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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語料庫之系統化建構與量化分析 
計畫代號：99-C07  

 
計畫主持人  賴惠玲 教授 
國立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提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一系統化典藏臺灣客語方言書面及口語之客語語

料庫，並運用此客語語料庫進行客語語言研究之量化分析。本研究建

構之客語語料庫為一個基於後端架設的資料庫及前端使用者介面所架

構成的語料庫平臺，後設資料庫目前收錄典藏約 670 篇文章，每篇文

章均系統化紀錄其出處、作者、文體等相關資訊，前端使用者之網頁

版介面已具文本輸入、文本查詢、關鍵字查詢及語料和使用管理等功

能，以提供研究者使用此線上語料庫進行客語語意、句法、文本分析、

對比分析、應用教學等學術研究。再者，本研究以語料庫為本之觀點，

應用此客語語料庫之頻率分佈等量化分析佐證，用以檢視西方語言學

以使用為本的相關學說與理論，本文以客語「著」構式及「怕」構式

為例，示範如何運用語料庫進行語言學相關研究，並闡述此研究方法

之重要性。 

 

關鍵詞：臺灣客語方言語料庫、語料庫平臺、後設語言、介面功能、量化分

析、構式語法、體貌、語法化、詞彙化 

 

 

1. 研究動機及目的 

根據客委會網站提供的 93 年度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狀況，30 歲以下年青

客家人有 3 成能聽解客語，僅 1 成可流利使用；在家庭語言方面，30 歲以下約

有 60%使用台灣華語、20%使用台灣閩南語、未滿 10%使用台灣客語。曹逢甫、

                                                 
 本計畫之參與人員包括：協同主持人真理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理教授強舒媺；研究助理交通

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生聶家祺，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生葉秋杏、李詩敏及碩

士畢業生羅婉君、劉容瑜。本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於「第九屆國際客家方言研討會」發表三篇

論文（論文詳細資訊請參閱參考文獻），與會學者對本語料庫之建構及應用提出許多寶貴意見，

特此銘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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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榆（2002）以 S 型曲線點出客語語言流失的臨界點在 16-25 歲，語言流失一

旦達到這個臨界點，在這之後的流失率就會產生滾雪球效應。再者，根據 2002

年德國科隆瀕危語言學會議所制訂的語言瀕危性鑑定的統一方法，客語瀕危性

已屬瀕危語言的遭到侵蝕的語言（團體內部的一部分成員已轉用其他語言，而

另一部份成員，包括兒童仍在學習使用的語言）。 

為了保存臺灣客語目前使用之形式，建立書面語或口語語料庫為有效方法

之一。語料庫的建構除了數位化典藏語言、保存語言文化資料之外，應用在語

言學上可做詞彙、句法、語意的研究或者文本流暢及文體類型比較等分析研究，

更可運用至其他相關學門的研究，如語文教學、跨語言比較的比較語言學、計

算機輔助教學、自然語言處理、電腦語言辨識等。口語語料庫除了擁有以上羅

列的語料庫優點，更可反映人們真實使用語言的行為與習慣，不僅保存當代用

語與口音，亦可幫助需要使用真實語料的學科直接使用口語語料庫的資源進行

教學或研究。此外，語料庫還可以和統計資訊知識結合，以「數字會說話」的

量化統計反映或預估語言真實使用的走向。 

語料庫的用處在世界各語言已漸受重視，以漢語體系的語言為例，在中文

語料庫方興未艾、蓬勃發展之際，相形之下，不論是書面語或口語語料，客語

語料庫的缺乏更為明顯。因為缺乏充足的語料，而增加客語研究的困難度，無

法對客語進行更深入的探討，導致促進客語研究的能量不足，是以客語語料庫

的建立更是刻不容緩。本研究建構奠基於本人過去研究的基礎上，包括本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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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執行完成之 96 年度客委會計畫「客語語法研究議題的開發：以語料庫為

本」以及本人於 2007 年負責執行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選研中心 2-6 學術資料

庫「國立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料庫」（http://140.119.172.200/）之「客語口語語

料庫」。過去研究所建構的客語語料庫僅能單機檢索，電腦必須安裝 Apache 程

式，利用 PHP 、MySQL 等程式語言方能檢索語料；利用此方式建立的文本有

以下缺點，例；需要手動斷行、語料分類不易、無法比較不同文體或類型之差

異、無法進階檢索、無法條件限制、無法批次取代、無法搜尋取代；這些的語

料處理上的困難及限制，一方面限制目前語料庫使用的方便性，一方面也限制

了許多可開發的研究議題。針對以上階段所建構的客語語料庫缺失，本研究主

要目的即在以系統化方式建構客語語料庫，改以 Python 和 PHP 程式語言撰寫客

語語料庫介面，可建立新增文本，並整合過去建立之舊文本以放進資料庫，同

時還有搜尋語料、進階搜尋、排序、批次修改等功能，並可透過線上連線、搜

尋檢索，以避免前次語料更新繁複之步驟。此外，也希望透過客語語料庫的建

構，使用者可利用大量語料開發更多客語研究議題，本研究就示範以客語「著」

構式及「怕」構式為例之兩個構式的量化研究議題，結合語料庫語言學與統計

學之研究方法，一方面使客語語料庫更系統化，一方面提升客語研究的量化分

析之精準化及科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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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料庫之介紹 

以下將先回顧以語料庫為本相關研究之文獻，再簡介臺灣客語方言之系統

架構。 

 

2.1 語料庫為本相關研究之文獻回顧 

以漢語語料庫為本的研究，目前以利用中研院平衡語料庫做現代漢語研究

分析最多。如蔡美智等（Tsai et al. 1998）、張麗麗等（Chang et al. 2000）、劉美

君等（Liu et al. 2000）、黃居仁＆洪嘉馡（Huang and Hong 2005）等研究由語料

庫為本比較近義詞之表現。藉由詞彙語意研究分析，瞭解近義詞的相似和差異、

詞彙的多義性、語意的呈現機制和延伸方式，進而整理漢語詞彙、編纂字典，

以進行理論及計算機之應用研究，倡導漢語語料庫語言學研究；例如：黃居仁

等（1996，1997）以語料庫為本編纂國語日報量詞詞典；黃居仁等（Huang et al. 

2000）及安可思等（Ahrens et al. 2003）根據語料庫發展出動詞語意表達模式

(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 MARVS) 理論架構；劉美君

（2002）建構中文動詞詞網 (Chinese VerbNet)，以框架語義 (frame semantics) 為

理論，以語料庫為本的方法研究分析漢語動詞；洪嘉馡＆黃居仁（Hong and Huang 

2008）利用兩岸不同單位所建構的語料庫，探索兩岸詞彙使用的差異現象，並

藉此分析建立從語料庫中抽取兩岸對應詞彙的研究方法；鍾曉芳（Chung 

2007）、洪嘉馡（2010）分別利用語料庫界定隱喻源域、詞義預測。同時，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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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析應用於計算機資訊處理，使電腦可分析語言、學習新的語言知識、自動

辨識分析未知詞；例如：黃居仁等（Huang et al. 1998）利用統計方式、電子辭

典資源去分析名詞語意成分，以計質與計量方法支持語言學分析；陳克健＆陳

超然（Chen and Chen 1998）從帶有分詞及詞類標記的語料庫抽取出未知詞，以

語法語意及統計機率關係表達開放型未知詞組合成分的構詞律模型，用以測度

和辨識未知詞的複合詞合理程度；曾慧馨等（2002）則以合併兩種方式去計算

構詞規律，以預測未知動詞的詞類。綜觀以上漢語研究，均是建構在語料庫為

本所開發出的研究面向。 

國外語料庫起步較早，規模完備，語體富多樣性，因此結合人工智慧、統

計演算法、語言學等學門的計算語言學或語料庫語言學之應用研究已頗具成

果。例如：Verspoor & Lowie (2003) 設計不同的教學法，並利用統計學的分析法

以瞭解多義詞學習在何者教學情境可獲得最佳效益。Stefanowitch & Gries (2003) 

