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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netic Attraction” and “Homonymic Collision” are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 linearity of 

lexical change. These "non-linear change" may have a much greater impact on language changes than "linear change."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two words "sister"(Muē) and "congee”(muê) in Hokkien in Taiwan as examples to observe 

how the language produces "phonetic attraction" and  proceeds " homonymic avoidance "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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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中的“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 

李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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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类音牵引”与“同音冲突”是干扰词汇连续性变化的重要 “内因”，这些“非连续性变化”对语言变化的

影响，可能远大于“连续性变化”。本文将以台湾闽南方言中的“妹”与“糜”二字，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

中，是如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如何进行“同音回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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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然而传统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大多只重视“连续性

的变化”的规律。对于历史音变规律的例外，往往视

而不见无法正视这些历史音变规律的例外（非连续性

变化）。这些“非连续性变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可

能远大于“连续性变化”。然而这些“非连续性变化”因

为是不规律的，所以以寻求语言变化规律为宗旨的历

史语言学研究只能排除这些变化规律的例外。 

汉语方言中的“非连续性变化 ”，是由岩田礼

（2011）所提出。它并指出导致非连续性音变的因

素，常见的有“通俗词源”、“类音牵引”、“同音冲突”、

“类推”以及“方言接触”等因素。这对于研究语言的非

连续性变化，有着启发性的指导作用。为了进一步阐

明语言的非连续性变化，本文将以台湾西部沿海的闽

南语为例，利用 glottogram（グロットグラム）的图

表说明语言“非连续性变化”中的“类音牵引”与“同音

冲突”的作用。 

2.Glottogram（グロットグラム） 

glottogram 是日本独自发展出来，可以同时观察方

言在地理和年龄层差异的方言研究法。所谓

glottogram 是指一种图表，一方向的轴表示地点，另

一方向的轴表示年龄。将方言调查的结果以各式各样

的符号记录在图表中。因为图表可以同时展现方言在

不同地理和不同年龄层中状态，也被称为“地理年代

言语图”。由于グロットグラム图表可以同时显示出区域

差异和在同一时间的年龄差异，所以非常适合用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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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方言的变化和方言传播的状态。1969 年日本学者

德川宗贤首次运用グロットグラム在新潟县糸鱼川市的

方言研究上（图 2），对早川流域从下游往上游进行

直线性的调查。如今 glottogram 在日本已广被学者所

运用，是非常普遍的调查研究方式。如日本学者井上

史雄(2003、2011)、都染直也所带领的甲南大学方言

研究会的一系列 glottogram 调查研究。 

glottogram 是一个研究受访者年龄和地理条件要

素关系的术语。glottogram 这研究法在日本的地理语

言学界被发展和命名。在日本语言中语言变体与社会

人口统计学最重要的一项相关因素（条件），是世代

（年龄上）的差异不同。调查点（位置）和调查对象

年龄的参照的图表编制，是 glottogram的发明的基础。

glottogram 是一种图表不是地图，「glotto」是指关于

“语言上的”和「gram」指关于“图表”。グロットグラム的

名称首次被使用在 1969 年日本学者德川宗贤在新潟

县糸鱼川市的方言研究上。在 1980 年代第一个多种

glottogram 的汇编出现了。在 1990 年代 glottogram 的

研究大为兴盛，日本许多地区有都 glottogram 的研究

成果（图表）出现。不过到上世纪 90 年代的尾声，

像这样的 glottogram 研究开始衰落。 

glottogram能详细告诉我们因吸收新形式所产生

的语言接触及语言变化的动态，这是它们的长处。但

glottogram的研究有个限制，就是调查点的安排必需

是线性的。而李仲民（ 2011）以三维立体化的

glottogram方法要来展现一个广大区域的语言变迁获

得成功，将glottogram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方向。 

3.实际方言中的“类音牵引”与“同音冲

突” 

闽南语是中国福建省南部方言，其下又可以分为

泉州次方言（以下简称 Q 方言）、漳州次方言（以下

简称 Z 方言）。原本 Q 方言与 Z 方言除了相邻的地

区会产生语言接触，形成部分混淆的现象，大体而言

是稳定的。但闽南人移民台湾，因移居地的杂混、来

往的频繁，使得 Q 方言与 Z 方言接触的机会大为增

加，造成原来各自内部系统稳定的 Q 与 Z 方言，开

始产生变化。本文将以“糜”字（ber（bǝ）、mainn（mãi）、

muenn（mũe）、be）与“妹”字（ber（bǝ）、mainn

（mãi）、muenn（mũe）、be）为例，利用グロット

グラム（glottogram）的图表，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

程中，是如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如何进行“同音回避”

