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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密切接触、语言相互影响，最直接的体现是词语互借。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也

是新疆各民族的族际交际语；维吾尔语分布区域广、使用人数多，在一些地区属区域强势语；新疆汉语方

言主要分兰银官话北疆片和中原官话南疆片，是不同地区和群体的族际交际语。不同地区民族分布、人

口结构及同一地区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差异，导致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数量、使用及语言使用

者态度存在差异。

一、调查情况与研究目的

(一)调查对象

口语交流是借词传播和扩散的重要途径。为了解新疆不同地区和民族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及语言关

系，2006-2008年，我们在7市4县①进行了4个半月的调查，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使用及语言态度

是该调查的组成部分。本文依据9个调查点的材料撰写②，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和表2③。

(二)调查词项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主要有音译、意译、汉语和维吾尔语合璧词3类。本研究在文献和词典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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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n=341，人/%)
性别

男

184/54.0
女

157/46.0

年龄段

青年组

112/32.8
中年组

140/41.1
老年组

89/26.1

受教育程度

低等组

61/17.9
高等组

280/82.1

表2 民族成分(n=341，人/%)
汉族

136/39.9
维吾尔族

103/30.2
回族

22/6.5
哈萨克族

32/9.4
蒙古族

17/5.0
柯尔克孜族

4/1.2
锡伯族

16/4.7
乌孜别克族

6/1.8
其他民族

5/1.5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

··10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1 语言文字学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选及摸底调查基础上，选取16个典型借词作为调查词项。具体见表3。

词项选择说明：第一，选择日常生活典型借词。梳理文献、方言词典收录的方言借词，排除5类：①行业词

语，如“热瓦普、弹拨儿、都塔尔(乐器名)、达瓦孜(走钢丝表演)”等；②宗教词语，如“乃玛孜、阿訇、毛拉、伊玛目”

等；③进入普通话的词语，如“馕、肉孜节、库尔班节”等；④知晓率较低词语，如“嘎得麻西(ɡɑdirma∫乱糟糟的、

各式各样的)”；⑤专有名词，如人名、国名、地名等。第二，兼顾借词类型。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以

音译为主，选择的词项也以音译词为主，兼顾意译词、汉语与维吾尔语的合璧词。第三，词源界定。部分词项

源头是阿拉伯语(如“卡瓦普、巴扎尔、牌档子、海买斯、拿斯”)和波斯语(如“皮芽子”)，因均为汉语方言从维吾尔

语借入，本文将其看作维吾尔语借词。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综合运用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从两方面调查借词使用：第一，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

率(可简称“三率”)。“知晓”不等于“使用”，“使用”不等于“常用”。“常用”指维吾尔语借词比汉语原有词更常用，

即汉语已有又从维吾尔语借用的词语，其使用存在选择性。第二，借词使用及语言态度的社会差异。主要考

察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交际对象和话题使用借词的共时差异，动态观察借词使用特点；

分析调查对象对待借词及其使用的态度，揭示语言使用者的文化交际心理。在此基础上，讨论语言接触和借

词的几个理论问题。

二、借词知晓和使用差异

9个调查点借词“三率”的总体规律为：1)知晓率＞使用率＞常用率。2)不同类型借词的“三率”呈正相关分

布，即知晓率高的借词，使用率和常用率也较高。3)借词使用率和常用率差异除受知晓率影响外，还与“皮芽

子”是新疆各民族常用食材、“马里马唐、艾来来拜来来”分别是“胡里马唐、艾来拜来”的变体形式、“黑肚子、索

拉希”的贬义色彩有关。

表3 调查词项(n=16)

··10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语言文字学 2022.1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一)借词“三率”的社会差异

1.性别和民族差异

1)性别差异。男性的“三率”均高于女性，少数调查点例外(见表4)。新疆人民出版社36岁哈萨克族女性强

调：“有些词男人用得多，女人用得比较少，比如‘肚子胀’等。”

2)民族差异。少数民族的“三率”高于汉族；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知晓率高于其他民族，使用率和常用率

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农业民族的“三率”高于牧业民族。吐鲁番市40岁维吾尔族男性公务人员指出：“像‘艾

来拜来、胡里马唐’这类词，回族人用得较多；像‘索拉希’这类词男人比女人用得多。”库尔勒市50岁汉族女性

公务人员认为，“拿斯”这样的词回族较常用，汉族用得少，主要是“老新疆人”用；维吾尔族基本不用，除非开玩

笑。她强调：“‘海买斯’这样的词是汉族和回族说维吾尔语发音不标准造成的，维吾尔语不这样发音，维吾尔

族之间说汉语时一般不用这类词。”吐鲁番市50岁维吾尔族女性公务人员解释：“‘牌档子’这样的说法，我一般

都是去‘巴扎尔’时和汉族或回族摊主用，其他情况一般不用。”