採用費雪精確度檢定(Fisher exact test)證明在語言理論中語法結構的確可被視為

標誌，並為心理語言學方面之語言習得提供一解釋分析方式。再如 Gries (2010) 

以語料庫為本，採用統計方法證明英文的時態分佈（過去式、現在式）和英國

或美國語料庫、語言使用時間（早期、晚期）有相關性；此外，Gries 運用統計

學各種運算去檢驗、測試語言學分析應用（如：語意學的多義詞分析、歷史語

言學的語言變遷、語言習得的先後與頻率關係），證明統計學確實可廣泛運用於

語言學學門，但前提是需要有語料庫的奧援。 



6 

相較於國外的量化分析研究的成熟性，漢語語言學的量化統計囿於語料庫

建構和取得的不易，大多相關文獻在處理台灣華語，如王玨珵＆黃美金（Wang 

and Huang 2006）探討台灣華語三個連接詞「因為」、「所以」和「然後」在口語

語料庫的言談功能與分佈百分比關係，印證 Traugott (1995b) 提出的「副詞語法

化趨向」。鍾曉芳等（Chung et al. 2005）採用建議上層共用知識本體 SUMO 

(Suggested-Upper-Merged-Ontology) 的定義隱喻詞彙，以協助使用概念領域分類

詞彙、建立詞彙之間關係。鍾曉芳＆安可思（Chung and Ahrens 2008）以量化比

較和分析近義詞在語料庫的詞義，並以互見訊息(Mutual Information) 的運算，

比較不同近義詞的搭配詞，增加 MARVS 在語義分析的可檢驗性、運用在自動

擷取詞彙語意上的基礎。 

再觀以客語語料庫為本的研究，因為客語語料庫的欠缺、建構系統不完整

及尚未對外公開等因素，而無法如台灣華語般蓬勃發展。台灣目前的客語語料

庫相關建構資訊，於國立交通大學申請客委會 92 年度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

術機構的計畫「國立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籌設暨客家文史工作推動計畫案」

（申請內容，見客委會網頁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8048&ctNode=1669&mp=298），計畫內容

顯示台灣客語自然口語語料庫為當初計畫預期目標，然而目前並未見到相關研

究成果發佈於網路上。由中研院鄭錦全負責執行的「閩南語典藏-歷史語言與分

布變遷資料庫」（http://southernmin.sinica.edu.tw/index.htm，執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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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1~2006/12），計畫目標之一為建立客家語語料庫，然目前並未見到客家語

語料庫的上線。謝杰雄（2006）碩士論文，即在透過客語語料分析，以語料庫

加工處理為目標導向，期建立客語分詞標準、詞類分類標準，建置一單機型客

語語料庫為主，做為嘗試規劃和發展 WEB 語料庫的基礎。近期，客語研究學者

紛紛體認客語語料庫的建構是刻不容緩的，語料庫的建構除了最基本的資料典

藏數位化之外，可應用在其他學科的應用研究，因此近年來各學術單位或研究

學者紛紛提出建構語料庫的計畫與構想；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本人於 2007 年執

行完成 96 年度客委會計畫「客語語法研究議題的開發：以語料庫為本」、本人

於 2007 年負責執行的「國立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料庫」，後續相關研究的迴響

與出版包括：受邀於政大舉辦之第七屆文山國際學術研討會介紹政大客語口語

語料庫（Chui et al. 2008）、於中央大學發表客委會 96 年度補助大學暨獎助學術

研究計畫成果（Lai 2008）、於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發表「客語語料庫

的建構及應用」（Lai and Li 2008）、受國科會邀請演講「面對瀕臨死亡的語言我

們能做些什麼？以客語為例」（賴惠玲 2008）、與政大國語口語語料庫主持人徐

嘉慧一同撰寫介紹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料庫之期刊（Chui and Lai 2008）、受國

立成功大學邀請於語言多元化發展與應用國際研討會（MDALL）演講客語語料

庫議題（Lai 2009）、經邀稿和審核後刊登於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之「客語語料庫的建構及應用」一文（賴惠玲＆李詩敏 2010），以上均顯示客

語語料庫的重要性為學界各領域接受與肯定。此外，謝杰雄（2008）延續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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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研究，實際演示一線上客語語料庫「山哈客家語語料庫」

（http://210.240.1.36/hakka/index.php），語料有斷詞、詞類加工，然語料庫註冊

會員有使用權限的限制，需提供語料才能長久使用，並非全然免費對外開放；

目前語料大多為書面語，缺乏可顯示真實使用情境的口語語料。中研院語言典

藏計畫預計自 2007/01 至 2012/12 執行「閩客語典藏」計畫

（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bkg/index.php），該計畫，內容包括建立客語

的語言典藏（包括長篇語料文本、辭彙與口語語音），目標在於建立以研究為主

要目標的閩客語語音、詞彙、文本及地理資訊的資料庫，並提供完善的檢索。

江俊龍執行之國科會 97 年研究計畫「台灣客家語語料庫之建置及應用」，該計

畫以客語「口語和文本」為收集對象，進行用字規範、標音規範、錄製音檔、

音檔轉寫文字、建立分詞體系與規範、建立詞類體系與規範、進行分詞與統計

等項目，最終目的在建置 200 萬字的漢字客語語料庫，研發電腦斷詞程式，設

計與建置語料庫 WEB 網站，架設伺服器。 

從以上文獻回顧可發現，客語語料庫建構已引起各界的重視，除了保存客

語語言、文化等最基本素材之外，應用在語言學上可做詞彙、句法、語意等分

析研究，為語言學研究提供更為完整、縝密的分析基礎；更可再運用已建構的

語料庫發展出各種與其他學門相關的研究，諸如語言教學、比較語言學、計算

語言學、自然語言處理等。本研究計畫架構在本人過去客語語料庫所蒐集的語

料素材、處理語料的經驗、客語研究的能量上，針對過去客語語料庫單機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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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期能以系統化方式整合過去的文本語料與現行政大客語口語語料庫之口

語語料，書面語與口語語料並重，期能規劃建構出一可供連線作業的客語語料

庫，除供檢索查詢之外，尚包括以各種條件，如作者、文體、出處、類型，篩

選搜尋結果，以及進階設定共現詞彙功能、頻率統計功能、批次修改功能，希

望藉由此功能周詳之客語語料庫，提供語言學研究者在考量詞彙語意之外，更

可觀察詞彙語意與句法構式的互動，在更大的語境下勾勒出語言使用的實際情

形，並輔以統計學門之專業知識，將語料庫應用在量化分析上，以「數字會說

話」來讓客語研究更科學化、多元化及精密化。 

 

2.2 臺灣客語方言語料庫之系統化架構 

本語料庫之建構目的在於建置一個穩定、編輯者編輯與查詢介面親切 

( user-friendly ) 之系統。語料庫的穩定，其意義在於當系統文章量增多時，仍能

維持一定之查詢速度，並能定期備份，保持資料之正確性。語料庫目前所使用

的後設資料庫系統為 MySQL 3.2.0.1，操作介面為 python tkinter GUI，網頁程

式為 php 5.3.0 及 html 語法，網站架設於 Apache 2.2.11 版本。目前語料庫中所

記載的文章總數和相關訊息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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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灣客語方言語料庫相關資訊 

  

本系統開放的使用者權限分三個階層，其權限如〈表 2〉所示： 

 

〈表 2〉臺灣客語方言語料庫系統權限分類 

語料庫使用者 語料庫使用者為一般使用者，可以新增語料及查詢語料。 

語料庫管理者 語料庫管理者除了新增與查詢語料外，負責維護語料的正確

性，可以修改語料內容及刪除語料內容。 

系統管理者 系統管理者負責維護系統運行，新增使用者及修改使用者權

限。 

 

