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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谭志满的《文化变迁与语言传承——土家族的语言人类学研究》一书将要与读者见面了。
作者说这是他十年来从事土家语学习与研究的。
一个小结，真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了。
但这个工夫没有白费，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没有愧对他十年的辛劳。
　　《文化变迁与语言传承——土家族的语言人类学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拥有古老文明
的民族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如何适应时代的变迁？
这里遇到了两难的抉择：要民族传统文化还是要现代化？
这个问题本来不难回答：两样都要！
但如何要，要得着吗？
具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既能保护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能促进现代化的实现，这是摆在每个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
我国民族情况复杂，每个民族的历史境遇，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都不相同。
在相对迟缓的条件下，要赶上全国飞快发展的形势，赶上全国现代化的步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这里有选择，有争取，有割舍，有摒弃。
每个民族要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前景。
　　在不可阻挡的现代化大潮中，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困难。
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传统文化有必要费大劲去保护吗？
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少数民族成
员掌握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会不会妨碍他们赶上现代化的进程。
如果我们相信物质生活的改善还需要精神的动力，如果我们还相信精神力量对物质生活的反作用，认
识必然是肯定的。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中还储藏着一个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
丢失一种语言，同时也丢失一种文化，这不仅对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损失，更主要的是丧失一
种数千年积累的智慧。
这种智慧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现在还很难估计。
汉族人读《易经》，讲《道德经》，很难说它们对社会的现代化有什么直接的作用，但它是人们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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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变迁与语言传承：土家族的语言人类学研究》运用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与
方法，以濒危语言——土家语为个案，在文献以及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土家语的历史以及现状进行了梳
理和探讨，并就文化变迁背景下土家族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传承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文化变迁与语言传承：土家族的语言人类学研究》由九章组成。
　　第一章主要概述了研究的缘起、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基础以及选择湘西自治州的坡脚、潭
溪作为土家语方言点调查研究的缘由。
　　第二章主要对土家族族源研究进行了归纳，对土家语区域的传统文化以及土家语的特征进行了概
述。
土家族是一个以巴人为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融合了众多族群的复合体，这也是造就土家族文化系统
中诸多亚文化系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土家语可分为北部方言与南部方言，两大方言各有自己的特征，而方言区内的宗教信仰、习俗节庆、
民间艺术等传统文化则基本一致。
　　第三章探讨了民族文化变迁对土家语本体特征的影响。
由于不同时期土家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接触，土家语受到了其他民族语言特别是汉语的深刻影
响，这种影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涉及对土家语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等不同层面的影响。
　　第四章阐述了民族文化变迁对土家语传承的影响。
本章梳理了历代谱牒、方志以及口碑材料所反映的历史上土家族语言使用情况；并就20世纪50年代土
家族识别阶段的调查材料分析了当时土家族语言的使用状况；还从多个角度对母语保留型社区——坡
脚土家语现状、残留型社区——拉西峒土家语现状、转用型社区——双凤村土家语现状进行了调查和
研究。
　　第五章主要从外来文化的影响、学校教育的推广、不同民族的杂居以及相互通婚、传统经济的现
代转型等方面阐述了土家语交际功能的历史变化。
　　第六章从民族语言的文化性质与文化价值对土家语进行了论述。
阐述了民族语言除了本身具有的文化性质外，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民族语言就是民族文化以及民
族精神的浓缩；探讨了土家语俗语独到的文化意蕴；探讨了土家语地名文化以及姓名文化及其传承与
变迁；还对土家族民间信仰仪式过程中土家语的传承与变迁进行了调查与研究。
　　第七章分析了母语危机与濒危语言的关系，并就土家族母语危机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土家族母
语危机不仅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保存是一个挑战，而且对民族凝聚力也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第八章从总体上阐述了民族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发展规律、民族语言文字的作用以及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工作取得的成就；还就土家族语言文字创制情况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对土家族个别地区开展
双语教育进行了调查；同时对土家族语言文化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建议。
认为要保护和传承土家族语言，关键在于土家人要努力成为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守护者；同时主流社
会应该创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使民族语言更好地服务于民族社会，通过民族语言政策的实施来实
现人类语言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的多样性。
　　第九章探讨了文化变迁与民族语言传承的关系以及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指出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的多样性，是确保人类成功生存的关键。
如果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遭到破坏，就会缩小人类可以利用的知识库，从而削弱人类的生存能力，也使
人类五彩缤纷的生活方式和大干世界变得单调。
我们相信，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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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少数民族语言是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非物质文化”，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155届会议报告的附件中提到，口头和非物质
遗产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
该组织在2002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形式的口头表
达；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与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统性、口头性、民间性、濒危性、可持续性等特点。
现在，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成为濒危语言，学者们认为，濒危语言就是在本世纪内将要消失
的语言，所以濒危语言应该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
我们认为，语言与非物质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语言是人类创造、习得、传承的一种非物质文化现象，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非物质文化的构成部分。
其次，语言又是其他非物质文化形式的主要载体，是其他部分文化的生存依托。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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