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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语齐齐哈尔方言词汇资源代际差异 
 

丁石庆  王斯文 

 

[提要] 本文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达斡尔族聚居村落为调查对

象，采用词汇测试、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从掌握词汇熟悉度和词汇变异两个层

面展开调查，探究老、中、青—少年 3代人的词汇变化，归纳了其成因和规律。 

[关键词] 达斡尔族  达斡尔语  齐齐哈尔方言  词汇资源  代际差异 

 

一  引  言 

 

（一）“齐齐哈尔”及达斡尔族 

“齐齐哈尔”系由达斡尔族古老的“齐齐哈”屯名演变而来。清顺治初年，清廷在此

地设立总管和总管府，齐齐哈尔建城后，遂成为黑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斡尔

族在齐齐哈尔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于黑龙江省境内的达斡尔族共 40277 人，其中，齐

齐哈尔市 28366人，分布于所辖 7个区与 8个县及讷河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达斡尔族人口

最为集中，有 11721人
①
。 

在达斡尔语的 4个方言区中，齐齐哈尔方言区是最早形成达斡尔语—汉语双语现象的地

区，也是城市化较早且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该地区越是靠近城区的达斡尔族村落，汉语

使用程度越高。即使在使用达斡尔语交际为主的聚居村落，也难觅达斡尔语母语单语人。 

总体上，该地区的语言使用正呈现一种由普遍使用达斡尔语—汉语双语向转用汉语单

语的发展态势（丁石庆 2022:83-284）。 

（二）调查设计与实施 

本团队成员有关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的语言调查始于 2003年，至今已有 8次
②
，内容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北方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15AYY012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人口较少民族词汇资源代际差异个案研究

（L21CYY001）”的阶段性成果。曾在“《民族语文》第十四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21.07.16-18）上做过主

题报告。匿审专家给予了宝贵意见与建议，谨致谢忱。 
  通讯作者，渤海大学文学院，Email : bhuwangsiwen@163.com。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www.stats.gov.cn / tjsj / pcsj / rkpc / 6rp / indexch.htm [2021-11-12]。 
②  研究团队 8 次调查的具体人员及日期为：2003年 7月，丁石庆、何冰；2006年 4月，丁石庆、刘宏

宇；2014 年 6 月，丁石庆、王松涛、姚晶、曹波、朱德康、温璐、王赛、侯爵、陈思思；2015 年 6 月，丁

石庆、曹波、朱德康、温璐、王赛、陈思思、张梦佳、王斯文、张岩；2016 年 6 月，丁石庆、田歆桐、陈

龙、刘静菲、朱德康、王赛、黄烁炎；2019 年 1 月，王斯文、葛东雷、吴明晨；2019 年 4 月，王斯文、张

丹、何姗姗；2019 年 7 月，王斯文、何姗姗、王琪、吕洋、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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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语言结构、语言使用现状、地理语言学等，并形成部分以学位论文为核心的阶段性成果。

