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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音正讀字彙〉簡介

朱國藩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緣起

1993 年 1 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何丈匯博士鑑於粵音誤讀的情況日趨嚴重，

進向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毆爵教授建議，由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組織人力編集〈粵

音正讀字彙) ，以應社會各界的急需。劉教授接納這項建議，並同意由何博士及本人

負責編蓋章。計劃先由本人編出初稿，再交何博士審棍、補充，最後共同定稿。當時預

期在一年內編成初稿，其後因為編者日常工作繁忙，編吾吾工作只能時作時釀。

何博士有見及此，乃情商香港東利洋行主席徐美琪女士慨捐港幣十六萬元典語文

中心，用以招聘兩名編輯助理協助本人。從去年 6 月開始， (字彙〉的編暴工作一直順

利進行。

編鑫目的

粵音誤讀問題嚴重的原因很多，但主要還是因為沒有方便合適的工具書可查，一

旦碰到不會讀的字，只好亂讀。大型的漢語字典、詞典例如〈辭海) (1989) 、〈辭源

(修訂本)) (1979-1983) 、〈漢語大字典) (1986-1990) 及〈漢語大詞典) (1987一 1993)

等都標出中古韻書的切語和普通話讀音，但除非讀者熟悉用切語切出正確粵音的方

法，否則這些大型字典、詞典還是沒有用處。

空目前為吐， 1941 年初版黃錫凌的〈粵音韻彙〉還是查找粵音最方便、也是較為

可靠的工具書。當然〈粵音韻彙〉也有不少缺點:第一， (粵音韻彙〉不注明韻書反切，

這不但令希望知道讀音原委的讀者感到有所不足，更有可能因為對錯讀習以為常，反

過來懷疑編者有誤，全面影響對〈粵音韻彙〉的信心。第二，漢語有所謂「因聲別義J ' 
就是說一個字的不同讀音往往代表不同的意義。〈粵音韻彙〉偶然會用簡單的文字注明

一個字在不同意義上的不同讀法，例如: I調」字有[ diu6 ] 、[ tiu4 ]三音， (粵音韻

彙〉在[ diu6 ]昔下注: I腔調」、「調查J ;在[ tiu4 ]音下注: I調和」。編者這樣做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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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需要，但做得還不夠全醋，研i如: í俄j字{露聲韻}í真耕切J ' (毒發韻彙〉認為有三
{甜蜜晉. [malJ叮、 [men4 ]和 [m布叮， {且只在 [m吋4]音下注: í流氓J 。這是不是

味「悶j 只有在 f流氓J 一詞讓 [mJD4 ] ， 在其挖潛況下既可讀 [ma!J4] ，又有1讀

[mlm4 ]呢?香港中學課本曾經收λ〈詩經﹒黨藍風﹒氓) ，這詩善黨撞車…句就是: í氓

之若是還是，抱布實峰。 J中學教師和學生拿著〈粵音韻黨) ，與這個「頂j竿的讓督應該怎、

樣限捨呢?其實古代「能j沒有f流氓J(也就是說無業游民)的憨態， í氓J只是指稱一按

老百姓。[流氓j一詩摺當晚出，還詣的f氓j字普通話講 m如g ，粵語讓[假如4 ]。雖

然這講法沒有傳統韻書的會據，也作為區尉特蝶意義的讀法卻瓏無可)學非。至三於〈星琴

音韻黨}所收 [mJ!)4 ] 膏，則既無韻審皮切能證'又無口語根據，大可瑕治、 G 此外，

獲反切「嘉定耕切j粵音也應與「萌j字、「聲J字一樣讓 [m月4] ，不憲議 [ma!J 4 ]。糖、

三去· í誤J竿粵晉只有名EI謊氓J一詞讓 [men4 ] ·在其餘情況下均讀 [me!)4 ]。第三萃，

雖然說〈粵音韻彙〉比較可攏，但在奮不少地方帶要再正斟酌，學傭儕說: í僚」字〈廣

「都對切J '又會「盧皓切J 0 íïî~到現j粵語讀[ Iou叮，實義問 í~腎J一樣，是f謂

多成災J的意思。 f盧輯切J讀[ Iou叮，點是(附水J 、 f路上的流水j的意思。〈早琴音韻

彙H漂j三字也分關讀: [lou5 ] 與[ liu4 ]。在 [lou5 ]昔下注「水漂J ;在[ liu4 ]音下在

n寮草正讀J 0 (跨音韻囊}不收「郎對切j一瞥，大概認為{書長j字禮用如「潛J 0 {呈無端加

一個[ liu4 ]脅，卻令人大感不解;構為「正讀J '員自更是藍寓所思。按f纜車J是星是韻形

容詣，赤作f老革J 0 莊韓〈聽肋篇〉卷 F云: í世俗楠贖中，多周老草，如去寄至略之

盞，余間於博治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後間接〈體當ß韻略〉↑老三字在云 :H草佬，心亂

