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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是漢語的重要方言之一，主要分布在廣東省的中部、北部、西部，香港和澳

門，以及廣西的東南部廣大地區。東南亞各國、北美和澳大利亞等地的華僑也有不少說

粵語的。操粵語的人多達四千萬以上。粵語是很有特色的方言，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它

又分成很多次方言或土語，比較著名的有廣府話、四巴話、欽廉話、高雷話、鬱林話。

各土語只在本地區通行，各地軍家初次見面不大容易通話。有的土語(如四巴地區的台

山話) ，其他粵語地區的人過乎聽不懂。唯有以廣州話為代表的廣府話通行面廣，它主

要通行於珠江三角洲一帶和廣東北部、西江沿岸，而廣西的東南部以及南寧、百色等城

鎮的“白話"也與廣州話很接近。整個廣府話區各地的語音雖有內部差異，但都公認、垃l廣

州話為它的代表。各地昕演的粵劇或粵語廣播，都採用標準的廣州話。

本文只研究分析廣州市區內現代廣州話的語音系統以及廣州話語音變化(主要是變

調〉的情況。

一、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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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廣州話有十九個聲母， 3月j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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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母說明:

( 1 ) p、 t、 k 分別是雙層、舌尖、舌根不送氣的清塞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p) 、

(t) 、 (k)。這三個音與普通話的發音大體相同。英語音節的開頭沒有這些音。英語的b、

d、 g 是不送氣的濁塞音，而 p、 t 、 k 是送氣的清塞音，都聽廣州話不同。只有出現在 s

之后，英語的 p 、 t 、 k 才變成不送氣的清塞音，與廣州話的這三個音接近。如 speak

(說〉、 stand (站)、 sky (天空) ，其中 s 後的 p、 t、 k 都讀作不送氣。

( 2 ) p‘、 t\ k‘是送氣的 p、 t、 k，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p‘〕、〔的、 (k‘〕。這三個

音與普通話或英語都大體相同。

(3)m、 n， :g是與 p、 t、 k 同部位的鼻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m) ， (n)、〔叫。

m、 n 這兩個音與普通話或英語相間。廣州有小部分人不分 n、 1 (往往把n變讀為1)。

B 這個聲母普通話沒有。在連讀的時候，因為語音同化的關係， 普通話偶爾會出現這個

聲母，如“東安"、“平安"中的“安"字，有一個近似 B 的聲母。英語沒有以 g 起頭的音節。

( 4 ) f 是唇齒清擦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f)。這個音與普通話或英語都相同。

( 5 ) 1 是舌尖邊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1)。這個音與普通話或英語都相同。

( 6 ) h 是喉部清擦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h) ，與英語的 h 相同。普通話沒有這

個聲母。漢語拼音方案的 h 是代表普通話的舌根清擦音 (x)，發音部位比廣州話的要前

一些。說普通話的人發 h這個音時要把舌根放鬆，像呵氣的樣子即可發出來。

( 7 ) tI、 tJ'、 J 是混合舌卅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t!) 、 (t1')、 (J)。這組音的

發音部位不很固定，往往受後面齣母的影響而移前移後。普通話沒有相當的聲母。這組

音的發音部位大致在普通話舌尖音 ts、 ts'、 s 與舌面前音 tç、 ti('、這之間。英語的 ch (叫‘〕、

也(J)與廣州話發音相近，如charge (記帳)、 she (她〉中的 ch 和曲，分別近似廣州的

叫‘和 1 ， 但廣州話的發音部位比英語的還要靠前一些。英語沒有與廣州話 tI 相當的音c

( 8 ) w、 j 屬半元音，發音時墨帶摩擦，分別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w)、 (j) 。這兩

個音與英語的 w 、 y 相同。普通話沒有這兩個聲母。漢語拼音方案的 w 、 y 屬元音性

質，沒有摩擦成分。

( 9 ) kw、 k'w 是圓厝化的舌根音 k， k'，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kw)、 (k'w) 。發音

時雙層收攏， k 和 w 或 k‘和 w 要同時發出。 w 在這襄是表示自厲的符號， 屬聲母部

分，不是元音，不屬介音性質。這兩個聲母與以 u 開頭的鈞母相拼時也可以省去表示區

居符號 w，如“姑"是 kw+u，“宮"是 kw+un，只記作 ku 和 kun。同樣，“蘊"是 k'w+u，

“繪"是 k'w+凶，只記作 k‘u 和 k‘ui。但並不是說“姑"、“宮"、“鑑"、“槍"的聲母是

k.. k'。過去一般人都把這兩個聲母看作 k， k'，這樣處理不能反映廣州話的特點。在說

廣州話的人看來，“姑"、“官"等字與“瓜"、“闊"、“光"等字的聲母相同而與“家"、

“緊"、“江"等字的聲母不間，前者屬 kw 聲母，后者屬 k 聲母。試比較下面兩組字:

