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第１３卷　第６期

国际论坛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Ｎｏｖ．，２０１１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６

国际政治

欧盟多语主义政策探析
＊

陈　洁　洪邮生　袁建军

　　［摘要］　本文旨在论述欧盟多语主义原则的确立 和 分 析 多 语 主 义 政 策 的 有 效 推 行，进 而 探 讨 多 语 主 义 的 意 义 和 当 前 存 在 的 问

题。尽管多语主义造成效率低下和引发语言地位失衡，并且与欧洲认同构成悖论，给欧盟一体化的未来发展造成困难，但本文认 为，

多语主义面临的困境是无法通过激进的方案解决的，从目前来看，维持多语主义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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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盟 在 经 济、贸 易、金 融 等 领 域 已 实 现 高 度 一 体

化，然而在语言、文化等领域却始终坚持不渝地强调多

元化，这种多元主义是对各成员国的尊重，体现了平等

和包容性。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

推进，在欧盟相 关 机 构、各 成 员 国 政 府、教 育 机 构 和 专

业协会及其他 相 关 力 量 的 共 同 推 动 下，多 语 主 义 政 策

日益受到重视。这一政策的目标是：鼓励语言学习；推

动语言多样化 发 展；促 进 社 会 在 多 元 语 言 环 境 中 健 康

发展。本文通 过 对 欧 盟 多 语 主 义 背 景 和 现 状 的 分 析，
探讨欧盟是如 何 推 广 多 语 主 义 的，并 且 分 析 多 语 主 义

的意义和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影响。为体现欧盟多语

主义政策实践 的 连 续 性，本 文 在 论 述 中 将 欧 盟 前 身 欧

共体的相关政策实践与欧盟成立后的相关政策实践作

为整体对待。

一、多语主义原则的确立

欧盟的核心 目 标 是 实 现 所 有 成 员 国 之 间 经 济、社

会和政治的一 体 化，但 一 体 化 可 能 会 损 害 弱 势 国 家 和

群体的利益 以 及 多 样 性。有 鉴 于 此，欧 盟 自 成 立 以 来

一直遵守 “多样性中的统 一”（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 理

念。〔１〕无论从语言还是文化来讲，今天的欧洲都一如既

往地保持了 往 日 的 多 元 化。欧 盟 目 前 共 有２７个 成 员

国，人口多达５亿，现确立２３种官方语言，还有６０多种

区域或少数民 族 语。〔２〕鉴 于 欧 盟 成 员 国 丰 富 的 语 言 和

文化，处理好语 言 问 题 是 欧 洲 一 体 化 进 程 顺 利 推 进 的

重要保证。为保 证 自 身 的 发 展 前 景，促 进 内 部 整 合 的

顺利进行，欧盟 始 终 不 渝 地 积 极 推 动 各 成 员 国 的 语 言

保护和促进工 作，逐 渐 形 成 了 多 语 主 义 框 架 下 的 各 种

语言保护与发展机制，积极推进多语主义，以体现对多

元社会 和 文 化 的 尊 重，防 范 语 言 帝 国 主 义 和 文 化 同

质化。〔３〕

自成立之日 起，欧 盟 不 仅 通 过 多 语 种 政 策 来 保 护

语言和文化的 多 元 性，而 且 始 终 将 涉 及 语 言 和 文 化 的

问题作为议事 日 程 的 重 点，在 此 基 础 上 确 立 了 欧 盟 多

语主义的原则和目标。欧委会对多语主义原则的解释

是：多语主义既指个人应用数种语言的能力，也指在同

一地域内多种语言社群的共存。〔４〕总的来说，欧盟的多

语主义政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欧盟使用多官

方语言和工 作 语 言。欧 盟 在 成 立 之 初 根 据“国 家 不 分

大小，语言一律 平 等”的 原 则，确 立 了１１种 官 方 语 言。
随着新成员国 的 加 入，欧 盟 的 官 方 语 言 数 目 也 在 不 断

增加。其次，欧盟承认并尊重所有成员国语言、区域及

少数民族语言，鼓励各成员国内部实行多语政策，促进

语言学习，培 养 掌 握 多 种 语 言 的 公 民。多 语 主 义 政 策

有三项目标：鼓励语言学习与推广多语社会；推广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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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语经济；让 公 民 用 他 们 自 己 的 语 言 获 取 欧 盟 的 法

