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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语在语言接触中的变化
◎林 涛

东干语是中亚的东干族人所使用的语言。东干语分布在中亚的吉尔吉

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聚居区。

东干语来源于我国汉语西北方言，它原本是清代晚期西北陕西、甘

肃、宁夏一带的回族语言 （俗称“回回话”）。公元 1862 年，我国西北地

区的回民由于忍受不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爆发了一次声

势浩大的反清斗争。起义失败后，他们被迫背井离乡，进入中亚。苏联十

月革命胜利后，在民族识别与划界中，把他们定名为“东干族”。

迄今为止近 140 年的漫长岁月里，东干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吉尔吉

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日耳曼、鞑靼等多民族中间。他们和这

些民族的群众和睦相处，经济上互相往来，文化上互相交流，生活上互相

联系，把自己融入了中亚的民族大家庭。由于东干族和上述多种民族共同

生活、朝夕相处，他们所操的东干语与其他民族语言互相渗透、互相吸

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语言接触所发生的变化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牵涉面很广，主要的

有语言成分的借用、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双语和多语，进一步发展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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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语言的混合、同化和融合，也就是一种语言被另外一种语言所代

替。值得人关注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形式在东干语里我们都可以看到。

一、语言成分的借用

一般的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成分的借用现象主要是词汇的借用。为

了表达新事物和新概念，一种语言从另外一种或多种语言里吸收他自己所

没有的词语，发展和丰富自己的词汇系统。而东干语在语言接触中借用的

语言成分不光是词汇，它还深入到了语音和语法层面。

东干语接触比较多的语言有印欧语系的斯拉夫语族 （如俄语）、阿尔

泰语系的突厥语族 （如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蒙古语族

（如蒙古语）、闪 - 含语系的闪语族 （如阿拉伯语、波斯语） 诸语言。这些

语言的音位系统里都有舌尖中音、浊音、颤音，属于 ［r］ 音位。随着这些

语言中词汇的借入，东干语的音位系统里也多了一个 ［r］ 音位。［r］ 音

位在东干语里写作 ［r］。它在拼写上述语言的借词时做声母用，如无线电

（俄语借词）、肉末面条 （吉尔吉斯语借词）、斋月 （阿拉伯语借词）。除此

以外，［r］ 音位还可以在东干语的儿化词里做儿化韵尾。如口歌儿、口溜

儿、老婆儿、熊娃儿等。

东干语在语法手段上有时候也借用外来语的语序。东干族的话里经常

会出现主语后置的句式，比如：“说哩这个话的人是法蒂玛”“做哩这个

事的人是张尔利”。宾语前置的句式，比如：“打仗的来，白馍馍我都没

见”“这个报回族人念的呢”。有时候复句中的主句和从句之间还经常借

助俄语的连接词“ЧTO”来连接，如：“医生说，法蒂玛感冒哩。”东干

语里表示年月日，有时候儿也采用俄语的时间表示法，即用“先小后大”

的语序代替汉语中“先大后小”的排列顺序。东干人常说“初一的正月”

（正月初一） 之类的话。中亚《回民报》上有篇文章写道：“初一的五月

节气上我们在城呢去呢。”这句话用汉语普通话说是：“五月一日劳动节，

我们去城里呢。”

东干语在表示钟点数目时，采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吉尔吉斯语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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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示法，常把数词放在量词的后面。如，东干人把“两点钟”说作“小

时二”，“五点钟”说作“小时五”。东干文里有句话：“列宁的母杰依

（博物馆） 撒哈特 （小时） 两个上开的呢。”翻译成汉语普通话是：“列宁

博物馆两点钟开放。”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东干语借用吉尔吉斯斯

坦语量词时，其词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至于外来词的借用，在东干语里不仅数量多，而且语种也比较繁杂。

我们在阅读和翻译东干文诗歌小说时，经常会碰到俄语、英语、吉尔吉斯

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借

词。东干语外来借词中，从俄语里借入的最多，据东干语学者哈娃子统计

多达几千条，约占东干语词汇总量的 7%。东干语的俄语借词多为名词和

量词，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家庭、饮食、服饰、用器、度量衡单

位，如巴尔基阿 （党）、卡木尼斯特党 （共产党）、卡木萨莫力奇 （共青团

员们）、乌达尔尼克 （突击手）、考拉号子 （集体农庄）、哨夫号子 （国营

农场）、玛什乃 （汽车）、维木 （扬场机）、阿库闪 （接生员）、根诺 （电影

院、电影）、康比尤特 （电脑）、基万 （沙发）、苏萨 （貂皮）、布拉吉 （连

衣裙）、合列巴 （面包）、乌哈 （鱼汤）、伏特加 （烈性酒）、马林那 （果

酱）、阿尔申（俄尺）、嘎（公顷） 等。

东干语中的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等突厥语

借词主要是通过人口分布借入的。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骚葫

芦、米粮川地区的东干人的语言里借入了比较多的吉尔吉斯语，如赫尔赫孜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旧称伏龙芝）、阿勒该（对

