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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粵音之規範及其量化

周關正

嶺南嘉興院中文系

，長久試來都是困擾番話書中文教師的問題。粵語不是普通話，沒有一

館權威性的官方機構去審詔燒麓讀音;粵語也不黨關內其他方霄， 1:是者不是(

名義上不是)教學語言言。間對一種缺乏官方審定規範讀昔的教學語言，香港中文教師

的尷尬纏繞是可以想昆的。再讀者坊問澆行的單琴音牢典，有的初版自諒自經是半個世

記之前，布其他的文絕少清黨說明所根據的響音準則(語文教奮學院所編的〈常用廳

外i話讀音表〉是其中一個例外，非常總得推許)。不同竿典之間室主管乖:在國幫不在話

，有時郎(對字典之語苦命符節，但一與社會上的波通護法相較，文往往各有所是。

閱此，為單學語定出規範讓音，在中文教學上是有組切霄要的。

首詩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哲餾內中山大鹽、暨南大學及其他部門機構的學者專家

組成了?廣州 員會趴在這方面回應了社會約要求，承擔一個獲要的任務。

空空攪在〈中翻語文通訊〉第 27 期報導了工作的進展和朗通割的問牆，也照錯了〈厚實外i語

審音方軍卜、啟發我對審會問題的思考。1:)，于是…啥不成熱的聾兒，希掌大1種方家

不吝措汪。

一、〈方黨〉中各讀書音際則的注重

〈方案}中列出若干壞審普車剔，瓢，立培養這盤際粥，正如張先生所說，都是正確

和合理的。的無論是進行分額也妻子，議行對雖也好，如果所依樺的準則多於…的話，

往往麓會出現就申請是劉痛苦則該為 A 、說乙準棋布莒割該為泊的情題。棋譜中護全

詞興能語有馬難以護自1分，康問之…就是觀兮灌制不只一醋。

面對這種構況可以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承認某一成分兼額，即 A 或 8 位'~I 0 

、為不悶罐則定于此囂，有矛盾詩歌還捨輕。為譚一種方式，我們誼會見到不少字

的讀音發揮為: iX ·普 A; 文/戒發 B 0 J這懦做法有時是不得不然的(詳下) ，但

1 張建整廢{鐘聲叫話的3年苦苦工作) , (中國語文通訊}第z7期， 1993 年 9 月，或自一口 。

文中某些問題的建綴，部分別是對IE發、規範讀音等等觀念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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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文教學或語言溝通的角曖看，一個字高一個位上的讀音(指無辨蟲作用的與讀) , 

會增加記膏、上的真擔，也不大符合符號體攝的情醋的原尉，可覺到免。第工種方式可

以減少一字備(多 H:寰的情況，盤帶進一步考!孽。

粗略地說，我們可以採揖鞏純的方式:時設審音僚割有十積，每項可以根據其議

要性分為 4 或 5 級(隨重要堅投增加) ，若某字有甲、乙禱鑽音，早讓音符合某原堅守者則

按該原則所麗級別得分，符合一項以上原則者則以各有關賺點所屬級軒的總和計算;

向竿的乙讓曾以向樣方式計算分數;甲乙相較，得分富春定為規範讀脅。得分f丘者若

興高當牙數接近頁5月列為又鐘，紹距連者則取消。

議撞撞立法雖無、有點機械呆板，且在運作上卻可以省卻一盤無休止的爭誨，

論往往難以在散舟共識後完縮，多半只芳是在無所過從的情況下中丘。如果純粹是一種

學術揉絮， r於其所不知，聲髒如也J是一種無可非議的審慎態度;但如果要滿足粵語

使用者在生活工作教學上對讀音規範的需要害，在審普通程中太長的話聽始終是要設法

避斃的。

用量化的方式被告讀苦的取措首先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一、墓禮是合環的審會

黨則。工、這是聲響音原其目的數蹄。五、每項黨則的親身Ij 0 盟、Ej3乙鵑昔的得分蓋距遠

至IJ甚麼程度才華要把低分發車?輯、'是很據緝鸚儷(餌如 3 分)或接比倒(例如f義者得分未

及高者一半)訐算?

