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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嘗試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出發，調查在香港工作的非粵

語母語人士日常會話中的語言使用情況，探討的範園包括工作

場所和非工作場所中粵語、普通話和英語所占的比重。文章會

通過均值分析和變項比較，闊迷香港非粵語母語者的語言兼用

與轉移的實際情況，并探討語言轉移的背後因素。

關鍵詞:香港粵語非粵語母語者語言轉移語言兼用

sl 

粵語是香港一般口頭交際和日常生活的通用語育 [1) 然而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官方的法定語文是英文和中文，并沒有特別

提及粵語的位置。主權回歸以後，香港政府推行“兩文三語"

( bi -literacy and tri -li時間lism) 的語吉政策，常中“兩文"指中文

和英文兩種書出語，而“三語"則指粵語、英語和普通話三種口

頭語，粵語的法定地位由此得到明確的規定。



368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八期)

三語政策無疑有現實的需要，因為三種口頭語在香港社會

上均有特定的作用，不容易互相替代，可是二三語之間到底存在甚

麼闢係?姚亞平在概括香港的語吉狀況時曾引述鄒嘉彥的意

見，認為:

高層語言是英語，低層語言是粵語，而漢語(普通話)

在兩者之外亦占有一定的地位。 [2)

又表示“高層語吉是比較正式的語盲，低層語吉是不太正

式的語盲，， [3J 。不過根據 2011 年香港政府統計署的人口統計資

料，以廣州話(粵語的代表)為日常慣用語的人口占 89.5% 之

多，使用的範圍包括家庭場合、朋友聚會、購物用餐、電影娛樂、

電視電臺、間事開會、法庭聆訊、官員交談、立法會辯論、學校授

課語吉、政府新聞發布等不同場景。既然粵語廣泛應用在不間

的使用場合(domain) ，通行於社會、政治、教育等不同層面，若說

“粵語是不太正式的低層語盲恐怕未能全面反映香港語吉使

用的實況。根據社會語吉學家 Charles A. Ferguson 的說法，要

是一種本地語盲的使用者超過總人口的 250毛，同時又是 50% 以

上中學畢業生的教育用語，它就屬於社會的“主要語盲" (majoI 

language) 。川由是而育，粵語不但有正式的“高層語吉"功能，

同時也是香港的“主要語育"。

正是因為粵語在香港占有的強勢地位，非粵語母語者來港

工作生活後，在不同領域上逐漸改用粵語作為交際語吉，從而產

生了語吉兼用和轉移的情形。為了進一步暸解香港口語使用的

實況，我們於 2009 年 6-8 月期間在吞港各區以隨意抽樣訪問

的方式完成有效問卷 1004 份，調查“粵語在香港市民的日常會

話巾占的比重"。本文即以當巾 30 位非粵語為母語的受訪者為

研究對象，藉著分析他們的語吉實際使用情況(包括非工作場

所和工作場所) ，探討非粵語母語者語吉兼用和轉移的問題，并

嘗試綜合客觀環境、歷史演變和個人語吉態度等因素歸納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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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因。

研究結果顯示，在香港生活的非粵語為母語受訪者為了適

應本地的語吉環境，須要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和運用粵語，結果產

作了語吉兼用現象，而且在某些領域上，粵語的使用頻率甚至比

他們的母語還要高，連與家人或熟人交談時，都會放棄自己的母

語而使用粵語。這種現象反映出受訪者的語吉正從母語轉移向

主流語吉，雙語研究者把這個階段稱為“語吉轉移時期"。至於

未來的發展是雙語持續并行，還是母語漸漸退為第二語吉，只在

某些固定的場合才使用，貝IJ有待後續的觀察。

三語言轉移研究的概況

吉吾吉轉移(language shi1L)是語吉使用者在某些領域上放棄

母語而轉用別的語盲的一種接觸現象，與語吉使用功能的變化

有闕，包括語言功能的擴大與縮小。語言轉移的不同流向、趨

勢、結果闆涉到複雜的政泊、經濟以及民族心理等社會因室，遂

引起各國學者的重視。

近年西方的研究指出，多語的構成與多民族或移民社區有

闕，例如美國、加拿大(5司和西歐一些國家等 (8 叫令有關領域

逐漸成為近年的研究熱點之一。華人社會多樣的語吉環境，同

樣為各地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在吉吾育轉移的問題上，

華人學者的研究主要關注普通話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各漢

語方吉相互的影響，普通話和漢語方吉之間的影響，海外華人社

區各語吉、方吉之間因接觸而產生的轉移情況，以及所在地受訪

者的語吉態度調金等等。FI=J於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社會背景，調

查地點、對象、人數、方法父不盡相同，他們的研究起點也因而有

明顯的差異。

總的來說，中國臺灣地區學者的著眼點多在語吉多樣性的

維持和語吉政策的制訂上 (11-16) 巾國大陸的研究則多從推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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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語吉規劃和語吉和諧的而度山發 [17 凹]新加坡學者除了

比較當地居民對英語和華語的語吉態度及使用情迎外，還將日

光投放在華語教學的展開和其他莘語方吉的保持上 [20→1) 馬來

西亞學者基於國家語吉政策，華語研究的方向明顯傾向於對華

語的流失和維持的探討 [22-24) 英國方而，由於粵語使用者是當

地華人的構成主體，因此研究者將重心放在英語對粵語的影響，

以及由此產生的語碼轉換和語吉轉移問題上 [2月-27)與英國不

同，美國華人的族群構成要複雜得多， I大l此美國學者不僅探究華

語向英語轉移和研究莘語教學的問題，也分析不同莘人群體的

語吉使用情況，進一步加深文化上的認間。〔油 31)