i!2 0 J 接本值此，傳用之說，故去『心j 耳。 J(薰魯晦點校本，說京:中華書膀， 19船

，頁 127) í老草j是在源於「↑草愕j站且不說， í僚j字讓同f哩哇J倒是毫無礙闊的。

針對吾吾吾工具誨的不是， (專普正議員竿彙〉提問一個粵督的常用及部分故常用字集

中是豆漿'i.ì明韻毒害反窮，加上簡單的能解或鴨子，希望盡盤散安IJ方便寶路。

種定讀音的工作瑣碎繁華麗，一方關要照顧從中古到現代語音擴變的規律，男方頭

要對與外讓音做仔繡的分析，分清懿曬望是有規律的變化，哥華雖是無攪律的說讀。有

些無規律的誤讀根深購間，大概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制如f僧長」、 f敵爾j的

「酋j芋， (壤韻}í自狀切j本讀[ tseu4 ] ，今 5路大部分說粵語的人都讀成[ jeu4 ]。這

不接問題，成問館的是讓「自秋切j的牢〈庸韻〉還有九蟹，撇開冷僻的不論，交輩有「過

勁J的「過j 、 f輸蠣J的「蛤J '要不要都改讀肢[ j夸口4] 呢?還是權「酋j竿續作 [j別是] , 

íi益j字、 f蝠j字字讀作[ tST?U4 ] ?本寵的數法是能搬不從覽，能議正脅的一律鐘正勢，

í;撞」竿、「攝j牢不見得非議[ jeu4 ]不可，那兢都放在[ tseu4 ]苦之r o 至於「酋j竿員IJ

放在[ j T?U
4 

] '注興本音調[ tST?U叮，今發讀 [jtm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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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書主要收錄現代漢語及古代漢語中的常用字。為方便讀者閱讀古籍，經典

著作如〈十三經〉及〈四書〉中的吹常用字也盡量于以收錄。粵方言字只收「概」、「耐」等

少量常用字，其他方言的用字例如何自」、「假」等不收。一字有異體，一般只收傳統字

書的正體，但視情況斟酌收錄社會上流通的俗體、異體(例如既收「重」字，也收其俗

體「君訂)。

三、本書所錄粵音以讀書音為主，只在特殊場合注明口語音(例如「柄」字〈廣韻〉

「阪病切」音[ bi!J:'] ;但口語讀 [b句:{ ]。本書在 [b句:{ ]音下收「柄」字，注明屬口語

音;文在[ bi !J:' ]音下收「柄」字，注明屬讀書音)及變調(例如「橙」字〈廣韻H宅耕

切J '本讀[ tsa !J4] ;但粵口語流行讀變調[ tsau2 ]。本書在[ tsau4 ]音下收「撞」字，

注明變調讀[ tsau2 ] )。讀昔以宋陳彭年等重修的〈廣韻) (清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張

士俊澤存堂本。參考周祖諜〈廣韻枝、本H北平:商務印書館， 1937 年〕及余迺永〈新校

互註宋本廣韻H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為主要依據，並參考以下各書:

l.{史記〉三家注({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年) ; 

2. 欒顧野王原編、宋陳彭年等重修〈玉篇)((宋本玉篇) ，清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張士俊澤存堂本，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影印， 1983 年) ; 

3. 唐陸德明〈經典釋丈)((新校索引經典釋丈) ，鄧仕樑、黃坤堯合編，臺北:學

海出版社， 1988 年) ; 

4. 唐顏師古〈漢書注)({漢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 ; 

5. 唐李善〈女選注)({文選) ，清同治八年( 1869) 溝陽萬氏影印郵陽胡氏重校刊

本，臺北:正中書局影印， 1972 年) ; 

6. 宋丁度等〈集韻)(述古堂影宋鈔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85 年) ; 

7. 宋司馬光〈類篇) (清光緒三年( 1876) 川東官舍刊〈桃氏叢刻〉本，北京:中華書

局影印， 1984 年) ; 

8. 遼釋行均〈龍矗手鑑)(高麗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 1985 年) ; 

