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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族群的现代化
马 戎

ｔ

摘要 ： 对 于进入工业化 时代的现代 国 家 而 言 ，
国 内地 区 间在行政体制 、 经济制度 、

文化模式等 方

面进行整合是历 史的 必然 ，
需要建立 学校接受工业文 明 知识体 系

，
也 需要推行 国 内通 用 语 。 由 于

中 国 各族之间 的语言文化及经济发展基础 的差 异 ，

现代 学校体 系 的发展呈现地 区
“

梯度
”

现象 。

同 时 ，
少数族群人口 规模 制约 了 其母语 出 版物的 发展

，

汉语成 为 中 华民族各族 学 习现代知识 的主

要工具。 １ ９４９ 年后 ，

一些 民族 自 治地 方 实行
“

民语学校
”

和
“

汉语 学校
”

双轨制 。 由 于
“

民语学

校
”

毕业生就业 困 难 ，
少数族群劳动 力很难进入

“

非农
”

行 业就业 ，
２０ ００ 年后新疆等地 少数族群

劳 动 力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 为 了 改变这一现状 ，
加强 汉语学 习 和双语教育 已成为 中 国 少数族群融

入现代化进程的桥梁
，
这是国 家教育政策调整所 需研究的 重要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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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体 系 国 家通用 语 双语教育

今天的世界正从工业化过渡到全球化 。 在这一进程中 ， 哪怕是在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 ，
从历

史上继承延续 的传统社会组织 、 经济体系 、
知识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被逐步打破 。

“

资产阶级… …把

所有封建的 、
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

……把一切 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人文明 的漩涡里

了… …它按照 自 己的形象 ，
为 自 己创造出 一个世界

”

（ 马克思和恩格斯
，

１ ８４８ ：４７０ ） 。 地球上 已

没有任何空间让某个群体能够安享
“

闭关 自 守
”

的
“

世外桃源
”

。 不仅各国之间 的政治交往 、 商业

贸易 、 人 口流动 、
司法纠纷需要尊重国际法规 ， 各国生产的各类产品 如要出 口 必须参照国际社会通

用标准 ，
甚至在 国内销售的食品 、 服装 、 电器等也需要参照国际标准 ， 否则会对在本国居住 、 旅行

的外国人造成困扰 。

同时 ， 为了适应现代 国际秩序 ， 为了维护国家统
一

、 提高内部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 ， 各国政府

必然推动 国内各地区在行政体制 、 经济制度甚至文化模式等方面完成相应的整合 ， 从传统的
“

多元

化
”

形态逐步 向
“
一体化

”

过渡 。 各国 内部的这一社会整合是完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

发展进程 。 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 地区封闭的打破 ， 各族交往交流的增多 ， 会极大地促进族际交融 ，

这是历史趋势 。 尽管各群体的社会传统之间存在差异 ， 在整合过程中各 自主动性的程度不同 ， 群体

互动 中的竞争态势不同 ， 但是 ， 国 内大大小小的地方性群体不可避免地将被纳人全国性经济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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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共同的政治话语 ， 遵循相 同的市场规则 。中 国是
一

个有几千年历史 的文明古 国 ， 鸦

在文化领域 ， 各地区将保持
一

定程度 的地方和片战争前早 已发展出 由私塾 、
书 院 、 官学 、

科

族群特色 ， 但是全 国通用 的工具语言 、 相似的举制度等构成的一个完整教育体系 和考试制度 。

文化事业管理体制 、 相通的文化和娱乐业市场与此同时 ，
居住在今天中 国境内 的边疆群体也

等也使
一

个多族群 国家 内部 的文化模式在
“

多建立了各 自 的地方政权和教育体系 ， 并与中原

元
”

传统之上出现
“
一体

”

的结构性特征 。 同时 ，保持了 密切的交往交流和相互学习 。 为了促进

只有全体国民 中真正建立起
一个国家层面的整边疆群体与 中原之 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 ， 中原

体性文化认同 ，

一个现代 民族国家的
“

民族构建
”

王朝吸收边疆部落青年或接受
“

外藩
”

派遣人

（ Ｎａ ｔ ｉ ｏｎ
－Ｂｕ ｉ ｌｄ ｉ ｎ

ｇ
） 进程才算取得成功 ， 全体国员来内地学习 ， 专设以讲不同语 目 异族人员为

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才有牢固 的情感基础 。对象的语言教习机构 ， 如唐太宗在长安设立的

“

国子监总设七学馆（ 国学 、太学 、广文 、 四门 、
律 、

一

、 中国的现代化必舰工业文明的现
书 、 算 ） 、 各置博士 … …增收 中 外生 员 多至

代教育为基础八千余人
”

（ 范文澜 ，

１ ９ ６５
：
７６２） 。 中 原与

最早开启工业革命并持续引 领世界经济 、

边疆之间 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 。

“

科举制就是

贸易 、 科技发展的欧美各 国 ， 在工业化进程 中
？

个推动不同族群融合的有效政策之
一

。 通过

发展 出了一套政治话语 、 经济组织 、 知识体系 基于共 同文本的科举取士 ，
不同族群的人有 了

和技术标准 ， 与之相应的教育制度在知识创新 共享的文化与语言
”

（ 白彤东 ’２０ １ ６
：８ ２ ） 。

与传播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 与之相比 ，
亚非拉 正是这样一个既共享 文化基础 又各具特色的

各国传统知识体系和传统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
“

多元一体
”

的教育体系 ， 推动着中 国各族群

才
，
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 贸易中都无法与之

之间的交往 、 交流 、 交融 ’

一代又一代地继承

竞争 ， 所 以
“

变法
”“

改制
”

成为这些国家和延续了 中华文明 。 中国 的科举制度 为内 地的

救亡图存的必然出路 。 进人 ２
１ 世纪 ， 各国在政

下层人士和边疆精英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定的

治 、 经济 、
文化 、 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与竞爭 ，

＆会并有力地推动了 国家内部 的文化整合 ， 被

实际上是人才和教育 的竞争 。 因此
， 提供现代 启蒙时代的

一些欧洲思想家 （ 如伏尔泰 ） 认为

知识体系 （ 中小学的语文 、 数学 、
自然等课程 ，

是坚持世袭等级制度 的欧洲社会应当效仿的榜

中学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 、
历史等课程 ，

大学＃ 。

中的各专业课程 ） 的学校教育受到各 国麵Ｗ將中华文明 丰富灿烂 ，
但是毕竟没有从

高度重视 ，
义务教育的涵盖面不断扩大 ， 层级 中 国传统知识和教育体系 中发展出来

一

个工业

不断提高 ， 发展优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 建 化和现代科学系统 。 鸦片战争后 ， 中 国人开始

设有创新能力 的人才 队伍成为各国政府推进本 领略 了工业文 明的利害 。 丨 ９〇 ５ 年
，
清朝最终Ｔ

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战略举措 。决心
“

废科举 、 兴新学
”

，
引进 国外教材＇

① 据顾颉 刚 先生介绍 ，
１ ９０５ 年后 中 国 新办 小学 的教材 引 自 日 本 （ 顾 颉刚

，
１ ９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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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效欧美工业 国家教育体系建立 中国 的现代学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如云 、 贵 、 桂 、 甘 、 宁等省 （ 自

