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卷至第十八卷作者索引 

丁邦新 

[4] 董同龢先生對語言學的貢獻 

土田滋 

[4] 關於消失平埔族語言之近期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編輯部翻譯） 

王旭 

[1] 再論台閩語濁子音與母音的鼻化問題 

石丸雅邦 

[6.1] 臺灣日本時代理蕃警察所使用之蕃語教材研究──以 1930 年代

被出版的「理蕃警察蕃語集」為例── 

伊原大策 

[10.1] 日治時期初始臺語教材作者俣野保和與岩永六一之考察 

江敏華 

[13.1]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中「到 3」、「到 5」功能的重疊及其與臺

灣客語的比較 

何大安 

[7.1] 百年來的語言學補述 

吳中杰 

[3] 宜蘭壯圍詔安客家話的音韻及詞彙特點試析 

吳芳 

[6.2] 廣東潮陽閩南方言的語音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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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成 

[5.2] 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的沿革與新機遇 

吳睿純 

[8.1] 客家話中的強勢語──以「抱怨」為例 

忻愛莉、湯廷池 

[2] 閩南語情態副詞之分類、詞序與認可原則 

李壬癸 

[4] 日本學者對於台灣南島語言研究的貢獻 

[5.1] 從文獻資料看台灣平埔族群的語言 

[7.1] 百年來的語言學 

李壬癸、土田滋 

[17.1] 阿美語五大方言的分群 

李仲民 

[4] 戰後臺灣閩南語地理語言學的回顧與展望 

[12.2] 粵東閩方言「茄子」與「蕃茄」的方言地理研究 

李惠琦 

[10.2] 論「行」之演變 

李櫻 

[1] 語意與語用的互動 

杜佳倫 

[7.1] 閩東方言-u-、-y-混同音變的比較分析 

[13.2] 再論閩南、閩東指稱男女性別的語詞來源──兼為吳守禮教授

諸母、丈夫說補證 

[16.2] 析論布袋戲觀眾對五洲園三代劇作的語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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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秉宥 

[7.2] 台語後綴詞「金仔」之過渡音研究 

林宗宏 

[16.2] 西拉雅語句中的高位功能成分 

林英津 

[7.2] 評介：田中智子編 2011《客家語入門（Hakka Language for 

Beginners）》 

林香薇 

[2] 論閩南語複合詞的內部結構 

林慶勳 

[2] 論臺灣閩南語的訓讀字 

林蕙珊 

[13.1] 郡社布農語的「三疊式」 

[16.2] 太魯閣語鼻音韻尾之分佈與限制 

[18.2] 噶瑪蘭語日語借詞之元音改適 

邱克威 

[13.2] 馬來西亞巴冬潮汕話陰上調的方言融合與條件變讀 

邱湘雲 

[8.2] 海陸客家詞彙的趨同趨異表現 

秋谷裕幸 

[18.2] 原始閩南區方言的*iuk 和*iok 及其相關問題 

施炳華 

[2] 談台灣閩南語融入領域統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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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朝凱、全茂永 

[12.1] 卡群布農語雙重施用結構的句法研究 

洪惟仁 

[1] 桃園大牛椆方言的形成與發展──發祥地的追溯與語言層次、

共時演變的分析 

[2] 世紀初桃園語言社會學調查報告 

[3] 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4] 小川尚義對漢語研究的貢獻 

[5.1] 閩南語書寫法的理想與現實 

[6.1] 漳州詔安縣的語言分佈 

[6.2] 台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佈與閩客互動 

[7.2] 閩南語入字頭（日母）的音變潮流 

[8.2] 族群地圖與語言地圖的史實鑑定：從小川地圖（1907）說起 

[11.1] 臺灣的社會地理語言學及其理論 

[13.1] 論語言地理學的波傳模式與煙火模式：以排灣語重音分佈的形

成與發展為例 

胡松柏 

[5.1] 贛東北閩南語的文白異讀及其演變 

孫天心 

[1] 麻窩羌語音系上的幾個問題 

徐富美 

[1] 桃竹苗地區客語次方言語言態度的研究 

[3] 〈兒子的大玩偶〉中語篇的銜接與連貫 

[14.2] 從語言風格學角度看〈嫁妝一牛車〉怪誕風格的語言偏離現象 

徐貴榮 

[2] 台灣客語的文白異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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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文欽 