相較之下，香港的語育學者除了關注身份的認間問題外，對

語吉競爭的相闊論題也極感興趣，較多地探討兩文三語及其他

廣東方吉消亡的問題。早期的研究較為集中在其他廣束方吉向

廣州話轉移的研究上，回歸後由於普通話的地位日漸提高，不少

學者開始調查港人對普通話的態度，以及從不同角度審視港人

的語吉態度等。 [32-37)然而，過去在香港境內做的語吉使用調查

或未涉及粵、英、普三語職能的分析，或因調查數據年代久遠，不

再適用於香港目前的語吉形勢。為了更新相關數據與資料，以

便更為準確地探討香港現時和今後的語吉走向，本研究最近進

行了一坎語吉使用調查。以下的討論將會集中在非粵語為母語

者的語吉使用狀況上，并由此考察香港地區語吉兼用的情況。

問卷調查的設計

(一)采樣方式

為探討香港社會上實際的語吉使用問題，以及增加研究資

料蒐集的完整性，木研究於 2009 年 6-8 月期間派員在新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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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香港自各區以隨意抽樣訪問的方式，暸解“粵語在香港市民

的日常會話中占的比重并且順利完成 1004 份有效問卷。受

訪者都是在香港工作的在職人士，其中以粵語為母語者 974 人，

以非粵語為母語者共 30 人。這 30 人所提供的數據正是下文分

析和討論的基礎。

(二)問卷設計

調查問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調查對象的背景資料，包

括母語、定居最久的城市、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包括類則

和階層)。

第二部分是分別調查工作場所與非工作場所的語育使用情

況，非工作場所包括與家人交談、與友人閑談、外出購物、在公共

場所用餐、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收聽電臺廣播、參

與文娛康樂活動(如唱歌、看電影、舞臺劇、歌劇等)等場合下所

使用的語吉及其頻繁程度，而T作場所則包括與同級交談，與上

級交談，與下級交談，與其他機構、企業進行業務上的交往，與工

作服務對象交談，進行單位小組會議，在工作場所閑談，以及到

政府機構辦事等場合下所使用的語吉及其頻繁程度。頻繁程度

則以 O 至 5 分為評量標準，最常使用者為 5 分，較常使用者為 4

分，一般情況下使用者為 3 分，較不常使用者為 2 分，最不常使

用者為 1 分，從不使用者則為 0 分。

第三部分涉及語盲態度的問題，調查受訪者對語盲的看法，

包括哪種語吉最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粵語在香港的

重要性、學習和掌握粵語的用處，以及希望粵語達到什麼程度等

問題。 選工頁亦按程度劃分，最高分為 5 分，表示非常重要，4 分

表示較重要，3 分表示一般，2 分表示較不重要， 1 分表示非常不

重要，0 分表示根本不需要使用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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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結果分析

(一)基本資料

下面〈表1)為此坎調查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性別方面，粵

語組和非粵語組的比例差不多，女性稍多於男性，粵語組為

52.6% 與 47.4% 之比，非粵語組禹 53.39毛與 46.7月毛之比。年齡

方面，粵語組主要是 19-30 歲這個組則，市 53.59毛， 18 歲以下

組則則最少，只有 6% ;非粵語組主要是 19-30 歲和 31-40 歲

兩個群組，分別占 40月毛和 309毛，古最少是 41-50 歲，只有

6.7% 0 非粵語組J))、普通話為母語者過半數，占 63. 3 % ，以英語

為母語者占 23.3% ，其餘少數分別以其他漢語方盲和外語為母

語。到目前為止，受訪者居住最久的地方，粵語組是港澳地區，

占 95.7% 之強，此外海外又比內地多，分別占 2.99毛與1. 29毛，非

粵語組居住最長久的地方也是港澳地區，占 53.3% ，其後是海

外和內地，白一分比均等，分別古 23. 1 % ;教育桿度方面，粵語

組受訪者中學畢業(中五及中七)最多，占 49.49毛，大學(含大

專)畢業或以上者占 48. 1 % ，僅坎於中學畢業，非粵語組最多

是大學畢業或以上，市 53.3. % (當巾大學畢業市 30% ，碩士

或以上為 23. 3 % ) ，中學畢業占 43.4% 。職業階層方面，就高

巾層來說，非粵語組的百分比都高於粵語組，專業人士和巾層

管理占 43.30忌，行政管理占 6.7% ，而粵語組則分別古 30.9 月毛

和 5.9%;最後是一般文職，粵語組占 639毛，超過半數，非粵語

#且古 50月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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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基本情況統計

額2簧 J一L\粵語紹 戶1是)笑司:長只學:讀認二l 三角 Y警戶告E的年啦ret$豆豆:\
性另1.1 男 462 14 47.4% 46.79毛

女 512 16 52.6% 53.3% 

年齡 18 歲以下 58 5 6.0% 16.79毛

19-30 歲 521 12 53.59毛 40% 

31-40 歲 191 9 19.6% 309毛

41-50 歲 144 2 14.8% 6.79毛

母語 英語

。 7 。% 23.39毛

普通話
。 19 。% 63.39毛

漢語方吉
。 3 0% 109毛

其他外語 。 1 0% 3.39毛

最久居住地 港澳 932 16 95.79毛 53.39毛

中閥大陸 12 7 1. 29毛 23.1% 

海外地區 27 7 2.9% 23.1% 

教育程度 小學 22 2.3% 3.39毛

中有: 352 8 36.1% 26.7月毛

中七 130 5 13.3% 16.7% 

大學 404 9 41. 5% 30% 

碩上 59 4 6.1% 13.3% 

博士 5 3 0.5% 10.09毛

行政管瑾 57 2 5.99毛 6.7% 

專業人士、
301 13 30.9% 43.3% 

中層管用

一般文職及
614 15 63% 50% 

技術t作

(二)非粵語母語者語吉使用情況

〈表 2)為非粵語為母語者於非工作場所和工作場所的語吉

使用情況，括號內是粵語組的均值，作比較參考之用。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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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粵語組在表向所有細頂之中，粵語使用的均值都達 4.50

或以上，顯示粵語是一種使用頻度極高的語吉。

現在先分析非粵語組在非工作場所中各個主要領域里所使

用的語吉。數據顯示，非粵語母語受訪者外出購物和在公共場

所用餐時使用粵語的頻率相當高，均值達 4.50 或以上，而與家

人交談、與友人閑談、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收聽電

臺廣播、參與文娛康樂活動等幾項四個細頂的均值則在 3-4 之

間，即介乎一般常用與較常用之間，比括號內以粵語為母語者的

均值為低。粵語組在與家人交談、與友人閑談、外出購物、在公

共場所用餐、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收聽電臺廣播、

參與文娛康樂活動等幾頂的均值都達 4.50 或以上，表示粵語的

使用率非常高。又值得注意的是，非粵語為母語者於非工作場

所使用粵語的頻率，均明顯高於普通話和英語。

工作場所方面，非粵語為母語者在粵語方面的使用率比非

工作場所為低，均值介乎 2.85-3.43 之間;比較括號內的數據，

他們使用英語、普通話的頻率都比粵語組要高。再細緻地看，非

粵語組的粵語使用率，按均伯高低排列分別是:

與同級交談>與下級交談〉與其他機構、企業進行業務上的

交往>與作服務對象交談>與上級交談>進行單位小組會議

換句話說，工作場所的同級可能不乏本地人，閃此大家交談時經

常使用粵語，但進行大大小小的會議時，出於某些會議或有外籍

人士的參與，所以會議改以英語進行，這反映出英語在會議領域

上的特殊功能。儘管有以上差異，從實際的數宇看，會議中使用

英語和粵語的均值分別是 2.41 和 2. 肘，顯示兩者實際上并沒有

拉開距離，即會議時兩種語吉都十分常用。反觀粵語組的情況，

會議中使用粵語的均值是 4.59 ，而英語只有1. 19 ，二者的差距明

顯較非粵語組顯著，個中原因仍有待進-}t"探索。又與上級交談

時，非粵語母語者使用英語的均f直是 2 以上，同樣反映出工作場

所當中，中高層管理者或有外籍人士，所以須以英語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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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非粵語為母語者的語育使用情況(2009 ) 

非工作場所 工作場所

細項 均值 細I頁 均值

家庭 粵 :3.63 (4.93 ) 岡級 粵 :3.43 (4.77) 
英 :1.30 (0.55 ) 英: 1. 70 (1. 17) 
普: 1.93 (0.34 ) 普:1. 40 (0.54) 

友人 粵 :3.77 (4.97) 上級 粵 :3.07 (4.57) 
英 :2.07 (0.96) 英 :2.03 (1. 22) 
普 :2.53 (0.53 ) 普: 1. 17 (0.34) 

購物 粵 :4.50 (4.99) 下級 粵 :3.38 (4.80) 
英 :0.87 (0.40) 英:1. 67 (0.63 ) 
普:1. 10 (0. 18) 普: 1. 33 (0.37) 

用餐 粵 :4.57 (4.98) 業務 旬 :3.25 (4.47) 
英 :0.60 (0.43 ) 英:2.75 (1. 69) 
普: 1. 13 (0. 13) 普: 1. 65 (0.80) 

電視 粵 :3.73 (4.82) 服務對象 粵 :3.21 (4.65) 

英 :2.90 (2.48) 英:2.39 (1. 98) 
普 :2.00 (1. 42) 普 :2.11 (1. 41) 

文娛 粵 :3.21 (4.50) 會議 粵 :2.85 (4.59) 
英 :3.04 (2.52) 英 :2.41 ( 1. 19) 
普 :2.04 ( 1. 53 ) 普:1. 04 (0.35)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粵語組的均值。

(三)變項比較

為瞭解非粵語為母語者的語吉使用受到哪種因素的影響，

本分節以社會科學統計程式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

ences) 軟體中的單因數變異數分析方法 (One-Way ANOVA) ，通

過比較不同場合語吉使用的組內差異和組間差異的大小來確定

影響|朴素，當顯著性小於 0.05 日寺，表示影響|大|素均值上存在顯

著差異，反之，常顯著性大於 0.05 時即表示差異沒有顯著

牲。[3X-39J 就非粵語組的情況來看，下面分別以年齡、職業階層、

教育程度為影響因京變數，對各場合的語吉使用情況加以分析，

結果顯示粵語、英語、普通話在各領域中的功能，主要受制於年

齡和職業階層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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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齡

〈表 3) 受年齡影響顯著的變量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文娛粵語 組間 44.242 3 14.747 4.753 0.010 

組內 74.472 24 3.103 

總數 118.714 27 

文娛英語 組間 31. 764 3 10.588 3.292 0.038 

組內 77.200 24 3.217 

總數 108.964 27 

業務英語 主且間 53.869 4 13.467 5.065 0.009 

組內 39.881 15 2.659 

總數 93.750 19 

會議英語 組間 58.863 4 14.716 4.518 0.008 

組內 71. 656 22 3.257 

總數 130.519 26 

從〈表的可見，較受年齡因素影響的項目共有四個，分別是

主娛粵語、立;娛英語、業務英語、會議英語，它們的顯著性均小於

o. 肘，即表示該影響因素均值上存在明顯的差異。當中最顯著

的莫過於文娛粵語和其他三個變數的比較〈圓的，文娛英語、業

務英語和會議英語的走向相近，在 18 歲以下組則都介乎 2-3

之間，即較少使用和一般常用之間;在 19-30 歲組則之中，大

約是 4 ，即較常使用;在 31-40 歲組則之中，均是 1 或以下，即

較不常用，甚至從不使用;而 52-60 歲組則，又回升至 4 或以

上。四個年齡組別三個變數暫時難以歸納其規律，但這三個變

數與文娛粵語比較時，顯著性去p十分突山，文娛粵語四個年齡組

別的向度明顯不同(見〈圓 l-a)) ，文娛英語、業務英語、會議英

語錢型呈侃一高一侃一高，立;娛粵語部相反，呈高一侃一高一

低。文娛粵語之內， 18 歲以下組划和 52-60 歲組剔的差異最

為明顯， 18 歲以下組則在火;娛康樂活動(如唱歌、看電影、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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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歌劇等)中最常使用粵語，均值達 5 ，而 52-60 歲組則則不

常使用粵語，美不多是0; 19-30 歲組另IJ文娛粵語大約是2 ，即

較少使用粵語，與其他三個變數相反 31-40 歲組則，文娛粵

語大約是 3-4，即一般常用和較常使用之間，亦與其他三個變

數呈相反。下圖為這四個變數相對應的錢形圖:

香港非粵語母語者語言轉移的初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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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職業

〈表的受職業階層影響顯著的變量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間級普通話 組間 27.774 2 13.887 3.771 。 .036

