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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际传播的关键因素分析及启示
吴安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南京 211106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交流的世界。语言是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不同文明

之间有效交流的前提。想要构建人类语言命运共同体，必须着眼于构建语言命运共同体，即关注汉语的国际传播。本文从传

播主体、传播受众与英语三个角度分析英语国际传播的关键因素，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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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主席曾提出，“语言是交流的重要工具，掌握语

言是掌握国家文化的关键”。语言是打开差异之门的“钥匙”，

它促进了交流过程中的文化互鉴，增进了国家间的了解，促

进了人文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建设一个

开放交流的新世界。语言是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不同

文明之间有效交流的前提。构建人类语言命运共同体，必须

着眼于构建语言命运共同体，即汉语的国际传播。据统计，

现如今，全球 75%的电视频道使用的语言为英文，85%的国

际组织工作语言为英文，网上 85%的网页为英文网页，85%

的科技信息用英文写作，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文格式。英

语使用人数之广，覆盖行业之多已达空前，作为传播最成功

的语言，研究其传播的关键因素，对我国汉语的国际传播有

借鉴意义。

2 英语成为通用语的因素分析

英语传播离不了三个要素：英语、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

从传播主体角度看：

2.1 殖民统治打基础

英语传播之初伴随着的是暴力与血腥，旧殖民主义者习

惯于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征服的民族，用语言来加固自己

的统治是常用的手段，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所创作的

《最后一课》讲述的便是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强行割让的

一所乡村小学在上着告别自己母语的最后一堂课。尽管之后

殖民地区纷纷独立，但语言带来的影响依旧没有磨灭。恢复

独立后，一些地区仍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而另一些地区

也会承认英语的实用性。英语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语言，

在全世界的英国殖民地广泛传播。

2.2 经济崛起铸底气

18 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取得丰硕成果，也是英国工业革

命蓬勃发展之际，英国各地一片欣欣向荣，英国的经济优势

转化为语言优势，英国由语言输入大国开始变为语言输出大

国。随着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贸易在不断扩大，

再加之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英语得到了比当年殖民主义时代

更为广泛的普及。英语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英语语言的传

播提供了经济基础，经济的繁荣影响了文化的繁荣及语言的

进化，这也是达尔文“适者生存”进化论在现实中的体现，

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

2.3 国家策略是关键

语言传播离不开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广，以求逐步

提升本国语言的影响力。英国和美国对此有着共同的目标

——让英语成为世界第一外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使英

语成为国际文件的官方语言，在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

尔逊和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的提议下，《凡尔赛条约》

最终用英语和法语书写，这一举动打破了此前法语的统治地

位。之后，英美为着共同的目标，时而竞争时而合作。经济

上，美国通过一系列经济援助，使英语在欧洲、亚洲、非洲

和拉丁美洲广泛传播。政治上，美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建

立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美式英语开始成为主要国际机构的

官方语言。文化上，美国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形成全方

位、多层次的英语交流圈：一是扩大教育范围，鼓励外国学

生赴美留学。二是积极把握各领域教学、学术和科研发展趋

势，把握世界主要研究领域的主流思想和发展趋势。第三，

利用电影、广播、电视、书籍等媒体将、价值观带到世界各

地。在国家政策的带领下，英语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英

美文化被更多国家了解并接受，英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需

要。

传播受众出于需求，开始主动了解英语、学习英语。

2.4 国家需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交流必不可少。建国以来，我国

已经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如今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等

政策，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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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据武汉大学某研究机构的评价报告显示，英语专业是

我国高校开设最多的专业。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英语亦

是必修课，大学英语四六级是学生英语能力的写照，外语能

力已经成为了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除了在高等教育阶

段的重点培养，我国也重视英语的普及性教育，2001 年起，

英语课程逐步进入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的课堂，到 2002 年，

乡镇小学也加入了英语课程。初中教育阶段，英语是中考必

考科目，高中阶段，除了特殊的地区，超过 90％的学校都将

英语作为必修课，即使各省高考政策不同，英语都有其一席

之地。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

代，新时代的外语人才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也有着更高的

要求。

2.5 社会需求

英语已经深入地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已逐

步认识到英语对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与日常需要的便利性。就

全行业来看，许多行业离不开英语的使用，以航空业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飞机已经成为普遍的交通方式，国际航班

