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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語言變化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了解字音變體使用者比例有助於我們了解音韻

系統演化成因和發展趨勢 (Au 2008)。近三十年來，關於臺灣華語語音的研究，議題

廣泛、成果豐碩（蘇席瑤 2018）。然而，在整個語言社群中各類型音變發生頻率與

相互關聯性如何？整體發展趨勢如何？民眾是否有所偏好？較少有文獻論及。何萬

順  (2010) 亦指出現有語音研究多為零散片段的重點式分析，尚未有語言學家對其

進行全面性描述。有別於語音聲學特質的描述或音韻規律的建立等研究傳統，本研

究轉而探究變化中的語音變異現象，藉由大型語音語料庫證據，分析語音變異特徵

和發展趨勢。研究發現：一、語音變異以聲調為主；二、讀音趨向簡化；三、字音

創新可能填補空缺或擴充字音。 

關鍵詞： 多音字，自由變異，語言規範，語料庫，優勢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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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語音變化是一般人最容易感知的語言變化形態，也是學者感興趣的議題之一，

更是社會矚目的焦點。1 以字音審訂為例，我國教育部於 1999 年公布《國語一字

多音審訂表》（教育部 1999），並要求九年一貫各版本國語教科書依據審訂表標

示字音。李鍌（同上）指出字音審訂的考量是單純化及標準化，以利教學及大眾學

習。然而，教育部一字多音審訂結果，因與民眾學習經驗或發音習慣不同，造成極

大困擾。根據江昭青 (2009)，造成字音審訂陷入爭議的原因，包含：許多人習慣

原本拼音，難以接受新音；只有學校或教科書這麼教，電腦輸入法或社會習慣不一

定依循教育部規定；想重整字音，卻難訂標準。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認為當前語音

審訂成為兩難問題，其來有自：一方面，如果藉歷史韻書擬構之古語古音作為當代

讀音規範，可能違背多數人的語言使用方式；另一方面，由於審訂表公布前後教科

書字音標注不一致，如果依據多數人習慣取音，會與部分人的學習經驗有所扞

格。2 只有學校和教科書這麼教，成為字音教學最大的荒謬與無奈。究其根本，有

兩個關鍵問題亟待解決：一、對於華語語言變異現象的全貌所知有限。二、過去字

音審訂缺乏實證證據和合理論述基礎。 

語言的研究主要可分為描述主義 (descriptivism) 或規範主義 (prescriptivism) 

兩種觀點。規範語言學對語言的使用方式有所偏好，建立種種規則，在拼寫、發

音、詞彙、句法和語義等方面建立標準，認為某些語言形式比較合適、正確或較具

美感，儘管這些形式的使用者可能只佔社群少數，或不見任何使用者亦然。規範主

義者多以歷史典籍為本，常見論述包括：一、經典論：某些字詞音義是根據歷史典

籍（或權威人士）而來。因為是經典，所以是正確的、無需質疑的。經典論者常採

循環論證 (circular argument) 和概念置換 (concept permutation) 等策略。顯然，這

樣的想法並不是出於客觀或基於科學的。科學最大的原則就是「可證偽」

                                                 

1 值得注意的是，詞彙用字亦可能產生變化和分歧。例如：我們以 Google 搜尋引擎、「中研院平衡

語料庫 4.0」（約 1 千萬字）進行關鍵字查詢，比較「台灣」和「臺灣」的使用情形，結果顯示：

「台灣」分別是 17 億筆 (Google)、1.5 萬筆（中研院）；「臺灣」則是 5 億筆 (Google)、3 千筆

（中研院）。「台灣」的數據量約為「臺灣」的三到五倍。本文標題和內容遵循本刊一貫體例採

用後者，然引用文獻或專名時，則如實呈現。 
2 以「『法』國」為例，1968 年和 1975 年教育部部編版國語課本標注 [fa4]，但 1993 年部編版課

本、1999年教育部《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和 2003年九年一貫課本，則取音 [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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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ifiability)，換句話說，沒有一個理論是不可質疑或不可駁反的。各家理論觀點

透過辯證演進，逐步趨近真實，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原因。有鑒於此，

Kapović (2014) 指出「規範」是為官方目的將特定語言變體法典化 (codification) 

的過程，「規範主義」則具非科學傾向，同時將語言規範神秘化。二、純淨論：認

為語言有「主從」、「優劣」、「他我」之分，必須維持語言純淨，不受外來語言

影響，並視語言的改變為「失控」，多秉持「貴古賤今」想法，即 Labov (2001) 

所謂之「黃金時代原則」(Golden age principle)。然而，語言諸多特徵中，最重要的

就是語言一定會改變，而且改變沒有目的性，且不會停止 (Crystal 2010; Keller 

2015)。再者，語言具有任意性，形式和內容的對應是武斷的。語言的演變是遞嬗

連續的，由每個世代共同生活圈的人群約定俗成。語言最大的作用和目的就是「人

我溝通」，無所謂「優劣」、「正訛」。我們應該保持語言的多樣性、讓各語言和

變體正常發展，而不是獨尊一格。另一方面，描述語言學針對現在或過去的語言實

際上如何被使用，進行客觀的描述和分析；然而，傳統描述語言學研究受限於時

間、經費和人力，亦有難以進行大範圍調查、抽樣誤差大或無法說明使用頻率等隱

憂。再者，學者間也難免因學思歷程、生涯經驗、意識形態、文化情境不同，對語

言現象的觀察、描述和解釋存在各種落差。 

本研究試圖轉化傳統規範主義之內涵，並提出創新策略彌補傳統描述主義在方

法上之不足。我們認為字音審訂就滿足學習需求而言，有其必要性。為簡化學習目

標，讓學習有重點、循序漸進，得決定優先學習的對象。然而，字音變體選擇的評

估標準應以實證證據為本，而非全然依恃專家直覺或經驗。同時，為避免傳統田

調、問卷等描述性調查方法的種種限制，本研究改採語料庫分析法，對華語使用者

進行全面性的調查，以反映語言實際使用情形。學者多認為，對初學者而言，教學

排序原則應著重簡單化和實用性。因此，要優先學習使用頻率高，或與學習者母語

知識相近的內容（Teng 1998；廖才儀、張莉萍 2013；吳貞慧、蘇睿亞 2014；張玲

嘉 2014）。語音教學應把握科學性、實踐性、對比性、直觀性及趣味性等原則，

落實「精講多練」（陳慶華 2008；方淑華等 2015）。課程的設計，需將頻率、結

構、語義、對比結構差距等各因素的難易度量化後，再進行教學排序（鄧守信

2009）。實務上，教科書編寫和教學設計需要就諸多字音變體擇一先學。字音審訂

的核心問題在於所選擇之變體是否能與學習者生活經驗相符，達到與人溝通的目

的。因此，本研究基於描述主義精神，採用語料庫實證分析法，建置大型語音語料

庫，以臺灣華語使用者為範疇，分析字音各式變體的使用者比例。研究結果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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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應用參考。同時，亦可了解語音變異的類型屬性和發展趨勢，促進相關研究的

發展。 

一字多音涉及使用者習慣，是語言社群、字彙、語音三者互動結果，而現有音

變論述由於立論基礎不同，無法適切說明此一現象。根據洪惟仁 (2014)，語言社

群的語音使用習慣改變，從 a 音變成 b 音的音變過程，包含：未變期 (T1-T2)，只

有 a 音；變化期 (T2-T6)，a 和 b 音並存；完變期 (T6-T7)，僅剩 b 音，如圖一所

示。但是切入點不同，各家學者對於音變現象有截然不同的詮釋，主要有三種視

角：一、歷史語言學家著重未變期和完變期，視音變為一種結果，而忽略變體共存

現象。二、傳統方言學家和應用語言學家面對變化期時，常常把特定變體當成標

準，忽略或排斥其他變體，並視之為「訛誤」、「不標準」。三、社會方言學家和

地理方言學家認為音變是一種過程，試圖從特定社會階層或地理空間觀點解釋音變

如何擴散發展。前兩型研究對於變體的看法，無法解決本研究企圖從自發性語料客

觀了解變體使用情形的目的。第三型研究著重的多是音韻轉換規律的建立，或是特

定語音特徵變化的描述，對於在整個語言社群中字音如何演變擴散的完整圖像著墨

較少，也未能提供各類型音變樣態頻率、使用者比例、關聯性等訊息。因此，我們

迫切需要大範圍、多樣態詞彙語音使用者比例調查，以進行語音變異發展趨勢之分

析。 

 

