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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育政策」（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又

叫「語言習得政策」（language acquisition policy），當

中涉及唔同面向嘅教育層面，例如國家官方語言、教學媒

介 語 、 書 寫 系 統 同 術語 規 範 嘅 確 立 （ Spolsky ，

“Investigating”，頁 40）。具有前瞻性嘅語文規劃，可以

令社會同學校嘅語言管理事半功倍，係語言學習嘅成功關

鍵。香港當代嘅語言政策同佢地緣政治嘅變化有密切嘅關

係。主權移交嘅第一年，為咗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嘅地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兩文三語」嘅語文教育政策，

希望制定長遠嘅政策規劃。政策經過咗 23年嘅實踐，到底

政府做咗啲乜嘢？政策喺落實時有咩挑戰？成效又係點呢？

《兩文三語：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研究》一書為政策研究提

供咗宏觀同微觀兼具嘅雙重視野，有助讀者全面噉了解香

港語文教育政策嘅源流同挑戰，畀關心香港語言嘅研究者

同政策制定者參考。 

本書嘅第一章簡述香港語文教育政策嘅制定背景，由

香港嘅歷史發展同語言狀況出發，講述政策推出嘅源由，

亦即係「兩文三語」嘅定位問題。作者回顧香港語文教育

政策嘅爭議重心同唔同持份者對現行政策嘅諗法。第二章

梳理咗主流華裔香港學生學英語同普通話嘅現況，由語音

同文字等語言類型學（language typology）嘅角度分析香

港人嘅學習難點。針對近年有關課堂教學媒介語嘅爭議，

作者提出「語言穿梭」（translanguaging）作為一種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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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生理解英語嘅語言資源，並講解漢語拼音對學普通話

嘅重要性，以及討論學普通話嘅關鍵期。第三章講述粵語

喺香港嘅現況、定位同發展。作者整理咗一啲開埠早期嘅

史料，說明粵語係點樣由冇壓倒性優勢嘅情況下，變成今

日同身份認同產生高度連結嘅交際口語，並以漢字或者口

語嘅語碼轉換方式，進入書面語語體或者出現喺教育場所

等正式場合。第四章就將重點放喺香港非華語學生1學中文

嘅情況，並提出提升弱勢族群學生中文水平嘅方法。第五

章論述香港整體嘅語文規劃，以宏觀兼微觀嘅角度去睇香

港語文政策嘅議題，例如粵語喺課程同社會層面嘅定位問

題。 

作者深入淺出噉剖析香港語文教育政策嘅源流同挑戰，

以嚴謹嘅學理做輔證，對當前嘅語文教育困境提出客觀嘅

建言，為讀者提供新嘅觀點同政策解讀嘅方向。本書有兩

大優點：第一，本書全面噉探討香港「兩文三語」嘅語文

教育政策，而唔係淨係討論三語入面嘅其中「一語」。過

去 23年，有關香港語文政策嘅學術討論非常多，但好多專

家都傾向只係研究一、兩種語言，又或者偏重「語」或

「文」嘅其中一面。但係本書由兩位作者合著，兩位同樣

喺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任職，都係長期研究香港

多語教育嘅專家。作者唔單止整理咗大量嘅學術資料同政

策文件（包含歷年嘅施政報告同立法會文件），而且同時

結合自身嘅語言學訓練背景，以語言類型學嘅角度做比較

分析，描繪唔同語言背景對「三語」學習嘅影響，最後提

出具可行性嘅教學建議同政策修改方向。第二，作者能夠

清楚解釋到粵語喺香港地位模糊嘅原因，仲提倡要喺語文

教育政策嘅規劃上正視粵語。2三語政策嘅研究通常側重英

語同普通話，呢本書係少有專門攞一個章節出嚟講粵語嘅

1 「非華語學生」（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NCSS），喺香港

教育局嘅定義下，指非華語背景嘅香港學童，有時又叫做「少數族裔」

（ethnic minorities）。最近有學者提倡喺學中文嘅語境下，應改用「中

文作為附加語言」（Chinese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CAL）為學科

研究嘅術語，減少不必要嘅社會標籤（Tsang，“An Exploratory”）。 
2 有學者提出要透過修改基本法第九條，明確規定香港嘅中文口語形

式，令粵語喺香港嘅定位更清晰，減少歧異（Clark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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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書首先回顧咗香港粵語嘅形成過程，再講職場粵語

嘅使用同破解咗一啲坊間對廣東話嘅迷思。雖然作者冇提

到語言標準化嘅問題，但入面講咗好多香港近年嘅變化，

例如粵語拼音成為漢字讀音嘅輔助工具、開始有粵音朗讀

測試等等。而為咗回應對粵語傳承嘅關注，呢本書亦整理

咗好多近年民間發起嘅工作做例子，去呼籲政府要關注粵

語嘅語言規劃。 

至於改善空間，以下我希望針對理論架構同範圍提出

一啲意見。首先，語言政策理論方面，Bernard Spolsky提

出嘅語言政策理論有三大組成部份：「語言實踐」

（language practices）、「語言意識」（language beliefs 

and ideologies）同「語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cy”；“Towards”）。

