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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多语景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折射的
语言运用演变历程

张媛媛，罗言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４６；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澳门９９９０７８）

摘　要：澳门开埠时葡籍人口占了一半，此后在澳葡政府管治的４００余年间，葡语一直是澳门

的唯一官方语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判断澳门的语言使用状况从一开始就是中葡双语。鸦片战

争 前 后，由 于 英 国 在 东 亚 的 影 响 逐 渐 扩 大，加 上 香 港 从２０世 纪 开 始 成 为 一 个 国 际

化大都市，澳门在中葡双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英语，形成了迄今为止的中英葡三语格局。这一语言

运用演变历程说明，任何国家和地方语言生态的形成都是当地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长期竞争和妥

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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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景观反映一个城市和地区语言使用的特点

和规律，是探究一个城市或地区社会语言生态的窗

口。语言景观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
是这一地区语言竞争、语言选择的结果，背后隐藏着

这一地区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因素的互相竞争和

妥协。澳门由于有近五百年的中西文化深度接触的

特殊历史原因，语言使用状况复杂，语言景观也极具

特色。以往研究指出，澳门语言景观具有明显的多

语性质①，本研究将通过若干２０世纪初期的澳门街

景照片，结合澳门人口数字变化及重大历史事件线

索，分析澳门多种语言互相影响、竞争、消亡的演变

过程。

根据澳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结合一些

重大历史事件，本文提出与澳门语言使用有关的三

个历史阶段：澳门开埠初期的头十年（１５５３－１５６２）

为第一阶段，此后至鸦片战争前为第二阶段，鸦片战

争至１９９９年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可分别称为

澳门开埠初期、鸦片战争前的澳葡管治、鸦片战争至

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祖国。

一、开埠初期，中葡双语

澳门北面与中国大陆相连，东西南三面临海，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２０世纪八十年代对澳

门路环岛的考古调查，从出土的文物发现，澳门地区

的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特别是珠海、中山等邻近

地区的史前文化同属一个区域文化系统。大约南宋

末年至元初 时，澳 门 已 有 固 定 的 居 民 点②。由 于 科

学影像技术限制，这一时期的语言景观资料较少，相
关资料需要从澳门历史文献中寻找。

澳门最早有单独的人口数字是１５５５年，当时的

总人口 是４００人；１５６２年 的 总 人 口 是８００人，中 国

籍为２００－３００人，葡 籍 为５００－６００人；１５６３年 的

总人口是５０００人，包括葡籍９００人③。从以上数字

可以看出，澳 门 开 埠 初 期 人 数 很 少，１５６２年 的 人 口

９９

①

②
③

张媛媛，张斌华：《语言 景 观 中 的 澳 门 多 语 状 况》，《语 言 文 字 应

用》，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页。

黄启臣：《澳门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页。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4.01.010



数字中，葡 籍 人 口 占 一 半 以 上。１５６３年 的 数 字 显

示，中国籍人口猛增至５０００人，葡籍人口占总人口

的五分之一。澳门最初两次的人口数字说明，在开

埠初期的几年里，葡人和华人的人口数量比例相差

不大。
再考察葡人如何入澳，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澳门

开埠初期葡人语言的使用情况。葡人入澳的途径有

不同的说法。先看１６０２年纂修的《广东通志》卷６９
《澳门》：“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