2.2.1 後端架設資料庫簡介 

語料庫後端架設資料庫共有兩個表單，分別為：文章標題 (Booktitle)、文章

內容 (Bookcontent)。文章標題表單記載與文章出處相關的資訊，如〈圖 1〉所

示，內容包括書名、出版社名、作者名、編者名、頁碼、文章名、出版日期、

語料類別、建立者及建立日期，以利書本的反查及勘誤。文章內容表單為長句

內容，如〈圖 2〉所示，利用標點符號「。」、「？」及「！」切分文章，將文章

切成長句，以長句為儲存單位，儲存該句的字數。利用「。」、「？」及「！」

項目 值 

文章數 673 

總句數 9822 

最長文章所含長句數 211 

最短文章所含長句數 1 

長句平均字數 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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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切分單位，原因在於以此三個標點符號結尾的句子通常可做為一個語意段落

完整的標記，故以此做為語料查詢的最小單位。 

 

〈圖 1〉文章標題表單 

 

 

 

〈圖 2〉文章內容表單 

 

 

 

2.2.2 前端使用者介面簡介 

    語料庫前端使用者介面，目前以網頁形式呈現。計畫初期規劃擬以 Python

程式語言撰寫，利用 PHP 與 MySQL 作為系統及後設資料庫的開發工具，其使

用者介面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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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以 Python 程式語言撰寫之前端使用者介面 

 

 

而後考量使用者之便利性與親切性，改以網頁形式呈現，使用者可省去下載軟

體安裝及面對陌生視窗之不便，故而後改以 php 及 html 語法撰寫網頁程式，

網站架設於 Apache 2.2.11 版本，以網頁版介面形式呈現，其使用者介面如〈圖

4〉所示。因語言程式改寫之關係，故目前網頁版已完成改寫之功能包含：文本

輸入、文本查詢、關鍵字查詢、語料和使用管理等功能，搭配詞查詢、批次修

改、頻率統計等功能仍在改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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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以 PHP 程式語言撰寫之前端使用者介面 

 

 

關於系統運作方面，文本輸入功能1需由熟稔客語用字之人員新增及輸入文

本，因此輸入人員必須熟悉輸入格式，確保輸入格式正確，也必須瞭解哪些用

字已有教育部公布之標準用字，哪些用字目前尚未有標準用字，且輸入者在遇

到雖已有標準用字但一般輸入法卻無法輸入的難字時，需知道如何輸入相對應

的拼音及調號。為預防輸入者輸入錯誤，在其新增文本時，系統會紀錄新增者

的資訊及新增時間，方便語料庫管理者校對及修正。 

關於客語用字之處理，需特別提出說明的是，雖然目前教育部已頒佈部分

規定用字，但部分用字無法以一般輸入法輸出，進而有所謂的「難字」的產生。

針對這些難字，目前處理的方式是改以輸入其相對應的拼音加調號；例如「 」

以「ngai5」標記，並以空白區隔連續的難字。針對難字部分，為了在新的難字

                                                 
1 文本輸入與新增介面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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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時，輸入者能正確且快速地修改語料庫中相同的字，因此程式設計師特地

建立一反查用表格，即「相關詞彙」 (Relatedword)。「相關詞彙」為一記載相關

詞用法的紀錄，例如「 」與「ngai5」為相關詞彙，表格紀錄此相對應資訊，若

是有新的用字時，使用者可利用此表格進行批次取代或代換搜尋。 

修改文章的功能包括修改標題及修改內容，但僅有文章輸入者本人及語料

庫管理員以上權限的使用者可修改標題，如此可避免語料混亂。如欲修改標題，

可藉由搜尋方式，修改者可根據搜尋結果來判定文章是否要修改標題。修改文

章內容的功能，可以藉由單篇文章內容修訂以及多篇文章用字的批次修改之方

式進行修改。 

查詢功能主要分文本查詢、關鍵字查詢兩種方式，細目如〈圖 5〉所示。文

本查詢功能，可按文章名、作者名、書名等方式查詢，查詢結果為文章表單列

表，如〈圖 6〉所示；如欲進一步查詢每一篇文章的內容，可再點擊查詢結果。

關鍵字查詢功能，可輸入關鍵字查詢，查詢結果為含有該關鍵字之句子，如〈圖

7〉所示，可點擊文章名，進一步瞭解全篇文章內容。 

 

〈圖 5〉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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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文本查詢結果（文章表單列表） 

 

 

〈圖 7〉關鍵字查詢結果 

 

 

目前尚未改寫完成的搭配詞查詢、批次修改、頻率統計等功能仍在改寫中。

其中的搭配詞查詢功能，在於提供使用者輸入兩個詞彙，查詢結果為兩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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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現長句，並可進一步設定兩個詞彙之間的距離，以設定詞彙關係的緊密度；

以客語「緊…緊…」結構查詢為例，輸入的兩個關鍵字即為「緊」、「緊」，查詢

結果即包含「緊走緊快」此類詞組。批次修改功能，在於提供一次性大量修改

用字或錯誤，可節省逐個修改的時間。頻率統計功能，在於提供關鍵字詞出現

的個數，以便量化分析使用。 

為協助語料庫管理者管理語料，程式設計提供語料庫管理者可查詢最新輸

入的文章，亦可查詢特定輸入者的文章，如此可用以檢驗文本輸入之正確性與

否，並可進行後續之文章勘誤。 

目前語料庫所含文本主要為書面語之故事集、客家雜誌，未來將收錄政

治大學口語語料庫之口語語料；同時在資源整合上，包括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台

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葉瑞娟教授、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黃漢君教

授與吳睿純教授等諸位教授與所屬研究團隊所建構之客語經典歷時文本、客語

戲劇節目對白、客語對答問卷內容等，均將一同彙整至此客語語料庫內。目前，

已有不少國內外專家學者詢問此客語語料庫之使用方式，然而因書面語料、網

路語料因版權問題尚未解決，故語料庫仍無法公開對外開放檢索，此問題仍待

各單位之努力與合作，方能俾使此客語語料庫對外開放使用。同時，因不同文

本之差異性大，涉及語料儲存方式之細節，仍需要更多時間撰寫和微調程式，

俾使語料庫語料更具多樣性。 

本研究目前已完成客語語料庫架構及重要的資訊系統部分，計畫成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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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大致如原預期，且也吸引客語研究者的高度興趣與詢問，足見客語語料庫

系統化建構和量化分析以及本研究計畫之重要性。未來研究目標，希望朝向以

語料角度為主的研究，並希望能夠結合語言學與其他學門，如計算語言學、資

料庫研究等之合作，希望發展重疊詞搜尋功能、客語自動斷詞程式、客語自動

標音程式、量化方面的頻率計算或字數統計、並進而系統化建立電子化之客語

辭典及客語和其他語言之多語辭典，期冀客語語料庫之檢索系統與應用更加完

善。 

 

3. 應用客語語料庫之語言學研究分析 

以下將 3.1 節將簡介語言學研究之相關理論背景，以及根據此學術理論和應

用本計畫之客語語料庫所呈現之量化分析部分研究成果，3.2 節介紹客語「著」

構式，3.3 節介紹客語「怕」構式，藉此示範如何運用語料庫進行語言學相關研

究，並闡述此研究方法之重要性。 

 

    3.1 研究之理論背景 

本研究計畫採語料庫為本之方式檢視語言在真實語境中使用之形式與功

能，故採用以語言使用為本之觀點的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 為理論

架構。構式語法堅信語意是由語境而生，認為形式和語意均屬句法的一部份；

由於構式語法具使用者為主之特質，並在跨語言中尋求通性，故構式語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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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包括語言的核心及邊緣現象 (Kay 1995)。構式語法的最基本成分是同時承