圖一：音變過程分期（洪惟仁 2014：105） 

本文探討一字多音現象中多音字 (heterophone) 的使用，即兩個或多個語音分

布在同樣位置，但不造成詞義、詞類或構詞成分的改變。多音字表示一個同形同義

的字，同時擁有許多讀音變體 (Mompean 2008; Yavaş 2011; Cruttenden 2014)，屬音

120 

100 

80 

60 

40 

20 

0 
T1 T2 T3 T4 T5 T6 T7 

a

b



臺灣華語自由變異的類型和趨勢：基於語音語料庫的研究 

 
179

韻上的自由變異 (free variation)。3 語音的自由變異是正在發生的語音變化。此一

現象提供吾人絕佳機會，去觀測、分析語音如何在語言社群中產生變化，並預測其

發展趨勢。由於方法技術的限制或時間人力成本考量，過去的語音研究成果容易與

社會脫節，或者只能進行語音局部特徵分析。藉由典籍文獻溯源考證或問卷勾選等

方式推論語音流變，或統計字詞讀音（戴光宇 2020；何佳儒 2008），雖能有效率

地處理大量詞彙語音資料，但語源考證和問卷法均忽略語言知識與實際表現的落

差，所得資料成果和當代語言實際使用情況往往有程度不等的差異。另有學者透過

田調、訪談、錄音等描述性方式取得第一手資料，並進行紀錄與解釋  (Kubler 

1985; Fon & Chiang 1999; Chen 2019)，此法雖有助了解語音的聲學特質或音韻規律

等，但因時間、人力成本考量，常限縮調查人數、目標詞數或音變類型等，只能進

行特定語音細部特徵研究（例如：齒舌化、鼻音對立消失、去唇音化等），無法窺

見語言社群中的整體音變趨勢，即語音、詞彙和使用者比例的消長互動。由於研究

取向、工具和應用等著重不同，上述研究方法或工具無法達成本研究大規模調查詞

彙語音對應關係之目的，故研發一套創新有效率、且能收集大量自然真實語料的調

查方法，至關重要。 

有別於問卷勾選、問題誘發、字表記音或訪談錄音等傳統方式，現代影音媒體

儲存了巨量的口語語料，並紀錄了人們在實際生活情境下所使用的語言，且隨時在

更新與擴充。以 YouTube 平臺為例，根據維基百科，截至 2017 年，該平臺每分鐘

上傳影片時長超過 400小時。分析這些即時、自然、真實的語料，有助於我們了解

語言的變化情形和趨勢。隨著語料庫語言學和計算機語言學技術的發展日益成熟，

讓基於語料庫的詞彙語音調查變得可行，本研究運用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

「國教院」）「華語文口語語料庫」和「電視節目語料庫」，4 進行詞彙字音變體

使用者比例的調查分析。 

我們的基本假設是：語音變化涉及詞彙、語音和使用者三者互動，各變體以漸

進方式在人群中競爭、擴散和消失。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當前臺灣華語語音自由變

異各式變體屬性和使用者比例。為達成上述目的，所欲探討之研究問題為：一、各

種字音變體的類型分布為何？二、語音自由變異的整體趨勢為何？三、字音變異對

字音系統的影響為何？ 

                                                 

3 一般談到「一字多音」時，包含多音字（同形異音同義）和歧音異義／破音字（同形異音異義）

兩個概念（葉鍵得 2012）。 
4 「華語文口語語料庫」、「電視節目語料庫」目前僅供內部研究使用，尚未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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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節次安排如下：第二節文獻探討，綜述現有臺灣華語語音研究成果、語言

調查方法和語料庫運用趨勢等；第三節簡介研究方法、資料來源、分析技術和研究

流程等；第四節詳述研究結果，包括聲調變異為主、讀音趨向簡化、音變可能擴充

字音或填補空缺等；第五節為結語，陳述本研究創見與貢獻、限制與發展。 

二、文獻探討 

語言變化是自然，而且不可避免的。如何有效率地獲得大量、廣泛、自然且真

實的語音語料，攸關語音演變相關議題的理論建構、推論結果以及成果應用性。 

臺灣華語已發展成一個獨立自主的語言變體，在詞彙、語法、語音等層面擁有

諸多在地化的特色（Cheng 1985；吳國賢 1985；Kubler 1985；Swihart 2003；曹逢

甫 1993；黃宣範 1993；何萬順 2009、2010；胡維庭 2012；許慧如 2014）。根據

蘇席瑤 (2018) 的整理，臺灣華語語音的研究，三十年來累積了豐碩成果，包含六

大面向：一、齒舌化或「去捲舌化」（Kubler 1985；曾金金 1999；Chung 2006；

柳皓文 2008；Chuang 2009；Baran 2014；Chou 2021）；二、音節末鼻音 /n/、/ŋ/ 

對立消失（Kubler 1985；Lin 2002；Fon et al. 2011；陳重瑜 1991；Tse 1992；Hsu 

& Tse 2007；Lai 2009；Yang 2010；Su 2012；Lei 2016；張月琴等 2016；Ye 

2018；Lin 2021）；三、聲調變異（陳重瑜 1991；Fon & Chiang 1999；吳淑娟

2003；Fon et al. 2004；Huang 2008；Hsu & Tse 2009；尤思怡等 2011；許慧如

2014；Wang 2017；Chuang 2017）；四、去唇音化（Kubler 1985；曾金金 1999；

Baran 2014；Tseng 2016）；五、元音差異（張月琴 1998；曾金金 1999；Wan & 

Jaeger 2003；Zhang 2009；Chen 2019）；六、語句焦點聲學表現（熊慎敬

2002）。5 然而，上述研究多聚焦在語音特徵，探討其改變情況和原因；或從音韻

層面，分析音位或聲調間的轉移 (shift) 和簡併 (merger) 等規則性變化；或從生理

發音的角度探討元音系統的差異；或聚焦特定句法結構語音聲學性質的不同；或討

論特定範圍語音變異現象的社會語言學關聯。儘管有助我們了解語音的特質或音變

規律，但是無法呈現語音演變的全貌。何萬順 (2010) 亦認為，目前語音研究仍多

是零散片段的重點式分析，尚未有語言學家對其作一個較全面性的描述，其中針對

當代臺灣華語語音調查的工作，尤其是大範圍的紀錄考察亦尚無研究成果。 

                                                 

5 此處根據蘇席瑤 (2018) 整理與分類，並補充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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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研究工具和方法不同，呈現的語言事實也隨之有別。若要描繪語

言實際使用的全貌，需要以有效率的方式，獲得大量、多元、即時、自然且真實的

語料，但現有語音調查方式均有其限制。單就語料的取得方式來說，學者大多以田

野調查或訪談錄音模式，進行語料採集（張屏生 1996；蕭菁惠 2006；陳淑君

2007；譚家麒 2008；陳淑娟、江文瑜 2007；江素華 2010；洪振春 2010；蔡惠名

2009；胡采鳳 2010；涂文欽 2011；康韶真 2014；陳淑娟 2017；黃仲達 2018），

並搭配預設字表念讀、問卷勾選、問題誘發或聽寫轉錄等方式紀錄，來獲得第一手

語料。6 然而，因為時間、經費和人力考量，而必須限縮發音人數量、目標詞彙

數、研究議題類型等，或者營造人為語境或非自然情境（如訪談、誘發），以有效

率地取得語料，或在以上諸多條件中進行取捨。因此，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 代表性不足：往往幾個發音人就代表整個語言社群、年齡層或區域。例

如：洪振春 (2010) 調查平溪鄉 32 位發音人，每村以 1 人為代表；胡采鳳 

(2010) 調查馬鳴村 2 位發音人；涂文欽 (2011) 調查彰化閩南語，每一鄉

鎮以 4人為代表。 

(2) 內容議題受限：只針對篩選過、且數量有限的詞表，或鎖定特定現象議題

探討，進行調查。例如：蔡惠名 (2009) 調查旗津地區閩南語 18 個特殊詞

彙；Tseng (2016) 訪問 1,159個民眾，聚焦臺灣國語去唇音化現象。 

(3) 非自然情境：字表錄音缺乏完整語境脈絡；對話訪談和問題誘發 (elicit) 

因為是在制式情境或問答機制下進行，與日常對話中自然產生的語句仍有

許多落差。李仲民 (1998) 指出，透過這些方式得到的語料都有直覺性和

自發性不足的疑慮。 

(4) 資料無法驗證：傳統田野調查法，主要由研究者紀錄、詮釋，發音人對母

語知識的判斷或語言表現，往往因為時間或場合不同，而有不一致的現

象。Coats (2019) 認為，田野調查結果與研究者如何引導、紀錄和詮釋有

極大關係。資料收集涉及發音人、研究者和拼寫法等因素，其過程、紀錄

和結果可能會有不一致情形，且無法透過第三方進行驗證。 

(5) 彈性不足：受限於經費、人力、時間、發音人等條件，傳統田調方法無法

隨時針對目標詞彙語音進行調查、確認或驗證。此外，透過預先設定好的

問題集、字表進行田調訪談蒐集語料，也可能會忽略部分語言事實，進而

影響研究者判斷和推論。一旦語料證據不符原先假設，研究方向需要變

                                                 

6 另有學者從歷史文獻或辭書等二手資料進行研究（戴光宇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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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上述條件限制也會使重新進行新一輪田調變得困難重重。 

