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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赋予俄语区域语言地位已成为乌克兰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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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民族、多语言国家，语言地位和使用问题

不仅关系到语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

民族利益和公民权利。对于居住着 130 多个民

族、多种语言并存的乌克兰而言，乌克兰语和俄语

的地位及使用问题不仅是乌克兰语言现状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争议的热

点问题之一。在乌语为唯一国语、俄语仅为族际

交际语或少数民族语的背景下，这两种广为使用

的语言直接涉及乌克兰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无

论乌语公民还是俄语公民都希望在社会生活领

域，尤其是在教育、政府、司法、服务行业和大众传

媒等领域，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
与此同时，政界精英和思想界精英经常将乌语和

俄语的使用问题作为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语言

问题频频出现在大选前各党派的宣传活动和资料

中，“乌克兰背景”和“俄罗斯背景”之间出现明显

裂痕，对待俄语的态度及政策常常成为发生冲突

的起因。因此，当谈及“乌克兰的语言问题”时，

80%指的是“乌克兰的俄语问题”①。可见，俄语

的地位和使用问题是一根触及乌克兰语言问题、
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公民权利的敏感神经。本文

以俄语地位和使用问题为视角，力图深层次地探

讨乌克兰独立后语言问题的特性及发展趋势。

一 俄语地位问题的产生:

语言政策与现实的背离

语言政策是一个社会为了达成政治上的一致

而对其语言赋予的一定价值，它通过立法来实现。
乌克兰的俄语地位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

所致，其形成与俄语和乌语法律地位的巨变关系

密切，而语言地位的变迁则直接取决于各个时期

的语言政策。
1． 独立前: 俄语地位高，使用范围广

自 17 世纪中叶乌克兰东部并入俄国后，沙俄

政府就对乌克兰实行了愚民政策和俄罗斯化的语

言政策。乌克兰地区原本以教育发达著称，几乎

每个村庄都有学校。但是，到 19 世纪初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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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减少了 90%①。19 世纪中叶，沙皇政府颁布

一系列禁止使用乌克兰语、提倡使用俄语的法令。
为了反抗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乌克兰人民展

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反对“义务国语”( 俄

语) ，大张旗鼓地开办用乌克兰语授课的学校，举办

乌克兰语讲座，许多乌克兰人甚至不畏强暴，顽强

地用乌克兰语著书立说。结果，乌克兰语非但没有

被俄语所替代，反而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苏联成立后，考虑到沙俄政策的失误和对民

族感情的伤害，列宁坚持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思想，

实施“当地民族化”的语言政策方针，允许各民族

语言自由发展。然而，自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起，

苏联出现强制推行俄语的趋势。在斯大林大清洗

肆虐的背景下，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民族地区干部

和群众不可能冒着被镇压的危险去反对“必须学

习俄语”的强制性决议。赫鲁晓夫正式宣布俄语

为苏联各民族共同交际语言，这是斯大林时期强

制推行俄语思想的延伸、发展和具体化。勃列日

涅夫时期，在“双语制”的口号下大力推广俄语，

歧视和排斥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从未间断。其结

果是，俄语被广泛应用于民族交际、文化教育、官
方事务等领域，仅以报刊出版物为例，全乌出版的

70%报纸、54%刊物均用俄文印刷。
由于乌克兰民族及其语言和文化长期得不到

应有的地位，乌克兰族对俄罗斯族产生强烈的不

满和不信任，保护和发展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呼声

此起彼伏。1965 ～ 1967 年，乌克兰出现主张扩大

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乌克兰

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基辅市高校师生和市民

多次集会要求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化，文学评

论家伊凡·久巴撰写《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
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等等。苏共当局将这

些行为统统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进

行严厉批评，并逮捕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伊

凡·久巴被开除党籍，并处以重刑②。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乌克兰颁布《乌克兰

苏维埃共和国语言法》( 1989 年) ，规定“乌克兰

的国语是乌克兰语，族际交际语言是乌克兰语、俄
语和其他语言。”该语言法还对各种语言的使用

权利及范围做了详尽规定，是调节语言关系的最

重要法令，也是乌克兰唯一一部对俄语地位做了

明确规定的法令。显然，将乌语规定为国语是对

苏联当局长期强制推广俄语的一种反动。该语言

法颁布之际，苏联当局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已经明

显减弱，虽然苏联当局表示要限制该语言法的实

施，但乌克兰上层人士已经感觉到了苏当局的谨

慎态度，他们试图以法令的形式巩固自己的主权、
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因此，这一法令带有明显的

