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學

531



532



《行政》，第二 册，第五期，1 989No． 3 ，533－ 54 3

粤語的語法特點

——與拉丁語系語言比較

鄭定歐＊

0．前言

在中國的傳統的語言學領域裏，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都有輝煌的成就。

語法學是到了十九世紀才從西方傳入的。所以漢語語法研究從一開始就受到西歐

語法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表現在用西歐語的眼光來看待漢語，把西歐語

所有而爲漢語所無的東西強加給漢語，因而使人長時間地看不清漢語語法的本來

面目。本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中國語言學家對漢語語法的實質，對漢

語自身的語法規律進行了反思和探索，做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工作。但下列的兩種

傾向不能不引起筆者的注意。第一，雖則不再強調漢語與西歐語之間的“同”，

談起漢語語法特點來理論上也可以羅列數條，但碰到具體的實例，卻又往往走回

到事事參照西歐語法觀念的老路上去。第二，似乎認爲漢語與西歐語之間在語法

觀念上沒有任何相同之處，有的只是差異。要建立具有漢語特色的語法學似乎就

得拋棄一切來自西歐語法的觀念，框架乃至術語等等，而標新立異地另攪一套。

歸根究底，這種種傾向證明了西歐語語法觀念的影響仍然十分深廣。如何取捨恐

怕要看研究者的科學信仰，分析取向及語科性質了。

本文擬從實證的角度來探討漢語（粤語）與西歐語（法語／葡語）的差異。
如果說，現代語言學的工作層次有三，即觀察、描述、解釋的話，我們更多地停

留在觀察階段，亦會稍稍進行一些自認有把握的描述。至於解釋，我們不敢貿然

嘗試。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語言博士、香港城市理工學院語文系講師、中國廣州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

言學硏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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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字與語法

按照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提出的語言符號學說，一個語言符號有兩個組成部

份：所指及能指；其中能指又由音位和字位所組成。這裏，我們就從字位，即文

字的書寫單位出發，探討文字的特性與語法的特性之間的關聯。

漢字系統四千多年前已存在。約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漢字已發展爲一種十

分模式化圖形文字。確切地說，漢字是地道的會意文字。它跟大自然有實質的關

係，而不是像拼音文字那樣，純粹是一種人爲符號。因此，漢字初創時和人性，

人的想像力也具有連帶關係，如圖示：

當然，漢字發展至今已變成非意念化形象符號。

漢字在公元四世紀逐漸定型化，表現爲封閉式的方塊字，其內部組織可分爲

單複兩式，如圖示：

無論其內部組態如何複雜，漢字的本質形態，仍是方塊字。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

決定了漢語在語法學上以及在類型學上的特點。

文字的歷史吿訴我們，最原始的圖畫文字只表達言語的內容。代替它的表意

文字和拼音文字卻除此之外，還能反映把語言切分成一個個單詞和詞的句法順序

。至於表意文字（如漢語）和拼音文字（如法／葡語）之所以用不同的手段反映

切分與詞序則主要地決定它的分屬不同的書寫系統這一客觀事實。

例 1 ： 范

這個漢字自成一體，並且體現了漢字書寫的三個原則：交筆（艹），散筆

（氵）及連筆（ ）。從這個角度來看，漢字可被視爲“封閉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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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Po r t uguê s（葡萄牙男人）

這個葡字嚴格來說並非自成一體：它由於可以通過詞尾變化構成Por t ugues a
（葡萄牙女人）而被視爲“開放式文字”。

封閉式文字與開放式文字反映在語法學範疇中就是形態成份的可能的有無。
封閉式文字組態固定，本身不接受嚴格意義上的任何的形態變化。體現開放式文
字的線性結構的右端卻可以接受某些特定的變化。法語或葡語裏用形態成份來表
示的語法概念，漢語裏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獨立的詞來表示。

所謂“不作表示”是指表現在動詞上的人稱分別，單複數分別，過去，現在
，將來的分別，或者表現在名詞，形容詞上的單複數分別以及陰陽性分別，諸如
此類的形態功能在漢語裏是採取“零”形態的。

所謂“用半獨立的詞來表示”，是指漢語有極少數的語素，它們沒有詞滙意
義，只有語法意義。它們的唯一功能是附加在某些詞類之後以表示特定的概念。
如粤語的“哋”和“們”同爲標明表示人類的名詞的複數的字位變體，這些極少
數的半獨立詞的主要特點是缺乏普遍性：有些塲合一定要用；有些塲合可用可不
用；有些塲合甚至不能用。

