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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緬甸地區約 5337 萬⼈⼝裡，現⾏的語⾔使⽤有官⽅語⾔緬甸話（Burmese 

Language），少數民族除外，華⼈族群中的客家話，福建話，廣東話，以及雲南

話。在這樣多語⾔社會背景以下，以及現⾏的教育體制下，除了說話⼈的母語

有絕對的⾼階地位之外，⼀般⼈都會學習母語以外的第⼆語⾔，以增加個⼈的

社會競爭⼒，或者以少數民族為例。其多數放棄母語只學習緬甸語⽽使得其種



族語⾔⾯臨即將消失的危機。例如：居住在仰光的廣東⼈，福建⼈，多數以緬

甸語為母語。居住在緬北臘戌、上緬地區華⼈則以雲南話為母語。 

近年來針對雙語並⽤現像從社會語⾔學⾓度來觀察語⾔使⽤意識的研究漸盛，

不少研究收集量與兼語碼轉換的資料，試圖論證語碼轉換於⽂法上限制的關係

或者從溝通的⾓度探討語碼轉換的也有卓越的成績。本⽂透過雙語使⽤者，如

何選擇及運⽤語⾔，再將其語⾔架構功能化。 

貳、調查概要及研究⽅法 

本⽂的⽅法透過問卷⽅式以及會話錄⾳資料的⽅法。⾸先利⽤問卷調查掌握

雙語並⽤者的屬性，觀察雙語使⽤者於公於私的選擇性的語⾔使⽤意識，利⽤

前項研究，可以特定雙語能⼒最穩定的屬性。觀察者利⽤參與觀察模式，再把

問卷資料加以分析，藉由⼈際關係和兩語⾔使⽤的關係，最後運⽤語⾔功能架

構理論，來分析雙語並⽤兩語⾔的關係及其功能上的特徵，進⽽試建分⼯合作

的兩語⾔功能分化。 

參、⾃然會話中的雙語運⽤ 

 3.1 說話⼈間關係的變化和兩語⾔間的消⾧ 

  會話是說者和聽者間的⾏為互動所牽涉到的語境範圍最廣，本⽂透過⼈際關

係間的變化，將雙語能⼒相等的受試者，透過某個話題，發現如何將某種語⾔



選擇及運⽤。 

3.2 說話之間的年齡差距及語碼轉換的型態 

 說話者和聽者，會因年齡的差距⽽選擇使⽤的語⾔，會有差異性。因為研究的

語境不⼀，並不能只重視⽂法單位⽽忽略語境。最初讓受試者⽤雲南話作為基

本語⾔，但受試者先建⽴了關係之後，是否會有浴帽轉換的現象產⽣。另外⼀

部分是說話者年齡之間的距離，例如：讓年齡層較⼩的受試者與年齡較⼤的受

試者，是否有語碼轉換的成分的變化。例如階段性的變化，從開始只有⼩的單

位，在逐漸擴展到⼤的單位從說話者情感的標粗感嘆詞語氣助詞等部分逐漸擴

散到主體節，整句跟訊息傳達功能結構，相關的語碼成分。 

肆、雙語的語⾔功能分化 

4.1 信息的傳達與描述。 

4.2 相互作⽤。 

4.3 情感的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