對上部幾偶間是露，是與者之間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要達到共議可能需要很仔緝的

討論，其中第三點要一定會出現很大的爭議，但仍然是值得嘗試的，麗君主只要在總體

上解演了這些聞題，扭扭j讀訝的瑕捨乎乎廢就可以依通例一併處理，能夠大大部省時

悶。當然，在許諾一項審督原則的帶級時體會接及主觀成兮，會有任意性。但實際

上，即使我們不明確的為每一噴審督原財許定等級，我們在快定儷閉嘴音的取捨疇的

然會在心中衛量不向原別的輕靂，認為何日j應該讀除上提非除平的話，說是把rf是

今、從無J的原則置於譯音i寅纜規律和尚普通話靠攏還需劉原則三史上，反之亦然。總

對的客觀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話意娃娃覺不了的。分別只在於為審晉原則詩話等

級可以把還聽主觀性、任意娃明碼化、系統化;對不闊的竿的異議可以用的等和一黨

的方式去處理;如果在運用上出現鵑蟬的話(如某原割定級過高)可泣更容易發現和修

正;以簡較繁，器裝為每個讀音一次又一次葉新暗中衡量不再原則的幫盟。

要增加客觀霞，減低任意性，聽鍵在於評娃審督原則等級峙的討論是否潔λ全霞

緝諱，高非在於是否為每一個讓音進行餾ZIj討論。以「廣好!話審會委員會Jf1支真的專業

知識及能力，要為各項審音膝即退出合理部又得安1m實泛接受的等級，雖然一定會花不

少時髓，但緒不會是j嘉軒困難的事。

二、 f正讀J觀百家峙釐j青

正讀是我們時常提及的名禱，棋書點接近文竿學中的本義。與讀輯對的本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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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誤讀。但不少所謂「誤讀J卻是廣泛流通的讀音，稱立為「誤」未免過分，於是出現

了「俗讀」或「習非成是」等說法。下面我們要分析正讀觀念的實質。

語言在使用過程中是會產生變異的，語詞的更代、讀音的轉化、句法的改易都是

自然而且必然的現象。北方方言中λ聲韻尾的消失，鼻音韻尾 -m 與 -D 或一n 的併

合，全獨塞音和塞擦音聲母的清化，現代大概沒有人會認為是誤讀的。誤讀並不是說

某字某音與古代(一般指以〈廣韻〉為根據的中古音)不同， 2 而在於該音是否符合自中

古到現在的語音演變規律。下面用「同J字為例加以說明:

「同」的〈廣韻〉切語是「徒紅J '一般的中古擬音是 [dUD] ，具有一個全濁的舌尖

音聲母 [d一] 0 :J 但如果我們根據「徒紅」切，依粵語的反切規則(括號內者表示可忽略

的成分) : 

t' (ou) 陽(平) + (h) uD (陽)平→t'UD 陽平

得出的讀昔只是具有次清舌尖塞音聲母[ t'一]的[ t'UD4 ] ，這個音也就是「同」字在粵

語中的流通讀晉，我們不會認為是誤讀。運用〈廣韻〉反切去求出粵音其實是基於以下

的認識:皮切上字的聲母和下字的韻母的現代粵讀雖然、並不一定就是被切字中古時代

的聲母和韻母，但兩者的聲母和韻母在中古時代卻是相同的。由於語音的轉變是有系

統性和規律性的，如果被切字的聲母、韻母由中古至現代粵語出現了甚麼變化的話，

這種變化也會在反切上下字的聲母‘韻母中出現，因此儘管實際讀音已經有了轉變，

但被切字的聲母、韻母和反切上下字聲母、韻母立間的對應關係仍然是不蠻的， 4 由

於這種對應關係的存在，所以能夠由切語求出被切字的讀音。換一個角度看，當我們

根樣切語而指出某字「應該J怎樣讀的時候，實際上是要求被切字的聲母、韻母和反切

上下字的聲母、韻母表現相應的語音變化。而作出這樣要求的根據是語言演變的規律

性。根樣「徒紅切」而指出「同」應該讀為[ t'UD4 ]的時候，並不是說「同」的中古讀音是

[ t' UD4 ] ，而是說令「徒」的韻母由 [d一]轉變為[ t'一]的規律也應該作用於「同J '使

「同J的聲母也由 [d一]轉變為[t'一]。如果有人把「同J讀為[ tUD4
] ，他的錯誤是在於

違反了有關聲母的語音轉變規律，而不在於沒有讀出「同」中古時代的讀音 [dUD] 。

所謂正讀，其實是指符合語音規律的讀音，嚴格地說只是「正變音」。

如果這種觀點可以成立的話，我們跟著就要面對以下的問題:語昔演變規律是如

2 <廣韻}泛指〈廣韻}及其前身{切韻) ，簡言之即廣韻音系。

3 參周法高〈論上古音和切韻音}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3 卷第 2 期， 1970 年，頁

324-325 0 I徒」和「同」字的中古聲母部分學者擬作送氣的[ d'一] ，但並不影響本文立論。

4 某些例子中被切字的聲韻母和反切上下字的聲韻母可能會有不同的變化，如一者保留 [p一卜一者

變為[ f一]之類，但這種分歧是有規律性的，仍然保持對應關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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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iJ定出來的?的機用上面f同J字(及「徒j字)的韻母EI3 [d…)轉[ t'一]為例，我們語言到的

