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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推广华语运动 

                                    [新加坡]卢 绍 昌 

                          一  前     言 
    新加坡的推广华语运动是从1979年9月7日李光耀总理主持隆重的开幕式
并发表重要讲话开始的。运动持续一个月，简称“华语月”。从1981年开始
到现在，每年的9月或10月都由总理、副总理或高级内阁部长亲自主持仪式并
讲话，可见政府对这项语言规划运动的重视以及坚持获得完满成功的决心。
据了解，今年9月仍将继续举行推广华语的各项活动，包括一项新的项目：华
文电脑网际网络展览。 
    本文就笔者所知，把到现在已将近20周年的运动作简单的介绍。 

    二  背景与前奏 
   （一）双语教育制度的实施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后，政府在各方面
都开展励精图治的方案。在教育方面采取双语（母语+英语）教育制度学习两
种语文。学校教授的母语有马来语、淡米尔语和华语三种，提供相应的种族
学生学习。由于华族占全人口的四分之三，学生人数多，语言背景非常复
杂，就以家庭用语来说，大多讲中国南方各省的方言（本地的电台就用上其
中的六种：闽南话、潮州话、广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和客家话），讲华语
的家庭不多，有的华族家庭连华语、方言都不说，说的是其他语言，比如马
来话，而学校教导的华族母语是华语（普通话），因此，华族学生的学校里
学的母语（华语）跟家庭用语很不一致。这种现象只能是加重学生的学习负
担，同时直接影响双语教育政策成败得失。 
    为了改进华语的教学效果，教育部在1969年审订并发布了第一批504个简
化字的《简体字表》，1974年进一步发布《简化字总表》和它的修订本
（1976），所审订的2200多个简体字跟中国发布的简化字是一致的。此外，
教育部在70年代为贯彻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首先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正确
的政策）在华语教学方面的改进有： 
    A．采用简体字编写新的中、小学华语教科书，改进的特点有： 
    a．按照使用常用字的多少分成深浅两套教材（称为“华文第一语文”和
“华文第二语文”）； 
    b.课文的行文采用由左到右横排的格式； 
    c.采用新规范字音并用汉语拼音方案注音； 
    d.课文附有标准发音的录音带。 
    B．1977年5月采纳“华文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草拟的《华文应用文
改革大纲》1977年建议，1978年1月就编写出版了新式的中学生华文应用文教
材，供全国华族中学生学习。 
    （二）促进华语在社会上应用的规范 
    在促进华语在社会上的应用方面，当时的文化部也跟教育部积极配合。
该部先后成立了三个委员会： 
    A．“华文街名统一翻译委员会”（1968—1970），负责检讨新加坡街道
的名称。报告书在1970年发表以后，成为新加坡华文街名的标准； 
    B．“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华文名称统一委员会”（1970—1972），该委
员会的报告书的建议就成为新加坡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华文名称的规范依
据； 
    C．“华文译名统一委员会”（1976—），该委员会可说是一个常设的机



