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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話的話語標記“唔知呢”的詞彙化現象

飯田真紀

東京都立大學

提要

廣州話的句末助詞“呢”一般被認為只出現在疑問句後，而不出現在陳述句後。然而，廣

州話裏有一個常用於應答的短語“唔知呢”。乍看之下，這個“呢”不像是疑問句句末的

“呢”。本文認為：“唔知呢”在語法特徵上與“唔知”+其他句末助詞不同，已成為一
種話語標記。它是由“唔知 +[疑問從句 ]+呢？”構式發展而來，因此這裏的“呢”也是
疑問句句末助詞。至於“唔知呢”所表示的“無法知道”這一語義，也能追溯至來源構式。

關鍵詞

廣州話，話語標記，疑問句，句末助詞，“呢”

1. 問題的提出——話語標記“唔知呢”

廣州話裏相當於普通話“呢”的句末助詞是“呢”（ne1）。1它能出現在疑問句

句末。如：

(1) 你想飲啲乜嘢呢？（你想喝點什麼呢？）
(2) 聽日會唔會落雨呢？（明天會不會下雨呢？）

另一方面，正如鄧思穎（2015: 210）所說，廣州話的“呢”與普通話的“呢”不
同，缺乏在陳述句句末表示“時態”或“誇張語氣”的用法。如：

(3) *落雨呢。（下雨呢。）〈“時態”〉
 （鄧思穎  2015: 210）
(4) *佢會揸飛機呢！（他會開飛機呢！）〈誇張語氣〉
 （鄧思穎  2015: 210）

1 本文所說的廣州話指香港、澳門、廣州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標準粵語。語料取自港澳地區的口
語粵語作品或電影劇本，其他沒有特別註明的例句均為自造，例句經來自珠海的廣州話母語者所

確認。另外，文中廣州話的拼音轉寫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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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述分佈特徵，我們大致可以認為對應於普通話“呢”的廣州話“呢”只出

現在疑問句句末。2

然而，經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廣州話裏有一個常用短語“唔知呢”。由於“唔知”

不是疑問句，其句末出現的“呢”似乎與上述分佈規則有所抵觸。

先看例子。“唔知呢”一般被用作應答，如：

(5) 633： 幾時返呀？呢度過多兩日開張個囉喎。（什麼時候回來啊？這裏再過兩
天就開張囉。）

 阿菲：唔知呢。（不知道。）

 （電影《重慶森林》）

(6) 希：喂，Dorleen！做咩呀佢？（喂，Dorleen！他怎麼了？）
 A：唔知呢？（不知道。）
 （《男上女下：林海峰卓韻芝男上女下廣播劇》，頁 301）

對於“唔知呢”中的“呢”的不規則分佈，本文要提出以下觀點：“唔知呢”已

凝固成一個固定短語，不能被視為“唔知”（“不知道”）與句末助詞“呢”的單純

組合。而這裏的“呢”，其實在來源上也能被視為疑問句句末助詞“呢”，所以，並

不違反“呢”的分佈規則。這一點，我們會在第三節作詳細解釋。

我們之所以認為“唔知呢”已成為一個整體，是因為它與“唔知”搭配其他句末

助詞（如：呀（aa3）／喎（wo3））的組合不同，不允許任何句法擴展。

例如，“唔知呢”前面不能加主語“我”，這跟“唔知呀”和“唔知喎”不同（例

（7a）、（7b）和（7c））。

(7) a. *我唔知呢。 b. 我唔知呀。 c. 我唔知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耶。）

2 廣州話裏還有一種“呢”可以加在陳述句句末。
 (i) 或者佢唔得閒呢。（也許他沒有空吧。）
  (Kwok  1984: 64)
 然而，這個“呢”（ne1），在來源上跟指示事物所在地的嘆詞“呢”（例（ii））有密切關係 （Kwok  

1984: 59–61），而與普通話的“呢”沒有對應關係。因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ii) Q：邊度呀？（哪裏？）
  A：呢。（看！）
  (Kwok 198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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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唔知呢”與其他句子成份，例如副詞“完全”，不能共現。這一點又跟“唔

知呀”和“唔知喎”不同。

(8) a. *完全唔知呢。 b. 完全唔知呀。 c. 完全唔知喎。
  （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呀。） （我完全不知道耶。）

上述語言事實顯示，“唔知呢”這一短語，不像“唔知”+其他句末助詞的單純
組合，不能分拆為各個組成部分來理解。也就是說，“唔知呢”應該被視作已詞彙化

的短語。由於“唔知呢”用作應答，所以可被視為話語標記之一。3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唔知呢”到底如何發展為話語標記？句末的“呢”

