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豪萨语历史与職
‘

武 卉
①

【 内容 摘 要】 豪 萨 语 是 非 洲 三 大 语 言 ( 即 北 非 的 阿 拉 伯 语 、

东 非 的 斯 瓦 西 里语 、 西 非 的豪 萨语 ) 之 一 。 也 是 西部 非 洲 地 区 主

要 民族语 言之 一 。 据不 完全统 计 , 使用 豪 萨语 的 约 有 6 0 0 0 万人 ,

主要 流行 于尼 日 利 亚北部 、 尼 日 尔 南部 、 乍得 湖 沿岸 、 喀麦 隆北

部 、 加纳 北部 以及 非 洲 萨 瓦 那地 带 的西 非其 他各 国 。 作 为
一 门 重

要 的 商业 用 语 , 豪庐语 并 不 被 广 泛 了 解 。 本文 就 豪 萨 语 的 起 源 、

豪 萨 语发展 历 史 与 现状及在 中 国 的 传播作 一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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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实 习 员 , 豪 萨语 学 士 。

－

“

豪萨族
”

与
“

豪萨城邦
”

“

豪萨
”
 ( ＨＡＵＳＡ )—词 由 Ｈａｕ 和 ｓａ 两部分组成 ,

“

Ｈａｕ
”

表示
“

骑
”

,

＂

Ｓａ
＂

表示
“

牛
”

。 因此 , 现在学术上 比较倾 向 于关于豪萨人 的起

源是 ： 豪萨人过去为游牧 民族 , 而且常常带着 牛迁移 , 被称为牛背上 的

？ 本文 为武卉主持 的浙江师范 大学 2 0 0 8 年校级课题
＂

豪 萨语 到英语——从语 言演变看 尼

日 利亚本土文化 流失
＂

项 目 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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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

？

公元前 1 0 0 0
—

1 2 0 0 年前后 , 豪萨族人陆续建立了
一批小 王国 。 位于

中苏丹西部 , 现今尼 日 利亚北部和尼 日 尔东南部的地区 。 这些城邦通常以

其主要城市作为 国名 , 各邦不相隶属 , 没有形成
一

个统
一

的 国家 。 彼此之

间常有战事 , 只有在大敌当前才偶尔结成松散 的联盟 。 这些分散着的诸城

邦 , 被称作
“

豪萨兰德
”

( Ｈ ａｕｓ ａｌａｎｄ ) 也 就是
“

豪萨地 区
”

。 关于豪萨地

区的起源 , 有
一

个著名 的传说 。 相传在道腊 ( Ｄ ａｕｒａ ) 城 , 有一 口 古井 ,

井中盘踞着一条巨蛇 , 名 叫萨 日奇 ( Ｓａｒｋｉ )
, 阻碍 了 居民 的正常用水 , 百

姓苦不堪 言 。

一天 , 巴 格达王子
“

巴 耶杰达
”

 ( Ｂａｙａｊ
ｉｄｄａ ) 勇 士途径此

城 , 降服了 巨蛇 , 为百姓除害 。 于是 , 道腊城的女王便与之成亲 。 道腊女

王与 巴耶杰达诞下
一子 , 取名为

“

蒙卡尔姆加 里
”

即豪萨语
“

ｍｕｎ ｋａｍｕ

ｊ
ａｒｉ

＂
( 我们 占 有城市 )

。 他们的儿子又生了三对孪生子 , 后来分别成为卡

诺 ( Ｋａｎｏ ) 、 道腊 、 卡齐纳 ( Ｋａ ｔ ｓ ｉｎａ ) 、 拉诺 、 戈 比尔和扎扎乌
也称

作扎里亚 ( Ｚａｒ ｉ ａ ) 城邦的始祖 。

“

巴耶杰达
”

在前往道腊城之前 , 与博尔

努的 公主还诞有
一子名 叫

“

比拉姆
”

。 这七个孩子分别成为所在七地的首

领 , 形成了豪萨族的七个城邦 , 即
＂

豪 萨七邦
”

 ( Ｈａｕ ｓａＢ ａｋｗａｉ )
。

“

豪萨七邦
”

就这样相互依存各 自 独立地发展着 。 在传说 中 , 各城邦

之间有明确分工 , 卡诺城和拉诺城专门 负责染织 , 贸易 主要集中在卡齐纳

和道腊城 , 戈 比尔城负责保卫其他城市抵御外敌入侵 , 扎里亚则专门为其

他各城邦提供奴隶 , 输送劳力 。

② 最早分布在城邦 内 的是一个个小的农业

村社 , 地位相 当于现今的农村 , 豪萨语叫 做
“

Ｋａｕｙｅ
”