规、程序及信息。〔５〕

二、多语主义政策的有效推行

正如欧洲一 体 化 是 一 个 循 序 渐 进 的 过 程，多 语 主

义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条约规定及专门项目和计划等实

现的。欧盟多语 机 制 采 用 由 上 而 下 的 推 动 策 略，欧 盟

在其权责范围内全力推行多语主义的意识。欧盟虽然

不直接干涉各 成 员 国 的 语 言 政 策，但 是 为 推 广 多 语 主

义的行动方案，它为其规定了结构化、一致性方向。多

语主义的具体 推 进 有 赖 于 各 成 员 国，各 成 员 国 在 欧 盟

的政策指导之下，自行制定各自的语言政策，并且促进

不同层级（国 家、区 域 或 地 方 层 级）所 实 施 的 行 动 方 案

的一致性。总的 说 来，欧 盟 相 关 机 构 在 语 言 机 制 方 面

起的是宏观规 划 作 用：通 过 法 令 规 定，建 立 机 构，制 定

项目和计划，并且提供资金，增加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以及促进各 国 从 全 欧 视 角 制 定 语 言 政 策。具 体 而 言，
欧盟的多语主义政策主要通过以下一些策略和举措来

推行：

（一）从法律、政策层面强调多语主义的重要性

从成立之日 起，欧 盟 前 身 欧 洲 经 济 共 同 体 在 语 言

政策方面就强调语言平等和多样性。欧洲经济共同体

首脑会议的第 一 个 决 议 就 是 关 于 语 言 多 样 性 的 规 定，

１９５８年颁布的《欧共体第一号语言规定》第一条就明文

规定，所有成员 国 的 语 言 都 是 相 互 平 等 的 官 方 语 言 和

工作语言。当 时 的 出 发 点 是 强 调 各 成 员 国 一 律 平 等，
通过不限制工作语言的数量来显示这个大家庭有别于

一般的国际组织。１９７７年欧洲理事会通过《欧 洲 文 化

公约》，要求成 员 国 鼓 励 公 民 学 习 其 他 国 家 的 语 言、历

史和文化。欧洲 议 会 则 在 推 动 区 域、少 数 民 族 语 或 移

民语言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１９８１年通过《关于区域性

语言文化的共同体宪章及少数民族权利宪章的决议》，

１９８３年通 过《关 于 支 持 少 数 人 语 言 和 文 化 的 决 议》，

１９８７年发 布《关 于 区 域 或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与 文 化 的 决

议》。〔６〕１９９２年，《欧共体条约》第１５１条明确规定，欧共

体应尊重各成员国语言，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积极维

护欧洲共 同 文 化 遗 产，促 进 各 个 成 员 国 文 化 的 繁 荣。

１９９７年《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成员国中任一公民可以

用任一官方语 言 向 欧 盟 的 任 一 机 构 写 信，该 机 构 必 须

以同一语言回复。１９９９年《博格尼亚宣言》重申在建设

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同时，还需考虑到各国文化语言、教

育体制、政府间合作、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差异。
欧盟在初期 强 调 多 语 主 义 对 个 体 有 重 要 意 义，后

来则强调多语主义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有重要意

义。〔７〕基于新的理念，欧盟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来要求

各成员国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多语机制。２０００年，《欧盟

基本权利宪章》第２１条 规 定 禁 止 针 对 语 言 的 歧 视，第

２２条规定欧盟尊重成员国民族、宗教与语言的多样性。

２００１年，欧洲议会通过了《关于区域性和较少使用的语

言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支持为较少使用的语言的发展

提供资助，支 持 对《欧 盟 基 本 权 利 宪 章》第２２条 的 履

行。同年，《关 于 欧 盟 未 来 的 莱 肯 宣 言》强 调 对 不 同 的

语言、文化和传统给予同样的尊 重。２００７年，《里 斯 本

条约》再次重申欧盟应尊重丰富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

２０１０年３月通过了《关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布达佩斯－
维也纳宣言》，明确指出要“建设一个以信任、合作和尊

