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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學客家童謠 
張秋台老師 

 
第一章客家童謠淺說 
 
第一節話說童謠 
１－１童謠產生的背景 
各位鄉親大家平安 
秋台今天有機會來跟大家談論客家童謠的事務，感覺非常非常的高興。大家都知

道任何一個族群，對於兒童為了給他們有ㄧ個消遣為了轉化他們的情緒，所以我

們有許許多多在語言上給小朋友的學習或者是消遣。大家都知道，早年沒有電視

也沒有廣播，甚至於連小孩子受教育的機會都很少，所以小孩跟著祖父、祖母、

爸爸、媽媽、或者和哥哥、姐姐在一起的時候，難免會覺得很無聊，所以這個時

候呢，要怎麼樣來轉化小孩子的情緒，如何讓小孩子過得比較快樂，我相信童謠

就是這樣來形成的。 
 
１－２童謠之教化意涵 
當然童謠完全起自於生活，要配合小孩子要好唸好記，同時有一些教化的意義， 
也就是說小孩子的教育方面。我們為人父母或祖父母者在讓小孩子唸來唸去的童

謠裡面，在不知不覺當中改善或改變他們的情緒或者注意力，我相信這就是我們

童謠產生的一個主要背景。 
 
第二節童謠之探析 
 
２－１童謠的特色 
大家都知道我們客家人，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文藝氣息的一個族群，大家講話全部

都「搭句搭句」（即：押韻），「挨音挨音」（即：音韻很近似）。我記得還小的時

候，祖母替我弟弟洗澡的時候，在「腳盆」（即：澡盆）邊，她就會說，「點心點

心過水毋怕（即：不怕）深」，或者說「膽膽大做婆太（即：曾祖母）」，這個意

思就是說，小孩子要洗澡的時候，要「落腳盆」（即：進澡盆）「燒燒介水肚」（即：

熱水裡）時感覺「膽膽大」（放大膽量），「大」和「做婆太」的「太」諧音，意

思說小孩子進到水裏去，不要怕要有膽量。我們以前洗澡的時候，若是男孩還要

放一粒石頭。圓圓的石頭就是要「做膽」，要有膽量的意思，所以就唸「膽膽大

做婆太」。再來摸他的「心肝」（此指心臟部位），拍一拍並說「點心點心過水毋

怕深」，所以任何一句話裏面，有許許多多非常非常溫馨並押韻的語言。 
 
２－２童謠之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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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生活上，小孩子我們要如何來轉化他，有許多很有趣的例子。我記得

小時候，我們石圍牆的駁崁上邊，住有一位瑞霖兄，傍晚做工回家的時候我們都

會笑他，瑞霖兄是個「木匠」（此指木匠師傅），也是一個「泥水」（此指泥水師

傅），也就是「泥水」（此指建築工作）和「木匠」（此指木匠工作）都大家都知

道「泥水」「木匠」會做「眠床」（即：床）會「做屋」（即：蓋房子），會「做浴

堂」（即：蓋浴室），什麼都會，但是我們都會笑他，「木匠師傅無眠床、泥水師

傅無浴堂」，「木匠師傅無眠床、泥水師傅無浴堂」，木匠師傅怎麼會沒有床呢、

泥水師傅怎麼會沒有浴室呢，這是一個消遣老師傅的話呀，小孩子就是這樣愛玩。 
所以說「眠床」和「浴堂」。「床」和「堂」就是押韻。 
 
所以客家人有很多很有趣的話語，小孩子看人在釣魚，大人弄渾水，拿一枝「釣

檳」（即：釣竿），在釣魚的時候就會說，「釣尾拱拱釣著一錫桶，釣尾直直釣無

食，釣尾『緊震動』（即：一直動），釣著一 公，釣尾彎彎釣著黃鱔」，釣尾

拱拱就表示說，釣到魚的時候釣竿是緊繃的彎彎的。釣尾拱拱就釣到「一錫桶」， 
「錫桶」就是國語的「鉛桶」，以前用錫焊起來的，我們稱為「錫桶」。 
 
「釣著一錫桶」，「拱」和「桶」押同韻，「釣尾直直就釣無食」那釣尾直直的時

候呢，魚沒有拉到線的時候呢，就直直的表示魚沒有上鉤，魚沒有「食釣」（即：

吃餌），所以就直直的，當然就是沒得吃，「直」和「食」押同韻，「釣尾緊震動

就釣著一 公」，「  公」就是，以前用竹篾做成裝魚的竹器，平常可以

揹在身旁可以用揹的也可以用提的，所以說「釣尾緊震動就釣著一 公」，

「公」和「動」二個押同韻，「釣尾彎彎就釣著黃鱔」，「黃鱔」就是在爛泥巴裡，

長得像鰻但又不一樣，「釣尾彎彎就釣著黃鱔」，這全部都是說小孩子在生活中有

感而發而來的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想其他的小孩也有可以唸。而且唸的時候呢，「詩

句碌碌」仔（即：充滿了詩的意境），像比如說看到小孩在樹上唸「樹尾搖搖『樹

頂高』（即：樹上）一隻猴」，看到小孩子爬到樹上，那樹梢會一直搖一直動所以

說，「樹尾搖搖『樹頂高』一隻猴」，表示這小孩像猴子一樣這麼愛爬樹，「恁攀

擎」（即：又爬又跳，喻很頑皮），所以說，「樹尾搖搖『樹頂高』一隻猴」，這全

部都是生活中小孩子覺得極有趣的，笑他說你呀好頑皮，像猴子一樣，這就是我

們客家的童謠，完全從生活中來的，再來小孩子難免會鬧情緒，比方說小孩子偶

爾會「蹻」（即：煩）爸爸媽媽，或者肚子餓了沒得吃，或者是哥哥欺負弟弟，

結果小孩會一直哭，哭了 要如何讓他不哭呢，一般來說，「喝喝咄咄」（即：大

聲叱喝不停）不要哭，哭什麼，哭了怎樣呢會這樣罵。 
 
但是我們客家人極少這樣，我們會用另外一種童謠的方式來說，像「又好噭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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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阿公殺老貓，貓仔『噭豺豺』（即：哭個不停），鰗鰍（即：泥鰍）鑽入泥」，

「又好噭又好笑」，「噭」就是哭的意思。「又好噭又好笑」，「笑」就是嘴巴張開

來，笑得很開懷很暢快，「阿公  老貓」阿公 了隻老貓，「貓仔噭豺豺鰗

鰍鑽入泥」，哭得很厲害，連泥鰍都鑽進泥土裡去了，其實這沒什意義，但小孩

在哭的當時聽到了，喲 「又好噭又好笑」又什麼「阿公 老貓」，貓仔又「噭

豺豺」，「鰗鰍鑽入泥」，他就已經非常非常的了解。 
 
每次唸這樣的句子，小孩子覺得很好笑，忽然間「噗」的一聲。他會從哭聲中笑

出來，會笑得很大聲，這個時候爸爸媽媽，就轉化了他的觀念，轉化了他的情緒 
這就是從童謠當中學的，所以當年沒有流行歌曲，這童謠就是小孩子的一種流行

歌曲，但是這流行歌曲把它當歌來唱，也可以說把它當作詩詞來吟唱來誦讀般， 
非常非常有他的教育意義，同時也有鄉土文學的意味，所以說客家人在這一童謠

方面真的是「詩句碌碌」仔（即：充滿了詩的意境），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非

常的有意義。 
 
講到我們客家人，一般來說大家都是「賣死力仔」（即：出賣勞力）的，大家非

常非常的勞苦，客家是勞苦的大眾，所以說大家工作，一天到晚七早八早就出門，

深更半夜才回家，對於子女的教養，爸爸媽媽大家都這麼操勞 一般來說要怎麼

來完全教育小孩，實在就沒辦法做得很週到，不過我們客家人，為人父母者，對

於子女的教育，大都身教重於言教，他的言行舉止，尤其是說做到「恁煞猛」（即：

這麼大打拼），做到「兩頭烏」（即：從早晨天未亮做到天黑），所以這個時候爸

爸媽媽的一種生活態度，工作態度，勞動的能力或者敬業的精神、吃苦的精神、

無形中就讓小孩養成一種教化作用，學習、潛移默化的一種作用。 
 
所以他雖然不怎麼有教，但是跟現在不一樣，現在這工業社會父母老師大家都很

忙，一般來說大家努力的做，生活也較好了，在較富足的時候呢，一般來說做父

母的，只有「養」、沒有「育」。怎麼說「養」，養就是說小孩子給他吃好穿好就

這樣而已，很少去教育小孩，所以現在我們客家子弟，在社會中也已經變質了，

和當年刻苦耐勞的精神，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別，怎麼說，以前從小到大跟著父母

去工作，現在呢，父母在外工作，小孩就教他，你回來的時候冰箱有些什麼。或

哪裡有些什麼，早上若沒有呢，就給個一百或八十，你去吃麵也好，吃什麼東西

都好。只有養，沒有「育」。沒有去教育，沒有教育小孩對於是非、對於善惡、

對於美醜。 
 
本人是客家子弟，我小時候跟著父母一起工作，從小跟媽媽去菜園去田裡，和爸

爸一起工作時，每次從爸爸那兒，看到爸爸做得「汗流勱落」（即：汗流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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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來不曾埋怨一聲苦，所以說從這樣的精神中，從這樣的學習當中，我們眼睛所

