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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域语绒埧区方言概况

西　田　文　信

摘要 :却域人分布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线新龙县下占区的尤拉西乡、

理塘县家埧区和君埧区的 2 个乡，雅江县的普巴戎乡、团结乡和扎麦区的 1 个乡。

使用人口约 7000。却域人使用的语言就叫却域语。却域语受藏语影响很大，但它

不是当地藏语，而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讲却域语的人大部分兼通当地藏语和汉语。

却域语只在家庭内部使用，外出时则用藏语或汉语交流。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

却域人与藏族、汉族长期杂居，互相依存，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却域人的语

言使用必然受到周围民族语言的影响。却域语的使用功能日趋衰退，已处于濒危

状态。本文以却域语为个案例，进而分析却域语使用功能上的特点，论述族群分

化与语言濒危的关系。

关键词 : 却域语、语言使用、濒危语言

0	绪论

川西民族走廊坐落于四川省西部，山脉呈南北走向且地形复杂多样，从而形

成了独特的民族性特征和地理位置特征。自古以来这个区域有着众多民族的较为

频繁的迁徙流动，現已成为各族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如今主要居住在这个区域的

少数民族有藏族、彝族、羌族等。除此几大少数民族语言以外，这个地区还共存

着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中分布于川西民族走廊中的藏缅语系的少数民族

语言被总称为“川西走廊诸语言”。

笔者自 2007 年始，相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绒埧乡增达

村开展了对却域语的基础词汇・音韵以及文法的初步实地调查。本稿将考察对象

为至今尚未记录备案的却域语理塘县绒埧区方言的音韵体系，本稿以汇报调查结

果并分析其区域语言的发展状况。

—基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绒埧区的调查分析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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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却域语

1.1	却域语的背景

却域语（英语表记为 Choyo、Cyoyu、Chuyu、 Queyu。却域人自称［R peri］
［R pori］等）是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甘孜（藏语表记为 Garzê，下同）藏

族自治州的新龙县（Nyagrong）、雅江县（Nyagquka）以及理塘县（Litang）这三

县的“川西民族走廊诸语言”中的一种。由於使用出现在三县边界地区所使用的

语言，因而被命名为“却域语”。此外，根据黄（1991a, b）的推断，曾经由陆

（1985）指出的巴扎语也是却域语中方言的一种，且与目前在邻近区域使用的扎坝

语是不同的语言。

却域语的总使用人口约为 7,000（王・1991: 46）。其中大部分人会说一口流利

的藏语康巴方言和汉语。据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本语言在青年层的语言使用状况

维持良好，同时在小学生之间也被广泛使用。 经过民族识别后，却域语语者全部

被划分为了藏族。他们大部分信仰藏传佛教，也有一部分信仰多神教的信者。

却域语的语言系属一般被归类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孙 2001 ：

160），但是再往下的具体系属分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从体系上来

看却域语和扎坝语密切相关，是探讨汉藏祖语的关键语言。

以下（第 1 章、第 2 章）为该语言数据的分析结果，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绒埧乡增达村的登达先生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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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却域语的特征

却域语为黏着语, 拥有 SOV 语序。但是，只要在不违背谓语必须出现在句尾

这项严格的语法规定的前提下，其余构成部分的语序有相当大的自由性。形容词

以及数词+类词接在中心词（名词）之后。辅音连缀较多，拥有四个声调。从形态

句法学观察，基本上和邻近语言扎坝语有着平行的关系，但动词词干中存在着明

显不同于藏语体系的地方存在，且可从谓语形态（助动词）和助词中确认到藏缅

诸语言的旧形态。却域语对于 epistemic verbal category 这个领域来说，它的语言特

征是非常有趣儿的，是这个领域上非常珍贵的研究数据。

川西民族走廊诸语言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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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却域语的特征