另有學者以問卷調查方式紀錄各種讀音比例，例如何佳儒 (2008) 以勾選方式

進行詞彙語音調查。然而，何佳儒的研究僅提供兩個讀音選項，由受調查者自行勾

選，排除了其他讀音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語言使用者的抽象語音知識和實際語言

表現，不一定一致。簡單說，知道該怎麼念，卻不一定是那麼念。實務上，除人

力、經費成本考量外，一份問卷可以調查的字音數量和提問方式頗受限制，結果也

不一定能反映整個社群語言實際使用的全貌。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每種研究都有

其重要性，不同研究類型的目的、旨趣不同，處理的問題不同，達到成效也不同。

大型口語語音語料庫的建置和應用，具有經濟和彈性等優勢，可以滿足本研究大範

圍語音習慣調查和趨勢判斷需求。 

隨著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發展，語料庫成為語言分析的利器，廣泛運用到語言學

相關研究，特別是共時和歷時研究 (McEnery & Hardie 2012)。許多學者紛紛以語

料庫進行方言學研究，例如：Szmrecsanyi (2011) 提出如何以文本頻率特徵，說明

Freiburg語料庫中三十多種大不列顛英語方言的差異；Grieve (2016) 利用語料庫調

查美式英語區域變體。語料庫收錄大量且多元的語料，透過頻率、搭配、覆蓋率等

訊息，能以量化數據呈現實際語言使用的各個面向。然而新建置語料庫必須耗費可

觀時間和資源成本，因此，有些學者改以網路媒體為語料庫語料來源，進行自然語

言相關研究。Coats (2019) 以 YouTube 平臺為語料來源，經過影片下載、人工篩

選、自動字幕截取、經緯度和語法標記等流程，建置成美式英語方言語料庫，收錄

2億 5千 2百萬字，並留存影像音軌。 

傳統田野調查只能證明在語言訪談中發生的某地某項語法特徵的單一變異，而

不能得知特定語法特徵的各種變異的相對頻率 (Coats 2019)。在這種情況下，田調

研究者進行語言訪談所得到的資訊項目並非自然產生。有些研究者可能會採訪幾位

發音人，但大多只依賴單一發音人，最後結果就是一個發音人代表整個區域。因

此，許多學者改採語料庫進行方言地圖或語法變異研究 (Grieve 2016; Szmrecsanyi 

2011, 2013, 2014)。新建方言語料庫因為有頻率等訊息，能表現實際語言情形，但

缺點是建置過程必須耗費可觀時間、資源。此外，目前文獻中方法只能處理文字比

對分析，不能直接進行字音變體和詞彙對應分析。Coats 的研究仍有其限制。儘管

留存影像音軌，可供未來語音或音韻變異研究，但是目前缺乏發音細節辨識轉錄技

術，故只能進行文字轉錄作為地區詞彙或語法分析內容。當前語音辨識技術以文字

轉錄 (speech-to-text) 為主，現有語料庫語音研究多以特定元音、音頻、停頓等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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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研究為主。若電腦無法自動為每個不同的字音變體標上相應的語音符號標記，就

無法藉由電腦計算詞彙語音差異。因此，以語料庫語音樣本作為自由變異研究來

源，仍需仰賴語言學專家進行人工判讀與語音轉錄，例如 Mompean (2008) 針對

BBC Learning English 網站語音樣本，進行人工聽音、轉錄，並統計使用者比例，

就英式英語自由變異現象進行分析。 

總之，透過媒體語料庫可以取得大量、自然、真實的口語語料，以經濟且有效

率的方式進行大規模詞彙語音調查。在語音辨識技術尚未純熟到足以精準辨識所有

自然語音之前，先輔以人工語音轉錄，針對語言社群中不同字音變體進行描述紀

錄，以利後續研究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兩個臺灣華語口語語料庫語音資料進行調查和分析，以了解語音變

化的類型和趨勢。本節簡介資料來源與處理、目標字與樣本數、研究信度與工具，

以及研究流程。 

(一)資料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採語料庫分析法和田野調查標音技術，分析對象為國教院兩個臺灣華語

口語語料庫，合計 1億 1千萬字，簡介如下。7 

「華語文口語語料庫」收錄 2008-2020 年臺灣電視臺節目，規模約 4 千萬字，

包含報導性 (6.94%)、文化性 (16.67%)、教育性 (16.67%)、兒童性 (16.67%)、知

識資訊性 (16.67%)、娛樂性 (25%)、戲劇性 (1.39%) 等節目，涵蓋各類型節目語

音資料。搜尋介面可設定隨機取樣筆數，輸入關鍵字檢索後，結果會顯示語料總筆

數、節目名稱、上下文 (concordance)，並取得對應的語音檔連結，如圖二所示。 

                                                 

7 「華語文口語語料庫」收錄單一電視臺節目，「電視節目語料庫」則收錄網路平臺上其他電視臺

節目，兩者語料內容沒有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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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國教院「華語文口語語料庫」檢索介面 

「電視節目語料庫」則蒐集 YouTube 平臺 2010-2020 年臺灣電視臺節目，規

模約 7千萬字。收錄語料類型多元豐富，包含報導性 (31.62%)、文化性 (8.86%)、

教育性 (13.28%)、兒童性 (8.57%)、知識資訊性 (18.37%)、娛樂性 (15.86%)、其

他 (3.45%) 等節目，涵蓋各種日常生活情境和話語形式。「電視節目語料庫」建

置和應用流程摘要如後：節目影音經由自動語音辨識，將影片語音訊息轉錄成純文

字檔，並建置成文字語料庫。8 同時，運用程式演算法連結 YouTube 平臺上語音

對應的時間軸，讓使用者可以經由關鍵字搜尋，得到相關影片語音訊息。影像媒體

語句音軌時間軸擷取技術，如圖三所示。 

 

圖三：影像媒體語句音軌時間軸擷取技術展示 

                                                 

8 YouTube 平臺只能搜尋影片標題和描述，無法搜尋影片內容。大部分臺灣華語影片不是沒有字

幕，就是字幕屬於影片畫面的一部分，因而無法直接從這類影片取得對應的內容文字，做成語料

庫。因此先經過電腦語音辨識，辨識率約 80%。實際調查時，輔以人工辨識，篩除雜訊，針對目

標字音進行符號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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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檢索時，可以設定隨機取樣條件。搜尋結果會自動產生相應的語音連結，方便

進行人工語音標記和統計分析。語料庫搜尋介面和結果展示，如圖四所示。 

 

圖四：國教院「電視節目語料庫」檢索介面 

上述兩個臺灣華語口語語料庫，以自發性口語言談為目標。口語形式和書面形

式都是話語交際的媒介，但分屬於不同的語式 (mode)，使用的語言場域和風格有

所差異 (Biber 1988; Halliday 1989; Biber & Finegan 1991)。此外，兩者在詞彙頻

率、詞彙選擇或句法結構上有許多差異（李世文、陳秋梅 1993；尚雯雯 2008）。

本研究調查主要目標是了解使用者語音行為而非語音知識。語料庫建置初期，已預

先排除新聞和戲劇等節目，避免有文稿腳本或單一專業人士獨白內容。話語情境涵

納家庭生活、學校活動、教育啟蒙、美食旅遊、文化踏查、醫療保健、綜藝娛樂

等。話語形式則為個人獨白、雙人對答、多人談論、街頭訪問等。說話者涵蓋各年

齡、性別、族群背景民眾。要特別注意的是，由於是電視節目，內容可能是預演過

或依文稿準備。國教院語料庫規模大且多元，可以檢索的詞彙涵蓋生活中大部分口

語情境。相對地，由於建置成本高，現有口語語料庫規模都不大，例如：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華語為第二語口語語料庫」約 77 萬字、9「中央研究院口語韻律語料

庫」約 40 萬字、10「政治大學中文口語語料庫」約 15 萬字、11「中研院現代漢語

連續口語對話語音語料庫」約 12 萬字。12 針對本計畫研究目的，我們認為詞彙量

                                                 

9 網址：http://140.122.83.243/mp3c/。 
10 網址：https://iptt.sinica.edu.tw/shares/696。 
11 網址：http://spokentaiwanmandarin.nccu.edu.tw。 
12 網址：https://iptt.sinica.edu.tw/shares/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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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夠多，否則無法得到足夠樣本；來源語料庫情境要多元，不能是單一類型，如純

廣播語料庫，否則多樣性、代表性不足。我們以同樣的檢索條件，搜尋「政治大學

中文口語語料庫」只能找到 4筆「參與」的語音語料，但國教院「華語文口語語料

庫」和「電視節目語料庫」分別可以得到 3,332 筆和 3,588 筆語料。儘管可調查詞

彙內容和數量較現有口語語料庫高出許多，與一般民眾生活的言談仍有差距。因

此，仍需持續擴充各類型無腳本口語節目，以提升口語語料庫的多樣性和代表性。 

在詞語的計算上，本研究採用中央研究院分詞系統 CkipTagger 對語料庫進行

自動分詞系統處理，該系統的正確率為 97.33%，為目前中文分詞系統中正確率最

高者 (Li et al. 2020)。語料庫大數據分析顯示：「電視節目語料庫」總詞數約 4,586

萬、相異詞約 70萬，生詞率 (type token ratio) 是 0.0152；「華語文口語語料庫」

總詞數約 2,618 萬、相異詞約 25 萬，生詞率是 0.0095。整體而言，「電視節目語

料庫」生詞率約是「華語文口語語料庫」的 1.6 倍，表示前者較後者詞彙使用更多

元、豐富。此外，文本覆蓋率與理解力密切相關，部分和完全理解門檻分別為

95% 和 98% (Nation 2006; Laufer & Ravenhorst-Kalovski 2010; van Zeeland & Schmitt 

2013)。語料庫詞頻統計結果顯示，「電視節目語料庫」要達到上述門檻的最低相

異詞數為 20,102詞 (95%) 和 86,603詞 (98%)，「華語文口語語料庫」則是 15,335

詞 (95%) 和 43,181 詞 (98%)。「電視節目語料庫」各門檻值高於「華語文口語語

料庫」，顯示難度稍高，但二者整體趨勢大致相同。語料庫中，詞頻前 5,500 詞

（「華語文口語語料庫」）至 6,500 詞（「電視節目語料庫」）的覆蓋效率最好，

可以達到 90% 以上。之後詞彙的覆蓋效率會急遽鈍化，詳如圖五所示。以上個別

詞彙的覆蓋效率懸殊的情形是語言普遍現象，在「英國國家語料庫」(“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13 或「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14 等語料庫也可以觀察到相似趨勢，詞頻前 1,000 的高