看見的，耳朵所聽到的，我們會有一個思考。所以對於做人的態度，從小就養成

一個比較能吃苦，或者較能忍耐的一個想法，客家子弟對於父母的教育，我相信

從生活中來學習的最多，一般來說從正式的教育方面反而較少，早年是這個樣

子，現在的現代父母不一樣了，大家忙，全部外出工作，小孩放在家裡，要不就

放在安親班，要不就交給學校，所以一般來說，現在就是有「養」沒有「育」、

怎麼說有「養」沒有「育」，我們說養育小孩，「養」就是說，大家都教小孩我早

上忙啊，給你五十元或一百元，你去吃或你要買什麼東西，你自己去打算，你回

來的時候冰箱有些什麼喔，哪裡有什麼東西喔，像這樣吃得好穿得好，但是早年

沒有這樣，早年的時候，完全就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在

刻苦耐勞中學習到許多，所以說對於教育方面，早年的時候沒什麼可以消遣，現

在可以看電視、看卡通，以前沒有，沒有的時候怎麼辦呢？教育方面一般就要用

比較有趣的童謠。 
 
像剛剛說的童謠方面來教育小孩，有很多很有趣的。比方大家過去很窮很窮呢，

像我小的時候會「蹻」（即：煩）爸爸，以前說有飯好吃就最高興了，人云「啜

粥罅揦湯」（喝稀飯湯汁），我記得小時候家理窮吃的「粥」（稀飯），「鮮湯湯仔」

（喻湯汁很多），我們就說，「一啜一條巷；一『歕』（即：吹）一條浪」，這也是

一個童謠也像是諺語般，意思說那稀飯好稀像那洗米水般，嘴巴一吸那碗中就像

條小巷弄般。像一條小溝渠般，「一『歕』（即：吹）一條浪」那一吹就像水般形

成波浪，像這樣可知當年實在是苦，沒得吃，沒得吃的時候呢，不單是沒飯可吃，

要有菜吃就更難了，所以就有此諺語來了。 
 
小時候回得家來，要「掌牛」（即：看顧牛）、要「掌鴨仔」（即：看顧鴨子）、要

「掌鵝仔」（即看顧鵝）、要到田裡割草給牛吃，所以如果我們有想到肚子餓的時

候。沒有菜，一碗飯啊，「冷飯」（即：剩飯）若是有醬油，或是糖來拌一下，哎

呀！這覺得實在比什麼都還要好呢，是享受呢，所以說就有「掌牛哥仔面黃黃，

三餐食飯愛摞糖，若爸毋係開糖店，若姆毋係繡花娘。」「開糖店」是說家裡開

店有賣糖，要糖的話從甕裡拿就有，但是一般人家買糖那這麼容易呢，所以說呢

「若姆毋係繡花娘」。「繡花娘」一般來說是大戶人家的婦女，不必做粗重的工作。

「手尖腳幼」（喻細皮嫩肉），在家不用做什麼，有呢就是繡花，不是像一般大眾

要下田去工作，要「上田落崁」（即：下田工作）去工作，所以就會「道歎」（即：

惋惜的說），「掌牛哥仔面黃黃」，大家都沒有飯好吃啊，所以大家臉色都黃黃的

啊，「三餐食飯愛摞糖」，「三餐食飯愛摞糖」，就是飯裡放些糖來吃，那真好，但

又會說，你爸爸不是開糖店的喔，你媽媽不是繡花娘喔，「掌牛哥仔面黃黃」的

「黃」，「三餐食飯愛摞糖」的「糖」，「若爸毋係開糖店」，「若姆毋係繡花娘」，「黃」

「糖」和「娘」押同韻，其實這些話也等於像山歌，也像唐詩絕句，所謂絕句就

是，七言絕句或五言絕句，七言絕句有四句，每一句有七個字，四七就二十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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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不過，第一句第二句和第四句要押韻，押的韻腳要相同，所以說「黃」「糖」

「娘」，第三句就不押韻了，所以說起承轉合，所以說，「掌牛哥仔面黃黃，三餐

食飯愛摞糖，若爸毋係開糖店，若姆毋係繡花娘。」這就可以充份表現我們客家

人的態度，意思是說你自己要認份喔，自己要知道家裡父母或家庭的狀況，不要

要求太多。有一點飯吃啊，有可以充飢啊，就很好了。所以說這也是一個童謠。 
 
再來，若小孩子一般要教化他時，像說以前讀書的時候，有時候要繳錢時家裡沒

錢，要繳學費沒有學費時，或者以前的老師會用竹子打小孩，會怕，會怕時就逃

學，逃學時走到半路就藏起來到傍晚才回家，不敢去學校，這個時候又有個童謠

來了，他說，「逃學狗滿山『走』（即：跑），走無路就走上樹，樹無椏就跌落『屎

缸下』（即：糞坑裡）」，或者說「跌落『崩崗下』（即：懸崖下）」也可以，「逃學

狗」是罵人，喲，你這「逃學狗」，同學遇到了看到就會罵他你這，「逃學狗滿山

『走』（即：跑），走無路就走上樹，樹無椏就跌落『屎缸下』（即：糞坑裡）」。 
「逃學狗」的「狗」和「滿山『走』（即：跑）」的「走」押同韻，逃學不是一件

得意的事，像狗一般，是如何呢，怕被老師追啊，怕被父母追啊，就藏在山裡滿

山跑，滿山跑，跑沒有路了呢，跑沒有路了，跑沒有路時就跑到樹上去。人家說

的「狗急跳牆」，跑沒路就跑到樹上去，但是樹沒有那枝椏。沒有那枝椏就掉進

懸崖或糞坑裡去了，這意思就是說你的結局啊，是很不好的。所以說，逃學狗滿

山『走』（即：跑），「狗」和「走」押同韻。「走無路就走上樹」，「路」和「樹」

又押同韻。「樹無椏」「椏」，跌落『屎缸下』（即：糞坑裡）」。或者「跌落『崩崗

下』（即：懸崖下）」，「椏」和「下」又押同韻。所以這樣一看就覺的很合韻，很

押韻，很好唸很好記，所以一說小孩就會了。小時候看到逃學的同學，大家就會

一起說一起唸，這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童謠像流行歌般，「逃學狗滿山走，走

無路走上樹，樹無椏跌落屎缸下。」像這個時候就是一種教化作用，叫小孩子不

要逃學哦，逃學不是很好的事情。 
 
再來說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教我的是「鑑田」先生吧，颳颱風下雨的時候，放假

坐在那兒沒去上學，他說唸給我猜，他說，「秋台呀，我唸給你猜，看你會嗎？」

他說「一點一橫槓，二字口來裝，二片（即：兩邊）二個扭絲子，『在中』（即中

間）一隻馬戰王，你長 也長，一筆透到海龍王。」「一點一橫槓，二字口來裝」，

「槓」和「裝」押同韻。「二片（即：兩邊）二個扭絲子，在中一隻馬戰王，你

長 也長」，「馬戰王」的「王」和「長」押同韻，「一筆透到海龍王」，「王」和

「馬戰王」的「王」和「長」押同韻，「一筆透到海龍王」的「王」全都押同韻 
這什麼意思，其實是最好的童謠教人寫字的。「一點一橫槓二字口來裝」，就是語

言的「言」字啊。「二片（即：兩邊）二個扭絲子」，「絲」啊就像是蠶絲般將之

攪起。「二片（即：兩邊）二個扭絲子」，就是台灣的「灣」上半部，「在中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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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戰王」寫個「馬」字，二片（即：兩邊）「你長 也長」兩邊都長，一隻「筆」

字心中一隻筆「一筆透到海龍王」拉得長長，所以，這樣就有了教化作用，所以

雖然是童謠卻是可以教育小孩子，像剛剛說的，「一點一橫槓，二字口來裝 二

片（即：兩邊）二個扭絲子，在中一隻馬戰王，你長 也長，一筆透到海龍王。」

很有趣、很有教育意義，小孩這樣唸，就知道筆順該怎麼寫。 
 
從歌謠裡、從遊戲中、他已經學得了筆順或字的結構，從那「逃學狗滿山『走』

（即：跑），走無路就走上樹，樹無椏就跌落『屎缸下』（即：糞坑裡）」，這就是

教育小孩不要逃學，逃學實在不是什麼體面風光的事，你滿山跑會很恐懼唷，走

無路就走上樹喔，真的是跑得無路可走了，就跑到樹上去，可是「樹無椏」就「跌

落『屎缸下』」，又像剛才說的「樹尾搖搖樹頂一隻猴」，像猴子一般不像個人嘛 
這全都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意義，同時像說，「掌牛哥仔面黃黃，三餐食飯愛摞糖，

