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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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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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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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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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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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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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行入伙房屋

「 四四方方个大伙房，大人細子个天

堂 」

車肚收音機播出這歌聲，𠊎聽著已生趣，黏時1

斯問：「麼个係大伙房？」阿爸講：「大伙房係較早

期等客人在莊下起个屋2，該當時3房親4共下戴5，耕

稼6共下做，三餐共灶煮7、共下食，同這下个小家庭

無共樣！」聽到這位，𠊎還係無麼个詳細8。

1



恁堵好9，隔日10堵著放尞，打早，阿爸䟓工帶

𠊎去看佢頭擺戴个伙房屋。風浬浬11，天時已好，

吾等來到莊肚，行無兩步腳，遠遠斯看得著牆頭12

同門樓个門對13。踏入門樓斯係闊闊个14禾埕，阿爸

講起頭擺還細个時節，在這踉上踉下15，還不時16傳

來朗天朗地17个講話聲。熱天个暗晡頭18，大人細子

在這尞涼打嘴鼓，成半下乜有人鋸弦、唱山歌，日

過來當快活19。

2



阿爸企20在禾埕，同𠊎解說講，這對中个21係三

合院22个正身23，兩片析係橫屋24。子孫緊來緊多个

時節，橫屋又使得起加一槓25、兩槓，連峨接棟26，

將正身圍項來，斯有圍揇27个涵意。

行入廳下，𠊎這看該看，先看著个係神明同家

神牌，神桌下有插香，𠊎斯問阿爸：「這位拜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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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阿爸講：「拜龍神28，一般公廳正有安29龍

神位，公廳乜係接待人客个所在。正身係世大人30

戴个，兩片橫屋分世細31戴，這種照輩分長幼順序

來安排个規矩，表示重視人倫。」

「阿爸，該兩片間个門扇面頂 32貼个『晴

耕』、『雨讀』，係麼个意思？」「該代表客人

耕讀傳家个精神。」𠊎牽緊阿爸个手愛行出33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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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下，阿爸又同𠊎講：「這門樓脣牆頭項个香位

係三官大帝，服祀天神爺係客人對天地神明个崇

敬。」

阿爸續緊34講：「个伙房屋雖然無大戶人

家个翹峨翹棟35，雕龍畫鳳，毋過還留有𠊎細漢時

節，同叔伯兄弟姊妹共下搞尞个回憶。」看著這恁

1. 黏時：音ngiamˇ shiˇ，馬上。
2. 起个屋：音ki^ gai+ vug^，建造的房子。起，建造。
3. 該當時：音gaiˋ dong+ shiˇ，那個時候。
4. 房親：音fongˇ cin+，有共同血緣的親族。
5. 共下戴：音kiungˋ haˋ daiˋ，一起住。
6. 耕稼：音gang+ gaˋ，大小農事。
7. 共灶煮：音kiungˋ zoˋ zhu^，共用爐灶來煮飯菜。
8.  無麼个詳細：音moˇ ma^ gai+ siongˇ seˋ，不甚了解。詳細，了

解。
9. 恁堵好：音an^ du^ ho^，這麼巧。
10. 隔日：音gag^ ngid^，第二天。
11. 風浬浬：音fung+ li+ li

ˊ

，微風陣陣吹來。
12. 牆頭：音ciongˇ teuˇ，圍牆。
13. 門對：音munˇ duiˋ，門上的對聯。
14. 闊闊个：音kuad^ kuad^ gai+，寬廣的。
15. 踉上踉下：音longˋ shong+ longˋ ha+，來回穿梭。
16. 不時：音bud^ shiˇ，常常。
17. 朗天朗地：音longˋ tien+ longˋ tiˋ，講話聲很響亮。
18. 暗晡頭：音amˋ bu+ teuˇ，夜晚。
19. 快活：音kuaiˋ vadˋ，悠閒自在。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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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落36个伙房屋，愐著37祖公起這落伙房屋个智慧同

艱辛，後代子孫愛好好來學習、來感恩。

耳公脣又響起一陣歌聲，「 四四方方个大

伙房，大人細子个天堂 」。

20. 企：音ki+，站。
21. 對中个：音duiˋ dung+ gai+，正中央的。
22.  三合院：音sam+ habˋ rhenˋ，一種傳統建築。以三面為房屋，

中間是院子而形成的ㄇ形房子。
23. 正身：音zhinˋ shin+，三合院中，正廳那一幢的房子。
24. 橫屋：音vangˇ vug^，在伙房屋中晚輩住的廂房。
25. 一槓：音rhid^ gongˋ，一幢。
26.  連峨接棟：音lienˇ ngoˇ ziab^ dungˋ，指屋宇多而連成一片，可

引申為接連不斷。
27. 圍揇：音vuiˇ nam^，圍聚在一起。
28. 龍神：音liungˇ shinˇ，掌管地脈風水的土地神。
29. 安：音on+，安置並供奉。
30. 世大人：音shiˋ taiˋ nginˇ，長輩。
31. 世細：音shiˋ seˋ，晚輩。
32. 門扇面頂：音munˇ shenˋ mienˋ den^，門扇正面上方。
33. 行出：音hangˇ chud^，走出。
34. 續緊：音suaˋ gin^，接著。
35.  翹峨翹棟：音kiauˋ ngoˇ kiauˋ dungˋ，屋宇高大，屋脊兩端燕

尾上翹。
36.  恁大落：音anˋ taiˋ logˋ，這麼大一座。落，座，較大型建築物

的單位量詞。
37. 愐著：音men^ do^，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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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本文中个阿爸一看著禾埕斯想著麼个？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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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課个「公廳」裡肚有麼个？還使得做麼个？

3. 讀撇這課，請試講下看伙房屋个樣式。

8



語詞運用

請在（　　　）項箍出正確个語詞

1. 公廳設在伙房屋个（正身 / 橫屋）。

2. 大戶人家个屋斯（陋陋少少 / 翹峨翹棟）喔！

練 二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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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晡日學校舉辦愛心義賣活動當鬧熱，歸校園都係
（朗天朗地 / 軟聲軟斗）个講話聲。

4. 天頂一爧，（頭先 / 黏時）斯會響雷公。

10



第二課 敬字惜紙話聖蹟

「一頭大樹項，兩個細人吊晃槓」，請揣一隻

字。答案斯係「來」，你有揣著無？

恁生趣个漢字，係上古時代流傳落來个。過較

頭擺个人，用索打結來記事，毋過無法度1做較複

雜个記載，後來个人斯觀察天下萬物个情形，造出

代表各種意義个符號，這種符號斯安做2「字」。

相傳倉頡造字个時節，「天雨粟，鬼夜哭3」，可

見得文字个發明，係一項驚天動地个大事，後世斯

尊佢做「制字先師」，所用个文字斯係「聖蹟」，

同時起亭臺來服祀，將文字神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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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致4尊重知識、看重讀書个觀念，寫有文字

个字紙也有神聖性，後來斯變做敬字惜文个風俗。

特別係對敬重文風、晴耕雨讀个客人來講，該兜字

紙，像有神靈个樣，毋好坐著也使毋得𨃰5著。大人

長在會對細人講：「坐著字啊！會讀書毋識哦！」

13



若無，斯嚇佢講：「坐著字，尸朏6會綿撇7！」

連無愛个廢字紙，都使毋得儘採擲，定著8愛先放

在神桌腳下个字紙籠9肚，淰10咧正拿去河壩脣燒

撇，紙熡11斯放長流水12流走。有兜莊頭還會組「惜

字會」、起惜字亭，逐個月初一、十五，拈字紙

14



个莊民斯㧡13核字紙籠，一路緊行緊喊14「收字紙

哦！」收著个字紙愛㧡去惜字亭燒撇，字紙火化成

灰，將人崇敬文字个心意傳達上天庭。

有文字，正使得保存人類个思想、創造禮法同

制度，正有文明个出現。因致文字有恁大个影響

力，在這印刷發達，網路資訊流通恁遽个時代，毋

管係報章雜誌，也係網路資訊，輕輕鬆鬆斯看得

著，等愛過較儆惜15文字，乜愛好好來運用佢，

1. 無法度：音moˇ fab^ tuˋ，沒有辦法。
2. 安做：音on+ zoˋ，叫做。
3.  天雨粟，鬼夜哭：音tien+ rhi^ siug^，gui^ rhaˋ kug^，描述倉

