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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东帝汶尽管还很年轻, 是个新生的国家, 但却有着漫长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作为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

国家, 东帝汶目前至少有 16种本土语言。自 2002年独立之后, 东帝汶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 其中, 语言问题不容忽视。

本文研究了东帝汶的语言历史和现状, 以及语言对其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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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gh East T imor is a nascent nation, it has its long histo ry and un ique culture. A t least six teen ind ig2
enous languages are spoken in th ismu ltilingual andmu ltiethn ic country. S 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2002, E astT i2
mor beg ins the long process of nat ion2build ing, and during that process, language issue constitu tes an important

problem. Th is papermakes a research on E astT imorps lingu istic h istory, current situat ion and its relationsw ith E ast

T imorps education.

  2002年 5月 20日,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正式宣布成

立, 它是 21世纪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 也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尽管独立时间不长, 东帝汶却有着自

己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 其中,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众

多的语言和方言。本文由此入手, 主要研究东帝汶语言问

题的历史和现状, 并探讨东帝汶的语言对其教育的影响¹。

一  东帝汶的语言发展史
(一 ) 被殖民前东帝汶的语言发展

东帝汶和西帝汶分别位于帝汶岛的东部和西部, 在沦

为葡萄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之前, 共有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

入, 给帝汶岛带来了丰富的语言遗产。尽管目前东帝汶的

大部分语言属于南岛语系 ( Austronesian) º, 但是在早期,

帝汶岛上的大部分居民说的是新几内亚语。大约在公元前

2000年, 新几内亚人来到帝汶岛。这是帝汶岛第一次大规

模的人口迁入, 移民们说的是新几内亚语, 也就是现在仍

然在东帝汶流传的布拉克语 ( Bunak)、马凯赛语 ( M aka2

sa i)、马卡莱洛语 ( M aka lero ) 和法塔卢克语 ( Fataluco /

Fata luku) 的最初形态。第二次人口大迁入发生在 1000年

前, 印尼西里伯斯岛 (现苏拉威西岛 ) 东南部的穆纳岛、

布敦岛、图康伯西群岛 (M una2Buton2Tukang Bes i) 的土著

移居到帝汶岛, 带来了法布洛尼克语 ( F abron ic) 和拉姆

拉伊克语 ( Ram e la ic)。法布洛尼克语和拉姆拉伊克语属于

西里伯斯语的新布敦语 ( Neo2Buton ic) 或是桑陀语 ( San2

ta lic) 的分支, 因为西里伯斯语属于南岛语系, 所以, 这

次人口迁入实际上使帝汶岛融入了南岛语系。第三次人口

大迁入大约是在 12世纪, 就在布敦人定居帝汶岛不久之

后, 印尼摩鹿加群岛 (M o luccan) 的土著也来到了帝汶岛,

带来了摩鹿加文化和语言的影响。结果, 摩鹿加语、布敦

语和原先帝汶岛的土著语进行语言融合, 最终形成了帝汶

岛的本土语言。到 16世纪时, 东帝汶的语言结构基本成型

并延续至今。东帝汶如今主要有 16种语言, 有些语言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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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方言。帝汶岛上最原始的土著语言当中, 现存的

只有 4种, 即布拉克语、马凯赛语、马卡莱洛语和法塔卢

克语。这 4种语言和属于跨新几内亚语系中的巴布亚语是

远亲。除了这 4种语言, 东帝汶现在所说的语言中, 非南

岛语系的其他土著语言已基本上无迹可寻了。

(二 ) 葡萄牙统治期间东帝汶的语言发展

要想了解现在东帝汶的语言进化状况, 就必须考虑葡

萄牙和印尼对东帝汶语言的影响。根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学者哈耶克 ( John H a jek) 的研究, /没有证据表明目前

