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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詞義篇

第一章  方言與文字

本章討論的主題是有關方言的文字問題，並不涉及繁瑣的六書條例、重新歸併等問題的探討。

段玉裁說：

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

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為古，則漢為今，漢

魏晉為古，則唐宋以下為今。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

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158 

這個論點符合語言文字演進的規則。人類在發明文字之時，語言是早已存在的，任何民族的

語言，必須靠文字做它的形式呈現才能讓文化萬古流芳。159這種現象不僅官話如此，在漢語方言區

中各族群的母語也都是如此。所以，閩東地區的同鄉前輩，他們不只一人、不只一時的花了極大

的心力，創造出一個個的方言文字。這些文字，有的是出於自創、有的是出於同音假借、也有的

是借字義的訓讀，一旦約定俗成，這些文字就扮演了該族群的溝通工具，在群體之中，不僅「暢

通無阻」，甚至有些喧賓奪主，「堂而皇之」的進入通語領域。160以下就將閩東方言文字之創造、

俗體以及訓讀等現象做個概略的說明。

▓  第一節、方言造字的原則

漢語方言的新造字，一言以蔽之，就是：符合六書本質，但有形聲化的趨勢。大家都知道，

人類文化史的演進是先有語言然後再有文字的，因為漢語是單音節的語言，所以，方塊形的漢字

恰如其分的扮演它的載體。習慣上大家把華人社會所使用的語言稱為漢語。從邏輯上來說，這個

名稱的出現必然在漢朝以後，但是，根據學者研究，被稱為「漢語」的民族共同語言，早在春秋

時代就已經形成了。不僅如此，它還是和其他地方的方俗語言成相對之勢。161今天學界所說的境內

方言是以漢語八 ( 七 ) 大方言為主流，表面上看來，方言之間的語言特質，愈到後來差距愈明顯，

但八 ( 七 ) 大方言區的人所使用的文字卻是一個系統的。操南腔北調的人，雖然彼此聽不懂對方的

語言，但並不影響他們的筆談。甚至於稍加訓練，也能通讀古人的文章、瞭解古人事蹟。因為如此，

利用方言索尋同源詞變成有意義的事，利用古漢語做為方言本字的印證，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二

158. 見王念孫《廣雅疏証》書前的段玉裁＜序＞文。  中華書局  1983 年 5 月

159. 即使像中國西南方的納西族，他們用的是圖畫文字，他們就是靠這種圖畫性的「形」才能把自己的歷史流傳下去。

160. 東漢揚雄的《方言》書中把類似今天普通話的語言稱「通言」、「通語」、「凡通語」、「凡語」、「四方之通語」等。

161. 舉大家耳熟能詳的《論語》、《孟子》書中的例子來看，孔子所言的《詩》、《書》、《禮》都是雅言，所謂「雅言」，

就是上流社會所使用的「共同語言」。《孟子》留下的成語如「一傅眾咻」、「南蠻鴃舌」等充分證明了當時方言

的複雜性。這種現象一定是越來越紛歧，所以才有東漢人揚雄出來撰述《方言》的必要。



03
第三篇

字
形
、
詞
義
篇

第
一
章

方
言
與
文
字

201

者是互為因果、互為表裡的事情。

大致上說來，漢字是起源於圖畫的，因為圖畫的「文」，不敷日趨複雜的社會使用，因此後

來才有大量非圖畫性的表意或表音的文字出現。162 論漢字創造或通行，最為便捷的就是形聲字了，

這是語、文結合的當然之理。從外表來看，形聲字是形符加聲符而成的合體字，若由內涵來看，

它卻可以看出漢字繁化和簡化的軌跡。163甚至可以說，形聲字發展出來後，漢字就不可能還有造不

出的字。假如先有了形聲，那今天六書中的假借就不可能存在了。前述，語言、文字相結合是必

然的趨勢，所以，自古以來各地方的人，為自己的母語所造的文字是非常多的，而且絕大部分是

以形聲結構的方式來呈現。東漢的許慎寫《說文解字》時就引用許多方言的資料來析解文字的形、

音、義。這些方言文字本來只通行於某一個地區，它既然是地方性的文字，按理說是有侷限性的，

但是隨著民族遷移、文化交流等因素，使其他方言區的人也漸漸的做了理性的接納。

但是，話雖如此，學界保守的風氣向來很盛，不少的人會認為方言文字並非主流文字而等閒

視之。這種看法雖有待商榷，但也不能算完全錯誤。因為方言只通行於某一地區，從古到今方言

區的有識之士們，當他想用書面語言做表達時，一旦現有的文字不敷使用，必然會想盡辦法「創造」

方塊字來做溝通的工具。所謂「創造」，其方式有二，一是出於自創，另一種則類似今天的寫錯

別字。前者或是把現成的文字做筆劃的增減，如「冇」、「玊」等。或把幾個獨體字，利用關係

位置的經營做六書「會意」式的呈現，如「氼」、「奀」。或將表示某個概念的詞彙結合成一個

合音字，如「甭」、「㬟」等。

至於寫錯別字的現象也可以分兩種，一為只借音不借義的假借用法，一是只借義而不借音的

訓讀法。兩者都是不得不然的權宜做為，有時為了和原字區隔，會在字的旁邊加上「亻」、「口」( ㄎ

ㄡ ˇ)、「囗」( ㄨㄟ ˊ)、「女」等形符，可是，加上偏旁以後的字，往往又和其他地區的文字產

生混淆，這些文字只能通行於某一個地區，茲將形聲造字法的現象舉例說明於下。( 以下只就形聲

造字法做說明，其他的參見本章的第二、三兩節 )。

1. 楻：ㄎㄨㄛ πˋ(kuongˋ) 此是後起字。《集韻》：「胡萌切。音衡。楻畢橦柲也。」

它的本義是「能握把的長木棍」，但馬祖鄉親將此字用做「特大號的木桶。」164  

對馬祖漁家來說此字並不陌生

162. 此地把同音假借的假借字也算成表音文字。

163. 形聲字的結構雖然是形符加聲符而成的合體字，但是，經過仔細分析又可分成三大類。甲 . 因語言孳生而兼表義：此

類文字原是其表音文字之引申義，亦即其語言本由表音文字之語言所孳生，故其先只有表音部分，且無所謂「表音」；

後世為求其彼此間形體有所別，更加表意之一體，於是形成音義文字。如祐、娶等。乙 . 因文字假借而兼表意：此類

文字原用純粹表音法，即利用同音字兼代，後來為了有別於其字之本義而加注表義之一體，於是形成音義文字。如㭠、

㭠等。丙 . 取表音及表意各一字結合成字：此類文字表音部分與其字既無語言孳生關係，又不曾經過表音階段，起始即

與表意部分結合為字，與甲、乙所述者迥異；而表意部分又非專為其字所造，與前述音意文字之可以附屬於表意者

又不同。如江、河等。( 參見龍師宇純先生的《中國文字學》p.113--119)。甲、乙兩類因為是添加偏旁而成專用字的

過程，故可以視之為文字之「增繁」現象。而社會上所出現的簡化字多半是以形聲字的型態出現，如華之做华。艦

之做䚀等。例子太多，可謂不勝枚舉。

164. 聲母一為見系字，一為喉音，它們在上古時是符合通叚的條件，這也就是前人所謂的「喉牙雙聲說」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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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ㄇㄛㄩ π^(mɔyng 242 )。此字一般字書未見收載，馬祖鄉親稱捕魚的網為「 」。它是

後起字，也是福州方言區的俗體字。

3. 箂：ㄌㄞ ˋ(laiˋ)。馬祖鄉親稱大型的竹編籮筐。此是後起字。《集韻》：「郎才切。音來。

竹名。」165 

4. ：ㄍㄠ ˇ(kauˇ)。以陶土燒製成的酒器或小器皿。《集韻》：「虛交切。音哮。哮磟山勢。」

166 

5. ：ㄒㄧ ˋ(ɕiˋ)。糯米磨漿後，榨去水分成泥狀，是馬祖人製湯圓的必要原料之一。此字其

他字書未收，是閩東方言使用率很高的俗體字之一。167 

6. 抾：ㄎ廿 +(kœ 33 )。方言字義為拋棄。《集韻》：「丘於切。音祛。」揚雄《方言》：「抾 

，摸去也，猶言持去也。」方言本義和原始本義有一些落差。168 

7. 廮：ㄟㄥ (eing)。安置、擺放、放置。此字《說文解字》有收。許慎說：「廮，  安止也。」

方言字義和本義尚稱合轍。

8. 刡：ㄇㄧㄝㄥ ˋ(miengˋ)。方言字義為輕削表皮的樣子。《廣韻》：「武盡切。」《集韻》：

「弭盡切。」兩個不同的音切就是古今音變的現象。

9. 摜：ㄍㄨㄤ ^(kuang 242 )。用手提起。《說文解字》說它的字義為「習也」。它和「慣」是異

體字。本字應寫成「擐」，《左傳 ‧ 成公十三年》：「文公親擐甲冑。」此處經文是

用本義。傳統韻書載其音讀為「胡慣切，音患。」169 

10. ：ㄇㄚ (ma)。以手掌五指抓取。此字其他字書未見，它也是閩東方言的專用字。170 

有時因為語音的改變使字形也做了更改。如：

1. 企ㄎㄧㄝ ^(khie 242 )、徛ㄎㄧㄚ ^( khia 242 )。站立也。前一個字是會意字， 文字形構像人站立

在土堆上之形。因為遷就語音的改變，人們又造了一個「徛」的形聲字來。171 

2. 捵、 ：ㄊㄧㄤ + (thing 31 ) 。推也。《集韻》：「捵，他點切，音腆，手伸物也。」《字彙》 

：「 ，他郎切，音湯，以手推止也。」兩字的音切和閩東方言都有一些距離 ，但都有鄉

親選用。172  

165. 以製造原料做此物名稱，符合修辭學的借代格。

166. 古今音變的規則如註解 164。

167. 閩東方言無ㄒ的聲母，實際上是發ㄙ的音，當年馬祖福州籍的公務員仍發此音。

168.ɛ  ɛ的圓唇是 œ，國語無此音，馬祖拼音方案用「廿」。

169. 古今音變的規則和條件如註解 164。

170. 老一輩的鄉親有將此語寫做「 」、「摣」者。「摣」的音讀為莊加切，國語應讀成ㄓㄚ。由此可見，以它為「抓取」

義是訓讀的方式。

171. 閩南語也是用此字表示「站立」之意。

172. 兩字的讀音和方言都有距離，字義以手推止的「 」最切合。按理說用「 」最好，或許因「捵」字好寫好認而被大

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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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拔 ㄅㄟㄏ (peih)、𢮆ㄅㄧ (pi)：拔也、拉也。年長的鄉親使用這兩字時，語音有互易的現象。

由於「ㄅㄟㄏ」是入聲韻尾，所以，漢字用「拔」較妥。「ㄅㄧ」是元音韻尾，是開尾韻，

漢字用「𢮆」較合理。由於兩字的音義同近，故一般人多不做區別。

4. 治ㄉㄟ ^(tei 242 )、刣ㄊㄞ ˋ(thaiˋ)：殺也。學者根據方言層次的理論推考出「殺」的本字是

「治」。173兩字相較，「刣」音較接近閩方言的語音，所以，此字已成為該方言區的通俗字

了。

5. 鯗ㄙㄨㄛ π+(suong33 )、𣍷ㄌㄨㄛ π+(luong 33 )：開膛剖肚並經過曝曬的魚乾。魚乾的本字

是「鯗」，因為構詞為「魚鯗」時會產生語流音變，所以，下字的聲母ㄙ (s) 就變成ㄌ (l)。

鄉人為求形、音、義的密切結合，就有「𣍷」字的創制。

或為求字有專屬而創造分別文。如：

1. ：ㄒㄧㄝㄨ ^(ɕieu 242 )。馬祖居民，家中若長者在世，只要家境許可，晚輩們多半會為長

輩預購棺木擺在家中，或立於牆角。講究一些會罩上紅布，也有只在棺木上貼一紅紙，上

面寫著「福」、「壽」等吉祥字。所以，民間稱此類棺木為「康壽」，174稱製作棺木的木板

為「壽板」。前人為了使棺木的「壽」能和長命百歲的「年壽」有所區隔，就在字的旁邊

加上「片」做形符，使之成為形聲結構的專用字 ---「𤘀」。175 

2. 舵、柁：ㄉㄨㄞ ^(tuai 242 )。安置在船隻或飛機尾部，能控制航行、飛行方向的工具。古代是

木製的，故从木表意，在未有飛行器之時代，此物專屬於船隻，為了使字義更加明確而使

用者改从舟。176 

3. 車、 、硨：ㄑㄧㄚ (ʨhia)。三個字分別代表三種語言性質。車本是象形字，後來引申能滾

動的抽象概念，人們為了區別字義而加偏旁「亻」成了合體字。佛經稱七寶的硨磲本來只

是寫成「車渠」而已，也是為了分別詞義而加偏旁成了合體字。177  

4. 刀、舠、艚：ㄉㄛ ˋ(toˋ)。刀是象形文字，是切割、截斷的工具之一。《詩經 ‧ 河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178傳統的訓詁學家認為：刀是小船的意思。此說若成立，顯然《詩

經》的經文是出於假借。也就是說，上古時一定有一種小船名稱叫ㄉㄠ (tau)，此音到了閩

東方言變成ㄉㄛ ˋ(toˋ)。它的漢字當時的人也許不會寫，就寫了一個「錯別字」。當然，

也有可能此字尚未造出，只有語言在流傳著。人們以「刀」做小船的意思表達，必然和本

義衝突，後人就在假借字的旁邊加上「舟」，變成小船的專用字，這就是「舠」字的來源。

此字中古時代就已出現，因為《廣韻》說字的讀音是「都牢切」。《集韻》說它的音義是：

173. 見梅祖麟《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P.403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0 年 

174. 馬祖人稱結婚花轎為「紅轎」，稱棺木為「白轎」。所以，筆者幼年時代也曾聽聞有人將本語詞稱之為「康轎」。

175.《玉篇》：「( )，㭠板也。」《集韻》：「 、是酉切，音受。棺也。」

176.「柁」字國語有兩個讀音，讀ㄉㄨㄛ ˋ 時，字同「舵」。讀ㄊㄨㄛ ˊ 的時候，意思是：前後門左右柱子上的大橫樑。

177. 這三字的演進可參閱註解 5。《博雅》：「硨磲，石次玉，通作車渠。」由此可見，佛經的寶物車渠是後起字。 

178. 屈萬里先生在該篇的註解說：「刀至薄，不容刀，極言河窄易渡也。就以刀為小船，未免太泥。」( 見《詩經詮釋》p.113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3 年 2 月 ) 用方言印證古籍，古代的訓詁家所言未必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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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勞切，或做「𦩍」，通做刀。179閩東方言稱長而凹陷的樣貌為ㄙㄛ ˋ(soˋ)，漢字寫成

「槽」，船隻的四周有舷，中間才能容人或儎物，因此也稱之為ㄙㄛ ˋ(soˋ)。後人為了造

專用字就加上「舟」做偏旁，所以，才有《廣韻》昨勞切的「艚」。

5. 梢、艄、 ：ㄙㄚ ˇ(saˇ)。鄉人稱掌舵的艄公為ㄌㄡ ˋ ㄌㄚ ˇ(laˇ)，漢字寫成「老艄」。

「艄」有人寫成「梢」。《字彙》：「船柁尾曰梢，今人謂篙師為梢子。或做䈾。」古代

撐船之工具非木即竹，故字有从木或从竹之分。但都不如从舟來的切合。

或為複雜字而造 ( 用 ) 簡體形聲字。如：

1. 、蛙：ㄍㄧㄝ (kie)。馬祖方言青蛙說「黃蜱」( ㄨㄛㄥ ˇ ㄆㄝ ˋuongˇpheˋ)。說田雞為

「水雞」( ㄗㄨㄧ ˇ ㄧㄝ、tsuiˇie) 或「畻雞」( ㄘㄟㄥ  π ㄧㄝ、tsheing  ngie)。其實「雞」

是「蛙」的音變。180 蛙是後來的寫法，因為《說文解字》是寫做「䖯」。「鼃」字難寫，後

來被「蛙」字取代。

2. 醭、殕：ㄆㄨ +(phu 33 )。物資發霉。「醭」是穀類釀製品的專用字。《廣韻》：「普木切。

醋生白醭。」《集韻》：「酒上白。」「殕」有死亡之意，《博雅》說：「殕，敗也、腐也。」

《集韻》解釋得更清楚。《集韻》：「斐父切，物敗生白曰醭。」兩字都有發霉之意，「殕」

因字形簡便而受人青睞。

3. 、 ：ㄌㄧㄥ (ling)。陰囊也。閩東方言說陰囊為ㄌㄧㄥ ㄆㄚ (ling pha)，一般人都寫成「𡳞

脬」。其實它的本字應是「卵胞」。181 字過於繁複，註定會被淘汰掉。182 

4. 蝦鮮、 ：新鮮的蝦皮馬祖人說ㄏㄚ ㄑㄧㄢ (ha ʨian)。當地的長者都寫成「虾 」，這是為

配合語言所造的簡體形聲字。

5. 、 ：ㄆㄧㄝ (phie)。字義為刀削。「𠜱」字《玉篇》已見，字義為「削也。」「㓟」字晚出，

最早出現於《集韻》，字義為：「刀析也、剝也。」𠜱、㓟兩字相較，後者易寫好認，所以，

馬祖的老年人多半以「㓟」取代「𠜱」。

總而言之，六書的形聲結構字是漢字造字最為便捷的方式。無論是增繁以別義，或是簡化造

新字，只要是口能發出的聲音，就能為它創造出字形。因為漢字的同音字很多，添加表示義類的

形符之後，就是一個有意義的書寫單位。這就是漢字从魏晉南北朝以後大量出現的原因所在。183 

179.「 」的聲母中古音屬照系三等，上古音讀同舌尖音，方言保留古音，所以，讀ㄉ (t)。

180.「蛙」是𤘀圭得聲，圭的方言讀ㄍㄧㄝ (kie)，所以，奎的方言也讀ㄍㄧㄝ (kie)，桂的方言讀ㄍㄧㄝ ˇ(kieˇ)。……例子

很多，此地不做贅述。

181. 見陳高志《馬祖俗諺語析論》( 壹 )p.97  連江縣政府發行  2008 年 4 月

182.《戚林八音 ‧ 郊字母注 16》：「 本義驢腸胃。此借其字表方言詞。見該書 p.287

183. 根據學者非正式的統計，形聲字的數量占了全體漢字的七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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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俗體字的創制原則分析

俗體字，顧名思義它是來自民間的書體，是相對於代表正統文獻的字形而言。依常理來說，

人類發明文字之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俗體字的產生。遠古時代不說，從西漢以下，每遇到

文化衝突、融合、發展之時，就會有大量的俗字出現。從正體字的角度來看，它不被上流社會所

接納，甚至不友善的稱它們為錯字、別字、破體、手頭字、…等，但是它們來自社會底層、出於

庶民之手，其生命力之旺盛，穿透力之強大，是令人驚訝的，其中有不少的字，穿越時空反客為主，

進入大雅之堂成了正體字。唐朝《干祿字書》的出現，書的體例是正、通、俗三體並列，這種現

象正說明了文化的妥協與包容是必然的結果。

大致來說，人類有趨簡避繁的「理智」，所以，俗字的產生與此「天性」有密切的關係。從

漢代以來，不同形式的文字整理運動，基本上是衝著俗體字來的。官方費的力氣愈大，正說明了

俗體字的普及率愈高，否則不會大費周章、勞師動眾的來處理它。遺憾的是，它有簡便、易懂、

易學的功能，使各朝各代的「文字標準化」的政策無法克盡其功。後來因為雕版印刷術的發明，

讓文字形體的固定性增強，書寫者的個人色彩弱化，間接降低俗體字的出現頻率。但是，它不會

絕跡，有些已造成「事實」的俗體字，仍然在社會上流通著，類似情形在各地方的方言中都是屢

見不鮮的。今天，在此選一些馬祖閩東方言的俗體字給大家做參考。

前述俗體字的出現是社會進化的必然，它的創製形式至少有五種。一 . 在訓讀字旁邊加上其他

符號，這是最方便的做法。二 . 取同音字加部首成專用字。三 . 用六書的「會意」造字。四 . 直接

用同音假借。五 . 用「合文」表示。現在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一 . 在訓讀字旁邊加其他符號

1. 、儂：馬祖方言「人」的讀音有二，文讀為ㄧㄥ ˋ(ingˋ)，白讀為ㄋ廿ㄩㄥ ˋ(nøyngˋ)。

ㄧㄥ ˋ 的漢字用「人」很恰當，然而要寫ㄋ廿ㄩㄥ ˋ(nøyngˋ) 的時候就出現麻煩了。人們

只好在人的旁邊加亻成「𠆧ㄋ廿ㄩㄥ ˋ」的專用字。此字在馬祖母語教材《福州語》中曾

出現過，但社會上仍以寫「儂」為多見，因為用儂做第一人稱在楚國古方言中就有例證。

2. 仱：方言說ㄉㄤ +tang 33。( 國語無此聲調 ) 要表達「當下、眼前、現在」等語意時，馬祖鄉

親會說ㄉㄤ + ㄋㄤ +( tang 33 nang 33 )。例如 : 我現在去搭飛機，方言說 : 兀ㄨㄧ + ㄉㄤ + ㄋㄤ

+ ㄎㄜ ˇ ㄉㄚ ˇ ㄏㄧ ㄍㄧ (ngui 33 tang 33 nang 33 khoˇtaˇhi ki)。誰都知道「今」的字義是  :

現在、此刻、目前。人們就在今的旁邊加亻成「仱」( ㄉㄤ + tang33) 的專用字。

3. 伓：方言說ㄧㄥ (ing)。字義是 : 不要、不可，它是否定詞。要表達 : 不是、不只的語意時，

方言是說 : 伓是 ( ㄧㄥ ˋ ㄋㄟ ^ 。 ingˋnei242 )，伓勢 ( ㄧㄥ ˋ ㄋㄧ ˇingˋnieˇ)。

誰都知道「不」是否定詞，所以，人們就在不的旁邊加亻成「伓ㄧㄥ」的專用字。

4. ：方言說ㄅㄡ ^ ( pou242)。字義是 : 又、再。它的本字是「復」，古無輕脣音，ㄈ的聲母

晚到元朝以後才出現的，方言保留古音的特質，所以這一類的字在方言中都要念重脣的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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ㄆ。誰都知道「又」的字義，所以，人們就在又的旁邊加亻成「仅ㄅㄡ ^ 。 pou 242」的專用字。

鄉親要表達 :「今天又是好天氣」的概念時，口中說 : ㄍㄧㄥ ˋ ㄋㄤ ˇ ㄅㄨ ˇ ㄌㄧ ˇ ㄏ

ㄜ ˇ ㄌㄧㄝㄥ ˋ ㄎㄟ ˇ(kingˋnangˇpuˇliˇhoˇliengˋkheiˇ)。手上寫的是：「今旦仅

是好天氣」。句中的「仅」念法有改變，那是語流音變的結果。

5. ：虛字、語氣詞。方言說ㄌㄝ (le)。它是閩東方言使用頻率很高的語氣詞，大陸的簡體字

寫成「 」。虛字很難造，古漢語的虛字助詞都是靠假借來的，我們的方言也不例外，有

很多難造的字，是以同音字借代後再加上偏旁而成專用字的。全世界 ( 包含中、日、韓，越

等國 ) 的漢字總數超過七萬字，但是，就是沒有它，因此我在方言造句時，都是以「咧」取

代它。

6. ：泥土、泥巴。方言說ㄊㄨ ˋ。土、士的區別只在末筆橫畫的長短，稍不留意就看走眼了，

所以，加點做區別符號是簡單明瞭的方法。

7. ：寒冷、結凍。方言說ㄅㄧㄥ (ping)。荀子 < 勸學篇 > 說 :「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人

們在同質物的名稱上加點做區別，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8. ：奶水。方言說ㄋㄟ兀 ˋ( neingˋ)。奶字有兩讀音，做「母親」解釋時讀ㄋㄝ ˧ (ne33)，

漢字也可以寫成嬭。但是，為乳房、奶水的ㄋㄟ兀 ˋ( neingˋ) 找漢字時不得不另闢蹊徑。

最後就利用同義字加囗而成。此字《戚林八音》有收。

二 . 取同音字加 ( 或改變 ) 部首而成

1. ：樹木也。方言說ㄘㄧㄝㄨ ˇ(tshieuˇ)。樹的讀音無法和方言的ㄘㄧㄝㄨ ˇ(tshieuˇ) 連結，

所以，只好取音近的臭，再加上同類的木做部首而成樹的專用字。此字《戚林八音》有收。

2. ：網子、魚網。方言說ㄇ廿ㄩㄥ ^ (møyng 242 )。本字是網，因為語音的改變，國語變成零

聲母，一般人不知原委，所以，只好取音近的孟，再加上同類的糸做部首而成ㄇ廿ㄩㄥ ^ 

(møyng 242 ) 的專用字。此字《戚林八音》有收。184 

3. 覭：躲避、躲藏。方言說ㄇㄧㄥ (ming)。本字是丏，《說文解字》說：「丏、不見也。象壅

蔽之形。」想不到被後世接納的字反而更複雜，或許複雜的字是形聲字，有邊讀邊的方便性，

反而容易被保存下來。

4. ：文旦、柚子。方言說ㄆㄡ (phou)。原先我頗懷疑它的本字是枹，但因證據不足而作罷。

人們將拋棄的拋改為木部，經過約定俗成，也只好接受了。

184. 網、 為古今字。上古時代的明母字，有一部分後來到北方官話變成微母，這些字在《中原音韻》以後變成零聲母。

所以，鄉人創𦁧字以取代網。馬祖東莒的猛澳港過去是漁民曬漁網的地方，故鄉人稱此村為𦁧 澳，國軍轉進以後則改稱

猛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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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直接假借同音字使用

1. 毛：本義是毛髮，方言說ㄇㄛ ˋ(moˋ)，假借作「無」使用。國語的「無緣無故」方言可

以說成「毛橫毛直」。國語的「沒去上學」方言可以說成「毛去讀書」。

2. 斗：本義是度量衡名稱、容器名，方言說ㄉㄡ + (tou33)，假借作「受錢器」使用。馬祖做

生意的商店都用抽屜來收納錢幣，鄉親們稱之為 : ㄗㄧㄝㄥ ˇ ㄋㄡ  ㄌㄚ ˇ(tsiengˇnou 

laˇ)。本字應做「缿」，《廣韻》：「說文云 : 受錢器，古以瓦，今以竹。又大口切。」這

是上聲調的字，馬祖方言讀 33 調，國語無此調值。

3. 鄭：本義是姓氏之一，方言說ㄉㄤ ^(tang242)，假借作「錯誤」義使用。它的本字有人認為

是「綻」，我認為應該是「賺」，因為《說文》說 :「賺、重賣也、錯也。」《類篇》也說 :

「賺、市物失實也。」國語所謂的賺錢，方言說ㄊㄧㄥ ㄐㄧㄢ ˋ，漢字要寫成「趁錢」才對。

4. 石、蜀：方言假借做數目語詞的「一」，讀音為ㄙㄨㄛㄎ ( suok)。國語說「一大早」方

言可以寫成「石早起頭」或「蜀早起頭」，讀音為ㄙㄨㄛㄎ ㄗㄚ ˇ ㄧ ˇ ㄌㄠ ˋ。(suok  

tsaˇiˇlauˋ)

5. 篤：點也。方言假借為一點一畫的點，語音為ㄉㄡㄎ ˊ(touk213)。本字是「𪐴」，一般人多

不認識它。在物資貧乏的年代，有人以筷子沾蝦油佐餐，這個動作方言說 : ㄉㄨㄎ ˇ ㄍㄟ

ㄥ ˋ(toukˇkeingˋ)，長輩們都會寫成「篤鹹」，其實正確的寫法是「𪐴鹹」。

四 . 用六書的會意法造字

1. 汆、 ：潛水。方言說ㄇㄟㄎ ˊ(meikˊ)。國語說：「潛水。」馬祖方言音變後說： ㄇㄧㄎ

ˊ ㄗㄨㄟ + (meikˊtsui 33 )。」第一個俗體字的字形表示 : 人要入水了。第二個俗體字是表示 :

人已經在水面下了。兩個都是典型的會意字。它的本字是「沒」，蘇東坡的〈日喻〉說：「南

方有沒人。」句中的「沒人」意思是潛水夫，可作為旁證。( 此地的「沒」國語讀ㄇㄛ ˋ。)

2. ：字形結構是 : 人躲在門後以嚇人。文字結構頗有趣味，人若在門中就變成「閃」了。《字

彙補》對它的解釋是：「音或。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根據資料來看，它的方言音讀

是ㄏ廿ㄩ ˋ(høyˋ)。鄉親在做惡作劇時還保留這個動作或聲音。

五 . 用合文造字

這個現象並非馬祖方言所特有，國語也有類似的情形。如 : 讀ㄋㄧㄢ ˋ(nianˋ) 的「廿」，讀

ㄙㄚ ˋ(saˋ) 的「卅」。馬祖方言把「四十」兩個字合音成一個音節，口發ㄙㄧㄝㄎ (siek) 的音，

手寫「卌」之形。數目字的四十三，鄉親說ㄙㄧㄝ ˇ ㄙㄤ (sieˇsang)。此字雖然流通於民間，但《廣

韻》與《康熙字典》都引用了《說文解字》之說，如此看來它也曾經領過風騷。然而遍查今本《說

文》卻無有此字，為何如此，有待解惑。

總之，俗體字的來源很複雜，因為代有所生，所以，其數量可能成百上千，但形體結構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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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我們考證俗字並繫之以本字，並不是要去之而後快。因為這些非正統的文字，行之有年，

