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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摘要 】 语 言在促进非 洲 国 家构 建 、 民 族认 同 和 保持 多

元 文化 方 面发 挥着重 要作 用 , 是 非 洲 教育 发展 中 的 关 键 因 素 。 南

非 民 主 政府 成 立后 积 极矫 正语 言 的 不平 等 , 推 动 多 元 语 言 制度 ,

制 定 《 高 等教育语 言政 策 》 , 但 多 元 语 言 制 度 改 革 步 履艰 难 , 成

效 并不 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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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非洲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前殖民 时期的非洲 , 本土语

言是社会化的 主要工具 , 是非洲本土知识得以流传和发展的媒介 。 欧洲殖

民者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的发展进程 , 西方书面文学的传人 , 使得世代传播

非洲本土文明 、 位于非洲文化生活核心的 口 头文学遭到破坏 。 西方殖民者

利用教育和语言钳制非洲人民 的思想 , 传播西方文 明 , 实现其政治统治 。

西方文 明在殖 民政策倾斜下 , 获得了超越本 土文化的特权 。 南非是
一个多

语言并存的 国家 , 语言现状 比较复杂 , 本土语言在殖 民地时期被贬低 、 遭

排斥 , 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 始终未能成为高校 的教学语言 , 学生按照种族

和语言被隔离 , 教学媒介以 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为 主 。
1 9 9 4 年后为实现多

语民族认同 、 矫正语言的不平等 , 政府推行多语言制度改革 , 制定 了 《高

等教育语言政策 》 , 但改革步伐艰难 , 成效并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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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高等教育多语制改革的背景

1
． 南非复杂的语言传统

南非 目 前复杂的语言现状与南非的 殖民历史密切相关 。 非洲 的最南端

是多种语言和文化群落的发祥地 , 欧洲 白人抵达南非之前 , 这块大陆的广

阔土地上不均匀地分布着讲克瓦桑语 ( Ｋｈｏｉ ｓａ ｎ ) 和班 图语 ( Ｂａｎ ｔｕ ) 的部

落 , 虽然他们文化起源不 同 , 但是经济活动使他们保持了长久的联系 。 1 7

世纪 , 荷兰语作为政府语言被带到 了殖民地 , 殖 民者采取各种措施 , 保证

其相对非洲本土语言和其他移民语言的毫无争议 的优势地位 。

1 9 世纪早期 , 当英语被引 人南 非时 , 遭到了 早期殖 民者
——

南非荷

兰人即 布尔人的强烈反抗 。 1 9 世纪和 2 0 世纪早期 , 布尔人投入 了大量资

源开发阿非利卡语 ,
？ 其 目 的不仅是为 了使阿非利卡语独立于荷兰语 , 更

是为 了抵制英国人 的盎格鲁化政策 。 英国盎格鲁化政策的
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在公共生活各个领域 以英语代替荷兰语 , 到 1 8 1 4 年 , 英语 已稳固 地成

为殖民地的 官方语言 , 荷 兰语在殖 民地学校被完全禁止 。 1 9 0 9 年南非联

盟的成立带 来 了
一个新 的 转折 , 1 9 1 0 年联盟 大会 ( Ｕｎ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 ｉｏｎ )

规定英语和荷兰语都作为 官方语言 , 具有平等权 利 。 在接下来 的几 十年

里 , 在
“

为南非荷兰人而斗争
”

