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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的北京小伙馬克西姆憑着一口標準流利的粵語在社交平台「出圈」，還在網上做起了
粵語學習視頻，連粵語詞典都在他的普及下全網
賣斷貨。很多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國外的網友紛紛
留言道：「沒想到粵語被一個老北京人帶火
了。」馬克西姆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能夠通
過自己的努力將粵語推廣到世界各地，感到非常
自豪。他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與大灣區的朋友
面對面溝通，也會繼續做好粵語學習視頻。

十歲迷上李小龍 模仿港片台詞
理工科背景、從事金融行業的馬克西姆，在我
們的鏡頭前即興彈奏了一首《克羅地亞狂想
曲》，文藝氣息滿滿。他鍾愛港劇港樂，在他晒
出的2022年度心水歌單中，粵語歌曲佔了大半，
張國榮的《風繼續吹》、鄭伊健的《心照》、譚
詠麟的《遲來的春天》，均列於其中。而馬克西
姆最初接觸粵語、學習粵語的契機，正是香港電
影黃金時代的各種影音作品。
「我最早學粵語是2008年接觸到的一部特別火的

電視劇——《李小龍傳奇》，看完就徹底迷上了這
位偶像，然後開始在網上搜他的作品。李小龍主演
電影大多都是粵語配音，這也讓我領略到了中國語

言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有這麼多種不同的方言。」
在馬克西姆陸續觀看了《精武門》《猛龍過江》等
經典電影後，他便決定要學會粵語。
為了入門，他隨後又找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TVB

港劇如《讀心神探》等，並模仿香港影視劇台詞和
粵語主播發音。學習過程中，馬克西姆漸漸發覺，
僅通過看電視劇自學粵語，有些發音無法準確掌
握，而粵語發音不標準很容易引起歧義。為了發音
標準，他購買了《廣州話正音字典》，對自己當時
學到的粵語詞彙或表達進行查證，並糾正發音，這
個習慣他一直保持到了現在。
第一次接觸粵語拼音時，馬克西姆說自己「很

震驚」：「怎麼拼音還能有那麼多奇怪的組
合？」他還發現，普通話只有一個二聲，但粵語
有二聲和五聲，它們非常類似。「很多外地人發
音時，容易把兩個音混為一談，粵語區本地人聽
了第一反應就是不標準。」
「粵語九聲六調，而普通話只有四聲調，發音

是外地人學粵語的第一難。」馬克西姆表示，對
於初學者來說，要轉變發音方式並不容易。比
如，粵語是沒有舌面輕擦音x和捲舌音的，看到
「西」「鍾」這種字不能想當然地加這兩種音，
這樣就是沒有轉變自己的發音方式。粵語在音
調、字音、語法、常用詞、語氣詞、俚語等都有
自身用法，需要穩紮穩打逐步攻克。「2018年前
後，我就在社交平台通過視頻分享學習粵語的過
程，以及一些心得體會。」

視頻播放量破億 收穫百萬粉絲
2021年4月，馬克西姆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發
布了一條名為《老北京學粵語》的視頻，視頻中
的他熟練運用粵語和北京話，驚呆一眾網友，甚
至還有人評論「這比老廣說得都標準」。更讓他
沒想到的是，相關內容馬上被轉發到多個平台，
很快，全網總播放量就破億，如今他已在抖音、B
站、小紅書等平台收穫近百萬粉絲。

「我在視頻裏推薦了自己常用的《廣州話正音字
典》，不久網友告訴我說，這本字典全網各大平台
都賣斷貨了，我到購物網站上看，確實都變成了無
貨狀態，這個真的是太震驚了。」在馬克西姆的社
交平台賬號留言區，不少IP地址位於廣東和國外的
網友留言道：「沒想到粵語詞典竟然被一個老北京
人帶火了。」後來，馬克西姆也嘗試着推廣粵語工
具書，比如《現代粵語詞典》等，還有不少外國網
友私信他，請教學習粵語的方法。
社交媒體的興起讓馬克西姆在線上結識了不少

粵語地區的網友，他們亦會探討家中小孩粵語學
習所遇到的困境。有廣東網友在評論區留言：
「孩子的普通話越來越好，方言卻越來越不標
準，甚至已經不會說了。」「兒子從小粵普混
講，爺爺奶奶十分崩潰，有沒有辦法可以糾正孩
子發音。」
擁有了一定知名度後，經常有廣東的粵語博主

找馬克西姆商討一同拍攝視頻，提升粵語影響
力，他也欣然應允。「我印象中第一個合拍的視
頻是關於粵語正音正字行動的，我們一起拍攝了
線上粵語賽詩會，大家比拚看誰說得好。當時還
引用了周星馳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對對子的
經典橋段，發布後播放量有幾百萬。」
「發表了更多好的粵語作品，就能引發全國乃

至全世界範圍內更多人的興趣。」馬克西姆說，
自己從零開始學習粵語，在教學指導方面有不少
優勢，通過新媒體形式推廣粵語學習技巧和傳播
粵語地區文化成為他的長期理想和目標。