若爸毋係開糖店，若姆毋係繡花娘。」這也是教育小孩子，自己要懂得收斂，要

懂得了解自己家裡的狀況，不要要求太多，像這些童謠，全都有教化意義。這是

我們客家人早年長輩、祖父母、父母親從童謠中做教化意義。我認為說我們客家

童謠實在很精彩。從生活中就有教育的意義，同時也有文學的意涵。非常非常的

精彩值得我們去推銷，值得我們來發揮來傳承。 
 
童謠，其實就等於小孩子生活的一個寫照。所以他的主要特徵就是，教化、生活

化。比方像生活中夏天很炎熱，以前有蒲扇有紙扇也有竹扇，以前沒有電扇啊就

那些扇子，搧扇子的時候就會說，「扇仔『撥』（即：搧）啊撥，鬚仔『抹』（即：

輕撫鬍鬚）啊抹，扇仔『放啊忒』（即：一放下）鬚仔打結」，像我們石圍牆有一

位老人家叫做「阿捷伯公」，「鬚卯卯仔」〈鬍鬚很多很長〉，坐在那兒抽著「煙筒

頭」（即：煙斗），再來一隻扇子搧啊搧，看到此就有感而發喔邊唸。「扇仔『撥』

（即：搧）啊撥，鬚仔『抹』（即：輕撫鬍鬚）啊抹」，一邊搧那個扇子，還要輕

撫鬍鬚，「扇仔『撥』（即：搧）啊撥，鬚仔『抹』（即：輕撫鬍鬚）啊抹，扇仔

『放啊忒』（即：一放下）鬚仔打結」，「忒」和「結」押同韻。所以這完全是生

活中所見，用有押韻且很有文學性的詩句。來變成小孩子易記易唸，和生活完全

配合的童謠，就像流行歌曲般，所以看到老人家在搧扇子，就「扇仔『撥』（即：

搧）啊撥鬚仔『抹』（即：輕撫鬍鬚）啊抹，扇仔『放啊忒』（即：一放下）鬚仔

打結」，小孩子開始會說話了就教他這些，小孩子覺得有趣會笑出聲音。我記得

以前我姊姊的小孩叫做「智軍」，還小，很可愛。一次祖父剛好要修理屋頂要爬

上去，祖父要爬上去祖母就會說，「歐吉桑上屋頂」，「歐吉桑上屋頂」生活上的

啊。他說「跌啊下來『攬著』（即：抱到）歐巴桑」，其實極簡單但卻有極生動的

描寫，看到「歐吉桑上屋頂」，他說「跌啊下來『攬著』（即：抱到）歐巴桑」，「上

屋頂」的「頂」和「桑」押同韻又有趣，小孩聽到覺得好好笑，又好唸，所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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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生活性的，喲，小孩這樣一唸呢我就記得了。「歐吉桑上屋頂」「跌啊下來『攬

著』（即：抱到）歐巴桑」，還有剛剛說都押同韻。 
 
我記得小時候叔叔會教我，我家隔壁有個叫「阿連」的大家同年，兩個人如果會

有吵嘴時我就罵他，我就這麼說又像童謠般，「石下青蛙哭漣漣，要討老婆又沒

錢 ，爺 面前毋敢講，三『宕』（即：延宕）四『宕』又一年。」「石下青蛙

哭漣漣」，他就叫「阿連」，那青蛙又在哭喔，石頭下的青蛙嘓嘓叫唷，「哭漣漣」

是一直不斷的哭。「要討老婆又沒錢」，是表示男生想娶老婆但是沒錢啊，這「連」

和「錢」押同韻。 
「爺娘面前毋敢講三『宕』（即：延宕）四『宕』又一年」，「宕」就是延宕的意

思 「三『宕』（即：延宕）四『宕』又一年」，所以「連」和「錢」「年」全都是

押同韻 很好記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 
 
比方看到老伯伯說，「老阿伯鬚赤赤 無煙好食『嘴擘擘』（即嘴巴開開）」，「老阿

伯鬚赤赤 無煙好食『嘴擘擘』（即嘴巴開開）」，「赤」就是紅的意思 紅紅的意思 
「赤」和「擘」押同韻，看到老伯伯吸煙就說「老阿伯鬚赤赤 無煙好食『嘴擘

擘』（即嘴巴開開）」，或者在床上休息 大人小孩都在那兒打滾 不停的滾來滾去

時就說「老阿伯鬚赤赤」，或者說「鹽來滷石頭磧 留來七月半請『人客』（即：

客人）」，「鬚赤赤」「鹽來滷石頭磧」用石頭壓下去，「留來七月半請『人客』（即：

客人）」 「赤」「磧」「客」全都押同韻，所以都押同韻很好記同時很容易流傳， 

像看到羊，「羊咩咩七八歲 坐火車轉妹家，『姐婆』（即：外婆）屋下打 粑 無

糖好搵搵泥沙」，「羊咩咩七八歲 坐火車轉妹家」，「歲」「坐火車」和「轉妹家」 

「『姐婆』（即：外婆）屋下打 粑」 「下」和「粑」，「無糖好搵搵泥沙」 有

誰會沾泥沙呢 小孩聽了好笑 笑得「咯！咯！咯」，沾泥沙怎能吃呢，所以「羊

咩咩七八歲，坐火車轉妹家，『姐婆』（即：外婆）屋下打 粑，無糖好搵搵泥

沙。」跟阿婆回娘家去，去那兒呢 去外婆的家 外婆的家做 粑，說到「打

粑」 「打 粑」要沾什麼呢，要沾「米麩」（掺了花生粉細砂糖的粉狀物）啊，

「轉妹家打 粑 無糖好搵搵泥沙」。 

 
這裡我就想到說，以前人拜土地公，也有很有趣的，以前大坑有個叫「楊阿鼎」

的，她老婆大家都叫他「阿鼎嫂」，他插秧時拜土地公 ，拜土地公他不太會稟告



 8

土地公，但有他另外一套，他說 「七早八早， 安到楊鼎嫂」，他這麼跟土地

公說，因為大家叫他做「楊鼎嫂」，「『蒔田』（即：插秧）『頭磬磬』（即：頭低下

向前傾），吾老公安到楊阿鼎，金香並蠟燭『崁頂』（即：駁崁上面）就係吾屋，

粑仔搵米麩，吾『家娘』（即：婆婆）安到阿妹姑，吾兩個妹仔挑秧『走相逐』

（即：賽跑） 大介安到阿英 小介安到阿菊」。這也是童謠，非常的有趣，為何

我要說這呢，因為剛剛說「搵米麩」，「無糖好搵搵泥沙」。你看人家「楊鼎嫂」

他就是能幹，「七早八早 涯安到楊鼎嫂」。那田裡頭低低插秧的，「『蒔田』（即：

插秧）『頭磬磬』（即：頭低下向前傾） 吾老公安到楊阿鼎」，「磬」和「鼎」 「七

早八早」的「早」和「嫂」，再來「金香並蠟燭 『崁頂』（即：駁崁上面）就係

吾屋」，拜土地公要金香和蠟燭啊，所以「金香並蠟燭 『崁頂』（即：駁崁上面）

就係吾屋」，「燭」「屋」又押同韻，吃點心的時候呢 「 粑仔搵米麩 吾『家

娘』（即：婆婆）安到阿妹姑」，「麩」和「姑」又押同韻，真是好啊，「兩個妹仔

挑秧『走相逐』（即：賽跑）」 挑秧很趕工啊，跑好快，『走相逐』（即：賽跑）

趕工啊。「大介安到阿英 小介安到阿菊」，他拜個土地公用押韻將一家裡的人介

紹的清清楚楚，他告訴土地公 七早八早我呢就是「楊鼎嫂」，他告訴土地公 那

頭低低插秧的就是我老公楊阿鼎，「 粑仔搵米麩」就說 「我家就在那駁崁上

面」「 粑仔搵米麩崁頂就係吾屋」，「金香並蠟燭 『崁頂』（即：駁崁上面）

就係吾屋」，告訴土地公我家就在那田崁上面，「 粑仔搵米麩 吾『家娘』（即：

婆婆）安到阿妹姑」，說他婆婆人人都叫他「阿妹姑」 又將婆婆介紹好了，挑秧

『走相逐』的那兩個女生啊 是我女兒一個叫「阿英」 一個叫「阿菊」，將全家

人都說了，哦，土地公就都了解了，你家在田崁那上面，你老公叫做楊阿鼎，你

婆婆叫做「阿妹姑」，兩個女兒大的是阿英小的是阿菊，這樣全家人都介紹的清

清楚楚。所以客家人說的話呢，非常非常的，可以當歌來唱，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客家童謠非常的多，各種形式的都有，不過歸類起來有三個字的，有四個字，也

有五個字的，也有六個字的，也有七個字的，也有不定句的，以三個字的最多。 
我記得小時候最流行的 ，「月光光」，傍晚時看到像八月半那月光真亮，或晚上

看到那月亮， 
「月光光 好種薑」 「光」和「薑」 
「薑必目 好種菊」 「目」和「菊」 
「菊開花 好種瓜」 「花」和「瓜」 
「瓜未大 孫仔著來賣」 「大」和「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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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著二個錢 學打棉」 「棉叮噹 學打磚」 

「磚對截 學打鐵」 「鐵生鏀 學 豬」 

「豬會走 學殺狗」 「狗會咬 學打鳥」 
「鳥會飛 飛到奈」 「飛到瓠棚下」 
「拈著一條爛冬瓜」 「瀉到『一廳下』（即：滿客廳）」 
這就是三字句 後面再加以統整收尾 
「月光光 好種薑」 「薑必目 好種菊」 
「菊開花 好種瓜」 「瓜未大 孫仔著來賣」 
「賣著二個錢 學打棉」 「棉叮噹 學打磚」 

「磚對截 學打鐵」 「鐵生鏀 學  豬」 

「豬會走 學 狗」 「狗會咬 學打鳥」 

「鳥會飛 飛到奈」 「飛到瓠棚下」 
「拈著一條爛冬瓜」 「瀉到『一廳下』（即：滿客廳）」 
這就很有趣 讓小朋友聽了有其消遣性 
同樣是月光下，用四個字的來說 月亮這麼美這麼亮 
「月光華華 細妹煮茶 阿哥兜凳 人客食茶 
滿姑洗身 跌忒手巾 麼人拈著，二嫂拈著  

