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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現在在花蓮閩南語並不興盛。生在閩南家庭的我，在說話時也不太會使用

閩南語，父母雖然會說，但在家中跟我講話還是用國語(北京話)而我因為怕講

不標準會被笑所以也不會試著和家人用閩南語聊天。可是，中南部地區的閩南

語還是常用的。為什麼閩南語明明也是臺語的一部分，但在現在卻已逐漸消失，

只有一些地方仍在用呢?我的父母及一些親友對於閩南語也都有自己的情感與

想法，因為種種原因我對閩南語也有小小的感情，從他們口中我能瞭解閩南語

的社會歷史的一些面貌。而且，一種語言的興衰是歷史的一部分，而人本就得

檢視歷史。所以，我想要先從離我和我的父母最近的、對閩南語衰落具有頗明

顯的影響的一段時間進行小方面探討，了解閩南語及歷史的一部分。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以 1945-1987 的國語運動為例，探索執政者之語言政策對地區方

言的影響。 

  

三、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 研究方法 

 

1. 先在網路上以及去圖書館收集國與運動相關的資料和當時與語言政策

有關的法規 

2. 從網路上的相關評論和身邊親友敘述去了腳他們對當時狀況的想法。 

3. 實際訪問有經歷過國語運動的長輩,準備訪問問卷。 

4. 將收集到的各項資料.想法做客觀的推論並提出想法最後作下總結。 

 

(二) 研究流程圖 

 

圖一 研究流程圖 

收集

資料
訪談

討論統整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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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簡述閩南語 

    

    閩南語，臺灣話，又稱福佬話或是臺灣閩南語，使用這個語言並以它為母語

的河洛族群（閩裔臺灣人）在臺灣族群占一大部分一開始閩南語主要分佈在中國

的泉、漳地區。同一個語言在不同地區，隨著生活會有各自的經歷，因此也會不

同於彼此各自發展。 

 

    在荷蘭人統治臺灣時（約西元 1624 年到 1662 年）為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

曾經招募許多漢人來臺開墾，其中許多人來自泉、漳，這些人來到臺灣自然也將

閩南語帶來了閩南語。在荷蘭人和更早在臺灣深根的原住民（平埔族人）的語言

影響下，閩南語開始產生變化，和原鄉有不同的演變與歷史。 

 

    明末的時候因為戰亂頻繁，已有一些漢人移民渡海來臺，其中也有閩南、粵

籍的移民。而其中最具代表的即為顏思齊、鄭芝龍：「明末漳州人顏思齊、泉州

人鄭芝龍來臺實行集體移民和農業開墾，1622 年他們佔據臺灣的笨港，進而開

拓諸羅山。」（臺灣省資料館，2016）  

 

    明鄭與清領時期，特別是海禁開放後，大量中國大陸移民入臺，以福建南部

的泉州府和漳州府的居民佔多數（維基百科，2016）並且中國的貿易也必會有所

交流。   

 
圖二 清代泉、漳、粵三籍移民來台比例 

圖片來源：

http://museum02.digitalarchives.tw/ndap/2004/UnderstandingTaiwan/192.192.159.187/9tai

wan/c0301.htm 

                                                       

    日治時期，閩南語語日語因學習漢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下和日語有許多融

合，其中也添加了大量的日語詞彙。  這些一切與閩南語來到台灣落地生根，隨

著時間自然而然的成為臺灣的一部份。現在，閩南語已經是台灣的本土語言了，



國語運動對花蓮地區閩南方言影響之研究 

3 
 

圖三 西元 1955 年，禁止教會以羅馬拼音

傳教，並加以取締。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6 

和原住民語、客語為三大語族。對我們來說閩南語是臺灣的文化中重要的一塊。 

 

  二、臺灣的國語運動 

 

國語運動是指國家頒布了一套做為標準的語言、字音、語法並將之推廣的語

言改革。 治理一個國家，每道政策和做法在各方面都要兼顧,，包括人民安全、

政體、尊重、理念、國家利益以及文化進步成熟等等。對人群社會而言，教育和

語言在生活及成長中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在教育行政部分必須清楚意識及瞭解人

們、教育與語言並判斷如何施政。除了兼顧各個面，政府還得帶著國家應變各種

狀況、國際局勢… …面對這些時施政的心態和方式及手段等是決定人民生活與

時代的關鍵之一。 

 

民國初期訂定了國家正式語言，也就是現在的國語(現代標準漢語。以下的

國語也都是指這個語言)，不過當時因為中華民國在戰亂中，沒辦法全副心力處

理行政事務。西元 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臺灣的所屬因中國的政權變動而

有些尷尬，日後也有各種爭論。無論理論如何，中華民國實際接收了臺灣，開始

了新政權。統治同時也要在臺灣這個地方推行國語，籌措準備教育行政，普及國

語。不過不論推行語言或推展什麼都需要相關的法律條文輔助，因此國民政府在

往後的國語運動中訂定了許多法規。 

 

