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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牧区小城镇的语言文化生活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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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采用问卷调查*辅以访谈的方式$调查藏语安多方言区牧区土语片内的一个小城

镇!尼玛镇"的语言活力*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 结果显示$当地藏语文活力旺盛$所有被试都

能用藏语流利交谈$藏语是当地的主要交际用语% 大部分被试!KK)$a"掌握汉语$是藏汉双语

人% 被试的语言文字态度的包容性较强$绝大多数被试认为藏语文和汉语文都很有用$希望藏

汉语文在当地得到发展% 所有被试都希望后代接受藏汉双语教育)H#a的被试希望后代在接

受藏汉双语教育的同时接受英语教育$成为多语人% 目前调查地已逐渐发展成一个藏汉双语

社区$这对在保护语言文字多样性的同时发展地区经济大有益处%

关键词!藏语安多方言)牧区土语)城镇)语言生活)语言使用)语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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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西部民

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迅速!人员流动更加频繁!

这增加了语言%或方言&间的接触!客观上加快了

语言同化和弱势语言消亡的速度# 从全世界范围

来看!当今的经济发展经常是以牺牲语言文化多

样性为代价的# 据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ZV

Z.?'-./?6+./0&统计%V'U6<!!""G&!目前全球约有 H

G"G种语言!其中的 M#a使用人数不足万人!!!a

的使用人数不足千人#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Y-+8'':6.4<+1?3'E/?6+./0O8/:'R9+1@86L

'.8'<+1?3'=.6?': @?/?'<+1OR'-68/&上的一篇文

章%X+-'.10+!Q6??'-R'6'-! Sk-6<?'. _/0d'-LY/6.'L

R600/!!"#!&更是指出!语言消亡速度比物种消亡

速度快千倍!估计 M"anG"a的人类语言将在未

来 #""年间消失# 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语

言文化的多样性!成为语言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等

学科面临的新课题#

我国有 MH个民族!#%" 多种语言# 保护语言

文化多样性"保障各民族的权益%包括语言使用

权&是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关注的课题# 藏语文是

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其使用范围遍及

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省区# 因历史发展

及地域环境不同!藏语在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

表现出一些差异!被分为卫藏"安多"康三种方言!

各方言下又包括不同的土语# 因社会经济发展"

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其他民族杂居程度不同!藏

语各方言内部的使用情况和语言活力也存在差

异# 本文将以藏语安多方言牧区土语区中的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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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社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

镇,,,为个案%安多藏区其他地区的藏语文使用

及态度研究将另文刊出&!调查社区中藏语文和

汉语文的活力以及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变体的

态度!为研究语言接触"语言发展以及藏语文保护

提供个案!为制定民族政策"语文政策提供第一手

借鉴资料#

一(研究概况

$一&玛曲县尼玛镇简介

尼玛镇是玛曲县府驻地!位于县境东北部!西

倾山南麓!黄河西流段北岸!甘肃"青海"四川三省

交界处# 东与甘肃省碌曲县尕海乡接壤!南与四

川省若尔盖县辖麦乡"甘肃省玛曲县欧拉乡为邻!

西北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相连# 尼玛镇所

在的玛曲县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纯牧业县# 全县

藏族人口约占 NNa!牧业人口占 N%a# %!""H 年

数据&

#

$二&抽样与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当确定一个研究议题后!

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调查对象的全体# 通常情

况下调查对象的全体数量巨大!有时甚至无法确

定全体的具体数量# 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社会

语言学研究不能穷尽式地调查研究对象的全体#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过程中常根据某些原则!抽

取全体中的部分单位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研究样

本推断总体的指标数值# 这种研究被称为抽样

研究#

抽样的方式有很多种!最理想的方式是*阶

段抽样+# 但实际操作中!*阶段抽样+是很难做

到的# 例如!拉博夫%转引自祝畹瑾!#GG!&曾耗

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采用*阶段抽样+的方法!

