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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普遍被畫入方言融合較徹底的「普通腔」，
1
 但事實上在高雄市境

內還存在一些未被記錄的偏泉腔方言點。本文擬探究高雄市偏泉腔的方言點─

─小港區大林蒲閩南話。大林蒲位處高雄市最南端的行政區內，因為緊鄰臨海

工業區及台灣海峽，與鄰村紅毛港形成一獨立的聚落，也因此當地獨特的音韻

系統，得以獲得保存，近年來由於交通及傳播媒體的便利，已出現逐漸鬆動的

現象。 

本文根據所調查的資料，歸納出大林蒲閩南話的音系，並具體說明其具偏

泉腔的音系特色及相關問題。 

 

關鍵詞：閩南話、音韻系統、仔前變調、大林蒲  

 

1. 大林蒲簡介大林蒲簡介大林蒲簡介大林蒲簡介 

大林蒲位居高雄市西南端，隸屬於高雄市小港區，東與高雄臨海工業區2
 相

鄰，西臨台灣海峽，南接小港區鳳鼻頭邦坑，北連紅毛港埔頭，早期是一個以農

                                                
� 本文於「第七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97 年 9 月 6、7 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

及語言文學研究所、臺灣語文學會主辦）宣讀時，承蒙姚榮松教授、洪惟仁教授、陳淑娟教授、董忠司

教授及多位與會學者指正，謹此謝忱；並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及主編提供寶貴建議，在此併致深摯謝意。 
1
 關於「普通腔」一詞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洪惟仁（1997: 22）「『台灣優勢腔』，就是所有台

灣閩南語方言發展的共同方向，也就是大多數人使用的詞彙或音讀。」；洪惟仁（2003）改稱

為「台灣普通腔」，指一種台灣地區混合的口音，也可以說是台灣閩南語共同的混合趨向。董

忠司（2001: 5）「『台灣通行腔』，就是通行於公共事務（如歌仔戲、電影、電台、電視台、

廣告等）、公共場所的台灣語」他並指出「南部通行腔」」是台南市市區，北部通行腔是台北

大同區。所以董教授所指的「台灣通行腔」是有地域之別的。本文採用洪敎授的「台灣普通腔」

一詞，並簡稱為「普通腔」進行探討。  
2
 「臨海工業區」位於高雄市小港區和前鎮區，於 1972 年 1 月編定完成，1983 年 12 月 31 日完

成開發。工業區的設立，使得大林蒲鄰近部分聚落被迫遷移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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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為主的聚落，後來由於農地的徵收、工業區的設立以及養殖業的興盛，漸而取

代傳統的農業、改變了社會型態，更加速人口的遷移。根據小港區戶政事務所 2008

年 10 月分人口統計數據共 11,980 人，3
 但是實際居住於聚落內的人口，則比統

計數據減少許多。聚落內依行政區域來畫分，由東而西分成鳳森、鳳源、鳳林及

鳳興四個里。 

西元 1980 年行政院專案核准由中油超額盈餘提撥經費，開闢大林蒲建築廢棄物處

理場，藉填築而圍成之臨時海（土）堤，進行填海造陸計畫，遂有「與海爭陸」之南星

計劃區的形成，目前已經完成二百多公頃的造陸計畫，使得大林蒲沿海區域之海埔新生

地面積日增。 

 

2. 語音系統語音系統語音系統語音系統 

2.1 聲母方面聲母方面聲母方面聲母方面 

  大林蒲閩南話的聲母有 15 個，分別為 p、pH、b、 t、tH、n、l、ts、tsH、s、

dz、k、kH、g、φ等，仍保留  dz- 聲母，《彙音妙悟》中的「入」母字，大多唸

成 dz-；如「寫字」sia33 dzi
11、「十二」 tsap11 dzi

11，4
 這一點和台灣大部分的偏

泉腔方言不同。5
 

2.2 韻母方面韻母方面韻母方面韻母方面 

大林蒲閩南話的韻母共有 88 個。有/a、ç、o、e、i、u/ 6 個主要元音；/i、u/2

個介音；/i、u/2 個元音韻尾以及 7 個輔音韻尾/m、n、N、p、t、k、//等音位，相

                                                
3
 根據高雄市小港區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大林蒲地區 2007 年 10 月總人口數為 11,484

人，2008 年 10 月總人口數為 11,980 人。因為鄰村紅毛港的遷村作業已完成，使得大林蒲地區

總人口數呈現增加現象。  
4
 由於基本調類的入聲、舒聲沒有區別，本文入聲韻一律下加短劃以為標示。 

5
 關於大林蒲〈入〉母字唸 dz‑ 的事實，審查人提供是否可能為 l‑ >dz‑ 的回頭演變？筆者認為如果要從

這個向度來思考的話，台北的三峽、石碇、平溪，新竹市、新豐鄉，嘉義的東石，澎湖……等地區的偏

泉腔這些地區的 dz‑ 是否也是回頭演變？顯然這樣的解釋所要舉証的條件和理由更為曲折；而且大陸的

偏泉腔中〈入〉母原本就有唸 dz‑ 和 l‑ 兩種音讀，並不是只有 l‑ 一種。我們檢視學者所調查的台灣閩

南話的語料也並未發現有 l‑ >dz‑ 的事實，所以筆者仍然主張大林蒲的 dz‑ 是該方言原本的面貌，而

不是 l‑ >dz‑ 回頭演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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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結合而成，此外還有 /?、e /2 個韻化鼻音。6
 