載形式、語意的結構，可小至詞素、大至篇章，包括詞彙固定的成語、部分詞

彙固定的片語、全部是抽象模組的結構，並具特殊語意、語用功能或言談語境；

也因此即便是衍生語法置於詞彙儲藏室處理的成語，構式語法也將其看成是有

固定形式和規律性，因而構式語法認為句法和詞彙並非是獨立分開的模組，而

是一連續性的概念 (Kay and Fillmore 1999; Goldberg 2006)。由於結構是形式和

語意配對而成，不但具普遍性，亦有其獨特性，兩者不可一切為二，故有構式

群或構式家族的概念產生 (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基於簡易性以及規則

性，語言中最普遍的結構多半是最典型的形式，為了溝通的目的，新結構會因

不同的語用或言談功能需求而由原本的結構認可產生，因此，不論是規則性或

獨特性結構，都具共通特性。 

對於動詞語意和構式的映射處理，語言現象顯示個別動詞的細微語意差

異與構式語意密切互動，包括語意相近、句法行為相似的溝通動詞 talk、

speak、whisper 不能同時合法出現在結果構式；同屬同一語意類別的攝取動

詞 eat、devour、swallow，句法替換和論元結構卻不同，因而許多學者呼籲，

在處理構式語意時必須同步考慮動詞詞彙語意的內涵 (Boas 2003, 2008a, 

2008b; Croft 2003)。因此，構式語意和詞彙語意具高度相關性，每個構式語

意的基模都需規範可一起出現的動詞分類為何；是故，詞彙和構式的關係並

非僅是單純的二分法，詞彙語意、時貌等構式成分均在構式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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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彼此間的互動需參照詞彙所引出的世界文化等框架知識、由構式而形成的

語意和句法映射的句法訊息，如此才能解釋詞彙語意和構式之間的互相搭配

或強制轉換情形。這也是本研究計畫認為構式語法能適切解釋不同體貌的體

貌表徵，及其與共現詞彙的搭配互動關係。 

對於論元體現的處理，傳統觀點認為句子是由兩個部分，即主語和賓語

所組成。然而，主語和賓語這兩個句法論元並非全然和語意論元的施事者和

受事者相呼應，如以下例子所示 (Fillmore 1970)： 

 

(1a) John hit the tree. 

(1b) A rock hit the tree. 

 

在(1a)，主語 John 為施事格，但(1b)主語 a rock 卻為工具格，而其它論旨

角色，如處所、終點、刺激等都可出現在主語位置；因此，構式語法學家將重

點放在形式及語意功能之間的關係。 

除了共時的語言現象之外，語言的使用常常與歷時的改變息息相關，經常

有詞彙化 (lexicalization) 或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的情形。Traugott (1995a, 

2005) 認為語法化是一種語言過程，可以是歷時性也可以是共時性。Bybee, 

Perkins, & Pagliuca (1994) 對於語法化的詮釋則為，語法化是指詞彙語素 (lexical 

morphemes) 逐漸發展成為功能語素 (grammatical morphemes)，或者是詞彙語素

結合另一個詞彙或功能語素後，發展為功能語素的一種過程。例如，英文的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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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to 即是由原先表達移動的動詞發展而成表示時態的助詞語法功能。 

在情態意義方面，Lyons (1977) 根據情態邏輯將情態意義分成兩類，第一類

為「知識性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表說話者在談論命題之可能性和必要性

時，參照自己的信念或意見所表現出來的態度；第二類為「義務性情態」 (deontic 

modality)，表說話者的行為在情境中表達要求、許可、規定、義務、禁止等意義。

Palmer (1979) 則將情態意義區分為三類，除知識性情態及義務性情態外，還有

「動力性情態」 (dynamic modality)，用以表達施事的能力以及自主性。英文情

態詞之重新分析 (reanalysis)，更加佐證根源義務性情態與知識性情態之動因關

係以及在語言表現上之多義性形式，而情態詞功能的改變和其前後詞彙之改變

與共現亦是密不可分，故本研究計畫採用構式語法之理論分析客語「怕」構式

所出現的語境，以檢視「怕」與其前後詞彙之關係及「怕」之功能的改變。 

 

3.2 臺灣客語方言完成體與持續體 

誠如蔣紹愚（2005）所言，儘管古漢語和方言的一些語法形式現在雖然

不一致，但卻有關係。從共時或歷時的文獻可看出，古漢語和部分漢語方言

使用同一個標記表示「完成」與「持續」，例如古漢語和閩南語「著」、吳語

「仔」、湘語「達」（梅祖麟 1989；楊秀芳 1992；孫朝奮 1997；吳福祥 2004；

蔣紹愚 2005，2006；陳前瑞 2009）。例如，(2a)和(2b)的長沙話「達」（邢公

畹 1979）分別標誌完成體、持續體，(3a)和(3b)的吳語「仔」（Mei 197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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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完成體詞尾、持續體詞尾，(4)的閩南語「著」（楊秀芳 1992）表持續和

先行兩種歧義2。 

 

(2a) 他吃達飯達 

(2b) 坐達吃 

(3a) 吃仔飯哉 

(3b) 騎仔馬尋馬 

(4)  阿英穿著 

 

關於以上所提，古漢語和漢語方言使用同一形式兼表完成體和持續體之

探討，雖過去文獻均認為兩種體貌之間具相關性，但對於其來源、孰先孰後

之語法化演變發展途徑，仍莫衷一是（Mei 1979；劉丹青 1995；錢乃榮 2002；

吳福祥 2004；蔣紹愚 2005，2006；陳前瑞 2009）。 

臺灣客語方言的完成體念 do31，一般採用的漢字為「著」，而持續體念

den31，一般採用的漢字為「等」，如以下例子所示。出自《苗栗縣客語故事

集》的例句(5a)、(6a)，出自《東勢鎮客語故事集》的(5b)、(6b)，出自《客家

話小王子》的例句(5c)、(6c)，以及出自《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的(5d)、

(6d)，雖各典籍的作者不同，但均同時使用「著」標誌完成體、「等」標誌持

續體。 

 

 
                                                 
2 「著」的語音形式會因方言或其在句中位置而有不同讀法（楊秀芳 1992），錯誤! 找不到參照

來源。)之「著」應讀作 le0。 



22 

(5a) 你這兜做鄰長、村長較大人，印仔打落去，講清楚題錢係為到造橋，

人正毋會恅著 騙錢。《苗栗縣客語故事集，頁 90》 

(5b) 啊就，逐日該家僮滿哪去河壩，去尋，尋著一個釣魚个。《東勢鎮

客語故事集，頁 62》 

(5c) 拿吾傑作分大人看，問佢兜會分這張圖嚇著麼？《客家話小王子，

頁 3》 

(5d) 阿哥利用暗晡頭去打工，逐隻月做得賺著五千個銀。《臺灣客家語

常用詞辭典》 

(6a) 等到暗晡頭，時間差毋多了，就摎飯菜拈到桌項，大家房間匟等。

《苗栗縣客語故事集，頁 6》 

(6b) 啊就企緊煞毋會死，無死又無想落來，企等恬恬。《東勢鎮客語故

事集，頁 20》 

(6c) 這張圖係畫一尾蛇哥擘等嘴愛將一條動物吞落肚屎去。這就係該張

圖个複製。《客家話小王子，頁 3》 

(6d) 朝晨當多學生仔背等書包仔去上課。《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從漢語體系以及語言類型學觀點來看，和北方話、吳語、閩語、湘語等

語系同屬於漢語體系的臺灣客語方言應也存有使用同一詞彙兼表完成體和持

續體之用法。然而，臺灣客語方言採用不同的漢字詞彙標誌完成體、持續體，

究竟此兩種體貌的本字是否同源？完成體和持續體在台灣客家方言中的關係

為何？本文將藉由語料庫觀點分析臺灣客家方言完成體和持續體在實際語料

中之分佈情形，並採構式語法（諸如 Kay 1995; Kay and Fillmore 1999; Goldberg 

1995, 2006; Croft 2003; Boas 2008a, 2008b）之理論架構探討完成體及持續體構

式的句法特徵及和這兩種體貌共現的動詞語意類型，用以分析此兩種體貌之

本字及其句法和語意關係。以下分別將就臺灣客語方言完成體、持續體的本

字、句法語意關係、分佈情形逐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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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臺灣客語方言完成體、持續體之本字考究 

