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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了語言，知識才能成為無限。沒有語言，人類跟其他動物便沒有什麼

不同。有語言，我們人類才能思考、才能創造，才有文明、科學、技術、文學、

藝術、音樂等等，人類的生活才能多采多姿，我們的知識才能不斷地累積。這些

都是其他動物無法辦到的，因為牠們並沒有語言。 

語言學能夠做出什麼，是別的學科都還無法辦到的事？一個史前的原始社會，

即使沒有任何文獻記錄，透過語言學的方法，我們仍然可以推知他們生活的地理

環境、生活型態、以什麼維持生活等等問題。 

人類必須仰賴周圍各種動、植物才能生存，原始社會更是如此。五千年前古

南島民族在臺灣，他們周遭有什麼動、植物？其中有哪些已被人類馴化？有哪些

動、植物是臺灣原生種，又有哪些動、植物是後來引進的？他們如何獲得那些動、

植物？類似以上這些問題歷史語言學者可以提供答案。 

沒有文獻記錄，歷史學者只能看考古出土的材料，可是那些材料並不會說話。

只有語言才是活生生的知識，它可以推知史前的歷史。其中一項就是一個民族的

起源地，包括漢藏民族、印歐民族、南島民族等等。就南島民族而言，根據現有

各種語言學的證據，我們可以推知起源地就在臺灣南部的平原，進一步還可以推

出古南島民族如何分階段分化並且擴散到臺灣全島各地。 

語言是以人的身體作為指標（human body as conceptual template），如前面、

後面、頭上、腳下、左右。從人的身體各部名稱擴展到其他動物，如牛頭、馬嘴、

猪腳、象牙，更進一步延伸到無生命的東西，如山頭、河口、桌面、椅背。人體

各部名稱日常之使用可說無所不在。還有隱喻（metaphor），更是妙用無窮，也

就大為擴增人體名稱的使用範圍了，如心碎、厚臉皮、硬著頭皮、眉開眼笑、口

是心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