是聽史諧音中一個盤要的現象一一…濁管轉化。至於獨會j常化為問部位清告時是否語

氣，在不問方當中有不爵的規律;粗略孺言，普通話是平聲送策，仄聲不接氣，高粵

語則是:平上聲送蕉，去λ聲不主義氣。這藍攪律不是鍵是發理上推導出東的，謂是對語言

實況觀察的結果。其間也沒有所謂普通話是而粵語難，成粵語是前普通話非的問題。

我們應該具有這樣的觀念，語言現實是第一性的，基於語設現賀龍歸納出來的規律是

第二陸的。我們只能根據諧音的實際擴變來找出其中規律，如果在觀同情提下攏的出

現{眉頭j不間擴變，那就要承認在書關規律之下會有咧外;不能棍棒只在大部分情況下

適用的搜律去決定每樹字的議會磨如何演變。仍用中古草草母 [d…)為惘，額架中古時

以廿一]為聲母的平聲字共有十飽，其中九餾聽罷[t'一] ，﹒餾變為[ t一] ，那麼我

們就應該得出還樣的規律:中當時以 [d一]罵聲母的聲字總大部分體為廿…卜極

少部分題為[ t一] .續為[ t一]者可腕為ØlJ外。我們不能貿然說'E13於大音ß分都變作

[t'…] .所以變作 [t- ]者是誤讀。在語言學中，很少鏡律是沒有例外的， r有f到1外j

這事實本身是一項規律，認「沒有例外的規律j本身其實只是例外。

聽聽是不是所有非撓律性音變都可i其說為儕外前加tJ接受?答案是否定的，有些

我們哥說之躊躇誤。錯誤興ø~外的分野在於有關讓苦的流鐘性，亦即一般語言使用

對該讀脅的接受程度。在普通話的響音工作中，盟絮語音文字工作委鼠會程曹長曹先

攘指臨審璁異議詞主贅黨員Ij中的數一喂是f符合語音發展的規律﹒...1>.所謂語管發展的

規律，也包括特殊的音變J 0 5 

如果再推遲→點，我們可以發現〈廣韻〉其實早已運用了萬個原則， (掌聲韻〉上聲聽

韻「俯j字下去fJ二閱(按即轍) ; (棋書〉文作價，今普兔J 0 男上毒草彌韻「龍J竿下去

f捕、捷J 0 可昆在〈廣韻}騙者心目中， r飽j本來是「俯j的或體，與「俯j聽說向會同

藹，賺不是讓f兔J的(顏元孫的〈丰祿字鑫〉就說過f俯j 、 f使J蛙館{月1字，俗以「便j普

f兔J '非)。告提〈廣韻〉堂里把「龍j字喜愛於攤韻之內，讓f亡拂切J (音免) ;又在饗韻

「俯j字下學 Ir龍j芋，注i主~r今管集J '可見〈厚實韻}審晉時尊重f例外j 、尊撞當時的語會

現實的態度。不符合語音演變競律，但實際上廣泛流緝的例外讀音，可以輯之為f特

5 曹先權〈普通話異讀詞審吉普鵲題卜 5至〈中間聽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訪問留學衛演講會特刊) ，發

港:香港普通話研究祉， 1香港中蜜語女學會編旬， 1987 等 4 月，要夏文無資瀉。文中所學的特殊吉普變

例子是「音'fJ [kë] (僅母)、「樹~J [y吾](以母字)、「疲J[cï](從母字) , d:t三字中tr皆為獨聲母，一般

變讀陽{守主) ，但實際上讀險(ZfS )。

6 此例尋 113譯告錫三是〈中國文字學) .北京:商務部發館， 1988 年，頁 220 。按裘免使立見﹒「健J1曾為

從人兔聾，讀f兔J '囡 f便」與「鱗j同學車前線讀， í傍j音「俯」。但從〈廣韻〉對f便J竿的處理中可以看

出該書編者實際上是認為f便j原為[俯J1寄錢俱闊的異體字，到後代才轉讓f免J音。組「傍j轉變f免j

m在〈碧藍韻〉中到此一簣，可見〈廣韻〉最為奢華事處語言雪環質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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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諧音競簿鼓手拉決定語音濟輯的唯一態賽

