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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會簡介　



     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一門學科。我們觀察
不同語言現象，加以分析，然後再發展不同的理論，
幫助我們了解語言的運作。

曾有語言學家將世界各地不同的語言，看成一幢大廈內
不同的房間。假設人們只停留於自己的房間，從不嘗試
走到其他房間看看，他們的目光將會很狹隘，只會以為
大廈內所有房間都一式一樣。因此研究語言學，從不同
的角度去研究各種語言，觀察不同語言現象，將有助我
們擴闊視野，了解世界不同語言的特質。

但我們對自己的房間了解又有多深？在香港，從不同的
主流媒體，探究我們獨有的語言，正正是此刊物的主要
目的。了解香港媒體，認識大眾媒體語言，提高對語言
學的興趣，是本會希望藉此刊物帶給讀者的。

是次刊物能順利出版，有賴梁賀琪小姐、陳智達博士、
語言學系部門各職員、以及語言學學會各幹事的協助及
支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謝。

與此同時，本會希望讀者在閱畢此刊物後，對香港的媒
體語言有所認識，亦能提高大家對語言學的興趣。

香港大學學生會文學院學生會
語言學學會零九至一零年度
學術幹事及福利幹事
張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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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指傳播信息的載體，即信息傳播過程中從傳播者到接受
者之間攜帶和傳遞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質工具。在一般意義
上，主要指面向大眾的傳播工具：廣播、影視、報刊及網絡。

語言，是一套共同採用的溝通符號。符號會以視象、聲音或者
觸覺方式來傳遞。簡單來說，語言是指人類溝通所使用的工
具。

媒體，加上語言，即媒體語言，指的是香港的大眾主流媒體
（主要為廣播、影視、報刊及網絡）在傳播信息時所使用的語
言。它的語言特色往往呈現於用詞、句子結構和文法上，而這
些特色很多時候是有別於規範中文的。

那麼，媒體與語言有什麼關係呢？媒體是傳播信息的載體，主
要靠語言來傳播信息。即是說，媒體具有傳播信息及語言傳播
的使命。

除此之外，不同類型的媒體對不同方面的語言的影響力是不一
樣的。報刊主要影響書面語，廣播電視主要影響口語或書面語
的口語表現形式。網絡主要影響在語言的創新用法及網絡的特
殊語言現象上。

                                          
所以，媒體會影響語言；同時                   
媒體亦要靠語言來達到傳播信息
的目的。兩者相輔相成，為香港
這個媒體泛濫的都市帶來不少新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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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這本刊物，可能大家會問，媒體語言？那不就是潮語嗎？

潮語，即潮流用語，主要流行於青少年之間，其用詞的
真正含意往往只有年青一代才能明白，成年人或是老一輩
的大多是摸不着頭腦。更重要的是，每個時代有不同的
文化潮流，潮語壽命普遍只有數個月至數年，之後就會
被更新的潮語取而代之。

比如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在這一刻，
它是媒體語言，也是潮語；在下一秒，它是媒體語言，
卻可能不再「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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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報章雜誌、電視、收音機，除了一則則不知孰真孰假
的新聞，大家有沒有留意每天都大量湧現一個個創新的詞語，
一句句令人摸不着頭腦的句子？

「0靚模所到之處均成為焦點，逼滿記者、龍友和看熱鬧的市
民。」「奧地利獸父精神病院囚終身。」「0靚模」？「龍
友」？「獸父」？為何主流傳媒經常使用這類詞語？有沒有想
過它們反映社會上什麼現象？又或是什麼現象促使這類新詞語
的出現？其實，凡牽涉到社會和語言之間的關係，正如上述的
例子，不同的媒體利用不同的詞句來達到某一個目的，我們便
可以用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角度分析和探討。

有些字句，單看你可能不明所以，例如：「某歌星到處播種。
」「茅山師傅轉運。」「播種」、「轉運」，實際是什麼意
思？同一個詞語，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尤其
在這日新月異的社會，語言的用法比從前多變。究竟說話人真
正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這恐怕不能單看語言的表層意義。
研究語言欲表達的深層意義，就是語用學（Pragmatics）的範
疇。

