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一些語言現象

鄒嘉彥*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副院長。本文據鄒教授1989年4月 20日教授就職典禮演辭改寫。

無論從客觀或主觀角度看，香港在未來十多三十年間的改變，將會是開埠以來最

令人囑目的。為適應未來社會發展，香港各方面都在演變，語言也不例外。究竟香港

的語言將會循怎樣的路子演變呢?首先我想談談香港社會和語言關係的演變。從

1961 年到 1981 年，香港的人口不斷的增加，已從三百萬增至超過五百萬:在同一時

期，本地出生的人口不斷上升，從一百多萬增至兩百多萬(圖一)。另一方面，香港

人對香港的認同蔥，卻有下降的趨勢，這是根據香港人口統計有關的資料發現的。在

1961 年有二十多萬人自認籍貫是「香港J '到 1981 年這數字已下降到十二三萬左右

(圖二) ，從這趨勢可以看出，好些人對香港的認同感在急劇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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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香港總人口和本地出生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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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自認籍貫為「香港」之人口

要了解這個情況，值得我們探討一下香港人在家庭中使用語言的情況。圖三綜合

了 1961 和 1971 年從本港人口統計所得有關語言使用的資料。這個圍所顯示的，是本

港家庭習用語言和他們所認同的籍貫之間的關係'由此可以見到本港家庭習用語言轉

移的方向。根據本圖可以看出潮州人最保守，應用本身方言的，在 1961 年佔

54.5% '其次是「外省人J (指兩廣以外的人) .佔 34.3% .再其次是四巴人，佔

15.5% 。然而到 1971 年這三個數字都下降了:潮州人降到 27.6% '外省人降到

11.7% '四巴人降到 6.3% 。方言使用下降，也就是趨向受廣州話同化，所以，全港

用廣州、|話的人數百分比，從 1961 年的 81.4% '上升至 1971 的 88.1% '到的181 年更

增加到約 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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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主:家應糟蹋餾改艷的趨勢:各種籍貫居擺攤本身芳囂的主1:1JIJ

(A四藍色人 'B潮州人， e外省人 'D全港人用連聲州話苦苦〉

綜合以上的統計數字，我們可μ看見一個很強烈的對此;替權人口在增加，士生位

土長的人數在增加，語賞問化的指標t住在上升，然間自諒銷貨為軍香港的人數卻在減

少，香港認同憊的指標是向下的。

瞥了解社會典語雷的關保，才三其是香港最主會典語言穹的髒保，說先要了解

的境象。所謂「禮讓錯話J 可以搶購種截然不闊的現象。一種是從個人方面講，

指有些人有能力運用 間的語言，這就是英館所禍的 bilingualism ( 

)。冉一種則從社會力間擒，是指某一個社會帶興多昕一種語言，因此出現問蠟掛

同時應用的情視。讓鶴悄流下，語言的應用有增吹之圳，浩成英語所謂的 digl帥"

sia (雙層語言)。諾霄躇砍去是什麼意思!IJÈ?以香潛路例，一般人在家露向所周

管是粵語，宿在比較正式的場合，則要用真語。佛如簽軒合約就往往厝英語，

隸主要是依據英語絞本的。 i司縛，近年來英語在學校擴現站的地位輯對於中文來說錯

愈來愈、重要。這聽都寫真昂的，在香港社會結構要英語設有層次的差點。文醬如在縛紋中

盟社會，書誼話當f登文詣，和作揖口語的方言犬不糊糊，問此可以說，

示出層次的差別。

「雙重語當J 和「彎彎層語言」這兩種現象的組合和相互作用可以用下誦的略輯顯

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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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示一鶴讓全會既具有雙層語言(包括方設〉琨象， I可時也罷含許今具有繁重語言

能力的人。部眷戀、臺灣、新加坡等都鑄造一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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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賣力、社會出現體觸插言現象，但具有唾棄輯室言能力的人宣豈不多。例如四十多年酹

