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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标识，密切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取向和身份认同，

承载着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益。为进一步在辽宁地区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实现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工作的奋斗目标，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

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历史经验和实践角度系统分析了辽宁地区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明晰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在辽宁地区传播的决定因素和动力机制，制定信息化时代下通用语言文字传播发展的战略规划，确

保辽宁地区语言文字事业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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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national unity and solidarity, the national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plays a close role in the emotional orient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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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ty, carries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effectively 
protects the democrat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national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in Liaoning area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national language 
popular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s in Liaoning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by 
using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stud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
search, clarify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spread of the national stan-
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in Liaoning area, formulate a strategic plan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commo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ensure that the lan-
guage industry in Liaoning area will steadily advance in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National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formatiz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

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事业。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作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发的全面加强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系统部署了

我国语言文字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二十大报告中也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

的战略论断[1]。中国的历史实践经验表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推广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也是国家统一、民族和谐的必然举措。辽宁地区地处东北亚重要地带，据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统计，境内少数民族共 664.3 万人，少数民族绝对数量在全国位列第五，拥有五个世居少数民族，

分别是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和锡伯族[2]。由此可见，全面加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是各

族人民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需要，对辽宁地区经济、文化的多元交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辽宁地区立

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腾飞发展的正确抉择。 

2. 辽宁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的现状 

2.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与推广。笔者通过学术数据库、图书馆索引、

纸质媒介等方式查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献政策，系统收集分析了相关文献资料，详略得当地进行综合

分析与概括，把握相关文献的重点和难点，形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演变的链条式总结。《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一系列国家最高法

律明确规定，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和国家为扫除文盲、促

进各地交流，通过并实施了《汉字简化方案》；1956 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

全国各地推广普通话；1958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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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形、语音、语法等全方位进行修正规范，降低汉字学习难度，提高汉字书写效率，以国家力量纠正

了我国过去存在的众多难题顽疾，适应新社会的发展需要，为今天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用语言文字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1995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2001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标志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2010
年，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文件内容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发

生重大转变，由“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基础上推进汉语文教学”的表述变为“大力推进双

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表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要性可见一

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曾强调：“文化

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

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和教育紧密联系[3]。 

2.2. 辽宁地区方言文化发展情况 

辽宁地区方言属于中国七大方言区中的北方方言，主要包括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和北京官话，是形

成普通话的重要基础。辽宁地区历史悠久，是华北地区进入东北地区的第一站地，自古就有人类活动的

痕迹。早在史书《禹贡》中，就被记载为冀、青之地。除汉族先人居住外，还有东唬、肃慎等民族先祖，

在千年的王朝更迭、战乱灾害等因素促使下，辽宁地区的民族多次进行交流融合，保留下丰富的历史民

俗文化遗产。辽宁方言作为历史的生动展示，形象地记录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兴衰荣辱，见证了辽宁地

区的发展变迁。 

3. 辽宁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的决定因素 

3.1. 语言文字传播本身的因素 

语言文字的传播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逻辑，譬如经济原则是是语言发展的趋势之一，而通用语言

文字能否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体现在其是否真正实现了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语言文字的传播运用中，应尊

重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修正使其规范、标准，符合社会生活和交际交往的需要[4]。在历史的

发展和生活的实践中，不完整、不规范、繁琐复杂的语言文字终究难以经受考验，为人民所抛弃。只有

按照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应用和发展通用语言文字，才能够在“两个大变局”中为社会生活服务，

为民族振兴服务。 

3.2. 使用者的因素 

语言文字因应用而具有生命力，人是语言文字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民常说的社会的感情、接

受、心理、自豪、民主、文明以及语言的感情、选择、自由、能力等都体现在“人”的身上。而人的受

教育水平、性别、年龄、民族和社会开化程度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人们对通用语言文字的认识。在使用的

过程中，人们会主动选择经济省力的语言文字，如我们今天的语言文字相较于先秦两汉的语言文字更加

简洁明了得多。虽然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是缓慢前行的，但是久而久之便留下了社会大众共同认可的语

言文字。 

3.3. 社会氛围的因素 

一般来说，只有社会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才会引起语言文字的变化。承载语言文字的大环境没变，那

么语言文字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当前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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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潮浩浩汤汤，人工智能时代悄然降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通用语言文字的传播创造了

良好的机遇。 
在信息化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传播方式也发生变化。如今短视频受众陡然暴涨，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投入网络文学的闲暇娱乐，“网络黑话”也在污染正常的语言生态，部分写手常常为了过审而采

用拼音所写、异体字书写、字与字插入空格或表情文字等，对接触的读者来说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因

此应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做到语言文字与社会生活的良性循环，与社会同步发展。新征程，新使命，

新时代，新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应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点领域，进行跨学科融合发展，开展新的有发展前

景的研究论题，如农村语言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数字语言产业治理、网络语言规范问题、语言与消费的

关系和人工智能语言的伦理问题等，结合纵向历史维度和横向当下环境，进行深度的对策分析[5]。在部

分语言类高校中，也有具体的实践，如北京语言大学的自设学科语言资源学和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中

央民族大学的自设学科语言信息安全等专业，分别是语言与管理、语言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融合。 

4. 辽宁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的动力机制 

4.1. 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我国的共通语言，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表现。在国家

发展的过程中，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表达意义的工具，节约不同民族交流的成本，促进国家的统一，

传递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印记、精神特质和文化遗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6]。
在共时性视野推进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发走向自觉的精神标志和物质载体，是

