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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群体语言适应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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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语言适应情况已经成为 21 世纪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与国际城市

语言研究接轨的学术生长点，分析认为农民工群体语言适应研究有待进一步廓清这一特殊群体中亲子两代

的语言适应情况，并结合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会话分析等方法来探究农民工群体的语言适应问题的解决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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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适应是指涵盖语言变化的启动、制约、

过渡、嵌入和评价等诸多过程的适应性行为。语

言适应在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社会语言学和

以甘柏兹为代表的互动社会语言学两大范式中

均有所体现。近来，语言适应逐渐成为语言学界

普遍关注的对象。例如，欧洲大陆语用学界一直

倡导从语言适应的角度关注语言使用，将语言使

用看作是一种融合了生物、社会和心理等综合特

性的适应性过程。[1] Pinker指出，人类的语言能

力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是自然选择的产

物。语言的特定技能在于编码叙事性信息并与他

人分享，这与人类普适性认知活动中因果推理所

具有的高度社会性是完全一致的。[2] 儿童语言习

得研究同样证明，语言的适应性发展是儿童语言

变异的核心话题，特别是在儿童语言习得的早

期，来自社会维度的适应性动机是促成儿童习得

路径发生变异的重要因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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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关注特殊语言群体的语言适应问

题是 21 世纪语言学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当

下，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而城

市化进程中语言资源分配的不对称性不但没有

消失，反而表现出加重的倾向，这使得语言适应

比以往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群体特征和分化倾向。

可以说，语言适应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弱势群

体提高生存质量的重要前提，特殊群体的语言适

应状况也因此成为城市化背景下语言人和研究

者热切关注的焦点。也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文

尝试梳理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群体农民工及其子

女的语言适应问题，力求为建构和谐城市提供一

定的参考。 
一、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群体的语言适应

研究现状 

农民工群体是应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

程需求而产生的一个身份特殊、数量庞大的流动

群体，因此这一特殊群体的语言适应情况值得研

究。一直以来，对农民工关注、研究较多的是社

会学和经济学界的学者，他们关注和研究农民工

群体本身，以及这一群体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语言学界对农民工语言问题的的关注相对较晚，

但是目前农民工的语言问题已经受到了政府部

门和语言专家的重视。如，国家语委原副主任、

语用所所长陈章太研究员，在 2006 年 4 月 3 日

的中国教育报《我国当今语言生活的变化与问

题》中谈到要关注农民工的语言问题；教育部语

信司司长李宇明，在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

研讨会上，提到要尽快调查农民工的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等问题；中国传媒大学于根元教授也认

为要关注农民工群体的语言使用；南京大学徐大

明教授同样提倡展开农民工语言研究。[4]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语言适应状况决定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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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城市的社会适应状况，探究农民工群体的语

言适应情况成为当下重要课题：2006 中国语言

状况（绿皮书）将“进城务工人员语言状况”作

为一项专题内容；国家语委也准备以“农民工语

言状况调查研究”立项，选取北京、南京、广州

（深圳）为调查点，并列为研究的一级工程；南

京大学等高校先后资助“进城务工人员的语言使

用和语言认同研究”（2008）、“城市农民工语

言的调查研究”（2007）、“城市农民工语言状

况研究”（2006）等科研项目，这些项目研究均

以南京为调查点，着重研究南京市农民工的语言

状况。相关研究成果有：谢晓明的《关注农民工

的语言生活状况》[5]、夏历的《农民工言语社区

探索研究》[6]、夏历的《在京农民工语言状况研

究》[7]。由此可见，2006 年可以看作我国农民工

语言研究的起点。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流动人口规模不

断增大，其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

人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方式逐渐变为“举

家迁徙”，出现了“农民流动的家庭化”现象。

这种流动人口“家庭化”最直接的结果是造就了

农民工子女这一特殊的城市群体。[8] 从语言适应

角度讲，生存物理空间的转换带来其心理格局的

重组，方言所建构起来的“自我”遭遇到城市普

通话的瓦解，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遭到破坏，

他们在破碎的语言世界中无法通过词语使存在

得以呈现、出场，[9]由此沦为城市化中的“失语”

