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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２１ 年是中亚五国独立 ３０ 周年ꎮ 独立以来ꎬ 中亚国家一贯

坚持构建和强化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认同ꎬ 统一的语言生态被政治精英视为

国家凝聚力的体现ꎬ 各国政府大力调整语言规划ꎬ 赋予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地位ꎬ
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ꎬ 重塑国家语言权力地位格局ꎮ 语言在维护国家安

全方面的价值愈发凸显ꎬ 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进入了更多研究者的视野ꎮ 中亚地

区语言实践表明ꎬ 语言活力代表国家文化风貌ꎬ 生存兴亡事关民族文化安危ꎻ 语

言使用标记身份特性ꎬ 争夺身份权益威胁社会稳定ꎻ 语言应用保障信息资源流

动ꎬ 语言能力建设维护安全战略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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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波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ꎻ 王天驹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博士生ꎮ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 “心脏地带”ꎬ 历史上各方势力曾在此展开战略博弈ꎬ 使

其长期处于多种力量作用之下ꎬ 在安全领域表现出脆弱性、 欺骗性、 不确定性以

及安全威胁外溢性①ꎮ 独立以来ꎬ 中亚各国积极制定国家战略ꎬ 应对各领域的安

全威胁ꎬ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ꎮ
第一ꎬ 加强主体民族语言本体建设ꎬ 提高其声望ꎮ 主体民族语言获得国语地

位后ꎬ 在使用频率、 交际功能、 声誉影响等方面却远不及俄语ꎬ 需加强本体建

设ꎬ 改变国语地位和功能角色不匹配的状况ꎮ 哈、 吉、 乌、 塔四国面向新时代ꎬ
延续惯例ꎬ 于 ２０２０ 年分别出台并执行符合本国语言生活实际的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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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年落实语言政策的国家规划»① «吉尔吉斯共和

国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发展国语和完善语言政策的国家规划»②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发展乌

兹别克语和完善语言政策的的国家规划»③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２０ ~ ２０３０ 年发

展学习塔吉克语的规划»④ꎮ 此举旨在持续加强国语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使用频

率、 完善习得和传播体系、 加强本体建设、 借助信息技术满足现代交际方式的需

要、 提高国语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威望声誉ꎮ
第二ꎬ 语言彰显全球化语境下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权ꎮ 首先ꎬ 语言是一个国

家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ꎮ «哈萨克斯坦—２０５０ 战略» 明确指出ꎬ “每一位公民都

肩负国家未来发展的使命ꎬ 面对时代的挑战ꎬ 我们应坚定不移地保护自身独特的

文化符号ꎬ 它们是语言、 精神、 传统和价值”ꎬ “若一个国家丧失了其文化符号ꎬ
那么这个国家也将处于灭绝的边缘”⑤ꎮ 其次ꎬ 语言也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

富ꎬ 不容损害ꎮ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２５ 年前发展战略规划» 强调了在社会意识

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各民族语言的重要性⑥ꎬ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信息安全构想»
也将各民族语言列为国家信息安全的重点保护对象⑦ꎮ

第三ꎬ 语言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ꎮ 中亚各国积极促进实现语言融合ꎬ
将国语打造为维系全国各民族的纽带ꎬ 以提升社会整体凝聚力ꎮ 托卡耶夫在谈及

未来哈萨克语的社会功能时表示: “哈萨克语作为国语的作用将持续增强ꎬ 实现

真正成为族际交际语的目标指日可待ꎮ”⑧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２５ 年前发展战

略规划» 明确强调了语言在促进民族统一和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ꎬ “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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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на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годы ｋａｚａｋｈｔｅｓｔ ｋｚ / ｋｖｒｔ /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ｄｆ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на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годы ｈｔｔｐ: / / ｍａｍｔｉｌ ｋｇ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ｕｐｌｏａｄｓ４９ｅ１ｅ４１ｂ３ａ９ｆｂｄ０４ｅ９７６４０ｅｅ１５
５７ｆ９０３４１ｆ１ｅ２６ａ ｐｄｆ

Концепция развития узбек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годах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ｘ ｕｚ / ｄｏｃｓ / ５０５８３７５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разработали нов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по развит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 ｏｚｏｄｉ ｏｒｇ / ａ / ３０７６７４８７ ｈｔｍｌ

Стратегия " Казахстан － ２０５０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ｒｕ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ａｎｄ ＿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лан развит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до ２０２５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ｒｕ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Указ " О концепц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кистан" . ｈｔｔｐ: / / ｎａｎｓｍｉｔ
ｔｊ / １５３２５ /

Токаев о казахском: Он превратится в язык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щен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ｕｒ ｋｚ /
１８１３９８４ － ｔｏｋａｅｖ － ｏ － ｋａｚａｈｓｋｏｍ － ｏｎ － ｐｒｅｖｒａｔｉｔｓａ － ｖ － ａｚｙｋ － ｍｅｚ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ｎｏｇｏ － ｏｂｓｅｎｉａ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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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享誉世界ꎮ 个人和国家安全可靠有保障ꎬ 主要原因在于民族政策奉行平等原

则积极为各民族发展语言ꎬ 维护传统ꎬ 保护文化创造条件”①ꎮ 语言问题也

可能消解国家凝聚力ꎮ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构想» 指出 “在建构多民

族国家时ꎬ 不允许因民族、 语言、 宗教等身份特征歧视他者”ꎬ “国家认同弱化

将必造成族际关系的紧张”ꎬ “如若狭隘民族主义势力抬头ꎬ 定将损害族际关系ꎬ
造成族际冲突ꎬ 我国已遭受过两次惨痛的教训”ꎬ “国家应采取严厉措施ꎬ 遏制

因民族和语言差异ꎬ 煽动民族和地区分裂冲突的行为”②ꎮ
第四ꎬ 语言能力事关国运前途ꎮ 公民语言能力ꎬ 特别是外语能力的缺失将阻

碍国家发展ꎮ 中亚各国公民外语能力普遍偏低ꎬ ２０２０ 年哈、 吉、 乌、 塔四国公

民英孚英语能力指数 (ＥＦ ＥＰＩ) 分别为 ４１２、 ４０５、 ４３０、 ３８１ꎬ 远低于亚洲各国

平均水平 ４９２ꎬ 在全球分别位列第 ９２、 ９６、 ８８、 １００ 位③ꎮ 为解决 “人力资源质

量不佳” “外语掌握水平不高” “国内就业机会受限” 的问题ꎬ «塔吉克斯坦共和

国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 明确提出ꎬ 政府将为国际劳务移民组织短期语言培

训④ꎻ «哈萨克斯坦—２０５０ 战略» 要求政府面向青年人普及哈萨克语的同时ꎬ 还

应学习俄语和英语ꎬ 因为通过俄语可以获取更多知识ꎬ 拓展视野和交际圈ꎬ 学习

英语则会让每个公民获取生命中无尽的机遇⑤ꎮ 国家发展需要强大的语言能力支

撑ꎮ 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力ꎬ 与其获取信息的能力、 信息资源的储备和利用能力正

相关⑥ꎮ 随着国际多领域合作的开展ꎬ 语言成为保障合作成效的重要资源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乌国同英国签署 «国防部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将英语培训ꎬ 连同人才培养、
联合军演列为合作内容⑦ꎮ

时代的发展和中亚国家的转型引发各国语言自身结构、 使用领域、 传播方

式、 生存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ꎬ 还赋予语言新的功能和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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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国家在语言生活中配置基础性资源ꎮ 在全球化背景下ꎬ 语言的使用、 维护和

发展成为国家主导下各语言群体共同参与的集体性事业ꎮ 从语言管理域的角度来

看ꎬ 国家的权威具有绝对性和根本性ꎬ 国家依照宪法或法律ꎬ 借助政治体制ꎬ 从

中央、 区域、 基层政府逐级实施语言决策ꎬ 有效执行国家意志①ꎮ
语言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ꎮ 语言的功能和价值要通过国家多领域安全才能

