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語
第七冊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主編
教　　育　　部　出版

 ( 大 埔 腔 )





I

　　「客家語分級教材」的編纂，經過多年討論斟酌，最後分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南四縣六個腔調各編九冊。其中第一、第二冊已於九十七年編撰完成，第三冊、第四冊、第五冊
於九十八年完成，第六冊、第七冊於九十九年完成，第八冊、第九冊於一百年完成。真的是百年
大業於焉告成，爾後客家地區實施客語教學時，可以利用本教材的內容及手冊相關資料，當作主
要的教學依據。尤其本教材都附有六腔的課文音檔，方便學習者照著音檔的發音學會你想要學的
客家語。

　　本分級教材編纂過程中，原來第一冊到第四冊只分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五腔，由
於四縣有北四縣、南四縣的差異，注記時為了區別都用斜線隔開，以示區別。結果，呈現在課文
裡到處斜線「花啦嗶剝」很不雅觀，因此，編纂第五、六、七冊時，就把南四縣（六堆地區）獨
立開來，分成四、海、大、平、安、南四等六個腔調。接著續編的第八、九兩冊也依循五、六、
七冊，都以六個腔獨立呈現。後來，編輯會議討論時，不少委員提出意見，認為第五冊到第九冊
都分六個腔，而第一到第四冊卻只分五腔，變成一書兩樣很不一致，對所謂標準本而言很難自圓
其說。因此，決議建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及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考慮把學生用書及教師手冊，從
第一到第九冊通通都改為六腔，前後腔類體例完全一樣。如此一來，冊數增加，學生用書一到九
年級共五十四冊，教師手冊也五十四冊，全部分級教材及手冊，總合起來必須編纂客家語分級教
材及教師手冊一百零八冊。

　　這些教材中，各腔都以完整的九冊分級教材呈現，因為第七冊開始屬國中程度，所以七、
八、九冊課文都不加注音標，只選生難詞在注釋部分加以標音。練習部分也隨程度加深，加上了
讀寫的練習，尤其增加練習寫句子、短文，期望整個客家語分級教材能從一到六冊的「聽、說、
讀」，進入七八九冊的「寫」。這種編法可能對都會區的學生及初學者學習起來比較困難，祈請
各學校老師，依學生程度彈性運用，裁量自己學生程度適合從第幾冊教起，就選用第幾冊，才不
會因為配合教材所屬的年級，選錯教材造成學習的困擾。

　　以上六腔各九冊教材的編輯內容，除了「拼音符號學習改為第二階段開始實施」以外，其餘
都依據「客家語分級教材編輯綱要」（96年）所訂定的五項準則去編纂：（一）基本架構為同心
圓理念，內容兼顧語言、文化與社會脈動。（二）客家語分級教材劃分為四階段實施、配合每週1
小時母語課程學習。（三）拼音符號的學習第一階段即開始實施，依序提升難易度。（四）語言
教材重點包含聆聽的練習、說話的要點、思維方法的練習與語言使用等要項。（五）教材內容則
有文體、文化與生活與社會脈動等面向。

　　另外在編纂客家語教材最容易產生矛盾衝突的問題是漢字的書寫（有音無字的漢字選用不一
致）、音標的記注（各地腔調音讀不一致）以及詞彙的選用（各腔所用詞彙不一致），因此編輯
群商定了以下四項原則來解決這些矛盾衝突：

（一）�依據新編課程綱要，音標教學由第二階段開始實施，所以部編版客語分級教材，從第三冊
開始加入拼音練習，在每一課的課文結束練習出現前，都有一段音標練習，按照元音、輔
音、聲調的次序分別編入練習，當作音標學習的教材。

（二）�各腔的虛詞常有同義不同音的情形，我們採取漢字上方標音時，加括號（）注上自己腔調
的音標，如：「在」標注成cai（do）。

（三）�各腔用詞有歧異或多義時，課文注釋時只注出課文呈現的意思，另外的不同義意在教師手
冊加以說明。如：第三冊第七課「恁久」只注出「最近」的意思，另外「這麼久」的意
思，改在教師手冊中呈現。

（四）�課文中用詞如有兩種以上的用法，本書只採取其中最常用的一種，另外的用法，在教師手
冊加以補充說明。如：第五冊第九課「轉妹家」，有些地方用「轉外家」，課文只呈現
「轉妹家」，把「轉外家」放入教師手冊補充說明。

　　雖然如此，在討論過程中仍有許多音讀及用詞無法取得共識，這時除了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
會發布的五百一十二個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另含五十二個詞彙）以外，採用「臺灣客家語常用
詞辭典」所定的漢字為準，音標則為了減少爭議，採用教育部公佈的「客家語拼音方案」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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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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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母符號表

客家語拼音� b� p� m� f� v� bb(1)�

國際音標� [�p�]� [�ph�]� [�m�]� [�f�]� [�v�]� [�b�]�

注音符號� ㄅ� ㄆ� ㄇ� ㄈ� 万� ㆠ�

客家語拼音� d� t� n� l� r(2)� g� k�

國際音標� [�t�]� [�th
�
]� [�n�]� [�l�]� [�j�]� [�k

�
]� [�kh�]�

注音符號� ㄉ� ㄊ� ㄋ� ㄌ� � ㄍ� ㄎ�

客家語拼音� ng� h� j(3)� q(3)� x(3)� z�

國際音標� [�ŋ�]� [�h�]� [�t �]� [�t h�]� [� �]� [�ts�]�

注音符號� ㄫ� ㄏ� ㄐ� ㄑ� ㄒ� ㄗ�

客家語拼音� c� s� zh(4)� ch(4)� sh(4)� rh(4)�

國際音標� [�tsh�]� [�s�]� [�tS�]� [�tSh�]� [�S�]� [�Z�]�

注音符號� ㄘ� ㄙ� ㄓ/ㄐ� ㄔ/ㄑ� ㄕ/ㄒ� ㄖ�

註：
1.bb可用於雲林詔安腔、南投國姓鄉及部分南部客家地區。
2.��r為摩擦音，僅用於部分南四縣腔。音節為零聲母，且以前高元音i開
頭時，i會擦音化形成ri-。

3.j、q、x可用於四縣腔及南四縣腔。
4.�zh、ch、sh、rh� (ㄓ、ㄔ、ㄕ、ㄖ)用於海陸、饒平、詔安等三腔；
發音時舌頭微翹，與捲舌音有別。zh、ch、sh、rh� (ㄐ、ㄑ、ㄒ、
ㄖ)用於大埔腔。

二、聲調符號表（大埔腔）

調�類�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陰入� 陽入�

調�型� v+ v ˏ vˇ v^ vˋ vd^ vdˋ

調�值� 33� 35� 113� 31� 53� 21 54�

*大埔腔入聲調下加底線，表調值之短促，如21、54。



III

三、韻母符號表

（一）單韻母�

客家語拼音� ii� i(5) e� ee(6)� a� o� oo(6)� u(5)� er(7)�

國際音標� [�ї�]� [�i�]� [�e�]�[�ɛ�]�[�a�]�[�o�]�[�ɔ�]�[�u�]�[�ǝ�]�

注音符號� 帀� ㄧ� ㄝ� � ㄚ� ㄛ� � ㄨ� ㄜ�

（二）輔音韻尾�

客家語拼音� m(8)� n(8)� ng(8)� b(8)� d(8)� g(8)�

國際音標� [�m�]� [�n�]� [�ŋ�]� [�p�]� [�t�]� [�k�]�

注音符號� ㄇ� ㄋ� ㄫ� ㄅ� ㄉ� ㄍ�

（三）鼻化韻　　　　　　（四）成音節鼻音

客家語拼音� nn(9)�

國際音標� [�~�]�

注音符號� �

註：
5.i、u可用於韻頭、韻腹及韻尾。
6.ee、oo僅用於詔安腔。
7.er用於部分海陸、饒平二腔之仔尾（小稱詞）。
8.�-m,� -n,� -ng用於陽聲韻尾(鼻音韻尾)；-b,� -d,� -g用於入聲韻尾(塞音韻
尾)。

