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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谐与边疆稳定——云南省文山州都龙镇各民

族语言关系的理论分析
*1

戴庆厦 1，李春风 2

(1． 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云南昆明 650500；

2．北京华文学院文学院古修部，北京 102206)

【摘 要】:本文以云南文山州马关都龙镇各民族的语言生活为例，论述语言和谐是边疆稳定的重要保证之一。分

析该镇各民族的语言和谐状况，包括语言和谐的表现、制约因素、历史渊源、存在问题，以及与境外同一民族语言

和谐的各种表现及作用。得出的结论是，边疆地区的语言和谐是语言和谐中的一种特殊模式，其特点及演变不同于

非跨境语言；跨境民族语言相通是连接两地边民的重要纽带，有利于两地语言的保存和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特

别是当前实施“一带一路”规划中，实现跨境民族的语言和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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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文山马关镇地处中越边境，居住着壮、苗、瑶、傣等跨境民族。这些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使用汉语和别

的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凭借与越南同一民族语言相通的便利条件，友好交流，互相帮助，建立了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

语言关系是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都龙镇的语言关系有两种模式:一是边境少数民族语言、国家通用

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二是国内与另一侧国家语言的关系。两者之间既有互补又有竞争，其语言生活的模式、走向，

受这两种语言关系的制约。都龙镇境内外的语言和谐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都龙镇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考察，

论述语言和谐与边疆稳定的关系。

一、都龙镇少数民族的双语类型、双语和谐及其历史渊源

为了系统认识我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活，2014 年 7 月，“民族语文活态保护与双语和谐乡村建设研究”课题组成

员赴马关都龙镇做第一线田野调查。在都龙镇选取了 8 个代表点，对 1593 位村民(其中壮族 682 人，苗族 647 人，汉族 84 人，

瑶族 97 人，傣族 83 人)
［1］

的语言生活状况特别是双语情况进行了记录、分析。下面分别介绍都龙镇少数民族的双语类型、双语

和谐及其历史渊源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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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龙镇的双语类型。

都龙镇少数民族大多操双语。双语类型主要有两种:“母语－汉语”型和“母语－汉语－其他少数民族语”型。这两种双语

类型各有不同的特点。

1．“母语－汉语”型。都龙镇少数民族的双语类型，属于全民“母语－汉语”型，大都既使用母语又能兼用汉语。在 1509

名的少数民族调查对象中，98%能熟练使用母语，96%能够熟练使用汉语。这类双语型，由于汉语内部存在不同方言的差异，以

及普通话和方言的差异，还存在三种小的类型:“母语－汉语方言”型、“母语－汉语方言－汉语普通话”型和“母语－汉语普

通话”型。三种中以“母语－汉语方言”型为多，是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当地汉语方言(属西南官话)。“母语－汉语

方言－汉语普通话”型主要出现在年龄在 6—40 岁受过学校教育的人群中，这些人的普通话是在学校或外出打工习得的。40 岁

以上能够熟练使用普通话的相对比较少，会普通话的是平时看电视时学会的。“母语－汉语普通话”型占比例小，主要出现在

长期跟随父母在外地生活的少数青少年中。

2．“母语－汉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型。都龙镇少数民族除了普遍兼用汉语外，有的还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兼用其

他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通过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接触中习得的。被兼用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壮语和苗语。如 682

名壮族中，有 117 人兼用苗语，为“壮－汉－苗”型。647 名苗族中，有 80名兼用壮语，为“苗－汉－壮”型。97 名瑶族中，

有 2人只兼用壮语，为“瑶－汉－壮”型，有 15 人兼用苗语，为“瑶－汉－苗”型，有 15 人既兼用壮语又兼用苗语，为“瑶

－汉－壮－苗”型。83名傣族中，有 61 人兼用壮语，为“傣－汉－壮”型。

(二)都龙镇双语和谐特点。

都龙镇的少数民族双语和谐，是都龙镇语言生活的一个基本特点，具体情况如下。

1． 母语与兼用语功能互补，分工有序。都龙镇各民族母语与兼用语的关系，是根据交际需要定位的。二者在功能上互补，

分工有序。母语一般通行于族内如家庭、村寨等场合；兼用语汉语通行于族际交际，在政府机构、学校、医院等公共场合使用；

少数民族语言的兼用主要出现在与其他少数民族交际中。交际中语言选择原则是，与本族人讲母语，与外族人首选对方的民族

语言，不会的话就讲汉语方言，因为汉语方言是大家都会的。

2． 各民族母语都受到社会的尊重，都以会使用自己的母语为荣。在都龙镇，各民族都有一种尊重别的民族语言的理念，

都认为对别的民族语言只能尊重，不能歧视，而且认为各民族语言都有它的作用，不能替代。不管是使用人口多的语言，还是

使用人口少的语言都一样。笔者在都龙镇生活了一段时间，与各民族的人物有过接触，没听到过对别民族语言不尊重的言论。

这种尊重别的民族语言的理念，已经深深扎根在各民族群众的思想里，成为该地区的一种道德规范。

3． 各民族根据需要自由地转换使用不同的语言。都龙镇的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自由地转换使用不同的语言。他们

