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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昌族是分布在我国云南边疆、人口较少的一个少数民族，使用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的一
种语言。
阿昌语内部分为三个方言，方言之间差别较大。
     像阿昌族这样一个人口少、方言差别又大的少数民族，在与人口多的汉族、傣族的长期接触过程中
，在多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环境下，其语言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什么特点？
其语言使用的现状又是如何？
怎样对其语言功能作出科学的判断和估量？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阿昌语的使用现状有哪些变化？
其功能和语言结构的演变存在哪些特点？
对其演变的走向如何预测？
语言规划中应当怎样制定科学、有效的对策？
 这些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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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阿昌族的地理人文情况　　阿昌族是居住在我国云南省边疆的少数民族
，为全国七种“特少”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市和陇川、梁河、盈江等县，保山地区的腾冲县、龙陵县，
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等地也有少量分布。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阿昌族人口有31800余人。
在缅甸，阿昌族被称为“迈达”族，人口约有四万多人，集中分布在克钦邦的密支那及掸邦的南欧、
景栋等地。
陇川县的户撒乡与梁河县的曩宋乡、九保乡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三个阿昌族自治乡，也是国内阿昌族最
主要的聚居地。
　　阿昌族居住的地区是澜沧江与怒江两大水系相互切割交错而成的冲击地带，属于滇西高山峡谷区
，海拔1000——2000米，地势北高南低，山势起伏陡峻。
境内河流纵横，除大盈江、陇川江等较大河流外，还有曩滚河、曩宋河等支流以及无数山涧小溪。
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均气温在18℃左右。
温暖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茂盛的森林，加上平坦的坝区，都为阿昌族的生存繁衍及发展创造了
有利条件。
　　阿昌族多在半山半坝区建村设寨。
阿昌族寨子一般是由几十或上百户人家聚居而成。
村寨距离远近不等，多有石头路或土路相连，村民、车辆往来不甚便利。
阿昌族的住房与汉族无太大区别，一般都是砖瓦、木石结构的四合院建筑。
正屋左右两边用于住宿，中间为堂屋，设有神龛、烛台、长桌和火塘。
厢房楼上用于堆放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楼下一般用来关鸡拴牛。
　　阿昌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较适宜水稻的种植，水稻是当地最主要的农作物。
在长期耕作实践中，阿昌族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培育出多种水稻优良品种，比如，云龙县阿昌族
优质稻种“红米枣”，梁河县阿昌族的“毫公安”，都享誉海内外。
除了水稻以外，阿昌族地区还广泛种植玉米、小麦、大豆、薏米等粮食作物以及烟草、花生、油菜、
棉花、油茶、甘蔗、核桃、板栗等经济作物。
其中，油菜、甘蔗、油茶等因产量大、市场销路广，已成为该地区的支柱型经济作物。
户撒坝区阿昌族栽培的“户撒烟”，不仅闻名滇西，而且深受缅甸、印度等邻邦边民的喜爱。
阿昌族的手工业比较发达。
陇川阿昌族生产的犁、锄、刀，在德宏享有盛誉，尤其是“户撒刀”，美观、锋利、耐用，既是必备
的生产工具和防身武器，又是收藏佳品，是国内公认的三大民族刀具之一。
梁河阿昌族的纯手工织锦，图案精美，色泽艳丽，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曾参加过首届中国民间艺术
博览会，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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