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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語相關語言字音對應規律的統計，不論在音韻發展史、語言接觸或語音教

學各方面的研究，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有效的雙語字音對應規律統計，奠基

在精確的單語字音，以及多音字的適切對應。由於漢語相關語言種類繁多，其間

任何雙語的字音對應規律統計，在教學上皆有其應用價值，筆者因而嘗試將此工

作模組化。任何漢語相關語言，包括各種漢語方言，或日韓越語漢字音讀，只要

分別建立其與中古漢語的字音對應關係表，即可併入本資料庫，分別產生其與資

料庫內其他音系的字音對應規律。至於個別音系與中古漢語對應關係表的建立，

限於篇幅，暫不在此討論。 

 

【關鍵詞】漢字音、字音對應規律、字音教學、第二語言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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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文以台灣閩客華語與中古漢語的字音對應為例，分享漢字雙語字音對應關

係表的模組設計及其應用。本文所謂「閩南語」，以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

辭典》詞目主音讀為依據和討論範圍，「客家話」根據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

詞辭典》四縣腔詞目音讀，「華語」則以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相對字音為依據。 

根據筆者的觀察，漢字雙語字音對應規律的統計，分別透過其與中古漢語的

字音對應關係來探究，所得到的結論，不論在音韻史的研究或相關語言的教學上

的應用，皆具有積極的意義。本文擬先說明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的模組設計要

領，再分享利用 Excel樞紐分析表功能進一步製作雙語字音對應規律統計表的方

法。 

2. 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關係關係關係關係表的表的表的表的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2.1 以中古漢語音系為樞紐以中古漢語音系為樞紐以中古漢語音系為樞紐以中古漢語音系為樞紐 

不論是基於歷史傳承的演變，抑或語言接觸的結果，現代漢語方言和域外漢

字譯音，皆與中古漢語存在相當整齊的對應規律。任何現代漢語相關語言彼此間

的字音對應規律，相較於其與中古漢語的對應規律，皆顯得較為複雜。透過古今

漢字音類的對應規律，往往有助於理解現代雙語之間的對應規律。因此，釐清各

個現代漢語方言和域外漢字譯音與中古音類的對應規律，即為進一步探究古今音

變和現代雙語字音對應規律的基礎。基於這點認識，本模組的設計，即以中古漢

語音系為樞紐，先分別建立個別方言現代字音與中古漢語的對應關係，再將其彙

整為古今字音彙總表。 

2.1 建立古今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建立古今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建立古今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建立古今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 

古今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製作的關鍵，在於多音字的適切對應，而非毫無章

法的充分對應。例如：「中」字在中古音系有「通開三平東知、通開三去送知」

二讀，在閩南語則有「tiong、tiòng、tìng」三讀。若將此五音充分對應，可得如

下六筆雙語對應關係： 

表 1 古今雙語充分對應關係表 

序號 字號 字 中古 出處 閩南語 

1 a00020 中 通開三平東知 廣 tiong1(文) 

2 a00020 中 通開三平東知 廣 tiong3(文) 

3 a00020 中 通開三平東知 廣 ting3(白) 

4 a00020 中 通開三去送知 廣 tiong1(文) 

5 a00020 中 通開三去送知 廣 tiong3(文) 

6 a00020 中 通開三去送知 廣 ting3(白) 



漢字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的模組設計與運用 

 3 

唯其中第 2,3,4筆皆不符古今字音對應規律，在進行古今對應規律彙總統計，

或現代雙語對應規律輔助學習十，不僅增加規則的複雜性，且有礙於學習、研究，

因此應將其剔除。至於這方面的篩選過濾，限於篇幅，暫不在此討論。 

2.2 建立漢字古今字音彙總表建立漢字古今字音彙總表建立漢字古今字音彙總表建立漢字古今字音彙總表 

個別現代音系與中古漢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建立完成之後，即可進一步以中古

漢語字音為樞紐，將其彙整於同一份資料表，以便後續製作雙語對應關係表。其

格式如下： 

表 2 中古漢語與閩客華語字音彙總表 

序號 字號 字 中古 出處 閩南語 客家話 華語 

1 a00001 一 臻開三入質影 廣 it4(文),tsit8(替) id4(文) ㄧ 1(文) 

2 a00002 丁 梗開二平耕知 廣   ㄓㄥ 1(文) 