根据对象和场合，时而使用这个语言，时而使用另一语言，转换自如，表达自然。笔者走访的几个杂居寨，都看到一片语言和

谐的景象。如壮傣杂居的田坝心寨，寨里的傣族、汉族等村民基本都能兼用壮语，壮语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田坝心

寨在 116 位非壮族村民中，有 109 人的壮语水平为“熟练”，占总数的 93．9%，非壮族在与壮族村民交流时大都使用壮语。同

时，田坝心所有村民都能够使用汉语。又如壮苗杂居的懂腊鱼寨，壮族和苗族大多能够互相兼用对方的语言，自如地用对方语

言交际。不同民族互相兼用语言，满足了各民族的语言交际需要。可以认为，没有强大的民族和谐与语言和谐作为基础，多语

的自由使用是不可能的。

4． 少数民族普遍承认汉语的“通用语”地位。由于汉语使用人口的绝对优势，加上它负载着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已成为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期，汉语通用语的地位正在不断凸显。都龙镇居住的壮、苗、傣、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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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彝等 11 个民族，历史上早就接受了汉语文的教育，兼用汉语文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他们普遍认为，掌握汉语是一种先进的

表现，符合时代的潮流，对公对己都有利。不学汉语，就不能较好地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就无法适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

要。兼用通用语，平衡了各民族的语言生活，也成为语言生活中语言和谐的保障。在考察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谐中，分析居民对

通用语的态度如何，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少数民族通过掌握兼用语，开拓了眼界，从而提高了文化教育水平，促进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在笔者走

访的所有调查点中，九年义务教育都已普及，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进入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村民的文化层次较 30 年前有了明显的

提高，年轻一代中基本没有文盲，不少村寨有了大学生。人们的意识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不再认为读书是没用的事。父母都

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学习，走出村寨，改变落后的面貌。

(三)双语和谐有其历史渊源。

文山州马关县都龙镇的双语和谐是有历史渊源的。历史上，文山州各少数民族很早就接受了汉字、汉文化。以壮族为例，

明代以后，伴随大批汉族的迁入，汉文字的传入，一些濮摩(祭司)采用借汉字或仿汉字的方式创造了土壮字(方块壮字)，并用

土壮字来抄录民间神话传说。道教在宋代随汉族传到文山，为壮族民众所接受，是壮族信仰的宗教之一。道教道德真经、文昌

大洞仙经等经文，多为民间手抄本，其中有不少是仿汉字的古壮字，而诵经的语言则是壮语、汉语杂用。

近代以来，汉文化在都龙镇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越来越深刻，深入到各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少数民族的节日风俗、婚丧

嫁娶等非物质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与汉族趋同。都龙镇的少数民族在保留自己节日的同时，也会过一些汉族的节日。在婚丧嫁娶

等礼俗上，少数民族也普遍接受汉族的传统礼仪。总之，都龙镇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持高度认同的态度，希望能向汉族学习更

多的知识与技术，与汉族共同进步发展。这些因素为语言和谐提供了养分。

少数民族双语问题，不但关系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影响语言发展走向，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和谐的语言关系构

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又反过来促进和谐的语言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都龙镇的少

数民族兼用汉语及其他民族的语言，使得他们在任何场合的交流都不会遇到阻碍，而且不会出现语言冲突。语言的无障碍交流，

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民族关系自然会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民族之间也会更加团结。

二、都龙镇少数民族语言与境外越南的语言和谐

都龙镇少数民族语言与境外越南的语言关系在主流上是和谐的。这种和谐状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其制

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两国跨境民族历史上的同宗同源奠定了语言和谐的基石。

分布在都龙镇边境上的苗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在邻邦越南也有分布。这些民族与境外的同一民族在历史上“同宗

同源”，或“同族同祖”，长期以来密不可分。“国别”的界限，并不影响民族心理的认同。笔者在壮族地区问到“你们觉得

越南壮族和你们一样吗，越南壮语和你们的一样吗”的问题时，被调查者大都觉得越南壮族和他们一样，话也一样，是同一民

族。同宗同源的历史来源，凝固为民族的记忆世代相传，不断弘扬，成为跨境民族的一种不可磨灭的、影响其观念的精神力量。

(二)都龙镇山水相连的地理分布，决定跨境民族的密切关系。

都龙镇是马关县的一个边陲重镇。边境线长达 31．4 千米。全镇有 4个村委会 20 个村小组 974 户 3870 人与越南接壤。边

境与越南的通道有 2 条，便道有 8 条，来往方便。目前正在修筑一条边境国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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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民族宗教局局长李涛说:“跨境民族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和谐的。许多边民都在越南有亲戚，逢年过节两国边民互相往

