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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民族语言也能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本研究以湖北

恩施小茅坡营村的苗语使用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揭示了小茅坡营村苗语在家庭、教

育、社会活动等领域的使用现状，指出苗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标识，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文化

多样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苗语面临的传承困境，提出了民族地区乡

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在于挖掘和利用好民族语言的价值，在节约交易成本与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之间

寻求平衡。希望通过有效策略的实施，可以促进小茅坡营村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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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thnic languages can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promot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aking the use of Miao 
language in Xiaomaopoyi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Miao 
language in the fields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rough fieldwork and in-depth in-
terviews, and pointed out that Miao language,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plays an irrepla-
ceable role in enhancing national pride and promoting cultural diversity.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herited dilemma of Miao language, and 
proposes that one of the key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areas is to excavate and make 
good use of ethnic languages, and seek a balance between sav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ethnic language and ethnic culture.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Xiaomaopoying Village and even the 
wider region can be promoted, and a solid cultural support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comprehen-
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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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1]。在脱贫攻坚阶段，“语言扶贫”等政策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出语言是助力区域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语言资源具有信息价值、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和政治价值[2]。语言自身所具有的多种价值决定了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同样也能发挥重要作用。语言助

力乡村振兴存在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等四重内在逻辑[3]。在乡村振兴阶段，语言可以作为知识载体、

信息载体、文化载体实现助力[4]。 
自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推普扶贫”、“语言扶贫”等政策得到了广泛关注和探讨。但大部分

研究集中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民族地区脱贫和振兴的作用上，较少有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在乡村振

兴中的应用及其作用的研究成果。然而，民族地区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化资源，且每个地区因政治、经济、

地理等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具有特殊性。因此，各个地区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走特

色的乡村振兴道路。深入挖掘和利用好民族语言的价值，对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地处鄂、湘、渝三省(市)交汇处。截至 2020 年，随着湖北

省全省 581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7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4821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恩施州也实现全面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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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摘帽。当前，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该地区的工作主线。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考察数据，发现小茅坡营村存在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经济得到

了一定的发展。2011 年全村贫困户高达 76 户，贫困人口 289 人[5]，在全国脱贫攻坚战略的引领下，全

村已经全部脱贫摘帽。在语言文化资源方面，据资料记载，1996 年，全村 60%的村民会讲苗语，其中一

组和二组男女老少都会讲苗语，第三组 40 岁以上的人会讲苗语，其他两组只有个别人会简单的苗语词汇

[6]。根据 2003 年的调查，全村能用苗语交流的有 300 余人[7]。2012 年的调查显示，一二组有近 200 名

村民男女老少都会说苗语[8]。2020 年的调查显示，全村基本掌握苗语的有 90 余人[9]。总体而言，以苗

语作为工具用于交流的人数与日俱减。然而，苗语作为小茅坡营村苗族世代相传的语言，不仅仅承担着

族群交际的功能，也承载着当地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在发展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

此，本文结合小茅坡营村语言情况的调查，说明民族语言的活跃使用与传承对促进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

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具体的发展路向。 

2. 研究概况 

2.1. 调查对象 

位于恩施州宣恩县高罗乡的小茅坡营村，是湖北省境内唯一一个保留苗族语言风俗习惯的苗族村庄。

村内共有 5 个村民小组，现如今主要有冯、龙、石、杨四大姓氏。冯、龙、石姓苗族是在清朝乾隆、嘉

庆年间先后从湘西花垣董马库迁来的[6]。至今已经两百多年的历史。据当地政府干部及村民介绍，杨姓

原本不是苗族，由于长期接触与通婚，生活习惯互相影响，彼此融合，在归并民族成分时将小茅坡营村

居住集中的杨姓村民也都列为了苗族，并世代相传。通过可获得的书面资料及口头资料，暂无杨姓苗族

使用过苗语的记录，所以本次调查未将杨姓苗族纳入考察范围。 

2.2. 调查方法 

2023 年 9 月~10 月，笔者在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的小茅坡营村开展实地调查。本次调查主要

是以入户访谈为主，共选取了三十个家庭作为户访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及深度访谈，了解当地苗族的苗