為2美麼會有f有外?這個問聽使我們不得不注意對另一個語言事黨…一影響一半接

管如何改變的不僅是語音的內部攪律，還帶及外在的自素。而其中之一就是類推

(analogy) 。

類推在語言發展中的作賠非常任犬，而表現的方式則悶不聞語言的特點滴翼。模

字中存盤牢佔絕大多數，形聲半以影特表聾頰，以聲符裴相間相逅的讀脅，這種文竿

結構為額誰提借了…{簡直然條件。廣東人釋說的「有邊讀漣j就是對這餾接件的利用。

f有過讀邊J不持會出岔子，不是為法，但它所憑藉的觀攏機觀已翻在我們的諾設中

(下車以粵語鶴鳴，但實除上也通用 1ñ發誦話)起了作用，成聽罷霞的現實。偶輯:

坡. \車聲韻H鴻和研J '領語音規律黨議[ p':J l] , {眨一數人皆續如[ p:J弓，大概是受

到「彼J [ pOl ]的影嚼。與f壞j同切的「玻j一般亦驢車日「說J 0 揍他例子如:

依〈學實韻}皮切鏽 實際讓音 額攘攘噱

鍋 古蛙/吉華切 [kwa 1 ] [ W :J 1 ] 窩、備、鍋[ W :J 1 ] 

要 那計切[ h?i6 
] [læy6 ] 誤 [læy6 ] 

吉孝切 [kau3 ] [hauiJ 略 [hau1
] 

悉 息、七切[ S -ee ] [ sik7 
] 蟋[ sik可

男一種容易為人所怒發舊的額推出現於惰字異輔以~Ij義的傳混中。古漢語有一種語

法手段，誦通語音(特別是聲謂)的改變以標示詢攏或意義的轉換;而代表不問詢佐或

意義的兩個詞，有時用問一個字形去代表， I枕j讓上擊是名詞，如f鏡頭J ;讀去聲時

，如 f曲耽而說之J 0 I麓j讀平聲詩是動詞，如f蠶單EJ; 讀去藍藍將是名詞，古巴

f數暈」。但在樓宇一字一會的過勢下，這種情況，說愈來愈少，一字的兩個讀弩之中，

較多出現的一餾會盟鑽機關係宿擴充護本來當用另一讀脅的場合之中。

f蓋達j本來有上聲和表暨南種讀法，表示由上宵下的行動時擺上聾，表吊自下奉上

的行動時讀去聲。?但由於f養腎j 、「教養j 、 f餵養j 、 f飼養藍j 、「蓄畫畫j帶詣的廣泛使

窮，令一般人即使在「供養文母j之類本應讓去聾的語句中的然讀上擊。其他{牌子如:

按詞誰讓 通行讀音 輯推根據

岳 重車詞平撞車，名詩去聽 島、各皆講平聲思念、、思考等皆選平聲

7 參周改為{中盤古代語法﹒總路線} ，憂Jt: 護聯盟員旦出版祉， 1972 年，真 81 。

8 (中關甘冒代語法﹒榜詢編) .真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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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勸說平聾，各3司法聲 動、名皆讓女聲 名譽、聲譽等皆讀去聲

縫 10 動詞平聾，名詞去聽

向義換讀能是造成非常規語音聽龍的原間， {71J如:

依〈釀韻〉皮切續

時 11 思種切[ sik7 ] 

于 12 羽但切 [jl]

悔 1 :J 亡縛切 [mín5 ] 

通符讀音

[Iap9 ) 

[jylJ 

[fu2 ) 

縫輯、蘊含等皆讀平聲

向報換讀攘攘

鸝臘[ lap9 )同語H乾肉

與於 [jy1 ]功能和近

與俯付u2 ]向輩輩

此外，是有一些常見的字覺表現了特變的。臀如說， í持J半〈擴韻}中有鵑苦，→

罵上聲欖韻f德i令切J '之為上聲扭頭「都懿切J 0 聲音tr者早琴音當為[ ta!/ ]或[ ti92 ] (問

p主J字〈廣韻〉中有兩讀) ;按後灌制為[ ti92 ) '與f頂J字問音。無論依哪一餾反坊，

丹JJ字都有一體告扭轉音韻尾 [-9] '這一點也好以從f打J字以fγ」宇:為繫符得對一

。「打J之讓( ta2 ] (普通話大體輯用) ，給見於〈六書赦〉的f都假訪J 0 叫出現這

種情現有兩體可能，叫是中古時代「打J字才又有舌根鼻音韻尾[一訓，這個韻尾在其他

字詞中→能保留下來，例如f擾、內、省、猛J (以上便韻)、 n恩、茗、頂、並J(以上

起韻)等等，捏在f打j中彈出現特巒茹苦失落了。立是f打」在中當時代本來就有不帶舌

[…。]鈞一讀，位〈廣韻〉失收。

如果是前一種情況，那麼我們就要在 [-9 ]的語音演變規律中指出， [-9 )告中

古至現代叫踏上保留下來，偎在{闊別例子中會笑藩。如果是後一種情況，我們用{廣

韻〉為語發演欒的根據醫學嘉定要非常小心，個為它說然會長肢，那盤現代某一個字與〈厚實

韻〉反切不符{呈實際上卻廣泛謊攝的議會可能說是來當這個失坡之音的。問類的例子

如:

依〈鷹韻}反切讀

他/它 託何切[ t';)汀，歌韻

爸 捕可切[ p;)5 / p;)6] ，果韻

t位 羊者切[ jE
5 

) '馬韻

9 <中國古代語法﹒構調編) ，葉劍。

10 <中顯高代譜法﹒變詢編) ，豆豆悅。

11 裘銘至在〈位和盤文字學) ，互支 220 。

12 哥還錫圭〈中關文字是變卜真 251 。

口 袋錫豈是〈中盤文字學〉﹒頁 220 。

14 灣學 l 自 5治才告笠是說志。

議行讀音

[t'a 1 J 
[pa1 

/ pa4
] 

[ja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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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這些字的異常讀音可以這樣解釋，歌(果)韻中古時的主要元音是[ -0] 、馬韻三

等是[ -ia] ，站在一般情況下有關的字會分別變為粵語的[ -::J]及[一ε] ，但由於這

些都是出現吹數很高的字，成了抗拒變化的「強式J '因此保留了接近中古時期的讀

一
音
上面我們為語音出現特蠻的幾類例子提出了解釋，有些可能未盡如人意，但即使

是我們全部同意這些解釋，有些問題仍然是懸而未快的。如果「打」、「爸」、「他」等字

因出現頻率高而有特變，那麼「一」、「我j 、「有j等常見字何以沒有特變?為甚麼「坡J

受「波j的影響讀不送氣而非「波J受「坡j的影響讀送氣?何以「酵J按「曙J額推而不按

「孝」額推?以「脂J代「臘j 、以「于j代「於J '為甚麼是前者變讀如後者而非相反?

這類問題都指向同一個事實，我們現時有關歷史音韻學的知識只能達到就已經出

現的語言現象提供部分解釋的地步，我們沒有能力按某一規律預測一個語言現象的必

然出現，也沒有理由要求某一語言現象一定要出現。影響某一字音由中古至現代粵語

轉化的因素不吐一個，這些因素是否完全為我們所知已經是一個難以求證的問題，至

於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更缺乏全面的認識， I坡j讀如「、技J固然是類推，但語

音規律(如濁音清化等)運作的本質何嘗不是類推? I坡j屬中古「濟J母[ p'一卜傍母

的字自中古到現代粵音基本上無變化，絕大部分乃讀 [p'] , I坡j為何不按此類推而

保持送氣聲母?如果說按形聲字聲符的類推強於按語音規律的類推，何以形聲字與其

所屬聲符之間的讀音又往往不相協，如「定J與「綻j 、「皮j與「坡j等等，例多不煩舉。

如果一定要某字讀音按語音規律轉化才視之為「正音正讀J '那無異於漠視語音轉變不

僅袂定於語音規律這客觀事實。以科學方法言，我們只能根據客觀事實去修訂一項歸

納出來的規律，並不能根據心中的固有規律而去否定一個事實的存在。遇到特變，如

果能夠提出解釋固然最好，否則只能承認我們對造成特蠻的因素認識不足，因為從理

論的層面看，任何變化，尤其是特變，一定是有原因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找出其

中原因，不能因為找不到原因而認為某一特變不可接受。影響某一字音如何變化的因

素不吐一個，其間的強弱消長會袂定該字音的最後面貌(就某一特定時間言) ，我們沒

有需要、也不可能硬性規定語音規律這因素一定要壓倒其他因素來快定一字的讀音。

〈廣韻〉的價值和地位是無庸置疑的，儘管如此， <廣韻〉所做的只是紀錄和反映當時的

規範讀音，它沒有，也不能規定千多年後每一個讀音應如何變化。

四、規範讀音的根據

如果我們接受上面的說法，是否意味著以後可以完全不依照任何準則，隨意把一

15 參周法高〈論切韻音)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 卷， 1968 年，頁 90 後〈諸家切韻擬

音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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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字讀成任何的音?上茁的設法是在只適摺於學1J!tr研究中的「插寫性敢向J

