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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運動與台灣語言 
 

■戴正德／中山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構成台灣文化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語言。若我們忽略了構成文化的最

重要因素，不對文化的根源加以滋潤給予生機，而去對這個根源所衍

生出來的表現加以強調，就是建立再多富麗堂皇的文化中心，對台灣

鄉土文化的延續與振興仍將無濟於事。 
 

一、前言 

 這幾年來很多縣市開始注意到文化建設

在台灣心靈上的重要性而籌設興建了文化

中心，例如在台北市有客家文化中心，在

其他縣市也蓋有文化中心。但有了文化中

心，展示歷史文物就表示台灣的鄉土文化

有了重生的希望了嗎？文化中心在規劃一

些活動之後，就表示台灣固有心靈就能起

死回生嗎？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我們忽略

了構成文化的最重要因素，不對文化的根

源加以滋潤給予生機，而去對這個根源所

衍生出來的表現加以強調，就是建立再多

富麗堂皇的文化中心，還是對台灣鄉土文

化的延續與振興無濟於事。那麼，文化的

根本是什麼？是藝術？是習俗？雖然這些

要素都與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但最基本的

文化命脈卻是語言與宗教。但因為台灣缺

少了一個可以稱之為國教的宗教，是故，

我們文化的根本就是語言了。  

 幾乎所有的人類文化學者都不約而同的

表示語言的消失就是文化絕滅之時。語言

消失之後，就像一顆樹的根被斬斷一樣，

文化就會逐漸凋零乾枯。猶太民族能在亡

國數千年之後仍然保存他們獨特的認同，

就是因為他們一代又一代極力保持了他們

的宗教與語言。今天台灣的西拉亞文化已

無影無蹤，因為它的語言被消滅。  

 台灣文化雖與漢文化有所關連，但台灣

文化在數百年獨立的發展之後，已與中原

漢文化有所差別。不過台灣文化在國民黨

進駐台灣，蒙受刻意強烈排斥與壓制之

後，已逐漸凋零，特別今天台灣語言，不

論福佬，客家或原住民語都面臨生死存亡

的時刻，我們務必覺醒。期盼在它們還奄

奄一息之際，能因我們的搶救而起死回

生，使台灣獨特豐富的文化能延續不斷。  

 台灣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興建當然值得肯

定，但目前我們迫切需要的卻是振興台灣

語言的文化運動。台灣人民夢想出頭天的

期盼已久，但如果台灣語言消失，台灣意

識也將不保，出頭天的夢就只會變成一個

空中樓閣而已。  

二、文化運動 

 出頭天是一句很獨特的台灣話，也是台

灣先民冒險橫渡黑水溝到台灣拓荒開墾所

抱持的希望。他們以誓死如歸的毅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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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先天的不足，建立起自己的家園，雖然