頡造字時，天上下起了粟米，鬼在黑夜裡哭泣。語出《淮南
子》：「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4. 因致：音rhin+ zhiˋ，因為。
5. 𨃰：音kiamˋ，跨。
6. 尸朏：音shiˋ vud^，屁股。
7. 綿撇：音mienˇ ped^，爛掉。
8. 定著：音tinˋ chogˋ，一定。
9. 字紙籠：音siiˋ zhi^ lung^，放置廢字紙的簍子。
10. 淰：音nem+，滿。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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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好藉著文字來散布無正當个言論。昔時賢文16講

个「讀書須用意，一字值千金17」，斯係恁泥个道

理。

這下拈字紙去燒个人較少咧，初一、十五惜字

亭項也罕得18看著燒字紙，毋過將用過个字紙回收

再利用，毋單淨係敬字惜文，過化存神19，也係保

護地球，愛惜子孫个表現。

11. 紙熡：音zhi^ lo+，紙灰。
12. 長流水：音chongˇ liuˇ shui^，流動的溪水。
13. 㧡：音kai+，肩挑。
14. 緊行緊喊：音gin^ hangˇ gin^ hem+，邊走邊喊。
15. 儆惜：音kiangˋ siag^，珍惜。
16.  昔時賢文：音sid^ shiˇ hienˇ vunˇ，書名，是清代佚名學者編纂

的一種訓蒙書，又名《古今賢文》，內容匯集了為人處事的諺
語。

17.  讀書須用意，一字值千金：音tugˋ shu+ si+ rhungˋ rhiˋ，rhid^ 
siiˋ chidˋ cien+ gim+，讀書必須下工夫，認識的每一個字都很
珍貴。

18. 罕得：音han^ ded^，不常。
19. 過化存神：音goˋ faˋ sunˇ shinˇ，字紙燒成灰，字神永留存。

16



問題討論

1. 若屋家仰脣處理廢字紙？

2. 惜字亭係做麼个用个？

3. 惜字亭還有恁多麼个名？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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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詞填寫

請在（　　　）項填入適當个語詞

惜字亭，形像燒金个金爐，頭擺輒輒看得著拈

字紙个人，㧡核（　　　）燒廢字紙。東勢个惜字

亭斯在文昌廟个虎邊項。美濃个惜字亭，亭肚服祀

制字先師倉頡，主要个起源同（　　　）个觀念有

關。往擺，有惜字亭个所在，使得講係一個文風鼎

盛个指標。在光緒年間，臺灣各地識有（　　　）

个惜字亭，毋過（　　　）時空變化，目前單淨

（　　　）幾十座忒等，其中客莊个惜字亭保存較

多較好，可能係因為臺灣个客人較重視教育个關

係。

練 二習

敬惜字紙　因致　晴耕雨讀　伸著

嫩百座　字紙籠　所以

18



第三課 三腳採茶—客家氣象局

丑：記得，記得，真記得，記得舊年五月節，

南洋發風落大雪，駱駝划飯溚溚跌1，

禾鷝拔翼學打鐵，鸚哥結舌2講天缺3，

鴨嫲絡食4飯店歇啊！飯店歇！

旦： （唱）天公哪，落水喲，阿妹呀，戴頂笠嫲來

到坑水邊，坑水呀，清又清，魚蝦在該水中泅

來泅去！

生：阿婷妹，來去散步、啉咖啡好無啊？

旦：𠊎正無愛喲！啉麼个咖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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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來去哪！來去哪！

丑： 兩個麼个哥、麼个姊，麼个時節咧仰脣還在這

尞呢？人講：「出門看天色，入門看面色5」，

你看，對面山烏天暗地，黏時斯會落雨咧。

旦：阿伯，講笑古係無？這下日頭還烈烈6呢。

丑： 兩個大哥大姊，若等曾無看著恁多揚尾飛來飛

去？

生：嘻嘻，揚尾？𠊎還羊哶哶愛去遶花園咧！

丑：唉！毋聽老人言，食虧在眼前！
（轟隆轟隆，雷公聲響）

旦： 阿伯，你還神哦！正經落雨哩喲！仰結煞？愛

仰結煞呢？

21



生： 「出門一蕊花，轉屋一條瓜7」好得𠊎有帶著

遮。

丑： 毋過，這遮係「六月个火囪—用毋著8」

啦！

旦：阿伯，你又毋係仙。仰脣會知毋使用著遮呢？

丑： 呵呵！這你斯無了解哩喲！客家氣象局講：

「吂落雨，先唱歌，盡落也毋多9。」所以，

若等毋使愁，雨一下那斯會停咧啦！

生：恁泥啊！該斯使得天轉笠嫲花10哩喲！

旦： 係呀，往語已準喔，吾奶也識同𠊎講過：「吂

食五月節粽，襖婆毋好入甕11。」到上禮拜

日，𠊎正同歸屋家人个寒天衫褲收䟘來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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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上個月，天時還陣寒陣熱12，過撇五月節，天

時斯會熱死人喔！

旦： 毋過，自然科个先生講，這下因為地球溫室效

應个關係，天時變都嶄然13奇怪—「天年顛

倒貶，種朳打牛眼14」，寒天毋像寒天，熱天

毋像熱天，實在還無結煞囉！

生： 今年寒天个天時毋知會仰脣15，阿伯，你知

無？

丑：當然知啊，等𠊎算下看。

甲子乙丑海中金，鴨嫲帶子水中心，丙寅丁卯

爐中火，若等行路愛行好。死皺咧16！

旦：阿伯，你在該噥噥噥噥17，講麼个啊？

丑： 𠊎講蕒菜18杓菜19，盆頭20打鑊蓋21。

該下𠊎屈指一算，今年个冬節係在舊曆11月

24，在月尾，這斯不妙哩喲，照𠊎看來，今

年个寒天會當寒，若等斯愛買一領22大襖來著

喔！

23



1. 溚溚跌：音dabˋ dabˋ died^，持續密集掉落滿地。
2. 結舌：音gied^ shedˋ，口吃。
3. 講天缺：音gong^ tien+ kied^，說誇大、不切實際的事。
4. 絡食：音log^ shidˋ，覓食。
5.  出門看天色，入門看面色：音chud^ munˇ konˋ tien+ sed^，

ngibˋ munˇ konˋ mienˋ sed^，客家諺語，出門要觀察天色，以
了解天氣；進門要觀察人的臉色，以了解其情緒。比喻人要能
隨時觀察環境，了解切身的人事物。

注  釋
 

生：仰脣講呢？

丑： 客家氣象局講：「冬至在月頭，無被毋使愁；

冬至月中央，霜雪兩頭扛；冬至在月尾，賣

牛來買被23。」所以，𠊎講今年个寒天會當寒

喔！

旦： 阿姆哀喲！嚇死人，該𠊎愛遽遽來去買蠶絲

被、暖氣機正好。

丑： 誒，若等看，𠊎講个有幾準，無雨咧，遽遽來

去轉！

生： 阿伯，恁勞瀝喔，你這客家氣象局，有準，實

在有準！

合： 大人細子共下坐，傳揚客話笑呵呵，客家文化

源流遠，往語講來智慧高啊，智慧高！

○○○、○○○、○○○下臺一鞠躬，勞瀝大家！

24



注  釋

6. 日頭烈烈：音ngid^ teuˇ lad^ lad^，陽光熾熱。
7.  出門一蕊花，轉屋一條瓜：音chudˋ munˇ rhid^ lui+ fa+，zhon^ 

vug^ rhid^ tiauˇ gua+，出門像一朵花，回到家像一條瓜。客家
謎語，謎底為雨傘。

8.  六月个火囪—用毋著：音liug^ ngiedˋ gai+ fo^ cung+—
rhungˋ mˇ do^，客家歇後語，六月的烤火籃—用不著。火
囪，烤火用的手提籃。

