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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慕少艾

黃國彬

嶺南學院翻譯系

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一個晚上，在書房里看書，客廳的電視機開了，電視臺正播放

晚間新聞。突然聽到下面一段報導: 1......百多個雞籠，今天下午到港督府請願......J

剎那間，我的精神為之一振。 Ir雞籠到港督府請願.] ?電視臺也提倡超現實主義了 ?J

在現實世界，雞籠是不會走動的，更不用說「請願」了。我聽到這樣醒耳的句于，

馬上把書放下，細聽新聞內容。數秒鐘後，我才恍然大悟:到港督府請願的，並不是

雞籠，而是雞農。新聞的大意是這樣的:當局鑒於肥雞丸危害市民健康，正準備禁吐

商販售賣用肥雞丸飼養的雞。新界的雞農一向用肥雞丸養雞，禁令一旦實施，就會損

失慘重。於是，他們從新界步行到港督府，要求政府取消禁令。

香港人/1/和/n/兩個聲母不分的現象，始自何年，我沒有考查過。不過就記憶

所及，五、六十年代，不少香港人已經「男JI藍」、「女JI呂」不分了。到了八十年代，

許多唸翻譯的同學要把 Sakharov 譯成「沙卡諾夫」。此後，他們的粵語開始侵略漢語

拼音. 1遼寧」拼成了 Liáolíng 。有些同學，還率領粵音進犯泰西，把 tonight 唸成

/ta'1alt / ' nasty 唸成/ '10:stl /。

去年，我在多倫多用問卷調查了一班來自香港的同學，發覺三十多位同學立中，

「男JI藍」、「女JI呂」、「你JI李」、「諾JI樂」不分的達百分之一百。於是我推測，在二

十歲上下一代人的粵語中 '/n/這個聲母已經消失了。至於我的朋友，也就是四十

歲上下的一代，我沒有調查過;我粗略的印象是，發音中有/n/這個聲母的人已佔

少數。

從語言學的觀點看，發音(以至語法)是沒有對錯這回事的。散文家思果說得好:

「錯的人多了，錯就會變成對。」唸過語言學、語音學的，知道語言學家、語音學家的

職責不是指示 (prescribe) ·而是描述 (describe) ·對語言上的任何變化都會虛之泰

然。我聽過思果的妙語，也唸過一點語言學和語音學，見學生「男JI藍」、「女JI呂」不

分，並沒有為他們「正音」。因為我知道. 1男JI藍」、「女JI呂」不分耳熱、成了大勢，粵

語中/n/這個聲母慨然注定要死亡，手竟有甚麼本領為它延年呢?

無疑/n/這個聲母在粵語襄消失後，我們恐怕要多花點工夫，才聽得出往港督

府請願的是雞龍還是雞農。不過語言旺然這樣發展，誰也沒有辦法。要立例強迫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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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香港人把「農」字唸作/ nU f)4 /嗎? I能幹」如新加坡政府，也未必能辦得到;一個無

拳無勇的教員，要休想挽狂瀾於間倒了。於是，我對翻譯班的同學說: I你們喜歡說

但在龍請願J '就說『雞籠請願』好了。 j然後，我把毛澤東當年逗年輕人開心的恭維話

稍加改編，繼糟說: I香港話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抵是你們的。你們像

早上七八點鍾的太陽......蒼茫粵語，注定由你們主宰浮沈的了。 j

說到這裹，我恐怕學生受了我的「鼓勵J '會變成語言簡域中的紅衛兵，於是警告

說: I不過在國語里面 '/n/這個聲母仍然生龍活虎;你們翻譯時前然以國語為準，

那麼， Sakharov 還是譯為『仙卡洛夫』較佳，不應該譯成『抄卡諾夫J '因為『諾』字在

國語里仍唸 nuò '和原文的 -fO 相差太遠。至於『遼寧』的漢語拼音，仍是

Liáoníng ，不是 Liáolíng 0 說英語時，大家更要避免大方言沙文主義，不要把

tonight 說然/ ta'laI t /, nasty 說成/ 'la:str / 0 J 
我改編毛語錄，雖然有點開玩笑的味道，但的確表示了我對語言擅蠻的看法。許

多語言學家認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應該以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人所說的為標準。

