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語音韻和國文教學

鄧景j賓

樓門培正中學

，對於以粵語為母語、以粵語為教舉語訝的港澳學生東說，是不容

忽、親的;對於盟女教學尤為重要。

近年來，我按語文科組正議行國文教舉整體工程的，建設，包括多系舟的組識轉化

和能力訓練。其中，粵語音韻知識的學習及i覆舟龍是語文能力運用系列的內容之一。

;臨文老師如果能掌摸一些專諧音韻知識，的確有助於解決聽丈教學中

的某些問題;酷學生能學會和運用一些粵語昔麗的藍本想巔，更可以提高學習盤文的

興趣，有效地加深對觀女的認識。

(一)查半典讚準音

粵語有九個重牽頭。我們不用傳殺的平上去λ聞聲法去教學生，認採用醫單易舉約

六調法， 誰熟粵音含在1 、 2 、 3'4 、 5 、 6諧的調值。例如 f笠、」、 f史J 、「試j 、

「時J 、「市」、「事」六字，便分另可是粵語的1 、 2 、 3 ， 4 、 5 、 6調。 λ藍藍字的?、 8 、

9謂(有童音韻賠 p 、 t 、 k 者) ，如「背J 、「銬J 、「蝕」立竿，可泣起1 、 3 、 6

謂中求縛。

學生掌握了粵昔的聲擒，在查字典;最安IJ同音節不向豆豆姆的字. j買叮以分辨

。閉室口，中學科I聞語文〉第七研〈潮汐和船) (普普牧)有「籬蕩j 一詣，有些

人往往將「籬J 牢誤續為「遠j 音。為甚體會有這種現象嗯?原來有些粵音字典往往

昔 b322後的直音字是「按J (當王三. r波J '高上)。其實， r波」與「織j

齡相同罵聲揖不祠的牢。 r波j 是第…謂， r鱉j 是第二二調。當於「綴j 沒有ret向音

節又胃里革謂的常用芋，故以仁按」字代替其音節。設者粵語音韻知議的人，很容易就

「渡j 會誤為「皺」的正讀。有粵語發韻知攝的人，則根樣 b;)2 的設脅，先吧

b;) ?波」 ?波」的第二摘， 1變得到?嚴J 的正確讓發布不會誤讀了。

又如你1國文學〉第~~期(清朝) (賀龍駐)末句的「顯眼遲萬其一丘J ' r嵩」在

字典中的粵語注音是: hou1 [好] (當云. r好J '高平)。告人將它讀續為「好j

為不曾粵語草草輯乏故。其實， r藹」壁畫議為「好」的第一諧。

(且看誰釋辨正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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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的盟艾課本，佳字比較多，編者也多有注音。有控注音採用「某字×聲j

方式。倒朝〈中國語女}第十朋〈村論} (主安石) ，有一錯註釋 I摳，讓當上擊。 J

本是第四調， 'f~J 讓如「言J 的上麓，即第五調。

交部〈中閱語艾〉第七期的第一諜，現有一條簡龍的設釋: I章，議磚上聲。 JI尋J

本是第四藹. I璽」講如「尋j 的上聲，那第五擒。

?上聲J 的「上J ·憲議如「上落j 的「上J ·是上墅的代寰宇，正如「平J

「λj 能分別是平聲、去畫筆、 λ聾的代表竿…樣。

可見，要讓學生知華社樺的i康發﹒還必績掌握愚諾九調的各種與黨辦坪。我們熟

了→{臨街表結是發生;

入。

平 上 去 入
高、險、上 1 2 3 7 

8 

低、陽、 4 5 6 9 

從表中月以清駕護寄到:第一、四誠向是平報(饒者均為仄聲) ;但第一調可稱為

、陰平或上卒，第四調員可稱馬龍、陽乎成 F平。餘類誰，罰λ聲則多了一餾中

:凡竟至今天仍瘖「某字×盤J 的形式去住粵督的， rx聲」是指與 f茱

字j 悶頭的暐調;那「某字」是高(路、上)聲調，員IJ IX聲」也是高(路、上)

