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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臺灣客家語四字詞研究


摘要


臺灣客家語四字詞，是客家族群把在生活環境中所遇到的人、事、時、地、物等狀況，用自己的五官所看、聽、聞、摸，用客家話將其活靈活現表達出來。


四字詞有節奏、韻律的美感，在加上詞彙的精煉，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因此，本論文的重點在於詞彙的研究。


先將臺灣客家語四字詞做了定義和分類，其定義是四字詞是含有四個字或二個字的詞素，但無論如何被拆解，他都只有一個定義；而依據臺灣客家語四字詞的出現的形式，依照語音、語法、詞彙，做分類整理。


再從最常見的農耕、教育、禮俗、飲食、禁忌語等方面討論臺灣客家語四字詞的文化意涵，從農耕方面，可明確知道客家人是來自山林；從教育方面，客家人重視生活；從禮俗方面，可知道客家人的精神寄託；從飲食可知道，客家人勤儉持家的本性；從禁忌語方面，可知道客家人重視傳宗接代。


    最後從臺灣各地客家話次方言四字詞做比較，差異最大的是詔安客家話，在構詞、語法上有所不同；在構詞上，詔安腔受到閩語影響，產生了借用替代的情形；在語法上，詔安客家話與其他四字詞次方言對比時，會產生二字、三字、四字的情形。


關鍵詞：四字詞、客家語、客家文化
	摘要(英)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four-words-idioms of hakka in Taiwan


The four-words-idioms of hakka in Taiwan are originated from all the living surroundings where the hakkaness experience lots of situations including the human beings, events, spaces, time, and matters.  The hakkaness describe those vividly after they use their own senses, as the sense of seeing, the sense of listening, the sense of smelling, and the sense of touching.


    The four-words-idioms are abundant in the beauty of rhythm and the simplification.  Therefore, they attract our attention.


    In the beginning, we define that the four-words-idioms are the morphemes included four words or two words, and there will always be one meaning in each four-words-idiom no matter in which cases they be disassembled. Besides, we classify them according to the pronunciation, grammar, and vocabulary by their forms.


    Moreover, we discuss their cultural meanings form some aspects, just like the most common agriculture, education, customs, diets, and taboos. In the aspect of agriculture, it can be clearly known that hakkanese come from the mountains.  In the aspect of educ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hakkanese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ir life.  In the aspect of customs, it can be known that hakkanese’s spirits.  In the aspect of die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nature of thrifty in hakkaneses.  In the aspect of taboos, it can be known that hakkanese value family trees.


    Finally, we compare the four-words-idioms of all hakka dialects in Taiwan.  We found that the most different is the zhao’an hakka---the difference appears in morphology and syntax.  In the aspect of morphology, it is affected by Southern Min dialect and some words are borrowed form it.  In the aspect of syntax, two-words-idioms, three-words-idioms, and four-words-idioms are appeared in zhao’an hakka dialect when it is compared with other hakka dialect.


key words: four-words-idioms, hakka dialects, hakka culture
	關鍵字(中)	
      	  ★ 客家語
★ 四字詞
★ 客家文化	關鍵字(英)	
      	  ★ four-words-idioms,
★ hakka dialects
★ hakka culture
	論文目次	臺灣客家語四字詞研究


