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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商务印书馆，2006. p.374-389. 

欧洲联盟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 

刘海涛   

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系 

 

一  语言状况 

欧洲联盟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既有国际组织的属性，又有联邦的特征。目前欧盟

的成员国有：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英国、希

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瑞典、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

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共 25 个国家。  
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规定成员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欧共体的官方语言，同

时也应当是欧共体机构的工作语言。欧盟是世界上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最多的国际组

织，共有 20 种官方语言，它们是：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爱沙尼亚语、芬

兰语、法语、德语、希腊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马耳他语、

波兰语、葡萄牙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 
按照境内居民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将欧盟 25 国分为三大类：（1）单一语言国

家，（2）接近单一语言的国家
①
和（3）多语言国家

②
。按照这一分类，在 25 个国家中，

只有葡萄牙一个国家可以算作单语国家；接近于单语国家的有：奥地利、英国、捷克、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瑞

典、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其余的国家：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塞浦路

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是多语国家。 

表 1  欧盟主要机构的官方语言与工作语言 

机构名称 官方语言 工作语言 

欧洲议会 20 种 20 种 

欧洲理事会 20 种 20 种 

欧盟委员会 20 种 英语、法语、德语 

欧洲法院 20 种 法语 

欧洲审计院 20 种 英语、法语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20 种 20 种 

欧洲地区委员会 20 种 20 种 

欧洲中央银行 20 种 英语 

欧洲投资银行 法语、英语 英语、法语、德语 

欧洲监察使
① 20 种 英语、法语 

注：① European Ombudsman 
资料来源：Gazzola, Michele (2002) La relazione fra costi economici e costi 

politici del multilinguismo nell'Unione europea. Graduation thesis, the "Luigi 
Bocconi" Commercial University of Milan – Faculty of Economics.p.41 

                                                        
① 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口至少占 80%。  
② 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口低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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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欧盟主要机构的语言平等，各机构中的常设语言职位占该机构雇员总数的

比例相当大，看表 2。 

表 2  欧盟机构语言职位比例 

机  构 语言职位 机构雇员总数 语言职位所占比例（%） 

欧洲议会 841 3505 23.99 

欧洲理事会 641 2586 24.79 

欧洲委员会 1903 16,409 11.60 

欧洲法院 305 769 39.66 

欧洲审计院 63 458 13.76 

合  计 3753 23,727 15.82 

资料来源： Gazzola, Michele (2002) La relazione fra costi economici e costi 
politici del multilinguismo nell'Unione europea. Graduation thesis,the "Luigi Bocconi" 
Commercial University of Milan – Faculty of  Economics. p.40. 