組內 99.426 27 3.682 

總數 127.200 29 

上級英語 組問 46.232 2 23.116 6.624 。 .005

主日內 90.733 26 3.490 

總數 136.966 28 

上級普通訊 主且問 32.288 2 16.144 5.257 0.012 

主且內 79.850 26 3.071 

總數 112.138 28 

下級普通訊 子且間 4 1. 511 2 20.756 9.078 0.002 

主且內 41. 156 18 2.286 

總數 82.667 20 

業務普通話 組間 31. 661 2 15.831 5.0日8 0.019 

主且內 52.889 17 3.111 

總數 84.550 19 

會議普通話 組間 28.623 2 14.312 7.106 。 .004

組內 48.340 24 2.014 

總數 76.963 26 

一凶手場所普 組間 30.174 2 15.087 3.820 。 .035
通話

組內 106.626 27 3.949 

總數 136.800 29 

〈表的的數據顯示，三個職業階層(行政管理、專業人卡和

中層管理、一般文職及技衛工作)不同語盲的使用情況有顯著

的分別，尤其是同級普通話、上級英語、上級普通話、下級普通

語、業務普通話、會議普通話、 T作場所普通話的顯著性均小於

O. 肘，即表示該影響因京的均值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從〈圓 2)

可見，職校高低對特定場合語吉使用有很顯著的作用，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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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最多使用普通詞和英語，無論與同級、上級、下級、業務對象

交談，或者開會語吉、在工作場所閑談，都會使用到普通話和英

語，均值介乎 4-5 而偏向 5 ，屬最常用或較常用的語言;而一般

文職及技前工作在上述語吉環境里則很少使用普通話和英語，

均估少於 1 ，甚至完全不必使用普通話和英語，而直接用粵語交

談;專業人士和巾層管理則在兩者之間，均值介乎 2-3 ，即一般

常用或較少用。較為不間的其巾一個變數是上級英語(見〈圓

2-a)) ，其趨勢明顯有異於其他變數，估計行政管理階層木來

就是高層，很多根本就沒有“上級上級英語在專業人士和中

層管理組划和一般文職及技術工作組別的走勢與其他變數相

若，均值則稍高於其他變數，反映中層和下層面對著上級的時候

都有機會說英語，尤其是位處中層的專業人士和管理階層，與上

級交談時使用英語的均值介乎 3-4，屬一般常用和較常用

之間。
同級普通訊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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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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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a) 職業階層變量錢形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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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眉目同級普通訊

一. r級英語

- r級普通話

--←級普通話

.﹒;;;務普通話

........會議普通訊4 

司
、JEUE 

2 

。
行政管理人員 專業人士、輔助專業一般文職

及高級行政人員 J 、|及中層管理人員及技術工作

〈圈 2-b) 職業階層變量錢性圓

圓.教育程度

〈表 5) 是學歷因素在工作場所和非工作場所的顯著性指

標，常中所有變頂的顯著性者巨大於 o. 的，即所有單因京分析都

沒有變數體出現顯著性，這顯示了學歷一項在對語盲的使用并

無顯著的影響。

〈表 5) 教育程度因素影響下各變頂的顯著性指標

變項(非工作) 顯著性 變J員(工作) 顯著性

與家人交談 可樹歹f 口主五口 。 .389 與同級交談 粵語 0.334 

英語 。.589 英語 0.385 

普通話 。.359 普通話 0.616 

與友人交談 粵主H五U 0.790 與上級交談 粵語 0.261 

英口主五口 。 .422 英語 0.215 

普通話 。.412 普通話 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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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變I頁(~n作) 顯著性 變I頁(一仁作) 顯著性

購物用語 粵語 0.467 與下級交談 粵語 0.071 

英語 0.742 英語 0.579 

普通訊 0.563 普通訊 0.398 

公共場所凶餐 粵詛口口 。 241 與業務對象交談 粵主口五口 0.240 

7占忘L之一主叫石鬥 0.268 Jj荒J之主u有n 0.472 

普通話 0.631 普通詰 0.427 

收看電視 粵語 0.324 與服務對象交談 粵語 。 094

收聽廣插 7占之主主口五口 。 782 Jj之i 主口五口 。 169

普通話 0.564 普通話一 0.720 

文娛康樂活動 粵語 0.101 會議語吉 粵主口五口 0.220 

英語 。 992 英主口五口 。 690

普通話 0.971 普通話 。 476

五語言兼用與轉移

(一)語吉轉移的一般情況

有了以上的認識後，我們現在可以深入考察香港的語吉兼

用問題。

語吉轉移 (language shift) 是一個過程，沒有語吉兼崗的時

期就投有語育轉移的結果。人口遷移往往由社會、政治、經濟等

原因而引起，新來者與當地人接觸後就會產生語吉兼用現象。

這種現象的特點是，要麼新來者學習當地居民的語盲，如移民

英、美、加、澳、組的人學習英語，要麼原來的居民學習新來者的

語吉，如“大日本帝國"時期韓國人、臺灣人、琉球人學習日語。

同一社會內長期共存著兩種或以上的語吉，從而在各領域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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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同程度的語吉競爭，這是語吉轉移發生的前提;一段時間之

