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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文 字 是 文 明 的 魔 杖 ， 人 類 自 從 發 明 文 字 以 後 ，文 明 就 一 日 千 里 向 前 推 進 ， 而 文 字 的 內
涵 就 是 我 們 日 常 應 用 的 語 言 。 因 此 ， 語 言 就 成 為 人 類 文 明 史 上 最 核 心 的 工 具 了 。 然 而 掌
握 這 些 語 言 工 具 的 主 宰 又 是 什 麼 ？ 那 就 是 我 們 的 思 想 ， 也 就 是 說 有 思 想 乃 有 語 言 ，有 語 言
乃 有 文 字 ，有 文 字 乃 有 日 新 月 異 的 新 文 明 。但 觀 看 現 今 社 會 語 言 紛 亂 ，說 國 語 的 人 口 逐 漸
增 多 ，而 說 閩 南 語 、 客 語 、 外 省 語 人 口 逐 漸 消 逝 。

其 實 語 言 不 僅 僅 是 溝 通 的 工 具 ， 更 是 一 種 權 力 ，一 種 意 識 形 態 ，語 言 與 政 治 有 很 深 切
的 依 存 。 因 此 本 組 就 感 到 這 種 語 言 問 題 逐 漸 消 逝 的 嚴 重性 。 想 要 加 以 探 討 政 治 、 族 群 對 語
言 的 影 嚮 。

我 們 調 查 的 地 區 分 別 為 北、中、南 三 部 為 主 化 大 學、中 部 的 靜 宜 大 學 以 及 南 部 的 成 功 大
學 為 主 要 的 調 查 對 象。北、中、南 三 部 的 大 學 生 各 別 調 查 一 百 名 。

為 什 麼 要 以 大 學 生 為 主 要 調 查 對 象 呢？主 要 是 因 為 大 學 生 比 較 有 自 主 權 及 身 心 都 以 成
熟，有 自 己 思 想 與 主 見，較 不 受 外 界 環 境 的 左 右。其 中 我 們 將 大 學 生 分 為 男、女，再 加 以 分
析 探 討 男、女 性 的 語 言 各 別 受 到 政 治、族 群 的 影 響 之 差 異 大 小。〈見 圖 一〉

 
 
 
 
 

2.      調查結果

〈圖一〉

南    部        中    部  北    部   調查地區/性別

20 48 50   男   生﹝人﹞

80 52 50   女   生﹝人﹞

100 100 100   調 查 總 人 數

  〈圖二〉

 南    部   中    部   北    部   調查地區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性別/族群分類

 62    16   40    41   40    31  閩南人

  7     2    8     5    4    11  客家人

  0     2    1     0    1     1  原住民

 11     0    3     2    5     7   其他

    〈圖三〉



新黨 民進黨 國民黨 支持的政黨/心目中支持的政黨常說的語言

10 11 47              國語

13 90 20              台語

 3 2 5              客語

 5 35 20              其他

註：其他包含國語和台語各半

  〈圖四〉

南   部 中   部 北   部          調  查  地  區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性  別/最 值 得 提 倡 的 語 言

7    36 10   12 8    21           國     語

20   10 24   21 22   18           台     語

4     0 6     5 4     3           客     語

19    4 10    10 16    8           全     部

註：其他包含複答

3.      圖表分析

  3.1北 部

      男 生

其他 客語 國台語 台語 國語 語言/族群

0 0 10 7 14 閩南人

0 0 1 2 8 客家人

0 0 0 0 1 原住民

3 0 2 0 1 其他

    女 生

其他 客語  國台語 台語 國語 語言/族群

0 0 6 4 29 閩南人

0 0 0 0 3 客家人

0 0 0 0 1 原住民

0 0 2 0 4 其他

 
由 以 上 的 兩 個 圖 形 中 可 明 顯 看 出：大 多 數 的 族 群 最 常 說 的 是 國 語 居 多，而 常 說 自 己 族 群

的 語 言 的 人 卻 逐 漸 減 少，不 然 就 趨 向 於 零。

從 上 文 中 得 知：不 說 自 己 族 群 語 言 卻 說 國 語 居 多 的 原 因 在 於 民 國 三十八 年 政 府 播 遷 來
台，為了 控 制 台 灣 人 民 的 思 想，而 推 行「國 語 運 動」。

