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習資訊 1第24卷第6期　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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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華語熱」與「華文熱」之間存有若干

的模糊空間，兩者不完全相同。有的人會說

「華語」但看不懂「華文」，這種情況華人

與非華人都有；有的人能看懂「華文」但不

大會說，甚至不會說「華語」，這種情況華

人也有，但為數較少，非華人也有，但相對

而言，為數較多。現在，華文華語因故在世

界許多地方形成學習熱潮，其「故」安在？

此「熱」能否成為「氣旋」，讓華語與華人

乘風而起？

本文有三個專用名詞必須先予界定：

第一，華人。泛指與中華民族有血緣關

係而且自己或其家長認同此種關係者。對於

「華人」究應以何種條件為取捨標準，言人

人殊，茲不贅述。

第二，華文。係指漢文而言。中華民族

歷經五千年，其間融和了許多種族，有的也

有自己的文字。即以現在的漢、滿、蒙、

回、藏五大族群亦各擁有自己的文字。而現

在所謂的華文僅指漢文而已。華文中的文體

很多，最明顯的是古文與白話文，其他如甲

骨文、金文、大小篆、隸書、楷書、行書、

草書等等則不論矣，至若駢文、詩詞、歌賦

等等亦非各國所認知的華文主調。現在的「

華語熱」所涉及的「華文」，以白話文為

主，且以簡化字為多。

第三，華語。以中國大陸所使用的「普

通話」與台灣地區所使用的「國語」為原

則。兩者本為一物，但兩岸相隔五十年後，

發現有些字的發音改變了，如台灣說「企（

第四聲）業」，大陸說「企（第三聲）業」；

有些詞句的意義不同了，如台灣說「窩心」

是感動、溫暖、愉快，而大陸是「難過」之

意；台灣說「水準」，大陸說「水平」；對

於外文的翻譯如soft ware，台灣說軟體，大陸
說軟件。似此差異，不勝枚舉。

為什麼會㈲「華語熱」？

華語、華文本來只在華人世界流通使

用，甚至除了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外，已有逐

漸式微之勢，非華人世界對華語、華文本無

多大興趣。但近年來，海外華人世界有如大

夢初醒，加強子女對華語、華文的學習，而

非華人世界的有識之士則有如「春江水暖鴨

先知」般地注意到華語文的熱潮。何以會形

成這股華語文熱潮呢？一言以蔽之，華人嶄

露頭角。

起先是台灣的「經濟奇蹟」及其所帶動

的各種成就；繼而散居在各地的華人菁英在

各行各界有令人側目的表現；近來則有中國

大陸的崛起，有如睡獅初醒。

台灣「經濟奇蹟」的具體表現是在經濟

繁榮上，可是它的根源卻在義務教育的普及。

今天我們各級各類學校的蓬勃發展，也許有

人會以為那是拜經濟繁榮之賜。但事實恰恰

相反。稍有年歲的人都還記得，政府於民國

三十八年遷台後，是咬緊牙關苦撐六年義務

教育的，當時可說是想盡辦法也要普及義務

教育，所以才會出現「三對等辦學」的政

策，好像是省政府、縣市政府與家長各負擔

三分之一的經費，共同把學校（教室）蓋起

來，絕對不是有錢之後再辦教育。若以台灣

經驗而言，絕對是先有義務教育的普及才有

社會經濟的繁榮。真正出現「經濟奇蹟」也

是在六年義務教育從民國五十七年延長為九

讓「華語熱」乘風而起
何福田／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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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民教育之後的十幾二十年後的事情。