辛苦異常，但卻希冀他們的子孫能主宰自

我的命運，成為有尊嚴的人。出頭天代表

台灣人希望的成就，不但在經濟上，也在

心靈上、  政治上長大成人，不必再寄居

外人籬笆下過活。因之做一個不但自己當

家做主，而且也令別人刮目相看的人，就

是台灣人出頭天的願望。  

 不過另一方面台灣人卻在潛意識裡隱藏

一個「誰來管我們都無所謂」的奴役心

態。雖然日本佔據之初，台灣人曾短暫成

立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國，也曾持續的反

抗日本統治，但數十年之後就有所謂「台

灣同化會」及「公益會」的組織，附和日

本皇民化政策。國府接管台灣之後，藉著

愚民教育的成功，使台灣人的自我認識頓

然迷失，不知自己是誰。今天有的台灣人

堅信自己就是中國人，而且也有可能把選

票投給口說愛台灣但心中認同中國的候選

人。這不在表明台灣人出頭天的願望出了

問題了嗎？要建立起台灣人的自我意識，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浩大的文化工程，去

重新建造台灣人的心靈。這種工程，就是

一種文化運動。  

 提起文化運動，很多人就會聯想到中國

的五四運動，或日本的明治維新。另外有

些人則會把它與儒家的拜祭祖先，或印度

人的沐浴恆河劃上等號。為什麼有這兩種

不同的聯想呢？因為一般人把文化現象誤

以為就是一種文化運動，其實文化運動與

文化現象是不同的。  

 文化現象是一個族群把它的價值觀、倫

理規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敘述

於日常生活當中的過程。因為它已變成一

種自自然然的表現，因之它是內在的，有

人稱之為固有的文化。比方說，台灣人過

年吃尾牙，喜喪事包紅白包……等等，那

是一種生活習慣與禮儀 , 也是一種文化表

現。  

 文化運動卻不是完全固有與自然的。它

的發生可以分成二種不同的動機：  

 第一，某種文化習俗在新思潮的衝擊

下，逐漸勢萎，一些懷舊的人為了振興固

有文化而帶頭的運動。比方說滿清時代的

義和團，表面上雖然是一種抵禦外侮的政

治運動，其實它也是一種文化運動，深信

畫符唸咒可以刀槍不入。其目的在於回復

過去的價值信念。雖然面對歷史向前邁進

之齒輪的巨大壓力，也一心一意要把逐漸

被忽視的舊俗觀念加以復原。國民政府在

台灣推行京戲國劇，或每年的祭孔，照古

禮行儀，穿儒裝、奏古樂……等等也是一

種恢復過去的動力，其用意在於灌輸台灣

人的中國意識，叫台灣人不要去追求鄉土

認同的一種文化陰謀。雖然這種復古的禮

儀未能衍變成風，但本質上還是一種運

動，期望古風長存。這種軟性的文化運動

對整個社會人心的影響雖是無形，但卻效

果非凡。我們不要以為那只是一種例行拜

祭，而藐視它的殺傷力。  

 第二個動機卻與第一個類別背道而馳。

第二種的文化運動是起源一個族群在新思

潮的衝擊下，發現舊有文化已變成進步的

絆腳石，為了不被時代巨輪拋落在後，人

心必須開向未來。因之鼓吹一種新價值及

新思維方法，期望新的世界觀能帶來宏博

的新生。因為在舊傳統之下，整個社會只

會坐以待斃。一個族群要有希望，只有發

展一個新價值取向的文化，這個文化運動

通常由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帶動，但卻往往

遭遇到很多的挫折，因為點燃新思維的火

炬都會蒙受守舊份子的攻擊，而且在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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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之前，運動的展開艱難無比。但如果