除 了 這 項 政 策 的 執 行 之 外，我 們 由 圖 中 也 可 知 道 女 生 說 國 語 的 人 數 比 男 生 多；其 原 因 是
因 為 女 生 覺 得 說 國 語 讓 人 家 覺 得 很 有 氣 質 函 養，而 說 台 語 或 其 他 語 言 都 會 顯 得 沒 有 氣 質；
因為 有 些 語 言 是 屬 卑 體 語 言 部 分。所 以，可 看 出 女 性 的 語 言 標 準 語 化 比 男 性 還 要 嚴 重。



 
 
 
 

  3.2中 部

      男 生

其他 客語 國台語 台語 國語 語言/族群

0 0 4 22 16 閩南人

0 1 0 0 3 客家人

0 0 0 0 1 原住民

0 0 0 1 0 其他

      女 生

其他 客語 國台語 台語 國語 語言/族群

0 0 11 8 21 閩南人

0 1 0 0 8 客家人

0 0 0 0 1 原住民

0 0 0 0 2 其他

   3.3南 部    

       男 生

其他 客語 國台語 台語 國語 語言/族群

0 0 6 20 8 閩南人

0 0 0 0 2 客家人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1 0 5 其他

     女 生    

其他 客語 國台語 台語 國語 語言/族群

0 0 13 12 20 閩南人

0 0 0 1 4 客家人

0 0 0 0 0 原住民

0 0 1 0 5 其他

 
上列這 中、南 部 四 個 圖 中，我 們 發 現：女 生 大 部 分 都 說 國 語 居 多，而 男 生 則 是 以 說 台 語 為

主。我 們 認 為 男 生 說 台 語 居 多 的 原 因 是 一 部 分 跟 他 們 的 性 格 有 關。在 於 男 生 通 常 都 是 不 問
小 節、心 胸 開 闊 以 及 具 有 冒 險 性 格 比 較 敢 勇於 創 新；加 上 他 們 認 為 台 語 是 具 有 親 切 感、易 於
表 達 溝 通的 一 種 工 具；而 不 像 國 語 給 人 家 一 種 端 正 肅 然 起 敬 的 感 覺。因 此，男 性 使 用 台 語 的
頻 率 高 於 女 性。

經 由 圖 三 的 表 中 可 看 出：國 民 黨 說 國 語 居 多，民 進 黨 說 台 語 的 比 說 國 語 的 佔 大 多 數，而



新 黨 所 說 的 語 言 往 往 給 人 家 一 種 模 糊 不 清 的 概 念；以 致 於 大 家 都 不 太 了 解 新 黨 所 說 的 語 言
趨 勢。

依 據 所 選 的 答 案 中，認 為 所 支 持 的 政 黨中 常 說 的 語 言 是 國 語 的 原 因：在 於 大 多 數 都 認 為
國 民 黨 是 為 了 政 治 上 的 利 益。反 觀 民 進 黨 則 是 以 反 映 民 心 為 主，而 新 黨 是 因 黨 內 所 需 為 主
因。總 而 言 之，由 於 各 黨 內 之 政 策 運 作 的 不 同，導 致 較 常 使 用 的 語 言 政 策 也 會 大 受 影 響。

   接 著 再 看 圖 四 所 統 計 出 的 數 字 顯 示：在 這 三 百 個 人 中，其 中 有 一 百 一 十 五 個 人 認 為 最
值 得 提 倡 的 語 言 是 台 語 語 則 是 當 中 最 少 的。由 此 可 知，近 年 來 政 府 所 推 行的 母 語 運 動 也 確
實 讓 一 些 人 產 生 了 對 自 己 族 群 語 言 認 同 的 觀 念，但 是 大 家 似 乎 都 忘 了 客 語 也 是 值 得 我 們 保
存 的 一 種 語 言。

4.      正文

4.1族 群 意 識 與 母 語 運 動

語 言 跟 民 族 的 存 在 息 息 相 關。世 界 上 絕 大 多 數 的 種 族 名 稱 是 一 樣 的。例 如 greman 指 德 國
人 郝 德 首 先 指 出 兩 者 之 間 的 密 切 關 聯。他 有 一 句 名 言：「一 個 民 族 有 先 民 們 遺 傳 下 來 的 語
言 更 保 貴 的 資 產 嗎？」族 群 意 識 泛 指 一 個 族 群 共 有 的 意 念 或信 仰 。