中國大陸現在成為各國爭相投資的對

象，為什麼早不來、晚不來，偏在這個時候

來？當然原因不只一種，像她採取開放政策

應該也是主因之一，但如果她的基本人力素

質不足以因應那麼多的建設需求，許多產業

是發展不起來的。近若干年來，中國大陸的

教育發展絕對不會落後於各項建設的發展，

這是值得我們用心觀察的地方。

為什麼會有「華語熱」？表面上是因為

台灣與大陸逐漸成為大經濟實體，實質上是

因為海峽兩岸都致力於教育的普及，快速提

升人力素質所致。

推廣華語文的意義

誰都希望自己最熟悉的語文成為人類共

通的語文，這樣就可以用一種語文跟許多不

同種族的人溝通，形同以一當百，其利之

大，無人不知。

英國從十八世紀開始藉其海上霸權，到

處殖民，到處推動英語；剛好繼之而起的美

國也用英語，遂藉其經濟優勢與強大政軍力

量，使英語幾乎成為世界語。

誰能算得出英美兩國獲利多少？就連我

們的學術論文，哪怕是內容相同，只要是用

英文發表的就比較「吃香」。

現在世界各地正掀起「華語熱」，此「

熱」能否成其氣候？抑或一下子就隨風而

逝？或能否像英語持續兩、三百年而不衰？

答案就是現在與此後的華人有許多事要做。

英語本為極少數人的母語，而今竟能成

為世人最重視的語言，很明顯的是藉英、美

兩國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力量的推波助瀾。

英語文本身當然也有其文化優勢，全憑武力

霸權盍克臻此？否則十三世紀的元朝，武力

橫掃歐亞，蒙文、蒙語豈不成為世界顯學？

但英語文的文化優勢，究竟難與中華文化匹

敵。

中國大陸地廣人多，由於山川河嶽的隔

絕，「方言」種類之多，至少可以千計，倖

其有秦始皇的「書同文、車同軌」，用相同

的文字來維繫國家的完整性。中國歷代在不

同地方建都，「官話」未必相同，官民溝通

常需第三人翻譯（因為老百姓不識字，只會

講方言）。現在大陸十三、四億人口所用的

「普通話」，其實是在中華民國推翻滿清政

府之後，經票決所定的「國語」，也就是「

北京話」，這是中華民族靠普及義務教育，

第一次讓全國人民具有運用同一種語言能力

的時刻。它一定會產生不同凡響的作用，會

不會也是當前「華語熱」的原因之一？

依「華語熱」的現況來看，這股熱潮

仍以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學華語為主，外國

人學華語的人數畢竟還少。雖然如此，華語

本身已是世上最多人的母語。縱然在十三、

四億的華人中，漢、滿、蒙、回、藏等各族

群皆有其各自的母語及文字，甚至連人數最

多的漢族也有許多不同的語言文字，但現在

運用於海峽兩岸的「國語」或「普通話」，

由於義務教育普及的結果，已經形成共同的

語言，甚至成為許多年輕一代的母語。依此

情勢，只要順其自然，華語就會成為世上最

多人用的語言。如果兩岸政府順水推舟，藉

力使力，華語先成為世界熱門語言指日可待。

「華語」極具優越性，它是中華文化中

的精華，它是經過千錘百鍊，像滾雪球式的

汰蕪存菁所留下來的精品：不僅語詞豐富，

應有盡有；而且文體多樣，各領風騷，文藝

同體，美不勝收。將之推荐給其他民族，可

以豐富其文化，增添其文明。且王道本質的

中華文化是尊王道、非霸道的，是濟弱扶

傾，不滅人國族的，持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

想，故能近悅遠來。所以我們推廣華語文是

利人利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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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溫「華語熱」方法之我見

