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談有關台灣國語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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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國語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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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作者曾寫了一篇小文章討論過有關台灣國語的幾個問題1)。那時

候， 日本很少人關心這種問題，反應寥寥無幾，感到很寂寞。又過兩年，台

灣解嚴，開始政治民主化，台灣獨立的氣氛也慢慢盟釀，日本部分學者的興

趣也漸漸走向台灣的言語問題。但是台灣國內一些社會語言學者，鄭良偉、

黃宣範等人早就在默默研究他們自己的語言，而且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至今重念拙作，作者發現了當時提出的意見到現在也有一定的見地，可

有參考價值。因為，最近中國大陸有了很多有關所謂的海峽兩岸語言比較的

刊物，其中包括著認為台灣國語是一種藍青官話的見解2) 而且連一些在大陸

非常著名的語言學者都保持著這樣的意見。可是，據本人的看法，台灣有兩種

不同性質的「國語一種是年齡比較大的人所操的腔調相當嚴重的國語，

另一種是年紀比較輕的人所說的比較「標準」的國語。後者是在語音、詞彙、

語法、風格的各個角度來看全部都有足夠的一致性，從而形成個人語言紛歧

頗少的完整語言。本人要把後者看成是一種漢語方言，而且是歷史上最新形

成的一種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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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國語，我的看法是這十年以來基本上沒有變化。所以我決定把

我的舊作用中文改寫補充一點材料來重新發表，希望借此以為拋磚引玉。

一、台灣國語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

戰後台灣一歸中國之後，中國的「國語」取代日本的「國語」在台灣成

了公定語。實施了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設立、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的制

定、國語普及運動的推進。初期是回歸祖國的喜悅達到最高潮的時期，所以

國語運動的趨勢盛。根據「綱領」的第一條，當時的運動方針原本是「實行

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也許打算恢復殖民地時代受日語壓迫的台

語本來的真面目，以閩南語做根基讓台灣人學好國語吧。台語是台灣大多數

人的母語，所以我認為這種語言政策是除了母語之外使其當做第二語言學習

「國語J ，企圖把台灣人併做中國國民，基本上仍是擁護雙語併用。但是，一

九四七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國民政府遷移台北的這些過

程中，外省籍的人口膨脹，合著國民政府的政治統治的確立，那個語言政策

也有了變化。本來國家語言政策的原則就是，第一，以國語統一全中國，第

二，不消滅方言。國語統一絕沒有意味撲滅方言的意思。但是國民政府遷台

以來所使用的語言政策實際上未必遵照了原則。也就是優先國語普及，加以

限制台語的使用。事實上學校教育現場禁止使用方言，只限用國語施行教育。

行政、司法等公事方面不能使用方言(在各級議會場合使用台語發言將會招

惹「麻煩J) 。另外，在文化方面，不是電視的台語節目的播放時間數及播放

時間帶遭受限制，就是限制台語的播放曲數。藉著有擬國語推行的名義採取

這種措施。但是這種政策帶來的結果是損害不少台語的威信。這種政策尤其

在初等教育的語言教育有了絕大的效果。因為在學校不准說的語言容易被認

為是「不好的話J ，甚至形成從年輕時起對自己母語的輕視感。國民政府雖然

意不在消滅台灣話，但是，在實際行政的執行面上，造成台灣話的受限制和

受蔑視的事實是不可否認。

結果，現在國語終於完成了身為台灣共通語的最大使命。雖然不曾見過

值得信賴的國語普及率的統計調查資料3)。不過，觀看六十年代初國語推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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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談有關台灣國語的幾個問題

