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書面語的現範化問題

華~ {士 才祟

規範化的意義

人類所以為萬物之靈，很可能是由於人類有較翟雜的語言系統。

語言的最大功能是思考和溝通。一切精密的思考，都要通過語言去進行。但任何語

言都可以作為思考的工具，不能隨意判別孰優孰劣。講國語的人，絕不會就因此比講廣

東話的人有頭腦。有人覺得廣東話哩俗，其實只是語言環揖做成的錯覺。在語言的立場

說起來，每種方言都有同等地位。掌握了一種方言，本來已足夠讓我們去思考，雖然多

會一種語言，思考的模式或有不同。但不管一個人懂得多少種語言或者方言，思考之際

最常用的，恐怕還是他從小掌握的第一語言。因此在語言與思維的層次上說，每個人只

要有一套自成系統的語言就行，不必請求甚麼語言規範化。

再說，無論語言怎樣分化，方言間的差異有多大，總是按著一定的姐律分化，在語

音、語法各方面，能夠整理出可以理解的對應系統。因此我們都能通過任何一個主要漢

語方言，去掌握全部漢語文學。@譬如只會說廣東話，固然可以讀古文，但何嘗不可以

讀《紅樓夢幻何嘗不可以讀老舍?這說明了語文姐範化，在過去並不算甚麼問題。

可是近二十年來，許多語文工作者，對姐範化作了不少探討，這是為甚麼呢?在香

港，我們對這個問題應該有怎樣的理解呢?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尤其是後一個問題。

理論土，思考可以各人用各人的語言，但思考的成果，要交流傳遞，人類文化才有

進步。最直接的交流是用口頭語言，但口語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很大，不能傳之久遠。

我們今天得以了解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還是要通過古代的書面語。為了溝通，我們需

要共同的交際工具。在口頭語還不能一致的時餒，至少需要一致的書面語。規範化的意

義，原是很明顯的。正面的理由不必多說，這襄只提出一點，就是姐範化其實完全合乎

漢語的歷史發展方向，不是憑空加於漢語的控措。用母語思想，用文言寫作，中國人已

經習價了二千年。從前人讀古書、寫古文，就表示接受了傳統的規範。今天書面語用白

話，不過是順應漢語發展的趨勢。中國幅員儘管遼潤，幾千年來基本上全國一直採用規

範了的書面語一一文言，所以文化得以長足進步，要是今天我們倒任由它混亂下去，漫

無準的，顯而易見的會招致生活上種種不便，說得嚴重一點，那真會妨礙文化的發展。

@ 參考趟元任《北京口語語法》第九頁，李榮編譯。收在《語文彙編》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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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懷接規範化的作用。他們說現代書面語既然是口語的反映，而口語是變動不

居，不斷發展的，因此不能要求所有人根攘一定的標準說話，只好聽其自然。而且方言

有許多豐富有力的表現法，寫文章值得採用。總起來說，他們以為姐範化足使語言僵

化，而且對語言使用者有太大的約束。不錯，語言不得不變，變是正常的現象。而且正

確與否，取決於使用習慣，原沒有絕對的規條。可是我們要注意怎樣理解規範化。首

先，沒有事情是絕對有利的，漢語要走規範化的路，當然得付出代價。從前人朝夕誦

讀，務期寫得一手通順文言，就是當時付出的努力。實現現代漢語的姐範化，總要賣不

少氣力，過分強調服從現範，確也可能有約束的意味，使語言僵化。但反過來說，一任

語言混亂、含糊，就失去了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意義，不能準確地立相溝通。並且，規範

不是靜止僵硬的教條，因為語言不斷在變，語言反映的客觀世界不斷在變，而我們對語

言發展規律的認識，也在不斷進步。比方說，字典除了描寫語言，也有規範語言的意

味。但我們看世界上著名的字典，每隔若干年必另出增訂本，這說明語言本來沒有絕對

的現範。蘇聯語言學者都山薩在《關於文學語言規範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只有

在現存的現範最後固定在詞典裹的時候，任何文學語言姐範化的工作才可以被認為是完

成了。"@其實語言固然可以暫時固定在詞典里，但規範化不可能有絕對完成的階段。

提倡姐範化，只是針對目前語言運用的偏差，使語言朝著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向前進。

