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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討中文轉台語文轉音系統中的多

音歧異問題，台語文轉音系統的多音歧異主要分成三類，

一類是語意的多音歧異，如『我們』一詞的多音歧異；第

二類是一般的一詞多音問題，如『上』、『不』、『你』等；

第三類是因為書寫習慣而把一個詞中塞入一些描述文字

的『詞被分開』，如『盛一碗滿滿的飯』中的『盛飯』。本

文分別就這三個問題提出相對應的解法及討論，實驗結果

顯示我們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解決中文轉台語文轉音系

統中的多音歧異的問題。 

關鍵詞―中文轉台語文轉音系統、多音歧異、一詞多

音、詞被分開。 

一、簡介 

近幾年來，國內從事中文文轉音系統的研究

[3][4][5][10]逐漸轉而研究難度較高且較複雜

的台語文轉音系統。由於台語沒有一個正式書寫

文字，因此，國內的台語文轉音系統大多從分析

中文文句著手，也就是一般的台語文轉音系統指

的是中文轉台語文轉音系統[6][7][8]。 
一個傳統中文的文轉音系統是由文句分

析、韻律訊息的決定和語音處理的三個模組構

成。第一個文句分析的模組主要是將文字對應的

拼音找出來，因為中文有許多字都是多音字，所

以在這個階段必須處理多音的問題。而韻律段、

構詞、短語、句型剖析和也可以在文句分析的階

段完成。 

在韻律訊息的決定工作中，主要是決定每個

音的發音參數，常見的參數有有音調（tone, 

frequency, pitch），音量 （volume, intensity, 

energy），音長 （duration），音與音之間的停頓

時 間 （ pause ）， 音 與 音 之 間 相 連 音

（coarticulation）的程度等。 

最後是語音處理的部分，依照所給的韻律訊

息，將每個音和連音做適當的處理，以得到所需

要的語音。 

在文句分析的模組中，最基本的功能為斷詞

並決定每個中文字相對應的音，當所輸入的中文

文句經過斷詞後便可以決定文句中每個中文字

的音節。由於台語沒有正式的文字，所以目前的

台語文轉音系統皆是著重在中文轉台語語音合

成上(Chinese to Taiwanese TTS system)，也

就是輸入的文字是中文，必須透過文句轉換將中

文文句轉換成台語文句及其相對應之發音。如

此，一個台語的文轉音系統在文句分析的模組

上，也是針對輸入的中文文句作分析，所分析到

的中文文句經斷詞後，再依照中文-台語對照之

雙語詞典來決定每個音節的發音，依台語的連音

變調方式決定每個音節的正確聲調(本調或是變

調)。 

本文主要針對台語文轉音系統中的文句分

析模組提出多音歧異現象及解決方案，我們將在

第二小節對於台語文轉音系統中的文句分析模

組須具備的三大工作做介紹，這當中包含了語意

的多音歧異、一詞多音的歧異、和詞被分開的多

音歧異三類；第三小節則針對語意的多音歧異提

出解決方法及實驗結果；第四小節探討台語一般

的一詞多音現象及如何利用階層方式解決這類

歧異的方法和結果；第五小節則是詞被分開問題

的相關處理方法和實驗結果；最後，第六小節為

本文之結論。 

 

二、台語的多音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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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中文文轉音系統，台語文轉音系統也需

要一個很好的文句分析模組，我們認為台語的文

句分析架構須如圖一所示，也就是台語的多音歧

異大致分成三大類，分別是語意的多音歧異、一

詞多音、詞被分開三類。 

 

圖一、台語文轉音系統之文句處理模組。 

    這個文句處理模組要能夠將輸入的中文文

句轉成具正確標音的台語文句，如此才能提供完

整且正確的台語單音訊息供韻律訊息處理及語

音合成模組處理，進而獲得品質較佳的合成語

音。以『我們真希望科學家能發明打下去不會痛

的針』為例，其文句處理的過程及結果如下所示： 

【原始中文文句】 

(Ex1)我們真希望科學家能發明打下去不會

痛的針。 

【經過中文文句的斷詞後】 

(Ex2)我們 真 希望 科學家 能 發明 打 

下去 不會 痛 的 針。 

【台文語句】 

(Ex3)阮 真 希望 科學家 能夠(ei3-dang3) 

發明 注 下去 不(bhei7) 痛 的 射。 

 

