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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广西方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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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生态概念是由美国学者 Haugen 提出的，他认为

语言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语言和所处的环境

联系起来即语言生态。我国自然地理环境多样，从语言生态视

角下研究我国方言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许多地区语言环境变得严峻，我国濒危语言也不断

受到关注，目前有一些基于语言生态视角的语言研究，但是研

究内容尚少，分析也不够全面和深入。语言生态问题与文化传

承和发展密不可分，语言作为传承文化的基础不可或缺。如今，

随着流行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广西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集

地，地理条件复杂，语言种类丰富，在广西与外界文化不断交

融的背景下，广西的方言也不断受到冲击。本文，笔者将探讨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广西方言存在的意义、发展方面现存的问题

以及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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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语言学的概念

生态语言学包括生态科学和语言学两部分，是将语言放在

生态环境下进行研究，其实是将语言作为生态环境催生出来的一

个物种，研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Haugen 认为生态环境是

导致语言发展、淘汰的决定性因素，当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不

同语言种类之间相互竞争，不能适应生态环境的语言就可能走向

灭亡。这一过程中外部环境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共同发生作用，

影响人们在表达中对语言的选择，这是影响语言演化的“无形的

手”，对语内间的相互影响和语际间的竞争和共存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二、 方言多样性与自然环境中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

语言多样性产生于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发现生物

多样性高的地区语言多样性程度也更高。土著社群对当地的自然

环境有一套精密而复杂的适应系统，反映着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深

刻理解，这种理解反映在土著居民的口头传统上，形成社群语言。

民族植物学家及民族生物学家都承认，恢复土著名称的口头传统

对濒危物种恢复及复原活动的成功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全球都在倡导构建生态文明，谋求全球语境下的文化

共生共荣。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要中，提出和谐社

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协调发展。

研究语言生态的平衡与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协调发展意

义重大。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语言与少数民族文化密切相关，

语言生态问题的探讨更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研究语言生态问

题，对繁荣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建设“文化广西、

生态广西”均大有裨益。研究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性

具有重要意义。

三、广西方言生态问题研究的意义

（一）对语言研究和保护工作的意义

方言生态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方言本身的纵深研究、加

强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拓宽语言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

人口学、环境科学、生态学、历史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

等学科的结合面，进一步发展并加强边缘学科的优势，具有理论

研究和应用研究价值；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唤起更多的具有强

烈使命感的学者参与进来，关注方言生态问题，为解决全球性的

语言生态危机贡献智慧和力量。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引起人们对

方言尤其是濒危方言的广泛关注，对于方言的传播和发展、对于

濒危方言的保护，均有直接作用。

（二）对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意义

广西地处亚热带区域，又位于沿海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这里气候宜人，生物种类多样，孕育了大量珍稀物种。在生态环

境的催生下，多样化的方言产生，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发展轨

迹一样，都是从原始形态到低级形态再发展到高级形态；在生态

环境的变化下，语言也不断发展变化。语言际关系与自然界生态

际关系一样，都是共生共长、和谐竞争，协同发展。语言多样性

与生物多样性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多样性在生物的多样性

下产生，又与生物多样性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保护语言的多样

性就是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因此，研究语言生态问题对保护生物

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方言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也影响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

展，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方言关系到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语言

是文化产生的基础，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组成部

分，是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所在。方言与民族的关系

十分密切，广西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天生是一个丰富的语言宝库，

在广西除了汉族以外，分布着大大小小 12 个民族，各民族语言各

异，而且双方言、多方言的现象普遍，这也使得广西民族风情浓郁，

具备独特的文化魅力。但随着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文字的逐渐退化、

消失，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令人堪忧。

（三）广西语言生态问题研究的实用价值

广西少数民族聚集，方言种类丰富，方言研究工作比较典型，

可以作为国家方言研究工作的先行试点。国家开展语言普查具有

现实必要性，符合保护和促进语言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符合

新时期调整语言政策和当代语言科学创新与发展的需要。语言濒

危已成为当代全球性的问题，国内语言生活急剧变化，由语言引

起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凸现的情况下国家开展语言普查具有现

实紧迫性。

语言普查一般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该语言做调研和收录

整理；二是调研该语言的生态系统，研究其传承与发展。在广西

这样一个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都极其复杂的地区研究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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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有助于广西各民族民族语言和谐共生，有利于保护地方文