又經過社會無形的考驗才能流傳至今，我們必須要尊重這個事實。所以，不僅不必排斥，相反的，

更要去了解它的來龍去脈，如此才能明白文字演變的趨勢及發展情況。

▓  第三節、訓讀字的來源與分析

人類是先有語言然後才創造文字的，這是任誰都知道的事實。音義的結合，先由自然天成再

到約定俗成，其間不知道歷經了多少歲月，這些原始的語言或詞彙，未經社會制約一定是隨生隨

滅，然後又隨滅隨生，它們總是在淘汰與再生之間循環不已。到了文明進展到一定的程度時，自

然會發明文字來記錄語言，使隨風而逝的語言從此能借書寫的字形流傳下來。

因為「說」容易寫困難，發出聲音說話是本能，書寫能達意的形體，卻必須靠教育、靠學習。

假設有一個人，他識字不多；或當時適當的字尚未創造出來；或一時之間想不出此字該怎麼寫，

而且又不得不寫時，他最有可能採取下列幾種做法：一是用注音符號（假設他學過）；二是用同

音字替代；三是寫一個同義字來替代，但是要將此替代字，讀成想寫卻寫不出的那一個字的讀音。

前兩種手法，其實就是文字學和訓詁學的假借字和通叚字，後一種就是今天要談的主題－－「訓

讀字」。185 由此看來，假借字與通叚字都是借用某字之音，而訓讀字卻是借用某字之義，兩者最

大的區別就在此。但是無論是假借字、通叚字、或是訓讀字，說淺白些，多數是有意而又無奈的

寫錯別字。

為了讓鄉親徹底明白三者之間的差別，筆者就在此舉實例作說明。同樣是借音字的假借字與

通叚字，兩者也略有差別。嚴格說來假借字是「本無其字」，在無可奈何之下寫同音字來替代；

通叚字是「有本字」而不用，卻用同音字來替代。由於此非本文主要的論述對象，故僅略舉數例

作說明，然後再針對訓讀字作詳細的交代。

大家都知道，最容易創造的漢字是象形文字，因為他有實際具體的品物可供描繪。原始文字

只要繪其形狀即能表其字義，然而碰到虛字、語氣詞、或抽象的概念時，因無實物可象，所以只

能靠假借，把同音的字拿來暫用一下。但是有時對方一借不還，到最後某些文字反而被借義所專

用，如「而」、「且」、、、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文字尚未大量出現的時代，古人在口語表達

時能輕而易舉的發出ㄦ ˊ ㄑㄧㄝ ˇ 兩個音，卻無法寫出代表此二音的漢字，結果只能用借的方

式來處理。「而」的本義是鬍鬚，「且」的本義是象男性的生殖器官，（也有學者認為「且」是

俎的初文本字）古人用來組合成「而且」詞彙時，腦海中絕對沒有「鬍鬚」和「男根」的意思，

只是單純的借它的音而已，這是權宜之計。因為虛字無法造專屬的字，若古人把它寫成「兒且」，

經過約定俗成的階段後，你寫成「而且」反而會被當做寫錯字，這就是「無本字」的假借。

185. 把借用的同義近義字當作本字，就產生了訓讀字；把本字的口語讀音當作訓讀字的白讀音，就出現了訓讀音。……

訓讀音很容易搞亂方言的文白異讀系統。見張振興：《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 ‧ 張振興卷》p.54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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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寫《史記 ‧ 廉頗藺相如列傳》時，描寫趙國老將軍廉頗當時「一飯三遺矢」，也就是

說在短短一餐飯之間廉頗解了三次大便。文中的「矢」是「屎」通叚字，這種有本字而不用就是「有

本字」的假借字。在我們的方言中也有類似的現象，早期有一種奇怪的契約用語：「有（ㄨ、u）

辭（ㄙㄩ ˋ、syˋ）毛（ㄇㄛ +、mo 31）討（ㄊㄛ +、to 31）」；形容亮島黃魚大豐收來不及用船

載時，方言會說「橫山黃花毛船下（ㄏㄚ ^、ha 242）」，按道理說「下」應該寫做「駕」，「毛」

應該寫做「無」，因為鄉親無法理解古今音變的道裡，所以就用當下的同音字替代。閩東方言的「ㄎ

ㄚ  ㄌㄧㄡ ˋ、ka  liouˋ」其義為玩耍、遊玩等，先前本詞彙的漢字有兩種寫法：一為「腳遛」，

另一個為「卡遛」。一般人並不知道ㄎㄚ的本字是「骹」，所以眼睛看到的字形是「腳」，但是

嘴巴必須發ㄎㄚ的音。「腳」就是 ㄎㄚ 的訓讀字，只借它的義而不是借它的音。「卡」是借用它

的音而不借它的義，所以「卡」是假借字。無論訓讀或是假借，都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變通作為，

在本字未考證出來之前，也只好如此。方言保存了許多古語，而閩東方言除了有楚方言、吳方言

等元素以外，另有古越語的成分在內，有音無字的情形是很普遍的。因此處理起來格外困難，而

且也要格外小心。以下所舉的十多個字是最常見的訓讀字，也是鄉親們最常用的例子。

1. 沰：方言說海水退潮為「ㄗㄨㄧ ˇ ㄉㄚㄎ（tsuiˇ tak）」，末字為入聲字，故尾音要立刻

收住。186因為沒有本字可用，所以借「沰」與「汑」使用，沰與汑兩字的音義皆同，方言都

是讀 ㄊㄡㄎ（thouk），它也是入聲字，字義為滑落。青少年把褲子穿在腰部以下似掉而未

掉的樣子，長者會不悅的說「褲頌沰沰略」或「褲頌汑汑略」。這是正確的本字用法。海

水退潮的「水（ㄗㄨㄧ ˇtsuiˇ）ㄉㄚㄎ（tak）」，因沒有適當的文字可用，我就以「訓讀」

的方式定本詞彙為「水沰」，借脫落消退之義，讀其音為 ㄉㄚㄎ（tak）。187

2. 人：方言有二音，讀音為ㄧㄥ ˋ（ingˋ），語音為ㄋ廿ㄩㄥ ˋ（nφyngˋ），因為兩個音

共用一個字承載容易混淆，造成使用上的不便，後來就在人的旁邊加人字旁成「𠆧」之形，

馬祖母語教材《福州語》第一冊有此用法，此字被淘汰以後，最後才有「儂」字出現。

3. 朵： 一 朵 花 的 方 言 寫 成「 蜀 朵 花 」， 但 是 要 唸「 ㄙ ㄨ ㄛ ㄅ ㄨ ㄛ ˋ ㄏ ㄨ ㄚ（suo

puoˋhua）」。「朵」在此僅提供字義「服務」，是扮演訓讀字的角色，其本字有人寫做「菩」

或「芣」。

4.漏：此字音義不需多說。下雨天屋子漏水，除了說「厝會（ㄝˋ、eˋ）漏」以外，還可以說「厝

186. 鄉親們在唸末字時，會感受到喉嚨有即將發 k 的動作把音給堵住了，這就是入聲字的特質。中古時代有 -p、-t、-k 三

個入聲字，但是在國語中全部消失（所以大家對它才這麼陌生）。而閩東方言只保留了淺喉塞音，勉強可用-k來標示。

（所以馬祖母語教材《福州語》遇到入聲字時，都用 - ㄎ 來標注）。

187. 幾年莒光花蛤節有「討沰」的活動，「討沰」的意思是民眾在退潮時到海邊採集藻類、撿拾螺貝的副業或休閒活動。

筆者在考定文字時曾考慮用「討獵」，但是因為音義不切合而放棄，它無法呈現人們於退潮時在海邊活動的景象，

經筆者田調所知：在馬祖列島四鄉之中，只有莒光的鄉親說「ㄊㄜ ˇ ㄌㄚ（toˇ la）」，末字是開尾韻。所謂「開

尾韻」，就是尾音不做堵塞，發音時氣可無限延長。東引、北竿、南竿的鄉親都是說「ㄊㄜ ˇ ㄌㄚㄎ」。由於語音

的不同，所以有莒光的朋友認為這個活動應該寫成「討礁」，「礁」字方言讀 ㄉㄚ（ta）， 字義為「岩石」。「討礁」

指在岩石上採集螺貝藻類。其意見雖然言之成理，但是無法解決其他各鄉的人讀為入聲的事實。再說「討礁」的取

義稍窄，未能涵蓋在沙灘上挖貝殼的人潮。因此我個人認為：還是用「討沰」較為適宜。



語
言
志

【伍】

210

會（ㄝ、e）漏（ㄌㄧㄤ、liaŋ）」。「漏」在此僅提供字義「服務」，是扮演訓讀字的角色，

其本字是「霝」。當人們不會寫「霝」的時候，只好寫「漏」說「ㄌㄧㄤ（liaŋ）」了。

5. 子：方言正讀為 ㄗㄩ ˇ（tsyˇ）。但是在表示「小東西」的概念時，口語要說ㄍㄧㄤ +

（kiaŋ33）。因為它沒有適當的漢字可用，所以向「子」借義暫用，「子」在此只是提供

字義上的服務，並沒有把字音同時借出。人們看到「子」的字形時，口中要念ㄍㄧㄤ +

（giaŋ 33）的音。所以「子」是ㄍㄧㄤ +（kiaŋ 33）的訓讀字。為了要區別字義，民間日用

時會在其旁加部首成為「仔」，早期馬祖社會就是用此字。但是，目前在閩方言地區大家

都是用「囝」字通行。

6. 旺：方言正讀為 ㄨㄛㄥ ^（uoŋ 242）。做買賣時物品銷路很好，鄉親會說ㄧㄚ ㄨㄚ ˇ（ia

uaˇ）。「ㄨㄚ ˇ（uaˇ）」字沒有辦法書寫，只好向「旺」字借字義，「旺」只提供字

義上的服務，並沒有把字音同時借出，因此在表達「暢銷」的概念時，手上可以寫「野旺」，

但是口中必須念「野 ㄨㄚ ˇ（uaˇ）」。所以「旺」是「 ㄨㄚ ˇ（uaˇ）的訓讀字。

7. 田：方言正讀為 ㄉㄧㄝㄥ ˋ（tiengˋ），但閩東方言「水田」是說 ㄘㄟㄥ ˋ（tsheing）。

其實這個漢字應該寫成「塍」、「田曾」等188（電腦字版無此字，只好用拼湊的方式處理）

。早期馬祖ㄧ定有知書識字的長者，為何還會把莒光鄉的「ㄘㄟㄥ ˇ 澳」寫成「田沃」，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許當初便宜行事用訓讀的方式去處裡，結果使村名被訛誤到今天。

8. 舐：方言正讀為 ㄙㄛ ˊ（讀音方言的「索 soˊ」）。但是用舌頭去舔東西的動作馬祖人是

說 ㄌㄧㄝㄨ（lieu）。 在沒辦法用本字書寫時只好手寫「舐」而口說「ㄌㄧㄝㄨ，lieu」了。

9. 高：方言正讀為 ㄍㄛ（ko）。「高個子」方言說「ㄍㄟㄥ（keiŋ）哥」，ㄍㄝㄥ ˋ 的本字

是「懸」，所以手寫「高」而口說「ㄍㄟㄥ ˋ（keiŋˋ）」，也是訓讀的方式。

10. 蹲：蹲下去的動作方言說 ㄇㄝ ˋ（meˋ）。此音無漢字可用，但是它又是日常生活中常

有的動作之一，因此只好寫「蹲」讀「ㄇㄝ ˋ（meˋ）」了

11. 撕：把紙撕開、扯下來的動作方言說ㄊㄧㄝ +(thie 33 )。其字義等同國語的「撕」，但是書

寫方言時卻一籌莫展，所以，只好用撕字代用，本字應該寫成「扯」或「撦」才是。189

12. 到：到達的方言說ㄍㄠ ˇ(kauˇ)。年輕的朋友受新式教育，學了國語，無人不知「到」的

音義。但是在日常溝通時都是用ㄍㄠ ˇ，遇此現象大家都是用最熟悉的「到」字表示ㄍㄠ

ˇ。借字義而不管字的讀音，這是典型的訓讀手法。他的本字應寫成「遘」才是。190

188.「田曾」的讀音為子等切，字義為水田。義合但音不合。塍、㭠、㭠諸字之音切都是食陵切，字義為田畦。音合而義不合。

它們都是出於《集韻》書中，故文字的創制年代很難判定。但馬祖鄉親多半是寫成「㭠」。

189. 扯、撦二字同音，古聲母都屬於照三系統，所以，有讀舌尖音的可能。

190. 㭠冓為聲的漢字都有交會之義，到達即為他的引申義。這是宋人「右文說」的現象，也是 < 訓詁學 > 上探索字根、語

根、語族、同源詞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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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挸：馬祖傳統的房屋是石牆瓦頂的建築物，鄉民鋪瓦在屋頂的動作稱ㄍㄤ瓦，鄉親在書寫

的時候多半寫成「挸瓦」，這是不妥的。因為「挸」字音義是吉典切，擦拭也。他的本字

應是「擀」，古旱切，以手伸物也。

14. 愚：愚笨之字義乃國語之義。馬祖社會責人愚鈍是說ㄎㄩ ˋ(khyˋ)。如，責備某人讀書欠

聰慧時會說：「讀書野ㄎㄩ ˋ。」191ㄎㄩ ˋ 大部分的人會寫成「笨」、「傻」。文化水平

高的人會寫「歞」、「愚」。其實這幾個字的音義都欠到位，我個人認為ㄎㄩ ˋ 的本字應

是「劬」，它的字義有辛勞、辛勤等，做事欠俐落、辦事費力多而成效少都是它的引申義。

15. 舞：揮舞棍棒，舞動旗幟的動作方言說ㄨㄏ (uh)。大部分人都是用「舞」字替代，此是受

國語的影響。舞動的ㄨㄏ是入聲字，尾音有堵塞的特質，然而舞是開尾韻，兩字音義雖然

近似，但差別卻在細微處。它的本字是「𣃦」，是「勿」的孳乳字。192

訓讀字是任何方言都有的現象，它是不得已的手法。常見婦女鄉親記載馬祖哭調的唱詞時，

遇到不會寫的字都是以訓讀字取代本字，這些手稿是自己寫自己用，反正自己明白就好，但是若

要公諸於世，就必須加上注音符號，才能避免別人誤認、誤讀與誤用。

( 第三節原文曾刊於 100 年 3 月 29 日的馬祖日報副刊，本文據此而寫。)

191. 這句話方言說ㄊ廿ㄩㄏ ㄗㄩ ㄧㄚ ˇ ㄎㄩ ˋ(thφyh tsy iaˇkhyˋ)。

192.《說文解字》：「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p.458) 這句話翻成白話文其大意
為：「勿，就是州里官員所樹立的旗幟，文字的結構是一根旗桿上面有三條飄動的絲質帶子，…是用來催促百姓
集合的信號物。因為有表示急促的意思，所以，急遽也稱作勿勿。」許慎的解釋夠清楚了，因為旗幟的游可以飄盪
的，所以有舞動、揮動的意思。「勿」後來被否定詞所專有，故加「㭠方人」成㭠，變成旗幟飄動的專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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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音義的結合與文字考釋的關係

考釋任何方言文字，必須做到形、音、義三者的密切結合。易言之，認定某字本形為何，就

是在本音、本義上獲得合理的連結，否則，所考的成果必受他人的質疑。如，《說文》：「朕，

我也，闕。」193小篆字形本字从舟，从舟之字的字義居然有「我」，其為假借字至為明顯。因為文

字形構與字義無法配合，歷來學界人士在無法取得可信的證據之前，也只好暫時接受許慎之說。

直到清朝的戴震舉《周禮 ‧ 考工記 ‧ 函人》之說：「視其朕欲其直也。」並進而說解「舟之縫

理曰朕」，194從此以後大家都接受此說。原來「朕」是為「舟船接縫」而造的專用字，而秦始皇以

下的帝王自稱為「朕」的第一人稱，就是出於同音的假借了。

假借字的由來眾說紛紜，其中最被人接受的理論是「倉促之間寫錯別字」。195正字與錯字的關

係是建立在音同音近的條件上。人們利用文字表達情意時，心中想的是某個字，而手上所寫的是

另一個同音字。按理說，如此現象會影響概念的表達與意思的溝通，但是，因為有上下文的語言

環境做憑藉，在社會上通行日久也能被接受，有時甚至反客為主造成本字的失落。「朕」的情形

正是如此。

漢字的發明年代，據學者研究至今已有 6000 年之久，196而人類語言的出現年代遠超過此。語言、

文字發明之後，被人利用，它們的變化是無時不在的。古人用當時的文字書寫，其內容會保存文

獻之中，然而所說的話語，卻因為缺乏錄音等工具而隨說隨佚。所以，從字形進行文字的考釋是

相對的簡單，若要考釋精準，非要徹底掌握語音的變化軌跡不可。歷代所遺留下來的文獻，如，

形聲字、韻文以及歷代文人所編的韻書…等，都是考釋文字絕佳的參考材料。

考釋文字絕對不能忽略漢語方言聲調存在的事實。197漢藏語系中的語言絕大部分是有聲調的，

不僅如此，它還有辨別語義的功能。漢語的聲調除頻率變化是主要條件外，還有其他因素如強弱、

長短及音色變化等。……但漢語音韻學傳統上只講字調，不講語調 (變調和輕聲 )。……。198 由於

閩東方言的語詞變調非常強烈，只會字調，並不足以表示已具備了說流利的福州話的能力，而方

言的相關文獻又少有書面記載，所以，考釋福州方言本字時，必須借敏銳的聽力，由變調的結果，

順著變化的軌跡反推回溯。字音確定之後，再到傳統韻書中找字形，字形確立之後，再從古文獻

中找實證，如此方有周延的結論。以下就舉 10 組字群為例，綜合說明形音義三者的密切結合，對

方言本字考證的重要性。每一組的字群中，有的是同音字，它是靠不同的字形或偏旁來別義；有

193.漢‧許慎：《說文解字》p.408  藝文印書館  1974年8月。許慎在撰述《說文》時也不知道它的形體結構，所以，用「闕」

字示意，以待後人進行說解。

194. 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p.408  藝文印書館  1974 年 8 月。

195. 最足以說明此理論的是在以注音輸入法的電腦打字時，此時若不做校對，必定是錯字連篇，這些錯字都只是同音的

關係，而無字義上的關連。

196. 用唐蘭之說。

197. 有 5 個 ( 或以上 ) 聲調的方言，大都保存了入聲調。中國南方方言的聲調是很複雜的，如，吳方言有 7—8 個調；客

家方言有 6 個調；閩方言有 7 個調；粵方言有 8—10 個調。相形之下國語顯得單純多了。

198. 見馮春田、梁苑、楊淑敏：《王力語言學詞典》p.497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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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同聲同韻，但它們是靠聲調的不同做字義的區隔。在各組的文字中若屬簡單的常用字，則略

而不談。每一組的文字以陰平調之音為領頭之音 ( 凡同音之字不另外標注音讀 )。

1. ㄆㄨㄚㄏ (phuah)： 、伐、蹳。三個字同音。

馬祖人到水井邊打水的動作叫「㧊水」，打水用的小水桶稱「㧊桶」，199此字今已被「拂」字

取代。拂拭的動作為取帚或布左右抹擦，打水時將水桶拋擊水面，左右使力造成斜面，井水順勢

流進，結合㧊的字義為推也、擊也觀察之，㧊的音義即為打水，可謂順理成章。

馬祖鄉親以「伐」字表示跨步，非也。200此字的原始形義是：象以戈砍伐人體狀，是討伐而非

跨步走路。若勉強用之，必然造成語義的混淆。跨步走路的ㄆㄨㄚㄏ (phuah) 漢字應做「蹳」。201

字形从足，可視為跨步的憑藉。

2. ㄘㄨㄛㄏ ˊ(tshuohˊ)：尺、浞、 。三字同音，都是陰入調。

把毛巾等紡織品置於水中，用雙手搓揉後擰乾水分，這個動作叫做ㄘㄨㄛㄏ ˊ(tshuohˊ)，漢

字寫成「浞」。這是尋常動作，只因為本字難找，故一般人都寫成搓，這是不對的。豬隻胰臟馬

祖鄉親稱ㄉㄩ ˋ ㄘㄨㄛㄏ ˊ(tyˋ tshuohˊ)，漢字寫成「豬肑」。尺的音義極為尋常，故略而不談。

3. ㄍㄨㄤ (kuang)：關 ( 陰平 )、管 ( 上聲 )、灌 ( 陰去 )、擐 ( 陽去 )。

本組字群特別介紹陽去調的「擐」，此字念ㄍㄨㄤ ^(kuang 242 )，是「提起」的本字。地方父老

手寫做「摜」，其實它的字義與習慣的「慣」相同。202《左傳 ‧ 成公十三年》：「文公躬擐甲冑 

，跋履山川。」203文意是說：晉文公穿戴盔甲，歷經險阻，跋山涉水。方言承此字義，發展出「帶

著」、「提著」的新字義，此與字義移轉的理論並不違逆。204 

4. ㄒㄧㄥ ˋ(singˋ)：承 ( 陽平 )、尋 ( 陽平 )。

兩字方言同音，國語卻完全不同。承的字義為承接、承受，尋常字義，不消細說。「尋」字

方言有二讀。一為ㄙㄧㄥ ˋ(singˋ)，字義為尋找。另一個讀音為ㄑㄧㄝ兀 ˋ(tshiengˋ)，此音之字

義有二，一為形容幼兒扶牆壁學走路，另一為：雙手撐開後的長度或距離，即，國語的「庹」。

此字甲骨文已見，字形象人雙手張開的樣子。字的上頭「彐」和下面的「寸」，是左右手的形狀。

故字形所呈現的概念是很傳神的。

5. ㄗㄝ (tse)：齋 ( 陰平 )、 ( 上聲 )、懠 ( 陽平 )、咋 ( 陽入 )、 ( 陽入 )。

傳統的馬祖社會稱學校為「齋」，拜祭鬼神用的小包子也稱「齋」。齒列不整齊的樣子，或

指直立的條狀物，如桌、椅的腿發生歪鈄、傾斜的現象，馬祖鄉親稱為ㄗㄝ +(tse 33 )，漢字應寫成

「䶩」。兒童說漂亮、美麗為ㄗㄝ + ㄗㄝㄏ (tse 33 tseh)。漢字的寫法就是「嫧嫧」。《廣雅 ‧ 釋詁》 

199.《廣韻 ‧ 末韻》：「㭠，普活切。」字義為「推㭠」；《說文》另有一義為「擊也」。

200. 雖然方言的音韻可通，但字義未能切合。

201.《玉篇》對此字的解釋是：「足跋物也。」

202.《說文》：「摜，習也。」段玉裁說：「此與㭠部㭠音義皆同，古多㭠貫為之。」

203. 本段文字也就是古今名著＜呂相絕秦＞之內容，各版本的《古文觀止》多有收載。

204. 擐，胡慣切。中古屬喉音匣紐，方言的ㄍㄨㄤ ^(kuang242)，古音同出一源。所以，兩者的關係是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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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婘、…嫧、好也。」205《方言箋疏》：「婩、嫧、鮮，好也。」206即便是兒童用語，但也信而

有徵。用腳橫向踢人，或以木棍橫向的用力打人，口語說ㄗㄝ ˋ(tseˋ)，漢字暫定為「懠」。207口

吃的人，說話不順暢，馬祖鄉親戲謔稱之為ㄗㄝ ˇ ㄖㄝ ˋ ㄖㄨㄧ ˇ(tseˇʒeˋʒuiˇ)，漢字暫定為

「咋咋喙」。208同音之字並非無有，選同類部首之字暫代，目的只是希望能更貼近字義而已。

6. ㄏㄧㄚ (hia)：罅 ( 陰平 )、耷 ( 陽入 )、 餜 ( 陰入 )。

鄉親說裂縫為「罅」字音為ㄏㄧㄚ (hia)。形容物體裂散的成語是兀ㄨ ˇ ㄏㄧㄚ ㄌ廿ㄏ ˋ ㄌ

ㄟㄥ ˇ(nguˇhia lœhˋleingˇ)，字形寫做「五罅六楞」。鳥類張開翅膀並搧動飛翔，這個動作口說

ㄏㄧㄚㄏ (hiah) 的音，手寫「耷」之形。所以，戲稱招風耳說「耷耳」。從高處後仰跌下，稱之為

「翈」，練武習藝的人會「拍立翈」。209語音些微不同，但是意義相差懸遠。

7. ㄉㄡ (tou)：兜 ( 陰平 )、斗 ( 上聲 )、斁 ( 陽去 )。

三個字同音但不同調，聲調的不同就是字義的不同。若昧於此，勢必混淆字義系統。兜的字

義為近處；斗的字義為容器，二字不難理解，惟「斁」字必須細說從頭。鄉親把熬夜說成「夜車」

( ㄧㄝ ㄩ、ie  y)，此時會喝濃茶以提神。這個動作一般人是說「使茶ㄉㄡ ^(tou 242 ) 咧」，意思是：

用茶水撐著。ㄉㄡ ^(tou 242 ) 的漢字有人寫成「度」，非也。正確的寫法是「斁」。《說文》說：「斁 

，解也。…厭也。」它有兩個字義，解的意思是解除、解脫。厭的意思滿足、飽足。某個動作能

解除某種困擾，所以，「斁」字正可表達這個概念。

8. ㄇㄧㄚ (mia)：瀎 ( 陰入 )、懱 ( 陽入 )。

雨天不帶雨具，致使濕透透的衣物緊貼在身上。用糊狀物粘貼或塗抹的動作。好動的孩童，

不畏風雨的跑進跑出，大人會說「瀎底瀎出」，210兩個情境的動詞都是「瀎」，因為漢字有轉品的

功能。心悸，或因恐懼使心臟劇烈的跳動，此時的動詞暫用「懱」。它的字義本為「輕易、輕慢」，

211因為此是常見情境，本字未定之前只好以同音字暫代了。212 

9. ㄌㄧㄝ (lie)：剺 ( 陰去 )、 餜 ( 上聲 )、籬 ( 陽平 )。

用刀等銳器把紙裁成若干小片，這個動詞叫做ㄌㄧㄝ ˇ(lieˇ)。213日常生活中這是習見的動作，

所以，用字的人多，造字的人也不少。翻查字典辭書，它的字形至少還有下列幾種：㔏、劙、𠠫、

剓、( 鹿刂 )、刕。除了末字用會意造字以外，其他的都是用形聲結構來呈現，許多俗體字都是這

樣被創造出來的。用磚或石來砌牆，馬祖鄉親是說ㄌㄧㄝ +(lie 33 )，漢字的正確寫法是「垒」 。214

205. 清 ‧ 王念孫：《廣雅疏証》p.26 中華書局出版  1983 年 5 月。

206. 清 ‧ 錢繹：《方言箋疏》p.343 中華書局出版  1991 年 11 月。

207.《廣韻 ‧ 齊韻》：「懠，怒也。徂奚切。」又，＜霽韻＞：「懠，怒也。在詣切。」音合但字義稍有距離。

208. 因為字義之一為「多聲也。」也是音合而字義稍有距離之例。

209. 語意即國語的翻筋斗，語音為 : ㄆㄚ ˇ ㄌㄧㄏ ㄏㄧㄚㄏ ˊ(phaˇlih  hiahˊ)

210. 語音為：ㄇㄧㄚㄏ ˋ ㄉㄧㄝ + ㄇㄧㄚㄏ ˋ ㄘㄡㄏ ˊ(miahˋtie 33 miahˋtshouhˊ)

211. 見《說文 ‧ 心部》p.514

212. 這是假借用字的現象之一。

213. 也可以先將紙張摺出痕跡，然後用手把紙裁開、分開。

214.《說文 ‧ 厽部》：「垒，絫墼也。」段玉裁註解說：「墼者，令適未燒者也，已燒者為令適，今俗謂之塼，古作專。

未燒者謂之墼，今俗謂之土墼，㭠土則又未成墼者。積㭠土為牆謂之㭠；積墼為牆曰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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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馬祖鄉親以「垒牆」戲稱打麻將。籬的字義除了籬笆以外也作過濾解釋。所以，用器皿濾

去雜質的動作鄉親稱ㄌㄧㄝ ˋ(lieˋ)，馬祖人稱漏勺為ㄐㄧㄚ ㄌㄧㄝ ˋ(tsa lieˋ) 的道理在此，此

物漢字作「笊籬」，在此不能用濾、不能用盠、更不能用撈、它們雖然意義同近，但字音卻完全

不同。215 

10. ㄊㄧㄝ (thie)：撦 ( 上聲 )、拆 ( 陰入 )、遰 ( 陰去 )、剃 ( 陰去 )、啼 ( 陽平 )。

撦，昌者切，方言說ㄊㄧㄝ +(thie 33 )，字義為裂開，和國語「撕」的意義等同。此字後來被「

扯」取代。216拆，恥格切，方言說ㄊㄧㄝㄏ ˊ(thiehˊ)，字義有：裂也、毀也。遰，特計切，方言

說ㄊㄧㄝ ˇ(thieˇ)，字義為去也、往也、連也。鄉親說順便去做某事為ㄊㄧㄝ ˋ ㄖㄧㄨ

+(thieˋʒieu 33 )，受到牽連則說ㄊㄧㄝ ˋ ㄊㄨㄧ ˇ(thieˋthuiˇ)。漢字分別寫做遰手、遰墜或遰贅

。217 

閩東方言有意義的音段不超過 70 個，218負責承載音義功能的是靠文字的形體、聲母的配合以

及聲調的變化。所以，絕不能隨便取一個字硬說他就是某字，如此這般，必然造成文字的形、音、

義之間互相扶持、互相制約的關係蕩然無存。

215. 濾的讀音為ㄌ廿 ^(l㭠242)。盠的讀音為ㄌ廿ㄏ (l㭠h)，音近方言的「六」。撈的讀音為ㄌㄡ (lou)。

216. 此字中古時代屬照紐三等系統，這一類的字在上古時和舌尖音很接近。

217. 馬祖人說順口溜為ㄊㄧㄝ ˇ ㄖㄨㄧ ˋ ㄌㄠ ˇ(thie 㭠̌uiˋlauˇ)，漢字的寫法是「遰喙透」。

218. 根據馮愛珍《福州方言詞典 ‧ 福州方言音節表》統計所得，計算時不把聲母和聲調計算在內。若把聲母和聲調計算

在內，閩東方言有 15 個聲母、7 個聲調，則音段數量遠遠超過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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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言常用本字匯集