一個人在二十五歲之前，說話的習慣仍欠穗霆，未入主流，作不得準;三十五歲之

後，所說的語言開始老化，漸漸和主流脫節，也不該視為典範。是耶?非耶?豆豆怕盲

人人辣。就我個人而言，我不希望這一理論成立，因為這理論一旦成立，步入了中年

的我就沾不到淒語主流的邊，有見棄的寂寞。

不過在客觀規律前，主觀願望幫不了我的忙。因為在任何語言(包括方言)的發展

中，少艾始終佔盡優勢。語言，總是慕少艾的。以我的第一方言新興話為例，年老的

一輩唸「瓜」為/ gwa 1 
/ '年輕的一輩唸「瓜」為/ ga 1 /。現在，由於年老一輩紛紛辭

世，我回到新興，要找唸「瓜j 為/ gwa 1 /的人已經十分困難了。

再說香港。五十年代，吳楚帆、張瑛等人主演的粵語片中，婆媳吵架時婆婆總喜

歡說: I你快 D 扯! J媳婦的回答總是: I好，我扯! J今日的婆媳吵架，大概不再用

「扯」這個詞了。此外，聽老一輩和年輕一輩罵人「祺線J '罵人「車大炮J '我們也聽得

出，兩代人唸起「顯j 、「車」二字，有顯著的不同。

在國語的發展中，同樣是少艾佔盡便宜。不說尹吉甫〈詩經〉時代的人如何「失

寵J ;光說漢語從唐代到元代的一些變化。在唐代，入聲仍是詩人的有效武器。杜甫

以入聲押韻，寫出了「春日潛行曲江曲」一類險急慘側的句子。到了元代， I北方話中

入聲消失了，原來以 -b 、 d 、 -g 為韻尾的入聲字，失掉了它們的韻尾而分別歸

到了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中去，它們原來由於塞音韻尾的阻礙，是不能和平、

上、去聲押韻的，這時卻能夠了。 J 1 

1 秦似〈現代詩韻)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頁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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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現代漢語。在現代漢語中， I巫」字以前是唸第三聲的，現在唸第一聲了。 2

至於「彗星」的「彗」字和「島嶼J的「嶼」字，發音由 suì 、 xù 變為 huì 、 y函，也證明在

漢語的發展中，許多東西都可以變。今日，我們只需看看王力等語言學家有關〈詩經〉

等古籍的押韻研究，就知道漢語從尹吉甫時代到現在，經歷了多大的變化。

語言慕少艾的現象，在外國也同樣普遍。英語有所謂標準發音 (Received

Pronunciation) ，以英格蘭南部的人 尤其是英國廣播公司(一般人喜歡吽 BBC)

的播音員 所說的英語為典範。然而從六十年代到現在，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員的發

音也有不少變化。六十年代，約翰﹒溫格(John Wing) 、伊恩﹒戈頓(lan Gordon) 

等播音員的發音，是標準音中的標準。現在聽該電臺的世界新聞，我們不難發覺，九

十年代的標準音已經和六十年代的標準音有別。以 European 一詞為例，六十年代

BBC 的播音員都唸/ ,juara' plan / '有主重音 (primary stress) 和次重音 (secondary

stress) ;現在，新一代的播音員都唸/ 'juaraplanl '次重音消失了。在英國以外，少

艾得寵立勢也隨處可見。譬如 eleven 一詞，加拿大人一向唸 Il'levnl '現在許多年

輕人已經唸 le'levnl 了。 1

在語言的發展史上，語法通常比較標定，但也常常在老一輩的眼前明目張膽地偷

天換日，棄老寵少。老一輩皺著眉頭睦嘆: I這樣說不合語法。」受語言眷寵的年輕人

往往不理，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而到了最後，勝利往往屬於年輕人。以英語為例，

三十年前，語法學家譯詩告誡我們，不要說 Due to some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the meeting was postponed ;句子中的 Due to 應該改為 Owing to 0 那時候，語法

學家還告訴我們，不要說 The reason is because... '要說 The reason is that... ;不

要說 once and for al l... '要說 once for all... 0 現在，這些「錯誤」的說法都大搖大擺

地走進了標準英語的毆堂。今日，談話時有誰說 Owing to some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 The reason is that... '這個人就會給人「古老」、「過時」的感覺。

