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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24.〈方言本字考證的觀念與方法〉，「出土文獻的語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

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專題演講，2014 年 8 月 27 日。 

25.〈閩南語中的漢源詞〉，臺灣語言學大師一日講座，臺灣語文學會暨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2014 年 10 月 3 日。 

26.〈閩南語趣談（一）〉，臺大校友總會提升生活系列講座，國立臺灣大學校友

會總會，2014 年 10 月 4 日。 

27.〈「揭頭」「揭刺」與「掮客」——方音證古一例〉，紀念周法高先生百年冥

誕國際學術研討會，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4 年 11 月 22-23 日。 

28.〈是「目睭」，還是「目珠」？——歷史語言學的考察〉，國立中正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主辦，2014 年 12 月 19 日。 

29.〈當甲方言遇上乙方言——異方言「同構詞」對方言本字研究的啟發〉，「文

化流動：東亞人文景觀的轉換期、新思潮與多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

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韓國東國大學國語國文文藝創作學部 BK21 事業團主

辦，2015 年 7 月 6-7 日。 

30.〈閩南語趣談（二）〉，臺大校友總會提升生活系列講座，國立臺灣大學校友

會總會，2015 年 7 月 11 日。 

31.〈論閩語「穿著」義動詞的本字〉，第 23 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年會，韓國

首爾漢陽大學，2015 年 8 月 26-28 日。 

32.〈層次與形態——經典詮釋新探〉，韓國漢陽大學講座，2015 年 11 月 5 日。 

33.〈「鞞琫有珌」新證〉，2015 年韓國中語中文學會秋季聯合國際學術大會，

韓國首爾崇實大學，2015 年 11 月 6-7 日。 

34.〈論「艐」與「屆」的語言關係〉，第 14 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廣東潮

州韓山師範學院，2015 年 12 月 26-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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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數位分析與漢語方言研究〉，台灣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1-3

日。（與葉秋蘭合著） 

36.〈方言形態變化中的存古與創新〉，第 21 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澳門理工學

院，2016 年 12 月 12-13 日。 

37.〈粵方言形態構詞的多樣性與多層性〉，第 22 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大

學，2017 年 12 月 8-9 日。 

38.〈從詞族觀點論坤卦的帛書周易卦名〉，出土文獻與經學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8 年 11 月 3-4 日。 

39.〈論形態變化中的不規則對應〉，第 23 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廣州暨南大學，

2018 年 12 月 15-16 日。 

40.〈漢語方言的形態與音韻〉，第十七屆國際暨第三十七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

會，中央大學，2019 年 5 月 4-5 日。 
41.〈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以閩南語「奧步」為例〉，第八屆近現代中

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國立屏東大學，2019 年 12 月 6 日。 

42.〈不見於唐宋韻書的方言形態變化〉，第八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立屏東大學，2019 年 12 月 6 日。 

43.〈論「蝕本」與「折本」〉，馬來西亞—臺北漢語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

年 7 月。 

44.〈《廣韻》「論」字三種音讀的關係〉，2022 第二十屆國際暨第四十屆全國聲

韻學學術研討會，國立中興大學，2022 年 7 月 15-16 日。 

 

五、計畫報告  

1.台灣閩南語音韻研究(3/1)，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1994 年 8 月-1996 年 1 月  

2.台灣閩南語音韻研究(3/2)，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1995 年 8 月-1997 年 7 月  

3.台灣閩南語音韻研究(3/3)，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1996 年 8 月-1998 年 7 月  

4.漢字古今音電腦檢索系統：(1)中古後期，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1997 年 6 月

-1998 年 8 月 

5.漢字古今音電腦檢索系統：(2)中古前期，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1998 年 6 月

-1999 年 8 月  

6.漢字古今音電腦檢索系統：(3)上古時期，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1999 年 6 月

-2001 年 5 月  

7.漢字古今音電腦檢索系統：(4)現代方音(1)，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0 年 8 

月-2002 年 5 月  

8.漢字古今音電腦檢索系統：(5)現代方音(2)，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1 年 8 

月 -2003 年 5 月  

9.漢語方言比較層次學研究（I），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2 年 8 月-200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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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漢語方言比較層次學研究（II），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3 年 8 月-2005 年 

5 月  

11.漢語方言比較層次學研究（III），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4 年 8 月-2006 年 

5 月 

12.漢語方言比較層次學研究（IV），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5 年 8 月-2007 年 

5 月 

13.漢語方言比較層次學研究（V），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6 年 8 月-2008 年 

5 月 

14.漢語方言比較層次學研究（VI），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7 年 8 月-2008 年 

7 月 

15.方言研究與經典詮釋（I），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08 年 8 月-2011 年 7 月 

16.方言研究與經典詮釋（II），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11 年 8 月-2014 年 7 月 

17.方言研究與經典詮釋（III），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2014 年 8 月-2017 年 7 

月 

18.層次與形態，科技部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2017 年 8 

月-2019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