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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蘭鎮四縣客家話單字調之聲學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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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蘭鎮四縣客家話的聲調鮮少受到研究關注，不僅相關調查文獻數量相當

少，且均屬傳統方言學的調查研究。傳統方言學調查研究的優點在於可迅速瞭

解當地方言的聲調系統，其缺點在於參與發音的人數少，語音記錄相當主觀。

有鑑於此侷限，本研究將針對卓蘭鎮四縣客家話的單字調的調長、調形與調值

進行聲學分析，並將研究結果與傳統方言學調查相互比較。本研究的發音人共

計 10 名，中年層，男女各半。他們透過發音字表，以固定速率唸讀四縣客家話

的 6 個單字調，每個調含 6 個例字，每個例字唸 5 次，截頭去尾切取中間 3 次

進行分析，故總共有 1080 個語音樣本。本研究首先利用 PRAAT 對語音樣本進

行基頻頻率分析與長度測量、之後進行基頻標準化，最後則將標準化後的聲調

平均值及標準差繪製成聲調格局圖。卓蘭四縣客家話六個聲調的分析結果如

下：陰平  [33]、陽平  [31]、上聲  [42]、去聲  [54]、陰入  [43]、陽入  [4]。（一）

就調長而言，本研究與傳統調查的結果一致，舒聲調均長於入聲調。（二）就調

形與調值而論，本研究在陰平、陽平、陰入等聲調的調形與調值呈現出不同於

傳統調查的結果。（三）就方言接觸來說，本研究顯示卓蘭四縣客家話的聲調受

東勢大埔客家話的聲調影響很深。最後，本研究也將研究成果與相關議題（如

語言使用的性別差異、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調值變異等）進行相互連結。  

 

關鍵詞：客語、聲學、聲調、基頻、四縣、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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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卓蘭鎮是苗栗縣最南端的一個小鎮，位於大安溪中游北岸，是一個四面環山、

中間低窪的小盆地。卓蘭鎮東以馬拉邦山、大克山與泰安鄉相接，西以關刀山、

鯉魚潭水庫與三義鄉為鄰，南則隔著大安溪、吊神山與臺中市東勢、和平相望，

北以景山溪、掏抄尾山與大湖鄉相接，而大安溪及老庄溪從盆地穿越，形成本區

人口聚集的精華地帶。卓蘭鎮面積約 76.331 平方公里，人口數為一萬八千多人，

其中客家人口約佔四分之三，全鎮分為 11 個里行政區，如 (1) 所示。 1 

(1) 卓蘭鎮行政區域圖（取自林文進  1996: 1）  

 

卓蘭地區的開發與客家人的移墾有密切的關係。 2 清代以前，卓蘭地區原為

泰雅族北勢群（生番）及巴宰族岸裡社（熟番）的活動範圍。由於漢人很早就完

成開墾臺灣西部的沿海平原，因此自十九世紀以後，漢人便逐漸轉向臺灣西部近

山的丘陵地帶進行開墾。直到清末，卓蘭地區已盡為漢人的生活領域。 3 根據日

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1928: 14-17) 針對臺灣在籍漢民族的鄉貫別調

查，卓蘭地區廣東系人口佔當時漢民族總人數的 95%。雖然此時對於客家人與廣

東人的區分定義尚不明確（黃宣範 1995），但這樣的數據也可具體反應客家人對

於本區開墾所做出的貢獻。 4 由於卓蘭地處臺灣中部內山，所以來到這邊開墾的

                                                      
1 根據卓蘭鎮戶政事務所的統計，截至 102 年 7 月底止，卓蘭鎮有 18,414 人。  
2 卓蘭正式成為一個具體的行政區始於大正九年（西元 1920 年）。  
3 關於卓蘭地區的土地開墾、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請參見楊宗穆  (2001, 2002)。  
4 關於臺灣各族群的人口議題，請參閱黃宣範  (1995) 第二章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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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多是由其他地方遷入的二次移民。例如，有從苗栗市、公館鄉、大湖鄉移

入的四縣客，有從新竹縣移入的海陸客，有從彰化縣竹塘鄉移入的饒平客，有從

臺中市石岡區、東勢區（原為臺中縣石岡鄉、東勢鎮）移入的大埔客。在一個小

小的卓蘭鎮內竟有著這麼多元的客家族群存在，說著這麼多元的客家方言，卓蘭

鎮無異是客家語言與文化研究的寶地。  

客家人對於卓蘭的墾拓總是扮演重要的角色，這從眾多的清領與日據時期所

遺留下來的歷史調查文獻資料便可窺看出其艱辛的奮鬥歷程。然而，相較於卓蘭

墾拓史的完整記錄，卓蘭地區的客家話卻始終未獲得相對的重視，其描寫僅見於

少量的文獻記錄，如黃基正 (1969)。涂春景 (1998) 可說是針對卓蘭鎮境內客家

方言做過最早且最完整的調查。他調查卓蘭鎮 13 個方言點的客家方言的聲韻調系

統及 960 個客語詞彙，每個方言點均取 1 位發音人作為代表。此外，他更說明客

家各族群的主要分布區域，這部分詳引如下：  

鎮內市區的老庄、上新兩里，聚居著早年來此墾荒的廣東饒平人詹家

之子孫，他們中年以上者家居仍多使用客家饒平話。上新里郊區有一

食水坑聚落，位於半山腰的十八股，約有一二十戶來自新竹一帶的二

次移民，他們居家亦仍以祖語客家海陸話交談。至於聚落山區草寮、

大坪林、雙連潭、眾山、瀝西坪及大安溪上游的白布帆、東盛一帶，

則地接大湖鄉的四縣客家話區，又多屬四縣客的二次移民，所以居民

於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客語四縣話。其餘市區的中街、新榮、新厝還

有市郊的豐田、苗豐、內灣等里，平常講的是另外一種客話，我姑且

稱其為卓蘭腔。這麼豐富的客家次方言，在這純樸的小鎮裡並存，十

分可貴（涂春景 1998: 1）。  

其後，只要是論及卓蘭客家話的相關研究，如羅肇錦 (2000)、蔡佩芸 (2001)、

楊宗穆 (2001)、徐瑞珠 (2005) 等，莫不以此分布為論述依據。本研究也是以此

為依據來尋找發音人進行研究。  

本研究無法針對卓蘭各客家方言進行全面性聲韻調的調查，這是因為本研究

的執行時間較短、取樣人數較多、分析過程複雜等種種因素的限制，因此僅能將

研究重心先放在聲調的議題上。另外，本研究僅針對卓蘭四縣客家話（以下稱「卓

蘭四縣話」），因為相對於卓蘭饒平客家話與卓蘭大埔客家話（或稱「卓蘭腔」），

卓蘭四縣話的調查資料並不多，且均為傳統方言學的調查描寫（詳見第 2 節討

論）。有鑑於此，本研究將收集卓蘭四縣話的單字調，並採取聲學（實驗）語音學



66 鄭明中 

  

