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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失傳的新北老客腔： 

(一)三芝地區的永定、饒平腔 

(二)石門地區的武平腔等地區 

語料收集  

 

摘要  

新北市的三芝、石門地區，早期還有永定腔、饒平腔和武平腔等客語，

但是這些客語都已經成為瀕絕語言。本計畫定名為「已失傳的新北老客腔：

（一）三芝地區的永定、饒平腔（二）石門地區的武平腔等地區語料收集」，主

要的工作有三：  

1. 將先前調查到的新北市石門區乾華村練姓武平腔客語數位化。因

為之前所使用的電腦檔案因為系統過分老舊，只能重新膳打整

理，建立數位化的語料庫。  

2. 因為三芝、石門地區的永定腔、饒平腔和石門腔客語都已瀕絕了，  

所以前往福建省武平縣象洞鄉洋貝村以及永定(高陂鄉)、廣東省饒

平縣饒洋鎮調查當地的客語，以原鄉客語的錄音呈現。  

3. 通過台灣和大陸地區相關客語的比較，整理出其間的差異。  

關鍵詞：瀕危語言、臺灣客語、閩西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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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研究題目及其意義、價值 

目前在台灣有些少數人講的客語都已經到了「瀕危」的狀態，1 這個

現象讓許多客家人憂心忡忡，因此在 1988 年 12 月 28 日客家人就發起了

「還我母語運動」，這個運動使得政府不得不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來推廣

客語的使用，讓客語的生機有蓬勃復甦的跡象。不過遺憾的是政府所大力

推擴的客語學習儘限於「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五種客語次方

言，而其他更少數人會講的「武平、長樂、永定、豐順……」等特殊客語

次方言便任其走向「瀕危」的狀態。2 更令人憂心的是會說這些特殊客語

的人越來越少，而且這些特殊客語只有在家庭、祭祖或宗族聚會中使用，

如果要跟其他的客家族群溝通的時候，還得透過當地通行的語言來進行。

3 面對整個大環境的急遽變化，這些客語的流失是未來可以預見的事實。

王士元曾說「整個世界已開始意識到，保存我們這顆行星上的植物群和動

物群的生物多樣性是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我們認為對這些瀕危語言的保

存也同樣緊迫和重要。」(參見王士元 1998.〈以現代科技拯救瀕危語言〉

一文)。筆者認為現實中的保存恐怕很難做到，因為客觀的條件是整個大環

境語言生態強弱的影響，這是整個社會脈動所逐漸形成的一種態勢。在

主、客觀因素都處於不利的狀態下，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加緊腳步，努力的

調查。4  

                                                 
1 根據戴慶夏(2004：5)的看法，瀕危的判斷標準有三：「一是喪失母語人口的數量比例。   

 如果這個民族 80%以上的人都已轉用第二語言，並有增長趨勢，其母語有可能是瀕危  

 語言。二是母語使用者年齡段的分布比例。如果這個語言只有中老年人懂得，青少年  

 一代已失傳，這種斷代特徵表明它已具有瀕危的先兆。三是母語能力的大小。如果對  

 母語只有聽的能力而沒有說的能力，或說的能力很低，說明這個語言的功能已嚴重衰  

 退，正在走向瀕危。」  
2 這些特殊的客語目前已經是瀕危、甚至是瀕絕的狀態。  
3 所謂當地通行的語言是視情況而定，有的是閩南話，有的是四縣腔、海陸腔客語。  
4 筆者是抱著「為即將失去使用功能的語言」留下記錄的使命感才能讓筆者一直努力的

做下去；像「新北市石門區練姓的武平客家話」、「新屋鄉槺榔村陳姓的長樂腔客家

話」、「新屋鄉石磊村羅姓的水流軍話」、「龍潭鄉粗坑余姓的永定客家話」、「桃園縣觀

音鄉藍埔村高姓的豐順腔客家話」、「宜蘭縣壯圍鄉忠孝村游姓詔安腔客家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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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所要調查的武平客語是指新北市石門區乾華村當地練姓人家

說的一種武平腔客語(底下簡稱「石門客語」)、和三芝地區的永定、饒平腔客

語。最早報導石門客語的是呂嵩雁(1997)，但是他從語音特徵的判斷上把

這種客語歸為「永定腔客語」。根據筆者的調查，這種客語和永定客語有

部分的語音特徵是相似的，可是這種客語也有和永定客語不同的地方，發

音人練釵就表示她聽過有一種把「祖父」叫「阿爹」a33 ta55 的客語，但是

那種客語並不是她自己說的客語，她並且提供了練氏家族的族譜，裏頭明

白的記載她的祖先是來自於「福建閩西的武平縣上東鄉楊背村 8 號」，5 比

較遺憾的是筆者在乾華村當地並沒有找到其他會說這種客語的發音人，所

以能夠調查到這種客語語料可以說是彌足珍貴。我們都知道族群遷徙的歷

史不僅能靠文獻紀錄獲得證明，另外也可以從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得到印

證。通過原鄉(洋貝客語)和遷徙地(石門客語)的語言比較，可以讓我們更清

楚的掌握兩者之間的牽帶關係。  

我們認為對石門客語調查研究的價值如下：  

(一)在理論上將有助於認識人類語言的演變規律；在應用上也能促使

人們正確對待語言的使用，有助於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制定。  

    (二)對於正在急速的消變之中的語言現象來說，調查記錄本身就是貢

獻了。相信必能為日後瀕危語言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分可供比較研究的語

料。就國內或國際間的研究來說，本計劃提供了一個可以掌握客語各種音

韻和詞彙變化的具體事實。  

    (三)從整個漢語研究來說，本計劃補充了台灣漢語方言的完整語料，

豐富了日後整個漢語方言研究的參考資料，特別是「瀕危語言」和「雙方

言」研究的課題。  

                                                                                                                                            
些都只剩下非常少數的人在使用，所以等於在為這些語言「刻墓碑」。一直以來，這

種田野調查工作被部分研究理論的學者所忽略，理論是很重要的，但是田野調查也不

能不做，而且要趕快做。   
5
 筆者曾在 2011 年 8 月到福建省的武平縣請當地政府協尋「上東鄉楊背村」這個地方，

結果當地政府隨即告知是「象洞鄉洋貝村」，我們到達當地找到練仲華，他帶我們到

練家祠堂，就發現有一些遷徙到外地的練姓宗親曾捐獻資金修建祠堂，其中就有石門

鄉乾華村的練家刻在石碑上的捐獻記錄。練仲華表示臺北縣石門鄉的鍊家是最早回去

尋根的，另外還散居在新竹和苗栗的練姓客家人，不過他們並不是講武平腔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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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文獻之回顧 

(一)呂嵩雁(1999)《閩西客語音韻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是針對閩西清流、寧化、長汀、連城、永定、上杭、

武平等七個縣的客語調查研究。閩西的地理位置正好在閩、贛、粵的交界，

所以閩西的客語有呈現了不同客語的混合狀態。作者經由調查發現閩西客

語既有梅縣客語的保守成分，也有部分贛語和官話的特點。作者認為「閩

西客語與臺灣客語同樣來自司豫移民語言，所不同閩西早在唐末時就有司

豫移民進入，與臺灣客語是司豫移民定型為客家族群後才遷徙到臺灣。  

 (二)張屏生  (2001)〈台北縣石門鄉的武平腔客家話的語音變化〉   

摘要：本文所要探討的武平客語是指台北縣石門鄉當地練姓人家說的

一種客語，根據筆者調查整理發音人練釵女士所說的客語，並且通過和以

及台灣頭份、六堆、竹東、新屋、永定、饒平、東勢、詔安、長樂等其他

客語廣泛的比較，列舉了武平客語的主要的語音特徵，並且從武平客語當

中發現了一些在語音和詞彙上饒富興味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來自於和

當地通行的閩南話 (也有部分是來自於華語 )長期接觸所受到的影響 和滲

透，從詞彙詞形和音讀的變異中歸納了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音變運作

的方向。  

本文重點是側重在石門客語和臺灣當地閩南話接觸所產生的變化，和

本計畫所要討論的從洋貝遷徙到石門之後的客語變化是不同的。  

(三)林清書(2004)《武平方言研究》    

摘要：本書主要是針對武平縣境內客語的共時描寫，並且從武平縣

境內的地理行政區劃和周邊客家方言接觸情況，結合語音和詞彙差異上把

武平客語分成平川、岩前、東留、武東、桃溪等五區，本書從語言接觸的

視角分析了各區語言差異的原因，這種植基於語言材料的論斷是正確。另

外本書也介紹了中山鎮的「軍家話」，作者通過軍家話和贛方言的比較，

結合歷史資料，認為軍家話是明洪武到嘉靖年間的金溪話，這個金溪話受

到武平客語的影響，逐步形成的一個贛客混合型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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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比較不足的地方是作者對於使用的音位符號沒有詳細的描寫，讀

者如果沒有親身調查，仍然無法從本書的符號中掌握實際的發音狀況。   

(四) 徐貴榮  (2005)《臺灣饒平客話》   

摘要：本文是作者繼碩士論文《台灣桃園饒平客話》之基礎，繼續調

查了現在還說饒平話的聚落，新竹、卓蘭地區的十個方言點，依其最大差

異的聲調、聲母、韻母特徵分成 ABC 三組。為了研究的準確性，依此三

組的祖地往廣東饒平縣實地訪查，歷經兩年調查了饒洋等六個方言點。本

文以音韻作為研究，以饒平與台灣各點比對為經，與中古音討論為緯，以

探尋台灣饒平客話的源與變。結果顯示，台灣多元的聲調，才是饒平客話

的原貌。饒洋地區的單字調，二、三百年來由多元逐漸統一，多元面貌保

留在各地的連讀變調中。台灣的連讀變調，本來就在多元之下，又與周邊

方言接觸受影響，於是變得更為複雜，呈現各點都不相同的面貌。聲母、

韻母，饒平祖地較沒有改變，台灣變化較多。  

本論文研究的成果及價值，能夠顯示台灣饒平客話一個真相，即是既

保有饒平客話在聲調方面共同的源頭，一方面聲母、韻母又繼續在演變。

祖地的饒平客話也在演變，因為是聚居，所以演變較慢，但新的特殊文白

異讀，正逐漸向普通話和潮汕話靠攏。  

三、研究方法 

筆者認為目前瀕危語言的研究應把重點放在個案的共時描寫、分析

上，對瀕危語言進行微觀的調查研究，逐步積累起豐富、確切的語料，這

是瀕危語言的基礎性工程。如果能夠扎扎實實地做好瀕危語言的個案調

查，掌握各種類型的語料，對瀕危語言的認識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有

效的理論概括，沒有這個基礎，瀕危語言的理論認識就不會準確，也不會

牢靠。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就可以供更多的人在今後做研究。本計畫

研究方法如下： 

(一)傳統方言學調查  

本研究採傳統的方言調查，採用直接調查法(參見游汝杰  2004：55)，

直接到當地進行調查，找到當地土生土長 60 歲以上，沒有長期離開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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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石門區乾華村以及武平縣象洞鄉洋貝村 (底下簡稱洋貝 )的發音人進行有系

統的、自然的語音語彙和語法的訪談調查，之後再將這兩個發音點的音韻

和詞彙現象做一詳實的記錄與整理，藉以歸納出石門和洋貝客語的音韻系

統，成為編寫《石門客語基礎語彙稿》 (含 武平 縣象 洞 鄉 洋 貝村 客 語 基 礎語 彙 )

之資料參考。  

記音部分以國際音標(IPA)標音，以表達語音的實際狀況，並同時進行

資料建檔工作以配合未來數位化編纂。田野調查是依照自編的《閩西客家

話語音詞彙調查表》，並參酌其他相關材料作補充。這個調查表的設計主

要是針對日常口語的收集，因為方言詞彙的語音語法特點往往是從這些習

用的日常口語顯現出來。所以首先就要編製一份能夠反映客語各次方言特

點的方言調查表，以方便進行語料的收集。利用設計好的調查字表、詞彙

表來進行調查的工作，是目前較為普遍的方式。這種帶著目的收集材料的

作法，是比較容易在短時間內收集到與自己研究課題相關的語料。不過有

經驗的方言調查者都了解，即便是自己記錄本身的母語，都有可能會記不

完全，更何況是在其他我們所不熟悉的語言環境中，在我們尚未能充分掌

握該語言特點的情況下，調查表的設計勢必會遺漏掉一些重要的訊息。再

者，方言語音、詞彙或語法的特殊性，是經由和其他方言的相互比較而來，

這也就增加了調查表設計的困難度。即使有了好的調查表並不就是能夠確

切無誤的掌握所有調查語料，還必須腳踏實地的實踐。  

 (二)進行語料分析   

先針對所調查收集到的客語語料進行系統的分析，在音系上特別注重

聲韻拼合的音韻歸納，並進行內部初步的比較工作。通過這些繁複的過

程，抽繹出一些饒富興味的研究課題，最後力圖解釋這些語言現象的動態

關係。例如：在張屏生(2001)提到：  

     一般客語沒有 ue 韻，但是石門客語有 ue 韻，這些 ue 韻的例字，在

其他客語大都唸 oi 韻，石門客語唸 oi 韻的例字只有「梅、代、來、

概、愛」幾個字而已。唸 ue 韻的例字，可以分成四類；如下： 

     ① 掊(撥)、背、鍡、會、妹、媒、吹  (一般客語唸 oi 韻，當地閩南話唸  ue

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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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海、台、蓋、菜、亥 (一般客語唸 oi 韻，當地閩南話唸  ai 韻) 

     ③ 喙、開、胿 (一般客語唸 oi 韻，當地閩南話唸 ui 韻) 

     ④ 髻 (一般客語唸 ki，當地閩南話唸 kue。)  

其中①類是閩南話所引起的音變，②、③類例字是類推的音變。

因為在台灣一般的閩南話有 ue 韻，沒有 oi 韻；而台灣一般的客語 oi

韻，卻沒有 ue 韻。因為 oi 韻和 ue 韻很接近，所以①類例字是受閩

南話影響所產生的音變，而②、③類例字在客語中都唸 oi 韻，所以也

跟①類的例字唸成 ue 韻。④類是直接借用閩南話的音。 

    在詞彙方面，我們通過調查以及參考相關著作，可以將石門客語的詞

彙分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石門客語和洋貝客語詞形相同，而和其他客語

詞形不同的詞彙，這部分詞彙可以說是來自原鄉的保守層次，例如「太陽」

洋貝叫「熱頭」 Nie/ 5 tH ´ μ113，而石門叫「熱頭」 ¯iet5 tHeu11，在臺灣大部

分的客語都叫「日頭」，所以「熱頭」是保留了原鄉的詞形。第二種是石

門客語和洋貝客語詞形不同，例如「彩虹」洋貝叫「天弓」tHien11 tsiμ N 13，

石門叫「虹」kHi´ N53(受閩南語影響的詞彙)。這可分成三種情形；1. 洋貝客語

保守，而石門客語已經改變。2. 石門客語保守，而洋貝客語已經改變。3. 

兩者都已經改變；基本上 1 還能觀察到，2、3 則不容易判斷。  

(三)雙方言接觸比較  

我們瞭解到「語言接觸」是影響現代社會語言關係的重要因素，它會

使相互接觸的語言產生混合、變異的現象。在方言混雜或交接的各個區域

內，都能發現方言之間的一些區域特徵，這些區域特徵，如果只依靠各個

方言自身的歷史演變規律，往往無法找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筆者認為「通

過不同的相關方言比較，聯繫方言之間相互影響的事實」，才可能從中尋

繹出區域特徵形成的原因，建立妥適的理論框架。武平境內除了中山鎮有

軍家話之外，其餘都是客語，所以受到其他方言滲透的情況比較少。但是

石門客語就是被閩南語圍繞的客語方言島，它的四周都是閩南人，這些閩

南人大都講偏漳腔閩南話，而石門當地的客家人也都會說閩南話，當居民

同時掌握和變換使用交際雙方的種兩方言，就會形成所謂的「雙方言現

象」，通過閩、客方言的比較，將會使我們對語言接觸之後的演變有更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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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的瞭解，這也是石門客語和洋貝客語的差異所在。  

四、本計畫預計成果與在學術上的可能貢獻 

(一)預計完成工作項目及貢獻  
1. 完成「瀕危」客語語彙記錄並數位化，將來可置於客委會語料庫成

立相關網站，讓想要瞭解武平腔客語的研究者可以隨時上網查詢。 

2. 根據調查石門和洋貝的武平腔客語語料所反映的語言事實，進行各

種相關課題的研究。  

3. 可利用於編纂大型對照詞典時，並且加以電子化。  

4. 結合方言歷時和共時研究來分析石門客語的變化，以提供完備的鄉

土語言教育的規畫參考，並以新的視野來思考地方文化的發展。近

年來由於客委會的成立，透過不斷的宣導，讓原本不太熱衷學習客

語的客家人士，開始有了不同的省思。  

 (二)研究成果之實用性  

提供一份方言接觸的語音及詞彙變化方向的完整語料。目前語言學界

的學風都傾向於藉助西方語言學所提出的理論針對不同的語料來分析，這

當然是進步的。不過這樣的學風卻也導致研究所的學生不願勤勤懇懇的調

查，沒有精緻的語料如何發掘語音、詞彙和語法特點的條目來編製社會調

查的問卷，所以我們應當更重視傳統方言學的調查，而不應排擠或降損它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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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門客語的語音系統 

(一)聲母 

  石門客語的的聲母如下：2 

表一： 

     塞 音  鼻 音    擦 音  邊 音 

不送氣 送氣     

    清   濁   清   濁   濁 

脣 雙  脣   p  pH   m    b  

脣  齒      f     

舌

尖 

舌  尖   t  tH   n     l 

舌尖前   ts  tsH     s   

牙 舌  根   k  kH    N    g  

喉   喉   φ     h   

  1.  /f-/的發音，牙齒和嘴脣並沒有完全的接觸，和國語的/f/不同，很多

時候/f-/會唸成[∏]，在音位上還是記成/f-/。  

  2. 石門客語沒有 v-聲母，在台灣其他客語  v-聲母的例子，在石門客語

大都唸成 /b/，這個現象和筆者所調查雲林崙背的詔安客語類似。請

參見下列例字：(以下材料除了武平是參考李如龍、張雙慶(1992)之外，其餘都

是筆者所調查 ) 

 

 

 

 

 

                                                 
2 呂嵩雁(1997)的材料當中，在聲母方面比筆者多出 v-、tS-、tS H-、S-、Z-，但是沒有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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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石門  洋貝  岩前  崙背  粗坑  紙寮窩 桄榔村  藍埔  苗栗  
 武平腔  武平腔 武平腔  詔安腔 永定腔 饒平腔 長樂腔  豐順腔  四縣腔  

1.禾   bue11  vo113   vçu22   bo51   vo55   vo55  vo13  vo13  vo11 
2.鑊   bok5  vo/ 5   vçu/ 5  bo55  vok5  vok5  vok5  vok5  vok5 
3.屋   buk3  vμ / 3  v´k2  bu13  vuk3  vuk3  vuk3  vuk3  vuk3 
4.碗   bon31  vuŒ N 31  vuEN 31  ban31  van31  van53  von11  von53  von31 
5.黃   boN 11  voN 113  vç N 22  boN 53  voN 55  voN 55  voN 13  voN 13  voN 11 

    根據鍾榮富（1991、1997）的研究：客語的「v-是由合口韻的零聲母

強化而來的」，所以石門客語的 b-，應該是由 v-經過  bw-的音變階段，然

後才變成 b-。  

    在筆者所調查過的客語當中，有些客語 f-、v-呈現出不平衡的演變狀

態，像崙背的詔安腔、石門的武平腔這兩個方言點的 f-還很明顯，但是已

經沒有 v-，其他客語唸 v-的語料，崙背和石門大都唸成 b-。  

  3. 石門客語有 /g/聲母，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3，請參見下面的例子： 

表三：  

 石門  洋貝  岩前  崙背  粗坑  紙寮窩 桄榔村  藍埔  苗栗  
 武平腔  武平腔  武平腔  詔安腔  永定腔 饒平腔  長樂腔  豐順腔  四縣腔  

(1) 鉛   Nian11 vieN 113  ×  ×  Zen55  yen55  Zan13  Zen13  ian11 
(2) 癢   gioN 35 ioN 13  ioN 45  ¸ioN 11  ZoN 11  ×  ×  ZoN 55  ioN 13 
(3) 印   Nin53  iN 53  iN 452  ¸in11  Zin53  Zin11  Zin31  Zin53  in55 
(4) 藥   giok5  io/ 5  ×  ¸io55  Zok5  Zok5  Zok5  Zok5  iok5 
(5) 鹽   gian11  iŒ N 113  iaN 22  ¸iam53  Zen55  Zam55  Zam13  Zen13   iam11 
(6) 煙   gian35  ieN 13  iEN 45  ¸ian11  Zen11  ×  Zan55  Zen55  ian13 
(7) 腰   gio35  iŒu13  i´ μ45  ¸io11  Zeu11  ×  Zau55  Zeu55  ieu13

 從聲韻拼合的情況來看，/g/只出現在以 i 起首的韻母音節，這

種情況筆者在南部六堆的武洛、大路關、新埤、長治、麟洛有調查到

少數零星的例子，例如：「雨」唸  gi31。根據筆者的調查，屏東地區

的閩南話把「入」母字唸 g-的情況很普遍，它的音變條件是在 dz-和

                                                                                                                                            
g-。  

3 有些四縣腔客語在小稱詞尾之後的連音變化當中也會出現 g-的情況；例如：「勺仔」

sok5 ge31，但是這種情況和筆者所調查的石門客語不一樣。在李存智(1994)一文中也提

到苗栗通霄客語也有 g-這樣的聲母，並且也提到張振興 (1992)中的材料，也出現相同

的情形。從這兩分材料來看，這個 g-還是出現在以和 i 起首的韻母相拼的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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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 開頭的韻母拼合的音節當中，所以「日頭」唸 git1 tHau13，但是

也有不變的情形，例如：「鹿茸」大都還是唸 lçk1 dzioN13，不唸 lçk1 

giç N13。雲林崙背的詔安客語，在以 i 開頭的音節都會有¸-，例如：「陰」

¸in11，因此筆者認為石門客語 g-的出現，先經過  ¸i 的階段，然後才

變成 gi。  

  4.  /N/和以 i 為開頭的韻母相拼時，會唸成[¯](有的材料寫成 ȵ -)，從聲

韻拼合的情況來看，「¯-只和以 i 為開頭的韻母相拼，和 N-在音節分

佈上形成互補的搭配」，所以把它處理成/N-/的音位變體，不必多立

一個/¯-/聲母。從音位的考量，取消/¯-/這個聲母，並不會造成音

位系統的混亂。  

  5. 零聲母有時發音會帶有喉塞成分  /-，但是不會造成對立的情況，記

錄時零聲母不寫任何符號，列表時用  φ 代替。  

6. 石門客語還有另外一個在聲母上比較明顯的特徵，請看下列例字： 

表四： 

 石門  洋貝  岩前  崙背  粗坑  紙寮窩 桄榔村  藍埔  苗栗  
 武平腔  武平腔  武平腔  詔安腔  永定腔 饒平腔 長樂腔  豐順腔  四縣腔  

(1) 褲   kHu53  kH μ 53 kHvu452  kHu31  fu53  kHu53  kHu53  fu53  fu55

(2) 闊   kHuat3 kHuŒ / 3  kHva/ 2  kHuat13  fat3  ×  fat3  fat3  fat3

(3) 溪   kHe35 kHe35  ha45  kHe11  hai11  hai53  hai55  hai55  hai13

(4) 客   kHak3 kH Å / 3  kH Au/ 2  kHa13  hak3  hak5  kHak3  hak3  hak3

(5) 糠   kHoN 35 kHoN 13  hç N 45  kHoN 11  hoN 11  hoN 11  hoN 55  hoN 55  hoN 13

      

     石門客語將上述例字都唸成 kH-，而台灣其他客語中，除了崙背

的詔安腔和東勢的大埔腔客語之外(請參見張屏生 1998)，大都唸 h-或 f-。 

  7. 下列例字是反映石門客語聲母比較特別的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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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石門  洋貝  岩前  崙背  粗坑  紙寮窩 桄榔村  藍埔  苗栗  
 武平腔  武平腔  武平腔  詔安腔  永定腔 饒平腔  長樂腔  豐順腔  四縣腔  

(1) 血   fiat3  fiat3  fiε/2  fiat3  hiat3  fiat3  hiat3  hiat3  hiat3

(2) 字   tsHi31  tsHi31  tsH331  tsH ˆ55  sˆ53  sˆ13  sˆ11  sˆ33  sˆ55

(3) 柿   si31  sɿ31   tsHɿ452  kHi55  kHi53  kHi13  kHi11  kHi55  tsH ˆ55

(二 )韻母  

    石門客語的韻母是由∕a、o、e、3、 i、u∕6 個主要元音，∕ i、u

∕2 個介音，∕ i、u、m、n、N、p、 t、k∕8 個韻尾所構組，排列如下： 

表六： 

 a  車  ai  帶  au  包  am  淡  an  山  aN  生  ap  甲  at  辣  ak  客 

 o  草  oi  開    om  蔘  on  安  oN  江  op  喔  ot  脫  ok  學 

 e   洗    eu  豆  em  含  en  燈    ep  疊  et   北   

 3   詩      3n  陳     3t   汁   

 i   比    im  嬸  in   檳  iN   經  ip   立  it   一  ik  億 

ia   寫   iau  鳥 iam  點 ian   見 iaN  驚 iap  葉  iat   結 iak  惜 

io   茄     ion   軟 ioN  薑   ×  iok  腳 

   ieu  狗        

iu   酒     ×   iuN  共      iuk  六 

 u   土  ui   龜     un  分  uN  種   ut   骨  uk  鹿 

ua   瓜 uai   筷    uan  管    uat   闊  

ue   菜           

    ?  毋      

      e   五    

11 4 4 6 9 8 5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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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石門客語的韻母有 62 個；其中舒聲韻有 42 個，促聲韻有 20 個。一

般客語都有  iun、iot 這兩個韻母，但是石門客語沒有這兩個韻。  

  2. /3/在語流中，有時會唸圓脣 [Á]，但是沒有對立，音位上統一記成 /3/。 

  3. /ian、 iat/的音值是 [ien、 iet]，有時候也會唸成 [en、et]，但是 /en、

et/並不會唸成 /ien、 iet/，所以不能將 [ian、 iat]和 [en、et]合併為一

類，暫時按中古音類的對應關係將這兩類分開。  

  4. 下列例字是反映石門客語和其他客語在韻母方面的對應規律，這些

差異也是石門客語韻母音讀比較特殊的地方。   

表七：  

 石門  洋貝  岩前  崙背  粗坑  紙寮窩 桄榔村  藍埔  苗栗  
 武平腔  武平腔 武平腔  詔安腔  永定腔  饒平腔  長樂腔  豐順腔  四縣腔  
( 1) 弟   tHe35 tHe35  tHεi45  tHe11  tHe11  tHe11  tHai55  tHai55  tHai13

( 2) 啼   tHe11  tHe113  tHεi22  tHe53  tHe55  tHe55  tHai13  tHe13  tHai11

( 3) 犁   le11 le113  lεi22  le53  le55  le55  lai13  le13  lai11

( 4) 泥   ne11  ne113  nεi22  ni53  ne55  ni55  nai13  ne13  nai11

( 5) 雨   gi31  i31  i31  bu31  Zi31  vu53；Zi31  Zi11  Zi53  i31

( 6) 芋   gi31  i31  i31  bu55  vu53  vu33  vu11  vu33  vu55 

( 7) 頂   ten31  teN 53  ×  ×  taN 53  ten53  taN 11  ×   taN 31

( 8) 冷   len35 leN 35  lεN 45  len11  len11  len11  laN 55  ×   laN 13

( 9) 鈴   len11  leN 113  ×  ×  lin55  lin55  lin13  ×   laN 11

(10) 聽   tHen35  tHen35  tHεN 45  tHen11  tHaN 11  tHen11  tHaN 55  tHaN 55  tHaN 13

(11) 糴   tHet5  tHet5  ×  ×  tHak5  tHak5  tHak5  tHak5  tHak5

(12) 舌   set5  se/ 5  sε/ 5  set5  Set5  sat5  Sat5  Set3  sat5

(13) 雷   le11  le113  lεi22  lui11  le55  lui55  lui13  lui13  lui11

(14)    le31  le31  ×  lui31  lui55  lui  lui11  lui53  lui31

(15) 杯   pe35  pe35  pεi45  pui11  pe11  pui11  pui55  pui55  pi13

(16) 肥   pHe11  pHe113  pHεi22  pHui53  pHe55  pHui55  pHui13  pHui13  pHi11

(17) 篩   tsHe35  ×  tsHεi45  tsHi11  tsHi11  tsHe11  si55  tsHi55  tsHi13

(18) 斤   ken35  keN 35  kεN 45  kun11  kin11  kiun11  kin55  kin55  kin13

(19) 根   ken35  keN 35  kεN 45  kun11  kin11  kiun11  kin55  kin55  kin13

(20) 街   ka35  ×  kεi45  ke11  ke11  ke11  kai55  ke55  ke13

(21) 艾   Na31  Ne53  ×  Ne55  Ne53  Ne33  Ne11  Ne53  Ne55

(22) 莧   han53  haN 31  haN 45  hen55  han53  han13  han11  han33  han55

(23) 蜆   ham53  ×  ×  hen31  han31  han31  han11  han53  han31

(24) 芹   kHin11  tsHiN 113  ×  kHun53  kHiun55  kHiun55  kHiun13  kHiun13  kHiu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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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  洋貝  岩前  崙背  粗坑  紙寮窩 桄榔村  藍埔  苗栗  

 
武平腔  武平腔 武平腔  詔安腔  永定腔  饒平腔  長樂腔  豐順腔  四縣腔  

(25) 裙   kHin11  tsHiN 113  t˛ HiN 22  kHun53  kHiun55  kHiun55  kHiun13  kHiun13  kHiun11

(26) 近   kHin31  tsHiN 31  t˛ HiN 452  kHun31  kHiun11  ×  kHiun55  kHiun55  kHiun55

(26) 銀   Nen11  NeN 113  NεN 22  Nun53  Nen55  Niun55  Niun13  Niun13  Niun11

(27) 飯   pHon31 pHuŒ N 31 pHuεN 31  pHon55  pHon11  pHon13  pHon11  pHon33  fan55

(28) 魚 4  Ne11  Ne113  Nεi22  ?53  e55  e55  e13  e13  e11

(29) 牛   Neu11  Neμ 113  Nεi22  ¯iu53  Neu55  ¯iu55  ¯iu13  ¯iu13  ¯iu11

  5. 下面是針對石門客語中受到閩南話語音影響部分的討論。  

    (1)大部分中古 -m/p 的例字都變成  –n/t，例如：「三十暗」san33 sit5 

an53。但是還有一些零星的例字仍然唸 -m/p，甚至有些例字有些

還有 -m/p、 -n/t 兩讀的情況。通過和當地閩南話的比較來看，這

些少數唸 -m/p 的例字是受到閩南話語音影響所產生的變化。  

   (2)om 韻只有一個例字「蔘」som35，一般的客語沒有這個韻母，「蔘」

在一般客語唸  sem1，當地閩南話唸  som55。而 op 韻只有「喔」

op5(蛙叫聲 )一個詞；一般客語對蛙叫聲的擬聲是 ep5。所以 om/p 是

受當地閩南話的影響所產生的新韻母。  

   (3)/iN、ik/的音值是 [i´ N/k]，其中 [´]是過渡音，一般客語沒有 iN/k 韻，

石門客語中唸  iN/k 韻的例字如：經 kiN 55、警  kiN 31、研  giN 51、

虹  kHiN 31、蕹  iN 51、綠  lik5、億  ik3……，在當地通行閩南話也是

唸 iN/k 韻。  

   (4)一般客語中 io 韻的例字非常少，常用字只有「瘸、茄」，但是石

門客語有許多字混進來。這些混進  io 韻來的例字，大部份是在其

他客語唸 eu 韻的例字。我們把相關例字分成三類來看，如下：      

① 薸、蕭、笑、腰、鷂，嚼、舀、轎、藠、蕉、椒、搖……  (一

般客語唸 eu 韻，閩南話唸 io 韻 )      

                                                 
4 「魚」在筆者調查竹窩吳長樹(2000.12 調查，調查時年 92 歲)的發音是  N 8ũ51，是個清

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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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斗、頭、豆、猴  …… (一般客語唸 eu 韻，當地閩南話唸  au 韻 ) 

     ③  蕘  (薁~；愛玉 ) 