是不是疑問句句末的“呢”？“唔知呢”具有哪些語義特徵？

關於廣州話“唔知”的各種語法化現象，學界已有所討論。譬如，“唔知”作為

負面感情態度語句的研究，可參考黃得森等（2011）。另外，“唔知”被用作選擇函
數的現象，Lee（2021）作了詳細分析。

然而，“唔知呢”作為話語標記的現象，目前還欠缺深入研究。本文透過討論“唔

知呢”的詞彙化現象，嘗試發掘更多關於“呢”的語言事實，並為話語標記的研究提

供一些啟發。4

2. 疑問句句末助詞“呢”的語義

在討論“唔知呢”的產生過程之前，先討論一下疑問句句末的“呢”的語義特徵。

我們認為，廣州話“呢”的語義，其實與普通話的疑問句句末助詞“呢”差別

不大。

關於普通話的“呢”曾有不少前賢提出見解。但，普通話的“呢”，除了疑問

句句末，還可以出現在陳述句句末。而前人研究中，只針對疑問句句末用法的論述

並不多。

3 話語標記是詞彙化的結果還是語法化的結果，學界有不同觀點。本文採用董秀芳（2007）的觀點，
認為話語標記“唔知呢”是詞彙化的結果。

4 廣州話（以及漢語方言）中某些個別動詞較易發生語法化或詞彙化。除了本文所討論的動詞“知”
（“知道”），言說動詞“話”（“說”）也經常發生詞彙化，亦即，鄧思穎（2021）所說的“固
化”現象，如“計我話”（“依我看”）、“話晒”（“不管怎麼說”）、“話唔埋”（“說不

定”）等。



152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其中，最值得參考的是木村英樹（1993）提出的觀點，簡單概括如下。該文認為，
疑問句中的“呢”本質語義在於“表示說話人自身對於不確定的信息內容所感到的‘迷

惑’或‘疑念’”。5由於“呢”具有這種“不面向他人的”語義，帶上“呢”的疑問

句就不一定要求聽話人回答，故不一定具有詢問的功能。反之，無標記的疑問句通常

會請求對方提供信息。因此，如果在知道對方沒有信息的環境下硬要使用無標記疑問

句，就會構成不恰當的應答。例如：

(9) 甲：你戴手錶沒有？ 
 乙：沒有。

 甲：*現在幾點了？
 （木村英樹  1993）

然而，如果在句末加上“呢”，就可以轉為只提出自身感到的迷惑／疑念的句子，

而不要求對方回答，故可適用於上述語境。

(10) 甲：你戴手錶沒有？ 
 乙：沒有。

 甲：現在幾點了呢？

 （木村英樹  1993）

史金生（2000）也注意到無標記疑問句與“呢”問句之間的這種差別，同樣指出
無標記問句“傾向於表示說話人的問”，但“加上‘呢’之後，問的意味減弱了，疑

的意味增強了”。

其實，“詢問”（亦即“問”）與“提出疑惑／疑念”（亦即“疑”）的這種區

別，不只是漢語的問題。Lyons（1977: 755）在討論疑問句的語義時就提到了“向人作
出詢問”（to ask a question of someone）與“提出疑惑”（to pose a question）的區別。
他指出，當說話人作出詢問時，他／她一方面在提出疑惑，另一方面也要求聽話人回

答。相比之下，提出疑惑這一行為純屬表達自身疑惑，是在說話人知道聽話人無法提

供答案的環境下也能做到的。

綜合上述前賢的觀點，我們可以把廣州話的疑問句句末“呢”的傳達態度意義定

義為“提出疑惑”（pose a question）（參看 Iida  2019: 126–131）。也就是說，從疑問
句中去除要求對方回答的語義成分，以轉為只提出疑惑的句子。

5 木村英樹（1993）把疑問句稱做不確定訊息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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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呢”適合於聽話人無法提供答案的環境，或者現場根本沒有聽話人

的自問或思考等語境。

(11) （P與古在說有哪些同學參加當天聚會，但兩人始終想不起來少算了誰）
 P： 真係諗唔倒喎……嚟多次先……我啦，你啦，小胡、ELAINE、阿志、阿

孝、忠雞……（真的想不起來了……再來一次……我啦，你啦，小胡、

ELAINE、阿志、阿孝、忠雞……）
 古：漏咗邊個呢？（漏了誰呢？）

 P：係囉……漏咗邊個呢，呵？（就是嘛……漏了誰呢？）
 （《八王子 廣播劇小說〈上集〉》，頁 53）
(12) 噉又係！重俾咗好多思想空間我添，我有時睇睇下佢個戲，我都會諗下，呀，

我出門口嗰陣有冇熄燈閂水喉呢？呀，我啲衫重喺洗衣機度未攞出嚟，我有

冇鎖門呢？……（那倒也是！還給了我很多思想空間呢。我有時候看著看著

他的戲，我也會想想，啊，我出門時有沒有關燈關水龍頭呢？啊，我的衣服

還在洗衣機裏還沒拿出來，我有沒有鎖門呢？）

 （《咪玩嘢》、《玩反轉》，頁 18）

例（11）顯示，說話人“古”提出疑惑之前，已經知道聽話人“P”想不出答案
來。例（12）顯示，說話人在一個假想空間裏進行自問，並不期待有人提供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引入問句“我出門口嗰陣有冇熄燈閂水喉呢”的動詞是“諗”

