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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涛，北方民族大学教授。 1941年出

生，宁夏中卫市人 3 现为中国语言学会会

员 、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 、 中国回族学

会理事、宁夏语言学会顾问 「 从教45年，

在高校工作期间主要担任教学、科研和行

政管理工作 。 曾任系党总支书记、系主

任、教务处长等职务。 教学中主张"知行

合一"的教育思想，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鼓励学生创造性思维 爱岗敬业，因才施

教，成绩显著，被宁夏回族自治区投予优

秀教师称号 科研上致力于宁夏方言和中

亚东干语研究 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著

作和译作数部，多次获得省部级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励。 代表作有 《银川方言志 》

(合著) 、 《 中卫方言志 } { 中亚东干语

研究 } { 东干语论稿 } { 中亚回族陕西话

研究 } { 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 } { 中亚

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 》 等 。 1998年获国务

院颁发的"为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

献"的荣誉证书和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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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杰

一、东干语专家的林涛教授

几天前，林涛教授拿出他的新著《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请我

写序。我一口答应了。

我认识林涛教授是在 2∞5 年 12 月，那次他送给我他的多部

著作。聂条教授向我介绍说:他曾担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

主任、教务处长，讲授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学等课程。

林教授最初送我的著作中，有关于东干语言的著作里说，中亚

回族话就是所谓东干语。我接触东干语是在 1961 年秋天大囚的

时候，方光焘老师指导我的学年论文，他要我参考苏联尤果夫的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先生非常推崇龙果夫教授的研究成果。

龙果夫把东干语当做汉语，他的研究主要取材于东干语。

我在讲授现代汉语课时，常常说，对汉语方言，我们应当开阔

精王希杰:南京大学教校，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语言理论家、修辞学家。 1940

年 10 月生，汉族， 1963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2∞5 年秋天退休。专业:
语言学与汉语语言学。代表作:<汉语修辞学H修辞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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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不能局限于中国本土，应当注意到海外的汉语新方言，我这

里指的就是中亚的东干语等。我认为南洋的岂岂语同样值得我们

注意，但是它在非汉语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从不认为东干语是-种独立的语言。它是汉语的一种方

言。 a 我也不很喜欢"东干语"这个名称。苏联当局之所以称之为

"东干族""东干语"，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因素。苏联政府为中亚回

族制订文字→一采用斯拉夫字母，故意不使用汉字，同样是出于一

种政治考虑。

林教授在前言中说:"后来，由于交际环境的改变和书面语(即

文学语言)的出现，逐渐形成比较统一的标准语一一即中亚回族民

族共同语。"我赞同林先生的这种说法，当然习惯说"东干语"也是

可以的。

二、《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

《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是一部学术著作，是一部描写语言学

著作，它全面地描写了中亚的陕西回民话。全书共七章:

第一幸 中亚回族陕西话概况

第二幸 中亚回族陕西话语音系统

第三幸 中亚回族陕西话同音字表

第四章 中亚回族陕西话与甘肃话的比较

第五幸分类词汇

第六幸 中亚回族陕西话的语法特点

第七章 中亚回族陕西话标音举例

该书不仅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全面的考察了中亚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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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话，还同中亚回族甘肃话做了比较。

这一研究对于语言学是→个开拓。冲破了汉语语言学研究的

传统格局，研究境外汉语，考察汉语在境外，在非汉语的包围之中，

在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之下，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在中国人移民

到世界各地的今天，这一研究尤其是值得提倡的。

这一研究对理论语言学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它提供了语言接

触与语言演变的一个极好的个案。为我们考察语言演变的内因和

外因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向比较重视语音，相对忽视了语法。对

方言语法的调查与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黄伯荣教授主

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就是→个标志。在《中亚回族陕西话研

究》中，作者比较重视语法。例如其中的"几个特殊词类"，"特殊句

式"，学术价值极高。

"给"字句部分，特出色，例如:

我给你给几个本本子。

给我把衣裳给给哩。

阿妈把桃子连葡萄给给给fR 兀哩。

给我没给，给他给给给哩。

发现了新的语法现象，分析也很合理。再如:

四季-一经常

可价-一表示动作已经发生

永总-一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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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满 全部，都，也说"一面儿"

合满斯 完全，维语借词

满各头 所有的地方

全利 完全 (229 页)

都是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

三、新的语言现象的发现与分析

作者多次深入中亚进行实地考察。在描写中亚陕西回族话的

时候，经常联系到中亚回族话所处的地理、文化与语言环境。考察

词序时，作者注意到了宾语提前，分析说:

中亚回族话属于我国汉语西北方言，由于受阿尔泰语系

诸语言的影响，在句子成分的排列上，受事成分( flp宾语)往往

直接放在谓语动词前面，再加上俄语定语从属句语法的影响，

中亚回族话宾语经常前直。 (237 页)

有一个小标题是:"外来语序的借人"(242 页)。作者说:

中亚回族陕西话中，有不少俄语、突厥语、波斯语及阿拉

伯语借坷，借词的使用规则一般还是按照中亚回族话语法规

则的，词序也是这样。 (242 页)