 陰  聲  韻 鼻  化  韻 鼻  尾  韻  

a 巴 ai 哀 au 歐 P 藍 Pi 耐 Pu 藕 am 掩 an 安 aN重 

ç烏   D 五     çN枉 

o 澳         
開口 

e 挨   B 鄭      

i 記  iu 優 t耳7  tu 羊 im 音 in 引 iN孟 

ia 謝  iau 柱 iP丙  iPu 妙 iam 鹽 ian 延 iaN響 齊齒 

io 搖        içN央 

u 污 ui 圍  \嗚 \i 煤   un 文  

ua 歌 uai 歪  uP半8 uPi 糜9    uan 怨  合口 

ue 畫   uB妹      

    韻化鼻音    

    ? 媒      

    e 遠      

 

入聲韻共計 43 個。其中包括喉塞入聲韻 16 個，鼻化喉塞入聲韻 11 個，韻化

輔音喉塞入聲韻 2 個，以及 p、t、k 入聲韻尾 14 個。  

 

                                                
6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1991: 84）中提到，鼻韻母為「韻尾是鼻音的韻母」。故鼻化韻母包

含韻尾鼻音韻母及鼻化元音韻母，以及輔音自成音節韻母。鼻化喉塞韻則是鼻化韻母加上喉

塞，在國際音標上將鼻化元音上加“  ~ ”符號。此外有二個鼻輔音自成音節，則用?、e 表

示，/?/只與 /h/、/6/兩聲母拼合，例如：媒 h?13、毋?11；/e/除了 /b/、/l/、/dz/、/g/四個聲母外，

亦可與其他聲母拼合，但中間會有一個過渡音[´]，本文採略去不寫，例如：轉 te51、門 me13、

遠 he31。  
7 「錢」字通常唸成 tst13，但是大林蒲閩南話在「錢鼠」(錢鼠)一詞，卻唸成 tstu11 tsHi51。「錢」

字的鼻化韻/t/增音為 /tu/。  
8 鼻化韻 uP，在「滿月」(彌月)一詞，大多數人唸 muP55 gue/51，大林蒲閩南話則有些人唸為 mP33 gue/55。

「滿」字音節由 uP 刪減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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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塞入聲韻  鼻化喉塞入聲韻  入聲韻尾 p、t、k 

a/甲 aiw實10 au/爆 P/凹 Pi/11 Pu/嗕 ap 壓 at 握 ak 沃 

ç/落   D/膜     çk 福 

o/學         
開口 

e/伯   B/夾      

i/鐵  iu/擢 t/躡  tu/唴 ip 濕 it 一 ik 億 

ia/驛  iau/墝 iP/12  iPu/□13 iap 葉 iat 設 iak 摔 齊齒 

io/藥        içk 約 

u/拓 ui/血      ut 鬱  

ua/活 uai/拐 
 uP/ uPi/拐14 

  uat 法 uak 呱 合口 

ue/拔         

    韻化輔音喉塞入聲韻    

    ?/摁15 
     

     e/物      

 

2.3 聲調方面聲調方面聲調方面聲調方面  

  大林蒲閩南話的聲調系統，以本調計共有 7 個調值，因為陰去與陽去本調調

值相同，即陰陽去不分；在變調方面則有異，可加以區分，所以若以本變調合計，

則是 8 個聲調系統。 

2.3.1. 基本調類基本調類基本調類基本調類 

大林蒲的聲調比較複雜，如表一所列：  

 

                                                
9
 「糜」muPi

13：稀飯，早期大林蒲唸 be
13。  

10
 「實腹」 tsai/55

11 pak
31：/ai//韻原本應該為 /at/，可能受 p 影響發生變化。  

11
 「鼻」nPi/31

55 pHi
11：塌鼻子。  

12
 「」hiP/31：拿衣服的動作。  

13
 「□□□□」Nt33 Nt33

 NiPu11 NiPu/55：蠕動的樣子。  
14

 「澀吱拐」siap55 ki11 kuPi/55：很澀的樣子。  
15

 「摁」h?/31：拿棍子用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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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一一一一    大林蒲聲調大林蒲聲調大林蒲聲調大林蒲聲調（（（（「「「「>」」」」之後表變調之後表變調之後表變調之後表變調））））  

表表表表二二二二    相關閩南話調值對照表相關閩南話調值對照表相關閩南話調值對照表相關閩南話調值對照表16
 

調類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喉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喉陽入  

調類代碼  1 2 3 4 4 5 6 7 8 8 

屏東  55 >33 51 >55 11 >51 31 >51 31 >51 13 >33  33 >11 51 >11 51 >11 

鳳山  55 >33 51 >55 11 >51 31 >51 31 >51 13 >33  33 >11 51 >11 51 >11 

前鎮  55 >33 51 >55 11 >51 31 >5 31 >51 13 >33  33 >11 51 >11 51 >11 

旗津  55 >33 51 >55 11 >51 31 >51 31 >51 13 >11  33 >11 51 >11 51 >11 

紅毛港  33 >33 51 >33 11 >51 31 >51 31 >51 13 >11 31 >11 11 >11 55 >11 55 >11 

大林蒲  33 >33 51 >33 11 >51 31 >51 31 >51 13 >11 31 >11 11 >11 55 >11 55 >11 

鹿港  33 >33 51 >35 11 >55 5 >5  13 >11 33 >11 31 >11 13 >1  

台西  33 >33 51 >35 11>51 
3>5 

 

× 
13 >11 

33 

33 > 11 

33 

11 > 11 

33 

35 > 1 

3 
× 

沙鹿  55 >33 51 >33 11 >51 3 >5 3 >51 13 >11  33 >11 33 >1 33 >11 

 

 

