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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全国人民都在为60年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
各出版社也在为出版反映60年成就的新作而忙于组稿。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早在去年初就向我组稿，要我主编一本反映中国民族语文工作60年成就的专著。
当时，出版社云峰社长和莫福山总编辑亲自登门约稿。
他俩都是我的老朋友，1997至1999年，我们曾经为编辑出版大型五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而共
同度过了无数艰苦而愉快的日子。
虽然这一时期我手上还有好几个活儿要做，但这本专著的价值以及与两位出版社领导曾经有过的友情
，使我欣然应允。
　　1996年6月，《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约我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研究》一书。
我领回任务后，就约请各分支领域的老将一起来做。
这些在新中国建立后曾经长期驰骋在民族语文领域的专家们，都有丰富的经验，又有长期冶炼出的严
谨学风。
所以任务分配下去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本书就于1998年7月由书海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11年过去了，这本反映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在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当年的老将如今都增添了白发。
今日要再编写一本反映60年成就的成果，资料多得不得了，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阅，因此我就
不好再约请他们了。
怎么办？
我决定动用年青一代来做，主要是一批年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还包括几位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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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创造出灿烂多彩的
文化。
这种多样统一性同样体现在语言文字上。
我国除了全国通用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外，少数民族还使用着不同的民族语言，有的民族还
有用来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
多语言多文字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语文事业十分薄弱，几近于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大政方针，少数民族享有了使用和发展自己的
语言文字的自由，全社会大力发展民族语文事业。
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民族语文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也有了
巨大进步。
在新的历史时期，充分认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客观实际，梳理总结60年来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与经
验，对我们做好今后的民族语文工作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传达情感、传承文化的符号系统和工具载体。
对语言的认识可以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内视的，考察语言自身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语言本体研究
；另一种是外视的，要调查研究语言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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