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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格里布地区在历史上历经复杂的社会生活变化，阿拉伯语在马格里布的历史发展现状是一

个需要研究的问题，阿尔及利亚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本文通过纵向历史回顾，综述了古代、

近代和当代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历程，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研究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

发展现状和特点，分析了阿拉伯语的使用在阿尔及利亚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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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位于远离阿拉伯半岛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

①
，其土著居民是柏柏尔人，历史上被许

多盛极一时的帝国征服，近代又遭受法国的殖民统治。复杂的历史演变给阿尔及利亚的语言使用

留下了特殊印记。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之一，其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通用语言为法语，

法定的国语是柏柏尔语
②
，全国有约 20%的国民（600～800 万人）讲柏柏尔语。

[1]
阿拉伯语在阿尔

及利亚的发展受到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影响，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历史上阿拉伯语在马格里布的传播和发展 
 

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促进了阿拉伯语在马格里布的推广。公元 7～8 世纪，阿

拉伯人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7 世纪末，倭玛亚王朝哈里

发阿卜杜·马立克规定阿拉伯语为帝国的官方语言。702 年，整个马格里布被阿拉伯帝国征服，

推广阿拉伯语的政策便在马格里布开始实施。 

阿拉伯人进入该地区之前，马格里布主要通行三种语言：希腊语、布匿语和柏柏尔语。
[2]73

希腊语是统治者拜占廷人的语言，布匿语
③
是北非沿海城市居民的语言，柏柏尔语是北非土著民族

柏柏尔人的语言。阿拉伯人到来之后，阿拉伯语开始与当地语言融合，并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语

言。原官方语言希腊语由于缺乏社会基础而被很快废止；讲布匿语的城市居民顺应社会、经济和

                                                        
①“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现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 
②阿尔及利亚是马格里布国家中唯一在法律上认可柏柏尔语为国语的国家。 
③“布匿语”，由腓尼基语发展而来并受希腊语、拉丁语及柏柏尔语影响的一种混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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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需要改学阿拉伯语；柏柏尔人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生活与阿拉伯人接近，伊斯兰教对他们有

着特别的吸引力，他们在改奉伊斯兰教的同时开始学习阿拉伯语，由于柏柏尔语书写复杂且无书

面历史文献存留，而阿拉伯语因与布匿语同属闪语族而相对易学，这最终使得柏柏尔人在讲母语

的同时也讲阿拉伯语。 

9 世纪初，马格里布已出现了阿拉伯语著作。随着柏柏尔人与阿拉伯移民的长期通婚，这个

地区逐渐阿拉伯化，语言的融合在 12～13 世纪基本完成，阿拉伯语得到普及并成为官方语言。由

于北非多山且被沙漠阻隔，散居的柏柏尔部落得以保存自己的语言，最终形成阿拉伯语和柏柏尔

语在马格里布共存的局面，阿尔及利亚便是典型代表。14 世纪初，马格里布开始进入西班牙和奥

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阿拉伯语在随后 4 个多世纪更多作为宗教仪式用语使用，一定程度上限制

和影响了阿拉伯语的正常发展。 

 

        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语教育 
 

法国以“扇击事件”
①
为借口于 1830 年侵占阿尔及利亚，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

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施“愚民政策”，尽一切可能压制阿拉伯语的发展。 

   （一）第一阶段：1830～1919 年② 
法国殖民统治之前，阿尔及利亚人在学校和清真寺学习阿拉伯语,在法庭、政府部门和文学研

究等领域广泛使用阿拉伯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柏柏尔语，而土耳其语作为政府公文

用语在首都使用。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初期，一方面，法国殖民统治者从多方面限制阿拉伯语的

使用，如颁布法律规定民间办学所需的许可证
 [3]151

，禁止在学校教授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化和地

理；限制或停止阿尔及利亚人的报刊出版；大肆掠夺珍贵的阿语书籍文献以存放到法国图书馆或

低价卖给法国人作研究。另一方面，阿国内一些殖民主义的支持者认为阿拉伯语难学、死板和僵

化，无法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无法跟上现代文明的潮流，是导致阿拉伯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

自 1830 年起，阿拉伯语除用于签字外，已不再是书面语言。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实施了长达 70 年的“愚民政策”，并以缺乏资金为借口，缩减阿教育投资，