为了保证正常运转，欧盟设有世界上最大的口笔译翻译机构
①
，2001 年设在布鲁塞

尔和卢森堡的笔译服务部雇有专业人员 1300 人，
②
其中翻译 1219 人，研发、管理、培

训等方面的语言学家 81 人。另外还有其他支持人员 524 人，每天的翻译任务约 700 个，

每年的翻译资料超过 120 万页。其中 20%是由外聘翻译完成的。笔译服务是建立在基于

数据库的工作流方式上的
③
。近几年，加强了机器翻译系统的使用，2004 年机器共译了

693,306 页文献。翻译者一般会对机器的粗译进行译后加工，以保证质量。 
另外还有一个联合口译服务部门，为欧洲议会之外的其他欧盟机构提供口译服务，

它雇有全职口译近 500 人，外聘口译 1400 人。每个工作日约有 750 名口译人员在岗，

他们每天承担 50 个会议的口译任务，每个会议需要的口译员从 1 位到 33 位
④
不等。这

些翻译人员至少掌握两种欧盟语言，平均每人掌握的语言差不多 4 种。 
议会、理事会和委员会三个常设机构在翻译方面的花费几乎占了联盟在语言方面开

销的 90%，其中笔译支出又占了近 80%。表 3 列出了 1992、1997、2003 和 2004 年欧盟

笔译部门翻译材料的数量变化和文件起草用语的变化。 

表 3  欧盟机构翻译材料和文献起草语言所占比例（%） 

年  份 1992 1997 2003 2004 

用英语起草的文件 35.1  45.4  58.9  62.0 

用法语起草的文件 46.9  40.4  28.1  26.0 

用德语起草的文件 6.2  5.4  3.8  3.1 

用其他语言起草的文件 8.8  8.7  8.9  8.8 

外聘人员完成的工作量 11.8  16.4  21.6  23.0 

总页数 914,649 1,125,709 1,416,817 1,270,586 

注：表中各语言作为起草语言的比例数据可能会有一点出入，但大致的趋势是可以参考的。 

资料来源：引自 Translating for a Multilingual Community,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l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pril 2005.p.6。 

                                                        
① Translating for a Multilingual Community,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l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pril 2005; Interpreting and enlargement: Giving the new Member States a voice in Europ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 Published by the Joint Interpreting and Conference Service.  

② 这一段的数据引自 Phillipson, Robert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③ Translation Tools and Workflow.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l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May 2004. 

④ 按 11 种语言的入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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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据说明，英语、法语在欧盟的日常管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英语作为欧盟

机构工作语言的地位在不断加强；用其他语言起草的文件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比例；欧盟

内部某种语言的人数和经济实力对欧盟工作语言的选用影响不大，德语的地位说明了这

一点。2004 年的数据表明，在 10 个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后，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地位得

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印证了得斯万(De Swaan)一书中第八章标题里的说法“欧洲联盟：

官方语言越多，英语使用也越多”
①
。从起草文件用语的集中趋势可以看出，欧盟机构

内部并没有实现语言平等。 

表 4  欧盟 11 种语言的分布状况 

语  言 
母语人口在欧盟内所占

比例（%） 

非母语人口在欧盟 

内所占比例（%） 

会讲这种语言人口 

的总比例（%） 

德  语 24 8 32 

法  语 16 12 28 

英  语 16 31 47 

意大利语 16  2 18 

西班牙语 11  4 15 

荷兰语  6  1  7 

希腊语  3  0  3 

葡萄牙语  3  0  3 

瑞典语  2  1  3 

丹麦语  1  1  2 

芬兰语  1  0  1 

资料来源： Languages of Europe, 

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policies/lang/languages/index_en.html (2006-03-04)。 

超过总人口 10%的语言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值得注意的

是，只有英语的非母语人口超过了母语人口，而这正是一种语言具有国际性的重要标志

之一。 
欧盟机构的语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历史因素影响的，不能简单地依据目前欧盟

内部的政治、经济、人口等来设定欧盟机构内的工作语言，而是更要考虑历史的因素和

欧盟之外的世界语言状况，特别是不能忽视欧盟各成员国公民的外语水平和能力。公民

的外语水平是欧盟机构语言应用的基础之一，更是分析欧盟成员国公民民间交流必不可

少的因素。 

表 5  欧盟 25 国公民的外语水平 

国  家 

能用外语

交流的人

口比例
⑴ 

能用英语对

外交流的人

口比例 

能用法语对

外语交流的

人口比例 

能用德语对

外语交流的

人口比例 

能用俄语对

外语交流的

人口的比例 

语言多样 

性指数
⑵ 

卢森堡 244 46 85 81  0.16 

荷  兰 159 75 12 67  0.10 

丹  麦 154 79  8 48  0.05 

马耳他 147 84  9  2  0.08 

瑞  典 126 76  7 22  0.08 

斯洛文尼亚 117 46  4 38 2  

                                                        
① De Swaan, Abram (2001) Words of th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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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114 37 32 16  0.55 

