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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
是閩東邊側的列島，原本只是漁人臨時

棲息的場所。兩岸對峙期間，此地是軍

事要地之一，對外交通完全受到限制。未到過馬祖

的人，不知居民所用的語言是福州語，也就是今天

所謂的「閩東語」。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因

執行單一的語言政策，強勢推行國語運動，過程之

激烈，至今猶令年長鄉親印象深刻。80年代台灣本

土意識高漲，母語復振的呼聲受到重視，各地方的

「鄉土教材」課程，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自編

的教材雖各有「特色」，但卻顯得內容零散。凡此

現象，皆令母語復振之美意大打折扣。

首部福州語教材的誕生

2000年，連江縣政府向中央爭取經費編撰母語

教材，蒙中央大力支持，縣府責成連江縣中正國民中

小學承辦此事。由校長何劍飛先生策劃，組成跨校編

輯小組，並敦請福州師範大學梁玉璋教授擔任學術指

導，編成有地區人文特色的馬祖母語教材—《福州

語》。這也是世界首部《福州語》教材，圖文並茂的

內容，頗受社會好評。當時

的編輯小組成員有：王建

華、林月仙、林惠萍、張秀

玲、陳秀玲、陳蕙蓉、劉玉

金、鄭秀芸等，這些老師目

前仍活躍於台、馬教育界。

《語發法》通過之後，在本

土語文新里程上繼續貢獻心

力。因指導者為福建師範大

學教授，深具教育理念和專

業素養，故能關照到教材的

難易度及練習作業的安排。

本教材也編有《教師手

冊》，對授課者教學活動的

設計，提供便捷的協助。

書中的標音系統有兩套，一為國際音標

（IPA），一為添加π、ʒ、β、œ、ø等音符的

注音符號。聲調採用五度制標調法。美中不

足的是，授課時數有限，致使各單元教學僅

能淺嚐。其次，本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部

分課文用字有前後不一的現象。第三，教科

書的音檔，是正宗典雅的福州腔，和馬祖實

際的長樂腔略有不同。第四，用注音符號拼

方言之音，勢必要增加特殊符號，權宜方式

的注音，讓部分馬祖鄉親難以接受，故異議

之聲至今猶聞。

輔助教材的製作

本書編撰期間，縣府也安排母語教師遠

赴大陸接受講習，同時也安排大陸學者來馬

和本地學者座談，彼此皆獲益良多。因為兩

岸分治多年，語音、語彙已出現差異，故除

了供教學使用的《福州語》以外，連江縣政

府也編印了多種輔助教材，供基層教師搭配

使用。如，〈馬拼〉的設計與《講依嬤的

話》書本的發行。

根據經驗所知，閩東語的難度在音變條

例之繁複。任何語別的教科書編撰，都要先

解決拼音問題。2009年開始，連江縣立中正

國民中小學為配合學校母語日，推動〈生活

用語1000句〉教材及光碟片的製作。編撰之

前，敦聘語言學家研商擬定〈馬祖閩東語拼

音方案〉（簡稱〈馬拼〉），由廖偉成老師

設計音標符號。筆者為計畫主持人，張秀玲

老師是本案的行政負責人。〈馬拼〉羅馬字

符號接近〈臺羅〉系統，目的是方便學生將

來在台工作，學習台語能快速接軌。計畫執

行之初，先選定生活常用的語彙1,000詞，由

筆者以閩東語逐條造句，接著帶領由大陸來

馬祖依親的穆垚靜同學做聲音錄製。教材於

2009年11月製作完成。本書有認證意涵在世界首部的《福州語》教材問世。

左：閩東語分級教材之第

1冊封面。
右：同時編纂《教學指

引》供教師教學參考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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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所以，設計成「本土語言學習護照」的

