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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新疆214位少数民族大学生和22位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关于语言态度、语言使用情况、生活环

境及对教学意见的调查,从而透视和反观多元文化背景对少数民族学生和双语教师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的

影响。反映出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人们,在同一社会生活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影响和交流。

同时,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竞争,推动整个语言朝着顺应社会需要的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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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investigatinginXinjiangthelanguageattitude,languagepractice,livingenvi-
ronmentandsuggestiontolanguageteachingof214minoritycollegestudentsand22minoritybilingual
teachers,thisthesishasthoroughlystudiedandreflectedontheinfluenceofmulti-culturalbackground
tolanguageattitudeandlanguagepracticeoftheminoritycollegestudentsandminoritybilingualteach-
ers.Intheuseoflanguage:itreflectsthemutualinfluenceandexchangeofthestrongcultureandweak
cultureamongdifferentlevels,regionsandgroupsofpeopleinthesamecommunity.Theycompetewith
eachothertopromotetheevolutionoflanguagestowardthedirectionofcommunity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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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社会

发展的活化石,是对社会的同步反映,是社会现实和

历史的活的切片[1]。因而,研究语言使用的发展变

化,就是在研究最真实的社会发展状况。
语言使用是观察社会变化、把握社会脉搏的一

个重要的途径和方面,是从更深层次认识、把握社会

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文化的社会

认知功能,很有必要对其反映的社会脉象变化进行

研究,以促进思想文化建设,服务社会发展。
新疆是比较典型的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的社

会,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

语言的人和谐相处,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从而拥有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的保证。本文思考

的起点是语言,终点是文化,目标是社会。研究的是

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的深层结合,是以语言为观

察点的文化分析和社会思考。

1.调查对象

为了对新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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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把握,于2008年9月~
2009年1月间,进行了一次调研。发放问卷250
份,回收有效试卷236份。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14
人,双语培训班教师22人;样本遍及新疆5个自治

州、54个县、市和兵团4个团场。

2.研究方法

调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调查

主要采用座谈会、个别访谈和观察法等,定量调查主

要采用问卷法。

  二、分析结果

通过使用Excel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讨
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和双语教师的语言价值观、
常用语选择状况和可能性趋势,探索社会因素和语

言使用现状之间的关系。

1.不同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

通过对新疆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如表1:
表1 各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表

除母语外能使用的语言种类 人数 所属的民族 居住地

汉语 236 所有被调查的少数民族 全疆各地

汉语+英语 54
53名维吾尔族

1名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遍及新疆各地

1名哈萨克族来自伊犁州伊宁县

汉语+英语+维吾尔语 1 哈萨克族 北疆伊犁地区巩留县

汉语+英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 2 柯尔克孜族 南疆阿图什市

汉语+英语+哈萨克语 3 维吾尔族 1名来自阿勒泰,1名来自吐鲁番,1名来自阿克苏

汉语+英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回族语 1 维吾尔族 东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县

汉语+英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 1 维吾尔族 北疆伊犁地区霍城县

汉语+英语+回族语 1 维吾尔族 北疆吐鲁番市

汉语+英语+柯尔克孜语 4 维吾尔族 3名来自阿克苏地区,1名来自伊犁地区新源县

汉语+英语+俄罗斯语 1 维吾尔族 南疆阿图什市

汉语+维吾尔语 15
3名维吾尔族

11名哈萨克族

1名柯尔克孜族

维吾尔族来自南疆
哈萨克族来自北疆伊犁、塔城
阿勒泰等地,柯尔克孜来自南疆阿克苏

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 3
1维吾尔族

1名蒙古族

1名柯尔克孜族

蒙古族来自塔城地区
维吾尔族来自伊犁地区
柯尔克孜族来自克州

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回族语 1 维吾尔族 北疆伊犁地区巩留县

汉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 1 哈萨克族 北疆伊犁地区巩留县

汉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 4 哈萨克族 北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和东疆哈密

