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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

田小琳

文化教育出版社

提要

本文首先肯定香港“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符合香港社會的實際情况。接著，探討香港流

通的口語和中文書面語的規範問題。就口語來說，粵語已經達到流通的最佳程度，普通話

和英語的流通程度尚未達到社會的預期。就中文書面語來說，通用中文是各界公認的規範，

港式中文在夾用粵語詞句和英語詞句上，需探討一定的原則提供参考。在使用繁簡字的問

題上，同意以繁體字為正規，而在大家使用漢字時，則持“繁簡由之”的寬鬆態度。

關鍵詞

規範，兩文三語，普教中，粵拼，繁簡由之

我在香港回歸前，發表過兩篇文章：《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1992）
和《再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1997b），探討香港回歸後的語言文字規
範問題。在新世紀到來前夕，發表了《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教育展望》（1997a），也
是從宏觀角度討論香港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現在，香港回歸祖國 21年了。大家一起
再討論這個問題具有現實的意義，因為關係到香港社會今後語言運用的健康發展。

規範，是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一種標準。語言文字是人們交流的工具，如果沒

有一定的規範，這工具就不好用，就會影響交流。語言文字自古至今又是在不斷的變化

中，規範和變化是一種辯證關係，兩者互相適應，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着不斷向前走。

1. “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符合香港社會的實際情况

香港實行“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這是從宏觀方面對香港語言生活的一種規範。

這個語言政策既遵守有關的法例，又符合香港社會的實際情况。

1.1. 香港制訂語言政策需要遵守和參考有關法例

香港社會制訂語言政策需要遵守或參考的法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

簡稱《憲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通用語言文字法》（以下簡稱《通用語言文字法》）。

（1）《憲法》關於語言文字的條例

DOI: 10.29499/CrCL.202101_100(1).0001



2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憲法》（1982公布 / 2018第五次修正）“總綱”第十九條中明確規定“國家推
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是適用於全國各方言區的政策，也適用於香港。這個規定

幾十年沒有變過。“兩文三語”政策裏也包括推廣普通話的內容，和《憲法》精神是

一致的。

（2）《基本法》裏關於語言文字的條例

《基本法》規定，香港回歸祖國以後，實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關於語

言文字政策，《基本法》裏有兩條規定：

第一章總則第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

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這一表述方式，肯定了中文的首要

地位，也確認了英文作為正式語文的地位。

第六章第一百三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

制定有關教育的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

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

“兩文三語”語言政策，關於“兩文”，與《基本法》所說的總則第九條完全一

致。如何制定教學語言，《基本法》規定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决定。在基礎教育階

段，提倡母語教學（母語教學即粵語教學），也有不少科目可用英語教學。大學的教

學語言，英語是主要的，也有少數科目用粵語和普通話教學。

（3）《通用語言文字法》的條例

《通用語言文字法》2000年 10月 31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2001年 1月 1
日起施行。這是中國第一部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項法律，在中國大陸實施。香港在制訂

有關法例時可以作為參考。

《通用語言文字法》在第一章總則的第二條裏規定：“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

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第三條規定：“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香

港的“兩文三語”政策，在推廣普通話方面和《通用語言文字法》也是一致的。在漢

字使用上，沿襲一貫的做法，採用繁體字，香港是有這個自主權的。“通用語言文字

法”也沒有廢除繁體字的條文。關於繁簡文字問題下文還會談到，這裏不再贅述。

1.2. “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的形成過程

特區政府關於“兩文三語”的說法，始見於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的施政報告。

而後演變擴大為在香港大家耳熟能詳的語言政策，而且在許多文件中反復加以引用。

例如，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語常會）在 2003年 6月所做的語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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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檢討總結報告《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的前言中，開宗明義先說“兩文三

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語文教育政策，是培育香港人（特別是學生及就業人

士）兩文（中、英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的能力。”第一章的標題也是“為

何我們要具備兩文三語的能力？”報告整體是圍繞兩文三語來說的，可見語文教育涉

及的外延已擴大到香港人，而不僅是學生。因而，“兩文三語”是香港社會整體的語

言政策。

1.3. “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符合香港社會實際

香港社會的通行語言，有數據可查考。

最新人口統計資料是 2016年香港政府中期人口報告。報告為我們提供了香港市民
掌握語言和方言的概况。2016年 6月至 8月期間政府進行了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2017年 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公布的《2016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以下
簡稱《簡要報告》）裏披露，香港人口總數約為 733萬人。又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
2017年同期增至為約 738萬人。其中九成以上的人口是中國人，這就决定了香港社會
語言生活的大方向。