2.年龄差异

中老年组借词知晓率明显高于青年组，不同年龄组的借词使用率和常用率有交叉，但总体是老年组高于

中青年组。“老新疆人”比入疆时间短的人及新疆出生长大的年轻人更多知晓和使用借词。年轻人借词知晓和

使用有差异：较早踏入社会的比学历较高的及在校生更多知晓并使用借词。一些中学生知晓率和使用率都很

低。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一位哈萨克族高三男生从小上汉语授课学校，其爷爷是哈萨克族，奶奶是维吾尔族，

妈妈是柯尔克孜族，他不知晓绝大多数借词。从整体趋势看，年龄越小，借词知晓率和使用率越低。一些调查

对象指出，1980年代前后，新疆人说汉语夹杂维吾尔语借词现象比较普遍，因为少数民族汉语水平不高，双

方需互相迁就。随着外来人口增加、教育普及和少数民族汉语水平提高，借词使用逐渐减少。乌鲁木齐市

明园社区 40岁汉族女性(大专学历)解释：“我在南疆工作过，会说维吾尔语，但现在我的维吾尔语基本没有

了当年那种用武之地。1980年代时，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不高，在民族杂居地，人们说汉语时经常夹杂维吾

尔语词。现在，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的汉语说得都很好，说汉语夹杂维吾尔语词的现象也不如从前多。”自

治区民委 37岁维吾尔族女性(吐鲁番市出生)认为：“有些说法老年人更常用，年轻人普通话水平提高后很少

使用。”具体见表5。

表4 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的性别差异

调查点(n=341)
喀什地区行署(n=36)
库尔勒市(n=42)
察布查尔镇(n=29)
哈巴河县(n=27)
吐鲁番市(n=44)
乌市明园社区(n=48)
自治区民委(n=38)
自治区民语委(n=37)
新疆人民出版社(n=40)

知晓率

男＞女

女＞男

女＞男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使用率

女＞男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常用率

男＞女

男＞女

女＞男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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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域和出生地差异

总体而言，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民族杂居区，借词的“三率”高于其他地区；南疆和东疆地区高于北疆地区；

农村地区高于牧区。不同出生地调查对象借词的“三率”虽有交叉，但总体是新疆出生的高于疆外出生的。疆

外出生者中，入疆时间与借词的“三率”呈正相关，即到新疆时间越长，“三率”越高。新疆人民出版社36岁回族

女性(天津出生，1973年入疆)不知道16个词项中的6个；33岁汉族男性(甘肃出生，2001年入疆)不知道16个词

项中的9个；个别到新疆时间较短的调查对象甚至不知道“皮芽子”为何物，而新疆土生土长和入疆时间较长

的，即使听说或知道汉语词“洋葱”，也更常用“皮芽子”。详见表6。

4.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差异

少数民族双语熟练程度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双语熟练程度越高。从地区看：城

市＞乡镇＞农村＞牧区；首府＞北疆＞东疆＞南疆。从民族分布看：散居区＞杂居区＞聚居区。借词知晓率

虽与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关联不明显，但使用率和常用率与其有显著相关性，即越是熟练的维—汉双语人，

借词使用数量、使用频率和场合越少；越是维—汉双语熟练程度不高的人，越容易使用借词，词语夹杂或语码

混用现象也比较普遍。

自治区民委46岁维吾尔族男性(拜城县出生)指出：“我在和文化层次低的人、普通老百姓交谈时会用‘牌

档子’这样的词，和政府人员、同事交谈时一般都会用‘好处’。”吐鲁番市50岁维吾尔族女性公务人员知道“马

里马唐”的各种意思和用法，但从来不用，她解释：“这样的词老年人和农村人用得比较多，属于维吾尔族说汉

语时的‘土话’。”新疆人民出版社36岁柯尔克孜族女性说：“‘黑肚子’这样的词主要用于口语，是土话，指‘文

盲、没有文化的人’。我和文化程度低的人说话时，不知不觉也会使用这样的土话。”在一些调查点，新疆出生

表5 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的年龄差异

调查点(n=341)
喀什地区行署(n=36)
库尔勒市(n=42)
察布查尔镇(n=29)
哈巴河县(n=27)
吐鲁番市(n=44)
乌市明园社区(n=48)
自治区民委(n=38)
自治区民语委(n=37)
新疆人民出版社(n=40)

知晓率

老＞中＞青

老＞中＞青

老＞中＞青

老＞中＞青

中＞老＞青

中＞老＞青

老＞中＞青

老＞中＞青

老＞中＞青

使用率

青＞中＞老

老＞青＞中

老＞中＞青

中＞老＞青

中＞老＞青

青＞中＞老

老＞中＞青

青＞老＞中

老＞中＞青

常用率

老＞青＞中

老＞青＞中

青＞中＞老

中＞老＞青

中＞老＞青

中＞青＞老

老＞中＞青

青＞中＞老

老＞中＞青

表6 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的出生地差异

调查点(n=341)
喀什地区行署(n=36)
库尔勒市(n=42)
察布查尔镇(n=29)
哈巴河县(n=27)
吐鲁番市(n=44)
乌市明园社区(n=48)
自治区民委(n=38)
自治区民语委(n=37)
新疆人民出版社(n=40)

