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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語的「曙食J 和「曙飲J

一一兩個經重新分析而成的名詞*

郭必之
香港城市大學

提要 r pl野食」和 r pl野飲j 是香港粵語兩個新興的詞語，主要流行於年青人的口語和網

語裡，分別對應於普通話的「食物J 和「飲料j。筆者搜集了這兩個詞在網誌中出現的例子，

並從六方面論證，說明它們已經發展為高度成熟的名詞。至於來源，本文認為它們是連動結

構和「粵式存在句j 經過重新分析(reanalysis)後的結果。表面上看， r明會j 和「明飲」的

確很「潮 J。但它們形成的機制，其實在不同語言的演變史上曾經反反複複地發生過許多吹。

文中也探討了這兩個詞的形成的背景、以及分析了它們和「逆序詞J 的關係。

關鍵詞 香港粵語、潮語、明食、明飲、重新分析

一引盲

在香港年青的一輩的粵語中， r食物J 往往被稱為「明食j、「飲料J 則被稱為「明飲J 。
這兩個最近十數年才流行的詞語，曾經引起過一些報章專欄作家的注意。例如關平(2007)指

出 z

他們(香港的年青一代一一引者按)有一個新名詞叫「野食J' 1即是食物的意思，引而申
之，另有新名詞「野飲J' 即飲品也。習慣用法:這家餐廳的「野食」不錯，那家的「野

飲」不合格。

此外， r維基百科J (Wikipedi吋的粵語版特別收錄了「曙食J 和「明飲J 兩個條目，相應於

標準中文的「食物J 和「飲料j。由於這兩個詞肯定是新出現的，而且普遍只存活於年青人
的話語(包括口語和網語)裡，把它們視為「潮語J ， 2大概是無可厚非的。

e 本文初稿，曾經在由香港語吉學學會主辦的「第八屆粵語討論會2 香港 I潮語』的文法 J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年 3 月 28 日)上宣讀過。承蒙片岡新、周志仁、張洪年、歐陽偉豪、都思穎諸位(筆劃序)惠賜意見，

曾麗賢同學協助搜尋網絡上的例旬，謹此-拼致謝!新會(前塘)、化，-"1(良光)和南寧(市區)的語料由本人主

持的研究計劃 CityU 144507/07(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贊助)提供。

1 1曙J 和「野J 在香港粵語中同音(粵拼 je5)，在網絡的粵語中可以隨便互用。下面舉例時，會依照原材

料的寫法。

2 語言學界(如鄧思穎 2008)普遍都接受中文版[維基百科」對「潮語j 的界定: 1潮流用語，簡稱潮語，是
指年輕人之聞自創和使用的惺語或網語。不同地區的年輕人，所使用的潮流用語也不盡相同。這些潮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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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會給出大量網絡上的例子，說明我們如何在句法上把「明食j、「明飲J 定性為

名詞。之後會分析這兩個詞的來源、它們出現的背景、以及發展的機制(mechanism)。本文

指出:作為「潮語J 的一份子， i明食J 和「明飲J 的確披著[潮流j 的外殼。但它們發展
的方式，卻可以用在語言史上反複出現的「重新分析J (reanalysis)來作解釋。

二 [喵食j、「曙飲j 的來源和作為名詞的用法

香港的網誌(blog)能夠忠實地反映年青一代使用[潮語j 的特點(片岡新，郭必之 2006) 。

本文所用的例子，除特別標明者外，全部都取自那些充滿「潮語J 色影的網誌。 3
香港粵語的「有明食j 和「有明飲J，跟普通話的「有東西吃j 和[有東西喝 J 一樣，

應該被分析為連動結構一一「有 NJ (或稱為 iV1-NJ )是連動的第一個成份、後頭的 V(或

稱為 V2)是第二個成份。朱德熙(1982: 169)認為這一類格式裡的 iN 在意念上是 V2 的受事，
因此這一類格式裡的 V2 後頭不能再帶賓語J。以下是三個「有明食J 和「有明飲J 作為連

動結構的例子 4

(1) 邊度查蛙墮盒?(那裡有好東西吃?)