另外，媒體也會利用潮流用語、方言、縮略語、中英夾雜
等表達不同的資訊。媒體語言不單涉及社會語言學及
語用學，我們還可以運用語言學的其他範疇，如
語義學（Semantics）、句法學（Syntax）等，
分析不同媒體詞句的用法和所表達的
意思，涉及的語言學範疇可是十分
廣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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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是時代的一面鏡子，是社會生活文化
          的一種反映。社會發展變革必然帶來語言
          的發展變化。

五四運動前，媒體主要是指報刊，語言特色規範在文言文
上。五四運動後，白話文興起，使媒體語言逐漸轉變，報
刊上的文字，為了讓更多人看得懂，它的書面語色彩逐漸
少了。

其後，媒體逐漸擴展至電影、電台及電視。當中的電視語
言主要有幾大類，一類是時事新聞的播放及評論，帶有較
大的社會性、政治性和宣傳性。它的語言一般比較莊重，
比較規範，但不夠自然；語言模式化、公式化比較明顯。
但是，社會不斷改變，現代人生活節奏漸趨緊張，大家希
望新聞類節目也能輕鬆活潑一點，媒體為了迎合觀眾，追
求更高收視率，媒體語言開始趨向自然、活潑和多樣化。
尤其是電視節目的字幕用字和一些娛樂節目的主持人用
語，更見其明顯的轉變。

互聯網的出現，大大改變媒體語言的特色。網絡語言的使
用者大都是年輕人，所用的大都是一些流行用語或潮語，
前衛性強，語言更新能力高。在不同的媒體下，香港媒體
語言不規範情況開始浮現，
新創詞語、縮略語、
中英夾雜在不同媒體
報導信息時屢見不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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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雜誌封面上粗黑色的字體 ─ 《否認反咬狐妮遭雪藏 大
宇：我有冇咁慘呀！》少一點聯想力，你都可能不知道「狐
妮」所指的是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但每天，媒體正正大量出
現這類新創詞語。

顧名思義，「新創詞語」是指以前沒出現過，現在由媒體創造
出來的詞語。媒體製造詞語的能力驚人，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典型例子莫過於有男藝人背着女朋友與另一女藝人私會，因而
被冠上「賤男」稱號。其後稱號在各大媒體廣泛流傳，自此以
後，凡有男性做同類事情，除了媒體會以「賤男」（有時更加
上「世紀」等字眼）稱呼該人，我們在日常生活上亦可能運用
這詞語來形容同類男士。

新創詞語  
─ 不同媒體為配合社會潮流或吸引讀
者聽眾而創造出來的詞語

Ling Soc話你知:

媒體每日創造大量的新詞語，但這些詞語能否

流傳是要看大眾的配合。「小強」就是一個成

功流傳的新創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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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你係咪斷背0架？」「斷背」，當然
又是另一個耳熟能詳的詞語。此詞源於《斷背山》
─ 一套以同性戀為題材的電影。其實斷背山只是
故事發生的地點，並沒有其他特別意思，但電影播出
後，人們抽了「斷背」二字出來，表達同性戀的意思。

除此之外，近年在媒體常見的詞語之一，相信非「0靚模」
莫屬。《汪詩詩特訓女兒做0靚模 》、《崔建邦涉打傷0靚模
鄺敏慧案 》。「0靚模」─ 泛指年輕、經驗尚淺的女性模特
兒。經過媒體大力催谷，這類模特兒鋪天蓋地出現在不同的
版面，「0靚模」此詞語已成為絕不陌生的日常用語。

大眾媒體創造大量新的詞語，目的可能是吸引讀者，引發輿
論，但當然不是每個新創詞語都可以流傳久遠，但此舉
始終增加了許多新創詞語，對香港人的
語言習慣影響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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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字新義
─ 保留舊有意思，同時因應社會變
化而衍生出另一意義

