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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演变逻辑与功能定位
———基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以来的政策内容考察

康翠萍 宁 爽

( 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我国第一部以专项法律形式确定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律地位的标志性文件。其颁布实施 20 余年来，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与实践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尤其是以该法为基础和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已初步建立，指导实践的功能也充分体现

出来，促进政策目标的有效达成。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指导的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承接性、实效性、协同

性等特征，体现出以“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系国运、铸民魂、筑国梦”为基本功能的政策演变逻辑与价值目

标。这一政策表达的价值逻辑，不仅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指导，而且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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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

支撑力量，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

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

济社会 发 展，在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中 具 有 重 要 地

位”。［1］在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情形下的中国，

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是维护国家安全统

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客观需要。回顾我国语

言文字政策史，其政策发展经历了从简化汉字，到

推广普通话、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等不同

阶段。［2］71－7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 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出台，标

志着我国语言文字政策进入法制化建设时期。
2021 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3］4－7贯彻落实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政策是抓住这个“纲”的必要前提和基

础工程。立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

政策考察，揭示政策的演变特征，理性认识其呈现

的价值逻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

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体系的建立

2000 年 10 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

布，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法制化进程进入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以此为依据各种地方性、区域

性 的 法 规 规 章 等 相 继 出 台。据 统 计，2000—
2020 年，我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30 个省、市、
自治区均制定了相关实施办法或条例，教育部、
国家语委等部门发布相关政策文件百余份，形

成完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的新态势。国家

通用语 言 文 字 政 策 基 本 上 覆 盖 了 从 目 的 到 内

容，从途径到保障的政策发展全部要素。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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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普通话、规范汉字的

推广力度不断增强，相关配套政策也从不同侧

面补充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制化建设内容。
2021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更是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纳入

政府重要工作要点，提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教学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

要路径。
首先，推 广 普 及 是 政 策 一 以 贯 之 的 目 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与颁布是为了推

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

发展，并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

地发挥作用。［4］1 可以说，推广普及是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政策的总体性、全局性的目的，并在各地方

性或区域性法律法规相关条款中得以贯彻。特别

对推广普及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这应该是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原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书

同文、语同音”的出发点。“推广与普及”作为政

策的首要目的，“到 2020 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普及，汉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

高，汉语拼音更好地发挥作用”，［5］“在全国范围

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

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

需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

应”［1］。“十四五”期间，这一政策目的深化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从而逐步构建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体系。
其次，规范、标准是政策内容拓展的关键。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由单一的语言文字使用规

定，逐步发展为能够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专业服

务，其内容适切性不断增强。初始阶段以提升语

言生活质量为目标，内容上主要围绕两方面做出

规定: 一是文字使用情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对公共场所题词、招牌、山川、河流等地名标志、行
政区划标志、地名，路名，街道名称、建筑物名称等

做出相关规定。二是使用机构。要求国家机关、
学校、汉语文出版物、广播电台、电视台、公共服务

行业、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等需要使用普通

话与规范汉字。而后在大力推广和普及基础上，

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从加强规范化、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

化等多方面不断丰富政策内容。尤其是在相应配

套政策逐步完善过程中，弥补政策不足，及时纠正

政策偏误，为保障国家安全，特别是文化安全，助

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和

专业服务。例如，2018 年《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

划( 2018—2020 年) 》充分体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发挥普通话提高劳动力

基本素质、职业技能等的重要作用。
第三，“软法”“硬法”之治是政策路径的双向

性探索。立法初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主要

表现为对标准和管理的规制。从标准来看，《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

和注音工具予以明确规定。此外，各省、市、自治

区还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字总表》《标点

符号用法》《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国地

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汉语地名部分) 》等作

为基本规范，以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化

建设。从管理层面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

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是由国务院语言文

字工作部门负责规划指导、管理。地方语言文字

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其中，对违反条款的

处理以批评教育、限期责令整改、警告为主，没有

其他惩戒性较强的条文。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实施，各省、市、自治区进一步明晰了各部

门权责分配。尤其是地方性法规的惩戒性有所增

强，以青海、海南、四川、黑龙江、广东等省份为代

表，在法律所规定的批评教育、责令整改等基础

上，对阻碍语言文字工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

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等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或罚金等，都充分体现了“硬法”之治，有力

补充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软法属性之短板。
第四，多维一体工作支撑是政策提升提位

