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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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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祖语传承教育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作为学术概念的 ｈｅｒ ｉｔａｇｅ ｌａ ｎ
ｇ
ｕａｇ ｅ对 中 国 的语言传承研究也产生了影 响 ， 以

“

祖语
”

作为 中文名称有利 于相关概念系统的建立 ， 探讨祖语的性质 、 特点 、 生 态以及传承的类型对语言传承教育的理论

建设有积极意义 。 在祖语教育中 断 、 祖语处于其他强势语言包围等情况下 ， 建构祖语和祖语保持意识
，
对于祖语传承教

育极为重要 。 应该在祖语教育 目 标的确定 、 祖语保持和祖语教育的形式 、 祖语本体 、 祖语 资源库建设 、 祖语活 力及祖语

能力评估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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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〇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 祖语传承教育引起学术界局 。 海外华侨华人素有进行民族语言传承教育的传

的重视
， 陆续有成果问世

；
但是

， 作为事业的祖语传统 ，
在不少方面积累了经验 ， 但在理论方法上的梳理

承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 中 国是一个语言拥有大总结才刚刚起步。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就祖

国 ， 语言多而复杂 ，
而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移民又把中语传承教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

一些分析讨论 ，
以

国的语言和方言带到世界各地 ，
形成了多样的语言格期对语言传承教育的理论方法有所贡献。

作者简介 ： 郭熙 ， 男
，
暨南大学华 文学院 ／海外华语研究 中心教授 ，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

应用 语言学 、 现代汉语 、 海外华语。

电子邮箱 ： ｇ
ｕ ｏｘ ｉ ９ １ ＠ １ ２ ６ ． ｃ ｏｍ 。

＊ 本文得到 国家语委重点项 目
“

海外华语使用情况调查
”

（
ＷＴ １ ２ ５

－

２
） 、 语委项 目

“

全球华语多样性背景下 的中国语言规划研究
”

（
ＷＴ １ ２５

－

３ ３ ） 的支持 。 本文思考和 写作过程中
，
曾 向 多位同人朋友请益 ， 得 到大家 多方面 的支持和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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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祖语与祖语传承 郭 熙 考＾颖积

（ ２０ １ ４ ） 则从华人社会 的语言与身份的 匹配的 角度

一

、

“

袓语
”

的来源和含义对华语传承教育进行了深人的讨论 。

国 内对 ＨＬ 研究 的关注也 已经开始 。 它 以介绍

（

—

）

＂

祖语
”

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西方相关研究为起点 ， 发展得很快 ， 正在受到越来
“

祖语
”

这 个术语译 自 英语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越多 的重视 。 吴文 （ ２０ １２ ） 介绍了ＨＬ研究 的历程

（ 以下 简 称 ＨＬ ） Ｃ ＨＬ 本是 ２０世纪 ７ ０年 代加 拿 大以及对中 国的影响
；
曹贤文 （ ２０ １ ４ ） 则在梳理

“

继

安大 略省 的
一

个语言学习 项 目
，
当 时指加拿大的承语

”

研究历程的基础上 ， 以
“

继承语
”

作为理论

非 官 方语言 或 土 著 语 （
Ｃｕｍｍｉｎｓ＆ Ｄａｎｅｓ ｉ１ ９９０

：视角 对华文教学进行了 细致 的考察 ；
郭熙 （ ２０ １ ５ ）

８ ） 。

？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 ， 中 国 曾有学者从加拿大语在长 期关注海外华语和华文教育的 基础上 ， 把海

言立 法 （ 周 庆生 １ ９９４ ） 、 加 拿大 的 民 族语言 传承外华语定 义为
一种

“

祖语
”

， 其学习 者则为
“

祖语

教育 （ 王燕燕 、 罗 庆铭 １ ９９８ ） 的 角 度有所提及或生
”

，
并就祖语生的祖语教学提 出 了建议

；
方夏婷

介绍 ， 后者在标题 中直接使用 了
“

祖语
”

这个名（
２０ １ ６ ） 对澳大利亚华裔 中学生的祖语学 习认同 问

称 ， 但作者没有说明
“

祖语
”

这个名称的来源 ， 也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
王汉卫的

“ ‘

华二代
’

祖语

没有 给
“

祖语
”

下 定义
；
而在 美国 ，

这 一时期开保持研究
”

被批准列为 国 家社科基金 ２ ０ １ ６年 的重

始把 ＨＬ作为术语广泛用于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领点项 目 。

域 （ Ｃｕｍｍ ｉｎｓ２ 〇〇５ ； 曹贤文 ２ 〇 １４ ） 。 美国外语教学（
二

）

“

祖语
”

的 中文译名

委员会 （ ＡＣＴＦＬ ）１ ９９６ 年制定的 《 ２ １ 世纪外语学习在我们将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ｌ
ａｎｇｕａｇｅ译为

“

祖语
”

（ 郭熙

标准 》 中 ，

“

说祖语者
”

（
ｈｅｒｉ ｔａｇｅｓｐ

ｅａｋｅｒ ）
—词首２０ １ ５） 之前 ，

ＨＬ 已经有多 种中 文译名 ， 如
“

遗产

次被 多次使用 （ 曹 贤文 ２０ １ ４ ） 。

一

般说来 ，

ＨＬ 这语言
”

