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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除了是溝通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背後，反映出一個族群的歷史、文化、世界觀等
。在人類文明出現以來，就創造了五花八門的語言。一個國家，也會因應地區而產生各種地區的
方言。在正式的語言以下，方言更是代表了民間文化的底蘊，地域文化的象徵。現時在中共政權
管治中國大陸，令地區民族漸漸失去獨特性為「重任」。

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約有200
多種語言。其中漢族人口最多，佔總人口八成以上。中國的方言傳統上以南北區分，即所謂「南
腔北調」。在林林總總的方言中，較廣泛使用的方言有七種，被稱為「七大方言」。

除了漢系語言外，中國還有很多流通在各個少數民族地區的語言。各地語言的基本語法系統和詞
語雖然相近，但發音卻有很大的差別。後隨著城市的發展以及人口流動，不同地區的人們交集越
來越多，普通話隨之出現。政府甚至在語言制度化、標準化下了功夫，普通話更成為了國內的共
通語言，以普通話交流就變為常態。

中共消滅方言消滅地方主義的口號

1956年2月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施推廣普通話政策。1982
年北京將普通話定為國家唯一的官方語言，廣州各市政部門及教育機構開始逐步採用漢語普通話

2001年1月1
日推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再次確認了普通話這一官方語言地位，並且推
廣普通話在全國範圍內的使用。

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刊登一篇為
〈毛翰「教授」關於方言的消亡與
保護答記者問〉一文，這位
中共的官方學者認為，方言是人類溝通的隔離牆，保護方言是個人主義、地方主義，保護方言是
一個無稽的口號，只是用於抵制推廣普通話，方言保護注定失敗。由於各地的普及工作仍未到位
，因此推普(通話)
工作仍需在各個方言區加強。廣東地區的推普(通追)
工作難以進行，是因為當地民眾有相當嚴重的地方主義，排外的風氣嚴重。

中共消滅方言的往績

在新疆，最有代表性的民族
語言就是維吾爾語，面臨沒落的危機。自2017
年起，北京便要求新疆學校全面禁止使用維吾爾語。中共官方消息也表示，若有不貫徹執行、違
反該命令者，將予以「嚴肅處理」。維吾爾族的學生在校園內不會再學到維吾爾語，需改以漢語
上課。

美聯社曾報導，用維吾爾語出版教科書的教育工作者則需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因這些維吾爾
語教材都被當局稱為「含有民族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內容。面對北京強硬的同化手段，維
吾爾語的傳承也遭到了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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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
年代開始，福州市的學校採取各類措施，禁止學生使用福州話，如對使用普通話的學生發放「講
普通話票」，體罰使用福州話的學生等。但近幾年來政府態度有所轉變，開始允許部分學校開設
福州話特色課程。

廣州粵語的沒落

同為粵語作為母語的廣州，已面臨粵語沒落的情況。由於普通話是中共官方語言，中國國家廣播
電影電視總局（SARFT）(下稱廣電部)
嚴格限制其他地方語言在電視電影中使用，只有在當地語言地區及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後，才可
以在地方電視台上使用。1988
年，廣電部批准廣東電視台在其珠江頻道和廣州電視台中使用粵語，以應對香港電視台在珠三角
地區的影響力。

儘管粵語獲准在地方電視台使用，但普通話的推廣加粵語在文化社會上的限制，導致了該語言年
輕一代中的使用率不斷下跌。由1990
年代末開始，廣州部分中小學校禁止學生在校期間使用粵語，違例者可被減扣「道德操行分」，
有人稱之為「說二十句粵語，三好學生無緣」。同時間亦有部分家長發現其子女在家裡不說廣州
話，甚至乎連看粵語配音動畫片的興趣也沒有。儘管法律沒有明確禁止學校開設粵語課，但學校
更普遍提倡使用普通話。

自1990
年代中以來，廣東鄰近的廣西壯
族自治區，尤其是首府南寧，在20
世紀仍是粵語活躍地區之一，後在市政府在推行普通話政策多年後進行的非正式統計顯示，粵語
人口已跌至不足三成，且多數為長者。