後，操其他語吉者必定兼通主流語盲，從而產生語吉兼用現象，

或稱雙語現象( bilingualism) ;當語吉兼用發展到一定時期，弱勢

語盲的成員就會陸續放棄臼己的母語，向主流言吾吉發生轉移，這

個時候就是語吉轉移時期。

從理論層面看，雙語現象可以指在同一社會內兩種語吉共

存的狀況，以及岡一個人掌握兩種語吉的狀況，即雙重語盲和雙

層語盲。 [401 在前一種語吉狀況中，兩種語吉系統同時存在的情

況可以反映在正式公文，傳播媒介和學校等方面。至於後一種

語吉狀況，即個人的雙語現象，指的是在語吉層面上及在語吉交

際的領域里，說話人掌握從一個語言系統轉用另一個語言系統

的能力。據努I~嘉彥、游汝傑 [41 ]的觀察，雙語社會中的語吉同化

是一個漸變過程，在歷史發展過程巾會具體經歷各個階段。他

們以移民的語吉為例，觀察了一代以上的移民的語吉現象特徵，

并把語吉同化歸納為五個階段，即語吉移借(客居期)、語吉替

代(聚合期)、語碼轉換(過渡期)、雙重語吉 01昆同期)、殘餘干

擾(同化期)。

可以預計，才在用現象發展下去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

是雙語在往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居定地繼續存在，如加拿大、

比利時等地。 人們最初各自操著自己的語吉，後來該語吉內有

一些成員開始學習對方的語盲，形成雙語或多語并存的現象，新

習得的語吉通常是當時市主導地位的威望語盲，如組西蘭原住

民毛利族學習英語。雙語現象得以持續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

策的左右，例如有否立法保護國內少數者的語吉等，如瑞1:等

地。又雙語持續現象也有因應各岡白身需要而存在，如在巾闕，

菁通訊是政府、學校等的用語，而一般方吉通常用於農村、非正

式場合和民間文學之中，這種情況與許多阿拉伯國家(古典阿

拉伯語對阿拉伯方吉卅日似。

第二種情況是雙語中較強勢的一方壓倒弱勢的一方，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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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語逐漸壓倒其他方吉。如過去香港的水上人提畫家話

(粵語的一種變體) ， 20 世紀 70 年代政府先後安置各艇尸“上

岸"生活，他們所使用的語吉也就慢慢轉移到主流的廣州話，

“至今只有西貢等少數小梅、港有保間單家口音 r 42 ]強勢一方

壓倒弱勢一方父司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弱勢語吉隨著使用人口

的減少而瀕臨滅絕(如滿語) ，甚至被消滅(如古中東排利基

語) ;二是語吉轉移，即原來的語吉逐漸轉換為第二語吉，如香

港潮州人、客家人，甚至印巴籍人士的下一代，又或者美國南美

裔移民的第二、三代;三是皮欽化( pidginization )或克里奧耳化

( creolization) ，即語吉雜交，產生母語和第二語盲的混合體，既

有母語也有第二語盲的語吉特傲，如毛里求斯語就是本土語和

法語的混雜結果。

(二)香港的狀況

香港社會并非單一使用粵語，據我們的調查，非粵語母語者

一般都會兼用粵語和普通話、粵語和英語，或粵語和其他方盲，

兼用的類型則多以粵語為主，兼用英語或普通話(見〈表 2)) 。

本節認為，非粵語母語者現在處於雙重語吉期，會按不間場合、

不同對象使用粵語、英語、普通話等語吉系統。

非粵語母語者在非工作場所之中，包括與家人和友人交談、

外出購物、在公共場所周餐、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

收聽電臺廣播、參與文娛康樂活動等幾個細頂，者.~出現兼用菁通

訊、英語情形，普通訊均值介乎 1-2.5 之間，英語均值介乎

0.5-3 之間。丁作場所方面，雖然粵語是較常使用的語盲，但

兼用普通話情況亦相當普遍，與同級交談、與其他機構企業進行

業務上交往、與工作服務對象交談、進行單位小組會議等四項的

均值皆高於 2 ，與上級和下級交談、在 1--作場所閑談、到政府機

構辦事等幾項均值介乎 1-2 ，而業務、服務對象兩項普通話的

使用與粵語更非常之接近。普通話之外，英語也是工作場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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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兼用的另一種語吉，服務對象頂均值高於 2 ，在與同級、上

級、下級、業務、會議、工作場所閑談等項目的均值都介乎 1-2 。

整體來說，香港社會的語吉環境以粵語最為常用，同時兼用普通

話或英語的情況亦相當普遍，尤其是在工作場所。

至於非粵語為母語者在不同場合之中兼用普通話或英語的

情況，可先參考以下資料:

〈表軒在港工作非粵語為母語者的母語

母語 人數 百分比

英語 7 23.3% 

普通話 19 的 39毛

漢語方古 3 10% 

其他外語 3.3% 

30 位受訪者的母語主要是英語或普通話，但根據我們的調查

(見〈表 2) ) ，他們無論在非工作場所抑或在工作場所中使用的

語吉都以粵語為主，這反映出他們的語吉正從各自的母語慢慢

地轉移到粵語。從語吉功能的角度說，非粵語母語者在以粵語

為主導的香港生活或工作，其母語只能退縮到某些領域上。以

非工作場所為例，雖然所有項目的均值均比總人數的均值(4.5

以上)為低，但購物、用餐兩項均值達 4 以上，家庭、友人、電視、

文娛幾項均值達 3 以上，顯示粵語是他們較常使用語吉。工作

場所方出，總人數的均值在 4 以上，而非粵語為母語者在同級、

下級、服務對象、工作場所、政府幾頂的均值則在 3 以上，在上

級、業務、會議幾頂的均值亦接近 3 ，反映出粵語是較常使用語

吉，甚至比他們的母語更為常用。從年齡組則來看，文娛康樂活

動(如唱歌、看電影、舞臺劇、歌劇等)一頂， 18 歲以下組則最常

使用粵語，而 52-60 歲組則則不常使用粵語(見〈圓的) ，這正

好說明年紀越輕的非粵語為母語者越能接受粵語為主要傳播媒

介，預示了語盲轉移的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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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說，非粵語母語者與家人交談時，最有機會使用母

語，因為母語是從父母那里習得的語盲，家庭自然是維護母語的

最佳場所和最後防錢。然而我們的調查部顯示( <表 7) )，在香

港工作的非粵語母語者，在家中與家人交談時，使用粵語的均值

為 3. 的，即介乎一般情況下使用與較常使用之間，雖然不及粵

語組的 4.93 ，但顯示山除了他們的母語(英語、普通話、其他方

吉)之外，與家人交談時粵語有上升至常用語育的趨勢，這是探

索語吉轉移時一條饒富意義的錢素。與友人交談的情形相若，

他們使用粵語的均值為 3.77:

〈表 7)非粵語母語者語言使用均值

粵 :3.63 (4.93) 
家庭 英: 1. 30(0. 55) 

普: 1. 93 (0.34) 

粵 :3.77(4.97)

友人 英 :2.07(0.96)