(2) 佢好似有好多曙食。(他好像有很多東西吃。)

(3) 廿幾蚊一碗麵仲查覽室主真你好貴。(二十幾塊一碗麵還沒有東西喝，真的很貴。)

在香港粵語中，動詞「有j 的後頭一般帶名詞性賓語。由於這個緣故，所以連動結構「有

明會」的「明食J 便容易地被重新分析為名詞。 5試看以下兩例:

(4) 有好多禮物，有好多墮盒。(有很多禮物，有很多食物。)
(5) 22 故有湯有覽室主。(二十二塊有湯、有飲料。)

這兩例表面上看起來和(1)-(3)沒有分別，但其實它們都包含了對舉的成份。 (4)第一分甸的

「有 J，實語是「好多禮物J; 第二分旬的「有 J，賓語應該是「好多明食J。假如把「有好多
明食J 視為連動結構，那就會破壞了兩個分句之間的平行性。同理， (5)的「湯j 和「明飲j

對舉，兩者應該屬於同一詞性。既然「湯j 是名詞， i明飲J 自然也是名詞。我們認為這是

連動結構 i[有明]Vl[食]V2J 被重新分析為述賓結構 i[有]V[晴食]NJ 的起始點。

下面兩個例子，既可分析為連動結構 iV1-N-V剖，也可以分析為述賓結構 iV-NJ。如

果採用後一種分析，那麼例子中的「明食j 和「明飲J 就毫無疑問是名詞了:

(6) 裝到有人偷墮盤。(看見有人偷東西喝。/看見有人偷飲料。)

(7) 哥哥同埋妹妹一齊去買墮盒。(哥哥跟妹妹一起去了買東西吃。/哥哥跟妹妹一起

去了買食物。)

語通常只會被當地的年輕人所明白，但當地年長人士或者外地的年輕人則會覺得難以理解。 J 這裡有兩點

需要特別注意: (a) r潮語J 主要由年青人使用; (b) r潮語J 不限於口語，網絡上出現的創新詞語也可以算

是「潮語Jo

3 我們之所以不採用口頭調查的方式，有兩個原因。第一，適合的發音人不容易找到，因為「潮語j 在不

同年青人的口語中有相當巨大的差異:第二， r潮語J 原來就包括網語等非口語材料(參看上引「維基百科J

對「潮語J 的定義) 0 r 固 j 、 r OrzJ (失意體前屈)等都可算是「潮語J ，但它們在口語中極少出現。從網詰、

中搜尋「潮語J，可能更加貼合調查的本義。

4 這三個例子中的「明食J 和「明飲J 也可以視為名詞。換吉之，它們都有歧義。參看下文的解釋。
5 有關重新分析的細節，我們留待第 3 節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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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連動結構 fV1-N-V2J (V1 可以是「有J，也可以是其他動詞)的重新分析是「晴食J
和「明飲j 最主要的源頭。

(8)和(9)是香港粵語一種特殊的句式，表存在義，本文暫且把它稱為「粵式存在句Jo í粵
式存在旬j 由三個成份構成。第一個成份是名詞性主語，表示事物的性質或處所:謂語部分
是另一個主謂結構。小主語是一個含[+多]義的名詞性短語(如「幾多明J、「大把明 J )，後頭
的小謂語是「食j 或「飲J:

(8) Buffet 早餐好多墮盒。他助早餐有很多東西吃。/自助早餐有很多食物。)

(9) 去九龍城大把車盒啦。(到了九龍城就有很多東西吃。/到了九龍城就有很多食物。)

(8)的「好多明食J 可以分析為主謂結構，當中的主語「好多曙j 是受事主語。可能是受到
了結構與之類似的 fV1-N-V2J 牽引，也可能是這些旬式內部發生重新分析， í好多明食j
由主謂結構發展出偏正結構的解讀，即 f[好多]Mod[哺食]HeadJ 0 (8)和(9)現在都同時容許兩種

分析，就跟(6)和(7)一樣。這是「明食J 和「曙飲J 的另一個來源。
fO野食 J 和「明飲J 經過重新分析後，發展為成熟的名詞。以下我們會從六個方面證明

這一點。首先， f明食J 和「明飲J 可以受到量詞短語或數量短語的修飾，充當主語或實語:

(10) 喲墮金都唔錯。(那些食物都不錯。)

(11) 好一杯豎盤! (好一杯飲料! ) 
(12) 港式燒豬周末鐵鉤，都4寧、因應件噩盒大細而發展出嘍。(港式燒豬用大鐵鉤，也是

因應食物的大小而發展出來的。)

