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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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客观描述云南藏区多民族交错杂居并具有典型性的中心城镇——

建塘镇——族际交往过程中语言使用的现实图景，深入分析该区域各民族群体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现状，较为全面

地描述介绍了该区域各民族交往过程中使用通用语言的情况。研究认为:在云南藏区城镇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已得到

普及，并广泛运用于该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领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该区域

双语及多语现象，既是云南藏区城镇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为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

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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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交往交流的工具，多民族区域族际语言使用情况可以反映民族交往交流的现实状态及民族关系的走向。近年来，已

有学者开始关注多民族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状况。董晓波对甘肃河西走廊的裕

固族语言使用情况作了田野调查，详细描述了在地理环境、汉语文教育、民族通婚等因素影响下，裕固族族内语言使用的状况

及差异。①戴庆厦认为构建语言和谐是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任务，构建语言和谐有助于促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
②陈海宏、谭丽亚认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时，应当坚持为传承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服务，坚持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

谐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③孟红莉分析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和汉族城市居民在这三个层次上的语言使用情况，并认为语言作为

各族群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工具，语言能力制约着族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④安丽卿通过分析青海各民族语言交流的历史和现状，

认为青海各民族语言的交流融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⑤阿如娜、高红梅认为克什克腾旗蒙古语言使用情况较好，当地蒙古族

的母语意识与态度也较为积极，但有些地方存在着蒙古语言使用范围缩小、蒙古语言社会功能弱化、蒙古族缺乏母语意识、语

言态度不积极、语言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⑥戴庆厦认为必须处理好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语言互补和语言竞争、母语使用和

通用语兼用、不同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等关系。⑦2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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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

机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① 

国外对少数族裔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多聚焦于少数族裔和移民的社会融入。Manana Rusieshvili，Izabella Petriashvili

与Kakha Gabunia分析了格鲁吉亚境内少数民族因语言障碍面临的社会融入问题，认为应当由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帮助当地少

数民族掌握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②Aslan Zorlu和Joop Hartog研究考察了来自四个国家的荷兰移民的荷兰语掌握熟练程度

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融入情况的之间的关系，移民掌握荷兰语的熟练程度与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和经济的程度呈正相关关

系。③Schmidt Ulrike阐述了教育——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对于促进多民族社会中少数族裔融入社会的重要性，是少数民族能够

平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并概述了六个欧盟成员国如何有效地通过教育及语言政策促进其民族融合的过程。④Te Tari 

Taiwhenua分析了语言在新西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迁入新西兰的移民大多不是以英语为母语，要使移民更好

地融入当地社会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各项技能，就必须帮助他们学好英语。⑤ 

国内外学界关于多民族国家及区域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多民族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相互关

系的认识，以及国家通用语言在少数族裔社会融入中的重要作用。但鲜有对多民族、多语种环境下各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的实证

描述与分析，进而揭示区域民族关系的现状及走向。本文既客观呈现了云南藏区城镇多民族、多语言背景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现实状态，也为正确认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趋势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与素材。 

一、田野点概述及样本特征 

(一)田野点概述 

建塘镇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及香格里拉市行政中心驻地，是全市乃至全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是滇藏

茶马古道的通衢，是东部藏区重要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是云南进出西藏的咽喉。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

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市场化以及香格里拉旅游的兴起，族际交往、互动日益广泛深入，各民族之间语

言接触、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现象日益频繁。改革开放以来迪庆长期保持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全

国藏区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建塘镇是香格里拉市乃至迪庆州人口聚集最多、民族种类最多、民族人口集中度最高的

城镇。因而，为我们研究民族交往及语言使用情况提供了理想的区域样本。 

表 1 香格里拉市各政区民族人口分布状况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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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藏族 汉族 纳西族 回族 白族 傈傈族 彝族 普米族 苗族 