得到全景式的呈现ꎮ 第一ꎬ 语言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的工具ꎮ 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 和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保障和手段ꎬ 是 “公共外交” 跨文化传播和

交流的桥梁和沟通渠道②ꎮ 第二ꎬ 语言影响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稳定ꎮ 在转型国

家政治实践中ꎬ 打破多语现象ꎬ 建构由单一标准语维系的语言生活成为国家统

一与现代化的战略目标ꎬ 但限制性的行政手段难以协调各群体利益ꎬ 容易激发

社会矛盾ꎮ 第三ꎬ 语言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工具ꎮ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ꎬ 语

言能力和语言资源作为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和战略资源ꎬ 是开放和现代化国家

的标志之一ꎮ
语言的安全价值具有二元对立性ꎮ 维护国家安全离不开语言的基础性作用ꎬ

统一的语言手段能凝聚国家和社会力量ꎬ 增进各民族沟通了解ꎻ 语言也可能成为

消解国家安定的潜在威胁ꎬ 语言资源匮乏、 语言关系失调、 语言人才短缺、 外国

语言文化渗透等现实问题将对国家安全带来全新考验ꎮ
语言安全价值的发挥受制于语言规划的执行效果ꎮ 语言规划本质上是通过干

预语言问题ꎬ 来解决社会经济、 政治问题的一种方法③ꎬ 同时兼备安全价值ꎬ 能

够重塑语言生态、 调节语言关系、 强化国家语言文化认同、 重置语言资源分配ꎮ
语言规划逐渐成为各国处理语言问题ꎬ 服务社会政治目标的普遍性手段ꎮ 可见ꎬ
语言问题的解决程度将直接影响语言的国家建构 /解构功能ꎮ

学界围绕 “语言安全” 的讨论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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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博纳德斯波斯基: «语言管理»ꎬ 张治国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９７ ~ １９８ 页ꎮ
沈骑: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 问题与框架»ꎬ 载 «语言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周庆生: «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和思想»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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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语言安全的范围ꎮ 大多数学者①认为语言安全的对象涵盖个体、 群

体、 社团和国家四个层面②ꎻ 也有学者立足 “国家” 和 “国际” 两个宏观角度探

讨语言安全③ꎻ 部分学者侧重于突出语言的民族性ꎬ 将语言安全分为 “使用者”、
“族群”、 和 “国家” 三个层面ꎻ④ 并认为国家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属于个体对国

家政策反馈的宏观层面ꎮ⑤ 虽然观点各异ꎬ 但学界就语言安全指涉范围达成了共

识: 国家安全是语言安全的基本出发点ꎬ 语言安全问题研究也应服务于国家

安全ꎮ
第二ꎬ 研究历程ꎮ 学界对 “语言安全” 概念探究经历了三大阶段ꎮ (１) 文

化领域的语言形式安全ꎮ 沈骑将语言安全理论之源定为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调查ꎬ
豪根、 拉波夫、 温尼伯等语言学家基于语言现象的观察和实证研究ꎬ 发现语言使

用者对不同语言、 变体或语体的语言声誉具有不同判断ꎬ 因而在使用某种特定语

言形式时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⑥ꎮ (２) 社会领域的语言身份和使用安全ꎮ 移民带

动人口融合ꎬ 多语社会中语言身份建构的功能得以强化ꎬ 语言不安全现象进入社

会文化层面ꎮ 在同其他语言社区和社会群体交际时使用何种语言以避免身份的焦

虑和不安ꎬ 成为了学界关注的重点ꎮ 伴随着语言势力的分化ꎬ 如何处理移民的语

言问题ꎬ 被赋予特殊的现实意义ꎮ (３) 基于国家安全观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ꎮ
国家层面由语言引发的政治、 经济、 信息、 文化领域的 (不) 安全问题日益凸

显ꎬ “９１１” 事件爆发后ꎬ 为应对全球范围内愈发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ꎬ 美国

提出 “关键语言” 战略ꎬ 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管理国家语言生活ꎮ 学界转向从战

略高度ꎬ 在语言价值观念的引导下ꎬ 积极探索语言生活中的整体性、 全局性和前

瞻性问题ꎬ 基于非传统安全思维ꎬ 规避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ꎮ
第三ꎬ 研究视角ꎮ 国内相关话题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ꎮ (１) 语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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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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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庆厦: «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ꎬ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ꎻ
王建勤: «美国 “关键语言” 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ꎬ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ꎻ 尹小荣: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新疆语言战略研究»ꎬ 载 «新疆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ꎻ 韩晗: «论 “互联网 ＋ ” 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ꎬ 载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ꎻ 张治国: «语言安全分类及中国情况分析»ꎬ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Ｃａｌｖｅｔ Ｌｏｕｉｓ － Ｊｅａｎ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ꎬ ｐ ５
寇福明: «语言安全界定之批判思考»ꎬ 载 «外语学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ꎻ 刘跃进: «国家安全学»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１４６ 页ꎮ
方小兵: «语言安全的内涵、 特征及评价指标»ꎬ 载 «辞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寇福明: «语言安全界定之批判思考»ꎮ
沈骑: «语言安全理论的源与流»ꎬ 载 «当代外语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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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ꎮ 此类研究与西方 “安全化” 理论框架的译介同步展

开ꎬ 学界集中探究语言之于国家这一安全行为体的战略意义和安全价值ꎮ 赵世

举①系统论述语言在国家安全各领域内的作用ꎬ 挖掘语言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所发

挥的功能ꎻ 戴庆厦、 何俊芳等②从斗争冲突的角度ꎬ 结合实证ꎬ 探讨了多民族国

家语言及其背后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ꎻ 赵蓉晖、 博纳德斯博斯基、 苏赖特③

则强调了语言之于国家统一的多维作用ꎻ 冯广艺④从语言生态角度ꎬ 系统论证了

语言和谐之于民族、 社会稳定的意义ꎻ 盛静则探讨了国家在面临战争、 冲突、 灾

难等安全威胁的情况下ꎬ 语言的意义⑤ꎮ 总体来看ꎬ 由于政治稳定、 社会和谐是

国家安全最现实的价值追求ꎬ 因此学界相对忽略了语言在维护文化主权、 信息场

域安全方面的作用ꎮ (２) 由语言因素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ꎮ 赵蓉晖、
王建勤⑥从培养外语能力应对语言安全威胁的角度展开讨论ꎻ 戴曼纯、 文秋芳、
沈骑等⑦侧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方面展开探讨ꎻ 郭书谏、 刘昌华、 韩晗等⑧强调

网络传播策略建设的探讨ꎻ 李一如和李海英等⑨从语言资源现状调查的角度展开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ꎻ 沈骑提出了非传统语言安全规划研究的 “三维系统” ———
语言规划类型、 对象层次和问题领域ꎻ 张日培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ꎬ 从认同、
秩序、 能力、 区域治理、 全球治理五个范式对国家语言规划进行建构ꎮ 可见ꎬ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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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举: «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和功能»ꎬ 第 ３７ ~ ４５ 页ꎮ
戴庆厦: «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ꎬ 第 １ ~ ６ 页ꎻ 何俊芳、 周庆生: «语言冲突研究»ꎬ 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ꎮ
赵蓉晖: «分裂主义与语言问题»ꎬ 载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ꎻ 〔以〕 博纳德斯

博斯基: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问题»ꎬ 第 ２２１ ~ ２２５ 页ꎻ 〔美〕 苏赖特: «语言政策与语言
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ꎬ 陈新仁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３２ ~ ３５ 页ꎮ

冯广艺: «语言生态研究»ꎬ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ꎮ
盛静: «跨学科视角下的语言与安全研究»ꎬ 载 «语言文字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ꎮ
赵蓉晖: «国家安全视域的中国外语规划»ꎬ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 期ꎻ 王建勤: «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ꎬ 载 «语言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ꎮ
戴曼纯: «国家语言能力、 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ꎬ 载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ꎻ 戴曼纯:

«国家语言能力的缘起、 界定与本质属性»ꎬ 载 «外语界»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ꎻ 文秋芳: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
及其评价指标»ꎬ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 沈骑、 赵丹: «全球治理视
域下的国家语言能力规划»ꎬ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郭书谏、 沈骑: «互联网空间的世界语言活力及其成因»ꎬ 载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ꎻ 刘昌华: «网络空间的语言安全问题研究»ꎬ 载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ꎻ
韩晗: «论 “互联网 ＋ ” 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ꎮ

李一如: «语言资源与国家安全战略»ꎬ 载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ꎻ 李海英、 李现乐: «边疆地区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研究构想———以新疆地区为例»ꎬ 载 «江汉学术»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ꎮ

沈骑: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 问题与框架»ꎬ 第 １０３ ~ １１２ 页ꎮ
张日培: «国家安全语言规划: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范式建构»ꎬ 第 ３３ ~ 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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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关注国家安全视角下语言问题的治理ꎬ 试图建构国家语言安全战略的理论体

系ꎬ 已突破传统的语言学范式ꎬ 向社会学、 法学、 政治学、 教育学等学科交叉融

合方向发展①ꎮ
第四ꎬ 内涵探讨ꎮ 学界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对语言安全特性的多维把握ꎮ 刘

跃进②强调文化领域内语言生活的理想状态ꎬ 认为语言安全内涵包括四个方面ꎬ
即一个国家的语言 “使用权利不受威胁和侵害” “不受他国语言影响而失去主导

地位” “保持纯洁性” 和 “语言文字工作安全稳步运行”ꎬ 该观点忽略了语言在

国家安全更多领域内的功能作用ꎮ 陈新仁等③关注到语言与安全关系的多维性ꎬ
提供了狭义和广义两大视角ꎬ 其中广义视角关注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作用ꎮ
沈骑④基于语言安全的内嵌性特性ꎬ 根据国家安全领域ꎬ 从作为 “问题领域” 和

作为 “其他领域的现实议题” 的语言安全两大角度展开论证ꎮ 达巴特尔⑤着眼

于族群和国家内部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ꎬ 但忽视了语言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方面的

正向作用ꎮ 陈章太⑥从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角度出发ꎬ 将语言安全列为 “语言自

身安全” “语言文字使用安全” 和 “语言安全与国家社会安全” 三个层次ꎬ 同时

还强调语言安全的双重性ꎬ 表述中突出了不利于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及其负

面效应ꎬ 较为全面地归纳了语言安全的内涵ꎮ 方小兵⑦批判继承了陈章太的观

点ꎬ 按照主体内、 主体间和主体外的分类标准ꎬ 认为语言安全应涉及 “语言自身

安全” “语言关系安全” 和 “语言应用安全”ꎬ 但在 “应用安全” 维度的表述中ꎬ
力图厘清 “语言安全” 和 “国家语言安全战略” 两大问题的概念边界ꎬ 回归语

言问题本位ꎬ 淡化安全学的逻辑结构ꎮ
我们赞同方小兵对于 “语言安全” 的定义ꎬ 语言安全是指 “语言自身生存

不受威胁、 语言关系与语言秩序稳定可控、 国家和社会各领域语言服务保障到位

的一种状态”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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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骑: «语言安全理论的源与流»ꎬ 第 ３９ ~ ４５ 页ꎮ
刘跃进: «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ꎬ 载 «北方论丛»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陈新仁: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沈骑: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 问题与框架»ꎬ 第 １０６ 页ꎮ
达巴特尔: «母语与语言安全问题———纪念第十二个国际母语日»ꎬ 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陈章太: «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ꎬ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方小兵: «语言安全的内涵、 特征及评价指标»ꎬ 第 ３６ 页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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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语言自身安全: 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

主体内的语言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隶属于 “文化安全” 范畴ꎮ 语言不仅

是群体的交际工具ꎬ 还承载着宝贵的精神财富ꎬ 记录着共同的历史记忆ꎬ 反映着

有别于他者的群体特性ꎮ 因此ꎬ 语言自身的危机就是一种文化危机ꎬ 语言自身安

全关涉文化安全①ꎮ

(一) 国家语言彰显国家文化主权

国语的选择背后隐藏着政治考量ꎮ 苏联解体前夕ꎬ 中亚各国政治精英就按照

“一个国家ꎬ 一个民族ꎬ 一种语言” 的原则ꎬ 实行单语制ꎬ 建构统一的国家文

化ꎮ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 年中亚的五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继颁布 «语言法»ꎬ 主体

民族语言获得国语地位ꎮ 独立后ꎬ 各国均以主权国家名义ꎬ 在 «宪法» 中明确

赋予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地位ꎬ 相继修订和重新颁布 «语言法»ꎬ 重申并巩固主体

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②ꎮ
“国语” 侧重语言的国家地位③ꎬ 对于民族国家而言ꎬ 国语是塑造国家认同

的工具和资源ꎮ 一方面ꎬ 国语可获得强制性普及ꎬ 成为国家在政治经济事务上有

效运作的交际媒介ꎬ 实现多民族社会的语言融合ꎻ 另一方面ꎬ 国语能够提升凝聚

力ꎬ 发挥巨大的象征意义ꎬ 促进形成统一的国家文化ꎬ 伴随着语言的融合ꎬ 在现

实中可通常将使用国家语言视为 “圈内人” 的标志ꎬ 将拒绝国家语言列为分裂

行为和不爱国的表现④ꎮ
国家欲达到文化统一的战略目标ꎬ 需以推广国语为手段ꎬ 以同化语言为途

径ꎮ 中亚国家国语推广政策的共通性为: 第一ꎬ 扩大国语使用范围ꎮ 具体方式为

增强国语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交际功能ꎬ 丰富信息化教学资源ꎬ 提高国语教学

质量ꎬ 提升国语教学基础设施ꎮ 第二ꎬ 削弱俄语对国语本体特征的影响ꎮ 一方

面ꎬ 各国独立初期均对国语文字拉丁化改革的必要性展开探讨ꎬ 目前土库曼斯坦已

完全实现字母拉丁化ꎻ 乌兹别克斯坦拉丁化改革实施近 ３０ 年ꎬ 但仍不彻底ꎻ 哈国

仍处于起步阶段ꎻ 吉、 塔两国尚处于讨论阶段ꎮ 另一方面ꎬ 面对国语在交际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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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仁: «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规划与安全研究»ꎬ 第 ２ 页ꎮ
土库曼斯坦独立后未颁布专门的 «语言法»ꎮ
黄行: «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ꎬ 载 «云南师范大学学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３ 期ꎮ
〔英〕 苏赖特: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ꎬ 第 ４１ ~ 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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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ꎬ 各国均开展国语词汇规范化本体建设ꎬ 以弥补国语在法律、 经济、 科研、
教育等领域语言使用的短板ꎮ 第三ꎬ 提升国语的声誉和威望ꎮ 各国通过构建话语ꎬ
提升国语形象ꎬ 引导公民调整语言态度ꎬ 激发公民学习国语的热情ꎮ 例如 «哈萨克

