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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体现中华民族认同1
 

 

邓立光（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中华民族悠远庞大的知识体系 

  方块字在距今 6000 年以前就已经产生，到了 4000 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已基本定型，

而且发展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及至秦代，完成了字形的统一。汉字是单字单音，由此形成单字单

音的语文体系。我国各地方言很多，虽然如此，语文结构仍是单字单音，只是声母韵母有些差异，

这就是全国语文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载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内涵。以清代康熙皇帝整理《四库全书》为

例，分经、史、子、集，共 44 类，3503 种，内里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鉴略、制度、地理、

天文、哲学、宗教、科学、医学、技术、体育、文学、艺术等共 79337 卷，36304 册，就是用当

时的通用文字写成的。这让我们不能不从认识一种人类文明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它。正如不懂英语，

就很难进入现代西方庞大的知识体系；不懂德语，很难进入启蒙运动以后的欧陆哲学与法学的领

域。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承载的知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几乎就与人类这个庞大悠久的文明体系无缘。这是历史事实。 

二、中华文化“理一分殊”，无强迫同化的传统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崇尚符合人性并不断涵养人性向善的伦理体系。如儒家的孔孟之道，其理

想就是追求平实的人类善良本性的共同向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君礼臣忠，用理

性来安顿人类的竞争，用礼乐来陶冶性情的文明。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追求吗？难道先哲

孔子只是汉人的吗？不，他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纵然民俗不同、服装不同、口音不同，然而都会有一个如斯向上

升华的向度。在统一的文化精神之中，保持着各民族特有的表达方式与侧重点，在文化精神上是

共同性，在表现形式上是多元性，这就是宋明理学中所说的“理一分殊”。 

  中国人很早就从哲学上体会到“理一分殊”“多元一体”的道理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入

中国则中国之”，从来都是“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既是政治

                                                        
1 人民政协网http://finance.sina.com.cn/jjxw/2020-09-21/doc-iivhuipp5473763.shtml（202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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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也是文化融合。大家自愿融入中华文化，这是数千年来各少数民族汇聚成中华民族的特征。

汉唐时代，在其境内生活的外族安居乐业，慢慢主动融入了文化主体之中。宋代商业贸易大盛，

生活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入乡随俗，主动融入，中国也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华文化如海绵般吸

收其他文化的优点而不失去自己，正是海纳百川，汇为江海。 

三、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主动融入中华文化 

  在中华民族有史可载的几千年里，不断有强大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握中央政权。无论是汉族还

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认同自己是中华正统。石勒、苻坚等自称“中国皇帝”。南北朝时

期北魏孝文帝改革，换服易姓，以通用语代替鲜卑语，还追尊孔子为“文圣尼父”。这些都是当

时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措施。北魏其后分裂为东西魏，西魏权臣宇文泰还重用汉人苏绰、卢辩等依

据《周礼》制定新官制。 

  通用语文包含的广博知识体系、中华文化的“理一分殊”，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少数民族统

治者在武力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文化上依然主动积极融入中华文化。韩愈

《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是

后天培养起来的，无论哪个民族，接受中华文化，都可成为中国之人。 

  蒙古族曾在中原建立元朝，当时以蒙古无可匹敌的力量，在其管治下的国土，大可一律遵行

蒙古原来的制度及文化。但回看历史，元朝虽然把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

在文化教育上却因循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所考的竟然是中原传统经典，要读四书五经，要用通

用语书写。事实上，在元朝成立以前，元太宗窝阔台就听从了契丹族儒生耶律楚材的意见，开科

取士。元仁宗时正式推行科举。元武宗海山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对孔子的尊崇甚至超

越了唐、宋两代。元武宗海山则说，“仰惟祖宗应天抚运，肇启疆宇，华夏一统。” 

  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制度，恰恰反映了博大的胸襟和长

远的眼光。他们知道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理性、知性和包容，融入其中恰恰可以壮大自己。比如

在政治权力的继承上，是打斗得天下好呢，还是顺位继承好？选拔精英是看家族门第好呢，还是

公开考试好？这都是客观真理，关系到少数民族自身的繁衍与发展。这正是少数民族先祖们的伟

大之处。 

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性工作 

  清代沿用明朝政制，即采用开国重臣汉人范文程的建议，开科取士。教育方式和读本对文化

传承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元或清，统治者都要求用中华传统的、通行的教育方式和读本。清朝统

治中国 268年，完全认同中华文化。康熙时期除了编纂《四库全书》，还整理了一部《康熙字典》，

对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著贡献。 

  清代蒙古族和满族统治者努力学习、融入中华文化体系，除了文化本身的理由还有政治理由，

就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过往常有一个说法，认为满族开科取士是为了笼络汉人，这是一种

狭隘的分析。在大一统的国度里，统治者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考虑。国家的完整、和谐与团结是

最高国家利益，也是最高人民利益。何种语言文字有利于国家的完整、和谐与团结，统治者便用

该种语言文字。这是一种公心，为政以公，是对自我的超越，上升到国家大一统的纬度。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须有共同沟通的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

语，是中华民族的第一语言，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公民身份的“母语”。试观美国，要在美国生

活发展，必须懂英语，要留学美国必须经过托福考试，英语过关才能去，这和多元文化保护是两

个层面的问题，且并不矛盾。今天，国家倡导各民族公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民族更

全面广泛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共享国家强大带来的繁荣和乐。 

五、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责任 

  国家教育适用于全国 56个民族。古代教育不普及，只有少数人有条件读书考科举，今天普

及教育，所有学生都能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也是作为中华民族成员须尽的义务。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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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景是，每一个国民尽他的义务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中华民族政通人和；各民族也学

好本民族的基本历史文化及语言，传承传统文化。前者是国家的责任和个人的义务，后者主要尊

重个人的意愿和自我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正是根据这样一种理想图景制定，很早就把中华文化“理一分殊”“一

体多元”的道理实践到治理上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等既规定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

的普通话，也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

俗习惯的自由。多年来，国家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人力，致力提升各族人民的生活，在政治上、

教育上、工作机会上都给予特别帮扶，未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根据儿童教育心理学，孩童学习语文的年纪越早越容易掌握所学的语言文字，并且越早越能

掌握多种语言文字。教育实践证明，在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同时学国家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并

不减低学习效果，都有“母语”的学习效果。相反，儿童 9岁以后，语言学习能力会逐渐趋于一

般，新学的语言都可能变成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若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中华民族之内决不可

以被视为第二语，它必须是公民的母语。因此应该从幼儿园、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起，最好能达成

“学前学好普通话”，建立起扎实的语言感觉，使孩子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受益终生；同时也建

立起扎实的心理认同，在孩子幼小的心中即牢牢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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