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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达斡尔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少数民族，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调适和重构自己的
语言和文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使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这是一个民族顽强生命力的表现，是一个民族在全国多民族大家庭中能够自立、自强的内在动力。
对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个案研究，必将加深我们对民族文化存在价值的理解，也将加强我们对世界文
明多样性的信心。
　　丁石庆的《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一达斡尔族个案研究》一书研究达斡尔族的语言文化
及其演化历史。
作者把语言和文化放在同步演化的轨迹上，对达斡尔族的母语文化、双语文化、方言文化进行了详尽
的个案分析，其中探讨了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演化特征，揭示了达斡尔族特殊的文化
发展轨迹，展示了达斡尔族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调适与重构的手段和方法。
本书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个层次解释了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的基本特征，分析了社会各
转型时期母语文化与异质语言文化之间接触、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双语文化现象，总结了达斡
尔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趋势。
这对达斡尔族及我国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持和发展，对处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都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民族不分大小，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都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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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达斡尔族个案研究》将双语族群的语言文化划分为母语文化
、双语文化、方言文化三个子系统，以中国人口较少的北方少数民族——达斡尔族的语言作为分析样
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及田野调查材料，运用描写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文化
语言学等方法，构建了一个语言文化的类型解释模式，将双语族群的语言文化系统纳入或还原至原生
与次生的文化环境中，试图阐释人类各种文化组成部分中，语言文化的特殊性、自成体系性、其类型
上的多样性、语言文化发展历程的浑沌演变规律，以及双语族群在其语言文化演变历程中所采用的调
适与重构方法。
　　全书共十章，大致可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章）：介绍选题的目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选题的学术研究价值、写作原则与方法等，突出强调了“以人为本”的语言学研究理念和采纳“特定
环境适应说”文化定义的理由，阐述了以语言与文化“同构”理论为依据，综合运用描写语言学、对
比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语言学研究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及非线性思维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
，对我国典型的全民性双语族群——达斡尔族的母语文化、双语文化、方言文化进行个案课题研究的
多重学术价值。
　　第二部分（第二章）：以导论部分建立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为基础，分三个层次阐述了对语言的
文化本质的认识。
第一层次，语言文化及其构成体系、各系统的特点及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语言文化及其相关概念切入，将语言文化划分为母语文化、方言文化、双语文化等类型或子系统，
并对各子系统的特征及其功能加以阐述。
所谓母语文化即指本民族固有语言文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稳定性等特点；双语文化指在兼用两种
或两种以上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异质语言文化的融合形式，具有双重性、兼容性等特点；方言文化指
各种语言在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在方言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亚文化特征的
语言文化系统，它具有地域性、变异性等特点。
第二层次，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的源与流。
从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和资料论述契丹语言文化与达斡尔族母语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
第三层次，达斡尔族的语言文化的结构及演化特征。
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主要特征，认为母语文化是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主流，并贯
穿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发展历史的始终；清代中期始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出现了达斡尔一满双语文化现象
，而自清末以来则主要表现为在全民性达斡尔一汉双语文化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方言区局
部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文化现象。
　　第三部分（第三、第四、第五章）：根据文化的“特定环境说”及“语言与文化同构”的基本理
论，运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词汇材料以及其他旁证材料，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个层
次解析了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的基本特征，认为达斡尔族母语文化系统反映了达斡尔族多元的传统经济
生产模式、以父系家族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和以具象思维及多神信仰为特征的观念体系。
　　第四部分（第六、第七章）：以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发展史为纵轴，具体分析了达斡尔族社会各转
型时期母语文化与异质语言文化之间接触、交流、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双语文化现象，其中包括清代
达斡尔族与满族的民族关系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达满双语文化现象、清末以后达斡尔族的达汉双语文
化现象、民国时期达汉蒙双语文化现象等，并论述了达斡尔族在双语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选择与调适、
认同与借鉴、整合与重构等方面的方法与整体文化品格。
　　第五部分（第八、第九章）：综合学术界对达斡尔族方言划分的意见，将达斡尔语言划分为布特
哈、齐齐哈尔、海拉尔、新疆四个方言，并就各方言区的语言变异现象和亚文化特征以及各方言区具
有地域特色的双语文化现象进行了描述与综合分析。
　　第六部分（第十章）：系全文的结语部分，分三个层次进行了概括总结。
　　第一层次，运用浑沌学的原理分析和概括了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规律；第二层次，总结了达
斡尔族语言文化发展史的几个重要启示：重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拥有大量优秀的双语
人群、复合型双语思维优势等；第三层次，概括总结了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的四个发展趋势：1．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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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趋于弱化；2．双语文化日益泛化；3．方言文化渐显个性；4．非母语文化发展迅速。
　　本文首次尝试将双语族群的语言文化系统划分为母语文化、双语文化、方言文化三个子系统，同
时将上述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演变历程视为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过程，并对具体的浑沌演变
轨迹进行了新的文化诠释。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

作者简介

　　丁石庆，男，达斡尔族，1956年６月生于新疆塔城。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教授，博士生、硕士生导师，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
兼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中国双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阿尔泰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
曾赴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高级访问学人等。
丁石庆教授独立撰著《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双语文化论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达斡尔族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
文.2003）等论著；主编《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副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2005）等教材或论著；参与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郭福昌主编.云南人民出
版社.1999）、《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

书籍目录

内容提要序第一章 导言一、论题缘起与基本思路二、论题的学术研究价值第二章 语言文化：初始与
演化一、语言文化概说二、当今世界与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特定环境”三、达斡尔族母语文化源流
四、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结构及演化特征第三章 母语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的重建一、早期物质文化的“
特定环境”及其相关史料记载二、渔业文化的母语重建三、猎业文化的母语重建四、牧业文化的母语
重建五、农业文化的母语重建第四章 母语文化：父系家族社会关系的再现一、哈拉、莫昆名称与自然
环境二、哈拉、莫昆：氏族内部规约三、哈拉、莫昆制度的社会作用四、哈拉、莫昆与传统居住方式
五、哈拉、莫昆与亲属称谓制度第五章 母语文化：语言思维及价值观念模式的浇铸一、母语结构与母
语思维基础二、母语思维延伸的起始点三、多神信仰及其相关的价值观念第六章 双语文化：达一满族
际语言关系的历时演化一、清初达斡尔族社会转型及达一满族际关系二、达斡尔语言中的满语成分三
、清代达一满双语文化发展历程四、清代“达呼尔文”的形成与发展五、清代达斡尔族的书面文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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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语言文化各子系统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1）母语文化　　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有共同的演变规律，无论是哪个民族，无论分布在哪个区域，人类的本质属性是相同的，即是说，人
类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地域，但作为一种生物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存在物，其追求的目标是大体相同的
，并且各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都在沿着这些共同的目标在发展和前进。
正是这一共同的特点，才使得人类文化在类似的生活条件下必然产生类似的文化成分。
这是人类文化之所以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基础所在。
由于不同的民族或文化群体是生活在特定的环境里的，他们的文化是在这种彼此有别或迥异的环境中
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使得每个民族的文化又具有一定的个性。
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历经沧桑，源远流长，积淀在人们心理素质之中，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时刻
在规范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并随着生命的延续，代代相承，构成了该民族传统文化的动态历程
。
传统文化有着自身强大的内聚力，具有一种天然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虽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
族自身的文化演进进程，但也正因为它的存在才有效地保存了这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因
子，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的价值所在。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由此彰显，而这同时又是构成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根本原因。
即使在一个民族内部，也由于居住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及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内涵、途径、
形式等不同而出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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