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东 干 语 的 发 展
Ξ

海　　峰
(新疆大学 预科部,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8)

摘　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东干语和汉语的区别, 并讨论了新形势下东干语的存在状态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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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的调查和进一步的研究来看, 东干语是

汉语方言在境外的特殊变体。这一变体的产生从我

们的调查和进一步的研究来看, 可以说东干语就是

汉语方言在境外的特殊变体。这一变体的产生主要

是这一带有陕甘方言特点的语言受到俄语和突厥民

族语言影响的结果。这一特点也就注定东干语言和

汉语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

一、东干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

　　和东干语言相比现代汉语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词汇方面的部分差异

由于使用人口众多, 使用功能强大, 现代汉语在

近一百年内词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东干语离开

汉语这一大的语言环境后, 东干语走上了自己的发

展道路, 汉语同样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仅以词汇为例。100 多年以来, 汉语词汇有了很

大的改变。仅19 世纪初到20 世纪中期, 汉语中就产

生新词 5 000 余个。[1 ] (pp. 2～ 3)应当说, 这些词语的绝大

部分也是东干语最初的使用者所没有接触到的。据

专家统计, 仅新中国成立以来, 现代汉语中就产生了

10 000多个新词, 平均每年产生 200 多个。[2 ] (P. 20) 以

1997 年到2000 年间为例, 3 年多的时间里汉语中就

产生了 700 多个新词术语, 多为现代生活政治词汇

及网络用语。[3 ] (P. 4)这些词汇更是今天的东干语言所

接触甚少的。因此, 作为曾经是一体的汉语和东干

语, 由于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 已经有了不同的

发展内容。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新的词汇, 使得今天

的东干族在和操普通话的中国人进行对话时出现很

多不理解或无法沟通的问题。

同样, 东干语作为汉语的陕甘方言在语音和一

些词汇上与现代汉语相比也存在着差别, 尤其是目

前在东干语中使用的一些过去的词语, 在现代汉语

中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功能或其使用功能极其有

限, 许多词汇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许多词语

在现代汉语中或者不再使用或者仅存于方言之中,

使用功能和适用范围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拓

书”、“大人”、“盘缠”、“位份”, 以及有强烈方言色彩

的词语“哈巴”、“一满”、“一搭里”、“零干”等。不能否

认, 正是这些词语使东干语带有了鲜明的汉语方言

特色, 并有一些古香古色的特点。而现代汉语已经发

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要想使操用东干语言的人和

操用汉语普通话的人直接对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是东干语的鲜明特色, 同时也是它和汉语普通话

的区别之一。

(二)句法形式的部分差异

20 世纪上半叶, 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 汉语的

句法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语句子结构趋于严

密, 一方面逻辑性很强, 另一方面句子的主谓分明,

句子的每一个成分都经得起分析, 这些特点的产生

主要是受西方语言特点影响的结果。[4 ] (P. 482) 如被字

句的出现, 各种关系的复句的出现等。这些结构和语

言现象同样也是今天的东干人非常陌生的。这些也

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另一方面的差异。

二、东干语应当如何在新的

条件下保存和发展

　　谈到东干语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对于作

为像孤岛一样存在的东干语, 它的保存和发展必然

会受到强势语言的影响和抑制。因此应当对它的发

展持格外的关注态度。目前, 东干语的发展是靠在东

干族聚居区进行母语的教授和学习这种方式来进行

母语保存的人工干涉的。但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种方式的力量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由于

各种原因, 东干语课程的开设正遭遇着种种困难和

困惑。一方面, 由于国家财力的不足, 使东干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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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师资、课时、教材等诸项与教学密切相关的因

素不能得到保障, 因而影响到了东干语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 由于学生本身对学习过程重视不够, 学习

时缺乏足够的兴趣和动力, 因而学习效果也不十分

明显。很多学生觉得自己能说几句话就可以了, 而对

书面表达缺乏兴趣, 认为学无所用。所以目前在东干

族聚居区, 东干语的教学处在低潮。从“十月革命”胜

利后到苏联解体前夕, 东干语教学一直处于高速发

展的阶段, 并且成就了一批作家、诗人, 并使东干语

书面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看到今天的这种状

况, 我们也应该对东干语未来的前景产生一定的担

心和忧虑。故我们丰富和发展东干语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眼:

(一)吸收中亚各民族语言的新词新语

东干语言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之所以能够

顽强地生存下来,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在不断地从

其他语言中汲取养分, 现在的东干语中有不少从突

厥民族语言和俄语中借来的词汇, 今后东干语在新

的社会条件下, 仍然将从这些语言中获得新的信息

和词汇, 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语言表达。

(二)吸收汉语普通话的新词新语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新词新语应当是东干语吸收

新词新语的重要取向。目前使用东干语的群众和操

用普通话的中国人对话, 最大的障碍就是新词新语

的互相不理解, 要想尽快地达到互相沟通的目的, 那

么尽快吸收这些新词术语应该是较为便捷的选择。

这些新词新语相当一部分对东干人来说是有一定的

理解基础的, 它们词根易懂, 语音几乎不需要太大的

改造, 如“电梯”、“电影”、“合唱”、“地图”、“篮球”、

“排球”等词汇, 只要用东干人熟悉的词根来加以说

明, 应当很快会被理解和记忆。可以说, 绝大多数近

百年产生的、常用的新词新语都可以很容易被东干

人接受和理解。相当多的词语在语音进行少许的变

化后就可以进入东干人的语言交际中。作为语言工

作者, 我们也有责任向广大的东干群众提供整理解

释这类词汇, 加强他们对这些词语的了解和掌握, 从

而使东干语的词汇更加丰富。

　　 (三)在青少年中提倡学习汉语

孩子有学习语言的先天优越条件。在他们最有

学习语言兴趣的时候就应当提倡他们首先学会和自

己母语极其近似的汉语。当然首先应当考虑在学好

俄语和本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前提下。东干族儿童学

习汉语应当有天然的优势, 他们的母语有着与汉语

极为一致的发音习惯和语法形式, 因此入门是不难

的。当然, 要快速掌握汉语, 在相同的学习条件下, 取

决于这些儿童的母语水平。母语水平越高, 学习汉语

的过程就应当越快。若是一个熟练掌握东干语口语

和书面语言的人, 他学习汉语的过程就可能会大大

缩短。反过来, 如果一个东干族学生较好地掌握了汉

语, 那么他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应当变得更加熟悉, 也

更能够深刻地了解自己语言的一些更深层的内容和

意义。

三、结　语

　　我们应该看到, 今天仅仅只使用东干语言有时

候的确很难确切地表达出一些较为复杂和抽象的内

容。首先话题上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再者, 许多新

事物新概念的表达明显有力不从心的地方。因此, 学

习汉语也许是东干族群众掌握自己民族语言和外国

语言的一种两者兼得的好办法。因为, 这两者有着根

深蒂固、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今天, 这种联系已变得

更加密切起来。

目前的东干语言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 社会

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原来的语言环境和政治环境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东干语的教学和传授都面临着

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 我们有必要对东

干语未来的前景作一番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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