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城市学院莫超教授应邀为 2022 年甘南州教师专项培训

班作专题辅导报告 

4月 6日上午，兰州城市学院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语言学与应

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西北师大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

导师莫超应邀来我校为 2022 年甘南州教师专项培训班作了题为《语

言共同体及其形成中的价值取向》的专题辅导报告。 

报告会由培训学院院长张明会主持，2022 年甘南州教师专项培

训班 25名培训学员聆听了报告。 

 

 

 

 

 

 

 

 

 

 

 

 

 

语言共同体是指能够熟练使用某种语言、方言或语言变体的社会

群体，该群体的范围可大可小，大可到一个国家甚至全人类，小可到

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语言共同体目前是哲学、政治学、民族学、文

化学等学科共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前沿课题。作为概念的“国家通用

语言”虽然产生很迟，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国家通用语言”已有

几千年的历史，从古代的“雅言”“通语”到近代的“官话”，都曾

是相关的重要概念。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



了国语、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三个阶段。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

早在秦始皇实行“书同文”的时代，就已初步确定。此后 2000多年，

通用汉字的大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家通用语言”是重要的

“语言共同体”，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也是“语言共同体”，

在交际和特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国家通用语言”的重

要补充。语言共同体在形成中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经济取向，

从语言经济学角度来看，语言既是公共产品，同时还是人力资本的助

力器。语言的借用或转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取向有关。第二是政治

取向。语言文字政策关乎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关乎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也关乎国家安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治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家通用语言”具有法定地位，既是公民的权利，也

是公民的义务。第三是文化取向。“通语”“官话”“国家通用语言”

都是主体文化相对应的，是必然选择；同时，我国数量众多、形形色

色的民族语言、地方方言，是“重要的、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

资源”，它们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第四是情感取向。人们为了和

谐相处，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会主动亲近、拉近跟对方的心理距离，或

受到对方语言感染，就会在语言选择上靠拢对方，从而形成特定的

“语言共同体”。 

报告结束时，莫超与培训学员亲切交流，培训学员普遍认为，万

教授的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

论深度，使大家受益匪浅，为大家今后教育教学和运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总结了方法、打开了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