一族。[10]依据上海市语委组织课题组对全市 13
个区县 226 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语言文字应用情

况调查，农民工子女在语言适应维度上存在较多

障碍，急需语言适应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但是，

目前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语言适应情况了解并

不够深广，因此帮助和支持显得力不从心。 
从国际学术研究背景来看，针对中国城市化

背景下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问题展开研究具

有一定的国际前沿性。甘柏兹后来的研究延伸至

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适应研究似乎昭示在城市

化背景下展开语言适应研究更加符合社会语言

学“面向社会”与“面向应用”的本色。这一点

随着近年来城市语言研究的风生水起而得以证

实。2005 年出版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城市语

言研究专辑》和 2006 年出版的《中国和欧洲的

城市化与言语社区重组》是城市语言研究的标志

成果。2006 年与 2009 年，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

先后两次资助由荷兰、德国和中国学者的合作的

城市语言研究项目“工业化、语言接触与认同的

形成”。2011 年日本学术振兴会也开始资助有

关研究。随着 2011 年第九届城市语言研究会议

的召开，城市化背景下的语言适应研究在国内得

以进一步蓬勃发展，并开始以中国特色辐射国际

学术界。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是以农民工群

体为研究对象，描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作

为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的语言适应情况。2012
年 8 月国际社会语言研究专题研讨会在德国柏

林自由大学举行，大会主题为“城市与语言”，

中国学者徐大明教授以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言

语社团探讨城市语言研究，作为大会主旨发言。 
二、从亲代到子代：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研

究展望 

在城市化背景下展开农民工群体语言适应

研究，必须要考虑到农民工子女这一“特殊群体

中的特殊群体”的语言适应情况。第一，就研究

对象而言，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之

一，是城市中的新移民，其语言问题也是城市语

言研究的一部分。城市语言研究是新兴的社会语

言学热点问题，杨晋毅于 1997 年提出中国城市

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的设想，南京大学也于

2003 年倡导“城市语言调查”，并连续举办了

几次“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和国际学术研

讨会，组织了多次调查活动。作为一个新兴的语

言学研究领域，城市语言研究代表了当前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城市语言调查采用社会调

查的方法，集中研究城市语言特征及城市语言交

际中的问题，是适应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应用

性社会语言学研究，也是将语言学研究引向针对

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的语言现实研究的重要途

径。目前，学界认为它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的新

趋势，并且将来的发展有可能会超越社会语言

学，有可能会超越语言学。[11]“为语言而语言”

的研究，而更多的是“为社会而语言”的研究。语

言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

农民工及其子女是一个庞大群体，而且由“农”

到“工”，农民工及其子女始终属于弱势群体的

范畴。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关注农民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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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语言适应状况，了解其语言生活，触及语

言适应障碍给农民工及其子女带来的问题，提出

解决办法，是中国学术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语言

适应暗含了以适应性为基础的可持续性社会发

展必须体现出来的社会参与性：适应性必须允许

每个人自我表达空间的建构，拥有话语权来分享

自己的愿景、理解和感受。由于农民工及其子女

以及其他相关方面不得不面临工作和生活环境

的不断变化，城市规划和政策就必须回应不稳定

工作者的需求和制约因素。在生活不确定性和就

业不稳定以及以保护事业安全为目标的群体联

合的背景下，规划者、城市开发者和研究者如何

为确保农民工及其子女等不稳定工作者的社会

表达空间？“消除城乡二元差别”议程到何种程

度，才能够打开重估现代城市发展范式的城乡平

等之门？一个可持续的包容城市战略规划应当

超越经济动机，来解决与社会弱势群体相关的问

题；弱势工作者及其家庭如何在城市中生存和并

寻找到自身的幸福——有尊严地活着？换句话

说，评估“和谐城市”的环境，不能在一个不稳

定型无产者的社会来思考城市规划的角色，而是

要在语言维度思考相关群体话语权的分配，因为

这些均与城市化进程中“移民空间”的划分与重

构息息相关。 
如前文所述，虽然学术界注意到探究城市化

背景下农民工语言适应情况的重要性，但是以往

有关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研究对象较为固化，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特