（ 周庆生 １ ９９４； 秦悦 ２０ １ ３ ） 、

“

祖裔语
”

（ 李

个术语在美国 多用来指移 民用语 、 土著语言或殖 民丽 、 张东波 、 赵守辉 ２０ １ ３ ） 、

“

祖裔语言
”

（ 赵守

者 使 用 的语言
②

（
Ｆ

ｉ
ｓｈｍａｎ２〇０ １

：
８９；Ｗｉ ｌｅｙ

２００１
：辉 、 张东 波 ２（？ ２

） 、

“

传承语言
”

（ 周 明 朗 ２０ １ ４ ） 、

２９） 。 Ｆ ｉｓｈｍａｎ （２００ １：８ １） 认为 ＨＬ 是指除英语之外
“

继承语
”

（ 吴文 ２０ １ ２
；
张广勇 ２ 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４
； 曹贤

的语言 ， 是与学习 者有
“

某种特殊家族联系
”

的语文 ２０ １４ ） 、

“

祖籍传承语
”

（ 张天伟 ２０ １ ４ ） 、

“

族裔

言 。 这可能是 因为没有人把英语作为传承语言来学语
”

（ 吴英成 、 邵洪 亮 ２０ １ ４ ） 。 而高 虹 （ ２ ０ １ ０ ） 还

习 。 在他看来 ，
ＨＬ 是 家庭 和文化传承 的一部分 ，就 ＨＬ 的译名进行过专门讨论 ， 作者建议译成

“

继

这 门语言可能 已不再使用于家庭 ，
也可能不会说 ，

承语
”

。

而要作为二语来学习 。 不过 ， 家庭语言传承与祖语在 我们 看来 ， 简 单地 把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翻译 成
“

遗

使用的关系 比较复杂 ， 需要进
一

步去探讨 。 国外学产
”“

继承
”

或
“

传承
”

， 在某种程度上限制 了思

者在不同 国别 的 ＨＬ 研究方面取得 了不少成果 。 在考 问题的范围 。 用
“

祖语
”

这个名称或许更能准确

华语方面 ，
吴英成 、 邵洪亮 （ ２０ １ ４

） 以新加坡华裔地表达 ｈｅｒｉ ｔａｇ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的含义 ， 更容易 为中 国 人

为视角 ， 指 出 国籍身份 、 当地 的社会语言生态以及所理解 ，
也更容 易 凸 显语言传承研究的 对象和范

华裔的不同世代 、 不 同家庭常用语 、 不同教育背景围 。 我们希望
“

祖语
”

这一术语能有助于从宏观上

等都会使个体对祖语 的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 周 明 朗把握祖语传承的方方面面 ， 为中 国乃至世界范围 的

① 欧洲则用 ｅｔｈｎ ｉ
ｃ
ｍ ｉｎｏｒｉｔ

ｙ
／ｌ ａｎ

ｇ
ｕａｇｅ来指劳工 、 移民和难民及其语言 ， 同样的意思的

“

社Ｋ语言
”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ｙ

ｌ ａｎ
ｇｕ

ａ
ｇｅｓ ） １ ９７５ 年以后

也出现在澳大利亚的研究者 中 （
Ｃｌ

ｙ
ｎ ｅ １ ９９ １

） 。 国际上还有 以 ／／ｅＷｔｏｇｅ Ｌａ／ｉｇｗａｇｅ而 命名的专门学术期刊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ｈｅｒｉｔａ

ｇｅ
ｌａｎ

ｇ
ｕ ａ

ｇ
ｅ ｓ ．

ｏｒ
ｇ
／

） 〇

② 应该是非英语的殖 民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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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语传承研究的理论建设提供
一些思考 。己 的母语 （ 周清海 ２００７） ？ 显然 ， 新加坡年轻人提

跟
“

传承语 、 继承语、 族裔语 、 遗产语言
”

等出英语是 自 己 的
“

母语
”

， 是
“

母语
”

这一概念的

相 比
，

“

祖语
”

的结合能力更强 ， 更易构成概念链双重性所致 ； 如果用
“

祖语
”

这个概念或许就不会

术语群 ，
相关术语的语义透 明度 也 比较高 ， 容易产生歧义了 ， 因为他们应该不会把英语当作祖语 。

“

见字明义
”

。 例如 ：
因此

， 使用
“

祖语
”

这个术语 ， 或许有助于厘清上

祖语现象 、 祖语 能 力 、 祖语 生 、 祖语 政策 、 祖述分歧 ，
凸显研究焦点 ，

更有利于教学教育 目标的

语 中 断 、 祖语传承 、 祖语 崇 拜 、 祖语 文化 、 祖语使确定 。

用 者 、 祖语 环境 、 祖语 文 献 、 祖 语 生 态 、 祖语维祖语也不等于民族语 。 不同 的民族可能使用同

护 、 祖语 景观 、 祖语教 育 、 祖语教 学 、 祖语 习 得 、样的语言 ， 同
一民族也可能使用不同 的语言 。 祖语

祖语 学 习 、 祖语保持 、 祖 语认 同 、 祖语期 待 、 祖语也不一定必然跟民族共同语 、 国家通用语或标准语

压 力 、 祖语 焦 虑 （ 感 ） 、 祖语磨损 、 祖语 失却 、 祖相对应 。 它也可以指方言 ， 例如 ， 在澳大利亚 ， 许

语丧 失 、 祖语 消亡 、 祖语 共 同 体 、 祖语机 制 、 祖语多华裔都是把粤方言作为传承语言来学习的 （ 方夏

分化 、 祖语 异 化婷 ２０ １ ６ ） ， 而在菲律宾 ， 有的华人社会把闽南话作

这些术语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空间 ，为文化传承的工具 。 而且在我们看来 ， 方言在文化

