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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要

龜山閩南方言，據歷代方言地圖集，多處於「正身未明」的狀態，直至近代地圖集才幾乎確定為漳州腔及泉州腔的交界地。根據前輩學者研究推估，兩種腔調的競爭、融合關係，多少都會保留兩者腔調的特色。因此筆者設計漳州腔及泉州腔例字，採實地調查以記錄當地居民語音，同時輔以深度訪談、社會語言學的項目調查，探求當地居民背後的語言態度，及龜山區閩南語的語言地位。

本文期望透過實地探訪，呈現最真實的龜山閩南方言。並比較前輩學者的方言研究，合理假設龜山閩南方言的演變。在探求當地方言演變過程的同時，亦展望能盡可能的紀錄龜山閩南方言的現狀。
	摘要(英)	In Taiwan Taoyuan City Guishan Dist,That Min dialects in map researches over the years have been vague. Until the research of modern atlas, it almost determines to be the junction of Zhangzhou accent and Quanzhou accent. According to previous scholars′ research estimates, the competition and fu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ccents will ret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accents to some extent. Therefore, the author designed the characters of Zhangzhou dialect and Quanzhou dialect, and conducted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to record the pronunci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supplemented by in-depth interviews and sociolinguistic project investigations, to explore the language attitudes behind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linguistic status of Hokkien in Guishan Dist.
	關鍵字(中)	
      	  ★ 閩南方言
★ 漳州腔
★ 泉州腔
★ 語言接觸
★ 混合腔閩南語	關鍵字(英)	
      	  
	論文目次	目錄

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致謝詞    iii

目錄    iv

第一章    緒論    1

1-1研究目的：    1

1-2文獻回顧與評述    8

1-3研究材料與範圍    14

1-4研究方法    17

1-5論文架構    19

1-6發音人資料    21

第二章    龜山區漳州腔的形態    27

2-1 臺灣漳州腔分布及特徵    27

2-2 在龜山閩南語幾個聲母中的表現    31

2-3 在龜山閩南語幾個韻攝中的表現    33

2-4 漳州腔在龜山閩南語的現象歸類、分析    36

第三章    龜山區泉州腔的形態    45

3-1臺灣泉州腔分布及特徵    45

3-2在龜山閩南語幾個聲母中的表現    47

3-3在龜山閩南語幾個韻攝中的表現    49

3-4泉州腔在龜山閩南語的現象歸類、分析    53

3-4-1文白異讀    53

第四章    以社會語言學角度檢視    56

4-1 問卷設計內容及資料蒐集    56

4-1-1 檢討與改進    64

4-2 龜山閩南語在各年齡代表的表現特徵    65

4-2-1 老年層發音人    65

4-2-2 中年層發音人    69

4-2-3 青年層發音人    76

4-3 微觀世代的差異    80

4-3-1 語言態度及社群的語言安全感    80

4-3-2 因故移居在語音影響上的表現    81

4-3-3 職業類別於腔調、世代的表現    82

第五章    龜山閩南語與臺灣國語    84

5-1 龜山閩南語的腔調分布    84

5-2 與臺灣普通腔的關係    87

5-3 影響龜山閩南語變化的推測    88

第六章    結論    90

參考文獻    91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一、    專著：

丁邦新、楊秀芳、羅肇錦等《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中原週刊社客家文化學術研究會），1997年。

李榮等編：《中國語言地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李榮等編：《中國語言地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洪惟仁：《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年修訂版。

洪惟仁：《臺灣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臺灣語言地圖集Ⅱ》（台北，前衛出版社），2019年。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新修桃園縣志──住民志》（桃園，桃園縣政府），2017年。

桃園縣龜山鄉公所編：《龜山鄉志》（桃園，桃園縣龜山鄉公所出版），1997年。

張光宇：《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台北：五南出版社，） 2016年。

陳淑娟：《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4年。

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第六卷），1997年。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纂，《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調查別》（台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年。翻譯：陳漢光。

戴黎剛：《閩語的歷史層次及其演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二、    單篇／期刊論文：

王洪君：〈文白異讀、音韻層次與歷史語言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6年），頁22–26。

王洪君：〈文白雜配與析層擬測〉，《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下冊），（臺北市：中研院語言所，2006年8月），頁351-370。

林育辰〈國民政府遷臺後臺灣推行國語運動之探討：1949-2003〉，《弘光學報》第27期，89-106頁，2020年9月。

林育辰〈戰後初期臺灣推行國語運動之探討：1945-1949〉，《環球科技人文學刊》第27期，19-31頁，2021年2月。

洪惟仁：〈世紀初桃園語言社會學調查報告〉，《台灣語文研究》 2004年，99–124頁。

洪惟仁：〈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敲開語言的窗口：華語的使用現象（情況與調查）》2010年，（馬來亞大學，馬來西亞語言暨應用語言學系學術論文）頁1-39。

洪惟仁：〈台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台北：國立師範大學）頁119-158。

洪惟仁：〈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二十七期（台北：中央研究院）2006年，頁10-25。

洪惟仁：〈桃園大牛椆方言的形成與發展──發祥地的追溯與語言層次、共時演變的分析〉，《台灣語文研究》第一期，（台北：萬卷樓出版）2003年，頁25-67。

曹逢甫〈台灣閩南語共同腔的浮現：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的探討〉，《語言暨語言學》，（第14卷第2期），2013年，頁457-484。

楊秀芳：〈論文白異讀〉，《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81-105。

三、    碩博士論文：

于淑蓉：《清領時期桃園龜山地區的拓墾》，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14年。

李仲民：《從地理語言學論臺灣閩南語語言地圖的編製觀念與方法：以臺灣東北部閩南語研究為樣本》，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邱以正：《花蓮鳳林四海話音韻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3年。

洪惟仁，《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四、    會議專刊或專題研討會論文：

駱嘉鵬，〈台灣閩南語受到台灣國語影響的音變趨勢〉。第九屆閩南方言國際研討會，福建，福建師範大學，2005。

五、    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網址：https://www.rchss.sinica.edu.tw/main.php。時間：2021/02）

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縣市遷入及遷出〉，《人口統計資料》，（網址：https://www.ris.gov.tw/。時間：2021/02）

行政院主計處：〈國內遷徙調查〉，《SRDA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時間：2021/10）

行政院主計處〈69年國內遷徙調查〉至〈101年國內遷徙調查〉，《國內遷徙調查》。（網址：https://www.stat.gov.tw/np.asp?ctNode=452。時間：2021/10）

行政院主計總處：《三大普查統計資料平台》。（網址：https://www.stat.gov.tw/np.asp?ctNode=540。時間2021/02。）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龜山地政事務所》。（網址：https://www.guishan-land.tycg.gov.tw/home.jsp?id=4&parentpath=0,1。時間2021/12。）

桃園區公所：《桃園區行政區域圖》，2021年。（網址：。時間2021/12。）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日治時期統計檔案』資料庫》。（網址：http://tadels.law.ntu.edu.tw/。時間：2021/1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cdc.gov.tw/2019ncov/taiwan時間：2021/12。）
	指導教授	
      	  鄭曉峯
廖湘美
      	 	審核日期	2022-1-26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