說明：1. 漢語有「有音無字」的現象。古人為解決此問題，常用的方法是靠同音假借或寫訓讀字

暫代，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雖然如此，民間有識之士也創造不少的手頭字權宜使用，

這是俗體字的來源之一。本章節所列之本字，有些也涵蓋此類之文字。

2. 表列之字依首字國語注音符號的聲母先後次序排列。韻母則隨機呈現。

3. 有時日常習用之詞卻苦無文字使用，筆者則翻索古代字書、韻書等文獻盡可能選有音義

相關者暫時代用。若屬此類替代字，則在字旁加「*」號，以示區隔。     

1 ㄅㄚ    Pa 羓 經過加工處理後的畜類肉乾。 

2 ㄅㄛˇ   poˇ 暴 1.氣候變壞的現象。2.憤怒。3.氣味不佳。 

3 ㄅㄛㄏˋ pohˋ  扶 昆蟲棲息、停留。 

4 ㄅㄛㄏ poh 箔 紙錢之一。在小方塊紙上黏貼一小片錫紙，是燒給往生者用的物品之一。

5 ㄅㄡ^  pou242 孵。菢 鳥禽類孵育幼雛的過程。 

6 ㄅㄡ^  pou242 腐 腐爛、腐敗、腐朽。 

7 ㄅㄡㄎˊ poukˊ  卜 1.占卜。2.但願。 

8 ㄅㄨㄛㄎˊ puokˊ 發 1.發作。2.生成。 

9 ㄅㄨˋ puˋ 匏 
瓠瓜。一年生攀緣性草本植物。葉呈心卵形，葉片上密布軟毛，花白
色，綠白色果實，呈圓柱形或葫蘆形，可食用。 

10 ㄅㄨㄤˋ puangˋ 盤 
1.盤子。2.轉售。3.盤點清理。4.抄寫。5.盤轉；移動。6.唱和詩詞。7.
量詞，用於以盤為計算單位時。8.下棋的局數。 

11 ㄅㄨㄤ^  puang242 拌 1.攪拌，摻合。2.烹調的方式之一。將熟的食材趁熱入鍋中翻炒。 

12 ㄅㄨㄤ^  puang242 絆 纏住、綁住，使行動或做事不便。 

13 ㄅㄨㄧ^  pui242 吠 1.狗叫。2.責備某人亂說話。 

14 ㄅㄨㄧ^  pui242 背 1.背書。2.背對著。3.倒楣、運氣不好。 

15 ㄅㄨㄛˇ puoˇ 播 1.播種。2.宣揚。 

16 ㄅㄨㄛ^ puo242 部 
1.量詞，用於計算書籍影片的單位名詞。2.量詞，用於計算機械車輛的
單位名詞。3.量詞，用於計算棺木的單位名詞。 

17 ㄅㄨㄛㄎˊ  puokˊ 卜 
1.表示事情將在不久以後發生，相當於國語的「將要」、「快要」。
2.表示做某件事的堅決意志。 

18 ㄅㄨㄛㄎ  puok 縛 1.綑綁。2.固定。3.受到限制。 

19 ㄅㄨㄛㄎˊ  puohˊ 剝 1.去掉外皮或外殼。2.戲稱被坑、被宰。 

20 ㄅㄟ^  pei242 鼻 用鼻子聞。由名詞轉動詞用，這是漢字、漢語轉品的特性。 

21 ㄅㄧㄝˇ  pieˇ 𧾑𧾑 1.跑、跑步。2.奔走。 

22 ㄆㄚ  pha 夿 寬鬆。衣服褲子過於寬大。 

23 ㄆㄤ  phang 㽃 腌漬食材或釀酒用的腹部較大的陶器。 

24 ㄆㄤˇ  phangˇ 冇 不實在，空虛的，不結實。 

25 ㄆㄠㄏˊ phauhˊ 瓝 
1.小型的瓜果。2.形容穿過大的鞋子走路所發出的聲音。3.馬祖傳統餅
食有「瓝瓝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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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ㄆㄝˇ  pheˇ 萉 苧麻莖做的繩子，使用時可撕開如同今天的尼龍繩。 

27 ㄆㄝㄏ  pheh 䟺 突然坐下，重心不穩而跌坐在地。 

28 ㄆㄝˋ  phe 𩑢𩑢 累極之狀。 

29 ㄆㄟㄎˊ pheikˊ 彃 1.迅疾而出。2.猛然擠出。

30 ㄆㄟㄥˋ  pheingˋ 硼 1.油漆。閩東方言的外來語之一。2.上漆。3.銅板。

31 ㄆ廿ㄩㄥ  phøyng 膖 腫脹。 

32 ㄆㄧ+  phi33 疕 1.傷口表面收乾後所結的痂。2.幼小的。

33 ㄆㄧ+  phi33 痞 敗德下流或邪惡不正派的人。 

34 ㄆㄧㄚ^ phia242 僻 1.偏僻。2.躲藏。

35 ㄆㄧㄚㄎ ˊphiakˊ 衊 一坨一坨成團的糊狀物。 

36 ㄆㄧㄚㄎˊ phiakˊ 洦 濺出。以腳踩水灘，使水花四濺的樣子。 

37 ㄆㄧㄚㄎˊ phiakˊ 敀 以巴掌打人。 

38 ㄆㄧㄚㄎ  phiak 𠓗𠓗 悸動。 

39 ㄆㄧㄤ phiang 𩩍𩩍 1.背部。2.後面。

40 ㄆㄧㄤ+  phiang33 皏 1.薄片物。2.片狀的煎餅。

41 ㄆㄧㄤ+  phiang33 竮 指下肢有缺陷的人，走起路來身體不平衡的樣子。 

42 ㄆㄧㄤ^  phiang242 並 1.緊靠在一起。2.模仿，比照。也可以說寫成「憑」。

43 ㄆㄧㄝ  phie 𠜱𠜱 用刀削。 

44 ㄆㄧㄝㄎˊphiekˊ 箄 盛魚貨的竹編器具，四方寬口，器身略矮。 

45 ㄆㄧㄏ phih 滭 水花四濺。 

46 ㄆ廿  ph�  焙 形容熱乎乎的狀態。 

47 ㄆㄛ^  pho242 粕 提煉精粹後的剩餘物。 

48 ㄆㄡ  phou 枹* 文旦。俗體字寫成「𣏫𣏫」 

49 ㄆㄡㄥ phoung 滂 1.形容非常稀的東西。2.下大雨。

50 ㄆ廿ㄩㄥ  ̌phøyngˇ 肨 發脹澎鬆的現象。 

51 ㄆㄨ+  phu33 殕 物體表面長的白色的黴菌絲。民間俗體字寫成「醭」。 

52 ㄆㄨˋ  phuˋ 烰 食物用熱油炸熟的烹飪方式。 

53 ㄆㄨㄞˇ phuaiˇ 派 1.分。2.支脈。3.支配。4. 頭髮中分，向左右兩邊梳的動作。

54 ㄆㄨㄚㄎ  phuak 蹳 跨步。馬祖年長者寫成「伐」。 

55 ㄆㄨㄚㄎ  phuak 㧊 打水。 

56 ㄆㄨㄎ phuk 𦢊𦢊 1.身體不正常的腫脹現象。2.酸餿食物所產生的泡沫狀態。

57 ㄆㄨㄧ phui 坯 1.模子、範。2.性格。

58 ㄆㄨㄧˋ phuiˋ 呸 將嘴裡所含的東西往外吐出。 

59 ㄆㄨㄧˇ  phuiˇ 杮 
碎片。此字和水果柿子的「柿」字極為類似，柿(ㄕˋ)从市得聲，其
上為一點。「杮」字國語讀ㄈㄟˋ，本字應做「𣏕𣏕」，所以它最後一
畫是從上一筆而下的。 

60 ㄆㄨㄛ+  phuo33 頗 差不多、粗淺的程度。 

61 ㄆㄨㄛ ㄌㄡ phuo lou 𥄹𥄹瞜 形容鼓起的眼球。 

62 ㄆㄨㄛㄎ  phuok 浡 泡沫。 

63 ㄆㄨㄛㄎ  phuok 曝 日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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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ㄆㄨㄥ phung 𤄜𤄜 1.餿水。2.淘米、洗菜等用過的水。

65 ㄆㄨㄥˋ phungˋ 紡 把絲、麻等纖維製成線的過程。 

66 ㄆㄨㄥˋ phungˋ 捧 恭敬的端起來。 

67 ㄆㄨㄥˋ phungˋ 篷 掛在桅桿上，利用風力使船前進的厚布。本字是「帆」。 

68 ㄆㄚㄎ  phak 鋍 炊煮時，鍋中水因沸騰而溢出。 

69 ㄆㄛˋ  phoˋ 𪓜𪓜 
俗稱癩蝦蟆，外型似青蛙，但行動遲緩。皮膚乾燥有突瘤，瘤內有毒腺，
是中藥材之一。馬祖話青蛙說「黃蜱」，有學者認為它是蜱的本字。 

70 ㄇㄚ ma 扌馬 1.抓取。2.握住。

71 ㄇㄚ^  ma242 𣍐𣍐 否定詞，閩東方言俗體字之一。 

72 ㄇㄞ^  mai242 揹 1.人背負東西。2.負擔。3.肩負著。

73 ㄇㄤ  mang 鞔 用布、皮革等物將物品蒙住。 

74 ㄇㄤ  mang 𧜞𧜞 裙子。這是底層庶民的語彙。 

75 ㄇㄤ+  mang33 猛 1.指火勢旺盛的樣子。2.形勢緊急的樣子。

76 ㄇㄟ+  mei33 魅 傳說中會害人的鬼怪 

77 ㄇㄟ+  mei33 䆀 1.倒楣。2.萎縮。3.形容發育不良的人。

78 ㄇㄟ^  mei242 𩑷𩑷 抿着嘴笑的樣子。 

79 ㄇㄟㄎˊ meikˊ 汆 潛水。 也可以說寫成「氼」，取象人在水下。 

80 ㄇㄟㄎˊ meikˊ 渳 一口氣的喝下去。 

81 ㄇ廿ㄩㄥ  møyng 朦 質地鬆而不實。 

82 ㄇ廿ㄩㄥ+  møyng33 𤷪𤷪 痲疹。 

83 ㄇ廿ㄩㄥ+  møyng33 蠓 泛指腐敗物或醃漬物上的小飛蟲。 

84 ㄇ廿ㄩㄥ  ̀møyngˋ 芒 芒草。 

85 ㄇㄧ  mi 溦 1.毛毛雨。2.很小的水。

86 ㄇㄧˋ miˋ 微 細小的，輕微的。 

87 ㄇㄧˋ miˋ 楣 門窗框上端的橫木。 

88 ㄇㄧㄚㄎˊ  miakˊ 瀎 1.用糊狀物粘貼或塗抹。2.濕的衣物緊貼在身上。

89 ㄇㄧㄚㄎ  miak 懱* 1.心悸。2.因恐懼使心臟劇烈的跳動。

90 ㄇㄧㄚㄎ miak 㩢 用鞭子抽打。 

91 ㄇㄧㄝ  mie 哶 1.雙脣薄薄的樣子。2.抿著嘴在笑，使嘴唇向後展開的樣子。3.說風涼話。

92 ㄇㄧㄝㄎ  miek 滅* 以門牙啃食的樣子。 

93 ㄇㄧㄝㄎ miek 篾 細而長的竹片。 

94 ㄇㄧㄝㄏˊ  miehˊ 乜 不定之詞，類似國語中的某某。 

95 ㄇㄧㄝㄥˋ miengˋ 刡 用斜刀慢慢的削去掉表層。 

96 ㄇㄧㄎ  mik 㳴 浸泡在水中。 

97 ㄇㄧㄥ ming 抿 收斂著嘴。 

98 ㄇㄧㄥ ming 覭 躲藏。此為俗體字，本字應寫成「丏」。 

99 ㄇㄧㄥˋ mingˋ 緡 指可吊成串的銅錢或繩子。 

100 ㄇㄛ mo 饃 1.泛稱圓形的饅頭。2.形容光禿禿、隆起的樣子。

101 ㄇ廿ˋ m�ˋ 昩 光線微弱的樣子。 

102 ㄇ廿ㄩ兀^  møyng242 𦁧𦁧 網、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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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ㄇㄡ+  mou33 鉚^ 
1.接合，連接金屬板或器物封口的方式之一，或用鉗子夾著鐵片邊緣
向上或向下捲的動作。馬祖俗體字做「卯」。2.合起來。3.缺門牙的人，
把食物含在嘴裡嚼食的樣子。

104 ㄇㄛˇ  moˇ 𢯾𢯾 用拳頭、木棒等重物去敲打。 

105 ㄇㄡㄥ moung 懞 心神不寧，慌慞。 

106 ㄇㄡㄥˇ  moungˇ 霥 綿綿細雨。字也可以寫成「濛」。 

107 ㄇㄨㄚㄎˊ muakˊ 抹 擦藥，塗抹。 

108 ㄇㄨㄛ^  muo242 瞀 視線不明，看不清楚的現象。 

109 ㄇㄨㄛㄎ muok 牧 1.診療，特指重症而言。2.宰殺家畜。3.把某人當冤大頭。

110 ㄇㄟ^  mei242 𩑵𩑵 面前。馬祖人害羞說「無𩑵𩑵」。𩑷𩑷、𩑵𩑵二字的字義不同。 

111 ㄉㄚ+  ta33 打 1.限制、限量。2.量詞，十二個叫一打。

112 ㄉㄚㄎ tak 沰* 退潮的訓讀字。 

113 ㄉㄞ^  tai242 迨 
1.拋擲。2.棄置、留置、遺留。3.看在某某人的情面。4.表示動作的完
成。

114 ㄉㄞㄥ^  taing242 橂 1.物體結實的特質。2.韌性強。3.緊密、牢固、牢靠。

115 ㄉㄠ^ tau242 脰 脖子。 

116 ㄉㄠㄥ^  taung242 緞 緞布。以此物做被套時，馬祖鄉親稱之為「軟面布」。 

117 ㄉㄠㄥ^  taung242 盪 下著。 

118 ㄉㄤˇ tang242 䁴 透光。 

119 ㄉㄤ tang 耽 延誤。 

120 ㄉㄤ+  tang33 仱 現在，目前。 

121 ㄉㄤ+  tang33 揕 打架、鬥毆。拳擊。 

122 ㄉㄤˇ tangˇ 澶 水漬向四面擴散的樣子。 

123 ㄉㄤˇ tangˇ 𠠹𠠹 用力地向上頂起。 

124 ㄉㄤ^  tang242 綻* 1.不正確。2.過錯。方言俗體字寫作「鄭」。

125 ㄉㄠˇ tauˇ 晝 1.接近中午時刻。2.午飯。

126 ㄉㄠˇ tauˇ 罩 遮住、扣住、蓋在外面、披在外頭。 

127 ㄉㄠㄎˊ taukˊ 啄 1.禽鳥類以嘴取食的動作。2.以尖銳之工具敲鑿的動作。字也可寫成琢。

128 ㄉㄠㄏˊ tauhˊ 掇 雙手將地上物端起來。 

129 ㄉㄠㄥˇ taungˇ 頓 1.停留片刻、稍做耽擱。2.餐。本字是「摶」。

130 ㄉㄠㄥ^  taung242 逿 遺失。 

131 ㄉㄧㄤˋ tiangˋ 碭 
1.壓倒，坍倒，多指上方重物受到壓力而掉落的狀態。2.攙入，調和。
3.被重物砸到。4.和狐群狗黨混在一起。

132 ㄉㄠㄥ^  taung242 盪 落下。 

133 ㄉㄟˇ  teiˇ 馱 頂起。用背部的力量頂起重物。 

134 ㄉㄟˇ  teiˇ 置 張羅置辦，備妥，安排，布置。 

135 ㄉㄟˇ  tei ˇ 蒂 1.小小的紐。2.鑽進去；衝進去；強出頭。

136 ㄉㄟ^  tei242 治 1.治理。2.對付。3.懲罰。4.閩方言「殺」的本字。

137 ㄉㄟ^  tei242 痔 痔瘡。 

138 ㄉㄟㄎ  teik 值 價值，值得。 

139 ㄉㄟㄎ  teik 澤 1.滴水使物品漸趨乾燥。2.水滴往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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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ㄉㄟㄏˊ   teihˊ 嫡 宗族中血緣最親的人。 

141 ㄉㄟㄥ   teing 砧 扎扎刺刺的感覺。 

142 ㄉㄟㄥˇ teingˇ 碇 船停泊時，固定船身位置的鐵錨。 

143 ㄉㄟㄥˇ teingˇ 瞪 眼睛盯著不放。 

144 ㄉㄟㄥˇ teingˇ 鎮 1.顏色深。2.力道強。3.口味重。4.聲音渾厚沉重。5.行政單位名稱。 

145 ㄉㄟㄥˇ teingˇ 酊 耳朵發炎流膿的味道。 

146 ㄉㄟㄥˋ teingˋ 填 1.歸還。2.嫁女兒。3.回報。4.充實。5.填塞，強塞進去。 

147 ㄉㄟㄥ^  teing242 陣 1.夥伴。2.量詞。計算一群、一夥人的單位名詞。 

148 ㄉㄟㄥ^  teing242 澱 沉澱，澄清。 

149 ㄉ廿ㄩ^  tøy242 箸 
筷子。用竹、木、金屬等材料製成的扒飯夾菜的細長枝條。2.像筷子
般的長條形東西。3.量詞。計算能用筷子夾取物品的單位名詞。 

150 ㄉ廿ㄩㄎˊ  tøykˊ 築 1.建築。2.努力填塞。3.需要計算加減數時，口中計算累增的過程。 

151 ㄉ廿ㄩㄎˊ  tøykˊ 筑 呼吸困難的樣子。 

152 ㄉㄚ+   ta33 䋾 
糾纏的樣子。馬祖鄉親以此語形容有特殊癖好，或某些非正經的能力
時。如，話䋾、講䋾、…等。 

153 ㄉ廿ㄩㄥˋ  tøyngˋ 僮 能和鬼神溝通的人與事。 

154 ㄉㄧㄚˋ  tiaˋ 䠧 
1.身心疲乏，萎靡不振的樣子。2.睏極而無法就寢所呈現出焦躁萎靡的
情緒。3.酒醉而無法平穩走路的樣子。 

155 ㄉㄧㄚㄎ  tiak 䶍 難聞的氣味衝鼻而來。 

156 ㄉㄧㄤ+  tiang33 偵 偵察，窺看。 

157 ㄉㄧㄤˋ tiangˋ 埕 
1.空地。空曠場地。2.場地。本意為空曠的場地，引申做量詞使用，用
在比武、運動競賽時。 

158 ㄉㄞˇ taiˇ 慸 
1.極也。表示程度的副詞。2.表示痛苦的形容詞。3.表示無奈的副詞，
常用疊字形式出現。  

159 ㄉㄧㄝˇ  tieˇ 滯 滲漏。液體慢慢的、不斷的滲出來。 

160 ㄉㄧㄝˋ tieˋ 池 1.水池。2.量詞，用於以池為計算單位的時候。 

161 ㄉㄧㄝ^  tie242 蠣 
牡蠣。軟體動物。俗稱蠣、蚵，具兩片殼，下殼附著岩石，全形似長
卵圓形，棲息於沿海岩石上。肉可食，今有人工養殖。 

162 ㄉㄧㄝㄎˊ  tiekˊ 摘 將植物的花、果或葉子取下。 

163 ㄉㄧㄝㄎˊ  tiekˊ 謫 斥責、說教。馬祖人把諷刺說成「謫詁」(ㄉㄧㄝˊ ㄍㄨ+。tieˊku33 )。

164 ㄉㄧㄝㄎ  tiek 糴 買進穀糧。 

165 ㄉㄧㄝㄥ  tieng  癲 
1.神經錯亂、精神失常的樣子。2.舉止不莊重有失體態的樣子。3.形容
裝瘋賣傻的人。4.對好朋友的表現感到高興、欣慰時的口頭語。所以，
它的語義必須視語境而定。 

166  ㄉㄧㄝˇ  tieˇ 伓「啻」 不止。 

167 ㄉㄧㄝㄥˇ  tiengˇ 玷 1.玉石表面上的斑點。2.形容品德上的瑕疵。3.形容人身上的斑點。 

168 ㄉㄧㄝㄥˋ  tiengˋ 纏 
1.纏繞。2.糾纏束縛的現象。3.形容難以對付的人。4.遇到麻煩了，糟
了，完蛋了。 

169 ㄉㄧㄝ^  tieng242 滇 1.充滿的，滿滿的。2.漲潮。 

170 ㄉㄧㄝㄨ  tieu 刁 
1.苛刻、和人過不去。2.頑童。不守規矩的青少年。也可以說成「刁囝」。
3.兒童活動力強的現象。4.苦味。 

171 ㄉㄧㄎ tik 挃 獲得。想要。 

172 ㄉㄧㄥ ting 疔 皮膚上長出有膿血的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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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ㄉㄧㄥ ting 盯 專心注視著某一物。 

174 ㄉㄧㄥ ting 戥 
1.傳統秤子的木桿，上有顯示重量的記號。2.秤貴重物的小型秤，今已
被天平秤取代。

175 ㄉㄧㄥ ting  安放靈柩以待葬。 

176 ㄉㄧㄥˋ tingˋ 𤮘𤮘 
盛酒醋等用的陶製器皿。呈口小、底小、頸闊，高而直立狀。俗字寫
做埕。 

177 ㄉㄧㄨ+  tiu33 肘 1.頂住，抵住。2.頂撞，回嘴。

178 ㄉㄧㄨˋ tiuˋ 綢 柔軟的絲織品，是高級布料之一。 

179 ㄉㄧㄨˋ tiuˋ 嘲 吵雜。震耳的聲音。 

180 ㄉㄛˋ  toˋ 掏 1.拿取。2.給予。3.使用、應該。

181 ㄉ廿^  t�242 苧 植物名稱。即:苧麻，其莖能做繩子。 

182 ㄉㄛㄏ  toh 剟 
1.扎入、刺入。2.小芒刺、鬍渣、髮根等針狀物，扎在身上令人有刺癢
的感覺。

183 ㄉㄡ  tou 㨮 摟抱，攀附，圍攏的動作。 

184 ㄉㄡ  tou 兜 附近、前後左右。 

185 ㄉㄡ  tou 蔸 株、棵。計算植物的單位名詞。 

186 ㄉㄡ^  tou242 斁^ 1.內行。有時用在相反的情境。2.咬牙苦撐。

187 ㄉㄡㄏˊ touhˊ 𪐴𪐴 
1.漢字的筆畫之一，即國語中的「點」。民間俗體字寫成「篤」。2.
用手指等尖物去觸碰。

188 ㄉㄡㄏˊ touhˊ 焯 用火種點燃、引燃。 

189 ㄉㄡㄥ  toung 鈍 刀斧不銳利。 

190 ㄉㄡㄥ toung 鐺 1.誘捕。2.捕撈，捕捉。

191 ㄉㄡㄥ toung 墩 用掃帚將垃圾集中後再掃進畚箕中 

192 ㄉㄡㄥ toung 驐 閹割。也可以單說寫成「劂」。 

193 ㄉㄡㄥ+  toung33 礑 1.石檯子 。2.直立能具有阻擋作用的大石頭。

194 ㄉㄡㄥ+  toung33 漲 水位上升、漲潮。 

195 ㄉㄡㄥ+  toung33 擋 阻隔，攔住，抵抗。 

196 ㄉㄡㄥˇ toungˇ 囤 1.能貯藏物品的器具或空間。2.貯物藏物的行為。

197 ㄉㄡㄥˋ toungˋ 踼 跺腳的動作。俗體字寫成「蹚」。 

198 ㄉ廿ㄩㄎˊ tøykˊ 觸 1.對上、連接上。2.碰上了。

199 ㄉㄨ  tu 䩲 1.高高的掛著。2.攀著、拉著。

200 ㄉㄨㄞ^ tuai242 舵 船上能控制航行方向的設備。 

201 ㄉㄨㄧˇ tuiˇ 墜 1.被繩索綁著由上垂懸而下的樣子。2.形容拖累或被拖累。

202 ㄉㄨㄧˋ tuiˋ 捶 用拳頭擊打或用棍棒敲打。 

203 ㄉㄨㄛ+  tu33 貯 裝盛東西。 

204 ㄉㄨㄛ^  tuo242 墿 1.道路。2.路途。3.量詞，用於計算路線時。

205 ㄉㄨㄛㄥ^  tuong242 剰 多餘的，過多的。 

206 ㄉㄨㄥ tung 𨀜𨀜 充氣滿滿的球，拍擊後反彈很高的樣子。 

207 ㄉㄛㄏ  toh 斲 被小刺扎到的感覺。 

208 ㄉㄡㄏˊ touhˊ 𪐴𪐴 一小點。民間俗體字寫成「篤」。 

209 ㄊㄡㄎ  thouk 沰 1.滑落、掉落，低落。2.用作海水退潮的訓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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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ㄊㄤ  thang 瞠 張開眼睛。 

211 ㄊㄤˇ  thangˇ 撐 1.支持、支住、頂住。2.張開。

212 ㄊㄠˇ  thauˇ 㰯* 
用藥物或化學毒劑做撲滅害蟲的手段。也有馬祖人將此字說寫成
「透」。 

213 ㄊㄠㄏˊ thauhˊ 𣶦𣶦 用熱水沖泡。 

214 ㄊㄡㄥˇ  thoungˇ 蕩 被水流沖走。 

215 ㄊㄡㄥˇ  thoungˇ 褪 脫，除去，失去。 

216 ㄊㄡㄥ^  thoung242 熥 1.烹調的方法之一，把煮熟的冷食物加溫。2.提示、提醒。

217 ㄊㄟ  thei 軚 
1.往上用力頂著、托著，提高。2.用獸力或車輛來拉，早年馬祖鄉親將
它寫成「馱」或「佗」。

218 ㄊㄟ  thei 篩 1.底部有孔，用來分離粗密顆粒的工具。2.選擇需要的人才或物品。

219 ㄊㄟㄎ theik 宅 住宅的通稱，或稱大院落和大房子。 

220 ㄊㄟㄥˇ theingˇ 趁 賺錢。收入、賺進。 

221 ㄊ廿ㄩ+  thøy33 濻 1.被水流沖走。2.被水波漂走。

222 ㄊ廿ㄩㄏˊ thøyhˊ 縮 
1.退後，內縮。2.畏懼，形容小家子氣的樣子。此為訓讀字，也是俗體
字，本字是「傗」。

223 ㄊ廿ㄩㄥˇ thøyngˇ 𧘂𧘂* 自從、打從。在口語表達時，福州人習慣用「由」，而馬祖人則用「𧘂𧘂」。

224 ㄊㄧ  thi 黐 1.黏液。2.植物自體所分泌出的黏液。

225 ㄊㄧ  thi 漦 昆蟲所分泌的唾液。 

226 ㄊㄧㄤ+  thiang33 捵 推著，推動。 

227 ㄊㄧㄤˇ thiangˇ 詗* 
愛探聽別人事情，或隨意散播謠言。構詞時都是置於語詞的末尾。一
般人都寫成「聽」，可能有誤。 

228 ㄊㄧㄝㄨ  thieu 䠷 身體修長，苗條。 

229 ㄊㄧㄝ+  thie33 撦 撕開、撕下、拉下使它分離原位。 

230 ㄊㄧㄝˇ  thieˇ 遰 1.跟隨。2.順著、順勢而為。3.連帶著。

231 ㄊㄧㄝㄎ thiek 瘛 極度枯瘦。病態的瘦弱。 

232 ㄊㄧㄝㄥˇ thiengˇ 䋎 縫補。 

233 ㄊㄧㄝㄥˋ thiengˋ 烏魚的俗稱和俗寫，此字《戚林八音》有收。是季節性的迴游魚種。

234 ㄊㄧㄝㄨ thieu 餿 飯菜等食物，因變質而散發出酸臭味。 

235 ㄊㄧㄥ+  thīng33 腆 1.突出，伸出。2.把肚子突出的樣子。

236 ㄊㄧㄨˇ  thiǔ33 糶 賣出米糧。 

237 ㄊㄧㄨ^  thiu242 柱 建物中用來支撐屋樑的東西，以木、石或水泥等製成。 

238 ㄊㄛ+  th33 討 
1.找尋。2.主人要回、收回屬於自己的物品。3.乞討。4.娶妻。5.砍柴割
草。6.捕捉。6.餵養禽畜。本字應寫做「陶」。

239 ㄊㄛˇ  thoˇ 𨁑𨁑^ 1.以腳摩擦。2.小孩子睡覺時踢被子的行為。

240 ㄊ廿  th� 䖙 
1.斜斜的躺著。2.滑下去、滾下來。3.山勢陡峭、山路陡區難行的樣子。
3.斜靠著。

241 ㄊㄛㄏˊ  thohˊ 托 
1.讓懸空掛的物品提高、襯起來。2.以手承物。往上推。3.承物之器具。
4.轉賣或轉買。5.打排球的基本動作。

242 ㄊㄡ+  thou33 敨 1.解開繩頭、布結。或打開包袱等動作。2.擤鼻涕。

243 ㄊㄡㄏˊ thouhˊ 挩 以尖銳物做戳刺的動作。俗體字寫成揬。 

244 ㄊㄡㄥˋ  thoungˋ 㡒* 以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將應歸公的財物私吞。本字可能是「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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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ㄊㄡㄥˋ  thoungˋ 豚 1.指半大不小的動物。2.指青少年。

