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有五十五個由政府正式認定的少數民族群體，其中十八個民族的人

口超過100萬，五個超過1,000萬，同時有六個民族的人口低於1萬，人口規

模差異懸殊。各民族的語言文字發展程度存在極大差異，其中有獨立語文和

系統歷史文獻的民族有滿、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柯爾克孜等

族。絕大多數民族沒有發展出獨立文字，甚至一些群體的大多數人口已轉用

其他民族的語言（如滿族、土家族、畲族轉用漢語）。我們必須認識到，各民

族的語言和文獻都是其歷史文化的結晶和載體，凝聚並承載着該民族的歷史

記憶和文化傳統，都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

分。因此，在我們討論少數民族教育時，各族語文與傳統文化如何通過國家

主導的制度性教育體系得到傳承與發展，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專題。

清朝覆亡後，中國經歷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歷史時期，

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在許多領域曾深受蘇聯影響。因此，我們研究新中國的

少數民族教育時，需要對歷史上特別是近代中國的語言教育制度與社會實踐

進行回溯，同時需要關注其他國家的語言教育制度對中國的影響。借助歷史

延續和境外影響這兩個參考系，將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當前中國少數民

族語言教育的現狀及發展前景。

一　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少數民族教育

（一）少數民族教育的歷史背景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歷程中，中華大地上先後生活着許多擁有自己語

言的族群。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交往中，各族之間相互學習語言是普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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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數民族教育的機遇與挑戰

民族語言教育的現狀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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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隨着政權更迭和族群融合，一些語言成為族際交流的主要工具，另一些

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語言文字（如西夏文）則退出歷史舞台。其中「漢族的形成

是中華民族形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凝聚的

核心」1。秦統一中原後，漢語文成為中華民族核心區域的通用語文，「一些

少數民族統治者、上層份子通曉漢語文，下層兼通漢語。⋯⋯不同民族之間

（如契丹境內的少數民族之間），由於語言不同，相互交際時往往則『各以漢語

為證，方能辯之』」2。清朝前期曾力推滿文，但是由於使用漢語文的人口眾

多和應用廣泛，滿人逐漸轉用漢語文。

辛亥革命後，歷屆民國政府均十分重視中國少數民族教育事業。到1940

年，由教育部輔助設立的邊疆小學已有2,375所3。在民國時期的新疆，除傳

統漢文啟蒙教材外，學校還編印「民漢合璧」識字課本；少數民族精英開辦的

學校（如阿圖什依沙克學校）開設維語文、漢語文、外語（阿拉伯語、俄語）及

算術、地理等課程。1931年發布的《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第六章「蒙藏教

育」在「實施綱要」的「課程」部分提出，「小學校之教科圖書，用蒙漢文、藏漢

文合編之；中等以上學校之教科書，以用漢文編訂為原則」4。由此可見，漢

語和少數民族母語並行的雙語教育，是民國時期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

民族聚居區學校語言教育的基本模式。

在學校教育中，民國政府非常重視在少數民族學生中加強有關「中華民族

融合歷史」、「帝國主義侵略蒙藏歷史」的教育，強調蒙藏人民是中華民族的組

成部分，提出「喚起民族精神，以破除部落思想」，共同推動「中華民族的民族

主義」，即國族主義5。「地方自治」體現的是各少數民族的「民權」，「經濟事

業」則事關少數民族的「民生」6。當局在政府文告和教科書中極力淡化「民族」

議題和「少數民族」概念。1938年〈國民政府渝字第470號訓令〉提出：「對於邊

疆同胞之稱謂似應以地域為區分⋯⋯稱為某某省邊地或邊縣人民，以盡量減

少分化民族之稱謂。」7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知識界與廣大民眾熱切期望能以「中華民族」為邊

界，團結全國各族民眾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1939年，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

是一個」的觀點，建議此後不再把滿、蒙、回、藏等群體稱為「民族」，主張把

全體中國人的「民族」概念定位於「中華民族」8。這一觀點也體現在當時民國

政府有關少數民族教育的文件中。團結一致、救亡圖存是抗戰時期全國各族

民眾的共同心願，民族認同意識和少數民族教育也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前提

下得以推進。

（二）建國以來的少數民族教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歷史上的新紀元。在

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下，中國少數民族教育事業進入一個全新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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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時期。雅爾塔體系及冷戰導致世界上形成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在這種

