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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研究新資源：《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錢志安

香港教育學院

1. 摘要

本文介紹一個新建構的粵語語料庫，語料來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粵語電

影對白。構建語料庫的主要目的是為粵語共時和歷時研究提供新資源和新角度。其中

十四套已處理的電影對白語料（約十九萬字，共八千六百多個詞條，總詞頻十四多萬）

可在網上（http://hkcc.livac.org/）搜索。

2. 粵語歷時研究的一些挑戰

粵語研究主要以口語材料為對象，要有系統和嚴謹地收集和處理口語語料一直是

粵方言研究的一大挑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不少粵語研究成果陸續面世（如 Yue-
Hashimoto 1972，張洪年  1972/2007，高華年  1980，Matthews and Yip 1994/2010），

部分更涉及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如詹伯慧和張日昇  1988, 1994, 1998）。這些研究主要

是對不同地區的粵語作出共時（synchronic）描述，語料主要來自個別發音人或編者的

語感。

除了共時研究，不少學者開始進行粵語歷時（diachronic）研究，有關研究主要

通過十九世紀的方言材料構擬早期粵語的面貌。這些研究指出過去兩百年，粵語在

詞匯、語音、語法等各方面經歷了不少重要演變：完成體標記“嘵”由“咗”取代

（Cheung 1997，郭必之和片岡新  2006，片岡新  2010）、中性問句的 VP-Neg 句型發

展為 V-Neg-VP 句型（Yue 2004，Cheung 2001）和間接賓語標記“過”轉為“畀”和

工具標記“畀”的消失（Chin 2009, 2011）等，1 以上部分特徵現在大多已經消失或只

散見於某些粵方言。2 假如沒有這些早期材料，我們不可能知道這些散見於個別方言的

語言特徵原來是早期粵語的痕跡。由此可見，這些方言材料在粵語歷時研究上有很重

要的價值（Yue 2004，錢志安  2011）。

1 詳細的文獻資料可參閱錢志安（2011）。
2 如從化粵語中間接賓語標記仍然用“過”（Chin 2011）；開平方言的中性問句仍多用 VP-Neg 句

型（余靄芹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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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注意到大部分粵語歷時研究所採用的材料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出

版，最早的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828 年的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orrison 1828），此書於 2001 年由倫敦的 Ganesha 出版社重印（Morrison 2001），

而最晚的是趙元任 1947 年出版的 Cantonese Primer（Chao 1947，中譯為《粵語入

門》），1950 年之後的材料較少使用。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從二十世紀中期到現在

只有六十多年的光景，那時候出生的人到現在才六十多歲，所以如果要了解二十世紀

中期的粵語狀況，我們可以跟這些六十多歲的長者進行調查，但是這種“非實時”

（apparent time）研究背後有一個重要假設，就是發音人現在所用的語言跟他們出生

和長大時期的語言沒有很大分別（錢志安  2011），然而我們都很清楚語言絕對不是

一成不變，而是不停地演變，這在一些幾代同堂的家庭裏尤為明顯，年青一輩跟年長

家庭成員的語言不斷互相影響，所以我們單憑長者的語料並不能完全準確地構擬語言

的早期狀況。因此，只有以實時的語料為基礎的歷時研究，才能充分了解和掌握語言

的具體發展（Claridge 2008）。

上文提及一些粵語早期特徵的消失時間大約是二十世紀中期，換句話說，新舊特

徵很有可能在那段時期的語言中共現。假如我們能夠收集那段時期的實際語料，必定

能夠增加我們對粵語演變的了解。但是，有關研究有至少三項挑戰：

(1) 上文已經指出上世紀中期出版的粵語材料寥寥可數。本文作者的雙賓句研究  
（Chin 2009）參考了 44 份早期粵語材料，當中只有四分之一在 1940 年後

