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臨語文研究 2011 年第 1-2 期合刊(總第 31-32 期):懿 33-43

粵語語法的多角度研究*

錢志安
香港教育學院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提要 本文討論如何從多角度研究粵語語法。所謂多角度，捕的是結合磨時和共時隔搞

時隨層面。歷時方車主要探討粵語在不同時間上的變化和發麗。共時方醋，除了觀察粵語自

身的內部發展之外，我們也比較粵語和其飽語盲和方古(特即是以北方方吉為基嚼的琨代漢

語)，找出粵語在人類語宮中存在的「共性j 與 7個4性 J，鼓分析語吉舟部和外在闊葉，進…

步了解粵語語法的發展和梅爾模式。
聽聽喜司 粵語語法研究、麗特研究、共將研究、類單學研究

一亨i富

一十世紀中葉矮的粵方畜研究主要以珠江三角對站區較有代表性的導方古作為軒象，如

香港粵語、廣外i粵語1 和較為突出(尤其是語譯方面)的問昌地區玉的粵方當2 ，當中較大規模

的潤筆有《珠江三鵝湖方商詞展對照))(瘡的慧和張日昇， 1988)。其他較為偏遠地區的調至

(如選手胃、粵北辜!鑽亞)，相對三!>兒3 ，比較系統牲的有《粵i七十腎、市居警方言調查報告))(詹的
慧和張白屏， 1994)和《粵酒十聽了官粵方古調查報告>)(倉位慧和張白昇， 1998)。擺著經濟間

放和交通網絡的高連發展，人口流動性漸轍增加，自野調查工作變得方便和容易。不少珠三

角怯外的感方育研究成呆陸續面世，當中但括廣西地區4 和海南書人雖然這些共時研究大

都只根據個出發音人的語料，但官們無接增站了我們對息等方富的了解。另一方菌，當把這些

週遴粵方育能材料和過去百多年的粵方古材料七七較，我們會對粵語的歷時發提認識得更清

楚，因為早期材料起載的 4些粵語轉徵的兒於部分局i鑫方盲。國此，要進一步了解粵語演變
的軌跡和原盟，我們需要結合 f體時j 和 f共時j 兩個時輸。

導本文根據作者在君子港語言[學學會學辦的《第十周粵語討論會)) (2010 年 11 月 13 日，香港中文大學)上發

表的文若是修改而成。

l 如 Yue-Hashimoto( 1972)，張洪年(1972/2007) ， 高攀年(1980) ， Matthews & Yip (1994/2010) , Bauer & Benedict 
(1997)和瘡的慧。002) 。
2 學期的有 McCoy(1966)，主要是語音和構擬粵語裡詣，近期的有 Yue(2005)的台山方言。

3 早期的有 Tsuji( 1986)，研突島的也是以粵語祖語構擬為主發

4 部分近期的研究包指李遞進(2000)、棟小燕(2007)、車來生(2007)、自雲(2007)、林亦和單單草余(2008)、據
海倫和林亦(2009)、練海倫和劉村議(2009) 。

5 參兇劉新中(2003)、鄒姦彥等(2006)、我荻等。007)和麥紅等(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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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粵1i畜諸法的歷時研究

堅持研究主要走了解粵語早期的面貌。要調查粵語早期的情蹺，我們有兩種做法:阿拉

賽時 J (叩parent time)和「會將 J (real time) (Labov, 1999)。非實時方式通過對不同年齡發告
人的調查，從而推斷1之問時期的語言了特徵o 1宛如， 2010 年的八十按老人所用的語宮可以視