的信念驱使下 , 两种官方语言的冲突
一

直

没有停止 , 到 1 9 2 5 年 , 阿非利卡语取代荷兰语成为两种 官方语言 中的
一

种 。

？ 1 9 4 8 年持阿非利卡语者获得执政 权后 , 阿非利 卡语 占据 了 主导地

位 , 成为市民 服务 、 官场和政 治聚会的语言 , 而英语不过在商业、 娱乐

业 、 反对政府的报业和议会的反对党之 中使用 。

2 ． 南非母语教育的尴尬处境

1 9 世纪英国传教士就已经在南非开展黑人教育 , 由 于英 国政府政治 、

① 阿非 利卡语是 以荷兰语为主体 , 混合了德语 、 英语 、 葡萄牙语 、 马来语 、 南部 恩古尼族

语 言 ( Ｎｇｕｎ ｉ ｌａｎｇ ｕａｇｅｓ ) 的一种新语言 》

②Ｅｌ
ｉｚａｂｅ ｔｈＤｅＫａ ｄｔ

,

“

Ａｔｔ ｉ
ｔｕｄｅ ｓＴｏｗａｒｄ ｓＥｎｇ ｌ ｉｓｈ ｉｎＳｏ ｕｔｈＡ ｆ ｒｉｃａ

,

”

ＷｏｒｌｄＥｎｇ ｌ
ｉ ｓｈ ｅｓ ．

Ｖｏ ｌ
． 1 2 , Ｎｏ ． 3 ． 1 9 9 3 ,ｐｐ

．  3 1 1 

—

3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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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 影 响 , 黑 人教 育主要使用 英语 。 大约从 1 9 3 5 年 开始 , 小学

1 

一 4 年学校教育逐渐使用本土语言 。 种族隔离时期 , 语言成 了不 同种族
“

分开教育
”

的 准绳 。 政府于 1 9 5 3 年颁布 了 《班图教育法 》 (ｆｉａｎ ｔ ｕＥｄｕ
－

ｃａ ｔ ｉｏｎＡ ｃｔｏｆ
1 9 5 3 ) , 主要 内容是将黑人学校 的母语教育从 4 年级延伸到

8 年级 , 然后同等使用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两种教学媒介 。 《班 图教育法 》

本质上限制 了黑人的 社会和经 济流动 , 使他们处 于奴仆地位 , 从事低级

职业 。

《班图教育法 》 遭到黑人学生 的抵制 , 导致 1 9 7 6 年 6 月 1 6 日 索韦托

( Ｓｏｗｅ ｔｏ ) 流血冲突事件 。 暴力事件迫使种族歧视政府作 出让步 , 将教学

媒介的选择权留 给学校 。 到 1 9 7 8 年 , 5 年级 以上 9 6 ％ 的黑人学校使用英

语作教学媒介 。 这次事件标志着阿非利卡语作为黑人学校教与学语言的结

束 , 确立了英语在这些 学校 和黑人社区 的 地位 。 哈茨霍恩 ( Ｈ ａｒｔｓｈｏｒａｅ )

指出 , 非洲人从未考虑将母语教育延伸到 4 年级以 上 。

？
 1 9 7 6 年阿非利卡

语被拒绝成为 中学教学媒介无疑提升了英语 的地位 , 其地位不仅在非洲语

言之上 , 而且在阿非利卡语之上 。 那些受到 良好教育的黑人 中产阶级都将

英语作为其交际语言 。 受班 图教育法的影响 , 人们对非洲语言做教学媒介

持否定态度 , 提升非洲语言 的努力面临重重 困难 。

3 ． 南非高校的双语教育传统

南非髙校双语教育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 9 1 0 年南非联盟 的成立 , 在当

时的双语国家框架下 , 教育 系统必须承担起培养双语公 民 ( 英语和阿非利

卡语 ) 的责任 , 联盟的 四个省份采取了不同 的策略来实施双语制教育 , 有

的建立 了单
一

英语媒介学校 ； 有的建立 了单
一

荷兰语媒介学校 ； 也有双语

学校 。
1 9 1 9 年教育部发布了

一项指令 , 要求大学必须采纳双语 , 即英语

和荷兰语作为教学语言 。 同 年阿非利卡语作为
一

门学科在 中学最后一个学

年讲授 , 阿非利卡语很快取代了荷兰语 。 此后 , 很多双语大学慢慢演化为

单
一的阿非利卡语大学 , 如斯坦凌布什大学 、 比勒陀利亚大学 、 自 由 州大

①Ｈａ ｒｔ ｓｈ ｏｎ ｅ , Ｋｅ ｎ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ｏ ｌ ｉｃｙ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ｎ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Ａ Ｂａ ｃｋｇ ｒｏ ｕｎｄｔｏ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