9.�nn一般僅用於詔安腔，但其他腔亦偶可見，如：歪uainn+(大埔)。
10.�輔音m,�n,�ng可視為韻腹，自成音節。如：(四縣、大埔)魚ngˇ、毋mˇ。

四、變調規則（大埔腔）

� 陽平(113)� � 陽平(113)
陰平(33)＋� 上聲(31)� →�35＋� 上聲(31)
� 陰入(2)� � 陰入(2)

註：另有陰平字單音節名詞的小稱變調，調值亦為35。

� 上聲(31)� � 上聲(31)

去聲(53)＋
� 去聲(53)� →�55＋

� 去聲(53)
� 陰入(2)� � 陰入(2)
� 陽入(5)� � 陽入(5)

陽平(113)＋� 陽平(113)� →�33＋� 陽平(113)

｛���｝� �｛���｝

｛���｝� �｛���｝
｛���｝����｛���｝

客家語拼音� m(10)� n(10)� ng(10)�

國際音標� [�ṃ�]� [�ṇ�]� [�ŋ�]�

注音符號� ㄇ� ㄋ� 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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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課�緊學緊問

做麼个古人會講，在求知識个過程中，毋單淨講
求「博學」，還愛強調「審問1」，該係因致緊學緊
問，正會有學問。

在這變化恁遽个時代，不管係語言、資訊、人
文、藝術、自然、科技……，等定著愛多方面學
習，正使得在現下个社會中健全發展。「問」係學習
中非常重要个一部分，像孔子恁有學問，佢入太廟2

還愛緊問，等若係堵著毋了解个問題，乜定著愛開
口問詳細、想清楚，學識正會長進。

大家試愐下3看，可比4你去到人生路不熟5个所
在，毋肯去問路，想乜知，定著會加行已多冤枉路，

1



2

也有可能根本都尋毋著位所。在課堂上乜共樣，同
學有堵著毋了解个問題，毋好驚見笑6，不論先生抑
係7同學，都係等請教个對象。毋單淨愛肯問，問
了後，自家還愛過再分析思考，做學問个過程斯係恁
泥。

「學問學問，緊學緊問」，在追求知識个路項，
定著愛在學中問，問中學，緊學習，緊追問，尋出合
理个答案，這正係求學問个正確態度。

【注　釋】
1. 審問：音shimˆ�munˋ，仔細詢問。
2. �入太廟：音ngibˋ�taiˋ�miauˋ，進入太廟。太廟，中國古代天

子、諸侯的宗祠。
3. 愐下：音menˆ�haˋ，深思一下。
4. 可比：音koˆ�biˆ，比如。
5. 人生路不熟：音nginˇ�sang+�luˋ�budˆ�shugˋ，人地生疏。�
6. 驚見笑：音giang+�gienˋ�siauˋ，怕被人笑。
7. 抑係：音rha+�heˋ，或者、或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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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1.�毋單淨（mˇ�dan+�ciangˋ）

2.�因　致（　　　　　　　　　　　）

3.�正　會（　　　　　　　　　　　）

4.�重　要（　　　　　　　　　　　）

5.�太　廟（　　　　　　　　　　　）

6.�問　路（　　　　　　　　　　　）

練習二 	 語 詞 練 習

相反詞 

1.�博學←→（�淺學�）� 2.�驚見笑←→（　　　　）

3.�自家←→（　　　　）� 4.�詳　細←→（　　　　）

5.�長進←→（　　　　）� 6.�恁　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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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寫 作 練 習

將下背个文句，縮短來講：

1.��等若係堵著毋了解个問題，乜定著愛開口問詳細、
想清楚，學識正會長進。

� （等若毋了解，定著愛問清楚，學識正會長進。）

2.��等定著愛多方面學習，正使得在現下个社會中健全
發展。

� （� ）

練習四 	 句 型 練 習

1.�毋單淨……還愛—

2.�因致……正會—��

3.�定著愛……正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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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伴

「阿菊！好䟘咧！過一下那阿玉斯會來湊你去學
校哩喲，日日分人等敢毋1會敗勢！」阿姆大嫲牯聲2

在該喊。𠊎煞煞跳䟘來，若係過再韌床3，阿姆斯會
開聲罵，緊講麼个阿玉幾乖啦！逐日早早斯食飽來等
你啦！哪有像你恁懶尸4，睡到日頭晒尸朏5還毋知好
䟘，連食朝都緊拚拚6，做得出麼个大頭路來！

愛怪斯愛怪阿玉啦！對五年生起勢，佢差毋多日
日七早八早斯來湊𠊎去讀書。阿姆見擺看著佢著都萋
婥婥7，看著𠊎還目摸摸8、嘴擘鼻擘9，過加一肚屎懊
惱10。毋過，準算吾兩儕恁無共樣，𠊎同佢還係搞泥
毋洗手11个好朋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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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菊！麼个時節咧！還在該啦歌哩曲12，毋較
煞猛兜！你看該阿玉，人乖張13，成績又好，若兩儕
恁好，仰脣你無同佢學加兜。」較拜託兜哪！正食飽
夜忒等14，阿姆斯在該追𠊎讀書，有哪個後生人無唱
流行歌？�

還係愛怪阿玉啦！做麼个佢項項恁好！阿姆歸日
阿玉長、阿玉短，安𧩣都會企䟘來15。騙人毋識16！𠊎
斯無半垤好係無？交恁泥个朋友有麼个嗒歃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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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玉！天光日18開始你毋使來湊𠊎咧。」

「兩儕共路有好譫哆，敢毋係真好！」

𠊎聽啊著，還較譴，斯堵佢講：「無愛你等咧！
你來，𠊎賺19分人罵斯有！」講煞，𠊎斡頭斯走20。

過後轉想21，𠊎對阿玉有較超過兜，毋過，𠊎無
該面皮見佢22，見看著阿玉，斯遽遽閃開。

這學期个聯課活動，𠊎參加客語社團，阿玉
也有參加。佢長在會來問𠊎「這句客話，愛仰脣
講？」、「該條客歌仰脣唱？」恁多年來，𠊎第一
擺有磡過佢23个感覺，當時个心情實在歡喜。

將恁泥24，兩儕个感情又好倒轉來25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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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擺學校愛選𠊎去參加客語演講比賽，𠊎全無
經驗，逐日愁去食睡毋得26，好得阿玉教𠊎已多演講
个要領，喊𠊎毋使緊張。

比賽該日，佢䟓工27來替𠊎加油打氣。看著佢，
吾膽正較在。一比賽撇，𠊎斯同阿玉講：「阿玉！好
得有你做膽28，吾个演講正會恁順勢29。」

「阿玉！來去學校哩喲！」打早𠊎斯興喋喋30湊
阿玉共下去學校。

「石頭開花31哩喲！恁早斯來到吾屋家咧。」

「恁泥正算你模範生阿玉个好朋友啊！」

阿玉伸手像愛打人个樣。𠊎遽遽笑緊講：「模範
生使毋得打人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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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想著，阿玉牽吾个手，揢緪緪32講：「你係吾
个好朋友，𠊎哪盼得打呢！」