-
一

?其語書面語發展概況

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殷商甲骨文辭，接著是周代銅器銘文(金文〉。有些學

者認為周代金文與商代甲骨文在語注結構上極其相近。這本來無足怪，因為在任何語言

里，語法結構是最牢固的成分。〈周祖誤用語言融合論解釋這個現象，認為商人文化較

高，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勢力頗大。周人雖是征服者，但不能消誠商人的語言文化。商文

化成為勝利者，得以保存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摳，並繼續按其姐律發展。@)

到了春秋戰國，漢語書面語已表現出相當的一致性。到底其時的口語與書面語有多

大臣離，今天不可確知。不過在對話的紀錄里，能夠見出作者企圖保存一些口語語調。

至少我們可以說，當時的書面語比後世的古文或文言文接近口語得多。下及秦漢，這一

致性尤為顯著，除了方音不同，在語法和詞涯都有更強的統一。西漢末搗雄作方言，提到

“通語"、“凡語"之名，已經有共同語的觀念。一般學者同意，在秦漢之際，中國書面語

已經確立。早期倘若書面語與口語相應，在秦漢以後就逐漸分離，形成昕謂文言。(胡

適《白話文學史》第一章即謂戰國時文體已不能與語體一致，至1漢代古文已成死文字。〉

這種文言，就是以後通行了近二千年的書面語。

@ 見《中國語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總四十一期第甘六一廿九頁。

@ 見周祖誤《從文學語言的概念論漢語的雅言、文言、古文等問題>> ，收在《文學語言問題討論

集》。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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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向來重視文字，文字就是寫定的書面語。中國書面語寫定之後，穩定性非常

強，尤其是儒家典籍，歷來備受尊崇，成為道德、政治、以至一切文章的最高標準。這

對於語言典範的建立，自然有極大作用。晉代摯虞提出一切文體皆本於孔門軍經。到劉

諷作《文心雕龍>> ，更明說“文章本原、莫非經典"，因此以為文能宗經，可以救當時訛

濫之弊。唐代韓柳論學文之道，皆求之於六經，下及清代章學誠，更謂一切文體皆備於

戰國。凡此皆足以說明春秋戰國時代的書面語，對構成二千年的散文傳統，起了極大作

用。叉後世文家以為虛字的運用是文章的神髓，但研究虛字的重要著作，許多取材於先

秦典籍。如王引之《經傳釋詞)) ，顧名思義，主要取材的範圍是九經三傳。(自序:

“自九經三傳及周秦兩漠之書，凡助語之文，遍為搜訂。")雖然先秦典籍上虛字用法頗

不穩定，但後世虛字的運用，也不甚出其範圍。八十年前馬建忠用拉丁文法為根攘撰

《馬氏文通>> ，昕用材料仍然以韓愈為斷，可見“文言"的穩固與地位。

在以文言為正統書面語的前提下，歷代文人都要講求現範化。文理不通，指的往往是

不合規範。也許在背棄儒家經典的時代，語言變動較大。例如六朝，一方面美文傾向於字

句之新巧，另一方面有些書面語傾向於口語化，如陸氏兄弟、王羲之父子的書札，世說新

語和某些筆記小說，今天反不容易懂。但競誇新巧這個現象很早就吽語言保護者注意，

提出警告，不久叉同使了姐範。本來沒有人能夠阻止語言的變化，但在中國，大凡儒家

勢力盛大的時代，就是書面語言更加穩定的時代，雖然這對於語言的發展不一定是好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漢語一向受外來影響少。蒙古人漏洲人統治中國，很快便受中

