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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拿大联邦成立后，英裔和法裔群体依然竞争不断。在这一动态竞争过程中，魁北克法裔通过各种途径壮大自身

实力，维系二者相对平衡。移民群体是魁北克发展法语单语制度，确保法语主导地位所依赖的重要群体。在此过程中，魁北

克一方面重视吸引法语移民，一方面向其他移民强制推行法语; 此外，它还积极为移民发展遗产语言项目。表面上看，魁北

克对移民语言政策具有刚性和柔性相结合的特点，但其根本都是为强制推行法语单语制度所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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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研究“扭转语言转向”不可忽略魁北克案例。魁北克

通过强制性法语单语制度成功扭转了英语转向，维护了法

语的社会地位。魁北克政府、学校、商界等领域的强制性

联合行动奠定了法语在魁北克的优势地位。但是， “强制

性”还不足以揭示加拿大语言政策的所有特征。法语地位

的确立绝非是单纯的法语强制政策得以实现的; 没有柔和

的连横策略，法语地位未必如此稳固。
本文从魁北克移民政策入手，认为魁北克移民语言政

策是由三大目标驱动，即: 确保族群均衡、平抑族群失衡、
争取族群支持。三大目标驱动下的移民语言政策体现出刚

性与柔性相结合的特质，其中饱含魁北克省的语言政治

策略。

二、确保族群均衡

魁北克曾是法国殖民者在加拿大殖民时期的重镇。法

国战败后，英国政府加大了对魁北克的同化力度。面对英

国王室的屡次同化政策，魁北克有意识地增加群体资本、
保护其自身语言与文化的地位; 也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

魁北克不仅依靠法裔自身力量，还巧借法语移民群体力量，

通过群体策略实现与英裔群体的相对均衡。
( 一) 依靠法裔抵制同化政策
1763 年的“王室公告”是英国王室同化法裔的重要文

件，起初英王室将法裔问题等同于印第安人问题，力图对

其进行同化。然而魁北克法裔在天主教会的领导下，在社

会生活等方面努力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捍卫自己的生活

方式和社会制度; 英国王室同化政策受阻。而恰在此时，

为了解除北美大陆独立革命的威胁，避免法裔群体联合起

义，英国政府暂时废弃显性同化政策，转而实行“魁北克

法”。该法认可了法裔群体，并给予其语言和文化制度的合

法身份，从而得到法裔的支持，也因此阻挡住了北美大陆

独立浪潮。在这一段时间，魁北克法裔与英裔相安无事，

彼此独立发展。在天主教牧师的带领下，魁北克法裔人口

增长迅速，语言文化也得到巩固发展。
( 二) 联合移民抵制同化政策
魁北克法裔人口优势很快被来自美国的效忠派所打破，

新移民大多倾向于使用英语，这种语言选择倾向使法语地

位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英国王室 1841 年颁布的 “联合

法”让魁北克法裔面临更严峻的语言形势，依照该法魁北

克使用法语的权利将被废除，英语为唯一官方语言①。这

激发了天主教牧师对族群语言危机的担忧，法裔群体在强

制法律面前反而达到空前团结。为尽可能维持英语和法语

群体比例的相对均衡，教会在原先鼓励生育的基础上，有

意识地吸引移民。
这种加快吸引法语群体移民的设想，在当时遇到两个

现实问题。问题一，会法语的法国人还不到法国总人口的

50% ; 问题二，鼓励法国人从法国移民是非法行为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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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现实问题使魁北克教会无法从法国找到合适的法语群

体，因而只得转而求其次，从其他国家吸引会说法语的移

民，甚至不惜花钱雇用中间人促成那些会法语的群体移民。
法语群体的壮大最终帮助魁北克成功抵制同化政策，英国

王室英语单语制以失败告终; 魁北克法裔社会地位逐渐

上升。
在联合移民再次抵制住同化政策之后，魁北克法裔始

终存在的族群危机意识促使他们继续加大移民力度。1890
到 1914 年，魁北克的语言移民到达高峰期，每年大约有三

万会法语的群体移民③。通过增加法语群体人数，魁北克

法裔实现英裔、法裔地位的相对平等: 在联邦成立之时魁

北克法裔人口占到加拿大总人口的 33% ④ ( 未包含新不伦

瑞克等其他省份的法裔人数) ，魁北克的天主教会实施的法

裔人口兴旺政策和法语移民政策帮助法裔获得更多的社会

资本，语言文化保卫战总体上获得成功。

三、平抑族群失衡

( 一) 移民语言倾向与法语危机出现
天主教在法语及其文化的维护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