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

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转

瓦木石为屋，若 聚 落 然。”①再 比 较 一 则 外 国 史 书 的

记载，１６３５年菩 卡 罗 的《东 印 度 政 府 一 切 要 塞 城 镇

设计图集》：“一五五五年贸易移于浪白澳，一五五七

年由此转移于澳门，在这里由于做小买卖和大生意

的关系，一个人口稠密的居留地发展起来。”②

以上两则中外史料可以说明一点，葡人商船上

岸澳门，是以风浪原因需要晾晒物品而借地入澳的，
并且通过贿赂海道副使而成功停留。初期上岸只搭

建临时帐篷，后 来 才 出 现 砖 瓦 木 石 屋 子 居 住 下 来。
有学者这么推测澳门开埠前的华洋共处的局面：元

明时期，中国内地已有不少人移民澳门，每年夏季葡

人至，移 泊 此 间，进 行 贸 易，十 分 热 闹，冬 季 葡 人 归

航③。
再考察入澳的葡人来自何处。有学者 认 为，在

澳门的近代发展中，居澳葡人群体的经济利益、政治

意向和行政策略经常与本土政府不一致。有数据显

示：“居澳 葡 人 占 据 澳 门 是 出 于 开 辟 马 来 西 亚—中

国—日本航线的海上贸易的意图，不是来自葡国政

府或皇室 的 政 治 意 图。十 六 世 纪 末 澳 门 市 政 的 成

立，是源于驻扎那儿的商人对自治的渴望。”④至于

早期入澳的葡人身份，李长森这样说：“从１５２９年至

１５５７年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葡人一直在澳门附

近的上川岛、浪白澳以及葡人称之为松树林的地方

从事贸易……这应该是一至两代人的时间，在这一

期间，葡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是葡亚裔）要娶妻生子，
因此，葡人才能像庞尚鹏说的那样‘负老携幼，更相

接踵’。这就是说，来澳门定居的第一批居民主要是

以家庭为单位逐渐从珠江口西岸一带的岛屿迁移过

来的。”⑤也有 学 者 对 于“土 生 葡 人”的 来 源 有 不 同

看法。黄启臣认为“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与其他种

族人通婚而在澳门繁衍的混血后代，他们是葡萄牙

人１５５３年进 入 澳 门 居 住 后 产 生 的 第 一 代“土 生 葡

人”，而且多数是葡人与印度人、马六甲人、日本人和

中国人通婚后繁衍的混血儿⑥。

以上关于“土生葡人”来源的不同看法，如果看

时间的先后，其实相隔不远，意义不大。如果看他们

不同的来源，则差距较大。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李长

森的观点比较可信，即掺杂印度语、马六甲语、粤语

的“土生葡语”，应该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而是经过

一个长时期的融合的结果，这个融合的起点应该比

第一代“土生葡人”的出生时间要早。如果这个推测

能够接受，那么早期来澳的葡人很多并非直接从葡

国来，而是从印度、马六甲来的葡人，他们的语言里

已经融入了一些当地词语。李长森还推测，当他们

来到澳门时，与他们保持所谓近乎合法的婚姻关系

的是那些印度、马来亚以及少数华人妇女。

根据以上澳门开埠初期的葡人情况的分析，可

以对当时澳门的语言使用情况作出如下推断：第一，
澳门开埠初期人口不是很多，其中一半是葡人。第

二，葡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而华人从事各种工作。

从广东官吏的记载里推测，“工商牟奸利者”主要是

华人，因为砖瓦木石需要从陆地运来，与澳门相连的

是香山县，这些给葡人转运砖瓦木石的工人应是往

返于香山和澳门的华人。第三，在初期的入澳葡人

中，后来所谓的“土生葡人”占了较大的比例，他们的

语言中掺杂一些马六甲语和粤语词汇，这些人有较

大可能充当 葡 国 人 和 华 人 之 间 的 有 限 的 信 息 传 递

者。

因此，在澳门开埠初期的头几年（１５５３－１５６２）

里，葡籍人与中国籍人数量相若，华洋共处。语言使

用上，葡国 人 讲 葡 语，“土 生 葡 人”讲 掺 合 了 马 六 甲

语、粤语的“土生葡语”，华人则讲汉语珠三角方言。
从语言类型上，葡语、汉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土
生葡语”虽然无法充当这两种语言之间的交际语，但
毕竟“聊胜于无”。可以推测使用葡语和汉语方言的

人口各占一 半，两 种 语 言 在 各 自 的 社 区 单 独 使 用。

如果需要沟通，则由翻译或者“土生葡人”充当“中间

人”。“土生葡人”由于血缘关系，在葡萄牙商人和当

地华人之间的语言交际中起了重要作用。有葡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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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样评价“土生葡语”的作用：“天主教城市与中国

