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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后疫情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流语言系统愈发冲击人们的生活。随着网络环境的大众化和网络语

境的趋同化，人们普遍选择联合国工作语言或各国官方用语进行交流，巨大的文化冲击既使得各国文化

互相交融，同时让弱势语言及小语种陷入濒危境地。笔者团队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广泛了解中国各年龄

段各地区方言使用现状，探究方言流失趋势，并通过分析团队成员在AI智能语音库支持下完成方言录入

保存的实践经历进行实证研究，从而得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话语体系下，建议运用AI、AR系
统与新媒体结合的形式挽救濒危语言的结论。此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新途径，让世

界语言系统更好地被保留和传承，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从而达到广义上的国际传播，以技术赋

权促进人类精神文明宝库的留存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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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amidst globalization, dominant language systems increasingly im-
pact people’s live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convergence of online contexts, 
individuals commonly opt for using United Nations working languages or official languages for 
communication. This significant cultural impact boosts cultural blending between nations but en-
dangers minority languages and dialec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earch team extensively examines the current usage of dialect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regions in China, investigates the trend of dialect loss, and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by analyz-
ing team members’ experiences in dialect recording and preservation supported by AI intelligent 
speech databases. Consequently, the research propos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integration of AI, AR, and new media to salvage endangered 
languag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new avenues for preserving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ver-
sity, enabling better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global language systems, promoting the ex-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culture, and achieving broa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t seeks to foster the preserv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treasury of hum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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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

家之一[1]，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约 135 种语言，十大汉语方言，其中方言

土语更是难以计数[2]。 
面对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赓续代际传播极为关键。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贴合当下传播规律，探

寻多语种留存及传播方法，是学界业界合谋共契、共话发展的焦点。 
如今，在全新的媒介环境下，语言留存及传播的方式发生嬗变，各国本土方言的传承发展面临诸多

传播桎梏。底层逻辑在于，当今互联网传播范式使得传播人群信息接收趋同化，同时，媒介的加速泛化

倒逼“全民上网”的大环境形成。 
据统计，在中国现存的 130 多种语言中，有 68 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48 种使用人口在 5000 人以

下，25 种使用人口不足 1000 人，更有甚者濒临消弥[3]。方言的消逝在今天来看仿佛是一种必然现象，

其一在于使用范围受到方言区限制，传播范围狭小；其二在于普通话的全国普及对方言也有一定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媒介与生活的深度融合，促使人们以普通话为基础构建新型网络话语体系，以互联网传

播来加速推动普通话的大范围使用。 
由于外部语言环境、语言态度等因素的改变，方言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代际传承出现断裂倾向、

方言区别性特征逐渐弱化[4]。代际传承是语言传播的重要环节，培养年轻一代主动学习和发扬方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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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提上议程。纵观互联网时代语言传播现状，极多“Z 世代”青年鲜少使用当地方言又或根本不知晓

当地是否具有方言文化，而使用方言进行创作和传播的人员更少之又少，由此逐渐削弱了代际传播的可

能性，使得部分方言趋于流失。上述“Z 世代”青年指出生于 1995 年~2009 年的人群，他们可能会对当

今时代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当今人口年龄结构从原来的“金

字塔”型转变为“摩天大楼”型，同时“互联网媒介全息化”深刻地影响着“Z 世代”的文化[5]。简言

之，“Z 世代”青年作为伴随着互联网崛起的一代，是现下语言代际传承的重要载体，亦是各语言系统

交织维系的重要纽带。 
此研究报告基于问卷调查基础、成员实践经历及技术可行性的阐释，结合“Z 时代”青年的传播行

为和偏好，探索新型多模态语料库平台赋能保护语言多样性，打破传播壁垒，拓宽语言代际传播视域，

助力国际传播战略创新，意图构建新型智能社交及语种交互平台的传播范式。 

2. 中国方言流失现状及多模态语料库 

2.1. 中国各地区方言使用现状 

基于本土语言繁多的现状，笔者团队在国内发放了电子版调查问卷，意图切入语言留存与方言传播

的关键点，深入不同调查维度，收集国内方言使用现状(以年龄、地区为变量)，并考察各地政府的保护宣

传情况，基于此，探求方言生存环境的真实现状。 
 

 
Figure 1. Overview of survey on Chinese dialect preservation and usage 
图 1. 中国方言保护以及使用情况调查概览 