芬  兰 105 50  1 12  0.16 

奥地利 82 55  9  3  0.13 

拉脱维亚 78 23  1 14 59  

德  国 74 44 12  2  0.02 

斯洛伐克 72 13  2 20 30  

塞浦路斯 71 67  6  2  1  

捷  克 67 24  3 27 21 0.49⑶ 

立陶宛 67 20  2 13 83  

法  国 66 32  4  7  0.26 

爱沙尼亚 63 29  1 13 53  

罗马尼亚
⑷ 61 18 13  5  3 0.25 

意大利 56 28 18  3  0.04 

西班牙 54 18  7  1  0.44 

希  腊 54 36  4  5  0.10 

保加利亚
⑸ 51 14  4  6 21 0.22 

葡萄牙 47 22 16  3  0.01 

波  兰 46 21  3 16 28 0.03 

爱尔兰 39  4 15  4  0.05 

匈牙利 35 14  2 13  2 0.10 

英  国 34 3 11 6  0.33 

注：（1）此栏中的数据指的是该国能操用各种外语的人口比例数之和。（2）本指数引自施正锋

编《语言政治与政策》，前卫出版社 1996 年版。语言多样性指数介于 0 和 1 之间，0 表示语言多样

性程度最低，1 表示语言多样性程度最高。（3）此数据为捷克和斯洛伐克没有分开之前的捷克斯洛

伐克国所具有的数据，分开后的两国指数应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的情况类似。（4）（5）是欧盟候选成员国。 
资料来源：（1）Languages of Europe, 2006-03-04, http://europa.eu.int/ comm/education/policies/lang/ 

languages/index_en.html。（2）施正锋编《语言政治与政策》，前卫出版社 1996 年版。 

2005 年 9 月的最新调查显示
①
，欧洲联盟的语言状况与以上数据相比基本没有大的

变化，主要有： 
（1）被调查者的母语大多为居留国的一种官方语言； 
（2）欧盟半数以上的公民，除母语外，至少可以使用一种其他语言；  
（3）英语在最常用外语中所占的份额继续增加； 
（4）半数以上的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外语水平达到了“好”的程度。 
调查显示，欧洲人的第一外语是在中学学的占 59%，在小学学的占 17%，在国外度

假学的占 20%。由此可见，学校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在小学设置外语课程的国家和学

生数量都有较大的增加。在丹麦、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奥地利、芬兰和瑞典都有超

过 33%的小学生正在学校学习一门外语。 
一般说来，除英语国家外，英语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第一外语，法语第二的状况短

期内似乎也难以改变。非英语国家内 26%的小学生都学英语，在此阶段学习法语的只占

4%。在初中阶段，英语仍然是教的最多的一门外语，在此年龄段有 89%的学生在学英

语，在丹麦、德国、西班牙、法国、奥地利、芬兰、瑞典和荷兰学习英语的中学生更是

超过了 90%。而这一阶段学习法语的学生占 32%，学习德语的占 18%，西班牙语占 8%。 

                                                        
① Europeans and languages. Eurobarometer 63.4. Directorate-General Press and Communic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9.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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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和资料表明，欧盟语言状况有这样一些特点： 
（1）欧盟是一个多语言的超国家组织； 
（2）欧盟从法律上强调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即：语言多样性是欧盟的财富； 
（3）为了从法律上保证各成员国的语言平等，欧盟设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口笔译机构； 
（4）欧盟的语言平等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平等，实际应用中各种语言并不平等； 
（5）为使机构能够有效运行，欧盟常设机构一般采用英、法等语言作为工作语言； 
（6）欧盟公民具有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但这种能力随国家、社会阶层、年龄、受

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变； 
（7）无论是在常设机构内部，还是公民民间交流以及在各种教育体系中的使用，英

语的地位都越来越强，英语已可视为欧盟最重要的一种国际语言。 
（8）在欧盟的实际运作中，各成员国的语言按照使用频度的多少，依次排为：英语、

法语、德语、其他语言。 
欧洲联盟拥有一个共同的市场、共同的商务策略、共同的防务政策、共同的农业政

策，但是，还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政策。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呼唤出台一项

语言政策，以便能够切实解决“超国家”层次的语言问题。 

二  语言政策 

欧洲委员会中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委员雷丁（Viviane Reding）用一句话阐释了