國文化同化。漢語中只有少數詞語是從蒙古語借來的。漏洞、l話見於漢語的較多，但還是

有限。倒是六朝時受佛經的影響不少，六朝本來比較特殊，有些地方可以和近代並觀。

這些情況，幫助說明了古漢語何以能長久保持穩定性與全國一致性。

至於近幾十年一般的書面語是白話文，這是誰都接受的事實，不必再提倡，也毋庸

抗拒。白話之名，可能由戲劇中“說白"的“白"而來。戲劇中的對話，當然接近日常口

語，而白話文正是宋元以來以北方話為基體發展而成的書面語。這種書面語最初出現於唐

宋禪宗和理學家的語錄、諸宮詞、話本和筆記小說中，其後在金元北曲、明代章罔小說、

擬話本小說中加以發展，成為現代書面語的基聽。近代(指十四至十九世紀元明請各

代〉漢語方言以北方話為主，漸漸滲入其他方言區，十六世紀以後吽做官話，差不多取

得了共同語的地位。有些語言學家把漢語方言分成七區，據統計，說北方話的約佔漢族

總人口百分之七十。@這趨勢與白話文學的發展配合起來，加上政治、社會等因素，到

了五四時代，遂輕易取得了書面語的地位。

現代漢語的規範化

語言是有生命的。經過長期的分化、整化與消磨，現代漢語與古漢語的書面語，面

@ 見袁家聽《漢語方言概要》第廿二頁，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一九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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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土有顯著的不同。但現代只是過去的延續，我們不能把現代語言與傳統割斷。文言與

白話也沒有太明顯的界限，而白話文從清末以來，也經過了許多變化，才有今天的面

觀。這些變化無暇細細分析，但我們應該注意近百年來，中華民接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劇

變，整個文化受到影響，在語言尤其顯著。當然有些現象是世界性的，現代人對語言的

困惑，絕對不是中國人昕獨有的，只是中國人書面語的形式剛經過大變，叉面臨現代科

技的衝擊，一時不容易穩定。譬如五四以來有些作家，寧向西洋取法，也不屑向傳統小

說借鐘。一般人把握不住自己的書面語，不免做成偏差一一生硬、含混、累贅，甚至不

像中國人說的話。白話文流行了好幾十年，出過不少善於運用語言的作家，文學方面也

有好作品，而且從民國初年起，小學開始用白話文為教材，三十年來內陸叉大力推行普

通話，可是書面語的混亂情況，似乎還見存在，近期《中國語文》雜誌仍然有談姐範化

的文章，可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語言的姐範化，包括語音、詞權、語法三方面。同一種方言裹，有普遍為人接受的

語音、詞疆、和語法。在方言與方言之間，語音往往是同字異音，差別最大;詞握有時

是同義異詞，差別在其次;語法結構則是語言最穩固的本質部分，差別最少，方言聞語

法結構姐律的不間，只表現在細節上。書面語沒有語音的問題，卻另有字形的規範問

題，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昕以這襄談書面語的規範，只在詞握和語法上說。

姐範化原是針對方言與共同語的歧異說的，但我們要求姐範化，也兼指要求語言使

用的合理與準確。凡不合語言習慣，在用詞、造句方面有偏差的，就是不合詞權與語法

的規範。近年來一般人都同意，姐範的基礎是加了工的北方話。說得明確點，就是以典

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姐範。承認了書面語要從口語加工，就等於說口語與書面語可以

有臣離，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朱自清曾經提出用“上口"與“不上口"去判定白話文是否理想。@但口語跟書面語扭

可以有臣離，“土口"恐怕就不是唯一的標準。文章可以很口語化，也可以距離語言稍為

遠一點，全得看文章的性質和個人的風格。現代語言學者以為每個人都有衍生語言的能

力。就是說，我們日常說的話，很可能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的，只要合乎語法，別人就

會接受。如果“上口"指寫文章要像每個人口頭那樣說，恐怕行不通。我們口頭也許不會

說:“我們去閒步一岡。"但寫下來，卻不覺得怎麼突兀。小孩子最先學會說的話，也許

是“爸爸"、‘1萬媽"，不會說“父親"、“母親弋事實上，也許現在沒有一種方言管父親吽

“父親"的，但寫文章用“父親"，沒有人會提出異議說那不上口c 朱自清最有名的文章

《背影)) ，劈頭第一句就是“我與父親不相見巴二年餘了弋不但用“父親"，整個句子也

不太像現代白話。再看這篇文章有一句短短的口語:“爸爸，你走吧! "可見朱民自己還

是管父親吽“爸爸"的。又朱自清舉了一個例子:“你抵能循著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