為 20 世紀 30 年代語育的代表。不過，非實時方法有它的烏龍和缺點。首先，這種調查不可

能故集到時問久壞。曰 150 年前)的語，輯:此抖，發裔人的語言一軍演勢，換句話說，八十主義

的發音人在 2010 年所用的語言並不完全導向他們也生時期(即 1930 年)的語苦，這在一些幾

代同意(8家庭裝尤為明醋，年青一輩銀年喪家庭成員的語言互相影響。 Yue(2004)和 Cheung

(2001)從早朋方言材料中，歸納出早期粵語;最常用的中性問甸甸式為 VP-Neg(如“你食蝕唔

呢? " )，跟現代粵語的句式 V-Neg押?“你食唔食直沒? "有明顯的差別。不過，鄒嘉旦實(1981 ) 

觀察對在…些三代向堂的家庭裹，主宇晨一章(七八十歲以上)也使用 V-Neg-VP，頻率租不夕，

但他們的成長年代都是二十世紀輯，當詩 VP-Neg 仍強大行其道，不蟬，這些義者現在己用

得很少，展目可能是他們跟年青一輩態常接觸，覺到影響，報t&了 V“Neg酬VP 形式。區鼠，
使用非實時方法時要往意語古變化這飼闖京，否知，調查結果未16\能夠完全反映早期語害能

真正面貌。
實時方式分析和比較不同時代的語盲資料，例如，研究上古漢語會周先秦文獻。通通早

摺材料，我們除了可以了解某…時期的語言拭況之外，也可能會發現一些已游失能請育現

靠，如粵語早期的完成體體貌諦「曉J (Cheu嗯， 1997; 郭必之和片時新， 2006)。現在流傳下

來的導方吉早期材料大多來自十九吐紀至二十世紀中葉，內容包羅萬象:介紹中屬文化、教

學指醋、對話練器、聖經翻譯等。告得注意的是，很多材料的編撰者都不是語玄學家或語文

工作者，間是外國傳教士。自十六世紀，不少茜方傳教士來華，為了要融入當組社會，他們
漢語和當地的方言，並編寫會話教輯，文法指南等，讓鑽來的傳教士參考學習。他們

編撰的方古材料(不只限於粵方存)現在成為我們研究早期漢語方古的重要參考資料。當中跟

導方吉有害切關{系的傳教士要算為槽遜(民的訓 Morrison)6 ，他害， 指28年出版的A Vocabulaη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語字省)) (Morrison, 1828)一般都被認為是粵方言早期文字材
料中最早的一餘7 ，此書 2001 年的鑰敦的 Ganesha 出版社重郎。

由於這些傳教士的母語都不是漢語或漢語方盲，有人可能會質聽他們記錄的資料是否準

攏。從下面闢段文字，主主們可怯石在認這些早期材料的研究價值。

Bolton(卸的: xxxii)在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Morrison, 2001)的重刊序宮中指
出

it seems clear that Morrison's achievement in his Vocabulary [i.e. A Vocabulary ofthe Canton 
Dialect] was not simply to provide a practical dictionary and phrase book for one particular 
dialect of Chinese. His wider achievement was rather to establish a precede技t for missionary 
studies of Chinese dialects that would prepare the way for dialect dictionaries and dialect 
studies, which would reshape Chinese language study and eventually influence the baihua [白
話] movement and the later reforrns that paved the way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putonghua 

nationallan學lage.

6 為禮遜(Rohert Mo剖son)(l 782-1834)對漢語和中盤文化研究貢獻不少。他 1807 年來萃，立立在廣州和澳門

居住了一…二十五年回他曾編寫過不少詞典和翻譯聖經絡。有關馬續滋奎、漢語的賣點參晃來燕萍和片路新(2006)。

7 會川雅之(2009)找到兩份比馬機滋(182的更厚的方言材料， {旦筆者未曾參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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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200 1 a: 198)比較過傳教土和趙元在二十世紀初記錄的潮安方盲，播有以下的評論z

A comparison of these “ less professional" materials with the late Professor Chao's materials 
often provides confidence of di益'erent degrees in the former: the la佼佼 serving as some kind 
of check of possible change from the former, or affirming the possibili勾r of the 侃istence of 
certain categories in the former. 