有任何一种本地语言受到了葡萄牙语的直接威胁 0, 但他

亦指出正是在葡萄牙殖民期间, 东帝汶的多语言传统才得

以一直保留下来 [ 1]。然而, 在现在的东帝汶文化中还是可

以看到很多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影响, 例如, 现在的德顿语

中随处可见葡萄牙语的词汇。

其实, 在 20世纪 60年代之前, 葡萄牙对东帝汶并没

有任何直接的语言政策。在 17和 18世纪, 葡萄牙的有效

统治范围并没有超出过现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及其周边区域,

因此, 除了帝力, 其他地方说葡萄牙语的人并不多。到了

19世纪晚期, 葡萄牙开始加强对帝力以外其他地区的控

制, 并试图根除马来语在东帝汶的传播。然而, 葡萄牙语

最终并没有使本地语消亡, 而是和本地语融合在一起。到

了 20世纪 60年代, 情况起了变化, 葡萄牙语被确立为东

帝汶唯一的行政语言。

1960年 12月份, 联合国宣布东帝汶是葡萄牙治下的

/非自治领土0。 1970年, 尽管葡萄牙人仅占东帝汶人口的

01 2% , 但葡萄牙语却被正式规定为教堂、政府和学校使用

的官方语言。具体语言使用情况如表 1 [2] :

表 1 葡萄牙统治期间东帝汶主要机构的语言使用情况

机构 使用的语言

教堂 牧师们使用葡萄牙语作为礼拜语言

学校

规章制度使用葡萄牙语

如果学生们被发现使用德顿语或本地土语, 会受

到体罚

政府
帝力的政府机构只使用葡萄牙语, 并开始在军队

推广葡萄牙语

1975年, 东帝汶爆发内战, 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11

月 28日夺取政权, 然而 10天后, 也即 12月 7日印尼便发

兵入侵东帝汶。

(三 ) 印尼统治期间东帝汶的语言发展

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掌权的 10天时间里, 他们曾计

划通过教会学校来推广东帝汶本土的德顿语。但是, 印尼

入侵东帝汶之后, 立刻取缔东帝汶的本土语言。在随后的

24年时间里 ( 1975) 1999 ), 印尼强制对东帝汶推行系统

的社会、经济和语言同化, 被称为 /印尼化0。

哈耶克说印尼当时 /不想保留当地的语言 0, 同时

/十分注意在东帝汶推广印尼语 0。根据哈耶克的说法, 印

尼是想用印尼语来取代东帝汶的本土语言 [3]。印尼统治期

间东帝汶主要机构语言使用情况如表 2。

表 2 印尼统治期间东帝汶主要机构的语言使用情况

机构 使用的语言

公共

场合

采用印尼语 /马来语作为东帝汶的通用语言

利用军队残酷镇压使用葡萄牙语、德顿语和本地

语言的人, 平民因恐惧而开始使用印尼语和马来

语, 不同年龄段的人交流减少; 对东帝汶人口进

行重新安置, 分化使用本地语言的人群; 从爪哇

和巴厘岛往东帝汶移民, 进一步分化使用本地语

言的当地居民

教堂

1980) 1981年, 印尼禁止使用葡萄牙语作为教堂

语言

从 1981年起, 使用德顿语代替葡萄牙语作为礼拜

语言

教育 以印尼语 /马来语作为唯一的教育语言

(四 ) 东帝汶的语言分类及分布

经过多年的语言注入和语言融合, 东帝汶现存的语言

很多, 常用的至少有 16种。根据通用的语系划分法, 可以

把现有语言分类为南岛语系和跨新几内亚语系。在南岛语

系里有法布洛尼克语族和拉姆拉伊克语族两大分支, 分别

有 8种和 4种分支语言; 而跨新几内亚语系在东帝汶的分

支语言则有 4种。具体如下 [ 4] :