抽取纽约市下东区 #" 万居民%总体&中的 %$" 人

%样本&做调查对象!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仅 NN

人# 除*阶段抽样+外!*偶遇抽样+ *雪球抽样+

*判断抽样+等非随机抽样方式也是社会语言学

研究常采用的抽样方法#

实际操作中本研究借鉴祝畹瑾%#GN$&研究

*师傅+用法时的抽样方式!采取*偶遇抽样+的方

法选择调查对象# 这种抽样得到的研究结果虽不

能完全反映总体的情况!但至少可部分反映总体#

具体操作过程中!于 !"## 年 N 月 #! 日至 #%

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尼玛镇格萨尔

民俗文化广场!以随机偶遇的方式!选择 %# 名 #H

岁以上的藏族作调查对象!其基本信息见表 ##

表 #D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E

\

%#&

指标

性别

男 女

年龄

青年

%

&

!M&

中年

%!Hn%G&

老年

%

%

$"&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
高中%含

中专&

初中 小学 没上过学

人数%人& #K #$ #" #! G H H H $ G

比例%a& M$)N $M)! %!)% %N)K !G)" #G)$ #G)$ #G)$ #!)G !G)"

DD$三&问卷结构及调查方法

该项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集体和个别

访谈的方式采集研究数据# 调查问卷$由五部分

$M个单选或多选题组成!具体包括$%#&被试基本

情况 O#LOM!%!&语言习得及语言能力 ;#L;#"!

%%&语言学习途径 2#L2$!%$&语言使用情况 P#L

P#"!%M&语言态度 A#LA#H# 每题根据调查需要

设若干选项或指标!题目及选项"指标之间相互印

证!可通过逻辑分析检验被试自报的可信度# 调

查采用封闭式问卷!即问题的设置及选项"指标是

既定的!被试只需在给定范围内做出选择# 为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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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由作者本人$中央民族大学李庐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龙从军*孔敬*马爽共同设

计$最后由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黄行研究员共同审订%



止选项或指标过于简单而导致遗漏一些重要现象

或问题!在问卷的题目旁留出空白!问卷末尾留出

调查员日记栏!要求调查员把遇到的问题及被试

的看法准确记录下来# 如果一些问题或现象较重

要!则采用个别访谈的办法补充调查# 调查采用

一对一方式!由调查员逐题询问"被试回答!再由

调查员圈选或填写# 调查问卷完成后!先由调查

员检查各自负责的问卷!再分别进行交叉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联系被试重新询问!以确保问卷的有

效性# 个别访谈分两类$一是对问卷调查对象的

访谈!内容多围绕问卷设置的问题进行)二是专题

访谈!即就相关问题寻找合适的对象进行访谈#

本研究的调查由作者本人"马忠娥"闫拉旦#完

成!调查时间为 !"##年 N月 #!日至 #%日#

二(语言习得及语言文字能力

分析调查数据后发现!当地具有良好的藏语

环境# 小时候%上学前或 M 周岁前&被试的父母

同他们都是只讲藏语$

!因此被试最先学会的语

言都为藏语)只有一位出生在海东地区的被试因

小时候长期和汉族伙伴玩!同时学会了汉语%

#

现在所有被试都能流利地听说藏语!大部分被试

会藏汉双语# 其中 !G 人能%或基本能&听懂汉

语!!$人能够%或基本能够&用汉语交谈# 自报完

全听不懂汉语的两名被试中!一位是 KH 岁的男

性!另一位是 $% 岁的女性!二人均没上过学# 另

外!被试中 #人自报能听懂藏语卫藏方言!# 人基

本能听懂藏语康方言!没有人能用这两种藏语方

言交谈#

如果结合被试的基本信息分析会发现!被试

的汉语掌握情况与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存在相

关性# 在 K位藏语单语人中!H 人为女性)H 人年

龄在 $"岁以上)M人没上过学!!人小学文化#

与语言能力相比!被试的文字能力稍差# !#

位被试自报能够读藏文%#H 人*能读书看报+!!

