仅仅靠理论模型是不能获得的 。

在第三章《基诺族全民双语制的建立及其成

因》中 , 作者分析了基诺族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全民双语制的原因 :1. 社会发展是双语制建立

的动力 ;2. 学校教育是双语制建立的关键 ;3.

语言态度是双语制建立的促进因素 ;4. 母语特

点是双语制建立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单

独起作用的 , 而是综合在一块 , 共同推动了基诺

族全民双语制社会的形成 。这些原因绝非演绎所

能得到的。

在第五章《青少年语言状况的新问题》中 ,

作者分析 青少年基诺语 本族词词汇 量下降的原

因 , 从社会 、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寻找 ; 而在分

析少数少年儿童不懂母语时 , 则着重看语言环境

和族际婚姻的影响。这种深中肯綮 、分别对待的

分析 , 是穷尽式的个案调查的产物 。

该书的第六章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作者注重从

本土语言调查和现实语言生活中获取学术营养的

自觉追 求。以下四 条分析 , 既 是该书的 一个总

结 , 也是“理性认识”的一个升华 。

(一) 对我国小语言的生命力不能笼统地低

估 , 也不能夸大语言濒危的范围 。濒危语言问题

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热门话题 , 但如何比较科

学地预测世界不同地区语言的生命力和走向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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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 则是一个在理论上、实践上尚未解决的

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和信 息全 球化 的今 天 ,

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包围、影响下 ,

出现语言功能衰退甚至濒危 , 这是必须引起重视

的 , 但不同地区 、不同国度的情况不尽相同。基

诺语在与汉语的竞争中 , 通过与汉语的使用功能

实现互补 , 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 较好地保存了

下来 。我国还有一些小语言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二) 制约语言使 用的条件 或因素有 多种 ,

而且因不同民族 、不同语言而异 。语言学家必须

全面调查、分析具体语言的实际情况 , 从中认准

制约语言使用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 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预测和对策 。决定基诺族全民保存母语

的主要条件之一 , 是基诺族分布上的高度聚居 。

它为基诺语的传承提供了天然条件 。此外 , 新中

国的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政策是基诺族稳定使用

母语的保障 。基诺族稳固 的民族意识 和母语观

念 , 也有助于基诺语的留存。如果不做具体 、深

入的调查 , 就难以对语 言使用现状 做出正确的

估量。

(三) 母语与汉语实现有机互补 , 是保证母

语的重要生存条件。基诺族是一个全民既使用母

语又兼用汉语的民族 , 母语和汉语都是他们生活

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这种互补 , 不仅是

不同场合、不同领域 、不同功能的分工 , 而且在

语 言结 构上 也 通过 吸收 所 需要 的 成分 来丰 富

自己。

(四) 语言使用问题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

要问题 , 必须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 。而过去所作

的工作难以适应现阶段语文工作的需要 。就总体

情况而言 , 过去对语言结构的本体研究比较多 ,

而对语言使 用的情况研 究比较少 , 二者很不平

衡 。所以 , 今后必须大力加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

的研究 , 把民族语言使用的研究当成一件重要的

事来抓 。语言学家对此的策略是 , 首先必须弄清

语言使用的状况 , 然后根据已掌握的客观事实做

出科学的解释 , 并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语言使

用的调查研究 , 描写是第一性的 , 就是说可靠的

描写是解释的基础。相反 , 忽视微观的 、花气力

的描写 , 只凭一知半解的感觉而作大胆解释 , 是

不能贴近语言实际的 , 也是不能奏效的 。

读完了 《基诺 族语言使用 情况现 状及其演

变》, 我们仿佛也亲历了一次基诺语的微观调查 ,

并深深感到语言学家要重视本土语言的研究 , 关

注现代语言生活 , 加强田野调查 , 提倡传统的语

言调查方法与社会语言学调查方法相结合 , 了解

国情 , 升华理论 。

读《基诺族 语言使用情 况现状及 其演变 》,

引发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 , 语言学像所有

的经验科学一样 , 理论植根于事实 , 只有在大量

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 , 才能得出具有学术价值

与活力的理论 。理论与事实不是割裂的两码事 ,

离开事实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 。如果调查只是为

了证实或是证伪某种理论 , 那也是太狭隘了 。

AttentiontotheSurveyofLanguage , ConcerningtheL ifeofModernLanguage
L IYu 2ming1 , DAIHong2l iang2

(1.Admi nistrat iveBureauofLanguageandCharacterInformation,Mini stryofEducation,Bei jing 　100816;

2.InstituteofLanguageApplication,MinistryofEducation,Beiji ng 　100010)

[ Abstract] The PresentSituation of Language Use of Jinuo and Its Evolution editedbyMr.DaiQingxiahas

threevividcharacters.1.Thestudywasundertakenwithscientif icmethodandrichinformation;2.Thestudy

concernedthelifeofmodernlanguagewithintenseacademicsenseof task;3.Thetheorywasrootedintofact.This

workisnotonlyhelpfulforunderstandingthepresentsituationofJinuolanguagebutalsohasimportantvalueof

methodologyandtheoreticmeaningofthestudyoflanguage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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