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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篇

第一章  母語的陵夷與復原

馬祖是個很特殊的地方，論幅員大小，她不過是一連串如珍珠般的列島。在中國沿海大陸棚

周邊上，類似的島嶼不知有多少，但是，因為地理環境、時代因素而躍上中國近代史的舞台。國

共內戰之前，此地不過是閩東地區漁民，隨季節移轉、魚汛潮期暫做棲息之地而已。考古所知，

列島之一的亮島，上有八千三百年的遺址，人類歷史的久遠自不在話下，但文化的厚度卻無法與

此等量齊觀。因為如此，和馬祖並稱「金馬」的金門之所以發展迅速，這似乎也是原因之一。

有人說，馬祖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從某個角度來看也是有幾分道理的。第一波來的族群起於

何時無法考知，因為此地的漁業資源以及海陸交通要衝的角色，自古以來就吸引了許多人潮來此

營生或尋找機會。

政府來到台灣，國軍經營馬祖，帶來了新的文化，從接觸、衝突到融合，走過這一段坎坷歲

月的我們應該是感懷深刻的。不可否認的，馬祖也因為這一波的動盪使文化更具多元。雖然其中

有許多是被環境逼迫的改變，如今事過境遷，理智思考，這一波「天翻地覆」的改變，不但使馬

祖脫胎換骨，也提升了馬祖原有的閩東文化的視野。再加上若干年後大陸的文革十年動亂，間接

使閩東文化在馬祖的格局加大和純度的墊高，凡此種種，無不令人為之刮目相看。

以語言來說，我們使用的母語是閩東方言，在台、澎、金、馬之中她是特殊的。當初政府遷

台推行國語運動，有他的時代背景和政治因素的考量，但因為手段過於粗糙，也發生了不少令人

難堪的往事。往者已矣！理智地告訴自己，身為馬祖語言文字的工作者，必須要平心靜氣地面對

這個問題。推行國語運動對被日本統治半個世紀的台灣來說，是有他的急迫性的，因為文化認同

是當務之急。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書同文、語同聲才便於治道，而閩東、閩南之語言造成官

民間的鴻溝和隔閡，以當政者的思維，必須要跨過和打破。今天回顧走過的足跡，用宏觀的視野

加以檢討，台灣經濟起飛、社會進步、百姓素質提高、國家競爭提升，與此都有關係，假如當時

手法再細膩些、政策再精緻些，文化融合的美意，就不會未見其利，而留下許多非議的指責了。

▓  第一節、解嚴後馬祖地區的母語研究概述 

我國解嚴之後，台灣本土意識風起雲湧，方言地位提升，研究風氣之蓬勃，可說前所未有。

這在戒嚴時代，那是無法想像的事。筆者任教馬祖國、高中時代，偶爾用閩東方言誦讀古典詩詞，

或利用古文字輔助課文講解，學生聽來總是興味盎然。雖然如此，內心頗感不安，怕被學生誤會

與學校講國語的政令衝突。但是，若干年後師生聚會相談，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就是這些「課外」

的補充資料。可見屬於民間伏流的方言，其穿透力是強大無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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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為了撰寫連江縣志，翻閱歷年《馬祖日報》以披沙揀金，但反共復國時代，對文化及相

關的新聞不可能有太多的著墨。那些民俗、語言等訊息的刊載，也僅僅聊備一格而已。失衡的報導，

以當時的時空背景而言，我們是見怪不怪的。平心而論，軍事管理下的報紙，刊登民間新聞已屬

不易，希望開闢空間做方言理論探討更是苛求。學校相對於社會是比較保守的地方，再加上肩負

教育大任，太前衛的事不能做，違反政令的話不能說。課堂上講太多與方言相關的知識，終究是

與政策違逆的。民國 70 年前後，《馬祖日報》開始改版，編輯理念改變，增聘許多特約記者。記

得有一位兼任特約記者的國中老師，他以流暢的筆調，寫馬祖人所謂的「透腳」( ㄊㄡ ㄎㄚ。thou 

kha) 概念。當時我在班上引述，並以方言本字寫「透骹」，學生為方言用字構詞之精確而深感驚訝，

有趣是有趣，只是無關聯考追分，學生聽了也只是如東風過耳罷了。

民國 67 年，第一部連江縣志開始撰寫，其中有關馬祖語言的介紹不過千餘字。隨著時代變遷，

民風逐漸開放，《今日馬祖》、《馬祖通訊》、＜連江水＞等刊物陸續問世，其中不乏與母語有

關的作品，但多半是童謠、諺語、節令的介紹，有一些雖也涉及語言理論的探討，也不過如札記

式的略說而已，然而啟迪與開創之功是無可否認的。在解嚴前夕為馬祖方言開天闢地的人士，如，

陳瑞琛、林柏仁、黃鵬武、張亦農、陳友民、林金炎、陳仰青、林華泰……等耆老和前輩學人，

都是令人敬佩的先行者。281 

民國 70 年代，本土意識抬頭，馬祖受此風潮影響，政治上對方言的束縛逐漸降低。但主流文

化統領一切，弱勢語言同化於強勢語言之下，這是無可避免的宿命。在此之前，馬祖因為魚源逐

年匱乏，台灣經濟起飛，鄉民生活不易，迫使人口大量的外移。無遠弗屆的大眾媒體力量從天而降、

老成日漸凋零，…。遠因、近因的加乘，把母語板塊壓縮到前所未有的窘境。地區的官方、民間

有識之士也看出這個問題，但是，對事實與現實的問題就是束手無策。誰都知道保留母語的「養分」

在家庭、在社區。然而家庭結構改變，小家庭成為主流，社區力量日漸薄弱等，使用母語的基礎

快速流失，方言之不振更如雪上加霜。

民國 88 年 7 月 3、4 兩日，故縣長劉立群先生主持的「第一屆馬祖列島發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台北舉行。蒙筆者老師曹金平校長向籌備會推薦，由筆者擔任論文撰稿人之一。彼時我仍在撰

寫博士論文，平日收集資料旁及閩東文史素材也多，所以，義不容辭地接下任務。撰述期間，三

易文題。初始題目為＜馬祖方言與文字訓詁＞，再改為＜馬祖方言與古音研究＞。兩個題目都無

法扣緊大會「馬祖列島發展史」的主題，最後以＜馬祖方言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定稿。282文章中

概述閩東方言在馬祖的歷史回顧、現況窘境以及未來展望等議題。該場次的研討會結束，主持人

葛敦華將軍對筆者勉勵再三。這是馬祖方言相關的議題，首次以國際會議的規格提出，供與會的

美國、法國、兩岸學界朋友做參考。更重要的事是論文的結論影響了馬祖母語教育的決策，間接

促成後來母語教材《福州語》的編撰。283 

281. 此地被列舉的人士，都曾經有鴻文大作發表、或被人當作徵詢對象的社會賢達。

282. 文章收入《第一屆馬祖列島發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205--210

283. 本教材被兩岸學界譽為全世界第一套福州語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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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而論，歷屆縣長都是功在馬祖的，只是因時代不同，當務之要事有別，因而將政務分成

輕重緩急。馬祖母語教育政策經由劉前縣長立群先生擬定之後，教育局、文化局等單位皆積極推

動各項業務。以下就分門別類的將解嚴後，馬祖實施母語教育的成果加以概述。

1. 教材的編撰

民國 89 年連江縣政府向中央爭取經費編撰母語教材，蒙中央大力支持，縣府責成連江縣中正

國民中小學承辦此事。由校長何劍飛先生策畫，組成跨校編輯小組。284並敦請福建省福州師範大學

海外教育學院梁玉璋教授擔任學術指導，編成有地區人文特色、民俗風情的馬祖母語教材。教材

編成，圖文並茂，頗受好評。因指導者為師範大學教授，深具教育理念和專業學養，故能觀照到

教材的難易度及練習作業的安排。本教材也編有教師手冊，對授課者教學活動的設計，提供便捷

的協助。書中的標音系統有兩套，一為國際音標 (IPA)，一為台灣地區通用的國語注音符號。由於

注音符號無法滿足方言的實際標音需要，故特別加入 π、ʒ、β、œ、ø 等符號。285 聲調採用五度制

標調法，286 因為有一些無別義作用的音標符號，所以，在實際標音時，以常見、好念的符號取代之，

同時也沒有把福州方言特有的寬鬆韻母問題考慮在內。美中不足的是，本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

部分課文用字，有前後不一的現象。其次，梁教授在書中拚的音，是正宗典雅的福州腔，這和馬

祖實際的長樂腔略有不同。筆者曾多次返馬擔任講座，為地區母語教師講解兩地音韻、腔調的差

別以及方言文字使用原則的介紹。教學相長，彼此皆獲益良多。

本書撰寫期間，縣府也安排母語教師遠赴大陸接受講習，同時也安排大陸學者兩度來馬和本

地學者座談，希望經由集思、溝通達到廣益、理解之效。

2.< 母語快譯通 > 的音檔建立

民國 95 年台北縣 ( 新北市的前身 ) 所轄的國中、小學推行《五語快譯通》的母語教學。所謂

五語，指的是：國語、英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由語文學者分門別類的擬定 200 句生

活用語，採用 5 種語言對譯的方式，讓學生能迅速的學習到屬於自己的基礎母語，同時也能透過

不同方言的比較，瞭解其他族群語言的特色，欣賞不同方言的文學之美。民國 96 年加入馬祖福州

語後，因為語言種類超出 5 種，所以改稱為 < 母語快譯通 >。由筆者負責口語錄音 ( 在長庚大學錄

音 )，並以文字將福州語句子寫定。民國 97 年本案由雲林縣政府負責製作網頁，並取名為《學習

母語 fun 輕鬆》，以輕鬆有趣的遊戲方式，讓學生進行母語學習。本案的審查會是在教育部國語推

行委員會舉行，由曹主委親自主持。因為筆者是馬祖福州語單元的聲音錄製人以及文字撰寫者，

所以受邀出席以備回答審查委員的提問。287事先規畫在「閩語」之下分列三個平行的子項目，即：

284. 編輯小組的成員有：王建華、林月仙、林惠萍、張秀玲、陳秀玲、陳蕙蓉、劉玉金、鄭秀芸等。

285.π(ŋ 、ng) 這是舌根鼻音，國語本來就有它，後來廢除不用。在閩東方言中，它可是非常活躍的聲符之一。既是韻母

又是聲母，在語流音變時，上字韻尾屬陽聲韻，下字的聲母屬ㄍ (k)、ㄎ (kh)、ㄏ (h)、零聲母 (㭠) 時，都會變成 π(㭠ŋ、

ng)。

286. 五度制標調法是把調域分成五度。畫一條四等分的直線，平均安排五個點在上面。由低向上分別是，1、2、3、4、5，

它表示：低、半低、中、半高、高五度音階。表示音調高低的數字則稱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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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福州語、台灣閩南語、金門閩南語，如此安排是合理的，也符合當前學界主流的意見。288 審

查會結束，我先行離席 ( 當天國語會召開的會議不止一項 )，溫文儒雅的曹主委親送筆者到會議室

門口，並做簡單的交談。網頁正式公布，有鄉親告知，馬祖福州語被列於台灣閩南語之下。茲事

體大。上網點閱，方知事態嚴重。這如同馬祖俗諺語「亡國賣地圖」的事一般，289為此筆者飽受馬

祖鄉親的指責。本人是當事者，百口莫辯，所有後果，概括承受。隨即向合作的人士及相關單位

查詢，方知審查會後在更高層的會議上被更動了。至於什麼會議、何人做的決定，皆不得而知。

筆者乃民間人士，無法向行政單位呈文，只好請馬祖地區母語負責老師趁會議之便，迭次向上級

反映，幾年商議協調，終於獲得更正。290事情能圓滿解決，除了感謝國語會長官協助、地區母語負

責老師積極任事以外，社會賢達如陳儀宇先生的關心也功不可沒。291 

《學習母語 fun 輕鬆 ‧ 馬祖福州語》的內容並無標音符號，對學習者或有不便。目前僅有陳

儀宇先生的國語注音符號版，292吳志誠 ( 筆名 Jason  Ngu) 先生的國際音標注音版兩種，293讀者朋友

可依自己所需選擇使用之。

3.< 生活用語 1000 句 > 的製作過程說明

民國 98 年開始，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為配合學校母語日，推動 < 生活用語 1000 句 > 教

材及光碟片的製作。本案由筆者擔任主持人，標音人為雲林縣東興國小的廖偉成老師。參與研究

的學者專家有國立中山大學的張屏生教授、新北市五峰國中的鄭安住老師、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

小學的張秀玲老師等。張秀玲老師也是本案的負責人。事先選出生活常用的語彙 1000 個，由筆者

以福州方言逐條造句，通過審查之後，接著筆者帶領由大陸來馬祖依親的穆垚靜同學做聲音錄製。

於民國 98 年 11 月教材製作完成，隨即發至各校並交由學生使用。本書有認證意涵在內，所以，設

計成「本土語言學習護照」的規格，希望透過本書「親子學習」的方式，達到推廣母語的目的。

縣府相關單位在書本扉頁對地區鄉親呼籲說：「家庭是說母語最好的場所，孩子從小自然而然的

在母語環境中聽與說，就是最好的學習，我們真的很誠摯的希望家長們，在家可以和您的孩子多

說母語，那就是對本土文化教育最大的支持與鼓勵。」這真是用心良苦，語重心長的話語。

本案的審核委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姚榮松教授、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董忠司教授。

287. 當天會場上的學者專家們，人人都知道閩東方言的難度高，但是沒有一個人會說，甚至有人從來未曾聽聞過。審查

會告一段落，曹主委對馬祖母語教育的推展極為關心，對相關事情也垂詢再三。他深知閩東方言的特點及難度所在，

因為他的夫人就是福州人。

288. 傳統稱中國境內的漢語方言有八大類，目前學界將閩北方言 ( 福州語 ) 和閩南語合而為一，所以，目前稱七大方言。

其實這只是就其概略來說，福建的方言很多元、也很複雜，若詳細分類應該分成：閩東、閩北、閩中、閩南和閩西。

289. 方言說：ㄨㄛ兀 ˇ ㄍㄨㄛㄎ ˊ ㄇㄝ ˇ ㄉㄧ ㄌㄨ ˋ(uongˇkuokˊmeˇti  luˋ)。語出馬祖西莒青帆村某民婦之口。

語意是指「事情嚴重到大是大非」的層次。

290. 事情能圓滿解決，不妥之處能做修正。這旁證了此事並非審查會上的決定，而是更高層長官的主觀做為。

291. 見陳儀宇先生〈失落的馬祖福州話母語〉，文刊 2013 年 6 月 17 日的《馬祖日報》

292. 陳儀宇：《馬祖福州話注音符號理論與實務》p.77--160  中華民國馬祖文教協會發行  2012 年 9 月。

293. 見 2013 年 12 月 20 日《馬祖資訊網》＜馬祖福州話口語速成附加 PDF 文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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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馬祖福州語辭典數位化的資料庫

馬祖方言 ( 福州語 ) 在教育部政策支持下，近年開始發展出自己的本土特色；在閩南語、客家

語、原住民族語之後，屬於馬祖人的語言也開始受到關注與重視。然而以往國語的普及化，削弱

了馬祖母語的使用，特別是在世代交替的過程中，國語成了馬祖下一代共同的語言，母語就以驚

人的速度在消逝之中。

為了不使馬祖文化變成花果飄零，必須由保存族群語言文字的工作開始。所以連江縣政府教

育局「本土語言推動小組」完成計畫評估之後，將本計畫定名為「馬祖福州語辭典的編纂與數位

化」，由承辦學校積極的向中央申請專案經費，委託筆者主持此事，同時也聘請台灣的語言專家

們參與標音以及審查等相關事宜。本案自 98 年度起第一次辦理，以逐年分期的方式完成之。計畫

中除了基本詞彙的調查蒐集之外，還包含方言和地域文化等特殊語彙的收集，內容豐富而多元。

本計畫的執行學校起初是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業務負責人是張秀玲老師，對於計劃案