246 ㄊㄛㄩㄥˇ thoyngˇ 椽 承受屋瓦的圓形木。 

247 ㄊㄛㄩㄥˇ thoyngˇ 歂^ 面色蒼白，病態、不正常的白。 

248 ㄊ廿ㄩㄏˊ thøyhˊ 傗 
1.縮小、人體的退化現象。2.退後，內縮。3.畏懼，形容小家子氣的樣
子。4.伸不直的現象，一般人用「縮」字訓讀。

249 ㄊㄨㄎ  thuk 𢬳𢬳 1.戳，刺。2.用尖細物到小縫裏挑。

250 ㄊㄨㄎ  thuk 䛢 挑撥離間的話語。 

251 ㄊㄨㄏ thuh 㒔 物體的尖端變鈍了。 

252 ㄊㄨㄧˋ  thuiˋ 錘 
1.用錘子敲打。2.戲稱小孩身體肥重。3.受到連累，也唸陰去調，即，
類似國語的第三聲。

253 ㄊㄤˋ thangˋ 磹 大石頭。 

254 ㄊㄧㄝㄎˊ  thiekˊ 拆 拆除。 

255 ㄊ廿ㄩ+  th�33 依「妤」 責罵小女生的用語。有時是表示親暱用語。 

256 
ㄋㄟㄥ πㄞˋ 
neing  ngaiˋ 

能隑 能夠，可以(和其他字構詞時，後兩字要連音成一個音節)。 

257 ㄋㄨㄛ  nuo 娜 1.造作扭捏，不自然的樣子。2.漫吞吞的動作。3.走路搖擺的樣子。

258 ㄋㄚ^  na242 𪌫𪌫 1.黏黏的感覺。2.把黏糊糊的東西抹在其他的物品上。

259 ㄋㄞㄥˇ naingˇ 趝 腳跟踮起，以腳尖著地。 

260 ㄋㄡㄥ^  noung242 嫩 小的。細的。 

261 ㄋㄤˋ nangˋ 𢪈𢪈 張開大拇指和食指或中指來測量長度。即國語說的「扠」 

262 ㄋㄠㄥ naung 儾 1.腫脹。悶悶的不適感。

263 ㄋㄝ  ne 摨 慢吞吞的，拖泥帶水的。 

264 ㄋㄝ+  ne33 嬭 上一輩的馬祖人稱母親。 

265 ㄋㄝˋ  neˋ 埿 塗抹。 

266 ㄋㄟˇ  neiˇ 睨 1.瞇著眼吃力地看。2.單眼在看。3.戲稱弱視者。

267 ㄋㄟˇ  neiˇ 餌 1.釣魚用的誘捕食物。2.情治單位為辦案所需所設下的局。

268 ㄋㄟㄥ neing 奀 形容發育不良的人。 

269 ㄋㄟㄥ neing 趼 手掌或腳掌上的硬皮。 

270 ㄋㄟㄥ neing 𦜘𦜘 1.乳房。2.乳汁的童語。

271 ㄋㄟㄥ+  neing33 肥肉。 

272 ㄋㄡ  nou 顟 1.花容萎縮。2.物品表面出現皺紋。3.形容人愁容滿面的樣子。

273 ㄋ廿ㄩㄎˊ  nøykˊ 𢫭𢫭 1.塞入。2.形容吃相難看。

274 ㄋ廿ㄩㄎˊ  nøykˊ 朒 皺，萎縮。2.因昏迷而摔倒。3.倒塌、垮了。 

275 ㄋㄧ  ni 𪏸𪏸 1.沾黏的感覺。2.黏貼。3.連接。

276 ㄋㄧㄚㄎˊ  niakˊ 𥍉𥍉 1.眨眼。2.形容快速的樣子。

277 ㄋㄧㄤ+  niang33 𥳥𥳥 混在一起。 

278 ㄋㄧㄝ^ nie242  倪 1.泛稱小孩兒。2.子女。3.形容物之小者，也可以說寫成「婗」。

279 ㄋㄧㄝㄎˊ  niekˊ 𣀳𣀳 狹小，窄，細小。 

280 ㄋㄧㄝㄎ niek 搦 捉捕，抓住。 

281 ㄋ廿+  n�33 𪏲𪏲* 因食用酸性食物過多，使牙齒有痠麻的不適感。 

282 ㄋㄛㄏˊ nohˊ 乇 物品，東西，物資。本字是「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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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ㄋㄛㄏ  noh 娜 動作遲緩；溫吞緩慢。 

284 ㄋㄡㄥˋ noungˋ 捻 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某物轉動，使分岔物能集中。 

285 ㄋㄡㄥˋ  noungˋ 瓤 瓜果的子房，有的曬乾後可做刷洗的工具。 

286 ㄋㄡㄥ^  noung242 韌 柔軟而耐咬，有嚼勁的感覺。 

287 ㄋㄡㄥ^  noung242 閏 1.稍待。2.多餘的。3.推遲，延期。

288 ㄋㄨ+  nu33 砮* 突出，伸出。 

289 ㄋㄨㄚㄏ nuah 蹃* 1.扭傷。2.扭曲。

290 ㄋㄨㄧˋ  nuiˋ 捼 以雙手用力搓揉。 

291 ㄋㄨㄛㄏ nuoh 箬 泛稱植物的葉子。 

292 ㄋㄩˋ  nyˋ 挐* 1.站立不穩的現象。2.桌椅的腳不穩的樣子。

293 ㄌㄞ^  lai242 賴 不講理的言行。 

294 ㄌㄚㄎˊ lakˊ 瘌 1.脫皮。2.禿頭。3.驕傲。

295 ㄌㄚㄎˊ lakˊ 擸 1.套上、被套上。2.穿、脫毛衣的動作。

296 ㄌㄚㄎ lak 捋 
1.用手梳理毛髮。2.把褲管或衣袖捲起或放下。3.手握植物的穗，用力
向外拉以取下顆粒。4.用手握著上下滑動的動作。

297 
ㄌㄚㄏ ㄘㄧㄚ 
lah tshia 

擸𢶍𢶍 骯髒。不清潔。 

298 ㄌㄞˋ  laiˋ 箂 
1.竹編的器具，有圓口方底和方口方底兩種。籮筐的泛稱。2.量詞，用
於以籃、筐為容器的計量單位。

299 ㄌㄤ+  lang33 漤 唾沫，口水。 

300 ㄌㄤ+  lang33 攬 用胳膊摟著別人的肩膀或腰部。客家方言寫成「揇」。 

301 
ㄌㄤˇ ㄊㄤˋ   lang
ˇ thangˋ 

礛䃪 1.習慣上是形容超大的岩石。2.形容質地堅硬的東西。

302 ㄌㄤ^  lang242  濫 潮濕。多水分的。 

303 ㄌㄠˇ  lauˇ 漏 將油、酒等有價的液體，小心謹慎的經過漏斗倒入容器中。 

304 ㄌㄠ^  lau242 漏 1.東西從孔洞或破綻中滴下。也可以說寫成「霝」。2.遺漏。

305 ㄌㄠㄎˊ laukˊ 躒 1.閒逛，漫無目的地走著。2.調侃無所事事的人。

306 ㄌㄡㄥˇ  loungˇ 𢲲𢲲 1.猛烈碰撞。2.以拳頭打人。馬祖鄉親稱撞球為「𢲲𢲲球」。

307 ㄌㄝ  le 咧 
1.助詞之一，有時置於句末，類似國語的「呢」，是表示疑問語氣。
2.置於動詞之後表示動作在進行中。3.助詞，類似國語中的「的、地、
得」。4.置於名詞之後，表示方位。

308 ㄌㄝ    le 挒 向人比中指，表示極度的輕蔑與挑釁的行為。 

309 ㄌㄝˋ  leˋ 犁 1.用獸力或機器牽引的翻土農具。2.理髮。3.靠近，延邊擦過。

310 ㄌㄟ ㄉㄟ lei tei 𪑚𪑚𪑚𪑚 邋遢。形容人的衣著不整、不潔，形象難看的樣子。 

311 ㄌㄟ+  lei33 藟 
竹編的器具，頸短口小肚大，外觀像葫蘆，口或有蓋，用來裝活的小
魚蝦螺貝等。 

312 ㄌㄟㄎˊ  leikˊ 䟏 快速地跑過。 

313 ㄌㄟㄎˊ  leikˊ 扐 1.勉為其難的。2.正好過關，勉強夠。有鄉親寫做「仂仂」。

314 ㄌㄟㄥ^  leing242 𡳞𡳞 陰囊。男性生殖器官之一。 

315 ㄌㄟㄥ  leing 嗹* 1.把舌頭伸出來的樣子。2.用舌頭把嘴裡的東西推出來。

316 ㄌㄟㄥˇ leingˇ 楞 1.片狀物。2.量詞，用於計算花瓣、柑橘類的果肉片數時。

317 ㄌ廿ㄩ  løy 纇 1.樹瘤。是樹木質地最硬的地方。2.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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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ㄌ廿ㄩㄎ  løyk 盝 撈取。 

319 ㄌ廿ㄩㄥ  løyng 窿 1.洞穴，孔洞。2.空蕩蕩的。3.零零落落的。4.涼爽的感覺。

320 ㄌ廿ㄩㄥ+  løyng33 攏 1.把零散的物品兜在一起。2.漸漸靠近。3.圍在一起。4.以手梳理。

321 ㄌ廿ㄩㄥˋ løyngˋ 礱 磨去；碾脫。 

322 
ㄌㄧˇㄌㄟㄎˊ 
Liˇ leikˊ 

䬆颲 很機靈的躲開。快速的通過。很快的閃開。 

323 ㄌㄧㄚㄎˊ liakˊ 𡂏𡂏* 用舌頭舔東西。 

324 ㄌㄧㄚㄎˊ liakˊ 𩎉𩎉 1.拖鞋。2.把鞋子拿來當拖鞋穿的樣子。

325 ㄌㄧㄚˋ  liaˋ 𥷒𥷒 竹器名稱，周邊的幫圍較淺，是晾曬或播揚去除糟粕的用具。 

326 ㄌㄧㄤ  liang 霝 1.冷颼颼的感覺。2.器皿有縫隙，因此造成漏水的現象。

327 ㄌㄧㄝ+  lie33 垒 
用磚或石來砌牆。馬祖鄉親以「垒牆」戲稱打麻將。民間俗體多用「壘」
字通行。 

328 ㄌㄧㄝˇ  lieˇ 剺 用刀等銳器把紙裁成若干小片。 

329 ㄌㄧㄝˋ  lieˋ 釐 1.小數目。2.計息的單位。

330 ㄌㄧㄝ^  lie242 礪 1.剃。2.挽面的動作。

331 ㄌㄧㄝㄨ+  lieu33 𠛓𠛓 1.剜、挖。2.以刀細鏤、慢慢切割。3.刻薄的挖苦、數落人。

332 ㄌㄧㄝㄨ+  lieu33 簍 
1.竹編的盛物器具，從口到底呈深而高之狀。2.量詞，用於以簍為容器
的計量單位。

333 ㄌㄧㄝㄨˋ lieuˋ 嫽 挑逗、撩撥、招惹。 

334 ㄌㄧㄥˋ lingˋ 淋 滾燙的液體由高處往下澆。 

335 ㄌㄧㄨ  liu 撩 1.順手丟棄、隨便亂扔。2.拋棄，丟擲。

336 ㄌㄧㄨ  liu 綹 1.將線狀物紮成束。2.量詞。計算成束的絲、線時的單位名詞。

337 ㄌㄧㄨˇ  liuˇ 熘 
烹調的方法之一。食物起鍋之前略加芡粉作勾芡。在馬祖常見的類似
食物是水煮豆腐牡蠣。 

338 ㄌㄧㄨˇ  liu ˇ 敹 挑選、淘汰。 

339 ㄌㄧㄨˋ  liuˋ 遛 1.行蹤不定。2.到處走、隨意地走、閒逛。

340 ㄌㄧㄨ^  liu242 飂 迅速，敏捷。 

341 ㄌㄛ+  lo33 遶 1.眼球轉動著。2.悠閒地逛，無目的的走。3.神明巡遊。

342 ㄌㄛ+  lo33 䇭 
竹篾編的器物，圓形淺幫，可做晾曬之具。也可以說寫成「䇭拜」、
「䇭簸」。 

343 ㄌㄛˇ  loˇ 鑢 1.銼刀。2.用力搓揉，磨擦。3.用砂紙磨去鐵鏽。

344 ㄌㄛˋ  loˋ 癆 肺結核病。 

345 ㄌㄛˋ  loˋ 𢭂𢭂 
汆燙。也可以說寫成「撈」，但音不合，後來有新字「𢭂𢭂」出現，此
字在明、清俗文學中極為多見。 

346 ㄌ廿  l� 遱 1.滑下去。即俗稱的四腳朝天。2.溜過去。3.滑行。

347 ㄌ廿ˋ  l�ˋ 驢 驢子。 

348 ㄌ廿ˋ  l�ˋ 屪 男性生殖器。 

349 ㄌ廿ㄩˇ  løy ˇ 磥 比鵝卵石更小的石頭。 

350 ㄌ廿ㄩ^ løy 242 銇 用鑽子來打洞或穿引。 

351 ㄌㄛㄏ  loh 略 
1.大約。2.推估之詞。3.表現出「些微」樣子的語氣詞，常置於形容詞
的後面。

352 ㄌㄛㄨ  lou 瞜 瀏覽過目。眼神飄忽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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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ㄌㄡㄥ  loung 𢲲𢲲 打擊。字的聲調有陰平、陰去之別。 

354 ㄌㄡㄥ+  loung  貼身衣服或內衣。俗體字寫成左「衣」右「朗」。 

355 ㄌㄡㄥˋ loungˋ 攣 用針線密密的縫。 

356 ㄌㄡㄥˋ loungˋ 琅 形容大放光明。 

357 ㄌㄡㄎˊ loukˊ 轆 攀過去。 

358 ㄌ廿ㄩˋ  løyˋ 攂 擰人的動作。。 

359 ㄌ廿ㄩ^  løy242 擂 打，敲，鑽。 

360 ㄌ廿ㄩㄎˊ  løykˊ 脫落、散開、鬆脫。 

361 ㄌ廿ㄩㄥ^  Løyng242 弄 
1.作弄。2.引誘。3.調戲女生。4.小通道。5.練習。這是很特殊的語義，
老一輩的鄉親把鳥類練習飛翔的狀況說成「弄飛」。

362 ㄌㄨ+  lu33 㾔 長在頸部的腫瘤。 

363 ㄌㄧㄤˋ liangˋ 晾 1.把濕潤的東西放在通風或陰涼的地方，使其乾燥。2.把燙的食物變冷。

364 ㄌㄨㄥˋ lungˋ 掄 套進去。穿過去。 

365 ㄍㄚ  ka 鉸 剪。 

366 ㄍㄚㄎˊ  kakˊ 佮 1.相處，配合。2.調配、調和。

367 ㄍㄚㄎˊ kakˊ 挌* 用繩子拖船前進。 

368 ㄍㄚㄎˊ kakˊ 格 約略估計重量。 

369 ㄍㄚㄎ  kak 軋 1.一種花生糖，是馬祖特產之一。2.用棍棒或其他鈍器去橇密合的東西。

370 ㄍㄚㄎ  kak 敆 1.被黏住，被止住。2.停留。3.口拙。

371 ㄍㄚㄎˊ kakˊ 䘥 背心。 

372 ㄍ廿ˋ  k�ˋ 焅* 悶熱的天氣。 

373 ㄍㄚㄏ kah 鋏 疊。量詞，用於計算多層相疊的東西時。 

374 ㄍㄠˇ kau ˇ 硣 1.裝盛酒、醋的小器具。2.較小的罐子。3.用來測量或裝盛液體的器皿。

375 ㄍㄠˇ kauˇ 媾 形容不正經的人或行為。如，媾𠚺𠚺。 

376 ㄍㄤ  kang 干 強迫，逼迫。也可以說成「安」。 

377 ㄍㄤ  kang 菅 芒草。年輕世代又指蘆葦而言。 

378 ㄍㄤ  kang 疳 兒童因消化不良而呈現的瘦弱狀。 

379 ㄍㄤ   kang  忓 1.非常。2.美好。

380 ㄍㄤ+  kang33 鯁 喉嚨被異物堵塞住了。 

381 ㄍㄤ+  kang33 擀 蓋過去、遮掩、覆蓋。 

382 ㄍㄤ+  kang33 澣 用濕布擦洗身體或家具。 

383 ㄍㄤˋ  kangˋ 啣 用嘴含著、叼著。 

384 ㄍㄤˋ  kangˋ 寒 1.天氣寒冷。2.受凍。3.著涼。

385 ㄍㄠˇ  kauˇ 夠 滿足，充足。達到了一定的標準。 

386 ㄍㄠˇ  kauˇ 遘 到達、來到。 

387 ㄍㄨㄧ+  kuoi33 改 專門用在修改衣服時。是馬祖年長者用語。 

388 ㄍㄟㄎ  keik 㿓 俗稱香港腳。是皮膚病的一種。 

389 ㄍㄟㄥˋ keingˋ 懸 高，是「矮」的相反詞。 

390 ㄍㄟㄥ^  keing242 妗 舅舅的妻子。 

391 ㄍㄟㄥ^  keing242 胗 禽鳥類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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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ㄍ廿ㄩ^  køy242 拒 拐杖。 

393 ㄍ廿ㄩ^  køy242  炬 引火，點火。把火引來的動作。 

394 ㄍㄧㄚˋ  kiaˋ 枷 
1.是架在罪犯脖子上的刑具。2.背負著。3.當做不樂意背負某物時的動
詞使用。 

395 ㄍㄧㄚㄎ  kiak 偈* 1.心懷憤恨，拂袖而去。2.因生氣而故意拿喬，甚至要脅。 

396 ㄍㄧㄚㄎ  kiak 揭 1.長形物扛在肩上的樣子。2.翹起。兩端之物，一邊低另一邊高的樣子。

397 ㄍㄧㄚㄎˊ  kiakˊ 蹶* 形容粗枝大葉的性格。 

398 ㄍㄧㄤ+  kiang33 囝 1.兒子。2.小孩子。3.微小物的形容詞。 

399 ㄍㄧㄝ  kie 跬 1.迅速，急速。2.簡單，容易。 

400 ㄍㄧㄝ  kie 羈 1.繫，拴，綁，固定。2.困住。3.在押。 

401 ㄍㄧㄝˋ kieˋ 𩸞𩸞 醃漬的下雜小魚。是馬祖庶民食物。 

402 ㄍㄧㄝˇ  kieˇ 繼 繼續，接。 

403 ㄍㄧㄝˋ  kieˋ 膎 
魚蝦的醃漬物。將新鮮的小魚和上大量鹽巴，密封靜置發酵而成。民
間俗體寫成「𩸞𩸞」 

404 ㄍㄧㄝㄎˊ  kiekˊ 擷 
向上游商行低價購入，然後再以略高的價位賣出，以賺取差價的商業
行為。 

405 ㄍㄧㄝㄎˊ  kiekˊ 結 1.繫。2.凝固。3.最後。4.完畢。 

406 ㄍㄧㄝㄥ+  kieng33 襇 衣裳上的褶子。 

407 ㄍㄧㄝㄥˋ  kiengˋ 墘 邊緣、邊側。 

408 ㄍㄧㄨ  kiu 䞤 蜷曲、萎縮、緊縮。 

409 ㄍㄧㄨ  kiu 㽱 內科疾病之一。腹中絞痛症狀。 

410 ㄍㄧㄨ  kiu  勼 1.縮水。2.收縮。3.蟄伏。 

411 ㄍㄧㄨ+  kiu33 灸 中醫療法之一。用艾柱點火或熱針對相對應的穴位進行治療。 

412 ㄍㄧㄨ+  kiu33 糾 形容窮困窘迫；有志難伸；住宅仄陋等。 

413 ㄍㄛˇ  koˇ 告 
1.把事情向人訴說。2.向司法機關舉發的法律訴訟行為。3.邀請。4.呼
叫，招呼。5.親屬稱謂。 

414 ㄍㄛˋ  koˋ 㾸 疥瘡。傳染性強的皮膚病之一。 

415 ㄍㄛㄏˊ kohˊ 烙 
烹調的方法之一，在平底鍋裏將食材烤熟。常見的食物如蔥油餅、鍋
貼等。福州人有用此語做夾餡餅的單位名詞。 

416 ㄍㄡ+  kou33 垢 1.泛稱汙垢。2.生長在海邊岩石上的海苔藻類。 

417 ㄍㄡˇ  kouˇ 灸 
1.傳統的醫術之一，用燃燒的艾柱、艾條在體表穴位上燒灼薰熨，以
達到醫療的效果。2.用火星或火苗，將物品慢慢地燒灼。 

418 ㄍㄡㄥ  koung 掆 
1.抬起，兩人或多人共同出力把東西搬走。2.一起用力。3.聯手做壞事。
有許多鄉親將此字寫成「扛」。 

419 ㄍㄡㄥˋ koungˋ 杠 橫在門後的木棍，有長短不同的設計。 

420 ㄍㄡㄥˋ koungˋ 灴 1.以猛火將食材煮成爛熟。2.燙、熱的感覺。 

421 ㄍㄡˇ  kouˇ 固 還，或。有時讀入聲ㄍㄨㄎˇ(kukˇ) 

422 
ㄍㄡㄏˇㄌㄨㄏ 
kouhˇ  luh 

𥆌𥆌睩 1.眼球轉動的樣子。2.形容心神不寧，或伺機而動的樣子。 

423 ㄍ廿ㄩㄥˇ koyngˇ 𤇺𤇺 1.悶熱。2.尚未化膿的癰，悶熱痛癢難耐的感覺。 

424 ㄍ廿ㄩㄥ^  koyng242 共 1.介詞。跟，如「同」。2.連詞。和、與。 

425 ㄍ廿ㄩㄥˇ koyngˇ 供 1.供給，供應。2.照顧嬰幼兒。 



語
言
志

【伍】

228

426 
ㄍㄨ+  ㄊㄨㄎ 
ku33     thuk 

淈䛢 撥弄是非。挑撥離間的話語。 

427 ㄍㄨ+  ku33 䀇 可盛水、燒水的容器，現今以不銹鋼製成的為多見。 

428 ㄍㄨ+  ku33 淈 1.打擾，擾亂。也可以說成「攪炒」。2.攪拌使均勻。 

429 ㄍㄨㄚㄎ  kuak 𠳂𠳂 暢飲，大口喝的樣子。 

430 ㄍㄨㄤ  kuang 𨎩𨎩 連接坐臥用具四腳的橫木，有支撐作用 

431 ㄍㄨㄤ^  kuang242 擐 1.提着。俗體字寫成「摜」。2.提樑。器物上可以手提或穿線的部分。

432 ㄍㄨㄟ  kuei 乖 
1.植物過於成熟，致使纖維老化。2.堅硬且口感不佳的食物。也可以說
成「柴」。ㄍㄨㄞ和ㄍㄨㄟ兩音並存於馬祖社會。 

433 ㄍㄨㄟ+  kuei33 拐 
1.誘騙、招騙。2.行動不便的人。負面用語。ㄍㄨㄞ+和ㄍㄨㄟ+兩音
並存於馬祖社會。 

434 ㄍㄨㄎ  kuk 掘 挖。用鋤頭等農具開墾土地。 

435 ㄍㄨㄧ  kui 饑 餓。典雅的說法是「枵」。 

436 ㄍㄨㄧ+  kui33  粿 磨米成漿，榨去水分後做成的應景食物。 

437 ㄍㄨㄧ+  kui33  裹 包紮。 

438 ㄍㄨㄧˇ  kuiˇ 髻 髮髻。 

439 ㄍㄨㄧˇ  kuiˇ  鱖 海魚之一，口大，鱗細小，魚身呈咖啡色，全身有斑點。 

440 ㄍㄨㄛㄎˊ  kuokˊ 膕 粗大，壯實的外觀。 

441 ㄙㄨㄛㄥˋ suongˋ 光「瑺」 爽朗明亮的樣子。也有人寫成「祥」。 

442 ㄍㄨㄛㄥ+  kuong33 棬 1.圓形容器。2.用竹筒或罐頭鐵罐子製成的量器。 

443 ㄍㄨㄛㄥˋ kuongˋ 權 完整的，是零碎的相反詞。 

444 ㄍㄨㄛㄥˋ kuongˋ 狂 大發脾氣、發飆、發火、惱火。 

445 ㄍㄩ  ky 拘 1.被押、被關。2.不自在的感覺。 

446 ㄍㄩ  ky  䝻 儲水。 

447 ㄍㄩㄎ  kyk 跼 1.壓迫感。2.堆積。 

448 ㄍㄩㄏ  kyh  濃稠厚重的局汁液。 

449 ㄍㄩㄛㄎˊ kyokˊ 劂 1.閹割。2.以彎曲的短刀割除。 

450 ㄍㄧㄤ^  kiang242 脛 健康，有力。由名詞轉品為形容詞。有部分福州文獻將本詞寫成「健」。

451 ㄍㄩㄛㄥ  kyong 絹 質地優良，薄而堅韌的絲織品。 

452 ㄎㄨ    khu 𤝘𤝘 呼喚、招引家禽、動物吃飼料或回獸欄的舉動。 

453 ㄎㄨㄥ+  khung33 綑 把東西捲成圈再以繩子纏繞固定。 

454 ㄎㄚ   kha 骹 
1.人的下肢或動物的四肢。2.器物接觸地板處。3.共同去做某一事。4.
牌友。 

455 ㄎㄞㄥˇ  khaingˇ  㪠 蓋住。 

456 ㄎㄚㄎˊ khakˊ 搕* 1.撿起來。也可以說寫成「揢」、「拾」。2.緊握，拉著，抓住。 

457 ㄎㄚㄎˊ khakˊ 揢* 使用。以。為某人做某事。 

458 ㄎㄚㄎ  khak 洽 副詞，太，過於，過度。表示程度過分的語氣。閩南語用「卡」。 

459 ㄎㄞㄎˊ khaikˊ 剋 擁擠的感覺。 

460 ㄎㄡㄎˊ khoukˊ 确 物品乾燥，有酥脆的感覺。 

461 ㄎㄠㄎˊ khaukˊ 窟 1.洞穴、小坑、小洞。2.小池子。3.可居住的小空間。 

462 ㄎㄛㄥˇ  khoungˇ 囥 收藏，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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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ㄎㄛㄨㄥ^ khoung242 硜 用力的敲擊。 

464 ㄎㄝ   khe 䙎 衣服的下襬。 

465 ㄎㄝ    khe 䶗 1.用門牙咬。2.鼠咬狗啃的動作。 

466 ㄎㄝㄎ  khek 揢 替，為。構詞時會產生音變的現象。 

467 ㄎ廿ㄩㄎˊ khøykˊ 乞 1.向人討取。2.給予，交付。3.受事之詞，類似國語的「被」、「替」。

468 ㄎ廿ㄩㄥˇ khøyng  ̌ 㸜 孔洞。有鄉親直接寫成「空」或「孔」。 

469 ㄎㄧ  khi 欹 1.傾斜。2.斜靠著。3.假寐、小睡 

470 ㄎㄧˋ khiˋ 疧 皮膚病之一，多長在頭上。也就是俗稱的「生病吐屎」。 

471 ㄎㄧˋ khiˋ 錡 1.黏合。2.粘著；纏住。3.修補。 

472 ㄎㄧㄚ^  khia242 徛 站立，此為俗體字，本字應寫成「企」。 

473 ㄎㄧㄚㄎˊ khiakˊ 䀫 眼睛一張一合的樣子。 

474 ㄎㄧㄚㄎˊ khiakˊ 鋏 夾住，卡住。 

475 ㄎㄧㄚㄎˊ khiakˊ 䀹 1.照相。2.夾。 

476 ㄎㄧㄚㄎˊ khiakˊ 隙 空隙、間隙。 

477 ㄎㄧㄚㄎ  khiak  屐 1.打擊樂器之一，國樂團用它來控制節奏。2.木質拖鞋。 

478 ㄎㄧㄤ khiang 鏘 狀聲詞，形容金屬打擊樂器及某些器物撞擊的聲音。 

479 ㄎㄧㄤˇ  khiangˇ 磬 
1.點頭示意的動作，表示允許或打招呼的意思。2.船隻在海上搖擺顛簸
的樣子。 

480 ㄎㄧㄠˇ khiauˇ 釦 衣裳的钮釦。 

481 ㄎㄧㄝ  khie 𦈰𦈰 1.極大的碗。2.器之美也。 

482 ㄎㄧㄝˇ khieˇ 契 
1.買賣房屋、土地等不動產的文書。2.領養的、過繼的。3.也被用在嘲
諷「非法的、曖昧的」關係時。 

483 ㄎㄧㄝㄥ  khieng 愆 罪孽。 

484 ㄎㄟㄥ  kheing 牽 1.抓住，拉住。2.仲介的行為。 

485 ㄎㄧㄝㄥˋ khiengˋ 擒 1.捉拿。2.緊抓住、把握住。 

486 ㄎㄧㄎ  khik 燩 
1.烹調的方法之一，把食材用文火煮爛。2.用文火來煮，把食材內所含
的雜質逼出。 

487 ㄎㄧㄎ khik  趌 
機動性強的小船，鄉親說成「趌囝」。早年的馬祖居民以此稱蛙人快
艇。 

488 ㄎㄧㄨ khiu 蹺 把腿抬高的動作。 也有人寫成「翹」或「俏」，後者是受國語影響。

489 ㄎㄧㄨˇ khiuˇ 竅 1.窟窿、孔洞。2.比喻事物的關鍵處。3.嘲諷某人的小聰明。 

490 
ㄎㄧㄨˇㄌㄧㄨˋ 
khiuˇ liuˋ 

𣯹𣯹㲖 1.毛髮或絲線豎立，翹起。2.形容人因不耐酷寒而蜷曲發抖的樣子。 

491 ㄎㄧㄨˋ khiuˋ 𣯹𣯹 毛髮蜷曲。 

492 ㄎㄧㄨˋ khiuˋ 虯 1.木質器物因失去水分或其他因素而變形。2.窮困。3.俗稱完蛋了。 

493 ㄎㄛ kho 炣 烹調的方法之一。將食物放入高湯中，以文火慢熬的動作。 

494 ㄎㄛ kho  科 1.估算。2.空乏。3.類別。 

495 ㄎㄛˇ khoˇ 𣹇𣹇 船隻擱淺難以動彈的樣子。 

496 ㄎㄛˇ khoˇ 魺 經加工曝曬的小魚乾。此字不適合用於指稱稍大的魚。 

497 ㄎ廿+  kh�33 抾 拋擲；丟棄。 

498 ㄎ廿ㄏ khøh  觳* 謔稱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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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ㄎㄡ  khou 摳 用手指挖洞。 

