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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臺本土語言書面語言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之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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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將 1990年代中期以後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文章作爲基礎資料，試對香港粵語和臺灣閩
南語的書面語言化及其相關現象作出對比，由語言文字之視角，釐清此時期文章具有的特

點，並闡述兩者書面語言化正朝向不同方向發展。香港粤語漢字字形的標準化保持良好狀

態，而臺灣閩南語書寫系統則經歷了演變，詞與其書寫形式的關係具有較高彈性；香港粤

語尚未形成書寫系統的“場域”，臺灣閩南語則形成了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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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言

現代漢語社會基本上以標準漢語（Standard Chinese）爲書面語言（written 
language），寫作時不會用屬於漢語族（Sinitic languages）的其它口頭語言（spoken 
language），使用者幾無機會以這些語言書寫句子、或甚至更大的語言單位。然而有
兩個社會堪稱例外：香港和臺灣。在香港，有一些刊物以粵語寫成；在臺灣，則有一

些刊物以閩南語、客家語或福州話寫成。就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而言，自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以來迄今，所出版的書籍（包括僅在其中部分章節或段落使用該語言描寫

的作品在内）累積數量均多到不能忽視，可謂兩者各已經歷了口頭語言成爲書面語言

的過程，儘管尚未達到最終完成階段。

關於以香港粵語寫成的文章出現的作品，於吉川雅之（1999b, 2012）可見其列。
前者列舉了刊於 1926年至 1998年之間的作品，後者列舉了刊於 1940年至 1999年之
間的作品，所列舉的單行本數量共計超過 300冊。這種單行本的出版在 1999年後並
未停滯不前。而且，進入 2010年代之後，香港社會包含語言環境在內的諸多轉變愈
來愈明顯，導致香港市民危機意識昂揚，這種單行本的出版與此呼應呈現出前所未見

的活躍度，並持續至今日。而關於以臺灣閩南語寫成的文章出現的作品，則有施俊州

（2015）的目錄，從中可以綜觀臺灣閩南語的書寫歷史。厚達 570頁的該書列舉了數
百名作家，可謂真是壯觀，所列舉的單行本數量確實多於香港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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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與學術研究之關係

將書面語言化的香港粵語作爲專題的語言學研究，乃由 Bauer（1988）開啟濫觴。
然而，由本地人所開啟的的粵語書面語言化－即夾雜一些口頭語言的特徵詞寫作中文

之現象－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1950年代開始（Snow  1993a: 17）。這說明書面
粵語在香港成長，一直到被語言學家“發現”兩者之間，相隔了一定的時間跨度。換

言之，關於香港粵語的書面語言化，其在社會中之實踐、及學界對此的觀察，基本上

爲分離狀態。相較於此，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現象並不是被語言學家所“發現”的。

1987年臺灣解嚴後，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隨及在文壇及學界引起了一場白熱化的論
戰，然而這場長期論戰中，對於書面語言化的實踐者、觀察或發起者的界定卻是十分

困難，這在解嚴之前便已如此。鄭良偉（1977a）曾試圖論述針對口頭語言的文字化和
書面閩南語之必要，進入 1980年代後，他進而嘗試性使用混合漢字與拉丁文字的書寫
系統，並以此展開閩南語書寫的社會運動。另一方面，馳名的臺灣閩南語專家洪惟仁

則主張單用漢字的書寫系統書寫閩南語，與鄭良偉分庭抗禮。1此外也有一些投入社會

語言運動的語言學家，如在 1990年代即有李勤岸、楊允言、蔣爲文等數位。

香港粵語或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已有不少學者探討過。雖然其主題並不全

然相同，但兩造之間有一共通議題存在－特徵詞的書寫法（即字形）及其字源的關

係：諸如本字、同義字、新造字等分類議題。針對這個論題，有嘗試比較香港粵語和

臺灣閩南語的研究，如王任君（2013）。關於香港粵語書面語言化的最新研究，則有
Bauer（2018），該文亦對特徵詞的文字書寫法提出了詳細的分類，可以窺見這個論題
依然成爲重要焦點。

近年也出現了一項研究從不同觀點探討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特

徵。吉川雅之（2013）注視文字種類（type of script）和書寫系統（writing system）兩
個平面進行分析。雖然該文僅將互聯網站上的書寫型態作爲研究對象，但是描述了兩

者書面語言化的實質性。若果個別字形在“書寫”這種人類行爲中僅屬於表層，而卻

有底層結構與它相對，吉川雅之（2013）的觀點就會有助於闡明兩者書面語言化的本
質。粵語和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其濫觴可追溯至清朝時期或更早以前，分別在廣東

與福建萌芽。兩者在現代香港和臺灣社會的互聯網站上的書寫也各自呈現出其歷史上

最爲先進的表現形式，其發展看似一致。然而吉川雅之（2013: 31）指出“香港粵語和

臺灣閩南語的書寫，無論在使用的文字種類方面，抑或在書寫系統方面，均體現出不

同性質”。該文舉出以下三點作爲其論據：（1）兩者使用的文字種類有所不同；（2）

1 林初梅（2009: 230–243）有詳細解釋，鄭洪兩氏的爭論不單是書寫系統的爭論，而還涉及選擇何
一種拉丁文字音標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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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對同一種文字授與不同功能使用；（3）兩者的書寫系統數量相異。據這些理由，
該文主張“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

