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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

张 西 平

［摘 要］汉语国际传播在全球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对其做出宏观的我战

略思考。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应在以往语言内部研究的基础上走向语言外部，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从

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当下快速发展的汉语国际传播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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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设立，汉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传播。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一方

面极大地加快了汉语海外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汉语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给汉语海外传播提出了一系列新

的问题，其中许多都是语言战略问题，或者是必须从语言战略角度加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语言传播战

略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一个崭新而又重大的问题，成为该领域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国家和平崛起战略中的汉语国际传播

和平崛起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中国的软实力，充分利用中国

悠久的文化资源，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魅力。无疑，汉语国际传播是扩大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有

效途径。汉语国际传播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我们应将汉语的国际传播列入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之中，从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高度，全面调整汉语国际传播的政策和方针。
当我们将孔子学院的运作形式作为国家软实力来考虑时，我们就要研究国家软实力的特点，研究作

为软实力的孔子学院的运作形式是如何软起来的，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有什么关系，如何和国家的

政治与经济实力相配合，等等。国家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是始终要放在首位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

全球利益和战略部署，仅仅将孔子学院作为教育部门的事来做，就会对孔子学院的战略使命认识不清。
如果对文化传播的特点和一个国家运用软实力的方式不能认真、周密和成熟地考虑，仅凭一种政治热情

来做，其结果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对国家长期的战略利益的负面影响最终会显现出来。
当我们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来考虑汉语国际传播时，我们就要研究文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就要对

那种过度依靠行政手段来传播汉语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反思。应真正从文化软实力的特点出发，来规划

语言的发展和传播。如何在语言传播中按照语言文化规律与特点开展工作? 如何巧妙运用行政力量?

如何在语言文化传播中表现行政力量? 这些都应依孔子学院运作的经验和教训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
将汉语国际传播列入国家战略之中，作为提高和加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需要国家给

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更大的支持，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资金上给予资助，在学术研究上给予支持。
应该说，孔子学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成绩面前，我们应该积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广泛征求学界

的意见，这样，才能使这项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事业更为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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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一种和平、平等的语言传播模式

当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时，我们就不再将我们的目光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和对外汉语教法

的问题上，尽管这些问题仍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李宇明先生所指出的:“研究语言传播是语言

学等学科的天然职责，但以往的学术精力集中在第二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对语言传播的宏观规律关注

较少，认识有限。”［1］3一旦汉语大规模地走向世界，我们发现中国尚缺乏在全球如此大规模传播自己文

化和语言的历史和经验。我们开始关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语言传播经验，但发达国家的语言外向传

播是和其殖民历史紧密相连的，是和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连在一起的。直到今天，英语等西

方国家的语言传播仍然隐含着这种倾向。上世纪 60 年代，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制定重要的教育规划时往

往不注重本土语言，他们直接套用殖民地模式，青睐欧洲语言，在大部分的“援助”项目中只采用英语，

从而脱离了第三世界学习者所面对的多语言现实和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一种西方

语言和西方教育原理的依赖与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依赖密切相关，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导致富裕的西

方国家势力加强，会带来贫穷国家的经济、文化甚至语言上的落后局面，西方依然处在决定原料价格以

及语言规范性的大国地位。”［2］715①他们将此称为“语言主义”。
西方强势语言的外向传播和传播经验并非十全十美。他们的不少经验在技术层面值得我们学习，

但在文化立场上值得我们反思。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特点确定我们的

语言国际传播政策，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在汉语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得到传播，

中国的国际形象得以改善，但我们从未有“汉语中心主义”。语言是平等的，如同文化和国家的平等一

样。回顾新中国建国之前的百年中国英语教育史，期间的辛酸泪是不堪回首的，因为那时的英语教育并

不仅仅是知识和语言的学习，同时还是对西方国家文化的认同，对中国文化的冷淡，对自己文化立场的

动摇与模糊。今天，在传播汉语时，我们没有西方国家在传播语言中所包含的为“橙色革命”培养力量

的野心［3］，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中国，所坚持的是平和、平等的语言传播观。所以，在

学习西方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经验时，必须看到这样的经验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中国当下的语言

传播理论的构建的价值是有限的。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也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认真梳理总结“西方

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和经验”，是我们汉语外向传播和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②

在实践中总结中华民族自己的和平、平等的语言传播经验，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重要使命。

三、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语言传播政策研究

语言传播政策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描写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体、语言

结构，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兼顾言语，提倡联系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研

究语言，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运用的”［4］。语言政策是对语言和政治关系的研究，“语

言政策的形成必须考虑到语言对个体、族群、民族、社会及国家的意义，其中也涉及认同的概念。”［5］它

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部分。一般来说，语言政策研究大都主要关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国

家共同语和各民族语言的关系，使语言规划更加合理。其实，国家之间也存在语言政策的协调问题。比

如欧盟，在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联合体中，也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各个民族国家间的语言问题。［6］

语言的外向传播涉及语言间的关系及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传播语言和接受语言之间的