9. 明梅膺祥〈字彙〉、清吳任遠〈字彙補)((字彙) ，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 靈隱寺

刻本; {字彙編} ，清康熙、五年( 1666) 刻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後合訂為一冊，

1991 年) ; 
10. 明張自育!!{正字通)(清康熙十年( 1671 )序弘文書院刊本)。

三、粵音拼寫方法依照黃錫凌〈粵音韻彙)(重排本，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83 年)所用的國際語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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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聲調符號

粵音有九個聲調:陰平、陰上、陰去、陰入、中入、陽平、陽上、陽去和陽入。

各聲調符號列出如下:

陰平 。l 陰入 。7
陰上 。2
陰去 。3 中入 OR 

陽平 。4
陽上 。5
陽去 0 6 陽入 0 9 

個別字粵語口語音有超平調，本書以i+J表示，記作i+OJ 。

z 、聲母符號

粵音有十九個聲母，各聲母符號列出如下(括號內舉出聲母的例字和例字的拼

音) : b (巴[ ba 1 ] )、 d (打[ da2 ] )、 dz (渣[ dza1 ] )、 f (花 [fa 1 ] )、 g (家

[ga1] )、 gw (瓜 [gwa 1 ] )、 h (蝦 [ha 1 ]、 j (也[ ja5 ] )、 k (卡 [ka 1 ] )、 kw (誇

[kwa1] )、 1 (啦[ la 1] )、 m( 媽 [ma1 ] )、 n (拿 [né] )、!) (牙[ !)a4 ] )、 p (扒

[ pa4 ] )、 s (沙[ sa 1 ] )、 t (他[ ta1 ] )、的(茶[ tsa4 ] )、 w(蛙[ wa 1 ] )。

丙、韻母符號

粵音有五十三個韻母，各韻母符號列出去日下(括號內舉出韻母的例字和例字的拼

音) : a (巴[ ba 1 ] )、 ai (佳[ gai 1 ] )、 au (交[ gau1 ] )、 am (函 [ham4 ] )、 an (晏

[ an:i ] )、 a!) (坑[ ha!)1 ] )、 ap (鴨[ ap8 ] )、 at (壓 [at8 ] )、 ak (百 [bak8 ] )、它i

(摸[ kei1 ] )、閱(收[ s叭1 1 ] )、它m( 金 [gllm 1 ] )、 lln (根[ glln 1 ] )、可(耿

[g昀2] )、它p (汁[ dz叩7] )、它t (疾[ dz它ë] ) 、也(得[由k7 ])、 ei (戲[ hei3 ] )、

ε( 借[ dZE:i ] )、句(鏡 [gε!)3] )、 εk (隻[ dzεν] )、 i (似[ tsi5 ] )、 iu (耀

[ jiufi ] )、 im (點 [dim2 ] )、 in (年[ nin1 ] )、 i!) (~炯 [gwi!)2] )、 ip (貼[ tip8 ] )、 it

(列 [lië] )、 ik (力[ lik9 ] )、 ou (母 [mou5 ] )、 J ( 破 [pJ3 ] )、。i (開[ hJi1 ] )、

油(岸 [!)Jnfi ] )、 J!) ( 方[ b!)1 ] )、 Jt ( 割[ gJt8 ] )、。k (擴 [kwJk8 ] )、自(靴

[h但， ] )、自y (女 [n田y5] )、但n (倫[ 1田n4 ] )、但!) (強 [k但!)4] )、但t (律

[ 1田ë] )、自k (約[ j田kR ] )、 u (烏[ wu' ] )、 ui (灰 [fui'] )、 un (援[ wun4] )、

U!) (夢 [mu!)fi] )、 ut (潑[ putR ] )、 uk (曲 [kuk7 ]) 、 y (書[ sy' ] )、 yn (村

tsyn' ] )、 yt (月 [jyë] )、中(唔 [I114]) 、!) (五[ !)5] )。

四、本書以字音歸類，同音字列在一起，再按部首先後及同部筆劃多少順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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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五、每字下列出的反切採自〈廣韻) .不一一注出。採用其他書的切語時則標明出