语使用现状及语言态度。 

2.3. 族际通婚情况 

在正式调查前，首先对当地通婚情况进行了初步考察。一位 68 岁的冯氏苗族提及，苗族有不与外族

通婚的传统习俗。然而，限于当地苗族仅有四大姓氏，受同姓不婚原则的制约，年轻人在本族中难觅合

适结婚对象。其次长期与其他民族共处，交往频繁，加上婚姻中的感情基础的增强，自主选择婚姻的趋

势逐渐增多。因此，传统的通婚限制渐趋宽松。调查显示，目前该村落中的婚姻已不再受到传统习俗制

约，族际通婚现象普遍存在。 

3. 小茅坡营村苗语使用和语言态度样态 

3.1. 语言整体使用情况 

根据小茅坡营村支书冯大华介绍，该村分为五个村民小组，现今仅有两个小组的居民仍能使用苗语，

这两个小组中仅约一半的人口保留了苗语能力，总人数不足百人。苗语使用者主要是年长群体，中年和

青年群体中使用苗语者寥寥无几，儿童更是少见。 
苗语教师冯大文指出，过去小茅坡营村的苗族居住较为集中，大部分人能够运用苗语进行日常交流。

随着部分村民迁至山下居住，苗族居住得越来越分散，远离村落中心，苗语使用者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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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 

在苗语习得方面，研究表明，最先学会苗语的多是 40 岁以上的中年人，大多数人最先学会的是当地

的汉语方言。其次，对被调查者现在能够运用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中会说苗语的多是 50 岁及以上的中

年人，且人数不多，受到外出务工及网络、电视的影响，除了少部分老人表示自己不会说普通话外，大

多数人都会说普通话，所有人都熟练掌握了当地方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只会说苗语的单语者，但有

少数人仅会说当地方言。 

3.3. 语言学习途径 

在小茅坡营苗族社区的访谈中，反映出家庭教育对苗语传承的重要性。调查发现，小茅坡营苗族主

要通过家庭内部及社会交往来习得苗语，少数对苗语有兴趣的苗族则通过自学。根据文献记载和访谈核

实，小茅坡营苗族曾有一项祖传规定，即苗族子孙必须会说苗语，不讲苗话，不是“苗子”。这一祖训

让老一辈苗族特别注重后代苗语的教育和培养。在谈及学习苗语的途径时，56 岁的龙姓苗族回忆道：“我

们小时候是被逼着讲苗话的，日常交流不讲苗话，长辈们都不回答。”60 岁的冯姓苗族在谈及小时候学

习苗语时回忆道：“以前家里的长辈认为连家养的猪、牛、猫、狗都是能听懂苗话的，我父亲非常重视

讲苗话，不讲苗话就要挨打。” 

3.4. 语言行为 

语言行为是个人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它体现出个人在不同场合中的语言选择。本次调查分

家庭语言使用和社区语言使用两个场合对当地村民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表明，在家庭中，会说苗语的人都会跟长辈说苗语，但不少的被调查者都会跟同辈和晚辈说当

地的方言。据一位 68 岁的冯姓苗族解释：“儿子和女儿可以听懂一小部分苗语，但是都不会说，孙子

18 岁了，完全听不懂苗语，也不会说苗语了，所以跟他们基本都只能讲当地方言。” 
在社区交流中，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除了在与本民族邻居或熟人交流时选择苗语外，

其他场合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当地方言。小茅坡营村地处被当地汉语方言包围的“苗语孤岛”，村民赶集、

办事需前往距离 15 公里的高罗镇。一位 56 岁的龙姓苗族表示：“去政府办事、去街上买菜肯定要讲方

言，讲苗话别人也听不懂的，而且村里面的苗族也有很多人不会讲苗话了，我和能讲苗话的人交流就讲

苗话，和不会讲苗话的人，那就只能讲方言了。” 

3.5. 语言态度 

3.5.1. 语言重要度 
研究发现，大多数苗族认为苗语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而方言在家庭和社区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

几位苗族老者表示：“讲苗话听起来亲切，是我们苗族自己的语言，但是别人听不懂苗话，所以我们都

要会讲方言。”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普通话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出去打工时，在外边问路、买菜，