早前政府撥款興建高鐵事件鬧得全城熱哄，「80後」一詞因而
經常出現在各大報章、雜誌的「頭條」上。有不少人以為「80
後」是香港傳媒新創的用詞，但事實並非如此。原來「80後」
源自中國大陸，指於八十年代的一孩政策下出生的獨生子女。
香港媒體在報導高鐵事件時以「80後」形容當時活躍於反高鐵
活動的一群年青人，「80後」也逐漸被媒體定型為激進、不信
政黨的一群，使這個詞語帶有政治色彩。由於高鐵事件引起各
界高度關注，成為社會人人討論的話題，「80後」一詞被廣泛
流傳，不少傳媒也順勢在政治話題以外的範疇使用這詞，吸引
讀者的目光。例如不少八卦雜誌便常在年輕藝人的名字前加上
「80後」，但是，在這裡的「80後」一詞又變得沒有政治色
彩，而是單純指八十年代出生的人。

Ling S
oc話你知:

媒體加上創意，未來將會有更多詞語被賦予新

的意思。例如「囧」，就由一個原有光亮意思

的字，變成了可愛的表情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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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媒體為用詞賦予新的意思，情況並不罕見，例如
早年港產片《無間道》片名，如今已成為臥底的代名詞，
它原來的意思是出自佛經，指踏上無間地獄的道路；
「港男」也由本來指參與香港先生選舉節目的男性，變成對
要面子、沒有風度的香港男性的貶稱。除此以外，媒體也會
為婉轉報導事件而有「舊字新義」這做法。如「飲咖啡」和
「打邊爐」等委婉語，前者是用於形容有人被警方或廉政公
署要求協助調查，而後者則用來形容煙民圍住垃圾桶吞雲吐
霧的行為。

以上所提及的用詞，部分的
真正意思與其字面意思並不
一致。這正是語用學
（Pragmatics）所說：在理解
句子意思時必需同時顧及語言
環境，才能真正了解說話人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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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眼眉」、「搶飯碗」、「鐵飯碗」、「墟冚」、「摸門釘」、「食
檸檬」、「食穀種」、「撐枱腳」這些方言，大家常見嗎？

方言，指只通行於一個地區的話語，通常跟標準語有區別。在香港這以
說粵語為主的地方，本地媒體亦常使用廣東方言。使用方言的好處是可
把複雜微妙的概念以一些簡潔短語表達。方言使用得宜，可把語句表達
得生動傳神，能喚起我們心靈的共鳴，具畫龍點睛之效。

曾有一篇報導題為《家破人亡食穀種 苦爭八年還公道》，「穀種」是農
民留作翌年播種用的穀，「食穀種」指連僅有的糧食也要吃，形容生活
極貧困。 以「食穀種」替代極貧困，是否更精警、更貼切？另外亦有文
章題為《老人服務癱瘓 累長者摸門釘》，句子中的「摸門釘」，指的
是不得其門而入的意思。中國古建築的大門裝有門釘，起裝飾及加固作
用。去拜訪人家卻不得入，只能摸摸門釘而回；以「摸門釘」代表不得
其門而入，是不是更生動有趣呢？娛樂版標題亦有《官恩娜無懼
被搶飯碗》，「搶飯碗」的意思是爭工作機會。
沒工作，自然飯也沒得吃呢！

          　恰當地使用方言，可把事情形容得更生動、
          　貼切，書面語非所能及，所以香港主流媒體　　
  　        十分喜歡利用方言，吸引讀者觀看其報導。 

方言運用
─ 運用彼此明白的方言以達到共鳴

Ling Soc話你知:「炒魷魚」為何等同被辭退？原來是因以前的顧

員被辭退時要「捲舖蓋」離開，就跟魷魚受熱會

捲起一樣。下次看見方言，不妨想想方言與該地

區的特色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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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略語
─ 對原來的名稱或用詞作一個簡煉、簡短
的版本