2010年6
月廣州市政協舉行了一個網上問卷調查，建議增加廣州市營電視頻道的普通話節目，其問卷內容
一面倒，類似「軟強迫」，惹人質疑。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八成的人反對該項提議，並且引發粵
語存廢的激烈討論。

2010年7月5
日，廣州市政協提案委副主任紀可光正式向廣州市人民政府提交《關於進一步加強亞運會軟環境
建設的建議》，當中包括將主要使用粵語的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改為主要使用普通話
廣播，或是在兩者的主時段使用普通話廣播。隨即引起廣州市各界的強烈反對及批評。雖然市政
協承認早前的網上問卷調查結果「符合廣州當前的實際情況」，仍表示有需要通過宣傳教育，引
導廣州市廣大電視觀眾「正確認識國家中心城市的地位，與廣州電視台以普通話為基本播音用語
的關係」。廣州電視台經濟頻道於2009
年改用普通
話廣播後，收視率大跌
，而綜合頻道的午間普通話新聞由於收視欠佳
，於2010年1
月改用粵語播出。市政協提案委認為電視台為了收視而使用粵語廣播是「因噎廢食」。

同年7
月中，有市民發現明代名將袁崇煥在東莞石碣故鄉袁崇煥紀念公園的粵語口頭禪銘牌被當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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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鑿走。原來的金色銘牌上刻有袁打仗時的口頭禪「掉哪媽，頂硬上！」《香港蘋果日報》指
事件「令廣東話捍衞戰火上加油」。

2014年4月2日，廣州台（綜合頻道）在晚上7
點黃金時段開始轉播中國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新聞聯播》節目至今，而電視台並沒有事先諮詢
公眾及發出節目調動指引，原本該時段播映的節目是《廣視新聞》完結後的《天氣報告》及《合
家歡劇
場》（均為粵
語配音劇集）。據電視台宣
傳稱，《合家歡劇場》常年收視率穩定在7.5
以上，在本土劇場收視排行榜上佔據絕對優勢地位。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在答覆相關問題
時稱「這是遵照執行執行國家廣播電視相關法律法規，……通過新聞聯播，人民群眾能夠及時了
解黨中央的動態、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並沒有法例強制規定地級電
視台必須在主頻道轉播《新聞聯播》。廣州電視台在此前已先後在經濟頻道和英語頻道（後改為
生活頻道，目前已併入南國都市4K頻道）轉播《新聞聯播》。

廣東新聞台在2016年1
月起進行新年改版，《正點報道》所有時段均被改為普通話，其餘大多數廣東話節目也陸續遭到
撤換，現時主要時段遺留廣告由粵語製作。

可見粵語在廣州已經慢慢步向沒落，更可笑的是，粵語在不久的將來，在廣州可能步向消失的命
運。粵
語也同時作為
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到底
在回歸後面對著怎樣的命運呢，下文將由1996
年香港回歸前提出的「兩文三語」說起，直至「港語學」被迫解散停運的命運，如何預示粵語在
香港未來的命運。

香港推行兩文三語教育政策與母語教學

1996年3
月，距離回歸還有一年多時間，《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提高語文能力整體策略》率先
提出「兩文三語」(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政策方針。[1]

1997 年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之後，當年 9
月香港政府教育署即公布《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其中即有對香港語言政策清楚的文字說明：「
因此，政府的語文教育政策，以『兩文三語』為目標，期望我們的學生，可以中英兼擅，能書寫
通順中、英文，操流利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香港政府教育署，1997:
1
）這段文字清楚表達香港當前語言政策的政策目標，而這個政策目標也在日後各種政府公開場合
中宣示。

時任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羅范椒芬在一次公開談話中說得更清楚：「在香港，我們對英文和中文
都極度重視。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英文是業務的語言，優秀的英語能力，也普遍被認為是一種
個人的成就。另一方面，香港亦是中國的特別行政區，香港人必須學習中文，並且懂得說國家的
語言，即普通話。由於大部分香港人來自南中國廣東省一帶，他們日常生活的語言是廣東話，因
此，我們的語文政策是培養年青人「兩文三語」的能力，亦即是說，他們應懂得閱讀和書寫中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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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並能操流利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2]

香港《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同時力推動母語教學，當中明確提出，除部分學校外，「大部分學校
應由一九九八至九九學年的中一(即初中一)[3]