不管干什么都要说普通话，不懂普通话就没办法交流。” 

3.5.2. 行为倾向 
多数被调查者希望后代能够学会苗语，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实际情况常常偏离期望。一位苗族

谈及儿童学语言时说道：“以前村里有一个孩子，家长只教他讲苗话，到五六岁要上学的时候，在学校

听不懂老师和同学说话，最后大家都不敢让孩子只讲苗话了”。部分被调查者表示理解孩子在家不说苗

语的情况，也有人部分苗族长辈被迫接受了这一事实。在访谈时，一位苗族老者说道：“当然希望后代

能学会讲苗话，但是孙子都是儿子儿媳带去城里读书了，他们讲不讲苗话我们也管不着，人老了，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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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中用了，也没有办法。” 

3.5.3. 家庭语言态度案例调查 
本次调查中，经过当地人的介绍和引荐，调查到小茅坡营村中苗语保存得最好的一个家庭。小茅坡

营村冯姓村民 X，男，苗族，现年 60 岁，农民。X 在婚后三年教会了其侗族妻子使用苗语，并教会儿子

女儿熟练掌握苗语，至今苗语仍是他们日常交流用语。据介绍，X 的父辈非常注重苗语的传承，上辈严

格恪守不与外族通婚的传统，对子女的苗语教育也非常注重。X 的妻子补充道，她们当年有三位外族女

子嫁入苗族家庭，但只有她学会了说苗语，其他两位仍然使用自己的方言。她表示：“很久以前，苗族

长辈会对不会说苗语的儿媳不满，但现在老人们已经更加开明，不再像以前那样固执。” 

4. 语言经济学理论下小茅坡营村苗语传承困境 

发展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必须充分利用当地与众不同的语言文化资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

在于挖掘和利用好民族语言的潜力。苗语是小茅坡营村苗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当前小茅坡营村的

苗语传承情况不容乐观。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剖析语言功能，所有的语言都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信息载体

和传播功能，二是文化符号功能[10]。在小茅坡营村，随着经济、社会和语言自身的发展，苗语的使用人

数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代际传承危机。其次，苗语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功能的范围在不断缩小，作

用也在不断弱化，主要起着从语言上表征苗族文化特色的作用，有成为单纯文化符号的趋势，这是符合

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其本质是交易成本的节约。然而，从人的主观需求而言，保护民族语言是少数

民族族群追求民族独特性和民族归属感的具体要求，也是传承本国丰富多彩文化的国家战略要求。 
基于小茅坡营村的调查，结合语言经济理论，笔者认为，该地区苗语传承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

困境。 

4.1. 少数民族语言发展成本偏高，学校教育中苗语教育处境堪忧 

语言推广和发展中备受关注的就是成本和收益[11]。对小茅坡营苗族来说，学校教育被视为通向城市

社会、获得稳定工作的有效途径[12]。于 1952 年创建小茅坡营小学是村里唯一的小学，2015 年，随着小

茅坡营小学唯一的老师冯万清退休，小茅坡营小学也不复存在，村里的孩子被迫转至山下就读。2017 年

起，高罗镇中心小学成立苗语社团，苗语课程作为兴趣班由学生及家长自主选择，冯大文老师负责教授

苗语，每周上两节课。为激发学生学习苗语的积极性，将汉语诗歌、歌曲等翻译成苗语，组织学生朗诵

和演唱，并积极参与演出和比赛。然而，当前苗语课堂有较多的时间用于教授和练习歌曲，苗语教学时

间相对减少，这就与苗语传承教育的初衷相悖。对苗族家长及学生而言，在学校学习苗语的时间成本偏

高，对政府及学校而言，需要投入资金聘请专业苗语教师、编制苗语教材。但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苗

语教学的实际收益极其有限，从语言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的经济行为，不符合语言经

济学的价值和效用均衡原则。 

4.2. 家庭语言规划的实施存在障碍，语言人力资本投资意识不足 

博纳德·斯波斯基将家庭语言规划划分为家庭语言管理、家庭语言意识形态和家庭语言实践[13]。家

庭语言规划能够为家庭成员的语言观念、语言选择、语言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据调查，尽管在小茅坡营

