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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樹〈漢語詞匯講話〉序

何文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李家樹博士讓我為他的新書{漢語詞匯講話〉寫一篇序。正當我搜索枯腸之際，電

視機播著一首名吽〈樂善的心〉的粵語歌曲。歌詞中有一句是: I誰亦也算我弟兄，難

分捨。」我的靈感登時來了。我就由「亦也」說起吧。

「亦也」是一個越來越流行的同義複合副詞。不久以前，電視還播著一首推銷自米

的粵語廣告歌，其中一句歌詞是: I誰亦也會享得進步繁榮。」電視的影響力很大，歌

曲的影響力也很大。歌曲在電視播送，力量之大，更不待言了。影響所及，近日大學

生的文章偶爾也用「亦也J一詞。本來，屬於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的同義複合詞很常

見，如「容貌」、「遨遊」、「柔軟」等。這些都是漢語詞匯雙音化的產品，如果用得適

當，可以使句子看來平槍、渾戚，節奏也協調。不過，像「亦」、「也」這些只起陪襯作

用的「範圍副詞」也要同義複合的話，寫成的句子恐怕會很笨拙了。

「亦也」這種結構也許有先例可援， I如若」便是一個例子。「如若」是一個同義複合

連詞，表示假設關係，元朝以來的戲曲小說偶爾用作口語詞。粵語流行曲也用「如

若J '例如:

如若夢境不相通，我枉有熱情夢。({殘夢})

但我總覺得「如若」是一個贅詞，跟「亦也」γ樣，是沒必要複合的。不過有些人偏喜歡

捨簡取繁，文不太理會語言習價，硬要造一些累贅的複合詞出來。將來，我們也許不

難聽到歌曲中出現像「麼嗎」一般的同義複合助詞以及像「由從」一般的同義種合介詞

哩。填詞人受到曲譜的限制，也許會把「左邊」、「右邊」寫成「左頭」、「右頭」了。

最近看大學生的文章，發現了「否」和「麼」或「嗎」同在一旬之中的新結構。這大抵

也是受了粵語流行曲的影響。我舉兩個例:

尋辦法文流向你，你會否等我麼? ((細水長流))

但求夜深，奔波以後，能望見你。你可否知道麼? ((每天愛你多一些})

但「會否......麼」和「可否......麼」同樣是不合語法的，用「呢」代替「麼」還說得過去。不

過， I否」字文言句根本就不需要語體的語氣助詞。「你可否知道麼」譯成語體文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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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呵以知道聽J '不但語法不鏈，連語意租不通，黨是f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J 0 

蠣詞人語文主基礎不好，受了串譜音節、前後韻囂的牽引，便語罷寫一些不通的句子來

湊數、 i實韻，聽罷誤轟了背少年 o j_鑫揀做，怎不令人體嘆?

會f不捨得j 、 f不記得」這樣的認Ff安掛t但是種生的文鞏常見的，華學語推行曲111有

這樣調序的遠語。試看下語歌詞:

不措得告訴，不擋得你，結豆豆豆告你走。(且不撓待你))