 
笔者团队使用微信小程序“问卷星”制作了一份电子调查问卷，通过团队成员的微信朋友圈私域传

播及公众号平台的公域流量对问卷进行推送。调研自 2023 年 5 月初开启，历时半个月，于 2023 年 5 月

13 日完成数据收集，并基于调查问卷，制作了一系列数据分析可视化图表。 
此次调研收集到实际样本数据共 200 份，答卷人群来自中国的 20 余个省份。据所作图 1 中可以得知，

目前中国国内多数地区都拥有本土方言，74.50%的受访者均表示所在地有方言留存，由此窥见，中国国

内方言系数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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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ge groups of respondents and their social circle dialect usage 
图 2. 答卷人年龄段及答卷人社交圈方言运用情况 
 

 
Figure 3. Local dialect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situations 
图 3. 各地方言保护以及宣传情况 
 

基于图 2 可知，目前中国各地方言流失呈现出年轻化、快速化的趋势。在科研团队的调查人群中，

50 岁以下人群占了半数以上，而不会说当地方言的人数高达 12.00%，此现象对于语言传播而言十分不利，

语言代际传播困境令人隐忧。同时，从图 3 可证，超半数受访者并不十分了解家乡方言文化，更令人忧

心的是，多达 31.50%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地政府尚未对当地方言文化出台相关保护政策或实施任何宣传

措施。 
此调查样本虽然基数不够庞大，但足以窥知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当下各语种文化流失现象日趋严

重。中国著名民俗学家王献忠说，“方言是一个地区民俗的载体，它是民俗文化赖以留存、传承的媒介，

它不仅是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民俗文化内容的体现。”[6]从文化遗产上看，方言往往携带着特定

社区特有的重要文化和历史信息，当这些语言消失时，这种文化遗产就消失了，这可能会对当地社区的

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产生深远影响。从语言多样性上看，方言的消失可能导致语言多样性的下降，这可能

对人类知识和表达的整体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从社会经济上看，如果该语言与特定的行业或贸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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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语言的消失可能会导致该行业或贸易的损失。除了少数已经被时代淘汰的语言，绝大多数方言都

是具有人文价值的。 
如何保护濒危语言，是本研究报告的基本落脚点。笔者团队基于亲身实践经历，建议推行人工智能

AI、AR 与新媒体结合的方式，以多模态智能语料库为基点，智能文旅社交平台为传播载体，推动语种的

保护和探寻代际传播的新可能。下文将从多模态语料库的构建及实施设想展开讨论。 

2.2. 多模态语料库的阐述和设想 

多模态语料库始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种以计算机为辅助工具应用于语言学习的新型语料库。

简单来说，它不仅以纯文本收集语料，亦使用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样化的媒体形式进行文字语料的录

入和存储[7]。而笔者团队构想的新型多模态语料库除了有储存记录功能以外，还可以作为一个类“超链

接”的素材库，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将无声的文字转化成有声的语言，例如将单一的粤语文稿

转化成配有画面的 AI 配音视频，增加其趣味性和传播性，促进各语种在新媒体时代的广泛流传，从而达

到保存和发展的目的。 
以下是多模态语料库的各部分功能阐释： 
语言翻译：人工智能驱动的翻译工具可以帮助弥合濒危语言和方言使用者与其他语言使用者之间的

语言鸿沟，通过“同一语境化”促进国际交流，使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能够更有效地交流思想。 
语言学习：人工智能驱动的语言学习工具可以帮助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学习濒危语言和方言，

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系统性学习他国语言文化，求同存异，规避不同

背景的文化矛盾，也可使各国政府有意识地、针对性地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和宣传。 
语音识别和合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语音识别和综合工具可以快速高效识别出不同语种，并且根据使

用者的语言自动转换语种。此功能可以及时为方言使用者提供生活便利，让他们在面对不同的语言环境

时也能轻松解决问题。例如：驾驶时，潮汕地区的民众可以将导航语言切换为潮汕话，即便身处异国他

乡，导航需求也能被轻松满足。 
文本转语音、语音转文本：人工智能驱动的文本转语音以及语音转文本工具可以帮助人们将书面或

口语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从而促进国际交流。这也有助于克服语言障碍，一些并不拥有具体

文字、口耳相传的方言(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地区的藤县白话)也能够被录音记录，通过多模态

语料库平台生成专属的语言信息和符号，以平台数据元素的形式得以长久保存。 

2.3. 国内先行案例及政策支持 

2015 年 5 月 14 日，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下发《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的通知》，决定自 2015 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

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规划调查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点 100 个、