( 农村 )
。 公元前二

千世纪初 , 各地出 现了
一些大的城市 , 豪萨语 叫做

“

Ｇａｒｉ
”

( 城市 )
, 这些

城市是类似 国家的政治权利中心 , 有的在历史中湮没 , 有的存留 下来成为

未来 国家的首府 。

？

“

豪萨族
”

是非洲最早的居 民之
一

。
西方非洲研究学者发表的考察报

告说 , 豪萨人是北非的阿拉伯一柏柏尔人移民和当地土著同化而形成的一

个 民族 。 他们身体魁梧 , 性格刚强 , 皮肤棕黑 。 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在非

洲成为一个有影响 的 民族是 由 于它有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 文化 , 著名 的

① 陈利 民 ： 《骑在牛背上的 民族语言
——豪萨语 》 , 《 国 际广播 》 2 0 0 2 年第 3 期 。

② 陈绂 ： 《豪萨城邦 》 , 载 《西亚非洲 》 ( 双月 刊 ) 1 9 8 7 年第 2 期 。

③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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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克文化
”
——

陶器 、 陶塑 、 青铜雕塑 、 黄铜雕 塑 、 象牙雕 塑 、 木器 、

铁制 品 、 石雕 。 因这些古文物最早在 1 9 3 6 年在诺克村发现而得名 。 如今

的卡诺城 旧城 区 , 还是保持了传统 的豪萨式样 , 从卡诺城 , 可 以看到豪萨

人 的高超的建筑艺术 。

二 豪萨语的形成及转变

到 目前为止 , 豪萨语文字的起 源 尚 无确切的考证 。 据现有 的史料记

载 , 最早的豪萨语在西非地区是 以文学和商业 的 口 头用语形式被保存下

来 。 直到伊斯兰教的 传入 , 给豪萨语带来 的影响 也慢慢地 、 平和 地展现

出 来 。

伊斯兰教传人豪萨地区是通过朝圣者 、 商人和 马拉姆 ( Ｍａ ｌａｍ ) 进行

的 。

？
大约公元 ．

1 3 世纪 , 随着伊斯兰教在豪萨地区 的广泛传播 , 阿拉伯

语 中的许多词汇也开始被豪萨人所采用 。 朝圣者为 了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

林 , 必须了解伊斯兰教 , 并完成伊斯兰教的各项功课 。 然而有关伊斯兰教

的各种词汇 , 原来在豪萨语中并不存在 。 在这种情况下 , 自 然而然 , 阿拉

伯语中 的宗教词汇开始慢慢被豪萨穆斯林所借用 , 阿拉伯语 中 的宗教词汇

也开始慢慢进人到豪萨语中来 。 久而久之 , 这些阿拉伯语词汇被豪萨人运

用得习 以为常 , 最后便成了豪萨语中不可分割的
一

部分 。 与 此同时 , 为 了

深人研究以及更好地传播伊斯兰教 , 许多有地位的豪萨人 , 如酋长 、 宗教

领袖 ( Ｍ ａ ｌａｒａ ) 等等 , 他们纷纷将 自 己 的后代送到 阿拉伯 国家去 留学深

造 。 在那里 , 这些豪萨人又接触 了阿拉语 中许多新鲜 的政治词汇 , 如议

会 、 总理政治 、 共和 国 、 世界等等 。 回 国后 , 他们又将这些阿拉伯语 中 的

政治词汇不断地运用到豪萨语中来 。 所 以 , 直到现在 , 豪萨语 中大量宗教

及政治 的词汇 , 追根寻源都来源于阿拉伯语 。

② 这个时期 的豪萨语是以 阿

拉伯文字形式存在 , 被称为
“

阿贾米
”

( ａ
ｊ
ａｍ ｉ ) 文宇 , 此时文字记载的 内

容也大多是伊斯兰教 、 法理以及诗歌 。

① Ｍａ ｌａｍ
： 豪萨语 , 意为

“

长者 , 老师
”

。 也可 以指在某个领域有突出地 位的人 。

② 黄泽全 、 董洪元 ： 《豪萨语和豪 萨文 的发展演变 ；Ｋ 载 《 西亚非洲 》 ( 双 月 刊 ) 1 9 8 4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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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世纪 , 英 、 法等西方列强开始人侵非洲 大 陆 。 尼 日 利 亚 、 加 纳 、