的工具與方法，來分析這些聲調的調形、調值與調長，接著再與傳統方言學的調

查結果進行比對。 5 

本研究的論述架構，除第 1 節前言外，其餘部分組織如下。第 2 節整理卓蘭

四縣話聲調的調查文獻，說明並比較各研究的調查結果，以作為本研究後續的比

對基礎。本節同時也將說明聲學（實驗）語音學與傳統方言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差

異。第 3 節介紹研究方法，包括發音人、發音字表、及研究過程。第 4 節則依性

別來呈現卓蘭四縣話的調長、調形及調值的分析結果。第 5 節則為綜合討論，並

特別著重於東勢大埔話對卓蘭四縣話的影響。第 6 節為結論。  

 

2. 相關調查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卓蘭四縣話的單字調格局及聲調調長差異，因此有

必要對既有的文獻資料先進行全面的檢視。目前與卓蘭四縣話有關的調查文獻，

以及其對單字調調值與調長的描寫均表列於 (2)。 

(2) 卓蘭四縣話的聲調描寫  

文獻資料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涂春景 (1998) [24] [11] [31] [55] [2] [5] 

徐瑞珠 (2005) [13] [11] [31] [55] [3] [5] 

目前針對卓蘭四縣話的聲調調查的僅有涂春景  (1998) 與徐瑞珠  (2005) 兩

筆文獻。雖然兩者相去 16 年之久，但是對聲調的描述大體相同，如陽平 [11]、

上聲 [31]、去聲 [55]、陽入 [5]，僅有陰平 ( [24] vs. [13] ) 及陰入 ( [2] vs. [3] ) 

的調值略有不同，但調形基本一致，都是升調或平調。事實上，兩位研究者對卓

蘭四縣話的聲調描寫也與《苗栗縣志語言志》（羅肇錦 2007）對苗栗縣四縣話（苗

栗公館）的描寫相同。 

  卓蘭四縣話的調查文獻雖少，但它們對於學界瞭解該客家話的聲調系統提供

了相當的貢獻，自然也形成本研究的比較基礎。當然，總體而言還是存在許多不

足。目前，調查數量相當有限，且在聲調描寫上也呈現些許不同。再者，目前僅

有的兩筆研究均採取傳統方言學的調查方式，針對當地少數幾位具代表性的發音

人，利用口說耳聽手記的方式進行，其優點是可迅速瞭解某個方言的音韻系統，

                                                      
5 關於實驗語音學在漢語語言研究的角色與作用，請參閱朱曉農  (2005) 與石鋒  (2006)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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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缺點是取樣人數少，其結果難免主觀、分歧。再者，取樣的對象不同、取樣的

地點不同、調查人對語音記錄的不一致等等因素，也會造成調查結果的主觀性。

有鑑於傳統方言學的口耳調查方法有這樣的侷限，也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與語音

分析工具的快速發展，本研究將透過聲學語音學的研究工具與方法，並結合社會

語言學中的性別因素，研究卓蘭四縣話的單字調及其調長，藉以補充傳統方言學

調查的不足。目前為止，採用聲學研究方法對客家話進行系統的、多樣本的分析

者尚少，因此本研究必將對學術界做出相當的貢獻。一方面借助實驗儀器的使用

可增加聲調調查結果的精確性與客觀性，另一方面亦可增加卓蘭四縣話聲調的調

查資料，進而提供給有興趣的研究者更多的參考。  

 

3. 研究方法 

本節將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發音人、發音字表、及研究過程，

以下分點論述。  

3.1 發音人 
聲學研究的第一步即是尋找具有代表性的發音人來錄製語音資料。本研究的

10 名調查對象（中年層、男女各半）均居住於卓蘭鎮坪林地區，並以四縣客家話

為其母語。雖然發音人為任意挑選而來，但仍須符合下列的基本原則：第一，以

四縣客家話為家中常用語言，日常生活對話亦以四縣客家話為溝通語言；第二，

50 歲以上，連續居住在坪林地區 20 年以上的人為主；第三，發音人沒有任何語

言、喉嚨、精神相關的病史。 6 

3.2 發音字表 
本研究為聲調研究，因此如何讓聲調正確體現以方便後續的基頻測量就是字

表設計的重點。一般而言，音節的有聲部分為聲調的承載單位，特別是元音及其

後方的有聲輔音（Howie 1976; 林茂燦 1995; 趙元任 1979）。據此，本研究的發

音字表依下列原則設計：（一）採用 CV（舒聲音節，V = [i, e, a, o, u]）或 CVT（入

聲音節，T = [p, t, k]）結構。聲母部分則排除鼻音、邊音、滑音等有聲輔音，因

為發有聲輔音時聲帶震動，這會造成對聲調起點及聲調長度的誤判（調長部分以

基頻曲線為測量依據，請見 3.3.2 節說明）。透過這樣的控制，韻核元音將成為聲

                                                      
6 發音人的基本資料，請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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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唯一載體。（二）聲調再依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等調類排序，