（“想”），而非“問”。這正好表明此問句並不是用於詢問，而是表達說話人心

中所感到的疑惑。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雖“呢”以獨白性的提出疑惑功能為本質，但並不排除被用

於對話性環境，也就是針對聽話人作詢問的環境。如：

(13) 你想飲啲乜嘢呢？（你想喝點什麼呢？）
(14) 你哋有冇興趣加入我哋嘅健身中心呢？（您們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們的健身中

心呢？）

按照上述“呢”的本質意義，說話人在使用“呢”問句時，只提出自己的疑惑。

然而，當說話人確信聽話人願意解答時，他／她可以期待聽話人主動提供答案。例

（13）（14）中提出的疑惑是關於聽話人的意願，所以，說話人自然有引出對方答
案的意圖。但他／她只是要以提出疑惑這種間接方法來達成此目的。正如木村英樹

（1993）所說，這種間接地、委婉地要求對方回答的方式，由於合作原理（cooperative 
principle），一樣能發揮詢問的作用。就是因為“呢”問句具有間接、委婉的性質，所
以語氣上較為婉轉、有禮貌（例（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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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唔知呢”的詞彙化過程

本節回到開頭所提出的問題，即話語標記“唔知呢”的產生過程。

這裏先提出大概結論。我們認為，“唔知呢”是由“唔知 +疑問從句（INT）+
呢？”演變而來。

“唔知 INT呢？”包括以下例句：

(15) 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下雨呢？）
(16) （張真發現家裏有隻老鼠，打電話向港生求助）
 港生： 哦……咁你帶我上去幫你捉咗佢嘞！（哦……那你帶我上去幫你把牠

抓住吧。）

 張真：唔知仲响唔响度呢？（不知道還在不在呢？）

 （《出租男人》，頁 35）

3.1. “唔知 + 疑問從句（INT）”的準疑問句化

下面討論“唔知 +疑問從句 +呢？”構式的產生過程。

先看“唔知”作一般謂語動詞的情況。“唔知”作為感知動詞“知”的否定式，

與肯定式一樣，可以後接以下三種賓語，即名詞組（NP）／陳述從句（DECL）／疑
問從句（INT）。而主語位置可以有“唔知”的感事（experiencer）主體。以下是“主
語 +唔知”後接三種不同賓語的例句：

(17) 我唔知呢件事。（我不知道這件事。） NP：呢件事
(18) 我唔知佢升咗職。（我不知道他升職了。） DECL：佢升咗職
(19) 我唔知佢聽日幾點走。（我不知道他明天幾點走。） INT：佢聽日幾點走

無論後接哪一種賓語，整個句子都是陳述句。

然而，其中後接疑問從句賓語的句子（即“唔知 INT”），在俱備一定條件之下，
有可能變成準疑問句，（即陳振宇（2008）所說的“非典型疑問句”），也就是說，
能當疑問句使用。換言之，如下例所示，能加問號。

(20) Q： 我聽日休息，可以送佢。唔知佢聽日幾點走？（我明天休息，可以送他。
不知道他明天幾點走？）

 A：晏晝啩。（中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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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哥： ……呢幾日佢有啲事返唔到商場，唔知你可唔可以幫佢睇一睇間舖頭？
（這幾天他有點事，去不了商場，不知道你能不能幫他顧一下店？）

 羅拔圖：無問題吖老本行！（沒問題啊！老本行！）

 （《903巴治奧廣播劇劇本》，頁 286）

字面上來說，在這些“唔知 INT”中，說話人只表達自己對 INT所表示的疑問沒
有答案。然而，如上述例句（20）（21）所示，當這種“唔知 INT”句被使用時，如
果對話現場有聽話人，而這個人正好有相關信息，他／她自然會提供這一信息，以解

答說話人的疑問。也就是說，像句末助詞“呢”一樣，“唔知 INT”準疑問句也可以
期待聽話人遵從合作原理主動提供答案。6由此可見，“呢”與“唔知 INT”在功能上
有所重疊，即，兩者都不是直接要求回答，而是透過提出疑惑來間接引出對方答案。

只是，正如森宏子（2007）提到，這兩者在不同的層面發揮作用。“唔知 INT”（即
森宏子（2007）的“不知（道）”）與“呢”分別在命題層面和傳達態度層面（即，
森宏子（2007）所說的“對人傳遞”的層面）發揮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原表示說話人無知的“不知（道）”，在“不知道 +INT”的環境
下發展為提出疑惑的準疑問句，甚至會用作禮貌性詢問句，這一現象在漢語方言中十

分常見。

就普通話而言，森宏子（2007）指出，“不知（道）”有獨白性的“置疑”（=
本文所說的“提出疑惑”）用法（例 （22））以及（具有對話性的）禮貌性詢問的用
法（例（23）），如下：

(22) 我叫了他三遍，他還是一聲不響，不知他聽見了沒有？
(23) （被老爺問及知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某一件事）
 不知道老爺說的是哪一件？ 