尼 日尔 、 喀麦隆 、 乍得等 国相继沧为英法殖 民地 。 伴随着殖 民地的建立 ,

西方殖民者开始在包括豪萨人居住地在 内 的西非地区建立西式学校 , 传播

西方文化和他们的殖民政策 。 西方殖 民者对豪萨语的渗透首先是从语言 的

改变开始 。 他们把阿拉伯文字书写 的豪萨语改成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豪萨文

字 ( 称 ｂｏｋｏ 文字 ) 。 1 9 世纪末 , 豪萨文改用拉丁字母拼写 , 由 于拉丁字

母 比阿拉伯字母书写更为 方便 , 因此这种书写方式被广泛地接受 , 而且一

直沿用至今 。 伴随着文字的改变 , 西方的文化也逐渐渗透 。 西方的某些生

活方式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 如汽车 、 发动机 、 拖拉机 、 坦克 , 以及

饭店等等 , 也被逐渐地带到 了豪萨地区 。 这些东西相对应的西方语言也被

豪萨人不断地运用到他们 自 己 的语言 中来 。 豪萨语
“

汽车
”

( ｍｏｔａ ) 是由

英文
＂

ｍｏｔｏ
”

音译而来 ,

＂

发动机
”

( ｉｎ
ｊ
ｉ ) 由 英文

“

ｅｎｇｉｎ ｅ

＂

音译而来 ,

其他 日 常 的生活用 品 , 如
“

桌子
”

( ｔｅｂｕ ｒ ) 和
“

办公室
”

( ｏｆ ｉ ｓ ) , 都是从

英文音译而来 。

三 豪萨语的近代发展

豪萨语涉及的 国家众多 。

？
但从

“

豪萨城邦
”

开始 , 使用豪萨语的地

区大致为现今尼 日 利亚北部尼 日尔东南部 ( 原 中苏丹西部 ) 。 尼 日 利亚北

部是豪萨族最早形成而且建立王国 的地方 。 豪萨语是尼 日 利亚居第
一

位的

民族语言 。 因此 , 本文以尼 日 利亚和尼 日尔为例来探索和分析豪萨语的近

代发展 。

1 9 0 0 年 1 月 1 日 , 北尼 日 利亚总督英国委任卢加德勋爵为了 有效统

治北尼 日 利亚 ,

一

方面采取措施使当地的大小酋长能归顺他的统治 , 另
一

方面他又积极招募当地人进人殖民政府工作 。 为使这些人学到西方的管理

知识 , 卢加德勋爵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委派精通豪萨语的英籍德 国

人汉斯
？

菲舍尔创办 了第
一所西式学校 。 目 的是通过豪萨语教学 , 为当地

①Ｅｔｈｎｏ ｌｏｇｕ ｅ ( 2 0 0 9
) ｃｉ

ｔ ｅｓ 1 8 , 5ｍｉ ｌ ｌ ｉ
ｏｎＬＩａｎ ｄ 1 5ｍｉｌ ｌ ｉ ｏｎ Ｌ 2 ｓｐｅａ

ｋｅｒ ｓｉｎＮ ｉｇｅｒ ｉａａ ｓｏｆ

1 9 9 1

； 5 , 5ｍ ｉ

ｌ ｌ
ｉ
ｏｎ ＬＩ ｓｐ ｅ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ａｌｆｔｈａ

ｔ 
ｍ ａｎｙ


Ｌ 2ｓｐｅ ａｋ ｅｒｓｉｎ

Ｎｉｇ ｅｒ ａｓ ｏｆ 2 0 0 6 , 0
, 8 ｍ ｉ

ｌ ｌ ｉｏ ｎ

ｉｎ

Ｂｅｎｉｎ ａ ｓｏｆ 2 0 0 6
,
ａｎ ｄ

 ｊ
ｕ ｓｔ ｏｖｅｒ1 ｍｉ ｌ ｌ ｉｏ ｎ ｉｎｏｔｈｅｒｃｏ ｕｎｔ ｒ ｉ 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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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的师资力量 , 向酋长 和他们的继承者 以及进入殖民政府部门 工作的

