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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山脉位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中心，横跨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

东西绵延 2000多公里。遥远而神秘的阿尔泰是世界公认的中亚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

素称欧亚游牧骑马民族的故乡。作为东西方的交通枢纽，阿尔泰地区是东西方文化的汇

聚地、熔铸地，以及史前人类大规模迁移的重要通道。从史前到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

族不间断地由阿尔泰山南下，由北向南方向的族群迁徙构架了内陆欧亚从史前到历史的

重要框架。此外，西东、东西方向的族群迁徙活动，在阿尔泰地区也很频繁。欧亚北部

草原地带，是世界最早语言的发祥地，位于欧亚草原中部的阿尔泰山系，被认为是世界

几大语系之——阿尔泰语系的形成和发源地。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同时人类又是语言演化的载体。考古

学的文化传播理论认为，某种考古学文化可能与某个特定人群的活动相对应，而该文化

的发展与传播则与此人群的迁徙活动密切相关。在没有现代通信工具的史前时代，语言

和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多是经由人类的迁徙和流动来实现的。考古文物可以为语言的源流

与扩散提供可靠的史料，以反映每个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虽然出土骨骼和器物并不能

说话，但通过对其重建和分析，能够重现历史上操该语言人群的真实生活面貌，捕捉到

人群之间的交际方式及交际范围。而古 DNA通过回溯人类的迁徙混合历程，并结合考

古学和语言学证据，衔接起文化和创造并传播文化的人，为追溯语言的起源传播以及考

古学文化的扩散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研究语言的起源和演化历史离不开对人群及其迁

徙路线的探讨，语言学、考古学和古 DNA被认为是研究古代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三
驾马车”。

语言不仅能通过人群的流动和迁徙而传播，还能随着动物的驯化和交通工具的发明

而加速传播。例如，在欧亚大草原的考古墓穴中发现的马匹、马车等重要遗骸，为我们

提供了那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细节，包括生活习惯、墓葬方式、图腾崇拜等，这些都是草

原人群所共有的、明显的深层次文化特征，正是这些考古文化展现了不同地区共享一种

文化的连续性，与游牧人群联系在一起，从而展示出语言扩散的路线。语言区域、考古

文化、人群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应又互相影响的。

语言演化史就是以人群迁徙为关键的语言交融史，语言随着人群的迁徙和移动而传

播。对于阿尔泰诸语言的演化研究，应深入研究这些语言在早期的接触与相互影响。此

外，阿尔泰诸语言人群的地理起源、演化模式和扩散机制一直是人类学、考古学、语言

学及遗传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研究期望通过综合研究法，系统分析中观史下阿尔泰

诸语言的历时变化，重建阿尔泰地区人群迁徙与阿尔泰诸语言演化的关联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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