但是有时候中亚回族话的语法形式也受其他民族语言语法的

影响。 (243 -纠4 页)

作者提供了非常有趣的例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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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回族话表示年月日，也采用俄语时间表示法，即用

"先小后大"的语序代替汉语中的"先大后小"的排列顺序。他

们经常说:"初一的正月(正月初一)""初八的马特拉(三月初

八，‘马特拉'是三月，俄语借词。 "(243 页)

作者还说:

中亚回族话表示钟点数同时，采用吉尔吉斯的数量表示

法，常将数词放在量词的后面，把"两点钟"说成"小时二""五

点钟"说成"小时五"0 (243 页)

这些论述，不但具有学术性，也有可读性。尤其词汇部分，我

从中居然发现了许多词语是我小时候在苏北淮安农村里听到过

的，更是趣味盎然。

中亚回族话，在词汇方面，在保持汉语词汇的同时必然从中亚

语言中借人一些词语。汉语陕西方言和甘肃方言的词汇，在中亚

回族话中，可能是:

(1)保持原样，没有变化;但是陕西话中改变了。

(2) 已经改变，不再是原样;但是陕西话中没有改变。

词汇的演变，有语言内部的原因，也有语言之外的原因。对林

先生提供的资料做进一步分析，对词汇学的理论建设是有益的。

这里有些资料，很值得注意。例如:

师娘-一-女教师(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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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

三仙桌(136 页)

口里一-指中国内地(109 页)

口外一-中亚回族把他们居住的中亚地区称口外。(109

寡妇一-失去配偶的人，男女都可说。(145 页)

男寡妇一一一鲸夫。

女寡妇

这些都很有研究价值。例如，"男寡妇"，本是荒谬的，因为"寡

妇"本指失去配偶的女人。同男性是对立的，不能相容的。现在缩

小了"寡妇"一词的内涵一-不局限于女性，扩大其外延一一兼指

男性:男寡妇。也可以说，"寡妇"一词的性别义素脱落了，消失了。

我推想，是先出现"男寡妇"，一词。"男寡妇"的出现，形成:

寡妇一-男寡妇

的对称格局。这时的词汇系统内部不均衡。于是导致了"女寡妇"

一词的出现。把"寡妇"上升为上位概念:

寡妇一.男寡妇+女寡妇

词汇系统就得到新的平衡。类似的是新时期汉语中的:

保姆一-男保姆+女保姆

导师一-博导+硕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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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林教授让我先睹为快，他收集的语言材料引起我的新的

思考，更应当感谢他了。

四、学术性与社会效益

现代评论著作，→是学术价值，二是社会效益。

林教授的《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的社会效益是明显的。中国

同中亚各国的友好相处是我国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建丝绸之

路，是中国和中亚人民共同的心愿。

2ωq 年 10 月，我在新疆喀什清真寺前观看开斋节，次日到中

国西北第一哨，看到排成长龙的货车在等待过境。我深深地感觉

到，同国界那边的中亚友好相处，是重要的。

林教授的研究对促进我国同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是有益的。

五、实事求是的学凤

2∞6 年 3 月 19 日，我从秦淮河边来到黄河边。早晨还从窗口

看紫金山，晚上窗外可就是贺兰山了。两年里，多次同刘士俊教授

聚会，昕刘先生谈宁夏的语言学。

在即将离开银川的时刻，我思考过:学术研究需要埋头苦干。

宁夏的语言学尤其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学者。而且应当有

长远打算，不可一味搞短平快，不宜提出一年写二十四篇论文，出

版两本书的高速度。没有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是做不成真正的

学问的。

宁夏语言学界有两个埋头苦干的学者，他们不搞泡沫学问。

他们就是林涛和聂东两位教授，他们代表了宁夏语言学的学术水

平。林先生的成就主要在汉语方言方面一一中亚回族话应当看做.

汉语的一种新方言。聂先生的重要成果在修辞学和语法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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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先生治学的面都比较广。林先生讲授语言学理论、汉字

学、方言调查等课程，聂先生还开设逻辑学课程。但是，两位先生

又注意集中精力于一点，林先生集中在汉语的西北方言研究上

包含了中亚回族话。所以回族话，就是汉语，是汉语的变体。

聂先生集中在现代修辞学上。有比较广的面，又能够相对集中，以

上是这两位先生成功的原因。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林先生非常重视语言资料工作，进行过多

次方言调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学

风，在学术泡沫化的今天，尤其应当提倡。值得注意的是，既不刻

苦地收集语言资料，又不认真学习语言学理论，也不重视科学研究

方法，居然炮制学术论著，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者大有人在。

在我们过分强调理论体系的创新，而相对忽视语言材料的积

累的时候，我更加赞扬林教授的工作。林先生高度重视资料，花费

大量精力在收集与整理资料上。语言学归根到底是一门经验的科

学，没有成熟语言材料的语言学著作是苍白无力的。没有得到语

言事实的验证与支持的语言学理论是不能说服人的。

今天，空谈的论著往往得到赞扬，以丰富语言材料的论著常常

被指责为没有理论水平、没有学术性，林先生坚持在语言材料方面

下大工夫，这是不容易的。

六、顺便说一旬

在祝贺林教授的新成果的同时，也说一下，个别措辞还可以精

益求精。例如:"中亚回族话的构词方式与我国汉语一样，主要是

采用词根与词根复合的方式构成的。"(233 页)

