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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現今存在台灣社會中的日語詞彙之使用實態。研究方法是以田野方式及問卷調查，筆者分析探討文獻

的同時，實際蒐集在台灣日常生活中的日語詞彙，藉此欲釐清存在台灣的日語詞彙演變至今的歷程。並從存在台灣華語與

台語裡日語詞彙之異同，探討使用在台灣獨特的日語借詞及其特質。為瞭解目前日語借詞在台灣實際的使用狀況，除了田

野調查外，針對一般人對台灣日常生活中所見日語詞彙之意識進行問卷調查。 本研究調查之結果如下。台灣獨自的歷史背

景，造就出許多台灣特有的詞彙。90年代以後言論的自由及媒體的大量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日語詞彙並沒有隨著日治時代

受過日本語教育的人口之高齡化而減少，現今在台灣的社會中依然存在著許多源自日本語言的借詞。近年來在台灣華語中

的日語詞彙不斷地增加的同時, 許多岑寂在台語中的殘留日語也逐漸出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整體而言台灣人對處處可見的

日語詞彙仍有著極高的接受度和包容力，顯現出台灣人對日本語言文化的好感，並不受限於年齡或在台使用語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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