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期 郑　军：印尼棉兰华裔青少年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棉兰华人子女主要在华文学校或三语学校就读，所以我们调查了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崇文中小学、

卫理中小学和ＹａｙａｓａｎＰｅｒｇｕｒｕａｎＷａｇｅＲｕｄｏｌｆＳｕｐｒａｔｍａｎ中小学。而共发放问卷４６０份，回收有效
问卷４３３份，回收率为９４％。调查对象平均１６岁。其中男性１４９人，女性２８４人；小学８５人，初中
１２０人，高中９８人，大学１３０人。华语学习半年以下的主要是小学生，大部分调查对象学习时间都
在三年及以上，占调查对象的６４．９％。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份（是否为华裔）、教育程度和

华语学习时间。第二部分是学生语言状况，包括母语、会说语言、语言使用频率、华语和汉语方言期

望、语言态度、语言使用种类、华语能力和华语学习动机。获得的数据运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进行分析。

三、调查结果

（一）母语情况。母语一般是这个民族的人们最先学会和自然习得的语言。我们的问题是“您

小时候（上小学前）最先会说的语言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最先会说汉语方言的 ３０７人，占
７０．８％；最先会说华语的５３人，占１２．３％；还有一部分学生出现了语言转换，最先会说的是印尼语，
人数为７３人，占１６．９％。为进一步了解学生母语的年龄分布情况，我们把年龄分成了两个组，其中
小于等于１４岁的为一组，大于１４岁的为第二组，然后进行了列联表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最先会
说华语的第一组占５８．８％，第二组为 ４１．２％；最先会说汉语方言的第一组占 ４５．７％，第二组为 ５４．
３％；最先会说印尼语的第一组占４６．６％，第二组为５３．４％。说明年轻一代把华语作为母语的在逐
渐增多，而把汉语方言和印尼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在逐渐减少。

（二）交际语言。社会语言学认为，交际语言既反映了人们实际的语言能力，同时也反映了此

种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情况。我们的问题是“您现在能用什么语言与人交谈”。能使用汉语方言

进行交际的３５０人，占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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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言期望。语言期望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的发展起到预测

作用。我们的问题是“您希望您的孩子会说华语吗？”和“您希望您的孩子保持住汉语方言吗？”，要

求受试就“①不希望会②不太希望会③无所谓④希望会⑤要求他们一定会”中选择一项。
华语期望方面选择“希望会”和“要求他们一定会”的占８７．４％，汉语方言期望方面选择“希望

会”和“要求他们一定会”的略低于华语，占７２．８％；华语期望和汉语方言期望选择“不希望会”和
“不太希望会”基本相同，分别是４．６％和５．６％，但“无所谓”方面两者相差较大，华语为８％，而汉语
方言却高达２１．６％。

期望孩子会说华语的理由包括“与华人交流”、“有利于以后找工作”、“便于继承华人文化传

统”和“到中国工作或定居”，每项内容采用五里克特（５Ｌｉｋｅｒｔ）量表进行测量。认可度最高的是“有
利于以后找工作”，均值为４．３３３，其次为“与华人交流”，均值为４．２０７，“便于继承华人文化传统”的
均值为４．０５１，认可度最低的是“到中国工作或定居”，均值为３．５４５。期望孩子会说汉语方言的理
由包括“便于和长辈交流”、“便于和其他说汉语方言的人交流”和“有利于继承和保留传统文化”，

测量方法同华语。认可度最高的是“便于和长辈交流”，均值为４．０７４，“便于和其他说汉语方言的
人交流”均值为４．００８，认可度最低的是“有利于继承和保留传统文化”，均值为３．９５４。

（五）语言态度。语言态度量表包括“好听”、“亲切”、“友善”、“容易”、“方便”、“用处多”、“精

确”、“有身份”、“文雅”和“有权威”共１０项内容。测量方法同“汉语期望”。对调查的数据进行了
因子分析，获得了三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好听、亲切、友善”，我们称之为情感因子，第二个因

子包括“用处多、精确、有身份、文雅和有权威”，我们称之为地位因子，第三个因子包括“容易和方

便”，我们称之为能力因子。华语三个因子的均值分别为３．８１２、３．９５８和３．３１０，汉语方言三个因子
的均值分别为３．５３０、３．８４８和４．０８８，印尼语三个因子的均值分别为３．３３８、３．６０４和３．９０８。在地位
方面华语最高，印尼语最低，情感方面也是华语最高，印尼语最低，能力方面汉语方言最高，华语最