城市的特征各异，因而令土生葡语成为联系两极世

界的语言。”①因 此，澳 门 作 为 一 个 贸 易 港 口，它 一

开始就具有不同于一般近代贸易港口（如香港）的语

言特色：一是开埠初期当地人口和西方人口相若，二
是它一开始就有“土生葡语”之类的混合语为促进东

西方文化融合产生积极作用。这两点凸显了澳门这

个东亚最早的贸易港口城市独特的语言景观。

二、鸦片战争前，英语兴起

根据澳门人口状况而划分澳门历史阶段的第二

阶段从１５６３年开始至鸦片战争前夕，即１８３９年，时
间跨度约２７０年。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对于这一历

史阶段的划分，第一，清朝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

臣来广州查禁鸦片，１８３９年是林则徐在珠江口的虎

门滩上销毁鸦片的年代。据统计，在１８５９年香港成

为鸦片的主要集散地之前，大部分进入中国内地的

鸦片是通过澳门、广州运入的。也就是说，在鸦片战

争前，澳门是葡英商人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时间最久、
数量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当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

之后，曾到澳门巡视检查禁烟事项，历时三小时②。
将１８３９年划为第二阶段终止期的第二 个 理 由

是当年澳门的人口变化。林则徐来广东禁烟，事前

派人到澳 门 统 计 人 口，１８３９年 澳 门 的 总 人 口 数 是

１３０００，其中 华 人７０３３人，葡 人５６１２人，其 他 国 籍

３５５人③。与前 一 次１８３５年 的 总 人 口３７０００比 起

来，１８３９年的总 人 口 大 为 减 少。其 实，减 少 的 主 要

是华人人 口。葡 籍 人 口 跟 之 前 近 两 百 年 的 数 字 相

比，１８３９年的数量是最多的。
近代史学界在比较明清两代澳门对外贸易差异

时，特 别 注 意 到 明 代 澳 门 贸 易 的 兴 盛。从１６世 纪

７０年代到１７世纪４０年代，以澳门为据点共有四条

航线，即澳门至里斯本、澳门至长崎、澳门至墨西哥、
澳门至帝汶。随着澳门对外贸易的兴盛，也带来了

人口 的 增 加，从１５６３年 的５０００人 到１８３５年 的

３７０００人，增长了七倍。葡 籍 人 口 从９００人 到１８３９
年的５６１２人，再加其他国籍的３５５人，也就是说，这
一时期以葡籍为主的外籍人口也增长了近七倍。根

据这些人口数字，可以推测由于澳门对外贸易的活

跃，这一阶段葡籍人口一直呈增加趋势。由此推测

澳门这一阶段的语言使用情况：开埠初期中葡双语

的使用状况在第二阶段得以继续发展。当然，由于

华人总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外籍人口，此阶段的语言

使用应以汉语为主。
葡籍人口的增长有两个因素，一是“土生葡人”

数量的自然增长；二是从葡国来澳门的葡人数量也

有所增加。这两个因素中，“土生葡人”人口的增长

是主要的，只 有 存 在 这 些 葡 语 和 汉 语 之 间 的“中 间

人”，那些只会讲葡语的葡国人才能在澳门工作并停

留。
值得注意的是，本阶段后期澳门人口统计中外

籍人口增加了说英语的人。澳门开埠以来，中葡双

语状况一直持续发展，贸易利润持续向好，使得在东

方争夺殖民地中逐渐占优势的英国、荷兰等说英语

的西方人纷纷来澳门经商。在林则徐统计的澳门人

口中，有５７户“英咭利国夷居夷人”，可以推测当年

澳门有好几百个英国人。这也反映了当时澳门语言

状况的变化，由开埠时的中葡双语变成中英葡三语，
从此三语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１８３９年澳门统计人口中的几百个说英

语的人并非澳门开埠后中葡双语变成鸦片战争前中

英葡三语的主要因素，经济因素才是关键。随着十

八世纪中叶英国割占了香港，取得了对中国贸易的

首席地位后，香港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大转运港口，加
上中国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港口的开放，
使得澳门这个昔日西方国家在东方贸易中最大的中