3 a00002 丁 梗開四平青端 廣 ting1(文) den1(文) ㄉㄧㄥ 1(文) 

4 a00003 七 臻開三入質清 廣 tshit4(文) qid4(文) ㄑㄧ 1(文) 

5 a00004 三 咸開一去闞心 廣 sam3(文)  ㄙㄢ 4(文) 

6 a00004 三 咸開一平談心 廣 sam1(文),sann1(白) sam1(文) ㄙㄢ 1(文) 

2.3 建立現代建立現代建立現代建立現代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 

建立古今字音彙總表之後，即可針對彙總表內任何雙語，製作字音對應關係

表。其具體作法，即將彙總表內雙語皆有字音之紀錄，使其充分對應。例如根據

上表，可以推得閩客雙語字音對應關係如下表： 

表 3 台灣閩客語字音對應關係表 

序號 字號 字 中古 出處 閩南語 客家話 

1 a00001 一 臻開三入質影 廣 it4(文) id4(文) 

2 a00001 一 臻開三入質影 廣 tsit8(替) id4(文) 

3 a00002 丁 梗開四平青端 廣 ting1(文) den1(文) 

4 a00003 七 臻開三入質清 廣 tshit4(文) qid4(文) 

5 a00004 三 咸開一平談心 廣 sam1(文) sam1(文) 

6 a00004 三 咸開一平談心 廣 sann1(白) sam1(文) 

2.4 標註標註標註標註現代字音現代字音現代字音現代字音的的的的層次屬性層次屬性層次屬性層次屬性 

文白讀系統的對應，往往有所區別；訓讀字音，更多半違反雙語字音對應規

律，在後續應用時，需要個別處理；借音字與本字之差別，僅在字義是否吻合，

在字音對應的層面上，則無需加以區別。對於現代字音，逐一標明層次屬性，在

後續應用時，即可視需要分別處理。 

2.5 拆解現代字音的音節成分並分析其音韻屬性拆解現代字音的音節成分並分析其音韻屬性拆解現代字音的音節成分並分析其音韻屬性拆解現代字音的音節成分並分析其音韻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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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的演變，並非孤立現象。自然音群的各個音韻類別，通常具有相同的演