這 些 通 常 是 潛  意 識 下 的 意 志 或 信  仰。如果 刻  意 再 加 上 包  裝、渲 染、發 而 成 為 整  個 族 群
共 同  體  認 的 意 識  形 態，常 是 政 客  或 文 化 人 士 為 了 解 決 某 些 問 題 或 達 到 某 些 目 的 而 營 造的
結 果。

最 常 見 的 是 把 語 言 提 昇 為 政 治 認 同 或 抗 爭 的  符 號。例 如 總 統 的 舊 曆 年 文 告 一 定 以 國  、
方 言 同 時 播 出 ；民 進 黨 內 部 聚 會 或 候 選 人 在 政 見 台 上 一 定 以 國 語 發 音。這 種 特意 營 造 的 族
群 意 識，久 而 久 之，最 後 發 展 成 為 族 群 的 存 在 。

  多 語 社 會 中，弱 勢 語 言 之 所 以 能 把 弱 勢 語 言 持 續 傳 承 下 去 就是 由 於 潛 意 識 的 族 群 意 識
作 用 的 結 果。在 未 受 到 少 數 族 群運 動 的 浪 潮 波 及 的所 有  地 區，弱 勢 語 言 的 維 持  靠 的  是 潛 在
的 族 群 意 識 的 支 持 。只 要 沒 有 劇 烈 的 人 口 移 動 或 其 他 政 治 上 的 威 脅，少 數 語 言 族 群的 語 言
維 持 應 該 沒 有 太 大 的 困  難，所 有 穩 定 而 持 久 的 雙 語 現 象 都是 由 於 少 數 族 群 意 識中 的 「行
為」或「知 識」成 份 能 體 現 而 不 被 破 壞 所致。

語 言 的維 持 常 常 不 只 是 潛 意 識、自 發 性 的 作 用，而 是 某 些 人 或 利 益 團 體 鼓動 的 意 識 型 態
有 意 追 求 的 目 標。官 方 的 語 言 政 策 則 專 指 權 力 擁 有 者 為 了 保 護 或 鞏 固 某 一 語 言 的 功 能 而 在
政 經 資 源 上 作 「歧 視 性 的分 配」。例 如 推 行 國 語 就 是 一 種 有 意 識 的 計 畫，一 種 社 會 工 程，目
的 在 建 立 代 表 官 方 的 中 原 意 識。推 動 語 言政 策 者 常 向 推 銷 的 對 象 提 出 種 種 的 辯 護，訴 諸 工
具 性 或  情 緒 性 的理 由，但 語 言 最 後 的 目 的 無 不 在 追 求 某 些 政 治 性 的 、經 濟 性 的 、或 文 化上
的 利 益。

由 於 透 過 官 方 語 言 獲 得 的 社 會 升 遷 和 統 一 愛 國 的 意 識 號 召 有 強 大 的 吸 引 ，往 往 不 是 弱
勢 語 族 的 母 語 運 動 所 能 匹 敵，弱 勢 語 族 終  將 慢 慢 地 放 棄自 己 的 母 語，改而 遷 就 官 方 的 語 言，
最 後 強 勢 語 言 完 全 取 代 弱 勢 語 言，成 為 唯一 的族 群 象 徵。母 語 運 動 由 於 運 動 倡 導 者 通 常 只 是
文 化 的 精 英，並 為 真 正 擁 有 政 治 的 權  利，因 此 無 法 貫 徹 到 底。

因 而 教 育 的 本 職就 在 傳 播 強 勢 語 族 的 文 化 、信 仰  和 意 識 型 ，而 教 育 是 通 向 社 會 升 遷 的
捷 徑  ，因 此擁 有 政 治 族 群 權 力 的 族 群 不 但 最 能 維 持 並 傳 播  自 己  的 語 言 並 且  最 能 保 障  自 己 
的 語 言 在 社 會 上 功 成 名 就。

母 語 運 動 之 所 以 很 難 成 功 是 因 為 當 精 英 分 子 警 覺 自 己  母 語 面 臨 絕 亡 的 危 機 時 已 太 遲
了。強 勢 語 言 以 侵 入 家 庭，而 母 語 所 賴 以 維  繫 的 最 後 支 持─潛 在 的 族 群 意 識─可 能 已 放 棄  語
言 與 族 群 意 識 有 任 何 關 聯，不 再 把 語 言 當作 是 族 群 意 識 的 存 在、行 為 或 知 識 的 一 部  。所 謂
成 功 的 母 語 運 動 是 指 把母 語 從 功 能 萎 縮  的 弱 勢地 位 強 化 成 為 在 一 地 區通 行 的 強 勢 語 言。