100間中學實行英語教學，稱為英文中學(簡稱英中)
；其餘的中學改為中文教學，稱為中文中學(簡稱中中)。

時任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首董建
華就曾在講話中指出，隨著香港回歸祖國(中國)
，隨著國家經濟發展，香港社會要求學生擁有良好的中文程度，這「甚至是必須的條件」。時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就曾指，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必須學
習中文[4]。

香港語常會推行「普教中」

1999
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提出，要「在整體的中國語
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但在當時環境中實
行普教中有困難，所以未有普及。

2001
年香港特區政府發施政報告談香港要推行兩文三語的政策。為配合政策發展，語文教育及研究常
務委員會 ( 語常會 ) 斥資二億元支援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中文( 普教中
)。支援計劃以三年為限，故參與學校必須擬寫一個詳細計劃，根據校情，規劃在三年內如何推動
以普通話教中文。只要合情合理，有計劃的循序漸進，不管參與學校的語文老師是否已考得普通
話基準資格，只要朝「普教中」方向努力和計劃，就能得到「語常會」的資助，提昇「普教中」
的能力。[5]

2003
年，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發表《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贊成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
長遠展望，但同時強調應進一步了解學校成功轉用教學語言的所需條件，並防止造成負面後果，
才就全港學校採用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制訂明確的政策和推行時間表。

2003
年，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發表《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於報告內表示語文基
金及優質教育基金，曾資助與普教中有關的三項研究中，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
，他們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不過語常會仍於《建議摘要
》中申報其「非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目標」之立場，可能基於
語常會「相信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有助改善學生的中文寫作和普通話能力」，認為大部份人
均同意應把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列為長遠目標，故此仍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有需要對普教中作
更多研究，並鼓勵學校嘗試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2004至 2006
年間，語常會進行《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研究。研究結果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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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於2008/09
學年開始推出「協助
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亦稱「普教中支援計劃」)之基礎。

2008年1月3
日，香港語文教育及常務委員會發表「語常會加強協助學校推行以普通話教中文」，語常會發言
人表示：「有見部分學校希望獲得專業支援，以助有效推行『普教中』，語常會決定推出支援計
劃，協助學校開展或進一步推行『普教中』。」

計劃分4期推行，每期支援30所小學及10所中學，4期共支援160
所學校。每所參與學校將接受為期3年的協助，第1
年獲委派內地專家及本地顧問到校協助學校
策劃，第2及第3
年則由本地顧問持續支援學校「普教中」的發展。另外，計劃會為參與學校的「普教中」中文科
教師提供專業培訓工作坊，及安排內地及本地學校交流探訪。

語常會發言人續說：「語常會現正接受第1期2008/09
學年的申請，我們歡迎有決心全面而有系統地推行『普教中』的學校申請。申請的學校須在申請
書內說明該校計劃如何在3
年內有序地增加校內『普教中』的班數和級數，其長遠目標，以及為達至目標的部署和資源配套
等。」

語常會分別在2008/09、2012/13及2015/16
學年進行「香港中
、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科』概況調查」，在這3個年度有開設「普教中」班的學校比率如下：

 2008/09 2012/13 2015/16
小學 55.5% 70.4% 71.7%
中學 31.8% 37.0% 36.9%

調查同時揭示2015/16學年小學和中學在推行「普教中」的全面性，如下：

 全面「普教中」 部分「普教中／廣教中」 全面「廣教中」
小學 16.4 55.3 28.3
中學 2.5% 34.4% 63.1%

語常會也就「普教中支援計劃」的推行，委託香港教育大學研究團隊進行了「探討香港中、小學
如何推
行『以普通話
教授中國語文科』研究」（
以下簡稱「縱向研究」），而研究團隊在2015年9
月底向語常會提交終期研究報告定稿，報告中表明，在整體上，「普教中」班的中文科成績較「
廣教中」班優勝；但因為兩類學生起步點並非完全相同，不能就此推論「普教中」優於「廣教中
」，只能反映「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學習沒有負面影響。因為「縱向研究」是就四
所參加「普教中支援計劃」的個案學校作為研究對象，所以其研究結果具有局限性，未必能以此
推論至香港其他學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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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普教中」的教學成效未有明確的結論，故香港教育局曾於網頁上發表言論稱：目前仍未
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對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
，以普
通話學習的學
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
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在2016年7月2
日，在當時泛主民派的立法會議員推動下，香港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取消普教中為長遠
目標的無約束力議案，時任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隨即表示應將是否使用「普教中」的主導權交
予學校。