的成立、先期田調作業的安排等，都出力極多。張老師又是最初參與母語課本撰寫者之一，對辭

典收辭的方向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民國 101 年本案移轉，由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繼續辦

理，該項業務由賀廣義老師負責，賀老師長年關注馬祖民俗資料的收集和研究，對本地庶民語料

的提供貢獻極大。為了輔助詞條的解釋與說明，部分語彙附有照片，以方便讀者對該詞彙的理解。

讓未來辭典成為重要資料庫的另一位人士是，雲林縣崙背鄉的東興國小廖偉成老師，廖老師

對〈馬祖閩東方言拼音方案〉( 暫行。簡稱〈馬拼〉) 的擬定和推動是不遺餘力的。本辭典由主

持人發音，用的是馬祖主流腔調 ---- 長樂腔的語音，逐條錄音然後再由廖偉成老師以羅馬字拼音

符號和〈馬拼〉對照標音，除了標注本音以外，更重要的也標出音變的口語音。所以，工程極為

浩大 ( 目前正在審察之中 )。

本案的編輯顧問和審查教授是：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創辦人的董忠司教

授以及第一位對馬祖方言做全面田調的中山大學張屏生教授。

5. 馬祖生活用語 120 句口袋書編輯計畫

口袋書的書名為《齊講馬祖話》。本計畫是 102 年教育部專款補助推動連江縣本土教育計畫

的子計畫之一。計畫實施之前，先經過本縣教育局「本土語言推動小組」評估，然後由連江縣立

介壽國民中小學辦理。本案負責人是精研馬祖民俗文化的賀廣義老師。

連江縣政府教育局有鑑於馬祖列島是國內閩東方言 ( 福州語 ) 的文化區，因環境特殊，四十歲

以下的民眾與在校學生，對於固有的地方語言，或傳統民俗文化已產生嚴重的疏離感，本土語言

的保存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因此，如何培養地方學子愛說家鄉話、具有本土觀的理念，必須

劍及履及的積極將事。經過多年的推動母語教育之經驗，社會輿論已經體會到，最好的母語場所

在家庭、在社區，最有效的母語學習方式，須以日常聆聽、大膽說講做起步，並且把母語和生活

習慣結為一體，方能使本土語言持續成長。

職是之故，母語發展重點學校乃參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好客 100 句」口袋書形式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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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口袋書的編輯與印製，輔以附帶錄音學習光碟，透過「齊講馬祖話」教學活動的展開，不

僅讓馬祖福州語能紮根島嶼，同時也能成為可以帶著走的語言。

計畫開始執行時，委請鑽研馬祖福州語文學者專家撰稿，內容涵蓋校園與社區生活用語，舉

凡食、衣、住、行、育、樂等項目，並配合地方人文與自然風情，以輕鬆方式學講馬祖福州語。

本書以輕巧、方便的型式設計與印製。內容設定供一至六年級學生共 12 學期使用，每學期習說 20

句，每句一張頁面，配襯相關插圖或照片，並設有「親師認證欄」來認證，以驗收學習成效。

本書由賀廣義老師主編。筆者擔任學術指導，同時負責撰寫簡註。廖偉成老師負責逐句標音。

筆者和旅台教師王美玲老師擔任聲音錄製。

6. 馬祖福州語本字檢索系統

本計畫案是依據：「連江縣政府 102 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育計畫」執行實施。

馬祖方言是閩東方言 ( 福州語 )，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獨一無二的方言。因為社會變遷，老成

凋零，使列島通行的語言 --- 福州語急速的弱化。雖然四十歲以上的鄉親，日常習用、聆聽、說講、

溝通等都能從容運用母語，然而面臨書寫筆談時卻力有未逮，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這種現象

不只馬祖如此，各個方言區都有這個困擾，只是馬祖地區文化縱深不夠，母語一旦變成弱勢語言

之後，就很難恢復舊觀了。所以，方言本字「難找」、「難讀」、「難懂」的問題，在別的方言

區固然難解，但是，在馬祖地區更是感到棘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近年來，教育部補助連江縣辦理馬祖福州語辭典 ( 電子檔 ) 的編纂，其用

意即在於詞彙蒐羅、字音標注、例句書寫，讀者經由線上查詢、使用、推廣，讓馬祖方言能完整

的保存。因資料庫內容極為龐大，對於一般人而言檢索與閱覽較為費時費力。所以，透過馬祖福

州語常用詞彙檢索系統的軟體研發，讓使用者能夠輕易查閱與使用福州語的常用本字，增益鄉親

們對於文本的記述與書寫的能力。

本案收載 3000 多個常用詞彙，透過字形、字音、字義檢索功能，讓使用者能方便查閱與使用

福州語本字，來進行馬祖方言歌詞創作、福州語輔助教材的編撰、以及馬祖坊間的口傳文學記錄

與轉譯，成為發揚本土文化的重要輔具之一。( 目前正在網頁製作之中 )

▓  第二節、學界及地方人士對母語研究的成果

學界研究閩東方言 ( 福州語 ) 的學者不少，但針對馬祖福州語的研究並不多，這不能不說是一

種遺憾。造成這種遺憾是有許多主客觀的因素存在的。解嚴之前，馬祖是戰地，後方人士未經批

准是無法來此的。民國 40—70 年代之間，兩岸關係緊張，氛圍肅殺。保密防諜的教育「成功」，

使當地居民在思想、行動等方面無不呈現出保守的心態。因長年來受到約束、限制，甚至有些事

情要被迫「遺忘」，禁止攝影、寫生、描繪的告示牌到處可見。在這種環境之中，居民對外來的

陌生客在未取得信任之前，多半會慣性的採取冷漠以對。所以，即使有意、有機會來此做研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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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成果多半是淺泛的，是如同蜻蜓點水一般，以今天的眼光來衡量，總覺得仍有彌補充實的

空間。

時空環境改變，台灣本土議題研究逐漸成為顯學。馬祖受此風潮影響，民主概念也日趨抬頭。

但是，大開大闔的作為，不得不承認那是解除戰地政務以後的事了。當年披了戰地神秘的面紗，

馬祖對外是閉塞的，外界對馬祖是隔閡的。除了曾在馬祖服過兵役的人以外，大部分的人並不知

道馬祖方言的特殊性，在台灣地區是唯一的。中央母語輔導團理解處境後，教育部每一年挹注必

要的資源，294馬祖連江縣政府根據中央政策方針，擬定教學策略等，年年有重點計畫，時時有成果

完成。尤其是空中交通稍稍改善之後，台灣學界、旅台鄉親等學人，不時地來馬祖做經驗分享或

教學研習，295這些活水源流，對馬祖母語教師的視野提升都有正面的意義。大家都明白，研究方言

必須要有文字、音韻、訓詁等學識，這三大學科在古代雖然屬「小學」領域，但在今天卻是大部

分中文系學生視為畏途的「絕學」。專精一科已屬不易，三科兼善，談何容易。目前，散居各地

的馬祖籍文史學人不少，有人專研字形之學，有人擅長聲韻門道，有的關注民俗生活，有的專長

史料統整，…。人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內做發揮，學術研究的氣勢，已非昔日能比。我們除了呼籲

相關單位重視地區人才以外，也需要開闊心胸，借重台灣學界專家的力量，協助馬祖提升母語的

研究層次。296 

任何事都是相對的，封閉數十年的馬祖地區，唯一能干擾到當地方言的語言是國語，所以，

老年人尤其是不識字的老一輩鄉親，他們的方言純度是非常高的。然而，物換星移，老人凋零，

這是無可避免的事。1994 年任教於屏東師院的張屏生教授適時的為馬祖方言詞彙做了初步的調查，

2000 年 9 月並提出《馬祖連江縣閩東話的語音和詞彙》的研究報告，這是第一位台灣學者針對馬

祖方言做全面調查的報告書。此書的內容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論述篇有三篇單篇論文。1. 

＜馬祖閩東話記略＞。2. ＜論《正音通俗表》中的＂正音＂及其相關問題＞。3. ＜論《福州話拼音

字典》中的福州話音系及其相關問題＞。第二部分是材料篇。1. ＜馬祖方言同音字表＞。2. ＜福州

方言字筆劃檢索表＞。3. ＜馬祖方言文白異讀表＞。4. 《馬祖福州話語彙初集》。5. 《戚林八音常

用字同音字表新編》。297討論問題的面很廣也很深入，所以深受學界的重視。

誠如西諺所言，「羅馬不是一日造成的。」一門學問從披荊斬棘到開花結果，絕非靠一人之

力、個人之功。以下僅就軍政解嚴後，有關馬祖方言的研究成果做一個簡述，各類著作依出版 ( 或

294. 董理教育部國民教育本土語言輔導團的鄭安住老師，是馬祖母語教育的重要推手之一。在擔任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

會委員時，就非常關心馬祖母語教育的相關問題。每一年都向中央爭取更多的經費推展各項活動。也多次安排長官

和語言學者來馬考察或訪視，讓中央瞭解馬祖母語教育的困境與實際需求。因為他的努力，使馬祖福州語的新詩、

散文，能在民國 97 年時參加教育部主辦的母語寫作競賽，本次馬祖方言是以觀摩的身分參加。後來作品收在《用咱

的母語寫咱的文學、恩兜㭠母語寫恩兜㭠文學》專輯中。

295. 歷年來馬祖的母語負責學校，多次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來馬擔任講座，課程內容有 : 認識國際音標、國語注音符

號的理論與實務、方言本字介紹、方言兒歌等。內容多元而充實。

296. 多年來有不少的學者擔任本縣研究案子的審查人。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姚榮松教授、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

語文教育研究所創辦人暨首任所長的董忠司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張屏生教授等。特別要提的人是，雲林崙背的東

興國小廖偉成老師，他研擬馬祖拼音方案，對馬祖方言的標音工作貢獻頗大。

297. 張屏生：《馬祖連江縣閩東話的語音和詞彙 ‧ 寫在前面》 屏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  200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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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 的先後順序加以介紹，讀者朋友可藉此成果瞭解事在人為的道理，同時可知，馬祖方言研究

的後勢可期，並非河漢空言。

1. 學位論文的撰著

銘傳大學碩士班來馬開課之後，鄉親們由此管道入學取得學位者眾。因為他的性質屬於公教

人員在職進修專班，所以，研究內容多半扣緊與職務有關的議題，少有跨界觸及與方言有關的領

域。到目前為止，撰述的學位論文與馬祖閩東方言有關的是馬祖子弟，現今就讀美國西雅圖華盛

頓大學的張嘉齡。298 

黃英琴《馬祖童謠研究 -- 以 2001-2003 為例》。299本論文針對馬祖地區的傳統童謠，並就童謠

內容、形式等作深入探討。作者除了收集以外，還實地考察採錄現況所得，作縱向研究分析，從

中瞭解早期馬祖社會的庶民生活，進而察知當時的兒童的生活情形、婦女的社經地位，旁及於和

民情風俗有關的「無形制度」及文物。本文雖然是兒童歌謠的研究，但透過作者的研究闡述，不

難看出前輩 ( 歌謠創作人 ) 的文學表達技巧及修辭藝術的總體表現。

此外，另有前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學生杜佳倫的碩士論文《馬祖北竿方言音韻研究》。300 本

論文以學位論文的高度，將目光聚焦在小區域方言的特質上，這在馬祖方言史上是首例。論文中

探討馬祖北竿方言音韻表現，並歸納出他的重要音韻特點，尤其注意馬祖北竿方言音韻系統中的

各式「變異」，這些「變異」使得馬祖話呈現相當複雜豐富的音韻面貌，將重重「變異」釐析清

楚便是本文最大的研究成果。他先從當地的語音現象推回基底形式，構建馬祖話的基本音系。再

針對變調系統、聲母同化、韻變現象等共時性的語音變化，分章討論表面變化的內部規則與條件

限制，並釐清聲、韻、調三者交互影響的關係。除了研究探析一個音系下複雜的語音變化以外，

還進行不同閩東方言、不同村落、不同世代的語音差異比較，找出次方言規則對當與語音變化差

異，以及世代間的語音落差。綜觀全文，可查知作者對論文架構的經營是非常用心的，因為是典

型的「小題大作」的論文形式 ( 非貶抑之辭 )，讓我們更能理解自己母語的特質所在。

2. 方言語詞的收載與研究

人類是群聚性的高級動物，日常生活是靠語言、文字等工具來進行情意表達和溝通。所以，

在我們生活周遭就有許多淵深源長、約定俗成、外來借用的語彙。因此收集或彙整是非常瑣碎的

事，因為如此，長期以來幾乎沒有人願意投注心力在辭彙收集的工作上。2002 年林金炎先生發表

《馬祖地區方言初探》，301本書是馬祖籍學人長期收集的在地日常使用語詞，同時也作了簡單的分

類，是第一本針對馬祖方言進行整理的成果。書中有當地俗諺語、兒歌、歇後語的收載，內容可

謂豐富，但缺少詞彙注音 ( 作者在書序中有交代不加注音的理由 )。在此之前，雖然也有地方人士

298. 撰述的論文筆者尚未拜讀，僅由《長樂同鄉會訊》的報導文章中得知 ( 見第 16 屆第 4 期 p.40-41)。記得三、四年前

的暑假，張同學回台做閩東方言田調，由朋友介紹想與我會面。彼時因家母重病臥床，住家和醫院兩地奔波，心神

無法旁及他事，使我失去一次難得商談的機會，至今仍感遺憾。

299 .2004 年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300.《馬祖北竿方言音韻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301. 本書於 2002 年 9 月由馬祖文教協會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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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研究心得，但都是零星的、隨興的，尚無法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302 

2005 年陳國春先生撰〈一字一詞總關情 ‧ 詰屈聱牙話母語續篇〉，303作者認為推行國語與倡

導方言研究，是一件並行不悖的工作，可以從幾千年歷史文化長河中，找到「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之語言文化關聯性和發展脈絡，對於民族歷史文化之傳承、發揚、再造具有重大意義。文章內容

分四大部分。一、語詞與單字音。二、與古文或國語字詞相同意義不同者。三、聲母、韻母、調

值變化特殊者。四、忌諱或諧音避諱之特殊讀音或用詞者。作者強調：…國語注音符號，僅能部

分適用，有時而窮，故此，本文為使讀者準確及行文方便起見，即沿用該兩本詞典 ( 高志按：指李

如龍等人編撰的《福州方言詞典》和馮愛珍的《福州方言詞典》) 之國際音標；或許有對國際音標

不便接受者，則以讀如「某某」音輔助之。所收的詞彙雖然只是局部性的，但註解詳盡，並旁及

文化事宜，故頗值得參考。

3. 與閩東方言相關的理論探討

隨著社區意識的增強，馬祖四鄉五島除了撰寫鄉志以外，各村落也紛紛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並聘專人撰寫村落史。王永順先生等人的《沙灘那頭好村莊 --- 后沃村落史》即在此時空背景之下

完成。書中有一章節對馬祖閩東方言做了論述。304文中的標音系統一如馬祖母語教材《福州語》，

對馬祖地區的母語教學頗具輔助之效。作者除了介紹閩東方言的音節結構、文白異讀以外，還特

別說明甲、乙兩類入聲字和陰聲韻、陽聲韻之間的搭配關係。內容雖簡單，但敘述扼要。作者在

文末說：現在馬祖地區說福州話的趨勢，一年不如一年，年輕一輩由於語言環境的變遷，好多人

只會說國語，不會說母語，我們的母語逐漸式微。語言是文化的傳承，多學一種語言，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怎樣鼓勵下一代的孩子說母語，是一項重要的課題，不可等閒視之。作者是國小退休

