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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泉捕入和石獅人

本文談香港和菲律賓泉州人的口語習得問題，惟語吉標本以石獅人為主。案石獅原

是福建省晉江縣、一個鎮，八十年代從晉江分割出來，並升格為市。唐宋以來，晉江屬泉

州府，縣、街也設在泉州。菲律賓、印尼和新馬華人以閩籍佔多數，其中又以說廈門音系

的泉潭人士為主。閩南語中，廈門、瘴州、泉州是三大支柱，語音語調和詞彙略有分

別。晉江、惠安、南安、均屬泉州音類，當中語音和認彙也有些徵差別。就語吉標本而

吉，石獅人的口語是標準的泉州、晉江語。

2002 年 11 月香港閩籍人士舉辦「福建節」。據說，不計算「鶴佬J 1 ，香港閩籍華人

達 110萬。他們大部分是菲律賓華人的于娃親友，於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南遷，以及這

些人在港所生的于女。菲、港閩南人經常來往，口語交流頓繁。如果數宇可靠，佔香港

人口七分一的閩籍人，其流離他鄉所產生的語吉變異，也是一個可以研究的課題。

2 雙語乾坤與多語生活

十年前，鄒嘉彥以「雙語乾坤」為題，作為香港城市大學語吉學系講座教授就職演講

辭。以香港為例，當時政治和工商界領袖都說英語，上層語吉是英語，下層語吉則是華

語。華語當中，假如同樣分化，則國語可能變成上層語言，而方吉在普羅大眾中流行，

成為下層語吉，戰後四十年台灣的例于最為明顯。

英語和華語是雙語。國語和粵語(或間語)算不算雙語呢?新加坡學者周清海推測「在

l 香港人口中的鶴佬是四百年前移居香港的福建人，鶴佬話屬閩南語系統，現在能說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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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徑，台灣可能發展出自己的雙持模式，就是以學人主導語官為主和以外語為

輔約雙語模式，但絕對不是母語(閩南話或客家語)和箏人主導語言的雙語模式。 J2 他

的話聽伏了一轉意思，有學者從語古學的角度討論，認主主「母語和華人主導語官j鸝於雙

語。觀 Peter A. Hornby用幾其紙討論學者對雙詣的解釋，體語定義事實上頗為錯歧。 3

神能心理學家似乎找封一些端棍:

Evìdence from the neuropsychology of language suggests that bilinguals deve10p 

different neurological strategies of inform滋lOn proce的ng according to their history 

and context of acquisition of both languages.4 

腦神經壞習兩種指苗，摟取寵話過單單並不完全相同。若其中一種語能力思損悔禮敲壤

但自後，既纜，其痛態方式與另一擻語言能力之喪史與J攘攘並不梧惘。 5 英語之於泉州

人、能對粵語三是關語之於泉乎1-'人，哪一種學習攝程更辛苦?以目前的科技水平，還不能

完攝解答。對於自然母語(或第一母語)為泉州、1詣的人來說多國語、粵語白是別種語盲，

悶損，都重要經聽艱苦:學智才能掌握，放非是長瑕接自然習得多 f且能政治角度來判斷民琴棋鸝

。“英語和磚加農語 (Tagal呵，菲律賓國語)理論上廳外語 3 但土生土長的菲島泉

州人多卻可能是其第一語盲。

本文無意捲入政治論箏，進籠統地混說「三三語J一一番話全年宵的潤南移民大都能說母

、簡語、粵語，以及水平不一的英語(亨廷于教育程度) ，黨際上去最多譜的101組ingual) 0 

菲律賓血川人讀現大致相悶，能較少說粵語，土生華人，聞語不說騁，以德加鹿吉青春!英

語為主要表主黨工具。在文化仁菲港泉州人都屬少數脹群。

2 周清冷〈社會變灣與語文教育的改革) , (f第1m屆中國語文謀殺教材教法國際研討會卜香港中文教育學會

主義學-替港:絨市大學， 2001 年 12 月 5-7 日)豆豆 5 。

3 P. i曳. Homby, "Bi!ingualism: An lntroductíon and Over、iew" , in P. A. Homby, (咐J Bilin♂la1ism: Psychological, 

Social, 品ld Educational ImpIications. London: Academic P宜的;s. 1977 ‘ p.3-8. 

