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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义的“语言国情调查”是在不同区域、国家进行的所有与语言及语言问题相关的调查。

当前我国语言国情调查研究主要分布于汉语及汉语方言区、少数民族地区、海外华人社 会、“一 带 一 路”

沿线国家等四大领域，其调查的历 史、规 模、内 容 和 方 法 各 有 特 点，各 自 构 成“神 同 而 形 不 同”的 调 查 系

统。语言国情调查要在不同平面构建语言调查系统，并在系统观念指导下实施 语 言 调 查。语 言 国 情 调

查系统中的时空比较，是横向空间、纵向空间、纵向时间比较的结合。我们应重视 并 不 断 深 化 这 一 系 统

研究方法，通过各调查点的语言文化调查，由点及面，寻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传 承 基 因 和 精 神 内

核，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共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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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是新时代背景下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之一，是贯穿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一。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５年就指出“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

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

种重大关系。”①这一论述精辟地阐述了系统观念的核心要义。２０２０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系统观

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②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

念，进一步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
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以上论述体现了系统观念作为方法论的重要性。

“语言国情调查”是在学科群系统中进行的实践活动，调查过程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

诸如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哲学、心理学等。狭义“语言国情调查”指的是对一个国家

的语言使用情况和使用特点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深入的调查，并得出规律性的认识。③ 广义的“语言国

情调查”是在狭义基础上调查范围的扩展，即包括在不同区域、国家进行的所有与语言及语言问题相关

的调查，如语言结构、语言使用、语言文化、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服务等。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

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是：开展语言国情调查，为国家语言文字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国内掀起了新一

轮“语言国情调查”热。

新国情背景下我国语言国情调查特点是：各语言调查领域蓬勃兴起，各领域研究方法相互借鉴，学

者关注点倾向多领域化。在此特点基础上，各项领域研究不再是孤立的，语言国情调查系统的构建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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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出。就当前国情而言，我们语言学工作者要在复杂的民族语言关系中，贯之以系统观念，抽丝剥茧，宏
观把握，微观探索。国内一些学者已关注到系统观念与语言国情调查的关系。如戴庆厦从田野调查实

践出发，强调语言是个有不同层面的系统，诸如功能系统、结构系统、使用系统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

论探讨。他还明确提出要做好语言工作，必须以系统的、深入的语言国情研究做依据，按语言客观实际

办事。① 邢向东认为“系统观”是语保工程的方言文化调查中应当贯彻的５个理念之一，强调语言本体

与民俗事象间的关联。② 李春风以中国多民族地区为例，认为系统观念及研究方法在语言调查中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③ 以上研究注重系统观念在各自研究领域的运用，但将语言国情各领域打通并进行系

统观念构建的研究成果较少。我们在进行语言国情调查时，应在不同平面构建语言调查系统，坚持运用

系统观念、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结合的方法，反映所调查地区的语言生活全貌，揭示语言关系系统、语言

结构系统的演变走向、经济社会变革的影响和社会结构发展的规律等。

当前我国语言国情调查研究主要分布于四大领域：汉语及汉语方言区、少数民族地区、海外华人社

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这四大领域地区进行的语言国情调查，重中之重是构建开放的、发展的、

动态的研究系统，在不同时空维度的横纵向系统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根据需要对系统的

“神”与“形”进行调整。

一、语言国情调查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特点

中国语言国情调查古已有之，其中汉语及汉语方言调查历史跨度最长。早在２５００多年前，周代就

设有调查方言俚俗的专职官员，他们奉天子之命，每年秋收后游走各地，采集民歌、童谣和方言异语，供

朝廷考察民情之用。扬雄的《方言》是世界上第一部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言语言的词汇进行比

较研究的经典著作。

汉语、汉语方言调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规模都比较大。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了对汉

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调查。如李方桂从１９３０～１９４２年调查研究了中国境内的云南、广西、贵

州侗台语族的壮、布依、傣、侗、水、佯僙、莫等约２０种语言和方言；罗常培在西南联大时期考察了云南少

数民族语言文化，使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正式进入中国语言学的视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了分

