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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藝方面，行家/達人cognoscenti是個複數

的字眼，跟cognition（認知）有關，知道很多

的人就是行家。半吊子是dilettante，跟英文的

delight（高興）有關，指的是因為高興喜歡而從事

的業餘愛好者。

濕壁畫 fresco跟 fresh（新）有關，因為這種畫法

是在新塗的石灰泥上做的。赤陶 terracotta是一種

沒有上釉的紅褐色陶器，義大利文的本義是「烤

過的泥土」，terra（泥土、土地）與 territory（領

土）有關，西安的兵馬俑英文一般翻成Terracotta 

Army。設想/局面是 scenario，指的是事態可能的

情況，與英文的 scene（情景）有關，原為故事情

節的大綱或發生的場景。

火海/煉獄是 inferno，來自但丁 (Dante)的《神曲》

(Divine Comedy)，原指地獄，跟英文的 inferior(差

的；下級的)有關。安逸奢華的生活是dolce vita，此

乃來自費里尼 (Fellini)的電影La Dolce Vita (甜蜜的生

活)，dolce是「甜美的」，vita是「生活」。電影中

瘋狂的攝影記者姓Paparazzo，第一個字母小寫後的

複數形paparazzi甚至還成為「狗仔隊」的代名詞。

吃著義大利麵，喝著義式咖啡，聽著義大利歌

劇，不管是普契尼還是威爾第，不管是在餐

廳、咖啡館還是在家裡，悠閒地無所事事（dolce 

far niente，字面義為 sweet doing nothing，什麼

事都不做的甜美），那才叫人生一大享受。

各位說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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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字幕，讓台灣識字率超過98%