,

ｉｎＲ ．Ｍｅ ｓｔｈｒｉｅ  ( ｅｄ ．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
Ｈｉ ｓ ｔｏ ｒｙ 

：Ｓ ｔｕｄ ｉｅｓ ｉｎＳｏ ｕｔ
ｈＡｆｒｉ ｃａｎＳ ｏｃ ｉｏ ｌ

ｉｎｇｕ ｉ ｓ ｔｉ ｃｓ ,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Ｄａ ｖｉｄＰｈｉ ｌ ｉ ｐ
．  1 9 9 5 

？ｐｐ
． 3 0 6 

—

 3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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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波彻斯卓姆大学 。 在这个演 变过程 中 , 三个主要 因 素发挥 了作用 ,

2 5

第一 , 学生和公众对阿非利卡高校的需求增加 。 第二 , 讲阿非利卡语 的学

生的语言能力有很大提高 。 第三 , 讲阿非利卡语者忠诚于该语言 。 随着讲

阿非利卡语学生数量 的增多 , 最后导致大学放弃英语教学媒介 , 单
一的阿

非利卡语言大学慢慢形成 。 阿非 利卡语作为高校 教学媒 介在阿非利卡 民

族主义不 断高涨 的时代 背景下迅速发展 。 尤其在 2 0 世纪 3 0 年代 中期 以

后 , 阿非 利卡运动赢得 了广泛的 基础 , 阿非利卡语成 为教学媒介 的时机

越来越成熟 , 最后南非 白 人高校划分为阿非利卡语和英语两种教学媒介

的大学 。

二 南非高等教育多语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 ．
《高等教育语言政策 》 的出 台

随着种族隔离 制度 的解体 , 语言平等的 问 题被提到 了 重要议程 , 语

言政策被纳入政府战略规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被看做实现宪法所规定 的

民族理想 的工具 。 语言和教育的 问题在民 主 、 平等 、 无种族歧视的新 国

家建设 中至关重要 , 制定新 的语言政策 的 目 的是打破语言的 等级制度 ,

废除种族隔离的 教育系 统 , 确保不 同种族 、 不 同肤色 的儿童都可 以接受

平等 的 、 高水平的教育 。
1 9 9 3 年南非 临 时宪法 和 1 9 9 6 年南 非正式宪法

的颁布是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 宪法 中有关语言的条款成为制定语言政策

的法律依据 。 宪法规定 , 英语 、 阿非利卡语 、 祖鲁语 ( ｉ ｓ ｉＺｕｌ ｕ )
、 科萨

语 ( Ｘｈｏｓ ａ ) 、 斯 威 士语 ( ｓ ｉＳｗａｔ ｉ ) 、 文 达语 ( Ｔ ｓｈ ｉｖ ｅｎｄ ａ ) 、 斯 佩迪 语

( Ｓｅｐ ｅｄ
ｉ ) 、 索托语 ( Ｓｅｓｏ ｔｈｏ ) 、 茨 瓦纳语 ( Ｓｅｔ ｓｗａｎａ ) 、 聪加语 ( Ｘ ｉｔｓｏｎ

－

ｇａ ) 和恩德贝莱语 ( ｉ ｓｉＮｄ ｅｂ ｅ ｌｅ ) 为南非 1 1 种官方语 言 。 国 家不仅 给予

所有南非语言平等的地位 , 而且承认历史 上本土语言 的使用和地位被贬

低 , 政府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提高这些语言 的地位 , 促进他们

①Ｔｈｅ ｏＤｕＰ ｌ ｅｓｓ ｉ ｓ
,

“

ＦｒｏｍＭｏｎｏ ｌ ｉｎｇｕ ａｌｔｏＢｉｌｉｎｇｕａ ｌＨ ｉｇｈｅ ｒ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Ｒ ｅｐｏｓｉ
ｔ