重文化、语言以 及 高 等 教 育 体 系 多 样 性 为 基 础 的 欧 洲

高等教育区”。〔８〕

（二）成立推动多语主义的专门机构

欧盟的 多 语 种 事 务 起 初 由 教 育 和 文 化 执 委 会 负

责，随着经济全 球 化 步 伐 的 加 快 以 及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的加强，为 适 应 一 体 化 的 要 求，增 强 在 世 界 上 的 竞 争

力，欧盟需要进一步从机构设置上推行多语主义策略。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欧洲教育和文化执委会的职责得到了扩

展，更名为欧洲教育、培训、文化和语言多样化委员会。
同年，欧洲委员 会 启 动 了 关 于 创 建 欧 洲 语 言 学 习 和 语

言多样性办 公 室 的 可 行 性 研 究。在２００５年 的 研 究 结

论中，欧洲委员会提出了两项选择：创建一个专门负责

此项事务 的 办 公 室 或 建 立“语 言 多 样 性 中 心”欧 盟 网

络。〔９〕为了回应上述的研究报告，２００７年１月，欧盟把

多种语言事务 从 教 育 和 文 化 事 务 中 分 离 出 来，成 立 欧

盟多种语言事 务 委 员 会，由 一 名 新 委 员 列 奥 纳 多·奥

尔班（Ｌｅｏｎａｒｄ　Ｏｒｂａｎ）专门负责。新 执 委 上 任 后，多 次

在各欧盟机构、成员国大学等场合发表演说，积极推行

多语主义政策。奥尔班委员强调公民的多语能力是工

作技能和求职 竞 争 力 的 体 现；他 不 仅 提 出 语 言 推 广 战

略、积极促进成 员 国 的 居 民 学 习 本 国 的 其 他 语 言 和 两

门外语，还要求 欧 盟 国 家 为 语 言 教 师 的 教 学 和 进 修 做

更多的 工 作。此 外，他 还 推 出 了 一 项 “多 语 种 教 学”
（Ｐｉｃｃｏｌｉｎｇｏ）的宣传活动，希望以此说服所有欧盟成员

国的家长，及早让他们的孩子学习外语。不过，由于多

种语言事务委 员 会 的 事 务 与 其 他 机 构 职 能 存 在 重 合，
为提高效率，该 委 员 会 于２０１０年 又 被 重 新 纳 入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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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言 多 样 化 和 青 年 委 员 会，当 前 的 执 委 是 安 吉