来是常有的事情。农忙时节，边境上的许多居民都会请越南人过来做工。逢边境集市，越南人也会过来赶集。”都龙镇边境苗

寨韭菜坪小组组长王富云告诉笔者说:“我们和越南苗族山水相连，本来就是一个民族，相处起来没有任何拘束。”马关县苗族

协会会长熊天武说:“每年过花山节，越南的苗族都会自发赶来参加。他们还会用苗语跟我们对山歌，彼此交流也很流利。”这

样的观念，几乎存在于每个跨境少数民族村民的心目中。

又如南松乡种植大面积的香蕉和甘蔗，一到农忙时节，一些越南壮人就到这里打工，活干完后就回到自己的越南家里。来

中国南松打工的越南壮人，与南松的壮人用壮语交流，相互都懂对方的壮语。

(三)都龙镇跨境民族语言相通是连接两地边民的重要纽带。

语言的交流都含有该民族长期历史积累的文化内容和感情内容。跨境的同一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时刻在交流本族的文化

和感情，对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课题组连续走访了两个都龙镇赶街天(每周日为赶街天)，看到的是一派国内外语言和谐的景象。同一民族用自己的语言交

流，不同民族用当地的汉语方言交流。从越南过来的苗、壮等民族经营者都用自己民族语言与自己民族交流，有的还能说几句

简单的汉语方言。

调查组还走访了都龙国门街的一个中国与越南的自由贸易区。在周六赶街日子时遇到了不少前来赶街的身着各种民族服装

的壮族、苗族人，有的来自中国，有的来自越南。越南壮族、苗族、拉基族多是来购买中国生产的日用品和食品，如衣服、鞋

子、麻辣薯条等；中国人主要是去收购越南人采摘的草药。两国边民的交流，是根据对方的服装来选择使用壮语还是苗语。

边境两侧居民相处的和谐，带来了跨国婚姻的不断增多，这对边民的团结、发展是有利的。据了解，近几年跨境婚姻明显

增多，跨境婚姻家庭语言和谐，家庭关系融洽。

边境的民族教育，往往含有跨国的因素。在都龙镇，笔者看到，越南的孩子有的来中国上学，接受中国的教育。马关县教

育局教育股股长易全德告诉笔者:“今年有 40 多个越南的孩子跟着他们的母亲嫁过来，虽然没有落上户，但是同我们国家的孩

子一样享受着九年义务教育。”“两国靠近边境地区的语言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互相通话，所以他们能听懂这边老师说的话。”

(四)都龙镇跨境民族语言的存在有利于两地语言的保存和发展。

两地居民同用一种语言，语言使用域扩大了，色彩增加了。异国文化在语言上反映的不同特点，通过交流有助于两侧语言

的丰富发展。

中越边境的文化交流为跨境民族语言的保留提供了人文环境。中越边境的壮、瑶等民族，文化习俗相同，有共同的节日、

共同的信仰。文化交流也是跨境民族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每年的花山节都会有越南的苗族来都龙镇踩花山，他们还会用苗语

对山歌。越南的苗族口头文学传承很好，中青年人都会苗语歌曲，而都龙镇的中青年大多不会，就向越南苗族学习。

(五)都龙镇跨境民族的语言关系受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

语言关系的状态受两国关系的制约。两国的友好关系若能稳定和谐发展，语言关系包括语言交流、语言文字学习、语言相

互影响等，也能得到健康发展，这对两国的边民都有好处。如果两国关系一旦出现动荡，或出现不和谐，边境线的两国民族关

系、语言关系也会受到冲击，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和谐互补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甚至挫折。反之，两国边民的语言和谐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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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文化、生活的交往，有利于边民的和谐团结。都龙镇的跨境语言，主流是和谐的，两侧居民都过着和谐的语言生活，

当然还存在如何利用语言相通的有利资源为两国共同发展服务。如果我国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肯定会对另一侧国的跨境语言

产生更多的良性影响。我国当前实施的“一带一路”的宏伟规划工程，必将极大地推动跨境国家在合作共赢中不断发展，同时

有利于跨境民族的语言和谐。

三、跨境语言和谐的理论问题

跨境语言问题不同于非跨境语言问题。跨境语言由于其特性蕴含了许多理论问题，比如其语言生态与语言演变如何受国界

因素的制约，两侧语言的走势如何演变、国家的跨境语言政策应如何制定等。跨境地区的语言和谐不同于非跨境地区，具有独

特的研究价值和战略意义，是语言和谐研究中的一个特殊模式。但在过去，人们对跨境语言的理论问题研究很少，今后必须加

强。现提出以下几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实现跨境民族的语言和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语言是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的、最为敏感的方面。边疆民族的语言是否和谐，关系到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在当今现代化建

