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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语言接触到什么深度才是混合语，不同标
准有不同的结论，但混合语的形成机制通
常是有规律的。从语言接触的有阶性可以
回溯接触双方谁是双语者，并进一步确定
词汇传递的方向和结构干扰的方向。在多
数情况下，混合语的形成机制可以得到还
原。



要点

• 深度接触个案观察

• 两种异向关联：语言同一性辨认难度

• 对话状态：语言同一性的确认

• 中介语母语化：对话状态丢失

• 核心词有阶分布：追回对话状态

• 几个混合语对话状态机制分析



语言变体的同一性问题



实例1：汉语变体还是傣语变体
傣族肖老太太中介语观察

• 吃多多、走慢慢

• 吃芒果两个

• 学科学

• 结构是傣语的，词汇是汉语的

• 是傣语还是汉语



变体2：傣语变体还是汉语变体？

• 线永明，男，63岁，梁河县曼东乡那勐村

红坡寨傣族，长期做村干部。语言混合特
点明显









虚词的横向传递

• 那勐线永明的汉语词和頻率比遮岛后街龚
佑贤的还要高，并且广泛使用了汉语的虚
词，如“就tieu213、了lə31（完成助词）、
过ko213（过去时助词），还是xai31 s213
（选择连词）、又 iu213（时间副词）、
给k53（—般问句助词）”。



对话状态与接触方向



向的判定问题：混合语形成的复杂性

• 关键是判定下面情况：

• 傣语结构汉语词汇：和汉语对话的傣汉语（汉语核心词聚敛分布，傣语核心
词发散分布）

• 傣语结构大量汉语借词，和傣语对话的傣语变体（傣语核心词聚敛分布，汉
语核心词发散分布）

• 汉语结构傣语词汇：和傣语对话的汉傣语。（傣语核心词聚敛分布）

• 汉语结构大量傣语借词：和汉语对话的汉语变体（汉语核心词聚敛分布，傣
语核心词发散分布）



语言变体的同一性确认：对话状态

• 上面两种情况都代表了比较特殊的语言变
体，从对话状态看，线永明的语言变体是
用来和傣语对话的，应该是傣语变体，肖
老太太的语言变体是用来和汉语对话的，
应该是汉语变体。



对话状态与接触的方向



中介语同一性判定

• 傣汉语

• 汉语高阶核心词（第100词）比例高于低阶核
心词（第200词）比例。傣语高阶核心词（第
100词）比例低于低阶核心词（第200词）比例。

• 汉傣语

• 汉语高阶核心词（第100词）比例低于低阶核
心词（第200词）比例。傣语高阶核心词（第
100词）比例高于低阶核心词（第200词）比例。



聚敛有阶分布与发散有阶分布

聚敛有阶分布 发散有阶分布



聚敛有阶分布原则

• 如果难以判定身份的中介语或者混合语X在结构上
与A同构而在核心词上与B呈现聚敛有阶分布，则
该X语和B语言有历史同一性，即当初X语言是和B
语言有对话状态。



词汇聚敛分布检验：中介语与目标语



普查检验
各地西南官话和同一对话状态的民族西南官话，变体多种多样，
但词汇都呈现聚敛分布，和当地民族语言之间呈发散分布

全域

通语 

局域通语 民族语 

西南

官话 

傈僳语 傈僳语、怒语、独龙语、普米语、 

白语 白语、怒语、独龙语、普米语、怒语、纳西语 

藏语 藏语、普米语、纳西语、嘉戎语、木雅语、扎巴语、尔龚语、贵琼语、

北部羌语、史兴语、独龙语、门巴语、珞巴语、保安语、土族语、东

部裕固语、达让话、夏尔巴语、白马语、尔苏语、傈僳语、彝语 

彝语 彝语、普米语、纳西语、苗语、尔苏语、傈僳语、藏语 

傣语 傣语、德昂语、景颇语、拉祜语、哈尼语、载瓦语、基诺语、阿昌语、

布朗语、佤语、克木语 

纳西语 纳西语、史兴语、普米语 

普米语 普米语、史兴语 

缅语 缅语、景颇语、载瓦语、怒语、独龙语 

景颇语 景颇语、载瓦语、德昂语 

布依语 布依语、苗语、仡佬语、毛南语 

壮语 壮语、毛南语、苗语、瑶语 

 苗语 苗语、仡佬语 

 瑶语 瑶语、苗语 

 侗语 侗语、苗语 

 



