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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變化無時不在進行，其變化形式可分為突變與漸變兩類。漸變者，按王

士元先生所建構之“詞彙擴散＂模式，於一個語言裏，具相同語言形式的集合之

成貟中，其一首先突變，然後感染其他於該集中之成貟，卒大部份甚至全部成貟

從原始形式過渡至新形式。突變者，為某語言形式之突然變化，根本原因每多未

明，但可分為受語言內部及外部之影響而成；內部原因為某個不穩定之語言形式

受其前後環境影響而變，外部原因則多由社會語言學之影響所造成，如語言接

觸。語音變化為語言變化之一，漸變之例子有漢語歷史中之元音高化及現代廣州

話中自成音節的舌根鼻音之脣化。而突變之例子則有近年“十五＂中之“五＂受

語音環境影響所導致之語音變化及香港之正音運動對部份人所造成之語音變化。 

“重新分析＂對歷史語法變化影響之硏究不多，例子有近年於廣州話中出現

之新詞──“嘢食＂，為語言使用者對短語“買嘢食＂之重新分析而出現；然重

新分析對語音變化影響之硏究則鮮有見之，對音節重新劃分（Resyllabification）
或可算其一例。 

於現代廣州話中“轉＂及“聽＂為破讀字，破讀字中每個異讀形式固然應當

被認為是不同之語素，但此等不同之語素於語音及意義上往往有關連，甚至接

近。然於香港 粵語中，此兩字之某破讀音卻有相似之發展趨勢，如“轉臺＂之

“轉＂，意思當屬上聲之“轉變＂而非去聲之“轉動＂；而“聽覺＂之“聽＂，

意思則非去聲之“聽從＂，應為平聲之“聽見＂，可是兩者卻普遍地讀為去聲。

此外，我們從其他諸多例子看出，兩者之破讀形式有漸漸過渡為文白異讀的模式

之趨勢。 

本研究從廣州話中此二字各義項之讀音出發，指出語音突變之另一成因為語

言使用者對破讀字之破讀音重新分析，藉此提出語音演變之另一成因──重新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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