                                                
16

 本表之材料除了大林蒲之外，其他均引自張屏生（2008: 45）。根據張教授表示，在入聲調的記音上，

過去都採單一數字表示，但入聲調的定音應將其隨前變調的音變模式列入考量，故為求其精密性，將

入聲調的音值改記為二位數字，以突顯各地閩南話的語音差異。 

調類 陰 平 陰 上 陰 去 陰 入 喉陰入 陽 平 陽 上 陽 去 陽 入 喉陽入 

代碼 1 2 3 4 4 5 6 7 8 8 

調值 33>33 51>33 11>51 31>55 31>51 13>11 31>11 11>11 55>11 55>11 

例字 
東 

tçN33 

董 

tçN51
 

擋 

tçN11
 

督 

tçk31
 

甲

ka/31
 

堂 

tçN13
 

動 

tçN31
 

洞 

tçN11
 

毒 

tçk55
 

獵

la/55
 

例詞 

屏 東 

pin11 

tçN33
 

古 董 

kç33 

tçN51
 

阻 擋 

tsç33 

tçN11
 

監 督 

kam51 

tçk31
 

五 甲 

g011 

ka/31
 

親 堂 

tsHin33 

tçN13
 

運 動 

un11 

tçN31
 

山 洞 

suP33 

tçN11
 

中 毒 

tiçN51 

tçk55
 

打 獵 

pHa51  

l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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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陰平調是中平調 /33/，這與普通腔唸 /55/不同，為較突出之處。這一點和紅

毛港、台西、東石是一樣。17  

(2) 陰去調與陽去調本調相同為/11/，但是因為變調的走向不同，所以將其區分

為兩個不同的調類。 

(3) 陰入調唸/31/，為喉塞音，語尾下降的調，與陽上調本調調值相同，所以當

陰入調的喉塞不明顯時，易誤判為陽上調。18
 

(4) 陽平調是低升調，通常是唸成 /13/，有時也會唸成 /24/，為了方便和其他語

料做比較，統一記為/13/。 

(5) 陽上調唸/31/，但有時會出現/31/、/11/混讀的情形。  

(6) 陽入調唸 /55/，與普通腔唸 /51/不同。因為當陽入調的喉塞不明顯時，聽起

來與普通腔的陰平調 /55/很相近，而且它在隨前變調時唸 /55/，與普通腔唸

成 /51/明顯不同，所以將其定為 /55/，例如「白个」pe55 ·e55，普通腔唸成

pe51 ·e11。
19

 

(7) 此外，「這个」tsuai
55

(這些)、「遐个」huai
55

(那些)這二個常用的指示代名

詞唸/55/，其調型不在八聲調中，若要獨立為一個調位，就要將其歸入「邊

際調」。20
  

 

                                                
17

 洪惟仁（2006: 84）提到：「嘉義縣只有東石保存泉州的調型，尤其陰平調讀同陽上、陽去，

都是中平調。是陰平調讀中平調的最南端。」但是根據筆者的調查發現，比嘉義東石更南端

的大林蒲及紅毛港地區，到目前仍將陰平調讀成中平調。  
18

 入聲因喉塞尾不明顯而與舒聲調混同的現象，楊秀芳（2000: 35）提到「……我們也聽過宜蘭有陽入為

中調的讀法，且喉塞尾已消失，陽入和陽去變得難以分辨……。」，張屏生（2002: 51）亦提到相同的

現象：「澎湖吉貝的喉音入唸 33:，喉塞音消失，變調唸 11:，和陽去調相同，所以吉貝的喉陽入已經

變成陽去調。」然而大林蒲閩南話的喉陰入唸 31:，變調唸 51:，和陽上調的本調相同，但變調 11:卻不

同，所以發生混同現象時，仍可依其變調之不同作調類的區別。 
19

 陽平調在定音時應將隨前變調列入考慮要素，例如「白个」(白的)一詞，普通腔的隨前變調唸成 pe51 ·e55，

故將其定為 51，而不採用 55 的標示方式。 
20

 根據張屏生（2007c）「這个」 tsuai
55

(這些 )、「遐个」 huai
55

(那些 )這二個指示代名詞，在梧

棲亦有此用法，而梧棲的陰平調為 /55/，故在歸類上不至於造成問題，但是在大林蒲閩南話中

其調階超出陰平調，不在八聲調中，而無法將其歸入調類；由於本文亦收錄「邊際韻」，所

以應有「邊際調」存在的必要性。在普通腔中並無「這个」 tsuai
55

(這些)、「遐个」 huai
55

(那

些)這兩個音，故無法說是受語言接觸影響所致，然而在語意上其近似於普通腔的「這」 tsia55 

e
55 以及「遐」hia55 e

55。大林蒲閩南話的「這个」tsuai
55

(這些)、「遐个」huai
55

(那些 )兩個詞，

可能是合音所引起的音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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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連讀變調連讀變調連讀變調連讀變調  

大林蒲閩南話的前字變調之特殊情形如下：  

(1) 陰上變調大部分人是變 /55/，但是大林蒲變 /33/，這一點和台中的沙鹿和清

水、澎湖的望安、七美的青年層是一樣的。因此造成以下的特殊情況：  

 

 

 

 

 

(2) 陰去變調變高降 /51/，陽去變調變低平/11/，這是陰去與陽去區別之處。但

是陰去調有些詞彙的變調卻唸成/33/，例如「警察」kiN33 tsHat
31、「戲弄」

hi33 laN
11。  

(3) 陰入調連續變調時，若是 p、t、k 結尾，則變為高平喉塞音，其調值記為 /55/；

喉陰入-/結尾，則變為高降調/51/，此與普通腔的陰入調變調情形不同。  

(4) 帶-/的入聲，在變調後-/會消失，例如「石」tsio/55，變調後的例詞「石頭」tsio11 tHau
13，

喉塞-/消失，與其他陽調類的變調相同。 

 

