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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關注 3 個焦點：檳城福建話的語言特色；以符碼優先理論看檳城

的招牌與《檳城新報》內的廣告；解碼百年前檳城街道名稱內的語言密碼與文化

意涵。 

首先透過語言調查，整理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並與相關的次方言比較，

得出檳城福建話與漳州、龍海更為接近。由於語言接觸的關係，檳城福建話內有

著馬來語、英語的借詞，也讓檳城福建話不同於其他地區的閩南語。 

其次，招牌是語言景觀中重要的一環。透過對招牌的解讀觀看實體世界的

語言如何呈現在檳城的招牌上。《檳城新報》的語言景觀多元而豐富，不論是煙

或酒類廣告的語言數量以多語言為常態。語言景觀具有傳遞訊息和象徵的功能，

這些看得見、讀得到的報章雜誌與招牌，傳遞出檳城當地多元族群的互動。 

最後，路名是語言與文化結合的產物，背後蘊藏著相關的歷史記憶。本文

以 Lo Man Yuk 的路名記錄為研究材料，著重福建話路名的分析，並探究隱藏在

路名中的語言特色及文化語詞。語言特色有著「兼具漳、廈特色」，尤其是「漳

州腔」的比例最多。面對外來語，主要以音譯相關方式進行外來語的借用。文化

語詞上，能看到海外華人在血緣、地緣、業緣這 3 方面的互動性很高，也有自己

的文化內涵在其中。 

了解一個語言可以透過多方視角進行。本文以傳統語言學、語言景觀與文

獻梳理的方式，描繪出平面的語言系統、特徵，和立體的廣告招牌現象，以呈現

檳城福建話的在地性與特殊性。 

 

關鍵詞：檳城福建話、語言景觀、語言接觸、《檳城新報》、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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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Penang Hokkien language in Malaysi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focuses of this research paper: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nang Hokkien; viewing the signs in Penang and advertisements in the "Penang 

Sin Poe" from the Code Priority Theory; decoding the language password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nang street names from hundreds of years ago. 

First of all, organizing the dialect system of Penang Hokkien,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related subdialect, the conclusion was reached that Penang Hokkien is closer 

to Zhangzhou, Longhai through the language survey. Due to the contact between 

languages, there are loanwords from Malay and English in Penang Hokkien tha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the Minnan dialect from other regions. 

Next, sig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anguage landscape. Viewing how the 

language of the physical world is presented on the signs of Penang is possibl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Penang Sin Poe" is diverse 

and rich. There are a number of languages in advertisements for cigarettes and alcohol, 

so a multilingual landscape is the norm. The language landscape has the functions of 

passing messages and symbols, thus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signs pass on 

meaning from the local ethnic groups in Penang. 

Finally, road names are a product of combin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hidden historical memories.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material is based on the road 

name records of Lo Man Yuk. The focus is analyzing road names in the Hokkien 

dialect, and exploring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words hidden in the 

road names. Language featur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Zhangzhou and 

Xiamen with the largest proportion derived from the Zhangzhou accent. In terms of 

loanwords, they are mainly based on transliteration. In terms of cultural words, three 

areas of consanguinity, geographic, and business interactivitie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are high, and included with their own cultural connotations. 

Understanding a language can be done from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epicts the plane languag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three-dimensional 

advertisement signs using the methods of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language landscapes, 

and literature organization to show the localities and specialties of Penang Hokkien. 

 

Keywords: Penang Hokkien、linguistic landscape、language contact、Penang Sin Poe、

stree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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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馬來西亞現況 

馬來西亞主要的族群有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其他的少數族群，馬來人通

常是大多數的族群。顧長永（2009：3）：「根據馬國政府在 2008 年的統計，馬來

人佔國人的 50.4%，華人佔 23.7%，印度人佔 7.1%，還有當地的少數民族佔 11%，

及其它的人民佔 7.8%。」截至 2016 年，馬來西亞總人口數達 3,170 萬人，相較

於 2015 年增加了 1.6%。馬來人口為 2,174 萬 6 千兩百人，佔總人口數 68.6%；

華裔人口 741 萬 7 千 8 百人，佔 23.4%；印度裔有 221 萬 9 千人，佔 7%；其他

種族有 31 萬 7 千人，佔 1%1。華裔人數的佔比自 2008-2016 年之間是下降的。 

「馬來」二字在馬來語中，意為「黃金」。馬來半島盛產黃金，由東馬和西

馬兩個不相連的地區組成。西馬地區位於中南半島的馬來半島南端，東臨南海，

西濱麻六甲海峽，北接泰國，南鄰新加坡。東馬地區則包括砂勞越與沙巴兩個州。

位於婆羅洲島（Borneo，也稱加里曼丹島）北部，南與印尼西加里曼丹（West 

Kalimantan）相接，北部中段接汶萊（Brunei）。馬來西亞總面積約 330,4330 平

方公里，其中西馬約有 13.2 萬平方公里，東馬約 19.8 萬平方公里2。 

現行的 13 個州（State），包括西馬地區的 11 個州：柔佛（Johor）、吉打（Kedah）、

吉蘭丹（Kelantan）、麻六甲（Malacca）、森美蘭（Negeri Sembilan）、彭亨（Pahang）、

檳城（Penang）、霹靂（Perak）、玻璃市（Perlis）、雪蘭莪（Selangor）、丁加奴

（Terengganu），東馬地區的沙巴（Sabah）、砂勞越（Sarawak）。另外還有 3 個聯

邦直轄區（Federal Territory）：吉隆坡（Kuala Lumpur）、納閩（Labuan）與布城

（Putrajaya）。其中，吉隆坡為馬來西亞首都。布城是聯邦政府行政中心的所在

地，馬來文的意涵是「王子之城3」，與吉隆坡都位於雪蘭莪州。納閩則位於沙巴

州的西南部，納閩在馬來語中是「良港4」之意，是聯邦政府設立的「離岸金融

中心」。本文以馬來西亞檳城福建話研究為題，以下簡述檳城及其相關歷史概況。 

 

 

 
                                                 
1 經濟部全球台商服務網：http://ppt.cc/t4tFf（2017 年 5 月 11 日查詢）。 
2 周小兵（2006：3）、謝詩堅（2012：檳城島嶼頁）。 
3 顧長永（2009：156）。 
4 周小兵（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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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檳城與海峽殖民地概況 

檳城（Penang）位於馬來半島的西北側，地理位置接近麻六甲海峽與印度洋

的交會口。面積有 1,031 平方公里，其中檳島面積為 293 平方公里、威省 738 平

方公里，首府為喬治市（George Town）。檳城又名檳榔嶼、檳州，馬來語為 Pulau 

Pinang，為檳榔島之意。位於馬來西亞半島的西北側，是馬來西亞 13 個聯邦州

之一，馬來西亞第 2 大城市。就馬來西亞政府的行政區來說，檳城州包括兩個地

區，一為檳城島，另一個是檳城島對面的威勒斯里省（Province Wellesley），簡

稱威島5。馬來西亞與檳城地理位置圖，如圖 1、2：6 

 

圖 1：馬來西亞全圖與臺灣相對位置 

 

圖 2：西馬來西亞與檳城（檳榔嶼）位置圖 

資料來源：圖 1、圖 2 來源皆是 Google Map 

 

 

 

                                                 
5 顧長永（2009：166）。 
6 圖片來源網址：https://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tab=wl（2013 年 11 月 18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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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麻六甲、新加坡雖然是 3 個不同的地方，但是關係密切，1826-1946

