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語音調查研究報告《高雄縣美濃鎮地區》摘要 

壹、前言：                              報告人：廖金明﹙0921685867﹚95.12.12. 

    一、本報告所研究陳述地區包括美濃鎮、杉林、六龜新威等地區客家四縣語

音，並綜合﹙一﹚92.5.1–92.12.1﹙吉東地區﹚，﹙二﹚93.1.1–93.12.1

﹙南隆地區﹚，﹙三﹚95.1.1–95.12.1﹙美濃、龍肚﹚等三階段期間內容，

以上三階段皆獲客委會獎助完成。 

    二、本報告編寫分﹙一﹚調查、﹙二﹚研究、﹙三﹚運用等三部份，且由客家

鄉土語文研究工作室同仁等 23 人分工合作努力完成，尤其在語音蒐集受

訪者有 1,500 人，復運用電台扣應語音約 300 人，且年齡在 50 歲以上﹙較

為正音﹚者為探尋業對象，目的在於建立語音之正確性。 

    三、在內容之充實，極力做到語音方面之「寬、深、正確」等三層次之週全，

並期求語音與語文之結合，除了善用中原週刊、南天書局、臺灣書店等

等字典文字之運用外，乃與耆老或專家學者請求指點，使之「語與文」

結合，期使「演講文章、戲劇、廣播、歌唱、作詞」等等語音與語文結

合，以達客家語文文化完美之境界。 

貳、語音與語文調查： 

            本調查項目詳如目錄﹙貳、調查內容﹚，共計 27 項，這是指調查項

目之寬度，在語音之特殊點，即地方語音下了相當大的功夫，當然這些

語音有些地方並非專指美濃地區，也將南部六堆地區與臺灣地區作比

較，使之語音地區使用之概況，在此概略分述如下： 

一、特殊語音、語詞： 

美濃地區之開拓概分為三期，各期語音文化稍異如下： 

1. 開庄時期：即林豐三來臺之美濃庄與龍肚庄、竹頭角等地區，較為保

持原始風貌，在美濃地區之而言，庄民之遷移方面只有出無進，故客

家四縣語音較為純正。 

2. 南隆開拓時期：在日据時代為了開拓南隆地區，有來自﹙1﹚岡山、

旗山、菜寮等河洛語，﹙2﹚苗栗、新竹等地操用海陸客家語者，﹙3﹚

美濃與龍肚居民等三地區之居民，所以該地區語音與群象習性等等較

為混雜，但迄今業已融合，仍稍帶當初原用語音腔，目前年齡 40 歲

以下者，可說完全融合為四縣語音，可是又受國語環境之影響，又轉

折趨向國語語音之現象，這些之影響乃受電視廣播與學校教育尤深。 

3. 特殊語音詞詳如：﹙1﹚河洛、客語相間語音詞，﹙2﹚美濃特殊慣用地

方語，﹙3﹚美濃地方客語聲韻等等皆具特殊性，此乃是地方封閉成俗

之影響所致。 

4. 例如美濃地方語：伊的伯ｍ媽ㄇㄚˋ皆ㄍㄞˋ阿嬤ㄇㄚ同彌ㄇｌˊ媄ηｇｌㄚ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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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摘伽ㄍㄚˇ籃蜜同對面烏﹙伊的阿姆同阿婆與叔姆去摘柑仔蜜同破布

