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SIL 2004, Academia Sinica                                               Page 1 of 1 

專題演講：數位化與語言情境 

 

 

Lecturer: 謝清俊 

Affiliation: 玄焋大學圖書與資訊科學學系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演講摘要 

語言研究的基本資料是語言現象。當語言現象改變了，語言和語言研究也

就隨之推移。例如，有隨空間改變的 language shift, 有隨時間改變的 language 

change. 然而，除了時空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根本因素，能引起值得關注的語

言現象改變呢？  

不諱言，資訊科技帶來的網際網路、個人電腦、電子郵件、手機、傳真…

已改變了許多溝通或傳播的行為。雖然目前尚無具體的量化資料顯示，在數位世

界裡，語言現象改變的速度、幅度有多快、多大，但是這改變已是人人皆感受到

的事實。換言之，將資訊科技認為是繼時空之後，另一推動語言現象改變的根本

因素，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本講題即藉語言研究在目前推動的數位化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為起點，來

探討數位化工作可能引起的語言現象改變。首先，本講題將對媒介、傳播、語言、

資訊、知識、文化等之間的關係作一綜覽。其次，將釐清些資訊相關的概念，介

紹一個通用的資訊定義，以及一個通用的數位化模式。在此過程中，我們將適時

的討論語言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數位化的工作中可能引起的語言現象改變。 

目前，對數位化帶來的語言現象改變並無具體的理論或定論。本講題也不

會對此作「研究報告」式的說明或結論。本講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喚起語言學者

正視此問題，並跨出語言學的領域，與相關的資訊科學對話、合作。講者相信跨

領域的合作將有利於語言學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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