目次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誌    謝…………………….III


第一章緒論


1.1研究目的…………………………………………………………………………1


1.2研究動機…………………………………………………………………………2


1.3研究方法與步驟…………………………………………………………………4


1.3.1研究方法…………………………………………………………………   …4


1.3.2研究步驟………………………………………………………………… ……5


1.4取材範圍…………………………………………………………………………6


1.5語料標記方式……………………………………………………………………8


第二章文獻回顧………………………………………………..…………………9


2.1專書部分…………………………………………………………………………9


2.2學術著作部分……………………………………………………………………12


2.3碩博士論文部分…………………………………………………………………13


2.4.單篇期刊部分……………………………………………………………………17


2.4.1臺灣部分………………………………………………………………………17


2.4.2中國部分………………………………………………………………………19


第三章臺灣客家語四字詞概說及分類………………………………………21


3.1四字詞概說………………………………………………………………………21


3.1.1詞與語…………………………………………………………………………21


3.1.2四字詞的定義…………………………………………………………………26


3.1.3四字詞與其他語彙的差別……………………………………………………27


3.1.3.1熟語、成語、諺語、慣用語………………………………………………28


3.1.4  臺灣客家語四字詞的定義…………………………………………………31


3.1.5  華語四字成語與臺灣客家四字詞間的區別………………………………32


3.1.6  華語、客家語四字詞間的對應關係………………………………………34


3.1.7  結論…………………………………………………………………………40


3.2臺灣客家語四字詞的分類……………………………………………………41


3.3小結……………………………………………………………………………48


第四章客家語四字詞的形式分析……………………………………………50


4.1語音形式…………………………………………………………………………50


4.1.1雙聲……………………………………………………………………………51


4.1.2疊韻……………………………………………………………………………52


4.1.3疊音……………………………………………………………………………53


4.1.4擬音……………………………………………………………………………57


4.1.5聲調……………………………………………………………………………60


4.2  語意……………………………………………………………………………63


4.2.1形式題取原則…………………………………………………………………63


4.2.2 五種基本型式…………………………………………………………………63


4.2.3複合型式………………………………………………………………………66


4.3  語法分析………………………………………………………………………66


4.4  小結……………………………………………………………………………82


第五章 臺灣客家語四字詞中的文化意涵…………………………………83


5.1臺灣客家語四字詞反映的農耕文化……………………………………………84


5.2臺灣客家語四字詞反映的道德倫理文化………………………………………86


5.3臺灣客家語四字詞反映的禮俗文化……………………………………………88


5.4臺灣客家語四字詞反映的飲食文化……………………………………………91


5.5 臺灣客家語四字詞反映的教育文化………………………………………   .94


5.6從禁忌語四字詞看客家文化……………………………………………………97


5.7小結…………………………………… …………………………………………99


第六章 臺灣客家語四字詞的差異…………………………………………100


6.1臺灣客家語四字詞差異的方式………………………………………………100


6.1.1形異義近……………………………………………………………………100


6.1.2形近義近……………………………………………………… ……………101


6.1.3形近義異…………………………………………… ………………………101


6.2   臺灣客家語四字詞差異的原因……………………………………………103


6.2.1外在環境的變遷……………………………………………………………103


6.2.2內在用詞的變化……………………………………………………………107


6.3臺灣六腔客家話四字詞的內部差異…………………………………………109


6.4小結    ……………………………………………………………      112


附表………………………………………………………………………………113


第七章結論………………………………………………………………………115


參考文獻-………………………………………………………………………117


附錄一……………………………………………………………………………123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一、辭典(作者順序按筆劃排列)


中原週刊編輯群，1989，《客家話詞彙》。苗栗：中原週刊社。


王力，1995，《語言學詞典》。山東：山東教育。


何石松、劉醇鑫，2002，《現代客語詞彙彙編》，臺北：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


                       員會。


何石松、劉醇鑫，2004，《現代客語詞彙彙編˙續篇》。臺北：臺北市政府客家


                      事務委員會。


何石松、劉醇鑫，2006，《客語詞庫》。臺北：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李盛發，1997，《客家話讀音同音詞彙》，屏東：屏東縣政府。


李盛發，1998，《客家話諺語、歇後語選集》，安可出版社編印。


姜德梧，2000，《漢語四字格詞典》。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客家委員會，2012，《客家語言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用書》。臺北：客家委員


會。


莊萬貴編著，2005，《客家後生人罕得聽過个話—海陸腔詞彙篇》，新竹：新竹


縣政府出版、新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編印


陳新雄等，1989，《語言學辭典》。台北：三民。


黃永達，2005，《臺灣客家俚諺語語典》。臺北：客家委員會贊助出版


楊正男、徐清明、龔萬灶、宋聰正編纂，1998，《客語字音辭典》。台北：台灣


書店。


龔萬灶編著，2003，《客話實用手冊》。苗栗：自行出版。


二、專書(作者順序按筆劃排列)


王  勤，1980，《諺語歇後語概論》，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  勤，1982，〈論慣用語〉，《語文研究》，1982第一輯。


古國順、羅肇錦、何石松等著，2005，《臺灣客語概論》，台北：五南圖書。


古國順、何石松、劉醇鑫，2005，《客語發音學》，台北：五南圖書。


白啟明，1924，〈採集歌謠所宜兼收—歇後語〉，《歌謠週刊》。


石毓智，2003，《現代漢語語法系統的建立：動補結構的產生及影響》，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何石松，2001，《客諺一百首》，臺北：五南書局。


何石松，2009，《客諺第二00首》，臺北：五南書局。


何耿鏞，1993，《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呂叔湘，1979，《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李新建、羅新芳、樊鳳珍，《成語和諺語》，河南：大象出版社。 


周祖謨，1959，《漢語詞匯講話》，人民教育出版社。


武占坤、馬國凡，1956，《諺語》，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


胡裕樹編，1962《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正光編，2007，《臺灣客家概論》，2007，台北：南天書局。


徐運德，1999，《客話講古三百首》，桃園：聯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馬國凡，1978，《成語》，蒙古：內蒙古出版社。


崔希亮，1997，《漢語熟語與中國人文世界》。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張志公，1988，《語法與修辭》(上)(下)，台北：新學識出版社。


張德明，1995，《語言風格學》，高雄市︰麗文文化公司。


陳昌來、李傳軍等，2012，《現代漢語類固定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彭欽清，1995，《心懷客家》，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印行。