1897～1919 年的教育专款只从 33,000 法郎增至 49,000 法郎
 [4]190

，而当时阿尔及利亚人口增长速度

却很快。1847 年法国一份报告指出：“我们解散学校并将其废弃，我们熄灭了这里的灯火，也就

是要把穆斯林社会变成一个更愚昧野蛮的社会，就像过去那样。”
[5]
这种“愚民政策”带来深重的

灾难，据 1830 年法国人的一份报告称，法国开始对阿尔及利亚实行殖民统治时，文盲率只有 5%。

如德国旅行家威廉·辛巴拉所讲，“我有意寻找一位不会读写的阿尔及利亚人，但我没有碰到，同

时在这个欧洲南部的国家
③
，我也很少找到不会认读的妇女。”但自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以来直到

1901 年，阿尔及利亚文盲率飙升至 92.2%（只有 3.8%的人能认读）。
[6]
出于信仰与抗争，很多阿

尔及利亚人仍秘密从事阿拉伯语的学习和传播。尽管法国殖民统治者在城市的学校设置了法语课

                                                        
①“扇击事件”：1796 年，奥斯曼帝国境内地方总督哈桑帕夏答应给法国督政府一笔 100 万法郎金币的无息贷款，

用以购买阿尔及利亚摄政府提供的小麦，犹太人雅各布·巴克里和易卜拉欣·巴克里充当中间人具体操作这笔交

易，然而他们企图赖账，便贿赂法国当时的外交大臣达来朗，于是达来朗便把此事“作为国家事务”来看待。由

于各种复杂原因，法国政府迟迟不偿还这笔债务，1872 年 4 月 30 日，法国领事受到了阿尔及利亚摄政府首脑候

赛因·德伊接见，由于未能正面回答这笔债务的问题，该领事遭受德伊的“扇击”，法国认为这是对国家荣誉的公

然挑衅，于是以此为借口侵略阿尔及利亚。（马赛尔·佩鲁东：《马格里布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 
②以下内容是笔者在留学期间拜访著名近现代历史学者、阿尔及利亚“1954 年 11 月 1 日国民革命历史研究所”

的艾布·高希姆·撒阿德拉教授（Prof.B.Saadallah）时记录的资料。 
③“欧洲南部的国家”指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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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安排法国教师授课，阿尔及利亚人仍暗中送子女去私塾学习阿语；在农村的清真寺里，尽管

殖民政府对宗教活动进行监视，人们仍通过背诵《古兰经》和学习伊斯兰教义学习阿语。 

   （二）第二阶段：1919～1962 年 
一战结束后不久，阿尔及利亚于 1919 年开始了立法改革，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到了有限的政

治权利，当时的一些阿尔及利亚政党纲领中表达了对阿语教育的重视：1.“北非之星”党在其纲

领第 8 条中写到：“阿拉伯语教育是一项义务教育”，“国家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各阶段的教育

应当是义务和免费的，应当用阿拉伯语授课”；2.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在 1938 年召开的大会上指出：

“将伊斯兰——法国学院升格为伊斯兰大学，由穆斯林教师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学”，“自由是对教

育的解放”，“在阿尔及利亚大学建立文学系，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伊斯兰哲

学”；3.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
①
还创办了一些阿拉伯语的机关刊物，如《灯塔》、《阿拉伯马格里布》

和《阿尔及利亚之声》等；4.伊斯兰教贤哲会积极从事阿拉伯语教学活动，并教导学生：“阿尔及

利亚是我的祖国，伊斯兰教是我的信仰，阿拉伯语是我的母语。”
[7]
这些抗争迫使法国殖民统治者

在 1933 年作出一定让步，宣布将阿拉伯语作为阿尔及利亚的外语。 

 

           三、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阿拉伯语教学的恢复 
 

阿尔及利亚经过民族解放斗争于 1962 年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新政府非常重视普及阿

拉伯语，认识到阿拉伯语对于刚刚在政治上摆脱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规

定在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中一律使用阿拉伯语，并支持大学和语言学会等机构对阿拉伯语进行研

究和规范以推进其发展。在开展“解放舌头的战斗”中提出，“武装革命仅仅解放了阿尔及利亚的

土地，阿尔及利亚还要进行解放舌头的战斗，解放舌头意味着解放思想，解放感情和良心”
[8]237-238

。 

1963 年，时任总统布迈丁提出在行政、教育机构和社会环境等几方面同时推行“阿拉伯化运

动”，其核心是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布迈丁还曾于 1968 年提出，不懂阿拉伯语的人不得在国家机