從香港人掌握的語言和方言方面看，《簡要報告》披露：“廣州話是家中最常用

的語言。在 2016年，88.9%的 5歲及以上人口在家裏用廣州話交談，另外有 5.7%的
人口報稱能說這種語言。”“換言之，94.6%的 5歲及以上人口能說廣州話。”“能
說英語的人口比例，由 2006年的 44.7%，持續增至 2016年的 53.2%。”“能說普通
話的人口比例，亦由 2006年的 40.2%增至 2016年的 48.6%”。十年間，能說英語的
增長了 8.5%，能說普通話的增長了 8.4%。二者增幅相當，說明市民對這兩種語言的
重視程度相若。

由以上香港人口語言情况的調查結果看，“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符合香港社會語

言使用的實際情况。

2. 口語的規範

2.1. 普通話的推廣

（1）普通話科在中小學作為核心課程的設置

普通話科成為中小學的核心課程之一，這是學生學習普通話最有效的辦法。1998
年 9月，全港有 97%的小學和 94%的中學開設普通話課程。2000年即舉行首届普通
話會考。新課程大綱和新教材也配合了課程的開設。政府自 2000年又推出了《教師語
文能力（普通話科）評核等級說明及評核綱要》，考核達到標準的才能任教。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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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到教師資格認證，只用三年時間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規劃。2002年，課程發展議
會編訂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提出：普通話科為中國

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下其中一門學科。2009年高中學制改變，普通話科課程涵蓋小一至
中三。總之，二十年來，普通話科在學生的基礎教育階段，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這是

應該充分肯定的。

經過二十年教學經驗的積累，2017年公布了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普通話科
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根據這個大綱，各出版社正在編寫新教材，以適應課程

的需要。教師的評核也依據已更新的《教師語文能力（普通話）評核綱要》（2008）
來實施。新課程指引有幾個顯著變化，例如，學習階段定為小一至中三，九年義務教

育階段完成普通話科的要求，這是合理的。在高中階段就不必再重復。再如，將《漢

語拼音方案》的學習和運用，提前到初小完成。《漢語拼音方案》是為漢字注音的工

具，是學習普通話的正音工具，在資訊時代利用拼音是中文輸入最便捷的方法。學生

熟練掌握拼音工具，一生受用。

（2）香港的普通話測試

近二十多年來，在香港舉辦多種普通話測試。過去香港考試局（現稱為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簡稱考評局）每年設置兩次普通話測試。名稱為“普通話水平測試”（1988
始）和“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1990始）。這兩個測試都屬公開考試，為各界人士
而設，現都已停辦多年。從 2000年起，香港考試局設置中學會考的普通話測試。在
《2000香港中學會考考試規則及課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0）一書中，普通話
第一次成為獨立的會考科目。由於 2012年起香港學制改為三三四制（初中三年，高中
三年，大學四年），2011年普通話會考試停辦。

2000年，香港考試局推出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普通話科）考試，至今已實施十多
年，期間評核大綱也經過修訂。現在每年測試一次，這是目前考評局舉辦的一個甚具

規模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報考人數每年平均在千人以上，總計超過 43000人。考試試
卷共分四卷（聆聽與認辨、拼音、口試、課堂語言運用）。中小學的普通話教師必須

通過四卷考試達到及格（70分）或以上成績，方能任教普通話科。近年香港考評局也
設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

（3）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在香港

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是唯一載入《通用語言文字法》的測試，具有權威性。國

家語委在香港合作開展普通話水平測試，以學校為主要合作對象。20多年來，已有 14
所香港高校和教育機構先後成立了專門的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大學成為推廣普通話、

開展普通話培訓和普通話水平測試的主力，顯示了香港各大學校長的高瞻遠矚。香港

各界人士對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十分認可。至 2018年，普通話水平測試在香港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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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約 12萬人次參加測試，考生測試成績亦不斷提高。不入級（不足 60分）的情
况大量减少，許多考生進入三級甲等（70–79.9）和二級乙等（80–86.9）。這項測試對
香港的推普起了積極作用。

