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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体多样视域下的中国语言保护政策 
 

周 庆 生 

 

[提要]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

的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两项语言政策总原则，具有主体性和多样性的根本属性。本

文尝试用“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理念，分析中国主体语言政策中语言保护的多样性，

以及多样性语言保护政策中主体语言的主体性,试图论证“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

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政策。在政策实践方面，中国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拨

出了大笔专项资金，建立了中国语言资源库和采录展示平台，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出版了一大批语保工程标志性成果，建立了语言方言博物

馆。中国语言保护的政策、智慧、方案和经验已经引起世界同行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 主体多样  语言保护政策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 

 

一  引  言 

 

语言保护旨在抢救记录濒危语言，保存语言资源，传承保护优秀语言文化遗产，维护语

言健康，保持语言生态平衡。从世界范围看，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英语的使用范围越来

越广，成为全球唯一的国际通用语言。其他语言，特别是一些使用人口较少的小语言，不断

衰变甚至濒临消亡。国际上一些学者预测，到 21 世纪末，世界五六千种语言将会消亡一半左

右。近 20 年来，语言濒危、语言消亡、语言生态、语言人权和语言资源等问题一直是国际语

言学者关注的焦点（周庆生 2010）。 

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公民学习和

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十分有利。但同时，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的使用人口开始变少，有的语言甚至走向濒危。语言保护（本文简称“语保”）理论研究和实

践活动在中国蓬勃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如何发展？国家要不要对此作出反应？国家应采取何

种语言政策？面对新时期新问题，国家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

言资源、保护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国家语言新政策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已为党的十八

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大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同时

                                                        
  本文得到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及策略研究

（22&ZD216）”的资助，文章内容曾在“中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与权利保障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 2022.7.2）、

“中国蒙古语文学会语言文化学专业委员会第 12 届年会暨新时代蒙古语言文化与文献学术研讨会”（阜新 

2023.5.27）、“华夏语言文字文明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暨《民族语文》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北京 

2023.12.22—23）上宣讲，与会专家及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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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成功翻开了我国语言政策的一个光辉新篇章。 

值此“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①政策颁布

13 周年之际，本文拟从主体性和多样性（简称“主体多样”）的视域，简要总结思考我国语

言保护政策问题，以示纪念。 

 

二  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的理念、发展和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2011—2023）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

字工作，曾在党的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三次全会决议中，部署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第

一次是 2011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大力推

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第二次是 2012 年 11 月 8 日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②。第三次是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中提出“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推广力度”③。第四次是 2021 年 11 月 11 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全面推行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④。第五次是 2022 年 10 月 16 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

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⑤。 

（一）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的提出 

1．主体多样语言政策 

“主体多样”是“主体性”和“多样性”的简称，主体多样语言政策是中国语言政策的

总原则（周庆生 2000:242–243）。主体性语言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 19 条

规定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⑥，这是中国语言政策的主线和方向，贯穿新中国语

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多样性语言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 4 条规定

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⑦，这是践行语言平等原则、构建和谐

语言生活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主体性和多样性是中国语言政策的本质属性，是对近半个多世

纪以来，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统称和概述。 

2．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 

进入新时期，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内涵出现了一些变化。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提出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新时期中国主体性语言政策的新

表述；“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是新时期中国多样性语言政策的新表述，是对《中华人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www.gov.cn/jrzg/2011-10/25/content_1978202.htm。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htm。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⑥  http://www.npc.gov.cn/zgrdw/npc/zt/qt/gjxfz/2014-12/03/content_1888093.htm。 
⑦  http://www.npc.gov.cn/zgrdw/npc/zt/qt/gjxfz/2014-12/03/content_18880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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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宪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政策的补充和完善。二者并

举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新特性。 

回顾 2011 年之前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主体性语言政策经历了：推广普通话→大力推

广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国多

样性语言政策经历了：使用和发展→使用→使用和发展→科学保护 + 使用和发展的演变过程。 

新时期我国语言政策总原则，是早期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各民族都有使

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个总原则的延续和发展，是我党适应新时期社会语言生

活新变化，首次在中央全会的决定中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一种新要求和新战略，体现了党

和国家对语言文字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折射出语言文字事业在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教

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二）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的完善 

自 2011 年中共中央《决定》提出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之后，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不大

明确，比如多样性语言政策包括哪些方面？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①（以下简称《两办意见》）中，针对 2011

