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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6年前我和田联刚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语言间的区域特征》，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第
四期上。
　　文章首先谈到：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下，语言的相互影响研究
得不够。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民族众多。
几千年来，各民族交错杂居，密切交往，无论是语言结构还是使用情况，都产生了深刻的、多种形式
的相互影响。
这些影响有的似乎单纯用语言的历史演变不好解释。
文章列举了许多分布于一定区域内的各语言的共同特征，其中有：　　广西、海南一带的壮语、布依
语、水语、毛南语、黎语、临高语、拉珈语、京语、勉语、回辉话、琼州汉语、儋州汉语都有内爆音
？
h和？
d。
　　川黔滇毗连地区的彝语喜德话、藏语德格话、纳西语丽江话、贵琼语麦苯话、尔苏语则洛话、扎
巴语、木雅语六坝话、纳木义语保波话、史兴语水洛话、白马语罗通坝话、苗语石门坎话都有鼻冠浊
闭塞音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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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之间的区域特征是怎样形成的？
从中国的语言实际来看，主要是民族杂居，为了交际的需要，形成 了双语制。
操双语的人根据某种语音条件或语义条件把一种语言的特征推广到另一种语言的固有成分，这就是类
化。
类化使原来性质不同的语言在双语人口里在某些方面变得相同起来。
例如说突厥语的人有些人会说汉语，但是他们说的汉语没有声调；说彝语支语的人有些人会说汉语，
但是他们说的汉语没有鼻音韵尾，说壮语北部方言的人有些人会说汉语，但是他们说的汉语没有送气
声母；贵族的一些汉族人会说苗语，但是他们说的苗语没有小舌塞音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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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地理概况　　在甘肃省和青海省交界的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居住着东乡、土、保安、
撒和裕固五个小民族。
这五个民族人口较少，民族来源各不相同，迁徙到甘青地区的时间不长，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是目前
甘肃和青海两省的特有民族。
这些特色各异的民族生活在甘青地区的这一特殊环境中，与周边民族频繁接触，相互影响，在语言文
化方面发一系列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
　　第一节 地理环境　　一、河湟地区　　甘青交界是的河煌地区和河西走廊在地理位置上呈“丁”
字形。
河煌之地，在历史上指黄河上游地区和湟水流域。
该地区位于今青海省大通山——大坂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地质构造上，湟水谷地属于祁连山结晶岩
轴，黄河谷地为三叠纪地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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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甘青地区特有民族语言文化的区域特征》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甘青交界的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居住着东乡、土、保安、撒拉和裕固族。
5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来源不同，迁徙到甘青地区只几百年。
这些原来特色各异的民族生活在甘青地区后，与周边民族频繁接触，互相影响，在语言文化方面发生
了一系列变化，形成鲜明的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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