4.2語 言 與 政 黨 關 係 深 析

 台 灣 一 黨 獨 大 中 央  集 權 式 的 政 治 運 作，它 的 缺 點 是 它 偏 離 民  意，使 政 治 遊 戲 顯 得 不 必
要 的 複 雜 化 ，使 本 來 簡 單 的 ，可 以 在 地 方 上 解 決  的 問 題，便 成 中 央 的、全 國 性 的 問 題。使 得
瑣 碎  的 問 題 便 得 很  重 要，甚  至 被不 必 要 的 當 作 政 治 籌 碼 ，以 維 持 群 體  或 黨 派 團 結 的 手 段。



最 近 幾 位 非 國 民 黨 籍 縣 市 長 爭 取 教 授 方 言 和 鄉 土 文 化 。這 種 權 力 地 方 政 府 應 該 有 權 自
行 裁 決 ，無 須 中 央 政 府 的 首 肯，更 不 必 像 有 些 人 斥 之 為 「把 教 育 文 化  拖  進 政 治  抗 爭」沒
錯，語 言 本 來 就 是 一種 權 力 而 且 一 向 是 被 政 黨 當 作 政 治 抗 爭 的 籌 碼，國 民 黨 過 去 的 政 策 把
語 言 教 育 作 為 政 治 統 治 工 具 的 始 作 俑 者，光 復 以 來 即 企 圖 在 極 短 時 期 以 強 迫 性 手 段 實 行 全
面 性 的 單 一 語 言 政 策，卻 不 了 解 臺 灣 是 個 多 語 族 社 會，不 僅 不 知 尊 重 各 種 母 語，甚 至 處 心 積
慮 透 過 種 種 立 法 加 以 壓 制，造 成 今 日 各 語 族 間 文 化、社 會 上 的 衝 突 與 裂 痕。

不 同 的 族 群 有 建 構、主 張 自 己 價 值 觀 的 權 利，但 也 有 容 忍 、了 解 另 一 套 價 值 觀 的 義 務。
台 灣 語 言 衝 突 的 因 素 是 政 治 制 度。政 治 制 度 的 目 的 是 規 範 利 益 團 體 的 行 為，減 少 政 治 衝
突，可 是 不 同 族 群 之 間 的 敵 對 究 竟 應 該 用 何 種 制 度 來 調 節 是 個 政 治 智 慧 的 問 題 。台 灣 過 去
缺 少 政 黨 政 治 的 經 驗，既 沒 有 民 主 政 治 中 最 根 本 的 多 數 政 府，又 沒 有 類 似 瑞 士 的 聯 合 政
府。

就 目 前 的 語 言 問 題 而 言，語 言 衝 突 的 危 機 持 續 存 在，同 時 台 灣 極 右 勢 力 的 暗 潮 一 直 不 容
忽 視，這 股 勢 力 標 榜 狹 隘 的 民 族 主 義，蔑 視 個 人 的 人 權，認 為 凡 主 張 多 元民 主 程 序 者 都 是 破
壞 和 諧 ，損 害 國 家 利 益，他 們主 張 維 持 現 狀，反 對 改 革 ；他 們 完 全 缺 乏 容 忍，對 多元 社 會 的
結 構 秩 序 根本 不 能 接 受，台 灣 幾 個 族 群之 間 都 患 有 「弱 勢 族 群」的 情 結 ，這 是 台 灣 政 治 文 化
的 不 幸。

反 觀 瑞 士 的 政 治 文 化 ：他 們 承認 四 個 官 訂 語 言；他 們 接 受 四 個 語 言 同 享 平等 地 位；他 們
把 多 語 族 、多 文 化 的 現 象 視為 國 家 的 一 種 「資產」。台 灣 的 當 政 者 先 須 在 思 想 上 能 接 受 多 元
文 化 是 資 產 的 觀 念 ，然 後 化 觀 念 為 政 治 上 的 實 踐，認 清 當 代 政 治 、文 化、社 會 的 脈 絡，在 行
動 理 念 上 理 性、寬 容，認 識 西 方 政 黨 政 治 下發 展 出 來 的 各 種 可 資 借 鏡 的 語 言 政 策 ，認 清 臺 灣
社 會 的 新 秩序不 可 能 建 立 在 過 去 威 權 的 統 治 型 態 ，而 必 需 建 立 在 調 整 不 同 社 會 族 群 的 利 益
之 上。