构，协助文化部（现称新闻艺术部）审订华文译名。多年来该委员会陆续审
订发布了好些译名小册子，对华文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传媒的应用上的规范
化贡献很大。据知该委员会编订的华文的电脑词汇将在1998年9月间出版。 
    （三）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配合 
    本地的报刊在70年代初也开始采用简体字，并采用横排的格式排版；电
台、电视台也大力推介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当地出版的《简体字典》的字音为
依据而播音。这些措施，对华语语音的规范和普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种种，已为1979年开始的推广华语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  推广华语运动的目标 
    从1979年新加坡总理在推广华语运动开幕式的讲话中就开宗明义地把推
广华语运动的目标说得清清楚楚：华语取代方言。就是呼吁全体华族同胞放
弃说方言（超过12种）的习惯，养成说华语的习惯，以便消除华族之间因言
语不通所造成的隔阂，而跟学校里教导的“母语”互相配合。最终目标是促
使华语成为新加坡全体华族同胞的共同语言。“这样一来，我国（指新加
坡）的华人不但能够互相了解，打成一片，而且也能够和全世界的华人沟
通”（引自副总理王鼎昌，即现任总统，在1992年度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开幕
时的讲话）。 
    文化部制作的推广华语歌《大家说华语》的歌词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运动
的目标，歌词如下： 
    1．国家要进步，语言要沟通。就从今天起，大家说华语。 
    2．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少。不再用方言，大家说华语。 
    3．听一听，记一记，开口说几句。多亲切、多便利，简单又容易！ 
    推广华语运动的目标是新加坡宏观社会语言应用规划的组成部分。 
    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元语文的国家。早在殖民地时代，
行政上使用的是英文。独立以后，除了在行政上延续采用英文为工作语文之
外，英文也是双语教育制度下各族学生的必修语文，学校的其他科目也大多
用英语教课。因此，华语运动的成功不但促使华族社群的共同语言的形成，
也间接使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族通晓英语和华语。从社会生活来说，可以打
破人民之间的双重隔阂；在各族之间的交往可以使用英语；在华族之间的交
往可以使用华语。这样新加坡就形成两种不同层次的共同语言：一种是各族
之间的共同语言（英语）；一种是个别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包括华语、马
来语、淡米尔语）。同时，英语又是世界性的语言，有利于吸收世界先进的
科技知识并且有利于和世界各国进行通商贸易。 
    上述的语言规划说得上是高瞻远瞩的，也是有利全体华人的举措。 
    四  推广华语运动的一些申论 
    下列的是新加坡领导人在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幕式上说明为什么要大力
地、持久地推广华语的一些申论： 
    1．华语是华族共同语言“由于我国（指新加坡）人口当中有25%并非华
人，我们不得不采用作为各种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方言，
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我国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李光耀总
理，1979．9．7。 
    2．方言占绝大优势“在去年（1980），我国（指新加坡）进行了人口普
查。结果显示：在5岁以上的华人中，用方言跟父母亲交谈的占87%，用华语
的只有7．5%……“——吴作栋，内阁部长，1981．10．5。 
    3．不能团结作合作“新加坡华人……方言复杂繁多，要是大家坚持讲自
己的方言，我们的思想就不能沟通，还谈什么团结和合作呢？”——王邦
文，内阁部长 ，1983．10．5。 
    4．已接受华语为母语“……在感情上我们无法接受英语为母语。……华
语在感情上可以被我们接受为母语。”——李光耀总理，1984．9．21。 
    5．经济价值突显“华人学华语，讲华语，除了因为它是华人社会的共同
语言，代表了我们的根和源之外，华语经济价值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中
国实行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之后。”——王鼎昌，第二副总理兼职总秘书
长，1985．9．28。 
    6．长期的任务“……要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双语社会，一个讲
英语和母语的社会，可能需要一两代的时间。”——王鼎昌，第二副总理兼
职总秘书长，1985．9．28。 
    7．保留文化遗产“在保留华人文化遗产方面，华语也能起重大的作



用。”——李显龙准将，内阁部长，1988．10．3。 
    8．吸收文化精华“作为一个新加坡华人，要是他不会说华语，他将无法
吸收中华文化的精华。”——吴作栋总理，1991．9．30。 
    9．兼通双语的优势“我们可以把兼通双语的优势，带到电子空间里
去。……同时探索华、英网际网络的丰富宝藏……“——副总理李显龙准
将，1997．9．2。 
    10．鼓励修读中华文学“……鼓励更多选修高级华文的优秀（指华族）
学生修读中华文学，以便让他们对中华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副总理李
显龙准将，1997．9．2。 
    以上引术的是各个国家领导人在历年推广华语运动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部
分摘录，他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地、不厌其烦的阐明推广华语的重大意义。 

    五  推广华语运动的一些阻力与难题 
    1．引起部分非华族的不满 
    本来政府开宗明义说得清清楚楚，推广华语运动是针对新加坡的华族社
群的。目标是呼吁华社学华语，使华语最终成为华族的共同语言。这是双语
社会远景规划的一部分。华族之中，虽然有少部分抱怨华语难学，认为经济
效用不如英语高，但大部分还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的。不过，也许是这项运动
的气势不小，反应热烈，宣传广泛，因而惊动了少部分的非华族人士，他们
担心运动搞过头，变成弘扬华族沙文主义活动，有违各族平等的建国宗旨。
这种担心虽然是多余的，但维持国内各族之间的和谐是国家进步的保证，在
消除非华族对推广华语运动的疑虑方面，国家领导人花了许多唇舌，才让他
们平息下来。 
    2．老一辈的华人跟平日习惯于说方言的人感觉不自在 
    推广华语运动开始的时候，平日只说方言的人占大多数。习惯成自然，
有些人不能一下子就放弃方言，改说华语。当年制订的口号就充分照顾到了
这个事实，叫：“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这样就给不能或不习惯说华语的
人士留了余地。不过，看惯了电视方言节目的人士，让他们改看华语电视节
目，一时间不能适应，感觉很不自在，很有意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
校里教授两种语文，年轻一代华族都能说华语，因此，说华语的总人数就越
来越多，问题也渐渐地淡化了。 