校体系 Ｄ 这些新建的学校不仅全面接受了西方治区 ） ， 自元朝之后就开始推行中原地区的儒

国家理工科的数学 、 物理 、 化学 、 生物 、 建筑 、学教育和科举制度 ， 推动当地族群逐步接受 中

机械以及 医科 、 农科 、 军事等学科体系和教育原地区的语言与文化 ， 许多少数族群精英讲汉

程序 ， 而且接受文学 、 哲学 、 考古 、
历史 、 经语 、 读经书 、 参加科举并加人国家行政管理体

济学 、 法学 、 政治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 、 新闻系 。 在新疆 、 蒙古 、 藏区等地

，
清政府实施与

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教育程序 。 夕卜中原地区不 同的
“

多元化
”

行政体制 。 清朝晚

国教会 、
基金会在 中国创建现代教育体系 的这期在西藏推行

“

新政
”

并开始兴办学校 ，
１ ９３８

一

过程 中也扮演了重要角 色 。 这些现代学校首年 民 国政府在拉萨开办 了第
一

所小学 （ 多杰才

先在经济发达 、人 口稠密的中 国沿海都市建立 ，
旦

，

１ ９９ １
：５７） 。 光绪年间新疆开始建立学校 ，

逐步推广到乡 镇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 这些１ ９ １ ９ 年新疆有各类学校 １ ４ １ 所
，
但是教材多

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发展 ， 不仅为 中 国在 民国时为 四书五经类
，
私立学校则 主要是讲授 《古兰

期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 了人才基础 ，经 》 的经文学校 （ 白振声 、 锂渊信
一

，
１ ９９ ２

：

也为坚持 １ ４ 年的抗 日 战争提供了各领域急需的 １ １ ５） 。 学校教育起步时间有早有晚 ， 普及速度

人才队伍 。有快有慢 ， 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 的现代教育发

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 要想改变历史上遗 留下

一、 我国不同地区在现代教 育发展方？
細在现代教育领域的地区差异 ， 需要

一

个长
＾＾期不懈努力的过程 。

这些现代学校建立的 时间 、
规＿ 、

层级和
三、 语言差异对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教育质量 ， 在我国 ９６０ 万平方公里国 土上推进

的速度是不
一

样的 ， 形成 了我国 不同地区在现在新疆 、 西藏区等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 ，

代教育发展水平的
“

梯度
”

差异 。 而学校教育民族语言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工具性语言 ，

发展 的
“

梯度
”

区域 ， 与各地区在现代产业发语言文字差异是导致我国西部现代学校教育发

展起始时间 、 速度 和水平方面呈现的
“

梯度
”

展与东中部地区 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 直

现象之间 ， 存在着直接和密切 的相互关联 。 现至今 日
， 南疆地 区和广大藏 区基层社会的通用

代学校培养了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 这语言仍是当地族群的母语 （ 维吾尔语和藏语 ）
，

些人才的就业推动当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 因因此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在西部地区推行

此
， 分析各地区学校学生的人数 （ 规模 、 比例 ）和发展汉语文学习 和双语教育就成为在这些地

和学业 的层级 （ 小学 、 初中 、 高中及 以上 ） 以区推动全国性文化整合的必然措施 。 这为 中国

及他们 的就业 、 发展状况 ， 有助于我们 了解该各族之间加强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 日 常生活

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中的交往 、 交流 、 交融提供了必要的语言工具 。

今天 中国各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方面出现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
一

样 ， 推广
“

国家通用语

的
“

梯度
”

差异有其历史根源 。 在部分少数 民教育
”

是中华 民族
“

民族构建
”

进程中 的历史

１ １ ２ ／ 社会政策研究 ／２０ １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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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 是在 国家层 面建立
“

文化认同
”

的反思与调整 。

社会基 石出 Ｃ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的
“

拨乱反正
， ，

过程中 ，

丨叫

：

各种文卞出版物能够向 读者提供的

针对 文化大革命咖 的
－些

“

左
”

雜法 ，

政府强 调１ 加 强少数 民族母 ｉ吾教育 ， 如ｆｆｉ藏 自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需要保

治 区要求藏族学生必须在藏语班学习 ， 对民 护和继承 ， 这
一点毋庸置疑。 少数民族学生在学

汉合校合班的办学方法进行调整 ， 推动 民汉 校学习母语 ， 这是 《 宪法 》 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力 。

分校分班＇对通过母语学习 的少数 民族学生 与此同时 ， 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和发展

实行高考加分制度等优惠政策 。 这些做法起到 前景时 ，
还有

一

个方面也需要加以关注 ， 那就是

了加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的 目的 ， 但是民汉分 在现实社会中 ，
不同文字出版物向掌握该文字读

校分班的做法客观上构建了 民族之间 的文化隔 者所提供的知识体系的规模与质量之间存在明显

阂
？

， 不利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建立对各族共享 的差异
，
而且这一差异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完成学

“

中华文化
”

的文化 ｉ人同 。 假如当年不是采取 校教育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密切相关 。

强制性行政命令的方法 ，
而是允许学生或家长中 国 正式 出版物约 ９ ７％ 是汉 文 出版物 。

自愿 申报不同类型学校 （ 汉语授课的普通学校 、

２０ １ ０ 年 全国 出版 图 书 ３２８３９７ 种
，
其中 少数民

民语授课的少数民族学校 、 兼用汉语和民语授 族文字图书 ９４２９ 种 ， 仅 占 ２ ． ８７％（ 国家统计局 ，

课的双语学校 ） ， 同 时在汉语授课的普通学校２０ １ １
：９０２ ） 。 汉 、 满 、 回等通用汉语的人 口规

加授民语课程 ， 这样的思路可能更加有利于各 模超过 １ ２亿
？

。 现代知识体系 源 自西方国 家 ，

族学生之间学习 了解彼此的语言与文化传统 ， 许多领域的经典文献和知识创新成果多在西方

更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 。 ２〇 １ ４ 年
国家出版 ， 因此 ’ 翻译工作的规模和速度对于

第 四次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

要积极推中国人学习并赶超先进工业国家十分重要 。 自

进民汉合校 、
混合编班

， 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２０世纪起 ， 中国开始翻译国外各学科经典文献 ，

和条件
”

。 这
一

新思路可以说是对当年做法的庞大的汉族文化科技队伍是翻译 国外文献的重

① １ ９８４ 年 《 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 》 要求
“

教学要以藏语文 为主 ，

小学全部 用 藏语文 ， 中 学 可

以增设汉语课 ，

现在没有这样 办的 ，

必须积极设法改过 来
”

（ 多 杰 才旦
，

１９９ １
：
１ ４４

） 。 １ ９８８ 年 西

藏 自 治 区颁布的 《 西藏 自 治 区 关于 学 习 、 使用 和发展藏语文的 若干规定 （ 试行 ） 的 实施细 则 》 明 确

规定
，

“

从 １ ９８７ 年秋季招收的 小学一年级开始 ，
藏 、

汉族学生分开编班 ， 分别制 定教学计划
”

（ 马

戎 ，
１ ９９６

：３８５ ） 。

② 列 宁 曾 明 确提 出 ：

“

铲除民族之间 的种种 隔膜 ， 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 同 的学校里打成一 片
”