时代印记，具有宣言和宣传性质，乌克兰当局并未

打算将它真正落实。
2． 独立后: 俄语地位持续下降，使用范围大幅

缩小

乌克兰独立后，在语言地位问题上始终坚持

乌语为唯一国语的基本原则，语言政策主要依据

《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语言法》( 1989 年) 、《乌克

兰宪法》( 1996 年) 、《欧洲区域语言与少数民族

语言 宪 章》( 2003 年 通 过，2006 年 实 施) 以 及

2005 ～ 2009 年颁布的其他一系列相关法令。
如果说 1991 年前的《语言法》还能平衡俄语

和乌语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功能( 俄语与乌语平等

使用) ，那么从 1992 年起，俄语在社会各领域则受

到大肆排挤。1996 年颁布的《乌克兰宪法》更是

明确规定:“乌克兰的国语是乌克兰语，国家保证

乌克兰语在乌克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全部领土

上得到全面发展和发挥功能，保障自由地发展、使
用和保护俄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俄语仅被

赋予少数民族语言地位，与《语言法》中的族际交

际语地位相去甚远。众所周知，宪法是一个国家

的根本大法，其他法令必须以此为据，俄语地位从

族际交际语降为少数民族语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 2005 年起，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达到

前所未有的规模，禁止在乌克兰使用俄语的法律

就达 80 多项，还不包括那些总统和政府机构发布

的指示和命令。例如，乌克兰《信息法》、《广播电

视法》、《广告法》、《企业法》等法令也用来调节社

会语言关系，其相关内容主要有: 法律诉讼中只能

使用乌语( 2005 年 9 月 1 日起) ; 外语影片在翻

录、配音和配字幕时必须使用乌克兰语，电视直播

必须使用乌克兰语; 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 2008
年 3 月 26 日) 要求逐步扩大乌语广播电视的直播

比例，2009 ～ 2010 年度至少要增长 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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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必须完成乌克兰语在黄金时段直播比例，从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区域语言的直播时长不得超

过广播电视直播总时长的 15%①。
随着俄语地位的下降，俄语的使用范围不断

缩小，在教学、传媒等领域内的使用严重受限。俄

语学校的数量不断减少，由 1999 年的 4 633 所减

至 2007 年的 1 000 多所，这些俄语学校仅能容纳

学生总量的 10%②，其结果是，许多俄语家庭的孩

子无法用母语接受教育; 俄语中小学生所占的比

重也一路下跌，由 1991 ～ 1992 学年的 54% 下降

到 1999 ～ 2000 学年的 32%，2008 ～ 2009 学年仅

为 18%，而乌语中小学生的比重则相应地分别为

45%、68%和 82%③。乌政府还加大乌语传媒业

的发展，禁止注册非乌语传媒，俄语广播和电视节

目的播放时间受到限制，80% 的播出时间必须用

乌语播放。2005 年，用俄语播放的广播和电视的

时间仅占到 3． 5% 和 11． 6%，儿童影视作品全部

使用乌语，基辅市没有一家影院上映俄语动画片。
更有甚者，利沃夫市委会在 2001 年通过了一项禁

止在街道和公交车上播放俄语歌曲的决议，违规

者将被罚款 50 格里夫纳④。
此外，乌政府竭力摆脱俄语对乌语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对乌语词汇和拼写的“去俄罗斯化”。在

词汇方面，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乌语出版物就

开始用一些古词、方言词或外来词代替以前经常

使用的俄语借词，如用 вiдсоток 代替 процент，这

种词汇乌克兰化的尝试得到了乌政府的支持，新

出版的数百种字典纷纷效仿，用国际词汇或已经

被遗忘的方言词汇( 首先来自乌克兰语、波兰语

和德语文献) 替代乌语中的俄语借词。在拼写方

面，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建议在乌克兰语中使用

德语组合音 еi 和 еu、拉丁语和希腊语组合音 au、
希腊语字母 θ ( 拉丁语的 th) 等，用诸如 лiтер、
прокт、йон 等旧的书写形式替代 лiтр、проeкт、
iон，等等。他们认为，新的语言规范应该体现乌