阶段、大规模的调查研究：１９５６年，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汉语方言普查工作。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７个调查队，首次进行全国范

围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我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语言文字使用问

题。两年多共调查１８４９个县市的汉语方言，４２个民族的５０种语言。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陆续

开展的濒危语言、语言国情、跨境语言等调查活动，使调查研究向纵深发展，基本查清了中国境内的语言

状况。自２０１５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始实施，至２０２０年历时５年共完成了１１３１个汉语方言点、

３２４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１５２个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点、１０５个语言文化点的调查，成为目

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⑤

海外华人社会和其他国别的语言国情调查则是后起之秀。海外华语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化传承、资

源、战略意义，郭熙等人在２００６年就提出应该积极展开海外华人社会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经过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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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海外华人语言生活调查内容、范围逐步扩大，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境内外学者关注。① 近年这一

研究受到国家层面关注，一些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纷纷立项，并陆续成立海外华语研究机构，暨南大学

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已产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由于海外华人与国内来往比较密切，具有一定

的流动性特点，对海外华人语言生活的调查兼有国内和国外进行两种模式，其中以开展国外调查为主。

近年学界尤其注重华人口述史的记录和史料挖掘抢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调查包括跨境语言研究中我国周边国家语言调查和近１０年兴起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调查。我国跨境语言调查发展至今已３０余年。② 其中境内跨境民族调

查属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调查，而在境外开展的国别语言调查则包含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

调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中央民族大学的“９８５工程”已完成十余部相关国别语言国情研究专著，北
京语言大学开展了“中国周边（６国）语言资源库建设”等。研究内容均为实地调查所得第一手材料，调

查侧重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化、本体结构与国家主体民族的关系等，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调查

侧重国别语言状况、语言政策规划等。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２０１５年，“一带一路”的规划和讨论在各个领域广泛展开，李宇明发表了《“一

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③强调了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手册达６０万字，其以国别形式细致描述了“一带一路”

沿线６４个国家的语言国情，包括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通用语言、民族语言、方言、语言与民族宗教关

系、语言状况历史沿革等，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国情调查服务于国家政策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此外，

还有一些团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进行了系统的国别研究。

新国情背景下，我国语言国情调查四大领域呈现打通调查研究壁垒、相互借鉴调查方法的趋势。如

汉语与非汉语研究相结合、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特点、汉语方言与华语变异的关系、我国国家通用语与少

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与其他国别的语言国情现状相互参考借鉴等。但这四者在不同时代、不同空间各有

研究侧重，各有发展特点。汉语及汉语方言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调查主要在境内展开，调查研究

历史较长，调查成果与方法比较丰富成熟。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内外联动属性，既
有在境内也有在境外进行的调查，近十年来，其理论实践得到很大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国

情调查是伴随国家政策发展变化而迅速发展的，主要在境外开展。

二、“神同形不同”的语言国情调查系统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其强调从全局把握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通过调节各

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实现整个系统的优化。据此原理，语言国情调查应在网状系统中构建不同维度的

子系统。国内语言国情调查的４个领域，由于调查内容和目标不同，各自构成“神同而形不同”的调查

系统。
“神同”是指各领域都有相似的调查要件，构成相似的调查系统或子系统。如语言国情调查主要包

括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两大部分的调查。语言结构系统主要由语音、词汇、语法３个子系统构成；语言

功能系统则包括功能（交际、思维、文化、规划、服务等）、语言生活状况成因、语言关系等子系统，每个系

统都由不同要素构成；在具体实施调查过程中形成调查过程系统、调查材料系统等子系统。再如一个完

整的调查过程系统有３个步骤要素：调查前的准备、进行调查时的资料收集分析、调查后的材料保存等。

每个步骤都要坚持为调查目的服务的原则，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调查前要明确调查目的和内容，

选择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代表点，收集社会概况资料、制订调查提纲和方案。到调查点后，要做好沟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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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工作，选择典型访谈对象和问卷调查对象，明晰语言使用状况调查内容。离开调查点之前，要把所有

