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濒危语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濒危语言》

13位ISBN编号：9787509753368

出版时间：2013-12

作者：赵阿平,郭孟秀,何学娟

页数：2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濒危语言》

内容概要

《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共时研究》在充分占有丰富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参阅国内外
有关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濒危满语和赫哲语的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的科
学分析和理论探讨。同时对满语、赫哲语发生变化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分析，进而对满语和赫哲语进
行比较研究，揭示满语和赫哲语的濒危原因及其濒危过程中存在的差异与联系，为进一步揭示和认识
语言濒危原因的一般规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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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阿平，女，满族，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满语研究》杂志主编。兼
任国际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黑龙江省满一通古斯语学会理
事长等职。主要从事满语、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比较、文化语言学研究与教学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际合作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90多万字；主要著作《满语
研究通论》（合著）、《黑龙江现代满语研究》（合著）；主编出版《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文库
》。
郭孟秀，1965年生，黑龙江省虎林人。博士，研究员。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
现任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副所长、《满语研究》副主编。
兼任中国阿尔泰学会理事、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理事、黑龙江省民族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满一
通古斯语学会副会长、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满文文献、满语濒危现象、
满一通古斯诸民族文化研究。自2000年以来，独立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满文文献概
论》1部，编著《满一通古斯语言与历史研究》1部。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
目3项。
何学娟，又名何目莫奇，蒙古族，1963年生，2008年去世，黑龙江杜尔伯特人。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
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生前曾任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主任、文化
人类学研究室主任、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研究员、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主
要从事北方民族语言文字及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濒危的赫哲语》、《黑龙江省阿尔泰语系民族语
文研究》、《黑龙江蒙古部落史》（合著）、《赫哲族》（合著）、《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合
著），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Page 3



《濒危语言》

书籍目录

总　序
序
绪　论
第一章　满族与满语
第一节　满族历史源流
第二节　满族人口
第三节　满族语言文字
第四节　满文的创制与满文文献
第五节　满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二章　赫哲族与赫哲语
第一节　赫哲族族源
第二节　赫哲族人口
第三节　赫哲族语言
第四节　赫哲语言的使用
第五节　赫哲语的代际传承
第三章　濒危的满语
第一节　满语濒危过程
第二节　满语濒危原因
第三节　黑龙江濒危满语个案研究
第四章　濒危的赫哲语
第一节　赫哲语濒危过程
第二节　赫哲语使用者的变化
第三节　赫哲语濒危原因
第四节　赫哲语濒危的后果
第五节　濒危赫哲语的研究价值
第五章　当代满语研究
第一节　三家子满语语音系统
第二节　三家子满语有关形态结构分析
第六章　当代赫哲语研究
第一节　语音
第二节　词法
第七章　满语、赫哲语对比研究
第一节　满语、赫哲语的濒危过程
第二节　满语、赫哲语濒危原因
第三节　满语、赫哲语濒危原因对比研究
第四节　濒危满语、赫哲语格、时形态探析
第五节　满语、赫哲语濒危原因再探
第八章　对濒危语言的态度
第一节　中国政府对濒危语言的态度和政策
第二节　周边人员对濒危语言的态度
第三节　本民族对濒危语言的态度
附　录
词　汇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Page 4



《濒危语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