本文將 1990年代中期以後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文章作爲主要基礎資料，試對香港
粵語和臺灣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及其相關現象作出對比。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說明，一

切“印刷品”是指 1990年代中期及其後刊行的，“粵語”和“閩南語”分別表示香港

粵語和臺灣閩南語。關於書面語言化，主要探討兩者的文字種類和書寫系統；而關於

其相關現象，則談及媒體、作品範疇、讀者結構等因素。兩者書面語言化的討論已有

Snow（1993a）由“方言文學”角度進行的對照研究，然而近三十年鮮少新作，可謂

研究空白期。本文將由語言文字的視角，釐清此時期的文章具有如何特點，並闡述兩

者的書面語言化目前正朝向不同方向發展。

3. 香港與臺灣的語言情況

暫且不論香港的英語和臺灣的日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約七十年期間，香

港、臺灣都僅以標準漢語作爲公用語言的書面語言，並且本土的口頭語言幾無機會在

公共教育上成爲教學對象，兩地的語言情況在這兩點上基本一致。但是除此以外的其

它語言情況，兩地大相徑庭。

香港的口頭語言迄今都以粵語爲主。由英國開埠以來，粤語都扮演著將社會一體

化的功能。粵語在大多數的中小學中一直都是授課語言，在公共廣播的大多數節目上

也是主要播送語言。直至 2007年，中小學教育皆廣泛採用以粵語音朗讀中文，其來源
可溯自清朝，當時中國各地的書院和義塾普遍採用以當地口頭語言的漢字音朗讀書面

語言。此外，1960年代初期標準粵語在香港市區社會中已鞏固了共同語言的地位（廣
江倫子、吉川雅之  2009: 227–228）。

在 1997年主權由英國移交給中國以後，普通話教學在香港得以改進和加強，能操
普通話的人口也不斷增加。而且，2008年度以來不少小學引進了以普通話作爲中文科
授課語言的制度。這個“普教中”含有危險性根本改變香港人的語言運用模式。雖然

如此，普通話會否超越與英語並肩的外語的現時地位，並且取代粵語成爲香港人的新

母語，這個問題須要確查今後的各種動向。就大多數的香港市民而言，目前仍可視其

口頭語言爲粵語，而書面語言是標準漢語。再者，2016年度香港人口統計結果顯示出
以粵語作爲常用語言的有 88.9%，作爲非常用語言的有 5.7%，而以普通話作爲常用語
言的有 1.9%，作爲非常用語言的有 46.7%（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17: 51）。

香港社會一直以來都慣用以粵語音朗讀中文，因此口頭語言粵語與書面語言中文

或不能認爲不同語言。這個情況究竟應否甚至乎能否被視爲雙層語言（diglossia）社
會，其實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由 1990年代以來有數位語言學家以香港視爲雙層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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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可是，筆者認爲這個看法值得商榷。粵語的書寫法的確尚未達到其完成階段。

但是，無線電廣播和電視廣播的大多數頻道以及節目專用粵語。以粵語視爲低位語

言（low-prestige language）的想法亦由這個事實受到質疑。除此之外，Snow（2010: 
171）對於社會語言學家弗格森（Charles A. Ferguson）所定爲雙層語言社會指出，就
其中大部分傳統性案例而言，“雙層語言模式由學習高位語言的機會僅限於少數精英

紳士的社會樣式而維持”。現代香港社會，甚至乎現代臺灣社會的情況對之造成反例。

現代臺灣社會，在口頭語言方面有高位語言（high-prestige language）和低位語言
的差別。若由 Holmes（2008: 32）所提出的新加坡多層語言（polyglossia）社會的情況
將英語除去，就與臺灣情況略爲相似。臺灣的高位語言是標準漢語的一種“國語”，

低位語言則是閩南語、客家語、福州話及屬於南島語系的語言“原住民語”。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在政府的統治下，人民被迫使用國語朗讀中文，除了國語以外的語言也被

排除於公共場域之外。2直到 1980年代後期，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民衆開始群起要
求本土語言的繼承。由 1996年開始，小學課程設有“鄉土教學活動”科目，確保孩童

在該科目中接觸到閩南語的機會（李勤岸  2006: 43）。這一時期在文壇也掀起了包括
文字化議題在内的閩南語文學論爭（吳長能  2012）。由 2011年度開始，閩南語、客
家語、原住民語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成爲小學的必修科目，教授内