关系，这绝不是语言学本身能够解决的。我们从日语的传播史中可以看到，在日本对东亚侵略和扩张的

过程中，整个语言传播和传播政策的目的就是“把亚洲人民教育成日本帝国的臣民，政治家的野心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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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个观点很值得中国教育部门的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特别是英语学习政策的制定者注意。书中还说: “当一种语言，比如英

语，比另一种语言，比如尼日利亚语或肯尼亚语，获得较多资源和权利时，从结构上，这种语言的权势必削弱他种语言的功用。教育界乃

至全社会的这种‘语言主义’给欠发达民族和社会造成了不少灾难性后果。”(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第 715 页) ，今天中国的

全社会学英语，各种职称及技术级别的晋升都考英语的做法值得深思。
上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西方国家已经连续召开了多次“国际第二语言问题研讨会”，并展开了“世界第二

语言调查”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



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把日语传播为通用语言。”［2］678 日语的传播和其国家政策紧密相连。因此，政治、经
济、民族、国家关系等多方面问题都应成为语言传播政策研究的内容。

调查研究是一切政策决策的前提，这是汉语国际传播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为做好全球范围内的

汉语教育情况的调查，应尽快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对汉语在海外传播的

基本情况做系统调查，对重大政策问题做深入的理论研究，使我们的决策机构能够随时动态了解在全球

范围内汉语对外传播的基本情况，从而使汉语传播政策的制定更为及时与合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10 年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委托项目，建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

库》，将把汉语国际传播的基本数据收集作为其重要任务。2006 年该中心与商务印书馆、中国外语教学

研究中心召开了首届中国语言战略发展研讨会。2011 年他们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世界汉语教育

史丛刊》，对汉语在全球的发展展开历史性研究，该中心应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努力，为丰富和完善中国

的语言传播政策尽力。
要了解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政策。国家财力和人力有限，对外汉语传播不能平面展开，而应

根据国家利益和不同的地区特点有重点地展开，对全球汉语教育应有一个基本的设计和规划。要做到

这两点，需要深入研究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政策。因文化和政治情况不同，各国与中国的国家关系也

不同，针对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汉语传播政策，我们应作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与分析，区别对待。分类指

导，区别对待，这是我们制定汉语国际传播政策的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项政策研究，但

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显得不够。这方面英语和法语传播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在对外汉语学术研究领域，今后应加强社会语言学研究，加强语言传播政策研究。领导机关的学术

咨询应注意吸收社会语言学家，语言政策学家参加。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学术视野不断开

拓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知识不断丰富的过程，这样，我们的汉语传播事业方能顺利发展。
在调查各国的汉语政策时，我们还应开展国别汉语学习史研究。开展对外汉语史研究、国外汉语学

习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对外汉语界在学术上的重大提升，以往我们对这个问题只是从学科发展和建设上

考虑。事实证明，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对汉语的国际传播有直接影响。这项研究和海外汉学史研究紧

密相连，无论从基础研究还是从政策研究角度考量，这都是一个亟待发展的方向和领域。①

四、积极与海外汉学界互动，为汉语走向世界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认识海外汉学家这个群体? 如何与海外汉学界展开良性的互动?

这是一个关系到汉语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此认识不一，一些人认为，

我们只做汉语教学，不做汉学研究，没有必要和国内外汉学家打交道。现在更多的人则认为，不重视海

外汉学家的做法是不利于汉语向世界传播的，加强与海外汉学家的互动是我们做好汉语传播的一个重

要工作。这种认识的转变非常重要，因为汉语国际传播的最主要支持者是海外汉学家。如果没有他们

的支持，汉语海外传播就会产生困难。团结和帮助汉学家将是汉语国际传播的一项长期政策。
将海外汉学研究作为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对外汉学教学是一

个跨学科的领域。即便不将海外汉学研究列入其学科范围②，也应从国家和民族事业的视角，支持对海

外汉学的研究。只有系统研究了海外汉学( 中国学) 的历史现状、汉学家的基本情况，我们在海外各国

的汉语传播才能找到真正的合作者，使我们展开的国别和地区的汉语政策研究拥有人力上的支持。所

有到海外从事汉语教学的中国本土教学人员均应具备“海外汉学( 中国学) 史”的修养，应将“海外汉学

史”作为对外汉语本科专业阶段或研究生专业阶段的基本课程，所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员应基本

了解海外汉学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他们在海外从事汉语传播时更好地和汉学家展开合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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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一问题的研究请参阅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 大百科出版社，2003 ) 、程裕真主编《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张西平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 商务印书馆，2010) 、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世界

汉语教学》2008 年第 1 期) 等相关研究成果。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术领域，很难将其归在某一固定学科之中。
当然，对海外汉学( 中国学) 的研究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此，它对中国学术的发展，甚至对中国国家的安全都有这重要的意义。



做好海外汉学家的工作，对现行孔子学院计划有重要意义。有了汉学家的支持，我们在海外建立孔

子学院就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我们的孔子学院计划如何和海外汉学家展开互动，如何利用汉学

家这批资源尚待深入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 15 年，15 年来接待近 2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对各国的汉学史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主办的《国际汉学》是该研究领域最有