新格局下，中國奉行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方針，曾出現學習蘇聯的高

潮，大批蘇聯專家來到中國指導各部門、各企業的工作，大批中國留學生前

往蘇聯和東歐國家學習。「一邊倒」政策實際上把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與蘇聯

的社會主義模式聯繫起來，使新中國不僅在國際關係和工業發展等方面倚重

蘇聯，同時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體制等許多方面也努力學習蘇聯的制

度與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當時的一些做法產生了不少弊端，走了一

些彎路9。

在民族理論和相關制度政策建設上，新中國把蘇聯視為實現民族平等和

建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成功榜樣。蘇聯建國後即在國民中開展「民族識別」

工作，並以此作為組建聯邦制和推行各項民族制度政策的人口基礎。有西方

學者指出，正是由於民族識別和民族共和國的組建，「導致族群性的強化而不

是消亡。這種預期對於那些〔人口基數〕較大的民族而言已經得到了證明：蘇

聯並沒有成為民族熔爐，而是成為新民族的孵化器」bk。在一定程度上，新中

國沒有繼承民國時期國族構建的基本思路，而是借鑒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和

蘇聯制度，一方面強調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另一方面1949至1987年期間

的中央重要文件曾長期缺失「中華民族」概念，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重新出

現該詞，直至2018年「中華民族」才首次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bl。

1955至1956年，中共中央派出民族識別調查組前往各少數民族聚居區進

行識別調查工作。1950年代中國的民族識別工作是在斯大林「民族」定義和相

關理論指導下開展的，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專家曾實質性參與該工作bm。據

費孝通回憶：「在開始進行民族識別工作以前，我們曾反覆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 

義有關民族問題的理論，特別着重學習了斯大林著名的有關民族的定義。」bn

考慮到中國各民族聚居區的演變歷史與發展態勢，新中國沒有採用聯邦制，

而是採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先後識別出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為各民族

分別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和120個自治縣（旗），

為少數民族教育此後的發展奠定了受教育對象的人口邊界和行政管理地域。

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

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應幫助各

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1952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提出：「各民族自治機關得採取必要

的和適當的辦法，發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藝術和衞生事業。⋯⋯教育各

民族人民互相尊重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1984年頒布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條要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

據國家的教育方針，依照法律規定，決定本地方的教育規劃，各級各類學校

的設置、學制、辦學形式、教學內容、教學用語和招生辦法。」第三十七條要

求：「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有條件的應當採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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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並以少數民族語言講課；小學高年級或者中學設漢文課程，推廣全國通

用的普通話。」bo作為國家基本法律的上述文件，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和分析

建國後少數民族教育的演變進程，也是我們認識近幾年一些地區在推廣國家

通用語言文字過程中出現波折的重要線索。

1949至1987年期間中央政府重要文件的話語使用有幾點值得關注：一是

把國內滿、蒙、回、藏等各群體稱為「民族」，把中國表述為一個多民族國

家；二是不再提及「中華民族」概念（國歌除外）bp；三是不再使用1949年前國

內報刊書籍和政府文件中常用的「國族」、「國民」、「國文」等提法，如小學課

本的《國文》改為《語文》。這些綱領性文件中相關用詞的上述變化，標誌着新

中國的民族理論和相關話語已經把「民族」這個最重要核心概念的應用，明確

定位在漢、滿、蒙、回、藏等國內群體的層面，且主要指涉少數民族（如「民

族事務」、「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等主要指涉中國的少數民族群體，以區別

於漢族）。

（三）蘇聯少數民族語言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在二十世紀50年代的民族識別和建立民族自治地方過程中，中國專門設

立了少數民族教育管理機構和教育體系，這與當時中國政府受蘇聯在少數民

族地區推行民族化政策的影響密切相關。蘇聯中央政府「大量建立民族語學

校，推廣使用民族語言」，「民族共和國和州的中小學改用當地居民的本族語

言教學。加盟共和國的高等院校也改用本地語言教學，⋯⋯加盟共和國的所

有報刊和圖書出版也都改用本地民族文字出版」。然而，由於少數民族語文教

材質量偏低，導致以相關教材學習的學生各科成績普遍較低，不利於升學及

就業。同時，俄語在蘇聯各共和國就業市場已經成為事實上的通用語言，體

現出更強的實用工具性效能。所以，「從1930年代末開始，俄語被有針對性地

向蘇聯民族地區的各個學校推行，成了法定的教學課程」bq，此後俄語教學在

蘇聯各共和國教育體系中持續加強。

蘇聯建國初期，曾經開展把少數民族文字轉換成拉丁字母的工作。1937年，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民族院擬定了「把北方民族的文字從拉丁字體（北方民 

族的文字起初是在1920-1930年代根據拉丁字母造出來的）改為俄文字體的 

決議」br。蘇聯為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創立文字以及調整各族文字字母的做

法，也影響了新中國的語言文字政策。1954年經政務院批准的〈關於幫助尚 

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問題的報告〉指出：「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