4.3解 決 語 言 問 題 才 能 化 解 族 群 與 政 治 的 衝 突

   「用 國 語 發 音 是 國 民 黨 的 敗 類！」這 是 新 國 民 黨 連 線 立 委 周 荃 的 一 句 名 言。福 佬 話 被 部 分
「外 省 人」視 為 次 等 語 言 。相 反 的，在 以 前 的 黨 外 或 民 進 黨 的 聚 會 時，如 果 有 人 用 普 通 話
﹝俗 稱「國 語」﹞發 言 時，偶 爾 會 在 聽 眾 席 中 冒 出 這 樣 的 喊 叫 聲：「聽 無 啦！用 台 語 啦！」「台
灣 人 講 台 語 啦！」這 裡 ，我 們 又 看 到 了 一 種 語 言 歧 視。

他 們 不 僅 把 「台 灣 話」的 專 利頒 給 福 佬 話，又 以 講 福 佬 話 的人 才 算 「台 灣 人」。普 通 話、
客 家 話，以 及 原 住 民 的 語 言 和 族 群，全 被 排 赤 在「台 灣 話 和 台 灣人」的 行 列 外。二 月 二 十 日 立
法 院 進 行 行 政 院 長 被 提 名 人 的 資 格 審 查 會 時，有 幾 位 民 進 黨 立 委 也 數 度 要求 連 戰 以「台 語
」作 意 見 施 政 報 告，引 八了 一場 小 小 的 爭 議。語 言 是 族 群 認 同 的 第 一 指 標。

無 可 否 認 的，台 灣 內 部 族 群 之間 的 問 題，背 後 有 著 極 明 顯的 語 言 糾 葛，如 不 能 紓解，族 群
問 題 勢 必 繼 續 存 在。獨 尊 普 通 話 為「國 語」，而 壓 制 其 它的 語 言 ，和 獨 尊 福 佬 話 為 「台 語」，
而 排 斥 其 他 的 語 言，都 同 樣 患 著 相 當 強 烈 的 語言 歧 視 和 專 制 獨 斷 的 心 態 。

我 們 知 道，在 過 去 華 人 長 期 的「大 一 統」的 觀 念 下，要 一 時 間 培 養 出 開 放 的 多 元 價 值 觀
，以 便 適 應 一 個 多 語 社 會，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不 過，只 要 稍 微 具 有 一 點 語 言 學 常 識 的 人，
應 該 了 解，今 天 的 福 佬 話 以 及 流 行 於閩 南 的 閩 南 語、客 家 語 和 普 通 話，其 實 都 屬 於 同 一語
系─漢 語 系，它 們 之 間 實 在 沒 有 互 相 排 斥 的 道 理。

它們 不 僅 文 法 幾 乎 相 同，也 共 同 使 用 漢 字，甚 至 有 許 多 字 的 讀 音 近 似 得 難 以 分 辯，不 信
的 話，請 試 試 讀 以 下 這 個 句 子─「泰 山 跳 愛 河」，看 看 到 底 你 是 唸 福 佬 話 或 閩 南 語，還 是 普 通
話﹝國 語﹞，簡 直 分 不 出 來。如 果 有 興 趣 ，不 妨 再 分 別 以 普 通 話 和 福 佬 話 讀 讀 以 下 詞 句─「來
賓 代 表 在 海 濱 團 拜」、「蕭 和 太 太愛 煮 菜 」、「料 理 公 款 公 私 分 明 」「新 婚 春 風 如 意」、「海
關 資 料 公 開」、「民 主 先 進」，這 些 詞 句 ，除 了 音 調 些 微 差 異 之 外，實 在 近 似 得 很。我 們 實 在
看 不 出 同 屬 漢 語 系 的 語 言，彼 此 非 拚 得 你 死 我 活 不 可。