70年代中期初次來台，我發現所有的電影和電視節

目，包括國、台語的在內，都有中文字幕，有點意

外，因為英美國家裡，除了外國影片和專門給聽障者的

隱藏式字幕外，一般影視節目不會顯示字幕。問朋友為

什麼會這樣，他說，其實是新聞局規定的，主要是怕很

多年長者聽不懂國語，也為了聽不懂閩南語的人。

對於我這個學中文和閩南語的人來說，中文字幕其實

是利於學習語言的，有了小孩以後，我發現，當小孩

還不會注音符號、教也教得很辛苦時，因為字幕，他

們倒先認得許多中文字。根據最近的統計資料，美國

文盲人數大概為三千兩百萬人，佔總人口的14%左

右（註一），大大輸給識字率超過98%的台灣（註二）。

不認識字跟失業、吸毒、犯罪等社會問題有很明確的

關係（註三），令人不禁聯想，英美國家的影視節目如果

效法華語地區開始附上英文字幕，應該對提升孩子和

大人的閱讀能力有助益。

中文字幕好讀，因為中文字的語音單位等於一個音節

中文字有一個英文字沒有的重大特色：每一個方塊字對

應的語音單位是一整個音節。像英文這種以字母為書寫

系統的語言，基本上每一個符號對應的語音單位是抽象

的、不會單獨出現的子音或母音，讀者需要把這些語

音單位串起來，才能讀出「字」。然而，中文字要比字

母系統直接了當、辨認速度快，瞄到一個中文字，整

個音節就蹦出來了（因為雙音節的基本結構，中文字其

實會兩個兩個的同時蹦出來），不需要把一堆子音母音

慢慢組合，再調出腦內對應的音節和字詞。很多受過

良好教育的中文母語者會發現，一整片的中文字閃過

去，都捉讀到了，意思也懂，西方人看這個神速，只

能嘆為觀止，因為讀自己的母語就是沒辦法這麼快。當

然，中、英文一樣，較艱深難懂的內容得花多一點時間

去思考與消化，可是中文字，以及含有很多漢字的日本

文字，辨識速度就是比英文等語言要快。

不過，事情總是有兩面的。

習慣看字幕會影響英文聽力？

我們現在回到中文字幕的問題：聽過朋友和學生

說，因為太習慣中文字幕，有時沒有字幕，會怕有些

字沒聽到或沒聽懂。字幕出現時，好像也會不自覺地

去看，幾乎沒辦法不看。網路上也有人這樣寫：

「…我從小在台灣看電視電影都習慣有字幕，就算是

看綜藝節目也是，漸漸的，不自覺變得太依賴，連

沒有字幕的中文電影有時候也會看不懂。來美國之

後，看電視電影都要很專心聽才看得懂，才發現依賴

字幕的習慣已經好難改過來。不只是看電視電影，連

上課要專心聽老師講課都不容易，每次都在想老師前

面有一排字幕有多好，和朋友講話也覺得自己聽力怎

麼這麼差…這種聽力不是英文考試那種有主題的聽力

測驗，是日常生活中那種主題講話速度超快的聽力…

台灣人要好好檢討一下字幕文化，到底有沒有必要幾

乎所有的節目都放字幕？！」（註四）

作為英文教師，會開始關心這個現象，是因為在教學

時注意到一般學生有滿大的英語聽力與發音問題。學

生絕對不是「有點中文腔」而已，而是最基本的子音

母音都分不清楚，唸也唸得離譜，這會影響到整個英

文的學習。請讀者想一下，一位學中文的外籍人士要

學中文四個聲調的正確唸法，如果直接從紙本教科書

學，而不用音檔或聽母語者的示範，能學得如何？問

文/史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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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預告：作業沒做完時，老師問你，"So you 

haven’t finished your homework?"，應該以"Yes" 

還是 "No" 來回答？小心答錯，對方會聽得一頭

霧水！下次談談英文肯定與否定方式的歷史和邏

輯思考，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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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