老師，因看到國小母語教育推展的困境，所以，說出語重心長的話語，值得大家三復斯言。

2010 年 5 月陳儀宇先生發表《閩話 ( 福州方言 ) 在馬祖的字與音論集》，305本書曾獲得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補助，並列為馬祖文化叢書之一。大致來說，本書內容可分為四大部分。第一

篇緒論。概述福州話在馬祖的情況，並為以國語注音符號注馬祖母語定理論基礎。第二篇收載馬

祖人常用的單字、詞彙以及古早的諺語，並逐字用國語注音符號加以標注。第三篇《馬祖鄉土文學》

雲台文苑。這是綜合性的內容，其中有介紹方言唸謠、詩歌、鄉里庶民生活及小吃名稱等。第四

篇結論。作者以為：馬祖話的「正字」、「正音」的能達成，必須做到以下五大原則：(一 ) 書

繁識簡，得心應手。(二 ) 母語上路，必也正音。(三 ) 注音符號，全島普及。(四 ) 舞動母語，

百花齊放。(五 ) 爭取設置專屬馬祖母語、文化電視台。306理想宏大，亟盼落實。

302. 零星的研究成果分別刊登於＜馬祖日報＞、＜馬祖通訊＞、＜連江水＞、＜馬祖資訊網＞、＜馬祖雲台瞭望網＞等

刊物或網站。

303. 文章刊於＜馬祖日報 ‧ 副刊＞民國 94 年 3 月 24 日 ---4 月 5 日。

304. 王永順等：《沙灘那頭好村莊 --- 后沃村落史》p.43--60  連江縣北竿鄉后沃社區發展協會  2007 年 10 月。

305. 陳儀宇：《閩話 ( 福州方言 ) 在馬祖的字與音論集》 馬祖文教協會印行  2010 年 5 月。

306. 參見前注 p.19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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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宇先生於 2012 年再度出版有關母語的專書 ---《馬祖福州話注音符號理論與實踐》，307作

者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曾服務於馬祖、台灣的教育行政單位和各級學校。因出身師

範院校，故以擅長的國語注音符號來標注馬祖福州語，行事積極可謂劍及履及，不遺餘力。陳先

生鑒於部分官方文書用字的粗疏，於是，益發觸動筆者建構一套信、雅、達的馬祖話母語標音系

統為上策。308本書除了詳述國語注音符號的歷朝沿革與簡史以外，還對教育部〈母語學習 fun 輕鬆〉

和古籍《三字經》的馬祖話，以國語注音符號進行逐字標音。309同時也在書末語重心長地提出：…

四、馬祖話宜從正字、正音基礎做起。五、推動馬祖話正音，何不「便宜行事」採用國音符號的

呼籲。310希望馬祖的地方政府能從善如流。2013 年 10 月 30 日作者假國立馬祖高中召開：馬祖方言

( 福州話 ) 聲、韻、調運用於母語實務教學學術研 ( 習 ) 討會。本次研討會並備有〈研習手冊〉。

4. 俗文學的研究。

俗文學的含義非常廣，舉凡戲劇、喝采頌辭、諺語、哭腔悼詞…等，皆可包括在內。早在解

嚴之前，就有耆老或同輩朋友在地區性的刊物上投稿或戲作。正式集結成專書的目前有黃英琴老

師的《月光光》兒童歌謠集和筆者的《馬祖俗諺語析論》( 壹 )、( 貳 ) 兩冊。

2005 年 8 月，連江縣政府教育局為北竿坂里國小黃英琴老師出版《月光光》兒童歌謠集，這

是馬祖第一本童謠選集，所收的內容都是馬祖地區耳熟能詳的兒童唸謠。本書做為連江縣國小鄉

土語言補充教材是很有意義的。在此之前，作者以馬祖兒童唸謠為研究對象，完成《馬祖童謠研究--

以 2001-2003 為例》的碩士論文，所以她為兒歌講故事、寫賞析，不僅駕輕就熟，而且能深入肯綮。

作者鑒於「童謠，做為一種兒童語言學習的原生狀態，是常民社會未經文明開化之前，稚齡幼兒

最重要的啟蒙教材，成人藉由童謠，傳達對襁褓幼兒 ¬的愛憐；也藉由童謠傳授生活智慧、規範

禮節與人生義理。兒童則透過童謠，接觸人生最早的文學、音樂、生活教育，業將純稚心靈所感

悟到大千世界編入童謠之中。馬祖童謠體現了特殊時空下，兒童眼見的社會大眾生活面貌。其顯

現了閩東濃郁風情，為馬祖居民獨有的文化資產。」可是，這些研究兒童文學的人都知道，兒歌

是兒童文學領域中極為重要的內涵之一。可是，有些代代相傳的兒歌，會因年代久遠、社會變遷

而漸漸散佚，馬祖的鄉土母語小組也意識到這種困境，特別邀約黃老師，將文化瑰寶中最核心、

最有代表性的內容集結成書，並製作成光碟片兩張，作者用淺近的文字加以導讀，使兒歌的童趣

溢於言表。書的附錄有今人譜的曲，作(編)曲者分別是：馬祖雲台樂府理事長翁玉峰老師、郭啟祥、

王筱君、何真真、熊美玲、陳慧美、張哲嘉。演唱者為：王建華、陳蕙蓉、楊庭瑜、曹瑞珊、葉怡萍、

林宸。最可貴的是，邀請到福州籍的馬祖耆老黃星華伉儷來範讀，使本書有增色添輝的效果。

《馬祖俗諺語析論》2008 年由連江縣 ( 馬祖 ) 政府出版。筆者出生於馬祖，高中以後才赴台升

307. 陳儀宇：《馬祖福州話注音符號理論與實務》  中華民國馬祖文教協會發行  2012 年 9 月。

308. 參見前注之書 p.12

309. 參見注 25 之書 p.77--186

310. 參見注 25 之書 p.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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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幼年時代經歷過嚴肅的國語推行運動，因為政策關係，導致馬祖母語嚴重的流失，311日常生活

中有許多深具智慧的話語，消失速度之快正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俗諺語就是其中之一。這些來自

民間的語料，是紀錄同一族群的生活經驗與法則，前人為了能讓它代代相傳，常常用押韻的形式

來呈現，所以，其中包含了許多古音、古語、風俗、禮儀等，是非常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料庫。經

過數年的努力，隨聽隨記，隨聞隨錄的完成初步的成果，目前仍然在持續的收集之中。本書撰寫時，

為了文字「形有所指，音有所屬，義有所歸」，俗諺語的紀錄盡量使用本字，結果反而造成閱讀

上的隔閡，此時，正確的標音就顯得格外的重要了。本書無標音，也未附音檔，可謂缺失之一。

兩本俗諺語的專書出版之後，馬祖鄉親對筆者的鼓勵極多。每逢同學聚會、同鄉聯誼場合，

常有朋友主動告知新的諺語及相關資料，希望筆者能再接再厲的收集鄉之瑰寶。鄉賢朋友中，福

澳村的林宜水先生算是極熱心的人士之一。312他是林元忠校長的尊翁，父子情深，居家閒聊時，常

有俗諺語在不經意之中脫口而出，此時元忠校長必定以長途電話通知紀錄。數年之間，收錄甚夥，

將來以此申請出版第三冊的俗諺語專書。

5. 社會人士及地區母語教師的母語詩文創作成果

馬祖鄉親以方言創作古典詩、詞的作品並不多見，本單元僅選陳儀宇先生諺語詩一首為代表。

為尊重原創，陳先生的說明文及註解內容，也以正文形式一併刊出以饗讀者。

閩東方言七言諺語│陳儀宇  

馬 ( ㄇㄚ ˇ) 祖 ( ㄧㄡ ) 文 ( ㄨㄛㄥ ˇ) 化 ( ㄏㄨㄚ ˇ) 客 ( ㄎㄚ ) 遛 ( ㄌㄧㄡ ˋ)》食 ( ㄒㄧㄝ )

好 ( ㄏㄜ ) 乇 ( ㄌㄜ ˊ) 看 ( ㄎㄢ ˇ) 風 ( ㄏㄨㄥ ˋ) 景 ( ㄍㄧㄣ ) 學 ( ㄜ ˋ) 閩 ( ㄇㄧㄣ ˋ) 語 ( 丌ㄩ )

正 ( ㄐㄧㄤ ) 月 ( 丌ㄨㄛ ) 老 ( ㄌㄜ ˇ) 酒 ( ㄧㄡ ) 侈 ( ㄙㄚ ˊ) 儂 ( ㄌㄜㄣ ˋ) 飲 ( ㄘㄨㄛ ˊ)。

二 ( ㄌㄧ ) 月 ( 丌ㄨㄛ ) 白 ( ㄅㄚ ) 米時 ( ㄌㄧ ˋ) 糊 ( ㄍㄨ ˋ) 西 ( ㄙㄟ ) 西 ( ㄙㄟ )。

三 ( ㄙㄢ ) 月 ( 丌ㄨㄛ ) 丁 ( ㄉㄧㄣ ) 香 ( 丌ㄩㄥ ) 出 ( ㄘㄡ ˊ) 好 ( ㄏㄜ ) 運 ( ㄜㄣ ˊ)。

四 ( ㄒㄧ ) 月 ( 丌ㄨㄛ ) 魚 ( 丌ㄩ ˇ) 丸 ( ㄨㄛㄥ ˋ) 排 ( ㄅㄟ ˋ) 滿 ( ㄇㄨㄢ ˇ) 街 ( ㄍㄟ )。

五 ( 丌ㄨ ) 月 ( 丌ㄨㄛ ) 海 ( ㄏㄟ ) 蜇 ( ㄊㄚ ˇ) 滿 ( ㄇㄨㄢ ) 細 ( ㄒㄧㄝ ˇ) 紅 ( ㄜㄣ ˋ)。

六 ( ㄌㄟ ) 月 ( 丌ㄨㄛ ) 蝦 ( ㄏㄚ ) 鮕 ( ㄨ ) 會 ( ㄜㄟ ˇ) 捏 ( ㄌㄧㄝ ) 儂 ( ㄌㄜㄣ ˋ)。

七 ( ㄑㄧ ˇ) 月 ( 丌ㄨㄛ ) 海 ( ㄏㄟ ) 菜 ( ㄘㄞ ˇ) 乍 ( ㄐㄧㄚ ˇ) 上 ( ㄙㄨㄛㄥ ˋ) 市 ( ㄘㄟ ˊ)。

311. 平心而論，推行國語是有他的必要性，台灣地區的教育普及和國語運動成功是互為因果的，因為如此，進一步使工

商業發達促進社會的繁榮。政策可以反省、檢討，但譴責與撻伐則大可不必。

312. 林先生少年失學，15 歲即半工半讀完成國小四年級學業，而後一肩擔起家中生計，與大海搏鬥了 10 年，最後棄漁

從商。他為人謙和，與人為善。難得的是經營眼光獨到，是馬祖許多行業的先行者，如，零售雞肉，開拓魚丸、甜

不辣市場，投資瓦斯、茶場、冷凍等事業，因為事業多元，再加上博聞強記，許多掌故、軼聞盡在腦海之中。平時

忙於生計，只有在閒談之餘才能將生活智慧源源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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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ㄅㄟ ˇ) 月 ( 丌ㄨㄛ ) 扁 ( ㄅㄧㄢ ˇ) 肉 ( ㄌㄩ ) 巧 ( ㄎㄧㄡ ˇ) 玲 ( ㄌㄧㄣ ) 瓏 ( ㄌㄩㄣ ˋ)。

九 ( ㄍㄡ ˇ) 月 ( 丌ㄨㄛ ) 黃 ( ㄨㄛㄥ ) 瓜 ( 丌ㄨㄚ ) 圓 ( ㄧㄢ ˋ) 復 ( ㄅㄨ ) 肥 ( ㄅㄨㄟ ˋ)。

十 ( ㄙㄟ ) 月 ( 丌ㄨㄛ ) 鰻 ( ㄇㄨㄢ ˇ) 魚 ( 丌ㄩ ˋ) 值 ( ㄉㄧ ) 儂 ( ㄌㄜㄣ ˋ) 錢 ( ㄐㄧ ˋ) 。

十 ( ㄙㄟ ˇ) 一 ( ㄧ ˇ) 月 ( 丌ㄨㄛ ) 光 ( ㄍㄨㄛㄥ ˋ) 餅 ( ㄅㄧㄤ ) 趕 ( ㄍㄢ ) 冬 ( ㄉㄜㄣ ˋ) 節 ( ㄗ

ㄞ ˊ) 。

十(ㄙㄟˇ) 二(ㄌㄧ) 月(丌ㄨㄛ) 帶(ㄉㄟ) 魚(丌ㄩˋ) 中(ㄉㄜㄣˇ) 做(ㄗㄜ) 年(ㄌㄧㄢˋ) 

。

編語：馬祖自古由是東海中著名的漁場，魚產豐饒、遠近馳名、盛譽遠播。有鑑於「世外桃源」

的寶地，它總是吸引著福建閩東沿海縣份的子民，結伴駕馭著合伙自備的「漁船」及「漁

具」，載老攜幼，乘風破浪而來，自此決心棲魚而息、落地生根的打算；換言之，前來此

地的人們，風土民情，皆傳承著閩東文化中勤勞克儉、淳樸善良的民風。絕非趁於亂世中，

專行「打家劫舍」、「弱肉強食」、「蠻橫霸凌」的海盜者。

雖則某段時日強橫於島上，不可一世。惟強弩之末，終究抵擋不住深厚底蘊的閩東文化，

很快的雲淡風清落沒入於無影中。

馬祖文化經戰爭的洗禮，添加了自立自強、克難戰鬥的精神外衣，依舊顯得光芒萬丈、魅

力四射。今觀光博弈啟動，頗讓外來觀光客體驗馬祖文化的風采，特謹撰此闋按全年節令

七言之馬祖美食文化律詩，以饗讀者。( 全文皆以馬祖語音注音符號標注 )

注釋：

客 ( ㄎㄚ ) 遛 ( ㄌㄧㄡ ˋ)：其語意與國語「觀光」一詞相同。

食 ( ㄒㄧㄝ ) 好 ( ㄏㄜ ) 乇 ( ㄌㄜ ˊ)：啖美食的語意。

學 ( ㄜ ˋ) 閩 ( ㄇㄧㄣ ˋ) 語 ( 丌ㄩ )：福建省簡稱為「閩」，首府福州市，自古係政治、經

濟、文化等中心，人文薈萃的地方。則福州話堪稱官話當之無愧，亦可稱為閩語的代表語言。

馬祖母語即福州話，到馬祖觀光又可學福州話，恰如稱上文化觀光。

侈 ( ㄙㄚ ˊ) 儂 ( ㄌㄜㄣ ˋ) 飲 ( ㄘㄨㄛ ˊ)：「侈 ( ㄙㄚ ˊ)」指多數；「儂 ( ㄌㄜㄣ ˋ) 飲 ( ㄘ

ㄨㄛ ˊ)」一詞，意指有人喝東西。合意為好多人在喝東西。

白 ( ㄅㄚ ) 米時 ( ㄌㄧ ˋ) 糊 ( ㄍㄨ ˋ) 西 ( ㄙㄟ ) 西 ( ㄙㄟ )：白色板條狀的糯米年糕，總是

黏稠稠的，兒時望見此道美食，即垂涎三尺，百食不厭。

黃 ( ㄨㄛㄥ ) 瓜 ( 丌ㄨㄚ ) 圓 ( ㄧㄢ ˋ) 復 ( ㄅㄨ ) 肥 ( ㄅㄨㄟ ˋ)：野生黃魚盛產於東引「橫 ( ㄏ

ㄨㄢ ) 山 ( ㄌㄢ )」海域 ( 今稱亮島 )，每年黃魚汎季來到，總是吸引著南北竿、東西犬的漁

民，組成龐大的船團，浩浩蕩蕩開往東引島，專門以捕撈黃魚為目的，一個魚季約長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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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之久。於是此時東引漁港每逢夜幕低垂，載滿黃魚返航港內停泊的漁船，已點燃燈火，