其後，對於學校是否應該進行「普教中」，學術界眾說紛紜，無一定論，討論聲並沒有因為立法
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建議取消「普教中」為長遠目標而消失。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名譽總監
謝錫金教授認為：「學生可以在生活中學習普通話，但並非用作授課語言，否則時間都放在『正
音』上，閱讀理解能力便會低。」

於2018
年，當時剛退任的前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則表示：「在港而言說廣東話有其優勢，因朗讀古詩詞歌
賦才有韻味，但綜觀世界各地，中文發展均以普通話為主，認為用廣東話學中文長遠會否失去優
勢，要交專家研究。」

由此可見，「是否進行普教中」的話題依舊是專家學者們熱衷探討的焦點，而當時香港教育局的
態度則顯得左搖右擺、模稜兩可。

直至2021年6月2
日，中共國家教育部發布《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報告提出在法律上明確普通話與
簡體字的地位，宜將普通話教育適度融入考評體系的建議，並表明粵港澳三地還需進一步做好語
言政策規劃，加強語言與國家認同。由此可見，在香港全面實行「普教中」是必然的趨勢，這也
得到現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於2022年中表態支持。

可見回歸前後的一段時間，中共政權及香港特區政府已佈署在香港教育中，加入普通話科，以提
昇香港人的普通話能力。在香港回歸中國後，學習國家通用的溝通語言是無可厚非的。「兩文三
語」政策中，當中的「
兩文」便是中英文，而「三語」就是英文、廣
東話(粵語)
及普通話，並未有明顯的「滅粵推普」的意圖。然而直至語常會在研究中指出「普教中」並未有
助學習中文，甚至影響學生學習中文，仍堅持推動的「普教中」計劃，中共政權及香港區政府的
「滅粵推普」意圖，便如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後香港教育局更提出「廣東話方言
論」事件，這宗事件於2014年發生，下文將為大家簡述有關事件的發生經過。

香港教育局的「廣東話方言論」

2014年，
香港教育局於網站刊登題為〈語文學習支援〉的文章，首段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與急速
發展的中國並駕齊驅，同時面對鄰近地區的強大競爭，亟需發展兩文三語。」此段說話香港人大
多耳熟能詳，人人可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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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段文章接著說：「雖然
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香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
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而英
語則多作商業用途。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
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

文中指廣東話為「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惹起關注，這個說法觸動了部份人的神經，反問為
何港人每天都在說的廣東話，沒有成為法定語言的資格？

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法定語言為中文及英文，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可採用中文和英文為
正式「語文」，《法定語文條例》也沒有規管口語。所以把廣東話定位作「方言」，便難免出現
矮化廣東話的質疑，也令人聯想到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更強大，廣東話的主流地位將會被動搖
和改變。

於是關注普通話教學的組織「港語學」就此去信教育局局長，要求澄清為何廣東話非法定語言，
也有立法會議員就此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合理解釋。

其後香港教育局承認有關廣東話的注釋出現了「含糊不精凖的地方」，對引起誤會深表歉意，並
刪除該篇文章，換上「網頁內容正在更新，不便之處，敬請見諒」的告示，這當中只是數天時間
，在新年假期期間都算罕見。

香港教育局其後上載另一篇文章〈兩文三語正面睇〉，指「廣東話是大部分本地人口的母語和中
文口語」，再沒有提及方言的說法。雖然這篇文章指出廣東話為大部香港人的母語和中文口語，
但在2018年香港教育局於上載的一篇文章，就香港人的母語出現了爭拗，更指出廣東話並非香港
人的母語，其理據就是廣東話只是「方言」，並不符合「母語」的含義。