就学科而言 ， 涉及应用语言学 、
理论语言学 、 社会习得和传承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和突 出 。

语言学 、 语言教学法 、 语言政策以及其他相关领域 。最后要说明 的是 ， 本文所说的祖语和历史语言

（
三 ）

“

祖语
”

的含义学中作为原始母语的祖语名 同实异 ，
不是同

一概念
；

本文 的
“

祖语
”

虽 源 自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但西方也有学 者 （ Ｇｒｉｎｅｖ ａｌｄ＆Ｂｅｒｔ２０ １ １） 用 ａｎｃ ｅｓｔｒａｌ

我们对它的认识则有所发展 。 这里的
“

祖语
”

取字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这个概念 ，
与我们的想法相符 。

面 上的
“

祖传语言
”

之义 ， 主要指社会主体语言

之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辈语言 。 西方学者还用二 、 祖语的 质和特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指

“

由 于个体转 向另
一

门 主体语

言而没有完全习得的第一门语言
”

（ 曹贤文 ２０ １４ ） ，按照我们的定义 ， 祖语现象遍布世界各地 ， 是

这是狭义的
“

祖语
”

， 本文暂不讨论 。
一

种跨文化现象 。 只要有移 民 、 有殖民 、 有语言入

祖语不等于母语 ，
尽管二者有密切 的关系 。 母侵 ， 就会有祖语问题。 因此

，
对祖语性质和特点的

语这一术语不同学者 、 不同 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理认识可 以有多个角 度 ， 包括族裔 、 历史 和社会政

解 ， 常跟第
一

语言和 民族语言混淆 。 戴庆厦和何俊治 ， 语言 功能 （ 如认同 功能 、 情感功能 和交 际功

芳 （ １ ９９７ ）
、 李宇 明 （２００３ ） 、 班弨 （ ２００５ ） 、 郭熙能 ）

， 语言学习 等 。 下面主要从祖语 的发展和现实

（ ２００７：５） 等分别从不同 的角度对母语问题进行过中的地位出发做些讨论 。

论述
， 方小兵 （ ２〇 １ ５） 则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给母（

一

） 祖语的性质

语下 了定义。 尽管如此 ， 今后
一

个时期里 ， 分歧会１ ． 历史性

依然存在 。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
不少人不理解为就理论上说 ，

祖语之所 以成为祖语 ，

一

定有

什么教华人华语要用
“

教洋人的方法来教
”

， 他们
“

祖
”

的历史存在 。 祖语现象大都是
一定的历史条

不了解华人的华语学习 者中有 的确实需要用第二语件下形成的 。 Ｆ ｉｓｈｍ ａｎ （２００ １
：
８ １

－

８９ ） 从美国社会的

言教学的方法去教 。

一些年轻 的新加坡人还在英文具体情况 出发 ， 把祖语分为三类 ：
（ １ ） 移民祖语 ，

报上提出英语是 自 己 的母语 ， 老一辈新加坡华人面指美 国独立后来 自 世界各 国的移民所使用的任何一

临
一

种忧虑 ： 英语会不会逐渐被新加坡人认为是 自种语言 ，
比如华裔使用的华语 ，

日 裔使用 的 日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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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原住 民祖语 ， 指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原住 民使用下 ， 祖语教育的象征意义却大于实际意义 。

的印第安语 ；
（ ３ ） 殖 民者祖语 ，

指独立之前到来 的祖语与 家族 、 家庭 、 认 同 、 归属 密 切相 关 ，

欧洲殖民者使用的语言 ，
主要有荷兰语 、 德语 、 芬它是与生俱来 的 、 有特殊情感关系 的语言 （ 高虹

兰语
、
法语

、
西班牙语 、 瑞典语等 （ 高虹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０ ） 。 这种情感 ，

主要是父辈的情感 ，
随着代 际

可见
，

Ｆ ｉ ｓｈｍａｎ 的 分类 实际上是基于
“

祖语
”

的成距离的拉大逐渐减弱 ， 大量移 民第三代语言发生转

因 。 他对祖语 的 阐释之所 以基于外延 ， 大概也是移的现象 已经证 明 了这一 点 。 或许也正是 因为 如

出于这样 的考虑 。 移 民 自 然是导致
“

祖语
”

现象此
，
父辈希望通过祖语教育来努力拉近或提升这

一

的主要因素 ，

“

原住民
”

之为
“

原住 民
”

是 因为有感情 。 除了大规模移民而且又处于聚居状态 ， 同 时

了
“

入侵者
”

。 即使是征服者 的语言 ，
也可能伴随有系统的祖语教育之外 ， 其语言文化传承是相当 困

着征服者的语言消亡 ， 成为弱者 。 他们在 自 己取得难的 ， 有 的或许无法避免地衰减为
一种象征性的纯

殖民胜利 的同时 ，
也会因为脱离

“

祖 国
”