出版。

(2) 大部分早期材料主要是用來學習粵語，因此材料中的句子大都很簡短，結構

也不複雜。本文作者收集的雙賓句中，幾乎所有賓語（直接賓語和間接賓語）

都是由數詞、量詞和名詞組合而成，甚少含有複雜的成分，如關係子句。這

些材料未必能夠完全反映當時語言實際使用狀況。此外，七十年代後出版的

粵語研究專著都以語言學框架作為分析和描寫基礎，著作的語料主要基於編

者的語感，而不是完全由大量和客觀的語料歸納得來。

(3) 第三個挑戰是語料的組織和處理。現時粵語歷時研究主要依靠學者自己收集

的材料，有時會互相借用材料，以增加語料數量。但是當中最迫切的問題是

這些語料沒有以嚴謹的語料庫語言學技術處理和組織。所謂處理和組織並不

只是把材料掃描成電子文檔，而是先把語料電子化，然後進行分詞和不同類

別的標注（如語音和詞性等），再配以檢索系統，方便查詢和統計。這些技

術不但省卻每次因為新研究課題而重新翻查所有材料的時間，更可以提高效

率和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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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有的粵語語料庫

除了通過跟個別發音人進行方言調查和收集方言語料之外，很多學者開始收集自

然（natural）和真實（authentic）語料，並構建語料庫。現時已公開的現代粵語語料庫

主要有以下四個：

(1) 香港兒童粵語語料庫（Hong Kong Cantonese Child Language Corpus - CANCORP）
（Lee and Wong 1998）

(2) 香港雙語兒童語料庫（Yip and Matthews 2007）

(3) 香港粵語語料庫（Hong Kong University Cantonese Corpus）（Wong 2006）

(4)  The Hong Kong Cantonese Adult Corpus（Leung and Law 2001）

首兩個語料庫的名稱已經明確顯示它們是為語言習得研究而構建，第三和第四個

語料庫的資料主要取自二十世紀 90 年代大學生對談和電台節目訪談。這些語料庫部分

語料可在網上查閲。

早期粵語方面，有張洪年開發的語料庫，該語料庫原計劃錄入十七份早期粵語

材料，但是構建過程中涉及不少技術問題，如粵語俗字的表示和注音方式，最後只

處理了七部材料（楊榮祥  2008），語料庫現已在網上公開（http://ccl.ust.hk/useful_
resources/useful_resources.html）。

4. 另一種適合粵語歷時研究的語料

要選擇合適的口語材料構建語料庫並不容易，尤其是建構一個以過去語言為基礎

的語料庫，除非語料事先已記錄下來，否則要追溯有關的時期的語言使用狀況，幾乎

是不可能的。根據我們的觀察，有一種二十世紀中期香港粵語口語材料很值得粵語研

究者重視和關注，那就是當時在香港十分流行的粵語電影，一般被稱爲“粵語長片”。

過去已有學者通過多媒體（如電視劇、電台廣播劇和電影）收集和分析粵語口語材

料（如 Chan 1996，歐陽偉豪  2006，梁仲森  2005，片岡新  2010，Chor 2010，Leung 
2010 等）。當中李雄溪和許子濱（2005）、劉鎮發和蕭佩珊（2010）專門分析和比較

粵語長片和現代香港粵語的語言特徵，如語音和句末助詞。

香港電影業有超過一百多年的歷史（鍾寶賢  2004），是香港娛樂事業中的重要一

環，尤其是二十世紀中期。根據 Jarvie（摘自鍾寶賢  2004: 177），在短短的二十年間

（五十至七十年代），粵語電影的累積產量達到約三千部，年產量平均約 150 部（即

差不多每兩天生產一部電影），有關資料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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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粵語電影數量 國語電影數量
1952 - 1955 627 222
1956 - 1960 963 314
1961 - 1965 928 206
1966 - 1970 361 286

總數 2879 1028
表一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生產量

這些統計數據顯示，粵語長片中的對白可以轉化成一個十分有用的語料庫，作

為研究香港半世紀前粵語的重要語料。但是，過往的學者只是分析幾套電影的對

白，並沒有把相關語料系統化，製成語料庫。此外，香港以往的電影研究大多把重

點放在社會文化方面，如電影故事如何反映社會狀況或市民大眾的心理質素等（如

林年同 1978，石琪  1988 等），對電影對白進行語言學研究則較少見。這是由於電

影或電視劇中使用的語言過去都被認為不夠自然和真實，因為這些對白都是編劇、

導演和演員預先編寫和安排。（有關這些早期見解，參見 Quaglio 2008, 2009，
Bednarek 2010，Richardson 2010，Alvarez-Pereyre 2011 的回顧和分析）。不過，

