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母语日”与中国 的语言行 动

方小兵

一、“国际母语日”的由来

1999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届大会上

提出倡议：从 2000 年起，每年的 2 月 21 日为“国际母语

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提倡使用母语，

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民族母语文化的现状，保护世界语

言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增进各国人民之间

的相互理解。教科文组织认为，母语是每一个人的历史

和文化的根基，人们至少应该获得 3个层次的语言能

力：一种母语、一种民族语言和一种通用语言。在这里，

母语指的是每一种民族语言的方言形式，也就是人们最

早l得的“家乡话”。

国际母语日的诞生源于c加拉国捍卫语言权力的

运动。1947 年，根据《蒙巴顿方案》印巴分治。当时的巴

基&坦包括两部分，c加拉为东巴基&坦，西巴基&坦

就是今日的巴基&坦伊&兰共和国。东巴基&坦使用的

是c加拉语，而西巴基&坦以乌尔都语为主要语言。但

是，整个巴基&坦以乌尔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行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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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东巴的强@不满。为此，东巴民众发起了捍卫语言

权力的运动。1952 年 2 月 21 日，在c加拉国首都达卡，

示威人群与警方发生冲突，五人被杀，这五人被国际社

会誉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语言牺牲的语言@士

（Language Martyrs）”。c加拉独立后为五人建立了纪念

碑，每年的 2 月 21 日也成为“c加拉英雄纪念日”。1956

年，巴基&坦宪法规定c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同时作为国

语。为此，1999 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届大会选

定每年 2 月 21 日作为“国际母语日”。

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

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

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

和文化传统的认识。自从设立“国际母语日”之后，教科

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 宣言》《保护与促进文化表达

多样性公约》《普及网络h间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等文

件，以引起人们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推动各国政府采取

相关措施，保护语言多样性。

二、“国际母语日”历年主题及在中国的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母语理念方面始终本着促进

全球各国文化和谐发展的初衷，同时又根据不同时代的

特点，不断加入新鲜元素，不断完善母语理念。

在 2000 年第一次庆祝“国际母语日”时，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提出“在早期教育阶段促进语言多元化

和进行语言多元化教育的发展，可以帮助弘3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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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动致辞说：“我们之所以开展这项纪念活动，其目

的在于鼓励开展各种形式的弘3、发展和教授母语的活

动。……一个人只有一种母语，他一出生，母语即将伴随

其终生，为其提供独特的认识事物的方式，而且不管以

后他学会了多少种语言，也永远不会真的将它忘却。因

此，学l他人的语言，亦意味着涉猎他人认识世界的视

角和方法。保护母语有助于可持续发展。语言的多样性

与生物多样性并非互不相干，一种语言的消失有时也就

是对世界生物保护区的一个威胁。语言是人类非物质遗

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教科文组织坚持不懈地致力于

这项事业，迎接多种语言提出的挑战，支持旨在促进母

语的语言政w。”

2004 年“国际母语日”的主题是“儿童学l”

（Children learning）。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致辞说：“从文化

多样性和人人有权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角度考虑，促进在

学校，从幼儿教育开始就使用母语却是根本。……用母

语和一种官方使用的民族语言结合进行教学，有助于学

生获得更好的学l成绩和j养他们的认识和观察能力。

……数月前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

及语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能以自己的方式

为保护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鉴于语言消失的速度之快

（平均每月消失两种），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已是刻不

容缓。……语言教学，尤其是母语教学比任何时候都来

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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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国际母语日”的主题是“盲文和符号语言”

（Braille and Sign languages）。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致辞说：

“对于这个第六国际母语日，应该注意到盲文是许多人

的母语，是他们交流、学l和表达信息的工具。……我呼

吁政治决w者和公民珍惜语言多样性这一人类的巨额

财富，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每一个人的母语。”

“语言与网络h间”（Languages and Cyberspace）成为

了 2006 年“国际母语日”的主题，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希望通过网络h间来拯救母语，认为信息时代和经\

全球化对少数裔语言造成了冲击，而有关计算机软件和

硬件的开发，有助于保存这些语言，有利于说这些语言

的人共享网络资源。中国从 2006 年开始举办纪念“国际

母语日”的活动，每一年也都确定一个与多元文化和语

言多元化有关的主题。2006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6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等机构在北京举办了主

题为“推广母语教育，弘3多元文化”的中国首届国际母

语日活动，积极宣传“国际母语日”的意义，提高民众对

“国际母语日”的认知度，促进社会发展与文化和谐。活

动一方面向公众展示了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进程，另一方

面展示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还交流了大中小学语

文教育的现状和发展。此后，中国每年都举行活动纪念

国际母语日。

2007 年“国际母语日”的主题是“多语言教育”

（Multilingual education）。3 月 9 日，来自美国、c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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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士、希腊和日本的代表以及驻华使馆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官员三十多人及全国 100 多名语言学家代表，在