        ①、②類的例字在其他客語中大都唸成  eu 韻，其中①類的例

字在石門客語中唸成 io 韻，而②類的例字在石門客語中仍然唸 eu

韻，因為在台灣一般的閩南話有 io 韻，沒有 eu 韻；而台灣一般的

客語有 eu 韻，也有 io 韻 (例字少 )，因為 eu 韻和 io 韻很接近，所以

石門客語中①類例字被影響而改唸 io 韻，而②類的例字在閩南話

是唸 au 韻，所以客語還是保持 eu 韻。③類的例字是直接借閩南

話的讀音。         

   (5)一般客語沒有 ue 韻，但是石門客語有 ue 韻，這些 ue 韻的例字，

在其他客語大都唸 oi 韻，石門客語唸 oi 韻的例字只有「梅、代、

來、概、愛」幾個字而已。唸 ue 韻的例字，可以分成四類：如下  

     ① 掊 (撥 )、背、鍡、會、妹、媒  (一般客語唸 oi 韻，當地閩南話唸  ue 韻 ) 

     ② 海、台、蓋、菜、亥  (一般客語唸 oi 韻，當地閩南話唸  ai 韻 ) 

     ③ 喙、開、  (一般客語唸 oi 韻，當地閩南話唸 ui 韻) 

     ④ 髻  (一般客語唸 ki，當地閩南話唸 kue。 )  

      其中①類是閩南話所引起的音變，這是因為 oi 韻和 ue 韻很接近

的原因。而②、③類例字在客語中都唸 oi 韻，所以也跟①類的例字

唸成 ue 韻，這是類推的音變。類是直接借用閩南話的音。  

(三 )聲調  

1. 基本調類：石門客語有  6 個基本調，相關資料的調值對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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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陰平   上    去   陰入  陽平  陽入  

 張屏生  35 31 53 3 11 5 

 呂嵩雁 (1997) 44 31 53 32 13 44 

(1)陰平是 /35/，唸單字調的時候是 [35]。但是在動態的語流當

中，有時也會唸成 [13]。  

(2)上聲調 /31/是個降調，比較特殊的是上聲調有一部分是來自

於中古的去聲調，例如：「艾、飯、話、味、柱……」這和桄

榔村的長樂客語 5 很類似。  

(3)去聲 /53/是高降調，在語流當中經常唸成 [55]。  

(4)主聲調中的陽平調，根據筆者所調查的語料來看，陽平調作

為例詞的前字一律唸 [11]；作為例詞後字的時候，唸 [11]的比

率比 [13]多，後字唸 [11]或 [13]並沒有辨義作用，可以算是同

一個調位的無定分音，而且「陰平」有時也會唸成 [13]，這

樣很容易把陽平調和陰平搞混，造成記音歸類上的困擾。因

此筆者用 /11/來作為音位化的符號，調值用描寫就可以了，

這個情形和東勢大埔腔客語很類似。我們可以通過陰平變調

來檢驗，在陰平 [35:]後面的陽平調一律是 [11:]，如果陽平是

升調的話，陰平的前字變調就會變成 [11](請參見底下的變調舉

例 )。所以石門客語把陽平唸成 [13:]的情況，很可能是受到閩

南話或華語的影響。 (請參見張屏生 1998) 

(5)陰入調 /3/是中促調。  

(6)陽入調 /5/是高促調。  

                                                 
5 長樂客語就是廣東省東部的五華縣，五華縣原名「長樂」，因為和福建的長樂縣同名，

所以在 1914 年改名五華。台灣的長樂客語，最先提出的是呂嵩雁，在 1994 提出〈長

樂客家方言的語音系統〉 (未刊稿 )，他所報導的長樂客語是中壢陳姓人家所說的，筆者

在 2000 年 1 月分所調查的是新屋鄉桄榔村陳姓的長樂客語 (發音人是陳木旭和陳木

興)，這兩處的長樂客語並不一樣，呂嵩雁所調查的客語有陽去調，筆者所調查的客語

沒有陽去調，在魏宇文(1997)的報導中去聲也是不分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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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讀變調：  

    石門客語連讀變調例舉如下：  

表九：  

 陰平  
35 

上  
31 

去  
53 

陰入  
3 

陽平  
11 

陽入  
5 

陰平  

35 
 西   瓜  

 si11 
 kua35  

 風    鼓  
 fuN35 ku31 

 機     器  

 ka11
   kHi53

 腰   骨  
 gio35 kuk3 

豬      槽  
 tsu35  tsHo11 

 正    月  

 tsaN11 Niat5

上 

31 
 等    車  

 ten11
 tsHa35 

 寫    字  

 sia11
 tsHi11

 

 粄        

 pan11
  tsHe53

 酒    窟  
 tsiu31 kHut3

 草     魚  
 tsHo31  Ne11 

 九    十  

 kiu11
  sip5

去 

53 
 菜      瓜  
 tsHue55 kua35 

 汽    水  

 kHi55
  sui31 

 莧    菜  

 han55 tsHue53

 喙    角  
 tsue55 kok3

 菜     頭  
 tsHue53 tHeu11 

 四    月  

 si55
   Niat5

陰入  

3 
 鴨    毛  
 at3   mo35 

 鴨     卵  
 at3   lon31 

 角    菜  
 kok3 tsHue53 

 鴨   腳  
 at3  kiok3

 虱     嫲  
 set3   ma11 

 八   十  
 pat3

 
 sip5 

陽平  

11 
 蘭     花  
 lan11

  fa35  
 甜     粄  
 tHian11pan31 

 眠     帳  
 mun11 tsoN53

 菱    角  
 lioN11 kok3

 橫    塍  
 baN 11 tsHan11 

 無   力  
 mo11  lit5 

陽入  

5 
 入    冬  
 Nit5  tuN 35 

 白    米  
 pHak5 mi31 

 白    菜  
 pHak5 tsHue53

 臘    蠋  
 lat5  tsuk3

 熱     頭  
 Niat5  tHeu11 

 磟    碡  
 luk5 tsHuk5

(1)陰平變調  

  ①  /35/ ⎯→ /35/ ∕      {/31/、/3/、/11/} 

 (陰平調在上、陰入或陽平之前不變調) 

②  /35/ ⎯→ /11/ ∕      {/35/、/53/、/5/} 

  (陰平調在陰平、去聲或陽入之前要變 11 調) 

(2)上聲變調 6 

①  /31/ ⎯→ /31/ ∕      {/3/、/11/} 

 (上聲調在陰入或陽平之前不變調) 

 

                                                 
6 石門客語的陰平和苗栗四縣腔、東勢大埔腔很類似，比較特別的是上聲字和上聲字的

組合，前字會變 11，後字也變 11，例如：「寫字」sia11 tsHi11、「豆腐」tHeu11 fu11。這個

問題還有賴收集更多其他相關材料才能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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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31/ ⎯→ /11/ ∕      {/35/、/31/、/53/、/5/} 

 (上聲調在陰平、上聲、去聲或陽入之前要變 11 調) 

(3)去聲變調  

①/53/ ⎯→ /53/ ∕      {/11/} 

 (去聲調在陽平之前不變調) 

②/53/ ⎯→ /55/ ∕      {/35/、/31/、/53/ 、/3/、/5/} 

            (去聲調在陰平、上聲、去聲、陰入或陽入之前要變 11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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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洋貝客語的語音系統 

(一)聲母 
       洋貝客語的的聲母如下：  

表十：  

  塞 音 鼻 音 擦 音 邊 音 

不送氣 送氣     

清 濁 清 濁 濁 

脣 雙  脣   p  pH   m      

脣  齒      f   v  

舌

尖 

舌  尖   t  tH   n     l 

舌尖前   ts  tsH     s   

牙 舌  根   k  kH    N      

喉   喉   φ     h   

  1. /f-/的發音，牙齒和嘴脣並沒有完全的接觸，有多時候/f-/會唸成

[∏]，在音位上還是記成/f-/。  

  2. /s-/的發音，舌位比[s]稍微靠後，接近[S]，但是並沒有對立，統

一記成/s/。  

  3. /ts-/、/tsH-/、/s-/和以 i 起頭的韻母相拼的時候，音值會唸成/t˛-/、

/t˛ H-/、/˛-/、但是這兩套聲母是互補的。可以合併為/ts-/、/tsH-/、

/s-/。6 

  4. /k-/、/kH-/和部分以 u 起頭的韻母相拼的時候，音值會唸成  kμ、

kH μ，在《客贛》記成  kv-、kHv-。  

  5. /N/和以 i 為開頭的韻母相拼時，會唸成[¯](有的材料寫成 S -)，

從聲韻拼合的情況來看，「 ¯-只和以 i 為開頭的韻母相拼，和

                                                 
6 《客贛》是指張雙慶．李如龍(1992)，它所記錄的武平材料，把中古見系顎化的

相關例字記成  t˛-、t˛ H-、˛-，這樣處理會碰到一個困難；那就是本字不確定的字，

我們就無法知道該字的中古音地位，會造成記音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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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音節分佈上形成互補的搭配」，所以把它處理成/N-/的音

位變體，不必多立一個/¯-/聲母。從音位的考量，取消/¯-/這

個聲母，並不會造成音位系統的混亂。  

  6. 有部分中古「來」母唸 t-，例「嶺  tiaN13、六 tμ / 3、笠  ti/3」……。 

 

(二 )韻母  

    洋貝客語的韻母是由∕Å、a、Œ、o、e、 I、ɿ、i、u∕9 個主要元音，

∕i、u∕2 個介音，∕i、u、e、N、k、/∕6 個韻尾所構組，排列如下：  

表十一：  

a  車   ae  帶   au  包   aN  庵     Å N 生  a/  法     Å /  百

 o  草              oN 江    o/  學

 e   洗     ´ μ  頭   eN  蔘     e/  黑     × 

 ×            I /  十    

 μ  褲        μ N  風   μ /  鹿

 ɿ   詩              

 i   比       iN   因    i/  七    

ia   寫    iŒu  鳥   iaN  尖  iÅ N  精 ia/  聶   iÅ /   借

io   茄       ioN  薑   io/  腳

       ieN  煙   ie/  鐵   × 

iu   酒      iμ N 共   iμ /  肉

 u   豬   ui   龜         

ua   瓜  uae   筷    uaN  管 uÅ N  梗    ua/  刮    

 × u´i  季     u´ N  春   u´ / 塑     

ue   菜            

    yeN  軟       

    e   五      

12 4 3 4 5 7 6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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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洋貝客語的韻母有 49 個；其中舒聲韻有 35 個，促聲韻有 14 個。  

2. /Å/的音值接近 [Å]，嘴型略圓。  

3. /aN/的音值，接近 [Œ N]。一般客語唸 an 或 am，《客贛》記 /aN/。 

4. /μ/的音值，接近 [μ]，出現在 k-、kH 和 u 拼合的音節。《客贛》

把它處裡成 kvu、kHvu。 7   

5. /´ μ/的音值，韻尾不明顯。一般客語唸 eu，《客贛》記 /´ μ/。    

6. /μ N/的音值，接近 [eN]。一般客語唸 uN，《客贛》記 /´ N/。  

7. /iau/的音值，接近 [iŒu]。一般客語唸 iau，《客贛》記 /i´ μ/。  

8. /iaN/的音值，接近 [iŒ N]。一般客語唸 iam，《客贛》記 /iaN/。  

9. /ieN/的音值，接近 [ieN]。一般客語唸 ian，《客贛》記 /iεN/。  

10. /iÅ N/的音值，接近 [iÅ N]。一般客語唸 iaN，《客贛》記 /iÅ N/。  

11. /iμ N/的音值，接近 [ieN]。一般客語唸 iuN，《客贛》記 /i´ N/。  

12. /ue/的音值接近 [uε]。一般客語唸  /oi/韻。《客贛》記 /uεi/。  

13. /uae/的音值接近 [uaε]。一般客語唸  /uai/韻。  

14. /uaN/的音值接近 [uŒ N]，一般客語唸 uan 韻。《客贛》記 /uεN/。  

15. /yŒ N/這個韻只有一個例字「軟」，《客贛》記 nuεN。其中練家聲

唸  NuŒ N13，練仲華唸的是 NyŒ N13。  

16. 陽聲韻尾會使音節有鼻化現象；例如：ãN、iÅ ) N。  

17. 大部分中古 -m/p、 -n/t 的例字在洋貝客語都唸成  –N//。   

18. 中古 -p、 -t、 -k 入聲在洋貝全都唸成 -/。  

 

 

                                                 
7 這種音節在語流中，脣齒之間的觸碰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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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聲調  

   1. 基本調類：石門客語有  6 個基本調，相關資料的調值對照如下： 

表十二：  

 陰平  上  去  (陰去 )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張屏生．石門  35 31 53 3 11 × 5 

 張屏生．洋貝  13 31 53 3 113 31 5 

 林清書．平川  24 42 452 32 22 × 4 

 林清書．岩前  24 31 452 2 22 × 5 

 練春招．岩前  45 31 452 2 22 × 5 

 呂嵩雁．石門  44 31 53 32 13 × 44 

 呂嵩雁 (1997) 24 42 452 43 22 × 5 

(1)陰平是 /13/，唸單字調的時候是 [13]。但是在動態的語流當中，

有時也會唸成 [35]。     

(2)上聲調 /31/是個降調，這部分的例字有兩個來源，一部分是中

古上聲調的清母字，一部分是來自於中古去聲調的濁母字，

例如：「艾、飯、話、味、柱……」。  

(3)去聲 /53/是高降調，這部分的例字是中古去聲調的清母字。  

(4)陽平調 /113/，調尾不明顯。在語流中有時會唸成 [13]、 [11]、

[33]。  

(5)陰入調 /3/是中促調。  

(6)陽入調 /5/是高促調。  

  2. 連讀變調：  

洋貝客語話的連讀變調情況相對於台灣的閩南話和客語來說，顯

得複雜許多，不容易歸納出運作的規律。比較有明顯規律表現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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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陽平和陰入的等變調組合。(請參見下面洋貝客語變調表) 

洋貝客語的連讀變調例舉如下：  

表十三：  

 陰平  
35 

上  
31 

去  
53 

陰入  
3 

陽平  
113 

陽入  
5 

陰平  

35 
 西   瓜  

s311 kua13  
家   產   
ka13 saN 31 

霜    降   
soN 33 koN 53  

 親     戚  
 tsHin13 tsHi/ 3

清     明   
tsHiÅ N 53 miÅ N 113 

正    月   
tsÅ N 33 Nie/ 5

上 

31 
小    滿   
siŒu31 maN 13 

手    錶   
siu33 piŒu31 

水   庫   
se33 kH μ 53 

小     雪  
siŒu31 sie/ 3 

小     寒   
siŒu31 huaN 113 

兩    月   
tioN 31 Nie/ 5

去 

53 
菜     刀   
tsHuae53 to13 

露   水   
lu55 se31 

冇     炭   
pH Å N 33 tHaN 53

喙     角  
tsuae55 ko/ 3

算     盤   
suaN 53 pHuaN 113 

四   月   
s353 Nie/ 5 

陰入  

3 
 鴨   毛  
 a/ 3 mo13 

竹    筧   
tsμ / 3 tsieN 31 

節    氣   
tsie/ 3 tsHi53 

鐵    鍤   
tHie/ 5 tsa/ 3 

钁     頭   
tsio/ 3 tH ´ μ 113 

七    月   
tsHi/ 3 Nie/ 5 

陽平  

11 
牙   膏   

Na11 kau13  
厘  戥   
le13 teN 31 

芒     種   
moN 11 tsμ N 53

牙   刷   
Na11 sua/ 3 

眠    床   
min11 soN (11) 

磁    石  
 tsH311 sÅ / 5 

陽入  

5 
月    光   

Nie/ 3 koN 13 

鑊    鏟   
vo/ 5 tsHaN 31 

白    露   
pH Å / 1 lu53 

蠟   燭   
la/ 5 tsμ / 3 

熱    頭   
Nie/ 5 tH ´ μ (11) 

十   月   
s2/ 3 Nie/ 5 

(1)上聲變調  

     ①  /31/ ⎯→ /31/ ∕      {/13/、/3/、/113/、/5/} 

 (陰平調在上、陰入或陽平之前不變調) 

 ②  /31/ ⎯→ /33/ ∕      {/31/、/53/} 

      (陰平調在陰平、去聲或陽入之前要變 11 調) 

(2)陽平變調  

    ①  /113/ ⎯→ /11/ ∕      {/13/、/53/、/3/、/113/、/5/} 

     ②  /113/ ⎯→ /13/ ∕      {/31/} 

(3)陰入變調  

    ①/3/ ⎯→ /53/ ∕      {/11/} 

 (去聲調在陽平之前不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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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53/ ⎯→ /55/ ∕      {/35/、/31/、/53/ 、/3/、/5/} 

      (去聲調在陰平、上聲、去聲、陰入或陽入之前要變 11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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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石門客語的詞彙特色 

(一)石門武平腔客語的次方言特色詞 

所謂的「次方言特色詞」就是「在詞形上能表現出次方言共時差異的

詞彙」； 8 一般來說，詞彙方面的比較都是選取詞形差異較大的詞條來進

行，但是對於選取的標準往往缺少理論上的說明，這是目前在進行語彙研

究方法上，積極尋求突破困境而還沒有突破的狀態。理論上是需要積累大

批語彙，在這個調查基礎上經過挑揀和分類，篩選出語彙差異的類型，再

進行分類調查。目前在實際的執行面上，只能在固定限度的詞條範圍內，

檢覈出能夠說明問題的相關性材料。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些特色詞在

實際操作當中有時候並不全然在『某個次方言中』的所有方言點都出現，

也不完全排除其他的次方言的某個方言點會出現這些特色詞」9。透過這個

工序，我們在石門客語中找到的次方言特色詞如下：  

表十四：  
 石 門  洋貝  岩前  崙背  粗坑  紙寮窩  桄榔村  藍埔  苗栗  
 武平腔  武平腔  武平腔  詔安腔 永定腔  饒平腔  長樂腔  豐順腔  四縣腔  

1.太陽   熱    頭  
 Niat5 t Heu11 

 熱   頭  
N ie / 5 t H ´ μ 11  

 熱    頭  
 niε/ 5 tH ´ μ22 

 日   頭  
 Nit3 tH eu53

 日   頭  
 Nit5 tH eu55 

 日   頭  
 Nit5 tH eu55 

 日   頭  
 Nit3 tH eu13 

 日   頭  
 Nit3 tH eu13 

 日   頭  
 Nit3 tH eu11 

2.中間  中    中  
tsu N 33 tsu N 33 

中    央   
ts μ N 11 io N 35 

中   腰   仔  
ts ´ N 3 5ia μ 3 5ts33 1  

中   間  
tsu N 33 ken33

 × 中    央  
 tu N 11 o N 11  

中    央  
 tu N 55 o N 55  

 × 中    間  
 tu N 11 ken13 

3.水瓢  瓠   勺  嫲  
p H u11sok5 ma11  

 

瓠    勺   
p Hu11 so / 5 
勺   嫲  
so / 5 ma113 

瓠   勺  
p Hu33sio55

瓠    勺   
p Hu11 Sok5 

勺    嫲 
Sok5  ma55 

瓠    勺   
p Hu55 Sok5 

勺   嫲 
Sok5 ma55 

瓠    勺   
p Hu11 Sok5 

勺   嫲   

Sok5 ma35 

勺   仔  
 sok5 ke31 

瓠    勺   
p Hu11 Sok5 

瓠   勺  
 p Hu11 sok5 

勺   嫲  
sok5 ma11 

                                                 
8 這和李如龍 (2001：3)所提出的「方言特徵詞」不同，他說：「……漢語方言的特徵詞

具有特徵意義的方言詞，在方言區內普遍應用、大體一致，在外區方言又是比較少見

的……」。李如龍的「方言特徵詞」強調的是不同方言，像是閩語、客語、粵語……之

間的區別特徵。這種區別特徵有強烈的排他性；但是不容易排除「說有易，說無難」

的困境，所以在操作性有其困難度  
9
「次方言特色詞」在操作上有一個困難點，那就是要找出所有武平腔次方言詞形完全

一致，而其他不同次方言詞形不同的詞彙非常少。總是會有一些詞彙在某個武平腔次

方言說法不同；或者某些詞彙和其他次方言的詞形相同；例如「絲瓜」，石門、洋貝武

平腔叫「薍蔕」，但是岩前武平腔叫「氣瓜」，另外詔安腔也叫「薍蔕」，但是如果排除

這兩項，可用來作為次方言判斷的特色詞數量就會少一些。或許我們可以把符合定義

的詞條當作「必要條件」，把像「絲瓜」這種詞條當作「充分條件」，基於這樣的思考，

本文才仍收錄這個特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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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門  洋貝  岩前  崙背  粗坑  紙寮窩  桄榔村  藍埔  苗栗  

 
武平腔  武平腔  武平腔  詔安腔 永定腔  饒平腔  長樂腔  豐順腔  四縣腔  

4.蜻蜓  
 

蜻    蜓  
tHen11 tH in13 

噥   呢   
lμ N 11 ne53 

 噥  蟻   子  
n ´ N 22 N εi5 ts331 

塍    蠳  
 ts H an33 B55

蛘  尾   仔

Z io N 55 me13 e31

蛘   尾  仔

 no N 11ni11 e53 

蛘   蜺  仔  
 no N 11 ni53 i13 

蛘    尾   
Zio N 11 me55 

蛘   尾  仔

 io N 11 mi13 e31

5.祖母   阿  姐  
 a33 tsia31 

𡟓   姐   
uae35 tsia31

 𡟓   姐  
 uεi45 t ˛ ia31  

 阿  媽  
 a33 ma51 

 阿  媽  
 a33 ma51 

 阿  媽  
 a11 ma35 

 阿  婆  
 a55 p Ho13 

 阿  媽  
 a33 ma51 

 阿  婆  
 a33 p Ho11 

 阿  婆  
 a35 p Ho11 

6.玩  嫽    耍  
liau33 sa11 

嫽    耍   
liŒ u31 sa11 

 × 嫽  
 lεu55 

嫽  
 liau53 

嫽  
 liau13 

嫽  
 liau55 

嫽  
 liau53 

嫽  
 liau55 

7.絲瓜  薍    蔕 
 lon11 tse53 

薍    蔕   
lua N 11 tse53 

絲   瓜   
s311 kua13 

 氣    瓜  
 t ˛ Hi452 kva45 

薍    蔕

 lon33 tse11
 菜     瓜  
 tsHoi53 kua11

 鬚     瓜  
 tsH iu33 kua11

 菜     瓜  
 tsHoi53 kua55 

 菜     瓜  
 tsHoi53 kua55 

 菜     瓜  
 tsHoi55 kua13

8.痛  疾  
tsHit5 

疾   
tsHi / 5  

疾   
t˛ Hi/ 5  

疾  
 tsH it5  

疾  
 tsH it5  

疾  
 tS Hit5  

痛  
 tHu N 53  

痛   
tHu N 53 

 痛  
 tHu N 55 

9.哭  號  
bo31 

號   
vo31 

號  
 v çu31 

號  
 bo53 

號  
 vo53 

號  
 vo53 

叫  
 kiau53 

叫  
 kiau53  

 叫  
 kieu55 

 
    通過上述材料的比較，石門客語的說法在台灣客語當中是比較突出

的。  

(二)石門武平腔客語詞彙受到當地閩南話的影響 
    在石門當地一般都是講閩南話，所以在閩南話中並未發現有受到客語

影響的詞彙，但是客語中就有受到閩南話滲透的詞彙，下面我們將從幾個

方面來討論這些客語詞彙的變化情形。  

1. 完全置換：完全用閩南話的詞彙，閩南話的音讀，這種借詞方式常

會混入不同語音系統的音節形式，對於原來的語音系統會造成不協

調的情形。原則上在歸納音系的時候，要把這些語音另外處理。(請

參見下面的例子) 

 

表十五：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苗栗四縣腔客語  
(1)檨仔   檨    仔  

 suãi33 ã53 
 檨    仔  
 suãi33 ã51        

 番    蒜  
 fan11 son55 

(2)椰子   椰  子  
 ia33 tsi53 

 椰  子  
 ia33 tsi51 

 椰  子  
 ia11 tsˆ31 

(3)餡   餡  
 ã33 

 餡  
 ã33 

 粄    仔    心  
 pan31 ne31 sim13 

(4)愛玉   薁 蕘  
 o53 gio13 

 薁 蕘  
 o51 gio13 

 愛  玉  
 oi55 Niuk5  

(5)烏賊   墨   賊  
 bat1 tsat5 

 墨   賊  
 bat1 tsat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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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苗栗四縣腔客語  
(6)鱉   鱉  

 pi/3 
 鱉  
 pi/3 

 團    魚  
 tHon11 e11 

(7)污垢     
 sian55 

   
 sian55 

   
 man55 

(8)嬰兒   紅   嬰   仔  
 aN33 ẽ33  ã51 

 紅  嬰  仔  
 aN33 ẽ33

 ã51 
 喔 伢   仔  
 o11 Na55 e31  

(9)生殖器   膣   腓  
 tsi33 bai55 

 膣   腓  
 tsi33 bai55 

 膣   腓  
 tsˆ35 pai11 

2. 語音拗折：完全用閩南話的詞彙，按照石門客語語音系統的對應關

係來拗合，所以我們會看到石門客語和當地閩南話的對音關係，例

如：「鍟鍡」se11 bue35 一般客語是說「」pHu11 lo11，而閩南話

說「鍟鍡」sẽ33 ue55，當這個詞彙借入客語之後，它不是唸 sẽ33 ue55，

而是按照石門客語的語音加以拗合，所以才會唸 se11 bue35。但是如

果在石門客語語音系統中不容易找出對應的音，就會出現比較怪異

的語音形式，例如：閩南話的「食指」ki55 tsPi51，石門客語卻唸 ki55 

tsuẽ31；閩南話的「飯匙銃」pũi11 si33 tsHiN11，石門客語唸 pHon33 si11 

tsH ´n53 (請參見下面的例子) 

 

表十六：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苗栗四縣腔客語  

( 1) 很熱   足     熱  
 tsok1 Niat5 

 足     熱  
 tsçk5 dzua33 

 當    熱  
 toN31 Niat5 

( 2) 一天   一  工  
 it3 kuN35 

 一   工  
 tsit1 kaN55 

 一  日  
 it3  Nit3 

( 3) 肥皂   雪    文  
 sap3 bun11 

 雪   文  
 sap5 bun13 

 茶     箍  
 tsHa11 kHu13 

( 4) 牙膏   齒    膏  
 kHi31 ko35 

 齒   膏  
 kHi55 ko55 

 牙   膏   
 Na11 kau13 

( 5) 牙刷   齒    抿   仔  
 kHi31 bin31 ni31 

 齒   抿    仔  
 kHi55

 bin55 nã51 
 牙   搓     仔  
 Na11 tsHo55 e31 

( 6) 牙籤   齒     托  
 kHi31 tHuk3 

 齒   托  
 kHi55 tH çk3 

 牙   籤   
 Na11 tsHiam13 

( 7) 毛巾   面      巾     仔  
 men53 ken35 ni31 

 面    巾  
 bin11 kin55 

 面      帕  
 mian55 pHa55 

( 8) 手帕   手    巾   仔  
 su31 ken11 ni53 

 手     巾   仔  
tsHiu55 kin33 nã51 

 手   帕  
 su31 pHa55 

( 9) 生鐵鍋   鍟   鍡 

 se11 bue35 
 鍟  鍡 

 sẽ33 ue55 
      
 pHu11 l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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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苗栗四縣腔客語  
(10) 溲水   潘  

 pHun35 
 潘  
 pHun55 

 汁   
 tsˆp3 

(11) 蘿蔔乾   菜       脯  
 tsHue55 pu31 

 菜     脯  
 tsHai51 pç51 

 蘿   蔔   乾  
 lo11 pHet5 kon13 

(12) 胰臟   腰    尺  
 io35 tsHak3 

 腰  尺  
 io33 tsHio/ 3 

 禾   鐮      喀  
 vo11 liam11 kHiat3 

(13) 零食   憩   餗    仔  
 si55 siu55 i31 

 憩  餗   仔  
 si51 siu55 a51 

 零   噠   
 laN11 tap5 

(14) 銹   鉎  
 sian35   

 鉎   
 sian55   

 鏀   
 lu13 

(15) 鳥名   烏    鶖  
 bu11 tsHiu35   

 烏  鶖  
 ç33 tsHiu55   

 阿  啾     箭  
 a11 tsiu11 tsian55 

(16) 蜥蜴   杜   定  
 tu55 tHin53 

 杜  定  
 tç11 tiN33 

 狗         蛇  
 kieu31 ma11 sa11

 

(17) 癩蝦蟆   螿     蜍  
 tsiu31 tsi11 

 螿     蜍  
 tstu33 tsi13 

 蟾    蜍  
 sam11 su11 

(18) 青蛙   水    雞   
 sui31 ke35 

 水     雞  
 tsui55

  ke55 
 蝦   蟆  
 ha11 ma11 

(19) 蟋蟀   肚    蛂 
 tu31 piak3 

 肚  蛂  仔 
 tç11 pe55 a51 

 土    狗    仔  
 tHu31 lieu31 e31 

(20) 螳螂   土     猴  
 tHo31 heu11 

 塗  猴  
 tç11

 kau13 
 豹    虎   哥  
 pau55 fu31 ko13 

(21) 蠶   娘     仔   
 lioN11 Ni31   

 娘    仔  
 ntu33 P51   

 蠶      仔  
 tsHam11 me31 

(22) 螢火蟲   火    金    蛄  
 fo31 kim11 ku35 

 火    金    蛄  
 hue55 kim33 kç55 

 火   燄     蟲  
 fo31 iam55 tsHuN11 

(23) 海豚   海     豬  
 hue11 tsu35 

 海   豬  
 hai55 ti55 

 × 

(24) 鯨魚   海     翁  
 hue11 oN35   

 海    翁  
 hai55 aN55   

 × 

(25) 螃蟹   紅     蟳  
 fuN11 tsim13 

 紅   蟳  
 aN33 tsim13 

 毛    蟹  
 mo35 hai31 

(26) 蛤蜊   蚶      仔  
 ham33 mi53   

 蚶     仔  
 ham33 mã51   

 蜆    仔  
 han55 ne31 

(27) 蝸牛   露   螺  
 lu53 lue13 

 露  螺  
 lç11 le13 

 蛞  螺   仔  
 ie11 lo11 e31  

(28) 寄居蟹   寄    生   仔  
 ki31 saN35 Ni31 

 寄    生 仔  
 kiP51 sB33 P51 

 海    螺  仔  
 hoi31 lo11 e31 

(29) 單身漢   羅   漢     腳  
 lo11 han55 kiok3 

 羅  漢    骹  
 lo33 han51 kHa55 

 單    身   哥  
 tan11 sin11 ko13 

(30) 銅板   銀     角   

 Nen11 kok3 

 銀     角   仔  

 gin33 kak5 ga51 

 銅      錢  

 tHuN11 tsHian11 



 29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苗栗四縣腔客語  
(31) 駝背   曲      痀  

 kHio11 ku35 
 曲      痀  
 kHiau33 ku55 

 痀    背  
 kHu11 poi55 

(32) 結疤   堅      疕  
 kian33 pHi53 

 堅     疕  
 kian33 pHi51 

 結     
 kiat3 lat3 

(33) 起水泡   膨       疱 

 pHoN55 pHa55 
 膨     疱 

 pHoN51 pHa33 
 起   泡  
 hi31 pHeu55 

(34) 信   批   
 pHe35   

 批  
 pHe55 

 信  
 sin55 

(35) 風箏   風     吹  
 fuN11 tsHue35 

 風     吹  
 hç N33 tsHue55 

 紙   鷂    仔  
 tsˆ31 ieu55 e31 

(36) 嗩吶   鼓    吹  
 ku11 tsHue35 

 鼓   吹  
 kç55 tsHue55 

 笛    仔  
 tHak5 ge31 

(37) 笛子   𥰔      仔   
 pHin31 ni31 

𥰔     仔  
 pHin55 nã51 

 橫    簫  
 vaN 11 seu13 

(38) 賄賂   塞    後   手  
 set3 heu33 su31 

 塞    後   手  
 siap5 au11 tsHiu51 

 貼   手      
 tiap3 su31 tsaN13 

(39) 姘婦   伙     計  
 hue55 ke11 

 伙    計  
 hue55 ki11 

 福   佬     
 ho55 lo31 ma11 

(40) 爭吵   相      諍  
 sioN11 tsaN31 

 相    諍  
 sio33 tsB11 

 詏    喙  
 au55 tsoi55 

(41) 撒嬌   司    奶   
 sai11 nai35 

 司   奶  
 sai33 nPi55 

 做    嬌  
 tso55 kieu13 

(42) 狗叫   吹       狗      螺  
 tsHue35 kieu31 le11 

 吹      狗    螺  
 tsHue33 kau55 le13 

 打  嗥   歌  喙 
 ta31 No11 ko11 tsoi55 

(43) 發情   起      
 kHi11 tsHio35 

 起      
 kHi55 tsHio55 

 起   雄     仔  
 hi31 hiuN11 Ne31 

(44) 醜      
 bai13 

   
 bai51 

 醜  
 tsHu31 

(45) 打瞌睡       龜   
 tok3 ku35 

    龜    
 tçk5 ku55 

    目     睡  
 tuk3 muk3 soi55 

(46) 妯娌   同      姒  仔  
 tHuN11 si55 e11 

 同    姒  仔  
 taN33 sai33 a51 

 姊   嫂   
 tsˆ31 so31  

(47) 智齒   後     層  
 heu11 tsan35  

 後   層  
 au11 tsan55  

 大    牙  
 tHai55 Na11 

(48) 騎樓   亭    仔  下  
 ten33 i53

  ha35 
 亭   仔   骹  
 tiN33 NP55 kHa55 

 屋    簷      脣 
 vuk3 Niam11 sun11 

(49) 腋下   胳    峎  下  
 ko53 ne11 ha35 

 胳     峎   骹  
 kue51 laN33 kHa55 

 手   脥     下 

 su31 kHiap5 ha13 

(50) 計程車   客      程     車 
 kHak3 tHin11 tsHa13 

 計    程    車 
 kHe51 tHiN33 tsHia55 

 計   行   車  
 ke55 ha11 tsHa13 

(51) 瘟疫   著      災  
 tsHok5 tsai13 

 著   災  
 tio11 tse55 

 發   瘟  
 pot3 vu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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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音替換：有一部分的詞彙雖然還是客語詞彙，但是其中有些詞素