的保障机制。通过专项法的设立搭建起以“人

员、经费”为主的保障性政策，是早期支持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有效机制。进入

新发展阶段后，工作机制、科学研究及宣传教育

3 方面成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

重要保障。具体来说，一是工作机制保障，《语

言文字规划纲要》指出，要逐步建立、完善工作

治理机制，即“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
社会参与”。尤其是健全语委议事机制，建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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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协调督查机制以及监督检查机制。但现行相

关政策中对创新工作治理体系这一议题涉及较

少，有待进一步细化、补充、完善。二是科学研

究保障，强调要把发挥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提

到重要地位，要求“积极整合好相关研究力量，

围绕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和语言文字方针政策、规范标准以及社会语言

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前

瞻性、对策性研究”。三是宣传教育保障。围绕

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教育工作。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法》宣传纳入普法规划与普法教

育，设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举办推广

普通话活动周等宣传活动。
上述工作机制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依据

“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方针，语言文

字工作及其研究不断渗透、凝聚在宣传教育中，通

过“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 见表 1) 较好

地反映了“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

参与”的工作机制。

表 1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主题

时间 主题

2000. 09. 10－2000. 09. 16 推广普通话，迎接新世纪

2001. 09. 09－2001. 09. 15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

2002. 09. 15－2002. 09. 21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大力推广普通话，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

2003. 09. 14－2003. 09. 20 大力推广普通话，齐心协力奔小康

2004. 09. 12－2004. 09. 18 普通话———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2005. 09. 11－2005. 09. 17 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2006. 09. 10－2006. 09. 16 普通话———五十年推广，新世纪普及

2007. 09. 09－2007. 09. 15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2008. 09. 14－2008. 09. 19 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营造共有精神家园

2009. 09. 13－2009. 09. 19 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2010. 09. 12－2010. 09. 18 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2011. 09. 11－2011. 09. 17 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2012. 09. 14－2014. 09. 20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013. 09. 15－2013. 09. 21 推广普通话，共筑中国梦

2014. 09. 15－2014. 09. 21 说好普通话，圆梦你我他

2015. 09. 14－2015. 09. 20 依法推广普通话，提升国家软实力

2016. 09. 8－2016. 09. 14 大力推行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7. 09. 11－2017. 09. 17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8. 09. 10－2018. 09. 16 说好普通话，迈进新时代

2019. 09. 16－2019. 09. 22 普通话诵七十华诞，规范字书爱国情怀

2020. 09. 14－2020. 09. 20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从表 1 可以看出，推广宣传周相关主题与国

家各时期的重大事件紧密结合，相关议题打上了

时代烙印，特别是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该项活动从

对普通话的单一推广，到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再到

助力全面推广，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宣传

教育，到倡导和谐语言生活建设，再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等，通过推广宣传周主题的不断转换见证

了我国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逐步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

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
演变特征

自立法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从目标、
途径、保障机制等多方面逐步完善，各具体政策相

互承接、互相支撑，实效性与协同性也逐步显现。
第一，政 策 内 容 在“扬 弃”中 彰 显 承 接 性。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立法 20 余年，从总政策

制定到颁布实施严格遵循上位法要求，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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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法律的基础性权威意志。但从各项配套

政策上可以明显看出对原有政策相关精神进行合

理“扬弃”的痕迹，在不同阶段之间、不同政策条

款之间、不同政策要素之间，虽然各有侧重和区

别，但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总体目标

与保障条件等一以贯之，其政策成效通过制定具

体配套措施充分体现出来。例如，《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管理办法》早在

2001 年颁布，随着工作实际需要和相应法律法规

要求，以提高适切性和承接性为原则，该项政策分

别经历 2015、2018 年两次修订。从前后修改的条

款来看，不仅坚持了总政策体系的依据性与完整

性，而且保持了具体政策的相互配套与衔接。具

体表现在: 一是针对教育行政机构的权责问题，更

加明确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或由语信司委

托的专业机构具体承担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研制

等; 二是在规范标准的研制过程方面，对部分流程

进行相应修订与删减，使之更加合理化，同时适用

于语言文字规范( GF) 和国家标准( GB) ; 三是审

委会会议审定规则，由原来规定的“不少于全体

委员的 3 /4”调整为“必须超过全体委员的 1 /2”，

增强了政策的强制性与规范标准的社会公开性。
此外，每年的普通话推广宣传周活动主题完

全是在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议题的深刻理解

基础上确立的，例如，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之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特别是《推