克兰族的民族价值感，使他们完全脱离俄罗斯，使

他们不再是“一撮毛”或“小俄罗斯人”而回归到

乌克兰民族的文化根源⑤。
3． 语言现状: 政策与现实的背离

由于历史、地缘、民族、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乌

克兰历史上就是一个双语国家，乌语和俄语成为

乌克兰使用人口最多、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两种语

言。尽管独立后乌克兰政府采取了种种打压俄语

地位和限制俄语使用范围的政策与措施，但语言

政策与语言现实之间出现严重背离，俄语的使用

现状和语言群体所具有的特点与法律赋予俄语的

少数民族语言地位极其不符。
( 1) 俄语是众多民族的母语和重要的族际交

际语言。据 2001 年乌克兰人口普查数据，除占人

口总数 17． 3% 的俄罗斯族外，88． 5% 的希腊族、
83%的犹太族、64% 的德意志族、62． 5% 的白俄

罗斯族族、58． 7%的鞑靼族、54． 4%的格鲁吉亚族

和 14%的乌克兰族都将俄语视为母语。这说明，

俄语不仅仅是俄罗斯族人的母语，更是其他少数民

族的母语; 另外，尽管乌语是乌克兰的国语，但是乌

克兰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的主要工具则是俄语。
( 2) 俄语居民比乌语居民多，且受教育程度

高。从 语 言 民 族 结 构 来 看，乌 语 乌 克 兰 人 占

45%，俄语 乌 克 兰 人 占 31%，俄 语 俄 罗 斯 人 占

17%，其他民族语言群体占 7%。仅从乌克兰人

和俄罗斯人这两大民族群体来考察，说俄语者

( 48% ) 比说乌语者( 45% ) 多 3 个百分点。从语

言群体的受教育程度看，接受过不完全中等教育

( 或低于) 的俄语居民占 9%，乌语居民占 15%，

中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 29 和 40，中等专业教育

为 31 和 25，高等教育为 31 和 20，显然，俄语居民

的受教育程度高于乌语居民。
( 3)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俄语和乌语的使

用状况相当。据 2009 年的民意调查资料，在与政

府官员打交道时，俄语居民和乌克兰语居民仅使

用俄语的比例分别为 58% 和 3%，多数情况下使

用俄语的比例分别为 19%和 6%，俄语、乌语并用

的比例分别为 14%和 11%，多数情况下使用乌语

的比重分别为 4% 和 18%，仅使用乌语的比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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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和 60%①。
( 4) 俄语居民和乌克兰语居民对待对方民族