（ 列 宁 ，
１９ １ ３

：３０４ ） 。

③ 据语 言 学 家统计 ，
汉语是 当 今全世界应 用人 口 最 多 的语言 （

１ １ ．９７ 亿人
，
占世界人 口 的

１ ５ ． ２２％
） ，

西 班 牙语是应 用 人口 第 二大 的语 言 Ｕ．８８％ ） ，
英语是 第 三 大语 言 Ｕ． ６８％ ），ｈ ｔ ｔｐ ： ／／

ｂａｉｋｅ ． ｓ ｏ ．ｃｏｍ ／ ｄｏｃ／６５８７７５８
－

６８０ １ ５３２ ．ｈ ｔｍｉ 。 这是根据母语人口计算的 ， 在 日 常 阅读 中 包括英文 出版物

的人数应 高于这一比例 。

２０ １ ７ ． １／ 社会政策研究 ／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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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量 ， 上亿的汉文阅读人群则是支持这
一

翻即使维族吾尔学生熟练掌握了维吾尔文 ， 他们

译出版事业的经济基础 。从阅读现有的维吾尔文出 版物所能获得知识的

２０ １ ０ 年 ， 中国 ６ 岁 以上人 口 受教育水平在量与质 （ 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大专及以上
”

的有 １ １ ８３７４ ８９７人
， 其中汉族 、与汉文出版物是无法相比的 。

回族 、 满族人 口 总计 １ ． １ ３ 亿
，
占总数的 ９５ ．６％少数 民族出版物之所以到 ２ １ 世纪仍然 只

（ 国务院人 口普查办公室 ，
２０ １ ２

：２５９－２６ １
） 。有 如此规模 ， 与人 口规模密切相关 。 ２０ １ ０ 年

正是这样
一

个规模庞大的汉文版购书群体使人蒙古族 ６ 岁 以上人 口受教育水平在
“

大专及 以

类社会主要文明 的经典作品均 出版了汉译本 ，上
”

有 ７ ８ ．２ 万人 ， 维吾尔族有 ５６ ．６ 万人 ， 藏族

国外最新出版的重要书籍文章在几年 内即有汉有 ３０ ．９ 万人 ， 朝鲜族有 ２８ ．２ 万人 ， 哈萨克族有

译本 ，
这使许多欧洲 国家的学者十分羡慕 。 因１ １ ．５万人 。 如果一本翻译的学术著作能够在

“

大

此 ，
无论从中 国传统文献积累还是从 国际化现专及 以上

”

人群中 吸引万分之一的读者 ， 这本

代知识含量和应用人 口 规模来看 ， 今天的汉语书的汉文版可售 出 １ ． １ ３ 万册 ， 而维文版仅能售

文 （ 中 国 国家通用语 ） 已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出 ５７ 册 。 即使政府出资补助 ，
这几种少数民族

系的重要新载体 ， 是联合国 ６种工作语言之一
？

，文字出版物 的翻译和出版规模也必然有限 ，
而

在 中国 国 内 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 中发挥且
，
许多 国外前沿科技创新著作要找到专业水

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 。 对于享有学习汉语便平合格的少数 民族文字译者也十分困难 。 ２００５

利条件的 中国各少数族群而言 ， 与许多周边国年笔者在喀什第二中学调查双语教育时 ， 维族

家民众的语言学习 环境相 比 ， 这是
一

个巨大的学生告诉我 ， 即使要想学好 中学数学 ，
也需要

优势 。阅读汉文教学参考书 。 这反映出两种文字教科

相 比之下 ， 我国几种主要少数 民族文字出书和辅助读物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的差别 。 从

版物数量小 、
种类少 ， 只能为读者提供有限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发展历史看 ， 语言之间的竞争

现代知识。 以新疆大学 图书馆藏书 的维吾尔文存在
“

马太效应
”

， 随着全世界知识创新速度

图书为例 ，
理科基础学科的

“

数学
”

类 图书仅越来越快 ， 维文出版物与汉文出版物之间在知

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汉文藏书
“

数学
”

类的 １ ．０５％
，识含量方面 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 而不可能缩

“

物理学
”

类为 ０
．６ ８％

，
“

化学
”

类为 １ ．０３％
，小 。 同 时 ， 随着新疆与内地在经济活动和劳动

“

地理学
”

类为 ０ ． ８２％ ，
“

普通生物学
”

类为 １％
；力市场方面的进

一

步整合 ， 对劳动力素质和现

文科中 的
“

财政金融
”

类 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代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 ， 维文教材和出版物提

书馆 同类汉文藏书种类 的 ０ ． １ ４％
，

“

法律
”

类供知识的局限性必将进
一

步凸显 。

为 ０． ９ １％
，

“

史学理论
”

类为 ０ ．２ ６％
，

“

社会学
”

境外的哈萨克斯坦可 以作为语言工具性考

类为 ０ ．８６％（ 马戎 ，

２０ １ ２
：２８ １） 。 由此可见 ，量的

一

个例子 。 由于俄语在 中亚各 国 、 俄哈交

① 其他 ５ 种语言是英语 、 法语 、 俄语、 阿拉伯语 、 西班牙语。

１ １ ４ ／社会政策研究 ／２０ １ ７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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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的传统优势 ，
１ ９９ １ 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 ，２０ 类是

“

国际组织
”

， 由于在这一项中就业的

大学许多专业仍继续使用俄文教材 。 纳 巴全 国总人数仅为 ６５８０ 人
， 所以表 １ 将此类略去 。

耶夫总统指 出 ：

“

不应限制使用俄语 ， 哈萨克从其余 １ ９ 类具体行业 内容来看 ， 能够阅读少数

人普遍掌握俄语 ， 为本民族提供了接触现代化民族文字出版物并掌握相关知识可能在新疆地

信息的机会
”？

。 表明这位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区 ５ 个行业的就业竞争 中具有
一

定空间 ： 第一

没有被盲 目 的民族主义情感所蒙蔽 ，
而是清醒个是

“

教育
”

，
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工作对象的

地看到哈萨克文出版物在传播现代化知识与创教师队伍可吸纳大量少数 民族人才 ， 特别是南

新信息方面的局限性。疆中小学校 ； 第二个是
“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新疆文化事业的服务对象中 ， 母语不是汉语的

五 、 现代学校教育必须考虑就业市腦
少数民族人 Ｐ 超过ｆｆ疆总人 口 的

－

半 ； 第三个

专业Ａ才需求是
“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

， 其

有人说 ，
即使少数民族学生在现代知识体 中

“

科学研究
”

应当包括少数民族文学 、 历史 、

系 （ 理科 、
工科

、 文科 、 医科等 ） 方面的学习哲学 、 宗教 、 地理 ＇ 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 相

成绩不理想 ，
但是如果他们把母语文学好 ， 仍 关领域可吸收

一

定数量少数民族语文人才 ， 但

然是今 日 社会所需要 的人才 。 从理论上讲 ， 这 这
一

行业类别 中 的
“

技术 服务 、
地质勘查业

”

自然是对的 。 但是 ， 我们必须面对现今就业市仍然需要以汉文为载体的现代知识 ； 第 四个和

场上对不 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结构 ， 换言之 ， 我 第五个分别是
“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和
“