，不能跨類。如「冬的去聲J ·因「冬j 是高平聾，其去整體指高去聾的丹東j

的不能是低去聾的「動J 靜。如一定要用「冬J 去表示「動」的苦謹，則註明是「冬

的龍(饒、下)去聲J 0 韌不加上 r{迂J 、或「蹺J 、或「下」的特擂，窮酸， I冬

就只能是用叫調器的丹東」音，即「冬J 的第三瀾。

明乎鈍，我們在課文討機中便可以分辨出一艦不正確的注脅。例如〈中盟語文〉

十新〈范躍中學} (吳敬梓)的一議討禪: I踹'讓柴上草草。踩路的意思。」釋義不錯，

很注音卻有不妥 o I鱉j是111:平聲(第盟謂) , I槳J的上聾，應是低上聲(第五調)。

但「踹J 芋立主不讀{丘上絮，前讀高上聲(第二輯)。目此前發蔥改為「柴的高上聲J • 

或青的上聲J (自「猜」是闖一音節的高平聲)。

叉如， (中聽韶文〉第七嘴〈我君大明湖) (議容若) ，編者在詮釋「鼓吹J

寫道: I口犬，讓椎字去聲。 J I椎J 有兩讀:一讀如「追J '一讀如 f捶 J 0 前者的

去聲誰如「醉J '後者的去望讓如「捶」或「崔」的第六擒。究竟該擱哪一續發?其

實，的個讀音都不正攏。因為「鼓吹」的「吹J '品豆豆豆黨滿去聾，那「崔J

調「趨J 0 J讓來，編者寒意是想將「吹j 的讀脅性為「權(捶音)字的高去聲」

於使用了多音字的「椎J '又j詩寫一個「高j 字，才出現主豈不品要的錯誤。此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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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改聽 f崔白雪去聽j 就對了。

(=.)擴賠音 2月古今

研代語言學家i黨第說: t時有一古今，地有陶北， '音有轉移，亦勢所品

o J 可見語言至是發展的，不曉以古昔強求令人，今人聽撞今音。隨樣學生艷於用今

讀某些古諮詢出現不押韻搗現象t位就容易理解了。正如己設的王力教授所說:

f由於語詩經過了長期的路史演變， ，我們拿組現代的話會對讀三千

多年諧的古詩，自然會容許多士也方不能合轍了。」但是，我們仍要「爾今管去讀，不

過要心知其意，不喜喜誤以為無韻蛻好了。 j

例如， (r:þ路文學}第三三冊{詩﹒取}的關篇: ttJ克二三裝置，抱布贅絲。觀來贊絲，

來即我誤。譜子涉淇，黨於頓丘 o J 我們用粵語今脅來撞，發現第一、二、三句末竿

的「豈J 、「絲J '和第路、六句來竿的?讓j 、「丘J 不時韻。原來「誤j 、「丘」

與「掛J 、?絲J 、「淇J 均聽於上古音的?立j 部。可見， (詩經}原來是押韻的;

不菇，我們誦讀的持餒，並司、;需要用吉普去擒，只用今會去讀便可tJγ 。

(喝賞詩詞譜特例

中學的國文謀求，者不少古典詩詞白雪各轍，這是中華民族光輝璀臻的文化瑰寶。

如何更好地學習、欣賞、權主義￡這些寶貴的選鑫?思想內容的發戰誠然是第一位的， {且

聽告~T技巧、詩詞格聾的黨嘴也是不可或缺的。高且，掌握了詩詞的格律及嘉軒tj投巧，

段進來又能加深對內容的理解和吸納。所以，我們在講授古典詩詞的詩{唉，都很注意

向學三位介紹詩詞平氏、格律等知識，讓值們括中祖傳至IJ古典詩詞的一略特殊藝術技

巧。

例如，有是詩詞爵了平仄而靜、f聽說序。〈中屬文學〉第一冊{清明ì ( 黃層單)的首

間字?佳節精明J '為真聽不按習慣寫成「清明佳節J ?由於學生已經掌握了格律詩

的平灰格簿，所以，一經分析，便知道此詩是灰組首句不入韻的七律，為了卒頁的需

要，間將仄聲的 字放在第二竿位。為基體聲字不用仄聲竿龍尾 「佳j 字?

那又是 t_~五可以不論」的緣故。

有時，為了平仄， 會顛倒句中的詩序， 句子的次序也會顯摺。例如

〈中關文學〉第二甜〈登慎> (杜甫)的首聯，被內容毒害、是「萬方多難此室主臨，花近高樓

傷客，心J '但詩中都用逆筆將它的次序顛倒來寫。第甚聽?一來符合萬句仄起平控武

七律的平仄，二三來可 J_:J突出「花近高摟j 的著手色描寫，三汪東可以反襯「覆蓋客心J '立在

引起懸念，引進思讀者:為倚在春色灑爛、花近高樓的獎景中，客人會(莓，心呢?