容包括其朗讀和書寫。但是，專家指出授課時間顯得不足，並未列爲晉升中學時的考

試科目（石國鈺  2009: 241），教科書使用的文字未經統一（吳長能  2012: 126–127）
等不少問題。3

在此需要澄清一件重要的事。在臺灣以閩南語朗讀中文尚未成爲社會習慣，與香

港的情況迥然不同。一般而言，臺灣的閩南語母語者多以國語和閩南語爲自己的口頭

語言，而僅以中文爲自己的書面語言。4朗讀中文時使用的是國語。閩南語的正寫法也

尚未脫離混亂的處境。5

關於臺灣境內閩南語使用者的數字，黃宣範（1995: 161）提示他在 1987年對臺
北市居民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雙親均爲閩南語籍的被訪者跟其子女世代說

話時使用閩南語的比率有 50.3%。這個數值與他們跟自己父母說話時使用閩南語的比

2 例如，1956年禁止了在學校内使用閩南語。繼而，1975年制定《廣播電視法》，除了國語以外
的語言均在無線電廣播和電視廣播上開始受到播放時間數的限制（李勤岸  2006: 39–40）。

3 鄉土語言科僅在小學每週開一節，而在中學沒有開課（台文筆會  2011: 37–38）。
4 Hudson（2002: 3）關於雙層語言社會說：“在該社群中沒有相關群體將高位語言作爲交談語言”。

若以這個特徵爲標準，現代臺灣社會就不宜算是雙層語言或多層語言社會，而應該認爲一種“語

言與方言”架構。
5 林香薇（2009: 169–170）指出閩南語文字化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或許形成了閩南語文學未能成功
推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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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74.5%比起約低 24%。吳英蘭（2009: 24, 27）提示她在 2008年對臺北市國民小學
學童的家長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跟自己子女說話時使用閩南語的比率有

39.27%。這個數值與跟自己父母說話時使用閩南語的比率 71.26%比起約低 32%。從
中可以看出比黃宣範（1995）更加大的差距。至少就臺北市而言，不單由閩南語推移
到國語的語言交替（languages shift）在不同世代間不斷進行，而且導致閩南語的衰退
加速。最新研究洪惟仁（2019: 55）提示在臺北市的家庭使用華語（即國語）的比例超
過 90%。

4. 書面語言化現象與本文的研究對象

4.1. 關於書面語言化現象

本文將本來僅作爲口頭語言的語言被以文字記錄，並於該社會確立書寫習慣稱爲

書面語言化（expansion of spoken language into written language sphere）。在此要確認
一下粵語或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現象與書面粵語或書面閩南語並不同義。無須贅言，

除非有政策的大力推廣，書面語言化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實現。吉川雅之（1999a）由語
言文體的角度闡述了粵語的書面語言化是逐漸發展的。我們應該認爲書面語言化一般

是緩慢地進行的“現象”。

本文暫不討論以下一項問題。書面粤語、閩南語究竟是否如實反映口頭粤語、閩

南語。筆者認爲書面粤語和書面閩南語的存在各已成事實，而其語言特徵（特別是詞

語用法和語法結構）則未必與口頭粤語、閩南語取得全面一致。其實我們無法保證，

口頭語言經歷書面語言化過程時，不會受到任何變形。尤其在一些典型雙層語言社會

中，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由兩種不同語言分擔，我們能夠預料的是，原本的傳統書面

語言會影響到口頭語言的書面語言化過程。6吉川雅之（1999a）已顯示了虛詞的出現
率在同一文學作品的叙述部分和台詞部分之間有明顯的差距。筆者寧可認爲口頭語言

的書面語言化未必意味著口頭語言經過忠實的文字化。

4.2. 本文的研究對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僅限定於香港粵語和臺灣閩南語。這是與 4.1.提及的書面語言化
的定義“本來僅作爲口頭語言的語言被以文字記錄，並於該社會確立書寫習慣”有關。

爲了判定書面語言化的進展程度，筆者提出以下兩點作爲標準。一則是該語言的書寫

不單包含其口語的特徵詞，且以句子或更大的語言單位上的實現。二則是在該社會中

6 Snow（1993b: 129）也説：“粵語特徵詞在書面粵語文章中的出現率仍然稍爲低於在口頭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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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出現了創作及享受該種書面語言的社群（community），且該種書面語言持續作爲
經濟活動工具，被該社群產生或消費。前者是關於語言文字本身的標準，後者是關於

社會、經濟的標準。除了標準漢語以外，在 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現代漢語社會中僅有
香港的粤語和臺灣的閩南語、客家語、福州話滿足這兩項條件。即使有人在私人書函

上以他的地方語言書寫文章，不會成爲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因爲這種口語入文現象不