年《决定》提出的“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作出了较多的补充（第 10 条）：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特

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

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 

上引这段第一句“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关于主体性语言政策的表

述，该表述跟 2011 年《决定》中的完全相同。上段其他各句都是关于多样性语言政策的表述，

该政策的内涵包括：保护传承方言文化、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和传播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和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跟 2011 年《决定》中“科学

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一多样性语言政策相比，2017 年《两办意见》扩充了多样性语言政

策的内涵，大大丰富和完善了 2011 年《决定》“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内容。 

（三）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的发展趋向 

2020 年，在《决定》颁布“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近 10 周年之际，国家又发

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②，在总体要求的指导思想

部分，阐述了国家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 

以推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重点，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建设，推

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构建和谐健

康语言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以上阐述共有六句话。第一句“以推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重点”是主

体性语言政策，第二句和第三句“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建设，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兼具主体性和多样性，第四句和第五句“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构建和谐

健康语言生活”是多样性语言政策，第六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兼具主体性和多

样性。 

                                                        
①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25/c_1120383155.htm。 
②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179d29f1ce/b044ddd7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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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政策话语已经不是简单地将主体性语言政策跟多样性语言政策并列并举，而是既有

主体性语言政策，也有多样性语言政策，同时还穿插了主体性和多样性兼具的语言政策。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固然是未来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

指导思想，但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的发展趋向。 

（四）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政策的变化 

1．政策版本升级：从老版到新版 

《决定》“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是党中央

对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赋予的新内涵，标志着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实现了从老版向新版

的升级或转型。细言之，主体性语言政策，实现了从《宪法》规定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

普通话”，向《决定》提出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转型；多样性语言政

策，实现了从《宪法》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向《决定》

提出的“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转型（周

庆生 2013）。简言之，进入新时期，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内涵和提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国主体性语言政策的提法是“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国多样性语言政

策的提法是“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2．政策流变：从分列分流分管到合列合流统管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流变中，主体性语言政策跟多样性语言政

策，各自独立，分列分流分管。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

行《汉语拼音方案》等主体性语言政策，主要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称“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制定和发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创制和改革等多样性语言

政策，主要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和发布。 

2011 年中共中央《决定》提出的新时期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结束了此前长期实行的“主

体多样”语言政策分列分流分管的老状态，开创了“主体多样”语言政策合列合流统管的新

时代，体现了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整合性和一体性发展的大趋势（周庆生 2019）。 

 

三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自 2011 年“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新政策提出以来，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内

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话语体系已初步形成。2011 年之后，2015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①、2017 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

规划纲要》②、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2021 年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③等文件，均重申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

政策规定。 

                                                        
①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15 年 8 月 11 日成文，2015 年 8 月 17 日发布，具体内

容可见如下网址：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08/t20150817_200418.html 或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17/content_10097.htm。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主要内容可

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94886.htm。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9 日发布，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9/content_56363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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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年）》①（简称《纲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布的语言规划纲要。《纲要》

分四章，其中三章都讲到“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问题，可见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问题

在《纲要》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梳理分析 10 多年来的中央政策文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内涵大致包括“通

论”“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

化建设”“科学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

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等几个方面。 

（一）通论 

1．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树

立各民族语言文字都是国家宝贵文化资源的观念，有针对性地采取符合实际的保护

措施，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各民族语言文字是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点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进一步发挥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独特作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②） 

2．正确处理各种语言文字关系，营造守法、健康、和谐的社会语言文字环境 

正确处理各种语言文字关系。依法妥善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汉语方言、

繁体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及学习使用问题，努力营造守法、健康、和谐的

社会语言文字环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 

3．增强全社会的语言资源观念和语言保护意识 

增强全社会的语言资源观念和语言保护意识。积极开展树立语言资源观念和科

学保护意识的各项公益性活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年）》） 

（二）“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1．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内容 

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收集整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文

化的实态语料和网络语料，建设大规模、可持续开发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开发语

言展示系统，编制和完善中国语言地图集、语言志等基础性系列成果。推动筹建中

国语言文字博物馆。（《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2．科学记录和保存各民族语言文字 

建设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科学设计，统一规划，调查收集普通话、汉语

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有声语料，整理保存和深入开发利用，科学保存中国各民族

语言实态。（《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 

                                                        
①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3127/s7072/201212/t20121210_146511.html。 
②  2016 年 9 月 13 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文件可详见：

https://jw.beijing.gov.cn/language/ywzw/ywdt/201612/t20161216_976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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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各民族语言文字资源 