哥哥的尊称）、巴家（连襟）、马沙克（庄家茬儿）、别什巴儿玛（肉拌面）、那

雷（肉末面条）、考姆孜（三弦琴）、撒哈特（小时、钟点）、哈打（磅）、索目

（吉尔吉斯斯坦货币单位“元”） 等。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营盘、新渠、阿

斯塔拉、杜德威客等地的东干人的语言里借入了比较多的哈萨克语借词，如哈

萨克、阿拉木图、阿拉升（祖先）、巴依（财主）、萨满（哈萨克人曾经信奉过

萨满教）、库里卡塔依（饭会）、冬不拉（二弦琴）、瞎孜儿（现在）、坚戈（哈

东干语研究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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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货币单位“元”） 等。维吾尔语借词是居住在中亚各地的东干人所共用

的，如巴扎（集市、市场）、洋杠子（妇女、妻子）、巴郎子（儿童）、褡袢

（大襟上衣）、塔玛厦儿（游戏）、塔哈儿（口袋）、脱依（婚礼）、维囊（跳

舞）、馕（烤饼）、沙木沙（烤包子）、乌麻什（面糊糊）、曲曲儿（馄饨儿）、

皮牙子（洋葱）、亚克西（好）、亚曼（不好）、海买斯（全部） 等。

东干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虔诚、谨守宗教信条和教规，因此东干语

中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中的外来词比其他地区更多一些，如：胡达 （真

主）、阿斯玛 （天、天空）、阿訇、阿布德斯 （小净）、杜什蛮 （敌人、对

头）、板代 （仆人）、依布利斯 （魔鬼）、别麻热 （病）、立干 （大盘子）、

巴旦 （偏桃）、撇射 （逗号） 等都是波斯语借词；安拉 （真主）、阿林 （学

者）、筛海 （长者）、伊玛目 （清真寺的领拜人）、满拉 （念经的学生）、哈

吉 （朝觐者）、克尔白 （天房）、干兰 （铅笔）、泰斯比哈 （念珠）、主麻

（星期五）、阿黑热提 （来世）、木沙粉儿 （异乡人）、耶梯目 （孤儿）、苏

赖 （《古兰经》的章节）、尔德 （节日）、讨白 （忏悔）、尼卡哈 （证婚词）、

白俩 （灾难）、乌巴力 （可怜）、色俩目 （祝安词）、艾力夫别 （字母表）、

海 （凤仙花） 等都是阿拉伯语借词。另外，东干族男女姓名大都来自波

斯语、阿拉伯语，如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主麻子、叶塞儿、玛丽亚、祖

哈拉、法图麦等。

二、语码混合和语码转换

语码混合是指在语言交际中，说话者在使用一种语言语码时，同时掺

和了另一种语言的成分，特别是词汇和短语 （语码）。这种语言现象在东

干族的口语和书面语中随处可见。下面是笔者翻译的东干族女作家阿依

沙·曼苏洛娃用东干文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雪花儿》一书中的几段话：

妈妈买哩十个曼打林 （橘子）。拿回来给给碎麻曼儿 （小孩名） 叫给

客娃们分给呢。

———《我算出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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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拖拉科多利斯特 （拖拉机手），知道哩 。我阿达的普里嘎底儿

（村长） 说的。我连阿达拾掇哩拖拉科多勒（拖拉机） 哩。

———《我是拖拉机手》

到哩场子呢娃们都喊的“乌啦！”……把鸽子放开哩。

———《我的鸽娃》

她连奶奶一边在铁列维兹儿 （彩电） 上看哩目林特（动画） 电影哩。

———《孽障死哩》

“盼舍儿！”赛娃儿坐到跟前给他说的：“你要好好念呢，把乌罗可

（功课） 时候儿上要做呢。再不准逃学哩。因此是为你一个儿咱们的可拉

斯（班级） 剩到后头哩。”