成功，卻會給整個族群帶來新異象，繁榮

發展再而大步向前。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

這種運動的好例證。歷史上所謂的啟蒙運

動，也都屬於這種類別。  

 文化運動的成敗有二個重要的因素，一

是政治的，另一則為教育。歷史上成功的

文化運動，通常都有強大的政治力量在背

後支持，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如此。權位

者以鐵血的手段，拋棄阻止向前發展進步

的舊禮教，雖然它不是全盤西化的運動，

但它是對本身固有文化的檢討與重新詮

釋，再加上領導者強烈的指使，使日本在

短短的五十年內就看到新文化運動的成

果。亞歷山大大帝所憧憬把世界希里尼文

化化（Hellenization）的主張，也因政治

力量的支持下，而給西方世界一個新景

象。不過在另一方面，政治卻也可以成為

文化運動失敗的一個大因素，當權位者感

受到文化運動威脅到他的利益與權位時，

則會使出混身解數去粉碎文化運動的興

盛，並傷害它的成果，使文化運動不了了

之而消失。歷史上很多求新求變的文化運

動都因政治的壓迫而壽終正寢。這個沒有

政治力量支持又蒙受破壞的文化運動，只

有賴全民的覺醒。其主要的利器就是教

育。  

 教育在文化運動的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政治的力量可以使舊勢力屈服，

它是由外在強加諸於的文化運動。但教育

卻著重於內在的氣質變換。由新認識去覺

醒人民，使之擁抱未來。教育的過程緩慢

且冗長，但如果能覺醒人民則這個文化運

動將如燎原之火，無遠弗屆，就是政治力

量極盡所能也難以制服。它將如下滑的雪

球，愈滾愈大，這就是民智開啟的結果。  

 台灣在歷史中有沒有新文化運動的經

驗？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國民政府自佔領

台灣以來，就開始對台灣人從事無形的文

化洗禮。但它的訴求並不是向前開放的，

而是向後取向的。國府要台灣人講  「國

語」，灌輸中國人意識，強調  「三大發

明，五千年文化……」，一切向中國傳統

看齊的教育，就是一種文化洗腦。很多台

灣人不察而認賊為父，是台灣人的悲哀。  

 國民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台灣之初，台

灣人除了寥寥無幾的半山懂得北京語之

外，全體台灣人都對蔣介石的訓話鴨子聽

雷，但為了消滅台灣意識，國府馬上推行

嚴厲的語言政策……等等。這個語言政策

在當初也是一種文化運動，要台灣忘記自

己的草根性去認同中國。國民黨無所不用

其極去侮辱台灣語言文化。對這個事件，

我們都有沉痛的經驗與記憶。  

三、台灣語言環境的現況 

  日本時代，日本人尚能尊崇文化的神

聖性，雖全力推行「國語」也不敢企圖埋

藏台灣語言，而且日本人的台灣語文學者

也出版了很多的書藉字典。反觀國民黨政

府裡連一個台灣語文學者也沒有，有學術

與文化良心來支持台灣語文的發展的，則

更不用說了。國府消滅台灣語文的成功在

佔領台灣50年之後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自從中國國民黨退居台灣以來，它就刻

意用心要把中國與台灣的差距降到零點，

因之不但強迫台灣人民學習講中國話，更

無所不用其極的封殺台灣傳統文化的流

傳，再則把中國的一切，如京劇、服飾、

紅包、建築、點心……都搬到台灣來，連

台灣的路名都不放過。就算今天蔣氏王朝

沒落之時，它的文化政策還未曾遭到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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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台灣人民，不只是一般民眾，就是