目前欧洲联盟解决语言问题的思想“在尽可能早的时候，就给孩子教至少两门外语”
①
。

其目标是让所有的欧盟公民可以使用两种外语进行交流。这也是 2003 年欧洲委员会通

过的 2004—2006 的有关“语言学习和语言多样性行动计划”
②
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实

现这些目标，欧洲联盟发起了一系列有关语言学习的项目，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围绕多语

或更确切地说“1+2”语言政策服务的。在欧盟模式中“1”表示的是母语，因为欧盟模

式没有规定“2”里头必须含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所以从交流的有效性方面看，欧盟的

多语模式仍然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一个掌握瑞典语、德语和法语的公民是没有办法

和一个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爱沙尼亚语的人交流的，尽管双方都符合“1+2”的语言

政策。 
我们认为，中立性共同语的缺失导致了各国政府在欧盟极力维护自己语言地位的状

况。瑞典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从国民掌握和使用英语的情况看，瑞典在欧盟

国家中都处于前列，尽管如此，瑞典议会中的“瑞典语委员会”也积极主张政府应该建

立瑞典语在欧盟的地位及使用的官方指导方针，并且每年都向议会上报实际的执行情

况。这说明“政府和议会认为瑞典语在欧盟的状况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

保证瑞典语在欧盟的地位“不应该比其他相当的语言（如丹麦语、芬兰语、希腊语和葡

萄牙语）更差”。
③
这无疑增加了欧盟解决语言问题的难度。 

欧洲语言的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没有一种解决办法会永远适合于所有的情况。在

2005 年出版的《欧洲学校外语教学状况》
④
一书的前言中，我们发现，和上引 2004 年文

献中的雷丁委员相比，现任委员菲格尔（Ján Figel’）的工作范围加上了“多语制”，对

此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⑤ 

                                                        
① Europe unties tongues. The Magazin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Europe, Issue 22 — 2004.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p.3. 
② Promot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An Action Plan 2004—2006.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russels, 24.07.2003, COM(2003) 449 final. 
③ 转引自 Oakes, Leigh (2005)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globalisation: Language and the nationalist 

revival in Sweden.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29(2), p. 164. 
④ Key Data on Teaching Languages at School in Europe. 2005 edition, Eurydice.  
⑤ Key Data on Teaching Languages at School in Europe. 2005 edition, Eurydice.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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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制作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这绝非偶然，因为语言不只是一种交流的手段。

语言也能更好地承载欧洲文化，有助于加深欧洲公民间的了解。多语制政策可保证

文化的多样性、相互宽容和欧洲的公民身份。如果我们想从我们大陆的文化、社会

和经济财富中得到最大的收获，那么我们必须相互理解。 
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如拉哈所言：“实际上，整部欧洲史都贯穿着同一性和

多样性这一对辩证关系。由于满足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欧洲在本质上具有多元化特点。”
① 

虽然应用语言学家很少参与有关语言政策的制定，但有关欧洲语言政策的学术研究

却不算少。菲利普森认为目前欧洲联盟组织和相关国家采用的语言政策，基本上可以归

为放任自流一类。
② 

对于像欧盟这种非国非邦的超国家政体来说，语言政策几乎涉及联盟的各个领域，

决策十分困难。欧洲组织语言政策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人们常常把语言视为一种纯实

用、纯技术的工具；另一方面，语言又和个人、群体、国家象征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语言问题具有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属性，这使得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此问题采取了

敬而远之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导致现行欧洲机构放任自流的语言政策。各方的

注意力都放在了保护既得利益方面，对于未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目标。 
1999 年在芬兰组织召开了一次部长级非正式会议。按照惯例，这样的会议一般只提

供举办国的语言、英语和法语这三种语言间的口译服务，但德国要求会议还应使用德语，

否则拒绝参加会议。芬兰一开始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后迫于压力，接受了德语。而其他

的“大语种”，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只能和“小语种”为伍了。
③
这一事件说明欧