汉语+哈萨克语 16 维吾尔族 全疆各地

汉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回族语 1 维吾尔族 南疆巴州地区博湖县

汉语+哈萨克语+回族语 3 维吾尔族 2名来自东疆吐鲁番、哈密地区,1名来自南疆阿图什市

汉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 1 维吾尔族 南疆巴州地区博湖县

汉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 1 柯尔克孜族 南疆克州地区乌恰县

汉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俄罗斯语 1 哈萨克族 北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

汉语+柯尔克孜语 4 维吾尔族 南疆克州、阿克苏、喀什地区

汉语+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 1 维吾尔族 南疆克州地区上阿图什乡

汉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 1 维吾尔族 南疆克州地区上阿图什乡

汉语+英语+哈萨克语 2 维吾尔族 南疆喀什地区

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 1 维吾尔族 南疆和田地区墨玉县

 注:以上表中所标明了语言使用情况,是指日常的口语交际,不是指专业语言研究意义上的语言使用。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母语外,少数民族学生都能

使用汉语进行交流。除此之外,因处多民族地区,在
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多数人都能使用其它民族的语

言进行沟通。有68人能使用英语,占28.8%;有70
人能使用另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占所调查少数民

族的30%左右;有23人能掌握两门其它民族的少

数民族语言,占9.7%;6人能使用三种其它少数民

族的语言,占2.6%。
在新疆这一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地区,少数

民族兼用汉语的现象十分普遍。表现在学生中就是

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因所处的地域不

同,兼用当地一种或数种民族的语言。他们除使用

本民族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
外,还在日常生活和在学校学习中,学习并使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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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言环境对他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必定会

产生影响。
维吾尔族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属于主体民族,

分布在新疆大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南疆喀什、
和田、阿克苏等地,使用维吾尔语。居北疆的维吾尔

族大都通晓哈萨克语,居南疆克州的维吾尔族大都

通晓柯尔克孜语。
哈萨克族主要分布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

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使用哈萨克

语。被调查的哈萨克族学生都能使用维吾尔语,除
此之外,居住在北疆伊犁、昌吉州等地的哈萨克族学

生还能使用柯尔克孜语。
柯尔克孜族目前主要分布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自治州境内,绝大部分居民使用柯尔克孜语。
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等城市及其它县、市
中也住有少量柯尔克孜人[2]。居住在北疆者通晓哈

萨克语,居南疆阿克苏地区的通晓维吾尔语,克州地

区的则通晓塔吉克语和哈萨克语。

2.不同民族语言使用状况

面对双语现象日益普遍的社会现实,学生认为

懂母语和汉语的双语者比只懂母语的单语者更具优

势。事实上,掌握的语言越多,施展才能的空间越广

阔。学生和老师对此问题的正确看法有助于他们对

双语学习采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与行为,促使他们

朝着成为双语人才的方向发展。
表2 236名被调查少数民族师生除母语、

汉语外的语言组成情况表

民族 总人数 语言 人数

维吾尔族 204 英语 66
哈萨克语 31
蒙古语 2
回族语 7

柯尔克孜语 12
塔吉克语 1

乌孜别克语 2
俄罗斯语 1

哈萨克族 26 英语 2
维吾尔语 17
俄罗斯语 1

柯尔克孜族 5 英语 2
维吾尔语 4
哈萨克语 3
塔吉克语 1

蒙古族 1 维吾尔语 1
哈萨克语 1

  表2所标明的语言使用情况,是指日常的口语

交际,不是指专业语言研究意义上的语言使用。除

了母语以外,另一种语言的水平可以与以该语言为

母语的人进行一般交际[3]。因为本题是多选题,在
计算百分比时会与单选题不同。204名维吾尔人

中,66人能使用英语,占32.4%;31人能使用哈萨

克语,占15.2%。26名哈萨克族人中,2人能使用

英语,占7.7%;17人能使用维吾尔语,占65.3%。

5名柯尔克孜族人中,能说英语的有2人,占40%;
能说维吾尔语的有4人,占80%;能说哈萨克语的

有3人,占60%。其中,一名蒙古族人,会说维吾尔

语和哈萨克语。
学生对使用双语的态度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

具,同时也是社会群体认同的符号。因此,语言学习

必然与该语言相联系的文化价值系统密切相关,也
必然伴随着语言使用者及其群体对该语言的态度和

评价的影响。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化价值相互交触、
碰撞的双语环境中,语言态度的作用更为明显,也更

