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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兴衰可以反映国家兴衰，语言强盛也可助力国家强盛。在过去近30年里，英语和俄语一直是国际空

间站的官方工作语言，但随着中国成功自主研发“天宫”空间站并将汉语设为官方用语，英语和俄语在

航天领域的垄断现象将被打破。本文以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为例，介绍两大空间站的语言使用情况，

并针对中国“天宫”空间站未来的语言传播提出积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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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 language reflect the vicissitud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lan-
guage powers the country. English and Russian have been the official working languages of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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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 for nearly 30 years, whereas, with China’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its own Space Station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to be the official language, the 
monopoly of English and Russian in the space field will be broken. This paper takes the ISS and the 
Chinese Space Station (CSS) as examples, introducing the language usage of the two space stations, 
and proposing active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of the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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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后，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全球化意识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上互相依存。

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不断增强，已引起各国在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引发

大规模的研究热潮，航天便成为了各国力求突破的重要领域之一。人类对遥远宇宙的探索与其说是对未

知领域的好奇，不如说是对追求航天科技引发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空间产业的争夺。语言的兴衰和一个国

家的综合实力息息相关，在过去近 30 年里，英语和俄语一直是国际空间站的官方工作语言，但随着中国

成功自主研发“天宫”空间站并将汉语设为官方用语，英语和俄语在航天领域的垄断现象将被打破甚至

改写[1]。本文以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为例，介绍两大空间站的语言使用情况，并针对中国“天宫”

空间站未来的语言传播提出积极策略。 

2. 国际空间站及其工作语言 

2.1. 英语、俄语共同作为国际空间站的工作语言 

截至 2022 年底，全球一共仅有两个在轨空间站，分别是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2]。国际空间站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简称 ISS)，是目前在轨运行最大的空间平台，可开展大规模、多科学基础和

应用科学研究，参与该计划的共有 16 个国家或地区组织，包括美国、俄罗斯和其他日本、加拿大、巴西、

欧空局等 14 个重要成员，其官方使用语言为英语、俄语。影响一国语言能否在国际上流行的因素是多维

的[3]，决定性因素与学习这种语言的难度无关，而是与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息息相关。英国曾经号称“日

不落帝国”，鼎盛时期英属文化曾经影响了大半个地球，英语就是“日不落帝国”在全世界留下的遗迹。

一百多年以来，英语一直都是全世界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也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在国际

空间站上英语就是宇航员工作、交流频繁使用的语种。由此可见，英语成为国际空间站的官方语言合情

合理，但想要知道俄语为何在国际空间站上可以和英语平起平坐，就要从国际空间站的建立开始说起。 

1991 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接手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基地，按照“分家”时的约

定，俄罗斯如果使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基地就要向哈萨克斯坦支付一笔昂贵的租金，但支付完租金之后

俄罗斯用于维持和平号空间站的费用就非常紧张了。此时，美国 NASA 抓住机遇，适时提出了与俄罗斯

航天局共同开发太空的设想，美国人美其名曰共同开发，其实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利用俄罗斯缺钱的短

板，腰缠万贯的美国只要出钱就可以与俄罗斯共享 20 年航天成果。于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俄罗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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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局与美国 NASA 一拍即合，美国、俄罗斯和 11 个欧洲航天局成员国于 1993 年正式开始联合建造国际

空间站。共建国际空间的合作目标促使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合作，但由于美苏冷战多年，彼此间缺乏信任，

俄罗斯也想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国际空间站分为两个轨道舱段，分别由俄罗斯和美国负责运营，“俄

罗斯轨道舱段”的任务是负责整个空间站的引导、导航、轨道调整和姿态调整，而“美国轨道舱段”的

主要任务则是为空间站这艘轮船提供电力能源。不论是在工作重要性还是技术含量上，俄罗斯都掌握了

核心要素，再加上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唯一“摆渡船”，所有的控制装置都使用了

俄语，这样一来懂俄语自然就成为了每个宇航员都必须掌握的技能，国际空间站上便就有了英语和俄语

两种工作语言。 

2.2. 国际空间站工作语言背后的霸权思想 

截至 2022 年 12 月，国际空间站上累计搭载超过 28 名宇航员，其人员配备基本信息和语言使用情况

如下表所示： 
 

Table 1. The use of native and working languages by selected astronauts on the ISS, 2000~2022 (Information sourced from 
CNN, * means space tourists) 
表 1. 2000~2022 年国际空间站部分宇航员母语及工作语言使用情况。(信息来源 CNN，*为太空游客) 

姓名 国籍 性别 母语情况 工作语言 

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herd)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迈克尔·J·布卢姆菲尔德(Michael J. Bloomfield)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斯蒂芬·弗瑞克(Stephen Frick)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史蒂文·L·史密斯(Steven L. Smith)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艾伦·奥乔亚(Ellen Ochoa) 美国 女 英语 英语、俄语 

