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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身體在獄中，

精神在獄外，

欲成大事業，

精神更要大

‧‧‧

解過廣西十三縣，

住了十八個監房，

試問余所犯何罪，

罪在為民族盡忠

‧‧‧

胡志明《獄中日記》

基本定義、概念kap理論架構

 啥物是母語?
「第一語言」 vs. 「第二語言」

 個人母語vs.族群母語

 母語異化kap母語轉換

 Tng-tong一個人ê個人母語kap族群母語bô-kāng

ê時，咱ē-sái kā講這是一種「母語異化」ê現
象。

-+(2)單語能
力

++(1)雙語能
力

族群母語個人母語

圖表 1. 雙語kap單語ê母語異化情形

母語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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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認同的形成

 客觀條件

(血緣、居住地、風俗習慣、語言、宗教…)

 主觀意識

 歷史過程

 實在講，語言kap認同雖然無“絕對”ê關係，˜-koh有
“相對”ê關係。Iā是講，語言是族群認同kap國族認同ê

重要基礎之一，˜-koh ˜是唯一(Liebkind 1999:144; 施政
鋒1998:52)。語言對族群、國族認同是˜是有催化ê作
用ài由in存在ê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來決定(Fishman 

1999:154; Ross 1979:4)。
eg. Chia ̍h pháng

語言kap認同

 這說明雖然族群母語ê消失iáu有可能維持族群認同，

˜-koh族群母語ê強化對族群意識ê加強是有幫讚ê。

 Tng-tong族群母語消失去ê時，若準其他ê客觀因素iáu

存在，當然就有可能維持族群意識。-koh，若準語
言是現存唯一ê客觀因素，族群意識恐驚á早晚會tòe族
群母語ê消失來消失。

漢字文化圈ê情形

 高低語文現象Diglossia & digraphia

若論到「高低語言」ê概念，Charles Ferguson (1959)是第一個有系統性

來論說diglossia概念ê社會語言學家。伊將「高低語言」定義做一

個語言ê 2個「語言變體」(two varieties of the same language)分別擔

任bô-kāng ê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s)。伊koh講，chit 2個「語言變

體」當中，其中一個扮演「高語言」(High language)、另外一個扮

演「低語言」(Low language)。「高語言」通常有khah高ê名聲kap

文學傳統，而且會用tī正式場合。相對之下，「低語言」通常會

hông看khah無起，用tī非正式kap私人場合。

後來，Joshua Fishman (1967)針對Ferguson ê diglossia概念提出修改，伊

認為「高低語言」無一定kan-tā° ē-sái發生tī“一個語言lāi-té ê 2個語

言變體”；iā就是講「高低語言」無一定是「語言變體」，mā有

可能發生tī「語言」hām「語言」之間，而且語言數目ē-sái不只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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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n-ne，啥物是「高低文字」(digraphia)？Dale (1980:5) ùi Ferguson ê「高

低語言」概念延伸到“文字”mā適用，kā定義做「一個語言使用二

種(或者以上) ê文字書寫系統」。漢學家DeFrancis (1984:59) mā針對

「高低文字」提出kāng-khoán ê定義。後來蔣為文(Chiung 2003:9) 

kā Dale kap DeFrancis ê定義修改做「一個社會lāi-té有一個以上ê文字

系統分別擔任bô-kāng ê溝通功能」。蔣為文chit-khoán ê定義就親像

Fishman對「高低語言」ê定義kāng-khoán，無限定tī kāng一種語言ê

變體。

Tī漢字文化圈lìn，hit-kóa利用漢字發展出來ê民族

文字大概ē-sái分做3類。第一類是tī漢字ê基礎頂

頭依照漢字造字方法，特別是形聲字，來創造

新字。

Chit-khoán ê新文字有越南「字喃[1]」、台灣「歌仔冊文字
[2]」、中國「壯字」、「苗字[3]」、「瑤字」(周有光
1997:98-108)等。Chit-kóa字ê外形kap漢字真類似，造字原
則大多數kap漢字kāng-khoán，並無跳脫漢字ê思考模式
kap造字方法。

[1] 像講，「巴三」(/ba/) 是數字“3”ê意思。

[2] 像講，「勿會」(bē)、「身長」(lò)。

[3] 像講，「女八」(/pa/) 是“婦女”ê意思。

Trăm năm, trong cõi người ta,

Chữ tài, chữ mệnh, khéo là ghét nhau.