关任职，并确定 1970 年为普及阿拉伯语的最后年限。阿尔及利亚宪法和教育条例等也对此作了明

确规定：“发展阿拉伯语，使其适应并参与科技文明，只有通过在全国一切领域，无论是思想还是

技术领域，全面推行使用阿拉伯语才能实现”
[8]300

。“阿拉伯化运动”得到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

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些国家派出大批阿语教师帮助扫除阿语文盲，完善阿语教育。阿尔及利亚政

府也派出大批留学生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学习。阿尔及利亚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普及阿拉伯语，至

1979 年，已在高中普及了阿语教育。截至 1974 年，普通教育、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中已有 70%
的课程使用阿拉伯语，高等院校文科 50%和理科 30%的课程使用阿拉伯语进行教学。国家行政机

关从 1980 年到 1985 年分两步实现了阿拉伯化。
[8]301

 

 

四、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现状调查 
 

为尽可能全面、客观了解目前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使用状况，本课题组利用教育部留学

基金委资助本科生赴阿尔及利亚留学的机会，组织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访问，此次调研于

2008 年 3 月 3 日至 4 月 15 日开展，期间进行了调查问卷的设计和翻译的研讨，形成了调查问卷

的阿文版和法文版，并与当地大学生合作组建了八个调研小组，利用他们放假回家的机会，在首

                                                        
①该党是当时阿尔及利亚最为主要的党派之一，领导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由梅萨利·哈及创办，其前身

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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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阿尔及尔以及阿全国各大省份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共分发调查问卷 550 份，共 1000 多页，

实际回收 420 份，近 900 页，回收率为 76.4%，共统计分析数据 1 万多条。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

析，我们初步了解了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现状。 

   （一）阿拉伯语、方言(柏柏尔语)、法语共存的局面 

阿尔及利亚的语言使用状况比较复杂，基本上是阿拉伯语、方言(柏柏尔语)和法语三足鼎立

的局面：阿拉伯语作为阿尔及利亚官方语言，广泛使用于政府公文、新闻报刊、学术论文和文学

作品等书面文体。方言多用于一般事务和口头交际；法语不仅出现在经贸合同等文书中，而且经

常用于一般公共事务，高等学府多用法语教授医学、法学和经贸等现代学科课程。阿拉伯语虽作

为官方语言，但其使用范围和人群并不广泛。 

    1.方言与阿拉伯语 

方言主要指柏柏尔语，它是北非各种方言的代名词。一些学者认为，“柏柏尔”的理解来自雅

典（称之为 Barbaroi）或罗马（称之为 Barbari）对马格里布土著人的偏见，即指蒙昧、野蛮或超

出罗马文明范畴的民族。
[9]27

除方言外，当地人还讲阿拉伯土语，这些土语由阿拉伯半岛的希来勒

等部落移民阿尔及利亚时带来，阿拉伯土语相较于柏柏尔语更接近阿拉伯语标准语。调查结果表

明，阿尔及利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口语表达中，更倾向于讲方言或土语。人们不仅在家里

讲方言，在公司、学校以及一些政府机构，也有 26.53%的人讲方言。当遇到来自其他地方的阿拉

伯人时，有 42.44%的人选择使用方言，接近选择使用阿拉伯语标准语的比例（50.37%）。造成各

种方言产生和持续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政治、社会心理、地理以及各民族发音器官

的不同等诸多因素。
 [10]223-234

从历史上看，阿尔及利亚先后被腓尼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

其人统治，他们与土著柏柏尔人进行着语言文化的交融，因而这里的方言也产生了极大变化。加

上阿尔及利亚疆域广阔、地形复杂的地理因素导致人口分布较广，不利于相互交往，这就造成各

地方言的差异。就柏柏尔语而言，它分为北部的马兹赫语（الأمازيغية）、东部的沙维亚语（الشاوية）、
中部的马扎比亚语（المزابية）和南部的塔尔葛语（الترقية）。笔者询问过来自南部省份的阿尔及利亚

学生，他们反映根本听不懂北部方言，平时交流需借助阿拉伯语标准语或阿拉伯土语才能理解。 

事实上，阿拉伯语与方言有着不同的交际功能，这是阿拉伯社会长期存在下来的“双言现象”

