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台語注音符號總表 

 

（一）聲 符（聲 母） 

 

ㄅ        ㄆ    ㄇ    □ㄈ  

 
ㄉ    ○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ㄐ         ㄑ   ○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二）韻  符（韻  母） 

 

ㄚ            ㄛ   ㄜ   ○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ㄥ      □ㄦ  

 
ㄧ      ㄨ     ○   □ㄩ  

 

【註】■ 台華共用，■ 台語專用，□ 華語專用，○ 台語罕用。 

 

（三）入聲記號 

台語有四種入聲，依韻尾的收聲分為兩類： 

第一類是韻尾收於「促聲」的（ㄅ、ㄉ、ㄍ），第二類是韻尾收於「喉塞」

音的（ㄏ）。 

上述四種入聲又依聲調，各分為陰（上）入聲和陽（下）入聲。 

入聲音符符號的表示，是在本音注音音符的右下角附上小號的（ㄅ、ㄉ、ㄍ、

ㄏ）以表示各收於（ㄅ、ㄉ、ㄍ、ㄏ）音的陰入聲，在各陰入聲符號上加一

小圓點以表示陽入聲。 

如：□，□，□，□，□，□，□，□ 

例字音： 

【～ㄅ】：｛邑｝; ｛及｝。  

【～ㄉ】：｛壹｝；｛直｝； ｛八｝；｛奪｝。  

【～ㄍ】：｛角｝；｛學｝－讀音。  

【～ㄏ】：｛桌｝；｛學｝－語音； （塔｝；｛突｝。 

 

（四）聲調和記號 

一、 聲調： 



台語有七種聲調，即：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共七種

聲調。但是自來漳、泉、廈三地各有其不同的抑揚高低，如：漳、廈只有一種上

聲，不分陰、陽，泉州則去聲不分陰、陽；潮州則八種俱全，比較存古。 

俗稱八種聲調是將上聲分為陰、陽兩種上聲以便朗誦記憶，但陰、陽兩種上

聲是相同，因此實際上只有七聲。 

現今，廈門匯合漳、泉，聲調多折衷，台灣聚集漳、泉通往廈門，聲調更與

廈門七聲幾無二致。因此，《綜合閩南方言基本字典》於字音的聲母、韻母，盡

力搜集文獻資料詳記漳、泉、廈的異同，聲調則統一於一，依照記錄廈門音之文

獻，折合不漳不泉的母語－台灣台南音。 

 

二、 聲調記號： 

第一聲【無號】：陰平調－高平調（），與華語的第一聲（陰平）相近。 

第二、六聲【】：上聲調－高降調（），大致和華語的第四聲（去聲）

相同。 

第三聲【】：陰去調－低降調（），大致和華語的第三聲（上聲）的前

半段相同。 

第五聲【】 ： 陽平調－中升調（），在華語的第二聲（陽平）和第三

聲（上聲）之間，較近第二聲（陽平）（尤其是泉州音）。 

第七聲【】：陽去調－中平調（），華音無此聲調（如台北市的─市）。 

 【韻尾收於－－ㄅ、ㄉ、ㄍ、ㄏ－叫做入聲】：分為－ 

第四聲【□，□，□，□】：陰入調－低短調（）。 

第八聲【□，□，□，□】：陽入調－高短調（）。 

促聲、喉塞音韻尾是入聲的標記。【】：在小寫的促聲、喉塞聲音尾符號

頂上加一圓點以表示陽入調。 

 



三、 台、華音聲調記號總表 

 

聲  調 調  值 調  符 注音符號 例                   字 

1) 陰平 (55) （）  
中、東、天、君、弓、

衫、升 

2) 陰上 (51/53) （）  
喜、起、府、黨、滾、

龔、短、省 

3) 陰去 (21/11) （）  
聖、慶、併、凍、棍、

褲、勝 

4) 陰入 (32) （）  
壓、筆、角、鐵、督、

骨、菊、闊、色 

5) 陽平 (25) （）  
華、同、停、群、強、

人、成 

6) 陽上 (51) （）  
喜、起、府、黨、滾、

龔、短、省 

7) 陽去 (33) （）  
利、市、洞、郡、共、

鼻、盛 

8) 陽入 (4/5) （）  
盒、力、學、碟、毒、

滑、局、直、席 

9) 輕聲 
音短而略

有高低 

（）  
仔、啊、來、去 

【註】 

（１）調值是根據趙元任先生之五度制字母式聲調符號標調法。  

（２）2) 和 6) 的陰、陽上聲是一樣的。  



四、 輕聲、輕聲記號 

單字沒有輕聲，所以輕聲不屬於台語七聲或華語四聲中的聲調，輕聲是詞音

或句中的變音，多發生在複音詞第二字以下或者動詞的詞尾、受詞等。複音詞的

上一音節讀得重、清楚（重念）時，次一音節自然就變輕而失去固有的聲調。一

個字重念時，詞義加強而明顯，輕念則實義虛化，以致失去其本義。輕聲輕念還

有緩和語氣或產生歧義的作用。跟語法也有關係。文言文不講究輕聲，活語言不

講究輕聲的運用就沒有活氣。 

例子： 

例句 第二字輕聲 意義 第一字變音 意義 

無去 無去 掉了 無去 沒有去 

扑著 扑著～ 打著～ 扑著 打著了 

做人 做人 已經許給人了 做人 為人 

 

五、連續變音 

台語兩個字以上時，前面一個字需變音台聽起來自然。變音有是規則的。 

第一聲   →→   第七聲 

第二聲   →→   第一聲 

第三聲   →→   第二聲 

第五聲   →→   第七聲（南部） （或第三聲 －北部） 

第七聲   →→   第三聲 

第四聲（□□□）   →→   第八聲 （□則變第二聲） 

第八聲（□□□）   →→   第四聲 （□則變第三聲） 

 

            

 



 

 

       

 

 

 

連續變音示意圖 

 

╭→→→→→→→→→→→→→→→→→→→→→→╮ 

↑                                        ↑          ↓ 

1：骹（底）                   ５：頭（殼）  ↓                     

↑                                                    ↓ 

2：手（心）                   6：手（心）  ↓ 

↑                                                    ↓ 

3：嘴（齒） ←←←←←←    7：鼻（孔）←╯ 

 

     4：骨（頭） ←──────→ 8：目（睭） 

       扑（手）(3)   ←───→  (2)  白（毛） 

 

 

 

 

 

 

 



（五）例句 

 

（甲） 水果類： 

 

桃仔 梨仔 梅仔 柚仔 

葡萄 檨仔 菝仔 柑仔 

芎蕉 梨 龍眼 蓮霧 

釋迦 紅柿 西瓜 木瓜 

枇杷 楊桃 桶柑 荔枝 

椰子 櫻桃 椪柑  

 

（乙） 青菜類： 

 

蘆筍 竹筍 跤白筍 高麗菜 

菠薐仔菜 蕹菜 莧菜 白菜 

菜花 苦瓜 菜瓜 黃瓜 

冬瓜 金瓜 刺瓜 芋仔 

匏仔 蔥仔     蓮藕 番麥 

荷蘭豆 柑仔蜜 番薯 香菇 

薑 馬鈴薯 番薑仔 茄 

蒜仔 番椒仔 紅菜頭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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