香港是一個講求經濟效益的地方，就連大眾媒體亦然。傳媒報導
時，要於有限的版面傳遞最多的資訊，因此在標題中，我們不難發
現有很多縮略語。例如「慶生」（慶祝生日）、「精債」（精明債
券）、「開唱」（開演唱會）、「水晶車」（水晶纜車）等，一切
來得簡便。

廣泛使用這些縮略語的主要是以文字主導的媒體，如報章雜誌。他
們利用縮略語來減省字數，避免冗長的標題，有助讀者在短時間內
掌握報導內容。

其實，詞語的縮略形式各有不同。以上述的詞語為例，有的省略詞
語的尾字，如「精明」縮略為「精」；有的省略其頭尾二字，如「
演唱會」縮短為「唱」，變化沒有一定的規律。而且，詞語縮略後
的字面意思或許會跟原來的有偏差，如「水晶車」是指纜車？還是
其他車如私家車？對該事物沒有一定認識的人可能會較難理解其原  
                  意。此外，我們探究縮略語的結構，例如「慶生」， 
                  依媒體不規則的縮略方法，它或可被解為「慶祝新生 
                  命誕生」、「慶賀正生書院成立」。這樣，縮略語反
                  而會造成理解上的不便。
                
                    《文滙報》曾有一篇報章標題為《香港硬滾向三牙  
                     挑戰》，硬滾是指硬地滾球；三牙則指葡萄牙、西
　　　　　　　班牙及匈牙利。大家明白嗎？

Ling Soc話你知:

其實縮略語的例子多不勝數。作為學生，我們幾

乎每天都使用。 例如「Comp Lit」、「Philo」

等。 而「Ling Soc」當然亦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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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夾雜
─ 句子中夾雜着中文、英文兩種語言
來表達意思

「你Send咗Email俾佢未？」作為大學生的你，相信十分熟悉這句
話，因為自己可能在交談中問過別人這問題。

可是，你發覺當中奇妙之處嗎？在香港，無論男女老幼都應該對這
些「有中有英」的句子不陌生。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為了方便，或
是因為習慣了，會選擇以英文用語取代相應的中文用語。這情況可
歸究於香港的歷史背景。由於香港曾是英國的殖民地，英文及中文
皆成為官方語言，這種雙語環境便令我們在表達意見時，於中文句
子裏插入英文用語。

其實，單單從大眾媒體傳播的信息中，就出現過不少中英混雜的詞
句，如報章雜誌常用「接Job」這詞，意思是指藝人得到工作機會；
形容藝人受歡迎程度下跌的，便會用「跌Watt」；「好Dry」指生活
枯燥，或是形容人沒有愛情滋潤。大眾媒體在傳送信息時，往往插
入英文用語於中文詞句之中，藉此拉近與讀者的距離。

Ling Soc話你知:

你有察覺嗎？在言談間中英夾雜彷彿已變成了

我們的習慣。試想想，「一陣要Present」中的

「Present」，你能以哪個中文字取替？

Ling Soc話你知:
有時候，同音或諧音字有可能會惹來
誤會。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有議員以
「Poor Guy」來反駁粗言穢語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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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或諧音字詞
─ 利用字的同音或諧音加添趣味和意思

大眾媒體常用同音或諧音字去代替原本的字來營造一些特別的效果。

我們在雜誌上看到「嬅麗舞台」，千萬不要以為編者寫錯字，其實他
們是以同音字「嬅」去代替正字「華」，以帶出其實「嬅麗舞台」是
一個關於藝人楊千嬅的訪問，因此這個標題便有雙重意思。

借用同音或諧音的字，既可意會本來的意思，又可帶出另一層較有趣
的意思。因此，媒體經常運用這種手法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其他見於
雜誌上的例子包括「思家飯菜」，本應是「私家飯菜」，但這個「思
家」便有「思念家庭」的意思，比 「私家飯菜」多了一重意思。又如
一間快餐店推出「麥麥送」外賣服務，一來取快餐店名字頭一個字，
二來又表達了它的速度，把食物「密密送」。