The New York Times / the BBC / UFO RadioI READ

來自極冷的美國明尼蘇達州，從小跟爸爸學德文。高中開始教德、西

語，同時也旁聽明大的中文課程。赴德當交換學生一年，學士（明

大）、碩士（師大、普林斯頓）、博士（荷蘭萊頓）都念中文和語言學。

在夏大教了一年中文後，1984年再次來台定居。1990年辭去新聞局
的工作，轉到台大外文系任教，開始從事「台式英語」的研究。

學生這個問題時，他們大笑說「不可能！」那麼，英

文呢？沒有大量的正確英文句子進入耳朵裡，怎麼可

能把英文學好呢？是不是有雙重標準的嫌疑？

在大學教課也注意到，同學比較不會踴躍舉手參與或

問問題，倒是經常有人在課堂中跟朋友說悄悄話。這

種行為不僅忽視基本禮貌與尊重，也讓他們少掉很多

重要的教學內容。老師上課口述的內容，就算是用

中文授課，到期末考時，大部分的學生似乎還是沒

有吸收到重複過多次的重點。後來開始把內容付諸文

字，把這些文章給學生當作業看，也要求他們寫下每

篇文章裡的重點。開始這麼做的那年，學生的考試成

績就飆升了。文章裡寫的跟之前上課講的，內容是一

樣的。不免自問，有了文字稿跟沒有文字稿，怎麼會

有這樣天差地別的差距？

我發現，並不是華人或東亞人「沒有語言天份」，而是

許多人根本就沒有用心聽。課堂上要跟著唸時，學生表

達出的心態是，「我會了！我會了！我最快！！」，隨

時只有急著想要把該做的趕快「做完」，並沒有想到要

如何把事情「做好」，也發現，老師的示範講不到一半

時，大家已經在吸氣、動嘴唇，這也就表示他們根本

沒有在聽，而只是在準備自己等一下所要講的話。

台灣人長期仰賴「看」而不是「聽」來吸收訊息

台灣的英文教育對於聽力和口說的忽略早就不是新聞

了。這可以追溯到很多原因：台灣光復後，各科的師資

缺乏，素質不一，一般英文老師沒有完善的語言聽講與

教學訓練；再來就是比較單向、重視死背、書本上的知

識、正規思想等比較傳統的儒家教育模式，加上當時教

學資源匱乏、資訊比較封閉的教育環境；當然，還有大

家仍然最關心的 --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制度。

除此之外，教職員的鐵飯碗制也滋生出其他問題：

有的英文老師容易安於現狀，不向國外或母語人士

學，覺得與同儕相似的水準就可以交差，不覺得有脫

穎而出的必要，最終造成英語教學的僵化與平庸主義。

一般學生在聽說方面一直表現不佳，教師與教育當局

至今為止也還沒有好好重視與檢討這個問題、擬出對

策、厲行改革。

其實，聽力問題不只是學習英文的問題，它凸顯出整

個台灣社會文化「聽覺」與「視覺」之間的一種「失

衡」。我們不能把英語聽說上的缺失全歸咎於中文字

幕的普遍，字幕只是症狀和助長既有趨勢的因素之

一，更別說字幕對台灣識字率有著卓越的貢獻，可是

台灣人似乎在吸收新資訊方面，仰賴「看」的比例遠勝

過「聽」的比例；也許該加強一下日常生活中「聆聽」的

比重。 

語言是聲音，文字是錄音機

實際上，語言不是文字，語言是聲音。二十萬年前開始

有人類以後，語言接著出現，文字的歷史卻不到一萬

年。文字能幫我們記下隨說隨消失的語音，能幫我們有

條理的組織我們的思緒，也是個讓我們的思想能超越時

空傳給其他人的輔助工具，可是文字不是語言。頭腦裡

有很多一段一段完整的「音檔」後，我們才真的學到了

一個語言。這是我們在語言教學上常忽略的一件大事。

有一個能讓正確語音進到耳朵裡的方法，叫做「回音

法Echo Method 」。「回音法」的步驟是：

聽短短一段英語

讓這段話在心裡「回音」一次

