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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视 域 下 畲 语 的 使 用 现 状 调 查  
 

 

 

[摘  要] 结合问卷法和访谈法考察了畲族语言使用现状。结果表明：畲族不同年龄阶段群体对普通话

的熟悉程度、使用频率、亲切程度和动听程度较高，在家庭与学校这两个语言主要使用环境中普通话

占比大于畲语。在社会发展与国家大力推进全面推广普通话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

畲语传承与保护应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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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current use of Sh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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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he language use is investigated by combining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the 

interview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she groups have higher familiarity，frequency of use，familiarity and beauty，and the 

proportion of Putonghua is higher than she in family and school.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national promo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Putonghua an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She language should be acce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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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民族工作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1]
。我国是

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国家，语言文字情况非常复杂。

随着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力度逐渐加大，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展状

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的

使用现状成为教育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领域共同关

注的焦点。 

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历史久远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

布在浙、闽、赣、粤、皖等省份的丘陵地区
[2]
。畲语是畲族的

民族语言，历经百年发展，对畲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畲族群众及家庭的语言使

用现状，以期了解畲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传

承和发展现状。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畲族与汉族杂居区的村落作为

样本群，研究样本包括来自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和浙江省湖州

市安吉县中张村的畲族村落的畲族村民 120 人，平均年龄为

18.6 岁（SD 标准差=12.11），其中，女性 78 人（65%），男

性 43 人（35%）。 

为了解各个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本研究根据罗淳提出的人

口年龄组的划分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5-19岁的少儿组，20-39

岁的青年组，40-59 岁的壮年组。 

（二）研究工具 

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进行研究。 

调查问卷改编自邬美丽编制的家庭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问

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被试的基本信息，包

括民族、性别、出生年月等。二在家庭环境下，被试与主要

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时的语言使用情况。根据家庭成员的辈

分，将其分为祖辈、父辈、己辈三种类型
[3]
，根据是否会说

畲族、对不同语言（普通话、地方汉语方言、畲族语言）的

熟悉程度、使用频率、亲切程度、动听程度等进行五点评定。

三是学校环境下被试与老师和同伴之间进行交流时的语言

使用情况。 

此外，针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倾向、是否能听懂畲语、

是否愿意使用畲语等问题与访谈对象展开深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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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不同年龄阶段的畲族人民对于畲语

