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Saussure）說：「語言學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

上的差異。」語言差異的研究，因此成為當代語言學最主要的研究形式。十九世

紀末在歐洲興起的「地理語言學」，正是這種思想的落實。「地理語言學」的出現，

讓語言學的研究更趨於經驗論、實證論、科學性化的研究，所以「地理語言學」

的開展，與近代語言學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論文以地理語言學（geolinguistics）的研究為宗旨，除了檢討傳統地理語

言學的研究方法外，並討論地理語言學研究方法與理論的改進與創新。再以此原

則進行臺灣東北部漳州腔(台灣內埔腔)地理語言的調查研究。利用統計圖表與語

言地圖，展現臺灣東北部漳州腔的特色與地理分佈。並更進一步對此方言片，進

行整體性的觀察與研究。 

基於上述寫作目標，本論文分為以下八個章節詳加討論： 

第一章緒論。內容包含研究緣由、研究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以及預期的

研究成果等。 

第二章地理語言學的定義、產生與發展。內容包含地理語言學的定義、地理

語言學產生的歷史與背景、地理語言學在日本、中國與台灣的發展。 

第三章台灣東北部偏漳腔閩南語的調查與執行。本章內容有臺灣東北部偏漳

腔區域概述、前人研究成果、傳統語言調查點選擇方式的缺失、本論文語言調查

點選擇的改進方式、臺灣東北部閩南語調查的執行，以及語言地圖的製作。 

第四章臺灣東北部閩南語的特色。本章內容主要在討論臺灣東北部閩南語的

特色，分為漳州腔、泉州腔來分別敘述。並討論三芝鄉埔坪村一種「類克里奧爾

（Creole）化」的方言。 

第五章泉州腔與漳州腔區別指數統計與分析。本章將從前人對泉、漳腔劃分

的看法討論起，提出利用指數計量分析判別泉州腔、漳州腔的方法。 

第六章臺灣東北部漳州腔閩南語語言地圖的分析。內容包含地圖的功能與語

言地圖的類型、臺灣東北部漳州腔閩南語語言地圖的說明、臺灣東北部閩南語語

言地理分佈的特徵與五種類型，以及特殊的方言分佈現象的分析與討論。   

第七章地理語言學立體化的研究。本章主要內容在討論地理語言學的研究，

由平面到立體化。地理語言學立體化的研究可以分為二個方向，一是地理與年齡

層的結合研究，另一個是時間與空間的結合研究。在地理與年齡層的結合研究

上，本論文提出了三維化的 Glottogram 研究法。在時間與空間的結合研究上，

本論文提出了「語言的球形擴散」模型。 

第八章結論。對本論文研究的觀點與成果中肯評估，並預期臺灣地理語言學

未來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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