濒危汉语方言点 100 个。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自 2015 年起收集语言数据，目前建成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8]。 
“语保工程”的重要目的就是为濒危语言留下“声音标本”，而不止于文字记载。这正是我国在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和发展的探索中，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运用新型人工智能多模态语料库

结合新媒体形式，让濒危语言、未被破译的古书典籍变成“活的遗产”，供后代研习和传播。 
“濒危志”总主编、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曹志耘曾言：“语保工作

者奔赴全国各地，一批批鲜活的田野调查语料、音视频数据和口头文化资源汇聚到中国语言资源库，一

些从未被记录过的语言、方言在即将消亡前留下了它们的声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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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叶芊芊，张馨心 
 

 

DOI: 10.12677/ml.2024.126496 525 现代语言学 
 

保护濒危语言，传播多民族文化，正是“重拾遗落的厚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脉不曾中断，几

千年的语言文化精华汇聚到今天，我们更应该不遗余力地采用新型方法去延续、传承。 

3. 方法——多模态语料库保存与传播濒危语种 

3.1. 可行性——以团队成员使用智能数据语音库录入方言为例 

接下来笔者团队将阐述运用人工智能来保存语言的可行性。首先，业界所熟悉的中国平台“科大讯

飞”就拥有智能语音库这一项功能，“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识别系统也是中国国内较早运用人工录入

语言，进而生成智能语音库的案例。其语音库发展到今天，语音生成环节已经能精确模仿真人的停连重

音，甚至语气词也十分逼真。其语音库为各大电商产品和智能高端品牌提供产品定制化服务，也提供普

罗大众所需的智能语音使用，如汽车导航、智能家居等方面。 
此外，Magic Data 也是一个类似的智能语音平台，迄今有近 400 个合规可授权数据集，涵盖 60 余种

语言，服务对象包括微软、百度、腾讯等国内外近 200 家知名企业(这些数据来源于 magic data 官网介绍，

详见图 4)。 
 

 
Figure 4. Is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Magic data 
图 4. 为 Magic data 官网介绍 

 
而本小组骨干成员参与过 Magic Data 的语言识别保存项目，亲身运用语音库录入方言，系统识别后，

将成员的语音数据转写形成文字，从而达到语言识别留存的目的。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此案例的实践过程：首先笔者通过 Magic Data 平台将本人和同伴的方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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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录音，由 AI 识别转写后形成平台语种记忆，汇总后形成语种电子模型，这种语言电子模型既可以将

录制好的音频生成通用的简体汉字，也可以由语言模型生成方言语料，在短时间内将普通话语料变为该

种方言。最后是该语言模型的广泛运用和定制化服务，平台将这种模型植入到语音智能产品中供人们在

不同场景和需求下使用，例如汽车导航切换语种，方便方言地区人们使用；短视频博主将语料库中的电

子方言音用于配音，让更多人了解方言；博物馆、图书馆等公众号电子阅读系统可以选择语种，古籍文

字的有声呈现等等。这种方式解决了上一代智能机器人运行中成本高昂，操作困难的问题，只需使用一

个共享的付费网络平台，就能收获到盈利和传播的双利好。 
这类智能数据语音库可覆盖多个少数民族语言，一些没有文字的濒危语言，也能通过平台转换成主

流语言文本进行留存，即使不能完全精确保留个中含义，但是也能使得这些语言得以记录与传承，不至

于落到文化灭迹的境地。 
笔者团队探索的就是以类 magic data、科大讯飞等人工智能数据库平台为基础模型的语料库，结合地

方文旅、地方濒危语种的保护需求，进行产品定制。也可以开拓公益性质的部分，供世界各地的人民上

传和共同讨论各地方言，形式支持文本、音频、图像、长中短视频等，不同语种可以开设自己的科普小

组，平台亦可以不定时联系各国语言专家在平台中答疑解惑。 
期冀通过这样一个全球共享、全球开放的模式，逐步形成一个集商业、公益学习论坛、语料库为一

体的新型多模态语料平台，促进各国濒危语系留存和跨文化传播，这既是世界人民的社交平台，也是各

种方言的传播平台。 

3.2. 国内文旅文博使用多模态语料库保存传播非遗语言文化案例 

以下我们将举例国内运用多模态语料库平台和 AI、AR 智能技术赋能文旅保护的成果案例，进一步

实证该技术赋能语言保护的可行性。 

3.2.1. “南京数字地标”——南京图书馆 
打开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看到很醒目的电子阅读选项，里面有南图阅读