頻詞可覆蓋 86-92% 的語料庫內容，而詞頻前 1,000-5,000 詞之覆蓋率合計僅 6-9%

（周一銘 2021）。學者多認為學習者應把有限時間、心力放在覆蓋率佳的高頻詞

上，故本研究將優先調查高頻詞中的一字多音現象。 

                                                 

13 網址：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bnc/。 
14 網址：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 



臺灣華語自由變異的類型和趨勢：基於語音語料庫的研究 

 
187

    

 

圖五：語料庫相異詞累積覆蓋率 

(二)目標字與樣本數 

我們針對每個目標詞例字音，隨機取樣 100筆以上語音樣本後，進行人工語音

判讀、轉錄與統計。根據誤差範圍公式推導，以語料庫 1.1 億筆語音數據為母群

體，在 95% 信心水準下，隨機抽樣 100 筆以上，誤差值小於 10%。理論上，本研

究方法誤差範圍相較其他調查方法小，更具代表性。15 語音的標注方式採音韻／

寬式轉錄。16 為避免單一語料庫語料數量不足，或來源同質性過高，根據語料庫

規模大小，分配樣本來源，以「電視節目語料庫」70%、「華語文口語語料庫」

30% 為原則。 

本研究參考教育部 1999 年《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和媒體常見一字多音爭議

詞彙，前後調查約 700 個詞例。儘管兩語料庫可搜尋語料合併達 1.1 億字以上，但

許多詞例並非口語高頻詞，無法取得足夠的語音樣本。為求一致性，低頻詞不列入

本研究分析範圍。最後，取得 142 筆誤差值在 10% 以內的詞例（每筆取至少 100

個語音樣本，合計約 14,200 個語音樣本），並進行深入分析。為了維持抽樣方法

一致性，減少人為干擾因素，調查人員僅如實紀錄依電腦抽樣排序轉錄目標字音，

不作合法度判斷或人為刪除，如實呈現言談中語音實際使用情形。本研究之語料庫

                                                 

15 以方言調查為例，在某個 50,000 人的方言點若採樣 4 人，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誤差值為

49%。 
16 原以注音符號標注。為利推廣與應用，本文參考 Li & Thompson (2000) 和趙元任 (2002) 等轉寫成

IPA 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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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時間為 2021年 5月至 2022年 6月。本研究目標詞例字音變體和比例，請參見

文末附錄。17 

(三)研究信度與工具 

本研究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包含取樣原則、轉錄方式、拼寫系統、驗證方式

等），減少人為干擾因素，並維持人工語音標記和結果判讀的客觀性、一致性。18 

以「包『括』」一詞為例，針對調查人員語音轉錄結果進行信度檢驗，結果顯示平

均相互同意度為 0.81、評分者間信度為 0.92，均在標準之上。19 推導過程如下： 

(1) 相互同意度20 

P1 =
2M

N1 N2+

=
2*78

100 100+

=
156

200
≒0.78 

P2 =
2M

N1 N3+

=
2*85

100 100+

=
170

200
≒0.85 

P3 =
2M

N2 N3+

=
2*81

100 100+

=
162

200
≒0.81 

(2) 平均相互同意度 

P =
P1 P2 P3

N

+ +
=
0.78 0.85 0.81

3

+ +
≒0.81 

(3) 評分者間信度 

R =
N*

1 (N 1)*+ −

（平均相互同意度）

平均相互同意度
=

3*0.81

1 [(3 1)*0.81]+ −

≒0.92 

本研究使用卡方獨立性檢定 (the Chi-Square Test of Independence) 和簡單線性

回歸分析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等工具，以顯著程度作為各變因關聯性

判定標準。 

                                                 

17 本研究分析之詞例字音來自國教院「《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常用語音調查」工作部分轉錄成果。 
18 參考 Holsti (1969) 相互同意度及信度公式。 
19 當一致性越高，內容分析的信度越高；一致性越低，內容分析的信度也越低。根據 Gerbner的文化

指標設立，信度係數標準為 0.80（王石番 1991）。 
20 M 為完全同意數目；N1、N2、N3分別為第一、二、三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N為總編碼員人

數；P為平均相互同意度；R為評分者間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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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為達成臺灣華語字音變體使用者比例調查的研究目標，我們先建立語料數量目

標，並進行各類語料蒐集；接著建置語料庫和設計搜尋介面；針對目標詞例，進行

隨機抽樣；接著，進行人工語音辨識和符號轉錄；分析比例人數和語音變異類型等

數據；最後，提出結論和建議。研究流程，如圖六所示。 

 

圖六：本研究流程圖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分析結果呈現音變的整體趨勢，包含變異以聲調為主、讀音趨向簡化、

音變對語音系統的影響等，以下將就上述面向逐一進行討論。 

(一)聲調變異為主 

根據 Cheng (1966)，漢字音節結構可以分為音段和聲調。音段包含聲母 (initial) 

和韻母 (final)，聲母可由輔音實現。韻母包含韻首 (medial) 和韻 (rime)，韻首可

由滑音實現。韻包含韻腹 (nucleus) 和韻尾 (terminal)，韻腹可由元音實現，韻尾

可由鼻音或滑音實現。韻腹上的主要元音和聲調調值是不可省略的成分。圖七簡要

描繪了漢字音節階層結構和實現成分之分布，選擇性成分以圓括弧標示。 

 

 

 

 

 

 

 

 

圖七：漢字音節結構 (Cheng 196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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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142筆目標詞例字音變體和使用者比例數據，請參見附錄。研究發現，

自由變異主要發生在聲母、韻首、韻和聲調等不同音節層次，聲調不同是臺灣華語

語音變異主要類型。語音變異根據受影響的構音成分，可以分為六類（含單一讀

法），依序為聲調不同 85 筆 (59.86%)、多重變異 14 筆 (9.86%)、韻不同 10 筆

(7.04%)、聲母不同 7 筆  (4.93%)、韻首不同 4 筆  (2.82%)、單一讀法 22 筆 

(15.49%)，如表一所示。 

表一：語音變異的類型分布 

類型 筆數 比例 (%)
21

 

示例 變體一 變體二 

聲調  85 59.86 「教」學 a. [tɕjɑw1]
22

 b. [tɕjɑw4] 

多重23
  14  9.86 跳「躍」 a. [ɥe4] b. [jɑw4] 

韻  10  7.04 暴「露」 a. [lu4] b. [low4] 

聲母   7  4.93 「波」浪 a. [pwo1] b. [pʰwo1] 

韻首   4  2.82 心「血」 a. [ɕje3] b. [ɕɥe3] 

單一讀法  22 15.49 廣「播」 a. [pwo1]  

合計 142     

 

我們從語料庫抽樣調查找到的讀法，計算字音變體數量。其中讀音一致，只找

到單一讀法者，本文稱為 1 個變體，有 22 筆 (15.49%)；超過七成是 2 個變體，計

有 101筆 (71.13%)；3個變體 15筆 (10.56%)；4個變體 2筆 (1.41%)；6個變體 2

筆 (1.41%)。上述「1 個變體」指語料庫中某詞例字音抽樣只能找到 1 個變體形

式，故使用者比例為 100%，但不排除現實世界仍有其他變體存在，且不一定和審

訂音相同。例如：教育部 1999 年《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以一聲 [ʈʂʰwɑŋ1] 作為

                                                 

21 比例  (%) 計算方式為：個別筆數除以總筆數，並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故總和可能不等於

100%。 
22 臺灣華語輔音送氣或不送氣分屬不同音位，本文以上標符號 [h] 表示送氣。另外，以數字表示聲

調：1＝一聲、2＝二聲、3＝三聲、4＝四聲、0＝輕聲。根據 Fon & Chiang (1999) 的聲學分析研

究，臺灣華語四個聲調調值分別為：44（一聲）、323（二聲）、312（三聲）、42（四聲）。Fon 

et al. (2004) 進一步指出臺灣華語二聲和三聲皆呈現抑揚調型，僅斜率有差別。從聽覺感知的角

度，抑調符合聽者對三聲的認知，揚調則較符合聽者對二聲的認知。然而，根據駱嘉鵬 (2006)，

臺灣使用者間聲調調值仍有內部差異。例如：部分使用者受母語影響（駱文稱「台灣國語」）三

聲調值為 21。事實上，臺灣華語聲調感知範疇界線不像輔音那麼明顯（張月琴、石磊 2000）。總

之，由於母語遷移影響，或部分聲調間聽覺感知差異小，種種條件形成音變的沃土。 
23 「多重（變異）」指包含一種以上變異特徵。如「跳『躍』」的 2 個變體，韻首和韻同時發生變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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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創』」審訂音，但本研究抽樣調查只找到四聲音讀 [ʈʂʰwɑŋ4]。這類讀音也

是最常被報章媒體提起的爭議字音，因為民眾最容易有共鳴，意識到現行標準字音

與絕大多數人都不同。字音變體數量分布，如表二所示。 

表二：字音變體的數量分布 

數量 筆數 比例 (%) 示例 變體 

1個 

 22 15.49 重「創」 [ʈʂʰwɑŋ4] 

2個 

101 71.13 「肖」像 [ɕjɑw4], [ɕjɑw1] 

3個 

 15 10.56 「混」濁 [xun3], [xun2], [xun4] 

4個 

  2  1.41 「紮」根 [tsa1], [ʈʂa1], [ʈʂa2], [tsa2] 

6個 

  2  1.41 包「括」 [kʰwo4], [kwa1], [kʰwa4], [kʰwa1], [kwa4], [kwo4]