連以建立台灣人民自尊心為目的的在野人

士，也逐漸拋棄了自己的本性，認同中國

的語言了。他們說語言只是一個溝通的工

具無啥重要（如是為何蔣氏國民黨在撤退

來台時，不學習台灣語言來與人民溝通

呢？）而改口滿嘴京片子，有的還會捲舌

呢！今天台灣人民不再以母語教導下一

代，年輕的一代，尤其是卅歲以下的，竟

已不能以台灣母語暢談。台灣語言正急速

凋零之中。再過幾年，歷史的台灣及記憶

中的親切台灣本性，都將從現實生活中消

失，只因台灣人民，及能改趨勢的民進黨

領導精英，附和了蔣介石說中國話的誡

命。除非我們即刻覺醒過來，台灣的變天

滿地紅將會因我們的幼稚天真而降臨。台

灣人民如果不要與中國合併，就該刻意強

調並顯現出我們的獨特性來。如果民進黨

領導者真心要帶領台灣走出中國的陰影來

獨立自主，就應有推展、暢導台灣話的勇

氣與決心。  

 打開台灣的電視機一看，我們一點也看

不出「台灣不是中國」的真實來，因為講

北京話的節目佔據了絕大部份的節目，雖

然宋楚瑜當新聞局長所限制禁止的台語節

目已在戒嚴令解除後開放，但台語的話劇

裡，好人以及受過高等教育者在劇中一定

說北京話；而粗魯、下流的壞人或窮人，

則一定講台語。這種差別心態對台灣人而

言是一大侮辱。它在無形中散佈台灣語言

不值得學習的錯誤訊息，也給年青的一代

一個對台灣語言的偏差認知。  

 仔細觀察台灣的父母親他們可以用台灣

話相互交談，但與孩子溝通時卻馬上換成

北京話，在人們心裡的深處不是在對母語

自我輕視嗎？其實認識更多的語言，表示

生命的資產就愈豐富。在家裡不給予年輕

的孩子一個自然的母語環境，長大之後母

語就會變成外來語，必須以人工方法方能

學得。  

 說北京話雖不能表示背棄了台灣精神，

但在目前台灣走向正處危機之際，特別是

台灣語言已成弱勢語言時，我們就不得不

去大聲疾呼來搶救台灣話，否則時空將漸

離我們而去。要台灣自主、愛台灣，就必

須刻意展現我們與中國的不同，以免被併

吞、被出賣。  

 有人說我們已不能開時代倒車去要求台

灣人民說台灣話。的確！但看看加拿大，

世界上還有比它更民主的國家嗎？魁北克

政府為了搶救他們的文化並展現他們文化

的獨特，用反民主的政治手段禁止英語的

推進，並大力扶持法語的流傳，他們違背

民主嗎？是的！不過在非常時期，他們使

出非常手段以十年的努力來扭轉法語的劣

勢。反觀今天的台灣又是如何？而我們又

該怎麼辦？  

 首先，不願被中國統一的人都該堅持說

台灣話，如此才能上行下效輾轉成風，使

人民樂於說台灣話並感到驕傲。現今台灣

在李登輝的改革下已不再視說台灣的人為

叛亂份子，而國府也已不再要求人人都說

「國語」，我們豈能繼續活在蔣介石的夢

魘裡？我們更需要發動一個請願運動，來

拜託、來請求、來說服我們的民意代表及

全體人民多說台灣話，不只鶴佬，也含客

家話及原住民語！  

 如果台灣的前途及往後人民的幸福有賴

於與中國的統一，而人民也一心一意希望

大一統的實現，則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差

距，不論經濟制度、思想模式、意識形

態、教育方法、語言用詞，都應儘量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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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差異，以利將來的統合。然而如果台灣

人民不願追求統一，而台灣的前途與福祉

有賴於獨立自主，則我們應該把彼此的差

距儘量拉開。海峽兩岸的相同點越多，越

有利於統一，反之，相異處越大，則就會

使台灣獨立自主的籌碼無限增強。被人認

為無關緊要語言的態度對台灣前途的影響

是巨大的，要與中國靠近或遠離，說台灣

話或北京話？選擇就在我們手中。  

 國府為了消滅台灣意識，在退居台灣之

後就把數百年來台灣人公認稱之為台灣話

的語言，改稱之為閩南語，其用意除了要

消滅台灣人的鄉土熱情外，更在強調台灣

與中國的關連，以解除台灣人的鄉土認同

感。但什麼叫做閩南語呢？根據大英百科

全書的詮釋，閩南語是閩南地帶各個區域

如福建的漳州、同安、興化等地區，以及

廣東省內的潮州、海南二鄉等地區的語言

總稱。這些閩南語各有各的獨特性，有的

更大異其趣全然懸殊。所以閩南語便不專

指台灣的語言。台灣話更因歷史的演變，

以及它與外來語的結合而與原本的福建話

有所不同。比如「起毛好」、「甜不

辣」、「馬殺雞」、「便當」、「都

合」、「料理」、「牽手」……都是其他

福建話所沒有的。我們絕不能以「閩南

語」來代替台灣語，台灣話就是台灣話，

有其獨特的文化認同、政治理想、語意表

現，它絕不是閩南語，說台灣話為閩南

語，就是否認自我的獨特性，我們絕不能

盲目的、糊里糊塗的跟著國民黨的愚民教

育、政治企圖團團轉。  

 一位在台灣居住了數年的老美，在跟我

談起台灣的政黨生態時，說了一句我也一

直感到疑惑的話，他說：「看台灣政治人

物在電視新聞上的談話，很難分別出說話

的人，到底是國民黨員呢？或民進黨

員？」何以言之？他解釋道：「如果民進

黨代表人民，為什麼都不說台灣話？而與

國民黨員一樣的滿口北京話？」  

 這位老外的話，一針見血的刺痛我心。

再過四、五十年，當現在的中年人都過往

之後，台灣所留下的語言空間，大概只會

有中國人的華語北京話了。中國何必用武

力侵犯台灣，台灣人民已經在為統一而努

力，用語言先行投降了。現在的大學生雖

然有些還可以用簡單的台灣話交談，但絕

大部份的人不能用台灣話來發表意見或討

論問題。中小學生的情況就更嚴重了。不

但是客家子弟有說客家話的困難，就是被

稱為強勢的鶴佬話族群，也一樣的在急速

消音之中，我們還要舉台灣原住民的例子

嗎？  

 民進黨如果代表台灣人民的希望與將

來，為何不能在最根本的談話中表現出

來？台灣人的政黨為何不能在意見的表達

上顯示出台灣人的本性？絕大部份的民進

黨領導階層民意代表，幾乎全以國民黨的

「國語」發言，我們好希望陳水扁市長在

電視採訪時能用台灣話發表高見，給人民

一個清新的形象，來顯示出他認同台灣的

堅強決心，不要存講北京話就能得到「外

省人」的票的幻想。許信良雖是客家人，

但他在流浪美國時不也都說鶴佬話嗎? 為

何回到了台灣就口口聲聲北京話? 其實客

話及鶴佬話一樣都是很美的台灣話，如不

願說鶴佬話，用客話發言也令人感到親切

很有台灣味，也可促進各族群去相互學

習，增進語言資產。  

 民視成立之初，給關懷台灣文化的人有

一個很大的寄望，但如今這個寄望已黯然

破碎。民視與其他的電視台，還是北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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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雖然也有台語電視新聞，但說的卻