知晓率

市内＞疆外＞疆内

疆内＞市内＞疆外

县内＞疆内＞疆外

疆内＞县内＞疆外

市内＞疆外＞疆内

疆内＞疆外＞市内

疆内＞市内=疆外

疆外＞市内＞疆内

市内＞疆内＞疆外

使用率

疆外＞市内＞疆内

疆内＞市内＞疆外

疆内＞疆外＞县内

疆内＞县内＞疆外

市内＞疆外＞疆内

疆内＞市内＞疆外

疆外＞疆内＞市内

市内＞疆外＞疆内

市内＞疆内＞疆外

常用率

疆内＞市内＞疆外

疆内＞疆外≈市内

县内＞疆内＞疆外

县内＞疆外＞疆内

疆外＞市内＞疆内

疆内＞市内＞疆外

疆外＞市内＞疆内

市内＞疆内＞疆外

疆内＞市内＞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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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借词知晓率和使用率高于疆外出生者，常用率则相反，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结论。吐鲁番市43岁回族

男性公务人员(市内出生)解释：“我们的维—汉双语不熟练，说汉语时夹杂一些维吾尔语词，可以更准确地表达

意思。维吾尔族有‘认话不认人’的特点，说汉语时夹杂几个维吾尔语词，容易和当地少数民族沟通，也能够融

洽谈话气氛。”

综上所述，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的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主要受性别、年龄、出生地和双语熟

练程度等社会变量影响。

(二)交际对象、话题、语体和场合差异

借词使用与交际对象、话题、语体和场合有关，总体规律是：不同民族之间＞本民族内部；维吾尔族、汉族、

回族之间＞其他民族成员之间；熟人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男性之间＞女性之间；男性之间＞男女性之间；

随意话题＞正式话题；开玩笑＞严肃话题；非正式语体＞正式语体；非正式场合＞正式场合。上述指标有些存

在负相关，如在正式场合，话题和语体都比较正式，借词使用率比较低，相反则比较高。

部分调查对象强调，一些词语和表达方式一般不在正式场合使用，在非正式场合如朋友聚会、熟人开玩笑

时常用。吐鲁番市48岁维吾尔族男性公务人员强调：“‘洋岗子’这个词，我以前在农村工作时常用，但到市政

府工作后就不再用了。”库尔勒市35岁维吾尔族男性公务人员解释：“‘海买斯’这样的词我从小就知道，但一般

不用，乡下人常用；‘索拉希’这样的词一般开玩笑时才用。”自治区民委32岁汉族男性公务人员(疏勒县出生)
表示，在正式场合一般不会用“肚子胀”，在比较随意或开玩笑的场合才用；“胡里马唐”这样的词南疆比北疆使

用广泛。他知晓“艾来拜来”的确切含义，但很少用，因为“感觉是土话，不好听”。

从交际对象看，借词使用具有层次性。第一层，跟熟人和陌生人：熟人＞陌生人；第二层，跟不同民族熟

人：汉族＞少数民族；第三层，跟家人，视交际对象的社会特征而定。

从民族成分看，少数民族间使用借词比例高于跟汉族交谈。自治区民委25岁蒙古族男性(博乐市出生)解
释：“‘马里马唐’这个词我很早就知道，上小学前就会用，但现在很少用，农村人用得比城里人多；‘海买斯’这

个词主要和少数民族朋友交谈时使用；‘卡瓦普’这个词主要和少数民族使用，与汉族更愿意用‘烤肉’。”自治

区民委29岁哈萨克族男性(阿勒泰市出生)指出：“我原来不知道‘索拉希’，后来和维吾尔族接触多了才知道它

的意思，有时也会用；‘海买斯’这个词我主要和少数民族用。”察布查尔镇政府38岁汉族女性公务人员(当地出

生)借词知晓率和使用率都比较高：“像‘皮芽子’一类借词已经融合到新疆汉语中，有些借词一般是乡下用得

比较多，或者和年龄较大的少数民族说话时才用。我在单位和同事聊天一般都会说‘他上街买东西去了’，下

乡会说‘他巴扎尔买东西去了’。对年龄比较大的、汉语不好的少数民族，我会用‘你肚子不要胀’，对汉语比较

好的少数民族一般说‘你不要生气’。”新疆人民出版社36岁柯尔克孜族女性表示：“我跟少数民族交往比较多，

更常用‘卡瓦普’，一般不用‘烤肉’。”自治区民委34岁汉族男性(喀什市出生)强调：“‘黑肚子’这样的词我和回

族朋友交往时常用，和其他民族用得不多。”

