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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图瓦语变迁

——以图瓦人语言态度与语言选择为例

娜荷芽

摘要：日常生活与语言之间密切的联系使日常生活领域成为语

言变迁研究的探讨视角之一。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们使用的语言丰

富多彩。这不仅体现在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种类，也体现在不同场合、

社会语言环境中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类型。本文将围绕人们的日常语

用主题，从语言态度与语言选择视角来讨论在文化接触背景下现实

生活中图瓦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这一情况所展现的图瓦语言文化

变迁特点及其意义。研究发现，图瓦人对图瓦语的认同感普遍高。

同时，随着俄语在图瓦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方式中占据越来越

重的分量，作为族际交流语言的俄语逐渐成为一部分图瓦人的母语

或第二语言。本文的分析体现出俄罗斯文化和图瓦文化的融合与共

存以及图瓦文化采借俄罗斯文化的内容和特  点。

关键词：图瓦语 语言态度 语言选择

作者简介：娜荷芽，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研

究方向为图瓦民族学、语言人类  学。

一、语言与日常生活

霍布斯鲍姆认为，作为国语的方言原本就是口语，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属

于少数人的语言，就不甚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优势语言在政治上享有绝

对的分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013： 58）。他肯定了语言在一国政治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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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在一个双（多）语制国家或地区，掌握主流文化语言或族际交流语言

显得非常重要。语言的这一重要性使得人们的日常语用、语言的选择等都处

在不断变化中。平时与他人交流时使用族际交流语言或主流文化语言的人并

不一定被限制在家庭、私人环境和市场等公共场合不能使用其本民族的语言。

人们使用一种语言进行日常沟通或交流并不意味着他们便忘却或规避另一种

语言的使用。尤其在一个双语制社区里，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用途而选择使用

不同的语  言。

我们不难理解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更替而进行的调整和适应。在一个

双语制地区，通行率高的族际交流语言或主流文化语言通常是占据优势地位

的。对于一个掌握主流文化语言的少数民族人来说，会主流文化语言并不会

给他带来任何不利之处，反而可能会为其带来积极影响。霍布斯鲍姆曾说在

多语、双语社会中，只会说一种语言，就好像是上了脚镣手铐一般，无法行

动自如。“与强势语言比邻而居的地方方言或少数语言，日益面临衰退命运，

不过这种衰退并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国语压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013： 

112）。由此及彼，与主流文化语言并居的少数群体的语言即便会面临衰退的

可能性，但也并非一定是由主流文化语言的逼迫而造成的。反而，这与少数

群体内个体的意愿、喜好、选择、态度的集合息息相关。就像霍布斯鲍姆提

到的，以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大国对文化自由即多元主义的保护，绝

对胜于以追求族裔、语言和文化同质性为目标的小国，因为大国人民深知他

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度内，因此必须彼此包容。由此，我们可

以认识到，像俄联邦这样的多民族大国力求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得到保护和传

承，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共生存、共发展之态。然而，人们的语言习

惯和语言选用会受到个体意愿等主观因素的较大影  响。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部分和主要部分。语言不仅

是言语技能的社会产物，也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一机能所采

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2005： 30）。他认为言语

活动既有个人的一面，也有社会的一面。如果将言语活动的这两个面单独区

分开来讨论是不成立的。没有个人一面，也就没有言语活动社会的一面。个

人的言语行为正如言语活动的胚胎，而这一胚胎的茁壮成长须依靠每个人言

语行为的不间断地复制。从而个人言语活动的胚胎通过复制形成社会言语活

动。从社会集体较广的视角窥探人们的言语行为、语言选择、语言态度可以

使我们了解某一群体、民族的语言现状和变化。也可以说，语言的社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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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我们去探索个人及集体中人们的语言行为和实践。为了适应或迎合当下

流行的潮流、思想、价值观，人们对于语言使用也发生了变化。举例来说，

为了吸引顾客购买产品，商人们会调整宣传和广告语言。顾客们也会逐渐适

应这样的语言变化和环境。如此种种社会的影响无一不是语言文化变迁的推

动  力。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语言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习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