跟「明食J 配合的量詞，最常見的有「目的J (那些/這些)、「件」、「個J、「舊 J (塊)等等; f曙
飲J 則通常受「杯J、「支 J (瓶)和「樽J 修飾。

其坎， f曙食J 和「明飲」可以在定中結構充當中心語。換吉之，它們都可以接受定語

的修飾: 6 

(13) 吞拿魚米餅同兩樽至新墮宜生。(鱗魚米餅和兩瓶最新的飲料。)

(14) 香港墮盒(粵語版「維基百科 J ) 

第三，它們可以作為光杆名詞(bare noun)，自由地充當主語:

(15) 墮盒幾好都有用。(食物有多好都沒用。)

(16) 環境舒服啦，墮盤同!璽盒要好味啦。(環境舒服、食物和飲料都要好。)

(1 7) 墮盤好快就到，單盒就慢 d o (飲料很拱就到了，食物就慢了一點。)

第四，它們可以充當介賓短語的實語。張斌(2004: 215)指出: f可以位於介詞後充當介
詞賓語是名詞最主要的語法功能之一J。倒子有z

(1 8) 男人時常被監盒吸引。(男人時常被食物吸引。)

(1 9) 對覽室主有興趣。(對飲料有興趣。)

6 事實上，上文提到的量詞短語或數量短語也屬於定語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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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它們可以在雙賓語結構中充當直接賓語:

(20) 等緊你比墅盒但。(正在等你給他食物。)

最後，它們能夠充當動詞「食j 或「飲J 的實語，構成「食明食J (吃食物)、「飲明飲j
(喝飲料)這樣的結構:

(21) ......所以都像我地燒骨食同食鹽盒。(......所以還是我們燒烤和吃東西。)

(22) 飲墅盤時間唔到蓋。(喝飲料時打不開蓋子。)

學者對漢語名詞的界定，大概離不開上述幾點。既然「明食J 和「曙飲J 完全符合這些

要求，那就應該把它們視為名詞。

三 「曙食j、「略斂j 形成的機制及動機

上文提過， r明食j 和「明飲j 有兩個主要的歷史的源頭: (a) 連動結構 rVl- N-V2J: 

(b) r粵式存在旬j。這兩種結構都發生了重新分析。原來分屬兩個句法成份的「明J 和「食

/飲 J ，在年青人的口語裡變成了新名詞。這一節先談談重新分析運作的機制，然後研究一

下到底有什麼因素驅動「明食j、「明飲j 的形成。

重新分析的概念，是由 Langacker (1 977: 58)首先提出的。他對重新分析下了這樣的定義

[Reanalysis can be defined as]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an expression or class of expressions 
that does not involve any immediate or intrinsic modification of its surface manifestation. 

簡言之，經過重新分析以後，句法表面的結構完全沒有改變(例如三個詞的排序仍然是 A， B，

c)，但內裡的結構卻出現不一樣的詮釋(例如由恤， B), C 發展為 A，徊， c))o Hopper and 
Traguott (1993)對重新分析理論作了扼要的介紹，並舉了一些英語的例子，可以參看。

在古漢語中，疑問代詞「什麼 J (志村良治 1996)、「被字句 J (太田辰夫 2003)和處置式

(劉堅等 1995)的形成，都被確認和重新分析有關。其中劉堅等(1995)以唐人社苟鶴詩「但願

春官把卷看J 為例，說明「把+名詞+及物動詞j 怎麼樣由連動式發展到處置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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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他ews(2006: 22η也許是最早一篇提及「明食J、「曙飲J 這兩個香港粵語新詞的學術
論文。他認為「明食J、「噴飲J 源自連動結構的重新分析:

(24) 有好多呀食 ‘(有)好多呀食
Ther宮's lots ofstuffto eat. There's a lot offood. 

本文進一步指出: r有好多明食」之所以發生重新分析，是由一般述賓結構「有 NP J 推導而

來的。我們把(24)改為(25):

(25) [有好多呀]Vl[食]V2 [有 ]V[好多骨食]NP

[有 ]V[好多人]NP

(25)清楚顯示. r有好多明食j 被「有好多人 J (有很多人)這種述賓結構「拉平 J (leveling)了，
因而發生重新分析。如果沒有「有-NP J. 相信「有好多月野食J 就不會產生迷賓的讀法。

「粵式存在旬 I 重新分析的過程，和(25)所描繪的相當接近。「呢度好多明食J 中的「好

多明食J. 原來是主謂闕係。由於受到偏正結構「好多人J 的牽引，所以也發展出偏正的讀

法。「晴食j 順理成章地成了名詞:

(26) 呢度[好多呀]SUB[食]PRD ----+呢度[好多]MOD[呀食]HEAD

呢度[好多 ]MOD[人]血泊

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掉。有人會問:為什麼香港粵語需要產生「晴食J、「明飲J :這兩個

詞?它們產生的動機是什麼?