（4）普教中問題的前瞻

用標準的口語教學標準的書面語，言文一致，這是教學中的公理。公理就是經過

人類長期反復實踐的經驗，不需要再加證明的命題。關於普教中的反復實踐在中國和

海外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了。

在香港，常見有學者將普通話和中文標準書面語分開來看，認為是兩碼事。其實

言文二者是不能截然分開的。簡單地說，普通話是標準的口語，用普通話教標準的書

面語，就叫做言文一致；而粵語是方言，不是標準的口語，用粵語教標準的書面語，

就叫做言文不一致。普通話的定義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

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這定義包含了語言的三要

素“語音、詞彙、語法”在內。因此，普通話和中文是不能分開的。普通話在香港中

小學單獨設科，是香港教育的實際需要，並不代表普通話和中國語文是完全分割的兩

科。課程發展議會將中國語文、中國文學、普通話三科列入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這是非常正確的。

香港中文教育如果選擇“普教中”，就和中國內地接軌，和世界接軌。冀望語常

會和教育局，實事求是地訂出全港中小學實現普教中的時間表，推動“普教中”不斷

向前發展。香港中小學的語文老師大部分普通話水平已有一定的基礎，不再是二十年

前的水平。如果政府和學校下决心支持，語文教師積極實踐，學生努力學習，“普教

中”是不難實現的。“普教中”會快速地有效地提高中小學生的中文水平和普通話能

力，以利他們的持續學習，以利他們畢業後在職場的競爭。

（5）制訂普通話成為香港社會流通語言的計劃

國家的推廣普通話計劃一直在順利地進行中。1997年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初步普及
普通話的跨世紀奮鬥目標已經實現，2015年普通話普及率已經達到約 73%（引自中國
教育部杜占元副部長 2018年推普周講話，見胡浩  2018）。當然，在全國各地普通話
普及率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城市高於農村，東部高於西部。在後進的地方，推普工作

在加緊進行。

香港社會的推廣普通話的速度也是跟上國家推普速度的。國家推廣普通話自上世

紀五十年代已經開始，香港全方位的推普只有 20年，能說普通話的人數就已經接近半
數。根據過去數據來推算（10年提高了 8.4%），估計再過 20年，如果能說普通話的
人數達至 7成或以上，普通話就成為香港社會的通行語言了。香港有關部門如制訂相
應計劃，這個目標相信可以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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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粵語的規範工作

（1）粵語業已成為香港社會的通行語言

在香港提倡的應通行的“三語”中，粵語已經是社會通行的語言，從上述的人口

統計裏，我們得知，香港 5歲以上的人口裏有 95%的人能用粵語溝通。在香港，粵語
是工作語言，例如，立法會的議員都用粵語發言，政府各個部門與市民的交流也用粵

語；粵語是傳媒語言，例如，電視臺電臺主要的節目均用粵語，電視連續劇和電影也

多是粵語對白；粵語是教學語言，母語教學便是粵語教學，例如，在基礎教育階段，

很多課程是用粵語教學，包括中文課程；粵語是交流語言，例如，無論什麽階層，在

諸多場合，彼此交談是用粵語。

（2）制訂並推廣規範的統一的“粵語拼音方案”

香港雖然推廣母語教學，但是至今仍並沒有一個規範的統一的粵語拼音方案。現

有比較流行的粵語拼音方案有多種，是由大家選用的。

在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編寫的《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2007）的
編排體例裏，說明“粵語讀音依據前教育署《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1992）。該表
所用的音標有部分為國際音標，有部分為耶魯大學注音。這次為方便讀者輸入和檢索，

我們在書中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標音，並附以直音。我們計劃在電

子版本中同時采用較多人熟悉的粵語音標系統標音，例如黃錫淩《粵音韵彙》所用音

標和饒秉才《廣州音字典》所附‘廣州話拼音方案’，並且提供粵語發聲示範。”

鄧思穎在《粵語語法講義》（2015）裏，設附錄講“粵拼”問題。他介紹“香港
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簡稱“粵拼”）於 1993年 12月公布，後這個方案見於
1997年出版的《粵語拼音字表》和 2002年出版的《粵語拼音字表（第二版）》。粵
拼的設計綜合了國際音標、漢語拼音和香港的“通俗式”英譯系統的傳統，“粵拼”

