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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近十年或因某些族群的人口凋零，或因經濟發展的型態及趨勢改變， 

帶動該族群人口激增，或因異國通婚或工作上的遷徙等，此多重因素造成台灣

人口結構發生極大的改變。根據 2021年 3月行政院國情簡介官網公布的人口結

構顯示，臺灣住民以漢人為最大族群，約占總人口 96.45%，其餘包括河洛族群

(泉州、漳州、福州)、客家族群、戰後移民、原住民民族、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

少數民族、大陸港澳人民及外籍人士形成之新住民。 

 此一結構的改變，讓台灣語言更形多元化，而各族群因先來後到或口音異 

同，有些族群被冠上一些別稱，如河洛族群通稱為台灣人或閩南人、戰後移民 

則不分省分被統稱為外省人，諸多因素對身份認同產生了一些激化、分裂 

，尤其在政治與選舉操作下，族群融合與認同更產生了一些歧異，社會語言 

主流生態亦隨之改變。 

 本文將就語言型態與身分認同之解讀此一部分，加以研究，透過各族群間

尊重並逐步接受經過時空變異所產生的異質事實，並與新加坡多語言政策環境

進行對比、借鑒，縮小族群間對土地認知之衝突，達漸進融合之目標。 

 

關鍵字：語言型態、身分認同、外省人、新住民、野百合 

 

一、前言 

 

1.1研究動機 

 1965新加坡自馬來西亞脫離，獨立建國，五十多年間，此彈丸之地卻在今日

擁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樟宜機場，擁有將近十條機場跑道，海上亦控制了東南亞交

通的咽喉要衝，新加坡人口結構如此多元，三大種族間不論文化、語言、膚色，

均有著極大差異性，該國是透過何種政策，達成族群融合、經濟暢旺?從現實環

境及該國大型國家紀念日觀察，全國一致以英語發聲，國家認同明顯為新加坡人

民共同交集。反觀台灣卻因為群眾運動的抗爭而將梅花或是野百合，重新染色，

並賦上了新的定義。當你接近台灣的政治活動，不必細看，只要從他們使用的語

言，極大成份已可了解其政治立場。至於國慶唱不唱國歌或唱什麼歌，在台灣也

能成為觀察此一團體領導人政治意圖與傾向的重要指標。 

 今日台灣當地的華語已離開母土七十多年，產生在地化的變異實屬自然，況

且臺灣以漢族為主，其他族群人數所佔比例極微，理論上應極為容易融合，但事

實上有些語言間卻產生了相斥力，静相爭取主位；而戒借鑒新加坡，來自不同種

族、地區、文化的這朵胡姬花卻在新加坡的土地上，以英語為主，落地生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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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加坡與台灣外在條件相仿，但經過極為不同的語言政策，發展至今日，差異

卻極大。由語言視角加以檢視，是否國家團結興衰社會和諧與否，與語言型態與

身分認同間有著相關性，值得討論與解讀。 

 

二、研究方法 

採訪談與問卷並行的方式。訪談將此於各族群抽取數名代表方式進行，一般性的

習慣問題則採問卷調查。在河洛族群部分，受訪對象盡量設定在老年、野百合族

群、及二十歲的年輕世代。外省族群將以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進行採樣。客

家族群、新移民同樣以老中青三代完成採樣，原住民部分則分從原住民名稱改變

及姓名改變年代前後採樣。新移民則從外勞到移工前後族群採樣。 

 

三、新加坡語言政策與台灣語言政策的對比  

 

3.1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1.尊馬來西亞: 以馬來語為官方語言，是感情上的策略 

2.英語為工作語言:顧及現實與經濟發展的策略 

3.各族裔必須選擇母語為外語:文化保留及安撫少數族群的策略。 

 

3.2台灣的語言政策 

1.獨尊華語: 60年代開始，為普及教育採行說國語運動，但手段過於強勢，執行

面因強迫學習，引起閩南語族群語言滅絕的危機意識，當時敢怒不敢言，但卻埋

下後來分裂衝突的引線。 

2.強迫英語為第二外語:台灣為全球唯一未經殖民，卻強迫學習英語，列入各級學

校語言課的課綱。 

 
四、新加坡語言政策與台灣語言實際發展狀態級造成之影響 

 
新加坡是一個多語言社會，1957年透過人口普查其語言多達 33種。（2017吳英

成、馮耀華），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語言來自三大不同民族。台灣雖在語言數

量上，若計入各省方言與原住民語言至少六十多種，亦極為龐大，且使用的屬近

親語言，發音雖不同，但在書寫上幾乎一致，本應更易融合與認同。但事實上卻

是語言造成社會的涇渭分明。 
 

4.1以英語文工作語言，新加坡得以廣納全球菁英，於新加坡經濟一環多所貢獻。 

  (補內容，未完成) 

 

4.2語言差異轉換成意識型態:在政治動員中，以語言為自動歸隊的穿雲箭。 

(補(補內容，未完成) 

 

4.3語言地位對認同的影響 

(補內容，未完成) 

 
  
4.4 自我身分的趨光性認同建構 



(補內容，未完成)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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