合計 

142    

 

詞類、語義相同的字可能有多個字音變體，以「召集」的「召」為例，包含 

[ʈʂɑw1] (76.24%)、[ʈʂɑw4] (23.76%) 2 種變體，使用者比例亦不盡相同，本文視前

者（比例最多者）為優勢變體 (dominant variant)。總的來看，優勢變體的使用者比

例超過八成的詞例，佔 67.61%（96 筆），而不足八成的詞例，佔 32.39%（46

筆），如表三所示。 

表三：優勢變體的使用者比例分布 

使用者比例 筆數 比例 (%) 示例 

超過八成 96 67.61 牛「仔」褲、步「伐」、部「署」、「液」態、…… 

不足八成 46 32.39 「肖」像、心「血」、「諷」刺、包「括」、…… 

 

整體而言，聲母、韻首、韻和聲調等各音節結構成分都能發生變異，但以聲調

為主，比例近六成，凸顯了華語作為聲調語言的特色；目標詞例變體數量，從 2個

到 6個不等，但超過七成詞例以 2個變體為主。約六成七詞例的優勢變體使用者比

例超過八成。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以為有多音情形的字，如「俄」羅斯、主

「角」，在本次調查中，都只有一種讀法，這種情形也達一成五以上。 

(二)讀音趨向簡化 

整體而言，原本分歧的讀音趨於簡化，包含以下兩層意義：一、趨於一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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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逐漸偏好使用某一優勢變體，其他變體使用者比例則逐漸萎縮；二、對立消失，

原先用字音來區隔詞類、詞義或構詞成分的功能逐漸模糊，特定變體擴大了應用的

範圍和對象，如表四所示。24 

表四：讀音簡化 (2008-2024) 

類型 示例 變體 比例變化 (%) 說明 

趨於一致 手「臂」 [pi4] 

[pej4] 

64.2 → 86.14

35.8 → 13.86

使用習慣趨向優勢變體 [pi4] 

對立消失 「強」迫 [tɕʰjɑŋ2] 

[tɕʰjɑŋ3] 

76.1 → 98.02

23.9 →  1.98

三聲 [tɕʰjɑŋ3] 作謂語、二聲 

[tɕʰjɑŋ2] 作定語，實際上對立漸

失，多用後者讀法 

 

本研究和何佳儒 (2008) 調查之結果比較，兩者大多數詞例字音之優勢變體相

同。39 筆交集中，37 筆優勢變體一致，僅 2 筆優勢變體不一致。我們以何佳儒調

查中的優勢變體，分析其變化趨勢，其中 33 筆使用者比例增加，另有 6 筆使用者

比例減少。整體而言，多數例子顯示語言社群會漸漸形成共識，且趨向某一變體，

這樣的詞例接近八成五 (84.62%)，如表五所示。 

表五：優勢變體使用者比例變化 (2008-2024) 

趨勢 筆數 比例 (%) 

增加 33 84.62 

減少  6 15.38 

 

我們以上述 39 筆詞例優勢變體的增減比例和國教院語料庫詞頻數據進行簡單

線性回歸分析。回歸模型顯著性檢定 (F test) 結果支持本研究建立之回歸模型顯著

具預測力 (F=5.26, p<.01)，但是個別迴歸係數邊際檢定 (t test) 結果顯示：無論是

基於「電視節目語料庫」(t=1, p=3.24)，或「華語文口語語料庫」(t=-1.075, p=.289) 

之百萬詞頻數據，優勢變體增減幅度與詞頻高低的關聯性未達顯著水準。儘管有研

究指出音變與詞頻關係密切 (Hooper 1976; Phillips 1984, 2006; Bybee 2002)，但目

前研究結果看不出這樣的關聯性。有待後續研究，蒐集更多語料數量和類型，以釐

清相關變因關係。 

                                                 

24 表格內比例數據為何佳儒 (2008) 問卷調查結果和本研究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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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庫中讀音簡併趨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人為的語言規範，對於語言

流變的影響十分有限，未能發生預期作用。本研究 142筆詞例，比對《國語一字多

音審訂表》（教育部 1999）、25 何佳儒 (2008)26 關於一字多音的文獻紀錄，交集

詞例合計 39 筆，其中教育部審訂音使用者減少計 32 筆 (82.05%)，審訂音使用者

增加計 7 筆 (17.95%)。就現有目標詞例而言，教育部 1999 年的讀音規範對整體社

會的影響，僅不到兩成趨勢是增加，在這兩成中又有超過一半原本就是以優勢變體

為審訂音。整體而言，大部分字音是背離審訂音發展，如表六所示。 

表六：教育部審訂音使用者比例變化 

趨勢 筆數 比例 (%) 

增加  7 17.95 

減少 32 82.05 

 

教育部 (1999) 審訂音使用者減少的 32 筆中，有 30 筆在何佳儒調查中屬非優

勢變體，如「油『炸』」、「強『迫』」、「『教』學」，二十年來，審訂音的使

用者非但沒有增加，部分變體還減少最多約 40% 使用者。這 30 筆中包含 10 筆詞

例，如「主『角』」、「牛『仔』褲」、「廣『播』」、「友『誼』」，完全不使

用審訂音。比較特別的是，另外 2筆，即「『偽』裝」、「『諷』刺」，儘管審訂

音與何佳儒調查的優勢變體一致，使用者仍然減少，如表七所示。 

                                                 

25 我國教育部於 1999年公布《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並要求國語教科書採用讀音規範。截至 2022

年，約 30 歲以下民眾會受到前述讀音規範影響。由於該表體例除提供代表詞例和詞類語義說明

外，部分僅標示單字音而未提供具體詞例，如「凸」、「剔」等。因此分析時，對審訂表字音規

範採廣義認定，如沒有完全對應詞例，則參考其單字音或審訂音使用說明，以作為分析對象。 
26 何佳儒 (2008) 採用問卷法，僅提供兩個選項由受訪者勾選。其調查目的是了解受訪者認為某字

「應該怎麼念」，而非「實際怎麼念」，故無法反映民眾實際語言表現。但是，何佳儒的調查是

已知文獻中，唯一針對臺灣華語一字多音進行使用者發音習慣調查有較完整成果的研究。透過何

佳儒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有一個客觀參照，以了解語言流變和語言規範間的相互關係。不過要

請讀者注意的是，何佳儒的研究（語音知識）和本研究（語音行為）呈現的「語言事實」仍有本

質上的差異。這也彰顯基於實際口語語音研究分析的重要性，而本研究的調查成果，可供後續相

關循證研究使用，作為長期追蹤比對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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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教育部審訂音使用者比例減少示例
27

 

詞例 變體 
本研究 

(2024) 

教育部 

(2012)
28

 

何佳儒 

(2008) 

教育部 

(1999) 

減幅  

(%) 

「亞」洲 [ja3] 97.03  57.30   

 [ja4] 2.97 ✓* 42.70 ✓* -39.73 

油「炸」 [ʈʂa4] 95.05  63.30   

 [ʈʂa2] 4.95 ✓ 36.70 ✓* -31.75 

「強」迫 [tɕʰjɑŋ2] 98.02  76.10   

 [tɕʰjɑŋ3] 1.98 ✓ 23.90 ✓* -21.92 

「教」學 [tɕjɑw1] 97.03  87.20   

 [tɕjɑw4] 2.97 ✓ 12.80 ✓* -9.83 

主「角」 [tɕjɑw3] 100.00  61.00   

 [tɕɥe2] 0 ✓ 39.00 ✓* -39.00 

牛「仔」褲 [tsaj3] 100.00 ✓* 71.10   

 [tsɿ3] 0  28.90 ✓* -28.90 

廣「播」 [pwo1] 100.00  74.30   

 [pwo4] 0 ✓* 25.70 ✓* -25.70 

友「誼」 [i2] 100.00  89.00   

 [i4] 0 ✓ 11.00 ✓* -11.00 

「偽」裝 [wej3] 73.00  39.20   

 [wej4] 25.00 ✓* 60.80 ✓* -35.80 

 [wej2] 2.00     

「諷」刺 [fɤŋ3] 52.48 ✓ 61.00 ✓* -8.52 

 [fɤŋ4] 47.52  39.00   

 

教育部 (1999) 審訂音使用者增加的 7 筆例子中，有 3 筆非何佳儒調查中的優

勢變體，即「『創』傷」、「坎『坷』」、「糾『葛』」，最多增加約一成使用

                                                 

27 在表七、表八中，「✓」表示該文件有對應詞例與字音；「✓*」表示沒有完全吻合的詞例，或僅

提供字音，未提示適用詞例。表格內數字表百分比 (%)；減／增幅表示該讀音使用者比例變化，

為本研究使用者比例減去何佳儒 (2008) 使用者比例的結果。 
28 為因應語言流變，切合當代語用，針對教學及一般使用，教育部再次進行多音字審訂，並提出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初稿）》（教育部 2012），徵求各界意見。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件僅是

初稿，非最終定稿，但裡面紀錄當前學者專家對於字彙讀音的看法，故仍具一定參考價值。本研

究的分析結果，也可作為下一階段字音審訂的參考依據和論述基礎。此文件除提出審訂音建議，

另有併讀音置於備注欄，為齊一比較基準，本研究以文件中的審訂音為比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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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此外，審訂音與何佳儒調查多數使用者變體一致，有 4筆，即「手『臂』」、