低。

（六）语言使用状况。语言使用状况的调查包括了与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讲什么话，同时也调

查了学生父母和爷爷奶奶家庭域的语言使用情况。与不同的人包括与爷爷奶奶、父母、兄弟姐妹、

华人和友族人，不同场合包括在家庭、在学校、在集贸市场、在商场超市和在邮局银行。从表２可以
看出，交谈对象不同，语言使用也不同，与家人及华人使用最多的语言是汉语方言，均在６５％以上，
与友族人谈话使用最多的是印尼语，占６８．９％，而华语的使用比较少，在１４％左右，最多的是与爷爷
奶奶交谈，占２２．４％。长辈在家使用最多的仍是汉语方言，爷爷和奶奶方言使用率在６２％左右，父
母方言使用率有所提升，在７３％左右；爷爷和奶奶在家华语使用率达２５％，而父亲和母亲华语使用
率呈下降均势，在１４％左右，这跟与父母交谈和与兄弟姐妹交谈时华语使用率相符。按说在学校
学生应该多说华语，但华语使用率仅为８％，汉语方言仍为主要交际语言。其他交际场合，印尼语
是主要交际语言，并且随着场合正式程度的提高，印尼语的使用率也提高，最高达８０％。详细分别
见表２、表３和表４。

（七）华语学习动机。我们采用了 Ｇａｒｄｎｅ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９３）使用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ＡＭＴＢ）简约版本（ｍｉｎｉＡＭＴＢ；ａ＝０．８５）。包括１２个测量项：融合型动机（３题）、对老师和
教材的态度（２题）、华语努力程度（３题）、工具型动机（１题）、华语语言焦虑（２题）和父母影响（１
题）。每项用七里克特（７Ｌｉｋｅｒｔ）量表测量。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学生融合型动机均值为４．２５３，
对老师和教材的态度为４．５１０，华语努力程度为４．１８５，工具型动机为４．８４１，语言焦虑为３．０３９，父母
影响为４．７９８。可以看出，学生学习华语工具型动机大于融合型动机，华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找到一份好工作，被迫学习华语因素较高，所以华语努力程度不太高，对老师和教材的态度适中，语

言焦虑较低。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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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与不同交谈对象使用语言描述性统计分析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与

爷

爷

奶

奶

交

谈

印尼语 １３ ３．１

华语 ９５ ２２．４

汉语方言 ２７７ ６５．２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６ １．４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２ ２．８

印尼语

和华语

和汉语方言

３ ０．７

其他 １９ ４．４

总计 ４２５ １００．０

与

父

母

交

谈

印尼语 １１ ２．６

华语 ６８ １５．８

汉语方言 ３０５ ７０．９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６ １．４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２ ２．８

印尼语

和华语

和汉语方言

５ １．２

其他 ２３ ５．３

总计 ４３０ １００．０

与

兄

弟

姐

妹

交

谈

印尼语 １７ ４．０

华语 ６１ １４．３

汉语方言 ３０３ ７０．８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１ ２．６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７ １．６

印尼语

和华语

和汉语方言

３ ０．７

其他 ２６ ６

总计 ４２８ １００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与

华

人

交

谈

印尼语 １２ ２．８

华语 ５１ １１．９

汉语方言 ３３９ ７９．０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８ １．９

印尼语

和华语

和汉语方言

２ ０．５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７ １．６

其他 １０ ２．３

总计 ４２９ １００．０

与

友

族

人

交

谈

印尼语 ２９５ ６８．９

华语 １８ ４．２

汉语方言 ８６ ２０．１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８ １．９

印尼语

和华语

和汉语方言

１ ０．２

其他 ２０ ４．５

总计 ４２８ １００．０

表３　长辈在家使用语言描述性统计分析

爷爷在家常用语言 奶奶在家常用语言 父亲在家常用语言 母亲在家常用语言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印尼语 １０ ２．５ 印尼语 ９ ２．１ 印尼语 ７ １．６ 印尼语 ９ ２．１
华语 １０１ ２５．０ 华语 １０６ ２５．１ 华语 ６１ １４．４ 华语 ６７ １５．６

