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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啤體商拼法的現況和重要性

筆者四年齣來當港執教，立刻為本主觀人各和地告拼寫法的繁多樣式所曉琴 I 0 於是

聽始看了一學討論粵語言買拼法的文獻，主直把香港地關冊上根顛按粵字路拼的全部地名

李白緝名，作了一餌海麓的比較，發覺粵爭輝拚雖然、w乎者路可薄，但方法多端，如果

不是對某些中聽播者和醫名已有數簿，一聽漿無法接!:þ名找出萬名， {註鱉法從諾名按

自中名。粵語獨拼法的?會混十分混籬，最蘊幣的情形是，一種字有多繪拼法(如:

f新j 為 san 或 sun) ，成一種拼法代表顯然不悶的難種讀音(如: sun 可矯「孫j 、

「新J 、「信J等字的講督)。道種現象當然是間為沒有一個大家都樂於搬蠻的粵拚系

統，故長期以來採用了多種辦法迴異的拼式。

在香港，粵語間拼怯對於中文使用和中文教苦苦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不做需要某種

粵語西拼法來注釋澳芋，罷且有品要用拉丁/擺擺龍的形式表達專有名詩;要選重要

的是，在進行粵語或灣通話教學婷，龍需要能轎鑽謂合建擋車專寫粵語調甸、強與f漢

語拼音j相輔賴成的導管拼寫形式。

二、周於.普對照橄裔的各式轉拼

香港出版的辭脅和插管教材，在漢字的注智力間，有相當數量同時標有瞥通話和

粵語兩種發音。普通話的發嘴，幾乎都是用模鵲拼對;但在標注粵語接替峙，方式卻

不一間足。從最近出版，聽是一向在書聾發嚼的審籍東麓，給略有下列多種:

(特漢語拼音與釀成 IPA (盟聽音標)董海(如: (續辦話普撞話聽續進00 勾) , 

主京: ~t束語誰是醫院出版社， 1991 年)。

(b) 漢語拼音興修缸式 IPA 並用(如: (中釀新字典〉‘'香港:中

1990 年) 0 I 

(c) 漢語拼音與廣州話拼音方案並用(如: (中女新詞典) .香港: 1胡文自版公

司· 1993 年)。

1 (中蜜語文通訊) 1992 年 3 月號刊出該刊另青海音樣嚮介，合於本條擠出的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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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漢語拼音典語文教育學院粵音體系並用(如: (中文詞典) ，香港:明天出

版社， 1992 年)。

(e) 漢語拼音與劉錫祥式並用(如: (國音粵音索音字匯) ，香港:中華書局，

1987 年)。

(f) 漢語拼音與修訂劉錫祥式並用(如: (執筆忘字的救星) ，香港:新意式出

版社， 1995 年)。

為了使粵語注音的方式易於獲得共識，我們想著重分析三點，那就是從語音描

寫，從音位體系的表達(也可說是字符用法的關聯性) ，以及字符用法的可接受性，來

判定一個注音體系是否成功。從語音描寫而言， IPA 是最為成功的，嚴式 IPA 又比

修訂式 IPA 更能精確地注出不同的粵音(如:粵語和普通話注音所用的 b/d旬，實

際上是表達 p/t/k) ;從音位體系的表達來看，上面所提各粵音系統都同樣合格，雖

然有些是跟語音描寫不盡符合的辦法;說到底，第三點最為重要，因為在香港的粵語

使用人，對粵語拼式都有一些先入為主的看法，所以不能不談字符用法的可接受性，

來評斷一個個系統的「品質」。

本文不擬推介 IPA' 理由如下:第一， IPA 所用符號太多，而且大都超出電腦

鍵盤字母的範圍(即 ASCII 字符原則) ，使用非常不便;第二，從理論而言，用 IPA

符號似乎最為科學;但從可能按果來說，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漢語拼音， IPA 用法

西然與漢語拼音差距最大，作為對照注音的工具很難阱人接受(因此我們想不到暨南

大學同仁所編的〈廣州話普通話對照 400 旬〉會採用嚴式 IPA) 。對於「廣州話拼音

方案J的努力，我們是佩服的，但他們當年可能沒有顧及香港的成規和習慣，以致所

編的方案不符合許多粵語人士的語感，這是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的;還有，他們使用