（Diaglossia）。[11]138-143
如某人用阿拉伯语标准语演说，之后听众和该演讲人用方言讨论，其原因

便是标准语的名词词尾在句中的主、宾、属三种格位需用三种不同读音加以区分，而在方言中名

词词尾一律读成“静音符”，标准语表达虽更加准确，但比较复杂，而方言更为简单。 

尽管方言的使用很普遍，但难以取代阿拉伯语作为阿拉伯民族共同语的地位。调查数据表明，

在国际活动等正式场合中阿尔及利亚官员使用阿拉伯语标准语；大部分的新闻广播用阿拉伯语标

准语播报，这归因于其对象是各种类型受众。同理，在公共场合发表见解时，有高达 78.05%的人

使用阿拉伯语标准语，只有十成的人使用方言。 

    2. 法语与阿拉伯语 

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法国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债权国和最主要的贸易伙

伴之一，在阿具有重大利益；而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能源供应国

和商品出口目的地。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侨民目前达 200 余万人。
[12]

事实上，法语作为通用语在

阿尔及利亚的使用相当广泛：各种广告标识一般都是法语和阿拉伯语同时出现，甚至只有法语；

书店里充斥着法文小说和杂志；电视广播有专门的法语频道。笔者在阿尔及尔进行调查时发现，

不少人尤其是老年人虽能听懂阿拉伯语标准语，但并不识字，所以只能使用法文版进行调查问卷，

或将问题用阿拉伯语读给他们听，然后让他们进行选择。调查结果显示，法语在阿尔及利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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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确实占有很大比重，有 29.06%的阿尔及利亚人喜欢看法语电影，有 23.57%的人在填写求

职申请时会用法语，在公司或政府机构有 21.94%的人用法语交谈，而这一比例在阿尔及利亚北部

地区更高。  

阿尔及利亚独立已有 47 年，至少有两代人是独立后出生的，“阿拉伯化”政策也实施近半个

世纪，但法语的影响仍很大。在回答有关使用法语的原因时，有 41.11%的人选择“工作要求我讲

法语”；有 20.95%的人选择“我发现其他人都说法语，受其影响”；有 10.34%的人选择“因为她

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此外，还有 27.59%的人选择“其他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几点原因是：（1）
受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响；（2）法语更简单，更易理解、更广泛使用；（3）更多人文科学知识是用

法文传播，更多的学者是用法语进行科研工作。 

通过调查结果可以发现，由于历史原因法语的地位和影响难以动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

常用阿拉伯语，阿拉伯语的全面振兴尚需时日；法语成为了解现代文明、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

主要途径；鉴于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关系紧密，迫使阿尔及利亚人在很多工作领域讲法语；许多人

尤其是青少年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 

   （二）阿拉伯语的使用受地域、年龄、民族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使用情况呈现出三大差异：南北地区、

年龄和民族差异。 

1. 南北地区上的差异 

阿拉伯语在北部省份（包括东部、西部和首都）与南部省份（包括中部、南部）的使用情况

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分别对上述五个地区作了定量问卷调查，根据阿尔及利亚人口比例及分布，

在北部做了 230 份调查，南部做了 180 份调查。从调查结果看，阿拉伯语在南部省份的使用远比

北部省份普遍。南部省份近九成的受调查者通过阿语媒体报道关注国际新闻，而北部省份通过法

语了解国际新闻的人数是南部省份的两倍。在正式场合发表观点时，南部地区有 84.52%的人选择

用阿拉伯语，在学术研讨会上也有 87.24%的人更喜欢讲阿拉伯语，这一比例在北部省份则要低得

多。南部省份的阿尔及利亚人更认同阿拉伯语，有 83.95％的人喜欢看阿语电影，而北部省份则有

48.17%的人喜欢看法语或其他外语电影，是南部省份的三倍。同样，南部省份有 85.83%的人更喜

欢阿拉伯传统文化，而北部省份有 35.80%的人更喜欢西方文化。北部省份在工作单位使用法语的

比例比南部省份高。北部有 33.12%的人在公司或政府机构讲法语，高出南部 19 个百分点。南部

有 36.42%在填写求职申请表时使用法语，而在北部尤其首都等地，这一比率高达 50%以上。总的

来说，阿尔及利亚南部省份的阿拉伯语使用率都在 80%以上，而北部省份却不足 70%甚至更低，

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法国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1870 年 12 月，法国殖民者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实施市镇