「徘『徊』」、「『逮』捕」、「電線『桿』」，最多增加約兩成使用者，詳如表

八所示。 

表八：教育部審訂音使用者比例增加示例 

詞例 變體 
本研究 

(2024) 

教育部 

(2012) 

何佳儒 

(2008) 

教育部 

(1999) 

增幅  

(%) 

「創」傷 [ʈʂʰwɑŋ4] 74.26  86.20   

 [ʈʂʰwɑŋ1] 25.74 ✓ 13.80 ✓ 11.94 

坎「坷」 [kʰɤ1] 83.17  87.20   

 [kʰɤ3] 16.83 ✓* 12.80 ✓* 4.03 

糾「葛」 [kɤ3] 83.17  89.00   

 [kɤ2] 16.83 ✓ 11.00 ✓ 5.83 

手「臂」 [pi4] 86.14 ✓ 64.20 ✓* 21.94 

 [pej4] 13.86  35.80   

徘「徊」 [xwaj2] 86.14  71.10 ✓* 15.04 

 [xwej2] 13.86 ✓ 29.00   

「逮」捕 [taj3] 68.00 ✓ 55.50 ✓* 12.50 

 [taj4] 32.00  44.50   

電線「桿」 [kan3] 72.28 ✓* 69.70 ✓* 2.58 

 [kan1] 27.72  30.30   

 

審訂音中僅 3筆屬於何佳儒調查中的非優勢變體且人數呈現增加趨勢，或可說

是字音規範發揮效果。但是，整體而言，審訂音使用者人數減少的例子佔了八成以

上，詳如表九所示。 

表九：音讀規範政策效果分析 

類別 使用者比例 筆數 比例 (%) 

增加  4 10.26 
優勢變體（何） 

減少  2  5.13 

增加  3  7.69 
非優勢變體（何） 

減少 30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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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比對字音審訂文件和本研究調查之民眾習慣差異，可發現就交集的部分

看來，教育部 1999 年《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和 2012 年《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

（初稿）》，均有超過七成詞例取非優勢音，詳如表十所示。 

表十：教育部《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與民眾習慣比較 

年份 名稱 交集情形 

1999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 
優勢變體 37筆 (26.24%) 

非優勢變體 104筆 (73.76%) 

2012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初稿）》 
優勢變體 42筆 (29.58%) 

非優勢變體 100筆 (70.42%) 

 

一個詞例字音可能有多個變體，本研究和教育部 1999 年《國語一字多音審訂

表》交集 141個詞例，涵蓋 308個變體，其中 141個是使用者佔多數的優勢變體，

其他 167 個則為非優勢變體。本研究調查之優勢變體與教育部 1999 年審訂音之關

聯性，達統計顯著水準 (χ²=37.5, p<.001)。29 兩者交叉比對，141 個優勢變體中屬

非審訂音 104 個，屬審訂音 37 個，前者是後者 2.81 倍；167 個非優勢變體屬審訂

音 102 個，屬非審訂音 65 個，前者是後者 1.57 倍。結果顯示教育部審訂音以非優

勢變體居多，高達 73.38%（102個），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字音變體與審訂音 

 審訂音  

優勢變體（本研究） 是 否 合計 

是  37 104 141 

否 102  65 167 

合計 139 169 308 

 

本節討論音變趨勢和字音規範關係。整體而言，原本分歧的讀音趨於簡化，包

含：一、民眾使用習慣往優勢變體集中；二、字音作為詞類、詞義和構詞成分的區

別功能漸漸消失模糊。本研究、何佳儒 (2008)、《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教育

部 1999）的交集詞例計有 39 筆，其中接近八成五（33 筆，84.62%）優勢變體使

                                                 

29 《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部分內容只標示單字音，沒有提供詞例。此處審訂音比較對象採嚴格定

義，僅比較詞例相同部分，排除前述單字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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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越來越多，約增加一到三成使用者，顯示民眾習慣趨向某一變體（表五）。另

外，教育部的讀音規範未能達成預期目的，39 筆交集詞例中，超過八成（32 筆，

82.05%）審訂音使用者越來越少，僅「『創』傷」、「坎『坷』」、「糾

『葛』」3 筆非優勢變體的審訂音呈現增加趨勢（表八）。然而，根據本研究調查

結果，這 3 筆審訂音的使用者僅佔 16-25%，與擁有七八成使用者的優勢變體相

較，差距懸殊。此外，教育部 1999 年《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超過七成（102

個，73.38%）詞例讀音採非優勢變體，與社會多數民眾使用習慣不同（表十

一）。如何縮小兩者差距？如何看待優勢變體？本研究成果可作為未來字音審訂參

考。 

(三)擴充字音或填補空缺 

音變過程中影響的詞彙、語音和使用者比例以非對稱 (asymmetrical)、非同步 

(asynchronous) 方式發展，形成讀音擴充或空缺填補等結果。本節透過文獻比較，

說明上述變體新創和發展結果，可能取代字辭書上記載的歷史音讀，而形成社會主

流用法。 

以使用者讀音分歧的「剖」為例，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以下

簡稱「《修訂本》」），30「剖」只有動詞性用法，表示「從中分開」、「破

開」、「辨明」、「治理」等意思，讀作 [pʰow3]，又音 [pʰow1]。但根據本研究

調查結果存在至少六種變體，擴充了詞彙字音的可能性。所有調查字音之優勢變體 

[pʰwo3] 均為不見於《修訂本》的新創變體。此外，各式變體使用者比例並不一

致，各有偏好；最後，就字音變異的發展來說，無論是受影響的詞彙，或者字音音

質的改變，都是以非同步、非對稱方式發展演進，例如「『剖』析」不存在 

[pʰwo1] 或 [pʰow1] 等變體，詳見表十二。31 

                                                 

30 網址：https://dict.revised.moe.edu.tw/index.jsp。此典紀錄中古至現代各類詞語，兼採傳統音讀。就

編輯體例而言，又將使用習慣不同所產生的音讀區別開來，分為正讀和又音。 
31 本節採用部分語音樣本數未達百筆以上之詞例，於詞尾加注星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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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語音變異非同步發展 

變體 「剖」開* 「剖」面* 「剖」析* 解「剖」 

[pʰwo3] 56 (65.12%) 33 (62.26%) 22 (50%)0% 41 (40.59%) 

[pʰow3] 15 (17.44%) 20 (37.74%) 20 (45.45%) 33 (32.67%) 

[pʰwo1] 3 (3.49%)   23 (22.77%) 

[pʰwo4] 11 (12.79%)  1 (2.27%) 2 (1.98%) 

[pʰwo2]   1 (2.27%) 1 (0.99%) 

[pʰow1]    1 (0.99%) 

[pʰow4] 1 (1.16%)    

 

再以「凸」為例，根據《修訂本》，作形容詞用，表「高出的」、「突出的」

時，讀作 [tʰu2]，又音 [tje2] 和 [tʰu1]；作動詞用，表「突出」、「鼓起」時，讀

作 [ku3]。而語料庫證據顯示一聲和二聲使用者在「『凸』出」和「『凸』顯」等

詞例中相互競爭，優勢變體未超過八成。同時存在極少數新創的四聲使用者。在

「凹『凸』」一詞中，屬於《修訂本》「又音」的一聲用法完全取代「正讀」的二

聲用法，如表十三所示。 

表十三：「又音」取得優勢地位之一 

變體 凹「凸」 「凸」出 「凸」顯 

[tʰu1] 101 (100%) 80 (79.21%) 52 (51.49%) 

[tʰu2]  20 (19.8%)0 48 (47.52%) 

[tʰu4]  1 (0.99%) 1 (0.99%) 

 

同樣地，根據《修訂本》「混」作形容詞，表示「水勢盛大」、「汙濁不

清」，或作動詞，表示「摻雜」、「蒙騙」、「胡亂苟且」時，皆讀作 [xun4]，

又音 [xun2] 或 [xun3]。然而，變體競爭下，所有詞例的優勢變體均為《修訂本》

「又音」的三聲 [xun3]，除「『混』合」外，使用者均超過八成，如表十四所示。 

表十四：「又音」取得優勢地位之二 

變體 「混」濁 「混」淆 「混」凝土 「混」合 

[xun2] 7 (6.93%)   1 (0.99%)0 

[xun3] 91 (90.1%)0 87 (86.14%) 83 (82.18%) 62 (61.39%) 

[xun4] 3 (2.97%) 14 (13.86%) 18 (17.82%) 38 (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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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修訂本》，「播」僅有 [pwo4] 一個讀音，作動詞用，表達「下種」、

「傳布」、「放送」、「分散」、「逃亡」、「動搖」等語義。根據本研究調查結

果，新創的變體 [pwo1] 在所有詞例均為優勢變體，且使用者都超過八成以上，如

表十五所示。 

表十五：新創變體取得優勢地位 

變體 廣「播」 主「播」 「播」放 轉「播」 傳「播」 散「播」 

[pwo1] 101 (100%) 100 (99.01%) 100 (99.01%) 99 (98.02%) 87 (86.14%) 84 (83.17%)

[pwo4]   1 (0.99%)  1 (0.99%) 2 (1.98%) 14 (13.86%) 17 (16.83%)

 

字音沿著兩條路徑進行創新：一、可能是在既有音韻組合規則內擴充字音。如

表十六所示，「深『圳』」的翹舌變體  [ʈʂun4] 或「『拚』命」的四聲變體 

[pʰin4]，雖讀音另有其字，但未見於《修訂本》對「圳」、「拚」的音讀標注。 

表十六：字音擴充 

目標字 變體 比例 筆數／總筆數 

深「圳」* [ʈʂun4] 2.44% 1/41 

「拚」命 [pʰin4] 0.99% 1/101 

 

