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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zhe people are one of the smallest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he Hezhe do not have a written record of their own language, 
and their language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in the face of the onslaught of other powerful languages.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critical 
situation facing the Heilongjiang Hezhe language, and further examines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Heilongjiang Hezhe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the causes of its endanger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legislation of the Hezhen language. At thew social level, schoo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preserving the 
ethnic language. On a humanistic level, Hezhe leaders, experts and scholar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 with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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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赫哲族是中国人数较少的民族之一，赫哲族没有记录本族赫哲语的文字，在其他强势语言的冲击下他们的语言面临严峻的
挑战。生态语言学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尤为重视，论文从黑龙江赫哲族语言所面临的严峻处境着手，并结合赫哲语濒危的原
因，进一步研究对黑龙江赫哲族语言的传承和保护的对策。在国家层面上，政府要加强对赫哲语的保护和立法工作。在社
会层面上，学校教育是保护民族语言的重要手段。在人文层面上，赫哲族的领袖、专家和学者应该加强与公众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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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交叉学

科，虽然生态语言学学科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生态文化

思想一直渗透在语言学研究之中，旨在探索语言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濒危

语言的研究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价值无可

估量。近年来，赫哲族语言的整体活已经达到了“极度濒危”

的水平，因此，保护赫哲族语言刻不容缓，这不仅是一个全

球性的课题，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加强全世

界面对少数族群语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力度刻不容缓。

2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概况

生态语言学是一个将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领

域，旨在探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断完善语言学

的价值，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2.1 生态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
“生态语言学”一直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门跨越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新兴学科。“生态学”这一术

语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 1866 年提出，源于古老的

希腊文字“ökologie”，它的意思是“logia”“oikos”“房子，

栖居地，居所”“logia”“研究学问”，这些文字都可以被

认为是生态学的起源。19 世纪 90 年代，沃尔明等一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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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为生态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随后的几个世

纪里，生态学不断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从语言学、心理学到

社会学，它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生态语言学便应运

而生。学者们一般认为，“生态语言学”是由美国语言学家

艾纳尔·豪根于 1970 年创立的， “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

在豪根提出之后有了更为实用的意义，这也对“生态语言学”

的创立有了直接的现实意义，豪根也被后人称为“生态语言

学”的创始人。

韩礼德的“批评生态语言学”以及“生态语言学”的“语

言生态学”，都极大地推动了语言学的进程，其中“隐喻”

更进一步将“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应用到“隐喻”，将其视

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将人类的行动、思维、情感等多

个维度结合，以及人类如何影响周围的环境，从而形成一个

复杂的社会现象，从而使“批评生态语言学”及“生态语言学”

的理论得以不断完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社会。

2.2 生态语言学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生态语言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成果不

断丰富。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学科特色以及研究方法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生态话语批判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时代的

发展，对话语研究成为了心得焦点，而句法、语义和语用研

究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但是现代的语言学家们正更

加关注话语分析，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探索人类的交流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语言学的批判范式、批判对象以及学

术特征均显示出日益增强的多样化，从而给学术界带来前所

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学术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3 黑龙江赫哲语的发展现状与濒危因素

黑龙江少数民族语言赫哲语使用范围受到了极大局限，

在普通话的影响下，赫哲语日渐衰落，对该语言的研究、传

承与保护对濒危语言的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生态

语言学下的赫哲语也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视

角与依据。

3.1 赫哲语的发展现状
赫哲族是俄罗斯远东的重要族群，是中国人数较少数

民族之一，他们的历史源远流长，占据了中国黑龙江省总人

口的 67%，虽然赫哲族拥有自己的语言，但缺少自己本民

族的文字。随着汉语使用范围的扩大，赫哲语的交际地位也

逐渐被取代。在生态学领域，豪根先生提出的“隐喻”模式

表明，黑龙江赫哲族语言在其他语言的冲击下，正在逐渐失

去其使用价值，从而导致其在生态语言学领域的活力不足，

甚至面临濒危的危险。赫哲语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进一步

促使赫哲语活力下降，濒临灭绝。

3.2 黑龙江赫哲族语言濒危的因素
赫哲族没有记录本族赫哲语的文字，因此，在其他语

言的强大冲击下，赫哲语逐渐失去了使用对象。赫哲语词汇

的扩大主要是依靠借词来完成的，自身没有规范化的体系，

赫哲语的适用范围逐渐缩小到一些特殊的交际场合和一些

代际使用赫哲语的个别家庭中。尽管如此，赫哲族仍然坚持

使用这种语言，这也说明了他们的语言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的

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3.2.1 赫哲语受到政权变动和民族结构的影响
清朝初期，“从龙入关”的大部分区域被严重破坏，

因此清朝政府采取行动，以便迅速重建当地的农耕文明，并

确保满洲人的生活得到充分的照顾。清朝末年，政府又采取

措施，允许流动人口进行耕种，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人类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在赫哲地

区，人类的环境并没有因为人口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相反，

大批非赫哲族人口的涌入，为当地的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并且改善了当地的语言环境。

3.2.2 通婚对赫哲语的影响 
凌纯声先生也就此提出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

篇文章。凌先生在富克锦的地区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被调

查的人中，有许多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的第一代、第二代、

第三代和第四代被赫哲语所描述，这表明，这种跨族群的结

合并不仅仅局限于一时的潮流。研究发现，蒙古族和朝鲜族

的结合会使用汉语，这表明汉语在族际婚姻过程中不会受到

赫哲语的任何外来语言的干扰。这也意味着，汉语在赫哲族

的结合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外来语的干扰。

3.2.3 政治文化教育对赫哲语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赫哲族的语言得到了广泛

的推广，他们的文化也得到了提升。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赫哲族的孩子们也得到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汉语，他们的文化