流清淺。"這是徐志摩“我昕知道的康橋"里面有一旬，朱民以為在口頭說起來，大概是

“想像那清淺的河流"，可見“想像那一流清橫"是不上口的。徐志摩句子做得好不好，不

@ 見朱自清《理想的白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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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見討論，但這類較為美化的散文，本來容許與口語稍為有些臣離，多加點文采或文

言成分，並不為過。昕謂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為姐範，是世界上各種書面語發展的共同

方向，胡適提出“文學的國語"，以《儒林外史》、《紅樓夢》等書為典範，也正是這個

意思。

當然，容許某種程度的“不上口弋並不是說書面語可以不合語言規律。違背了語法

想律，我們吽傲不通。不通是相對於通而說的，我們不難透過比較分析去判別句子通不

遇。北京大學編的《現代漢語》提出一種檢查講話錯誤的方法，名為“類比法@"，其實

這個方法我們也許都會不自覺地用過。“類比注于是我們對一個句子發生懷蜓的時候，就

按照原句格式的做若干旬，放在一起比較。如下面這句子:

“他們用的是落于控演唱的。"( a ) 

如果我們難看一旬，糊塗起來，一時說不上通不通，那就不妨按原句格式的造幾句:

“我們用的是筷于吃飯的。" ( b ) 

“他們用的是卡車裝走的。"( c ) 

“我們用的是熱水洗的。" ( d ) 

的造句子的內容，最好取材於日常生活，以使我們根攘對口語的感性認識去判斷。細察

底下仿造的幾旬，我們不難察覺不妥當， (b) 句可以改為:

“我們用筷于吃飯。"

“我們是用筷于吃飯的。"

同理， (a) 句也可改為:

“他們用落于腔演出。"

“他們是用落子腔演出的。"

這里且就香港人習價聽的糧句中舉一個例子，看看“類比法"管不管用。我們聽電祖

台天氣報告，常有“天色密雲"這個鐘語c “天色密雲"到底合不合語法?我們用類比法檢

查一下。“天色"是循正詞組(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中心語，另一部分峰飾或補充中

心語) ，我們用結構相同的偏正詞組和它對應，如“水色"、“山色"。“密雲"也是偏正詞

組，與密雲對廳，我們可以用“濃草"、“茂樹"、“巨浪"、“微技九於是我們得到下面這

直接句:

“水色五痕。"

“水色微控。"

“山色濃草。"

“山色茂樹。"

顯然這幾句都不能成立，“水色"、“山色"都不能接受“巨浪"、“微波"、“濃草"、“茂樹"

這樣的名詞詞組修飾補充。同理，“天色"習慣上也不能受“密雲"位飾，這樣的句子破壞

了漢語姐律，我們似乎不能因為每個電觀台都說這句話就接受了它。蘇東坡有“水光蠟

@ 見《現代漢語》二三二頁，收在《語文彙蝙》第十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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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之旬，“水光，:“山色"之後，漢語的習慣是接以形容詞修

飾，不能接上名詞詞組。秦少游詞有“山抹徽雲，天粘衰草"之語，“抹"字“粘"字，用得

很呵，我們可以討論“天粘衰草"、“天連衰草"里的“粘"字“連"字那一個用得好，不能說

那一個對，因為兩者都合語法。陶詩“山蝶餘靄、宇曖徵害"，當然是詩化的句于，但是

在語法上絕對通，如果改為“山色餘靄"，立刻就有問題了。對於文學作品的語言是否也

要合語法的問題，可以在此附帶討論一下。原則上，合語法在任何情形下都是需要的，但

在文學作品裹，語法的彈性較大。尤其是在詩歌，語法結構愈鬆散，意象愈突出。詩人刻

意營造意象，有時全句不用動詞，不用虛字。如溫庭筠的呵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語法關係極其薄弱，意象卻特別鮮明。再舉江掩有名的“春草碧色，春水綠技"為例，這