一定要用的塲合

例 3 ：佢－→ 佢哋 （ 注意 ：＊他哋）
他－→ 他們 （ 注意 ：＊佢們）

可用可不用的塲合

例 4 ： 教師們同學生們
教師Ø 同學生們
教師Ø 同學生 Ø 

例 5 ：＊　敎師哋同學生哋
教師佢哋同學生佢哋
敎師Ø Ø 同學生佢哋
教師Ø Ø 同學生 Ø Ø 

上列例4及例5所指，皆是同樣的意思，都是不止一個教師，不止一個學生。

不能用的塲合

例 6 ： 張三、李四、王五係敎師
＊張三、李四、王五係敎師哋
＊張三、李四、王五係敎師佢哋
＊張三、李四、王五係敎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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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 ： 佢哋係敎師

＊佢哋係敎師哋

＊佢哋係敎師佢哋

＊佢哋係敎師們

例 8 ： 他們係教師

＊他們係敎師們

上列例6、例7及例8所指的教師皆是複數，但都不能加“哋”、“佢哋”或

“們”。

由此可見，漢語的形態變化就算通過附加半獨立的語法詞而存在，亦相當受

限制，遠不及法語、葡語的形態變化的系統性及可預見性。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

變化，即爲漢語的第一大特點。

書寫文字組態的封閉性引致形態變化的虛無，我們認爲是符合漢語的語法本

質的。至於形態變化的闕如在漢語語言內部所引發的種種特徵，我們下面再具體

地逐項分析。現在我們稍稍提一下漢語這個特點在類型學上的意義。傳統的形態

分類，即將語言分爲三種類型：孤立語、黏着語及屈折語是符合邏輯的，因爲在

形態中只能有三種表示語法意義的方法，如圖示：

很明顯，像漢語那樣擁有封閉式文字的語言只能屬於孤立語。對於漢語來說

，孤立語的內涵應該包括下列三個方面：字型不變，字音有調以及單音節性。這

也是常說的漢語方塊字的具體所指。

2．對比硏究

語法之對比研究應對下列三個平面進行全面考察始有獲得科學的、合理的、

哪怕是初步的結果的可能。以基準的簡單句，即主述賓句爲觀察對象，我們所指

的三個平面就是結構、語意及表達。

2．1結構平面

方塊字只體現固定的語音形式和固定的詞彙意義，本身並不揭示任何語法類

別之歸屬，並不揭示任何語法功能之實現。在形態句法方面，漢語裏關係全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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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則有兩條：一爲詞類與功能非對應性原則，即漢語詞類跟句法功能之間不

存在簡單的——對應關係；另一爲詞句構造一致性原則，即漢語詞組的構造原則

與句子的構造原則基本一致，即某一特定詞組旣可做句法成份，亦可獨立成句。

2．1 ．1 詞類與功能非對應性原則

在法語／葡語裏，詞類和句法成份之間有一種單的——對應關係。大致來說

，動詞跟述語對應（如v i ajar：旅行），名詞跟主賓語對應（如viagem：旅行），

形容詞跟定語對應（如len t o），副詞跟狀語對應（如l entamente），如像下圖

（A） 所 示 ：

漢語詞類和句法成份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大致的情形可以從下面的圖式

（B）裏看出來：

圖B句括了圖A的全部內容。不同的是在圖B裏：

（ 1 ） 動 詞 和 形 容 詞 可 以 做 主 賓 語

例9a．游水好舒服（游水爲主語）

b．佢唔識游水（游水爲賓語）

c．靚唔係唯一嘅條件（靚爲主語）

d．佢好識扮靚（靚爲賓語）

（ 2） 名 詞 可 以 做 定 語

例1 0： 澳門單車比賽結果

（3） 名詞 在 一 定條 件 下 可以 做 述 語

例1 1 ： 佢 十 九 歲

（ 4） 形 容 詞 可 以 做 述 語 和 狀 語

例 1 2： 天 光 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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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圖A裏沒有的。在上述的四點區別中第一和第二點尤爲重要。先說第一