滿足關於社會、經濟的標準。不在書籍出版行業上流通的內部發行刊物亦然。在香港

不斷有以粵語寫成的印刷品出版，在臺灣則有以閩南語、客家語、福州話寫成的印刷

品出版，雖然它們之間有市場大小的差別，但是都持續作爲經濟活動工具，被該社群

產生或消費。由於以這四種語言寫成的刊物，已然形成了經濟活動，因而可以認爲它

們在這一點確立了與屬於漢語族的其它地方語言完全不同的地位。

5. 書面語言化的進展程度及相關環境

5.1. 書面粵語、閩南語出現的媒體

書面粤語、閩南語出現的媒體種類稍有不同。據筆者的調查和資料蒐集，可觀察

到的出現媒體如表 1所示。

【表 1】  書面粤語、閩南語出現的媒體
（以 1990年代中期以後爲對象時期。加括弧的正號表示數量極少）

分類 香港粤語 臺灣閩南語

定期刊行的印刷品（報紙） ＋ （＋）

定期刊行的印刷品（雜誌） ＋ ＋

不定期刊行的印刷品（圖書） ＋ ＋

不定期刊行的印刷品（唱片的歌詞紙） ＋ ＋

卡拉 OK的字幕 ＋ ＋

街頭廣告 ＋ ＋

互聯網站 ＋ ＋

從表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媒體之間的偏差粤語比閩南語稍小。關於互聯網站上的書寫型

態詳細情況已有吉川雅之（2013）的探討，本文指出一些關於其它媒體的情況。（1）
在香港明顯有趨勢書面粵語跨越報紙的政治立場之不同而出現。在臺灣，據筆者所

知，在目前仍持續出刊的報紙中只有週報《台灣教會公報》和月報《台文通訊 BONG
報》每期登載以閩南語寫成的文章。（2）在香港明顯有趨勢書面粵語在大眾雜誌上出
現。在臺灣，常以閩南語寫成的都是以推廣或保護閩南語爲理念的特殊雜誌，而不是

一般雜誌。（3）在香港明顯有趨勢書面粵語出現於各類街頭廣告。在臺灣，閩南語廣
告似乎因地區及廣告目的等因素而有所偏向。從林麗玉（2015: 38–39, 46）顯示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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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高雄市的閩南語商業廣告多數是關於食品餐飲的。此外，該文（58–59）的數據
還顯示了選舉廣告的數量多於商業廣告。

5.2. 書面粵語、閩南語出現的圖書

就不定期刊行的印刷品（圖書）而言，書面粤語、閩南語出現的圖書類別有不能

忽視的差別。據筆者的調查和資料蒐集，由圖書內容方面加以初步分類，如表 2所示。

【表 2】  書面粤語、閩南語出現的圖書（以 1990年代中期以後爲對象時期）7

類別 細目 香港粤語 臺灣閩南語

（a）宗教類 （a1）聖經 （＋） ＋

（a2）教義書、祈禱書、聖歌 ＋

（b）文藝類 （b1）民間文藝及其記錄 （＋） ＋

（b2）創作文學 ＋ ＋

（b3）漫畫、圖畫書 ＋ （＋）

（c）教育類 （c1）語言教材（小中學使用） ＋

（c2）語言教材（一般人使用） ＋ ＋

（d）學術類 （d1）詞典、字典、詞彙集 ＋ ＋

（d2）研究書、論文集 8 ＋

（e）政治社會類 （e1）報導、論說 （＋） ＋

（f）歷史類 （f1）口述歷史、訪談錄 （＋） ＋

從表中可以看到閩南語出現的圖書類別卻多於粵語。除了（c2）語言教材（一般人使
用）及（d1）詞典、字典、詞彙集共通於兩者以外，書面粵語實際上僅在（b）文藝類
上出現。與此相反，閩南語出現的圖書類別較之廣泛得多，然而據筆者的調查（a）宗
教類和（b）文藝類的總和佔著其中過半數。8

兩者之間的具體差異有以下各項。（1）在香港在同一時期出版的粵語聖經僅有一
個版本，現時流通的是香港聖經公會的漢字版。與此相反，在臺灣出版的閩南語聖經

有漢字版、羅馬字版、漢羅合用版、漢羅對照版四種。而且有兩種不同翻譯版本同時

流通，一是將傳教士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在 1933年翻譯的版本為底
本的“巴克禮修訂版聖經”，另一是 1965至 72年基督新教與天主教合作翻譯的“紅

皮聖經”。此外也有林繼雄、林華英編譯《創世紀讀本》（1998年刊）等對一部經典
的解說。（2）在香港以粵語寫成的漫畫幾乎每月都出版，不可勝數。與此相反，在臺

7 本表按照圖書内容進行分類。關於詩歌、韻文作品，由於筆者將之視作文章型態而不視作文章内
容的緣故，根據其内容適當分類到細目“民間文藝”或“創作文學”中，不另自成一家。

8 細目（d2）僅收以該語言書寫文章正文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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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以閩南語寫成的漫畫非常少，在書面閩南語廣泛出現於各類圖書這個事實中算是破

例。陳義仁《阿仁畫天畫地》（2013年刊）是一個稀罕的漫畫例子。（3）由於在香
港的學校沒有教粵語這種語言，而學童以母語學會粵語的緣故，書面粵語不會在語言

教材（小中學使用）上出現。與此相反，閩南語在臺灣被列爲國民小學（以及中學）“鄉

土語言”科目的授課内容。9（4）在臺灣有一些研究書和論文集以閩南語書寫正文，
如李勤岸《母語教育：政策及拼音規劃》（2006年刊）。（5）就以基調為報導或論
說的圖書而言，以粵語書寫的作品數量極少，黃毓民《毓民踢爆》（1996年刊）可說
是罕見的作品之一。（6）口述歷史、訪談錄之類以粵語書寫的作品數量也極少，林瑞
含主編《香港邊緣勞工口述》（2002年刊）同屬罕見的作品之一。再者，在臺灣有一
些大學研究院准許以閩南語撰寫學位論文的正文。據筆者所知，由 2005年開始出現此
類學位論文。由於學位論文不是流通於市場的印刷品，所以本文暫不列於上表。