普攻坚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的实施取得了

一定成效，普通话推广周活动主题定为“同讲普

通话，携手进小康”，一方面充分展现推普助力脱

贫攻坚取得的进展，另一方面针对“三区三州”、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精准扶贫目标，激励人们通过

扫除语言障碍走出大山，摆脱贫困。因此，围绕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总体精神开展多方面

活动，不仅彰显政策内容的承接性，而且充分发挥

了政策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进步之效用。
第二，政策实施在“差距”中突显实效性。20

余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目标达成度逐年

升高，政策实效性不断加强。《国家中长期语言

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 年) 》
和《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又提

出了长期发展目标，即“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

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

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

应。”事实上，截至 2020 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

达到 80. 72%，实现了现阶段普通话普及率的总

体目标。更有效的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为核心，各民族地区依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实

施办法或语言文字条例，一方面加大了推广普及

力度，另一方面科学有效地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既有整体性功效，又有差异性实效。
另外，相关配套性政策，诸如盲文、手语在内

的相关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标准方案及其他相关

管理策略快速成型并分别实施，不仅补充和完善

了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内容，而且为落实具体政策

产生了良好的政策绩效。诸多举措已经说明，依

据不同地区间普及差异、使用能力等继续完善相

应配套政策，才能突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瓶

颈，为进一步提质增效形成良好的政策格局。
第三，政策主体在“推进”中坚持协同性。政

策协 同 被 视 作 政 府 科 学 决 策 的 基 本 思 维 范

式，［6］122－125政策协同是上级政府为推动跨部门政

策目标的实现而超越现有政策领域的边界，超越

单个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进而整合不同部门之

间政策的行为。［7］56－59目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

策实施，一直以来坚持的是“政府主导、语委统

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模式。《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

中，对政府、语委、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等各主体都

有详细的要求，总体强调社会共同参与、政策主体

协同推进。如为做好监督管理工作，需对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工商、教育、
公安、民政、建设、交通、文化、体育、卫生、旅游、信
息产业等相关行政部门进行相应的权责划分，政

策条款反复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

作是单一部门无法完成的，需要不同部门的上下

联动、配合、协作。
此外，依据政策作用的范围与对象不同，相关

政策的制定亦是需要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协商研

讨，并最终以联合发文形式公布。例如，2022 年

出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

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就是以教育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联合推进的一项政策。
本质上讲，政策决策过程，既是一个实践过程，也

是一个科学过程，政策决策是规范性活动与科学

性活动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多个主体，包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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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工作者和科学研究者，都应成为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语言文字工作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在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

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各政策主体及其内部

要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才能保证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工作取得合力绩效。
总体而言，20 余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

策所体现的承接性、实效性与协同性特征，也是对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一种实践诠释。当然，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变迁，是一个可从多维

视角进行诠释的主题，其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

策之功能定位，既体现了自身发展与国家事业发

展所产生的效用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其作为社会

发展之基础，关乎国家发展之未来。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功能定位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当前，各项政策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彼此

依存，相互作用，呈现“动态平衡”的政策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就明确指出，要

“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推广力度”。［8］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全

方位的政策保障，更需要有更高的战略定位、更深

的理性反思、更远的发展思维，不断探寻政策之出

发点、挖掘政策之原动力、构思政策之新目标，才

能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政策的动态发展格局。
( 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出发点: 书同

文、语同音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交

际工具与信息载体，也是文化的深度反映。纵观

中国文化史，“书同文，语同音”一直是国家语言

治理的核心内容。“书同文”即书写使用全国统

一的文字，作为国家治理政策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统一汉字形体，二是规范官方文书的标准与

行文格式。应该说，“书同文”作为一种理想目标

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实现了，但说

话还缺乏全国统一的语言。从客观上讲，秦始皇

施行“书同文”政策，顺应了语言文字发展的自然

趋势，［9］113－121国家统一通用的文字，有利于维系

国家统一、维系文化统一、维系社会稳定和中央政

权的政治治理。可以说，古代中国构建国家认同，

就是以中华统一通用的汉字文化为依托的。
而“语同音”，即现代意义上的统一语言始于

近现代民国政府推出的“国语统一”方略，但其成

效不彰。［10］28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6 年国家开始

正式推广通用的普通话，以解决在国家事业发展

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之间存在

的语言交际障碍。如，发布的《关于公布＜汉字简

化方案＞的决议》主要解决了简化字的推广问题，

可视为现代意义上的“书同文”政策的延续。其

后又颁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主要围绕“语

同音”问题，规定了“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

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

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

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

一的主要办法”。［11］

从政策内容考察发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

作取得较大进展是新世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颁布后，为满足国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