4 J. F. H忍ners， & M 缸. Blang, BiIingua1ity and Bilingua1ism. Cambridge: Cambridgc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9 0 

5 'Numerous studies on polygl悅耳ph剖ia (for a review see Paradis, 1978、 1983) point to the fact that loss of one 

lan紗lage and Ìts subsεquem reca間內 occur in a ditíerent way from the 1055 and subsequent recovery of the ather 

lan單晶妒'H.缸ners & B1a唔) Bili時uaIity and Bilir弩ualism. p.訝。

6 余議并說: rr宮發言』的定發當然也不是紹對科學化的，…般雖然以的梅、豆豆僅1為主學繩多能時A通、:的制

的創為1i言，不能『交通、及;僅j 的劃為話沒......混今世界上語玄，方言的畫tl分，不少是以政治有話不是以

訝:言燦燦來劉分的。 比方說，瑞典音吾與丹麥詩是能佰血過﹒豆豆懂』的、傲是被對分為不同的語言 3 原的很

明額 4 瑞典與丹麥赴各份獨豆豆的簡家;獲諾的七大分文......不能?主過互機卜但一直視為方苔，豆豆思也

很堅持顯，七大分支阿屬一個民族、一個關哀求、再享有共同悠久的文化傳統心余誨芹〈邁進二卡一披紅的香

港語言于教育卜《市優洛文通言和第 52 期 (1999年 12 月) ， Wl融洽。的此可見，國論是發港人的政治母語，

而粵譜是香港人的傲然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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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論重點

本文簡單介紹香港和菲律竇泉州人的口語琨象，以及論組F羅地人叫茵移居交澆昕龍

成的語育影響，以及世代雄續昕產生的口語變化。

之﹒菲、港漿，則人的口諾現舉

1 菲律實舉辦{入搗多話處讀

明成輯永樂十五年(l的7) 八月多禮部言權窮祿東主、由主、自持安各率其屬及隨

從三百四十餘人奉金縷表來朝貴 'll獻珍誅贅石敢盟等物， 十八年卡月，古廟車'IJ朗

盟主幹賴義亦敦奔率妻子、時臣隨太監提議來朝 o 8 而蕃箏在明萬麗(1573輛 1620) 中自

品宋傳入中國; (明的養三斗三「外國間J ((呂宋傅月云「聞人以其地近且饒諾言，期販者至

數萬人?往稚久居不退，三是長于諜。 J9 可知明代中菲頗有交過往來。二二戰以前?華人

多數在青少年時期曲家鄉出發往幕，工作若干年復凹原籍娶妻生子，待兒子成海青少

年，又輸轉位菲，自己則問故繩格者。如是者穩王裝不怠。有些奪人攝帶家帶11菲會盟戰

亂滯留他鄉，於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數目曰:輯增多。韓戰聞始，美國實主義封鎖中國政

策，菲聞華人持不罷告由問髓，男性普攝地找當捕女子罔聞，結果的生很多混血兒。混

血兒因父母語育不悶，傾向於以聽損鹿話作品主要交接吉普吉，偶爾話聽說得麗芳鱉續續，

成為「半語J (aemilingualism) lO 。有興孩子被父親送到車較搗習華文 11 能豔強說罷

訝。如果父母均是閱籍人，則家權日語統一，第二代一控能說相當龍利的情海語。社會

上主導語是穗海鹿括 3 學校裡是英語，躍成立語交擦。

但在菲律實華人杜軍中，闊甫論是張勢詣吉。有植樣一個餅子: 1976年獲天 2 乙先

生與妻子到菲律賓，清!金雞市(包恥 City) 謀望僑居當地的父親。一畸家人去華λ餐館吃飯，

發現一個有體的現象。朝時?餐館，智麗與乙先生…家交談和點菜，全是標準的泉~\N話。

乙先生的安于是廣東人，他們夫婦用粵語謊話，餐館老闆…“聽 2 就很高興地轉摺粵語與

7 張輸、黃權《明太宗實錄》毫安…九二三，永樂十五年分月Efl lfl條，頁 1 '即《司符實錄H會議:中央研究院廢'Í'.