現已被廣泛使用，有一定的認受性。

根據以上介紹，常用的幾種拼音方案制定時間橫跨半個世紀，已有比較好的基礎，

是否應該經有關部門來集中專家意見，做些調研工作，經過研討，規範為一種拼音方

案，用於教材編寫和詞典注音等工作。教師用粵語作為教學語言的，也應該熟練掌握

這一粵語拼音方案，做到自己發音正確。

（3）制訂粵方言字的規範字表及粵方言詞表

粵語的書面語即粵式中文，那是需要大量的粵方言字來記錄的。目前在報刊的港

式中文和粵式中文裏，在各種交通工具上，在地鐵站的廣告上，經常見到粵方言字。

因而也應考慮制定粵方言字的字表和粵方言詞表，提升粵方言字書寫的規格，以配合

粵語的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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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勵妍等編著的《香港粵語大辭典》（2018），附錄有“本詞典粵語方言用字一
覽表”，約收字 500多個。其他很多字典也都收有粵方言字，例如，白宛如《廣州方
言詞典》（1998）、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002）、饒秉才等《廣州話方言詞
典》（2016）等。是否可以綜合歸納已有成果，並對現有報刊書籍上所用的粵方言字
做一全面調查，進行研討，合併異體寫法，並爲寫不出來的粵音造字。鄧思穎著《粵

語語法講義》裏，提到以常用六本詞典所收的詞條做整理工作，統計出粵語詞語的數

量，可以得出 23472個詞。在已有基礎上再做研究統計，整理一個香港社會通用的粵
方言詞表，也是應該完成的規範工作。

2.3. 英語水平的提高

如何提高香港英語教學及全社會的英語水平，是語常會、教育局及有關部門應考

慮的問題。

（1）英語教學水平的提高

英語教學水平的提高，關乎全社會英語水平的提高。香港政府歷來重視英語師資

問題。20年來一直為公營及津貼中小學聘請母語為英語的外籍英語教師任教，所謂一
校一外籍教師。外籍教師專責配合教育局的英語教學課程，除上課外，還參與同級課

研會議，統籌並帶領英語活動，培訓學生當英語大使等。部分學校也會多聘請一位外

籍英語教師或英語教學助理。業界期望政府在現時財政充裕的條件下，多撥款增聘外

籍英語教師。

現在，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的標簽沒有了，但是從學校本身來說，掌握哪些科目

可以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是更加靈活了。過去的中文中學，在初中階段也安排一些

課程英語教學。中學多科用英語教學，和大學直接接軌，方便了學生的學習。

（2）英語的測試

和普通話科同時啓動的教師語文能力評核還有英國語文科，評核共設五卷，包括

閱讀、寫作、聆聽、口語和課堂語言運用。考評局負責口試及筆試部分，教育局負責

只供教師報考的課堂語言運用部分。教師在全部五卷的成績必須至少達到第 3等的水
平。這個評核保證了師資的質素。

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英國語文科考試，是一項重要考試，考評局於 2012年進行基準
研究，比較文憑試英國語文科的成績與國際英語水平測試（IELTS）的水平，供海外大
專院校作參考。許多海外院校現已接納香港中學文憑的英國語文科成績為入學要求。

英語考試在香港還有很多，包括雅思（IELTS）國際英語水平測試；美國大學理
事會提供的 AP考試，考評局受委托舉辦；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的 SAT考試，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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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關機構委托舉辦；還有 PTE英語考試，分為 PTE兒童英語考試及 PTE通用英語
考試等。

（3）制訂英語成為香港社會流通語言的計劃

據網上報道，有跨國教育機構上年發表《EF英語能力指標 2017》（英孚教育  
2017），新加坡以 66.03分排名全球第 5，亦為亞洲區第一。香港以 55.81分排名第
29。中國總體列 36位，但上海的英語指標則優於香港，得分為 56.76分。香港各界常
常批評英語水平下降，由這個數據看，是不無道理的。新加坡雙語教育的成果值得香港