斯坦—２０５０ 战略» 就将哈萨克语比作 “国家主权王冠上最重要的一颗钻石”ꎮ
总体而言ꎬ 各国语言规划实施思路大体一致ꎬ 对内确立国语在语言使用层面

的主导地位ꎬ 使之承载国家民族的特性和国内诸民族的共性ꎬ 记录国家意志ꎬ 为

各民族所共享ꎬ 成为凝聚公民社会的精神内核ꎻ 对外应对局势变幻ꎬ 象征主权和

独立ꎬ 彰显文化交往的自主性ꎬ 维护国家文化利益①ꎮ

(二) 语言信息传播效能反映国家文化活力

传播信息是语言必不可少的基础功能ꎬ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

人类传统的交流模式ꎬ 无国界的网络空间成为了衡量信息时代下语言功能强弱的

重要指标②ꎮ 我们选取安全程度较高ꎬ 处于 “受保护” 状态的语言———中亚五国

国语和俄语作为考察对象ꎮ 我们根据信息传播介质特征ꎬ 分别考察上述 ６ 种语言

在图书译介、 知识分享③、 网站使用④三个方面传播信息的效能ꎮ 为客观区分各

语言信息传播效能差异水平ꎬ 引入世界排名予以参考ꎮ

表 １　 中亚各国国语及俄语在图书译介方面传播效果

译出总量 译入总量

数量 (册) 排名 数量 (册) 排名

哈萨克语 ９４８ ５１ ２ ４５４ ４２

吉尔吉斯语 ７０８ ５５ １ ５２８ ５２

乌兹别克语 ８７２ ５３ ２ ７５７ ４１

塔吉克语 ４７６ ６１ １ ０６２ ５６

土库曼语 ４３４ ６４ ７４１ ６３

俄语 １０１ ３９５ ４ ８２ ７７２ ７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全球语言网络 (ｈｔｔｐ: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ｔ ｅｄｕ) 数据整理ꎮ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韩源、 张林: «中国国家文化主权及其战略构建»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杨波: «网络空间俄语传播战略研究»ꎬ 载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图书译介” 和 “知识分享” 两方面的数据采集于全球语言网络 (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ｔｔｐ: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ｔ ｅｄｕ)ꎬ 数据时效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ꎮ
“网站使用” 方面的数据采集于网络服务项目 Ｗ３Ｔｃｈｓ 平台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３ｔｅｃｈｓ ｃｏｍ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ꎬ 数据时效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ꎮ



中亚国家语言安全问题探析　

国语象征国家权威ꎬ 使用国语译介图书不但折射国语在传输思想价值方面的

价值ꎬ 还一定程度上通过书籍译入数量和译出数量的关系ꎬ 直观反映本土文化与

外来文化的竞争态势ꎮ 由表 １ 可知ꎬ 中亚各国国语在传播传统知识信息方面功能

较弱ꎬ 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仍需吸收外来价值思想ꎮ

表 ２　 中亚五国国语及俄语在维基百科平台的使用状况

词条总数 用户总数 多语者用户总数

数量 (万条) 排名 人数 排名 人数 排名

哈萨克语 １８ ９ ４９ ５８６ ５５ ２０５ ６３

吉尔吉斯语 １ ２８ ９６ １７６ ８０ ５６ ９８

乌兹别克语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塔吉克语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土库曼语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无数据

俄语 １ ２４４ ５９ ６ ８１ ９００ ６ ２３ ８００ ５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全球语言网络 (ｈｔｔｐ: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ｅｄｉａ ｍｉｔ ｅｄｕ) 资料整理ꎮ

语言在权威知识分享平台维基百科的使用频率反映了新兴传播渠道中语言承

载科普知识信息的能力ꎬ 用户总数和多语种用户数量间接反映青年国民的科学文

化水平和语言水平ꎮ 由表 ２ 可知ꎬ 使用中亚各国国语在网络中获取知识的可行性

较低ꎬ 具有相对较高职业素养、 掌握多语能力的公民ꎬ 在此项活动中参与度较

低ꎬ 各国国语在此方面的水平落后于世界水平ꎮ

表 ３　 中亚五国国语及俄语在全球网站中的使用状况

网站占比 (％ ) 近一年增长率 (％ ) 排名

哈萨克语 ０ ０１８ ３ １４ ３８ ４７

吉尔吉斯语 ０ ００１ ４ ２３ ２１ ７３

乌兹别克语 ０ ０１２ ５ － ６ ８１ ５０

塔吉克语 ０ ０００ ９ － １９ ０５ ８７

土库曼语 ０ ００１ ５ １５ ３８ ８３

俄语 ８ ４ ２ ４４ ２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网络服务项目 Ｗ３Ｔｃｈｓ 平台 ( Ｕｓ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３ｔｅｃｈｓ ｃｏｍ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数据整理ꎮ

Ｗ３Ｔｃｈｓ 对全球网页进行实时技术分析ꎬ 得出整个网络空间特定语言使用占比ꎮ
网站语种分布体现了网站开发者对网络空间语言使用价值的判断ꎬ 表 ３ 显示ꎬ 中亚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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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国语在网络空间的使用频率整体偏低ꎬ 极大限制了这些语言的声望ꎬ 不利于国

语凝聚力的发挥ꎮ 相比各国国语ꎬ 俄语在上述维度均反映出较强的信息传播效能ꎮ
正因俄语所独有的交际价值ꎬ 在中亚国家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功能ꎮ

(三) 语言生存状况事关国家文化多样性

我们借助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ｕｅ 网站①对世界语言规模与活力的评估结果ꎬ 考察各国国

语语言和俄语的安全程度ꎮ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ｕｅ 网站根据使用者人数和语言活力将世界上

不同的语言分为 “受保护” “稳定” “濒危” “灭绝” 四类ꎮ 针对中亚语言的分

析显示ꎬ 哈萨克语、 吉尔吉斯语、 乌兹别克语、 塔吉克语、 土库曼语属于 “受保

护” 语言ꎬ 五国的国语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刚性需要ꎬ 各国通过法律手段积极

拓展国语的功能和权威ꎬ 通过加强国语的身份标识作用维护国家安全ꎻ 俄语和英

语也是 “受保护” 语言ꎬ 俄语依然是中亚各国的族际交际语ꎬ 英语作为国际通

用语是世界先进技术文化的重要来源ꎬ 二者均具有很高的交际价值和社会功能ꎻ
以东干语为代表的少数族群语言处于濒危状态ꎬ 其安全处境不容乐观ꎮ 中亚各国

诸语言的安全状况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亚五国境内语言自身安全程度统计

　 　 　 　 　 　 国别
数量　 　 　 　 　 　 受保护 稳定 濒危 总计

哈萨克斯坦 ３ ８ ３ １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２ ３ １ ６

乌兹别克斯坦 ２ ８ １ １１

塔吉克斯坦 ２ ８ ４ １４

土库曼斯坦 １ ５ ０ ６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ｕｅ ｃｏｍ / ｂｒｏｗｓ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由表 ４ 可知: 第一ꎬ 中亚地区绝大多数语言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ꎻ 第二ꎬ 各

国除国语和俄语之外的少数族群语言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ꎻ 第三ꎬ 俄语在哈、
吉、 乌、 塔四国占据强势地位ꎻ 第四ꎬ 吉、 乌、 土三国濒危语种数量均处于合理

范围内ꎬ 哈、 塔两国语言分布情况特殊ꎬ 存在诸多人数极少的族群ꎬ 应针对濒危

语言采取保护措施ꎮ 中亚少数族群语言处于相对不安全的境况ꎮ 全球化使语言接

０４１

①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ｕ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ｕｅ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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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日益频繁ꎬ 少数族群语言由于不具备书写形式ꎬ 得不到官方保护ꎬ 使用范围受

限ꎬ 使用者数量小①ꎬ 生存境况面临挑战ꎮ 中亚各国虽在纲领性文件中反复强调

“保护语言多样性” 的重要性ꎬ 但现实中政府力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国语发

展ꎬ 难以兼顾少数族群语言保护发展的问题ꎮ 由于人类交流是文化概念的协商与

再协商的聚焦点②ꎬ 语言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和载体ꎬ 交际中语言的缺位容

易割裂族群历史、 记忆、 知识、 价值观念③ꎮ 因此ꎬ 少数族群语言濒危必然导致

多元文化发展空间的萎缩ꎬ 对人类社会文化模式、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多样性ꎬ 都

有不利甚至毁灭性的影响ꎮ 中亚少数族群语言及其变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

公共财富ꎬ 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传承ꎮ

三　 语言关系安全: 保障国家社会安定团结

独立后中亚各国重新分配诸语言的社会功能ꎬ 重塑语言权力格局ꎬ 语言间的

力量结构形成了对比ꎬ 不同语言和群体之间因争夺利益、 权利、 资源形成了相对

紧张的关系ꎮ 语言规划能够通过重塑语言关系ꎬ 缓解语言冲突态势ꎬ 重构秩序和

稳定ꎬ 实现政治整合ꎻ 相反ꎬ 治理不当或任由语言冲突发展ꎬ 将激化民族矛盾ꎬ
将危害社会稳定ꎮ ２０２０ 年托卡耶夫在谈及语言治理时曾表示ꎬ 语言问题具有巨

大的政治意义ꎬ 处理不当会对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安全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ꎻ 乌