居

们需要清楚地了解 ， 今天 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

， 在这两个行业中 ， 对

对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需求规模究竟有多大 。于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工作的就业人员而言 ， 少

表 １ 介绍 了２０ １ ０ 年我国汉族 、 维吾尔族 、

数民族语言是重要的交流工具和工作文字 。

藏族这 ３个群体就业人 口的行业分布规模和结在全国范 围 内 ，

２０ １ ０ 年上述 ５个行业就业

构 。 我 国人 口普查把行业分为 ２０ 个类别 ， 第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 ７ ．５７３％
， 在汉族中

表 １２０ １ ０ 年中 国就业人 口的行业分布

劳动力合计 农林牧渔业
｜

采矿业
｜

制造业
｜

电力 、 燃气及水的
｜

建筑业

（ 人数 ）

９７切刀 口ｍ；（ ％ ）（ ％ ）（ ％ ）生产和供应业 （
％ ）（ ％ ）

全国７ １ ７５７ １ ４９１ ００ ．０００４ ８． ２９ １ １ ． １ ２８１ ６ ．８ ３２０ ．６９ １５ ．４６７

汉６５６２４２ １ ５１ ００ ．０００４６ ．４２ ２ １
．
１ ６２１ ７ ．６５６０ ．７ １ ３５ ．７２５

维５４８ ２９４１００ ．０００８２ ． ５８８０ ．３ ３０２ ．２６ １０ ．２２２１ ． １ ２７

藏３２３０３４１００ ．０００ ８２ ． ２２ ５０ ． １ ９２１ ．２５２０．２７９１ ．５２７

① 《参考 消 息 》 １ ９９７ 年 １ ２ 月 １ ５ 曰 。

２ ０ １ ７ ．１ ／社会政策研究 ／ １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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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通运输 、 信息传输 、 计 讲劳 隹 仕窗知葱 全副 ！
、

｜ ｜

／租赁和商

仓储和邮政 算机服务和 房地产业 （ ％ ） 务服务业

全国３ ．５４７０ ．６ １ ３９ ． ２８５２ ．７３ １０ ． ８ １ ００ ．６７ １０ ．６８ ５

汉３ ．６７４０ ．６３７９ ．６９５２ ．７８４０ ． ８４４０ ．７０７０ ．７ １ ５

维 １ ．５７４０ ． １ ６４３ ．３ ３９０ ．８５３０ ． １９４０ ． １ ２５０ ．３７ １

藏１ ． １ ５９０ ． １ ７６２ ．３ １ ４１ ．３ １ ２０． ２５ ９０．０６００ ． １ ３ ２

５５￡５“ 水利 、 环境和 居民服务和卫生 、 社会
＿ 公共管理

公共设施管理 其他服务业 教育 （ ％ ） 保障和社会
化

：”
彿

和社会组

业 （ ％ ）｛ ％ ）福利业 （ ％ ）＾ （ ％ ）

织 （
％ ）

全国０ ． ３２００ ． ３７ ３１ ．９３９２ ．３０２１ ． １ ６２０．４５ ３２ ．５５９

汉０ ． ３２００ ．３８５２ ．０ １ ５２ ．３ １ ７１ ． １ ８８０．４６５２ ．５６０

维０ ．３３５０ ．２６９０ ．６９４２ ．３ ３９０ ．８３ ３０． ２ １２２ ．４０７

藏０ ．０９８０ ． １ ９７０． ３ ８０１ ．７ １９０ ．７０８０． ３５ ３５ ．６６３

数据来源 ：
本表劳动 力人数依据人口普查的 长表 （ １ ０％ ） 数据 。

占 ７．６７７％ ， 在维吾尔族 中 占 ６ ．３２８％ （ 总 数约阅读能力 ， 从而掌握本行业必要的知识与信息 。

３ １ ．５ 万人 ）

？
。 这 ５ 个行业就业人员在本族劳动这

一

差别完全是 由汉文 、 维文出版物所含现代

力中所 占比例 ，
汉族与维吾尔族在 ３ 个行业 （教知识的质与量所限定的 ， 是就业市场上客观存

育 ，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 公共在的需求规则 。

管理和社会组织 ）相差不多 ， 但是维吾尔族在
“

居在其余 １ ４ 个行业中 ， 当工作伙伴或工作对

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

、

“

文化 、 体育和娱乐象是新疆当地少数民族时 ，
民族语言 自 然是有

业
”

这两个行业所占 比例不到汉族的
一

半 。 由用的 口头交流工具 ， 但是维吾尔文 出版物提供

于汉族在这 ５ 个行业的就业人员 在全体劳动力的知识与这些行业工作 内容之间 的联系相对而

中的 比例也仅为 ７ ．７％
， 所以维吾尔族 ６．３％ 的 比言并不那么直接和重要 。 以

“

卫生
”

行业为例 ，

例也属正常 。 上述比例数字告诉我们 ，
在全体面对维吾尔族患者

，
医生如果能够用维吾尔语

维吾尔族劳动力 中 ，
只有不到 ７％ 的人有可能在交流 ， 无疑有很大帮助 ，

但是除了
“

维吾尔医学
”

这 ５个行业的就业竞争 中展现 自 己维语交流和专业的学生外 ， 大多数医生学习的专业医科教

通过维文出版物获知识的能力 ， 其他约 ９３％ 的材和参考书主要是汉文书籍
？

，
高层次医生还

就业机会均要求就业人员掌握
一定程度的汉文需要参考英文资料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 ，

① 普查公布的
“

行业
”

、

“

职业
”

等数据依据的是调查长表 （ １ ０％ 样本 ） 的信息 ， 所以真 实

数字 需要估算 。

② 在新疆大学 图 书馆藏书 中 ，

“

普通 医 学
”

和
“

临床医 学
”

类 的 维吾 尔 文 图 书 分别 是北京大

学这两个类别 汉文 图 书 的 ３ ． １６％ 和 １ １ ．９％ 。

１ １ ６ ／社会政策研究 ／２０ １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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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１４ 个行业就业的大多数劳动者仍然需要通科技知识 、 设备操作 、 市场供销信息等 ， 最便

过汉语进行工作交流和业务操作 。 从我们在南利 的渠道是汉文出版物和汉文网站 ， 农业产品

疆一些民族中学进行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 ， 维的销售范围也必然扩展到全国甚至走出 国 门 ，

吾尔族毕业生的汉语交流与阅读能力是他们在需要通过汉语文与客户和中间商交流 。换言之 ，

这些行业实现就业的
“

瓶颈
”

。即使是南疆农业的未来发展也离不开汉语文学

在这 １ ４ 个行业中 ，
汉维比例差别最为悬殊习 。 从这个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问题 ，

有助于

的是
“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汉族为 ４６ ．４２％
，我们进

一

步认识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 ，

维吾尔族为 ８２ ．５９％）
，
汉族劳动力大量集 中在这不仅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今后在各

“

非农
”

“

制 造业
”

（
１ ７ ．７％

， 维族仅占 ２ ．３％ ）
、

“

建行业的就业状况 ，
而且对新疆现代农业的发展

筑业
”

、

“

批发零售业
”

、

“

交通运输业
”

等 ，前景也极为重要。 总之 ， 汉语学习 和双语教育

反映出汉族和维吾尔族劳动力在
“

非农产业
”