香港教育局現廣東話非母語文章

2018
年有香港網民發現香港教育局網上教學資源中有一篇題目為《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
》的文章，文章中稱粵語只是漢語的一種，所以不符「母語」的含義，而只是「方言」，進而引
發爭議。該篇文章由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專業顧問宋欣橋所著。文章收錄於
《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析》，屬於香港教育局從1997年開始向全香港小學派
發先後的小學普通話課程配套資料之一。香港教育局在書籍介紹表示文章是「整理教室培訓課程
的相關資料而成，內容豐富、具參考價值」。

宋欣橋稱，要思考普通話教育，就必須要釐清「母語」、「中文」、「普通話」、「粵語」的概
念。此外他還指出香港應該用「母言」稱呼粵語：

粵語屬於漢語，但通常我們不會用粵語 —— 一種漢語方言來代表漢民族的語言。明確地說，一
種語言中的方言不能視為「母語」。因此，把「粵語」稱作「母語」，不是嚴格意義上「母語」
的含義。因為「母語」的「語」 是「語種」，是指一種語言，而不是指一種語言的地域變體
——方言。那麼，如果我們不用「母語」這個概念，我們如何稱說「粵語」和我們之間親密的「
鄉音」關係呢？語言學者為了與「母語」這個概念區別，取用了「方言」的「言」字，即「母言
」來表述它。

然而，根據《國語辭典》，「母語」一詞指「一個人最初學會的語言。在一般情況下是本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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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語或某一地區的通用方言。」。與此同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在1951年的《專家會議報告
》中定義母語（mother or native tongue）為「The language which a person acquires in early
years and which normally becomes his natural instrument or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
一個人在早年獲得的、通常是他自然使用的工具或思想以及用於溝通的語言。）」。

當時，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前高級講師歐陽偉豪則便在他的個人facebook上載一條影片，批評香
港教育局登載上述的文章。他指出宋教授的著作沒有任何關於研究粵語的，質疑政府引用權威有
失精準。此外他也懷疑政府一連串針對
粵語的行為，包括2014
年教育局官方網頁出現粵語「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動機是「矮化粵語，壓抑粵語」。

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謝錫金也表達了反對，認為母語是最直接、簡單和易理解的語言
。「例如我父母、家庭都是說廣東話，那廣東話便是我的母語。」他認為宋教授提及的「母語」
是就政治層面解釋，並非以語言學等學術方面切入。

香港特區政府除了在小學教材方面，試圖矮化甚至消除廣東話作為大部分香港人母語的地位外，
在中學教育方面也著手「消滅」學生學習及增強廣東話能力的機會。

試圖刪除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聆聽與說話兩卷

2019
年在《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在香港正熾熱之際，香港教育局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下稱專
責小組)於當年6月28日發表檢討中小學課程諮詢文件，諮詢期至2019年9月16日。專責小組的其
中一個建議是刪去中文科的聆聽和說話兩卷。

這個建議在當時引起極大爭議，網上不少意見擔憂政策會使廣東話在香港消失，進而逐步被普通
話所取代。從事粵語研究多年的BenSir（歐陽偉豪）直言：「現時不少學校都實施普教中，而聆
聽及說話兩份卷是整個考試制度內唯一使用廣東話的試卷，若然刪去這兩份卷，則學生整個讀書
生涯，都可以沒有廣東話。」[6]

在香港主要保育及保護廣東話的組織便是「港語學」，然而該組織在本年被迫走向解散及停止運
作的命運。

「港語學」被指違《香港國安法》而解散

香港提倡廣東話(粵語)的非政府組織「港語學」(Hong Kong Language Learning
Association)，於本年(2023年)8月28
日宣布，解散原因為「港語學」其中一篇徵文比賽入選的文章，被香港國安處認為涉嫌違反《香
港國安法》，有鑑於安全風險，港語學決定「執笠」（倒閉關門）解散停運。