將（b）文藝類作爲對象，據筆者的調查和資料蒐集，可觀察到的作品性質如表 3
所示。

【表 3】  表 2（b）文藝類中見到的作品性質

性質 香港粤語 臺灣閩南語

韻文作品 （＋） ＋

外國文學的翻譯作品 （＋） ＋

書面語言化僅在台詞部分實現的作品 ＋ ＋

將該語言與標準漢語對照的作品 （＋） ＋

附有有關文中使用的音標的範例或說明的作品 ＋

從表中可以看到兩者的作品性質截然相反，具體差異有以下各項。（1）以粵語寫成
的韻文作品和外國文學的翻譯作品都很罕見。從此可以窺見粵語的書面語言化與文學

性的關連較弱，與大眾性的關連濃厚。關於外國文學的翻譯作品而言，粤語基本上僅

有話劇劇本。據筆者所知，除非劇本以外的翻譯作品以蔡偉泉譯《小王子 廣東話版》
（2017年刊）爲唯一例子。與此相反，閩南語方面沒有這種偏向，傳記有曾正義譯《雙
語林肯傳》（1997年刊），筆記有陳怡臻、游政榮譯《枕草子》（2006年刊）。閩南
語方面亦富有韻文作品和翻譯作品，可以窺見其書面語言化爲較強的文學性所觸發。10

（2）閩南語有一些作品將其正文與標準漢語對照，或者附有關於文中使用的音標的範
例或說明。例如，叢書《臺南市民間文學集》（2012年創刊）兼備這兩個特點。這說
明書面閩南語並未在該社會中得到足夠推廣，甚至乎滲透，若不附加與標準漢語的對

9 在 2007年“鄉土語言”科目名稱改爲“本土語言”。
10 論述閩南語和臺灣文學的關係的研究很多，例如廖瑞銘（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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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或相關範例、說明會使讀者感到閱讀困難。這種作品在粵語方面極少，據筆者所知，

陳哲民編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工”──十分香港獨白》（1999年刊）就是 與標準
漢語對照的唯一例子。

5.3. 書面粵語、閩南語所處的環境

據筆者的觀察，除了表 3所示文藝類作品的相反性質以外，書面粤語、閩南語在
所處的環境方面亦呈現出相反的面貌。書面粤語出現的印刷品被在香港的一般書店門

市發售，書面閩南語出現的印刷品則主要在一些專門銷售臺灣本土文化書籍的書店發

售。換言之，在商業流通方面，前者並無限制，後者則有限制。主要讀者群亦然。筆

者推測書面粤語作品的讀者，至少就漫畫或進入 2010年代以後湧現的小說而言，廣爲
一般香港青少年。其實，屬於表 2（b）文藝類的書面粵語作品其内容大概較爲通俗，
可以引起聯想這種性質對獲得更多讀者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相反，書面閩南語作品

的讀者似乎依然是推廣或保護閩南語的本地支持者而已。這說明 Snow（1993a: 26）曾
經指出的“與臺灣民族認同的聯繋並無促成擴大書面閩南語的讀者群”迄今沒有發生

變化。

6. 書面粵語、閩南語的特點

6.1. 文字種類

概觀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綜括爲之使用何種文字，如表 4
所示。

【表 4】  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粤語、閩南語使用的文字種類
（以 1990年代中期以後爲對象時期）

香港粤語 臺灣閩南語

漢字 漢字（單個） ＋ ＋

漢字（添加附加符號的）

拉丁文字 拉丁文字（單個） ＋ ＋

拉丁文字（添加附加符號的） ＋

阿拉伯數字

注音字母 ＋

吉川雅之（2013: 20–23, 28–29）針對書面粵語和書面閩南語闡明了在互聯網站上實現
的文字種類的特點及兩者之間的相異點。從上表中可以看到在粵語方面有些少特點與

吉川雅之（2013: 29 表 3）關於互聯網站上的文章指出的特點不同。“o的”、“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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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吉川雅之（2013: 22）稱爲添加附加符號的漢字在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粤語中沒有
出現。以“3”表示“衫”等利用阿拉伯數字的同音字代替現象基本上亦然。可謂漢字

字形的標準化在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粤語中保持著良好狀態。在閩南語方面，所出

現的文字種類則與在互聯網站上實現的得以一致。也就是說，利用添加附加符號的漢

字或阿拉伯數字表示閩南語特徵詞的現象沒有出現。

6.2. 書寫系統

概觀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綜括爲之使用何樣書寫系統，如

表 5所示。

【表 5】  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粤語、閩南語使用的書寫系統
（以 1990年代中期以後爲對象時期）