的自由，同時不論已有文字或還沒有語言文字的各民族，凡是自願學習和使

用漢語文或其他民族語言文字者，各級政府應予以保障和幫助。」bs1956年，

政府組織了七個民族語言調查隊，幫助壯、彝、布依、苗、侗、哈尼、傈

僳、黎、佤和納西等十個民族制定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分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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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種傣文改革方案，幫助景頗族、拉祜族改進原有的拉丁字母文字，以及

幫助原來使用阿拉伯字母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設計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新

文字bt。

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將文字改革視為民族化的重要內容，1958年提

出：「漢語現在既然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字母，那就應該確定這樣一個

原則：今後各民族創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時候，原則上應該以拉丁字母為基

礎，並且應當在字母的讀音和用法上盡量跟漢語拼音方案取得一致。」ck他希

望在設計少數民族文字時通過選用拉丁字母來提高其與漢語拼音的共性，以

此增強各少數民族對主流社會的文化認同與交流。這與蘇聯推行少數民族字

母俄文化的思路是相同的。

二　少數民族語文在社會交流和學校教育中的應用

為了全面理解和分析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應用態勢，並以此作為事

實基礎來思考少數民族語言教育政策，我們需要調查分析中國各族語文在社

會生活中的實際應用狀況。中央政府設計各少數民族的學校語言教育政策，

應當是基於社會調查。

由於中國社會長期動盪，自民國時期直至二十世紀60年代，中國缺乏對

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的全國性調查。80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加拿

大拉瓦爾大學聯合開展的全國性語言使用調查，其結果有助於我們全面了解

中國各民族的語言使用情況cl。這次調查涵蓋了中國五十二個少數民族，沒

有涵蓋的三個群體是回族、俄羅斯族和塔塔爾族cm。回族自明清以來已通用

漢語，俄羅斯族和塔塔爾族人口規模較小（1990年全國普查時人口分別為

13,500人和5,064人），而且很大比例為族際通婚及其後裔cn，大多數人已轉用

當地通用語言（漢語、維吾爾語）。上述情況可能是此次語言調查沒有涵蓋這

三個民族的原因。

表1　1980年代中後期五十二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分類

語言使用情況 所佔比例 民族（個）所佔比例 民族（個）所佔比例 民族（個）

只使用本族語
言人口

≥70% 6 ≥50% 19 ≥30% 32

使用雙語人口 ≥70% 2 ≥50% 17 ≥30% 30

已轉用其他民
族語言人口

≥70% 6 ≥50% 8 ≥30% 16

資料來源：何俊芳：《中國少數民族雙語研究：歷史與現實》（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

頁92-93。

說明：表中缺回、俄羅斯、塔塔爾三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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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對五十二個少數民族在1980年代中後期的語言使用結構進行了歸

類，反映出當時中國各少數民族之間在語言使用方面即存在很大差異：一、

各族人口中只講本族語言的比例超過70%的，只有六個民族，其中人口規模

較大且聚居的是維吾爾族、藏族和哈薩克族；二、各族人口中使用雙語（本族

語言與其他語言）比例超過50%的有十七個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國西南地區；

三、各族總人口中轉用他族語言的比例高於30%的民族有十六個，其中轉用

其他語言比例超過70%的有六個民族。如果再加上調查沒有包括的回族、俄

羅斯族和塔塔爾族，就達到九個民族。回族、滿族完全使用漢語，土家族和

畲族轉用漢語的人口比例為92.95%和99.74%。這些數字說明，四十年前中國

各民族中已有相當部分使用雙語或者轉用他族語言。儘管我們無法得到更早

時期或近期的語言調查數據，這次調查所獲數據仍然為我們勾勒出中華民族

內部各群體在語言方面具有「多元一體」特徵的基本格局。

系統分析中國各族語言文字使用情況的基本態勢和上述80年代的調查數

據，有助於我們理解和分析1949年後中央政府的少數民族語文政策和建立少

數民族教育體系的宏觀社會背景。如果從語文在社會交流和學校學習等基本

工具性功能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各民族大致可歸納為四種情況（表2）：

表2　族群語言文字的交流與學習功能分析

族群分類 語言 文字

本地基層

社區交流

功能

本地城鎮

社會交流

功能

跨族群地

區交流功

能

雙語教學

輔助語言

雙語教學

主要語言

基本閱讀

學習功能

有效閱讀

學習功能

有語言無文

字小族群

 ✓ × × × × × ×

有文字，人

口百萬以下

 ✓ ✓-× ×  ✓  ✓-× × ×

人口百萬以

上，無本族

語言完整教

育體系

 ✓ ✓-× ×  ✓  ✓-× × ×

人口百萬以

上，已有本

族語言完整

教育體系

 ✓ ✓-× ×  ✓ ✓-× ✓  ×

資料來源：馬戎編著：《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頁383。

說明：✓：具有較強功能；✓-×：僅具有部分功能；×：基本上沒有功能。

一、一些族群從未產生獨立文字且人口規模較小。政府為其創設的新文

字實際上難以發揮學習和交流功能，僅僅作為民族平等的政治象徵，沒有實

質應用性價值，更難以進入學校，開展雙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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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十一世紀評論

