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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语言文化濒危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目前，泰国已有１５种民族语言处于严重濒危状态，而一

些泰语地方方言和边境地区语言也明显衰退。这种现象既与全球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有

关，也与泰国长期秉持 “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语言政策有关。因此，应当通过加强基础性研究、开

发与完善正字法、发展当地文学、推行双语／多语教育、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出台方言和民族语言保护政

策等途径，促进泰国濒危语言文化的振兴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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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濒危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据语言

学家推测，世界上的６０００多种语言中，估计只有
１０％的语言从长远看来是安全的，其余９０％的语
言可能将于２１世纪内消亡。［１］在语言濒危问题面
前，或许只有官方语言、教育用语及媒体用语能够

幸免，其他语言将陆续失去其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官

方语言或国语。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濒危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越来越受到国际各界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历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均呼吁各国政府重视语言

濒危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挽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

措施，以期保持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各民族的语言是该民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而

运用独特智慧创造的、并沿袭了成百上千年的交际

工具，这些民族语言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有其特定

的价值，体现了本民族的思维体系及其对世界、对

周围环境的认知体系，保存了本民族各个方面的智

慧，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性。［２］１２－１３多样的语言



文化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但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衰退

与消亡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些语言和

文化一旦消亡，就意味着相关民族传承了上千年的

思维方式、知识体系、民族特性也随之消亡。正如

泰国北部毕苏人的一位头领说：“如果我们再失去

我们的语言，那我们会是谁？我们将既不是泰人，

又不是毕苏人。”［３］在过去几十年中，毕苏人失去

了很多传统文化，他们把处在濒危状态的本族语视

为最后留存的族群文化特征。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

其自身特点，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各

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和自由。事

实上，“语言的多样性不是国家发展的障碍，而是

国家的资源和文化财产。”［４］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对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努力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

性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泰国濒危语言文化为切入

点，从泰国的语言概况、泰国濒危语言文化存在的

问题、成因以及濒危语言文化的振兴与保护等方面

对泰国濒危语言文化问题做粗浅的探讨。

二、泰国语言概况

泰国全称 “泰王国”，地处东南亚大陆中心，

全国总人口６９００万余人 （２０１７年）。《泰国各民族
语言地图集》的摘要写道：“泰国共有７０多种语言，
分属５个语系，其中，９４％属于台语系，４３％属于
南亚 （孟高棉）语系，１１％属于汉藏语系，０３％
属于南岛语系，０３％属于孟缅 （苗瑶）语系。”［５］

由此看来，泰国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十分突

出的国家。

除了各种泰语方言，泰国还有各种其他民族的

语言，各种语言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地方层面

的具体使用情况见图１［２］１１。

图１　泰国语言层次结构

从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标准泰语是国家层面

公务活动或各种正式场合的唯一正式用语，是学校

教育的语言媒介，是全国广播、电视、报纸等的通

用语，也是各地区、各民族沟通交流的桥梁。泰语

方言是各地区民族群体之间交际的中介用语。各地

方言或地方话则多为当地的民族语言，是各地区、

各民族广泛使用的交际用语。但在这些语言中，很

多民族语言正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各种语言的使

用状况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三、泰国濒危语言文化存在的问题

尽管泰国是一个语言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国

家，但在一定程度上，其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语言

文化濒危问题。从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文

化研究院濒危语言文化研究与振兴中心的相关资料

来看，目前，泰国已有１５种民族语言处于严重濒危
状态，分别为：孟高棉语族山民的冲语（ｔｓｈ３３）、
戛松语（ｋａ２２ｓ３３）、撒莱语（ｓａｍ３３ｒｅ３３）、查翁语
（ｔｓｈａ４５３４１／ｔｓｈａ４５３ｏｔ２２）、马拉波里语（ｍａ４５３ｌａ３３