的材料包括手稿、音档都整理好带回保存。这是所有领域的语言国情调查团队都应该明晰并做到的。
“形不同”是指四大领域各调查系统内部存在差异，表现在调查内容或方法各有侧重，各系统构成要

素、理论发展也不平衡。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国内汉语及汉语方言地区的语言调查一直侧重语言本体的

调查及历时比较，多在丰富的语言材料中探求语言发展规律，且“语音研究多于词汇、语法研究，方言特

殊现象研究多于系统研究，一般描写多于深入比较，共时研究多于历时研究”①。而地域文化调查研究

相对薄弱，并往往作为语言结构调查的附属。近年随着国家语保工程的推进，汉语及其方言文化越来越

多地被学界和社会关注。邢向东认为在方言文化的调查中，应树立系统观念，调查、记录时应强调系统

性，关注词音与词义、词语与对象、不同民俗事象之间的有机关联。②

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调查成果都比较丰富。其与汉语及方言区调查相比，在语言

结构方面，前者研究成果以描写居多，后者除大量描写成果，还向纵深发展，有大量共时与历时对比的成

果；在语言功能上，二者都对语言接触等实践理论有所探索，前者还有大量对调查地区语言文化传承的

个案调查和理论思考。２０１５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一期工程，将语言文化看作语言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开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同时，同步推进语言文化调查。可见语言文化调查在这

两个领域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语言国情调查系统结构越来越均衡发展。

海外华人社会作为中外文化连接的纽带，对其语言文化传承的调查研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外

输出的一条途径。２１世纪以来，海外华语研究开始在国内外受到重视。早期一些学者对华语结构及其

语言变体进行重点调查研究。近１０年来，华语作为一种资源逐渐受到重视，研究范围迅速扩大，由早期

的华语本体结构等领域拓展到华文教育、教材编写、华文水平测试、华语社区、分圈、规划、传承、语料库

建设等，实践与理论探索并行，关注点尤其集中于华语作为祖语进行语言文化传承的动态发展及资源建

设。研究团队实际深入海外华人社会是获得大批珍贵第一手材料的最主要途径。华语调查研究还利用

华人与国内社会交往流动强的特点，在境内外同时开展。如对来华的华人、留学生等进行调查、访谈；利
用当地华人社会资源，调动有相关培训背景和兴趣意愿的华人参与到调查活动中等等，极大拓宽了调查

渠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调查则主要在境外进行。当前国内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跨

境语言研究中周边国家的语言调查，其内容以语言本体为主，也有对语言使用现状的微观个案研究，为

了解周边国家语言的现状提供较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二是２０１３年以后，为国家政策服务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语言调查，其偏重语言功能调查，语言本体调查是语言功能调查的附属。

三、层级构建的语言国情调查系统

语言国情调查系统有结构、功能等一级系统，一级系统下又分别构成不同的子系统，各层级系统之

间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都要顾及层级系统内部和层级系统间的关系。比如语言功

能出现严重衰退，就可能引起语言结构的变化。有的濒危语言，音系出现了不规则的紊乱，系统性被破

坏，构词系统也会出现一些不规则的现象。③ 所以要从各系统的关系及相互影响中发现问题。中国少

数民族地区的语言调查兼具调查历史较长、范围较广较全面的特点。鉴于我国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的“神
同”，下面我们将以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的调查为例，阐明如何进行系统观念的构建。

民族地区调查要取得的材料系统要素有：社会概况，语言数量及系属特点，语言生活情况等。通过

对调查点民族人口分布、经济文化、语言教育、风俗活动等的调查，描绘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风貌和语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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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面貌（包括语言能力、使用人数、使用范围、使用场合等），实现调查目的。田野调查主要属于调查过程

