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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演化生态学》以克里奥尔语为基点，以语言接触和演化为假设理论基础，推演了非洲语和
目前全球流行的美式英语的发展及形成过程，其中重点讨论了发生语言学视野内的概念与方法论问题
。
这本著作采用人口基因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演化，引进“生态学”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语言的
演化，其眼界横跨生物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纵深于克里奥尔语、美式英语等语言的历时发展演
变，并对目前非洲等地动态的语言演化状态进行了宏观梳理，详尽地展示了作者自身的克里奥尔语观
和语言演化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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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利科科·S.穆夫温（Saiikoko S.Mufwene）
美国享有国际声望的社会语言学家，目前任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系教授和系主任。
祖籍非洲，精通英语和法语，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克里奥尔语的调查研究，研究范围遍及世界，跨足非
洲、欧洲、美洲三大洲，探寻各类语言接触现象及其根源。
在语言接触与演化、发生语言学、语言濒危等研究领域著述丰富。
编撰有《非洲式美语变体中的非洲民族主义》（Africanisms
inAfro-American Language Varieties）《非洲语言学问题》（Topics in
AfricanLinguistics），《非洲裔美国英语：结构、历史和使用》（African-Arnerican
English：Structure.History，and Use）等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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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克里奥尔语发展研究方法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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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克里奥尔语并不比其他语言发展更快
5.2.2 克里奥尔语并非由儿童创造
5.2.3 克里奥尔语并非源于标准变体
5.2.4 克里奥尔语及类似语言的一些特征源于底层语
5.2.5 词源语言在克里奥尔语的结构特征选择中并非唯一但十分重要的作用
5.2.6 克里奥尔语的发展无需特殊理论来阐释
5.2.7 克里奥尔语和其他本地语一样都历经竞争-选择过程
5.2.8 创始人原则阐释了克里奥尔语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
5.3 生态和语言演化
5.4 “克里奥尔化”是一个社会过程
5.5 接触在英语和法语历史上的作用
5.6 语言作为物种：变化的意义
5.7 一些结语
6 语言的接触、演化以及消亡——生态学的影响
6.1 引言
6.2 作为物种的语言
6.3 语言的生态环境
6.3.1 生态学的物种外部的阐释：人种学观点
6.3.2 生态学的物种内部的阐释
6.3.3 生态学的另一种物种外部的解释：结构的观点
6.4 结语：历史是如何重演的
7 非洲古今人口迁移及其对语言学地貌的影响
7.1 前言
7.1.1 语言接触的多种结果
7.1.2 本章对现存文献的补充
7.1.3 在社会生态学中引入时间维度
7.1.4 源于克里奥尔语的方法
7.2 欧洲殖民主义的语言学影响
7.2.1 非洲的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
7.2.2 新的“地道”欧洲语言本地语
7.2.3 本土化的欧洲语言变体
7.2.4 为大多数人和殖民者服务的本土化交际语
7.2.5 其他本土化程度较低的接触语言
7.2.6 短暂的过渡
7.2.7 欧洲殖民化：语言学角度的评估
7.3 非洲前殖民地时期的人口迁移和语言接触
7.3.1 尼罗河流域人口的向南迁移
7.3.2 非洲的阿拉伯殖民化
7.4 前殖民时期黑人人口分布所带来的语言学影响
7.4.1 背景
7.4.2 非洲中部和南部的班图殖民化
7.4.3 地方自治主义和语言演化的相关性
7.5 结语：生态学的辨别作用
8 结论：整体蓝图
8.1 以人口发生观点从克里奥尔语考察语言演化
8.2 语言演化中的语言活力及语言濒危
8.3 语言演化中的关键生态因素：融合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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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殖民方式和语言演化
8.5 总结
参考文献
人名对照与索引
主题索引（兼术语中英文对照表）
译后记
插图 将语言重构为柯内因语、克里奥尔语和其他语言变体（文本插图）
地图1 非洲：历史上的一些地区和主要的语言
地图2 20世纪50年代非洲的欧洲殖民语言
地图3 非洲殖民地的劳工迁移。
出自卡罗琳·赖特（Carolinewright
1997），“劳工迁移”，摘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地图4 1750年前尼罗河流域的迁移
地图5 7世纪以来阿拉伯语在非洲的传播
地图6 班图人的迁徙。
出自詹姆斯·L.纽曼（James L.Newman1995），《非洲住民：地理学的阐释》（The
Peopling of Africa：a G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地图7 班图人迁徙之前次撒哈拉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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