(descriptive approach) ，而不聽朋於語文教學中的 f規範性取向J (prescriptive 

approach) ?舉手i可探討可以只集中於研究f某宇現代一般人如何讓j或「某字現代一般

人為甚麼這樣讓j的問罷，但l語文教學卻一定要置對「某字現代我們驛站的讀j的問

題，我們無法設想一位語文教師可以對學生說「你們喜歡;怎樣講便怎樣讀j這樣的話。

在回答上述問題以前，我們要先由籲語文的本質。文字是紀豈是語富的視覺符號，

一飼字如果要實現耙錄語言穹的興能，這餾字的續音說需要與所代表的語音或兮的實際

發會相間，否則幸與詞(以別謊稱各種語言言成分)闊的標示關係就禽獸離，出現一字

管不知所指何詢台守情況。以[ næy5 W::>I ]之音表示語言中的f女禍J ·一般人都會理

解，若讀寫[ næy5 kwa汗，間能憧者事寥。進一方面額示了應tJ語言現實(一體字在

多種問素影響下最後是現的讀音)萬主，不能僅以語音規律的演算結果(這個結果可能

在其飽問表影響下雖沒有在語當瑰寶中出現)為據;另一方茁則指出了快定某讓音是

否規範當先要若是讀管是否已經成了語言瑰寶，是否一般人口中的攪脅。語文必須有

共守住 (sharedness) 才可臥溝通，共守性是當贅條件。另一方面，我們省尊重韻醬

傳統(即聳鞏語音規律)的習慣，因此決JE接管是否規範也需要考禮這方面的扇葉。共

守控與現律性的充分協調可以作為讓音攪範的丟在本準則(其能次要的准則，如f舟共伺

語靠攏j等此薩從略)。以下是一{間嘗試。

根摔共守住為主、規律性為甜的原則，把前者的比重級別定為 4 .後者為 3 。

在共守佳方面:

某字音一般人皆如此讀者其高共守住，得最高分哇。

某三字音大部分人如此讀者其次品共守住，得改萬分 3 。

某字音小曾在分人如此讀者其次離共守住，得改{義分 2 。

某字“會一般人皆不如此護者其低共守住，得最低分 1 0 

由於不可能對全部瞎話使用者進行普查，所以一艦人、大部分人、小部分人等僅指調

查樣本中的…定比例的人數。 16

在規律性方面:

16 i艾文PJf賄的比{的熱 f:

「一般人發j指 76%…l()()% '又高失守投

[大部分j撥 51%一75% .具次高共守俊

I 'J、部分Jt當 26%-50% '又次低共守住

[一鍛人不J1誼。%一25% 'Ä低共守住

這值比例只是將 -8平均分為l?B分，是否滄海當然需要在正式絡發調查中驗誼。我們可以考慮把f一

般人皆/一般人不j的際學收緊，這為制%-1∞%及。%…209色， r大部分/小部分J則可招應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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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韻調三者皆按語音規律演變者具高規律性，得 3 分。

聲韻調其中之一異於規律者具中規律性，得 2 分(惟若變異乃出於讀書音與口語

音之別者，不算異於規律)。

聲韻調中兩項或以上異於規律者具低規律性，得 1 分。

共守性分四級，規律性分三級，兩者相合可以有十二種不同的組合，其中分數由最高

的 7 分至最低的 2 分不等，可以由此決定一字音的規範程度。共守性與規律性的相互

消長可以令不同的組合有相同的分數，亦即相同的規範程度。下面列出十二種組合及

其分數，並各學數例，例中一字音之共守高低以本文作者一項非正式調查所得結果為

依據(調查對象為八十二名大學一年級中文系學生，例字部分選自何文匯〈粵音平仄λ

門} ，不一一註明) ，僅供參考:

(一)共守性高 (4) +規律性高 (3) = 7 分
例 1 : I一」一般讀如[ jBt7 ] ，與規律相合

例 2 : I宗」一般讀如[ tSU !J l] ，與規律相合

例 3 : I定」一般讀如[ tiD 6 ] ，與規律相合

(二)共守性高 (4) +規律性中 (2) = 6 分
例 4 : I畏」一般讀如 [læy6] ，依規律當作[ 1它i6 ] 

例 5 : I悵」一般讀如[ tsæD3] ，依規律當作[ ts'æD3 ] 

例 6 : I抽」一般讀如[ ts'i4 ] ，依規律當作[ ts'i2 ] 

(三)共守性次高 (3) +規律性高 (3) = 6 分
例 7 : I單(姓 )J 多讀如[ sin6 ] ，與規律相合，少讀如[ tan1 ] 

例 8 : I蒞」多讀如[ lei6 ] ，與規律相合，少讀如 [w它i6 ] 

例 9 : I頒」多讀如[ pan1 ] ，與規律相合，少讀如 [p'an 1 ]

(四)共守性高 (4) +規律性低 (1) = 5 分
例 10 : I揣」一般讀如[ ts'yn2 ] ，依規律當作[ t'yn1 ] 

例 11 : I揣」一般讀如[ ts'yn2 ] ，依規律當作[ tsæy3] 

例 12 : I抨」一般讀如[ p'i!J4 ]﹒依規律當作 [p'a!J l]

