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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一地多語

羅世賢＊

一、序言

西方社會的市民普遍深信使用單一語言乃大部份民族內部溝通的一種正常方

法 。

這個信念乃由政府在語言政策上硬性推行而來，世界上只有不足四分一的國

家承認兩種法定語言而僅僅有六個國家是承認三種或以上的語言爲法定語言的 。

若我們細加留意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語言實況以及其語言政策的話，就會見

到現實是十分不同的。可以肯定，我們找不到只是使用單一語言的國家 。

另一方面，我們亦發覺雙語（多語）制不單是全世界成千上萬人用以溝通的

正常方式更且是地球上一個逐步增強及無可避免的趨勢，地球每日都透過不同的

媒介與方式，以不同的語言與自己溝通 。

正因如此我們在世界很多地方同樣遇到不少社會的人都說多種語言：在家裏

說一或兩種，在鄕間說另一種，在商業上又說另一種而在外界較廣泛的政治及社

會組織內說的又是另一種的語言 。

與其他不同的文化接觸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可以令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有更大

的認知 。

在一次到印度旅遊的時候，我見到一個特別有趣的社會語言狀況，一如我剛

剛提及過的。就是在印度扎姆及克什米爾邦內的拉達克首府雷赫，當地一間酒店

的女經理能流利地說四種語言：印地語，烏爾都語，拉達基語及英語 。

本文爲作者於“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硏討會”上之發言，該研會由澳門社會科

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擧行。

＊行政曁公職司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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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是她驚人的語言能力，能以絕然不同的語系表達自己，相信她還可以

讀：
● 印地語 ——印度之印歐語，有其本身的字母，即迪華拿加利；
● 烏爾都語—— 印度接近印歐語，但有接近波斯語的亞拉伯字母；
● 拉達基語——西藏方言，亞洲韻語之一，有本身的字母，即藏文；

● 英語 ——印歐日耳曼語系，用拉丁字母 。

這種在亞洲很多地區或多或少相同的多語狀況使我們想起澳門這個多語言的

地方，同時也提出以下的問題：

在尤其像澳門這樣的一個多語言的環境裏，每一種語種的對比價值如何？其

角色及功能又如何？在中學及大學裏應採取何種的語言敎學及培訓策略，俾能滿

足在那語言環境內的市民在溝通上的需要？

二、語種及多語環境

概念

本文將使用若干的槪念：語種，雙語及語言分層。現簡單介紹如何使用這些

槪念 。

1 、語種

語音，文字及文法構成語種，使人類能藉此表達自己，讓別人知道其思想 。

方言亦有其語種 。

語言和方言的關係極端複雜，而用以區分兩者的準則很多時受政治、社會 、

文化、地理以至經濟因素影响更甚於受兩者本身的溝通理解因素所影响 。

事實上，語言的實況往往與政治、社會、文化或地理上的實況或意圖很不相

同 。

在區分語言和方言的問題上，一直採用相互溝通理解的槪念作爲主要準則，

語言具有語音，文字和本身的文法結構而方言則因地區或社會的不同而有別於前

者。換句話說，當一個人說一種語言而另一人說一種方言，即使語音、句法等有

所不同，兩人仍能互相溝通理解；而當兩人說兩種不同的語言時，則不能互相溝

通 。

然而，互相理解的準則明顯不能解釋某組語種中語言和方言的分別。否則的

話，葡語和西班牙語就算是不同的方言了，或其一由人爲定爲語言另一則爲方言

，同樣例子亦發生在瑞典語，挪威語及丹麥語方面 。

相反地，那些被稱爲中國的方言如官話、滬語，贛語，湘語、客家話、粤語

及閩語，其講法各異，彼此有不同程度上的溝通困難，這就應該稱之爲語言了 。

甚至在某些家庭裏說不同的中國語言比方言還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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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葡語及西班牙語，由於兩國的歷史，文學及文化都不同，這樣保障了彼