[6.2] 彰化縣閩南語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8.2] 臺灣閩南語流行歌詞中的人生隱喻 

涂春景 

[2] 客語教學與漢字──從客話的異讀探尋客語本字 

張永利 

[8.1] 及物輕動詞為分段主要語：鄒語、台灣華語及閩南語的例證 

張光宇 

[9.1] 什麼是閩南話？ 

張屏生 

[1] 雲林縣崙背鄉詔安腔客家話的語音和詞彙變化 

[5.2] 閩南話辭書所列方言變體──收錄與處理 

張淑敏 

[1] 漢語副詞與狀語在句法結構上的出現分佈 

張淑敏、湯廷池 

[3] 漢、英、日複合詞的對比分析：分類、結構與衍生 

張裕宏 

[12.2] 四十年 ê 文字思考 

張榮興 

[12.2] 心理空間理論與《莊子》不為官寓言的隱喻分析 

[14.1] 從心理空間理論解讀現代詩〈床戲〉中的隱喻 

[18.1] 台灣華語「金蟬脫殼」的語意網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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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謙 

[2] 結合社區與學校的母語統整教學 

[11.1] 從單語到雙語教學：語碼轉換在語言教育的運用 

張學謙、許秀金 

[8.2] 做伙來讀寫七字仔：地方為本的母語讀寫教育 

張雙慶 

[3] 《金瓶梅》所見的泉州方言詞匯 

莊雅雯 

[10.2] 七○年代鄉土小說華臺語語碼轉換之意涵──以黃春明作品

〈鑼〉為觀察對象 

許世融 

[6.2] 語言學與族群史的對話──以臺灣西北海岸為例 

許秀玲 

[17.1] 雙語與三語效應作用於語言產出：以錯誤修復及切換耗時差為例 

許長謨 

[2] 台灣語文聲調教學的認知與策略 

許慧如 

[14.2] 後國語運動的語言態度──台灣年輕人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

調查 

連金發 

[4] 日治時代台灣閩南語詞彙語義研究回顧 

[8.1] 明清閩南戲文代指構式初探 

[10.2] 明清閩南戲文中詈詞的語法探索 

[13.2] 疑問和否定語式初探：以 Lexilogus (1841) 的漳腔福建話為例 

[15.1] 早期閩南戲文中「當下」語詞和其他功能詞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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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松 

[5.1] 台灣閩南語時間構式的語義辨析──基於認知的觀點 

郭維茹 

[14.1]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所見的時體標記「來 loi2」、「裡 lè2」和

「了 liao3」 

[16.2] 臺灣閩南話語氣助詞「呢」的來源和演變 

陳怡璇 

[5.1] 台灣閩南語準句末助詞「去」的歷時語意發展 

陳承甫 

[17.1] 名詞併合、論元重複和謂語縮義：以霧台魯凱語為例 

陳美妃 

[2] 蕭麗紅小說的語言建構與鄉土想像 

陳淑娟 

[3] 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聲調的變異與變化──台灣閩

南語的字表調查分析 

[5.1] 泰雅語的語言活力與語言復振──以司馬庫斯及竹東為例 

[12.2] 宜蘭溪北、溪南閩南語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 

陳淑娟、陳彥君 

[15.2] 花蓮閩南語的方音差異及音變研究──花蓮市、瑞穗及富里三

個方言點的調查研究 

陳雅鈴 

[16.1] 客語家庭培力計畫之實施歷程與成果 

陳雅鈴、蔡宜雯 

[17.2] 客語 STEM 親子遊戲團體之實施歷程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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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筱琪 