人*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章+!%人*只能看懂便条

或留言条+&)!" 人能写藏文%#$ 人*能写文章或

其他作品+!%人*能写家信或简单文章+!% 人*只

能写便条或家信+&# !" 位被试能读写汉文%##

人*能读书看报+!K 人 *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

章+!! 人只能看懂便条或留言条)N 人*能写文章

或其他作品+!K 人*能看懂家信或简单文章+!M

人*只能写便条或家信+&#

调查还发现!被试学习藏语文和汉语文的途

径不尽相同# 被试自报主要通过*家里人影响+

%%#人次&学会藏语!另外还包括*学校学习+ %N

人次&和*社会交往+%H 人次&

(等)通过*学校学

习+%#N 人次&学会汉语!其他途径还包括*社会

交往+%#%人次&"*家里人影响+%# 人次&"*在外

地+%#人次&等# 自报受*家人影响+学会汉语的

是一位 $% 岁的女性%初中文化!工人&# 她告诉

调查员!是孩子教会她汉语的# 与掌握藏汉语的

方式不同!被试掌握藏汉文的方式较为相似!主要

通过*学校学习+学会藏汉文# 另有 M 人自报兼

受家人影响学会藏文#

三(语言使用状况

$一&家庭语言使用

目前所有被试与父母亲%若父母健在&交谈

时都只使用藏语)与同辈%妻子或丈夫!兄弟姐

妹&交谈时!!N 人只使用藏语!% 人兼用藏汉双

语)跟子女%若有子女&交谈时!#% 人只使用藏语!

$人兼用藏汉双语#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藏语是被试与家庭成员

交流时的主要交际语# 随着交流对象年龄的减

小!被试使用藏汉双语的比例逐渐增加#

$二&社区语言使用

问卷设置了六道题!分别从交际对象和交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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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娥!藏名(格塔卓玛)女)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 !"##级研究生% 闫拉旦!男$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

院 !"##级研究生% 此次调查过程中$二人给予了极大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调查地主要通行藏语安多方言%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的藏语专指藏语安多方言%

调查地通行的汉语不同于当地汉语方言$有些被试讲的汉语较为标准$接近汉语普通话$另一些被试讲一种夹

带着藏语口音的*不是非常标准的汉语普通话% 一些学者!如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称这种通行于民族地区的汉语

普通话为&民汉语'% 本文将这种语言变体简称为汉语%

问卷中部分题目为多选题$因此部分题目中总人次数多于总人数$下同%



场合两方面考察被试社区语言使用情况#

跟本民族邻居或熟人聊天时!%" 人自报仅用

藏语!#人自报兼用藏汉双语%兼用藏汉双语的被

试是一位 H"岁的男性!小学文化!出生于海东地

区!#GHK年迁入本地&# 跟外民族邻居或熟人聊

天时!!"人仅用汉语!% 人仅用藏语!% 人兼用藏

汉双语#

)跟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交谈时!#M 人兼用

藏汉双语!分别有 N人自报仅用藏语或汉语#

在本地集贸市场买东西时!#N 人兼用藏汉双

语!G人仅用藏语!%人仅用汉语)去政府机关办事

时!#$人兼用藏汉双语!$ 人仅用藏语!# 人仅用

汉语)去医院看病时!!# 人兼用藏汉双语!K 人仅

用藏语!#人仅用汉语#

以上数据显示!藏语是藏族人内部交际的主

要交际语!藏汉双语是被试与其他民族或陌生人

交际的主要交际语# 越是正式的场合!被试使用

%包括兼用&汉语的比例越高%政府机关 KN)Ga"

医院 KM)Ga"市场 K"a&#

四(语言文字态度

$一&对相关语言文字用处的评价

总体来看被试对藏语文和汉语文的评价都比

较积极!对汉语文的评价稍高于对藏语文的评价#

具体来说!!#人认为藏语很有用!#" 人认为藏语

仅对一部分人或在一定范围有用)!! 人认为藏文

很有用!G人认为藏文仅对一部分人或在一定范

围有用# !H人认为汉语文很有用!M 人认为汉语

文仅对一部分人或在一定范围有用#

当被问到哪种语言或方言对他们更重要时!