卻改成閩南話的語音形式，像「牛郎」的「郎」應該唸  loN，但是

卻唸  ne。 (請參看下面的例子) 

表十七：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頭份四縣腔客語  

( 1) 牛郎   牛     郎  
 Niu11 ne13 

 牛   郎  
 gu33 ne13 

 牛    郎  
 Niu11 loN11 

( 2) 織女   織     女   
 tsHit3 ni31 

 織   女  
 tsit5 li51 

 織  女  
 tsit3 e31 

( 3) 彩虹   虹  
 kHiN53 

 虹  
 kHiN33   

 天      弓  
 tHian11 kiuN13 

( 4) 閏月   閏     月  
 lun11 Niat5 

 閏    月   
 lun11 gue33 

 閏    月  
 iun55 Niat3 

( 5) 蒸籠   籠      床   
 nuN33 soN 13 

 籠    床  
 laN33 se13 

 籠     床  
 liuN11 tsHoN11 

(6) 空心菜   蕹    菜   
 iN 55 tsHue53 

 蕹   菜  
 iN51 tsHai11 

 蕹     菜  
 vuN55 tsHoi55 

( 7) 樹薯   樹    薯  
 su31 tsHi13 

 樹     薯  
 tsHiu11 tsi13 

 樹  薯  
 su55 su11 

( 8) 香腸   煙       腸  
 gian35 tsHiaN 11  

 煙    腸  
 ian33 tsHiaN13  

 煙    腸  
 ian35 tsHoN11 

( 9) 香蕉   弓     蕉  
 kin11 tsiau35   

 弓    蕉  
 kin33 tsio55   

 弓     蕉  
 kiuN11 tsiau13 

(10) 節氣名   穀    雨   
 kuk3 u31 

 穀   雨  
 kçk5 u51 

 穀   雨  
 kuk3 i31 

(11) 節氣名   小      雪  
 siau31 suat3 

 小     雪  
 siau55 suat3 

 小    雪  
 seu31 siat3 

(12) 節氣名   雨   水  
 u55 sui31 

 雨  水  
 u55 sui51 

 雨  水  
 i31  sui31 

(13) 魚丸湯   魚   圓     湯  
 hi11 ian11 tHoN35 

 魚   圓   湯  
 hi33 uan33 tHe55 

 魚 圓     湯  
 e11 ian11 tHoN13 

(14) 胡椒   胡    椒  
 fu11 tsio35 

 胡   椒  
 hç33 tsio55 

 胡   椒  
 fu11 tseu13 

(15) 豹   豹  
 pa53 

 豹  
 pa53 

 豹  
 pau55 

(16) 鳥名   鴛      鴦  
 ban11 gioN13   

 鴛    鴦  
 uan33 tu55   

 鴛   鴦  
 ian11 ioN13 

(17) 泥鰍   鰗    鰍   魚  
 fu11 liu35 Ne11 

 鰗   鰍  
 hç33 liu55 

 鰗   鰍    仔  
 fu11 tsHiu13 e31 

(18) 苦楝樹   苦     楝   
 kHu31 liN 31 

 苦    楝  
 kH ç55 liN33 

 苦   楝  
 fu31 lian55 

(19) 浮萍   水     薸   
 sui31 pHio13 

 薸    仔  
 pHio33 a51 

 薸  
 pHe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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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頭份四縣腔客語  
(20) 柱子   柱   

 tHiau31 
 柱  
 tHiau33 

 杶   仔  
 tun31 ne31 

(21) 眼睛   目      珠  
 muk3 tsio13 

 目    珠   
 bak1 tsiu55 

 目    珠  
 muk3 tsu13 

(22) 絡腮鬍   鬍     鬚  
 hu11 tsHio13 

 鬍   鬚  
 hç33 tsHiu55 

 鬍  鬚   姑  
 fu11 si11 ku13 

(23) 眉毛   目     眉  
 mut3 mai11 

 目    眉  
 bak1 bai13 

 目    眉    毛  
 muk3 mi11 mo13 

(24) 牙齒   牙    齒   
 Na11 kHi31 

 喙     齒  
 tsHui51 kHi51 

 牙   齒  
 Na11 tsH ˆ31 

(25) 痣   痣  
 ki53 

 痣  
 ki11 

 痣  
 tsˆ55 

(26) 警察   警      察  
 kiN 31 tsHat3 

 警    察  
 kiN51 tsHat3 

 警    察  
 kin31 tsHat3 

(27) 市場   市      場  
 tsH ˆ 55 tsHoN11 

 市    場  
 tsHi11 ttu13 

 市   場  
 sˆ55 tsHoN11 

(28) 汽車   自     動    車  
 tsu53 tuN53 tsHa35 

 自    動   車  
 tsu11 tç N11 tsHia55 

 自  動      車  
 sˆ55 tHuN55 tsHa13 

(29) 中風   中     風   
 tse53 fuN35 

 中     風  
 tiç N51 hç N 55 

 中     風  
 tsuN55 fuN 13 

(30) 種牛痘   種     珠   
 tse53 tsu35 

 種    珠  
 tsiN51 tsu55 

 種     痘     仔  
 tsuN55 tHeu55 e31 

(31) 石臼   舂    臼  
 tse11 kHiu35 

 舂    臼  
 tsiN33 kHu33 

 舂     臼  
 tsuN11 kHiu13 

(32) 拔菜   芟   
 se35 

 芟  
 siN55 

 芟  
 sian13 

(33) 擤鼻嚏   擤      鼻  
 tsHe55 pHi31  

 擤     鼻  
 tsHe51 pHt33 

 擤    鼻  
 sen55 pHi55 

(34) 手瘸了   瘸       手  
 kHue11 su31   

 瘸     手  
 kHue33 tsHiu51   

 瘸     手  
 kHio11 su31 

(35) 研槽   研     槽   
 giN 31 tsHo11 

 研    槽  
 giN55 tso13 

 研     槽  
 Nan31 tsHo11 

(36) 人蔘   人     蔘  
 Nin11 som35 

 人      蔘  
 dzin33 som35 

 人    蔘  
 Nin11 sem13 

(37) 豌豆   荷    蘭    豆  
 hua35 lian11 tHeu53 

 荷    蘭    豆  
 hue33 lian33 tau33 

 荷   蘭     豆  
 ho11 lam11 tHeu55 

(38) 眼鏡蛇   飯      匙   銃  
 pHon33 si11 tsH ´n53 

 飯    匙  銃  
 p\i11 si33 tsHiN11 

 飯    匙  蛇   
 fan55 sˆ11 sa11 

(39) 游水   泅   
 siu13 

 泅  
 siu13 

 泅  
 tsHi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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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閩混合：這和前面所說的「完全置換」情況不同，這種客閩混合

詞並不是全部套用閩南話的說法，而是取用閩南話其中的某一個詞

素和客語對應詞彙中的某一個詞素共同組成一個兼有客、閩詞素的

詞彙。(請參見下面的例子) 

 

表十八：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苗栗四縣腔客語  
( 1) 爛泥巴   漉    糊    粥   

 lok5 ko35 tsuk3   
 漉   糊  仔  糜 
 lçk1 kç33 a55 muẽ13 

 濫    泥  
 lam55 nai11 

( 2) 砧板   菜       砧   
 tsHue53 tem13 

 菜     砧  
 tsHai51 tiam55 

 砧     枋  
 tsˆm11 pioN13 

( 3) 棕刷   棕       筅     仔  
 tsuN35 tsHiuN 31 Ni31  

 棕     筅     仔  
 tsaN33 tsHiN55 Nã51  

 棕     掃  
 tsuN11 so55 

( 4) 雞毛  
撣子  

 雞    毛    筅  
 ke35 mo11 tsHiaN 11 

 雞   毛   筅  
 ke33 mç ) 33 tsHiN51 

 雞   毛   掃   仔 
 ke11 mo11 so55 e31 

( 5) 放大鏡   泛       鏡  
 ham53 kiaN53 

 泛     鏡  
 ham51 kiã11 

 放    大     鏡 
 foN55 tHai55 kiaN55 

( 6) 牛嘴罩   牛     喙    罨  
 Niu11 tsue53 lam13 

 牛   喙     罨  
 gu33 tsHui51 lam55 

 牛    喙     納  
 Niu11 tsoi55 lap3 

( 7) 牛鞭   牛     捽  
 Niu11 sut3 

 牛   捽  仔  
 gu33 sut5 la51 

 牛   拂  仔  
 Niu11 fit5 le31 

( 8) 牛軛   牛     擔  
 Niu11 tan13 

 牛   擔  
 gu33 tã55 

 牛    軛  
 Niu11 ak5 

( 9) 雞籠子   雞    罨     仔  
 ke11 lam13 mi31 

 雞   罨  
 ke33 lam55 

 雞   籠    仔  
 ke11 luN13 Ne31 

(10) 鋸屑   鋸   屑   灰  
 ki11 sut1 fu35 

 鋸  屑  灰  
 ki55 sut5 hu55 

 鋸  屑  
 ki55 sˆ /3 

(11) 菠菜   菠    薐    菜  
 pi35 lin11 tsHue53 

 菠    薐    菜  
 pue33 liN33 tsHai11 

 角    菜  
 kok3 tsHoi55 

(12) 茭白筍   腳      白    筍  
 kiok3 pHak5 sun31 

 骹    白   筍  
 kHa33 pe11 sun51 

 禾   筍  
 vo11 sun31 

(13) 蛋白   雞    卵     清  
 ke33 lon53 tsHin33   

 雞   卵   清  
 ke33 nũi11 tsHiN55   

 卵    白   
 lon31 pHak5 

(14) 蛋黃   雞    卵    仁  
 ke33 lon53 zin13 

 雞   卵    仁  
 ke33 nũi11 dzin13 

 卵    黃  
 lon31 voN11 

(15) 豆花   豆      花  
 tHeu11 fa35 

 豆    花  
 tau11 hue55 

 豆     腐   花  
 tHeu55 fu55 fa13  

(16) 油條   油    車    粄  
 iu11 tsHa35 pan31 

 油  食    粿  
 iu33 tsia11 kue51 

 油   條  
 iu11 tHiau11 

(17) 爆米花   米    芳  
 mi31 pHaN 13 

 米   芳  
 bi55 pHaN55 

 米      
 mi31 tsHa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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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客語  台北石門偏漳腔閩南話  苗栗四縣腔客語  
(18) 鑽地鼠   鼢     地  鼠  

 bun55 ti55 tsH ¨31 
 鼢    地  鼠  
 bun51 te11 tsHi51 

 鼢    地    龍  
 pun55 tHi55 liuN11 

(19) 雞爪   雞    骹     扒  
 ke33 kHa35 pHa11 

 雞    骹    爪  
 kHe33 kHa33 dziau51 

 雞   爪  
 ke35 tsau31 

(20) 雨傘節   雨    傘     節  
 fu31 san55 tsiat3   

 雨   傘    節  
 hç11 suã51 tsat3   

 遮   仔  節  
 tsa35 e31 tsiat3 

(21) 蛔蟲   蝒      蟲  
 men53 tsHuN11 

 蝒    蟲  
 bin11 tHaN 13 

 豺   蟲  
 sai11 tsHuN 11 

(22) 姊夫   姊    夫  
 tsi11 fu13 

 姊   夫  
 tsi55 hu55 

 姊   丈  
 tsi31 tsHoN 55  

(23) 手指   手    爪  
 su31 tsau31   

 手      爪  
 tsHiu55 dziau51   

 手  指  
 su31 tsˆ31 

(24) 耕田   作     田  
 tsok3 tHen11 

 作    塍  
 tso51 tsHan13 

 耕   田  
 ka35 tHian11 

(25) 鐵路   鐵    枝   路  
 tHet3 ki35 lu53 

 鐵   枝  路  
 tHi51 ki33 lç33 

 鐵    路  
 tHiat3 lu55 

(26) 羊癲瘋   豬        癲  
 tsu35 ma11 tien35 

 豬  母   癲  
 ti33 bo55 tian55  

 豬          
 tsu35 ma11 tsHai13 

(27) 病名   魚     鱗      
 Neu11 lan11 tsHe55 

 魚  鱗      
 hi33 lan33 tsue11 

 魚  鱗   痣  
 e11 lin11 tsˆ55 

(28) 做醮   做     醮  
 tso53 tsio53 

 做    醮  
 tso51 tsio11 

 打  醮  
 ta31 tseu55 

(29) 床神    床       嫲  
 tsHoN11 ma11 

 床     母  
 tsHe33 bo51 

 床      公    婆  
 tsHoN11 koN35 pHo11 

(30) 生病   破     病  
 pHo55 pHiaN31 

 破    病  
 pHo51 pB33 

 發   病  
 pot3 pHiaN 55 

 

(三)石門客語的詞彙語音受到華語的影響 

       下面例子是說明石門客語受到華語語音形式的影響。  

1. 聲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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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石門客語  華語  苗栗四縣腔客語  
( 1) 香菇   香      菇  

 siaN 11 ku35  
 香     菇  
 ˛iaN55 ku55  

 香     菇  
 hioN11 ku13   

( 2) 五香   五   香  
 u31 sioN 35 

 五  香  
 u11 ˛iaN55 

 五  香  
 e31 hioN13 

( 3) 杏仁   杏     仁  
 siN 53 gin13 

 杏    仁  
 ˛iN51 Ω ´n24 

 杏    仁  
 hen55 in11 

( 4) 兄弟   兄      弟  
 siuN 33 tHi53 

 兄    弟  
 ˛yN55 ti51 

 兄     弟  
 hiuN11 tHi55 

( 5) 金瓜   金      瓜  
 tsin33 kua33

 金    瓜  
 t˛in55 kua55

 金    瓜  
 kim11 kua13 

2. 韻母方面  

表二十：  
 石門客語  華語  苗栗四縣腔客語  

( 1) 胎   胎  
 tHai35 

 胎  
 tHai55 

 胎  
 tHoi13 

( 2) 楊桃    楊     桃  
 iaN 11 tHo11 

 楊    桃  
 iaN24 tHau24 

 楊    桃  
 ioN11 tHo11 

( 3) 葡萄    葡     萄  
 pHu11 tHau13 

 葡    萄  
 pHu24 tHau24

 葡    萄  
 pHu11 tHo11 

( 4) 旅社    旅   社  
 li11 se53 

 旅  社  
 ly11 ß751 

 旅  社  
 li31 sa55 

( 5) 謝謝    多   謝  
 to55 se53 

 多  謝  
 to55 ˛ie51 

 承    蒙    你  
 sˆn11 muN 11 e11 

( 6) 衣領   領  
 lin13 

 領  
 liN214 

 領   
 liaN13 

( 7) 餐廳   餐        廳  
 tsHan11 tHen35 

 餐      廳  
 tsHan55 tHiN55

 餐      廳  
 tsHon11 tHaN13 

( 8) 姓   周  
 tso35  

 周  
 tßou55  

 周  
 tsu13  

( 9) 棺材    壽    板  
 so31 pan31   

 壽    板  
 ßou51 pan213

 壽   板  
 su55 pan31   

(10) 秀才   秀    才  
 so31 tsHai11 

 秀     才   
 ˛iou51 tsHai24

 秀    才  
 siu55 tsHoi11 

(11) 姓    趙  
 tsau53 

 趙  
 tßau51 

 趙  
 tsHeu55 

(12) 醫生   醫   生  
 gi11 s´n35 

 醫 生  
 i55 ß ´ N55 

 醫 生  
 i11 se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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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芝地區福佬客的客語殘餘詞彙 

根據洪惟仁(1988)的報導，三芝地區還有會說永定、饒平客語的客家

人，但是筆者曾在 2008 年前往三芝調查，並未發現，可以說已經全面變

成「福佬客」了。有關「福佬客」的定義，根據林衡道(1963)〈員林附近

的「福佬客」村落〉一文的說法，是指「已經無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客家

話，而改用閩南話的客家人」，這些語言被同化的客家人對於自己客家本

籍的認定，主要是通過族群意識上的自我認肯，而且也在生活上勉強地維

持一些原先的客家本色，10 然而在一般接觸下，最直接的認知族群標誌就

是語言，例如：對客家人的直覺觀感就是說「客家話的族群」。有關福佬

客 的 語 言 接 觸 現 象 ， 以 往 也 有 部 分 的 學 者 報 導 過 ， 例 如 洪 惟 仁 (1999：

165—191)、賴閔聰(2004)、陳嬿庄(2004：313)，不過他們所論述的焦點大

部分都集中在親屬稱謂方面的客家話殘餘  11，這是因為他們大多依從人類

學上的歸納說法，以「先入為主的認知只做局部調查的結果所形成的結

論」，12 事實上在其他非親屬稱謂的詞彙也會有客家話的殘餘現象。筆者

的作法是根據傳統方言學的調查，先從廣泛分類的四千多條詞彙進行調

查，再與附近地區的閩南話與客家話比較分析，由其中篩選出有客家話殘

餘干擾成分的詞彙。這部分的工作是最基礎困難的部分，因為方言比較詞

彙的調查必須要有相當的調查經驗，而且調查者本身要能通懂閩南話和客

家話到相當程度，才有辦法勝任。13  

                                                 
10 「客家本色」主要是指在生活習俗上，還有一些異於閩南人的客家特色。  
11 邱彥貴(2007：79)「親屬稱謂應該是語言殘存保留的最後堡壘，因為語言最後的使用

據點即家庭與親族之內……」。  
12 為什麼研究者會一再的提出「福佬客」在語言上的表現只剩下親屬稱謂還殘存客家話

的特徵？原因有二：一、有的研究者並沒有語言學專業的研究背景，所以也就人云

亦云。二、研究者本身不願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從事廣泛的詞彙調查收集。一

方面是研究者必須要把閩南話和客家話通懂到相當的程度，另一方面是這種調查猶

如「大海撈針」，費力而又不容易有豐碩的成果。筆者原先是從台視《鄉親鄉情》

這個客家節目的報導，知道了車城鄉保力村的居民原先是客家人，但是現在已經不

會講客家話，只剩下一些親屬稱謂和閩南話不太一樣。所以在 1996 年 9 月筆者就只

有調查張有良親屬稱謂的詞彙。可是筆者並不認為只有親屬稱謂才會有客家話的殘

餘，於是在 2002 年 8 月又再到保力調查，通過 4000 多條生活語彙的調查，才收集

到一些非親屬稱謂而又有客家話殘餘的詞彙。  
13 像梁玉春 (2002)《台北縣三芝鄉福佬客的閩南語語音研究》的結論是「並沒有發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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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在 2008 年 5 月到三芝地區調查，訪問到住在八賢村的江騰地，

(訪問時年 77 歲)，通過粗略的調查就發現有幾個詞彙有客家話殘餘的現

象：如下：  

1.「阿姑」a33 ku55 姑媽。一般閩南話叫「阿姑」a33 kç 55。  

2.「朋友」pHeN 11 iu51 友人的通稱。一般閩南話唸  piN 33 iu51。  

3.「阿爹仔」a33 ta33 a51 祖父。一般閩南話叫「阿公」a33 kç N 55。  

4.「阿姆」a33 mi33 祖母。一般閩南話叫「阿媽」a33 mã51。   

5.「伯公」pe51 ke51 祖父的哥哥。一般閩南話叫「伯公」pe51 kç N 55。  

6.「伯婆」pe51 po13 伯公的太太。一般閩南話叫「姆婆」?55 po13。  

7.「叔公」su51 ke51 祖父的弟弟。一般閩南話叫「叔公」 tsik5 kç N 55。  

8.「阿叔仔」a33 su33 a51 叔父。一般閩南話叫「阿叔」a33 tsik3。  

9.「虱母孫」sap5 bo55 sun55 曾孫。一般閩南話叫「乾仔孫」kan33 nã55 sun55。  

10.「血崩山」hue51 paN33 suã55 血崩。一般閩南話叫「摒血」piã51 hue/ 3。  

11.「賴孵」nuã11 pu33  母雞沒有孵蛋，仍然在雞窩裡不肯走。有的閩南話叫「踞骹」

kHu11 kHa55。  

12.「牙膏」ge33 ko55 牙膏。一般閩南話叫「齒膏」kHi55 ko55。  

13.「螺絲𢳄仔」lç11 si33 tsun33 nã51  螺絲起子。一般閩南話叫「螺絲絞」 lç 11 si33 

ka51、「螺絲桮」lç 11 si33 pue55 或「ドライバ」ç 35 lai51 ba11(日語詞彙 )。有的客家話

叫「螺絲𢳄仔」 lç 11 sˆ 11 tson55 ne11。   

 

 

 

 

 

 

 

                                                                                                                                            
有客家話殘餘的現象。」這就是因為調查者本身雙方言的能力以及詞彙瞭解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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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計畫在第二章〈石門客語的語音系統〉方面，我們發現石門客語的

聲母特點是表現在它有 b-、g-兩個獨特的聲母，其中 b-是受到當地閩南話

的習染，使得原本唸 v-的音節改唸 b-，這是通過和原鄉洋貝客語的比較所

得到的判斷。在韻母方面，屬於一般客語唸-m/p 的例字在石門客語都改讀

為  -n/t。但是其中有部分存在-m/p，這是受到閩南話影響所產生的新變化，

不是演變之後的殘餘。在聲調上，有一部分中古濁聲母的去聲字唸上聲，

這和一般去聲不分陰陽的四縣腔客語不同。最特別的是石門客語的小稱詞

尾「仔」唸 i，原鄉洋貝客語的小稱詞尾「仔」卻是唸 ts331，其中到底經

歷了何種演變途徑還有待日後收集更多的材料來加以論證。  

第三章在〈洋貝客語的語音系統〉我們發現它的聲母特點主要是表現

在 k-、kH-、h-不和以 i 起頭韻母相拼；其他客語 k-、kH-、h-和以 i 起頭韻

母相拼的音節，在洋貝客語都顎化成 tsi-、tsHi-、si-(《客贛》記 t˛-、t˛ H-、

˛-)。另外有部分中古「來」母如果和 i-起頭的韻母相拼的時候會唸 t-，例

「龍」tμ N113、「涼」tioN13、「嶺」tiaN13、「兩」tioN31、「笠」ti/3、「鐮」tiaN113、

「栗」ti/5、「李」ti31、「梨」ti113、「驢」ti113、「鯉」ti31、「鰱」tieN113、「鱗」

tiN35、「領」tiÅ N35、「樑」tioN113 、「李」ti31、「林」tiN 113、「梁」tioN113、「劉」

tiu113、「𡳞」tiN31、「里」ti35 (「連」唸 lieN 113 例外)。洋貝客語的韻母特點主

要是中古收-m、-n 韻尾的相關例字全部唸-N，入聲沒有-p、-t、-k 韻尾，

全部合流唸成-/，另外就是韻母格局的搭配比較複雜。聲調有六個聲調，

但是陽去是否該合併到上聲還可以收集更多的材料來判斷。  

第四章〈石門客語的詞彙特色〉，首先提出「次方言特色詞」運作的

思考。其次是歸納石門客語的詞彙受到閩南話滲透所產生的變化途徑，

包括「完全置換」、「語音拗折」、「語音替換」、「客閩混合」，並具體的舉

出實例加以討論。另外還有一小部分詞彙的語音受到了華語語音的影響，

我們也一併舉出。  

第五章〈三芝地區福佬客的客語殘餘詞彙〉，通過調查篩汰之後，找

出 13 條客語殘餘詞彙，這些詞彙並不局限於親屬稱謂。  

                                                                                                                                            
和廣度的不足所造成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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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說明 

    
1. 下列詞條是從四千多條的詞條中篩選出來，選詞的基本原則是針對各次方言中

有詞彙差異或不同音讀的詞條。另同一個詞條中如果有不同的說法，我們也都

將它列入，需要說明的部分會在表格下方加以註明。 
 

2. 標音的部分是使用國際音標，調值用較小的阿拉伯數字標在該音節的右方，右

上角表示本調；右下角表示變調。如：「風颱」fuN11 tsHai13 。 
 

3. 本表語料的調查、記音、整理和排比皆由筆者獨力完成。 
 

4.  表中所使用的漢字主要是參考一些客家話的辭書，也有部分是筆者選定的。用

字原則請參看張屏生(2003)〈台灣客家話辭書用字的比較及其相關問題〉，2003
年台語文字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市建國國小主辦，地點：高雄市建國國小。

收錄於《2003 年台語文字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1—154。 
 

  5. 「×」是表示發音人沒有這個詞彙，或者調查時沒有提問到這個詞彙，或者發音

人提供的是不符合筆者提問的內容。 
 
6. 「/」表示那個詞條有不同的發音。 

 
7. 語音差異是從 1 到 91，詞彙差異是從 92 到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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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詞目 

1  雨 

2  豬 

3  租 

4  沖 

5  葱 

6  書 

7  蘇 

8  遮仔 

9  柑仔 

10  草仔 

11  凳仔 

12  鴨仔 

13  鐵仔 

14  細人仔 

15  盒仔 

16  勺仔 

17  真的 

18  假的 

19  細的 

20  鐵的 

21  濕的 

22  紅的 

23  大的 

24  白的 

25  踞著 

26  做忒矣 

27  煮飯 

28  講話 

29  掖菜杍 (撒) 

30  煙 

31  牛眼 

32  喙 

33  考試 

序號 詞目 

34  醋 

35  字 

36  柿 

37  紙 

38  屎 

39  梳 

40  身 

41  脣 

42  識 

43  針 

44  汁 

45  十 

46  泥 

47  啼 

48  埋 

49  稗仔 

50  水 

51  血 

52  睡 

53  稅 

54  舌 

55  笑 

56  買賣 

57  犯法 

58  轉 

59  冷 

60  客 

61  溪 

62  糕 

63  糯 

64  毛 

65  腦 

66  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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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詞目 

67  你 

68  他們 

69  人蔘 

70  斗笠 

71  貓 

72  尾 

73  去 

74  鋸 

75  根 

76  斤 

77  街 

78  芥菜 

79  雞 

80  脆 

81  攣 (縫) 

82  軟 

83  啐 

84  蟻 

85  契 

86  裙 

87  銀 

88  國 

89  刮 

90  蜆 
91  莧 
92  彩虹 
93  雨 
94  火柴 
95  肥皂 

    96  鞋拔子 
    97  撈具 

98  筷子 
99  湯匙 
100  鋤頭 
101  吹火具 

序號 詞目 
102  鍋鏟 
103  蒸籠 
104  柺杖 
105  韮菜 
106  花生 
107  菱角 
108  芒果 
109  蘿蔔 
110  釋迦 
111  仙草凍 
112  蚯蚓 
113  大頭菜 
114  味素 
115  湯圓 
116  圍兜 
117  門檻 
118  羊癲瘋 
119  癢 
120  抽水機 
121  蕃茄 
122  蘋果 
123  蓮霧 
124  虱目魚 
125  蜘蛛 
126  長腳蜘蛛 
127  螃蟹 
128  睏累 
129  睏累 
130  鱉 
131  衛生布 
132  豬血 
133  哭 
134  看 
135  冰棒 
136  洋菜 
137  茭白筍 
138  癩蛤蟆 
139  蝴蝶 
140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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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詞目 
141  竹蓆 
142  鍋巴 
143  乩童 
144  羅盤 
145  禮籃 
146  捲葉萵苣 
147  愛玉 
148  蟬 
149  痛 
150  荸薺 
151  南瓜 
152  皮蛋 
153  米花 
154  嬸母 
155  搖籃 
156  盪鞦韆 
157  河蚌 
158  大河蚌 
159  夫妻 
160  妻子 
161  大老婆 
162  小老婆 
163  躲 
164  捉迷藏 
165  稀飯 
166  泔 
167  雨鞋 
168  磁鐵 
169  打氣筒 
170  茄子 
171  青蛙 
172  蝌蚪 
173  蟑螂 
174  螳螂 
175  含羞草 
176  連襟 
177  丈夫 
178  媳婦 
179 白鷺鷥 

序號 詞目 
180  牛屎龜 
181  絲瓜 
182  蚊帳 
183  餈粑 
184  蒜苗 
185  蒜頭 
186  女婿 
187  仔 
188  謝謝 
189  辦家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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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 雨  2. 豬      3. 租  4. 沖  5. 葱          6. 書  7. 蘇 
1 內埔 

四縣腔 
 i31   tsu13  tsu13

  tsHuN13  tsHuN13 su13 
 su13 

2 頭份 
四縣腔 

 i31  tsu13  tsu13
  tsHuN13  tsHuN13 su13 

 su13 

3 竹東 
海陸腔 

 Zi13  tSu53  tsu51  tSHuN13  tsHuN53  Su53  su53  

4 新屋 
海陸腔 

 Zi13  tSu53   ×   tSHuN53  tsHuN53 Su53 
 su53 

5 東勢 
大埔腔 

 Zi13   tSu33  tsu33
  ×  tsHuN33 Su33 

 su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Zi53；vu53  tSu11  ×   tSHuN11  tsHuN11 Su11 
 su11 

7 卓蘭 
饒平腔 

 vu31  tsu11  tsu11
  tsHuN11  tsHuN11 su11 

 su11 

8 饒洋 
饒平腔 

 vu53  tSu11  tsu11
  tSHuN11  tsHuN11 Su11 

 su11 

9 崙背 
詔安腔 

 bu31  tSi11  tsu11  tsHioN11  tsHuN11  Si11  si11 

10 竹窩 
永定腔 

 ×  tSu33  tSu33  ×  tsHuN33  Su33  Su33 

11 粗坑 
永定腔 

 Zi11  tSu11  tsu11  tSHuN11  tsHuN11  Su11  su11 

12 高陂 
永定腔 

 i35  tsu33   tsˆ33 tsHuN33  tsHuN33  su33  su3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Zi11  tSu55  tsi55  tsHuN55  tsHuN55  Su55  su55 

14 石門 
武平腔 

 gi31  tsu13  tsu13  tsHuN13  tsHuN13  su13  su13 

15 象洞 
武平腔 

 i31  tsu35  tsu35 tsH ´ N35 tsH ´ N35  su35  su35 

16 藍埔 
豐順腔 

 Zi53  tsu55  tsu55  ×  tsHuN55  su55  su55 

 
 
 
 
 
 
 
 
 
 
 
 
 
 
 
 
 
 
 
 
 



44 

 

 
 
 
 

 

 

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8. 遮仔  9. 柑仔  10.草仔  11. 凳仔  12. 鴨仔 
1 內埔 

四縣腔 
 tsa13 ue11

  kam35 me31  tsHo31 e31
  ten55 ne31  ap3 pe31 

2 頭份 
四縣腔 

 tsa13 e31  kam35 me53  li31 e31  (李仔)  ten55 ne31  ap3 be31 

3 竹東 
海陸腔 

 tSa53 ´55  kam53 ´55  li11 ´55  ten11 ´55  ap3 ´55 

4 新屋 
海陸腔 

 tSa53 a55
  kam53 |55

  tso11 o55  
  ten11 {55  ap3 ˆ55 

5 東勢 
大埔腔  tSa35  kam35 

 tsHo31
  ten53  ap3 

6 紙寮窩 
饒平腔 

 tSa11 e 53  kam11 me53  li33 e 53 (李仔)  ten35 ne53  ap5 e53 

7 卓蘭 
饒平腔 

 tsa13   kam13   tsHo31  ten31  ap3  

8 饒洋 
饒平腔 

 vu55 tSa11 (雨遮) sioN11 tsˆ53

(箱仔) 
 ten33 tsˆ53  ×  

9 崙背 
詔安腔 

 bu55 san31 (雨傘)  kam11 tsu31  ×  ten55 ts¨31  ap5 iãu55 

10 竹窩 
永定腔 

 ×  sˆ33 e31 (梳仔)  ×  pin31 ne31(篦仔)  × 

11 粗坑 
永定腔 

 tSa13 e31   kam11 me53  tsHo31 e31  ten55 ne31  ap3 be31 

12 高陂 
永定腔 

 i55 san33
 (雨傘)  kaN33 tsˆ55  kåi35

33 tsˆ55  tån51 tsˆ13  se51 a/1 tsˆ 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tSa53 tsˆ13  ×  ×  tson53 tsˆ11  ap3 tsˆ31 