———《为啥盼舍儿不逃学哩》

以上几段话中，东干语借用了俄语词汇，和自己的语言成分和在一起

构成了混合短语。其中，“十个曼打林”“阿达的普里嘎底儿”“咱们的

可拉斯”是偏正短语，“我是拖拉科多利斯”是主谓短语，“拾掇哩拖拉

科多勒哩”“喊的 （着） 乌啦”“看哩目林特电影哩”是动宾短语，“在

铁列维兹儿上”“把乌罗可”是介词短语。这些短语都是由东干语和俄语

词汇混合构成的。

再如：

“麻乃起来，给依斯哈儿说哩个色俩目，把头低下可跪下哩。这儿依

斯玛儿把麻乃问的：

“麻乃，你哈巴知不道咱们的乡俗。”

“啥乡俗，爸爸？”

“咱们，回族往坟上不隔花儿。记想开亡人哩过乜帖呢，散乜帖

呢……”

———《一抱子红花儿》

“我没有是谁，我是全耶提目。”

———《春天》

东干语研究 007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

（第一辑）·语言卷

“埃迪儿跑的看去哩啥，癞呱儿在海 花 （凤仙花） 跟前蹲的，扇的

歇荫凉的呢。”

———《到哩乡庄呢的埃迪儿》

“长长儿念哩个苏儿把都瓦儿接哩，依斯玛儿起来哩。”

———《一抱子红花》

上面几段话中的语码是由东干语和阿拉伯语词汇混合构成的。其中，

“说色俩目”“过乜帖”“散乜帖”“念苏儿”是动宾短语，“全耶提目”

“海 花”是偏正短语，“把都瓦 （接哩）”是介词短语。

在语码混合时，东干语里还会有两种以上语言的词语混合，如：

“唉咦，萨丽玛！她是俄罗斯娘娘，你给她要说斯特拉伏斯特乌伊呢

（您好，俄语借词）！不说色俩目（阿拉伯语借词） ……”

———《孽障死哩》

“这是俄罗斯丫头玛莎。这个丫头也是全耶提目……”

———《春天》

“丫头儿转过来把我望哩下，失笑哩：‘娘娘，她是回族，名字叫的

哈丽玛。我是维拉，她是苟俩一乌兹别克，阿纳是吉尔吉斯……’”

———《雪花儿》

以上三段话中前两段由东干语和俄罗斯语、阿拉伯语相混用，后一段

由东干语和俄罗斯语、阿拉伯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词语相混用。

这些现象是东干族和中亚多种民族频繁接触中不可避免的。

东干人在日常的对话和交流中，有时还经常从一种语码转换成另一种

语码。在吉尔吉斯斯坦笔者的合作伙伴、老朋友 M.X.伊玛佐夫家中会常常

遇到这种情景：伊玛佐夫教授和儿子沙明在用东干语对话时，有些语言的

语义儿子不能理解，他不得不立即改用俄语。在中国回族学会的多次学术

研讨会上，东干族朋友先用东干语发言，后来发觉用东干语在某些问题上

不能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时，便中途改用俄语，大会立即给他

配备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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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吉尔吉斯斯坦年轻诗人伊斯哈儿·十四儿家里还看到过多种语

码转换的情况。晚上诗人家里人聊天，一开始大家都使用东干语，不一会

儿女儿插入了俄语，妻子又转用了吉尔吉斯语。随着语码的自然转换，营

造出了一种和谐、快乐的家庭气氛和幽默、随和的生活情趣。这种交际和

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构成是相适应的。伊斯哈儿·十四儿是东干族，他的妻

子是吉尔吉斯族，儿媳妇是塔塔儿族。每个家庭成员都会说俄语。这种情

况在中亚的东干人中是比较常见的。

三、双语和多语现象

双语和多语现象指在同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语

言，社会中的个人和集体能够经常至少使用两种语言进行交际。在社会

生活中，东干人一般都能在使用东干语的同时，也学习和使用中亚多民

族通用的俄语，还会使用所在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如吉尔吉斯语、哈

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俄国学者曾称赞东干族是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

民族。

东干人的双语和多语现象既是民族接触、语言接触中所造成的直接结

果，也是在漫长的民族融合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130 多年前最初过境

进入中亚的东干人都是贫苦农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来到异国

他乡，生活在多种民族语言的环境之中，为了生存，他们需要与其他民族

交往，与他们在语言上沟通。这样东干人在与当地的吉尔吉斯人、哈萨克

人、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等广泛地接触中，自然而然地学习他们的语

言，使自己成为了“多语人”。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他们主要是使用

所在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他们中能使用俄语的人还比较少。俄国十月革

命后，中亚地区的国家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苏联政府

宣传和强调俄语作为民族共同语的重要性。加上普及文化教育，各个学校

普遍开设俄语课，使俄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成为了中亚多民族都使用的

族际语、官方语言。现在中亚大部分国家的政令、文件都用俄文和国家主

体民族的文字公布，群众的文化生活和通用的证件也都使用两种文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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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的驾驶执照，一面是俄文，另一面是民族文字。正如东干人所说：