行为、习惯中，这一语言习惯早已被人们无限复制。人们无法忽略日常生活

的各种习惯、细微而琐碎的生活细节对于个人的语言习惯、语言选择、语言

地位的时刻而持续性地提醒作用。它的这种提醒作用频繁而熟悉到人们并不

会觉得这是一种提醒。人们的日常语言行为所体现的语言习惯、选择、态度

可在社会生活具体习性中被发现。人们的想法和语言的使用都被包括在这一

生活习性中。同时，思考的方式或言语行为代表着人们的文化属  性。

二、语言态度与语言选择

日常生活中，人类与语言密不可分的关系已证实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是

人类交际的媒介，人类又是语言传承者。现实生活中，语言选择、语言态度、

语言倾向等因素时时刻刻伴随人们的言行。从呱呱落地的婴儿时期，人们就

已经进入了一个被各种语言包围的世界。从咿呀学语开始，人们或被动或主

动地在习得某一种语言。对于母语的定义学界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人出生

后第一个接触和学习的语言便是母语。还有人认为母语是一个民族的语言，

并不一定是人最早接触的语言。联合国对这一词的定义为一个人自由习得的

语言，通常是其思维与交流的自然工具。在一个人的生长和学习过程中，母

语起到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人们多以母语思维来进行思考和辨别，母语是

其思考的基础。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单一民族地区或国家，母语就是其民族

语言、国家语言。对于一个移民国家、多民族国家或地区来说，母语不一定

是母国语、民族语。而且，人不一定只有一种母语，也可以有双语或多语。

随着人类不断地迁徙和演进，人口流动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人口流

动、身兼数种身份等也已是人类社会见怪不怪的现象。多元的、包容性强的

社会文化孕育出单语者、双语者、多语者等多种类型的语言群体。在全球化

大背景下，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包容。人们心中对语言的认知也变得

越来越多元且丰富。同时，影响人们的语言知识、语言认知、语言认同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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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纷繁多样。根据自身的经历、经验、认知等，人们对母语的看法和认识也

各自不同。人们对语言不同的认识与其生长、生存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因

此，不同的语言观念可以揭示语言文化变迁和发展。在多元文化并存，文化

接触频繁的社会里，人们对母语、语言使用、语言倾向有着多样的认识和理

解。从而也影响着人们的实际语用和这一语言的变  迁。

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人们面对多语种会做出不同的语言学习选择。

有的人选择学习主流文化语言，有的人则选择非主流或自己的民族语言。在

这样的社会中，也不乏有很多人同时学习两种语言，使其并驾齐驱，力争掌

握好每种语言能力和知识。在多语环境里，因为不同的家庭和语言背景，在

语言学习过程中，人们对语言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有所不同。也就是

说，人们不同的语言学习难易程度感受是客观存在的。有的人觉得学习主流

文化中的语言较容易，有的人则觉得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更容易些。任何一

种学习行为，都有相应的学习方式和途径。尤其是多语社会环境中，人们学

习多语的方式不尽相同，因人而异。语言学习环境也可被分为私人环境和公

共环境。比如，家庭和学校便是两个不同的语言学习环境，而且有各自的语

言学习性质和方式。家庭环境中，人们的语言习得是较自由的，主动学习和

被动学习同时进行。而学校环境中，人们的语言习得既有自由的学习过程，

也有义务性的、强制性的语言习得实  践。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习得的语言，学以致用是语言学习的目的。日常生活

中，人们主要通过语言来进行交流和来往。现实中，人们的语言选用行为既

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在一个较私密的空间和场合里，人们的语言选

用也是较自由的、随意的。而在一个公共的、非私人空间和场合里，人们的

语言选用又是受限的，非随自己意愿的。在家里，即便人与人之间使用双语

或多语进行交流，哪怕是交流者之间一方与另一方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只要

能达到交流目的，谁人用何种语言并没有限制，可以自由选择。然而，在某

些公共场合，考虑到交流对方的语言，人们会选择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达到有

效沟通的目的。日常生活中不免会有公共场合语言交流和私人领域语言使用

的区别。霍布斯鲍姆认为人们在私人场合和公共场合使用的不同语言之间不

会出现什么问题，就算私人领域内使用的语言和公共语言同时并存也没有关

系，因为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通行范围，就像小朋友都知道跟父母要说

方言，跟老师同学则要说国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013： 110）。由此我们

也可推出，其实在双语制社会中，哪些场合使用哪种语言都与个体的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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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息息相关。每个个体的语言使用是自由的，也代表个体的语言态度和想