員會消失一事，可以知道為普及國語實行的諸項事宜已經終了了它的歷史使

命1)。推行國語成功最大的原因，可以說是台灣教育特別是在初等中等教育的

驚人普及度。小學的就學率遠超過百分之九十五。兒童在學校與朋友、老師

交談的語言必定是國語。雖然祖父母、雙親沒有接受完整的國語教育因而國

語的能力薄弱，但是年輕一代的人或許在學校以及社會接觸的國語時間長於

在家庭接觸台語的時間。縱使是現在，在台灣仍有聽不懂國語的少數人，但

是，聽得懂說不流暢的人更多。就年輕一代的人而言、他們具有充分的國語

能力，台語的能力不如國語者大有人在。如此一來國語普及了，推行國語的

事宜就沒有必要了。另一方面，方言消滅了嗎?這絕對沒有。國語之前的方

言依然存在，這其中閩南語一直維持著特別的強勢。閩南語不只是家庭中的

日常語言，它也擁有作為商用語言的重要性。在台灣社會，不難想見商場上

不會操作閩南語所遭受的損失。更何況當前的台灣正急遞變化走向工商業社

會。光考慮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閩南語的勢力不會大幅度的下降。總之，今日

的台灣社會雙語併用是非常普遍，這種情況在將來也應該是如此的吧。

然而極其自然的現象，國語和閩南語接觸，國語和閩南語兩方都受到影

響。閩南語接受了國語的影響起了反應九但同樣的，國語蒙受閩南語的影響

也不可忽視。現在在台灣，多數人使用的「國語」不完全同於標準的北京官

話，也有異於中國本土的所謂「普通話」。那個差異存在於發音、語意或文法

各方面，造作了具有台灣特有的「國語」。如果把這稱為「台灣國語J ，那麼

導致台灣國語形成的原因之一，說是接觸了閩南語也不違過。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台灣社會本身的經濟、社會、政治的變化。戰後四

十年，台灣自農業社會大轉身走向工業社會，起了變動。省籍不同的社會關

係也發生了變化。社會的發展變化必然也要求語言狀態的改變。在現代社會

合乎語言的新交流形態是不可或缺，為此，新的表現形態取代了舊的表現形

態。「國語」當然也必需孕育出通應現代台灣社會的表現形態。事實上，可以

發現很多社會變化導致台灣國語發生的新語言形態。

目前在台灣以共通語的身份流行的那個語言，其實是不外乎一種台灣化

的「國語J 0 台灣國語J 形成的最有力的要因，作者認為是:一個是跟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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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口靖

話的接觸，另一個是台灣社會本身的變化。以下，想要根據這個觀點來分析

台灣「國語」的實況。

二、台灣國語的肉涵

我們可以把分佈在台灣境內的回有語言分為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

的三種語言。其中，閩南語跟客家語都屬於漢語系統，而原住民的語言屬於

南島語系統。從人口比率來看，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約佔總人口的七成之多，

客家人跟原住民合算起來約佔一成強(原住民的人口極少數、僅佔百分之1.5

至 2 而已)。剩下的大約二成是1949年前後新從中國大陸移來到台灣的新住民6) 。

只要看台灣人口比率，我們就會了解閩南語勢力之大，但實際上閩南語的勢

力是過去台灣三百年的歷史中始終保持最強勢的。閩南語連在日語為公定語

的殖民地時代也是實際上的共通語言。目前，會操閩南語的客家人、原住民

或新住民也為數不少。有時候管閩南語叫做台灣話(或叫台語、台灣語等等) , 

其原因就是因為閩南語在台灣的勢力如此之大，即使在語言學的立場看來並

不是非常通當的稱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移住在台灣的所謂外省人的省籍五花八門，因此，他

們所說的漢語方言亦是各色各樣的。有一些出生在北方方言區(廣義的官話

區)的人可能將他們自己的方言用做「國語另有一些出生在非北方方言

區的人也可能會講「國語J ，同時當然也會講他們自身的家鄉方言。如果是這

樣，他們所說的國語就應該帶著非常濃厚的自己家鄉方言色彩。比如，北京

出身者應該把自己的母語-一一北京話帶著一種極強烈的自豪感直接認做「國

語」使用，而四川人卻可能拿他自己的西南官話當做腔調相當重的一種國語

講話。又比如上海人，在他們上海人之間，一定會利用上海話謀求五相的溝

通，但在一般社會上他也不得不使用「國語J ，在這種情況下被他們所操的語

言應該是不同程度于是雜著上海腔的國語。如此，雖說是南腔北調，呈現著一

種混亂狀態，可是還不到談話時需要翻譯人那樣嚴重的地步，在一般社交和

溝通上沒有任何困擾，從以前，叫這樣程度的官話方言做「藍青官話J ，這也

就是中國標準語的實質，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在早期台灣外省人的語言生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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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談有關台灣國語的幾個問題