曾经具体负责法语及其文化传承，并煞费苦心地吸引法语

移民。在天主教牧师的领导下，魁北克法裔顽强地保卫住

自己的语言文化阵地。然而在加拿大联邦成立后，疆土扩

张，新移民加入，魁北克法裔越来越不占优势。20 世纪 60
年代后，天主教会的影响力逐渐衰弱，其主导下的农业经

济经营惨淡。法裔自身的生育率严重下降，法语移民数量

大幅减少; 英语移民却大幅增长。仅 1945 到 1965 年间，

每年就有大概 2 万 5 千名移民从英美国家移民到魁北克，

占移民总量的 32%到 35% ; 相比较而言，将所有说法语的

移民都统计在内，也只占移民总量的 12% 到 13% ⑤。魁北

克法裔面临着被英裔和英语群体包围的境地。
英、法族群之间的失衡越来越明显: 英裔处于领导层，

掌握话语权; 而法裔则成为被领导者，工资收入极低。法

裔或法语族群自然很快就在与英裔、英语族群的较量中败

下阵来。英裔和法裔，英语族群和法语族群出现严重的失

衡。由于加拿大的语言竞争不仅仅是英裔和法裔之间的竞

争，而是英语和法语群体之间的竞争。在英语移民不断增

加，法裔地位逐渐下降的情况下，移民群体纷纷转向英语。
英裔、法裔的社会地位差异影响到移民的语言选择，魁北

克曾经处心竭虑吸引的法语移民群体竟也将首选教学语言

定为英语，英语教育成为主流; 蒙特利尔地区 90% 的移民

儿童就读英语学校⑥。移民语言倾向进一步加剧英语、法

语族群间的竞争不平衡。这种盎格鲁化趋势引起法裔的担

忧，迫使其采取进一步措施平抑族群失衡，挽救日益下降

的法语和族群地位。
( 二) 扭转英语转向与法语地位确立
为了摆脱劣势社会地位，魁北克掀起 “平静革命”。

这是法裔摆脱宗教束缚的工业化革命，也是一场语言革命。
通过强制移民学习法语、逐步掌握移民主导权，魁北克逐

渐扭转法语劣势地位，并将法语地位提升到唯一官方语言

地位。
在法语单语制度出台之前，魁北克许多社区学校就已

经开始废除英语教学，只允许法语教学。但这种强制政策

最初遭到移民的强烈反对，意大利裔移民反应尤其强烈。
意大利裔移民群体是魁北克地区第一大移民群体，其

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由于该群体一直倾向于使用

法语、而非英语，曾被作为法语群体的潜在移民群体而被

移民到魁北克。到 1961 年，蒙特利尔地区的意大利裔群体

依然倾向使用法语，有数据显示意大利裔魁北克人中有

61，488 人说法语，49，449 人说英语; 其中 12，409 人将

法语当做母语，只有 5，650 人将英语当做母语⑦ ; 这一群

体一直都被视为魁北克除法裔之外重要的法语群体。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却对英语、法语的态度上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认为英语在北美地区更有竞争力，因

而对法语强制教学极度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引发意大利裔

与法裔在蒙特利尔街头的激烈冲突⑧。
意大利裔这一特殊群体的语言转变让魁北克始料未及，

同时也让其意识到该省日趋盎格鲁化的严峻形势。为了扭

转这一趋势，魁北克省先后出台了 63 法、22 法和 101 法，

以期加强移民语言管制。63 法要求移民部与教育部合作，

确保移民能够在到达魁北克时学习法语或者已经习得法语，

要求移民子女必须就读法语授课的教育机构; 22 法与 101
法一脉相承，否定了大部分移民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接受

