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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

目前臺灣所謂之「海陸話」，其祖先亦

源自中原之漢語；後由於遷徙並經3次的語

言演變，而成梅縣為主之「成熟期」客家話

（注1），最後再進入早期之廣東海豐、陸豐

縣，與當地帶有白話及潮、汕閩南語系者，

相互混染而成的另一種客家話（注2）；而今

正逢世界弱勢語言流失潮，母語之保存已益

感無力，有待拯救與自強（注3）；數年前筆

者前往海豐、陸豐兩縣訪察有感（注4）而吟

之如下：

　　　　　海陸原鄉吟

故鄉母語失將盡，飄零幾人山谷間，

請問鄉音何處去，陸河一縣問就知。

過番桃竹原鄉客，母語流失也驚人，

識士雖已心機費，若無般若亦罔然。

（註：1.過番：為廣東原鄉客語「離鄉

出海遠渡他鄉」謂之過番。2.般若：為佛學

「超智慧」之梵語譯音。3.桃竹：為指臺灣

桃園、新竹兩縣而言。）

在新竹、桃園縣一帶之海陸話，臺灣已

列為五大客家語系之一（注5），而且是主

要的一種；此一與廣東惠州話語言特徵類

似的客家方言，一般稱之為「海陸話」。

由於使用這種客家方言的客家人祖籍，

多半來自廣東省海豐、陸豐兩縣，且舊時海

豐、陸豐兩縣是屬廣東省惠州府所管轄，因

此臺灣客家研究學術界就將海豐、陸豐客家

話歸於「惠州客家方言範圍之內」；而海

豐、陸豐移墾來臺的客家人，在臺灣客家學

術界又稱之為「惠州客」，語言學者稱之為

「惠州客家方言」。（注6）

但是事實上他們原祖籍地海豐、陸豐兩

縣早在1970年代中共行政區域變革中從「惠

州市惠陽區」劃入廣東的閩南語區汕頭市代

理管轄，1988年第二次行政區域再次改革時

將海豐、陸豐兩縣又劃入新的省轄市─

汕尾市；同時也在原陸豐縣吉康鄉一帶新設

立一個純客住縣─陸河縣。（注7）

今日海豐、陸豐兩縣市的城鎮，早已是

全廣東省的潮汕閩南語區，當地的客家人不

是已經改講閩南語而變成道地的「半山客」

或稱福佬客，要不然就是往郊區、山區及廣

東省其他縣市「撤退」；因之大陸學界有將

海陸話歸為閩南語系之一。（注8）

當地學者曾建議筆者，臺灣之海陸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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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再稱之為「海陸話」，因為大陸之海陸兩