借鑒。大多數新加坡人都接受雙語教育，英語的水平高於香港，達到了普及的程度。

香港人現時能說英語的人數比例佔 53.2%，已經超過半數。再過 20年，如果有具
體規劃，有得力措施，保持 10年提升 8.5%的水平，那麽，能說英語的人數可以期望
超過 7成或以上，令英語成為香港社會的通行語言之一。

3. 中文書面語的規範

下面只分析中文書面語的幾種形式，包括通用中文、港式中文、粵式中文。

3.1. 通用中文的規範

（1）何謂通用中文

通用中文即規範中文、標準中文，是海內外華人社會流通最廣泛的書面語形式，

是所有學校中文教學的規範。香港通用中文的規範與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基本一致。

這首先是基於两千多年來中文書面語的傳承。秦始皇的“書同文”政策，有遠見卓識，

令文言典籍傳承至今，成為全球華人的財富。而現代白話文的規範，近百年來已經逐

漸約定俗成。“普通話”定義中有一句：“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自 1919年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以來，出現了很多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海內外編寫
的基礎教育的中國語文教材，所選的現代的名家名作，就是典範的現代白話文，亦是

通用中文規範的具體體現。例如各地教材裏所選的名家有：蔡元培、胡適、葉聖陶、

朱自清、魯迅、郭沫若、錢鍾書、巴金、曹禺、老舍、沈從文、茅盾、冰心、白先勇、

金庸等等。除文學作品以外，還有許多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名家的作品，也

在典範的白話文之列。

（2）香港使用通用中文的範圍

在香港多種的中文書面語體裏，大家推崇的仍然是通用中文，學術界、教育界在

這點上是有共識的。香港政府的文件、法律文件、金融銀行保險業界的文件、商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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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等都是使用通用中文的。各大報刊的大部分文章及書籍也是通用中文。各級各類

學校凡用中文書寫的各科教材，更是注意書寫的規範。

3.2. 港式中文的規範

（1）何謂港式中文

港式中文作為香港社會中文書面語的一種常見類型，模式上具有寬泛性，流通上

具有廣泛性。是香港多元語言社會的特產。這種情况在大華語圈不敢說唯一，至少是

並不多見。

港式中文主要有兩種類型，大部分是在通用中文基礎上，為了表達的需要，夾用

少量粵語、英語語句；此外還包括並不夾用粵語、英語語句，而明顯受英語表述影響

的中文書面語。

港式中文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紀香港報紙曾出現的“三及第文體”，“三及

第”是指通用中文基礎上夾用文言和粵語，港式中文又可稱為“新三及第文體”，只

是因為文言的式微，改由通用中文夾用粵語和英語了。就數量多，流通廣這兩點來說，

“三及第文體”與港式中文不能同日而語了。

（2）港式中文使用的範圍

港式中文在流通上具有廣泛性。因為香港各類媒體多以香港讀者為主体來考慮，

所以衆多的紙質中文報紙期刊雜誌上，港式中文數量很大；再加上網上的中文電子媒

體，傳播能量就更大。可以說，如果沒有香港衆多媒體捧場，就沒有港式中文的存在

和傳播。

港式中文在模式上具有寬泛性。各類作者在寫作中，夾用粵語詞句或者夾用英語

詞句的數量是隨意的，夾用的比例有少有多，夾用詞句的難易程度也不同。因而，港

式中文亟待規範。希望由出版界、教育界聯手，共同研究港式中文的問題，研究港式

中文作為香港的社區文化應該如何完善，如何向健康的方向發展；而不是任其自由發

展。港式中文要考慮衆多讀者的需要，向通用中文靠攏，而不是向粵式中文靠攏。

3.3. 粵式中文的規範

（1）何謂粵式中文

粵式中文使用通用漢字和粵方言字記錄粵語，是在口語基礎上加工而成的書面語。

粵式中文很早就存在了，據學者考證，在明朝末年，粵語已經具備了“口語”和“書面

語”兩種形態（李婉薇  2011）。用方言記載的書面語，其他方言區也有，晚清的方言
小說主要在吳方言區。例如，清末民初的方言文學作品《九尾龜》《海天鴻雪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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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口語在香港是最流通的語言，但是粵式中文却不受吹捧，在正式的中文書面