却域语为黏着语，拥有 SOV 语序。但是，只要在不违背谓语必须出现在句尾

这项严格的语法规定的前提下，其余构成部分的语序有相当大的自由性。形容词

以及数词 + 类词接在中心词（名词）之后。辅音连缀较多，拥有四个声调。从形

态句法学观察，基本上和邻近语言扎坝语有着平行的关系，但动词词干中存在着

明显不同于藏语体系的地方存在，且可从谓语形态（助动词）和助词中确认到藏

缅诸语言的旧形态。却域语对于 epistemic verbal category 这个领域来说，它的语

言特征是非常有趣儿的，是这个领域上非常珍贵的研究数据。

却域语是典型的附从标志语言，主要形式有名词的格标记，没有动词的形态

变化。修饰语是出现在领格或谓语的句尾，被修饰语无变化。

却域语句子的绝大多数是动词句。动词词组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如下：

（否定前缀）- 主动词 -（助动词）-TAM 词缀 -（动词句末词缀）-（疑问词缀）

2	关于却域语

2.1	音韵体系

2.1.1	音节结构

音节结构可以用 (C1) (C2) (V1) V2 (V3) (C3) 表示。（）内的元素可以省略

或不存在。

2.1.2	辅音音素

辅音音素可设定为 44 个音素。辅音音素图（2）如下：

双唇音 齿龈音 卷舌音 龈颚音 软腭音 硬腭音 声门音

不送气清塞音 p[p] t[t] k[k] q[q]
送气清塞音 ph[ph] th[th] kh[kh] qh[qh]

浊塞音 b[b] d[d] g[g] G[G]

不送气清破擦音 ts[ts] tr[tʂ] c[tɕ]
送气清破擦音 tsh[tsh] trh[tʂh] ch[tɕh]

浊破擦音 dz[dz] dr[dʐ] j[dʑ]
不送气清摩擦音 f[f] s[s] sr[ʂ] sh[ɕ] x[x] X[χ] h[h]
浊摩擦音 v[v～ʋ] z[z] zr[ʐ] zh[ʑ] g’[γ] G’[ʁ] H[ɦ]
鼻音 m[m] n[n] ny[ɲ] nɡ[ŋ]
浊流音 r[ɹ～r～ɽ]
清流音 hr[ɹ˳～r˳～ɽ˳]
浊边音 l[l]
清边音 hl[l˳ ]
近音 y[j]

辅音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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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元音音素

元音音素可设定为 8 个音素。母音音素如下。

/i/[i～ɪ]　　/ɨ/[ɿ ～ʅ ～ɯ]　/ʉ/[ʉ～y]　　/u/[u～ʊ]
　　/e/[e～ɛ]　　　　　　　　　　　　 /o/[o～ɔ]
　　　　　　　　　/ə/[ə～ɤ]
　　　　　　　　　/a/[a～ɑ]

之外还有两个鼻音的元音音素，/ĩ/ 和 /ũ/。这些音素的后面只接 /h/ 音。

2.1.4	超音段音位

超音段音位可设定为 4 个。

TONE 1 高平调　[＋ high][ － falling]　例　Hmi　‘女’

TONE 2 高降调　[＋ high][ ＋ falling]　例　Rmi　‘火’

TONE 3 低降调　[－ high][ ＋ falling]　例　Fmi　‘加热’

TONE 4 地平调　[－ high][ － falling]　例　Lmi　‘猴子’

在复音节里，因为第一个音节的调型会覆盖全体，所以却域语可以说是声调

语言。

3	语言的使用状况

3.1	调查背景

本研究的目的是弄清楚却域语的使用状况。调查对象包括了在却域语语言社

区中实际使用的语言，以口语为主。重要考察在言语接触场景里，参与者在语言

实际使用中，是如何评价言语接触的，通过参与、观察与采访取得一些记实性数

据（3）。这次调查是对却域语使用区域的语言者进行录音记录式调查，下面是调查

的初步结果。

本研究是参照了 Gibbons（1987）、Pennington 等（1992）、以及 Pannu（1994）
的三个先前研究的方法。

3.2	关于调查

笔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绒埧乡增达村的当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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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相关人员、教师以及当地领导还有其家人，共 30 名进行了采访调查。调查时使