9.  吂落雨，先唱歌，盡落也毋多：音mangˇ logˋ rhi^，sen+ chongˋ 
go+，cinˋ logˋ rha+ mˇ do+，客家諺語，還沒下雨，卻先打雷，
這場雨不會下很久。唱歌，指響雷。盡落，任憑它下。

10.  天轉笠嫲花：音tien+ zhon^ lib^ maˇ fa+，客家俗語，逍遙自在
的樣子。

11.  吂食五月節粽，襖婆毋好入甕：音mangˇ shidˋ ng^ ngiedˋ zied^ 
zungˋ，o^ poˇ mˇ ho^ ngibˋ vungˋ，客家諺語，意指還沒到端
午節，冬天的大衣還不能收起來。

12. 陣寒陣熱：音chinˋ honˇ chinˋ ngiedˋ，忽冷忽熱。
13. 嶄然：音zam^ rhenˇ，又讀zam

ˊ

 menˇ，相當的。
14.  天年顛倒貶，種朳打牛眼：音tien+ ngienˇ dien+ doˋ bien^，

zhungˋ badˋ da^ ngiuˇ ngien^，客家諺語，意指節氣反常，芭樂
樹結龍眼，比喻自然界呈現反常現象。

15. 仰脣：音ngiong^ shunˇ，如何。
16. 死皺咧：音si^ ziuˋ le+，糟了、慘了、不妙了。
17. 噥噥噥噥：音nungˇ nungˇ nungˋ nungˋ，喃喃自語。
18. 蕒菜：音mag^ coiˋ ，萵苣。
19. 杓菜：音shogˋ coiˋ，牛皮菜。
20. 盆頭：音punˇ teuˇ，盆子。
21. 鑊蓋：音vogˋ goiˋ，鍋蓋。
22.  一領：音rhid^ liang+，衣物一件。領，量詞，用在衣物、棉被

等。
23.  冬至在月頭，無被毋使愁；冬至月中央，霜雪兩頭扛；冬至

在月尾，賣牛來買被：音dung+ zhiˋ caiˋ ngiedˋ teuˇ，moˇ pi+ 
mˇ sii^ seuˇ；dung+ zhiˋ ngiedˋ dung+ ong+，song+ sied^ liong^ 
teuˇ gong+；dung+ zhiˋ caiˋ ngiedˋ mui+，maiˋ ngiuˇ loiˇ mai+ 
pi+，客家諺語，是說冬至如果在農曆十一月上旬，那麼這個冬
天是暖冬；如果在中旬，會下霜下雪，是寒冬；如果在下旬，
天氣會更冷，是個酷寒嚴冬。

25



問題討論

1.  你試著課文肚个生、旦、丑三種腳色各有麼个特
色？

練 一習

2. 分組討論下背个客家氣象諺語。
(1)雲遮中秋月，水打元宵燈。
(2)紅雲遮天，簑衣上肩。
(3)交春落雨透清明。
(4)月光擎枷，天光擎遮。
(5)正月雷先鳴，四十五日暗天庭。
(6)清明晴魚上高坪，清明雨魚杈下死。

26



選詞填寫

請在（　　）項填入適當个語詞

天生天養　拈加拈減　陣光陣暗　掖麻掖米

1. 這站天時（　　　　），晒菜脯毋得燥。

練 二習

壞銅壞鐵  哀腸哀肚  省死省命  無磡無鏨

2. （　　　　）毋好亂擲，愛資源回收再利用。

27



半晝半暗  雨淋雨涿  橫籬橫壁  大開大使

3.  這間老屋經過多年个（　　　　），會橫淨咧。

會除會算  大主大意  呼天呼地  半出半入

4.  佢睡目吹包吹去（　　　　），共間房个人都睡毋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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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渡子歌

「一想渡子1無恁該，幾多艱難受過來；受盡

幾多寒更夜2，仰得子大孝爺哀？」

「渡子歌」係在臺灣客莊流傳个一條山歌，內

容係寫婦人家降子3个風險，同養育子女个辛苦；

用念唱个方式，來表現該時代做阿姆儕4生活个艱

苦5，目的在勸話世間人愛行孝道。

婦人家一有身項6，斯愛細心細義，「坐得高

來驚怕會打倒7，坐得矮來又驚會搵內傷8；燒个

毋敢食，冷个毋敢嚐。」擐核大肚踉 9，堵著愛

做，萬項事情還係愛當。

臨將愛降該下，「真像利刀來割肚，可比利剪

來剪腸」，疾去「嘴項鐵釘咬得斷，腳著皮鞋蹬10

得穿，天頂無門想愛上，地下無門強愛鑽。」婦人

29



家降子當危險，頭擺醫學毋發達，衛生條件又無恁

好，隨時都有可能會無命，因致講：「有福之人來

降子，得人个雞酒香；無福之人來降子，得人个四

垤枋11。阿姆來降子，可比蟻公游鑊壁12，游得過斯

个貨13；游毋過，阿姆个性命斯會見閻王。」聽

著斯會目眶紅，鼻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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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人還細，愛當費精神來照顧，輒輒無日無

夜，「一日睡無半夜目」係當平常个事情，無論天

時好壞，都愛揹核14細人去田項做事、上山撿樵、

河壩洗衫、水淋菜、起火煮飯，逐日斯做都兩

頭烏15。揹核嫩子上山擔擔16，還愛飼細人17食

奶，「子兒來下世，點點食娘身上个心頭血。一日

31



食娘三合奶18，三日食娘九合糧。」做阿姆儕愛先

顧細人食飽、著燒19，正顧得著自家，逐擺斯「肚

屎枵20去變背囊，大腸枵都變細腸」，總係伸个冷

菜冷飯來過餐。換過个尿裙屎墊21，毋管熱天抑寒

天，都愛拿去河壩洗湯22，正經係「衰過阿姆个十

隻手指腡23，洗都血洋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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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勤儉个家風肚，客家婦女愛內外兼顧，除撇

灶頭鑊尾、針頭線尾、田頭園尾，還愛家頭教尾。

在恁艱苦个環境肚，毋單淨咬薑啜醋25將細人畜

大，還愛省死省命26分世細繳學費，連做乞食27乜愛

分子女讀書。人講爺娘惜子長江水，確實無差。

1. 渡子：音tuˋ zii^，養育子女。
2. 寒更夜：音honˇ gang+ rhaˋ，寒冷的夜晚。
3. 降子：音giungˋ zii^，生孩子。
4. 做阿姆儕：音zoˋ a+ me+ saˇ，為人母者。
5. 艱苦：音gan+ ku^，痛苦難受。
6. 一有身項：音rhid^ rhiu+ shin+ hongˋ，剛懷孕的時候。
7. 打倒：音da^ doˋ magˋ，往後仰倒，後腦撞地。
8.  搵內傷：音vud^ nuiˋ shong+，因壓迫而導致內傷，此指傷及胎

兒。
9. 大肚踉 ：音taiˋ du^ longˇ pong+，孕婦大腹便便。
10. 蹬：音dem^，用力踹。
11. 四垤枋：音siˋ deˋ biong+，四塊木板，借代為棺木。
12. 游鑊壁：音rhiuˇ vogˋ biag^，沿著鍋子的內壁爬行。
13.  个貨：音en+ gai+ foˋ，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比喻我們的孩子。
14. 揹核：音baˇ hedˋ，背著。
15. 兩頭烏：音liong^ teuˇ vu+，天未亮到天黑。
16. 擔擔：音kai+ kai+ dam+ dam+，概括所有用肩挑的粗活。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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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世間个渡子歌，奉勸做人子女儕，趕28爺