影响的学术辑刊。

五、加强对海外孔子学院运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近年来，对外汉语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据统计: 2003 年，美国有 200 所中小学校开设中

文课，2006 年增长 3 倍; 2004 年，中国派出 69 个对外汉语教师，2006 年应需求派出 1000 名志愿者和

1000 名教师; 2005 年，海外有近 3 万人参加汉语考試，2006 年翻了一番。［7］截至 2009 年底，世界上通过

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已达 4，000 万，［8］截至 2010 年 10 月，已经在全球 96 个国家( 地区) 建立了

322 所孔子学院和 369 个孔子课堂。①面对这样的形势，学术界应有更为冷静的思考，为快速发展的汉语

教学提供理论和学术支持。笔者认为有四个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第一，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全局出发，精心布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战略发展的一部

分，中国经济正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孔子学院设置应该围绕国家

和平发展这个总战略进行布局。为国家在全球的发展服务，为国家在全球的利益服务，应是设立孔子学

院的基本出发点。在孔子学院的建点问题上，应更多从国家整体布局和国家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而不能

仅仅将对方的要求和需要作为设立的主要动因。这样，就需要我们真正了解国家在全球的战略和利益。
从迅速发展到精心布局，这是孔子学院从初级到高级发展的重要转变，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

第二，进行功利性语言推广。在目前孔子学院建立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市场运作方式和手

段，以便使孔子学院发展的费用达到良性循环。我们应该像美国托福那样精心设计我们的市场化计划。
应考虑孔子学院运作过程中的市场运作和市场机制的范围和限度，也就是说，在多大范围内运用市场化

原则，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化原则。作为软实力形式的孔子学院，其目标是非常清晰的: 孔子学院是

展示中国悠久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窗口，是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桥梁，各国朋友通过在孔

子学院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能够了解中国。经济盈利从来不是追求的目标。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反其

道而行之，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孔子学院作为软实力形式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原则。
第三，借助孔子形象，做好文化推广。一位外国记者在谈到孔子学院时曾说过，选择“孔子学院”这

一精心挑选的名称正好表示了北京希望提升软实力的雄心，也不会使人联想到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作

为大教育家的孔子也代表着和平、和谐。和平与和谐是中国目前一直宣称的价值观，中国希望以此来消

除别的国家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担忧。这个评论说明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品牌，已经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以

“孔子”作为学院的名字，说明我们已经开始较好地理解了软实力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从事孔子

学院工作的基本队伍大多数来自国内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师。他们对孔子学院所承担的文化功能认识并

不很清楚，他们大多数人也不具备运用孔子学院展开文化外交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能力。孔子学院是

“立足语言教学，而不局限于语言教学”，这是由它的软实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

们对孔子学院的这个特点的认识还远远不到位。“立足语言，侧重文化，通过语言传播文化”，这是孔子

学院的重要工作方针。我们应由此出发，制定孔子学院的师资培养计划及其他工作计划。
第四，孔子学院需要考虑探索更为成熟的运作形式。在推广自己国家的语言方面，西方国家有着更

为成熟的经验。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文化委员会等等，共

同的成熟经验是“国家支持，民间运作”，特别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运作十分典型。1946 年美国通

过了《富布赖特法案》，利用销售美国作战剩余物资所得，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这个法案

暗含的原理是，任何通过运用富布赖特基金会而获得学术成果的人士，都要感谢富布赖特，感谢美国，从

而在心理上对美国亲近。1961 年美国又通过了《互相教育与文化交流法案》和《富布赖特 － 海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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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汉办官方网站，详见 http: / /www． hanban． edu． cn /confuciousinstitutes /node_10961． htm。



案》，正如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所说，这两项立法“将国际教育和交流重建为官方外交关系的公共领

域。”显然，这是一种国家行为，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富布赖特采取了民间基金会形式，其运作就有更大

的回旋空间，行为把握也更富有弹性。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设计我们的孔子学院运作形式，使其运作更

为圆润，活动空间更为广阔，机制更富有活力和弹性，为中国软实力的发展提供更为成熟的经验。
李宇明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语言，随着中国的发展加快了向外传播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的中

国也早成为外语教育的最大国度。但是，我国处理现代语言传播的经验十分不足，理性思考也相当欠

缺。全面观察语言传播现象，深入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语言规律做好语言传播规划，已成为国家发

展不容忽视、不敢懈怠的社会课题。”［1］3

六、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国家汉办 2006 年提出的对外汉语要实行的六大转变，汉语国际传播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同时，快速发展的汉语国际传播形势也对我们原有学科的设计提出了问题。以

往那种以教学法研究为主的思路显然跟不上当前的发展，从对外汉语到国际汉语教育将是我们这个领

域最重大的转变。如何适应这样的转变，最主要的是在学科建设上重新规划，开辟新的学科教学课程。
这些都需要学者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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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trategic Thoughts on Chinese Language Are Facing in the World

ZHANG Xi-ping
( Overseas Si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hinese language has achieved rapid global development，the author has pro-
posed some macro-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ing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main idea is to develop
the research of social linguistic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f language，and look again the rapidly devel-
oping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of Chinese teaching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spread; Strategic thoughts; Sinolog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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