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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本土华语，由于融入大量的汉语地方方言、马来语、英语词汇，每每令初来乍
到的外地华人只能“听其音，猜其意”，久而久之才逐渐领会词汇的含义，不便之余也会
产生不以为然的评价。 
  本地华文报章时有有关华文华语推广、本土华语的地位等相关的见仁见智的讨论。可
见在政府大力推广讲华语运动、提升华文地位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本土
华语与标准华语之间的差异和碰撞，自然而然地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的考虑。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这决定了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人
类社群之间交流的工具。受到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人类的语言五花八门，
甚至千奇百怪，目前有数百种语言。而源于生活的特质决定了语言成为人类文化的载体，
记录着人类创造出的文明。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首先要了解这个地方的语言特
色。移民社会的特点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得新加坡华语经过180年的演变，已经形成了独
具地方特色的语言。只要你置身新加坡，体会到各种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影响，体会到双
语甚至三语、四语新加坡人的语言运用，就不难理解本土华语的独特性。 
  新加坡华语记录的是新加坡华人乃至其他族群的生活变迁、社会变化、文化融合的历
史。正因为它独特，所以才无法为其他语言所替代。从实用性的角度看，本地华人操着本
土华语虽然不少与标准华语相比，语法、语音、结构上都有所偏差，比如“你走先”、
“我有去过这个地方”，但在整个新加坡社会之间交流上没有形成障碍，更形成了一种族
群的认同感。 
  中国目前是以普通话为标准华语，这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
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并非单由1956年中国国务院
推广普通话始，实际上自元朝时北方中原语系就作为推广的语言使用，后来的“官话”就
指此。 
  因此，北方语系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历史基础和使用基础，后来历朝历代都以北方语系
为统一的语言也就顺理成章了。即使如此，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方言纷
杂。语系就有中原语系、吴语系、南方语系等数种，56个民族的语言也各不相同。而即使
会讲普通话的人，到了其他讲方言地方，也常常会听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
云。尤其北方语系的人到了吴语系或南方语系，如同听外语一般。因此，从语言运用的角
度，也有不少地方的人将方言化入普通话，基本上可以被听懂。 
  从普通话词汇的发展来看，由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所决定，它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吸
收外来影响和演变的过程。比如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就出来了“下海(经商)”、“走
穴”、“款爷”、“皮包公司”等新词，由此可以透射出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 
  而60、70年代中国创造的诸如“阶级斗争为纲”、“三反五反”、“坐飞机”等带有
鲜明时代特色和政治意味的词汇，更是社会的缩影。也许今后再也不会有条件使用这些词
语，但当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没有了那种环境的经历，很难理解词汇背后的深层意
义。 
  因此，已经有地方出版了《中国政治术语词典》，以作为语言学和政治、社会、文化
研究的资料。这些也是标准华语的一部分，但除了研究之外，似乎没有推广和学习的必
要。正如标准华语中也存在创造阶段性、地域性的新词汇一样，新加坡华语中“货车”叫
“罗厘”、“基层领导”叫“领袖”，这些地方特色的词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横加非难
了。 
  然而，本土华语也有其薄弱的地方。再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由于新加坡地少国小，
不管是在国内或出国，避免不了会和许多外地区的华人进行交流，对新加坡文化社会背景
不熟悉的人，就很难及时理解新加坡华语的一些含义，影响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功能。 
  这其中也有着文化实力强弱对比产生的原因。由于新加坡华文华语的影响力小、影响
面窄，自然在国际华文交流中受阻。道理很简单：别人没有接触你华文华语习惯的机会。
比如香港，在80、90年代枪战片、言情片及流行歌曲还有武侠、言情小说红遍大陆的时
候，大陆自然就接受了不少香港语言的表达形式，最后更会收录到修订的《汉语词典》中
去，成为标准华语的内容。 
  上海是中国的大都市，虽然吴语系的语言不好懂，但很多外地人都会夹杂着几句“白
相白相”或者“阿拉如何如何”。这就是一种文化实力。因此，本土华语的生命力在于综
合提高华语水平和华文文化内涵，而这需要政府和学界的共同努力。 



  重视本土华语的文化意义，首先要重视对本土华语的研究整理，新加坡至今仍没有一
本系统介绍本土华语的辞典或对比手册，不能不是一种缺憾。语言产生和应用既然有其空
间，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而学者和语言研究人员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些语言存在的理
由，并加以归纳和整理，经过理性的比较和研究之后，对本土语言的提升和与外部华语环
境的融合作出贡献。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流的工具，但它的重要功能更应该是人类创造文化、理解艺术、
发明科学的工具。从人文角度讲，要致力于使人们在运用语言的时候，能够体会它带来的
艺术享受和人性魅力。我们通过语言欣赏文学、感受文化内涵，这就不是交流功能所能及
的了。 
  因此，作为一种语言，我们也还要致力于将本土华语发展成为能够创造出优异的艺术
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深邃的影剧形象的土壤，目前这种以方言、其他语言和部分标准
华语，以实用为目的糅杂在一起的语言，还不足以产生出强烈的文化冲击力。因此必须注
重与外部华语的融合、交流、学习，在实用之外多注入带有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思考
内涵在内的华文文化，这才是发展华文、多讲华语的主旨，否则只是徒具皮囊。 
  因此，本地学界任重道远，在引导、分析、研究本土华语上责无旁贷，而更艰巨的任
务则是提升本土华语水平，带领华文文化走出区域，使其具有浓厚文化内涵和强大文化影
响力，这样，也许有一天，当新加坡人在大陆、香港或者台湾提起“巴刹”时，大家都会
亲切地问起蔬菜的价格，而不会有莫名其妙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