2019 年以来，团队重点针对齐齐哈尔方言展开补充调查，聚焦于不同年龄群体语言使用及

语言态度的变化等论题。 

1．调查点与调查方式 

调查聚焦于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对该区下辖的 6个达斡尔族聚居村（齐齐哈

村、哈拉新村、三间房村、额尔门沁村、河西村、莽格吐村）进行了集中调查。在这 6个达

斡尔族聚居村范围内的各场合均有达斡尔族使用母语交际的现象。调查以问卷、词汇测试与

访谈结合的方式，获取了 90 位母语者的相关信息。本文主要反映母语者词汇熟悉度及词汇

变异情况。 

2．调查对象 

由老、中、青—少年 3 组每组 30 人构成，其年龄：老年组（60~79 岁）、中年组

（40~59 岁）、青—少年组（11-39 岁）①；性别：男性 40 人，女性 50 人；职业：农民 56

人，学生 17人，教师 6人，公职人员 1，其他 6人。文化程度：小学 43人，初中 33人，高

中及中专 8人，大专以上 4人，文盲 2人。 

3．调查设计 

团队参照丁石庆（2009:262-278）《莫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词汇测试

表，并依据调研点方言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形成了《齐齐哈尔方言区词汇测试表》

（以下简称“词表”）。词表由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数词等实词构成，共计

620个，其中，名词 437个，包括身体部位 75个、亲属称谓 68个、居住生活 78个、生产劳

作 95个、天文地理 31个、时令方位 47、特色文化 43个 6等类，代词 8个，副词 23个，数

词 33个，动词 61个，形容词 59个。 

（三）理论基础 

1．语言资源理论 

语言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陈章

太（2008）将我国语言资源大致分为超强势语言资源、强势语言资源、弱势语言资源、超弱

势语言资源、消亡但仍有一定价值的语言资源。语言资源由语言本体和语言社会应用两部分

构成，语言本体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种

类众多、形态复杂，开发空间广阔。据相关研究（丁石庆 2018），达斡尔语初步认定为

“局部缺失型”语言。 

2．代际差异理论 

卡卡尔·曼海姆（2002:65-160）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就对代或世代问题予以密切关

注，并提出了代际差异理论。Kupperschmidt（2000:65-76）将“代（generation）”定义为：

具有共同的出生年代、年龄阶段，并在关键的成长阶段经历了重大人生事件的可识别群体。

所谓代际差异理论，是指因出生年代、成长背景不同而在各代群之间产生的行为、偏好、态

度与价值观等差异，处于同年龄段的人具有趋同特征，并构成群体，“代”或“代群”在社

会与历史过程中具有共同位置。 

                                                        
①  选择 20-39 岁和 11-19 岁两个年龄段各 15 名本族语者，组成青—少年对照组，经调查，两个年龄段

词汇水平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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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汇水平的代际差异 

 

（一）词汇量掌握情况 

1．总体词汇量掌握情况 

老年组成员平均词汇量约为 584.47 个，约占调查词汇总数的 94.27%。中年组成员平均

词汇量约为 540.83个，约占调查词汇总数的 87.23%。青—少年组成员平均词汇量约为 175.6

个，约占调查词汇总数的 28.32%。我们进一步统计了不同组别全体人、部分人和无人掌握

的词汇分布情况，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代际词汇量掌握情况及在总调查词汇中所占比例 

词汇掌握类型 
组  别 

老年组 % 中年组 % 青—少年组 % 

全体人掌握词汇量 368 / 59.35% 250 / 40.32% 0 / 0.00% 

部分人掌握词汇量 252 / 40.65% 370 / 59.68% 589 / 96.45% 

无人掌握词汇量 0 / 0.00% 0 / 0.00% 22 / 3.55% 

平均词汇量 584.47 / 94.27% 540.83 / 87.23% 175.6 / 28.32% 

 

表 1数据表明：（1）老年组全员掌握词汇量占调查词汇的半数以上，中年组接近半数，

而青—少年组则直接降为 0，即在调查的 620 词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词，是青—少年组全

员能够说出来的。（2）在部分人掌握的词汇当中，中年组占比增高，说明从整体上看，中年

组的词汇熟悉程度明显低于老年组。（3）与其他年龄组相比，青—少年组词汇量出现明显断

崖式下降，且已经有个别词汇无人掌握
①
。 

2．不同类别词汇量掌握情况 

我们进一步统计了各组在不同类别词汇方面的掌握情况。具体如表 2所示。 

表 2  代际不同类别词汇掌握情况及在该类别总体词汇中所占比例 

词汇类别 

组  别 

老年组 % 中年组 % 青—少年组 % 平均 % 

 

 

 

名词 

 

 

身体部位 28.33 / 94.4% 25.53 / 85.11% 7.28 / 24.27% 20.38 / 67.94% 

称谓 28.51 / 95.05% 26.79 / 89.31% 8.38 / 27.94% 21.23 / 70.77% 

居住生活 29.15 / 97.18% 27.33 / 91.11% 8.85 / 29.49% 21.78 / 72.59% 

天文地理 28.9 / 96.34% 26.42 / 88.07% 8.19 / 27.31% 21.17 / 70.57% 

时令方位 26.06 / 86.88% 24.43 / 81.42% 7.23 / 24.11% 19.24 / 64.14% 

生产劳作 27.19 / 90.63% 23.17 / 77.23% 5.51 / 18.35% 18.62 / 62.07% 

特色文化 27.33 / 91.09% 26.05 / 86.82% 9.16 / 30.54% 20.84 / 69.48% 

代词 28.14 / 93.81% 27.71 / 92.38% 13.29 / 44.29% 23.05 / 76.83% 

副词 27.74 / 92.46% 26.61 / 88.7% 10.39 / 34.64% 21.58 / 71.93% 

数词 28.12 / 93.74% 25.3 / 84.34% 8.42 / 28.08% 20.62 / 68.72% 

形容词 29.61 / 98.7% 28.83 / 96.1% 10.85 / 36.16% 23.1 / 76.99% 

动词 29.49 / 98.31% 28.97 / 96.56% 11.49 / 38.31% 23.32 / 77.72% 

 