已经成为我们思考新世纪中 国少数民族教育事

就业方面的 巨大差距 。

一个维吾尔族劳动者在业发展的核心议题 。

“

非农产业
”

就业方面是否遇到 困难 ， 在很大

程社取决于他的汉语文能力 。 在今天 中 国产
八 、 中国各行业就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业发展现状中 ， 制造业 、 建筑业 、 批发零售业
Ｌ力

和交通运输业 中的主要交流工具是汉语 ，
机器表 ２ 把 １

９９０ 年 、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 １ ０ 年三 次人

设备的操作维修手册 、 施工流程与图纸等就业口 普查数据反映的汉 、 维吾尔 、 藏 ３ 个族群就

人员需要掌握的知识信息几乎全部是汉文材料 ， 业人 口 行业结构进行 比较 ，
可 以发现 ：

１ ９９０－

政府不可能要求设备生产厂家为新疆少数使用２０００ 年期间 ，
汉族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为农

者专门 翻译印刷维文版 。 因此 ， 那些不懂汉语 、 业劳动力下降了８ ．３％
， 第二产业提高了２ ．７％

，

无法使用汉语文本学习这些知识的维吾尔族青 第三产业提高了 ５ ．２％ 。 同期维吾尔族劳动力结

年很难进人这些产业的职工队伍 。 这也解释了构 的变化与汉族基本同步 ， 农业劳动力下 降了

为什么
“

民考汉
”

学生 （ 在普通汉校学习 的少４． ８％
，
第二产业提高 ０． ８％

，
第三产业提高 ２ ．９％ 。

数民族学生 ） 就业情况 明显好于
“

民考民
”

学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 年期 间 ，
汉族农业劳动力 比例

生（ 在民族学校通过母语学习 的少数民族学生 ）。

下降 １ ６ ．６％
，
第二产业提高 ８ ．７％

，
第三产业提

这些就业比例的差距应当从各行业工作对主要高 ７ ． ９％ ， 说明这期间汉族人 口加快了城镇化和

工具性语言 （ 汉语 ） 能力的实际要求来分析和“

非农化
”

步伐 。 但是在同一个 １０ 年里 ， 维吾

尔族劳动力产业结构却 出现不同 的变化趋势 ：

假 如南疆农业生产
一

直保持传统耕作方 农业劳动力比例逆向提高 ２ ．２％ ， 第二产业下降

式 ，
父辈的言传身教就足以延续 ， 学校教育可１ ． １％

， 第三产业下降 ０． ５％ 。

一

个可供对比的参

有可无 。 但是从长远看 ，
南疆的农业 、 林果业 照系是聚居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 、 藏区发展基

必然会 向现代种植业发展 ，
为了获得所需要 的础薄弱 ， 但是在这 １ ０ 年藏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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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 国就业人 口 的行业结构 （
％） （１ 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 １ ０｝

５
Ｈ ． Ｉ Ｉ ．

－

Ｔ
－

 ． １ １

，

建筑运
“

第＿商业公 卫生福 金融＝
－

ａ
－

Ａｉ
，

＃＃ 输勘￥ 产业
， ，

鴨业 利文ｉｔ 保险 ｍｍ
计

⑴⑵（

３
）（

２
）
＋

（

３
）（

４
）（

５
） （

６
） ｜

（

４
）
＋

（

５
）

＋
（

６
）

 ｜
（
７

）

｜
（

８
）

｜
／〇

１ ９９０

全国７２ ．２１ ３ ．４３ ．７１ ７ ． １４ ． ９３ ．５０ ． ３８ ．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０ ．０

汉族７ １ ．３ １４ ．０３ ．８１ ７ ．８５
．
１３ ．３０ ． ３８ ．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０ ．０

维吾尔族８５ ．２４ ．４１ ．５５ ．９３ ． ３３ ．４０ ． ３７ ．０１ ．９０．０１ ００ ．０

藏族８６ ．７２ ．０１ ．４３ ．４１ ．５５ ．４０ ． ３７ ．２２ ．７０．０１ ００ ．０

２０００

全国６４ ．４１ ３ ．５６ ．０１９ ．５９ ． １３ ．８０ ． ６ １ ３． ５２ ．４０．２１ ００ ．０

汉族６３ ．０１４ ．２６ ．３２０ ．５９
．４３

．９０
．

６ １ ３．９２ ．４０． ３１ ００ ．０

维吾尔族８０ ．４４ ．２２ ．５６ ．７５ ．３４ ． ３０ ． ３９ ．９２ ．５０ ．４１ ００ ．０

藏族８６ ．４２ ．０１ ．６３
．
６２

．
３３

．
７０． ３６ ．３３ ． ６０ ．

１１ ００ ．０

２０ １０

全国４８ ．４１ ８ ．７９ ． ３２８ ．０１ ３ ．３６ ． ２１ ．５２ １ ．０２ ．６０ ．００１ ００ ．０

汉族４６ ．４１ ９ ．５９ ． ７２
（

）
． ２１ ３ ．８６ ．４ １

．６２ １
． ８２ ．６０ ．００１ ００ ．０

维吾尔族８２ ．６２ ． ８２ ． ８５ ．６４ ．７４ ．４０ ．３９ ．４２ ．４０ ．００ １ ００ ．０

藏族８ ２ ． ２ １ ． ７２ ． ８４ ． ５３ ．９３ ．４０ ．３７ ．６５ ．７０ ．００ １ ００ ．０

资料来源 ： 国 务院人 口普查办公室 ，
１９９３

：
７ ５２－ ７６３

；
２００２

：
８ １ ５

－

８２０
；
２０１ ２

：７３９
－

７４５ 。

趋势与汉族相 同 ： 农业比例下降 ， 第二和第三产运输工人
”

从 ５ ． ８９％ 降到 ４ ．５５％ ，
“

办事人员
”

产业比例上升 。 我 国其他少数族群的相关数据和
“

其他人员
”

也下 降 ０ ．０ １％ 。 唯有
“

农林牧

没有呈现在表 ２ 中 ， 但是绝大多数都与汉族的渔劳动者
”

比例从 ８０
．
３５％ 上升到 ８２ ． ７４％

，
“

商

变化同步 （ 马戎 ，

２００４
：
６６５－６７０

） 。 因此 ， 在业
、
服务业

”

比例上升 ０ ．４６％ 。 究竟有哪些因

维吾尔族劳动力行业结构 中出现的逆向变化是素导致汉族和维吾尔族劳动力行业与职业结构

反常和罕见的 ，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出现不同的变化方向 ？

就业人 口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是社会学研因素之一是这 １０ 年期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究
“

族群社会分层
”

的两个重要指标 。 人 口普组织 ，
第二 、 三产业快速发展 ，

ＧＤＰ 增长多年

查数据 中 的职业结构变化呈现 出 同样的态势 ：呈两位数 ，
使中 国超越 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 年期间 ， 在 ７类职业 （ 见表 ３ ） 中
，
济体 。 由于汉族人 口 超过中国 总人 口 的 ９ １％

，

维吾尔族劳动力的 ５ 个重要职业所 占 比例都 明这一转型过程主要是通过汉族劳动力的城市化

显下降 ：

“

党政机构负责人
”

