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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學研究到客語傳承　葉瑞娟 
2020-09-06  記者 汪彥彤 報導 

「語⾔」在⼈類⽣活中扮演重要⾓⾊，藉由語⾔，我們得以溝通、累積知識並傳承文化，所以

「語⾔學」應運⽽⽣，成為⼀研究學⾨。然⽽，語⾔裡有什麼可以研究？要如何研究？國立清華

⼤學台灣語⾔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葉瑞娟，在語⾔學裡不斷挖掘值得探討的現象，針對⾃⼰

的⺟語客家話進⾏不同⾯向的觀察與分析。

 

誤打誤撞遇⾒語⾔學

葉瑞娟的研究領域與專⻑為客語的語法，如客家話的結構、詞彙語意以及⾔談功能等。她深入剖

析客語，將焦點放在某常⽤或不常⽤的詞語或句⼦結構上，觀察這些⽤語在不同時期中被使⽤的

情形。除了單獨研究客家話內部的結構之外，她也將客語與國語進⾏比較和分析，研究兩者之間

的異同。

▲ 國立清華⼤學台灣語⾔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葉瑞娟，研究領域主要為客語語法。（圖／汪
彥彤攝）

從⼤學到現在，葉瑞娟投入語⾔學這個領域已有⼆⼗多個年頭，回想起當時選擇這條路的原因，

她笑笑地說：「我最拿⼿的科⽬其實是數學，那時候填志願前前後後都填經濟系，沒想到卻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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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的清⼤外語系。」⼤⼀的時候讀了⻄洋文學概論等外國文學後，她發現東⻄⽅文化和價值觀

差異很⼤，⻄⽅的文學很難和⾃⾝文化做連結，所以對未來感到茫然，不知道能往哪個⽅向發

展。

然⽽，升上⼤⼆後，她接觸語⾔學概論，這⾨學科重邏輯思考，對葉瑞娟來說如⿂得⽔，也因此

找到了⾃⼰的興趣。語⾔學就像⼀盞明燈似的，為她指引接下來的道路。問到為什麼要特別針對

客語做研究，她說：「除了⾃⼰是客家⼈⽽對這個語⾔比較有語感之外，以台灣現狀來看，研究

客語語法的⼈少之⼜少，因此希望⾃⼰能對這個領域有多⼀點貢獻。」

 

閱讀文獻　看⾒新的視野

做研究時，發想題⽬的這個步驟很關鍵，葉瑞娟更進⼀步說明：「多讀文獻很重要，因為概念是

『⼀個帶⼀個的』，某篇文章的⼀個概念會牽動我的某個想法，然後幫助我發展另⼀個概念。」

她常叮嚀學⽣不要坐在原地空想題⽬，因為那種⽅式想到的東⻄會比較粗淺，比較好的做法就是

讀⼀篇⾃⼰感興趣的文章，邊讀邊思考，讓想法慢慢成形，最後才能找到較扎實且⾯向較廣的題

⽬。

另外，她還提到⾃⼰很喜歡學不同的語⾔，因為學習的過程中，有些語⾔規則或現象會給她⼀些

啟發。例如有次她寫了某篇文章，得到的靈感來源竟是冰島語，她從沒想過客家話和冰島語之間

會有什麼關聯，雖然兩者乍看之下不太⼀樣，但背後的語⾔規則或研究動機是很相似的，可以互

相對照使⽤。

▲ 葉瑞娟平時喜愛閱讀，從文章中汲取研究靈感。（圖／汪彥彤攝）

 

客語研究　語料庫是最⼤挑戰

在語⾔學研究中，語料庫是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它是由書⾯、⼝語等現實⽣活中，關於該語⾔

⽤法的所有文本彙集⽽成，蒐集⽅式包括採訪、收錄客家電視台的聲⾳、轉寫客家戲劇的台詞

等，研究者可透過該資料庫進⾏檢索、分析和比對。葉瑞娟談到，研究語⾔時遇到最⼤的挑戰就

是建立語料庫，因為很多客家話的⽤字仍無法被電腦辨識，需要多花很多⼈⼒和時間去慢慢檢

索，例如「？」（我）是近⼀、兩年才慢慢可以⽤電腦打出這個字，以前還得⽤圖片檔的形式呈

現，不僅無法被系統辨識出來，格式還容易跑掉，成為研究的⼀⼤不便之處。

另外，也因為客語⼝⾳很多，所以語料庫的建立變得難上加難，需要時間擴展到較完整的規模。

葉瑞娟還提到，越來越少年輕學者做客語研究也成為該領域的⼀⼤限制，畢竟研究者本⾝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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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客語能⼒，⼜要有耐⼼和興趣分析⼀條條的語料，真的很不容易。

儘管研究客語這條路有諸多艱難的地⽅，葉瑞娟仍保有興趣及熱情。寫博⼠論文的時候，她發現

⾃⼰真的很享受研究。她還記得，那時候論文已經寫了⼀半才突然決定換題⽬，因為寫著寫著，

發現⾃⼰好像沒有照著原本的⽅向⾛，於是⾺上踩煞⾞，轉往另⼀個⽅向繼續寫。她說：「做研

究時常會有預期的⽬標，但過程中可能會有很多事情沒辦法順著⽬標前進，就很像你開⾨出去，

你也不確定今天會⾛到哪裡。因為（我）個⼈蠻隨興的，也比較喜歡⾃由，所以很喜歡這種⽅

式，不會強迫⾃⼰要照著⽬標⾛，遇到了就解決它。」

 

語⾔教學與文化傳承的完美平衡

葉瑞娟在《客家話「好」及其搭配成份之研究─語料庫之應⽤》⼀文中提到，相較於國語文或華
語文，客語教材的編寫和研究仍遠遠不及，因此該研究希望能為客語教學與語⾔傳承帶來貢獻。

她談到，語⾔沒有分⾼低，每個語⾔有它的特點。客家話特殊的地⽅是，其他漢語⽅⾔都是以某

個地⽅為根據，所以發展出的語⾔不會有差異太⼤的⼝⾳，客家卻沒有固定的根據地，所以同樣

都叫客家話，不同地⽅就會有不同的語法特點，因此研究者可以⽤這些特點去建立語⾔系統，並

將它與其他語⾔的研究成果做比對。

針對客語教材和教學，葉瑞娟說：「如何取得語⾔教學和文化傳承之間的平衡是⼀重⼤課題。」

舉例來說，義⺠祭是重要的客家文化，但在教材編寫上若無法讓學⽣學到⽣活中⽤得到的字彙，

就得稍做修改。從語⾔教學的⾓度來看，詞彙需要分級、句型需要編排，但有時編輯者可能沒有

意識到需要將句型及⽤詞的難度分級，只是很表⾯地將文章⻑度拉⻑，這就有失語⾔學習的系統

性。她強調，以第⼆語⾔的⾓度去看，每⼀課都會有⽬標設定，學習能⼒隨年級堆疊，但如今客

語語法的體系，還沒很完整，所以還需要更多⼈進到這個領域來幫忙，讓研究完善客語的教材和

系統。

▲ 葉瑞娟對語⾔學保有研究的熱情。（圖／汪彥彤攝）

「這個領域需要更多⼈才和有熱⾎的青年！」葉瑞娟滿懷期盼地說。雖然客語研究是⼀條漫⻑且

不輕鬆的路，但只要有熱忱，不僅能收穫滿滿，還能為語⾔傳承盡⼀份⼼⼒，那是在美好不過

了。

 

【⼩檔案】葉瑞娟

學歷：國立清華⼤學語⾔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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