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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文化語言學與普通話教學  

 
張 銳  

 
(1997年 4月 13日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國情文化語言學與普通話教學學術講座」演講稿) 
 
  依照教統會《第六號報告書》的建議編訂的，且於一九九八年開始全

面推行的《普通話科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綱要」)，是一個頗具里程碑
意義的文件，雖然它還要在實踐過程中改進，但其改革課程的勢頭，迎接

九七回歸大潮的預見性和綱要所顯示的對全港推廣普通話熱潮的極大推動

力，確是非常明顯的。 
 
  下面謹就「新綱要」中涉及國情文化語言的習得問題及其對改革當前

普通話教學的指導意義，談些個人意見，以求指正。 
 
一、教普通話不能脫離民族文化背景  
 

「新綱要」指出：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學習語言如果只強調工具

的掌握，而忽略了文化的學習，仍未能真正掌握該種語言。本港

普通話科的教學，一方面使學生掌握語言的技能，另一方面也增

強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歸屬感、認同感。 
 
 這種說法既有言語習得的理論依據，也有言語教學的實踐印證。 
 
  眾所周知，語言是維繫一個民族的最根本的紐帶，也是民族文化認同

的最重要標誌。普通話，不僅是漢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也是長期以來

漢民族文化沉澱的成果。所以教會學生能聽、能講普通話，就不可能脫離

開這種語言負載的豐富文化內容。如果教師不教給學生語言背後的中國文

化特有的意念、情味，如果學生仍然對這種文化缺乏歸屬感和認同感(而這
正是長期殖民統治的後果)，那麼教師就不可能教好普通話，學生也不可能

真正學好普通話。 
 
二、文化語言學對我們的啟示  
 
1. 近年來，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早已啟示我們：語言教學絕對不能忽略語

言人際交往中的文化要素。 
 
  因為在人際交往中除了有角色關係、話題、交際媒介等顯性社會要素

之外，還有包括我們中國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為準則、生活習俗、價值

觀念等隱性文化要素。而這種文化要素(又稱「文化底蘊」、「文化烙印」、「文
化色彩」)常在語言交際中作為深層結構來規範和制約著交際用語。專家們
認為：這種文化因素可分三大類，即精英文化(又稱概念文化，表現在有關
哲學、文學、藝術、音樂、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詞匯和知識背景)、俗文化(又
稱世俗文化，表現在民族特殊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人際關係、價值觀

念等方面的詞匯和表達方式)和國情文化 (表現在一個國家特殊的社會制
度、政治活動、國情狀況等方面和詞匯和表達方式)。 
 
2. 「新綱要」在「增進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教學目標下，列出要中、小

學生掌握兩方面的內容： 
 
(一) 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交際用語(諸如：謙敬語、委婉語、禁忌語、邀請語、
感謝語、祝頌語、許諾語、拒絕語、約會語、寒暄語等)； 

 
(二) 瞭解中國文化的背景(如認識中國的傳統節日習俗，認識典故、俗語、

格言、歇後語，認識傳統文化藝術，認識風光名勝等)。 
 
  前者是讓學生直接學習普通話的詞匯，後者是讓學生瞭解這種語匯的

文化背景。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互為補充的。 
 
 
3. 「新綱要」亟待補充非常重要而又必要的一個方面──中國國情文化

內容。 
 
  反映這方面內容的普通話詞匯不僅數量多，而且是動態、發展的。學

生如果只瞭解一般的俗文化口語詞匯(這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不大瞭解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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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情文化詞匯，那怎麼能融入中國大家庭呢？下面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甲、 反映中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活動的普通話詞語，如：人大(人民代表大

會)、政協(政治協商會議)、六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中央委員會全
體會議)、黨風(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在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方
面的作風)等緊縮語(又稱縮略語)；學雷鋒、精神文明、精神污染、「兩
手抓，兩手都要硬」、紅頭文件等等。 

 
乙、 反映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普通話詞語，如：承包、個體戶、萬元戶、

大款、鐵飯碗、創收、挖潛、一平二調、釘子戶、高精尖、拖垮、第

二職業、待業、盲流、理順關係、有償服務、網點、農貿市場、關停

併轉、農轉非、扶貧、技改等等。 
 
丙、 反映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的普通話詞語，如：關係網、關係戶、走後

門、批條子、官倒、索賄、二道販子、軟散懶、獨立王國、倒爺、假

冒偽劣、現官不如現管、擠佔、肥缺等等。 
 
  前面這些反映中國國情文化的詞語只是隨手略舉的，如果我們將這些

詞語按一定的類別歸納，從中篩選出常用的(在新聞聯播中經常出現、到中
國內地時經常聽見)，且按學生的年齡段(初中到高中可逐步多學一點)來安
排，那麼學生就會逐漸進入這個闊別多年的現代中國，才能真正做到聽懂、