用的语言为藏语或汉语。

各语言的语言运用能力排名如下（4）：

却域语语者自身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认为由于社会经济面的因素却域

语正面临着灭绝的危机。虽然有少数人主张语言维护，但由于教育制度上的语言

政策（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婚习俗、收音机・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普

及，外加社会对却域语的负面态度等方面的原因都导致了致使它走向了语言转变

（汉语和藏语的频繁使用）和语言损耗的道路，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发现证实了很多句子是语码转换的事例，即使基础语

言为却域语，但依然可以观察到句子中的词汇被藏语和汉语所完全代替掉的情况，

并且形态方面使用汉语的情况特别明显。以下按不同年代叙述语言使用的特征。

3.3	老年人群的语言使用状况

本文所指的老年人群是指 19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他们大部分出生于农村山

丘地区，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却域语，其中有些人对藏语感到吃力，但依然可以称

他们为双语者，属于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他们和青年人群・少年人群对话时主要用藏语。对于却域语会被渐渐地遗忘

这一问题，他们似乎抱以接受态度，认为这是由时代发展的趋势所迫，并没有深

刻地认识到其严重性。他们还说，他们与中年人群和少年人群进行交流时基本上

没有任何心理上的障碍。

他们书写时使用藏语或汉语，因为却域语是无文字语言。其中有人在书写还

时会使用发音相近的藏文字来代替。

在自由发声方面，却域语以单词的形式嵌入藏语语句中的现象也较普遍。

3.4	中年人群的语言使用状况

中年人群（1960-70 年代出生的人）中，出现藏语和汉语的双语使用现象。他

们大部分人藏语是在日常生活中学到的，汉语是在学校（小学校）里学到的。

他们年少时期与四川其他区域的青少年有过频繁的接触交流。还有很多人是

语言 第一言語 第二言語 第三言語

却域语 8.6％ 19.4％ 72％
藏语 49.7％ 15.8％ 6.6％
汉语 41.7％ 64.8％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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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掌握了汉语从而使其在社会、经济上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目前他们属于

该地区的核心成员。

还有一小部分人可以背诵很多有关却域语的传统韵文・散文等等。他们的却

域语对话能力不逊色于老年人群。

他们在家里的说话时基本上使用汉语。很多人明确表明不会让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属于青年人群的这部分人去学习却域语。近年来，有很多因外人出打工而

背井离乡，他们表示和家人没有足够的时间相处是目前最大的烦恼。另外对于在

建筑工地等工作的人来说，因必须与监工或上司进行沟通交流的必要性，所以他

们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3.5	少年人群的语言使用状况

少年人群（1980 以后出生的人）在语言使用方面可以分成两个群体。一是汉

语藏语的双语者，二是只会汉语的单语者。他们两者的差异源于家庭的生活习俗

和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汉语藏语双语者和中年人群一样，关于藏语，听和说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读写基本上不会。只有极少部分人可以读写了传统的藏文字。