子﹚。 

二、客家動詞語音與語言： 

按客家語文所用動詞或名詞之語文意思，皆比國語表達得細緻分

明，客家語文是依：﹙1﹚輕重緩急，﹙2﹚高低方向，﹙3﹚裏外正斜，﹙4﹚

長短厚薄，﹙5﹚顏色味道，﹙6﹚動靜多寡，﹙7﹚使用器物等等之下，以

種種不同的方式，分明表達語文意義，亦即動作與使用狀況或器物同時

表現意義，簡述如下： 

        ﹙一﹚、使用棍類大小『打』： 

1. 抽ㄉｌㄨ：抽打。2.修ㄒｌㄨˋ：小小竹枝。3.扌麥  ㄇㄚｋ：小棍子打。

4.毆ㄝㄨˋ：如杖大小打。5.揍ㄗㄛｋˋ：如扁擔大小打。 

        ﹙二﹚、掌類： 

1. 撐ㄘㄤ：手掌向上。2.推ㄘㄛｔˋ：手掌向前。3.撳ㄎｌｍ：手掌向

下。 

        ﹙三﹚、嘴齒類： 

1. 啄ㄉㄨｌˋ：尖嘴咬﹙鳥類﹚。2吮ㄑｌㄛηˋ：扁嘴﹙鴨類﹚。3.齧 

ηｇｌㄚｔˋ：門齒咬。4.咬ηｇｌㄠˊ：犬牙咬。5.嚼ㄐｌㄛｋ：臼齒

咬且有聲。6.糜ㄇㄛｌˋ：無牙齒咬嚼。 

        ﹙四﹚、用手指類： 

             1.拈ηｅｌㄚｍˊ：姆指與食指拿。2.撮ㄗㄝΡˋ：三指取物。3.扡ｌㄚˋ：

五指取物且為穀類。 

※ 以上簡例述可知，客語分明用語與文字之所在，亦即一物一語之

狀態。﹙詳如本報告內容貳之十二各項﹚。 

參、語音與語文研究部分： 

        本研究報告歷經三年分區完成，先以蒐集本地區語文音，再以各地語音

作比較，本調查研究方面可分下例十一項，各項皆有突破性之發現，對於客

家語文之推廣或運用皆有極大之助益，玆簡略如下：﹙詳請參考研究報告參、

研究重點﹚： 

        一、常易誤語音與聲韻調分析： 

這裡所指語音是指「聲母與韻母」之常誤並非「舌、嘴、齒」

之缺陷所引起，而是所謂國語沒有的﹙ｍ．ｎ．Ρ．Ｔ．ｋ﹚陽、入

聲音所致，如此不但破壞客語之美，尚易形成日後客語之新生語

言，玆簡例如下： 

﹙一﹚、一般語音：﹙1﹚ㄝㄨ→ｌㄝㄨ音。﹙2﹚ㄚｍ→ㄤ音。﹙3﹚ηｇｌ→ㄋｌ音。

﹙4﹚四縣沒有捲舌音。﹙5﹚ㄐ.ㄑ.ㄒ.ㄗ.ㄘ.ㄙ為輕短音。﹙6﹚

ㄨ﹙烏﹚與ㄈ音前需加『ｖ』音等等﹙詳如研究報告參之一﹚。 

﹙二﹚、聲調語音：﹙1﹚第三聲：客語為先高音再降低後再釣回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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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國語為低音降低後再釣回三倍，上昇語調，亦兩者第

三聲符號〝ˇ〞相同，但長度卻左右相同。﹙2﹚第四聲：客

語為中重長音，如「李ㄌｌˋ」，國語為高重長音如「力ㄌｌˋ」。

﹙3﹚第五、六聲：入聲字語第五聲為高輕短音，相當國語第

一聲。第六聲為低短重音，相當國語第四聲。﹙詳如報告參之

四﹚。 

二、客家語轉音字語之運用： 

              這裡所指轉音語字，是指語音之使用須依前字語之韻母尾音，順 

接作變音，經研究在「ㄚ.ㄝ.ㄛ」三音字共有「啊、也」為Ｙ音，「的. 

個.地.了.得.仔.ケ」為せ音，「噢」為ㄛ音。這「ㄚ.ㄝ.ㄛ」三音為 

韻母時，皆有「ｖ.ㄌ.ㄧ.ㄇ.ㄋ.ｇ.ㄍ.ㄅ」之聲母出現，上述「ㄚ.ㄝ. 