兩句也是一個名詞詞組緊接在另一名詞詞組之後，但在詩化的句子，詩人有特權去盡量

壓縮語言，以求特殊效果。這兩句可鵬為省墨句，是“春草含碧色，春水泛綠技"的省

旱。(“天色密雲"則無論怎樣添補也還是不大通，因此不能作省墨語看。〉南朝文風，

歷來招致不少詬病，我不贊成墨守成規，過分迂執，但我相信這樣運用語言的特權，不

宜人皆有之，不然終成為無政府狀態。

到了現階段，注意這個問題的人漸多，語言學不斷進步，作家的語言日趨成熟，將

來總會影響到每一個使用中文的人，前景可說是相當光明的。

回 香港的特球語言現A象

香港是廣東南疆誼海小島，百餘年來經歷過許多變化，最後發展為現代化工商業部

市。分析香港的語言現象，應該先從粵方言的發展談起，這襄只能作最簡單的敘述。

兩廣原非漢族發源之地。周秦以來，漢人與漢文化逐漸南務。在西晉末、唐代和南

宋，有好幾次大規模移民，使漢族與土著的人口比例懸殊。

由於交通阻隔，粵方言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繼承了不少古漢語的特點，最常見的詞

彙如盼、企、佢，都是古漢語。

今天北方話襄大部分詞是雙音節詞，粵方言襄卻保留許多單音節詞。

叉由於地理環揖和民族雜居，粵方言吸收了一些非漢語成分。兩廣早期土著的語言

屬憧個語系，今天粵語“細想"吽“龍"，“擲"吽“挂"，“一塊"吽“一嚐九“腹面"吽“騙"。

這些詞在其他漢語方言里找不到，很可能是從憧語接受過來的。此外，粵方言的構詞法

也有特點，有些雙音節詞，修飾性詞素放在被峰飾詞素之後，那本是偉語構詞的特點，

如粵語把“客人"吽“人客"、“公議"吽“軍車公"、“乾菜"吽“菜乾"之類。

百年來香港站在第一線接受西方的影響，因此香港粵語的外來詞語比其他漢語方言

多，隨便可以舉出不少。例如英語凡帶 S輔音的，香港人習償用“士"字音譯，巴士、士

多、貼士、士的、多士、士扭、士巴拿等是。
有了這些因素，粵方言在漢語中與民革共同語(北方話〉差別較大。語音長期分化

的結果，方言間的歧異程度原不一樣，倘若在歐洲，粵方言與北方話，可能成為兩國的

不同語言。歐洲古羅馬用拉丁語，後來由於地壩、政治、文字上的分歧，形成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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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的語言不同，其實這些語言的差別，跟粵語與北方話的差別不相

上下，不過中國向來政治上統一，書面語相間，因此我們不覺得粵語與北方話是兩種語

言而已。

叉粵方言文學相當發達，見之於粵司區及其他俗曲的，不乏有價值的作品。長期以

來，更形成一種特殊的書面語，雖然有些口語還沒有對應文字，但習見的語音差不多都

能寫出來。語氣詞如喝、喇、職、略、曙、蝶、腔，巳足以代替的、了、啦、吧等普通

話語氣詞。今天報紙上仍頗流行刻意用粵方言寫的文章，如甚麼怪論之類。

粵方言有深厚的背景，而方言的鞏固表示消磨過程的緩慢，昕以粵語在口頭上與書

面上有頑強的勢力。方言無分優劣，普通話說“從前六廣州話說“舊時弋“舊時"可有詩

意得多，唐詩宋詞也用“舊時"的:“准水東邊舊時月";“舊時王謝堂前燕";“舊時月

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但學生寫文章，倘有這麼一句:“舊時我家住在新界"，

要不要把“舊時"改為“從前"呢?這值得好好想一想。方言襄有些生動的表達法，有時改

成普通話，失色不少，但一般恐怕不至於太嚴重。普通話在發展過程中，可以不斷吸收

其他方言成分，詞權和表達法可以豐富起來，不過每個人用(里語方言，就不好懂。電影

李雙雙劇本襄有兩句話:“沾你甚麼弦t "“好大的抬神t "大概我們不會明白，後來電影

改成了:“關你甚麼事:'，“好大的神氣t "那才合乎姐範。@前面說追求姐範必領付出代

價，譬如老舍最擅長用北京土語，寫白話文似乎不妨大量運用北京話，但他自己說過:

“我在《龍鬚溝》襄本來用的北京土話比較多，因此有很多人不能全部了解，演出就很

受限制， ......我近來l&欽多了。"@老舍用北京土話的態度尚且如此，我們該用甚麼態

度處理粵方言，我想可以有一個大概的認識。

再舉一個實例談談對待方言的問題。譬如“肥"字，是多脂肪的意思。今天普通話

里，“肥"專指人以外的動物，“胖"則專用於人。攘說鄭州不論人畜都可以用肥，河北石

家莊不論人畜都可以用胖，如“豬長胖了"。但廣州話則不論人畜，一律用“肥"，不用

“胖九古代“胖"字固然指人，如“心廣體胖"，“肥"也未嘗不指人，如三國志董卓傅裴注

51英雄記謂“卓素肥"。同時“肥"也可指動物，如孟子“店有肥肉，廠有肥馬"就是。大抵

“肥"與“胖"的分別，是“肥"肯定多脂肪，“胖"指豐漏，大個于也許少不了脂肪，卻沒有

強調出來。至於廣州話與普通話那一個用法合理，是無從中j別的，但倘若我們寫這樣的

句子:“這個人很肥"，恐怕廣東以外的人總不習慣。有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他初來香

港，看見“牙醫"這個名稱不大明白，還以為是獸醫，因為他們習慣上以“齒"為人的牙

齒，“牙"為動物的牙齒，我們吽“牙科"，他們吽“齒科"。可見不合語言習慣容易產生誤

會，這些誤會必然妨再語言達囂的功能。

今天北方話區城通行的詞，在書面語襄差不多都已固定下來，成為規範化的依攘，

@ 見于根元《合乎規範，生動易懂一一從電影李雙雙語言談起>> , ((語文學習》第五期-0/\

頁，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八。 1

@ 老舍一九五五年五月甘四日在中國科學臨語言研究昕召開漢語兢範問題座談會上發言， 見王

力等作: ((漢族的共同語和標準音>>.放在《語文彙編》第廿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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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太鷗"一詞，僅河北一省就有許多吽法:

老爺兒、爺爺見、爺爺、日頭、日頭爺、日頭影兒、臨婆兒、前天爺、佛爺兒。

但事實上差不多各地都適用“太睡，'，至少聽得懂看得懂“太歸"這個詞，因此在姐範化的

書面語裹，不妨用“太盟"，其他同義的方言詞，只好任其消磨。

粵方言在香港既有絕大勢力，因此自身還在不斷發展，不論語音、語法、詞涯各方

面，也許和三十年前頗有分別，就是我們唸中學時代學生的語言，和今天中學生的語

言，已經不同。好些例子倒是朝著姐範化發展，如我們今天都吽“電話弋不吽“德律

風"，吽“郵票"多於吽“士t旦"。不過，固有的詞彙一步步走向組範化之際，新的煩惱也

不時發生。譬如在學生口頭流行的“扶碌"、“老土"、“疏扶"，我們大概不必擔心有人用

之於書面語，但有些面藐土像書面語的詞，有時會見於筆下。例如這幾年流行“純情"這

個詞。結構上“純情"是偏正詞組，是形容詞加名詞變成的向心格名詞，但在香港則作形容

詞使用，有點像前面談過的“密雲"。接陸志韋漢語的構詞法，有些向心格的形容詞組，

可以由形容詞加名詞構成，主日嚴格、長命、高級、博學。“純情"用作形容詞，不是絕不

可能，但陸民舉的例于很有限，都是接受已久的雙音節形容詞，恐怕不能用這個原則大

量創製新詞。接受了“純情"，是否也得接受“純智"、“純力"、“純學"、“純義"等詞，而

且看做形容詞呢?目前報紙上，學生作文中，已經有“純情"出現。歸納起來，“純情"可

能有多情、純潔、天真無邪、不懂事的意思，其實相當含混。當然這不見於現代漢語詞

典，也許是從日文借來的，像許多別的日本借詞，漢語吸收它並非不可能，但我還是不

願意看見學生寫出:“她是個很純情的女孩子。"大抵今天在香港口語中啡除它，已不容

易，能否在書面語接受它，還得看進一步的發展。

至於語法，前面說過在方言間只有細節土的不同，但在香港卻有頗大的困擾。正由

於語法有極強的穩固性，方言區的人講普通話，寫白話文，往往保留一些方言語法的習

慣。例如普通話的雙賓語句式，直接賓語在後，間接賓語在前，如下面的旬于:

“給我一本書。"

而粵方言語序相反!