（靜下心「聽」的話，頭腦會自動「重

播」任何聲音，這叫做「回音記憶

echoic memory」）；

聽完心裡的「回音」後，就跟著唸。 

每天練習10分鐘。

學生開始這樣做以後，他們的聽力與發音開始突飛猛

進。新教育部長上任後，筆者一直有個夢想，想約見

潘部長，討論英文科聽力訓練的重要性，也想建議教

育部規定中小學每一堂英文課要增加十分鐘的聽力練

習，真的這樣做的話，相信台灣整體的英語程度會立

即開始爬升。

「沒有英語環境」是藉口，有聲書能鍛練聽力

常有人說，學英文的人，沒能把英語的聽說能力磨練

好，是因為「沒有英語環境」。可是，台灣真的「沒

有英語環境」嗎？網際網路自1990年代中盛行，發

展至今，智慧型手機已是人人一支了，更別說家裡

還有筆記型和平板電腦，各種英語學習資源也爆炸

式地湧現。平心來看，真的可以說台灣「沒有英語

環境」嗎？還是應該說，台灣的英語老師與教育當

局還沒有想到各種網路資源可以如何增進英語聽講能

力？除了一般教學網站外，還有無窮盡的影片、播

客 (podcast)、線上語言交換網站⋯都等著學習者去發

掘，學生若懂得善用這些日新月異的資源，想不進步

也難。語言要學好，從聽力著手才是不二法門。

有聲書就是一種方法。筆者跟很多人一樣，每天花

過多時間在電腦前，閱讀量大，眼睛因而容易疲

勞。為了讓眼睛休息，常選擇不看紙本書而聽有聲

書，這樣在空閒時、走路、開車、床上在黑暗中都

可以「讀」很多世界名著。就我的觀察，台灣幾乎沒

有聽有聲書的風氣，大陸人反而比較愛聽有聲書。（註

五）問朋友為什麼台灣人不愛聽有聲書時，他們回

答：「你哪來這麼多耐心聽有聲書？直接用看的不是

比較快嗎？」有聲書乏人問津的情況，也許是因為看

中文字的速度比較快，不過，是不是也跟台灣的「字

幕效應」與「聽力問題」相關？

很多歐洲人，尤其是日耳曼國家的人，一般都可以在

幾年內把英文學得文法又正確，發音又清楚。台灣人

讀書沒有歐洲人厲害嗎？或是只是還沒學到「聽」的技

巧與重要性？

身為英文老師，常有人問：「要怎麼樣才能把英語學

好？」讀到這裡，讀者現在也應該知道如何回答：「每

天專心練習聽就是了。」�

photo credit: TED.com

（註一）資料來源：statisticbrain.com/

（註二）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部網站

（註三）資料來源：invisiblechildren.org 

（註四）資料來源：台灣電影人論壇

（註五）請參考大陸的「懶人聽書」網站：lrt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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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預告：作業沒做完時，老師問你，"So you 

haven’t finished your homework?"，應該以"Yes" 

還是 "No" 來回答？小心答錯，對方會聽得一頭

霧水！下次談談英文肯定與否定方式的歷史和邏

輯思考，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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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