年為英國的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此 3 地受英國殖民的年代如表 1： 

表 1：海峽殖民地年代起訖表7  

               年份        

  區域 

檳城 麻六甲 新加坡 

首次被英國的殖民年份 1786 1795 1819 

再次被英國的殖民年份  1824  

海峽殖民地起訖年份 1826-1946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馬來西亞被殖民的歷史悠久，曾受葡萄牙、荷蘭、英國、日本的殖民。麻六

甲因其地理位置優越，發展港口貿易，成為東南亞的貿易中心9，引來西方強國

的覬覦。於 1511 年 8 月 10 日被葡萄牙佔領，展開 130 年的統治。葡萄牙人之所

以如此積極佔領麻六甲，李寶鑽（1997：14）：「其用意誠如十六世紀著名的葡萄

牙及10旅行家湯美‧皮雷司所說的『誰是麻六甲的主人，誰就扼住威尼斯的咽

喉』。」由此得知麻六甲戰略地位重要，為兵家必爭之地。 

160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荷蘭與葡萄牙在麻六甲海峽展開激烈的征

戰11。至 16 世紀末，荷蘭聯合柔佛王國、亞齊王國的艦隊，加強對麻六甲的封

鎖與攻擊，在 1641 年 1 月，荷蘭佔領麻六甲。繼荷蘭之後，來到馬來半島的是

英國。 

1786 年 8 月 11 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萊特（Francis Light）登陸檳城。當時

的檳城是吉打（Kedah）屬地，英國與吉打的統治者蘇丹（Sultan）簽署協定，

將檳城交給英國管理，吉打則能受英國保護，免於受緬甸、泰國的威脅入侵。因

此，英國正式將檳城納為殖民地12。這是英國在馬來半島建立第一個據點，命名

                                                 
7 1916 年，位於沙巴州西南部的納閩港口也被劃歸為第四個海峽殖民地（張翰璧，2013：79）。

本文著重檳城、麻六甲與新加坡，故納閩與其他海峽殖民地的殖民歷史僅簡略帶過。 
8 1946 年 4 月 1 日，英國宣布解散海峽殖民地，檳城與馬六甲分別被規劃為馬來聯盟（Malayan 

Union）的州屬成員之一，進而在 1957 年獨立為馬來西亞；新加坡則在 1946 年成為唯一獨立

的英國皇家殖民地，負責管轄科科斯群島和聖誕島；納閩則規劃到英屬北婆羅洲。科科斯群島

與聖誕島則分別於 1955 年和 1957 年劃歸到澳洲屬下（張翰璧，2013：80）。 
9 韓山元（2006：15）。 
10 原文做「及」，於此應為「籍」。 
11 韓山元（2006：25）。 
12 顧長永（200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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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威爾斯太子島（8 月 11 日是威爾斯太子生日的前夕），由萊特擔任首任督辦13。

1795 年，荷蘭被法國革命軍佔領，不得已下，荷蘭只好將它在東南亞的屬地（含

麻六甲、蘇門答臘、爪哇等）交給英國代管（韓山元，2006：26）。直至 1818

年，荷蘭收回麻六甲。1819 年，英國佔領新加坡。 

1824 年，英國與荷蘭簽署「英荷條約（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

荷蘭將麻六甲讓給英國人，用以交換從英國人手中蘇門答臘的明古魯地區

（Bencoolen）（顧長永，2009：164），英國再度殖民麻六甲。1826 年，英國將檳

城、麻六甲與新加坡 3 地合併為 1 個省區，總稱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華僑稱之為「三州府」，省府設在檳榔嶼（陳佩修，2003：21），

1832 年將首府遷往新加坡。海峽殖民地的建立，奠定英國在遠東的霸權。 

英國之所以能順利的先統治「海峽殖民地」的 3 個地區，主要是因為這 3

個地區華人人數較多。大多來自中國南方的沿海地區，此時的華人並未有嚴密的

政治組織，馬來人也無法有效的管理華人。再加以華人到此主要是謀生，尋求經

濟上能生存。而英國來此開發，提供了就業上的機會。因而形成相互分工的網絡。

在這樣的基礎下，華人在馬來半島落地生根，並形成和馬來人不同的群體。 

20 世紀 30 年代，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爭奪愈見激烈。日本除了侵略中國，也

將戰火延伸至東南亞。日軍於 1942 年 1 月 11 日攻陷吉隆坡，到 1 月 30 日，馬

來半島已全部淪陷。2 月 8 日跨過柔佛海峽，進入新加坡，2 月 15 日，新加坡英

國守軍投降。於此，日本佔領了馬來亞全境14。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英軍於 9 月進駐馬來亞，

建立軍政府並恢復原本的殖民制度。1946 年 1 月 22 日，英國政府發表《馬來亞

計畫聯邦白皮書》，它後來成為馬來亞聯邦的憲法15。主要內容之一為：「第一、

新加坡為單獨的皇家殖民地，馬來亞其於地區合併組成中央集權的馬來亞聯邦，

以總督為最高行政官員，下設行政、立法兩會議，州設州議會。16」同年 4 月 1

日，英國與各邦蘇丹簽約，正式宣布成立「馬來亞聯邦」。白皮書宣布後，海峽

殖民地被取消，檳榔嶼、麻六甲歸入馬來亞聯邦，其他尚包含馬來半島的 9 個州。

新加坡單獨成為皇家直轄殖民地，由英國總督治理。 

 

                                                 
13 周偉民、唐玲玲（2002：281）。 
14 陳佩修（2003：44） 
15 陳佩修（2003：50）。 
16 陳佩修（2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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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馬來亞聯邦受到國內人民的強烈反對，直到 1948 年 2 月馬來亞聯合邦成

立，代替原來的馬來亞聯邦。1956-1957 年，憲法起草委員會擬定了馬來亞聯合

邦獨立憲法17。馬來亞（Malaya）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脫離英國獨立，當時領

土有西馬的 11 個州，以吉隆坡為首都，新加坡與東馬地區仍受英國殖民。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西亞（Malaysia）建立時，新加坡、沙巴、砂勞越皆以州的名

義與馬來亞聯邦合併為一個新的聯邦。此時，共有 14 個州。1965 年 8 月，新加

坡因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宣布獨立，建立新加坡共和國18。 

表 2：檳城、麻六甲、新加坡三地殖民歷程表  

      區域 

年份 

檳城 麻六甲 新加坡 

1511  葡萄牙殖民。  

1641-1795 荷蘭殖民。 

1786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萊

特登陸，開啟英國殖

民。19 

 

1795  英國殖民。 

1818 荷蘭收回麻六甲。 

1819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

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登陸新加

坡。 

1824 「英荷條約」，荷蘭

將麻六甲讓給英國。 

成為英國領地。20 

1826-1946 英國成立「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21 

                                                 
17 「馬來亞聯合邦獨立憲法」內的要點之一，陳佩修（2003：50）：「蘇丹各邦以蘇丹為元首。

檳榔嶼與麻六甲則由最高元首任命的總督管治。規定馬來語為國語，在 10 年之內，英語仍保

持為官方語言。憲法認可非馬來人獲得公民權的屬地原則和較寬鬆的歸化條件，擴大非馬來

人的公民權，所有從宣布獨立之日起在馬來亞聯合邦出生的人，都自動成為馬來亞的公民，

以及各族群教育的地位。……立伊斯蘭為國教，但保障其他宗教自由。」 
18 周小兵（2006：10）。 
19 1800 年，英國迫使吉打蘇丹割讓檳榔嶼對面的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今威斯利區），