二、對有獨立文字，但人口在百萬以下且從未形成本族語文教育體系（小

學、中學和高等教育）的群體，考慮到其文字的實際應用情況和未來發展趨

勢，筆者認為不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創立使用該文字的教學體系。主要原因 

是缺乏精通該文字的專業人才來翻譯、編寫該族文字的數理化（數學、物理、

化學）等各科專業教材，翻譯成本巨大且質量難以保證。即使勉強編出，也會

因為使用人口規模過小，在教育出版系統中難以持續。但是，當地族群語言

在小學仍可作為教學輔助語言，以幫助少數民族學生順利完成學習語言過

渡。同時，大學和研究機構應設立相應語言研究專業，招收語言專業人才學習

和研究正在消亡中的各種語言文字。這是國家研究機構應承擔的歷史責任。

三、對有獨立文字、人口具一定規模但尚未形成本族語言文字教學體系

的族群，其文字出版物的內容與數量不能滿足在校學生的學習要求，更無法

滿足本族知識份子學習與閱讀的基本需要。這類文字不可能成為當地社會通

用文字，缺乏實際應用性，難以成為該族學童的教學工具。但是，如果該族

部分民眾強烈要求以本族文字為學校教學語言，政府可根據民眾願望編製輔

助教材，同時專設若干學校，為那些願意學習本族文字的學生提供必要的學

習條件，以保障由憲法規定的文化平等權利。

四、對已經形成本族語言文字、具備完整教育體系的五個民族（蒙古族、

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以母語作為學校教學語言已有一定基

礎，如「朝鮮族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形成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民族教

育體系』」co。其文字出版物可以滿足本族青少年學習知識的基本需求，但是

由於本族文字出版物在信息量與前沿性上相比漢語等廣泛使用語言仍有差

距，因此這些族群的知識份子和青少年仍然需要閱讀漢文或外文出版物來吸

收現代社會最新知識與信息。隨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這一趨勢在不斷

強化。對於各族學生在學校裏使用哪種語言（母語或漢語）作為教學工具，多

年來政府一直提供選擇機會，因此這些地區以少數民族學生為對象的民族教

育體系得以不斷完善和加強，提供良好的教學條件。與此同時，對於各族學

生進入以母語為教學語言的民族學校，還是以漢語為教學語言的普通學校就

讀，應當尊重學生和家長的自願選擇權。

三　中國少數民族教育現況

（一）少數民族教育取得的成績

建國以後，中國各級政府即建立了管理少數民族教育的行政體系。1952年 

4月政務院做出〈關於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機構的決定〉，在教育部設民族教育

司，少數民族人口佔當地人口10%以上，或雖不及10%而民族教育工作繁重

的省、市教育廳（處）局，應視其具體工作情況，設專門機構cp。為了落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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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平等的政治綱領和保護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化，1951年經政務院批准的〈關

於第一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的報告〉指出：「關於少數民族教育中的語文問題， 

會議規定凡有現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如蒙古、朝鮮、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