 

 

 

 

 

 

 

 

 

 

刀店 to33 tiam
11  

= 倒店 to33 tiam
11

 

分錢 pun33 tsĩ
13  

= 本錢 pun33 tsĩ
13

 

搔頭 so33 tHau
13  

= 鎖頭 so33 tHau
13

 

瓜子 kue33 tsi
51  

= 果子 kue33 tsi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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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三三三三    大林蒲閩南話變調舉例表大林蒲閩南話變調舉例表大林蒲閩南話變調舉例表大林蒲閩南話變調舉例表 

 
陰   平  

33 

陰   上  

51 

陰   去  

11 

陰   入  

31 

陽   平  

13 

陽   上  

31 

陽   去  

11 

陽   入  

55 

陰平  

33>33 

新   衫 

sin33 sP33 

新   米 

sin33  bi
51

 

花   菜 

hue33 tsHai
11 

烏   色 

ç33  sik
31 

新   鞋 

sin33 e
13

 

風    雨  

hçN33 hç31
 

烏    豆  

ç33  tau
11 

三   十 

sP33 tsap
55 

陰上  

51>33 

嫷   衫 

sui33 sP33 

洗   米 

se33  bi51 

韭   菜 

ku33 tsHai
11 

紫   色 

tsi33 sik31 

坦   橫 

tHan33 hũ )i13 

小   雨 

sio33 hç31 

米    豆  

bi33  tau11 

九    十  

kau33 tsap55 

陰去  

11>51 

菜    心  

tsHai51 sim
33 

  喙     

tsHui51 pHue
51 

芥    菜  

kua51 tsHai
11 

退   色 

tHe51 sik
31 

菜    頭  

tsHai51 tHau
13 

細    雨  

se51  hç31 

菜    豆  

tsHai51 tau
11 

四   十 

si51 tsap
55 

熨   衫 

ut55  sP33 

竹    筍  

tik55  sun
51 

福    氣  

hçk55 kHi
11 

漆    色  

tsHat55 sik
31 

曲   盤 

kHik55 puP13 

沃    雨  

ak55  hç31
 

捌    字  

bat55 dzi
11 

出    力  

tsHut55 lat
55

 

陰入  

p.t.k 

/ 

31>55 
借   衫 

tsio51 sP33 

借    米  

tsio51 bi51 

借    厝  

tsio51 tsHu
11

 

肉   色 

ba51 sik31 

歇   寒 

hio51 kuP13 

潑    雨  

pHua51 hç
31 

肉    豆  

ba51 
 tau11 

八    十  

pe51 tsap55 

陽平  

13>11 

紅   衫 

aN11  sP33 

危   險 

hui11 hiam
51 

紅    菜  

aN11 tsHai
11

 

紅    色  

aN11 sik
31 

楊   桃 

tu11  
 
to

13 

淋   雨 

lam11 hç
31 

塗   豆 

tHç11 tau
11 

柴   屐 

tsHa11 kia/55
 

陽上  

31>11 

雨   衫 

hç11  sP33 

有    米  

u11   bi
51 

有    菜  

 u11 tsHai
11

 

有    色  

u11  sik
31 

雨    鞋  

hç11  e
13 

有    雨  

 u11  hç31
 

有    字  

u11  dzi
11 

五    十  

gç11 tsap
55

 

陽去  

11>11 

樹   根 

tsHiu11 kin
33 

    鳥  

lan11 tsiau51 

豆    菜  

tau11 tsHai
11

 

面    色  

bin11 sik31 

豆    芽  

tau11  ge13 

大    雨  

tua11  hç31
 

大    字  

tua11 dzi11 

二    十  

dzi11 tsap55 

俗   衫 

siçk11 sP33 

秫    米  

tsut11  bi
51 

肉    桂  

dziçk11 kui
11

 

綠    色  

lik11 sik
31 

日    頭  

dzit11 tHau
13 

十    五  

Tsap11 gç
31

 

綠    豆  

lik11 tau
11 

六    十  

lak11 tsap
55

 

陽入  

p.t.k 

/ 

55>11 
食    薰  

tsia11 hun
33 

食    飽  

tsia11  pa
51 

白    菜  

pe11 tsHai
11

 

白    色  

pe11 sik
31 

石    榴  

sia11  liu
13

 

落    雨  

lo11  hç31 

白   字  

pe11 dzi
11 

曆    日  

la11 dzit
55

 

進行音調歸類時，陰入調與陽入調容易受其韻尾塞音的有無、強弱而造成誤判，所

以必須將該字的變調行為一併納入考量，以防止錯誤的產生。 

 

後字 

 

 

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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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音系特點音系特點音系特點音系特點 

