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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與戰後台灣「國語」運動
（1946-1948）

日本‧愛知大學

黃英哲

摘要

本文即在探討戰後國府的台灣「文化重建」工作中的一環──國語（北

京語）運動的執行過程，同時也探討中國著名語言學家魏建功在此國語運動

中扮演的角色。早在台灣調查委員會時代，魏建功就以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

會常務委員的身分被聘為調查委員會兼任專門委員，參與台灣接收的設計籌

畫工作。台灣一接收後，立即被聘為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

戰後台灣的國語推行工作。魏建功在台推行國語的最終理想是希望中國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理想──言文一致，能夠率先在戰後的台灣實現。國語推

行委員會之具體做法是訓練國語傳習者，在全省各地設置國語推行機構－－

國語推行所，各置國語推行員。魏建功更將其細緻構想──樹立國音標準、

從方言學習國語，意圖透過該委員會的活動予以落實。魏建功在任期間雖大

約只有一年半時間，而且當時的客觀環境也是困難重重，雖然無法馬上達成

國府預期之工作成效。但是，他至少確立了戰後國府之台灣國語運動方針，

改組後的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幾乎是延續魏建功確立的國語運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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