14 石門 
武平腔 

 tsa35 i31  kan33 ni53  li31 i11  ten55 ni31  ap3 bi31 

15 象洞 
武平腔 

 i33 saN31
 (雨傘)

  kå N35 tsˆ31  k´u31 tsˆ31
  teN55 tsˆ31  å /5 tsˆ31 

16 藍埔 
豐順腔 

 tsa55  kam55  ×  ten53  ap3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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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3. 鐵仔  14.細人仔  15. 盒仔  16. 勺仔 
1 內埔 

四縣腔 
 tHiat3 te31  se55 ¯in11 ne31  hap5 pe31  sok5 ke31 

2 頭份 
四縣腔 

 la11 pHat5 le31 (林菝仔)  se55 ¯in11 ne31  hap5 be31  sok5 ke31 

3 竹東 
海陸腔 

 tHiat3 l´55   pHan55 n´55  hap3 b´55  Sok3 ´55 

4 新屋 
海陸腔 

 tHiat3 e55  heu55 u55 (猴仔)  hap3 e55  vok3 e55 

5 東勢 
大埔腔 

 tsHiat3   se53 ¯in13  hap5  Sok5 g´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tsHat5 le53  (擦仔)  pHan53 ne53 (盤仔)  ×  Sok5 g´53 

7 卓蘭 
饒平腔 

 tsHiat3  ×  hap3 tsˆ31  sok5  

8 饒洋 
饒平腔 

 tsHiat3   pHon11 tsˆ31  hap5 tsˆ31  Sok5 tsˆ53  

9 崙背 
詔安腔 

 tHiat5 tsu31  tHo55 tsu31  hap5 tsu31  Sio55 

10 竹窩 
永定腔 

 tsHat3 le31  (擦仔)  liau33 ue31  ×  Sok5 ge31 

11 粗坑 
永定腔 

 tHiat3 le31  se53 ¯in55 ne31  hap5 be31  Sok5 ge31 

12 高陂 
永定腔 

 tHiet3 tsˆ(13)  se51 ¯in11 tsˆ(13)  ha/5 tsˆ (13)  sok5 tsˆ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  ×  hap5 b¨35  × 

14 石門 
武平腔 

 kit5 li11  tHo11 i31  ×  sok5 gi31 

15 象洞 
武平腔 

 ×  ×  hå /5 tsˆ31  so/5 tsˆ31 

16 藍埔 
豐順腔 

 tHiat3   se53 ¯in13  hap5 tsˆ53  pHu11 sok5 

 
1.  小稱詞詞根音節有輔音韻尾的時候，它會展延到詞尾，而合成新的語音形式，就目前筆者所收集到的語

料來看，有的唸 pe、te、ke，有的唸 be、le、ge，如果以區域來分，北部多半唸 be、le、ge，只有南部

的老年層才會 pe、te、ke。至於為什麼閩南話在詞根韻尾-p、-t、-k 後面會變成 –b、-l-、-g，而客家話

是-p、-t、-k，如果用傳佈的觀點來看，那閩南話的韻尾就只好改成 –b、-l、-g。 

 
 
 
 
 
 
 



46 

 

 
 

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7. 真个  18.假个  19. 細个  20. 鐵个  21. 濕个 
1 內埔 

四縣腔 
 tsˆn11 ne55

  ka31 ue55
  se55 e55  ×  sˆp3 pe55 

2 頭份 
四縣腔 

 tsˆn11 ne55
  ka31 e55

  se55 ke55  tHiat3 ke55  sˆp5 ke55 

3 竹東 
海陸腔 

 tSin53 kai11
  ka13 kai11

  se11 kai11  tHiat5 kai11  Sip3 kai11 

4 新屋 
海陸腔 

 tSin53 kai11
  ka13 kai11

  se11 e11  ×  Sˆp5 be11 

5 東勢 
大埔腔 

 tSin33 kai33
  ka31 kai33

  se53 kai53  tHiat3 kai33  Sip3 kai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tSin55 kin11 ne11 

(正經个) 

 ka53 e11
  ×  tHiat3 le11  Sip3 be11

1 

7 卓蘭 
饒平腔 

 tsin33 kin11 kai11
  ka31 kai11

  se31 kai11  tHiat3 kai11  sip3 kai11 

8 饒洋 
饒平腔 

 pHun11 kai31
(賁个)  ×  se53 kai11  ×  × 

9 崙背 
詔安腔 

 tsin11 ne11
  ka31 e11

  se55 e55  tHiat3 le11  sip3 be11 

10 竹窩 
永定腔 

 tsin33 ne11
  ka31 e11

  se11 e11  tHiat3 le11  sip3 be11 

11 粗坑 
永定腔 

 tSin11 ne53
  ka31 kai53

  se55 e55  tHiat3 le55  Sip3 be55 

12 高陂 
永定腔 

tsin33 ke31
  ka35 ke31

  sei51 ke31  tHiet3 ke11  × 

13 槺榔村 
長樂腔 

 vu55 e31
  ka11 e31

  se53 e31  tHiat3 le31  Sip3 be31 

14 石門 
武平腔 

 tsin11 ne55
  ka11 e55

  se55 ke55  tHiat3   sit3 le55 

15 象洞 
武平腔 

ts´ N33 ke55
  ka11 ke55

  se33 ke55  tHie/3 ke55   s2i/3 ke55 

16 藍埔 
豐順腔 

 tsin55
  ka53

  se53 e11  tHiat3 la55  Sip3 be11 

 
1.「个」(的)唸法很不規則，不容易做出是否有變調的判斷，還有賴收集更多材料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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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22. 紅个  23.大个  24.白个   25. 著 
1 內埔 

四縣腔 
 fuN11 Ne55  tHai55 e55  pHak5 ge55  ku11 ten53 (踞著) 

2 頭份 
四縣腔 

 fuN11 ke55  tHai55 ke55  pHak5 ke55  tun35 ten31 (蹲著) 

3 竹東 
海陸腔 

 fuN55 kai11  tHai33 kai11  pHak3 kai11  kHu55 en13 (踞著) 

4 新屋 
海陸腔 

 fuN55 kai11  tHai33 kai11  pHak3 kai11  kHu53 nen13(踞著) 

5 東勢 
大埔腔 

 fuN11 kai33  tHai53 kai33  pHak5 kai33  kHu13 ten31(踞著) 

6 紙寮窩 
饒平腔 

 fuN55 Ne11  tHai13 e11  pHak5 ge11  kHu55 len11 (踞著) 

7 卓蘭 
饒平腔 

 fuN53 kai11  tHai55 kai11  pHak5 kai11  tsHo11 het5 ten11 

8 饒洋 
饒平腔 

 fuN55 kai33  tHai35 kai33  pHak5 kai33  tsHo11 to31(坐著) 

9 崙背 
詔安腔 

 fuN51 Ne11  tHai55 e11  pHa55 e11  ku53 le11 (踞著) 

10 竹窩 
永定腔 

 fuN51 Ne11  tHai33 e11  pHak5 kai11  ku53 ten31(踞著) 

11 粗坑 
永定腔 

 fuN55 Ne55  tHai55 e55  pHak5 ke55  kHu13 nen31(踞著) 

12 高陂 
永定腔 

 fuN13 ke11  tHai11 ke31  pHak5 ke31  tsHo33 tou35 (坐著) 

13 槺榔村 
長樂腔 

 fuN13 Ne31  tHai11 e31  pHak5 ge31  kHu13 ten11(踞著) 

14 石門 
武平腔 

 fuN11 Ne55  tHai11 ke55  pHak5 ke55  tsHo33 bun53(坐著) 

15 象洞 
武平腔 

 f´ N11 ke55  tHa11 ke55  pH å /3 ke55  tsHo53 li13(坐著) 

16 藍埔 
豐順腔 

 fuN11 Ne53  tHai33 e33  pHak5 ge31  tsHo55 nen53(坐著) 

 
1.「著」的音讀很複雜，主要有 nen、ten 、lun、en。見例 25。 

 
 
 
 
 
 
 
 
 
 
 
 



48 

 

 
 

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26. 做忒矣  27.煮飯  28.講話   29. 掖 菜杍 (撒) 
1 內埔 

四縣腔 
 tso55 het3 le11

  tsu31 fan55  koN31 fa55  ie55 tsHoi55 tsˆ31

2 頭份 
四縣腔 

 tso55 tHet3 le11  tSu31 fan55  koN31 fa55  ie55 pHi11  liau55

3 竹東 
海陸腔 

 tso11 tHet5 le53  tSu33 pHon33  koN11 voi53  ve33 tsHoi11 mi13

4 新屋 
海陸腔 

 tseu33 tHet5 le11
  tSu33 pHon33  koN33 voi53  ve33 tsHoi11 tsˆ13

5 東勢 
大埔腔 

 tSHi11 pHet3  tSu31 pHon53  koN31 fa53  × 

6 紙寮窩 
饒平腔 

 ×  sap5 pHon13  koN33 voi11  ve33 tsHoi33 tsˆ53

7 卓蘭 
饒平腔 

 tso55 pHet3 le11  tsu31 pHon55  koN31 sˆ55  ve55 tsHoi55 tsˆ31

 ve33 tsHoi11 zin53 

8 饒洋 
饒平腔 

 ×  tSu11 
 pHon35  koN11 fa13  ve35    

9 崙背 
詔安腔 

 tso11 sat1 la11
  tsi11 pHon55  koN11 su55

                  ba55 
 be33 tsHoi55 tsu31

10 竹窩 
永定腔 

 suat5 la11
  tSu31 pHon11  koN31 sˆ11  ve55 tsHoi55 tsˆ31

11 粗坑 
永定腔 

 tHet3 le11  tSu31 pHon11  koN31 voi11  ve55 tsHoi55 tsˆ31

12 高陂 
永定腔 

 tHet3 le11  tSu31 pHon11  koN31 voi11  ve55 tsHoi55 tsˆ3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tso31 tHet3 le31  tSu11 pHon13  koN11 fa53  ve11 tsHoi55 tsˆ11

14 石門 
武平腔 

 tso55 pHet3  tsu31 fan55  koN31 fa53  be33 tsHue55 ts¨31

15 象洞 
武平腔 

 tso55 pet3 li11  tsμ11 pHuaN11  koN31 fa31  ve11 tsHuaE 51 in11 tsˆ33

16 藍埔 
豐順腔 

 tso53 sot5 le11  tsu31 fan55  koN31 ve55 
          voi55 

 ve33 tsHoi53 tsˆ53

1. 「忒」有 het、tHet 和  pHet 三種音讀，崙背、大溪、藍埔可能是「煞」這個詞。見例 26。 

2. 「飯」有 fan、pHon 兩種語音形式，崙背的「話」是從「電話」這個詞彙問的。見例 27。 

3. 「掖」是拋撒，相當於閩南話的「掖」ia33。見例 29。 
4. 「煙」、「牛眼」這兩個詞是要觀察 ian 這個韻母的音值，所以在本表中是以音值的方式來呈現。/ian、iat/

這兩個韻母，多數客家話會唸成 [ien、iet]、少數客家話在和 k-、kH-、h-或-相拼的時候會唸成 [ian、iat]。

不過在音位上可以記成/ian、iat/，不必多分出一組 ien、iet，因為這樣會造成系統上的缺漏。就是有 iam/p、

iaN/k，但是沒有 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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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30.煙  31.牛眼  32. 喙  33.考試 
1 內埔 

四縣腔 
 ian13  ¯iu11 ¯ian31   tsoi55  kHau31 sˆ55 

2 頭份 
四縣腔 

 ien13  ¯iu11 ¯ien31  tsoi55  ×

3 竹東 
海陸腔 

 Zian53  ¯iu55 Nan13  tSoi11  kHo33 Si11 
 kHau33 Si11 

4 新屋 
海陸腔 

 Zian53  ¯iu55 ¯ian13  tSoi11  kHo33 Si11

5 東勢 
大埔腔 

 Zien33  ¯iu11 ¯ien31  tSoi53  × 

6 紙寮窩 
饒平腔 

 ×  ¯iu53 ¯ien53  tSe13  × 

7 卓蘭 
饒平腔 

 zen11  ¯iu53 Nen53  tse31  kHo11 si55 

8 饒洋 
饒平腔 

 ien11  ¯iu55 ¯ien31  tSe53  kHau33 tS Hi53 

9 崙背 
詔安腔 

 Zien11  ¯iu55 ¯ien51  tSe31  kHo55 tSHi31 

10 竹窩 
永定腔 

 ien33  lioN55 ¯ien31  tSe53  kHau31 Si11

11 粗坑 
永定腔 

 Zien11  Neu55 Nen31  tSe53  kHau31 Si11

12 高陂 
永定腔 

 Zien11  Neu55 Nen31  tsui11  kHau31 Sˆ5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Zian55  ¯iu11 gan11  tSoi53  kHau11 Si53

14 石門 
武平腔 

 gian35  liuN11 Nen31  tsue53  kHo31 sˆ53

15 象洞 
武平腔 

 ieN13  teN11 NaN33  tsue53  kHo31 sˆ53

16 藍埔 
豐順腔 

 Zien55  ¯iu11 Nan53  tsoi53  kHau31 Si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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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34. 醋  35. 字 36. 柿  37.紙 38.屎 39. 梳 
1 內埔 

四縣腔 
 tsH ˆ55   sˆ 55  tsH ˆ55  tsˆ31  sˆ31  sˆ13 

2 頭份 
四縣腔 

 tsH ˆ55  sˆ55  tsH ˆ55  tsˆ31  sˆ31  sˆ13 

3 竹東 
海陸腔 

 sˆ11  sˆ11  kHi33  tSi13  Si13  so53 

4 新屋 
海陸腔 

 tsHu11   sˆ11  kHi33  tSi13  Sˆ13  so53 

5 東勢 
大埔腔 

 tsH ˆ53  sˆ53  tsH ˆ53  tSi31  Si31  so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tsHu53；su53  sˆ13  kHi13  tSi53  Si53  so11 

7 卓蘭 
饒平腔 

 tsHu53    sˆ55  kHi55  tsi31  si31  sˆ11 
 so11 

8 饒洋 
饒平腔 

 tsHu53    tsH ˆ35  ×  tSi53  Si53  sˆ11 
   

9 崙背 
詔安腔 

 tsHu31  tsH ˆ55  kHi55  tSi31  Si31  su11 

10 竹窩 
永定腔 

 sˆ53  sˆ11  tSHˆ55  tSi31  Si31  su11 

11 高陂 
永定腔 

 sˆ53  sˆ11  tSHˆ55  tSi31  Si31  su11 

12 粗坑 
永定腔 

 tsH ˆ11  sˆ53  kHi55  tSˆ31  Sˆ31  sˆ1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tsHu53  sˆ11  kHi11  tSi11  Si11  so55 

14 石門 
武平腔 

 tsHu53  tsHi31  si53  tsi31  si31  si35 

15 象洞 
武平腔 

 tsHu53  tsH ˆ11  sˆ31  tsˆ31  sˆ31  si35 

16 藍埔 
豐順腔 

 su53  sˆ33  kHi33  tSi53  Si53  sˆ55 

 
1.  「試」、「醋」、「字」的音讀 tsH-、s-之間的對應不規律。中壢詔安客家話的發音人認為「醋」有 tsH ˆ 31、

tsHu31 兩種唸法，但是 tsH ˆ 31 才是正確的唸法。見例 33、34、35。 

2.  「柿」唸  kH-，接近閩南話的發音。見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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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40. 身 41. 脣 42. 識 43. 針 44.汁 45. 十  46. 泥 47. 啼 48. 埋 
1 內埔 

四縣腔 
 sˆn13  sˆn11  sˆt3  tsˆm13  tsˆp3  sˆp5  nai11  tHai11  mai11

2 頭份 
四縣腔 

 sˆn13  sˆn11  sˆt3  tsˆm13  tsˆp3  sˆp5  nai11  tHai11  mai11

3 竹東 
海陸腔 

 Sin53  Sun55  Sit5  tSim53  tSip3  Sip3  nai55  tHai55  mai55

4 新屋 
海陸腔 

 Sin53  Sun55  Sit5  tSim53  tSip5  Sip5  nai55  tHai55  mai55

5 東勢 
大埔腔 

 Sin33  Sun13  Sit3  tSim33  tSip3  Sip5  ne13  tHe15  me13

6 紙寮窩 
饒平腔 

 Sin11  fin55  Sit3  tSim11  tSip3  Sip5  ni55  tHe55  × 

7 卓蘭 
饒平腔 

 sin11  sun11  sit3  tsim11  tsip3  sip5  ni55 
 ne55 

 tHe53  me53 

8 饒洋 
饒平腔 

 Sin11  fin55  Sit3  tSim11  tSip3  Sip5  ni55 
   

 tHe55  mi55 

9 崙背 
詔安腔 

 sin11  fin53  sit13  tsim11  tsip13  sip5  ni53  tHe53  mi53 

10 竹窩 
永定腔 

 sin33  fin53  Sit3  tSim33  tSip3  Sip5  ni53  tHi53  mi53 

11 粗坑 
永定腔 

 Sin11  fin55  Sit3  tSim11  tSip3  Sip5  ne55  tHe55  me55 

12 高陂 
永定腔 

 Sin11  fin55  Sit3  tSim11  tSip3  Sip5  ne55  tHe55  me55 

13 槺榔村 
長樂腔 

 Sin55  Sun13  Sit3  tSim55  tSit3  Sip5  nai13  tHai13  mai13

14 石門 
武平腔 

 sin35  sun11；tHun11  sit3  tsin13  tsiap3  sip5  ne11  tHe11  me11

15 象洞 
武平腔 

 s´N35  s´ N13  sI /3  ts´ N35  tsI /3  sI /5  ne13  tHe13  me13

16 藍埔 
豐順腔 

 sin55  sun13  Sit3  tsim55  tsip3   Sip5  ne13  tHai13  mai13

1. 「身」、「脣」部分四縣腔唸  ˆn 韻，但是沒有 ˆ 元音語音系統的客家話會變成  i 韻，和這個元音相關的韻母，如 ˆ m、

ˆp、ˆn、ˆt 韻，也會變成 im(針)、ip(汁)、in(身)、it(識)。但是「脣」在其他客家話很多都唸 un 韻，比較特別的是

「十」在六堆的武洛、大路關、佳冬、新埤都唸 sup5。這是違反 u 不和 m/p 韻尾搭配的情形。見例 40、41、45。 

2.  「汁」唸 tsˆp4；tsip4 是指「餿水」，但是有些點卻把「楊桃汁」唸成 ioN5  tHo5 tsiap4；造成「汁」有兩讀，這種

異讀應該是來自於閩南話的影響。見例 44。 

3.  「泥」、「啼」、「埋」一般客家話唸 ai 韻，但是東勢、粗坑全唸 e 韻；紙寮窩、竹窩唸 i 韻。見例 46、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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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49.稗仔  50.水  51.血  52. 睡  53. 稅  54. 舌  55. 笑 
1 內埔 

四縣腔 
 pHai55 e31  sui31  hiat3  soi55  soi55  sat5  seu55 

2 頭份 
四縣腔 

 pHai55 e31  sui31  hiat3  soi55  ×  sat5  seu55 

3 竹東 
海陸腔 

 pHai33  Sui13  hiat5  Soi11  Soi11  Sat3  siau11 

4 新屋 
海陸腔 

 pHai33 i55  Sui13  hiat5  soi11  soi11  set3  siau11 

5 東勢 
大埔腔 

 pHe53  Sui31  hiat3  Soi55  Soi55  Siat5  siau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pHe33  e53  fui31  fiat3  fe13  fe53  Sat5  siau53 

7 卓蘭 
饒平腔 

 pHe33  fui31  fiat3  fe55  fe31  set5  siau31 

8 饒洋 
饒平腔 

 pHe35  fui53  fiat3  fe35  ×  Set5  siau53 

9 崙背 
詔安腔 

 pHe55  fui31  fiat13  fe31  fe31  siat5  sio31 

10 竹窩 
永定腔 

 pHai11 e11  fi31  fiat13  fe11  fe11  sat5  seu31 

11 粗坑 
永定腔 

 pHai55 e31  fi31  hiat3  fe55  fe11  set3  siau53 

12 高陂 
永定腔 

 pHai55 e31  fi31  hiat3  fe55  fe11  set3  siau5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pHai11 ´55  Sui11  hiat3  soi11  ×  sat5  siau31 

14 石門 
武平腔 

 ×  fi31 

 sui31 
 fiat3  sue53  se53  set5  seu53 

15 象洞 
武平腔 

 pHa31  se31  fie/5  sue53  sue53  se/5  siåu53 

16 藍埔 
豐順腔 

 pHai11 e11  sui53  hiat3  soi53  ×  Set3；sat5  siau53 

 
1.  「稗」一般客家話唸 ai 韻，但是東勢、粗坑全唸 e 韻。見例 49。 

2.  「水」、「血」、「睡」、「稅」在饒平腔、詔安腔、永定腔唸 f-。武平腔原來應該也是唸 f-，唸 s-是

後來的變化。見例 50、51、52、53。 

3. 「笑」有 seu、siau、sio、siu 四種不同音讀，新埔的 tsHiu 是受到閩南話的影響。見例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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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56. 買賣  57. 犯法  58. 轉  59. 冷  60. 客  61. 溪 
1 內埔 

四縣腔 
 mai11 mai55  fam55 fap3  tson31   (歸 kui13)  laN13 hak3 hai13

2 頭份 
四縣腔 

 mai11 mai55  fam55 fap3  tson31     laN13 hak3 hai13

3 竹東 
海陸腔 

 mai53 mai33  fam11 fap5  tSon13  laN53 hak5 hai53

4 新屋 
海陸腔 

 mai53 mai33  fam11 fap5  tSon13  laN53 hak5 hai53

5 東勢 
大埔腔 

 mai33 mai53  fam55 fap3  tSon31  nen33 kHak3 kHe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mi11 mi13  fam55 fap3  tSan53  len11 hak3 kHe11

7 卓蘭 
饒平腔 

 mi11 mi55  fam33 fat3  tsen31  len11 kHak3 kHe11

8 饒洋 
饒平腔 

 mi11 mi35  fam55 fap3  tSen53  len11 kHak3 kHe11

9 崙背 
詔安腔 

 mi11 mi55  fam55 fap13  tSen31  len11 kHa13 kHe11

10 竹窩 
永定腔 

 mi33 mi11  fam55 fap3  tSen31  laN33 hak3 kHe33

11 粗坑 
永定腔 

 me35 me11  fam11 fa33  tSen31  len11 hak3 hai11

12 高陂 
永定腔 

 me35 me11  fam11 fa33  tSen31  len11 hak3 hai1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mai55 mai11  fam11 fap3  tSon11  laN55 kHak3 hai55

14 石門 
武平腔 

 mai11 mai53  fan55 fat3  tson31  len35 kHak3 kHe35

15 象洞 
武平腔 

 me35 me53  faN53 fa/3  tsuŒ N31  leN35 kH A /3 kHe35

16 藍埔 
豐順腔 

 mai55 mai33 
 fan55 fap3  tSon53  laN55 hak3 hai55

1.  粗坑把「買賣」唸 e 韻，是比較特別的。紙寮窩、崙背、大溪、中壢唸 i 韻。見例 56。 
2. 「犯法」現在六堆地區會說客家話的青年層大都唸 fan55 fat3，這是因為脣音異化的關係。比較有趣的是藍埔

「犯」唸 fan，「法」卻還是唸 fap。見例 57。 
3.   回來在「六堆」四縣腔的詞彙上叫「歸」，但是回娘家叫「轉外家」。見例 58。 
4.  槺螂村長樂腔把「溪」叫「大坑」 tHai11 haN 55，不用「溪」這個詞。有一部分客家話把中古部分「溪」母

字唸 kH-，不同於一般客家話。見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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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62. 糕  63.糯  64. 毛  65. 腦  66. 肺  67. 你  68. 他們 
1 內埔 

四縣腔 
 ko13  no55  mo13  no31  hi55  {11  ki11 ten13 

2 頭份 
四縣腔 

 kau13  no55  mo13  no31  hi55  e11：¯i55  ki11 teu13 

3 竹東 
海陸腔 

 ko53  no11  mo53  no13  hi11  ¯i55   ki55 teu53 

4 新屋 
海陸腔 

 ko53  no11  mo53  no13  fi11  ¯i55  ki55 teu53 

5 東勢 
大埔腔 

 ko33  no53  mo33  no31  hi53  h{13  kia11 nen13 

6 紙寮窩 
饒平腔 

 ko11  nu11  mu11  nu53  pHui53  ¯i55  ki55 teu11 Sa55 

7 卓蘭 
饒平腔 

 ko11  no31 
  

 mu11  no31  hi31  ¯i53  ki53 ten11 

8 饒洋 
饒平腔 

 ko11  nu53 

  
 mu11  nau31  fui51  ȵi55 tHa11 teu11 ¯in55

9 崙背 
詔安腔 

 ko11  noN55  h?11  nau31  pHui53  hen53  kui51 ¯in55 

10 竹窩 
永定腔 

 ko33  no11  mo33  no31  hi11  han11  × 

11 粗坑 
永定腔 

 ko11  no53  mo11  no31  hi53  hen11  ki55 teu11 

12 高陂 
永定腔 

 ko11  no53  mo11  no31  hi53  hen11  ki55 teu1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ko55  no11  mo55  no11  hi11  ¯i13  ki11 teu55 

14 石門 
武平腔 

 ko35  no31  mo35  nau31  hi53  e11：¯i13  i33 nen53 

15 象洞 
武平腔 

 kÅu13  no31  mo35  no31  fi53  he13  tsi11 mE N53 ni11 

16 藍埔 
豐順腔 

 ko55  no33  mo55  no53  hi53  ¯i13  ki11 lia11 teu55 

1. 「糕」在次方言間有 o 韻、au 韻的差別。另外還有「考」這個例也是這種情形。見例 62。 
2. 「糯」、「毛」、「腦」在紙寮窩、中壢唸 u 韻、卓蘭雖然也是饒平腔，不過當地的饒平腔受到其他

不同方言的影響比較多，所以改成 o 韻。見例 63、64、65。 
3. 「肺」的音讀在次方言間有 fi、hi、pHui 的不同。見例 66。 

4.  六堆的「你」，大都唸 {11，而不是唸  e11；但在語流中很難辨識，兩者算是無定分音。見例 67。 
5.  「們」這個詞素來源很複雜。見例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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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69. 人蔘  70. 笠嫲  71. 貓  72. 尾  73.去  74. 鋸 
1 內埔 

四縣腔 
 ¯in11 sem13  lip3 ma11  meu55 ue31  mi13  hi55  ki55

2 頭份 
四縣腔 

 ¯in11 sem13  lip5 ma11  meu55 e31  mi13  hi55  ki55

3 竹東 
海陸腔 

 ¯in55 sem53  lip3 ma55  ¯iau11 ´55  mui53  hi11  ki11 

4 新屋 
海陸腔 

 ¯in55 sem53  lip3 ma55  ¯iau11 u55  mui53  hi11  ki11

5 東勢 
大埔腔  sem35

  li31 ma13  ¯iau53 
  

 mui33  hi53  ki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in53 sem11  lip5 pHo55 (笠婆)  ¯iau33 e53  mui11  hiu53  kiu53  

7 卓蘭 
饒平腔 

 ¯in33 sem11  lip5 pHo55 (笠婆)  ¯iau13  mui11  kHi31  ki31  

8 饒洋 
饒平腔 

¯in31 sem11  lip5 pHo55 (笠婆)  ¯iau53  mui11  kHiu53  kiu55  

9 崙背 
詔安腔 

 ¯in55 sim11  li55 pHo53 (笠婆) 
 bi55 pHo53 

 ¯iau33 a51  mui11  kHui31  ki31  

10 竹窩 
永定腔 

 ko33 li53 sem33  lip3 ma53  ×  mi33  kHi11  ki11

11 粗坑 
永定腔 

 ¯in55 sem11  lip5 ma55  ¯iau55 e31  me11  hi53  ki53

12 高陂 
永定腔 

 ¯in55 sem11  lip5 ma55  ¯iau55 e31  me11  hi53  ki5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in11 sem55  lip3 ma13  ¯iau31 e13  mui55  hi11  ki11

14 石門 
武平腔 

 ¯in11 som13  let3 ma13  meu53  mi35  hi55  ki53

15 象洞 
武平腔 

 niN11 seN35  ti/5 ma13  miŒu55  mi35  hi53  tsi53

16 藍埔 
豐順腔 

 ¯in11 sem55  lip3 ma13  ¯iau53 e31  mui55  hi53  ki53

1.  「蔘」一般客家話唸 sem1，崙背唸 sim11、石門唸 som13，是受到當地閩南話的影響。見例 69。 

2.  「笠」有 lip、lep 兩種音讀，石門的「笠」改唸 let3。見例 70。 
3.  「貓」有 meu；¯iau 兩種音讀，台灣大牛椆閩南話唸 ¯iau。見例 71。 

4.  「尾」在客家話有 mi/mui 兩種唸法。只有粗坑唸 me11 是比較特別的。見例 72。 
5.  「去」、「鋸」 在紙寮窩和崙背的韻母元音，剛好相反。見例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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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75. 根 76. 斤  77.街 78.芥菜 79. 雞  80.脆 81. 攣 (縫)  82. 軟 
1 內埔 

四縣腔 
 kin13  kin13  kiai13  kiai55 tsHoi55  ke13  tsHoi55  lion11  ¯ion13

2 頭份 
四縣腔 

 kin13  kin13  ke13  ke55 tsHoi55  ke13  tsHoi55  lion11  ¯ion13

3 竹東 
海陸腔 

 kin53  kin53  kai53  kai53 tsHoi11  kai53  tsHioi11  lian55  ¯ion53

4 新屋 
海陸腔 

 kin53  kin53  kai53  ×  kai53  tsHoi11

 tsHe11 
 lian55  ¯ion53

5 東勢 
大埔腔 

 kin33  kin33  kie33  ×  kie33  tsHe53  lion13  ¯ion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kiun11  kiun11  ke11  ×  ke11  ×  lian55  ¯ian11

7 卓蘭 
饒平腔 

 kin11  kin11  ke11  ×  ke11  tsHe31  len53  Nen11

8 饒洋 
饒平腔 

 kiun11  kiun11  ke11 kai33 tsHoi53  ke11  tsHui53  lian53  ¯ien11

9 崙背 
詔安腔 

 kun11  kun11  ke11  kot5 tsHoi31  ke11  tsHe31  lian53  ¯ian11

10 竹窩 
永定腔 

 kin33  kin33  ke33  ke11 tsHoi11  ke33  tsHe11  lian53  ¯ian33

11 粗坑 
永定腔 

 kin11  kin11  ke11  kiai55 tsHoi53  ke11  tsHe53  lian55  ¯ion11

12 高陂 
永定腔 

 kin11  kin11  ke11  kiai55 tsHoi53  ke11  tsHe53  lian55  ¯ion1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kin55  kin55  kai55  ×  kai55  tsHe53  lian13  ¯ion55

14 石門 
武平腔 

 ken13  ken13  ka35  ke55 tsHue53  ke35  tsHe53  lian11  ¯ion13

15 象洞 
武平腔 

 k´ N35  k´ N35  kaE35  ke55 tsHuaε53  ke35  tsHe53  tian11  NyŒ N13

16 藍埔 
豐順腔 

 kin55  kin55  ke55  ke55 tsHoi53  ke55  tsHe53  lian11  ¯ion55

 

1. 「斤」、「根」在一般唸 in 韻，在饒平腔唸 iun 韻，詔安腔唸 un 韻。見例 75、76。 
2. 「街」、「芥」、「雞」 (還有「介」、「屆」)這些字的演變不一致，所以會出現 iai、ai、e、ie

不同的變化。見例 77、78、79。 
3. 「疥」在  崙背、大溪唸 kot3，那是因為受到了閩南語語音 kua51 tsHai11 的影響，所以才把閩南語的 kua/ 3，

轉成客家話的「割」kot3。見例 78。 
4. 「脆」是形容東西酥脆的口感，但是很多客家話唸 tsHe 接近閩南話，竹東的「脆」tsHioi11 是閩南話「䊆」

kHiu33 的意思。見例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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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83. 啐  84. 蟻 85.契   86.裙  87.銀  88. 國  89. 刮  90. 蜆  91. 莧
1 內埔 

四縣腔 
 tsiot5  ¯ie55  kHe55  kHiun11  ¯iun11  kuet3  kuat3  han31  han55

2 頭份 
四縣腔 

 tsot5  Ne55  kHe55 kHiun11  ¯iun11  kuet3  kuat3  han31  han55

3 竹東 
海陸腔 

 tsot5  Ne11  kHe11 kHiun55  ¯iun55  kuet5  kuat3   han13  han33

4 新屋 
海陸腔 

 tsot5 

 tsiot5 
 ¯ie11  kHe11  kHiun55  ¯iun55  ket5 

 kuat5 
 kuat5  han13  han33

5 東勢 
大埔腔 

 tsip5 

 tsHion33 
 ¯ie53  kHie53 kHiun11  ¯iun11  kuat3  kuat3  han31  han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tsHion11  ¯i53  kHe53 kHiun55  ¯iun55  kuet3  kuat3  han13  han13