                                                        
①  青—少年组 22 个无人掌握的词汇为：小腿、气管、柱子、长辈、种绵羊、荞麦、脚背、种马、

河、弓、锡、鹿、箭、熊、犁铧、马嚼子、蜻蜓、将来、脾气、稻子、腿肚子、谜语。 



 

《民族语文》2022 年第 6 期 

 121

表 2数据表明：（1）整体上，动词类的平均水平最高，名词类生产劳作方面词汇平均水

平最低，每类词汇均呈现老年组优于中年组、中年组优于青—少年组水平的特征。（2）老年

组词汇水平在形容词类方面最高，名词类时令方位方面最低；中年组词汇水平在动词类方面

最高，名词类生产劳作方面最低；青—少年组词汇水平在动词类方面最高，名词类生产劳作

方面最低。（3）通过标准差可知，相比于其他两组，老年组在各类词汇间的水平更为均衡。 

（二）相关分析 

1．词汇熟悉度及变化幅度级别表的构建 

Fishman（1991:395）创建的“代际语言差异级别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通过 8 个等级描述语言或者语言变体维持程度。我们参照计量研究方法，创建代际

词汇级别表，以观察老、中、青—少年每个代群整体的词汇熟悉度。为探究代际间词汇量差

异的变化情况，我们设定代际间词汇量的掌握具有阶段性。首先，计算每个词汇在老、中、

青—少年各组的掌握人数，掌握人数除以该组总人数（30 人），获得掌握人数的百分比；其

次，择出词汇掌握人数为 100%（A级）和 0%（G级）的情况，参照全部词汇掌握人数的均

值（69.97%）将中间数据两两拆分，得到 69.97%-100%和 0%-69.97%两组，拆分两次后可获

取 5 个区间；最后，取整数（不影响数值所属区间）后，得到 B、C、D、E、F 5 个词汇掌

握程度等级，如表 3所示。 

表 3  词汇水平级别表 

水平级别 掌握人数 程度范围 % 

A级（极好） 30 人 100% 

B级（优秀） 27-29 人 ≥88%且＜100% 

C级（良好） 23-26 人 ≥76%且＜88% 

D级（中等） 17-22 人 ≥56%且＜76% 

E 级（及格） 9-16 人 ≥28%且＜56% 

F 级（不合格） 1-8 人 ＞0%且＜28% 

G级（极差） 0 人 0%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进一步观察代际间词汇水平的变化幅度
①
。同样设定代际间词汇

水平的下降具有阶段性。首先，计算每个词汇在老、中、青—少年各组之间掌握人数的差

值，掌握人数差值除以分组时的总人数（30 人），获得各组间词汇掌握人数差值的百分比；

其次，择出词汇掌握人数差值为 100%（A级）和 0%（G级）的情况，参照全部词汇掌握人

数的均值（34.03%）将中间数据两两拆分，得到 34.03%-100%和 0%-34.03%两组，拆分两次

后可获取 5 个区间；最后，取整数（不影响数值所属区间）后，得到 B、C、D、E、G 5 个

词汇掌握程度等级，具体如表 4所示②。 

表 4  词汇水平变化幅度级别表 

变化幅度 掌握人数差值 程度范围 % 

A级（直接中断） 30 人 100% 

B级（超大幅下降） 22-29 人 ≥73.61%且＜100% 

C级（大幅下降） 14-21 人 ≥47.22%且＜73.61% 

D级（中幅下降） 8-13 人 ≥27.22%且＜47.22% 

                                                        
①  词汇水平在老、中、青—少年组的变化基本呈现下降趋势。 
②  下降速度的百分比计算中，取整数影响数值所属区间，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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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级（小幅下降） 4-7 人 ≥13.61%且＜27.22% 

F 级（微降） 1-3 人 ＞0%且＜13.61% 

G级（未变） 0 人 ≤0% 

 

