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閩南語方言差比較研究 (R567) 

課程目標：針對台灣地區及其他區域的閩南語方言差現象進行深入研討，包含方

言對比分析的介紹與應用。主要議題包括閩南語聲調與輕聲類型，漳泉音韻變化

與混合特性，閩南語方言語法特色與差異點。期末報告須為與閩南語各類方言現

象相關分析之原創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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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opics/readings 
 1.  方音概論 Introduction 開場白 

台灣閩南語方言記略  
台灣方言之旅 
洪惟仁 閩南語調查手冊 

 2.  l 閩南語聲調 (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 洪惟仁)  
l Yip, Moira. 2002. Ch.7.4 Min Chinese 189-195 
l 漳泉方言腔調比較分析  

 3.  l 臺灣閩南語「仔」前變調的趨同變化 —社會語言學及
音韻學的調查** (曹逢甫、石曉娉 2009) 

l 閩南語小稱調類型：優選分析，《語言多樣性：曹逢甫
教授榮退論文集》，p67-90 (劉秀雪，2011/12) 

 4.  語言變異
與社會語

l 鄉音無改？──金門人在北台灣的語音轉換 (劉秀雪
2012)  



言學研究 l 閩南語音韻變化趨勢  (洪惟仁 2003, Ch. 11)  
l 劉秀雪，2020，閩南語元音演變路徑與觸發因素，語言暨語言學。

21.3: 408–442。 
 5.  l 閩南語囝的語法化 (李如龍)  

l 曹逢甫、劉秀雪，2001,10，閩南語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

與地理分布的關係，聲韻論叢，第 11輯 295~310。 

 6.  l 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 (曹逢甫、劉秀雪 2008) 
l 尤溪小稱詞語法化研究，中國社會語言學 2009 第 1期

43-55。劉秀雪，2009 
 7.  疑問詞 連金發、于嗣宜，2006，明嘉靖刊荔鏡記的疑問詞，語言暨語

言學專刊外編之六山高水長: 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801-811.  
連金發 2009. The Focus Marker si7 是 and Lexicalization of Si7 

Mih8 是乜 into What Wh-words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Text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4: 745-764.  
 
閩南語的疑問詞疑問句 (東南方言疑問詞會議論文集)  
連金發 1995. 臺灣閩南語疑問代詞的歷史發展和方言變異. 曹

逢甫,蔡美慧. (編輯). 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 
371-391. 臺北: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8.  指示代詞 l 汕頭方言的代詞 
l 閩南語代詞 (東南方言系列 代詞)（李如龍） 
l 瓊林方言的指示代詞 (劉秀雪 2005) 
l Lien, Chinfa. 1999. Place deixis in Taiwan Southern Min. 

In Honor of Professor Mei Tsu-lin on Chinese Syntax and 
Morphology,  

l 連金發，2013，明清閩南戲文代指構式初探  
 9.   期末報告摘要(語料&初步分析)繳交與討論 

 10.  進行式與

持續體 

l 閩南方言的持續體貌，施其生，2013，方言。 
l 閩南方言的持續體標記咧的來源及其語法化 (陳曼君 

2017) 語言科學 
l 曾南逸、李小凡(2013)從明清戲文看泉州方言體標記咧
的語法化，中國語文。 

l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看閩南語著及持續貌，楊秀芳，
1992，漢學研究 

l 試論閩南話持續體標記的來源，林頌育，2010，語言
科學。 

 11.   Ø 閩南語的介詞 (東南方言叢書介詞)  
Ø 汕頭方言的介詞 (東南方言叢書介詞)  
Ø 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s 乞, 度, 共, 甲, 將 and 力 in 



Li4 Jing4 Ji4 荔鏡記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Min 
Ø 閩南語 ka7 句型(kah4 vs ka7) (曹逢甫)  
Ø 吳秋麗-泉州方言介詞研究 

 12.  語法展現

的方言差 

l 閩南語的動詞謂語句 (李如龍) 

l 汕頭方言的動詞謂語句 (施其生) 

l 閩南語的乞和與 (劉秀雪2008)  
l 連金發 2003. Coding causatives and putatives in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 
1-28. 

l 劉秀雪，2015，泉州閩南語的「乞」、「度」、「傳」、「與」
及其相關演變，台灣語文研究，第 1期 

l  
 13.  閩南語比較句(李佳純) 

閩南方言的比較句 (李如龍) 
吳翠萍-台灣閩南語形容詞限比句的趨同變化 

 14.   

Ø 連金發 (forthcoming) 閩南語“敢”的探索: 兼論功能

範疇的階層性  中國語言學集刊  

Ø 台南閩南語中性問句(周彥妤) 

Ø 臺灣閩南語“敢”的多義性及階層結構探討(顏秀珊 

2012) 
6/03 15.  l 王本瑛 連金發 (2001) A-not-A question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9: 
351-376.  

l 王本瑛 連金發 (1995) 新竹地區閩南語正反問句 
l 泉州腔閩南語中性問句，語言暨語言學。14.2：275-312(劉秀雪，

2013)  

6/10 16.   l  期末口頭報告與討論	

 
 
1. Paper presenting 30% 
2. Term Paper 50% 
3. Class performance/ attendance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