莫林(Lee M. E. Morin)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斯蒂芬·罗宾逊(Stephen K. Robinson)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瑞德·怀斯曼(Reid Wiseman)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拉贾·查里(Raja Chari)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汤姆·马什本(Tom Marshburn)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凯拉·巴伦(Kayla Barron) 美国 女 英语 英语、俄语 

*迈克尔·洛佩兹–阿莱格里亚(Michael Lopez-Alegría)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拉里·康纳(Larry Connor)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马克·范德·黑(Mark VandeHei) 美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谢尔盖·克里卡列夫(Sergey Krikalev) 俄罗斯 男 俄语 英语、俄语 

尤里·吉先科(Yuri Gidzenko) 俄罗斯 男 俄语 英语、俄语 

奥列格·阿特米耶夫(Oleg Artemyev) 俄罗斯 男 俄语 英语、俄语 

谢尔盖·科索科夫(Sergey Korsokov) 俄罗斯 男 俄语 英语、俄语 

丹尼斯·马特维耶夫(Denis Matveev) 俄罗斯 男 俄语 英语、俄语 

安东·什卡普列罗夫(Anton Shkaplerov) 俄罗斯 男 俄语 英语、俄语 

彼得·杜布罗夫(PyotrDubrov) 俄罗斯 男 俄语 英语、俄语 

亚历山大·格斯特(Alexander Gerst) 德国 男 德语 英语、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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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马蒂亚斯·毛雷尔(Matthias Maurer) 德国 男 德语 英语、俄语 

蒂姆·皮克(Tim Peake) 英国 男 英语 英语、俄语 

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Samantha Cristoforetti) 意大利 女 意大利语 英语、俄语 

*马克·帕西(Mark Pathy) 加拿大 男 英语、法语 英语、俄语 

*埃坦·斯蒂比(EytanStibbe) 以色列 男 希伯来语 英语、俄语 

野口聪一(Soichi Noguchi) 日本 男 日语 英语、俄语 
 
根据表 1，研究团队发现在以上 28 名成功登陆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中，男性占比远远大于女性，主

要是因为男性在体力方面更胜一筹，并且承受宇宙射线辐射的阈值较高。其次，美国、俄罗斯两个统领

国际空间站建设国家的宇航员，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合，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也不乏来

自欧空局(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以及以色列、日本的宇航员。作为英语、俄语的非母语成员，

他们在通识航天知识，接受专业训练的同时还需要掌握国际空间站的工作语言，否则就会因为语言障碍

而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 
在国际空间站上使用指定工作语言看似可以更加高效地传达信息、彼此交流、开展作业，但背后却

体现了一定的霸权思想。第一，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性霸权国家，英语的霸权地位体现得更加明

显。在美国霸权下的英语霸权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软权力”语言霸权。约瑟夫·奈[4]认为“软权力是

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

引力，即一种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语言能够成为软权力，成为一种国家的综合实力资源，实际上反映

的正是语言对思维与文化重要的反作用力。在英语霸权下，人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英语为

代表的美国先进的科技与文化的崇尚而主动接纳，更有甚者觉得与之相关的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对的，

容易形成崇洋媚外的思维方式，不利于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第二，使用英文的国际空间站并没有对

全世界开放。在多年以前，中国就被国际空间站的小群体拒之门外。自 1993 年国际空间站项目立项，中

国就希望加入国际空间站，但被美国以种种借口反对，美国国会甚至于 2011 年通过了“沃尔夫条款”，

禁止美中两国之间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令华夏儿女欣

慰的是，随着中国成功自主研发“天宫”空间站并将汉语设为站内工作语言，我们正在用中国文化向美

国在航空领域的霸权发起冲击，如今汉语也有了国际化的趋势，假以时日，汉语“常态化”或将成为事

实。 

3. 中国空间站及汉语 

当年，国际空间站是全球最顶尖的航空领域成果，面对中国的诚挚申请加入国家空间站却将我们拒

之门外，这却倒逼中国走上自主创新之路。面对最尖端的技术、最复杂的系统、最严密的封锁，中国航

天人始终坚持自立自强，独立自主完成了中国空间站从设计、制造到测试的全过程，先后实现了天地往

返、太空出舱、交会对接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我们已经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天的国际空间站年久失修，垂垂老矣，即将结束运行，俄罗斯也已经宣布预计 2024 年退出国际空间站，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外国宇航员如果想要进入空间站，或许要接受比学习俄语更加严峻的挑战——