到這下𠊎正知，有你做伴，還好！

【注　釋】
1. �敢毋會：音gamˆ�mˇ�voiˋ，

難道不會嗎？�
2. �大嫲牯聲：音taiˋ� maˇ� guˆ�

shang+，很大聲。
3. �韌床：音ngiunˋ� congˇ，賴

床。
4. �懶尸：音nan+�shi+，懶惰。
5. 尸朏：音shiˋ�vudˆ，屁股。
6. �緊拚拚：音gin ˆ � b i a n g ˋ�

biangˋ，匆匆忙忙的樣子。
7. �萋婥婥：音ci+�ciogˆ�ciogˆ，

光鮮亮麗。
8. �目摸摸：音mu g ˆ � m i a +�

mia+，睡眼惺忪的樣子。
9. �嘴擘鼻擘：音zhoiˋ�bagˆ�piˋ�

bagˆ，呵欠連連，疲倦的樣
子。

10. �一肚屎懊惱：音rhidˆ� duˆ�
shiˆ�auˋ�nauˋ，滿懷鬱悶。

11. �搞泥毋洗手：音gauˆ� neˇ�
mˇ� seˆ� shiuˆ，形容朋友感
情非常好。

12. �啦歌哩曲：音laˇ� go +� liˆ�
kiugˆ，哼哼唱唱。

13. �乖張：音guai+� zhong+，順
從端莊。

14. 忒等：音tedˆ�nen

ˊ

，而已。
15. �安𧩣都會企䟘來：音on+�noˆ�

do+�voiˋ�ki+�hongˋ�loiˇ，讚
美有加。

16. �騙人毋識：音pienˋ� nginˇ�
mˇ�shidˆ，有什麼了不起。

17. �有麼个嗒歃：音rhiu+� maˆ�
gai+� dabˋ� sabˋ，有什麼意

思、有什麼趣味。
18. �天光日：音t i e n +� g o n g +�

ngidˆ，明天。
19. �賺罵：音tanˋ�maˋ，招來責

罵。
20. �斡頭斯走：音vadˆ� teuˇ� sii+�

zeuˆ，掉頭就走。
21. �轉想：音zhonˆ� siongˆ，反

省回想。
22. �無該面皮見佢：音moˇ� gaiˋ�

mienˋ� piˇ� gienˋ� giˇ，無顏
見他。

23. �磡過佢：音kamˆ� goˋ� giˇ，
壓過他，本課指贏過他。

24. �將恁泥：音ziong+�anˆ�neˇ，
就這樣。

25. �好倒轉來：音hoˆ�doˋ�zhonˆ�
loiˇ，恢復。

26. �愁去食睡毋得：音seuˇ� kiˋ�
shidˋ� shoiˋ�mˇ� dedˆ，因煩
惱而寢食難安。

27. �䟓工：音dang+� gung+，專
程、特地。

28. 做膽：音zoˋ�damˆ，壯膽。
29. �順勢：音shunˋ� shiˋ，順順

利利。
30. �興喋喋：音hinˋ� deˋ� deˋ，

興沖沖。
31. �石頭開花：音shagˋ� teuˇ�

koi+� fa+，比喻「罕見、難
得的事」。

32. �揢緪緪：音kagˋ� henˇ� henˇ
握得緊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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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將下背个字照韻尾分做三類

朋 風 心 新 工
喊 等 轉 閃 進
仰 黏 像 共 安
衫 暖 譫 歡 感

-m�：　　　　　　　　　　　　　　　　　　　　　　

-n�：　　　　　　　　　　　　　　　　　　　　　　

-ng�：　　　　　　　　　　　　　　　　　　　　　　

練習二 	 語 詞 練 習

重疊式構詞練習

1.�兩字重疊式（AA）：（日日）、（　　）、（　　）。

2.�詞後重疊式（ABB）：（緊拚拚）、（　　　　　）、

� （　　　　　）。

3.�二、四字重疊式（ABCB）：（七早八早）、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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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造 句 練 習

下背个字，每一隻字有幾下種意思，請分別造句。

1.�愛：

� (1)�將要—（天光日，等愛去遶尞。）

� (2)�喜好—（�阿奶當愛食黃朳。）

� (3)�需要—（有病，愛分先生看。）

2.�分：

� (1)�分開—（　　　　　　　　　　　　　　　　）

� (2)�被—（　　　　　　　　　　　　　　　　　）

� (3)�給—（　　　　　　　　　　　　　　　　　）

� (4)�使、讓—（　　　　　　　　　　　　　　　）

3.�肚：

� (1)�肚子—（　　　　　　　　　　　　　　　　）

� (2)�裡面—（　　　　　　　　　　　　　　　　）

4.�同：

� (1)�和—（　　　　　　　　　　　　　　　　　）

� (2)�把—（　　　　　　　　　　　　　　　　　）

5.�正：

� (1)�才—（　　　　　　　　　　　　　　　　　）

� (2)�端正—（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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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寫 作 練 習

畫一張卡片，用客語寫幾句話送分你盡好个朋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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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坐偎來
1

參詳
2

下禮拜吾等這班愛去家政教室上課，上課進前，
先開班會討論上課內容，會議紀錄係恁泥寫：

七年一班班會紀錄

時間
10月24日

下晝第三節 週次 第七禮拜 開會次數 第三擺

地點 701班教室 出席人數 35人 缺席人數 0人

主席 王玉春 列席 導師 紀錄 張美蘭

一、主席報告：
　　第八週輪著等愛去家政教室煮食3，今晡个班會大家
愛討論煮麼个來食，人員愛仰脣分組，工作愛仰脣分配，希
望大家共下來參詳。
二、各股工作報告：略。

三、討論事項：
討論一：這擺家政課愛做哪種美食？請討論。
美利：等上過恁多客家課程，𠊎當想了解客人仰脣打菜

包，𠊎提議來打菜包。
玉英：𠊎提議包水餃，較省事，煠啊熟4斯有好食。
明光：麵包店个卵塔當好食，外背有酥皮，裡肚放有草莓、

水蜜桃、布丁……，𠊎提議做卵塔。
決議：經過熱烈討論了後，贊成打菜包个人有五股三5，決

定下禮拜來打菜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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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二：人員愛仰脣分組？請討論。
梅映：照號碼順序來分，五個一組。
阿彰：照座位來分，一排一組。
鳴珠：各人自由湊伴，七個一組。
決議：自由湊伴，七個一組，總共分做五組。

討論三：工作愛仰脣分配？請討論。
主席：頭先美利在網路項尋著包菜包个相關內容，有：亼

粄6、撮菜頭籤7、切紅蔥頭、炒豬肉絲、菣香8、洗
弓蕉葉、包菜包、炊菜包……。各組人馬開始參
詳，到底愛做哪幾項工作？

彩霞：由各組自由認事9來做，先座先贏10喔。
春福：請主席指定。
金財：𠊎提議各組抽籤決定，較無話講。
決議：各組自由認事來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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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坐偎來：音co+�vaˆ�loiˇ，

坐近些。偎，近。
2. �參詳：音cam+�siongˇ，商

量。
3. �煮食：�音zhuˆ�shidˋ，烹

飪。
4. �煠啊熟：音sabˋ�a+�shugˋ，

一煮熟。
5. �五股三：音ngˆ�guˆ�sam+，

五分之三。
6. �亼粄：音cibˋ� banˆ，搓揉

粄團。

7. �撮菜頭籤：音codˆ� coiˋ�
teuˇ�ciam+，刨蘿蔔絲。

8. �菣香：音kienˋ� hiong+，
爆香。

9. �認事：音nginˋ� sheˋ，認
養工作。

10. �先座先贏：音sen+�coˋ�sen+�
rhangˇ，�先選先贏。

11. 伸：音chun+，剩下。
12. �撿揫：音giamˆ� ciu+，收

拾乾淨。

主席：經過大家參詳，菜包逐儕都愛學包，伸11个工作分配
如下：

　　　第一組：亼粄
　　　第二組：撮菜頭籤、切紅蔥頭
　　　第三組：炒豬肉絲、菣香
　　　第四組：洗弓蕉葉、撿揫12

　　　第五組：炊菜包����
四、臨時動議：無。

五、導師講評：
各位同學：
　　菜包係客家美食盡有特色个代表。今晡日，大家肯坐偎
來參詳，分工協力來做，係好个開始。毋過，該日各組組長
愛約束組員，做事愛細義，𠊎相信下禮拜个家政課，定著食
得著有客家風味个菜包。