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Ｈ ｉ ｓｔｏｒｉｃ ａｌ ｌ ｌ

ｙＡｆ ｒ ｉ
ｋ ａａｎｓ

－Ｍｅ ｄ ｉｕｍ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ｉｅ ｓ ｉ
ｎＳｏ ｕｔｈＡｆ ｒ ｉｃａ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 ｏ ｌ
ｉｃｙ

,
Ｖｏ ｌ 5 , 2 0 0 6 ,

ｐｐ
． 8 7 

一

1 1 3 ．

②Ｃｏｎｓ ｔｉ ｔ ｕ ｔ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Ｒ ｅｐｕ ｂ ｌ ｉｃｏ ｆＳｏ
ｕ

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Ａｃｔ1 0 8 ｏｆ 1 9 9 6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ｐｏ ｌ

ｉ

？

ｔ
ｙ

． ｏ ｒｇ
． ｚ ａ／ ｐｏ ｌ ｉ

ｔ
ｙ／ｇｏｖ ｄｏ ｃ ｓ／ ｃｏ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 ／ｓ ａｃ ｏｎｓ

ｔ ．ｈｔｍｌ , 2 0 1 0
年  4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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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 。 特别强调所有官方语言享有 同等 的尊重 , 每个人都有权力在 教

育尽可 能合理可行 的公共教育机构 , 以官方语言或他 们 自 选 的语言来 接

受教育 。

对南非高等教育语言政策 的制定有着重 要影响 的 另一 个法律文献是

《南非语言法案 》 ( Ｔｈ 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 ｉ ｃａ ｎＬａｎｇｕａｇ ｅｓＢＵＤ , 该法案确定了多

元语言制 的南非所实行的 民主语言政策的具体 目标 ： 通过平等使用官方语

言 , 促进个人能力发展和 国家发展 , 确保所有南非公 民享有 自 由使用他们

自选的 官方语言的语言权 , 以便他们可以平等地获得政府的服务 、 获取知

识和信息 ； 开发和促进南非 的官方语言和手语 ； 利用多元语言制促进经济

发展 ； 提供官方语言有效管理 的监督框架 ； 为所有南非公民提供学习南非

语言的机会 , 以促进国 家团结和多元文化 。

2 0 0 2 年在充分考虑宪法的 要求 、 高等教育委员 会的建议和 《 高等教

育国家规划 》 ｛Ｎａｔ ｉ ｏｎ ａ ｌＰｌ ａｎｆｏｒＨｉ
ｇ
ｈ ｅ ｒＥｄｕ ｃａ ｔｉｏ ｎ ,  2 0 0 1 ) 目 标 , 特别

保证平等人学和平等成功机会的基础之上 , 高等教育语言框架得以制 定 ,

框架主要包括 以下部分 ：

？
南 非本土语言同英语和阿非利卡语共 同作为大

学的教学媒介进行长期 的开发 ； 采取策略促进学生熟练掌握指定的教学语

言 ； 保持和加强阿非利卡语作为学术和科学语言的地位 ； 通过计划和资金

奖励 , 促进南非本土语言和文学的学 习 ； 促进外语学习 ； 大学政策和教学

实践中鼓励语言多元主义 。

2 ． 阿非利卡语院校的语言改革政策

民 主改革 以来 , 阿非利卡语不再是 主导的 享有官方特权受保护的 语

言 , 它的地位正面临被侵蚀的危险 。 阿非利卡语和其他非洲语言相 比 , 主

要的优势在于 ： 已 经有高等教育机构将其作为教学媒介 。

2 0 世纪 8 0 年代晚期 , 随着反种族隔离 斗争的加剧 , 阿非利卡语大学

开始接收符合人学条件的任何种族的学生 , 阿非利卡语大学或转为双语大

学或成为单一英语媒介的大学 。 斯坦凌布什大学是唯一使用阿非利卡语
一

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 的大学 。 其如何实施多元语言制度的改革十分令人关

①Ｍ ｉｎｉｓ ｔ ｒｙｏ ｆＥ 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 

“

Ｌａ ｎｇｕ ａｇｅ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ｆｏ ｒＨ ｉｇ ｈｅｒＥｄ 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ｅ ｄ ．