將其併入檳榔嶼。（周小兵，2006：24） 
20 英國與廖內─柔佛王朝駐新加坡的統治者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gong Abdul Rahman），及

柔佛蘇丹東姑隆（Tungku Long）簽約，將新加坡永久割讓給英國。韓山元（20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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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日本殖民。 

1945 英國再度殖民。 

1946 英國成立「馬來亞聯邦」，檳城、麻六甲都

有加入。 

（新加坡未被納

入。） 

1948 英國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檳城、麻六甲

都有加入。 

（新加坡未被納

入。） 

1957 「馬來亞聯合邦」獨立，22檳城、麻六甲再

度加入「馬來亞聯合邦」。 

（新加坡未被納

入。） 

1959  取得自治地位。 

1963 「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成立，3 個地區都有加

入。23 

1965  被迫獨立。2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檳城與麻六甲、新加坡關係密切，也是華人分佈較多的地區。除了政治、經

濟上的掌握以外，於 1877 年 11 月 4 日，成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8 年出版《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

學報》（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這是英國殖民地

官員發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之一，1923 年更名為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

報（Journal of the Malayan（Malaysian）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5，

截至 2016 年仍持續出版。該期刊記載許多關於東南亞的研究。後續的討論，將

引用期刊內的資料做為分析的依據。 

 

                                                                                                                                            
21 英國於 1826 年成立「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當時是由英國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管理，直到 1867 年才轉由倫敦的殖民部管轄。顧長永（2009：6）。 
22 英國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宣布「馬來亞聯合邦」獨立，……9 月 2 日，森美蘭的嚴端押都拉曼

被選為聯合邦的第一任最高元首，東姑拉曼擔任第一任總理。陳佩修（2003：57）。大馬憲法

第 160 條特別將這一天訂為「Merdeka Day」（獨立紀念日）。顧長永（2009：16）。 
23 「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於 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成員包含馬來半島的

11 個州、新加坡、沙巴與沙勞越。顧長永（2009：18）。 
24 東姑拉曼要求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動用國會議員表決，將新加坡趕出馬來西亞聯

邦。李光耀被迫於 1965 年 8 月 9 日宣布獨立。顧長永（2009：19-20）。 
25 李寶鑽（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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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檳城華人 

馬來亞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廣東兩省，但因其所操方言之不同，又可分

為福建人（閩南）、廣府人、客家人……興化人等幫別26。根據殖民政府時代的

統計，各幫人口數目及在馬來亞各州（包含新加坡）的分佈來看，福建人在全馬

華人中佔最多數：31.7%，福建人的分佈以原海峽殖民地 3 處最多。請見表 3、4： 

表 3：全馬華人各幫人口  

幫別 1947 年人數（千） % 1957 年人數（千） % 增加率 

福建人 538.2 28.6 740.6 31.7 37.6 

客家人 397.4 21.1 508.8 21.8 28.0 

廣府人 484.0 25.7 505.2 21.7 4.4 

潮州人 207.0 11.0 283.1 12.1 36.7 

海南人 105.5 5.6 123.0 5.3 16.6 

廣西人 71.1 3.8 69.1 3.0 2.8 

福州人 38.6 2.0 46.1 2.0 19.4 

興化人 9.6 0.5 11.9 0.5 23.8 

福清人 6.4 0.3 9.8 0.4 52.1 

其  他 26.7 1.4 34.3 1.5 28.6 

合  計 1,554.5 100.0 2,333.8 100.0 23.8 

資料來源：李亦園（2001：56） 

 

表 4：華人在馬來亞各州之分佈  

區域 年份 福建人 廣府人 客家人 潮州人 海南人 其他 

新加坡 1931 186,647 94,742 19,317 82,405 18,896 945 

1947 298,644 157,980 40,036 157,188 52,192 742 

檳城 1931 78,371 38,753 16,782 27,813 5,027 335 

1947 110,144 55,251 21,867 48,901 8,912 339 

馬六甲 1931 26,815 6,820 14,949 3,687 10,280 108 

1947 37,190 13,239 23,277 7,208 11,758 588 

資料來源：擷取自李亦園（2001：57） 

                                                 
26 李亦園（20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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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人數眾多有其歷史成因。英國殖民時期，對華人採取鼓勵移

民的措施。檳城華僑的來源之一，也是在此背景下被引入，楊建成（1986：1）27： 

華僑在英屬馬來半島的發展，是在一七七六年英國佔領檳榔嶼，為開發

此島招募了大量中國人移民而開始。……英國更在一八八七年建設國王

殖民地，之後以所謂『滲透政策』，使馬來半島納入自己的支配下。……

英國為了開發半島的產業及建設事業，大量地引進中國移民。殖民地當

局對華僑的優待政策使得半島的華僑逐漸壯大。 

由此可見，英國佔領檳榔嶼後，招募中國移民前往開發。但是，在萊特抵

達檳城時，檳城島上已有華人。周偉民、唐玲玲（2002：285）： 

是時這個荒島上已有 58 個漁民。這 58 人中，有 3 個是華人，第一個叫張

理，廣東大埔人，在十八世紀中葉的乾隆十年間，偕同同鄉丘兆祥以及福

建永定人馬福壽，一起乘帆船南來，萊特到檳榔嶼的時間是乾隆 51 年，這

三位華人比萊特早到了四十年。 

檳榔嶼上的華人，顯然有廣東與福建兩地的移民。英國在 18 世紀末佔領馬

來亞後，採用契約華工的制度招募華人前來當苦力。部分人是因為中國明、清朝

之際的動亂，避居南洋另尋發展。但有一些華工則是被騙到南洋當苦力，這些人

也被稱為「豬仔」。1805 年，檳榔嶼正式設立招募中國勞工的機構，並以此為中

間轉運站，再將勞工轉運到南洋各地。如此一來，檳榔嶼成了販運「豬仔」的中

心。後來的發展，甚至連新加坡也成為販運中心。原來的苦力介紹所成了「豬仔

館」，與中國沿海的賣人館、「豬仔館」形成壟斷販賣「豬仔」的機構28。中國鴉

片戰爭前夕，南洋華僑人數已經接近一百萬。其中，檳榔嶼、新加坡等地的華人

在一萬人以上29。 

1857-1860 年，英法戰爭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強迫中國清廷簽訂《北京條

約》，其中，第五款規定，如周偉民、唐玲玲（2002：297）：「凡有華民，情甘出

口……或在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或法民）立約為憑。」因此，19 世紀

的 20 到 70 年代，是契約華工出國的高潮。 

同為海峽殖民地的麻六甲與新加坡，在荷蘭殖民時便開放許多中國人移居

至此。因為先前在荷蘭取得麻六甲時，發生大屠殺，使得麻六甲的勞動人口銳減。

                                                 
27 楊建成（1986：1）：「華僑在英屬馬來半島的發展，是在一七七六年英國佔領檳榔嶼，……」

英國佔領檳榔嶼的年份為 1786 年。 
28 周偉民、唐玲玲（2002：294）。 
29 周偉民、唐玲玲（200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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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山元（2006：25）：「1678 年，麻六甲的荷蘭總督博特（Balthasar Bort）在呈給