「滿Fun」也是香港媒體經常用到的詞語，
這詞本來應寫為「滿分」，但因英文字
「Fun」與「分」的發音十分相近，人們
便常把「Fun」融入到「滿分」裏，為原
本的意思加添一點趣味。

Ling Soc話你知:
有時候，同音或諧音字有可能會惹來
誤會。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有議員以
「Poor Guy」來反駁粗言穢語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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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雲先生召開記者招待會之後，有人在facebook留言，寫了兩則笑話：
(一)
O靚模：「我個胸係真架，佢果個先係假。」 
另一個O靚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陳振聰：「張遺囑係真架，我要上訴。」
龔仁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李兆基：「天滙癲價交易係真架。」 
小市民：「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補習天王：「我真係貼中ga。」 
我：「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二) 王熹：我減極都咁肥，激死人啦！
　　陳總：肥的瘦不了，瘦的肥不了。
　　王熹：我上次去沙灘曬完後，一直都白唔返。
　　陳總：白的黑不了，黑的白不了。
　　王熹：你成日咁對我，你頂帽變綠咪怪我。
　　陳總：紅的綠不了，綠的紅不了。
　　王熹：你個人咪咁7得唔得?
　　陳總：醒的7不了，7的醒不了。
　　王熹：我俾你激死。
　　陳總：生的死不了，死的生不了。
　　王熹：你再係咁，我都係搵返條女好過。
　　陳總：直的孿不了，孿的直不了。
　　王熹吐血身亡。

筆者：梁賀琪小姐 (June Leung)

　　　　　　　　　十五分鐘內，有超過一百位facebook「朋友」
　　　　　　　　　按like，二十多位「朋友」留言。就是這種瞬
　　　　　　　息間一呼百應的感覺令媒體語言極速竄紅，且深受
　　　　年青人愛戴。無論閣下寫的、說的有無實質內容、內容是
　　　否有意義、意義是否深遠，只要用語新奇有趣，便可以使看
　　官、聽眾另眼相看，甚至積極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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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因為電視劇或電影而流傳的媒體語言局限
於說話，但現在的潮語在互聯網的推波助瀾下，
極速蔓延至閱讀與書寫的層次。

H9、TMD、520、3Q等隱晦度直逼謎語的媒體語，看得明就是酷；用
得鮮、用得先、用得新就更酷。就是因為廣泛應用，令好些缺乏閱讀
經驗的學生迷惘混淆，例如我曾在批改英文作文時，見學生一本正經
的寫：“When we were heaing in the garden, I heard somebody scream”
；“The man beat the dog to death.  I really think suck PKs should be pun-
ished severely.”；也曾收過結尾寫886的求職信。

當然語言必須與時並進才可以有生命力，否則現在我們還逗留在「之、
乎、者、也thy thee thou」的階段。但濫用媒體語言，甚至以為要用得
「險」才夠潮，則嚴重影響語言文字作為溝通工具的偉大功能。

要令學生懂得借助媒體語言的力量以增強自己的表達、溝通甚至交朋結
友的能力，但又不至於影響語言水平，教師及家長責無旁貸。尤其教師
應要緊貼潮流以正確語氣態度與學生分享自己的看法。但如果以此為借
口，於課堂中肆意使用媒體語言，而不仔細考慮其粗鄙程度，這不單無
助學生培養辨別語言的能力，而且更會令無知的學生以為這才是與人溝
通之道。

我們不必用粗言穢語罵人，但讀了十多年英文，人家對牢你的臉說 
“screw you”，你最少要知道這是極粗鄙的罵人語，你該立即走開，否
則這個莽漢可能隨時發難﹔但 “eew”雖然發音近似廣東話的粗口，但
卻是連幼稚園學生也可以說的感嘆詞。

正如性教育不一定等於鼓勵青少年濫交﹔教青少年辨別大麻與海洛英不
等於鼓勵濫藥﹔如實展示媒體語言的應用不代表我們鼓勵學生亂用。認
識媒體語言甚至粗言穢語就是要避免因誤用而帶來的嚴重後果﹕輕則令
人形象受損，有失斯文、失去工作機會、考試中失分；重則令旁觀者側
目，令別人尷尬、盛怒、失控甚至會釀成爭執打鬥。