點，在法語／葡語裏，動詞是可以出現在句子中主賓語的位置上的，條件就是動

詞必須是不定式動詞，至於形容詞，只有通過構詞或句法手段轉化爲名詞性成份

之後才能在主賓語位置上出現。漢語卻不同。漢語的動詞和形容詞無論是做述語

還是做主賓語，都是一個樣子。這是由於詞型不變，詞類亦不變而達致兼備多種

語法功能的結果。詞類與功能非對應性原則亦可理解爲漢語詞類多功能的原則。

現在再說第二點。法語／葡語裏修飾名詞是形容詞的專職。名詞修飾名詞的

例子不是沒有，只是性質不同。如葡語的couve－f l or（椰菜花）以及salári o－hora

（時薪）等是屬於固定化了的複合名詞。跟我們這裏討論的情形不同。漢語名詞

無論做主賓語還是做定語都是一個形式，而且做定語修飾另一個名詞時亦無需加

上連字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漢語裏名詞修飾名詞十分自由且十分普遍。只要意

義上配搭得攏就可以直接黏合在一起組成偏正結構，甚至把一連串名詞疊加在一

起組成複雜的具有相當長度的偏正結構。如：

例1 3： 葡萄牙 南方 沿海 各省 丘陵 地區 經濟 作物 產量 概况

1 2 3 4 5 6 7 8 9 1 0

其中“概况”是中心語，它接受了九個名詞的修飾。

2．1 ．2 詞句構造一致性原則

法語／葡語的動詞有定或與不定式的二元分別。這裏面有兩種情形：（1）

若動詞充當主賓語，須用不定式；（2）若動詞作爲述語進入句子，須用定式來

表達時態。語式、情貌等語法範疇。漢語不存在二元限制。譬如說，它的動名組

合就像預製的形態／語義板塊。說話人視乎具體的語境需要來決定是在詞組的層

次上還是在語句的層次上運用這些板塊而已。

例1 4：

1 2 3 4

a 〔唱一隻歌〕 ：詞組 ：詞組層次

b 〔唱一隻歌（吧）〕 ：祈使 句式 －

c〔（我） 唱一隻歌〕 ：陳述句式 －：語句層 次

當中的〔1 ＋2＋3＋4〕各成 份形態上及語義上都完全一樣 。

2．2 語義平面

就句子觀來說，我們可以分別從主謂二元論及主述賓三元論的角度來分析。

2．2．1 主謂二元論

主謂二元論涉及兩方面的內容。

538



（1 ）主語地位的重要性

對於法語／葡語來說，主語是句子的必需成份，不可闕如，就是說，在由動

詞引發的動作行爲過程中，法語／葡語的主語的參與程度可高可低；一般來說，

前者指在人稱句式中，後者指在無人稱句式中。不管參與程度如何，主語是必須

出現的成份。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法語／葡語，主語的地位是重要的。相反，

漢語的主語地位遠不及拉丁語言，因爲漢語並不認爲主語是句子的必需成份，它

在由動詞引發的動作行爲過程中的參與程度是偏低的。

另一方面，拉丁語的句子觀受到主語謂語這一對基本矛盾的巨大束縛。語義

的邏輯限定了主語的作用，而動詞的變位標示出主語的所在。在這樣一種句子觀

的束縛下，語言中哪一種性質的詞類才有資格充當主語，在心理上是預先決定了

的。由此，下面的粤語句法結構在操屬於拉丁語系的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例 1 5 ： a 噚 日 街 市 冇 魚 （ 1 ＋ 2 ＋ 3 ＋ 4 ）

b 街 市 噚 日 冇 魚 （ 2 ＋ 1 ＋ 3 ＋ 4 ）

c 魚 噚 日 街 市 冇 （ 4 ＋ 1 ＋ 2 ＋ 3 ）

d 魚 街 市 噚 日 冇 （ 4 ＋ 2 ＋ 1 ＋ 3 ）

例1 5的a＋b＋c＋d四例中，對操粤語的人來說卻是可以接受的。原因就在於

粤語主語具有二重性：句子裏邊的任何一個詞，除了主要動詞外，都有可能充當

主語，或者同時都無可能充當主語。（如：冇魚噚日街市（3＋4＋1 ＋2）就

是屬於無主句）。充當或不充當主語，首先來說並不是語言的因素所然，而是說

話人對於語境因素的回應所然。由此可見，二重性的邏輯結果一方面是說明粤語

主語跟謂語之間的關係並非是制約性的，而是鬆散的，籠統的，不穩定的；另一

方面說明粤語主語的涵蓋面是多向性的，同步地觸及到語義，語用及句法問題，

而拉丁語主語的涵蓋面只是單向性的，即限於句法範疇。

（2）粤語主語的分類

粤語主謂之間由於不存在硬性的制約關係所以可以出現在主語的傳統位置上

（即位於句首而又在動詞之前）的成份的語義內容是十分複雜的，大致的分類有

十種之多。如：

1 施 事 佢睇書

2 受 事 餸煮好咗

3 時 間 今日開會

4 地 點 雪櫃有啤酒

5 工 具 呢把刀切肉

6 對 像 呢個問題各人有各人睇法

7 關 涉 嗰塲波唔輸得

8 範 圍 生果我鍾意食梨

9 目 的 芝蔴綠豆嘅事都爭

1 0 規 定 上頭嘅規定六點落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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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主述賓三元論

