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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提要 

 

黄河流域自古至今都是各部落、各民族、各种文化交流并冲突的要地。汉与非汉民

族之间的接触、交流、战争、通婚、融合都曾展现在这个历史舞台。从八十年代晋语

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大力提倡研究晋语以来，黄河流域的晋语区已为人所熟知。但是黄

河流域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是近期才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的。黄河流域上游

的语言是从近代（元后）时期逐步发展到今天的。标志是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和语言之

间深刻的接触。黄河下游的语言是早期（拓跋鲜卑—北方民族统治中原始）就开始发

生接触、碰撞了。发祥于北方的各民族在黄河下游都曾轮番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基本

都汉化并融入到汉民族当中了。而黄河上游的各民族仍然在上演着语言演变的活的话

剧；个别地区，汉语和非汉语甚至开始发生混合。 

本文将通过跨学科（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的观点研究黄河上游

的语言。处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人群和语言都异常复杂。这里已经形成了一

个语言区域。这个语言区域真正形成是在 13 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东乡、保安、

土族、撒拉等群体都是在这之后逐渐和不同人群混合而形成的。东乡、保安、撒拉主

体人群都是从中亚移民过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人群形成时间约在 14到 16世

纪之间。在这之前曾受到藏语深刻影响的群体，很可能已经同化到藏族人群当中了，

部分混合到了新来的移民中。这点可以从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看出来。基于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有关甘青一带人群 Y-染色体的样本，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群体是单

纯的群体，这些群体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混合、融合的群体。由于上述这部分讲非汉

语的人群主体是从 13 世纪以后移民而来的，所以，在不同人群中高频的 Y染单倍群的

统计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父系群体混合的历史框架。语言区域内的汉语方

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边非汉语的影响。我们将通过具体事例讨论黄河上游地区语

言传播的方式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