會說當代同胞講的普通話。 
 
4. 也許有的教師會說：「反映中國文化心態的詞語可能沒那麼多吧！」其

實，從用語範圍的廣度和用語表達的深度來看，確有不少很有意思的

內容可學。除了「新綱要」列出的十幾種交際用語 
 
以外，還有下述一些。 
 
甲、 問候語，如：「吃飯了嗎？」「出門啊？」「上班去啊？」「您這是上哪

兒去啊？」「有日子沒見了，您好啊？」之類。 
 
乙、 致謝語，如：「讓您費心了！」「給您添麻煩了！」「真得好好謝謝您！」

「多虧您了！」等等。別人向你致謝，內地人常說「別客氣」「您可別

見外」「這是我應當做的」「瞧您說哪去了」等等。 

 
丙、 對稱讚語的答語。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心態以謙虛為得體，而外國人卻

不這樣。如對方用「你的普通話說得不錯呀？」回答常常是「不、不、

我說得不好」或「您過獎了！」，還可能說「馬馬虎虎，能湊合說幾句」

之類。 
 
丁、 建議語。外國人常真接說出對某人、某事的建議，而中國人卻客氣得

多。如：「我有點不大成熟的看法⋯⋯」「給您提點參考性的意見⋯⋯」

「是不是您可以這樣做⋯⋯」或「我再給您補充一點⋯⋯」等等。 
 
戊、 特指語。帶有特殊文化內蘊的詞語。如「你甚麼時候請吃糖啊？」或

「甚麼時候請吃喜酒啊？」(詢問婚事的特指語)：還有像「馬大哈」「事
後諸葛亮」「先給你們下點毛毛雨」「鴛鴦樓」之類。 

 
5. 再有，那些反映中國傳統文化脈絡的詞語，確有許多豐富的內容。僅

以禁忌語和避諱語中的個別詞語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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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避諱說「死」的用語 
 

古語婉稱 
(舉例) 

現代書面語婉稱 
(舉例) 

普通話口語婉稱 
(舉例) 

物故 逝世 這人沒了。 
長眠 去世 過去了。 
就木 謝世 上西天了。 
作古 辭世 回老家了。 
歸去 過世 吹燈了。 
一命嗚呼 成仁 

(為正義而死) 
不在了。 

玉碎 殉職 
(為執行公務而死) 

見馬克思去了。 
(北京俗語) 

盡忠 犧牲 
(為公而死) 

永遠離開了我們。 

全節 獻身 
(為事業而死) 

不在世上了。 

盡瘁 「心臟停止跳動」 
「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他到底解脫了。 
歸天了。 
玩完了。 
沒挺過去。 
(尚有十餘種土俗說法) 

 
  提起禁忌用語，又有幾種類型，但不一定都要編入普通話教材。 
 
1. 諧音禁忌。如口語中避讀「殺」「鬼」「宰」「離」「散」等字音的同音

字，在廣大民間還是這樣。 
 
2. 生活用品禁忌。如買神像不能說「買」，要說「請」：買醋要說買「忌

諱」等。 
3. 行業禁忌。沿海漁民忌說「翻」「沉」等字眼，盛飯說成添飯，因為「盛」

諧「沉」音。 
 

  和禁忌語相匹配的還有大量吉利語，反映了中國大眾的理想、願望和

價值觀念。如：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前程萬里、馬到成功、

金玉滿堂、吉祥如意、開門見喜、雙喜臨門、萬事如意、心想事成、合家

歡樂、歲歲平安、吉慶有餘、升官發財之類。這些民間吉利語也可言適當

地讓學生學一些。 
 
  總之，普通話教學要與中國文化的學習有機結合，確是本港未來普通

話教學的一大特色，也是課程改革的一大發展。我們應當朝著這個目標多

做研究，多做安排，把普通話課上得更深廣、更有活力。 
 
三、普通話教學的新熱點  
 
  隨著香港回歸祖國歷史時期的到來，普通話教學必然面臨一個挑戰：

如何恰當地安排國情文化內容，讓學生學到現代中國人必須瞭解、掌握活

的普通話。這必然是未來普通話教學的新熱點之一。 
 
  當務之急是，趁各出版社正在編寫普通新教材之機，要求做到：把必

要的國情文化詞語滲透到課文之中，也可以安排專門的學習單元加以落

實，再通過聆聽練習、言語交際情境練習、課外活動等教學形式予以實施，

這一定會打破以往「購物」、「小吃店」、「去銀行」、「乘車」等常見課文模

式，給普通話教學內容增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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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試做些教學設計，供各位老師參考： 
 
(一) 交際情境演練法 
 
    把學生分組，以相互寒暄待客的形式，學習下列客套話和謙敬辭： 

 
(表二) 客套話和謙敬辭 

 

