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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兩地的政府粵語拼音

鄭兆邦

香港中文大學

1. 引言

香港和澳門都以港澳粵語（以下簡稱“粵語”）作為常用語言，在殖民地時代，

港澳兩地分別將英語和葡語定為官方語言，1974 年中文才成為香港的法定官方語言，

澳門更遲至 1991 年中文才取得官方地位。但官方與民間的互動免不了要涉及到當地的

語言，把粵語“羅馬化”是兩地開埠以來不能迴避的任務。“政府拼音”就是在這個

前提之下產生。羅馬字母拼音的作用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音譯，將以非羅馬字母書寫

的當地詞彙音譯成另一種語言。另一個是注音，將讀音不明的字或詞標上一種能辨識

讀音的音標。港澳的政府拼音的功能就只有音譯，基本上不起注音的作用。這些拼音

本身也無法充當合適的注音工具，下文將闡釋箇中原因，但在此前先探討兩地拼音的

異同。

2. 港澳政府拼音的異同

港澳的政府拼音用於音譯當地的人名和地名。由於港澳交往頻繁，兩地人員的

互訪和交流使到不少人認識到另一地拼音的殊異。例子之一是來自澳門的市民在居

港期間所用的英語名字有別於港人，在人名表上顯得“與眾不同”。兩種拼音的差異

是明顯的，但過去很少將這些不同之處歸納，本文嘗試從輔音、元音兩方面入手，指

出兩者異同，並剖析造成差異的原因。材料方面，澳門官方資料取自 1985 年的《密

碼及廣州音譯音之字音表》（Silabário Codificado de Romanização do Cantonense；以

下簡稱《字音表》），香港官方資料取自 1976 年的 Three Way Chinese Commercial / 
Telegraphic Code Book: C.C.C. / S.T.C. – Romanised Mandarin – Romanised Cantonese（以

下簡稱 C.C.C.）。1

1 本文沿用 Kataoka 和 Lee（2008）對該港府資料的簡稱，他們確認香港入境部門在出生登記時會

參考 C.C.C.（2008: 90）。至於《字音表》，澳門政府第 88 / 85 / M 號法令規定“一切官方文件

上必須使用字音表上所定之譯音。”並訂明 1933 年的《字音表》予以廢止，下文提及 1933 年的

《字音表》時會特別註明。另外，一如過去的做法（如林茵茵  2009），分析時也採用街道指南

作為間接材料。對外公開（特別是官方公佈）的各種人名表也予以採用。從人名、地名表進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