微观检验：两阶核心词替换率
陈保亚、李子鹤、余德江（2023）



绿春傣语音系举例

词项 傣泰 德傣 西傣 泰 孟连 金平 元阳 元江 武定 马关 绿春

-m -m -m -m -m -m -m -m -n -m

脾 *ma:m4 maam4 ma:n4*

细糠 *ram2 ham2 ham2 ram2 ha>m2 ham2 ham2 ham2 ham2 he+2-

翻转 *xwam3 xo+m3 xo+m3 khwam3 xo+m3 xo+m3 xam3 xo+m3 xue+3

移植 *?dam1 dam1

池塘 *tham1 -tham1 -tham1

腮;颊 *ke+m3 ke+m3 ke+m3
ke+e+m
3 ke+m3 ke+m3 ke+m3 ke+m3-

针 *khem1 xem1 xim1 khem1 xem1 xim1 xim1 xe+m1 sin1 xim1 si1

满 *tem1 tem6 tim1 tem1 tem6 tim1 tim1' te+m1 tin1' te+m1' ti2



个案分析：金沙江皎平话



皎平话（金沙江傣语）

• 在云南的永胜、华平、永仁、大姚、武定、禄劝金沙江一
带，有一些傣族村寨分布，这些傣族被包围在汉族中。一
方面，金沙江傣族和其他地区的傣族一样，以母语干扰的
方式影响汉语，同时在汉化程度很高的地方有转用汉语作
母语的。另一方面，汉族很多能说傣语，傣语也受到汉族
傣语的强烈干扰。这里的傣语音系和当地的汉语音系几乎
完全同构，语法也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但基本语素中绝
大部分和德宏、西双版纳、红河、临沧等地的傣语对应，
其中核心语素的对应在80％以上，而且越是核心的语素，

对应的比例越高，所以金沙江傣语仍然是傣语方言，为了
和其他地区的傣语方言区别，我们说金沙江傣语是汉式转
型傣语方言



金沙江傣语（皎平）声母举例



金沙江汉语（皎平）声母举例



金沙江傣语（皎平）韵母举例（39）



金沙江汉语（皎平）韵母举例



对应匹配
傣语中的汉借词声调和汉原词声调对应而不是相似



深度接触：从相似匹配到对应匹
配

• 随着语言接触的加深，相似匹
配会逐渐转向对应匹配，即借
词和源词的语音形式不再相似。
比如下面金沙江傣语中汉语借
词“痛”的声调读音。

• 这种对应匹配逐渐成为历史语
言学中的对应规律。在语言深
度接触的案例中，比如金沙江
傣语、红河傣语等和汉语的接
触，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对应
匹配。这种对应匹配可以延续
很长的时间，不同时间的借词，
经常对应匹配而被并合为相同
的对应规律。因此，同一条对
应规律，并不保证都是相同时
间的借词。



源于两种机制的对应匹配
语言接触和语言分化都可以形成对应匹配



汉式转型

• “汉式转型”是说受到汉语强烈干扰，在结构上
基本和汉语同构。形成汉式转型傣语方言的直接
条件是：

• 金沙江傣语脱离了主体傣语群，进入汉语包围区，
形成孤岛条件。

• 有大量的汉族说傣族汉语。

• 金沙江傣语受到汉语的强烈母语干扰却没有全部
向汉语进行母语转换。



汉式转型

• 从根本上说，金沙江的汉傣语处在匹配阶
段，势力很大，不仅难以回归，而且对当
地傣语的结构产生了影响。



金沙江傣语：汉式转型

• 语言的深度干扰有时候会改变语言结构的类型。比如在傣语对话状态，有些地方的傣语受汉族傣语干扰就出现了转
型现象。在梁河县曼东乡那勐行政村红坡寨，汉族占三分之二，傣族占三分之一，很多汉族能说汉族傣语，汉族所
说的汉族傣语强烈地干扰了傣语的结构。更典型的是金沙江傣语。在云南的永胜、华平、永仁、大姚、武定、禄劝
金沙江一带，有一些傣族村寨分布，这些傣族被包围在汉族中。一方面，金沙江傣族和其他地区的傣族一样，以母
语干扰的方式影响汉语，同时在汉化程度很高的地方有转用汉语作母语的。另一方面，汉族很多能说傣语，傣语也
受到汉族傣语的强烈干扰。这里的傣语音系和当地的汉语音系几乎完全同构，语法也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但基本
语素中绝大部分和德宏、西双版纳、红河、临沧等地的傣语对应，其中核心语素的对应在80％以上，而且越是核心