“在中亚不懂俄语就无法进入社会文化生活。”

中亚东干族的多语现象也非常富有地方特色和家庭特色。东干人一般

都能熟练地运用东干语和俄语，但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尔代克东干人乡庄，

人们除了使用东干语和俄语之外，还能掌握吉尔吉斯语。在哈萨克斯坦江

布尔州的营盘、新渠、江尔帕克 - 提别等地的东干人除了说东干语和俄语

外，还讲哈萨克语。阿拉木图、潘菲洛夫等地的东干人除了使用东干语、

俄语、哈萨克语之外，有些还能使用维吾尔语。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

年，吉尔吉斯斯坦 15 岁以上的东干族有 30993 人，掌握了吉尔吉斯语和

乌兹别克语的有 4285 人，约占这一人群的 14%。新疆大学的海峰博士对

300 名东干人做了抽样调查，其中兼通吉尔吉斯语和哈萨克语的有 92 人，

约占 31%。60 岁以上的老人明显地超过年轻一代，92 人中就有 57 人，约

占总人数的 62%。东干族家庭中的多语主要是和其他民族通婚造成的。有

不少东干族男子娶其他民族姑娘为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相互学习对

方的语言，他们的子女也会受到影响。

从 20 世纪中期来看，在东干族中突厥语语言的使用率低于俄语和东

干语，但从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亚五国的独立，俄语的社会地位逐渐降低，

民族语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可以预测，突厥语族诸语言将在东干族中占

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四、丢失和同化现象

双语和多语现象是东干族与中亚其他民族长期融合的重要结果，它

不仅促进和加强了东干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与友好关系，而且有

利于东亚多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但是双语和多语现象对东干语的纯

洁和健康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它带来了东干语语义丢失和被其他民族

语言同化的严重后果。

东干人进入中亚这段历史时期里，东干语离开了汉语西北方言的大环

境，失去了音译文字汉字对东干语词义的依托，东干人虽然能够使用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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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进行交际，但东干语不少词义的原意由淡化逐渐走向丢失。笔者和吉尔

吉斯斯坦东干学部的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们经常会问答词义上的一些问题。

他们出版的书报里面，尤其是在东干族青年学习汉文的双语对照文章里

面，常常会出现讹误的地方。如东干族口歌：“三人结义在桃园，桃园结

义哩弟兄三，三战李布虎狼关。刘备年长把位站，关公为二，张为三。”

这段话里把“吕布”说成了“李布”，把“虎牢关”说成了“虎狼关”。更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位研究员冬拉儿告诉我说：“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

埋死人。”这句口歌他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即“掏宝很伤人，历史

书下埋死人”。又如“黑和尚洗里不洗外”这句话，他们认为还可以理解

为“黑褐衫洗里不洗外”等。听到这些，笔者深深地意识到东干语的语义

正在丢失。

还有更甚者，东干族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整体丢失了自己的母语。这

一现象是伴随着东干语双语化和多语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丢失母语的

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南边奥什地区的东干人。他们的前辈是 1878 年在

马大人的率领下，由新疆达埃尔克什·达姆山口进入中亚的，大都是陕西、

青海、甘肃的回民。后来青海的回民从奥什又继续北上，到达哈萨克斯坦

的江布而州，建立了江尔帕克 - 提别东干人乡庄。剩下的陕甘回民大概有

3000多人，今天仍生活在距离奥什约 1 公里处的卡拉松乡卡布洛夫集体农

庄。这些东干人处在乌孜别克族人群的包围中，大都和乌孜别克族通婚，

再加上他们远离了楚河两岸的东干人群体，现在他们的语言除了保留筷

子、桌子、辣子等几个简单的词语外，已经不会讲东干语。他们的语言已

经被乌兹别克语同化，乌兹别克语完全取代了他们的母语。据说那里今天

很难找到会说东干语的人。为了抢救他们的母语，10 多年前吉尔吉斯斯坦

教育部门特地派教师为那里的孩子教授东干语，但最终也没有什么效果，

在东干人进入中亚 100 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奥什东干族人号啕大哭，痛惜

他们第二次丢失了母语。

东干族不使用母语的现象在散居于使用俄语城市的东干人中也随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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