ｂ３３ｒｉ３３）、石家语（ｓｋ２２），马来亚土著民族的沙盖
语（ｓａ３３ｋａｉ３３）、亚哈衮语（ｊａｔ４５３ｈａ４５３ｋｕｎ３３）、克伦语
（ｓｏ４１／ｔｈａ４５３ｗａ４５３），泰北拉佤族山民的拉瓦语
（ｌａ３３ｗａ４５３／ｋ２４）、恩毕语（ｍ３３ｐｉ４１）、毕苏语
（ｂｉ３３ｓｕ３３）、拉韦语（ｌａ４５ｗａ４５３）、摩更语（ｍ３３

ｋｎ３３）、乌腊拉韦语（ｕ３３ｌａｋ４５３ｌａ３３ｗｏｉｔ２２）。
这些濒危语言大都处在其他语言的包围圈中，

其使用人口不多。有些即使曾是人口较多的大族群

使用的语言，但因后来其他民族大量迁入杂居，其

使用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今，“马拉波里

语、沙盖语、拉韦语的使用人数只有一百多人；戛

松语、撒莱语、查翁语的使用人数只有几十

人”。［２］１１从使用人数来看，这些语言已属于严重濒

危语言，在本民族的家庭、社区内部均不再使用，

从而使得这类母语很难存续下去。

除了这些即将消亡的语言外，北部方言、东北

方言、南部方言等泰语方言和孟语、马来语、高棉

语等边境地区的语言也已明显衰退。尽管这些语言

现在还作为区域语言广泛运用于日常生产生活中，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语言中大量的词汇和语

法规则都已转换成了中部泰语。［２］１４

四、泰国濒危语言文化问题的成因

导致语言文化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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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体化、无国界交流等因素的影响下，人们的

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受到

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甚至在边远

地区，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传媒的普及，使

得许多民族的语言迅速衰退，并已到了濒危的边

缘，这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空前的威

胁。此外，由于当前各种工作岗位要求人们具备使

用诸如本国国语、官方语言或国际语言的能力，这

就使得在外地工作的人使用非母语的机会越来越

多，而使用母语和方言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此外，为了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民族的团结与

和谐，自１３世纪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建立
以来，泰国在长期内秉持 “一个国家、一种语言”

的民族主义语言政策，［６］８４并于曼谷王朝拉玛六世

时正式颁布法令，规定以中部泰语为标准语和全国

各级学校的教育用语，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以中部

泰语为标准语的单语制语言同化政策。经过长期的

推广，标准泰语在全泰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目

前，泰国是实施单一语言政策较成功的国家之一。

但在推行以中部泰语作为唯一国语和教育用语

的长期过程中，一味地 “求同”而忽视了 “存

异”，“一语独尊”的语言现象导致许多方言和少

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越来越看不到本民族语言的应

用价值及重要性。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讲母语、

方言时存在自卑心理，其家庭成员之间逐渐转而使

用影响较大的其他语言或中介语作为日常语言，致

使本民族语言的使用与传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年

轻一代使用国语的人越来越多，而使用民族语言的

人则越来越少，使得他们的双语或多语能力逐渐衰

退，很多民族语言文化已濒临灭绝。

可见，在诸多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泰国许

多民族的语言文化正像其他国家那样迅速地衰退，

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征正快速消失、民族特性越

来越不明显。加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缺失，许

多规模小、人口少的泰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已濒

临灭绝。

五、泰国濒危语言文化的振兴与保护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泰国有关政府部门和科

研机构做了许多努力来防止民族语言文化的消亡。

例如：１９９７年实施社会经济发展 “八五”计划时，

泰国开始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２００８年７月在曼谷主办以 “语言政策：语言多样

性与民族统一性”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等等。

上述举措均旨在努力保持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特

征。标准泰语仍占主导地位，但也与泰国境内数十

种民族语言共同构成了多语言的文化景观。［７］

本文以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研究

院濒危语言文化研究与振兴中心对濒危语言的振兴

与保护为例，就濒危语言文化问题做进一步的探

讨。该中心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７月，其主要任务是振
兴与保护东南亚濒危语言文化，“各民族的语言文