2．词汇熟悉度及变化幅度的代际差异 

根据上述等级划分，我们得出各组词汇掌握程度及组间变化幅度的数值。各组词汇熟

悉度级别分布情况，如表 5所示。 

表 5  各组词汇水平级别分布情况 

水平级别 

组  别 

老年组

（个）% 

中年组

（个）% 

青—少年组

（个）% 

平均数

（个）% 

A级（极好） 386 / 59.35% 250 / 40.32% 0 / 0.00% 212 

B级（优秀） 154 / 24.84% 171 / 27.58% 0 / 0.00% 108.33 

C级（良好） 52 / 8.39% 75 / 12.1% 6 / 0.97% 44.33 

D级（中等） 36 / 5.81% 63 / 10.16% 44 / 7.1% 47.67 

E 级（及格） 10 / 1.61% 56 / 9.03% 254 / 39.52% 106.67 

F 级（不合格） 0 / 0.00% 0 / 0.81% 303 / 48.87% 101 

G级（极差） 0 / 0.00% 0 / 0.00% 22 / 3.55% 7.33 

 

老年群体的词汇熟悉度集中在良好之上，且：极好 > 优秀 > 良好，其中极好最多。中年

群体的词汇熟悉度度集中在中等之上，且：极好> 优秀 > 良好 > 中等，其中极好最多。青/少

年群体的词汇熟悉度集中在中等之下，且：不及格> 及格> 中等 > 极差，其中不及格最多。

因此，各组整体词汇熟悉度呈现代际递减趋势，且老—中年群体之间略有减少，中—青/少

年组之间明显减少。各组间词汇水平变化幅度分布情况，如表 6所示。 

表 6  各组间词汇水平变化幅度分布情况 

变化幅度 

组  别 

老—中年

（个） % 

中—青/少年组

（个） % 

老—青/少年组

（个） % 

A级（直接中断） 0 / 0.00% 1 / 0.16% 1 / 0.16% 

B级（超大幅下降） 0 / 0.00% 111 / 17.9% 194 / 31.29% 

C级（大幅下降） 5 / 0.81% 385 / 62.1% 347 / 55.97% 

D级（中幅下降） 26 / 4.19% 110 / 17.74% 70 / 11.29% 

E 级（小幅下降） 76 / 12.26% 13 / 2.1% 3 / 0.48% 

F 级（微降） 214 / 34.52% 5 / 0.81% 3 / 0.48% 

G级（未变） 299 / 48.23% 0 / 0.00% 0 / 0.00% 

 

老—中年组间从 A 到 G 级呈现递增趋势，E 到 G 级增长显著，即老、中年代际间词汇

熟悉度的变化，主要呈现未变、微降和小幅下降，且未变化词汇最多。中—青/少年组代际

间从 A到 C 级增长显著，C 到 G级快速下降，即中、青/少年代际间词汇熟悉度的变化，主

要呈现超大幅、大幅和中幅下降，且大幅下降词汇最多。老—青/少年代际间与中—青/少年

代际间情况相同。 

（三）代际间词汇熟悉度的变化趋势 

基于代际间词汇熟悉度的统计，我们参照各年龄组平均值，可以大致计算每代人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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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度的变化情况。老—中年组之间平均词汇量减少了 43.64个，下降率为 7.47%；中—青/

少年组之间平均词汇量减少了 365.23个，下降率为 67.53%；老—青/少年组间平均词汇量减

少了 408.87个，下降率为 69.96%。整体来说，词汇熟悉度在代际间呈现加速递减趋势。 

 

三  词汇变异的代际差异 

 

（一）词汇的语音变异 

代际词汇间的语音变异，主要体现在音系中音位变体的增加。以/r/音位为例，老年人

中一般读作[r]，中年人大多数发音时舌颤音弱化，变读为[l]，青—少年人几乎没有读[r]的情

况，而多变读为[l]，或近似汉语儿化音[]。再如，//、/h/、//一套音位，在老年人中一般

读作[]、[h]、[]，少部分中年人发音时舌叶音弱化，读作[]、[h]、[]（[]），青/少年人

几乎均变读为[]、[h]、[]（[]）。整体上看，老年人仍保持原有的语音系统，中年人部分

开始发生变异，青—少年发音很多时候和汉语近似。达斡尔语的语音系统受汉语语音系统的

影响，正在发生变异。代际语音变异实证如表 7所示。 

表 7  代际语音变异的个别例词 

词汇 
组  别 

老年组 中年组 青—少年组 

腰  ()  