不過是全體中國語言生活的一種縮影而已。

在此，我想針對「國語」究竟是甚麼的問題簡單地說明一下。對於以北

方方言為基礎，北京語音為標準的這一點來說，台灣的「國語」是跟中國大

陸的「普通話」沒有甚麼兩樣。為甚麼把北方方言(也就是官話)奠定為基

礎方言呢?就是因為這方言具有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白話文的悠久傳

統。「國語」或「普通話」的詞彙、語法也是根據自話文的傳統而形成的。因

為除了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官話以外，官話還包括著西北官話、下江官話、西

南官話等幾種次方言，而且各種方言的語音都有相當大的差別，所以北京音

系被選為國語語音的標準。有一部份人把北京話本身看做「國語」、但嚴格地

說來，北京話指的是在北京流行的一種方言，而亦擁有其獨特的發音、詞語、

語法，為此，它不跟國語這種觀念完全一致。同時，把北方方言直接認做國

語的看法也不一定是很采當的;叉，拿北方官話(就是北方方言之中的次方

言)來跟國語同樣看待也是不很正確的事。因為，這些方言都是在漫長的歷

史過程中共有同一個語言基礎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慢慢地形成的，但「國語」

卻是到了民國初年方有政府制定，國家賦予的權威，蒙受標準化的語言。北

京話、官話和國語這三種用語多半有共同的外延，其實應該各自在不同的角

度上做出定義才是。

三、台灣國語的語言特徽

目前，國語在台灣社會生活中起著足夠的溝通作用。國語也拆掉了生在

台灣社會中的各族群之間的語言牆壁。如上所說，在台灣已經普及了帶著不

同程度方言色彩的共同語， 不管前述的定義， 就都一率稱為「國語」。其實

在台灣流行的國語之中，多數派所說的國語跟從中國大陸直接渡過來的國語

或標準北京官話比起來離得比較遠，其有獨樹一幟的風格，將近五十年之間，

在台灣的風土上漸漸形成共同語。從而，也可以管它叫「台灣化的國語J ，或

是一般人所提的「台灣國語」。但是台灣國語」這個稱法多半意味著一個

有台灣色彩特別強的發音及措辭的語言，含有非難其非標準性的一種蔑稱而

已。當否姑且不論，大家都知道台灣共同語和標準北京官話不完全一致。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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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可以在發音、詞彙、語法、熟語等各方面發現。其中，語彙方面的不同最

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最近陸續出現了許多大陸台灣詞語差別詞典之類可以

參考，所以不必在此一一舉例。

在台灣他說的國語好壞，跟他如何學會國語的事實很有關係。尤其是他

的年齡、教育、出身地等特別是干預的因素。這種紛歧在發音方面出現得最

顯著;國語語音本來是基於北京音制定的，從而發音好壞的評價標準當然也

在於跟北京音的距離如何。台灣昧特別濃厚的發音如于:

一、塞擦音公、 c- 、 s- 取代捲舌音 zh- 、 ch- 、 sh- zhidào (知道)

發為 z耐心， chI fàn (吃飯)發為 cl fàn , sìshí (四十)發為 sìsí 。

二、濁音 r-念為邊音 1- 今天天婦孺( rè) J 念如「今天天氣好樂(I在 )J 。

三、 hu- 取代 f- 音;把「研究費 (f色i ) J 念如「研究會 (huì) J 。

四、 n- 音和 1- 音不分別，一律念為 n- 音;比如「蘭 (lán) 花」聽起來

像是「南 (nán) 花」。

五、以 i音取代撮口音垃。為此你去過蘭嶼嗎?J 聽起來像是I! Nr qìguò 

的nyí ma.? 