ｕ ｃｔ ． ａ ｃ ．ｚａ ／ ｃｏ ｆ ｆ ｅｅ ／ ｉ ｄｇ／ｄｏｅ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ｐｏ ｌ ｉｃ ｙ ．ｐｄｆ , 2 0 1 0 年5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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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斯坦凌布什大学制定 了较为详细 的语言政策 ,

0“

斯坦凌布什大学 承

诺在多语环境下使用阿非利卡语并将此作为学术语言进行持续开发 , 大学

所使用的语言直接用于多元社会 中知识的 开发
”

。 语言政策特别提到对科

萨语 的支持 , 规定 ： 阿非利卡语 、 英语 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科萨语是大学

的 内部交流语言 ； 在一些教学项 目 中为科萨语的专业性交流做准备 ； 大学

采取语言中心等方式促进科萨语作为学术语言的开发 。 斯坦凌布什大学为

促进多语制 , 并根据大学的语言政策于 2 0 0 2 年 7 月 成立了语言 中心 , 该

语言 中心得到大学 的全面支持和 国家 的认 可 , 并与荷兰纳米根大学 ( Ｕ－

ｎｉｖ ｅｒ ｓｉ ｔｙｏｆＮ ｉ
ｊ
ｍｅｇｅｎ ) 建立联系 , 中心 的经费主要来 自 大学的 预算 , 另

外通过咨询项 目 也获得
一些资金 , 中心下设 6 个部门 ： 文献设计部 、 书写

实验室 、 阿非利卡语部 、 科萨语部 、 英语部和语言服务部 。

3 ． 非洲本土语言作为高校教学语言的开发

2 0 0 3 年 9 月 , 教育部任命的部属委员 会 ( Ｍｉｎ ｉ ｓｔｅｒｉａ ｌＣｏｍｍｉ ｔ ｔ ｅ ｅ ) 在

《高等教育语言政策 》 基础上提交 了有关开发南非本土语言作为高校教学

媒介 的报告 。

② 部属 委员会在报告 中提出 了高校开发本土教学语言 的
一些

建议 , 强调指 出 , 按照宪法条例 , 本土非洲官方语言必须保持和深化他们

的官方地位 , 应在 国家 、 省 、 地方三个层面为本土非洲语言的开发提供足

够的 资源和支持 。 高校应该在宪 法和 《高等教育语言政策 》 的原 则指导

下 , 制定本校语言政策 , 选择高校所在地区主导本土语言作为教学开发语

言 。 高校应该与政府 、 私立部 门建立广泛合作 , 将本土语言的开发与语言

的 日 常使用相结合 。 具备至少能够使用
一

种非洲 语言进行交流 的能力应该

受到奖励 , 尤其要奖励那些母语是英语和阿非利卡语者 。 国家研究基金会

( 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Ｒ ｅｓ ｅａｒ ｃｈＦｏｕｎｄａ ｔ ｉｏ ｎ ) 应为语言开发提供资金保障 , 中小学包

括私立学校 的语言要求应与大学保持衔接
一致 。

2 0 0 6 年 7 月 , 教育部在开普敦召 开 了语言研讨会 , 会上学者们讨论

了语言政策实施所存在 的障碍 , 达成了 两点共识 ： 教育部应鼓励至少 6 年

①Ａｎ ｔｈ ｏｎｉｓｓｅｎ
,
Ｃ．

,

＂

Ｗ ａ ｌｋｉｎｇ
ｔｈ ｅＴ ｉｇｈ

ｔ ｒｏｐ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 ｌ ｉ ｃ ｙａｎｄＰ ｒａ ｃｔ ｉｃｅ ：Ｔ ｅ ｓｔ ｉｎ ｇ ａＮａ
？

