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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發音器官間的協調：以顎化規律為例
黃慧娟副研究員(語言學研究所)

臺灣學生學習英語的過程中，許多人會意識到英語字母ABC的「C」與臺灣華語(國語)「西」的唸法不同。英

語字母「C」與「西」的唸法差別在於發音時舌頭前端的位置不同。這些細微的語音差別，暗示著不同語言的音韻

系統有不同的規律，研究以及比較這些規律在不同語言的相似與相異之處，是共時音韻學重要的課題之一。臺灣

華語「西」起始的摩擦音有「顎化」的情形、而英語的「C」則無。本文以幾個語言的顎化規律為例，討論語音組

成音串時、因發音器官的協調而可能產生的變化及其動機。

英語「C」與臺灣華語「西」，在國際音標分別記為[si]與[ɕi]，兩者的元音(即母音)發音相同，主要的差別在

起始的輔音(子音)是[s]或[ɕ]。發英語字母「C」起始的[s]音時，舌尖逼近齒齦使氣流產生摩擦，而發「西」的[ɕ]

時，雖然也是運用舌頭的前端使氣流產生摩擦，但摩擦面較大且位置偏後、較為接近硬顎。以下六個圖，是文獻

上記錄三位語者發這兩個音時，X光圖顯示由橫切面所看到的舌面位置(中間較粗的黑線)。這兩個音[s]與[ɕ]的發音

部位明顯不同：

有一些學者認為，像是[ɕ]這種發音部位介於齒齦與硬顎間的音，在臺灣華語中是由舌尖齒齦音/s/在元音/i/之

前變化而來的。因為[i]發音時舌頭位置接近硬顎，所以齒齦音/s/在/i/之前變為[ɕ]稱為顎化規律。英語字母「C」、

see「看」當中雖然沒有產生顎化，但在一些加綴詞彙當中，例如face/fac-ial、finance/financ-ial、province/provinc-

ial，或是有時在詞彙快速連讀之時，例如miss you，均可觀察到[s]音在[i]之前(或是在發音部位與[i]相同的[j]之前)

產生顎化。英語的例子顯示觀察一個語言的顎化規律是否發生作用，有時還須區分受影響的語音是在詞彙內部、

加綴形式、或是跨越不同的詞彙。

在臺灣華語當中的顎化現象，由借詞音譯中可以直接觀察到。借詞音譯時，常會根據借入語言本身的音韻限

制而有所調整。例

如，中文因為顎化

規律的關係，並沒

有 [ s i ]的語音，所以

Mississippi River譯為

「密西西比河」、

Te n n e s s e e為「田納

西」州，其中英語的

[ s i ]音譯為中文時變

成[ɕi](ㄒㄧ)發音。其

實，不只[s]產生顎化

現象，因為臺灣華語

也不允許發音部位在

軟顎的/k/後接[i]，音

譯時發音部位也會顎

化，例如在Kentucky「肯德基」州當中的「基」一音，英語的[ki]變為臺灣華語[ʨi](ㄐㄧ)。借詞音譯顯示在臺灣華

語中，顎化是相當活躍的規律，隨時影響借入詞彙的實際發音。

顎化規律在語言中是常見的音韻現象。在有些語言裡，顎化可能影響的語音不僅是上述的[s、k]，還包括同樣

是運用到舌尖的[z、t、d、ts]、軟顎音[g]、甚至雙唇音[p、b]都可能受影響。跨語言研究顯示，最常發生顎化現象

的是舌尖齒齦音/s、t/等、其次是軟顎音，雙唇音較少受顎化規律影響(Kochetov 2010)。顎化發生的語音環境最常

圖片來源：Ladefoged and Wu (198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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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是在硬顎音[i、j]之前，導致鄰近輔音的發音部位移至硬顎附近。