三、对待借词及其使用的态度

(一)几种不同的语言态度

1.积极和消极态度

部分调查对象包括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较低的维吾尔族对借词使用多持积极态度。他们知道全部或

部分调查词项，日常生活中也常用。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27岁乌孜别克族女性(社区幼儿园教师)，母亲是维

吾尔族，父亲是乌孜别克族，她从小就知道全部调查词项，在日常交流中也会使用其中的大部分。她认为：“日

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词，形象生动，表意准确。”

持消极态度的多为受教育及双语熟练程度较高的调查对象。他们虽知道全部或绝大部分调查词项，但很

少使用，只是与熟人和朋友交谈或开玩笑时偶尔使用。自治区民委一位维吾尔族调查对象看了问卷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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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合理，反对问卷收入不规范、影响语言纯洁的词语。一位维吾尔族调查对象甚至建议这项调查应在百

姓阶层进行，因为只有那些两种语言都不熟练的人，才喜欢使用这种“半吊子话”。自治区民委 25岁塔塔尔

族女性公务人员(伊宁市出生)表示：“不应使用这些借词和不规范的句子，语言使用应该规范化，让语言更纯

净些。”

总之，持积极态度者主要立足于交际心理和表达功能。从交际心理看，使用这些借词能够拉近谈话双方

的距离，融洽和活跃谈话气氛；从表达功能看，它们生动形象、幽默风趣，语言感染力强，能够体现地方语言特

色。持消极态度者主要立足于语言纯洁化和标准化，体现的是语言情感和规范化意识。

2.中立态度

部分调查对象的态度比较客观，认为词语借用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自治区民语委49岁汉族男性

(山东出生，1976年入疆)认为：“南疆少数民族占90%以上，汉族干部也会讲维吾尔语；乌鲁木齐汉族占多数，少

数民族‘汉化’程度高，都会说汉语。汉语夹杂维吾尔语借词，是社会和语言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正常现象。”吐

鲁番市34岁汉族男性公务人员(江苏徐州出生)认为：“使用这些词语比较形象，像‘胡里马唐的话不说’这类表

达方式就很生动，当地回族使用得更普遍，它体现了维—汉文化的交融。”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39岁汉族女性

(山东青岛出生，1993年入疆，高中文化，曾在库车县生活两年，个体经营者)已用“皮芽子”和“巴扎尔”替代了她

刚到新疆时习惯使用的“洋葱”和“市场”，她认为，“这类词能反映当地文化，能融洽与少数民族的谈话气氛，增

加亲和力”。

3.从众心理

汉语中维吾尔语借词和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的调查均表明，部分调查对象对待借词及其使用表现出从众

心理。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维吾尔族原本不知道一些词是本族语还是借词，词语的选择和使用基本从众。在

调查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时，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平路街道办事处药王庙社区油库巷39岁男性(小学文化)
问道：“dɑnɡo uj urt∫ε søzmu? tort deɡεnt∫u?”(dɑnɡo“蛋糕汉借”这个词是维吾尔语吗？tort“蛋糕俄借”呢？)部分人即

使知道是借词，也持无所谓态度，“别人都这样用，我就跟着用”。他们在使用维吾尔语时会无意识地用汉语词

替换母语词。新疆师范大学42岁维吾尔族男性电工(高中文化)谈及工作条件时说：

(1)ɡɑwej ʤitije-ni qo∫-qan-da, ku-la-jdi an-ni
岗位汉借 津贴汉借-宾格 加合-过去时形词-方位格 扣汉借-动词构词词缀-现在时形动词-宾格

ku-la-p, ikki mi koj- a bar-i-du-ø.
扣汉借-动词构词词缀-副动词 二 千 块汉借-方向格 达到-现在时-后知语气-3单
算上岗位津贴，该扣的扣完后，差不多两千元。

谈及上学经历，他使用了“t∫uji(初一汉借)，t∫u εr-gε(初二汉借-方向格)t∫iq-qan-da(上-过去时形动词-方位格)”
的表达方式。当他意识到调查者意图后解释：

(2)qɑndɑq qil-i-miz? bɑ∫qi-lɑr mu ∫undɑq dε-wɑt-sɑ-ø, bu søz-lεr-ni
怎样 做-现在时-1复 其他-复数 也 如此 说-现在进行时-条件式-3复 这 话语-复数-宾格

xεnzu-t∫ε dε-jdi ɑn bol-up kεt-tu-q.
汉族汉借-构词词缀 说-现在时形动词 是-副动词 助动词-单纯过去时-1复

如果其他人都这样说，我们怎么办？这些词语我们现在都用汉语说。

(二)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对语言态度的影响

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对语言态度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维吾尔族公务人员、教师、出版和翻

译等专业工作者借词知晓率普遍较高，但使用数量、频率、范围一般都低于普通民众，且部分调查对象对借词

及其使用的态度比较消极。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1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语言文字学 2022.1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1.社会身份和语言情感意识