祖 kw+u 寡 kw+a

觀 kw+un 光 kw+ot)

冠 kw+un 軍 kw+這n

孤 kw+u

觀 kw+un

管 kw+un

家 k+a

江 k+ot)

緊 k+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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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欄兩字的聲母相間，右欄兩字的聲母各不相間。

再從聲母與晶母的結合關係看，也說明上面的看法是正確的。廣州話 kw、 k'w兩個

聲母眼前母的結合關係與w這個聲母完全一致p 凡是能跟w柏拼的前母都能跟kw或k'w

掛 (k'w 聲母的字少，有些音節無字) ，凡是不跟 w 相拼的前母也不跟 kw、 k'w 相拼。

攘統計，眼 w 和 kw、 k'w相掛的前母有如下十八個:

可'1- kw- w- kw-

a wa1 蛙 kwa1 瓜 lU wiU4 榮 kwiU2 炯

al wai6 壞 kwai1 乖 ik wik8 域 kwik7 就

an wan1 彎 kwan1 關

。 w01 窩 kw03 過

aU wau4 t黃 kwau6 逛 00 woU2 枉 kwOB2 廣

ak wak8 劃 kwak9 擱 ok wok8 獲 kwok9 國

且i waï1、 威 kwãi1 龜 u wu1 ，鳥 kwu1 姑

且n w且n1 沮 kw且n1 軍 Ul wuF t旦 (k‘wui2 潰〉

aU w句4 宏 kw且U1 聶 un wun2 碗 kwun2 #目曲

at w且e 屈 kwat1 Æ向主， ut wut6 活 (k‘wut9 括〉

上表的“鳥"字是聲母 w 加葫母 u ，“姑"字應該是聲母 kw 加晶母 u; 同樣“潰"字是聲

母 k'w 加鈞母 ui 。所以，儘管為了簡便省去了表示圓唇聲母的符號 w ，“姑"、“讀"等
字的聲母也應看作是圓唇聲母 kw 或 k沛，而不是 k~ k'。
廣州話中有些原屬kw、 k'w 聲母 0、 oU 、 ok 晶母的字，如“過、廣、礦、狂、郭"，

現在有好些人(特別是青少年〉讀作 k03 、 k‘oU 2、 k‘OU3、 k‘oU4 、 kok9，消失了自屠作
用，這種現象可能成為一種發展趨勢。

(10 )從歷史土看，廣州話有一個零聲母(即古影母的字，現在有些人讀作元音開

頭) ，廣州有部分人習價把它讀成舌根鼻音吵，如“丫"a1、“埃"C!) ai1 、“i幻" au3、“晏"
an3、“輯" au1、“鴨" ap9、“壓" at9、“缸" ak9、“歐"如1 、“底" ãm1 、“鶯"句1 、“握"

且k7、“病" 01、“澳" OU3、“安" on1、“骯" OU1、“惡" ok9、“蜜" UU3 、“屋" uk7 等字，又

可以讀成 ua1、 uaF、 uau3、 t)an3、 ......，這種叉讀是一個普遍的趨勢。由於零聲母只出
現在陰類調而 B 聲母一般只出現在鷗類調，二者不對立，而有一部分人把零聲母讀成 B 聲
母，我們認為可以將兩個合研為一個 3 。與上述現象相反，廣州和香港有不少人(特別
是香港的青少年〉把 B 聲母的字(主要是來自中古提紐隨調類的宇〉讀作零聲母，如
“牙、牛、偶、眼、我、外、......

二、齣母 廣州話有五十三個葫母，另外還有三個是用於吸收外來詞或象聲詞或表

示形容詞後綴等音節的鈞母(這三個前母沒有字音，出現頡率叉較小，在下表中外加括

號) ，列表如下:

@“埃"本讀 oi\ 但現在廣州人習慣讀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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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P 

pun1 

tUÐ1 

wut8 

fuk7 

jy' 

jyn1 

yt t‘yt9 

齣母說明:

( 1 )廣州話有扎扎 e、 i、 0 、 u、 y、閏八個元音，除了這之外，其餘七個元音

都能單獨作齣母。

( 2 )元音 a (包括單元音 a 和帶齣尾時的 a )是長元音。 ai、 au 齣中的齣尾 i 和

u 很題。 a、 ai、 au、 an、 alJ幾個前母與普通話的大致相同。

( 3 )元音量不能單獨作曲母，相當於國際音標的伊)，發音時口腔比 a 墨閉，舌

頭也稍為靠後，而且時間每促，可以看作短的 a 。這兩個元音經常出現在相同的條件下，

對立非常明顯，因此 ，a~詣，(肉是兩個不同的元音音位。普通話沒有這個音， kon“根"、恤，

“更"中的 9 近似廣州話的道，但開口度沒有益大。英語的 gun (槍)、 but (但是)