每個調類選用 6 個例字，以增加研究的客觀性。（三）設計字表完成後，先請 2

位當地發音人進行發音預試，確定字表無誤後才開始正式錄音。本研究最後採用

的發音字表如 (3) 所示。  

(3) 卓蘭四縣話的發音字表  

陰平  [ka] 家  [ku] 姑 [ki] 機 [fu] 膚 [su] 收 [ko] 哥 

陽平  [pa] 背  [fu] 狐 [su] 薯 [pho] 婆 [phi] 肥 [tho] 桃 

上聲  [fo] 火 [ta] 打 [ki] 起 [ko] 果 [fu] 虎 [tso] 早  

去聲  [ti] 剃  [pi] 痺 [ko] 過 [thi] 地  [phi] 鼻 [po] 報 

陰入  [pot] 發  [kok] 角 [pat] 八 [kut] 骨  [kap] 鴿 [kap] 甲 

陽入  [phak] 白 [thok] 挑  [pat] 芭 [kat] 抓 [sak] 石 [phet] 蔔 

3.3 研究過程 

3.3.1 錄音階段  

正式錄音前，研究者先禮貌性拜訪每名發音人，並向其說明本研究欲採集四

縣客家話的語音資料，但不告訴他們真正的研究重點在於聲調，在獲得發音人們

的首肯後才進行後續的研究工作。此外，研究者將發音字表提供給發音人，使他

們可以熟悉研究所採用的字詞。另外，研究者也先行讓發音人們熟悉錄音筆、麥

克風，並說明研究的操作方式及過程，以便使他們能以最自然的方式進行語音錄

製，減少研究可能帶來的焦慮與不安。在拜訪結束前，研究者與發音人們約定正

式錄音的時間。  

為有效控制錄音品質，本研究採用 SONY (PCM-M10) 高品質專業級錄音筆，

透過不經過壓縮的 96KHz/24bit 脈衝編碼調變 (pulse-code modulation, PCM) 格式

進行錄音，如此可以防止聲音因被壓縮而在解壓縮還原時而失真。本研究使用鐵

三角高音質小型單指向領夾式麥克風（型號：Audio-Technica AT9901），響應頻率

為 100~17K Hz，靈敏度為-40dB。單指向麥克風的優點在於能將週遭雜音的影響

降到最低，適合本研究對錄音品質的要求。 

接下來進入正式錄音。為確保錄音品質，所有語料均在安靜的房間內錄製。

錄音設備採固定式，將麥克風定置於胸前離發音人嘴巴約 20 公分距離的位置，以

避免語音強度過強或不足。錄音設備設置完成後，緊接著就請發音人以固定的音

強和語速，自然的唸出字表中的字，每個字連續唸 5 次，每次間隔約一秒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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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本研究將所得的每個聲調語料，截頭去尾切出中間 3 次進行基頻頻率及長度

分析。因此，每位發音人都有 108 個可供分析的樣本，本研究的分析樣本總數為

1080 個（36 音節 x 3 次 x 10 人）。  

3.3.2 基頻頻率與長度測量階段  

本研究採用 PRAAT 語音分析軟體  (Boersma & Weenink 2013) 及其腳本 

(PRAAT script) 功能，自動測量已完成切音的目標聲調的基頻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即聲帶振動的頻率，並將測量結果輸出到 Microsoft Access 資料庫

中，完整的處理步驟如下。首先，PRAAT 會先判讀每個語音樣本的基頻曲線的起

點 (onset) 與終點 (offset)，並分別抓取這兩點的時間，而這兩點的時間差即為聲

調的調長。其次，將起點與終點的時間差平均分成 10 等分，即在基頻曲線上取

11 點（含起終點），並分別量取這 11 個點的基頻頻率值，如 (4) 所示。最後，將

各點所測得的基頻數值全部匯入 Microsoft Access 資料庫中。本研究同時也對

PRAAT 測量到的基頻數值及長度進行人工檢視，確認所得數值與聲譜圖上基頻曲

線的頻率與長度相當。 

(4) 基頻曲線取點示意圖  (Huang 2003: 45) 7 

 

 
                                                      
7 在談論聲調時有三個術語須事先瞭解：基頻、音高與聲調  (Yip 2002: 5)。「基頻」是一個聲學

上的術語，表示的是聲帶振動的頻率，單位為赫茲  (Hz)。「音高」是一個感知上的術語，音高

的高或低取決於聽話者對於基頻的感知。「聲調」則是一個語言學上的術語，視語言的不同它

可以用來區別字義或句意的不同。這些術語在本研究中交替使用，大部分以基頻或聲調稱之。

另外，審查人之一也指出，標準化後的聲調表示的是人所感知的音高，作者對此表示贊同，這

也是為何本研究採取對數轉換公式，因為轉換出來的結果趨近於人耳對聲調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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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基頻標準化階段 

由於每位發音人的發音必定存有個人差異，因此不能夠拿絕對基頻數值來直

接做比較，因此首先必須先將個人所有測得的基頻數值先進行標準化（或稱「個

人歸一化」，self-normalization）後，消除人際的隨機差異，濾掉個人特性，如此

相互比較才具有語言學意義  (Ross 1993)。所以，本研究將利用  (5) 的公式對所

有個人所測得的基頻進行聲調五度制轉換，公式中 PH 為最大基頻值，PL 為最小

基頻值，Pi 為各點所測得的基頻值，Ti 為標準化後的五度制聲調值。公式中運用

了對數轉換，其優點在於計算方法簡便，且更可貼近人的聽覺感知（石鋒 2008）。

標準化的程序是將每位發音人所測得的基頻最大值、最小值及各點基頻值分別帶

入公式。如此，每位發音人的聲調都按照自己的聲調格局，轉換成語言學上常用

的五度制，T 值與五度制的對應關係如 (6) 所示。在轉換完成之後，接著將不同

性別的所有發音人所發的 6 個聲調平均，以獲得卓蘭四縣話的 6 個單字調的聲調

格局。  

(5) 基頻標準化公式（石鋒  1990） 8 

Ti = 5 x 
log10Pi – log10PL 

log10PH – log10PL 

(6) T 值與五度制的對應關係  

T 值 0≦T≦1 1＜T≦2 2＜T≦3 3＜T≦4 4＜T≦5 

五度制  1 度 2 度 3 度 4 度 5 度 

3.3.4 統計與繪圖階段 

本研究利用 SPSS 18.0 進行數據統計分析。除以一般的敘述統計計算出各聲

調中各點標準化聲調之平均值與標準差以及調長之平均值之外，另外本研究也採

用推論統計中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調類為自變項、調長為依變項，透過顯著

性測試與事後多重檢定，藉以檢視卓蘭四縣話中各個不同聲調彼此之間的調長差

異。  

                                                      
8 石鋒、冉啟斌、王萍  (2010) 在這個公式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一個新的基頻轉換公式，公式

為：T = 5 x {[log10 Pi – log10 (PL – SDPL)] / [log10 (PH – SDPH) – log10 (PL – SDPL)]}。新公式加入

了標準差，進一步使個人差異變小，因此更適用於語音樣本數較大時的分析，除此之外新舊公

式之間的差異不大，因此本文仍採用舊公式進行換算。另外，關於不同基頻標準化方式的比較，

可參見朱曉農  (2004) 的討論。事實上，基頻轉換公式非常多，但每個轉換公式各有優劣，所

以沒有最好的，只要能將基頻或音高差異的討論變簡單容易的都是好的（石鋒  2013: 自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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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利用 Microcal Origin 6.0 工程用繪圖軟體，將標準化後所得的聲調

數值繪製成聲調格局（空間）圖，以利後續比較的進行。值得注意的是，利用標

準化聲調的平均值來繪圖，其所產生的各個聲調只會是一條主線，然而聲調的聽

覺範疇感知不是以某個字的聲調主線為感知基礎，而應是具有選擇性和概括性

的。石鋒 (2006: 18, 2008) 就指出，「在聲調格局中，每一聲調所佔據的不是一條

線，而是一條帶狀的聲學空間，聲調調形曲線不應只看成是一條線，而應該作為

一條帶狀包絡的中線或主線」。因此，本研究除了用標準化基頻來繪出聲調主線

外，還利用 SPSS 求出每個人每個聲調在每個取樣點標準化基頻數值的標準差，

求出各點平均值加減標準差後的聲調值，並繪製成聲調輔線作為上下界。聲調主

線為聲調判斷的主要依據，聲調輔線及標準差（即聲調變異性）為參考依據。如

此，所構成的聲調就不只是一條主線而是一條帶狀空間，這除了可以反應卓蘭四

縣話聲調的分布概況外，也將更容易觀察出調值的分布。本研究即採取這樣的模

式進行繪圖與分析。  

 