    這當中有幾個多音歧異的詞或字，首先是原

始文句中的『我們』，這個詞在台語有二種發音，

一種是包含聽者的『咱』，另一種是不包含聽者

的『阮』。這類需要判斷上下文語意的多音歧異，

我們稱為語意的多音歧異。 

    文句中的另一個多音字為『不』，不同於中

文，『不』的台語發音高達六種，分別是

/bhuaih4/、/bhei7/、/bho5/、/m7/、/but4/和

/mai7/。類似『不』的多音現象的詞，在台語為

數不少，如『你』、『上』、『下』和『會』等，這

一類的多音歧異現象，我們稱為一詞多音。 

    另一類為『詞被分開』，如 Ex1 中的『打』

和『針』，如果系統無法分辨文句中被分開的『打』

和『針』是屬於同一個詞，那文句分析系統便無

法得到正確的台語標音結果。 

 
(一) 語意的多音歧異 

    在台語中，語意的多音歧異發生機率比起其

他二類來得少，但如同 Ex1中的『我們』一詞，

在文章中的出現頻率很高，標出正確發音是必要

的[1]。然而這一類的歧異現象通常和語意相

關，且較難以處理，以 Ex4為例： 

 

(Ex4) 『爸爸你要記得帶我們一起去看電影, 我

們看完電影後, 再一起去逛街。』 

 

    Ex4 的第一個『我們』正確發音應該為

/ghun/，意指語者，但不包含聽者『爸爸』；而

句中第二個『我們』正確發音則應該為/lan/，

有包含聽者『爸爸』。 

    Ex5 中的『我們』發音為/ghun/，這個我們

指的是語者和弟弟，並不包含聽者。 

 

(Ex5) 『爸爸, 我要和弟弟去看電影, 我們看完

電影後, 會一起去逛街。』 

    『正當』也是屬於這類歧異，『正當』在台

語有二種發音，分別是代表英文 proper的/cheng 

dong/和英文 when的/deng/。 

(二) 一詞多音 

    台語的一詞多音現象較多，發音的歧異現象



                                                                              

也較複雜[1][2]，除了前述的『不』有六種發音

外，Ex6-Ex8說明了『上』的三種發音。 

(Ex6) 『我上/ding2/半月花了好多錢去買有關

台語的教科書。』  

(Ex7) 『我是在這地圖上/siang7/的哪裡？』  

(Ex8) 『我上/jiunn7/了公車後才發現我搭錯車

了。』  

    表一則列出了常見的一詞多音的詞。而台語

的一詞多音現象遠比中文的多音字來得多且複

雜，而根據實驗結果顯示，這些多音詞的發音和

伴隨在左鄰或右鄰的詞有極大的關係。 
表一、一些台語的一詞多音詞 

中文詞 注音符號 台語標音 

我 ㄨㄛˇ ghua2 

ghun2 

大 ㄉㄚˋ dai7 

dua7 

上 ㄕㄤˋ ding2 

jiunn7 

siang7 

下 ㄒㄧㄚˋ ha7 

ao7 

loh8 

ei7 

不 ㄅㄨˋ bhuaih4 

bho5 

m7 

bhei7 

but4 

mai7 

 
(三) 詞被分開 

    『詞被分開』指的是我們常常在書寫文章或

講話時，會將一個詞的中間置入一些修飾的文

字，如『洗澡』。我們可以很輕易的知道 Ex9 的

『洗』和『澡』的發音分別為/se2/和/sin-khu/，

因為我們知道『洗澡』是一個詞且在中文-台語

的雙語辭典中可以查到這個詞對應的發音；然

而，從 Ex10 卻較難以給『洗』和『澡』適當的

發音，因為『洗』和『澡』中間隔了許多的字，

光靠斷詞和查雙語辭典是無法獲得正確的發音。 

(Ex9) 我在浴室洗澡。 

(Ex10) 我在浴室洗了一個舒服的澡。 

    類似這樣的詞，在台語也不少，我們在表二

中列出了幾個常見的詞。 
表二、一些『詞被分開』的例子 

 
 

三、解決語意的多音歧異 
 在解決語意的多音歧異方面，我們以『我

們』這個常見的詞為實驗對象，提出了一個組合

的方法。這個組合的方法是結合 WU(式(1)~式(4))
和 WLDB(式(7)~式(8))的優點。WU 是去計算所

有在/lan/或/ghun/左鄰或右鄰出現的關鍵詞，以

投票方式去預測『我們』的發音；而 WLDB 則是

看這些左鄰或右鄰兩兩配對出的雙鏈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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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利用信心度的度量去求得 WU和 WLDB的

可靠度，並決定採用何者方法的答案，可靠度的

求取如 Algorithm1和 Algorithm2所示。實驗結

果顯示提出的組合方法可以有 93.6%以上的正確

率。 

Algorithm 1: Find the confidence curve of using WU. 