管理，而在南部依然是军事管理。
[13]

阿尔及利亚幅员辽阔，法国更注重对靠近欧洲的北部主要城

市的殖民统治。多元化市镇管理的影响浸透进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等多方面，从精神、文化

和思想上加以同化；而南部的军事管理侧重于镇压，以强权维持其统治，疏于对思想的控制，阿

拉伯文化教育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因而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化以及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

俗在南部地区都较好地保存下来；（2）地理与交通原因。阿尔及利亚北部是坐落着主要城市的狭

长平原，中部是山地高原，南部是著名的撒哈拉大沙漠。北部地区与欧洲仅隔地中海，自古以来

便与欧洲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从北到南的交通被崇山峻岭和大沙漠阻隔，西方的影响在交

通不发达的年代很难深入，阿尔及利亚中部山地至今还生活着沿袭传统习俗的柏柏尔人；（3）经

济发展水平。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起，阿尔及利亚采取多项措施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和旅游业。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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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些主要城市如首都阿尔及尔、旅游城市奥兰成为新经济特区，阿尔及尔港成为北非最大的港

口，与欧洲的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经济发展造成了南北差异，这在阿拉伯语的

使用上也反映出了差异，即北部弱于南部。 

2.年龄上的差异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阿拉伯语在青年人（30 岁以下）及中老年人（30 岁以上）中的使用情况

存在明显差异。阿拉伯语在青年中使用的比例远高于其他语言。在问到“平时你阅读哪种语言的

报纸”时，有 87.67%青年选择阿拉伯语，而选择法语（10%）、英语(1.33%)及其他语言(1%)的人

非常少；阅读阿拉伯语报道、在学术研讨会讲阿拉伯语以及在正式场合用阿拉伯语发表观点的青

年人分别占 83.6%、81.88%和近 80%。中老年人使用法语的比例比青年人高，他们之中有 27.16%
的人阅读法文报纸，26.97%的人关注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36.36%的人用法文填写表格，27.59%
的人在公司机构使用法语，有一半的中老年人表示，他们使用法语是迫于工作的要求。这几项比

例都比青年高出 10～20 个百分点左右。但在回答“你喜欢哪种文化”的时候，有 82.95%的中老

年人选择了“阿拉伯文化”，而青年只有 70%，这说明中老年人比青年人更认同自己的文化。从这

一差异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在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越来越

多的年青一代将阿拉伯语作为母语熟练掌握并使用；另一方面，青年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对

欧洲工作生活的向往，也给政府“阿拉伯化”的努力增添了一定的障碍。 

3. 民族上的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在阿拉伯语的使用方面有着较大差异。阿拉

伯人平时很少使用法语，而柏柏尔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学术上，都广泛使用法语。在学术活动

中，有 32.65%的柏柏尔人使用法语，只有 0.13%的阿拉伯人使用法语；在工作中，有 30.77%的柏

柏尔人选择使用法语，而使用法语的阿拉伯人只有 0.26%；填写求职申请时，35.85%的柏柏尔人

使用法语，而阿拉伯人只有 0.21%。从以上鲜明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柏柏尔人比阿拉伯人更

喜欢讲法语，但法语仍未取代阿拉伯语的主流地位。经了解，柏柏尔语在一些偏远地区仍在使用，

但大多限于家庭内部，尤其是妇女之间。
[9]77

阿拉伯语在公共场合仍是通用语言。 

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显著差异可归因于法国的殖民统治。法国竭力在阿尔及利亚复活

柏柏尔语，甚至帮助创立柏柏尔文字，妄图将阿尔及利亚分成柏柏尔人地区和阿拉伯人地区，从

而得以分而治之，使法语在抑制阿拉伯语的教育中能得到来自柏柏尔人的民族主义偏袒而得以传

播。
[9]77

这种做法的恶果遗留至今，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目前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部

分柏柏尔人聚居区甚至要求独立。 

 

五、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趋势 
 

影响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未来发展的因素包括宗教作用、民族主义情结、教育政策、地域

和方言、法语以及法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等。通过调查可以发现：首先，阿尔及

利亚人民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接受问卷调查 77.11%的人喜欢阿拉伯传统文化；其次，