村有“不讲苗话，不是苗子”的祖训，但实际上，苗族长辈难以贯彻其传承苗语的期望。首先，普遍的

族际通婚使得苗族家庭内部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小茅坡营村，丈夫出门打工，妻子留守责任田和照

顾孩子的家庭分工模式是当地一部分人的共同选择[14]，这种家庭分工模式使得孩子从出生到上学阶段主

要与不会苗语的外族母亲接触，导致苗语的自然习得受到严重影响。其次，家庭权威结构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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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长者话语权减弱。传统的苗族家庭中，长者对家庭中的决策有着重要的、甚至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力。

然而，现代教育的普及使得年轻一代拥有了更多的知识和能力，老人们逐渐将决策权交由年轻一代，长

辈们逐渐无法左右其孙辈是否学习苗语。其中一个老者表示：“我们当然希望能将苗语传承下去，但年

纪大了，说话不中用了，孩子们多在外面上学，他们学不学苗语我们管不着了。” 
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技能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语言资本投资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15]。

民族语言是一种稀缺的语言资源，作为一种投资，学习和掌握民族语言既能带来短期利益，也能带来长

期利益。但在小茅坡营村，当地苗族对语言人力资本投资意识不足。分析其缘由，首先在于学习苗语的

直接收益并不显著。在当前看来，学习苗语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反而是普通话能力强的

人更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因此人们常常选择投资回报率更高的普通话。其次，苗语的使用范围不断

缩小，对苗语的使用需求降低。村内大部分苗族已经全部转用汉语，在村内日常交流和工作中，苗语的

信息传递功能不断减弱。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学习和使用苗语成为了一种高成本而低收益的经济

行为。 

4.3. 村民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民族语言文化的价值转化不充分 

语言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社会资源。对语言资源应当积极保护，

科学建设，合理开发，有效利用[16]。由于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当地村民的外部交流和互动能力相对

较弱，对民族语言资源和特色文化的价值认知不足。认知不足使许多人虽然希望传承苗语，却未采取实

际行动。在被问及是否希望孩子学习苗语时，一位苗族表示：“虽然希望能把苗话传承下去，但是现在

学校又不考，学了也没有用，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学好其他课程，要是苗语可以加分或者算一门考试，那

估计就要重视起来了。”在当地村民的认知里，苗语除了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之外，没有其他的价值，

所以在行为上并不重视苗语的传承和保护。当地苗族未认识到他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是一种特

殊的文化，更谈不上将其上升到产业发展的高度上，这使得民族文化向文化产业的转化受到了限制。 
小茅坡营苗语作为当地苗族的交际工具，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当前其传承状况堪

忧，会说苗语的人数逐渐减少，大多数青年人已经失去了对苗语的理解能力。青少年的语言使用趋势往

往反映了该民族、该地区语言演变的方向。若不予以重视，可能导致代际传承的中断，苗语面临失传的

威胁，进而影响文化振兴的根基。因此，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有效开发利用民族地区语言文化资源，

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5.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语言的价值体现及发展路向 

把语言看成一种资源，它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从语言经济学看来，价值的产生必须从

与其他事物产生相互关系中获得，所以语言资源的开发必须要促进语言的使用，价值预示着它的可利用

性[17]。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价值体现在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 
在文化层面，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乡村振兴中，要传承和发扬民

族文化，要留住乡音、记住乡愁，都离不开少数民族语言的助力。在经济层面，民族语言与民族地区风

俗习惯、特色建筑一起构成的地方民族特色，是当地发展旅游经济的一张响亮名片。在社会发展层面，

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最重要工具。少数民族语言是族群内部交流沟通最重要的工具，它能

够凝聚民族力量，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少数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在乡村振兴中能够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

性，促进他们主动参与家乡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工作顺利开展。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借助语言经济学理论，有针对性地开发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资源，以在节约

交易成本与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需求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与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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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赢。基于小茅坡营村苗语传承困境的分析，笔者总结出以下三条发展路向，助力推动当地乡村振兴