同樣，泉州腔閩南話似乎也有類似現象。劉秀雪（2013）在分析泉州閩南話的疑
問句時，順便提到了“毋知”（“不知道”）的作用。說“因‘無知或錯誤判斷’而

提問，減低詢問可能產生的威脅感”。

(24) 因兜毋知有錢無？（他們家不知道有沒有錢？）7

6 參看森宏子（2007），陳振宇（2008）對普通話中“不知（道）”的類似現象的分析。
7 這個例子中，普通話翻譯由筆者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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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日語中也有類似現象（森宏子  2007）。日語中提出疑惑功能的句末
助詞包括 kashira。其中 ka是疑問助詞。而 shira（又可作 shira-n）則被認為是由 shira-
nu（“知道”+“不”）變化而來的（例如：Saji  1957）。也就是說，句末助詞 kashira
（n）的來源是“疑問助詞 +不知道”。以下是獨白性提出疑惑功能的例句。

(25) Soo kashira（n）。（不知道是不是那樣？）

3.2. “唔知 INT 呢”構式的產生

上面提到，“不知（道）INT”可當作提出疑惑的準疑問句使用，這個現象不是
廣州話所獨有的。只是，廣州話獨特之處在於，它還發展出了“唔知 INT”與句末助
詞“呢”前後呼應的固定格式。

下面，以例（20）（21）為例，詳述這一點。

我們在 3.1.提到“唔知 INT”在俱備一定條件之下，即可充當準疑問句來使用。
亦即，功能上，與疑問句相似。

這些例句既然可以用作疑問句，那麼，就滿足了疑問句句末“呢”的共現條件。

因此，它們作為準疑問句，與一般疑問句一樣，句末可以帶上“呢”，組成“唔知

INT呢？”格式，如下：

(26) 我聽日休息，可以送佢。唔知佢聽日幾點走呢？（我明天休息，可以送他。
不知道他明天幾點走呢？）

(27) 呢幾日佢有啲事返唔到商場，唔知你可唔可以幫佢睇一睇間舖頭呢？（這幾
天他有點事，去不了商場，不知道你能不能幫他顧一下店呢？）

事實上，如果用作準疑問句，也就是在句末打問號的話，加上“呢”會更通順。8 
可見，在廣州話裏，“唔知 INT呢？”可視為一種構式（construction）或者“框式虛
詞結構”（鄧思穎  2006）。

“唔知 INT呢？”成為了構式，在以下事實中有所反映：“唔知 INT呢？”不再
允許“唔知”的感事主語出現。

(28) *我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下雨？）

8 研究廣州話句末助詞的 Kwok（1984: 73）在分析“呢”時已經注意到，“呢”與“唔知 INT”共
現的例子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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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唔知仲响唔响度呢？（我不知道還在不在？）
(30) *我唔知你想飲啲乜嘢呢？（我不知道你想喝點什麼？）

“唔知 INT呢？”中的“唔知”的感事，照理說應該是說話人“我”。可是在與
句末助詞“呢”共現的這個格式中，感事主語“我”卻不能出現。

至於“唔知 INT呢？”的具體用法，則與普通話“不知（道）INT？”（如例
（22）（23））的情形相同。也就是說，既可以用於自問或思考（如例（31）），又
可以用作禮貌性詢問（如例（32）），換言之，既有獨白性用法，亦有對話性用法。

(31) （獨白）
 呀，天開始光咯。今日天氣睇嚟幾好噃。唔知今日嘅日落會係點嘅呢？（呀，

天開始亮了。今天天氣看來挺好的。不知道今天的日落會是怎樣的呢？）

 （電影《阿飛正傳》）

(32) 客人：呀……我仲想要杯嘢飲。（呀，我還想要點東西喝。）
 侍應：唔知你想飲啲咩呢？（不知道你想喝點什麼？）

與“唔知 INT”一樣，“唔知 INT呢？”只提出說話人心中的疑惑。所以，它本
身沒有任何對話性。用作自問／思考的例（31）就是這種情形。另一方面，說話人亦
可以利用“唔知 INT呢？”來期待聽話人提供答案。尤其是，當 INT的內容涉及聽話
人的個人意願或狀態時，如例（32），聽話人不得不遵從合作原理提供回答。像這種
情形是具有對話性的。由於“唔知 INT呢？”本身並非直接要求對方回答，只是間接
引出答案，所以，用作詢問時則會帶上禮貌語氣。

3.3. 從“唔知 INT 呢？”到“唔知呢”的演變

接下來討論“唔知 INT呢？”發展成為話語標記“唔知呢”的過程。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唔知 INT呢？”與“唔知呢”在功能上截然不同。前者用
作準疑問句，而後者用作回應疑問的應答。亦即，兩者功能恰恰相反。

那麼，從準疑問句變為應答標記的這個轉變究竟如何發生的呢？

對此問題，我們可以假設有以下的過渡性階段。

如前所述，“唔知 INT呢？”的本質是獨白性的，亦即，是作為自問／思考來提
出的。說話人根本不要求聽話人回答。因此，聽話人不但不需要對此提供回答，甚至

自己也可以重複提出同一個疑惑來表示同意，如例（33）中的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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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甲：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
 乙：係囉，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就是嘛，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