Input:  The score of pronunciation of each training 

sample, named as Sui(/lan/) and Sui(/ghun/), 

where i=1,2,3, …, n, and n is the number of 

training samples.  

Output:  A function standing for confidence curve for the 

given Sui(/lan/) and Sui(/ghun/), i=1,2,3, …, n. 

Algorithm: 

    Step 1: Normalize Sui(/lan/) and Sui(/ghun/) for each 

training sample i by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NSui(/lan/)=Sui(/lan/)/(Total number of words 

in training sample i) 

NSui(/ghun/)=Sui(/ghun/)/(Total number of 

words in training sample i) 

    Step 2: Let di=| NSui(/ghun/)- NSui(/lan/)| and let  

D={d1, d2,…,dn}. Find the accuracy rate for 

each different interval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PRk= Ck/Nk,  k=1, 2, …, 18. 

Here Ck is the number of correct conjecture 

of training sample i with (k-1)/18 ≦ di < 

(k+1)/18, and Nk is the number of training 

sample i with (k-1)/18 ≦ d i< (k+1)/18. 

   Step 3:  Find a regression curve for PR1, PR2, …, 

PR18. Output the function of the regression 

curve. 

 

Algorithm 2: Find the confidence curve of using WLDB. 

Input: The score of pronunciation of each training sample, 

named as Sbi(/lan/) and Sbi(/ghun/), where i=1, 2, 

3, …, n, and n is the number of training samples.  

Output: A function standing for the confidence curve for 

the given Sbi(/lan/) and Sbi(/ghun/), i=1, 2, 3, …, 

n. 

Algorithm: 

    Step 1: Normalize Sbi(/lan/) and Sbi(/ghun/) for each 

training sample i by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NSbi(/lan/)=Sbi(/lan/)/(Total number of 

words in training sample i)2 

NSbi(/ghun/)=Sbi(/ghun/)/(Total number 

of words in training sample i)2 

    Step 2: Let di=| NSbi(/ghun/)- NSbi(/lan/)| and let 

D={d1, d2,…,dn}. Find the accuracy rate for 

each different interval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PRk= Ck/Nk, k=1, 2, …, 13. 

where Ck is the number of correct 

conjecture of training samples i with 

(k-1)/13 ≦di<(k+1)/13, and Nk is the number 

of training samples i with 

(k-1)/13≦di<(k+1)/13. 

   Step 3: Find a regression curve for PR1, PR2, …, PR13. 

Output the function of the regression curve. 



                                                                              

四、一詞多音的處理 
 
    台語的一詞多音往往和其相鄰的詞有相

關，例如『不可以』的『不』因為後接『可以』，

所以要念成/bhei7/。又如『上車』的『上』，因

為後接『車』，所以『上』要念成/jiunn7/，具

有搭乘的意思；如果是『以上』，則『上』的音

為/siong2/，有上面的意思。因此，我們提出了

一個階層架構[2]來預測台語的一詞多音。這個

階層架構如圖二所示。 

考慮到資料稀疏問題下，我們的階層架構中

有四層，最高層為 Layer 4，Layer 4 記錄的是

詞的 5-gram 的統計訊息，而 Layer 1 記錄著

bi-gram 的訊息。當一句測試語料進來時，會先

到 Layer 4，看看某一個發音 Pj有沒有一樣的統

計模板 ( 2112 ,,, ++−− wwww )。如果有，則輸出分數

最高的那個發音，不然則繼續往下一層(Layer 3)

比對。 1−w  為欲決定一詞多音詞的前一個詞, 而 

1w  後一個詞，其他依此類推。模板 ( 112 ,, +−− www ) 

和( 211 ,, ++− www )會在 Layer 3進行比對。預測的

方式和 Layer 4 相同。Layer 2 比對的模板為

( 12 , −− ww )、( 11, +− ww )、和( 21, ++ ww ).Layer 1 為 

( ii ww −+− ,)1( ), i > 1 、 ( 1−w ) 、 ( 1+w ) 和 

( )1(, +++ jj ww ), j > 1。當階層式無法判斷發音時，

則系統會輸出該詞最常出現的發音，這個最常出

現的發音是由訓練語料統計出來的。以“不”為

例，訓練語料中最常出現的發音是/bho5/，因此

我們內定/bho5/為預設發音。 

我們分別使用了『不』的 35,037 筆、『上』

的 19,168筆、『下』的 6,159筆做實驗，得到的

正確率如表三所示。LA為階層式架構的縮寫，表

三中同時也列出了 WU 和 DLC(decision list 

classifier)[11][12] 的實驗結果，結果顯示階

層式架構對於判斷一詞多音的正確率有明顯的

提升。 

表三、階層式架構實驗比較 

 WU DLC LA 

不 69.2% 55.8% 73.5% 

上 76.3% 76.2% 87.9% 

下 84.6% 81.6% 91.1% 

 
五、詞被分開的處理 

 