11法布洛尼克语族

之所以被称为法布洛尼克语, 是因为这种语言和图康

伯西群岛语言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而在拉丁语中, 图康伯

西群岛是 / Fabronum Insu lae0。法布洛尼克语来自布敦语,

是帝汶岛语言的祖先。和拉姆拉伊克语族有所不同, 法布

洛尼克语取代了帝汶岛最原始的土著语言, 但其自身也受

到了它们的强烈影响。在东帝汶 , 属于法布洛尼克语族的

本土语言共有 8种。

( 1) 德顿语 ( T etum )。这是东帝汶的国语, 东帝汶

2 /3以上的地区说德顿语及其各种变体。

( 2) 哈本语 ( H abun )。现在说哈本语的人已经很少

了, 主要集中在马纳图托 (M anatu to ) 南部地区。哈本语也

可算得上是德顿语的最早形态语。

( 3) 卡瓦米纳语 ( K aw aim ina) , 或称东北方言群。卡

瓦米纳语实际上是东帝汶东北方言群的总称, 是 4种本地

语言 ) ) ) Ka irui语、W aim aha语、M id ik i语和 Naue ti语的首

字母的合写。

( 4) 加洛勒语 ( Ga lo li)。加洛勒语是马纳图托地区和

拉科洛 ( L aclo) 地区的方言, 主要使用范围是在帝力和包

考县之间的北部海岸地区。

( 5) 韦塔语 ( W etarese ) , 也称阿陶罗岛方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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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auran D ia lect)。东帝汶的阿陶罗岛位于印尼阿洛岛和韦