500 ㄎㄡ  khou 𣂐𣂐 混合調匀。摻入。 

501 ㄎㄡ  khou 鬮 
一群人在抽籤決定事情時，經大家認可的小竹籤、小紙片或小棍兒等
物品。 

502 ㄎㄡㄎ khouk 硞 敲擊，觸碰。 

503 ㄎㄡㄏˊ khouhˊ 煀 以濃稠的湯汁澆淋在擺盤後的食物上。 

504 ㄎㄛㄨㄥ+  khoung33 硜 用鈍器將東西弄成碎塊。 

505 ㄎㄡㄥˇ  khoungˇ 𧱡𧱡 豬的鼻孔唇吻部位。 

506 ㄎ廿ㄩㄥ^ khøyng242 㾤 劇烈地咳嗽，多半屬乾咳型態。 

507 ㄎㄨ khu 坵 
1.一塊一塊可供耕種的田地。2.量詞，計算田地數量的單位名詞。3.在
閩東地區此字也用作地名，一如「澳」字。 

508 ㄎㄨ khu 箍 
1.用竹篾或金屬條絲糾纏綑緊成粗索狀，用來固定桶盆的東西。2.把物
體緊緊圈套住。 

509 ㄎㄨ khu 軀 將長條形的東西截成段，語意類似國語的「節」。 

510 ㄎㄨㄛㄥ+  khuong33 壙 墓穴。 

511 ㄎㄨㄛ khuo 靴 戲劇表演時穿的高墊子的鞋子。鞋底多為木質材料製成。 

512 ㄎㄨㄛˋ khuoˋ 瘸 肢體殘缺。引申形容彎曲之物。 

513 ㄎㄨㄛ^  khuo242  獗 發情的雞。也形容好色的男人。 

514 ㄎㄨㄛ  khuok 橛 短木棍、短木樁。 

515 ㄎㄨㄛㄎ  khuok  蹶 單腳著地向前跳躍。 

516 ㄎㄨㄛㄥˋ khuongˋ 埢 管理，掌管，管教，督導。 

517 ㄎㄨㄛㄥˋ khuongˋ 楻 大木桶。 

518 ㄎㄩˋ khyˋ 劬 愚笨。一般人多用「愚」字訓讀。 

519 ㄎㄩㄛㄥ  khyong 腔 1.說話的腔調。2.鄉音。3.心情。負面語詞。 

520 ㄎ廿ㄩㄥˇ khøyng  ̌ 羫 1.魚肉的腥臊味。2.魚肉不新鮮的氣味。 

521 ㄎㄧㄝㄎˊ khiekˊ 依「𦉟𦉟」 謔稱有脣顎裂症的人。(傷人的話語避免使用)。 

522 πㄤ^  ngang242 𪘒𪘒 上顎。在口腔之內，上門牙之後。 

523 π廿ㄩㄥ  ̌ngøyng  ̌ 憖 驚恐而噁心的感覺。 

524 
πㄚ+ ㄨㄥ+ 
nga33 ung33 

蚜蚓 
蚯蚓。環節動物。身體細長而圓，生活於潮濕且富有機質的土壤中，
能使土壤疏鬆以利耕植。 

525 πㄚ^  nga242 睨 剛睡醒的雙眼呆滯且有些微腫脹的樣子。 

526 πㄚ^  nga242 砑 用力磨亮、擦拭。 

527 πㄞˋ  ngaiˋ 獃 
1.壞的，不良的，不好的。2.長相醜陋。3.痛苦之事。4.得絕症的隱諱
語。 

528 
πㄤ   πㄨ 
ngang  ngu 

喦嗚* 1.言語含混不清的樣子。2.怒不敢言，只能在口語上做低聲嘟囔狀。 

529 πㄧㄚㄎ ngiak  額 1.額頭。2.抬高。3.金錢的額度 

530 πㄤˋ   ngangˋ  昂 1.大聲。2.光明。3.浩大。 

531 πㄠˋ    ngauˋ 跔 1.肢體麻木的感覺。2.寒冷的天氣使四肢活動不靈活。 

532 πㄠ^   ngau242 樂 1.喜好、嗜好。2.形容特殊的癖好。 

533 πㄠˇ   ngauˇ 詏* 含糊不清的說話聲 

534 πㄡㄥ^  ngoung^ 歞 傻子。愚蠢。此為馬祖俗體字，和「憨」、「戇」音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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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πㄝ    nge 椏 竹子和樹木的枝枒。 

536 πㄧㄚ  ngia 齖 不完整，落單的，湊不齊。也有鄉親寫成「奇奇」。 

537 πㄧㄤˇ ngiangˇ 嵃 突出。 

538 πㄧㄤˇ ngiangˇ 卬 
1.打瞌睡的樣子，頭不由自主地向前點的樣子。2.迎神遊行。此時的讀
音是πㄧㄤˋ( ngiangˋ)。3 將犯人遊行示眾。此時的讀音是πㄧㄤˋ
( ngiangˋ)。4.遊行過程。此時的讀音是πㄧㄤˋ( ngiangˋ)。 

539 πㄧㄤˇ ngiangˇ 癮 1.癮頭。2.興趣。3.癖好，嗜好，多指壞習慣的養成。 

540 πㄧπˋ  ngingˋ 迎 歡迎。迎接 

541 πㄧㄝㄎ  ngiek 孽 邪惡的、不法的。 

542 πㄧㄝㄥ+  ngieng33 研 
1.碾壓。2.把顆粒狀的物資壓碎成粉狀。3.滾動碾子等工具，使不平的
變平。 

543 πㄧㄥˋ ngingˋ 凝 凝視、入迷。 

544 πㄧㄎ  ngik 凝 1.凍結。2.發呆發愣的表情。 

545 πㄧㄨ   ngiu  勼 1.怯生生的樣子。2.害羞的樣子。 

546 πㄛˋ  ngoˋ 廒 
馬祖民宅一樓多半會潮濕，故有時會在二樓隔出空間作儲物處，此處
即稱之為廒。 

547 πㄛ^   ngo242 鏊 1.烘烤。2.烘烤喜餅等專用的大平底爐鍋。 

548 πㄡㄎˊ ngoukˊ 囓 1.大口吃的樣子。2.吃相難看的形容詞。 

549 πㄡㄎ  ngouk 岳 1.頭抬高的樣子。2.意氣風發的樣子。 

550 πㄨㄤˋ nguangˋ 頑 頑劣調皮。 

551 πㄩ+   ngy33 疑 聯想到過往不愉快的經驗。老一輩的鄉親會寫成假借字的「語」。 

552 ㄏㄨㄧ+  hu33 賄 1.家產。2.財務。 

553 ㄏㄨ  hu 烌 灰燼。 

554 ㄏㄚˋ  haˋ 霞 1.黃昏時的雲彩。2.計算成捆之柴火的單位名詞。 

555 ㄏㄚㄎˊ hakˊ 砉 置刀子於帆布、皮革、瓦器、石頭等粗糙物上隨意摩擦，使刀子鋒利。

556 ㄏㄚㄎˊ  hakˊ 喝 1.厲聲高叫，目的在喝止。2.大聲吼叫，目的在歡呼。3.不論斤兩的叫價。

557 ㄏㄚㄎˊ  hakˊ 赫 1.馬虎、隨便。2.質量差。3.信口開河，不守信用。 

558 ㄏㄚㄎˊ  hakˊ 嗄 1.長時間說話，或喉嚨疾病，使嗓子啞而不能出聲。2.沙啞。 

559 ㄏㄚㄎˊ  hakˊ  譁 大聲的叫，如，划拳等。 

560 ㄏㄚㄎˊ  hakˊ  䶎 打噴嚏。民間俗寫成「哈市」。 

561 ㄏㄞˋ  haiˋ 硋 陶瓷，陶器。 

562 ㄏㄞˋ  haiˋ 頦 下巴。 

563 ㄏㄤ+  hang33 罕 1.奇特的，少見的。2.珍貴的。 

564 ㄏㄤ+  hang33 喊 1.告知，表達。2.對老天許願。 

565 ㄏㄤˇ   hangˇ 𣵷𣵷 推測之詞、不定之詞。或以為、或認為。 

566 ㄏㄤˋ  hangˋ 熯 1.焚燒。2.米飯煮熟時不立即掀蓋子，讓它用餘溫悶著。 

567 ㄏㄤˋ  hangˋ 含 1.包含。2.擁有。 

568 ㄏㄤˋ  hang ˋ 寒 冷，凍。(此為文讀音。) 

569 ㄏㄤ^  hang242 陷 1.塌陷。2.陷落。3.事情糟了。 

570 ㄏㄠˇ  hauˇ 鱟 
最原始的節肢動物。甲殼堅硬，血液可供生物科技研究使用，目前金
門有人工飼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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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ㄏㄠㄎˊ haukˊ 搰 用長條物如木棍等猛敲猛打。 

572 ㄏㄡㄥ^  houng242 項 脖子的後面部位。 

573 ㄏㄝ+   he33 盻 斜視、側視、輕蔑地看。 

574 ㄏㄝ   he 觿 1.張開、裂開。2.一開一合的動作。 

575 ㄏㄟㄎˊ  heikˊ 熻 1.火氣逼人的感覺。2.用熱氣燜煮。3.蒸煮。 

576 ㄏㄟㄎˊ  heikˊ 䁯 視力不佳，感覺視力受到阻礙。 

577 ㄏㄟㄎˊ heikˊ 㩉* 拿，使用。是「揢」的音變。 

578 ㄏㄧㄏ  hih 夫 指稱詞。那，用在遠指。台語用「彼」。 

579 ㄏㄟㄥ  heing 哼 1.大聲斥責。2.形容說話口氣不良的人。 

580 ㄏㄟㄥ^  heing242 悻 
1.耍個性的人，拒絕理會，無言的抗議。2.鬧情緒，一動也不動的停留
在原地。 

581 ㄏ廿ㄩㄎˊ høykˊ 喐 
泣不成聲，抽噎的樣子。馬祖婦女在喪禮中哭泣時，會把尾音拉高的
情景。也可以說寫成「㖪」。 

582 ㄏ廿ㄩㄎ  høyk 䞦 1.氣喘的樣子。2.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 

583 ㄏ廿ㄩㄎ  høyk 鍙 把加熱過的金屬物件放入水中，令其急速冷卻以增加硬度。 

584 ㄏ廿ㄩㄥ  høyng 烘 1.烈日曝曬、烘烤。2.熱氣逼人。 

585 ㄏ廿ㄩㄥ  høyng  燻 燃燒有特殊氣味的木柴，使食物沾上特殊的氣味。 

586 ㄏ廿ㄩㄥ  høyng  輷 急忙的走路。單字的俗體寫成「兇」。 

587 ㄏㄧㄚㄎˊ  hiakˊ 翈* 1.張開翅膀並煽動飛翔。2.翻筋斗。 

588 ㄏㄧㄚㄏ  hiah 耷 1.帽檐，帽子前頭的葉片。2.形容招風耳。 

589 ㄏㄧㄤ hiang  兄* 1.兄長。2.假借做「魚、肉腐敗後所發出惡臭味」的形容詞。 

590 ㄏㄧㄝˇ  hieˇ 費 錢財，資金，費用。 

591 ㄏㄧㄝㄎˊ  hiekˊ 熁 1.烤。隔火受熱。2.天氣悶熱的感覺。 

592 ㄏㄧㄤˇ hiangˇ 厈 1.身體向後翻。2.充滿危險的地方。 

593 ㄏㄧㄝㄥˇ hiengˇ 搟 拋棄，甩掉。 

594 ㄏㄟㄥˋ heingˋ 懸 垂下。 

595 ㄏㄧㄥˋ hingˋ 眩 眩暈。 

596 ㄏㄛ^  ho242 摦 1.起哄。2.以食指劃臉頰，表示羞羞臉的動作。 

597 ㄏ廿  h� 呵 
1.吹氣。寒冬時，吐氣在雙手取暖。2.吃薄荷清涼的感覺。3.凡事差不
多就好了。4.高聲斥責的樣子。5.把食物隔水稍稍加熱，目的是希望食
物能維持一定的熱度。 

598 ㄏ廿ㄏˊ h�hˊ  哊 呻吟。 

599 ㄏ廿ㄩㄥˇ høyngˇ 臖 1.「臖核」指的是淋巴結。2.皮膚因長疔瘡而產生的灼痛感。 

600 ㄏㄛㄏˊ hohˊ 焀 煎烙。以少量的油將食材煎熟。 

601 ㄏㄡ  hou 薅 1.除草。2.大口吃，吃相難看。 

602 ㄏㄡ  hou  呴 1.貓狗等動物哀號或吵雜聲。2.形容人聲鼎沸的樣子。 

603 ㄏㄡ+  hou33 吼 1.禽獸大聲叫的樣子。2.請。邀請。 

604 ㄏㄡˇ  houˇ 戽 1.汲水的農具之一。2.汲水灌溉農作物。3.以手潑水。 

605 ㄏㄡˇ  houˇ 赴 趕得上，來得及。 

606 ㄏㄡㄥ  houng 薰 香菸的泛稱。 

607 ㄏㄡㄥˋ houngˋ 桁 1.橫桿。2.|橫向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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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ㄏㄡㄥˋ houngˋ 絎 用粗針腳縫訂的縫紉技法。 

609 ㄏ廿ㄩㄎˊ  høykˊ 蓄 1.備妥。2.擁有。 

610 ㄏㄨㄤˇ huangˇ 販 販賣的行為。 

611 ㄏㄨㄤˇ huangˇ 嚾 1.邀約。2.引誘。 

612 ㄏㄨㄤˇ huangˇ 㝃 餵養、照顧。 

613 ㄏㄨㄤˋ huangˋ 礬 明礬，民間用來做淨水劑或醃製海蜇皮的原料。 

614 ㄏㄨㄤˋ huangˋ 橫 1.橫的，與直成垂直狀。2.態度囂張，不講理的人。 

615 ㄏㄨㄛㄥ  huong  𥡃𥡃 飢不擇食的樣子。 

616 ㄏㄨㄛㄥˇ huongˇ 癰 
皮膚上長惡瘡，症狀是長膿、紅腫、灼熱、疼痛，嚴重者需以外科手
術處理等。 

617 ㄏㄩㄛㄎˊ  hyokˊ 歇 1.休息。2.|停留，留宿。3.表示時段的單位名詞。 

618 ㄗㄚㄎˊ  tsakˊ 笮 晾曬蝦皮或榖物用的大竹蓆，使用完畢可滾捲收藏。 

619 ㄗㄝㄏ tseh 咋* 1.形容口吃者。2.形容有理說不清的狀態。 

620 ㄗㄚˇ  tsaˇ 詐 1.狡滑、奸詐的樣子。2.假裝的、欺騙的行為。 

621 ㄗㄚˇ  tsaˇ 纃 以苧麻紡成的線。 

622 ㄗㄚㄎˊ tsakˊ 匝 1.把繩子轉折捲起。2.捲起衣袖、褲管。 

623 ㄗㄞˇ  tsaiˇ 載 1.記載。有根據的。2.寧可，兩種情境比較後的選擇。 

624 ㄗㄞ^  tsai242 在 1.任憑。2.存在。3.依靠。4.斜靠。5.穩當。 

625 ㄗㄠˇ  tsauˇ  灶 炊煮的設備之一。此為俗體字，本字是「竈」。 

626 ㄗㄠㄎˊ tsaukˊ 拽* 用手勁或靠風力拉斷線狀物。 

627 ㄗㄝ+  tse33 䶩 1.齒列不整齊的樣子。2.歪鈄、傾斜、歪一邊。 

628 ㄗㄝˋ   tseˋ 懠* 1.用腳踢以教訓人。2.以木棍等物橫向的用力打。 

629 ㄗㄝㄎ  tsek 嫧 1.衣着漂亮。2.長相漂亮。3.「漂亮」的兒童語言。 

630 ㄗㄟㄎˊ tseikˊ 熾 1.粘貼。2.用沾有藥水的棉花緊壓傷口的動作。 

631 ㄗㄟㄎˊ tseikˊ 即 靠過去、靠攏。 

632 ㄗㄟㄎˊ tseikˊ 織 使紗或線由經緯交叉穿過而製成布的過程。又唸ㄑㄧㄚㄎˊ 

633 ㄗㄟㄎˊ tseikˊ  癪 消化不良的病症之一。 

634 ㄗ廿ㄩㄥ  tsøyng 熧 
1.生氣，發怒。2.形容興旺的形勢。如，熧熧起ㄘ廿ㄩㄥ+  ㄘ廿ㄩㄥ
+πㄧ+( tshøyng33 tshøyng33ngi33)。 

635 ㄗ廿ㄩㄥ  tsøyng 鬃 
1.鬃毛。2.形狀像鬃的東西。3.婦女剪下可作髮髻或假髮的頭髮。馬祖
老一輩的鄉親手頭字寫成「緫」。 

636 ㄗ廿ㄩㄥˋ tsøyngˋ 潀 由人力取水潑灑，沖刷。 

637 ㄗ廿ㄩㄎˊ tsøykˊ 「叔」 叔叔。習慣上也稱為ㄍㄚ(ka)，漢字寫成「家」。 

638 ㄗㄧ  tsi 膣 女性生殖器官。 

639 ㄗㄧˋ  tsiˋ 炙 
1.以火燒烤。2.用燒紅的炭或鐵來烙。3.把燒紅的物品放入水中所發出
的聲音。 

640 ㄗㄧㄚ+  tsia33  「秭」豆  黃豆的俗稱。 

641 ㄗㄧㄚ+  tsia33 砸 被東西擊中。 

642 ㄗㄧㄚˇ tsia ˇ 「笊」籬  漏勺。 

643 ㄗㄧㄚ^  tsia242 劑 
1.藥劑的簡稱。2.麵團，指稱製作麵粉食品的材料。3.形容人的能力、
角色等。 



語
言
志

【伍】

234

644 ㄗㄧㄚ^  tsia242 藉 憑藉、依靠。 

645 ㄗㄧㄚㄎˊ  tsiakˊ 咂^ 1.形容吃一小口或品嘗味道的動作。2.特指喝酒。 

646 ㄗㄧㄚㄎˊ  tsiakˊ 笮 曬魚蝦用的粗竹蓆，能攤開使用或捲起收藏。 

647 ㄗㄧㄚㄎ tsiak 乍 
剛剛、剛才。表示事情或行動剛發生不久的語氣詞。不單用，置於動
詞之前。有鄉親直接寫做「才」。 

648 ㄗㄧㄚㄎ  tsiak 唼 形容吃東西的聲音。 

649 ㄗㄧㄚㄎ tsiak 鍘 用鈍器砍切，義同砍、斬、劈、剁等。 

650 ㄗㄧㄤ tsiang 湔 液體受壓迫後向外飛射而出。 

651 ㄗㄧㄤ+  tsiang33 𩟗𩟗 味道淡。 

652 ㄗㄧㄤˇ tsiangˇ 諍 辯解、爭辯，極力的為自己辯白的樣子。 

653 ㄗㄧㄤ^  tsiang242 鏨 在磚石或水泥上鑿痕；在金銀器物上刻痕。 

654 ㄗㄧㄤ^  tsiang242 㜞 純粹。多用來形容無參雜其他物資的貨品。 

655 ㄗㄧㄝ  tsie  脂 脂肪或含油性高的食物變質的味道。 

656 ㄗㄧㄝㄥ  tsieng 櫼 
1.插在榫子接縫的楔子，如此可固定接榫使器物牢固。2.打入、插入。
3.以腳踢人。有鄉親直接寫做「尖」。 

657 ㄗㄧㄝㄥ  tsieng 殲 1.被雷電所殛。2.消滅。 

658 ㄗㄧㄝㄥ+  tsieng33 螹 夏天出沒田野草叢爬蟲類，俗稱四腳蛇。 

659 ㄗㄧㄥ  tsing 鉎 金屬因氧化後所造成的結果。 

660 ㄗㄧㄨ+  tsiu33 尐 1.數量少。2.不足、不夠。3.稀薄。 

661 ㄗㄧㄨˇ  tsiuˇ 蛀 蟲所蠹蝕。 

662 ㄗ廿  ts� 狙* 1.做事不嚴謹，馬虎隨便。2.形容扮豬吃老虎的人。3.不知事情輕重的人。

663 ㄗ廿ˋ  ts�ˋ 裁 1.用刀或剪等器物去分割東西等。2.去除冗員。 

664 ㄗㄨㄛ+  tsuo33 𪌘𪌘 豆腐發酵品。如，豆腐乳。 

665 ㄗㄛㄏ  tsoh 踔* 1.驚慌而逃。2.形容步履踉蹌的樣子。3.形容嬰幼兒學走路的樣子。 

666 ㄗㄡ+   tsou33 爪 1.動物的腳，如，豬腳。2.小鳥，特指麻雀。 

667 ㄗㄡ+   tsou33 鳥* 1.飛鳥總稱。本字可能是「爪」，載此備參。2.男性生殖器的類比說法。

668 ㄗㄡㄎˊ tsoukˊ 噈 親吻。是親愛、慈愛的表現。 

669 ㄗ廿ㄩˇ  tsøyˇ 晬 嬰兒一周歲。 

670 ㄗㄨ+   tsu33  鉏* 1.大致的標準。2.言談合節合度，意同國語的準則。 

671 ㄗㄨˋ   tsuˋ 瘁* 
1.因飽食過度而產生厭食的感覺。也可以說寫成「磁」。2.目光無神，
神情呆若木雞。 

672 ㄗㄨˋ   tsuˋ 殂 死亡。 

673 ㄗㄨㄛㄥˇ tsuongˇ 瘴 
1.因氣候濕熱所引起的傳染病。2.瘟病，造成家畜大量且快速死亡的傳
染病。馬祖鄉親說「癁瘴」。 

674 ㄗㄩˋ   tsyˋ  磁 不慌不忙；鎮靜；沉著。 

675 ㄗㄩㄥ  tsyng 屒 用嘴唇親吻人或物，是表示喜愛的動作之一。 

676 ㄗㄩㄥ  tsyng 舂 把東西放在石臼裡搗的動作。 

677 ㄘㄟㄥˇ  tsheingˇ 凊 寒冷。 

678 ㄘㄧㄝㄥ  tshieng 顩 1.頭低下。2.搖搖欲墜的樣子。有鄉親直接寫做「千」。 

679 ㄘㄟㄥ  tsheing 呻 1.呻吟。2.氣喘的現象。 

680 ㄘㄟㄥˇ  tsheingˇ 秤 1.測量物體重量的工具。2.十斤的單位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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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ㄘ廿ㄩ  tshøy 催 催促，用強烈的口氣要求他人去做某事。 

682 ㄘ廿ㄩㄎˊ tshøykˊ 齪 
1.皮膚或器物表面難以清洗的污垢或髒物。2.生長在海邊岩石上的生
物，學名為藤壺，馬祖地區俗稱「討厭」，俗體字寫成「砝」或「齪」，
但正確的寫法是「蜐」。 

683 ㄘㄧㄚㄎ  tshiak 躤 以腳踩踏。 

684 ㄘㄧㄚ^  tshiah242 鑔 
打擊樂器之一，馬祖鄉親稱 「市市」。是兩個圓銅片構成的，中間
突起部分有孔，可以穿布供雙手持握，左右兩片合擊發出聲響。 

685 ㄘㄧㄤ  tshiang 青 
1.小刺。可刺破皮膚的細小竹絲，或長在花草莖上的小剌。2.泛稱黑顏
色。3.墨綠色或深藍色。 

686 ㄘㄧㄤ  tshiang 摻 調和。把不同的東西混在一起。 

687 ㄘㄧㄤˇ  tshiangˇ 燦 1.最新的，非常新。2.燦爛耀眼。 

688 ㄘㄧㄤˋ  tshiangˋ 成 完成。以己之力幫助他人完成某事。 

689 ㄘㄧㄤˋ  tshiangˋ 蠶 蠶。食桑葉。身體乳白色，經四次脫皮後開始吐絲。 

690 ㄘㄧㄤ^  tshiang242 鱔 
1.鱔魚。體圓長似鰻，尾部側扁，腹部黃色。2.詈語，責罵狡滑，無恥
的男人。3.陽具的謔稱，如「𡳞𡳞核鱔」，「𡳞𡳞核」詞意為睪丸。 

691 ㄘㄧㄨ   tshiu 繰 繰衣服的邊，以免布邊崩解。 

692 ㄘ廿ㄩˇ tshøyˇ 剉 
用大刀利斧等工具砍伐。也可以用在切下豬頭，切大塊肉的時候。但
是斬雞頭的動詞是用「㓠」(ㄉㄟㄥ+ teing33)。 

693 ㄘ廿ㄩˇ  tshøyˇ 碎 1.完整的物品破裂成細小的塊狀。2.畸零的、瑣碎的。 

694 ㄘㄛˇ  tshoˇ  絲瓜。 

695 
ㄘㄡㄥ^ 

Tshoung242 
闖 1.衝動的行為。2.衝撞、莽動。 

696 ㄘ廿ㄩㄎˊ tshøykˊ 軸 裱褙後能捲、能掛的字畫。 

697 ㄘㄨㄤ+  tshuang33 喘 1.斥責聒噪的人，此時鄉親會說「碎喘」。2.呼吸急促或專指氣喘而言。

698 ㄘㄨㄎ  tshuk 戳 1.用尖銳物刺東西。2.被尖銳物刺到。 

699 ㄘㄨㄧ  tshui 炊 
1.蒸。烹調的方法之一，隔水用熱氣蒸煮，使食物變熱、變熟。2.拜祭
鬼神的小包子。 

700 ㄘㄨㄧ  tshui 叱 高聲呼叫。馬祖人划酒拳稱叱拳，有鄉親直接寫做「吹拳」。 

701 ㄘㄧㄤˋ  tshiangˋ 饞 食慾極佳，不挑食。任何食物來者不拒，不忌口。 

702 ㄘㄨㄛㄎ  tshuok 蓆 草蓆，竹蓆，藤蓆等編織物的總稱。 

703 ㄘㄨㄛㄏ  tshuoh 擉 1.插手。2.把漁貨放在水中上下漂洗狀。 

704 ㄘㄩㄥ  tshyng 充 1.填入、裝滿。2.合宜、大方。 

705 ㄘㄩㄥ  tshyng 冲 
1.犯衝。民間認為因鬼怪作祟，使人受害生病。2.沖喜。古老風俗，認為
辦喜事可以驅除作祟的邪氣，使病人康復 3.嬰兒受驚嚇而夭折。4.用滾
水澆淋，可以說寫成「淋」、「脫」和「𣶦𣶦」。5.沖擊。6.互相抵消。

706 ㄘㄟ^  tshei242 嚏 打噴嚏。 

707 ㄘㄨㄛㄏ  tshuoh 𢺡𢺡 理睬。也可以用「插」替代。 

708 ㄘㄧㄨ  tshiu 緧 
馬祖人在海上安放的定置網。有鄉親直接寫做「打樁」，但是音義都
不切合。 

709 ㄘㄝ+  tshe33 撦 1.打斷、破壞別人的意見或計畫。2.中間插話。轉移話題。 

710 ㄘㄧ  tshi 摛 拉扯。 

711 ㄙㄚˇ  saˇ 艄 船上掌舵、領航、指揮布定置網的人。俗稱「老艄」。 

712 ㄙㄛˇ  soˇ 搔 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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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ㄙㄚ    sa 挲 拿取，特指未經主人允許而拿的行為。 

