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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研究新資源：《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錢志安

香港教育學院

1. 摘要

本文介紹一個新建構的粵語語料庫，語料來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粵語電

影對白。構建語料庫的主要目的是為粵語共時和歷時研究提供新資源和新角度。其中

十四套已處理的電影對白語料（約十九萬字，共八千六百多個詞條，總詞頻十四多萬）

可在網上（http://hkcc.livac.org/）搜索。

2. 粵語歷時研究的一些挑戰

粵語研究主要以口語材料為對象，要有系統和嚴謹地收集和處理口語語料一直是

粵方言研究的一大挑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不少粵語研究成果陸續面世（如 Yue-
Hashimoto 1972，張洪年  1972/2007，高華年  1980，Matthews and Yip 1994/2010），

部分更涉及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如詹伯慧和張日昇  1988, 1994, 1998）。這些研究主要

是對不同地區的粵語作出共時（synchronic）描述，語料主要來自個別發音人或編者的

語感。

除了共時研究，不少學者開始進行粵語歷時（diachronic）研究，有關研究主要

通過十九世紀的方言材料構擬早期粵語的面貌。這些研究指出過去兩百年，粵語在

詞匯、語音、語法等各方面經歷了不少重要演變：完成體標記“嘵”由“咗”取代

（Cheung 1997，郭必之和片岡新  2006，片岡新  2010）、中性問句的 VP-Neg 句型發

展為 V-Neg-VP 句型（Yue 2004，Cheung 2001）和間接賓語標記“過”轉為“畀”和

工具標記“畀”的消失（Chin 2009, 2011）等，1 以上部分特徵現在大多已經消失或只

散見於某些粵方言。2 假如沒有這些早期材料，我們不可能知道這些散見於個別方言的

語言特徵原來是早期粵語的痕跡。由此可見，這些方言材料在粵語歷時研究上有很重

要的價值（Yue 2004，錢志安  2011）。

1 詳細的文獻資料可參閱錢志安（2011）。
2 如從化粵語中間接賓語標記仍然用“過”（Chin 2011）；開平方言的中性問句仍多用 VP-Neg 句

型（余靄芹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