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移居非阿拉伯国家，仍有 73.45%的人坚持说阿拉伯语，

为保证母语的延续，77.08%的人要求或将会要求自己的子女说阿拉伯语。当听到阿拉伯语与过去

相比正在退化时，有 92.2%的人表示遗憾，其中 63.52%的人表示会为阿拉伯语的复兴付出努力。

无论出于对母语的感情，还是宗教原因，有 83.25%的人认为阿拉伯语与其未来生活密切相关，这

一比例在青年人中更高。一方面，法语虽然目前在阿尔及利亚通行，但难以取代阿拉伯语在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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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亚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法语虽然在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心中没有感情基础，但为

促进阿尔及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阿拉伯语带来更多新鲜词汇。语言的多

元化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法语不会动摇阿拉伯语的主导地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曾爆发过一场关于阿拉伯语和方言使用的争论，以穆罕默德·奥斯曼·吉

拉勒和萨莱迈·摩萨维为代表的一些亲西方的激进阿拉伯学者附和一些欧洲东方学家的观点，主

张放弃阿拉伯语标准语，推广使用方言。他们认为标准语已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需求，无法表示现

代文明，应用方言作为口头和书面的统一语言以便处理一切事务，同时减少学习阿拉伯语标准语

的时间和精力。这遭到了以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拉斐仪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诗人、作

家和宗教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阿拉伯语是把阿拉伯人相互联系起来，把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文

化相互联系起来最为关键的因素；抛弃阿拉伯语，就意味着阿拉伯民族的分裂，不应当把优美丰

富的文学语言降低到土语方言的水平。
[2]96-97

 

    通过问卷调查也发现，阿尔及利亚多数人（60.69%）不认为方言会取代标准语，有 77.31%的

人赞同阿拉伯语标准化的统一。“语言的发展是一个统一，分化，再统一的过程”
[10]205

。随着世界

联系的日益紧密，阿拉伯世界在学术、经贸和旅游等方面交流日益频繁，阿拉伯大众意识到方言

的多样化已成为阻碍各地阿拉伯人交流的障碍，阿拉伯语作为交流工具需要统一化和标准化。 

 

         六、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的进一步挑战 
 

总体而言，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发展状况令人乐观，但多年来，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

的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中东报》曾在一篇名为《阿尔及利亚议会关于阿拉伯语衰退的争论》的

报道中援引一位议员的话说：“当阿尔及利亚国家发言人——总统布特弗利卡更喜欢法语而不是阿

拉伯语的时候，谁还能欺骗我们说阿拉伯语的地位没有倒退呢？”“阿尔及利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政府官员在官方仪式、日常起居、官方讲话中使用法语而不是阿拉伯语的（阿拉伯）国家”，“阿

拉伯语现在处境很危险，因为西方化潮流控制着统治机器。”
[14]

 

阿拉伯语的发展在阿尔及利亚确实面临着困难。在问卷调查中，有不少阿尔及利亚人对阿拉

伯语在本国的发展前景存在一定程度的忧虑，只有 52.58%的人认为阿拉伯语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10.57％的人认为没有希望，还有 11.06％的人认为阿拉伯语正在消亡，其余 25.8%的人不知其前景

如何，即只有一半的人对阿拉伯语的前景表示乐观。为解释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出现如此困顿

的原因，《中东报》援引一位政府发言人的话：“阿尔及利亚近十年来在经济、安全和政治生活等

各方面都有所倒退，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的衰退是这种全面倒退的结果之一，这场危机使许多

计划停滞，阿拉伯语也不能在这场动荡中幸免。”
[14]

该发言人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说服议员，他没有

提及更关键的原因是“西方化运动”。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西方化思潮不可避免地渗入到阿拉伯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接受西

方文化的同时很有可能忽略和弱化本民族语言文化，其中就包括阿拉伯语。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

挑战呢？那位议员对《中东报》记者说：“唯有抵抗”。笔者认为，所谓“抵抗”，一方面是指通过

立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阿拉伯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推动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

阿拉伯语，使其与时俱进，与全球化进程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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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ghreb region in North Africa is a special place in the Arab world which has 
undergone a complex social and life changes in its history. As one of a representative country in the 
Maghreb regi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Arabic in Algeria’s history need studying. This 
paper, with a vertical review of history,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Arabic in 
Algeria during ancien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 separately. Researches and analysi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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