(1) 《彙音妙悟》中的「居」韻例字，大林蒲唸/i/韻，例如：豬 ti
33

、箸 ti
11

，

但是「煮」tsu
51

、「師」su
33

唸/u/韻。 

(2) 《彙音妙悟》中的「科」韻例字，大林蒲唸 /ue、e/韻，例如：粿 kue51、過

kue11、箠 tsHe13
。 

(3) 《彙音妙悟》中的「雞」韻例字，大林蒲唸/e/韻，例如：雞 ke
33

、多 tse
11

、

底 te
51

，但是「做」唸/o/韻。 

(4) 《彙音妙悟》中的「恩」韻例字，大林蒲唸/in/韻，例如：斤 kin
33
、近 kin

31
、

銀 gin
13

；少部份唸/un/，如「恩」un
33
/in

33
。 

(5) 《彙音妙悟》中的「關」韻例字，大林蒲唸/uan/或/\i/韻，例如：縣 kuan
11
、

慣 kuan
11

、橫 h\i13
，但「梗」唸/uPi/韻。 

(6) 《彙音妙悟》中的「青」韻例字，大林蒲唸/t/韻，例如：青 tsHt 33
、瞑 mt13

、

生 st33
。 

(7) 《彙音妙悟》中的「箱」韻例字大林蒲唸/tu/韻；例如：箱 stu33、唱 tsHtu11、

薑 ktu33。 

(8) 《彙音妙悟》中的「飛」韻例字，大林蒲唸/ui，ui//，例如：血 hui/31、

廢 hui11，但「拔」唸/ue//韻。 

(9) 《彙音妙悟》中的「杯」韻例字，大林蒲唸/e/韻，例如：買 be
51、賣 be

11、畫 ue
11。 

2.5 其他語音相關現象其他語音相關現象其他語音相關現象其他語音相關現象 

2.5.1 「「「「仔仔仔仔」」」」前變調前變調前變調前變調  

大林蒲地區的「□仔□」，在詞根及「仔」字的變調上有其特殊之處，與一

般普通腔明顯不同。筆者將其分為「名詞組□仔□」、「副詞組□仔□」及「形

容詞組□仔□」三大部分探討，並歸納出以下規則：  

R1.「仔」前字為名詞組、副詞組及形容詞組時，其「仔」字及仔前字變調皆具

一致的規則性。但其中仍有少許的例外，以下再另行說明。  

R2. 陰平調、陰上調及陽調類在「□仔□」中，皆呈現□11+a33+□的音調型式。

例如：  

名詞詞組  番仔火 huan11 nP33 hue
51

 

副詞詞組  少少仔掯  tsio33 tsio11 a33 kHiN13
 

形容詞詞組 毛毛仔雨  me33 me11 NP33 h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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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陰去調及陰入調則呈現□55+a55+□的音韻型式。  

名詞詞組 蒜仔花 suan55 nP55 hue
33

 

副詞詞組 暗暗仔做  am55 am55 mP55 tso
11

 

形容詞詞組  一屑仔酒  tsit11 sut55 la55 tsiu
51

 

在「名詞組□仔□」中，陰上調部分詞彙出現□55+a55+□的變調型式，不符

合規則，這些詞組可能為外來語，或受普通腔影響的詞彙，例如「茉莉仔花」bçk11 

nt55 P55 hue
33。此外筆者也發現一些正處於音變當中的詞，它們會出現兩讀的情

形，例如「蚵仔煎」有人讀作 o33 a55 tsian
55，也有人讀作 o11 a33 tsian

33，顯然這個

詞彙已經產生音韻動搖。 

此外在「形容詞組□仔□」，同樣發現音調動搖的情況，例如陰上調的「酸

軟仔酸軟」有 se33 ne55 qP55 se33 ne
51 與 se33 ne11 qP33 se33 ne

51 的讀音，及陽上

調的「沉重仔沉重」有 tim11 taN11 NP33 tim11 taN31 與 tim11 taN55 NP55 tim11 taN31 的讀

音，這些都是表示音調動搖的實證。  

2.5.2 陽上調與陽去調的分混情形陽上調與陽去調的分混情形陽上調與陽去調的分混情形陽上調與陽去調的分混情形 

大林蒲閩南話保存八個調類，但是陽上調與陽去調常會出現混讀的情形：

（以下列舉數例，其他例字詳見表四、五）  

(1) 中古全濁上聲字對應到大林蒲閩南話：  

a. 唸陽上調/31/的例字有：在(tsai
31

)、厚(kau
31

)、後 (au
31

)、動 (taN31
)……  

b. 唸陽去調/11/的例字有：造(tso
11

)、禍(ho
11

)、拒(ki
11

)、罷(pa
11

)…… 

c. 陽上調、陽去調混讀的例字有：弟 (ti
11

/ti
31

)、簿 (pHo11
/pHo31

)、蕩

(tçN11
/tçN31

)、惰(tua
11

/tua
31

)……。  

(2) 中古次濁上聲字對應到大林蒲閩南話：  

a. 唸陽上調/31/的例字有：咬(ka
31

)、午五 (gç31
)、雨 (hç31

)、有 (u
31

)……  

b. 唸陽去調/11/的例字有：悟誤(Nç11
)、呂(li

11
)、累(lui

11
)、下(ha

11
)……  

c. 陽上調、陽去調混讀的例字有：老(lau
11

/lau
31

)、耳(ht11
/ht31

) 

(3) 中古全濁去聲字對應到大林蒲閩南話：  

a. 唸陽上調/31/的例字有：站(tsam
31

)、巷(haN31
)、座(tso

31
)、下 (ha

31
)……  

b. 陽上調、陽去調混讀的例字有：助 (tso
11

/tso
31

)、事 (su
11

/su
31

)、具

(kHu11
/kHu31

)、尚(stu
11

/stu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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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古次濁去聲字對應到大林蒲閩南話：  

a. 唸陽上調/31/的例字有：奈(nPi
31

)、硬(NB 31
)、楝(liN31

)、夜 (ia
31

) 

b. 陽上調、陽去調混讀的例字有：內 (lai
11

/lai
31

)、餓 (go
11

/go
31

)、瓦

(hai
11

/hai
31

)、耀(iau
11

/iau
31

)、艾(hiP11
/hiP31

)、暈(hun
11

/hun
31

) 