建塘镇（％） 45.32 44.34 23.77 41.90 63.86 16.11 8.57 61.37 14.58 

小中甸镇（％） 13.94 0.76 0.40 0.55 0.80 0.30 0.07 1.22 0.33 

金江镇（％） 1.26 0.76 16.27 3.91 19.05 15.13 5.46 10.27 74.01 

虎跳峡镇（％） 1.57 12.56 13.02 0.40 5.18 30.42 44.11 8.56 3.03 

东旺乡（％） 9.25 0.20 0.02  0.31 0.08 0.01  0.07 

格咱乡（%） 9.53 3.23 0.21 1.91 2.75 0.24 0.93 4.16 1.39 

尼西乡（％） 9.75 2.66 0.17 0.32 1.21 0.16 0.52  3.23 

五境乡（％） 5.28 0.52 0.21 0.40 0.29 1.97 0.05   

上江乡（％） 1.40 9.23 6.37 0.88 5.16 29.60 0.47 3.91 1.19 

三坝乡（％） 1.44 7.77 37.45 49.64 1.09 3.28 23.86 8.80 2.11 

洛吉乡（％） 1.27 3.49 2.09 0.08 0.31 2.35 11.59 1.71 0.07 

人口合计 68957 38356 27046 1253 9289 12289 13728 409 1516 

 

香格里拉市人口规模在千人以上的民族有藏族、汉族、纳西族、回族、白族、傈僳族、彝族、普米族、苗族。建塘镇是香

格里拉各民族人口集中指数最高的区域，全市45.32%的藏族人口，44.34%的汉族人口，23.77%的纳西族人口，41.90%的回族人

口，63.86%的白族人口，61.37%的普米族人口集中在建塘镇。从表1还可看出，人口上千的九个民族在建塘镇均有分布。因此，

建塘镇作为本次研究的田野点无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样本特征 

本课题调研在专家论证和预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于2017年8月赴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开展入户问卷调查、访谈、召开座谈会

和文献搜集等相关工作。先后有32名通晓汉藏双语并受过专业训练的云南民族大学师生承担田野调查工作，在建塘镇常驻人口

中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1550份，其中有效问卷1524份。 

在1524份有效问卷中，从性别构成看，男性652人，占总样本总量的42.8%;女性869人，占总样本总量的57.0%。男女比例较

为平均，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从户口结构看，城镇户口为866人，占样本总量的56.8%;农村户口为649人，占样本总量的42.6%;

城镇户口的比例略高于农村户口。从年龄结构看，年龄在20岁及以下的43人，占样本总量的2.8%;21－30岁的581人，占样本总

量的38.1%;31－40岁的451人，占样本总量的29.6%;41－50岁的312人，占样本总量的20.5%;51－60岁的80人，占样本总量的

5.2%;60岁以上的40人，占样本总量的2.6%;缺失17人。样本的年龄结构结构符合正态分布。附表2。 

样本的民族类型是影响各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的最重要因素，样本的民族类型统计描述如下:总样本中藏族699人，占样本总

量的45.9%;汉族277人，占样本总量的18.2%;纳西族248人，占样本总量的16.3%;白族134人，占样本总量的8.8%;傈僳族95人，

占样本总量的6.3%;彝族30人，占样本总量的2.0%;其他民族合计36人，占样本总量的2.4%;缺失5人。样本的民族结构大体与常

住人口的民族结构一致，为保证统计结果有效性，本研究仅对样本量大于50人的民族进行统计分析。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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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本表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及《香格里拉年鉴》(2014年)计算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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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的基本特征 

变量 类别 频率 % 变量 类别 频率 % 

性别 

男 652 42.8 

年龄 

20岁及以下 43 2.8 

女 869 57.0 21-30岁 581 38.1 

缺失 3 0.2 31-40岁 451 29.6 

合计 1524 100 41-50岁 312 20.5 

户口 

城镇户口 866 56.8 51-60岁 80 5.2 

农村户口 649 42.6 60岁以上 40 2.6 

缺失 9 0.6 缺失 17 1.1 

合计 1524 100 合计 1524 100 

 

表 3 样本的民族类型①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藏族 699 45.9 46.0 46.0 

汉族 277 18.2 18.2 64.3 

纳西族 248 16.3 16.3 80.6 

白族 134 8.8 8.8 89.4 

傈僳族 95 6.2 6.3 95.7 

彝族 30 2.0 2.0 97.6 

其他 36 2.4 2.4 100.0 

合计 1519 99.7 100.0  

缺失 系统 5 0.3   

合计 1524 100.0   

 

二、云南藏区语言使用现状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通晓其他民族语言是了解其他民族并与之深入交往的前提基础，掌握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有助于

