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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話的審音工作

張雙慶
香港中丈大學中文系

有關廣州、|誦的審音工作，香港語文教育界一直十分關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曾於 1990 年 10 月在廣州邀請十多位專家學者就審音

工作進行座談討論，詳情已在本刊第十一期作了報導。據知，審音委員會這幾年的工

作轉入具體細繳的資料搜集方面，屬下的審音編輯組把〈廣韻〉所收的字抄入卡斤，通

過對幾部比較流行的粵語字典、詞典字音的抄錄對此，找出了一批讀音有分歧的字。

利用這些材料，又反過來驗證 1990 年櫻寫的〈廣州話審音方案〉初稿，對該稿所定下

的一些審音原則提出了修正和補充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審音委員會利用廣東省中國

語言學會 5 月上旬在廣東惠州召開學術年會的機會，順道舉行了一次審音委員會會

議。會議進行一個下午，出席的學者和工作人員有:

詹伯慧(暨南大學，審音委員)

曾國忠(廣東省語委辦公室副主任)

何科根(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理事)

陳曉錦(暨南大學，審音委員會審音編輯組)

范小靜(廣東省電視台，審音委員會審昔編輯組)

麥 耘(中山大學，審音委員會審音編輯組)

余偉文(中山大學，審昔委員)

羅偉豪(中山大學，審音委員)

常宗豪(香港中文大學，審音委員)

繆錦安(香港大學，審音委員)

張雙慶(香港中文大學，審音委員)

會議討論部分有兩個重點，一是審按〈廣州話審音方案〉的各個條目，討論的結果見附

錄由筆者和詹伯慧、執筆的〈廣州話審音方案)(以下簡稱〈審音方案})。二是就審音編輯

小組準備的上聲字異讀字材料，作逐字的討論。編輯小組接對了黃錫凌的〈粵音韻

彙〉、李卓敏的〈李氏中文大字典〉、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商務小字典〉、周無忌和饒秉

才合編的〈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香港中華書局編的〈中華新字典〉這幾本重要的注粵昔

的字書，一共列出了有異讀的上聲字六百五十多個，依部首排列。這部分的工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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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整個下午不過討論了三十多個字，部分字還未達成一致的意見。其實這也是意

料中事，一是委員對〈審音方案〉的原則的理解還未能趨於一致，每個人在第一次討論

這些異讀字時仍然帶著較強的主觀色彩是很自然的事;二是面對著這些活生生的材

料，我們才真正了解到生活中的粵語讀音混亂種雜的一面，處理這樣棘手的問題自然

不能簡單化，深入而又激烈的爭論是難免的。經過一個下午的討論，委員都同意類似

的會議要多開幾次，因為這前有統一委員對審音原則認識的好處，實際上也處理了一

批讀音有分歧的字。當然，要會議開得好，準備工作十分重要，一是審音編輯組的資

料要事先準備好送到審音委員的手上;三是審音委員開會前要做功課，正式會議時發

言方能言乏有物，這樣審昔工作的進度一定會快得多。

這兩三年來，筆者一直關心廣州話的審音工作，也出席了若干吹為這項工作而召

開的會議。檢討立下，有幾點意見提出來和大家討論。

第一'是如何運用〈審音方案〉的問題。〈審音方案〉是用來決定異讀字讀音的標準

和原則，孤立看每一條方案，都是正確和合理的。但因為整個方案並沒有規定條目立

間的主從先後次序，使用起來便容易各取所需，而且都可以引用方案來支持自己的意

見，結果爭論還是免不了。以「刊」字為例，現在粵語有平、上兩讀，一音 hJn 1 ，一

音 hJn2
0 I干IJJ古音平聲寒韻灑母，按規律各方言應讀陰平聲，普通話正是讀作陰平

的 kan 音。粵音 hJn2 應是誤讀，因為陰平聲極少變調作陰上的。據生日廣州人以讀

hJn2 的為多，如據方案(二)審音原則的第 (2) 點「從今」、「從眾J '買 IJ 可定為 hJn2

音。但如據第 (5) 點， I把向共同語靠攏的原則看作規範廣州話又讀音的一項重要參

考J '則粵語區間有不少人把「刊J讀作 hJn1 ，把這個音定為正讀也是合理的。這兩個

原則前者排列在先，是否意味比較重要呢?後者則明顯的說明是一項「重要參考J '也

不容忽視。這樣的矛盾估計在處理具體字詞的讀晉時一定還會經常出現，如何取捨，

應排出一個先後吹序來。

第二，是〈審音方案〉對處理廣州話流行地區讀音出現分歧時如何處理並無明確規

定。當然，這項工作既由廣州語文學界的朋友發起，定名文吽「廣州|話審昔委員會」、

「廣州、|話審音方案J '當然可以把審音範圍局限於廣州「市」的讀音內。但隨著電子通訊

媒介的發達、經濟社會的急速發展，說粵語的各個地區關係日益密切，讀昔的相互影

響是很自然的事。審定粵音不注意廣州市以外的地區，尤其是港、澳兩地的讀音，明

顯是不足夠的。因此，審昔委員會組織成立時，已邀請香港和澳門語文界的專家學者

加入，其目的正是為了參考各方的意見，以收集思廣益立效。以香港和廣州、|來說，兩

地的粵語多少是有不同的，據知已有人從事這方面的專門研究。以讀音來說，如方案

(三)第 (4) 點 (l)A 所學的「彗J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彗J字音 wei6 在廣州市人的口