汉语方言 ２５２ ６２．４ 汉语方言 ２６５ ６２．６ 汉语方言 ３１９ ７５．１ 汉语方言 ３１３ ７２．８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２ ０．５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２ ０．５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３ ０．７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６ １．４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０ ２．５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２ ２．８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０ ２．４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０ ２．３

其他 ２９ ７．２ 其他 ２９ ６．９ 其他 ２５ ５．８ 其他 ２５ ５．７
总计 ４０４ １００ 总计 ４２３ １００ 总计 ４２５ １００ 总计 ４３０ １００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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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在不同场合使用语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学校常用语言 在集贸市场常用语言 在商场超市常用语言 在邮局银行常用语言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语言 数目 百分比

印尼语 ５６ １３．１ 印尼语 ２４５ ５７．４ 印尼语 ３１９ ７４．７ 印尼语 ３４０ ７９．８

华语 ３４ ８．０ 华语 ９ ２．１ 华语 ９ ２．１ 华语 １０ ２．３

汉语方言 ２９８ ７０．０ 汉语方言 １３７ ３２．１ 汉语方言 ７０ １６．４ 汉语方言 ５５ １２．９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３ ３．１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２８ ６．６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２６ ６．１

印尼语和

汉语方言
１５ ３．５

印尼语和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８ １．９
印尼语

和华语
１ ０．２

印尼语和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１ ０．２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６ １．４

华语和

汉语方言
１ ０．２

其他 １１ ２．５ 其他 ６ １．４ 其他 ３ ０．６ 其他 ５ １．１

总计 ４２６ １００．０ ４２７ １００．０ ４２７ １００．０ ４２６ １００．０

（八）华语能力。华语能力测量共８个测量项，采用五里克特量表（５Ｌｉｋｅｒｔ），分为听（“我能听
懂常见的、熟悉的华语谈话”和“我能完全听懂中国的新闻、广播”）、说（“我能就简单的话题用华

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我能流利地用华语进行日常的交流”）、读（“我能看懂简单的、常见的华语

阅读材料”和“我能完全看懂华语书籍、报纸”）和写（“我能用华语就人物和事件进行简单写作”和

“我能独立用华语写信、写作文”）。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学生听的能力均值为３．０８０，说的能力均
值为３．２００，读的能力均值为２．８６７，写的能力均值为２．７４９，四项能力总和的均值为２．９７６。可以看
出，学生的听说能力好于读写能力。

（九）影响华语使用的因素。为了确定哪些因素影响华语的使用，我们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和相

关分析进行了探讨。

个体差异对华语使用的影响。个体差异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华语学习的时间。我们运

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和性别进入了回归方程，分别为 ｂｅｔａ＝０．２３４，ｔ＝４．８８６，Ｐ＝０．０００；ｂｅｔａ＝
０．１５２，ｔ＝３．１７１，ｐ＝０．００２，说明年龄和性别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而教育程度和华
语学习时间未能进入方程。这与上面的研究发现相符，在年龄方面，越是年轻，华语使用越多；性别

方面，女性往往更多地使用有威望的华语。

华语期望与华语使用的相关性分析。我们运用相关分析发现，华语使用与华语期望、与华人交

流和到中国工作或定居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２７３、０．１４９和０．１６７，与便于
继承华人文化传统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性相关，而与有利于以后找工作不存在显著性相关。

华语态度对华语使用的影响。我们运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华语情感因子和华语能力因子进

入了回归方程，分别为ｂｅｔａ＝０．２２３，ｔ＝４．３１４，Ｐ＝０．０００；ｂｅｔａ＝０．１８１，ｔ＝３．５１１，ｐ＝０．０００，说明华语情
感因子和华语能力因子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而华语地位因子未能进入方程。

华语能力与华语使用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利用相关性分析发现，华语使用与华语能力以及华

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之间均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４９２、０．４５７、０．４９１、０．３７９和
０．３９３，其中与华语综合能力相关性最大，其次为说的能力。

华语动机对华语使用的影响。我们运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华语努力程度、语言焦虑和父母影

响进入了回归方程，分别为 ｂｅｔａ＝０．２７８，ｔ＝５．７３７，Ｐ＝０．０００；ｂｅｔａ＝－０．１６９，ｔ＝－３．７４２，ｐ＝０．０００；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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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ａ＝０．１１２，ｔ＝２．３１１，Ｐ＝０．０２１，说明华语努力程度和父母的影响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的正预
测力，语言焦虑对华语使用频率具有显著的负预测力，而融合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对老师和教材的