从 ０ ．８４％降到 ０ ．４７％ ，和产业转型完成的 。 因素之二是这 丨 ０ 年 中国教

“

专业技 术人员
”

从 ５ ． ３６％ 降到 ４
．

２４％
，

“

生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 普及了９年义务教育 ， 我

１ １ ８ ／ 社会政策研究 ／２０ １ ７ ．１



学术论文

国大学的年招生人数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８０万人增加产业所 占 比重从 ２ １ ． １ ％ 下降到 丨 ９ ． ８％ ， 第二产

到 ２０ １ ０年的 ６５ ７万人
？

。 ２０００年汉族人 口 中
“

大业从 ３９ ．４％ 增 长到 ４７ ．７％
， 第三产业从 ３９ ．５％

学专科
”

及 以上学历者所 占比例为 ３ ． ９％
，２ ０ １ ０下降到 ３ ２ ．５％

？
。 由 以上数字可以看出 ， 新疆的

年增至 ９ ． ７４％ 。 与之相比较 ，
２０００ 年维吾尔族第二产业在这 １ ０ 年保持了快速发展 ，

而同期维

人 口 中
“

大学专科
”

及以上学历者所 占 比例为吾尔族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

２． ７％
，

２０ １０ 年增至 ６ ．３ ５％ 。 当我们不考虑学习比例上反而显著下降 。 换言之 ， 在新疆第二产

语言 （ 用汉语还是维语学习 ） 差异 ，
只以

“

受业大发展的这 １ ０ 年里 ， 维吾尔族并没有充分参

教育水平
”

（ 毕业学校层级 ） 结构来衡量教育与这
一历史进程 ，

而是呈现出 某种
“

边缘化
”

发展水平时 ， 应当说维吾尔族的大学教育发展迹象。

速度并不算慢 ， 与汉族大致同步 。我们注意到 在新疆的个别企业单位招聘信

那么 ， 在维吾尔族教育持续 同步发展的背息 中有
“

民族成分
”

要求 ， 偏 重招收汉族。 我

景下 ， 维吾尔族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变化们在实地调查时询问过相关企业的负责人 ， 他

为什么却与全国 和汉族的发展逆向 ？ 就新疆本们 表示企业愿意招收汉族职工的原 因 ， 主要是

地区而言 ，

２０００－２０ １０ 年期 间 ， 新疆 ＧＤＰ 总值考虑汉语能力和宗教 因素 （ 做礼拜 、 封斋 ） 对

从 １
３６３ ．５６ 亿元增长到 ５４ １ ８ ． ８ １ 亿元 ， 其中第

一

企业管理和工作效率的影响 。 虽然政府的 民族

表 ３ 中 国就业人 口 的职业结构变迁 （
％） （２０００ ，２０ １ ０ ）

党政机构 负 责人专业技术人 员办事人 员商业 、 服务业

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２０００２０ １０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

全国１ ．６７１ ．７７５ ．７０６ ．８３３
． １ ０４ ．３２９ ． １ ８１ ６ ． １ ７

汉族１ ．７２１ ． ８５５ ．８０７ ．００３ ． １ ９４ ．４５９ ．５ ２１ ６． ７９

维吾尔族０ ．８４０ ．４７５ ．３６４
．

２４ １ ．９４１ ．９３５ ．４９５ ．９５

藏族１ ．０００ ．７６５ ．２９５ ．０９ １
． ８２２ ．７４２ ．５ １４ ．８８

农林牧渔劳动者生产 、 运输工人其他人 员总计

２０００２０ １０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

全国６４．４６４８ ．３３１ ５ ． ８３２２ ．４８０ ．０７０． １ ０１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

汉族６３ ．０９４６ ．４０１ ６ ．６ １２３ ．４ １０ ．０７０． １ ０１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

维吾尔族８０．３ ５８２ ． ７４５ ． ８９４．５ ５０ ． １ ３０． １ ２１ ００ ．０１
００．０

藏族８６ ．７４８２ ． ９６２ ． ５７３ ．５ ００ ．０７０．０７ １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

资料来源 ： 国务院人口普查 办公 室 ，
２００２

：８２ １
－

８２４
；
２ ０ １ ２

：７４６
－

７４８。

① 数据 出 处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３６０ｄｏ ｃ ．ｃ ｏｍ／ ｃｏ ｎｔｅｎｔ／ ｌ ｌ ／０７２２／２ １ ／２６ １ ２２４３
＿

１３５ ２８０３５８ ． ｓｈｔｍｌ 。

② 热孜亚 ？ 阿木提
，

２０ １４
， 新疆产业结 构及其合理性分析 ， 《 当代经

＿

济 》
， （

４
） ，

８４
－

８６ 页 ． 原文链

接
：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 ｃｉｎ ． ｃｏｍ／ｐ
－

１ ３ ８４ ８５０５８２ ．ｈ 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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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鼓励各 自 治 区的企业招收当地少数民族反映出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结构 。因此 ，

职丁
？

， 但收效有限。今后必须进
一

步加强现代知识体系的维吾尔文

２０００－２０ １ ０ 年是全中 国和新疆经济快速发翻译工作 。

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 遗憾的是我国维吾尔族劳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现代 知识体系

动力在这一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却没有进入（ 理工科 、 人文社会科学 、 医学 、 农学等 ） 必

“

快车道
”

。 在维吾尔族人 口 聚居的南疆 （ 维须有某种语言载体 ， 但是表达这一现代知识体

吾尔族 占和 田总人 口 的 ９ ６％
， 嘻什 ８９％

，
阿系的语言 （ 英文 、 法文 、 日 文 、 俄文 、 汉文等 ）

克苏 ７２％ ， 柯孜勒苏 ６４％ ）
， 缺 乏学习 使用却并不是这些语言

“

原汁原味
”

的传统形态 ，

汉语文的语言环境 ， 进人 ２ １ 世纪后才开始推它肯定继承了该语言许多传统词汇和语法因素 。

动 中小学双语教育 ， 进
一

步加强汉语学习 和双但既然这些知识 内容是近代才发现 、 梳理并加

语教育 ， 使维吾尔族学生能够主要通过汉文教以表述的 ， 在某种意义上 ， 该语言必然在这
一

材学习现代知识 ，
这将是今后 １

０－２０ 年 内扭转过程 中创造许多新词汇和新表达形式
， 即

“

脱

维吾尔族劳动力就业结构现存困境 、 使广大维胎换骨
”

成为一种新的
“

语言
”

。 大学是传授

吾尔族民众得以参与国 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主现代知识的专门场所 ，
新知识需要用新词汇 、

要渠道 。新方法来加 以表述 。 布迪厄强调
“

对任何人来

说 ， 包括对特权阶级的儿童 ， 大学的语言并不

七 、

：

继

，

－ 加强现代知识体系维吾尔文版
是
一

种母语。 它是语言历史上的过去状态不按

賴顺序的混合 ， 与不同社会阶级实际使用语

前面提到因 为受到维吾尔族人 口 和接受高言距离的远近差别很大
”