哀還在斯愛行孝。總講，在生29一碗湯，當過30死

後祭豬羊。

現代社會，渡子毋係婦人家一個人个責任，爺

哀做下愛共下來承擔，正係美滿个家庭。

17.  飼細人：音ciiˋ seˋ nginˇ，餵小孩吃。飼，將食物一點一點
送進口中。

18.  三合奶：音sam+ gab^ nenˋ，喝三合奶。合，量詞，十分之
一升。 

19. 食飽著燒：音shidˋ bau^ zhog^ sheu+，吃得飽穿得暖。
20. 枵：音iau+。餓。
21. 尿裙屎墊：音ngiauˋ kiunˇ shi^ tiab^，泛指尿布。
22. 洗湯：音se^ tong+，清洗。常重疊為「洗洗湯湯」。
23. 手指腡：音shiu^ zhi^ loˇ，指紋。
24. 血洋洋：音hied^ rhongˇ rhongˇ，鮮血流很多的樣子。
25.  咬薑啜醋：音ngau+ giong+ chod^ ciiˋ，用薑配飯，用醋佐

餐，喻生活極為貧苦。
26. 省死省命：音sang^ si^ sang^ miangˋ，意指極盡省吃儉用。
27. 乞食：音kied^ shidˋ，乞丐。
28. 趕：音guan^，意指趁著。
29. 在生：音caiˋ sang+，還活著。
30. 當過：音dongˋ goˋ，抵得過、更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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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請講出課文肚客家婦女愛做个其中三項事。

2. 堵著有身項个婦人家，愛注意哪兜事情？

3. 請講一項自家賢孝世大人个事情。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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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詞填寫

請在（　　）項填入適當个語詞

1.  坐得（　　　）驚怕會打倒，坐得（　　　）又
驚會搵內傷。

2.  （　　　）來降子，得人个雞酒香；（　　　）來
降子，得人个四垤枋。

3. 爺娘惜子（　　　），子想爺娘（　　　）。

4.  子女對爺哀行孝，在生（　　　），當過死後  
（　　　）。

練 二習

一碗湯／祭豬羊　長江水／擔竿長

高來／矮來　降子／降女

有福之人／無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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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三山國王

劇情大綱：

根據傳說，宋太祖 開寶四年（公元971年），

因致南漢王輒輒犯界，仰脣勸都無效。太祖大譴，

派大將軍潘美興兵征討。南漢王兵敗，逃入山寨。

潘美命令潮州太守王侍監帶兵火攻山寨，王侍監知

著當地巾山、明山、獨山三個山神法力無邊，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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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相助。該日1，正經2狂風大作，火緊來緊猛，

山寨燒淨淨，南漢王走無路去，乖乖分人捉。

經過八年，宋太宗親身帶兵，分三路攻打北

漢，三個山神又顯靈助陣，逼都北漢王獻城投降，

將恁泥正完成統一天下个大業。太宗歡喜感恩，詔

封巾山為寧國王、明山為報國王、獨山為豐國王，

合稱三山國王，起廟服祀，逐年舊曆二月二十五合

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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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版：
（升堂：細兵卒4先上臺弄、潘美再上臺、行臺步、坐凳。）

潘　美：（獨白）

　　　　大將南征膽氣豪  腰橫秋水雁翎刀

　　　　風吹鼉鼓山搖動  電閃旌旗日月高

　　　　本帥　潘美

宋太祖駕前為臣，官拜韓國公之職。𠊎

平生做人忠心硬直5，鐵面無私，賞罰分

明。因致南漢王 劉振輒輒無理無由，侵

犯邊界，屢勸不聽，所以太祖大譴，調動

大軍，今日派𠊎掛帥，前往征討。

　　　　（對白）來！潮州太守王侍監向前聽令。

王侍監：來了！（上臺、單腳跪）請元帥吩咐。

潘　美：王侍監聽令，你係潮州太守，地形路草6

你較熟，本帥命你做開路先鋒，攻打南

漢，不得違令。

王侍監：末將領令。（王侍監下臺）

潘　美：眾將官（大家應聲：喔—），人馬準備來仰

脣？

　　　　（後臺應聲：都準備好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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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都準備好勢，發炮三聲，大軍出動，

攻打南漢王。
（大家應聲：喔—）

（潘美下臺，宋軍行過 ）

旁　白：宋太祖開寶四年派大將潘美，帶領大軍攻

打南漢王 劉振，雙方人馬一接陣，斯

去天烏地暗。
（雙方戰鬥）

旁　白：這當時宋軍同南漢軍，戰都烏天暗地、日

月無光！
（雙方繼續戰鬥）

三日三夜過後，劉振人馬大敗，走7入山

肚，堅守山寨。
（潘美、王侍監上臺）

王侍監：稟報元帥，南漢軍分等㓾都落花流水，

離尸馬瀉8，囥入山寨，毋敢出來。愛仰

脣處理，請元帥定奪。

潘　美：火攻！

王侍監：火攻？意思係用火燒？

潘　美：無毋著，本帥看山寨全係用樹料9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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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火燒，自然佢斯走無路。

王侍監：嘿！有通！有通！樹驚火，火燒寨，恁泥

好！看厥等有幾會囥。元帥，來準備

放火。（王侍監下臺）

潘　美：哼！劉振啊劉振，若死日到咧！哈哈！哈

哈！（下臺）

（火燒過 ）（王侍監上臺）

王侍監：潮州太守王侍監，元帥喊等用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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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火燒南漢王个山寨，燒有在該燒，毋

過無風無蒂10，火毋罅猛，無停無動11，

這下愛仰脣正好！愛仰脣正好！哎哎哎

呀！
（揇頭想）啊！愐著咧！聽講潮州這巾山、

明山、獨山个山神當靈，香火已旺12，

來求山神手。
（王侍監雙腳跪下）

山神啊！山神！弟子王侍監在這誠心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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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請若等大神大道，大顯神威，火攻

計分佢順勢13成功，日後弟子定著起廟來

答謝。
（忽然起風）

哎呀！有講有靈，有拜有顯，嘿嘿！起風

咧！起風咧！若等大家啊！火盡量同佢點

落去。
（大火緊燒，南漢軍分火燒去滿哪四竄走命14。）

旁　白：巾山、明山、獨山三山神，聽著王侍監个

祈求，又過知著宋太祖係真命天子，斯

大顯神威，起大風。火越燒越猛，一

目15，歸山寨烈火衝天。
（南漢兵死个死、傷个傷）（潘美上臺）

潘　美：眾三軍！（大家應聲：喔—）拚啊！

1. 該日：音gaiˋ ngid^，那天。
2. 正經：音zhinˋ gin+，果真如此。
3. 合祭：音habˋ ziˋ，聯合祭祀。
4. 細兵卒：音seˋ bin+ zud^，泛指士兵。
5. 硬直：音ngangˋ chidˋ，有原則且直爽。
6. 地形路草：音tiˋ hinˇ luˋ co^，週遭的地理環境。
7. 走：音zeu^，逃。
8.  離尸馬瀉：音liˇ shi+ ma+ siaˋ，四處逃竄，跑得屁滾尿流的樣

子。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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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白：潘美一聲令下，三軍衝入山寨，㓾都南漢