4. 分析結果 

本節呈現卓蘭四縣話的聲調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均依男女兩性分開，以利性

別因素的對比。呈現的內容均先從調長談起，接著再透過聲調空間圖來討論調形

與調值，最後並與先前的相關調查做比較，瞭解其間在調長、調形、調值描述上

的同異。  

在卓蘭四縣話的調長部分，(7) 與 (8) 分別呈現出 (a) 男女兩性發音人在每

個聲調的平均調長，(b) 所有聲調調長加總後的平均，及  (c) 各聲調平均調長除

以所有聲調的調長平均之後的比值，藉以瞭解各個聲調的相對比例。  

(7) 男性四縣話各個聲調調長平均及比例（單位：毫秒）  

調 
類 

陰 
平 

陽 
平 

上 
聲 

去 
聲 

陰 
入 

陽 
入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陰平(T1) 陽平(T2) 上聲(T3) 去聲(T4) 陰入(T5) 陽入(T6)

聲調

調

長

比

例

 

調 
長 

478 254 278 437 110 172 

平 
均 

288 

比 
例 

1.64 0.87 0.96 1.50 0.38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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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女性四縣話各個聲調調長平均及比例（單位：毫秒）  

調 

類 

陰 

平 

陽 

平 

上 

聲 

去 

聲 

陰 

入 

陽 

入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陰平(T1) 陽平(T2) 上聲(T3) 去聲(T4) 陰入(T5) 陽入(T6)

聲調

調

長

比

例

 

調 

長 
495 350 359 467 146 158 

平 

均 
329 

比 

例 
1.50 1.06 1.09 1.42 0.44 0.48 

除了瞭解卓蘭四縣話的調長平均之外，本研究再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調

長進行考驗，結果顯示，不論性別，不同聲調的調長存有顯著差異（男：F (5, 490) 

= 336.427, p < .001；女：F (5, 463) = 170.893, p < .001），進一步以「最小顯著差

異」(least significance difference，LSD) 進行事後多重檢定，比較男女兩性發音人

在各個聲調調長之間彼此的差異，結果如 (9) 所示，其中「≒」表示兩個數值趨

近，未達顯著差異。  

(9) 卓蘭四縣話男女兩性各聲調調長之間彼此差異  

男：陰平＞去聲＞上聲＞陽平＞陽入＞陰入 

女：陰平≒去聲＞上聲≒陽平＞陽入≒陰入 

上述的結果呈現幾個重點。第一，就所有聲調調長的平均而言，女性 (329ms)

長於男性 (288ms)。第二，舒聲調一如預期均長於入聲調，因此在傳統的聲調描

寫上入聲調被視為短調（僅含一個調素）是正確的。第三，在舒聲調裡，高（平）

調與升調在調長上長於低（平）調與降調。第四，儘管在女性發音人的表現中，

有些調長彼此之間的差別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就整體而言，調長的排序男

女兩性大體一致，這也代表即使個體不同，說同一方言的說話者其語言內部呈現

出系統性與一致性（石鋒 2008）。接著，在卓蘭四縣話的調形與調值部分，(10) 為

男女 6 個聲調的聲調空間圖，每張圖均是 5 位發音人的聲調平均後所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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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卓蘭四縣話男（左）女（右）六個聲調的聲調空間圖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u

e)

Time Percentage

 

陰平（男）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u

e)
 

Time Percentage

陰平（女）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u
e)

Time Percentage

陽平（男）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Time Percentage

F0
 (T

-v
alu

e)

陽平（女）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u

e)

Time Percentage

上聲（男）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u

e)

Time Percentage

上聲（女）  



74 鄭明中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
ue

)

Time Percentage

去聲（男）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

ue
)

Time Percentage

去聲（女）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u

e)

Time Percentage

陰入（男）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

ue
)

Time Percentage

陰入（女）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Time Percentage

F0
 (T

-v
alu

e)

陽入（男）  

0 2 4 6 8 10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1

2

3

4

5

F0
 (T

-v
alu

e)

Time Percentage

陽入（女）  

在第 2 節時已說明，對卓蘭四縣話進行過調查的只有涂春景 (1998) 及徐瑞

珠 (2005)，因此本研究將以他們的調查為基礎進行討論。就陰平調而言，兩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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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別描述為  [24] 與  [13]，但  (10) 裡的陰平調卻呈微幅的先降後升情況，聲

調主線幾乎都分布在 [33]，雖然聲調下輔線落在 2 中，但大都在 2.5 以上，上輔

線的分布範圍也幾乎都落在 3 內，故本研究認為陰平調應描寫為 [33]，也可說是  

[24] 與 [13] 的折衷。就陽平調而論，先前的調查都將之描寫為 [11]，但 (10) 裡

陽平調的聲調主線起頭在 3，主線結尾在 1 與 2 的臨界區，但聲調上輔線落在 3

內，聲調下輔線落在 1 內，所以陽平調應描寫為 [31]。在上聲調部分，先前的調

查均認為是  [31]，本研究則認為是  [42]，因為不論從哪一性別來看，(10) 裡的

聲調主輔線的上下界分布範圍均落在 4 與 2 內。在去聲調部分，先前的調查均認

為是 [55]，而 (10) 明確顯示去聲調應描寫為 [54]，因為聲調主線與聲調上輔線

的開頭都落在 5，而聲調主線與下聲調輔線的結尾都在 4。  

就陰入調來說，先前的兩項調查分別描述為 [2] 與 [3]，但本研究則認為是

[43] 短調，因為不論是聲調主線或輔線均從 4 起頭 3 結尾。在陽入調部分，根據 

(10) 裡聲調主、輔線的分布位置，本研究認為陽入應描寫為 [4] 短調，不同於先

前調查所描述的  [5]。再者，陰入調與陽入調的區別，在先前的調查中是靠調域

高低，然而在本研究中卻是依據調形（降調 vs. 平調）。  

另外，從  (10) 當中也顯示，上聲調、去聲調、陰入調、陽入調等四個聲調

的變動性較小，因為標準差較小；相較之下，陰平調與陽平調的變動性就比較大

一些，因為標準差較大，聲調主線與輔線之間距離因此就較大。但總體而言，各

聲調中各點的標準差還是保持相對穩定，沒有差異特別大或特別小的情形。(11) 