諾言研究所 1965) 影印本第 2的 1頁。

8 (朗太宗實錄〉卷二百三十，永樂十八年冬十月乙巳條: r若干蠟刺朝國女幹車lj義亦毅奔 9 草鞋妻子陪飯館太靠在

張§量來車時，上裘貢7年，物。命禮吾吾草草之，實如聽祿關歪。 Hil 0 ((明實錄》影印本第 2229 頁)業古綴刺朗國

校今菲律賓草草為中郁。

9 張廷3三等縣《明史> (北京:中華書椅， 1974年1 ,]i 8370 0 

10 Otto Jespersen , La略略e. London: 組en & l:nwin，凹的 p.148 Q 

II 菲律賓大城ïlï部設辛苦息:設進僑選手校 s 馬尼拉有發僑飾著車，在台灣誰需為中lE學院。七十年代中，馮主吉斯

政府和北京建交後，該文師資曾受影響， {旦發火城市仍有華文學校，週來教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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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暢談多使{混們大吃一驚。單來粵語纜是老語言的母語。很明，額，菲國華埠社矗語是閩南

多為了生活?真能書籍華入不能不學閩南諦。同樣情形，在六、七十年代，香港主角

春棋街和水星街市場，許多粵籍小商飯都說詞語。我一位族姑?其女傭入是士生菲律實

入 1 自信說清聽說饒的閩南語 3 的í5年我母親旅菲一年，生活幕本上fÉ造位女傭人照顧。

對政洽興極不大的族群，語吉傾斜，研額受經濟問黨支配 Q

八十年代大陸開放 3 大批褔建人偷渡或龍舟偎護照 n 湧至5葬品工作。這些人雖然不

少在香港過境，位語吉上是直接縫補建繞到菲律賓，個此不體粵語。總們燒是成年人多

所以都能說澆鶴的閩南諧和國諾。他們的發罷，便菲律賓華人社區注入母語辯護多{吏菲

盟和泉州閩南語距離控近。

但是，菲島華人雖保留泉州口音，話禮吾fJ夾雜了大盤當地衍生的語言音。

2 璽港泉輯人的多語矗壤

現以中華基會數會香港商高章為倒，該教會源於日本價學詩損。 12 193終年， --~萬

多鶴梅同鄉鄉難來議，香港福總廟會議力難顱，得東華聲院協助， f辭舊 f攝家醫院J域多

利監獄作為牧容研。當中有搭督徒在飯前嵩誨，從而萌發研禱及鱉會。 1938 年 6 月至

1953 年 7 月跑馬總額教堂海成亨這~警設屬於漂流無定的時期。 1953 年以前來港的間籍

人士，問磊長久札根於鈍，經濟鱗件普遍較佳 2 一般能操粵語和程度發差不一的英語 9

但括保持母諦。他們黨中，如果是基督教鈍，多數是農門附近入士多知識水平較高。從

1953 年到目前 3 跑馬均教堂(i巨豐)十點半 5 章，牧師函、用廈門話講道。如果看外來牧師

ffl英語、關語或粵語講道?鼎盛有廈門語即時翻譯。境樣做能保持方吉文化傳說，為一

些年若不太熟悉粵語的同組服務，同時也擴關視野和語言界限，使同辦接觸粵語、國語

和英語。但龍八十年代初閱始，該會另外問設八點半早章，平堂館全用粵語講權勢相估

了應付無法說聽鶴語的第二代草草立代，並吸校一些~F聞語廠的人(特別是年青人，

他們可能是該堂年會教友的車在嬉對象) ，擴大文化圈，雖兔長期;來接繁蘊，形成器晶。

五十年代商來的興富人大部分緊居北角，閩南堂鶴始在北角設佈道脅，至 1959年正

式設立起角分漿。北角蜓會友抵港比較晚，事業起稍遲，經濟條件明顯較諾。造批入

多半來自泉州1鄉絮，知識水平發蘊較攏。泉外i 、布獨一帶在 1949年臥龍己有教棠，五十

年代基督教會還能活動， l'起攝的教友不少是在大陸受霞的。自v民眾不間，議期來諧的錯

時;有關該教會歷史、參考幸在黑幫《中還在基督教會發港閩南猿六十還年紀:章特刊的測-1998> (香港:中有事務發

教會發浴搗南堂，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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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另立教會，形成小堂並立的居面。 13 至目前為止，這些堂會皆有一個共同特色:必