    戰後陳儀來臺一年後即禁止報刊使用日語。這是社會普遍使用語言之狀態的

轉折點之一。西元 1946 年 4 月 2 日，「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主要

負責推廣普及國語和白話文。國語推行委員會 1946 年開始國語示範廣播，並規

定臺灣各中小學國語老師、民眾教育人員和國語推行員均應收聽。（許雅惠，2009）  

 

    1951 年，教育廳下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

（語言政策與台灣社會和維基都有），在學校老

師學生交談都必須使用國語，教職人員須有一訂

的國語程度。學校開始漸漸轉為一個國語環境。

在我們的祖父母輩就有日語教育和國語教育的

轉折。而這國語環境也將國語慢慢習慣在往後學

生們的生活中。西元 1955 年，禁止教會以羅馬

拼音傳教，並加以取締。同年，教育廳修正「台

灣省中等學校獎懲辦法」規定不講國語者應予記

缺點或警告。1956 年，教育部規定嚴禁日語方言

教學，臺灣完全進入國語教學一直到解嚴後。（許

雅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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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掛牌子」  

圖片來源：老頭（2007）。噹！噹！噹！跟

我回到小時候。台北市大穎文化。第 9 頁。 

） 

 

    西元 1963 年教育廳頒「台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推行國

語成為校長考核教師年終考績之一，學生說不說國語，會影響其操行成績。（維

基百科，2016）西元 1972 年起，政府更規定電視台的台語節目播放時間不能超

過一小時。西元 1976 年「廣播電視法」公布第二十條：「電臺對國內廣播播音語

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

（維基文庫，2016） 1976 年起，電視台一天只准播一個小時的臺語節目、唱兩

首臺語歌曲。(周婉窈，2014）。 

    全方面的國語運動、推廣普及國語的政策深深的影響了臺灣的文化與歷史。

這個臺灣的國語運動一直到解嚴方結束，在其間政府推廣標準國語，以「書同文，

語同音」為目標，並傳達統一語言團結民族的觀點，最重要的是真真正正的達成

了。 

  三、國語運動的影響 

 

    國內著名語言學者羅肇錦曾說：「推行國語政策只四十年，可以讓二十歲以

下的人幾乎忘了他的母語，三十歲到二十歲的人無法說正確的母語…而五十歲以

上的人卻又不會說國語。」（許雅惠。2009） 國語運動的推行無疑是非常成功的，

在臺灣我們的書籍、通用語，以及生活中處處可聽到、看到國語與國文，講話時

自然而然的講國語。 

 

    我們回收的問卷中，有一些人並沒有經歷過國語運動時期，但是聽長輩說過

或者學到過。而一部份經歷過國語運動後期的人，所以他們當進到學校時，學校

就是一個說國語的環境（毫無違和感的!），所以不覺得說國語有任何的不願意或

者不習慣。反應較激烈的大多是經歷了國語運動初期的人，他們在時代的轉換中

首當其衝接受改變－－畢竟不管你想不想改，時代的變化就是來了。發生的事不

可能每件事都是一般、日常又平凡的，與其他存在總可能交會成意想不到。見證

時代到底是好事壞事，也只有當時的人才瞭解箇中滋味。 

 

    國語運動時教育的政策中下達了:「不

能說方言、日文，只能說國語」的命令，

並制定了上述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幫助推廣

國語的規定。各個學校為了達成政策，不

同學校懲處學生的辦法也不一定，例如：

罰錢，掛「我不說方言」或「請說國語」

之類的的牌子(這個俗稱:掛狗牌)。   

    這些行為和當時的一部分老師多少會

直接或間接傳答出：「說方言有些粗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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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有水準，我們要說國語。說國語是愛國的，若我們都講國語就不會有溝通傳

遞信息的問題、分彼此，整個民族就能團結一起。」的想法、觀念，這些深植在

部分學生觀念裡，也造成了當時的學生一說方言，就會被同學笑，被抓到會被罵

或罰，使學生的心理產生了些陰影。 

 

    不過要知道，就算當時的政策是「語言統一」，大部分的學生們家中還是使

用自己的母語。畢竟父母們有些是接受日語教育，就算是讀到國語教育的，普遍

也沒有讀很久（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為九年是在 1968 年呢！）因此他們還

是用母語。民間一般也是在用閩南語、客語等本土語言。客家人的大人就講客家

話，閩南人的大人就講閩南語，但同時小孩子們正接受融合著國語。所以在那個

時候很多閩南語家庭小孩都必需做「在家講閩南語，在學校講國語」的切換。另

外，從訪問中我們得知，當時的一碗麵大約是 3 塊錢，而說方言罰錢會罰 5 毛到

1 塊不等，許多學生如果不小心講閩南語被罰錢，回到家又會再被罵。 

 

