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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演变是语言研究的永恒题目。
多少年来，人们为了认识语言是怎么演变的，演变中有哪些规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演变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在研究中必须加以区分，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语言的类型。
从研究对象上观察，存在着语言结构演变和语言功能演变的差异。
前者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演变；后者是指语言功能的演变，即语言使用范围、使用能力等
的演变。
从时间上看，有不同时间段的历史演变，如汉语的历史演变，有上古至中古的演变，从中古至现代的
演变。
从区域上看，不同地区的语言演变不同，如亚洲地区的语言演变与非洲地区不同，非洲的语言演变又
与欧洲的语言不同。
从研究目的上观察，语言演变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目的。
有的研究是为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服务的；有的是为制定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提供语言演变
的事实；还有的是为了应用的目的，包括语言翻译、语言教学、语言使用、文字创制等。
从语言关系的性质上看，有亲缘关系的语言演变不同于无亲缘关系的。
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其演变存在历史的渊源；而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其演变的异同属于类型学意义
上的，不存在历史演变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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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比之下，上白家村和下自家村藏族的彝语程度存在一定的区别。
在年轻人中，下白家村藏族的彝语水平要高于上白家村。
表现在具体的使用上，下白家村藏族的彝语语音和语调比上白家村的准确，对语义不容易掌握或有歧
义的，下村的要比上村的准确。
这种区别主要是由人口比例造成的。
上白家村现有8户彝族、18户藏族，藏族人口多于彝族；下白家村有13户藏族、18户彝族，藏族少于彝
族。
尤其是年轻人，下村的彝族比藏族多，而上村藏族年轻人比彝族多。
　　综上所述，①上、下白家村藏族已经部分转用了彝语。
彝语不但是彝族、藏族问的族际语，甚至是部分年轻人之间的族内语。
②藏族不但掌握彝语的程度高，而且使用频率也高，但没有出现藏族完全转用彝语的现象。
③与单一民族的邻村相比，白家村藏族的汉语水平略低于周围的纯藏村和汉藏杂居的村子。
④汉语为藏族与彝族间交流的补充手段。
⑤彝族、藏族的汉语水平都有上升的趋势，出外求学和打工对藏族的彝语水平也造成一些冲击。
短期内藏族的这种多语型格局仍然会存在。
　　四、白家村藏族兼用两种语言的特点比较　　从习得途径上看，汉语习得不同于彝语习得。
第二语言的习得根据其途径可分为自然习得和有意识习得两种。
自然习得是指在无特别目的的情形下，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通过使用语言无意识地习得语言的过程；
而有意识习得是指目的比较明确，有组织地在学校或是其他特定环境中去有意识地学习第二语言。
美国语言学家stephen Krashen就区分了语言习得（acquisition）和语言学习（learning）。
　　（一）白家村藏族习得彝语是个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　　自然习得双语现象主要是在民族杂
居区不同民族问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因交际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和母语习得环境较为相似，小孩子在
家庭之外的玩耍中不知不觉习得。
他们学习汉语除了自然习得外，最为重要的途径是从幼童时期起在学校逐渐学会汉语。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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