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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中国跨国分布的语言

•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
家，中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和多
样性同时也辐射到南亚、东南亚、中亚、
东北亚地区，通过语言文化的地理延伸，
历史上曾在亚太地区具有语言文化的强大
优势并产生过深远影响。



• 周边国家有些语言同时分布在与中国毗邻
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即所谓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跨境语言。这些跨境语言总数按国
内语言统计有50余种，约占中国语言总数
的40%。（但按国外标准统计会多于该数
目）



• 跨境的同一民族语言受不同国家语言环境
和语言政策的影响，可能处于不同的语言
活力和地位等级，从语言威望角度，地位
等级高地区的语言会向地位等级相对较低
地区的语言施加影响。



北方语言通常是境外语言的地位高于中国

• 俄罗斯的俄语、蒙古国的蒙古语（喀尔喀
方言）、朝鲜、韩国的朝鲜语、哈萨克斯
坦的哈萨克语、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
语、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语、越南的
越南语在国外相应国家都是国语，在中国
则为不同等级的少数民族语言。塔吉克语
萨里库尔方言＜塔吉克斯坦（国语），二
者互相不能通话。



• 属俄罗斯联邦的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卡尔
梅克共和国、靼鞑斯坦共和国、图佤共和
国、哈卡斯共和国等也将其民族语言确定
为俄联邦下属共和国的国语，它们语言活
力等级一般都高于中国作为少数民族语言
的相同语言。



南方语言通常是中国语言地位高于境外

• 汉语普通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缅甸、蒙古国

• 粤语＞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 闽南语＞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

• 客家话＞新加坡、马来西亚

• 藏语＞印度、尼泊尔；



• 西双版纳傣语＞泰国、老挝、缅甸、越南

• 德宏傣语＞缅甸、越南、泰国、老挝

• 拉祜语＞缅甸、泰国、老挝

• 布依语＞越南

• 等等。



• 跨国分布的语言作为共同的言语社区（
speech community）只有建立在共同的沟
通（communication）、互动（ interaction

）与认同（identity）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语言资源价值的共享。

• 然而由于跨境语言地处不同国家，可能会
因为以下方面的差异而影响这些语言的沟
通、互动和认同，进而影响语言资源的共
享和开发。



• 以下仅以跨境语言身份与活力地位差异，
及跨境语言文字体制的差异为例，说明不
同国家所实行的不同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
规划，如何影响共同跨境语言的沟通、认
同和互动，及其可能对共同语言资源的共
享和开发。



二 语言地位规划

• 跨境分布的相同民族语言在语言身份、方
言划分、社会地位和功能等方面可能出现
一定的差异。

• 中国的蒙古语分内蒙古、布里亚特、卫拉
特三种方言，以内蒙古方言察哈尔土语为
标准语；蒙古国使用蒙古语喀尔喀方言（
Halh Mongolian），而布里亚特方言和卫拉
特方言在俄罗斯和蒙古国属不同于蒙古语
的独立语言。



• 中国的藏语分为卫藏（ Central Tibetan ）
、康（Khams）和安多（Amdo）三个方言
，它们都有共同的文字和书面文学语言；

• 而与藏语非常接近也使用藏文的境外宗卡
语（Dzongkha，不丹国语）、锡金语（
Sikkimese，印度）、夏尔巴语（Sherpa，
尼泊尔）、 拉达克语（Ladakhi，印度）和
巴尔蒂语（Balti，巴基斯坦，使用阿拉伯字
母文字）通常被认为是独立的语言。



• 中国壮语分南北两个方言10几个土语，境
外一般只有南部壮语的少数土语。

• 中国苗语可分三大方言和30多次方言及其
土语，境外一般只有苗语川黔滇次方言。
瑶语情况也类似，中国瑶语分四个方言或
若干土语，国外分布情况比较简单，一般
只有优勉方言的一些土语。



• 总体上看，东南亚多数侗台语、苗瑶语的
使用群体是近现代从中国迁入的。中国复
杂的壮语、苗语和瑶语方言土语在国外通
常被认为是独立的语言。



三 语言本体规划

• 文字规划是语言本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境
内外同一语言由于普遍使用不同的文字体
制，造成相同民族语言书面语交际的困难。