讓我們看看「食物J、「飲料J 這兩個詞在不同粵語方言中的叫法: 7 

4匕 :Hi

吃得個呀

? 

新會話的形式和香港話一樣。暫時不知道這兩個詞是直接從香港話裡直接借過去、還是源於

方吉自身的發展。廣州話借用了普通話的詞。 9其他方吉對「食物j、「飲料J 基本上沒有一

個特定的叫法，例如東完話就只統稱為「噴J (東西)。古時食材樣式不多，對「食物」、「飲

7 資料來源:廣州(自宛如 1998)、東亮(詹伯慧，陳曉錦 1997)。新會(荷塘)、化州(良光)和南寧(市區)的語

料則由本人的研究計劃提供。

8 r料」唸 35 變調，以 r*J 號示之。
9 北方方吉「食物j 這個詞，本身應該借自日語的「食A物J (注意:北方方言一般管“eat" 為「吃 J )。如

果屬實，這個詞也大概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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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j 沒有一個統稱，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的生活水平已經提高了，食物、飲料的種類五花

八門，那確實有需要產生一個總合的叫法。我們知道，製造新詞大抵有兩個途徑:一是借詞，

即從普通話或其他語言(如英語、日語)借來相闊的詞語:二是從語吉內部去抽取資源，也就

是通過一些特定的規律(如重新分析)去「自鑄偉詞 J 。對於香港操粵語的年青人而言， r食

物J、[飲品 J 這些詞也許太文雅了，他們都不太願意使用這些源自普通話的詞語，於是便從

語吉內部中提取新詞一一通過重新分析，香港的年青人製造了「曙食j 和「明飲j 這兩個新

詞。
和不少南方方吉一聽粵語擁有一批「逆序詞J(或稱「反常詞序」現象)(參看丁邦新 2000

為代表的討論)。一些學者認為這和粵語的個台語底層有關:

青椰子

椰青

菜
一
乾

乾
一
菜

生魚片

魚生

(28) 粵語的部分「逆序詞」

普通話 l 母豬

粵語 l 豬揖

表面上看，同野食J (東西一吃)和「明飲 J (東西一喝)和粵語固有的「逆序詞 J 屬同一性質:都

是中心語在前，修飾的成份在後。當然，兩者的歷史來源很不一樣。不過，我們卻可以說:

由於粵語擁有一定數量的「逆序詞 J ，所以「明食j 和「明飲j 在形成和融合香港粵語的過

程中，不會遭遇到很大的阻力。 r"野食」、「明飲J 彷彿成了一種新的「逆序詞J 。

四總論

本文對 r"野食 J、「曙飲J 這兩個新興詞語的形成和發展作了全面的剖析。我們認為: r"野
食j 和「明飲J 都是通過重新分析而形成的。粵語本來就好像沒有詞語對應於普通話的「食

物j 和「飲料J。這兩個詞的出現，正好可以填補了空缺。

據悉「明食J 和 r"野飲 J 已經被廣州年青一代的粵語吸收了。「日野食J 和 r"野飲 J 會不
會在其他粵語區擴散?它們能否凝固下來，成為粵語的基本詞匯? r明-v J 會不會成為一種

新的構詞手法? 10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作較長時間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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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5 sik6 and Je5 jam2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Cantonese: Two New Nouns Formed by Re-analysis 

Bit-Chee KWOK 

Abstract Je5 sik6 明食(lit. thing-eat) and je jam2曙飲(lit. thing-drink), which correspond 
to shiwu 食物(food) andyinliao 飲料(dr恆的 respectively in Mandarin Chinese, are two new nouns 
commonly used by the young Cantonese speakers in Hong Kong.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functions of these two words, and argue that their formations involve re-analysis of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and the existential sentence. 

Keywords Hong Kong Cantonese, ciu4 jyu5, je5 sik6, je5 jam2, r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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