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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旨在系統性地研究馬來西亞華語的語音特點。本研究指出其語音變異與母語

遷移、多語接觸(如馬來語、英語)息息相關，使當地華語的音系對比有增生與中和之勢，

形成有別於漢語普通話的區域性口音。我們分別利用假顎圖、舌面圖和聲學分析完整記

錄輔音(特別是舌冠音)的發音部位、母音和聲調系統。 

輔音的研究結果顯示馬來西亞華語擦音與塞擦音的三向對立正逐漸消失，年輕語者

常將前顎擦音[ɕ]發為發音部位偏前的變體[ɕ ]，男性語者則有捲舌音與非捲舌音不分的

趨勢。然此對立化消失的現象尚未全面化，從頻譜動差分析中仍可觀察到對立間微幅的

差異，不同的韻母環境可增強音位對立的關係。 

母音的研究結果顯示馬來西亞華語的母音受到母語福建話的影響，帶有捲舌成分的

央母音[ə˞]和成音節性近似音[  ]已然消失，低母音[a]和後高母音[u]則無舌頭表面的接

觸。母音空間的縮小使得閉音節中的「母音央化」程度並不顯著。部分複合母音常有單

母音化的傾向。本研究亦觀察到複合母音末尾音段舌位高低有不到位現象，我們認為其

非肇因於音長縮減，乃是韻首與韻尾的構音關係鬆散，偏向非同步關係(anti-phase)所致。 

聲調的研究結果顯示馬來西亞華語受到馬來語的影響，高平調消失，曲折調平整

化，句尾常伴隨邊界高調。同時，可能是受到福建話入聲音節的影響，馬來西亞華語產

生一個新的聲調類型—帶有喉塞音韻尾的高降調第五聲。輕聲則多出現於虛詞，除時長

顯著較短外，其基頻體現因不同韻律階層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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