不少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认为，说汉语时过多使用维吾尔语借词，是双语能力差、文化程度低的表现，会降

低文化层次。这些汉语化的借词是维吾尔语语音、语义的扭曲形式，只有那些社会地位低的人才常用。“洋岗

子、索拉希”一类借词不雅；“黑肚子”一类借词比较生硬，应选用更文明的词语替代。维吾尔语 jεgε“嫂子”借

入新疆汉语方言后，不仅连同语法变化形式一起借用，语义也产生了泛化。这种语义泛化不太礼貌，是不懂维

吾尔语的汉族和汉语水平低的维吾尔族乱用的结果。吐鲁番市36岁维吾尔族女性公务人员(伊宁市出生)强
调：“‘牌档子’这样的词语一般都是买卖人做生意时用得比较多。如果平时用，会让人觉得没礼貌。”自治区民

委37岁维吾尔族女性(吐鲁番市出生)认为：“有些说法不太礼貌，比如‘洋岗子’，我们一般不用。如果文化程

度高的人用了，我们会觉得他没素质。”

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看法。自治区民语委52岁塔塔尔族男性(阜康市出生)不仅极力反对使用借词，而且认

为只有不懂维吾尔语的汉族或不懂汉语的维吾尔族才会用。在他看来，只有两种语言都不熟练的人才会用这

种方式说话，“如果是汉语水平很高的人，你跟他用到这些借词，他会感到很不舒服，觉得不尊重自己，而且还

会提醒对方‘好好说话’。”新疆人民出版社30岁锡伯族女性认为：“男同志更常用‘肚子胀’，女同志更常用‘生

气’。‘牌档子’是老词，过去用得比较普遍，现在多是些文化程度低或汉文水平低的人才用。”自治区民语委49
岁汉族男性(山东出生，1976年入疆)解释：“像‘黑肚子’这类词，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才用。”吐鲁番市42岁汉族

女性公务人员指出：“‘洋岗子’这样的词语有不大尊重人的感觉。”自治区民委32岁汉族男性公务人员(疏勒县

出生)指出：“‘巴郎子’借入新疆汉话后，意义有所扩大，多用于统称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年轻人，有些场

合使用不太礼貌，维吾尔族会反感，认为这是不懂维吾尔语原义乱用的结果。”

2.语言规范化意识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语言规范化意识比较强，他们强调学汉语只学标准普通话，不会刻意学当地汉语方

言。许多少数民族能够或基本能听懂新疆汉语方言，但部分调查对象的自报程度偏低，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

他们对新疆汉语方言的态度。喀什地区行署一位维吾尔族女性公务人员强调：“我和本族人只讲维吾尔语，和

汉族只讲汉语。说维吾尔语就好好说维吾尔语，说汉语就说标准汉语，没必要在汉语中夹杂维吾尔语词。”喀

什地区行署 49岁维吾尔族男性(鄯善县出生)知道全部词项，但使用率不高，他认为“汉语中的这些借词不规

范，文化层次低的人才说，文化层次高的人应该讲标准汉语”。一些年长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表示，他们小时候

经常接触或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使用过维吾尔语借词，但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会逐渐向普通话靠拢，就有意

识放弃了这些借词。

(三)性别对语言态度的影响

男性维吾尔语借词的“三率”普遍高于女性，特别是使用率和常用率。不少女性对“拿斯、索拉希、洋岗子”

等词的语感是“土气”“俗气”，听着别扭，不愿使用。有调查对象介绍，“黑肚子、索拉希”这样的词过去用过，工

作后一般不用。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30岁维吾尔族女性(市内出生，本科文化)解释：“‘牌档子’这个词我小时

候不懂，也不会用，长大后学会使用。它是维吾尔语音译词，我过去用得比较多，上大学特别是工作后一般不

会再用，因为觉得有些‘土气’。”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39岁汉族女性(山东青岛出生，1993年入疆)虽然知道但

不习惯使用“洋岗子、黑肚子”这类词，“因为这些词给人一种生硬的感觉”。

总之，一些借词的借用形式和语义色彩及其使用，能够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文化价值判断。那些本族语

已有仍从其他语言借用的词语，常与本族语原有形式产生竞争，其扩散的可能性和扩散速度也与语言使

用者的文化价值取向有关。即借用总有“凭据”，其语义指向、修辞和表达效果，反映了说话人对其赋予的

文化内涵，体现了语言交际的文化心理。因此，对借词的认同度和接受度，直接影响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借

词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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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借词及其使用态度的认识

(一)借词和语码夹杂

以往研究多以书面语或标准语为对象，较少关注口语或方言土语中的词语借用、变化和扩散特点。语言

接触导致词语借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入本族语系统的借词；二是语码夹杂中的词语夹杂。借词又