语言的态度相对积极。据资料显示，77% 的乌克

兰居民和 83% 的俄语居民认为自己的后代必须

学习对方民族的语言。
乌克兰的语言现状之所以“处境艰难”，其主

要原因是乌克兰语和俄语的使用具有明显的地理

界线。根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 НАНУ) 社会研

究所的研究，乌克兰西部各州中 82． 2% 的居民在

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乌克兰语，在东部的顿涅茨

克州和克里米亚 80． 4% 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主

要使用俄语②。因此说，乌克兰的语言现状呈稳

定态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发生实

质性的变化。
综上所述，俄语地位问题的产生具有深厚的

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乌境内生活着为数不少的

俄罗斯族和说俄语的其他民族，俄语和乌语的使

用状况处于相当水平。乌克兰大部分地区仍然将

俄语看作一种稳定的内部语言和族际交际语言，

然而这两种语言的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而且人

们对现有语言政策的满意度也较低( 34% 的俄语

居民对语言政策满意，43%的人表示不满意，其中

包括 49%的俄罗斯族人和 24% 的乌克兰族俄语

居民③)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乌克兰的现

行语言政策基本是无效的，它只是一种力图将乌

克兰语扩张到社会生活领域及其各个层面的工

具，换一种说法，与其说乌克兰的语言政策是无效

的，不如说该语言政策与语言现状是不相适应的、
相背离的。可以说，政策与现实的严重背离是俄

语地位问题产生的根源。

二 俄语地位问题与政治
现实利益之争

自独立以来，针对语言政策与语言现实的矛

盾，修改语言政策、“赋予俄语何种法律地位”就

成为乌克兰全社会热议的话题，社会各界就赋予

俄语第二国语地位，还是第二官方语言地位，抑或

是区域语言地位争论不休，各种政治势力和政界

精英更是在政治现实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中利用

俄语地位问题争取民众支持，使这一问题严重政

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1． 第二国语之争

国语是一个统一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文

化范围内起到一体化和团结作用的语言。乌政府

推广乌语、限制俄语的做法引起了俄语居民的极

大不满，要求提高俄语的地位并赋予其第二国语

地位的声音不断出现，并且得到了俄罗斯族人比

较集中的东部、南部地区的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大

力支持。据 2009 年的民意调查资料，完全支持或

比较支持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的居民在全乌克

兰分别为 43% 和 11%，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比例

的地区性差异较大，在东部分别达到 88% 和 4%，

在南部 分 别 为 64% 和 13%，中 央 区 为 19% 和

22%，西部极低，均为 4%④。此外，敖德萨市委会

还在 2007 年以 82∶ 6 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关于赋予

俄语本市管辖区域内第二国语地位的决议，2006
年 2 月 22 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关于在 2006 年 3
月 26 日就赋予俄语第二国语问题进行地方协商

全民公决的决议，并要求中央政府允许就俄语地

位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但遭到拒绝。
乌克兰共产党( 重建于 1993 年) 一直坚持为

争取俄语的第二国语地位而奋斗。乌共认为，鉴

于在乌境内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在日常生

活与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使用俄语或俄语与

乌语交替使用的现实情况，在切实保障乌克兰语

国语地位的前提下，应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
俄语地位的定位问题是乌共的原则性问题，因此，

在历次参加国会选举时，该党都将“赋予俄语第

二国语地位”列入竞选纲领中。此外，乌共还把

是否拥护“俄语为第二国语”作为与其他政党和

组织合作的基本条件之一⑤。2009 年 9 月 2 日，

以地区党党首身份为 2010 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

亚努科维奇承诺，“如果当选乌克兰总统，我将尽

一切可能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这一承诺不

仅获得了俄罗斯族人和俄语居民的支持，而且还

为地区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创造了条件，有人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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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犹如“新婚夫妇”。然而，亚努科维奇上台之

后并未兑现其诺言，而是宣布“乌克兰语是唯一

国语”。面对这种情况，2010 年 6 月初，最高拉达

( 议会) 中的乌共党员发出号召，要求就赋予俄语

第二国语地位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不过，据 2009
年民意调查资料，希望全民公决赋予俄语第二国

语地位的居民比重为 57%，不希望如此的比重为

35%①，由此可见，通过全民公决来赋予俄语第二

国语地位的可能性是有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全民公

决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就俄语地位问题进行全民

公决的呼声虽然由来已久，却从未得到中央政府的

许可。
2． 第二官方语言之争

官方语言是指在多语言并存的国家或地区中

政府法定的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

正式交际语言。据 2001 年 9 月俄罗斯民意基金

会在全乌进行的民意调查，有 39% 的人主张赋予

俄语第二官方语言地位，其支持力量主要来自深

受俄罗斯影响的东部( 69% ) 和南部( 67% ) 地区，

而东北部( 57% ) 、东南部( 39% ) 以及中部( 33% )

地区的支持率略低，在西部和西北的支持率仅达到

10%左右。与此同时，乌克兰西部( 55% ) 、西北部

( 19% ) 地区的一些居民则要求将俄语从乌克兰的

官方交际语言中剔除，不过这一呼声在全乌所占的

比重较小，仅为 15%。还有一种比较折中的思想，

即支持在俄语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赋予俄语第二官

方语言地位( 40% ) ，其支持者主要来自乌克兰西北

部( 59% ) 、中部( 44% ) 和东南部( 54% ) ②。
从政治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赋