軍喊爺噭哀，死傷慘重。
（雙方戰鬥）（王侍監捉核劉振）

劉　振：嗚！饒命！饒命啦！下次擺毋敢咧啦。

王侍監：哼！你還敢想有下次擺。行，押你去見元

帥。

旁　白：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潮州三山神顯靈助

潘美个火攻計成功，順利捉著南漢王，安

定廣東沿海一帶。經過八年，三山神過再

顯靈，增助16宋太宗打敗北漢王，一統天

下，太宗歡喜，詔封巾山 寧國王、明山

報國王、獨山 豐國王為三山國王，並起

廟服祀，逐年舊曆二月二十五合祭。

9. 樹料：音shuˋ liauˋ，木材。
10. 無風無蒂：音moˇ fung+ moˇ diˋ，一點風都沒有，毫無動靜。
11. 無停無動：音moˇ tin+ moˇ tung+，靜止不動。
12. 香火已旺：音hiong+ fo^ iˋ vongˋ，香火鼎盛。
13. 順勢：音shunˋ shiˋ，順利。
14. 四竄走命：音siˋ conˋ zeu^ miangˋ，四處逃竄。
15. 一目：音rhid^ ngiab^ mug^，一眨眼，比喻很短的時間。
16. 增助：音zenˋ cuˋ，幫助。

44



問題討論

1. 三山國王係恁多麼个神？ 

2.  三山國王个傳說係仰脣來个？     
請講下看。

3. 你仰脣來解決生活中堵著个困難？請講分大家聽。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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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詞填寫

請在（　　）項填入適當个語詞

　　舊曆三月十三（　　　），天時當燒暖，歸日

（　　　），略略停動斯大汗披身，老弟哇哇滾緊喊

「還熱喔！還熱喔！」，阿爸斯同佢講，毋使喊，天

光日媽祖出巡進前會落一陣雨，該下斯會較涼爽咧！

（　　　），第二日（　　　）斯落一陣雨，還靈

哪！請阿爸講媽祖个傳說分聽，阿爸講去口涎波

沷，形容媽祖係（　　　）靈，講煞斯帶去媽祖宮

燒金。媽祖婆个（　　　），信眾當多，三月二十三

媽祖生，大家斯當誠心同佢祝壽，尖都歸廟埕个人。

練 二習

正經　香火已旺　仰脣

該日　無風無蒂　打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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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來去義民廟看打醮

舊年，先生帶吾等去新埔

枋寮義民廟1看打醮2，吂到義民

廟，遠遠斯看著三支伸入天頂个

「篙燈3」。先生講這高高个「篙

燈」係招孤魂、邀請各路好兄弟來接受供奉个引路

指標，斯像這下个請帖。

吾等這兜行到義民廟前，先同義民爺執禮4。

先生講，義民爺係一陣為著保衛自家鄉土、保護

大家生命犧牲个先人。打先，𠊎像鴨聽雷5个樣，

經過先生從頭到尾詳細解說了後，𠊎正有多少了

解義民爺个事蹟。

廟門口一尊眼盯盯6、青面獠牙7、粗粕大漢8个

大士爺9，相傳係冥界孤魂野鬼个統帥，掌管所有

鬼魂、維持靈界秩序、平均分配普渡祭品。先生

講：「看真哦！大士爺頭那頂還有一尊觀音大士，

監督大士爺公平分食，提防孤魂侵犯生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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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過義民爺，吾這兜

斯坐在廟脣个長凳項，食廟

項煮分十方信眾食个糖糜11。

聽邊脣个阿伯講，這糖糜特別

加薑嫲頭12，使得祛寒邪、除風

溼、通血脈。這下，食糖糜變做當有

人情味，又有文化特色个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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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講，宮廟大體係起在地理盡好个位所13，像這

間廟係「雄牛睏地穴14」。在修建个過程中，不免攪躁15

著地理龍脈，所以在宮廟落成時節，愛打醮「慶成16」

來「安龍謝土17」；較工夫个18，幾下年過後還會打一擺

醮尾，安做「圓醮」。

一般打醮前愛「企篙燈19」、「封山封水20」、「遶

境請神」、「大士爺開光21」；醮典開始愛「齋戒22」、

「請水旺龍23」；醮典期間除了主壇以外，各區也搭有

分壇，各壇个普渡也當鬧熱。信眾食齋來稟求眾神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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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罪，普渡係超拔亡魂，望得合境平安。結尾个儀式

係表示打醮圓滿个「連謝篙燈24」、「送神回宮」，

恁泥正算完成醮典个聖儀。

在這期間，你聽得著廟肚高功和尚25个誦經聲；

你看得著鳳山溪26脣，放水燈召請水路孤魂；你也看

得著普渡孤魂、講經聽法个嚴肅場景；當然，你還使

得在義民廟前，看著當多神豬、神羊，還有精采个謝

1. 義民廟：音ngiˋ minˇ miauˋ，以義民為主神的廟宇。
2.  打醮：音da^ ziauˋ，廟宇落成、擴建或整修完成時，所舉行的

答謝神明、祈福消災的醮典。
3. 篙燈：音go+ den+，懸掛著旗、幡、燈火等法物的高長竹竿。
4. 執禮：音zhib^ li+，行禮致敬。
5. 鴨聽雷：音ab^ ten+ luiˇ，喻聽不懂。
6. 眼盯盯：音ngien^ dangˇ dangˇ，瞪眼注視。
7.  青面獠牙：音ciang+ mienˋ liauˇ ngaˇ，臉色青綠，長牙外露，

形容面貌非常凶惡可怕。
8. 粗粕大漢：音cu+ pog^ taiˋ honˋ，粗獷高大。
9.  大士爺：音taiˋ sii

ˊ

 rhaˇ，冥界孤魂野鬼的統帥。士，本調siiˋ，
此處特殊變調為sii

ˊ

。
10. 生民：音sen+ minˇ，民眾。
11. 糖糜：音tongˇ moiˇ，加入黑糖、薑汁熬煮的稀飯。
12. 薑嫲頭：音giong+ maˇ teuˇ，老薑。
13. 位所：音vuiˋ so^，所處位置、地方。
14.  雄牛睏地穴：音hiungˇ ngiuˇ kunˋ tiˋ hiedˋ，風水地理吉穴之

一。
15. 攪躁：音gau^ cauˋ，驚擾。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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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大戲，同堆山塞海个人在該看鬧熱。盡尾27一日，

家家戶戶還會準備豐沛个桌席，來招待人客，過再

同收孤28後个神豬，打一料29一料送分親戚朋友，帶

轉去食平安。

參觀義民廟打醮个活動，斯像參加一擺內涵豐

富个文化之旅，毋單淨增加對義民信仰个認知，又

過進一步了解民間風俗同打醮个文化意義。

16. 慶成：音kinˋ shinˇ，慶祝落成。
17. 安龍謝土：音on+ liungˇ ciaˋ tu^，安定龍脈，答謝土神。
18. 較工夫个：音ka+ gung+ fu+ gai+，比較周全的、講究的。
19.  企篙燈：音ki+ go+ den+，豎起旗、幡、燈火等法物於高長竹竿

上的儀式。
20.  封山封水：音fung+ san+ fung+ shui^，禁止到山上狩獵、河邊捕

撈，是嚴禁殺生的象徵。
21.  大士爺開光：音taiˋ sii

ˊ

 rhaˇ koi+ gong+，資深道士為大士爺開
光點眼，賦予神力。

22.  齋戒：音zai+ gaiˋ，潔淨身心的儀式，如禁慾、禁葷、禁殺生。
23.  請水旺龍：音ciang^ shui^ vongˋ liungˇ，以淨水灑龍脈，安定

風水地理，賜福全莊。
24.  連謝篙燈：音lienˇ ciaˋ go+ den+，醮典的最後一個儀式，表示

醮典或普渡圓滿結束。
25. 高功和尚：音go+ gung+ voˇ shongˋ，資深道士。
26.  鳳山溪：音fungˋ san+ kie+，在新竹縣境內，流經新埔  枋寮義民

廟前的河流。
27. 盡尾：音cinˋ mui+，最後。
28. 收孤：音shiu+ gu+，普渡儀式結束。
29.  料：音liauˋ，量詞。一長塊的肉條，稱作「一料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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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篙燈係做麼个用个？

2. 普渡儀式肚个大士爺有麼个作用？

3. 請講看看，打醮有恁多麼个儀式？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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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運用