分两类：一是“你有我无”，即从外族语借用本族语缺失的词语；二是本族语已有仍从外族语借用的词语。语码

夹杂也分两类：一是“临时夹杂”，即为交际方便或达到特定交际效果有意识夹杂外族词语；二是在特定交际语

境中无意识、有规律地夹杂某类词语，这类词语和借词的界限很容易混淆，或者说它们最有可能成为借词。

就新疆汉语方言、新疆地方普通话和维吾尔语的相互影响看，首先应区分临时语码夹杂和有规律的语码

夹杂。比如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药王庙社区44岁维吾尔族女性(高中文化)问卷调查之余与旁边维吾尔族男性

谈起子女状况，她想让儿子参军，但解释说：

（9） qɑndɑq qil-i-mεn? fupεj tyɡεl-mi-sε-ø. 副牌没有出完，你让我怎么办？

怎么 做-现在时-1 单 副牌汉借 完结-动词否定形式-条件式-3单
例(5)中的 sabudo“差不多”是汉语短语临时借用，很难成为借词；例(6)-(9)中的 tijεnwu“天五(红桃五)”、dawa

“大王”、∫iwa“小王”、ʤupεj“主牌”、fupεj“副牌”是专有名词，属文化词语范畴，极容易成为借词。

在传统规范观影响下，为保持语言“纯洁性”，规范机构和学者期望逐渐用本族词语替代借词特别是音译

借词，甚至试图用书面语词代替方言借词，对词语夹杂现象更是严格规范。词语借用和语码夹杂除受交际影

响，还受制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因为它常潜移默化地影响词语的借用和语码夹杂，这是以往语言接触研

究重视不够的。

科学界定、系统描写借词和词语夹杂是语言接触研究的基础工作，以往的研究未能充分考虑无意识、有规

律的词语夹杂现象。随着网络的发展和语言接触的深化，一些新的借用现象也未能引起重视。从文化交流

看，以往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揭示借词体现的社会、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特点等层面，缺乏文化交际心理的探

讨。借词既承载着借用语言的文化信息，特别是那些“你有我无”的借词；借词还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承载着

语言使用者对某种事物和概念的认知及情感寄托，特别是本族语已有还要借用的词语。就此而言，借词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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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观察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的窗口，还是观察语言使用者文化交际心理的重要途径。

关于语码夹杂和借词的区分，以往的界定标准主要局限于是否经过本族语音的加工改造，是否符合本

族语构词规律等，但这些只是形式标准，难以揭示不同社会群体的知晓率、使用率、常用率，以及交际对象

与话题、语体和场合等差异。此外，词语借用和语码夹杂除受交际影响，还受制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

和语言选择，因为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词语的借用和语码夹杂。那种从书面材料到书

面材料，以语音适应、构词规律以及研究者语感作为判断标准的做法，脱离了语言使用的客观实际，以及

语言使用主体即人的主观因素。事实上，传统的构词规律会因社会使用被突破，而这种突破恰恰是语言

发展的动力。

(二)借用类型和借用关系

布龙菲尔德(1980：568)把借用分为“文化借用”和“密切借用”两类。“文化借用”指通过文化交流和其他方

式接触、借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借用的语言项目仅限于新的外来文化事物；“密切借用”指地理和政治同一

生活共同体内两种语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产生的借用现象，可以是任何事物名称。依此界定，新疆汉语方言

和维吾尔语属“密切借用”类型，彼此借用涉及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从借用关系看，布龙菲尔德认为，“文化

借用”通常是相互的、双向的，只是弱势语言更多向强势语言借用；“密切借用”是单向的，弱势语言总是向强势

语言借用。这一结论过于笼统。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地区，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不同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

化地位各有高低。新疆汉语方言分布范围不如维吾尔语广，使用人口少，但新疆各地自古与中央政府存在隶

属关系，古代官话和现当代中国推行的普通话一直占据社会文化优势地位。新疆汉语方言与古代官话和现当

代普通话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大多通过新疆汉语方言借入。在历史交往中，维

吾尔族与使用汉语方言的汉、回等民族密切接触，语言上相互影响、彼此借用。

布龙菲尔德认为，“文化借用”主要是彼此语言中增加一些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文化借词”。“密切借用”

有多种结果：如果强势语言保持强势，便维持原样基本不受外来影响；如果弱势语言长期处于弱势，就会有大

量音译、意译借词甚至外来句法进入，还有可能形成混合语或导致一种语言消亡。我们的调查结论与该论

述也不完全吻合，即无论维吾尔语还是新疆汉语方言，一直都是充满活力的语言，并未出现一方取代另一方

的趋势。

(三)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和词语借用

豪根(Haugen 1950)指出，语言接触是通过双语使用者实现的，观察、研究双语者的语言使用，必然对语言

借用的背景、过程、机制和特点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借用外语时，外语熟练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输

入”。如果针对书面语或标准语中的借词“输入”与传播，豪根的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然而，在语言接触过程

