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生态位”的定义，1957年英国生态学家哈

钦森曾界定说“如果将影响物种的一个因子看作是

一个维度，在此维度上，可以定义出物种的一个范

围。假如同时考虑多个以至所有的维度，就可以定

义出生态位”。在他所提出的多维度生态位思路

里，体现了传统生态学家特别重视的三种因子，它

们分别是功能、资源的利用与互动、所处空间位

置。这与Hauge 1971年提出的隐喻生态语言学理

论有相同的思路，生态语言学的生态环境与生态位

概念契合。

语言是一种资源，具有自然属性，方言亦如

此。“从方言生态位的角度看，要使方言保持生命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实就是要维护好方言的生

态位。因此，研究方言的生态位，对于方言未来的

发展很有意义”[1]。

一、喀什汉语方言的生态位因子
喀什地处新疆南疆，其中移民戍恳、语言政策、

民族杂居等营造了本地多语言多语种的生态环境，

并在喀什汉语方言或定型或变异的历时演变过程

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喀什地区独特的生态位为

本地汉语方言的形成演变定型提供了“外力”，促进

了本地汉语方言的生态化。

喀什地区的汉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南疆

片”[2]，也即关中片在与喀什地区的语言生态位互

动变异之后形成的“地域性变体”[3]。分析外生态

环境因子与喀什汉语方言的互动性，就是要着眼

于这种动态性，观察二者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共

同运动变化，探寻喀什汉语方言的历时生态演变

规律。下边就借鉴传统生态学的生态位理论来分

析一下这种中原官话为基础的喀什汉语方言现状

及其演变情况。

（一）陕甘中原官话的功能位

历史上的多次移民屯垦浪潮形成了喀什汉语

方言中原官话南疆片的现状，其中三次大的移民规

模就发生在公元1716年至1911年，外来移民规模

影响了喀什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而操中原官话关

中片方言的汉回移民则决定了本地方言的性质

——属于中原官话。语言（方言）的相互融合常以

强势方对弱势方的影响为主，何谓强势？使用者的

族群所占比例高、使用语域宽、交际范围广、文化传

承性高等，这都体现为生态学下语言的功能位。

1. 交际功能

语言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交际功能是其核心功

能。“中原官话在中国汉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上

古到清代中叶一直是汉语的强势方言”[4]。在中原

官话所遍及的390个县市中，南疆重镇喀什就是其

中之一小片。喀什汉语方言之所以能形成以陕甘

中原官话为主的方言，就是因为这种方言的（历史）

交际能力强。

早期喀什地区的人口中，以陕西、甘肃的外来

汉回人为主，且由于这些早期移民在当地的农垦、

商业、教育上取得了明显的发展优势，再加上使用

领域之广，使得他们所说的方言成为一种强势语

言。喀什汉语方言之所以会演变成中原官话的南

疆片代表，就是因为它的所持者在生活诸领域内取

得了很大的优势，使得本地人（包括维吾尔族在内

的少数民族）争相学习并大范围地经常地应用到生

活中来。即使当地也有四川人、河南人、重庆人和

湖南人等，但是他们的群体语言并未取得绝对的交

际功能优势，未形成“先入为主”之势。其实，语言

传递并非以简单批量式进行，而是首先要在各自生

态位上经过竞争、选择、重构之后，再来适应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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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着的交际需求，这也是语言竞争协调的结果。

无论是国家除于开发边疆的需要，还是内地居

民为了自谋生计的需要，历朝历代由陕西、甘肃经

新疆天山进入喀什地区的各级人员把中原官话带

到了南疆喀什地区，新中国解放后，当地各生产建

设兵团的军人（尤其来自于关中地区）在各种事物

中还是始终操持着自己的家乡话，从而中原官话南

疆片在之后由兵团兴建的学校、商店、工厂乃至行

政机关内形成了今天的喀什汉语方言特色，也扩大

了自己的交际范围。

2. 文化功能

语言本身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因为语言

在交流中不断与其所处的特定文化环境发生联系，

从而打上物质文化、思维观念、习俗风情等印记。

任何地域方言都负载着多种文化价值，在交际功能

方面，普通话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它却不可能

取代方言的其他功能，尤其是方言的特殊文化传承

和文化镜像功能。

从语言内生态位角度来看，语言是语音语义结

合的语汇语法体系，语汇是这个体系的基础，而语

义又是语汇的核心，语义及其所指对象最直接地反

映了语言的文化镜像功能。例如始于西周礼馔的

陕西西安名吃“羊肉泡馍”已经横跨了近2000多年

历史，苏轼就曾题“陇馔有熊腊，秦烹唯羊羹”来称

赞，究此约定俗成符号之所指，这道美食里边会有

羊肉、泡汤、馍，从菜名到内容，简单明了，这也反映

了中原人民豪爽、直率、真实的性格。陕甘地区历

史上多回民，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羊肉是食物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造就了这种美食。喀什地区

