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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說明

《追本窮源：粵語詞彙趣談》初版於 2006年由三聯書店（香

港）有限公司出版，旨在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向讀者介紹粵語

常用詞𢑥的寫法和讀音。本書題為“追本窮源”，有追溯本源

之意，希望透過本字的考釋，讓讀者可以了解粵語詞𢑥在年月

裏的演變。書中把所選詞𢑥的本字和日常寫法並列，初版依黃

錫凌《粵音韻彙》的系統標音。

近年粵語再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大家對母語中的日常

用語又再感到興趣。《追本窮源》出版多年，已難於坊間購得，

感謝鄭海檳先生協助再版。修訂版應海檳先生的建議，把書名

修訂為《追本窮源：粵語詞義趣談（插圖本．修訂版）》），並

由三聯書店把原有拼音改為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拼方案拼音，

讓香港讀者和內地粵語文化愛好者均能識字辨音。三位作者分

別就考證說明、小故事和附錄加以修訂，盼望本書有助大家探

尋粵語的根源。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所長 

何杏楓

二〇二二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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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又稱“廣州話”，是漢語方言之一，有着悠久的歷

史。粵語的詞彙，不少是來自古漢語詞的。由於粵語屬於地方

方言，多用於口語，少用於書面語 （指用現代漢語寫成的白話

文），因此，不少人對粵語詞彙的本來寫法，便不甚了了。

香港隸屬粵方言區，粵語是大多數港人的母語。本地的中

小學校，多以粵語為教學語言。市面的報刊，不少利用粵語來

報道資訊，或刊登以粵語撰寫的文章。由於粵語詞彙的寫法，

並沒有任何規範，因此有時會出現一字多形的現象，如：“給

予”的意思，粵語唸“bei2”，便有“畀”、“俾”、“比”等寫法。

又如：“膝頭骨”，粵語稱“膝頭哥”，其中“哥”有何意義，

如不追尋這裡的“哥”原來寫作“髁”，恐怕不易明白箇中意蘊。

二○○○年九月，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籌拍一個名為

“妙趣廣州話”的節目，節目的內容是介紹有本字可考的粵語，

旁及一些香港常見詞彙的寫法和讀音。該節目的負責人找本系

同人協助提供資料，那時本系剛成立粵語研究中心，於是便以

中心的名義接受邀請，並由本中心委派兩位同事負責蒐集資料

和撰稿，再由另兩位同事審閱，然後交電視台編輯選用、修

訂。攝錄時，本中心又派出兩位同事──何杏楓博士和黃念欣

女士──輪流在節目中主持講解。在攝製的過程中，電視台與

本中心工作人員，經常就節目內容進行討論，字斟句酌，費時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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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多，但為了避免出錯，我們都認為是值得的。該節目在同年

十月啟播，共播出十多集，累積了好些材料，本中心同人遂計

劃將之結集出版，作為同人多月來研究的小結，並藉此以誌本

中心與電視台合作的一段情緣。

本書的內容，以粵語研究中心提供給電視台的初稿為底

本，加以修改及補充而成。書中將所收的粵語詞彙，按性質分

類，分別介紹其寫法、讀音和意義。當中每個詞彙的討論，

都涉及本字的考釋。我們這樣做，無意主張復古，鼓勵人人

寫本字（如：“打尖”要改為“打櫼”、“牙擦擦”改寫為“牙

”等），畢竟，文字的寫法是隨時代而變的，後起字、假

借字取代本字，往往而有。我們希望透過介紹本字，讓讀者明

白粵語詞彙在形、音、義三方面的演變，從而加深其對粵語的

認識。

文字的考證，往往是枯燥乏味的，為提高閱讀的興趣，書

中每介紹一字或一詞，前附一個以對白組成的小故事，故事由

何杏楓博士創作，以輕鬆活潑的筆觸寫成，本書的副題以“趣

談”命名，小故事正是“趣談”的主要元素。每一字項或詞項

均附以插圖，以收圖文並茂之效。篇末附載二表，分別是“本

書所用的粵音聲韻調表”和“本書所收粵字今音與《廣韻》音

對照表”。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本系研究生吳潔盈、鄧依韻

協助小故事的構思，王艷杰就書中的粵語與普通話對應的句

例，進行校訂工作，藝術系柯曉冬同學負責繪畫插圖，令本書

生色不少，謹此致謝。

考釋本字是吃力不討好的一回事，同一個粵語詞彙，本字

的考訂，有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在判斷本字時，儘可

能提供訓詁的依據；說法不一的，則小心考證，擇善而從。為



 viii

ix

了照顧普羅大眾，本書說解文字力求淺易，不作深奧的說理，

故考證點到即止。由於著者識力所限，錯誤或恐難免，祈望學

者、前輩不吝指正。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粵語研究中心主任

陳雄根

二 ○○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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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搊二掕找鎖匙