(五)共守性次高 (3) +規律性中 (2) = 5 分

例曰: I華(姓 )J 多讀如[ wa4 ] ，依規律讀作 [wa6 ]者少

例 14 : I聾(姓 )J 多讀如 [kUD2 ] ，依規律讀作[ kUD 1 ]者少

例 15 : I刊」多讀如 [hJn2 ] ，依規律讀作 [hJn 1 ]者少

(六)共守性次低 (2) +規律性高 (3) = 5 分

例的: I華(姓 )J依規律讀如 [wa6 ]者少，讀作 [wa4 ]者多

例 17 : I遇」依規律讀如[ at8 / !Jat8 ] ，讀作[ k'it8 ]者多

例 18 : I刊」依規律讀如 [hJn 1 ] ，讀作 [hJn2 ]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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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共守性次講 (3) 十規律性能(1)=毒分

倒 19 : í蠶J 多鐘如[ t';)n4 ] ，依規律讀如[ ts'an叮當少

個U 20 : íi學J多讓如[ kit8] ，故規律讀如 [at8 / nat8 ] 者少

17U 21 : í第j 多讀如[ d -ei6 ] ，依規律讀如[ tsi2 ]者少

(八)共守性改氓 (2) 十攪律性中 (2) 如是分

倒 22 : í蒞J少讀如[ w-ei叮，多依規律讀如[ 1叮叮

伊U 23 : í旗j少讀部[ p'an1 ] ，多依規律讀如 [pan1 ]

研討: í稱({，\ )J少讀如[ ts'iU 1
] ·多依規律讀如[ ts'in3 ] 

(九)共守性儷 (1) 十規律姓高 (3) 扭 4 分

研J 25 : í端J一般不讀扭[ t'yn1 ] '雖此與規律相合

偽 26 : íll美j一搬不讀如[ l-ei叮，蓋章Jlt與規律相合

研 27 : í強J一般不讀如[ ts'i2 ] ，雖Jlt典禮律梧合

(十)共守性次低 (2) 十規律性低 (1) = 3 分

們 28 : í學(姓 )J少讀如[ tan1 ] ，多依規律護如[ sin叮

171J 29 : í詛j少讀如[ tsæy行，多依規律讀如[ tS;)3 ] 

例 30 : r枚」少選如 [muk叮，多依規律讓如 [mui4 ] 

(十一)共守住低 (1) 十規律性中 (2) = 3 分

17U 31 : í (音)樂J一股不讀如 [bk9 ] ，一般依規律讀如[ U;)k9 ] 

何 32 : í攝J一擠不讓如[ tsyn1
] ·一般依規律讀如[ tsæn1 ] 

17U 33 : í (份)最J一般不讓如[ læu叮，一般依規律讀如[ 1恆u6 ] 

(十二)其守性能 (1) 十規律韓國低 (1) = 2 分

17IJ 34 : í載j一傲不讓如[ dai叮，一般依現諱言賽車日[ ts;)i3 ] 

中飽諸文通訊

倒 35 : í鶴J一酸不讓如[ nBu5 ] ，一般依規律讀如 [jl] ，亦有讀如 [jy6 ]者

17U36 : í屑J一般不讀如[ ts'iu3] ，一韓依規律讀如[ sit8 ] 

以上十二額中 7 分者一， 6 分者之， 5 分及 4 分喜皆為三· 3 分者二， 2 分者一。

得 7 分者規範性最高，當無其議。

得 6 分者雖鞠次，但總l體而當仍甚可蝦，亦可視為說範讀脅。

得 5 分者或共守住齒，或規律性寓，又或兩審皆在中等或以上，可親為規範讀音

或又讓(聽聞芋之另一續發之得分部定)。

得是分者總體認言巴無蓋率可販，可視為非禮範讀脅。

3 分、 2 分者的上積豆豆理。

以上調查由於對象方面會很大馬限性，各字歸類當然不能視為典聲，至於得分若

干始可視為競範噴發自然可有不同意見。也作態一個範餌，我們仍然可試看到其中具

有明確和均衡的權點，值得準一步的研究。



1994年6月第30期 11 

至於粵語中聲母 [n一]併入[ 1一] '韻尾[ -n ]併入 [-nJ '則與上面十二頓性質

不同，但仍然可以用相同的原則處理。 [n一]併入[ 1一]、[ -n ]併入 [-nJ 是系統性

的音變。所謂「系統性J '一方面是指在〈廣韻〉音系中， [n一]興[ 1一]、[ -n ]與
[ -n ]是昔位性的 (phonemic) 、有辨義作用 (distinctive) 的差別;男一方面是指在具