英语教育的权利。
魁北克强势推行强制法语制度，并用一系列的社会支

撑体系来促使其政策的实行，法语监测与惩戒措施遍布政

府、学校，和社会的其他各个层面。虽然毁誉参半，这种

强制政策对移民产生巨大影响，也帮助魁北克扭转了英语

转向。数据显示，1966 年之前到达魁北克的移民被法语化

的比例是 25% ; 1966 － 1971 年间到达的移民，其法语化比

例为 42% ; 1971 － 1976 年间到达的移民，法语化比例高达

55% ; 1976 到 1991 年更是高达 69% ⑨。颇为强势的法语制

度自上而下地主导了魁北克社会，确立了法语的声望和社

会地位。
( 三) 吸引法语移民与法语群体壮大
吸引法语群体移民一直是魁北克法裔确保语言群体均

衡的重点，但二战后联邦政府具体负责魁北克的移民事务，

英国成为魁北克移民的主要来源国⑩。为扭转盎格鲁化趋

势，魁北克在 1975 年争取省移民控制权，1978 年获得移民

选择权，瑏瑡1978 年后拥有自己的移民打分体系瑏瑢。
重新获得移民主导权，有利于魁北克有目的地选择法

语移民，以此扩大法语群体的实力。法语语言能力成为移

民标准中的重要考量因素。1991 年到 1995 年，魁北克移民

前三甲为海地、黎巴嫩、法国; 1996 年到 2000 年为阿尔及

利亚、中国内地、法国; 2000 年，魁北克政府要求将法语

移民比例再度增加 50%，瑏瑣这促成中国内地、阿尔及利亚、
法国这三大移民来源国移民比例继续增加。对排名前三甲

的移民来源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除中国内地之外，移民

魁北克的移民不是来自法国，就是来自法国前殖民地;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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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群体最主要的力量还是法裔之外的其他移民群体。
表 1 1991 － 2006 魁北克移民来源国排名

排名
1991 － 1995 1996 － 2000 2001 － 2006

国家 人数 比例 国家 人数 比例 国家 人数 比例

1 海地 9550 8． 7%
阿尔

及利亚
8385 7． 7%

中国

大陆
18350 9． 5%

2 黎巴嫩 8010 7． 3%
中国

大陆
8225 7． 5%

阿尔

及利亚
15390 7． 9%

3 法国 6240 5． 7% 法国 7930 7． 3% 法国 14890 7． 7%

数据来源: ( Statistics Canada 2006a) 瑏瑤掌握移民主导权，是魁

北克法语单语制度实施的关键之一。通过吸引法语移民，

可以获得群众对强制法语制度的支持，有利于继续维护法

语群体在魁北克的人口优势。

四、争取族群支持

魁北克法语制度是强制性单语制度，但也不能忽视其

柔性特征的一面。为了争取更多族群支持强制法语制度，

魁北克省注意从语言服务的角度，为移民提供多方位的语

言培训; 从维护遗产语言的角度，重视非英语之外语言的

发展。这些柔性措施成为确保移民群体选择法语的辅助性

手段。
( 一) 提供法语培训服务
魁北克重视考核移民的法语能力，还从语言培训服务

的角度支持移民学习法语，投入各项资金提供各种类型的

课程，从而帮助那些非法语移民尽快掌握法语。
法语培训课程大多数免费，根据移民年龄分为成人

课程和儿童课程。成人课程历时一到三年，该课程的目

的是培养移民的法语工作能力，使之成为合格的魁北克

公民瑏瑥。儿童课程时 间 则 相 对 较 长，从 幼 儿 园 一 直 覆 盖

到高中，该课程的目的是辅助儿童尽快掌握法语，从而

适应课堂法语教学。1993 － 1994 年共有 7346 名儿童接

受该课程培训瑏瑦。
通过提供法语培训服务，魁北克政府辅助移民克服法

语工作和法语学习的困难，保证了法语强制制度的实施，

维护了法语地位优势。在强势法语制度和柔性法语培训政

策下，法语成为魁北克家庭语言中的优势语言，2006 年加

拿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31% 的移民在家使用法语，81% 的

魁北克人使用法语瑏瑧。由此可见，魁北克政府推行法语政

策效果非常显著，法语保持绝对优势。
表 2 2006 年魁北克家庭语言使用情况

排名 移民 非移民 总体

1 法语( 31% ) 法语( 88% ) 法语( 81% )

2 英语( 17% ) 英语( 9% ) 英语( 10% )