    六  推广华语运动的一些具体措施 
    推广华语运动已经进行了近20年了。运动的具体措施是随着实际的需要
而有所调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下是一些例子： 
    （一）历年运动的口号不完全一样。这些口号的内容充分反映出华语运
动的进程和运动的重点。比如： 
    A．“多讲华语，少说方言”（1979/1980），用“少”不用“不”，反
映了积极主动的精神，避免了强制性，而且强调的是在家里、在社会上“多
讲”； 
    B．“学华语，讲华语”（1981），这里强调的是“学”，当时，文化部
已由专人编印了华语会话的课本和录音带子（先后出版了4册，12个录音
带），供社会人士学习； 
    C．“在工作场所讲华语”（1982），这是针对工人而发的； 
    D．“请讲华语。儿女的前途，操在您手里”（1984），这是针对家长而
发的，希望家长在家里起华语的带头作用； 
    E．“华人·华语”（1985/1990），这里强调的是华人的母语就是华
语，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言； 
    F．“学习华语，认识文化”（1991），这里强调的是华人的文化根基是
中华文化； 
    G．“讲华语，开创新天地”（1996/1997），这里强调的是华语不但可
以承传5000年的文化，在经济、贸易上和电脑网际网络上也可以发挥作用。 
    （二）编印学华语的教材与常用规范词汇小册子 
    A．编印附有课文录音带子的教材《华语会话》1-4（1980-1982），可自
学，也可参加班级学习； 
    B．《打电话学华语课程》（1983—），每年一册。在华语月里每天24小
时都能拨特定电话号码学习华语会话，每回3分钟。也可购买附有课文录音带
子的教材自行学习； 



    C．《小贩中心、巴刹、酒楼餐馆和中元节常见物品名称》1986/1987修
订本/1998修订本； 
    D．《英华常用商业名词手册》（1994）； 
    E．《英汉常用词汇手册》（1995）； 
    F．《政府部门的名称和职称》（1998）； 
    G．《英汉电脑词汇》（1998）。 
    以上所列的教材和词汇可说都是因势利导的及时雨，对学习华语的人士
来说，大有帮助。 
    （三）率先示范，重点推广 
    A．为了响应推广华语运动，各政府机关部门都成立了华族公务员推广华
语委员会，开班学习华语会话，完成学业的发给证书。同时，鼓励询问处的
华族公务员在跟同族的公众人士交谈时，尽量使用华语。 
    B．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每年都找出特殊的对象，尤其是方言比较密
集的地方进行重点推广。比如，规定德士司机（出租汽车司机）一定要持有
通晓华语的证书；鼓励熟食中心的华族小贩跟同族顾客说华语；鼓励工厂、
工地或其他工作场所的华族人士跟同族说华语，等等。 
    C．由民间团体主办种种形式的讲华语比赛，比如演讲、讲故事、相声、
说方言闹笑话短剧，谈学华语的心得，等等。 

    七  从统计数字看推广华语运动的成果 
    （一）推广华语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华族使用方言和华语的情形 
    A．在家里：5岁以上的华人跟随父母交谈，方言：87%，华语：5．2%
（1980人口普查）； 
    B．在公车上：华族搭客对同族售票员，方言：88．2%，华语：3．7%
（1979巴士公司的调查报告）； 
    C．在熟食中心：小贩对顾客，方言：89．4%，华语：1．2%（1979熟食
中心调查报告）； 
    从以上三种调查可见当时华族绝大多数都是使用方言的。虽然学校里教
的向来都是华语，但是在社会上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 
    （二）推广华语运动的成果 
    A．在家里：以下是由新加坡教育部提供的1980—1989十年的华族小一学
生的家族用语统计资料（英语及其他未列） 
 
    年度      方言        华语 
    Year     Dialect    Mandarin 
    1980      64.4        25.9 
    1981      52.9        35.9  
    1982      42.7        44.7  
    1983      31.9        54.7  
    1984      26.9        58.7  
    1985      16.1        66.7    
    1986      16.1        67.1    
    1987      12.5        68.0      
    1988      9.5         69.0 
    1989      7.2         69.1

    从上引的统计资料，明显地展示推广华语十年来，华族家族语言环境的
急速改变。方言成分由64．4%逐年减少，十年之后，剩下的只有7．2%而已，
减少了57．2%；华语成分由25．9%逐年增加，十年之后，占69．1%，增加了
43．2%。可见推广华语在改变家族的方言环境上，成果非常显著。 
    B．在公车上；1998年车辆注册局的资料显示，新加坡巴士公司的华族司
机有87%用华语跟乘客交谈。跟1979年的3．7%相比，更有天渊之别。 
    C．在熟食中心：根据1989年环境发展部的资料显示：小贩与顾客交谈 
    1979年   方言：89．3%，华语：1．2%； 
    1989年  方言：72．9%，华语：21．9%。 
    在熟食中心，讲方言的习惯改变得慢些，但还是有成效的。 

                       八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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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推广华语运动从1979年掀开序以来将近20周年。有关当局打算
出版20周年刊专，对这个浩大持久的语言规划工程的成败得失，将有详尽的
论述与公正的评估。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不全，本文的论述很不全面。但笔
者是学语言的，对华语的规范与发展很感兴趣，因此，不避浅陋之讥，一心
只想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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