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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台灣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全國人口將近二千三百萬人，使用著互不相通的

三種漢語和十二種南島語。漢語有華語、閩南語、客家語；南島語有阿美語、泰

雅語、塞德克語、布農語、魯凱語、排灣語……等。此外還有英語、日語以及外

勞使用的南洋各種語言，如菲律賓語、印尼語、泰語等外語參與競爭。

閩南語是台灣島上的自然共通語，1895年至1945年的日本殖民時代，日語曾

經是台灣的「國語」，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台灣，日語被禁止，華語(Madarin)取代

了日語的「國語」地位成為台灣唯一的標準語，是不同族群的互相溝通的語言，

但閩南語則是民間最通行的語言。

但是經過六十年的中國化教育，近年來「國語」在台灣的勢力已經遠遠凌駕

閩南語，除了鄉下及偏遠地區，幾乎所有的語言場域都被華語所佔據。閩南語共

通語的地位已經不保，社會使用率遠不如華語，至於客語和南島語更在瀕危之中。

本研究根據語言社會學的調查，討論台灣各種領域(settings)的語言使用，企

望用科學的方法把台灣語言使用、語言競爭的實態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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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桃園是一個多語社會的標本

語言社會學的研究領域是針對多語社會中，不同的語言如何進行競爭，也就

是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場所、場合，不同的族群或不同的性別的分佈。

桃園的人口分佈，大抵北半部為閩南人，說閩南語，南半部為客家人，說客

語，復興鄉有少數的泰雅族，說泰雅語，這是三種本土的語言；另外桃園境內散

佈著許多軍眷區，以說華語為主；桃園有大量的輕工業工廠，雇用了大量來自台

灣各地，尤其是南部的技術人員、工人，以說閩南語為主；另外還有大量來自菲

律賓、泰國、印尼的外籍勞工，說的是他們的本國語。因此桃園可以說是一個多

語社會(multi-lingualism)的標本。

1.2 一個語言社會學的調查

調查時間：2000 年 4 月和 2001 年 2 月間。

調查方法：不用問卷，全部採用偷聽的方式。

調查地點：遍及桃園縣內所有的市鄉鎮如桃園、中壢、內壢、楊梅、富岡、

龍潭、大溪、大園、新屋、觀音等漢語分佈區。

調查的場所：百貨公司、菜市場等不同層次的賣場；西餐廳、日本料理、牛

肉店、中原夜市、速食店等不同等級或類別的餐廳；不同消費層次的美髮院；機

場、火車站、公園、登山步道等，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公共場所。

參與調查者：洪惟仁及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學生共 27 人。

受調查人數：7,151 人。

2.賣場的語言使用

百貨公司：中壢太平洋 SOGO、桃園新光三越百貨

傳統市場：楊梅市場、中壢新民市場、內壢環東黃昏市場(以上為客語區)

桃園永和市場、大溪傳統市場(以上為閩南語區)

調查人數：每一個場所各 100人，共 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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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與傳統市場語言使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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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華語的佔有率越高，其次是閩南語，客語最弱。使用華語和雙語夾雜

的現象百貨公司比傳統市場略高。不過兩者的差異並不顯著。

3. 餐廳與夜市的語言使用

餐廳調查地點：桃園、中壢市區、內壢、龍潭四個地點的西餐廳、日本料理

店等較高級的餐館共 50 餘家。調查人數：共 1,846 人。

夜市調查地點：桃園、中壢市區、內壢、龍潭、富岡五個地點的夜市攤位共

50 餘家。調查人數：共調查 2,003 人。

餐廳與夜市語言使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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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總數和總平均來看，華語的確是桃園縣最強勢的語言，其次是閩南

語，客語是最弱勢的語言。由高級餐廳到夜市，閩南語的佔有率和華語成顯著的

反比例，顯示華語使用於較高級的飲食場所，而閩南語則傾向於在低檔次的飲食

場所使用。

4. 速食店男女語言使用

調查地點：中壢市區三家速食店：中壢麥當勞、中壢肯德基、中壢 21 世紀；

桃園三家速食店：桃園麥當勞、桃園肯得基、桃園 21 世紀。這兩地的速食點消

費等級完全相同，是考察性別與語言使用最理想的地方。

調查人數：每一個場所限 100 人，六個場所共調查 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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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店男女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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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速食店是年輕人喜歡光顧的場所。速食店中壢與桃園兩個都會區不同

語言的佔有率都非常接近。兩地華語的佔有率都差不多九成之多，閩南語佔一

成，客語幾近於 0%。從性別來看，女性說華語的比率也比男性多，兩地都相差

約 9.5%，相反地男性比較喜歡說「方言」，尤其是閩南語更受男性歡迎，印證了

社會語言學所歸納的：女性比男性更擁護標準語，而男性擁護方言的普遍現象。

5. 美髮院的語言使用

大型美容美髮機構：觀察桃園市小雨詩詩、中壢市可愛之家大型美容美髮機

構，每一家各 100 人。

中型美髮機構：觀察龍潭鄉李羅、平鎮市大東客家區，桃園市美棋、大溪鎮

曼都、八德市小雅等五個鄉鎮市的中型美髮機構，每個場所各觀察 80 人，共 400
人。

家庭式美容美髮院：觀察大園鄉俏麗、觀音鄉印象、新屋鄉美寶、龜山鄉燕

姿、龍潭鄉儂儂等五個鄉鎮的家庭美容院，每一個場所觀察 30 人，共 150 人。

華語與本土語言在不同消費層次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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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大型美髮院到家庭美髮院表現消費層次的下降，華語和閩客語相加