族，小學和中學的各科課程必須用本民族語文教學。有獨立語言而尚無文字

或文字不完全的民族，一面着手創立文字和改革文字；一面得按自願原則，

採用漢族語文或本民族所習用的語文進行教學。⋯⋯各少數民族的各級學校

得按照當地少數民族的需要和自願設漢文課。」cq

參照蘇聯的少數民族教育模式，中國政府為上述五個已有成熟語言教育

體系、人口有一定規模的民族的自治地方，逐步建立起以漢語為教學語言的

普通學校和以當地民族母語為教學語言的民族學校平行運行的雙軌教育體

系。此後，這五個少數民族的學生可以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直至研

究院階段一直在母語文教育體系中學習。例如，內蒙古各高等院校設有蒙授

文科、蒙授理科相關專業。這些民族學校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由少數民族教

師使用本族語言文字教材給本族學生上課。在民族學校只有為數極少的漢族

教師和學生，學生在校學習的所有課程——除國家通用語文（漢語普通話）課

程外——都使用本族文字教材，用本族語言講授。國家通用語文教材也由本

地區編寫，並使用母語講授，如同內地省市中小學的英語課主要用漢語講

授。各自治地方通常為這些民族學校提供更多辦學經費和更高的學生生活補

助標準cr。

以內蒙古自治區為例，2020年全自治區獨立設置少數民族幼兒園451所， 

其中民族語言授課學校430所，在園幼兒5.34萬人；獨立設置少數民族普通中

小學校479所，其中民族語言授課學校430所，在校學生18.28萬人；42所高校 

開設一百多個蒙漢雙語授課專業和少數民族預科班，在讀學生3.45萬人cs。

內蒙古大學有十二個蒙授文科專業，兩個蒙授理科專業；內蒙古師範大學有

二十六個蒙授專業（含六個蒙漢混合班）。由此形成了一個涵蓋幼兒園—小

學—中學—大學的蒙語授課教育體系。

至於尚未形成本族語文教學體系的少數民族，政府應當協助創設文字，藉 

此幫助當地學生學習漢語文。例如，1950年代政府組織專業人員創製了壯語

文字並改進了彝語文字，同時在相應自治地區的學校開設壯文和彝文課程ct。 

由於新創文字出版物幾乎沒有讀者，壯語、彝語在學校裏的主要功能是對尚

未熟練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少數民族學生提供輔導性語言工具。因為使

用壯文、彝文教材的人數規模很小，實際上這一舉措被視為體現民族平等的

文化符號。

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提供了各民族三歲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數據，顯

示各族之間在接受學校教育方面的差距仍然十分顯著：一、生活在青藏高原

上的藏族、門巴族和珞巴族居住分散，現代學校教育自1950年代才起步，

2020年仍有20至27%的人口從未接受任何學校教育，而佔全國總人口96.8%

的漢族僅有3.3%未接受過任何學校教育；二、漢族中僅接受過小學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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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二十一世紀評論

佔24.9%，同時另外有十一個民族僅接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口高達40%以上； 

三、接受過大學專科以上教育者比例較高的族群（俄羅斯族39.78%，赫哲族

35.44%，塔塔爾族34.61%，鄂倫春族34.52%，高山族31.13%，烏茲別克族

24.55%、裕固族26.53%）總人口都低於2萬人，而鄂溫克族（26.81%）、錫伯族

（25.18%）的總人口為3.46萬人和19萬人。漢族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為

16.25%，低於蒙古族（23.07%）、朝鮮族（19.83%）和滿族（18.25%）dk。由此可

見，中國各族之間在接受現代學校教育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且有些少數民

族在教育領域方面已經走在漢族的前面。

（二）教育領域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

為了輔助和支持少數民族發展現代學校教育，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動

下，各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教育領域裏以少數民族為對象的各類優惠政

策，涵蓋民族學校的設置建設、經費支持、民族語文教材編寫、各級學生招

生工作中的降分錄取、教師福利以及少數民族在校學生的各項福利優惠政策

等。例如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內蒙古自治區民族教育條例》，在學生錄

取、教師待遇、學費減免、錄取名額上都給予少數民族大幅度的優惠dl。

表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考錄取分數線（2019-2021）

年份 學生 文科 理科

本科一 本科二 （高職）專科 本科一 本科二 （高職）專科

2019

漢語 510 387 180 450 326 180

民語

（數學單科）

345

（31）

302

（29）
從高到低 295

（35）

240

（32）
從高到低

單列 408 338 180 365 284 180

雙語 347 314 180 325 270 180

2020

漢語 482 370 180 431 317 180

民語

（數學單科）

345

（34）

256

（29）
從高到低 288

（36）

228

（32）
從高到低

單列 397 343 180 358 294 180

雙語 346 322 180 333 278 180

2021

漢語 466 350 140 405 302 140

民語

（數學單科）

315

（29）

269

（29）

140 304

（32）

263

（32）

140

考外語 347 263 140 305 248 140

資料來源：〈2019新疆高考錄取分數線：一本文科510分　理科450分〉（2019年6月26日），人

民網，https://edu.people.com.cn/n1/2019/0626/c1053-31197275.html；〈2020年新疆高考分數線	

一覽表（一本、二本、專科）〉（2023年5月24日），大學生必備網，www.dxsbb.com/news/85328.	

html；〈2021年新疆高考分數線已出爐〉（2021年6月26日），出國留學網，www.liuxue86.com/a/	

41470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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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簡稱「高考」）招生方面，1980年

10月19日，國務院、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民族工作的意見〉提出：

「高考招生，應對少數民族學生實行擇優錄取和規定比例錄取，其比例應不低

於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此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規定高校錄取少數民族學生