中的 u 與廣州話的逼近似，但舌位沒有益那麼靠前。由於且是個非常逅的元音，函、 ãu

兩齣中的齣尾 i 和 u 就顯得長。

( 4 )元音 e 除了在d 中是短的以外，在其餘各齣 e 都是長元音，開口度也較大，

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e )0 em 、 ep 、 et 三個齣母只出現在口語宴，合這個音的音節都是

有音無字的。

( 5 )元音 i 的讀音與普通話的 i 大致相同。 i 、旭、 m 中的 i 是長元音。 it)、 ik

中的 i 是鐘元音，開口度稍大，比國際音標的(1)還要開一點，接近 (eJ。廣州話的 iU

與普通話的 ilJ有明顯的不同。如“英"字，廣州話 (rlJ)，普通話 (ielJ)。

( 6 )元音。的讀音比普通話的 o 開口度大，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0)，但 ou 齣中

的。較間，相當於 (0)。除此之外，其餘各齣中的 o 都是長元音。

( 7 )元音 u 的讀音與普通話的 u大致相同，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u) ， u 、 ui ，un，ut各

齣中的 u 是長元音，前面三個齣母與普通話的大致相間。 ulJ、 uk 兩齣中的 u 是短元

音，開口度稍大，比國際音標的 (u) 還要開一點，接近 (0) 。廣州話的 uu 與普通話的

可有明顯的不同。

( 8 )元音 y 的讀音與普通話的 y 大致相間，相當於國際音標的(叭， y、 yn、 yt 中

的 y 都是長元音。

( 9 )元音回相當於國際音標的〔但) ，是圓唇的 (e )，普通話和英語都沒有這個

音。法語 neuf (九〉中的 eu 近似廣州話的白。由、恆。、自k 三個晶母中的但是長元

音，但y、自n、自t 三個齣母中的但是埋元音，而且較間，相當於國際音標的(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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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甲、 8 是自成音節的鼻音齣母，叉吽聲化前母，是單純的雙層鼻音和舌根鼻

音。這兩個葫母不與其他聲母相畔。

(11) 以塞音 -p 、 -t 、志為齣尾的齣母，普通話沒有。英語雖有以 -p 、 -t 、 -k或

-b、 -d 、 -g 收尾的音節，但與廣州話的不同。廣州話的塞音齣尾不破裂(沒有除阻) • 

發音時只作發這些音的姿勢而不必發出來，如 ap 苗，先發元音 a. 然后雙層突然緊

閉，作發 p 的姿勢I1lP停止，其餘類推。

( 12 )廣州話的 -m 、 -n 、-:g前尾本來是分得很清楚的，但現在香港有不少青年人

把原屬-:g鵲尾的字讀成 -n 前尾，倒如“電燈"的“燈" tã:g 1 讀成“撮" tãn\ “匙羹"

的“囊" k均1 讀成“根" k加1， “學生"的“生" Sa:g 1 讀成“山" San1 , “文盲"的

“富" ma:g"讀成“蠻" man4。
(13) 土面八個元音之中， e、 i、 0、 u、自各包括兩個音值: e ( e 、 e) ， i (i、日，

。〔。、 0) ， u (u、 u) ，但〔恆、 Ø) ，由於它們出現的條件不同，可以立捕，兩個音值只

作一個音位處理。

三、聲調 廣州話有六個舒聲調，三個促聲調。根攘葫尾的不間，廣州話的音節可

分兩類，鵲尾為 -i、 -u、 -y、 -m、 -n、勻的和不帶任何齣尾的，吽舒聲前;前尾為 -p、

國t 、屯的JUj-促聲前，出現舒聲晶的聲調吽舒聲調，出現促聲前的聲調叫促聲調(叉吽入

聲)。中古漢語的平、上、去、入四聲在廣州話已各分化為二， I1lP陰平、臨平，陰上、

臨上，陰去、隨去，陰入、陽入。另外，陰入襄頭叉因為元音的長短，分化為兩個調

值，一個是原來的陰入(叉吽上入) .一個吽中入。這樣，廣州話目前一共有九個聲

詞，但按音高來說，陰入的音高相當於陰平，中入的音高相當於陰去，陽入的音高相當

於陽去。實際上廣州話只有六個調位. I1lPi重入、中入、陽入可以看作是陰平，陰去，陽

去調的變體。列表如下:

調 舒

聲
調

促 聲
調

類 陰平 鷗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睡去 陰入 中入 陽入
調

河，可 」 4 .-1 4 4 
可 4 4 

值 53 55 11 35 13 33 22 55 33 22 

例
分 讀 紛 價 司11 份 忽 發 佛

字

聲調說明:

( 1 )根攘一般習慣，把陰平、陰上、陰去分別標作第 1 、 2 、 3 詞，把陽平、

臨上、鷗去分別標作第 4 、 5 、 6 調，把陰入、歸入、中入分別標作第 7 、 8 、 9 調。

( 2 )陰平有高降'i 53 和高平叮叮兩個調值。除少數字只讀高平調以外，大部

分的字都可必讀高降調，或者兼讀高降和高平兩個調值(詳後)。高降調有點像普通話

的去聲，高平調與普通話的陰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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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陽平的調值是低平.J 11 ，快讀時稍徵有點下降，但一般以低平調為標準。

( 4 )陰上的調值是高升-1 35 ，與普通話的陽平相當。在說話時，陰去、臨平、

陽上、陽去(即我們昕標記的第 3 、 4 、 5 、 6 幾個調〕往往可以變讀為高升調(詳

後〉。
、( 5 )陽上的調值是低升;1 13 ，或稍高一點，接近-1 24 , 近似普通話上聲的后

半截。
( 6 )陰去的調值是中平-1 33 ，臨去的調值是次低平」盟， 二者比較接近，普

通話沒有與這兩個調子相近的調值，初學時容易相混。

( 7 )元音的長短影響入聲調值的長短。陰入的調值是高平可呵， 由於廣州話的

陰入一般只出現短元音吉句，昕以陰入的調值應描寫作短的可呵，但是近幾十年來，在

一般人的口語里，一些由益(即短的 a )構成的前母的字有變讀長元音 a 的趨勢，而聲

調仍然是高平調，因而陰入除了有一個短的高平可 55 之外，叉增加了一個長的高平

叮叮。如“黑"、 “制"、 “握"、 “乞"等字，原來讀崗U 、 tS‘且幻、拉kï (或

ãkï) 、 h且tï，屬短陰入，現在口語一般叉讀 hakï 、 tS'akï 、:gakï (或 ak可〉、 hatï，

屬長陰入。後一種讀法元音都是長的 a ，聲調也比前面一種讀法長。其他長元音前母出

現在這個調子的字都屬長陰入調。

( 8 )中入的調值是中平-1 33 ，它是從陰入分化出來的一個調類。屬於這個調類

的字原來都是長元音齣，但由於有些字典陰入有對立，如“必" p的， “瞳 "pit斗，

“戚" tS'ikï , “赤" tS 'ik -l (口語讀 tS‘ek-l ) ，昕以中入已從陰入分化出來，另成一個

詞類了。和陰入相似，這個屬長元音出現的中入也有少數字是短元音茵的，如上面的

“赤"字，作讀書音時(如“海外赤子" )讀 tS'ik斗， 是短的中入，作話音時(如“赤

米" )讀 tS'ek斗，是長的中入。

( 9 )陽入的調{直是-l 22 ，嚴格地說，陽入也有長短兩個調值。凡是出現長元音

齣母( ap 、 at 、 ak 、 ek 、 ip 、 it 、 ot 、 ok 、 ut、 yt、自k) 的屬長臨入調，例如“狹"

hap8、“辣" lat8、“額" :gak8、“石" Sek8、“葉" jip8、“別"pits、“學" ho日、
“活" wut8, “月 "jytt “藥" j田肘。出現短元音齣母(句、通t 、偉、 ik 、 uk 、恆心
的屬短鷗入調。例如“合"崎p8、 “日" j且t8、 “墨" mãk8、 “敵" tik8、 “六 " luk8、

“律" læt80 考慮到陰入、鷗入、中入長每兩個調值的高低相同，只是長短不同，而調

的長短是由元音的長短引起的，屬條件變讀，因此可以把它們看作一個調的兩個變體。

( 10) 陰平的兩個詞值， tJP高降'i 53 和高平叮叮的分合問題，曾經有過各種論

述。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陰平調的兩個調值已分化為兩個不同的調類;一是認為

這兩個調值是一個調類的兩個變體。這里我們把陰平的兩個調值出現的條件以及使用的

情況嬰加介紹。

廣州話的陰平字〈包括各種詞類的用字) ，名詞用字讀高平調與讀高降調有交叉現

象。大致情況是:少數字只讀高平調，如“貓"、“蚊九大部分的字靠讀高降和高平兩個

調值，即在某一場合讀高降調在另一場合叉讀高平調。動詞、形容詞或其他詞類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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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讀高眸詞。