2012年末总人口415.1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的

比例为90.97%，这些少数民族也大多信奉伊斯兰

教，羊肉同样是食物中不可或缺之材，当中原地区

的人们来到喀什农垦定居时，也同样把语言所负载

的美食意义带到了这里，在这种和谐的文化类同生

态位下得到了极大发展，中原官话系统中的民族价

值观、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社会习俗、是非标准等

文化价值被展露无疑。由于其在边疆开发早期具

有“先入为主”之利，中原官话的这种文化功能也为

其在喀什生根、和谐演变提供了良好的生态位。

（二）资源利用互动位

从资源维度看方言的生态发展，就是要看这种

方言在其所处生态位链中对生态资源的占有和利

用状况，这也是为保持方言活力所必须进行的监察

任务，因为其对于资源的利用量级可以显示出它的

生存和发展能力。方言所赖以生存的生态位因子

具有明显的资源特征，资源为方言的形成发展提供

生态位基础，方言又通过资源进行自我更新并巩固

这些生态位，二者形成互动和谐的生态运动模式。

1. 时空位

1917年，格林内尔曾解释过生态位这个概念，

虽然不是很成熟，但突出强调了生物或物种在特定

时间和空间生态环境中的分布，即“时空生态位”。

任何一种方言都是地域性的语言，自然条件影响人

群的迁移规模，划定方言发展变异的地域范围，而

这些过程都具有历时性。

北疆兰银官话形成并成熟发展之时，中原官话

南疆片的喀什却没有和谐的生态位供其生长，从

1820 年到1857 年频有战乱发生，再加上南疆相对

于伊犁、乌鲁木齐等北疆之地距离陕西、甘肃等内

陆省份较远，这种时空格局是不利于中原官话在喀

什传播的。但是，语言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生态环

境，相反，它会能动地从生态环境中获得生存发展

和自我更新的生态因子，以语言使用者为中介，反

作用于生态位。

1877年12月，清军将领左宗棠追击反匪白彦虎

迫使其与所率部下退守在了喀什一带，而这些士兵中

大部分是操中原官话的陕西回族人和甘肃回族人，再

加上后期为谋生计来投奔这些“土著喀什汉人”的农

民，共同为喀什汉语方言准备了时空和人口基础，

1910年在喀什初步形成了“老回回话”，也被欧阳伟教

授称为“喀什老派汉语方言”[5]，其基础仍属于中原官

话南疆片。喀什汉语方言借以获取生存资源的时空

生态位在永恒变化着，这种方言为了保持语言活力和

生存权利，必须适应在某一时空下的生态环境并更好

地在其中实现语言功能，即适应生态位。

2. 语言人核心位

美国语言学家萨利科科·S.穆夫温指出：“语言

是一个寄生物种，其生命和活力依赖于宿主即说话

者的行为和安排，他们所形成的社会以及他们所生

活的文化”[6]，他在考察克里奥尔语演化时曾引进了

人口发生学理论，形象地指明人在语言进化演变过

程中的重要角色。人是方言使用者的角色，在方言

兴衰成败、演变定型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应该从语言态度和语言感情角度来分析使用者对

喀什地区汉语方言生态系统的影响，即观察语言使

用者的“语言忠诚、语言嫉妒、语言特权和语言忧

患”[7]的具体表现。

（1）语言忠诚。从公元前 60 年西域（包括今新

疆地区）都护府的设置，到1759年乾隆平定南疆大

小和卓叛乱并遣农进疆戍边，再到1934 年盛世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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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仲英达成停战协议，从陕西甘肃进喀什的移民对