日擁時期的眷戀，社會形成了新的雙層措當現象，“體成為官方搔首，但精論日

語和漢語(即具有雙重藍語言能力的人〉卻不多見。

C. 這一芳草憊不常見，

功船上沒有層次的分別。

力的人，但有關摺霞在社會

，早期大量詮歐洲移民鴻現的時誤，可能有不少人

其各雙重器設的能力，但是灑些語言競技有特別的社會地位。

D. 表示單融鈍族單一語詣的社會，如太平洋一些獵島上的民族和社會。

原則上日 'C議D裂的社會，都有可能油總為A畫社會。 B型社會可以通過教育

或社會聽濟實值觀念的作用而擴攤為A聖社會。在C型社會中某部分人的社會地位收

疇，啦就是能們的經擠或社會地位特殊化的時候，飽們的語言白然啦獲得特殊擋攏，

講樣C型社會就會演變為A型社會。盤松口型社會，則可能國講內部發展間接叢生方

，或由於向外發展，與外界接觸，路影成部分人和總1r穹的語言較為特品，也是發展

到社會存在雙重語音能力的人(顯似C型社會) ，就更進一步擴續為A

握一步深究纜層語言現象，嘉定發覺它擺勝韻總分為嚼蠟諾言社會和今膳語言社會

。瑋在我們就試從上前所討論過的機式來看中臨社會的實際情況吧! tJ.傳統廣東

社會來說，琴鍵丹、l話(或鱗鱗樹話)在省城當然最草叢鄭;但f!11攪在省城以外的地醋，廣

外i話位的很黨要的地的。 tJ演戲揖棚，在廣東街織的都是廣卅緝的大顱，木會出現自

芭話或中山話的大戰，也就是說，黨委1'1話至是處於比其飽地酷性小方言鞍蹋的層吹。如

果我們把視線能賺江三角fÆ轉格到長江三角洲，也有給似的現象。在品江三角洲…

'上海話先組典語其飽堵監住小方言來，堅持顯地較為聽贅，處於較高的層次。由此

看來，中關{等級社會在不間的地盡所用的語言都有層次的區別，每一地區都有一種地

'是當方接觸和工仰上管邏應用的。在高層諱言當以下，則

有所講話審語吉，是在較小學恤地區的家雖內和日常生活中安裝用的。以機江三角洲為

倒，廣州、1話最高潑語言，昭告主器、中山誠等小方言是{成績語言，就提江主角洲謂‘話，

闡來幫助了解:

窩蜂體實

f底層語言章

'捕東、餘tdÈ等地的小方言是低層插雷。這琨象可以用下闊的主示意

薩爾甜

/什\
中山話 閻麗番話

上海話

/卜\
浦東甜韓饒諂

然而，在議結構中，督抽甜的地位在那颺呢?回籲中臨睡吏，當中央政府強大的

時帳，京都對全間的影響換犬，中央敢將緊弱的時(侯，京都車走失去對地方的影響力。

例如:在戰臨將代、三關時代中皇宮截嘰哩b個獨立勢力分雄。囡鈍，我們可以說，中央政

府強大的時候，在各地盟的高層詩話之上，還有…種「頂層誦會J 。在攝去商今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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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鶴的1頁臘語言數是普指話，殺是以前所繭的「鸝語J .或今臼所謂的模諦。這艾

可以用下醋的示意:牆來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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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鑫角度看，中臨社會是五層甜言社會，能去設法三層諱言結構並非完全攤謂的，

它再以經攝演變，思復制體層結構。締先看下面衷一，道是中國社會諾言雪運用的粗略

情視。

聞語領娥 種層 贏曙 現蟬

1 口 L:;,. 

2 民樹立學 口 L:;,. 

3 購物 ￡三〉

4 數/自個界 L:;,. 

日 主義禮教育 口 ( L:;,. ) (口) L:;,. 

6 中等教育 (口) L::.‘ 
7 專上教育 口 (L:;,. ) (日) L::.‘ 
t事 歌劇 已 (L:;,. ) (口) ε~ 

9 與中央級官鼓按住 口 L:;,. 

10 與各級管錢交往 口 i己已

11 與外地人質往 ( L:;,. ) ￡斗

12 新聞聽播 口 (L:;,.) 口 i三已

13 詩寺吉i 已 L:;,. 

14 日 L:;,. 

接一 中國本罵層次體雷在不鶴撥織中的膳用狀混

(訂代表傳統中鹽 .L::，代寶安現代中厲，括弧褒示少鼓應用)

6 

上表在夫妻歹立學罷了十四種不時的語言雪慧用個績，右主擎的低、醋、頂撞哥分別指低層器

、萬屢錯話和闡釋語訝。從上表1lJ試看出，傳統上中轉人在獄庭及日常交往方

，大多用低層語言言;而工作及文化活動方置，高層和田層細意參半。近二之五十年顏

中關政府全面機廣普潘誨，的此語言雪應舟情況有很大改變。藏重要的是譯詩驛語首的

應用領蟻擺藏藏少，頂層語當應用鐵蠣日且簣，需{底層語智剛在很多方謝得到保留。換

中關鶴艾邁罷 19891革9月 宮發4巔



用 量nz間z 看糞 幟 i漢語護 粵語 苦笑賠

黨鹿輝壤 特 稿
1 與自己偶 3 1. 2 

2 棋子女 3 0.6 

3 糊父母 3 0.2 

4 與兄弟姊蜍 3 1 

5 與鄰居 3 1 

6 看報 2.5 2.8 

7 其他休開刊物 2.7 么是

8 '纜幌 0.4 3 1. 3 

9 電影 2 1 3 

10 在人j通信 0.5 2. 守

合言? 8.1 19 16.2 

工 f守軍 璟墉

1 何事闊、立法務會議 1 3 

2 莫能場合交談 3 1. 1 

3 書倍 3 

是 報告 3 

5 學考資料 3 

6 網客戶、舉三位等在
O. 7 3 

正武場合議事

7 與客戶、學生等 3 O. 7 
在其他場合交談

8 至三務訪客 3 

9 給下屬便接 1. 8 2.6 

10 給消潔工或館還是便繡 3 0.5 

J玄L:3 計 5.8 8.2 22. 在

其 f也獨攬

1 法羅 3 

2 種掰去司 么 3 2.8 

3 稅務烏 3 

4 :每歡府機關控訴 3 

5 警警察 3 

6 合共交捶 3 

7 購物 3 

8 餐館 3 

9 據行歌曲 2. 1 1. 1 2.8 

10 外地推佇 O. 7 。.6 3 

it 言? 2.8 16 17.6 

總計 16. 7 是3.2 56.2 

表二 香港不聽讓次語言曾在不需額增中的勝鳥獸混

( r 3 J 代發最常用， r 2 J 代表有時舟. r 1 j 代表很少舟， rOJ 代表不1lJ)