中，双语者的语言使用既涉及书面语，也涉及口语。我们对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和维吾尔语中汉语

借词的调查结论与之相反，即越是熟练的维—汉双语人，借词使用数量和场合越少、频率越低；越是维—汉双

语熟练程度不高的人越容易使用借词，词语夹杂或语码混用现象也比较普遍。

在多民族地区，不同语言使用者的交往既有熟练双语人，更有不完全的二语习得者。熟练双语人在交替

使用两种语言时，一般会采用第二语言标准语的表达方式，借用母语词语或表达方式的现象不如不完全二语

习得者普遍，即使借用也多能在形式上摆脱母语影响。不完全二语习得者在学习目的语时，受制于母语表达

习惯，更易出现语码转换或语码混杂，更多使用借词。一些不完全的维吾尔语习得者在不了解维吾尔语形态

特征的情况下，词干连同附加成分一起借入汉语，或一个词语混杂两种语言成分，如“洋岗子”等带维吾尔语尊

称第二人称附加成分、“海买斯”等带维吾尔语第三人称附加成分的词语形式、“胡里马唐”等汉语和维吾尔语

合璧词，就是维吾尔语或汉语不完全习得者的借用形式。久而久之，这些借用形式通过口语传播成为新疆汉

语方言的固定表达形式，有些甚至扩散至新疆地方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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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词类推和扩散

“-子”缀丰富是兰银官话的重要特征。新疆汉语兰银官话北疆片的“-子”缀比兰银官话其他片区更加普

遍，主要是因为受到维吾尔语的影响。比如一些原本以[-z]结尾的维吾尔语词，借入新疆汉语方言后自然以“-子”

结尾，像pijɑz“皮芽子”。维吾尔语原本不以[-z]结尾的词，也被连同带[-z]尾的尊称第二人称领属形式[iz]一
同借入，像“巴郎子、洋岗子”等。这些借词还具有类推功能，如：达当子(dɑdɑ父亲、大伯、大爷+iz)，阿娘子(ɑnɑ
母亲、大娘+iz)，阿康子(ɑkɑ哥哥、大哥+iz)，阿嫱子(ɑt∫ɑ姐姐、大姐+iz)，富康子(ukɑ弟弟+iz)。它们是不熟

练的双语人在不了解维吾尔语结构特点情况下整体借用的结果。

有些早期维吾尔语借词已进入新疆地方普通话甚至全民普通话，且有较强构词能力。比如“馕”可派生出

“油馕、小油馕、片儿馕、苞谷馕、窝窝馕(疙瘩馕⑦)、肉馕、锅盖馕、馕饼子”，以及与“馕”有关的“馕坑子、馕房子、

打馕”等。维吾尔语有大量变音重叠形式，主要表示名词泛指范畴，比如 t∫ɑj-pɑj(茶类饮品)、nɑn-pɑn(馕类食

品)、pɑltɑ-mɑltɑ(斧子类工具)等。受此影响，新疆汉语方言也有类似谐音重叠形式。在“巴扎尔”能听到这样的

对话：“一公斤多少钱？”“十五块！”“阿子麻子降一点吧！”“阿子麻子”是维吾尔语变音重叠形式ɑz-pɑz/ɑz-mɑz
“少一点，稍微”的整体借用形式。朋友聚会有这样的劝酒词：“两个晚上一晚上，今天晚上一晚上，大家麻家海买

斯吃好玩好把酒满上。”“大家麻家”是维吾尔语变音重叠形式dɑʤɑ-mɑʤɑ“大伙儿”类推至汉语的表达形式。

随着教育普及和普通话的推广，新疆汉语方言的使用群体和范围逐渐缩小，但仍有活力，其中的维吾尔语

借词还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和类推功能，一些借用形式甚至进入新疆地方普通话。它体现了特定社会文化条件

下语言生活状况及新疆汉语方言和地方普通话特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文化的认同、

吸收和兼容。

(五)对待借词的态度与借词使用的结构性差异

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常存在“言行不一”现象，即调查对象自报与其实际语言能力和语言使

用不一致，或者对语言变体及其使用的情感认同、主观评价和客观认知，与其行为倾向和实际表现不一致。简

言之，心理上抵触某类语言成分或表达形式，但又不自觉地使用。“言行不一”现象表面看属个体行为，但个体

均具有特定社会身份，个体交际总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完成，因此，个体语言态度体现的是群体语

言态度。如果群体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就会影响语言使用以及相关的语言态度。

新疆语言接触调查表明，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感、语言规范意识较强烈。一方面，他们强调语言纯洁化，