久远
，
无粹 的文化符号 ， 真正成为所谓的

“

遗产语言
”

。 这

法习得 自 己的
“

祖语
”

而带来困扰 。 例如 ， 葡萄牙种象征性 的祖语很难长久维持所属者的归属感 。

语在世界各地发展很不相 同 。 澳门 的葡萄牙语曾经身份纠结在不少移民的后代 中都存在。 笔者不

是唯
一的官方语言 ， 随着社会 的发展 ， 尤其是回归止一次地被问 到几乎相同 的 问题 。 例如 ，

一位缅甸

中 国之后 ， 逐步边缘化 ，
只 能作为

一种祖语存在 。华人后裔问 ： 在缅甸 ， 我们被当成中 国人 ； 而在 中

２０ １ １ 年澳门人 口普査数据显示 ３ 岁 以上用葡萄牙语国
，
我们被 当成缅甸人 。 我们到底是什么人 ？ 前文

的人数为 ４０２２
？

。所说新加坡青年的母语认同也反映 出 了这种纠结 。

Ｆ ｉｓｈｍａｎ 没有提及多民族国家内部语言竞争导致澳 门则是 另
一种情况 。 黄翊 （ ２００７：１ １ ８ 、 １ ２ １） 提

的
“

祖语
”

问题 。 例如 ，
在中 国 ，

国家通用语言的及葡萄牙语在澳门有三种 ： （ １ ） 葡语土语
；

（
２

）土

推广和使用 ，
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人 口迁徙和流动生葡语 ， 说法虽因人而异 ， 但却十分接近葡萄牙的

以及国家通用语言基础方言的 天然主体地位 ， 汉族葡萄牙语
；

（ ３ ） 中 国人说的葡萄牙语 。 其中 葡语土

作为 中华 民族主体民族的地位 ， 使得一些民族语言语有学者建议列为濒危语言 ， 呼吁赶快抢救 。 土生

（ 如满语 、 畲语等 ） 或方言正在或已经
“

祖语化＇葡人在语言的特征是通晓葡汉两种口 语 ， 不少是严

充分认识祖语现象发生的历史性 ， 对于建立科格意义上 的双语人 ，
即 同时以葡语和汉语粤方言为

学理性的祖语认识观非常重要 。 祖语现象 的 出 现 ，母语 ， 但土生葡人大多认为葡语是他们的母语 （ 黄

不少都伴随着
“

语言征服
”

和
“

反征服
”

， 伴随着翊 ２００７：１ １ ７ ） 。

各种各样 的语言权利 ， 涉及多方的利益等 ，
而对这３ ． 资源性

些问题的认识都会影响到祖语传承 ， 祖语保持 ， 祖
“

语言是资源
”

的观念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认

语教育和教学 的 目标 、 标准的成效等 。可。 祖语虽然是
一

种被边缘化的语言 ， 但它的资源

２ ． 象征性性并没有改变 。 祖语的资源性是其价值的
一

个体现 。

周 明朗 （ ２０ １ ４
） 指 出海外华语教育的 目 标有 四有人把祖语 当作

一

种 政治 资 源或社会资源 ，

个方面 ： （ １ ） 与华语匹配 的身份认 同 ；
（ ２ ） 提高华更有 学 者 指 出

，
语 言是

一

种 人力 资源 （ 徐 大 明

语沟通能力 ；
（ ３ ） 传承 中华文化 ；

（ ４ ） 维 系 与祖籍２０ １ ０ ） 。 在语言传承 问题上 ，
祖语在个体人力资源

国的联系 。 作为祖语教育 ， 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境方面或许会缺乏活力 ， 因为它往往不能直接获取个

界或状态 ， 也有其实在的意义 。 然而 ， 在不少情况体利益
；
但作为族群或社会群体资源 ， 祖语则具有

① 这些数据 由黄翊教授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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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向群体利益 的作用 （ 郭熙 ２０ １ ３
） ， 成为族群的黏 １ ． 边缘化

合剂 ， 成为
一

种文化符号 。 语言话题很容易 引起社被
“

边缘化
”

是祖语的
一大特点 。 从历史和现

会 的共鸣 ， 最容易跟情感联 系起来 ，

“

保卫母语
”

状看 ， 随着祖语使用者社会生活环境发生的各种变

之类的 口号往往跟感情有关。 中 国纳西族的东巴文化 ， 祖语的应用价值不断衰减 。 这种衰减首先表现

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 但在丽江古城区 的语言景观 中在交际功能的 弱化上 。 作为主流社会 以外 的语言 ，

都在大量使用 。 这里东 巴文的使用更多地体现了其祖语的使用范 围受到一定 的限制 ， 是劣势语 （ 罗伯

作为旅游文化资源使用的文化符号 （ 李丽生 、 夏娜特 ？ 迪克森 ２０ １ ０ ：６７ ）
，
它的交际范围和场合十分

２０ １ ７ ） 。 由 此可见 ， 祖语作为文化资源已经引 起了有限 ，
通常主要是在家庭或社区使用 ， 在更广阔的

人们高度重视 。领域往往失去 了交际功能 ， 甚至在社区和家庭也无

祖语是否可 以作为经济资源还值得进
一

步讨法讨论
“

髙层次
”