愛還 抑毋還涯 毋還 也好， 

大哥轉來會罵 細哥轉來會打  
毋使打 毋使罵 十七十八愛行嫁 
嫁到奈 嫁到大山背  
雞公礱穀 狗踏碓 狐貍燒火 貓炒菜 鵝嫲挑水 鴨洗菜」 
就是四個字的 
「月光華華 細妹煮茶 阿哥兜凳 人客食茶」 
像這個是教小孩子 客人來了要端椅子要請喝茶 
「滿姑洗身 跌忒手巾 麼人拈著 二嫂拈著 愛還涯抑毋還涯」 
撿到東西時應該要還給人家 你若不還給人家 
「大哥轉來會罵 細哥轉來會打 毋使打 毋使罵」 
他結尾說「十七十八愛行嫁 嫁到奈 嫁到大山背」 
大山背的生活不知怎樣呢 這實在是很好很有趣 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有想像力像童話一般 
「雞公礱穀 狗踏碓」 「礱穀」是要人來做的呀 你看卻由公雞來做  
「狐貍燒火 貓炒菜」 廚房灶下小孩在燒柴火 媽媽在煮菜呀 
用童話式 什麼 狐貍燒火 貓炒菜 鵝嫲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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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嫲來挑水 鴨洗菜 這就是用鵝嫲挑水 
所以說這些東西 非常非常的有趣 有意義嗎 有 
合情合理嗎 也合情合理 不過呢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寫實 
也非常非常的有其趣味性 有教育性 
 
 
再來像五字句 
我記得也是個怨歎 
當時大家對於政府官員 甚至於現在來說也可以說 
「大官吃小官」 
「大官吃小官」五個字 
「大官吃小官 小官吃百姓 百姓『捋钁頭柄』」（喻從事耕種） 
「大官吃小官 小官吃百姓 百姓『捋钁頭柄』」（喻從事耕種） 
這是非常非常的無奈 你知道嗎 怎麼說 
百姓除了努力的從事耕種 還能怎樣呢 怎樣呢 是嗎 
你大官要吃小官啊 那小官呢 就吃百姓啊 而百姓「捋钁頭柄」（喻從事耕種） 
表示說以前統治階級和百姓 一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 
百姓怨歎自己只能夠去「捋钁頭柄」（喻從事耕種） 還能夠怎樣呢 
像這樣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同時也非常非常的寫實 
 
還有像六個字的 
以前有「牽豬哥」 看人「牽豬哥」是生活性 也非常的寫實 
「牽豬哥 二條索 吃檳榔 紅嘴角 牽到奈 牽到社寮角」 
「牽豬哥 二條索」 吃檳榔  
牽豬哥的人有吃檳榔 吃檳榔吃到嘴角紅紅的 「吃檳榔 紅嘴角」 
「牽到奈 牽到社寮角」 
 牽豬哥 二條「索」和紅嘴「角」 社寮「角」全都押同韻 又好記又好唸 
牽到社寮角 
這就是說 「牽豬哥 二條索 吃檳榔 紅嘴角 牽到奈 牽到社寮角」 
 
「牽豬哥 二條索 吃檳榔 紅嘴角 牽到奈 牽到社寮角」 
社寮角是苗栗街上的一個地方 在北邊 稱為社寮角 
「爛『眠帳』（即：蚊帳）蚊叼腳爛草蓆真『虐蠚』（即：發癢難耐） 
一隻草鞋『分人亍』」 
這全都很有趣 住的家是怎樣呢  
像蚊帳 爛爛的蚊帳會有蚊子來叮腳 
爛爛的草蓆呢 以前草蓆下面要墊稻草 那稻草令人滿身不舒服 
有那「稈蚩仔」（即：長在稻草內的幼小蟲子） 會癢 會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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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說「爛草蓆真『虐蠚』」（即：發癢難耐） 
再來穿一雙爛草鞋怎麼說『分人亍』 
「彳彳亍亍」的「亍」 
一個「行」字啊  一邊是「彳」一邊是「亍」 
分人亍 「還分人亍」喔 
所以「牽豬哥 二條索 吃檳榔 紅嘴角 牽到奈 牽到社寮角」 
「爛『眠帳』（即：蚊帳）蚊叼腳 爛草鞋爛草鞋分人亍」 
「爛草蓆真『虐蠚』（即：發癢難耐） 爛草鞋『分人亍』」 
這是六個字中最有趣的 
 
還有就是說七個字的也很多 
像剛剛說的 

「石下青蛙哭漣漣 要討老婆又沒錢 爺 面前毋敢講 

三『宕』（即：延宕）四『宕』又一年」 
像「又好噭又好笑 阿公殺老貓」 這就是不定句了 
「火燄蟲唧唧蟲 夜夜下來吊燈籠 燈籠跌落崁 崁下一枚針 
拈起來繡觀音 觀音面前一頭禾 割著三擔『過』（即：又）一籮 

分得你來 又無 餓著吾兩公婆 咯 咯 咯」 

像這也很有意思  
但是這個東西各地方說的不一樣 
我剛剛說 「火燄蟲唧唧蟲 夜夜下來吊燈籠」 
但是有些人說「楊梅樹下吊燈籠」 
以前我是唸夜夜下來吊燈籠 
但是現在我山裡的家 種有一棵楊梅樹 有些地方就說楊梅樹下吊燈籠 
喲 我說哎喲 人說「四月八 楊梅紅塞塞」（結滿了楊梅的紅果實） 
那四月的時候楊梅紅的時候啊 滿樹紅紅的 小小的 就像燈籠般 滿樹都是啊 
所以這楊梅樹下吊燈籠 看起來就像燈籠般 
「燈籠跌落崁 崁下一枚針 拈起來繡觀音 
觀音面前一頭禾 割著三擔『過』（即：又）一籮 分得你來 涯又無 
餓著吾兩公婆 咯 咯 咯 挑水洗波螺」 
   
講到這不定句中 
火燄蟲唧唧蟲 
夜夜下來吊燈籠 
燈籠跌落崁 
崁下一枚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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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起來繡觀音 
觀音面前一頭禾 
割著三擔『過』（即：又）一籮 
分得你來 涯又無 
餓著你兩公婆 咯 咯 咯 
挑水洗波螺 
波螺唧咋 挑水淋蔗 
淋蔗肚飢 嫁分江西  
江西路遠 嫁分平遠  
平遠賊多 嫁分癩哥   
癩哥命短 嫁分竹管  
竹管中空 嫁分雞公 
嫁分雞公 
雞公會走 嫁分黃狗 
黃狗曬核  嫁分吹笛 
吹笛硜碽 嫁分老鼠 

老鼠唧唧 嫁分黃阿二 
黃阿二賣豆豉 

賣到發蟲又臭味 
又出味 
 
這裡面像說夜夜下來吊燈籠，這是我很小的時候唸的，在鄉下的時候，不過也有

客家庄唸 楊梅樹下吊燈籠，當時我覺得好奇怪為何是 楊梅樹下吊燈籠，因為不

曾看過楊梅，可是，後來我種了一棵楊梅樹 人說「四月八 楊梅紅塞塞」（結滿

了楊梅紅色的果實），哎喲，我一看高高低低掛了滿樹，吊了這麼這麼多一粒粒

鮮紅的楊梅，看起來就真的像燈籠般，我才知道，「唉哉」（即：讚歎之意） 我

們客家人的童謠裡面，實在有其真實性，楊梅樹下吊燈籠 這句話真好 所以無所

謂的誰對誰錯，其實全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寫實。像說拈起來繡觀音，燈籠又跌

落崁會跌下來，說楊梅跌落崁也可以，「燈籠跌落崁 崁下一枚針 拈起來繡觀音」 
哇！實在好。大家信仰觀音，是最慈悲的啊，會保佑大家，楊梅樹下，不是，觀

音面前一頭禾，這禾又更好，這個畫面非常的精彩，觀音前面有一叢稻子，這稻

子割了三擔『過』（即：又）一籮，不是很多給了你呀我又沒了，「籮」和「無」 
餓著吾兩公婆，「無」和「婆」，洗波羅全都押同韻 後面是多接的。 
 
波螺唧咋 
波螺是會轉來轉去的東西 
波螺唧咋 挑水淋蔗 「唧咋」和挑水淋蔗 
淋蔗肚飢 挑水淋甘蔗挑水會餓啊嫁畀江西 哎唷江西路可遠呢就嫁畀平遠 



 13

平遠那兒啊賊很多就嫁畀癩哥畀「癩哥」就「發癩」的「癩」 「癩癘子」的「癩」 
「發癩」的「癩」就嫁畀癩哥 癩哥身體不是很健康啊 癩哥命短就嫁畀竹管  
竹管中空 竹管中間空空的啊 竹管中空又嫁給雞公 誰都可嫁 一直嫁一直嫁 
不是鼓勵人家改嫁 又嫁畀公雞 公雞又會跑又嫁給誰呢 公雞會跑就嫁畀黃狗 
黃狗曬核表示黃狗平常有太陽光時 在太陽下睡覺 睡覺時偶爾四腳朝天 
意思是小孩子們不要隨隨便便 不要打赤膊跑來跑去 像黃狗曬核一樣 不好 
黃狗曬核就嫁給吹笛 吹笛子呢滴滴答答硜硜碽碽 
吹笛硜碽又嫁給老鼠 嫁給老鼠 老鼠又會叫得唧唧的 老鼠唧唧又嫁給黃阿二 
又回到人身上來了 回到黃阿二 黃阿二賣豆豉 