事源於2023年8月22日早上7時20
分，香港警方國安處人員到「港語學」主席陳樂行家人的寓所要求會見陳樂行，但當時陳樂行身
處外地，
無法會面。國安處
人員在無展示搜查令下仍進入寓所搜
查，並指「港語學」於2020
年一篇「中西區廣東話徵文比賽」的小說文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要求下架，如不下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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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緝陳樂行，但國安處人員並無說明文章違反《香港國安法》的哪一條法例。同日，不斷有來自
香港的同
一電話號碼致電給
陳樂行。陳樂行回撥後對方表示是國
安處人員，雙方通話了10
多分鐘，陳樂行問及文章哪處有問題，以及可否為文章作修正了事，對方僅指涉事文章違反《香
港國安法》，要求即時下架有關文章。陳樂行向國安處人員提及下架需時，對方則刻意告知同日
曾搜查其蛋糕店，並提到其家人及「港語學」前成員情況。香港國安處人員強調是因為中西區民
政事務處多番聯絡陳樂行不果，在諮詢香港律政司意見後，認為涉事小說文章違反《香港國安法
》，故採取有關行動。陳樂行事後翻查電郵未見相關聯絡紀錄。陳樂行同日將涉事小說文章刪除
，以及為保障家人及前成員的安全，
經諮詢法律意見後，於8月28日在Facebook
發出公告，指決定停止「港語學」所有運作，並啟動解散程序。對於組織解散，陳樂行認為香港
不合適再經營保育粵語的組織。陳樂行評估返回香港後有被捕風險，加上《香港國安法》涉及嚴
重罪行，短期內不會返回香港。

相關涉事小說文章為「小葭」所撰寫的〈我們的時代〉，講述自幼移民英國的男生「光仔」長大
後於2050
年後返回香港尋找父母生前足跡，與在香港成長女生「小敏」的一場邂逅。「光仔」旅程中發現
街上許多香港人不再說粵語，並提到父母年輕時吸入過多中國製催淚煙令身體變差而死亡。文中
描述中環的街道改名為『人民中路』，「小敏」指是因為「政府覺得有殖民色彩」。故事又提到
，政府為打壓宗教自由，掌控不同宗教場所，「所有教徒都要入愛國教會」，小孩只能讀修改過
的《古蘭經》。小說最後以「人與極權的抗爭，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作結。

「港語學」曾於2020年6
月經香港區議會「
社區參與撥款計劃」舉辦「中西區廣
東話徵文比賽」，同年11月30
日公布結果。陳樂行指被香
港民政事務處拖欠實報實銷的活動開支達30
多萬元，而香港民政署則宣稱有兩項活動可能涉及刑事罪行，但就沒有指出另一項活動是什麼活
動。

由於港語會要保育及保護在香港的廣東話文化，就是中共及香港特區政府推行「滅粵推普」的最
大絆腳石，相信香港特區政府除教育政策方面加速「滅粵推普」的進程外，在法例層面也如同上
述消滅其他方言相同，制訂不同的懲罰政策，令香港不能也不可再說廣東話。

消滅香港人必須消滅廣東話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失去一種語言可能會讓伴生的文化消失，這個結果是整個人類的災難而非福
音，就如同生物滅絕一樣。
納粹德國的希特拉說︰「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
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從他們的學校裡下手」。

現時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她於2014
年前曾在教育局擔任語文教學支援主任，在任期間主力推動普通話教育，曾經舉辦講座，要求全
港學校創造普通話環境，並且貶抑及醜化廣東話。也曾在教育性節目中，稱講廣東話的小朋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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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魔。

相信在她任內，必然制訂出要求全香港中小學推行「普教中」的政策。更甚的情況可能是，把「
母語教學」中的「母語」變成「普通話」，完完全全在香港中小學當中消滅使用廣東話的機會。

同時不難想像，中共及香港特區政府更會在其他方面著手，盡快令廣東話在香港消失。其實配合
中共對香港的「人口殖民政策」，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聽到學童交談之間用普通話溝通的情況，越
來越常見。若果中共及香港特區政府，制訂與廣州相類似，於大眾廣播方面，如電視及電台節目
全數使用普通話，相信未來廣東話會在香港消失，中共及香港特區政府便成功消滅香港人這個族
群。中共及香港特區政府下一步便是推行簡體字代替繁體字，完完全全把香港人這個「他者」消
滅。

現時香港人仍然可以說廣東話，網絡上的封鎖仍未達致中國內地這麼嚴重，希望身處香港及海外
的香港人能夠團結一致，在網絡上建立廣東話學習和傳承的渠道，縱使不在香港也一同保護廣東
話，不致廣東話在人類歷史上走向滅亡的命運。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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