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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單彈問答賄題。 llt外，用 f不可以j寰示「不值得j還沒有奢華IJ用例。

2.2 r不可以」褒赤「不會剖，叢、請寄口語的用倒比比皆是。但i如:

我以燒我不可以賄他們像這樣的問題: r許銘鴻，智、譯音道花花綠綠的電輯都且

有甚麼思想? J (林說H是〈掌安記事) ，載〈碧藍觸社會百態卜闊別文藝出版社，
1988 年，東 361 ) 

你不可以矩，你還太年輕， 1寄:酹屆還有→大段路，做棚，你不可以亮，絕不可

以! (瓊瑤〈丹釀嚨，鳥朦朧) ，作家出版社， 1986 年，其 192 ) 

f銀罵車J的風格學自日本，女侍應生蹺式招呼， IJ，姐不可以轉聾，不陪客人出

銜。(罵偉才〈番港萬花鶴卜海天出版社· 1987 年，其 72)

表示能、能夠的f可tJJ和表示不能的f不可以J可向句攏用，前接指對或相反。現

如:

這些程式軟件是可以依照、編號選購的， ...........可是這些鞍件不可以置入入黨體

內。(張君默〈人事藍卡頁 38 ) 

有孽息的是，華、增口語中表否定的「不可以J和管通話中的「不能J / rfjgJ 問時
並用· 171J餌:

鵬飛，你不可以與!大男人不能與! (瓊瑤〈月朦朧，鳥朦朧〉﹒頁 207 ) 

這件事，我只能告訴你，醋你卻不可以告訴婚。(林燕蛇〈港壤之戀卜頁 181 ) 

以上兩17U使至是們看到雙語費方言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客觀事實。

2.3 r不再以」衰示不詐，相當於誓通話中的f弓之行J 、「不成」、 f不容許扣在

、海口語中也是著蘊使用的。 171J如:

f啊......... ..不........ ，不，不可怯的! J綿猛然權闊了飽，雙手緊抓著擒前敞開的衣

襟。(林概勢〈洞位數) ，缸旗出服鞋· 1990 年，真路9 ) 

連看電影都不可以，道樣漂亮的大衣，穿給誰看?(~手鼓倫〈初戀揖物) ，吉輯

人民描版社， 1988 年，頁 254 ) 

f胡騁，不再以做道樣的事。 J (蕭現〈我兒攬生) ，紅旗出版社， 1990 ' 

299 ) 

也有「可以j和f不可tJJ閑時並舟的佛子:

馬懿聽說: r再講，賽先生家襲沒有企嬌人嗎?按有女管家鳴，她們不是女人

嗎?為甚麼她們可以，我不可以? J (三輩革〈目瞪香港二十年怪現狀) ，東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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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I 作家出報祉 I 1988 年，買通6 ) 

有時{麓， 1可不可以j的語競相當於「顛三章不顯意j 、「應該不聽話J 01711如:

「可不可泣替我鞏-^---張油畫 ?J何雅闊憫。...... r那真是求之不得川說定心說。

(五蘇〈店購香港二十年，怪現狀卜頁是8 ) 

間小結

4.1 盔、港口語中聽動詞f可以j的諾義具有多樣做，語義覆蓋插較大。〈現代漢

語八宙語}把普通話中的動動豆豆11可以j分為四聽聽嚷:1.褒示可能。 2. 表亦有某種用

途。 3. 表示許可。 4. 鐘得。蓋、港口語中的「可以j能夠完全覆蓋，鑫引車的「願

、「驛該j 、「必讀」義。

否定式「不可tJ趴在第一個義項中普通話說f不肯缸， ~鞋、港口諦熙說「不再μJ ' 
瑞且棲洞里安授，頻率高。能用「不可以j的，普通話中祇見於第三個義項，而且很少

舟，多半說i 不能J 、 f不行j 、 I不成J ;禮堂、港口語中龔自普通使用[不可以上而且是腫

塊地凝臨在一起便用，表連一髓完整的意思。我們似可把f不可以J譯音{乍一衛艦語詞。

其實，在鑫灣人、番港人心臣中巴經把它當{乍一{鷗詣兒使用了。

4.2 帶 f可以j的問旬式，一韓說來，普瘋話中有的，華、港口語中像有。賄

、、港口語中蕾過使用的問句式是f可不可以J '它主要連問話的意思十分聾竄，讓種閑

話形式一驗可以滿足各種提闊的嚮要。 1可本可以j能輯對應地轉換成普瘋話中常用的

問句式，如f可以+護主詞+鳴j 、 f是不是可以J等等。

4.3 墅、港口語中把否定式「不可以j和普通話中的!商議認f不能j 、 f不行j等等

同時並屑，有時選出現在同一餾句子中，續三雙明普通話和方設立直存的客觀事實;也表

明方言的頓盟龍(作家是用髒通話寫作的)以及普通話和方言相互躊躇 α 憂、潛口語中

表示不能、不佇立穎的f不可以趴在錯過話中日有摺權的說法，讀來不會吸收。

1936 年的〈聽話詞典〉用 f不可以J解釋「不能J ; (現代漢語詞典〉紙屑「不可以j解釋f不

可J和f不好J '不收「不能山還是否能幫攤出一點兒語言變化的蛛絲馬主要?

4.4 鞠於f不再以j的發腰，以下試從麗時角度提供一點兒材料。表示不能、不

能鶴的「不可以J ·來源很旱.í!;J.可攤主在先秦隅嘆， {1IJ如: (一)屈原〈招魂) : 1鳴兮歸

來!東方不可以托些 oJ('三)(戰國黨﹒著鞋策一) : 1寡人聞乏，毛羽本豐碼者，不可以

高飛。 J(-)(史記﹒屈累資生列轉} : 1然科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這種用法臨到

明清時還可見到用例: (四)胡宋據〈矇盧砂) : 1尊盧抄曰:是不可以空言自也。 J(五) . 

清戴震(ð經解錯注序) : í響之適踅禮之拓、循其諧，前不可以臘等。 J在普通話中，

議種用法消失了，但卻保留在邊是弓港口語中。還種古色古香的「不可以j也數成了現代

華灣人、香港人的日常用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