#$人单选藏语!#! 人兼选藏汉双语!% 人单选汉

语!!人同时选择藏语"汉语和英语# 兼选英语的

两位被试均为在校大学生# 访谈中一位被试和调

查员说!他现在读大三!想毕业后考研究生!现在

最担心的就是英语# 他认为藏族要接触世界!要

发展自己!就应该掌握英语# 因此他认为藏语"汉

语"英语都很重要#

以上数据显示!藏汉双语是对被试更重要的

语言!被试对这两种语言的评价和期望都较为积

极# 目前阶段藏语对他们更重要一些%选择藏语

是更重要的语言的被试稍多一些&!但被试认为

从长远来看汉语文是更重要的语言文字%认为汉

语文很有用的被试人数稍多于认为藏语文很重要

的被试人数&#

$二&对语言文字发展前景的期望

与对相关语言文字的实用功能评价类似!被

试对藏汉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前景都持较积极的态

度!其中对汉语文的期待较藏语文更积极# 具体

来看!!!人希望藏语文有很大发展!G人希望藏语

文在一定范围内发展# !M 人希望汉语有很大发

展!!人希望汉语在一定范围发展!$ 人希望汉语

自然发展)!M 人希望汉文有很大发展!分别有 %

人希望汉文在一定范围内发展或自然发展#

访谈中!部分被试还谈了对藏语卫藏方言和

康方言发展前景的看法!他们大多希望这些藏语

方言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认为这些方言对一部分

人或在一定范围内有用#

部分被试希望汉语文自然发展!访谈中他们

向调查员表达了如下观点$全国范围内推广汉语

是大势所趋# 目前汉语文在当地普及的速度也很

快!即使汉语文自然发展!年轻人也会很快成为藏

汉双语人!所以目前阶段不需要保护汉语文!任其

自然发展就足够了#

五(语言文化行为倾向

$一&日常文化生活

被试中!!"人兼看藏汉双语电视节目!G 人仅

收看安多藏语电视节目!! 人仅看汉语电视节目#

自报只看汉语电视节目的两位被试均为男性!初

中学历!分别是一位 %" 岁的个体户和一位 !H 岁

的牧民# 两人都表示!为了让孩子尽早尽快地学

好汉语!他们家仅看汉语电视节目!不看藏语节

目# 另外!! 位被试自报兼看藏语康方言的电视

节目#

被试中!$人自报经常阅读藏文报刊!% 人有

时阅读!K 人偶尔阅读!#K 人从来不阅读# $ 名被

试自报经常上网!H人有时上网!K人偶尔上网!#$

人从来不上网# 在自报上网的被试%包括经常

上"有时上"偶尔上&中!N 人只上中文网站!H 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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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被试从未与外民族邻居或熟人聊过天$选择无此情况$因此此处各选项的总人数小于被试总数% 下面的问

题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部分问题答案的总数少于总人数%



既上汉文网站又上藏文网站!% 人只玩游戏)上藏

文网站的被试偏好同元藏文输入法和班智达藏文

输入法#

从以上调查可看出!被试的日常文化生活较

为丰富!包括看电视"读书看报"上网等形式# 看

电视是被试最喜欢的文化活动!藏汉双语是被试

语言文化活动的主要载体#

$二&子女教育倾向

教育是关乎民族发展的重要问题# 为了解被

试对教育的看法!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道题*假

如您家附近有不同语言教学类型的小学!您希望

后代接受哪种语言的教学%可多选&+#

与安多藏区其他地方的调查结果%姚春林!

!"#!)!"#%&类似!尼玛镇的被试希望后代接受双语

%或多语&教育!成为双语%或多语&人# 其中 #G人

希望后代接受藏汉英三语教育!#! 人希望后代接

受藏汉双语教育!没有人希望后代接受单语教育#

访谈中部分被试表达了他们对藏汉双语或藏

汉英多语教育模式的看法# 几乎所有的被试都希

望用藏语作授课语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加授汉

语课!从一年级或三年级加授英语课#

#

六(藏语文专项调查

$一&学习藏语文的目的

调查显示!被试学习藏语的目的主要是出于

民族情感!他们给出的原因主要包括*因为我是

藏族人+%%# 人次&和*弘扬本民族文化+ %!% 人

次&等# 此外还有一些实用角度的考虑!包括*说

藏语能与更多的人沟通+ %#" 人次&"*学好藏语

有前途+ % H 人次&" *工作或外出需要+ % ! 人

次&等#

$二&认为藏语发展的困难

当被问到藏语在当地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

时!被试给出的答案较为多样# #! 人认为藏语在

当地发展不存在问题!其他被试主要担心政策的

执行落实情况以及周围的语言环境会影响藏语今

后的发展# 他们认为可能影响当地藏语发展的原

因包括*政府制定的语文政策执行力度不够+%#K

人次&!*说汉语更有个人发展前途+ %$ 人次&!