表列本研究與之前調查結果的比較，可以看出傳統調查與聲學分析結果在陽平調

及陰入調的差異最大，尤其是後者幾乎是由低調域變到高調域。其他聲調雖然調

值略有不同，但調形基本上仍相同或相似。 

(11) 卓蘭四縣話聲調調值的比較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涂春景 (1998) [24] [11] [31] [55] [2] [5] 

徐瑞珠 (2005) [13] [11] [31] [55] [3] [5] 

本研究  [33] [31] [42] [54] [43] [4] 

 

5. 綜合討論 

在第 4 節說明卓蘭四縣話聲調的分析結果之後，本節即欲針對以下三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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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行討論：（一）調長、（二）調形與調值、及（三）方言接觸。在第三個議

題上，本研究將透過聲調空間圖比較東勢大埔話在聲調方面對卓蘭四縣話的影響。 

先就調長的議題而論，總體而言傳統方言學調查對於調長的描寫基本上是正

確的，特別是舒、入調之分，這也顯示出人耳對大範圍長度差異感知的正確性。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調長平均值出現女性長於男性的趨勢（男：288 ms；女：329 

ms）。若就個別聲調來看，除了陽入調外，其餘聲調的調長也都是女性長於男性。

調長上所形成的性別差異充分呼應了社會語言學長久以來對性別研究的發現，諸

多研究 (Chambers 1995; Coates 1993; Eckert 1996; Labov 1966, 2001: 271-292; 

Lakoff 1975; Wodak & Benke 1998) 證實性別會在語言使用上形成差異，性別不同

在語音、詞彙、語法、語用、話題等各個層面上都會形成差異。Trudgill (1983: 161) 

與 Holmes (1999: 170) 表明一般女性使用的語言形式比男性更接近標準語或具更

高的權威性。Labov (1990) 也證實男性使用非標準語的頻率比女性高。此外，在

男女語言的表達上，女性發音說話時會較男性認真、按規矩，特別是在越正式的

時候。本研究採用字表進行語音取樣，相較於閱讀短文、說故事、隨性談話等社

會語言學研究中經常用來對比語體正式度 (speech/register formality) 的方式，唸

字表是最正式的，男女之間的調長差異也就更加容易顯示出來。這種性別差異亦

出現在客家話的元音格局分布 (Cheng 2012) 及塞音「噪音起始時間」(Voice Onset 

Time, VOT) 的時長差異 (Cheng 2013)。  

再就聲調的調形與調值來談。本研究透過聲學對卓蘭四縣話的單字調進行分

析，分析結果如下：陰平 [33]、陽平 [31]、上聲 [42]、去聲 [54]、陰入 [43]、

陽入  [4]。在調形差異部分，卓蘭四縣話的聲調以降調最多、平調居次，升調則

無。這樣的聲調組成符合泛語言的聲調趨勢，即升調比降調有標，所以在使用上

或數量上就比較少 (Ohala & Ewan 1973; Sundberg 1973; Yip 2002)。 9 先就調形差

異而論，(12) 列出在本研究與先前調查比較之下，聲調的平曲升降有產生改變的

聲調。  

(12) 本研究與先前調查的卓蘭四縣話聲調調形比較  

卓蘭  

四縣話  

先前調查  陰平：[13/24]（升）  陽平：[11]（平）  

本研究  陰平：[33]（平）  陽平：[31]（降）  

                                                      
9 事實上，有另一個趨勢是曲折調（升、降、升降、降升）比平調有標，然而這個趨勢似乎不適

用於漢語方言。例如，根據 Cheng (1973) 調查了 737 個漢語方言點的聲調，發現曲折調的比

例高於平調  (68% vs. 32%)，其中特別是降調，佔了所有聲調總數約 33% (1125/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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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蘭四縣話有兩個聲調的調形產生變化，且呈現兩個趨勢：（一）只有陰平、

陽平產生變化；（二）變化的方向是升調變平調、平調變降調。本研究認為，除了

方言接觸的問題外（這部分將在第三個議題中進行論述），這與人在發音結束時能

量的自然耗弱有關 (Yip 2002)。就 (12) 中陰平與陽平來談，變化之處都在調頭，

且均由 1 變成 3。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受到大埔話影響，因為東勢大埔話的陰平

調為 [33]，且不論是傳統調查或是本研究結果皆然（詳述於後）。至於調尾部分，

四縣話的陽平調，若與調頭一起看則構成  [31] 降調。而四縣話的陰平調的調尾

部分，在本研究與先前調查的比較下則可視為是下降或持平。若將之視為下降（即

4→3），則可能是受到上述語音結尾處能量自然耗弱影響；若將之視為持平（即

3→3），則可視為是受到東勢大埔話的影響，由此可見東勢大埔話在本區的強勢。

事實上，當兩股勢力相互作用時就容易形成 [33] 平調。  

在調值差異部分，(13) 列出在本研究與先前調查比較之下，卓蘭四縣話聲調

調值受到改變的聲調。不過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只將調值的頭或尾與多數調查文

獻比較，變化超過 2 度（含）才列入考量，因為 2 度（含）以上的改變就可能代

表著一個調域的改變（由高調域變低調域，或由低調域變高調域）。若傳統調查以

單一調值表示，如 [2]、[3] 等，則本研究將之視為調頭。從 (13) 可發現，卓蘭

四縣話的聲調調值改變頗大。(13) 所列陰平調與陽平調的調值差異，其實在解釋

調形差異時已說明過，在此不再贅述。然而，對於卓蘭四縣話的陰入調來說，本

研究的結果與先前調查的結果差異頗大，但是如果同時將東勢大埔話列入考量，

則會發現卓蘭四縣話應是受到東勢大埔話影響，而使聲調產生改變，這部分將於

討論下一議題時進行說明。  

(13) 本研究與先前調查的卓蘭四縣話聲調調值比較  

卓蘭  

四縣話  

先前調查  陰平：[13/24] 陽平：[11] 陰入：[2/3] 

本研究  陰平：[33] 陽平：[31] 陰入：[43] 

最後就方言接觸而言，這是社會語言學裡的重要議題，且亦是研究臺灣中部

客家話，乃至全臺客家話，所不可忽略的問題。例如，在南投境內的客家人多屬

來自東勢（大埔客）、苗栗（四縣客）、新竹（海陸客）、雲林（詔安客）等地移入

的二次或三次移民，除了彼此之間的互相影響形成所謂「大四海話」的混合型方

言外，更受到當地強勢的閩南語影響，「福老化」的程度相當嚴重，大部分的客家

人多是雙語者，這是中部客家話本身的獨特性（江敏華 2010a, 2010b; 吳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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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鳴珠 2007）。10 對於東勢、石岡地區的大埔客家人，目前仍大範圍群聚的關係，