二、創新的另一種方式是空缺填補。華語音韻組合規律允許，但字辭書中並沒有對

應的詞例，可以視之為偶然空缺 (accidental gap)。如表十七所示，有些變體音韻組

合合語法（例如：[kʰwo1]、[nɤŋ4]），但字辭書中不存在對應的字彙。 

表十七：空缺填補 

目標字 變體 比例 筆數／總筆數 

概「括」* [kʰwo1] 3.45% 2/58 

瓦「楞」紙* [nɤŋ4] 6.82% 3/44 

 

本節以實例說明自由變異中的兩種變體創新方式。音讀的改變是以非同步、非

對稱的方式在詞彙間擴散，字音變體的更迭是漸進的連續體。使用者的偏好，讓新

創變體有可能取代歷史音讀，並成為優勢變體。語音變異發展是個動態過程，變體

間相互競爭，「創新」、「增減」、「消逝」都是自然發展的一部分。變體創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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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徑，一是在既有音韻組合規則內擴充原有字音可能性，一是填補音韻字彙對

應上的偶然空缺。傳統規範觀點，往往將特定理想化變體視為「標準」，甚至以不

存在任何使用者（或使用者比例極少）的音讀為「標準」，而將其他變體當作訛

誤、鄙俗，冠以「俗」、「訛」、「誤」、「異」、「方」、「混」、「懶」等字

眼，或較中性的「又」、「併」、「別」、「他」、「或」、「限」、「增」等標

記，為「非標準」變體特質定性或限縮其適用範圍。上述作法多從「主從」、「優

劣」、「他我」等著眼點進行區隔劃分，而昧於語言自然演化之特性和實際使用者

比例之事實。 

本研究基於描述性觀點和大型語料庫實證證據分析，切盼學者先進或主其事者

可透過本研究成果，從不同視角，就此一議題，再行斟酌、忖度。 

五、結語 

本研究基於語料庫實證證據分析，發現臺灣華語自由變異以聲調為主、讀音趨

向簡化、字音創新可能填補空缺或擴充字音。本研究也探討了當前語音規範的問

題，並提出建議，我們認為簡化學習目標，提升學習效率，能應用於生活情境，擇

一變體優先學習，並對其他常用變體作適當安排（例如：同時並列或因地制宜

等），是規劃教學流程時，比較合理務實的作法。「實用能用」、「先學後學」是

主要考量。最後，語料庫語言學或語言實證研究成果，是整體課程規劃、教學設

計、教材編纂和評量測驗的重要依歸，期盼本研究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本研究結

合電腦語料處理技術和傳統田野調查記音優勢，紀錄當代各式詞彙字音變體，提供

語音、詞彙和使用者比例間的動態互動分析結果。研究成果中，字音變動的類型和

趨勢的探討豐富了字音研究和語言演化理論的議題內容，統計數據也可提供字音審

訂，或作為教材辭書標音參考。同時，相關變體比例調查結果可以協助資訊工程參

數設定，提升電腦自動語音辨識準確率。除預期在學術和實務等面向作出貢獻外，

也期望本研究議題和方法的創新嘗試，能為語言學研究方法另闢蹊徑。 

本研究仍存在許多限制，包含：一、現行語音辨識工具精確性仍有待提升。辨

識錯誤或分詞錯誤只能人工排除，會增加調查時間人力成本。二、當前語料庫規模

仍有待提升。儘管當前語料庫已經涵蓋大部分口語高頻詞，仍有許多詞例屬於低頻

詞，不足百筆。若可用語音樣本不足，會限制研究成果的廣度和深度。以 Mark 

Davies開發的「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CA) 為例，COCA包含各式語料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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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個主要口語語料庫及其收錄字數分別為「電視語料庫」(TV Corpus) 3.25 億

字、「電影語料庫」(Movie Corpus) 2億字和「肥皂劇語料庫」(SOAP Corpus) 1億

字，均為巨量語料庫；因此，有待語音處理科技進一步發展，開發出更多有效率的

工具，後續研究即可與時俱進，配合運用。另外，也必須持續擴充自發性口語語

料，以增加語料庫規模和多樣性。語言改變涉及語言系統、社會和認知文化等因素 

(Labov 1994, 2001, 2010)，或者生理發聲、聽覺感知和聲學因素 (Garrett & Johnson 

2013; Pinget et al. 2020)。語言改變所延伸的機制、發展、原因和演化等議題，值得

仔細探究。相關變因複雜糾結，有待抽絲剝繭，逐一釐清。本文因篇幅關係，專注

在調查工具的創新、語言通則的歸納和語言規範的檢討等。基於前人基礎 (Hooper 

1976; Phillips 1984, 2006; Bybee 2002; Mompean 2008)，後續將進一步探討語法結

構、使用頻率與語音變異之相關性，藉以了解驅動音變的原因和條件，並拓展語音

研究議題和應用範圍。 

 

（責任校對：吳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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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字音變體和使用者比例32 

‧一個變體（22筆） 

1. 「骨」頭：[ku3] 2. 馬「虎」：[xu1] 3. 限「量」：[ljɑŋ4] 

4. 「尷」尬：[kan1] 5. 夫妻「倆」：[ljɑŋ3] 6. 凹「凸」：[tʰu1] 

7. 「縱」谷：[tsuŋ4] 8. 重「創」：[ʈʂʰwɑŋ4] 9. 乳「酪」：[lwo4] 

10. 「教」授：[tɕjɑw4] 11. 棄「養」：[jɑŋ3] 12. 牛「仔」：[tsaj3] 

13. 牛「仔」褲：[tsaj3] 14. 廣「播」：[pwo1] 15. 「更」生#：[kɤŋ1] 

16. 「俄」羅斯：[ɤ4] 17. 尷「尬」：[ka4] 18. 「瞭」解：[ljɑw2] 

19. 友「誼」：[i2] 20. 主「角」：[tɕjɑw3] 21. 兄弟「姊」妹：[tɕje3] 

22. 好萊「塢」：[u1]   

 

‧二個變體（101筆） 

1. 「炸」雞：[ʈʂa4] (96.04), [ʈʂa2] (3.96) 

2. 油「炸」：[ʈʂa4] (95.05), [ʈʂa2] (4.95) 

3. 「混」淆：[xun3] (86.14), [xun4] (13.86) 

4. 「混」凝土：[xun3] (82.18), [xun4] (17.82) 

5. 肉「燥」飯：[tsɑw4] (99.01), [sɑw4] (0.99) 

6. 「召」集：[ʈʂɑw1] (76.24), [ʈʂɑw4] (23.76) 

7. 「召」開：[ʈʂɑw1] (59.41), [ʈʂɑw4] (40.59) 

8. 號「召」：[ʈʂɑw1] (88.12), [ʈʂɑw4] (11.88) 

9. 附「著」：[ʈʂwo2] (98.02), [ʈʂɑw2] (1.98) 

10. 「處」女：[ʈʂʰu4] (98.02), [ʈʂʰu3] (1.98) 

11. 考「量」：[ljɑŋ2] (79.21), [ljɑŋ4] (20.79) 

12. 枯「萎」：[wej3] (58.42), [wej1] (41.58) 

13. 「波」浪：[pwo1] (73.27), [pʰwo1] (26.73) 

14. 奔「波」：[pʰwo1] (50.5), [pwo1] (49.5) 

15. 部「署」：[ʂu3] (92.08), [ʂu4] (7.92) 

16. 簽「署」：[ʂu3] (83.17), [ʂu4] (16.83) 

17. 連「署」：[ʂu3] (88.12), [ʂu4] (11.88) 

18. 「肖」像：[ɕjɑw1] (74.26), [ɕjɑw4] (25.74) 

19. 步「伐」：[fa2] (99.01), [fa1] (0.99) 

20. 砍「伐」：[fa2] (99.01), [fa1] (0.99) 

21. 「亞」洲：[ja3] (97.03), [ja4] (2.97) 

                                                 

32 圓括弧內數字為使用者比例，單位為百分比。就詞例樣本數而言，有 3 個詞例是 100 筆（以井字

號「#」標示），其他詞例皆是 10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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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亞」熱帶：[ja3] (99.01), [ja4] (0.99) 

23. 「液」態：[i4] (88.12), [je4] (11.88) 

24. 「液」體：[i4] (82.18), [je4] (17.82) 

25. 血「液」：[i4] (93.07), [je4] (6.93) 

26. 「血」液：[ɕɥe3] (62.38), [ɕje3] (37.62) 

27. 氣「血」：[ɕɥe3] (63.37), [ɕje3] (36.63) 

28. 心「血」：[ɕje3] (66.34), [ɕɥe3] (33.66) 

29. 熱「血」：[ɕje3] (78.22), [ɕɥe3] (21.78) 

30. 「蠕」動：[ʐu3] (91.09), [ʐu2] (8.91) 

31. 咀「嚼」：[tɕɥe2] (98.02), [tɕjɑw2] (1.98) 

32. 「挑」剔：[tʰjɑw1] (91.09), [tʰjɑw3] (8.91) 

33. 「間」斷：[tɕjen1] (50.5), [tɕjen4] (49.5) 

34. 挑「剔」：[tʰi4] (97.03), [tʰi1] (2.97) 

35. 「剔」透：[tʰi4] (71.29), [tʰi1] (28.71) 