造句

1. 看得著 也看得著

2. 毋單淨 還

3. 吂到 斯看著

4. 打先 了後

練 二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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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送子伯公

阿福伯姆看著厥倈阿昌同心臼1阿美結婚幾下

年2，肚屎還本本凹凹3，又想著屋家三代單傳，若

係有孫來弄啊咧4，毋知有幾好5！阿福伯姆見去廟

項，斯求神託佛，望心臼降得一個孫來。

有一暗晡，神明託夢分阿福伯姆，「若等想愛

有子息6，斯愛向南行，去求有種玉蘭花个伯公。」

阿福伯同阿福伯姆斯滿哪去尋，東探西探7，問著在

苗栗北片析有一間宮廟脣个伯公，伯公樹斯係玉蘭

花，厥等斯喊倈、心臼共下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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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昌同阿美兩公姐行到伯公廟埕，嗄毋知愛對

哪位拜起勢8，頭勾勾9，看有麼人好問無。堵好有一

個鬚長長个老阿伯行來，阿昌遽遽行偎去10問佢，愛

仰脣同伯公求子呢？老阿伯笑笑講：「求子嗣，愛

兩公姐共下來，你兩儕先跌有三下聖筊11，正去脣項

摘十二蕊玉蘭花來拜，係無花个時節，葉也使得。

拜好咧，十蕊留在神桌項，兩蕊帶轉去，矺在枕頭

下，恁泥，伯公斯會保護你早生貴子。」阿昌兩公

姐聽老人家講撇，遽遽斯去跪拜、跌筊12，轉身想愛

同老阿伯會勞瀝，嗄無看著人咧。

伯公拜好，兩儕行啊出來，探頭13看著「瓦窯14

伯公」四隻字。阿美心肝肚15想，頭擺人講，降細妹

係「弄瓦16」，吾老公屋家三代單傳，準講降著妹愛

仰結煞17哪！阿昌看著餔娘額結結18，斯問佢：「你

驚怕降著妹係無？」續核又講：「麼个時代咧，

倈、妹做下共樣，愛有用、知賢孝較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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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都無恁神19，第二年，阿昌兩公姐正經斯降

一個嬰兒，歸屋家人暢都耐毋得20。四十日過後，

歸家人擐雞酒來拜，還包一包大紅包添油香21，答

謝伯公、伯婆。

阿美行入伯公廟肚項，目金金22捉23伯公緊

看，這尊開容笑面个伯公神像，仰脣恁熟面24？

「哎哦—」，厥老公著下驚，講：「恁大聲，愛

1. 心臼：音sim+ kiu+，兒媳婦。
2. 幾下年：音gi^ haˋ ngienˇ，好幾年。
3.  肚屎還本本凹凹：音du^ shi^ hanˇ bun^ bun^ ngiab^ ngiab^，肚

子依然扁平，尚未懷孕。本本，依然。凹凹，凹陷。
4. 弄啊咧：音nungˋ a+ leˇ，逗著玩。
5. 毋知有幾好：音mˇ di+ rhiu+ gid^ ho^，不知有多好。
6. 子息：音zii^ sid^，子孫。
7. 東探西探：音dung+ tam^ si+ tam^，到處探聽。
8. 拜起勢：音baiˋ ki^ shiˋ，開始拜。
9. 頭勾勾：音teuˇ gieu+ gieu+，引頸企盼的樣子。
10. 行偎去：音hangˇ va^ kiˋ，走上前去。偎，有靠近的意思。
11.  聖筊：音shinˋ gauˋ，擲筊時，一陰一陽的卦象，表示神明肯

定。 
12. 跌筊：音died^ gauˋ，擲筊，以卜吉凶、可否，用來指點迷津。
13. 探頭：音dam+ teuˇ，抬起頭。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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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死人係無25！」做餔娘个笑咪咪講：「你看，伯

公个神像同舊年堵著个老阿伯，係毋係當相像？敢

講26佢斯係瓦窯伯公个化身。」

將恁泥，一傳十，十傳百，「送子伯公」个名

聲斯緊傳緊遠27，上港下港28个人相賽來求子；過

後，伯公廟斯不時會傳來一陣陣个雞酒香。

14. 瓦窯：音nga^ rheuˇ，燒瓦的窯。
15. 心肝肚：音sim+ gon+ du^，心裡。
16. 弄瓦：音nungˋ nga^，生女兒的別稱。
17. 仰結煞：音ngiongˋ gad^ sad^，怎麼辦。
18. 額結結：音ngiag^ gied^ gied^，皺著眉頭。
19. 講都無恁神：音gong^ do+ moˇ an^ shinˇ，說不出的神奇。
20. 耐毋得：音naiˋ mˇ ded^，忍受不了。
21. 添油香：音tiam+ rhiuˇ hiong+，捐獻香油錢給寺廟。
22. 目金金：音mug^ gim+ gim+，睜大眼睛。
23. 捉：音zog^，此指緊盯住。
24. 熟面：音shugˋ mienˋ，面熟。
25. 係無：音heˋ moˇ，此處連讀為hioˋ，是嗎。
26. 敢講：音gam^ gong^，難不成。
27. 緊傳緊遠：音gin^ conˇ gin^ rhen^，越傳越遠。
28. 上港下港：音shongˋ gong^ haˋ gong^，泛指南北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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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神明託夢分阿福伯姆，愛去哪求子息？

2. 愛仰脣同送子伯公求子嗣？

3. 阿美做麼个額結結？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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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運用

造句

1. 敢講：

2. 頭勾勾：

3. 額結結： 

4. 上港下港：

練 二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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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食到老學到老

春秋時代，孔子帶學生共下周遊列國，有一日車

行到半路，嗄分一個用泥團結个城堡擋著1，裡肚2有

一個細人在該搞。孔子斯問佢：「你做麼个擋吾車，

毋分過？」該個細人應講：「從古到今，單淨聽過

車閃城堡，哪有講城堡愛閃車个道理！」

孔子當場無話好應3，斯對佢講：「你恁細漢，

講出恁深个道理，你安做麼个名呢？」佢應講：「

做麼个愛同你講？你曾毋識聽人講，魚一出世4斯會

泅；兔養5啊落來斯會走，莫講6𠊎項 7今年都七歲

咧，知得8這兜事情，也無麼个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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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孔子同項 討論天下大事，項 个見解

已高明，孔子得著當多新个見識，斯尊佢為師。

又有一日，孔子一陣人來到渡船頭，坐船過

河該下，船夫看佢係一個教書先生，斯請教佢：

「𠊎有一首詩，會念毋會寫，先生你字墨較飽9，

想拜託你同𠊎寫。」孔子應講：「該10你念，𠊎來

寫。」

船夫斯念：len^ ten^ rhid^ gu+ zhiu+

　　　　　（len^ ten^ 一孤舟）

　　　　　bidˋ biedˋ shuî  shongˋ ciuˇ

　　　　　（bidˋ biedˋ 水上泅）

　　　　　ngidˋ ngadˋ kiunˇ rheuˇ ziong^

　　　　　（ngidˋ ngadˋ 勤搖槳）

　　　　　ai

ˊ

 io^ gî  shǐ  hiu+

　　　　　（ai

ˊ

 io^ 幾時休）

1. 擋著：音dong^ do^，擋到。
2. 裡肚：音di+ du^，裡面。
3. 無話好應：音moˇ faˋ ho^ enˋ，無話可答。
4. 出世：音chud^ sheˋ，出生。ˋ
5.  養：音rhong+，出生，牲畜出生稱「養」，人出生稱「降」，音rhongˋ。
6. 莫講：音mogˋ gong^，不用說。