714 ㄙㄚ    sa 痧 中暑。 

715 ㄙㄚˇ   saˇ 𠚺𠚺 
1.男女交媾。常用作詈語。2.插入。漁民打樁放定置網時，稱漁具套接
的動作。 

716 ㄙㄚˋ    saˋ 𢶌𢶌 
用繩圈或網狀物將東西套住。馬祖嬰幼兒的項圈，有祈求平安的象徵
意義，鄉親俗稱為「犬𢶌𢶌」。 

717 ㄙㄚ^    sa242 𡖯𡖯 數量大、數量多。 

718 ㄙㄚㄎ  sak 煠 以清水白煮。 

719 ㄙㄚㄎ  sak  𧎹𧎹 昆蟲之一。如，蟑螂。 

720 ㄙㄞ^   sai242 祀 1.供奉。2.斥責「宅」在家裡不思生產的懶惰漢。 

721 ㄙㄞ^   sai242 儎 一艘船所能載的物資。此為方言俗體字。 

722 ㄙㄤ^  sang242 靜 停止哭泣。 

723 ㄙㄡ   sou 誚 特指女人吵架、罵街、得理不饒人的神情。 

724 ㄙㄝㄨ+  seu33 睄 1.粗略地看一下。2.視線掃射。 

725 ㄙㄟㄥ+  seing33 㾪 在口語表達時特指脂肪少的肉。不能指稱瘦的人。 

726 ㄙ廿ㄩ  søy 𤸬𤸬 1.瘦弱、枯瘦。2.形容運氣差。3.謔稱賭博時的手氣背。 

727 ㄙ廿ㄩ^  søy242 嶼 海中小礁島。 

728 ㄙ廿ㄩㄎˊ  søykˊ 欶 很快的、大口的吃喝，並且要發出聲響。 

729 ㄙ廿ㄩㄎˊ  søykˊ 宿 成熟、老態。 

730 ㄙ廿ㄩㄎˊ  søykˊ 㴼 1.把兩種東西調和後，靜置一旁，使其產生化學變化等。2.放置，擱置。

731 ㄙ廿ㄩㄥ+  søyng33 𢱤𢱤 雙手抓住直立物，做前後不斷的搖動。 

732 ㄙ廿ㄩㄥ^   søyng242 頌 把衣裳、鞋、襪等物穿在身上。 

733 
ㄙㄩˇㄙㄩˇㄧㄝㄨ  ̌
syˇ  syˇ  ieuˇ 

𤶬𤶬𤶬𤶬
叫 

冷得發抖時所發出的聲音。 

734 ㄙㄧˋ   siˋ 𥻵𥻵 把糯米浸泡後磨漿，榨乾水分後做成的湯圓食品。 

735 
ㄙㄧㄚˇㄨㄟˋ 
saiˇ uiˋ 

罅回* 1.那個。那個東西。2.老人家邊思考邊說話時的口頭語。 

736 ㄙㄧㄚㄎˊ  siakˊ 㖽* 由高處倒下，傾倒，吹翻。年輕的鄉親會發成ㄏㄧㄚㄎˊ。 

737 ㄙㄧㄚㄎˊ  siakˊ 䀹 1.快速的開合。2.快速的形容詞。 

738 ㄙㄧㄚㄎˊ siakˊ 𠠁𠠁* 1.去皮。2.特指刮除魚鱗的動作。3.用木板打人。 

739 ㄙㄧㄤˇ siangˇ 聖 神靈的威力顯現。諷刺作威作福的人。 

740 ㄙㄧㄤˋ siangˋ 潺 從地下或石縫流出來的水。 

741 ㄙㄧㄝˇ  sieˇ 世 1.繼續，連接上。2.人類的世界。3.人生。 

742 ㄙㄧㄝˋ  sieˋ 暆 1.緩慢地移動。2.心不甘情不願地走著。3.偷偷的行動。 

743 ㄙㄧㄝ^  sie242 豉 食物變質後所產生的氣味。 

744 ㄙㄧㄝㄎˊ  siekˊ 卌 四十的合音，口語表達時後面必須接量詞或數目。 

745 ㄙㄧㄝㄎˊ  siekˊ 攝 
1.把不該拿的物品拿走。2.形容嬰幼兒夭折。迷信的人認為此事鬼魅作
祟的結果。 

746 ㄙㄧㄝㄎˊ  siekˊ 褻 輕蔑、不入流、不正經的。鄉親把不正經的話語叫做「褻語」。 

747 ㄙㄧㄝㄥ sieng 羶 1.腥臊味。2.牛、羊肉特有的腥味。 

748 ㄙㄧㄝㄨ  sieu 捎 1.攪拌。2.反覆翻攪使彼此能均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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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ㄙㄧㄝㄨ+  sieu33 擻* 用細篾條或藤條來打。 

750 ㄙㄧㄝㄨˋ sieuˋ 稠 1.常常，時常。2.均勻，差不多。 

751 ㄙㄧㄎ   sik 翼 
翅膀。本字可能是「習」。因為「習」的甲骨文字義是：晴日學飛。
後來字義引申為翅膀。  

752 ㄙㄧㄥˋ  singˋ 尋 尋找、尋求。 

753 ㄙㄧㄥˋ singˋ 簷 屋簷。 

754 ㄙㄧㄥˋ singˋ  承 1.用容器來接。2.接受。 

755 ㄙㄧㄨ  siu 硝 鹽水曬乾後的結晶體。 

756 ㄙㄧㄨˋ siuˋ 泅 游泳。 

757 ㄙㄧㄨ^  siu242 耀 稱讚，誇耀。 

758 ㄙㄛ  so 唆* 扁嘴禽類如鴨、鵝等吃食的樣子。 

759 ㄙㄛ+  so33  小管。海水魚類之一，無鱗，形似烏賊而身體稍長。 

760 ㄙㄛˇ  soˇ 燥 1.過度乾燥。2.用乾的東西把水分吸乾。 

761 ㄙㄛˋ   soˋ 槽 物體兩邊高而中間凹下的形狀。 

762 ㄙ廿ˋ  s�ˋ 瀡 1.持容器向外潑水的動作。 也有馬祖人說寫成「涑」。2.受騙上當。

763 ㄙ廿ˋ s�ˋ 䶥^ 凸出物。 

764 ㄙㄛㄏˊ  sohˊ 𠲿𠲿 吮吸，吸取，吸食。 

765 ㄙㄡˇ  souˇ 塑 捏土塑造。 

766 
ㄙㄡㄥㄋ廿+ 
soung n�33 

痠肗 身體痠痛無法站立的感覺。 

767 ㄙㄡㄥˋ soungˋ  嚐* 
以同音字暫代。指又燒又痛的感覺，如，傷口抹鹽一般。是「燒灴」
兩字的合音。 

768 ㄙ廿ㄩㄎˊ  søykˊ 摔 
1.前後或上下抖動。2.顛簸、翻騰。3.用手掌擊打。4.把物品用力的丟
擲下來。 

769 ㄙㄨˋ  suˋ  「秫」米 糯米。 

770 ㄙㄨㄛㄎˊ  suokˊ 削 用刀子將物品切成薄片。 

771 ㄙㄨㄛㄏ  suoh 蜀 1.數目名稱，最小的正整數。2.表示全部、所有的概念。 

772 ㄙㄨㄛㄏ  suoh 蹠 跳起來，向高處跳起。 

773 ㄙㄨㄛㄥ+  suong33 鯗 專指把魚開膛剖肚後曬乾的乾貨。 

774 ㄙㄨㄛ^  suong242 𤺻𤺻 皮膚等部位發癢。此為本字，國語說寫成「癢」，簡體字寫做「痒」。

775 ㄙㄩˋ   syˋ 詞 1.文詞。2.古典韻文之一。 

776 ㄙㄩˋ   syˋ 辭 1.表現在書寫上的語言。2.告別。3.辭職。 

777 ㄙㄧㄚ  sia 拍「奢」 
1.多而細碎物撒落四處的樣子。也可以說寫成「拍沙」。2.拍奢是嬰兒
夭折的諱稱。 

778 ㄤ+   ang33 揞 遮蓋使人難以察覺。 

779 ㄤ+   ang33 闇 把門輕輕地帶上，如同國語的虛掩。 

780 ㄤ+   ang33 黯 腐爛，腐朽，腐敗。 

781 ㄤ+   ang33 泔 
米湯，煮飯時舀出多餘的湯汁，它可放在爐灶上保溫，可當開水喝。
此字也有人直接寫成「飲」。 

782 ㄤˇ   angˇ 晏 遲。天黑。 

783 ㄤˋ   ang ˋ 「𤟟𤟟」囝 不守規矩的小孩。詈語之一。 

784 ㄧㄚㄎˊ  iakˊ 擪 1.作賊心虛的人，把自以為可證明清白的證據攤出，緊接著立刻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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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來，這種虛應故事的樣子即謂之。2.欺騙。 

785 ㄧㄚ^  ia242 䆊 播種。散撒。 

786 ㄧㄚㄎ  iak 擛 
1.搖動薄片狀的物品，使產生風勢。2.招手示意請他過來，或帶有命令
式的意思表示。

787 ㄧㄤ+  iang33 隱 1.發揮藥效。2.過足了癮。

788 ㄧㄤ^  iang242 艷 光鮮亮麗，有光澤的。 

789 ㄧㄝ^  ie242 𩞫𩞫 嘴饞的樣子。 

790  ㄧㄝㄎˊ  iekˊ 揲 摺叠。 

791 ㄧㄝㄎ  iek 抴 1.撼動。2.搖晃使鬆動。3.用力移動、搬動。

792 ㄧㄝㄨ  ieu 枵 飢餓。典雅的說法，社會上一般人多說「饑」。 

793 ㄧㄥ  ing 煙 
1.物質燃燒時產生的氣體。2.炊煮的借代詞。如，「起火煙」表示烹飪
炊煮之意。

794 ㄧㄥ^  ing242 伓 1.置於動詞、形容詞之前表示否定語氣。

795 ㄧㄨ  iu 邀 1.帶領，引導。2.手牽手的動作，攙扶。3.男女正在交往戀愛之中。

796 ㄧㄨˋ  iuˋ 窯 傳統燒製磚、瓦、陶、瓷器的建物。 

797 
ㄧㄨˇ ㄨㄛㄥˇ 
iuˇ uongˇ 

油𥁠𥁠 馬祖早年民眾使用的克難油燈。一般人則寫成「油放」或「洋放」。。

798 ㄧㄨ^  iu242 莠 1.即狗尾草。2.比喻品質壞的東西，多用於文學作品中。

799 
ㄨˇㄊㄨㄎ ㄊㄡㄎ  ́
uˇ thuk thoukˊ 

烏黜
𪐞𪐞 

形容極黑。 也可以說寫成「烏黜烏」。 

800 
ㄨ ㄩㄛㄥ 
u yong 

烏閼 鍋底或煙囪裏的煙垢。 

801 ㄨˋ  uˋ 蕪* 1.聽力不好的形容詞。2.耳鳴的現象。3.重聽的現象。

802 ㄨㄚ+   ua33 輠 1.到某處逛逛。2.繞過來，順路停留片刻。

803 ㄨㄚㄎˊ uakˊ 搲 諷人到處鑽營。 

804 ㄨㄧ  ui 煨 
1.把生冷的食物，放在仍有火點的灰燼裏使之烤熟或加熱。在馬祖最
常見的相關食物是，烤地瓜等。2.取暖的動作。3.烹調的方法之一，用
文火或熱湯慢煮，使能充分吸足湯中佳味。

805 ㄨㄥ  ung 塕 1.灰塵。2.撒粉狀物以掩蓋某物。

806 ㄨㄥ+  ung33 𤸫𤸫 背部彎曲、駝背。 

807 ㄨㄥˋ  ungˋ 炆 稍微加熱的動作。 

808 ㄨㄥˋ  ungˋ 抆 
1.環繞。2.形容到處招搖的人。3.熱鍋內煮著沸騰的高湯，舀米漿快速
的沿著熱鍋邊環繞倒下，再以鍋鏟將迅速成片的米漿刮進高湯內，此
為馬祖庶民點心「鼎邊抆」的做法。

809 ㄩㄎ  yk 褥 睡覺時供身體躺臥的墊子。 

810 ㄩㄛㄎˊ  yokˊ 弱 體力不支，疲累。 

811 ㄩㄛㄎˊ  yokˊ 蒻 枯萎，衰敗。 

812 ㄩㄛㄥ  yong 央 懇求、請託、請求。 

813 ㄩㄛㄥ  yong 蔫 泛稱葷類食物變質的氣味。 

814 ㄩㄛㄥˋ yongˋ 蛘 米麵等糧食裏的小蟲，這是俗體，本字是「肙」。 

815 ㄩㄛㄥˋ yongˋ 鉛 
1.鉛。2.焊錫。3.早年馬祖漁民，燒熔牙膏外殼作成鉛粒，然後以此做
釣魚的工具。

816 ㄩㄛㄥˋ yongˋ 融 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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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ㄩㄥˋ  yngˋ 勻 1.均勻。2.分出。

818 ㄩㄥˋ  yngˋ 容 1.縱容；任由。2.原諒。

819 ㄩㄥˋ  yngˋ 絨 1.細毛。2.鬆軟之物。3.形容有彈性可拉長之狀態。

820 ㄚ+   a33 拗 1.做馬祖傳統燈籠骨架。2.折，把條狀物弄彎。

821 ㄚ^  a242 會 表示肯定的語氣。本字應寫成「解」。 

822 ㄚㄏˊ  ahˊ 揖 1.拱手行禮的樣子。2.向神明拱手而拜的樣子。文讀音為ㄧㄎˊ(ikˊ)。

823 ㄛ  o 屙 1.排泄的方式之一。2.沾到。黏到。汙染到。

824 ㄛㄩㄥˇ  ɔyngˇ 甕 盛東西的陶器，腹部較大，是過去馬祖常見的庶民器物。 

825 ㄛㄩㄥ^ ɔyng242 奛 1.打扮時髦，走在時代前端。2.受人羨慕的表現。3.旺，興旺。

826 ㄡㄎˊ  oukˊ 熨 用熨斗燙平。 

827 ㄡㄎˊ  oukˊ 鬱 
1.鬱結、鬱卒、壓抑、抑鬱。2.把條狀物經火烤後把它固定成彎曲狀。
3.不順暢的感覺。

828 ㄝ     e 挨 
1.耽誤、耽擱。2.延緩、暫緩。3.劣境求生，衝破難關。4.受國語影響
有「承受」的意思。字義同「𢰇𢰇」，即閩南語的貪汙意思，報章雜誌
都寫做 A。

829 ㄞ+  ai33 倚 仗著，依靠。 

830 ㄞㄎˊ  aikˊ 抑 壓制，壓抑。 

831 ㄟㄎˊ  eikˊ 曀 1.天氣悶熱。2.情緒低落時。

832 ㄟㄎˊ  eikˊ 瘞 播種後蓋上泥土。 

833 ㄟㄥ  eing 廮 1.放置。2.擱下。3.密藏、保管。4.添加。

834 ㄟㄥ  eing  把火熄滅。 

835 ㄠㄎˊ aukˊ 抝 1.稀奇古怪的。2.鬧彆扭。

836 ㄡㄥ^ ɔung242 𥮕𥮕 稍粗的竹竿。多用來晾曬衣物，是「竹𥮕𥮕」的簡稱。 

837 ㄡˇ  ou242 賦 1.錢財的份量、額度。2.代價。

838 ㄡ^  ou 有 擁有，「無」之反。 

839 ㄡㄎ  ouk 𧿓𧿓 坐在地上，以臀當腳的向前滑行。 

840 ㄡㄥˇ  oung 搵 浸濕，蘸佐料。 

841 ㄡㄥˇ  ɔungˇ 䁐 1.看守。監守。2.等待時機。3.照顧。

842 ㄡㄥˋ  oung 𣆯𣆯 長久，經歷了一段時間。 

843 廿ㄏˊ  øhˊ 哊 打嗝的聲音。 

844 廿ㄩ^  øy242 礜 
1.物品使用日久而產生老化、折舊、毀壞、損耗等現象。2.物品受火星
或火苗燒灼的結果。3.熟練，爛熟，習慣。

845 廿 � 唲 1.小兒牙牙學語的聲音。2.逗弄嬰幼兒的聲音。

846 

847 

848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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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方言詞彙綜論

詞彙是語言中最敏感的部分，它發展的速度最快，發展的過程也最複雜。所以，一個語言它

的詞彙越豐富，代表語言就越發達。馬祖自從國軍轉進以後，軍民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很緊密的。

在日常生活中，因為溝通需要，人們不知不覺的會把其他語言的詞彙吸納進來。按理說，文化的

交流是互相的，可是馬祖的情況非常特殊，關鍵在政府遷台以後所執行的語言政策和其他措施有

以致之。推行國語運動的確是使方言弱化的主因，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馬祖的閩東方

言的詞彙增加了許多新的元素，這是其他閩東地區所沒有的現象，也因為如此，這些新元素使我

們的方言更顯得波瀾壯觀。

詞彙的內容既然是龐雜的，因受篇幅所限，只能就它的結構和特殊的詞義加以討論了。

▓  第一節、馬祖閩東方言的詞彙結構

語言詞彙的結構是經過社會千百年的錘鍊而成的。它是集體的智慧結晶，而非出於少數人的

創製。我們對詞彙結構的分析與理解，目的是希望能深入的掌握詞義系統，這對語言的保存和重

建是具有正面的意義的。

所謂「詞彙結構」，就是將個別的、單一的漢字，經過集體的生活經驗，組合成有邏輯的、

有語法功能的複音節詞語。所以，它是有規律的，而不是出於任意拼湊的。從歷史文獻看來，古

代漢語是以單音節詞為主流的語言，因為時代進步、民族交融、社會轉趨複雜，文字語詞不敷使用。

再加上漢語本身的特質、語音又不斷的簡併造成音節減少，同音字就大量的出現了。人們為了溝

通順利，所以，詞彙必然朝多音節的方向發展。219本章節既然說的是詞彙問題，當然要先把詞、詞

彙、詞組先做個簡單的說明。

語言中凡是具備讀音、約定俗成的意義、能說明事物和概念的基本結構單位者，即謂之詞。

這只是籠統的說法，若要細分，它的意義又可包括實詞和虛詞。實詞有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但

虛詞只有語法意義。詞組又稱為「短語」、「仂語」。

它是比詞更大的語言單位。詞和詞組的區別是，詞是緊密的結合體，一旦構詞完成，中間既

不能插入其他的概念，也不能任意改變詞序。而詞組是由詞語組成的，它的結構比較鬆散，我們

也可以這麼說，詞組是由多個不同概念的詞所組成的，它的中間可以加入其他的成分。詞和詞組

都是列於詞彙之下的一個層次，詞彙也有人稱之為語彙。它和語音、語法構成了語言的三大要素，

這三大要素之中，詞彙對社會的反應最為敏感，因為有此特性，所以，它的發展的速度最快、變

219. 從文獻資料可知，中國在上古時代，無論是當時實際運用的詞彙，或新增加的詞彙，都是以單音節的語彙為主流。

不必高深理論細說，單音節的語彙它所承載的語意一定是有限的，再加上佛教東傳的影響、從古至今語言的簡省歸

併也不斷的進行著。人們為了能精確的溝通，因此，魏晉以後新增的語詞多以複音節的形態出現。這種現象從當時

文人作品、《廣韻》的注釋中即可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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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最為激烈。過去的馬祖，我們不諱言，社會是封閉的，經濟發展是停滯的，民生建設是落後

的。但是，政府轉進來此以後，各方面都有石破天驚的改變。隨著大量的移民進來，不同的族群，

帶來異質性又高又強的文化內涵，使得佔有文化核心地位的語言受到嚴重的衝擊。語言的弱化，

勢必使語言三大要素產生疏離，接著如風中飛砂，飄散無蹤。今天，我們以文化的高度回頭檢視

自己的母語，當可發現一個事實，無論是語音或是語彙，它所反映的遠古特質是燦爛可觀的，禮

失而求諸野，在語彙上又得一明證。所以，我們有必要就詞彙結構上來觀察它的分合。

關於詞彙結構各家所立的標目未必相同，此地是就合成詞來說的。

一 . 合義詞。也稱合成詞、複合詞。顧名思義，它是意義的組合，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素組合而

成的詞，是結合緊密的語言單位。從結合的方式來看，可分成下列五種。

1. 聯合式：也稱並列式結構。有兩個或多個意義相同、相近、相反的詞素聯合而成的。結構

中的分子地位對等，不分高下，彼此不相隸屬。例如：

是非：ㄙㄧ  ㄏㄧ (si  hi)  

過逾：ㄍㄨㄛ  ㄩ ˋ(kuo  yˋ) 220 

朋友：ㄅㄟㄥ + 兀ㄧㄡ +(peing 33  ngiou 33 )   

言語：兀ㄩㄥ + 兀ㄩ +(ngyng 33  ngy 33 )

病吐瀉：ㄅㄤ ˇ ㄋㄨ ˋ ㄌㄧㄚ ˇ(pangˇnuˋliaˇ) 221     

鹹酸甜：ㄍㄟㄥ ˇ ㄋㄡㄥ ㄋㄧㄝㄥ (keingˇnoung  nieng) 222 

粉散渣融：ㄏㄨㄥ ㄙㄤ ˇ ㄗㄚ ㄩㄥ ˋ(hung  sangˇ  tsa  yngˋ) 223 

2. 主從式：也稱為偏正式和附加式複詞。前一個詞素扮演修飾的功能，後一個詞素是主體所在，

是被前一個詞素修飾的。例如：

車船：ㄘㄚ ㄌㄨㄥ ˋ(tsha  lungˋ) 224    

偷掏：ㄊㄡ ㄌㄛ ˋ(thou  loˋ) 225 

光見：ㄍㄨㄛㄥ ˋ 兀ㄧㄝㄥ ˇ(kuongˋngiengˇ) 226    

闊辦：ㄎㄨㄚㄏ ㄅㄞㄥ ^(khuah  paing 242 ) 227 

偷食步：ㄊㄡ ˇ ㄋㄧㄝ ˋ 勺ㄨㄛ ^(thouˇnieˋβuo 242 ) 228   

偷掏賊：ㄊㄡ ㄌㄛ ㄘㄟㄏ (thou  lo  tsheih )

220. 太過分、太超過。

221. 上吐下瀉，鄉親稱霍亂症，是傳染病之一。除此以外也做呼告語使用。

222. 蜜餞之一，是現代人的休閒食品。早期馬祖鄉親以此物下飯。

223. 形容物品粉碎裂解、飄散無蹤。

224. 馬祖老一輩人稱輪船。

225. 偷竊的行為。

226. 明明知道、已經清楚明白的事。

227. 形容花錢不吝嗇的人。漢字也可以寫成「闊範」

228. 形容趁人不備而偷襲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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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甲車：ㄊㄧㄝㄎ ˇ ㄍㄚㄎ ˇ ㄘㄚ (thiekˇkakˇtsa) 229 

3. 主謂式：它的結構是：N.+V.。兩個詞素分別扮演主語和謂語的角色。被陳述、說明的對象

在前，陳述語詞在後，所以，它又稱為陳述式複合詞。此類結構的語詞在古漢語中是相對

少數。在馬祖語彙中也偶有發現，大多數是把動詞做重疊來呈現。例如：

牙痛：兀ㄟ + ㄊㄧㄤ ˇ(ngei 33  thiangˇ)   

耳心痛：兀ㄧ + ㄙㄧㄥ ㄊㄧㄤ ˇ(ngi 33 sing  tiangˇ)

目瞠瞠：ㄇ廿ㄩㄏ ˇ ㄊㄤ ㄊㄤ (møyhˇ  thang  thang) 230    

目盻盻：ㄇ廿ㄩㄏ ˇ ㄏㄝ ˊ ㄏㄝ + (møyhˇheˊhe 33 ) 231 

骹扒扒、骹挖挖：ㄎㄚ ㄅㄚ ㄅㄚ ˋ ㄎㄚ ˇ ㄨㄚ ㄨㄚㄏ ˊ(kha pa paˋkhaˇuah uahˊ) 232 

4. 述賓式：也稱動賓式、支配式、謂賓式複合詞。表示動作行為的詞素在前，受支配的詞素

在後，前一個詞素一定是動詞，後面跟的詞素一定是做賓語用的名詞。例如：

得道：ㄉㄟㄏ  ㄉㄛ ^(teih  to 242 ) 233   

刣頭：ㄊㄟ ˇ ㄊㄠ ˋ(theiˇthauˋ)

起厝：ㄎㄧ  ㄖㄨㄛ ˇ(khi  ʒuoˇ)  

做盤數：ㄗㄛ ˋ ㄅㄨㄤ ˇ ㄋㄡ ˇ(tsoˋpuangˇnouˇ) 234    

做藥師：ㄗㄛ ˇ ㄩㄝ ㄌㄟ (tsoˇye  lei) 235 

5. 述補式：也稱動補式、補充式複合詞。前一個詞素是動詞，後面帶的是它的補語，是形容詞。

例如：

討厭：ㄊㄛ ㄧㄝㄥ ˇ(tho  iengˇ)  

曝死：ㄆㄨㄛㄏ ˋ ㄙㄧ +(phuohˋsi 33 )

拍𤸑瘴：ㄆㄚ ˇ ㄅㄨㄏ ㄗㄨㄛㄥ ˇ (phaˇpuh  tsuongˇ) 236 

拍半生死：ㄆㄨㄏ ˊ ㄅㄨㄤ ˇ ㄋㄤ ˋ ㄋㄧ +(phuhˊpuangˇnangˋni 33 )

6. 重疊式：由兩個或三個相同的詞素重疊而成的複詞。這種形式的複詞在閩東方言中不僅是

常見的，而且形式是多元的。例如：

名詞重疊：鍋鍋：ㄍㄨㄛ ㄍㄨㄛ (kuo  kuo)  

盤盤：ㄅㄨㄤ ˇ ㄅㄨㄤ ˋ(puangˇpuangˋ) 

229. 年長的鄉親稱坦克車。

230. 形容一夜難以成眠的樣子

231. 語義有二。1. 斜眼看人。2. 形容期盼的眼神。

232. 處心積慮地想做某事。帶有負面語義的語詞。

233. 傳說中神明升天的地方。

234. 倒楣相，被別人抓來做墊背。

235. 馬祖喪禮儀式之一。喪家在出殯的前一晚，為往生者做擴大超渡法會，又稱為「做光」，這是冗長的儀節，令親友

深感疲累。

236. 指某地區發生瘟疫，這是嚴重的傳染疾病，往往能令大量禽畜在短時間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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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重疊：行行：ㄍㄧㄤ ˇ ㄍㄧㄤ ˋ(kiangˇkiangˋ) 237    

做做：ㄗㄛ ˋ ㄗㄛ ˇ(tsoˋtsoˇ) 238 

副詞重疊：仱仱：ㄉㄤ + ㄋㄤ +(tang 33  nang 33 ) 239   

蔣蔣講：ㄗㄨㄛㄥ ˇ ㄗㄨㄛㄥ ˋ 兀ㄡㄥ +(tsuongˇtsuongˋngoung 33 ) 240 

形容詞重疊：長長：ㄉㄡㄥ ˇ ㄉㄡㄥ ˋ(toungˇtoungˋ)  

長長長：ㄉㄡㄥ ˇ ㄋㄡㄥ ˇ ㄋㄡㄥ ˋ(toungˇnoungˇnoungˋ)    

清清楚楚：ㄘㄧㄥ ˇ ㄖㄧㄥ ˇ ㄖㄨ ˊ ㄖㄨ +(tshingˇʒingˇʒuˊʒu 33 )

二 . 衍聲詞。凡是把漢字當音標使用的詞稱之。被使用的漢字無關乎它的字義，只是取其聲音而已。

無論古今漢語，這種現象都可能出現的。它的形式有下列幾種。

1. 聯綿詞：異稱頗多，如：連言、連文…等，它的重點是在聲音，用兩個文字構詞，表達靈巧、

婉轉的概念。連綿詞是不能分開解釋的。王國維曾說 ：「連綿字合二字以成一語，其實猶

一字也。」閩東方言中的連綿詞並不多見，使用最多的就是「個郎」、241「苞踉」242等少數

幾個了。

2. 音譯詞：福建是僑鄉之一，到國外奮鬥的鄉親所在多有，再加上近代史的開埠通商，語言

上的交流勢所難免，外文到了本土，大家習焉不察，逐漸融為一體。舉例來說，在馬祖老

人的口中常聽到：甲克（夾克）、米他命（維他命）、米達尺、打開司（接吻）、醫官、

香港腳、衛生紙、、、等。這些詞彙都是由國軍帶進來然後落地生根的。這些新語彙的加

入使馬祖人在溝通時有更多的語料可用，同時也增加了表情達意的廣度。再如：

硼：ㄆㄟㄥ ˋ(pheingˋ) 馬祖人稱油漆。是來自 paint，

銅板：方言說ㄆㄟㄥ+兀ㄧㄤ+ (pheing 33 ngiang 33 ) 漢字寫成「硼囝」，是英文 penny 的對音。

因為接受外來語詞，使得閩東方言的內容更為多采多姿。

3. 狀聲詞：狀聲詞是最古早的詞彙，自有生民以來，人們就會使用此法來記錄語言，所以，

在早期的韻文如《詩經》、《楚辭》等，就常常看到它們的蹤跡。它呈現的型態有 AA 式、

BBA 式、ABAB 式或 AABB 式等，無論什麼形式，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真實呈現所

要表達的聲音，並且造成音韻和諧的效果。以下就是狀聲詞的例子。

笛笛：ㄉㄧ ㄉㄧ (ti ti) 243  

嗶嗶：ㄅㄧ ㄅㄧ (pi pi) 244    

237 .1. 走一走，逛一逛。2. 為打通關節而做的活動。

238. 隨意做做。隨意而為。

239. 現在，此刻。

240. 帶有質問性質的語氣詞。意思是 : 怎麼說、怎講。

241. 用作描述「所有的」、「整個的」語氣詞。

242. 用作形容「滾動的」、「打滾的」形容詞。

243. 早年馬祖兒童以此語指稱汽車。

244. 以哨子的聲音指稱哨子之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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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昂叫：兀ㄤ ˇ 兀ㄤ 兀ㄧㄝㄨ ˇ(ngangˇngang  ngieuˇ) 245   