豆豉賣到『發蟲』（即：長蟲）又發出味道 賣久後放久後會長蟲有臭味 
像這個時候呢 
從螢火蟲一直發展下去 有觀音有稻子有唧咋有挑水 又嫁到哪兒 嫁到哪兒  
嫁到大陸的平遠  又是「癩哥」 又是「竹管」 竹管又中空真是有趣啊 
這是我們客家人裡面 很多很多的趣事 
像剛才說的曬核又讓我想到有趣的 
比如說「人之初性本善 『擎钁頭』（即：拿鋤頭）改火炭 
火炭捩捩轉 降介賴仔無『核卵』（即：睪丸）」 
 
由此來看我們客家人的童謠，不管是生活性的趣味性的，或者教育性的，各方面

各方面不管是描寫動物 描寫生活 描寫「阿公」，描寫「阿婆」，描寫老阿伯或者

描寫動物像「火燄蟲」，或者各方面來說，我們客家人的童謠，就非常非常的豐

富，我今天主要就提供這一些給大家做參考。人云「拋磚引玉」還有許許多多 
我沒辦法一一舉出來給大家共同分享，不過大家 有道是「一百句五十雙」。 
 
童謠是我們客家人流傳下來，最多最豐富有生活性，有教育性同時有文學性，有

社會性的一個非常珍貴的文化遺產，客家人今天很多連客家話都不會說了，這很

可惜 這要如何來補救呢 ，我認為從家庭開始，從家庭開始還不算數，從教育開

始從教育開始，從小孩子，人說「先入為主」，從小開始教，他永久會記得。像

我這些童謠全部是我小時候學的，小時候教的，小時候唸的。到現在我不會忘記，

所以說教育方面就從教育開始，從童謠開始，「月光華華」也好、或者其他「火

燄蟲」也好、或者是「歐吉桑上屋頂」也好，「老阿伯鬚赤赤」也好、「扇仔撥啊

撥鬚仔抹啊抹」、也好「鹽來滷石頭磧」也好，「爛眠帳蚊叼腳 爛草蓆恁虐蠚」 這

全部是客家人的語言。客家人的童謠裡，給小孩子生活上唸得很好唸時，其實無

形中藉著遊戲，藉著童謠將之像歌來唱一般，客家話就這樣傳下去，這是非常值

得的，今天對於客家童謠，我舉出這幾句給大家來參考，教育性最好 大家要互

相來教化來傳達，像剛剛說的，「一點一橫槓 二字口來裝二片（即：兩邊）二個

扭絲子 在中一隻馬戰王」，或者「石下青蛙哭漣漣」 或者「老阿伯鬚赤赤」，或

者「木匠師傅無眠床泥水師傅無浴堂」 這很多都是生活的東西，希望大家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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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 同時要大家來創造，有新的產生，來好好教育子弟，可能對於我們的童謠，

對於我們客家文化的傳承，才能夠達到一個推廣的作用，今天就和大家講到這裡 
非常感謝大家，多謝各位。大家平安。 
 
第二章客家歌謠的認識 
 
各位朋友上一次和大家談起小孩的童謠，很有趣、很有味道，這是小孩子的，今

天想和大家進一步的來探討，一般成人較成熟的詩詞歌謠吟唱各方面，秋台個人

淺學，就我所知來和大家參考，請大家給我指導，一起來分享。 
 
客家語言詩句或者吟唱各方面，不是秋台個人的，是整個族群的文化，大家都知

道我們客家人最會用形容詞，就以一個人的身體來說， 
像說這小孩「頭沉沉」仔（即：一味的做） 
「頭沉沉」仔（即：一味的做） 
像在玩電玩啊不知道回神 
「頭沉沉」仔 
學壞的時候「頭沉沉」仔不知道反想 
或者說這人很努力的在工作說 
「頭累累」仔在做（即：埋頭在做） 
「頭累累」仔在做（即：埋頭在做） 
或者是說這個人啊不知什麼是非 
人云「生人『頭臥臥』（即：頭仰起）毋知死日仔到」 
就是完全沒有一點危機意識 
「生人『頭臥臥』（即：頭仰起）毋知死日仔到」 
或者以「目珠」（即：眼睛）來說 
「眼綻綻」仔（即：瞳孔張大無神貌） 
「眼揕揕」仔（即：瞪著眼睛看） 
「目金金」仔在看（即：睜亮眼睛在看） 
「耳角角」仔在聽（即：豎起耳朵在聽） 
「耳 hio hio」（即：有聽沒有到） 
「耳 hio hio」什麼意思 就是有聽沒有到 
所以說「阿不倒 耳 hio hio 唐山過來無事做」 其實這也是童謠 
「阿不倒 耳 hio hio 唐山過來無事做」 有押韻 
人說「鼻塞塞」仔 
這人對公共事務叫他要出錢出力 說到要出錢就像要鋸他的脖子一樣 
這是「鼻塞塞」仔 
雖然是很有錢但是要他出錢時 一百或八十都捨不得 所以這個人「鼻塞塞」仔 
有些人呢沒有主見 人說一百我也跟著一百 反正我沒什麼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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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云「鼻弄弄跈（即：跟隨）大眾」 「鼻弄弄跈（即：跟隨）大眾」 
這全都有押韻 
再說「牙 sen sen」仔（即：牙齒緊咬很兇狠貌）」 
「牙 vé vé」仔（即：笑嘻嘻貌） 被人說了還是一樣「牙 vé vé」仔 
「頸偏偏」仔（即：桀傲不受教貌） 
「頸橫橫」仔（即：不服氣貌） 被人說了「頸橫橫」仔 就要反駁 
「頭累累」仔（即：埋頭在做） 
「頸橫橫」仔（即：不服氣貌） 
或者說「腳束束」仔（即：畏縮裹足不前貌） 「腳束束」仔走不出去 
「肚挺挺」仔（即：肚子凸凸的） 「肚蟈蟈」仔（即：肚子大大的） 
這全部都是三個字的形容詞 
再來說「繷頭攪髻」（形容頭髮雜亂沒有整理） 沒有梳頭就像我「繷頭攪髻」 
或者說「擎頭帶腦」 
「舂頭磕額」（形容忙碌的情形）  
三點多要趕銀行時這邊借那邊借 也是「舂頭磕額」 
再來說家裡父母過世時「頭箍耳塞」（喪事時孝子頭上穿戴的孝服之一， 
另隱喻戴上此孝服後雜事不理 就一心服喪） 
「頭頷尾鑿」（過於謙恭或搖尾乞憐） 對人「頭頷尾鑿」 
這個人長得「頭尖尾劣」 
這個人長得「眉清目秀」 
唉唷難過得「目汁濫泔」（形容眼淚縱橫） 
「耳聾頂碓」（形容因耳聾而說話反覆） 
說到這「耳聾頂碓」 
人說啊「耳聾就有該耳聾計」（喻耳聾的人自有其辦法） 
以前庄內有位老阿伯叫做「阿金伯」 
阿金伯耳朵蠻重聽的 
在賣「雞籠仔」（用竹篾編成 裝雞的籠子） 
有人問「哎喲，阿金伯你在這賣『耳』籠仔呀」 
他說「係啊，涯『耳』異『聾』」 
又問「喲，若『耳』籠仰無 bi 呢」 
他說「才講呢，耳聾實在是很麻煩」 
又問「那你的『耳』籠仔怎麼賣呀」 
他回說「唉，我已經耳聾了二三年了」 
那人聽了好笑說「喲，阿金伯啊，你真有趣呢」 
金伯他說「哎喲，你若是沒帶錢就先拿去吧」 
像這個可能是人們編出來的 
「耳聾頂碓」 「耳聾就有該耳聾計」 
「齧牙 sen 齒」（喻憤怒得咬牙切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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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牙利齒」（喻說話尖酸刻薄） 
這個人「嘴甜舌滑」（喻擅長於甜言蜜語） 
說家裡窮「咬薑啜醋」 
「心寒膽惇」（喻心驚膽跳） 

這個人壞得「 腸沒肚」（腸肚皆又腐又爛喻壞透了） 
唉唷，「手軟腳攋」（喻非常的疲倦） 
譴到（氣得）「挼鞋蹬爪」（喻生氣極了） 
這個人「赤腳嘛嗒」（打赤腳沒穿鞋子） 
所以客家人用這個詩句 用形容詞用得最好 
比方像今天天氣這麼好 
走到外面一看 唉哉 這稻子這大地禾仔「青油油」仔（喻這稻子一片青綠） 
「青油油」仔 
看到橘子 唉哉 「淰黃」（喻黃橙橙的） 
「黃 kiang kiang 」仔（喻黃橙橙的） 
傍晚的太陽「黃 kiang kiang 」仔 
「青油油」仔 
「浸青」（喻顏色深綠） 
看到深潭的水這麼深說「浸青」 
喲 說這頂頭髮這麼白「白雪雪」仔 
或說「蓬白」（喻顏色雪白） 
有人頭髮「律烏」（喻很黑） 
「烏 him him」仔（喻很黑） 
「漬紅」（喻很紅） 
「啾紅」（喻很紅）用得真好 
「紅漬漬」仔（喻很紅） 
剛剛說的傍晚的太陽「黃 kiang kiang」仔 
喲 這橘子已經黃得「淰黃」（喻黃橙橙的） 
「黃到淰淰」（喻黃透了） 
所以客家人對於文字的各種表現最好 
 