其實，“呢”問句也可以這樣使用，如例（11）（=下列（34））中，聽話人重
複提出同一個疑惑。可見，自問／思考的問句都有這個特徵。

(34) 古：漏咗邊個呢？（漏了誰呢？）
 P：係囉……漏咗邊個呢，呵？（就是嘛……漏了誰呢？）

回到例（33），由於乙的回應句“唔知 INT呢？”中的 INT，在甲的準疑問句中
已出現過，所以，在回應句中可以被理解，因而會被省略。由此得到以下對話。9

(35) 甲：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
 乙：係囉，唔知呢？（就是嘛，不知道呢。）

 （=由例（33）改變而成）

我們認為專作應答的話語標記“唔知呢”（以下（36））就是由“唔知 INT呢？”
的獨白性用法經過上述過渡性階段完成了詞彙化。

(36) 甲：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
 乙：唔知呢。（不知道呢。）

3.4. “唔知呢”與“唔知 INT 呢？”之間的聯繫

下面，我們來看話語標記“唔知呢”從“唔知 INT呢？”繼承下來的幾點特徵。

第一，如本文第一節所言，“唔知呢”不允許句法上的一切擴展。連主語“我”

都不能加。

(37) *我唔知呢。 （我不知道……）

這一點與“唔知 INT呢？”一致。“唔知 INT呢？”構式不允許插入感事主
語“我”。

9 這個搭橋語境的存在是其中一位評審專家指出的。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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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下雨？）

第二，“唔知呢”雖然包含短語“唔知”，但它並非可以回答所有問及說話人

知識狀態的問句。下列例句中，只有回答（41A）或（42A）的問句時，才能使用“唔
知呢”。如下：

(39) A：你知唔知呢件事呀？（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B：*a. 唔知呢。 b. 唔知呀。 c. 唔知喎。
  （不知道……。） （不知道呀。） （不知道耶。）

(40) A：你知唔知我升咗職呀？（你知不知道我升職了？）
 B：*a. 唔知呢。 b. 唔知呀。 c. 唔知喎。
  （不知道……。） （不知道呀。） （不知道耶。）

(41) A：你知唔知佢聽日幾點走呀？（你知不知道他明天幾點走？）
 B：a. 唔知呢。 b. 唔知呀。 c. 唔知喎。
  （不知道……。） （不知道呀。） （不知道耶。）

(42) A：聽日會唔會落雨呢？你知唔知呀？（明天會不會下雨呢？你知道嗎？）
 B：a. 唔知呢。 b. 唔知呀。 c. 唔知喎。
  （不知道……。） （不知道呀。） （不知道耶。）

上列對比顯示，如果用“唔知呢”作應答，前文中必須有尚未得到答案的某種疑

問（問及說話人本身的知識狀態的疑問除外）。例如，在（41A），“知唔知”主句
後的疑問從句為疑問所在。而在例（42A），第一句為疑問所在。相較之下，（39A）
和（40A）則不包含任何疑問。在這種環境下，“唔知呢”就不能出現。

由此可見，“唔知呢”是專門針對疑問而答的。這一點與“唔知”+其他句末助
詞的組合不同。例如“唔知呀”和“唔知喎”可以自由回答各種問及說話人知識狀態

的問句（如例（39Bb）–（42Bb）和例（39Bc）–（42Bc））。“唔知呢”獨有的這種
語用條件也可以視為來源構式“唔知 INT呢？”遺留下來的特徵。上面說過，“唔知
呢”是“唔知 INT呢？”的從句賓語 INT被省略而成。因此，“唔知呢”的前文中也
必須有 INT，即某種疑問。

最後，可以指出“唔知 INT呢？”構式留下的細小痕跡。即“唔知呢”有時會以
問號結尾。如以下實例：

(43) 希：喂，Dorleen！做咩呀佢？（喂，Dorleen！他怎麼了？）
 A：唔知呢？（不知道呢。）
 （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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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妹：佢有冇幫我買絲襪呀？（他有沒有幫我買絲襪？）
 大：背心呢？（背心呢？）

 父：孖煙“通”呢？（四角內褲呢？）

 二：唔知呢？（不知道呢。）

 （《澳門當代劇作選》，頁 299）

當然，“唔知呢”作為應答語句，以句號結尾的情況較多，使用標點符號的習慣

亦因人而異。然而，與可用作應答的“唔知 +其他句末助詞”的組合相比，句末打問
號的接受度有明確差別。與“唔知呢”不同，“唔知呀”或“唔知喎”的句末，不能

打上問號。

(45) 希：喂，Dorleen！做咩呀佢？（喂，Dorleen！他怎麼了？）
 A：a. 唔知呀 {。／ *？ } b. 唔知喎 {。／ *？ }
  （不知道呀。） （不知道耶。）

“唔知呢”之所以接受問號，很明顯，是因為其來源構式“唔知 INT呢？”是一
個準疑問句。

3.5. “唔知呢”的語義特徵

接下來，談談“唔知呢”的語義特徵。

前面剛提到，只有前文中存在某種疑問的語境下，說話人才可以使用“唔知呢”