  理論上，古濁上聲字應該歸陽上，古濁去聲字應該歸陽去，但事實上卻發生

兩者相混的情形，顯然陽上與陽去正進行混同，未來兩者可能併為一類，往 /11/

發展。其混亂的原因有： 

A. 普通腔中沒有陽上調，而大林蒲閩南話的陽上、陽去變調與普通腔的陽去變

調又相同，促使兩調類相混情形更加嚴重。  

B. 由於發音人本身對中古音不了解，而這兩個調類在語流中又不易分辨，所以

發音人在最初接收該單字音時可能就已經發生混亂的情形，以致於造成現在

的音韻混亂情形。  

表表表表四四四四    古濁上聲字讀陽上古濁上聲字讀陽上古濁上聲字讀陽上古濁上聲字讀陽上、、、、陽去或兩讀例字陽去或兩讀例字陽去或兩讀例字陽去或兩讀例字21
 

調   類 調 值 例    字 

陰上 淡 (C.tP；鹹 ~)(R.tam)    斬 (C.t sam)    想 (C.s ĩu)    短 (R.tuan) 

在 ( tsa i，所 ~)   厚 (R.hç； C.kau； hio，忠 ~) 

限 (han，寬 ~)   後 (C.au； R.hio)  

動( taN； R.tçN )   待 (tai，款 ~) 

重 (C.taN)

項(haN )  

肚 (C.tç) 

讀陽上 31 

陽上 

全濁上 

38 個 

丈 (C.t ĩu； te)  

父 (C.pe； hu)   

戶 (hç)       

坐 ( tse)  

序 (si，順 ~)    

雉 ( tH i )       

巳 ( tsi )  

象 (C.tsH ĩu) 

近 (kin)  

靜 ( ts iN)   

靖 ( ts iN)  

柱 (C.tH iau)  

后 (hio)  

伴 (C.pHuP)  

像( tsH ĩu) 

范 (huan)        

罪 ( tsue)     

婦 (C.pu)  

盪 ( te)         

舅 (ku)      

臼 (C.ku)   

市 ( tsH i )  

上 (C.ts ĩu)  

件 (kiP)  

跪 (kui)  

鰾 (pio)  

柿 (kH i )  

下 (he)  

                                                
21

 表四及表五之英文字母大寫「C」，表示白讀音；「R」，表示文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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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類 調 值 例    字 

次濁上 

11 個  

咬 (C.ka)  

耳 (C.hi)  

遠 (C.he) 

五 (C.gç) 

雨 (C.hç) 

癢 ( ts ĩu) 

午 (gç)  

有 (C.u)  

蟻 (hia) 

兩 (ne)      

卵 (C.ne)   

陰上  ×  

弟 (R.te，徒~； C.t i，好兄 ~) 簿 (pHç，數 ~) 

全濁上 

14 個 

蕩 ( tçN，放 ~) 

是 (su， ~非 )  

道 ( to，公 ~) 

社 (sia)  

伴 (pHuan)  

杖 ( tHe) 

抱 (C.pHo)  

範 (R.huan)  

士 (su，人~) 

惰 ( tuP)  

被 (pHue)  

倍 (pue) 

讀陽上 

及陽去 
31/11 陽上 

濁上 

次濁上  老 (C.lau)      耳 (C.h ĩ)  

陰上 己 (C.ki，家~)   攢 ( ts ĩ)   忖 ( tsHun， ~辦 )  

全濁上 

45 個 

罷 (pa)       

舵 ( tua； ta i， ~公 )  

在 ( tsa i，實 ~) 

蟹 (he，毛 ~) 

待 ( tHai，等 ~)     

被 (R.pi； R.pH i )  

亥 (hai)     

杜 ( tç)            

後 (R.hç) 

笨 (pun)      

婦 (R.hu)          

腐 (C.hu)  

部 (pç)     

並 (piN； pH iN，比 ~)  

奉 (hçN )  

造 ( tso)      

禍 (ho)            

苧 ( te ) 

拒 (ki )       

婢 (pi)            

痔 ( t i )  

稻 ( t iu)     

鯉 ( le )     

受 (s iu)  

腎 (s in)      

臼 (R.kH iu)        

甚 (s im) 

盡 ( ts in)     

滬 (hç )           

杏 (hiN ) 

幸 (hiN )    

漸 (t siam)         

踐 (t sian) 

辯 (pian)    

善 (s ian)          

鱔 (s ian) 

趙 (C.t io)    

重 (R.t içN )         

強 (kiçN ) 

序 (su)      

匯 (hui)        

斷 (R.tuan)  

旱 (huP)      

犯 (huan，人~)    

負 (hu， ~擔 )  

讀陽去 11 陽上 

濁上 

次濁上 

8  個  

悟 (Nç)        呂 ( l i)     懶 (nuP)    藕 (NPu) 

誤 (gç)        網 (C.baN )  累 ( lui)      下 (R.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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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五五五五    古濁去聲字讀陽上古濁去聲字讀陽上古濁去聲字讀陽上古濁去聲字讀陽上、、、、陽去或兩讀例字陽去或兩讀例字陽去或兩讀例字陽去或兩讀例字  

全濁去 

16 個 

站 (tsam)    

會 (C.e)    

調 (tiau，聲~)  

墊(tHiam，~海)  

巷(haN) 

系(he) 

淨(tsiN) 

電(tian) 

座 (R.tso) 

治 (ti，創~) 

上(C.tsĩu) 

背 (pue) 

下(he) 

寺 (si) 

掉 (tiau) 