是北京語化的台灣話。不要忘了，台灣話

有其獨特的表現方法與語詞。用北京話國

語寫出來的新聞稿唸成台灣話，真是四不

像。聽得令人欲哭無淚。媒體對語言的影

響是無以描述的，北京語化的台灣話如持

續下去，將大大的污染歪曲台灣話的美善

與純樸，不可不慎。  

四、語言與自決 

 自從文藝復興以來，語言就一直在一個

國家的建設過程中，面對各種不同的族群

結構背景下，扮演「統合」的重要角色。

統治者除了把語言做為統治與控制的工具

之外，也藉著語言的驚人力量而使殖民主

義在歷史上延續不斷。統治者以其自身的

語言，強加於被統治者的身上，做為同化

的無形媒介。幾代過去之後，被統治者在

不知不覺之中就會接受統治者的價值體

系、思想意識、語言文化，甚或宗教信

仰。被統治者也會輕視己身原有的文化資

產。歷年來在這情況下而被消滅的語言，

為數驚人。  

 二次大戰之後，隨著族群自決意識的抬

頭和獨立自主浪潮的澎湃，語言卻也成為

去除殖民同化的工具。藉著族群意識的覺

醒，母語啟發了對自我的發現，並開始尋

求屬於我群之認同及本土世界觀之建立。

語言在尋求我群之國格的建立之過程中成

了族群凝結的重心，也成為人民自決不可

或缺的力量。  

 以上這些話是1993年加拿大莎省大學及

國 際 警 覺 會 （ Intermational Alert, 

London）合辦的自決研討會上，文化人

類學者多夫甘革斯（Tov Kangas）所發表

之論文的摘要。他強調語言不只是一種

「話」而已，它其實具有非凡的控制之潛

力。一個人的思想意識型態，很容易由媒

體教育加以塑造。而最具功效的媒體，就

是語言。統治者為了消滅被統治者的自我

意識，無不積極的把它自己的語言強制於

被統治者的身上，來取代被統治者的母

語。我們可由日本時代的「國語家庭」、

「皇民化政策」及國民黨的強制「推行國

語政策」窺見一斑。台灣人經歷了二次外

來統治者，企圖消滅台灣人的台灣意識，

而差點忘了本身的獨特性。日本50年內沒

有成功，但國民黨卻以毒辣的手段全力推

行國語政策，不到50年，已快把台灣人的

語言消滅掉了。好可怕的歷史事實！  

 為了強調「國語」的優秀，統治者往往

把被統治者的語言稱之為方言。有人解釋

方言的定義是指某一地區的語言而已，並

沒有什麼輕視之意。但根據甘革斯多年的

研究，統治者笑裡藏刀，其所以稱被統治

者的語言為方言是因為它視被統治者的語

言落伍、未進化、出不了門面、不科學、

不具學術價值……等等來歧視被統治者的

語言。說某一語言為方言，即表示那一個

語言不入流、退化、土話、不值得學習。

如果要當「上等人」、「有板有眼」、

「很酷」、就必須放棄方言，學說國語。

通常統治者為了感化被統治者，並使被統

治者誤以為統治者真的以被統治者的幸福

著想，而給予被統治者某種程度的政治及

經濟權力，但語言文化權卻緊捉不放。反

之，如果統治者開放了語言文化權給被統

治者，則統治者必把政治經濟權牢牢把

住。以台灣為例來看，台灣人民享受了某

些程度的政治經濟權，但一點也沒有語言

文化權。台灣從小學生到大學生的語言，

都是統治者國民黨的語言；所學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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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也是統治者的歷史地理。台灣的學