[6.1] 聚變與裂變──龍巖城關閩南話的韻母演變 

陳麗君 

[11.2] 台灣文學/語文系所學生與其他系所學生語言意識和態度的比較 

陳麗君、許元馨 

[15.2] 台語全羅教學在識字及英語聲韻覺識之跨語言效果 

陳寶賢 

[10.1] 福建漳平溪南方言疑問代詞的連讀變調 

湯廷池 

[3] 閩南語的屬人名詞後綴：‘-家、-者、-員’ 

[5.2] 評介兩本在日治時期以日文撰寫的台灣語法書 

湯廷池、張淑敏、廖元平 

[5.2] 台灣本土語言語法研究的軌跡：福佬語篇 

湯愛玉 

[9.2] 部落或社區為本──賽德克族太魯閣群語言復振策略初探 

程俊源 

[2] 音韻變遷的條件與速率──台灣閩南語陽聲韻的歷史變化及其

與現代漢語方言的歷史聯繫 

舒志翔 

[14.2] 程度結構的焦點成分──以「太」字結構為例 

黃幸素 

[4] 伊澤修二與小川尚義的語言觀──從日語教育的觀點論述── 

黃宣範 

[12.1] 泰雅語法的變異性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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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金 

[6.1] 台灣原住民族語師資培育之回顧與展望 

[9.2] 台灣原住民族語復振工作之回顧與展望 

黃琮瑄、謝菁玉 

[7.2] 客家話成語中的典型認知與文化意含 

黃菊芳、江敏華、鄭錦全 

[7.1] 後龍海陸客家話的語音變異 

黃毓超、李佩容 

[9.2] 建構台灣母語線上社群與使用行為初探 

黃漢君 

[10.2] 使動與人際構式：「共」在現代台灣閩南語的表現 

葉美利 

[9.1] 賽夏語指示詞的句法、構詞與語意初探 

葉美利、高清菊 

[6.1] 賽夏族語詞典編輯的語義分析問題 

葉秋杏、賴惠玲 

[18.1] 從語料庫建構探討臺灣客語難字、缺字與異體字議題 

葉高華 

[13.2] 臺灣歷次語言普查回顧 

葉瑞娟 

[2] 客語中與時貌相關的兩個語詞 

[7.2] 客家話「好」及其搭配成份之研究：語料庫之應用 

葉詩綺 

[16.1] 排灣語人名截短詞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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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忠司 

[1] 吳守禮教授的潮州語文研究及其成就 

[3] 試論漳州話祖調及其在閩南、台灣的演化 

[6.1] 漢字類型與詞語探源──由現階段台灣閩南語用字的發展說起 

[9.1] 台灣多元化語文教學的源流與對比語文教學法的建立──以本

國語文教學為論述中心 

趙靜雅、連金發 

[3] 《明嘉靖刊荔鏡記》的方位成分探索 

遠藤光曉 

[6.2] 20 世紀初台灣原住民語言地圖：「手」和「五」 

遠藤雅裕 

[5.1] 台灣海陸客語的完整體 

[11.2] 臺灣海陸客語處置式的主語特性 

劉秀雪 

[10.1] 泉州閩南語的「乞」、「度」、「傳」、「與」及其可能演變 

劉秀雪、黃淑景 

[11.1] 饒平客語的唇齒擦音聲母 

劉承賢 

[15.1] 台語句首言談標記「啊」 

[18.1] 「研究假--ê」vs.「假 ê 研究」 

劉彩秀、章英華、李壬癸 

[18.2] 臺灣南島語言瀕危狀況研究：抽樣調查之結果 

滕暢 

[11.2] 論「轍」字在臺灣閩南語中的應用 

[12.2] 閩南語與客家語同源詞本字考──淙、淋、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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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懿、林倫倫 