i:þ關輯艾遍認博89~來9月 第再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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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來中j通社會創立層謂當結構還漸向 。由此可見傳統的

一…諾諾結構就不穩函，發展方向是居復制體層語言玄結構，以普通話為高層諧音言，以

其他方富饒低層諾苗。過去的軍域性高層諾諾變成低層語言，能層語言則仍保留原來

的作單。

新加壞的情況和中間不筒，它的頂層語言是英語，攀入社會的高層諾言雪是丟在語

) • í低層語言主覺其他攬掛方言，如閩南諧、粵語等。但近年來政潛在股策上

，只保留英語和學語，用憊不外是使…個王海謠言就會變間一總鑒

。{旦{值得注:擎的是，它:股不釀中閥，要耙臨城煌的高層語苔降為能讀語

言，前是變排除原來的低層諾諾，從報繪中可以知道新加總政府講一倍運動目前並不

很成功，小方玄並沒有消蹺，人認只是今續了一棚油三一一安居忌。

至於香港，講雷現象相當特棋。事實上，香港有兩個同時存在的勢層語言給糟:

一個是以典語為高層語言，粵語為f底層語言的結構. j遜從英語和粵語在臉艙里的緒對

總位數可以輯出來;份在單棉華人駐蒙內真可有男一斗國結瓣，以普插話為議題蜜語言(

) ，以粵語為低層謊言。從耽會上對以粵語f乍聽宙語的說評就可以誼賽道

表斗歹IJ 出了 1976 年根據u香梅小部分中土家庭為對象(盤指商界關級職員、公

、專上是終院教民)閑散的制步語言古龍舟狀況調查結果。如賽中注明，

多少是以 fO J 至「幻的數字作量化對示。還比裹一所用方法較為精霄，但仍只能

算是大略估計，而並非徹竄6':1分析。但是，絲合混艦答案，鸚香港攪雜的用語憐混也

忘T!又得到一個概觀。

在家雖躇境裹，粵語的使用佔優勝， {豆和英語差別混不太觀著;在工作聽攬主題，

英諾顯然、緒對佔上罷，個在其恤理環賽，英語和雙手譜的價辯文相當撥近。整體來說，

在中上家庭，英語的使用略高於粵語，嘴錄也有一站站位;這至於書盟總語，則“今在家

內建賄，比在「工作樂纜J 典「其飽環境」這兩個傾城中伊格。

進機步分析，阿以看出英語主要覺應用於公務或正式場合，粵語主要是局於非正

式、非公務的場合。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密鼓的踏雪若轉換了，那挂在就代聽說話性

質的改觸。例如:在正式場合，爾人本來用英語對話，革中心益方若改用粵語，無影中

就會把禍人的距離拉近，黨委肅的氣氛也河能艦和下來。報反跑，在一體非IE式場

'假如土二百3租下!變本來慣用粵語交談，但土問忽然故用英語，都顯然事發訴他想把爵

人闊的觀係疏遠，把您談 f余輛化J '有些打官朧的意味。

對立還顯示出下聞兩個值得詩意的現象:一一→

村 問輩間(如配偶、兄弟胏蝶、都聽)英語使財指數是 1 至1.2 '比起本人與

f~f弋闊的相應拇數( 0.6 )漏出雖不今一錯，比輯與上一代闊的相攤檔

數( 0.2 )哎呀寫出 。這觀眾從父母、同輩棋子女議古代之間，英語的

中國攤艾通訊 1989年9月 第是期



使用和重要性正逐漸增加。

(二) 就口語而言，粵語遠比漢語佔優勢，但就書面語和文化的層面而言，二者的

地位就反過來了。

這三種語言的層次關係'可以用下面的略圖來說明。

高層語言 (英語~/普通話

低層語言 粵語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協議，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故府主要部門的負責人員賓由

華人出任，這自然會漸漸促成中丈地位的提高。至於英語的地位會有什麼變化，目前

是很難判斷的，要看政府的語言和教育政策，以及香港、中國和國際間貿易、丈化等

方面的發展情況而定。雖然說香港將來要保持「五十年不變_j ，但從各種固有的因素

可以看出，在語言使用上香港必然有變，問題只在於變化的大小而已。我們甚至可以

預測，隨時代從〈天津條約〉進展到二十一世紀，香港中丈和英語的很多相對地位可

能發生「風水輪流轉」的現象，而粵語與普通話立間的相對地位也可能形成新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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