系统的第二步骤，所获取的材料是鲜活而珍贵的。调查回来的材料，要抓紧整理，如发现特殊情况，一定

要及时处理解决。

多民族地区语言调查多着力于语言功能、关系类型的调查，既关注各民族语言使用的现状，也对其

成因和趋势进行预测。厘清并构建一个语言关系系统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多民族地区语言调查的重点

之一。语言关系系统是语言调查系统的子系统，复杂而重要，其构成要素有：各民族母语、国家通用语、

边境多民族地区的跨国语言等。受经济、政治发展影响，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生活特点不同，

形成特定时期比较特殊的语言关系，各要素在这样的关系网内行使交际、传承等功能，有互补共生，也有

交融竞争。根据各要素在多民族语言生活领域的出现强弱程度，各要素呈现了不同组合模式，构成单

语、双语、多语等类型。厘清各要素在不同平面关系中的地位和类型，进行功能定位，讨论制约条件、成

因、演变态势（包括方向、特点、速度等）等。随着国家通用语地位的提升，尤其要关注国家通用语的功能

变化，主次分明，重点突出。

如果将一个地区的多种语言按其承载功能和影响范围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平面，则可以看到不同

平面的语言承担不同的功能，其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变动之中。以云南丽江九河乡多民族地区语

言调查为例：白族和纳西族是九河乡主体民族，村民多是双语人，白语和纳西语的功能大体相当，都是该

地区族内交际语和区域优势语言，母语和区域优势语是同质第一平面。普米族、傈僳族人数较少，普米

族、傈僳族村民多为多语人，母语、国家通用语与区域优势语是异质第二平面。从语言发展趋势看，越来

越多的普米族、傈僳族青少年越过区域优势语甚至母语，直接习得、转用国家通用语，国家通用语与母语

是异质第三平面。随着各民族交往范围的扩大，语言生活呈现出国家通用语作用日益突出，母语在民族

内部交往中有顽强生命力，以及曾经作为区域优势语言的民族语兼用程度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形成各民族间语言关系的共时和历时背景因素也是一个系统。语言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地域等，各要素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多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活。此

外，为了考察语言代际差异，还要对不同年龄段民族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系统进行记录整理并进

行比较研究，以探求语言变异的深层规律和演变机制。

以上各子系统构成一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语言调查系统。在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要全方位

调动、多维度思考，获取系统的第一手调查材料。依数据推演科学结论，客观反映社会现实。①

上述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国情调查系统构建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三大领域，并能够在实际调查

中，根据“形不同”特点进行系统调整，以达到调查目标和任务。

四、多维度的语言国情调查方法系统

随着社会诸多领域的联系愈加紧密，新国情背景下语言国情出现很多新情况、新信息，语言关系愈

加复杂。对其进行调查、记录和分析的难度越来越大，调查方法要求则越来越高。语言国情调查系统中

的时空比较法，是横向空间比较、纵向空间比较、纵向时间比较的结合，是厘清、联结该调查系统中各个

子系统的重要研究方法，我们应该重视并不断深化。

构建语言调查系统、厘清各种语言关系，要采用多元化的调查方法和手段，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有

传统民族志、共时描写、历时比较等。这些方法都为客观调查所需要，彼此互补，兼容并蓄。但在同一领

域或不同领域的语言国情调查中，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并没有平衡发展：前者一般都比较充分，后者往

往难以深入。如语言国情调查四大领域中汉语及汉语方言区语言调查的历时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但共

时研究仍多于历时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共时研究能通过表象调查得以充分描写，受缺少历史文献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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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条件制约，历时研究未能同步发展；海外华语研究学者开始重视海外华语作为资源的深入挖掘和开发