拉·瓦西利乌（Ａｎｄｒｏｕｌｌａ　Ｖａｓｓｉｌｉｏｕ）。〔１０〕然 而，推 行 多

语主义政策仍然是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之一。

（三）通过各类项目和计划促进多语主义的发展

除宏观的政策指导之外，欧盟还从微观的角度，特

别是通过各类 专 门 项 目 和 计 划 促 进 多 语 主 义 的 发 展，
概述如下：

１．促进语言多样性的专门项目和行动计划

欧盟的多语项目和行动计划主要有“多语言计划”
（Ｌｉｎｇｕａ）、“语言学习与欧洲公民身份”计划、２００１欧洲

语言年（ＥＹＬ　２００１）、欧洲语言日（９月２６日）、“促进语

言学习和语言多样性：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行动计划”和《多

语主义新架构策略》报告（２００５年）等。
“多语言计划”始于１９８９年，是欧盟促进语言多样

性和语言学习 的 第 一 个 综 合 性 项 目，这 个 行 动 主 要 指

向欧盟的官方 语 言，支 持 欧 盟 内 部 语 言 多 样 性 项 目 和

推动语言教育、培训与学习。１９９５年开始的“苏格拉底

项目”中重申了“多语言计划”，并将具体行动分为两个

层次：第一层次 是 培 养 学 习 语 言 的 愿 望 和 意 识 并 鼓 励

人们学习另外 一 门 欧 洲 国 家 语 言；第 二 层 次 是 设 计 学

习方式和提 供 学 习 条 件。〔１１〕１９９８年，欧 洲 理 事 会 提 出

的“语言学习与欧洲 公 民 身 份”的 跨 世 纪 计 划 强 调“必

须坚持语言多元化政策”。为了促进欧洲语言、文化多

样性，推广多语主义和鼓励公民终生学习各种语言，在

联合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 赞 助 下，欧 盟 与 欧 洲 理 事 会 将

２００１年定为“欧洲语言年”，并且支持组织一年一度 的

欧洲语言日（９月２６日），让参加活动的广大公众感受

欧洲丰富多样 的 语 言 财 富，唤 起 欧 洲 公 众 对 语 言 学 习

的重视。２００２年的欧盟峰会提出“提早学习两门外语，
以增强语言基 础 能 力。”为 了 呼 应 这 一 提 议，在 经 过 精

心准备和讨论 之 后，欧 盟 委 员 会 于２００３年 通 过“促 进

语言学习和语言多样性：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行动计划”。该

行动计划提出 几 点 策 略：建 立 从 学 前 教 育 到 成 人 教 育

的终身化语言学习机制；改进语言教学；创造更好的语

言教育环境；建构语言友好环境。〔１２〕２００５年，欧盟执委

会通过史无 前 例 的 多 语 报 告《多 语 主 义 新 架 构 策 略》，
再度重申对 多 语 主 义 的 承 诺。之 前 的 文 件、公 报 等 均

提出了宏大的 目 标，但 在 表 述 上 比 较 模 糊，而《多 语 主

义新架构策略》报告则提出了一个有利的行动框架，并

且提出了具体 的 行 动 方 案，旨 在 通 过 各 种 教 育 体 系 发

展语言，“推动 欧 盟 多 语 全 盘 行 动”和“建 立 新 框 架，以

期使 多 语 成 为 真 正 的 跨 界 政 策。”〔１３〕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８

日，欧盟执委会 又 通 过 一 项 名 为《多 语 主 义：欧 洲 的 财

富和共同 的 义 务》的 报 告，报 告 提 议 加 强 推 广 多 语 主

义，希望利用多种语言这个欧洲的财富，促进社会在多

元化之中统 一。这 项 报 告 促 使 欧 盟 成 员 国、地 方 政 府

及社会团体一 起 协 力 采 取 行 动，鼓 励 并 协 助 欧 盟 公 民

增进语言能力。〔１４〕

２．与多语主义相关的其他行动计划

除了促进多 语 学 习 的 专 项 计 划 外，还 有 部 分 内 容

指向语言促进 目 标 的 行 动 计 划，这 类 计 划 尽 管 没 有 专

门指向语言，但“促 进 语 言 学 习 和 语 言 多 样 性”均 为 具

体目标之一。实施的具体措施是在各种教育领域促进

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流动性，例如：为欧盟中小学和大

学生提供留学和进修的机会，促进流动的成人教育，并

且促进欧洲各个层次的教育、培训与合作。１９９５年，欧
洲议会推行了旨在促 进“知 识 型 欧 洲”建 设 的“苏 格 拉

底项目”。该项目目标之一是：鼓励学生学习不同的欧

洲语言，促进 人 们 更 多 的 相 互 了 解 与 尊 重。该 项 目 提

出了欧洲的多元语言和文化是知识型欧洲的重要基石

之一。“苏格拉 底 项 目”主 要 分 为８个 行 动，除 专 门 指

向语言的“多 语 言 计 划”之 外，其 他 的 行 动 计 划 致 力 于

加强教育合作 与 教 学 人 员 流 动，包 括 各 成 员 国 中 小 学

和大学的交换项目。此外，“达芬奇计划”致力于职业

技术教育，提议 成 员 国 为 欧 洲 各 国 公 民 成 功 地 融 入 欧

洲生活和公民 身 份 提 供 充 分 的 培 训，强 调 终 身 学 习 政

策，特别是语 言 学 习。“达 芬 奇 计 划”不 仅 促 进 公 民 的

流动性，而且提供语言培训，有助于促进和普及多种语

言。２００６年，欧盟通 过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终 身 教 育 整 体

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建立在以往欧盟各种教育计划的

基础之上，将以往所有教育计划整合在一个题目下，该

计划由六个分 计 划 组 成，语 言 学 习 和 语 言 多 样 性 得 到

再次强调。〔１５〕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欧 盟 委 员 会 发 起“欧

洲２０２０战略”七大旗舰项目之一“青年在流动”（Ｙｏｕ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项目。该项目强调人员的流动，鼓励欧