的问题。 在新加坡 ， 华语虽然被

论 。 语言的市场价值也决定 了祖语的地位 。

一

般说作为官方语言之
一

， 但它不是行政语言 ，
只限于华

来 ， 政治 、 宗教 、 科技和经济是祖语保持和祖语教人社会使用 ， 很多情况下 ，
只是

“

巴沙语言
”

（ 郭

育 的动力 ，
是祖语活力 的决定 因素 。 在一些地方 ，熙 ２００８ ） 。 在马来西亚 ， 所谓

“

福建话
”

只用于家

由 于祖语教育 的要求 ， 使得它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庭 ， 华人社会讨论高层次的问题 ， 要使用华语 。

？

一个手段
；
但与此 同时 ， 也意味着社会或者个人也导致祖语边缘化的原 因各种各样 。 人们通常会

得为祖语传承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首先想到生态 。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 ， 不同祖

祖语作 为学术资源应该是没有疑 问 的 ，
因为语的生态并不相同 。 祖语的生态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

它可 以给学者带来新的研究领域 ， 形成新的研究视考虑 。 祖语外部生态主要指祖语的母体的活力 ， 内部

角 。 以澳 门的葡萄牙语为例 。 黄翊 （ ２ ００７ ） 说到的生态则主要指内在的活力 。 例如 ，
海外华人祖语的母

三种形式可供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分别进行研究 ， 例体是 中国的汉语 ， 包括汉语的各种形式 ， 如方言 、 不

如 ， 葡语研究者去研究葡萄牙语的殖民地变体 ，
汉同时期的标准语或通用语等 ？

， 澳门葡萄牙人的祖语母

语研究者可以研究土生粤方言 ，
社会语言学可以去体是葡萄牙语 ； 东干人的祖语是汉语西北方言 。 在共

研究克里奥尔化 。 近年来展开 的华语视角 下的新词时状态下 ， 有的祖语母体仍活跃在它的发源地 ，
如华

语研究 、 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等也在不断地取得成果 。语和葡萄牙语 ；
也有的祖语母体已经不存在 ， 或处于

新加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英华的双语濒危中 ， 如中国的满语 。 历史上也有不少例子 。 西夏

资源 。 当我们说华语是资源的时候 ， 就强调不只 是亡国后
， 党项族人遭受蒙古人屠杀 ， 失去了共同生活

中国 的 国家资源 ， 也是华语所在地区的资源 （ 郭熙的地域 ， 少数幸存者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 ， 从

２０ １ ０ｂ ） 。 在中 国 ， 葡萄牙语是
一

门外语 ， 但在 中国而渐渐为藏族 、 蒙古族等族所同化 ，
而南徙川康的党

澳门 ， 如果我们充分重视它的祖语地位 ， 对中 国的项人的后裔 ， 即现在所谓的四川木雅人的语言特征至

发展会有不少的帮助 。今尚未完全润灭 。 但该语言使用人 口在减少 ， 范围在

（ 二 ） 祖语的特点缩小 （ 达瓦卓玛 ２ ０ １ ５） 。

目前对祖语 的特点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 这里祖语的生存和发展与祖语国或地区的关系非常

从社会 中的 地位和祖语 自 身 的使用两个方 面做些复杂 。 祖语母体的强弱对祖语传承会有影响 ， 但影

讨论 。响力似乎非常有限 。

① 马来西亚华语从大规模聚 居 、 下一代母语习得以及有系统的母语教育的角度看 ， 仍是华人社会语言生活 的主体 ， 是母语
；
尽

管从整个马来西亚社会来说 ， 它也在逐步边缘化 ， 长远看也面临
“

祖语化
”

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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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语 的边缘 化也受到 内部生态 的影 响 。 国家言系统 ， 包括语音 、
词汇 、 语法和语用

；
（ ２ ） 祖语

的语言政策决定了内部生态的基调 。 不同 国家 、 地所负载的 文化
；

（ ３ ） 祖语书面语。 可以看 出 ， 与一

区祖语的地位和生命力各不相同 。 所谓地位包括政般的母语学习相 比 ，
祖语学习的压力要大得多 。 除

治地位 、 经济地位 、 文化地位 、 功能地位等 ，
生命了 多出语言系统的学习外 ，

还要跟主流社会语言或

力包括活跃 、 稳定 、 衰减等 。 其 中语言地位的影响强势语言争时间 。 如何安排 、 调节祖语学习 安排 ，

应该是很大的 。 以新加坡为例 ，
无论是人 口 比例还是相关语言规划设计 的重点和难点 。

是华人的地位 ， 华语在这里都不应该成为
一

种
“

祖祖语学习也不同于
一

般的二语学习 ，
可惜的是

语
”

。 但是 ， 新加坡 的社会实际决定 了新加坡的语我们在这方面还所知甚少 。 就 目前的情况看 ， 有 习

言政策 ， 从而构成 了新加坡 的祖语生态 。 在这里 ，得的
，
也有非习得的 ；

所 习得的 ， 有的是方言 ， 有

马来族群是少数 ， 但是由 于地缘关系 ， 保证了 马来的是共同语。 习得有不同 的过程 ，
学习也有不同 的

语传承的正常进行
；
印 度族群 因为 自 身 的英语化 ，阶段 。 可以从静态的角 度去看 ， 也可以从动态的角

其使用的泰米尔语也就 自 然
“

祖语化
”