亲戚  ()  

豹子  (~)  () 

歌曲  ()  

雪  ()  

黄色  ()  

 

（二）词汇的词义变异 

代际间词汇的词义变异，主要表现为词汇发展过程中意义的扩大、缩小与转移。此

外，无文字民族口口相传的语言保存方式，也导致词义混淆的现象多有发生。 

1．词义的扩大与转移 

词汇单位的初创时期，意义一般是单一的，随着词汇发展，逐渐衍生出其他义项。调

查发现，个别在老年人中认为仅有一个义项的词汇，中年人或青—少年人中逐渐增加为两个

义项。具体如表 8所示。 

表 8  代际词义扩大例词 

词汇 
组  别 

老年组 中年组 青—少年组 

 腰 腰 腰、背 

 亲戚 亲戚、客人 亲戚、客人 

(~) 傻子 傻子、疯子 傻子、疯子 

 

词义缩小的例子有一个。 为汉语借词，借入达斡尔语后，老年人用该词表示“木

耳”和“蘑菇”两个义项，青—少年人受汉语影响，反而认为  仅“蘑菇”一个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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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别词汇的义项在代际间开始发生转移。如在几个村子的调查中发现，

“寡妇”一词，个别中年人认为其含义为“抢来的媳妇”，与老年人认为的“寡妇”这一义

项出现分歧。代际词义转移的实例如表 9所示。 

表 9  代际词义转移例词 

词汇 
组  别 

老年组 中年组 青—少年组 

 眼睑 眼睫毛 眼睫毛 

 鼻涕 眼泪 吐沫、口水 

i 寡妇 抢来的媳妇 —— 

 

2．词义混淆 

词义混淆的现象在当地较为普遍。即使是语言能力好的老年人，也会容易混淆个别词

义。该现象最为典型的义项有两组：（1） 和  哪一个用来表示“钥匙”，哪一个用

来表示“锁”；（2） 和 (~)哪一个用来表示“狮子”，哪一个用来表示“豹子”。除

此之外，以下几个词义的混淆在不同代际有不同表现：（1）老年人易混淆 ŋ“千”和 

“万”；易混淆 “江”、“河”、“湖”、“海”。（2）中年人、青—少年人

易混淆 (~)“咽喉”和  (~)“气管”。（3）少数语言能力极差的青—少年

人，甚至易混淆 “父亲”和  “大伯”。 

（三）词汇的形态变异 

1．序数词间的变异。数词之后附加词缀- / -，构成表示顺序的序数词，如  k

“一”—— k“第一”。老年人在表示序数时普遍使用序数词标记，中年、青—少年人

不知道该标记的作用，直接用数词代替序数词。 

2．代词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与排除式的变异。代词第一人称复数有包括式  与排除

式  的区别。老年人能够严格区分二者的使用范围，中年人有近 80%的人尚可区分，而青

—少年人大多数不作区分。 

3．指示代词远指与近指表达形式的变异。指示代词包括表示人或事物的 “这儿”、

“那儿”，表示程度和方式的 “这样的”、“那样的”，表示数量的  

“这些”、“那些”，表示时间的 “这会儿”、“那会儿”，表示空间处

所的 “这里”、“那里”等。老、中年人对上述指示代词的运用较为精确，青—少年

人则极易因混淆而误用。 

 

四  代际差异的成因 

 

（一）传统生产生活变迁 

生态环境制约、影响语言系统。在早期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达斡尔族长期从事游牧、

农耕、渔猎等生产形式，语言系统中记录相关生产行为的词汇十分丰富细致。进入现代社会

后，生产形式发生变化，词汇系统也完成了大量的更替。以猎业为例，早期狩猎生产中时常

接触到的野生动物，如鹿、狐狸、黄鼠狼等，能够熟练掌握这些物种名称的人极少，更不用

说能在代际间实现较好地传承。农业虽然是达斡尔族长期经营的重要生产方式，但一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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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也逐渐被淘汰掉。在这种环境下，与生产劳作有关的词汇，代际间的知