态度未能进入方程。

四、讨论与思考

（一）华语使用低势走升。从华语使用频率来看，华语使用远不如印尼语和汉语方言的使用，

从三代人华语使用来看，华语的使用也呈下降的趋势，爷爷奶奶家庭域华语使用约为２５％，父母家
庭域华语使用约为１５％，华裔青少年家庭域华语使用约为１４％。从场合上来讲，越是正式场合华
语使用越少，在集贸市场超市和邮局银行华语使用约为２％，就是在华人学生为主的学校华语使用
也只有８％。但是我们看到，华语使用的环境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印尼当前多元文化政策的
实行，为华语使用提供了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学习华语是群众自发的下加行为，并且华语情感对华

语使用具有显著性影响，华语期望与华语使用显著性相关，对华语语言态度的积极评价和华语语言

期望的强烈要求，为华语使用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尤其是华裔少年（年龄１５岁以下），一方面
这一年龄段的华裔少年母语为华语的（５８．８％）已超过１５岁以上的华裔青少年（４１．２％），另一方面
这一年龄段的华裔少年兄弟姐妹间使用华语的人数（５１．７％）也超过了 １５岁以上的华裔青少年
（４８．３％）。社会语言学上用“代差”（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和“年龄级差”（ａｇｅｇｒａｄｉｎｇ）来解释不同
年龄人说话的差异。所谓“代差”指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差别，用于解释进行中的语言变化；

“年龄级差”指同一代人中间不同年龄人之间的说话差别，体现在一代人不同年龄阶段语言变式的

变化（徐大明等，１９９７：８８－８９）。对于华裔青少年华语使用的年龄变化，我们认为是“代差”现象，而
非“年龄级差”现象。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变化，华裔青少年的华语使用将会逐渐增多，并且一代

好于一代。这一方面说明棉兰的华语教学已初见成效，另一方面预示着华语的使用将低势走升。

（二）汉语方言使用势头强劲。从汉语方言使用频率上来看，“经常”和“几乎天天”的占

９３．９％，作为方言使用主阵地的家庭，爷爷奶奶在家方言使用率约为６２％，父亲母亲在家使用率约
为７３％，华裔青少年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交谈均达到７０％，虽然低于父母的方言使用率，但与华人朋
友聊天方言使用率达７９％。从使用场合来看，虽然正式场合方言使用率只占１２－３０％，但在华语学
习主场所的学校，方言的使用率达７０％，仍保持了家庭中方言的使用率。另一方面，华裔青少年母
语（言）为方言的占７０．８％，汉语方言期望中“希望保持”和“一定要他们保持”的占７２．８％，并且在
语言能力方面，“同意”和“完全同意”汉语方言“容易”和“方便”的占８２％。再加上“在棉兰的华人
社会中，如果不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也称作福建话），不仅有碍生意往来，而且会让人看不起”

（杨宏云，２０１１：４２），因此，将来一段时间，华语和汉语方言的使用将会竞争激烈，但当前棉兰并没
有出现学者们所担心的汉语方言使用萎缩现象，而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汉语方言仍将是棉兰华人

的主要交际语言。

棉兰华裔青少年当前的语言使用状况，与棉兰华人的社会历史和印尼的语言政策密切相关。

一方面，棉兰华人是新客华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把会说华人语言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

要标志。即使在印尼实行同化政策的时期，华文教育中断了，但由于华人拥有相对集中的生活圈，

汉语方言在家庭域仍得以很好地保留。另一方面，棉兰华人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与毗邻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泰国华人多有商业往来，华语是其交际语言。印尼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实行，虽为棉兰

华文教育的再繁荣提供了机遇，但由于同化政策造成了两代人不 成 有 育 与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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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行了对比，发现四国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十分复杂。黄霞、游汝杰（２０１３）２０１２年对新加坡
华族中学生语言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学生母语（言）为汉语方言的占８９％，华语为０．６％，
在家庭华语使用率为２３．２％，汉语方言使用为３．６％。郭熙（２００３）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１年对马来西亚槟
城华人社会语言生活进行了考察，考察发现城华人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方言，正式场合主要