予俄语第二官方语言地位也占有一定市场。2004
年 12 月，乌克兰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尤先科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赋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问题是个

技术问题，不应被政治化; 应该进一步保障使用俄

语为教学语言的俄语学校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

并不断增加俄语学校的数量; 在俄语地位问题上，

各地区议会和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法规的

形式，首先在本地区给予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
然而，尤先科一登上总统宝座就立刻强化乌克兰

语的国语地位，掌握国语成为进入政府机构工作

的必备条件，并规定自 2006 年 7 月 26 日起对国

家公务员进行乌克兰语知识水平测试。限制俄语

的使用范围则是加强乌语地位的另一重要途径。

2006 年初通过的《关于电影强制配音为乌克兰语

的政府决议》规定了实施电影乌克兰化的进程

( 自 2006 年 9 月 1 日起每家电影院上映乌克兰语

电影的数量不得少于总数的 20%，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不得少于 50%，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不

得少于 70%③) ，经过长期讨论，宪法法院于 2007
年年底通过该决议，自 2008 年起全部影片只使用

乌克兰语，即便是配有乌克兰语字母的俄语影片

也被视为违法。该决议不仅引起了俄语居民的强

烈反对，以地区党成员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力量也

公开表示不满，在他们看来，将电影乌克兰化的唯

一目的是“将俄语从电影院排挤出来”，广播电视

中排挤俄语的现象频繁发生，赋予俄语第二官方

语言地位的难度很大。
3． 区域语言之争

乌克兰的“区域语言”概念源自《欧洲区域或

少数民族语言宪章》，指在一个国家的某一特定

区域内，由该国居民形成的数量小于该国其余人

口的群体所说的传统语言，而且这些语言与该国

的官方语言不同，且不包括该国官方语言的方言

或移民的语言④。
俄语地位问题产生以来，人们主要致力于赋

予俄语第二国语和第二官方语言。随着目标实现

难度的加剧，人们逐渐从《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

语言宪章》中找到了赋予俄语区域语言地位的法

律依据，要求赋予俄语区域语言地位的呼声便逐

渐升温。
2006 年至 2007 年，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地

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俄语地

位之争。哈尔科夫市委会、卢甘斯克市( 及州) 委

会、塞瓦斯托波尔市委会、第聂伯罗波得罗夫斯克

市委会、顿涅茨克市( 及州) 委会、尼古拉耶夫州

委会、扎波罗热州委会、雅尔塔市委会等地方委员

会纷纷通过关于赋予俄语区域语言地位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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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增设了诸如“俄语日”之类的节假日。但

是，中央政府对此极为不满，季莫申科认为此种做

法是“违宪叛乱”，法院因此而否决了该类决议。
不过，在地方政府的坚持下，法院后来通过了其中

的个别决议。由此可见，在尤先科执政时期，《欧

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并未切实发挥作

用。亚努科维奇执政后十分关注俄语的地位问

题，强调“乌克兰将切实贯彻《欧洲区域或少数民

族语言宪章》”。地区党越来越倾向赋予俄语区

域语言地位。截至 2010 年上半年，在乌克兰至少

已有 12 个市委会通过了赋予俄语区域语言地位

的决议，6 个州已承认俄语为区域语言①，最高拉

达也将《区域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法》法案提上议

程。地区党议员瓦吉姆·科列斯尼琴科解释道:

“若在某个行政区域内使用某种语言的居民比重达

10%且该地方委员会中有 10% 的议员要求赋予该

语言区域语言地位，则地方自治机构可赋予该语言

区域语言地位。”②据此，如果该法案通过，那么在

乌克兰西部地区俄语有可能获得区域语言地位。
显而易见，赋予俄语区域语言或少数民族语

言地位意味着缩小了俄语的使用范围( 包括地域

范围等) ，意味着自动降低了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然而，近来乌克兰一直从政治层面上阻挠俄语成