反映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状态及趋势。 

(一)语言能力的基本情况 

根据对1524份样本的统计，有效样本为1520份，缺失4份。其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调查对象有516人，占样本总量的33.9%;

掌握两种语言的调查对象有821人，占样本总量的54%;掌握三种语言的调查对象有135人，占样本总量的8.9%;掌握四种语言的调

查对象有36人，占样本总量的2.4%;掌握五种以上语言的调查对象累计有12人，占样本总量的0.9%。掌握其他民族语言是与其他

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条件，66.1%的调查对象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这表明云南藏区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较广泛的交往交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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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样本掌握语言种类统计表②4 

掌握语言数量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 516 33.9 33.9 33.9 

2 821 53.9 54.0 88.0 

3 135 8.9 8.9 96.8 

4 36 2.4 2.4 99.2 

5 7 0.5 0.5 99.7 

7 4 0.3 0.3 99.9 

9 1 0.1 0.1 100.0 

合计 1520 99.7 100.0  

缺失 系统 4 0.3   

合计 1524 100.0   

 

(二)语言能力的族际差异 

为考察建塘镇语言能力的族际差异，我们将掌握语言数量与民族类型作了交叉分析，详于表5。汉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

212人，占汉族样本总量的76.5%;掌握两种语言的有47人，占汉族样本总量的17.0%;掌握三种语言的有16人，占汉族样本总量的

5.8%;掌握四种语言的有2人，占汉族样本总量的0.7%。 

藏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92人，占藏族样本总量的13.2%;掌握两种语言的有542人，占藏族样本总量的77.7%;掌握三种语

言的有41人，占藏族样本总量的5.9%;掌握四种语言的有17人，占藏族样本总量的2.4%;掌握五种语言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藏

族样本中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比重高达86.8%，表明建塘镇藏族普遍具备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语言能力。 

纳西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73人，占纳西族样本总量的29.7%;掌握两种语言的有120人，占纳西族样本总量的48.8%;掌握

三种语言的有46人，占纳西族样本总量的18.7%;掌握四种语言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纳西族样本中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占70.3%，

且掌握三种语言的比例最高，表明纳西族样本中具备与两个以上民族进行语言交流的占比较高。 

白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67人，占白族样本总量的50.0%;掌握两种语言的有50人，占白族样本总量的37.3%;掌握三种语

言的有11人，占白族样本总量的8.2%;掌握四种语言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半数的白族样本只掌握一种语言，掌握两种以上语言

的人也略低于其他民族。 

傈僳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39人，占傈僳族样本总量的41.5%;掌握两种语言的有40人，占傈僳族样本总量的42.6%;掌握

三种语言的有13人，占傈僳族样本总量的13.8%;掌握四种语言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 

表 5 民族类型与语言能力的交叉百分比①5 

 民族类型 合计 

                                                        
4①本表中百分比由SPSS19.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②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0 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5①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0 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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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 藏族 纳西族 回族 白族 傈僳族 彝族 苗族 普米族 其他 

通
晓
语
种
数 

1 
计数 212 92 73 5 67 39 9 6 6 5 514 

% 76.5 13.2 29.7 50.0 50.0 41.5 30.0 75.0 46.2 100.0 33.9 

2 
计数 47 542 120 4 50 40 12 1 4  820 

% 17.0 77.7 48.8 40.0 37.3 42.6 40.0 12.5 30.8  54.1 

3 
计数 16 41 46  11 13 3 1 2  133 

% 5.8 5.9 18.7  8.2 13.8 10.0 12.5 15.4  8.8 

4 
计数 2 17 3 1 4 2 6  1  36 

% 0.7 2.4 1.2 10.0 3.0 2.1 20.0  7.7  2.4 

5 
计数  3 3  1      7 

%  0.4 1.2  0.7      0.5 

7 
计数  2 1  1      4 

%  0.3 0.4  0.7      0.3 

9 
计数  1         1 

%  0.1         0.1 

合计 
计数 277 698 246 10 134 94 30 8 13 5 1515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该表有效样本为1515份，缺失9份。 

以上分析表明:建塘镇各民族掌握语言种类的情况存在差异，汉族样本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人数占比较高，表明汉族与各民

族交往时多使用汉语;藏族样本中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数占比最高，占藏族样本总量的86．8%，表明建塘镇大多数藏族不仅能

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还能用其他民族语言进行交流。各少数民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样本也有一定的占比，其掌握的语言