加强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和资源开发利用。加强语言资源数字化建设，

推动语言资源共享，充分挖掘、合理利用语言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建立和

完善语言资源库，探索方言使用和保护的科学途径，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保存少数

民族濒危语言。（《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 

4．保护开发语言资源 

保护开发语言资源。大力推进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科学保护方言和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民族文字教材管理，提升民族语文教学质量。建设完善国

家语言资源数据库，促进语言资源的开放共享。建设网络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推

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打造语言文化资源展示平台等标志性成果。（《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 

（三）“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和保护” 

1．加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保护工作 

2010 年《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①要求：“加强少数民族

濒危语言的抢救、保护工作。研究制定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措施，指导实施少数民族濒危

语言抢救、保护计划。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调查、收集、研究、整理、保存少数民族濒危语

言资料。”2011 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 年）》②提出：“加强人口较少民

族口头传承古籍及濒危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2—2020 年）》提出“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保存少数民族濒危语言”。2012 年《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③则提出了“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数据库”。 

2．实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和保护工程”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和保护”已列入国家《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④，定

名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与保护工程”。该工程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旨在“科学

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完成 20 种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调查工作，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保护丛书》”，没有大面积展开。《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年）》还提出“支持国家民委完成 20 种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调查工作，出版《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丛书》”。 

3．推进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⑤提出：“继续实施中国语言资源

保护工程，建设国家语言资源服务系统，加大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保护力度”“全面系统整

理收录保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搭建共享平台，开发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

                                                        
①  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601/201006/1079331.shtml。 
②  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 年）》，http://www.moe.gov.cn/s78/A19/yxs_left/moe_812/s235/201202/t20120210_130373.html。 
③  2012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

https://www.gov.cn/jrzg/2012-06/11/content_2158166.htm。 
④  2012 年 7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内容可见：

http://www.gov.cn/zwgk/2012-07/20/content_2187830.htm。 
⑤  2016 年，《国家重点专项规划之——“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内容可见：

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1705/t20170508_11967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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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推进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 

1．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 

加快制定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础规范标准，推进术语规范化，做好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 

2．研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研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加快制订社

会应用和信息化急需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基础规范标准。做好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

规范化工作。（《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 

3．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数据库 

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数据库。收集梳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和文化

信息，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库和传统通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大规模语料库。（《国

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 

（五）“科学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1．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自 2011 年党中央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后，汉语方言的使用和保护问题，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12 年《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提出，“探索方言使用和保护的科学途径”。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提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2．各民族语言文字是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 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各民族语言文字是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

进一步发挥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3．科学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科学保

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自此，“科学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保护传承方

言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 

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 

 

四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是继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的全国汉

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及 20、21 世纪之交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以来，我国

语言文字领域近 8 年来又一次由政府组织实施，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大型语言文化类工

程，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有关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文件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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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三节第二小节已经概说，本节不再赘述。 

（一）目的和任务 

为了贯彻党的“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的任务要求，2015 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

核心的各项工作。 

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旨在收集整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民间口头文化的实态语料和

网络语料，建设大规模、可持续开发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开发语言展示系统，建立当地语

言文化资源展示网或体验馆，筹建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编制和完善中国语言地图集、语言

志、濒危语言和方言志等基础性系列成果；宣传语言保护工作，增强全社会的语言资源观念，

提高全社会的语言保护意识（周庆生 2021a:90–91）。 

（二）工程实施及重要成果 

“语保工程”一期建设于 2015 年启动，2019 年完成，历时 5 年。语言调查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计 1700 多个田野调查点，涉及 123

种语言及其方言。其中，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 410 个，满语、赫哲语等一大批濒危语言得到

科学系统的调查保存。 

跟“语保工程”同步建设的中国语言资源库和采录展示平台，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的重要成果，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可提供在线服务。各类原始调查数据超

过 1000 万条；参与工程建设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达 350 多家，专家团队 1000 多个，专业技术

人员 4500 多名，语言及方言发音人近 9000 人；一大批青年学者通过参与工程建设得到锻炼，

推动了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语言资源保护研究等学科的发展①。 

（三）标志性成果 

50 册《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和 30 册《中国濒危语言志》是迄今已出版的“语保工程”