六、 -uo 發為 -0 。例如把「國」念為駒羅」念為 ló 。

七、有個傾向過度鼻化母音。例如怎麼樣」的「樣」念為 iã 、還有我

怕他」中的「怕J ，他」兩個字都鼻化為 p'色、t'ã 。

八、部分說話者的 -en 跟 -eng 以及 -in 跟 -ing 的差別含糊不清。

這種脫節現象恐怕大部分都是蒙受閩南話干涉的結果，但是，這並不是意味

著全體閩南語說話者都使用具備這種特徵的國語。國語能力比較強的人說的

國語裡面比較少有上述的特點，但國語能力比較差的人說的國語裡面當然多

有這些特點。換旬話來說，在現實的台灣社會中從「標準」到「不標準」通

行著程度不同的國語。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不標準J ，那種國語也被接受為一

個台灣民眾的共通語。反而他們對這種不標準國語感到一種親切感。

在形態結構的角度上拿台灣國語跟北京官話對比，台灣國語有如下的很

重要的特徵。

1 )台灣國語很少用 r 音。「快點兒 ./J 說成「快點./ J , r左邊兒、右邊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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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談有關台灣國語的幾個問題

那樣的說法也不常聽到。最厲害的是「哪兒J，有部分人把這個字說成「你去哪 ?J 。

大多數人這個 r音亨對等不好，所以，要念「花兒、鳥兒」這些字的時候，像 hu忌，

已r 、 m的，已r 那樣，做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發音。

2) 台灣國語很少用輕聲。其單字即使在形態學上起著重要的區別作用時，

比方說「東西J ，很少人分別發 dδngxi 和 dδn~汀。上面兩個現象大概也都

是由於受了閩南語影響的產物。但是，在台灣 r音和輕聲的使用好像不認為

是標準國語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縱使你不會準確使用這些，也絕對不會蒙受

「不標準」的評價，相反，要是濫用 r或輕聲的話，可能使人家激起對你的反

感。北方官話以外的漢語本來很難接受 r音和輕聲，所以跟上面的第 1 項到第

8 項的純粹語音學上的特點比起來它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台灣式語音特徵在

日常共同語的水準上完全被容納，可是任何人都不承認它是國語的「標準」

發音。不過 r 音或輕聲的缺乏卻並不傷害「標準國語」的資格的。

在文法方面最有特色的現象是如下的「有、沒有」的使用法吧。

新娘有漂亮，新郎沒有漂亮。

你有去過沒有?

我相信你的公司一定會有發展。

類似這種「有、沒有」的使用法、明顯的是直接帶入閩南語的說法，是「不

標準」。不過在台灣是普遍可尋的7) 。

歸納上述的討論:

1. 台灣通行著多樣性質的國語。這些多樣性和北京話的音韻，語法、意

義上的距離或遠或近的展開著。

2. 多數人使用的國語接受了台灣話(特別是閩南語)的影響，開始脫離

標準國語。但，台灣民眾允許這種國語做為自己的溝通手段。

把所謂的北京話視為最有權威的語言的想法，在台灣人之間並非完全沒有。

尤其在學校教育方面容易被人認為北京話在學校是唯一應該教的樣本的想法

是無可奈何的。不過，無論在教育上如何用心如何鼓勵，要求學好母語中不

存在的 zh- 、 ch- 、 sh- 是不可能的。相反的，台灣話方面的抗拒技巧被理解

了。如此一來，可以說台灣話強力出擊北京官話，創造了「被台灣化的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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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國語和大陸普通話的差異

