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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客家話程度副詞詞彙、語法和語用研究共分為七章，第一章說明研究的動機和目的、研究架構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為文獻的研究，有關程度副詞的討論文獻，第三章針對客家話程度副詞的性質、範圍和分類做討論，第四章討論客家話程度副詞的詞彙特色，第五章做客家話程度副詞的詞源探討，當客家話表示程度時，有加綴和重複的構詞形式，分古漢語、語言底層和借詞三個部份說明，第六章客家話程度副詞的語法特色，其結構有HF＋心理動詞、HF＋非心理動詞、HF＋（V＋O）、HF＋有/沒＋N、HF＋係/毋係＋N、HF＋成/毋成＋N、HＦ＋V＋得卅毋十動詞、HＦ＋V＋得卅毋得、HF＋V1＋N＋V2、HF ＋V能願、HF ＋（PP ＋VP )、HF＋V ＋（了卅過）＋數量成分＋O、HF＋V ＋（了卅過）＋數量成分、HF＋性質形容詞、HF＋狀態形容詞、HF＋N等； 第七章研究的結論，歸結研究的發現和感想，並對未來研究的期許。


除田野調查外，並結合運用行政院客委會2008年所出版的《九十七年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高級暨語料選粹海陸版》，並將典型的六個客家程度副詞為例，說明其詞彙、語法和語用特點。
	摘要(英)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introduction that explains the motive, goals, and methodology of the research. It also defines the meaning 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Hakka degree adverbs. Furthermore, it summaries the interview process and reviews 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degree adverbs. The third chapter explains the quality, scope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Hakka degree adverbs. The fourth chapter is the lexicon of the Hakka degree adverbs. The Hakka degree adverb be classified to six types. These are “tsui11” “kau24” “liok2 liok2 er55” “thet5” “tong53” and “ʒiu53 teu53 er55” .The fifth chapter researchs the source of the Hakka degree adverbs. The sixth chapter researchs the syntax of the Hakka degree adverbs. It includes the structures “HF＋mental verb、HF＋non- mental verb、HF＋（V＋O）、HF＋ʒiu53/ mo55＋N、HF＋he11/ m55 he11　＋N、HF＋shang55/ m55 shang55＋N、HＦ＋V＋tet5卅m55＋verb、HＦ＋V tet5卅V m55 tet5、HF＋V1＋N＋V2、 HF＋Volitional V、HF ＋（PP ＋VP )、HF＋V ＋（le53卅ko11）＋a quantity composition＋O、HF＋V ＋（le53卅ko11）＋a quantity composition、HF＋Qualitative Adjective、HF＋Stative Adjective、HF＋N”. 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tion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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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	關鍵字(英)	
      	  ★ Hakka
★ degree
★ lexicon
★ syntax
★ 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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