和普通话这两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主观态度与使用环境既有相

同之处又有差异。 

（一）从语言使用频率看畲语使用现状 

如表1所示，针对两种语言的语言使用频率以及熟悉程度，

问卷采用五点计分法，通过分别计算畲族被试的语言使用频率

以及熟悉程度的平均数得到表 1。 

表 1  被试的语言熟悉程度和使用频率 

Tab.1  Language familiarity level and usage frequency of the participants 

熟悉程度（均值+标准差） 使用频率（均值+标准差） 
被试年龄 

普通话 畲语 
t 值 

普通话 畲语 
t 值 

壮年组 4.83±0.58 3.75±1.35 2.55
*
 4.83±0.58 3.25±1.76 2.95

*
 

青年组 4.64±0.50 4.36±1.21 0.69 4.54±0.52 4.18±1.33 0.85 

少儿组 4.82±0.67 3.07±1.35 11.32
***
 4.86±0.54 3.03±1.23 13.27

***
 

总计 4.81±0.64 3.26±1.39 10.96
***
 4.83±0.54 3.16±1.33 12.60

***
 

从整体上来看，三个年龄段的畲族被试普通话熟悉程度和

使用频率均高于畲语，如表 1所示。 

根据发现，青年组被试对畲语的使用频率较高于壮年组

（|t|=1.42，p<0.05），对畲语的熟悉程度也较高于壮年组

（|t|=1.14，p<0.05），畲语自上而下传承出现动力不足的现

象，从而出现畲语传承受到阻碍这一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小组提出：“在评价一

种语言的活力采用的最通俗的标准是他是否被一代人传递

给下一代人。
[4]
”在访谈过程中，93.10%的被试均表示在平

时因为外出务工或者在外求学会更多使用普通话而非其他

语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城市化与各民族人口流动

频繁的当下，各民族之间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随着中华民

族的凝聚与团结
[5]
，普通话也逐步成为交流的主要工具。随着

国家实施全面推广普通话政策，普通话的推广影响方言的发

展，方言的传播道路变得较为迟缓，其地域特色决定了方言只

能在特定区域内进行传播
[6]
。 

然而数据中青年组畲族被试对畲语的熟悉程度较高于壮

年组（|t|=1.14，p<0.05），也高于少儿组（|t|=3.04，p<0.01）。

这一情况对于畲语的传承来说具有着积极的影响，尽管目前代

际传承活力受阻，但可以通过这一年龄段的畲族人群为畲语传

播带来新动能。 

（二）从语言主观态度看畲语使用现状 

针对畲语和普通话的亲切程度以及动听程度，问卷采用五

点计分法，通过分别计算被试的语言亲切程度以及动听程度的

平均数得到表 2。 

表 2  被试的语言亲切程度和动听程度 

Tab.2  The familiarity and pleasantness of the participants' language 

亲切程度（均值+标准差） 动听程度（均值+标准差） 
被试年龄 

普通话 畲语 
t 值 

普通话 畲语 
t 值 

壮年组 4.75±0.62 3.58±1.78 2.14
*
 4.75±0.62 3.92±1.44 1.84 

青年组 4.55±0.52 4.36±1.29 0.43 4.18±0.98 4.45±1.04 0.63 

少儿组 4.68±0.82 3.73±1.29 6.11
***
 4.60±0.75 3.64±1.33 6.09

***
 

总计 4.68±0.77 3.77±1.35 6.34
***
 4.58±0.77 3.75±1.33 5.86

***
 

从整体上来看，三个年龄段的被试普通话亲切程度以及动

听程度大多高于畲语，如表 2所示。 

张慧玉等人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母语的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该民族繁荣标准的参

考”
[7]
。而一个民族对于母语的情感态度将会直接影响到母语

的语言使用倾向以及民族语传承情况等方面
[8]
。 

数据中青年组被试的普通话动听程度稍低于畲语

（|t|=0.63，p>0.05），对畲语的动听程度较高于壮年组

（|t|=1.03，p<0.05），也高于少儿组（|t|=2.38，p<0.05），

在访谈过程中，青年组这一年龄段的多名被试都表明平时在日

常中祖辈会有意识的教自己学习畲语，因此该年龄段对畲语的

动听程度会更高，同样也反映家中年长者对于传承畲语有着积

极的意识。 

但是，畲族人民总体对于畲语亲切度不高，究其原因，猜

测是现如今畲族人民与本民族方言接触不够。21 世纪正处于信

息发展的浪尖，代表大众审美的各个媒体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普

通话
[9]
；且政府对语言规范的要求不断提高，大多数人群在特

定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方言保护与传承缺失环境场所，逐步

失去交际功能。 

（三）从语言使用场合看畲语使用现状 

问卷中通过多选题的形式得到被试在不同场合中使用语

言的情况，然后一一编码，在某场合使用某语言则编码为“1”；

在某场合不使用某语言则编码为“0”。最后通过所有被试的

数据的平均数来比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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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被试的语言使用环境与使用对象 

Tab.3  Language usage environment of the participants 

环境 对象 普通话 畲语 

家庭 祖辈 0.40±0.49 0.73±0.45

 父辈 0.70±0.46 0.53±0.50

 同辈 0.83±0.37 0.30±0.46

 平均 0.70±0.46 0.51±0.50

学校 同学 0.98±0.13 0.03±0.18

 老师 1.00±0.00 0.00±0.00

 平均 0.99±0.10 0.02±0.14

从表 3可见，畲族被试在不同环境下对不同对象使用的语

言的比例有极大的差异。 

在家庭环境中，被试对同辈使用普通话均值高出对父辈使

用 0.07（|t|=2.17，p<0.05），显著高出对祖辈使用 0.43

（|t|=8.20，p<0.01），被试对同辈使用畲语的均值低于对父

辈使用 0.27（|t|=4.13，p<0.01），显著低于对祖辈使用 0.43

（|t|=8.57，p<0.01）。 

在学校环境中，被试对老师、同学使用普通话的趋势一致，

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被试对老师、同学几乎不会

使用畲语（p>0.05）。 

语言环境是一个人所处的语言交流和学习环境。在访谈过

程中发现由于父母外出务工或畲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杂居等

客观因素，大多数被试认为说普通话更能适应社会生活，因此

畲族父母要求自己孩子从小使用普通话。家庭环境中的语言使

用观念以及社会发展趋势都是影响畲族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

而学校作为人们发展语言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有很大的作用，国

家对教师的普通话要求很高，进而对学生产生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

民族共同体认同是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复合建构
[10]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生成建构中，国家通用语言发挥

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从本研究数据来看，在此畲族聚居区中推

广工作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各民族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知

和理解，形成强大的民族聚合力及身份认同感。 

四、结论 
据以上数据与分析推断畲族人畲语使用情况不容乐观，加

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说亦或是愿意说畲语的畲族年轻人可能

会越来越少，畲语的代际传承活力较弱。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保护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有助于培养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
[11]
。语言

的普及对促进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起到工具性作用，增强文

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
[12]

。国家正

不断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就目前调查数据来看，在民族地

区推广普通话已有显著的效果，普通话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构

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精神纽带
[13]
。 

民族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是对

我国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部

分，畲族聚居区的政府部门应采取适当措施有效保护畲语，结

合畲族人民聚居地区的地理、行政和人文特点，制定相应的法

律法规，也可通过组织多样的民俗体验活动推进畲族文化传

播，繁荣民族文化。家长也可以在孩子日常生活中不断渗入有

关于畲语的知识。学校发挥其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可以组织学

生举办有关民族风采的文艺汇演等活动，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

交融，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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