縣幾已無人說海陸話了；當時筆者即予婉拒，

今大陸海、陸兩縣子孫之背祖不說母語，不但

未能閉門思過，反而要臺灣保持母語者，改變

母語之稱謂，豈可謂之合情合理？

今有此《海陸客語人體語彙》之巨著問

世，不但在臺灣是初學者最佳教材，也應是

大陸海豐、陸豐、陸河等縣，海陸語系子孫

家家必備之傳家至寶。

本書作者詹益雲老師，幼時即隨鄉親

鄰里，時時浸潤在海陸話語之中，因之其基

礎甚為扎實當不在話下，旋於2003年完成了

《海陸客語字典》之史無前例大巨著（注

9），乃奠定了他成為海陸客語之宗師，當無

庸置疑，今復出版本語彙，實力上確已綽綽

有餘。

 內容與評述 ✿

據語言學者發現，人類出生後首先學會

的詞彙，就是爸爸或媽媽；續之則是自我軀

體之名詞語彙，如:眼、耳、鼻、口、舌、頭

⋯⋯及其所衍生的相關名詞語彙；本書雖無

深奧之哲理，但卻極符合人類自然形成之語

言學習法則，因之作為學習海陸語之寶典實

當之無愧矣。

為便於語彙之查詢，作者採用英文字母

次序，將海陸語發音之字彙串聯起來，確為

便捷的方法；如本書之C、D、E⋯⋯T之安

排，其C者為「腸部位」，如「chong腸」；T

者為「頭部位」及有關之詞彙語句，如「teu

頭」等者然。

再論其音調之注法，是採用華語眾所周

知之─  - ˊ    ˋ四聲標注法，使熟諳華語

之國人一目瞭然毫無障礙；不足之處，亦即

華語欠缺的中平調，則再增加「2」標號以補

足之，此標號比原用者，在電腦輸入上較簡

易得多，亦屬明智之舉。（注10）

本書中凡找不到之漢字部分，作者就以

羅馬字代入，或新啟一個字為用之，但此所

啟用之字，有部分卻有斟酌的空間，如本書

19頁之「膣AA」，以「膣屄皮 driˋ bai pi 

pongˇ pongˇ」而論，該pongˇ pongˇ○○作者採用

「 」字，此字在康熙字典註引廣韻「匹

絳切」、集韻「匹降切」；海陸音pongˇ為

「脹」之意（注11），與本語彙之義音同，

惟因近代字典有捨棄不錄而已，故取作「膣

屄皮 」為用當屬無誤，不應歸為找不到

的漢字部分。

又如41頁之「嘴A A」，以「嘴萤萤

droiˇbakˋbak」為例，該萤：其漢字之原意

為「萤嘖，叫也」；康熙字典引玉篇之切音

為「胡麥切」（注12），海陸之切音應該是

fakˋ，而作者音注成bakˋ，顯然是以該字

邊旁「百」作為取用音；華語之切音應該是

haiˋ，但今卻注成huoˋ，此合理之推論是由

於華語欠缺入聲音p、t、k音元，故而遇有入

聲之漢字時，必然會有如此走音現象，此乃

為其主因；這種現象在華語之切音上不勝枚

舉，一般僅諳華語之漢語教學者，均以特例

作為解釋說明之；如此往往使初學者愈聽愈

不明。

綜上觀之，上述「萤萤」之一個副詞，

其本字並無句解的「口張得大大」之義（注

13），亦無bakˋbak之音，故以「破音」或

「譯音」法，以使之合理納入本詞彙，均屬

不宜，故作者納入「AA」範籌是極為恰當。



書 評

74 ．知識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閱讀上面 ◆ 約翰生

惟今有學者取「嘴擘擘」為用（注

14），此「擘」之唐韻為「博厄切」（注

15），海陸客語應唸成bak，華語字典音boˋ

（注16），有作分開之解釋，當可作「嘴擘

擘」之用字，值得酌參。

本書之啟用字方面，尚有諸多值得推崇

之處，例如第1頁以下之各「ngai」即「我」

字之啟用，確已破除了過去一定要用新造

「𤤳」字之魔咒（注17）；使任何通諳漢

字之各語族，一看就可以瞭解；該「我」

字，分別在海陸客語得「破音」或另付予一

音，唸成ngai、梅縣客語唸成ngaiˇ、華語唸成

wooˇ、閩南語唸成gua2（注18）；以上之各語

族之唸音，雖各為迥異，但啟用同一個文字

後，即可達到「書同文音各表」之境界，如

此一來大家都看得懂，且又各不失其母語的

讀音，豈不妙哉。

但本書另一句，例如第1頁「膚身肚

『介』細腸」以下之各「介」即gaiˇ字，是

取用「教育部為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

（注19），理應無庸置疑，但此一「介」字

毫無「介詞」之屬性，應屬「音同義異」之

譯音用字而已；何不依前例，勇於破除過去

一定要用「介」字之窠臼，而改用眾所周知

屬性是介詞之「的」字，破音gaiˇ或另付予一

音，使成「膚身肚『的』gaiˇ細腸」為用呢？

 結　論 ✿

《海陸客語人體語彙》是一本學習海陸

客語之最佳書籍當不再贅述；惟對客家用字

方面，卻恐有諸多不同意見，此並非作者之

過，而是我們客家共同之業障，因有諸多客

家人士，自認說客語最為熟諳，一切應以我

為尊，使用文字亦然，但卻不知如今漢語演

化成八個語系時，均仍保有部分地方方言，

客語者亦然。

此一方言當非漢語，非漢語者亦當無漢

字可言，但有部分學者卻依然誤認客語乃純

漢語之一，故有語音就應有漢字可尋，因之

就「天馬行空」，想在漢語典籍中找出該客

語之「正字」來；甚而有取代用漢字時，亦

以音為重，以義為輕之構思，故而形成諸多

似是而非，亦毫無邏輯觀念之用字，此乃造

成多年客語用字窘境之主因。

此一業障，本來是期望學者專家盡速鏟

除之，但經行政院客委會及教育部邀集學者

教授專家開會研討並提出「書寫推薦用字」

多次，費時達20年以上，但依舊還是保留在

「書寫推薦用字」之階段而已。

綜觀其原因，有學者認為以往雖已有

客語用字規則之共識；1.如目前漢、客語之

「音、義」均同者優先採用，例如「人之初

⋯⋯」；2.其次如無「音、義均同」者，採

用「義同音異」再破音或另賦與一音為用，

例如「我ngai」；3.再如遇到只有「音同而

義異」者，則取之作為譯音為之用，例如

「gatˋsat葛煞」；4.以上如均無法解決者，

再酌依六書原則新造字解決之。

惟以上規則在運作時，卻有學者又依

個人之偏見，提出許多枝枝節節的附帶規

則；如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漢字選用原

則（注20），使得該原有共識又變為支離破

碎，再度形成「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爾後如能痛定思痛，改弦易轍，不要急於各

自忙著提出用字之建議，應該先檢討過去初

訂規則與運作的疏失，並邀請對基本憲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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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章訂定素有實際經驗之法學學者，配

合協助妥為訂定新規則，再嚴格依規則、次

序，進行審核之；如此則必將可製成可長可

久的「客語書寫用字規則」矣。

上述所謂「次序」者，即如可藉「破

音」或另賦與一音為用之介詞「的」字，就莫

越格而採用「譯音」之「介」字；又如「我」

字，更不應越格新造成「𤤳」字為用。

惟上述之改變與建言，雖必受眾多用字

者的喜愛，但也必遭自認衛道之士的強烈爭

議，或「亂破」之譏；然而如為客家用字規

則早日有正確之定案，就應回歸過去初訂規

則之共識，依規則、次序，進行審核再行論

述之；如此必可避免再繼續進行永無結論之

爭議。

以上願與作者及所有讀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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