晓程度也随之形成差异。 

（二）语言接触与语言影响 

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达斡尔语齐齐哈尔方言区的达斡尔族，早在

清朝时期，与汉族就已频繁接触，同汉文化的交往和联系也随之深入。长久以来，当地使用

双语交际的现象普遍，语言成分借用、吸收难以避免。从词汇系统内部形式看，汉语的影响

不仅反映在词汇的借贷上，且体现在词汇读音和意义的变化。现代社会，转用汉语的人口数

量在代际间递增，词汇系统再次受到汉语影响，增加新词，并淘汰非常用借词。早期汉语借

词在老年人中仍保留其借贷的发音和意义，中年人、青—少年人受汉语影响，个别借词发生

变读，或对其重新赋义。故受汉语影响的达斡尔语词汇系统，代际间正在完成新一轮更替。 

（三）语言环境变化 

不同代群的母语习得途径的调查材料显示，老年人一般主要是在家庭与社区的环境中

通过交流、听民歌、听故事等多种途径获得母语能力的；中年人则大多主要是在家庭环境中

习得部分母语能力，但因语言环境的变化而部分缺失了老年人所拥有的社区环境中的进一步

强化母语能力的途径；由于近些年来家庭与社区母语环境的严重萎缩和缺失，导致大部分青

—少年人只有通过学校课堂有限的母语教学获得一些有限的达斡尔语知识。由于语言环境的

变化导致家庭、社区等重要的母语文化场合严重萎缩或缺失，原本在语言传承中扮演重要角

色的口耳相传、故事、民歌等母语传承形式，其作用也大打折扣。 

（四）语言态度变化 

语言使用及语言传承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能力的发展。相关调查材料

显示，老年人母语情感深厚，无论是在村里还是在家里，老年人愿意使用母语交际的比例都

更高。关于使用母语的原因，老年人均表示不仅他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环境适合使用母语交

流，更出于对母语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在母语的传承问题上，大部分老年人认为后代不再使

用母语十分不应该，对后代母语能力方面，老年人仍保持较高的期望值。他们竭力强调家庭

内部传承的重要性，部分老人还提出创制和推广文字的必要性。从中也可窥探老年人传承和

保护母语的情怀和自觉意识。但在当前形势下，在家中与晚辈们使用母语交流，子女们表现

出敷衍和应付的情绪，而孙辈们一般也听不懂。晚辈们普遍不喜欢听老人使用母语与其交

流，让老年人表示出更多的无奈，同时在语言态度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和妥协。 

调查材料显示，中年人在母语情感方面虽保持与老年人同样的热忱，同样认为后代不

再使用母语很不应该，甚至中年人在某些环境下愿意使用母语交际的比例都更高。但他们清

楚地意识到由于母语环境的萎缩和缺失，导致母语传承的困难和诸多问题，他们将更多希望

寄托于学校的课堂母语教学能更好地创造青少年学习达斡尔语的机会。青—少年在涉及母语

情感方面的问题回答较为模糊。绝大多数青—少年人表示，似乎从未深入思考过母语的未来

发展。其中，超过半数的青—少年人几乎不想在村子或家里学习母语。另有约占 10%的被

调查者表示，自己也从不参加民族活动。 

 

五  结  语 

 

齐齐哈尔达斡尔族代际语言能力整体呈现减弱趋势，在词汇熟悉度和词汇变异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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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尤为显著。从母语能力上看，老年人优于中年人，中年人优于青—少年人；在个体词汇熟

悉度上，老年人之间的差异低于其他两代人。每代人对不同类别的词汇，掌握程度也有差

异。代际间的词汇变异体现在语音、形态、语义等多方面。词汇资源是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词汇资源的变化，反映出语言资源背后自然环境、文化、经济、观念等语言生态的变

迁。代际差异如果持续扩大，词汇资源消失的时间也将大大缩减。这一现状，不利于语言资

源的保护与发展。调查点反映出的词汇资源代际差异现象，在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代际传

承问题中具有典型性。少数民族青—少年本族语习得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要引起更多关

注。本研究使用的调查与研究方法，可更客观地反映词汇资源代际差异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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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Gap in Lexical Resources of the Qiqihar Dialect of D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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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language survey conducted by means of vocabulary tes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in concentrated villages of the Daur people in the Meilisi Daur 

District of Qiqihar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aim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vocabulary in terms of 

vocabulary level and vocabulary variation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viz. the elderly, the middle-aged, 

and the youth, as well as generalizes the causes and patterns of changes in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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