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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如何认识各民族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 
 

戢广南2 

 

摘要：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存在思想障碍。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确立国家认同

的文化基础，要破除思想障碍，充分认识各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汉语”不仅

是汉族的语言，而且是中国各族人民通用的共同语言。学习掌握汉语，是中国各族人民学习现代

化知识最便利的方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的交融、民族共同性增加是文化和民族发展

普遍规律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认同；民族；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

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这是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国家统一、维护边疆民族地区

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也是推动少数民族进步发展的惠民之举，具有深远意义。 

 

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存在的思想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培养

和树立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这对我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边疆民族地区，影响国家认同、制约各民族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少数民

族群众（特别是新疆南疆群众）中普及度低的问题。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是中国国情的需要和形势的迫切要求，是历史的必然，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进步的必由

之路。 

边疆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举措，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实际工作

中，一些干部群众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思想困惑需要解决。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三股势力”出

于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攻击“新疆式双语教育”政策“侵犯人权”“同（汉）化”维吾尔族，

一些群众容易受到蛊惑；二是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感情，担心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会导致少数民族文化消亡；三是一些人在民族语言问题上还存在认识误区，片面地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看作只是汉族人的语言，似乎强调“汉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就是违背“各

民族语言平等”的法律原则。 

多年来，这些认识影响甚至误导了一些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了，但边疆民族地区相当多人口（特别是新疆南疆）仍然长期不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严重制

约了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发展进步。多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认

识模糊、方向不明，实践中左右摇摆。这些思想认识问题不从深层次解决，势必妨碍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推广。 

问题的焦点在于到底怎样看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怎样看待汉语的性质和功能？怎样看待

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这需要各民族干部群众正确认识语言文化发展历史规律，自觉站在维

                                                        
1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教育》2019年第 12 期。 
2 作者工作单位：新疆文史研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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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破除思想障碍，澄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只是汉族语言，

普及汉语不符合各民族语言平等政策”等模糊、错误认识，提高对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法律地

位的认识，坚定坚决、依法依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实践迫切需要我们对语言文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作出明确回答。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确立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语言统一是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构建国家的

基本要素，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基本载体和象征，是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治国安

邦的重器。民国时期报刊通过语言大讨论得出共识，“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如果

人们“各操土音”，必然“对面无言”“，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而如果“文话皆

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因而，“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多民

族、多语言的国家，选择一种社会功能广泛的语言作为通用语言，是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基

础，是各族人民共同建构“国族”和现代国家的历史必然。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全国主体人口的沟通交流工具，承载着丰富的信息和

中国主流文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财富，也是中国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是树立文化认同、坚定

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汉语是中国的法定通

用语言，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表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国家标准语言、官方正式语言，地位高于各地汉语方言，也高于各民

族语言，不能简单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看成“汉族的语言”。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全国人民

都要依法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族人民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增强中华认同的基本要求，是当代中国公民的义务和必备素质。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一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大量少数民

族群众没有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极大影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影响了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交

融，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主流文化的吸收和认同。因而，依据宪法、教育法、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等一系列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持续不断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各民

族共享中华文明，这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长

治久安的文化基础，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增强“五个认同”的治本之策，具有特别重大

的意义。 

 

破除思想障碍，充分认识各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学习、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要求，是中国公民的必备素质，是少数

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少数民族走向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要充分认识：“汉语”不仅是汉族的语言，而且是中国各族人民通用的共同语言。要全面认

识汉语的性质、地位。现代汉语不仅是汉族的语言，也是全国通用语言文字。对今天的“汉语”

简单地顾名思义、看作是单纯的“汉族的语言”，进而联想到汉族“同化”，这是一种十分偏狭

的理解。汉语言发展早，功能完备，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形成的。比如，西汉

统一边疆民族地区后，汉语成为西域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汉语在历史进程中，也融合吸收

了不少少数民族语言的因素，这符合语言发展规律。汉语历史上就成为中国通用语言，是各族人

民的自觉选择，不仅各朝代主要交流语言和文献由汉语承担，而且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

文学家都以汉文写作并得以流传。许多出身非汉族裔的皇帝、官吏的政论，也都是在后朝修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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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文形式记载下来的；元代农学家鲁明善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诗人萨都剌的诗作、耶律

楚材的政论和清代曹雪芹所着《红楼梦》等，都是用汉语创作的重要作品，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 

现在，汉语文已经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公共语言”。除汉族外，我国 55 个少数

民族中有两个民族（回族、满族）以汉语为母语，4 个民族（赫哲族、土家族、畲族、锡伯族）

的绝大多数民众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另一些少数民族（蒙古族、壮族、撒拉族、苗族、瑶族、

东乡族、土族、保安族、羌族、仫佬族、白族等）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通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

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并使用汉语，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作品用汉文发表。因此，

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功能最强大、应用最广泛的语言，

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的代表性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也成为联合国 6 种主要工作语言之一。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汉语强大的语言信息功能已经运用到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广泛领