洲各国的学生跨国交流。学生的跨国流动交流将极大

地促进学生多 语 水 平 的 提 高，从 而 对 促 进 语 言 多 样 性

多有助益。

三、欧盟多语主义之评价

（一）多语主义之意义

欧盟多 语 主 义 的 建 设 与 发 展 有 其 重 要 意 义。首

先，欧盟推崇多 语 主 义 保 证 了 各 成 员 国 的 平 等 和 文 化

多样性。语言政 策 的 制 定 不 仅 是 为 了 维 护 语 言，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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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民众的平等和尊严。〔１６〕语言是文化的最 直 接

表达，欧洲文化 既 是 一 个 拥 有 共 同 文 化 内 涵 的 同 一 性

文化，也是 一 个 包 容 了 不 同 民 族 特 性 的 多 样 性 文 化。
多语主义之所 以 得 到 普 遍 认 同，不 仅 因 为 欧 盟 各 国 间

的文化认同，而 且 还 因 为 对 各 自 语 言 和 文 化 差 异 的 理

解与尊重。
其次，各成员 国 自 觉 而 积 极 地 参 与 多 语 主 义 也 有

助于构建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欧盟。多语主义是对语言

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而多样性“一则有益于各民族结

合自己的特性 充 分 发 挥 自 己 的 优 势，二 则 有 益 于 降 低

民族主义烈度，促进欧洲主义的产生。”〔１７〕多 语 主 义 确

保各成员国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从而促进各成员国

摒弃前嫌积 极 加 入 欧 盟 的 建 设 中。同 时，公 民 语 言 水

平的提高有助于各成员国公民之间消除语言和文化障

碍，促进相互交流和理解，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具有包容

性的欧盟。
最后，多语主义有利于就业和提升欧洲的竞争力。

欧洲多语主义的建设为欧洲各成员国公民流动提供了

充分的可能。在一体化深化之前，语言障碍、各国不同

的教育制度和学位结构的差异妨碍了公民的跨国自由

流动。由于欧盟 对 第 二 语 言 技 能 培 养 的 日 益 重 视，学

生的语 言 水 平 得 到 极 大 的 提 高。２００７年，欧 盟 公 布

“促进语 言 学 习 和 语 言 多 样 性：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行 动 计

划”的成效报 告 书，报 告 肯 定 了 行 动 计 划 的 成 效，并 举

出许多成功的案例。报告认为多语机制提升了公民的

语言水平，大大促进欧盟公民的自由流动。〔１８〕语言水平

的提高以及欧 洲 各 国 之 间 的 学 历 文 凭 互 认 制 度，将 大

大促进欧洲公民的流通，可增加劳力市场的就业机会，
包括便利地赴 其 它 成 员 国 工 作 或 求 学，使 得 欧 洲 公 民

获得了多种机 会 与 发 展 空 间，有 利 于 有 效 地 整 合 各 国

人力资源，从而在整体上提升欧洲的竞争力。

（二）存在的问题

今天的欧盟 各 成 员 国 相 互 依 赖 的 程 度 日 益 加 深，
在跨边界的合作上，多语主义构建了最佳桥梁。然而，
凡事都有两面 性，在 保 护 语 言 多 样 性 和 鼓 励 文 化 包 容

的同时，欧盟也 要 承 受 高 昂 的 财 务 成 本 和 牺 牲 部 分 效

率。当前，由于多语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显露无疑，
对多语主义的质疑声也没有停 止 过，例 如，１９９４年，法

国欧盟事务部拉马苏尔（Ｌａｍａｓｓｏｕｒｅ）部 长 曾 提 议 减 少

欧盟官方语言的数量。〔１９〕有专家提议以一种中立 的 语

言，如拉丁语或世界语来取代欧盟的多种官方语言。〔２０〕

总的说来，多语主义带来的问题可以概述如下：

首先，欧盟目前在语言政策上陷入两难的局面：如

何处理语言平等与效率至上的矛盾？多语主义维护各

成员国的平等 权，但 是 多 种 语 言 的 翻 译 却 逐 渐 成 为 欧

盟的负担。欧盟 规 定，有 关 法 律 条 例 只 有 在 翻 译 成 所

有的官方语言后才能适用于其成员国所有公民。欧盟

目前有２３种官 方 语 言，这 意 味 着 所 有 官 方 文 件，包 括

以往多达９万页的条约和协议，都必须准备２３种语言

的译本；各种大 大 小 小 的 会 议，也 必 须 配 备２３种 语 言

的同声传译。欧 盟 的 翻 译 机 构 拥 有 世 界 上 最 庞 大 的、
远远超过联合国的翻译队伍，主要包括口译和笔译部。
如此庞大的翻译机构造成开支巨大，据统计，欧盟为语