漁民們正忙著準備卸貨。豐收之景，每每從由港內燈火通明狀，即見端倪。

昔時黃魚肥滿、鱗片色澤散發著黃金般晶瑩剔透美。簡單的清水燉煮法，即見肉質甘甜，

入口即化；如改以黃魚切成塊肉，裹以太白粉清煮，調以香醋些許，則更是肉香味美，人

間極品。

黃魚盛產於馬祖漁場，是黃魚的故鄉，遠近馳名，外來旅客，不妨見證親嚐它的美味。

( 原文刊載於 2012 年 12 月 6 日的《馬祖日報》)

馬祖福州語教師工作坊文稿

2010 年筆者擔任馬祖母語工作坊的指導老師，本階段的授課重點在母語寫作，因此，鼓勵地

區老師們多方取材、大膽撰寫。甚至由模仿入門，先用國語句子書寫，然後再翻譯成方言，經過

幾次練習，基礎架構尚稱完備。有幾篇詩文，也堪稱佳作。作品中有的有附國語譯文，為尊重原著，

將它列於註解之中供大家做參考。

拍鼓板 │ 賀廣義

擺暝遘了，擺暝遘了，

大家齊去拍鼓板。

伊掇鈔鈔，我拍鼓，    

汝掇狼帳，伊拍鑼。

拍蜀聲：況咚咚市咚咚…

拍蜀聲：恰嘎得得市得得…

再來蜀聲：況鳥鳥咚鳥鳥…

復來一聲：市啊答答市答答…

大儂去掛燈，

倪囝來摜燈，

大家使力拍，

鼓板響翻天，

放炮蜀聯復蜀聯，

歡喜上街去迎神，

平安個郎年。313 

來看馬祖故底乇 │ 賀廣義

快來看，

大大的文物館底勢，

有野𡖯故底的乇：

有逿雨頌的棕簑，

有做園的犁耙，

有栽菜的鋤頭，

有諸娘頌的裙，

固有倪囝頌的花鞋，

這是依公頌的襖，

這是依嬤梳髻的簪，

這是故底使的錢，

復有拜年使的彩籃，

共紅色懸懸的眠床，

這蠻𡖯的乇都是寶，

大家著好好看、好好學，

做蜀隻會仈馬祖事計的倪囝羔。314 

313. 敲打鼓板的國語譯文 : 元宵節到了，元宵節到了，大家一起敲鼓板，他拿小鈸，我打鼓，你拿長桶鼓 ( 杖鼓 )，他敲鑼。

敲一聲：況咚咚市咚咚…敲一聲：恰嘎得得市得得…再來一聲：況鳥鳥咚鳥鳥…又來一聲：市啊答答市答答…大人

去掛燈，小孩來提燈，大家用力敲，鼓板響連天，放炮一串又一串，歡喜上街去遶境，平安一整年。

314. 來看馬祖古物的國語譯文 : 快來看，高大的文物館裡面，有很多古物：有下雨穿的簑衣，有耕田的犁與耙，有種菜的

鋤頭，有女人家穿的裙，還有兒童穿的繡花鞋，這是爺爺穿的棉襖，這是奶奶梳髮髻用的簪，這是前人使的錢幣，

還有拜年使的提籃，和紅色高高的架子床，這麼多的物品都是寶，大家要好好看、好好學，做一個明瞭家鄉掌故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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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門斗的海 │ 賀廣義

門蜀開，

厝前斗就是海，

大大的海，藍色的海水，

是依公故底討生活的地方。

天蜀光，船駛出，

去野遠的別塊討魚，

遘半晡，日頭落山乍轉來，

帶轉蜀船蜀船的魚共蝦。

幾十年都過了，

依公歲大了，無出海，

依公、依嬤日日敆蜀堆，

共朋友骹遛、攀講，真有味。

等海水退了，

蜀厝儂歡喜去討沰，

拾轉蜀袋袋的螺共蛤。

門前斗的海，

是泅水、看風景的好地方，

藍藍的海水，

飛懸懸的鳥囝，

看儂家的海，心情罔來罔好。315 

放齋的時間  │ 柯水旺

放齋了！放假了！

野𡖯倪囝都來操埕骹遛，

有的儂行蜀環，

有的儂做運動，

有的儂跳索，

有的儂捭索，

有的爬上溜滑梯，

從懸頂蜀下溜遘下底。

有儂坐著轆轆架，

擺來擺去，蜀下懸蜀下矮。

也有幾隻齊來覭覭討討，

蜀隻搦儂，大家都去覭，

真的野有味。

骹遛真歡喜，

每蜀隻都野高興，

暝晡轉厝，功課也著寫好，

者種款上課讀書才ɀ煩惱。316 

扛   乩 │ 柯水旺

正月正頭，

大家來遘廟底勢，

大儂燒香拜拜，

倪囝廟埕拍鼓，

拜天拜地拜神明。

有請神明來上乩，

問家問身問事計，

桌頭先生傳好話，

神明會保佑，

逢事都平安

快活會順個郎年。317 

315. 家門前的海的國語譯文 : 門一打開，家門前就是海，寬闊的海洋，藍色的海水，是爺爺從前討生活的地方。天一亮，

船出港，去遠遠的外地捕魚，到傍晚，夕陽西下才返家，帶回一船一船的魚和蝦。幾十年的時間過了，爺爺年老了，

不出海，爺爺、奶奶天天在一起，和朋友遊樂、閒談充滿樂趣。等海水退了，全家人欣喜的去海邊拾貝，揀回一袋

袋的海螺和蛤蜊。門前方的海，是游泳、看風景的好地方，藍藍的海水，高飛的鳥兒，望著我們的海，心情越來越好。

316.< 放學的時光 > 的國語譯文 : 放學了！放假了！許多孩子都來操場玩耍，有的人繞場一圈，有的人做運動，有的人

跳繩，有的人拔河，有的爬上溜滑梯，從頂端一下溜到底下。有人坐著盪鞦韆，擺來擺去，一下高一下低。也有幾

個人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有一個負責抓人，其他人躲起來，真的很有趣。玩耍真歡喜，每個人都很高興，晚上回厝，

功課也要寫好，這樣上課讀書才沒煩惱。

317.< 抬輦輿 > 的國語譯文 : 正月開始，大家來到廟裡面，大人燒香拜拜，小孩廟前廣場打鼓，拜天拜地拜神明。有請

神明來到神乩上，問家問身問事情，通譯先生傳好話，神明會保佑，事事都平安快活順遂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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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掘園的墿裡 │ 林錦鴻

後門的山陂，

是依公、依嬤栽園的地方，

蜀起早，

日頭出來，

兩個儂揭鋤頭、摜桶囝，

去園裡，

拔草、栽菜、沃水。

行遘做園的墿裡，

看見嫩嫩的菜囝，

慢慢發大去了

依公的心、依嬤的意，

蜀日復蜀日，

園裡的菜罔來罔俊了。318 

坂里好地方 │ 王秀萍

歡迎你來坂里，

者塊有妥當的百姓，

聽話的倪囝羔，

固有俊俊的學堂。

歡迎你來坂里，

這邊有平平的地，

固有北竿第一大的水庫。

歡迎你來坂里，

棬瓜、西瓜，

菜頭、白菜共番薯，

都是儂家的寶。

歡迎你來坂里，

這邊有媽祖廟、三太子廟，

固有白馬尊王廟，

正月底勢，

者塊十三暝第一鬧熱，

請你一定著來坂里，

快來坂里骹遛！319 

馬祖島的天氣 │ 林錦鴻

春天的風，

吹遘我面，

不凊、野舒服，

雨囝逿無停，

稠稠帶傘、頌雨衣。

夏天的派晝，

日頭野大，

蜀身都流汗，

半晡風野涼，

蜀身有仂囝黐黐的。

秋天的風，

吹起去野爽快，

𣍐熱也𣍐凊，

野適合散步，

蜀厝儂齊去環山。

冬天的早頭，

日頭野遲出來，

北風呼呼叫，

天蜀下都暗，

暝晡快快覭遘被窩中。320 

318.<去耕田的路上>的國語譯文:後門的山坡上，是爺爺、奶奶種田的地方，一大早，太陽出來，兩個人扛鋤頭、提桶子，

去田裡，拔草、種菜、澆水。走在種田的路上，看見小小的菜苗，慢慢長大了，爺爺的心、奶奶的意，一天又一天，

田裡的菜越來越美了。

319.< 㭠里好地方 > 的國語譯文 : 歡迎你來㭠里，這裡有殷實的居民，聽話的孩童，美麗的校園。歡迎你來㭠里，這邊有平坦的

地形，還有北竿第一大的水庫。歡迎你來㭠里，冬瓜、西瓜，蘿蔔、白菜和地瓜，都是我們的寶。歡迎你來㭠里，這邊

有天后宮、三太子廟。還有白馬尊王廟，正月裡頭，這裡元宵十三夜最熱鬧，請你一定要來㭠里，快來㭠里遊玩！

320.< 馬祖島的天氣 > 的國語譯文 : 春天的風，吹到我臉上，不冷、很舒服，細雨下不停，時常要帶傘、穿雨衣。夏天

的中午，陽光很烈，全身都流汗，傍晚風很涼，身上有些黏答答的。秋天的風，吹起來很涼爽，不冷也不熱，很適

合散步，全家人都去遊山健行。冬天的早上，太陽遲遲才出來，北風呼呼叫，天很快就暗下來，夜晚趕快進棉被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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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乇著注意 │ 張秀玲

電視新聞有講，

學堂先生有教，

平常食乇著小心，

擸 的乇莫食。

𣍐認識的儂，掇的乇野伓食，

過期的乇著擲去，

顏色野俊的乇，

有加化學的料，

食𡖯對身體𣍐好

身體健康靠自家，

啜水食乇著注意，

飯頓著正常，

多食營養乇，

稠稠做運動，

好好照顧自家，

做蜀隻聰明仈事的學生囝。321 

辦酒囝 │ 林錦鴻

放齋了，

大家功課都寫好了，

齊來樹下辦酒囝。

懸的丈夫囝演依爹，

懸的諸儂囝做依嬭，

我演依姊，

你做依弟，

伊是依妹。

依爹來起厝，

依嬭來煮飯，

三隻倪囝羔野好疼，

辦酒囝、真有味，

齊齊骹遛 ( 勿會 ) 相爭。322 

講給我的依命聽 │ 曹正偉

我的依命，你真俊！

看見你蜀日蜀日發大了！

會講話、會仈行，

依爹、依嬭、依姊、依哥野高興，

依公、依嬤日日都歡喜。

我的依命，好好睏，

再大仂囝有能隑去外斗骹遛。

我的依命，會聽話，

再大仂囝都有能隑去學堂讀書、交朋友。323 

321.< 飲食要留意 > 的國語譯文 : 電視新聞報導，學校老師有教，平時飲食要小心，骯髒的物品不能吃。陌生的人拿的

食物不可吃，過期的食品要扔掉，顏色華麗的食物，添加化學的原料，食多了對身體有害。身體健康靠自己，喝水

飲食要注意，用餐要正常，多吃營養食品，常常做運動，好好照顧自己，做一個聰明懂事的小學生。

322.< 扮家家酒 > 的國語譯文 : 放學了，大家功課都寫好了，一起來到樹下扮家家酒。高的男孩演爸爸，高的女孩當媽媽，

我演姊姊，你當弟弟，他演妹妹。爸爸來蓋房子，媽媽來煮飯，三個孩子都聽話，扮家家酒真有趣，一起玩樂不爭吵。

323.< 說給我的寶貝聽 > 的國語譯文 : 我的寶貝，你真美！看見你一天一天長大了！會說話、會走路，爸爸、媽媽、姊姊、

哥哥都很高興，爺爺、奶奶每天都欣喜。再大一點就能去外面玩耍。我的寶貝，很聽話，再大一點就能去學校讀書、

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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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 陳仁德

今旦學堂有電腦課，

哇！什乇是電腦？

先生共我講：

電腦是最新的乇，伊有野𡖯使法。

先生復講：

電腦有桌面使的、帶出使的兩種，

私人使、辦公使都野方便。

電腦有能隑什乇款使？

伊有能隑對手依爸打字共印資料，

也有能隑讓依媽去懸頂買衣裳、買乇，

也是依哥討資料、寫功課的好幫手

固有能隑讓依姊共朋友寫信、攀講，

電腦也有乇使，我們著好好使，

莫能隑稠稠掇來拍電動，

總款功課就寫𣍐赴了。324 

我的學堂 │ 劉碧雲

我疼我的學堂，

伊是蜀個好的地方，

每蜀隻學生都有好心腸，

疼自家的學堂，

疼自家的厝。

我疼我的學堂，

伊是蜀個好的地方，

每蜀隻學生認真讀書，

仈事有禮貌，

儂客著尊敬，

爸嬭著行兜，

先生著親近。

聰明聽話的倪囝，

著者蜀日蜀日生活，

者塊是蜀個快樂有味的好地方。325 

交通安全 │ 柯水旺

出門第一件，

安全最重要，

過馬路著兩邊看， 

安全第一莫骹遛，

行墿靠右邊，

搭車莫掏剋， 

食酒莫駛車，  

搭船莫亂行，

上船著快快坐好，  

落船著細膩，

快樂的出門，  

平安的轉厝。326 

324.< 電腦 > 的國語譯文 : 今天學校有電腦課，哇！什麼是電腦？先生對我說：電腦是最新的物品，它有很多功用。先

生又說：電腦有桌上型的、外帶型的二種，私人使用、辦公使用都很方便。電腦又怎麼能使用呢？它能幫助爸爸打

字和印資料，也能讓媽媽去網路上買衣和購物，也是哥哥找資料、寫功課的好幫手還有能讓姊姊和朋友寫信、聊天，

電腦非常好用，我們要好好使用，不能常常拿來打電動，這樣功課就寫來不及了。

325.< 我的學校 > 的國語譯文 : 我愛我的學校，它是一個好的地方，每一個學生都有好心腸，愛自己的學校，愛自家的家。

我愛我的學校，它是蜀個好的地方，每一個學生認真讀書，懂事有禮貌，對客人能尊敬，常和父母能互動，對老師

能親近。聰明聽話的兒童，在此一天一天生活，這裡是一個快樂有趣的好地方。

326.<交通安全>的國語譯文:出門第一要事，安全最重要，過馬路要往兩邊看，安全第一別玩耍，路靠右邊，搭車不推擠，

喝酒不開車，搭船別亂走，上船要快快坐好，下船著細心，快樂的出門，  平安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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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引風景 │ 劉碧雲