当地职员 灌输西方 的行政管理知识 。 在这所学校里 , 豪萨语成为第
一教学

语言 , 而英语只是大家选修的
一

门外语 。

由 于当时豪萨语 的教材极为 短缺 , 在此情况下 ,
1 9 2 9 年 , 英殖 民政

府在北尼 日 利亚成立翻译局 。 翻译局成立的 目 的之
一

是将
一些用英文和阿

拉伯语编写的教材译成豪萨语 , 解决学校上课无教材 、 缺乏通俗出版物的

问题 。 其二是编写教科书 。 其三是帮助本国人 自 己 出 版小说等 。 翻译局 出

版了很多书 籍 , 其 中绝大部分至今还有很高 的使用 价值 , 如 《
一千零一

夜 》 、 《豪萨人及其近邻 》 、 《古今故 事传 》 、 《人类与世界 》 等等 。

0
 1 9 3 3

年 , 翻译局更名为尼 日利亚国家文学委员会 ( 以下简称委员 会 ) 。 委员会

的 工作重心也从原来的翻译书籍转到豪萨文的创作和出 版上来 。 委员会约

请本国人创作小说 , 并且给予很高的报酬 , 同时还开展创作竞赛 。 这
一

措

施引起 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 , 他们纷纷向委 员会投稿参加竞赛 。

？ 委员会

的另一贡献是发行 了
一份报纸 , 名为 《 尼 日 利亚北方报 》 ,

1 9 3 3 年改名为

《真理报 》 ( Ｇ ａｓ ｋｉ

ｙ ａＴａＦｉｋｗａｂｏ ) , 用豪萨文 、 英文 、 阿拉伯文三种文字

同时出版 。 该报纸
一直发行至今 , 是尼 日 利亚豪萨文发行量最大的 报纸 。

该报纸用豪萨文刊登各种消息 和评论 , 使它 在读者中有 了很高的威望 。

1 9 5 3 年 , 委员 会改名 为北方文化局 ( 以下简称文化局 ) 。 主要任务是

配合政府广泛加强对成人教育 、 开展社会扫 盲的需要 。
文化局不但 出版了

包括宗教 、 法律 、 科学 、 职业等 内容的诸多小说还出版了包括 《使女报 》 、

《黎明报 》 在内 的 1 3 种豪萨文报纸 。 文化局 的成立以及鼓励本国人积极创

作 的举措 , 极大地促进了豪萨语语言的 发展 , 扩大 了豪萨语的传播范 围 。

竞赛中获奖的作品也被编辑成书 出 版 , 成为现在研究豪萨 民族文化的重要

历史依据 。
1 9 4 5 年 , 尼 日 利亚 国家文学委员 会在扎利里亚成立了 真理出

版公司 , 专 门 负责出 版文学委员会编辑的大量书籍和报纸 。

起初 , 尼 日 利亚北方政局对文化局特别重视 , 每年给予相当数量的资

金 帮助书籍出版 , 所以 当时 的豪萨文书 报都可低价购买 。 到 1 9 5 9 年 , 尼

日利亚解放前 , 北方政局的重心转移到政治运动上 , 对文化局的资金援助

？ 黄泽全 、 董洪元 ： 《豪 萨语和豪萨文的发展与演变 》
,
载 《 西亚非洲 》 ( 双月 刊 ) 1 9 8 4 年

第 3 期 。

②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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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 经济 的困难 , 加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 文化局最终被迫解散 。 文化

局虽然仅仅存在 了 3 0 年 , 但它为发展豪萨语言文字 以及扫盲工作作出 了

巨大贡献 。

早在 6 0 年代初期 , 尼 日利亚北方巳实行在小学 四年级 以前使用豪萨

语教学 , 也体现 了尼 日利亚对豪萨语教育的重视 。 如今用豪萨语教学 已普

及到 中学 。 尼 日利亚全国所有高等院校都开设有豪萨语专业 , 在卡诺巴耶

鲁大学开设的豪萨语言文学专业里 , 每年举行一次攻读硕士学位的考试 。

曾经的法属非洲 国家尼 日尔也十分重视豪萨语的发展 。 虽然 国家的官

方语言是法语 , 尼 日 尔政局专门 成立了 国家豪萨语研究中心 , 随 时向政府

提供发展豪萨语的措施和意见 。

四 豪萨语在中国的传播

中 国与非洲的友谊源远流长 ,
基础坚实 。 中 国与非洲大陆有着相似的

历史遭遇 。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 、 相互支持 、 结下 了 深

厚的友谊 。

2 0 世纪 5 0 年代末 6 0 年代初 , 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 大批亚非 国