豉 (sĩ) 
陽去  

次濁去  

4 個  

奈 (nP i，無~)     硬 (C.NB)   楝(liN，苦 ~)  夜(ia) 

陰去  傅(hu，師~) 

陰平  低(ke) 

陰入  適(si，四 ~)  括(kua，泛~ ~) 

讀陽上 31 

陽平  兮(e) 

全濁去  

12 個  

助(tsç)  弄(R.lçN)  視(si，電~)  忌(ki)   尚(stu)   被(pHue) 

妗 (kim) 座(C.tse)  事(su，人~)   具(kHu)  段(C.tuP)  狀(C.tse)         
陽去  

次濁去 

6 個 

內(lai)   餓(go)   瓦(C.hia)   耀(iau)   艾(C.hiP)   暈(hun) 
讀陽上

及陽去 
31/11 

陰去 虹(C.kHiN)    輩(pue)    

2.5.3 音讀與詞形音讀與詞形音讀與詞形音讀與詞形22
 特殊之詞彙特殊之詞彙特殊之詞彙特殊之詞彙 

(1) 「蓮霧」liam33 bu
11

 蓮霧。普通腔23
 唸 lian55 bu

33。  

(2) 「梨子」nP i33 P51
 梨子。普通腔唸 lai33 a

51。「王梨」çN11 nP i
13 鳳梨，普通

腔唸çN33 lai
13。 

(3) 「荔枝」nPi11 tsi
33

 荔枝。普通腔唸 lai11 tsi
55。  

(4) 「釋迦」sik55 kiP33
 釋迦。普通腔唸 sik51 kHia55

 

(5) 「魏」bui
11

 姓氏。普通腔唸 gui
33。  

(6) 「杏仁」hiN11 gin
13 杏仁。普通腔唸 hiN11 lin

13。24
 

                                                
22

 「詞形」指詞的外部形式。在口語中，指「詞的語音形式」；在書面語中，指「詞的書面形

式」（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編委會  1991: 271）。  
23

 本文所引用之「普通腔」詞彙，主要以張屏生（2003a, 2007a-c）為參考依據，其次參考教育

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試用版)。張屏生（2007a: 66）指出，綜合洪惟仁（1997: 22）提到的

「台灣優勢音」及董忠司（2001）「通行腔」講法，於該文中亦採用「普通腔」一詞進行討

論。  
24

 張屏生（2003b）指出高雄市閩南話，dz-聲母和以 i 起頭的韻母相拼合時，有部份人的 dz-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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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喙齒」tsHi51 kHi51
 牙齒。普通腔唸 tsHui51 kHi51。小琉球唸 tsHiu51 kHi51。 

(8) 「錢鼠」tstu11 tsHi51
 錢鼠。普通腔唸 tst33 tsHu51。 

(9) 「頷頸」am11 bun
51

 脖子。普通腔唸 am33 kun
51。25

 

(10)「麥芽糖」bio11 ko
33

 麥芽糖。普通腔唸 be11 ge11 k´55。 

(11)「今仔日」kiP13 dzit
55  今天。可能是 kin11 nP33 dzit

55 的音節結縮。普通腔唸 kin33 

nP55 dzit
51。 

(12)「佗位」tua
31

  哪裏。普通腔唸「佗位」t´55 ui
33。 

(13)「這个」tsuai
55

  這些。普通腔叫 tsia55 e33。  

(14)「遐个」huai
55

  那些。普通腔叫 hia55 e33。 

(15)「哦口」uP33 kau
51

  啞巴。普通腔唸「哦口」e55 kau
51。 

(16)「走出來」 tsau
51

 ·tsHuai11  跑出來。普通腔唸 tsau
51

·tsHut51 lai13。  

(17)「舖」pHua
51  里程單位。普通腔唸 pHç11。  

(18) 「泄屎星」tsHua51 tsHai33 tsHt33  彗星。普通腔唸「掃帚星」sau51 tsHiu55 tsHB55。 

(19)「拍麻雀」pHa51 mPi33 tsHiçk31  打麻將。普通腔唸 pHa51 muP33 tsHiçk31。  

(20)「攑豆箍」gia11 tau11 kHç33  下棋。普通腔唸「行棋」kiã11 ki
13。大林蒲也唸

kiã11 ki
13；「攑豆箍」gia11 tau11 kHç33 主要取其外觀形狀以為替代。 

(21)「蝶婆仔」ia11 po33 a
51  蝴蝶。普通腔唸「蝶仔」ia33 a

51，也叫「蝴蝶」ç33 

tiap
51。  

(22)「豆梗」tau11 kuPi
51  連耞(農工用具) 。普通腔唸「耞」kB51，紅毛港則無

此詞彙。  

(23)「曆日簿仔」 la11 dzit11 pHç33 a
51  農民曆。普通腔唸「通書」 tHçN33 su

55。  

(24)「胳扇空」kue51 st51 kHaN
33

  腋下。「腋下」這個詞在各地有多種不同的唸法，有

「胳耳空」kue51 ht11 kHaN
55、「胳下空」kue51 e11 kHaN

55、「胳下空」kue51 laN33 kHa
55

等唸法。 

(25)「烏鯃」çN33 ND
13

  海豚。普通腔唸「海豬」hai55 ti
55，澎湖叫「海鼠」hai35 tsHu

51，

吉貝唸 o33 N`
13，小琉球唸 `33 `

13。 

(26)「畫粧」ue11 tsçN33  化妝。普通腔唸「化粧」hua51 tsçN33。 

(27)「鉸剪」ka33 tsian
51  剪刀。普通腔唸「鉸刀」ka33 to

55。26
 

                                                