妹妹打開了木門，看到姐姐站在鐵閘外⋯⋯

妹妹： 沒有帶鎖匙嗎﹖不停地按門鈴。

姐姐： 你看我買了這麼多東西，“一搊二掕”的，“搊”鎖匙又
找不出來，還不快給我開門。

妹妹： 哈哈，早已提醒你外出買東西最好帶個大“手搊”。我
不開門呢，誰叫你昨晚“搊掅”我沒把碗洗好。

姐姐： 那你便不要開門吧，給你買的冰淇淋要溶掉了。

手搊
（手抽）sau2 cau1



 002

003

“手搊”[sau2 cau1]今寫作“手抽”。“搊”就是“手搊”。 1“手

搊”是有挽手的袋子，通常是用紙或塑膠造成。另外，“手搊”

又可指軟質的提籃或藤籃子。“抽”的本義是“引起”，2並無

“手搊”之義。“抽”在粵語裡有“拉起”、“抬起”的意思，由

於“抽”的筆畫較“搊”簡單，也較易辨識，故後來把“搊”

取代了。

“搊”也解作“提起來”的意思。例如：“你搊住咁大袋行

李去邊﹖”（“你提着這麼大袋的行李去哪兒啊﹖”）“搊”又

可作量詞用，如：“一搊提子”、“一搊鎖匙”、“一搊行李”等。

以下介紹跟“搊”有關的幾個詞語。“搊後腳”就是指抓

住別人話語中的把柄。“搊掅”[cing3]（音“秤”）即是“挑剔”，

如：“成日俾老細搊掅，認真冇癮。”（“整天被上司挑剔，十

分沒趣。”）至於“搊痛腳”就是指抓住別人的弱點，也叫“抯

（通‘揸’）痛腳”或“捉痛腳”。

另一詞語—“一搊二掕 [lang3]”有二解，一是形容東西

多，大包小包的。如：“佢一搊二掕噉，一個人點拎 [ling1]得起

呀﹖”（“他大包小包的，一個人怎能拿得起呀﹖”）另一個意

思是形容孩子多，如：“佢而家一搊二掕，仲邊得閒同我哋打
牌吖！”（“她現在孩子多了，哪有空跟我們打麻將！”）

1	《廣韻．尤韻》：“搊，手搊。”

2	《說文．手部》：“㨨，引也。⋯⋯抽，㨨或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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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子之手，與子偕老

金飾店的櫥窗玻璃上，映着一雙情侶⋯⋯

男朋友： 看，最前排中間的那隻戒指很雅緻，你戴上了一定很
好看。送給你，怎樣﹖

女朋友： 人家才不要戴你的戒指呢！

男朋友： 那⋯⋯看看這邊的“手扼”吧⋯⋯

女朋友： 不要，像監犯的手銬。

男朋友： 戒指和“手扼”，都是要把人鎖起來的金剛圈呀！ 就
是想你戴上了，一揚手，就想到我來。

扼
（鈪）aak3-2（原讀“aak3”，變調讀“aak2”）



 004

005

女性配戴的“手鈪”[aak3]，現在寫作從“金”旁的“鈪”。

“鈪”的本字是“扼”，讀作“ak1”。“扼”的本義是“握持”， 1

引申有“抓住”、“據守”等義。2

唐代有“扼臂”一詞，解作“手鐲”，3是套在手腕上的環

形裝飾品，多用金屬製成，粵語保留“扼”所表示的“手鐲”

