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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政策具有“主体多样”性。语言政策的“主体性”，主要依据《宪法》第四条的规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语言政策的“多样性”，主要依据《宪法》第三条的规定:“各民族 

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宪法》中的这两条规定相结合，就构成了中国语言 

政策的总原则。

中国“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语言政策的产生期。这一时期，语言政策的“主 

体性”表现为国家实行文字改革政策,提出“整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 

案”的三大任务;语言政策的“多样性”表现为“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进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

国家自上而下大规模地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旨在践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原则，协调 

改善民族关系，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文化。这是几千年一遇的政府行为，不能脱离特定的社 

会政治历史背景来分析。在创制文字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形式或类型，主要受社会政 

治因素的制约;字母和正字法的具体设计，主要由语言学家来完成。

第二时期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是语言政策的恢复期。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于 

1986年召开，明确提出了“三化”的任务，即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这标志着国 

家语言文字政策实现转型，从初期的文字改革，转向新时期的“三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 

纲领主要体现在1991年印发的32号文件中。①该文件提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要继续在各个 

领域中使用，特别提出了民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的新任务。信息化时代需要解 

决语言文字输入计算机的问题，这就要求语言文字本身更规范、更标准,更有利于计算机能够 

高效、快捷、智能地处理语言文字信息。

第三时期从2000年至今。2000年，在当时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意义十分重大。该法把普通话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把简化汉字定 

为国家规范文字。这对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增强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有很大作用。 

2011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的决定中对语言文字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凸显了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2015年，国家实施“语言资 

源保护工程”，旨在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记录、整理和存储各民族的语言，包括濒危语言、汉语 

方言和口头语言文化。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投入资金最高、参与人员最

① 即1991年6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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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语言记录保存与展示类项目。

进入21世纪以来，语言文字学界关注的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与语言文字本身相关的宏 

观及微观问题，逐渐开始关注一些与国家相关、与语言文字功能相关的问题，开始主动为国家 

发展战略服务。《国家语言文字“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语言要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语言 

与国家安全问题、推广普通话与脱贫攻坚问题、语言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语言认同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认同问题、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传播问题、语言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等 

等,逐渐成为学界讨论和研究的焦点或亮点。这些问题都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关，同时也涉及一 

些微观层面，譬如，家庭语言使用与民族语言传承、企业语言规划与企业经济效益等论题。

2018年,郝时远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谈的是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文论述了中华民族和 

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在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中，一体是主线和方向， 

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二者辩证统一，并不矛盾。“'一体'的'主线和方向'引领着大家庭的共同 

性，其中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语言”。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责任，学好普通话是建设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求，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互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基本条件。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 

理解，难以形成认同。作为多元一体大家庭的成员，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互敬互助、团结 

共事，都需要语言的交流，学习学好普通话是实现和保障这种交流的必由之路”。©

这篇文章为语言应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这或许也是语言学科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就 

是语言研究、学术创新要结合国家的需要，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一个学科范式的增长点往往 

是以往研究的盲点或弱点,语言战略研究很可能成为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增长点。

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研究，一方面,倾全国语言学家之力，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5 
年来,调查记录任务已基本完成;另一方面，就是国家、社会和学科都在呼唤开展语言理论方面 

的研究。

从研究传统和实践来看，以往语言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注重继承 

乾嘉学派的传统，讲究实证,可以大胆假设，但须小心求证;多摆事实，少讲道理,有一分材料说 

一分话。这种研究范式十分重要,但也存在不足,表现为语言政策论著往往会材料堆砌有余, 

理论分析不足，有点像大事记，虽然可以提供一些材料，但没有产生多大的学术影响。

今后要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科发展、提高语言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展示丰富的材料固然 

重要，但不能总是做实证性材料积累，还要不断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做一些理论框架和学 

科体系建构的工作，这样才能使语言学科彻底摆脱目前所处的学科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作者周庆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 

街27号6号楼，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马驿〕

①② 郝时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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