塔岛之间, 韦塔语是阿陶罗岛方言的总称, 是由 Rahesuk

语、Resuk语、Rak lungu语和 Dadupa语 4种方言组成。

( 6) 伯凯斯语 ( Beka is)。佰凯斯语主要使用区域是东

帝汶和印尼的边境地区, 现已大部分融入到德顿语中。

( 7) 达瓦语 ( Daw an) , 或称巴伊克努语 ( Baikenu D i2
a lect)。主要是在欧库西地区使用, 说这种语言的人很多。

( 8) 马库瓦语 ( M akuva)。这是一种接近绝迹的语言,

使用范围有限。

21拉姆拉伊克语族
之所以被称之为拉姆拉伊克语, 是因为其主要使用范

围是在以拉姆劳山脉为中心的广阔区域。在东帝汶, 属于

拉姆拉伊克语族下的本土语言共有 4种。

( 1) 曼拜语 ( M am bai)。使用人数众多, 可以说是东

帝汶第三大语言。

( 2) 科玛克语 ( Kem ak) , 也称埃玛语 ( Ema )。使用

范围在东帝汶的西北部。

( 3) 托克德德语 ( T okodede )。主要使用范围是在东

帝汶的西北部海岸地区, 包括利基卡 ( L iqu ica)、茅巴拉

( M auba ra) 和巴扎特特 ( Bazartete) 等地区。

( 4) 埃德特语 ( Ida laka)。这实际上也是在东帝汶中

部地区使用的 3种方言 ) ) ) Laka lei语、 Idat�语和 Isn�语的

首字母合写。

跨新几内亚语系 ( T rans2New Gu inean Languages) 是东

帝汶最早的语言, 和帝汶岛西北部的印尼阿洛群岛、潘塔

尔岛的语言很相似。现存仍在使用的只有 4种, 且大部分

已被南岛语系同化。

( 1) 布拉克语 ( Bunak ), 使用范围是东帝汶的西南

部。在南部沿海, 说布拉克语的人和说贝录德顿语的人相

互杂居, 语言相互影响。由于南岛语系的影响, 现在的布

拉克语和与其同宗的马凯赛语、法塔卢克语有较大的区别。

( 2) 马凯赛语 ( M akasa i), 在东帝汶是第二大语言,

有超过 10万的人使用马凯赛语。它是包考地区的主要语

言, 使用区域还覆盖了盖里采 ( Que lica i)、奥苏 ( O ssu)、

巴古亚 ( B agu ia )、拉该 ( L aga)、莱瓦 ( L aivai) 和卢洛

( Luro) 等地区。

( 3) 马卡莱洛语 (M akalero ), 使用区域主要在东帝汶

的东南沿海地区, 偏向于马凯赛语。

( 4) 法塔卢克语 ( Fa taluku) , 在东帝汶最东部使用,

主要在劳滕 ( L aut�m ) 、劳斯帕罗斯 ( Lospa los)、劳里

( L or�) 和图图阿拉 ( Tutuala) 地区。法塔卢克语以下, 共

有 5种方言。尽管法塔卢克语在结构和词汇上和马凯赛语

很相似, 但这两种语言使用者之间已经完全无法沟通了。

目前东帝汶各地的语言分布见图 1[ 5]。

图 1 东帝汶语言地理分布图

二  东帝汶的语言现状和语言政策
(一 ) 东帝汶的语言现状

东帝汶是一个典型的多语言国家, 德顿语是其经常使

用的本土语言, 也是其通用语言 ( L ingua Franca )。然而,

由于受到不同殖民国家的影响, 目前东帝汶的年轻一代多

说印尼语, 而老一辈则多说葡萄牙语。在现在的东帝汶,

尽管葡萄牙语是东帝汶的官方语言之一, 但却只有不到 2%

的人口使用, 而且使用人群也多是在葡萄牙殖民时期接受

教育的老一辈东帝汶人。在东帝汶, 除了德顿语和葡萄牙

语之外, 同时使用的还有其他语言。根据目前的资料,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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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汶主要机构的语言使用情况见表 3[ 6]。

表 3 独立后东帝汶主要机构的语言使用情况

机构 使用的语言

教堂

使用德顿语和本地语言作为礼拜语言

葡萄牙语仍然使用, 教名和教会文件多用葡萄

牙语

学校

使用印尼 /马来语、德顿语和本土语言

尽管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 大部分教师不使用葡

萄牙语

政府
帝力的政府机构使用葡萄牙语, 因为独立后的领

导们使用的是葡萄牙语

显然, 在教堂里使用最多的还是德顿语, 而葡萄牙语

多在政府中使用。然而, 对多数东帝汶人来说 , 语言问题

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难。对于那些葡萄牙语并不流

利的东帝汶人来说, 如果他们需要使用政府文书, 比如护

照、签证等等, 就不得不把文书从葡萄牙语翻译为德

顿语。

(二 ) 东帝汶的语言政策

东帝汶宪法第 13条规定,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

言是德顿语和葡萄牙语; 第 159条规定, 如果有必要, 印

尼语和英语同官方语言一样, 可以作为官方的工作语言,

在提供行政服务时使用。东帝汶的语言问题, 最集中体现

在东帝汶为什么最终选择德顿语和葡萄牙语作为自己的官

方语言。实际上, 在东帝汶, 德顿语和葡萄牙语紧密相关,

要了解东帝汶的语言政策, 就必须先对德顿语和葡萄牙语

在东帝汶的历史发展、现状及相互关系做一个分析。

11德顿语

在东帝汶的 16种语言中, 最重要的和最常使用的是德

顿语。德顿语的本意是 lia2tetun ( / language o f the p la in0, 即

/平原语言0 ), 是东帝汶现在使用最广泛的本土语言, 也

是国家第一官方语言。在帝汶岛上, 共有 4个地区说德

顿语 [ 7] :

