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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8/2021_2022__E5_8F_B0_

E6_B9_BE_E6_96_87_E5_c34_238201.htm 要说两岸文化、习俗

上的一致，首先得数语言上的一致。在台湾把普通话称为“

国语”，这本身就反映出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国家认同感

。在台湾“国语”广为流行，即使在偏僻落后的山区也是这

样。要说两岸相同的文化习俗，最直接的体现是语言的相同

，正是因为国语的存在，所以两岸之间毫无语言障碍，成为

加深两岸感情的基本纽带，成为促进两岸交流的主要因素之

一。 台湾流行的还有闽南话、客家话。到本世纪初，随着台

湾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迁徒频繁，族群分布有了很

大的改变。在台湾说闽南话的约占57.1%，说客家话的约

占21.4%，讲原住民方言的约为2%，其余则讲其它汉语方言

。无论是闽南话，还是客家话，都是由大陆移民带到台湾并

流行于台湾的。台湾话中的福佬话、台湾话、台语，均属于

“闽方言”中的闽南话。 闽南语的发源地不是在福建，而是

在黄河、洛水流域，俗称“河洛话”，这是因为西晋时中原

一带的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大姓为避战乱南

下，在无名江边定居，并把这条江定名为“晋江”，以示不

忘自己是晋朝人。这样也把河洛话带到福建，并演变为闽北

、闽中和闽南三种方言语系。在闽南人移民台湾后，自然把

闽南话带到台湾。令人预想不到的是，原先说河洛话的地方

早已不说河洛话了。 在台湾位居第二的是客家话，客家话源

于广东梅州、潮州、惠州等三州地区的客家人。既是“客”

则也是来自中原腹地，为避连年不断的战乱，携家带口南下



，直到明初才在南方定居。客家人移民台湾稍晚于闽南人，

台湾开发较早的西部和中南部地区已有闽南人占据，因此客

家人只能到开发相对晚一些的北部地区和内地半山区。在他

们的定居圈内，客家话自然成为基本语言。 正是因为闽南话

源于河洛话，客家话和闽南话的相互影响，因此，闽南话和

客家话保持着一些“汉音”和“唐音”。 汉字也是两岸共同

使用的文字。在岛内，汉字是唯一的文字，从篆隶楷行草，

到电脑中文使用，仓颉创造的字成为两岸共同的文化工具。

要说两岸文字上有何差别，则大陆的简汉字多一些，台湾的

繁体字多一些。在使用汉字的同时，“汉语拼音系统”也成

为两岸学习、使用汉字的基础，成为使用汉字的电脑软件的

依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