家相继独立 。 为发展 中 国 与亚非 国家的友好关系 , 周恩来总理从我 国外交

工作的长远利 益出发 , 指 出在与亚非各国人 民 的交往中 , 为 了尊重重新获

得独立的 亚非 国家人 民 的 民族感 情 ,

一

定要重视非 洲 本 民族 的语 言 。

？

1 9 6 3 年 6 月 1 日 , 中 国 国际广播 电 台豪萨语广播正式开播 , 每天 向非洲

播出节 目 3 次 , 每次半小时 , 内容涉及中 国政治 、 文化 、 经济 、 社会等方

面 。 在此背景下 , 北京外 国语学院 ( 现北京外国语大学 ) 开始设置亚非语

言专业 。
1 9 6 4 年成立 了豪萨语专业 。

1 9 6 5 年 , 北京广播学院 ( 现 中 国传

媒大学 ) 也开设了豪萨语专业和祖鲁语？专业 。 豪萨语专业成立之初 , 生

源都来 自 于其他语言专业的学生 。 北京外国语学院第
一批豪萨语学生是从

① 孙晓萌 ： 《 中 国的 非洲本土语言教学五十年
——

使命与挑战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5 期 。

② 祖鲁语 ( Ｚｕ ｌ
ｕ

) , 是南非第
一

大民 族语言 , 属尼 日 尔一刚果语 系大西洋 刚果语族 班图

语支 , 是南非最大的 民族语言 。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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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法语系遴选的政治和业务方面比较优秀的本科生 。 老师则聘请中 国 国

际广播电台 国际部的尼 日尔籍专家 。 通过法语教授豪萨语 , 查阅豪 ？ 法 、

豪 ？ 英词典的形式进行教学 。 教学过程中 , 外籍专家还不 时 辅以肢体语

言 , 来补充法语教学 中难以意会的内容 。

？ 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批豪萨语专

业学生也是从其他专业 的优秀本科生 中选拔而来 , 白 天他们跟着外籍专家

学 习豪萨语 , 晚上就赶到 中 国 国际广播 电 台播音 , 做节 目 。 在这样艰苦的

条件下 , 培养 出 了程汝祥 、 王正龙等早期 的豪萨语专业学生 。
后来成为中

国 ＿ 内豪萨语教学 的优秀 师资力 量 。 程汝祥编写的 《 简明豪萨语语法 》 、

王正龙和后来豪萨语专业的学生 牛家 昌编写 的 《豪萨语 》 教材 4 册 , 至今

仍是豪萨语专业本科生 的指定教材 。

十年动乱期间 , 中 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 出 现倒退 。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还刮起 了
一股解散和取消亚非

“

非通用语
”

的浪潮 。

？ 在
“

英语和法

语可 以代替
一切

”

的思想主导下 , 出 现 了解散和取消这两种语言 的运动 。

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遭到了挫伤 , 非洲本土语言的教学面临危机 。

“

文化大革命
” 之后 , 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得 以恢复 。 在改革开放浪

潮的指 引 下 , 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 , 向 着更开放而非封闭的方向转

变 。 而再次出现的英语 、 法语可以取代非洲本土语言的思想 , 使得包括豪

萨语在 内 的非洲本土语言教学再次受挫 。 为适应形势 , 非洲本土语言教学

的思路也发生 了转变 。
1 9 8 3 年 , 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改革试点 , 将原有

的四年制教学改为五年制 , 并实行英语和豪萨语的双语制教学 。 但是 由 于

豪萨语等非通用语的人才需求不大 , 英语的学习 又可扩大学生 的就业面 ,

导致非通用语学 习热情下降 。

2 0 0 0 年 1 0 月 以来 , 随着 中非政 治和 经贸关系 的快速发展 , 国 际媒

体 、 西方智库 , 以及学术界有关中非关系 的报道和讨论急剧升温 , 中非关

系迅速成为
“

显学
＂

。

③ 豪萨语等非 洲本土语 言的 教学又开始被关注和重

视 。
2 0 0 0 年 , 教育部设立 了7 个包括北京外 国语大学和 中 国传媒大学在

内 的
“

国家外语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
”

。 豪 萨语专业再次被纳人高

① 孙 晓萌 ： 《中 国 的非洲本土语言教学五十年——使命与挑战ｈ 载 《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5 期 。

② 参见同 上文 。

③ 贺文萍 ： 《推倒高墙 ： 论 中非关系 中 的软实力建设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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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生计划 。 而此时 的师资和生源都有了 明显改善 。 目前 ,
北京外国语大

学仍然开设豪萨语本科课程 。 每 4 年或 8 年招生一次 。

结 语

在尼 日利亚和尼 日尔 , 豪萨语是法定官方语言 。 但在实际运用中 , 除

了本民族人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豪萨语外 ,
几乎所有官方文件 , 所有正式场

合或者聚会 , 人们已经习惯使用英语或法语 。 使豪萨语 的发展受到限制 ,

语言词汇得不到扩展 , 涉及当代科技发展 的最新科技词汇 , 豪萨语大部分

需要英译 。 作为非洲本土语言之一 , 豪萨语是西非地区豪萨民族文化的载

体 , 这门语言应当得到更大的关注和重视 , 在尼 日 利亚民族构建中发挥它

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