（ 布尔迪约 、 帕斯隆 ，

等教育人数规模的客观限制 ，
通过把现代知识２００２ ：１ ２７

体系全面翻译成维吾尔文版来改善主要掌握维举汉语为例 ，
人们今天 日 常生活工作中使

语青少年的学习条件 ’ 是不现实的 。 居住在 １ ２用的汉语文 已经不再是清朝末年的汉语文了 ，

亿人以汉语为母语 、 汉语文已成为 国际现代知
而是全面吸收西方现代知识体系 内 容与表达方

识体系主要载体的 中 国 ， 维吾尔族学生通过学 式的 、 传播现代工业文明 的一个全新形式的语

习汉语接受现代知识体系十分便利 和有效 ，
可 言工具 。 凡是涉及现代政治 、 经济 、 生活和科

以为维吾尔族年轻
一

代提供更好的发展前景 。
学技术的词汇 ， 都是清末民初之后出现的 。 自

但是 ， 这是否意味着接受维吾尔语教育就不可
１ ９〇 ５ 年

“

废科举 ，
兴新学

”

后 ， 欧美知识体系

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理论上讲当然不
开始被系统地译成汉文 ，

而已经把这一知识体

是 。 但现实是 ， 维吾尔文 出版物至今没有全面 系译成 日 文并大量借用汉字的 日 文出版物 自 然

① 青藏铁路施工 时 ， 政府 曾 明 确要求施工部 门招 收至 少 ５０％ 的 藏族人 员 。 ２０ １４ 年新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规 定
，
包括 中 央 企业在 内 的 所有 驻疆 企业 、 政府投资 以及各 类援疆 项 目

，
７０％ 以

上 的 新 增 用 工 需 用 于 吸 纳 当 地 劳 动 力 就 业 （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ｒｅ ｖ

ｉｅｗ ．ｃｏｍ ．ｃ ｎ／ ２００９ｎ ｅｗ ｓ／ｇｕ ｏｎｅｉ／

ｓｈｅｈｕ ｉ／２０ １ ４
—

０８／ ０５／ｃｏｎ ｔｅｎｔ
＿

６３ ３２４ ２ ．

ｈ ｔｍ）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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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加速这
一进程的 中介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日 新声 、 鲤渊信

一

，
１ ９９２

：
 １ １４

，３ ３５
； 陈慧生 、 陈

加坡 《联合早报 》 刊载了
一篇文章 ， 题 目是

“

当超 ，
２００７

：１ ８４－ １ ８５） 。 苏联塔什干出版的维吾

代 中国汉语七成是 日 货 ： 日 本汉语无处不在
”

，尔文 《解放报 》 也传播到新疆地 区 （ 包尔汉 ，

该文附录中按英文字母排列的
“

常用 的 日 本汉１ ９８４
：６８ ） 。

语
”

几乎包括了我国 目前最常用的政治 、 社会 、抗 日 战争期间 ， 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达

科技 、 金融词汇 ，

“

不使用这些词汇 ， 中 国人到一个高潮 。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托呼提 ？ 巴克

几乎不能开 口说话
”

。 清末 民初是汉文从文言对鲁迅作 品进行了 系统的翻译和介绍 ， 鲁特富

文向 白话文过渡的重要时期 ， 这
一

时期大量俄 、拉 ？ 穆塔里甫 １ ９３ ８年用维文创作 了诗作 《 中国 》

法 、 英 、 德 、 日 等国 的优秀文学作 品译成汉文 ，和大量歌颂 中 国 抗战的剧本
，
尼 米希依提在

介绍给中 国读者 ， 外 国文学的表述方式通过对１ ９４２ 年写 出 了维文长诗 《伟大的祖国 》 （ 姑丽

译者思维方式的影响融入译作之中 ， 这些文学娜尔 ，

２０
１
０

： １
９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 这些 以现代政

译作的流传推动现代汉语的词汇 、 语法 、 标点治话语和爱国情怀为特征的维吾尔文诗歌 、 剧

符号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 了
“

脱胎换骨
”

的本等出版物充分表 明在民 国时期维吾尔语言通

历史转型 。 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中 国古代汉文典过汉文 、 俄文等知识媒介正在经历一个现代转

籍必须在大学学习
“

古汉语
”

课程 。 同时 ， 今型 。 １ ９４９ 年后这
一

进程仍在继续 ， 随着 中 国各

天的 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通过现代汉语很容易地地在政治 、经济 、 文化 、 教育等方面进一步整合
，

接受现代知识体系并推动知识创新 ， 就是 因为汉文教材和专业出 版物陆续译成维吾尔文 ，

一

汉语经过 对 国际现代知识体系载体文字 的 翻些英文或其他文字的出版物也被译成维吾尔文 ，

译 ， 系统地吸收了这
一

新知识体系并完成 了语这些翻译工作不仅在改变传统维吾尔语的词汇 、

言转型 。语法 ，
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维吾尔民众的思维

我国的维吾尔语要实现与国际现代知识体方式
，
使其更加适应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发展 ，

系的接轨 ，
也必须完成这

一转型过程 。 清末 民为维吾尔社会全面接受现代知识体系发挥桥梁

初 ， 新疆即开始通过内地的汉文体系 、 沙俄 （ 苏作用 。 今天的维吾尔语已不再是 ２０ 世纪初 的维

联 ） 的俄文体 系接触现代知识 。 光绪年间开办吾尔语 ， 正如今天的汉语不再是 ２０ 世纪初 的汉

多所现代学校 ， 包括俄文法政学堂 、 中俄学堂 、语 。 为 了进一步推动维吾尔语的现代转型 ， 把

实业学堂等 。 辛亥革命后 ， 内地出版的汉文报现代知识体系译成维吾尔文的工作必须继续推

纸开始进入新疆 ，
新疆出版 了 《天山报 》 、 《新进 ， 各级政府应当对维吾尔文翻译 出版工作给

疆 日报 》 。 １ ９２０ 年开办 的省立中学开设国文 、予更多 的重视与资金投人 ， 这是落实国家民族

数学 、 理化 、 俄语 、 法制 、 经济等课程 。 １ ９２４政策 、 推动各 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工作 。 汉语

年成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 ，
１９ ３５ 年该校改为新和我 国少数族群语言的现代化转型 ， 将有力地

疆学院 。 省立师范学校开设维 、 哈萨克 、 蒙古推动 中华民族
“

多元
一

体
”

语言体系和教育体

等民族班 ， 编译 民族文字教材 ， 同时从中亚地系的构建与发展 。

区购进大批少数 民族文字的教材和仪器 （ 白振在各伊斯兰教国家 中 ， 土耳其在现代化方

２０ １ ７ ． １／ 社会政策研究 ／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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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步显著 ， 土耳其语的现代化转型不仅体现业教育 。 我们希望维吾尔族 、 藏族 、 蒙古族等

在系统接受欧洲工业化知识体系 ，
而且体现在各族青年不仅能够顺利实现就业

，
参与国家现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１ ９ ２８ 年克服重重阻力推动的代化建设事业 ，
而且能够涌现出一大批世界一

字母拉丁化
？

。 传统阿拉伯字母使民众阅读
＿

和流水平的科学家 、建筑师 、 经济学家 、 社会学家 、

书写非常 困难 ， 文字拉丁化后使土耳其民众识医生 、 将军 、 作家 、 艺术家 、 企业家 、 运动员

字率在短时期 内迅速提高 ， 对普及全民教育和等各领域的顶尖人才 ， 提高少数族群在国家发

民众学习 现代学校知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展决策层面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 。