    火車站是個觀察生活百態的好地方之一。下表一是語言學者洪惟仁(2002)的

論文中他們在 1999 年做的研究調查。從表中可以看出花蓮中這個各種人群流通

的地方，大多數是講國語的，相對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的使用比例就特別少。

而在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語的使用比例來看，在花蓮使用閩南語的人是三者中

最高的。而有些人則是使用國語混和閩南語的方式說話，現在確實有很多人講話

都是國語和閩南語相輔助，一些伯伯阿姨都是，在他們熟悉的閩南語中加入了逐

漸習慣的國語。 

 

     表一 花蓮火車站語言使用調查表 

火車站 華語 閩南語 華閩夾雜 客語 原住民語 其他 

花蓮 60.5% 32.5% 1.0% 0.0% 4.5% 1.5% 

資料來源：節錄自洪惟仁(2002)。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 

 

    不過也有一些人成年人出生在閩南語家庭但是卻不會講閩南語了，只剩下一

些簡單的日常生活用語詞彙。某位受訪者說，他會說閩南語，但他的妹妹就不會

了。習慣了國語，並且在臺灣使用國語幾乎是毫無問題的，畢竟是通用語。國語

已經融入在他們的生活中。這些生活的部分都可以體現出現在花蓮的語言狀況以

及國語的影響。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發現(下頁圖五)，現在的人們對於閩南語大部分是沒有深

刻的感覺的，不是討厭或不在乎，一般來說我們是不會特別注意生活的一個部分，

生活中的大小事才是我們注意的重心。不過對於有感情、身邊的事物我們也是會

稍微留心。 對母語是閩南語的人來說，閩南語格外親切和熟悉（例如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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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某位填寫問卷的人對閩南語的想法與感覺是「很親切但是我卻不怎麼熟悉它」，

由於國語運動，現在幾乎所有臺灣人都是講國語，許多閩南語家庭的人（尤其是

經歷國語運動中後期的）在閩南語環境長大、熟悉母語，進入學校後慢慢習慣國

語－因為人很複雜，所以因此的衝突（不論是在心理或人與人之間）是多少會有

的，之後出社會跟隨潮流（自己也成為潮流）使用國語。對他們來說，或許閩南

語還是那麼親切可愛，但是在生活中卻已不再那麼熟悉了。 

 

 

圖五 對閩南語的想法與感覺問卷調查結果統計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整理) 

 

参●結論 

 

   透過這個研究，我們更加瞭解閩南與與過去的歷史。這些種種的過去都是人

們不斷的犯錯、傷害與成長。 

 

  語言的使用，是自由自主的事情，只要你表達它或思考它，自然而然你就是

在使用它了。但事件的發生，往往沒有個人的想法、感覺……等的主觀觀念那麼

簡單。母語對一個人來說相當重要，要說什麼語言也是可以照個人的選擇。以當

時的情況來說，一個通用語言確實可以讓管理國家較順利，但政府推行政策的方

式，卻是採用較強硬、強勢且忽略民意的手段。雖然這樣的手段達到了政府要的

效果，但是也造成了人民的不滿。 

 

    國語，現代標準漢語，以北京話為標準，也就是中文。而臺灣人有各自的母

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而其中一大部分的人母語是閩南語。每種語言

都是特別的，都蘊含著許多的生活、想法以及智慧。閩南語來到了臺灣，與這裡

的人們、土地……一起經歷了時代與生活。對臺灣來說，它已經是這裡的一份子

了！而且它也是探究臺灣歷史的一條路徑。   

 

    中文很美，並且它有極深厚的歷史，它是中國這塊大土地上面精彩的語言史

中重要的一支。順著中華民國這緣份來到臺灣成為國語。學習中文不是壞事，多

20%

5%

40%

15%

5%
5%

10%

對閩南語的想法與感覺

母語 親切、熟悉 無感

台灣的本土語言 美 親切但不那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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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許多文化並吸收亦是進步的一環，但當年國語政策的強勢，重傷了各個母語

的傳承，也造成了上一輩對母語的逐漸生疏，我們這一代對自己母語的陌生、無

感。班上的同學們絕大多數都是習慣說國語，雖然現在政府搶救母語的鄉土教育

課程有在推動，但是願意認真學並且應用的人也不多。 

 

    語言和所有的存在一樣是永久的神奇，不管是什麼樣的語言，運用和對待語

言的態度都要有正確的觀念以及尊重。閩南語是親切的語言，而國語對我們也很

美。瞭解了國語運動與花蓮語言狀況，也能看到人、歷史與行為交錯相互的影響。

無論如何，我們都是臺灣的一份子，過去的錯誤或行為或許導致了失去，但是我

們不用憤怒或仇恨，因為原諒不是建立在互相傷害或銘記痛苦，我們要記得發生

的，去面對，想辦法越來越好，這才是真正的成長。臺灣是我們美麗的母親，瞭

解並愛惜她的一切，語言、人文、自然……還有我們彼此，讓共同居住在這裡的

我們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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