了 。度去看 ；
可 以从群体 的角度去看 ， 也可以从个体的

语言功利主义带来了祖语的危机 ， 但这种功利角 度去看 。 祖语生在祖语学习 中有两端 。

一

端是社

主义似乎又无可厚非 ：
因为语言之所以存在就是以会或家庭希望传承的语言 ，

另
一

端则是祖语生的语

工具为前提 的 。 政府对某种语言地位的确立 ， 使得言使用结果 。

有 的语言更易获取经济利益 ；
也有使用者 自 身的原Ｃａｍｐｂｅ ｌ ｌ 和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 ２０００ ） 提到祖语学 习者

因 ， 特别是处于双语状态下 ， 其中
一

种语言的使用
一些语言特征 ： 类似母语

￥
的发音和流利性 ， 掌握

不如另外
一种 自 如 ， 或者其中

一

种语言的某种功能大部分句法规则 ，
词汇量丰富 ， 熟悉与语言使用有

变体的适用范围受限 ，
于是选取更方便的

一种 。 陈关的基本隐性文化规范 （ 转引 自 曹贤文 ２０ １ ４ ） 。 这

保亚 （ ２０ １ ６ ） 则认为提升语势 需要 提升语言积淀 ，里说的显然是
“
一

语
”

祖语生的情况 。 作者还谈到

政治 、 军事 、 经济条件不能完全取代语势在走 向 国这些学生缺乏正式的 、 高级的语域知识 ， 读写能力

际化 中 的作用 。 此外 ，
祖语体 系在不同 国家 、 地区差 ， 使用不标准的变异形式 ， 以及不同继承语说话

和群体中的发展也不同 ， 有的存在体系性差异 ， 也者在语言能力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等 ，
这应该是属于

有的甚至
“

走样
”

， 例如东干语 。语文学习的 问题。 事实上 ， 祖语使用的 主要问题是

２
． 需要学习词 汇量不足 ， 尤其是文化词汇缺乏 ， 表达不 自 如

关于祖语需要学习 的情况 ，
Ｌ
ｙ
ｎｃｈ （

２００３
） 有过等 ， 而也正是这种表达的 不 自如 ， 使得祖语学习或

详细 的讨论 。 Ｃｈａｏ （
１９６８

） 发现 ， 美 国华人原先的使用者缺乏 自信 ， 从而减少使用频率 ，
进而导致学

语言在一代或两代人 以后就会消失 。

“

第二代
”

只习成果的不稳 固 。 不应该把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 混

对 口语拥有有限的被动知识 ，
而

“

第三代
”

就完全为
一谈 。 有的祖语本身就没有书面语 。 把基本语言

融合在这个大熔炉里了 。 父母和祖辈常常煞费苦心能力 和经历过学校教育 的语文水平混起来 ，
是语言

保留 祖语 ， 但所有这一切都全盘消失 。教育界的
一

个普遍现象 ， 应引起注意 。

由 于缺乏 习得环境 ， 或是语言政策 的不支持 ，影 响祖语学 习和使用的还有交际本 身 。 例如 ，

加上
一些移 民无条件或无意愿让下

一代 自 然获得祖在新加坡 ，

一些华语使用者不知道 对方 的 祖语状

语 ， 祖语学习就成 了祖语传承 的重要途径 。况 ， 为了 避免交际的 困 惑 ， 只 好采用 回 避祖语使

祖语学习 的 内容包括几个方面 ：
（ １ ） 祖语的语用 的方式 ， 优先选择 地位强势的英语 ； 为 了照顾

① 作者这里 的
“

母语
”

指向当是
“

第
一

语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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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 ，
还会采用语码 混合 的方式。 我们 曾调查 了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祖语中断 ，

也可以归属此类 。

４０ 多个华文水平优 良的 中学生词语使用情况 ， 他就史上华裔来说 ， 又有种种不 同 的情 况 。 例

们在说华语时大量使用英语词 汇 ， 而且多是 常用如
，
有的是家庭 中部分习得祖语 ， 但缺乏后续的祖

词 。 这样的一个后果是 ，
下一代无法习得这些常用语教育

；
有 的则是部分接受 了祖语教育 ， 但没有持

词
，
而只能通过第二语言学习 的方式来获得 （ 郭熙续下去 。 不同地方的学习情况不 同 ， 有的纳入正规

２ ０ １ ０ａ ） 。的 民族语言教育 ， 如菲律宾 的华文教育 ；
也有的地

祖语传 承需要 动用大量社会和个人 资源 ， 尤方仅以半 日 制 、 周末班等方式进行 。

其是移民后裔 ， 会把祖语学习看成是
一个包衹 ， 因３ ． 完全隔绝

为祖语教育给他们带来了学习上的压力 ，
需要许多这里所说的完全隔绝是说下

一

代完全没有接触

付 出 。 即使是华人 占多数的新加坡 ，
也因种种原因祖语 的情况 。 当然 ， 所谓完全隔绝其实并不绝对 ，

出现了
“

来生不愿做华人
”