学习汉语。 
2021 年 6 月，我国“天宫”空间站迎来第一批航天员，不同于以往人类空间站惯用的英文和俄文标

识，核心舱的操作界面采用全汉语标识引发了国际诸多关注(如图 1 所示)，也就是说在“天宫”空间站

中来自 17 个不同国家的宇航员，如果想要在核心舱内进行相关的科研实验，就必要学会汉语，且能够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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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方制定的相关规定。面对美国 NASA“此举破坏了国际通例，还会影响美方在空天霸权”的评论，

中国可以自信说道，“天宫”是中国人凭借自主技术在太空里独立搭建的家园，既然美、俄宇航员在国

际空间站里都可以使用各自母语，那中国人在自己的太空之家里使用汉语也是天经地义[5]。 
 

 
Figure 1. The robotic arm console of CSS (Information sourced from CCTV News) 
图 1. 中国“天宫”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台(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中国空间站是面向全世界开放的科技合作平台，中国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探索宇宙，为联合国所有会

员国提供使用“天宫”的机会，是“全球共享太空”的一个伟大范例。用汉语的中国空间站，彰显了中

国人民高度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凸显了中国自立自强的科技实力和蓬勃发展的综合国力，展示了中

国人探索宇宙奥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广格局。 

4. 中国空间站语言传播策略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目

前世界上唯一广泛使用的象形文字，汉语承载悠久的历史、具备优美的造型、包含丰富的信息，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和使用。当前，已经有多国航天员积极学习汉语，还和中国航天员一起生

活、训练，期待未来走进“天宫”。汉语是对全世界开放的语言，使用汉语的空间站更开放，面对众多

来自世界各地想要参与中国空间站合作的宇航员，中国需要采取适时且科学的语言推广政策来推动国际

空间站的发展。 

4.1. 以国家、政府行为为主，民间行为为辅 

汉语在航天领域的传播应以国家、政府行为为主，民间行为为辅。世界各国政府对于本国语言的国

际传播都十分重视且支持力度较大，对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性和重要性已在国际上形成了较为广

泛的共识[6]。事实上，不少国家的语言文化对外传播正是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再加上航天领域专业性极

强，有国家、政府支持可以更好推动汉语在航空领域的传播。民间组织机构作为传播辅助主体，不仅能

够灵活使用更为丰富的传播媒介和渠道，而且能够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本，实现汉语传播的

投入与收益均衡化和市场化发展，形成汉语国际传播的拉力，从而与政府的推动力形成合力，成为较为

理想的汉语国际传播模式。 

4.2. 加大对本土师资培养及培训支持力度 

汉语在航天领域的传播要加大对本土师资培养及培训支持力度。我国是英语教育和学习的大国，多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6337


陶雯馨，俞万杰 
 

 

DOI: 10.12677/ml.2023.116337 2515 现代语言学 
 

年以来我们都把学习外语作为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如今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

越来越具有话语权，学习汉语也成为了大势所趋。面对广大的学习群体，我们必须培养一支卓越的师资

团队，加速传播者职业化和本土化发展，把航天领域的语言工作重心逐渐由向外学习英语、俄语转变为

向外传播汉语。 

4.3. 结合现代技术 

汉语在航天领域的传播可以结合现代技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已成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

和平台。汉语传播应加速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加大力度开发汉语学习软件、智能 AI 录播与教师直播

课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开发语音识别和自动评分系统等功能性软件和数字资源，助力汉语传播在人

工智能时代抢占发展高地。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是每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能，对于汉语传

播的发展亦是如此。科技带来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它改变着人类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也改变着世

界。因此，重视技术发展与汉语在航天领域的传播发展相融合，应是汉语传播的未来发展战略。 

4.4. 强调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的本质属性 

汉语在航天领域的传播应强调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的本质属性。在汉语传播过程中，回归汉语的

语言工具属性，强调汉语的实用性，加速实现汉语成为世界航空领域和更大范围的实用型和通用性的语

言。当然，传播语言不可能不涉及文化，对于文化，可以考虑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强调以所谓“交际

文化”为主。第二，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而非差异性；强调普世的、共通的和具有当代价值的内

容。第三，在介绍航空知识的同时还可以突出有中国特色，比如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是对人与人之

间、国与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之道，既代表了中国智慧，又很好表达了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本性。

汉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化是汉语的重要内涵，中国文化传播与汉语传播相辅相成，可通过

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和文化普世性，让汉语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型语言。 

5. 结语 

语言兴衰可以反映国家兴衰，语言强盛也可助力国家强盛。让汉语成为沟通世界、促进交流、传播

中华文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重要桥梁，这是一个负责的大国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7]。中国在主动参

与国际航空领域建设的过程中，更应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汉语作为中国空间站的工作语言，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制定切实有效的传播

策略，从而加速推动汉语全球化发展，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同感，

进而推动中国在航天甚至更多领域的发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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