法。但是每个个体的语言态度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编制成一个语言群

体或社区的语言态度时，便会有可能映射整个社会的语言态度。语言态度会

逐而成为语言变迁的影响因素之  一。

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医院等不同的场合和环境中，一个人的语言常

常面临切换的需求。久而久之，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对语言的选用、态

度、倾向、观念就会发生变化，也会影响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反之，语言变

迁和发展又会影响人们的语言选用、态度等。因此，语言与日常生活是共变

共存  的。

俄罗斯文化与图瓦文化之间的接触由来已久。这对图瓦语的发展和变迁

带来有迹可循的社会文化背景。两种文化接触过程中，图瓦语也在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产生于客观物质世界，也见于主观精神世界。为进一步探讨日

常生活图瓦语、俄语的使用情况，本作者对克孜勒市的图瓦人进行了问卷调

查。从而力求进一步讨论文化接触视域下的图瓦语使用情况和变  迁。

共有 143 位克孜勒市图瓦人参与该问卷调查。其中 12.6% 的人为 18 岁

以下，53.8% 的人为 18 岁至 77 岁，14.7% 的人为 31 岁至 40 岁，16.1% 的

人为 41 岁至 55 岁，2.1% 的人为 56 岁以上，另有 0.7% 的人没有给出答案。

44 位男性，94 位女性提供了性别信息，另有 5 个人没有提供。接受问卷调查

的人当中只有 1.4% 的人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其余 95.1% 的人均接受过中

学及中学以上学校教育。143 位图瓦人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其中 47.6% 的人

在城市受（受过）教育，另有 51.8% 的人在旗或村落受（受过）教育。该问

卷调查共有 19 个问题组成。问卷主要围绕图瓦人的日常用语提出相关问题，

其统计分析如  下：

表 1 自己、父亲、母亲、孩子的母语种类（数据来源：根据本作者问卷调查整  理）

选  项 图瓦语 俄语 图瓦语和俄语 图瓦语、俄语和其他 其他 未答

自己

比例

94.4% 1.4% 1.4% 0.7% 0.7% 1.4%

父亲 92.3% 1.4% — — 2.8% 3.5%

母亲 91.6% 0.7% 0.7% — 0.7% 6.3%

孩子 53.1% 9.1% 2.1% 0.7% 14% 21%

表 1 显示，94.4% 的人认为自己的母语是图瓦语，1.4% 的人认为是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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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同样有 1.4% 的人认为是图瓦语和俄语两种语言。另有 0.7% 的人认为图

瓦语、俄语还有其他语言为其母语。92.3% 的人选择图瓦语为其父亲的母语，

只有 1.4% 的人认为俄语是其父亲的母语。问到母亲的母语时，同样选择图瓦

语的人数为最多，91.6%；图瓦语和俄语同为其母亲的母语的人数只占 0.7%，

另有 0.7% 的人认为是俄语。关于孩子的母语问题，孩子的母语是图瓦语的

比例比父母和自己少，为 53.1%。而 9.1% 的人选择了俄语，这一比例比父母

和自己的母语选择比例反而多。其中，图瓦语和俄语两种及两种以上的选择

各占 2.1% 和 0.7%。14% 的人选择了除图瓦语和俄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其中

