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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美国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提高国家外语能力的政策、法案。特别是，

2006 年 1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和国防部联合召开的美国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

正式推出美国“关键语言”倡议计划。这是美国政府首次从国家安全与繁荣的角度看待外语

教育。这一系列有关外语教育的政策与法案，集中地反映了美国的国家语言战略。这些在全

球化背景下发布的语言战略，对我国语言文化安全，特别是对我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实施

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外语政策 

新世纪伊始，美国接连发布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语政策。2004 年 6 月美国国

防部召开由美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会议的目

的是“要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增进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改善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2

会后，即 2005 年 1 月发布了“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号召美国公民

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2005 年 5 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和共和党参议员亚力山

大向参议院提交了《2005 年美中文化交流法案》，要求 5 年内从联邦资金中拨款 13 亿美元，

用于美国学校开展中文教学，以改善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关系。2006 年 1 月 5 日，美国教

育部、国防部联合召开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美国总统布什在会上发起“国家安全语

言倡议”，并拨款 1.14 亿美元资助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其中包括“中

文旗舰项目”。目的在于培养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的高级人才。美国发布的这一系列法

案和政策集中地反映了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家语言战略。 

1.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出台的背景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出台的直接原因是 9.11 事件的惨痛教训。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就

                                                        
1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7 基地重大项目（06JJD740004）的资助。 
2 Davie S. C. Chu（2005）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In the White Paper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held in Jun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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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论事地看待 9.11 事件给美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反，9.11 事件促使他们回想起了美国

的历史教训。美国政府认识到，“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美国人立刻发现他们再次面临着

‘Sputnik’时刻。”3所谓“Sputnik 时刻”是指 1957 年 10 月 4 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

卫星“Sputnik 1 号”那一刻。美国认为前苏联这一技术优势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

胁。因此，美国通过实现登月计划赢得了所谓“冷战的胜利”。然而，历史上的那一刻仍然

使美国记忆犹新。他们再一次意识到教育与国防的密切关系，因而在 “全国语言大会”的

白皮书里，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外语，改善国家的外语能力，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  

如果说前苏联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在上世纪50年代对美国的传统安全领域带来巨大

的军事威胁，那么，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则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美国政府清

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和理解他国文化能力的缺乏，削弱了美国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对国内

外的了解，阻碍了社会的流动能力，减少了商业竞争能力，限制了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以至

于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此外，美国新出台的国家语言战略与其海外战场对外语技能的政治和军事诉求密切相

关。美国军方外语推广部门认为，目前最关键的外语是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因为目前在伊

拉克驻扎的美军有15.5万人，但通晓阿拉伯语的人寥寥无几。语言不通便无法与当地人交流，

无法了解周围的情况。为此，美国总统布什在全美教师高峰会议上详细地阐述了掌握外语技

能的重要性。他希望美国军队是一支具有流利外语能力的军队，外交人员和情报人员能够听

得懂阿拉伯语等关键语言，并希望来自重要区域的外国人教美国人如何说他们的语言，以便

于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传播美国的自由和民主。
4
 

美国新出台的国家语言战略还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背景有关。2005年发布的全国语言大

会白皮书指出：“我们的构想是，通过外语能力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

全球领导者。”这一语道破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真实目的。
5
美国政府清楚的认识到，为了确

保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经济竞争力，美国必须“拥有高水平外语技能和了解他国文化的专

家和领导人”。
6
美国需要既有职业技能同时具有了解其他文化和多种语言能力的职员，这样

才能保持美国在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近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和恐

慌。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对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挑战。因此，美国参议员利伯曼在《2005

                                                        
3 Davie S. C. Chu（2005）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In the White Paper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held in June, 2004. 
4 Bush（2006）Remarks to the U. S. university presidents summi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5 Executive summary in the White Paper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held in June, 2004. 
6 White Paper （2005）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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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中文化交流法案》中指出，“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机会，将使他