作應答。另一方面，說話人在同一語境下，也可以使用“唔知呀”和“唔知喎”。那

麼，區別在哪裏呢？

我們認為，“唔知呀”和“唔知喎”側重於說話人個人的知識狀態，而“唔知呢”

則側重於疑問本身所具有的性質。

如前所述，“唔知呢”對句法擴展有嚴格限制。連感事主體“我”也不能插入。

而“唔知呀”和“唔知喎”則沒有這種限制。

(46) a. *我唔知呢。 b. 我唔知呀。 c. 我唔知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耶。）

這一對比顯示，“唔知呢”雖然包含同一個短語“唔知”，但它的語義重點已不

在於說話人的無知狀態，而是在於疑問本身所具有的無法得到答案這種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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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母語者的語感可說是同出一轍，即，“唔知呀”和“唔知喎”所表達的語義

比較接近英文的“I don’t know”，而“唔知呢”則接近“Who knows?”（雖然“唔
知呢”缺乏反問句“Who knows?”帶出的感情色彩）。10“I don’t know”，顧名思義，
是“我不知道”，亦即，純粹表示說話人不知道（答案）。而“Who knows?”是一個
反問句，亦即，以反問的形式表示“無人知道（答案）”。因此，它並非表明說話人

個人的無知狀態。而且，對於一個疑問，如果回答說“我不知道”，也許還有其他人

知道答案。但，如果說“無人知道”，那麼，得到答案的可能性就等於零，也就是“無

法知道”。可見，“唔知呢”與“Who knows?”之間存在著相似性。

由於上述理由，“唔知呢”在某種語境下比“唔知呀”或“唔知喎”更為貼切。

例如：

(47) “乜真係無男仔追過你咩，我唔信”我問。“唔知呢，哈哈”“咁你有無鍾
意過男仔？”“有定無我都唔會話你知，HeHe”（“真的沒有男孩子追過你
嗎？我不信”我問。“不知道，哈哈”“那你有沒有喜歡過男孩子呢？”“無

論有沒有，我都不會告訴你，HeHe”）
 （《自修室‧學界嘅蘭桂坊》，頁 63）

如果用“唔知呀”或“唔知喎”，就沒有那麼貼切。

(48) “乜真係無男仔追過你咩，我唔信”我問。“？唔知呀，哈哈”
(49) “乜真係無男仔追過你咩，我唔信”我問。“ *唔知喎，哈哈”

這是因為“唔知呀”和“唔知喎”的側重點在於說話人的知識狀態。但，這裏，

聽話人根本不是在詢問說話人知道不知道。所以，這樣回答會顯得不太自然。

與此不同，“唔知呢”不是表明說話人的無知，而是表明疑問本身具有無法得到

解答的性質。因此，“唔知呢”在上述說話人想迴避作答的情境中最為合適。

至於“唔知呢”的“無法知道答案”這種語義特徵，我們認為，也是來源構式“唔

知 INT呢？”遺留下來的。

前面提到，用作陳述句的一般動詞“唔知”可以有感事主語，但用作“唔知 INT
呢？”構式則不能有感事主語（例（50））。

10 此對比為相對而言。所以，我們並不排除“I don’t know”被用作“唔知呢”的譯文，如早期粵語
的例句（56）。但，至少很難想像，在“唔知呢”被譯作“I don’t know”的同時，“唔知呀／喎”
卻被譯作“Who knows?”這種相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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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我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 → 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

從這一句法特徵可以看到，“唔知 INT呢？”的語義重點也有所轉移，即，“唔
知 INT呢？”構式並非純粹表示說話人本身不知道該疑問（INT）的答案，而是表示
疑問（INT）本身的不可猜測性，或者不可思議性。

以下相關現象可以揭示這一點。如例（51）（52）所示，“唔知 INT呢？”後面
可以附加要求確認的嘆詞“呵”。

(51) 何生：你又等呀？（你又等啊？）
 Tony： 係呀，頭一次，好緊張。呀，唔知要等幾耐呢呵？（對，頭一次，很

緊張。啊，不知道要等多久呢，啊？）

 （《冬瓜豆腐劇本 /小說集》，頁 19）
(52) 喂，你舊街坊唔錯喎，唔知有男朋友未呢呵？（喂，你老鄰居不錯耶，不知

道有沒有男朋友呢，啊？）

 （《出租男人》，頁 18）

問題是，這些例句中“呵”所要求確認的是什麼。

對此，我們不能認為是“呵”前面的表層句內容“唔知 INT”。因為這裏實際上
的感事主體是說話人“我”。而說話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知識狀態，所以，“（我）

唔知 INT”絕對不是說話人所要向他人確認的內容。也就是說，例（51）劃底線部分
的意思不可能是“（我）不知道要等多久，對不對？”。

但，如果認為“唔知 INT呢？”構式的語義中含有疑問內容本身的不可猜測性，
“呵”的確認義就可以得到解釋。也就是說，說話人徵求確認的是“這是一個不可猜

測的疑問”或“這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等含義。就例（51）而言，說話人要表達
的是“要等多久，這是一個令人不可猜測的疑問，對不對？”。例（52）也能同樣處理。11