3 西班牙语( 6% ) 原住民语言( 0． 5% ) 西班牙语( 1% )

( 二) 扶持遗产语言发展
扶持遗产语言发展，同样是魁北克政府争取移民群体

支持的手段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魁北克教育部牵头，推

出遗产语言项目 PELO ( le programme d'enseignement des lan-
gues d’orgine) 。项目实施初期主要是面向公立学校，围绕

希腊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教学研究和大

纲内容提供指导意见。其他语种是否开课、如何开课等具

体内容则转由各学校委员会负责，这样遗产语言项目覆盖

的语种也大大增多。后期，遗产项目从公立学校延伸到私

立学校、进入社区。项目覆盖范围扩大后，所有学校都可

以向魁北克政府申请资助，符合条件的学校将获得 80% 的

经费支持瑏瑨。
从遗产语言项目推出的时间来看，恰好是魁北克强硬

派实施法语单语制度的时期，22 法和 101 法都是在此时间

通过。这并非是时间上的单纯巧合，反而是魁北克推行法

语单语制度策略的充分体现。通过强调弱势语言身份和权

利，魁北克政府力图证明对所有弱势语言的普遍关照，以

此获得移民的情感共鸣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实际上，遗

产项目的实施，始终让位于法语单语制度。指导移民语言

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有助于魁北克进一步掌握移民群体

在学习过程中的语言选择状况; 而这些遗产语言项目也只

是在课余时间而非正常上课时间进行教学。
通过同时实行刚性的法语单语制度和柔性的遗产语言

保护项目，魁北克政府刚柔并济，巧妙推行多元文化背景

下的法语单语制度。

五、结 语

一直以来，加拿大将英裔和法裔并称为建国民族，以

此为依据推行英法双语制度。实际上，双语政策是英裔和

法裔博弈的最终产物，是英裔同化法裔无果的妥协政策，

是法裔自始至终维护法语地位的结果。由于魁北克法裔在

人数、实力上不占优势，他们很早就在与英裔竞争过程中

实行双线政策，即一方面依靠自身群体发展，一方面依靠

移民群体的补充力量。
在天主教会领导时期，魁北克不仅鼓励族裔内部生育，

还有意地吸引其他法语群体移民魁北克，提升法语群体实

力。然而随着社会发展，魁北克教会势力减弱，法裔的农

业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英裔的工业经济发展，这直接导致

英裔与法裔地位发生巨大变化。魁北克曾经的语言盟友开

始纷纷倒戈，语言态度发生变化，曾经的法语群体联盟出

现松动。
在此背景下，魁北克法裔掀起了平静革命。这场革命

是一个工业化革命，促进经济大发展，综合实力提高; 这

场革命是一个文化革命，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取代落后的宗

教教育观，促成思想解放、知识体系的现代化; 这场革命

更是一个语言革命，移民群体的英语倾向被彻底扭转，法

语地位成为魁北克的唯一官方语言。
平静革命之后，魁北克延续之前的连横策略，继续重

视移民群体在其确立法语地位过程中的重要性，从移民来

源上优先选择法语群体。但新时期移民政策也有两个新特

点，即: 由松到紧、有紧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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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语言问题争议不仅仅是英裔和法裔之间的矛盾，

相反是英语群体和法语群体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魁北

克非常依赖法语移民群体，但所有的移民都不可避免地存

在语言选择的问题，即被英裔同化还是被法裔同化的问题。
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移民语言转向问题触动魁北克法裔神经，

使之实行“由松到紧”的移民语言政策，放任模式转变成

强制模式，要求移民在工作学习中必须遵守法语宪章，服

从魁北克的法语单语制度。在此刚性政策之外，魁北克政

府还有柔和政策，例如向对所有移民提供法语培训服务，

提供资金扶持其遗产语言发展; 这又体现出 “有紧有松”
的特点。

在历代魁北克法裔的努力下，法语在魁北克具有不可

替代的主导社会地位。通过干预移民语言选择，魁北克政

府有效地平抑了英、法族群的失衡，扭转了魁北克向英语

转向的趋势。魁北克移民语言政策，蕴含连横策略和平衡

手段，这些因素与强制法语政策一起成为法语唯一官方语

言地位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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