Trải qua một cuộc bể dâu,

Những điều trông thấy mà đau đớn l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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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ê迷思

漢字是án-choán hông利用來發展出新ê文字？咱ē-

sái用下面chit個例來說明：假使有一個講英語ê

英國人John beh用漢字替英語設計一套新ê漢字

式文字系統。

1. 哀黑夫土豆戈斯

2. I have two dogs.

3.人哀 有黑 有夫 土二 犭豆 犭戈 多斯

4.人我 有黑 有孚 吐 犭鬥 犭哥 多司

5. 我 嘿 口孚 二 犭斗 犭各 多思

利用漢字發展出來ê民族文字ê第二類是「音節文字」，

伊典型代表是日本ê「假名」(Kana)。第三類是「音素

文字」，典型代表是韓國ê「諺文」(Hangul)、越南tī 17

世紀以後透過傳教士發展出來ê「越南羅馬字」(Chu 

Quoc Ngu) kap 台灣tī 17世紀透過傳教士發展出來ê「新

港文字」kap 19世紀以後 ê「白話字[1]」(Ph-ōe-jī)。

Chit 2類ê文字lóng真好學、好用，因為無需要漢字ê基礎就

ē-sái單獨學習使用，所以乎普羅大眾親近使用ê機會加

真高。Tng-tong 19世紀尾20世紀初hit-kóa韓國、越南、

日本進步ê文人提倡用chit種新造ê文字ê時，一般國民真

緊就ē-sái kā chit-khoán文字學起來。

當然，民族國家意識就án-ne因為讀寫能力 kap國民教育ê

建立soah真緊形成起來。這就親像西歐國家近代tī宗教

改革以後因為民眾讀寫能力ê建立連帶帶動國民文學

kap民族國家意識ê形成kāng-khoán道理(蔣為文2005h)。

相對之下，hit-kóa無法度跳脫漢字思考中心ê「壯

族」、「苗族」、「瑤族」tī政治上mā無法度形成民

族國家意識。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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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1444年2月，李朝的集賢殿副提學「崔萬里」(Choe Mal-
li)上疏反對世宗推行諺文：

集賢殿副提學崔萬里等 上疏曰 臣等伏觀 諺文制作 至為神妙 創物
運智 瓊[1]出千古 然而以臣等區區管見 尚有可疑者敢布危懇 謹疏
于後 伏惟 聖裁

(1) 我朝自祖宗以來 至誠事大 一遵華制 今當同文同軌之時 創作
諺文 有該觀聽 儻曰諺文 皆本古字非新字也 則字形雖倣古之篆文
用音合字盡反於古 實無所據 若流中國 或有非議者 豈不有愧於事
大慕華

台語白話字
Tai-oan-hu-sian

Kau-hoe-po

since 1885

台灣府城教會報

“Khó-sioh lín pún-kok ê jī chin oh, chió chió

lâng khòan ê hiáu-tit. S-í goán ū siat pt-m…h ê 

hoat-tȱ, ēng ph-oē-jī lâi ìn-chheh, hȱ lín

chèng-lâng khòan khah khoài bat.. ”

“Lâng ˜-thang phah-sǹg in-ūi i bat Khóng-chú-

jī s-í ˜-bián h chit-hō jī; iā ˜-thang khòan-

khin i, kóng sī gín-á s-thk--ê.”

Rev. Thomas Barclay (巴克禮牧師)
1886, n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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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no 
366

1912, no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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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hang Koan-kian. Pp. 14-15.

1917

 土著化kap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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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著化」(indigenization)是指ùi移民社會
(immigrant society)變成「土著社會」
(native society) ê轉變過程。

 代表性是指tī台灣ê歷史、文化發展當中有適
當ê主、客觀條件促使hit個語言有台灣ê主體
性、對外ē-tàng表現台灣ê特色、而且外界mā

án-ne認為。

Anderson (1991:37-46) bat分析講「出版」、「宗

教改革」kap「當地母語ê出頭」是近代西歐

民族國家意識形成ê重要源頭。Davies (1997:482) 

mā指出講「歐洲文藝復興時期用民族母語來

創作ê風氣lȱ-bóe發展出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ah這是形成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 ê關鍵之一」。

5.結論

5.結論

用本土語言建立台灣文化ê主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