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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
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

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

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jin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
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
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

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
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
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
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
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 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
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 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
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
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

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
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

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
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如
此看来，应尽快启动“一带一路”术语研究，制定有关术语使用与翻译原则，提供具体翻译词
表，拟订忌讳词表或不建议使用词表，及时提供语言咨询服务。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
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编辑各国语言志，编纂单语词典、多语词典及各种专业词典，编写教科书及普及

用书等。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

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而能使用“一带一路”建设
中“表情、通心”语言的人才十分缺乏，需要加大培养力度。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
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应有计

划地研究相关国家语言政 策及语言使用习惯，出版相关书刊，以便当事者遵守这些政策、尊重
这些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

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重
视搭建语言技术平台，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大力发展语言技术，打造语言产业，共享语言红

利。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

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应向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及家庭、个人等提供

各种语言服务，包括语言规划、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技术支撑等。

（作者李宇明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国家语委原副主任。此文转载自《人民日报》2015 年 09
月 22 日 07 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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