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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究》是一本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突出的关于语言研究的学术专著，
文章从语言学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的相似性对该学术专
著进行了评介，并指出了其三个重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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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要体现价值，它的第一条件是被人阅
读。书评的存在，意味着在于书与读者之间搭建一
条通向阅读的桥梁。”[1]对《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
圈层规律研究》一书的评介，不仅搭建了一条通向
语言学与研究者之间的桥梁，而且也搭建了语言
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因为对于多民族、多语言、多
文化并存的新疆来说，《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
层规律研究》这一语言学大作的出版，可以说达到
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学术效应，使民族学（人类
学）研究产生了共鸣，并带来了很好的“借鉴意
义”。这也是笔者对学人马小玲和洪勇明合著的语
言学研究成果《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
研究》进行评介的初衷，文章将围绕这一“借鉴意
义”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述。

一、圈层概念共鸣：民族学（人类学）与
语言学相似的研究视角

包括语言在的人类文化是民族学（人类学）研
究的主要内容，该学科对文化的研究，具有多种研
究方法和视角，其中文化圈和文化层是影响该学
科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基于文化在地理分布上
的不同，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提出了“文化
圈”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化圈都具有一系列的物
质文化特征。弗里茨·格雷布纳尔（Fritz Graebner）
在文化圈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发现很多文化圈在空
间上部分是重叠的，进而形成“文化层”[2]。文化圈

和文化层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种重
要方法和视角，在人类文化研究中具有特属于的
意义。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学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形成具有该学
科特征的语言研究方法和理论，语言人类学认为
语言研究由四个方面组成，即“语言的文化资源、
语言的社会实践、语言的历史记忆、语言的话语权
力”[3]。《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究》是
“语言的社会实践”的研究成果。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究》在挖
掘、梳理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的历史，以及总
结、归纳其现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语言接触
影响圈层规律”的学术概念，即“在语言联盟中各
种语言按照社会功能和影响程度由强到弱、由大
到小排列；优势语言因语场层次高和影响程度大
而成为联盟核心和基础，其他语言则处于核外和
基础之上；各种语言都是依靠圈层形式进行接触，
圈层越接近，语言所受影响越小，反之则大；核心
语言影响外圈语言，也受其反影响，核心语言促使
外圈语言的结构趋同，并降低其社会功能，最终达
到语言兼用和语言替换；核心语言在外圈语言的
影响下，结构亦会与之接近，社会功能会提高”[4]。
在这一学术概念的指引下，本书又从语言关系差
异、语言使用特点、语言使用差异、语言接触模式、
语言影响特征等多方面对圈层规律进行了论证与
分析。由于研究的语言联盟区域有限，作者也认为

（伊犁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新疆 伊宁 835000）

张建国

72· ·



圈层规律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本著作在理论与实
践研究过程中又为语言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
与方法，因为关于语言研究利用“圈层规律”的成
果非常少见，作者提出这一概念，将对语言研究及
语言学有一定的影响意义。圈层理论与民族学（人
类学）文化圈、文化层研究不谋而合。

不管是语言学还是人类学研究的语言———语
言人类学，二者都具有不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但
是二者的交叉性，在当前关于各民族语言研究当
中，越来越明显，且相互影响。《新疆民汉语言接触
影响圈层规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深受民族学（人
类学）文化圈和文化层理论的影响较大，反过来，
其对文化圈、文化层理论具有论证作用。因此，语
言圈层理论和文化圈、文化层带来了语言学与民
族学（人类学）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的共鸣。

二、跨文化研究共鸣：语言学与民族学
（人类学）相似的比较研究方法

凡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或文化）所进
行的比较研究，可称其为跨文化比较研究。“在跨
文化研究中，由于比较的对象、比较的项目和标准
以及比较的目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比较研究”[5]。在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文化研究中，跨文化研究方
法运用较为广泛，尤其对不同的文化在结构、要
素、意义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常见。跨文化
比较研究方法，将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民
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广泛运用，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研究结构的研究，其在大量的
不同民族语言比较研究基础上所撰写的《结构人
类学》认为，所有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持有不同文
化者的思维结构的不同，而思维结构主要与语言
结构的不同有密切的联系。[6]这对语言学研究也有
一定的影响。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究》是在

汉语与哈萨克族语、维吾尔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之后形成的语言学著作。该研究方法与民族学（人
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具有相同性。作者在分
析维吾尔语本体特点、哈萨克语本体特点和新疆
汉语方言概况的基础上，通过汉语对维吾尔语和
哈萨克语的影响、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对汉语的
影响，并以不同语言使用举例为基础，具体研究了
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不同语言的
比较，作者又总结出了新疆民汉语言圈层规律：一
是语言是个层级结构，语言集团呈梯形分布。层级
结构由三部分组成：顶层语言（supreme language）、
高层语言（high language）、低层语言（low language）。
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处于顶层，维吾尔语作为
自治区通用语言处于高层，其他民族语言的位置

