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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癌蔓延　語文能力下降語言癌蔓延　語文能力下降

2015-03-22  記者 謝宜寧 文

「語言癌」這個名詞近來廣泛受到大家的討論與重視。許多學者也紛紛在媒體上發表自己的論點

，擔憂現代人這種「不正確」的語言表達方式將導致語文程度的下滑，並將此現象歸因於網路用

語的普及與媒體人的語文素質不良，更認為必須加強學校的國文教育；另一方面，有許多人則認

為語言會隨著時代而演變，現代人只不過是照流行用語來說話罷了。將「語言癌」定義為「語文

能力」不好的這個說法，引起社會上不同立場的熱烈討論。

 

語言癌擴散　語言癌擴散　冗言贅字增生冗言贅字增生

「語言癌」是指在口語或書面表達上普遍存在用法不當的現象，例如話語中的冗言贅字過多、言

語邏輯不通順、詞不達意、英式中文等。日前引起網友熱議的為冗言贅字的使用，如「下架」常

會被講成「進行一個下架的動作」，但依據國文文法分析，「下架」本身就是動詞，並不需要將

之轉為名詞、再加上「進行一個‧‧‧‧‧‧的動作」；「驕傲」一詞為英文的“pride”的翻譯，

在中文裡原本是屬於貶義詞，但在英文屬於中性詞，因此隨著不當的翻譯，變成同時可當作褒義

詞與貶義詞的錯誤用法。

「語言癌」為中文文法不正確的使用現象。（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臺灣文學家余光中也曾指出，語言癌與中文的「惡性西化」有很大的關係。現代人只看翻譯小說

，不再看用字精簡的中文經典，花時間金錢去學英文，結果不但英文沒學好，反而忽略了中文的

重要性。再加上電視與網際網路的推波助瀾，讓這種「病態中文」成為一股時尚的潮流。

這種不符合文法邏輯的語言表達被認為是語言的「癌細胞」，在現代社會中持續擴散，甚至已經

由口語的表達轉化為文字的語法。社會大眾為了跟上流行而開始普遍使用，大家對這種語言的用

法也已經感到見怪不怪。

 

隨時代演變　語言癌不是病隨時代演變　語言癌不是病

然而，臺灣小說家朱宥勳則在網路專欄上發表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世界上根本沒有「正確」的語

言，只有「適合」的語言。撇開文學語言的修飾特性，日常生活的用語，愛怎麼講就怎麼講，沒

有一定的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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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黃馨儀黃馨儀

本周為喀報第二○八

期，共有二十四篇稿

件。主題由國內延伸

至國外，從生活衍伸

出議題，取材相當多元化。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陳致穎陳致穎

想要和矛盾談一場轟

轟烈烈的愛情， 還
要展示收藏的荒唐和

瘋狂， 然後摻入極
端的黑與白醞釀， 慢慢享受這種
特殊的烈酒的香醇。 有時候覺得
不可思議，有時候覺得有何不可。

到底怪還是不怪，我也不知道。

但這終...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李恬芳李恬芳

我叫李恬芳，交大傳

播與科技系的學生。

喜歡音樂、電影、攝

影、插畫等藝術類的

東西。比較慢熟也比較怕生，所以

有時會給人冷冷的印象，其實內心

感情豐富，也喜歡跟朋友說笑打

鬧。有時隨興，有時卻又有點完美

主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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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小說家朱宥勳於個人社群網站上發表對於「語言癌」的看法。