7 卓蘭 
饒平腔 

 ×  ¯i55 
 Ne55 

 kHe31 kHiun53  ¯iun53  kuat3  kuat3  han31  han55

8 饒洋 
饒平腔 

 ×  ¯i53  kHe53 kHiun55  ¯iun55  kut3  kat5 ×  ×

9 崙背 
詔安腔 

 su/3  ¯i55  kHe31  kHun53  Nun53  kut13  kot13  hen55   hen55

10 竹窩 
永定腔 

 tsHion33  Ne11  kHe11  kHiun53  ¯iun53  kuet13  ×  han31  han11

11 粗坑 
永定腔 

tS Hion11  Ne53  kHe53  kHiun55  Nen55  kuet3  kuat3  han31  han53

12 高陂 
永定腔 

 tS Hion11  Ne53  kHe53  kHiun55  Nen55  kuet3  kuat3  han31  han5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  Ne11  kHe11 kHiun13  ¯iun13  ket3  kuat3  han11  han11

14 石門 
武平腔 

 sot3  Ne53  kHe53  kHin11  gin11  kok3  ×  ham55  han53

15 象洞 
武平腔 

 ×  Ne53  kHe53  tsHin13  NeN13  kut3  kua/3  ×  han53

16 藍埔 
豐順腔 

 tsHion55  Ne53  kHe53 kHiun13  ¯iun13  ket3  kuat3  han53  han33

1.  ion/iot 這兩個韻母的例很少，而且只能和 ts-、tsH-、s-或 tS-、tS H-、S-相拼，ion 韻的例有「軟、攣(縫)、

全、吮(鴨子吃東西)」，iot 韻只有「啐」(吸吮的動作)，所以沒有這個說法，這個韻母就沒有了。見例 83。 
2.  只有(11)中壢詔安腔和(16)藍埔豐順腔把「螞蟻」叫「狗蟻」。其他客家話都叫「蟻公」。有些客家話次

方言 k-、kH-、N-和 e 韻母相拼的時候會產生 i 介音，但是不會造成對立，音值上可以記出來，但是在音位

上是可以合併到 e 韻。見例 84。 
3.  「裙」、「銀」在一般客家話唸 iun 韻，但是在詔安腔卻唸 un 韻。見例 87、88。 
4. 「銀」 武平的唸 gin13，和閩南話一樣。見例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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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92.  彩虹  93. 雨  94. 火柴  95.  肥皂  96.  鞋拔子 
1 內埔 

四縣腔 
 天        弓   
 tHian11

  kiuN13 
 雨 
 i31  

 拭      仔   火 
 tsHut5  lo11 fo31 

 番       碱  
 fan35

  kian53
 

 鞋     抹     仔 
 hai11  mat3 te31 

2 頭份 
四縣腔 

 天        弓   
 tHian11

  kiuN33 
 雨 
 i31 

 拭      仔  火 
 tsHut5  le31 fo31 

 茶      箍 
 tsHa11  kHu13 

 鞋       
 hai11  siap3 

3 竹東 
海陸腔 

 虹     
 kHiuN33 

 水 
 Sui13 

 番     仔  火 
 fan53  l ` 33  fo13 

 茶      箍 
 tS Ha55  kHu53 

 鞋    桮     仔 
 hai55  pai53  l ` 55 

4 新屋 
海陸腔 

 虹     
 kHiuN33 

 水 
 Sui13 

 番      火 
 fan53  fo13 

 茶      箍 
 tS Ha55  kHu53 

 鞋     桮     仔 
 hai55  pai53  e55 
 鞋          仔 
 hai55  siap3 

  ´55   

5 東勢 
大埔腔 

 天        弓   
 tHian33  kiuN33 

 雨 
 Zi31  

 番  (仔)    火 
 fan35        fo31  

 茶       箍 
 tsHa11  kHu33 

 鞋     桮  (仔) 
 hai11  poi13

 

6 紙寮窩 
饒平腔 

 虹     
 kHiuN13 

 雨 
 vu53 

 番      仔     火 
 fan11  ne11  fo53 

 茶       箍 
 tsHa53   kHu11 

 鞋          仔 
 he55   siap5  be53 

7 卓蘭 
饒平腔 

 虹     
 kHiuN33 

 水 
 fui31 

 番      火 
 fan11   fo31 

 茶       箍 
 tsHa33   kHu11 

 鞋           
 he33

   siap3 

8 饒洋 
饒平腔 

 虹     
 kHiuN13 

 水 
 vu53 

火    樵  
fo11 tsHiau55 
番     火 
fan11 fo53 

番     子    蠟  
fan11 tsˆ 11 lap5 

鞋    插  
he53 tsHap3 

9 崙背 
詔安腔 

 虹     
 kHiuN55；kHtu55 

 雨 
 bu31 

 番      仔     火 
 fan33

  tsu55  fo31 
 茶       箍 
 tsHa33   kHu11 

 鞋     桮     仔 
 he55

   pue55
  tsu31 

10 竹窩 
永定腔 

 天        弓   
 tHian33  kiuN33 

 水 
 fi53 

 番     仔     火 
 fan35

  ne31  fo31 
 茶       箍 
 tsHa53

   kHu33 
 鞋     揳 
 he53   kHiat13 

11 粗坑 
永定腔 

 天        弓   
 tHian11  kiuN11 

 雨 
 Zi31 

 番      火 
 fan35

  fo31 
 茶       箍 
 tsHa55

   ku11 
 鞋       
 he55   tsaN11 

12 高陂 
永定腔 

 天        弓   
 tHian33 tsiuN 33 

 雨 
 i35 

 洋      火 
 ioN 13 fo35 

胰  子  
i13 tsˆ 35  
番     鬼      碱 
fan33 kue35 tsian33

鞋    搒      仔  
he35 paN 33 tsˆ 35 

13 槺榔村 
長樂腔 

 虹     
 kHiuN11 

 水 
 sui11 

 番     火 
 fan55  fo53 

 茶       箍 
 tsHa11

   ku55 
 鞋          
 hai35 siap5   

14 石門 
武平腔 

 虹     
 kHiN53 

 雨 
 gi31 

 番      仔    火 
 fan35

  ni55  fo31 
 茶       箍 
 tsHa11

   ku31 
 鞋    扒 
 hai11 pHa53  

15 象洞 
武平腔 

 天         弓 
 tHien33 tsiμ N 35 

 雨 
 i31 

 火     樵 
 fo11 tsHiŒu113 
 洋      火 
 ioN 11 fo31 

番        
fan35 tsien51 

鞋          仔  
haε11 sia/ 5 tsˆ 31  

16 藍埔 
豐順腔 

 虹     
 kHiuN33 

 水 
 sui53 

 番      火 
 fan55  fo31 

 茶       箍 
 tsHa11   ku55 

 鞋       
 he13 siap3 

1. 四縣腔和永定腔把「彩虹」叫「天弓」，原鄉武平、永定是叫「天弓」。見例 93。 
2. 「雨」在四縣腔、大埔腔、詔安腔、武平腔叫「雨」，其他腔叫「水」，但是卓蘭饒平叫「水」

是受到其他次方言的影響。見例 94。  
3. 把「肥皂」叫「番碱」的說法只通行於南部六堆客家話。見例 96。 
4. 「鞋拔子」的說法有很多種，不容易歸納出類型。見例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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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97. 撈具  98. 筷子  99. 湯匙  100. 鋤頭 
1 內埔 

四縣腔 
 笊       簍 
 tsau55  leu11 

 筷        仔 
 kHuai55  ie31 

 調      羹     仔 
 tHeu11 kaN35 Ne53 

 钁     頭 
 kiok3  tHeu11 

2 頭份 
四縣腔 

 笊       簍  、飯      簍     仔 
 tsau55  leu11  fan55  leu11  ue31 

 筷         仔 
 kHuai55  e31 

 調       羹     仔   、湯        匙 
 tHiau11 kaN35 Ne31   tHoN35

  tsHˆ11 
 钁     頭 
 kiok3  tHeu11 

3 竹東 
海陸腔 

 飯        簍    
 pHon11

  leu55 
 箸 
 tS Hu33  

 湯       匙 
 tHoN53   Si55  

 钁      鋤 
 kiok3

  tsHo55 
4 新屋 

海陸腔 
 飯        簍    
 pHon33  leu55 

 箸 
 tS Hu33 

 湯       匙 
 tHoN53   Si55 

 钁      鋤 
 kiok3

  tsHo55 
5 東勢 

大埔腔 
 笊       簍 
 tsau53  leu11 

 箸   、 筷        槓 (仔﹚

 tS Hu33   kHuai53  koN13 
 湯        匙 
 tHoN35

   Si11 
 钁     頭 
 kiok3  tHeu11 

6 紙寮窩 
饒平腔 

 飯        簍    
 pHon11

  leu55 
 箸 
 tS Hu13 

 湯        匙 
 tHoN11   Si55 

 钁      頭 
 kiok5

  tHeu55 
7 卓蘭 

饒平腔 
 笊        簍    
 tsau11

  leu53 
 箸 
 tsHu55 

 湯        匙 
 tHoN11   si53 

 钁      頭 
 kiok5

  tHeu53 

8 饒洋 
饒平腔 

 飯        簍    
 pHon33 le35 

 箸 
 tS Hu35 

 湯        匙 
 tHoN 11 Si55 

 钁       頭 
 kiok5 tHeu55 

9 崙背 
詔安腔 

 笊       籬    
 tsau11

  li53 
 箸 
 tsHi55 

 湯        匙 
 tHoN11   Si53 

 钁      頭 
 kio55

  tHeu53 

10 竹窩 
永定腔 

 飯      簍    
 fan11  leu53 

 箸 
 tS Hu33 

 湯        匙 
 tHoN11   tS Hï53 

 钁      頭 
 kiok3  tHeu53 

11 粗坑 
永定腔 

 飯         簍    
 pHon11  leu55 

 筷         仔 
 kHuai55 e31 

 湯        匙 
 tHoN11   S ˆ55 

 钁      頭 
 kiok3  tHeu55 

12 高陂 
永定腔 

笊       仔  
tsau53 tsˆ 13      

 筷          仔 
 kHuai51 tsˆ 35 

調        羹 
 tHiau35 kaN 33 

 钁         頭 
 tsiok3 tH åi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飯      簍    
 fan11

  leu13 
 箸 
 tS Hu11 

 湯        匙 
 tHoN35

   tS Hi13 
 钁      頭 
 kiok3  tHeu11 

14 石門 
武平腔 

 笊       簍 
 tsau53  leu11 

 筷         
 kHuai53   

  ×  钁      頭 
 kiok3  tHeu13 

15 象洞 
武平腔 

笊       簍 、漏     笊 
tsau53  lo13   l´u11 tsau51 

 筷          仔 
 kHuaE 55 tsˆ 31   

  調       羹 
 tHiau11 kÅ N 13 

 钁        頭 
 tsio/ 5 tH ´u11 

16 藍埔 
豐順腔 

 鑊        簍 
 vok5   leu13 

 箸         
 tS Hu33   

  湯        匙 
 tHoN53    si13 

 钁      鋤 
 kiok3  tsHo13 

 
1. 撈具主要有「笊簍」和「飯簍」兩種，崙背叫「笊篱」是比較特別的說法。見例 98。 
2. 四縣腔和粗坑永定叫「筷仔」(永定原鄉也叫「筷子」)，其他叫「箸」。東勢雖然用「箸」，但是裝

筷子的圓筒卻叫「筷槓」。四海腔的人理論上應該叫「筷仔」，但是發音人卻說「箸仔」。這表示說

以海陸話為底層的人在說四縣腔的時候，或者以四縣腔為底層的人在說海陸腔的時候，對於彼此詞彙

差異的掌握，並不是很精確的。見例 99。 
3. 湯匙在象洞、高陂還有四縣腔叫「調羹仔」，其他都叫「湯匙」。見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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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01.吹火具  102.鍋鏟 103.蒸籠  104.柺杖  
1 內埔 

四縣腔 
 火     吹       筒  
 fo31  tsHoi35 tHuN11 

 鑊       鏟 
 vok5  tsHan31 

 粄      床 
 pan31  tsHoN11 

 樹    杖         仔 
 su55  tsHoN55   Ne31 

2 頭份 
四縣腔 

 火   筒  
 fo31  tHuN11 

 鑊     鏟 
 vok3  tsHan31 

 籠       床 
 liuN11 tsHoN11 

楛     杖        仔  
 ku31  tsHoN11  Ne11   

3 竹東 
海陸腔 

 火   筒  
 fo33

 tHuN55 
 鑊     鏟 
 vok3  tsHan13 

 籠       床 
 luN55  tsHoN55 

 柺       棍      仔 
 kuai11

  kun11 l ` 55 
4 新屋 

海陸腔 
 火   筒  
 fo33

 tHuN55 
 鑊     撩 
 vok5  liau53 

 籠       床 
 luN55  tsHoN55 

 柺       棍      仔 
 kuai33

  kun11   {
55 

5 東勢 
大埔腔 

 火    吹      筒  
 fo31  tsHoi35 tHuN11 

 鑊     撩 
 vok5  liau11 

 籠       床 
 luN33  tsHoN11 

楛    杖 
 ku55

  tsHoN31 

6 紙寮窩 
饒平腔 

 火    筒  
 fo11 

 tHuN55 
 煎       匙 
 tsian11 Si55 

 籠       床 
 luN55  tS HoN55 

 柺       棍      仔 
 kuai11

  kun33 ne53 
7 卓蘭 

饒平腔 
 火    槓   
 fo11 

 koN53 
 鑊       撩 
 vok3  liau11 

 籠       床 
 nuN33  tsHoN53 (soN53) 

 梏    杖   * 
 ku11

  tsHoN31 

8 饒洋 
饒平腔 

歕       火    个  
pHun11 fo53 e55   

 鑊       撩 
 vok3 liu13 

 蒸        籠 
tSin11 luN 55 

 梏      杖  
 kHu33 tS HoN 53 

9 崙背 
詔安腔 

 火     管  
 fo31

 
  koN11 

 煎       匙 
 tsian11 Si55 

 籠        床 
 nuN55  tS HoN55 

 柺       仔 
 kuai55

  ts¨31 
10 竹窩 

永定腔 
 火    筒  
 fo11 

 tHuN53 
 鑊     鏟 
 vok5  tsHan31 

  籠       床 
 nuN55  tS HoN53 

 柺       杖 
 kuai11

  tS HoN11 
11 粗坑 

永定腔 
 火    筒  
 fo31

 
 tHuN55 

 鑊     鏟 
 vok3  tsHan31 

  籠       床 
 luN55  tS HoN55 

 楛       杖 
 kHu11  tS HoN11 

12 高陂 
永定腔 

 火     筒  
 fo35 tHuN 13 

 鑊       鏟 
 vok5 tsHan35 

  □          仔 
 tsHeN 13 tsˆ 35 

 柺          棍 
 kuai35 kueN 3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  鑊      鏟 
 vok3  tsHan11 

 籠       床 
 loN11  tS HoN13 

 柺       棍      
 kuai11

  kun53 
14 石門 

武平腔 
 火    筒  
 fo31

 
 tHuN13 

 鑊      鏟 
 bok3  tsHan11 

 籠       床 
 nuN33  soN13 

 柺     杖 
 ku31 tsHoN31 

15 象洞 
武平腔 

 火    筒     、嗙       火     筒 
 fo31

 
 tHuN13      pHaN 35 ho31 tHeN 13 

 鑊       鏟 
 vo/ 5 tsHan31 

蒸         籠 
tseN 13

35 leN 13 
楛       杖       仔 
kH μ 33 tsHoN 33 tsˆ 11

16 藍埔 
豐順腔 

 火    筒  
 fo31

 
 tHuN13 

 鑊      鏟 
 vok5  tsHan53 

 籠        床 
 noN33  tsHoN13 

 楛      棍 
 kHu33 kun53 

1. 吹火具在南部四縣腔、大埔叫「火燒筒」、其他腔叫「火筒」。見例 102。 
2. 鍋鏟有「鑊鏟」、「鑊撩」、「撩鏟」，饒平腔和詔安腔叫「煎匙」，和閩南話一樣。「撩」是把

鍋子的東西鏟起來的動作，相當於閩南話的「拓」tHu/ 3，如果從詞彙的結構來分析，「鑊鏟」、

「鑊撩」是主從式，「撩鏟」是並列式。見例 103。 
3. 蒸籠在南部叫「粄床」，一般都叫「籠床」。高陂叫「□仔」tsHeN 13 tsˆ 35 是比較特別的。見例 104。 

4. 柺杖的說法，有的中心成分(杖、棍)不同、有的附加成分(楛、柺)也不同，詞尾的有無。見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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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05. 韭菜  106. 花生   107.菱角  108. 芒果 
1 內埔 

四縣腔 
 快         菜 
 kHuai55  tsHoi55 

 番       豆 
 fan11

  tHeu55 
 菱     角 
 lin11   kok3 

 番       蒜         (發番蒜) 
 fan11

  son55 

2 頭份 
四縣腔 

 韭     菜 
 kiu31  tS Hoi55 

 番       豆 
 fan11

  tHeu55 
 菱      角     仔 
 lin11    kok3 ge11 

 酸      仔          (發酸仔)  
 son35

  ne11 

3 竹東 
海陸腔 

 韭      菜 
 kiu11

  tsHoi11 
 地     豆 
 tHi33   tHeu33 

 羊        角    仔 
 ZioN55   kok3  l ` 55 

 酸     仔           (發酸仔) 
 son53 l ` 55 

4 新屋 
海陸腔 

 韭      菜 
 kiu33

  tsHoi11 
 地     豆 
 tHi33   tHeu33 

 羊        角     
 ZioN55   kok5 

 酸     仔           (發酸仔)  
 son53  {55 

5 東勢 
大埔腔 

 韭      菜 
 kiu31  tsHoi53 

 地     豆 
 tHi55   tHeu53 

 羊        角     
 ZioN11   kok3 

 酸(仔)                (生酸) 
 son35

 

6 紙寮窩 
饒平腔 

 韭      菜 
 kiu33

  tsHoi53 
 地     豆 
 tHi11   tHeu13 

 羊        角    仔 
 ZioN55   kok5 e53 

 酸     仔           (發酸仔) 
 son11 ne53 

7 卓蘭 
饒平腔 

 韭      菜 
 kiu33

  tsHoi31 
 地     豆 
 tHi33   tHeu55 

 羊       角     
 ioN33

   kok3 
 酸 (仔)  
 son13

 

8 饒洋 
饒平腔 

 韭      菜 
 kiu33 tsHoi53 

 番       豆 
fan11 tHeu35 

地    豆 
tHi33 tHeu35 

  菱       角     
lin31 kok3 

酸     仔 
 son11 tsˆ 53 
   

9 崙背 
詔安腔 

 韭      菜 
 kiu33

  tsHoi31 
 地     豆 
 tHi33

   tHeu55 
 菱      角    
 len55

   ko13 
 檨     仔           (生檨仔) 
 suPi33 P53 

10 大溪 
詔安腔 

 韭      菜 
 kiu11

  tsHoi31 
 地     豆 
 tHi33   tHeu55 

 菱      角    
 len55

   ko11 
 酸      仔          (生酸仔) 
 son31 ne11

 

11 粗坑 
永定腔 

 韭      菜 
 kiu31  tsHoi53 

 地      豆 
 tHi55   tHeu53 

 羊        角     
 ZioN55   kok3 

 酸     仔          (發酸仔) 
 son11 ne11 

12 高陂 
永定腔 

 韭          菜 
 tsiou35 tsHuai51 

 番       豆 
 fan33 tH åi11 

 × 芒         果 
moN 13 kuo35 

13 槺榔村 
長樂腔 

 韭      菜 
 kiu11

  tsHoi31 
 地     豆 
 tHi11   tHeu11 

 羊        角    仔 
 ZioN35

   kok3 ge35 
 酸     仔         (發酸仔) 
 son53 ne35 

14 石門 
武平腔 

 韭      菜  
 kiu33

  tsHue53 
 番      豆 
 fan11   tHeu53 

 菱       角    
 lioN11   kok3 

 檨     仔          (發癩) 
 suPi33 P 53 

15 象洞 
武平腔 

韭      菜 
tsiu11 tsHuaε53 

 番      豆 
 fan35 tH ´u53 

 菱       角    
 tiN 11 ko/ 3 

 芒        果 
 moN 11 ko31 

16 藍埔 
豐順腔 

 韭      菜  
 kiu53  tsHoi53 

 地      豆 
 tHi33   tHeu53 

 菱       角    
 lioN35

   kok3 
 酸                   (發酸仔) 
 son55 

 

1.  有一種說法，認為「韭」和「久」同音，因為怕「韭菜」生得慢，所以改稱為「快菜」。見

例 106。 

2.    把花生叫「番豆」、「韭菜」叫「快菜」的說法只通行於南部六堆。見例 107。 
3. 中壢把「菱角」叫「龍角」應該是從閩南話的 liN 33 kak3，把 liN 13 轉成「龍」。見例 108。 

4.  芒果南部叫「番蒜」，北部大部分叫「酸仔」，「檨仔」suãi33 ã51 是受閩南話影響的。東勢

和卓蘭叫「酸(仔)」是超陰平聲調現象。另外有一種性病是跟這個詞有關，閩南話叫「生檨仔」， 
頭份把芒果叫「酸仔」，性病叫「發蒜仔」pot3 son55 ne31；槺榔村的人問不出「芒果」這個詞

彙，但是性病卻說「發酸仔」，這是新屋海陸腔的說法。見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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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09.蘿蔔  110.釋迦  111. 仙草凍  112. 蚯蚓 
1 內埔 

四縣腔 
 蘿    蔔      仔 
 lo11  pHet5  te31 

 沙   梨  ；釋     迦 
 sa35 li11         sit5    kiai13  *

 仙       人      粄 
 sian35

  ¯in11  pan31  
䘆        公 

 hian31  kuN13 

2 頭份 
四縣腔 

 蘿    蔔 
 lo11  pHet5 

 釋    迦 
 sˆ55  ka13 
 sit3    ka13 

 仙       草 
 sian35

  tsHo31  
䘆       公 

 hian31  kuN13 

3 竹東 
海陸腔 

 菜       頭 
 tsHoi11  tHeu55 

 佛    果 
 fut3   ko13 

 仙       草 
 sian53  tsHo13 

 蟲         䘆       
 tS HuN55  kHian13 

4 新屋 
海陸腔 

 菜        頭 
 tsHoi11  tHeu55 

 佛    果 
 fut3   ko13 

 仙       草 
 sian53  tsHo13 

 蟲         䘆       
 tS HuN55  hian13 

5 東勢 
大埔腔 

 菜        頭 
 tsHoi53  tHeu11 

 釋     迦 
 siat3   ka33 

 仙       草 
 sian35

  tsHo31 
 蟲          䘆       
 tS HuN11  hian31 

6 紙寮窩 
饒平腔 

 菜        頭 
 tsHoi11

  tHeu55 
 釋   迦 
 sit5

   kia11 
 仙       草 
 sian11  tsHo53 

 蟲          䘆       
 tS HuN53  hian53 

7 卓蘭 
饒平腔 

 菜        頭 
 tsHoi11

  tHeu53 
 釋     迦   (閩) 
 sik5

   kia55 
 仙       草 
 sian11  tsHo31 

 蟲         䘆       
 tsHuN11  fian31 

8 饒洋 
饒平腔 

 菜        頭 
 tsHoi11

  tHeu55 
林    檎 

 lin33 kHim55 
 ×   蟲         䘆       

tS HuN 31 sian53 
9 崙背 

詔安腔 
 菜        頭 
 tsHoi11  tHeu53 

 釋    迦 
 set5

   kia11 
 仙       草 
 sian11  tsHo31 

 蟲          䘆       
 tS HuN55  fian53 

10 竹窩 
永定腔 

 蘿    蔔     
 lo55  pHet5   

  ×  仙       草 
 sian33  tsHo31 

 蟲         䘆       
 tS HuN55

  fian11 
11 粗坑 

永定腔 
 菜        頭     
 tsHoi53 tHeu55   

 釋   迦 
 sit3  kia11 

 仙       草 
 sian35

  tsHo53 
 蟲         䘆       
 tS HuN55  hian31 

12 高陂 
永定腔 

蘿     蔔     
 lo13 pHiet5  

×  仙         草 
 sien33 tsHo35 

  鴨   仔     蟲               
a/ 3 tsˆ 55 tsHuN 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菜        頭     
 tsHoi53  tHeu13    

 佛   果    、釋   迦 
 fut5 ko11      sit5 kia55 

 仙       草 
 sian55  tsHo31 

 蟲        䘆       
 tS HuN35 hian11 

14 石門 
武平腔 

 蘿    蔔     仔 
 lo33  pHet5  li31 

 釋      迦   
 siak5   kia13 

 仙      草 
 sian35

  tsHo31 
 蟲         䘆       
 tsHuN11  pHian31 

15 象洞 
武平腔 

 蘿     蔔      
 lo11 pHie/ 5 

×  仙        草       粄 
 sien35 tsHo53 paN 31

紅      䘆 
feN 13 tsieN 33 

16 藍埔 
豐順腔 

 菜            頭 
 tsHoi53 tHeu13 

 釋      迦   
 set1

   kia55 
 仙      草 
 sian55  tsHo53 

 蟲         䘆       
 tS HuN11

  hian53 

1. 頭份姓羅的人把蘿蔔叫「菜頭」；姓蔡的人把蘿蔔叫「蘿蔔仔」。見例 110。 

2. 海陸腔把「釋迦」叫「佛果」，內埔叫「沙梨」，美濃叫「牛心梨」是比較特殊的。大陸這種水果少

見。見例 111。 

3. 「仙草」只有南部叫「仙人粄」，一般都叫「仙草」。見例 112。 

4. 「蚯蚓」這個詞彙變化很大，可以看出在詞彙上的混雜關係。見例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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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13 大頭菜  114. 味素  115.湯圓 
1 內埔 

四縣腔 
 結      頭       菜 
 kiat5  tHeu11  tsHoi55 

 味    素 
 mi55  su55 

 圓     粄      仔 
 ian11  pan31   ne11

 

2 頭份 
四縣腔 

 結      頭      菜 
 kiat5  tHeu11  tsHoi55 

 味    素 
 mi55  su55 

 粄      仔    圓 
 pan31   ne31 ian11 

3 竹東 
海陸腔 

 大      頭      菜 
 tHai11  tHeu55  tsHoi11 

 甜         粉 
 tHiam55 fun13 

 粄      圓 
 pan33

  Zian55 
4 新屋 

海陸腔 
 大      頭      菜 
 tHai11  tHeu55  tsHoi11 

 甜         粉 
 tHiam55 fun13 

 粄      圓 
 pan33

  Zian55 
5 東勢 

大埔腔 
 結      頭       菜 
 kiat5  tHeu11  tsHoi53 

 雞     丹 
 ke33   tan33 

 淅      圓 
 siak3  Zian11 

6 紙寮窩 
饒平腔 

 大     頭       菜 
 tHai33 tHeu55  tsHoi53 

 甜        粉 
 tHiam53 fun53 

 淅      圓      、粄      圓 
 siat5

  Zian55       pan31  vian55 
7 卓蘭 

饒平腔 
 大     頭       菜 
 tHai11 tHeu33

  tsHoi31 
 雞     丹 
 ke11   tan11 

 淅      圓       
 siak5

  vian53 
8 饒洋 

饒平腔 
 大       頭       菜 
 tHai33 tHeu11 tsHoi53 

味      精  
mui33 tsin53  

 淅      圓       
 siak5 vian55 

9 崙背 
詔安腔 

 甘       藍 
 kam11 nam53 

 味    素 
 mi11

  so11 
 淅     圓 
 sia55

  bian53 
10 竹窩 

永定腔 
 大     頭       菜 
 tHai11 tHeu53  tsHoi11 

 味     素 
 mi33  su11 

 淅     圓 
 fiat3

  vian53 
11 粗坑 

永定腔 
 結     頭       菜 
 kian3 tHeu11  tsHoi53 

 甜        粉 
 tHian55 fun31 

 粄       圓 
 pan31  Zian55 

12 高陂 
永定腔 

 大       頭        菜 
 tHai11 tH åi13 tsHuai51 

 味        精 
 måi11 tsiN 33 

淅       圓 
 siak3 vian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結      頭      菜 
 kHiat3 tHeu35

  tsHoi53 
 味       素 
 mui11

  su53 
 粄      圓 
 pan11

  Zian13 
14 石門 

武平腔 
 大     頭        菜  
 tHai11 tHeu11

  tsHue53 
 味    素 
 mi11  su11 

淅       圓      仔 
 siau31  bian11  ni11 

15 象洞 
武平腔 

 大        頭        菜  
 tHaE 11 tH ´u13 tsHuaE 51 

 味      精 
 me11 tsiN 13 

圓       粄  
vieN 35 paN 31 

16 藍埔 
豐順腔 

 結     頭      菜  
 kiat3 tHeu11

  tsH oi53 
 甜         粉    、味    素 
 tHiam11 fun53     mi55 so31 

 粄       圓      
 pan53  Zian13 

 

1. 崙背把「大頭菜」叫「甘藍」是比較特別的。見例 114。 
2. 東勢把「味素」叫「雞丹」是很特別的。見例 115。 
3. 東勢、紙寮窩的「淅圓」比較特別，紙寮窩的「粄圓」應該是客家話的優勢說法。如例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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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16.圍兜  117.門檻  118.羊癲瘋  119.癢 
1 內埔 

四縣腔 
 エプロン 

 e33
  pu55 loN53 

 戶       檻 
 pHu11   kHiam11 

 發    死  
 pot3   si31 

 癢 
 ioN13 

2 頭份 
四縣腔 

 瀾    ㄚ  仔 
 lan11  a13  e31 

 戶      檻 
 fu11   kHiam13 

 發   豬      嫲     
 pot3  tsu35

  ma11 tsHai31 
 癢 
 ioN13 

3 竹東 
海陸腔 

      裔 
 koi53  Zie53 

 門        檻 
 mun55   kHiam53 

 發    豬     嫲     
 pot3

  tSu53  ma55 tsHai13 
  
 hoi55 

4 新屋 
海陸腔 

      裔     仔 
 koi53  Zie53  e55 

 門        檻 
 mun55   kHiam53 

 發    豬     嫲     
 pot3

  tSu53  ma55 tsHai13 
  
 hoi33 

5 東勢 
大埔腔 

 瀾    ㄚ   
 lan33  a33  

 戶     檻 
 fu11   kHiam33 

 發    豬     嫲     癲 
 pot3   tSu35

  ma11 tian33 
 癢 
 ZioN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裔     仔 
 koi11  Zie11  e53 

 門         檻 
 mun53   kHim11 

 發    豬     嫲      
 pot5

  tSu11  ma53 tsHai53 
  
 hoi55 

7 卓蘭 
饒平腔 

 瀾    ㄚ   
 lan11  a11  

 楛     棧  (早)、戶      檻  (現)
 kHu33 tsHan11     fu33   kHiam11 

 豬     嫲     癲 
  tsu33

  ma33 tian11 
 癢 
 zioN11 

8 饒洋 
饒平腔 

  瀾      衣   
lan11 Zi11  

 門        楛       棧   
 mun31 kHu11 tsHan11  

 發     死 
  put5 si53 

 癢 
 ZioN 11 

9 崙背 
詔安腔 

 肚    絿     
 tu31  tsHio11 

 門        斗 
 mun33

  teu31 
 羊       眩 
 zioN55 hin53 

 癢 
 ZioN11 

10 竹窩 
永定腔 

 嘔      
 eu11 koi11  

 戶     檻 
 fu53   kHiam33 

 發    豬     嫲     
 pot3

  tSu33  ma55 tsHai53 
 癢 
 ioN33 

11 粗坑 
永定腔 

 瀾     ㄚ    
 lan55 a11  

 門         檻 
 mun55   kHiam11 

 發    豬     嫲      
 pot3  tSu11  ma55 tsHai53 

 癢 
 ZioN11 

12 高陂 
永定腔 

 瀾     衣    
 lak5 i11  

楛       檻 
 kHu33 san33 

 發    豬      嫲      
 pet3 tsu33 ma35 tsHiou33 

 癢 
 ioN 3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瀾    ㄚ   
 lan55  a53 