J．格林堡在六十年代論及人類語言的共通性時提出以主（S），述（V），

賓（O）各成份在句子中常見順序爲基礎的語言類型分類構想。下面我們將擧例

說明這個構想在目前研究的狀態下並不適用於漢語。我們有四個方面的理由，即

統計上，語義上，語用上以及句法上的理由。

（1 ） 統計上 的理 由

根據中國語言學家的統計，漢語的SVO句式僅佔以漢語爲母語的說話人日

常運用的句式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六左右，而另一種拉丁語系的語言所沒有的

SSV句式卻佔百分之五十左右，出現的頻率遠遠高於拉丁語系中被視爲最常見

的SVO句式。這是國語的統計資料。由於國語粤語在句式運用上差別不大，所

以上述數據亦可作爲粤語的佐證。

（2）語 義上 的理 由

拉丁語系語言的句式中，動作行爲方向一般是發自主語而達致賓語，而粤語

中的動作行爲方向除了上述的所謂順方向之外還有逆方向的表達方式。

上例a表現了主賓的順方向（常態句），而b則表現了逆方向（主語爲處所詞的

存現句）。a及b中出現的成份完全一樣但所表達的意念卻完全相反；a表示人

少位多而b表示人多位少。這說明SVO表層結構可以蘊藏着種種不同類型的深

層結構，其歧義性是無法從表層結構的成份排列中看出來的。

（3）語 用上 的理 由

漢語裏使用 頻率相當高 的SSV句式顯然不 能用分析 SVO句式 的方法分 析

，而且就目前來說，在漢於語言學界內部亦沒有達致一個共同的看法。一般來說

，有兩種分析方法。一種爲主題化分析法，把SSV看成爲“主題＋主語＋〔述

語〕”的格式：

即把1分析爲主題，把2分析爲主語；3本身爲主要動詞。另一種分析法爲主述
結構做謂語的分析法，把SSV看成爲“主語＋〔主語＋述語〕”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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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把1 分析爲句主語，把2分析爲内含主語“我”及述語“食”的謂語。

我们說過，語言分析有三個既緊密相關又彼此有别的層次：結構、語義及表

達。上述雨種分析法的着眼點是不相同的。下面我们再谈。

（4）句法上的理由

拉丁語系語言注重主語以及主語和謂語的關係。從狹義的句子觀來看，主謂

彼此組成一對基本關係。從廣義的句子觀來看，主謂關係相對状語關係來說是佔

有核心地位。這様的句子觀引致雨種完全符合邏輯的句法安排：1 由於屬於基本

關係，主謂之间一般不能揷進其他成份；2由於屬於非基本關係，状語一般只能

處於主謂關係之右，以示其從屬性質。所以，拉丁語系語言的常規句式，即在不

考慮任何的修辭因素的情况下，表現爲前緊後鬆。

當中（1 ＋2）代表着主謂關係，（a + b＋c ＋d）代表着状語關係。常規句

即爲（ 1 ＋ 2） ＋（a＋b＋ c ＋ d）當然，從 修辭的角度出發 ，a＋b＋ c ＋ d

可以以不同組合方式放在1 ＋2的左面或右面，但是不允许放在1 和2之間。

粵語卻選擇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句子觀。這是一種富有彈性的句子觀。一方面

主謂之間的關係鬆散，另一方面拉丁語系語言視之爲状語的成份只能放在主謂之

間。句式表现爲前鬆後紧。至此，拉丁語系語言（甲）與粤語（乙）在句法成份

安排上的差異可概括如下圖所示：

甲 ： 主＋謂＋状

乙： 主＋状＋谓

粤語的例子如下：

例1 9a 佢買飛

1 2 3
b 佢（聽日＋同我＋坐的士去＋過香港去）買飛

1 a b c d 2 3

同様地，當中（1 ＋2＋ 3）代表着主謂關係，（a＋b＋c ＋d）代表着状語

關係。常規句即爲 1 ＋（a＋b＋c ＋d）＋（2＋3）。需要注意的是，任何

修辭上的考慮，都不可能打亂這様一種安排，即把a＋b＋c＋d個别地或以不

同的組合放在（1 ＋2＋3）的左面或右面，或者放在2和3之間。一個可能的

例外是表示時間的a項，它充其量可以放在1 之左面而已，其他的位置仍然是不

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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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表達平面