的比例不低於50%dm。為了保證錄取比例，只能對少數民族考生實行加分或降

低錄取分數線的政策。在相關思路指導下，全國各省市和民族自治地方在高

考招生過程中都制定了程度不同的優惠政策。表3介紹2019至2021年新疆高

考錄取分數線，以理科一本的錄取分數線為例，2021年漢族考生和維吾爾

族、哈薩克族考生的錄取分數線相差101分。同年，維族、哈族學生數學單科

錄取分數線僅為32分（漢族考生為90分）。隨着社會上對高考優惠政策的議論

日盛，近幾年各地優惠政策的幅度有所下降，如2022年維族、哈族考生和漢

族考生的錄取分數線分別為400分和359分，差距減為41分；2023年分別為

457分和422分，差距減為35分。至2023年取消或調整少數民族高考加分的有

山東、江西、遼寧、天津、湖南、廣西、海南、貴州等多個省份dn。

（三）母語教材質量和教學效果

儘管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的數理化教材大多譯自漢文版教材，但是翻譯質

量參差不齊。筆者2005年在喀什第二中學調查時，多名維吾爾族學生表示如

果想學好數學，必須閱讀漢文數學教輔材料。筆者比較了內蒙古大學、新疆

大學、西藏大學這三所當地最好高校的圖書館藏書情況，發現新疆大學圖書

館的「社會學類」圖書中，維吾爾文僅有100種，漢文有2,338種；內蒙古大學

圖書館的「社科總類」圖書中，蒙文僅有22種，漢文有8,385種；西藏大學圖

書館「社科總類」圖書中，藏文有43種，漢文有3,985種do。

2020年中國六歲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相應人群分

別為158萬人（蒙）、110萬人（維）、78萬人（藏）、33萬人（朝）和23萬人（哈）；

而漢族有2億269萬人，加上通用漢語的回族158萬人、滿族184萬人、壯族

192萬人dp，憑靠龐大的讀者群，漢文出版物的優勢地位與各少數民族文字出

版物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如果把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人群視作潛在讀者

群，而一本出版物可吸引其中萬分之一的人購買，那麼漢文本可賣掉2萬本，

蒙文譯本只能賣掉158本，維文譯本110本，藏文譯本78本。由於讀者少加之

專業分散，這幾種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物的購買人數愈來愈少，這是其翻譯出

版工作規模小、每年須由國家巨額財政補貼勉強維持的主要原因。以這些出

版物為基礎的少數民族母語教學，今後的路可能會愈走愈窄。這一趨勢不以

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情感為轉移。對於中國各少數民族青少年來說，漢文出版

物這個豐富的知識信息寶藏是難以忽視的，少數民族文字教材和出版物無法

與之相比。在今天全媒體（wholly media）交流學習環境中，只有掌握漢語文才

能享受信息社會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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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那些從民族語文教育系統畢業的高中生，如果希望繼續在母語 

環境中學習，則會在大學考試的專業選擇方面受到極大限制。如前所述， 

內蒙古高等院校裏仍保留了蒙授文科、蒙授理科專業，但是考進新疆大學、

西藏大學的少數民族學生，在母語專業之外的選擇範圍非常小，而且很難 

進入內地大學。這對他們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開拓未來的就業空間非 

常不利。我們在內地高校校園裏見到的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學生，絕 

大多數屬於「民考漢」（即從小學開始在漢語學校學習，高考使用漢文試卷）或

者「內地班」（從初中或高中開始即在內地學校使用漢文教材學習）學生。大 

學期間的學習成績和掌握漢語文的能力，成為他們畢業後求職時重要的競爭

條件。

由於民族學校的民族語文數理化教材水平比不上漢文教材，嚴重影響學

生的學習效果和考試成績；加上沿海和中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如果不能熟

練掌握漢語文和提高專業技能，就難以在這些地區就業，因此內蒙古一些民

族學校出現學生流失現象，前文援引的2016年《內蒙古自治區民族教育條

例》，即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加強優惠政策力度來「留住」蒙古族學生

和「鞏固」民族教育體系的嘗試。

四　關於推動少數民族教育現代化的討論

（一）如何認識漢語文學習

如何在一個多民族國家推動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的現代化，涉及多個深層

次的議題。就全國範圍而言，中國最具應用性、最普遍的語言是漢語文。漢

語文在中國幾千年文化發展和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客觀上已成為中華民族

大家庭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而不能僅從名稱和歷史上的情況簡單地把今

天的「漢語」望名生義地以為只是「漢族的語言」。不但中國歷史上的大量文化

典籍和科技成果以漢文留存，有影響的國外文學與科技著作很快就譯成漢文

出版，國內少數民族知識份子的大多數研究成果也用漢文發表出版。在中國

近年的出版物中，有九成以上是漢文出版物dq。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人如能

熟練掌握漢語文，意味可以接觸和使用大部分國內信息，這是數量巨大和無

法替代的資源。

2001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明確要求：「地方各

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採取措施，推廣普通話和推行規範漢字」，「學

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以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為基本的教育教學用語用字」。與此同