域。世界各国有很多人在学习、使用汉语，形成了汉语热。 

要充分认识：学习掌握汉语，是中国各族人民学习现代化知识最便利的方式。汉字汉语是记

载、表述知识信息的工具，其记载和表述的并不都是“汉文化”。在少数民族教育中，有人把学

习用汉文编印、表述的学校教材和课程体系简单看作是学习汉文化，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现

在学校统编教材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虽

然是用汉语文在表述和讲授，但其基本内容是全世界通用的现代知识体系。 

现在的汉语言文字（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功能，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积累还是从国际化

现代知识含量来看，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现代知识传承体系之一，在中国国内乃至世界知识交流

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由于应用人口的规模，全国出版物 98%以

上是用汉语出版的，世界上科技、学术的前沿论文也是大量地迅速被翻译成汉语，给通过汉语学

习、掌握先进科学文化带来了最大便利。中国各民族学生用汉语学习这些知识，实际是通过汉语

学习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系，并非学习“汉族知识体系”。政府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对

少数民族汉化”，而是促进各民族现代化、推动少数民族进步发展。现实生活中，各族群众通过

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本领，提高素质，走出大山、走出封闭，脱贫致富，促进了

发展进步，深受各族人民欢迎。如果把这看作是汉族对少数民族“同化”和“汉化”，进而排斥

现代化进程，纯属无知和狭隘。 

要充分认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当今世界，

少数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多元共存中如何发展进步，是民族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997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指出：推广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

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这是贯彻主体性原则。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少数

民族语言，国家依法保障少数民族语言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尊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这是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际工具，而且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

情感的纽带，是国家宝贵的文化资源。党和国家根据宪法等法律规定，对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本民

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障，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

业给予了应有支持。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课程一直在边疆民族地区学校开设，

并不断提高质量，教育中既注重中华主流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教学，又重视少数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使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

生能够学好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现实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电子传媒等领域应用广泛，在民间语言交流中的使用更是普遍，少数民族的文化生

活丰富多彩。国家建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机构，负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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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研究管理。比如新疆，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研发出“博格达维哈柯文排版系统”、“锡伯文、

满文文字处理和轻印刷系统”、“边疆民族地区 2000”多文种图文排版系统、“维吾尔文及多

文种排版系统”等软件。多年来，各民族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学作品，

先后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和乌孜别

克等民族大量的民歌歌词、神话传说、民间笑话、民间故事、寓言、谚语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

遗产，推动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别有用心地打着所谓“濒危语言”的幌子煽动民族情绪，是文

化分裂主义的惯用伎俩，各民族都要辨清是非。 

要充分认识：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

的传承、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教育实现的，在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

固守使用单一的民族语言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自身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振兴。学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是吸收更多科学知识，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素质，繁荣发展文化的最直接途径。边疆民族

地区地处丝绸之路腹地，少数民族历史上就有学习、使用汉语文的传统。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诗

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是当时边疆民族地区民汉语言并用、文化繁荣景象的

写照。在维吾尔族文化发展史上，凡是多语并用、交流频繁的时期，也是文化勃兴、焕发光彩的

时期。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高昌的不少回鹘人会读写汉文。近代考古也发现，高昌回鹘时

期大量宗教文书和典籍是用回鹘文、汉文等十多种文字刻印的。在元代，大批畏兀儿人移居内地

生活，普遍学习使用汉语，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

助推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出现了一个高峰。我国现存的正史——二十五史中的《辽史》《金史》

《宋史》三部巨着的编撰工作，就是由一批汉文字修养很高的非汉族史学家共同完成的。他们都

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近现代以来，不少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

语），大量吸收内地文化，创作了大量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活。维吾尔族

历史上的名曲《十二木卡姆》通过汉语介绍、整理，更加科学，愈发放出璀璨光芒。新的历史时

期，各民族学习、运用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必然能开阔眼界、丰富思维，提高文化素质，在

更广阔的文化天地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充分认识：文化的交融、民族共同性增加是文化和民族发展普遍规律。从世界语言和民族

发展规律看，语言总是在多种语言交流中互动发展的，文化也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变迁的。

优秀的、适合的保存下来，一些不合时宜的减少了甚至淘汰了；一些语言、文化为多个民族共享，

共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差异的民族语言会越来越少，即在未来社

会里，民族归于融合，语言趋于统一。这是文化、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历史的进步，符合各

民族的根本利益。当然，这毕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们都热爱本民族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

有母语情结，并关切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感情是完全正常的，应该予以充

分尊重。政府本着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予以应有和适当的保护、支

持。文化交融、民族间共同性增加，这种自然的融合符合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符合文化发展和民

族发展规律，是历史的进步。各民族文化都是发展变迁和与时俱进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

化在竞争中发展，在交融中变化，这是文化发展规律。少数人以所谓纯而又纯的心理看待文化，

实际是狭隘封闭、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落后表现，违背历史规律，必定会被时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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