第數不多的外來語措詞用字(蒙、啤、歐等〉和方言用字(輯、獎等) .一般只讀

高平詢。

有的字作名詞或合成詞中的中心成分時讀高平謂，作動詞、形容詞、量詞或合成詞

中的權飾成分時讀高降調。

此外，單獨稱呼人的單音名字(或單音姓氏)或者稱呼雙音人名而後面一個字為陰

平時，往往讀高平詞。

土面所述僅僅是一般的習價，有些字讀按常有兩可或因人而異的現象。陰平大多數

字都可讀高降調，兩種讀法真正對立的不多。即使五摸了，一般也不致產生意義土的混

亂，頂多說是給人有些不自然的感覺。這說明陰平還沒有分化成兩個互相對立的聲諷。

四、變調 廣州話聲謂的變化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連讀變調，一是習慣變詞。

連讀變謂是指在說話或者朗讀時由於字謂互相影響而發生的變化;習慣變調主要是指在

說話時由於說話的習慣，某些字詞所發生的變化。變調後詞義也跟著發生變化。

(-)連讀變調 連讀變調比較簡單，主要是高降調的陰平字出現在另一個陰平字

或陰入字之前饗讀高平調。其過律是:

1. 高降調在高平謂之前變讀高平調:

'i 53 +叮叮『叮叮+可 55

例如:開窗、香蕉、烏龜、東糕。

2. 高降調在高降調之前變為高平調:

'i 53 +可 53 →可 55 +可 S3

例如:將軍、江山、飛機、抽筋。

但體讀時也可以不變，尤其是在文言語句裹，不變調恐怕更標準一些。如“將軍百戰死"

裹的“將"字，“江山如此多攝"裹的“江"字。

3. 高降調在陰入之前變為高平調:

'1 53 +叮叮(陰入) _,,' 55 +可 ss (陸入)

例如:東北、山谷、三放、祖屋。

此外，一些表示詛屬關係稱謂的聲音詞，後面一個字讀〈或變讀〉高平詞或高升詞

時，前面一個字不管原來屬什麼調，一律要讀成低平詢:

可 55 +可 55 __ .J 11 +可 S5

例如:媽媽、爸爸。

1 35 + 1 35 -r .J 11 +可 5S (或 1 3S) 

例如:姐姐、仔仔.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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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1 11 •.1 11 +叮叮

例如:婆婆、爺爺。

←122 十 -1 22 •.1 11 + 1 35 

例如:弟弟、妹妹。

其他的詞，也有因重疊而變謂的，但僅限於幼見用語。如:

79 

(間11 )覺覺， (學〕行行， (屑〕啡啡， (摸〉冒盲， (食〉餅餅， (著〉鞋

鞋， (捉〉虫虫。

(二〉習慣變調有兩類:

1. 高平變詞 有少數字在某些特定的詞當中(或表示某一特定的意義時〕要變讀

高平變詞。這些變謂不屬連讀變調，而是詞的字調的特殊變化。例如:

讀高平變調

人:一個人(僅僅一人) ;提見人(提迷

藏)

欄:魚欄;措欄;生果欄(“欄"是貨撞〉

姨:姨〈母之妹) ;阿姨

姐:姑姐;家姐(大姐〉

扳:扳頭;夠扳

耐:有錢耐(不太久) ;未有耐(為時向

早〉

不變調

一個人一份

欄杆;欄河

姨媽;姨丈;姨表

姐妹;表姐;大姐

氣派;派勢

好耐(很久) ;耐用

2. 高升變調 在口語宴，陽平、輯上、陰去、陽去、踴入、中入的字，有時變讀

高升變詞。這些字，有的單獨成詞(多為表示某一特定意義的名詞) ，有的只充當合成

詞裹的一個成分。在合成詞或詞組裹，高升變謂多數發生在後面的一個字上，處於被(直

飾和限制的位置上。

一飯來說，比較口語化的詞，某些專名或姓氏，常讀高升變調;書面語化的詞多用

原誦。

與高平變謂不同，高升變調由於習慣不同，一些人使用得多一些，另一些人使用得

少一些。昕以，有一些詞常有變調與不變調的兩可現象。這類變謂的字可且說是舉不勝

舉的，例如:

鷗平讀高升變謂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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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謂的例子

錢

斜

古錢;有錢有勢

斜鷗

銅錢;

傾斜;

金錢;

斜坡;

洞房;平房;大房(長房〉

白糖;黃糖;片糖;煎糖

軍人; 好人;証人; 新人(新的

專門

房產;

冰糖;

大人;

人〕
大門;前門;正門;鐵門;名門;

(技術〕

有錢;使錢;賺錢;車錢;銀錢(元)

黃斜〈黃色斜紋布) ;的斜(的卡);

科布

一間房;大房;廚房;房門

牛奶糖;夾心糖;花生糖;麥芽糖

男人(兼指丈夫) ;女人(兼指妻

子) ;新人(新娘〕

後門;積門;泠門;熱門;專門(特

意〉

變調的例子

房
糖
人

門

陽上讀高升變調的字

變調的例于 不變謂的例子

眼
友
女

臨一眼

工友

婦女;少女;兒女

淚眼;