香港粤語 臺灣閩南語

由單一種文字構
成的書寫系統

單用漢字書寫的（系統 H） ＋ ＋

單用拉丁文字書寫的（系統 L） ＋（較多）

由兩種文字構成
的書寫系統

將漢字及拉丁文字混在一起書寫的
（系統 HL）

＋ ＋（最多）

吉川雅之（2013: 23-28, 29-31）針對書面粤語和書面閩南語闡明了在互聯網站上實現的
書寫系統的特點及兩者之間的相異點。從上表中可以看到在粵語方面有些少特點與互

聯網站上的文章不同。在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粤語中，確認到一些文章單用漢字書

寫，卻沒有確認到一篇文章單用拉丁文字書寫。多數的文章是將漢字及拉丁文字混在

一起書寫的，而且均以漢字爲母體（相當於語碼轉換現象中的 matrix language），而拉
丁文字作爲嵌入成分，只用作借英語音的一種別字，如“邊 L個”、“去 hea吓”。

在閩南語方面，書寫系統的形勢與在互聯網站上實現的一樣。就由單一種文字構成的

書寫系統而言，在刊載於印刷品上的書面閩南語中，確認到較少文章單用漢字書寫、

較多文章單用拉丁文字書寫。而大部分的文章卻是將漢字及拉丁文字混在一起寫成的。

拉丁文字在這種系統 HL的文章中均用作閩南語專用的拼寫法。

例如，一個句子“很久沒有他的消息了”在書面閩南語可有以下三種寫法：（H）
足久無伊的消息啊；（L）chiok kú bô i ê siau-sit a；（HL）足久無伊 e消息啊。雖然
這三種使用不同書寫系統，但是都表示同一個句子。另外，可有以注音字母“ㄟ”來

表示結構助詞 [e24]的寫法：（HZ）足久無伊ㄟ消息啊。這應該認爲是例句（H）的
亞種，是因爲作者爲了避免以拉丁文字來表示沒有固定漢字字形的 [e24]而選擇使用
“ㄟ”。根據以上的說明，書面粵語的書寫系統 C和書面閩南語的書寫系統 T分別可
以表示如下。括號内的字母表示該因素不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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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 H (L) ／ T1 = H (Z) T2 = HL  T3 = L

書面閩南語存在三套不同的書寫系統，符合 Dale（1980: 5）提出的“共時性雙文制”

（digraphia）概念。書面粵語僅存在一套書寫系統，雙文制現象沒有出現。

6.3. 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演變

在此放眼書面粵語、閩南語的歷史演變。粤語的書寫系統在 1990年代中期以後似
乎沒有發生顯著變化。閩南語的書寫系統則可以看到某些變化，屬於系統 HL的文章
顯得有拉丁文字（即 L成分）所居比例的增加。如在本文 6.2.所說，這些拉丁文字在
系統 HL的文章中均用作閩南語專用的拼寫法。

回顧書面閩南語的歷史，其書寫系統源頭僅有系統 H和系統 L。到二十世紀後半
方才有人嘗試局限於少數特徵詞使用拉丁文字並將之嵌入在母體系統 H中。這就是系
統 HL的萌芽。刊載於《台灣語文月報》（1977–78年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其早期
的嘗試。11進入 1990年代採用系統 HL的作家增加，不久就出現了學術論文將系統 HL
與傳統的兩種系統 H、L並提，如 Tiun（1998）。

在 1990年代至 2000年代期間，出現了一些採用系統 HL的作品積極嵌入拉丁文
字表示閩南語的特徵詞，致使採用系統 HL的作品之間呈現出在文章中拉丁文字所居
的數量差距急速擴大。在刊載於《台灣語文月報》的文章中使用拉丁文字的確局限於

少數特徵詞，如相當於標準漢語的“的”、“及”、“在”、“要”等。但是，在刊

載於定期刊物《島鄉台語文學》（1998–2004年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使用拉丁文字
已經擺脫局限於特徵詞的傾向。

筆者對刊於 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五篇書面閩南語作品（甲）丁鳳珍〈温柔 e家
鄉〉、12（乙）胡長松〈死 e聲嗽〉、13（丙）A-hi〈稻煙〉、14（丁）施俊州〈悲傷草

稿〉、15（戊）Babuja A.Sidaia（陳明仁）〈A-chhûn〉16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分析結果

如表 6所示。

11 如 Tiun（1998: 230）指出，王育德早在 1964年構思過 HL系統的可行性。
12 《臺江臺語文學季刊》第 13期收錄（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5年刊）。
13 《燈塔下》收錄（前衛出版社。2005年刊）。
14 《海翁台語文學》第 69期收錄（開朗雜誌事業。2007年刊）。
15 《第 14屆府城文學獎得獎作品專集》收錄（臺南市立圖書館。2008年刊）。
16 《A-chhûn—Babuja A.Sidaia ê 短篇小説集》收錄（台笠出版社。1998年刊）。