了超出鐘盤字母的符號，也是我們今天不能接受「廣州話拼音方案J的一大理由。

現在我們要介紹〈粵語拼音方案) (1993) ，以便繼續分析和討論粵語拼寫法的各

種問題。

三、介紹〈粵語拼音方案) (1993) 及其成就

香港語言學學會 (LSHK) 在 1993 年 12 月的理事會中，通過了他們深思熟蔥、

並實際共同研究和探討一年多的「粵語拼音方案J (詳見該會的 Newsletter， pp. 

37-39) 。新方案的要點如下:

1.聲母( 19 個) : 

b (巴) p (怕) m (媽) f (花) d (打) t (他) n (那) 1 (啦)

g (家) k (卡) ng (牙). h (蝦) gw (瓜) kw (誇) w (蛙)

z (渣) c (叉) s (沙) j (也)

(學零聲母不用字母作標記，如「呀J只拼作 aa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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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韻母( 60 個) : 

i (詩)中(蠣) it (洩) ik (識) ím (閃) in (先) ing 0星) iu (摘)

yu (書) yut (導) y閱(聽)

也{夫) ~up ut (輯) uk (按) um un(寬) ung (黨) ui (ð頁)

以盤) ep et ek (右) em en eng (郵)的(區) eu 

eot (摔) eon (輯) eoi (需)

oe (錯) oek (削) oeng (商)

。(疏) ot (喝) ok (索) on (譯音) ong (聽) oi (開) ou (蘇)

ap (語言) at (失) 此(塞) am (，心) an (新) ang (笙) ai (閱) au (枚)

aa (沙) aap (玻) aat (科) aak (客} 船間(三) aan (山) 組ng (坑)

aai (接〉儲u (梅)

m(唔) ng (獎)

3. 字謂( 6 個) : 

調號: 1 (夫/繭) 2 (虎) 3 (盲目/建) 4 (快) 5 (婦) 6 (父/服)

fu/fuk1 fu2 fu/fok3 fu4 fu5 fu/fuk6 

37 

一般粵語許會系統都除用 19 個聲母， 53 髓韻母， 6 個或 9 個字輯;新方案提馬

路鐘聲母，列舉的鵲韻母(在一盤 53 餾韻母之外加上 7 種沒有漢字代潰的常環韻

母) ，醫併字轟鳴 6 鶴。議頭垂來，草無鱉薯的斬草壁， {疫部提告了迄今為止最令人講

麗的粵語拼音方案。遠是值為 LSHK 方寒具有以下三三大特點: (一)過在主管系分析療

理，以語言實際為依蹄，不把粵語語音系統限於在練過期攬字的賽日，故而方欒位含

了無嘆字等同的音節，和較常見的語音變異(比較:方黨多出 7 個韻母) ; (二)無眼

IPA 及語音學使用的符號慣例，堅持一音一符，從冊具有「嚴式」注音的若干特點和

投處; (三)字符限齡常踐的拉7字母及向拉伯數芋，議據不僅使利目常書寫封母和單

嚷，海且能充旁利用現代文字及信息處理的設轍，雙方黨島為一殼歡會大眾接受。

鵲於第三f雷特點，弓之一餾拼音系競己盤還聽設計，聶泣聲:街能令人議會、{飼始

上籬研到劉錫祥式及香港錯文教育學接體系)。希確具有第一個特點，

車醫學會草擬新方案的最2主要慧的動蟻。下面我們舉一個黨例加以說明。

粵語的 oe 昔位( IPA 吧。e 合寫) ，有的系統用 oe (分開) ，另有系統用 eu 賊的

代漿。 LSHK 方黨採朋 oe 糊的，並分別規定其用拔，且還樣就能騰出 oen 及仰，

悔當均分崩代表在粵語中投入忽親的韻母(無囡短嘆字代漢)。在標準粵苦之丹掏有其

2 i鑫兩鑽倚著位畫1)式分別以制和 u 宋代表，但 u 又用來表達仁為上聞單守護照∞表達1鳥J 0 

似乎可以說明對式的若干[不必麥的積雜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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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見的韻母，一個注音系統是否有辦法記錄這些粵音，也是極為重要的。在這方