标志性成果。 

1．《中国语言文化典藏》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第一辑 20 册，于 2017 年出版；《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第二辑 30

册，于 2022 年出版，其中 12 册聚焦少数民族语言，即《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大理白语》《中

国语言文化典藏·和龙朝鲜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互助土族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花

垣苗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景洪傣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澜沧拉祜语》《中国语言文

化典藏·龙山土家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隆林仡佬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普格彝语》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三江侗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西林壮语》《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新

源哈萨克语》②。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聚焦我国的汉语方言文化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忠实记录当地房

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说唱表演等 9 大

方面的语言风俗，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数据库和网络技术进行保存和展示。 

 

                                                        
①  《教育部：积极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和传承》，https://www.sohu.com/a/486179628_121123755。 
②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第二辑今日正式发布，来找找你的家乡》，商务印书馆官方帐号，2022-09-3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32298081990937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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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濒危语言志》 

《中国濒危语言志》第一辑 30 册于 2019 年出版，分为濒危汉语方言志和濒危少数民族

语言志两大部分，是濒危汉语方言调查保护和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保护的成果。 

濒危汉语方言志已出版 10 册；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志出版了 20 册，包括《甘肃东乡唐汪

话》《甘肃肃南西部裕固语》《甘肃文县白马语》《贵州六枝仡佬语》《海南三亚回辉语》《黑龙

江同江赫哲语》《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内蒙古库伦蒙古语》《四川道孚尔龚语》《四川

康定贵琼语》《四川冕宁多续话》《四川松潘羌语》《西藏察隅达让语》《西藏察隅格曼语》《西

藏察隅松林语》《西藏察隅义都语》《云南兰坪普米语》《云南兰坪柔若语》《云南芒市潞西阿

昌语》《云南玉溪撒都语》。 

 

五  余  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年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缔约

国。但是，有关语言保护的国际规约、国际宣言，始终未见推出。这正好为中国在世界语言

保护领域做出中国式贡献，带来了契机。 

（一）美西方国家“先同化，后多样化”语言政策成效甚微 

美西方国家的语言学家曾经感叹，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化社会，

历经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年，居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文献，来记录“社会转型中的语言使

用变化”。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发现，当美西方发达国家语言方言濒危或消亡现象大量出

现之际，想回过头来再开展整体性大面积语言抢救和保存工作，已经来不及了，其“语言多

样化”政策，只能流于形式，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二）美国语言立法也无法挽回土著语言的厄运 

美国曾有近千种土著语言和方言，但由于长期实行种族灭绝和语言同化政策，美国土著

语言正在迅速从地球上消失。美国 1995 年使用的印第安语有 175 种，其中占总数 89% 的 155

种语言即将消亡（周庆生 2021b:81）。1990 年美国颁布《美国土著语言法》（th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ct of 1990/1992，NALA），试图保护土著语言权利，扭转土著语言厄运，但国际

上许多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一项“亡羊补牢之计”，是一项“安抚策略”，是“在作秀”。因为

当一个国家的土著语言基本上无人使用的时候，才想到要制定一部法律来保护。这种保护看

上去很光鲜，但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三）中国为世界语言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大多数语言还具有活力，语言濒危和语言消亡还没有大面

积发生。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实行“主体多样，语言保护”方略，观照主体，包容多样，

协调处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成立了一

批研究机构，建设了中国语言资源库和采录展示平台，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出版了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一大批标志性成果，建立了语言方言博物馆。中国语保

的招招式式都落在了实处，这说明中国是真心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不是作秀。中国的语

言保护成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和开发利用价值。在语保政策、语保实践和语保成果等

方面，中国的智慧、方案和经验已经引起世界同行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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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s Language Protec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ZHOU Qingsheng 

 

[Abstract] The two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nguage policy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are “The 

state shall promote the common speech—Putonghua—used nationwide” and “All ethnic groups 

shall have the freedom to use and develop their ow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which have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referred to as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 protection in China’s subjective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subject language in the diversity language protection policy by 

means of the policy concept of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an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language 

protection policy of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is a language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policy practice,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llocated a large 

amount of funds, established a Chinese language resources database and a storage, retrieval and 

display platform for the collected multimedia language resources data, implemented the world’s 

largest language resources protection project,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landmark achievements 

of the language protection project, and established museums of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policies, 

wisdom, programs and experience of language protection in China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s peers. 

[Keywords]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language protection policy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various spoken and written ethnic languages  language resources prote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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