這全自填詞人不僅爾諾諾法，不知道語體文是「捨不得J '只管把粵語f略捨得」翻成

「不擒得J '不但蔑視了普通話法則，而且誤導了年青舉手。粵語流行曲雖然罵

，歌詞卻tJ.器盤文為主。如果填詩人不慵普通話，寫制來的歌說教往往語怯~不過租

用詞不當了。這些不通的諸法和不當的期詞，自然會出現在學生的文章里。

香港是學生學習中國語文有兩大困難。黨一: 1時梅學生說粵語居多，對路語語言蓋不

諜，寫摺體文詩往前閥、粵語法擺闊，因而常常違反語法規律。第二:喬峰學生的合

女主主聽不好，讀扭古文來往往的難重重，對古文多抱著~蟬的心理;古文修養不好，

自然接難適當地應用古語詞。香港的學生非常依輔導器沒行島和環視厚實播棄學習中閻

諸文。如果以語體文寫成的歌詞得合拍法規律，如果電視廣播錢用詞恰當，輯學生寫

作是有相當幫助的。反之，電視事實播員和歌曲填詞人不在語文上正己正人，語文的基

本法堅守將會連受歡黨接壤。還不但揖議是單毒瘤，而且使我們饗成得過民攝的處事態斑。

活樣發展下去，實非社會立緝。

作為官方廣播機構的香港電憂，在八十年代有一個益智電親都臣，叫〈識多一點

票台，對象自然是學住了。但「議今一點點J是轍騁的句子。如果用普通話譜法，就應

該是{多聽〔懂〕一點點J ;如果用廣卅話語法，就應該是f議今-0的目的J 0 選樣把國語和

粵語語法混雜在一起，揣有得很。這節自維持了好幾年，大抵思誤釋了不少學生。

哥在這節目總是在教觀事低的時間接奮戰，弓之然、讀書惡?誰會更大。

本久以前，電報一能天氣報潛聽喜歡說氣楓 11ì'乎喝j某和某夏之憫。說得多

了，連鵲輩廣播鼠也受了影響，跟著她說i1ì'平日保」。要知 f兮乎」的 i-'P J 已有 f在J 、

f於J的意思， 11ì'玉手嗎」便等於 11ì'在在J或 11ì'訣於J '只有古文華驀喂飯的人才會生遴

選樣的詞語。現在這位天氣報道員已經離開了電視，捏她的影響實在太深了，

電臺倚天氣報道員一時不慎， I介乎口語j的會衝口聞出。話告常談話，巴等等人用 f介乎

日語Ji這一鵲罷了。母無蹺是極不轉讓語文規律的行為，也可兌電;現廣播鼠的影響力學

壞犬。如果廣播撓的語文素聽不好，中聞語文早晚會蛤他們破壞無選。

在然電視鐘聲播員的用訊和粵語歌臨的譜法不可靠，我們如果聽寫好的語體文，如

果要用詩捨當，便得~護含有聽諾諾的嚼了。本來說抽語法的書很容易流於結燥乏味，

但李家樹博士的〈禪諮詢瞳講話〉寄o並不這樣。家樹咒論說生動，文往往就岫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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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正音的三個問題

〈漢語正音辭典〉序

伍鐵平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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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若送來他主編的〈漢語正音辭典} ，希望我寫序。借這個機會，我打算談幾個

同正音有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以便說明王昕若主編的正音辭典的價值。

正音的重要性

正昔有很大的實踐意義。早在陪代，陸法言就編了一部〈切韻〉。該書參校古今，

折衷南北，目的在於正音，要求發音切於實際。〈切韻〉的音系可以說是公元六世紀文

學語言(即標準語)的語音系統。清朝的雍正皇帝在1728年發佈詔書: í朕每引見大~/J、

臣工，凡陳奏履歷乏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官民上下言語

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轉遁入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芝胎誤者多矣。

...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勸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偏為傳示，多方訓導，

務使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音。」詔書下達後，全國各地紛紛興建正

音學院。其中邵武一郡的正音學院，直到嘉慶、道光年間仍在開辦。這類學校實為我

國最早推廣官話的學校。清朝還規定「學人、生員、貢監、重生不語官話者不准送

試」。

在外國，正音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一點在外國的文學著作中也有所反映。

例如，蕭伯納在1916年寫的〈皮格馬利翁)(中譯改為〈賣花女})描寫英國一個在街頭吽

賣的賣花姑娘滿口倫敦土話(在英語中這種土話吽做 cockneyism) 0 一個語音學家對

香港時事來做例子。這樣做，除了可以便香港的讀者對這本書產生親切感外，也使這

本書添了不少趣味。能夠從趣味中得到知識，真是一大快事。

家樹兄精研古籍，現在利用他深厚的古文知識談論語法，內容更見簡要。細讀家

樹兄的文章，可以使我們更深刻認識中國語文。更深刻認識中國語文，可以使我們對

中國語文更感親切。對中國語文更感親切，又可以使我們樂於更進一步認識中國語

文。這樣，我們的語文程度就提高有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