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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各族群母語的重要性 

 

母語是維繫一個民族的文化臍帶和精神支柱，也代表著一個民

族的尊嚴。 

    

語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人類文明最初的記憶，更是各族

群文化的活化石。一個民族的智慧、技藝、宗教、風俗、歷史，都

深深地蘊藏在他們的母語裡。《世界瀕臨消失的語種版圖》警告

說：“一個語種的死亡和消失，等於永遠失去我們對人類思想的認

知和理解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因為每一種母語，都是一個民族

靈感的源泉、創造力的鑰匙以及文明的承傳載體，失去一種語種就

意味著斷送一種文明。 

 

語言也是根植於民族靈魂與血液的文化符號。她不僅是一種表

達工具，還真實記錄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蹤跡，成為延續歷史與未來

的血脈。保護母語就是保護自己賴以生存的文化基因。正因為如

此，英、德、法、俄、意、加等國都以立法的形式，保護本國官方

語言文字在大眾傳媒和公共領域的使用和主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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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平均每個月都有兩種原始語言消失的情況下，聯合國主

管文化機構呼籲各國教育部門，將兒童開始學習本土母語時間提

前，以激發學習能力，以及保護世界多種語言的寶貴資產。「現在

各界一致認為，同時教授母語及國家官方式語言，可幫助兒童在認

知及學習能力發展方面，獲得良好效果。」 

 

根據「世界即將消失語言分佈圖」資料顯示，今日全世界有超

過 6,000種語言正在使用，但是其中 95%的語言，僅由 4%的世界人

口使用。 

 

一種語言能夠代代相傳的首要條件是，至少有 10萬人在說這種語

言。而據美國薩默語言學研究所 1999年發表的一項調查報告，全

世界有 500種語言的使用者不到 100人；1500種語言的使用者不

到 1000人；三千多種語言的使用者不到 1萬人；5000種語言的使

用者不到 10萬人。英國《自然》雜誌今年 5月發表的一篇文章

說，目前世界上有 46個人成為會說自己母語的最後一個人了，所

以我們必須像保護瀕臨滅絕物種那樣，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的心態來保護語種，使其能在地球上永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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