的频次也越来越多，一趟国际航班往往会飞经多个国家，接

受不同国家的空中管制，因此，在培养飞行员时，英语成了

他们的必修课，也是他们未来飞行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

就整个社会的就业市场而言，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已

经成为基本要求，除了外企对员工英语水平的高要求外，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海外市场的开发，海外营销、海外运

营等岗位的人才需求逐年提升，无论是发展迅猛的互联网行

业，还是稳扎稳打的通讯行业，各个行业都在向外发展，能

与外国人进行有效沟通是很多人努力的方向。

2.6 个人需求

学习英语成为了许多人的主动需求，目前社会上针对不

同年龄阶段、不同学习目的的英语学习机构已多如繁星，英

语培训机构的数量有数万家之多，从学龄前的英语兴趣培

养，到成人阶段的商务英语，再到留学必备的雅思托福，学

习英语已不仅仅是在校学生为了应试所做的准备。了解文化

差异，跨文化交际与培养国际视野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据

统计，2016 年，全球雅思考生数达到 170 万人，其中中国考

生在 30万人以上。

此外，通过对英语语言本身的研究，笔者发现英语自身

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也曾在历史

上风光一时，但都未能达到英语的成就。通过对英语本身的

研究讨论可知，英语所具备的包容性、标准性和适应性亦是

不可忽略的。

2.7 包容性

首先，英语的包容性极强体现在它接受并融合其他语

言，从不排除对外来词的接受，在英语词汇中，我们总能找

到其他语言的影子，如德语、法语甚至是中文，由于吸收了

大量其他语言的词汇和表达，英语词汇的数量非常可观。其

次，英语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它在历史发展中根据社会需要进

行简化调整。与千年前的古英语相比，或与同时期相近的法

语、德语相比，英语的词形变化可以说是最少的。现代英语

的形态变化只出现在名词的数和格，代词的性、数、格和动

词的时态上。可以说，英语是一种非常开放的语言。没有其

他语言比英语更具包容性。

2.8 标准性

在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方言渗入，其他

语言影响，使用语言的人常常在习惯爱好、语言修养等方面

的差异等原因，语言中往往存在一些分歧和混乱现象，直接

影响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因此，语言规范化是语言发展的

一个重要工作，其具体工作有：标准语的确定，语音的限定，

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出版规范词典出版规范语法等等。

只有制定语言使用者的统一使用规范，解决引起语言使用中

的分歧与混乱，明确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书写等方面

的标准，学习者才能有迹可循，有规可依。18 世纪，英国文

人已经意识到英语标准的重要性，出现了一大批词典和语法

书。在这其中，1755 年塞缪尔·约翰逊编撰的《英语词典》，

以及 1762 年罗伯特·洛思编写的《英语语法简介》最为重

要。《约翰逊词典》一直被认为是英语的词义标准和句法典

范，曾被评论家称作英语史上的划时代成就。约翰逊的词典、

洛思的语法，以及形形色色的英语用法指南，促进了英语标

准的形成与推广，英语很快就发展为一门系统性、规定性的

语言。

2.9 适应性

英语具有极佳的适应性，在传播过程中英语的本土化趋

势愈发明显。尽管各个国家学习的都是经过规范化的标准英

语，即遵循同一套词汇与语法条例，但在不同地区，衍生出

不计其数的英语变体，在非洲地区有“非洲英语”，新加披

有“新加坡英语”，印度有“印度英语”，欧洲还有“西班

牙英语”“德国英语”，以及饱受诟病的“中式英语”，这

些变体经过了本土化改造，夹杂着本土文化，是标准英语与

本土语言文化结合的产物。英语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纵容了

“变体”的出现，也承认“变体”的存在，如雅思考试的听

力题除了英式英语，也会出现美式英语与澳式英语，而它的

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英语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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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语发展

在分析英语自身特点时，我们得出英语具有包容性、标

准性与适应性，汉语与之相比，也同样具有包容性与标准性。

但汉语的适应性在海外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以国内的情

况来看，汉语的适应性在网络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网络语

的日新月异，新的词汇层出不穷以应对不同情境。在讨论“本

土化”问题时，研究者们也争论不休，大家更为赞同的是教

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本土化，对于语言的内核——文字与发

音，不应过度鼓励本土化。但正如网络语言有其自身的体系，

英语也出现了各种夹杂着本土文化和本土语言特征的英语

变体，我们应当允许并接受“变体”的出现，未来，或许经

过发展也会见到“非洲汉语”“新加坡汉语”等汉语变体，

加强汉语的适应性，有利于其更快融入别国文化，掌握用汉

语交流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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