近幾年出現了不少以電視劇對白為對象的語言研究，Alvarez-Pereyre（2011）指出，

雖然電視劇對白是預先寫好，但是它們都是集體創作的成果，當中選用的詞匯和句

式大多是社會上的最常用和流通的，換句話說，這些對白都可以反映當時語言的使

用狀況。

5.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鑑於粵語長片可以加強粵語歷時方面的研究，2011-2012 年間，我們構建了一個香

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語料庫將收錄了 1950 年至 1970 年之間二十部粵語電影

的對白，對白以漢字轉寫後，進行分詞，3 並配以粵語拼音（主要用作語料查詢）。其

中十四套已處理的電影對白（約 19 萬字）可通過互聯網搜索引擎查詢（網址：http://
hkcc.livac.org/）。除了字詞和讀音之外，用戶也可以運用非語言參數，如演員名字、

性別、電影名稱、生產年份等查詢語料。除了粵語研究之外，我們認為語料庫也可以

應用到其他語言學範疇的研究，如話語分析、語言和性別、語言和文化互動關係等。

以下我們介紹語料庫的一些主要功能。

3 以香港教育學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過往處理漢語語料分詞原則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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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主頁（http://hkcc.livac.org/）

查詢語料需要先登入系統。新用戶可以先開設帳戶（圖二）。

圖二：帳戶開設和系統登入介面

語料庫提供三種方式給用戶搜索語料。

(1) 語料庫資料一覽（Global Information）– 用戶可以按照頻率（由高至低或由

低至高排列）瀏覽“總字表”和“總詞表”（見圖三）。

圖三：語料庫總詞表（首十個高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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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表和字表中，用戶可以點擊詞語，瀏覽詞語訊息。圖四列出含有“畀”（按

頻率由高至低排序，位於總詞表第 27 位）的電影數目（14 套）、對話數目（834 個）

和總詞頻（901 次）。另外，系統提供詞語的“粵拼”4 和統一碼 （Unicode）。用戶

然後可以“查看例句”（圖五）。

圖四：詞語“畀”在語料庫中的訊息

圖五：詞語“畀”在語料庫中的例句

圖五列出含有“畀”字的例句，除了例句外，系統會顯示電影名稱和演繹該對白

的演員名字（如不清楚演員名字，系統只顯示演員的性別）。例句已做了初步分詞，

並以超鏈結表示，用戶可點擊任何一個詞語進行另一組查詢。用戶也可以點擊演員名

4 粵拼全名為“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http://www.lshk.org/），於一九九三年發佈，是

一套普及、簡單、合理、易學、易用的粵語拼音轉寫方案。語料庫所顯示的粵拼讀音來自 Unihan 
Database（http://www.unicode.org/charts/unihanrsindex.html），部分標示的粵語讀音可能較為生僻

或少用（如“畀”讀成去聲 [bei3]）。要注意的是，語料庫標註讀音並不是用來反映電影中的實

際讀音，而是讓用戶多一個條件搜索語料。我們認為即使語料庫現時保留生僻的讀音，對搜索結

果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不過我們以後會對所有讀音進行校對和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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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找出該演員有份演出的電影，見圖六（以李香琴為例），然後點擊“參與對白”

來檢視該演員在語料庫中的所有對白。

圖六：李香琴參與的電影

(2) 基本搜尋（Basic Search）– 用戶可以字或詞（根據系統分詞標準）或粵語讀

音作為搜索條件，語音系統以粵拼為本，輔以國際音標，方便不諳粵拼的用

戶。圖七示範如何查詢語料庫中含有 [pha:i33]（粵拼為 paai3）的詞語。圖八

顯示檢索結果。

圖七：以粵語讀音 [pha:i33] 作為檢索條件

圖八：以粵語讀音 [pha:i33] 作為條件的檢索結果

搜索結果（圖八）顯示含有 [pha:i33] 的詞語和頻率，用戶可以點擊“查看例句”檢

視例句。

(3) 進階搜尋（Advanced Search）– 除了字詞和粵語讀音外，用戶可以加入

非語言參數來檢索語料，如電影名稱（可多選）、演員名字或性別（見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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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進階搜尋介面

6. 結語

本文介紹《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的建構目的和主要檢索功能。我們認

為有關語料可以為粵方言研究開闢多一個途徑，填補粵語歷時研究材料在質和量方面

的空缺。不過，這個語料庫只代表一個起步點，我們希望它能吸引更多志趣相投的專

家學者加入粵語研究行列，進一步加深我們對粵語發展的認識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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