此在所屬的語言組別中的自主性 。

但對於中國的語言，本人認爲情況是完全相反的 。

撇除語言的不同，中華民族對共同的歷史遺產及文化傳統有一種強烈的歸屬

感，這可追溯自漢朝甚至更早的時代。此外，一如羅馬帝國，漢朝把其書寫文字

帶到每一個被她攻佔的地方，這種書寫文字一直留存至今沒有多大改變。

“不能低估漢字對統一中國文化的力量 ”①。

因此，本人用語種這個中性詞代替語言來表達與澳門這多語環境的關係，以

便分析粤言和普通話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價値，分析它們現在或將來所担當的角色

和功能。

2、雙語（多語）制

一直存在多種的定義及分類辦法以槪括世界上 多樣的雙語（多語）現象。

但在這些定義及分類中有一共同點，令到使用兩個或以上語言體系的不同“

世界”達到 有效的溝通②。

“故此雙語制並不是一種語言現象，其特性乃在於使用方面。它處理的不是

語種而是訊息。它不屬於語言範圍而屬於文字範圍 ”③。

語言層次

按照費古遜（F er gus on）④提出的觀念，人類社會口語中所講的語言有

兩個層次：其一爲正規的，稱爲“高”，另一爲鄉間或民間的，稱爲“低”。前

者爲一種政治語言，有社會文化聲譽並與歷史及文學遺產有關，文法上較複雜，

很多時在國際上已標準化及相對穩定；另一種則是在家中與親友交談時使用的非

正規語言，文法較簡單，着重語調，並不標準化。

三、語種及選擇辦法

“誰說什麼語言，向誰說，何時，在哪裏及爲甚麼說？”當費斯曼（F i sh－

man）⑤提出這些問題時便把我們帶到兩個重要話題上：語言使用的範圍及在雙

語或多語世界裏選擇某些語種的理由。

①R a ms e y ，S．R．：“中國的語言”，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新澤西，1 986年，頁1 8。

②Be a r d smor e ， H．B．：“雙語制：基本原則”，Mul t i l i ngua l Mat t er s L t d．， Avor

1 9 8 6 年 ， 頁 3 6 。

③同②。

④Ap p e l ，R．，M u y s k e n ，P：“語言接觸與雙語制”，E dwar d A r n o l d，倫敦，1 988

年 ， 頁 2 4 。

⑤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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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語環境可由下列因素產：

地理因素——因爲地理上鄰近的民族說不同的語言以及有需要展開溝通；

人口因素——某些情況下移民現象起決定性影响，如新加坡的例子；

歷史因素——例如軍事佔領及殖民過程，殖民者透過敎育把其語言留存下來

至 今 ；

經濟因素——商業集團的互相倚靠，透過優惠及共同市塲引入不同語言；

政治因素——例如出於緩和種族或民族之間衝突的需要。

上述一或多種因素使不同種族和語言羣體滙合和共存，建立多語的社會文化

網絡。這就是雙語或多語現象得以出現的條件。

並非所有現存的語種對使用語言的人都有相同價値。每個會說雙語的人按其

在社會上的角色及任務與每一語種的社會需要的對比價值進行選擇。

莫豪斯利爾（Müh l h aüs l er ）的模式包括了對這問題的不同研究，區分六

種功能和它的“效用”，根據這些效用可選擇一種語言⑥：

參考性功能 ——是指世界範疇內的各種對象，即使那些對象不屬語言

範 疇 ；

指示及槪括性功能 ——溝通及行爲的標準化，以便確保合作和效益；

表達性功能 ——個性的表達；

交際性功能 ——促進溝通、接觸及羣體的識別；

中介性功能 ——使用某一語言時知道該語言及其規則能被他人理解；

詩歌性功能 ——使用語言作爲自娛的來源及目標（嘲弄，雙關語，文

字遊戲）。

上述語言功能在某些範圍內由正規發展至非正規：

⑥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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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詳述語言功能的社會心理現象概念（或範圍）時（見圖一）：

撮要：在多語環境裏，個人有不同的語種可以選擇，每種有不同的功能，當然每個社會規

範涉及某種功能而每個社會事件需要有某種功能的特定表達方式。

【圖一】

來源：Lu i s Rodr i gues 里斯本新大學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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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有什麼語言環境