21% 的人没有给出答案。表 1 展示了三代人的母语种类。整体而言，孩子这

一代的母语是图瓦语的比例变少，母语是俄语的比例均变  多。

表 2 学习图瓦语和俄语难易度（数据来源：根据本作者问卷调查整  理）

选  项 不难 有点难 非常难 其他 未答

图瓦语
比例

32.9% 43.4% 16.1% 3.5% 4.2%

俄语 47.6% 42% 6.3% 0.7% 3.5%

关于图瓦语学习难易程度的问题，43.4% 的人认为学习图瓦语有点

难，16.1% 的人认为非常难，32.9% 的人觉得不难。关于俄语学习的难易程

度，选择人数最多的选项是不难，为 47.6%。觉得有点难和非常难的人数各

占 42% 和 6.3%。总体来看，觉得学习俄语难的人数略高出觉得学习俄语不

难的人的比例。然而将两种语言的选择对比来看，多数人觉得学习俄语不难

的人比觉得学习图瓦语不难的人略多。整体而言，觉得学习图瓦语难的人

（59.5%）要比觉得学习俄语难的人（48.3%）多。

表 3 学习图瓦语和俄语途径（数据来源：根据本作者问卷调查整  理）

选 项 学校 家里 自学 其他
学校、

家里

学校、家

里、自学

学校、

自学

家里、

自学
未答

图瓦语
比例

21% 39.9% 9.8% 15.4% 6.3% 0.7% 0.7% 0.7% 5.6%

俄语 74.8% 7.0% 4.9 4.2% 4.2% 0.7% 0.7% — 3.5%

如表 3 所示，关于如何习得图瓦语的问题，答案分类稍多。其中在家里

学习图瓦语的比例占 39.9%，其次是学校 21%，选择其他和自学选项的人数

各占 15.4% 和 9.8%。学校和家里双选择人数占 6.3%。学校、家里和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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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自学，家里和自学等三个选择均各占 0.7%。关于学习俄语的情况，选

择比例非常明显，74.8% 的人选择学校。只有 7% 的人在家里习得，4.9%

的人自学，通过其他方式学习的人占 4.2%，选择学校和家里选项的人也占

4.2%。学校、家里和自学以及学校和自学选项均各占 0.7%。总之，多数人在

家里习得图瓦语，在学校习得俄  语。

表 4 家庭和工作交流语言（数据来源：根据本作者问卷调查整  理）

选  项 图瓦语 俄语 图瓦语和俄语 其他 未答

家庭
比例

60.8% 6.9% 29.4% 0.7% 2.1%

工作 23.8% 11.9% 59.4% 1.4% 3.5%

据表 4，关于家庭交流语言，60.8% 的人在家里用图瓦语交流，29.4% 的

人用图瓦语和俄语两种语言进行交流，6.9% 的人用俄语进行家庭交流。在工

作中，图瓦人多数用图瓦语和俄语两种语言交流，这一部分占 59.4%。其次

是图瓦语，为 23.8%。用俄语交流的人占 11.9%。可以看出，图瓦人家里多

用图瓦语，工作中多用图瓦语和俄语双  语。

表 5 工作中图瓦语和俄语是否重要（数据来源：根据本作者问卷调查整  理）

选  项 重要 不重要 无所谓 其他 未答

图瓦语
比例

37.1% 21.7% 38.5% 2.8% —

俄语 44.8% 17.5% 33.6% 1.4% 2.8%

当问到图瓦语的重要与否问题，38.5% 的人认为工作中使用图瓦语是个

无所谓的事情，而与此比例相差无几的选项为选择重要的人，占 37.1%。另

外还有 21.7% 的人认为工作中图瓦语并不重要。相比图瓦语，认为工作中俄

语重要的人要比认为图瓦语重要的人多，占 44.8%。认为工作中俄语不重要

的人比认为图瓦语不重要的人稍少，占 17.5%。认为工作中无所谓使用不使

用俄语的人占 33.6%。

表 6 日常交流重要语言（数据来源：根据本作者问卷调查整  理）

选项 图瓦语 俄语 图瓦语、俄语 其他 图瓦语、俄语、其他 图瓦语、其他

比例 7.0% 7.7% 80.4% 2.8% 1.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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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可看出，觉得日常用语中图瓦语和俄语同样重要的人占多数，为

