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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蒙民生活

— 三爷府村实地调查

包 智 明

三爷府村属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巴嘎塔拉苏木
,

是个蒙汉杂居的村庄
。

全 村 现 有 70

户
, 3 1 9 人

,

其中
,

蒙古族 16 户
, 8 2 人

。

近 40 年来
,

由于民族人口构成和生产 类 型 的 变

化
,

该村蒙民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
。

这一变化在内蒙古农区具有代表性
,

基本上反映了农区

蒙民生活变迁的一般趋势
。

本文根据 1 9 8 9 年 7 ~ 8 月间对该村的实地调查
,

就 蒙 民民族语
·

言使用和蒙汉通婚这两个蒙民生活变迁中的典型事例
,

试作若干剖析
。

一
、

人口
、

生产类型

三爷府村蒙民民族语言使用和蒙汉通婚方面的变迁
,

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 件 下 实现

的
。

因此
,

在讨论上述变迁之前
,

有必要对三爷府村人 口变动和生产类型变化作一简要论述
。

(一 ) 人 口变动

解放以来
, ① 三爷府村的人 口变动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

:

1
.

全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
。

解放前三爷府村只有 17 户居民
,

93 人
。

现 在住户已增

加到70 户
,

3 19 人
,

人 口数翻了两番 (见表 1 )
。

三爷府村的人 口增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

因 : 一是大量移民的迁入
。

在三爷府村 70 户居民中有将近 80 %是新来户
。

② 移民大多来 自赤

表 1 三爷府村蒙汉居民户数
、

人口数增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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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南部农区
,

那里耕地少且贫瘩
,

生活水平比较差 ; 而当时三爷府及其附近地区可以开垦的

土地面积大
,

土质好
,

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
,

遂吸引新移民大量迁入
。

二是人 口 自然增长过

快
。

三爷府村新来户大多是在 60 年代以前迁入
,

到 50 年代末期全村的人口基数已经很大
,

以

后
,

人口的 自然增长使三爷府村的大 日增长速度很快舀

① 三爷府村是 194 7年解放的
。

② 当地把解放前的住户称老地户
,

解放后迁来的住户算新来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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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汉两个民族的人 口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
。 1 4 7 9年

,

全村汉族只有 2 户
,

12 人
,

’

在全村人 口中只 占13 %
,

蒙汉人 口比例为 7 , 1。

到 19 8 9年汉族人 口增加到 2 37 人
,

远远超过了

本村的蒙古族人 口
,

占全村人 口的 7 4%
,

蒙汉人口比例变成了 1 : 3 。

由表 1 可以看出
,

蒙

古族人 口 40 多年来只增加了 0
.