殊群体语言使用的“分化”特征关注不够。相应

地，未能赋予农民工子女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弱势

群体的语言适应情况充分的种植，这无益于凸显

城市语言研究“为社会而语言”的前沿研究导向。

第二，研究视角过于陈旧。以往研究大多采取单

一静态研究视角探究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情

况，缺乏从互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适应论等多视

角展开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动态

的综观性研究。显然，这种静态、单一的研究范

式不符合城市语言研究的系统性、开放性、实践

性特征。第三，研究方法略显单薄。以往研究大

多未能突破文字性会话语料局限，VCR等多模态

语料搜集与获取方法并未涉及。[12]相应地，如

何以多模态动态话语为依据，展开原野调查来获

取语言适应的相关语料有待进一步推进，而这在

社会语言研究领域是一种趋势。 
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维度上存在的诸多障

碍是影响其更好地适应城市化生活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构建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体系，推进

语言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适应性研究，是化解

其语言适应障碍的有效途径，也是验证语言研究

向社会应用转化可行性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了

解决以往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研究当中存在

的诸多不足，后续研究应该尝试从研究内容上研

究方法有所调整，在以往农民工语言研究的基础

上，以语言适应概念为出发点，以农民工子女的

城乡互动话语为语料来源，描述性与解释性并

重，力图为其语言适应状况拟定一个统一的描述

框架，然后结合语言适应论对上述障碍及其解除

机制作出合理解释：第一，确定农民工子女语

言适应的类别以及这些类别在会话结构中的分

布情况。农民工子女的语言适应具有多元性是客

观存在。在一个完整的交际活动中，出于不同的

即时交际目的，他们通常会遭遇不同类别的语言

适应语境。因此，考察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多

元类别及其在会话结构不同阶段的分布情况是

了解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情况的首要问题。第

二，刻画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交际属性与语境

制约。农民工子女所遇到的不同语言适应语境所

附带的具体交际属性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

考察在城乡互动语料中，农民工子女不同的语言

适应分别具有什么样的交际属性；这些属性又如

何在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语境制约中得以生

成。第三，建构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工作机制

与解除策略。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工作机制是

解除上述障碍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城乡互动

话语的细致分析，有利于构建农民工子女语言适

应的工作机制与空间预算模型。 
就研究方法而言，坚持从动态的视角来研究

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系统的社会功能，可以考虑

采用语言适应论作为主导分析方法，并形成社会

语言学、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等多学科的“多维理

论分析框架”。借助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社会

语言研究，可以厘定农民工子女进入新的社会语

境之后，在获得充分的主体身份建构以及自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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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文化经验表达中会遭遇哪些语言使用障

碍？这不但将推进城市语言的本体研究，而且还

可为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化决策提供实实在在的

参考佐证。具体来说，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借助会话分析方法，揭示城乡互动话语中

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类别与基本范畴；第二，

借鉴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和语言适应论思想，分

析城乡互动话语中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制约

机制；第三，基于田野调查所获取的多模态语料

分析之上，针对农民工子女语言适应的分析构建

其语言适应及其解除机制的基本模型，具体包括

语境因素、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进而为农民工

子女语言适应能力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借

鉴，以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语言”空间。 
三、结语 

按照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A. Ferguson）

的定义，语言适应状况包括：该地区通用哪几种

语言，有多少人使用这些语言，在什么情况下使

用这些语言，以及该社会成员对这些语言持何种

态度和见解。结合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背景，探究

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群体语言适应情况，只有通

盘考虑上述诸多因素，才能更透彻、更系统地了

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语言适应的基本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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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inguistic Adaptation for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MAO Yan-sheng，XIN Da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adapt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been a 
widely-concerned subject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academia and international urban language studies. This paper aims to 
survey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offsprings so as to provide feasible approach 
toward futur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linguistic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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