沙沙筅：ㄙㄚ + ㄌㄚ + ㄖㄟㄥ +(sa 33 la 33 ʒeing 33 ) 246   

叮噹叮噹：ㄉㄧㄥ ㄉㄤ ㄉㄧㄥ ㄉㄤ (ting tang ting tang ) 247   

矻叩矻叩：ㄎㄧㄏ ㄎㄡㄏ ㄎㄧㄏ ㄎㄡㄏ (khih  khou  khih  khou ) 248  

 三 . 派生詞。此類的詞彙是詞素加詞綴。詞綴只是附加成分，可以加在詞頭、詞中、詞尾。詞中

又稱「中綴」或「詞崁」。詞尾又稱「後綴」。

1. 詞頭：依嬭：ㄧ ˋ ㄋㄝ +(iˋne 33 )  

        依公：ㄧ ㄍㄨㄥ (i kung)   

        老蛇：ㄌㄡ ㄌㄧㄝ ˋ(lou lieˋ)  

        老虎：ㄌㄚ ˋ ㄨ +(laˋu 33 )

2. 詞尾：刀囝：ㄉㄛ ˋ ㄧㄤ +(toˋiang 33 )  

        儂囝：ㄋ廿ㄩㄥ + 兀ㄧㄤ +(nøyng 33  ngiang 33 ) 249 

3. 詞嵌：做蜀做：ㄗㄛ ˇ ㄌㄨㄛㄏ ˋ ㄗㄛ ˇ(tsoˇluohˋtsoˇ) 250    

        講蜀講：ㄍㄡㄥ + ㄋㄨㄛㄏ ㄍㄡㄥ +  (koung 33  nuoh  koung 33 )      

        糊里糊塗：ㄏㄨ ˇ ㄌㄧ ˇ ㄏㄨ ˇ ㄉㄨ ˋ(huˇliˇhuˇtuˋ)

任何方言詞彙都有它的特殊結構，對詞彙的分析，有助於對詞義的理解。某些日常習用的詞

彙，因流傳久遠，使用普及，致使大家習焉不察，甚至積非成是。我們研究它，並非有意糾正已

被社會接受的詞義。但是，居於學術討論，提出觀點，做出初步結論，讓人知其然，也能知其所

以然，總是一件好事。251 

▓  第二節、方言語彙和國語語彙的詞義扞格例

中國可謂多方言的國度，漢語只是一個籠統的名稱。傳統學界雖然將漢語方言分成 7—8 類，

但是，他們使用的文字都是單音節的方塊字。所以，即便是面對差異度極大的方言使用者 ( 指漢語

七大方言領域中的族群 )，遇雙方無法用語言溝通時，就靠手寫文字也能筆談。這種現象就是說明

了境內的主要族群，他們的語言、文字是同源派分的。既然是同源的，後來之所以成為涇渭分明

的結果，其中原因是很複雜的，他和民族遷移、文化發展、語言混同、文字刪汰等都有密切的關係。

245. 形容高聲喧鬧的聲音。

246. 取三尺長的竹棍子，前端剖成細條狀，以此物做驅趕禽畜或責打兒童的工具。因敲時會發出ㄙㄚ ㄙㄚ的聲音而得名。

這是北竿鄉親的用語，南竿人則稱「雞筅」ㄍㄧㄝ ˋ ㄖㄟㄥ +(kieˋʒ㭠eing 33 )。

247. 金屬撞擊的聲音，也可以做「叮叮噹噹」的形式。

248 .1. 形容敲擊木魚的聲音。2. 模擬實體物撞擊的聲音。也可以做「矻矻叩叩」的形式。

249. 多指模型或繪圖的人物而言。

250. 語義是：做做看。做一做。

251.就詞義變遷而言，本節只是初步工作，並未觸及詞義演變的探討，實因文章架構與篇幅所限，只能先做簡單的敘述了。



第
一
章

03
第三篇

字
形
、
詞
義
篇

第
四
章

方
言
詞
彙
綜
論

245

詞彙的發展，最重要的途徑就是詞義的分化和詞義的整合，這是無所不在、隨時都在進行的

事。經過語言學者的努力，以歷史階段及層次理論來探討相關問題，也取得不少的共識與成果。

說到這裡，無法避免要提到「字」與「詞」的區別。《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252

又，「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聲。」253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254文與字的不同點在此說得清楚明白。若以廣

義的定義來看，文與字都可以泛稱行之久遠的漢字形體。「詞」指的是：語言中最小的、能獨立

運用的基本單位，是音、義的結合體，具有語法的定形性、意義和結構的整體性等特徵。255在以單

音節詞彙為主流的上古時代，字與詞的性質有時是重疊的。256閩東方言既然是漢語方言之一，因各

個分子的發展速度與方向不同，到最後詞義的扞格現象就產生了。以《尚書 ‧ 堯典》為例，原文：

「乃命羲和，敬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司馬遷寫《史記 ‧

五帝本紀》將此文引作：「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敬道日出。便程

東作。」257上古的文獻到了漢朝一般人未必能懂，故司馬遷以漢朝習見的文字取代之。258此說明了

詞義變化的事實，不僅出現於方言，即便經傳、正史也不乏實例。

再舉近身之例來看。有一種魚肉手工製品，民眾有稱之為「魚ㄅㄧㄤ +(piang 33 )」或「魚ㄆㄧ

ㄤ +(phiang 33 )」者，是馬祖鄉親年節應景的食物之一。「魚ㄅㄧㄤ +(piang 33 )」寫成「魚餅」這是萬

無一失的。「魚ㄆㄧㄤ +(piang 33 )」的漢字該如何書寫，頗令人費心思。據筆者考證，它應該寫做「魚

皏」。「皏」並非古字，因為僅《玉篇》以下的字書有收。《玉篇》：「皏，普幸切，皏㿣，白也。

又淺薄色也。」259此字的形音義在此是吻合的。若再細究，不難發現「皏」的字義包含「白 」和「淺

薄」兩個義項。語言文字演化的結果，有可能兩義項合而為一，有可能某些方言各保存其中之一，

當然也有可能發生字義遺失，或往相反的方向引申。260今天，「皏」的字義只剩下「白色」一個義

項了，261由此可見，詞彙、字義的發展絕非是一成不變的。讀者朋友若仔細留意身邊隨時出現的語

彙，並且加以歸納比較，一定會發現許多值得研究的實例。

本章節的重點不在探討詞彙變遷的理論和演變的過程，而是將馬祖方言和國語之間，詞形相

同而詞義不同的現象加以比較，並舉實例說明之。( 方言詞加註音標，國語從略。)

252. 漢 ‧ 許慎：《說文解字》p.429 藝文印書館  1974 年 8 月。 

253. 見前書 P.750

254. 許慎《說文解字 ‧ 序》見前書 p.761。這也是「獨體為文，合體為字」的理論所在。

255. 馬文熙、張歸璧等編著：《古漢語知識辭典》p.368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2004 年 5 月。

256. 有關詞彙的分類學界論說已多，因非本文重點，故略而不談。

257. 古今字義用粗黑體字來標示。

258. 這種作為如同今人的「翻譯」，以今字代替古字，學界稱之為「訓詁字」。

259.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p.95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1987 年 7 月。注文中的色字在此是當形狀解釋。幼年時代，馬

祖的貧寒之家，不時的會分到美援物資，如，麵粉、包穀粉、牛油、…等食物。分到的人家經常做煎餅，當時的孩

童說ㄏㄛㄏ ˋ ㄆㄧㄤ + ㄆㄧㄤ +(hohˋphiang 33 phiang 33 )，漢字應寫成「熇皏皏」。馬祖社會口語，多見ㄍ、ㄏ混

淆的現象，以上古音的角度來看，彼此可謂同出一源，這是清朝學者所考定的「喉牙雙聲」說的理論基礎所在。

260. 這種現象就是訓詁學所稱的「反訓」。

261. 見三民版《學典》p.839  2010 年 2 月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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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單字詞部分

1. 者：它是特殊的指示代詞，不單用，必須同其他詞合成名詞性的詞組。國語用作詞尾，如，

筆者、記者、讀者等。從唐宋開始，就有人將此字用做指稱詞。閩東方言承此用法，字義

如同國語的這、這個等。262「者儂」( ㄗㄚ ˇ ㄋ廿ㄩㄥ ˋtsaˇ nøyngˋ) 意義等同國語的「這

個人」。由個別字來看，方言的歷史比國語要早。

2. 晝：國語字義為白天、中午。方言說ㄉㄠ ˇ(tauˇ)，除了保留中午字義以外，又發展出午餐。

閩東方言的早、中、晚三餐都是如此。

3. 討：國語的字義為：征伐、乞求、尋找、娶妻等。方言除了保留乞求、尋找、娶妻等字義

以外，鄉親有將餵養禽畜的動作說「討」。如，「討豬」( ㄊㄛ ˇ ㄉㄩ thoˇty) 等。263 

4. 吼：本義為牛鳴，後來引申為凡獸類之嚎叫皆可稱之。閩東方言將它用在「稱呼」、「邀請」

的情境時，這是非常特殊的用法。如，「邀請他回來」方言說「吼伊轉來」( ㄏㄡ + ㄧ + ㄉ

ㄨㄛㄥ + ㄌㄧ ˇhou 33 i 33 tuong 33 liˇ)。264是否與「稱呼」、「邀請」時必須高規格、高呼宣

揚的動作有關，則需進一步考究之。

5. 告：方言字義為高聲呼叫。在「稱呼」、「邀請」的使用上，與「吼」字相比，「告」的

尊崇程度大為降低。甚至有輕忽、怠慢的用意存在。265 

6. 問：國語的語意有：訊也…等，「審查案件」的語義來自於此。此字也有「餽贈」之義。《詩

經 ‧ 鄭風 ‧ 女曰雞鳴》：「雜佩以問，知子之好之。」經文中問的字義即為贈送。266閩東

方言此字除了做訊問、詢問以外，又做「向著」、「面對著」的解釋。在語法上的意義它是：

指動作、行為發生時所觸及的對象。舉實例來說，「問伊討」( ㄇㄨㄛㄥ ˇ 兀ㄧ ㄊㄛ + 、

muongˇngi  tho 33 )，意即國語的「向他要」。

7. 招：國語的字義有：手招、使之來、自取曰招 ( 如，招禍、招怨等 )、有罪自承 ( 如，招認、

招供等 )。閩東方言有個很特殊的語義是做「入贅」使用，入贅曰招，方言說ㄗㄧㄨ (tsiu)。

之芮切的「贅」字方言是說ㄊㄨㄟ ˇ(thuiˇ)。267 

8. 肘：國語字典說：臂中部彎曲處其外側曰肘。方言將此字用做「抵擋」，「頂嘴」，說成

ㄉㄧㄝㄨ +(tieu 33 )，所以，門擋的馬祖方言說ㄇㄨㄛㄥ + ㄉㄧㄝㄨ +(muong 33 tieu 33 )。

262. 者箇、這箇意義相同。《助詞辨略》引毛晃《韻略》說，凡稱此箇為者箇，俗多改用這字。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

說：「遮，與這同。…者與這同。」p.141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2001 年 8 月。

263. 實際上這個字的本字應寫做「陶」。因為《方言》有載。《方言》：「台、胎、陶、鞠，養也。…秦或曰陶。」於此可證。

264. 語中的「伊」也可以發陰平調。「轉」也可以發陰去調，如此，「來」因語流音變必須唸陽平調。

265. 馬祖方言中的「吼」其字義是禮貌的邀請或稱呼。而「告」的意思是 : 高聲呼叫。用在應對交際時是草率、任意、隨

便等。所以，二者在禮貌或客套的程度上是不能相比的。

266.「問，贈也。」見屈萬里先生《詩經詮釋》p.146。

267. 馬祖人的口語入贅曰招，其字義並非無中生有，它是「手招、使之來」的引申。因為字義和國語明顯不同，所以特

別載此備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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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車：輪輿之總名。是名詞也可以轉品為動詞。故器物借輪之力使之行也謂之曰車。馬祖方

言有一極特殊的用法是國語所無的，鄉親將此字用做計算墳墓的數量單位名詞。268如，「兩

座墳墓」方言說「兩車墓」( ㄌㄧㄤ ㄖㄧㄚ ㄇㄛ ˇliang ʒia muoˇ)。

10. 篳：《說文解字》：「篳，藩落也。」藩落猶俗云籬落也。篳之言蔽也。269它的本義是柴門，

有時音義和蓽是相同的。但是馬祖方言將它用作量詞，字的意義等同「個」，這是其他方

言所少見的現象。270 

二 . 複音節詞部分

1. 對手：國語指競爭的對方，或指和自己敵對的人。方言說ㄉ廿ㄩ ˋ ㄖㄧㄨ + (tøyˋʒiu33) 詞

意是協助、幫忙、幫助等。是馬祖常用的語彙。

2. 長年：國語做長時間解釋。方言說ㄉㄛㄨ πˇ ㄋㄧㄝㄥ ˋ(toungˇniengˋ) 指佃   農或受人

雇傭的長工。

3. 成服：古喪禮制度之一。古人在大殮之後，親屬依輩分親疏穿著喪服的定制。馬祖居民將

它視為喪禮的儀式之一。所以，詞語前必須要有動詞。所謂「做成服」( ㄗㄛ ㄙㄧㄥ 兀ㄨㄎ、

tso sing nguk) 就是「做藥師」271前一日所舉行的擴大家祭禮。一般來說，經濟條件好的人家

才會舉行此禮，本日所有支出，包括餐宴費用，全由喪家負責，居民稱此為「風光報孝」，

不僅鋪張，而且繁文冗節。

4. 分開：國語的詞義簡單明瞭，不勞細說。方言說ㄅㄨㄛ兀 兀ㄨㄧ (puong ngui)，指的是兄弟

分家產。

5. 樟腦：蒸餾樟樹的木柴所得的白色晶塊，有特殊的氣味，是製作驅蟲劑的重要原料。馬祖

人稱樟腦丸為「臭丸」( ㄘㄡ ㄨㄛ兀 ˋ、tshou uongˋ)，稱「樟腦」者272，都是指塑膠製成

品而言。

6. 轎車：國語稱四輪小汽車為轎車。馬祖社會俗稱竹製的嬰兒座椅為ㄍㄧㄝㄨ ㄖㄧㄚ (kieu 

ia)，它有一物多用的功能，座板正中央有一圓孔，是嬰兒排便孔道。座椅的靠背翻轉成平

面時，即可供人當座具，此物今已少見，但馬祖民俗文物館尚有實物陳列。

7. 合適：國語的語義為適宜、恰當、恰到好處等。方言說ㄏㄚㄏ ˋ ㄙㄟㄏ ˊ(hahˋseihˊ)，

詞義為佔便宜、獲得好處。

268. 多用在計算無甚規模、僅有墓碑，甚至無主的墳墓時。

269. 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270. 這是莒光 ( 白犬 ) 地區的語彙，早年就讀馬祖中學的白犬子弟，常把國語的一個說成「蜀篳」( ㄙㄨㄛ ㄅㄧㄏ、 s u o  

pih)。

271. 參見拙文 < 藥師盤㭠，添油撥火 >，文刊於 102 年 9 月 24 日 < 馬祖日報 ‧ 副刊 >

272. 方言說ㄗㄨㄛ πˋ ㄋㄛ +(tsuongˋno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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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山：國語的語義為去山上、爬到山上去。方言說ㄕㄨㄛ兀 ㄋㄤ (suong nang)，特指出殯的

意思。

9. 火把：國語的語義為火炬。多用竹管裁成約一尺長的竹棍，注入煤油，塞進棉紙，點燃後

可供照明以及元宵節助興之用具。此物馬祖人稱「加馬燭」( ㄍㄚ ˇ ㄇㄚ ㄖㄨㄛㄏ ˊ、

kaˇma ʒuohˊ)。口說「火把」( ㄏㄨㄧ ˊ ㄅㄚ +、huiˊpa 33 ) 的卻是指「蔴花」。273 

10. 硬飯：國語指口感硬、韌度高的飯。方言說兀ㄟㄥ ˋ ㄇㄨㄛㄥ ^(ngeingˋmuong 242 )，是指

出殯日喪家為臨祭弔唁的賓客準備的飯食。

11. 橄欖核：馬祖方言說ㄍㄤ ˇ ㄌㄤ ˇ ㄏㄡㄏ (kangˇlangˇhouh)，意指人的喉結。

12. 開店門：馬祖方言說ㄎㄨㄧ ˇ ㄌㄟㄥ ㄇㄨㄛㄥ ˋ(khuiˇleing muongˋ)，馬祖鄉親稱燈籠

失火時的隱諱語，用喝采的方式遮掩霉氣。274 

漢語方言它雖然有共同的來源，但是，因受社會進化的快慢、文化衝激的強弱等因素影響，

使得彼此之間的發展速度、方向等呈現出種種不同的面貌。所以，在此情形之下，一個相同詞形

卻承載著不同的詞義，那就不會令人感到意外了。馬祖地區因為國軍轉進，政府推行國語運動，

在初期時，人們被迫學習國語，當時的鄉親，難免會以熟悉的母語進行語義、語句的模仿與套換 ( 這

也是學習方式之一 )，在當時雖然發生了許多笑話，但這是無可避免的過程。今天隨著教育的普及，

社群流動頻繁，母語的流失益形嚴重，對某些失落的語詞，我們除了感到惋惜以外，應積極的以

文獻保存的高度，將它整理完妥，供後人做進一步的研究。

▓  第三節、馬祖方言「一詞多稱」現象介紹

說明：1. 梁玉璋教授曾比較兩岸閩東方言的詞匯差異，寫成〈馬祖話與福州話常用詞語小異〉、〈馬

祖與福州常用詞語異中大同的淵源關係〉兩篇文章。275本單元所舉的詞語差異是指馬祖方

言的內部差異而言。

2. 以國語語彙為詞條，後列方言異稱語彙。

3. 依首字國語注音符號的聲母先後次序排列。韻母則隨機呈現。

4. 若屬替代字，則在字旁加「*」號。

5. 注音符號之排列順序，以三民書局《學典 ‧ 國語注音與漢語拼音、通用拼音對照表》為準。

273. 這是一種麵食，此物名火把，但外觀形狀實如繩索。古人稱它為饊子，用麵粉或糯米搓成細條油煎而成。形狀各別，

或為餅狀，或為麻花，…起於寒食節禁火用以代餐，因稱寒具。( 見錢玉林、黃麗麗主編：《中華古代文化辭典》p.84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1996年5月。)筆者推測，此物閩東人之所以稱火把，可能是因禁火用以代餐能令人飽，簡稱為「火

飽」，兩字方言音近，或許因為語音訛變而寫成「火把」。因證據尚嫌不足，僅載此備參，並待後之君子繼續考究。

274.「燈籠」在馬祖不僅是照明的物品，也是重要的儀式象徵。在元宵節時，鄉親會把它高掛在門楣上以祈求福祉臨門。

懸掛時，若不慎著火，大人小孩都得說「開店門」以避諱之。

275. 文刊於《語海拾貝 --- 梁玉璋方言研究文集》p.42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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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ㄅ (p).

八角：八角。ㄅㄟㄏ ㄍ廿ㄩㄏ ˊ(peih  køyhˊ)

大梅。ㄉ廿ㄩ ㄇㄨㄟ ˋ(tøy  mueiˋ)

病：病。ㄅㄤ ^(pang 242 )

破病。ㄆㄨㄟ ˋ ㄅㄤ ^(phueiˋpang 242 )

無能隑。ㄇㄛ ˇ ㄋㄟㄥ π ㄞ ˋ(moˇneing  ngaiˋ)

無能隑 ( 後兩字合音成一個音節 )。ㄇㄛ ˇ ㄋㄧㄞ ˋ(moˇniaiˋ)

不要緊：無要緊。ㄇㄛ ˇ ㄧㄝㄨ ˋ ㄧㄥ +(moˇieuˋing 33 )

無𡖯緊。ㄇㄛ ˇ ㄌㄚ ˋ ㄧㄥ +(moˇlaˋing 33 )

無敆涉。ㄇㄛ ˇ ㄍㄚㄏ ㄙㄧㄝㄏ (moˇkah sieh)

無關係 ( 來自國語 )。ㄇㄛ ˇ ㄨㄤ ˋ ㄏㄧㄝ ^(moˇuangˋhie 242 )

拜拜：拜拜 ( 來自國語 )。ㄅㄨㄞ ˋ ㄅㄨㄞ ˇ(puaiˋpuaiˇ)

燒香。ㄙㄧㄨ ㄩㄛㄥ (siu yong)

拜拜後餐宴：食福。ㄙㄧㄝ ˋ ㄏㄡㄏ ˊ(siehˋouhˊ)

食謝 ( 食社 )。ㄙㄧㄝ ˋ ㄙㄧㄚ ^(sieˋsia 242 )

食混 * 味。ㄙㄧㄝ ˋ ㄏㄨㄥ ˇ ㄇㄟ ^(siehˋungˇmei 242 )

菠菜。菠菱菜。ㄆㄛ ˋ ㄌㄧㄥ ˇ ㄖㄞ ˇ(phoˋlingˋʒaiˇ)

紅根菜。廿ㄩ πˇ π ㄩ πˋ ㄖㄞ ˇ(øyngˇngyngˋʒaiˇ)

本來：本來。ㄅㄨㄛ πˇ ㄌㄞ ˋ(puongˇlaiˋ)

本底。ㄅㄨㄛ πˊ ㄋㄝ +(puongˊne 33 )

原來。π ㄨㄛ πˇ ㄌㄞ ˋ(nguongˇlaiˋ)

落地。ㄌㄛ ˋ ㄉㄟ ^(loˋtei 242 )

原底。π ㄨㄛ π+ ㄋㄝ +(nguong 33 ne 33 )

ㄆ (ph). 276 

舖：舖。ㄆㄨㄛ (phuo)

    眠床。ㄇㄧㄥ ˇ ㄘㄡㄥ ˋ(mingˇtshoungˋ)

婆婆：大家 ( 背稱 )。ㄉㄝ ㄚ (te a)

依娘 ( 古老的稱呼 )。ㄧ ㄋㄨㄛㄥ ˋ(I nuongˋ)      

依媽 ( 新世代用語 )。ㄧ  ㄇㄚ (I ma)

276. 國際音標的送氣符號用「ˊ」、用「h」皆可。以ㄆ為例，標「pˊ」、「ph」或「ph」皆可。餘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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ㄇ (m).

麵線：線麵。ㄒㄧㄤ ˋ ㄇㄧㄝㄥ ^(siangˋmieng 242 )

索麵。ㄙㄛ ˋ ㄇㄧㄝㄥ ^(soˋmieng 242 )

幼幼麵。ㄧㄝㄨ ˋ ㄧㄝㄨ ˇ ㄇㄧㄝㄥ ^(ieuˋieuˇmieng 242 )

麵條：機器麵。ㄍㄧ ˇ ㄧ ˋ ㄇㄧㄝㄥ ^(kiˇiˋmieng 242 )

台灣麵。ㄉㄟ ˇ ㄨㄤ ˇ ㄇㄧㄝㄥ ^(teiˇuangˇmieng 242 )

馬桶：馬桶。ㄇㄚ ˊ ㄌ廿ㄩ π+(maˊløyng 33 )

糞桶。ㄅㄨㄥ ˋ ㄋ廿ㄩ π+(pungˋnøyng 33 )

房裡桶。ㄅㄨㄥ ˇ ㄋㄧㄝ ˊ ㄌ廿ㄩ π+(pungˇnieˊløyng 33 )

麻疹：出𤷪。ㄘㄨㄏ ˊ ㄇ廿ㄩ π+(tshuhˊmøyng 33 )

出珠。ㄘㄨㄏ ˇ ㄗㄨㄛ (tshuhˇtsuo)

出麻。ㄘㄨㄏ ˇ ㄇㄨㄞ ˋ(tshuhˇmuaiˋ)

木屐：滑𩎉。ㄍㄡㄏ ˋ ㄌㄧㄚㄎ ˊ(kouhˋliakˊ)

柴靸。ㄘㄚ ˇ ㄎㄧㄚㄎ (tshaˇkhiak)

木魚：敲敲棬 ( 叩叩棬 )。ㄎㄡ ˇ ㄎㄡㄎ ˋ ㄍㄨㄛㄥ +(khouˇkhoukˋkuong 33 )

棬。ㄇㄡ ˇ ㄇㄡㄏ ˋ ㄍㄨㄛㄥ +(mouˇmouhˋkuong 33 )

煤油：煤油 ( 來自國語 )。ㄇㄨㄧ ˇ ㄧㄝㄨ ˋ(muiˇieuˋ)

臭油。ㄘㄡ ㄧㄝㄨ ˋ(tshou ieuˋ)

洋油。ㄩㄛㄥ ˇπ ㄧㄝㄨ ˋ(yongˇngieuˋ)

ㄈ (f).

夫妻：夫妻。ㄏㄨ ㄖㄝ (hu ʒe)

夫妻嬤。ㄏㄨ ˇ ㄖㄝ ˋ ㄇㄚ +( huˇʒeˋma 33 )

老公老嬤。ㄌㄚ ˇ ㄨㄥ ˇ ㄌㄡ ˋ ㄇㄚ +(laˇungˇlouˋma 33 )

老公嬤。ㄌㄚ ˇ ㄨㄥ ˋ ㄇㄚ +( laˇungˋma 33 )

瘋：癲。ㄉㄧㄝㄥ (tieng)

病癲。ㄅㄤ ㄉㄧㄝㄥ (pang  tieng)

半癲。ㄅㄨㄤ ㄉㄧㄝㄥ (puang  tieng)

半癲形。ㄅㄨㄤ ˇ ㄉㄧㄝㄥ ㄏㄧㄥ ˋ(puangˇtieng  hingˋ)

半癲拋 *。ㄅㄨㄤ ˇ ㄉㄧㄝㄥ ㄆㄚ (puangˇtieng  pha)

粉筆：粉筆 ( 來自國語 )。ㄏㄨㄥ ㄇㄟㄏ ˊ(hung  meihˊ)

白墨。ㄅㄚ ㄇ廿ㄩㄏ (pa  mø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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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放晝 ( 中午放學 )。ㄅㄨㄥ ˋ ㄋㄠ ˇ(pungˋnauˇ)

放暝 ( 傍晚放學 )。ㄅㄨㄥ ㄇㄤ ˋ(pung  mangˋ)

放齋。ㄅㄨㄥ ㄖㄝ (pung ʒe)

ㄉ (t).

端午節：五月五。π ㄨ ˇπ ㄨㄛ ˋπ ㄡ ^(nguˇnguoˋngou 242 )

五月節。π ㄨ ˇπ ㄨㄛ ˋ ㄗㄞㄏ ˊ(nguˇnguoˋtsaihˊ)

冬至：冬節。ㄉ廿ㄩ πˋ ㄖㄞ ˊ(tøyngˋʒaiˊ)

搓丸。ㄘㄛ ㄨㄛㄥ ˋ(tsho  uongˋ)

單車：單車 ( 來自國語 )。ㄉㄤ ㄖㄧㄚ (tang  ʒia)

骹踏車。ㄍㄚ ˇ ㄌㄚ ㄑㄧㄚ (khaˇla  tshia)

骹踏輾。ㄍㄚ ˇ ㄌㄚ ˋ ㄌㄧㄝㄥ +(khaˇlaˋlieng 33 )

電車：針車。ㄗㄟㄥ ㄖㄧㄚ (tseing  ʒia)

衣裳車。ㄧ ㄌㄨㄛㄥ ㄖㄧㄚ (I  luong  ʒia)

地瓜粉：葛粉。ㄍㄚㄎ ˊ ㄏㄨㄥ +(kakˊhung 33 )

番薯粉。ㄏㄨㄤ ˋ ㄋㄩ + ㄨㄥ +(huang  ny 33  hung 33 )

大腸頭：大腸。ㄉ廿ㄩ ㄌㄡㄥ ˋ(tøy  loungˋ)

尾臟。ㄇㄨㄧ ㄗㄡㄥ ^(mui  tsoung 242 )

地窖：地窨。ㄉㄧ ˋ ㄤ ˇ(tiˋangˇ)

地下室 ( 來自國語 )。ㄉㄧ ˇ ㄚ ˋ ㄌㄟㄏ ˊ(tiˇaˋleihˊ)

電燈：燈。ㄉㄟㄥ (teing)

電光。ㄉㄧㄝㄥ π ㄨㄛㄥ (tieng  nguong)

燈泡：燈泡 ( 來自國語 )。ㄉㄟㄥ ˋ ㄆㄠ ^( teingˋphau 242 )

電光泡。ㄉㄧㄝㄥ ˇπ ㄨㄛㄥ ˋ ㄆㄠ ^( tiengˇnguongˋphau 242 )

電光卵。ㄉㄧㄝㄥ ˇ π ㄨㄛㄥ ˋ ㄋㄡㄥ ^( tiengˇnguongˋnoung 242 ) 277 

膽小：膽小。ㄉㄤ + ㄙㄧㄨ +(tang 33 siu 33 )

膽嫩。ㄉㄤ + ㄋㄠㄥ ^(tang 33 naung 242 )

驚死。ㄍㄧㄤ ˋ ㄙㄧ +(kiangˋsi 33 )

驚死驚靠前。ㄍㄧㄤ ˋ ㄙㄧ + ㄍㄧㄤ ˇπ ㄛㄌㄟㄥ (kiangˋsi 33 kiangˇkho Leingˋ)

277.「卵」的聲母是ㄌ (l)，語流音變之後會變成ㄋ (n)，但是，本詞語在馬祖社會也有不做變音之例，易言之，它仍然維

持讀ㄌㄡㄥ ^( loung 242 ) 的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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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醫生 ( 來自國語 )。ㄧ ㄌㄟㄥ (I  leing)

醫官 ( 來自國語 )。ㄧ ㄨㄤ (I  uang)

醫師 ( 來自國語 )。ㄧ ㄌㄩ (I  ly)

先生。ㄙㄧㄥ ㄋㄧㄤ (sing  niang)

ㄊ (th).