为复杂,它对双语使用者的心理状态和语言行为都

具有重要的影响。双语者选择哪种语言,使用哪种

语言,无不受到语言态度的影响。
调查显示,维吾尔族中能使用其它民族的语言

比例明显低于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以及蒙古族中

使用维吾尔族的比例。主要是因为新疆是维吾尔自

治区,维吾尔族在少数民族中属于主体民族,其他少

数民族为了生活、交流的需要学习维吾尔语。

3.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中,不同民族对语言的掌握使用也

有着不平衡性。反映出的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

人群的人们,在同一社会生活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

化的影响和交流。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
相互竞争,推动整个语言朝着顺应社会需要的方向

演变。
表3 新疆汉、维吾尔、哈萨克、

柯尔克孜四个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

民族 文化强弱情况 掌握语言情况

汉族 强势文化 汉语

维吾尔族 次强势文化 汉语、维吾尔语

哈萨克 弱势文化 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

柯尔克孜族 弱势文化 汉语、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

  以上调查的数据中所指的强势语言是汉语,主
要是指在大学环境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和在中小

学教双语的少数民族教师由于学习和工作的需要对

语言的使用情况。
一般来说,两种语言的接触,其中政治、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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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较强的民族使用的语言,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具
有较强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语言影响的竞争中,
先进者、人口多的占优势[4]。

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在历史形成的杂居中

有聚居、聚居中有杂居的分布特点,在一个特定范围

内,不同民族交错聚居或相互杂处,形成民族杂居

区。在民族杂居区,不同民族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
各民族的人口数量有多有少,各民族语言的社会文

化功能有强有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

然地形成了使用层次上的差异。汉族是我国人口最

多的民族,汉语是全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际语。
在民族杂居区,汉族人口也常常不在少数,加之汉语

强势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几乎所有的民族杂居区,以
汉语作为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用语或地区交际语也

就成了不同民族的必然选择。从语言功能上看,杂
居区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某

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多,社会文化功能强,这种

语言就可能成为该地区的区域优势语;一种情况是

当地的各种少数民族语言都不具备使用人数和社会

文化功能上的优势,难以形成区域优势语[5]。许多

少数民族要求学汉语,都出于自愿,是出于自身发展

的需要。少数民族要走出本地,走向全国,就要学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三、小结

1.外部环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语言融合正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各地

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为了生产、
生活的需要,各民族都需要与其它民族进行交流、沟
通。当一种语言文字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时,就
会自然地转用、借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对

语言文字的自发选择与转用,是人民群众要求进步,

适应时代发展的表现。各民族在不断的交往和融合

中,从表层的语言接触,到深层次文化内涵的理解与

认同。语言能顺畅交流,文化上屏障就少,各民族间

才能和睦相处,构建成多元一体、相融相生的环境。

2.语言使用者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不断地融合,人们从心理

上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也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在
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不同文化,在现代化

的社会中高度发展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

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少数

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一

个优秀的或自强的民族往往是善于学习他族长处,
乐于接受现代文明的民族[6]。作为双语教师和少数

民族大学生,这种宽容和开放的心态无疑具有很重

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第一线从事基础教育的双语老

师和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新疆

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语言态度不仅会影

响到周围的人,还会通过几十年的教学和工作生涯

影响几代人,宽容开放的语言文化态度对新疆的建

设和发展将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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