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好的获胜机会。”
7
 

上述背景表明，美国出台国家语言战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企图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

国家语言战略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国家安全，而且着眼于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从全球化的高

度，为美国下一代未雨绸缪，可谓“为之计远矣”。 

2、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目标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第一个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即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家安

全。2003 年 8 月美国国会议员 Rush Holt 向议会提交“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时指出，“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学习世界各重要地区的语言与文化，我们将无

法再保持国家的安全。我们在海外的军队和国内人民的安全要求我们迅速行动起来，以解决

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人才短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危险

的。”8Rush Holt 看到，9.11 两年之后，美国在外语能力提高方面仍然没有大的改变。他寄

希望于这个法案能够改变美国外语能力落后的现状。使美国的下一代有能力应对美国面临的

新威胁。美国 Adelphi 大学校长 Robert A. Scotty 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对其他国家

文化了解的需要，与其他国家人民交流的需要，已经不是什么新需要；我们也听到很多解决

这些问题的倡议，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以致造成了这么多对世界一无所知的公民。”9由

此可见，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外语能力的匮乏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法律实施、情报

收集以致文化理解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2006 年布什发起“国家安全语言倡议”，把

外语能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试图通过提高美国公民外语能力以确保美国在 21 世纪的

安全和繁荣。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第二个目标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利益，使美国在全球化竞争

中提高经济竞争力。美国政府认识到，所有的贸易是全球的，但所有的市场都是世界各地的。

美国希望通过自由贸易进入世界各地的市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拥有高水平的外

语技能和对世界各地文化深刻的了解。然而，美国由于缺乏这样的人才，使美国不能有效的

接触和开发海外市场，使美国的商业竞争力受到损害。美国国会前议员 Rich Lazio 在全美语

言大会上指出，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英语的全球化，说英语的人仍然是少数。美国要想获得经

济上的持续发展，要想生产吸引世界的产品，并通过有效手段将产品推向世界，必须具备强

有力的外语能力和理解他国文化的能力。但是，他看到“美国的一些企业目前仍然没有完全

                                                        
7 Casey Aden-Wansbury (2005) Lieberman, Alexander Introduce Bill to Improve U. S. –China Relations. 
8 Rush Holt（2003）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 Cited from Congressional record: 9, 2003. 
9 Robert A. Scott (2005) The White Paper of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released in Februar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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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这种需要。”10因此，这位前议员呼吁外语教育要从幼儿做起，充分利用所有资源使

他们受到良好的外语教育，以保持美国在未来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第三个目标是制造“语言战略武器”，利用“语言战略武器”传播

美国的声音。所谓“语言战略武器”，是指美国利用语言的交际功能作为传达美国意志的手

段，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总统布什在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上的讲话对“语言

战略武器”的功能作了详尽的阐释。布什认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通过“国家语言旗舰项目”

11培养军事情报以及外交人员只能在短期内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要维护美国长期的国家

安全必须通过传播民主和自由的意识形态。美国要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获胜，必须依靠那

些具备外语能力的美国人来传播民主与自由。如果你不具备外语能力，就无法使需要帮助的

人相信你的民主和自由。从布什的讲话可以看出，美国把语言作为实现其全球化战略目标、

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战略武器。语言被赋予重要的战略意义。由此看来，语言既然作为

“武器”就会有“杀伤力”，借用“语言武器”可以达到其他武器所达不到的目的。因此，

布什提出“要充分利用所有的语言资源，让那些来自世界重要地区的外国人教我们如何说他

们的语言”，12其良苦用心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第四个战略目标是，为海外战场的军事情报人员、外交人员装备“语

言武器”，满足海外战场军事、外交和情报需求。布什在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上对此

作了明确的阐释。布什希望，在前线的战士能够和抓获的敌人对话，能够听得懂驻扎区当地

人说的话，能够在任何区域用当地人的语言和他们交流。他认为，建立一支具有流利外语能

力的军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情报收集方面，布什希望，当有人用阿拉伯语、波斯语或乌尔