生對中國的歷史地理知之甚詳，但對與自

己有切身關係的台灣歷史地理，卻一竅不

通。而且還不能以「老母的話」來表達思

想，這就是台灣人民沒有語言文化權之

故。今天年青的一代已不能以母語來敘述

感情、表達思想。要說明理念，也非賴統

治者的語言，即北京話不可。無頭無腦的

人就認為台灣語言落伍退化、不科學，因

而表達不出思想來，為什麼？因為統治者

要消滅某一族群的意識之前，必須對其語

言加以譏嘲毀滅，使被統治者瞧不起本身

與生俱來所擁有的資產。是故，台灣人在

建立國格、追求出頭天的理想的第一要

務，就必須確認本身語言的價值與重要

性。換句話說：台灣人必須努力去尋回它

已快被消滅的母語。  

 語言是一個族群最重要的文化價值，語

言被消滅族群也隨之被同化。否定一個族

群的語言文化權力，就是否定後族群的存

在價值。  

五、台灣該有的語言教育政策 

 很多人說：「語言只是一種溝通的工

具，何必斤斤計較？」當然，說這種話的

人，包括台灣民進黨及無黨派人士數位要

員，就語言表面的意義上來說，並沒有什

麼錯誤，但問題的根本就在於語言其實並

不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而已。語言是一個

族群延續不可或缺的生命，也是一個族群

文化必須具備的根本。喪失了語言，一個

族群就隨之死亡，文化也就因此而淹滅。

語言在文化生命與族群的獨特認同上有不

可言喻的重要性。我們絕不能輕易的只把

它當做一個溝通的工具而已。再以魁北克

為例，加拿大魁北克法系文化就是因為面

臨其文化生命延續的危機而要求獨立自

主。難道魁北克人不願住在被聯合國公認

為世界最佳居住地區的加拿大？加拿大近

二十年來的總理，不也都出自魁北克？魁

北克人還有什麼不滿意的？然而當一個文

化語言面臨了生死存亡的危機時，有血性

有鄉土意識的人絕不會坐以待斃。語言就

是文化的生命，魁北克人認為在英語系文

化的強大壓力下，法系文化將無延續的餘

地。如果魁北克人不大聲加以疾呼，從事

非常手段以保護法語的生存，魁北克文化

就將壽終正寢了！文化語言的危機，導致

了魁北克的獨立運動。語言豈只是溝通的

工具而已？我們必須確認語言在文化傳統

上的無可取代性。  

 問題的複雜與難處，在於台灣各族群

中，各擁有不同的語言。如果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彼此不相了解，豈不亂上加

亂？於是有所謂統一語言的嘗試，以為語

言的統一，就能促成全國的團結。中國語

言何其多，孫中山以「北京話」  充當

「國語」，要全體國民學習與使用，但終

究華人還不是一盤散沙？國民黨更在台灣

硬性的推行北京話，藐視各族群語言的珍

貴與獨特。如今雖然成功了，但就只以講

官話為榮的國民黨而言，其黨爭更是一波

又一波綿續不斷，還談何團結？更且造成

了台灣本地語言的奄奄一息，傷害至極。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把語言視為是溝

通之工具而強予推行某一特定語言的政

策，不但團結不了人民，更將導致紛爭，

甚至引發革命。廿世紀的今天我們在語言

的政策上必須以「尊重」各個不同語言為

宗旨，絕對不能把某種強勢或特定的語

言，加在其他弱勢的語言上。不過經由加

拿大的經驗，我們也學得了只有「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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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不夠。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去保護及幫