206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表 6】  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五篇書面閩南語作品的音節數量
（百分比；小數點第二位後四捨五入）

總音節數量 用漢字書寫的音節數
量（比例）

用拉丁文字書寫的音
節數量（比例）

用阿拉伯數字書寫的
音節數量（比例）17

甲 1,555 1,187 (76.33%) 341 (21.93%) 27 (1.74%)
乙 2,428 2,337 (96.25%) 91 (3.75%) 0
丙 2,790 2,408 (86.31%) 382 (13.69%) 0
丁 3,625 2,413 (66.57%) 1,101 (30.37%) 111 (3.06%)
戊 6,089 3,795 (62.33%) 2,207 (36.25%) 87 (1.43%)

從表中可以看到以拉丁文字寫成的音節比例低爲 3.75%、高爲 36.25%，知道在作品之
間呈現出接近 33%的巨大差距，並且這個比例最高也未達到 40%。從這些數值可以推
定到以下三件事情。一則是系統 HL是實在由系統 L衍生出來的。二則是在文章中使
用拉丁文字的比例在 1990年代中期以後顯現出上昇。Tiun（1998: 241）說當時在系統
HL文章中使用拉丁文字的比例介於 10%至 15%。三則是閩南語的詞素與其書寫形式
的關係變得大爲靈活。其實，每一個音節都可以選擇其書寫形式。一些多音詞在作品

之間以不同書寫形式出現，如表 7所示。17

【表 7】  書寫形式在作品間不同的多音詞 18

詞類 詞義 甲 乙 丙 丁 戊

助動詞 可以 會當 會當、會凍 會 tàng ē-tàng ─

副詞 更加 koh-khah ─ koh較 koh-khah ─

連詞 不過 m-koh 不過 毋 kú m-koh m-koh
疑問詞 什麼 ─ 啥物 啥 míh sím-mih sián-mih
名詞 今日 ─ 今仔日 今仔日 今 ā日 ─

名詞 父親 老爸 ─ 老 pē 老 pē 老 pē
名詞 小孩 gín-á 囡仔 囡仔 gín-á gín-á

Tiun（1998: 240）將一些實詞作爲例子，指出在系統 HL下選擇拉丁文字書寫的準據爲
“其對應的漢字不適當，本字未詳，漢字字形未經標準化”。然而，上表中的名詞留

下選擇拉丁文字書寫的範圍比起當時要擴大的印象，可謂系統 HL經驗了在其它兩種
系統未經歷過的複雜化。

17 用阿拉伯數字書寫的音節全部都是表示數字的。
18 關於閩南語虛詞書寫形式在 1990年以前作品的情況，參見鄭良偉（1977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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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反，在粵語方面書寫系統持續著穩定狀態，雖然偶有一些書寫形式的差別，

但是它們多數呈現於漢字字形的差異而已。例如，書寫指示代詞時選擇“嗰”、“果”、

“個”其中何一個字形。而且，粵語的所有特徵詞未必在漢字字形方面發生歧異。

6.4. 書寫系統與場域的關係

書面閩南語存在著不同書寫系統以及幾種拉丁文字拼寫法通行。就定期及不定期

刊出的印刷品而言，可以窺見每一份報紙及雜誌（定期刊物）、每一個叢書（不定期

刊物）各自偏向採用一種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結果形成了書寫系統以及拉

丁文字拼寫法的“場域”（domain）。這個趨勢也暗示主辦出版或編輯的人士都參與
了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選擇。

表 8表示筆者對報紙雜誌及屬於（b）文藝類的叢書共計 7種進行調查的結果。表
示拉丁文字拼寫法使用以下略稱：POJ（教會羅馬字、白話字、教羅拼音）、TL（臺
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DT（臺語通用拼音）、TLPA（臺灣語言音標方案）。

【表 8】  報紙雜誌及屬於文藝類的叢書與當中所見到的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音標的
         關係 192021

媒體 刊物名 出版社 出版期間 書寫系統 拉丁文字音標

報紙
雜誌

台語風 台灣語文促進會 1992–1994 H或 HL POJ
首都詩報 首都詩報社 2009–2012? HL（部分爲 L） POJ20

台文通訊
BONG報

李江卻台語文教基
金會

2012– HL（部分爲 L） TL或 POJ

臺灣文藝 台灣文藝雜誌社 2013–2015 HL（部分爲 L） POJ
叢書 5%台譯計劃 台笠出版社、人光

出版社
1996–1997 HL或 HL與 L

的對照
POJ

台文 1001譯
系列

時行台語文會 2006–2007 HL DT21

臺南市民間文
學集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2– H或 HL TLPA（至 2013
年）TL（由
2014年）

19 關於其它定期刊物與其書寫系統的關係，參見楊允言、張學謙、呂美親（2008: 520–523）。關於
POJ、DT、TLPA的設計思想及其差別，參見林初梅（2009: 328 表 6–3）。

20 該拉丁文字音標對於 POJ的 ch和 chh分別使用 ts和 tsh。這是曾在 POJ的歷時變遷中存在過的
方式，本文將之視作 POJ的亞種處理。關於 POJ的歷時變遷，參見村上嘉英（1968）。