有這頓音蠻的說話者的語言中，這樣變化並非只在個別例子中出現，而是有規律地大

量出現。系統性的音變有人會強烈反對，認為乖離了〈廣韻〉系統，令不同的字如「你」

與「李」、「恆」與「痕」變成同音。但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語音吏，乖離〈廣韻〉音系的系統

性音變並不自今日始， I知」系、「精」系、「照」系本屬三組不同的聲母，但粵音(并合為

一，以致「中J (知母)與「宗J (精母)與「終J (照母)三字同音， 17 至於普通話中入聲(并

入陰聾， [-mJ 併入 [-n !-n ]那就更不用說了。其實換個角度看，正因為這是有
系統的音墳，所以我們更難以不接受，因為它成了一種新的語音規律。

但語音規律和個別字音的突變一樣，都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n一]之併入

[ 1一]很早就已經出現，半世紀前黃錫凌先生在〈粵音韻彙〉中已經指出「粵人每將 n

與 l 相混」。的時至今日，保留 [n一]聲母者只佔少數，這個轉變已經接近完成階

段，因此我們可以把原作 [n一卜但讀為[ 1一]者視作規範昔。但[ -n ]之併入[ -n] 

卻只處於萌芽期，保留兩者分別的仍佔大多數，因此我們可以前見以[ -n] 併入[ -n] 

者為誤讀。

上面講的是一種理想狀態下的審音方式，在現實情況中如何落實卻需要詳加考

膚。字有更草，音有轉移，昨日的語言現實今日可能已經為新的語言現實所取代，而

這個取代過程是漸進的。過程剛開始的時候新的讀音會給人不規範的感覺，過程將結

束時舊的讀音會變得不可解，在過程中段則兩讀音會並存而引致取捨時的困惑。要決

定某一讀音處於發展過程中的甚麼階段、量度其共守性及判斷其規律性，這都超出一

般人，包括語文教師的能力範圈。另一方面，演變雖然是漸進性的，但我們據實際演

變而定出的規範卻難以同樣在每分每秒中不斷作出修訂，我們需要在一定期間內維持

穩定的規範讀音，否則教與學就難以進行。因此由一個有代表性、得到廣泛尊重的審

音委員會在考查了語音實況之後為粵語定出規範讀音，以作為一定期間內的共守標

準'是必需進行的工作。

為了使規範音得到普遍的接受，對讀音的分類就要有明確客觀的標準'何謂「大

部分人」、「小部分人」、「一般人J ·需要統計上的支持，否則持異見者隨時可以根據

17 I中」、「終」屬東韻. I宗」屬冬韻﹒東冬兩韻粵音皆讀[ -u!J] .故三字聲母一混同，即成同音字。
18 黃錫凌〈粵音韻彙) .香港:中華書局. 1979 年重排本，頁 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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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的問見而將某竿由一頓撥λ男一纜。為了解決主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學考社會科學

的調牽方法，接無一定的抽樣方式，依一定的比例組成諮繭圈，謹以飽們的實際讚普

及發某一續奮的相對人數為準。如果諾鵑館的構成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合理的比倒，蟑

二三甜定的規範讀音說當然會得到廣泛的認可。

五、總結

上面的討論目的首先在於澄清f正音j的觀念和找措背後的理據。一般斯說的正

，是以{庸置韻}皮切為準鉤，反切的運作原理是主義於字會的對應關棒、，那某竿與某字

聞聲母、某字典茱宇間韻母等等;三在於某聲母、某韻母在〈厚實韻〉持代的實際晉值是不

能單?農民切推求的。因此，根接〈黨鵲}皮切切出來的聲音立豈不是〈廣鵲〉時代的實際讓

，隔只是保持了〈廣韻〉時代字音問對應歸係的讀音誦侶，背在對應鷗係之所以能多學保

持即是華於諧音機礎的規律性。自此，所謂「正脅j其實是指合於語音演變規律、保持

字音問對自掌關係的讀晉，即f正變督j 。

但攝律的戚在並難聽據梵艷的準則，間是根據對話諸實際祺纜惜現的觀窮。如槃

在真賞情況中出現了例外(即f轉變音J) 、快去了字發關的對應棍，就聽該根據這17U外

去盤前補充規律，前非根據現律去否寫一餾例外的合理性。字督作罵一個聽覺符號，

沒有非這樣讀不可的事要求。「正鍵Jí特聽j的瑕捨，必須先考民黨何者具備溝通功能，前

溝通功能品須以共守性為先決綠件。字音央去共守性，不能為說聽雙方所使用和理

解，說失去成為規範昔的蟹路。

共守住典語音規律這兩個盟黨應該最化，加以協調後作為判定規範讀苦的準劇。

攏了使審音有客觀的根據，有需要組成讀音諮詢醋，使f廣州話審管委員會j約工作"讓

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