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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周边各省（区）只有少量分布，总人口300多万，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
数民族之一，有本民族语言依语。
布依语内部没有方言差异，根据不同地区语音的不同分为三个土语，不同土语之间相互接触一段时间
也能顺利交流。
在贵州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布依族聚居程度较高；在中部、西北部地区以及云南、四川等省，布依族
人口则相对分散。
布依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布依族与汉、苗、彝、仡佬等民族有着长期的文化交流历史。
在多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环境下，不同地区布依族母语使用现状如何？
布依族母语人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母语、汉语以及其他民族的语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布依族地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和沿海地区
流动，与此同时，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布依族地区的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外来人口
不断增多。
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交流日渐频繁。
这一切对布依族地区语言使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布依族母语的发展趋势？
这些都是《布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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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分布特征上看，布依族大致可分为聚居、杂居和散居三种主要类型，布依族人口在10万以上的
县（市）大多属于聚居，如独山、都匀、罗甸、望谟等县。
此外，荔波、长顺等县，虽然布依族总人口不足10万，但在全县人口中占的比例较高，也属聚居类型
。
有些县（市、区、特区）虽然布依族人口比例较少，但也是成片居住在一起，如贵定、六枝、紫云、
关岭等县（特区）都有成片聚居的布依族。
　　在杂居地区，布依族与别的民族交错杂处，或同村，或与别的民族村寨相互交叉，在一块田坝中
共同劳动、生活，频繁接触，关系密切。
与布依族杂居的主要是汉、苗、彝、仡佬、水、毛南等民族。
多民族杂居的现象与所在县（市、区）布依族人口总数和比例没有关系，布依族人口较多的县，如独
山、望谟、贞丰等都有布依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情况。
　　在散居地区，布依族以人口的绝对少数状态零星分布在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之中，或几户人与别
的民族共一个村，或一两个村寨处于别的民族村赛的包围之中。
布依族人口比例较少的县（市、区）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如毕节地区的织金、黔西、威宁、大方、纳雍、金沙，六盘水市的水城、盘县，遵义市的仁怀、红花
岗等县（区）以及绝大多数布依族人口在一两千甚至一千以下的县（市、区）。
　　在调查点的确定上，我们力争做到每一种分布类型都有代表点。
　　聚居类型选择了望谟县桑郎镇的南碑、白桑、桑郎等村，蔗香乡的乐康村，贞丰县沙坪乡的者砍
村以及镇宁县扁担山乡的凹子寨村作为代表点，共3个县4个乡（镇），6个行政村，11个自然寨，所选
的每一个乡镇布依族人口比例都在85％以上，其中望谟县的蔗香乡甚至高达99％。
所选的村基本上都是布依族聚居村，除少数因族际婚姻嫁到村里的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妇女以外，没
有一户杂居其中的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
母语保存完好，在日常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相当数量的母语单语人，是这一类型的主要特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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