程祥徽、田小琳，1992，《現代漢語》。台北：書林。


溫端政，2006，《漢語語匯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葛本儀，2003，《漢語詞匯學》。濟南：山東大學。


葛本儀，2011，《現代漢語詞匯學》，第二版，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董忠司等，1996，《台灣客家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臺北：台灣語文學會。


劉叔新，2000，《漢語描寫詞匯學》。北京：商務。


劉叔新，2005，《漢語描寫詞匯學》，商務印書館。


劉蘭英、孫全洲，1998，《語法與修辭》。台北：新學識文教。


潘文國等，1993，《漢語的構詞法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鍾榮富，2004，《臺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羅肇錦，1996，《臺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


羅肇錦，1988，《客語語法》，修訂再版，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中華書局，1958《古謠諺》，中華書局。


三、博碩士論文（作者順序按畢業時間排列）


吳紫綾，1996，《台灣閩南語重疊式構詞法》，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徐光榮，1997，《臺灣客家話同義詞比較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張雁雯，1998，《臺灣四縣客家話構詞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劉淑美，1999，《國語中四字成語之分析研究》，台灣師範大學英文研究所碩


               論文。


盧彥杰，1999，《新竹海陸客家話詞彙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


              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嘉華，2002，《台灣閩南語四字成詞之研究》。臺南師範學院國語文碩士學位 班碩士論文。


黃佳文，2003，《臺灣東勢客語表性狀詞的語義分析》，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


              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元剛，2005，《英漢詞語文化語義對比研究》，華東師範大學語言學暨應用語言


              學博士論文


劉春芬，2007，《台灣四縣客語的褒貶詞語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


              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白淑菁，2008，《漢語詞彙型態素和詞義間之對立關係研究》，國立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方  瑾，2009，《論現代漢語詞素、詞、詞組之界定及其教學啟示》。台灣師範


              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美娟，2009，《新竹饒平客語詞彙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


              論文


葉瑞珍，2010，《客家話重疊詞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燕春，2011，《客家話詈罵語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


士論文


四、期刊論文(作者順序按筆劃排列)


王天虹，〈獨特的漢語四字格型式發展探析〉，《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校學報》，


2007年第一卷第1期，頁58-60。


王振頂，＜現代漢語四字詞語的意義特徵與認知策略＞，《宜賓學院學報》，第


        九期，2009，P.95-98。


李芸、李素建、王治敏、吳云芳，〈隱喻性成語的語義映射〉，《中文計算語言


學期刊》，1995，第1卷第1期，頁571-580


李宜穎，〈李得福客語鄉土文學《錢有角》語言特色初探〉，《第八屆台灣語言及


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苗栗：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


學系，頁58-77。


周  荐，〈熟語的經典性與非經典性〉，《語文研究》，1994年第3期。


周  荐，〈論成語的經典性〉，《南開學報》，1997年第2期。


周  荐，〈論四字語和三字語〉，《語文研究》，1997年第4期，頁26-31。


周  荐，〈四字組合論〉，《漢語學報》，2004年第1期，頁41-46。


周碧香，〈談杜牧詩作用詞的兩個特點〉，《第三屆南區四校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1997，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頁103。。


邱湘雲，〈客、閩、華語三字熟語隱喻造詞類型表現〉，《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2011，第22卷，頁241-272。


胡紅波，〈文學中的客話和文化〉，《客家語言與文學研討會論文集》，2006，頁


        1-19。


馬國凡，《四字格結構的模糊性》，《內蒙古師大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3期，


        頁30。


莫彭齡，〈「四字格」與成語修辭〉，《常州工學院學報》，2003，頁53-58。


陸志韋，《漢語的駢立四字格》，《語言研究》，1956 年第 1 期，頁72。


張屏生，〈大牛椆閩南話、客家話的雙方言現象探析〉，《八十九年國科會語言學


門〈一般語言學〉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000，頁55-72。


湯治祥，〈廣州話四字格詞語研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3年第10卷第3期，頁92-99。


劉美芸，〈數詞成語形式結構的計量分析〉，《東吳線上學術論文》，2008


，第二卷，頁199-228。


楊如雪，〈成語的語法特色〉，《國文天地》，2010年第25卷第10期，頁18-28。，


謝淑熙，〈從客話成語探索客家人傳統文化意涵〉，《第二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


        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2011，頁78。。


五、網站資料


教育部台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http://twblg.dict.edu.tw/tw/index.htm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


教育部電子《成語典》。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


網路資料: 苗栗故事館 http://www2.nuu.edu.tw/~hakkacenter/ch/story/01/01-25.htm


網路資料，客家歌謠簡介：http://life.fhl.net/Literature/plebeian/p05.htm


網路資料︰彭瑞珠：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第088期


http://hakka.ncu.edu.tw/hakka/modules/tinycontent/content/paper/paper88/03_01.html
	指導教授	
      	  羅肇錦
      	 	審核日期	2013-8-28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