都语说话的时候，情报人员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在外交方面，布什希望外交人员能够

用当地的语言和当地政府沟通，使美国政府确信当地政府能够和美国共同合作，与那些残害

生命、传播难以置信的落后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布什的讲话直接地反映了美国海

外战场对外语能力的军事诉求。现代战争虽然可以通过高科技打破时空障碍获得军事情报，

但是语言是获取信息情报的最后一道屏障。打破语言的屏障只能通过语言技能来实现。这是

美国为什么如此看重“语言武器”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的原因之一。 

3、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下的外语政策 

为了贯彻落实美国的国家语言战略，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外语政策。其中一个重要

的外语政策，就是鼓励全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 
                                                        
10 Rich Lazio （2004）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A Call for Action.  
11美国在“国家安全语言倡议”中提出的旨在培养高水平军事情报人员外语能力的项目。 
12 Bush （2006）Remarks to the U. S. University Presidents Summi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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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在全美语言大会上，美国就提出“向所有学生提供学习对国家最为重要的外语

的机会。”13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战略考虑：一方面，美国认为，美国国家安全需要外

语人才，如改善信息情报收集、改善国际外交手段、以及海外战场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国

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也需要外语人才。因为，美国认识到，“市场竞争的全球化，英语作为政

府和贸易的‘通用’语的作用不断加强，但是现在世界成千上万的市场对语言文化的本土化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由于这种需求增长，美国必须学习当地市场的语言和文化，

才能“获得进入当地市场的资格，并战胜越来越多的精明强干的对手”，才能保持美国在全

球市场的领导地位。 

2006 年 1 月布什在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倡议”中，进一

步明确了美国鼓励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 8 种“关键语言”14的政策。汉语被列入第二位。在

这一政策下，美国国防部拟进一步扩大“国家旗舰语言项目”（NFLI）。这个项目是美国联

邦政府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为政府培养具有高级关键语言水平的专业人才。在这 8 个关

键语言的旗舰项目中，汉语旗舰项目由美国杨柏翰大学（BYU）承担。主要培养高水平的

汉语人才。这些汉语人才不仅能够用汉语讨论一般问题，而且能够用汉语讨论所学专业问题。

通过这个项目，美国计划在 2009 年培养 2000 名高水平的阿拉伯语、汉语、俄语、波斯语和

印第语人才。 

为了实现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外语教育从幼儿做起的外语政策。

在“国家安全语言项目”中拨款 2400 万美元，鼓励美国儿童从幼儿园到高中（12 年级）学

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即所谓“K－12”计划；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拟拨款 2700 万美

元在 27 所学校设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关键外语教学计划，即“K－16 管道项目”，把外语教

学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一直延伸到大学。美国政府还将为高中生提供到海外学习关键语言的

奖学金，与此同时，聘请外国人到美国教授关键语言。 

此外，美国通过“AP 中文”项目首次将中文引入美国主流教育。美国参议员利伯曼在

“2005 美中交流法案”中报告了一组美国 2000 年人口统计数字：美国有 2200 万人讲汉语，

但这 2200 万说汉语的美国人中 85%以上是中国血统。而在大学注册的美国学生 98%学的都

是欧洲语言。因此，他要求联邦政府在未来 5 年投资 13 亿美元资助 9 个汉语教学和学习项

目。利伯曼指出，美国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来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这是和中国打交道的

                                                        
13 White Paper of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released in February, 2005. 
14 最初的“国家旗舰语言实验项目”包括 4 种关键语言，即阿拉伯语、汉语、韩语、俄语。后来增加了印

第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参见 National Flagship Language Initiative(NFLI): Addressing National Need 
for Language Proficient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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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武器。美国参议员亚力山大更力主投资中国，投资中国语言文化教学。他不无远见地指