息，效果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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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有一種比較複雜的情、況，說是從押韻認議草脅。例如〈中蜜語文〉第三崩〈懇島

夜啼} (自居易〉中手苦難句. r應是母主義靈，便爾恕不任。 J r悲不任」的?任」

啊。課本有証禪: r不任:不咯的意思，那不能忍受。任，平聲，讓如吟。按{聖賢韻﹒

'堪也 o .........如持切。 J 很多人誤讀為低去擊，幸得自詩

、「棕j 、「襟」

持平皇室。所以，今天誦攜此詩，

、 r'(:)J 、 I 1峙，、

「吟j 才對。

組明將體辨真備

、「禽J 、?學J 同

粵語音韻的基本知識後，就可以直接推知中古音韻的平灰。認為中古

音韻的平、上、去、 λ間聲，在普通話中日變法路平、陽平、上、去自聾， λ聲5分

7]1j i法入平、上、去三至蒙古語消失。但在粵語中，中諧音的的聲基本保留下來，亭、上、

分成高〈陰、上)和低〈饒、 f) ，入聲則分為高(陰、上)、中、低〈饒、

)。所以，用粵語言，韻去欣賞、分析古典詩詞的確實至為有利。特點在判斷古入學革方

，粵語拉普通話:方便得多了。

了吉典詩詞的一些基本境簿，便可以岳行分析、判轍。額;如課文中隊

辟的〈出靈攝}與杜甫的〈登樓卜雖然間曾都是七當句式， (里輯部分析，即可判斷前者

是古體詩，間為它不論平仄、不講對仗，而主主體議;後者則是標準的七律，平仄梅

、對設工整、一韻到底。

去年暑假，有些學生在採簾澳門名勝轍聯時，經常還用巴掌蟹的粵語音韻知識，

或鴻章IJ正誤，或識破難字，從實踐中取得成功，從成功中獲取樂轍。問船，有人發現

大半巴牌坊的正輯上有兩行文字，字數相等，嚴初以為是對輯， 1雙將它拍攝回來。後

來經品分析，發琨還需佇文字一一念究者無為罪，鬼是誘人為駱一一既不對偶，又不

合平仄，句式聽不相同;所以，不能算作對聯。

再妞，在採聯過程中，他們發理了還遲新廟和柯林寺內有三副對聯街上下聯顛倒

了。「桂靚鱉芬萬載榮，竹籬春茂千秋蟑 o J 1要是其一。對聯的攪則源自律詩頡聯和

頸聯的格縛，規建上句末字是仄 'r七}末字是平。古詩還藍IJ對聯的上聯主主字「縈J

，下聯三位字「儡」是仄聲，可知確是顛罷了。

又如，嚴廉苦去鸝自側有一魚池 ， i啦旁有一幅壁畫，護旁有一副叢書對聯。由於

年月已久，上聯末字脫落。究竟這個是甚慶字呢?大家又摸叉擒，文j青文擇，全能提

「科[l J 、?棕j 、「幟J 、 r(擺j 凹字。接後，根據朦朧的字震、聯語的意境tJ

及該字的平仄，一致有寫了應是「懼J 字，為這副簽譚斃髒按傻了全貌:

三任綠龍成翠i喔

h挖春水躍女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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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這平仄寫詩輯

學以放屑，是教摺煦賞自主一。我們經常鼓動體生將課堂上學鶴的知識躍用主IJ實踐

中去。例如學了兮新文章的方法，就拿報刊上的時文進行分析詩議;學了分析小說人

物的方法，就用它去分析閣園活生生的人物 J 睡了詩歌、小說、戲鸝學完，也讓的ír，

、小說和戲劇的滋味;舉了粵語音韻的基建知載，我們鼓勵他們用

粵語音韻去作艷聯、當諒蹄。

告 1986年始，每逢中社佳節，我們都在校內舉辦「中軟繳聯」活動，一員IJ可以聽

富學生的讓餘生活，弘揚中華文化;二間可以培養學生讓蜻粵語音韻知諧和遣詞棟竿

的能力。聽年來直在無間斷，立敢對頁好的散裝:蔥擻者…年lt一年多，質量也一年比

，有時對聽作品彈在報級主暫的，受到好評。例如竇耀蟬的:

持浮鏡海海掙月

人舊事中軟軟醉人

文站要聽玲的:

花好月團軟半

茶濃夢連夜方深

又站蠹啟亮的:

月為墨寒雲仰、雪

山背水蹺攪如絲

又如許敏蛇的:

鏡海平平平似鏡

花燈艷艷艷如花

事基本上都能j鑫安IJ平仄諧梅、扭住相對、內容學富、意境鐘雯的要求。

(七)嘻發韻利高考

，香港、台灣、大陸嘻地的國文嵩考題，都或多或少有與音韻知識扭頭的

。如果學生掌握一些粵語會韻知議，對解答這額試聽很有幫助。

香港高等程度會考曾多次出過有關押韻、對仗的試題。今年啦有一題，軾蘇軾

〈提;這份} ( ÚFf蘭芽競投詩)及黨時駐〈清朝〉之體械、句式結構、字數及韻輛， f乍一

幫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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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近年的國女高考題，幾乎每年都有「找對偶句」或「重排詩句」的試題。例

如1987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語丈試題的第六大題便是「找對偶句」

以「梨花院落溶溶月」馬上旬，下面四個句子中哪個能作為下旬與它組成對偶旬?