认为借词和语码夹杂是语言使用中的不规范现象。另一方面，在访谈和隐蔽观察时发现，在说本族语时，他们

会不经意使用汉语借词，或夹杂汉语词，甚至使用汉语表达方式。换言之，问卷自报时，他们对待借词和语码

夹杂是一种态度，隐蔽观察录音是另一种表现。自治区民语委一位民族语文干部在访谈和问卷调查时，向调

查员介绍了词源学知识、语言规范化理念。由于问卷问题较多，占用了较多时间，他发牢骚说：“你不要问得太

多，不然我‘肚子胀’呢！”其中“肚子胀”就是维吾尔语意译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位干部在访谈间隙说：

“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很多人是典型的‘黑肚子’，不信你剖开看看，全是草料，找不到几个字。”这句话中的“黑

肚子”也是维吾尔语意译词。“黑肚子”这个维吾尔语借词的使用，导致后续的叙述内容和表达方式也都带有鲜

明的新疆地方普通话特色。

站在社会语言学立场上，对待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的“言行不一”现象，即自报“不使用借词”，访谈交流和

隐蔽录音时则不经意使用借词的现象，研究者仅凭调查对象自报，难以准确判断其真实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

用。解决“言行不一”的办法，应遵循社会语言学的“表现原则”，即以说话人实际表现而不是以其判断为准。

研究者应采取多种有效手段观察调查对象的语言运用，才能获取真实客观的语料及相关的语言态度。同时，

研究者不能只关注某个群体或某个维度，而应全面调查不同群体、不同维度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特点，客观

描述和分析语言态度、语言行为的结构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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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语言规范和社会使用

维吾尔语和汉语互借词语是民族交往、文化接触、语言交流的必然结果。“文化借用”具有“自上而下”特

点，书面语、大众传媒是主渠道，“文化精英”是语言成分扩散的主力；“密切借用”具有“自下而上”特点，民间交

际是主渠道，普通民众是语言成分扩散的主力。借词的出现和使用有其自身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普通

民众的口语更是很少受语言规划影响。面对不同类型的借词，以及借词使用的社会分层和文化交际心理，研

究者应采取全面观察、理性思考、深入分析的态度。

语言借用虽受借用形式、词义性质和附加色彩等因素影响，但不能忽略大众的社会使用。借词词义的引

申、转义抑或泛化，都是社会交际的结果。如果有些词语及其使用会产生“负面效应”，那不是语言形式的问

题，而是语言使用者社会文化层次及相应的文化交际心理使然。我们能做的是因势利导，不宜以语言规范为

由，采取行政命令等手段。逆大众语言使用规律的语言规划，难以起到真正的规范作用，搞不好会造成书面语

和口语脱节，给民众语言生活增添麻烦。说到底，外来成分能否进入、以什么方式进入本族语系统，适应本族

语语音特点、语义和构词规律虽是衡量借词能否“安家落户”的重要指标，但不能忽略大众的社会交际和心理

接受度、认同度。

注释：

①南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阿克陶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

勒市；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州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哈巴河县；东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乌鲁

木齐市。

②调查对象分布：喀什地区行署公务人员36人、库尔勒市公务人员42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镇

政府公务人员29人、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公务人员27人、吐鲁番市公务人员44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明园社区居民48人、自

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务人员38人、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务人员37人、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人员40人，合计341
人，其中南疆78人，北疆56人，东疆44人，乌鲁木齐市48人，自治区直属单位115人。调查对象年龄均按调查时间计。

③调查以公职人员为主，兼及社区民众，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等组(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较高：民族成分中的“其他民族”包

括满族2人，塔塔尔族2人，撒拉族1人，因样本量小，统计分析时忽略不计。

④新疆汉语方言的“拿斯”与阿拉伯语借词nεs音同义近，有人认为是维吾尔语nas(蒜叶、柏树灰、石灰等混合制成、含在口里

咀嚼的烟，类似鼻烟)的引申义，维吾尔标准语为nasval，喀什土语为nas。乌鲁木齐汉语方言有描述几类物件的俗谚“搪瓷碟子细

泥碗，拿斯葫芦烟锅杆”。

⑤艾来拜来(εlεj-bεlεj)的来源尚无一致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2：83)认为，它是维吾尔语ɑl-
bεr(拿-给)的音译形式；徐思益等(1997：18)认为，它是维吾尔语俗语ɑlɑ-bulɑ的音译形式，或可能是哈萨克语ɑlɑj-bulɑj(这样-那
样)的音译形式。据笔者观察，内蒙古阿拉善盟(兰银官话区)常用这种形式表示“啰里啰嗦”；青海安多藏族地区和海西蒙古族地区

汉语方言常用“阿拉巴拉”表示“啰里啰嗦”。以上现象是西北回族汉语扩散的结果，还是不同语言或方言共性，尚需进一步考证。

⑥这几位教师是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使用调查的对象，他们在做问卷时都强调使用本族语就说纯本族语，说汉语就说普通

话，不会使用借词。

⑦维吾尔语ɡerdε nɑn“疙瘩馕”：ɡerdε(谐音音译)+nɑn(音译)，指“中间有窝窝的小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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