雖然也受到周邊的臺中、豐原、潭子等地的閩南語影響，但大體上還維持著大埔

話的整體性。然而在卓蘭，由於客家方言眾多，語言接觸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

而卓蘭又地近東勢、石岡等地，東勢大埔話因而在此扮演著強勢語言的角色，影

響著其他的客家方言。為了瞭解東勢大埔話對卓蘭四縣話的影響，本研究也以相

同的研究工具與方法，選取 10 名中年層的東勢大埔客家人，同樣男女各半，做了

東勢大埔話單字調的調查，並同樣繪製成聲調空間圖。 11 以下，本研究將透過聲

調空間圖，分別對卓蘭四縣話與東勢大埔話進行比較。但是，為了圖示上的清楚

明瞭，本研究僅採用聲調主線來進行兩個客方言之間的比較，(14) 呈現卓蘭四縣

話與東勢大埔話各個聲調的聲調主線比較。很明顯的，在陰平、上聲、去聲、陽

入等四個聲調上，卓蘭四縣話與東勢大埔話相當，特別是陰平與陽入幾乎重疊在

一起。在上聲調與去聲調部分，調形上是相當一致，雖然調值上有差異，但差異

的幅度並不是太大。至於陽平調與陰入調部分，卓蘭四縣話與東勢大埔話的差異

就大一些。從 (14) 的觀察，卓蘭四縣話的聲調受到東勢大埔話的影響確實很深。 

 

 

 

 

 

 

 

 

 

 

                                                      
10 有關客家人在臺灣的分布，可參閱羅肇錦  (2000, 2011)、陳運棟  (1989)、劉還月  (2000) 等。

關於臺灣「福老客」的分布及其語言研究，請參閱吳中杰  (1999)。  
11 本研究為 102 年度客家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從社會語音學觀點探討卓蘭鎮客語方言之

聲調及其變異」的部分成果。該計畫除針對卓蘭四縣話的聲調進行聲學分析外，還分析了卓

蘭饒平話，卓蘭大埔話與東勢大埔話。由於主題與篇幅的限制，作者無法在此將東勢大埔話

的全部研究成果呈現，所以有關東勢大埔話的聲調分析結果將另文討論，該文中即明白顯示

東勢大埔話對卓蘭鎮內所有客家話的聲調所產生的影響。另，根據江敏華  (1998)，東勢大埔

客家話有六個聲調，分別為陰平  [33]、陽平  [113]、上聲  [31]、去聲  [53]、陰入  [31]、陽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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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卓蘭四縣話與東勢大埔話的聲調比較（黑線：東勢大埔話男性；綠線：東

勢大埔話女性；紅線：卓蘭四縣話男性；藍線：卓蘭四縣話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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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語或多方言區域中，語言的變化大體會往強勢的語言或方言演變。卓蘭

四縣話的聲調受到東勢大埔話的強勢影響，已造成大部分聲調在調值上的變異，

特別是陰平調與去聲調，先前調查為 [13/24] 與 [55]，本研究則為 [33] 與 [54]，

已與東勢大埔話的  [33] 與  [53] 相當。在聲韻調三者中，以聲調的變化最為不

易，由此可見卓蘭的方言接觸已產生深層的融合，產生語言的質變。另外，由以

上對於聲調空間圖的觀察也引出一項有趣的議題。傳統對於聲調的研究著重於調

類的合併與分化，例如入聲消失後併入哪些調類，因此對於調值變化的部分談論

就比較少（劉俐李  2003: 80）。雖然研究調類演變對於語言聲調的發展歷程有相

當的貢獻，但研究調值的變化也是瞭解語言調類發展相當重要的一環。例如，鮑

厚星  (2006) 就指出，調值的接近是影響湘方言中入聲併入哪些調類的一項關鍵

因素。李永新  (2010) 也透過研究湘南地區雙方言現象後指出，不同方言聲調的

接觸首先造成調值的接近，而後造成調類的歸併。同樣地，山西的聞喜方言也因

方言接觸、調值接近而產生單字調合併的情況（徐通鏘、王洪君 1986）。雖然本

研究並未涉及調類歸併問題，但對於調值分析結果的比較卻也顯示東勢大埔話對

於卓蘭四縣話聲調調值的強勢影響，亦即卓蘭四縣話的聲調調值一直朝大埔話靠

攏，特別是當調形相似但調值不同時。當然並不是每一個聲調的調值都一定會往

大埔話方向改變。例如，卓蘭四縣話的陽平調與東勢大埔話的陽平調在調形及調

值上一開始就相距甚遠，所以前者不易受到後者影響。以上的結果均充分呼應王

士元 (1988) 提出的聲調演變七條規律中的兩條：（一）調形越相似，就越有可能

合併，及（二）聲調系統的演變，主要產生於感知的相似性。  

總結來說，卓蘭四縣話的聲調受到東勢大埔話的影響非常大。事實上，除了

語言影響外，東勢與卓蘭的關係密切也可從卓蘭的開發得知。卓蘭雖然屬苗栗縣，

但北邊多山阻越，向來與東勢一帶往來較為密切。在歷史發展上卓蘭客家人多是

由南邊北上，且南有大安溪，交通較為便易。日據時代，「大安軌道株式會社」便

在卓蘭和大安站間鋪設輕便鐵道，村民多先由此道出卓蘭，再搭火車通往其他南

北地方（楊宗穆 2001, 2002）。除此之外，從電話的區域編碼上來看，也可顯示出

卓蘭與東勢的關係比苗栗來得密切，卓蘭與東勢同編 04，而苗栗卻編為 037。再

者，目前卓蘭與東勢兩地客家人通婚情況已相當普遍。由此可見，卓蘭四縣客受

到東勢大埔客的影響自當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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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本研究透過聲學工具與方法分析卓蘭四縣話的單字調，並與傳統方言學的調

查描寫進行相互比較，除了確定卓蘭四縣話的聲調調形與調值之外，更重要的是

顯示東勢大埔話的強勢客家話地位。雖然卓蘭四縣話在調形上的改變並不大，但

在調值上卻呈現向大埔話方向的變異現象，可以說是一種受到強勢方言影響所引

起的一種正在進行當中的變化 (change in progress)，只是這樣的變化在感知上過

於細微，所以傳統方言學調查因其研究方式（口說耳聽手記）的侷限而不容易發

現它的存在。最後，本研究也針對研究結果所引發的諸多延伸議題，如語言使用

的性別差異、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調值變異等，進行深入剖析，為本研究的結果建

立更宏觀的學術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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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發音人的資料  