断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规范化，并以

此为依据陆续出台《通用规范汉字表》《通用规范

汉字笔顺规范》《国家通用盲文方案》等政策，推

广普及成效十分显著，既达成了国家发展的战略

要求，也满足了国民对“语同音”的迫切需要。
“十四五”期间，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是关键

性目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作为构建高质量

发展体系的重要内容，发挥其维护社会和谐交往、
提高语言文字生活质量的作用是核心。“书同

文，语同音”则是实现这一核心的根本，也是重要

的催化剂。“书同文，语同音”应贯穿工作的全过

程，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目

前，国家确立了现代化治理战略，进一步阻断民族

地区贫困代际传递，实施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

通过聚焦乡村教育、文化、产业、人才、组织振兴等

5 个方面［12］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书同文，语同

音”则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
( 二)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动力: 人同

心、系国运

当前，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

会、经济、文化等正在发生巨变，国际环境日益复

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这就需要我们

对语言资源和语言战略建立新的认知。深刻认识

到“人同心、系国运”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愿

景、各民族共同期盼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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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心”是中国公民共同持有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其中最深层次的认同就是语言文化认同。
在中国，民族与国家格局、文化与国家格局、语言

与国家格局等都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要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要实现多个不同民

族与一个共同的民族“中华民族”共存、多种不同

文化与一个共同的文化“中华文化”共存、多种不

同的语言与一个共同的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共

存。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人同心”作为深化各民

族同胞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认同的基

础性目标正在实现。但同时应认识到，“系国运”
更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实施的根基性目标。
新时代，实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不

仅是实现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

的重要前提，也是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合作的必要条件。
“人同心”“系国运”作为原动力，一方面直接

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将直接作用于国家各项事业

的发展。“人同心，系国运”要求不断调整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政策，以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从

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质量。因此，新时代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不仅是增强各民族对中华

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更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动力。
( 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新目标: 铸民

魂、筑国梦

据统计，2020 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

达 80. 72%，比 2000 年 提 高 了 27. 66 个 百 分

点，［13］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成效显著。进入

“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发展阶段，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政策将面临新的发展目标。
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选择一种社会功能广

泛的语言作为通用语言，是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

基础，是各族群众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

现代国家的历史必然 。［14］14－17 普通话、规范汉字

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承载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

族认同的纽带，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抓手。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则是实现各民族语言相

通、加强各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团结

进步的有力保障。要实现“铸民魂，筑国梦”这一

发展的新目标，就要在实现现阶段推广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相关配

套政策，重点围绕推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

设、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建设、推普活动周等工作，

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铸民魂、筑国梦”理想

实施的场域是学校，坚持学校作为基础阵地，“加

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有利于各民族学生交

流交往交融，有利于形成各民族学生共学共进的

氛围和条件”。［15］4 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的核心力量是教师，还应加强民族地区教师队伍

建设，提高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核心素养和教

学能力，加强教师培训，减少不达标教师数量，发

挥好教师在国家通用语言文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颁布 20 余年，推广普及工作有序开展、成效

显著。进入新时代，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新的目标，也是传递

中华文化，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促进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素质的重要前提。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要在继续完善相应的配套

政策基础上，将“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系国

运、铸民魂、筑国梦”这一价值理性，作为引导新

时代深入落实、稳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目标，不仅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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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National Lingua Franca is the first
landmark document in China to determine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national common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form of a special law． Since its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over 20 years，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reform of national education．In particular，
based on the law，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langua franca has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and the function of guiding practice has been fully reflecte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achievement
of policy objectives． For example，the policy guided by the National Lingua Franca Law show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ontinuity，effectiveness，and synergy，and reflects the principle of basic function
policy evolution and value target of“the same text，the same pronunciation，the same intention，connected
national destiny，constructing people’s soul，and building up country’s dream．”The value logic of this policy
expression not only provide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 Fanca Law in the new era，but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practi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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