 門        檻 
 mun11   kHiam55 

 豬     嫲       
  tsu55

  ma53 tsHai53 
  
 hoi13 

14 石門 
武平腔 

 圍    巾   
 bi33  kHin33 

楛       檻 
 kHu11  kHen35 

 豬     嫲    癲 
 tsu35

  ma11 tian35 
 癢 
 gioN13 

15 象洞 
武平腔 

 圍    兜   
 vi11 t´u13 

楛       棧 
kHu11 tsiÅ N 13 

 豬      嫲     癲 
 tsu53 ma11 tieN 13 

 癢 
 ioN35 

16 藍埔 
豐順腔 

      裔   
 koi31 Zie53 

 門         檻 
 mun11  kHiam55 

 豬     嫲     
 tSu53

  ma11 tsHai53 
 癢 
 ioN55 

 
1. 圍兜是小孩流口水圍在頸項的布巾，「瀾ㄚ」、「裔」是比較普遍的說法。見例 117。 
2. 四縣腔、大埔腔、永定腔叫「戶檻」，其他叫「門檻」。見例 118。 
3. 羊癲瘋在南部叫「發死」，其他大都叫「豬嫲」。見例 119。 
4. 「癢」在海陸腔、饒平腔、長樂腔叫「」，其他叫「癢」。見例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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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20.抽水機  121.蕃茄  122.蘋果  123.蓮霧 
1 內埔 

四縣腔 
 水      拹      仔 
 sui31  kHiap5 pe31 

 柑       仔      蜜 
 kam11  ma11  mit5 

 りんご 

 lin53    No31 
 蒜     果  ；茶      泡 (多)
 son55 ko31  tsHa11 pHau55 

2 頭份 
四縣腔 

 ポンプ 

 pHoN53  pHu31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蘋      果 
 phin11  ko31 

 蓮        霧 
 mian55  vu55 

3 竹東 
海陸腔 

ポンプ 

 pHoN53  pHu31 
 蕃     茄    、  トマト 
 fan53  kHio55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lin53    No11 

 蓮       霧 
 lian55   vu13  

4 新屋 
海陸腔 

 水      龍 
 Sui33

  liuN55 
 蕃      茄﹙少﹚、トマト 
 fan53  kHio55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lin53   No11 

 蓮       霧 
 lian55   vu33 

5 東勢 
大埔腔 

 水     唧 
 Sui31   tsit3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林       檎 
 lin55   ko31     lim33  kHim33 

 蓮       霧 
 lian55   vu31 

6 紙寮窩 
饒平腔 

 ポンプ 

 pHoN53  pHu31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lin53   No11 
 蓮      霧 
 lian11

  vu13 
7 卓蘭 

饒平腔 
 汲     水    機 
 kHip3 fui31 ki11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 蘋      果 (閩)

 lin55  No11   pHoN11 ko53 
 × 

8 饒洋 
饒平腔 

 抽         水    機 
 tsHiu11 fui33 ki11

番    茄 

 fan11 kHiau55 
蘋        果  
pHin11 ko31 

 × 

9 崙背 
詔安腔 

 ポンプ     仔 
 pHoN55  pHu55  a51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蘋      果      、   りんご 
 pHoN11 ko51       lin53   No11 

 蓮      霧 
 lian55

  bu33 

10 竹窩 
永定腔 

 ポンプ 

 pHoN55  pHu/3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lin53   ko11 

 蓮      霧 
 lian55

  bu33 

11 粗坑 
永定腔 

 水    抽 
 fi31  tS Hu11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lin53   No11 
 蓮      霧 
 lian55  vu53 

12 高陂 
永定腔 

 抽           水    機 
 tsHou33 fi35 tsi33

蕃      茄     
fan33 kHio13 

蘋       果     
pHeN 11 ko35 

× 

13 槺榔村 
長樂腔 

 水        撳 

 Sui11  kHim11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lin53   No11 
 蓮      霧 
 lian35

  vu13 
14 石門 

武平腔 
 ポンプ 

 pHoN53  pHu31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  蓮      霧 

 lian11
  bu53 

15 象洞 
武平腔 

 搖      水   磅 

 iåu33 se11 pÅ N 51 
番    茄 

 fan51 tsHio13 
 蘋        果 
pHiN 11 ko31 

× 

16 藍埔 
豐順腔 

 ポンプ 
pHoN55  pHu11 

トマト 
 tHo33  ma55  to/3 

 りんご 

 lin53   ko11 
 蓮      霧 
 lian55

  bu33 

1. 抽水機大部分都用日語詞彙，南部用「水拹仔」。龍潭和東勢的說法比較特別。見例 121。 
2. 「柑仔蜜」只有南部人在說，大部分都說「トマト」，「番茄」菲律賓話叫 kamatis，所以「柑仔

蜜」可能是菲律賓話拗折過來的。。見例 122。 
3. 「林檎」是日本蘋果的漢字寫法。東勢叫「林檎」是比較特殊的。見例 123。 
4. 「蓮霧」馬來話叫 jambu，所以它是從馬來話通過閩南話借入的詞彙。在六堆客家話有「白果」、

「 茶 泡」、「蒜果」、「蓮霧」、 「稐蘆」等不同的說法。別的地方的客家話只有「蓮霧」一種

說法。這是華語詞彙。見例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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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24.虱目魚  125.蛛蛛  126.長腳蛛蛛  127.螃蟹  128.睏累 
1 內埔 

四縣腔 
 海     草     魚 
 hoi31  tsHo31  e11 

 蟧           仔 
 la11   kHia13  e11 

 蟧         仔 
 la11   kHia13 e11 

 老     蟹 
 no55  hai31 

  𤸁 
  kHioi55 

2 頭份 
四縣腔 

 虱    目      仔 
 sat5  bak3  ga53 

 蜘    蛛  
 ti11   tu13  

 蟧     
 la11   kHia11  

 毛                蟹 
 mo55 (no55) hai31 

  𤸁 
  kHioi55  

3 竹東 
海陸腔 

 哇      沙     吧 
 va11   sai55  pa53 

 蟧     
 la55   kHia55 

 蟧     
 la55   kHia55 

 毛     蟹   、 蟳 
 mo53 hai13    tsHim55 

 × 

4 新屋 
海陸腔 

 虱    目      魚 
 set3  muk3   e55 

 蜘   蛛    仔 
 ti53  tu53  u55   

 蟧     
 la55   kHia55  

 毛     蟹  、 蟳 
 mo53 hai13   tsHim55 

 ×   

5 東勢 
大埔腔 

 馬     沙    哇 
 ma33  sa55  va31 

 蜘   蛛  (仔) 
 ti11   tu35  

 蟧     
 la11

   kHia11  
 老    蟹 
 lo55  hai31 

𤸁 
 kHioi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馬     沙    麥 
 ma11   sai55  mak5 

 蟧     
 la33

   kHia55 
 蟧     
 la33

   kHia55 
 毛    蟹 
 mu11 he53 

 × 

7 卓蘭 
饒平腔 

 馬     沙    麥 
 ma11   sa55  mak5 

 蜘   蛛   
 ti11  tu11  

 蟧     
 la33

   kHia53 
 毛    蟹 
 mo33 hai11 

 × 

8 饒洋 
饒平腔 

 ×  蟧     
 la33

   kHia55 
 蟧     
 la33

   kHia55 
 老    蟹 
 lo33 he51 

 × 

9 崙背 
詔安腔 

 虱   目   仔 
 sa33 ba33 a51 

 蟧     
 la33

   kHia55 
 蟧     
 la33

   kHia55 
 老   蟹   仔 
 lo55 he55 a53 

 ×  

10 竹窩 
永定腔 

 ×  蟧     
 la53   kHia11 

 蟧     
 la53   kHia11 

 毛     蟹 
 mo55 he53 

 × 

11 粗坑 
永定腔 

 馬      虱     目      
 ma55 set3   muk3 

 蟧     
 la55   kHia55 

 蟧     
 la55   kHia55 

 毛     蟹 
 mo35 hai31  

 × 

12 高陂 
永定腔 

 ×  蟧     
 la35 tsHia13 

 蟧     
 la35 tsHia13 

 毛     蟹 
 lo55 hai31  

 □ 
 hot5 

13 槺榔村 
長樂腔 

 馬       沙    麥 
 man35

  set3  muk3 
 蟧     
 la11

   kHia13 
 蟧     
 la11

   kHia13 
 毛     蟹 
 mo55 hai11 

 × 

14 石門 
武平腔 

 虱    目     魚 
 sat3   muk5 Ne11 

 蜘    蛛   
 ti11   tu13 

 蟧     
 la11

   kHia11 
 毛    蟹 
 mo11 hai53 

 × 

15 象洞 
武平腔 

 × 壁        
piÅ / 3 tsHia113

 蟧        
 lia113 tsHia113

  硿         嘎 
kHoN 33 kHa/ 5 

𤸁 
 kHe31 

16 藍埔 
豐順腔 

 馬     虱     目      
 ma35 set3   muk3 

 蟧     
 la33

   kHia53 
 蟧     
 la33

   kHia53 
 毛    蟹 
 mo55 hai53 

 × 

1. 「虱目魚」屏東的閩南話叫「海草魚」hai55 tsHau55 hi13，這種魚大陸沒有。見例 125。                                            

2. 「蜘蛛」和「蟧」(長腳蜘蛛)在閩南話是兩種昆蟲，但是在一般客家話是不分的。見例字 126、

127。 
3.  客家話有淡水的生物，但是海中生物名稱就很缺乏，大概是受到了地理環境的限制，螃蟹只有「毛

蟹」一種，只有新屋、竹東、龍潭、卓蘭有「蟳」的說法。見例 128。 
4. 只有四縣腔講「𤸁」，其他大部分都叫「悿」。見例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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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委婉詞) 

    詞目  129.睏累  130.鱉  131.衛生布  132.豬血 
1 內埔 

四縣腔 
 × 
 

 團       魚     仔 
 tHon11   e11   Ne31 
 腳       魚     仔 
 kiok3   e11    Ne31 

 ×  豬     旺       仔 
 tsu11  voN55  Ne31 

2 頭份 
四縣腔 

  悿 
 tHiam31 

 團       魚 
 tHon11   e 11 

 × 
 

 豬      紅 
 tsu35   fuN11 

3 竹東 
海陸腔 

  悿 
 tHiam13 

 團       魚 
 tHon55   e55 

 期    布 
 kHi55   pu11 

 豬     紅 
 tSu53  fuN55 

4 新屋 
海陸腔 

  悿 
 tHiam13 

 團       魚 
 tHon55   e55 

 期    布 
 kHi55   pu11 

 豬     紅 
 tSu53  fuN55 

5 東勢 
大埔腔 

  悿 
 tHiam31 

 團       魚 
 tHon33

   e11 
 馬      布 
 ma11  pu53 

 豬      紅 
 tSu-35  fuN11 

6 紙寮窩 
饒平腔 

  悿 
 tHiam53 

 團       魚 
 tHon55   e55 

 馬     布 
 ma11  pu53    

 豬     紅 
 tSu11  fuN55 

7 卓蘭 
饒平腔 

  悿 
 tHiam31 

 團       魚  
 tHon33

   e53 
 爛     布 
 lan33  pu31    

 豬     紅 
 tsu11  fuN53 

8 饒洋 
饒平腔 

  悿 
 tHiam53 

 鱉   、團       魚  
 piet3     tHon55   e55 

 ×  豬      血 
 tSu11 fiat3 

9 崙背 
詔安腔 

 悿 
 tHiam31  

 鱉 
 piat13 

 ×  豬     紅 
 tSi11  fuN53 

10 竹窩 
永定腔 

 悿 
 tHian53 

 團       魚 
 tHon55

  h\53 
 ×  豬     血 

 tsu11  fiat13 
11 粗坑 

永定腔 
 悿 
 tHian31 

 團       魚、 鱉 
 tHon55  e55     piat3 

 馬     布   、爛     布 
 ma11 pu53       lan55 pu53   

 豬      紅 
 tSu11  fuN55 

12 高陂 
永定腔 

 悿 
 tHian31 

 圓        魚    、 鱉 
 vian35 Nei13     piat3 

 馬      布     
 ma35 pu51       

 豬      血 
 tsu55 fiat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悿 
 tHiam11  

 團       魚  、鱉 
 tHon55   e55    piat3 

 尿      布 
 ¯iau33 pu53 

 豬     紅 
 tSu55  fuN13 

14 石門 
武平腔 

 悿 
 tHiam31 

 鱉  
 pi/3 

 ×   豬     血 
 tsu11  fiat3 

15 象洞 
武平腔 

 × 圓      魚  、鱉 
 vien11 Ne11    pie/ 5  

 ×   豬      血 
 tsu35 fie/ 5 

16 藍埔 
豐順腔 

 悿 
 tHiam53 

 團       魚、 鱉 
 tHon33

   e13     pi/3 
 ×   豬      紅 

 tSu53  fuN13 

1. 把「鱉」稱作「團魚」是忌諱的說法。因為「鱉」和「屄」(女性生殖器同音)。見例 131。 
2. 「月經布」是指舊時婦女月經來時所用的布，「馬布、期布」是諱飾詞。見例 132。 
3. 「豬血」在客家話中是忌諱詞，「豬旺」、「豬紅」是諱飾語。只有詔安腔和武平腔用「豬

血」，大陸的客家話也不忌諱。見例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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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33.哭  134.看   135.冰棒  136.洋菜 
1 內埔 

四縣腔 
 叫  
 kieu55 

 看 
 kHon55 

 枝   仔     冰 
 ki33

  e55 
   pen13 

       菜 
 ian55   tsHoi55 

2 頭份 
四縣腔 

 叫  
 kieu55 

 看 
 kHon55 

 枝   仔   冰 
 ki35  e31  pen13 

       菜 
 ian55   tsHoi55 

3 竹東 
海陸腔 

 叫     
 kiau11 

 看  
 kHon11 

 枝   仔  冰 
 ki53  l̀11   pen53 

  × 
 

4 新屋 
海陸腔 

 叫 
 kiau11 

 看 
 kHon11 

 枝    冰 
 ki53   pen53 

  × 
 

5 東勢 
大埔腔 

 叫 
 kieu53 

 看 
 kHon53 

 枝 ﹙仔﹚ 冰 
 ki35

         pen33 
  × 
 

6 紙寮窩 
饒平腔 

 號 
 vo53 

 影 
 ZiaN53 

 枝   仔  冰 
 ki11  e33  pen11 

 菜         
 tS Hoi11  Zian53 

7 卓蘭 
饒平腔 

 號 
 vo53 

 影  (正)  、 看 

 ¯iaN31         kHon31 
 枝   冰 
 ki35

  pen11 
 菜         
 tsHoi33  zian31 

8 饒洋 
饒平腔 

 號 
 vo53 

 影   

 ¯iaN31         
 冰       棍  
pin11 kun53 

 × 

9 崙背 
詔安腔 

 號 
 bo53 

 影 
 ¯iaN 31；hiaN 31 

 枝   仔     冰 
 ki33

  tsu31  pen11 
  × 

10 竹窩 
永定腔 

 ×  ×  枝   仔  冰 
 ki35

  e31  pen33 
  × 

11 粗坑 
永定腔 

 號 
 vo53 

 看 
 kHon53 

 冰      仔 
 pen13 ne31 

  菜         
 tsHoi53  Zian53 

12 高陂 
永定腔 

 號 
 vo35 

 看          影 
 kHuã51、¯iaN 35 

 冰      條 
pen33 tHiau13 

× 

13 槺榔村 
長樂腔 

 叫 
 kiau53 

 看 
 kHon53 

 枝   冰 
 ki55  pen55 

  × 

14 石門 
武平腔 

 號 
 bo31 

 看 
 kHon53 

 枝   仔   冰 
 ki33

  i31   pin35 
  × 

15 象洞 
武平腔 

 號  
 vo31 

 看 
 kHuaN53 

雪     枝   、冰      棍  
sie/ 1 tsi13    peN 33 ku´ N 51 

  × 

16 藍埔 
豐順腔 

 叫 
 kiau53 

 看 
 kHon53 

 枝    冰 
 ki33

  pen55 
  × 

 

1. 「哭」的說法有「叫」和「號」兩種，「叫哆」的「哆」是什麼樣的成分，不容易判斷。見例

134。 
2. 「看」的說法只有詔安腔、饒平腔、永定腔說「影」，其餘都用「看」。見例 135。 
3. 「冰棒」只有龍潭說「冰枝」，詞序相反，有的中間要加「仔」。見例 136。 
4. 「洋菜」在客家話有「菜」或「菜」兩種說法，語序相反。見例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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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個別點的特色﹚ 

  詞目  137. 茭白筍  138.癩蛤蟆 
1 內埔 

四縣腔 
 包      筍  
 pau35 sun53

 
 蟾        蜅     螺 
 sam11  pHu11  lo11 

2 頭份 
四縣腔 

 禾     筍  
 vo11  sun31 

 蟾       蜍 
 sam11  su11 

3 竹東 
海陸腔 

 禾     筍  
 vo55  sun13 

 蟾       蜍 
 Sam55  Su55 

4 新屋 
海陸腔 

 禾     筍  
 vo55  sun13  

 蟾       蜍 
 Sam55  Su55 

5 東勢 
大埔腔 

 禾     筍   、  茭     白   筍 
 vo11  sun31     kHa33  pe33  sun31 
                       kHa33  ve55  sun31 

 蟾       蜍 
 Sam33  Su11 

 
6 紙寮窩 

饒平腔 
 禾     筍  
 vo53  sun53 

 蟾       蜍 
 Sam33  Su55 

7 卓蘭 
饒平腔 

 禾     筍  
 vo53  sun53 

 蟾       蜍 
 Sam33  Su55 

8 饒洋 
饒平腔 

 禾     筍  
 vo11  sun53  

 舅       舅      婆   
 kHiu11 kHiu11 pHo55 

9 崙背 
詔安腔 

 腳     白     筍  
 kio55 pHa33 sun31 

  蛤      婆  
 kHio11 pHo53 

10 竹窩 
永定腔 

 禾     筍  
 vo55  sun31 

 蟾       蜍 
 Sam33  Su53 

11 粗坑 
永定腔 

 禾     筍  
 vo55  sun31 

 蟾       蜍 
 Sam55  Su11 

12 高陂 
永定腔 

 禾     筍  
 vo13 siN 35 

 蛤    蟆     蝏 
 ha35 ma35 tHiN 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禾     筍  
 vo13  sun11 

 蟾       蜍 
 Sam11  Su13 

14 石門 
武平腔 

 腳      白     筍   (閩) 
 kiok3 pHak5 sun31 

 螿       蜍   (閩) 
 tsiu31  tsi11 

15 象洞 
武平腔 

禾     筍  
vo13 s´ N 31 

雞    舅       婆  
ke33 tsHiu53 pHo11  

16 藍埔 
豐順腔 

 禾     筍  
 vo11 sun53 

 蟾       蜍 
 Sam33 Su13 

 
1. 武洛、東勢把「茭白筍」唸成 kHa33 pe33 sun31；kHa33 ve55 sun31  顯然是受了閩南話的影響。另外崙

背、大溪、中壢和石門叫「腳白筍」也是從閩南話轉換過去的。見例 138。 
2. 「癩蛤蟆」在南部叫「蟾蜅螺」，其他說「蟾蜍」，石門唸 tsiu31 tsi11 是經過拗折調整，崙背叫「蛤

婆」kHio11 pHo53(潮陽話叫「蛤婆」kap5 po55)，饒洋叫「舅舅婆」kHiu11 kHiu11 pHo55、高陂叫「蛤

蟆蝏」ha35 ma35 tHiN 13、象洞叫「雞舅婆」ke33 tsHiu53 pHo11。見例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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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個別點的特色﹚ 

  詞目  139.蝴蝶  140.荔枝  141.竹蓆 (曬穀用) 
1 內埔 

四縣腔 
 蛘      蝶   仔 
 ioN11 iap5  pe31 

 荔   枝    
 li55   tsˆ13 

  ×

2 頭份 
四縣腔 

 蝶    仔 
 iak5  ge31 

 荔   枝 
 li31   tsi13 

 竹     笪 
 tsuk3  tat3 

3 竹東 
海陸腔 

 蝶     仔 
 Ziak3 l ` 55 

 荔    枝 
 li11 

   tsi53 ( ki53)  
 竹      笪   仔 
 tSuk3   tat3  l ` 55 

4 新屋 
海陸腔 

 蝶       仔 
 Ziak3  g´55 

 荔   枝 
 li11

   tS ˆ31 (tsi53) 
 竹       笪 
 tSuk-3   tat3 

5 東勢 
大埔腔 

 蝶     
 Ziak5   

 荔  枝 
 li31  tSi33 

 竹      笪 
 tSuk3   tat3 

6 紙寮窩 
饒平腔 

 蝶     仔 
 iak5   e53 

 荔   枝 
 li33   tsi11 

 竹     笪    仔 
 tSuk5

  tat5  le53  
7 卓蘭 

饒平腔 
    荔    枝 

 li33   tsi11 
 笪    仔 
 tat5  tsˆ 31  

8 饒洋 
饒平腔 

蛘        蝶 
 ZioN 11 Ziap5 

荷   包    、荔  枝 (書) 
ho53 pau11  li11 tSi11  

簟 
tHem35  

9 崙背 
詔安腔 

 蝶     
 Zia55 

  荔    枝 、 玉    荷    包 
 nai11 tsi55     ¯iu55 ho33 pau11    

 鴨   仔     圈 
 ap5

  ba55  tsHian55 
10 竹窩 

永定腔 
 蝶     仔 、蝴    蝶 
 iak5  ge11     fu11 tHiap5 

 荔    枝 
 li31

   tSHˆ53 
 竹     笪    
 tSuk5

  tat3  
11 粗坑 

永定腔 
 蝶      仔  
 Ziak5  ge11      

 荔    枝 
 li53   tS ˆ11 

 竹      笪   仔 
 tSuk3  tat3 le31 

12 高陂 
永定腔 

蝴    蝶 
 fu13 tHie/ 5

     
 荔    枝 
 li11 tsˆ 33 

 竹      笪    
 tsˆ / 3 ta/ 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蝶    
 Ziak5   

 荔   枝 
 li11   ki55 

 竹      蓆 
 tsuk3  tsHiak5  

14 石門 
武平腔 

 蝶  
 iat5 

 荔    枝 
 ni53   tsˆ13 

  × 

15 石門 
武平腔 

蛘     蝶   仔 
 ioN 11 i/ 5 tsˆ 31 

 荔    枝 
 le11 tsˆ 13 

  穀     笪 
kμ / 3 ta/ 3 

16 藍埔 
豐順腔 

 蝶     仔 
 Ziak5 Zˆ31 

 荔    枝 
 li31

   tsi55 
  竹    笪 
 tsuk3 tat3 

1. 「蝴蝶」在南部叫「蛘蝶仔」，其他叫「蝶仔」，也有人叫「蝶」。見例 140。 
2. 「荔枝」在 (9)崙背有兩種說法，其中「荔枝」是用當地閩南話詞彙，「玉荷包」是大陸原鄉的說法。

見例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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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42.鍋巴   143.乩童  144.羅盤  145.禮籃 
1 內埔 

四縣腔 
 飯        
 fan55   lat3 

 童       乩 
 tHuN11  ki13 

 羅     盤 
 lo11    pHan11 

 籮    䈪 
 lo11  kak3 

2 頭份 
四縣腔 

 飯       
 fan55   lat3 

 童       乩 
 tHuN11  ki13 

 羅     盤 
 lo11    pHan11 

 籮    䈪 
 lo11  kak3 

3 竹東 
海陸腔 

 飯         
 pHon11

  lat5 
 童       乩 
 tHuN55  ki53 

 羅     盤 
 lo55    pHan55 

 籮     䈪 
 lo55   kak3 

4 新屋 
海陸腔 

 鑊       
 vok3 

  lat5  
 敕      童      
 tS Hit5  tHuN55 

 羅      盤 
 lo55    pHan55 

 籮     䈪 
 lo55   kak3 

5 東勢 
大埔腔 

 飯         
 pHon55  lat3 

 童       乩 
 tHuN11  ki33 

 羅     經    (閩) 
 lo11   kaN33 

 杈       籮 
 tS Ha53   lo11 

6 紙寮窩 
饒平腔 

 飯         
 pHon11

  lat3 
 童       乩 
 tHuN53  ki11 

 羅     盤 
 lo33

    pHan55 
 籮     䈪 
 lo53   kak3 

7 卓蘭 
饒平腔 

 飯         、飯       疕 
 pHon33  lat3   pHon33 pHi53 

 童       乩 
 tHuN 33  ki11 

 羅     盤  (閩) 
 lo33

    pHan53 
 杈       籮 

 tsHa33
   lo53 

8 饒洋 
饒平腔 

 飯           
 pHon35

  lat3    
 童       身 
 tHuN 31 Sin11 

 羅    經 
 lo31 kaN 11  

 杈      籮 

 tsHa33 lo55  

9 崙背 
詔安腔 

 鑊     疕 
 bo55

  pHi53 
 童        身 
 tHuN33  sin11 

 羅     盤 
 lo33

    pHan55 
 籮     䈪 
 lo33   ko13 

10 竹窩 
永定腔 

 飯         
 pHon11

  lat3 
 童       乩 
 tHuN53  ki33 

 羅     盤 
 lo55

    pHan53 
 籮     䈪 
 lo53   kak3 

11 粗坑 
永定腔 

 飯         
 pHon11  lat3 

 乩    童 
 ki11 tHuN55 

 羅     盤 
 lo55    pHan55 

 籮     䈪 ；         䈪 
 lo55   kak3  tS HaN55  kak3

12 高陂 
永定腔 

 飯          巴 
 pHuan11 pa11 

 童        身 
 tHuN 35 siN 33 

 羅     盤 
 lo55    pHan55 

□       籮 
man35 lo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飯        
 fan11

  lat3 

 ×  羅    盤 
 lo11

    pHan13 
 籮     䈪 
 lo35   kak3 

14 石門 
武平腔 

 鑊     疕   、燒     疕 
 bok5  pHi31     seu35 pHi53 

 童       乩 
 tHuN11  ki13 

 羅    經 
 lo11   kaN35 

 杈       籃 

 tsHa53   lan13 
15 石門 

武平腔 
飯              仔 

 pHuoN 33 la/ 5 tsˆ 31 
 ×  羅    盤 

 lo11 pHaN 11 
   

tsHaN 31 
16 藍埔 

豐順腔 
 飯          
 pHon11 lat5  

 童       乩 
 tHuN11  ki55 

 羅     盤 
 lo33

   pHan13 
  籮     䈪 
 lo13    kak3 

 
1. 「鍋巴」和「結疤」在客家話都用「」，閩南話用「疕」，崙背、石門也用「疕」。見例 143。 
2. 「乩童」只有粗坑、中埔說「乩童」、其他方言點「童乩」，詞序相反。見例 144。 
3. 「羅盤」有「羅盤」和「羅經」兩種。見例 145。 
4. 「禮籃」，東勢、石門、大溪的說法比較特別。見例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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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46.捲葉萵苣  147. 愛玉  148 蟬 
1 內埔 

四縣腔 
 皺      萵 
 tsiu55  mak3 

 薁    蕘      
 o55   ieu11 

 蟬         仔 
 tsHam11  me31  

2 頭份 
四縣腔 

 皺      萵 
 tsiu55  mak3 

 愛     玉 
 oi55   ¯iuk5 

 蟬         仔 
 tsHam11  me31 

3 竹東 
海陸腔 

 皺      萵 
 tsiu11  mak5 

 愛    玉 
 oi11   ¯iuk3 

 蟬       仔 
 Sam55  l¡55 

4 新屋 
海陸腔 

 皺      萵 
 tsiu11  mak5 

 愛    玉 
 o55   ¯iuk3 

 蟬       仔 
 Sam55  ?55 

5 東勢 
大埔腔 

䊆      萵 
 kHiu11  mak3 

 乒      乓       子 
 pHin31 pHoN31  tsˆ31 

 呫        呫       吱 
 Ziam53  Ziam53 Zi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皺      萵 
 tsiu33

  mak3 
 愛     玉 
 oi11   ¯iuk3 

 蟬        仔 
 sam53  me53 

7 卓蘭 
饒平腔 

䊆      萵  、 萵     仔    菜 
 kHiu33

  mak3    mak3 tsˆ 31 tsHoi31
 乒      乓     子 
 pin11 paN 11  tsˆ 31 

 蟬      、知    了 
 siam53    kit5 le55 

8 饒洋 
饒平腔 

鵝    仔     菜   、萵     菜 
No33 tsˆ 33 tsHoi53  mak5 tsHoi53 

 ×  蟬      
 Sian55     

9 崙背 
詔安腔 

 ×  ×  蟬         
 hiam53   

10 竹窩 
永定腔 

 油   萵 
 iu53  mak3 

 ×  蟬       
 Sian53 

11 粗坑 
永定腔 

 油     萵 
 Ziu55  mak3 

乒      乓       子  、  薁    蕘   仔
 pHin11 pHau35

  tsˆ31      o53  Zio35 e31 
 蟬       仔 
 Sam55 me31 

12 高陂 
永定腔 

 ×  ×  蟬       仔 
 sian35 tsˆ 55 

13 槺榔村 
長樂腔 

 油     萵 
 Ziu11

  mak3 
 薁   蕘   仔 
 o53 Zio33 a53 

 蟬        
 sam55 

14 石門 
武平腔 

 油   萵 
 iu11

  mak3 
 薁    蕘 
 o53   gio13 

 蟬      仔 
 sian11 ni31 

15 象洞 
武平腔 

 油   萵 
 iu11

  mak3 
 × 蟬      仔 

saN 11 tsˆ 31  
16 藍埔 

豐順腔 
 ×  薁    蕘   仔 

 o31   Zio33 a53 
 蟬       
 Sam13 

1.一般客家話多半沒有「愛玉」這個詞彙，這個詞彙多半是「借詞」，像「薁蕘」、「子仔」是借

用閩南話的說法，有的直接借用，有些經過語音拗折的過程；而「愛玉」是將國語的詞轉成客家話

的語音。比較特別的是「白仙草」這個說法。另外(16)槺榔村也把「薁蕘仔」用來罵閩南人，因為

客家人是「屙硬屎」；中埔叫「子仔」是受到閩南話的影響。東勢把「捲葉萵苣」說成「萵」，

屏東閩南話叫「萵仔」kHiu33 mB55 P51。另 外「愛玉」、「蟬」、「水果」、「荸薺」東勢的說

法比較特殊。見例 148。 
2.「蟬」的說法，東勢是以蟬的叫聲來造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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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49. 痛  150.荸薺  151.南瓜 
1 內埔 

四縣腔 
 痛 
 tHuN55 

 馬      薺   (閩) 
 ve55  tsi13 

 番       瓜     、 金     瓜    
 fan11

  kua13       kim11 kua13 

2 頭份 
四縣腔 

 痛 
 tHuN55 

 馬      薺 
 ma35  tsHi11 

 黃       瓠 
 voN11  pHu11 

3 竹東 
海陸腔 

 痛 
 tHuN11 

 馬      薺 
 ma53  tsHi55 

 黃       瓠 
 voN55  pHu55 

4 新屋 
海陸腔 

 痛 
 tHuN11 

 馬      薺 
 ma53  tsHi55 

 黃       瓠 
 voN55  pHu55 

5 東勢 
大埔腔 

  
疾 

 tS Hit5 
 脆     薯 
 tsHe53 Su11 

 黃       瓜 
 voN11  kua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疾 

 tS Hit5 
 馬      薺 
 ma11  tsHi55 

 黃      瓠 
 voN55  pHu55 

7 卓蘭 
饒平腔 

  
疾 

 tsHit5 
 筆    脆 
 pit5 tsHe53 

 金       瓜       
 kim11  kua11 

8 饒洋 
饒平腔 

  
疾 

 tS Hit5 
 筆    脆 
 pit5 tsHe53 

南       瓜 、金     瓜  
nam31 ka11   kim11 ka11 

9 崙背 
詔安腔 

  疾 
 tsHit5  

 馬      薺 
 ma11  tsHi53 

 金       瓜 
 kim33 kua11 

10 竹窩 
永定腔 

 ×   ×  黃       瓠 
 voN55  pHu53 

11 粗坑 
永定腔 

 疾 
 tsHit5 

 馬     薺 
 ma11 tsHi55 

 黃       瓠 
 voN55  pHu55 

12 高陂 
永定腔 

 疾 
 tsHIi/5 

 馬      薺 
 ma35 tsHi11 

 金       瓠 
 kiN 55 pHu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痛 
 tHuN53 

 馬     薺 
 ma55 tsHi13 

 黃       瓠 
 voN11  pHu13 

14 石門 
武平腔 

 疾 
 tsHit5 

 馬     薯 
 ma35 sˆ 11 

 金       瓜    、黃      瓠 
 tsin33  kua33     boN11 pHu13 

15 象洞 
武平腔 

 疾 
 tsHit5 

 馬      薺 
 ma31 tsHi113 

番       瓠 
pHan55 pHu13 

16 藍埔 
豐順腔 

 痛 
 tHuN53 

 馬     薺     葱 
 ma53 tsHi11 tsHuN 55  

 金       瓜  、黃        瓠 
 kin53  kua55   voN33  pHu13 

 

1. 「痛」的說法用「疾」的有東勢、卓蘭、粗坑、崙背、大溪、石門等地，是比較特殊的詞彙，

所謂特殊是指當地人可以很明確的告訴別人他們的所說的客家話到底那裏和別人不一樣，發

音人最常舉的例子就是「痛」的說法。見例 150。 
2. 「荸薺」，東勢的「脆薯」、中埔的「馬薯」很顯然是從閩南話的「馬薺」be55 tsi13 所產生

的聯想。見例 151。 
3.  「南瓜」高陂叫「金瓠」比較特別。見例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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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52.皮蛋  153.爆米花  154.嬸母 
1 內埔 