語裏，大家認可的還是通用中文，即規範中文、標準中文。就數量來說，粵式中文的

流通量比港式中文也要少很多。

（2）粵式中文使用的範圍

粵式中文主要見於一些八卦雜誌、娛樂雜誌，因為讀者對象主要是本地人。報紙

上並不多見，個別報紙有專設的粵式中文的欄目。就是本地人也不一定都熟悉粵方言

字，都看得明白。在立法會或其他會議上，如發言者用粵語發言，記錄下來的也是粵

式中文；在法庭上，被告、原告和證人，如用粵語發言，也要記錄為粵式中文。寫法

上要紀實。

粵式中文，也一樣有規範的問題。書寫的文字、使用的詞語都應有一定的規範，

避免流於粗俗。粵式中文可以作為方言作品、方言文學保留和流傳。

4. 文字書寫的規範

4.1. 國務院 2013 年公布的《通用規範漢字表》（見王寧  2014）

2013年 6月 5日國務院公布《通用規範漢字表》，收字 8105字，分為三級。三
個級別的漢字通行度不同，作用不同。一級字表共收 3500字，是使用頻度最高的常用
字集；二級字表共收 3000字，使用頻度低於一級字；三級字表共收 1605字，收入姓
氏人名、地名、科學技術術語和一些專門領域的用字。

《通用規範漢字表》附有《規範字與繁體字、異體字對照表》，其中新調整了 45
個異體字為規範字，分解了簡化字和繁體字的對應關係，方便了繁轉簡與簡轉繁的雙

向運作，有利於華語區的信息互通和文化交流。

4.2. 香港地區“繁簡由之”的靈活的文字應用政策

“繁簡由之”最早是由程祥徽教授提出的。香港三聯書店請程祥徽教授寫一本推

介簡化字的書，遂起名為《繁簡由之》。“繁簡由之”的說法，反映了香港人使用漢

字的實際情况，書面上，行政、司法的文件、金融商貿行業的文件、各級各類學校使

用中文的教材、報刊雜誌，均使用繁體字；人們交流的手書、便箋、信件、日記等，

就“繁簡由之”了。每年書展，大陸出版社出版的用規範字的書籍，香港讀者購買踴

躍，閱讀上沒有大的障礙。正如有人說的，簡化字看一本書就都會了。

目前，香港政府的網站，有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有繁體字版，也有規範字（含

簡體字）版。例如，林鄭月娥特首所做的 2018年施政報告，政府網站三個版本都有。
這個做法有眼光，為香港各界使用繁簡字做了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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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香港的“兩文”和“三語”，都有一些需要規範的問題，香港目

前所設的語常會、課程發展議會、教育局、考評局在語言文字規範問題上，都做了很

多工作。但是有些語言文字規範問題，很專業，很細緻，並不是這些機構都能解决的。

如果政府建立相應的專業機構，或者賦予現有機構一定的權利，那就有部門專門研究

這些問題，令語言文字方面的問題有人理有人管，存在的問題能及時得到解决。語言

文字關係到社會的每一個人的生活、學習和工作，是不可忽視的大問題。語言文字這

個交流工具只有更好地規範，大家使用起來才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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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in Hong Kong

Siulam 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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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fication of language is a conventional and customary standard.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bout norms and standards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first confirms 
that the language policy of Hong Kong’s “two written languages (Chinese, English) and three 
spoken languages (Putonghua, Cantonese, English)” is suitable to the real situation of Hong Kong 
society. The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in Hong Kong. As for the spoken language, Cantonese has reached the optimal level of society, 
but Mandarin and English has not yet. As far as written Chinese is concerned, standard Chinese 
is a recognized specification for every occasion, Hong Kong Chinese is a special Chinese which 
mixed with a little Cantonese and English words in standard Chinese, and it needs some principles 
for reference in use. On the issue of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 agree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 formal, but when we use Chinese characters, I think both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can be used.

Keywords

specification, two written languages (Chinese, English) and three spoken languages (Putonghua, 
Cantonese, English), teaching Chinese in Mandarin, Cantonese romanization, both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can be used

通訊地址﹕香港  北角  城市花園4座5樓D室  文化教育出版社
電郵地址﹕tinsiulam@yahoo.com.hk
收稿日期：2019年2月4日
接受日期：2019年11月27日


	1. “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符合香港社會的實際情况
	2. 口語的規範
	3. 中文書面語的規範
	4. 文字書寫的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