既有可能是本民族语言，也有可能存在语言转用现象;从民族交往的视角看上述两种状况具有不同的交往意涵，详于下文。 

三、语言使用的族际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云南藏区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状态及方式，我们对各个民族在与人交谈时最常用的语言作了频率分析，并对

各民族在不同场域语言使用的情况作了分析，以期客观呈现建塘镇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现实状态。 

(一)通用语言分析 

我们对问卷中“第一常用语言”作了频次统计，在1524个样本中，汉语作为第一常用语言的频次为1478，占有效样本总量

的97．4%;藏语作为第一常用语言的频次为22，仅占1．5%;其他民族语言作为第一常用语言的比例均不足1%。详于表6。 

表 6 总样本中第一常用语言频次统计①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汉语 1478 97.0 97.4 97.5 

藏语 22 1.4 1.5 98.9 



 

 7 

纳西语 10 0.7 0.7 99.6 

慄僳语 2 0.1 0.1 99.7 

白族语 2 0.1 0.1 99.9 

彝语 1 0.1 0.1 99.9 

其他 1 0.1 0.1 100.0 

合计 1516 99.5 100.0  

缺失 系统 8 0.5   

合计 1524 100.0   

 

数据表明，调查点建塘镇虽然是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的区域，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已在建塘镇得到普及，汉语已成

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汉语作为第一常用语的频次占有效样本总量的97.4%;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掌握两种语言的

样本中，汉语作为第一常用语言的频次高达99.6%。详于表7。此外，表5和7数据表明，在建塘镇各少数民族中均已出现语言转

用，藏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92人，而以藏语为第一常用语的样本只有22例，这说明在只掌握一种语言的藏族样本中，有76.1%

的出现了语言转用。在纳西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73人，而以纳西语为第一常用语的样本只有10例，这说明在只掌握一种语言

的纳西族样本中，有86.3%的出现了语言转用。在白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67人，而以白语为第一常用语的样本只有2例，这

说明在只掌握一种语言的白族样本中，有97.0%出现了语言转用。傈僳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39人，而以傈僳语为第一常用语

的样本只有2例，这说明在只掌握一种语言的傈僳族样本中，有94.9%的出现了语言转用。在懂两种语言的样本中少数民族语言

主要作为第二常用语。藏语作为第二常用语言的频次占有效样本的69.7%;纳西语作为第二常用语言的频次占有效样本的16.6%;

傈僳语、白族语也有一定的占比。藏语作为第二常用语言的频次占比较高不仅是因为该区域是个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的区

域，还因为掌握两种语言的样本中藏族样本占比高所致。 

表 7 懂两种语言的样本中第一常用语言和第二常用语言频次统计②6 

 第一常用语言频次统计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汉语 818 99.6 99.6 99.6 

纳西语 1 0.1 0.1 99.8 

傈僳语 1 0.1 0.1 99.9 

白族语 1 0.1 0.1 100.0 

合计 821 100.0 100.0  

 第二常用语言频次统计 

频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藏语 571 69.5 69.7 69.7 

纳西语 136 16.6 16.6 86.3 

傈僳语 50 6.1 6.1 92.4 

白族语 42 5.1 5.1 97.6 

彝语 10 1.2 1.2 98.8 

普米语 2 0.2 0.2 99.0 

其他 8 1.0 1.0 100.0 

                                                        
6①本表中百分比由SPSS19．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②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0 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8 

合计 819 99.8 100.0  

缺失 系统 2 0.2   

合计 821 100.0   

 

(二)不同场域语言使用状况 

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环境中，不同场域语言使用状况可以反映民族交往交流的状态以及民族关系。 

1、购物时语言使用的状况 

在1514个有效样本中有87.1%的样本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10.9%的样本主要使用藏语交流，使用其他语言交流

的占比较低，为2.1%。进一步分析各民族在购物时语言使用情况表明，汉族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的占汉族样本量的99.3%，表

明汉族在购物中几乎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藏族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76.4%，在购物时主要使用藏语的占藏族

样本量的22.9%，在购物时使用其他语言的较少，不足样本总量的1%。说明汉语已成为建塘镇各民族经济交往中最主要的语言工

具。但是藏语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一定的空间。如在购买当地农特产品、宗教用品时，用藏语进行交流屡见不鲜。纳西族、回