變趨向。因此，上列各音系字音，必須進一步拆解其聲韻調，並分析其聲韻調的

音韻屬性。例如聲母的五音、清濁和送氣屬性，韻母的介音、韻腹、韻轍、韻尾

等，充分加以分析，有助於後續的歸納統計，以便教學、研究。例如： 

表 4 台灣閩客語字音屬性對應關係表 

字號 字 
中古音

類 

出

處 
閩南語 

閩

文

白 

客家

話 

客

文

白 

閩

聲 

閩

韻 

閩

調 

客

聲 

客

韻 

客

調 
閩部位 閩方式 

閩

清

濁 

閩送氣 客部位 客方式 

客

清

濁 

客送氣 
閩

呼 

閩

韻

腹 

閩

韻

尾 

閩

韻

轍 

閩韻

部 

客

呼 

客

韻

腹 

客

韻

尾 

客

韻

轍 

客韻

部 

a00001 一 
臻開三

入質影 
廣 it4 文 id4 文 Ø it 4 Ø id 4 喉音 零聲母 濁 不送氣 喉音 零聲母 濁 不送氣 

齊

齒 
i t it 

塞尾

韻 

齊

齒 
i d id 

塞尾

韻 

a00001 一 
臻開三

入質影 
廣 tsit8 替 id4 文 ts it 8 Ø id 4 舌尖前音 塞擦音 清 不送氣 喉音 零聲母 濁 不送氣 

齊

齒 
i t it 

塞尾

韻 

齊

齒 
i d id 

塞尾

韻 

a00002 丁 
梗開四

平青端 
廣 ting1 文 den1 文 t ing 1 d en 1 舌尖音 塞音 清 不送氣 舌尖音 塞音 清 不送氣 

齊

齒 
i ng 

in

g 

鼻尾

韻 

開

口 
e n en 

鼻尾

韻 

a00003 七 
臻開三

入質清 
廣 tshit4 文 qid4 文 

ts

h 
it 4 q id 4 舌尖前音 塞擦音 清 送氣 舌面音 塞擦音 清 送氣 

齊

齒 
i t it 

塞尾

韻 

齊

齒 
i d id 

塞尾

韻 

a00004 三 
咸開一

平談心 
廣 sam1 文 sam1 文 s am 1 s am 1 舌尖前音 擦音 清 不送氣 舌尖前音 擦音 清 不送氣 

開

口 
a m 

a

m 

鼻尾

韻 

開

口 
a m am 

鼻尾

韻 

a00004 三 
咸開一

平談心 
廣 sann1 白 sam1 文 s ann 1 s am 1 舌尖前音 擦音 清 不送氣 舌尖前音 擦音 清 不送氣 

開

口 
a nn 

an

n 

鼻化

韻 

開

口 
a m am 

鼻尾

韻 

3. 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規律統計規律統計規律統計規律統計表的表的表的表的製作與判讀製作與判讀製作與判讀製作與判讀 

完成前述雙語字音屬性對應關係表之後，即可利用 Excel 樞紐分析表的功

能，進一步製作雙語字音對應統計表。茲以閩南語與中古漢語對應為例，說明其

製作方法與判讀要領。為省篇幅，閩南語的字音屬性，僅區別其聲韻調，其細部

屬性的對應規律統計，可仿此方式進行。 

3.1 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統計統計統計統計表的製作表的製作表的製作表的製作 

經過聲韻調拆解的閩客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如下表： 

表 5 《閩語典》與《廣韻》字音對應資料表示例 

字 音 合計 聲 韻 調 攝 呼 等 調 韻 聲 

一 it4 43 Ø it 4 臻 開 三 入 質 影 

一 tsit8 114 ts it 8 臻 開 三 入 質 影 

乙 it4 1 Ø it 4 臻 開 三 入 質 影 

七 tshi1 1 tsh i 1 臻 開 三 入 質 清 

七 tshit4 27 tsh it 4 臻 開 三 入 質 清 

九 kau2 17 k au 2 流 開 三 上 有 見 

九 kiu2 6 k iu 2 流 開 三 上 有 見 

了 liau2 29 l iau 2 效 開 四 上 篠 來 

二 ji7 41 j i 7 止 開 三 去 至 日 

3.1.1 啟動樞紐分析表精靈啟動樞紐分析表精靈啟動樞紐分析表精靈啟動樞紐分析表精靈 

開啟雙語字音對應資料表之後，在資料表範圍內，點選表格上方功能表列的

「資料→樞紐分析表及圖報表(P)」。如下圖 1，即可啟動樞紐分析表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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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樞紐分析表選單 

3.1.2 選取資料來源選取資料來源選取資料來源選取資料來源 

啟動樞紐分析表精靈之後，確認要分析的資料來源為「Microsoft Excel 清單

或資料庫」，以及建立報表型式為「樞紐分析表」，再點按「下一步」，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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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樞紐分析表型式設定 

若確認資料表範圍無誤，則再點選「下一步」，如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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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樞紐分析表範圍設定 

3.1.3 確認存放位置確認存放位置確認存放位置確認存放位置 

接著點按「完成」紐，準備將樞紐分析結果存入另一張新工作表，如下圖 4： 

 
圖 4 樞紐分析表存放位置設定 

3.1.4 設定表格形式設定表格形式設定表格形式設定表格形式 

接著進行表格欄列設定，將所要設定的欄位，從「欄位清單」中拖曳到相對

的位置。其中「資料欄位」若是數字屬性(如本例「合計」欄，可以執行各項加

總；若為文字屬性，則可統計紀錄筆數，本文皆以統計紀錄筆數的方式處理，因

此可將「字」欄拖曳至此。如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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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樞紐分析表欄位設定 

最後再將「欄位清單」中的「聲」拖曳至左欄，「閩聲」拖曳至上列，「字」

拖曳至「資料欄位」處，即完成本項統計。如下圖 6： 

 

圖 6 樞紐分析表統計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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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樞紐分析表的基本製作模式。此外，欄、列的欄位並不限定一個，如

上例若僅設「列欄位」而不設「欄欄位」，則將在各列「B」欄列示各類古聲「總

計」值，亦即省略上圖「B-S」欄的內容；「列欄位」也可以比照這種模式省略。

反之，若需進行多層的分類統計，僅須依序將主分類與次分類欄位拖曳到「列欄

位」或「欄欄位」即可獲得。 

再者，如需對原始資料做特定條件的篩選，例如只查看上例中屬於特定韻攝

的統計結果，則可以將「樞紐分析表的欄位清單」中的「攝」拖曳到第一列所示

「將分頁欄位拖曳到這裏」的位置，如此即可用下拉式選單來篩選特定的韻攝。 

3.2 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雙語字音對應統計統計統計統計表的應用表的應用表的應用表的應用 