處。

六、舌頭聲母「端」、「透」、「定」和舌上聲母「知」、「徹」、「澄」在〈廣韻〉襄大體不

混，但反切也偶有「類隔」的現象. (集韻〉都改成「音和」。本書在這些地方改用〈集韻〉

的反切，例如何打字〈廣韻)í丁呂切J ·改用〈集韻)í展呂切」。

七、本書在每字之下，利用該字構成若干個詞或詞組(用引號注明) .例如在「犧」

字「許羈切」下列出「犧牲」、「犧尊」。如該詞或詞組不常見· ~IJ在其下加上簡單的注

釋，例如「犧尊」一般讀者可能不知是何物，便加注釋: I古代作牛形的酒器。」至於本

身經常以單音節詞出現的字，就只加注釋(以 (1) (2) (3) ......分項) .例如在單音節詞

「童」下就只注上「何不」二字。本書不是字典、詞典，在體例上只提供讀音資料和簡單

的注解或例子，不能取代字典、詞典的地位。

八、一個字(詞)有相同意義而有不同讀音，則將該字(詞)在不同音處列出，注明

又音。

九、一個字有不同意義或讀音，本書視為不同的詞，分別在不同的讀音之下處

理，不注明月一意義和讀音。

十、「槍字表」內文字按部首分部排列，部首劃分全依〈康熙字典〉的二百十四部。

同部字按筆劃多少順序排列。凡字有多於一音，在字的左旁加一豎線表明。

初稿儼目舉例

「儀式J ; I禮儀」。
「兒童J ; I幼兒」。
酋水用的器具。

(1) 我; (2) 何。

橋。

「東夷J ; I鄙夷」。
君王之妻的別稱。也指父妾。

「姨母J ; I阿擴」。
「宜人J ; I權宜」。

[ ji4 ] 

魚羈切

汝移切

戈支切

與之切

與之切

以脂切

與之切

以脂切

魚羈切

儀
兒
區
台
把
夷
姬
姨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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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切屋子裹的東北角。

語其切 「九攝J :山名，在湖南。

以脂切 「鼻族J ; r:鼎鼻」。
與之切 「怡然J ; I心曠神怡」。
弋支切 I}賣房 J :門問。

〈集韻〉余支切透過斜行。

弋支切木名，即槓木。

弋支切同祂。

弋支切 「將撤J :喬木名。

〈集韻〉余支切衣架。

魚衣切 Ir，斤河J :河名，發源於山東，流入江蘇。

如之切 「撞j而J :形容涕淚交流。

以脂切鼻涕。({廣韻〉叉音他計切[ tTú:~] 0 J 
魚羈切水際。({廣韻〉叉音五佳切[ !)ai4 ]。按「涯」字讀[ ji4 ] ，詩賦協韻常

用，舉例如下:司馬相如〈上林賦) : I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

服。 J{古詩十九首) : I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陳子昂〈鴛鴦篇) : I飛飛鴛鴦鳥，學研相蔽虧。俱來線潭裹，共向自雲涯。」宰IJ長

卿〈長沙過賈誼宅) : I漢丈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

君何事到天涯。 JJ

語其切 「疑問J ; I懷疑」。
以脂切 「瘡癢滿目」。

與之切 IHt胎J :縣名，在江蘇。

弋支切 「移動J ; I推移」。
弋支切樓閣旁邊的小屋。

以脂切關割過的羊。

如之切 「而且J ; I然而」。
如之切鬍鬚。

〈集韻〉人之切調和。

以脂切 「棋臟J ; I膜島素」。
如之切煮、 ;7背J爛。

以脂切除去田地裹的野草。

弋支切 「委蛇J :形容隨順，例如:虛與委蛇，即謂對人假意敷衍應酬。

語其切 「舊舊J :形容獸角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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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
羅
靠
怡
房
施
祂
摘
抄
楠
阿
沛
潰
涯

而

而多

珊
瞋
肺
黃
蛇
睡
角

疑
摸
胎
持
在
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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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韻〉余支切 「站站J :自得貌。

與立切同胎:留傳;贈送。

〈集韻〉余支切移動，移。

與立切 「胎誤J ; I胎笑大方」。
如立切軍車。

弋支切 「迫遷J :曲折連綿，也作遭迫; I透過J :形容彎彎曲曲連綿不絕的樣

于，也作委蛇。

〈集韻〉余支切同迪。

弋支切 「逆錄J :抄錄; I逆譯J :翻譯。

弋支切稀粥。
由日二三切 山名，在今山西省永濟縣南。

與立切 「阻頁養J ; I頤指氣使J ; I以手支碩」。
與立切 「含跆弄孫J ; I甘立如跆」。
由日之切 魚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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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鵲鵰J :玄鳥，即燕子; I鷗鵑J :鳥名，英語 emu 的音譯。

魚羈切 「駿朧J: 驚雄，即錦鶴。

去日立切

〈集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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