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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的以中东欧地区为研究对

象，通过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多维分析，揭示了该地区转型国家语言建构的内在机制。

该书既丰富了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内涵，又为全球语言治理提供了区域经验。该书展现

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和语言政策学交叉领域的前沿探索，对理解现代民族国

家认同建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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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Language Construction in Transitioning CEE Countries focusing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book adopts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hat combines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language
construction in countries undergo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It not only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policy but also offers valuable regional insights for
global language governance. The work exemplifies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rea studies and language policy, and it provides
important perspectives 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nation-state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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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背景下，语言作为民族身份的标识、国家文

化的载体以及国际交流的桥梁，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中东欧地区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经历了社

会结构的巨大转变，见证了新“国家语言”的诞生与旧有语言格局的重塑。何山华教授所著《中东

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23年出版。该书深入剖析

了该地区国家语言建构与消解的复杂过程，为语言政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乃至全球语言治理提供

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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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概要

此书绪论深入探讨了语言、民族与国家三者间的联系。从哲学思辨到政治实践，从历史演进到

文化传承，全方位阐述了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语言，不仅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更

是民族认同的情感纽带和国家主权的象征标识。在中东欧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下，

这种联系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为后续章节对该地区国家语言建构的深入研究埋下了伏笔。

该书开篇章节从三个关键维度勾勒出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的时空与社会背景。在地理上，中东

欧地处东西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文化、语言相互碰撞、交融的前沿地带，造就了其复杂多元

的语言和民族成分结构。历史的纵深中，悠久的民族主义传统和深厚的语言民族主义土壤，使得语

言成为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而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从苏联解体后的政治

体制变革到经济市场化的全面推进，成为国家语言建构的强大动力与关键契机。这些独特的背景因

素，深刻塑造了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的路径与模式。

第二章是该书研究的方法论核心。在理论视角上，何山华巧妙融合了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的经

典理论与语言权利、多语主义等前沿理论思潮，为剖析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

撑。具体而言，该书引入起源于中欧国家的“语言管理理论”并结合经典语言规划研究框架，构建了

一套涵盖社会文化背景、国际国内语言关系、建构主体、建构理念、建构策略以及建构效果六个方

面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远程访谈、线上调查等多种手段，广泛

采集数据，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拉脱维亚四个国家的“国家语言”建构

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以斯洛伐克为例，该书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探讨在复杂的内

外关系中，国家语言建构主体如何秉持特定的建构理念，运用诸如确立语言法律地位、开展本体规

划、推动教育研究以及拓展领域应用等策略，实现国家语言的建构，并评估其建构效果。该书对每

个国家的研究都细致入微，通过丰富的一手资料和详实的案例分析，生动展现了各国在语言建构过

程中的共性与差异，为后续群像勾勒和特征总结提供了坚实基础。

通过前四章对四国案例的横向比较，第七章深入分析了中东欧地区国家语言建构和消解的机

制。在“国家语言”的象征功能定位上，各国虽有所差异，但都将其视为国家身份与民族认同的重

要标志。在语言关系博弈中，主体民族与境内小族、周边邻国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错综复杂，

背后反映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而各国在语言建构和消解过程中，在建构主

体、理念、策略和效果等方面呈现出类似的机制，如建构主体的宏观与微观互动、理念上单语主义

与多语主义的动态平衡等。

该书终章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技术信息化和治理多维化的时代浪潮下，中东欧

国家语言建构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语言建构目标与国家转型步伐紧密同步，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关系与国际国内关系深度交织，既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又反作用

于国家间的外交、贸易等关系；语言建构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相互依赖，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

展；国家语言建构还积极促进个人多语主义发展，提升国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这些特征充分彰显

了中东欧国家在时代变革中的语言智慧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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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贡献

该书的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对语言研究理论层面的深化与拓展，更在于其方法论创新与实践应

用的双向突破。通过深度挖掘独特样本价值，研究为语言学科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在此基础上，

对语言建构内在机制的揭示，既深化了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认知，也为全球语言治理提供了学理支

撑。与此同时，研究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将学术探索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彰显了语言学研

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1.统筹研究视角，融通多维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此书做出了多方面的创新融合。在理论视角方面，该书将经典理论与前沿思潮

有机统一，为研究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论支持。例如，将语言生态学理论与语言权利理论相

结合，既能够从宏观层面分析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能够从微观层面关注不同语言群

体的权利保障问题，使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语言生态学理论强调语言是一个生态系统，与周围的

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陈茜，2014）。中东欧地区复杂的历史、政治

和社会环境，为研究语言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丰富素材。通过运用该理论，研究者可以深入

分析不同语言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功能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竞争与合作关系。

而语言权利理论则聚焦于个体和群体在语言使用、学习、传播等方面的权利（孟祥瑞，2022）。在

中东欧国家，不同民族语言群体的语言权利诉求差异显著，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研究者深入探讨如

何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保障各群体的合法语言权利，避免语言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二者结合，为理解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另一方面，该书实现了分析视角上历时与共时的结合，使研究者既能从历史长河中探寻语言建

构的演变轨迹，又能在当下时代背景中把握其发展动态。通过对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历史的梳理，

了解其语言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同时，结合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分析语言建构面临的

新挑战和机遇，为制定合理的语言政策提供依据。从历时角度看，对中东欧国家语言历史的研究揭

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如塞尔维亚语在南斯拉夫时期经历

了与其他斯拉夫语言的融合与分化过程，受到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书写系统、词汇

构成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何山华，2023）。这种历史分析为理解当前塞尔维亚语言政策的形成和

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从共时角度出发，该书聚焦于中东欧国家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时代