班長
簽名

導師
簽章

訓育
組長

學務
主任

�校
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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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讀看看　標看看

1.�家政（ga+�zhinˋ）� 5.�弓蕉葉（　　　　　　）

2.�菜頭（　　　　　　　）�6.�卵塔（　　　　　　　）���

3.�水餃（　　　　　　　）�7.�亼粄（　　　　　　　）

4.�菣香（　　　　　　　）�8.�紅蔥頭（　　　　　　）

練習二 	 寫 字 練 習   

將客語詞彙轉做國語詞彙

1.�坐偎來� �（坐近一點）

2.�參詳� �（� ）

3.�煮食� �（� ）

4.�撿揫� �（� ）

5.�菣香� �（� ）

6.�認事�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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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句 型 練 習

1.�有（五股三）个（人）愛（打菜包）。

� 有（　　　　　　）个（　　　）愛（　　　　　）。

� 有（　　　　　　）个（　　　）愛（　　　　　）。

� 有（　　　　　　）个（　　　）愛（　　　　　）。

2.�（𠊎）提議（包水餃）。

� （　　　）提議（　　　　　　　　　　　　　）。

� （　　　）提議（　　　　　　　　　　　　　）。

� （　　　）提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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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寫 作 練 習

用客語寫出你對菜包个印象（盡少三十隻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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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無共樣个客家話

𠊎講「靚」，你講「鬧(nau)」；𠊎講「看」，佢
講「䀴(ngiangˋ)」；「阿爹」有人喊「阿公」；「阿
爸」有人喊「阿怙(aˇ�u)」。雖然講法無共樣，毋過，
毋使疑狐1，這兜做下係客話。

客話在臺灣有五種主要个腔調，四縣腔2大體分
布在苗栗、高屏地區。南、北兩地四縣腔个詞彙有
多少差別，像北四縣講「轉(zonˋ)」、「當靚(dong

ˊ

�
jiang

ˊ

)」，南四縣人就講「歸(gui

ˊ

)」、「蓋鬧(goi�
nau)」。

講海陸腔3个人，較集中在新竹地區。海陸同
四縣盡大个差別在聲調，海陸講「tiauˇ� vu

ˊ

（跳
舞）」、「gungˋ� zog（工作）」，四縣講「tiau�vuˋ
（跳舞）」、「gung

ˊ

� zogˋ（工作）」，厥等个音調
大部分堵好顛倒。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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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大埔腔4个人戴在臺中東勢、石岡、新社較
多，這種腔調个客話已生趣：「客人」毋會「嚇
人」，「廟公」毋係「貓公」，「苦瓜」棚下晒「衫
褲」，擎「桌」兜「凳」圍偎來，「梅樹」下坐食
「糖糜5」。

桃竹苗地區，又還有無共樣个腔調，你若係聽
著有人「睡」講fe

ˊ

、「水」講fiˋ、「雨」講vuˋ、
「矮」講eˋ，厥等斯有可能係講饒平腔6个人。

20



詔安腔

臺中東勢

雲林

大甲溪

南四縣腔

大埔腔

21

在雲林个崙背、二崙，還有已多人講詔安腔7，
這種腔調較無共樣，「學」念ho、「屋」念bbu

´

；
「𠊎、你、佢」念「ngaì 、henˋ、guì 」。

另外，還有已多人講四縣同海陸腔混合个客話，
「食飯」厥等講做「siidˋ� fan+」；「多少」講做「doˋ�
sheu

´

」，當有意思。

不管你學个係哪種客話，對若个用心，𠊎愛講：
「恁勞瀝(anˇ�loˇ�lad )̀、勞力(loˇ�lad )̀、多謝、承蒙(shin�
mung)、恁仔細(anˋ�ziì �se)。」

21



四縣腔 海陸腔

饒平腔

桃、竹、苗

新竹苗栗

臺中東勢

22

【注　釋】
1. 疑狐：音ngiˇ�fuˇ，懷疑。
2. �四縣腔：音s i ˋ � r h e n ˋ�

kiong+，指來自舊廣東省
嘉應州的平遠、蕉嶺（鎮
平）、五華（長樂）、興
寧等地（含梅縣）的客家
語。

3. �海陸腔：音hoi ˆ � l i ug ˋ�
kiong+，指源自舊廣東省
惠州府海豐、陸豐為主的
客家話。

4. �大埔腔：音 t a i ˋ � b u +�
kiong+，主要源自舊廣東

 �省潮州府大埔、豐順二縣
的客家話。

5. �糖糜：音tongˇ� moiˇ，甜
粥。

6. �饒平腔：音ngiauˇ� pinˇ�
kiong+，主要源自舊廣東
省潮州府饒平縣的客家
話。

7. �詔安腔：音zheu +� on +�
kiong+，主要源自舊福建
省漳州府詔安縣的客家
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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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讀看看　寫看看

1.�gongˆ�fabˆ�moˇ�kiungˋ�rhongˋ

� �（講法無共樣）。

2.�rhiu+�ngˆ�zhungˆ�kiong+�tiauˋ

� �（� ）。

3.�go+�de+�rhim+�dien+�doˋ

� �（� ）。

4.�這係客話

� �（liaˆ�heˋ�kagˆ�faˋ）。

5.�想法當特別

� �（� ）

6.�故事當有意思

� �（�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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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 	 語 詞 練 習

(一)  試比較下背各腔調語詞个差別

國語 四縣腔 南四縣腔 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

祖父 阿公 阿公 阿公 阿爹 阿公 阿公

祖母 阿婆 阿婆／阿嬤 阿婆 阿奶／
阿姐 阿嬤 阿媽

外祖父 姐公 阿公／外阿公 姐公 外阿公 姐公 外公

外祖母 姐婆 阿婆／外阿婆 姐婆 外阿婆／
外阿嬤 姐嬤 外媽

爸爸 阿爸 阿爸 阿爸 阿爸 阿爸 阿怙

媽媽 阿姆 阿姆 阿姆 阿姆 阿姆 阿依

看 看 看 看 看 䀴 䀴

謝謝 恁仔細 多謝 承蒙 勞瀝 承蒙 勞力

很有趣 當生趣 蓋生趣 當生趣當生趣／
當心色 當心色真心適

很愛玩 當好搞 蓋好搞 當好搞當好搞當好爽真愛賞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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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寫一個語詞，橫讀、直讀都有意思。

洗 手 開 路 舊 年

腳 髀

練習三 	 句 型 轉 換

1.�肯定句：這係客話。

� 否定句：這（毋係客話）。

� 疑問句：這（係客話無）？

� 疑問句：這（� ）？

2.�肯定句：這兩種話个講法共樣。

� 否定句：這兩種話个講法（� ）。

� 疑問句：這兩種話个講法（� ）？

� 疑問句：這兩種話个講法（� ）？

3.�肯定句：阿爸食飽咧。

� 否定句：阿爸（� ）。

� 疑問句：阿爸（� ）？

� 疑問句：阿爸（�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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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寫 作 練 習

將下背三題个答案，連起來變做一篇短文，過再

講分大家聽。

1.�臺灣个客話主要有哪幾種腔調？�

2.�試問爺哀，若个祖先係哪朝代、對哪位徙來臺灣个？

3.�你講个客話係哪種腔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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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發夢