出，历史已经表明，与其把成千上万的美元用于外援，不如适度投资语言文化教育。他们认

为，投资中文教育，增进两国的文化交流，美国的投入会获得更大的回报。 

在布什提出“国家安全语言倡议之前，美国军方已经先行一步，制定了通晓外语的军

人可以加薪的政策，鼓励美国官兵学习“关键语言”。2006 年 1 月 3 日，美国国防部宣布，

为增强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海外战场的行动能力，国防部已经把目标锁定“语言关”。

美国防部计划在未来 5 年增加拨款加强外语教学，吸收更多的外语教师，让掌握关键语言的

军官加快晋升步伐。15 

二、美国国家语言战略对我国语言文化安全的挑战 

美国的国家语言战略不只是针对本国的语言战略，而主要是着眼于未来全球化竞争。

美国未来实现其长远战略赋予语言太多的战略“使命”，这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那些“关

键语言”区域具有极大挑战性。汉语也被列为“关键语言”区域，中国自然是美国格外关注

的对象。其战略目标也将对我国的语言文化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 

首先，美国将汉语列为“关键语言”，并通过“汉语旗舰项目”培养精通汉语的专业人

才。在未来的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这些人才将成为我国将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直接

交手的竞争对手。美国人这种“师夷以治夷”的语言战略对我国的语言文化安全带来潜在的

威胁。美国在全美语言大会的白皮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恢复我们在

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并战胜日益强大的、精明强干的竞争对手。”美国寄希望于培养一批

既有专业技能，同时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人才，以实

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利伯曼在《2005 美中文化交流法案》中指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前十

名贸易伙伴中，十个有七个是贸易顺差，十个有五个拥有对中国语言文化具有深刻了解的人

才。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表明，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必须在这个市

场刚刚萌芽时，就拥有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专业人才和中国打交道。中国有句俗语，知己

知彼，百战不殆。美国人深谙其道。 

其次，美国国家语言战略赋予“语言战略武器”诸多“使命”，其“使命”之一是传播

美国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美国希望利用“语言武器”对“关键语言”区域进行文化渗透。

这势必对我国的语言文化安全带来直接的威胁。这种威胁首先是通过信息技术，用“关键语

言”区域的语言来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意识到“技术革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也

                                                        
15 参见《江南时报》2006 年 1 月 8 日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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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广泛接触从前大多数人无法接触到的想法和产品的机会。”16因此，美国认为，现在

是改善国家外语能力的最佳时机，他们试图制造更多、更为有效的“语言武器”来传播美国

的声音。据“美国之音”估计，中国大陆有上千万人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节目。如果美

国有足够的汉语人才，通过大众传媒来传播美国的声音，在中国，理论上的受众将是 13 亿，

而不是一千万。汉语作为“语言武器”，其“杀伤力”远远超过英语。这一点，美国政府的

企图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前国会议员 Rich Lazio 曾经说过，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英语的全球化，

全球化也没有带来全球文化的美国化。美国出口更多的是产品外壳，使用美国产品的国家往

往是“新瓶装旧酒”，在美国产品中灌注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化。17由此可见，美国利用“语

言武器”的重要使命，就是希望在输出美国制造“产品”的同时灌注美国文化，推销美国的

文化和意识形态。 

第三，美国国家语言战略的实施，将大大提高信息情报机构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

尤其是美国国家旗舰语言项目中的“汉语旗舰项目”将在各个领域培养精通汉语的信息情报

人员，目标直接指向“关键语言”区域的信息情报收集和分析。语言屏障的消失，将对我国

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9.11 事件使美国认识到“语言武器”的重要性。当恐怖主义分子

向美国发起攻击的时候，由于语言的障碍，美国毫无准备，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9.11 的教

训促使美国立即采取措施，改善国家的外语和文化能力。然而，美国赋予“语言武器”的特

殊“使命”将对“关键语言”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 

三、我国语言战略研究的现状 

经济的全球化为语言文化走向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大国

纷纷制定本国的语言战略。而我国关于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特别是对外语言战略的研究严重