對於『詞被分開』問題的處理方式，我們提

出一個透過語意及語法分析的結果來預測是否

有被分開的詞，也就是必須去分析文句或短語中

『動詞』和『賓語』的角色關係，單從傳統的斷

詞或詞性的結果是比較無法得到很好的判斷結

果的。以圖三（吹一個好大的牛）為例，我們可

從語意的結構樹上找到一些有用的資訊。也就是

說，利用 parsing所得到的語意結構樹，設法找

到被分開詞的『動詞』和『賓語』的角色關係。 

圖三、『吹一個好大的牛』的剖析樹。 

    圖四所示之處理流程的輸入為已剖析好的

文句。由於文句剖析是一個較難的問題，在本文

不予以處理，我們先將文句利用中央研究院資訊

所詞庫小組提供的中文剖析樹線上測試系統得

到剖析後之文句，在進行詞被分開的判別。首

先，先找尋是否有『Head:V? 』的節點，也就是

詞性是動詞，又是 Head 的語意角色；若找到，

則去找『Head:N?』且其上層是『goal:NP』或

『theme:NP』的節點。找出可能被分開的詞，最

後到辭典中去看這個可能的候選詞是否為詞典

中的詞，並輸出結果供文轉音系統之文句分析模

組決定該詞的發音。 

 



                                                                              

 
圖四、判斷『詞被分開』的流程圖。 

 

在 FindWord=Left(Ws,1)+Right(We,1)中，

系統是取動詞 Ws的左邊第一個字，因為中研院的

線上剖析測試系統具有構詞的功能，例如這個系

統會把 

 『打下去不會痛的針』 

斷詞為 

      『打下去  不會  痛  的  針』 

其中『打下去』會被構成一個動詞，圖五是一個

實際的例子，其中『上不了』被構成一個動詞。 

 
圖五、『卻上不了車』的剖析樹 

 

而在受詞 We 的部分，也因為會有構詞或複

合詞的問題，所以本文取 We 的最右邊一個中文

字。圖六的『強心針』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圖六、『卻上不了車』的剖析樹 

 
我們從平衡語料庫中抽取了 455 句的語料

進行實驗，先利用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詞庫小組提

供 的 中 文 剖 析 樹 線 上 測 試 系 統

(http://parser.iis.sinica.edu.tw/) 得到剖

析樹，利用圖四所示之方法，判斷文句中被分開

詞的位置和詞，實驗結果如表四所示，有 87.91%

的正確率。 

表四、實驗結果 
預測結果 

 
正確結果 

有被分開的

詞，且正確 找

出 

沒有被分開

的詞或無法

正確找出 

 
總計 

有被分開的

詞 
93 15 108 

沒有被分開

的詞 
40 307 347 

總計 455 
 
    從表四的結果中，我們發現在 108 句有詞被

分開的測試句子中，利用圖四的方法可以正確找

出其中 93 句被分開的詞；在 347 句沒有詞被分

http://parser.iis.sinica.edu.tw/�


                                                                              

開的資料中，則有 40 句無法正確被判斷。也就

是說，在 347 句的測試語料中，共有 307 句是被

正確的判斷的。 
 

六、結論 
 
本文提出了一個解決台語文轉音系統中多

音歧異的現象及相關研究，這個部份目前並無相

關的討論，也鮮少被提出。我們利用組合式方

法、階層式方法和語意的資訊，進一步解決台語

文轉音系統中三類的多音歧異。透過這些方法整

合的輸出結果，提供台語文轉音文句分析模組更

正確的發音判斷，實驗結果顯示本文提出的方法

是可行且很好。 

由於目前從事台語文轉音工作的學者及研

究甚少，對於文轉音系統中的文句分析工作，亦

鮮少有人著墨，多音歧異會直接影響到台語文轉

音系統輸出語音的品質。我們將持續擴增實驗語

料及探討台語多音歧異的現象，尋找更好、更有

效的方法，以提升文句分析的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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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以階層模式預測台語的一詞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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