特 別 我 們 要 鄭 重 向 那 些 瞧 不 起 福 佬 話「閩 南 話」如 周 荃 者 流 提 出 嚴 正 說 明，閩 南 話 不 僅
不 是 次 等 語 言，說 閩 南 話 也 不 是 什麼 敗 類，相 反 的，閩 南 話 的 優 雅 與 韻 味，決 不 下 於 官 北 話
「普 通 話」，尤 其 它 保 留 的 中 原 古 音，更 是 普 通 話 所 望 塵 莫 及。當 您 用 普 通 話 朗 誦 唐 詩「黃
河 遠 上 白 雲 間，一 片 孤 城 萬 仞 山」而 感 覺 不 出 其 韻 味 時，改 口 用 閩 南 語 吟 唱 看 看，韻 味 立 即



上 口。

為 什 麼 中 文 系 裡 面 ，只 懂 普 通 話 而 不 懂 閩 南 話 或 客 家 話 的 學 生，在 修 習 聲 韻 學 時 會 比
較 吃 力，而 懂 得 閩 南 話 或 客 家 話 的 人，則 比 較 得 心 應 手，其 道 理 應 是 不 可 言 喻 了。所 以，一
味 歧 視 普 通 話 之 外 的 其 它 漢 語 系 語 言，不 僅 專 制 罷 道 ，而 且 對 歷 史 語 言 文 化 愚 昧 無
知。                  

再 者，隨 著 社 會 流  動 及 族 群 間 的 交 融，今 天 台 灣 社 會 上 許 多 人 已 是 雙 聲 帶，甚 至 是 三 聲
帶。而 言 談 中 又 往  往 參 雜 著 兩 種 或 兩 種 以  上 的 話 在 進 行，非 常 順 口 而 且 自 然，過 去 影 視 界
常 常 有 所 謂 「國 語 片」、「台 語 片」或 「閩 南 語 連 續 劇 」的 稱 謂，現 在 這 種 語 言 單 一 的 片 子，
已 經 不 符 合 台 灣 的 事 實 了。

如 果 有 一 部 片 子 標 榜 是 「寫 實 片」，但 又 同 時 號 稱 是 「國 語 片」或 「台 語 片」，那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因 為 在 現 實 的 社 會 中 不 僅 呈 現 多 語 現 象，即 使 同 一 個 人 的 談 話，也 沒 有 純 粹 的 國
語  或 純 粹 的 台 語 。這 種 現 象 是 好 的，因 為，一來 它 顯 示 了 族 群 間 融 合 交 流 的 結 果；二 來，語
言 本 來 就 是 不 可 能 一成 不 變 的，語 言 與 語 言 之 間會 互 相 吸 引，互 相 壯 大 ，讓 彼 此 更 豐 富，有
助 於 文 化 內 涵 的 充 實。不 僅 同 為 漢 語 系 的 閩 南 語、客 家 語、官 北 語 應 該共 存 共 榮，就 是 漢 語
系 之 外 的 原 住 民 的 南 島  語 系，也 應 該 有 讓 它 們 生 存 進 而 八揚 的 空 間。   

我 們 要 有 一 個 起 碼 的 概 念：一個 社 會 中 的 語 言 ，都 是 該 社 會 的 文 化 財 產，我 們 沒 有 藉 口
任 何 理 由 來 消 滅 任 何 語 言 及 文 化 財 產 的 權 利。一 個 多 語 並 行 的 社 會，顯 示 該 社 會 的 開 放 ；
而 在  一個 多 語 的 社 會 中 具 備 多 語 能 力 的人 越 多 ，那 個 社會 的 族 群 融 洽 度 也 會 越 高，而 且 人
民 多 語 的 學 習 ，可 以 腦 力 激 盪，提 高 素 質，激 發 文 化 的 精 進 。

因 為 語 言 的 學 習，也 是 文 化 的 學 習。台ㄉ灣 如 果 要 建 利 一 個 多 元 化、和 諧 的 社 會，過 去 的
語 言 歧 視的專 制 霸 道 心 態，必 須 放 棄。至 於 雙 語 教 育 的 早 日 實 現，那 就 更 不 在 話 下 了。話 說
到 這 裡，或 許 有 人 會 反 問，尊 重 個 族 群 的 母 語 固 然 重 要，然 而 台 灣 各 族 群 之 間 難 道 不 該 有 一
個「共 通 語」以 利 彼 此 的 溝 通 嗎？誠 然 這 是 一 個 當 前 必 需 面 對 的 問 題。