工作的开展。 

5.1. 以产业振兴为导向，开发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 

语言具有经济价值。当今时代，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具有价值、成本、收益和效

用的社会和自然资源[18]。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资源，而且还是经济资源，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要努力发展

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赚取语言红利[19]。根据当前小茅坡营村的发展状况观察，尽管该地已经开始推进

苗族文化之乡的旅游推广计划，但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内涵转化尚未得到充分实现。因此，本文建议

针对该地区的具体情况，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发展。 

5.1.1. 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旅游和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 
小茅坡营苗语没有可以书面记载的文字，这使得发展语言文化产业存在一定挑战。可以通过将当地

苗族的历史、民间传说、歌曲、舞蹈等语言产品与旅游业相结合，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

展。通过建设民族特色村寨、定期举办民族传统表演活动、销售民族文化相关的创意产品等方式，将村

寨中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村寨带来持久振兴的经济

基础。 
据资料记载，2010 年，当地村民曾自发请愿组建了苗歌苗舞表演队，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扩大队

伍。随着宣恩县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小茅坡营作为县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村寨，可以借助宣恩县旅游

业发展的机遇，将苗族文化表演引入更广阔的观众视野，推动村寨民族特色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乡村旅

游业的繁荣。 

5.1.2. 实施国家通用语教育与利用新媒体传承民族文化的双轨策略 
在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教育的基础上，帮助村民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将本民族

的语言、风俗文化推向公众视野，创建长期、有效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机制。本次调查显示，虽然受

到电视、网络等媒介的影响，当地村民能听懂普通话，但其普通话能力远低于当地方言语言能力，国家

通用语能力较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能力的教育能帮助村民

更好地传播和发扬本民族文化。 

5.2. 以人才振兴为导向，激活民族语言的社会价值 

语言是信息传递的媒介，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小茅坡营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苗语的社会

交往价值常常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这对苗语的传承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培养具备双语能力的高素质

人才，保留苗语交流的习惯成为该地区传承苗语的当务之急。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熟练使用本民族语言

有助于增强其民族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从而促进青年留在当地，积极参与当地经济文化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 
首先，应增强家庭语言规划和语言资本投资意识。鼓励家长将苗语作为家庭语言进行传承，让后代

通过家庭教育自然习得苗语。当地文化部门及相关机构可根据实际，有计划、有目的地宣传家庭语言教

育理念，进行家庭语言指导，让当地苗族正确认识不同语言的价值和功能。其次，学校应当集中培养双

语型高素质人才，加强乡土文化传承教育，增强年轻人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他们回乡建

设的热情。最后，政府应当给予政策上的引领和指导，保障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在就业政

策上给予倾斜和引导，引导企业向乡村地区转移或建立产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他们

留在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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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家庭、学校、政府的三级联动，共同培养有民族情怀、了解民族文化和社会主流经济发展的人

才，激活民族语言的社会价值。 

5.3. 以文化振兴为导向，增强民族文化的传承意识 

乡村振兴首先必须先振兴乡村文化，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振兴乡村文化中起着塑形和铸魂的作

用[20]。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振兴，不仅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要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字。一方

面，需要进一步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能力。其次，需要深入挖掘民族语言

的历史、文化价值，提高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价值认识，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并积极探索民族文

化价值转化的途径。小茅坡营村的村支书冯大华表达了自己对苗族文化逐渐消失、苗语面临失传局面的

担忧，并希望通过开办苗语夜校、穿戴苗族服饰、讲述苗族故事等措施来传承苗族语言及文化，但由于

时间、精力和资金等条件的制约，这一愿景尚未实现。 

6. 结语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一项的国家战略。本研究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湖北恩施小茅坡营村

的苗语使用为例，深入探讨了民族语言保护、传承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运用语言经济学成本与

收益理论，分析了小茅坡营村苗语的传承困境，并提出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在于挖掘和利用

好民族语言的价值，提出了三条发展路向：以产业振兴为导向，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发挥民族语言的经

济价值；以人才振兴为导向，注重培养高素质双语人才，留住乡音，重新激活苗语的社会价值；以文化

振兴为导向，增强民族文化的传承意识。通过有效策略的实施，可以促进小茅坡营村乃至更广泛地区的

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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