克兰当局不切实际地提高国语地位ꎬ 暴力地拓展国语使用范围ꎬ 导致民族关系失

衡④ꎮ 可见ꎬ 语言规划可同时作为手段和缘由ꎬ 通过塑造群体间关系ꎬ 建构或解

构国家秩序和稳定ꎮ

(一) 语言使用关乎集体利益

在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ꎬ 通常以同化语言作为实现政治整合的手段ꎮ 语言兼

备政治性和民族性ꎬ 多语社会中语言与社会身份的互动更为频繁ꎬ 国语构成国家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ｍａｉｎｅꎬ 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ＭＯ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４ (２).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ｍｏｓｔ / ｊｍｓｈｏｍｅ ｈｔｍ

张春: «少数民族语言濒危与文化多样性的悖论研究»ꎬ 载 «贵州民族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英〕 苏赖特: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ꎬ 第 ２１６ 页ꎮ
Касым － 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Судьба казах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весах истор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ｒｕ / ｋａｓｙｍ － ｚｈｏｍａｒｔ － ｔｏｋａｅｖ － ｓｕｄ － ｂａ － ｋａｚａｈｓｋｏｇｏ － ｎａｒｏｄａ － ｎａｈｏｄｉｔｓｙａ － ｎａ － ｖｅｓａｈ － ｉｓｔｏｒｉｉ ＿
ａ３６６５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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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同时ꎬ 也对少数族群文化空间带来无形的压迫感①ꎮ 为防止被强制同化或

分离ꎬ 维护民族文化特性ꎬ 在获得新的国家身份后少数族群更加关注群体权益ꎬ
具体表现为争取与语言使用直接相关的各种利益ꎬ 这种诉求实质上是一种争取群

体身份在国家各领域生活中认同感的尝试ꎮ②

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同俄语、 少数族群语言社区之间形成了语言利益的对立关

系ꎬ 影响因素有三ꎮ 第一ꎬ 少数族群语言自身安全堪忧ꎮ 各国虽将 “尊重各群体

语言权利” 的原则写入宪法ꎬ 但少数族群语言使用范围极为有限ꎬ 功能空间仅限

于家庭、 宗教场所、 社区交际、 民俗活动范围内ꎮ 第二ꎬ 缺乏国家政策重视ꎮ 虽

然在孩提时期习得了母语能力ꎬ 但由于在语言政策层面上缺乏国家力量介入ꎬ 难

以配置足够维持语言传承发展的资源ꎬ 少数族群语言操持者迫于工作生活需要ꎬ
转用其他语言ꎮ 第三ꎬ 少数族群人口规模缩减ꎮ 独立后各国均出现以俄语社区居

民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人口外迁现象ꎬ 人口外流导致本国特定语言使用者群体的年

龄分布出现断层ꎮ 以吉国为例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人口减幅最大的五个民族从高到

低依次为乌克兰人、 白俄罗斯人、 摩尔多瓦人、 犹太人和俄罗斯人ꎬ 分别为

４６ ０６％ 、 ３５ ２４％ 、 ２０ ３１％ 、 １７ ４４ 和 １２ ６０％ ③ꎬ 上述群体大多操持俄语ꎮ
争取俄语地位在中亚各国语言利益冲突关系中最为突出ꎮ 中亚各国独立后语

言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过程也可看作是协调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尤其是与俄罗斯

人之间矛盾的过程④ꎮ 语言规划中俄语地位、 功能再分配方案的不合理性直接导

致冲突的产生ꎮ １９９２ 年哈国曾成立俄罗斯人村社和全国性斯拉夫人组织 “拉
特”ꎬ 不仅呼吁独联体各国签订关于双重国籍协议ꎬ 还提出民族自治ꎬ 将哈国北

部地区归还俄罗斯的要求ꎬ 甚至爆发流血冲突ꎮ
俄语在中亚文化环境中传播使用已具有两百年历史ꎬ 凭借其强大的交际传播

价值ꎬ 直至今日仍在各国族际交往、 科研创新、 国家管理、 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

重要功能ꎮ 纳扎尔巴耶夫曾表示ꎬ 俄语一直是国家不可分割的文化财富、 学习先

进知识的渠道和族际交际的工具⑤ꎮ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英〕 苏赖特: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ꎬ 第 ２ 页ꎮ
同上ꎮ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ｋｇ / ｒｕ / ｏｐｅｎｄａｔａ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３１２ /
张宏莉: «中亚国家语言政策及其发展走向分析»ꎬ 载 «新疆社会科学 (汉文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ошибочно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ть казахский язык русскому － Назарбаев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ｉｔｕｓ ｋｚ / ? ｐｒｅｖｉｄ ＝ １５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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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中亚五国居民俄语掌握状况

国别 大体掌握 (％ ) 熟练掌握 (％ ) 积极使用 (％ )

哈萨克斯坦 ９９ ９ ８９ ６ ８４

吉尔吉斯斯坦 ８７ １ ６０ ５ ４９

乌兹别克斯坦 ９９ ２ ９９ ２ ４１

塔吉克斯坦 ６８ ５ ４１ ２ ３３

土库曼斯坦 无数据 无数据 １８

　 　 数据来源: Боришполец К П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Центрально － 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２０１４ №２ С ６４ － ６５

中亚各国独立后俄语失去了苏联时期的国家通用语地位ꎮ 吉尔吉斯斯坦正式

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ꎻ 哈萨克斯坦 «宪法» 和 «语言法» 中虽未明确界定俄

语为官方语言ꎬ 但可在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构中 “同哈萨克语同等正式使

用”① 在法律角度看ꎬ 国家机构没有使用俄语的义务ꎬ 官方文件也不必全部译成

俄语②ꎻ 塔吉克斯坦独立赋予俄语族际交际语地位ꎻ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在法律中未规定俄语地位ꎮ 面对语言权力结构的重塑ꎬ 身份的保持成为了群体利

益的核心诉求ꎮ 中亚俄语操持者注重维护民族身份③ꎮ 第一ꎬ 国语语言能力的缺

失将在教育、 求职、 升迁、 诉讼等活动中受到歧视④ꎮ 纳扎尔巴耶夫虽曾在第 １５
届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上明确指出ꎬ “俄语将一直是国家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

分ꎬ 将发挥重要功能ꎬ 了解世界先进知识技术ꎬ 实现族际往来”⑤ꎬ 但由于俄语

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ꎬ 引起了俄语操持者关于语际关系的不安情绪ꎬ 唯一国语政

策使他们沦为二等公民ꎬ 因此要求赋予俄语第二国语或官方语言地位成为了俄语

操持者的政治诉求⑥ꎮ 第二ꎬ 面对国语的强势推广ꎬ 语言竞争日益加剧ꎬ 进一步

引发俄语居民对文化生存空间的担忧ꎮ 阿卡耶夫参加吉国 １９９５ 年总统竞选时ꎬ
曾承诺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ꎬ 但在被议会驳回后ꎬ 后续共有 ４０ 万俄语居民移

居海外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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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Закон о язык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ｚｎｕ ｋｚ / ｒｕ / １９６９
张宁: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ꎬ 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９３ 页ꎮ
吴宏伟: «中亚安全与稳定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张宁: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 １９９１ ~２０１１»ꎬ 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７５ 页ꎮ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ошибочно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ть казахский язык русскому － Назарбаев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ｔｕｓ ｋｚ / ? ｐｒｅｖｉｄ ＝ １５２５８
何俊芳、 周庆生: «语言冲突研究»ꎬ 第 １６２ 页ꎮ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его статус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 / １２７８９２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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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民族语言操持者注重保持其在国家身份中的特权ꎮ 第一ꎬ 维护国家权威