转港口与贸易中心变成了香港的一个附庸。然而，
澳门经过三百多年长期的发展，它作为香港最邻近

的国际性城市的特点也已经形成。

三、鸦片战争后，中葡英三语

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清朝政府的命运，中国从

一个闭关锁国的东方大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弱国。随 着 西 方 列 强 向 中 国 倾 销 产 品 和 对 中 国

丝、茶等农副 产 品 的 收 购，中 国 逐 渐 被 卷 入 世 界 市

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

烈冲击。此后，中国开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

一部分，这一改变在客观上迫使并促进了中国商品

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鸦片战争对澳门的影响同样深远。一 方 面，以

往在澳门中转的商品都经香港转运了，澳门的对外

贸易全面衰落。另一方面，在邻近的香港作为一个

新的国际化城市的建立过程中，澳门也从中获得自

身发展的机会，最主要的就是此后澳门赖以生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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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ＡＲＥＳＴＡ，ＡＮＴÓＮＩＯ：《澳门 的 政 权 及 葡 语 状 况》，《行 政》（澳

门行政公职局），１９９５年第８期。

黄启臣：《澳 门 通 史》，广 州：广 东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９
页。

陈栋康：《四百多年来 澳 门 人 口 的 增 长》，《人 口 与 经 济》，１９８７
年第１期。



发展的博彩业。

下面分析鸦片战争后由政治、社会、语言等因素

造成的澳门三语共存的局面。
（一）澳葡政府的松散管治

从收集到的这一阶段商铺的老照片判断，商铺

招牌的语言并非三语同时使用，使用双语的招牌不

占多数，小店铺的招牌大多只有中文。不同的历史

时期或者不同 的 商 铺，使 用 单 语 还 是 双 语，２０世 纪

３０年代前澳 葡 政 府 对 此 没 有 统 一 规 定。从 收 集 到

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照片看，商铺的招牌少数是双

语，大多只有中文。例如，图１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

新马路上的一排商店，左边第一家的橱窗上只有葡

语。第二家商铺的招牌是双语，中文处首要位置，外
文在中文的下方。第三家商铺名只有中文。大楼右

边的两家店铺似乎都只有中文名。图２为同一时期

或稍后的福隆街，是一条小街，街上的招牌大都是中

文。照片上方有个小方招牌“流芳照相”是中英双语

（为了适应英文的表达，做成了横牌，有别于其他中

文的竖牌）。图３的时间也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那时

有水艇由湾仔运水来澳供应饮用，停泊在内港海边。

照片的最顶端有某某“酒店”的荧光灯招牌，只有中

文，看不到外文。海边前排墙上的店铺名也都是中

文，没有外文。

１９３０年新马路上商铺的招牌 有 的 是 葡 文，有 的 是 中 文，

也有双语的

图１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澳门新马路街景

１９３０年的福隆街，商铺招牌大多是中文的

图２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澳门福隆街街景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内港海边的商铺招牌只有中文名