ｔ
ｉ
ｏｎａ ｌＰｏ ｌ

ｉｃ ｙｏｆＬａｎｇ ｕａｇｅＤ 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ｉ ｎＨｉｇｈｅ ｒ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ａ ｃｔ ｉｃｅｓ ,

”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 ｉｎｇｕａｐａｘ
．ｏ ｒｇ／ ｃｏｎｇｒｅ ｓ 0 4 ／ ｐｄｆ／Ａｎｔｈｏｎ ｉｓ ｓｅｎｐｄ ｆ ,  2 0 1 0

年
1 2月 1 3日 0

②Ｍ ｉ ｎ ｉｓｔ ｅ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ｉ
ｔｔｅ ｅ ,

“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 ｆ
Ｉ
ｎｄ ｉｇｅｎｏｕ ｓＡ ｆ ｒ

ｉｃａｎＬａｎｇ ｕａｇ ｅｓａｓＭｅ ｄ ｉｕｍ ｓ

ｏ ｆ Ｉｎｓｔｒｕ ｃｔ ｉｏｎｉｎＨ ｉｇ ｈｅｒＥｄｕ ｃａ ｔｉｏｎ
,

＂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 ｅ ｄｕｃａ ｔ

ｉｏ ｎ , ｇｏｖ
．
ｚ ａ , 2 0 1 0

年
1 2

月 1 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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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语教育 ； 高校应促进非洲本土语的教学 。 教育部为此制定 了语言政策

实施 的规划 , 包括以下主要 内容 ： ( 1 ) 实施国家六年母语教育项 目 , 即在

基础和 中等教育阶段使用学 习 者的母语作为教学媒介 ； ( 2 ) 实施国家普通

教育和继续教育 ( 相 当于 中等教育 ) 第二语言项 目 ； ( 3 ) 国家本土语言学

？

习项 目 , 规定所有学 习者必须达到 的本土语言交际能力 , 本项措施可与各

省的官方语言开发项 目 同步 ；
( 4 ) 在高校复兴本土语言教学的 国家项 目 ,

支持本科生学 习本土语言和教师教育项 目 ； ( 5 ) 加强所有层面的 能力建

设 , 促进语言政策的实施 。 南非教育部长表示高校在语言政策实施上必须

发挥引领作用 , 促进高校的 多语制 , 在南 非
一

挪威第三级教育发展项 目

( Ｓｏ ｕ ｔｈＡ ｆｒｉｃａ 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Ｔ ｅｒｔ ｉ ａ ｒｙ
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Ｄ ｅｖ ｅｌｏ ｐｍ ｅｎ ｔ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

之下开展一些试点工程 , 促进学术人员 和学生的多语能力 , 特别要求修习

社会工作 、 法律 、 护理 、 医学和其他健康科学专业的 学生必须提高本 土语

言能力 , 并支持使用本土语言对学生进行学术指导 。

三 南非高校多语制改革的困境

． 南非高等教育语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 , 面对着语言政策与语言学习 实

践相互 冲突 的矛盾 , 语言政策 的执行陷人困境 。 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时期

所遗留 的 复杂语言现状使得多语制政策实施举步维艰 , 南非语言政策包含

着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多重因素 , 语言本身所附着 的
“

文化价值
”

和
“

地

位与身份认 同
”

造成不同语言的不平等是很难短期改变的 。

1 ． 英语具有优于其他官方语言的优越地位

尽管在南非将英语作为第
一或第二语言的人数并不多 , 但英语 已经成

为南非的通用语 , 具有特殊的地位 , 南非的 大多数官方事件都以英语为主

要媒介进行公开报道 。 掌握了英语就有了 向上流动的主要资本 , 因此南非

黑人父母希望孩子接受以英语为媒介 的教育 。 由 于殖 民主义的影响 , 非洲

语言存在着将永远无法成为第三级教育教学语言的 危险 , 所有的教育体系

将 以英语为基本媒介 。 随着英语在世界贸易和交流中 的无可争议 的霸权地

位的稳 固 , 非洲语言成为大学教学语言的过程将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 。 阿

