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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话形成的民族语言基础

[ 作者 ] 李生信 

[ 单位 ]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 

[ 摘要 ] 回族在使用汉语时，总是打上了鲜明的民族语言烙印。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回族内部的口语交际中，所以称之为“回族话”。回

族话的形成和民族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和汉语的区别，有着丰厚的民族语言基础。 

[ 关键词 ] 回族话;母语;整合;传承

       回族话就是回族使用的汉语。关于回族话的界定，人们向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回族话是一种汉语方言现象，所以把回族话看作

“回族汉语方言”；有人认为回族话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把回族话归为文化语言的范畴；也有人从民族语言学的视角，又把回族话界定

为“回族语言”。其实，回族话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问题，而是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诸多因素的结晶。从回

族语言发展历史来看，回族话的形成和民族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丰厚的民族语言基础。回族并没有独立的民族语言，回族人无

论民族内部交际，还是和其他民族成员交际，都是以汉语为交际工具。但回族在使用汉语时，却打上了鲜明的民族语言烙印。这一点在回

族聚居的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种鲜明的民族语言特征主要表现在回族内部的口语交际中，所以称之为“回族话”。其实，回族话

并不是简单的汉语方言现象，回族话是超越了地域界线而形成的特殊语言现象。回族话虽然不属于独立的民族语言，但回族话和先民母语

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一、回族话形成过程中的语言整合回族话形成的历史和回回民族形成的历史是同步的。关于回族先民的成分以及回

族先民使用的语言，学术界众说纷纭。人们一般认为，回族先民是唐宋元时期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但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古代民族，

其语言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呈现出语言多元化的特征。以此类推，回族先民的语言成分，自然也是相当复杂的。回族由先民的语言，发展

为现在的回族话，必然经历了一个语言整合的动变过程。这样一个语言渐变的整合过程，至少应该经过了民族母语阶段、双语阶段和汉语

阶段［1］（9）。人们一般认为，回族先民最初使用的语言不下四五种［2］，主要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中亚各国语及中国境内一些民

族的语言。这应该是回族话尚未形成时的民族母语阶段。回族先民母语的千差万别，显然不利于语言交际。既影响民族内部的交际，又影

响和其他民族间的交际。语言交际问题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就很有必要寻找一种共同的交际语言，汉语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选择。

有人认为，回族先民在由不同的民族母语转用汉语之前，曾经以波斯语为民族内部的共同语［3］，笔者对此颇多疑义。因为从现在回族

话中的民族语言成分来看，虽然波斯语词占据较多的数量，但也有不少阿拉伯语词和其他民族语词。显然，回族由民族母语转用为汉语，

虽然也有可能经历了“民转民再转汉”的语言演变的特殊时期，但“民转民”之“转”，并不仅仅是由“民”转“波”再转“汉”，也有

可能由“民”转“阿”再转“汉”。也就是说，回族先民在转用汉语前，在民族内部主要以各自的母语交际，并以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为

主，我们是从现代回族话中遗存的多种阿拉伯语汇和波斯语汇中能得出这一结论。同时，对外则以汉语为交际工具。这就是回族话形成过

程中的双语时期。回族先民为什么放弃了民族母语而选择了汉语，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

素、民族因素及地域、人口等多元因素，但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语言接触因素。回族先民最初来到中国大陆，重要目的是经商。和

以汉语为主体的贸易对象交际中，语言障碍自然就成为了最大的障碍之一。这种语言障碍不仅存在于回族先民和汉族的交际中，也存在于

不同来源的回族先民内部交际中，人们在努力寻找突破语言障碍的途径，使用汉语就成了最简便的选项，这也为回族转用汉语打下了基

础。长期的贸易往来，必然会带动文化交流，交际范围更加多元化。语言的交际障碍和文化的交流障碍因为汉语的使用而随之消失。多层

次的语言接触成为回族最终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的最重要的因素。从语言演变的视角看，语言的演变有线型的，也有场型的。线型的演变

形成了语言的历时变化，场型的演变则形成了语言的共时变化。从回族先民母语的演变特征来看，既有共时的“民转民”的场型演变，也

有历时的“民转汉”的线型演变。最终形成语言的整合，选择了以汉语作为民族语言。笔者很赞同把汉语的使用看作回回民族形成的标志

这一观点［4］（16）。二、现代回族话对先民语言的传承回族话的形成和民族母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现代回族话中能够找出



不少这方面的语料。《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5］中收入了不少相关词汇，这里就不赘举了。回族先民在由民族母语转用汉语的过程

中，把许多民族母语词汇带入汉语之中，形成了现在回族话中夹杂着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词汇的特殊现象，也成为汉语的一种特

殊类型。这也正是形成回族话的民族语言基础之一。回族话中有不少用汉语音译的，或者音意合译的先民母语词汇，如“安拉”、“古尔

邦”、“胡达”等，这些音译词融入回族话后，就要服从汉语的内部规律，又表现出自身的一些特征。在语音方面，它是按照自己的语音

系统汉语化了，用的是汉语读音，有自己的声调，符合汉语声母、韵母相拼的规则。这些译词中的不少词语，都具有宗教的内涵，根本无

法用一个相应的汉语词来翻译、代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用原有的读音，运用原有的意义，附着在汉语的形式之上。回族话中的这些词