3.2.1 主次對應的判讀主次對應的判讀主次對應的判讀主次對應的判讀 

圖 6 樞紐分析表中各項數字，即代表欄列交集的資料筆數。如第 8 列 E 欄

中的數字 10，即表示《廣韻》「以」紐字，在《閩語典》詞目音讀中讀「j」聲母

者有 10 筆；L 欄中數字 112，即表示「以」紐讀「零聲母」者有 112筆。比對同

列各欄或同欄各列的數值，即可輕易區別各類對應的主次地位，甚至例外對應。

如本例即可得知：中古「以」紐對應的閩南語聲母主要是零聲母，其次則是「j」

聲母，至於其餘各類，則都可以視為例外對應。 

3.2.2 原始資料的查核原始資料的查核原始資料的查核原始資料的查核 

點按兩下樞紐分析表中各數字，並可另開新工作表列示符合該筆對應之所有

紀錄內容。如點按本例之數字 10，即可查見下表： 

表 6 樞紐分析表對應資料內容示例 

字字字字 今音今音今音今音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今聲今聲今聲今聲 今韻今韻今韻今韻 今調今調今調今調 攝攝攝攝 呼呼呼呼 等等等等 調調調調 韻韻韻韻 聲聲聲聲 

銳 jue7 1 j ue 7 蟹 合 三 去 祭 以 

諭 ju7 1 j u 7 遇 合 三 去 遇 以 

裕 ju7 2 j u 7 遇 合 三 去 遇 以 

榆 jiu5 1 j iu 5 遇 合 三 平 虞 以 

瑜 ju5 1 j u 5 遇 合 三 平 虞 以 

渝 ju5 1 j u 5 遇 合 三 平 虞 以 

愈 ju2 1 j u 2 遇 合 三 上 麌 以 

愉 ju5 1 j u 5 遇 合 三 平 虞 以 

喻 ju7 3 j u 7 遇 合 三 去 遇 以 

俞 ju5 2 j u 5 遇 合 三 平 虞 以 

 

由此可見其所對應的中古音，多為「遇攝合口三等」。如此既可得知主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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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字例，對於例外對應，也可以快速查得詳細資訊，做為加強記憶的素材。對

於雙語對應規律的統計而言，可說是一項利器。 

3.2.3 進階分類統計進階分類統計進階分類統計進階分類統計 

若分析表中所對應的紀錄類型較為複雜，點按對應數字產生原始紀錄清單

後，可以再用前項方法，以該份新資料表做為分析對象，再次進行紓紐分析，欄

位項目亦可重新設定，如此有助於釐清主次對應的分化條件。例如：點按圖 6 中

「T8」儲存格位置的數字 134，即可查得所有「以」紐字的新資料清單；再以此

清單為基礎，設定「列欄位」為「閩聲」、「欄欄位」為「層次」，即可產生以下

「以」紐字閩南語各聲母的層次分布分析。 

表 7 樞紐分析表對應資料進階分析示例 

層次 

閩聲 
文 白 俗 替 總計 

b b    1 1 

l l   1  1 

ts ts  2   2 

tsh tsh  1   1 

dz j 9 1   10 

s s  4   4 

k k   1  1 

kh kh    1 1 

g g   1  1 

Ø Ø 81 24 2 5 112 

總計 90 32 5 7 134 

4. 檢討與展望檢討與展望檢討與展望檢討與展望 

本文說明雙語字音對應關係表的模組設計要領，並分享利用 Excel 樞紐分析

表功能進一步製作雙語字音對應規律統計表的方法。至於模組程式使用的古今字

音對應關係表的製作方法，因須經過反覆辯證與人工檢驗，不遑在此申論。依本

模組目前的功能，僅需將其他相關語言字音以中古音類連結匯入，即可製作其與

資料庫內各音系的雙語對應規律。至於實際應用狀況，因應不同的拼音系統，可

能尚需經過部分調整。謹以目前現狀，就教於方家，敬請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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