族、白族、傈僳族、苗族、普米族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的比例均超过本民族样本量的90%以上，彝族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的

比例虽不到90%，但也有86.7%。详于表8。 

表 8 不同民族在购物时语言使用情况的交叉百分比①7 

 民族类型 
合计 

汉族 藏族 纳西族 回族 白族 慄僳族 彝族 苗族 普米族 其他 

购
物
语
言 

汉语（％） 99.3 76.4 95.2 100.0 91.8 96.8 86.7 100.0 100.0 100.0 87.1 

藏语（％）  22.9 2.0  0.7      10.9 

纳西语（％）  0.4 2.8   1.1     0.7 

傈僳语（％） 0.7 0.1   0.7 2.1     0.4 

白族语（%）  0.1   6.0      0.6 

彝语（％）       13.3    0.3 

其他（％）     0.7      0.1 

频数合计 277 695 248 9 134 95 30 8 13 5 1514 

 

以上分析表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是族际交往的基础，汉语已成为建塘镇各民族购物时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表明云

南藏区在经济交往中族际边界已经淡化，只有在民族特需用品及当地农特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尚存边界。 

2、工作时语言使用的状况 

在1515个有效样本中有89.8%的样本在工作中主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9.3%的样本使用藏语交流，使用其他语言交流的样本

不足1%。详于表9。汉族在工作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汉族样本量的98.6%，表明汉族在工作中几乎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藏族在工

作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79.4%，在工作中主要使用藏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20.0%。表明藏族在工作中大多数使用汉

                                                        
7①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0 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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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进行交流，也有一部分藏族在工作中使用藏语，说明汉语虽然是社会工作中主要使用的交流工具，但由于该区域藏族人口占

比较高，在一些面向基层、面向乡村的部门或行业仍需要使用藏语进行交流。纳西族、回族、白族、傈僳族、彝族、苗族、普

米族在工作中使用汉语的比例均超过本民族样本量的90%以上。在工作中使用其他语言的占比较低。 

表 9 不同民族在工作时语言使用情况的交叉百分比① 

 民族类型 合计 

汉族 藏族 纳西族 回族 白族 傈僳族 彝族 苗族 普米族 其他 

汉语（％） 98.6 79.4 98.8 100.0 99.3 97.9 93.3 100.0 100.0 100.0 89.8 

藏语（％） 0.4 20.0    1.1     9.3 

纳西语（％） 0.4 0.3 0.8        0.3 

傈傈语（％）  0.3 0.4   1.1     0.3 

白族语（％）       6.7    0.1 

其他（％） 0.7    0.7      0.2 

频数合计 277 695 248 10 134 95 30 8 13 5 5 

 

3、聚会时语言使用的状况 

在1517个有效样本中有76.7%的样本在聚会时主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相比购物和工作场域使用汉语的比例略低;19.5%的样

本主要使用藏语交流，相比购物和工作场域使用藏语的比例略高;使用其他语言交流的样本均不足2%。附表10。进一步分析各民

族在聚会中语言使用情况表明，汉族在聚会时主要使用汉语的占汉族样本量的98.6%，表明汉族在聚会中几乎使用汉语进行交流。

藏族在聚会时主要使用汉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58.7%;在聚会时主要使用藏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40.8%;在聚会时使用其他语言的

较少，占比不足1%。纳西族、回族、白族、傈僳族、苗族、彝族、普米族在聚会时主要使用汉语的比例均超过本民族样本量的

80%以上。其中纳西族聚会时使用纳西语，彝族聚会时使用彝语的比例也分别达到9.7%和13.3%。表明汉语已经成为建塘镇镇各

个民族聚会时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但与购物和工作时相比，在聚会中各个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占比明显提高，表明聚会作

为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族际边界。 

表 10 不同民族在聚会时语言使用情况的交叉百分比②8 

 民族类型 
合计 

汉族 藏族 纳西族 回族 白族 傈僳族 彝族 苗族 普米族 其他 

聚
会
语
言 

汉语（％） 98.6 58.7 87.1 100.0 91.0 87.2 83.3 100.0 100.0 100.0 76.7 

藏语（％） 0.7 40.8 2.8  0.7  3.3    19.5 

纳西语（％） 0.7 0.3 9.7   1.1     1.9 

傈僳语（％）  0.1   0.7 10.6     0.8 

白族语（％）   0.4  6.0      0.6 

彝语（％）       13.3    0.3 

其他（％）     1.5 1.1     0.2 

频数合计 277 698 248 10 134 94 30 8 13 5 1517 

                                                        
8①本表中百分比由SPSS19．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②本表中百分比由SPSS19.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10 