以閩南話講道，外省宜教者來講，必有間語傳譯。這種風氣相當獨特，維持至今，從語

言文化角度來說，於維繫和鞏固年老一群，及培育年青一代的雙語能力，皆有神益。翻

譯涉及種種問題，並非單純語音直譯，如粵語云「腥臭J '闆語要說「臭蝶J ;香港話

「‘gMI1，電梯J '石獅人如忘記 ki' ，無計可施，也祇好說「‘gam' c1ian tuiJ 。閩南話不存在

的詞語，如「瓶難婆」、「無庫頭J '實無法翻譯;香港本士新詞新語，無從說起?就祇好

照讀照搬。

我們知道，海外各地唐人街，很多老華僑都祇懂唐山話，不會外語。香港個別老年

泉州人也有類似情況。特別是婦女，因為工作環境裡都是聯群出入的同鄉，一直不會說

粵語，或祇說少量粵語。不過，現今普羅大眾都有電視機，能通過廣播聽講為語，而很

多新移民遷進公共房屋，左鄰右里是當地人，已不再自我封閉。年青人要出外工作，不

能不接觸粵語或英語。少年見童來港後，一般都進學校，因而逐步學說粵語和英語。十

一歲以前來港的，說話一般不帶鄉音，十二歲以興歐港的，多少會帶一點鄉音。

3 菲、港泉州人的語言交流

戰前菲律賓華人多在成年後回鄉累妻，每隔一兩年回鄉一趟會見妻孽，待兒于長大

後，才帶往菲國繼承其事業。因此，許多流行於菲國的詞語早已傳入閩南。戰前流入閩

南語的詞語如馬緊(縫劫機， machinel 、鹿突(醫生， doctorl 、‘sapm凹， (肥皂，源於馬來

語卜出世仔(混血見)等。

1949 至 1976 年，中國內地與菲國斷絕來往接近三十年。大量閩籍同胞相繼離鄉來

港，菲、港交通十分頻密。

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期，有一批四十年代後期在福建出生的

孩于，到了香港，生活一段時間，能說廣州話，後來利用假護照入境、偷渡或逾期不

走，留在菲律賓生活。這批人數日逾萬，是菲律賓閩南語的生力軍。他們原來在福建鄉

下生活過，來港以後，很多進入蘇漸學樣或福建中學就讀，能說國語。稍後 3 他們在港

出生的弟妹也陸續登陸菲律賓。因為族群男主居，在港、在菲都形成特有的鄉士社群。在

菲島，他們的主要交際語吉，對外是德加鹿語，華人社區內仍然是閩南語，但到大陸去

做生意，國語卻很有用處。

香港泉州人可以明白菲國親友口中的詞語，如排排(木瓜， papayal 、馬恕(杯，

vessell 、一區二申(空調機、冷氣機， air-conclitionl 、才色女(妙齡女子)等，但無意吸收

13 先後有培道聯愛會、基督教迦密堂、閩南三一教會、閩南福音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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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廳舟，因為番話是強勢語言是粵語嘆{車棚受粵語影響更深。