和追求政权稳定是政治精英决策的基本出发点ꎮ ２０２０ 年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

就商店、 餐厅和服务业场所广告信息使用俄语的问题进行了表态ꎬ 要求公共场所

在语言使用问题上保障国语的权威性ꎬ 有必要结束这种使用另外一种语言书写广

告信息的做法①ꎮ 对于吉国而言ꎬ 俄语法律地位事关内部和谐与外部稳定ꎮ ２００１
年吉国正式颁布 «官方语言法»ꎬ 俄语正式获得官方语言地位ꎬ 人口流失现象得

到了改善ꎬ 阿卡耶夫称之为 “最重要的成就”ꎬ 并表示俄语将 “在新世纪书写祖

国历史的全新画卷”ꎬ 是 “凝聚国民的力量的坚实基础”②ꎮ ２０２１ 年初吉国政局动

荡ꎬ 扎帕罗夫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公开表示ꎬ 鉴于吉俄两国同盟伙伴关系ꎬ 俄语将

一直保持官方语言地位③ꎬ 进一步证实了俄语在塑造稳定外部环境中的战略价

值ꎮ 第二ꎬ 民族主义者注重维护主体民族身份ꎮ ２０１８ 年吉国反对派领导人别克

纳扎罗夫曾公开表示ꎬ ４７ 个政治组织要求修改吉国宪法中关于俄语地位的规定ꎮ
他指出: 我们需要俄语充当族际交际工具ꎬ 而公文事务、 正式讲话、 各类活动应只

使用国语ꎬ 并且号召 ２０１９ 年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决ꎮ ２０２０ 年托卡耶夫收到请愿书ꎬ
截至 ５ 月共有 １０ 万人联名要求取消俄语族际交际语地位ꎬ 主要原因自在于人口结

构在近三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ꎬ 旧的法律已不能满足新的社会现实④ꎮ
由此可见ꎬ 语言利益诉求表现为对国家或民族身份的保持ꎬ 这种以语言为中

介的文化认同ꎬ 甚至会打破既存认同圈ꎬ 并在语言实践过程中被赋予颠覆性和侵

入性特征ꎬ 产生否认既存权力和权威的作用⑤ꎮ

(二) 语言利益之争威胁社会稳定

族际语言冲突很少独立存在ꎬ 其产生和发展往往存在于共同的族际紧张关系

之中⑥ꎮ 中亚地区族群间因切身利益引发的冲突虽时有发生ꎬ 却鲜有因语言使用

而引发的族际冲突ꎬ 原因有三ꎮ 第一ꎬ 中亚民族之间交流共处的条件相对成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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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емьер － министр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ыступил против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екламе
ｈｔｔｐｓ: / / ｋｎｅｗｓ ｋｇ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１ / ｐｒｅｍｅｒ － ｍｉｎｉｓｔｒ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ａ － ｖｙｓｔｕｐｉｌ － ｐｒｏｔｉｖ － ｉｓｐｏｌｚｏｖａｎｉｙａ － ｒｕｓｓｋｏｇｏ －
ｙａｚｙｋａ － ｖ － ｒｅｋｌａｍｅ /

Втор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２０ лет назад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стал официальным ｈｔｔｐｓ: / /
ｒｇ ｒｕ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７ / ２０ － ｌｅｔ － ｎａｚａｄ － ｒｕｓｓｋｉｊ － ｉａｚｙｋ － ｖ － ｋｉｒｇｉｚｉｉ － ｓｔａｌ － ｏｆｉｃｉａｌｎｙｍ ｈｔｍｌ

Жапаров заявилꎬ чт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Киргизии сохранит статус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ｒｕ /
ｍｅｚｈｄｕｎａｒｏｄｎａｙａ － ｐａｎｏｒａｍａ / １０４４７４５７

Русских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заставляют предать себя и свои корни ｈｔｔｐｓ: / / ｕｋｒａｉｎａ ｒｕ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
２０２００５２４ / １０２７７８４９０８ ｈｔｍｌ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ꎬ Ｄ Ｅ 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Ｃｌｅｖｅｄｏｎ: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Ｌｔｄ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３５
何俊芳: «论语言冲突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ꎬ 第 １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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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宗教习俗ꎬ 近似的语言形式维系着稳定的关系①ꎬ 发生在突厥语族诸语言

操持者间的语言矛盾相对易于解决ꎮ 第二ꎬ 各国高层充分意识到过分强调 “民族

自决” 的危害ꎬ 强调公民权利才能实现民族关系和谐ꎮ １９９５ 年哈国通过修改宪

法ꎬ 反对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ꎬ 删除了 “ (哈国) 是哈萨克族的自决国家” 的

相关表述②ꎮ 第三ꎬ 中亚各国高层同莫斯科方面达成共识ꎬ 共同维护地区稳定ꎬ
打击以民族为特征的极端主义ꎬ 各类冲突均有通过外交手段化解的途径ꎮ

尽管如此ꎬ 现实中各国仍将掌握国语作为获取特殊身份的条件ꎮ 国语在凝聚

国家和识别身份功能结构上的矛盾性成为了主体民族和俄语操持者间利益对抗的

根源ꎮ 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均将国语掌握状况列为重新配置政治资源的必要条件ꎬ
无限放大了国语识别身份的功能ꎮ 苏联时期俄罗斯族在各国政府部门、 大型国营

企业、 教学科研部门中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和领导职务③ꎬ 各国独立后排俄思

潮兴起ꎬ 政治精英将语言特征作为甄别身份的标准ꎬ 在招录和考核在职公务员时

考察候选人国语水平ꎬ 政治生涯与莫斯科方面联系紧密或不掌握国语的非主体民

族干部将被排除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ꎬ 借以重新配置国家权力机关人事资源ꎮ
以吉国总统选举为例ꎬ １９９１ 年吉最高苏维埃通过的 «总统选举法» 将 “掌

握国语” 列为一项参选资格ꎬ 历次 «宪法» 修正案中均保留此项内容ꎮ 国语测

试内容和形式近些年发生较大变化ꎮ ２００９ 年大选时ꎬ 通过个人口头陈述ꎬ 书面

汇报竞选计划、 朗诵文艺作品的形式ꎬ 考察参选者词汇积累ꎬ 语音面貌④ꎻ ２０２０
年吉国总统竞选时ꎬ 首次采用 “国语水平测试” 系统ꎬ 重点考察词汇语法运用

能力、 听读信息获取能力、 书面口头表达能力⑤ꎮ
１９９９ 年国语测试制度被首次用于政治实践ꎮ «选举法典» 将 “通过国语水平

测试” 列为参选 ２０００ 年总统选举的必要条件ꎮ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做法是阿卡耶

夫政权为限制库洛夫参选而专门设置的障碍ꎮ 事实上大部分反对派领导人都从小

接受俄罗斯教育ꎬ 俄语熟练ꎬ 但国语水平相对较差ꎬ 很难通过国语水平测试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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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涛: «中亚地缘政治沿革: 历史、 现状与未来»ꎬ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６４ 页ꎮ
张宁: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ꎬ 第 ８４ 页ꎮ
杨波: «塔吉克斯坦国家发展与社会文化研究»ꎬ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年版ꎬ 第 ２０１ 页ꎮ
С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й гонки в Киргизии за незнание госязыка сняты еще два кандидат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ｅｎｄ ａｚ / ｃａｓｉａ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 １４７９１１９ ｈｔｍｌ
Кандидаты в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родолжают сдавать тест на знание госязык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ｔｒｋ ｋｇ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ｓ / １５０３０
张宁、 李雪、 李昕韦华: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ꎬ 上海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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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态度ꎬ 吉国知名律师佐托娃认为ꎬ 该项措施违背宪法原则ꎬ 吉