并付诸实践，但存在“仅立足于并着眼于共时平面，未能从历时的角度进行 必 要 的 考 察 与 分 析”①的 问

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调查则以共时描写和研究为主，一般都未达到历时研究层面。

横纵结合的时空比较研究能够解释语言使用的复杂、动态、多层次特点。如果只通过横向共时描写

很难探究其客观发展规律，纵向比较是将语言调查系统置于动态、历时、发展中进行观察、分析，能够解

释区分语言国情现象的主次、内外、现实和历史、政策制度原因等。在实际调查研究中，横与纵、时间与

空间多为两种或两种以上要素共同作用。四大研究领域彼此之间都不是孤立的，是一个层次系统：空间

上可横向对比，如汉语与非汉语的相互反观、汉语方言与华语变异的关系、我国国家通用语与少数民族

的语言关系与其他国别的语言国情现状相互参考借鉴等，具体深入探讨其形成因素时就要在横纵向时

空中进行。

语言国情调查虽以调查语言使用情况为主，也要做语言本体的调查。语言本体调查研究的系统性

也在横纵时空比较中得以呈现。如戴庆厦在调查哈尼语松紧元音时，先对不同村寨的方言土语进行记

录整理比较，总结出松紧元音的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之后又扩大至与其亲属语言比较，寻找其演变规

律，总结出哈尼语松紧元音“一头一尾”的两个历史来源，丰富了松紧元音理论内涵。②

我们往往能够通过民族地区语言关系的横向共时特点，认识国家政策对民族地域流动、共生交融的

影响，在纵向时空比较中分析语言关系的所处阶段及制约因素等。如云南片马茶山人生活地区地处云

南边境，距离镇政府驻地约几十公里，交通闭塞，周围汉族人极少，但绝大部分茶山人都会汉语，且茶山

语中有大量汉语借词，而很少有与其杂居且交流较多的傈僳语借词，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地区较少见。

调查得知，１９６０年片马回归以后这里驻扎了一个排的部队，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汉族，他们都说汉语，他

们对茶山人关怀备至。茶山人在与汉语工作人员接触中慢慢懂一点汉语，随着茶山后代读书越来越多，

汉语越来越好。茶山人对汉语的天然好感和向往，使其对汉语的接受度非常高，茶山语与汉语也就跨时

空共生交融发展。茶山人和谐的语言共生关系，映射了该地区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③

传统的语言调查方法依赖调查者自身的专业素养，能够突破时空、技术条件限制，记录活生生的语

言现实，在任何时代都是语言工作者进行田野调查时最重要的方法。在系统观念指导下实施的语言调

查，其调查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完备。除了以上较为传统成熟的常用调查研究方法，我们还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不断修正和补充。比如通过现代化的音视频设备和通信手段，建立调查数据库、联络机制等。使

用微信等联络工具与调查对象保持长期联系，既可以及时核实、更新材料，也便于进行课题的数据跟踪

调查，使数据库得以不断充实更新。新时期的语言工作者应根据不同地区语言实际的特点采取与之相

适应的调查方法，综合运用各学科理论知识，深入揭示语言生活规律和特征；吸收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等新的技术手段，与传统语言调查方法结合，在横纵结合的时空比较研究系统中，获取各地区的语言生

活信息，揭示语言关系互动的走向。

结　语

新国情背景下，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构建语言国情调查系统观念，将打通各调查领域壁垒，有效整

合社会资源，推动社会调查发展，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能为制订国家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事实依据。我

国语言国情调查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新国情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在语言国情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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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之以系统观念，是认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现象的最佳途径，才不会顾此失彼。无论是语言国情调查对

象还是调查方法，都要在系统观念中构建运作。语言国情调查各领域间或领域内的要素可构成不同层

级的调查系统，语言国情调查方法手段则是横向纵向时空相结合的研究系统。将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

横纵结合，能从全局把握事物在不同子系统中的层次、不同时空的运动发展规律；通过调节各相互作用

的组成部分实现整个系统的优化，完成调查目标。

新时期语言国情调查被赋予更崇高的价值意义。探求语言调查的新思路、新方法，构建新时期语言

国情调查的理论框架，是语言调查工作者的共同任务和目标。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方言区、海外华

人社会各个调查点的语言文化调查，由点及面，由微观到宏观，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传承基因和

精神内核。这不但丰富了我国多元文化内涵，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提供现实依据，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调查相得益彰，适应我国与国际形势发展接

轨的规律和趋势，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共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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