佢認為三者互相影響，而且構成一個複雜嘅生態系統

（ecological system）。「語言管理」，又叫「語言規

劃」：指語言管理者建立權威性嘅行為（Language，頁

8）。執行者可以係國家、商業機構或者家庭。國家層面

嘅管理主要涉及語言 變體同形式適當性嘅 選擇

（“Language”，頁 11）。值得注意嘅係，喺多語社會嘅教

育體制中，少數群體要去學多數群體嘅語言，令大眾普遍

只係關注到由上而下嘅決策過程，而忽略喺執行過程中唔

同持份者嘅諗法同個人喺日常嘅話語實踐。呢本書嘅作者

除咗關注規劃嘅部份之外，仲同時注意到喺政策研究當中

實踐同意識嘅重要性。雖然作者嘗試全面噉理解同評價香

港現行嘅語文教育政策，但係喺篇幅上著墨語言規劃嘅討

論明顯較多，只有第一章提到各持分者嘅立場。筆者認為

未來可以擴展另外兩個組成部份嘅研究，睇下現實嘅日常

語言環境同政策有冇啲咩衝突或者錯配。 

第二，研究範圍方面，筆者認為呢本書稍為過份強調

香港政府對香港境內進行嘅語言管理同規劃。作者強調香

港嘅語文教育政策，著重對外嘅經貿聯繫同對內嘅身份認

同建構，而忽略咗香港自身嘅語言文化輸出。筆者認為要

建立良好嘅國際形象，並強化海外香港人嘅文化身份認同，

政府就要規劃下語言文化嘅推廣政策。作為亞洲嘅中英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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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城市，香港累積咗過百年嘅粵教中同翻譯嘅經驗，基礎

教育嘅排名喺全球前端，加上近年漢語學習者激增，政府

應善用香港豐富嘅語言資源同經驗，加以向國際推廣，例

如為海外中文學校同大學嘅東亞系提供課程規劃、教材發

展同師資培訓等粵語教育3嘅支援。呢啲豐富嘅語言行政經

驗，亦可以支援其他粵語區，例如澳門同廣州嘅語文政策

規劃。 

全書開宗明義噉以決策者嘅角度，由上而下地去規劃

「兩文」嘅地位，亦即係香港學生一定要學好英文同「標

準漢語」書面語。既然作者肯定母語教學嘅價值，同埋粵

語同普通話（官話）同屬漢語語族（Sinitic languages）下

嘅語言，而粵文嘅書寫亦係粵語同漢語知識嘅一部份，噉

就更加唔應該將粵語排斥喺教育系統之外。筆者認同適量

同適度嘅粵語同粵文（written Cantonese）知識教學有助

學生發展多語多文能力。以非華裔學生同非粵語區新移民

學生為例，佢哋喺香港生活唔會淨係接觸到單一嘅漢語書

面語語體（包含中文、粵文、古文）。學好中文唔係話要

佢哋同主流華裔學生一齊上粵語為教學媒介語嘅中文堂，

而係要令佢哋可以用中文去學習其他學科嘅知識，最終促

進族群間嘅溝通。 

就係因為噉，呢份書評大膽嘗試以粵文書寫，除咗想

探討以粵語作為學術語文嘅可能，引起大眾對粵文教育嘅

關注，亦希望為香港提供新嘅嘗試同想象。正如作者所講，

「正視粵語，是消除民眾憂慮粵語無法維繫或無以為繼的

有效方法之一」（頁 112），隨住科技發展同媒體去中心

化，宜家後生一代已經開始用粵文作為日常溝通嘅第一語

文，而近二十年亦有唔少作家用粵文去寫詩或者小說，呢

啲變化相信係主權移交之前冇學者預視得到。粵文嘅使用

近年急速變化，唔單止可以用粵拼打字，連講普通話／華

語嘅人士都可以用漢語拼音嚟打粵文。可惜嘅係，現行政

 
3  「粵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Teaching Canto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TCSL）又叫「對外粵語教學」，係指針對非粵語為母語人士

嘅粵語教與學。廣義下，非華語學生喺廣東話作為教學媒介語嘅中文課

堂入面學聽說讀寫，都係屬於粵語教學嘅範疇（Wakefield，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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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對粵文規劃明顯同現實嘅語文環境有落差，例如助詞

di1 係對應做「啲」、「尐」定「D」？如果用即時通訊軟

件可能會打「D」，但政府官員又鐘意用個「啲」字喎。

好多人都對粵文嘅認識不足，網上亦有好多誤導嘅資訊。

未來嘅香港語文教育政策係咪要微調，或者朝「三文三語」

方向發展，香港政府可能需要認真研究。 

整體嚟講，本書定位清晰，極具學術參考價值，適合

列為社會語言學同政策研究嘅必讀書目。筆者認為呢本書

適合三類讀者群。第一類係香港研究嘅愛好者。本書內容

豐富，可以等讀者了解到香港喺開埠初期到近代嘅語言變

遷，亦都可以增加大眾對當代香港語文教育政策嘅認識。

第二類係前線嘅語文教育工作者。本書基於實徵性嘅研究

結果，提出大量教學建議，對語言課程發展、教學設計同

教育行政等工作有好大嘅幫助。第三類係政策制定者。政

府、商業機構或者家庭層面嘅語言決策者都可以了解語文

規劃嘅理念同方法，從而令到「多語」喺社會各個層面得

到更徹底嘅實踐。 

過去 23 年嘅語文教育政策，係香港對制度嘅探索，

而呢本書就為香港人做咗個階段性嘅記錄同反思。由上而

下嘅語言規劃固然重要，但作為獨立嘅個體，我哋亦都唔

應該睇小自己由下而上嘅語言實踐同行動。擁抱多元、創

倡多語並唔係等於壓縮本土文化嘅空間，而係要香港人了

解世界，亦同時令世界了解香港。「兩文三語」係香港發

展嘅重要基石，需要幾代人嘅堅持同努力。希望未來嘅語

文教育政策可以不斷完善，亦希望每個香港人都了解到我

城語文嘅獨特性同佢嘅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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