21 該拉丁文字音標算是台語通用拼音，而省略了聲調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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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可以看到，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與媒體的關係大致上固定。表中亦可

窺看到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與出版社之間的關係。《5%台譯計劃》採用系
統 HL，或採用 HL和 L對照兩者，而不採用 H，其拉丁文字拼寫法則沿用基督教團體
由十九世紀一直使用的 POJ。這可能是因為出版社有基督教背景，且主要讀者也是基
督教徒的緣故。《臺南市民間文學集》採用 H或 HL，而不採用 L。其拉丁文字拼寫
法則自 2014年起採用政府公佈的 TL，此應與出版方屬政府機構、且圖書內容是民間
文學的記錄有關。此種現象在粵語方面卻沒有發生。可以認爲粵語迄今爲止並未顯現

有關書寫的場域或派別。

閩南語的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情況相當靈活。雖然國民小學（以及中

學）“鄉土教學活動”科目的教科書目前多數均採用“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並朝向這種拼寫法靠攏，但是圖書及雜誌中的文學作品仍會使用其它拉丁文字拼寫

法，特別是 POJ仍然居多。而且，關於用漢字怎樣書寫閩南語的特徵詞來說，儘管有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教育部  2011）等政府的指導原則，但是文字書寫法的選
擇一直都處於“各自爲政”狀態。雖然批評這種混亂狀態的論調多出，可是筆者相信

這個狀態爲了閩南語在文字種類、書寫系統方面擁有豐富的表現力構成了一個重要基

礎。換言之，不干涉主義（laissez-faire）似乎對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作出了不少貢獻。

7. 小結

本文闡明了在 1990年代中期以後粵語、閩南語的書面語言化至少關於幾項重要的
問題朝向不同方向發展，儘管在實現到書面語言化這一點相同。綜括其不同動向如表

9所示。

【表 9】  出現於圖書的書面粤語、閩南語所呈現的動向
（以 1990年代中期以後爲對象時期）

香港粤語 臺灣閩南語

漢字字形的標準化保持良好狀態 ＋

書寫系統經歷了演變（使用拉丁文字的比例明顯上昇） ＋

詞與其書寫形式的關係較爲靈活 ＋

形成了書寫系統以及拉丁文字拼寫法的“場域” ＋

除了文章的動向以外，在本文 5.3.提到書面粤語作品的讀者目前廣爲一般香港青少
年，這也是與閩南語發展相左的動向。此外，在本文 2.說明了粵語書面語言化在社會
中的實踐與學界對此的觀察基本上在分離狀態。這也是與閩南語相反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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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文 3.概觀，香港與臺灣的語言情況大相逕庭。靠單一的理論或只在單一的
維度統括兩地書面語言化問題當屬無稽之談，本文僅是由一個觀點出發嘗試的比較研

究，筆者希冀本文指出的特點及動向能為其它觀點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最後，提及一些剩下的課題。本文的基礎資料以印刷品爲媒體。本文對手寫文章

的書面語言化不作研究。一般而言，在印刷品的刊行過程中，文章要經過一種過濾器

“編輯”。我們不能否定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會被這個過濾器加以變形。因此，以

未經編輯之前的手寫文稿爲資料進行分析當中出現的書面粵語、閩南語，並與刊載於

印刷品上的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作出對比，是值得做的重要作業。吉川雅之（2002）
瞥見書面粵語在中小學生手寫的文章中如何出現，並有何樣特點，但是沒有進行深入

的探討。

還有一項重要的課題值得在此提起，即是書面粵語、閩南語文章在語言文體方面

究竟與口頭粵語、閩南語脫節了多少。例如，口頭粵語具有的語言特點有否在書面粵

語文章中同樣出現，須要證實。Gibbons（1979）曾經指出香港大學學生的話語中頻
繁出現語碼轉換（code-mixing）現象。據筆者的觀察，這種現象在刊載於印刷品的書
面粵語文章中卻顯得相當低調，僅在漫畫的台詞中出現稍多。語碼轉換現象在書面粵

語文章中少見可謂與口頭粵語的現實脫節。這樣的乖離究竟意味著甚麼？是否說明口

頭語言一經過書面語言化過程就會變成由自立的語言文體支持的另一語言體系，便是

書面語言化絕不是與口頭語言的忠實的文字化同等？期待這些問題的闡明能回答人類

“寫作”行爲之本質，並由語言學方面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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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antonese 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 Written 
Language Trends Since the Mid-1990s

Masayuki Yoshi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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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xpansion of spoken language to serve as a written 
language using materials written in Hong Kong Cantonese 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 published 
primarily in the mid-1990s and later. These two languages have expand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nto written languag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ir differences 
and tre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ype of script and writing system.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shap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strongly maintained in Hong Kong Cantonese, while 
the writing system has chang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 and its notation has become 
flexibl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 so-called “sociolinguistic domain” has not formed in 
written Hong Kong Cantonese, but one has formed in writte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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