他的上司的報告中強調了吸引大量人口的重要性，他說：『這個國家需要有大量

的人口，尤其是勤勉的中國人，以便可以繼續必要的土地墾殖和其他的交通和貿

易。』」基於勞動力短缺的關係，荷蘭希望能有多一些中國人前來經商、就業與

從事種植業。 

新加坡方面，一開始島上人數稀少。周偉民、唐玲玲（2002：287）：「萊佛

士佔領新加坡時，新加坡是一個荒涼的漁村，在他進行移民的過程中，他認為中

國人是最重要的勞力。」英國殖民者採取自由貿易和鼓勵移民的政策，促進海峽

殖民地的迅速發展。新加坡的貿易發展特別快。英國殖民者需要廉價勞動力來開

發海峽殖民地，因而採取鼓勵移民的政策。大量的移民（主要是華人和印度人）

湧入，讓海峽殖民地人口增加許多，尤其是華僑人數特別多。在海峽殖民地，華

僑人數從佔居民的 16%增加到 36%30。檳榔嶼的華人人數，從 1812 年後開始有

記載，如表 5： 

表 5：檳榔嶼華人人數31 

年代 華人人數 全部人口 比例 

1812 7,291 23,418 31.1% 

1820 8,270 28,849 28.7% 

1830 8,963 33,959 26.4% 

1842 9,715 40,499 24% 

1851 15,457 43,143 35.8% 

1931 131,855 218,468 60.3% 

1941 166,974 247,460 67.5% 

1957 247,366 446,321 55.4% 

2012 679,133 1,611,057 42.2% 

資料來源：調整自李亦園（2001：11）與網路資料 

 

 

 

                                                 
30 陳佩修（2003：21）。 
31 1812、1820……到 1957 年的資料來自（李亦園，2001：11）。2012 年檳城華人人數資料來源：

http://ppt.cc/ivyDk（2017 年 5 月 11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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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812 年至 1957 年的紀錄看來，檳城的華人人數呈現增加趨勢。一開始

的人數並不多，也沒有逐年的記載。但從其他資料上可知，黃露夏（1999：9）：

「在馬來半島，一直到 188632年 8 月 11 日英國的萊特上尉正式宣布占領檳榔嶼

之後，華僑人數才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檳榔嶼成了英國第一個鼓勵華僑移民的

地方。」移民人口的消長，和當政者的政策息息相關。截至 2012 年的資料，檳

城華人的人口數佔檳城總人口數的 42.2%。 

那麼，早期檳城華人多從事什麼類型的工作呢？透過 1931 年的紀錄，可知

來到馬來西亞的華人，職業類別包含農業、漁業、礦業、商務金融等其他職業。

楊建成（1986：12）：「橡膠、錫為主的農業、礦業是以馬來聯邦為中心。相對的

商業貿易及工業是以海峽殖民地為中心。」若再按籍貫別來看，如表 6： 

表 6：各籍貫別的華橋之職務特色  

籍貫別 比例 從事職務 

福建人 34% 農業、商業等。 

廣東人 24% 錫礦業、栽培業。 

客家人 18% 錫礦業、勞動者、農業。 

潮州人 12% 商業、貿易、漁業。 

海南人 6% 家庭幫傭、橡膠園勞動者、漁業。 

廣西人 2% 商業。 

其  他33 4%  

資料來源：整理自楊建成（1986：12-13） 

由表 6 看來，以從事勞動事務者居多。麥留芳（1985：67）的表 3.10「海

峽殖民地主要方言群在職業上的分佈」內，特別是福建人職業的欄位，麥留芳

（1985：67）：「碩莪粉製造商、脚夫、泥永匠、碼頭工人、餉碼商的小差、銀行

商、五金店主、魚販、商賈、行商34」。雖然有從事商業的華人，但有其他更多

產業都需要勞動力，因而更依賴來自中國的進口人力。馬來西亞不論在地理上或

是歷史上，都成為華僑勞動力的集散地。檳城的華人在這樣的環境拉力下逐漸移

入定居，並落地生根。早期華人的職業類型，將與第五章的福建人職業相關的路

名做討論。 

                                                 
32 書上寫為 1886 年，但實際年份應為 1786 年。 
33 其他這個欄位僅寫 4%，沒有寫行業內容。 
34 麥留芳（1985：67）的資料來源：Mak（1981：42, Table 4.3）；雲愉民（19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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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檳城語言 

華人的遷徙在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地方，都

有其足跡。甚至是美洲、澳洲也不例外。在馬來西亞，有華人的地方包含吉隆坡、

喬治市、怡保、新山、古晉、麻六甲市與其他地方。華人的人數在 2016 年時為

741 萬 7 千 8 百人，佔總人口的 23.4%。從海峽殖民地的三州府時期開始，華人

數量在此 3 地總是多過於其他州屬。閩南、廣東族群來到檳榔嶼的時間較早，周

偉民、唐玲玲（2002：286）： 

英國人開闢檳榔嶼時，極力吸引華人到檳榔嶼為他們開闢新殖民地。謝清

高記載：……閩粵到此種胡椒者萬餘人。當時，檳榔嶼在開闢過程中，招

募華人前去當苦力；……當檳榔嶼被佔領之後，每年都有受到東印度公司

商管招雇、並用公司的船隻裝運來的中國工匠和工人。 

閩、粵兩地內還能再區分出不同的地區，如：福州、海南。顧長永（2009：

5）：「華人的語言由於祖籍來源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言，包括福建話、廣東

話、客家話、福州話、及海南話等。」語言隨著各族群的人來到檳城，在諸多語

言中，較為優勢、主流的是福建話。因為在各族群中，以福建人的比例為多。如

表 7： 

表 7：各方言羣在三州府的百分比（1881-1947） 

方言羣 1881 

 檳呷 

1891 

星檳呷 

1901 

星檳呷 

1911 

星檳呷 

1921 

星檳呷 

1931 

星檳呷 

1947 

星檳呷 

 

廣東人 

 

  20% 

    7% 

21% 

  23% 

    7% 

19% 

  22% 

    7% 

23% 

  24% 

    7% 

25% 

  27% 

    13% 

22% 

  22% 

    11% 

23% 

  22% 

    14% 

 

福建人 

 

  30% 

    22% 

37% 

  32% 

    26% 

36% 

  35% 

    29% 

44% 

  60% 

    32% 

44% 

  53% 

    40% 

43% 

  45% 

    40% 

42% 

  43% 

    39% 

 

海南人 

 

  9% 

    26% 

7% 

  3% 

    24% 

6% 

  3% 

    23% 

5% 

  3% 

    34% 

5% 

  3% 

    22% 

5% 

  3% 

    16% 

7%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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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 

 

  10% 

    15% 

6% 

  7% 

    12% 

5% 

  7% 

    10% 

1% 

  6% 

    16% 

5% 

9% 

    19% 

5% 

  10% 

    23% 

6% 

  9% 

    24% 

 

僑  生 

 

  20% 

    27% 

11% 

  23% 

    28% 

9% 

  26% 

    26% 

─ 

  ─ 

    ─ 

─ 

  ─ 

    ─ 

─ 

  ─ 

    ─ 

─ 

  ─ 

    ─ 

 

潮州人 

 

  11% 

    4% 

18% 

  12% 

    5% 

17% 

  7% 

    3% 

18% 

  6% 

    7% 

17% 

  6% 

    5% 

20% 

  6% 

    6% 

23% 

  8% 

    8% 

資料來源：調整自麥留芳（1985：71） 

顯示出福建人由 1881-1947 年，在三州府都是佔多數，都在 30%以上，甚

至在 1911 年與 1921 年的比例超過 50%。因此，福建話成為諸多語言中，通用性

較高的語言。檳城的華人至少都能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顧長永（2009：168）： 