为区域语言，并通过这样的形式将俄语从国家语

言政策的生效范围里排挤出来。

三 俄语地位问题特点及发展趋势

语言是民族的宝贵财富，语言地位事关民族

利益。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民族语言的地

位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众所周知，乌

克兰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乌克兰语被宣布为唯

一国语。独立了的乌克兰绝不会在主体民族语言

地位问题上妥协让步。从乌克兰现行的法律条文

来看，俄语具有族际交际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两

种法律地位，但这两种地位都远远低于国语、官方

语言或区域语言的地位，俄罗斯族人和俄语居民

大都认为这与俄语在乌克兰社会上所发挥的实际

作用不符。应该说，新独立的原苏联国家都不同

程度地存在俄语地位问题，只是乌克兰的这一问

题更加错综复杂，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
1． 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乌克兰俄语

地位的斗争中，政界精英的作用昭然若揭，尤其是

在总统大选之际，俄语地位问题已成为政坛不同

派别的风向标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俄语地位

之争反映的是乌克兰政坛的斗争，政治家们经常

利用俄语地位问题大做文章，不愿采取对话和折

中的方法解决问题。在政治家的演讲和大众媒体

中，语言问题总是被解释成某个政治概念或历史

概念: 要么是“一个民族——— 一种语言”，要么是

由大俄罗斯族、小俄罗斯族和白俄罗斯族组成的

“三位一体的俄罗斯族”。因此，政治家们在捍卫

自己的语言权益时，经常声称“不好的语言就该

得到限制”。其结果是，在“自己操持的语言其实

是别人的语言”的矛盾斗争中，对俄语的态度就

扮演着一种符号的角色。
2． 影响因素多。俄语地位问题本身就是民

族、历史、政治、现实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产物，要

解决这一问题自然离不开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和把

握。首先，俄罗斯族是乌克兰的第二大民族，由于

其与主体民族乌克兰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差距甚

大，加之乌克兰族在俄语居民中占多数，俄语地位

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这些俄语乌克

兰族的态度。其次，由于苏联时期实施了严重的

“俄罗斯化”语言政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将俄语

视为苏联时期苏共中央和政府对待乌克兰语不公

平政策的替罪羊，他们极力打压俄语的地位、缩减

俄语的使用范围; 痛苦的历史记忆也使很多乌克

兰族人尤其是乌语乌克兰族人从心理上排斥俄

语。再次，俄语地位的高低受乌俄两国关系的影

响，尤先科执政期间，乌俄关系极度紧张。亚努科

维奇上台后，不仅有意对尤先科时期的语言政策

进行调整，而且还重视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在语

言问题上，乌俄两国已经达成相互发展对方国国

语的共识。2010 年 3 月签订了关于“乌克兰通过

保护俄语的法律，俄罗斯设立两个面向俄罗斯全

国广播的乌克兰语频道”的协议，此外，在哈尔科

夫和卢甘斯克开设了旨在普及俄语和提高俄语水

平的俄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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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区差异大。俄语现状与乌克兰东西部在

地缘、历史、人口结构、社会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形

成的差异直接相关，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在地缘上

邻近俄罗斯，与俄罗斯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历

史上部分领域曾属俄国统辖，俄罗斯族人和俄语

居民所占比例较大，是支持提高俄语地位的主要

力量，与西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在东

部、东南部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顿涅茨克州、
卢甘斯克州、尼古拉耶夫州和哈尔科夫州，视俄语

为母语的居民比重均超过 45% ; 在敖德萨州、第

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赫尔松州、基辅州、波尔

塔瓦州和基洛夫格勒州该比重介于 10% 至 45%
之间; 在其余地区( 主要为西部各州) ，该比重均

低于 10%①。因此说，人们对俄语地位问题的反

响和态度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4． 目标多样性。除了为俄语谋求第二国语、第

二官方语言或区域语言地位外，个别地区还试图为

俄语争取其他地位( 如阿卢什塔市委会曾于 2006
年 6 月宣布俄语为该市立法会议及其执行机构的

工作语言) 。这些目标不仅在地域上错综交叉、在
时间上共时存在，一些社会力量还时常出现目标转

换的情况。这种目标的多样性使得各派力量较为

分散，从而加大了解决俄语地位问题的难度。
从俄语地位问题的发展轨迹来看，虽然谋求

第二国语、第二官方语言和区域语言等地位之间

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但是谋求第二国语和第二

官方语言地位显然开始较早，而且至今仍未取得

实质性成果，究其原因，在于其“非现实性和矛盾

性”。如果要赋予俄语第二国语( 或第二官方语

言) 的地位，就必须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修改宪

法，而修改宪法必须得到制宪议会中多数议员的

支持，并在全民公投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从

现实情况看，赋予俄语国语或第二官方语言地位

的理想难以实现，很可能会遭到多数民众的反对。
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区域语言的确立，这种退而