相对较低，可属低层语言；二是语言以祖语为核
心，语言集团以优势语言为中心；三是语言按混
合—推移方式形成，语言集团沿波浪式发展；四是
语言发展具有相关性，语言集团也互为他用；五是
语言具有类聚性，不同语言凝聚成群；六是语言是
自主的，语言集团是互补的；七是语言受外界制
约，语言集团受域内外影响；八是语言走向统一，
语言集团区域整合；九是语言是文化的表现，语言
集团是文化交融的结果。

跨文化研究方法是当前社会科学领域内学科
交叉的连结纽带，《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
律研究》是语言研究方法的学科交叉典型代表作，
其对研究新疆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首先对
新疆双语教育研究从语言理论到语言实践方面，
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作者依据新疆双语教育的现
状，从语言本身出发将新疆的双语教育总结为两
个梯次、两个圈层和两个范畴的立体结构，并对新
疆双语教育目标与作用、教育方法与策略，进行了
分析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评价体系，这已经深入到
双语教育的本质。其次，对新疆双语文化之间的相
互影响，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疆民汉语
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究》虽以语言研究为主，但
作者并没有隔断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环境之间的
联系，不管在语言的基础上研究文化，还是在文化
大背景中研究语言，圈层规律既是一种新的研究
理论，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因此，其对新疆多
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大“文化圈”研究影响深远。

三、社会关系研究共鸣：语言学与民族
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似的研究内容

社会关系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如语言关
系、经济关系、民族关系、文化关系、地域关系都可
视为不同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看来，语言作为一
种社会结构，主要研究其结构性特征以及在社会
结构中的作用；在民族学（人类学）看来，语言作为
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其在不同民族文
化中的意义。对于语言学来说，语言研究兼备了社
会学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的
“文化意义”。

语言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
内容之一，这些学科研究语言必须借助语言学的
研究理论与方法；语言学研究语言离不开民族学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知识。从社
会关系角度来讲，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融合
程度、相互影响深度都可以体现出不同民族及其
文化之间的关系，融合程度高影响深度大说明民
族之间的社会关系融洽、文化联系紧密。语言关系
都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民族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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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一个主要参考标准。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究》作者

从文化语言学—文化圈和文化中心论、应用语言
学—言语顺应理论、社会语言学—社会网络、历史
语言学—波浪理论等相关学科透视了圈层规律，
并以新疆哈密、伊宁和吐鲁番三个地区的语言结
构为分析对象，对三个地区民汉语言关系进行了
对边研究。作者认为形成语言关系的根本性因素
是社会因素，因为民族杂居是形成共性的基础，中
华文化是形成共性的动力，和谐关系是形成共性
的保障，语言政策是形成共性的补充。在语言关系
形成共性基础上，作者又提出了新疆民汉语言接
触的几种模式，如因经济交往、文化传播、民族迁
徙、环境变化等导致的语言间直接借用现象的“直
接型”、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民族接触
并形成的一个连续体的“历时型”等等，都与各类
社会关系，如文化关系、民族关系、经济关系等联系
紧密。

因此，语言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新
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究》从地域、民
族、文化、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对新疆民汉语言接触
圈层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以语言为研究
对象，借助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关
系”研究，在内容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可
以将语言学研究的内容作为民族学（人类学）和社
会学研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语言学研究语言与
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
性，因为语言研究离不开其存在的社会与文化。

总之，《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
究》虽是一本语言学研究著作，但其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本著作是关于新疆多
民族地区多语言的研究成果，是一本地域性特色
浓厚的纯语言研究著作；第二，本著作是在不同民

族语言比较的基础上，在不同语言相互接触和影
响的过程中，在挖掘不同民族语言趋于融合的同
时，又折射出不同民族语言的民族特点，体现了民
族性，是一本民族语言研究著作；第三，本著作在
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方面，以语言学为基础，但
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也借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
究方法和理论，学科交叉性突出，这也是当前社会
科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不同学科在研究过程中
依赖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与理论而得到学术界的
认可，因此这是一本时代性较强的前沿著作。语言
作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在多民族地区和谐
社会、和谐文化构建过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该著
作对新疆双语教育和民族文化研究，带来了不可
轻视的启示性作用，尤其对民族学（人类学）新疆
多民族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新疆民族地区社
会，具有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所以说，《新疆民
汉语言接触影响圈层规律研究》是一本理论意义
和现实价值较强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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