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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圖／呂佳蓉 

人
之異於禽獸，有個關鍵要素是語言。語言是人類關鍵的認知能力，也是心智運作的

核心之一。語言是複雜的符號系統，這符號系統如何運作？人類使用語言必須整合

多層次的資訊來源，包括詞彙聯結、語法結構、語境與語用條件，乃至情感、文化與背景

知識等。研究語言有許多方法，有理論語言學研究、心理語言學研究、計算語言學研究、

語言的田野調查，以及語言社會與文化研究。要了解臺大語言所研究的獨特之處，必須由

現代語言學史談起。

語言學研究簡史

語言學研究在中國由甲骨文的字形義研究萌芽，歷經許慎的說文解字，建立起漢字字

典的傳統。而西方則由考證不同版本的文獻學開始，探索語源，並由索敘爾建立了現代語

言學基礎。爾後，語言學研究蓬勃發展。結構語言學的幾個基本概念包括區分語言（社會

共享的語言系統）與言語（具體的語言表達行為）、強調符號的任意性、拆解語言構成的

層次結構，並區分共時性與歷時性的語言學研究。而在美國1957年由喬姆斯基提出的生成

句法學，則強調句法（syntax）的自律運作系統，獨立於人的認知與社會文化之外。這個

觀點的語言結構為穩固、嚴謹且規律的系統。而1980年代卻興起了一股反思語言結構與意

義的連結性，重新強調以人的身體經驗為本的語言學研究，探究社會文化與語言之間的互

動、語言結構的動態性、以及使用者的互動主觀性的角色。

臺大語言所的成立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臺大語言所由黃宣範教授籌備，於1994年成立，即以「棲於身

的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之認知功能語法，開創臺灣語言學的新典範。認知功

能語法強調語言的動態性與使用者的視角，並著重語言形式與其意義及使用情境之間的關

係。其核心觀點為強調語言結構與意義之間的匹配並非任意性的，而是直接關聯於其所表

達的意義。語言中的不同結構是為了滿足交流的語用需求。認知功能語法也注重使用者的

體現身體與社會文化的語言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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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使用者的知識、經驗和認知

過程被認為在語言的形成和運用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語言不僅僅是個別結

構的組合，更是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和

理解的反映。此外，認知功能語法特

別關注語境對語言使用的影響，主張

理解和使用語言的方式會受到具體社

會文化和情境因素的調節。而語言被視為具有

傳遞信息、表達情感和調控社會交往等多種功

能，這些功能在不同的語法結構中得到體現。

在此脈絡下，多年來蘇以文教授將語用學帶入

語法研究裡，引領學生觀察並分析現代漢語的

語法化現象以及四字格成語的構式義。也長期

與醫學領域合作，研究漢語「痠」的痛覺表達

與大腦生理機制的關係。

本土語言的保存與復振

語言所也在創所後，積極推動臺灣南島語

的保存、復振與研究工作。本所南島語言學依

循功能語法學提供的研究典範，讓南島語言的

研究帶來一番新契機。黃老師主持過兩項大型

計畫：賽夏語語法整合型計畫（三年期）；語

言空間與情緒（三年期），也對鄒語有深入的

研究。而本所宋麗梅教授更長期教授語言田野

2009年9月28日赴京都大學參加第十屆日本認知語言學會全國

大會，由左至右為林盈妤、蘇以文、江文瑜、呂佳蓉、黃宣

範、馮怡蓁以及宋麗梅（敬稱略）。

宋麗梅教授於2018年出版了《賽德克語語法概論》

（二版）與《卡那卡那富語語法概論》等專書。

2015年6月至高雄市那瑪夏區的卡那卡那富語

言調查之行（宋麗梅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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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課程，30年來帶領研究生上山下海記錄並分

析了卡那卡那富語、魯凱語、賽夏語、鄒語、噶

瑪蘭語、阿美語、賽德克語、泰雅語、撒奇萊雅

語以及布農語等至少10個臺灣南島語語言，並建

置了〈臺大臺灣南島語語料庫〉（https://corpus.

linguistics.ntu.edu.tw/#/）。宋老師將研究成果集

結成冊，於2018年出版了《賽德克語語法概論》

（二版）與《卡那卡那富語語法概論》等專書，

貢獻卓越。

在臺灣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上，本所黃宣範教

授於1993年出版了畢生著作《語言、社會與族群

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研究》，奠定臺灣的語言

社會面貌，為影響臺灣甚巨的鉅著。後由張裕宏

教授、江文瑜教授、宋麗梅教授與馮怡蓁教授延

伸黃老師精神，多年來開設復振本

土語言的相關課程，成為臺大語言

所的特色之一。

語言、認知與科技

而因應時代趨勢，本所謝舒

凱教授也積極開設程式設計與資料

科學導論、語料庫語言資料處理、

計算語言學專題研究與生成式AI

的人文導論等課程，培養文組學生

的AI素養與運用語言模型分析數據

的能力。極受好評。謝老師也透過教育部的標竿

2015年6月在高雄市那瑪夏區，進行卡那卡那

富語言調查，與報導人合影。（宋麗梅老師

提供）。

臺大多模態語料庫的網頁截圖。

2025年1月8日語言所搬遷至人文館前夕，於

樂學館留影。由左至右為鄒沛妡、邱振豪、

宋麗梅、江文瑜、謝舒凱、馮怡蓁、李佳

霖、呂佳蓉（敬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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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挹注，建置了〈臺大多模態語料庫〉（https://multimoco.linguistics.ntu.edu.tw/index.