36. 酒「吧」：[pa4] (75.25), [pa1] (24.75) 

37. 「強」迫：[tɕʰjɑŋ2] (98.02), [tɕʰjɑŋ3] (1.98) 

38. 「創」傷：[ʈʂʰwɑŋ4] (74.26), [ʈʂʰwɑŋ1] (25.74) 

39. 受「創」：[ʈʂʰwɑŋ4] (98.02), [ʈʂʰwɑŋ1] (1.98) 

40. 「蝙」蝠：[pjen3] (68.32), [pjen1] (31.68) 

41. 坎「坷」：[kʰɤ1] (83.17), [kʰɤ3] (16.83) 

42. 普「遍」：[pʰjen4] (96.04), [pjen4] (3.96) 

43. 「遍」布：[pʰjen4] (56.44), [pjen4] (43.56) 

44. 記「載」：[tsaj3] (86.14), [tsaj4] (13.86) 

45. 乘「載」：[tsaj3] (79.21), [tsaj4] (20.79) 

46. 滿「載」：[tsaj4] (80.2), [tsaj3] (19.8) 

47. 微「薄」：[pwo2] (98.02), [pɑw2] (1.98) 

48. 「薄」荷：[pwo4] (94.06), [pwo2] (5.94) 

49. 不「妨」：[fɑŋ2] (51.49), [fɑŋ3] (48.51) 

50. 「妨」礙：[fɑŋ2] (90.1), [fɑŋ3] (9.9) 

51. 「尾」巴：[wej3] (80.2), [i3] (19.8) 

52. 「耶」穌：[je1] (94.06), [je2] (5.94) 

53. 「埋」怨：[maj2] (85.15), [man2] (14.85) 

54. 糾「葛」：[kɤ3] (83.17), [kɤ2] (16.83) 

55. 「擁」抱：[yŋ3] (95.05), [yŋ1] (4.95) 

56. 「擁」擠：[yŋ1] (63.37), [yŋ3] (36.63) 

57. 「擁」有：[yŋ3] (71.29), [yŋ1] (28.71) 

58. 跳「躍」：[ɥe4] (69.31), [jɑw4] (30.69) 

59. 活「躍」：[ɥe4] (83.17), [jɑw4] (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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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克「難」：[nan4] (99.01), [nan2] (0.99) 

61. 「教」導：[tɕjɑw1] (87.13), [tɕjɑw4] (12.87) 

62. 「教」學：[tɕjɑw1] (97.03), [tɕjɑw4] (2.97) 

63. 巷「弄」：[nuŋ4] (98.02), [luŋ4] (1.98) 

64. 供「養」：[jɑŋ3] (99.01), [jɑŋ4] (0.99) 

65. 歌「仔」戲：[tsaj3] (89.11), [tsɿ3] (10.89) 

66. 雕「刻」：[kʰɤ1] (92.08), [kʰɤ4] (7.92) 

67. 「刻」板：[kʰɤ4] (61.39), [kʰɤ1] (38.61) 

68. 「刻」板印象：[kʰɤ4] (63.37), [kʰɤ1] (36.63) 

69. 味「噌」：[tsɤŋ1] (97.03), [tsʰɤŋ1] (2.97) 

70. 暴「露」：[lu4] (93.07), [low4] (6.93) 

71. 「露」出：[low4] (88.12), [lu4] (11.88) 

72. 主「播」：[pwo1] (99.01), [pwo4] (0.99) 

73. 散「播」：[pwo1] (83.17), [pwo4] (16.83) 

74. 傳「播」：[pwo1] (86.14), [pwo4] (13.86) 

75. 「播」放：[pwo1] (99.01), [pwo4] (0.99) 

76. 轉「播」：[pwo1] (98.02), [pwo4] (1.98) 

77. 「法」國：[fa4] (83.17), [fa3] (16.83) 

78. 「法」式：[fa4] (97.03), [fa3] (2.97) 

79. 徘「徊」：[xwaj2] (86.14), [xwej2] (13.86) 

80. 慷「慨」：[kʰaj3] (99.01), [kʰaj4] (0.99) 

81. 「崗」位：[kɑŋ3] (72.28), [kɑŋ1] (27.72) 

82. 「結」實：[tɕje1] (75.25), [tɕje2] (24.75) 

83. 木「頭」：[tʰow2] (88.12), [tʰow0] (11.88) 

84. 念「頭」：[tʰow2] (81.19), [tʰow0] (18.81) 

85. 上「頭」：[tʰow2] (75.25), [tʰow0] (24.75) 

86. 石「頭」：[tʰow2] (87.13), [tʰow0] (12.87) 

87. 骨「頭」：[tʰow2] (92.08), [tʰow0] (7.92) 

88. 人「們」：[mɤn0] (76.24), [mɤn2] (23.76) 

89. 我「們」：[mɤn2] (67.33), [mɤn0] (32.67) 

90. 孩子「們」：[mɤn0] (85.15), [mɤn2] (14.85) 

91. 「潛」力：[tɕʰjen3] (84.16), [tɕʰjen2] (15.84) 

92. 「潛」藏：[tɕʰjen3] (81.19), [tɕʰjen2] (18.81) 

93. 「潛」移默化：[tɕʰjen3] (85.15), [tɕʰjen2] (14.85) 

94. 「供」奉：[kuŋ4] (56.44), [kuŋ1] (43.56) 

95. 「供」養：[kuŋ4] (73.39), [kuŋ1] (26.61) 

96. 「逮」捕#：[taj3] (68), [taj4] (32) 

97. 「諷」刺：[fɤŋ3] (52.48), [fɤŋ4]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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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手「臂」：[pi4] (86.14), [pej4] (13.86) 

99. 電線「桿」：[kan3] (72.28), [kan1] (27.72) 

100. 「蛤」蠣：[kɤ3] (96.04), [kɤ2] (3.96) 

101. 針「灸」：[tɕjow1] (83.17), [tɕjow3] (16.83) 

 

‧三個變體（15筆） 

1. 顛「倒」：[tɑw3] (97.03), [tɑw4] (1.98), [tɑw2] (0.99) 

2. 「拚」命：[pʰin1] (98.02), [pʰan4] (0.99), [pʰin4] (0.99) 

3. 「混」合：[xun3] (61.39), [xun4] (37.62), [xun2] (0.99) 

4. 「混」濁：[xun3] (90.1), [xun2] (6.93), [xun4] (2.97) 

5. 「凸」顯：[tʰu1] (51.49), [tʰu2] (47.52), [tʰu4] (0.99) 

6. 「凸」出：[tʰu1] (79.21), [tʰu2] (19.8), [tʰu4] (0.99) 

7. 「撒」嬌：[sa3] (91.09), [sa1] (7.92), [ʂwa3] (0.99) 

8. 「脊」椎：[tɕi2] (77.23), [tɕi1] (16.83), [tɕi3] (5.94) 

9. 參「與」：[y3] (66.34), [y4] (32.67), [i4] (0.99) 

10. 「坊」間：[fɑŋ3] (86.14), [fɑŋ1] (11.88), [fɑŋ2] (1.98) 

11. 工作「坊」：[fɑŋ3] (50.5), [fɑŋ1] (41.58), [fɑŋ2] (7.92) 

12. 「紮」實：[tsa1] (61.39), [ʈʂa1] (37.62), [tsa2] (0.99) 

13. 感「慨」：[kʰaj4] (94.06), [kʰaj3] (3.96), [kʰaj1] (1.98) 

14. 「什」麼：[ʂɤn2] (55.45), [ʂɤ3] (42.57), [ʂɤn3] (1.98) 

15. 「偽」裝#：[wej3] (73), [wej4] (25), [wej2] (2) 

 

‧四個變體（2筆） 

1. 「紮」根：[tsa1] (54.46), [ʈʂa1] (38.61), [ʈʂa2] (5.94), [tsa2] (0.99) 

2. 鑰「匙」：[ʂʅ3] (86.14), [ʂʅ2] (10.89), [ʂʅ1] (1.98), [ʂʅ4] (0.99) 

 

‧六個變體（2筆） 

1. 包「括」：[kʰwo4] (32.67), [kwa1] (31.68), [kʰwa4] (18.81), [kʰwa1] (9.9), [kwa4] (5.94), 

[kwo4] (0.99) 

2. 解「剖」：[pʰwo3] (40.59), [pʰow3] (32.67), [pʰwo1] (22.77), [pʰwo4] (1.98), [pʰwo2] 

(0.99), [pʰow1]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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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and Trends of Free Variation in Taiwanese 

Mandarin: A Study Based on Speech Corpora 

Chou Yi-ming  Bai Ming-hong  Lin Ching-lung
∗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Compil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BSTRACT 

Language change occurs naturally and inevitably. Understanding the proportion 

of phonetic variant users is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the causes and trend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Au 2008).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research 

on Taiwanese Mandarin phonetics has been broad in scope and rich in results (Su 

2018).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Mandarin-speaking 

community of Taiwan on the frequency of phonetic variants, their interrelatedness, the 

trends of their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preferences. According to Her (2010), most 

phonetic research has involved focused but fragmented analyses, and a comprehensive 

linguistic discourse remains lacking. Rather than a conventional analysis of an acoustic 

property or phonological rul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phonetic free vari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was gathered from large speech corpora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 of phonetic variants.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 

These variants a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ones; (2) pronunciation has been 

simplified; and (3) phonetic innovation may fill gaps in, or expand, the phonetic 

inventory. 

Key words: heterophone, free variation, linguistic prescriptivism, corpus, dominant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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