澳門並沒有關於其居民語言（單語，雙語或多語）能力的統計資料。

我們知道這裏有人講葡語，粤語，普通話，福建話，潮語，上海話，英語，

泰語，菲律賓語，緬甸語，日語及其他語言，但我們不知它們的使用範圍。

知道上述情況就能評估每一個羣體在使用語言及其融入社會及經濟方面的“

比重”。

以香港爲例，在保安部隊內推行敎授某些語種以使其人員能與位處邊境的羣

體或部門接觸，因爲他們事實上認識到這些羣體在社會組織中的重要性。

除了有需要取得有關澳門的語言狀況的正確資料之外，現在着重提出那些將

會在澳門未來佔主導位置的語種，澳門的居民將會按其功能而進行選擇：普通話

，粤語，葡語及英語。

普通話（漢語）

普通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語言，因此當中國在一九九九年後對澳門全

面行使主權時，普通話將會自然地超越粤語而成爲“高層”語言，按照費古遜的

分類學，普通話亦將在一個中期的時間內取代葡語在政府階層內“高層”語言的

地位 。

在社會心理現象方面，普通話將會代表着文化動力，權力，地位，秩序，制

度。說粤語的人對普通話一點不感陌生，彼此有一樣的歷史遺產，一樣的文化傳

統，一樣的文字，是一種“可理解”的語言。

在澳門的眾多語言中，普通話已經是重要的商業用語之一，亦是中葡澳之間

的政治及外交關係上的語言。

此外，澳人在外地取得的高等程度學歷，有七成都是來自以普通話爲官方語

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台灣。

故此，澳門政府將會有掌握流利普通話的中、高級人員。

粤語

粤語是澳門相當多的居民的母語，並在中小學的敎育制度內廣泛使用。它是

在家庭及學校內的社交語言，是朋友之間以及街頭上使用的語言。是一種“低層

”的，即非正規及內部的語言。

葡語

葡語是葡萄牙歷史存在的語言但無明顯融入社會。它是行政當局，法律及其

工作人員以及法院方面所需的最高層功能性雙語制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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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語是用語的其中一種，可以是一些機構羣體的用語，而爲着繼續存在，他

們必須能夠設想將來 。

也許就是這個有少許不同的語言令澳門有別於其鄰近地區 。

英語

英語是經濟上，商業上的用語。是英國在亞洲殖民的用語。因此，它幾乎是

亞洲的第二語言，也是科技上的第二語言。它是地球上一種活躍的世界語，皆因

它有其本身的一套文學，有其本身的一個歷史 。

所以，澳門將會是（事實上已經是）一個多語的地方，正如剛才解釋過，澳

門有四種各具社會功能的語言共存 。

但單指澳門是一個多語地區是不足的 。

澳門的居民擁有成熟和活的雙語或多語能力是必不能缺少的 。

因此，必需要有一個語言的計劃。這計劃必須包括一個官方語言政策的構思

及推行，該政策將訂定每一種語言的地位以及隨之而在澳門敎育制度內之安排。

我僅在此列擧兩個關於此點的問題：

1 、——中文成爲官方語言之後，確定其中的普通話究竟是否屬於“高層”語言

是很重要的。倘若是的話，在高等敎育的敎學語言就必須爲普通話了 。

如果我們接受粤語這個中文的“底層”語言維持作爲中小學的敎學語言

的話，就必須令學生們也能熟練普通話以便升讀高等課程 。

2、——一九九九年後葡語將繼續成爲官方語言，規定其學習範圍是重要的。

一如前述，葡語是在行政當局、法律及其工作人員以及法院範圍所使用的功

能性雙語制內的一種語言，那麼應該以什麼模式在中學內敎授葡語以令學生能繼

續升學呢？

是否明確地在中學敎育內設立一個不論與澳門或葡國的法律院校銜接的有關

法律方面的科目呢？

對語言多元化的具體認同是在敎育制度內的不同級別使用每一種語言而體現

出來，同樣亦在按每個語言在不同制度及溝通工具所代表的特有份量中體現出來 。

五、結論

⑦羅世賢：“在多文化環境裏進行管理：一種不同的管理一個不同的管理人”，《行政》第1

3 ／ 1 4 期 ， 1 9 9 1 年 1 2 月 ， 葡 文 版 第 4 7 7 頁 ， 中 文 版 第 7 2 7 頁 。

研究不同文化之間的問題可以令我們認同各民族文化相關性的實質以及對各

自不同的權利有逐步深入的認識⑦，在這方面必然涉及語言的問題，這也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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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討及分析的長期問題，而正是這個溝通語言的選擇使不同的人表明他的存在

或有別於周圍的人的一個最清楚的方式 。

維護單語及單一文化政策的社會極之可能變成爲種族優越主義的社會。其用

語就成爲表現該地區的領土以及從其他地區分隔開來的標記。也從這裏引發出對

提高民族及語言的同一性的要求，最終可能經歷多個漸進的差別，由狹隘的地方

主義至優越主義的神話 。

澳門以某個方式體現一種人性的新時代：一種基於來源單一及文化多樣的互

相倚賴一致的人性；一種自然會合的以及不同文化與語言廣泛溝通的並且懂得尊

重每一種個體面貌的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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