图３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澳门内港海岸街景

这些招牌的状况跟澳门的社会结构和澳葡政府

的相对松散 管 制 有 关。１８２２年 葡 萄 牙 政 府 颁 布 宪

法，首次将澳门列为其领土组成部分。此后１８２６年

的宪章第二条、１８３８年的宪法、１９１１年的葡萄牙共

和国宪法第二条、１９３０年和１９３３年的宪章，均宣称

澳门是葡萄牙的海外领土，简称“葡管中国领土”。

不过清朝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未予承认澳门

是葡萄牙的海外领土。１８８８年生效的《中葡和好通

商条约》，清朝政府确认“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

及属澳之地”，但这种管治并非实质性的主权行使。

在这种非主权行使的管治过程中，澳葡政府采取了

一种利用精英的手段①。澳门这一阶段的华人占绝

大多数，葡籍 人 口 很 少，一 直 徘 徊 在 澳 门 总 人 口 的

４％至８％之间。如 何 在 华 人 占 绝 大 多 数 而 经 济 结

构非常单一的社会维持澳门的国际化地位，这是历

届澳门总督面临的困境。由于里斯本政府对澳门事

务的反应严重滞后，使得澳葡政府意识到获得中国

的保护比其他国家的保护更有利，为保住在澳门的

居住权和商业利益，他们必须与中国朝廷及香山政

府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澳葡政府在管治上采取 “收

缩性”的策略，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华人为绝大

多数的社会 里 推 广 葡 文 葡 语 是 不 太 可 能 成 功 的 事

情，但它不会直接影响澳葡政府的管治，所以多数澳

门总督对此采取较为宽松和保守的政策。然而，有

几任澳门总督在推广葡语方面积极主动，做了不少

努力，这对葡人培养他们心目中的澳门精英有一定

促进作用。
（二）推广葡语的策略

黎熙元分析澳葡政府在面对人口庞大的华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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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时采取利用华人精英来管理华人事务的策略，是
一个因地制宜的举措。鸦片战争后，澳门的经济结

构有了较大的改变，从昔日亚洲的一个主要贸易港

口城市变成一个以个体家庭经营、小规模手工作坊

为主的经济体。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里要想让

广大华人学说葡语困难重重，因为一般人看不到学

会葡语能带来的好处，所以澳葡政府只能采取精英

策略。
从２０世纪初开始，澳葡政府逐渐认识到，强制

及硬性立法规定使用葡语是一种加强管治的手段。
这种加强管治的手段主要是从培养精英考虑的，从
小学开始让那些可能成为精英分子的人接受长期而

自然的葡语训练，同时在学习葡语的过程中熟悉西

方文化，长大以后对于葡语和西方文化就会产生某

种程度的认同感。澳葡政府在１９１９年颁布一项训

令，规定在资源较好的小学强制推行学习葡语。此

后的总督也有不少坚持这一策略。然而，从扩大推

广葡语的范围看，推广葡语的目的逐渐从维护葡语

纯洁转为培养本地精英了。１９２７年，第二次复任的

澳门总督巴波沙（Ａｒｔｕｒ　Ｔａｍａｇｎｉｎｉ　ｄｅ　Ｓｏｕｓａ　Ｂａｒ－
ｂｏｓａ）不但采纳这一措施，还积极地将这个措施扩大

到庞大的华人社群，鼓励他们学习葡语，规定懂葡语

是华人进入公职的首要条件①。
（三）将葡文推广至澳门的社会生活

澳葡政府强制推广葡语葡文的另一措施是规定

澳门所有的店铺招牌都必须出现葡文。１９３２年，澳
门总督美兰德（Ａｎｔóｎｉｏ　Ｊｏｓé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ｓ　ｄｅ　Ｍｉｒａｎ－
ｄａ）试图推行将葡语作为澳门社会生活的惯用语，颁
布了一个所有店铺强制使用带葡文招牌的法规。

现在看来，从１９１９年开始在学校强制性推广葡

语到１９３２年将推行范围扩大至澳门的各大商行招

牌，经过十几年的葡语推广，让葡人感觉时机已成

熟：葡语已在学校推行了十几年，应该逐步推广到社

会层面。而店铺的招牌是可见度最高的广告，从城

市面貌上也是最能反映语言景观的，所以，美兰德总

督制定这个法规必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从当时以

及此后的澳门街景照片判断，这一法规的效果不彰，
大多数的华人店铺招牌上没有葡文。图１至图３的

拍摄时间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应是该法规公布

之后，但照片上的店铺招牌没有葡文。再看图４，它
拍摄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大多数店铺招牌只有中文