51文中的 less pro_羚ssional materials 是指傳教士竿期鎮寫的方言材料。由此可見，傳教
士記誨的資料頗為可靠，質章是十分寓，就獲得不少語言學家和漢學家晶高度詩價(參見主義常

培(1 930)，許光華(2000)，葉農(2004)等)0 島
蹲了赫科質黨(qualíty)之外，我儕部要考慮數;最(quantity)的問攏。如果同一個語言特徵

在不同作者和不舟，性質的方富特輯中反讓出現這就不得不讓我聽認為有聽特徵曾經存在於

早期的方宮，換句話說，頻率(如quency)是另一個我們需要考，盧的因素。錢志安(20 1Oa)調查

四十多套十九世紀初三至三十世紀中期的專方言材料，發現 1940 年前的被動璟前大都是

f被L 悶不是整黨動詞「昇j。由設有關琨象出現在不同的訪料，作發因JJt龍、為「被j 來自

當時的書面語可能性不亮，間為我們很難想像在早期特輯中，不向作者在不問時期都叫起受

害面語影響。此外， 1940 年後被齡標3日有明顯的轉變: í昇 j 取代了「被j。如果醬面語的
影響是用來解釋早期被動標記 f接 J，這主黨需要解釋的是為何 1940 年後的方盲材料中能被動
標記卻沒辛苦受醬醋語影響。 9

通過早期封料來探索粵語歷時發展的研究己有不少，如中性問句(Yì帥， 1993b, Cheun銬，

2001þ 方舟補器(Yi芯， 20位已體貌語(Cheung， 1997，郭必之和片同義， 2006，片悶蜓， 2010) 、
指示代訶(張訣年， 2006)、音系分軒(Cheung， 2006)、動補結構(Yue， 2001 b)、比較勾(如e，
1997þ 詔童和社會文化的關係(張洪年，詣。。鄒嘉縷， 20。你雙實動調「勞j 的語法化(Chin，

2009， 2010b多 20日，魏玉敏， 2010) 、勾末助語(梁仲瓏， 20的， L叫峰，如10)和清末時期的粵
方吉何法(楊敬字， 2006)等。

三輯方畜語法的共時研究

共時研究主要分析當代語盲和方盲，它可以再分兩個層建D: 內器和外在。內部研究主要

比較不闊的粵方吉:外在研究比較粵語和其他方吉(特點是~t方方吉)和語言，復誦找出粵諸

位個性和特性。

3.1 粵語內部比較

各個粵方言地區在全社會文化背景不一，粵語的發展有所不同。例如，香港粵語脂岔路英

語的接鑼較為頻繁，所l?l香港粵語中有不少源投英語的將來詞(張洪年， 2000)，這報纜州或

其他地盔的粵方言很不一樣。此外，粵語雖熱是漢語方盲，位它的發燒跟周濃的非漢族語吉

也有草鞋坊的關f系。因蛇，當混們討論粵語語法峙，需要考慮甜言接觸(l絡部age contact)追飽

問黨。

S 關於傳教士的蟻語方古著作，參見當汝杰(2002) 。

?楊敬字(2006: 109)語、為 1 昇 J 和「被j 在是學語里發值相峙，所以「波;有可能由「界J 所取代。主主們不同
意這個說法，間為很多漢諾方盲的雙實動詞都可以擔當被動標記的功能。是學論「界J 取代{被j 應該銀兩

個知語的讀音沒布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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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和深入了解粵方言的發展，主主們要盡童掌握多一些方富材章等。過去對每方畜的了
解都只集中於一些主要城市的方-言，如香港粵語或廣州粵語。這些大坡市人呵成分權隸，能

說三各種方古站站吉的人實在不少，因此，這些城市的粵方吉並不單純，當中夾雜其他方言或

語言的成分。近幾年，交通網絡發達，田野調查比性前方使得多，不少周i鑫地區豆能粵方、調

查報告和專著陸續留i設，這學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我們艷導方宮的認、識。有些冊連城市的方