在臺灣南島語言(臺灣的原住民語言)當中，顎化規律也相當常見，而且受影響的多半是舌尖音，與跨語言研究

中所描述的傾向一致。不同的方言常因舌尖音是否顎化而產生語音上的差異。以泰雅語為例，在各方言中/si/都會

產生顎化，唸為[ɕi]，但是/ti/是否顎化，在各

個方言卻不同。茲以以下幾個方言點為例呈

現/ti/是否顎化的差異。在/ti/顎化為[ʨi]的方言

中，書寫系統習慣以字母c來表示顎化的[tɕ]

音：

在文獻上泰雅語大致分為賽考利克與澤

敖利兩大方言群(Li 1980、1981)，上表中前兩

個方言點在文獻上歸屬於賽考利克方言，而

後六個為澤敖利方言。語料顯示賽考利克方

言的顎化規律影響/si/以及/ti/，鄰近的兩個音

在發音時容易彼此影響而產生改變，而澤敖利方言雖然有/si/顎化現象，但一般而言較為保守、/ti/可不受影響、顎

化與否較為分歧。

在布農語中，顎化現象產生與否也同樣造成方言間的差異。例如「媽媽」一詞，在郡社布農語為cina[ʨina]，

但在卓社、卡社、巒社、丹社布農語等方言中唸為tina[tina]。郡社布農語將/ti/音串唸為[ʨi]，由它內部本身的詞彙

變化也可看出來，例如「說」一詞為tupa[tupa]，若是因為加中綴<in>(表示已發生)而使tupa中的/t/出現在/i/之前，

發音就會改變：cinupin/t<in>upa, in/[ʨinupin]「說過了」一詞中詞首的/t/變為[tɕ]。顎化規律在許多臺灣南島語言當

中，會使得/ti/音串的發音變為[ʨi](讀如ㄐㄧ)，而臺灣華語的顎化規律不會影響到/ti/這樣的音串，這是明顯不同之

處。

顎化規律的產生，一般認為是因為說話者在發輔音時，為之後的元音發音預做準備而產生的同化現象。口腔

內的發音器官在發輔音之際，預期在發下一個元音/i/時，必須將舌尖往下抵而將舌頭移至硬顎之下，因此便調整發

輔音/s、t/時舌尖的發音部位，轉而用舌尖後的位置來發音。

雖然像是顎化規律這樣的同化現象有明確發音動機可循，但是影響語言實際發音方式的因素很多，有時為

了顧及其他更重要的因素，發音器官會「放棄」作這樣的協調動作。例如，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的賽考利克泰雅

語，一般而言雖然會將/ti/變為[ʨ]唸法，像是cimu[ʨimuʔ]「鹽」、tmucing[təmuʨiŋ]「打」(分別對應至汶水泰雅語

的timu[timuʔ]「鹽」、tumuting[tumutiŋ]「打」)，不過「工作」一詞卻唸為[mətijaw]或[mətəjaw](或[mətəzjuwaw]

等)、但絕非[məʨijaw]。為什麼[mətijaw]含有不受顎化規律影響的[ti]音串呢? 筆者認為以下的區分扮演關鍵因素：

「鹽」及「打」當中原本的/t/，是出現在真正的/i/之前，而[mətijaw]「工作」的/t/，是出現在由別的元音變來的[i]

之前(/ə/在/j/之前變為[i])。由此例子可見，語言的實際發音，是考量到發音器官特性及其他許多因素的綜合結果，

我們說話時呈現出多個規律間彼此的互動、卻未必意識到這些規律的存在，這也正是研究語言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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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採集地點 ‘一些’ /ti/是否顎化
1.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 cikay [ʨikaj] 有

2.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 cikay [ʨikaj] 有

3. 新竹縣五峰鄉竹林村 cikay [ʨikaj] 有

4. 宜蘭縣大同鄉四季村 cikay [ʨikaj] 有

5.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 tikay [tikaj] 無

6. 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 tikay [tikaj] 無

7. 苗栗縣泰安鄉中興村 tikay [tikaj] 無

8. 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汶水 tikay [tikaj]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