俊俊的馬祖，

有四鄉五島，

第一北的東引，

也是烏尾鳥的厝，

年年蜀群復蜀群，

敆安東坑道外斗飛呀飛，

是海墘第一好看的風景。

白白的東引燈塔，

照遘個郎島百姓的心，

讓行出的儂，

想著東引最俊的光芒，

來遘東引的儂，

看見海邊的燈塔，

真像看見心裡的希望。327 

燒塔 │ 劉玉金

八月十五中秋暝，

圓圓月光照蜀地，

磚塔懸懸火野霸，

大家歡喜來跳舞。

大儂倪囝齊鬧熱，

喙裡都唱月光光，

手牽蜀堆圍蜀環，

復唱復跳真有味。

保佑馬祖風調雨順，

希望儂儂吉慶平安，

身體快活運氣好。328 

教育部 97 年《用咱的母語寫咱的文學恩兜

个母語寫恩兜个文學》創作獎作品集 

大擺暝

今晡村裡大擺暝，紅紅花燈照鄉間。

上禮筵、排紅燭，拍鑼拍鼓況況況。

今晡村裡大擺暝，紅紅花燈照鄉間。

歡喜酒、太平燕，山珍海味個郎盤。

門旨唱詩和班應，有請神明保平安。

拍鼓板、吹滴答，大儂兒囝掇燈摜，

八將來、孩囝跳，保長帶路直兜環。 

家家戶戶來燒香，炮仗響天連復連。

求好運、故有喜，蜀厝會利個郎年，

全澳歡喜萬萬年！329 

327.< 東引風光 > 的國語譯文 : 美麗的馬祖，有四鄉五島，最北的東引，也是烏尾鷗的家，每年一群又一群在安東坑道

外頭飛呀飛，是海邊最好看的風景。白白的東引燈塔，照向全島居民的心，讓出外的人，想到東引最美麗的光，來

到東引的人，看見海邊的燈塔，就像看見心中的希望。

328.< 燒塔 > 的國語譯文 : 八月十五中秋夜，圓圓月光照滿地，磚塔高高火勢旺，大家欣喜來跳舞。大人孩童都熱鬧，

嘴邊都唱月光光，彼此牽手圍一圈，又唱又跳真有趣。保佑馬祖風調雨順，希望人人吉慶平安，身體健朗運勢好。

329. 作者 : 賀廣義。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教師。創作理念 : 元宵節是馬祖最具活力的傳統節慶由於在夜間舉行，當地

人慣稱為「擺暝」。馬祖列島各村都有各自的祀神源流，聚落內的各族籍姓氏等分成了若干的「社」，因祀神不同

或兩間以上廟宇，產生不同的祭拜時間，村內歷經了無數小擺暝之後，便邁入了「大擺暝」，當晚全村總動員，舉

行迎神遶境遊藝，也是節慶活動的最高潮。《大擺暝》的創作構思是試著透過元宵當晚行事，把馬祖聚落內的人、事、

景、物做一番鮮活生動的串連和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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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

日頭曝

水藍藍

馬祖列島海四環

雨盪盪

北風透

閩東鄉親前後遘

上代祖宗來過位

海峽風潮親難會

請　媽祖娘娘　臨水嬭

隌驚車抖船擺

抱　地頭神　公婆嬷

走反雞叫起光早

捧　香火

塞　牌套

離鄉家賄重新做

揭鋤頭

掏鐮鍥

做園拍算糧草得

枷椶簑　放網簾

海產滿載好過年

頌草鞋　戴斗笠

士農工商暝做日

生活艱難儂爽快

四季平安齊衣食

歠蜀碗馬祖老酒

配蜀條依嬭教的歌

快樂透腳感情好

尚緊搏命

使自家肩臂

靠自家頭腦

團結合作

牆基不倒

發展經濟做觀光

建設自家的馬祖島330 

望海 ‧ 海望

住校如關監

放齋像放生

骹步千斤重

歡喜著心坎

市場邊厝蜀樓

伴白頭髮依婆

無神目睭

數門嘴浪虬

覷遠遠網艚

四角瓦厝寂靜淒涼

海浪蜀痕蜀痕拍門牆

無仂儉歡樂氣息

也無蜀粒喜慶吉祥

鐵鏈心鎖拍開 

做人蜀世

做夢蜀場

轉彎，拍圈，遘車站 

想行墿心貪閒

見事心搦我來遘門墊前

白頭髮加風霜皺紋

家庭歷史講不盡

時間換後生日子

伊一定有年輕過

夫時候彷彿春花夏蓮

我心震動

依婆面覷海

330. 作者 : 陳高志。國立臺灣大學暨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創作理念 : 馬祖本是福建沿海列島，由北到南如一串

珍珠，故有閩東之珠之稱。根據最近的考古所知，列島在數千年前即有民居。但是，大量移民來此是在民國三十八

年以後。此地天然資源缺乏，土地貧瘠，然而，經過先人篳路藍縷的開發以及國軍轉進，政府努力的經營，才有今

日的規模。筆者生於斯，長於斯，從顛沛不安的時代走過來，內心有無限的感觸，因此創作此詩文。除了感念所有

人胼手胝足的付出以外，同時也以繼往開來的志念與鄉親們共同勉勵之。



第
一
章

04
第四篇

綜
合
篇

第
一
章

母
語
的
陵
夷
與
復
原

281

海別伊心煩悶

伲仔別事

讀書上課全作混

古話講

 　   儂無年年運

 　   世間總有平順

同學青春熱浪 

曉伊維持若長

孤寂不安都變目滓

依婆望海

海覷依婆

目滓像海

海是目滓

花無百日紅

儂無千日好

每隻都會行遘生命衰老

再俊的面也禁年歲催討

耳邊聽怒號浪濤

心底滿填孤獨依婆

…

…

離開馬祖二十年

今旦復來江頭墘

不見依婆儂共影

乃見碼頭變寬厝變新

海浪日暝來去去

燕巢樑柱空厝深331 

舊厝的土灶 ( 散文 )

六歲許蜀年搬離牛欄裡舊厝，然後幾年復搬幾輪厝，對生命中第一其厝的印象，趍早已經灰

灰濛濛去了。門前汲水的古井、曝蝦米的操場、隔壁纏腳阿婆，著舊厝圍牆外首，許間已經變軍

事據點的嫩嫩小學，雖然曾在腦海裡浮光掠影蜀樣地閃現，但是經過歲月輪替，一切都像目前我

共故鄉的距離一般，遙遠又如海上點點浪花，乃有耐激起伲儉漣漪。獨獨舊厝厝邊嫩嫩略廚房，

經過時空淘洗，外觀看過去已經歪歪斜斜，內部卻保留溫暖，共講不盡故事的古樸土灶，對我來講，

伊就像厝的代名詞一般，無斷的牽引著我。

生平的第一其厝，是蜀其花崗岩石屋。著村裡「第一」懸的地方，除去高度，者間厝的莊嚴

與氣魄都是共別儂不同。做囡囝細細時候，野稠聽爸嬭講，者厝是爸嬭蜀粒石頭、蜀粒石頭，慢

慢拾轉來。沓、沓、沓起去。冬天、夏季天，無論天氣冷、天氣熱都著去做網、出海、討臘慢慢賺，

慢慢積，最後厝才起好。討海儂腹佬一定著食飽，厝恪嫩沒辦法好好安置灶，就著厝邊搭蜀間寮囝，

爸嬭講：「灶神住得爽快了，就會飼飽儂家個郎厝。」

做囡囝時候，嘴底沒饒食，時時企土灶邊討饒食。今旦依爹煮蝦米，就偷偷捏蜀把，丏牆邊

慢慢食；明旦依公做老酒，掏兩嘴糯米調糖食。囡囝是菩蠅，無管什饒都愛食，看見土灶著起火

煙，趕緊力勞去拾柴。柴拾轉來著起火時候，蜀邊紙仔搧搧，蜀邊嘴吹凸凸，面吹得紅紅膨膨略，

也不別是火光紅還是臉紅，種款肯做，就是希望大儂會肯等飯菜煮好「蜀下」，乞儂家烳蕃薯。

331. 作者 : 謝宸嘉。訊聯生物科技專案經理。創作理念 : 一、自己是馬祖旅台鄉親，高中畢業後二十多年回馬探親，因舊

地重遊有感而發。二、題旨是：孤寂婦人望著海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海也在看她，這是以擬人格的方式做

表達。三、從老婦人之遭遇，聯想到年輕人應珍惜眼前所擁有的。四、詩文內容押韻較鬆，但首尾用韻稍嚴，構成

一首有完整結構的方言白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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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片、鐵鍋曲灶前，像是厝裡的魔術師。麵糊由鍋邊輕輕倒下，依嬤最出名的鼎邊糊就著眉

頭前；依媽的甘包、白丸都是著鼎灶裡變出來；冬天的馬祖風霜會寒人，每蜀個囡囝手指尾、腳

掌指、耳都是凍疙，炭燒好「蜀下」拍碎去倒火籠缽底，把冷霜凍的棉被烘暖，今晡有蜀暝好眠；

古底爸嬭沒閒教囝，暝晡著灶邊乞倪囝洗臉、洗手，嘴邊都是好好交代囡囝著有家道，待人做事

計著有禮貌，做倪囝的著靜靜聽，也著記定定。

記憶中，厝裡每蜀日一定著使許蜀其嫩嫩、矮矮的土灶。土灶雖然靠牆邊，看起去無形無款，

卻是厝裡最重要的地方。土灶飼養儂家蜀厝，灶邊火光的溫暖，也燒熱了每蜀隻儂。土灶不是瓦

斯爐蜀點就著，伊總是需要儂好好略伺候、慢慢略等，才肯乞儂家使用。因為等待，也經過倪囝

滿滿的期待，所有的饒就變得美麗而記憶深刻。

土灶行過我的生活三十年後，因為老厝重起，復乞大家儂注意。往日幸福的味，復飄送遘家

人的心裡。缺角的土灶，在歲月的洗禮下出現斑駁、古樸的樣式，共舊屋翻新的氣象，形成一股

看起去不相配的形款。但是，伊是蜀厝儂保留故事的相簿，乞儂家日暝作夢回憶的材料。332 

我共台灣儂 ( 散文 )

前兩工，大學同學會千難萬難舉行。當日，我也請假蜀工去參加。許蜀日，大家有講有笑，

並且開始回想，「許隻儂，某某儂，目前著底所？」「你連伊名字都忘記了，固想問別儂的最近

情況！」就在種款頑笑的場合之中，揢自家的思想轉遘六年以前，乍共同班同學認識時候的情形。

我是由馬祖來的學生，對台灣到底怎能想法，連我自家都無妮儉主見。

由做細開始，爸嬭都是三行兩交代講：「台灣社會野複雜。」並且手比電視講：「電視底勢講，

台灣到處都是做違法事情的流氓。」同鄉同學也講：「你種款個性的儂，去台灣一定會乞儂拍。」

由遙遠復模糊的電視螢幕中，由同學共厝裡儂的話語中，「台灣儂」三字野像代表洪水猛獸蜀樣，

一直著我腦海裡出現。但是在之前，我都無機會與「台灣儂」接近。就是遘高中畢業後乍不得不

漂洋過海來台灣本島讀大學。

儂家馬祖儂有蜀種習慣，無管台灣底所縣，底所市，大家都是使「台灣」號伊，但是，萬萬

無想遘在台灣主體意識之下，我乞別儂吼啦「大陸儂」。平時著學堂共台灣同學攀講時候，難免

會講遘「台灣」的情形，者時候就有本地的學生向我提出不友善的問題，伊講：「你不是台灣儂，

怎講蜀日遘晚揢台灣掛嘴墘？」在同學觀念中底勢，共台灣相對的，講蜀樣話的地方是大陸，無

其他地方存在。馬祖在所有外島之中，根本無名氣，大家乃別金門共澎湖，凡是種種，都是讓自

家感覺復惻復好笑。

332. 作者 : 黃英琴。臺北縣莒光國小。創作理念 : 前年冬天，帶稚子回馬祖娘家，度過一個溫馨愉悅的假期。母親帶我們

到兒時居住的花岡岩石屋參觀。石屋年前翻新給表哥一家人居住，翻新後保留石屋外觀與結構，屋外的小土寮也一

併留著。土寮間有一個小小土灶，牆邊鑽出許多馬祖的原生植物—小油菊，在陽光照耀下生意盎然。一家人駐足在

石屋外的廣場細數兒時點滴，讓我五歲前生命的記憶一一浮上心頭，身旁的稚子陪伴，恍如時空交錯般，心中悸動

不已，成就了本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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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灣讀書是我頭頭次生活在到處都是「台灣儂」的地方。雖然我會曉自家是馬祖儂，也一

定無耐變台灣儂。可是我已經瞭解：不是全部「台灣儂」都是不好的儂，絕大部分的「台灣儂」

都是野友善的。在我所認識的台灣同學共朋友底勢，每蜀隻都是奉公守法，用功讀書的妥當儂，

也無欺侮我者隻外島來的諸娘囝。作細時候「台灣都是流氓太保」的錯誤想法，遘只已經不攻自

破了。

現在我大學畢業去了，四年共同學日暝生活的結果，台灣話也學像去了。平常生活也罔來罔

習慣台灣社會，故此講每蜀次轉去馬祖，我顛倒共鄉親講台灣有伊可愛的地方，乃使自家會努力，

會用功，都有野好的機會乞你去發揮。333 

6. 馬祖地區母語歌詞創作介紹

保存母語、推廣母語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母語生活化、大眾化。在母語快速式微的年代，單

靠國民小學每周一節鄉土語言課的教學是不夠的，必須和家庭、社區的力量相結合才能克盡全功。

為此，連江縣文化局於民國 96 年開始，連續三年辦理與母語歌詞有關的活動。96 年以「為海上桃

花源譜上美麗詩篇」為主題，對外徵求馬祖母語曲詞。為慎重其見，主辦單位特別聘請國家國樂

團秘書、副團長及台灣藝術大學教授等多位學者共同評選。針對馬祖母語部分，有專人做現場翻

譯解釋各首詞意，讓不具馬祖母語背景之委員亦能體會各首詞之含意。因為活動是首次舉行，參

賽者並不多，經過評審，首獎由陳高志（作品：馬祖好）獲得。後來，歌詞委託大陸國家一級作

曲家陳新國先生譜曲，經連江縣合唱團傳唱海內外，迭獲好評。

97 年再度辦理「海上詩路計畫—原創詞曲徵選活動」，本次投稿的人增多。本年也特別聘請

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成員包括東吳大學音樂學系教授呂鈺秀、台南科技大學音樂系系主任

暨研究所所長張龍雲、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助理教授李秀琴、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

音樂學系專任講師葉添芽，這些學者分別在傳統音樂及中國音樂學研究學有專精。評審結果，首

獎從缺，馬祖母語組二獎為「隔壁難悶嫂」（作者陳高志、翁玉峰）；馬祖母語組（提供作詞）

三獎為「馬祖人真透跤」（作者游桂香）；評審委員會表示，作者們以母語表現在地生活情趣，

具鄉土味且文字造詣深厚，在評審綜合意見方面，馬祖母語組（詞曲合一）部分，作詞者不僅以

母語表現在地生活情趣，或對嬰兒的呢喃、期許，或充分描寫在地海產美食，均極具鄉土味，且

文字造詣深厚，將母語以古文字精確呈現，頗富價值。「隔壁難悶嫂」，很有情感氛圍，具文學性。

98 年文化局推的活動是「馬祖母語詞曲創作徵選」。參選人多半是馬祖的母語教師，評選委

員從許多作品中選出十首，並做成 CD 光碟。

333. 作者 : 潘欣彤。中國時報記者。創作理念 : 我是馬祖人，但在台灣求學，過程中感受到「馬祖人」跟「台灣人」間的

誤解與差異，所以就以我的經驗為本，寫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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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馬祖地區學校母語教育的概況說明