吉還保關部分早期每1i盲的特繳:廣東開平方哀的中世間旬章用句式的是 VP-Neg(余靄芹，

1992); 十九世紀常用的時接實話標記 r :ì通 j 在廣東礎性方言軒然混過(Chin， 20 1Oa) 。

3.2 跨語宮和跨方富比較

粵語作為人類語言之…，它也擁有人類語盲的一些重要特點，如同樣有名詞、動詞、數

訶等詞類。現代語言學其中一個分支是語吉類型學“(linguistic typology)，通過分析不問語言，

歸納出一些語吉特徵類肘，基按i車拉特徵把語言分類。 Chin(201 Ob)把粵語問接實諾標記來
源歸納為兩大類:趨向動詞 fj過 j 和雙賞動詞 f昇 J，這兩類間接實語標記在其他語吉普遍

存在=當者有英語的的法詣的心接者期多見於東南亞語言，如春語、越南語、老攝語等。

粵語的特尉之處在於它同時有這蝠類標記，在其他語吉較為少見。

要進佇跨語宮的類型學比較，我們需要有大量漢語以外的龔耗，但是收集和整理有關資

料鼓不容易。幸運地，境時有一偶龐大的互動語音數據庫:的r封Atlas of Lan，♂:tage Structw制

(Dryer & Haspelmath, 20日， htψ://wals.info弓，'Ë搜羅了超譚一千種世界語宮，立全對過百禮的
語言特徵進佇分類。這些特徵但括諧音、詩索、名認、動認、語序、經甸、複句嚀。數據庫

並在地輯上顯示這些語言特撤類別的分悔。

指按數據庫內的語吉特徵大都取持與其f車站吉學家對個別詣吉描寫的語法專著

(refe記ncegramm閥〉因此我們使用這些資料，要替別小，心。以變質句為例， Haspelmath(20 11 ) 
棍據兩備實譜是否帶上標記，把雙實句分為四輯: (l) indirect object; (2) double-object; (3) 
seconda句-object; (4) mixedo Indirect object 類雙賓甸的間接實語會有語語標記(marker)，宜接

賓諾貝IJ沒有(如英語的 1 gave a book to David， 時接賓諾 David 龍有介謂的; Do油le-object

類則要磨兩餌賞話都帶標記，要尾聲兩個都不帶標記(如英語的 f 伊ve David α book); 

Secondary-object 額賠 indirect-object 顯相反，直接寶語帶標記，間接貿諾貝IJ沒有; Mixed 類

同時混合以上任何兩種類阱，英語是其中一餾樹子，它既有 double-object 類句式: 1 gave him 
a book， 也有 indirect-object 類句式: 1 gave a book 10 him 0 

從數據庫相闋的語言特徵分的捕關，我們看到粵語雙實句躁英語的一樣，被歸為 mixed

類， H品pelmath 根據的是 Ma吋lews & Yip(1994: 137-138)的雙實句倒子，如“我昇錢你"和
“應諾現花-1(-但"。 “我昇錢你"的兩個實語都沒有標記，屬於 double-object 嚼。 "jJ，星接送

花子手信"的時接實吾吾有標記{昇j 悶，屬於 indirect-object 類。因此，控制pelmath 認為粵語

雙寶句是 mixed 類型。但是，粵語變質甸的結構並不簡單，有研究已經指指(Tang， 1998, Xu & 
Peyraube，的功，錢在安， 20 1 Ob)，當雙實動謂是[昇j 和直接蜜語較短時，間接實諾標記[羿j

