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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對象 中文所碩博士生

班次

學分 2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選修

核心能力 BCF

課程分類 語言學

課  程  大  綱

課程概述 本課程副名稱為「漢語語音史和古今方音史研究（二）」，

主旨在「漢語（一般指主流漢語）語音史研究」和「漢語古

今方音史研究」，以及兩者之間互相啟示發明。

課程目標 探索「漢語語音史研究」和「漢語古今方音史研究」，以及

兩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

課程要求 必須先行修習「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課程。

參考書目＆

指定閱讀

（不宜完全偏重

授課教師個人著

作）

參考書目與指定閱讀書目（僅列出部分重要書目）

Coblin, W. South.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李方桂 2012《李方桂全集(1)：漢藏語論文集》（李方桂著，丁

邦新主編《李方桂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趙元任 1928《現代 語的研究》，北平：清華學校研究院。吳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 宗濟、董同龢吳 1972[1948]《湖北方言

調 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查

委員會、台聯國風出版社重刊本[原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出



版]。

其他各種漢語方言調 報告。查

評量方式（請註

明各項評分比

例）

期末報告 1篇，百分比 100 %。

課程進度＆

週次（18 週）

第零單元  開場白   第 1週

第壹單元  中古漢語(Middle Chinese)語音史   第 2～6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   

第 7～15週

期末報告   第 16～18週

第 1 週 第零單元  開場白

第 2 週 第壹單元  中古漢語(Middle Chinese)語音史之一：從上古

漢語晚期說起

第 3 週 第壹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之二：魏晉南北朝(上)語音史

第 4 週 第壹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之三：魏晉南北朝(下)、隋代、

唐前期(上)語音史

第 5 週 第壹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之四：隋代、唐前期(下)語音史

第 6 週 第壹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之五：唐後期、宋代語音史

第 7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一：

官話方言

第 8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二：

吳方言

第 9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三：

閩方言

第 10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四：

客家方言

第 11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五：

贛方言

第 12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六：

湘方言

第 13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七：

粵方言

第 14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八：

鄉話方言

第 15 週 第貳單元  中古漢語語音史和現代漢語方言方音史之九：

土話、其他方言

第 16 週 （同學口頭兼書面發表「期末報告」）



第 17 週 （同學口頭兼書面發表「期末報告」）

第 18 週 （同學口頭兼書面發表「期末報告」）

徐芳敏先生相關著作目錄（僅列舉部分）

1991《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龔煌城先生指導）。

2003《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臺北：大安出版社。

1988〈古韻分部中若干聲符的歸屬問題〉，《中國文學研究》2：191~210。

1990〈W. South Coblin "Notes on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讀後〉，《中國文學研究》4：

1~17。

1996〈與古閩南語韻母擬測有關的幾個問題〉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Southern Min Finals”)，1996年 4月 8日柏克萊加州大學

「東亞研究所‧趙元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Chao Yuen Ren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演講綱要：1~17。

1997〈老國音與切韻音〉，《聲韻論叢》6：785~825。

1999〈春秋戰國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蘇北淮南地區與楚方言有關的楚文化問題〉，《張以

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上）（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479~519。

2002〈古代福建、江西的交流接觸及古閩方言、楚方言的關係〉，《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

方言的關係》（丁邦新、張雙慶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49~171。

2004〈試論漢藏語比較對漢語方言研究的 示〉，《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啟

論文集》（林英津、徐芳敏、李存智、孫天心、楊秀芳、何大安編輯，臺北：中央研究

院語言學研究所）：711~733。

2006a〈閩南方言本字考證（參）〉，《臺大文史哲學報》64：103-129。

2006b〈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尋音」〉，《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何

大安、張洪年、潘悟雲、 福祥編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吳

657~687。

2007a〈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古漢語聯綿詞〉，《臺大文史哲學報》67：83~106。

2007b〈閩南方言本字考證（肆）〉，《臺大中文學報》27：203~228。

2010a〈漢語方言本字考證與「尋音」（貳）――從漢語「大」音韻地位談到漢語方言本字

文讀白讀音韻對應〉，《臺大文史哲學報》72：35~65。

2010b〈閩南方言本字考證（伍）〉，《臺大中文學報》32：399~422。



2016〈閩語「撒，散」義方言詞本字「施」、「移」考釋，並論上古歌祭部層次 ua、ia(標音以閩南

廈門音代表)韻母〉，即將刊登於《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

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香港：香港科技大學）。

2012李方桂著，徐芳敏譯，丁邦新校訂〈中國的語言和方言〉，《李方桂全集(1)：漢藏

語論文集》（李方桂著，丁邦新主編《李方桂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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