（ 昝涛 ，
２００８

：１ ８－ １ ９ ） 。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末中但是 ，
只有全 国教育质量最好的大学校 园

国政府推动维吾尔文 、 哈萨克文拉丁化 ， 同样才是涌现顶尖级人才的最佳环境。 美 国哈佛 大

效果显著 ，
不仅使维吾尔 、哈萨克民众学习文字 、学 ２００９ 年招收的本科生 中 １ ０ ． ５％ 是黑人 ， 这

一

使用现代通讯工具更加便利
？

，
而且有 利于其比例接近美国总人 口 中黑人所占 比例 。 相 比之

他熟悉拉丁字母的人 （ 汉族和欧美各国 ） 学习下
，

２０ １ ０ 年北京大学招收 了７ 名维吾尔族和 ６

维吾尔语 ， 对维吾尔族的族际交流十分有益 ，名藏族本科生 、 清华大学招 收了 ２ 名维吾尔族

可被视为推进维吾尔语
“

现代化转型
”

的重要和 ７ 名藏族本科生 ，
其中部分还是教育部安排

一

步 。 令人遗憾的是 ，

１ ９ ８２年新文字被废止 ，必招 的名额 ， 这与美 国一流大学积极招收少数

我 国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回归到 阿拉伯字母的族裔学生 的力度无法相比 。 事实上 ， 北大和清

传统文字 。华这两所大学并没有排斥少数 民族考生的招生

政策 ， 维吾尔族 、 藏族学生之所以 人数少 ，
主

八 、 汉 ｉ吾学 习和双语教育是维吾尔族＃Ｓ是受考试成绩以及学 习语种賺制 。 从这个

触来稍、
， 細必须认侧从小学开始加 强

对于我国维吾尔族来说 ， 在推动维吾尔语
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是我国维吾尔族 、 藏族等

现代化转型的同时 ， 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和 出版
少数 民族年轻

一

代参与 中国现代化进程 、 实现

物来学习现代知识体系 ，
是最便利和最有效的 社会流动和个人理想 、 推进民族平等和共同 繁

渠道 。 除 中央民族大学个别专业外 ， 内地各大胃￥１ 。

学不具备用维吾尔语开展专业教学的客观条件 ，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 ：

“

在
一些有

那些希望在
一流综合性大学 （ 如北京大学 ） 或 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 ，

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

专业大学 （ 如中 国科技大学 ） 完成本科和研究国家通用语言 ，
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

＇

活的汉族

生学业的维吾尔族学生 ，
只能通过汉语接受专 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 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

① 凯末 尔指 出
：

“

数百年来 ， 我们 的 头 脑一直处于铁框框之 中 ， 我们必 须把 自 己从那些难以

理解的符号 中 解放 出 来
，
我们 必须 明 白这一点

”

。 对土耳其文字改革 的作法也有人持批评意见 ，

认

为新文字使后代不 能 阅读传统经典文献 ，
不利 于继承传统 （ 昝涛 ，

２００ ８
：１ ８ ） 。

② ２０ １ ５ 年笔者在喀什 、 和田 农村调 查时 ，

一些 ５０ 多 岁 的农民仍能用拉丁字母新文字写 出 自 己

的姓名并介绍 家里情况 ，

“

能说即能拼写
”

，
给笔者 留 下 深刻印 象 。

１ ２２ ／社会政策研究 ／２０ １ ７ ．１



 学术论文

语言 ， 对就业 、 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 融人社［ １ ０ ］ 顾颉刚 ，

“ ‘

中 国本部
’

一名亟应

会都有利
”

。 如果大家对这
一点形成共识 ， 共同废止

”

， 《益世报
？ 星期评论 》 １ 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 相信我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 １
１ ］ 国 家统计局编 ， 《 中 国统计年鉴 》

步伐在下
一个 １０ 年里会走得更加顺利 。２０ １ １

， （
２０ １ １ ） ， 北京 ： 中 国统计出版社 。

［ １ ２ ］ 国务 院人 口 普查办公室编 ， 《 中 国

参考文献 ：１ ９９０年人 口普查资料 》 （ 第一卷 ）
，

１ ９９ ３
， 北京 ：

［ １
］ 白彤东 ，

“

儒家的新天下体系及其优中 国统计出版社。

越性
”

， 《领导者 》 ２ ０ １ ６ 年 ６ 月刊 ， 第 ７０ －８ ２页 。［ １ ３ ］ 国务院人 口 普查办公室编 ， 《 中国

［ ２ ］ 白振声 、 锂渊信
一

主编 ， 《新疆现代１
９９ ０ 年人 口普查资料 》 （ 上 ）

，
２００２ ， 北京 ：

政治社会史略 》 ，

１ ９９２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统计出版社 。

出版社 。［
１ ４

］ 国务 院人 口 普查办公室编 ， 《 中国

［ ３ ］包尔汉 ，
《新疆五十年 》

，
丨 ９８４

，
北京 ：２０ １０ 年人 口普查资料 》 （ 第

一

卷 ）
，

２〇 丨 ２
，
北京 ：

文史资料出版社 。中国统计出版社。

［ ４ ］ Ｐ ？ 布尔迪约 （ 现多译为布迪厄 ） ，
Ｊ ．

－Ｃ ．［ １５ ］ 列 宁 ，

“

犹太学校 民族化
”

， 《列

帕斯隆著 ， 《再生产


种教育系统理论的宁全集 》第 １ ９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５９ 年版
，

要点 》 ，

２００２
， 邢克超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第 ３０３－３０４ 页 。

［ ５ ］ 陈慧 生 、 陈超 ， 《 民 国 新疆史 》 ，［ １６ ］ 马克思和恩格斯 ，

“

共产党宣言
”

，

２００７
， 乌鲁木齐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 》 第 ４ 卷 ，

北京 ： 人 民 出

［ ６ ］ 多杰才旦
， 《西藏的教育 》 ，

丨 ９９ １
，版社 １ ９ ５８ 年版 ， 第 ４６ １

－

５０４ 页 。

北京 ： 中 国藏学出版社 。 ［ １ ７ ］ 马 戎 ， 《 西藏的 人 口 与社会 》 ，

［ ７ ］ 范文澜 ， 《 中 国通史简编 》 修订本第１ ９９６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

三卷第二册 ，

１％５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 １ ８ ］ 马戎 ， 《 中 国 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

［ ８ ］ 姑丽娜尔
？ 吾甫力 ，

“

鲁迅与 ２０世化 》 ，
２０ １ ２

， 北京 ： 社科文献出版社。

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

， 《 民族社 ［ １ ９ ］ 马戎 ， 《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

会学研究通讯 》 ，
２０ １ ０

， 第 ６４ 期 。族群关系研究 》 ，

２０ １ ３
， 北京 ： 北京大学 ２０ １ ３

［ ９］ 姑丽娜尔 ？ 吾甫力 ，

“

抗战时期维吾年版。

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与文化认同
——

诗人［
２ ０

］ 昝涛 ，

“

字母拉丁化与土耳其的现

黎 ？ 穆塔里甫的思想与创作研究
”

，

２０ １ １
， 《 民代化

”

，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 ，
２００ ８

， 第

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 第 ９４ 期 。５０期 ， 第 １ ７
＿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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