北京语言大学举行了“国际母语日”活动，中国设立的主

题为“弘3多元文化，共建和谐世界”，就母语的教育、保

护、使用状况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国际母语日”在 2008 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联合

国大会已经宣布 2008 年为“国际语言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Languages），并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这一

活动，倡议“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代表加强人类社会团

结和凝聚力的普遍价值”。在“中国奥运年”和“世界语言

年”的大背景下，北京举办了第三届国际母语日大型活

动，包括图片展、国际论坛、参观考察等。活动的主题是

“弘3多元文化，共迎北京奥运”，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

开展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中外交流，保护世界语言和

促进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提出要解决语言问题、保

护语言资源和维护语言权利，并酝酿开展新世纪的语言

普查，以期建立可永久保存的中国语言多媒体语料库和

相关数据库，绘制详r、准确、可传至后代的多媒体语言

地图，建立需加强保护的语言、方言目录，开发和利用好

国家语言资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 2009 年“国际母语日”

的第十次年度庆典的致辞中要求：“希望各国政府在其

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系统框架内和在行政管理方面，制定

旨在确保每个国家的语言都能和谐相处并惠及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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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这样我们就能保护和促进一个尊重文化多样性各

种表现形式的多语言环境”。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第十

届国际母语日活动在江西师范大学举行，活动以“保护

母语、传承文化”为主题，呼吁人们关注母语、热爱母语、

保护母语。活动将就“母语概念的界定”“多语教学研究首多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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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丰富多:的中华文化，展示我国在语言文化保护和

民族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普及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

性的理念。广西大学的“国际母语日”研讨会探讨了民族

语言文字资源保护、信息技术应用与语言资源研究、少

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发展等相关问题，旨在展示我国在

语言文化保护和民族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普及保护

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理念。

2013 年“国际母语日”的主题是“书籍，母语教育的

媒介”（Books—mother-tongue education media）。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致辞：“书籍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既取决于它是否为讲话者所使用，也取决于

是否推出使用该语言的大量教材和印刷6物。”在中国，

作为全国唯一的纳西族自治县，玉龙县开展了 2013 年

“国际母语日”纪念活动，目的在于呼吁纳西族同胞共同

倡说纳西母语、共同倡写东巴文字、共同倡学纳西拼Q

文。活动要求全体纳西同胞把纳西族语言、东巴文、纳西

拼Q文等优秀民族文化使用好、普及好、保护好、传承

好、发展好，要求全县每个纳西族家庭都要向自己的孩

子教授纳西族母语、民歌、舞蹈、民G、谚语等纳西族优

秀文化。

2014 年“国际母语日”的主题是“当地语言促进世

界公民意 识：聚焦科学”（The local language to promote

world citizen consciousness: focusing on Science），强调语言

在知识获取、传=和多元化中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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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文在 2014 年“国际母语日”当天致辞：“今年纪念活动

的主题突出了地方语言在促进科学进步方面的关键作

用。这将有助于确保最新的科学知识得到更广泛分享。

……让我们大家协力促进语言多样性和多种语言的使

用，在我们为所有人建设更美好世界和有尊严生活的努

力中，这一点至关重要。”2014 年 2 月 20 日，中国蒙古

学学会、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举

办活动，以“母语，让我们生活更精:”为主题，纪念第

15 届国际母语日。

三、“国际母语日”在中国的开拓发展

考察连续 15 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母语

日”主题变化以及 2006 年以来中国举行的纪念“国际母

语日”活动，可以发现，“国际母语日”活动尽管取得了很

大成绩，但仍然还有许多开拓发展的h间。

第一，维护母语社区

保护母语应当从母语社区角度进行实施。首先要

保护这一社区不被侵害，保护这些操该语言者不至于分

散。如果母语社区受到了冲击或遭分裂，则操该语言的

人群将面临如何保存母语的问题。对于贫困的少数民族

地区采取经\引导，解决当地人的生活问题，创造优良

生活条件，使其生活的社区对其成员仍具有强劲的凝聚

力。罗时英（2013）在《光明日报》的“知行论坛”撰文指

出，“政府应当有系统地实施语言复原计划”；建议参照

“经\建设、精神文明示范村社”的模式，“在语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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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地区设立‘濒危语言保护示范区’”。虽然这一