• 跨境民族文字体制的差异要比跨境民族语
言的差异更为明显。



• 中国突厥语族的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
克语、塔塔尔语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历史上均
已改用或采用阿拉伯字母形式的文字；而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属俄罗
斯联邦的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相同民族和语言，在
苏联时期的1920年代都改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
文字，1940年代又全面使用与俄文相一致的斯拉
夫或基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文字。

• 下面以维吾尔文为例赅诸突厥语族语言的多重文
字。



阿拉伯字母维吾尔文



基里尔字母维吾尔文



拉丁字母的新维吾尔文（1965-1982）



维吾尔文的计算机拉丁转写（2001）



• 中国蒙古语一直使用13世纪初创制的回鹘
式蒙古文，布里亚特蒙古语也使用回鹘式
蒙古文，卫拉特蒙古语使用1648年卫拉特
高僧札亚·班智达在蒙古文基础上改制的
托忒蒙古文。

• 蒙古国1945年转用了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
拼音文字，俗称“新蒙文”或“基里尔字母蒙
古文”。



• 中国回鹘式蒙古文拼写的是中世纪蒙古语
语音系统，不同方言土语可按现代语音发
音；而蒙古国基里尔式蒙古文拼写的是当
代蒙古语喀尔喀方言语音，文语相对一致
，因此境内外两种蒙古文的字母体系不是
整齐对应的。



回鹘式-基里尔字母蒙古文



• 朝鲜语文字历经使用汉字、借用汉字的音
和义标记朝鲜语的吏读、1444年创制“训民
正音”（又称谚文、朝鲜文、韩文）等阶段，
1954年朝鲜重订了字母表，并且决定不再
夹用汉字，韩国朝鲜文现在仍夹用汉字，
中国朝鲜文也不夹用汉字。



朝鲜文样本

• 纯朝鲜文



• 夹用汉字的朝鲜文



译文

•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
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

•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Article 1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 中国和南亚许多国家有共同的民族和语言。
以共有民族和语言最多的缅甸为例，分布
在缅甸的拉祜语、阿卡哈尼语、Akeu哈尼
语、拉祜熙拉祜语、傈僳语、怒苏语、阿
侬语、景颇语、阿昌语、勒期语、浪速语、
独龙语、川黔滇苗语、巴绕克佤语、阿佤
佤语、布朗语都有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
境外拉丁字母形式少数民族文字主要为西
方传教士19世纪末所创制。



• 而中国只有拉祜语、景颇语、佤语巴绕克
方言在原传教士创文字基础上进行了改革
或改进，1950年代新创了不同于境外文字
的景颇族载瓦文、哈尼文、傈僳文（现已
恢复传教士创老傈僳文）、川黔滇苗文等。



新老傈僳文字母举例

老文字 新文字 国际音
标

老文字 新文字 国际音
标

b bb b T t th

p b p g gg ɡ

P p ph k g k

d dd d K k kh

t d t j jj ʥ, ʤ



四 结束语

• 由于语言及相关语言族群的分布与国家行
政区划的不一致，导致跨境语言现象的存
在。这类语言多分布于跨国的边境地区，
本身就意味着其多为双边（或至少为一边
）的少数民族语言。

• 语言既是规则性的工具，也是差异性的文
化。语言的这两种属性对于语言资源来说
的作用是不同的。



• 对于多为跨境分布的少数民族语言来说，
其资源价值主要在于差异性或多样性的文
化属性；而其语言规则性的工具资源价值
主要依靠所在国家的官方或主体民族语言
承载。

• 因此跨境语言的资源共享与开发，应以保
持与促进双边共同语言的沟通、互动和认
同状态为前提。而这种语言状态的保持与
促进，通常是通过语言规划实现的。



• 通过上述为数不多的案例分析可知，跨境
分布的共同语言所属国实行的不同语言地
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可能会对相关语言的
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 即国家间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地位规划和本
体规划，可以促进跨境语言的沟通、互动
和认同；而国际间不同的语言政策规划，
可能对跨境语言沟通、互动和认同状况产
生消极影响。



• 在这样的意义上，包括语言资源规划在内
的跨境语言规划应该不同于境内语言；对
于分布众多跨境语言的中国语言环境而言
，利用双边或多边共同语言资源的保护、
共享与开发，也是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
赢国家间关系的积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