四縣腔 
 臭       卵 、馬      尿      卵 
 tsHu55 lon31   ma11 ¯iau55 lon31 

 米      𥺆       
 mi31  tsHaN11 

 姆    姆         叔    姆 
 me11 me13、 suk3 me13 

2 頭份 
四縣腔 

 馬      卵 
 ma35  lon31 

 米      𥺆 
 mi31  tsHaN13 

 叔    姆 
 suk3  me13 

3 竹東 
海陸腔 

 皮      蛋 
 pHi24   tan53 

 米      𥺆 
 mi11

  tS HaN55 
 叔     姆 
 Suk3  me13；55 

4 新屋 
海陸腔 

 馬      卵 
 ma53  lon13 

 米      𥺆 
 mi33

   tS HaN55 
 阿   嬸 
 a33  tsim55 

5 東勢 
大埔腔 

 馬      卵 
 ma35  lon31 

 米      芳 
 mi31   pHaN53 

 叔    姆 
 Suk3  me13 

6 紙寮窩 
饒平腔 

 馬      卵 
 ma11   lon53 

 米      芳 
 mi33

   pHaN53 
 阿   嬸 
 a33  sim13 

7 卓蘭 
饒平腔 

 馬      卵 
 ma11  lon31 

 米      芳 
 mi33

   pHaN 53 
 阿   嬸 
 a33  sim55 

8 饒洋 
饒平腔 

 皮      卵 
 pHi11 lon53 

米      

mi31 lat3   
阿  嬸  

 a11  sim35 

9 崙背 
詔安腔 

 ×   米      芳 
 mi33

   pHaN11 
 阿   嬸 
 a33  tsim53 

10 竹窩 
永定腔 

 鹼      卵 
 ki33   lon31 

 米      𥺆 
 mi31   tS HaN53 

 叔     姆 
 Siuk5 me55 

11 粗坑 
永定腔 

 皮       卵 
 pHi35   lon31 

 米       𥺆 
 mi31   tS HaN55 

 叔     姆 
 Suk3  me11 

12 高陂 
永定腔 

  壞        蛋      、   皮       蛋 
huai33 tHan11     pHi35 tHan11 

 米      𥺆 
 mi35 pHaN 11 

 叔     姆 
 suk3 me1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  米      芳 
 mi11

   pHaN53 
 叔     姆 
 Suk3  me55 

14 石門 
武平腔 

 皮      蛋 
 pHi11

   tan53 
 米      芳 
 mi31   pHaN13 

 阿   嬸 
 a33  tsim53 

15 象洞 
武平腔 

 皮      蛋 
 pHi11

   tan31 
炒       米 
tsHau31 mi11 

叔    姆      仔 
 suk3 me11 tsˆ 31 

16 藍埔 
豐順腔 

 皮      蛋 
 pHi33

   tan13 
 米       
 mi53   tsHaN13 

  叔    姆 
 Suk1  me55 

 

1. 「蛋」在客家話叫「卵」，因為和「核卵」(睪丸)的聯想，所以在有些客家話把「雞蛋」叫「雞

春」，但是「皮蛋」卻不說「春」，「蛋糕」也都叫「雞卵糕」，沒有叫「雞春糕」。見例 153。 

2. 「爆米花」一般客家話叫「米」，「米芳」是接近閩南話的說法。見例 154。 

3. 「嬸嬸」在美濃叫「姆娘」是比較特別的，另外石門、新屋、紙寮窩的說法比較接近閩南話。

見例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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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55. 搖籃  156. 盪鞦韆 
1 內埔 

四縣腔 
 晃      槓    
 koN11

 koN55  
 吊      晃       槓 
 tiau55  koN11  koN55 

2 頭份 
四縣腔 

 搖     籃 
 ieu11 lam11 

 吊      晃        槓 
 tiau55  koN11   koN55 

3 竹東 
海陸腔 

 搖      籃 
 Ziau55 lam55 

 打      晃      槓 
 ta11   koN55  koN11 

4 新屋 
海陸腔 

 搖       籃 
 Ziau55 lam55 

  吊      艮      槓     仔 
  tiau11 kin55  koN11 e55 

5 東勢 
大埔腔 

 搖       籃 
 Zieu33 lam13 

 幌      晃     槓 
 hPi53  koN11  koN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搖      籃 
 Zau55 lam55 

 打     晃      槓    仔 
 ta11

  koN55
  koN33 Ne53 

7 卓蘭 
饒平腔 

 搖       籃 
 ziau33 lam53 

 幌      晃       槓     
 hãi53  koN 11

  koN 53  
8 饒洋 

饒平腔 
 搖       籃 

Ziau11 lam55 
 打     韆       鞦     
 ta33 tsHian11 tsHiu11  

9 崙背 
詔安腔 

 搖      籃 
 Zio33 lam53 

 幌      公      家      
 hPi11  koN33

  ke55  
10 竹窩 

永定腔 
 搖     籃 
 ieu55 laN53 

 打     公     鞦 
 ta31  kuN33  tsHiu33 

11 粗坑 
永定腔 

 搖     籃 
 Zio55 lam55 

 吊        晃      槓 
 tiau55

  koN11
  koN55 

12 高陂 
永定腔 

 搖      籃 
 iau35 laN 13 

搖     木     板 
iau35 muk3 pan35 

13 槺榔村 
長樂腔 

 搖      籃 
 Ziau11 lam13 

 打    晃      槓  
 ta11

  koN35
  koN53 

14 石門 
武平腔 

 搖    籃 
 io11 lam13 

 沸   盪      鞦     
 fi53  tHoN11 tsHiu13 

15 石門 
武平腔 

 搖     籃 
 iåu11 laN 13  

 打   黃       旺     
 ta11 voN 11 voN 53 

16 藍埔 
豐順腔 

 搖         籃 
 Ziau33 lam13 

 晃      槓       仔 
 koN11 koN13  e31 

 
1. 有些點的「搖籃」和「鞦韆」是同樣的詞彙。見例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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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57.河蚌  158. 大河蚌 
1 內埔 

四縣腔 
 蜆     仔 
 han31 ne31 

 蟯     鱉      仔 
 ieu11   pue13 e31  

2 頭份 
四縣腔 

 蜆     仔  
 han31 ne11 

 螺   鱉    仔    、        靠      仔 
 lo11  pe35 e31         khoN11 kHau55 e31  

3 竹東 
海陸腔 

 蜆     仔 
 han11 l ` 55 

 蚶       鱉 
 ham53  pe55 

4 新屋 
海陸腔 

 蜆     仔 
 han11  {55 

         鱉      、        靠      仔 
 kHoN53  pe55        kHoN33 kHau11 u55  

5 東勢 
大埔腔 

 蜆     
 han53 

 螺   鱉 (仔)     、       靠 
 lo11   pe35             kHoN11 kHau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蜆      仔 
 han33

  ne53 
 蚶       鱉 
 ham11  pe55 

7 卓蘭 
饒平腔 

 蜆      仔 
 han33

  tsˆ 31 
 蚶       鱉   、        靠 
 ham33

  pe55     kHoN 11 kHau53 
8 饒洋 

饒平腔 
 惜      惜 
 siak5 siak3 

真      珠   、蚌     
tSin11 tSu11   fuN 11 

9 崙背 
詔安腔 

 蜆      仔 
 hen55

  na53 
 粉      蚶  、 蟯     鱉    、 斧    頭      尖 
 fun11 ham11   Zio33 pue13     pu33 tHeu33 tsiam11 

10 竹窩 
永定腔 

 蜆      仔 
 han31  ne11 

 螺   鱉 
 lo53  pe33 

11 粗坑 
永定腔 

 蜆      仔 
 han31  ne11 

 螺    鱉   、蚶      殼     仔 
 lo55  pe11     ham35 hok3 ge31 

12 高陂 
永定腔 

□    仔  
kau53 tsˆ 35 

泥    基    
 lei35 tsi1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  蚌      
 pHoN55 

14 石門 
武平腔 

 蚶       仔 
 ham33

  mi53 
 大     螺   鱉 
 tHai33 lo11

  pe13 

15 石門 
武平腔 

 × 泥    基  
 ne11 tsi1 

16 藍埔 
豐順腔 

 蜆       
 han53 

 蚌       、 加    鱉 
 pHoN55       ka33

  pe55 

 
1. 淡水中的蚌在有些客家話中是用來指稱女性的生殖器，因為形狀類似，「鱉」則是因為聲音接

近的原因，所以有些客家話又用另外一個詞彙來指稱「蚌」。用「蚌」來形容女性生殖器，不

是只有部分的客家話次方言，李國正﹙1991：481﹚就提到：「女生殖器……瀘州話則盡量回避，

非說不可代之以下身，鄉下人稱「蚌殼ㄦ」、「團魚」。」 閩南話則是用海中的「蚶仔」或「水

雞」來指稱。見例 159。 

 

 

 

 

 

 

 

 



 77

 

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59.夫妻  160.妻子  161.大老婆  162.小老婆 
1 內埔 

四縣腔 
 公      婆 
 kuN35

  pHo11 
 姐      仔 
 tsia31  ue31 

 大      姐 
 tHai55  tsia31 

 細    姐      
 se55  tsia31   

2 頭份 
四縣腔 

 公      婆 
 kuN35

  pHo11 
 夫      娘 
 pu35

   ¯ioN11  
 大      婆 
 tHai55  pHo11 

 細   姐     仔 
 se55  tsia31  e31 

3 竹東 
海陸腔 

 公      婆 
 kuN53  pHo55 

 夫      娘 
 pu11

   ¯ioN55 
 大      婆 
 tHai11  pHo55 

 細   姐      
 se11  tsia13 

4 新屋 
海陸腔 

 公      婆 
 kuN53  pHo55 

 夫      娘 
 pu53    ¯ioN55 

 大      婆 
 tHai33  pHo55 

 細   姐      
 se11  tsia13 

5 東勢 
大埔腔 

 公       姐 
 kuN35

  tsia31 
 夫      娘 
 pu35 

   ¯ioN11 
 大       姨 
 tHai53   Zi11 

 細    姐      
 se55

  tsia31 

6 紙寮窩 
饒平腔 

 公       姐 
 kuN11  tsia53 

 夫      娘 
 pu11    ¯ioN55 

 大      婆 
 tHai33  pHo55 

 細    姐      
 se33

  tsia53 

7 卓蘭 
饒平腔 

 公       姐 
 kuN 33

  tsia53 
 夫      娘 
 pu11    ¯ioN 53 

 大      姐 
 tHai55  tsia31 

 細    姐      
 se33

  tsia53 

8 饒洋 
饒平腔 

 公       姐 
 kuN 11 tsia53 

 夫      娘 
 pu11 ¯ioN 55 

 大      娘 
 tHai33 ¯ioN 55 

 細    娘      
 se11 ¯ioN 55 

9 崙背 
詔安腔 

 公      姐      仔 
 kuN33

  tsia31 tsu31  
 夫       娘 
 pu33    ¯ioN53 

 大      姐 
 tHai11  tsia31 

 細    姨      
 se11  Zi55 

10 竹窩 
永定腔 

 公      婆 
 kuN11

  pHo53 
 夫      娘 
 pu11

   ¯ioN53 
 大      婆 
 tHai11  pHo53 

 細    姐      
 se11  tsia13 

11 粗坑 
永定腔 

 公        婆 
 kuN11  pHo55 

 夫       娘 
 pu11   ¯ioN55 

 大       婆 
 tHai53  pHo55 

 細    姐      
 se55  tsia31 

12 高陂 
永定腔 

 公        姐 
 kuN 33 tsia35 

 夫       娘 
 pu33 ȵioN 13 

 大       夫      娘 
 tHai11 pu33 ȵioN 13 

 細    夫      娘      
 se51 pu33 ȵioN 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公      婆 
 kuN55  pHo13 

 夫      娘 
 pu55    ¯ioN13 

 大      婆    、大      姐 
 tHai11  pHo13      tHai11  tsia11 

 細    姐      
 se53  tsia11 

14 石門 
武平腔 

 公      婆 
 kuN35

  pHo11 
 夫       娘 
 pu35    ¯ioN11 

 大     夫    娘     、大       婆
 tHai33  pu35 ¯ioN11   tHai55  pHo11

 細   夫   娘 
 se55 pu35  ¯ioN11 

15 象洞 
武平腔 

 公       婆 
 keN 53 pHo13 

 夫       娘 
 pμ 51 nioN 11 

 大       婆 
 tHa31 pHo11 

 小        婆 
 siåu31 pHo11 

16 藍埔 
豐順腔 

 公       婆 
 kuN53

  pHo13 
 夫       娘 
 pu31    ¯ioN13 

 大      婆 
 tHai33  pHo11 

 細    姐 
 se53  tsia53 

1.  東勢、紙寮窩、崙背、大溪把「夫妻」說成「公姐」和其他點都不一樣。見例 160。 

2.  南部把「妻子」叫「姐仔」；北部說「夫娘」。但是「小太太」卻不說「細夫娘」，叫「細姐」。

只有崙背叫「細姨」，這是閩南話的說法。崙背的「丈夫」唸 tS HoN 11 pu11，所以把「妻子」寫

作「夫娘」(廖偉成提供)見例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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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63.躲  164.捉迷藏 
1 內埔 

四縣腔 
 偋 
 piaN55 

  偋       掩    目     、偋       伏      仔 
 piaN55 em11 muk5      piaN55 pHuk5 ke31 

2 頭份 
四縣腔 

 匟 
 kHoN55 

 掩     眉    抹     目  
 em35 mi11 ma13 muk5 

3 竹東 
海陸腔 

 匟 
 kHoN11 

 匟        尋        仔  
 kHoN11 tsHim55  l ` 55 

4 新屋 
海陸腔 

 匟 
 kHoN11 

 匟        尋        仔  
 kHoN11 tsHim55 ?55 

5 東勢 
大埔腔 

 匟 
 kHoN53 

  匟        人      尋       、 掩    眉     摸 
  kHoN53 ¯in33 tsHim13      em11 mi11 mia13 

6 紙寮窩 
饒平腔 

 匟 
 kHoN53 

 匟        尋        仔  
 kHoN11 tsHim55 me53 

7 卓蘭 
饒平腔 

 藏 
 tsHaN31 

 作      人     尋 
 tsok5 ¯in33 tsHim53 

8 饒洋 
饒平腔 

 匟 
 kHoN 53 

 ×

9 崙背 
詔安腔 

 藏 
 tsHaN31 

 打    碰      仔 
 ta11 pHoN11 Ne55 

10 竹窩 
永定腔 

 ×  ×

11 粗坑 
永定腔 

 匟 
 kHoN53 

 匟        尋        仔 
 kHoN53 tsHim55 me31 

12 高陂 
永定腔 

 匟 
 kHoN53 

 ×

13 槺榔村 
長樂腔 

 匟 
 kHoN53 

 匟        尋 
 kHoN31 tsHim13 

14 石門 
武平腔 

 匟 
 kHoN55 

 覓    嘓     家 
 mi31 kok1 ka13 

15 象洞 
武平腔 

 匟 
 kHoN55 

 覓    嘓     家 
 mi31 kok1 ka13 

16 藍埔 
豐順腔 

 匟 
 kHoN53 

 囥        人     尋 
 kHoN 53 ¯in33 tsHim13 

 
1. 「躲」在四縣腔叫「偋」，其他說「匟」。見例 164。 
2. 「捉迷藏」各地的說法比較複雜。見例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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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65.稀飯  166.泔  167.雨鞋 
1 內埔 

四縣腔 
 粥 
 tsuk3 

 飯      湯        
 fan55  tHoN13        

 靴      筒 
 hio35   tHuN11  

2 頭份 
四縣腔 

 粥 
 tsuk3 

 粥       水 
 tsuk3  sui31 

 水       鞋 
 sui31   hai11 

3 竹東 
海陸腔 

 糜 
 moi55 

 糜        飲 
 moi55   Zim13 

 水     靴 
 Sui31  hio53 

4 新屋 
海陸腔 

 糜 
 moi55 

 糜        飲 
 moi55   Zim13 

 水     靴     筒 
 Sui31  hio53 tHuN55 

5 東勢 
大埔腔 

 糜 
 moi11 

 飯        湯 
 pHon53 tHoN33 

 水     靴     
 Sui31  hio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糜 
 moi53 

 糜       飲 
 moi53  Zim53 

 靴     筒 
 Sio11  tHuN55 

7 卓蘭 
饒平腔 

 糜 
 moi53 

 糜       飲   、 糜       湯 
 moi33

  zim31    moi33 tHoN11 
 水      鞋 
 fui33

   he53 

8 饒洋 
饒平腔 

 糜 
 moi55   

 糜       飲     
 moi31 Zim53      

 靴 
 hiau11 

9 崙背 
詔安腔 

 糜 
 mue53 

 飲 
 Zim31 

 雨    鞋 
 bu11 he53 

10 竹窩 
永定腔 

 糜 
 moi53 

 糜       飲 
 moi55

   im11 
 靴     筒 
 hio11  tHuN53 

11 粗坑 
永定腔 

 糜 
 moi55 

 粥       飲     、糜       飲 
 tsuk3   Zim53     moi55 Zim53 

 靴     筒 
 hio11  tHuN55 

12 高陂 
永定腔 

 粥 
 tsμ / 3 

 飯       飲      
 pHuan11 in35       

 水    鞋 
 fi35 he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糜 
 moi13 

 糜      飲 
 moi35

  Zim11 
 靴     筒 
 hio35

  tHuN13 

14 石門 
武平腔 

 粥 
 tsuk3 

 粥      水 
 tsuk3  sui31 

 雨    鞋 
 i31    hai13 

15 象洞 
武平腔 

 粥 
 tsμ / 3 

  粥       水 
tsμ / 3 se11 

 水    靴 
 se11 sio13 

16 藍埔 
豐順腔 

 糜     (不唸 moi13) 
 mue13  

 糜        飲 
 mue11 Zim53 

 靴      筒 
 hio53  tHuN13 

 
1. 四縣腔、武平腔把叫「稀飯」叫「粥」，東勢的「稀飯」叫「糜」，「稀飯湯」卻又叫「飯湯」，

東勢把「筷子」稱作「箸」，卻把裝筷子的竹筒稱作「筷筒」。見例 166。 
2. 崙背把「稀飯湯」叫「飲」可能是受到閩南話的影響。見例 167。 
3.「靴筒」在六堆有人唸作 sio35 tHuN 11。大溪唸 hia11 koN 55 是受到閩南話的影響。只有石門把「雨鞋」

叫「雨鞋」，一般都是叫「靴筒」。見例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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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68.磁鐵  169.打氣筒  170.茄子 
1 內埔 

四縣腔 
 吸       石 
 hiap5  sak5 

 風       筒 
 fuN35  tHuN11 

 吊       菜        仔 
 tiau55   tsHoi55  e31 

2 頭份 
四縣腔 

 吸       鋼    、じしゃく 
 hiap5  koN11    tsi33  tsia55  ku/3

 風      槓 
 fuN35  koN11 

 吊       菜 
 tiau55   tsHoi55 

3 竹東 
海陸腔 

 吸       鋼 
 hiap5   koN11 

 風      槓 
 fuN53  koN55 

 吊       菜 
 tiau11   tsHoi11 

4 新屋 
海陸腔 

 吸       鋼 
 hiap5   koN11 

 風      槓 
 fuN53  koN55 

 茄 
 kHio55 

5 東勢 
大埔腔 

 吸       石 
 kHip5   Siak5 

 風      唧 
 fuN33  tsip5 

 吊       菜 
 tiau55

  tsHoi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吸       鋼 
 hiap5   koN11 

 風      槓 
 fuN11  koN55 

 茄 
 kHiau55 

7 卓蘭 
饒平腔 

 吸       石 
 hiap3   sak5 

 風      唧 
 fuN11  tsit5 

 茄 
 kHiau53 

8 饒洋 
饒平腔 

 磁       鐵 
 tsH ˆ 31 tHiat3 

風    抽   
 fuN11  tsHiu11 

 茄 
 kHiau55 

9 崙背 
詔安腔 

 吸       石 
 hiap5   Sia55 

 風      灌 
 fuN11  kuan11 

 茄 
 kHio53 

10 竹窩 
永定腔 

 吸       石 
 hiap5

   Sak5 
 灌        風    个  
 kuan11 fuN11 Ne11 

 茄 
 kHio55 

11 粗坑 
永定腔 

 吸       鐵 
 hiap5

   tHiat3 
 風       槓 
 fuN11  kuN55

 

 吊       菜      仔 
 tiau55 tsHoi55 e11 

12 高陂 
永定腔 

 磁       鐵 
 tsH ˆ 35 tHiat3 

 氣       筒 
 tsHi51 tHuN 13

 

 茄 
 tsHio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吸      鋼 
 hiap5   koN11 

 ×  茄 
 kHio13 

14 石門 
武平腔 

 吸      石 
 kHit5   sat5 

 氣     筒 
 kHi53  tHuN11 

 茄 
 kHio13 

15 象洞 
武平腔 

 吸      石 
 tsH ˆ 11 sÅ / 5 

 打     氣     筒 
 ta11 tsHi53 tHeN 112 

 茄 
 tsHio13 

16 藍埔 
豐順腔 

 吸      鋼 
 hiap5 koN53 

 風       槓 
 fuN53  kuN13 

 茄 
 kHio13 

 
1. 武洛、東勢、石門、中埔把「吸」唸 kH-，應該是閩南話的滲透。見例 169。 

2.「打氣筒」叫「風槓」是比較普遍，南部叫「風筒」(南部閩南話叫「風筒」hç N 33 taN 13)、東勢、卓

蘭叫「風唧」、崙背叫「風灌」是比較特別的。見例 170。 
3. 有些的「茄」和「瘸」同音，所以把「茄子」叫「吊菜」。見例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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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71.青蛙  172.蝌蚪 
1 內埔 

四縣腔 
 蝦     蟆    仔 
 ha11   ma13 ue31 

                仔 
 kuai31 ¯iam55  me31 

2 頭份 
四縣腔 

 蝦     蟆 
 ha11   ma11 

                仔 
 kuai31 ¯iam55  me31 

3 竹東 
海陸腔 

 青          
 tsHiaN53 kuai13 

        喏     仔 
 kuai33  nuk3  l ` 55   

4 新屋 
海陸腔 

 青                 仔 
 tsHiaN53  kuai33 e55 

        喏     仔 
 kuai33  nok3  ´55 

5 東勢 
大埔腔 

 蝦     蟆 
 ha33  ma11 

 細           (有腳) ；光      枝    蠕  ﹙無腳﹚ 
 se55

  kuai31              koN11 ki35
  ¯iau31 

6 紙寮窩 
饒平腔 

        仔 
 kuai33   e53 

        喏     仔 
 kuai11  nuk5  e53 

7 卓蘭 
饒平腔 

 蝦     蟆    、田        雞   、青          
 ha11  ma53      tHian33 ke11     tsHiaN11 kuãi55 

 光      枝     
 koN33 ki33

  ¯iam55 
8 饒洋 

饒平腔 
田    雞      
tHian53 ke11     

田    頭    蚧  
tHian33 tHeu53 kai11   

9 崙背 
詔安腔 

       仔  (「仔」是閩南話) 
 kuai55

  a53 
 鴨  嫲    絲    
 ap5 ma33 si11 kuai55 

10 竹窩 
永定腔 

 蝦     蟆 
 ha55  ma53 

 狗            啄 
 kieu31 Nam55 tok5   

11 粗坑 
永定腔 

 青           
 tsHiaN35 kuai31 

        喏 
 kuai31 nok5 

12 高陂 
永定腔 

田        雞  、蛤    仔 
tHian13 ke11    kå / 3 tsˆ 35 

 蛤    蟆     蝏   
 ha35 ma35 tHiN 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蝦     蟆    、  
 ha11  ma13       kuai13 

        喏     
 kuai11  nok5  

14 石門 
武平腔 

 蝦     蟆    、水      雞 
 ha11  ma13        sui31  ke13 

 蛤          仔 
 kap3 kuai35 i31 

15 象洞 
武平腔 

             仔 
 kuaE 35

11 tsˆ 31 
 大        頭        □ 
 tHaε11 tH ´ μ 11 tHieN 113 

16 藍埔 
豐順腔 

 蝦    蟆    、 
 ha33 ma13       kuai53 

        喏 
 kuai33 nok5 

 

1. 「青蛙」的說法很多樣，「蝦蟆」、「仔」最常見。石門的「水雞」是閩南話的詞彙。見例 172。 
2. 「蝌蚪」的說法比較常見的是「仔」、「螫仔」。竹窩「狗啄」、詔安腔「鴨嫲絲」的

說法比較特別。東勢的「蝌蚪」分成有腳蝌蚪和無腳蝌蚪。卓蘭的說法和東勢一樣。高陂的「癩蛤

蟆」和「蝌蚪」的詞形相同。見例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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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73.蟑螂  174.螳螂  175.含羞草 
1 內埔 

四縣腔 
 黃       蚻 
 voN11  tsHat5 

 竹     篙   仔 
 tsuk3 ko35 e31 

 畏      心       草 
 vi55   sim13   tsHo31 

2 頭份 
四縣腔 

 黃       蚻 
 voN11  tsHat5 

 豹     虎   哥 
 pau55 fu31  ko13 

 見        笑     草 
 kian55  seu55  tsHo31 

3 竹東 
海陸腔 

 蜞     蚻      仔 
 kHi55 tsHat3  l ` 55 

 老    虎    哥 
 lo11  fu11 

   ko53 
 詐     死    草 
 tSa11  si11

   tsHo13 
4 新屋 

海陸腔 
 蜞      蚻      仔 
 kHi55  tsHat3  I55 

 老    虎    哥 
 lo11  fu11

   ko53 
 見        笑      草 
 Kian11 siau11  tsHo13 

5 東勢 
大埔腔 

 黃       蚻 
 voN11  tsHat5 

 草        馬    、 挨  礱    唏   呼
 tsHo31  ma13     e35  luN11 hi53 hu53

 見        笑      花 
 kian55  siau53  fa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蜞    蚻      仔 
 kHi33 tsHat5 e53 

 老    虎    哥 
 lo33  fu33 

  ko11 
 詐     死    草    、 含      羞       草 
 tSa11  si11

    tsHo53   hon53  siu11   tsHo53 

7 卓蘭 
饒平腔 

 黃       蚻 
 voN33  tsHat5 

 螳       空 
 toN11  kHoN55 

 見        笑       草 
 kian33  siau33  tsHo31 

8 饒洋 
饒平腔 

 黃       蚻 
 voN 11 tsHat5 

 ×  含        羞       草 
 ham31 siu11 tsHo53 

9 崙背 
詔安腔 

 黃      蚻     
 boN11 tsHat3 

 草      蝦 
 tsHo31 ha53 

 見        笑     草 
 kian33 sio53  tsHo31 

10 竹窩 
永定腔 

 黃      蚻     
 voN11 tsHat5 

  ×   詐      死    草 
 tsa55  si31    tsHo31  

11 粗坑 
永定腔 

 蜞     蚻     仔 
 kHi11

 tsHat5 le11  
 老    虎     哥 
 lo55  fu31

 
  ko11 

 詐      死    草 
 tSa55  si31    tsHo31  

12 高陂 
永定腔 

 黃        蚻     
 voN 13 tsHat5  

山    虎     舅 
 san33 fu35 tsHiou11  

 □    □    草 
 li11 tsi11 tsHo35  

13 槺榔村 
長樂腔 

 蜞    蚻    
 kHi11 tsHat5  

 老    虎    哥 
 lo53  fu11

 
  ko55 

 假    死      草 
 ka11  si11

    tsHo11  

14 石門 
武平腔 

 黃     蚻     
 boN11 tsHat5  

 草       猴 
 tsHo31  heu11 

 見      笑    草 
 ken53 sio55  tsHo31 

15 象洞 
武平腔 

 黃       蚻     
 voN 11 tsH Å / 5  

 猴        哥 
 h´ μ11 ko33 

 夜    合    草 
 ia11 a55   tsHo31 

16 藍埔 
豐順腔 

 蜞     蚻     
 kHi11 tsHat5  

 草       猴 
 tsHo53 heu13 

 見      笑       草 
 ken53 siau53  tsHo31 

 
1.  蟑螂的說法有兩種，有「黃蚻」、「蜞蚻」兩種。見例 174。 
2.  螳螂的說法在客家話有比較大的差異。武洛、大路關叫「草猴仔」；麟洛、新埤叫「螳螂」；內

埔叫「竹篙仔」；萬巒叫「竹篙鬼」；竹田叫「水擔竿」。佳冬叫「撘 丟 仔」、「  鉤鉤仔」、   
「水鉤仔」。「草猴」是和閩南話比較接近的說法。東勢的「挨礱唏呼」、中埔「挨 礱咇啵」是用

挨礱的樣子來形容，「唏呼」、「 咇啵」是聲音。見例 175。 
3.  內埔的「畏心草」應該是「畏羞草」的變讀。高陂叫「□□草」li11 tsi11 tsHo35、象洞叫「夜合草」

比較特殊。見例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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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76.連襟   177.丈夫  178.媳婦 
1 內埔 

四縣腔 
 大      細    仙       仔 
 tHai55  se55  sian13  ne31 

 老    公  
 lo31  kuN13 

 心      舅  
 sim11 kHiu13 

2 頭份 
四縣腔 

 大     細    仙       仔  、 姨    丈 
 tHai55 se55  sian33  ne31     i11   tsHoN55

 老    公  
 lo31  kuN13 

 心      舅   
 sim11 kHiu13 

3 竹東 
海陸腔 

 姨    丈       仔 
 Zi55  tS HoN53  l ` 55 

 老    公  
 lo11 kuN53 

 心      舅 
 sim53 kHiu53 

4 新屋 
海陸腔 

 姨   丈        仔 
 Zi55  tS HoN53  e55 

 老    公  
 lo33  kuN53 

 心      舅  
 sim53 kHiu53 

5 東勢 
大埔腔 

 大      細    仙      (仔) 
 tHai55 se53  sian13 

 老    公  
 lo31  kuN33 

 心      舅  
 sim33 kHiu33 

6 紙寮窩 
饒平腔 

 姨    丈         
 Zi53  tS HoN11 

 老    公  
 lo33  kuN11 

 心      舅  
 sim11 kHiu11 

7 卓蘭 
饒平腔 

 大     細    仙     、 姨     丈        
 tHai33 se33  sian11        ¯i33  tsHoN11 

 老   公  
 lo33 kuN11 

 心      舅  
 sim11 kHiu11 

8 饒洋 
饒平腔 

姨     丈         
Zi31 tS HoN 11      

 丈        夫、阿  郎 
tS HoN 33 fu11 a11 loN 55   

 新      婦 
 sim11 pHe11 

9 崙背 
詔安腔 

 姨    丈         
 Zi33 tS HoN11 

 丈        夫  
 tS HoN33 pu11 

 新     婦 
 sim11 pHe11 

10 竹窩 
永定腔 

 姨     丈         
 Zi53  tS HoN33 

 老    公 
 lo31  kuN33 

 心      舅 
 sim31 kHiu53 

11 粗坑 
永定腔 

 姨     丈       仔 
 Zi55  tS HoN11 Ne31 

 老    公 
 lo31 kuN11 

 心      舅  
 sim11 kHiu11 

12 高陂 
永定腔 

 姨     丈        
 i35 tsHoN 33 

 老    公 
 lo35 kuN33 

 新      婦 
 såin55 pHe3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姨     丈         
 Zi53  tS HoN55 

 老    公  
 lo11  kuN55 

 心      舅 
 sim55 kHiu55 

14 石門 
武平腔 

 大     細    仙      
 tHai33 se55  sian13 

 老    公  
 lo31  kuN13 

 心      舅 
 sin11 kHiu13 

15 象洞 
武平腔 

姨  丈 
i11  tsHoN13 

 老      公  
 lŒu31 keN 35 

新     姆 
s´ N 33 me13 

16 藍埔 
豐順腔 

 姨     丈         
 Zi11  tsHoN53 

 老    公 
 lo31 kuN 55 

 心      舅 
 sim53 kHiu55 

1.  一般客家話叫「連襟」叫「姨丈」，而「大細仙」是比較接近閩南話的說法。見例 177。 

2. 崙背的「丈夫」、「媳婦」的說法和其他客家話不同。大溪把媳婦叫「阿嫂」也是比較特殊的。見

例 178。客家話的「媳婦」一般是寫作「娘」，根據詔安客家話的唸法，也許可以寫作「夫娘」(廖

偉成提供)。 

3. 一般客家話「媳婦」叫「心舅」，象洞叫「新姆」比較特別。見例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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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79.白鷺鷥  180.牛屎龜   181.絲瓜  182.蚊帳 