言服务支出 的 费 用 一 年 达１０多 亿 欧 元。尽 管 欧 盟 翻

译机构庞大，但是也不胜负荷。２３种语言的 交 叉 互 译

可以组成５０６种 组 合，翻 译 需 要 消 耗 大 量 的 时 间，因

此，欧盟委员会的一些法令因为来不及翻译，不得不推

迟执行。由于缺 少 能 胜 任 的 翻 译，一 些 小 语 种 间 互 译

时通常需 要 借 助 于 中 介 语 言（ｒｅｌａ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通 常 是

英、法、德）转 译。在 翻 译 过 程 中 失 真（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的 现

象极为常见，而 在 使 用 中 介 语 言 转 译 的 过 程 中 更 容 易

出现漏译或者误译现象，因此造成理解和交流障碍。
其次，多语主 义 的 弹 性 政 策 在 实 践 中 造 成 语 言 地

位的失衡。欧盟目前尚未实施具体而统一的语言政策

硬性规定，对各机构和成员国的要求表现出弹性特征。
欧盟规定各机 构 的 活 动 中 可 以 采 用 弹 性 语 言 政 策，即

根据需要减少工作语言数量。根据多语主义的实施情

况，可以将欧 盟 各 机 构 分 为 两 类：（１）全 面 贯 彻 多 语 主

义：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欧
洲地区委员会采用２３种工作语言。（２）实施弹性多语

主义：欧盟委员 会、欧 洲 法 院、欧 洲 审 计 院 和 欧 洲 中 央

银行等机构则将工作语言限定为３种以内。〔２１〕例如，欧
盟委员会决定 采 用 英、法、德 三 种 工 作 语 言，规 定 所 有

文件只能使用 三 种 语 言 之 一 起 草，在 最 终 定 稿 后 再 译

成其他官方 语 言。此 外，欧 盟 轮 值 主 席 国 组 织 的 非 正

式会议只提供 英 语、法 语 和 主 席 国 官 方 语 言 的 翻 译 服

务。弹性多语主 义 在 实 践 中 有 助 于 提 高 工 作 效 率，但

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语言不平 等。２０１０年７月，欧 盟

委员会提出将英语、法语和德语作为欧盟“共同专利体

系”的官方语 言，以 减 少 专 利 申 请 时 高 昂 的 翻 译 费 用，
然而，此举更 是 激 起 欧 盟 内 部 的 语 言 之 争。在 语 言 实

践中，语言地 位 的 失 衡 引 发 政 治 敏 感 性。随 着 英 语 逐

渐成为国际间 的 通 行 语 言，其 在 欧 盟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也

得到了强化。２００４年，欧盟机构中用 英 语 起 草 的 文 件

占６２％，同比法语占２６％，德语仅占３．１％。〔２２〕面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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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垄断地位，为了积极维护本国语言的地位，有些成

员国的语言政 策 将 民 族 利 益 置 于 最 高 位 置，重 视 和 保

护本国的语言、文化。如法国议会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４日

通过了“关于法语使用的法案”（简称杜邦法）来保护法

语。在语 言 实 践 中，语 言 地 位 的 失 衡 引 发 政 治 敏 感

性。〔２３〕语言之争背后隐藏着民族、历史、国家主权、民族

尊严和国家实力等敏感问题。语言之争不仅牵涉到各

国在欧盟的政 治 地 位，将 来 亦 可 能 会 对 经 济 和 欧 洲 一

体化的前景造成很大的冲击。
最后，多语主义与欧洲认同构成悖论，并且可能为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制造障碍。秉承“多样性中的统一”
的理念而制定 的 多 语 主 义 政 策 反 映 了 欧 盟 的 现 状，是

实现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战略之一。语言和文化多元化

体现了对各成 员 国 的 尊 重，是 对 各 成 员 国 加 入 一 体 化

所遭受损失和忧虑的一种情感补偿机制。〔２４〕随着 欧 盟

一体化的深化，迫 切 需 要 形 成 欧 洲 认 同 即 共 同 的 意 识

和集体归 属 感，从 而 为 一 体 化 的 发 展 提 供 深 层 动 力。
然而，多语主 义 与 欧 洲 认 同 的 建 构 逐 渐 构 成 悖 论。新

功能主义理论指出一体化由经济领域“外溢 ”到政治和

社会领域，从而使一体化逐步发展和深化。可是，欧洲

一体化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并没有出现新功能主义所预

期的那种“外 溢”。由 于 各 国 在 认 识 和 利 益 上 的 分 歧，
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一体化进程缓慢。欧洲认同的形成