(本土語言)的 X 狀交叉曲線清楚地顯示閩客語的佔有率隨著消費層次的下降而

升高，而華語則隨著消費層次的下降而下降。換言之在低層的消費場所充斥著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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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而在高檔消費場所則充斥著華語，兩者成鮮明的對比。

6. 機場與火車站的語言使用

6.1 機場

調查地點：桃園中正機場聽取旅客之間互相聊天所使用的語言。

調查人數：204 人。

機場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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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機場的用語特別複雜，但華語仍然佔有 59.3%的高比率，閩南語

17.6%，廣東話、英語、日語在這個場所表現的特別突出，甚至比本土的客語還

多，客語和外勞語(其他)的比率相當，只有 1.5%。

6.2 火車站候車廳

調查地點：台北、鶯歌、桃園、中壢四個車站。因為每一個車站的外國人的

比例不同，為了突顯本國語言的比例，我們特地不計外語。

調查人數：每一個場所約 100 人，四個場所共調查 410 人。

北部地區火車站候車室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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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無論那個站，華語佔有率總是最高，平均 65.6%，客語 2.9%最低，

閩南語 31.5%居中，三語的比率幾呈直線排列。鶯歌火車站的華語比例稍低，而

閩南語稍高，這是因為鶯歌是小站，其餘各站的比率幾乎相等。

7. 公園的語言使用

市區公園地點：桃園市文昌公園，中壢市中正公園。觀察人數共 197 人。

登山步道地點：桃園市虎頭山公園和龍潭鄉石門山登山步道。調查人數：虎

頭山、石門山各約 100 人。男女各 50 人，共調查 213 人。

桃園屬閩南語區，中壢、龍潭屬客語區，比較兩區本國語言之使用。

公園與登山步道本國語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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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園是至親好友聚會、遊玩、運動的場所，家庭的語言使用不容易調

查，公園是家庭的代用品。由上表看來，華語在閩南語區家庭比在客語區家庭盛

行，閩南區公園的華語平均 69.8%，但在客語區只有 44%，幅度差了 25.8%。閩

南語的佔有率只是平均的數字，大約相當於菜市場的程度。但客語的數字就顯得

很突出，客語在公共場所顯得很萎縮，但在客語區的公園裡卻高達 33.1%的佔有

率，而閩南語區的閩南語平均只有 26.3%。比較菜市場的語言使用，同樣是鄉下，

楊梅傳統市場的客語佔有率高達 60%，而大溪傳統市場的閩南語佔有率只有

22%，證明了客家人雖然在公共場所屈服於優勢語言(華語、閩南語)，但在以客

家人佔多數的領域(如菜市場、公園、家庭)，外在的壓力減低時，卻表現了比閩

南人更忠誠於自己的母語。

8. 結論

茲將桃園地區各種場所語言使用比率列如下表：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雙語/外語

速食店 88.4 11.0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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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美髮院 77.5 9 8.5 5

餐廳 70.1 22 7.1 0.8

火車站候車廳 67.1 30.4 2.4 -

百貨公司 63.5 24.5 6.5 10.5

夜市 60.1 32 5.9 2

機場 59.3 17.6 1.5 21.5

市區公園 54.5 23.9 17.5 4.1

傳統市場 48.6 23.6 19 8.8

中型美髮院 45.5 39 11.7 4.7

登山步道 45.1 18.8 14.6 21.6

火車站電話亭 34.4 35.1 8.6 21.9

家庭美髮院 7 49 37 8

總平均 55.46 25.83 10.84 8.38

分析：

一、無論那個場所，華語的平均佔有率都最高，總平均 55.46%，佔一半以

上，閩南語居其次，約佔 1/4，客語最低，約佔 1 成強。從語言社會學

的立場看，我們已經沒有理由把桃園縣劃入閩南語或客語的分佈區，而

應該劃入華語的分佈區了。

二、大部分的場所閩南語的佔有率都比客語高，在閩南語區內很少聽到客

語，但在客語區內，閩南語的佔有率往往超過客語，顯示閩南語比客語

高階。但在登山步道、鄉下的菜市場等低階使用場所，客語區的客語佔

有率比閩南語區的閩南語佔有率高。顯示客語雖然弱勢，客家人的母語

忠誠感比閩南人強。

三、消費層次越高的場所華語的佔有率越多，反之閩南語或客語越多。

四、年輕人出入的場所，如速食店，雖然不是高級場所，卻是華語最盛行之

處。家庭美容院的顧客多半是中老婦人，又是低級消費場所，這裡是本

土語言的大本營，華語只有 7%的佔有率。

五、女性說華語的比率也比男性多，男女相差 9%；相反地男性比較喜歡說

閩南語，男女相差 9-10%。這正好印證了社會語言學所歸納的：女性比

男性更擁護標準語，而男性擁護方言的普遍現象。

這個研究沒有調查到復興鄉的泰雅語區的語言使用。最近筆者前往上巴陵觀

光區一遊，發現區內最強勢的交易語言是閩南語，其次是華語，客語和泰雅語都

佔少數。泰雅語大概只在部落中的家庭中使用，實際情形尚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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