1 內埔 
四縣腔 

 白      鶴 
 pHak5 hok5 

 糞      屎   公 
 pun55 sˆ31 kuN13 

 菜        瓜 
 tsHoi55 kua13 

 眠      帳  
 min11 tsoN55 

2 頭份 
四縣腔 

 白      鶴 
 pHak5 hok5 

 牛     屎  蛄 
 ¯iu11 sˆ31 ku13 

 菜        瓜 
 tsHoi55 kua13 

 眠      帳  
 min11 tsoN55 

3 竹東 
海陸腔 

白      鶴 
 pHak5 hok3 

 糞        屎   蛄 
 pHun11 Si33  ku53 

 菜        瓜 
 tsHoi11 kua53 

 蚊       帳  
 mun55 tSoN11 

4 新屋 
海陸腔 

白      鶴 
 pHak5 hok5 

 糞        屎   蛄   仔 
 pHun11 Si33   ku53 u55 

 菜        瓜  
 tsHoi11 kua53 

 眠      帳  
 min55 tSoN11 

5 東勢 
大埔腔 

 白      鶴 
 pHak5 kHok3 

 豬     屎   糞     蛄 
 tSu35 Si31  pun31 ku33 

 菜        瓜 
 tsHoi53 kua33 

 眠      帳  
 min33 tSoN53 

6 紙寮窩 
饒平腔 

 白      鶴 
 pHak5 hok5 
 pHak5 kHok5 

 糞      屎   蛄  
 pun33 Si33  ku11 

 鬚        瓜 
 tsHiu33 kua11 

  蚊        帳 
 mun11 tSoN53 

7 卓蘭 
饒平腔 

 白      鶴 
 pHak5 kHok5 

 牛      屎    蛄  
 ¯iu33  si11   ku55 

 菜       瓜 
 tsHoi33 ka11 

  蚊        帳 
 mun11 tsoN31 

8 饒洋 
饒平腔 

×   糞      屎   蟲 
pun33 Si11 tS HuN 55 

 菜        瓜 
 tsHoi33 ka11 

   
 

9 崙背 
詔安腔 

 白     鷺     鷥 
 pHa33 loN33 su11 

 半      天       雷 
 pan11 tHian11 lui53 

 薍       蔕 
 lon33 tse11 

  蚊       旂 
 mun11 tsHi53 

10 竹窩 
永定腔 

 ×  ×  ×  × 

11 粗坑 
永定腔 

 白      鶴    仔 
 pHak5 hok5 ge31 

 糞      屎  蛄  
 pun55 S ˆ11  ku11 

 菜        瓜 
 tsHoi53 kua11 

 眠      帳  
 min11 tSoN53 

12 高陂 
永定腔 

 白      鴣    鷥 
 pHak5 lu51 sˆ 11 

 牛     屎     蟲  
 N åi35 sˆ 55 tsHuN 13 

薍      蔕 
 luan11 tse51 

 蚊       帳  
 meN33 tsoN5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白      鶴     
 pHak5 hok5 

 牛      屎   蛄  
 ¯iu11  Si11  ku55 

 菜        瓜 
 tsHoi53 kua55 

 眠      帳  
 min11 tSoN53 

14 石門 
武平腔 

 白      鷥 
 pHak5 si35 

 牛      屎    蛄  
 ¯ieu31 si31  ku13 

 薍      蔕 
 lon11  tse53 

 蚊       帳  
 mun11 tsoN53 

15 象洞 
武平腔 

 白       鶴 
 pH Å / 3 ho/ 5 

 ×   薍      蔕 
luŒ N 11 tse53 

 蚊        帳  
 m´ N 11 tsoN 51 

16 藍埔 
豐順腔 

 ×  牛     屎   蛄 
 ¯iu11 Si53 ku55 

 菜        瓜 
 tsHoi53 kua55 

 眠      帳 
 min55 tSoN 53 

1.  崙背、中壢的「白鷺鷥」說法很獨特，和閩南話的「白鷺鷥」比較接近。見例 180。 
2. 「絲瓜」在紙寮窩、崙背、石門叫「薍蔕」，語源不詳，和母雞肚裏頭的卵音讀有些類似。見例 181。 
3. 「蚊帳」在詔安腔叫「蚊旂」是比較特別的說法，附加成分目前暫時分成「眠」、「蚊」，筆者也

懷疑可能是同一個字。見例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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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83. 餈粑  184. 蒜苗   185. 蒜頭  186. 女婿 
1 內埔 

四縣腔 
 餈     粑  
 tsHi11 pa13 

 蒜     仔  
 son55 ne31 

 蒜      頭  
 son55 tHeu11 

 婿   郎 
 se55 loN11 

2 頭份 
四縣腔 

餈      粑   、軟        粄 
 tsHi11 pa13    ¯ioN31 pan31 

 蒜      仔  
 son55 ne31 

 蒜      頭  
 son55 tHeu11 

 婿   郎 
 se55 loN11 

3 竹東 
海陸腔 

 餈     粑  
 tsHi55 pa53 

 蒜      梗  
 son11 kuaN13 

 蒜      頭  
 son11 tHeu55 

 婿   郎 
 se11 loN55 

4 新屋 
海陸腔 

 餈     粑  
 tsHi55 pa53 

 蒜      梗  
 son11 kuaN13 

 蒜      頭  
 son11 tHeu55 

 婿   郎 
 se11 loN55 

5 東勢 
大埔腔 

 餈     粑  
 tsHi11 pa33 

 蒜      梗 
 son55 kuaN31 

 蒜      頭  
 son55 tHeu11 

 婿   郎 
 se53 loN11 

6 紙寮窩 
饒平腔 

 餈     粑  
 tsHi53 pa11 

 蒜      仔  
 son33 ne53 

 蒜      頭     仁 
 son11 tHeu33 Zin55 

 婿    郎 
 se11 loN55   

7 卓蘭 
饒平腔 

 麻     餈       
 ma11 tsHi53 

 蒜      仔  
 son33 tsˆ31 

 蒜      頭  
 son11 tHeu53 

 婿    郎 
 se11 loN53   

8 饒洋 
饒平腔 

 麻     餈       
 ma11 tsHi53 

 蒜      仔  
 son33 tsˆ31 

 蒜      頭  
 son11 tHeu53 

 婿    郎 
 se11 loN53   

9 崙背 
詔安腔 

 餈     、麻      餈 
 tsHi55     mua33 tsi13 

 葫 
 fu53 

 葫   頭 
 fu33 tHeu53 

 阿   郎  

 a33  loN51 

10 竹窩 
永定腔 

 ×  ×  ×  婿   郎 
 se11 loN55 

11 粗坑 
永定腔 

 餈     粑  
 tsHi55 pa11 

 蒜      梗 
 son53 kuaN53 

 蒜      頭 
 son53 tHeu55 

 婿   郎 
 se55 loN55 

12 高陂 
永定腔 

 餈      粑  
 tsH ˆ 35 pa33 

 葫      頭       
 fu35 tH åi13 

 葫      頭     仔 
 fu35 tH åi33 tsˆ 55 

 婿    郎 
 se51 loN 13 

13 槺榔村 
長樂腔 

 餈     粑  
 tsHi11 pa55 

 蒜      梗 
 son53 kuaN11 

 蒜      頭 
 son53 tHeu35 

 婿   郎 
 se31 loN13 

14 石門 
武平腔 

 餈     粑  
 tsHi11 pa13 

 蒜      仔 
 son55 ni53 

 蒜      頭 
 son53 tHeu13 

 婿   郎 
 se53 loN11 

15 象洞 
武平腔 

 餈      粑  
 tsHi11 pa13 

蒜       仔 
suŒ N 55 tsɿ 11 

蒜       頭 
suŒ N 53 tH ´ μ 113 

 婿    郎 
 se51 loN 13 

16 藍埔 
豐順腔 

 餈     粑  
 tsHi11 pa55 

 蒜      梗 
 son53 kuaN 53 

 蒜      頭  
 son53 tHeu13 

 婿    郎  
 se53 loN 13 

 

1. 「餈粑」的餈和「徐」同音，所以在姓徐人家的面前不可以講「餈粑」，要說「軟粄」。見例 184。 
2. 「蒜」和「蒜頭」在詔安腔的說法比較特別。見例 185、186。 
3. 「女婿」一般客家話是叫「婿郎」，只有崙背、大溪叫「阿郎」，潮陽話也叫「阿郎」a33 ne55、豐順

有「阿郎菜」a33 loN 11 tsHoi53  娶親的時候，新郎帶去給新娘在房裏吃的菜。見例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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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音詞彙差異對照表 

    詞目  187.仔  188. 謝謝  189.辦家家酒 
1 內埔 

四縣腔 
 仔 
 e31 

 多    謝 
 to11  tsHia55 

 弈  加   拉   飯    仔 
 i55  ka11 la11 fan55 ne31 

2 頭份 
四縣腔 

 仔 
 e31 

 承     蒙       你 
 sˆn11 muN11  e11 

 煮     加   拉   飯    仔  
 tsu31 ka11 la11 fan55 ne31 

3 竹東 
海陸腔 

 仔 
 ´55 (l ` 55) 

 承      蒙        你  、恁    細    膩     
 Sin55  muN55  ¯i55     an11  se11   ¯i33 
 恁     工       夫   、恁     仔    細 
 an11  kuN53  fu53      an11  tsˆ11  se11   

 混     加   拉  
 fun11 ka53 la53 

4 新屋 
海陸腔 

 仔 
 x  

  承     蒙      你   、恁    細     膩 、恁     工      夫
 Sin55  muN55  ¯i55    an11  se11   ¯i33  an11  kuN53  fu53

 混      且      姆    仔 
 fun11 tsHia53 me53 e55 

5 東勢 
大埔腔 

 ×  勞    力 
 lo11   lat5 

 混     加    拉   (仔)  
 fun53 ka11 la13  

6 紙寮窩 
饒平腔 

 仔 
 e53 

 承     蒙       你 
 Sin55  muN55  ¯i55 

 混     加    拉  仔 
 fun33 ka11 la11 e53 

7 卓蘭 
饒平腔 

 仔 
 tsˆ31 

 勞    力 、恁    仔    細 、  感       謝 
 lo11   lat5    an33 tsˆ31 se31     kam11 tsHia55 

 混     加    拉   
 fun33 ke11 la53 

8 饒洋 
饒平腔 

 仔 
 tsˆ31 

 勞    力 、恁    仔    細 、  感       謝 
 lo11   lat5    an33 tsˆ31 se31     kam11 tsHia55 

 混     加    拉   
 fun33 ke11 la53 

9 崙背 
詔安腔 

 仔     、么 
 tsu51     iãu55 

 勞    力 
 lo11  lat5 

 辦       加   伙  
 pHen33 ka11 fo55 

10 竹窩 
永定腔 

 仔 
 e31 

 承      蒙       你 
 Sin55  muN55  ¯i53 

 × 

11 粗坑 
永定腔 

 仔 
 e31 

 承      蒙       佷 
 Sin55  muN55  hen11 

 混     加   拉   仔 
 fun53 ka11 la13 e31 

12 高陂 
永定腔 

 仔 
 ˆ35 

 感       謝        汝 
 kaN 35 tsHia11 he13 

 辦       酒      家 
 pHan11 tsiu35 ka(11) 

13 槺榔村 
長樂腔 

 仔 
 e35 

 承     蒙       你 
 Sin11  muN11  ¯i13 

 混      加  拉  仔  
 fun11 ka55 la53 a13 

14 石門 
武平腔 

 仔 
 i31 

 多    謝 
 to55  se53 

 辦      家   伙  
 pan11 ka11 fo53 

15 象洞 
武平腔 

 仔 
 tsˆ31 

 多    謝 
 to33 tsHia51 

 做     謝       婆      仔 
 tso51 tsHia/ 5 pHo11 tsɿ31 

16 藍埔 
豐順腔 

 ×  承      蒙       你 
 Sin11  muN11  ¯i33 

 混     加   拉   仔 
 fun53 ka11 la13 e31 

 
1.「仔」的唸法，各地不同，新屋的唸法比較特別，它是由詞根音尾決定，崙背的「么」是用來表示

「幼小」的意思。見例 188。 
2.  東勢把「謝謝」說成「勞力」和閩南話接近，一般的人比較常聽到北部的客家 人說「恁仔細」an31  tsˆ 31 

se55，但是筆者提示的時候，發音人仍然表示那不是他們普遍的說法。見例 189。 
3. 「辦家家酒」各地的說法差異頗大。見例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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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原鄉客語舉隅 
 

月份 

【正月】tsaN33 Nie/5  

【兩月】tioN31 Nie/5  

【三月】saN33 Nie/5  

【四月】s353 Nie/5  

【五月】e11 Nie/5  

【六月】tω/3 Nie/5  

【七月】tsHi/3 Nie/5  

【八月】pa/3 Nie/5  

【九月】tsiu11
 Nie/5

 

【十月】S2/3 Nie/5
 

【十一月】Si/3 i/3 Nie/5  

【十二月】Se13 he11 Nie/5 

 
 
 
 
 
 
 

星期 

【星期日】seN53 kHi13 ni/3  

【星期一】seN53 kHi13 i/3   

【星期兩】seN53 kHi13 tioN31   

【星期三】seN53 kHi13 saN13   

【星期四】seN53 kHi13 s353   

【星期五】seN53 kHi13 e31   

【星期六】seN53 kHi13 tω/3   

 
 

節氣 

【一年四季】i/3 nien11 s333 ku´i53  

【春上】tsH ´n13 NoN53 

【夏天】ha11 tHieN13  

【秋天】tsHiu11 tHien13  

【冬上】teN35 hÅ53  

【節氣】tsie/3 tsHi53  

【立春】li/1 tsH ´ 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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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i11 Se11 

【驚蟄】tsiaN33 S2/5 

【春分】tsH ´n11 f´ N13   

【清明】tsHin53 min13   

【穀雨】kμ /3 i31 

【立夏】li/5 ha31 

【小滿】siŒu31 maN13   

【芒種】mÅ N11 tseN53 

【夏至】ha11 ts353   

【小暑】siŒu11 su53  

【大暑】tHaE11 su53 

【立秋】li/1 tsHiou13   

【處暑】tsHu11 su51   

【白露】pH Å /1 lu53 

【秋分】tsHiu11 f´ N13 

【寒露】huŒ N11
5 lu53 

【霜降】soN33 koN53   

【立冬】li/1 teN13 

【小雪】siεω31 sie/3 

【大雪】tHaε11 sie/3 

【冬至】teN11 ts353  

【小寒】siŒω31 huŒ N113 

【大寒】tHaε31 huŒ N13 



 89

武平原鄉客語舉隅 

 

1. 現在是什麼時候？  

「裏下乜个時候？」ti31 ha11 ma/1 ke55 s311 h´u31？ 
----------------------------------------------------------------------------------- 

2. 我一輩子都住在洋貝。  

「一生世人都住在洋貝。」Nai11 i/3 seN33 s351 niN13 tu35 tsHu33 tsHai33 
ioN13 pue33。 

----------------------------------------------------------------------------------- 
3. 後來搬到平川鎮。 

「後來徙到平川鎮。」h´u51 luaE11 saE11 to51 pHiN11 tsHuŒ N33 ts´ N53。 
------------------------------------------------------------------------------------ 

4. 我住在這裡很久了。 

「住在底落絕久。」 Nai11 tsHu33 a33 ti11 lo11 tsHie/5 tsiu31。 
------------------------------------------------------------------------------------ 

5. 他來好幾天了。  

「佢來好多日了。」tsi13 laE13 ho11 to35 ni/5 tio11。 
----------------------------------------------------------------------------------- 

6. 他剛剛來。 

「佢□來。」tsi13 ko55 laε11。 
------------------------------------------------------------------------------------ 

7. 你待會兒再去。 

「汝等一下再去。」he13 taN31 Na11 z313 tsaE33 hi53。 
------------------------------------------------------------------------------------ 

8. 還沒睡喲！ 

「還無睡！」han33 mo11 sue53。 
------------------------------------------------------------------------------------ 

9. 我臨時有事不能去。 

「臨時有事情，無來！」Nai13 liN11 s311 iu35 s353 tsHiN11，mo13 luaE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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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有時候會來。 

「佢有時候會來。」tsi11 iu53 s311 h´u31 voi33 luaE11。 
----------------------------------------------------------------------------------- 
11. 我馬上去。 

「就去。」 Nai13 tsHiu33 tsHi53。 
----------------------------------------------------------------------------------- 
12. 我到處去玩。 

「哪□去嫽。」 Nai13 to33 tsHu33 tsHi55 liau31。 
----------------------------------------------------------------------------------- 
13. 他住在我家隔壁。 

「佢係隔壁。」hen13 tsHiu55 tsu55 Nai13 kak3 piak3。 
----------------------------------------------------------------------------------- 
14. 我住在這裡。 

「住在歸老。」 Na113 tsHu53 a55 ti31 lo11
。 

----------------------------------------------------------------------------------- 
15. 他站在那裡。 

「佢徛□个老。」tsi113 tsHi35 a53 ka33 lo11
。 

----------------------------------------------------------------------------------- 
16. 這個東西給你。 

「□個東西拿分你。」ti11 ke11 t´ N33 sˆ33 na33 ke55 he11
。 

----------------------------------------------------------------------------------- 
17. 我一塊錢給你。 

「一塊錢給你。」 Na11 i/3 kHuai55 tsHieN12 ke55 he113
。 

----------------------------------------------------------------------------------- 
18. 他被我打了！ 

「佢被打哩！」tsi11 pe55 Na113 ta31 li11！ 
----------------------------------------------------------------------------------- 
19. 那個東西要賣多少錢？ 

「那個東西要賣多少錢？」he11 kai33 ke33 t´ N33 s333 uaE13
55 me33 tsi11 

to35 tsHieN1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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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這是什麼？ 

「這个係乜个東西？」he13 ka51 ke55 ma/3 ke55 t´ N33 s335？ 
----------------------------------------------------------------------------------- 
21. 那是什麼？ 

「那是乜个？」ka51 ke55 ma/3 ke55？ 
----------------------------------------------------------------------------------- 
22. 你姓練嗎？ 

「你姓練嗎？」he13 siaN55 kieN51 ma33？  

是。 

「係。」he53。  

不是。 

「毋係。」?11 me53。 
----------------------------------------------------------------------------------- 
23. 你叫什麼名字？ 

「你安到乜別名？」he13 haN55 (ham55) ma/3 ke55 miaN113？ 
----------------------------------------------------------------------------------- 
24. 你要找誰？ 

「你要尋乜人？」he11 uaE55 tsHiN11 man31 niN11
。 

----------------------------------------------------------------------------------- 
25. 把他打死！ 

「把佢弄死！」pa33 tsi33 l´ N53 s331
！ 

----------------------------------------------------------------------------------- 
26. 會不會？ 

「會不會？」 we31 ?11 mue31
？ 

要不要？ 

「要不要？」 we55 ?11 mue35
？  

----------------------------------------------------------------------------------- 
27. 她長得很漂亮！ 

「佢長到絕婧！」tsi113 saN33 to53 tsHe/1 tsiaN13！ 
「佢長到很婧！」tsi113 tsoN11 to53 han11 tsiaN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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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可以去，你不可以去！ 

「好去，你毋敢去！」 Na13 ho31 hi53，he13 e11 kan31 hi53
！ 

----------------------------------------------------------------------------------- 
29. 你說的客家話和我說的客家話不一樣！ 

「你講个客家話和講个客家話毋係一般吧！」he11 koN31 kai33 
kH å /1 ka35 fa53 tH ´ N11 Na11 koN31 kai33 kH å /3 ka35 fa53 ?11 me55 i/3 
pan35 ma35

！ 
----------------------------------------------------------------------------------- 
30. 我和你一起去！ 

「和你一下來去。」 Na11 haN53 he11 i/3 ha11 luaE11 hi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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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平原鄉客語舉隅 

 
 

月份 

【正月】tSaN11 ¯iat3  

【二月】¯i35 ¯iat3  

【三月】sam11 ¯iat3  

【四月】si53 ¯iat3  

【五月】e53 ¯iat3  

【六月】liuk1 ¯iat3  

【七月】tsHit1 ¯iat3  

【八月】pet3 ¯iat3   

【九月】kiu53 ¯iat3  

【十月】Sip5 ¯iat3  

【十一月】Sip5 it1 ¯iat3  

【十二月】Sip5 ¯i35 ¯iat3 

 

 

 

 

 

 

星期 

【星期日】sen33 kHi53 ¯it3  

【星期一】sen11 kHi53 it3   

【星期二】sen11 kHi33 ¯i35  

【星期三】sen11 kHi53 sam11   

【星期四】sen11 kHi33 si53   

【星期五】sen11 kHi33 e53   

【星期六】sen11 kHi53 liuk1   

 

節氣 

【一年四季】it5 nen55 si33 ki53  

【春天】tS Hun11 tHen11  

【夏天】hã35 tHen11  

【秋天】tsHiu11 tHen11  

【冬天】tuN11 tHen11  

【節氣】tsiet5 kHi53  

【立春】lit5 tS Hun11 



94 
 

【雨水】vu33 fui53 

【驚蟄】kiaN11 tS Hit5 

【春分】tS Hun11 fun11 

【清明】tsHin11 min55  

【穀雨】kuk5 vu53 

【立夏】lip5 hã35 

【小滿】siau33 man53 

【芒種】moN11 tSuN53  

【夏至】hã33 tSi53 

【小暑】siau33 Su53 

【大暑】tHai33 Su53 

【立秋】lip5 tsHiu11 

【處暑】tS Hu33 Su53 

【白露】pHak5 lu35  

【秋分】tsHiu11 fun11 

【寒露】hon11 lu53  

【霜降】soN11 koN53 

【立冬】lit5 tuN11  

【小雪】siau31 siet3  

【大雪】tHai33 siet1 

【冬至】tuN11 tSi53  

【小寒】siau11 hon55  

【大寒】tHai33 ho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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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平原鄉客語舉隅  

 

1. 錢放在這裡。  

「錢放在里。」tsHian55 pioN53 tsHe11 li33。 
----------------------------------------------------------------------------------- 

2. 把東西放在那裏。  

「把貨物放在□。」pa33 fo11 mut5 pioN53 tsHai11 kun33。 
----------------------------------------------------------------------------------- 

3. 這個東西給你。 

「里个東西分你。」li33 e55 tuN33 si33 pun53 ¯i55。 
------------------------------------------------------------------------------------ 

4. 這是誰啊？  

「這里儕？」li55 ni33 sa55？ 
----------------------------------------------------------------------------------- 

5. 這是什麼？ 

「里个乜个東西？」li11 e33 mai55 e11 tuN11 si11？ 
------------------------------------------------------------------------------------ 

6. 那個東西要賣多少錢？ 

「該个東西愛賣幾多錢？」kai11 e55 tuN11 si11 oi11 mi11 it5 to11 
tsHian55？ 

------------------------------------------------------------------------------------ 
7. 你叫做什麼名字？ 

「你安(叫)乜个名？」 ¯i55 on11 (kiau11) mai55 e11 miaN55？ 
------------------------------------------------------------------------------------ 

8. 你家住在哪裹？ 

「你屋下住在里位」 ¯i55 vuk5 ha11 tS Hu55 e11 ni11 vui13？ 
----------------------------------------------------------------------------------- 

9. 把他打死。 

「把佢打死！」pa11 kiu55 ta33 si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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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會不會？ 

「你會毋會？」 ¯i55 voi55 ?11 moi13
？ 

----------------------------------------------------------------------------------- 
11. 你要不要？ 

「你愛無愛？」 ¯i55 oi53 ?33 moi53
？ 

----------------------------------------------------------------------------------- 
12. 妳長得很漂亮！(長得好看) 

「你長得好影！」 ¯i55 tSoN53 tet3 ho33 NiaN53
！  

「你長得敢婧！」 ¯i55 tSoN53 tet3 kan31 tsiaN11
！  

----------------------------------------------------------------------------------- 
13. 你可以去！ 

「你好去！」 ¯i35 ho11 kHiu51 ！ 
----------------------------------------------------------------------------------- 
14. 你要不要去？ 

「你愛無愛去？」 ¯i35 oi11 ?55 moi33 kHiu53？ 
----------------------------------------------------------------------------------- 
15. 我可以去。 

「也好去。」ia11 ho53 kHiu31
。 

----------------------------------------------------------------------------------- 
16. 我不能去。 

「毋會去。」?11 voi35 kHiu31。 
----------------------------------------------------------------------------------- 
17. 現在是什麼時候？ 

「現在乜个時候？」hian11 tsHai35 mak3 ke33 Si11 heu13？ 
----------------------------------------------------------------------------------- 
18. 我一輩子都在教書。 

「一世人在教書。」it5 Se11 ¯in55 tsHai33 kau33 Su11。 
----------------------------------------------------------------------------------- 
19. 我以前在種田。 

「以前在作田。」 Nai55 i33 tsHen55 tsHai33 tsok5 tHen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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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來這裏很久了。 

「來里很久哩。」 Nai55 loi33 li11 hen33 kiu53 li11。 
----------------------------------------------------------------------------------- 
21. 你要住幾天？ 

「你愛蹛幾多日？」 ¯i55 oi11 tai11 ki55 to11 ¯it3？ 
----------------------------------------------------------------------------------- 
22. 等一會兒再去。 

「等下仔來去。」ten53 ha11 tsˆ31 Nai33 loi33 kHiu53。 
----------------------------------------------------------------------------------- 
23. 還沒有睡喲。 

「吂睡。」maN11 fe35。 
----------------------------------------------------------------------------------- 
24. 他有時候會來。 

「佢有時會來。」kiu55 iu11 Si33 voi35 loi331。 
----------------------------------------------------------------------------------- 
25. 我馬上去。 

「馬上去。」 Nai55 ma11 SaN35 kHiu53。 
----------------------------------------------------------------------------------- 
26. 他每天都來。 

「日日都來。」 ¯it5 ¯it3 to33 loi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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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原鄉客語舉隅 

數  詞 
 
 
【一】It3   

【二】he11 

【三】sã33 

【四】sˆ51 

【五】e35 

【六】liuk(1) 

【七】tsH It3 

【八】pa/ 3 

【九】tsiou35 

【十】sI /5 

【十一】sI /5 It3   

【十二】sI /5 he11 

【十三】sI /5 saN33 

【十四】sI /5 sˆ51 

【十五】sI /5 e35 

【十六】sI /5 liuk(1) 

【十七】sI /5 tsH It(1) 

【十八】sI /5 pa/ (1) 

【十九】sI /5 tsiou35 

【二十】he11 sI /5 

【二一】he11 It3   

【二二】he11 he11 

【二三】he11 sã33 

【二四】he11 sˆ51 

【二五】he11 e35 

【二六】he11 liuk3 

【二七】he11 tsH It3 

【二八】he11 pa/3 

【二九】he11 tsiou35 

【三十】saN33 sI /5 

【三一】saN33 It3  

【三二】saN33 he11 

【三三】saN33 sã33 

【三四】saN33 sˆ51 

【三五】saN33 e35 

【三六】saN33 liuk3 

【三七】saN33 tsH It3 

【三八】saN33 pa/3 

【三九】saN33 tsiou35 

【四十】sˆ 51 sI /5 

【四一】sˆ 51 It3   

【四二】sˆ 51 he11 

【四三】sˆ 51 sã33 

【四四】sˆ 51 sˆ51 

【四五】sˆ 51 e35 

【四六】sˆ 51 liuk3 

【四七】sˆ 51 tsH It3 

【四八】sˆ 51 pa/3 

【四九】sˆ 51 tsiou35 

【五十】e55
 s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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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e55 It3   

【五二】e55 he11 

【五三】e55 sã33 

【五四】e55 sˆ51 

【五五】e55 e35 

【五六】e55 liuk(1) 

【五七】e55 tsH It(1) 

【五八】e55 pa/ (1) 

【五九】e55 tsiou35 

【六十】liuk3 sI /5 

【六一】liuk3 It3   

【六二】liuk3 he11 

【六三】liuk3 sã33 

【六四】liuk3 sˆ (31) 

【六五】liuk3 e35 

【六六】liuk3 liuk3 

【六七】liuk3 tsH It3 

【六八】liuk3 pa/3 

【六九】liuk3 tsiou35 

【七十】tsH It3 sI /5 

【七一】tsH It3 It3   

【七二】tsH It3 he11 

【七三】tsH It3 sã33 

【七四】tsH It3 sˆ(31) 

【七五】tsH It3 e35 

【七六】tsH It3 liuk3 

【七七】tsH It3 tsH It3 

【七八】tsH It3 pa/3 

【七九】tsH It3 tsiou35 

【八十】pa/3 sI /5 

【八一】pa/3 It3   

【八二】pa/3 he11 

【八三】pa/3 sã33 

【八四】pa/3 sˆ (31) 

【八五】pa/3 e35 

【八六】pa/3 liuk3 

【八七】pa/3 tsH It3 

【八八】pa/3 pa/3 

【八九】pa/3 tsiou35 

【九十】tsiou55 sI /5 

【九一】tsiou55 It3   

【九二】tsiou55 he11 

【九三】tsiou55 sã33 

【九四】tsiou55 sˆ51 

【九五】tsiou55 e35 

【九六】tsiou55 liuk(1) 

【九七】tsiou55 tsH It(1) 

【九八】tsiou55 pa/(1) 

【九九】tsiou55 tsiou35 

【一百】It3 p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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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原鄉客語舉隅  

(一)敘述句 

我是永定的客家人。 

「𠊎係永定客人。」 Nai35 he11 vun35 tHeN11 kHak3 Nin13。  
----------------------------------------------------------------------------------- 

 

(二)疑問句 

你要去龍岩嗎？ 

「你愛去龍岩無愛啊？」he13 uai51 tsHi51 liuN13 Nan13 ?33 uai51 a33？ 
----------------------------------------------------------------------------------- 

你要去永定？還是要去武平？ 

「你愛去永定啊？愛去武平？」he13 uai51 tsHi51 vun35 tHeN11 a11？ 
uai51 tsHi51 u35 pHeN13 ? 

我要去武平。 

「𠊎愛去武平。」 Nai13 uai51 tsHi51 u35 pHeN13。 
------------------------------------------------------------------------------------ 

老師你要去買菜？還是要去唱歌？ 

「老師你愛去買菜？愛去唱歌？」lou35 sˆ33 he13 uai51 tsHi51 mai35 tsHai51 a33？

uai51 tsHi51 tsHoN51 ko33？ 
------------------------------------------------------------------------------------ 

你要去找誰？ 

「你愛去尋乜人？」he13 uai51 tsHi51 tsHim13 man11 NiN13？ 

我要去找你爸爸。 

「𠊎愛去尋你阿爸。」Nai13 uai51 tsHim13 he13 ke55 a33 pa31。  
------------------------------------------------------------------------------------ 

你要幹什麼？ 

「你愛去做乜个？」he13 uai51 tsHi51 tso51 mak3 ke55？ 
我要去市場買菜。 

「𠊎愛去市場買菜。」Nai13 uai51 tsHi51 si11 tsHoN13 me35 tsHuai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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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去哪裏？ 

「你愛哪裏去？」he13 uai51 hue11 le31 tsHi51？ 

我要去廈門做事。 

「𠊎愛去廈門做事。」Nai13 uai51 tsHi51 ha11 meN13 tso51sˆ11。 
----------------------------------------------------------------------------------- 

你是不是蔡老師？ 

「你係毋係蔡老師？」he13 he11 e33 kHe11 tsHai51 lou35 sˆ33？ 

是！我是蔡老師。 

「係！𠊎係蔡老師。」he11， Nai13 he11 tsHai51 lou35 sˆ33。 
----------------------------------------------------------------------------------- 

你有錢嗎？ 

「你有錢無？」he35 iou35 tsHian13 mo13？ 

我有很多錢！ 

「𠊎有好多錢！」 Nai35 iou33 hau33 to55
 tsHian13！ 

----------------------------------------------------------------------------------- 
 

(三)比較句  

我比你大！ 

「𠊎比你大！」 Nai13 pi35 he13 tHai11！ 
----------------------------------------------------------------------------------- 

我比你大三歲！ 

「𠊎比你大三歲！」 Nai13 pi35 he13 tHai11 saN33 se51！ 
----------------------------------------------------------------------------------- 

我和你一樣大！ 

「𠊎得你一般般大！」 Nai13 tet3 he13 it3 pan33 pan33 tHai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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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動句： 

我的學生被老師打了！ 

「𠊎个學生得老師打了！」 Nai13 ke33 hok5 sen33 tet5 lou55 sˆ33 ta35 
lo11！ 

----------------------------------------------------------------------------------- 
你的雞被我殺了！ 

「你个雞被𠊎殺了！」he13 ke55 ke33 tet3 Nai11 tsH ˆ35 pHet3 lo11！ 
----------------------------------------------------------------------------------- 

你被人家打。 

「你被人家打。」he13 tet5 Nin11 ka13 ta35 lo11。 
----------------------------------------------------------------------------------- 

 

(五)處置句 (把字句) 

我媽媽把你的雞殺掉了！ 

「𠊎阿姆得你个雞㓾忒矣」Nai35 a33 me33 tet3 he13 ke55 ke33 tsHˆ35 pHet3 lo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