母語學習之成敗，關鍵在學習環境之良窳。馬祖母語自從國軍轉進之後，因積極地推行國語

運動，使發展空間受到嚴重的壓縮。334海內外操類似方言的人口並不少，但是，在台、彭、金、馬

之中，以福州話為母語的只有馬祖地區，所以，它是唯一的，也是獨特的。很不幸的，對語言來

說越是唯一、越是獨特，若無相關單位進行保護工作，它被稀釋，被滅絕的速度也最快。「兩周

消失一種語言」。「到了 21世紀末，至少超過 3000 種語言會消失，沒有文字書寫的語言和使用

人數較少的語言最容易消失。」335這絕非危言聳聽的論調。

民國 50 年代後期，馬祖魚源枯竭造成人口的大量外移，人口外移無可避免要面臨文化衝擊、

融合以及地區人口老化與老成凋零的問題。336這兩個自然法則對母語的保存與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準此而言，馬祖母語所面臨的困境，就是普通話以外所有方言要面對的共同困境，也是大都會以

外的社會都會遇到的問題。以馬祖來說，在 50 歲以下的人口結構中，使用母語的能力有斷層現象，

而且教育程度越高，這種現象越強烈。 337 70 年代，台灣本土意識增強，為彰顯台灣的主體性，最

直接的策略就是以語言復原為手段，所以，相關的本土社團、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如雨後春筍般

地成立，他們為自己的語言文化尋找定位，過程是令人感動的，成果也不容小覷的。在如此氛圍

之下，馬祖母語的教育與推廣也因勢利導地受到重視。這對當年因說方言而受到處罰的情景，真

是不可同日而語。

不必諱言，戒嚴時代的馬祖和金門雖然被稱為後方的堡壘，但是，和台灣的關係因為軍管的

限制而呈現疏離的狀態。尤其是馬祖，大家只知道那裏是戰地、是前線，更難聽一點說，那是「化

外之區」。除了在此渡過役期的軍人以外，大部分的外地人，甚至有些研究語言學的學者，也不

知道馬祖人用的方言和台灣人是不同的。待舉世唯一的《福州語》教材出版後，才知道馬祖民眾

是操南片的閩東方言。民國 95 年之後，中央對馬祖母語教育的關注，才漸漸地有了具體的作為。

在方言政策未形成之前，鄉土語言只有任其自生自滅而已。雖然馬祖連江縣政府排除萬難編

撰福州語的教科書，但施教者都是筆者學生輩的年輕老師，他們都很用功，也很盡責，只是他們

的父母親和筆者一樣，都曾經歷過國語運動的洗禮，在口語表達方面可以說是「鄉音已改」。誰

都知道，最有效的母語訓練場所是家庭，可是，一旦小家庭結構變成主流型態之後，第一線的母

語教育幾乎宣告崩盤。逐漸式微的語言，人們運用它的能力必然是代代遞減。尤其是在隔代交談

時，總會有溝通困難的時候。因為家庭無法提供適時、適切的支援或資源，無形中就加重了學校

334. 民國 40—60 年代之間，學校對說方言的學生採取嚴厲處罰的措施有很多，如，罰錢、勞動服務、抄寫課文、打手心、

揹大字報等，這些當時感到夢靨的事，如今時過境遷，大部分的鄉親都會一笑置之，甚至於以此為自我調侃的笑料

之一。

335. 筆者大一英文老師范國生先生語。見《中國時報 ‧ 讓「台灣話」消失》，103 年 3 月 2 日，A13 版，時論廣場。

336. 外移的鄉親，為了謀生，必須快速地融入當地的社群，學習當地的語言是手段之一。他們母語能力的下降，是可以

預見的，這種現象在移民第二代的身上最為明顯。

337. 馬祖最高學府是馬祖高中，是台灣地區唯一沒有大學的縣份。所以，當地青年為了取得更高學位，必須少小離家過

離鄉背井的生活。母語的生疏成了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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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責任。這些年輕老師在教學時，單字單詞的誦讀都沒問題，但是，一遇到句型或模擬情境

的會話時，就有捉襟見肘的感覺了。研究語言的學者多認為閩東方言是中國境內難度很高的語言，

這絕對是事實，它不僅聲調有七個，而且複元音非常多，某些複元音後面還可以接輔音韻尾，這

絕對是其他方言所少見的。此外語流音變更是閩東方言的常態，判定說話者的流利程度就是以此

為標準。因為語流音變的繁複，某種程度也反映出本方言是圓轉流暢的特質，尤其是在古典詩詞

吟唱時，在聽覺上會感到抑揚婉轉。只是辛苦了年輕的老師以及來自外地有心學習馬祖方言的好

朋友們。

目前馬祖的母語教育政策是由中央「一條鞭」的指導。338在大方向、大原則之下，執行細目就

因地制宜了。故三年前主其事的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希望能與國內各縣市的母語教育漸趨

同軌，乃參酌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 ( 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 ) 的

版本內容、理念架構及課程目標，擬定〈福州語課程學習指導草案〉計畫做為日後福州語教學之

依據，並提供授課教師在教學上做相關檢核、評量原則的參考。同時也考慮到馬祖環境之特殊，

受教之學生未來因應社會及潮流之發展與需求。計畫內容詳實多元，可謂鉅細靡遺。

最近幾年，筆者為馬祖建立方言資料庫，因此有機會和台灣語言學界的學者以及基層的母語

老師接觸，言談之中發現大家碰到的問題是大同小異的。但是，馬祖面對的困境比其他地區更為

險峻。339所以，除了靠中央的經費挹注以外，其他的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根據筆者多年的觀

察，地區母語教學的最大難題是師資培訓的困難，這是受各校人力結構的影響。到目前為止，尚

未發現有優先進用母語專長師資的學校，因為編制的員額不多，人力有限毫無彈性空間，再加上

無關於升學考試，母語被視為副科中的副科，受重視的程度列於殿後，甚至曾經淪為配課的科目。

任憑本土語言指導員以及相關負責人用心用力的付出，任勞任怨的奔波，社會上一傅眾咻的現象

卻依然存在，這真是令人扼腕的事。環境雖然不佳，但有心開拓這塊園地的人卻大有人在。馬祖

實施母語教育已超過十年，若說毫無成果也不盡然，至少孩童回到家有些家長會帶著他們誦讀課

文，甚至有家長已經看出來書中注音的腔調問題，340新一代的學生發音雖不甚標準，但至少常用詞

語也做到能聽、能說的地步。所以，如果社會不支持、不鼓勵，必定扼殺學校母語教學的各項措施，

則母語維護的態勢崩盤解構，勢必加速來臨。

為了增強母語教師的知能，教育局曾利用暑假時間，兩次在台北舉行相關課程的進階研習。

課程內容有：〈馬祖福州語拼音方案〉的音標講解及拼音練習、母語日教學成果觀摩與分享、方

338. 中央每年度都會安排本土語言指導員到馬祖學校做諮詢服務。首先排定受訪學校，並由本土語言指導員與受訪學校

安排訪視事宜。諮詢服務包括：連江縣當年度本土教育計劃與政策說明、受訪學校業務報告、本土特色教學之規劃等。

339. 中央對馬祖的照顧多寡，這難免有主觀上的認知。但是，因為人口少，對全國性的選舉無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

向中央爭取權益，往往要透過合縱連橫的策略運用。再加上在行政院中無類似客家、原住民的委員會做奧援，有此

局面已屬不易。依當前形勢來看，馬祖方言不太可能列為官方語言，但有心人推動，說不定也會有成功的一天。母

語教育之路多舛，點點滴滴都是跡象。

340. 因為教科書的編撰指導教授是福州籍的學者，他使用的語音系統是正宗的福州腔調。目前馬祖社會有許多來自閩東

地區的依親者子弟，他們是使用原鄉腔調的方言，這些現象讓鄉親們有很好的比較、觀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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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本字分析講解、俗諺語的使用與禁忌、鄉土語言與文史工作、鄉土語言教學活動規劃與實施…

等。除此以外，每一年在馬祖也固定舉辦進修活動，研習對象向下延伸到幼稚園老師，也向外擴

展到社會大眾。課題有：兒歌教唱、方言朗讀唐詩…等。有時也設計專門主題配合政策做政令宣導。

內容涵蓋面很廣，對母語教師能力的強化、眼界的提升幫助不少。

個人覺得，母語既然是媽媽教的語言，教師與家長、學校與社區一定要共同營造說母語的學

習環境，讓母語的學習更生活化、更實用、更有趣味性。為了達到這個理想，透過相關研討會的

辦理，培養學童經由母語學習達到認識鄉土、認同鄉土進而熱愛鄉土的情懷是絕對有其必要的。341

自 96 年度起，連江縣已將「台灣母語日」列為縣內各學校年度推動重點之一。各校努力觀摩台灣

母語日活動，讓鄉土語言教學更自然、更活潑、更多元，不僅呈現具體成果，也在校園及社區引

起師生及家長們極大的迴響。

學校的任何科目難免要舉行測試或考核，但唯獨母語課程難以實施。不僅如此，更要設計一

些足以引發學生興趣的教學活動和內容，這些事情實際上已經在進行著。如，幾年前的校際母語

戲劇比賽，遠道的東引國小渡海而來，並且抱走冠軍獎牌。今年 (102 年 ) 介壽國小主辦校際母語

朗讀比賽，簡單而生活化的內容，提高家長與學生的參與度，過程與結果是令人滿意的。342 

除了學校負責實際教學以外，教育局在資訊處理上也做了一些配合，在《連江縣本土資訊網》

中，把相關的資料做了分門別類的歸納，如，〈本土語言教學〉收錄 12 冊的母語教材，對有心學

習馬祖方言的人來說，不僅教材取得方便，而且也非常充實。〈馬祖童謠〉內容是轉錄黃英琴的《月

光光》。〈母語日成果〉是收載各校母語日的活動情形。由於地區有台籍的家庭，所謂的母語應

因人而異，故點閱內容時，會發現有說閩南語的家庭就不足為奇了。〈本土文學〉的內容非常豐富，

裡面的作品包含用國語、用方言寫馬祖事，也包含歷年來馬祖文學獎的得獎作品等。所以，作者

不限於在地人士。〈母語線上廣播〉這是馬祖社區電台所做的廣播節目，是非凡廣播電台每日播

放的母語教學節目。內容有：一分鐘母語教學、60 秒母語形象、20 分鐘母語教學。另有母語線上

廣播成果側錄可供人點選。對母語教育的實施與推廣可謂不遺餘力的。

總之，馬祖母語教育之路走得艱辛，這是許多主客觀的因素所造成的。但是，基層老師們所

做的努力，我們也應該給於熱烈的掌聲與支持。

341. 如北竿地區的學校，可以結合當地漁業活動「牽罟」、「拍緧 ( 打樁 )」等。利用各島的元宵節「擺暝」慶典，推動

母語與文化學習課程。透過活動的參與以及母語習說，最後一定會把：擺暝、扛乩、某某廟、地方神明 ( 如白馬尊王、

臨水夫人等 )、上彩暝、風燈、鼓板、迎神 ( 遶境 )、摜燈、食福、送喜等文化語彙牢記在腦海之中。

342. 朗讀比賽的文本是：( 一 ) 低年級組題目：< 我是蜀隻學生 >「噹噹噹！」，上課了，大家都來教室讀書。儂家齊講「先

生好！」先生也講「大家好！」上課認真聽，下課齊骹遛，日日有禮貌，功課著寫好。我是聽話的學生，我疼我的學堂，

伊是蜀個好地方。( 二 ) 中年級組題目：< 辦酒囝 > 放齋了，大家功課都寫好了，齊來樹下辦酒囝。懸的丈夫囝演依

爹，懸的姿儂囝做依嬭，我演依姊，你做依弟，伊是伊妹。依爹來起厝，依嬭來煮飯，三隻倪囝羔都好疼，辦酒囝、

真有味，歡喜骹遛㭠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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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語法與修辭

語法與修辭是非常專業的語言研究項目，隨著學術思想的進步，這兩科早已發展出屬於自己

的專門領域，坊間出版的相關論著也已汗牛充棟。本《志》所討論的語法和修辭等問題，並非針

對閩東方言做全面的梳理，而是就較特殊的地方做概略性的介紹而已。

▓  第一節、閩東方言的語法概說

語法又稱「文法」、「文典」。是研究語言中詞彙、句子結構及其變化規則的科學。在古代

文獻中雖然不乏相關的意見表述，但是，那不過是當時文人讀書經驗的說明而已，距離構成獨立

學科的理論體系，還差距甚遠。直到 1898 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問世，中國才有第一部的語法

專著出現。

理論上來說，任何語言都有屬於自己的語法規則，不同的歷史階段也會有該階段的語言表達

特色。這些事實經過專人的觀察研究，提出種種條例，並能做出合理的解釋說明，語法的理論體

系於焉成立。如果說語言是人類文化中重要的元素，那語法規則、語言特色等因子，就是時空背

景影響之下所構築的生活慣例。閩東方言既然是漢語重要方言之一，無論是歷史淵源、分支話語

分布區域、抑或使用人口數量等都不能加以輕忽。馬祖列島使用的馬祖話，雖然是屬於閩東語系，

但因兩岸分治和軍事對峙的結果，和大陸原鄉隔絕了數十年，也因為往來路斷，再加上本地推行

國語運動，種種因素都直接衝擊到母語的生存與發展。所以，語音、詞彙、語法等產生蛻變那是

無可避免的事。本章節所介紹的語法問題，除了說明自身特色以外，尤其要著墨受國語影響後造

成的差異點。() 內的文字是國語的譯文。

一 . 句型343 

1. 被動句：主語和謂語之間是被動的關係，易言之，主語是謂語所表示的動作行為的受事者 ( 承

受者 ) 的陳述句。馬祖話和國語的句型很類似，如：

餅乞我食去了。(餅被我吃掉了。)

句中的介詞用「乞」，在口語表達時它的角色是「施受同詞」，可以用在主動式的句子，

也可以用於被動式。如：

者頭魚掏乞你。(這隻魚送給你。)

2. 比較句：表示兩者比較意義的句子。漢語比較句是利用程度副詞來表現。

它有三種型式。甲 . 平比句 --- 如，A 和 B 一樣好。乙 . 差比句 --- 如，A 比 B 強 ( 或弱 )。

丙 . 極比句 --- 在某個範圍內所做的比較結果。國語常用「最」字做程度副詞，方言則用「第

343. 部分標目名稱乃參考黃伯榮等編著的《漢語方言語法調查手冊》，此書於 2001 年 7 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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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44「特」等字做程度副詞。此外受國語影響，也有鄉親用「最」字來表達。如：

我共伊平平懸。(我和他一樣高。) 345 

蜀班底勢伊成績第一好。(他的成績在班上是最好的 )

首句方言的介詞用「共」。國語用「和」、「跟」把兩者之間做個連接，然後完成了「比

較」的形式。

3. 處置句：也稱「把字句」。將謂語動詞所關涉的對象，用介詞「把」字加以前置的句子。在

國語中和「把」字意義相似的是「將」、「替」、「為」、「給」等。方言是用「揢」字。346 

你去台灣辰候揢我買蜀雙皮鞋。(你去台灣的時候替我買一雙皮鞋。)

4. 否定句：顧名思義，否定句就是帶有否定詞的句子，它是和肯定句相對的。有時不同的否

定詞會扮演不同的文法意義，大致來說，它有兩種型態。一為單純否定句，只有一個否定

語的句子，是表示否定意義的。一是雙重否定句，此類型式是一句話之中含有兩個否定詞，

目的是在加強肯定意義的語氣。以下就舉實例做說明。

其一：

我 別伊會來。=我伓別伊會來。(我不知道他會來。)

我無去台灣。(我沒去台灣。)

我伓去台灣。(我不去台灣。)

你莫去台灣。(你不要去台灣。) 347 

我未去台灣。(我尚未去台灣。)

其二：

伓像湖鰍伓像鱔。(既不像泥鰍也不像鱔魚。) 348 

伓像男伓像女。(不男不女。)