今日，我們翻開 The King's English 、 The Queen's English 一類書籍，再聽聽時

下的英國人如何說英語，就會知道，後一代如何蔑視前一代的「王法」。十八世紀，英

國大丈豪撒繆爾﹒約翰森 (Samuel lohnson) 要維護英語的純掙，獨力編了一部字

典。二十世紀，著名的語法學家、丈體家、字典編輯福勒(H. W. Fowler) 也懷著同

2 在發昔上，臺灣漢語和北京漢語不盡相同。在畫筒， 1巫J字和許多北京人唸第一聾的字(如「微小」的

.1微」、「星期日」的「期」、「危險J 的「危J) 仍唸第二聲。北京某些第四聾的字(如「比較」的「較J 、「亞

洲」的「亞J 、「法國」的「法J) ，臺 j醬往往唸第三聲。

3 研究語音，如果同時考庸、時間和地域兩個因素，情形會更加複雜。十八世紀時， fertile 一詞，英國

人唸1'b:t111 或/'b:tl/ '後來變成了/'b:taIll ;從英國移居美國的人，貝IJ 一直唸l'b:tiI/ 或

I'b:tl/ ;有些美國人則在/b:/之後加 /r/ 。也就是由於時間和地域兩個因素，我們今天才有英國

英語和美國英語之別。如果研究澳大利亞英語和英國英語，我們還得從社會方言 (sociaI dialect) 的

角度細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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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理想，編了 名的〈現代英語禮用法} (Modern English Usage) ， 給使用

語的人(包t嘉獎屆人) !方向。無而這兩位著名的作家、想者，都繞不了狂瀾;各種

各矇不合邏輯、不合譜法的表連方式放戴鴻現，直在且挾 íll包時寓里觸龍門j之勢，匯入

譚準其詣的主建《是

其實，福動一想作者的名薯，有極大的學考價傲。筆者年都時讀了{現代英語價

指法贅，後來受用不盡。不j蠶豆竟然大才多數λ不講譯法，不講選輯，語設的發展啦

多數人左右;社會上少教對語百線接市文抱著入對精神的作家，也只能盡人

事高聽笑命了。存

在世界語言的發展中， r麓的人多了，錯室主會變成對J ;紹說，對的人少了，幫誼

會鑄成吉棍、過時，甚至錯誤。今日，英屬人放話時，如果說符合語法的 It's 1 '隔

不說當經「違反j語法的It's me '相信許多同體都會感到路廳。十多年前，一鶴說英

國冀諧的老師聽到一聽說簧盟與闊的學生提 clerk 唸成j k13:rk j ， 竟哈哈大笑，大失

其議。也是十多年桶，一擊美國人鱉在一起聊天，聽到一個受英國英語影響的問體把

「鍋J說成 aluminium ·龍不說 aluminum ·也感到驚拉莫名。在是議顯學{荷中，我們

可以辛苦出，在語言上，往往役有正確或錯誤追問事; í正確j與杏，往往喜吾爾某種諧

音、某種表達方式是在人多勢眾。在標連長的西班牙語(所謂 Castilian )中， caza 噎

j'ka始 I ; 可覺到了甫獎糊的問誰牙語劉家，如槃{寄:不改唸I 'kasa I · 而仍唸

/'kaea j. 聽咱也會灑人訕裳。同樣，由於語會寵愛少艾，寵愛大多數，我們雖委主想

通「有落j幸好做怕水j一類表連方式不合護體，不符語法，詣且說租來十分瞥扭，但仍

要照說如儀;否真目乘小目時說下不了車，在藥房喪事t買不到驅較藥物。

臨韻，香港大多數中年人還沒有「進步j封閉口是「囉j 、鵰且是「囉j的階段。但再

，有誰話間新攏的紅是學家，謂的介韶曹雪芹，還位說標準香港話的紅學

家大概會這樣作答: í曹雪芹舔小說家囉!寫講一本科〈紅樓夢}聽小說囉! (缸摟夢〉

好受歡遺囑!研究〈紅縷夢}概人都吽歡就學家囉! •••••• J 

是 拉了女在…仿造人的心討中以嚴撥一一蓋率有板一一辛苦俏，但也符樣寵愛少艾。以比較綠得起時間考

險的思抖，綠化為例﹒所講 I一詞絲的名詞和形容詣的變化，到了與首吉斯都持代車u離經級j蚣，不為違章

守傳統的發化規則IJTo

5 '1在這音雖然承認大聚會控制l諾言發展的磁勢，但也相信，裝袋少數(如各關出色的作家) ，在來 A程度

上可以引導大學鞋，保持本關語言的精純利姿采。事5誰沒有了結士比亞，漢語;望有了伊吉甫、組僚、

在手、絲馬遷、平自、中主持亨、蘇東坡、被警汗，都不會成為今日的英語和11發詣。一個民族的語言言缺

少了出色的作家權潑，就會白過餃f膏。一f踐民族的品諾言言，往往往少數和秘書立的角力中納折發展。除

llt儘管語言言寵愛少艾，福勒一類嘉獎守發P!T花的心血仍不會完全自贊;他們的主餒，至少阿以在某一賽是

敗之調整話泛的發展方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