的作用。 

3.1.“糜”、“妹”两个字的地理分布和年龄
分布 

由下列的グロットグラム的图表可以看到， “糜”、

“妹”这两个字，不同变体间都有自己分布的区域或年

龄区间，变体间彼此并不混杂。 

（1）“糜”（表 1）：地点 22~34 之间分布着○：

mũe；地点 1~16 之间分布着●：muãi;地点 18~20 之间

的中、老年层分布着□：be;地点 21~28 之间分布着★：

bǝ（ɘ）。这也是移民来源不同所造成的分布，但来

自南方的●：muãi 很明显地在往北方扩张。 

（2）“妹”（表 2）：在地点 19~28 之间分布着★：

bɘ（ǝ）；地点 15~25 之间分布着□：be;○：mũe 则广

布在这个区域，且越年轻势力越大。 

表 1  glottogram 图表-“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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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glottogram 图表-“妹”字 

 

3.2.同音冲突与类推、类音牵引 

根据 Q 方言韵书《汇音妙悟》（1800 年）与 Z 方

言韵书《汇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 年）记录，无

论在 Q 或 Z 方言中，“糜”与“妹”本应该是同音。但由

上面两个表中可以看到，自四湖乡（地点 17）到小

港区（地点 01）“糜”与“妹”大多已经变成不同音了。

也就是说这段区域已经产生了语音变化，所以“糜”与

“妹”的音读产生不同。 

（1）同音冲突 

“妹”念成“○：mũe”这个音（是 Z 方言的音），

在台湾由北到南都存在，但中部地区只有中、青年层

以下是这个念法，中、老年层保留“★：bɘ”或“□：

be”的念法。可见“mũe”这个音，是从中部开始分

别朝北、南两个方向逐步取代 Q 方音。 

在“糜”这个字上，可以清楚看到 Z 方言音北上、

南下的扩散现象。但本应与“妹”字同音的“糜”，在东

石乡(地点 15)以南，却大多变成不同音了。造成“妹”

字与“糜”字不同音的原因，是因为“妹”字与“糜”字同

音会产生“同音冲突”，因而“糜”字进行了“回避”。 

可是在闽南语几百年的历史中，“妹”字与“糜”字一

直同音，为什么没发生“同音冲突”进而产生“同音回

避”的现象，而在台湾却发生了呢？这是因为台湾西

部沿海地区本为 Q 方音的分布区域，但现今已被 Z

方音所入侵，因此对本地区而言 Z 方音是外来的新形

式，由于是外来的新形式，所以不再保留古韵书的系

统，而是以实用性的辨别为首要，因此“同音冲突”变

成无法忍受的现象，从而发生“同音回避”的现象。 

（2）类音牵引 

在 05、09、18、19、20 这几个地点，在对 1960

年代以后出生的发音人调查中可以发现，“妹”字与

“糜”字还是同音，都读作 mũe。我们不认为这是“返

古”的现象，而是“类音牵引”的结果。原因在于： 

a.因为此区本应是 Q 方音的分布区域，所以对于

该区域 Q 方言的使用者来说，Z 方音的任何形式，都

是外来的新形式，所以并无古形式残留的问题。 

b.由于这现象产生在 1960 年代以后，可见是新产

生的现象。会产生此现象，我们认为是因为“类音牵

引”的作用所造成的结果。“糜”字音因为受了“妹”字音

的“牵引”，所以二字又变成同音。1960 年代以后的发

音人会产生“类音牵引”的作用，是因为在台湾的闽南

语中“妹”、“糜”、“梅”、“媒”、“袜”等 5 个字的念法

非常混杂。由于这 5 个字的字音混杂，青年层不易掌

握正确念法，所以“类音牵引”与“类推”作用便产生

了。 

4.结论 

台湾是近代移民地区，汉族移民历史大约只有 400

年的时间。这些移民入垦台湾不但远离了原居地，也

造成与不同方言使用者的移民混居，因此语言接触非

常频繁，所以台湾是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如何

变化的宝库。 

本文以台湾闽南语的“糜”字与“妹”字为例，借由

glottogram 的图表，观察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是如

何产生“类音牵引”与如何进行“同音回避”的作用。在

表 1 与表 2 中可以看到本应同音的“糜”字与“妹”字，

在台湾南部形成不同音的现象。会形成这个变化的原

因，在于这个调查区域本属于 Q 方言分布地区，但现

今正逐渐被 Z 方言所取代。对此调查区域的人来说，

Z 方言是入侵的新形式。语言的入侵并非有系统、有

规律的取代，多是单字、单词逐个取代。所以在闽南

语系统中本为同音的字，由于有不同被取代的过程，

因此有着各自不同的变化。在这个环境下“同音冲突”

与“类音牵引”产生了作用，“糜”字与“妹”字由于“同

音冲突”发生了“同音回避”现象，但又因为两字的

念法相近，在青年层由于“混淆”而产生了“类音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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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作用，使得“糜”字与“妹”字两字又变成了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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