国 «宪法» 规定ꎬ 严禁因国语或官方语言掌握剥夺公民自由和权利ꎬ 由此限制了

公民参选资格ꎻ 民众反应多持批判态度ꎬ 认为 “电视直播测试过程纯属作秀”、
“应测试候选人其他领域的知识”、 “对此毫无兴趣”、 “还应测试俄语水平”①ꎮ

随着时代的进步ꎬ 国语普及度逐渐提升ꎬ 国语在甄别身份和分配国家资源方

面的作用将持续得以增强ꎮ ２０１８ 年吉国教育与科学部颁布新政ꎬ 根据政府第 ２７９
号决议要求ꎬ 在高考分数相同时ꎬ 具有国家授权机构颁发的 “国语水平测试”
合格证书的中学毕业生将优先获得免学费名额②ꎮ ２０２０ 年乌国颁布新政ꎬ 在接收

外籍或无国籍人士入籍申请时ꎬ 增加国语水平测试环节ꎮ 测试共包含阅读理解、
书面表述和口语表达三部分内容ꎬ 分值比例为 ３∶３ ∶４ꎬ 满分 １００ 分ꎬ 申请者需达

到 ５０ 分才有资格申请入籍③ꎮ ２０２１ 年起ꎬ 哈国青年干部储备人才遴选ꎬ 国家管

理科学院研究生部招生录取时ꎬ 均要求候选人持有国语测试合格证书④ꎮ 可见ꎬ
国语在公民个人发展的关键节点仍将发挥关键作用ꎮ

在群体利益对抗的背景下ꎬ 国语功能结构的失衡将继续引发语言矛盾ꎮ 虽未

造成大规模负面影响ꎬ 但不利于创建和谐的民族关系ꎮ 由于国语交际功能欠佳ꎬ
在对语言地位、 功能进行新一轮分配的过程中必将触及多方利益ꎬ 触发新的矛

盾ꎬ 构成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ꎮ

四　 语言应用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必要条件

语言是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ꎬ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和提高

公民文化素质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当语言服务于国家战略时ꎬ 将成为国家核心

竞争力的一部分ꎬ 也将是国家硬、 软实力的重要体现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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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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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言应用水平撑持信息资源流动

国家机关为履行国家义务ꎬ 维护国家利益ꎬ 需要保障沟通交际有效运行ꎮ 国

家日常运行管理需要解决管理部门内部工作语言选择的问题ꎮ 国语和官方语言应

在国家管理、 公文处理、 教育科研和族际交往中得到充分使用ꎬ 才能保障信息资

源有效流动ꎬ 传达行政指令ꎬ 将政策付诸于实践ꎮ
中亚各国对公职人员的国语要求愈发严格ꎮ ２０１９ 年塔吉克斯坦语言和术语

委员会主席沙洛夫佐达表示ꎬ 将持续强制要求塔吉克语掌握水平较低的官员学习

国语①ꎮ ２０２０ 年乌国修订 «行政责任法»ꎬ 就政府机构日常工作中违反 «国语

法» 的行为明确惩罚措施②ꎻ 面向国家公职人员举办短期脱产制国语公文用语培

训班ꎬ 以提高言语修养和演说艺术技能③ꎻ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起ꎬ 将全面考察乌国全

体公职人员使用国语处理公文的能力ꎬ 颁发国语水平相关证书ꎬ 至 ２０２３ 年前

全体政府机关负责人应持有国语水平证书上岗④ꎮ 国家层面的立法行为明确了

政府内部、 政府同公民之间交往用语的具体选择ꎮ 语言实践中政府公职人员通

常在 “反映当地社会语言生态” 和 “贯彻国家语言信仰” 之间做出价值的取

舍ꎮ 还将为国语在全社会的推广普及起到示范作用ꎬ 巩固国语标识国家身份的

功能ꎮ
重视特殊群体的服务意识ꎬ 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关注ꎮ 针对听障

与视障人士开展语言服务ꎬ 可满足特殊群体获取信息和开展交际的需求ꎬ 提升国

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威望声誉ꎮ 中亚各国社工机构常年聘任掌握手语的专业人士

开展手语服务ꎬ 听觉残障人士只需向区级社会福利机构递交申请与相关证明材料

即可获得免费手语服务ꎮ 国家向每位登记在案的听障人士提供固定时长的手语服

务ꎮ 哈国于 ２０１５ 年出台 «针对行动不便与听觉障碍人士提供个人康复服务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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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отношении чиновниковꎬ нарушающих нор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аджикского языкаꎬ собираются
вводить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ｈｔｔｐｓ: / / ｔｊ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ｒｕ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２０１９０７３１ / １０２９５４０１８８ / ｓｈａｒｏｆｚｏｄａ － ｍｅｒｙ －
ｃｈｉｎｏｖｎｉｋｉ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ｙａｚｙｋ ｈｔｍｌ

Узбекских чиновников накажут з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ｈｔｔｐｓ: /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 ｔｕｒｂｏ / ｎｇ ｒｕ /
ｓ / ｃｉｓ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７ / １＿７８５４＿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ｍｌ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госслужащих отправят на курсы по этик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ｏｄｒｏｂｎｏ ｕｚ / ｃａｔ / ｏｂｃｈｅｓｔｖｏ /
ｖ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ｅ － ｇｏｓｓｌｕｚｈａｓｈｃｈｉｋｈ － ｏｔｐｒａｖｙａｔ － ｎａ － ｋｕｒｓｙ － ｐｏ － ｅｔｉｋｅ /

С ２０２３ года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будут обязаны иметь сертификат о знании госязыка—проект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 ｕｚ / ｒｕ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５ / ｓｔａｔｅ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理规定»ꎬ 随后分别于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与 ２０１９ 年进行三次修改①ꎮ 哈国政府还通过提

供免费课程ꎬ 举办比赛ꎬ 在电视节目上进行同步手语解说的方式ꎬ 提供手语

服务ꎮ
针对视障人士设立专门的国家视障图书馆ꎮ 乌国境内共有 ８０ 家图书馆可针

对视障人士开展服务ꎬ 并惠及了 ４ 万名特殊读者ꎻ 哈国视障图书馆归文化体育部

直属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电子图书资源用户为 ２ ８５８ 人ꎬ 读者数量为 ２ ７ 万人 /年ꎬ 年

均图书借阅量为 ９ ８ 万册ꎬ 图书年均采购量为到 ３４ ５１ 本 /人②ꎮ 但各国盲文服务

仍存在诸多问题ꎮ 一方面ꎬ 各国视障图书馆盲文书籍不足ꎬ 远不能满足读者需

求ꎻ 特殊教育师资短缺ꎬ 教学硬件保障不力的问题限制了服务的进一步展开ꎻ 日

常生活大型社会服务设施中盲文覆盖率不高ꎻ 另一方面ꎬ 盲文系统国语使用率

低ꎬ 哈国视障图书馆官网虽设有哈语版本ꎬ 但几乎所有相关文件资料、 新闻报道

均使用俄语编写ꎻ 在线语音资料仅有俄语版本可以正常播放ꎻ 馆藏图书大多以俄

语书籍为主ꎬ 国语图书占比为 ６ １％ ③ꎮ 视障人士专用软件的语种选择方面ꎬ 目

前绝大多数软件使用俄语ꎮ

(二) 公民外语能力构筑国家安全智力基础

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ꎬ 国家培育和支配语言资源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到

语言经济价值的发挥ꎬ 进而满足国家的各种战略需求ꎻ 相反ꎬ 人才和语种储备不

足将不利于提高国家人力资源ꎬ 国家开展国际合作ꎬ 危及国家安全利益ꎮ
外语资源蕴藏巨大的能量ꎬ 有利于国家消除各类威胁的不利影响ꎮ 第一ꎬ 公

民的多语能力与工资收入成正比ꎮ 中亚国家国内就业市场体量有限ꎬ 很大程度上

有赖于出国务工ꎬ 很多国家陆续将语言要求作为硬性规定ꎮ 掌握外语技能将有助

于提高本国公民在国际劳动市场中的优势ꎬ 改善社会民生ꎻ 相反ꎬ 若公民职业素

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ꎬ 将加剧失业现象ꎬ 为社会稳定带来隐患ꎮ 第二ꎬ 外语承载