“給一本書我。"(粵語會說“俾本書我"0 ) 

叉普通話副詞的位置，在被位飾的動詞之前，如:

“你們先走。"
“多吃點青菜。"

粵語習慣則反是，寫白話文容易變成:

“你們走先。"

“吃多點青菜。"

雖然這樣寫也未嘗看不懂，但是不足為法，而且在建雜的句子就可能影響到理解。普通

話和白話文教學，可以通過兩種語法的對比分析，指出歧異的地方，語法土的偏差，可

能比詞涯還要嚴重，因為語法基礎崩潰了，就吽人無昕適從。

還有，香港的中文，在語法上受英文的影響太大，如上面舉出的例子:“給我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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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給一本書我。"英文不是可以同時說 Give me a book或者Give a book 10 me麼?

副詞的位置，英文也有這樣用的，“你們走先。"“吃多點青菜。"正是 You go first 和

Eatm位e vegetables的直譯。香港的中文有不少是從英文譯過來的，譯得劣拙，反過來影

響中文，於是筆下的中文也變成不中不西。近來已經不少人注意這些現象，希望將來能

逐步改善。目前這些劣譯勢力大極了，甚至從書面語影響到口語來，只要留心聽幾分鐘

廣播或電臨的語言，準會發現一些問題。再這樣下去，恐怕將來連廣東話都說不通了。

五結語

經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大墨了解香港面臨的窘鐘。事實上，五六歲的孩子，在進小

學之前，都已頗能掌握母語。學習書面語，只是把巴掌捏的語言用書面語形式表現出

來。(當然我們說過書面語要從口語加工，但口語與書面語不是兩種語言。〉現在語言

學家和心理學家，對兒童怎樣獲得母語的過程很感興趣，雖然經過不斷研究，到今天仍

然昕知不多。他們用獲得 Acquisition 這個詞，不用學習 Lear世時，因為他們相信任何正

常的孩子，都具有天賦的語言能力，這包括使用語言的傾向，和掌疆人類語言普遍性的

潛能， (有些學者強調不論甚麼語言，都具有共同普遍性。〉昕以母語不需要學習，只

有對外國語或第二語言，才用“學習"這個字眼，尤其是 Chomsky講變摸律語法這一

派，認為兒童都與生俱來有一種能力去掌握語法結構姐律，一個旬于是否合語法，可以

通過我們的本能知識Intuitive knowled阱，根攘行為準貝UBehavioural criterion去訣定。一句

中文通不通，找中國人看一看或聽一聽就可以憑直覺下判斷。這樣說起來，香港人對於

書面語，真有先天的困難。我們進了學校，都要另學一套，從小掌揖的語言不但不管

用，更會不時引起干擾。不過前面說，從書面語去學習書面語，在中國已經行之數千

年，而且頗有成效，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參考傳統學寫文章的方法，一方面留意現代語言

學研究成果，尋求合理的解決途徑。傳統通過熟讀去學寫文章，其實是吽人浸淫在書面

語裹，固有可取之處。但要注意，今天缺乏的是傳統的環鐘，一般人要用最經濟的方法

學成書面語。語文教學到底要照顧實際的情況，不同的環垣要用不同的方法。

中國過去的書面語，雖然統一而且穩定，但不能與一種有普遍性的方言結合，以至

方言間距離漸遠。今天的白話文飯以全國百分之七十人口用的語言做基礎，加以傳播媒

介及交通發達，提供了史無前例的局面，加遠了方言的消磨，將來香港人漸漸講普通

話，與書面語一步步接近，並非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說，寫好了自話文，書面語合乎想

範，對於學習普通話，也有很大好處。口語也常常受書面語影響，尋求書面語姐範，對

推廣普通話也有一定作用。

語言愈混亂的時代，往往是要求現範化愈急切的時代。我們看南朝之末，針對詞

權、語法競趨新巧，劉澀、力主宗經;針對語音的分歧，陸法言摸作切韻，都有現範當時

語言的意味。今天我們不必用同樣的方法，但作為作者、教師、且至語文使用者，對這

個問題都應該有一定的理解。起範化的原露，只是使現代書面語走上更健康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