化一律平等”和 “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应该

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成为该中心的工作

理念。２００４年，该中心获得泰国研究资助办公室
的资助，并被命名为 “濒危语言文化研究工作协

调中心”①，同年，正式启动濒危语言文化的研究、

发展和振兴相关工作。

作为泰国濒危语言文化的重要研究机构，濒危

语言文化研究与振兴中心一直致力于濒危民族语言

文化的振兴与保护工作，并促进民族社区及相关学

者对各民族语言及地方性文化的研究。目前，该中

心已实施３０余项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方面的地方
性研究项目，并对２３种大、小语言及其多元文化
进行了研究。在这些语言中，撒莱语和查翁语等属

于严重濒危语言，已不具备参与语言振兴与保护项

目的条件，语言学家对其语言文化资料进行了全面

收集、整理与研究，并把其他１３种濒危语言纳入
了濒危语言研究与振兴项目。［８］

濒危语言文化所处的地区，其语言文化持有者

普遍缺乏民族自信心，年轻一代已抛弃了祖先传承

下来的文化遗产，致使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逐渐衰

退。因此，在濒危语言文化的保护过程中，最重要

的是要引起各语言使用者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重

视，并以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为荣，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使用民族语言的自豪感。

以冲族为例，冲族主要聚居在尖竹汶府的马堪

县和磅喃隆县，目前冲族大约有２０００人，但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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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冲语的仅２００人左右［９］。冲族人开始认真审视自

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始于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研

究院邀请冲族的代表到该研究院给研究生教授冲族

语言文化知识，这是促使冲族人形成民族语言文化

保护意识，并真正尝试用冲语作为当地学校教学媒

介的重要动因之一。获邀在大学里教授本民族语言

文化，使得冲族人开始反思：如果自己的民族语言

文化没有价值，为什么像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

还对之兴致盎然，努力地去学习并致力于保护它

呢？作为该语言文化的所有者，又怎能让从祖先那

里传承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从自己手中消亡呢？

在各民族语言文化持有者的重视下，玛希隆大

学亚洲语言文化研究院濒危语言文化研究与振兴中

心负责人苏威莱·贝斯拉教授及其团队在对泰国濒

危语言文化进行了十几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

每个社区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７日提出了泰国濒危民族语言文化振
兴模式，即 “玛希隆模式”［１０］，其内容主要包括：

基础性研究、正字法开发与完善、发展当地文学、

在学校推行民族语教学或实施基于母语的双语／多
语教育计划、建立社区学习中心、研究当地知识、

完善监督和评估流程、起草支持与维护各地方方言

和民族语言的国家语言政策建议，等等。

第一，开展基础性研究。对各濒危民族的语言

文化进行基础调查与研究，尽可能穷尽式地记录相

关情况，在此基础上，给濒危民族语言文化的所有

者提出建议，使他们理解和重视自己民族语言文化

的濒危情况，并帮助其解决问题。开展参与式的地

方性研究，以民族语言的母语使用者作为研究项目

的主要负责人，在语言学家及相关学者的支持与指

导下积极自主地开展工作。这种以各民族地区为依

托来振兴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做法，大大激发

了濒危语言母语使用者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使其能

意识到本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并用自己的方式

来加以保护。作为民族语言使用者的项目负责人，

在研究过程中还有专业的科研人员做指导，可以及

时地同有关科研人员交换意见及经验，从而能够更

有效地振兴和保护民族语言与文化。

第二，正字法开发与完善。泰国许多民族有发

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保存本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要

