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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語言地圖】 

圖一、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 

 

 



136 附錄：【語言地圖】 

圖二、吳守禮（1954）「民國前五年臺灣言語分布圖」 
（暫缺） 

圖三、鍾露昇（1967）「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豬肉」 
（暫缺） 

圖四、丁邦新（1980）《臺灣語言源流》「台灣各縣市閩南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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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洪惟仁「臺灣語言方言分區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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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卜溫仁（2009）《臺灣語言學圖集》----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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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張屏生「臺灣地區漢語方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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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顧百里《澎湖群島方言調查》「澎湖方言綜合地圖」 
（暫缺） 

圖九、潘科元（1997）「大台北地區閩南語方言分佈圖（老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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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洪惟仁（2007）「台北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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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洪惟仁「高屏語言分佈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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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李仲民「臺灣東北部泉、漳州音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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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李仲民（1998）「雙溪地區漳、泉腔方言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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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張屏生、李仲民（2006）「漳泉特徵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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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鄭錦全（2003）「新竹縣新豐鄉閩客方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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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張素蓉（2006）《台中縣海縣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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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簡秀梅（2006）《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類回頭演變之地理與社會方言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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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1、洪惟仁、簡秀梅 2008〈關廟區方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一個

社會地理方言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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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2、洪惟仁、簡秀梅 2008〈關廟區方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一個

社會地理方言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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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3、洪惟仁、簡秀梅 2008〈關廟區方言「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一個

社會地理方言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