世界先进思想技术ꎮ 中亚国家亟需改变劳动岗位结构、 缓解移民外流势头、 提高

劳动力管理质量ꎬ 以突破产业结构转型的瓶颈ꎬ 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关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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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ра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２２ января
２０１５ года №２６ "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инвалидов" . ｈｔｔｐ: / / ｂａｓｅ ｓｐｉｎｆｏｒｍ ｒｕ / ｓｈｏｗ＿ ｄｏｃ ｆｗｘ?
ｒｇｎ ＝ ７４５５２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незрячих и
слабовидящих граждан"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и спор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ｈｔｔｐ: / / ｂｌｉｎｄｌｉｂ ｋｚ / ?ｐａｇｅ＿ｉｄ
＝１７７９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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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ꎮ 外语技能将丰富信息来源渠道ꎬ 带动国内创新型经济发展ꎬ 实现与国际的接

轨ꎮ 第三ꎬ 外语人才储备影响国际合作质量ꎮ 有效的信息沟通事关国际合作效

果ꎬ 高质量的国际语言服务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ꎬ 服务国家对外战略ꎮ 第

四ꎬ 语言的共通性也能够为国家开启外部空间ꎬ 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ꎮ «塔吉克

斯坦共和国外交发展构想»① 将阿富汗和伊朗列为加强双边关系的重要对象ꎬ 其

中语言因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先导作用ꎮ
中亚国家公民外语能力建设在路径上主要包含两部分ꎬ 即专业化外语人才培

养和面向全体国民的外语教育ꎮ 专业化外语人才的培养需要充分考虑国家战略定

位、 教学资源状况、 就业前景等实际状况ꎮ 语种设置不仅标志国家人才储备的宽

度ꎬ 还体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ꎮ 中亚国家外语语种设置存在不合理性ꎮ 据

２０２０ 年世界大学 ＱＳ 排名ꎬ 我们选取了哈、 吉、 乌、 塔四国排名最高的综合性大

学与外语类高校ꎬ 统计语种分布方面的特征ꎮ 不难发现ꎬ 英语、 德语、 法语教学

覆盖范围最广ꎻ 亚洲国家语言教学覆盖范围相对有限ꎻ 外语类大学语种设置数量

不足ꎻ 对于使用人口过亿的非通用语专业开设数量偏少ꎻ 不能满足国家此方面语

言人才的需求ꎬ 不符合中亚地缘环境下各国开展国际合作的实际需求ꎮ

表 ６　 各国主要高校外语语种设置

学校名称 种类 开设语种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国立大学 综合类大学 英、 法、 德、 西、 汉

哈萨克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学 外语类大学
英、 法、 德、 意、 汉、 日、 韩、
土、 阿、 波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国立大学 综合类大学 英、 法、 德、 土

吉尔吉斯外交学研究院 外语类大学 英、 法、 德、 意、 西、 希、 阿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国立大学 综合类大学 英、 法、 德、 俄

乌兹别克国立世界语言大学 外语类大学
英、 法、 德、 西、 俄、 汉、
韩、 日

塔吉克斯坦
俄塔斯拉夫大学 综合类大学 英、 法、 德、 汉、 日

塔吉克国立外国语学院 外语类大学 英、 法、 德、 波、 印、 韩、 阿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表中各高校官方网站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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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各国赋予外语教育巨大的战略意义ꎮ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年

落实语言政策的国家规划» 将公民掌握哈语、 俄语及英语作为公民竞争优势ꎬ 要

求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年期间ꎬ 同时掌握哈萨克语、 俄语和英语的公民比例将从 ２６％ 提

高到 ３１％ ꎮ 此外ꎬ 国家应为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创造条件ꎬ 以推进务实国际合

作ꎬ 加强公民语言资本①ꎮ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将 “实现

外语学习纵深发展” 列入科教事业领域的重点工作②ꎮ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３０
年前完善俄语和英语教育的国家规划» 将 “外语水平不足” 列为国家面临的重

要挑战ꎬ 系统部署了外语教育的阶段性任务ꎬ 以消除外语教育限制性因素的不利

影响③ꎮ
由此可见ꎬ 各国在语言应用层面的规划本质上是以调节国语为杠杆ꎬ 改变俄

语影响力ꎬ 控制引发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ꎬ 助力国家实现安全利益ꎮ

结　 语

独立后中亚国家积极开展政治整合ꎬ 以同化语言为手段ꎬ 塑造了新的国家身

份ꎮ 语言规划的推行实施改变了语言权力地位格局ꎬ 造就了独特的语言生态ꎮ 整

体来看ꎬ 中亚国家语言安全态势总体平稳ꎬ 主要语言生存威胁不大、 语言关系相

对稳定可控、 国家保障基本到位ꎬ 与此同时ꎬ 语言领域也存在诸多威胁国家安全

的潜在问题ꎮ
第一ꎬ 国语整体功能不足ꎬ 仍需加强本体建设提升安全性ꎮ 中亚各国的国语

在塑造国家主权、 标识主体民族身份、 增强国家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但

在实际应用中ꎬ 因文字系统、 术语体系、 科学代表性、 信息现代性均还在发展完

善阶段ꎬ 各国国语相对俄语在传播信息的效能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ꎮ 立足国语本

体建设ꎬ 赋予国语与其地位匹配的交际功能ꎬ 是提升中亚各国国语自身安全程度

的合理途径ꎬ 也是未来十年五国语言规划的核心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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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на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５ годы ｈｔｔｐ: / / ａｄｉｌｅｔ ｚａｎ ｋｚ / ｒｕｓ / ｄｏｃｓ / Ｐ１９００００１０４５

О стратегии действий по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развитию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ｘ ｕｚ / ｄｏｃｓ /
３１０７０４２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и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ов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на период до ２０３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ｌｉａｌ － ｎｉｃ － ｍｋｕｒ ｔｊ / ｄｏｃ / １ / ２ / ４ /
２８％ ２０Госпрограмма％ ２０соверш ％ ２０преподования％ ２０и％ ２０изуч ％ ２０русс ％ ２０и％ ２０англ ％ ２０яз％
２０в％２０РТ ｄｏｃ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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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俄语地位问题仍有可能威胁族际关系和外交关系ꎮ 中亚主体民族与俄

语操持者在争取身份利益的过程中ꎬ 出现过群体间相对紧张的局面ꎬ 处理不当则

危机族际和谐ꎬ 消解国家凝聚力ꎮ 俄语也是中亚发展对俄关系ꎬ 参与欧亚地区经

济、 安全合作机制的工作语言ꎬ 事关中亚国家的安全发展利益ꎮ 中亚国家在俄语

问题处理上宜立足国情ꎬ 合理使用语言规划工具ꎬ 使国语和俄语之间的活力差距

处于合理范围ꎬ 这样才能强化国语的政治功能ꎬ 彰显国家文化主权ꎮ
第三ꎬ 未充分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语言ꎬ 个别族群语言濒危ꎮ 少数族群语言

濒危状态将导致文化空间的萎缩ꎬ 保护、 复兴和发展少数族群语言是维护语言文

化的多样性的必然需求ꎬ 也是国内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ꎮ 中亚国家在语言规划中

切实为少数族群语言传承提供保障ꎬ 支持民族文化繁荣ꎬ 避免出现新的语际矛盾

与族际矛盾ꎬ 才能在国家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语言环境中维系共同思维ꎬ 凝聚全

体国民的力量ꎮ
第四ꎬ 公民语言应用能力制约国家安全利益维护ꎮ 中亚国家在拓展国语功能

空间的基础上ꎬ 注重国家层面对信息传递效果和广度的规划ꎬ 开始重视外语能力

带来的战略红利ꎮ 囿于对外联系的水平和政府投入的有限性ꎬ 中亚各国公民的语

言能力短期内难以实现质的提升ꎬ 在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过程中限制了国家各领

域安全利益的维护ꎮ 持续提升国民语言能力ꎬ 加快语言与信息技术的融合ꎬ 培养

高素质专门语言人才ꎬ 是全面维护中亚国家语言安全的重要途径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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