ㄛ」各字語在客語白話文佔極重要之地位，若不曉轉音字之使用，則 

白話文或鄉土客語文即無法表達，甚至在客語文之運用在「白話、廣 

播、作詞、歌唱、演講、戲劇」等等方面無法表達或生硬表達，玆將 

要領簡略如下﹙詳見本報告參之ニ﹚ 

       ﹙一﹚、ㄚ.ㄝ.ㄛ音字變化： 

1. ｖ音：韻母尾音是﹙ㄨ.ㄚ.ㄠ.ㄛ﹚音者，即ｖㄚ.Ｖㄝ.Ｖㄛ﹚。 

2. ㄌ音：韻母尾音是﹙ㄒ﹚音者，即成﹙ㄌㄚ.ㄌㄝ.ㄌㄛ﹚。 

3. 一音：韻母尾音是﹙ㄞ.ㄧ.ㄝ﹚音者，即成﹙ㄧㄚ.ㄧㄝ.ㄧㄛ﹚。 

4. ㄇ音：韻母尾音是﹙ｍ﹚音者，即成﹙ㄇㄚ.ㄇㄝ.ㄇㄛ﹚。 

5. ηｇ：韻母尾音是﹙ㄤ.ㄥ.ㄛｇ﹚音者，即成﹙ηㄚ.ηㄝ.ηㄛ﹚。 

6. ㄋ音：韻母尾音是﹙ㄢ.ㄣ.ㄛη﹚音者，即成﹙ㄋㄚ.ㄋㄝ.ㄋㄛ﹚。 

7. ㄍ音：韻母尾音是﹙Κ﹚音者，即成﹙ㄍㄚ.ㄍㄝ.ㄍㄛ﹚。 

8. ㄅ音：韻母尾音是﹙Ρ﹚音者，即成﹙ㄅㄚ.ㄅㄝ.ㄅㄛ﹚。 

9. ㄗ.ㄘ.ㄙ.單音字時，仍原用本﹙ㄚ.ㄝ.ㄛ﹚音。 

       ﹙二﹚、ㄝ韻母漢字用法： 

1. 第一聲者有「個、的、ケ」三字。 

2. 第二聲者有「地」及「了」後加嘆號者。 

3. 第三聲者有「了」字。 

4. 第四聲者有「得﹙副詞﹚、仔」。 

       ﹙三﹚、せ韻母地方慣用地區與變化，例如：『仔』 

1.せ韻母轉變為「一」而不加聲母，如上﹙一﹚者：屏東大路關、

苗栗大湖、海陸語。 

2.せ韻母轉變為「一」但加如上﹙一﹚聲母：高樹、新埤、佳冬、

長治。 

3.用せ韻母但聲母變化如上﹙一﹚：美濃、內埔、竹田等一帶。 

4.せ韻母轉變為「Ｙ」聲母變化如上﹙一﹚：大部份河洛話。 

三、客家狀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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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聲詞是由聲體發音經耳傳送腦部，由嘴部發聲表達意思者，其亦