洲组织的语言政策一般是建立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原则上的，而不是建立

在语言权和民主平等之上。欧盟没有一个有计划的语言问题解决方案，“大语种”的人

民比其他语种的人民享有更大的权利。  
按照欧盟的决策机制，决策者在提出立法创议的时候，必须注意该创意“原则上的

合法性”、“政策上的延续性”和“现实中的迫切性”三种要素。
④
欧盟语言政策的基

本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所有的交际者具有平等的语言交际权利。 
如何建立一个基于平等的语言政策？菲利普森认为，应该从以下诸方面进行探讨：

⑤ 
（1）语言政策的目标和前提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 
（2）语言的经济学，金钱与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的相似性； 
（3）语言权也是人权； 
（4）欧盟语言权的现状，欧洲法院审理的有关案例分析； 
（5）两种语言政策比较：采用英语的模式和语言生态模式； 
（6）英语的标准问题，使用何种英语作为共同语； 
（7）世界语能够在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营造一种民主交流的氛围。 
通过详细考察和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理性可行的欧盟语言政策。这种政策

必须考虑以下这些因素：社会语言现实、策略实施的成本、遵循的基本原则、可操作性

和效率、政治因素。通过分析，菲利普森认为，目前欧盟的语言政策基本上是最差的语

言政策。在综合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菲利普森为欧盟语言政策提出了 45 条建议，这些

                                                        
① 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第 1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Phillipson, Robert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③ Phillipson, Robert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22. 
④ 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第 10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⑤ Phillipson, Robert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pp.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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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可分为以下几大类：国家和超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架构、欧盟机构、语言的教与学、 
学术研究等。

① 
为了更好评析欧盟的语言政策，克里斯蒂安森提出了衡量像欧盟此类政体语言政策

的三种指标：
②  

首先，语言政策应该是可在多语环境下操作的。即，语言政策不但应该有助于

各种语言社区的相互交流，而且还必须是可行的。 
其次，为了保证市民的完全参与，语言政策应该是民主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完全参与。 
第三，语言政策应该是生态的。这意味着该政策对于所有语言的生态环境的保

持都有好处。 
按照这三项指标，克里斯蒂安森详细考察了目前欧盟实际采用的语言政策和学者们

提出的主要方案，并且认为：
③ 

从短期来看，范埃尔斯提出的建议采用英、法、德三种工作语言，谁都不能使

用母语，是最符合民主、公平和平等原则的。但不利之处也有目共睹，它限制了这

种场合使用母语，而母语权本身是最重要的语言权之一。 
从长远来看，采用一种规划语言作为欧盟的共同语是最佳的。作为过渡方案，

可以采用世界语作为翻译中的中间语言和欧盟机构的工作语言。 
如果作一条以“多语性”和“唯英语”为端点的轴，那么我们可以把所有关于欧盟

语言政策的建议都放在这条轴上进行讨论。
④ 

所谓“多语性”指的是保持欧盟的语言多样性，尽可能对所有官方语言一视同仁。

而“唯英语”说的是承认英语作为世界和欧洲交际语的现实，并在法律上确立其交际语

的地位。 
在具体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要平等地处理欧盟的所有语言，不但在经济上不

现实，就是在技术上也难以实现。因此，人们倾向于采用一种或几种欧洲语言作为交际

语。这种方式又可分为以下两种： 
（1）在欧盟范围内，只使用一种语言。即：在当地用方言，在自己的国家使用国

语，在欧盟范围内使用一种共同语。这就要求欧盟的公民一般应懂两种或三种语言。这

种模式可称之为“共同语模式”。 
（2）所有的欧盟成员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欧盟的官方语言，但严格限制工作语言的

数量，一般认为首选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这种模式可称为“主导语言模式”。 
共同语模式事实上意味着将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合二为一，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充任