目為跟主動認同音，所以多被當略，所以“我并錢你"應是由起我昇殘拜你"簡化市成。

"世紀粵語薯，時接寶語標記主要是 i :ì撞 J (Takashima & y1肘， 2000)，由主空間接實語標記和

雙寶動鵲(昇 j 不一樣，所以時接實話標記大多不被省略，所以會有“我并錢i過你"的句子。

由鈍，粵語雙賓句應該屬於 indirect-object 類，孺不是 mixed 額(Chin， 20 lOb)。由此可晃，分
析共時跨語吝輛車再峙，義們要反覆思考和細心考譚。

10 鶴於粵語「努j 的語法地位，見的法(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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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盟海部古麗百聽之地，長期以來漢人和非漢人共同屑住，語言接觸十分常

見。粵語在;諧音、詞區和語法上，合二嘗不少非碧藍語的底層成分(參見 Yue(l 976， 1991)和

Bauer(1996)的討論)。這韓非濃語成分很多都可以在鄰近東南亞語言矗域(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area)的語古拉對對應成分11 ，這些都是長期語盲接觸的麗梅矗域性語富特徵(areal
linguistic fea如res)12 。問此，當我們找對粵語…些跟現代漢語不一樣的語言特徵峙，我們可
試把調資範闊擴大到這些用i蠱的非漢語(包括境內的夕數貝族語吉13 )。讀菌南寧粵語很多特

蝕都跟壯語有鶴，部結果禱詣的語序(輯必之， 2010)和賜入對轉(郭16'之等， 2008) 。
除了銀漢語怯外的語育比較，我們{ßï'lJ以把粵語跟其他漢語方吉比較。不墟，傳統的漢

語方吉學主要集中在音韻和詩睦繭餌範疇，對話法甚少觸及14 ，主要揮自是很多學者都認

為方言之間的譜法差異不大。 Chao(l 968: 13)曾經指出:“it is in matters of gram摺ar that the 

greatest degree ofuniformity is found among all the dialects ofthe ChÌnese language"。九十年代
開絡，漢語方言語法陸續引起觀控，當中有聞部著作值得注意: ((漢語方吉語法麵鑰)> (黃伯

樂. 199的和 Compαrative Chìnese Dì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Yue, 
1993吟劉丹膏。008)在 Comrie & Smith(1977)的程提下專為漢語方音，譜法類鼓學研究增寫的
《語法調查研究手時》。曹志耘(2008)出版了跟恥rldAtlas of Language &的Ictures 性質相近，
含有的一千種漢語方言資料的豆漢語方言雄攝黨》。這些著作綜合和技集眼福的方言語法研

究成果，為漢語方古研究提供新的框援和資誨。

從數型學的角膜看，獲諾方玄可以分為兩大類別:自方方盲和北方方古(Ramsey，

1987)的。余露芹(1988)指出在很多諸法結構裹，方古之時存在不少丟在廳，有些;在請黨成語
法標記方面，如程度攜諾(extent complement)標記，粵語用[至山，現代漢語用「得 J (如“但

喊到聲Y.J' " 和“他哭得嗓子都啞了" )，助詞 f 的 J 的用法(朱德嘿， 1980); 有些則在語序方

面，如比較句(Yue， 1997)和雙實句(劉丹膏， 2001, Ch的， 20恨，張敏， 2011)。前當提及的中
性問旬在漢語方育中也有類型學意義(Zhu，的嗨， Yue, 2006)1益。