有利于弥补一 体 化 功 能 主 义 的 不 足，培 养 公 众 对 欧 盟

的归属感，为欧洲一体化提供文化基础和隐性动力，从

而推动欧洲 一 体 化 发 展。当 前，欧 洲 认 同 并 没 有 因 为

欧洲一体化的 广 度 和 深 度 的 扩 展 而 得 到 明 显 提 升，究

其原因主要是 根 深 蒂 固 的 民 族 国 家 意 识 和 认 同 作 祟。
构建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语言。语言主要有两大

功能：交际功能和符号功能。〔２５〕其中的符号功能与文化

和政治息息相 关，因 此 语 言 对 于 构 建 欧 洲 认 同 有 重 要

意义。尽管有国外学者认为语言多元主义可以为形成

欧洲认同提供建设性的元素，〔２６〕但在实践中，语言多样

性强化了差异性，促进多元化，而多元化有可能进一步

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妨碍集体认同的形成。因此，多语

主义似乎成为 构 建 欧 洲 认 同 的 阻 碍，并 且 影 响 欧 洲 一

体化的发展。

四、结语

欧盟从平等 理 念、促 进 自 身 的 整 合 统 一 和 保 护 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等角度出发，构建了多语主义框架。
多语主义机制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参与能力和消除各成

员国公民在一 体 化 进 程 中 的 边 缘 感，有 助 于 构 建 更 加

具有包容性的欧盟。欧盟的多语主义政策为各成员国

语言教育发展 提 供 了 指 导 性 框 架，该 框 架 下 的 一 系 列

规定、项目和行 动 计 划 对 于 提 升 公 民 语 言 技 巧 和 促 进

公民的跨国流 动 有 积 极 作 用，使 欧 盟 公 民 更 为 深 刻 而

真实地感受到 欧 盟 的 存 在，这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有 利 于 强

化欧洲集体 认 同。然 而，欧 盟 特 殊 的 政 体 特 征 决 定 不

同语言之间具有竞争性。欧盟一直以辅助性原则处理

语言教育相关 的 事 务，仍 然 由 各 成 员 国 自 行 制 定 语 言

政策。由于深层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各成员国

对多语主义的认识、重视和执行力度差异，以及欧盟各

机构对多语主 义 的 弹 性 政 策，导 致 各 成 员 国 和 各 机 构

执行情况参差不齐，引发语言地位失衡。此外，多语主

义造成开支巨 大 和 效 率 低 下，并 且 与 欧 洲 认 同 构 成 悖

论，有可能成为欧盟一体化未来发展的障碍。
对欧盟来说，从长远看，削减其工作语言的数量是

一种必要的发展趋势。然而，从目前来看，多语主义面

临的困 境 是 无 法 通 过 激 进 的 方 案 解 决 的。依 笔 者 所

见，当前维持多语主义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欧盟应致力

于缩小各国差 距，促 成 各 成 员 国 积 极 支 持 和 参 与 相 关

项目计划，推动外语教学规范化，将外语教学延伸至各

个教育阶段。首 先，由 于 早 年 学 习 外 语 对 学 生 的 语 言

能力、对其它外语及文化的积极态度等皆有正面效果，
因此欧盟应 鼓 励 尽 早 开 设 外 语 教 学。其 次，由 于 成 人

教育的外语学 习 资 源 相 对 匮 乏，因 此 需 要 丰 富 成 人 语

言学习方式 及 创 造 语 言 学 习 环 境。此 外，还 应 采 取 进

一步措施加强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区域性语言。在今

后很长时间里，欧盟仍需要通过多语主义培养掌握“母

语＋两门外语”的公民，为欧洲公民跨边界交流扫清障

碍，促进欧盟公民社会的形成，强化公民对欧盟的集体

认同，提升 欧 盟 的 综 合 竞 争 力，从 而 推 进 欧 盟 一 体 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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