1.運用科際整合的理念與技術：讓「華
語熱」加溫，甚至延伸到在海外推動華語文

教育工作，必須運用科際整合的理念與技

術。這項工作不只是華語文教師的工作，也

不只是「漢學運動」，它所牽涉的層面很

廣，所以是一種科際間共同合作的工作。欲

使世人重視華語文，進而學習華語文，以大

陸現況來看，挾經貿優勢來推動，固為便捷

之道，然以英美兩國成功推動英語之經驗觀

之，在經貿優勢的背後，一定要有政治、軍

事、文教、外交、傳媒、科技等等做為支撐

的後續力量，甚至連民生日用都可以巧妙要

求，使外國人的各種產品銷售給華人時，都

要注意到華語文的運用。一旦喚起華人的覺

醒：無論什麼情況都可藉機推動華語文，「

華語熱」就可加溫。

2.採取語文並重暨語文一體的策略：在
推展華語的同時，應該巧妙地加入中華文化

的精髓。唯有語文並重、語文一體，語言才

有生命，才能持續綿延。中華文化的精髓能

用文字表達者如文、詞、詩、歌等等，兼含

音、聲、色與意境，一定可以引人入勝而使

「華語熱」加溫。

3.培育大量的、快速可用的華語文師
資：台海兩岸政府都應該以華人的千秋大業

著想，各以公費儘速培育百萬雄「師」，分

赴海外協助各國培訓外國人成為華語文師

資。華人的「百萬雄師」應以培訓更多的外

國華語文師資為任務，成為推動華語文教育

的種子之種子。就像在各國之「孔子學院」

中傳播華語文，或在各大學中與中學裏擔任

華文教師，只要別人有需要，我們就能供給

合格的師資。這樣就能有效推展華語文教

育，就能為「華語熱」加溫。

4.善用台灣充沛的現成師資：當前台灣
的國民中小學（尤其是國民小學）中恰巧有

許多老師已具有指導非華裔人士學習華語文

的寶貴經驗，他們就是新移民的老師。現在

台灣的新移民（外籍新娘、配偶及其子女）

人數已超過原住民，故其教師已有幾萬人，

他（她）們累積了不少指導東南亞各國女士

及其所生子女學習華語文的經驗，在培訓華

語文師資時，讓其現身說法，無形中成為一

種極為有用的助力。又近若干年來，由於師

資培育制度的改變，台灣有近百個「教育學

程」在各校「師資培育中心」中培育中小學

暨幼稚園教師，在顯著的「少子化現象」下，

師資過剩情況極為嚴重，這批「候用教師」

雖然未必人人都可通過「華語教學能力認證

測驗」，但他們一旦獲得教職，幾乎人人皆

可在國民小學擔任班級導師，從而順理成章

地在我們國內任教「國語」，其資格無庸置

疑，難道反而不能教外國人說「國語」？只

要善用以上兩類教師，一樣有助於「華語熱」

的加溫工程。

5.規劃周全的配套措施：現在海外各地
已有三、四千所現成的僑校，最近在大陸的

支持下，又在四、五十個國家中設置了一、

兩百所「孔子學院」，兩岸的政府透過各自

的管道，多加輔導、支持與補助，必能發揮

極大的作用。同時在各國的各級學校中，鼓

勵、合作或補助其開設中文課程，也是一條

可行之路。當然，兩岸政府主動研發並提供

適合的教材是向外推動華語文教育的必要措

施。教材內容宜針對不同對象加以編纂，對

初學者最關緊要，比方能否引發興趣與持續

學習？應注意初學者的年齡，學經歷等要

項，宜因人而異，依其需要，未可皆以「小

貓叫、小狗跳」之童言童語開其端。總之，

任何「運動」都需要有完整的配套與雄厚的

經濟後盾，更需要有計畫、實踐與考評。完

整的配套措施不僅能使「華語熱」加溫，更

是令其乘風而起翱翔天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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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世界各地掀起「華語熱」是全體華人的

榮耀，華人在現階段只要能讓華語文成為世

人所重視的語文就算盡到責任，暫且不去談

論是否能如英美建立「英語帝國」。

我以為有三件事攸關「華語熱」能否乘

風而起。

第一，華人，尤其是兩岸與各地的華人

菁英們，是否有意願要讓「華語熱」乘風而

起。如果意願甚強，接著才能談該做什麼與

該怎麼做。如果沒有意願，「華語熱」比較

可能消失，比較不可能自己乘風而起。

第二，用夷教夷才有成功的希望。華人

師資直接去教外國人或其兒童講華語並非良

策，作為外國人的華語文師資之老師才是正

途。

三，台海兩岸合作推動各地的華語文教

育，可以加速此一理想的實現，因為台海兩

岸現在各具優長，合則兩利至為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