發音點  性別  姓名  年次  母語  職業  

卓蘭坪林  男 宋OO 47 卓蘭四縣話  工 

卓蘭坪林  男 賴OO 44 卓蘭四縣話  農 

卓蘭坪林  男 馮OO 43 卓蘭四縣話  農 

卓蘭坪林  男 賴OO 48  卓蘭四縣話  農 

卓蘭坪林  男 曾OO 42 卓蘭四縣話  農 

卓蘭坪林  女 伍OO 49 卓蘭四縣話  工友  

卓蘭坪林  女 張OO 47 卓蘭四縣話  農 

卓蘭坪林  女 李OO 50 卓蘭四縣話  臺電  

卓蘭坪林  女 鄭OO 46 卓蘭四縣話  家管  

卓蘭坪林  女 黃OO 51 卓蘭四縣話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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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卓蘭四縣話男女各聲調的調長及平均 
男 1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女 1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男 1 740 60 300 460 110 380 女 1 230 520 260 460 230 30 

男 1 640 110 240 410 160 400 女 1 230 520 280 500 130 50 

男 1 670 120 260 430 110 390 女 1 250 440 270 280 110 80 

男 1 490 300 190 490 80 390 女 1 530 260 110 390 100 120 

男 1 550 250 150 450 60 430 女 1 600 180 180 380 110 150 

男 1 580 230 240 480 180 390 女 1 580 340 120 410 90 130 

男 1 600 210 180 590 120 360 女 1 630 320 280 430 80 60 

男 1 640 210 210 500 141 420 女 1 690 410 460 610 80 260 

男 1 570 170 200 560 90 350 女 1 480 210 180 500 100 240 

男 1 560 180 150 410 150 410 女 1 580 200 170 500 110 141 

男 1 570 200 220 380 150 400 女 1 590 170 330 630 150 100 

男 1 580 240 250 390 140 150 女 1 720 180 280 490 270 130 

男 1 620 220 200 400 60 410 女 1 590 370 340 530 10 130 

男 1 600 220 220 400 80 180 女 1 620 340 330 460 60 90 

男 1 550 200 210 410 90 130 女 1 590 290 330 530 20 110 

男 1 530 230 280 490 90 340 女 1 590 210 260 540 70 310 

男 1 570 230 410 480 100 360 女 1 500 190 200 600 80 141 

男 1 610 220 440 500 80 350 女 1 540 150 260 540 130 100 

平均  593  200  242  457  111  347  平均  530  294  258  488  107  132  

              

男 2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女 2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男 2 470 100 230 420 140 120 女 2 440 520 460 480 190 170 

男 2 510 160 230 440 150 120 女 2 460 280 420 430 160 180 

男 2 500 170 190 340 150 300 女 2 490 340 330 380 130 190 

男 2 500 270 200 490 110 250 女 2 530 390 330 520 250 210 

男 2 460 330 140 440 110 240 女 2 440 490 310 450 240 180 

男 2 420 320 240 440 100 270 女 2 460 380 330 470 130 230 

男 2 550 290 340 530 110 90 女 2 510 350 520 490 170 190 

男 2 490 330 350 500 130 320 女 2 530 410 320 400 16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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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2 450 240 270 480 110 300 女 2 550 200 380 430 170 150 

男 2 450 150 360 510 160 150 女 2 600 340 380 530 170 150 

男 2 430 210 240 420 160 110 女 2 590 410 310 540 170 130 

男 2 360 200 310 470 140 140 女 2 550 360 330 450 150 150 

男 2 450 250 260 500 100 90 女 2 540 370 320 540 150 160 

男 2 400 300 280 380 110 110 女 2 510 350 370 430 140 190 

男 2 480 280 320 490 60 130 女 2 470 260 190 440 180 110 

男 2 420 220 340 530 20 280 女 2 520 330 390 470 170 220 

男 2 370 250 330 460 100 250 女 2 510 250 370 580 120 170 

男 2 410 260 300 520 140 320 女 2 500 230 230 480 120 170 

平均  451  241  274  464  117  199  平均  511  348  349  473  165  172  

              

男 3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女 3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男 3 460 250 320 420 120 190 女 3 390 150 340 420 180 330 

男 3 430 240 400 420 170 180 女 3 420 180 250 370 190 330 

男 3 430 310 340 420 210 170 女 3 370 120 270 380 160 290 

男 3 520 320 350 450 110 230 女 3 450 310 340 390 150 340 

男 3 500 320 380 430 130 180 女 3 400 310 160 380 140 310 

男 3 530 330 410 420 130 160 女 3 380 300 130 390 120 310 

男 3 460 330 300 450 60 140 女 3 440 330 310 400 140 330 

男 3 490 250 430 430 90 180 女 3 410 290 320 410 120 250 

男 3 480 320 370 440 80 200 女 3 390 310 300 360 130 120 

男 3 500 290 170 420 120 350 女 3 350 240 240 440 180 320 

男 3 390 280 200 410 90 170 女 3 360 280 270 350 160 150 

男 3 460 240 160 430 120 320 女 3 380 280 280 320 210 320 

男 3 490 400 350 470 40 160 女 3 470 340 330 380 140 310 

男 3 480 310 290 420 60 190 女 3 390 330 260 390 130 260 

男 3 500 380 250 430 40 160 女 3 450 340 370 350 120 290 

男 3 450 350 370 360 90 210 女 3 370 170 290 360 140 330 

男 3 450 200 410 380 80 220 女 3 370 270 250 390 140 310 

男 3 470 340 360 390 80 170 女 3 350 270 230 330 5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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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472  303  326  422  101  199  平均  397  268  274  378  144  290  

              

男 4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女 4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男 4 560 50 210 460 80 390 女 4 480 380 510 580 240 390 

男 4 470 60 130 400 70 380 女 4 500 270 460 540 240 360 

男 4 400 70 141 400 80 330 女 4 380 300 260 380 200 330 

男 4 520 220 100 430 100 360 女 4 680 490 480 500 210 360 

男 4 410 210 130 430 30 160 女 4 500 500 420 480 170 310 

男 4 430 220 120 460 51 330 女 4 550 110 180 450 140 330 

男 4 510 160 320 450 50 370 女 4 580 460 500 600 180 400 

男 4 550 170 300 430 50 320 女 4 520 430 560 500 141 350 

男 4 490 160 270 410 51 330 女 4 480 420 440 520 140 360 

男 4 550 290 230 540 80 410 女 4 640 540 510 470 280 190 

男 4 480 220 220 520 80 340 女 4 420 460 420 450 210 110 

男 4 430 200 180 460 70 330 女 4 520 390 340 440 170 250 

男 4 450 140 190 400 100 390 女 4 580 520 580 510 140 300 

男 4 500 320 230 360 80 310 女 4 550 380 520 450 141 290 

男 4 370 200 230 400 90 320 女 4 410 290 530 440 120 270 

男 4 270 260 110 460 90 360 女 4 570 620 610 580 140 400 

男 4 160 210 150 400 71 340 女 4 530 550 530 570 100 300 

男 4 180 160 170 390 80 270 女 4 550 480 440 570 80 310 

平均  429  184  191  433  72  336  平均  524  422  461  502  169  312  

              