阿明屋家當匱1，長在有一餐無一餐，佢輒輒枵
都「肚屎變背囊2」，根本無錢好討餔娘3。

有一日，佢上山撿樵4。到晝5咧，肚屎當枵，佢
斯拿出飯𤊶6來過餐。忽然間，佢看著一隻白鶴軟怠
怠7橫在樹頭下8。

阿明問白鶴：「你仰脣會橫在這位？」白鶴講：
「吾翼著傷，飛毋䟘來，又幾下日無食，差一屑斯
無命9咧。」阿明聽了，黏時擘兜飯𤊶、捧兜水飼10

佢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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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鶴食了兩口，斯較有元氣，同佢講：「細
阿哥，恁勞瀝喔。像你恁好心个人，定著會有好
報。」阿明講：「好報？戇狗想食豬肝骨11喔！𠊎日
求三餐，夜求一宿12都毋得著，匱都硬硬13會分鬼捉
去，食到三十歲咧，連討餔娘都毋敢想，哪敢有麼
个戇想14！𠊎啊！入齋堂做和尚15，早都看破咧。」
白鶴聽了，目汁溚溚跌16，緊同阿明頷頭17講：「𠊎
食水會念著水源頭，有機會𠊎會報答你。」講撇斯
慢慢飛走咧。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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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無幾久，阿明發夢著，一個白衫仙女同佢
講：「𠊎係你救个白鶴，也係若个七世新娘。等
前世識偷㓾人个牛，天公責罰𠊎變白鶴；罰你食石
頭傍水18。打幫19你恁善良、好心，天公正會恩准
兩儕，今世再續公姐緣20，好好行善。」

阿明迷迷癡癡，目珠擘啊開，看著一個靚妮妮21

个細阿妹，笑微微企在眠床頭，原來這毋係發夢。

往語有講：「兩人共一心，爛泥變黃金」。結婚
過後，兩公姐22已相惜，煞猛來做頭路。一陣大細也
晟持23成人，歸家人幸福快樂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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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匱：音kuaiˇ，窮苦。
2. �肚屎變背囊：音duˆ� shiˆ�

bienˋ�boiˋ�nongˇ，形容非
常飢餓的樣子。

3. �討 餔 娘 ： 音 t o ˆ � b u +�
ngiongˇ，娶妻。

4. �撿樵：音giamˆ� ciauˇ，撿
拾柴火。

5. �到晝：音doˋ�zhiuˋ，到了
中午。

6. �飯𤊶：音ponˋ ladˆ，鍋
巴。

7. �軟怠怠：音ngiong+� taiˆ�
taiˆ，軟弱無力的樣子。

8. �橫在樹頭下：音van g ˋ�
coi+� shuˋ� teuˇ� ha+，倒在
樹底下。

9. �差 一 屑 斯 無 命 ： 音
ca+� rhidˆ� sudˋ� sii+� moˇ�
miangˋ，意指生死一線
間，幾近死亡。

10. 飼：音ciiˋ，餵食。
11. �戇 狗 想 食 豬 肝 骨 ： 音

ngongˋ�gieuˆ�siongˆ�shidˋ�
zhu+� gon+� gudˆ，比喻癡
心妄想，猶如「癩蝦蟆想
吃天鵝肉」。

12. �日求三餐，夜求一宿：音
ngidˆ�kiuˇ�sam+�con+�rhaˋ�
kiuˇ�rhidˆ�siugˆ，指每天

 �忙碌，只為了基本的生活
所需。

13. �硬硬：音ngiangˋ�ngiangˋ，
本課指「幾乎」。

14. �戇想：音ngongˋ� siongˆ，
妄想。

15. �入 齋 堂 做 和 尚 ： 音
ngibˋ� zai+� tongˇ� zoˋ� voˇ�
shongˋ，客家俗諺，是說
看破紅塵到廟裡當和尚，
指心灰意冷、看破世情。

16. �目汁溚溚跌：音mu g ˆ�
zhibˆ� dabˋ� dabˋ� diedˆ，
眼淚直流。

17. �頷頭：音ngamˆ� teuˇ，點
頭。

18. �食石頭傍水：音s h i d ˋ�
shagˋ� teuˇ� bongˆ� shuiˆ，
形容生活貧困，食物缺
乏。

19. �打幫：音daˆ� bong+，依
賴他人的幫忙。

20. �公姐緣：音gung +� z ia ˆ�
rhenˇ，夫妻緣。

21. �靚妮妮：音ziang +� nidˆ�
nidˆ，嬌美可愛的樣子。

22. �兩公姐：音liongˆ� gung+�
ziaˆ，夫妻倆。

23. �晟持：音changˇ� chiˇ，教
導、養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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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將下背「　」中个字，照韻母分類寫出來

天「光」、著「傷」、肚屎「枵」、眠
「床」、背「囊」、「公」姐、「傍」水、
撿「樵」、「講」話、發「夢」、「晟」持

1.�-ong：光、　　　　　　　　　　　　　　　　　　�

2.�-ung：　　　　　　　　　　　　　　　　　　　　�

3.�-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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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 	 語 詞 練 習

讀看看　選看看

1.準講　2.抑係　3.還過　4.同時　5.毋單淨　6.敢係

1.�兩公姐當相惜（同時）也當煞猛。

2.�你愛食朳（　　　　　　）弓蕉？

3.�學客話（　　　　　　）愛會聽，還愛會講。

4.�（　　　　　　）佢會來，天都會落紅雨！

5.�阿姆喊你去買一罐豆油（　　　　　　）兩罐米酒。

6.�該件事情（　　　　　　）佢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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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句 型 練 習

1.�（你）仰脣會（橫在這位）？

� （你）仰脣會（　　　　　　　　）？

� （　　　）仰脣會（　　　　　　　　）？

2.�（𠊎）連（討餔娘）都毋敢（想）。

� （𠊎）連（　　　　　）都毋敢（　　　　　）。

� （　　）連（　　　　　）都毋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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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寫 作 練 習

尋出三條客家諺語，寫出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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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揣令
1

�

正月半該暗晡，吾等跈阿爸去參加揣令比賽，廟
埕肚人山人海，鬧熱濟借。

正起勢，有當多靚靚个細阿妹又唱又攘2，實在
還好看哪！過後斯係揣令比賽，𠊎看著歸列个燈籠，
逐隻燈籠下背吊緊一條令，有揣文字、揣東西，也有
揣人名、揣動物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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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搶答咧，頭下碼主持人先出一題：「一點一
橫長，一撇到南洋，十字對十字，日頭對月光。揣一
隻字。」續緊又出一題：「紅盎3，弇烏蓋4，人人看
著人人愛。揣一種果子。」兩題都分一個老阿伯揣
著，大家拍手拍無停。

續落來个令係「高山崠頂一坵田5，無陂無圳6水
漣漣7；也有白鶴來食水，也有老鴉8來巡田。」𠊎一
聽啊著，斯知係「墨盤9」，遽遽擎手，
分𠊎揣都準準準10，得著當好个獎
品，害𠊎暢都尾仃仃11。

36



37

主持人一題續核12一題緊問，其中一題：「半天
一條橋，中央八卦寮，神仙毋敢過，八仙在該搖」，
阿姊大聲講「蜘蛛網」，正經分阿姊揣都對對對13，
脣項个人緊安𧩣阿姊，講該三子爺14還慶哪！阿爸暢
去嘴都合毋弭15。