台灣的「國語」大致相當於中國本士的「普通話J ，但兩者之間可以看到

些許的不一致。首先是表記上的不同。普通話已經採用簡體字，在台灣繁體

字依然是正式文字。讀音也有一些出入。中國制定「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

的讀音標準謀求統一。但是，這讀音和在台灣通行的讀音對照之下可以知道

二者有相當大的出入。尤其在舊入聲音的字調上有很多不同。在叭 Textbook

Chinese"，可惜 kexI 、叔叔 shüshu 、除夕 chúxI J 等被標音的單字、在

台灣一般的發音是 k已xI 、 shúshu 、 chúxÌ 。此外，也有「究J jiü '" jiù 、

「綜J zõng '" zòng ，期J qI'" qí 後者是台灣式)之類的例子。最有趣

的是連詞「和」的念法，現在台灣的電視播報員把迄個字讀 hàn 0 查看在中

國出版的字典，這個 hàn 的讀音完全被取消，一律統一成恆。在台灣的國語

日報字典等上面，這個字是讀 h但做連詞用。以前，一般是讀 hàn ，所以很

想知道在現在的中國的實際會話上是如何發音。

然而，文字和讀音面的差異對語言而言不過是表面的現象。普通話和國

語的重大乖離顯現在使用語法的標準上。譬如﹒

生產任務勝利完成了。

抓革命，促生產。

目前糧食很緊張。

這種說法在過去的北京官話是看不到的，在台灣的國語也沒有的新的表現。

這種表現法可以考慮是中國社會轉化成新社會時所發生的產物。又例如坦

白」這個詞是「告白自己的罪狀和錯誤」的意思靠攏」是指「接近共產黨

的立場J ，這種微妙的意思明顯的令人感覺到是政治主導型的社會析化出來的。

由此可知，中國本土的普通話也有激烈的變化過程。國語和普通話雖然由共

同基盤出發，但可以發現它們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兩者分離的原因應該是社

會體制的不同。

比較一下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況和台灣已的，我想台灣社會的特色首要是國

民全體教育程度的高低。高就學率及高學歷提升社會全體知識水準，產生向

上的經濟力，也帶來了與外國文化恆常的接觸。身為現代工業國家的台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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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需要適合於它的溝通手段的共通語，語言應該符合這個要求的被豐富。社

會內部當然是流動的，內部的交流的溝通也擴大成大眾傳播。與外國的文化、

語言接觸的結果導致外來語的出現。例如，從「做秀」的音譯字到「請 change

一下，好不好」、 r Miss 林 !J 之類的從英文直接導入的表現普遍的被使用。

從日文借用的也不少，不過，像「楊楊米」、「便當」等詞是先進入台灣話再

被國語借用的情形比較多。媒體的發達產生了很多的流行語和但語。例如，

你少蓋/

她的樣子驢透了/

那小子很罩得住馬子。

你的英文好菜/

他很喜歡泡女孩。

亂漂亮/

老師，我還沒有蹺過課啊/

這些不高尚的但語表現深受年青人喜好而被接受。

五、台灣國語的實際情況

從世代觀點看，年青人說的國語比他們的父母、祖父母說得國語要「標

準」的多。在都市區和鄉村區、都市區的人們相對地使用比較標準的國語。

而且，在都市區，那裡所使用的國語漸漸難以區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話

語差異。原因是，年輕世代的國語正朝著無省籍差別的等質話言發展。譬如，

有一位會一點中文的外國人在台灣用國語跟二十歲或三十歲的年齡層的人交

往時，不管對方的省籍如何，似乎沒有感到不便。也不會感到本省籍的朋友

的國語和外省籍的朋友的國語之間有大差異。但或許在鄉村區出生的友人之

中也可以找得出說非常「不標準」的台灣國語的人。萬一被本省籍的友人邀

請至家裡訪問，有機會跟他的父母交談時，他的雙親很有可能說極端的台灣

國語。相反的，如果對方是外省籍的家庭時，他的雙親的國語也許是帶著令

人難以理解的很重的口音，面對這種國語感到手足無措的情形也有可能。總

而言之，現在的台灣的年輕世代使用著富有具於雙親、祖父母的發音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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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國語，也就是在台灣地區孕育的國語。