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同时可以为国家语言普查工作的

开展提供基础的、区域性的可靠数据。

四、广西语言生态问题研究的内容

（一）广西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方言现状的研究

广西地区汉族方言和少数民族方言共生。在广西，方言分布

比较复杂，粤语（白话）、西南官话（桂柳话）、平话、湘语、

壮语是使用比较广泛的方言，除此以外还分布有不少数量的使用

范围比较小的其他汉族方言，有闽南语等。白话是广西使用最广

泛的方言，主要流行于南宁市、横县、桂平市、平南县、崇左市

以及下面的县市、百色市部分地区、柳州市部分地区。不同片区

的白话有些能互相听懂，但是存在差异。桂柳话是广西使用人口

第二多的方言，桂柳话于明代传入广西，是明朝傅友德、沐英等

人平蜀征滇之后大量士兵进入广西戍守或屯田带来的。壮族人把

说西南官话的人称为“军人”，把西南官话称为“军话”，由此

产生西南官话的说法。平话大体可以分为桂北平话和桂南平话，

两者之间差异非常大，互相听不懂，平话主要是在唐代在广西发

展起来的，唐宋时期是广西比较统一使用的公共通用语。方言之

间相互影响，方言受少数民族方言影响，方言受普通话影响，形

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广西濒危方言调查及保护

保护和抢救濒危方言是构造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内

容，这不仅是方言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涉及到语言政

策、民族政策和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广西境内有哪些方言处于

濒危边缘，造成方言濒危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拯救濒危方言等都

亟待研究和解决。值得庆幸的是广西语言生态系统的发展已经得

到有关学者和政府的重视，相关的保护工作长在积极进行和开展。

2017 年广西政府着力建设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数据库规范系统，

收录包括那坡彝语、环江毛南语、侗语南部方言、壮语方言邕南

土语总计 4 万多条的状语词汇的语音，初步形成濒危语言语音数

据库。

五、对广西方言研究的思考

尽管关于广西的方言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业绩，但目前仍然

存在很多问题。广西的方言研究和保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一）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念

语言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旧的表现形式不断小时，新

的语言风格、新的词语不断产生。在这一过程中，对语言采取什

么样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语言的发展，是采取排斥外来语言

以保持语言的纯洁性还是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接受外来新势力，

这是语言学界一直争论的话题。任何语言的生命力都蕴含在它不

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能否适应交际环境的新变化是语言是否继

续前进的基础。但是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和逻辑，外

界影响过大会导致语言丧失原来的面貌。这其中的界限如何确定

是问题的关键。对于现存的广西方言来说，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因为，就广西方言目前的处境来说，它们受异化影响的力度更强烈，

变化也更深刻，因此，“语言纯洁”和“语言宽容”两种观点的

争论更加激烈尖锐。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当语言环境受到外界冲击时，关键

是对于正在实际运用且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语言加强宣传，对于

其中已经不适用、正在衰退的语言采取更加宽松的态度，不能按

照严格的表尊限制其使用。年轻人的语言变化一般比上一辈人快，

在民族语言衰退的环境下，年轻人对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一般劣

于上一辈人，年轻人推崇的语言可能会受到上一辈权威人士的批

判甚至全盘否定，进而引起语言的内部矛盾。我认为权威人士对

于年轻人流行的语言应采取适度宽松和灵活的态度。民族代代传

承的语言带有一定的神圣和民族情结，我们应该在维护本族本族

语言纯洁性的同时，适当包容外来语言的新鲜含义，不能采取绝

对的狭隘视野，因为这样很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想让

大多数人使用和保留本族语，就必须认识到，即使语言的结构特

点有所改变，仍然是群体特性的标志和传统文化的载体，仍然具

有极大的、不可替代的心理和文化的价值。 

（二）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语言政策

针对关系处在濒危环境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制定相关保护政策

是很急需的。随着语言保护工作不断被提升日程，各个国家都越

来越重视本国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进

行语言保护、制定语言政策时，将本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内容进行考虑，针对濒危语言制定具体明确的政策。政府

行为对于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意义重大。借助政府行为，通

过一系列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濒危语言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延缓或遏制濒危语言的衰亡进程。当前，政府对于广西语言保护

工作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而且我国也有关于语言保护工作

的立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明确的法规和条例，但是针对

目前广西语言的现状立法工作还需要继续加强，需要针对其保护

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条例，并制定可操作的分类指导措施。

结语

广西地区方言丰富，方言生态问题关系到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特色文化传承发展等方面，构建良好的方言生态环境对广西地区

语言发展、民族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都有重要意义。同时，

广西方言生态问题研究可以作为其他地区语言研究的参考，为其

他区域的语言研究的传承发展提供思路。在保护民族语言的过程

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语言中的群体特性标志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

基础上可以吸收外来的新鲜语言；同时政府要加强语言保护的政

策建设和立法工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的保护工作很大

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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