四 方寄語法質科控集和合研

資料的搜集方式可以影響研究結果和結論。方吝資科一數1'ìJ拭參考已出版的方言調查報

告和專著，不過大部分方古輯查都集中餾別發音人的語料，這種做法對了解個別方富的面

貌，十分有用，可以說是方吉調查能首要任務和聲本動作(羅仁地， 2007)。不過，請喜是備

動態系統，不斷演化，單還個別發裔人的語料不足以讓我們完全了解方苦的響化和發展。當

我們知道早期方言和現代方古有差異峙，我們可以通過不時發裔人的語料來找出這些歷時語

1I東南亞語吉恩域的語寄來自幾儕語族或吉普玄，如藏緬語、鼓瑤謗、卡俗話、南亞語和孟高棉議等。相路

的搞過可參見 Enfield(2001, 2005), Matiso鑽訕。3)， A對aldo(2009)等。
12 有關監域性語玄學和相闋的語言于接觸踐象，參見 Mei & Norman(1976), Hashimoto(1976), Tsou(1976, 1979, 
1999), Mati囂。ff(1991)， Bisang(1996, 1999), M揖nornaivibool & Tsou(1998), Chappell(2001), Enfield(2003)，發行
(2005), Ma約1缸州(2006)， Sybesrna(2008)，吳福祥(2007， 20俑， 2009)， Kwok, Chin &恐怕(201 1)等 ω
13 近期廣闊地區的語言言論查報告都加入當地粵語以外的方宮和非漢語語宮貸料，如謝建獄(2007)、羅黎明

等(2008) 。
14 過去十多二十年出版的方育提資報告，都附有約一百個研j甸的語法部分，不過每樣主要句式(如繫詢旬，

雙重電甸、比較句等)只有一兩個研句。

的 Norman(l 988)甚至分為三類:南方、北方和中部。他罵了十項語言特徵(主要是詢鹿和語音)來把漢語傳

統七大方…占領分為這三類，參曳 Norm紹(1 988: 182) 。

16 有關更多南北方言語法類型學上的獲獎，參見 Yue(l 993器，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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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差異的原盟，這些原因可能涉及認輯、文龍歷史和語言接觸等語言外在思素。我們可以用

年齡作為變數，把年長和年會的發音λ分類，觀察他們的話苦和使用狀況。此外，我們告可

以接用其他變數，如性別、教有程度、工種(如l投入)等分析提料。
Chin & Tsou(in press)哥哥葦海南省三亞講話17 時，發琨結果播音苦的語序大多為[動一黨一

措J，如“打繭隻老鼠亮"。同時，他們發現年輕一輩也使舟 f動一補…實j 語序，部“打

死躍雙老鼠
2衍5 歲、 55 豆葉和 70 歲。最年輕的才交對邁詰既有語j芋[動一賞一講j 的接受度和使用度只廳
一般，相反，年長的兩位對[動一構一實j 語序的接受度和使用度很低。表一丹出造福種語

序的分佈。

發音入 1 (70 歲) I 發告人 2 (55 巍)

12 13 

從通話聽補結構語序的分析，我們看封語法結構並不去是一成不變，只要通握i適當和攝謹

的鵲盔那分析，我們可以整理由演變的軌遠。

各種漢語主要句型在大部分方吉調牽報告褻都只有零散的訓示如雙實句主要是“給我

一控告表" j這樣的典型旦有J予，但是其他雙賓動訶呢?正如七面所論述，在粵語聽黨句中，當動

[昇 j 前車接貿語又矩的時{喔，說話人傾向者略問接實話標記[昇J，所以"給我一技

筆"這樣的雙寶句只能讓農{門了解動詞{與j 較為特別的情況，其他贊賞動詞是苦也有同樣
能現象呢?

墳東從化市的粵方7宮穹伺時{棧吏舟閱接賞語標吉記己[過J 和[昇J，如“我i退是本霉i蘊巍/昇你

捉f單詳期單粵粵專擎-方言材料料"我們知道[昇 j 是後起的標記，從化方古的問接實話標記 f昇J 應該是

受廳長N或香港粵語影響的，但值得我們進一萎了解的是:什麼人多用 íi是 j 或多用「弊 J ? 
哪些雙賓動詞已經不用「攝j 而轉用「昇 J ?這些問題不能單靠個別發青人或三þ葷的但j句來