對於內地「80後」「90後」來說，粵語代表一段青葱歲月。哪怕從未去過粵語地區，他

們也喜歡唱兩句「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說幾句「唔係是必要你講嘅，除非你自己想講喇，但係

你所講嘅嘢，可能用筆寫低及用嚟做證供嘅」，不過要系統學習「九聲六調」對於北方人而言並非易事。在北京，就有這麼一位

「95後」，憑着一口標準流利的粵語在社交平台「出圈」，一本《廣州話正音字典》在手，自製粵語學習視頻，連不少說粵語的年

輕人都被圈粉：「看了你的視頻，覺得我是外地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郭瀚林北京報道 / 圖：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馬克西姆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一個老北京
人學習粵語，自己不少視頻是從一個外地人的獨特
視角出發，這種好奇能發現不少「冷門」的知識點
和有趣的表達方式。
他分析，由於保留了較完整的古漢語特點，以及

受港澳英語音譯詞影響較大，粵語中有很多像「打
邊爐」（吃火鍋）、「拍拖」（談戀愛）這樣的專
用詞彙，也有像「給支筆我」（給我一支筆）、
「佢生得高過我」（他長得比我高）這樣的語法，
這都是讓很多外地人感到不解的地方。但他同樣覺
得，這種粵式表達恰巧是粵語最迷人的地方，因為
這些詞彙可以直接反映當地的文化特色。
「粵語裏不管哪個季節洗澡都說『沖涼』，但在

北方，大部分都說『洗澡』，甚至是『洗個熱水
澡』，後來我發現這跟城市氣溫相關，講粵語的地
區四季炎熱，所以才要『沖涼』。還有一個詞叫
『老竇』，來源於《三字經》——相傳竇燕山教子
有方，所以在粵語中大家都會叫爸爸『老竇』。」
馬克西姆表示，粵語的很多表述都能體現出當地的
文化特色，非常有意思，發人深省。
他把這些知識點如數家珍地分享到自己的視頻

裏，有人評論說：「沒想到粵語的傳承要由北京人
來完成。」「老北京說起粵語來，那叫一個地
道。」當然評論中最多的是向他請教如何學粵語，
馬克西姆便會把自己總結出來的一些學習規律和經
驗分享給他們。
「學好一門語言最重要的還是語境，如果身邊都

是會說方言的朋友，就會不自覺地記住一些詞語或
發音，配合語法學習就能將多種語言信手拈來。」
馬克西姆認為，從學習語言中能很好地理解不同地
域的文化特色，甚至比去當地住一段時間或者旅遊
了解得更多。

對於粵語區居民而言，粵語不僅是流傳千年的
母語，更是一種值得自豪的文化符號。尤其是在
20世紀，依託香港發達的文化娛樂產業，粵語歌
曲、影視作品一度流行海內外。到近些年，人們
紛紛感慨粵語文娛的黃金年代成為過去。

如今，短視頻平台正悄然成為粵語文化最火的
地方，粵語元素已成現在短視頻爆火的財富密
碼。在馬克西姆的抖音視頻下有人留言：「我前
幾天聽馬克西姆老師用粵語讀《滿江紅》，有被
驚艷到，打算今年在公司年會上狠狠表現一
下。」 「我打算給新歌用粵語填詞，因為粵語

聲 調 更 加 豐 富 ， 成 曲 之 後 的 效 果 也 會 更
好。」

學生着迷粵語背後文化
「最近有個學生，因為看了《毒

舌大狀》跑來跟我學粵語。」
在小紅書社交平台上，

一位廣東網友

說道：「近年來粵語學習者主流從商務人士變為
年輕人，學習的目的逐漸從工作需要轉為個人興
趣，許多學生明顯對粵語背後的文化產生濃厚的
興趣。」

B站上，與粵語相關的視頻《梁逸峰朗誦》播放
量高達1,300萬。一檔名為《Pop子與Pipi美》的
動畫粵語配音版本也在動漫愛好者中獲得了極大
反響。觀看此類視頻評論區，不少年輕人因為粵
語詼諧、特別、獨特的表達方式而對粵語產生
了興趣。

縱觀文娛產業歷史，粵語都是潮流文化
的常客：80後是《上海灘》和「四大
天王」的忠實粉絲；90 後愛上了陳
奕迅、楊千嬅；如今的年輕人
則在短視頻裏發現粵語的全新
魅力……香港電影黃金時
代已經過去，但粵語
自身的魅力不減
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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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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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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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比老廣說得都標準。」

「看了你的視頻，覺得我是外地人。」

「沒想到粵語詞典竟然被一個老北京人帶火了。」

 &

網友
留言

◆馬克西姆最初接觸粵語、學習粵語的契機，正是香港電
影黃金時代的各種影音作品。

▲▶馬克西姆與廣
東粵語博主共同拍
攝視頻。

◆

馬
克
西
姆
在
網
上
推
廣
粵
語
。

◆《廣州話正音字典》是馬克西姆學習粵語的「法寶」。

粵語短視頻燃粵語短視頻燃爆爆
漸成年輕人新寵漸成年輕人新寵

九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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