注  釋

65



孔子玄玄風11乜毋知愛仰脣寫，嗄分船夫考橫

咧12。

轉去了後，孔子緊拂頭那講：「天下恁大，天

下恁大 」。

7. 項 ：音hongˋ tog^，古神童名。
8. 知得：音di+ ded^，知道。
9. 字墨較飽：音siiˋ medˋ ka+ bau^，比較有學問。
10. 該：音gaiˋ，那麼。
11. 玄玄風：音hienˇ hienˇ fung+，突然
12. 考橫咧：音kau^ vangˋ le+，考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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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做麼个孔子會拜項 為師？

2. 請講出你對項 个看法。

3. 這課个故事教麼个道理？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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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詞填寫

請在（　　）項填入適當个語詞

1.  有兜人做差事，分人一問斯會嘴擘擘，  
（　　　　）。

2.  發生車禍（　　　　），車莫移徙，正使得鑑定責
任。

3. 你（　　　　）問這個問題，哪會答得出。

4. 這題目連先生都毋曉，（　　　　）學生。

練 二習

玄玄風　知得　無話好應

該下　莫講　字墨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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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隔壁个新移民

今晡日五月十五係

國際家庭日，吾等个社

區舉辦國際料理比賽。

隔壁伯姆个越南心臼阿

雪，笑咪咪上臺領獎，

歸屋家人共下來參加，

大家都當暢。

記得阿雪正嫁來該

下，日時頭，伸兩子家娘1掌屋2，因致話語毋通，

阿伯姆比手畫腳，細心細意教佢做這做該，阿雪像

鴨聽雷个樣，還緊恅著3厥家娘嫌佢，長在在間項4

偷噭。

有一擺，食飽夜，歸家人坐核看電視，阿雪看

人笑佢也跈人笑，屋家人挑挑5問佢笑麼个，佢面

紅紅，緊拂頭，大家又笑都會死，佢行入間肚，偷

偷打電話轉越南，聽著爺哀又叮嚀又吩咐，目汁越

致6流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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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正學煮客家菜該下，毋係忒鹹，斯係忒辣，

無斯無油無臘7、無味無瑞8，大家划無兩下9，飯碗斯

放撇，歸桌菜還本本好好10，看著恁泥佢目汁又含緊

咧。

阿雪遇著个問題一大攞拖11，因致話語、食雜12、

文化背景、生活習慣、信仰全無共樣，正會同屋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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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已多誤解。成半下老公心情毋好，又變頭變面13

罵佢，無斯屋家人面臭面勿14對待佢，滿腹慍悴15，毋

知愛尋麼人敨正好？

老公看阿雪恁泥日日噭垂垂16目汁捽無停，斯帶

佢去社區大學參加識字班。識字班裡肚，有對印尼、

越南這兜國家來个新移民，阿雪一見著同鄉，斯親暱

暱17，大家擠擠揫18暢都耐毋得，緊用越南話打嘴鼓，

厥老公在脣項嗄聽無半屑，正體會著話語毋通个艱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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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識字班了後，阿雪斯像變一個人个樣，佢緊

來緊有自信，見堵著上課日，斯興喋喋去上課，大

家一見面，又嘰哩呱啦講毋會煞19，實在還歡喜。

阿雪還去參加社區學煮食个課程，這個課程毋

單淨請先生來教煮客家菜，紹介臺灣个食雜文化，

逐儕還愛照輪20來教煮家鄉个名菜。因致，客家菜、

越南菜、印尼菜，佢做下都已會料理。阿伯姆逐擺

都笑咪咪21講：「吾等屋家逐日都像餐廳个樣，有客

家菜也有越南菜，還好喔！」

1. 兩子家娘：音liong^ zii^ ga+ ngiongˇ，婆媳二人。
2. 掌屋：音zhong^ vug^，看家。
3. 恅著：音lau^ do^，認為，以為。
4. 間項：音gien+ hong+，臥室。
5. 挑挑：音tiau+ tiau+，故意。
6. 越致：音rhedˋ zhiˋ，更加。
7. 無油無臘：音moˇ rhiuˇ moˇ labˋ，指食物缺乏油分。
8. 無味無瑞：音moˇ muiˋ moˇ suiˋ，一點味道都沒有。
9. 划無兩下：音pa+ moˇ liong^ haˋ，吃不到幾口飯。
10. 本本好好：音bun^ bun^ ho^ ho^，原封不動，毫無改變。
11. 一大攞拖：音rhid^ taiˋ loˇ to+，一大堆。
12. 食雜：音shidˋ cabˋ，飲食內容及習慣。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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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下，阿雪還會教屋家人講幾句簡單个越南

話，下把下阿伯姆會展22幾句分鄰舍聽，鄰舍還會比

手指公阿𧩣佢。這下，阿雪同屋家人越來越佮合23，

笑聲也緊來緊多咧。

對阿雪領獎時个笑容肚，看得著佢煞猛學習、

融入臺灣文化个身影，也感受著厥屋家人對文化

个包容同尊重，在等个身邊，還有已多個「阿

雪」，需要大家共下來關心。

13. 變頭變面：音bienˋ teuˇ bienˋ mienˋ，生氣，變了臉色。
14.  面臭面勿：音mienˋ chiuˋ mienˋ vudˋ，形容極度不高興，擺出

不好看的臉色。
15. 慍悴：音vud^ zud^，心情不好、不開心。
16. 噭垂垂：音gieuˋ suiˇ suiˇ，哭哭啼啼。
17. 親暱暱：音cin+ nag^ nag^，很親暱的樣子。
18. 擠擠揫：音zi+ zi+ ciu+，擠在一起。
19. 講毋會煞：音gong^ mˇ voiˋ sodˋ，說個不停。
20. 照輪：音zheuˋ linˇ，輪流。
21. 笑咪咪：音siauˋ mi+ mi

ˊ

，笑容滿面。
22. 展：音dien^，賣弄。
23. 佮合：音gab^ habˋ，結合緊密，本課指感情如水乳交融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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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假使你係阿雪，堵著話語毋通个時節，你會仰脣
做？

2. 阿雪仰脣會變都恁會煮食？

3. 等愛仰脣對待各國來个新移民？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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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運用

照緊來造句

1. 阿雪學煮客家菜，毋係忒鹹，斯係忒辣。
  (　　)學(　　)，毋係忒(　)，斯係忒(　)。

2. 阿雪同屋家人越來越佮合，笑聲緊來緊多。
   (　　)同 (　　)越來越 (　　)， (　　)緊來緊多。

3.  吾等屋家逐日斯像餐廳个樣，有客家菜也有越南
菜。

   (　　　)逐日斯像(　　)个樣，有(　　)也有(　　)。

4. 見堵著上課日，佢斯興喋喋去上課。
  見堵著(　 )日，佢斯(　　)去(　　)。

練 二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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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社區大學

逐日臨暗1六點半邊2，對四向角頭來个學員，

有老有嫩3，有兜正下班，有兜正摸閒4屋家个事，

陸陸續續踏入教室肚。日時頭，該兜學員在各行各

業打拚，到暗晡頭，因致共樣个興趣，大家來做

同學5，共下學習，這斯係現下已時行6个「社區大

學」。

社區大學个成立毋係為著賺錢，係面對這下變

化當遽、價值多元个社會所發展出來个永續終身學

習、厚植公民素養、強化在地關懷个辦學理念。年

滿十八歲、有心學習个民眾，總下使得來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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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蘭係社區大學个老學員，佢會去社大7讀

書，係後生時節8屋家匱，愛手照顧老弟老妹，

無讀著書。對工廠退休了後，有一擺佢行過圖書

館，影著社大个招生海報，斯遽遽走去報名。

頭下碼，佢愐著自家自細當好種這種該，斯選

生活園藝方面个課程，讀了後正知，社大開有當多

生趣又實用个課程，過後佢又選電腦、中醫保健、

肚皮舞、古道巡禮、客家美食、客家山歌、三腳

採茶 。有兜課程个學員，除撇9期末愛成果發

表，乜會分人請去社區、莊頭表演，看過个人做下

真阿𧩣，佢半夜都無想著10自家退休了後，因致讀

社大，日嗄過來還較實疊11、還較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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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社大推廣環保觀念，來社區開「垃圾變