主 e 詞墳、龍點與鐘勢

E 國單

第…代難以給第二代輔導功課。仰和 60 年代來港的泉州、1人，通常母親是文盲，棋

會說泉州'1話，孩子幼年要揖間語學習，後來兼學英語，中學以後用粵語學習，過聽任何

聽難，母觀都無法始至妻子幫助，其困難，情說是可以想像拇封的。香港華文的教學語言是

粵語委英文中學其他各科都謹英語，追五十年來多新來港的泉州人要給予女輔導功課，

比互尊籍薪移民困難更大。

遍了童年期的閩南人，和學英語，有一種通病 p 郎一字…音，字字氣力均等，不大

注意輕重抑揚。

大童吸收當地離彙，混用混說 o 14 闊粵混說最多 3 仁和英混說、國閥混說都少。

另…點是一直以發語為重心，要聽聽英語擺設和學習環境?異常艱苦。朋友之中，

有人血身設中文學樣多後來在香港大學唸教育學。做功課時多常左手拿漢英辭典以我辭

彙 (vocabulaIγ) ，右手拿英漢辭典以核對用法 (English usage) ，倍感辛勞。他們童年，思考

期泉州、i話，升上中學，還步用粵語恩考 3 並不以鷗語或英語思考。整{圍過程指求f方真 3

感覺上很難說具有劉道，性 (bili泣gualism generates creativity) 0 15 

2 擾數

無論菲、嚕，泉外i人皆屬弱勢社群，從心理上說?必畫筆靠攏當地主要用語，立全努

力學習英他語言，以建到求職目標。由於沒有心理障礙，反吾吾虛心吸收，多種語言並

用。掌握三言兩語的閩南籍學生，學習華語峙，在潛意識中會進行語言比較，由是容易

發覺錯誤、澄請錯誤。倒如，專籍人士學關語時， r玉H黃j不分，寫作時) r少j 川、j莫

辨，泉何人告p能輕易分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過去十二年所鋒取的新生， r謂籍學生

通常佔九台一，這本來頗合乎香攏闖入的人口兇棚，但其他學科一般沒有這麗多，括有

十分之一。崗籍學生，特別是新路民 3 幅戶l於修輯中文的歷因，一散估計

14 日len Bìalystok, Bilíngua/ism in Dcve1opmc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c的ty Press，凹的， p.l J4-115. 討論

?琵語環境 mixed speech pattεms對兒童影響。幸竣立們發覺覺井閱7克b

較孤三立'[，小家庭影響力火，奇主人家庭多從來，大家族和校舍影響室主大。

15 皮豆豆傑(Jean Pìa.搭et) 認為知識源自劉主義，蘇姆斯基亦云義務咨詢然話:芳和外語皆創造 9 泌a間am詢問竣不同

意他們的主意見。見 J. ~Iacnamara，“Bilingualìsm and Thought," in J. E. Alatis, & J. J. s加二Z仗， {ed .l 

Perspectives ()I1 BiJinguaJsim and BiJinguaJ EducatioIl. (W凶;hin芭'tOn， D. C.. Georgetown Univ. Pre唱

19只5) , pp.91-I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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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英語水平較差多但從另一角度解釋，是他們掌握多諦，具有較高的辨析能力，中

文能力相對來說較強。

蘇謝小學闊籍校友的經驗很值得注意。北角蘇、謝小學創辦於 1953 年，發展述墟，

十年代科分上下午班，每級十灘。當中大部分是關籍是學生。 16 粗略估計今至 1980 年

止，畢業生當在五千人以上。這批人關來、器時不僅粵語?無法銜接本地學校課程 3 他們

原來的目的地是菲律賓，那遲豈有鷗語學校 3 因此進入以國語授諱的蘇漸小學就讀。但定

居下來以後，參加本撒升中試 2 幾乎全部被分提到官立、補助或津貼中學，以英語和粵

語授課，結果能說四種口語。能丹上大學的，因用英語授課(中文系餘外) ，更加精插英

語。這個經驗很實貴 3 對於個人來說，他們至u大踐經濟特麗(粵間為主)去，能很好擋用

闊辱國三語溝通，到南洋歐美去，能朋英語溝通。香港要發展閑文三語 3 可以措藍藍香擺

闊籍于弟的經驗?那就是小學國譜、中學粵語、大學英語。

中國和新站坡都不重溫方言。其實台商盤大陸投資多說聞語的當先考廳續建 3 說四

)11詣的去成都 9 與方吉母語和鄉土文化有莫大關擇。不顧地方語言文仕心理，只 以為

國語體行無阻 9 到吃了大虧，還不知其奧靜。

上述擾點接聽文化因素，不涉晶體認智力 biling咽lism and intelligence 論事18 0

3 鸝勢

兒童雙語能力須著意培養 ， 19 但泉外i人甚少這樣做，多數容許孩子傾斜於主導語

{Romainel 分析家農璽語學態有六撞，可發展出不同能力 o 20 但泉州人無論

哪一種型態 9 通常很有共陌錯，舟。 F詩移的第一代多為生活研迫，往往強學多種語言，ft=!