孫朝奮 (1997) 指出只有南方方言還保留「著」字完成體用法，梅祖麟

(1989) 則認為保留「著」字完成體用法是南方話的特點之一，且臺灣客語方

言均一致地採用「著」標誌完成體，故臺灣客語方言完成體標記之本字採

「著」，拼音為 do31，此較無爭議。 

臺灣客語方言持續體的漢字使用，一般採「等」，其拼音為 den31。然而，

徐兆泉所編之《臺灣四縣腔海陸腔客家話辭典》，有關「等」之說明如下：客

語借用字；表進行式的助詞，意同北京話的「著」。因此，採用「等」字標誌

持續體，可能是因為臺灣客語方言持續體的讀法接近臺灣華語「等」字，故

借「等」的音來標誌持續體，為音近而借自臺灣華語之借用字。而我們認為

臺灣客語方言表持續體的本字應該是「著」，和表完成體之本字相同，則臺灣

客語方言也有一字兼表完成體與持續體的用法3，其考量有以下幾點原因。第

一，從語言類型學觀點來看，和北方話、吳語、閩語、湘語等語系同屬於漢

語體系的臺灣客語方言應也存有以同一形式「著」兼表完成體和持續體之用

法。第二，雖有其他學者認為臺灣客語方言表完成體和持續體標記的讀音不

同故兩者並無關係，然而現代漢語「著」完成體標記讀音 zhao2、持續體標記

讀音 zhe5，古漢語卻是同源。第三，經私下請教臺灣客語本字研究專家─前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教授─古國順教授，古教授認為標誌持續

                                                 
3 本文所探討的臺灣客語方言以「著」表持續貌之用法適用於臺灣使用人口最多的兩大客語次

方言，即：四縣客語、海陸客語；並不適用於大埔客語，因大埔客語以「緊」標誌持續貌（江

敏華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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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等」之本字應為「著」，「等」乃音近之借字；此觀點可從梅祖麟 (1989)

所提的避免功能負擔 (function load) 太重之說法來解釋。第四，持續體標記

den31 可能經歷了語音演變，《1994 汕頭版客語聖經》即採用「著」字標記羅

馬字「ten」。因此，從語言類型學觀點、漢語體系實證、古教授看法，以及

語音演變及客語聖經記載，均可以大膽推測，臺灣客語方言持續體標記的本

字應為「著」，故臺灣客語方言和漢語體系相同，也有採用同一詞彙，即「著」

字，兼表完成體和持續體之用法。 

然而，語音推演上，除內部構擬之外，若能藉由和其他同語系之語言相

互比較建構之比較法，則更具可信度。故若能採錄得到其他客語方言之第一

手語料，藉由比較構擬出客語方言持續體標記的原音，將有助於其本字考究。 

 

3.2.2 臺灣客語方言完成體、持續體之句法語意關係 

本節分別探討「著」之完成體及持續體的句法語意特徵。句法上，完成

體標記「著」常與標誌已然體的情態助詞「有」（鄭縈 2005）共現，但完成

體「著」不能與持續體標記「緊」（Lai and Chiang 2007; 江敏華 2007）共現，

如下例(7)： 

 

(7) 佢兜頭下有（*緊）略略仔驚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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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究原因，(7)的「有」標誌已然，表示動作的完成或情況發生變化，為一完

整體（張愛民 1992），與「著」標誌完成體、「著」與其前面動詞表瞬成述語

之體貌特性相符；而「緊」標誌持續體，和「著」表完成體、「著」與其前面

動詞表瞬成述語之體貌特性相悖，故無法共現。 

此外，「V-著」表完成體時，「著」為法相標記 (phase marker)4，為一動

補結構，允許能願標記「得」（或其變體「以」、「仔」）和「毋」插入，如例

(8a)及(8b)所示。因此，能願標記的插入為完成貌「著」構式之特徵之一。 

 

(8a) 恁細个字佢還看 得/以/仔 著，目珠實在當利 

(8b) 歸大群仔鳥仔，打紙炮仔嚇毋走，毒咩毒毋著 

 

語意上，完成體標記「著」對其前面的共現動詞有選擇性限制，可和認

知類動詞、會面類動詞、情緒類動詞、投擲類動詞合用，例子分別如下所示： 

 

(9a) 隔壁班个老鼠妹知著，一定會毋搭 俚啦 

(9b) 今朝晨在路項睹著塞車 

(9c) 頭擺人講細人仔煞著，愛去收驚 

(9d) 頭先無細義打著你，實在當敗勢 

 

此外，感知類動詞也可以和「著」合用，且語意和情緒類動詞一樣均偏向負

面，獲得類動詞也可以和「著」合用，但語意偏向正面，如例(10a)及例(10b)： 

 

                                                 
4 法相標記及體貌標記之判定方式參見 Li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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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 寒天愛著加兜仔衫，正毋會冷著 

(10b) 老妹這擺演講比賽得著一面金牌 

 

即便是同類型動詞，仍要考慮動詞的細微語意以及動詞語意和構式其他成分

的搭配。參看以下(11a)至(11c)的例子，同屬姿態類動詞的「坐」、「企」，例(11a)

可接受、(11b)卻不能接受，因為凳仔的本質本就是分人坐，而不是*分人企，

故而(11a)合法、(11b)不合法。倘若將句子的其他成分代換，「企著」可以是合

法的，如下例(11c)表示以站姿取得位子。因此，同屬一類型之動詞是否能與

「著」共現而表完成貌，仍應考慮動詞語意細微差異及其與構式成分的互動

關係，動詞語意與構式語意的融合仍有其約制，以免過度概化

(over-generalizations)。 

 

(11a) 該凳仔分佢坐著 

(11b) *該凳仔分佢企著 

(11c) 等暗久正企著這隻位仔，麼人都做毋得喊 走 

 

句法上，與持續體「著」共現的「有」標誌習慣，不可插入能願標記但

可和「緊」共現。持續體「著」標記可與標誌持續體的「緊」共現，但其共

現有所限制，「緊」只能和表動作動詞的持續體「V-著」合用，表示其動態之

變化，如例(12a)，但不能和以處所倒裝構式體現的表狀態動詞的持續體「V-

著」合用，如例(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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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隨著時代个進步，社會也（有）/（緊）跈著變化 

(12b) 聽講該間屋 （有）/（*緊）匟著當多金銀財寶 

 

在以上探討曾提到標誌已然體的情態助詞「有」可和完成體「著」共現，而

非持續體「著」也可以和「有」共現，如上例(12a)及(12 b)所示。此處的「有」

並非是標誌已然體，而是標誌習慣。和表完成體的「著」不同的是，表持續

體的「著」已發展為一體貌標記，故「V-著」表持續體時，無法插入能願標

記。 

語意上，出現在處所倒裝構式，可和持續體標記「著」共現的動詞類型

有：放置類動詞、印記類動詞、存在類動詞、捧提類動詞、穿戴類動詞。前

三類動詞的主語為典型處所，後兩類動詞的主語為擴大意之處所，即以捧提

或穿戴之身體部位表處所，如下例(13)之「頭那」。 

 

 (13) 頭那時時戴著笠嫲，熱天出門正無會熱著 

 

因持續體「著」表示狀態或事件的持續，故其要求共現的動詞語意具持

續伴隨或接續，如前面所提處所倒裝構式的五類動詞本身都可表示動作開始

施行後的狀態持續；除存在類動詞外，其他四類動詞可以不必藉由處所倒裝

結構之語序就可指涉持續貌。其他類動詞，如伴隨類動詞、接續類動詞、投

擲類動詞，均可與持續體「著」共現，指涉動作之持續，請參閱以下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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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至(14c)： 

 

(14a) 山狗太陪著鄉間个孩童成長，都市叢林係尋毋著其个蹤跡 

(14b) 新竹市關東橋連著下員山、竹中摎頭重埔一帶，還係良田百頃，

風光當好 

(14c) 擲著球仔摎石頭，盡好搞 

 