編號 交際情境 
客套話/ 

謙敬語 
編號 交際情境 

客套話/ 

謙敬語 

一 看望別

人時說 
拜訪/求見 十一 求給方便/ 

請人讓路 
借光 

二 初次見

面時說 
久仰/很高
興認識你 

十二 向人祝賀時
說 

恭喜/ 
祝賀 

三 好久不

見時說 
久違/有日
子沒見了 

十三 請人勿送時
說 

留步 

四 麻煩別

人時說 
打擾了/給
您添麻煩

了 

十四 歡迎購買時
說 

光臨 

五 陪伴朋

友時說 
奉陪 十五 賓客到來時

說 
光臨/ 
歡迎 

六 等候客

人時說 
恭候 十六 中途先走時

說 
失陪 

七 請人批

評時說 
指教/指點 十七 讚人見解時

說 
高見 

八 請人原

諒時說 
包涵/對不
起 

十八 問老人年齡
時說 

高壽 

九 求人解

答時說 
請問/請開
導 

十九 謝人讚揚時
說 

哪裏 

十 求人幫

忙時說 
麻煩/請幫
我 

二十 別人謝你的
幫助時說 

不必客

氣 
 
 

(二) 語素組詞成串教學法 
 
    從一些組詞能力特強的常用語素中，選出能組成國情文化背景的

高頻詞語，將其編在課文中，學生一學可以學一串，易學易記，可收

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表三) 吃(按語用分類) 

 

類 別        常用口語詞舉隅 

國情詞語 吃國家/吃工資/吃老本兒/吃皇糧/吃大戶/ 
吃勞保/吃小灶/吃請/吃父母/吃閑飯/吃透 

民俗文化詞語 吃香/吃得開/吃偏食/吃香喝辣/ 
吃虧/吃苦/吃醋/吃緊/吃勁/ 
吃不開/吃不來/吃不上/吃不消/吃不住/吃不準 

 吃軟不吃硬/吃一塹，長一智/ 
一口氣吃不成胖子 

 
 
(表四) 眼(按詞性分類) 

 

類 別         常用口語詞舉隅 

名 詞 眼珠子/眼眶兒/眼窩兒/眼皮/眼圈兒 

形容詞 

比喻詞 

眼巴巴/眼饞/眼福兒/眼紅(紅眼病)/眼見得/眼熱 
眼花/眼生/眼神/眼熟/眼力/眼光兒 /眼尖/眼中釘/
眼珠子/眼見得/眼界 

 
 
(三) 民俗文化分類教學法 
 
    把口語交際中常用的詞語，按民俗文化詞語的使用場合、對象和

範圍進行相對分類並適當地編入課文中，從小學到中學由淺入深，由

易到難地排列。下面僅以客套話、敬詞為例。其他還有祝詞、婉詞、

謙詞美稱、別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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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客套話 

 

分類          常用客套話舉隅 

一 包涵(輕聲)/怠慢 
二 小意思/不成敬意/不足掛齒/略表寸心/您別笑話/ 

笑納/破費/不好意思/您見外了/承受不起 

分類          常用客套話舉隅 

三 屈尊/勞駕/麻煩/借光/打擾/代勞/幸會/賞光/多勞了/ 
受累了/操心了/費心了/勞神了/久等了 

四 敢問/告罪 
五 高攀/厚愛/錯愛/嫌棄(輕聲)/托福/栽培(輕聲) 

 
(表六) 敬詞 

 

分類          常用敬詞舉隅 

大 大伯/大爺/大哥/大侄子/大小姐/ 
大號/大恩/大駕/大名/大師/大壽/大才/大作 

高 高徒/高足/高齡/高壽/高就/高見/高抬貴手 
恭 恭候/恭請/恭迎/恭祝 
光 光顧/光臨 
老 老人家/老大伯/老爹/老一輩/老伙計/老大爺/ 

老哥們兒/老兄/老弟/老將/老壽星/老學者/老師傅/ 
老大娘/老大媽/老嬸子/老姐妹兒 

 
 
(四) 國情文化詞語教學法 
   普通話科無意取代「公民教育」「社會」課，但又要因地制宜地將

國情文化詞語中聆聽、講說中常用的口語詞做為學習的重點。例如：

收聽中央台「新聞聯播」中常提及的國情詞語、香港學生到內地參觀

旅遊時溝通用的詞語等等。以內地攝製的「國情普通話 100分」音像
教材為例(正攝製中)，他們以香港青年學生到內地參觀的形式，邊看、

邊學習有關國情文化方面的詞匯，寓學習語言於活動之中，學得輕鬆

活潑而且有效。課文有：「狀觀升旗儀式」「學唱國歌」「管理十二億人

口的國務院」「一國兩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看解放軍隊列表演」

等。課文裏面有生動的詞語解釋和正音練習、句式變化練習，答題全

對者可得 100分，學生可用自看、自學、自測的方式學習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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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教授主編、參與編著的主要著作有：《教師口語普通
話口語、交際口語、教師工作口語》、《教師口語訓練手冊》、《語

文教育學》、《心理學大辭典‧語文教學心理》、《初中語文學習

詞典》、《高中語文學習詞典》、《國內外教師口語課程設置與研

究》、《漢語口語研究述評》等二百多萬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