時，「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

用依據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dr。一方面，普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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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掌握漢語文是全國各族人民學習現代知識和實現就業的客觀需求，另一方

面，少數民族希望繼承和發展母語文的情感和願望也必須得到尊重。中國政

府的語言政策需要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在推動社會發展和兼顧民族情感

二者之間掌握好平衡。

中國各民族自治地方之間在民族人口結構和各族民眾的語言使用情況方

面存在巨大差異，如內蒙古總人口中，蒙古族約佔17%ds，而且農區的蒙古族

民眾自清末放墾以來因轉為務農而大多習用漢語，改革開放以來有許多蒙古

族民眾到內地打工發展。相比之下，南疆一些地市的居民仍以維吾爾族為主

體，如和田地區的維吾爾族佔當地總人口的96%，基層鄉鎮完全沒有漢族居

民，也沒有漢語使用環境，在南疆開展漢語文教學的難度可想而知。筆者

2005年在喀什進行雙語教育調查，發現在小學學了四年漢語的維吾爾族初中

學生，仍然不會用漢字寫出自己的名字；在喀什師範學院四年本科畢業，並

在縣中心小學講授漢語課的青年教師，與筆者交流時仍需借助翻譯。當地一

位小學校長告訴筆者，該校的教師當中，相當比例的漢語水平考試證書是買

來的，實際上這些教師無法用漢語授課。正是因為南疆學校的漢語教育有名

無實，導致許多畢業生因無法用漢語對話交流而陷入失業困境。在分析不同

漢語文客觀上已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圖片由馬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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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漢語教學時，我們不能簡單地從政策文件出發，而是需要通過深入的

社會調查，實事求是，才能了解不同地區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過程中的必

要性和各項具體困難。

（二）如何理解少數民族在語言和文化領域的「自治權利」

前文引述的《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六和三十七條實質上強調的是少數

民族在教育領域中的「自治權利」。如果回顧二十世紀初蘇聯關於少數民族教

育議題的討論，列寧曾經指出：「『民族文化自治』的口號則在教育（或者一般

『文化』）事業上宣揚民族的隔絕，但隔絕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權

的基礎完全符合的」，他呼籲「剷除民族之間的種種隔膜，使各民族的兒童在

共同的學校裏打成一片」dt。但是，中國一些省區至今仍然存在學校體系的

「民族區隔」（普通學校和民族學校），並造成兩方面的後果：一是在民族學校

學習的少數民族學生熟練掌握母語文，但是漢語文能力偏弱，這些民族學校

的畢業生必然面臨就業困境；二是民族學校的教學環境使學生很難與校外通

用漢語文的主流社會進行交流，這必然導致文化隔膜和認同差異。事實上，

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也要服從於本民族大多數普通民眾在學習、就業方面

的客觀需求。

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積極推進民漢合校、混合編班，形成

共學共進的氛圍和條件。」ek根據國家統一部署，內蒙古從2020年起在民族學

校的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的《語文》、《道德與法治》、《歷

史》教材，要求這三門課使用漢語文講授。這一政策在內蒙古的蒙古族知識份

子和青年學生中引發爭議，一些人擔心這樣發展下去，有可能危及蒙古語在

民族學校作為教學語言的地位，不符合《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條的相關

規定el。在各地以民族語言授課的中小學使用國家統編的《語文》教材，並使

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是為了提升民族學校漢語文應用水平、促進民族

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制度安排，符合民族地區廣大群眾和學生的現實要求。但

是與此同時，如何有效地保護少數民族的語言權利，也是少數民族教育事業

發展進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各地區需要因地制宜，處理好新時代母語

教學和國家通用語文學習二者之間的關係。

中小學的《語文》、《道德與法治》、《歷史》教材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國家

觀、民族觀、人生觀。在青少年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的培養過程中，教材的

引導作用至關重要。如果忽視教材選用方面的正確導向，很可能會造成嚴重

的社會後果。1962年發生在新疆的「伊塔事件」造成伊犁、塔城地區六萬多邊

民外逃蘇聯。蘇聯方面的鼓動慫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北疆學校長期使用

蘇聯教科書，對青少年的政治和文化認同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自1944年起，

北疆中小學開始學習俄文並系統採用蘇聯教材，一直到1958年才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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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教材寫的是「祖國是蘇聯，首都是莫斯科」，學生接觸不到漢語文教育和