助每一不同語言的發展與推行。有人以為

只要我們尊重各個不同語言的存在，讓他

們自然的發展就能天下太平了。這種讓語

言自生自滅的政策，也終將導致族群間的

緊張，而且在文化學上而言，更是一種無

法補償與挽救的損失。  

 如果我們不能以某種語言強制於另一種

語言，又必須幫助每一語言的發展的話，

那麼往後各個不同族群間，將如何去溝通

呢？為了溝通的必要，又為了尊重及協助

每一語系的生存，以保全台灣豐富的文化

資產，往後台灣該走的語言政策就必須是

多語政策。  

 幾年前筆者去日內瓦開會，會後要從瑞

士日內瓦坐火車去法國巴黎遊覽，在火車

站購票時，經歷了令我終生難忘的事。它

不是什麼捨生救人的事蹟，而是售票員的

語言能力，令我羨慕不已。筆者親耳聽到

該年青的售票員以德語、法語、意語、英

語與旅客交談。他由某一種語言轉至另一

種語言，隨和自然，令人起敬。輪到我購

票時，我不禁說了幾句稱讚的話。這位年

青小伙子卻回答說，大部份的瑞士人都能

說三、四種的語言，沒有什麼好稀奇的。

懂得更多的語言，豈不就擁有更多的生命

資產嗎？雖然瑞士有德語區、法語區、意

語區，但他們卻能成為世界上令人起敬的

國家，因為他們懂得互相尊重，互相提

攜。  

 台灣往後的語言政策，很明顯的，該是

一個多語政策。首先，我們必須重新調整

「台灣話」的內涵。有人認為台灣話指的

就是鶴佬話。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台灣

話其實包括所有台灣之語言，有鶴佬、有

客家、有原住民。為了更清楚的定義所謂

的台灣話，我們必須開始以新的名稱來敘

述。也就是說台灣話包括有鶴佬台灣話、

客家台灣話、原住民台灣話（或阿美族台

灣話、曹族台灣話……等）。「台灣話」

一詞是廣義的，它包括了至少三種語系。

北京話呢？它不是也變成台灣話的一種了

嗎？抱持這種看法的人，就應去觀察魁北

克的情形。魁北克人不是大部份都會講英

語，而其首府Montreal的人也將英法語併

用，而且魁北克在加拿大立國之初就是加

拿大的成員之一，為什麼魁北克人不把英

語看成是魁北克語言的一種？台灣人真的

太天真了！往後的台灣語言，又該如何定

位呢？  

 台灣的語言教育政策該以上述三種語系

為中心。而每一個人必須以他的母語為第

一語言，並從小學開始選讀另一種語言，

比方說一個客家人必須學會客家台灣話，

並且須在鶴佬台灣話及原住民台灣話中選

修一種。阿美族的人則必須會講阿美台灣

話，並在其他的二種台灣話中選讀一種。

如此不但各種語系得以生存發展，又能強

化台灣人的語言能力與文化資產，豈不善

哉？也許有人發覺，人們修讀的語言未必

相同，很可能導致有一天你說我不懂，我

說的你不懂，那怎麼辦？  

 在目前華語，即北京話，是台灣比較普

遍的語言的情況下，我們似乎「暫時」得

以「華語」為共同的語言（非國語），為

每一族群人士必須修讀的「共同語」。換

句話說，每一位台灣人小學生必須學習至

少三種語言，即一、母語，二、共同語

（暫訂為華語）三、選修語，如此不但各

族群文化得以保存發展，互相尊重，又有

共同語在必要時使用，以免除不必要的誤

會，這應是台灣往後該走的語言政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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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們應鼓勵每一個人應以他的母語為

主，並在學校的語言地區使用那地區的主

要語言為教學的主要方針。如此才不致使

華語一語獨大。  

 也許又有人問，學那麼多語言，再加上

英語等外國語，人豈不混亂而語不精？台

灣年紀大一點的人不是大部份都會說三種

以上的語言嗎？除華語、鶴佬台灣話或客

家台灣話、原住民台灣話外，又說得琅琅

上口的日本話、留學美加的台灣人也都會

至少三種或四種語言，他們能精又通，從

不混亂啊！也許又有人說：各各台灣話有

音無字，如何學法？持此見的人，其實是

錯誤的，台灣羅馬字已有百餘年的歷史

了，用起來又暢順又舒適，而且也可以以

漢羅合用，彼此互補長短，只要我們肯學

習，肯合作，願意相互尊重，相互提攜，

台灣文化及語言的優美即將展示在世人面

前。  

 再則我們也不能忽視電視媒體對小孩們

語言的影響力。美國為了西裔民族，電視

一定有全以西班牙語發音的電視台，加拿

大更以國家經費支持法語的國家電視台，

在全國播出。台灣也應該效法此行，製造

語言環境給我們的下一代。  

六、結論 

 台灣縣市政府所推行的文化運動，如果

不以搶救文化之最根本的要素——語言——

為訴求，則所推行的文化運動，都無濟於

事，熱鬧一下而已。語言一消失，人民的

自我意識也隨之改變。要維護台灣文化，

就得從搶救台灣語言開始，今天不做，明

天就會太慢了！愛台灣的人都應有一個使

命感來搶救我們台灣人的根本文化命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