要拿捏得準繩，在潮與宜中取得平衡，絕不容易。一篇文章、一本書、
一個講座、一個研究會、一個語言學週雖然看似杯水車薪，但只要持續
關注，多討論、多發表、多研究，由港大語言學學會當牽頭羊，撥亂反
正，媒體語言的正能量便能發揮。 16



　　　　　　　　　　　　　　　　　　　　　　　筆者：陳智達博士
網絡火星文 x 青少年文化

不少港人喜歡用“火星文”去形容網友溝通時那些用同音字、近音字及
特殊符號來表達的短句。一些較為普遍的“火星文”例如：

＊表情類 e.g. =) 
＊鄉音/同音類 e.g. 近(勁)
＊方便類 e.g. 88  
＊拆字類 e.g. 口牙(呀)
＊潮語類 e.g. 升呢

有論者認為“火星文”會影響青少年的語文發展 (季明 and 張琴, 2005; 
明報, 2008)，也有論者認為符號本身沒有好壞之分，關鍵是我們運用什
麼符號在什麼語境進行溝通 (星島日報, 2008; 星島通識網, 2006; 陳智達, 
2009)。然而，除了從語言的角度探討網絡火星文，我們也可以從社會
文化研究的角度討論這些媒體現象對青少年人的意義。換句話說，除了
討論“火星文”的是非對錯，我們也可以討論“火星人”想向我們說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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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文”詭異多變、種類繁多，此處不贅。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面
向是那種“既依循遊戲規則、卻超越遊戲規則”的特質。確切一點
來說，這些文字並非完全來自“火星”，而是“地球”語的一些變
異。“火星文”用者通常是在知曉“正常”語法的狀態下，在局部用
語中作出了另類選擇。例如，將自己受傷血說成是“爆缸”、稱讚某
人貌美時說某人好“令”(靚)、將進步說成是“升呢”等等。這些變異
有什麼動機、有什麼果效、有什麼社會意義等問題，正是青少年文化
研究的關注所在。  

學術界有關青少年文化的討論一直在演化，發展出各種不同的詮釋方
向。例如，Willis(1977)將60年代英國青年文化(例如：punk、skinhead)
視作工人階級對資本階級的潛在反抗、Hebdige(1979)指出這些潛
在反抗是透過獨特的風格得以表達、Willis(1990)認為現代媒體環
境能讓青少年透過消費行為（例如：音樂、電影）發揮創意與自主
性、Thornton(1995)認為各種象徵符號均是組構身份地位的次文化資
本、Bennett(1999)指出青少年是同時生活在多個浮動的社群。

總括而言，討論“火星文”，並非只有語文水平高低、影響好壞等議
題。青少年文化研究的進路，能為我們開展一幅豐富多元的圖譜。篇
幅所限，未能將各觀點詳細闡述，在此只盼拋磚引玉，點出一些較為
關鍵的入門點，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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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語言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在日常交談
中，新創詞語、中英夾雜等語言特色不難看
到。可是，若我們不加以注意上述的語言特
色，我們的語文水平、文化素養定必慢慢被
其侵蝕。其實，我們不但要知道媒體語言的
特色，更重要的是學懂怎樣善用媒體語言，
來發揮語言作為溝通的真正功能。

無疑，以上提及的媒體語言的特色和影響只
是一鱗半爪。要知道，媒體語言的每一方面
均可獨立地作一個專題探討。可想而知，語
言學之大，加上媒體的多樣化、社會的急速
變化，媒體語言的特色與影響不停在轉變，
又豈能於短短廿多頁道出所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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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會文學院學生會語言學學會

Linguistics Society, AAHKUSU
      本會成立於一九九八年，以推廣語言學及提高香港大學學生
      對語言學的興趣為己任。作為一個學術團體，本學會每年均
      舉辦一連串與語言學相關的學術活動，以貫徹本學會成立的
      宗旨，務求令更多人認識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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