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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冲突是由语言问题引发的某些人类共同体之间的碰撞，是社会冲突的表现方式之一。社会发展中的不

和谐因素必然会引起冲突，而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在化解冲突、解决矛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言规

划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合理的语言规划可减少语言冲突，从而有利于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促进国家和谐、健康、有序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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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言冲突的概念和相关问题
（一）语言冲突的概念

冲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的意思是：（１）矛盾表面化，发生激烈争斗。（２）
互相矛盾，不协调。在西方学术界，对于什么是

“社会冲突”（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冲突论者并没有达
成共识，但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冲突

观倾向于宽泛的冲突概念，如当代德国著名的社

会学家达伦多夫（Ｒ．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认为，冲突表示
“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争夺、竞争、争执

和紧张状态”［１］。持狭义冲突观的学者则把冲突

看作是对立各方之间激烈的争斗，如著名的美国

社会学家科塞（ＬｅｗｉｓＡ．Ｃｏｓｅｒ）在其《社会冲突的
功能》一书中认为，可以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

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

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

方”［２］。

我们以广义的冲突作为依据，认为语言冲突

是社会冲突的一部分，是以语言为手段获取利益

从而引发冲突的一种方式，通常包括不同语言之

间的冲突、官话和方言的冲突、少数民族语言冲

突、母语和外语之间的冲突等。

（二）语言冲突的类型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从冲突的现实性出发把

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从冲突的

范围上，齐美尔将冲突分为群体内部的冲突、群体

之间的冲突、诉讼、非人格的思想冲突四种类型。

科塞在齐美尔有关冲突分类的基础上，认为冲突

有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之分。一个社会系统与其

外部的矛盾和对抗，属外部冲突，一个社会系统内

群体之间的不和，属内部冲突。［３］语言冲突也可

按此分类。作为现实性的语言冲突，是冲突的双

方围绕语言利益或因语言而触及到的政治、经济、

文化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冲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重新调整利益。非现实性的语言冲突，主要是冲

突的有关方面以语言问题为由向对方发泄不满情

绪，而不一定希冀达到某种现实目的［３］，这种冲

突本身就是目的。

我国的语言冲突通常也包括内、外两种。内

部语言冲突，如城市语言当中普通话和方言的冲

突，校园中师生间的语言冲突，普通话和少数民族

语言之间的冲突，网络语言和日常用语之间的冲

突等；外部语言冲突，如汉语和外语的冲突等。

（三）语言冲突产生的原因



产生社会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

在于利益的差异和对立。可以说，社会冲突实质

上是一种利益冲突行为。一方面，利益会使利益

主体之间产生差别和对立；另一方面，利益格局的

改变也会导致冲突。利益主体都会以实现利益最

大化为目的，运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

益。弱势主体力图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打破不

平等的利益格局；优势主体则竭力维持自己的优

势地位，保持不平等的利益格局，甚至努力获得更

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较量就产生了冲突行为，

使得一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对另一方利益主体构成

直接威胁（何俊芳、周庆生２０１０：７）［４］。
语言冲突的产生说到底也是根源于利益的冲

突。国家和政府为维护统一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从大局出发颁布和确立官方语言，并要求逐渐

实现单语化。但多民族、多文化的存在，使得单语

化很难实现。民族语言、各种地方方言为维护自

身利益和民族、地域身份认同，同官方语言产生激

烈的冲突。而语言常被作为争夺利益的挡箭牌和

工具。

（四）语言冲突的结果

语言冲突的结果之一是新语言制度的确立，

而且一般是从官方单一语言制向官方多语言制的

转变，这是不同语言群体各种力量较量及妥协的

结果。多语制的建立为多语言文化的保持和发展

提供了法律保障。［３］另一方面，语言冲突如果能

得到妥善的处理和解决，通常有利于多元经济和

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和谐、稳定。同时，尊重

和维护了非官话方言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利

益，使这些多语言地区的语言权利得到了保护。

反之，如果语言冲突没有得以缓解和有效解决，那

么语言冲突会加剧，随之带来民族间、区域间的对

立和冲突，这将大大地影响社会团结和繁荣稳定。

二、语言规划的必要性

语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调

整，以满足人们交际和使用的需要。语言的调整

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语言在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等社会力量的驱使下自我调节和自由发展，