( 1) 翁拜海峡与帝汶海之间。这是一个位于东帝汶和西

帝汶的分界线的中间地带。该地区所说的语言也被称为贝录

德顿语 ( T etun2Be lu) 或贝录语 ( Belunese)。除此之外, 贝

录德顿语的使用范围还包括西帝汶的阿塔布布 ( A tapupu)、

阿坦布阿 ( A tambua ), 东帝汶的巴里布 ( Ba lib�)、法托米

安 ( F atom ean)、弗和雷姆 ( Foho r�m ) 和苏艾 ( Suai)。

( 2) 东帝汶的南部海岸, 维克克地区及其周边的几个

地区, 属于原萨莫洛古王国 ( Sam oro ) 和索尔拜达古王国

( So ibada)。该地区所说的德顿语也称为德瑞克德顿语 ( T e2

tum2Terik /Terik2Te tum )。

( 3) 东帝汶首都帝力及其周边地区。该地区所说的德

顿语也称为帝力德顿语 ( T etum2Dili/D ili2Tetum ) 或城市德

顿语 ( T etum2P rasa /T�tum2P rac
,

a, P rasa意为大城市, 也就

是指帝力 )。

( 4) 米迪纳罗村 ( M etinaro), 在帝力和马纳图托之间

海岸线上。该地区所说的德顿语也称为纳纳埃克方言

( Nanapek dia lect)。

现在的东帝汶, 说贝录德顿语和德瑞克德顿语的人已

经很少了, 人们一般说的是城市德顿语。

在 15世纪葡萄牙人来帝汶岛之前 , 说德顿语的地区主

要是帝汶岛的中部和东部。葡萄牙人于 1556年登上帝汶

岛, 最初从西帝汶登陆, 当时的西帝汶说的是达瓦语。

1769年, 葡萄牙把帝汶的首都从欧库西迁到了帝力, 随后,

葡萄牙殖民当局开始大力推广德顿语, 作为帝汶岛各殖民

地之间相互交流的语言。在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中, 帝汶

是少数几个使用本地语言而不是葡萄牙语的殖民地之一。

这主要是因为葡萄牙在帝汶实行的是间接统治而非直接统

治, 葡萄牙人是通过传教和利用帝汶本地的国王和酋长来

统治帝汶的。

1769年, 当时帝力说的语言是曼拜语, 所以当德顿语

在这里传播时, 受到了曼拜语的严重影响。比如, 在现在

的德顿语中, 辅音 w脱落, 变成了 b (wee /水0 写成 bee,

law ar ik /孩子0 写成 labarik ); 声门顿音 ( topo /到达0 发
音成 too, sape /升起0 发音成 sae) [ 8]; 名词和动词的简化

等, 这些都是曼拜语影响的结果。德顿语在帝汶岛传播过

程中, 不断地与所经过地区的语言进行融合和简化, 最终

形成葡萄牙治下帝汶岛的新的混合通用语 ( L ingua F ran2
ca) , 也成了葡萄牙牧师们传教时所使用的语言。然而, 在

葡萄牙统治帝汶期间, 德顿语却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

直到 1974) 1975年间, 东帝汶政府才将德顿语确立为教育

语言。 1980年, 印尼政府宣布不准使用葡萄牙语作为教堂

祷告语言, 教堂随即宣布使用德顿语作为礼拜语言。

21葡萄牙语

在东帝汶 , 德顿语之所以有这么多变体, 是因为受到

了葡萄牙语的深刻影响。葡萄牙语不仅对东帝汶的语言有

巨大的影响, 对东帝汶的民族认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葡

萄牙人到来之前, 东帝汶一直处于孤立状态, 既没有政治

统一, 也没有文化统一; 其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来自爪哇

和摩鹿加的商人, 他们是来东帝汶寻找檀香和蜂蜡的。葡

萄牙人来到帝汶岛之后, 在第一阶段, 对东帝汶的殖民是

非直接性的, 主要是通过皈依天主教的本地酋长, 还有一

些葡萄牙人和本地土著的后裔 ) ) ) 混血的 /黑葡萄牙人0
进行统治, 直到 1703年, 葡萄牙才派了总督; 1874年葡萄

牙开始在东帝汶全面传教, 直到 19世纪末, 东帝汶人才开

始逐渐接受天主教。通常, 随着天主教的流传, 会同时伴

有葡萄牙语和欧洲文明的传播, 巴西和葡萄牙在非洲的 6

个殖民地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在东帝汶, 由于说葡萄牙

语的人很少, 为了传教, 教士们别无选择, 只能改用德

顿语。

在葡萄牙人统治东帝汶的第一个阶段, 葡萄牙人和混

血葡萄牙人为了与当地不同的部族之间有所沟通, 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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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使用流传最广的德顿语作为交流工具。对葡萄牙人来

说, 德顿语是一种工具性语言, 所以为了方便使用, 他们

很自然地对德顿语进行了简化, 还在德顿语中加入了不少

葡萄牙语词汇, 从此, 德顿语和葡萄牙语开始融合。

这种经过简化的欧式的德顿语到了 18世纪中期, 随着

帝力的彻底城市化而最终形成了本地通用语 ) ) ) 城市德顿
语, 原本在帝力使用的语言 ) ) ) 曼拜语逐渐被遗弃。

正是这种经过加工的德顿语, 后来跟随传教士传遍了

整个东帝汶。因为和传教有关, 所以也被称为洗礼语言,

教士们是这种语言的主要传播者。

城市德顿语继续普及和传播, 到 20世纪 70年代, 至

少有 2 /3的东帝汶人可以说两种语言 ) ) ) 他们出生时的母

语和东帝汶通用语。因为都从德顿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

他们的本族语也和德顿语越来越接近了。城市德顿语的传

播同时也伴有葡萄牙语的传播。在 19世纪 70年代之前,

帝力最主要的外语不是葡萄牙语而是马来语。然而, 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年, 情况有所改变。在商业上, 葡萄牙语完