朋友;

男女;

一眼井;一眼針

姻友;嘲條友(那個家伙) ;西裝友

大女;仔女;養女;肥女;契女(乾

女見〉

陰去讀高升變謂的字

變調的例子 不變謂的例子

架子;發射架;大陸架;闢手架

聲帶;熱帶;海帶

紙片

地帶;

你片;

褲頭帶

卡片;屎片〔尿

三胸架;衫架;丟架(丟臉);

官架

腰帶;皮帶;

肉片;鐵片;

明信片

搭架;

筆架;
鞋帶;

魚片;

布) ; 

架

帶

片

陰去讀高升變謂的字

變調的例子 不變謂的例子

話

面

大話(謊話) ;好話(好說) ;話別

正面;後面;四面;方面;市面;世面

廣東話

全面;反

大袋;袋鼠塑膠

園地

會議;省會;會面;會話;會演

田地;大地;土地;場地;

水路;門路

天地;
公路;

講話;笑話;神話;好話;

表面;台面;鞋面;水面;

面;斜對面;出面;有面

衫袋;褲袋;行李袋;紙袋;

袋;帆布袋;手提袋

大會;小組會;工會;社會;會場;

開會;晚會;小刀會

質地;心地;盡地;土地(神〉
來路貨〈進口貨) ;走路(逃走)

袋

會

地

路



饒秉才歐陽覺iTIi 用無忌/廣州話語音研究 81 

歸入讀高升變調的字

變調的例子 不變調的例子

盒鞋盒;紙盒;飯盒;火柴盒 一盒餅

局衛生局;郵局;書局;政治局 布局;棋局;定局;賭局;當局

中入讀高升變調的字

變調的例子 不變調的例子

拍烏蠅拍(蒼蠅拍子) ;羽毛球拍 拍板;拍子;吹拍;四拍

角泊角(抽炸角子) ;芋角(炸芋頭 欖角;牛角;號角;屋角;三角

絲〕

雀未花雀;麻雀;一隻雀 雀仔;金雀牌;孔雀

一般地說，某些要讀高升變謂的字或詞，說話人使用變調，聽起來使人有輕鬆、生

動，說話地道的感覺，反之，使人有生硬、呆板，或者說話不怎麼地道的感覺。

習慣變謂有些字調的變化與詞的意義有一定的關係，如高平變調里有一些字變了調

後，往往有微小、次要等意義，或者表示輕蔑。例如:

姨 字音 ji4 ， 屬屬平，讀高平變謂之後，專指母親的妹妹或者年紀比母組小

的婦女，現在也用來稱呼劫見園的保育員。

蘿 字音 104 ，屬鷗平，讀高平變調之後，專指較小的手提罐。

妹 字音 mui6 ，屬睡去，讀高平變謂之後，是“牌女"的意思，如“做妹仔"

tIou6 mui6
-

11@ tI且i2 (當牌女入“妹釘" mui6
-
lf ten11 (丫頭，罵小女孩的用語)。

此外還有輕臨的意思，如“鄉下妹" h田n1 ha6- 2 mui6-)I (農村姑摳) , “乞兒妹"

hat1 ji4- lf mui6- lf (要飯的女孩〉。

大 字音 tai6 ，屬臨去，讀高平變調之後，有嫌其不大，即“小"的意思。如

“你可大個做得色晦叮" nei5 k且m3 tai6
_

11 k03 tIou6 tãk7 mãt1 je5 a1 (你這麼小不

點見，能幹些什麼! ) 

此外，高升變調還往往用來指稱某一特定的事鈞。這個現象與普通話的“見化"很

相似。大致分兩種情況:

( 1 )變調與不變調詞性相間，但詞義不完全相同的。例如:

@ 用 1 表示陰平的高降詞， 1，表示高平調。



82 中國語文研究/第 4 期

糖字音 tbg4，屬鷗平，讀高升變謂之後，專指“糖果"。

銀字音nan\ 屬臨平，讀高升變調之後，是“銀元"、 “硬幣"或“金錢"等

莘莘回
此旦、，'"、。

對字音是t但y3，屬陰去，讀高升變調之後，是“對聯"的意思。

某些單音形容詞為了表示某種程度而重疊時，其中之一的聲調要變讀高升變調。第

一個字變讀高升變調表示“極度"的意思;第二個字變讀高升變調(也可以不變〉同時

後面加上“地"字(也讀高升調) ，有“稍微"的意思。例如:

紅位 讀hU:g4-2 】1U計時，是“很紅"的意思;讀“紅紅地"hu:g4 hU :g4-2 tei6 -2 時，

是“稍微有一點紅"的意思。

凍凍讀 tU:g3 _2 tU:g3 時，是“很冷"的意思;讀“凍凍地"tu:g3 tU :g3_2 tei6-2 時，

是“稍微有一點冷"的意思。

熱熱讀 jit8_ 2 jit8 時，是“很熱"的意思;讀“熱熱地" jit8 jit8-2 tei6-2 時，

是“稍徵有一點熱"的意思。

( 2 )變調與不變調，詞性不相同。有些字，讀原詞的是動詞、形容詞或量詞，讀

高升變調的是名詞。例如:

鉗字音的m4 ，屬閻平，動詞，變高升調之後作名詞“鉗子"。

定字音 tif ，屬歸去，口語讀 te:g6 ，動詞， “定做"的意思，變高升調之

後作名詞“定金"。

犯字音 fan6 ，屬歸去，動詞;變高升調之後作名詞“犯人"。

斜 字音 tf'é ， 屬陽平，形容詞;變高升調之後作名詞“斜紋布"。

片 字音 p‘in3 ，屬陰去，量詞;變高升謂之後作名詞“片兒"。

在說話時，某些屬陽平、鷗上、陰去、陽去、陽入、中入的單音動詞可以和“睦"

字結合成一個音節(用動詞的聲母和首母，加上“哇"的聲調，即高升調) ，表示動詞

的完成時態。從變調的角度上看，屬動詞變調現象，變謂之後表示語法意義，但實際上

它只是音節縮減的現象(見“語音的變化"部分)。

五、語音的變化 廣州話常見的語音變化現象有語音的同化和語音的縮誠兩種。但

例子不多。

(一〉語音的同化 有些詞在快讀時，不同音節的語音由於相立影響而發生變化，

變成與另一個音相同或近似的語音。例如:

“今日" k且m1 j這t8 又說 k且m1m且t且，音如“今街"，第二個音節的聲母 j 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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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個音節的前尾 m 昕同化。“琴曰 "k‘且m4 jãt8 (昨天)也可以變讀作 k‘五m4 m這t8，

但較少用。

“肚飯" t‘ou5 !)06 叉說 t‘uu5 !)06 ，第一個音節的前尾被第二個音節的聲母昕同

化。

“新婦" Jãn1 fu5 古讀 Jãn1 p‘ou5，現在變讀 J且m1 p‘ou5 ，音如“心抱"，意

義也變為“兒媳..。第一個音節的前尾 n 受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影響，發音部位由原

來的舌尖鼻音變作與 p‘的部位相同的雙唇鼻音 mo

“百足" pak9 tJuk7 (蜈蚣〕叉說 pat9 tJuk7，音如“八足"，第一個音節的首尾

k 受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影響， 發音部位由原來的舌根苔，變作與 tJ 的部位相近似的

舌尖音 t 0 

“五" U5 在“一、三、五" jãe Jam1 05 或“二十五" ji6 日p8 :g 5 宴， 05 受前

面的唇音 m 或 p 的影響，變作雙層鼻音 m5。
“拉暉" mãe je5 (甚麼) ，叉讀 me1 je5，音如“眸晦"，前一個音節的前母被

後面一個音節的前母同化。

(二〉語音的縮減 語音的縮減指的是幾個音節連讀時，其中一些音節或音素失落

了，或者兩個音節合拼成一個音節。例如:

“唔"中4 (不〉後面眼看“好" hou2 或“係" h且i6 (是〉等字時，產生合音現

象，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失落了，“唔好" m4 hou2 變成 mou2 (只限於作狀語時) , 

“唔係" :rp.4 h封變成 m且i6 (只用於反詰語氣〉。

“n晦" mãe je5 (甚麼〉由於同化作用變讀為 me1 je5 之後，還可以進一步縮

減，在快讀時讀作 me1 e5 或 meJ ，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失落了或者整個音節脫落。

“十" Jãp8 字在二、三、四、五、六、七、/\、九、直接等字之後往往失去聲母

和前尾，只剩一個元音益(實際讀音是 a ) ，如“二十四" ji6 J且p8 Jei3 可縮減作

ji6 a6 Jei3，再進一步合音作 ja6 Jei3 (也有人讀作 je6 JeP，音如“夜四" )。“三十"