黃金」个課程，講課个先生親身指導民眾，仰脣利

用廚餘來做有機肥。王建臺利用下班時間選這門

課，學做有機肥來種花種菜。種个花特別靚又過大

蕊，種个菜特別大頭12又過賁肉13，厥个親戚朋友食

過了後，緊褒獎14講：「你種个菜仰脣會恁甜、恁好

食！」過後，大家斯相賽去選讀社大个課程。

舊年年下，王建臺調職到新單位，為著新工作

个需要，又轉去社大選讀法律方面个課程。講課个

先生毋係律師斯係法官，厥等將硬摒摒15个法條，解

1. 臨暗：音limˇ amˋ，黃昏。
2. 六點半邊：音liug^ diam^ banˋ bien+，六點半左右。
3. 有老有嫩：音rhiu+ lo^ rhiu+ nunˋ，老老少少。
4. 摸閒：音mia+ hanˇ，處理完瑣碎的事。
5. 做同學：音zoˋ tungˇ hogˋ，當同學。
6. 時行：音shiˇ hangˇ，流行。
7. 社大：音sha+ taiˋ，社區大學的簡稱。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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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當生活，大家聽都當入耳16。佢試著受益已多，

又湊幾個同事共下去選讀投資理財、網頁設計、數

位攝影這兜當實用个課程，日過來快樂又實在。

社大開个課程使得講包羅萬象，無論係學術知

識、生活藝能抑係社團活動，課程應有盡有。學員

毋單淨使得長知識、學技能，提升工作能力同生活

品質，進一步使得培養公民素養，來關懷社會。

在社區大學，有人尋著自家个興趣，學著一身

好手藝；乜有人一圓後生時節个夢想，創造人生第

二個春天。

8. 後生時節：音heuˋ sang+ shiˇ zied^，年輕的時候。
9. 除撇：音chuˇ ped^，除了。
10. 半夜都無想著：音banˋ rhaˋ do+ moˇ siong^ do^，萬萬沒想到。
11. 實疊：音shidˋ tiabˋ，充實。
12. 大頭：音taiˋ teuˇ，大棵。
13. 賁肉：音pun+ ngiug^，肥厚。
14. 緊褒獎：音gin^ bo+ ziong^，一直讚美。
15. 硬摒摒：音ngangˋ biang+ biang+，生硬的。
16. 入耳：音ngibˋ ngi^，心領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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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1. 你知社區大學有開恁多麼个課程？

2.  假使你去讀社區大學，你會選麼个課來讀？  
麼个原因？

3. 社區大學个功能係麼个？

練 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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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運用

請在（　　　　）項箍出正確个語詞

1.  逐日（臨天光／臨晝／臨暗），一大陣放學个國中
生揹緊書包轉屋家。

2.  這件事情已複雜，毋知愛（仰會／仰脣／抑係）解
決？

3.  寒天蓋晒過日頭个被骨，（總係／特別／大體）燒
暖。

4.  這下个細人盡（時節／時行／時代）个休閒活動，
斯係上網打電動。

練 二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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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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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ˇliauˇmienˋciang+

青面獠牙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honˋtaiˋpogˆcu+

粗粕大漢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rhaˇsii

ˊ

taiˋ

大士爺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minˇsen+

生民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moiˇtongˇ

糖糜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teuˇmaˇgiong+

薑嫲頭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soˆvuiˋ

位所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hiedˋtiˋkunˋngiuˇhiungˇ

雄牛睏地穴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cauˋgauˆ

攪躁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shinˇkinˋ

慶成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tuˆciaˋliungˇon+

安龍謝土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gai+fu+gung+ka+

較工夫个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den+go+ki+

企篙燈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shuiˆsan+ fung+fung+

封山封水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gong+koi+rhaˇsii

ˊ

taiˋ

大士爺開光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gaiˋzai+

齋戒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liungˇvongˋshuiˆciangˆ

請水旺龍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den+go+ciaˋlienˇ

連謝篙燈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shongˋvoˇgung+go+

高功和尚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kie+san+fungˋ

鳳山溪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mui+cinˋ

盡尾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gu+shiu+

收孤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六課

liauˋ

料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ngienˇhaˋgiˆ

幾下年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duˆ   shiˆ  hanˇ  bunˆ  bunˆ ngiabˆ ngiabˆ

肚屎還本本凹凹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leˇa+nungˋ

弄啊咧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hoˆgidˆrhiu+di+mˇ

毋知有幾好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kiu+sim+

心臼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sidˆziiˆ

子息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tamˆsi+tamˆdung+

東探西探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shiˋkiˆbaiˋ

拜起勢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gieu+gieu+teuˇ

頭勾勾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kiˋvaˆhangˇ

行偎去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gauˋshinˋ

聖筊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gauˋdiedˆ

跌筊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teuˇdam+

探頭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rheuˇngaˆ

瓦窯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duˆgon+sim+

心肝肚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ngaˆnungˋ

弄瓦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sadˆgadˆ ngiongˋ

仰結煞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giedˆgiedˆngiagˆ

額結結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shinˇanˆmoˇdo+gongˆ

講都無恁神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dedˆmˇnaiˋ

耐毋得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hiong+rhiuˇtiam+

添油香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gim+gim+mugˆ

目金金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zogˆ

捉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mienˋshugˋ

熟面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moˇheˋ

係無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gongˆgamˆ

敢講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rhenˆginˆconˇginˆ

緊傳緊遠



大埔腔第八冊 第七課

haˋ gongˆgongˆshongˋ

上港下港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doˆdongˆ

擋著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duˆdi+

裡肚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enˋhoˆfaˋmoˇ

無話好應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sheˋchudˆ

出世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rhong+

養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gongˆmogˋ

莫講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togˆhongˋ

項 䠙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dedˆdi+

知得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bauˆka+medˋsiiˋ

字墨較飽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gaiˋ

該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fung+hienˇhienˇ

玄玄風



大埔腔第八冊 第八課

le+nangˋkauˆ

考橫咧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ngiongˇga+ziiˆliongˆ

兩子家娘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vugˆzhongˆ

掌屋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doˆlauˆ

恅著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hong+gien+

間項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tiau+tiau+

挑挑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zhiˋrhedˋ

越致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labˋmoˇrhiuˇmoˇ

無油無臘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suiˋmoˇmuiˋmoˇ

無味無瑞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haˋliongˆ moˇ pa+

划無兩下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hoˆhoˆbunˆbunˆ

本本好好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to+loˇtaiˋrhidˆ

一大攞拖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cabˋshidˋ

食雜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mienˋbienˋteuˇbienˋ

變頭變面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vudˋmienˋchiuˋmienˋ

面臭面勿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zudˆvudˆ

慍悴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suiˇsuiˇgieuˋ

噭垂垂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nagˆnagˆcin+

親暱暱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ciu+zi+zi+

擠擠揫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sodˋvoiˋmˇgongˆ

講毋會煞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linˇzheuˋ

照輪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mi

ˊ

mi+siauˋ

笑咪咪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dienˆ

展



大埔腔第八冊 第九課

habˋgabˆ

佮合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amˋlimˇ

臨暗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bien+banˋdiamˆliugˆ

六點半邊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nunˋrhiu+loˆ rhiu+

有老有嫩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hanˇmia+

摸閒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hogˋtungˇzoˋ

做同學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hangˇshiˇ

時行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taiˋsha+

社大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ziedˆshiˇsang+heuˋ

後生時節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pedˆchuˇ

除撇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banˋ  rhaˋ   do+  moˇ  siongˆ  doˆ

半夜都無想著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tiabˋshidˋ

實疊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teuˇtaiˋ

大頭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ngiugˆpun+

賁肉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ziongˆbo+ginˆ

緊褒獎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biang+biang+ngangˋ

硬摒摒



大埔腔第八冊 第十課

ngiˆngibˋ

入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