全取代了马来语, 德顿语不再从马来语中借用词汇, 而是

更多地从葡萄牙语中借用词汇。

在葡萄牙统治者看来, 他们使用城市德顿语, 仅仅是

把它当作一种方便的工具, 而不是想让它成为正式的书面

语言或者行政语言, 所以, 当时的教育语言和行政语言还

是葡萄牙语, 教育权也还是主要掌握在教堂的手里。在葡

萄牙统治期间, 葡萄牙并不打算让城市德顿语成为东帝汶

的标准语言。这是殖民者们的通用手法, 用以保证殖民语

言的权威性。二战之后, 反殖民主义成为浪潮, 民族语言

开始占据主流。

三  东帝汶的语言对教育的影响
(一 ) 东帝汶语言现状对教育的影响

东帝汶建国之初, 之所以选择葡萄牙语作为其官方语

言, 有着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是葡萄牙语对东帝汶的深刻

文化影响,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 还有以下三

个原因。第一, 许多政府领导人是在葡萄牙殖民期间接受

教育, 或是在印尼统治时期曾在葡萄牙和旧葡萄牙殖民地

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地流亡 , 他们使用的都是葡萄牙语。

原总理阿尔卡蒂里 ( M a ri A lkatir i) 和外交部长奥尔塔

( Rom osH orta) 就是代表。第二, 留在国内进行游击活动的

原总统古斯芒 ( Xanana Gusm a
~
o )、国会议长卢奥洛 ( Lu

O lo) 等人领导的原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士兵是通过葡萄牙语

和国际社会交流, 请求国际社会的支援的, 葡萄牙语当时

是他们的精神纽带。第三, 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 为了显

示独立以及与过去的不同, 有必要恢复到 1975年印尼入侵

前的状态。要否定印尼 24年的统治, 就需要用新的语言来

替代象征其统治的印尼语教育。

但是, 实际上在东帝汶说葡萄牙语的人却并不多。根

据亚洲基金的调查, 在表 4中, 我们可以看到东帝汶不同

语言使用者所占总人口的比例 [ 9]。

表 4 东帝汶目前不同语言使用者所占人口比例

语言 所占比例

德顿语 88%

印尼语 40%

曼拜语 17%

马凯赛语 10%

葡萄牙语 7%

达瓦语 5%

科玛克语 5%

法塔卢克语 3%

德瑞克德顿语 3%

托克德德语 2%

卡瓦米纳语 2%

加洛勒语 2%

其他 5%

可以看出 , 东帝汶许多人可以说不止一种语言, 会说

德顿语的最多。有 88% 的东帝汶人会说德顿语; 40% 的人

会说印尼语, 而且大多是在印尼统治期间接受教育的年轻

一代, 居住在帝力和东帝汶发达的中心区域; 只有大约 7%

的人会说葡萄牙语, 主要是较为年长的一代, 他们受教育

程度高, 收入水平高, 居住在帝力。

以上仅仅是东帝汶目前语言使用的普遍情况, 如果将目

光投向东帝汶的教育, 情况则更糟。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年的一份报告, 目前在东帝汶, 葡萄牙语的识字率并不

高, 仅有 5% ; 而印尼语的识字率要比葡萄牙语的识字率高

许多, 达到 43% ; 德顿语的识字率最高, 有 82% [ 10]。但是,

政府规定教育语言是葡萄牙语。由于年轻一代的教师们多半

是在印尼占领期间接受教育的, 基本上不懂葡萄牙语, 因

此, 事实上, 东帝汶学校的教育语言是印尼 /马来语、德顿

语和本地方言的混合语。

现在东帝汶正在使用的教育语言有本地方言、德顿语、

葡萄牙语、印尼语和英语。目前使用的教材大多是葡萄牙

语教材, 但是学生们基本上没有说葡萄牙语的背景, 也没

有兴趣学习葡萄牙语。相反, 尽管德顿语教材尚未普及,

但是多数学生都能够熟练使用德顿语, 有很强的学习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学生们的母语是最优的教育语言, 但

