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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老子的《道德經》上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它主要的意思是說：一切的成

功，都要從基礎做起。

目前全國語文競賽客語文組的競賽項目，計

有：字音字形、朗讀、演說（含情境式演說）、試

辦讀者劇場等，組別則分：國小組、國中組、高中

組、社會組、教師組等5組。基於過往競賽情形與近

年積極推動本土語文之後的競賽方式、現況有所不

同，故本文擬以近來評審所見、所感抒題，尚請方

家指教。

客語字音字形
客語字音字形競賽中，字音、字形主要的依據標

準是教育部所編的《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和部頒

「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

典》內文共收錄日常較實用之資料計15萬多筆詞目，

並收錄大埔、南四縣等腔共計7千多筆相關資料。教育

部於民國98年、100年先後推出2批「客家語書寫推薦用

字」，共計564字，並且提供例詞作使用的參考。

客語字音字形競賽雖有上述依據標準，但整體

來說，目前客語教學主力仍是

支援教師，他們未必完全嫻熟

辭典的運用，對於客語字形的

使用也未必完全了然於胸，以

致指導之參賽員或競賽者本身

對於各自腔調發音不夠準確，

對於入聲字（-b、-d、-g）、

閉脣音（-m、-b）、鼻音韻尾

（-m、-n、-ng）之掌握度較

差。另外，對於陰、陽聲調的

辨別也不夠清晰，如四縣腔入

聲字陽入調不標符號、陰入調

標去聲調「ˋ」符號，導致學

生表現在字音字形的競賽上，才會有如上的

疏失。

客語朗讀
朗讀，主要在表現作者文章內的情感和

思想，非常強調語音的流暢性和情感的傳達

性。因此，對文章結構的理解和應該如何展

現其內在情思，是參賽者在朗讀前應作的功

課。另外，也因為是使用本土語文在朗讀，

所以參賽者的母語應該非常熟練，才能用優

美、適切的聲線表現文章的情感和思想。

某些參賽者或許在平日較少說客語（尤

其是高中以下組別），遇到稍微生難的字

詞、文句，便顯得缺乏自信，語調也變得生

硬，朗讀的節奏變亂、音量也瑟縮，整體文

氣也漸顯呆滯不順，與剛開始的意興風發，

簡直是天壤之別。另外，有些參賽者對客語

漢字不甚熟稔，便會出現華語直譯現象，甚

或直接用華語代替。高中以下組別在賽前便

已公布競賽篇章供練習，會發生上述缺失，

教師指導不夠細心和參賽者練習不夠積極，

均難辭其咎。然客語功力不足，或許才是最

大癥結。

相對於競賽者的朗讀表現，競賽文本的

創作——各組客語朗讀文章徵選的情況，近

年來有益趨蓬勃、漸入佳境之勢。不只創作

題材逐漸揚棄老舊思維、早期農業社會事

物、而今罕見生活方式，漸趨符應現代生活

節奏、感受，更切合現代時勢、觀念，使讀

者更有感，更有興趣接近多元、活潑的作

品。更值得欣慰的是，創作新血輪明顯增

加，年齡層也逐漸下降，偶爾還會發現年輕

學子的佳作呢！這是推行客語文最值得高興

的事之一，縱使只是靜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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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國客家藝文競賽口說藝術總決賽評審合照。（劉明宗提供）

2019年擔任「南方客家歌謠音樂季」評審。（劉明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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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演說
客語演說競賽，照理說應該是客籍人士

參加的專屬活動。然在歷屆全國語文競賽史

上，就曾發生高中以下選手有非客籍學生以

背誦稿件奪魁之怪現象。而今為改善參賽者

不會聽、說參賽母語的奇特現象，已改革為

「情境式演說」。參賽者需自行從觀看的四

格圖片中講出完整的故事內容，說完後還要

能聽懂評判的問話、會用正確的母語回答才

能獲得優異成績。這種捨棄舞臺表演般語氣

演說的方式，讓參賽者更有利於展現自然的

生活用語實力。只是在此也發現一種不良的

取巧方式，偶見某些不太會回答評判問話

者，會以回請評判再說一次問題，來拖延思

考時間，或消耗自己的回答時間。這種現象

不值得鼓勵。

如今採用即席演說方式的，僅有教師組

和社會組；但其題目多以切合時勢脈動、呼

應日常生活感受為主，所以這兩組參賽者的

語言展現都很不錯，其差別僅在內容的豐富

性和臨場展現的渲染力。然而，值得關切的

是，本項各組演說競賽，參賽人數與腔別強

弱勢極為相關，這對客語較弱勢腔別（如饒

平、詔安腔）之發展極為不利。

試辦讀者劇場
目前舉辦的各項語文競賽，基本上是屬

於個別菁英式的競賽。想要推行生活化、趣

味化、實用化、口語化的本土語言，仍有賴

全國上下的努力。教育部自112年「試辦讀者

劇場」競賽，部裡提供文本供參賽隊伍選用

或改編，也鼓勵各校使用自編文本。其實各

隊也可參考教育部所編各級客語教材（包含

國中、國小教材；高中、國中補充教材），

因為這些教材均以對話為主。

讀者劇場雖有「團體互動」、「發音語

調」、「表達流暢」、「創意多元」、「對

答如流」等各種評判標準，但個人認為讀者

劇場非常注重角色之間的互動（如眼神、肢

體等），對於文本正確、流暢的聲情表現。

平日練習時，教師應該和參賽成員多進行討

論，讓大家確實理解文本內容、角色之間的

彼此關係、對談時應有的神情態度等，這對

於文本情思、意念的傳達，會有更正確、貼

切的展現。

本項試辦競賽，對本土語文的發展具有

相當正面的影響性，較為難的是，每隊成員

有5-8人，但國小、國中組表演時間才3-4分

鐘、高中組4-5分鐘，評判委員需在該隊演繹

結束後就參賽者對話內容逐一提問。評判不

只要辨識參賽者角色、記住敘述內容，還要

構思問話題目；若遇到少數腔別（大埔、饒

平、詔安）參賽隊伍，便只好偏勞該腔別評

判問話了。這對所有評判而言，絕對是非常

緊張、刺激的挑戰。

個人建議
從全國客語文競賽現況，在此構思未來

推動客語的數端補救之道，或許也能提供其

他本土語文推動者一些省思或參考。

教材編輯

應積極著手各級生活化、口語化之客語教

材編輯，並結合課程教學，以求活學活用。

教師指導

現場教師、支援教師對推動母語之努力

功不可沒，但對競賽之心態仍應以培養參賽

選手之母語能力為主，厚植其母語實力，方

能有趣、久遠。

環境營造

家庭、學校應營造語言使用環境，親、

師均尊重、喜愛母語，用母語教學、交談，

上行下效，本土語文才能真正落實。

社會氛圍

社會應建立多元語言友善環境，尊重不

同族群文化，關懷弱勢語言，讓所有語言均

能大方展現、自信說出。

母語自覺

應培養孩童從小對母語的自覺、自信，

紮實母語學習後，其他語言之學習更容易觸

類旁通。

《荀子・勸學》說：「不積蹞步，無以至
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若我們不

從自己的母語學起、不從日常生活語文紮

根，累積那些看起來不起眼的一步、半步實

力，又怎能達成我們推動本土語文的美麗夢

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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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頒民國111年度「推展本
土語言傑出貢獻個人獎」。

個人相關著作。（劉明宗提供）

111年全國語文競賽，靜態組場地布置。（教育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