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政协报/2004年/04月/14日/

现代性的张扬与民族性的弱化

钱民辉

　　当你带着理论和各种假设走进少数民族社区时 ,实际的情况并不是你所预设的那样。但有一

条是不变的 ,那就是不同文化的接触总是相互影响并发生变化的 。

从理论上讲 ,民族教育的对象是少数民族成员 ,民族教育的功能是培养能通晓本民族历史 、文

化的和具有“不同文化接触”能力的 ,特别是具备普遍文化社会所要求的知识 、技能和心理品质 、道

德素质的民族成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民族教育强调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 。在我国 ,民族

性是少数的 ,但却是多样的 ,现代性是普遍的 ,但却是统一的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教育

中 ,也表现在社会 、文化等领域 ,而且常常以冲突的形式存在 。现实中的民族教育 ,其实就是民族地

区的现代性教育 。学校教育制度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 ,它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社会意识、现

代科学知识和素质的现代人。学校教育的功能是对不同文化群体进行整合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

要。现代社会不同于各个民族社区 ,也不是各个民族社区的总合 ,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社会 ,所

有的方面 ,包括教育以及人的发展都是可用数据统计的 。个体在学校教育的逐级而上 ,职业生涯的

流动都是通过标准化考试才能实现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 ,民族教育也不可能是少数民族教育 ,其实

已经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现代教育体系中 。说句实话 ,要使当今社会的多样性与现代社会的统一性

平衡起来 ,这对民族教育来说是个最大的挑战 。

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文化只能在一些民族节日或仪式上可以看到 ,就是在成人教育和

社区教育中 ,也更多的是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为主。很多人的民族意识也仅仅是民族身份而已 。

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和家长都希望通过这种学校教育向普遍文化社会流动 ,由于学校考试的标准并

没有把少数民族文化纳入进去 ,学生一般是不会主动选择一些与考试无关的课程的 ,因为这会影响

到他们对学校课程的学习和安排。我在访问了许多家长后发现 ,为了让孩子能更好地适应学校教

育 ,就是在家庭中也限制孩子讲本民族语 ,因为汉语(普通话)讲得好是学习成功的重要基础。为

此 ,我调查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小学和中学 ,凡是能讲三句以上本民族语的小学生在全体被调查

的小学生中仅占 3%,能知道点本民族起源和习俗的中学生在全体被调查的中学生中仅占 5%。面

对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 ,民族教育同样也受着“高考指挥棒”的指挥 ,同样也受着“劳动力市场规则”

的制约 。民族教育要选择少数民族文化 ,也只有体现在学校教育统一的课程和考试中。由于没有

这样做 ,在大多数少数民族社区已经出现了本民族文化的“断裂” ,而且在学校接受教育年限越长 ,

本民族文化遗忘或丢失得就越多。我们不禁要问:少数民族文化能保留下来吗 ?如果只作为“知识

考古学”的卷宗留下来 ,对这个民族意味着什么?

据有关文献统计 ,全国有 13个省 、自治区 21个民族的中小学生使用 29种文字进行教学 。双

语教育曾经是传承民族文化遗产、培养民族人才的主要手段 。那么 ,在今天 ,双语教育遇到了问题 ,

主要的问题有三:一是用本民族语学习汉语并不成功 ,举个例子 ,一位保安族的小学生在写作文时 ,

用保安族语的习惯写出来的汉语句子主谓宾的顺序不对;一位语文老师说:“在我们大西北 ,经常风

沙弥漫 ,让学生用我们的语言去理解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根本想像不出是什么样的景色 。用汉语

就不一样了 ,所以汉语学习应当提前到幼儿园 。”二是缺少双语教师和双语教材 ,其原因是复杂的 ,



主要是双语教育比单语教育花费高 ,而且经费总体不足 。教师无法定期外出培训 ,教材编写和出版

有经费困难 。三是实施双语教育 ,学校不按双语考试 ,社会招工也是汉语水平考试。在这种情况

下 ,民族教育采用双语教育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我们在甘青两省的一些少数民族社区作调查 ,选择

了几所学校 ,按学生成绩排名挑出了同一民族身份的优秀生和差等生各几位进行了访谈 。发现 ,优

秀生的汉语水平好 ,不太接受双语教育 ,在家里和学校都很少讲母语 ,有的几乎不会讲 ,没有或很少

有固定的本民族伙伴;差等生的汉语水平一般表达不好 ,但接受双语教育 ,他们经常讲本民族语 ,有

固定的本民族伙伴。这两组学生尽管学习成绩有差异 ,但他们的智商都差不多 。我心里清楚地知

道 ,这两组学生今后的去向是明显的。如果学校教育换个标准去考他们 ,也许会得出另一种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