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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戴浩一，日前榮獲

2010 年台灣語言學學會所頒發的「終身成就獎」殊榮！該學會在頒獎典禮上表

示，戴浩一教授不僅獲得台灣語言學界最高榮耀，更讚賞戴浩一教授為台灣語言

學界的「領航者」代表，不但開創新的研究路線及方向，更啟發了後進學者的研

究思潮。 

 

榮獲此獎項的戴浩一教授，以「一個求學求知的旅程：由鹿港小鎮到陳厝寮」

為主題，於年會上介紹其求學及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獲得與會學者的讚賞與尊

崇。戴教授表示，雖然獲得「終身成就獎」的肯定，但仍將秉持勤奮不懈的態度，

在學術領域上繼續鑽研。 

 

頒獎典禮上，台灣語言學學會特別以中正大學文學院蔡素娟院長所題詞的字

句：「浩然氣概廣納百家闢蹊徑，一以貫之深淺莊諧唯本心」雋刻於獎盃上，並

由上屆獲終身成就獎的黃宣範博士頒發此獎。台灣語言學學會其宗旨在於推動台

灣之語言學專業研究與教育，促進國內外語言學的交流。 

 

戴浩一教授於 1995 年自美返台至中正大學任教，創立該校語言學研究所，

曾任中正大學文學院院長、副校長，並曾借調至國科會擔任人文處處長。戴浩一

教授並於今年開始進行「老化與語言＆認知」的研究，希望藉由語言學的角度，

協助醫學上對於各種老化相關疾病，如失智症的早期診斷與治療。 



序 

 

戴浩一教授的祝壽論文集即將出版。回顧戴浩一教授數十年來對於語言學

的教學和研究，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語言學研究的熱忱始終不減。戴老師於

1970 年獲得美國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語言學博士學位後，曾任教

於美國南伊利諾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外國語文學系，以及美國俄

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東方語文學系。1995 年受邀回台灣，成立

了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並擔任第一任及第二任所長，積極推動語言與認

知的研究，並結合心理系和哲學系組成國內一個非常活躍、有潛力的認知科學研

究群，提升了語言學在人文科學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他在語言學上的貢獻和付

出獲得語言學界一致的認同與肯定，並於 2010 年獲台灣語言學學會所頒發之「終

身成就獎」。 

戴老師從創立中正大學語言所以來，即以「語言與認知」為發展的重點與

方向，除了在漢語認知語言學上有巨大的貢獻以及深遠的影響之外，近十年來更

是積極推動台灣手語的研究。在手語常被誤解成只是一種手勢，不被視為是一種

自然語言的環境下，戴老師除了導正一般人對手語的錯誤認知之外，並積極推展

台灣手語的研究。其多年來的努力，除了開拓了台灣語言學研究的視野之外，也

將語言學的研究擴展到對弱勢族群的關懷，讓更多人了解到手語研究的重要與意

義。 

本論文集之所以以《語言與認知：戴浩一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為標題，

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凸顯戴老師在「語言與認知」方面的成就和貢獻。在論文集的

內容方面，主要分成認知語言學、手語語言學、以及漢語、閩南語及南島語語言

學等三部分，這三部分正好也反映了戴教授多年來對這些領域的關懷和奮鬥。本

論文集邀稿的對象主要以國內學者為主，另外一冊主要包含國外學者文章，正由

俄亥俄州立大學陳潔雯（Marjorie K. M. Chan）教授負責籌劃和編輯。 

本論文集從 2010 年 7 月邀稿至 2011 年 8 月編輯完成，歷經一年多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中，每篇文章都經過審查及修改的過程，非常感謝每位作者在整個過

程中的配合，並感謝擔任本論文集之審查委員。 

 

張榮興 

中正大學語言所 

2011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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