汉语单语者还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和家人接触时间较少，接受过初

等教育的儿童。第二类是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家长给予更多期望—希望他们

将来能去大城市立足的儿童。前者的情况是父母想通过增加一家人团聚的时间教

给孩子一些藏语还有却域语的语言文化，但因父母工作繁忙而不得所愿。后者的

情况是家庭考虑到将来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时汉语是必不可少的，从而认为没

有学习藏语的必要性。前者占少年人群的 3 成，后者占少年人群 1 成。

汉语单语者听不懂自己祖父母讲话，也就是却域语，更有甚者连父母说的藏

语都完全听不懂。虽然不少老年人群和中年人群对于自己的同一性认识问题感到

担忧，但目前具备汉语能力也确实是有利的就职条件，所以现代的各家庭都做了

现实的选择。

以下是关于各世代的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报告（6）：

【老年人群】 【中年人群】 【少年人群】

汉语 藏语 却域语 汉语 藏语 却域语 汉语 藏语 却域语

私下对话 0.0 10.1 89.9 55.3 25.7 19.0 88.4 12.3 1.3
公开对话 70.3 22.0 7.7 79.6 20.4 0.0 88.1 1.91 0.0
公共场合 79.6 10.0 15.0 85.3 12.4 2.3 95.5 4.5 0.0
书面语言 90.6 9.4 0.0 87.5 12.5 0.0 98.3 1.7 0.0
传播媒体 88.2 11.8 0.0 78.8 21.2 0.0 97.4 2.6 0.0
教育语言（7） 40.0 60.0 0.0 75.0 25.0 0.0 10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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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本稿首先汇报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绒埧乡增达村的却域语语者的语言使

用情况以及其生活状况。之后以却域语・藏语・汉语的三种使用语言为对象，参

照 Gibbons（1987），Pennington 等（1992）以及 Pannu（1994）的研究方法进行

了考察研究。

通过本次调查得到的结果如下：①老年人群 ・ 中年人群都掌握着流利的却域

语・藏语语言能力、②少年人群在家里接触藏语的机会虽多，但针对却域语而言，

他们其语言的掌握程度连日常会话水平都达不到、③对于少年人群来说，汉语依

然是自己最擅长用于表达沟通的语言，且有对其语言价值的认知、④少年人群在

无意识的情况下有避开语码混用的倾向，试图用纯粹的语言进行交流，这一点特

别需要注意。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想阐述一下通过本调查研究发现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理塘县绒埧乡增达村的却域藏族的一些课题，和对今后发展的一些展望。

关于少数种族的读写能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一直被列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但是，在四川省被划分为低收入人群・移民的一部分群体缺乏读写能力，这一点

并没有得到重视。目前，关于读写能力最普遍的界定是 1978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上所采纳的“可以阅读且书写日常生活相关的简短的文章，同时具备这两

个能力”这个定义，此外，该定义还包括了“实用读写能力，也就是指，为了自

己所属团体或社会的良好运营，并可从事因需要不断的读写以及计算来维持自身

以及自己所属社会的开发而需求从事者具备读写能力的所有工作的能力，同时具

备阅读和书写简单的文章的能力，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就算仅仅考虑到为了让

却域藏族能主动的接触社区周围以及是城市地区，掌握与其沟通交流能力这一点

来说，中年人群对少年人群的期望也是非常大的。

却域藏人胸襟宽广的却域藏人，置身于却域本有的传统文化保全和汉语的价

值观理解的两者之间，笔者眼中看到了为了追求平衡而奋斗的人们。今后笔者也

将继续以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绒埧乡增达村为中心，对四川省周边地区的语言使

用情况展开相关事例的研究。

注

（ 1 ）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笔者从 2007 年开始，相继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

绒埧乡的调查中所采集的。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绒埧

乡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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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这些音素是笔者自己解释而整理的。

（ 3 ） 除此之外笔者还考察也将着眼于声音・音韵层面的诸多特征、多种语言的词汇表

示、语码转换时牵涉到的语法规律等方面。最后以至今为止的各种调查结果为基础，

选定一个可以历时性收集到数据的社区，构造一个可以实现以上研究目标的框架。

（ 4 ） 笔者实施了多选项的问卷调查，其内容为在不同场景下的语言选择、对话能力、

语言意识还有自我意识、个人属性等等，根据问卷调查的回答整理出了各语言的排

名数据。回答方式采用回答者自觉的自我评价方式。语言使用的评分基准如下，⑴

听不懂也不会说为 0 分、⑵能听懂但不会说为 1 分、⑶都还算可以为 2 分、⑷很流

利，且听说都没用任何问题为 3 分。可多选，根据总分数进行了百分比计算。

（ 5 ） 却域藏族居住的地区。从 2000 年开始，国家语言委员会开展实施普通话教育，至

今其教育全部以汉语为主。虽近几年也有实施过包括了藏语的双语教育，但没能得

到良好的效果。

（ 6 ） 这些六个分类是依据 Pannu(1994) 的。

（ 7 ） 教育语言是指，自身还是儿童・学生时代所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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