的现象 。 英语华人语群因为他们所处的祖语家庭或者社区或多或少地给 了

为政府逼迫 自 己的孩子学 习华语而愤愤不平 （ 郭熙他们一定程度的接触机会 。

２００８ ）
，
—些人 曾经为下

一

代祖语学习 的压力而离上述复杂情况导致 了祖语生群体的复杂性 ，
也

开新加坡 。 可以说 ， 新加坡为保持祖语所付 出 的代带来 了祖语层级 复杂多样 。 吴英成 （ ２００ ３ ） 采用

价是巨大的 。Ｋａｃｈｍ （１ ９８２ ） 的理论 ， 把全球华语划分为三大 同

心圈 ： 内 圈 、 中圈 与外圈 。 他们各 自 的祖语学习是

三、 对袓语传承研究的初步思考不同的 。 从语言习得 的角度看 ， 祖语生可以分为
一

语祖语生和二语祖语生两类 。

一语生显然不 同于外

祖语传承的理论问题讨论得已经不少 ，
下面根语生 ， 但二语祖语生也与外语生有

一

定的差别 。 有

据已有的观察和研究对祖语传承的类型做些初步的迹象表明 ， 他们 中尽管有的并不会祖语 ， 但其学习

归纳 ， 并就祖语传承研究应关注的方面做些讨论 。祖语的 速度高于 同等情况下 的二语学 习者 ，
可惜

（

—

） 祖语传承的类型的是还缺乏系统 的 比较 。 另
一方面 ， 第二语言教学

就 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 ， 祖语传承类型主要有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 ， 但对祖语教

以下几个方面 ：学 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 探寻这两种学习 的不同 ， 显

１
． 完全传承得非常重要 。 传统上有人把祖语限定在习得 中的第

完全传承者通常有其社会和家庭基础 ， 除了完一顺序 ，
这可能会把具有祖语基因 的学习者排斥在

整习得母语外 ，
还有机会接受系统的祖语教育 ， 例外 。 祖语教育在不同 的国家会呈现不同的状态 ，

甚

如马来西亚华裔 、 新加坡部分华裔 。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呈现不同 的状态 ， 需要

２
． 传承中断区别对待 。 有

一些祖语生 习得 了祖语 ， 但可能是祖

祖语传承中断的情况远比我们过去所想的复杂 。语源地社会的方言 ，
这种源语言 的优势如何利用 ，

就新移民后代而言 ， 大体有两种情况 ：

一是习也是这些祖语标准语教学应该注意的 。

得期中 断 ；

二是语言教育期 中断 。 例如西班牙 、 葡（
二 ） 祖语传承研究

萄牙 、 意大利 、 匈牙利有 大量的新移民 ， 其后代有祖语和祖语传承的复杂性带来祖语传承研究的

的 尚未完成母语 习得 ，
即随父母到新 的居住地 生广泛性和复杂性 。 下面提出几个较为迫切的话题做

活
；
也有不少是在学龄阶段随父母到这些地方 。 这些初步讨论 。

些类祖语生虽说已经受到关注 ， 但 目 前还缺乏具体 １ ． 母语到祖语的演变过程

的数据 。 在美 国有相当数量的收养儿童 ， 其中不少从母语到祖语 ， 是
一 个复杂的 演变过程 。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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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祖语与祖语传承 郭 熙 专颖积ｆ脅：

语传承研究应该重视这一演变过程 。 祖语现象多发育的历 史 ， 到处都可 以 看到对祖语 的重视 。 从私

生在移 民及其后裔身上 。 由于多语言 、 多文化引起塾式教学到新式学堂 ， 都是以祖语文化传承为 目标

沟通 的障碍和文化 冲突 ，
因此移民语言历来被有关的 。 然而 ， 中国 的祖语教育传统的 贡献只是近年来

方面看作问题 ， 而且很长时间里
一

直致力于去解决才为人们所重视 （ 郭熙 ２０ １ ３ ） 。

它 ； 但长久 以来 ， 对母语演化为祖语 的条件研究不３ ． 祖语保持与祖语教育 的形式

够 。 前面我们 曾试图从不同 的方面讨论祖语被边缘祖语保持是祖语社群所迫切希望的 。 在祖语 、

化的 因素 ，
包括外部和内部生态等 ，

这些实际就是当 地主流语言和 国际语言之间 的角逐中 ， 祖语保持

祖语化的因素 ， 但并未能将其具体化 。 联合 国教科并不占优势 。 祖语保持需要多重努力 ， 祖语教育是

文组织曾就濒危语言的确定制定了各种活力 指标 ，
一

个重要方面 ， 但不是唯
一的方面 。 祖语生组成复

母语和祖语的鉴别似乎也需要类似 的指标或标准 。杂 ，
背景动机各异 ， 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 ，

用

事实上 ，
明确 了这些指标 ，

也就明确了祖语形成的何种方式进行教育 ， 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投人 。 祖语

条件 ；
而了解 了这些条件 ， 也就为 防止

“

祖语化
”

保持一直以来的理念是建立在教育上的 ， 但
“

永久

打下了基础 ， 做好了准备 。第二代
”

