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說J ' !lP I說話」這個詞中的「說J ' 

則只是體音詞「說話」的一個詞素，未

必是動詞。事實上，廣州話絕少用「說」

來作動詞，表達這個概念的詞是「講」

或「話」。所以一般不說「佢說睦幾句

話J '而說「佢講睦幾句說話J '或「我

話昇佢知」等。因此， I說話」在粵方

言中並不是一個動賓結構的詞組，而是

一個純粹的名詞。現在我們進一步分析

這個堅音詞的構成。「說J I話」兩個

詞在古代漢語中都可以用作動詞或名

詞，意義接近。在漢語構詞詩中，有一

類是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並列起來造

成一個詞，這可以稱之為並列式。如果

把「說」和「話」都看成名詞，則構成

方式是同於「朋友」、「語言」、「文

字」這顯詞的。但如果把它們全看作動

詞，貝Ij構丘克方式同於「認識」、「請束」、

「三十算」這些詞。不過有一點要注意的

是，即使把「說」和「話」視為動詞而

合戲一個並列式雙音詞，這個雙音詞也

只能用作名詞，不像「認識」、「計算」

等可以兼用作動詞。

總之，粵語中的「說話」來自近代

漢語詞匯，但現代漢語則只用單音詞

「話」來指陳同樣概念，所以在書面語

中，要記得用「話」去代替口語中的「說

言3J 。

「撤但」與「魔宛」

朱國藩

英國作家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的小說 SatanÎc Verses 在報

刊上有兩個譯法，一譯〈撒但的詩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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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譯〈魔鬼詩篇〉。究竟哪一個譯法比

較貼切呢?

英語 Satan 源出希伯來語 satan

意思是 adversary (敵手) ，後來變為

專有名詞，指的是無上的惡神。

( 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 給的解

釋是 The proper name of the sup

reme evil spirit, the Devil. )中國人思

想真旺然沒有與上帝勢均力敵的敵人這

一概念，而且 Satan 已成專有名詞，所

以只能作對音翻譯。在這一點上 Satan

譯作「撒但」是不成問題的。

無獨有偶， I魔鬼」一詞也非中國

本土所有，不過它的來源與「撒但」卻

極為不同。「魔鬼」本作「魔羅J '是

梵文 mãra 的音譯詞，早期佛典亦有寫

作「磨羅」的。唐玄應的〈一切輕音義〉

在卷二十一〈大菩薩藏經〉條下云:

〔天魔〕莫何反。書無此字，譯人

義作。

這襄說明「魔」字是從「磨」字改造而

盾的新字，一方面仍舊與梵文對音，男

一方面則改從「鬼J '表示是一種黑暗

的力量。例如佛經〈大智度論〉卷五就

說:

問曰:何以名魔?答曰:奪慧命，

壞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為

鷹。

換言之， I魔」就是劫碟髒道的力量。

Satan 一詞見於猶太教、基督教的

〈聖經) ，譯作源出佛教的「魔鬼」未

免有點不倫不類。所以 Satanic Verses 

是不宜譯作〈魔鬼詩篇〉的。

順便一提， I魔」字現在一般人多

讀 I m;)1 J 。但根據主應的音切「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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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該如「磨」讀作 r m::>4 J CD 。這

個詞的讀音有沒有需要回改為 r m::>4 J 

呢?我們認為「魔」字讀音是否需要回

故，不能從梵文 mara 的原讀音去考

究，因為二者本來是不相閥的問題，而

應從粵音和〈切韻〉反切的對應規律去

看。〈切韻〉鼻音屬濁音，所以以鼻音

為發聾的字(即以 m 、 n 、 D 為發聲

的字)在粵音都應讀陽調。但現在不少

鼻音聲母字卻改讀陰調，例如「拈」字

〈廣韻) r蚊兼切J '應讀陽平聲

r nim4 J '現在卻讀陰平聲 r nim1 J ; 

艾如「紐」字〈廣韻) r女九切J '應

讀陽上聲 r nuu5 J '現在卻讀陰上聲

r nuu2 J 0 旺然粵語讀音有這個傾向，

則「魔」字的讀音fJ;J.乎無回改的必要了。

CD I魔」字讀如「磨J (ffi:>4) 還保留在

某些口語詞里。例如小故子的遊戲「十

字界豆腐」、「提迷藏」里面失了手的

一個我們就管他吽「落魔J '這個「魔」

字我們還讀 I ffi:>4 J 音。

章太炎黃季剛學術研討會

黃坤堯

香港大學主辦的「章太炎、黃季剛國際學術研討會J 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到

四月一日舉行，與會的海內外學者約二百人。章黃學味是民國以來一個重要的學術流

味。由於弟子眾多，開校散葉，遍佈海峽兩岸和海外各地;此次因緣和合，聚首一

堂，討論學術'盛況空前。與會學者多典章黃有學術淵源(甚至親屬關係'如:軍念

馳、潘重規等) ，師友之間，氣氛融洽，情理相賢，溫馨愚人，為嚴肅的國際學術會

議所罕見。

暈黃研討會一共舉行三天。開幕典禮由王塵武校長、趙令揚教授主持。其後的專

題演講，計有播重規〈師門風義〉、高明〈章太炎先生之學術成就〉、饒宗頤〈太炎

先生對印度的嚮往與認識〉三篇。其後分兩組共十四場。 A組宣讀二十二篇論文，內

容璟繞章太炎的故治思想、憲佳思想、個人主義思想、文化觀、儒快觀、亞洲觀，以

至民初聯省自治運動、國家學說等主張。此外亦有研究其〈齊物論釋〉、自話丈、醫

學等課題。 B組共宜讀十九篇論文，以暈黃聲韻訓話之學為主，包括「說文學」、轉

注、轉語、字源學、古音學等。此外還有黃季剛的詩、詞和關於〈丈賦〉、〈丈心雕

龍〉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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