檳城地區的華人特色非常明顯，以華人的結構而言，福建人居最多；因此，

檳城地區的華人不僅會說華語（中文），福建話（閩南話）亦相當流行，

這點與麻六甲地區相當類似。 

生活在檳城的華人，幾乎都會說福建話。福建話在檳城的普及程度，甚至

連馬來人和印度人都會說上幾句檳城福建話。普遍能使用多語的情況是馬來西亞

華人的常態，李如龍（2011：5）做過馬來西亞華人兼通語種的數量表： 

表 8：馬來西亞華人的兼通語種數量  

方言區 樣 

本 

兼通語種（含華語、國語及各種方言數）及人數 

2 種 3 種 4 種 5 種 6 種 7 種 

福建（潮州）話 33 2 12 13 5  1 

客家話 15  2 6 5 2  

廣東話 13  7 2 2  2 

福州話 3  2     

海南話 2  1 1    

興化話 2 1    1  

合計 68 3 24 22 12 4 3 

資料來源：李如龍主編（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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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馬來西亞華人普遍都有多語能力。這是檳城華人的共性，更

是馬來西亞華人的通性。檳城當地華人稱閩南語為福建話，本文依照當地慣用說

法，以「檳城福建話」一詞指稱檳城的閩南語。檳城福建話隨著移民的腳步來

到檳城，在時間的推移下，多種語言的接觸裡，已然形成和移出處不同的

福建話。李如龍（2001：閩南方言‧漳州話研究分序 1）：「閩南話傳到省

外，不論是潮州、雷州或瓊州，都和漳州音較為接近。馬來語―印尼語借

用閩南語的詞彙，就字音說也較為接近漳州腔。」又如謝清祥（2010：3）： 

其實檳城福建話是漳州海澄縣三都（現為廈門海滄區三都）一帶的語言。

但，不是純粹的漳州三都語言。這是因為經過長久時間與原鄉距離，受

到異族語言和華語的影響，還有政治上的影響，而使到漳州三都話變體。

（中國福建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周長楫先生在2003年3月份的光華日報

之新風版也有提過）。 

語言接觸時，不會只有單一語言吸收對方語言，而是雙方都可能產生

語言變化。具有漳州腔成份的檳城福建話，與當地語言接觸後的現況如何？

且看下文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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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語言具有生命力，隨著移民的腳步到了新的地方，不僅是人安居於當地，

語言也會一同落地生根。語言存在人類的思考裡，使用於社會交際中。當外在環

境發生變化，人們接觸到新的人、事、物，觀念上有所改變時，必然伴隨著新詞

彙的產生與舊詞彙的汰換。甚至連語音、語法都會受到影響，產生音變或是語言

結構上的改變。 

1403-1511 年在新加坡發行的閩馬雙語詞彙集《滿刺加國譯語》，為現存最

早記錄閩南方言詞彙的文獻35。較閩南方言首部韻書黃謙 1800 年的《彙音妙悟》

早了將近 400 年。為何在 15 世紀初期會出現閩南語和馬來語雙語對照的詞彙集

呢？書籍、物品的產出都是因應人們需求而生。那麼，在 15 世紀初，出入在新

馬地區的華人他們的身份是什麼？為什麼有這樣的需求呢？ 

西元 1405 年 7 月 11 日，時值中國明朝永樂 3 年，明成祖派遣太監鄭和下

西洋，宣揚明朝的國威並促進海外貿易。直到 1433 年（中國明朝宣德 8 年），鄭

和一共下西洋 7 次，期間到過的地方包含暹羅、麻六甲、爪哇、錫蘭等地區36。

此外，明朝皇帝將漢麗寶公主賜婚給當時的麻六甲蘇丹，以建立兩國的友好關係，

漢麗寶公主帶了大批隨從，其中包括 500 名婢女來到麻六甲。而這些跟隨鄭和下

西洋的部分水手及漢麗寶公主的婢女，也自然的留在當地，並和當地人民通婚。

在此歷史脈絡下，華人和當地馬來人通婚後所生下的後代，便是土生華人

（Peranakan），男生稱為峇峇（Baba），女性則稱之為娘惹（Nyonya）。土生華人

使用的語言稱之為「峇峇語（Baba-Malay）」，是當地福建話和馬來語混用的語言。

洪惟仁、曹逢甫（2012：2）指出峇峇語語言特色為：「語法上主要以閩南語為骨

幹，但構詞法則是馬來語，詞彙上則馬來語佔六成半，閩南語詞彙只佔二成半，

其餘來源不明。37」其語言特色也是值得關注的焦點之一。 

                                                 
35 張嘉星（2002：73）：「目前所見用閩南漢字音譯馬來語的《滿刺加國譯語》，收閩南方沿基本

詞彙條，新加坡 1403-1511 發行，是現存最早的記錄閩南方言詞彙的文獻，有愛德華茲、布

拉格西譯本（1930-1932），和許雲樵漢譯注釋本（新加坡《南洋學報》1941.3）。」。 
36 周偉民、唐玲玲（2002：139）的「鄭和下西洋的年代即所訪問的主要國家表」，列出鄭和七

次下西洋，時間點分別是：1405 年、1407 年、1409 年、1413 年、1417 年、1421 年、1430
年。經歷的主要國家僅 1417 年與 1421 年沒有造訪麻六甲。 

37 洪惟仁、曹逢甫（2012：2）註釋 6 說明資料的根據是：「根據雲惟利（1996：194）根據魏天

福（1993）字典所收詞彙的統計，峇峇語中源自馬來語的詞彙佔 65.4%，源自閩南語者佔 25.2%，
未詳者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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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華人來此經商。在麻六甲王國建立後，史籍中記載有

唐人到麻六甲定居。舉例如下： 

（一）宋陳元靚《島夷雜誌》：「佛囉安，自凌牙蘇家風帆四晝夜可到，亦

可遵陸。……每年六月十五日系佛生日，地人並唐人迎引佛六尊出

殿，至三日復回。……」38 

（二）明費信《星槎勝覽》：「……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膚黑漆，

間有白者，唐人種也。……」39 

（三）明張燮《東西洋考》卷四《麻六甲》：「兼有白者，華人也。」40 

在麻六甲三寶山上有一座古墓，碑文記錄如下，周偉民、唐玲玲（2002：

233）：「皇明顯考維弘黃公妣壽姐謝氏墓，壬戌年仲冬轂旦，孝子黃子，辰同立。」

明朝壬戌年即 1622 年，可見該墓立於 1622 年。由以上資料可知，麻六甲至少在

宋代時期，便有華人定居。其中，有許多都是商人。周偉民、唐玲玲（2002：233）： 

在明代，也即滿刺加王朝時代，據葡萄牙殖民當局的非正式文件記載，

在他們統治期間（1511-1641 年），滿刺加已有華人村落，大多數華人經

商，其中多數是福建漳州或泉州人。直到荷蘭人統治馬六甲時，福建其

他地區的人，才大量湧入馬六甲。 

當時去經商的華人，多是福建漳州的或泉州人，留下的閩南語文獻自然是

以他們的語言記錄。1877 年，泉籍人士林衡南著有一本《通夷新語》，係以羅馬

字注譯馬來語，出版於新加坡古友軒印刷館41。到了 1883 年，再由同一家印刷

館出版《華夷通語》，編著者一樣是林衡南，由李清輝校正。張嘉星（2002：74）： 

駐叻（新加坡舊稱）領事左秉隆序云： 

南洋群島舊本巫來由（即馬來亞，筆者注）部落。自通商以來，我華人

寄居其地者，實繁有徙，而閩之漳、泉，粵之潮州稱尤盛焉。但其初履

異域者，每因言語不通，遂致經營難遂。林君衡南有見于上，爰取巫來

由語，注以漳、泉、潮音，輯成一書，名曰《華夷通語》。是我華人熟習

而強記之，自可與彼族交談，暢所欲言，間快事也！是書初名《通夷新

語》……，林君則欲新益求新也。 

近復出其書于李君清輝反復校正，並易今名。蓋視初刻益加美備

                                                 
38 周偉民、唐玲玲（2002：232）。 
39 周偉民、唐玲玲（2002：132）。《星槎勝覽》是明朝費信的著作。 
40 周偉民、唐玲玲（2002：232）。 
41 張嘉星（20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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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由此可知，《華夷通語》是《通夷新語》的校訂版。較近代的還有 1926 年