面，港語會所設計的粵語拼音，是遵守 ASCII 字符原則而又能兼顧記音要求的唯一

系統。

四、粵揹如何向實際和漢拼靠攝

本文在第二節列舉出三種不同的粵音拼寫方法，在第三節我們更列出我們最為信

服的〈粵語拼音方案)(還有值得一提的是耶魯 (Yale J 式，用於 Matthew5 和 Yip 近

著)。必須指明的是，所有辦法都與漢語拼音的用法不盡一致(漢語拼音辦法巳自然而

然成為我們擬訂粵語系統的基準，我們沒有其他辦法) ，有些甚至是衝突的。我們知

道，普通話和粵語儘管語音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有些音節的拼法是能夠一致的

(如. ze 在普通話和粵語裹的讀法基本相同，但在粵音各系統中卻分別用: dze:、

zé 、 Je 等拼式)。作為獨立的系統看，各粵音拼法都各有特長，但在漢語拼音與粵音

並列時，期望一般使用人能一下子把不同的拼法讀成一樣，似乎不是易事。男外一個

困難是，有些粵音拼法往往眼漢語拼音一樣(如: chi 、 51 等) ，卻又要求大家能分

辨，讀出不同的語音，也不免會增加許多無謂的困擾。

我們極為推崇「粵語拼音方案J (1993) ，認為它最為理想，最基本的理由是它所

用字符有一致性，而且對粵音描寫比較細轍。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尋求一個對中

文教育有助益的粵語方案，就該以「粵拚」為出發點，把我們的目標提出來，再計議粵

拼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我們的要求;如果不能，我們應如何才能找到我們需要的

方案。

簡單地說，我們的目標是擬訂出香港人能用來拼寫人地名，而且能和漢語拼音契

合的一種粵語拼音辦法，這就是要求新辦法在符號使用上與香港成規和漢語拼音有相

當的一致性(因為粵音對語音分辨有不同的要求，轉而有需要漢語拼音作些調整，見

後)。如果能做到這些，本港人士會樂於使用，使用人還能從標音的本身分辨出某字

詞的粵、普兩種語音的相同或相異。下面就是根據這些目標提出的看法。

一、把粵拚 j一改為 y一(如， r爺j 、「冶j拚作 ye )。這個音符在各種拼法系統

中，大約有一半用 j一，男一半用 y一。 3 用前者是由於 IPA 那麼用，用後者是因為

英丈那麼用;現在漢語拼音採用 y一，粵語拼法就恩怕只好用 y一了。把字符 /j/ 騰

出來，就能使粵拚與漢語拼音更為契合。

二、把一oe/一oek/一oeng 分別列為一oe/-eo，一oek/-eok，一oeng/-eong 0 粵

拼在語音描寫上的優點之一，是把 /eo/ 和 /oe/ 列為對立，前者表達題音，後者表

達長音。但因為香港已經習慣於粵語字詞的西寫法，例如我們在拼寫「梁/香j等字音

3 例如吳智勳 (1976) 列學721 個羅馬方案，其中 8 個方案用 j , 11 個方察用 y 和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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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經蕾橫財 /(L/刊)eung/ 蹺 /(L/H)eong/ 混艦拼法，不管/…oeng/ 的拼法如何