的语素，对应的比例越高，所以金沙江傣语仍然是傣语方言，为了和其他地区的傣语方言区别，我们说金沙江傣语
是汉式转型傣语方言。“汉式转型”是说受到汉语强烈干扰，在结构上基本和汉语同构。形成汉式转型傣语方言的
直接条件是：

• 金沙江傣语脱离了主体傣语群，进入汉语包围区，形成孤岛条件。

• 有大量的汉族说傣族汉语。

• 金沙江傣语受到汉语的强烈母语干扰却没有全部向汉语进行母语转换。

• 整个金沙江傣族地区的接触情况大致如下： 金沙江傣语和汉语同构的形成过主要是母语干扰而不是母语转换。具

体地说，汉式转型的汉傣语强烈干扰傣语，傣语开始转型。由于说汉傣语的汉族还有自己的汉语作母语，而且汉族
是主群体，是强势群体，所以说汉傣语的汉族通常并不进行母语转换，即并不放弃自己的汉语拿傣语作母语。

• 汉式转型傣语方言是受受主群体语言汉语的强烈母语干扰形成的，而不是受母语强烈干扰后的汉傣语（汉族的第二

语言）转换成了母语。理由是：母语转换一般是弱势民族的第二语言向强势语言转换，汉族不是弱势民族，傣语也
不是强势语言，汉族的第二语言汉傣语不具备向傣语转换的条件。



金沙江傣语(孤岛群体)和汉语(主群体)接触情况举例

傣语(孤岛群体)对话状态语言 汉语(主群体)对话状态语言

早期 傣语 汉傣语(转型) 汉语 傣汉语

... ... ... ... ...

傣语(转型) 汉傣语(转型) 汉语 傣汉语

... ... ... ... ...

现代 金沙江汉式转型傣语方言 汉语方言变体



金沙江傣语成因：基语换位与基语干扰
傣族的基础语言换位为汉语，出现汉傣语（汉化傣语），傣族的二语成了汉傣语，

用来和傣语对话，对傣语形成干扰



个案分析：倒话



汉语(孤岛群体)和藏语(主群体)接触情况举例
（倒话高阶核心词100%）

汉语(孤岛群体)对话状态 藏语(主群体)对话状态

早期 汉语 藏族汉语(转型) 藏语 汉族藏语

... ... ... ... ...

汉语(转型) 藏族汉语(转型) 藏语 汉族藏语

... ... ... ... ...

现代 藏式转型汉语方言(倒话、五屯话) 藏语方言变体



§一些混合语历史身份的辨认

• 根据上面讨论的接触的向和阶的关系，一
些早期因为接触而产生的语言变体的对话
状态、接触方向和来源机制是可以判定的



水磨房话

• 中甸水磨房村的语言，内部对话。SOV型语
言。和汉语的核心词关系：



个案分析：马来西亚峇峇语



峇峇语和马来语核心词聚敛分布
（许依婷2022）

• 土生华人（Peranakan）特

指早期自中国移民的男性
与东南亚一带的土著女性
通婚的后裔，通称峇峇娘
惹。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马
六甲与新加坡的峇峇娘惹
所使用的语言——峇峇马

来语。大量历史文献记载
峇峇语是由南下的中国人
学习马来语而产生的语言，
但没有相关的语言学证据。



个案分析：回辉话



个案分析：回辉话

• 回辉话是如何形成的，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
认为回辉话是占语者学习汉语的结果。根据曾晓渝（2011）的统计分
析，回辉话的特征如下：

• 1、词汇方面，回辉话100核心词中占语拉德语侗台同源词及占语拉德
语来源的词最多，占63%。

• 2、语法方面，回辉话的基本句型与汉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的语序
一致，是SVO型语言，词组结构、修饰语位置都与汉语同构。

• 3、语音方面，回辉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及单音节语素特点与
当地汉语、黎语有很高的相似度。

• 根据回辉话的类型特点，我们认为回辉话并不一定是通过借贷形成的，
很可能是汉语干扰的结果



回辉话结构类型的改变
(陈保亚、田祥胜2023，北京大学《语言学研究》)