此外，如果「V-著」出現在連動式結構，在訊息結構裡擔任背景功能

(background)，請看例子(15)： 

 

(15) 第三遽个係畫眉仔，其對該兩儕个頭那頂飛著過 

 

動作動詞「飛」所形成的「V-著」構式均擔任背景事件功能，表達前景動作

施行的方式，「飛著」表達前景動作（即畫眉鳥在那兩人頭上經過）施行的方

式。5 

 

3.2.3 臺灣客語方言完成體、持續體之語料分佈情形 

本文所採用的臺灣客語語料，其來源為「客語語料庫」（含國立政治大

學客語口語語料庫，網址 http://140.119.172.200/，及客語書面文本）。 

出現在完成體標誌「著」前的動詞類型，不論是書面語或是口語語料，

                                                 
5 陳前瑞（2009）也提到「V-著」在晚唐詩句做背景性事件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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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包含以下六大類：認知類、會面類、情緒類、感知類、獲得類及其他類等。

各類動詞在書面語語料中的分佈百分比如下：感知類 38.5%、獲得類 24.4%、

認知類 18.9%、其他類 9.4%、會面類 5.5%、情緒類 3.3%；在口語語料中的

分佈百分比如下：感知類 34.5%、獲得類 29.8%、認知類 26.2%、其他類 7.1%、

會面類及情緒類均各 1.2%。比較其分佈，動詞類型的分佈排序相同，惟口語

的認知類比例較書面語高。分析此兩者的分佈差異，其可能之原因在於目前

收錄的口語語料體裁大多為日常生活會話類型，說話者大多在陳述或閒聊自

己所遭遇與接觸的經驗，故在口語語料中，認知類動詞比例較高。 

出現在持續體標記「著」前的動詞類型，書面語包含以下九大類：放置

類、印記類、存在類、捧提類、穿戴類、伴隨類、接續類、身體姿態類、其

他類；口語則僅包含七大類，其前面動詞類型，目前在口語語料庫中並未出

現印記類、穿戴類動詞。各類動詞在書面語語料中的分佈百分比如下：身體

姿態類 24.3%、伴隨類 23.7%、接續類 13.9%、其他類 13.6%、捧提類 12.3%、

存在類 6.0%、放置類 3.0%、穿戴類 2.2%、印記類 1.1%；在口語語料中的分

佈百分比如下：其他類 67%、身體姿態類 15%、放置類 7%、捧提類 5%、伴

隨類 4%、接續類及存在類均各 1%。分析此兩者的分佈差異，在口語語料中

的其他類比例最高，乃在於口語語料的語料比數較少，故樣本數分佈目前無

法呈現常態性分佈，因此其他類比例較高。而在書面語料部分，雖然捧提類

也運用到身體部位，然而捧提類動詞有時會出現在處所倒裝構式裡，而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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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裝構式的主語並非最典型的施事者；6 語料呈現亦顯示，但凡借用處所倒

裝構式的動詞類型，其分佈比例較低；此點，可能與認知語言學的典型和非

典型有關。而伴隨類和接續類動詞的比例均不低的原因乃在於他們和表持續

體的「著」共現時，不但可以指涉空間，亦可以指涉時間（如：跈著；續著）。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我們所造出的投擲類動詞，需視後面所接為目標或

客體而表不同體貌（如：擲著細阿妹；擲著石頭），但目前語料庫裡尚未存在

此類動詞。但凡大多數動作動詞，出現在「著」前，皆可兼表完成體和持續

體（如：看著；捉著），但真實語料常有語境可提供各種訊息，使我們得以判

定「著」表完成體或持續體。但會面類、獲得類動詞只出現在完成體標記「著」

之前（如：睹著；贏著），存在、放置、印記、伴隨、接續類等動詞只出現在

持續體「著」之前，且存在類動詞一定要以處所倒裝結構體現（如：寫著；

扐著）。換言之，「著」雖具雙重功能，但完成體標記「著」對其共存動詞語

意類型的選擇性較持續體標記「著」為窄。這也符合了標誌持續體的「著」

之時貌標記的語法化程度較標誌完成體標記的「著」之法相標記為高之語法

化現象。 

語料顯示，若無適當語境，大多動詞類型出現在「著」之前，均可能指

涉完成體和持續體；採用構式語法之理論分析，以語言使用為出發點，語境

往往可提供充分的訊息。未來若口語語料更多時，可再繼續探究其前面動詞

                                                 
6 典型施事者與典型受事者可參見 Dowty (1991) 所提之「論元選擇原則」(Argument Selectio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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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佈是否以感知類等動詞為多，可再深究口語語料和主觀化 (subjectivity) 

的關係，亦可再探究處所倒裝構式等違反論元映射關係之語料的分佈情形。 

 

3.3 臺灣客語「怕」構式之語法化與詞彙化 

心理動詞的兩個論元之語意角色，分別為經驗者 (experiencer) 及刺激物 

(stimulus)。然而，因心理動詞之語意不同，主語與賓語所扮演的語意角色在句

法的位置上會隨之調整，如以下二例之比較： 

 

(16a)   佢當驚阿伯。    

(16b)   佢愛去嚇阿伯。  

 

在(16a)，「佢」為經驗者，「阿伯」為刺激物；而在(16b)則恰好相反，「佢」

扮演刺激物角色，「阿伯」則是扮演被嚇之經驗者角色。因此，心理動詞之動詞

語意及其論元表現一直是句法與語意互動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將針對臺灣客

語心理動詞「怕」所表現之句法、語意、語用等特徵，進行細部剖析。客語主

要以以下兩個心理動詞表達「害怕」的語意：「驚」與「怕」。「驚」的語意表示

害怕或擔心，如(17a)與(17b)： 

 

(17a) 你毋好緊講驚鬼，鬼毋會煩人…。  

(17b) 大家驚你个叫聲會分飛行機聽到。 

 



32 

而「怕」也和「驚」相同，同樣有表達害怕、擔心之語意，如(18a)與(18b)： 

 

(18a) 毋怕啦！毋怕啦！姨婆你驚麼个！ 

 (18b) 毋怕啦，一下轉，你做你去啦！ 

 

觀察客語語料後發現，客語多用「驚」表示擔心、害怕意，在語言上的體

現為極豐富的句式，而「怕」大多只有否定祈使句式「毋怕」，此對比呈現一有

趣且不對稱現象。此外，被「驚」搶奪語意功能之「怕」，尚有一「驚」所欠缺

之語意表徵為「恐怕」，如下例(19)： 

 

(19) 這擺你怕保  毋得囉…  

 

臺灣華語並無(19)的用法，而是藉由「恐怕」、「大概」等詞彙化詞彙表達，此為

客語特殊之處。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中，「怕」之動詞釋義有二者：一為「恐懼、

害怕」，如「他表弟很怕老虎」；二為「擔心、疑慮」，如「我怕妳累壞了」。然

而，副詞釋義之舉例皆為非現代用法，如下例： 

 

(20a) 可能、或許、大概。 

儒林外史˙第二十六回：「他怕不也有二十五六歲，他對人自說二十一歲。」 

(20b) 豈、難道。表反問。 

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八：「我怕不要周全？只是關著財利上事，連夫妻

兩個，心肝不託著五臟的。」 

(20c) 如果、倘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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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樂大典戲文三種˙小孫屠˙第三出：「梅香，怕有賞春佳客來買酒，你

與我安排了酒器，整頓則個。」 

 

相較於現代華語「怕」之使用限制於動詞用法，客語「怕」字還可以用以

表達可能、大概、難道等語意，如(20a)、(20b)所示。換言之，表達恐怕、大概

意義的情態詞在華語中是由「恐怕」、「大概」等詞彙化詞彙來呈現，但在客語

中，「怕」字除了有動詞用法，亦有情態詞用法。此外，客語「怕」動詞與副詞

之頻率，亦有其差異；除了常見的否定句式「毋怕」之外，「怕」表「害怕」之

語意多半只用於俗語、諺語，如(21)： 

 