以福建話注馬來語的《巫來油通話》42；以海南音注馬來語的《瓊南音諳摩賴幼

話義》雙語詞典，書名中的摩賴幼即是 Melayu 的海南話發音的音譯。 

一個語言是否真正融合於當地，需要檢視它是否已經「在地化」，具有當地

的特色。不論是從 1403 年起算的《滿刺加國譯語》，或是 1877 年的《通夷新語》，

福建話在早期的馬來亞地區已有百年以上，甚至是 600 年的歷史。 

閩南語隨著福建人來到檳城，萊特登陸檳榔嶼時，島上已經有福建人存在，

基於墾殖新殖民地需要勞力的需求下，引進更多的福、粵居民到此發展43。若是

從萊特抵達檳城開發的時間點起算，截至今年是 2017 年，福建話在檳城已有 271

年的歷史。這段期間，經歷與英語、馬來語、印度語的語言接觸，早已和移出地

的閩南語相異，形成獨特的檳城福建話。 

此外，在語言景觀的研究上，涵蓋招牌、廣告與街名。從古而今，由書面

到立體，做橫縱的連貫。檳城戰前四大報章：《檳城新報》、《光華日報》、《南洋

時報》、《星檳日報》，以《檳城新報》出刊日期最早，於 1942 年被日本殖民前停

刊。《光華日報》於 1910 年發刊，時至今日仍持續刊行。《南洋時報》1927 年創

刊，30 年代初便停刊。《星檳日報》最晚，於 30 年代末期才出刊，1986 年停刊。

由此可見，《檳城新報》是檳城當地較早發行的報紙，刊行時間是 1895-1941 年。

目前以《檳城新報》為研究素材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楊松年（2010）《〈檳城新報〉

文藝副刊與早期馬華文學》，是以《檳城新報》內的文藝副刊為主，討論其與早

期馬華文學的關係。目前尚未有應用在語言方面的研究成果。 

選定《檳城新報》為研究題材之一，除了因為該報具有當地性、時代性外，

也是為了加強論文的完整性。本文用以探究檳城早期街道名稱的文獻是 Lo Man 

Yuk (1900)刊登於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這篇資料，除語音特色、語言景觀外，也

討論其中的外來語借詞。而檳城現代招牌的討論，主要使用語碼優先理論討論語

言間的互動，並關注語碼在實體世界中的配置關係。除了現代的商店招牌外，希

冀能有早期的招牌可以做比較，呈現出時代脈絡中的變化。但受限於早期的影像

                                                 
42 《巫來油通話》的作者與出版年代不詳。 
43 周偉民、唐玲玲（2002：285）：「……謝清高記載：『新埠海中島嶼也，一名布路檳榔，又名

檳榔士，……閩粵到此種胡椒者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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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並不發達，即使有明信片、圖片留下，但這些資料的數量及類別無法做為比

較素材。現代商店招牌與早期的菸、酒類廣告都具有相同的商業性，因此選擇《檳

城新報》內的菸、酒類廣告為比較題材，兼顧時代意義、區域性及同質性。 

具有在地性的檳城福建話，及其語言景觀、語碼間的互動是有趣的，本文

希冀能系統性的關注這部分，此為筆者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就目前所知，福建人的勢力在當地是具有領導地位的，麥留芳（1985：

177）：「……漳、泉、春這個次社羣在十九世紀的三州府，幾乎可以說是

整個福建社羣的火車頭。」在檳城，福建話現在仍是檳城華人主要使用的

漢語方言，即使是客家人、廣府人、海南人等亦以福建話作為溝通語言之

一。使用場合除了日常交談外，也存在於華人姓名、商店招牌、機構名稱、

街道名稱中，形成在地獨特的語言景觀（ linguistic landscape），也是在地

的特色。本文研究目的有兩點：  

1. 記錄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與在地特色詞彙： 

採用字表、《檳城福建話（閩南話）》一書訪問當地華人，再進行記音、分

類，建構檳城福建話的聲母系統、韻母系統和聲調系統。檳城著名的五大

家族為邱、謝、林、陳、楊五大家族。麥留芳的研究中，邱氏家族的影子

比其他 4 個家族的來得巨大，成員來自漳州龍溪的邱氏單姓村44。  

表 9：檳榔嶼「福幫五大姓」的組成背景  

姓氏（堂號） 祖籍地  主祀神  創建歷程  

楊氏  

（植德堂）  

 

漳 州 海 澄

三 都 霞 陽

社  

使頭公  1837 年，楊德卿公派下裔孫

楊 一 潛 首 倡 捐 建 應 元 宮 ；

1844 年建祠，成立公司。  

邱氏  

（龍山堂）

（文山堂、

敦敬堂）45 

原 居 泉 州

龍 山 ， 移

居 海 澄 新

江  

王孫爺爺、  

大使爺爺  

1835 創建龍山堂；  

1851 於大銃巷建祠完成。  

                                                 
44 麥留芳（1985：184）：「前者有基於同一地域所組成的血緣宗親團體，如檳城的邱氏

龍山堂。他的成員為來自漳州龍溪的邱氏單姓村。」  
45 高麗珍（2010：174）第 38 個註釋：「依據檳城龍山堂邱公司（2003：34-37）：龍山堂

邱公司肇基祖為『遷榮公』，傳到五~八世之後，分為四大角十三個房頭。文山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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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氏  

（宗德堂）  

漳 州 海 澄

三都石塘  

大使爺、二福侯  1820 年置業；  

1858 年建祠。  

林氏  

（九龍堂）  

漳 州 海 澄

鰲 冠 村 吾

貫社  

祖姑  

（天上聖母）  

林清甲始建於 1863 年；  

完成於 1866 年。  

陳氏  

（穎川堂）  

同 安 蓮 花

社 、 集 美

社等  

開漳聖王  

（陳元光）  

1810 年置業；  

1857 年設威惠廟；  

1878 年完成宗祠建築。  

資料來源：高麗珍（2010：174） 

 

且看檳城五大幫祖籍多來自中國福建漳州海澄，可知漳州語在當地必

然留下語言痕跡。朱志強、陳耀威編輯，（2003：41）： 

五個公司以本頭公巷的大伯公廟（福德正神廟）為精神中心，互為鄰里，

形成一個閩南人的團結地帶。原來五大姓是具有共同地緣關係，除了陳

公司外，邱、謝、楊、林的先民皆來自清代福建漳州府海澄縣的三都。……

五大姓可以說是控制早年檳城福建人社會的主導團體。 

漳州語是閩南語的一支，閩南語的特徵詞也隨移民腳步帶入檳城。而

與馬來語、英語接觸後，檳城福建話產生許多馬來語、英語借詞，這些都

是不同於漳州在地特色詞彙。  

 