可閥可點，我們不易接受(暴君〈執叢忠字的救星卜賀 v )。我軒在還聽只是把 /eo/

作躊男式拼法，讓使用者有個選擇。事實上，凹的照法晃於 Bamett-Chao 系統，

擺在香港等地費用有年(詳琵吳智勳， 1976) 。

、以無記號表示第一聲。譽主持接用 1-6 六餾數字輛在各督節之後標示第…丟在

第六盤各聲摺;我們覺得，更覺要是第二黨第六毒草都已標志，普辭之後無數字說可以轉為

黨一聲。混個辭去長可以節者當時，請且能免掉數字“1" 誤認為字母“1" 0 

f設事事拚作為單獨的系統東使用，我們的建議已聽於此。但想到有體典籍常常把棋

竿的智、粵音還抖，其中有許多瞥、粵拼法相爵的芋，其總法有相當重別，議是拚法

不問問語音相當接近，我們覺得有必要撥出下列一些講究難議。

閥、 z/c/s 在 /yu(一)/之前已全拚作 j/q/χ(閑時略去 y) 。 ，我們就能( 1711船)

把 cyun (學琴音「全J)改寫為 qun '聽該字的普通話讓營 quan 稍對照，才能顯出粵、

普之間諧音揖黨的模式;是連帶選摘字符F譜法變得跟糢語拼音一樣寶寶泊。

、把軍事拼字母 z/c/s 立後的斗，母女拚為一yi 0 ~變樣，我們就能把粵拼的

zi/ci/si 改為 zyi/cyi/s抖，表示出粵語道幾個音節的發膏，典禮誦拼音的 zi/ci/si 有

辨不悶，世Z跟 ji/qi/xi 有所本筒。濤是重要的。筆者攝去無保聽地贊成嚴刑話拚發使

用 j一/q-/x一的辦法，現在覺得不甚妥當。例如，普通囂的 zi/ci/si 和 ji/qi/划是兩

組音，粵音早晨它們對應的那種音(現在擬用 zyi/cyi/ syi 衰品) ，根本姐不一樣(摸黑普

通話的任何…組都會讓人誤讀)。在漢諾拼音中， /-ì/能衰示舌頭音或舌尖音，

/yi/ 只能表示舌面脅。

因為帶諧的韻母數量騙過普通話，在結構上直比較複雄，在使用若干母音字母的

時使(特別是。/u ) ，品項聲惡作的區別。聽管標注粵會有疇。/u 也能舟，丸是含有

粵、宮會語音對，睹的字霄，最好能把普通話的 /-ong/ 和/(一)的/改為月式/…ung/ ' 

/(一)au/ '道樣在幫此持會更有意巍(如， í龍j 聲:主持作 lung , í靜j 分別注

miu/miau) 。

總的說來，筆者建議的最主要之點是第一項，第二、 1兩項只是問搗叉式，第

四、亞爵項只是在必建問將挂出靜、粵音時才提用。在這襲鑽出這些說明，一方面是

表示我們對香港語言學舉會所對f粵語拼營方鑫j的敬魄，一方面是提出在特姑構提下

專拚鞘漢拼都要作學轟擊。

五、小結

本文的撰寫，是繼撥一年半前的推升〈粵語拼脅方案 (1993) }一文(琵〈語文建設

4 還是EÈ於我們已習慣兒對Ij bin/di位和 bian/di船等報對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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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第 43 期) .當時一同討論粵拼的還有廣州的麥耘先生和粵拼設計的召集人張軍

顯先生。筆者參與討論粵拼，是因為茲事體大，又因為居住在香港，平日面對粵語的

字書和教材多了，不免對粵語拼式有些意見。近因是第二節所列辭書之一〈執筆忘字

的救星〉的出版，該書的編輯和印製都有獨到之處。主編胡百熙先生在選取粵語拼式

時提出了他的顧慮，是以他採用劉錫祥式。本文的題目是求索一個有助於中文教育的

粵語拼式，我們是從讚賞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拼為出發點，討論的結果卻像是提出了

男一套粵音拚式(但沒有專利，歡迎採用)。記得筆者在三十年前初吹見到漢語拼音方

案時的激動和滿足;去年初筆者讀到香港朋友所設計的粵語拼音方案時，雖然也是同

樣激動，但不能令我同樣滿足，因為筆者已有成見，所想到的是粵拼應該如何盡可能

和漢拼相對應(當然，粵拼也已經想到漢拼，否則不會採用 z/c/s )。個人覺得，粵拼

必須盡可能做到跟漢拼相對應，才能對中文推廣和中文發展作出最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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