使用华语，而华人青年主要使用英语和马来语，口语中也会使用华语和汉语方言。矣琴（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０８年对泰国南邦府华人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以泰语为母语的占６９％，
以华语为母语（包括汉语方言）的１２％，在家泰语、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分别为３５％、１８％和４７％，
在公共场所泰语、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分别为８６％、９％和５％。

虽然学者们考察时间不同，考察目的不同，但从整体来看，印尼棉兰华裔青少年华语为母语的

情况好于新加坡和泰国；家庭域中华语使用率低于新加坡和泰国，与马来西亚相当，汉语方言使用

高于新加坡和泰国；在公共场所，华语使用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当然也低于新加坡，因为华语是新

加坡的官方语言，汉语方言的使用高于泰国。另外，我们发现，随着交际场合正式性的提高，四国华

人华语和汉语方言使用逐步降低，而华人居住国官方语言使用明显提高。

五、对教学的启示

（一）积极营造华语使用的环境，努力提升华语使用率。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棉兰华语的

使用有限，主要在家庭中使用，应该使用华语的学校而处处是汉语方言，严重影响了华语教学质量

和学生华语学习的积极性。因此，一方面要对印尼语、华语和汉语方言进行正确地功能定位，印尼

语主要在正式场合使用，汉语方言主要在家庭中使用，华语主要在学校和华人公共场合使用，这样

既能维护印尼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同时又能保护汉语方言和提升华语的使用空间。另一方面，郑军

（２０１３：６９）曾指出，“华人社团在举办宗亲会等集体活动时，要鼓励家长带其孩子参加，留出时间让
华裔青少年讲华语用华语。”

（二）加强汉语方言与华语差异研究，努力提升华语能力。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印尼棉

兰华裔青少年对华语语言态度和华语期望持积极态度，但华语使用仍偏少，这与学生华语能力较低

密切相关，这从学生的交际语言、华语能力因子和华语能力可以看出，而华语能力因子对华语使用

具有显著的正预测性，并且华语能力与华语使用显著性相关。研究和事实证明，语言能力是该种语

言使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应加强汉语方言与华语差异的研究，努力提升华语能力。一方面应探

讨汉语方言背景对学生华语学习的正迁移，如已有的研究表明（Ｘｉａｏ，２００６；Ｍｉｎｇ＆Ｔａｏ，２００８），具
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语学习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ａ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ｅｒ）在口语、听力和语法等方面比
没有汉语方言背景的华语学习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ｅｒ）好。另一方面要探讨汉语方
言对华语学习的负迁移，如郑军（２０１３）研究发现，印尼棉兰华裔学生由于受当地汉语方言的负迁
移影响，书面语表达中不能正确的使用 “不”和“没”、“会”和“能”、“才”和“再”等。

（三）研讨开发职业华语教材，努力提升华语使用价值。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棉兰华裔

青少年华语学习目的是为了继承华人文化传统，但更多地表现为工具性动机，而华语努力程度对华

语使用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家长影响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的负预测力，要改变这一状况，变学生

被迫学习华语为主动学习，并且努力学习华语，只有提升华语的使用价值。因此，在巩固学生华语

基本能力的基础上，研讨开发职业华语教材迫在眉睫。职业华语教材应与当地华人从事的主要职

业密切联系，如郑军（２０１３）研究发现，印尼棉兰华人主要从事职业为厨师、中医师、教师和商贸，因
此棉兰的职业华语教材应以厨师、中医师、教师和商贸为主。同时，职业华语教材的编写应是中国

学者与棉兰当地华人学者合作而成，这样才能使教材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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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讨华语使用的影响因素，努力提升华语传播的科学性。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年龄、性

别、华语情感、华语能力因子、华语努力程度和父母的影响等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的正预测力，华语

期望和华语能力与华语使用密切相关，语言焦虑对华语使用具有显著的负预测力。除此之外，还有

许多因素影响华语的使用和传播。如吴英成和邵洪亮（２０１４）指出，影响华语使用和传播的因素包
括国家语言政策、华裔的家庭背景、社会主导语的国际影响力、华语在当地的社会价值和中国的国

际地位等，对此我们应当积极探讨，从而提升华语传播的科学性。

六、结　论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随着华语在印尼棉兰的传播，印尼华裔青少年华语使用低势走升，但

汉语方言的使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弱现象，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仍保持强劲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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