2. 由招牌、《檳城新報》與街道名稱看檳城的語言景觀： 

招牌，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字陳列而已，隱藏在語言背後的是更深層的文化

脈絡。招牌上、廣告上使用的文字，也是一種符號。就符號學的理論來說，字、

句、照片、圖片、手勢等符號，要能產生意義，必須透過 3 種方式：圖像（icon）、

再現（represent）、指示（index），所有的圖像、符號、文字，都必須置於實體世

界才能存在46。看到一個招牌，可以有 4 個思考的方向： 

1.由誰設立？政府、公家機關設立？或是個人、商家設立？ 

2.閱讀者是誰？行人，或是購買物品者？ 

                                                                                                                                            
『海墘角』內分五房；敦敬堂由另外三角所組成。另外還有『敦文堂』專司族人的

殯葬與糾紛排解。」  
46 Scollon & Scollon (2003: 序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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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時的社會情境如何？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下需要設立？ 

4.該招牌在實體世界中的意義，關聯性為何？體現了什麼意義？ 

以上 4 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對於招牌的理解。符號能指涉的，包含句子、段

落，甚至是商店名稱、交通規則裝置、我們的手勢都是符號的體現（embodiment）。 

檳城的商店招牌，使用文字豐富。有馬來文、英文、漢字、印度文等，多

重合音交響。Scollon & Scollon（2003：124）： 

To the extent that code preference indexes sociocultural or sociopolitical 

processes, we can see the potential for many of the sociolitical processes of 

change in a society to be written through this system of code preferences on 

the times and spaces of our world. 

這段話說明符碼優先會指示出社會文化或政治的演進過程，透過符碼優先

系統書寫在我們世界的時間與空間。因次，透過觀察招牌上的文字放置順序，能

讓我們更加了解檳城各族群間語言互動的關係。Scollon & Scollon 對地理符號學

（geosemiotics）的定義為（2003：110）：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e material placement of signs in the world. 

By‘signs’we mean to include any semiotic system including language and 

discourse. 

地理符號學著重研究世界上符號的實體位置，及其所產生的社會意義。此

處的「符號」指稱任何符號系統，包含語言和論述。語言究竟指出什麼樣的符號

系統，或是說，符號系統怎麼去運用語言，語言和符號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與

符號相關的視覺理論，關注的部分有 4 點，Scollon & Scollon（2003：108）： 

1. How are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represented in images? 

2. How are so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 image 

constructed? 

3. What are the concre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age representations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4. How do social actors in the world make use of pictures (images and 

texts) in taking social actions? 

以上這 4 點，關注社會上的社會關係如何再現於影像之中？這世界與影像

之間的社會關係是怎麼建立的？影像再現與文字再現之間的關係為何？在採取

社會行動時，包含影像和文字的圖像，世界上的社會行動者如何使用圖像？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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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我們關注招牌上的語言符號與社會實際面的關聯性。 

在多語混用的社會環境裡，當這些文字被運用在檳城的商店名稱時，使用

何種語言文字做描寫？符號的呈現，除了體現在現代招牌上，也隱藏在報刊雜誌

的廣告中。報紙不單單只有公告當地新聞的功能，還包含具有商業氣息的廣告資

訊。為能貫串時間軸，本文同時觀看早期的《檳城新報》與現代的招牌。以《檳

城新報》內的菸、酒類廣告為範疇，觀察廣告文案內語碼排置的優先順序，及其

語言使用現象。藉由符碼優先理論觀看實體世界的語言，了解檳城當地語言間的

互動。 

語言人權包含母語的使用權、教育權、傳播權和地名權。其中，地名

權是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的一部分47。語言景觀可以呈現在告

示牌、路牌、招牌、地名等公共標示上，也能呈現在商店招牌、個人招牌

這些私人標記中。  

透過觀察語言景觀，能讓我們對當地的文化、語言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尤其是在公共標示上，何偉傑（2007：216）：「從世界史來看，不論是葡萄牙、

英國、法國或西班牙等國家，在殖民地上以他們故鄉的城市來命名新開發的街道，

是種顯然易見的文化標記，十分常見。」除了以殖民者故鄉的城市命名外，殖民

者官員的姓名也常被放入地名中，如新加坡地名中的「畢其麟後」（Pik-ki-lin au），

便是紀念首任華民護衛官（Protector of Chinese）畢麒麟（William Pickering, 

1840-1907）。 

街道名稱反映出當地人民生活的紀實，也是族群、產業的標誌。在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這份紀錄檳城街道的資料中，如：「潮州

街」（Tiô-chiu ke）、「打銅街」（Phah tâng ke）、「姓楊公司街」（Sìn Iûn kong-si 

ke）、「大伯公巷」（Tai-pak-kung hong）、「柑仔園」（Kam-á huîn）等，反應

出族群、產業、生活與宗教的特色。  

檳城的街道名稱，目前所見最早的是 Lo Man Yuk（1900）刊登於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

的〈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這份文獻。文獻內，紀錄檳城街道名稱

的福建話乃是漢字與白話字並存，保留百年前當地人民對街道名稱的命名與語音

                                                 
47 張學謙（1999：164）：「語言人權包括母語使用權、教育權、傳播權、地名權。地名

權可以說是語言景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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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48。 

透過對這些街道名稱的整理與分類，有助於了解當時 19 世紀海峽殖民地華

人的生活，包含宗教信仰與當時華人從事的職業。也因為這些資料內有白話字，

讓我們得以窺見當時福建話的讀音。語言景觀，不僅呈現在現代華人的生活中，

更存在於早期的資料內。這些留存下的語言現象與文化語詞，能讓我們對早期華

人的生活有更一步的了解。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有兩點：（1）記錄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與在

地特色詞彙，（2）由招牌、《檳城新報》與街道名稱看檳城的語言景觀。透過這

兩個不同的視角，檢視檳城福建話的在地性與特殊性。 

 

 

 

 

 

 

 

 

 

 

 

 

 

 

 

 

 

 
                                                 
48 不僅檳城的街道名稱有漢字與白話字的紀錄，新加坡的街道名稱，H.T. Haughton（1891）刊

登於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Native names of strees in 
Singapore.〉，一樣有著新加坡街道名稱的漢字與白話字紀錄。另，H.W. Firmstone（1905）刊

登於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

的〈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也有新加坡與馬

來半島的漢字街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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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檳城州包括兩個地區，一為檳城島，另一個是檳城島對面的威勒斯里省

（Province Wellesley）49，簡稱威島。檳城著名的五大公司，全座落於檳城島喬

治市。五大公司街相距不遠，從牛干冬街頭往南，沿著美芝街分佈，尤其邱公司

與謝公司僅隔一條街。五大姓公司的相對位置，如圖 3。本文的研究範圍僅限於

檳城島，不包括威島。尤其是以喬治市為中心，這是福建人較為集中的地帶，再

向外擴展。 

 
圖 3：龍山堂邱公司與其他姓氏公司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朱志強、陳耀威編輯（2003：41） 

 

（二）研究方法 

本文有兩個主軸：檳城福建話的語言特色；招牌、《檳城新報》與街道名稱

的語言景觀。針對不同特點，材料收集的方式也不相同。研究素材分為訪問性資

料與文獻性資料。訪問性資料用於檳城福建話的分析，文獻性資料則用於檳城招

牌特色、《檳城新報》廣告語言選用及街道名稱的文化意涵。以實地拍攝的照片

與書面資料相互搭配。以下分項敘述： 

 