同時對一個人來說 人與人之間 
你這小孩長得「還得人惱」喔（喻很令人討厭） 
「還-得-人-惱」會「牽聲」（喻說話拉長聲音） 「還-得-人-惱」 
要說這小孩「還得人惜」（很得人疼惜寶愛之意） 
不正面說 用反話說「還-得-人-惱」喔 
一般人說 像老人家過世 
若是男人說「種大蕃藷」 女人則說「老行嫁」（專指女人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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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母親過世好幾年了尚未替她撿骨 
我爸爸就和我說 他說 
「秋台 若姆好牽起來哩」（可以將你媽媽撿骨了） 哦 「牽起來-撿骨」 
用這句話「牽起來」就講得實在好 
所以客家人無論從各種的言語 作為中 
就可以看出客家人的用詞用句非常非常的好  
 
我小時候和我媽在一起，家裡窮啊又沒什麼背景，我媽每次就說，「看人面『毋

當』（即：不如）看『泥』（即：泥土）面」，意思說要看人的臉色 要求人啊 不

如求自己 人云「求人求自己」，要看人面不如看泥土努力的做，田裡秧插下去了 
菜種下去了 水果種下去了，他自然會「開容笑面」（即：展開笑靨） 他會回餽

給你 你就會有收穫，所以說「求人膝頭毋當求自家肩頭」，（喻要彎腰下跪 向別

人求 不如求自己的肩膀來擔當），客家人以前的老古人言啊，實在是真有意思，

前一陣子下大雨颳大風 風災水災田地都被毀了，客家人有句話說 『打田打地打

毋忒（即毀不掉）手藝』，你試想看看技藝啊 「一技在身受用無窮」呢，所以 
『打田打地打毋忒（即毀不掉）手藝』 這句話實在很好喔。 
 
看到年輕人在吸安吸煙，老家又說，「煙係食得飽打屁就做得肥田」，（即：如果

吸煙可以吸得飽啊 放屁也能當田裡的肥料了），煙能飽嗎 當然是吃不飽的啊 
「煙係食得飽打屁就做得肥田」，「肥田」（給田地施肥）要用肥料啊，放屁臭兮

兮的，以前的人用「大肥」（即：人畜的糞便），是可以施肥 但「屁」不行啊， 
講到屁，以前老人家說，有一個女人家她很會放屁，要出嫁的時候，很擔心嫁過

去要祭祖時屁一直放，她就說，「唷 屁卵肚笥風喔 毋怕大伯老叔公喔」，（即：

屁呀是肚子裡的氣 就不怕叔伯長輩見笑了），毋怕大伯老叔公，所以任何一句話

呀都非常非常的有押韻及對偶，像「風」和「公」押同韻。剛剛說「哼 你細人

仔『還得人惜』」，（即：你小孩好得人疼惜 好可愛），不直說『還得人惜』 是說

「還得人惱」，喔 這是什麼，就是我們客家人的用詞用句啊。 
 
再說罵人的時候也是很好，所以客家人講的話很好，像罵人「這隻牛刻正好」 

「這隻番仔 毋著介」，看著「恁豺」（看到這麼貪吃），「你恁豺 豺毋會『溜

喉飽肚』」 （即：你那麼貪吃 吃了不滿肚子嗎），「你恁豺 豺毋會『溜喉飽肚』」 
或者罵人罵得很惡毒說，「上家死 下家死 毋好代人死」，「上家死 下家死 毋好

代人死」，罵的這麼重但是有罵到嗎，沒有。「番仔  」以前最怕番 番仔殺不

到的，番仔殺不到的，恁豺 豺毋會『溜喉飽肚』，吃的東西本來就是從喉嚨到肚

子 有罵到嗎，沒有。「上家死 下家死 毋好去代人死」 有罵到嗎，沒有。所以

我們客家人的長者，他們長者的風度語言中，不會有什麼惡意，非常非常的溫馨，



 18

這就是說我們客家人的語言文字裡，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們客家人平常講話歸講話，不過，或者是要加強他的語調，或者要增加他的文

學性、音樂性時，從講話中變成當歌來唱，或當詩來吟唱時，他的聲調就不一樣

了，一定聲調要提高些，或者拉長些，也可以說它話裡有表情，它話裡語言裡有

其表情，這表情增加了他的美感，同時會增加感動人打動人心的力量，所以這點

非常的特別。 
 
比方說，我們以前大家家裡若有老人家過世後，「圓七」（即：七七，人死後最後

一次週祭）以後，大家想念自己的爹娘、祖父母、想要知道往生的人，究竟他在

那邊（指陰間）是怎樣的情形，在陰間是怎樣的情形 沒有誰可問，就產生「問

仙」（即：與陰曹地府的人溝通的一種法會）。仙才知道啊，仙是在天上的意思， 
那在天上的仙人他才會知道人間的事情 所以要「問仙」，這「問仙」請到「仙姑

姊」（即：陰陽兩界的代言人），其實這「仙姑姊」我們客家人實在是很好，「仙

姑姊」她看不到 全部都是眼盲者，沒有那眼睛好者，做這全是眼盲者看不到的 其

實等於安排他另外一種就業的機會，所以請「仙姑姊」來 當然他有另外的訓練 
聽說要拜一個「莧菜神」，他就可以知道陰間人間 陰陽二邊都知道，所以「仙姑

姊」要來的時候啊，大家請他來時他會提早到，其實他來到家裡不明不白 完全

不知道 要如何問呢，一般來說他會提早一天或半，他來到家裡會說要先休息一

下，其實說他休息他眼睛看不到，不過耳朵最靈光耳朵最尖，他也偷偷的「耳角

角」仔（即：豎起耳朵在聽）在聽，剛剛說的「耳角角」仔（即：豎起耳朵在聽） 
才知道家裡的一些事 多多少少增加了他的素材。 
 
這是「牽亡」大家安靜的圍坐著，仙姑一個人就開始「牽亡」，就是將已往生者

將之帶回家來講話，借仙姑姐的嘴來和自己家族人來講話，所以一開始他會先報

告一下，他會說，「坐東向西 挷縱挷縱 並上並下 共啊六層 係麼，涯有一蕊白

花子 也有二蕊紅花女 係麼」，這意思是，「坐東向西 挷縱挷縱」 「挷縱」就是

拉直之意 縱和橫，坐東向西 表示他下葬時的棺木是坐東向西嗎，「並上並下 共

啊六層 」，這表示男人過世時穿的衣服要湊成雙，女人則是單數，「並上並下」

指上衣和褲子共有六層 表示亡者是男人，「涯有一蕊白花子 也有二蕊紅花女」，

過去我們說兒子是「白花子」，女兒則是「紅花女」，這類似是生平介紹，表示自

己的娘或說這來的亡者講的話沒錯喔，他的棺木是坐東向西喔 六層 是男人 是

爸爸 或祖父，再說他生有一子二女 馬上將主題拉進來，在這牽亡魂的話裡 講

者一定是「低言細語」（輕聲細語），絕對不像我們平常一般人講的話，既然他是

仙人 一個代言，故講的話就不一樣，有別於我們平常的講話，這從「牽亡」中

可以看出。 
 
再來像我們平常一般講話以外，有些會牽涉到山歌，有文學性有其限制，我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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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過像七言絕句般，山歌就四句 四句裡起承轉合， 一、二、四句要押相同的韻

腳，這裡和唐詩的七言絕句、律詩、形式完全相同，例如說柳宗元的「江雪」大

家很清楚，用華語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笠翁，獨釣寒江雪。」

「絕」「滅」「翁」「雪」，記得以前國文老師問，有沒有客家人，他說客家人唸這

可能不一樣，「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笠翁、獨釣寒江雪」，千山、萬

徑、孤舟、獨釣，山、徑、釣、這幾個字是平聲，所以它的聲音就是「牽聲」，「千

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笠翁，獨釣寒江雪。」這個聲音真是好聽，所以

古詩用客家話來唸，非常非常的契合。 
 
客家人開口就山歌，「詩句碌碌」記得一次我到南河一位「阿華伯」，他七八十歲

了單身自己煮炊，我去找他聊天，我知道他最愛山歌，也知道他是單身老伯伯，

他用山歌說，「單身阿哥自家烳，洗淨米來火又烏」，（烳：「煲」新竹腔說「烳」） 
「烳」和「烏」押同韻，「半月十日無轉屋」（喻十天半個月也不曾回家），回得

家來是「灶頭生草鑊生鏀」（灶長了草 鍋也生鏽，喻單身難得回家開伙），想起

來實在「心盡啾酸」（喻真是心酸啊），這將之描寫得非常的好，我們用老山歌唱

就是「單身阿哥自家烳 洗淨米來火又烏」，「半月十日無轉屋 灶頭生草鑊生鏀」 
這是描寫「阿華伯」「單身阿哥自家烳」。 

 