于自己的家乡话始终保持着一种依恋，除了在较正

式的场合使用国家统一语言（雅言、官话、普通话）

外，在其他非正式但生活常用的场合他们会自觉

地、主动地用自己的方言来交流，所以也可以这样

说，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方言的坚持其实是对与故乡

有关的一切事物的眷恋，这就是语言忠诚的外现。

（2）语言嫉妒。喀什的中原官话是一种强势方

言，相对的，其它省份移民带来的其他方言和土著

少数民族语言就是弱势方言了，操后者方言的土著

人尤其会对前者方言有一种消极抵触的嫉妒心理，

中原官话逐步向良性生态发展就是这种语言人的

嫉妒心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

（3）语言特权。外来移民语言的使用者在喀什

并没有像早期英语国家那样，在殖民地实行语言霸

权，因而在喀什才能形成中原官话性质为主、多方

言多语言的良性生态环境。老派汉语方言适应动

态的生态位和交际功能的需要，吸收普通话要素演

变成新派汉语方言，其中，语言人必须保持一种“反

语言特权”的态度。

（4）语言忧患。一方面，喀什土著居民在对自

己的民族语言和方言不完全地保护基础上对外来

中原官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进行了部分吸

收改造，扩大了自己母语的交际范围。另一个角度

看，社会经济的高度融会造成方言濒危或消亡，喀

什土著居民与全球经济以及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主

流融合的程度越高，强势方言所施加于他们的影响

就越深，结果是，青年人多不愿意习得自身的方言，

这就造成了老辈人对于自己母语保持和传承的忧

患。同样，因国家开展推广普通话工作而使普通话

渗透到了各个方言区、方言系统内部的各个方面，

喀什汉语方言的内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方言保

护工作应尽早被提上日程。

二、方言与生态位的活动原则
每种方言都有其生存发展的一套生态位，生

态位处于一种永恒变化的过程中，方言为了保持

语言活力，不断适应着生态位的变化，在更新自我

的同时，反过来对所处的生态位造成反作用。关

于二者的运动机制，Fill提出了“多样性，互动性及

整体性”[8]原则。

（一）多样性

生态位与语言发展机制的多样性既指生态环

境要素的多样性，大的分类如内生态和外生态的两

分法，也有人将之细化为自然、社会和文化三个类；

同时，这种多样性也指生态系统中语言的多样性，

如多民族聚居区的喀什现在分布着现代汉民族共

同语——普通话，多种汉语普通话的地域变体——

汉语方言，维吾尔语和柯尔克孜语等民族语言。中

原官话在喀什这种多元生态位中会发生诸多方面

的变化，如与喀什本地各语言接触产生的大量特征

词、文白异读字共存现象，以及受中原官话河州片

影响出现的音系演变等现象。可以说，语言生态位

的多样化促成了语言的发展演变。

（二）互动性

“在语言变异与语言生态位的互动中，语言变

异不仅能维护语言生态，保持语言的活力，同时也

能促进语言生态位的生态化。”[9]

喀什汉语方言的演变与生态位之间是一个“互

动性”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具有动态性和长期

性。喀什汉语方言选择陕西关中片作为自己的基

础方言，并在与喀什地区诸多生态位的相互动态影

响下定型、演变和发展，保持语言活力的同时，方便

了人们在日常中的交往，这种外生态为中原地区人

们进入此地提供了良好的交际环境；使得后期大量

操甘肃兰银官话（兰州话为代表）的甘肃人可以很

平缓地进入南疆喀什，反过来，新建起来的生态位

又促成早期的喀什汉语方言内部生态结构的重建，

最明显的就是新生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融合了以

上两种官话方言的音系特征。

（三）整体性

也称“系统性”，指语言与其生存环境共同构成

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构成要素均不能独立

评判，且任何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部分或者系

统整体的变化。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国正把生态环境分为

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10]，下边又细分出几个小类并

分别定义：

不管是自在环境中的某一部分，还是自卫环境

或者内生态环境中语音、语义、语法等系统要素以

及要素之间关系的改变，都会引起其他诸方面的变

化，从而形成新的生态位，语言变异之后为了实现

自身功能的强化和生存空间的扩大就会主动适应

这种新的生态位，并更新自我，使得二者之间在良

性生态系统内运动下去。

外生态

内生态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 自在环境

族群环境 自为环境

语音单位、语义单位、语汇单位、语法单位

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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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喀什汉语方言的形成离不开自身所处的独特

生态位，而生态位各因子是永恒运动变化着的，此

方言为了保持其语言活力和实现语言各方面的功

能强化，必须主动适应变化着的生态位，语言人（族

群）——早期陕西甘肃移民是这种良性生态互动中

的核心要素。喀什汉语方言之所以能在南疆喀什

良性的生态发展就是因为其交际功能和文化功能

在“草创之初”具有强势方言的特征，在多民族杂居

聚居、多语言共存、多方言相间的复杂生态位下，语

言的接触会造成强势方言与弱势方言之间的竞争，

重点要端正语言人的语言生活态度，即“人们在语

言生活中对待某种语言的基本意见、主张已经由此

带来的语言倾向和言语行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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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hgar Dialect under the Horizon of Multidimensional Ecological Niche

CHEN Kai-min, JI T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Kashgar University, Kashgar, Xinjiang 844008）

Abstract: Each dialect has its own unique ecological niche.The formation，development of Kashgar dialect,

cannot leave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the self-sufficient ecological niche it lives，interacting with these

multidimensional niche factor under the long-term，Kashgar dialect can often update, and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language, speakers play a principlemedium role in these resources interaction, interactive principle，diversity

principle globality hide behind these processes.

Key words: ecological niche; Kashgar dialect; the language of people

frustration of his early years with own loneliness and independence. Jian Jiang always claimed himself out of times in

his lifetime, which led to becoming a monk on the prime of life. By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traveling forest, Jian Jiang's spiritual character was included in Confucian's faith & filial piety of internalizing

and meditating on Zen&Taoist of keeping out of the world. It was a great important to form his creation and style of

landscape painting by indulging in landscape with Linquan heart.It is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appreciate Jian Jiang's

landscape painting by lucubrating his life situation and spiritual character .

Key words: Jian Jiang; spiritual charactere;out of times;indulging in landscape; practice of Chan and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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