节、读联体等丰富界面，还有期刊等资源供学生参考、儿童读书节等等，以新媒体形式吸引受众。 
 

 
Figure 5. User interface of the Nanjing Library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cademic Resources” Section 
图 5. 南京图书馆“学术资源”使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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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学术资源”这一栏(“学术资源”使用界面详见图 5)，这是南图数字古籍的最

显著成果展示，“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是各位专家通过漫长检索积累国内外资源建设而成的大型古

籍数据库平台。 
南图的数字古籍形式为学者、市民提供了一个线上共享的窗口，将看不见的“学术资源”变得可视

化、亲民化。 

3.2.2. “数字敦煌”——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2014 年 8 月投入运营的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是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的核心项目。依托数字化

资料制作的 4K 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 8K 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给人们带来

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新体验。  
 

 
Figure 6. Online user interface of “Digital Dunhuang” 
图 6. “数字敦煌”使用界面 

 

 
Figure 7. Interface of “Digital Dunhuang” e-resource library 
图 7. “数字敦煌”资源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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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锦诗首次提出“数字敦煌”，希望利用数字化技术永

久地、高保真地存储莫高窟内的文化遗存[10]。这是国内文旅项目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保存展示古中国语言、

文字、文物的创举[11]。不仅将敦煌的系列人文风情变得 3D 立体，让国内外受众可以“云游敦煌”，具体

使用界面可参见图 6。而这一举措实实在在地将文物和历史永久的保存在我们的“电子记忆”中(电子界面可

参见图 7)，以线上资源库、数字藏经洞等方式延续中华优秀文脉，有助于古中国文化不断代、不流失。 

3.2.3. 《藤县非遗传录》——广西梧州市藤县文化工程 
本文第一作者林叶芊芊同志作为《藤县非遗传录》(本书的中英文合著本将于 2024 年末公开发行，

因尚未公开发行遂不放置相关图片)的第一译者，全程参与到非遗语言文化收录和中译英工作。在实践中，

地方土语记录难度较大、形成文字书籍更是不易。历时三年完书，其中也采取了录音留存、用意译方式

进行中译英等方法最大限度的保留方言土语的“本味”，但仍感基础资料繁多、传统方法过于繁复。基

于此，笔者团队更意识到构建新型多模态语料库的重要性，这对地方志研究、编撰史志年鉴等文化研究

项目大有裨益。 

4. 结论 

研究语言多样性的保护，不止于中国，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精神文明亟待保护的趋势。许多

外国学者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保护濒危语言。前不久，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马斯·弗雷先生提出了

“全球语言档案馆”的设想：他已经联合世界各学者收集了近 4000 种语言的数据，将数据输入到人工智

能语言重建引擎，其能够生成一个功能性的三维立体化身，将语言传授给想要学习它的人[12]。伦敦大学

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也开发了濒危语言档案。 
虽然语言保护议题当下仍有诸多问题存在，例如一些传女不传男的文字，如中国的“女书”，还有

很多外国土著语言无法用文字进行表述，只能进行简单的录音记录，无法直接以一贯的 AI 系统去处理解

决，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人们的重视和科技的进步，例如“科大讯飞”系统中采用的平台记录对话转化成

主流文本的方式，用 AI 拯救濒危语言不再是一种空想，这也是技术团队需要继续深挖的方向。 
另外一些声音表示，濒危语言消失就是因为它不再被需要，是遭到时代和历史淘汰的旧产物，基于

此，多模态语料库平台也应当继续完善筛选机制和考量各地不同的文化需求，结合实际使用人数、地区

范围、社会价值等多方面考量是否需要继续留存和记录。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实现语言翻译、语言学习、语音识别和合成以及文本转语音、语

音转文本的能力，促进国际交流，保护世界语言多样性。这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促进语言

保护工作的合作，并确保濒危语言和方言不会被后代所遗忘。笔者认为：构建新型多模态语料库，探索

多模态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语言多样性保护及推动国际传播战略创新，是推动对外传播和促进语言多样性

保护的新型方法，可为各界人士参考、研究、选用。 
把握时代的脉搏，重拾遗落的厚重，从“Z 世代”青年做起。我们通过朴素问卷调查和实践经历得

出结论，主张运用 AI 智能语音系统和新媒体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濒危语言保护，其实就是想给予文化更多

的可能性，让更多人重视语言文化，从而达到广义的国际传播效果，这也正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 1 到 100 的蜕变，从濒危到赋权，语言文化将继续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文明进步，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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