来源比较单纯，主要源于民族宗教的需求，以表现伊斯兰教宗教生活为主。回族人在民族内部交际时经常使用这些词，如“乃玛孜”、

“胡达”、“色俩目”这些词在回族内部交际时已经司空见惯了，回族人和汉族交际时并不经常使用这些词语。在宗教活动场合，这些词

使用频率最高，在一般场合，这些词的使用率相对较低一些。回族宗教人士、宗教意识较强的穆斯林使用这些词的频率要明显高于一般回

族人。这样就形成了回族话特定的语用范围。回族话中对先民母语的传承，大多数是回族先民在转用汉语后把自己的民族母语词汇带入汉

语中。回族话中的这种语言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中，还没有大量进入书面语言，使这些词保持着鲜明的口语色彩。回族话对先民语言的传

承，是语言演变中民族心理文化的沉淀。回族先民的语言在向汉语的转化初期，原来先民语言中固有的民族母语语汇，也随之融入汉语

中，形成了回族语言中特殊的民族母语现象。这样就在回族转用汉语后，回族话中的民族特征并没有消失。       回族话中存在着大量的阿

拉伯语、波斯语词，也存在着少量的突厥语、维吾尔语词，这些语言成分，和回族先民的民族成分恰好是一致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回族话本源于回族先民语言的遗存。从语言转换生成理论来看，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同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在相互交

融中出现语言的转换时，必然要把本民族的一些语言成分带入另一种语言中，形成另一种语言的一个系属，这是符合语言演变规律的。宗

教的传播和流行，对一个民族语言的使用特点必然产生一定影响。随着宗教的传播，该宗教的传播者的语言也随之而传播。信奉伊斯兰教

的回族转用汉语后，单凭汉语词汇还不足以完全准确表达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成分便

融入回族话中。这样就为阿拉伯语词、波斯语词融入回族使用的汉语中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三、回族话和汉语在某些方面的差异回族话在

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和汉语的区别，包括语音差异、词汇差异和语法差异等。关于回族话和汉语的这种差异现象，拙文《西北回族话中的

“别同”现象》［6］中已经作了阐释。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回族话中的这种语言现象，更多的出于维护回族话中民族语言特征的

需求。回族失去母语后，总要努力保留本民族的语言特色。尽管回汉民族大多同居一地，同讲一种方言，各自语言的语音和词汇还是有明

显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回族话的民族特色。这种语言差异的最初形成是有意的，经过世代传承而约定俗成，从而形成了回族话

在许多方面和汉语的不同。回族人在语言运用中，有意回避一些汉语词汇，代之以具有民族色彩的词，以形成语言界限。如把汉族称为

“油饼”的食物称为“油香”，特别在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中更加禁忌“油饼”的称谓。“立意”或称“举意”，在回族话中表示从事某

项活动的心愿，并请求真主回赐。汉族表达这种意义的词是“许愿”。在回族宗教活动中，忌用“许愿”之类的词而用“举意”来替代，

这些都是出于别同的民族心理需求。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民族则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共同体。同一民族，在语言、

心理状态、生产活动、居住地域等方面都表现为共同的特征。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人们在使用民族语言

时，倾注了民族情感，就合情合理了。“点香”是回族在过“尔麦力”、“圣纪”等活动中或给祖先上坟时的宗教行为，为什么不把“点

香”称作“烧香”呢？因为“烧香”、“香火”是佛教术语。回族话中“点香”的运用，正是为了区别于汉语的一般用法。同时回族“点

香”时一般用奇数，如点三根或五根香。决不会点两根或四根香，以与汉族贯用偶数的区别。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还对思想

和感情产生种种影响。汉语即是回族和其他民族交往的工具，也是民族内部交往的工具。回族人使用汉语时在某些方面和汉语的差异，其

实是为了形成回族内部反映共同情感的共同语言特色，这种共同语言特色，是维系民族共同特质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看，差异正是为了

求得带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语。在回族话中，为了表现民族语言的相对独立性而出现了和汉语的差别。主要是为了使回族话在某些方面

有别于汉语。同样，在回族话中，还表现出了一种民族趋同心理。民族语言的趋同，也是出于对本民族成员的一种认同心理。回族虽然生

活在汉语的汪洋大海中，却始终保留着一些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特色。如一位回族在外乡遇到困难，如果向同胞道一声“包俩目”，立刻就

拉近了两人之间距离，产生认同感。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心理使互不相识、处在不同地域的回族人一见面便如遇知己，其间，语言便

成为确定是否本民族成员的重要工具。回族人使用跟汉语有一定差别的民族语汇，形成具有回族特色的回族话，也是对回族文化内核的保

存与认同。回族之所以要独造词汇，另辟蹊径，主要是为了与一般汉语的区别，在民族内部交流起来有一种民族语言感。语言的特殊功能

构成了人类的有序生活，促使了社会的正向运转和文化的广泛传播。语言的交际作用不是语言符号的单纯传输和反馈，更包括情感信息的

沟通。人类正是赖以语言这个交际工具交流思想感情。说话者对词语的选择，总要受到民族情感因素的制约，让语言打上民族文化的烙



印，一听到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就会产生一种民族亲近感和凝聚力。回族话中“油香”与“油饼”、“举意”与“许愿”、“点

香”与“烧香”、“胡达”与“天爷”的区别，其语言动机并不在于意义的区别，而是为了选择民族内部情感沟通的语言方式。看来，语

言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需要不断吸收养料，在各种成分的不断完善中充实和丰富自己。回族话正是在容纳民族语

言成分的基础上而形成。（本文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2005年度科研项目《回族话概论》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参考文献：［1］戴庆厦.语言

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2］许宪隆.试论回族形成中的语言问题［J］.甘肃民族研究，1989（3）. ［3］刘迎胜.

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J］.中国文化研究，2003（冬之卷）. ［4］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5］杨万宝.回族穆斯林常用语手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6］李生信.西北回族话中的“别同”现象［J］.修辞学习，

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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