滞后。这种状况将使我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没有专门的语言战略研究机构，没有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的专门人才，因而对国

家语言战略，特别是在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对外语言战略研究几近空白。9.11 事件后，美

国立刻意识到国家语言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国家语言大会在白皮书中，

强烈建议美国总统在联邦政府中任命一名“国家语言专家”作为主席，组成“国家外语合作

委员会”来研究和制定国家语言战略，并负责协调和监督各州和地方政府对国家语言战略的

实施。然而，我国一直缺少一个以语言专家为核心的语言战略研究机构，缺少一个统一的语

                                                        
16 The White Paper of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released in February, 2005. 
17 Rich Lazio (2004)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 A Call for Action.  



 8

言规划管理机构协调和监督国家语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2. 国家语言战略研究滞后，使我国语言文化安全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国家缺少

预防威胁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应对策略和预警机制。这说明我国在迅猛的全球化浪潮面前缺

少足够的思想准备。试想，如果 9.11 事件发生在中国，我们是否也会像美国那样，面对恐

怖主义的袭击而束手无策。美国“亡羊补牢”，制定了学习“关键语言”的外语政策，以保

卫美国的国家安全。中国虽然是英语学习的大国，但对那些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语

言”却没有制定相关的外语政策和国家语言战略，也没有建立预防威胁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

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和监控机制。 

3. 国家语言与文化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由于研究的滞后，我

们对语言文化安全对国家的稳定繁荣的战略意义缺少深刻的认识。对域外语言文化对我国语

言文化危害和侵蚀的现实认识不足。经济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世界霸权国家必

然凭借其语言与文化的优势对世界各国的民族语言文化带来威胁。信息技术的革命和网络技

术的发展使美国看到了机遇和挑战。美国可以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实现“即时的、全球信

息系统和媒体的覆盖”。这种现实性对美国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对中国来说则是挑战大于

机遇。但是，我们对这种挑战和机遇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4.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缺乏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野，国家对重大语言战略问题关注不

够，缺少宏观的政策性研究。这种现状，一方面使我们在全球化浪潮面前缺少足够的理论准

备和应对策略，另一方面，面对国内的重大语言问题缺少有力的政策引导，甚至失语。如民

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政策问题，中小学是否实行双语教学问题，港澳地区的“两语三文”等问

题。在这些问题的政策研究和理论探讨上，我们还缺少国际视野，缺乏全球化意识和竞争意

识。 

四、对策与建议 

面对上述挑战，我们认为，国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国家语言战略，特别是国家

对外语言战略研究的步伐，加强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对策研究，维护国家安全，防患于未然。 

1. 国家应该尽快建立国家级语言战略研究机构，组织专业研究人员，加快研究和制定

中国语言发展战略。中国语言战略研究应该高屋建瓴，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和欧

盟及成员国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的经验，建立面向世界的全球化语言战略。中国必须面对全球

化的挑战，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制定国家对重大语言战略问题的相关政策，必须以高度的竞

争意识来制定国家的对外语言战略。 

2. 国家应该尽快建立语言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和监控机制，加强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研究，



 9

预防威胁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突发事件，做到防患于未然。以保证国家的语言文字的主导地

位不受侵害，保证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特别要加强网络、信

息和大众媒体以及语言传播中的意识形态的渗透的监控和预防。 

3. 中国是英语学习的大国，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对中国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但是，构建多语、多元文化和谐世界的进程中，除了向世界推广汉语之外，我国有必要

确定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语言”，制定相关的外语政策，培养精通国家需要的“关

键语言”人才。这对中国走向世界，构建多元文化和谐世界是至关重要的。 

4、国家应该制定明确的语言战略，提高国民的全球化意识和参与世界竞争的意识，鼓

励公民终身学习外语，把掌握外语和多语能力作为我国现代公民参与世界竞争应该具备的基

本素质。只有不断加强我国公民的全球化意识和竞争意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避免在全

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