名。中间最起眼的“六国饭店”招牌上没有外文。这

座茶楼建于１９１３年，原名“得心茶楼”，１９３８年改名

为“六国饭店”。照片中间下面的“信发”左边有个招

牌的中文名上出现罗马字母，具体是什么语言，因字

迹不清晰，难以辨认。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澳门街上的大多数的招牌只有中文

图４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澳门街景

从图１至图４的照片可以看出，１９３２年颁布的

澳门所有店铺招牌必须有葡文的这一法规执行得并

不彻底，澳葡政府的松散管治是一个方面，华人人口

占绝大多数，葡文的实用性有限又是另一方面。
然而，不能因此判断澳葡政府将葡文推广至社

会生活这一策略完全失败，从语言景观上，这一法规

蕴含了更深层的意义。先看该法规的第一句“鉴于

殖民政府必须维护葡语的声望”，它不仅仅在于推

广葡语，而是“维护葡语的声望”。如果只从推广葡

语来理解这一法规的意义，就低估了澳葡管治者的

决心。推广葡语为的是维护葡语声望，更是为了加

强澳葡政府的管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策略对其

管治产生了帮助。当时的澳门法理上属于中国领

土，管治权在葡国人手里，澳葡政府让店铺招牌上出

现葡文，可以成为显示葡国管治的一个标记。可以

说语言标识既有广告作用，在语言的选择上也有显

示主权、治权的作用。下面分析几个典型例子。

建于１７８４年的澳 门 市 政 厅 大 楼 一 开 始 只 有 葡 文“Ｌｅａｌ

Ｓｅｎａｄｏ”

图５　澳门市政厅大楼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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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澳门市政厅大楼的名称。市政厅

是前澳葡政府辖下的机关，负责管理澳门的市政事

务。该大楼建于１７８４年，当时的大楼上方只有葡萄

牙语“Ｌｅａｌ　Ｓｅｎａｄｏ”，意思是“忠诚的议会”，没有相

应的中文，见图５。这座大楼自建成后就成为澳门

政府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该大楼作为澳门历史城区

内的历史建筑，２００５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名录。
现在的澳门市政厅大楼顶端已经没有原来葡文

的“忠诚的议会”，换成了中文的“民政总署”及其葡语

译文，见图６，现成为民政总署的总部大楼，以及其辖

下的图书馆。第二个例子是建于１９２３年的澳门消防

大楼，它位于澳门连胜马路２至６号，大楼上只有葡

文“消防局”的字样，没有中文名，见图７。目前它既是

澳门消防局指挥大楼，也是澳门消防博物馆所在地。
博物馆位于大楼的大堂，面积约３５０平米，开放给公

众参观。该大楼在１９９２年被澳门政府评为“具建筑

艺术价值之建筑物”，目前它是政府消防局的指挥中

心，但大楼名称上仍维持原样，未添加中文。

现在大楼顶端是中文“民政总署”及其葡语译文

图６　现今的澳门市政厅大楼

１９２３年落成的澳 门 消 防 大 楼 上 至 今 只 有 葡 文 的“消 防

局”字样

图７　澳门消防大楼

鸦片战争后澳门形成的中葡英三语的使用状况

一直延续至今，这种语言状况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

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中西不同文化的融

合，也有澳门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长期竞争和妥协

的原因。我们在分析当今澳门语言景观的特色时，
应充分认识它形成的历史因素。吉隆坡唐人街语言

景观的形成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王晓梅对马来西亚

吉隆坡唐人街的语言景观调查显示，吉隆坡唐人街

的中英马三语状况经历了汉语单语、中英双语、中英

马三语的演变过程①。早期的华人社区属于汉语单

语时代；１９世纪末英殖民时期属于中英双语；２０世

纪中期马来西亚独立，华人社区逐渐认同马来西亚

而进入中英马三语时代。从吉隆坡唐人街的中英马

三语语言景观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在一个华人移

民社区，从汉语单语社区演变成中英马三语社区，其
成因主要是历史上当地统治者的更替。

比较澳门三语的演变过程和吉隆坡唐人街的情

况，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点在于

二者都是华人社区，居民以华人为主，所以中文在语

言使用上占主导地位。两地的另一相同点在于语言

景观显示主权或治权。从历史过程看，吉隆坡唐人

街的主权先后经历了英国殖民统治和马来西亚独

立。至于早期吉隆坡唐人街的汉语单语状况，因马

来亚历史上曾经历了葡萄牙、荷兰、英国等不同的殖

民统治，加上华人社区规模小而不足以涉及当时的

管治权，所以才有汉语单语的状况。两地的差异之

处首先在于葡国管治澳门从开埠一直持续至１９９９
年，在长达４００多年的澳葡管治过程中，葡文一直是

澳葡政府的唯一正式语言，所以葡文的官方地位稳

固，中文只是华人的日常生活语言；其次，澳门增加

英文作为官方语言，原因在于英国在港澳地区的经

济影响力，不像吉隆坡曾直接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
再次，根据人口资料推测澳门开埠初期就已经为中