非來不可。(一定要來。) 349 

5. 疑問句：提出問題或疑慮請求特定或非特定的人回答的句子。不同方言的疑問句呈現型式

是不相同的。馬祖方言呈現疑問句時，往往在主詞後面添加「安」的疑問詞 ( 當面交談時主

詞可省 )，同時句末的語氣也會微微上揚，不僅如此，鄉親在使用疑問句時還會增加句末助

344.「第一」兩字要連音成一個音節。

345. 我共伊平平懸，也可以說寫成「我共伊等等懸」、「我共伊同同懸」。

346. 虛字、語氣詞無固定的字形可用，「揢」的字音為苦格切，字義是「手把著也」，從文字引伸的角度來看，其音義

還是有些關聯。

347. 這是祈使句，只用在面對面的交談時。

348. 本句俗諺語多用在負面的語境時，是嘲諷打扮怪異、沐猴而冠的形容詞。若使用在自己的身上則成為自我解嘲，自

我調侃的用語。所以，使用時宜謹慎。

349.「非…不可」等祈使式的句型是來自國語。

350. 以「安」做疑問詞在古漢語中是常見的。如，《禮記 ‧ 檀弓》：「泰山其頹，則吾君安仰？」《韓非子 ‧ 難一》：

「方此時也，堯安在？」例子之多，可謂多不勝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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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嚕」。350例如：

你安是姓陳？ =你是伓是姓陳？ =你安是姓陳嚕？ (你是姓陳嗎？ ) 351 

另有一種比較特殊的用法是「反覆疑問句」，是帶有選擇性質的疑問句，句型的基本

結構是「是…固是…」。例如：

你到底是去固是伓去？ (你到底是去還是不去？ )

一般來說，用這個句型、這種語氣，已經到了質問對方的程度了。

二 . 句法結構。

1. 定中結構：也稱定心結構。定指的是定語，中是中心語的簡稱。定語是修飾或限制名詞性

的中心語，表示中心語所屬的對象、性狀、數量等的成分。中心語也稱端語，是被補充、

被限制、被修飾的成分。舉例來說：

大魚 =大頭魚 =大頭的魚 (大隻魚 )

在口語表達時，上述三種的方言說法都是指稱外型碩大的魚。定語和中心語之間的「的」

可用也可以不用。但是說「大頭魚」時，必須靠語流音變的機制來決定，它到底是指大隻

的魚呢，還是指稱名叫大頭的魚。352 

2. 同位結構：同一事物、同一性質的兩個或多個詞的並列組合，共同承當句子成分，這些並

列組合的分子，彼此有補足、強化語氣的作用，這種情形在語法上稱之為同位結構。馬祖

方言稱妻兒為「老嬤囝」，353稱祖先為「公婆嬤」，稱兄弟為「兄弟哥」，稱父子為「娘爸

囝」，稱姑表兄妹為「姑囝舅囝」等，都是典型的同位結構語。

三 . 其他354 

1. 省略語詞：語言、文字在社會上通行之後，有趨簡避繁的特性。在不影響溝通的情況之下，

社會大眾所做的刪節省略的語彙，很快的就被接受了，所謂完整型式，到最後反而被束諸

高閣。馬祖人稱弟媳婦為「弟婦」，這就是省略。稱師母為「先生人」，這是由「先生夫人」

簡化而來的。又，前述討論疑問句時，曾介紹「安」的疑問詞。國語「是不是」馬祖方言

說「安是」或「是伓是」，前者可以連音成一個音節，口語說ㄋㄟ ˊ(nei 213 )。355用此語氣呼

應對方是表示同理心、安慰與肯定。「是伓是」前兩字也是要連音成一個音節，口語說ㄙ

ㄧㄥ ˋ ㄋㄟ ˊ(singˋnei 213 )。356此二例也可以看成「省略」的一種。

351.「是伓」二字要連音成一個音節，發ㄙㄧㄥ ˋ(singˋ) 的音。

352. 方言說ㄉ廿ㄩ ㄌㄡ π ㄩ ˋ(t㭠y lou ngyˋ) 時，指的是一種名字叫做大頭的魚。若說成ㄉ廿ㄩ ㄌㄡ ˋ π ㄩ ˋ(t㭠y louˋ 

ngyˋ) 時，是指體型大的魚，兩著不同就在細微處。

353. 三個字個別發音ㄌㄡ ˋ ㄇㄚ + ㄍㄧㄤ +(louˋma33kiang33)，指的是妻子和兒女們。若以語流音變來讀ㄌㄡ ˇ ㄇㄚ

ˊ ㄧㄤ +(louˇmaˊiang33)，是丈夫對年輕妻子的親暱稱呼。

354. 詞彙結構部分已見前篇。以下所談的課題，皆屬零散之細節，故僅立其他一項以兼容之。

355. 字的聲調應屬陰去，調值為 213，要讀全陰去。此調快讀類似國語的第二聲，但方言的相對音高較低ㄧ些。

356. 聲調的變化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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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目語詞：數目語詞愈多表示社會活動愈頻繁。閩東方言數目語詞比較特殊的有以下幾種。

基數詞「一」可以說ㄟㄎ (eikˊ) 也可以說ㄙㄨㄛㄎ (suok)，漢字寫成「蜀」。基數詞「二」

可以說ㄋㄟ ^(nei 242 ) 也可以說ㄌㄤ ^(lang 242 )。概數詞要介紹「成」、「把」二字。「成」的

意思是將近、接近。所以，接近一萬的數目口語說ㄙㄧㄤ ˇ ㄨㄤ ^(siangˇuang 242 )，漢字寫

成「成萬」。再說「把」字，「把」的意思是多出、餘數，使用時可以和「上」字互換。

萬餘的口語說ㄨㄤ ˋ ㄇㄚ +(uangˋma 33 )、ㄨㄤ ˋ ㄙㄨㄛ π^(uangˋsuong 242 )，漢字就寫成

「萬把」、「萬上」。

3. 稱代詞語：稱代詞語又稱「稱代詞」、「代名詞」、「代詞」、「代字」等。國語的你、我、

他馬祖話說ㄋㄩ +(ny 33 )、π ㄨㄧ +(ngui 33 )、ㄧ (i)。漢字寫成你 ( 汝 ) 357、我、伊。表示複數

時則說ㄋㄨㄥ ˇπ ㄚ (nungˇnga)、ㄋㄩ + ㄍㄛ ㄋ廿ㄩㄥ ˋ(ny 33 ko nøyngˋ)、ㄧ ㄍㄛ ㄋ廿

ㄩㄥ ˋ(i ko nøyngˋ)。漢字寫成儂家、你各儂、伊各儂。

4. 指示詞語：用以指示事物遠近的代詞。有遠指和近指之別。因為虛字或語氣詞等無專用字

承載字義，所以，類似的語詞絕大部分是來自假借。馬祖方言遠指詞有：

夫：方言說ㄏㄧ (hi)，後來音變成ㄏㄩ +(hy33 )，早年來自福州的公務員，他們都此

音寫成漢字的「許」。358 

夫塊：方言說ㄏㄨ ㄨㄞˇ(hu uaiˇ)。語義是那裡、那邊。

夫其：方言說ㄏㄨ ㄧˋ(hu iˋ)。語義是那個。359 

夫塊所：方言說ㄏㄨ ㄨㄞˊ ㄋ廿 +(hu uaiˊnœ 33 ) 。語義是那裡、那邊。360 

往轉 =往曩轉：語義是過去、從前、昔日。

往套 =往曩套：語義是過去、從前、昔日。

往日 =往曩日：語義是過去、從前、昔日。

近指詞：

只：方言說ㄗㄧ +(tsi 33 )。語義是此、這、這裡。

者：方言說ㄐㄧㄚˇ(tɛiaˇ)。語義是此、這、這個。

租塊：方言說ㄗㄨ ㄨㄞˇ(tsu uaiˇ)。語義是此處、這裡。

租其：方言說ㄗㄨ ㄧˋ(tsu iˋ) 語義是這個。兩字也可以連音成一個音節，方言說

ㄗㄨㄧˋ(tsuiˋ)。民間日用的俗體字寫成「嚽」。

租塊所：方言說ㄗㄨ ㄨㄞˇㄋ廿 + (tsu uaiˇnœ 33 )。語義是此處、這裡。361 

357.「汝」字古音讀舌尖音。

358.「夫」在古漢語中用做指示詞的例子非常多，它和「彼」是同源詞，閩東方言無ㄈ (f) 聲母的字，這些字都和匣母字

相混而讀ㄏ (h)。

359. 夫其若連音成一個音節，方言說ㄏㄨㄧ ˋ(huiˋ)。語義是「那」。

360.「夫塊所」所字唸ㄋ廿 +( nœ 33 )，顯然是訓讀字。前兩字先合音成一個音節，又受末字聲母的影響而唸ㄏㄨㄛㄥ ˊ

ㄋ廿 +(huongˊnœ 33 )。 

361. 租塊所前二字連音之後變讀ㄗㄨㄛ ˊ ㄋ廿 +(tsuoˊnœ 33 )。漢字可以寫成「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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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介詞：虛詞之一。它的功能是將名詞、代名詞或名詞性的詞組介紹給動詞或形容詞。它不

能當獨存在，它常和名詞等構成詞組，以表示詞彙的時間、處所、方式、原因等。國語的「存

在」義，馬祖方言有三種表達方式。即：

著：方言說ㄉㄨㄛㄏ (tuoh)。乇都著咧。(東西都在。)

佇：方言說ㄉ廿ㄩㄏˊ(tøyhˊ)。伊儂佇馬祖。(他現在人在馬祖。)

曲：方言說ㄎ廿ㄩㄏˊ(khøyhˊ)。伊曲厝咧做皇帝。(他在家裡當小霸王。) 362 

前兩種說法可以用在對人、或物品的描述，末句則專用於人。介紹動作行為發生、出

現時的起始點，國語用「從」、「由」皆可，馬祖鄉親在習慣上是用「從」，363不同於福州

人之用「由」。如：

從 1：方言說ㄊ廿ㄩπˇ(thøyngˇ)。我從台灣轉來。(我從台灣回來。) 364 

從 2：方言說ㄉㄩπˋ(tyngˋ)。從伊出社會開始，…。(打從他出社會以來…)

同一個字因使用對象，場合的不同而發不同的音。

6. 連詞：用於連接字、詞、詞組、分句和句子的虛字。根據組合以及文法意義它可分成並列、

承 接、 層 遞、 選 擇、 轉 折 等 型 式 的 連 詞。 國 語 的「 和 ( ㄏ ㄢ ˋ)」 馬 祖 人 說 ㄍ 廿 ㄩ

π^(køyng 242 ) ，漢字寫成「共」。國語的「以及」方言說「連加世」、「配對」365。例句如下：

你去台灣辦貨連加世去骹遛。(你到台灣採買連同去遊覽。)

我去市場街買菜配對買早。366 ( 我去市場買菜以及買早餐。)

選擇性連詞有兩種表示法：

「是…固是」：是你去固是伊去？ (是你去還是他去？ )

「伓是…便是」：伓是你便是伊。=伓是你就是伊。(不是你就是他。)

副詞 + 副詞組成的並列關係：

「罔…罔…」：伊罔行罔食乇。(他邊走邊吃東西。)

「越…越…」：厝越遲買越貴。(房子越晚購買越昂貴。)

條件連詞：

「會八總款…根本就…」：會八伊總款獃根本就無能隑結婚。(早知道他這麼壞就不應

該結婚。)

承上連詞：

「已經…固ɛ捨…」：已經感冒去了，固ɛ捨去看醫官。(已經感冒了，還不趕快去看醫

362.「曲」的本義是容器，引申為存在。

363.「從」的語音不太切合，本字可能是「𧘂」，列此備參。

364. 這句話福州人會說：我由台灣轉來。( 我從台灣回來。)

365.「連加世」的方言說ㄌㄧㄢ ˇπ ㄚ ㄌㄧㄝ ˇ(lianˇnga lieˇ)。「配對」的方言說ㄆㄨㄧ ˋ ㄌ廿ㄩ ˇ(phuiˋl㭠yˇ)。

366. 國語的「市場」馬祖話可以說成「市場」、「市場街」或單說「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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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67 

7. 助詞：在詞組和句子中用來表示語氣、協調音節、標示時態、標示特殊詞序等的虛詞。馬

祖方言在文句之中，表示行為、狀態程度低、或表示事物的約略情況的句末助詞有「略」、

「劣」兩個，例句如下。

面做紅紅略。(臉色有一點紅。)

飯食快劣。(飯吃快一些。) 368 

完成式助詞：「去了」。369例句如下。

我飯食飽去了。(我吃飽飯了。)

短時體助詞：「蜀下」。要連音成一個音節。例句如下。

飯食蜀下改骹遛電腦。(飯吃過以後再玩電腦。)

進行體助詞：「咧」。370例句如下。

心底才咧想。(心裡正在想著。)

起始體助詞：「復」。例句如下。

復是你。(又是你。)

疑問助詞：「末帶」。使用情境有二，例句如下。

你考第一名末帶！ (莫非你考第一名。)

娘爸驚你末帶！ (老子怕你不成。)

研究語言離不開語音、詞彙、語法等要素。三者之中以語法最為抽象，也最為繁瑣，雖然如此，

並不影響它的重要性。反而更要透過不斷的調查、歸納比較，以便在瑣碎的語料中找到它的規律。

其次，作為母語的語言，因為長久使用的關係，使得許多道理和法則變成習焉而不察了。當親屬

語言使用者面對面溝通時，各自用自己的語言習慣做交談，即使稍作改變，對方居然也能心領神

會。因為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特性，使群眾對語法的存在感受並不強烈。本節所述不過較為特

殊的幾點，更多的規律和條例，有待同好繼續努力鑽研之。

▓  第二節、各類修辭格的概說與舉例

修辭的意義人人能懂，但是，若要以簡明的語言將它的定義說清楚，那就困難重重了。簡單

的說，人們透過文句的修飾，呈現文章的美感，這種手段就是修辭。

367.「去了」下面畫線表示該詞連貫發音成一個音節。

368.「劣」字大家已習見它做優劣義，實際上他的本義是「少也。」《說文解字》說：「劣。弱也，㭠力少。」字義引申有

「僅僅」、「不足」之義。《廣韻》說它的音切是：「力啜切。」所以，它的音義是切合的。

369.「去了」的方言語音為ㄛ+ㄌㄡ+ (o 33 lou 33 )。

370. 俗體字做「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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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國語 ( 官話 ) 來說，方言只是通行於某一個地方的方俗語言，雖然當地人也會有方言的