唉，手可不像女人家這麼靈活喔，點著了火，等洗淨米，灶裡的柴火又熄了，「遊

遊野野」（無所事事，不在家），「半月十日」（十天半個月）才回家，回得家來是

灶長了草 鍋也生了鏽，想到呢，實在是「腳膝頭會出目汁」（喻真是心酸與傷心

啊），這是描寫一個「單身哥仔」（單身漢）生活的寒酸相，沒想到「阿華伯」就

來了，人云「自古山歌隨口出毋係船仔載來」喔，「在過貍來在過 cat 無人在過

阿華伯，日裡無妻還較得 夜裡無妻會擘壁」，「在過」就是「可憐」「在過貍來」

就是可憐狐貍，現在狐貍是保育類動物喔大家要保護牠，「在過 cat」就是可憐「魚

cat 仔」華語說水瀬，也和狐貍科一樣，他說你們會可連那些狐貍水瀨，怎麼沒

來可憐我。 
 
「阿華伯」一個老人家，「日裡無妻還較得」白天沒妻還算好，但是「夜裡無妻

會『擘壁』（喻求助無門）」，一個人而已 孤枕 沒有「人氣來聳」（喻孤家寡人），

這「阿華伯」實在很會形容 這樣的情境下還會消遣自己 說，「在過貍來在過 cat 
無人在過阿華伯 日裡無妻還較得 夜裡無妻會擘壁」，自己在「道歎」（歎息埋怨） 
那我就告訴他喔，你呀八十幾歲的老人家了，還會「爬床扡蓆」（很痛苦睡不安

穩），實在像是「老王中」般 ，所以，客家山歌中有用吟用唱「詩句碌碌」仔 又

押相同韻腳實在非常的好，這是客家我從「牽亡」和山歌中 我提出來和大家做

個參考。 
 
剛剛說到「問仙」的「牽亡」和一般說話不一樣，之後我又說客家人將很多詩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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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在唱，同時是完全的生活，有道是「出口成章」「詩句碌碌」充滿了詩意，

這樣當歌在唱，客家有平板、山歌仔、老山歌，曲調差不多，但是歌詞隨時可變，

但是有一定的規律，就是起承轉合要押相同的腳韻，這才顯現出個人的本領。這

一方面剛剛已經談過，但另外像私塾裡的老先生，以前教人讀書，我一位好朋友

張強先生他提供給我的「尺牘」（全名：尺牘傳情），「尺牘」以前一位妻子寄給

先生的信，他先生離鄉背景好久不曾回家，那時候沒有電話用寄信的，他的信就

是這篇文章我認為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提供給大家共同分享。這也可說是當年客

家人中為人妻子的心情，從此看出其寬闊的胸襟，所以這是一篇有血有淚的文

章，大家來分享，我先用唸 
「含羞淚 筆寫書 滿懷心事寄君知 
思別日 菊黃時 君置詩書遠別離 
奴封髮 鎖雙眉 風雨誰敢亂沾衣 
同誓祝 告天知 功名成就早歸期 
君折桂 第一枝 雲深月窟玩床兮 
奉茶湯 進裳衣 窗前寒夜問誰兮 
脫紫袍 換綠衣 官人不做做禿尼 
一更嘆 二更啼 三更不覺雞鳴時 
睡不得 望君車 梅發窗前君置疑 
望錦衣 徒增悲 名揚空發一聲雷 
雨欲來 雲又散 鸞不歸兮不振衣 
分破鏡 拆鴛期 鴛鴦分各在東西 
榮反辱 切淒淒 不若奴命歸泉西 
生無益 死無期 誰敢半言怨奴婢 
只道君 無情意 結髮夫妻汝拋棄 
君果牛郎子 奴非織女軀 
君果蘇季子 奴敢不下機 
君果僧家子 當初莫娶妻 
既取妻 胡不歸 害妾獨宿是何為 
丟父母 別宗居 反問吾君是何理 
君若歸 意何如 深情盡付此張紙 
吩咐雁 急含去 直飛君前莫遲期 
君拆書 須看知 細心誦讀奴言語 
言既盡 囑君知 莫把奴言空悔語 
千里關山無別寄 唯願安康只一語」 
 
這裡面和大家說，我來解釋一下： 
「含著非常羞愧的眼淚啊  提筆來寫此書信 
滿胸懷的心事啊我寄給你知曉──寄給丈夫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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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離別的當日剛好是秋日菊黃時節（九、十月） 
你將詩書放下遠離家鄉 
自你走後我將髮挽起 雙眉緊鎖 不敢放肆亂招惹 
塵世間的風風雨雨沾染不至於我身 
想當年我們共同發誓稟報天庭（玉皇大帝） 
你若功成名就時會儘快回來 
君可是我最初的人「君折桂」（桂：指女方） 
憶舊時 雲深夜靜時的繾綣 
我對你 奉茶備衣裳 如今 夜靜更深倚寒窗 更與誰人訴 
我 孤枕難眠 你 脫去紫色官袍換上綠衣──官不做去做僧尼 
思想起呀 真是傷神與傷心 徹夜未眠  
一更獨自怨歎 二更涕淚縱橫 不知不覺已是三更雞鳴時 
唉 睡不著啊 多麼希望看到你歸來 窗前寒梅已開花 春將至 
你仍讓我懷疑 究竟你要怎樣呢 
抬望眼 看你掛著的錦衣 徒然增添悲怨 短暫的揚名仿如易杳的響雷 
雨來了 雲散了（或也借喻巫山雲雨） 
唉 你不回來 我也將素樸一生 
（士為知幾者死，女為悅己者容。我裝扮為誰呢？） 
你我分開 好似破碎的鏡子 拆散的鴛鴦 分飛在西東 
想當初的榮景 而今 反倒像是恥辱 不禁令人心生悲悽悵然 
不如 我就此命歸西天得好 
我活著無是處 死也不知是何時 就算我現在歸西去應是無人怨怪我半句 
都怪郎君你 無情又無意 將結髮妻我來拋棄 
若說郎君你是牛郎 我可不是織女呀 
若說郎君你是蘇季子 我怎會敢不去織布呢 
郎君若是佛門弟子啊 當初就不該娶妻的 
既已娶妻 又為何不回家來 害我夜夜獨宿 到底是何因 
丟棄了父母 辭別祖宗 我倒要問問你是何道理啊 
勸郎君歸來 你意下是如何 我無盡的深情全託付在此信函中 
書函託付鴻雁 急急的送去給郎君 歸期可別再遲疑了 
郎君拆此書信 你要看分明 仔仔細細詳讀我的言語喔 
唉 我既已言盡 讓君知曉我心意 可別把我的言語當空話再來深自後悔喔 
千里關山啊 我沒有別的要說了 就只願郎君你安康而已矣」  
 
這封書信回想兩人當初是如何的好，及以後丈夫離家之後的情景，並反問夫君， 
「蘇季子」是蘇秦，蘇秦因嫂嫂看不起他，被冷落 衣衫襤褸，等做了官 嫂嫂趕

緊替他織了上好布料裁衣置裝，怨歎夫君若早知是僧尼就不該娶妻，最後反問夫

君這到底是何原因，叫他快快反想，儘速回家，不要把她的話當作空言，這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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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好的話，我用誦讀的方式唸給大家做參考，並就教於各位，這種書信也有押同

韻，將一個獨守空閨女子的心情發揮得淋漓盡致，同時加上吟唱就特別感動人， 
以前人們常笑人讀書像和尚念經，其實和尚念經也不可和平常說話一樣要有所分

別，所以將故事、語言、文章的聲調提高，或降低或快些或放慢拉長這就是「誦」， 
「誦讀」很好 所以這首「尺牘」我為何介紹給大家知道。現在有許多年輕人尋

短 其實不好。她很苦 一個當時的女人 尤其客家人 非常的堅強，雖然丈夫不在

還是要堅強的生活下去，雖然她也有想到「不若奴命歸泉西」「生無益 死無期 誰

敢半言怨奴婢」，只怨郎君無情意 但還是希望能回來 不免又罵用堅強的語句反

問他，真可謂軟硬兼施 最後結尾說「千里關山無別寄 唯願安康只一語」，這句

話真表現了客家婦女內心深處對良人的寬容 實在是淋漓盡致，所以我介紹給大

家聽 我認為大家要好好來研究或傳承，我們客家人的詩詞拿來吟唱真是很好。 
 
剛剛和大家談「尺牘」，現在要談的是，逢年過節或有「神生」（神明的生日）時，

為了表達對神明的敬意，不能用說的，故「請天神」或請神時就要寫「表章」（請

神酬神時所寫的疏文），「表章」就是要表達給上天神明知道的，像這也很好，我

雖不是很清楚知道但多少有接觸些，人說「三角銀掇來二角銀賣」（三角錢買來

二角錢賣，貴買賤賣。在此意為我雖所知不甚多不甚詳，但多少知道些，要說也

能說），主要是讓大家知道我們客家人的「誦」「讀」是不是很好，值得我們保存 
我「拋磚引玉」給大家參考，這是我從本庄－北河村一位「阿傑哥」那兒學來的，

我們客家人「二月二伯公生」（農曆二月初二土地公生日－客家人稱「頭福」），

或「十月初一」「十月朝」（農曆十月初一土地公生日－客家人稱「尾福」），要「起

福」（即：向神明許願）要「還福」（即：酬神還願），要上「表章」（請神酬神時

所寫的疏文）祈求合境平安、風調雨順，是夜子時要沐浴齋戒、設神案、分「上

界」「下界」備「五燥」「五濕」敬天神，我唸給大家聽， 
「帝德皇皇統彙而胥歸鰲戴 

天恩蕩蕩篇八荒而並受鴻慈 
靡禱弗應 
有感斯通 
今據 

台灣省苗栗縣公館鄉北河村祈福值年正爐主張秋台副爐主○○○ 
首事○○○信民○○○人等誠心齋戒虔具疏文敬表清香恭向△△宮 
結案叩許 

天神良福祈保合庄平康以迓 
天庥事         即日信等誠心俯伏 
光天之下   對揚 
 
碧落之中具呈意者竊念民等抱質成形 

大造廣生成之量飲和食徳芸生遊覆載之寬愧無片善以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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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謹有微誠以邀 
泂鑑 