也得到了更加丰富的发展。近年来，赫哲族已经开始使用汉

语来进行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以及其他文化学习，以满足当

地的需求。然而，由于汉语的使用范围较广，赫哲族仍然无

法完全掌握汉语的使用，从而阻碍了赫哲族接受全面的汉语

文化学习。因此，赫哲语的语法结构缺乏完善，从而造成了

其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显著衰落。

3.2.4 汉语对四排乡赫哲语的影响
赫哲族拥有独特的语言，然而却缺乏能够表达他们语

言的文献，从而阻碍了他们的历史、文化以及语言的发展。

随着汉族的民族融合，许多赫哲族的社区都改用汉语，而一

些年长者也只能通过乌日贡的特殊仪式来使用赫哲语，使得

赫哲语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

是语言的使用环境的匮乏，许多赫哲族人选择搬到城里定

居，这导致了他们以往的小规模集体居住模式的改变，并且

也影响了他们的语言文化环境，许多赫哲族人的家庭、社区

以及学校都面临着语言保护的挑战。

3.2.5 语言结构系统的变化对赫哲语的影响 
赫哲语在历史上并未产生任何相关的语法。这意味着，

赫哲语的语音、语调以及语法都受到限制。这些技巧并非

赫哲语的专属技能，它们通常都需要额外的训练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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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赫哲族的语言在许多地方都很普及，但仍需要一些专

业的技术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运作。由于赫哲语丧失了沟通能

力，它的语言组成部分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这体现在语言的

用字、语法以及语调等方面。由于它一直不遵循汉语的用字

标准，所以许多新的用字需要借鉴汉语的语言。另外，由于

社会的演进，许多原本的用字也已经消亡。随着汉语的出现，

许多原本不存在的语言结构都得到了补充，这导致赫哲语的

语言结构也有所改善。例如，原本不存在的名词、形容词、

格、领属等语言结构都得到了汉语的补充，并且语言的语音

也得到了改善。赫哲语的语言结构受到汉语的影响，其语言

规则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包括语调的混乱、语气的失

衡、语言的多样性。这些都会对赫哲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带来

巨大的影响。随着赫哲语使用者的减少，它的语音、词汇、

语法等原有特征受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导致赫哲语的结构

系统崩溃，从而使赫哲语无法正常使用，最终导致它变得濒

临灭绝。

4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赫哲族语言的传承路径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涉及的研究领域相当

广泛，其中就包含对濒危语的研究。如果一种物种濒临灭绝，

那么它的语言也会面临同样的威胁。赫哲语作为濒危语言的

一种，它的逐渐消失也会造成语言生态危机，我们应采取相

应对策，将该濒危语传承保留下来。

4.1 政府要加强对赫哲语的保护和立法工作
近年来，赫哲语的保护与传承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

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标准、实施有效的机制，实现

了长期稳定。首先，国家政策的保障和资金支持是少数民族

语言文化传承的基本保障。其次，跨境民族要加强节流与合

作。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俄罗斯联邦的交流日

益密切。俄罗斯联邦的哈巴罗夫斯克大区、阿穆尔区、共青

城区、索尔涅奇诺区等地，是俄国远东区域的重要聚落，而

赫哲族则坐落在这里，两者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赫哲族

的传统文化“乌日贡”，每 4 年都将在同江、饶河、抚远三

地隆重举行，并由当地的政府派出代表出席。最后，建立民

族学校，对该区域和少数民族学生开展赫哲语语言教育，为

赫哲语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4.2 建立濒危语收集的长效机制
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出发，使濒危语得以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4.2.1 加强跨境民族的沟通与交流
中国赫哲族与俄罗斯那乃族的友好往来已成为双边合

作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未来双边的合作需求更加紧密，双边

的沟通也需要更多的机制来实现。因此，双边政府及相关社

会团体都需要加强对俄罗斯的支持，积极开展中俄非物质文

化的交流，以及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促进双边的发展。

赫哲族和那乃族的政府 教育部门应该加大努力，共同开发

跨境的留学项目，以促进双边的文化交流，并且不断改善双

边的教育质量。通过双边的文化交流，不仅可以加深族人之

间的友谊，还可以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豪感，从而促进双边的

文化发展，并且可以促使双边的文化遗产得到充分的保存。

4.2.2 赫哲族领袖、专家和学者应该加强与公众的合作
我们希望能够学术界的杰出人士，如学院教师、非遗

文化传承人，能够共同努力，制定适当的赫哲语语言表达方

法，并且能够更好地教授赫哲语，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

赫哲语。 应该积极倾听公众的声音，并且不断完善对于保存、

传播、使用等的有效手段，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由于所处的生态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濒危语言的濒危

原因和进展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在生态语言学领域，濒危语

言这一热点问题引起了全球关注。赫哲语作为濒危语言之

一，也得到了各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采取相应对策保护并

传承像赫哲语这样的濒危语言才能让恶化的语言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

5 结语

生态语言学旨在探索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以

此为基础，深入探索语言学的内涵、方法和特性。它也是一

门实用学科，其发展日益显著，语而濒危语言的研究尤为重

要，其研究价值无可估量。经过对生态语言学的深入研究，

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且从生态语言学的视

角来看，黑龙江赫哲族语言的发展情况也有所改善。经过调

查研究，赫哲族语言的整体语言活力已经达到“极度危险”

的水平。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赫哲语濒危的原因，找到有效的

保护和传承方式，以便有效地改善该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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