求其次的做法无疑是最保险的，但是，根据区域语

言的定义，一旦赋予了俄语区域语言地位，就不能

或者很难赋予俄语第二国语或第二官方语言的地

位。虽然乌共还在为赋予俄语第二国语地位而努

力着，但是仅靠这股力量还难以扭转乾坤。在东

部、南部的地方政府早已认同了俄语的区域语言

地位的背景下，亚努科维奇政府正在试图通过立

法赋予俄语区域语言地位。我们认为，即使俄语

被赋予区域语言地位，其地位问题也不会立刻消

失，为俄语谋求更高法律地位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只是斗争的难度更大，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小。

四 结 语

合理有效的语言政策不仅要符合语言现状，

而且要满足不同人口群体的语言要求。然而，独

立之后的历任乌克兰政府，均保持了将俄语从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排挤出去的语言政策，俄语语

言群体的要求根本没有得到满足。政策与现实的

严重背离使俄语地位问题凸显，民众对“应该赋

予俄语何种法律地位”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赋予

俄语第二国语、第二官方语言、区域语言等地位的

呼声不断且错综复杂。正是利用这一问题，各种

政治力量在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中使各自的利益

最大化，使语言地位问题具有显著的政治化和意

识形态化性质。
根据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探讨语言地位问题

的意义远不止该语言属于某一语族或同时属于两

个语族的属性问题，它与国家的特点和构成因素

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包括宗教属性、历史记忆、意
识形态偏好和选举行为等等。语言政策的制定过

程与解决语言问题的过程应该是同步的，只有语

言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一致并被大部分民众

接受，才能成功地解决语言问题。根据这个原则，

若要成功地解决乌克兰的语言问题就必须做到完

全地“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也就是说，

不能把语言问题同社会意识形态、地缘政治问题

和历史记忆等问题结合起来。从目前情况看，乌

克兰的俄语地位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解

决，虽然赋予俄语区域语言地位已成为乌克兰社

会的主流意识，但是为俄语谋求更高法律地位的

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原苏联国家语言现状与语言政策研究”( 项目批

准号: 10YJA740125) 的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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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е граждане Украин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http: / /www． materik． ru / rubric /detail． php? ID = 5453



SUMMARY

Zhao Chuanjun The chaos from the unending Arab spring to Indian Hazare hunger strike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orruption，which has evolved into a general social phenomenon in Russia．

As China and Russia are both transitional countries confronted with a stern anti － corruption situation． A deep

－ seated probe on Russia’s corruption and harms as well as its anti － corruption means would be highly revea-

ling to us．

Liu Xiangwen ＆ Wang Guiyu The promulgation of Russian Federation anti － graft － and － bribery law

for enforcement on December 30，2018 facilitated its transition from power predomination over corruption to in-

stitutional system predomination over corruption and from scattered to systematic anti － corruption process． Th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four special features: 1． The process was proceeded

starting from the national realities 2． It was directly pushed by the president，3． It was carried on progressively

and 4． It was carried out in a unified manner as far as possible． It is of importan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China’s anti － corruption struggle to get acquainted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of Russian Federation anti － graft

and bribery law，its special features and to analyz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law．

Zhang Hongli ＆ Zhang Yuyan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Ukraine，due to the serious deviation of

language policy from the realities，the Russian language came to the fore and became a tool of all political

forces to maximize their interests． Being seriously politicized，it features highly ideological with a diversity of

impacting factors，geographical and objectives． To settle the issue，it is essential to be apolitical，de － ideo-

logical． It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in Ukraine to give the Russian language area a proper lan-

guage status． And the struggle for a higher legal status for the Russian language will persist over a long period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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