民族語文教育，在十四年中只讀俄文教材，使蘇聯在當地各族民眾心目中具

有很高威望和優越地位，最終造成祖國意識的淡漠。這是「伊塔事件」的深層

次原因em。

另一個案例是2017年揭露的新疆「毒教材」事件。大量含有民族分裂思想

的內容被編入維吾爾語中小學語文教材，自2004年起在全自治區使用。這套

維文教材宣揚「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思想，使維吾爾族學生的政治

和文化認同出現嚴重偏差，形成社會穩定的重大隱患en。此外，在對2019年

香港亂局進行反思時，有評論認為亂局的「病因」很大程度來源於教材和教師

等教育問題eo。自李登輝執政開始，台灣當局便開始系統地在教科書中推行

「去中國化」，這即是今天台灣年輕一代祖國意識淡漠的主要原因。我們應當

通過上述事例來理解中央政府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統編教材的必要性。

（三）如何理解以漢語文為主要載體的中華文化體系

在幾千年的社會發展中，黃河和長江流域逐步成為東亞大陸上人口聚

集、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核心區，形成了「華夏集團」和「漢人」。中華民族

「多元一體」格局中主體的文化滲透入「多元」的部分，而多元的部分也滲透進

「一體」的主流文化之中，許多群體最終消融於這一族群融匯的過程ep，其中

語言使用格局是演變最顯著的指標之一。

作為文化的主要傳播工具，語言文字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各族傳統文

化的載體與象徵，寄託着人們對祖先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也是人們學習和

交流的工具，具有極強的實用性。作為族際交流工具，一種通用文字的推廣

和使用是必然的發展趨勢，這就是現代社會中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意義。與

此同時，一些沒有文字的語言，或者雖有文字但人口規模較小族群的語文，

其社會應用效能在二十一世紀不可避免地逐漸降低。無論是在世界文化的交

流範圍，還是在中國社會的交流範圍，語文作為信息交流工具的功能愈來愈

充分，而作為文化符號的表徵意義在逐漸降低。我們在思考中國少數民族教

育議題時，一定要認清這一方面。

今天我們使用的漢語文，早已不是鴉片戰爭之前的漢語文。在大量翻譯

西方的文學作品後，漢語文的主要詞彙、標點符號、書寫方式等早已脫胎換

骨，漢文出版物所呈現的內容也早已不限於《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等

傳統內容。所以我們不應把當代漢語簡單地視為「漢人的語言」，或者把漢文

出版物狹隘地視為「漢人的文化」。漢文出版物是自近代以來廣泛吸收世界 

各國科技成果、文化遺產、學術精華的知識匯集，是中國各族青少年學習先

進文化和前沿科技、為個人和本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加緊追趕和超越的重要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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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協調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文學習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手機和網絡的普及使漢語文成為信息交流和經濟活

動的主要語言，並已經成為各族民眾加入現代化發展洪流必備的交流工具。

少數民族迫切希望盡快掌握漢語，但也擔憂母語的存亡。

列寧曾對採用行政力量強行推行「國語」的做法持明確反對態度，指出「俄

羅斯語言對很多弱小民族和落後民族起過進步作用，這是不容爭辯的」，但他

同時強調，必須考慮在民族關係中特別重要的少數族群的心理狀態：「只要稍

有強迫，這種心理狀態就會玷污和損害集中制、大國制和統一語言的無可爭

辯的進步作用，並將這種進步作用化為烏有。但是，經濟比心理狀態更重

要：俄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經濟，它使俄羅斯語言成為必不可少的東西。」eq

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肯定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共同的語言作為交流工具，語

言的統一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建立全國性勞動力和人才市場）具有進步作

用。但是，語言的統一只能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是少數族群自願接受一個「族

際共同語」的循序漸進的歷史過程，任何通過國家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國語」的

做法，其效果很可能適得其反。如習近平所提出，「要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

性的關係，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則」，「既要

求少數民族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也要鼓勵在民族地區生活的漢族群眾學

習少數民族語言」er。

我們一方面要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另一方面要科學保護各少數

民族語文，保障少數民族語文學習的制度性延續。因此，少數民族學校加強

國家通用語文課程教學勢在必行。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關注少數民族民眾對

繼承母語的關切和情感，努力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而這無疑需要大量的調

查研究工作作為決策基礎，並且考驗各級部門的政治智慧和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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