01 倍
,

而汉族人 口却增加了 18 倍
。

究其原因
,

占全村总户数的

80 %的新来户中
,

除了 4 户是蒙古族外
,

其他均为汉族新来户
,

占新来户的 93 %
。

可见
,

三

爷府村汉族人 口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大量汉族移民人 口的迁入
。

而从蒙古族方面来看
,

迁

出多于迁入
, 1 9 4 7年蒙古族有 15 户

,

到 19 5 6年只剩下了 7户
,

除 1 位独身喇嘛于 19 5 5年去世

外
,

其他 7户均在 1 9 5 6年底前迁出
。

其中
,

因遭灾后难以维持生活而迁 出的有 5 户
,

想继续

过牧民① 生活而迁到牧区的有 2 户
。

剩下的 7户到 1 9 8 9年发展到 12 户
,

再加上后迁入的 4 户
,

目前总共有 16 户
,

仅比 1 9 4 7年增加了 1 户
,

人 口也只增加了 1 人
。

正是三爷府村人口数量和

蒙汉人 口比例的巨大变化
,

是导致蒙 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变化的原因之一
。

(二 ) 生产类型的变化

解放前
,

三爷府村一带地域辽阔
,

人烟稀少
,

草场面积大且草质优良
。

生活在这一带的

居民
,

绝大多数是蒙古族牧民
。

极少数汉族移民也以放牧为主
,

过着蒙古民族传统的放牧生

活
。

50 年代初
,

汉族移民大量涌入
,

虽占用了一部分草场和土地开垦种田
,

但并没直接影响

到蒙民的经济生活
,

汉民种田
,

蒙民仍然放牧
。

当时三爷府村的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均为农

业生产组织
,

其成员主要是外来移民
,

蒙民很少加入
。

蒙民不愿入社的原因是
:
不愿意把多

年苦心经营发展起来的劳动成果与别人分享
; 没有种田的经验

,

不愿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而

去从事陌生的种田劳动
。

但到了1 9 5 6年成立高级合作社时
,

蒙民被迫入社
。

农民入社只是劳

动工具和土地入社
,

以往的劳动成果如粮食并未入社
,

牧民入社则将草场
、

工具和多年的劳

动成果如牛羊统统要入社
。

由于人 口多
,

牲畜少
,

而且高级合作社是在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
。

因此
,

牧民入社以后不得不弃牧换耕
,

成为农民
。

由此可见
,

`

对三爷府村蒙民的经济生活的变迁来说
,

移民人 口的增加和强迫牧民入社是

个重大的转折点
,

它导致了蒙民生产类型的改变
,

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
。

二
、

语言变化②

三爷府村蒙民语言的变化
,

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
,

三爷府蒙民

已从原来说自己民族语言— 蒙语
,

逐渐改说汉语
,

同时对蒙语的熟练程度一代比一代差
,

对汉语的熟练程度一代比一代强
。

这种变化
,

在调查材料中表现为年龄越大蒙语能力越强
,

年龄越小蒙语能力越差 (见表 2 )
,

从表 2 中可以看 出
,

高年龄组比低年龄组蒙语熟练程度

高
。

如果再看一下三爷府蒙民的汉语能力则正好与表 2 相反 (见表 3 )
,

即低年龄组的汉语能

力 比高年龄组强
。

可见
,

下一代的汉语能力提高了
,

但却逐渐丢掉了本民族语言
。

从表 2 的

数据来看
,

40 岁以上的蒙民蒙语都很好
,

说明三爷府蒙民在 40 年以前都使用蒙语 ; 而 40 岁

① 19 5 6年成立高级合作社后
,

三爷府村蒙民改牧换耕
,

成为农民
。

② 就一般而言
,

语言的变化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的变化
。

语言的微观变化是指语言本身内部结构 (即语 音
、

语法
、

词汇
、

语义 ) 的变化
。

而语言的宏观变化是指一个民族从说一种语言改变为说另一种语言
,

或者对 某 一

种语言使用的熟练程度发生明显的变化
。

语言的微观变化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渐进的
、

自然的变化 ;

而语言的宏观变化是有条件的
,

它需要急剧变动的社会文化环境
。

语言的宏观变化实际上是社会变迁的必然 结

果
。

从这种角度说
,

前者是语言学意义的变化
,

而后者是社会学意义的变化
,

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

如 果 没

加特别说明
,

本文所指的语言变化均为语言的宏观变化
。



衰 2年龄与旅语能力①

一
刃 . ., . . . . . . . . . `幼 . . . . `

`
. . . . . . . . . . ` . . . . 己 . . . . . . .

~
泊. . . 曰 , . 月 . , . , , . , . . , . .

一
. .

一
票 巴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孟. 吮曰 . , 护 . . , , . . .

.

年龄组 (岁)
掌握蒙语不同程度所占百分比

一一nù曲̀一一一n户甘O临一一,̀O山ù一一nU八bC曰iì二4走nénbn以一
ù
Q白dnJó一101̀nU工

才`一 曰nU六bn曰ó舀bl一l月b,白,.亡nl一一心d八Un曰n”iì一,J八11八曰nùl

nUlaCU八bJ认ō江
ù八O,ō

书11,1
lwe s

6ee 20

2 1一3 0

3 1一 4 0

4 1ee 50

5 1se 60

60岁以上

表3 年龄与汉语能力

年龄组 (岁 ) …
.

下
~

豪 掌握汉语不同程度所占百分比

很很 好好

川制一泪.333

nù门̀n曰n目
400000755066

nù廿nà一b
.

乙
. .工, .,1一 5

6一 20

2 1一 3 0

3 1一 40

41一50

5 1一 60

60岁以上

6 0
.

0

以下蒙语很好的 2 个蒙民是从牧区嫁到本村的媳妇
。

从总趋势上看
,

高年龄组比低年龄组的蒙语能力强
, 1一 5 岁年龄组的比 6一 20 岁年龄

组的蒙语能力强
,

而汉语能力差
。

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学的理论命题
:

对学龄前儿童的

社会化来说
,

家庭起着重要的作用
。

我们考查的是蒙古族家庭
,

而在家庭的社会化中的语言

环境以蒙语占优势
,

尤其是对扩大家庭和母亲是从牧区来的家庭来说
,

更是如此
。

另外
,

低

年龄组蒙语能力的分布不均匀
,

主要是由于家庭语言环境不同造成的
。

这里所指的家庭语言

环境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
:

( 1 ) 生活在核心家庭还是扩大家庭
;

( 2 ) 母亲的蒙语能力如

何 (这里根据母亲的蒙语能力不同分为牧区蒙古族
、

农区蒙古族和汉族 3种 )
。

从表 2 可以

看出
,

40 岁 以上的蒙民蒙语能力都很好
,

因此其子女所处的家庭语言环境不论家庭类型如何

基本上是一样的
。

年龄在 20 一 40 岁的家庭成员蒙语能力则有一定的差别
。

尤其是妇女因出生

地
、

本人民族成份不同而造成了蒙语能力的很大差别
,

而妇女蒙语能力直接影响着子女的蒙

语能力
,

即来自牧区的蒙古族妇女的蒙语能力最强
,

农区蒙古族次之
,

汉族最差
。

年龄在 20

岁 以下蒙民的蒙语能力因家庭类型而有较大差异
。

从表 4 可知
,

在扩大家庭中的孩子
,

其语

言能力受父母
、

祖父母两代的影响
,

因此
,

比核心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的蒙语程度高
。

年龄
、

家庭与蒙语能力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爷府村蒙民民族语言逐渐衰退的变

化趋势
。

在三爷府村
,

移民人口急剧增加是蒙民语言发生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

大量汉族移民迁入

三爷府村
,

开始了蒙汉两个民族之间的频繁接触
。

这种接触一开始就表现为社会交往
,

集体

① 三爷府村 4户蒙古族移民共27 口人
,

他们迁到本地时已不懂蒙语
。

这些蒙古族移民对三爷府蒙民语言变化 所起
的作用与汉民相同

,

故不在表格分析范围之内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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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分析对象为年龄在20 岁以下的蒙民

化之后
,

共同的生产劳动决定了两个民族之间无可选择地进行交往
,

交往双方必须有共同的

语言才能进行思想交流
。 1 9 5 6年以后

,

由于移 民人 口的增加
,

说汉语的人 已经远远超过了当

地蒙古族
,

对于移民来说
,

不需要会说蒙语就可以与村里的大多数人 (包括会说汉语的少数

蒙古族 ) 进行交往
。

而对于蒙古族来说
,

不会汉语就意味着不能与村里的大多数 人 进 行 交

往
。

这种情况造成了蒙民非学汉语不可的局面
。

当然
,

汉民如果会说蒙语与蒙民交往会更方

便些
,

实际上在第一代移 民中有不少会说蒙语的
,

只是在后来的语言环境中汉语很快 占了绝

对优势
,

用汉语就可以与蒙民交流思想
,

因此
,

他们的蒙语就逐渐遗忘了
。

60 年代以后出生

的蒙民
,

其社会语言环境完全是汉语
,

虽然在家庭社会化中学会了蒙语
,

但走上社会后蒙语

就用不上了
,

邻里的孩子说汉语
,

学校用汉语教学
,

因而他们的蒙语能力只停留在家庭学到

的水平上
,

即一般通话而 已
,

复杂的思想感情还得用汉语表达
。

对近 10 年出生的蒙民后代来

说
,

由于核心家庭和蒙汉通婚家庭的增加
,

很多孩子在家庭中使用蒙语 的条件也没有了
。

可

以说
,

三爷府蒙民语言的变化
,

是社会化大环境影响的结果
。

三爷府蒙民语言变化主要产生了以下 4 个方面的影响
:

( 1 ) 蒙汉民族间差别缩小 以及

蒙汉通婚的增多 ; ( 2 ) 民族间交往增加以及蒙汉民族关系的融洽
;

( 3 ) 蒙民内部之间交

谈语言的变化 ; ( 4 ) 学校教学体系的改变
。

前两方面的影响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讨论
。

这里

主要谈后两方面的影响
。

随着三爷府蒙 民语言逐渐以使用汉语为主
,

汉语 已成为当地通用语言
,

但蒙民内部之间

的交谈语言则不能一概而论
。

蒙民在内部交往中使用语言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同代之间和代际

之间的语言使用不同
。

我们把三爷府蒙民分四个辈份
:

太爷辈
、

爷爷辈
、

父亲辈
、

孩子辈
。

不论是在同辈之间还是与下代之间
,

太爷辈和爷爷辈所用的基本上是蒙语 (少数汉语好的与

孩子辈交谈时也掺杂汉语 )
。

父亲辈与上辈交谈时用蒙语掺杂汉语
,

而与同代或下代交谈时

则完全用汉语
。

孩子辈的情况正好与太爷辈
、

爷爷辈的相反
,

他们能听懂一些蒙语
,

但基本

上不说蒙语
,

无论是同上辈还是与同辈交谈均用汉语
。

这种蒙民内部之间交谈语言的格局
,

是经历 40 年时间自然形成的
,

而且至今仍在发生着变化
。

关于三爷府学校教育体系的变化情况
,

从解放以后一直到 19 6 6年
,

三爷府村学校一直设

有蒙语班 (即蒙语授课班 )
。

村里的蒙古族学龄儿童上蒙语班
,

教授蒙文和算术
,

三年级开

设汉语文
。

到 19 6 6年
,

蒙语班的生源日趋减少
,

其原因是
:

( 1 ) 三爷府及其附近的几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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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蒙古族学龄儿童的人数很有限
,

每一年级组织一个班很困难 , ( 2 ) 第二代蒙民所具蒙

语能力只限于日常用语
,

复杂的思想需用汉语来表达
。

在这种情况下
,

在蒙语授课班上学
,

学习成绩自然会受到影响
,

因此
,

父母不愿让孩子在蒙语班上学
。

与之相应
,

汉语班 (汉语

授课班 ) 的蒙古族学龄儿童增加
,

蒙语班的生源更加稀少
,

最终导致停办蒙语班
。

现在重新

恢复蒙语班
,

必须考虑两方面因素
:

( 1 ) 群众的意愿
,

( 2 ) 客观条件是否允许
。

在调查

时发现
,

目前三爷府的蒙民并没有恢复蒙语班的强烈愿望
,

他们对目前的教育体 系 比 较 满

意
。

从客观条件上看
,

现在蒙古族学龄儿童的蒙语能力比 60 年代停办时的蒙古族学龄儿童的

蒙语能力差得更多
,

用蒙语讲课基本听不懂
。

因此
,

在象三爷府这样汉语程度较高的地区
,

恢复不恢复蒙语班还须斟酌
。

虽然三爷府的蒙民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

不愿意让其子女上蒙语班学习
,

但很多蒙古族

却希望子女掌握一些本民族的语言
。

因此
,

从教育体系来看
,

在汉语班的蒙古族学生中开设

蒙语课则是一个提高其蒙语水平的途径
。

为此
,

有关部门需要探讨在汉语班建立一整套蒙语

文教学体系的间题
。

三
、

蒙汉通婚

玻丽牵改采) 吞豆爷府村及附近地区i 蒙汉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 ` 御 。个蒙古族户电

有 5人与汉族通婚
,

其比例占蒙古族户数的一半
。

但在 20 年前上一代人中却没有一个人与汉

族通婚
。

对蒙汉通婚现象
,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

(一 ) 观念的变化

婚姻观念的变化是导致发生蒙汉通婚现象的基本原因
。

受教育的程度从表面看是民族间

通婚的观念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

似乎受教育的程度越高
,

越容易认同民族间通婚事实
。

然

而
,

在特定的场合
,

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实际上是由地区差别引起的
。

在蒙汉杂居区
,

蒙古族

受教育程度普遍比牧区蒙古族受教育程度高 , 同样蒙汉杂居区的蒙古族与汉族通婚的现象多

于牧区
。

如果把研究对象限制在社会文化环境完全一样的社区中
,

情况就不那么简单
。

三爷

府村与汉族通婚者
,

平均上学年数为 6
.

6 年
,

而与本民族女性结婚的另外 5 人
,

平均上学年

数恰好也是 6
.

6 年
。

这说明
,

教育程度的高低并非是使蒙汉通婚观念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

另外一个事实能够佐证这一结论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父权思想越来越淡漠
,

但在三爷府村
,

父母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仍有足够的支配权力
。

近 20 年结婚的 10 名蒙古族男子
,

只有 1 人是

自由恋爱结婚的
,

其他 9名均为经人介绍
、

父母同意而结婚的
。

显然这一事实表明
,

两代人

的婚姻观念都发生了变化
,

受教育程度在其中无足轻重
。

真正起作用的是蒙汉民族在语言
、

文化
、

生活习惯诸方面的趋同
。

只有双方的趋同
,

才能使汉族姑娘进入蒙古族家庭或蒙古族

姑娘进入汉族家庭成为可能
。

近 2 0年内结婚和已到婚龄的青年
,

大多数 出生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
。

当时村里的社会 文

化环境已经与其祖先的生活
、

生产环境有所不同
,

随着时间的发展
,

这种不同更加明显
。

以

致于在蒙古族青年和汉族青年看来
,

除了血统以外
,

其日常生活习惯与对方并无不 同
。

村里

的老一代蒙民曾长久保留着蒙古族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

然而
,

蒙民生产类型
、

生活习惯

的变化
,

使他们允许了子女同汉族人发生婚姻联系
,

因为从语言
、

习俗来看
,

家里多一个汉

族与多一个蒙古族是一样的
。

可见
,

老一辈蒙民观念的变化也是由与汉族频繁交往
、

互相了

解以及生产类型
,

习俗的变化
、

语言隔阂的解除等因素引起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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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实条件