選出最恰當的一個答案。

A 柳絮池塘淡淡風

B 晴:英臨窗斤斤雪

C 帶水英軍點點雨

D 丁香初綻悠悠雲

不懂平仄白哲學生，只能根據詞性的對仗，還旬槍驗，無疑是事倍功半。學生若有

粵語音韻知識，買Ij事半功倍。首先，根據詩句對偶「末字上仄下平」的規則，一下子

就將B 、 C兩旬剔除，因為其末字「雪」、「雨」均為仄聲，不合下旬平收的規則。

剩下的A 、 D 旬，各取堅數位字的平仄，即可發現D旬的平仄與上旬完全相同，不符

合詩句對偶上下句平仄相反的規定，剩下的A句不僅平仄與上句相反，且詞性也對得

十分工整。故「最恰當自告」下旬，非A莫屬。

叉車日1990年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招收華僑、港澳、台灣學生的語文考試題目，其

中第五大題是「重排詩句」型的考題:

把下列詩句排列成篇，並用CD@@@來標明各旬在篇中的順序。

A 思:畏魚驚不應人

B 側坐莓苔草映身

C 蓬頭稚于學垂綸

D 路人借問遙招手

不僅音韻的學生，也只能按內容逐句推敲。若有粵語音韻知識的學生，可先看每

句末字，即發現A 、 B 、 c三句均入韻，只D句不入韻，這必定是原詩的第三句。第

三句接格律詩「黏對」規則去找，只要二四六字的平仄與第三句相同的便是第二句了。

這只有C 句符合條件。剩下的A 、 B 旬平仄一樣，就需從內容考鷹。接詩意，應該很

快就可確定B 為首句 'A為末句。至此，原詩的順序應排列為 :B 、 c 、 D 、 A 。

我們曾將大陸高考題中的「找對偶句」和「重排詩句」的試題給中四、中五的學

生練習，絕大多數學生都能在題時問內找到正確的答案。這充分說明:掌握了粵語音

韻的學生，在應付高考試題方面，確是多了一套制勝的武器。

(下轉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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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專頁

者及從事翻譯教學的人士東說，這 a諱:論著可以作為我們的教科諧和參考案，也可以

作為我們研究的起，點。

然，由於這是一本比較系統的著作，辦及的問題很多，存在一艦不足之處，尚

待改進。還語中有盤問題似乎並沒有諧攏，是業生混淆，如漢語的頭是縮式摘譯與連動式究

竟有甚麼區別?從時擎的例子上巷，似乎都是建動式謂語。對扭扭志在歧麓，作者的觀

點不很鮮明，認為重竟是歧義就不作雖苦苦。在詣的對此和翻譯一辭中，談到英語 Ms

(瘖在不表承疇緝狀況女佐名字豆豆) ，作者霞、鑄在澳語中聽缺乏照詣。實際

上，故s 獎譜是有丹丹詣的， J通常譯作 f女士J 。在香港，這一詞使用十分普遍，大

概包括三種情況，一種是結了攝的婦女，但不使用丈夫的姓氏;好一種是未結婚或擎

備獨身的辦女，但不想讓別人知議自目的婚細狀況;還有一種是對不明婚姻狀況的婦

女司的稱呼。此外，有些句子的翻譯尚…吋故;蹺，而且印刷錯誤太多，校搞工作沒做好。

搏說，作者日與中文大學翻譯系系主任 David E. Pollard 教躍分別盧新審校了英漢警

語音þ分'JIt善盡將在香港再版發行。相{護新版的〈對比}一書的質暈會有進一步的提高。

主

仁‘?仁order (197:~) ，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f'\. Y. 

F. Guenthner et a1. (1978)啥 Meaning and trans1atÌon, Duckworth , U.K. 

V. P. Clark et a1. (1985)、 Language Introductory Readings, N.Y. 

(上接24賞)

近幾丟下來，我們的教學實踐告訴我們，體該讓中學生掌握響器發韻的主義本知識。

它蓋非 f總是學J 、 f難學J '學生直立支持按有典經或沒有能力箏。最鵲鋒的是，我們

在講攏過程中必須苦苦令化難為莓，由淺入深，注意趣味姓和實用性。讓學生在學習中

'粵語音韻這門「難主要J 「易學」，收到實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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