求。因此，在对濒危语言文化的研究与保护过程

中，对没有文字的民族，应帮助其创制书写系统；

对已有文字的民族，帮助其完善书写系统。书写系

统创制的原则是：以泰文字母为依托，选用最常用

的字母，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位，除了声调复杂

的语言外，尽量不用高辅音字母，如遇到泰语中没

有的音则重新创造一个字母来记录。创制书写系统

是让该书写系统成为方便记录本民族故事、歌曲及

各种地方性知识的工具。在创制过程中，除了要遵

守语言学的基本准则外，还要得到该语言使用者的

认可，并且文字要容易输入和学习。目前濒危语言

文化研究与振兴中心已在泰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

了冲文、拉韦文、克伦文，泰国境内的高棉文、亚

哈衮文、北大年马来亚文等书写系统，并出版了相

关使用手册、书籍和光碟。

第三，发展当地文学。在为各民族创制书写系

统的基础上，濒危语言文化研究与振兴中心注重加

强对各语言的母语使用者进行专门培训，使他们学

会自己收集和记录本民族的各种资料及民间文学作

品。在对冲、亚哈衮、克伦等民族进行多年研究后

发现，这些民族语言新的书写系统对该民族影响深

远，不仅成为老一辈人传授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工

具，还有助于母语使用者把自己的知识、智慧、经

验等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创作成不同体裁的作

品。目前，已出现了不少以本民族书写系统写就的

民歌、民谣、诗词、催眠曲，以及反映当地民族信

仰、宗教仪式、民间医药的作品。

第四，在学校推行民族语的教学或实施基于母

语的双语／多语教育计划。把用民族文字创制的各种
成果引入中、小学的教学体制及地方知识体系中，

作为单科的课程或制定多语／双语模式教学体制。
泰国以中部泰语为唯一的教育用语，这一举措

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

各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事实上，在少

数民族地区以民族语言作为学习和掌握泰语的桥梁

和中介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在泰国南部的马来穆

斯林地区，８３％的人使用的是马来语的北大年方
言，孩子在家从小就使用马来语，然而其入学后学

校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唯一语言是中部泰语，因缺

乏民族语言与教育用语的衔接，使得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出现明显的断裂。孩子们不仅听不懂用中部

泰语教授的课程内容，也不知如何向老师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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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与需求，这导致很多孩子学习兴趣不高，甚

至有挫折感，教育成效不理想。据２００８年泰国教
育部有关小学三年级学生阅读和书写能力的一项统

计数据显示：阅读方面，全国平均有４１８％的学
生不会读泰语，３５２％的学生阅读能力需要提高，
而这个比例在泰国南部地区则分别高达２５５％和
１７０８％；书写方面，全国有５８１％的学生不会写
泰文，１０５３％的学生泰文书写能力需要提高，而
泰国南部地区则分别高达 ４２１１％和 ２０８６％［１１］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泰国南部地区人们的阅读能

力和书写能力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语言障

碍，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地区青少年的入学率是全

国最低的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的孩子缺少接受更高

层次教育的机会，也使得当地的语言文化明显而迅

速地衰退。

鉴此，玛希隆大学濒危语言文化研究与振兴中

心于２００７年开始在泰国南部马来亚地区成立实验
学校，开始进行以泰语及当地马来语方言相结合的

双语教学试点工作。“旨在提高泰南穆斯林地区儿

童的马来语方言和泰语能力，达到泰国教育部对相

应年龄阶段学生的课程标准要求，同时促进学生对

泰国文化和当地马来文化的认知与热爱。”［６］８８

该中心在实施双语教学的过程中，采用 “爬

楼梯”式的学习模式，幼儿园小班第一个学期以

训练马来语方言的听、说能力为主，第二个学期在

为训练马来语方言读、写能力做准备的同时，开始

训练泰语的听、说能力。幼儿园大班在会读、写马

来语的同时，具备听、说泰语的能力。小学１～６年
级能听、说、读、写马来语的同时，还能听、说、

读、写泰语。［１２］即先以马来语方言为主，以便开发

孩子的智力，待具有一定语言基础后再训练孩子的

泰语能力，以强化泰语的学习。通过这样的试点教

学，孩子们不仅能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学习，还通

过母语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泰语这一目标语言。双语

教学的学习效果明显优于只用泰语这一单一语言进

行教学。比如：北大年府两所示范小学的学生在开

始用双语教学之前，泰语成绩达标率为１６２１％和
１９８％，在开展了一年的双语教学项目后，泰语成
绩达标率分别为６７３９％和４６４７％①以母语为基

础的双语教学被纳入泰国政府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南部
边疆省份特殊地区教育发展计划中。