html），這是臺灣第一個可在線上檢索文字、聲音與手勢等溝通訊息，分析語言的溝通策

略與功能的語料庫。除此之外，謝老師還有許多跨國合作計畫，正陸續進行中。

語言的感知與產出研究

本所也進一步使用先進的儀器調查語言現象，如邱振豪教授運用超音波等儀器研究

語音的生理機制及變異等議題。邱老師在其國科會計畫〈舌位重心的角色：影像分析與

人機介面之應用〉中，探討舌位重心在語言產出或是語言相關運動時的角色，並將結果

導入以語言學習及語言治療為導向所建構的人機介面。系列實驗的研究結果與人機介面

的應用除了可以提供現有構音上及生理上的解釋，更能提供將來臨床治療與語言習得的

理論基礎，開拓該計畫成果的應用空間。

本所馮怡蓁教授以語音的感知研究，研究語音變異的語者資訊，協助聽者藉由了

解語者背景而更迅速處理所接收到的訊息。馮老師近年來主持了國科會計畫〈從聲學、

行為與腦波實驗看噝音變異於臺灣華閩語語句處理之角色〉，利用臺灣華閩語噝音變異

的特性，進一步探討語音變異於語句中可能的分佈規律，並探索聽者系統性利用這些規

律以提昇語言處理效率的可能性。也主持了〈從童顏到鶴髮；子音頻譜特性之語音趨同

——以臺灣華語平翹舌對轉為例〉，更進一步解析所謂臺灣腔的特色與形成過程。

語言認知功能與老化研究

現任所長李佳霖教授的研究範疇即是探究健康成人語言處理的認知與神經機制。由

於語言能力與記憶、注意力、執行功能等多項認知能力密切相關，隨著高齡人口比例不

斷攀升，李老師也深入了解語言與老化之間的交互作用，以期尋找延緩語言與認知退化

的實證依據。李老師的研究特色在於結合腦電波資料、腦造影資料、神經心理測驗以及

行為資料，系統性地探討人類語言處理的認知歷程與神經機制。其研究議題涵蓋健康成

人母語者的語意歧義解析、語法運算、語意預測與認知控制、右腦語言處理，並延伸至

語言老化、跨語言學習與語言與非語言系統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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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社會文化互動

本所江文瑜教授專精於聲韻學、認知隱喻理論

與社會語言學，近年來推動幸福語言學的概念，致

力於讓語言學知識能為社會所用。多年來嘗試以台語

授課，開設〈臺灣語言與社會〉、〈台語與台文〉、

〈臺灣多語社會的形成與建構〉等課程，培育臺大學生

的台語運用力，並提升台語的學術力與科技力。

筆者多年來開設〈進階認知文法〉、〈詞彙語意學〉、

〈語言與文化〉以及〈動漫語言學〉等課程，研究諺語的結構與

文化特色，以及網路語言迷因等引起的語法化現象，以及當代語言因語

用而產生的語意變遷現象。

而集大成的科普著作，是本所由黃宣範教授號召並規劃，集結了國內19位語言學家

撰文，讓《語言學：結構、認知與文化的探索》一書於2021年問世（臺大出版中心），

內容從語言學基礎談起，擴及臺灣本土語言研究、並延伸至手勢、手語研究與計算語言

學介紹，歡迎對語言學有興趣的讀者參考。（本期專題策畫／臺灣文學所黃美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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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佳蓉 小檔案

畢業於臺大外文系，獲得交流協會獎學金至日本京都大學攻讀碩

博士學位，取得博士學位後輾轉返回臺大語言所任教，曾擔任語

言學研究所所長，現任語言所副教授。專長為認知語言學、日語

擬聲語擬態語的語意分析、構式語法、隱喻研究及語言與文化研

究。近五年主要研究興趣與方向，可概括為「跨語言的諺語研

究」、「語言與文化研究」、「由外來詞彙看文化流動」、「動

漫語言學」、「網路迷因與網路語言變異研究」等。對語言意義

與結構的動態性演變極感興趣，常以鄉民的語言為研究靈感來

源。今年適逢本所舉行創所 30-31 週年「相惜相依，語你同行」

活動，撰稿時也同時回顧了三十年來的點點滴滴，師生情誼，亦

師亦友，只有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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