(21) 男驚投錯行，女怕嫁錯郎。 

 

因此，客語「怕」絕大多數情況是用以表達說話者主觀性不確定之情態意義，

如(22)： 

 

(22) 佢个兩隻腳，怕有十公分長。  

 

(21)與(22)「怕」之論元體現、句法位置及使用頻率，其表現均不同。首先，心

理動詞「怕」所要求的兩個必要論元角色〈經驗者，刺激物〉，在例(21)中，分

別體現為句中之主語「女」與賓語「嫁錯郎」，然而在(22)中則體現為句子的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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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者（隱匿不現）與命題「佢个兩隻腳有十公分長」。在句法方面，(21)的動詞

「怕」支配句中整個動詞片語，而(22)的「怕」則是位於更高層的句法位置。(21)

句用法多半限制於諺語型式，而(22)句表達「可能、恐怕」語意之「怕」構式具

高度能產性。關於以上分析，將在 3.3.1 節進一步討論。遵循構式語法框架，本

文試圖為客語「怕」字之句法分佈、語意類型及語用特徵進行探究剖析。 

 

3.3.1 臺灣客語「怕」構式句法及語意之分析 

本文採用語料庫研究，配合理論架構，主要將語料分為兩類。A 類如例子

(23)，B 類如例子(24)： 

       

(23) 男驚投錯行，女怕嫁錯郎。 

(24) 佢个兩隻腳，怕有十公分長。  

 

以構式語法觀點而言，構式為一形式與語意之配對。「怕」之論元語意角色

為「經驗者」與「刺激物」。此二語意角色在 A 類中，分別投射在主語與賓語之

位置，相關例子如下： 

      

(25a) 禾怕寒露風 ，人怕老年窮。 

(25b) 草怕斷根，禾怕枯心，蟲怕夜燈。 

(25c) 毋驚青龍高萬丈，只怕白虎回頭望。 

 

除了在諺語中，「怕」多半用於否定祈使句式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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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a) 毋怕啦，來去啦！ 

     (26b) 毋怕，毋怕，天光日換  去回話。 

     (26c) 毋怕啊，你做你講，有麼个事情？ 

     (26d) 毋怕啦，  無阿爸無阿姆…。 

     (26e) 毋使驚，毋使怕，大家來看海浪花。 

 

但語料中並無「怕」可出現在祈使句中，如： 

 

     (27) *怕啦，來去啦！ 

 

因此，「毋怕」在客語中如同熟語一樣產生固化 (fossilization) 現象。總之，句

法方面，此構式為典型 (canonical) 形式；如同前述所提，此用法多用於諺語中，

即使是一般用法，也只觀察到否定祈使句式，因此在語意方面則帶有非典型的

熟語 (idiomatic) 特徵。 

相較之下，在 B 類中，「經驗者」與「刺激物」則是投射在說話者與命題之

位置，此類型為一高度能產之構式 (highly productive)，在許多資料中都可找到

相關例子如下： 

 

(28a) 這兩種鳥仔，怕無一定係“害鳥”。  

(28b) 這擺你怕保  毋得囉…。  

(28c) 吾倈仔今晡日怕愛來打  囉！  

 

在以上例子中，主語「這兩種鳥仔」、「你」、「吾倈仔」並非經驗者，真正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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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者是投射在說話者本身身上，而刺激物則是句中的命題內容。此外，因為說

話者對於命題內容之猜測性或不肯定性，說話者根據其本身之經驗選用情態詞

「怕」表達出其認知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 中的不確定性 (uncertainty)。 

 

以上兩類的構式在句法呈現方面之不同比較如下： 

 

(29) 男驚投錯行，女怕嫁錯郎。 

(30) 佢个兩隻腳，怕有十公分長。  

 

A 類                               B 類 

 

 

 

 

「女」和「佢个兩隻腳」在(29)與(30)中同樣佔據主語位置，但在句法表現，

「女」是主要子句中的主語，但「佢个兩隻腳」則是附屬子句的主語；(30)中主

要子句的主語是說話者本身，在句中隱而不現。 

 

若將上例(29)及(30)改為否定構式，亦有不同呈現，如： 

 

(說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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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男驚投錯行，女毋怕嫁錯郎。 

(30’) 佢个兩隻腳，怕無十公分長。  

 

當「怕」擔任一心理動詞時，否定詞「毋」‘不’直接接在動詞前；若「怕」為一

情態詞時，否定詞則是在附屬子句中運作，接在附屬子句中的動詞前7。 

總之，「怕」字構式由原本單純指涉一人物、物體或事件，變成指涉說話者

的態度或看法，「怕」字也從心理動詞變成情態詞；因此，從 A 類到 B 類之變化

充分展現語法化之現象。 

    除了語法化之外，「怕」字構式亦呈現詞彙化。「怕」與「驚」或「敢」此

二同義、反義心理動詞亦詞彙化成情態詞「驚怕」與「敢怕」，皆表達說話者對

命題內容之主觀不確定性。換言之，表情態除可透過論元角度：經驗者投射到

說話者、刺激物投射到命題內容之外，亦可藉由詞彙化機制來表達出情態概念。

以「驚怕」為例，「驚」與「怕」為近義關係 (synonymy)，除了可單純表達害怕

之語意，如(31)；亦可表達「恐怕」之意，表達出語境中的讓步 (concessive) 語

氣，並顯現出知識性情態及主觀性特徵，如(31b)： 

 

     (31a) 阿八呢盡賢孝，驚怕阿姆愁，毋敢講正經。 

(31b)   看佢，氣色不對，……，驚怕不久人世囉。 

 

再以「敢怕」為例，「敢」與「怕」為反義關係 (antonymy)，然而兩者結合

                                                 
7 原句為：「佢个兩隻腳，怕+ NEG +有十公分長。」而「NEG +有」在客語中則以「無」字顯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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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意為「恐怕」之意，同樣表達語境中的讓步語氣及顯現出知識性情態及主

觀性特徵，如(32)： 

 

(32) 敢怕今晡日會落水哦！ ‘恐怕今天會下雨哦！’ 

 

表達否定語意時，否定詞「毋」（不）並非接在「敢」字之前，而是在命題

子句之前，表達說話者認為情境不可能發生的主觀判斷，試比較(33a)與(33b)之

異同： 

 

(33a) 敢怕今晡日毋會落水哦！  

 (33b) *毋敢怕今晡日會落水哦！ 

 

3.3.2 量化分析 

    在量化分析方面，書面與口語各自有不同呈現。在書面語料部分，共搜尋

得到 106 筆「怕」之語料。本研究將語料分為兩大類：表擔心、害怕之動詞義

及表恐怕、大概之情態詞義。A 類共有 61 筆，可再細分為「怕」及「驚怕」；「怕」

例子共有 51 筆，佔 84%，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祈使句式便有 29 筆，其他則多

為俚語用法；「驚怕」表擔心、害怕的例子則有 10 筆，佔 16%。相關圖示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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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客語「怕」字構式書面語料之心理動詞分佈圖 

驚怕

 16%

怕

 84%

 

 

B 類表恐怕、大概義則有 45 筆，其中「怕」一字表達情態意義共有 35 筆，佔 B

類的 78%：以「驚怕」及「敢怕」形式呈現的各為 5 筆，各佔 B 類中的 11%，

如〈圖 9〉： 

 

〈圖 9〉客語「怕」字構式書面語料之情態詞分佈圖 

驚怕

11%

敢怕

11%

怕

78%

 

 

A 類佔書面語料總比例之 58%，B 類則佔 42%，兩者差距並不大。比較書

面語料之 A 類及 B 類，可得到以下〈表 3〉及其相對應圖示〈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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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客語「怕」字構式書面語料比例 

語意表徵 構式 筆數 總數比例 總數 

怕 51 A. 心理動詞 

(表擔心、害怕) 驚怕 10 

58% 61 

怕 35 

驚怕 5 

B. 情態詞 

(表恐怕、大概) 