设不断深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在实施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规划的进程中，如何解决好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语言关系，

保持语言和谐的社会环境，是一件不能忽视、必须做好的工作。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的“五通”之一是要语言互通，明确说明

跨境语言的互通、和谐有着天然的互利共赢条件，在“一带一路”语言规划中具有重要作用。语言工作者必须研究跨境地区的

语言状况，为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建议，以便更好地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服务。

(二)把握跨境语言和谐的主流，推动语言和谐的健康发展。

边疆地区的语言和谐是境内外民族和谐的重要保证之一。都龙镇境内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和谐以及与境外语言的和谐，保证

了都龙镇的社会稳定和安宁，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

民族和谐决定了双语和谐，而双语和谐又促进民族和谐。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好坏，决定双语关系发展的方向。都

龙镇比比皆是的语言和谐例子，给课题组成员深刻的教育。笔者认识的一位吴大姐，20 年前是水洞厂苗寨里唯一的汉族媳妇，

近年来，这个苗寨已有四五个汉族媳妇。她嫁入苗寨后，不久就学会了苗语，并且觉得苗语亲切。吴大姐曾有两天赶回寨子，

说是村里一位苗族老人去世了，她要去帮忙，不能不去。她说，在她心里根本没有民族之分，各民族都是一样的，谁家有事都

是全村帮忙。这样的例子笔者听到很多。正是这些内心平等包容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奏响着多民族和谐关系的乐章。

虽然都龙镇的语言关系主流是和谐的，但在实地调查中笔者也看到一些语言不和谐的现象。比如在双语关系上母语和兼用

语的功能在有些方面存在不平衡。在媒体宣传手段如电视、广播、手机、网络等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没有被充分使用。笔者在

都龙镇赶集市场中听到的有线广播只有汉语，没有少数民族语言，产品推销的宣传，许多人似懂非懂。如果能适当地使用民族

语言广播，势必效果更好，也符合少数民族的心理要求。又如有的民族语言出现衰退，活力下降。如田坝心是壮傣为主的杂居

村寨，全村 374 人中，壮族 258 人，傣族 83 人。壮族稳定使用母语，傣族母语的使用处于逐步衰退的状态，有接近一半的傣族

人将壮语作为第一语言，傣族母语活力明显低于壮语。还有部分人存在忽视母语的倾向，母语的作用在双语教育中发挥不够。

目前，无论在教学组织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尚未能建立科学的双语教学体系。特别是对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在语文

教学上，未能实施针对母语特点的教学。另外，都龙镇壮族、苗族多，但壮族、苗族学生懂本民族文字的几乎没有。这些现象

虽然只是支流，但不可忽视，必须解决。

语言和谐的主流和语言非和谐的支流，都是事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研究跨境语言的和谐，除了研究和谐的主流

外，还必须研究解决不和谐的支流问题，从理论上看到事物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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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须研究制定适合具体国情的跨境语言政策。

跨境语言与非跨境语言不同；不同国家的跨境语言也存在不同的特点。因而必须针对具体情况和条件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

比如对跨境语言活态级别的制定要切合该地区的具体标准，不能按非跨境语言的标准来衡量。在语言保护上，怎样解决跨境语

言的文字使用，怎样规范跨境语言的新词术语，怎样扶持衰退语言的活力等等，都要有切合本地区的措施，不能“一刀切”。

国家在制定语文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跨境语言的特殊性，制定切合国家边疆跨境民族语言特点的政策措施，以保障跨

境语言的演变和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

(四)“两全其美”是我国跨境民族语言生活的最佳模式。

所谓“两全其美”，是指少数民族既使用、发展自己的母语，又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母语和通用语分工互补、和谐发

展
［2］

。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都龙镇各少数民族母语受到尊重，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保存和使用母语，

能与国外同一民族保持语言相通，有利于双方居民的发展。

越南也是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1946 年以来颁布的宪法都规定“少数民族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在法庭上使

用母语的权利”。1991 年和 1998 年的《小学教育普及法》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越语一起进行小

学教育”
［3］

。越南对少数民族实行母语使用自由的政策，以及提倡使用通用语越语的政策，其基本观点与我国的民族语文政策

是一致的。“两全其美”的思路也适合越南的国情。这个共同点能够成为构建中越跨境民族的语言和谐的有利条件，相信“两

全其美”能成为跨境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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