是使用学生的本地语言编写的教材却很少。所以, 除非加

强对教师的葡萄牙语教育或是编写本地语言的教科书, 在

东帝汶仅仅采用一种语言进行教育的难度很大。

(二 ) 可能的解决方案

1953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 进行教育的最佳语

言是学生的母语, 但对于现在的东帝汶来说, 要做到这一

点很难。东帝汶目前面临三个选择 ) ) ) 继续使用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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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语言、采用另一种语言作为教育语言以及选择

双语。

其实, 东帝汶不妨参照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做法。这些

岛国情况与东帝汶类似,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国家, 他们

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采用何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或是国

语的问题 ) ) ) 一种政府的、教育的和认同的语言0 [ 11]。以

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 这是一个南太平洋的岛国, 语言众

多, 有超过 800种语言, 既有南岛语系, 也有非南岛语系。

在这点上,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情况类似于东帝汶, 他们的

官方语言是英语、托克皮钦 ( T ok P isin) 语和希利摩陀

( H iriM otu) 语; 后两种语言属于克里奥尔语, 英语在官办

的学校中使用。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传统上一直使用本地语进行教育。

二战前,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由教堂开办的, 使用本地语

言进行教学。二战后, 澳大利亚行政当局强调统一使用英

语, 然而, 这项政策并不成功。因为只有 1%的入学学童们

可以一直上学到 11年级 [12], 而国内普遍认为教育应该更

多地面向乡村, 面向经济困难的人们, 以提高他们的生活

质量, 推动各地建设。

结果, 各地区各自自发地开展了非正式教育运动, 使

用本地语言对入学前的孩子们进行教育。夏日语言学院

( S IL, Summ er Institute of L ingu istics) 是一家基督教语言组

织, 从 1957年开始使用本地语言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教

育 [ 13]。到 1975年, 他们已经用将近 100种本地语言开发出

了本地语言教育项目。SIL还一直支持非正式的本地学前教

育, 给本地的社区提供教材、课程, 并培训教师。学前教

育是由各地社团自发开办的, 建造学校设施, 开发教材、

教程, 遴选和培训教师等所需资金皆来自非政府组织, 通

常是来自国外的投资。如今,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80%的

人口可以使用母语进行学前教育学习 [ 14]。

这些学前教育学校都十分成功, 退学率显著减少, 从

学前教育学校出来的孩子在日后的正规学校中表现良好。

显然,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例子可以给东帝汶语言教育提供

一个很好的借鉴。

四  结语

语言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东帝汶这个

年轻的国家, 百废待兴, 教育问题是影响东帝汶国家建设

和发展的全局问题, 不容忽视。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

语言和文化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如何运用这笔财富, 使之

能在东帝汶的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是一个重要的

课题。

目前, 东帝汶的语言教育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加强所

谓 /精英教育0, 提倡英语和葡萄牙语教学, 为东帝汶打开

通往世界民族之林的窗口, 使世界各国了解东帝汶, 关注

东帝汶, 为这个年轻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然

而, 这一切不能以丧失民族特性为代价。这其实也是东帝

汶教育中的另一个问题, 即如何从本国语言实际出发, 加

强东帝汶民族语言学习, 采用东帝汶各地的本土语言进行

教育。这不仅可以让东帝汶人民传承本民族灿烂的语言遗

产, 使不同民族之间加深彼此了解; 也有利于教育的普及,

提高东帝汶人民的整体人文素质, 为东帝汶国家建设打下

坚实的基础。

考虑到东帝汶的语言现状、实际的教育水平及经济状

况, 笔者认为, 东帝汶可以在基础教育和初级教育阶段,

采用本地语言进行教学; 同时, 加强对东帝汶通用语言

) ) ) 德顿语的学习, 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在一定阶段开

始采用德顿语进行各科目的教学; 在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

阶段, 逐步加强对官方语言 ) ) ) 葡萄牙语以及国际通用语

言 ) ) ) 英语的教学。这样, 既能适应东帝汶各地的语言现

状, 降低人民受教育的门槛, 做到尽可能地增加受教育人

口, 提高全民素质, 也可以在中、高等教育中与世界接轨,

培养出精英人才, 加快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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