共同语呢？迄今为止，有这样一些建议： 
（1）英语，（2）法语，（3）某个小语言（如丹麦语），（4）中立语：拉丁语或

世界语。 
主导语言模式的基础是保留现有的官方语言，从中选择少量语言作为工作语言，这

些工作语言就是主导语言，它们具有较高的地位。按照前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英语

和法语是目前欧盟内部的主导语言。鉴于德国在欧盟的经济地位和人口等因素，也有人

                                                        
① Phillipson, Robert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pp.179-188. 
② Christiansen, Pia Vanting (2006) Languag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English /Elite/ 

Equal/ Esperanto Union?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30(1): 21-44. 
③ Christiansen, Pia Vanting (2006) Languag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English /Elite/ 

Equal/ Esperanto Union?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30(1): 21-44. 
④ Detlev Blanke (2002) Gleiche Rechte für alle Sprachen? Zur Sprachen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erichte des Forschungsinstituts der Internationalen Wissenschaftlichen Vereinigung Weltwirtschaft 
und Weltpolitik (IWVWW) e.V.“. Teil I: Berichte 12 Nr. 122 September, pp. 33-39; Teil II; Berichte12 Nr. 123, 
Oktober, pp. 34-41; Teil III: Berichte 12 Nr. 124, November pp. 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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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德语作为主导语言。还有一些建议，希望把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也作为主导语言。

为了缓解语言矛盾，有人建议把世界语作为主导语言之一。 
所有这些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政策不但应该有效，而且

应该符合民主、公平和平等的原则。 

三  出路和未来 

爱尔兰学者里艾恩在一本题为《欧洲联盟和爱尔兰语》的著作中，对目前欧盟以英

语为中心的语言政策，提出了以下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欧盟的政治家和语言政策的制

定者们应该回答和解决的：
① 

采用英语给占欧盟人口 16%的以英语为母语的欧洲公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

符合长久以来支撑欧洲政治稳定的机会平等的原则吗？ 
在欧洲采用民族语作为共同语与欧盟支持语言平等的政策和谐吗？90%以上

的欧洲年轻人宁愿学习英语，而不学自己邻国的语言，这又对欧洲的语言多样性有

什么贡献呢？ 
使用一种母语人口主要居住在欧洲之外的语言有助于加强欧洲的认同感吗？

反之，它会不会导致美国文化的不断侵入呢？ 
为了达到足够的语言水平，人们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学习语言。如此一来，

怎么能够保证欧洲的英语化不会给精英阶层带来特权呢？ 
英语的这种优势，也为英语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按照格林的统计

②
，单凭英

语的强势地位：（1）英国每年可获得 100 亿欧元的净利；（2）如果考虑投资方面的优

势，英语国家每年可获得 170 亿至 180 亿欧元的收益。以上仅考虑只限于欧盟内部，如

果扩大到世界范围，数字会更大。 
2005 年 8 月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召开了题为“欧盟扩大的语言政策含意”的会议。

会议认为，目前欧盟的语言政策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③ 

忽视语言问题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传播媒介等领域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

面，它损害了小国家和非国家语言社区的价值和需要； 
容忍现有语言政策，违背了语言多元性和语言平等的原则，很多时候，由于英

语水平不够，人们无法平等地参与到欧盟的决策过程之中； 
过分依赖现有语言机构，不从欧洲或全球背景下研究语言政策问题，在联盟各

级政府中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和专业人才； 
大大减少英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教学，使得欧洲人很难继续深入理解邻近国家的

文化，这助长了英美文化产品在欧盟的泛滥； 
对语言政策的公开讨论，采取回避的态度，这滋生了目前官方的、但却是不负

责任的多语政策和英语的蔓延。 
在许多时候，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如同美国著名词典编撰家韦伯斯特所

言“国语是一个国家的标牌”
④
一般，随着欧洲统一程度的加深，欧洲人可能对于这一

超级国家的认同也会趋向一致，那时涉及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了，文化和语言的认

                                                        
① Seán Ó Riain (2001) The EU and the Irish Language: Identity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A Chéad Chl

ó. 本文所引摘自 Sabine Fiedler 的书评“Pri la eŭropa lingvo-problemo vidpunkte de irlanda diplomato”. 
Informilo por interlingvistoj, 2005(3):16. 