是谓非引导性变化；另一种是人们由于对语言状

况不满意而对语言进行干预所引起的变化，是谓

引导性变化，［５］也就是我们说的语言规划。语言

规划通常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语言教育规划

和声望规划等。

我国的语言规划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如夏商

时期的“雅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的“书同

文”等，都是古代语言规划的实际做法。随着时

代的变化，语言规划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而

更新调整。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官方语言的确

立和保护，如印度将印地语确立为本国的官方语

言，新加坡将马来语确定为国家通用语，马来西亚

的民族共同语为马来语，我国将汉语普通话作为

共同语等。但同时，共同语或官方语言的确立使

得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来语言的地位大大削弱，以

致有些语言已成为濒危语言，或已消亡。据统计，

２１世纪末世界上现有的６０００多种语言将有一半
会没人使用，几乎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在消失。

一些民族或国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同当权者或

政府部门产生激烈的冲突，从而引发严重的语言

冲突事件。

面对现存的语言状况，“语言生态”研究者认

为，当今众多语言的濒危和消亡反映出语言生态

环境的恶化，因此，正确、有效地对语言进行规划

是重要并具有现实意义的。

首先，国家官方语言和外语之间的矛盾需要

语言规划。国家官方语言作为民族共同语，在维

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处理国家各项事务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人们日常生活和

交际的重要工具，是民族认同的标志。而在全球

化的今天，外语作为第二语言对本土语言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许多外部词汇和用语大量被引进，一

些强势语言逐渐侵入本土语言，使得本土用语不

断被同化，以致受到排挤，处于不利地位。因此，

对官方语言和外语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谨慎对

待，合理规划。一方面要巩固官方语言的地位，积

极推广和使用民族共同语；另一方面还要汲取外

语的精华，不断丰富和提升共同语。

其次，国家共同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确

立需要语言规划。民族问题与语言问题息息相

关。许多国家都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多语种国

家，这些国家通常需要由政府等权威部门制定语

言政策并确立官方语言。而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却

因此受到忽视，他们的语言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

重和保护，进而引发一系列冲突和矛盾。因此，如

何合理规划共同语和民族语言的关系，维护国家

团结和民族稳定，是处理二者之间问题的关键。

再者，共同语和方言的矛盾需要语言规划来

解决。各个国家都有本国通用的语言，同时由于

地域差异又形成了一些特殊方言。如何调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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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们积极学习共同语，怎样保护方言这一特殊

语言资源，成为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

最后，网络语言和日常用语之间的冲突需要

语言规划。网络语言是日常语言的变体，虽然它

来自日常语言，但是经过复杂的符号化过程，已经

改变了它在日常语言世界中的意思而被赋予了新

的意义，这就使得网络语言与日常语言在语言符

号关系上出现了冲突。

三、语言规划是解决语言冲突的有效途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多文字和多文化

的国家，由于复杂的语言环境，极易产生不同语言

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语言冲突，

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和

团结。

近些年来，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都进入“深

水区”，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

变锐，许多社会矛盾也可能用语言矛盾的方式表

现出来，这是一个语言矛盾容易激化、甚至容易形

成语言冲突的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科学

地进行语言规划，重视对语言文化职能的规划，特

别是重视从语言的隐性文化职能上进行语言规

划，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需要深入了解语言国

情，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规划做到实事求是；这就

需要着力研究语言冲突的机理，透彻剖析国内外

语言冲突的案例，制定预防、处理语言冲突的方

略，建立解决语言矛盾、语言冲突的有效机制；这

就需要密切关注语言舆情，了解社会的语言心理

及舆论动向，见微知著，提高对语言冲突的防范应

对能力。［６］

当然，对于语言冲突，关键还是要能及时发现

问题，找到引起语言冲突的真正原因，防微杜渐，

尽量减少矛盾的产生，将冲突遏制在摇篮中。同

时，应积极协调各方言、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

系，创造出和谐、舒适的语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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