設 想 現 在 有 一 個 會 議 正 要 進 行，與 會 人 員 包 括 客 家 系、福 佬 系、大 陸 系 「所 謂 外 省 人」以
及 原 住 民 十 族，如 果 大 家 都 說 要 發 揚 母 語，也 要 求 他 族 尊 重 其 母 語，結 果 大 家 各 說 各 話，這
個 會 議 勢 必 癱 瘓。所 以 共 通 語 有 其 必 要 性。

問 題 是 用 何 種 語 言 做 為 共 通 語 對 大 家 較 合 理 而 有 利？我 們 認 為 以 現 行 的 所 謂「國 語」做
為 共 通 語 可 能 較 為 適 合。理 由 如 下：

     一、台 灣 做 為 一 個 華 人 國 家，其 與 同 為 華 人 國 家 的 中 國、新 加坡 的 關 係，不 僅 不 可 能 斷
絕，而 且 今 後 應 該 更 加 密 切。在 華 人 的 社 會 中，普 通 話「新 加 坡 稱 為 華 語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語
言。

 二、台 灣 要 走 入 世 界 的 同 時，也 要 世 界 走 入 台 灣。我 們 要 世 界 走 不 可 能 要 求 外 國 人 學 習
八 音 的 閩 南 語，而 不 學 四 音 的 中 國 官 北語「普 通 話」。前 者 難 度 高 於 後 者，而 且 在 世 界 上 的
普 遍 度也 比 後 者 低。

 三、最 近 達 半 世 紀來，所 謂 的 國 語 已 在 台 灣 島 上 相 當 流 行。會說 普 通 話 的 人 已 佔 多 數，新
生 的 一 代 已 幾 乎 無 人 不會 講 。

 四、福 佬 系 語 族 雖 然 在 台 灣 佔 最 多 數，但 是 如 果 這 個 最 多 數 的 族 群不 堅 持 以 自 己 的 母 語
為 共 通 語，正 足 以 顯 示 其 尊 重 少數 族 群 的 寬 宏 大量，對 於 化 解 族 群 衝 突 有 示 範 的 意 義；對 族
群 關 係，有 安 定 的 作 用。而 且 對 於 那 些「一 旦 台 灣 獨 立，外 省 人 就 不 可 以 講 國 語」的 惡 意 宣
傳，也 可 不 攻 自 破。

 總 之，解 決 語 言 問 題，才 能 化 解 族 群 衝 突。現 在 是 我 們 發 揮 智 慧 與 心 胸的 時 候了。

5.      結 論
語 言 是 一種 權 力，一 種 意 識 形 態 。語 言 與 政 治 實 有 很 深 切 的 依 存 關 係，在 當 前 的 台 灣 社

會 中 把 語 言 當 作 一 種 政 治 工 具 時 產 生 各 種 問 題，身 為 台 灣 各 族 群、思 考 台 灣 前 途 的 人 都 應
該 重 視台 灣 各 語 族 語言 文 化 的 出 路，語 言 衝 突 的 象 徵，族 群 認 同 感 通 常 有 助 於 化 解 語 言 衝
突，了 解 台 灣 是 個 多 語 族 的 社 會，了 解 語 言 權 是 一 種 基 本 人 權，但 社 會 中 也 必 需 有 共 通 的 語
言，以 便 各 族 群 的 溝 通 ，任 何 語 言 都 是 高 貴 的，我 們 應 以 開 闊 的 心 胸 去 接 納；應 該 對 語 言 權



利 和 資 源作 合 理 的 配 合，以 發 揮 社 會 公 義 的 精 神；對 弱 勢 族 群 的 語 言 尤 應 深加 關 懷。最 後，
我 們 以 一 首 台 灣 魂 的 吶 喊 作 為 終 結，以 表 我 們 對 台灣 本 土 一 草 一 木 的 最 高 意 崇 敬。更 希 望
大 家 共 同 來 疼 惜 咱 的 台灣。

水牛犁田勤克苦，殷勤做工為鄉土。早出晚歸無怨言，克己為人比聖賢。落土來死一粒麥，命傳後代真人格。
開花結穗無數萬，犧牲自己天必贊。

透早出門到田園，溪水冷霜路途長。殷勤做工為子孫，血汗流落心來天。蕃薯落土不驚，只求枝葉代代湠。看
無家己為人群，前途只靠台灣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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