第二、第三語往往發奇和聶榮都無法誤導草，除非自幼接受教育。幻 而去生去長的第二

16 皇軍方瓦拉(ï)亨通話教學的經驗卜《吾吾文蓋章設過1秒2會 17 期 (1985 年 8 月) ，交 16 0

17 可參考 P臨Iston 討論語玄變埃及苦奮苔樣持 3 晃 C. B. Paulston, Lingllistic ，)I，，[jnoritÎ，臼 Ìn M 111tilingual Set也許

(Amsterd乏un:John BenJamins. 1994) 的lapter 2, '恥cial Factors ìn Languagc Maintcnamce and L叫你lagc

Shi鈍，"pp i2“ 24 ' 

的 J 加州的.1\;[111仰伊ali如.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pp.66-丸。

19 lJ.Cunningh位n-Anderson， & S. Anderson, Growir司gUp 的th T wo Langl1ages, A Praccical G l1ide. London: 

Rout\ed哥拉， 1999 0 

20 S. Romaine, Bilingualism, 2ed. Oxford: Blackwell, 1995 本文引忍Bialystok， Bilù場llalism in Developmcnι 

Cambridge: Cambrid穹e University Pre描.2001 ， p.3-4 。

21 以 f二卡一位紀中華表文化世界宮會增J (樂室主義金會與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瓣，的。2 年 12 月 18 日在香港沒

會大舉行)主講藥資、菲律賓名人陳永裁{菲律皇室航空公司董事長}為例，他至五室友à3晶宮建移居募豆豆，接受當

地教育，大學攻華夏工科=然後一直在菲律賓經商;因為好學不倦?英語、德加鹿謗、劉灣以美古漢語均

3 最近旦與澳門大學教授簧炳灣合茗，繩子童崇句解轎(上海:上海古撥出版社，捌1) 。他這種情況

是特俐，立豈不吉普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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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或第三代，缺乏危機感，通常會自動接受當地語吉同化，並放棄父輩的母語。他們若

在幼年來港，第一語盲的詞彙和標準語音也許還會記得一些，但不流腸。

四-結語

菲、港泉州人的語吉處境大致相同:同鄉社區用閩南語，外面大環境用另一口語(粵

語或德加鹿語) )而教育則是英語(或兼國語)。以港、菲石獅人為例，境外(海外)華人社

區其實是三語 (trilingual) 或多語 (multilingual) 並用，而非雙語。

從語吉習得來說，今天從泉州一帶外遷的新移民藉著電視傳媒、鄰里環境、工作或

教育，一般能較快掌握當地強勢語吉。要保持或發展雙語，教會翻譯佈道仍是一個好辦

法。

從泉州來港的移民，初時無法掌握本地英、粵等強勢語，難以教導子女功課，在發

展上明顯處於劣勢。一般要到第三代才能扭轉形勢。

港、菲石獅人有相同的困境:第二代(或第三代)逐漸放棄父輩母語。再下一代可能

完全不懂。華人社區其實是靠新移民不斷填補語言上斑駁褪色的領域。

香港發展兩文三語，可以借鑑香港閩籍子弟的經驗:小學國語、中學粵語、大學英

語。前者近乎 co-ordinate bili時ualism後者近乎 compound bili月閏lism 0 22 

【本文屬專著類】

22 A. J. Liddicoat，它也ngualism: An Introduction," In A. J. Liddicoat, (ed.) B丘m伊拉;sm and Bili.略ual Educa白on

(Melboume: National Language Institute of Australia, 1991) pp.I-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