這暗晡，行轉屋家个路項，𠊎同阿爸講好勢，明
年正月半過來16揣令，毋好輸分該老阿伯。

【注　釋】
1. �揣令：音tonˇ� liangˋ，猜謎

語。
2. �又唱又攘：音rhiuˋ� chongˋ�

rhiuˋ�ngiongˆ，唱作俱佳。
3. �紅盎：音fungˇ�ang

ˊ

，紅色
瓶子。

4. �弇烏蓋：音g i em ˇ � v u +�
goiˋ，蓋著黑蓋子。

5. �一坵田：音rh i d ˆ � k i u +�
tienˇ，一塊田地。

6. �無陂無圳：音moˇ�bi+�moˇ�
zhunˋ，沒有池塘沒有水
圳。

7. �水漣漣：音shu i ˆ � l i e n ˇ�
lienˇ，水很多的樣子。

8. 老鴉：音loˇ�aˋ，烏鴉。
9. �墨盤：音medˋ� panˇ，硯

臺。

10. �揣都準準準：音tonˇ� do+��
zhun

ˊ

� zhunˇ� zhunˆ，猜得
很準確。

11. �尾仃仃：音mui +� dang ˇ�
dangˇ，形容十分得意的樣
子。

12. �續核：音suaˋ� hedˋ，接
著。

13. �揣都對對對：音tonˇ� do+�
dui

ˊ

� duiˇ� duiˋ，猜個正
著。

14. �三子爺：音 s a m +� z i i ˆ�
rhaˇ，父子或父女三人。

15. �嘴都合毋弭：音zhoiˋ� do+�
habˋ�mˇ�mi+，合不攏嘴。
弭，密合。

16. 過來：音goˋ�loiˇ，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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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寫看看　讀看看

1.�一坵田� �（rhidˆ�kiu+�tienˇ）

2.�擎手� �（　　　　　　　　　　　）

3.�還慶� �（　　　　　　　　　　　）

4.�八卦寮� �（　　　　　　　　　　）

5.�兩子爺� �（　　　　　　　　　　）

6.�giemˇ�vu+�goiˋ� �（弇烏蓋）

7.�moˇ�bi+�moˇ�zhunˋ� �（� ）

8.�tonˇ�duiˋ�duiˋ� �（� ）

9.�nginˇ�san+�nginˇ�hoiˆ� �（� ）

10.�shuiˆ�lienˇ�lien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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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 	 句 型 練 習

（阿爸）暢去（嘴）都（合毋弭）。

（　　　）暢去（　　　　）都（　　　　　　　）。

（　　　）暢去（　　　　）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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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寫 作 練 習

請你寫出兩條客家令，分同學揣下看。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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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打竹夾
1

真生趣

咚咚隆咚七咚鏘2，愛看採茶遽遽行。打竹夾盡
出名，阿丑3緊講緊上棚4，大人細子恁歡迎！恁歡
迎！

天恁奇，地恁怪5，笠嫲毋戴日頭晒，有腳毋行
用車載，皇宮毋戴戴山寨6。細𧊅食大𧊅，蛤蟆食老
蟹！嫌忒矮削腳底，買樂透真無采，一買斯著都罅擺
罅擺。天皇皇，地皇皇7，我家出個8圖食郎9，三餐食
飯傍烏糖10，半夜毋睡想該薑絲炒豬腸，想都硬硬會
發狂！

古董真古董，滿天星子花喇必駁11，天穿日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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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12，擎钁頭13整石駁14，破竹頭剝竹殼，食甘蔗無
哯粕15。平安戲買豬腳，刀嫲16擎來剁，用烳鏍17煮
酪酪18，食都滿嘴角。睡當晝19打赤膊，眠床毋睡睡
桌角，爛枕頭真虐削20，種觔斗額頭生一支角！

打竹夾啊真搭句，手攘腳踏21、牽聲又打蒂，講
講笑笑實在真生趣啊，真生趣！

42



43

【注　釋】

1. �打竹夾：音daˆ�zhugˆ�giabˋ，說唱藝術的一種表演。竹夾，
念唱時用來打節拍的竹器。有些地區又稱「棚頭」。

2. �咚咚隆咚七咚鏘：音dung+� dung+� lung+� dung+� cidˆ� dung+�
changˆ，鑼鼓聲響。

3. 阿丑：音a+�chiuˆ，丑角。
4. 上棚：音shong+�pangˇ，戲劇開演。
5. �天恁奇，地恁怪：音tien+�anˆ�kiˇ，tiˋ�anˆ�guaiˋ，比喻怪事

一籮筐。
6. 山寨：音san+�zaiˋ，山上的房子。
7. �天皇皇，地皇皇：音tien+�fongˇ�fongˇ，tiˋ�fongˇ�fongˇ，形

容天寬地闊。
8. 出個：音chudˆ�gaiˋ，有一個。
9. 圖食郎：音tuˇ�shidˋ�longˇ，貪吃的男孩子。
10. 烏糖：音vu+�tongˇ，黑糖。
11. 花喇必駁：音fa+�la+�bidˋ�bogˋ，五顏六色，令人眼花撩亂。
12. 改田角：音goiˆ�tienˇ�gogˆ，用鋤頭翻動田角落的土。
13. 钁頭：音giogˆ�teuˇ，鋤頭。
14. 整石駁：音zhangˆ�shagˋ�bogˆ，整修石砌的駁崁。
15. 哯粕：音lienˆ�pogˆ，吐渣。
16. 刀嫲：音do+�maˇ，柴刀。
17. 烳鏍：音puˇ�loˇ，燉煮用的深鍋。
18. 煮酪酪：音zhuˆ�logˆ�logˆ，煮得爛熟。
19. 睡當晝：音shoiˋ�dong+�zhiuˋ，睡午覺。
20. 虐削：音ngiogˆ�siogˆ，刺癢難耐。
21. 手攘腳踏：音shiuˆ�ngiongˆ�giogˆ�tabˋ，比手畫腳。

43



44

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一) 寫出正確个語音來

正－（zhang+）正月、（zhinˋ）正經

生－（　　　　）生日、（　　　　）生活

好－（　　　　）好勢、（　　　　）盡好展

著－（　　　　）聽著、（　　　　）著衫

清－（　　　　）清潔、（　　　　）清明

(二) 先注音過選出共樣音个字來

擘、騎、螺、緣、勞、牧、原、
員、牲、星、祈、木、年、伯

1.�園（rhenˇ）－（　緣　）、（　員　）

2.�源（　　　　　）－（　　　）、（　　　）

3.�百（　　　　　）－（　　　）、（　　　）

4.�生（　　　　　）－（　　　）、（　　　）

5.�奇（　　　　　）－（　　　）、（　　　）

6.�目（　　　　　）－（　　　）、（　　　）

7.�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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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 	 語 詞 練 習

(一) 選出適當个詞填落（　）肚去

沉沉、華華、肨肨、刻刻、金金、赤赤、
蟈蟈、借借、溜溜、芍芍、橫橫、茫茫

1.�嘴（芍芍）� 2.�青（　　　　　）

3.�烏（　　　　　）� 4.�闊（　　　　　）

5.�鬧（　　　　　）� 6.�肚（　　　　　）

7.�頸（　　　　　）� 8.�目（　　　　　）

9.�頭（　　　　　）� 10.光（　　　　　）

11.臭（　　　　　）� 12.鬚（　　　　　）

(二) 在□肚填落適當个詞來

逐

日 頭 無 烏

尞 好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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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造 句 練 習

1.�使得－

� （天光日使得放尞咧，還好哪！）

2.�硬硬－

� （� ）

3.�做麼个－

� （� ）

4.�好得－

� （� ）

5.�仰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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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山路

時間：禮拜日个朝脣。
地點：一條百年歷史个山路。
人物：�阿芳、阿芳个阿爸、阿芳个阿姆

背景：（濛紗還停留在山排頂，阿芳同屋家人，在山路口企核，一�
　　　家人準備愛去跋鳴鳳古道。）

阿芳：（指緊山路）阿爸，原來你上擺講个地方斯係這
喔！

阿爸：係啊！

阿芳：阿爸，這條山路有幾長啊？

阿爸：大約三、四公里，若係你來行，怕1愛兩點鐘
喔！

阿芳：吓！仰脣會恁遠，𠊎怕奈毋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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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仰脣會奈毋何呢？你敢毋係長在有在運動？

