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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编者按$E：$T2004 年 9月 19 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六届中 央

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确立了“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

情神，胡 锦涛同志指出，和 谐社会就是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诚

信 友爱、充满活力、安 定有序、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社会。 中国

的传统文化是 “和文化”，“和”字 体现了和谐社会重 要的文化

内涵，一 个和谐的社会必定 是社会中各种要素 相互协调、人际关

系融洽和谐的社 会。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主要是通过语 言，而语言

的中听与和谐显然是实现融 洽沟通的桥梁。因此，《语言文字周报》

真诚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共建和谐语言 生活”的讨论，为构建社会

主义的和谐 社会营造良好的语言氛围。$$ 怎样的语言生活才算和谐?

我们今 天应当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做哪些 努力?近日，本报记者

就此问题采访了 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E$$ 和谐的语言生活是

和谐的社会生 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语言是信息沟通 的桥梁，没有

沟通就没有理解，也就难 以和谐。在国内，一百多年来，人们积极 推

广民族共同语和国家通用语，对于中 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

用，对于 建设今天和谐的语言生活，也起了很大 作用。清末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的今天，外语教育在中国已经相当普 及，这充

分表明了中国人想通过语言沟 通了解世界和被世界了解地渴望。$$

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中仍然存在 不和谐的问题。一是语言学习带给

个 人、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巨大压力。我们 现在不但要学习国家通

用语，还要学习 外语，有的时候还是多门外语。许多少 数民族学生



还有学习他们的母语的任 务。我们外语学习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学

习效率低下，它给每个人带来了沉重 的包袱和压力，这就使得我们

的智慧不 能更多地用在科学探讨 和其他很多发展问题 上。二是越

来越多的语言 在历史进程中濒危或消 失，说人类正面临着一场 语

言灾难和文化灾难，也 许并不过分。全人类现在 大约有六千多种语

言，但 是现在几乎每两个星期 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也 就是说到

本世纪末人类将会失去三千 来种语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个民族独特而 丰富的知识文化，比如，因纽

特人对雪 的认识胜过其他民族，他们的语言里就 有丰富的关于雪的

词汇；阿拉伯人对骆 驼的认识要比其他民族认识得多，他们 的语言

里有丰富的有关骆驼的词汇，等 等。一种语言的消失，就将意味着

人类 一种文化的失落。人类的文化发展需要 多样性，需要不同的文

化基因，因为文 化基因是保存在语言里的，如果语言丧 失了，人类

文化基因库就必将丧失很多 基因。过多文化基因的丧失，对人类将

是一场灾难。同时，一个民族语言的的消 失，将 会使这 个民旅 与

历史 断裂， 我们将 会丢掉 很多人 类的历 史记 忆。就 像一个家

族，家谱没有了，家族的人也 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从语言自身

的 发展来看，语言很难在自己的系统里封 闭发展，语言发展离不开

外来语言或古 代语言、方言对它的影 响。一种语言要想发展， 一

定要有包容性、有活 力。现代汉语之所以发展 得很好，一个重要原

因是 它受到了汉语各方言和 古汉语的影响，同时也受 到外语的影

响。从现在人 类社会的发展来 看，语言消失、濒 危、衰落是无法



阻挡的，但我们并 不甘于坐视这些人类宝贵财富的 消失，要尽可能

维护世界语言的 多样性。对那些已经无法延续其 生命的语言，要抓

紧时间调查、记 录，做好保存的工作；对那些还能 够生存下来的语

言，我们要尽量 让新一代人去学习，进行语言抢 救与保护的的工作。

$$ 过去我们考虑语言沟通比较 多，而且现在语言沟通仍然是我 们

的主要任务和主要课题。但是 怎样舒缓语言压力，怎样保护人 类的

语言财富，这个问题列我们 来说是新课题。舒缓语言压力，要 更多

地寄希望于现代化技术，通过自动 翻译技术，能够解决交际层面的

一般问 题。可以设想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同 声翻译可以帮助不同

民族人进行交流， 虽然它不可能代替很高深的文化交流， 但是起码

可以免除全民学外语的压 力。对于语言保护、语言保存的问题，关 键

是认识问题。应当充分认识到语言中 包含着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如

果轻易失 掉了这些语言，我们将失去大量的文化 宝藏。在这种情况

下，有识之士，也就是 文化人应当思考有关 语言的保护问题；而决

策层的 人物，把握着政策方向和资源 分配，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

一点。$$ 语言一旦丧失，就不可能 再找寻回求。一个民族富强了，

发展了，但语言失掉了，文化失 落了，实际上等于这个民族消 失了。

建立和谐的语言生活，首 先要对语言多样性有充分的认 识，要尊重

各民族的语言，要尊 重各种方言，包括尊重繁体字 等历史上的文字，

因为这些都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 应该做文化的守护者，使

中华 民族的文化继承下来，弘扬起 来。通过尊重、保存、保护中华

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 够真正达到对包括少数民族、 各种方



言使用者在内的群体的 尊重。目前我们国家通过外语 学习和推广普

通话，在解决沟 通方面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如 何进行民族语言和方

言的保 护，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对 此我们必须重视，必须进行

研 究，而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 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导致很多 语

言与方言的消失，给人类留 下了不可弥补的过失。$$ 建国以后，我

国对少数民 族语言和方言的政策，把握得 还是不错的。中国各民族、

各方 言和睦相处，在一定程度上 得益于好的语言政策。现在应 该

继续通过有意识地调整语言 政策，使我们的语言生活更和 谐，从而

促进各族各地区的人 民更好地和睦相处，也促进中 国与世界的和睦

相处。中国有 56个民族，有 120 来种语言，它 是世界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 分。$$ 我们保护了这些民族语言， 就等于保护了人类

众多的知识 和文化。同时，这些语言资源一 旦转化为语言资本，一

旦成为 国家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就将 构成我们立足于世界的一种软

实力。同时我们也希望把汉语 及其方言，把中国少数民族的 语言介

绍给世界，让世界更好 地了解中国。北京奥运会，上海 世博会，都

制定了让中国人更 多地学习外语、多和外国朋友 交流的计划，虽然

操作上有一 些难度，但心愿是好的，我们向 世界表示友好。同时，

世界也想 了解中国，包括了解中国的语 言、风俗和文化，我们也应

该把 中国语言这份大餐端到奥运 会、世博会这个大餐桌上，让外 国

朋友在参加奥运会、世博会 的时候也享受到这顿美味的文 化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