国家培育一体理念、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在无形中拉进各族人民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发展格局。 
共同的语言文字为人民指明共同的前行道路，是世界众多国家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不二选择。在世界

范围内 142 部国家成文宪法中，一半以上宪法规定了官方语言，占比高达 55.6%。相同的语言很容易将

人民的心联系起来，正如英国左翼近代史大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对意大利的统一而言，意大

利文同样功不可没，它将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连成一线，在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网络。”可见通用

语言文字作用之大。再如英国、美国虽未在宪法中规定通用语言文字，但英语早已成为两国的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甚至比宪法其他国家的宪法规定更为根深蒂固。2000 年，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并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

字”表明国家以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国家建设、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 

4.2. 经济发展的理性需要 

语言资源观认为，语言是个人和民族的资源，语言是潜在的经济桥梁。对于不同地区的居民来说，

如果外来者的语言不同，那与本地人交流就成为障碍，经济贸易更加困难。纵观历史，经济的交流带动

文化的交流，语言文字便是重要一环。在经贸往来当中，为顺利完成交易，交易双方肯定会进行协商价

格，以都能理解的动作或语言实现这一环节，久而久之便学会对方语言或产生双方都可以理解的混合语，

如唐汪话、五屯话、五色话和“洋泾浜”等。当然，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也会催生新的语言文字。

如 2022 年 8 月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增补了千余条新词语，“互联网+、供给侧、共享经济”

等新词便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选取了部分混合语和信息化社会新增的词

语为典型，对其产生的相关背景和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调查，收集与研究相关的信息内容，彻底全面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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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所掌握的数据，进行归纳整理，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比较各个因素之间的不同关系，明确语言与经济

之间的密切关联。 

4.3. 民族团结的有力纽带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民族团结的有力纽带，是一个自在发展和积极发展的动态实体。共同的语言文

字在促进民族的交流融合、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秦始皇统一六国，颁布

“书同文”国家政策，将小篆作为全国标准文字，为后世华夏一体奠定了深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今日欧洲国家众多的局面，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华的版图依旧看出昔日的轮廓。在后世的王朝中，

大多把汉语言文字作为交流的主要工具，由中央到地方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如汉代形成的“通语”，

隋唐以来科举考试对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元代定都大都后依旧以当地方言作为基础方言，满清入关后

虽以满语为官方通用语言，但对汉文化仍有着深厚的底蕴素养[7]。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构成以“大一统”

思想为内核的华夏文明，将众多民族紧密维系在一起，成为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众多方面交

往交流交融的动力因素。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本文采跨学科研究法，将语言学和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

知识作为有机的统一整体，对问题进行综合性探索，以问题为导向，理论为驱动，实践调查为检验，不

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相互渗透融合，从多个角度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通用语言文字事业，在 1956 年便印发《关于推广普通

话的指示》《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8 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一系

列的规范语言文字政策为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大业提供有力援助，也无形中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

语言文字的伟大基业。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

解，就难以形成认同。我们知道，在“五个认同”之中，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文化认同。为进一步增进国

人文化认同，国家相继出台《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国家语言

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各级语言文字工作者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工作，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升到至新的高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自身的简易性和经济性，有力

地破除民族间因语言带来的暴力冲突、族际交往、生活文化等障碍，能够有效地提升国家集体的认同感、

凝聚力。 

5. 信息化时代辽宁地区国家语言文字传播战略规划 

5.1. 在原有地位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语言功能规划 

辽宁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工作取得辉煌成就。在全媒体时

代仍需把握时代脉搏，做好通用语言文字传播的规划工作，丰富人民的语言文字生活，助力辽宁地区经

济振兴发展。在具体规划中，应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进行宣传引导，巩固其地位的法

定性，营造全民推普的积极氛围[8]。在与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官方媒体继续保持语言的严肃性，高标准，

高要求，严格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树立良好的官方形象。辽宁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可开展大学生“三

下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活动，如岫岩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喀左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

8 个民族自治县及若干民族自治乡镇，以当地大学生为主体，融媒体短视频等信息技术为手段，展现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展现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 

5.2.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下明确战略定位 

文化记忆是一个国家深沉持久的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千百年的积淀之中形成民族印记，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正是其物质载体。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符号引导国民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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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中华一体的内生动力，形成华夏一体的民族认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内容可知，运用通用语言文字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区别他国的责任[9]。国家立足多

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发挥语言文字的社会作用，突出语言文字社会资源功能，推进国民一体化建设，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精神集聚。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协调推进下，立足十九大提出的“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工作，推动全体人民共同走向现代化。 

5.3. 在助力乡村振兴下生成语言文字传播的长效机制 

受制于地域及工业结构的影响，辽宁地区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发展不够理想。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占比较大，人口点多面广，辽西地区山地众多，发展缓慢。在全面实现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前，

语言扶贫也是扶贫重要手段之一。在《“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等国家红头文件的指示下，省委省政府持续将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作为助力脱贫的重要手段，深

刻认识到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2022 年国家出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

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将巩固推普脱贫攻坚成效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将二者进行有机融合。在具

体实践中，通过多种措施，不断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扶贫扶智“输血造血”，

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使其真正代替社会资源功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6. 结语 

辽宁地区在长期实践中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贯彻执行国家推行通用语言文字政策，逐步探索语言文

字传播规律。进入新时代，辽宁地区在巩固原有成果基础上，立足国家方针政策，用语言文字加强民族

联系，助力经济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

党和国家以多种形式保证通用语言文字的崇高声望，有效搭建公民自我和共同体同一性认识，深化情感

认同和思想联系，共同助力辽宁地区在信息化时代的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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