詩、詞、戲劇、小說、散文的創作，但相較於其他文體，馬祖人的方言創作，還是以詩、詞為多見。

所以，討論閩東方言的修辭問題，只能就有限的素材來觀察相關的問題。由於先天條件的限制，

故只能就詞彙、俗諺語的材料進行爬羅剔抉，介紹常用的修辭方法並及理論梗概。

一 . 譬喻

從古到今，無論任何方言，譬喻的修辭格是使用最為普遍的。凡是用最簡單的事、物，說明

或解釋難懂之事，就是譬喻之基本方法。在陳述句中，若有：如、若、猶等喻詞存在，這就是明喻。

若不用喻詞則為暗喻。如，鄉親形容某人的腳型難看、粗壯、或以腳擋路時，多半會說：「骹共

棺材棍略。」 371這是典型的明喻例子，因為「共」在此做如同、等同解釋。又，鄉親會以「醋母

酸 」372形容某個食物的滋味酸到極點。馬祖人稱醋酸為「醋母」，這三個字若變成完整的句子型

態 ，那語意就如同國語的「和醋酸一樣酸」。「醋母酸」省去了喻詞，所以，它是典型的暗喻之例。

二 . 雙關

一語同時關顧到兩種事物或兼含兩種意義的修辭方法，即謂之雙關。其中包括字音的諧聲、

詞義的兼指、語意的暗示等。373其中最常見的、使用最頻繁的是諧音雙關。它是利用音同、音近的

不同字體，以加強表達效果的修辭方法，它以趣味性為主，在語句中扮演畫龍點睛的效果。舉例

來說。外公、外婆愛外孫，舅舅、阿姨疼外甥，相信這是大部分人的共同經驗，但是舅媽有時卻

不如此。馬祖人稱呼舅媽為「依妗」，374妗和雞胗的胗同音。此時若面對不友善的舅媽時，做晚輩

的又不便明說，只好用意在言外的俗諺語做調侃。這句話很傳神，「雞𣍐食米胗咧獃」，舅媽聽

了以後，勢必笑在臉上，氣在心裡。375又，「相拍、相拍，算蜀下改拍。」376這句話是說：所謂鬥毆，

必須先盤算一下再動手。創造本語詞的人，很巧妙的將「相」與「算」做一個連結，使語詞變成

趣味橫生。

三 . 夸飾

凡是將客觀的事物用誇大或縮小的語氣、詞彙等，造成增強語言表達的效果，這就是夸飾修

辭法。所以，使用夸飾修辭法陳述事情時，必須要超越事實，使被陳述的對象能形象突出、概念

鮮明。這是文學表達常用的技法之一。鄉親形容某人膽大妄為時，會以「膽大牛𡳞脬」的話語來

371. 語意為：兩腳和抬棺木的棍子一般。ㄎㄚ ㄍ廿ㄩ πˇ ㄍㄨㄤ ˋ ㄖㄞ ˇ ㄜㄨㄥ ˇ ㄌㄛㄏ (kha  køyngˇ kuangˋʒaiˇ 

ɔungˇloh)

372. 方言說ㄘㄨ ˇ ㄇㄛ ˇ ㄌㄛㄨㄥ (tshuˇmɔˇloung)

373 . 沈謙：《修辭學》p.62 國立空中大學用書  1995 年元月。

374. 方言說ㄧ ˋ ㄍㄟㄥ ^(iˋkeing 242 )。

375. 語意為：雞隻的食慾不佳，一定是雞的嗉囊出了毛病。方言說：ㄍㄧㄝ ㄇㄝ ˇ ㄙㄧㄝ ˋ ㄇㄧ + ㄍㄟㄥ ^ ㄌㄝ π

ㄞ ˋ(kie meˇsiehˋmi 33 keing 242 le ngaiˋ)。「胗咧獃」意思是說舅媽很壞。

376.「蜀下」詞義為一下下，他要合音成一個音節。改，再也。閩南語寫成擱。本句方言說：ㄙㄛㄨ πˋ ㄆㄚㄏ ˊ ㄙㄛ

ㄨ πˋ ㄆㄚㄏ ˊ， ㄙㄛㄨ πˇ ㄋㄚ ^ ㄍㄟ ˋ 勺ㄚㄏ ˊ(soungˋphahˊsoungˋphahˊ，soungˇna^keiˋβah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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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他。377 用牛隻的生殖器形容膽大包天的人，語意表達與情境描述精準而貼切，這就是典型的

夸飾手法。用「雷拍火燒」形容某人對某事過度積極、過分要求的神情，378這是多麼傳神的成語！

用「𥻵食蜀畚箕」379形容食量大如牛的人，聽來令人為之莞爾。

四 . 婉曲

不直接表達本意，只用委婉曲折的方式。含蓄閃爍的言辭，流露或暗示本意，是為婉曲。又

可分為四類：( 一 ) 曲折。( 二 ) 微辭。( 三 ) 吞吐。( 四 ) 含蓄。婉曲的原則有三：1. 宜於含蓄而不

宜晦澀。2. 宜於蘊藉而不宜淺露。3. 宜於委婉而不宜直陳。380相信大家都有經驗，在人際交往的過

程中，委婉的辭令比直接的陳述效果來得大。所以，我們不可輕忽這個具有潤滑功能的生活智慧。

傳統的馬祖社會是男尊女卑的，女人日夜操勞，在家裡不見得受到尊崇，所以，難免有怨懟之情緒。

這些任勞任怨的婦女同胞們，情緒照發，家事照做，就在日常生活中留下非常經典的自嘲、自艾

的語言。以下兩句就是最具代表的用語。「著是破布袋，無是丈二布」，381「雞叫做遘鬼叫」 。382 

五 . 映襯

在語言或文章中，將幾種相反的概念做對立比較，進而使印象加深、氣勢增強的修辭法，即

謂之映襯。使用時必須嚴格掌握彼此之間的矛盾特質，做明確的襯托，以突顯心中想要表達的觀

念。大致來說，它有「反襯」與「對襯」兩種。這是表現張力很強的修辭法。現代人寫文章也常

用此法，如，「笑裡刀、綿裡針」。「可敬的對手」。「活死人」等。383馬祖有一句歇後語可以為

例，在此介紹給大家做參考。「大漢做乞食 --- 貪閒。」話語的意思是：一個壯碩無比的人，不思

勤奮工作，卻選擇過沿門乞討的日子，目的只是為了享受悠閒。384一句簡單的歇後語卻能涵蓋複雜

的語意，而且能精準到位，這就是俗諺語、歇後語愈來愈被人重視的道理所在。

六 . 設問

為了表達效果，說話人利用自問自答的修辭手法，此即為「設問」的修辭型式。它又可以分

成「提問」與「激問」兩個層次。前者借自問自答的方式，先提出問題，但心中已有答案，等對

方的注意力凝聚之後，再把答案和盤托出。我國古代有一種叫做「答客問」的文體，即類似此。

377. 㭠脬是雄性動物的生殖器官，男人的陰囊。整句的方言是說ㄉㄤ +ㄉㄨㄞ ^π ㄨ ˋ ㄌㄧㄥㄆㄚ (tang 33 tuai 242 nguˋling 

pha)

378. 這是負面的成語，應謹慎使用。方言說ㄌ廿ㄩ ˇ ㄆㄚㄏ ˊ ㄏㄨㄧ ㄙㄧㄝㄨ (løyˇphahˊhui sieu)

379. 語意為：一次要吃一畚箕的湯圓。方言說ㄒㄧ ˋ ㄒㄧㄝㄏ ˋ ㄙㄨㄛ ˇ ㄅㄨㄥ π ㄧ (siˋsiehˋsuoˇpung ngi)

380. 沈謙：《修辭學》p.134 國立空中大學用書  1995 年元月。

381. 語意是：人在的時候，如同破㭠布袋一樣的不被重視，人一旦不在了 ( 如，死亡等 )，就會發現，原來她的功能和偉大

是無可取代的。方言說ㄉㄨㄛㄏ ˋ ㄌㄧ ˇ ㄆㄨㄞ ˇ 勺ㄨㄛ ˋ ㄌㄛㄩ ^，ㄇㄛ ˋ ㄌㄧ ˇ ㄉㄛㄨㄥ ˇ ㄋㄧ ˋ 勺

ㄨㄛ ˇ。(tuohˋliˇphaiˇβuoˋloy 242，mɔˋliˇtoungˇniˋβuoˇ)。

382. 語意是：從拂曉的雞鳴時分做到月上東山，也就是從早忙到晚的意思。方言說ㄍㄧㄝ ㄍㄧㄝㄨ ˇ ㄗㄛ ˇ ㄍㄠ ˇ ㄍ

ㄨㄧ + ㄍㄧㄝㄨ ˇ。(kie kieuˇtsoˇkauˇkui 33 kieuˇ)。

383.1.3 兩個例句引自沈謙老師的《修辭學》。見該書第 89 頁。

384. 方言說ㄉㄨㄟ ˋ ㄏㄤ ˇ ㄗㄛ ˇ ㄎㄩㄏ ˇ ㄒㄧㄝㄏ --- ㄊㄤ ㄟㄥ ˋ(tueiˋhangˇtsoˇkhyhˇsieh---thang eing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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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是問而不答，但答案在說話時已呼之欲出。在馬祖方言的語例中少見「提問」，而「激問」

的例子卻不少。以下就舉「激問」之例給大家做參考。「大嬤固驚你孫婿啦」。385語意是：老娘怕

你不成！使用時，固、啦二字可以省略。本句話男女皆可用，所以，語意也可以是：老子怕你不成！

把對方當子孫來罵，阿 Q 精神獲得滿足。「白面館掛風燈，納你有神啦」。386語意是：經營妓院的

還高掛燈籠，你神氣什麼！這是一句很刻薄的罵人話，宜避免使用。

七 . 示現

在口語表達或文學創作時，利用自己的想像力，透過強烈的具象化的語言，把要說的人或事

描寫得活靈活現的，讓聽的人能認同進而產生共鳴。示現的對象可以是出於過去的經驗、可以是

未來的預言、也可以是憑空想像。因為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所以，運用時能充分發揮它的活

潑性、生動感。雙方會心一笑也往往由此而生。早年的馬祖是軍管地區，行政長官多半是軍方兼

任或軍人轉任，官大學問大，他們一句話往往可以凌駕法律。逆來順受的鄉親，有時就會用意在

言外話語來調侃彼此。「老爹講鄭 ( 錯誤 ) 再講起，百姓講鄭 ( 錯誤 ) 拍半死」。387語意是：長官

說錯了話頂多再重新說一次，若是百姓講錯了話，鐵定被打得半死。類似的話還有一句，「官蓄

兩個口」，388這句話是利用拆字原理，突顯官的字形結構，影射長官都有兩個嘴巴，只說不做的習

性。又，「土𡖯菩薩大」，389捏塑菩薩用的黏土若是充足，則塑造的菩薩神尊就能壯碩雄偉。這句

話在馬祖人的觀念中含意很多，它可以形容：官大聲音大。官大油水多。官大資源足，所以把身

材吃得腦滿腸肥…等。

八 . 借代

常用的字詞或話語，因為平凡而單調，也因為新鮮感不足，而難以吸引人。所以，用話人會

以新奇、易懂的語詞替代習見的語彙，讓語言清新活潑，鮮明動人，進而達到說話的目的。大致

說來，借代修辭格可分為以下幾種。1. 以事物的部分替代全體。如，以三秋稱三年，或以春秋表

示一年。2. 以事務所在相代。如，河、洛表示中原。3. 以事物的特徵相代。如，古代以縉紳表示士

大夫。4. 以事物的發明者相代，如，以杜康代替酒。5. 以事物的工具相代。如，以鼎鑊表示嚴刑峻

罰。6. 以特定的事物相代。如，歷史上以鐵蹄表示來自北方的胡人。有一種學名叫章魚的水中生物，

因為有四對腳，所以馬祖駐軍稱之為「八腳魚」，大部分的人稱之為「塗磨」，390莒光鄉親則稱之

385. 方言說ㄉ廿ㄩ ˋ ㄇㄚ+ㄍㄨㄏ ㄍㄧㄤ ㄋㄩ+ㄙㄛㄨㄥ ˋ ㄋㄞ ˇ(tøyˋma 33 kuh kiang ny 33 soungˋnaiˇ) 

386. 方 言 說 ㄅ ㄚ ˇ ㄇ ㄧ ㄥ ˋπ ㄨ ㄤ + ㄍ ㄨ ㄚ ˇ ㄏ ㄨ π ㄋ ㄟ ㄥ， ㄋ ㄚ ˋ ㄋ ㄩ + ㄨ ㄒ ㄧ ㄥ ˋ ㄌ ㄚ。

(paˇmingˋnguang 33 kuaˇhung  neing，naˋny 33 u  si ngˋl a )。

387.閩東方言「錯誤」是說ㄉㄤ^(tang242)，民間俗體字寫成「鄭」。此非本字，本字應寫成「綻」。筆者從前從《說文解字》

等資料推得本字為「賺」，但終究不如「綻」字直接明白。馬祖鄉親稱首長或長官為「老爹」，軍人對部下做訓話時，

若發現錯誤，他們的制式動作是大聲喊「更正」！

希望長官道歉，免談。因為會影響到官威。

388.「蓄」的意思是擁有。本句話的方言是說ㄍㄨㄤ ㄏ廿ㄩㄏ ˊ ㄌㄤ ˇπ ㄚ ˊ ㄎㄡ+ (kuang høyhˊlangˇngaˊkou 33 )

389. 方言說ㄊㄨ ˋ ㄙㄚ ^ ㄅㄨ ˇ ㄌㄚㄏ ˊ ㄉㄨㄞ ^(thuˋsa 242 puˇlahˊtuai 242 )

390. 方言說ㄊㄨ ˇ ㄇㄛ ^(thuˇmɔ 242 )。正確的漢字寫法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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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石拒」。391此物得名的原因有二，一說：章魚躲藏石縫，人們以竹竿探入石縫任其攀附，然後

將之拖出，捕而取之。另一說：章魚躲藏石縫，可攀石拒人捉捕。兩說雖然不同，但無礙它以借

代得名之原由。

九 . 引用

徵引名人言論、中外格言、詩文佳句，以補強自己的見解或提升論述品質，達到說服對方的

目的，此即為修辭學的引用格。引用不難，難在情境的確實掌控。莊嚴場合，不可使用輕佻或傲

慢之語；優雅閒適之時，避免說教和政治八股。所以，恰當的引用能發揮畫龍點睛之效果。尤其

是不能張冠李戴，語句艱深晦澀。傳統的馬祖社會教育尚未普及，有些話語是口耳相傳所得，語

出何典，典出何處，皆非重點所在，甚至也有誤用錯引的情事發生，如，「秦始皇無道寵妲己」，

這是古今不分的典型代表，我們不僅不忍深究，還覺得有些許趣味性存在。大部分的人在引述前

人的意見時會添加「老儂講 ( 老人說 )」、「故底儂講 ( 從前的人說 )」做「話頭起」。392日常生活中，

會發現鄉親在引述某人的高見時，多半會在話的前面加說「** 講聲音」做引言。393 

十 . 呼告

這是新的修辭學名詞。從前人稱「頓呼」「突呼」等。它包括兩個層面，一為呼喚，一為告白。

說話人說到激動時，會以急切的聲音呼喚不在場的人和虛幻的神祇，請他們來聽我告白、聽我說

內心的委屈，最好能做出仲裁。鄉親在極度痛苦時會高呼「唉呀！依嬭呀！ ( 我的娘呀 )」、「做

愆做惻」、394「五帝𣍐搦」395 等。

因限於篇幅，與馬祖方言有關的修辭格只能略舉以上之例做說明。其實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

橫跨多種修辭格，因此，我們不可過於拘泥，否則，不但未能領略修辭學帶給我們在語文表達上

的益處，反而先掉入修辭格紛擾的泥淖之中。

391. 方言說ㄙㄨㄛ ˋ ㄍ廿ㄩ ^(suoˋkøy 242 )。

392.「話頭起」的意思類似戲劇、小說的「楔子」，「引言」等。方言說ㄨㄚ ˋ ㄌㄡ + ㄎㄧ +(uaˋlou 33 khi 33 )

393.「** 講聲音」的意思類似古書上的孔子曰、孟子云等。** 表示人名。「講聲音」的方言說ㄍㄡㄥ ˇ ㄋㄧㄤ π ㄧㄥ

(koungˇniang nging)

394.「做愆做惻」有鄉親寫成「做愆做德」，但總覺得語義不符。它的意思是：作孽啊！音變方言說ㄗㄛ ˇ ㄧㄝㄥ ˇ ㄖ

ㄛ ˋ ㄌㄞㄏ ˊ(tsoˇiengˇʒoˋlaihˊ)

395. 五帝㭠搦：五帝，傳說是福州地區的瘟神，祂能揚善罰惡，所以，語義是詛咒壞人遭天譴。方言說 π ㄨ ㄌㄚ ˇ ㄇㄝ

ㄋㄧㄝㄏ (ngu laˇm㭠 n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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