80.4%，认为图瓦语重要和认为俄语重要的人数比例相差甚少，各占 7% 和

7.7%。由此可见，图瓦语和俄语双语在日常交流中对图瓦人的重要  性。

表 7 图瓦语和俄语电视节目、广播、书的观看、收听、阅读情况（数据来源：根据本作

者问卷调查整  理）

选   项 看 不看 未答

图瓦语电视节目
比例

83.2% 15.4% 1.4%

俄语电视节目 86% 13.3% 0.7%

选   项 听 不听 未答

图瓦语广播
比例

60.1% 34.3% 5.6%

俄语广播 63.6% 29.4% 7.0%

选   项 读 不读 未答

图瓦语书
比例

75.5% 22.4% 2.1%

俄语书 91.6% 7.0% 1.4%

人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广播电视、报纸杂志。虽然发达的网络影响传

统媒介的收看、收听率，但它们仍是重要的传播媒介。根据表 7 所示，在

这 143 位图瓦人中 83.2% 的人平时观看图瓦语电视节目，15.4% 的人不观

看。他们中有 86% 的人观看俄语电视节目，这比观看图瓦语电视节目的人略

多些。13.3% 的人并不观看俄语电视节目，但不看图瓦语电视节目的人略多

些。他们中有 60.1% 的人平时收听图瓦语广播节目，34.3% 的人不收听广播

节目。关于收听俄语广播节目与否的问题，63.6% 的人收听俄语广播，这比

收听图瓦语广播节目的人稍多些。29.4% 的人不收听俄语广播，这比不收听

图瓦语广播的人又略少些。75.5% 的人平时阅读图瓦语书，22.4% 的人不阅

读。关于俄语阅读，91.6% 的人阅读俄语书，这比阅读图瓦语书的人多。7%

的人不阅读俄语书籍，相比之下，不阅读图瓦语书的人要比不阅读俄语书的 

人  多。

总体来说，图瓦人对母语的认同程度普遍高。但是在家庭生活、工作等

场合的语言使用也在发生着变化。日常生活中，图瓦人使用的语言不是仅图

瓦语一种，俄语和图瓦语并用已成普遍现象。无论是语言学习，还是语言使

用方面，在图瓦人的生活中俄语的角色和地位已经不容小觑。俄语不仅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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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图瓦人的第二语言，也是部分图瓦人的母语。图瓦人的语言使用实践中，

俄语占据较大的分量，而且在图瓦社会中俄语的地位不断上升。此外，图瓦

语的使用场合、时机也在发生变化。简言之，以上分析不仅表明图瓦人对民

族语言较高的认同度以及图瓦语在图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着作为族

际交流语言的俄语对图瓦人的重要性以及对它的重  视。

正如索绪尔有关语法的论述，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

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全存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2005： 35）。虽说语言

是每个个体的基本能力，但是每个个体并不能代表整体，因此个人的语言行

为不能决定一个群体的语言行为。为了避免以点概面的误差，应结合每个人

的意愿和选择，从整体的角度探讨群体的语言态度和选择。以上问卷调查研

究和分析中每个个体所提供的信息相结合，从而提供给我们可以从一个较客

观的、较宽泛的视角来探讨群体语言变迁的一种可能  性。

三、结  论

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使用是动态的社会现象。它一直处于一种变化的状

态中，也体现某种随意性的、自由性的、极其个体化的特征。人们的日常交

流和语言选择是个人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在社会互动、社会语言环境中的集

中表现。它能使我们了解族际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情况以及民族之间团

结而和睦的关系。在族际交流语言或主流文化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共存的状

态下，它们各有各的价值和功能。语言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和加强民族之间

交流和交融的重要媒  介。

日常生活中，探讨语言的层面和视角非常之多。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也能够较好地体现语言文化的变迁。本文从语言选择与语言态度视角对图瓦

语变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与俄罗斯文化的接触

给图瓦语带来的变迁，以及图瓦文化和俄罗斯文化间的交融与共存。图瓦共

和国，尤其是其首都克孜勒市是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从几世纪前，图瓦

人就与俄罗斯人开始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民族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俄罗斯文化和图瓦文化接触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图瓦社会文化变迁。其中，图

瓦语变迁是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图瓦语的变迁又通过语言选择与语言态度得

以具体显现。图瓦人对图瓦语的认同感普遍高。随着俄语在图瓦人的日常生

活和社会生产方式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作为族际交流语言的俄语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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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部分图瓦人的母语或第二语言。本文的分析体现出俄罗斯文化和图瓦文

化的融合与共存以及图瓦文化采借俄罗斯文化的内容和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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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van Language Change in Daily Life

Na Heya 

Abstra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life and language makes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living an intriguing prospect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change. The language that people use daily is rich and colorful. This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kinds of languages that people use, but also in the variety of 

languages used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people’s daily uses and discussion of the language utilisation of the 

Tuv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ntact with emphasis on an language 

attitude and language choice,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Tuvan language and cultural change occurring through this situ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uvan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lf-identification through the Tuvan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as Russian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Tuvans, Russian as th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gradually 

becomes the mother tongue or the second language of Tuvans. This paper reflects 

the fusion and coexistence of Russian and Tuvan culture as well as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Tuvan culture is adopting from Russian culture.

Keywords: Tuvan language；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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