普 :2.53(0.53)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粵語組的均值。

這兩工頁數據意昧著未來的語吉發展，要麼是雙語并行，即有時說

母語有時說粵語，要麼粵語成為他們下一代的母語，原來的母語

退為第二語吉。然而如果他們的母語是英語或普通話，可以肯

定不會出現語吉被消滅的結果，因為畢竟英語是國際語盲，普通

話則是國家語吉，兩者都是政府致力提倡的語育，藉以維持本港

在國際舞臺上的競爭力。因此英語和普通話在同化的過程中，

最多只會因語吉競爭而退居第二錢，成為下一代語吉使用者的

第二語盲，與畫家話、圍頭話使用者越來越少的命運不同。

六語言轉移的因素

語吉維護和轉移的概念最早由 Fishman 1 的〕提出，他指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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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維護和轉移研究所關心的并不是操不同語吉的人互相接觸時

產生了甚麼語吉于擾，而是通過對語吉維護晶轉移研究，觀察語

吉與心理、社會或文化過程之間到底有甚麼關聯。影響語吉轉

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經濟、教育、政治、大眾傳播、社會、

語言態度與語言規剖等。 [44 晶〕下面試從歷時'r生、共時性和個人

語吉態度等「個層面，探討非粵語母語者來港工作生活後產生

語吉轉移的原因。

(一)粵語壓倒其他方盲

從歷時角度來看，香港開埠初期粵語并沒有明顯的壓倒優

勢，但 2011 年全港人口普查部顯示操粵語的五歲及以上人口竟

達 89.5% 之高。下文試從人口流徙、市鎮發展、交通發展、人口

增長幾方面說明現代化、都市化對語吉轉移的影響。

1.早期方吉雜處

香港第一位同洋大主教史密夫神父 (G. Smith) 指出 19 世

紀中葉香港島流通三種主要的方吉(three principal dialects) ，即

粵語、客家話和福佬話，它們彼此不能溝通，其巾的粵語本地話

(Pun-te / vernaculars) 又可以分為三種口音:新安、番固和南海。

港島原居民和澳門移民說新安話，來自黃埔(位於廣州市東緣，

鄰近珠江、番禹)的華籍唐民說番周話，來自佛山、南海的則說

南海話間，各族群沒有統一的交際語。直至太平天國戰爭漫

延至廣州，大批經濟地位較高的省城居民誦進香港避戰，粵語才

開始立足香港，并成為市區的通用語，直至 19 世紀這種情況基

本沒有太大變化。

20 世紀 30-50 年代，大陸戰亂頓生，大量操不同方盲的

人，包括商人和文人，舉家逃到香港避開戰火，帶動了香港島以

至九龍地區的發展，其中以隨資本家來港的上海話，和隨政要來

港的藍青官話勢力較大。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華籍居民分別來自

不同籍貫，例如廣東人、客家人、潮州人、四且人、上海人、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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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彼此講不同的方育，當時粵語依然沒有今天的優勢。不過這

種情形很快就逆轉，因為正由於各種方吉都不古優勢，大家開始

以粵語作為交際巾介，使粵語從不具壟斷地位的語吉逐步變成

占有絕對地位的主要流通語吉:

各個方言族群都有放棄自已母語的趨勢，而且這在第

O 代移民身上便開始。 但我們同時也發現，各個族群放棄

母語的速度并不相同。在 1961 年之前方言流失得最嚴重

的是四芭話、潮州話和閩南話， 1961 年 1970 年期間流失

得最嚴重的是四芭話、上海話、客家話。而同期間閩南話的

流失速度均減慢了。總結整個時期，四色話的流失量高達

93.79毛 l48 J 

關於香港都市化之前的語吉狀況，張雙慶認為在 20 世紀 70 年

代發展新市鎮以前，香港新界并不說粵語，至少不以粵語為主要

流通語言:

其實，在都市化以前，在大批新市鎮出現之前，香港的

郊區并不說廣州話，九廣鐵路就像一條擠帶，把廣州話帶到

香港郊區。鐵路經過的地區，包括香港的新界，說的是另外

一些方言......從方言的類別來看，新界的方言包括了漢語

七大方言的三種方言，一是粵語，它以市區的廣州話為代

表，圓頭話和客家話都是粵語的分支，而且圍頭話和東堯話

還很接近，可稱為完寶方言，寶即寶安。二是閩語，即所謂

的福佬話，他們是來自海陸豐的漁民。三是客家話，是新界

方言最具優勢的一種。 [49

後來市區的人口已接近飽和，有必要將人口重新分布，港英政府

道發展新市鎮，於是從 70 年代起，政府將土地發展伸延到九龍

以北尚未發展的地方，也就是由一條條的小村落組成的新界了。

張雙慶認為九廣鐵路“把廣州詰帶到香港郊區這種說法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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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道理。 70 年代末香港的交通網絡和集體運輸系統大幅

擴展，宜接支援了新界新市鎮的發展，讓新界居民能很快的來往

市區。地下鐵路自 1979 年分期通車，而九廣鐵路則於 1983 年

實行雙軌電氣化，讓都會區與新界間的聯繫更形賢桶，同時也模

糊了語吉的界績。

ll. 近幾十年粵語獨大

更準確地說，把廣州話帶到香港郊區并不是九廣鐵路，而是

市區人口的流動。 1976 年至 1980 年間，各新市鎮內共百多座

公共房屋落成，提供逾十萬單位供市區居民遷人。 [50 .1 70 年代以

後，新市鎮成功將二百多萬人口從市區分散山來，占總人口的

350毛。這 35% 的人口宜接衝擊了說客家話、圍頭話和福佑話的

新界。另一方間，為配合義務教育的推行，政府統一了課程規

剖，無論是市區的主流學校，還是新界的鄉村學校，教學內容幾

乎一模一樣，於是市區青少年和新界青少年都有接受同等教育

的機會。凡此種種，加快地氓滅了新界和市區的界錢，語盲的選

擇亦是其中一種表現。新的集體運輸貫通了整個香港，消除了

以往地方之間的語吉隔閣，伴隨新市鎮發展的人口流動淡化了

新界與市區的對立，新市鎮皆與鄉村為鄰。從另一方面看，都市

元素慢慢滲入鄉村，墟市的地位為新市鎮中心取代，其他方吉的

使用亦漸漸為市區粵語取代。莊初昇:

最近幾十年來，隨著香港的都市化進程加快，在人口遷

徙融和的背景下，廣州腔的粵語(廣東話)在新界各地廣泛

普及，新界原來的幾種方言土語，包括圍頭話、客家話和福

佬話都相繼式徽，使用人口越來越少 (51 J 

正正說明急速的都市化轉變了新界的語吉傳統，香港人的生活

方式和語盲運用趨向一統，產生了後來所謂脊港人身份的“集

體認同"。

人口因素包括操某一語吉的人數及其地理分布，是左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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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轉向的關鍵，因為人口密集更容易維護語吉，如魁北克法裔維

護法語，而居住在鄉郊的人比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更容易維護自

己的語盲，如香港新界、廣東的客家村維護客家話。當一種語吉

逐漸消失時，操該語盲的人口的數目顯得尤為重要。〈表 8) 是

香港政府統計處關於探廣州話、英語與普通話的五歲及以上的

人口統計數字，以及占總人口之百分率，其他巾國方吉包括客

家、潮州、福佬等沒有列入表內:

〈表 8)慣用語吉劃分統計

年份 廣州話 英語 國語(普通話)

1961 2076210 (78.98%) 31824 (1. 21%) 26021 (0.98%) 

1971 3469235 (88.13%) 41119( 1. 04%) 89515 (2.27% ) 

1991 4583 322 (88.67%) 114084 (2.21%) 57 577 (1. 11 % ) 

2001 5726972 (89.2%) 203589 (3.2%) 55410 (0.9%) 

2011 6095213 (89.5%) 238288(3.5%) 94399 (1. 4% ) 

統計數據里，最明顯莫過於操“廣州話"人口的變化，無論使用

人口和所占百分比均有上升趨勢，由 1961 年至 2011 年五十年

內增加了四百萬，使用率亦由 78.989毛攀升至 89.59毛的絕大多

數，按道理說四十年內不可能有四百萬人在吞港出生。據劉鎮

發、蘇昧昌研究:

1971 年香港政府統計署人口統計有關語言的部分是

以籍貫為主的。其實講廣府話的人而自稱籍貫是“香港九

龍及新界"的，只占總人口的 49毛。〔位〕

香港的人口來自五湖四海，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也有是東南亞華

僑，來香港的時間也各有不同，各自操著不間的方吉口音。然

而，因為此間粵語無與匹敵的優勢，他們都放棄了家鄉的方盲，

改說本地古強勢地位的粵語，而粵語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他們

下一代的母語。山十年來，操“廣州話"人口的上到公正好從側面

反映這且移民和他們的下一代出現了語吉轉移的情形;至於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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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者的百分比也由 1961 年的1. 21%上升至 3.5% ， 2011 年人

數達二十餘萬;普通話則朝反方向發展， 1971 年時香港共有

2.27%人口使用普通話， 1991 年遞減至1. 11% ，凶歸後 2001 年

更降至不足 10毛， 2011 年回升至1. 49毛，時使用人口仍不足十

萬。這些統計多多少少透露卅語吉使用情況和語吉轉移現象的

一些訊息。

(二)粵語最具競爭力

從共時角度去說，今天香港流通於大街小巷的廣州語無疑

是優勢方吉(prestige accent) ，政治、文化、經濟、傳播、人口幾方

由都極具競爭力。粵語的流通與傳播媒介影響有很大的關係，

廣播、電視、電影用語、立法會辯論、政府新聞發布都是粵語，地

方報紙上的主章偶爾也出現方吉夫章。這一點相當重要，當某

一語盲與大眾傳播機構聯繫在一起時，便獲得了維護和傳播的

動力;同樣道理，當強勢語育與公共服務發生聯繫時，便削弱了

弱勢語盲的流通程度，例如我們的調金顯示，到改府機構辦事使

用英語和普通話的均值都少於 1 ，而粵語去fJ接近 5 ，在在說明粵

語獲得了語吉維護的動力。

〈表 9)是全樣本非工作場所和工作場所語吉使用頻率均值

表。以非工作場所使用語吉為例，據我們收回的 1004 份問卷所

提供的數據，除了文娛康樂活動之外，非工作場合粵語使用頻率

均值接近 5 ，即“最常使用的語盲而職場當巾各領域所使用

的粵語，均值都達 4.53 或以上，即是傾向“最常使用的語盲

尤以與同級交接和在工作場所閑談這兩項均值最高:

〈表 9) 非工作場所/工作場所語言使用頻率均值表(全港)

非工作場所

與家人交談

均值

粵 :4.90

英 :0.57

普 :0.39

工作J易所

與同級交談

均值

粵 :4.73

英: 1. 18 

普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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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非工作場所 均值 工作場所 均值

與友人交談 粵 :4.93 與上級交談 粵 :4.53

英 :0.99 英:1. 24 
普 :0.59 普 :0.37

購物J+j語 粵 :4.97 與下級交談 粵 :4.77

英 :0.41 英 :0.66

普 :0.21 普 :0.39

公共場所用餐 粵 :4.97 與業務對象交談 粵 :4.43

英 :0.43 英 :1.72

普 :0.16 普 :0.83

收看電視 粵 :4.79 與服務對象交談 粵 :4.61

收聽電毫 英 :2.49 英 :2.00

普:1. 44 普 :1.43

文妓康樂前動 粵 :4.47 會議語吉 粵 :4.53

英 :2.53 英: 1. 22 
普 :1.54 普 :0.37

于于港是一個四方雜處的社會，除了人數上占優勢的廣東人

之外還有福建人、客家人、上海人、北方人等等各地人士。昔日

的人口調查，都有記錄市民的原籍，當中主要以廣府人為主，其

故是四且人及j朝仙人，再其吹是來自上海及江、斯地區的新移民，

各有各的方吉。直到現在，香港通行的方吉仍然也有它複雜的

一面，例如流行在新界的圍頭話、客家話、福佬話等。唐英年[53)