敢怕 5 

42% 45 

書面語料筆數 106 

 

 

〈圖 10〉客語「怕」字構式書面語料分佈圖 

 

 

探究 A 類與 B 類在書面語的分佈差距不大的原因與書面語的語體有關，本

語料庫的書面語料主要來源為臺灣各縣市出版的故事集佔大宗，其次為其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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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出版的故事或客家雜誌之客語故事，由於故事的敘述及性質常常會表達故

事主角的遭遇及情緒，因此「怕」會傾向表達其基本語意表示擔心、害怕，再

者故事或寓言大多以醒世或勸教為主要訴求，因此經常會以諺語或者熟語來結

尾以勸誡世人行善或者保留美德，因此「怕」也經常以基礎語意出現在諺語中。

然而，隨著語言的改變，在現代客語的使用，「怕」的情態用法則佔多數，例如

在口語語料的分佈情形。8 

口語語料部分，在政大客語口語語料庫中共搜尋得到 13 筆「怕」之語料：

2 筆表擔心、害怕義，並皆以否定祈使句式表現；表恐怕、大概義有 11 筆，其

中由「怕」一字表達此情態之例子有 8 筆，佔 B 類中的 73%，以「敢怕」形式

出現則有 3 筆，佔 27%。在口語語料庫中無「驚怕」之例，請見〈圖 11〉。 

 

〈圖 11〉客語「怕」字構式口語語料之情態詞分佈圖 

怕

73%

敢怕

27%

 

〈表 4〉以及〈圖 12〉即為口語語料中 A 類以及 B 類之比較呈現： 

 

                                                 
8 有關語體中之語言的句法及語意行為表現為值得探討的議題，有待未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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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客語「怕」字構式口語語料比例 

語意表徵 構式 筆數 總數比例 總數 

A. 心理動詞 

(表擔心、害怕) 

怕 2 15% 2 

怕 8 B. 情態詞 

(表恐怕、大概) 敢怕 3 

85% 11 

 

口語語料筆數 13 

 

 

〈圖 12〉客語「怕」字構式口語語料分佈圖 

敢怕

27%

怕

73%
A. 心理動詞

(表擔心、害怕)

15%

B. 情態詞

(表恐怕、大概)

85%

 

 

比較〈表 3〉與〈表 4〉，可發現「怕」字構式在書面及口語使用有所不同。

在構式方面可發現，「驚怕」在口語語料中完全沒有出現。而在比例上，不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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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語料，口語語料較常使用「怕」字構式表恐怕、大概，比例高達 85%；而

表擔心、害怕則只有 15%，可推測在口說中表擔心害怕之心理動詞可能多由「驚」

形式呈現。此外，單用「怕」來表達情態意義之比例也高過詞彙化之詞彙「敢

怕」，這點在書面、口語語料中皆同。 

與台灣華語相比，客語「怕」字之語意及語法表現更為豐富。擔任心理動

詞與情態詞之「怕」在論元體現方面以及語意表達方面各有不同。關於「怕」

字構式之運作圖示於下： 

 

〈圖 13〉客語「怕」構式圖 

 

 

在量化分析方面，也分別針對語料類型之差異，依照使用頻率的比例提出相關

圖示及表格，並比較兩者之異同。未來可針對「怕」構式的語意關連，在構式

語法框架的呈現機制等相關議題再進一步研究。 

 

「怕」構式

心理動詞： 

表擔心、害怕

情態詞： 

表恐怕、大概

怕 驚怕 怕 驚怕 敢怕 



44 

4. 結論 

本語料庫目前典藏書面語料，未來將典藏口語語料。尋找特定年齡群是未

來建構語料庫的目標之一，蒐集不同體裁文本及語料為另一項目標，未來在體

裁規劃上希望朝如〈表 5〉所示的分類進行。 

 

〈表 5〉臺灣客語方言語料庫典藏語料之體裁規劃 

對話 

日常會話 

電視訪談 

新聞討論 

Call-in 電視節目 

獨白 

演講 

說故事 

口述歷史 

新聞稿件 

 

截至目前為止，臺灣客語方言書面語料已典藏 670 篇文章，每篇文章均系統化

紀錄其出處、作者、文體等相關資訊。未來將加入語料庫中典藏的口語語料，

目前已收錄三十筆語料（十九筆日常會話，十筆獨白說故事，一筆電視訪談），

數量仍在持續進行中。其中已有六筆各約二十分鐘的口語對話（五筆日常會話，

一筆電視訪談）已公開於「國立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料庫」網頁

（http://140.119.172.200/），已完成漢字轉寫、音檔切割，並標記羅馬拼音、詞語

標註及英文翻譯等資訊，語料呈現於網頁之畫面如〈圖 14〉所示，詳細內容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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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6〉所示。9 

 

〈圖 14〉「國立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料庫」語料呈現畫面 

 

 

 

 

 

 

                                                 
9 有關「國立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料庫」建構步驟與詳細內容，請參見賴惠玲，李詩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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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國立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料庫」網頁典藏語料之內容 

 參與者 語料長度 

 女性 男性 分鐘 話輪 字數 

H001-CN-C-MFF-OMO 

客家擂茶製作 
2 1 20 503 11848 

H002-CN-C-FF-MM 

搭乘公車經驗 
2 0 20 396 10849 

H003-CN-C-FFF-OOOOOO 

婆媳相處 
3 0 22 415 12460 

H004-CN-C-MMM-OMM

東勢經濟發展 
0 3 23 365 11129 

H005-CN-C-FF-OOM 

花蓮生活回憶 
2 0 20 669 14931 

H005-CN-C-MFF-MOOOO 

客家家庭主婦的生活 
2 1 20 453 14170 

總計： 11 5 125 2801 75,387 

 

應用系統化客語語料庫所呈現的量化語言分析方面，本計畫以臺灣客語方

言表完成體和持續體「著」、涉及語法化之主觀性與詞彙化之固化等觀點之「怕」

構式在語料庫中的分佈分析為例，展現語料庫之應用成果。 

整體而論，本語料庫研究尚有以下未竟完成之處：其一，由於時間之限制

與人員之不足，本語料庫暫無法進行斷詞與詞類標記。惟斷詞與詞類標記將使

語料庫的功能更為強大，此兩項工程將留待未來繼續執行。其二，前面提及，

在語料庫建置之初，尚未能考慮文體之平衡，且此語料庫目前尚以書面語料為

主，輔以口語語料，文體之均衡以及全面性客語口語語料庫之建構，是本研究

目前無法涵蓋之部分，仍有待將來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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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是個表意豐富的語言，具有許多值得研究的語言學課題，但現今之客

語研究一直缺乏有系統之分析，本研究以建構客語語料庫為出發，從語料的蒐

集、判讀、輸入，到語料庫的建構及使用介面功能介紹，展示出一個有系統的

研究步驟，為日後相關客語語料庫為本的相關研究議題提供一個很寶貴的參考

資源及可參考的研究方法，有助於客語研究的蓬勃發展及研究議題的深入探

討。就實用性而言，本研究就客語語料做全面性的收集、整理，並建構一個可

供檢索語料的語料庫，實際語言使用的範例，對客語教學的教材研發及編撰均

極有助益。就客語資源而言，本計畫目前已聯合國立新竹教育大學葉瑞娟教授、

黃漢君教授與吳睿純教授等諸位客語研究學者共同建構此語料庫，不但避免語

料重複收集、人力浪費等缺點，並共創客語研究合作環境之最大效益。然而，

語料庫的建構費時費力，但聚沙成塔，本研究計畫盼拋磚引玉，能引起大家對

客語語料庫更多的關注，也能藉此讓語料庫發揮更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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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口語語料受錄者簽署同意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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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口語語料受錄者填寫個人背景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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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使用客家電視台節目之 

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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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圖片掃瞄自 Frog Story (Mayer,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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