男 5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女 5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男 5 490 320 390 360 210 200 女 5 430 300 480 560 340 290 

男 5 490 150 370 350 190 240 女 5 300 300 470 540 440 310 

男 5 490 250 370 350 160 190 女 5 400 280 490 510 420 320 

男 5 430 380 340 400 160 160 女 5 530 500 370 510 380 260 

男 5 410 410 320 380 130 130 女 5 530 510 350 510 310 250 

男 5 430 280 400 390 160 150 女 5 560 430 340 480 370 280 

男 5 460 340 360 400 170 150 女 5 520 520 400 510 34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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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5 420 520 390 430 180 150 女 5 510 450 450 470 360 320 

男 5 440 320 410 430 130 150 女 5 570 500 430 490 350 320 

男 5 460 300 270 420 180 140 女 5 540 330 450 500 350 310 

男 5 430 300 370 380 140 190 女 5 510 390 480 530 300 290 

男 5 480 350 330 450 150 180 女 5 460 430 450 540 430 330 

男 5 480 410 380 430 130 190 女 5 550 380 510 480 400 350 

男 5 450 370 330 460 130 180 女 5 540 450 480 480 340 380 

男 5 480 460 400 440 120 190 女 5 600 470 520 490 310 370 

男 5 390 330 340 420 110 140 女 5 520 480 460 390 300 400 

男 5 400 340 350 430 120 141 女 5 570 450 470 400 370 370 

男 5 370 340 360 420 120 200 女 5 550 400 520 510 320 400 

平均  444  343  360  408  149  171  平均  511  421  451  494  357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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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卓蘭四縣話標準化音高值及各點標準差（Mean 為平

均值；SD 為標準差） 

（一）男性發音人  

聲

調  
取點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陰

平  

Mean 2.49 2.14 2.07 2.10 2.20 2.30 2.41 2.39 2.40 2.47 2.47 

SD 0.48 0.47 0.51 0.49 0.52 0.55 0.59 0.68 0.66 0.64 0.59 

陽

平  

Mean 2.31 2.03 1.86 1.72 1.59 1.46 1.28 1.15 1.07 0.94 0.97 

SD 0.42 0.43 0.40 0.39 0.37 0.37 0.38 0.34 0.32 0.34 0.40 

上

聲  

Mean 3.43 3.17 2.98 2.81 2.62 2.42 2.19 1.91 1.65 1.45 1.34 

SD 0.32 0.29 0.29 0.29 0.28 0.25 0.23 0.25 0.28 0.26 0.33 

去

聲  

Mean 4.26 4.01 3.95 3.92 3.91 3.89 3.89 3.89 3.86 3.82 3.75 

SD 0.41 0.36 0.39 0.40 0.37 0.34 0.33 0.34 0.32 0.34 0.37 

陰

入  

Mean 3.58 3.47 3.39 3.31 3.22 3.14 3.05 2.96 2.85 2.74 2.62 

SD 0.34 0.31 0.31 0.31 0.30 0.30 0.30 0.30 0.32 0.34 0.36 

陽

入  

Mean 3.67 3.62 3.54 3.51 3.49 3.46 3.46 3.45 3.44 3.44 3.42 

SD 0.46 0.40 0.42 0.42 0.42 0.42 0.41 0.41 0.41 0.42 0.43 

（二）女性發音人  

聲

調  
取點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陰

平  

Mean 2.29 2.02 1.88 1.87 1.92 2.03 2.17 2.31 2.41 2.42 2.43 

SD 0.51 0.52 0.53 0.54 0.55 0.57 0.60 0.63 0.63 0.59 0.59 

陽

平  

Mean 2.78 2.73 2.57 2.41 2.24 2.04 1.79 1.56 1.31 1.11 0.91 

SD 0.52 0.47 0.47 0.46 0.43 0.40 0.38 0.36 0.38 0.42 0.45 

上

聲  

Mean 3.78 3.66 3.48 3.29 3.07 2.82 2.53 2.22 1.92 1.64 1.45 

SD 0.28 0.30 0.31 0.30 0.28 0.27 0.26 0.29 0.39 0.46 0.53 

去

聲  

Mean 4.27 4.15 4.05 3.99 3.95 3.91 3.87 3.87 3.88 3.85 3.84 

SD 0.27 0.27 0.27 0.28 0.28 0.28 0.28 0.28 0.27 0.24 0.25 

陰

入  

Mean 3.87 3.83 3.76 3.68 3.60 3.51 3.40 3.29 3.16 3.01 2.87 

SD 0.27 0.28 0.30 0.31 0.32 0.32 0.31 0.31 0.34 0.38 0.40 

陽

入  

Mean 4.03 3.95 3.86 3.79 3.73 3.70 3.69 3.67 3.65 3.63 3.59 

SD 0.31 0.22 0.20 0.19 0.18 0.18 0.19 0.19 0.20 0.2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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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oustic Analysis of the Tones of Sixian Hakka in 

Zhuolan Township 
 

Ming-chung CHENG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directed to the lexical tones of Sixian Hakka 

in Zhuolan Township. Related studies are few in number, and are fieldwork 

surveys of traditional dialectology. The limit of traditional fieldwork surveys 

lies in the few participating informants and subjectiv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by researchers.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targeted at acoustically exploring 

the durations, contours and values of the tones in Sixian Hakka in Zhuolan 

Township, and compar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th those of traditional 

fieldwork surveys. Ten speech informants (five males and five females) took 

part in this research. Informants were required to read out a word list with six 

words for each of the six lexical tones in Zhuolan Sixian Hakka. Each word 

was successively read five times, the middle three of which were segmented 

for tonal analysis, so the total number of sound samples was 1080. This study 

used PRAAT to analyz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and measure F0 duration, 

followed by F0 normalization. Finally,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normalized F0 of each tone in Zhuolan Sixian Hakka were used to draw 

charts of tone patterns. Based on this acoustic study, the six tones in Zhuolan 

Sixian Hakka were as follows: Yinping[33], Yangping[31], Shangsheng[42], 

Qusheng[54], Yinru[43] and Yangru[4]. As for tone duration, this study was 

like traditional fieldwork surveys in that non-checked tones were long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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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ed tones. In terms of tone contour and value, this study differed from 

traditional fieldwork surveys in Yingping, Yangping and Yingru. In terms of 

dialact contact, this study showed that Dongshi Dapu Hakka has a strong 

tonal influence on Zhuolan Sixian Hakka. Finally,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d 

some issues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like gender difference in language 

use and tonal variation. 
 

Key words: Hakka, acoustics, tone, fundamental frequency, Sixian, Da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