表示香港約有六分之一居民是福建人，人數達百多萬，然而

2011 年人口調查部顯示操粵語者達 89.50毛，這一方面反映粵語

是本地的共阿語，另一方而反過來證明在語吉競爭之中，福建詣

的使用範圍和人口不斷萎縮的事實。華族以外，在香港居住和

工作的外國人，以菲律賓人最多，接近 14 萬人，占人口的 20毛，

其吹馬南亞人、英國人、日本人、韓國人、泰國人、印尼人等，各有

各的語盲，彼此不能通話，為了在此間生活、工作，他們或多或少

都曾學習粵語。

當粵語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以後，開始向標準廣州音靠攏，往

往不容許其他粵語變體，否則就會被訕笑語音不正。關於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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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地位問題，何羚的詞可用作這點的注腳:

這是一個多麼奇異的社會。當香港人要把好好的廣東

話夾雜上鬼文，部沒有任何人社笑。但當外省同胞盡力學

習本地語言，與閣下溝通時，郁不容人的語音有半句

不正。 [54)

這種社會上根深蒂固的看法加速了各大方吉向香港粵語靠攏，

而操粵語也成為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的特傲。

(三)語盲態度

語吉態度指人們在社會認同和個人感情等因素的影響下，

對一種語吉的看法和評價，這些看法與語吉使用和語吉能力緊

密相連，也直接影響人們往後對該語吉所采取的行動。說話人

對語吉持積極態度有利於對該語盲的維護，反之就會導致語吉

轉移。除了使用該語吉的成員外，整個社會對某一語盲的態度

也是影響語吉維護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加拿大魁北克省

操法語的人對自己的語吉及其文化越來越感到驕傲而產生熱

情，甚至催生了主張魁省獨立的政黨。如果整個社會對某一種

語言持消極的態度，將會影響人們不積極學習該語言，甚至不去

使用該語盲。 20 個世紀末開始，比依青、高一虹等、龍惠珠、曹

逢甫、黃雅愉、王遠新和王宇平等[閉的]相繼從語吉態度的不同側

面開展研究，他們采用變量配對、語義微分量表、直接調查和間

接調查等方法發現了一些可供探討的亮點，并且獲得一些有意

義的結論，例如語吉態度的構成要素、某些因素(如職業背景)

對語吉態度的決定性影響等。

本文采用直接訪問的方法，在 30 個受訪者巾展開有關語百

態度的初步調查(見 3.2) ，試圖暸解在吞港工作的非粵語為母

語者，對粵語抱著什麼樣的語言態度，而這種態度又如何影響他

們選擇語吉的取向。〈表 10) 以 5 為最高值，0 為最低。均值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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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之非粵語為母語者認為，粵語在香港的重要性介乎非常重要與

較重要之間，學習和掌握粵語傾向認為較有用。當被問到希望

粵語達到什麼程度時，在“ A. 能流利準確地使用"、“B.能進行

一般交際"、“ C. 能聽懂說話者的意思"、“ D. 沒什麼要求"四個

選頂之中，平均值顯示受訪者的願望介乎 A 和 B 之間，顯示受

訪者希望能流利地使用粵語進行一般交際。 值得一提的是，以

粵語為母語的受訪者均值是1. 35 ，比非粵語母語受訪者的1. 6。

為低，顯示前者對自己掌握較高程度粵語的期望比後者為低，原

因則有待進一步探究。

粵語重要性

粵謂有用性

期望程度

〈表 10) 語吉態度均值比較

粵語組

4.58 

4.30 

1. 35 

非粵語組

4.33 

4.07 

1. 60 

調查又顯示，雖然 30 位非粵語母語受訪者以不同的語吉或方吉

為母語，但在香港這個環境中下一作，他們顯然都不約而間地意識

到此間粵語的社會地位非比尋常，粵語在政治、文化、經濟、傳

播、人口幾個領域都顯示出強大的競爭力，從市民日常交流，到

學校教育、工商行業，到政府辦公、立法會選舉，到新聞傳媒、大

眾娛樂，粵語都居主導地位，而香港的大眾媒體及娛樂事業的繁

榮又反過來促使粵語繼續保持無與匹敵的優勢。“1 叫受訪者都

希望能掌握粵語進行一般交際，又或者能流利準確地使用，這種

態度直接導致他們在實際環境中使用粵語的意願。

不過，非粵語為母語者對粵語所持的態度，是對粵語主動認

同，還是礙於實際環境而被動地接受和學習粵語呢?對於這個

問題，本調查未能提供答案，但下圓的語吉態度均值分布起碼能

移視為對粵語語吉態度的指標。除非未來政府的語吉政策大轉

變，或者外來人口大量遁入，否則粵語獨大的事實以及市民現有

的語吉態度是不會有太大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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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仇
"

仇
"

m::l粵語母語組

臨母語非旬認知

4.00 

3.00 

2.00 

仇
"

仇
"

nv 

粵語重要性 粵語有用性 期望-程度

〈圓的 語言態度均值分布

總結

本文試圖從社會語吉學角度出發，在特定範圍內調查在香

港工作的非粵語母語者的使用粵語情況。結果發現，受訪者的

母語多萬普通話或英語，而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語吉轉移

的情形，而在非工作場所轉向使用粵語的情況則尤其明顯。這

種處於雙重語盲的現象正是語吉同化的一項表傲。又他們在工

作場所的各個領域內，都會兼用到普通話或英語，特別是與上級

交談不口開會的時候，均值都比以粵語為母語的受訪者為高，估計

他們的母語優勢正是獲聘來港工作的其中一個原因。再往下分

析，竟語在各領域中的功能，較為明顯地受到年齡和職業階層兩

種因素的制約，例如年紀越輕越常使用粵語、中層在職者兼用普

通話或英語的頻率較高等。至於1上粵語母語者語吉使用發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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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原因，與本地歷時背景、共時狀態，以及個人語吉態度等因

素密切相關。

注釋:

(作者: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吉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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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係指以廣州訢為代表的廣府片。

[2) 姚虫平《中國語吉規由l研究H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3) 同注 [2)0

[4) 徐大明、陶紅印、謝天蔚《當代社會語古學H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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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Language Shift of Non

Cantonese Native Speaker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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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veryday language use of 

non-Cantonese native speakers who work in Hong K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three languages , namely Can

tonese , Putonghua and English , will be examined closely in terms 

of their frequency of use in both workplaces and non-workplaces. 

By comparing the mean scores and related variables , this study fur

ther discusses and explains the phenomena of language shift of non

Cantonese native 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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