*说汉语可与更多人沟通+ %% 人次&!*周围说藏

语的人变少"说的机会变少+%!人次&等#

$三&认为藏文发展的困难

当被问到藏文在当地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

时!被试给出的答案同样较为多样# #" 人认为藏

文在当地发展不存在问题!其他被试主要担心政

策的执行落实情况和当地藏族人对汉语教育的偏

爱# 他们认为可能影响当地藏文发展的原因包括

*政府制订的语文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 !" 人

次&!*更多的学生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汉语授

课学校上学+ %G 人次&!*藏汉双语教学质量不

高+%K人次&!*藏文信息化程度不高+%K 人次&!

*藏文出版物较少+%%人次&等#

以上调查数据显示!被试学习藏语的主要目

的是出于民族情感%*因为我是藏族人+或*弘扬

本民族文化+&)他们认为可能影响藏语文在当地

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府制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执

行不到位+# 访谈中多位被试表达了如下类似的

观点$我国法律规定各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

字的权利!各级政府也把保护民族语言文字作为

重要任务!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一些问题!某些具

体措施还不是很周全# 比如公务员招聘考试中!

汉语占相当比重# 如果考生仅会民族语不会汉

语!不可能被录用)反之!如果仅会汉语不会民族

语!不影响最终录取# 这客观上鼓励学生学习汉

语!忽视本民族语# 久而久之!当地的藏语文会遇

到危机# 再比如!现在好多考试都给少数民族

%包括藏族&额外加分# 但加分的依据在于考生

户口本上的民族成分!而不考虑考生是否真是少

数民族!是否掌握民族语言文字# 一些汉族把户

口本上的民族成分改为藏族!也享受少数民族的

优惠待遇!这很不公平%据被试讲!省内天祝县就

有一些这样的假藏族&# 这些不完善的地方不利

于发展藏语文# 由此可知!切实落实和完善党和

政府制定的各项语文政策!是发展和保护藏语文

的有效手段#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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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地区的藏族群众对双语!或多语"教育的模式持不同观点% 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调查时$几乎所有被

试都表示$他们理想的双语教学模式是采用汉语作教学语言$从小学一年级起加授藏语课%



七(结语

在尼玛镇这个以藏族为主的社区!藏语文充

满活力!是当地的主要交流工具# KK)$a的被试

%!$人&兼通汉语!会藏汉双语# 藏汉两种语言在

不同场合分别发挥各自的作用$藏语是被试主要

家庭用语)藏汉双语是与陌生人或外民族交流!或

在集贸市场"大型医院"政府机关等较正式的场合

的交际用语!并且越是正式的场合!被试使用汉语

的频次越高#

调查地藏汉语都具有活力的部分原因可能源

于被试的语言态度# 调查显示!被试的语言文字

态度包容性较强# 绝大多数被试认为藏语文和汉

语文都很有用!并希望藏语文和汉语文都得到很

大发展)所有被试都渴望后代成为多语人!希望后

代至少接受藏汉双语教育!部分被试希望后代在

接受双语教育的同时接受英语教育#

调查结果还显示!被试学习藏语的目的主要

是出于民族情感%*因为我是藏族人+或*弘扬本

民族文化+&# 虽然目前藏语文是调查地主要的

语言文字!仍有部分被试希望落实和改进相关语

言文字政策!以便始终保持藏语文的活力#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城镇化"全球化已成为不

可逆转的趋势# 民族地区既要保护民族语言文

化!又要发展民族经济!双语化%或多语化&是重

要选择# 目前尼玛镇已成为藏汉双语社区!这是

在保护藏语文活力的前提下发展当地经济与社会

的一条正确道路# 希望调查地的藏汉双语始终充

满活力!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藏汉双语# 这既保了

护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又能发展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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