（圖片來源／一頁新聞）

舉日常生活中的實例，餐廳的服務生說：「現在為您進行一個點餐的動作。」與直接說：「請點

餐。」兩者之間的語氣就有明顯的差異，前者聽起來較恭敬、禮貌；後者則有一種命令的感覺。

由此可知，符合文法邏輯的語言只能正確的表達出文字的表面意思，反而忽略了文字背後所代表

的情緒，人們想要準確地向對方傳達「心裡話」，往往仍需透過多餘的字詞來表述。

文學寫作和口語表達其實並不能完全地畫上等號，人們不會將文學寫作的文法與格式應用在日常

生活的對話經驗中。仔細檢視日常生活用語，確實有出現許多贅字與錯誤文法，但一般人卻不會

因此聽不懂對方的話語，而導致溝通不良的情況發生。顯然「正確性」並不是現代人口語溝通的

必要條件。

除此之外，語言癌的病徵為「不正確」、「不簡潔」的語句，但所謂「正確」與「簡潔」的語句

卻未必符合時代潮流。如一九一○年代由文學作家與學者發起的「新文學運動」，是對古代中國

文言文的改革運動，之後白話文便逐漸取代文言文，成為「新文學」。即是屬於文學隨著時代發

展，自然演變的最佳範例。

 

閱讀習慣改變　語文能力差閱讀習慣改變　語文能力差

姑且不論語言癌是否為專家學者的誤診，臺灣學生的語文能力下降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隨著網際

網路的發達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現代人的閱讀習慣開始逐漸改變，更大大影響了說話的方式。

根據《遠見雜誌》於二○一四年對臺灣民眾進行的「全民閱讀大調查」的結果中顯示，國人的閱

讀風氣正在下降，在購書量、閱讀時數和購書經費等項目，都比二○一○年的數據低。其中國人

每週閱讀的時間總平均，從二○一○年的3.06小時下降到二○一四年的2.76小時，從一個月2.0

2本書退步到1.7本。每日上網的時間反而由二○一○年的1.28小時上升至二○一四年的1.44小

時，上升的幅度可看出網路的衝擊導致現代人閱讀時間被滑手機與上網的時間瓜分。

臺灣國民的閱讀時數普遍下滑，其中以十八至十九歲的族群下降最多。

（圖片來源／遠見雜誌）

社群網站和通訊軟體近年來蓬勃發展，由於它們強調訊息往來的即時性，尤其是貼圖類型的新型

溝通方式興起，既快速又能有效表達心意的特點使其逐漸取代文字，成為現代主流的溝通模式，

導致現代人愈來愈不習慣閱讀文字。閱讀時間的不足，也間接造成了語文能力的惡化。

 

搶救語文大作戰搶救語文大作戰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進一步了解「語言癌」這個熱門的議題之後，也研擬了因應的措施，強調必須

活化學校的語言教學。教育部於二○一四年十一月公告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更已經將溝通表達能力列為核心素養。學者專家也認為，從小學到大學的老師都要引導學生多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xn--4gq171p.com/p.php?list=1KbHDAft&t=%E3%80%8C%E8%AA%9E%E8%A8%80%E7%99%8C%E3%80%8D%E3%80%80%E6%9C%B1%E5%AE%A5%E5%8B%B3%EF%BC%9A%E5%9C%8B%E6%96%87%E8%80%81%E5%B8%AB%E4%BD%A0%E5%80%91%E9%8C%AF%E4%BA%86
http://www.gvm.com.tw/event/2014read/status.html


Powered by  DODO v4.0
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
© 2007-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

「烏龍公投」行不行「烏龍公投」行不行

臺灣從實施公投法至今，成案的公投皆因未達
50%投票門檻而被否決，被戲稱為「烏龍公
投」。

歷久彌新　手腕上的幸運歷久彌新　手腕上的幸運

幸運手鍊近年的熱賣，體現了客製化概念與感
性行銷手法的成功，也讓人們藉此重新正視送
禮背後隱含的意義。

閱讀，並在課堂上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提升整體的語文素質。

除了國民教育之外，業界開班授課的「說話課」也成為現代社會熱門的課程之一。為了矯正現代

人語言的不當使用與加強與人的溝通技巧，愈來愈多人願意花時間金錢去學習如何正確地說話、

如何清楚地傳達自己的意思與情感以及如何成功地搭起溝通的橋樑，期望能夠改善口語的表達能

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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