 

各个民族之间的聚会通常是非正式场合的交往，聚会能够反映各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深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

个民族之间的交融程度。汉语成为建塘镇各个民族聚会时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广泛性。 

4、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状况 

在1515个有效样本中有56.4%的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相比购物、工作和聚会时使用汉语的比例降

低;31%的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藏语交流，相比购物、工作和聚会时使用藏语的比例提升;6.9%的样本使用纳西语交流，使

用其他语言交流的样本均不足3%。详于表11。进一步分析各民族在家庭生活中使用语言的情况表明，汉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

用汉语的占汉族样本量的98.6%，表明汉族在家庭生活中几乎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藏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藏族样本

量的32.1%;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藏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66.4%;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占比为1.4%。纳西族在家庭生活

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纳西族样本量的62.3%;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纳西语的占纳西族样本量的36.8%;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

言的占比不足1%。白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白族样本量的72.4%，;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白族语的占白族样本量的

23.9%;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比例较低，占比为3.7%。傈僳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傈僳族样本量的65.3%;在

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傈僳语的占傈僳族样本量的29.5%;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比例较低，占比为5.3%。彝族在家庭生活

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彝族样本量的40.0%;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彝语的占彝族样本量的56.7%;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比

例较低，占比为3.3%。说明在建塘镇各民族家庭生活中汉语已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 

表 11 不同民族在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情况的交叉百分比①9 

 民族类型 
合计 

汉族 藏族 纳西族 回族 白族 傈僳族 彝族 苗族 普米族 其他 

家
庭
语
言 

汉语（％） 98.6 32.1 62.3 100.0 72.4 65.3 40.0 87.5 92.3 80.0 56.4 

藏语（％） 0.4 66.4 0.8  1.5 2.1     31.0 

纳西语（％） 0.7 1.1 36.8   2.1 3.3    6.9 

傈僳语（％） 0.4    0.7 29.5     2.0 

白族语（％）  0.3   23.9      2.2 

彝语（％）       56.7    1.1 

普米语（％）         7.7  0.1 

苗语（％）        12.5   0.1 

其他（％）     1.5 1.1    20.0 0.3 

频数合计 277 697 247 9 134 95 30 8 13 5 1515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的母体，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状况反映了特定文化空间中人与人交往过程中自然

而又真实的语言归向，在多民族杂居区域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文化空间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

实状态。数据表明，在建塘镇各民族家庭生活中汉语已成为各民族家庭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工具。在一些少数民族家庭中已出现

语言转用，有32．1%的藏族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有40．0%的彝族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

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比例更高;各民族之间也零散地存在语言转用现象。同时在家庭生活中各民族使用民族语言的

比例又明显高于社会公共空间;在藏族和彝族样本中，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比例高于使用汉语的比例。这表明建

                                                        
9①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0 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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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镇各民族在广泛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也得到了传承。 

四、结论 

云南藏区城镇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已得到普及，并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领域，成为各民族之间

交往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该区域的主体民族藏族，通晓两种以上语言的人占比高于其他民族，达86．8%。该区域双语及多语

状态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也较好地传承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在藏族家庭生活中藏语仍广泛使用，以藏语为主要交

流工具的家庭占样本的66．4%。该区域双语及多语现象，既是云南藏区城镇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为不断加强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广阔的前景。问卷调查表明，该区域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厚的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从各民族之

间的交友结构看，样本中95．6%的人具有两个及以上民族类型的朋友;样本中90．3%的人与两个及以上其他民族的朋友保持着互

助关系;已婚样本中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比例达52．5%。云南藏区保持长期稳定与各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密不可分，

而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普及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历史过程，也是历史趋势。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民族之间的语言兼用、转

用不可避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民族语言文字是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载体，因此在在大力推广和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传承和保护好民族语言文字。云南藏区城镇双语及多语现象为我们正确处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与传承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案列。在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各民族之间相互

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和优秀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丰厚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美美与共中筑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