另外，順便一提，上述例（33）（=以下的（53））中，“乙”表示同意的“係
囉”（“就是嘛”）也可以視為針對“甲”暗示的不可猜測性或不可思議性這一層含

義而發的。

11 其實，不只是“唔知 INT呢？”，“INT呢”問句也能加“呵”（如：例（11））。我們認為，“INT
呢”問句帶上“呵”時的確認義，也可以得到同樣的解釋。關於“INT呢”加“呵”的具體共現
條件，請參看鄧思穎（2015: 24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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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甲：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
 乙：係囉，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就是嘛，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

4. 早期粵語語料中的“唔知呢”與“唔知 INT 呢？”

以上討論的是現代廣州話的情況，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早期粵語語料中的表現。

我們利用香港科技大學的《早期粵語標註語料庫》（Early Cantonese Tagged 
Database），對早期粵語的“唔知 INT呢？”以及“唔知呢”進行了初步調查。結果
顯示在這時代兩者都有所出現。

首先看“唔知 INT呢？”。我們在 J. Dyer Ball的 How to Speak Cantonese（1902）
中找到了五例，下面是其中兩例。

(54) 5.  我有啲朋友舊年上去，佢哋叫我上去見佢。（I have some friends who went 
up last year, and they have asked me to come up and see them.）

 6. 好吖，上去都好呀（That would be nice: it would be well to go up）
 7. 唔知去得唔去得呢（I don’t know whether I can go）
 8. 做乜唔去得呀（Why not?）
  （How to Speak Cantonese, Conversation 26th.）
(55) 1.  拿、先生、我搬嘥個啲家私什物上嚟、但（係）唔知你想點擠法呢（Well, 

Sir, I have brought all the furniture up; but I do not know how you want the 
articles placed.）

 2.  檯就擠在房中心或擠個便都好呀（Put the table in the centre of the room, or it 
might be placed there on that side）

  （How to Speak Cantonese, Conversation 40th.）

（54）可以視作具有獨白性的自問／思考用法。而（55）明顯是具有對話性的禮
貌性詢問用法。

至於“唔知呢”，也在 Ball（1902）中找到了兩例。下面是其中一例。

(56) 3. ……我唔等得佢嚹。（...I cannot wait for them.）
 4. 幾耐食得完呢（How long will they be?）
 5. 唔知呢（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Cantonese, Conversation 3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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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這時代的句末助詞“呢”還缺乏全面了解，但至少就“唔知 INT呢？”以
及“唔知呢”而言，這個時代的用法跟現代相同。12

5. 句末助詞與句子類型的錯配及其相關現象

第三節提到，當獨白性準疑問句“唔知 INT呢？”用於回應句時，中間的 INT會
因可以理解而被省略，“唔知”與句末“呢”這兩個不連續的構成部份直接連成一體，

最終成為了話語標記“唔知呢”。

然而，從句末助詞與句子類型的搭配的角度看，這一現象還是有些特殊之處。

如本文開頭所言，“呢”可出現的句子類型只限於疑問句。例如，下列例（57a）
“呢”所附加的“點解唔係我”是詢問理由的特指問句，亦即疑問句，因此，這一句

在搭配上沒有什麼問題。而在（57b）中，“點解”後面的句子命題都被省略掉，只剩
下“點解”。但由於“點解”本身是疑問詞，可以單獨構成疑問句，所以，它後面接

疑問句句末助詞“呢”，搭配上仍然沒有問題。

(57) a. 點解唔係我呢？（為什麼不是我呢？）
 b. 點解呢？（為什麼呢？）

同樣，（58a）中“呢”前面的“會唔會係佢”是反覆問句，所以，其後面可以出
現“呢”。而（58b）只剩下能願動詞的疑問式“會唔會”，其餘部分都被省略，但由
於“會唔會”仍然可以作反覆問句，所以，它與“呢”共現是沒有問題的。

(58) a. 會唔會係佢呢？（會不會是他呢？）
 b. 會唔會呢？（會不會呢？）

回頭再看“唔知呢”。“唔知”本身不能單獨構成疑問句，所以，它後接“呢”，

從搭配的角度來說，顯然是不正常的。亦即，“唔知”與“呢”的組合是錯配。

由此可見，話語標記“唔知呢”的產生機制，確實有獨特之處。

然而，我們要指出，句末助詞與句子類型的錯配現象，在廣州話裏其實並非單一

現象。除了本文所討論的“呢”之外，尚有其他句末助詞“嘅”（ge2）呈現出與它相
平行的現象。

12 語音除外。在這些語料中，“呢”讀作 ni1，不是 n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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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從搭配的角度來回顧“唔知呢”的整個詞彙化過程，然後指出有關“嘅”的