阿姆：係啊！係啊！上擺去跋加里山2，來去六、七
點鐘久，你毋係行盡頭前咩？

阿芳：（嘴嘟嘟）好啦！好啦！

阿姆：（鼓勵个口氣）難得來到這位，斯來去行行咧
啊！

（涼涼个山風，一陣一陣吹過來，滿樹个桐花跈
緊涼風一蕊一蕊飛下來，斯像落雪个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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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芳：還靚喔！（看桐花飛下來个地方）

阿姆：係喔！風又涼，花又靚，實在還鬆爽3哪！

阿爸：早期油桐樹有當大个經濟價值，這下較無人種
咧！

阿姆：油桐樹當會打呢！一粒油桐子裡肚有四、五粒
仁4，斯使得生出四、五頭油桐樹喔！（指桐花樹

林）你看這歸大片个油桐樹斯係恁泥來个。

阿芳：油桐花，滿山滿坪白雪雪，怪得5人人安𧩣佢
係五月雪。

阿爸：（道嘆个口氣）係斯係！毋過，佢會佔著其他樹
種生存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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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芳一屋人緊行緊講，順續認識路脣个植物，斯像在該上一堂自
然課个樣。毋多知，行到龍頂，看著石凳，斯坐落來歇睏。）

阿芳：（疑狐个口氣）阿姆，這截6山崎7，仰脣會恁嶇8

呢？

阿姆：這下算整理都當好行咧！頭擺還較難跋喔！

阿爸：頭擺人為著生活，當多人㧡擔行這條長崎（㧡

擔、捽汗个動作），上崎堵嘴，落崎凴背9！有汗
出都無汗10，實在衰過11！�

阿芳：曾有影12？

阿爸：有影啊！你看頭先該垤紹介古道13个牌，斯知
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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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芳：𠊎又無看真14。（頭犁犁，敗勢樣。）

阿姆：頭擺交通毋發達，像這條鳴鳳古道係獅潭去頭
屋、苗栗市盡近、盡利便个路。

阿爸：頭擺人為著運送自家生產个農產品，交換日常
用品、抑係做生理、尋親戚朋友，輒輒15愛行
恁泥个山路。

阿芳：係毋係全臺灣有已多這種个古道？

阿姆：係啊！有當多喔！

阿爸：這下，有兜地方人士已有心，將頭擺个山路修
整做分人休閒健身个古道，也有已多紹介古道
个刊物，網路項也查得著各地古道个資料喔！

阿芳：若係有時間，𠊎會去查下看！無定著，下次
擺𠊎會帶阿爸、阿姆，去吂識遶過个古道行行
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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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風緊吹緊涼，阿芳一家人，起身行對頭屋去。路項，阿爸講著
黃南球開發獅潭个故事，還有當地个人文風情。行一輪16古道，歸家
人盡和樂，阿芳也學著自然同人文个種種知識。）

【注　釋】
1. 怕：音paˋ，可能。
2. �加里山：音ga+�li+�san+，苗栗

一座高山。
3. �鬆爽：音sung+�songˆ，舒適宜

人。
4. 仁：音rhinˇ，種子。
5. �怪得：音guaiˋ� dedˋ，難怪、

怪不得。
6. 這截：音liaˇ�ziedˆ，這段。
7. 崎：音giaˋ，坡道。
8. 嶇：音ki+，陡峭。
9. �上崎堵嘴，落崎凴背：音

shong+� giaˋ� duˇ� zhoiˋ，logˋ�

giaˋ� benˋ� boiˋ，形容山
勢陡峭。

10. �有汗出都無汗：音rhiu+�
honˋ�chudˋ�do+�moˇ�honˋ，汗
流浹背。

11. �衰過：音coi+�goˋ，可憐。
12. �曾 有 影 ： 音 c e n ˇ � r h i u +�

rhangˆ，真的嗎？
13. �古道：音guˆ� toˋ，前人開闢

的步道。
14. 真：音zhin+，清楚。
15. �輒輒：音ziabˋ�ziabˋ，經常。
16. 一輪：音rhidˆ�lin+，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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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讀看看　標看看

1.�鬆爽（sung+�songˆ）

2.�山排（　　　　　　　　　　　　　　　　　　）

3.�利便（　　　　　　　　　　　　　　　　　　）

4.�堵嘴（　　　　　　　　　　　　　　　　　　）

5.�衰過（　　　　　　　　　　　　　　　　　　）

6.�輒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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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二 	 寫 字 練 習

將國語詞彙轉做客語詞彙

1.�種子� �（　　　　　　　　　　　　　　　　　）

2.�剛才� �（　　　　　　　　　　　　　　　　　）

3.�邊走邊說� �（　　　　　　　　　　　　　　　）

4.�時常� �（　　　　　　　　　　　　　　　　　）

5.�前面� �（　　　　　　　　　　　　　　　　　）

6.�不一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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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語 詞 練 習

選看看　讀看看 

（　）1.�你打　　，佢行中央，𠊎座背尾。

� （①頭擺　②頭前　③下次擺）

（　）2.�假使你　　愛做頭路，記得愛來尋𠊎。

� （①頭前　②頭先　③下次擺）

（　）3.�𠊎　　講个話，你有聽清楚無？

� （①頭下碼　②下次擺　③天光日）

（　）4.�佢　　同𠊎借个書，還吂還𠊎。

� （①上擺　②天光日　③下次擺）

（　）5.�　　个人生活艱苦，無米高不將煮番薯湯。

� （①上擺　②下次擺　③頭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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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句 型 練 習

1.�上崎（堵嘴），落崎（凴背）。

� 上崎（　　　　），落崎（　　　　）。

� 上崎（　　　　），落崎（　　　　）。

2.�佢（有汗）（出）都（無汗），實在（衰過）！

� 佢（　　　）（　　）都（　　），實在（　　）！

� 佢（　　　）（　　）都（　　），實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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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圳溝
1

同陂頭
2

个道嘆
3

有一日个當晝頭4，老龜在大石牯面晒日頭，聽
著圳溝同陂頭在該唉唉㗱㗱5，試著當奇怪。

老龜：若等兩儕做麼个道嘆呢？

陂頭：唉！無講你毋知，講來話又長哩喲！

圳溝：係呀！毋多知，等戴在這位差毋多有三百年
咧！

陂頭：後生該當時，日夜都無閒，幾艱苦你知無？

圳溝：耕種人若係講愛耕一大片水田，斯無恁該
喢6。頭下碼愛同大河壩水，引到陂頭阿哥
這位來。

陂頭：還愛倚恃7圳溝老弟，同水透8落田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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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溝：又順續解決人類用水个問題。

老龜：該曾毋係當風神咩！仰脣還愛緊9道嘆呢？

陂頭：全全無想著「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10」，
時代轉變，當多田休耕咧！

圳溝：這下，吾等嗄分厥等準11「排水溝」來用！麼
个垃圾、骯髒水做下流到吾圍身12來，害吾等
變都臭肨肨、烏趖趖，還毋值13喔！

陂頭：頭擺同吾等做伴个田螺、蜆、鰗鰍總下14徙走15

咧！連草埔肚个火黏蟲，也罕得看著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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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龜：聽若等恁泥講，陂塘个命斯比若等較靚。

陂頭：仰脣講？

老龜：早先人類挖做陂塘係愛蔭田16，到尾，做水庫
了後斯較無用著厥等。毋過，人類也無同厥等
拂撇17，還規畫來種蓮花、做魚塘，轉做觀光
休閒農業用。

陂頭：𠊎還聽白鶴先生講，厥等同陂塘打扮都靚靚、
淨俐淨俐。

老龜：平平對人類有功勞，若等个命運仰脣會爭恁
多？

陂頭、圳溝（共下道嘆）：唉！毋好過講哩！

老龜斡頭轉身，一步一步爬轉陂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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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圳溝：音zhunˋ� gieu+，人