与此同时，提倡以母语为教学媒介的双语教

学，使得冲、亚哈衮、克伦等民族也能够把自己的

母语引入当地的中小学，将其作为教学媒介并成为

其中的一门课程，由此开创了泰国使用母语作为教

学媒介的双语教学制。在中小学试点运用母语教学

的这一可喜成就，不仅促进了其他民族语言文化保

护意识的觉醒，还使这些民族保护本民族语言文化

的意识和意愿不断生发和日加强烈。

第五，建立社区学习中心，研究当地知识，完

善监督和评估流程。成立资料室、地方博物馆等类

型的社区学习中心，以保存和保护各种地方性文

化；做好社区语言文化教学工作，成立社区幼儿

园；鼓励各民族语言的母语使用者研究和重建各种

地方性知识，如民族医药、民间工艺等。与此同

时，科研团队要进行及时跟进、追踪和评估，并推

动和支持各民族社区同国内外有关机构、组织和个

人建立联系，以实现合作和获得支持。

第六，提出保护各地区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国家

语言政策建议。在重视内因的同时，推动泰国语言

政策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现已有相关语言学家

和泰国皇家学术院一起着手改革泰国的语言政策。

２００７年皇家学术院成立了泰国语言政策制定及实施
委员会，并于同年开始起草语言政策草案。２０１０年
该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 《泰国语言政策》草案，

随后，政府通过决议予以颁布实施。目前泰国的语

言政策确定了六个方面的奋斗目标：一是出台针对

泰国学生及泰国公民的泰语政策；二是出台泰语系

及其他语系的方言政策；三是出台经济用语、邻国

语言及职业用语方面的语言政策；四是出台针对在

泰就业的外籍人士的语言政策；五是出台关于盲人

和听力障碍人士的语言政策；六是出台有关翻译和

手语的政策。

“泰国的语言政策，即用于规定泰语、国内现

仍使用的其他各语言以及对外交往所使用的各种外

语的相关政策，旨在提升泰国在东盟及世界舞台中

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的竞争力。”［１３］泰国的语言

政策包含了泰语、地方方言以及用于对外交往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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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等方面的内容，其重要意义在于维护及巩固泰语

作为国语的地位，为国民营造和平稳定的社会环

境，并努力维护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促进外语的学

习以提高国际竞争力，鼓励本国公民学习来泰务工

的外籍人士的语言，以提高翻译的准确性。

只有当政府意识到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也

是一种基本人权，少数民族语言也是一种资源之

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力度才会更大。苏威

莱教授指出，“语言政策的改革有助于维护民族语

言文化多样性，保障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当我们尊

重各民族的母语时，人们就会感觉快乐，且乐于去

学习泰语，彼此的理解由此而生。如果我们一起保

护各种方言，就能够维护好地方的智慧，解决问题

的思路就会多样化，制定国家的语言政策可以使泰

语得到巩固的同时方言也得到振兴。”［１４］

总之，在濒危语言文化振兴与保护过程中，首

先，要让人们意识到语言文化濒危这一问题的严重

性，进而携手保护并寻求有效的方法来振兴那些即

将消亡的语言和文化。其次，要让各语言的母语使

用者对濒危的本民族语言文化加以保护和振兴，以

延缓和避免其衰退、消亡，并促进民族社区的全面

发展，努力将民族社区打造成为多语并存、多元文

化的社区。再次，要让整个社会意识到语言文化濒

危的境况，认清其深远影响，带动人们参与到保护

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行动中来，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

的语言文化财产。最后，要反思教育界和媒体对方

言使用的态度，以及制定和完善国家语言政策。

六、结语

本文以泰国濒危语言文化振兴与保护为切入

点，提供不同背景下濒危语言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个

案实例，提高各种语言的使用者乃至全社会对少数

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价值认同，从而积极参与到濒危

语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中来。濒危语言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辛的系统工程，不仅

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保护语言文化

多样性，加大对濒危语言文化研究和传承活动的支

持，更要让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持有者重视本民族语

言和文化的使用和传承。因此，在家庭、社区内部

以及公共场所使用本民族语言并作为青少年的教育用

语，让少数民族的孩子们从小接受本民族语言文化的

熏陶，为民族语言文化的使用和传承提供 “土壤”，

以增强民族认同感、增进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

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各民族

语言文化的多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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