这句话，容易使人误解:中亚回族话不是汉语。但是事实是，

回族话就是汉语。中亚回族话就是回族话，也就是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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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子歌》与做人

最近，林教授给我看他的《学子歌}，我觉得非常好。就贴在我

的博客上，得到了读者的好评。

为了使本书的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林教授，我现在把林教授

创作的《学子歌》抄在下面

学子歌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类文明，知识导航。

莘莘学子，深造有方。志存高远，山河气壮。

严于律己，珍惜时尤。修身养性，道德高尚。

自我塑造，社会栋梁。行为规范，牢记心上。

黎明即起，打扫住房。操场跑步，身体健康。

读读外语，练练喉嗓。精神焕发，沐浴阳光。

吃过早点，走向课堂。老师授课，听写记想。

文攻辞翰，史崇典章。疑义相析，奇文共赏。

问答辩难，研讨磋商。创新思维，成绩辉煌。

学业有成，为国争光。服务社会，报效家乡 O

种瓜得瓜，种粮得粮。天道酬勤，工苦不枉。

厚德载物，积善为上。孝顺父母，敬重师长。

和蔼兄弟，友好邻邦。敬老爱幼，情重同窗。

好事多做，坏事不尝。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为人一世，留名一方。造福人类，日月同丸。

让我们大家共同勉励，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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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蛇足

最后一句话，洼意:此林涛不是彼林焘。

语言学界大家熟悉的林焘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

此林涛，银川北方民族大学教授，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此林涛先

生，我的同辈人，小我三个月，虽是"奔七"之人，但是精力旺盛，笔

耕不息，值得赞佩。

2∞8 年 4 月 8 日



1 

前

《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是一本探讨中亚地区陕西回民话的著

作。它和我 2∞3 年出版过的《中亚东干语研究》一书是姊妹篇，那

是研究中亚回族的标准语一-甘肃话的。

我国西北回民进入中亚 130 年来，在自己民族形成和发展的

历史过程中，汇集了西北各地的回民群众，构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

华人穆斯林移民群体。从现存的文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个

群体中有陕西人，甘肃兰州、河州(今临夏)、张家川人，宁夏灵州

(今吴忠)、固原人，青海西宁人，新疆伊犁人等①。最初，这个群体

所操的口语比较复杂，各讲各的方言。后来，由于交际环境的改变

和书面语(即文学语言)的出现，逐渐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标准语，即

中亚回族民族共同语。

中亚回族的民族共同语虽然由于东干文的创新，文化和教育

等方面的原因，以甘肃话口音为材;住音，但在陕西人集中居住的乡

庄里，大家仍然说陕西话。中亚回族中使用陕西话的大约有 5 万

① 见[苏]旧.杨善新《东千语的托克马克方言》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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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人口总数的 41.66%①。中亚回族陕西话主要集中分布在他

们的发祥地和大本营一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库尔达伊县的马三

成(即营盘)和绍尔别克(即新渠)。一部分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的

托克马克、米丘里、米粮川、红旗;哈萨克斯坦的杜德威克、布拉巳

顿、卡然少、阿斯塔拉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芬卡拉等地。另外，在吉

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悄帮、伊瓦洛夫卡、坎特、纳戎、考其考尔

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卡尔·马克思集体农庄里混合居住着甘肃人和

陕西人，其中陕西回民也使用陕西话。

中亚回族中的陕西回民，主要来自白彦虎所率领的起义军的

余部。，从我国清末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军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

出，这些人主要是我国关中平原华州、渭南、大荔、临注、长安、三

原、高陵、泾阳、咸阳等地人②，以西安东部人居多，所以中亚回族

陕西人说，"他们是东岸子人气今天这些地区大部分已经划归西

安市管辖，所以中亚回族陕西话和西安的老派话非常相近。如语

音中有四类声调;声母中有舌根、浊、鼻音[时，古知系合口字与宏

摄庄纽字和江摄知庄纽字以及其他少数字的[辱~' t.>气]声母与 [u]

行韵母相拼合读[pfpf' fv] 声母，古端纽字今逢齐齿呼[i]行韵母

时将[ t t' ]声母读为[ tçl tçl' ]声母;韵母中有舌面后、高、不圆唇元音

[山]韵母，"飞肥匪费废肺未味"等字的韵母读作单元音 [i] 等。当

然，中亚回族陕西话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变化以后，已经和我

国今天的西安话有了一定的差别，如前后鼻音相混，把前鼻音韵母

全部读作后鼻音韵母;一些复元音韵母羊元音化 ;[0]韵母全部并

① 见尤素福·刘宝军《悲越天山》第 145 - 147 页。

② 见邵宏溪，将敏合丰岛《陕西回民起义资料》前言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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