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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56个民族）、多语言（上百种语言）的国家。
云南省又是我国少数民族交错居住的典型区域，世居的民族有汉、彝、白、哈尼、傣、蒙古、苗、拉
祜族等26个民族，操26种语言，有的语言还有若干个方言或次方言。
云南省少数民族呈“大片杂居、小块聚居”的分布特点，即少数民族和汉族在一起“大片杂居”，少
数民族又各自“小块聚居”。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杂居、相互嵌套必然促进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伴随而来的是不同民族或同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的人的接触和交往。
其结果，不但产生语言结构方面的变化，即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演变，而且还会产生语言在社会功能
方面的变化。
　　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族群特征，是一个民族特有的身份认同，也是窥看民族文化的视窗。
在多民族相依共存中，语言接触已成为一种行为和事实，影响到了交际中的不同语言，是语言相互影
响、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起因。
本书采用人户调查、问卷、访谈、语言能力测试、语言本体记录等方法，对因远镇的三个主要民族—
—哈尼族、白族、汉族的语言使用现状、语言活力、语言态度、语言接触、语言变化、语言演变等进
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在分析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呈现该镇的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全书共有六章：绪论、因远镇哈尼族语言使用现状、因远镇白族语言使用现状、因远镇汉族语言
使用现状、因远镇各民族的语言关系、小结。
附录包括：访谈录、语音系统、哈尼语、白语、汉语2000词、调查日志及照片。
　　在调查、分析之后，编者获得以下四点认识：　　一、哈尼族聚居区各年龄段的哈尼人，哈尼语
的使用情况一致（除仓房外）。
即哈尼人都能熟练使用哈尼语。
整体而言，聚居区语言生态环境好，哈尼语保留完好，语言活力强，没有出现明显的代际性特征，年
龄大小不影响哈尼语水平，属区域性强势语。
但是，仓房村的哈尼族由于受语言态度的影响出现了代际语言断层或语言转用，特别是青少年母语断
层现象尤为突出，母语使用者的平均年龄出现了偏高趋势。
　　二、杂居在白族、汉族村子里的哈尼族，大部分人是哈尼、汉双语人，少部分人是哈尼、汉、白
三语人。
母语的使用人数比例通常与年龄段形成剪刀差，即年龄段越低，语言转用的人数比例越高。
而且，剪刀差的增大导致量变逐渐向质变转化。
随着低年龄段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生语言转用，最终可能出现母语代际传承链条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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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哈尼族、白族、汉族是元江县因远镇的主要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分布。
哈尼族支系多，有白宏、豪尼、梭比、碧约和西摩洛，讲豪白和碧卡方言。
白族有自己的语言白语，但不能与大理白族通话，呈独立的因远方言。
汉族讲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思普话)。
　　哈尼族、白族、汉族的母语、第二、第三语言的使用现状如何?他们的母语受哪些语言的影响?语
言兼用、转用程度如何?青少年的母语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哈尼语、白语受强势语言汉语的影响，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哈尼语、白语的本体结构发生了哪
些变化?构词呈现了哪些特点?　　因远白族的全民双语是如何实现的?哈尼族的单语、双语共存的制约
因素有哪些?怎样正确认识各民族的语言生活，并对未来的语言使用作出科学的判断和预测?　　上述
问题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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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远白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白族村寨，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已蔚然成风。
许多村寨集资组织老年协会，开办托儿所，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托。
逢年过节慰问老人，主动为孤寡老人办理丧事。
　　因远白族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
过去，因远白族男子常“下坝子”出远门经商，到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甚至东南亚各国去做小本生意，
而妇女在家起早睡晚操持家务、料理农活。
如今，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他们率先勤劳致富，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因远白族还以简朴著称，对铺张浪费、大讲排场十分厌恶。
1921年，村民们刻石立碑，制定乡规民约，对婚丧的贺礼、吊礼金额均作出严格规定。
如今仍然保持这一美德。
到了白族人家，主人热情好客但不讲排场，饭菜丰盛而不奢侈。
　　因远白族尊师重教、好学上进为历代志书所称赞。
如“开元文之先声”的李介、李卓兄弟是元江少数民族中最早的举人，“穷年力学，远近负笈相从成
就者多”的乡村塾师杨斌等；还有清贫寡妇帮工贷款，供子女读书的事例。
因此，白族大中专毕业生按人口比例居因远各民族之首。
村民们对严格管教学生的教师也非常爱戴和崇敬。
青年人参加工作，也以担任教师为荣。
在外出工作的人当中，教师比例高于其他职业。
　　因远白族热心公益事业，爱护山林水源、保护环境。
他们对修桥铺路、挖沟引水、集资办学、救灾济穷等公益之事非常热心。
对山林水源，他们精心保护，如被称为“因远第一泉”的红安“延庆井”，数百年修建亭子加以保护
。
对南岳庙的千年古柏也集资保护。
因此，白族村前村后绿树成荫，清水长流。
家家户户庭院中栽花种草，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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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江县因远镇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文文化教育
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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