蒙民婚姻观念的变化
,

固然是蒙汉通婚现象出现的基本原因
,

但还必须具备蒙汉通婚的

必要条件
。

目前
,

蒙汉杂居 区汉族娶蒙古族女子为妻的比例远远低于蒙古族娶汉族女子为妻

的比例
。

据 1 9 8 5年对三爷府一带牧区和农 区的抽样结果
,

汉族娶蒙古族女子为妻的占 1 3
.

2%
,

蒙古族娶汉族女子为妻的占1 5
.

2%
。

① 蒙汉通婚主要发生在蒙汉杂居的农区
,

牧区则很少
,

而 15
.

2 %所反映的是农区和牧区的总体情况
。

因此
,

在蒙汉杂居的农区
,

其比例远远 高 于

1 5
。

2%
。

三爷府村蒙古族户中娶汉族女子为妻的比例高达 3 1
.

3%
。

这又说明相反的情况
,

即

蒙汉杂居区蒙古族女子嫁到汉族家庭的比例远远低于汉族女子嫁到蒙古族家庭的比例
。

蒙古

族不但不愿意把姑娘嫁给汉族
,

而且也不愿嫁给农区的蒙古族
。

在三爷府一带
,

农 区以汉族

人口为主
,

牧区以蒙古族人口 为主
,

因此
,

汉族成了农区 的代名词
。

不愿把姑娘嫁给汉族
,

实际上是不愿把姑娘嫁到农区
。

在他们看来
,

农 区又穷又苦
,

这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

以致

农区蒙古族姑娘也大量
“
外流

”
到牧区

。

在观念的背后
,

确实在农牧区存在着经济水平上的

差异
,

例如
, 三爷府村所属的黑塔子大队与棋杠嘎查② 相比

,

这种农区与牧区的贫富差别表

现得很明显
。

牧区居 民不但温饱问题解决了
,

而且很多家庭都有一定的积蓄
,

而黑塔子大队

的很多家庭连温饱间题都难 以保障
。

从汉族的角度来看
,

随着蒙汉两个民族间频繁的交往
,

对两个民族间的通婚并不太顾忌
。

另外
,

汉族农民受多子多孙多福观念的支配
,

往往利用通

婚而避免计划生育的控制
, ⑧并期望得到上学

、

招工方面的优待
。

正因为这个原因
,

在通婚

中汉族是主动的一方
,

他们愿意娶蒙古族媳妇或把姑娘嫁给蒙古族
。

但如前所述
,

由于农区

蒙古族姑娘大量
“
外流

”
到牧区

,

而牧区姑娘又不愿嫁到汉族家庭和农区
,

其结果
,

蒙汉通

婚中绝大多数为蒙古族娶汉族女子为妻
。

除以上因素外
,

民族关系是否融洽也是影响民族间通婚的一个因素
。

如果两个 民族的关

系紧张
,

那么民族间的通婚是不可能的
。

三爷府普遍存在的蒙汉通婚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

1 9 5 6年本村成立了高级合作社
,

打破 了蒙汉两个民族的隔离状态
,

使蒙汉无可选择地进行交

往
,

而蒙民对汉语熟练程度的提高又为蒙汉民族间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

随着民族间交往的

增加
,

两个民族增进了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
,

从而消除了民族间的偏见
,

达到了融洽和谐的

民族关系
。

这对蒙汉通婚的出现和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以上从人口
、

生产类型
、

语言和蒙汉通婚等几个侧面论述了三爷府蒙民生活的变迁
,

这

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

汉族移民人 口的增加导致了生产类型和语言的变化
,
生产类型的

变化促使风俗习惯发生变化
,

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变化
,

又导致蒙汉两个民族在语言
、

生活

习惯等方面的趋同
,

从而使蒙汉两个民族在一个家庭里生活成为可能
,

即导致了蒙汉通婚的

出现
,

反过来蒙汉通婚的增加又对语言的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

现在
,

在三爷府已形成了蒙汉民族的融合的文化环境
,

为蒙汉民族的继续共 同前进创造

着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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