方案实施起来会遇到许多 困 难 （如人口流动性 的加

强、民众对语种选v权的认知等），但可以看出学者对

言语社区的语言维持功能的重视。

在任何社会，流动较大的永远是青年人和中年

人，儿童和老年人的流动性都很弱。而儿童时期正好

是l得语言的关键 阶 段，因此，如果能够 将国家语言

发展战略与城乡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有计划地打造一

批留得住人的言语社区，就可以为儿童l得当地语言

提供较理想的环境，儿童也不必随父母一起流动，而

导致母语的磨蚀和转用。同时，在这一言语社区中，老

年人也可以M任母语和文化传承的角-。在云南大理

,族自治州，一些较大规模的村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

用，成为,语使用和传承的“堡垒”。

应该大力发展母语社区。具体而言，在我国应该大

力发展区域性小城镇。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多地将

目光投向小城镇，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配备较完整的生

活、教育、医疗设施。使人们安居乐业，离土不离乡，在附

近就学、就业、就医，就可以大大降低流动的规模和频次，

使小城镇成为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母语社区。小

城镇还可以起到传=文化、Y织社会网络、增强社区认同

感和凝聚力的作用，并为方言和民族语的歌谣、98、民

间故事等文艺节目提供足量的观众。遗憾的是，近年来，

受发展思路的制约，我国小城镇发展滞后，由于医疗、教

蹝国
际
母
语
日蹞与
中
国
的
语
言
行
动



城
市
发
展
与
民
生

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匮乏，人们越来越向大城市和特

大城市集中，小城镇对语言保护的作用没能显现出来。

第二，发展母语经济

母语不仅是文化资源，也是经\资源。对母语资

源的开发，不但会提高母语的活力，而且作为一种“S

-经\”，会促进整个国民经\的发展。母语具有经\

属性的本质特征：价值、效用、成本和效益。母语的经

\价值首先体现在其较低的l得成本，其次体现为母

语“产品”应用的广泛性上，再次可以反映在母语能力

转化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快捷 性 和便利性

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属 性 总是希望降低交易成

本、扩大交易规模，而母语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语

言问题观”不 同，语言资源观有助于缓解主体社区与

少数族群社区之间的紧张局面。

语言的社会政治问题都起源于经\问题。不解决根

源问题，不把语言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将无获而终。

应该找到语言歧视、语言濒危和语言消亡的经\原因。

母语使用人口的减少和使用域的缩小，归根到底都是经

\因素起作用。如果要有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就要突

出多语和提高少数民族语言地位，化解母语保护与经\

发展的矛盾。建构保护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发展”的基

础之上。仅仅是出于对于一种语言的热爱，并不能保证

它不被替D。语言促进经\社会发展。

目前倡导的语言人权概念，其内容多富于礼器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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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性而缺少工具的操作性。由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参与的

威尔士语言运动促使英国在 1993 年通过了《威尔士语言

法例》，但商业和经\部门则表达了反对之声。埃杰指出，

如果用威尔士语进行的教育只会导致仅会一种语言的年

轻人无法就业的话，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毫无坚持的必要。

……“单单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能够用该语言做演讲是

毫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用该

语言提交纳税申报单、写支票、支取福利报酬。如果没有

自下而上的优势体现，没有所有社会阶层能够共享的认

同，那么语言政w就只是一个h洞的、象征性的手势，一

个知识分子的游9。”

母语经\是母语权利成其为权利的理论基础和现

实基础，因为以自己的母语进行交流是对自然l得的资

源的最有效利用。相反，被迫学l他种语言以适应社会

生活意味着时间、金钱和机会成本的付出，母语平等政

w的实施，一方面带来社会和谐和政治进步的效果，另

一方面也催生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改善民生，扩大就

业。因此，改善少数民族群体和方言群体的社会语言环

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全方位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紧随国

际形势和中国改革发展，从观望到学l，再到全面深 度

合作。中国在教科文组织从谨慎观望者变为全面学l

者，又成为深 度参与者。2013 年 9 月，l近平主席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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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

发表视频R辞，表达了中国政府对该倡议的坚定支持，

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的政w

主张，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2013 年 11

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七届

大会主席，这是该组织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人M任这一

重要职务。

教科文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通过教科文组

织的活动，可以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国际社会也

有不少人士并不正在了解中国的语言生活现状，常常发

出一些负面的评论，因而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有助于发

出中国声Q，提高中国的“软实力”，符合中国新世纪全

方位的“走出去”战略。事实上在许多领域，中国已经不

再完全像过去那样是个学l者，而是转变为可以与其他

成员国分享经验、提供智慧的国家，成为教科文组织的

积极合作者与深度参与者。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成为传=母语保护理念

的重要平台。汉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语言的实用价值

和潜在价值正在提升。全世界范围的汉语热，为加速汉

语国际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和广阔的发展h间。

应对日趋激@的语言国际推广竞争，迫切需要全社会、

全世界提高对汉语国际推广重要性的认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影响各国语言政w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对各国的语言规划影响至深，很多理念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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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化入了世界各国的国家方略和公共政w。因此，要特

别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利用“国际母

语日”这一平台，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中国

在母语理念创新上，也应当力争“中国特-”和“世界意

义”兼备，以促成中国的母语理念上升成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新时代的母语理念。

我们要的不是一年一次的“国际母语日”，我们要的

是 365 天中，每天都是“国际母语日”。母语保护应该回

到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里，在发展中使用，在使用中保

护，在变化中保护。关注、热爱、保护母语需要世界各

族人民的参与。“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强调多样化，

人类语言多样化其实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这是我们

创新的不尽源泉。

（本稿由南京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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