葡双语，而吉隆坡唐人街的汉语单语是根据１９世纪

末的街景照片推测的。

四、中葡不同的语言地位

从澳葡政府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布的维护葡语地

位以显示澳葡管治的相关法规可以看出，澳葡政府

这么旗帜鲜明的做法是为了维护殖民政府的声

望。下面再比较绝大多数澳门居民所使用的语

言———中文，是如何获得与葡语相等的法律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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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澳葡政府在竭力维护葡语作为官方语

文地位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而在对中文获得平等语

文地位的态度上，澳葡政府（包括回归前的过渡政

府）却是消极的。
先看澳门历史上的中 文 地 位。虽 然 中 文 是

９５％以上澳门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但中文在澳门的

平等地位一直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澳

门的法律。根据邓伟平的观点，澳门一直实行“双层

双轨”的立法体制，就是由葡萄牙和澳门地区“双层”共同

行使立法权，并由总督和立法会“双轨”分享澳门本

地立法权的立法体制①。在澳门法律中含有葡萄牙

因素，源自葡萄牙人自１９世纪中期将葡萄牙法律延

伸到澳门，１８２２年葡萄牙第一部宪法正式认定澳门

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葡萄牙法律自此成为澳

门法律。此后，葡萄牙政府一直为澳门立法，或者将

葡萄牙法律直接延伸到澳门。葡国政府为澳门的立

法就有《中文官方地位法令》，即１９９１年中葡两国外

长在里斯本达成协议，同年１２月葡萄牙部长会议通

过法令（第４５５／９１号法令），该法令没有名称，只一

条内容，即“中文在澳门具有与葡文相等之官方地位

及法律效力”。由此可知，中文在１９９１年之前的

４００年里不是澳门的官方语言，葡语才是澳门立法、
司法、行政部门的唯一正式语言。中文直到１９９１年

才确定在澳门地区享有官方地位，具有跟葡语相同

的法律效力。
对比中文在香港的情况。１９７０年香港有民间

团体发起运动，要求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其后港府成

立中文研究委员会。１９７４年２月香港立法局三读

通过，正式确认中文为香港的法定语文，并且允许在

法庭上使用中国的方言②。１９８４年中英两国签署的

《联合声明》重申中文、英文同为正式语文。从此以

后，香港的各种文档都有中文、英文两个版本，然而

当年的中文版最后也常有这样的语句：如中文、英文

的版本不符，应以英文版本为准。比较中文在澳门

和香港的法律地位，两地回归前同样被殖民统治，香港

在１９７４年就正式确认中文为法定语言，而澳门到

１９９１年才由中葡两国政府确定中文在澳门地区享

有官方地位。由此可见，中文在澳门获得法定地位

的时间比香港晚１７年，这跟澳葡政府竭力维护葡语

的官方语文地位而消极对待中文的平等语文地位是

分不开的。

五、结论

根据不同年代的人口数字以及若干上世纪初期

的澳门街景照片，结合人口数字的变化以及重大历

史事件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澳门开埠时葡籍

人口占了一半，此后在澳葡政府管治的４００余年间，
葡语一直是澳门的唯一官方语言。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判断澳门的语言使用状况从一开始就是中葡双