如今至此，一些老一輩的人縱使有希望用北京話統一語言的苦心，北京

話也無法打倒這種新「國語」吧。因為，年輕世代的國語是以台灣的社會構

造做條件被創造出來的。現在，在現實社會裡基於北京話的「標準」官話有

不被承認是正統東西的傾向。甚至 r 音或輕聲的過度使用會招來笑柄。

被台灣化的新的國語的創造為了克服台灣的歷史中的語言差異和方言差

異，開始帶來了共通的交流手段。但是國語對多數人而言不過是屬於第二語

言。母語和共通語應該賦有互相交流彼此影響的相輔的任務。最後，在此想

談談有關在台灣的雙語併用的一些問題。

六、台灣的雙語問題

使用國語和閩南語的說話者在何種情況用國語，何種場合用閩南詣的問

題、很有意思。在正式場合全部使用國語。 H常會話中，國語和閩南語兩種

都被使用，但是這有複雜的一面。有在家裡的 H 常會話全部使用間南語的人，

也有跟父母用閩南語交談而跟兄弟姊妹用國語交談的人。也有視話題改變使

用語言的情形。正式的話題用圓語交談的多。但是，與好朋友玩撲克牌時不

用閩南語就沒意思的時候也有。年青人一般不其有只用閩南語談正事的能力。

即使開始時使用閩南語談話，但一碰到困難話題的問題無法用閩南語表達時，

立即換成國語繼續談話的場面時常可以看到。這明顯顯示國語居高位，閩南

語居低位。都市區的本省籍年青人中已經出現只會用國語的人。依此情況，

閩南語似乎會步向消滅的命運。但相反的，在鄉村的外省人使用閩南語的人

也多了。如前所述，在商業社會閩南語以共通語的強硬姿態被使用。年青人

閩南語能力低落的原因是沒有學習字音的傳統。因為不會讀文字，造語能力

就退化了。如果母語是自尊心的支柱的話，閩南語或客家語的未來將寄望在

教育上。

這幾年來，在台灣出現主張使用國語和閩南語雙語併用的論潮。也有主

張加入閩南語和客家語作為公用語。鄭良偉的雙語併用論是其中的代表的、雙

語f并用政策的優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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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談有關台灣國語的幾個問題

一、雙語式語言統一合乎社會語言學和心裡語言學的理論。

二、它順應最近世界各國的語言計劃政策的趨勢。

三、雙語式的語言政策是合乎中華民國的憲法精神和教育宗旨的，又是政

府向來的語言政策。

四、雙語式的語言合乎全中國的實情。

五、它合乎台灣的實際條件。

最後的五，意指台灣學校制度發達，開設閩南語和客家語的課程在財政、技

術、設備上都沒有困難。而且也建議在法制面保障國語、閩南語、客家語是

合法語言，同時，特別是在學校的教育上，和國語一樣也學習閩南語，並推

進台灣話的學術性的研究。事實上台灣的國語是接受台灣話的影響，立足於

台灣的基盤上，因此，借教育場所發揚台灣話，提高其威信，是發展國語原

動力的不難想像的事。

台灣也和其他多數國家一樣抱有複雜語言問題的國家。這主要是不外乎

在於台灣話(包含客家話)的法律、政治、社會的處境問題。一方面，可以看

到國民政府統治的五十年之間，新共通語的國語在台灣已經著根了。這個事

實不是說明台灣社會的精神的堅韌表現嗎?

※本文曾獲文教大學平成六年度共同研究獎助，謹此致謝。

註

1 )參見「槌口 1985J 。
2) 參見「游汝杰1992J 。

3) 聽說行政院會經調查過國語的普及率，但作者未曾看過。

4) 參見「俞敏1981 J 。
5) 國語給與台語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這問題目前暫時不提。

6) 參見「王育德1957J 。

7) 對於台灣國語語法上的問題，較詳細於「伊原1984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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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見「鄭良偉1990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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