伏乞 
本境福德正神座前 
本宮守爐天神殿前    據情代達 

庄 
年月日時值功曹使者為民持疏代 

奏上 
 

這是將百姓的感恩誠心誠意的向天庭表達，玉皇大帝等眾神皇恩浩大，眾民得潤

雖是極微之祝禱也能廣達天庭，如果以一般的說話方式念出，就顯現不出其意

境，「帝德皇皇統彙而胥歸鰲戴」，這全用真心真感情透過語言來講出，這是和神

明說話，向偉大的天神來表達，不是一般的說話，客家人這種「表章」的讀法非

常非常的好。我本人這一方面沒有深入的研究，只想「拋磚引玉」希望大家能來

學習與傳承，這種表達方式，我認為客家人誠心誠意的心情，透過「表章」的誦

讀，可讓人體會內心的崇敬和虔誠。 
 
大家說當歌來唱，其實客家話你若用唸用誦都非常優美並感動人，苗栗早期有一

位蘇萬松先生，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我所知他應該可說是一位最偉大的作曲家，

也可說是吟唱家，或可稱其為「吟唱詩人」，他所寫的「渡子歌」或「勸世文」

或「勸孝歌」，民國二十四年台灣的「地震歌」也好，他的用字非常的通俗又押

韻，內容意思也都非常的好，他用唸其實是唱，剛剛我說文字若用誦讀則成歌 將

音調提高或降低，像他寫的「渡子歌」真令人感動，永久不能忘，尤其是母親節

時就讓我想起，現在我向大家做個介紹，他的「渡子歌」很長，我取一小段給大

家參考，我雖唱得不好，唸得不好，但只想做個提供。我先唸一遍： 
一想渡子無恁頦 幾多艱難受過來  
受盡幾多寒更夜 仰得子大孝爺娘 
娘親渡子苦難當  若是頭腦燒佢就額又痛       
唧唧吶吶到天光  啊  
娘親渡子苦難當 艱難辛苦俺介娘 
三朝七日無奶食 朝朝夜夜愛飼糖 

阿姆介肚子來大 行路踉 又踉   

坐得高來驚怕會倒勱轉 
坐得矮來又驚會扤內傷 
燒介毋敢食  冷介毋敢嚐 
十月懷胎娘辛苦  子兒就愛下世 
阿姆介肚子來痛 真像利刀來割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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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利剪來剪腸 嘴上鐵釘咬得斷 
腳著皮鞋蹬著穿 天上無門想愛上 
地下無門強愛鑽 有福之人來降子 
得人介雞酒香 無福之人來降子 
得人介四塊枋 阿姆就來降子 
可比蟻公游鍋壁 游得過俺介貨 
游毋過 阿姆介性命就會見閻王 
子兒來下世 點點食娘身上介心頭血 
一日食娘三合奶 三日食娘九合糧 
 
後面還很長我不唸，我就唸到這裡，這是用唸的，但若用吟唱時，前面用「平板」

唱，實在很好我唱給大家聽，時間的關係就吟唱一小段，不管是仙姑姊的「牽亡」

或「尺牘」或山歌也好，皆是將語言透過各種形式或表情來達到加強語氣的效果，

故將之當歌來唱，苗栗早期的蘇萬松先生，我認為或可稱其為客家代表性的「吟

唱詩人」，當年他四處去走唱，完全是自己寫，自己唱，可謂難得的客家才子， 
是一位非常偉大的音樂家及文學家，客家界實應好好表揚他才是。他所寫的「渡

子歌」或「勸世文」或「勸孝歌」或民國二十四年台灣的「地震歌」也好，他的

作品都是用非常通俗的語言來表達，尤其是「渡子歌」到今天為止不管是去唱或

聽，都讓我有深刻的感受，他描寫當年客家婦女為娘的心情，真是好，但這首歌

太長了，我取其中一段來和大家做參考，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這首歌。尤其上了

年紀的老人家大部份都知道，現在我以吟唱的方式來表現我先唸一遍： 
 
一想渡子無恁頦 幾多艱難受過來  
受盡幾多寒更夜 仰得子大孝爺娘 
娘親渡子苦難當  若是頭腦燒佢就額又痛       
唧唧吶吶到天光  啊  
娘親渡子苦難當 艱難辛苦俺介娘 
三朝七日無奶食 朝朝夜夜愛飼糖 

阿姆介肚子來大 行路踉 又踉  

坐得高來驚怕會倒勱轉 
坐得矮來又驚會扤內傷 
燒介毋敢食  冷介毋敢嚐 
十月懷胎娘辛苦  子兒就愛下世 
阿姆介肚子來痛 真像利刀來割肚 
可比利剪來剪腸 嘴上鐵釘咬得斷 
腳著皮鞋蹬著穿 天上無門想愛上 
地下無門強愛鑽 有福之人來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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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介雞酒香 無福之人來降子 
得人介四塊枋 阿姆就來降子 
可比蟻公游鍋壁 游得過俺介貨 
游毋過 阿姆介性命就會見閻王 
子兒來下世 點點食娘身上介心頭血 
一日食娘三合奶 三日食娘九合糧 
後面還很長我不唸 我就唸到這裡 
 
我可能無法將蘇老先生的精髓表現出來，但望能有「拋磚引玉」之作用。這裡面

像「三朝七日無奶食，朝朝夜夜愛飼糖，阿姆介肚子來大，行路踉 又踉 」，

將用唸的音改為用吟唱的非常得感人，像「渡子歌」這樣，客家歌可以吟可以唱 
將聲調拉高或降低，或加快或減緩就產生了美感，將之前所提客家人的山歌或「渡

子歌」或「上表章」或「問仙」等文字加以美化，就變成吟、唱、歌、謠，顯得

非常非常的優美。 
 
本人之前也曾改編一篇「渡台悲歌」，現就以此用吟唱的方式就教於各位做個參

考，差不多兩三年前我曾在國家音樂廳表演過，也在各地方吟唱，將客家人的心

聲吟唱出來，讓很多鄉親覺得感動－這無關乎我表演的好壞而是因其中的內容。 
「渡台悲歌」是描寫我客家祖先，如何來台灣及其中的艱辛，及希望日後我客家

人的願景如何，路又該如何走下去，請各位不嫌棄我的歌、我的音，給我多多指

教。 
 
「頭擺頭擺台灣係世外介仙境（以前以前台灣是世外的仙境） 
鳥禽滿山崗百花遍地開 自從鱸鰻（流氓）舂拼 乞食（乞丐）羅漢來台後 
男無情 女無義 鳥禽噤聲 花容失色 山河也變形 」  
留傳下來的老山歌係恁呢唱 
「勸君切莫過台灣 台灣恰似鬼門關 千萬人去無人轉（回來） 
知生知死都係難」 毋過（不過） 

恁多的「後生人」（年輕人）為了求生存 尋發展 千辛萬苦飄洋過海 
還係愛到台灣  因為客家是一個流浪的民族 是一個冒險犯難的民族 
客家人要有尊嚴 要有自由 要有發展 有個新天地  
二千年前從北方南遷 過長江到廣東福建 走廣西 四川 到南洋呂宋 
當然也要到臺灣 客家人「舂頭磕額」（四處奔走忙碌之意） 
「進進鑽鑽」（苦心經營之意） 無論天涯海角都有其「腳跡」（即足跡） 
毋過 到台灣敢有恁容易係麼（到台灣真有這麼容易是嗎） 
人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行 客家後生啊（客家年輕人啊） 去喔 

拜別爺娘 就哭漣漣 那白花子兒就愛到天邊（兒子我啊就要到天的那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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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船來 就變單鳥了（踏上船我已變單身一人了） 

下得船來涯就愛做長年（下得船去我就得做長工） 
毋會差（不會錯） 到了台灣以後愛（要）做長工愛（要）做苦工 
佢兜還愛翻山過屻（他們還要翻山越嶺） 餐風露宿 
開埔打林（開墾田園山林） 堅霜耐雪流血流汗 
毋過 佢兜從來毋識呻一聲苦（他們從來不曾叫聲苦） 
每當 日落西山月照簷亭 這兜（這些）離鄉背景的遊子啊 
朝朝暗暗日日夜夜（從早到晚日復一日）  
想起家鄉介爺娘親人 牽腸掛肚心盡啾酸（牽腸掛肚真是心酸） 
毋過 佢兜毋會驚也毋會怕（他們不會恐懼不會怕） 
毋會灰心也毋會失望 因為佢兜有一個希望 
這希望係麼介呢（這希望是什麼呢） 
就係（就是） 出－頭－天 
感謝各位 這山歌或詩詞 我的吟唱不知是否正確 只是提供做參考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