進行語法分析，一定要分清結構、語義和表達三個不同的平面。結構平面研

究句子裏各部份之間形式上的關係。語義平面研究這些部份意義上的聯繫。表達

平面研究同一種語義關係的各種不同表達形式之間的區別。這三個方面旣有聯繫

，又有區別，不能混爲一談。就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來說，主語屬於結構平面，施

事、受事、時間、地點、工具、對像、關涉、範圍、規約等等屬於語義平面，話

題則屬於表達平面。

所謂表達，是從語言的交際功能的角度來說的。在人類語言中，每個語篇通

常都是由排列成一直線的句子組成。這種語言上的線性表現往往只能表示句子的

順序，不能表示層次。所以，說話人面臨着話語的順序安排問題。一般說來，在

語言結構安排上，要遵循從已知到未知，從確指到泛指的原則，同時還要考慮句

首焦點和句末焦點原則。這就歸結到我們剛才提及到的話題問題了。

在表達的平面上探討漢語的特點，不少語言學家對此正在進行探索。如，七

十年代李訥等人提出漢語是以主題爲主的語言而英語則是以主語爲主的語言。八

十年代曹逢甫提出漢語與英語的不同在於前者是以言談爲中心而後者是以句子爲

中心的。凡此種種見解深究下去都會碰到一個不可迴避的定義問題：什麼叫話題

？主題？言談？就目前來說，這些槪念本身就缺乏明確的定義。一個語言成份算

不算話題，可以引起無窮的爭論。籠統地說，說話的人選來作主語的是他最關心

的東西，這就是所謂話題。就粤語的情况來看，話題完全可以因選擇的主語的不

同而變化。這種隨意性是難於使人把問題弄明白的。

這裏，大家可參考本文的例15，下面再擧一個具體的例子。

如大家 所見， 該例 的成份 順序爲 1 ＋ 2＋3＋4＋5＋ 6其中 放在 句首的 1 語 義

上表示施事。另外，在粤語裏，我們完全可以有下列的排列（a到b）

（ a ） 2＋ 1 ＋ 3＋ 4＋ 5 ＋ 6， 其 中 2表 示 時 間

（ b ） 3＋ 1 ＋ 2＋ 4＋ 5 ＋ 6， 其 中 3 表 示 工 具

（ c ） 5＋ 1 ＋ 2＋ 3＋ 4＋ 6， 其 中 5表 示 對 象

（ d ） 5＋ 6＋ 1 ＋ 2＋ 3＋ 4， 其 中 （ 5 ＋ 6 ） 表 示 關 涉

這就是說，除了主要動詞（即第4項）外，其他各成份稍加改動皆可以置於句首

充當主語。所謂施事、時間、工具、對象、關涉，這是從語義平面說的，從表達

面上說，上述的第一、二、三、五、六項通通都可以說成有充當話題的可能。這

樣的分析就顯得毫無實際價值而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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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變 式 實 際 上 只 有 兩 種 ： S OV（ b） 和 OS V（ c ）

即 ： b 1 ＋ 3 ＋ 2

c 3 ＋ 1 ＋ 2

如果只是機械地一會兒說“我”是話題，一會兒又說“羊肉”是話題，這是不科

學的。所以合理的分析方法倒是把它們都歸併到主述結構做謂語的SSV句式中

去。與拉丁語系語言比較，這不能不說是粤語語法另一個明顯的特點。

3．小結

粤語語法最根本的特點是缺乏形態變化。這一點大家都似乎同意。但是只有

經過仔細的分析和比較，才能看清這個簡單的現象背後的深刻含義。由於缺乏形

態變化才會引致粤語詞類的多功能性，形成詞句構造上的一致性。這是從形態學

的角度來說的。從句法學的角度來說，缺乏形態變化這一事實造就了粤語語法獨

特的句子觀，具體表現在主語地位不及拉丁語系語那麼重要；主謂關係不及那麼

嚴謹。相反，狀語成份的鋪排卻是顯得相當重要。獨特的句子觀還幫助我們看清

了以主述結構做謂語的句式的實質。以上列擧的都是大家所接受的語言事實，那

麼，缺乏形態變化的深刻的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爲，這是封閉式文字所然。

一九八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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