Jam1 Jãp8可縮減作 Ja1 a'日，再合音作 Ja1 ，如“年三十晚"請 nin4 Ja1 man5 ，音

如“年沙晚"。 “四十... "、 “五十... "的“十"一皈讀 a6，如“四十二"讀

Iei3 a6 ji6 ，“五十個"讀 td ko3，其餘類推。

還有一些詞快讀時兩個音節合拼成一個音節，前面一個音節只剩下一個聲母，加在

後面一個音節之前，這樣合音就成了讓輔音聲母的音節了。例如“白障時"協m6'palJ6 la!)6 

(統統，全部)可以說成 hãm6 pla:g日，“直筆甩" tJik8 pãe 1且e (筆直的〉可以說成

tJik8 pl剖，“角落頭" kok9 lok7 伐U4-2 (角落)可以說成 klok7 也u4.2 ，“一啡口" j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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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i4 lai4 (一排排的〕可以說成jãt1 pí.ai\ “一囑溜" jãt1 k量u6 lau6 (一團團的〉可以說

成 j且e klau6

。
此外，為了表示完成時態而在動詞後面加上“睦" tS02 字時，如果動詞是屬鷗平、

陽上、陰去、歸去、陽入、中入等調的字，它可以與動詞結合成一個音節(或者“睦"的

聲母脫落，變作。2 ，動詞為塞音尾時更常見〕。這現象好像是動詞的變調(變作高升

調) ，但從音變的角度觀察，這個現象不屬變調的範圈。試看下面的例子:

呀
會
多
雨
或
未
或

未
開
好
場
飯

睦
佐
佐
佐
佐

曝
去
賺
落
食

1這i4 tS0 2 ( _，.1且i2 ) mei6 a3 

h但y3 tS02 (→h田y2) hoi1 wui6-2 

tSan6 tS0
2 (• tSan2 ) hou2 to1 

lok8 tS0
2 ( -"10k2 ) tS‘自:g4 j y5 

lok8 02 tS‘白。4 j y5 

Iik8 tS0 2 (•Ii k2 ) fan6 mei6 

Sik8 0'2 fan6 mei6 

這種現象屬於音節的縮減， li!jJ動詞和“睦"合成一個音節，前面的動詞保留聲母和齣
母，後面的“睦"只保留聲調。

六、聲母、前母配合關係 (@J 廣州話的十九個聲母和五十三個鈞母(沒有把 em.. 

ep、的計算在內〉的配合關係有如下一些特點:

1. 唇音聲母 p、 p\m、 f、 w 和圓唇化聲母 kw、 k‘w 不與以 -m、 -p 作曲尾的

齣母結合。

2. 屠音聲母 p、石、 m、 f、 w 和圓厝化聲母 kw、 k'w 不與 y、自或以 y、自組

成的首母結合。

3. t" t'.. n、 1、 tS、 tI'、 S" j" k" k'、司、 h不與 u、 ui、 un、 ut 四個商母結合，

自P u" ui、 un、 ut 只與唇音聲母 p、石、 m、 f、 w 以及圓唇化聲母 kw、 k'w 結合。

4. i、 y 兩個前母只與 d、 tI'、 J、 j 四個聲母(只限於字音)結合。

5. 前母回只有‘嘲t"、“朵"(話音)兩個字，其餘都是非字音。

6. 的母 e:g大部分的音節都是話音，只有少數幾個音節(如 ke:g音節的“頸"、

“鏡"， t'e:g音節的“艇"、tSe:g音節的“阱，，)是讀音。

7. tp、 3 是自成音節的鼻音齣母，不與任何聲母相拼。
8. 由於 k、 k‘聲母不掛 u、 ui、 un、 ut 四個的母， “姑"、“繪"、“宮"、“括"等

字應看作 kw、 k'w 聲母拼 u、世、 un" ut 鈞母。

9. 由於借詞的影響增加了一些音節。如上面第“ 1 "帳昕述，唇音聲母不與故

@ 沒有聲母的音節也可以看作有一個“零聲母"。本文把零聲母歸入 3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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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 等唇音作曲尾的齣母結合，但“眾" (英語 pump) 部讀作 pam1，;另外p、 p‘聲

母不與前母 i 結合，但是“口口仔" (嬰見，英語 baby )卸讀 pi4 pï1' tIãi2。不過，

這只是極個別的現象。

廣州話的音節結構→般有如下規律:

( 1 )一個音節最多三個音素，最少一個音素。

( 2 )每個音節都必領有一個齣母和一個聲詞，但可以沒有聲母。每個前母必須有

齣腹(主要元音) ，但可以沒有齣頭或齣尾。

( 3 )廣州話閱齊合撮四呼齊備，但 i、 u、 y 不作介音，只作鵲腹和齣尾。

( 4 )主要元音(齣腹)有 a、昌、 e、 i、 0、 u、 y、自; 齣尾有 -i. -u、引 -m、

4、旬，中、久 -k 三類九個。

( 5 )聲母除由輔音充當外，還有由半元音 j、 w 充當的。前母可由一個或兩個元

音構成，也可以由一個元音分別跟鼻輔音 -m、 -n、-~或塞輔音 -p、 -t、 -k 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