应该是很有诱惑力的
一

种假想 。 教育的关

Ｍｏｎｔｒｕｌ （ ２０ １ ６
：
２ ６ ） 讨论了美 国华人祖语传承键期应该予 以重视 。 有必要进行关键期前的祖语

的情况 。 他发现 ， 这些祖语使用者属于中等社会经储备 ，

一旦祖语生 的祖语意识得到增强 ， 这将为他

济地位 ， 受过较好的教育 。 他们重视教育 ，
即使孩们提供更好的学习资源 。 上学和受教育有不同 。 上

子以前没学过英语 ， 也会很快掌握以求在学校表现学是受教育 的 条件 ， 但如果学校教育不能很好地

好一些 ， 即使他们使用祖语 ，
可能也不如其英语开展

， 就等于打断了孩子受教育的过程 。 与上学相

好 。 这
一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 ， 祖语使用者的经济比

， 教育更具开放性 ，
内容更广泛 ，

可以在任何场

地位 、 学习 态度 以及家庭和社会传统的影响或许都合下进行 。

可以成为检验指标 。４． 祖语本体研究

２ ． 祖语教育 目标的确定祖语有原祖语 ， 也有变异或本土化后 的祖语 。

何纬芸 、 苗瑞琴 （
２００７ ） 认为 ， 祖语生 （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祖语的混合和交错也是常见现象 。 祖语在核心区会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ｅ ｒ ）
“

是对祖裔语言产生兴趣 的人
”

，继续发展 ，
这种发展 的新形式也属于祖语 ； 祖语使

他们具有某种
“

传承动机
”

。用者 因种种原 因也会拉大与祖语母体的距离 ，

“

世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就 目前的祖语生来说 ，
界英语

”“

世 界西班牙语
”

和
“

全球华语
”

这些概

多是迫于家庭或社会的压力学习华文的 。 从社会和念都表明 了语言在不 同 区域 的发展和变化 。 其中 的

家庭 的角度 ，
不少家长希望下一代能尽可能地传承共性和个性及其关系 ，

需要有更多的关注 。 世界英

好 自 己 的语言 ， 希望他们能具有
一

定程度 的祖语能语 、 世界西班牙语的研究有不少成果 ， 全球华语研

力 ， 而不仅仅限于家庭使用 ， 但他们对下一代的最究也开始了词汇 、 语法 的系统研究 。 这种研究既有

终能力未必能真正地认识 。 例如传承什么 ？ 是语言学术意义 ，
也有传承实际上的需要 。

能力 、 语文能力还是其他 ？ 这种视角更加关注继承５ ． 祖语资源库建设

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及其水平上的差异 。 因此 ， 如祖语是
一

种 资源 ， 建设祖语资源库 既是祖语

何建立与之相适合 的教育 目标非常重要 。 祖语生有传承教育的需要 ，
也是语言研究的需要 ， 更是语言

责任也有权利学习和掌握祖语 ，
重拾丢失 的传统以服务的需要 。 祖语资源库可以给祖语传承者提供线

再造历史 。 祖语教育是
一

种特殊情况下的语言文化上虚拟现实服务 。 祖语资源库可以包括语言景观或

传承教育 。 中 国素有祖语教育的传统 ，
打开华文教风貌 、 语言实况的数字化转化 ， 以及语料 、 相关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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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 数据等 。 不少语言研究者都在濒危语言 、 方言规范的依赖 、 祖语的
“

独立
”

等也应该逐步进入我

方面做了类似的工作 ， 但祖语资源库的建设还很少们的视野 。 此外 ， 祖语在与当地主流语言和 国际语

看到 ，
而这些祖语在各地的足迹 留下 的历史印证 ，言的角逐 中不 占优势的情况下 ， 如何处理祖语保持

是
一批宝贵 的语言遗产 。 《 全球华语词典 》 《全球华和融人主流社会 ， 获取更多政治 、 经济资源等的关

语语法 》 的编纂和研究过程
一再给我们提出 了类似系 ， 更应引起重视 。 语言学 、 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

的警示 。言学家们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来研究祖语问题 。

６ ． 祖语活力调查与祖语能力评估

祖语活力是从社会的 角 度看相关祖语的存 活参考文献

状况或前景预测 。 可以通过不同 的方式评价一种祖班 弨 ２００５ 《关于母语和本族语 》 ， 《 民族语 文 》 第

语的活力 ， 应该充分认识祖语的外部生态和 内部生６ 期 。

态
， 就内部而言 ，

包括祖语政策和祖语地位 、 祖语曹贤文 ２〇 ！ ４ 《

“

继承语
”

理论视角下 的海外华文教学

使用者及下
－代的祖语态度 、 祖语的功能 、 祖语使Ｓ考察 》

’
〈〈华文教学与研究 ＞ 第 ４ 期 。

ｍｕｍ．２０ １ ６
——ｍ ｍ

接触 中的 通用语形成过程分析 》 ， 《语言战略研究 》

祖语能力评估则是祖语使用或学习者个体的祖胃 ２

语潜力和使用能力 。 祖语能力缺失有群体和个体两种达瓦卓玛 ２０ １ ５ 《甘孜州木雅语瀕危现象分析 》
，
《 中国

情况 。 就华语作为祖语来说 ，
目前所谓的

“

华二代 、藏学 》 第 ４ 期 。

华三代
”

规律在不同 的地方情况并不相同 。

“

华二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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