義，卻將它改寫成“鈪”，讀作“aak3”，自“鈪”出現後，便

取代“扼”而成為“手鈪”的專用字。

現在，“手鈪”的“鈪”[ a a k3] 在口語中又會變調讀成

“aak2”，而製造“手鈪”的原料，也不限於金屬。舉凡金鈪、

銀鈪、銅鈪、玉鈪、藤鈪、珍珠鈪、膠鈪，均用從“金”的

“鈪”來表示了。

 ●變調
字和字連起來說，有時會產生字調與單說時不

同的現象，稱為“變調”。變調通常出現在口語裡，

往往由低聲調轉讀成高聲調。以粵語為例，如：“乞

兒”的“兒”，原讀陽平聲“j i4”，變調讀陰平聲

“ji1”，稱為“高平變調”。又如：“雞蛋”的“蛋”，

原讀陽去聲“daan6”，但在“雞蛋”一詞中，“蛋”

變調讀陰上聲“daan2”，稱為“高升變調”。

1	《說文．手部》：“搹，把也。⋯⋯ ，搹或從戹。”段玉裁注：“ ，今隸
變作扼。”

2	《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
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顏師古注：“扼謂捉持之也。”《新唐書．卷
一七一．李光顏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按：“扼”有“據
守”之義。

3	《太平廣記．卷六十九．張雲容》：“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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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尾龍拜山—攪風攪雨

gwat6 mei5 lung4-2 baai3 saan1— gaau2 fung1 gaau2 jyu5

尾龍的鉛筆

兒子在做功課⋯⋯

兒子： 媽，鉛筆“ ”了，給我刨。

母親： 拿來吧─咦，為甚麼上面有這麼多牙齒印的。

兒子： 是同學咬的。

母親： 幹嘛他要咬的你鉛筆﹖

兒子： 我跟別人數說他的不是，他便說我“ 尾龍攪風攪雨”，

又咬我的筆。

母親： 說人家的壞話不應該，明天快跟同學道歉去！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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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有一句歇後語，是“ 尾龍拜山—攪風攪雨”。

“ 尾龍”是龍捲風的俗稱，“拜山”是掃墓祭祖之意。民間有

一傳說： 尾龍本來是一條蛇，長大後變成龍，因誤殺養大牠

的主人，尾巴給砍掉，變成 尾。 尾龍誤殺主人後，愧疚萬

分，每年清明節，便從上天潛回到凡間拜祭主人。牠出現時，

每每是天昏地暗，雷電交加，風雨大作，所以民間有“ 尾龍

拜山—攪風攪雨”之說。

現在“ 尾龍”多喻播弄是非，好鬧事的人。如：“呢個

人正 尾龍嚟㗎！”（“這個人是個好鬧事的人！”）

“ ”今多作“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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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地餼豬乸—睇錢份上

gwai6 dei6 hei3 zyu1 naa2 — tai2 cin4-2 fan6 soeng6

受氣就當餼豬乸

經理室門外⋯⋯

同事甲： 怎麼了﹖經理又發脾氣了﹖ 
同事乙： 是呀，工作沒完沒了，還要天天捱罵。唉！誰叫他是

上司﹖就當是“跪地餼豬乸”好了。

同事甲： 放鬆心情吧！別放在心上。我們同病相憐，中午一起
去吃“豬扒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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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地餼豬乸”是一歇後語的前半部，後半部是“睇錢份

上”。“餼”的本字是“氣”，本義是贈給人的糧食或飼料。   後

來，“氣”解作“雲氣”之“氣”，而“氣”的本義則專用“餼”

字取代。“餼”又引申有“飼養”的意思。“豬乸”是“母豬”，

“乸”是粵語自造字，表示雌性，如：“豬乸”、“狗乸”、“雞

乸”等。拿飼料給豬乸吃，本不必禮儀周周，要委屈跪在地

上，小心謹慎地餵豬乸，背後卻另有目的─是看在錢的份

上。例如：一間公司的老闆，經常無故喝罵職員，職員內心雖

然不滿，但為了那份薪酬，只得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還要對

老闆裝着恭敬的模樣，這就是“跪地餼豬乸”。總括來說，“跪

地餼豬乸”這句話是表示本來不願意做的事情，但看在金錢份

上，卻甘願去做。

現在，“跪地餼豬乸”更多人說成“跪地餵豬乸”，意義沒

有改變。

1	《說文．米部》：“氣，饋客芻米也。⋯⋯餼，氣或從食。”或作“䊠”、
“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