變成 g-，如「寫字」sia55 gi
33；大林蒲閩南話在「寫字」一詞仍維持 sia33 dzi

11 的唸法，但是

在「杏仁」一詞卻出現 hiN11 gin
13 的音讀，成為唯一聲母與 i 拼合時 dz-變成 g-的例詞。  

25
 台西（張屏生  2007c）、麥寮（林郁靜  2002: 276）也都唸成「頷頸」am11 bun

51。 /k-/變讀為

/b-/可能是受 u 的影響，韻母圓脣化同化到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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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落」 lak
31  專指衣物或被單用水漂洗。普通腔唸「汰」 tHua

33，紅毛港閩

南話唸 tHua
11。 

(29) 「花節仔」hue33 tsat55 la
51 雨傘節。普通腔唸「雨傘節」hç11 suP51 tsat

31。 

(30)「允桮」in33 pue
33

 聖筊。普通腔唸「聖桮」stu11 pue
55、「一桮」tsit11 pue

33。 

2.5.4 地名的語音特色地名的語音特色地名的語音特色地名的語音特色 

游汝杰（1992: 215）「地名」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給地理實體、行政區域或

居民所起的專有名詞。在台灣地區姓氏的地名以「姓氏」+「厝」的模式居多，

例如「蕭厝」、「何厝」等；但是在大林蒲地區，是「姓氏+个(·e11)」（「个」

為隨前變調）例如：「姓邱个」st51 kHu33
 ·e33、「姓洪个」st51 aN11 ·NB33 等；而

紅毛港地區，則是「姓氏+仔(a
51

)」，例如：「姓蘇仔」st51 so33 a
51、「姓楊仔」

st51 tu33 P51。 

「仔」字通常帶有「鄙視」、「小化」、「虛化」之意，但是在紅毛港卻將

它用在地名當詞綴，與一般的用法大不相同，也間接弱化了「仔」字的本意。 

大林蒲姓氏聚落    紅毛港姓氏聚落 

「姓氏」+「个」     「姓氏」+「仔」 

「姓邱个」st51 kHu33
 ·e33 「姓蘇仔」st51 so33 a

51
 

「姓洪个」st51 aN11 ·NB33 「姓楊仔」st51 tu33 P51
 

「姓許个」st51 kH051
 ·e11 「姓洪仔」st51 aN33 NP51

 

「姓張个」st51 ttu
33 

·e33 「姓李仔」st51 li55 a
51

 

「姓林个」st51 lim11 ·mB33  

3.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大林蒲閩南話的音韻系統，在聲母方面保存了「日」母字 dz-，所以共有十五

個聲母（不含 m、n、N），dz-的保留與其他偏泉腔不同。大林蒲閩南話與普通腔

最大的差異是「血」唸 hui/31、陽平變低平調、「青」韻唸 ĩ 而不唸 ẽ、「科」韻

                                                
26

 「鉸剪」ka33 tsian
51 一詞，在金門、馬公及湖西都有收錄到，金門更出現「鉸攆」ka33 lian

53

的獨特唸法（張屏生  2007c: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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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 e、「飛」韻唸 ui/而不唸 ue/。前四項也是證實其為偏泉腔的特點。  

大林蒲的聲調系統，因為陰陽去變調不同，有陽上調 31，所以本變調分計共

有八個，保留偏泉腔八個聲調系統的特色，但是實際上有些常用詞，例如「這些」

tsuai
55、「那些」huai

55、「這」 tse
55、「那」he

55，是無法歸入調類的，筆者將

其稱為「邊際調」。此外，由於保存古濁上聲字讀陽上調的特性，古濁上聲字與

古濁去聲字兩者常會出現陽上、陽去兩讀互混的語音現象，這樣的變動現象，表

示大林蒲閩南話正受到普通腔的影響，產生語音的變動。  

「仔前字」的變調系統，是大林蒲閩南語中的另一特色，「□仔□」的變調

模式，不論其詞性為何，皆呈現規則性。R1. 陰平調、陰上調及陽調類在「□仔

□」，皆呈現□11+a33+□的音調型式。例如：（陰平調）番仔火 huan11 nP33 hue
51。

R2. 陰去調及陰入調則呈現□55+a55+□的音韻型式。例如：（陰去調）蒜仔花 suan55 

nP55 hue
33。 

近年來由於電視的普及與交通的便利，使得大林蒲閩南話受到普通腔的影響

加劇，當筆者進行語音調查時，常會遇見發音人發出普通腔而不自覺，甚至於少

年層已無法分辨兩者之間的差異，這表示大林蒲閩南話正往普通腔靠攏。  

語言是無形的文化資產，也是最不易保存的，唯有藉助紀錄與文字化，才能

將無形化為有形，使其得到最佳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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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of the Southern-Min Dialect in the Dàlínpú 

Xiǎogǎng District in Gāoxióng City 
 

Meng-Mi HSIEH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lthough a mixed Southern Min dialect with a “common accent” has prevailed 

in Gāoxióng City, there are in fact still places in the city where can be heard a Quan 

accent, a situ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well documented.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he 

Quan accent variety of Southern Min found at Dàlínpú in the Xiǎogǎng District of 

Gāoxióng City, an area covering Dàlínpú and Hóngmáogǎng near the Línhǎi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Taiwan Strait. Owing to its isolation, a unique tone system 

has been preserved, although in recent years moder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ve brought about change: The common Southern Min tonal 

system has started to mix with those of the other dialect varieties in the city in many 

respect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s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Quan accent 

tonal system of Dàlínpú. 

 

Key words: Southern Min, Quan accent, pre-a
2
 tone sandhi, Dàlínp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