中可能相當一致。 wei6 音的來源，有人說是受普通話的影響 ， <新華字典〉注 huì

音，並加括號說「舊讀 suì J ( 1979 年修訂重排本頁 188) ，普通話同讀 huì 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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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惠J粵音都讀 WTÚ6 。不過「彗J字古代有祭韻云母「于葳切J一讀，云母今粵音

[wJ 聲母的有「王」、「為」、「永」、「筠J等等，所以也可以說「彗J讀 W1Ú6 並非全無根

據 ， {粵音韻彙〉正收這個音。但「彗J古音又有祭韻邪母「祥歲切J一讀，這正是「舊

讀 suÌ J的根據。有趣的是，香港的粵語中這個字幾乎毫無例外的讀作 sceT 音。像方

案中「彗J字的處理辦法，把 sæyfi 昔作舊讀，便沒有照顧到香港地區的特殊情形。這

種地區的分歧如何處理，值得討論，但干萬不要以人口的多寡來作抉定。頓似的例于

還有「糾J字，也是省、港兩地讀音明顯不同的字。

第三，對真正的多音字應如何處理，是這次審音會議中部分委員比較關注的一個

問題。當討論得較為深入，某些字因用法和意義不同而有多種讀音出現，又或者是兩

三個音同時流行而有建議全部收入時(例如有「舊讀」、「又讀」、「口語昔」、「讀書昔J

Z不同，加上保留古讀) ，作為第一線的播音界人士就會感到無所適從，而希望審昔

的結果能達至定於一尊的權威性。這種要求是合理的，這就要求審音委員會付出更大

的努力，多做一些討論折衷的工夫，盡量在分歧中找到共識，使有問題的字能夠定出

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讀音。奧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最近獲得捐助，將由何文匯、

朱國藩兩位博士開展粵語讀音的研究，據知他們的標準是讀書音，有了這一明確的目

標，在審定讀音時的標準就較容易釐定，審音委員會因為要面對紛繁的語音現象，難

度當然更高，但如果能樹立使人信服的讀音權威，其價值應該是肯定的。

第四，審音方案中雖然表示審昔要「結合古今語音發展規律J ' r參考古音反切來
釐定今讀標準 I ，但實行起來對古音的重視還不足夠。例如審音編輯組的資料中只列

出字典注出的今音，未加上古音材料如反切等，在討論中確會帶來不便。因為「從

今」、「從眾J說來容易，但不容易量化，例如「眾J '要多少人才算「眾J? 憑感覺便容

易流於主觀;但從演變規律去找答囂，往往較有說服力。此外，罕用的字更加要用古

昔來類推，無分歧的字用古音做一番分析核實的工作，也更能了解古今音演變的規

律。當然，這方面的工作量是相當大的。

比較第一稿的審音方案，可以看出廣州話審音工作正朝著合理精密的方向發展，

預料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初搞的成績。但是，工作是繁重又艱巨的，除了審音委員會

各委員和審音編輯組的努力，更希望聽到各方面的意見。審音方案的第二稿已在澳門

刊出，本刊這一期刊出了經討論修正後的第二稿，供有興趣的學術界和社會人士參

考，並希望引起討論或向審音委員會反映意見。書面意見可用專文或通信形式寄交香

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我們將把意見轉交審音委員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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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廣州話審音方案〉

一、審音範圍

1.{廣韻〉所收字。

2. 其他在粵語中出現的字。

審音的重點是幾種流通較廣的粵語字(詞)典中注音有所不同的字。

二、審吾原則

1.面對廣州方言現實，從加強規範、減少歧異的前提出發，參照現代漢語共同語

的審音原則，結合古今語音發展規律和音隨義轉的實際，認真審訂廣州話的標準字

一
音

2. 經審定的音旺有保守的一面，但又不能過於保守，要能夠適當反映7個時代的

語言面貌。因此有必要在廣州話審音中充分考庸「從今j 、「從眾j的原則，對廣州話中

存在的異讀、誤讀現象進行整理分析，斟酌取捨，力求訂音合理。

3. 在審訂廣州話字音時，宜注意:

(1)約定俗成:對於業已在人民大眾中廣為流行的讀音，要認真考!曹其是否已為

社會所公認，不能過分拘泥於語音規律，輕易宣佈其為「誤讀J '確已「積非成是J的誤

讀，經反覆研究，該承認的就要加以承認。

(2) 地名的讀音一定要充分尊重當地的習慣，貫徹「名從主人j的原則，如「番禹J

的「番J讀 pun 1 , I東亮J的「亮J讀 gun2 , I高要J的「要J讀 jiu 1 等。

(3) 古代人名讀音要尊重傳統的習慣，不要因今人的誤讀而隨便取消某個讀音，

如樂毅的「樂J作為姓氏讀!)::Jk9 不讀 bk9 , I樂J 字必須保留作為姓氏時讀!)::Jk9 的讀

音。溫庭竭的「揭J讀 Wl?n4 ，但今人多誤讀作 gWl?n 1 , I蜀j字應保留 Wl?n4 音。

(4) 對於不常用的字，一般字典無讀音可查者，要根據廣州音的發展規律，參考

古音反切來釐定今讀標準。

(5) 把向共同語靠攏的原則看作規範廣州話文讀音的一項重要參考。凡共同語跟

廣州話都存在讀音分歧時，要盡量參照共同語的取捨情況東作審音的決定。

4. 對一些問題的初步考盧:

(1) 時下讀音與傳統讀音出現矛盾時，擬作如下處理:

A 絕大多數人讀現音，僅少數專業人員或部分地區讀傳統音者，擬注現音，將

傳統音標作「舊讀J '如「彗J wl?i6 、 S但y6 (舊讀) ; 

B. 現讀與傳統音並行，絕大多數人讀傳統音，僅少數人或少數地區讀現音時，

注傳統昔，將現昔注為「又讀j 。如「酪J字多數人仍能讀 gak8 音，擬將此音注作正

音。有人把此字讀作 b肘，則作為「又讀J處理。

c.現讀與傳統昔平行，可參照上述 3 (5) 方針，把靠攏共同語的音讀作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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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J '如「援J的讀音，就可以考意以 jyn4 為正讀。

(2) 有口語音與讀書音區別的，目前粵語字(詞)典中處理方式不一，有的兩音並

列，有的只取其一，應如實反映語音實際，前要面對時下口語讀音的實際，文不能隨

意屏棄傳統的音讀，看來還是採取既保留兩讀而文加以注明的方式處理為好。其實廣

州話的口語音與讀書音規律性是相當強的。突出表現如:

A.長起元音的區別:一般韻母中帶起元音它的多為讀書音，帶長元音 a 的多為

口語音，如「爭J 口語多讀為 dza!J l ，讀書音則為 dz月1 ; r勒J 口語為 la肘，讀書音為

l-ek8 。時下年輕人常是「一刀切J地把 a 用到口語的表達中，模糊了長起元音的區別。

文如 ε9 、 i!J的區別，也、 ik 的區別，也都反映出口語和讀書音的差別:口語音多

為甸、此，讀書音多為 1!J、 ik 。如「請J 口語為 tsε!J 2 ，讀書音為 tsi !J 2 0 r赤J 口語

音為 tfε肘，讀書音為 tSik8 。這些差別應該在審音時予以保存。

B.聲母送氣與不送氣的差別，也反映在不同的粵語字(詞)典中，其中有的也屬

於口語音與讀書音的差別:送氣多為口語音，不送氣多為讀書音。例如「淡J讀 dam6

是讀書音，讀 tam5 是口語音，二者除送氣的差別外，聲調也有陽去、陽上之不同。

有的法氣與不送氣的差別直非屬於讀書音與口語音的差別。如「音則，有的粵語辭

書注音 PEU6 [p'EU6 ] ，而有的辭書卻注為 bou6 ; r蓓J有的辭書注為 pui4 [p'ui4 ] , 

而有的辭書卻注為 bul6; 「的J 在同一部辭書中就有 dzæk8 [ts田k8 ]和 ts田k8

[ ts‘æk8 ]兩個讀音。這類送氣與不送氣的讀音差異狀況在審音時值得認真對待。

(3) 零聲母的陰調字現在廣州有不少人讀 9一聲母，擬將這類字一律作為「文讀J

處理，不一一注明，仍按正常的讀法作零聲母處理，如「安J字只注 Jn1 ，不注

!JJn 1 0 

(4) 現在廣州話有幾個音在青年口中出現簡化現象與合併現象，反映了方言語音

是不斷變遷的，不容我們忽視。但在審音時，我們軍願採取比較保守的看法， r瞧一

瞧、等一等J '不要匆忙將新發展的音代替傳統的音，例如 1 、 n 聲母年青人常有混

讀，我們審音時仍接 l一、 n一分開來注音; gw一、 kw一中的圓唇 w 正日漸弱化，

有的人乾脆取消 w' 我們也不必一律眼風，除了個別字音確已消失 w 的，我們得照

實際讀音標注(如i菁、礦、計為k:::>!J3 ) ，而保留舊讀 kw393 外，一般在兩可的情況

下，擬仍保留 w' 以顯示粵語聲母的特點;文如聲化韻粵語中有 m 、 9 兩個，時下

不少人合併為 m' 如「吳j 、「五J都為 m' 我們主張仍按粵語規律暫時保留 m 、 9

之分。

(詹伯慧張雙塵執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