解答，我們箭要通過嚴謹的調牽模式，如想括不悶雙寶動詢和實諾(不用品度/定指或不定

指)的句子和不同背景的發奇人等。 Chin(20 1Oa)通過一百多摘雙實句句于謂查從化方言草蓮問

接實語標記[昇j 和[過J 的使用情氓，調資對象有四位，年齡由 20 多歲至U 70 多歲。調查

發現部分雙黨動諦，如[報J 和[椅J，仍多用闊接賞諾標記 í :i通 J，原因是相醋的動作鼓不

是真正的「給予j 行為，所聽 f接受者‘ J (recipient)並沒有真正擁有物件，間接實語標記 f
跟有關的語義並不完全相芋，國此使用頭率較恨。

有時，句法演變可能向轉涉及諸盲內部和外在樹素。在 Yue(1997)跟四十多位香港粵語

聲音入調整苦的防較句中，出現了兩種句為“我錯意使多過你丹和“我比你史錯意伍"。“我
比你史錯意佳"是受普通話或現代漢語影響。要有意思的是，出現在普通話句型的動詞大都

是那些可帶實詣的故態動詢問，如「驢車; J, í ，t圳、[討厭 j 等，作者認為這控動詞如果用

上粵語的句式，會脊妓義。"張玉錯意李四多過五五"既可以比較全語「張玉j 鞘「王五j

喜歡李闊的程度，tE.可以比較「張三j 喜歡「李四 J 和喜歡[王五j 的程度。如果賠上[比j
字句，如“張三三比李凹史錯意五五"，有闋的i垃義就不存在。 19

17 有關三亞邁詣的特點、背崇和跟粵語的關係，參見江荻縛。00ηG

18 這些動品既苟安程度創諦修飾，也可帶賞話。

"張洪生存(2006)認為早期遠街代詞 rn個 J 的音調自陰差去變為路上的現象都是銀歧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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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飼樣合語吉內部和件在由黨的譜法結構是雙實句。 Peyraube(l 981)指出上世紀八+

年代的香港大專學生已經使用帶有北方2萬序的雙賞旬，如起我送你呢本書"、 “我并但一本

書"事1] "我送拜你呢本書" (Peyraube, 1981: 36-38)0 Chin(2009)在 2006 至 2007 年期間調查
通四十位不同背主義的香措粵語發音人，結果顯示 Peyraube 觀察到的現象在三十年後的今天

仍然存在a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位受訪人接受或使用等問現代漢語拼我給他送了一本書"

的句式，即起我羿但i是咬一本書"鉤。原間是什麼呢?

粵語雙黨動詞{捍j 有三各種譜法功能，其中一種是使役動詞(ca的ative verb). 表示准許

如"我羿位打籃球"。 21 這種句式跟“我弄促送咬一本書"一樣，都是 NP1 昇 NP2 V 

NP3 0 臨十位發音人都不接受“我并但送唯一本書"為雙賞句是因為它聽起來是個使投旬，

表示“我讓他送了一本書"，他們都表示句子不完整，缺9>了接受者，他們認為較完聾的句

子應該是“我并但進唯一本書并張玉"，意思是“我讓他蛤張三道了一本書"。由此可見，
一個語言或方言不是毫無線件和宙語地吸收外來的薪勾起如果新句式在該語音或方宮中會

引起溝通上的寄:亮或歧義，它的認受性就會大大降低。

五結語

語言是個動態系統，它會臨時間， .地區和使用者雨變鈍。此外，諾畜變化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福是個漫長的i間里內~ng， 1969, Yue, 1993跡。我們需要通過嚴謹的調查方式，授多
加留意和發三夸其他方言和語育的資料，本著 f 大自農{接投、小心求證J 的錯度，梳理出語言變

化的攝制和自素，這樣才能深入了解粵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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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f Cantonese Grammar from Diachronic, 
Syn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y C. Ch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udies of Cantonese grammar from diachronic, 
synchronic, and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by drawing cros今linguistic and cross間dialectal data with 
an aim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ntonese dialects and to e位l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為e

development of the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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