The New York Times / the BBC / UFO RadioI READ

來自極冷的美國明尼蘇達州，從小跟爸爸學德文。高中開始教德、西

語，同時也旁聽明大的中文課程。赴德當交換學生一年，學士（明

大）、碩士（師大、普林斯頓）、博士（荷蘭萊頓）都念中文和語言學。

在夏大教了一年中文後，1984年再次來台定居。1990年辭去新聞局
的工作，轉到台大外文系任教，開始從事「台式英語」的研究。

學生這個問題時，他們大笑說「不可能！」那麼，英

文呢？沒有大量的正確英文句子進入耳朵裡，怎麼可

能把英文學好呢？是不是有雙重標準的嫌疑？

在大學教課也注意到，同學比較不會踴躍舉手參與或

問問題，倒是經常有人在課堂中跟朋友說悄悄話。這

種行為不僅忽視基本禮貌與尊重，也讓他們少掉很多

重要的教學內容。老師上課口述的內容，就算是用

中文授課，到期末考時，大部分的學生似乎還是沒

有吸收到重複過多次的重點。後來開始把內容付諸文

字，把這些文章給學生當作業看，也要求他們寫下每

篇文章裡的重點。開始這麼做的那年，學生的考試成

績就飆升了。文章裡寫的跟之前上課講的，內容是一

樣的。不免自問，有了文字稿跟沒有文字稿，怎麼會

有這樣天差地別的差距？

我發現，並不是華人或東亞人「沒有語言天份」，而是

許多人根本就沒有用心聽。課堂上要跟著唸時，學生表

達出的心態是，「我會了！我會了！我最快！！」，隨

時只有急著想要把該做的趕快「做完」，並沒有想到要

如何把事情「做好」，也發現，老師的示範講不到一半

時，大家已經在吸氣、動嘴唇，這也就表示他們根本

沒有在聽，而只是在準備自己等一下所要講的話。

台灣人長期仰賴「看」而不是「聽」來吸收訊息

台灣的英文教育對於聽力和口說的忽略早就不是新聞

了。這可以追溯到很多原因：台灣光復後，各科的師資

缺乏，素質不一，一般英文老師沒有完善的語言聽講與

教學訓練；再來就是比較單向、重視死背、書本上的知

識、正規思想等比較傳統的儒家教育模式，加上當時教

學資源匱乏、資訊比較封閉的教育環境；當然，還有大

家仍然最關心的 --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制度。

除此之外，教職員的鐵飯碗制也滋生出其他問題：

有的英文老師容易安於現狀，不向國外或母語人士

學，覺得與同儕相似的水準就可以交差，不覺得有脫

穎而出的必要，最終造成英語教學的僵化與平庸主義。

一般學生在聽說方面一直表現不佳，教師與教育當局

至今為止也還沒有好好重視與檢討這個問題、擬出對

策、厲行改革。

其實，聽力問題不只是學習英文的問題，它凸顯出整

個台灣社會文化「聽覺」與「視覺」之間的一種「失

衡」。我們不能把英語聽說上的缺失全歸咎於中文字

幕的普遍，字幕只是症狀和助長既有趨勢的因素之

一，更別說字幕對台灣識字率有著卓越的貢獻，可是

台灣人似乎在吸收新資訊方面，仰賴「看」的比例遠勝

過「聽」的比例；也許該加強一下日常生活中「聆聽」的

比重。 

語言是聲音，文字是錄音機

實際上，語言不是文字，語言是聲音。二十萬年前開始

有人類以後，語言接著出現，文字的歷史卻不到一萬

年。文字能幫我們記下隨說隨消失的語音，能幫我們有

條理的組織我們的思緒，也是個讓我們的思想能超越時

空傳給其他人的輔助工具，可是文字不是語言。頭腦裡

有很多一段一段完整的「音檔」後，我們才真的學到了

一個語言。這是我們在語言教學上常忽略的一件大事。

有一個能讓正確語音進到耳朵裡的方法，叫做「回音

法Echo Method 」。「回音法」的步驟是：

聽短短一段英語

讓這段話在心裡「回音」一次

（靜下心「聽」的話，頭腦會自動「重

播」任何聲音，這叫做「回音記憶

echoic memory」）；

聽完心裡的「回音」後，就跟著唸。 

每天練習10分鐘。

學生開始這樣做以後，他們的聽力與發音開始突飛猛

進。新教育部長上任後，筆者一直有個夢想，想約見

潘部長，討論英文科聽力訓練的重要性，也想建議教

育部規定中小學每一堂英文課要增加十分鐘的聽力練

習，真的這樣做的話，相信台灣整體的英語程度會立

即開始爬升。

「沒有英語環境」是藉口，有聲書能鍛練聽力

常有人說，學英文的人，沒能把英語的聽說能力磨練

好，是因為「沒有英語環境」。可是，台灣真的「沒

有英語環境」嗎？網際網路自1990年代中盛行，發

展至今，智慧型手機已是人人一支了，更別說家裡

還有筆記型和平板電腦，各種英語學習資源也爆炸

式地湧現。平心來看，真的可以說台灣「沒有英語

環境」嗎？還是應該說，台灣的英語老師與教育當

局還沒有想到各種網路資源可以如何增進英語聽講能

力？除了一般教學網站外，還有無窮盡的影片、播

客 (podcast)、線上語言交換網站⋯都等著學習者去發

掘，學生若懂得善用這些日新月異的資源，想不進步

也難。語言要學好，從聽力著手才是不二法門。

有聲書就是一種方法。筆者跟很多人一樣，每天花

過多時間在電腦前，閱讀量大，眼睛因而容易疲

勞。為了讓眼睛休息，常選擇不看紙本書而聽有聲

書，這樣在空閒時、走路、開車、床上在黑暗中都

可以「讀」很多世界名著。就我的觀察，台灣幾乎沒

有聽有聲書的風氣，大陸人反而比較愛聽有聲書。（註

五）問朋友為什麼台灣人不愛聽有聲書時，他們回

答：「你哪來這麼多耐心聽有聲書？直接用看的不是

比較快嗎？」有聲書乏人問津的情況，也許是因為看

中文字的速度比較快，不過，是不是也跟台灣的「字

幕效應」與「聽力問題」相關？

很多歐洲人，尤其是日耳曼國家的人，一般都可以在

幾年內把英文學得文法又正確，發音又清楚。台灣人

讀書沒有歐洲人厲害嗎？或是只是還沒學到「聽」的技

巧與重要性？

身為英文老師，常有人問：「要怎麼樣才能把英語學

好？」讀到這裡，讀者現在也應該知道如何回答：「每

天專心練習聽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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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資料來源：statisticbrain.com/

（註二）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部網站

（註三）資料來源：invisiblechildren.org 

（註四）資料來源：台灣電影人論壇

（註五）請參考大陸的「懶人聽書」網站：lrt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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