可歸類為語言之一種，經研究在國語，河洛語，客語等等，不同族群文

化所使用之狀聲詞皆不同，且各族群所使用之狀聲詞皆有規律性，即文

法上之結構，玆簡例如下﹙詳如報告﹚： 

﹙一﹚ㄅㄧ、ㄌㄧ、ㄅㄛ、ㄌㄛ＝ㄅㄧ、ㄅㄧ、ㄅㄛ、ㄅㄛ﹙下雨很大﹚聲。 

﹙二﹚ㄎㄧ、ㄌㄧ、ㄎㄧㄚ、ㄌㄧㄚ＝ㄎㄧ、ㄎㄧ、ㄎㄧㄚ、ㄎㄧㄚ﹙碗筷﹚聲。 

﹙三﹚ㄍㄧ、ㄌㄧ、ㄍㄛ、ㄌㄛ＝ㄍㄧ、ㄍㄧ、ㄍㄛ、ㄍㄛ﹙肚中有水﹚聲。 

﹙四﹚ㄍㄧ、ㄌㄧ、ㄍㄨ、ㄌㄨ＝ㄍㄧ、ㄍㄧ、ㄍㄨ、ㄍㄨ﹙肚餓﹚聲。 

如上各項皆為狀聲音之一種，其表示確實與國語、河洛不同，左

為四音，右為成雙成對，兩者意義相同，客語雖有五種，但狀聲詞語

卻一致，而且有文法上之結構，以上﹙一﹚ㄅㄧ、ㄌㄧ、ㄅㄛ、ㄌㄛ為例，其

結構規則如下： 

1. 聲母：第一與第三為『ㄅ』第二與第四為『ㄌ』，即一與三同。 

2. 韻母：第一與第二為『一』，第三與第四為『ㄛ』，即一與二同。 

3. 全部﹙四語字﹚皆為第一聲調。 

4. 右邊第一與第三語字重複即成對等意義左邊之狀聲詞。 

5. 狀聲詞語寫成口音字時，其讀音應以右邊客語字為準，例如嗨ㄏㄞ ﹙̀國

語﹚，ㄏㄛｌˋ﹙客語﹚。 

※ 客語之狀聲詞、感嘆詞與國語、河洛話皆不同，但目前許多客語

教材中頗多採用國語發音，似為不當。 

四、破音字之使用： 

        在客家語文之領域中，由於「字」數不夠用，亦如國語有「破音字、

文白讀、古音字」等出現，在語文中亦佔重要一席之地。﹙詳如報告參之

五內容﹚。 

五、客家常用單字： 

        不同文化，其語與文即有相異之處，依長久研究，客語專屬用字，

只有 175 個字﹙字典難找或無﹚，至於「字」是文化符號之一種，為借文

字表達思想或語言之溝通，文字是極為重要之一環，但目前尚有多處不

能確定，對於客家語文推廣受阻相當大。﹙詳如報告參之六內容﹚。 

六、國語譯客語： 

不同語言要互譯成對等語意之語詞，實為相當重要之工作，但本項

互譯工作，乃牽涉如上項之配合，才得週延，目前在客語環境裡，受國

語，河洛語言之影響相當大，致所謂客語之『外來語』日趨嚴重，造成

文化上之變異，亦相當嚴重，﹙如詞語相同，意義卻不同﹚。﹙詳如報告參

之七內容。﹚ 

七、客語文法與虛字： 

﹙一﹚、客語語音文法如上二之轉音字是為文法之一種，另外尚包括複合

音字、語文字義、文白讀、動詞、感嘆詞之聲調等等皆為文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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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範圍，在文詞或話語佔極重要之地位。 

﹙二﹚、虛字方面大多應同在鄉土語言或戲劇表演，以音語之長短、輕重，

表示意義之所在﹙詳如參之八、九報告﹚。 

肆、客語白話文研究與運用： 

        本報告為求內容之寬度作大量蒐集，民間之客家用語，並請求先進學者

作深度與正確度之探討，其終極目標能將語音與語文表現出來，尤其在「戲

劇、演講、故事、文章、會話」等等中之運用，本報告擇取六篇語體白話文

配合參考，以目前而言，在一般客語白話文中，不懂客語者，其難以瞭解內

容所在，而一般懂客語者，也不一定能瞭白話文，因其中尚有多方是與國語

不同之地，﹙詳如報告肆之各篇文章﹚。 

伍、結語： 

     一、本客家語音調查研究報告，承蒙客委會以及各方先進專長指導與成員﹙客

家鄉土語文研究工作室﹚及鳳山社區大學師生，共同合作之作品，本報

告除了在鳳山社區大學供學員﹙全部皆通曉客語﹚持續研究整理外，尚

提供國中、國小鄉土語言教師作參考，相信文化工程之『馬拉松』式之

接力下，來日必能提昇客家語文之水準，並且運用於文化學術各界。 

     二、本報告調查研究範圍內容詳如附件﹙報告內容目錄﹚、敬請參考。 

     三、為求本報告之『寬度、深度、正確度』懇請客家語文各界下不吝賜教，

並請擇取可用之處惠予共同推廣，謹此。承蒙大家！感謝大家！ 

陸、附錄:本研究計劃案負責人廖金明簡介: 

一.負責人:廖金明(男.34 年次.美濃人)。 

二.學歷:國立成功大學交通管理系(電信組)畢業。 

三.經歷:(一)台南市客家同鄉會創會人(65 年成立)。(二)電信局股長、

課長、管理師等等服務 32 年(90 年退休)。(三)台南市長榮中學經濟

學.企管.行銷等兼任教師 23 年。(四)廣播電台客語節目製作主持 13

年,廣播時數逾 2.000 小時。(五)客家語文研究與客家白話文寫作 40

年,曾任高雄.屏東等縣市及全國各地客語演講比賽裁判,前後逾 20

場次。(六)高雄.屏東.台東等縣市國中小鄉土教師語文研習,以及各

地(鳳山.旗山.新興社區大學.高雄文物館)等等客家語文研究與運用

課程講師,上課時數逾 2.000 小時。 

四.著作:(一)客家鄉土語文研究.(二)客家語文常用白話語文字音研

究.(三)客語演講範本.(四)客家語文研究與運用.(五)客家短劇

精選(一).(六)商用客語會話。 

柒、附件：客家語音調查研究報告內容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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