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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权利研究：关于语言的法律政治学》语言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最为重要的公共交
流媒介。
在多语的世界中，不同语言群体及其成员使用本群体语言表达和交流作为一种习惯权利久已存在。
近代以来，政治权力介入语言领域，调整语言关系，语言权利是近代民族国家共同语的政治构建与反
构建过程的副产品。
语言权利在自诞生之初（18世纪末的西欧）至今的两个多世纪里，包含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和矛盾性，
形成了数种对峙和关联——关于个人语言自由与集体语言权利、自由主义与认同政治、语言公正与语
言生态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争议，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
《语言权利研究（关于语言的法律政治学）》将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保护作为特别关注，从国家语言
政策法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三个方面提出建议，意在改进与完善我国少数
民族民族语言权利保护及语言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制度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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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建飞，副教授；就职于新疆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司法制度、少数人权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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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加泰罗尼亚语的保护 15世纪以来，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地方族裔运动从
未沉寂、消失。
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语区，该语在13～15世纪期间曾繁荣一时，并在行政、法律、教育等领域中广泛
使用。
随着1469年统治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斐迪南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联姻，加泰罗尼亚语开始被卡
斯蒂里亚语排斥。
卡斯蒂里亚语逐渐成为加泰罗尼亚境内的“主官话”和授课语言。
自19世纪下半叶到1931年，地区治理方式成为西班牙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核心。
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发起各种政治运动，其目的在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加泰罗尼亚民族统一、
加泰罗尼亚对西班牙国家发生影响。
之后，加泰罗尼亚经历了仅仅数年的自治（1931—1936年）和内战（1936～1939年）。
在佛朗哥统治时期（1939～1975年），加泰罗尼亚语的使用一度被压制。
 西班牙少数民族地位的转变始于1978年，该年颁布的《西班牙宪法》认可加泰罗尼亚的各自治区、巴
斯克大区和加利西亚由本地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其他14个自治区中的大多数仅是西班牙多数民族内
部的区域划分，这14个自治区被视为有独特文化的社区，它们没有自称为独特的“民族”。
 1978年通过的《西班牙宪法》规定，标准西班牙语和各地方语言（包括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和加
利西亚语）都是地方的官方语言。
1979年《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被批准，要求在更多领域扩大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社会呼吁、政治压
力越来越强。
之后，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于1983年通过了《语言正常化法令》。
该法令的目的在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所有孩子（不分族别）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时，能够正确地使
用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为此，将加泰罗尼亚语确立为本地区所有教育机构的主要教育媒介语言
。
此法实施后，加泰罗尼亚语成为重要的教学语言，并且在学校以外的其他领域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但
在影视、商业等领域的应用远不如西班牙语。
为实现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在本地的平等地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于1998年通过了《语言政
策法令》以取代1983年的《语言正常化法令》，该法重申加泰罗尼亚语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并致力
于加强加泰罗尼亚语在重要社会领域的应用，包括公共管理、司法、传媒、教育、文化、娱乐和工商
界等。
目前在该地的公共生活中，加泰罗尼亚语是主要语言；在私人生活中，公民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各自
的语言。
在很高程度上，加泰罗尼亚语与卡斯蒂利亚语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已经能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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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言权利研究:关于语言的法律政治学》编辑推荐：语言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最为重要的公
共交流媒介。
在多语的世界中，不同语言群体及其成员使用本群体语言表达和交流作为一种习惯权利久已存在。
近代以来，政治权力介入语言领域，调整语言关系，语言权利是近代民族国家共同语的政治构建与反
构建过程的副产品。
语言权利自诞生之初（18世纪末的西欧）至今的两个多世纪里，包含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和矛盾性，形
成了数种对峙和关联——关于个人语言自由与集体语言权利、自由主义与认同政治、语言公正与语言
生态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争议，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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