非利卡语与种族隔离的外交活动和统治密切相关 , 对大多数南 非人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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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非利卡语被标上了种族歧视 、 压迫和剥削 的标签 , 阿非利卡语在高等教

育领域 的学术语言地位正经受严峻的挑战 。

2 ． 语言政策表达模糊不清

宪法所规定的语言条款受到批评和质疑 。 首先 ,
1 1 种官方语言的 政

策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 ,
因为语言开发 的成本太高 , 不可能实现 。 其次 ,

宪法条款规定 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在政府事务 中必须至少使用两种官方语

言 , 但没有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必须使用哪两种官方语言 , 各级政

府会默认使用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为行政语言的现状 。 最后 , 在制定具体语

言政策时 , 必须考虑很多前提条件 。 宪法的语言条款承认语言功能和人 口

统计差异的原则 , 承认需要区别对待语言政策开发 的范围和水平 ,
因此宪

法所提出的 平等 、 尊重 、 公平等原则与语言使用的资格条款相矛盾 , 造成

一些机构不按照宪法精神使用官方语言和制定语言政策的现象 。

3 ．土著民对母语教育并不热心

有学者的研究证明 自 1 9 9 4 年民 主制 以来 , 南非社会发生了语言转移

现象 , 使用者占人 口大多数的语言如索托语 、 科萨语 、 祖鲁语 向具有经济

优势 的英语转变 , 这种转变是 由使用这种语言的 群体的地位 、 语言地位 、

语言的社会经济价值 、 教育 、 政府政策等多样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
大

多数黑人认为母语教育并不重要 , 普通百姓都认为母语即家庭语言 。 人们

认为用家乡语或母语进行个人交际 , 可 以产生或表达
一

种 自 我认 同感 、 共

同 归属感和文化适应感 , 而这种语言是学校最初使用的教学语言 , 除具有

上述基本的社会功能外 , 无须扩大使用范围 。 相反 , 为 了达到更加广泛的

交际 , 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等 目 的 , 学好英语才是
一种必须 。

②
因为母语

不能像英语那样具有经济价值 , 对母语教育的这种认识阻碍了非洲语言的

开发 。

4 ． 非洲本土语言的开发困难重重

非洲本土语言的开发环境是错综复杂的 , 既有有利 因素也存在不利因

①Ｋａｍｗａｎｇａｍａ ｌｕ , Ｎ ．Ｍ ．
,

“

Ｓｏｃｉａ ｌＣｈａｎｇ ｅａｎ 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ｈｉｆ ｔ ：Ｓ ｏｕｔ ｈＡｆｒｉｃ ａ
,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 ｅｗｏｆ
Ａ ｐｐ ｌ ｉｅｄＬ ｉｎｇｕｉ ｓｔ ｉｃ ｓ


,Ｖｏ ｌ

．
 2 3

？
 2 0 0 3 , ｐｐ

． 2 2 5 

—

2 4 2 ．

② 李 旭 ： 《南 非髙等教育语 言政策管窥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0 6 年第 2 期

, 第 6 2
—

6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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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尽管以小说 、 戏剧 、 诗歌 、 词典的形式尚可查询到南非 9 种官方本土

语言 的历史 , 但相对于英语和阿非利卡语来说 , 在现代术语等方面非洲本 ．

土语言却大为落后 了 。 在全球化、 西方化 、 非平等技术开发的背景下 , 南

非所有正规社会机构 中英语的优势地位有增无减 , 高校开发非洲语言 的投

资 日 趋减少 , 甚至由 于学生数量 的减少 , 很多非洲语言系被取消 。 在南非

大部分高校 , 非洲语言只是作为
一

门学科并通过英语来讲授 , 因此非洲本

土语言作为高校教学媒介 的开发前景是黯淡 的 。

( 责任编辑 ： 周海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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