② Grin, F.(2005)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comme politique publique. No. 19. Étude 
commandée par le Haut Conseil de l’évaluation de l’école. p. 7.  

③ Lingvopolitikaj aspektoj de la plivastiĝo de Eŭropa unio: Konkluda Dokumento. Esperanto, 
2005(10): 195.  

④ 转引自 Phillipson, Robert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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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可能更为重要。
①
“语言是建立任何超出一个自由市场范围联盟的关键因素。交流困

难会妨碍统一，而交流的便捷却能加速这一进程。我们的困难正在于我们没有这样一个

欧洲范围的交际共同体。”
②
为此，欧盟的决策者们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语言政策方

面，以保证形成一个更民主，更能真正建立在沟通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我们认为，应该

把法国思想家莫兰所说的下面一段话视为制定欧洲联盟语言政策的基础，他说：“思考

欧洲的难点，首先在于要思考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多样性中的同一性，这即是所谓多样

的同一性。”
③
在同一本书里，莫兰也说过“理性是走向衰落中的欧洲所能带给世界的

最高尚最宝贵的成果”
④
。因此，欧盟的语言政策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能够保持多样的同

一性的政策。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选取什么样的欧盟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不仅仅是欧盟机构内部的问题，而且也影响

到所选语言的全方位的发展，涉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种种好处。
⑤
鉴于欧盟在世界上的地

位，它的语言选用也会影响到全球的语言生态。欧盟成员国的语言可能比其他语言具有

更强的抵抗英语侵蚀的能力，
⑥
但防患于未然总是保证安全的最有效手段。菲利普森警

告说：“无论是在联盟还是在国家层面，如果欧洲继续当前在语言政策方面的不作为，

那么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一个美国英语的欧洲。这真的就是欧洲人民和领导者们所期待

的吗？”
⑦
对此问题欧盟委员会第一任负责语言多元性事务的委员菲格尔给出了这样的

回答：“我们希冀未来的欧洲能自豪地保持所有语言和文化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我们最

大的财富。”
⑧2005 年 11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题为“实现多语新策略”的官方

报告
⑨
。在报告发布当天，负责此事的菲格尔对媒体说“语言使我们成为人类，因此欧

洲的语言多样性是欧洲身份认同的核心”
⑩
。这份最新报告的题记使用了一句斯洛伐克

的谚语“你懂得的语言越多，你就越像一个人”。这句谚语也确定了该报告的基调，即

提倡外语学习。 
 
 

 

                                                        
① 但这一方面的系统研究确实值得加强，如在姚勤华的《欧洲联盟集体身份的建构》（上海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中几乎没有这一方面的论述。 
② Wright, Sue (2000)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Nation State Building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p.250. 
③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第 16 页，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④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第 57 页，三联书店 2005 年版。在这本书的第 123 页，莫兰认为采

用英语作为欧洲的主要交际语言不会给欧洲带来任何文化风险。他也用印度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观点的

正确性。对此，我们不能苟同。采用英语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绝对不是理性的方法，大量的事例说

明这种方法不利于欧盟所倡导的“同一于多样性中”的座右铭。 
⑤ Truchot, Claude (2003) Languages and supranationality in Europe: the linguistic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J. Maurais and M. A. Morris (eds.) Languag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07-108. 

⑥ De Swaan, Abram (2001) Words of th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p.174. 
⑦ Phillipson, Robert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p.192. 
⑧ Ján Figel’ , Multilingualism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hanging European classroom, 

Luxembourg, 10 March 2005. 
⑨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New Framework Strategy for Multilingualism. Brussels, 22.11.2005. COM(2005) 596 final. 

⑩ EU por multlingveco sed kontraŭ Esperanto. http://www.liberafolio.org/2005/Agado/eumultlingveco/ 
(2006-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