背景下语言建构的现状。在这一时代，国际语言交流日益频繁，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语言传播和

使用的方式。通过共时分析，该书探讨了中东欧国家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如在教育领域如何调整语

言课程设置以培养适应全球化需求的人才，在媒体领域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推广本国语言文化等。

这种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打破了传统研究中仅从单一时间维度进行研究的局限，为语言

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全面、动态的研究视角。

同时，观察视角上，该书统筹宏观与微观，兼顾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与地方、群体的实际反

应。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制定往往具有全局性和指导性，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配合程

度、不同社会群体的接受度和参与度都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中东欧国家，一些国家推行的语

言标准化政策在地方层面可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因为地方语言变体承载着当地的文化特色和

居民的情感认同。通过关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互动，有助于深入了解语言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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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度挖掘样本价值，丰富语言研究内涵

何山华的这部著作是国内首部对中东欧地区“国家语言”建构和消解现象进行的系统研究。中东

欧地区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和政治环境，使其在国家语言建构方面具有独特性。与 19世纪或二

战后的后殖民国家不同，中东欧国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开展语言建构，面临着国际强

势语言的冲击、多元文化思潮的挑战以及复杂的民族关系协调等诸多难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英

语等国际强势语言在中东欧地区广泛传播，对当地语言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中东欧国家需要

在保护本国语言文化的同时，积极应对国际强势语言的竞争，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语言发展道路。

多元文化思潮的兴起也使得中东欧国家的语言建构面临着新的挑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观念和

价值取向相互碰撞，要求中东欧国家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协调不

同语言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此外，中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语言问题更加敏感和复杂。不

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异可能引发民族矛盾和冲突，因此，在语言建构过程中，如何平衡不同民族的

语言权利，促进民族和谐共处，成为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通过对该地区的深入研究，该书提炼出的国家语言建构的典型特征和共同特征，为语言政策研

究提供了全新的样本和视角，丰富了语言与民族、国家关系的理论内涵。从语言与民族关系层面来

看，中东欧国家的实践揭示了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认同中的核心作用。民族语言不仅是民族文化的

载体，更是民族情感的寄托，强化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语的标准

化和推广成为斯洛伐克民族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独立后确立民族身份的关键因素，它在传承

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构建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何山华，2023），这种现象深化

了学界对于语言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中基础性作用的理解。

在语言与国家关系方面，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语言建构是国家主权和国家认同构建的

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政策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紧密相连，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

转型和提升国际地位的有力工具。拉脱维亚在独立后，通过强化拉脱维亚语的官方地位，在教育、

媒体、政府行政等领域广泛推广使用，不仅增强了国内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

独特的国家形象，彰显了国家主权（何山华，2023）。这一案例丰富了语言与国家关系的理论研

究，促使学者从更宏观的国家发展战略角度审视语言建构的意义。

同时，对中东欧国家语言建构过程中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也为其他国家在制定和实施

语言政策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有助于避免类似的问题和错误。例如，部分国家在处理少数民族语

言权利问题上，采取强制同化或忽视的政策，引发了民族间的紧张关系和社会冲突，这警示其他国

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语言权益，保障语言多样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揭示语言建构内在机制，服务全球语言治理

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国家语言建构与消解的内在机制，是此书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何山华教

授通过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揭示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语言建构和消解的一般性特征。

在语言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是一个核心要素（胡铁生等，2016）。国家权力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

施中起着主导作用，通过立法、行政手段等确立国家语言的地位，推广国家语言的使用（戴曼纯，

2011）。在中东欧国家，政府往往通过制定语言法律，规定国家语言在教育、政府行政、公共服务

等领域的官方地位，确保国家语言的权威性和普及度。同时，社会权力也在语言建构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普通民众的语言态度、语言实践会影响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语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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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方向（赵杰、刘永兵，2013）。例如，一些民间文化组织通过举办语言文化活动，推广少数民

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促进了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

语言意识形态也是影响语言建构的重要因素。单语主义和多语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不同国家和不

同历史时期交替出现，影响着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民族国家形成初期，为了强化国家认同和

民族凝聚力，许多中东欧国家倾向于推行单语主义政策，强调国家语言的统一性。随着全球化和多

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多语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受到重视，一些国家开始采取更加包容的语言政策，保

护和促进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以适应国际交流和文化多样性的需求。

此外，资源分配在语言建构中也起到关键作用。语言教育资源、媒体资源、文化资源等的分配

直接影响着语言的传播和发展。在中东欧国家，政府对国家语言教育的投入往往较大，通过建设学

校、培训教师、编写教材等方式，保障国家语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度。而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

资源分配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发展。在媒体领域，国家语言在

主流媒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少数民族语言媒体的发展则面临诸多困难。合理的资源分配对于平衡

不同语言的发展、促进语言和谐至关重要。

这些成果不仅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政策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也为全球语言治理

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语言多样性保护和国家语言统一推广之间的矛

盾。中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语言政策，平

衡不同语言群体的利益。

三、结语

《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学术力

作。该书立足中东欧地区独特的语言转型实践，通过多维视角的交叉分析，既揭示了语言建构的内

在机制，又丰富了全球语言治理的理论资源。研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将历时演变与共时特

征有机结合，展现了语言政策转型的复杂图景；另一方面通过深度挖掘中东欧样本，为理解后社会

主义国家的语言重构提供了典型范例。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边界，也为处理全

球化时代的语言多样性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该著作的成功实践表明，区域语言研究应当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证分析的辩证统一。未来研究可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不同区域语言治理的共性与特性，推动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这部

作品既是中国学者对国际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贡献，也展现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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