工開挖的灌溉溝渠。
2. �陂頭：音bi+� teuˇ，土石所

築成的儲水堤壩。
3. 道嘆：音toˋ�tanˋ，感嘆。
4. �當晝頭：音dong +� zhiuˋ�

teuˇ，正午時分。
5. �唉唉㗱㗱：音ai+� ai+� zibˋ�

zibˋ，嘆息聲。
6. �無恁該喢：音moˇ�anˆ�goi+�

saˋ，沒那麼容易得到。
7. 倚恃：音rhiˆ�shiˋ，仰賴。
8. �透：音teuˋ，引。
9. 緊：音ginˆ，一直。
10.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

西：音sam+� shibˋ� ngienˇ�

hoˇdung+，siˋ� shibˋ� ngienˇ�
hoˇ�si+，比喻世事變遷，盛
衰無常。

11. 準：音zhunˆ，當作。
12. �圍身：音vuiˇ� shin +，身

體。
13. �還毋值：音hanˇ�mˇ�dadˋ，

真不值得。
14. �總下：音zungˆ� haˋ，全

部。
15. 徙走：音saiˆ�zeuˆ，遷離。
16. �蔭田：音rhimˋ�tienˇ，灌溉

水田。
17. �拂撇：音fidˆ� pedˆ，丟

掉、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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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1.�艱苦（gan+�kuˆ）

2.�唉唉㗱㗱（　　　　　　　　　　　　　）

3.�道嘆（　　　　　　　　　　　　　）

4.�骯髒（　　　　　　　　　　　　　）

5.�圍身（　　　　　　　　　　　　　）

練習二 	 語 詞 練 習

1.（田）肚� 2.（　　　　　　）肚

3.（　　　　　　）肚� 4.（　　　　　　）肚

5.（　　　　　　）肚� 6.（　　　　　　）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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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三 	 語 詞 練 習

連看看　讀看看　使得複選

排水溝��  蔭田

陂　頭��  釣魚

圳　溝��  洗衫褲

水　庫��  覓蜆

河　壩��  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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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 	 寫 字 練 習

淨俐淨俐　好勢好勢　派頭派頭

利便利便　烏刻烏刻　白淨白淨

1.�今晡日阿哥愛去食酒，打扮都

� （　　　　　　　　　　　　　　　　　　　）。

2.�阿姊將間房整理都

� （　　　　　　　　　　　　　　　　　　　）。

3.�阿伯戴个社區生活

� （　　　　　　　　　　　　　　　　　　　）。

4.�老妹人生來（　　　　　　　　　　　　　　），

� 當得人惜。

5.�阿嫂做事當煞猛，晒都

� （　　　　　　　　　　　　　　　　　　　）。

6.�阿姆將屋家个事情安排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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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五 	 寫 作 練 習

接寫練習

1.�有你好倚恃，𠊎斯　　　　　　　　　　　　　　　

� 　　　　　　　　　　　　　　　　　　　　　　　

2.�全全無想著佢　　　　　　　　　　　　　　　　　

� 　　　　　　　　　　　　　　　　　　　　　　　

3.�𠊎還聽佢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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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老街

有一擺，𠊎同好朋友去遶老街。老街斯像囥在阿
奶簞笥1肚个老相片。逐張退色2轉黃个相，像在講一
條一條有歡喜、也有傷心---該老頭擺个古。

行入3老街，該一長槓个拱形門廊、一扇一扇雕
龍刻鳳个窗門，看得出老師傅奇巧个手藝。這一間一
間古色古香个紅磚屋，像在對𠊎講：「頭擺這位係各
行各業當盛、交通當利便个街路，有戲園、酒家、旅
社、百貨洋行。過後，傳統產業末落、人口外徙4，
這位斯伸著一條孤栖栖5、恬芍芍6个舊街路。恁多年
來時行老街新造，一到放尞日，唶唶滾7个人客來來
去去，𠊎又風神8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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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過一垤一垤个老石枋9，遶透滿哪个古董、雜
貨、手工童玩、客家美食个新老街。日頭愛落山10

咧，轉夜11个瓦雀12，在屋頂嘰嘰借借；雙手擐緊
噹嗒、紀念品个遊客，同老街孤栖个背影，合
合共下，越來越長、緊行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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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个一事一物、一磚一瓦，隨歲月个流失，
顛倒分人還較懷念。對吾這兜出外打拚，罕得轉老
屋个後生人來講，雖然人在鬧市肚，對故鄉還係牽
腸掛肚13。老街个光景分𠊎愐起童年，斯像吾心肚一
張張个老相片，略略濛濛，又略略14真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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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 簞笥：音tanˋ�siiˆ，衣櫥。
2. 退色：音tuiˋ�sedˆ，褪色。
3. 行入：音hangˇ�ngibˋ，走進。
4. 外徙：音nguaiˋ�saiˆ，移居外地。
5. 孤栖栖：音gu+�si+�si+，孤單的樣子。�
6. 恬芍芍：音diam+�shogˆ�shogˆ，安靜的樣子。
7. �唶唶滾：音ziaˋ�ziaˋ�gunˆ，形容人來人往，喧鬧吵雜的樣子。�
8. 風神：音fung+�shinˇ，神氣。
9. 石枋：音shagˋ�biong+，石板。
10. 落山：音logˋ�san+，下山。
11. 轉夜：音zhonˆ�rhaˋ，傍晚收工回家。
12. 瓦雀：音ngaˆ�ziogˆ，麻雀。
13. 牽腸掛肚：音kien+�chongˇ�guaˋ�duˆ，心中想念著。�
14. 略略：音liogˋ�liogˋ，稍微、略微。
15. 真真：音zhin+�zhin+，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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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語 音 練 習

1.�童玩（tungˇ�nguanˇ）

2.�退色（　　　　　　　　　　　　　　　）

3.�孤栖栖（　　　　　　　　　　　　　　）

4.�恬芍芍（　　　　　　　　　　　　　　）

5.�簞笥（　　　　　　　　　　　　　　　）

6.�隨（　　　　　　　　　　　　　　　　）

練習二 	 寫 字 練 習

(一) 將國語詞彙轉做客語詞彙

1.�藏著（囥核）� 2.�心中想念著（　　　　　）

3.�假日（　　　　　）� 4.�移居外地（　　　　　　）����������������

5.�褪色（　　　　　）� 6.�孤孤單單（　　　　　　）

7.�麻雀（　　　　　）� 8.�零食（　　　　　　　　）���

69



70

(二) 先讀句，過再填入客語語詞

�

恬芍芍　　青溜溜　　紅放放���

白雪雪　　孤栖栖�����������

1.�秋天來到，樹頂个柿

� （　　　　　　　　）。

2.�五月个桐花開都

� （　　　　　　　　）。

3.�春天來咧，滿山个草木

� （　　　　　　　　）。

4.�恁夜咧，滿哪都

� （　　　　　　　　）。

5.�一隻老鴉（　　　　　　　）

� 企在樹頂。

70



71

練習三 	 句 型 練 習

1.�一條一條有（歡喜）也有（傷心）个（古）。

2.�一條一條有（　　　　　　）也有（　　　　　　）

� 个（　　　　　　　　　　）。

3.�一條一條有（　　　　　　）也有（　　　　　　）

� 个（　　　　　　　　　　）。

練習四 	 造 句 練 習

1.�行入—

2.�隨—

3.�牽腸掛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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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

麵帕粄

72

練習五 	 短 文 寫 作

參考下背个語詞，盡少選五個，寫出一段遶老街

經驗个短文。

參考語詞：
老瓦屋、紀念館、老石枋、碗粄、粄條、菜包、
豬肚湯、鬧唶唶、歡喜、真生趣、唶唶滾

　　今晡日係禮拜日，𠊎同同學去遶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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