退潮：水沰 *。ㄗㄨㄧ ˇ ㄉㄚㄎ (tsuiˇtak)

水湓。ㄗㄨㄧ ㄆㄡㄥ ˇ(tsui  phoungˇ)

天黑：晏。ㄤ ˇ(angˇ)

天晏。ㄊㄧㄝㄥ ㄤ ˇ(thieng  angˇ)

暝晡。ㄇㄤ ㄇㄨㄛ (mang  muo)

暝晡頭。ㄇㄤ ˇ ㄇㄨㄛ ㄌㄠ ˋ(mangˇmuo  lauˋ)

燙頭髮：電頭髮。ㄉㄧㄝㄥ ˋ ㄋㄡ ˇ ㄨㄛㄏ ˊ(tiengˋnouˇuohˊ)

熨頭髮。ㄨㄏ ㄊㄡ ˇ ㄨㄛㄏ ˊ(uh  thouˇuohˊ)

電熨。ㄉㄧㄝㄥ ˋ  π ㄡㄎ ˊ(tiengˋngouh ˊ)

拖油瓶：五十兩。π ㄨ ˇ ㄌㄟㄏ ˋ ㄌㄨㄛㄥ +(nguˇleihˋluong 33 )

硩桶囝。ㄉㄚㄏ ˇ ㄊ廿ㄩ πˊπ ㄧㄤ +(tahˇthøyngˊngiang 33 )

藤壺：蜐。ㄘ廿ㄩㄎ ˊ(tshøykˊ)

蜐馬。ㄘㄩㄎ ˊ ㄇㄚ +(tshyhˊma 33 )

ㄋ (n).

尿片：尿布。ㄋㄧㄨ ˋ 勺ㄨㄛ ˇ(niuˋβuoˇ)

尿燥。ㄋㄧㄨ ˋ ㄌㄛ ˇ(niuˋloˇ)

屎布 ( 泛稱 )。ㄙㄟ 勺ㄨㄛ ˇ(sei  βuoˇ)

尿桶：尿桶。ㄋㄧㄨ ˋ ㄊ廿ㄩ π+(niuˋthøyng 33 )

尿筒。ㄋㄧㄨ ㄉ廿ㄩ πˋ(niu  tøyngˋ)

尿缽。ㄋㄧㄨ ˋ ㄅㄨㄚㄎ ˊ(niuˋpuakˊ)

ㄌ (l).

老師：老師 ( 來自國語 )。ㄌㄛ ˇ ㄌㄩ (loˇly)

先生。ㄙㄧㄥ ㄋㄧㄤ (sing  niang)

老酒：老酒。ㄌㄛ ˊ ㄖㄧㄝㄨ +(loˊʒieu 33 )

紅酒。廿ㄩ π+ ㄖㄧㄝㄨ +(øyng 33 ʒieu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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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滑梯：溜滑梯 ( 來自國語 )。ㄌㄧㄨ ˇ ㄏㄨㄚ ㄊㄧ (liuˇhua  thi)

遱遱板。ㄌ廿 ˇ ㄌ廿 ˋ 勺ㄟㄥ +(lœˇ lœˋ βeing 33 )

鐮刀：鐮鍥。ㄌㄧㄝㄥ ˇπ ㄞㄎ ˊ(liengˇngaikˊ)

曲 ( 瘸 ) 鍥。ㄍㄨㄛ ˋ ㄞㄎ ˊ(khuoˋaikˊ)

曲 ( 瘸 ) 鍥刀。ㄍㄨㄛ ˇ ㄞㄎ ˇ ㄉㄛ (khuoˇaikˇ to)

拉鍊：拉鍊 ( 來自國語 )。ㄌㄚㄏ ㄌㄧㄝㄥ ^(lah  lieng 242 )

拉機。ㄌㄚㄏ ˇ ㄍㄧ (lahˇki)

琉球野薔薇：空 * 甕 *。ㄎ廿ㄩㄥ ˋπ ㄛㄩㄥ ˇ(khøyngˋπɔyngˇ)

烘 * 甕 *。ㄏ廿ㄩㄥ ˋπ ㄛㄩㄥ ˇ(høyngˋπɔyngˇ)

邋遢：邋遢。ㄌㄟ ㄉㄟ (lei  tei)

濫拌。ㄌㄤ ˋ ㄅㄨㄤ ^(langˋpuang 242 )

ㄍ (k).

公公：依爺 ( 新世代用語 )。ㄧ ㄧㄝ ˋ(I  ieˋ)

依官 *。ㄧ ㄍㄨㄤ (I  kuang)

龜足貝：筆架。ㄅㄧㄎ ㄍㄚ ˇ(pik  kaˇ)

龜足。ㄍㄨㄟ ˋ ㄘㄨㄛㄎ ˊ(kuiˋtshuokˊ)

青 ( 生 ) 吉。ㄑㄧㄤ ˋπ ㄟㄎ ˊ(tshiangˊngeikˊ)

黃吉。ㄨㄛㄥ ˇ ㄍㄟㄎ ˊ(uongˇkeikˊ)

高麗菜：高麗菜 ( 來自國語 )。ㄍㄛ ˋ ㄌㄝ ˇ ㄖㄞ ˇ(koˋleˇʒaiˇ)

包菜。ㄅㄡ ˋ ㄖㄞ ˇ(pouˋʒaiˇ)

過年：過年 ( 來自國語 )。ㄍㄨㄛ ㄋㄧㄝㄥ ˋ(kuo  niengˋ)

做歲。ㄗㄛ ˋ ㄨㄧ ˇ(tsoˋ uiˇ)

長 ( 轉 ) 歲。ㄉㄨㄛㄥ ˇπ ㄨㄧ ˇ(tuongˇnguiˇ)

國軍：國軍 ( 來自國語 )。ㄍㄨㄛ ˇ ㄍㄨㄥ (kuoˇkung)

阿兵哥 ( 來自國語 )。ㄚ ˇ ㄅㄧㄥ ㄍㄛ (aˇping  ko)

兵哥。ㄅㄧㄥ ㄍㄛ (ping  ko)

兩家聲。ㄌㄤ ˇπ ㄚ ˇ ㄌㄧㄤ (lang  nga  liang)

ㄎ (kh).

慷慨：大框。ㄉ廿ㄩ ㄎㄨㄛㄥ (tøy  khuong)

闊辦。ㄎㄨㄚㄎ ㄅㄞㄥ ^(khuak  paing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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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 幹 *。ㄎㄧㄥ π ㄤ ˇ(khing  ngangˇ)

ㄏ (h，x). 278 

後面：後斗。ㄚ ˋ ㄌㄡ +(aˋlou 33 )

後。ㄆㄧㄤ ˋπ ㄠ ^(phiangˋngau 242 )

蝦蛄：蝦蛄。ㄏㄚ ㄨ (haˋu)

層層上。ㄗㄟㄥ ˇ ㄗㄟㄥ ˇ ㄋㄨㄛㄥ ^(tseingˇtseing ˇnuong 242 )

合作社：合作社 ( 來自國語 )。ㄏㄚㄏ ˇ ㄗㄡㄏㄙㄧㄚ ^(hahˇtsouh  sia 242 )

福利社 ( 來自國語 )。ㄏㄨ ˇ ㄌㄧ ˋ ㄌㄧㄚ ^(huˇliˋlia 242 )

火柴：洋火 ( 來自國語 )。ㄩㄛㄥ +π ㄨㄧ +(yong 33 ngui 33 )

自來火。ㄗㄩ ˋ ㄌㄟ + ㄨㄧ +(tsyleiui 33 )

灶火。ㄗㄧㄠ ˋ ㄨㄧ +(tsiauui 33 )

海苔：垢。ㄍㄡ +(kou 33 )

菜垢。ㄘㄟ ˋ ㄍㄡ + (tsheiˋkou 33 )

那 * 肉 * 韌 *。ㄋㄚ ˇ ㄋㄩ ˋ ㄋㄡㄥ ^(naˇnyˋnoung 242 )

ㄐ (tɕ).

祭灶什物：祭灶糖。ㄗㄧㄝ ˇ ㄧㄠ ㄌㄡㄥ ˋ(tsieˇiau  loungˋ)

祭灶料。ㄗㄧㄝ ˇ ㄧㄠ ˋ ㄌㄧㄠ ^(tsieˇiauˋliau 242 )

老鼠囝。ㄌㄛ ˇ ㄖㄩ ˊ ㄧㄤ +(loˇʒyˊiang 33 )

忌日：做忌。ㄗㄛ ˋ ㄍㄟ ^(tsoˋkei 242 )

做節囝。ㄗㄛ ˇ ㄗㄟ ˊ ㄍㄧㄤ +(tsoˇtseiˊkiang 33 )

筊白筍：筊筍。ㄍㄚ ˋ ㄋㄨㄥ +(kaˋnung 33 )

菅筍。ㄍㄤ ˋ ㄋㄨㄥ +(kangˋnung 33 )

醬瓜：醬越 *。ㄗㄨㄛㄥ πㄨㄛㄎ (tsuong  nguok)

桶菜。ㄊ廿ㄩ π ㄖㄞ ˇ(thøyng  ʒaiˇ)

醬油：醬油 ( 來自國語 )。ㄗㄨㄛㄥ π ㄧㄨ ˋ(tsuong  ngiuˋ)

豉油。ㄙㄧㄝ ㄧㄝㄨ ˋ(sie  ieuˋ)

繼光餅：鹹餅。ㄍㄟㄥ + ㄇㄧㄤ +(keing 33 miang 33 )

鹹甘餅。ㄍㄟㄥ ˇπ ㄤ ˋ ㄇㄧㄤ + (keingˇngangˋmiang 33 )

福清餅。ㄏㄨㄏ ˇ ㄘㄧㄤ ˋ ㄇㄧㄤ + (huhˇtsiangˋmiang 33 )

278. 國際音標用 x，威翟式系統用 h，馬祖母語教材也是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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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來往。ㄌㄟ + ㄨㄛㄥ +(lei 33 uong 33 )

交插 *。ㄍㄡ ˋ ㄘㄧㄚㄎ ˊ(kouˋtsiakˊ)

交家。ㄍㄡ ㄚ (kou  a)

結婚：結婚 ( 來自國語 )。ㄍㄧㄝㄏ ˇ ㄏㄨㄛㄥ (kiehˇ huong)

討親 ( 指男方 )。ㄊㄛ ˇ ㄖㄧㄥ (thoˇʒing)

討老嬤 ( 指男方 )。ㄊㄛ ˇ ㄌㄡ ˋ ㄇㄚ +(thoˇlouˋma 33 )

做新婦 ( 指女方 )。ㄗㄛ ˇ ㄌㄧㄥ ˋ ㄇㄡ ^(tsoˇlingˋmou 242 )

圓房 ( 童養媳婦成親 )。ㄧㄝㄥ ˇ ㄇㄨㄥ ˋ(iengˇmungˋ)

招親 ( 入贅儀式 )。ㄗㄧㄝㄨ ㄑㄧㄥ (tsieu  tshing)

妓女：白面。ㄅㄚ ˋ ㄇㄟㄥ ˇ(paˋmeingˇ)

白面哥。ㄅㄚㄏ ˇ ㄇㄧㄥ π ㄛ (pahˇmeing  ngo)

白面妤。ㄅㄚㄏ ˇ ㄇㄧㄥ ˇ ㄊ廿 +( pahˇmeingˋthœ 33 )

軍樂園 ( 來自國語 )。ㄍㄨㄥ ˇ ㄌㄡㄎ ㄏㄨㄛㄥ ˋ(kungˇlouk  huongˋ)

樂園 ( 來自國語 )。ㄌㄡㄎ ㄏㄨㄛㄥ ˋ(louk  huongˋ)

八三么 ( 來自國語 )。ㄅㄚ ˇ ㄌㄤ π ㄧㄨ (paˇlang  ngiu) 

ㄑ (tɕh).

前面：前斗。ㄙㄟㄥ + ㄋㄡ +(seing 33 nou 33 )

先行。ㄙㄟㄥ π ㄧㄤ ˋ(seing  ngiangˋ)

頭前。ㄊㄡ ˇ ㄌㄟㄥ ˋ(thouˇleingˋ)

青江菜：青干 * 菜 ( 來自國語 )。ㄘㄧㄥ ˇπ ㄤ ˋ ㄖㄞ ˇ(tshingˇngangˋʒaiˇ)

瓢羹菜。ㄆㄧㄨ ˇ 勺ㄟㄥ ˋ ㄖㄞ ˇ(phiuˇβeingˋʒaiˇ)

青椒：番椒。ㄏㄨㄤ ㄖㄧㄨ (huang  ʒiu )

菜椒。ㄘㄟ ㄧㄝㄨ (tshei  ʒiu )

汽油：汽油 ( 來自國語 )。ㄎㄧ ㄧㄝㄨ ˋ(khi  ieuˋ)

燌油。ㄆ廿ㄩ π π ㄧㄝㄨ ˋ(phøyng  ngieuˋ)

ㄒ (ɕ).

謝謝：謝謝 ( 來自國語 )。ㄒㄧㄚ ˋ ㄌㄧㄚ ^(siaˋlia 242 )

感謝 ( 來自國語 )。ㄍㄤ ㄒㄧㄚ ^(kang  sia 242 )

道 ( 叨 ) 謝。ㄉㄛ ˋ ㄌㄧㄚ ^(toˋlia 242 )

起動。ㄎㄧ ㄌㄛㄩ π^(khi  lɔyng 242 )

胸罩：奶罩 ( 䍜 )。ㄋㄟㄥ ˇ ㄉㄛㄩㄎ ˊ(neingˇtɔ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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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縛。ㄋㄟㄥ ˇ ㄅㄨㄛㄏ (neingˇpuoh)

斜眼：斜眼。ㄑㄧㄝ ˋπ ㄤ +(tshieˋngang 33 )

單眼。ㄉㄤ ˋπ ㄤ + (tangˋngang 33 )

單眼斜。ㄉㄤ ˇπ ㄤ ㄑㄧㄝ ^ (tangˇngang  tshie 242 )

單眼龍。ㄉㄤ ˇπ ㄤ ˇ ㄌㄩ πˋ (tangˇngangˇlyngˋ)

青瞑牛。ㄑㄧㄤ ㄇㄤ π ㄨ ˋ(tshiang  mang  nguˋ)

青瞑睨。ㄑㄧㄤ ˋ ㄇㄤ ˇ ㄋㄟ ˇ(tshiangˋmangˇneiˇ)

目睭睨。ㄇ廿ㄩㄏ ˇ ㄗㄧㄨ ˋ ㄋㄟ ˇ (møyhˇtsiuˋneiˇ)

瀉：瀉。ㄒㄧㄚ ˇ(suaˇ)

拉。ㄋㄚ ˋ(naˋ)

病瀉。ㄅㄤ ˋ ㄋㄧㄚ ˇ(pangˋniaˇ)

冇腹。ㄆㄤ ˋ ㄇㄡㄎ ˊ(phangˋmoukˊ)

漏瀉。ㄌㄡ ˋ ㄌㄧㄚ ˇ(louˋliaˇ)

小：小。ㄒㄧㄨ +(siu 33 )

幼。ㄧㄝㄨ ˇ(ieuˇ)

細。ㄙㄚ ˇ(saˇ)

嫩。ㄋㄡㄥ ^(noung 242 )

學校：學校 ( 來自國語 )。ㄏㄡㄏ ˋ ㄏㄠ ^(houhˇhau 242 )

學堂。ㄏㄡㄏ ㄉㄡㄥ ˋ(houh  toungˋ)

書齋。ㄐㄩ ㄖㄝ (tsy  ʒe)

齋 ( 不單用 )。ㄗㄝ (tse)

ㄓ (tʂ).

漲潮：水滇。ㄗㄨㄧ ㄉㄧㄝㄥ ^(tsui  tieng 242 )

水漲。ㄗㄨㄧ ˊ ㄉㄡㄥ +(tsuiˊtoung 33 )

章魚：塗磨。ㄊㄨ ˇ ㄇㄛ ^(thuˇmo 242 )

石拒。ㄙㄨㄛㄎ ˋ ㄍ廿ㄩ ^(suokˋkøy 242 )

種豬：豬角 *。ㄉㄩ ˋ ㄍㄛㄩㄎ ˊ(tyˋkoykˊ)

豬料 *。ㄉㄩ ˋ ㄌㄧㄠ ^(tyˋliau 242 )

豬舌頭：豬抹 * 咯 *。ㄉㄩ ˇ ㄇㄨㄚ ˋ ㄌㄛ +(tyˇmuaˋlo 33 )

豬趁。ㄉㄩ ˋ ㄊㄟㄥ ˇ(tyˋtheingˇ)

中午：日晝。ㄋㄧㄏ ˋ ㄉㄠ ˇ (nihˋtauˇ)

中午 ( 來自國語 )。ㄉㄩ πˋ π ㄨ +(tyngˋngu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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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晝當。ㄋㄧㄏ ˇ ㄉㄡ ㄌㄡㄥ (nihˇtou  loung)

派晝。ㄆㄨㄟ ˋ ㄌㄠ ˇ(phueiˋlauˇ)

暵派晝。ㄏㄤ ˇ ㄆㄨㄟ ˋ ㄌㄠ ˇ(hangˇphueiˋlauˇ)

ㄔ (tʂh).

遲：遲。ㄉㄧ ˋ(tiˋ)

晏。ㄤ ˇ(angˇ)

趕𣍐上。ㄍㄤ + ㄇㄝ ˋ ㄌㄨㄛㄥ ^(kang 33 meˋluong 242 )

出殯前夕的法會：做藥師。ㄗㄛ ˇ ㄩㄝ ㄌㄟ (tsoˇye lei )

做光。ㄗㄛ ㄍㄨㄛㄥ (tso kuong)

ㄕ (ʂ).

叔父：依家。ㄧ ㄍㄚ (i  ka)

依叔。ㄧ ˋ ㄗ廿ㄩㄎ ˊ(iˋ tsøykˊ)

上釉：上釉。ㄙㄨㄛㄥ ˋ ㄧㄝㄨ ^(suongˋieu 242 )

潑釉。ㄆㄨㄚㄏ ㄧㄝㄨ ^(phuah  ieu 242 )

水瓢：水棬。ㄗㄨㄧ ˊ ㄨㄛㄥ +(tsuiuˊuong 33 )

水瓢。ㄗㄨㄧ ˇ ㄆㄧㄝㄨ ˋ(tsuiˇphieuˋ)

鱟桸。ㄏㄡ ㄧㄝ (hou  ie)

殺豬：刣豬。ㄊㄟ ㄉㄩ (thei  ty)

洗豬。ㄙㄝ ˇ ㄉㄩ (seˇty)

牧豬。ㄇㄨㄛㄏ ㄉㄩ (muoh  ty)

手套：手套。ㄑㄧㄨ ㄊㄛ ˇ(tsiu  thoˇ)

手絡。ㄑㄧㄨ ㄌㄛ ˊ(tsiu  loˊ)

手帕：汗巾。ㄍㄤ π ㄩ π(kang  ngyng)。也指小方巾、小毛巾而言。

手巾。ㄑㄧㄨ ˇ ㄩ π(tshiuˇ yng)

手巾囝。ㄑㄧㄨ ˇ ㄩ π π ㄧㄤ +( tshiuˇ yngˋngiang 33 )

石鱉：茨肉盔。ㄑㄧ ˇ ㄋㄩㄎ ㄎㄨㄧ (tsiˇnyk  kui)

八皮 ( 疕 )。ㄅㄟㄏ ˊ ㄆㄧ +(peihˊphi 33 )

層層上。ㄗㄟㄥ ˇ ㄖㄟㄥ ˇ ㄋㄨㄛㄥ ^(tseingˇɀeingˇnuong 242 )

上廁所：上廁所 ( 來自國語 )。ㄙㄨㄛㄥ ˇ ㄖㄟ ˊ ㄙㄨ +(suongˇʒeiˊsu 33 )

上桶。ㄙㄨㄛㄥ ˋ ㄋ廿ㄩ π+(suongˋnøyng 33 )

上池。ㄙㄨㄛㄥ ㄋㄧㄝ ˋ(suong nie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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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糞池。ㄎㄛ ˇ ㄅㄨㄥ ㄊㄧㄝ ˋ(khoˇpung  thieˋ)

去糞池頭。ㄎㄛ ˇ ㄅㄨㄥ ㄋㄧㄝ ㄌㄠ ˋ(khoˇpung  nie  lauˋ)

漱口杯：牙杯。π ㄟ ˇ 勺ㄨㄧ (ngeiˇβui)

耳杯。π ㄟ  勺ㄨㄧ (ngi βui)

市場：市場。ㄘㄧ ㄌㄨㄛㄥ ˋ(tsi luongˋ)

市場街。ㄘㄧ ㄌㄨㄛㄥ ˋ 兀ㄝ (tsi luongˋnge)

街。ㄍㄝ (ke)

ㄖ (ʐ，j). 279  

日光燈：日光燈 ( 來自國語 )。ㄋㄧㄏ ˇ ㄍㄨㄛㄥ ㄋㄟㄥ (nihˇkuong  neing)

電杠。ㄉㄧㄝㄥ ㄍㄡㄥ ˋ(tieng  koungˋ)

ㄗ (ts).  

宰殺：刣。ㄊㄞ ˋ(thaiˋ)

洗。ㄙㄝ +(se33)

刺。ㄑㄧㄝ ˇ(tshieˇ)

牧。ㄇㄨㄛㄎ (muok)

早晨：早晨。ㄗㄚ ˇ ㄌㄧㄥ ˋ(tsaˇlingˋ)

早頭。ㄗㄚ ˇ ㄌㄠ ˋ(tsaˇlauˋ)

早起。ㄗㄚ ˋ ㄧ +(tsaˋi 33 )

早起頭。ㄗㄚ ˇ ㄧ ˇ ㄌㄠ ˋ(tsaˇiˇlauˋ)

雜貨店：雜貨店 ( 來自國語 )。ㄐㄧㄚ ˇ ㄏㄨㄛ ˋ ㄌㄞㄥ ˇ(tsiaˇhuoˋlaingˇ)

京果店。ㄍㄧㄥ ˇπ ㄨㄛ ㄌㄞㄥ ˇ(kingˇnguo  laingˇ)

糟糕：糟糕 ( 來自國語 )。ㄗㄡ ㄍㄡ (tsou  kou)

死了。ㄙㄧ + ㄌㄡ +(si 33  lou 33 )

去了。ㄎㄛ ˇ ㄌㄡ +(khoˇlou 33 )

纏去了。ㄉㄧㄝㄥ ˋ π ㄛ + ㄌㄡ +(tiengˋngo 33  lou 33 )

完去了。ㄨㄛㄥ ˋπ ㄛ + ㄌㄡ + (uongˋngo 33  lou 33 )

儤底去。ㄅㄠ ˇ ㄌㄧㄝ + ㄛ (pauˇlie 33  o)

ㄘ (tsh).

廁所：廁所 ( 來自國語 )。ㄘㄟㄏ ˊ ㄙㄨ +(tseiˊhsu 33 )

279. 國際音標用 㭠，威翟式系統用 j，因為閩東方言無ㄖ的音，故〈馬拚〉借它來表示 㭠 的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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糞池。ㄅㄨㄥ ㄊㄧㄝ ˋ(pung  thieˋ)

糞池頭。ㄅㄨㄥ ㄋㄧㄝ ㄌㄠ ˋ(pung  nie  lauˋ)

糞坑厝。ㄅㄨㄥ ˇπ ㄤ ˋ ㄘㄨㄛ ˇ(pungˇngangtˋsuoˇ)

ㄙ (s).

死：死。ㄙㄧ +(si 33 )

亡。ㄨㄛㄥ ˋ(uongˋ)

生。ㄙㄟㄥ (seing)

睏 ( 諱稱 )。ㄎㄡㄥ ˇ(khoungˇ)

無 ( 諱稱 )。ㄇㄛ ˋ(moˋ)

𤸑瘴 ( 用於家禽 )。ㄅㄨㄏ ㄗㄨㄛㄥ ˇ(puh  tsuongˇ)

ㄤ (ang，aŋ). 280 

骯髒：擸𢶍。ㄌㄚㄎ ㄑㄧㄚ (lak  tshia)

擸沙。ㄌㄚ  ㄌㄟ (la  lei)

𣍐澈潔。ㄇㄝ ˇ ㄊㄚ ˋ ㄞ ^(meˇthaˋai 242 )

ㄦ (ɚ).

兒童：倪囝。ㄋㄧㄝ ˋ ㄧㄤ +(nieˋiang 33 )

倪囝蒂。ㄋㄧㄝ ˇ ㄧㄤ ㄉㄟ ˇ (nieˇiang  teiˇ)

倪囝豚。ㄋㄧㄝ ˇ ㄧㄤ ˇ ㄊㄡㄥ ˋ(nieˇangˇthoungˋ)

倪囝疕。ㄋㄧㄝ ˇ ㄧㄤ ˊ ㄆㄧ + (nieˇiangˊphi 33 )

倪囝羔。ㄋㄧㄝ ˇ ㄧㄤ ˇπ ㄛ (nieˇiangˇngo)

儸僮 ( 詈語 )。ㄌㄛ ˇ ㄌㄡㄥ ˋ(loˇloungˋ)

椷囝 ( 詈語 )。ㄤ +  π ㄧㄤ +(ang 33 ngiang 33 )

ㄧ (i).

一天：蜀日。ㄙㄨㄛㄏ ㄋㄧㄎ (suoh  nik)

蜀工。ㄙㄨㄛㄏ 廿ㄩ π(suoh  øyng)

右邊：右邊。ㄧㄝㄨ ㄇㄟㄥ (ieu  meing)

正邊。ㄐㄧㄤ ㄇㄟㄥ (tsiang  meing)

右手：正手。ㄐㄧㄤ ˋ ㄖㄧㄝㄨ +(tsiangˋʒieu 33 )

正邊手。ㄐㄧㄤ ˇ ㄇㄟㄥ ˋ ㄖㄧㄝㄨ + (tsiangˇmeingˋʒieu 33 )

280. 國際音標的 ng ＝ ŋ，即國語注音符號的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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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手。ㄧㄝㄨ ˇ ㄇㄟㄥ ˋ ㄖㄧㄝㄨ +(ieuˇmeingˋʒieu 33 )

掏箸手。ㄉㄛ ˇ ㄉ廿ㄩ ^ ㄘㄧㄝㄨ +( toˇtøy 242 tshieu 33 )

搖籃：搖籃。ㄧㄝㄨ ˇ ㄌㄤ ˋ(ieuˇlangˋ)

搖床。ㄧㄝㄨ ˇ ㄘㄡㄥ ˋ(ieuˇtshoungˋ)

搖箂。ㄧㄝㄨ ˇ ㄌㄞ ˋ(ieuˇlaiˋ)

菸嘴：薰囝喙。ㄏㄡㄥ ˇπ ㄧㄤ ㄘㄨㄧ ˇ(houngˇngiang  tshuiˇ)

薰囝哱。ㄏㄡㄥ ˇπ ㄧㄤ ˇ ㄅㄚㄎ (houngˇngiangˇpak)

洋蔥：洋蔥 ( 來自國語 )。ㄩㄛㄥ + ㄘ廿ㄩ π (yong 33 tshøyng)

番囝蔥。ㄏㄨㄤ ˇπ ㄧㄤ ˇ ㄘ廿ㄩ π(hungˇngiangˇtshøyng)

眼睛：目。ㄇ廿ㄩㄎ (møyk)

眼。π ㄤ +(ngang 33 )

目珠。ㄇ廿ㄩㄎ ㄗㄨㄛ (møyk  tsuo)

目睭。ㄇ廿ㄩㄎ ㄐㄧㄨ (møyk  tsiou

有趣：有味。ㄨ ˋ ㄇㄟ ^(uˋmei 242 )

好骹遛。ㄏㄛ ˇ ㄚ ㄌㄧㄨ ˋ(hoˇa  liuˋ)

牙膏：牙膏。π ㄟ ˇ ㄍㄛ (ngeiˇko)

牙醬。π ㄟ  ㄗㄨㄛㄥ ˇ(ngei tsuongˇ)

ㄨ (u).

文旦：枹 ( 𣏫 )。ㄆㄡ (phou)

柚。ㄧㄝㄨ ^(ieu 242 )

五花肉：五花肉。π ㄨ ˇ ㄨㄚ ㄋㄩㄎ (nguˇua  nyk)

三層肉。ㄙㄤ ㄗㄟㄥ ㄋㄩㄎ (sang  tseing  nyk)

半肥㾪。ㄅㄨㄤ ˋ ㄇㄨㄧ + ㄌㄟㄥ +(puangˋmui 33 leing 33 )

衛生紙：衛生紙。ㄨㄧ ˇ ㄌㄟㄥ ˋ ㄖㄟ +(uiˇleingˋʒei 33 )

粗紙。ㄘㄨ ˋ ㄖㄟ + (tshuˋʒei 33 )

草紙。ㄘㄡ ˊ ㄖㄟ + (tsouˊʒei 33 )

ㄩ (y).

雲：雲。ㄏㄨ πˋ(hungˋ)

雲馬。ㄏㄨ π+ ㄇㄚ +( hung 33 ma 33 )

元宵酬神：擺暝。ㄅㄝ ˇ ㄇㄤ ˋ(peˇmang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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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元宵。ㄅㄝ π ㄨㄛㄥ ㄋㄧㄨ (pe nguong niu)

迎神。π ㄧㄤ ˇ ㄋㄧㄥ ˋ(ngiangˇningˋ)

ㄜ (ɣ).

餓：饑。ㄍㄨㄧ (kui)

枵。ㄧㄡ (iou)

空。ㄎ廿ㄩ π(khøy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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