语。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英国在东亚的影响逐渐扩

大 ， 加 上 香 港 从２０世 纪 开 始 成 为 一 个 国

际化大都市，澳门在中葡双语的基础上又增加

了英语，形成了迄今为止的澳门中英葡三语格局。
由于澳门在法理上主权并非属于葡国，在１８８８年生

效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清政府只是确认“坚准

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这种管治并非实

质性的主权行使。因此，澳葡政府长期以来实行一

种较为松散的管治，但对于葡语的推广却是不遗余

力。２０世纪初先后实施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在小

学强制学习葡语，二是规定澳门所有店铺的招牌必

须有葡文。虽然这两项措施的实效很不显著，但对

于加强澳葡政府的管治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

后一项措施直接影响到澳门现今的语言景观，即商

铺招牌上的葡文显示了这个地区曾经被葡国管治。
因此在分析澳门的语言景观时，我们应对其形成演

变过程有充分的了解，从而认识到任何地方的语言

景观的形成都是当地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长期竞

争和妥协的结果。

①　邓伟平：《论澳门法律的特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②　陈昕，郭志坤：《香港全记录》第２卷，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

第１７１页。

（责任编辑　韩顺友）

５０１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ｒｏｎ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ａｎｇ　Ｇｕｏ　ｐｅｒｉｏｄ，ＪｉａＹｉ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ｅｎ，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ｎｎａｃｌｅ　ｏｆ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ｉｓ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ｓｈｉｐ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ｔｒｕｌｙ　ｍ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Ｓｈｅｎ　Ｓｈａｏｓｈｕａｉ，Ｘｉｎ　Ｙｏｎｇｆ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ｉｘ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ｙｐｅｓ：ｒｈｏｔｉｃｉ－
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ｆｉｘｉｎｇ　ｗｉｔｈ“圪”（ｇｅ）；ｐｒｅｆｉｘｉｎｇ　ｗｉｔｈ“□［·ａｕ］／小 （ｘｉａｏ）”；ｓｕｆｆｉｘｉｎｇ　ｗｉｔｈ“子”（ｚｉ）；ｓｕｆｆｉｘｉｎｇ　ｗｉｔｈ“□［·ｎａｕ］／
妮Ｚ［ȵｉａｕ２４］／□［·ȵｉｏｕ］／□［·ȵｉｏ］”；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ｎａｍｅｌｙ“圪（ｇｅ）＋ｒｈｏ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ｕ］／小（ｘｉａｏ）＋ｒｈｏ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ｕ］／小（ｘｉａｏ）＋ｒｈｏ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ｕ］／小（ｘｉａｏ）＋□［·ｎａｕ］／妮Ｚ［ȵｉａｕ２４］／□［·ȵｉｏｕ］／□［·ȵｉｏ］”．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ｈｏ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ｉ－
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ｓｅｎｓｅ　ｗ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ｎｏｕｎｓ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ｗｅａｒ　ａｗａｙ．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ｕ］／小（ｘｉａｏ）＋ｒｈｏｔｉ－
ｃ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ｎｏｕ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ｅｎａ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ｃａｕ’ｓ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Ｌｕｏ　Ｙａｎｆ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Ｍａｃａｕ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ｃｅ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ａ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ｃａｕ　ｐｏｒｔ，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ｃａｕ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ｏｕｒ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ｊｕｄｇ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Ｍａｃａｕ　ｗａｓ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Ｗａｒ，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Ｍａｃａｕ，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ｃａｕ．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Ｍａｃａｕ．Ｔｈｉ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ｙ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ｈｅｎ　Ｑｉ，Ｌｉ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ＬＥ）ｍａｒｋ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ＣＬＥ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ｃｋ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　ｖａｇｕ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ｕｒ－
ｇｅ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ＣＬ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ｏｆｆ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ｄｏｐｔ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ｔ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ＳＳＣＩ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Ｙｕ　Ｚｈｉ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ｕｉｌ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ｗ．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ＣＳＳＣ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　２０２３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ｈｏｔ　ｓｐｏ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ｒ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ａｍ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ｉｎ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ｔｙ，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
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ｔａｋ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ｅｎｒｉ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Ｙｉｎ　Ｍｅｎｇ，Ｄｏｕ　Ｆｅｎ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６０５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ｔｗｏ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ｔｈａｔ　ｗａ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５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