平行現象。

如上所述，句末助詞“呢”只出現在疑問句句末。所以，下面是匹配分佈。

(59) 會唔會落雨 呢

 [疑問句 ] + 疑問句句末助詞“呢” 〈匹配〉

 （會不會下雨呢？）

另一方面，“呢”還能出現在“唔知 INT”後。這是因為原為陳述句的“唔知
INT”在適當的語境下可以當準疑問句用，所以才能與“呢”共現。但從搭配上來說，
這個組合屬於錯配。

(60) 唔知 會唔會落雨 呢

 [陳述句（=唔知 INT）] + 疑問句句末助詞“呢” 〈錯配〉

 （不知道會不會下雨呢？）

最後，INT被省略，“唔知呢”的詞彙化得以完成。如前所述，“唔知”和“呢”
的搭配是不符合分佈規則，因此是錯配。

(61) 唔知 呢

 [陳述句 ] + 疑問句句末助詞“呢” 〈錯配〉

 （不知道……）

接著，看另外一個句末助詞“嘅”（ge2）如何呈現與“呢”相似的搭配特徵。

關於“嘅”的語義，以往學者提出過不同觀點。由於篇幅有限，這裏只介紹其中

一個觀點。“嘅”表示，說話人將命題作為違反自身預期而成立的事態來提出（飯田

真紀  2017）。

由於具有這種語義特徵，“嘅”出現在陳述句才是匹配分佈。以下的例子中，陳

述句“冇反應”是讓說話人感到違反預期的事。

(62) 冇反應 嘅

 [陳述句 ] + 陳述句句末助詞“嘅” 〈匹配〉

 （怎麼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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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陳述句，“嘅”還能出現在部份疑問句，那就是詢問理由的“為什麼”

句。以下的例子中，句末助詞“嘅”出現在疑問句“點解冇反應？”之後。搭配上來

看，這是錯配。

(63) 點解 冇反應 嘅

 [疑問句 ] + 陳述句句末助詞“嘅” 〈錯配〉

 （為什麼沒反應呢？）

這個錯配現象，雖然表面上顯得特別，但可以從語義上得到合理解釋（參看飯田

真紀  2017）。

更有趣的是，“嘅”還能脫離其陳述內容，直接跟“點解”（“為什麼”）結合

在一起。如下：

(64) 阿煩：我冇做嗰間 design公司。（我沒在那家設計公司上班了。）
 阿水：吓？點解嘅？個老闆呃你呀？（啊？為什麼？老闆騙你啊？）

 （《落雨路》，頁 282）

例（64）的“點解嘅？”中，雖有表示反預期的“嘅”，但令說話人感到反預期
的命題內容，即“你冇做嗰間 design公司”為避免重複而不出現。顯而易見，“嘅”
在此並非表示對表層句“點解”有反預期之感受。因此，從搭配上來說，“點解嘅”

也屬於錯配。

(65) 點解 嘅

 [疑問句 ] + 陳述句句末助詞“嘅” 〈錯配〉

 （為什麼呢？）

以上的事實顯示“唔知呢”與“點解嘅”的形成確實有相同之處。

然而，“唔知呢”與“點解嘅”也有不同之處。前者從“唔知 INT呢？”詞彙
化後，其出現的環境也有所變化，即從疑問的話輪到應答的話輪，從而成為了應答話

語標記。另外，來源構式“唔知 INT呢？”本身就是語法化程度較高的構式。

相比之下，“點解嘅？”其出現環境也跟原來的句式“點解 DECL嘅”相同，仍
然出現在詢問原因的話輪（例（64）），即沒有發展出新的功能。因此，“點解嘅？”
雖然詞彙化程度相當高，但尚未成為話語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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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秀芳（2007）提到，漢語的話語標記在形成過程中，經常連用的成份會發生組
塊化和一體化，進而在語義上發生話語隱含義的規約化。

相較於這種模式，“唔知呢”的演變有點特殊，因為“唔知”與“呢”在“唔知

INT呢？”中並未形成連續性結構。然而，它們之間仍然發生了組塊化和一體化，這
似乎反過來顯示“唔知 INT呢？”作為固定格式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尤其需要指出
的是，“唔知 INT”與“呢”，在語義上有所重疊，所以它們的共現頻度才這麼高。“點
解 DECL”與“嘅”之間的關係也一樣。這些事實再次顯示，在廣州話裏，語義或功
能相似的成份前後呼應的“框式虛詞結構”（鄧思穎 2006）相當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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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xicalization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M4zi1ne1
in Cantonese

Maki Iida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SFP) ne1 usually occurs only at the end of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not at the end of a declarative sentence. However, the common phrase m4zi1ne1 ‘who 
knows / beats me’, which is frequently used as a response to questions, contains ne1 at its sentence 
end, which doesn’t look like the interrogative-final ne1.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m4zi1ne1, 
unlike m4zi1 ‘don’t know’ + other SFPs, has already developed into a discourse marker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properties. It evolv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m4zi1 – interrogative subordinate clause 
– ne1 ‘I wonder…’, thus the sentence-final ne1 here is actually identical to the interrogative-final 
ne1. In addition, the meaning ‘there is no way of knowing’ which m4zi1ne1 conveys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source construction m4zi1 – interrogative subordinate clause – n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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