[6.2] 粵東惠河片閩南語的分佈及其地理環境特徵 

潘家懿、鄭守治 

[5.1] 粵東閩南語的分布及方言片的劃分 

蔡美慧 

[1] 三人行醫病對話參與結構分析之困難 

[17.2] 教育為台語家庭族語傳承之雙面刃 

蔡美慧、李歡芳 

[14.2] 台灣南部醫療人員台語使用與能力之社會語言學調查 

蔡美慧、鄭佳方 

[16.1] “怎麼老是［吐大氣］”──台語語碼轉換於台灣醫學人文教

育傳遞的意象值與語用功能探討 

蔡惠名 

[6.2] 旗津半島語言地理的 Glottogram 研究 

蔡維天 

[12.1] 「只」有「自己」才能幫自己──談泰雅語中焦點和反身狀語

的互動關係 

鄭明中 

[5.2] 客家話舌尖元音的世代變異及其音韻學解釋 

[8.1] 卓蘭鎮四縣客家話單字調之聲學分析 

[13.1] 卓蘭饒平客家話小稱詞調查研究 

鄭偉成 

[18.1] 論台灣閩南語 VV-leh結構之句法－構詞介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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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怡 

[2] 台語流行文化的傳統意識型態及解構性質分析──以「鐵獅玉

玲瓏」為例 

鄭曉峯 

[7.2] 書評：評林初梅編《小川尚義論文集［復刻版〕日本統治時代

における台灣諸言語研究》 

鄭縈 

[1] 從方言比較看情態詞的歷史演變 

鄭縈、陳雅雯 

[3] 閩南語「頭」字的用法與其教學 

鄭縈、游孟庭 

[6.1] 接觸引發閩南語重複義時間副詞的詞彙重整與方言的平整化 

鄭縈、鄭思婷 

[10.1] 閩南語體標記「過」的篇章語法初探 

蕭素英 

[1] 漢語與蒙古語的比例關聯句式 

[7.1] 閩南語「行、步、走」的語意地圖與其在華語區的傳播 

賴文英 

[5.1] 客語人稱與人稱領格來源的小稱思維 

駱嘉鵬 

[5.2]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音字系統一致性的校正──資料庫

管理程式在辭典校對作業上的用例 

謝孟宓 

[5.2] 高雄市小港區大林蒲閩南話的音系及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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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富惠 

[12.1] 賽夏語領屬句構相關議題初探 

[14.1] 排灣語疑問詞語意範疇及其延伸途徑 

[17.1] 台灣南島語「說」動詞語義現象初探 

謝菁玉 

[2] 台語植物固定語式的語意分析：中心語意與詞彙認知 

[3] 台語的「我」：第一人稱指涉詞的運用及其社會意義 

[11.2] 閩南語和德語「鹽」的文化概念 

鍾榮富 

[9.1] 台灣客家話在地化現象之考察 

鍾鎮城、許秀娟 

[15.1] 客華雙語教學之數學課室言談分析與教學挑戰 

簡宏逸 

[8.1] 從古契字論臺灣地名表記的傳統規範機制 

魏廷冀 

[15.2] 華語代詞性謂語之事件結構分析 

魏廷冀、李豔惠 

[17.2] 台灣閩南語語序：從經驗實證的角度 

羅奕傑、何萬順 

[16.1] 複數標記「們」在台灣華語中的新興用法 

嚴修鴻、邱春安 

[15.2] 閩西多方言接觸帶古全濁聲母今讀塞、塞擦是否送氣的地理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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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唐 

[11.1] 論《荔鏡記》中完成體否定詞「未」──兼論「未曾／不曾」

的競爭 

[15.1] 臺閩語多功能詞「算」的語法化──兼論「算」與「V 算」的

比較 

[18.2] 論臺閩語「一時」與「一時仔」的對比──兼論「一時仔」的可

能發展 

蘇凰蘭 

[14.1] 在語言保存或流失的十字路口徘徊︰台灣國中、小學生台語語

言態度調查 

[17.2] 雙語讀寫的力量─重新學習臺灣語言認同的大學課程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