規格，希望透過本書「親子學習」的方式，

達到推廣母語的目的。

《齊講馬祖話》的製作

2013年有口袋書《齊講馬祖話》的製

作。大家都知道，最好的母語學習場所在家

庭、在社區，最有效的母語學習方式，須把

母語和生活習慣結為一體，方有事半功倍的

結果。職是之故，2013年乃參考客家委員會

「好客100句」口袋書形式進行編輯，透過口

袋書及光碟的編製，讓馬祖閩東語紮根島

嶼。本書由賀廣義老師主編。筆者擔任學術

指導，同時撰寫簡註。廖偉成老師負責逐句

標音。筆者和旅台教師王美玲老師擔任聲音

錄製。

《來學馬祖話》幼兒園課本的製作

幼兒園大班閩東語教材的製作，可說是母

語向下扎根的具體作為。本書由縣府教育處統

籌規劃，介壽國中小主力編撰。不僅印刷精

美，同時也製作了電子教材光碟。教材內容共

分為8課，依序是食飯（吃飯）、天氣、蜀日

（一天）、頌身咧乇（身上穿的衣物）、生日

快樂、我的身體、認識學堂（認識學校）、行

出骹遛（出去玩耍）等課目，內容結合校園與

家庭生活，輕鬆易學，深獲家長好評。

《月光光》馬祖童謠選輯

編者為黃英琴老師。黃老師曾以《馬祖童

謠研究—以2001-2003為例》獲得國立台東大

學兒童文學碩士。本書即撰述論文時所收集到

的資料之一。作者除了收集以外，還實地考

察、採錄，從歌詞中瞭解早期馬祖社會的庶民

生活，進而察知當時的兒童的生活情形、婦女

的社經地位，旁及於和民情風俗有關的文物。

本書是目前收錄最完整的馬祖童謠專輯，內容

有傳統唸謠以及新世代的音樂創作曲。為「唱

歌學母語」提供具體的學習素材。

閩東語的復振與傳承

台灣本土意識抬頭，馬祖受此風潮影

響，政治上對方言的束縛逐漸降低。但主流

文化統領一切，弱勢語言被同化於強勢語言

之下，這是無可避免的宿命。2019年1月9日

《國家語言發展法》，2021年12月27日《語

文領域—閩東語文課程綱要》陸續頒布實

施，閩東語的復振與傳承，似乎看見一道曙

光。國教署旋即組成「閩東語教材編輯小

組」，委請國立台南大學張惠貞教授總其事。

希望能編輯一套符合《課綱》精神，且適用於

中小學的閩東語文教科書。編輯團隊分國小和

國高中兩組，夥伴們不斷地溝通、檢討，還

遠赴馬祖及馬祖鄉親群聚的桃園辦理說明

會，希望能廣納建言，讓編輯更順利，成果

更完善。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第一

階段、第四階段、第五階段的教科書編審與

印刷，目前已配發各校供學生使用。

教材帶入文化特色及主流議題

學術研究一如「積薪」，往往是後來居

上，這是觀摩學習的結果。編輯小組的委員，

多半是來自馬祖的基層母語教師，授課者對既

有的教科書及輔助教材知之甚詳。部編版《閩

東語》教科書的編輯，充分掌握以語文為主，

生活、文化為輔的原則，但也注意到《課綱》

設定的五大課程目標、九大核心素養的理念，

尤其強調閩東文化特色和當前主流議題的融

入。由於閩東語的學習難度較高，為了方便學

習，在國高中階段有《補充教材》的安排，透

過對話、詞語代換的練習，強化學生的「聽」

與「說」的能力。同時各冊也編有《教學指

引》供教師參考，讓教師引導學生學習更能得

心應手。

齊心努力講母語

語言是文化最核心的元素，閩東文化雖然

有燦爛可觀的發展史跡，但因社會變遷，小家

庭成為社會主流後，造成母語的流失、衰弱與

瀕危，似乎成了難以逆轉的事實。此刻《語發

法》的頒布，《課綱》的訂定，如同為我們母

語注入活水源流。馬祖《福州語》教材的始

用，到今天部編版《閩東語》課本的逐漸完

成，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在這關鍵時

刻，我們一起學習它、研究它，讓自己的母語

能世代流傳，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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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材《來學馬祖話》將母語扎根，內

容輕鬆易學，深獲好評。

《月光光》為目前收錄最完整之馬祖童謠

選集。

陳高志

馬祖南竿鄉復興村人，1952年
生。台灣大學文學博士。北市內

湖高工退休教師。長期關注馬祖

地區母語發展，2010年獲得教育
部「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

獎」。目前為《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本土語文—閩東語文課程綱

要》研修小組召集人、部編版閩東語文教科書總編輯。

將《講依嬤的話》設計為「本土語言學習護照」，希望透過「親子學

習」達到推廣母語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