词项 原始占语 占法词典 藩朗占语 楚鲁语 北拉格莱语 回辉话
根 *ʔuɡhaːr aɡhaː aḳha akha ukha kha³³
黄牛 *ləmɔ lamauv limɔ ləmɔ lamɔ mo³³
孵 *karəm pakrən karăm krəm karəp san³³
花 *buŋa baŋəː p̣iŋu bəŋa buŋã ŋa¹¹
牙齿 *diɡɛy taɡěi taḳɛj̆ təɡəi diɡəi khai¹¹
猪 *pabuy pabǔěi pap̣uj pəbui pabui phui¹¹
前面 *ʔanap anap anăʔ anauʔ anãʔ nau²⁴
皮 *kulit kalik kaliʔ kəliːʔ kuliːʔ li²⁴
热 *paɗiaʔ ɗĭak paɗjăʔ pəɗiăʔ paɗiăʔ ɗia²⁴
活的 *hudip dĭəp haṭĭwʔ hədiuʔ hadiuʔ thiu⁴²
咳嗽 *batuk bituk patǔʔ pətuʔ patǔʔ tu⁴²
影子 *buŋat baŋək p̣iŋǔʔ baŋaʔ buŋãʔ ŋa⁴²
舌头 *dilah dalah ṭalah dəlah ɡilah la⁵⁵
完 *ʔabih abih ap̣ih abih abih phi⁵⁵
地 *tanah tanəh tanɨȟ tənah tanãh na⁵⁵



回辉话和占语核心词聚敛分布
（陈保亚、田祥胜2023）

• 在1-100词中，固有词95个，不明来源词2个（ka¹¹le⁵⁵“心脏”、
na³³khai⁵⁵“小”），汉语借词（下划线并加粗）3个（pu³³“不”、
hu¹¹me³³“乳房”、lok⁴²“绿”）。在101-200词中，固有词78个，不
明来源词4个（phan¹¹“钝”、loi⁴²“尖”、net²⁴“短”、
nok⁴²“压”），汉语借词18个（toŋ³³vut²⁴“动物”、uaːiʔ³²“坏”、
zin³³ui³³“因为”、khet²⁴“砍”、ʔuat²⁴“挖”、ʔa¹¹pa⁵⁵“爸”、
lio¹¹“流”、vu³³“雾”、ket²⁴pin³³“结冰”、pin³³“冰”、
zi¹¹ko¹¹“如果”、hu¹¹“湖”、ʔa¹¹ma³³“妈”、tsat²⁴“窄”、
un³³“闻”、phin³³“平、光滑”、ɕiet²⁴“雪”、khua³³“宽”）。根
据我们的研究（田祥胜，2017；田祥胜、陈保亚，2019），在以上21
个汉语借词中，只有hu¹¹me³³“乳房”一词中的me³³来源于迈话，其
他20个汉语借词主要来源于“古官话”（读书音）



有阶分析：回辉话与占语具有同源关系
（陈保亚、田祥胜 2017）

• 回辉话与占语的语音对应词高阶（第100核心词）高于低阶
（第200核心词），个数比为65：34，根据判定同源与接触
关系的阶曲线模型，即：



回辉话的独特性

• 回辉话受到了汉语的强烈干扰，属于基语
换位后的一种干扰，即回辉话人的基础语
言已经转变为汉语，因此受到汉语强烈干
扰。



个案分析：五屯话



五屯话与倒话的类型特征

词汇

五屯话中，汉语词占绝对优势，
根据三千词的记音材料统计，
汉语词上65%，藏语词占20%，
混合词占5%，不明来源词占
10%。

倒话的词汇大部分来源于汉语，部
分来源于藏语，也有一些自造语。
以斯瓦迪士200词考察，100%来源
于汉语，以《藏语简志》920词考
察，98.91%来源于汉语；以实地考
察的2240个词考察，88.57%来源于
汉语。

语法

表现出不同于汉语的显著特点。
严格遵循谓语在句末，宾语在
动词之前的语法规则；名词和
句中其他词的关系往往使用一
些类似格的附加标记表示；动
词后有各种形式的语法标记。

倒话的语法结构与藏语的语法高度
同构，具有sov的语序结构；动词

有复杂的语法范畴，这些语法范畴
用前置和后置的语缀来表示；表征
名词代词有系统的格标志；句法关
系通过各种标志来表达。



五屯话词汇有阶分析
（陈保亚、张入梦 2022）



余论



• 通过语言接触的不同方向，可以观察到语
言的接触的有阶性，通过对混合语的有阶
分析，可以回溯混合语的历时同一性，并
进一步断定词汇语法的演变来自哪个语言
的影响。在语言历时同一性识别的基础上，
用GIS（沈力等2011）方法，或许能更进一
步弄清楚演变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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