 

 

                                                 
49 顧長永（200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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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訪問性資料 

檳城福建話的語言資料，以傳統語言學調查法為要，運用詞表進行主題式

談話，讓發音人在自然的狀態下對話而不刻意，目標在於盡量多採集一些在地的

特色詞彙與文化現象。並以謝清祥（2010）的書籍《檳城福建話（閩南話）》訪

談作者謝清祥先生，訪問時年齡為 68 歲。《檳城福建話（閩南話）》一書內含當

地的詞彙及詞彙意義解釋，並以當地通用的拼音標記讀音50。筆者透過《檳城福

建話（閩南話）》為媒介，訪問書內詞彙並延伸生活對話，再以國際音標（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簡稱 IPA）標寫讀音，而不採用威妥瑪拼音。 

謝清祥先生世居檳城，其祖籍為中國福建省海澄縣（現為廈門市海滄區）

三都，能使用的語言有：福建話、華語、英語和馬來話。第 1 次前往檳城的訪問

日期是 2011 年 7 月 27 日、31 日；8 月 7 日、9 日、14 日。第 2 次則為 2015 年

5 月 28 日謝清祥先生來臺時。 

 

2. 生活性資料 

除了期刊上的資料，另外可以從旁輔助的是檳城街上的商家招牌。檳城的

華人族群豐富，包含福建人、客家人、海南人、潮州人、廣東人等等，招牌上若

只有漢字，對馬來人和印度人會造成辨識上的困擾，若要再進一步了解這些人是

哪個方言群的人，難度更高。因此，若是在招牌上寫上拼音，較方便其他族群的

人辨識。在這樣的情況下，檳城的招牌除了漢字外，還有該方言群的人依據其口

音寫上的拼音。陳國偉、黃木錦、黃蘭翔（2000：622）： 

多數出身於東南亞，以英文寫作，熟悉或日常使用期方言母語，以方言

發音拼寫如姓名及當地使用之重要華文名詞，他們與部分西方學者一樣，

傾向關注『公司』之早期或當地方言的使用。 

這段話說明當地華人會以方言發音拼寫如姓名及當地使用之重要華文名詞，

這也包含廣告招牌。在對方言有一定程度了解的情況下，只要能唸得出招牌上的

拼音，那麼要辨識這家店的主人是哪個方言群使用者，並不是困難的事情。這些

招牌上的拼音，也等同是變相的族群身分標誌。藉由街上的招牌拼音能了解當地

華人的語言。 

 

                                                 
50 謝清祥（2010：63）：「注：所有拼音以馬來西亞通用的拼音（Giles Wade System），因中國閩

南話拼音本地人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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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獻性資料 

文獻性資料有二：《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1與《檳城新報》Penang Sin Poe。先說期刊的部分，《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自 1877 年出刊以來，歷經兩次更名。出刊年代及始

末期卷數，如表 10 說明： 

表 10：JSBRAS 刊名演變過程  

刊物中文名稱 刊物英文名稱 出刊始末年代 出刊始末期卷數 刊物更名理由 

英國皇家亞洲

學會海峽分會

學報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SBRAS) 

1878-1923 

 

No.1 (1878.7) 

No.86 (1922.11) 

 

 

 

 

英國皇家亞洲

學會馬來亞分

會學報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 

1923-1941 volume 1, part 1 

(1923.4) 

volume 1, part 2 

(1923.10) 

volume 1, part 3 

(1923.12) 

volume 19 part 3 

(1941.12) 

volume 20 part 1 

(1947.6) 

因英國在馬來半島

及周圍地區的影響

力漸大，故將刊名改

以馬來亞命名。 

直到 WWII 因日本

攻打馬來西亞而停

刊。再於 1947 年復

刊。 

英國皇家亞洲

學會馬來西亞

分會學報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 

1964 volume 37, part 1 

volume 89, part 1 

(2016.12) No.311 

至今仍發行 

因沙巴、砂勞越加入

馬來西亞而再度更

名。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51 這份期刊的重要性，如廖文輝（2011：155）：「尤其是《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不論編輯方式或刊載文稿的內容，可謂其學步。

這份期刊所刊載的文章至今仍然為學界所重視，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尤其是研究十九世紀的

馬來群島所必須參考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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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為能對殖民地有更確切的了解與掌握，1877 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

海峽分會（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成立，這是最早成立對

馬來半島與周圍鄰近島嶼進行學術研究的組織。對馬來西亞的紀錄就不再只限於

風土民情的描述而已，對當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面向有深入的紀錄。檳城和

新加坡的街名記錄，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保留下來。成為可以和現代語音對

照的歷史文獻資料，對當時檳城福建話的特色能有更進一步的掌握，如音類「褌」

52的讀音為-uiⁿ/-uiⁿh，檳城路名中「新大門樓」Sin toā-muîⁿ-lâu53，「姓黃公司」Sìⁿ 

Uîⁿ 黃 Kong-si Chop，呈現出檳城福建話的偏漳腔底層特色。 

《檳城新報》的資料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典藏的資料54，雖然有缺漏

部份日期、月份，但大致上相當完整。在 47 個年份中，目前的統計約有 1 萬 1

千多餘篇。本文鎖定在《檳城新報》內的煙、酒類廣告，探究其中的語言景觀與

符碼之間的關係。由於早期廣告每天、每月的變化性不大，因此本文採取 5 年為

一間隔，以 1895、1900、1905、1910、1915、1920、1925、1930、1935、1940

這 10 個年份內的報紙為觀看範疇，共計 2,223 篇。 

藉由訪問、生活性資料與文獻性資料的收集，讓研究在時間縱軸上與比較

資料上取得平衡與完整，整理出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與在地特色詞彙，及《檳

城新報》廣告、招牌特色及街道名稱的文化意涵。 

 

 

 

 

 

 

 

 

 

                                                 
52 此為謝秀嵐（1818）《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音類名稱，這是本以漳州腔為主的閩南語韻書。 
53 引用 Lo Man Yuk（1900）資料時，保持文章內原本的拼音方式，不更改為 IPA。 
54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典藏《檳城新報》

http://libapps2.nus.edu.sg/sea_chinese/documents/Penang%20sin%20poe/Penang%20sin%20poe.ht
ml（2015 年 5 月至 12 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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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文音標使用說明 

本文採用國際音標標音，需要標記音值的部分，標記在音節右上方的是

本調，標記在音節右下方的是變調，採取寬式記音法，如：「中晝」tiq33 tau11。

外來語借詞的音值標音，因為沒有確切的本調，一律標示為變調。輔音、

元音、聲調分項說明如下：  

（一）輔音部分 

一般普遍認為閩南話的聲母在音位上只有 15 個，《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入」母字讀/dz-/，如「尿」/dzio22/。其中/b-（m-）、l-（n-）、g-（-）/呈現

互補分佈。雖然可以合併成 3 個音位，但考量描寫的便利性，本文還是把

它分開寫，如「面水」bin11 tsui51、「棉被」mĩ33 pue33。零聲母/ -/在書寫

時不作任何標記。  

表 11：聲母總表  

 雙脣 舌尖前 舌尖 舌根 喉 

塞  音 
清 

不送氣 邊 p  地 t 求 k  

送  氣 普 p  他 t 氣 k 
 

濁 不送氣 門（b）   語（g）  

塞擦音 
清 

不送氣  曾 ts    

送  氣  出 ts    

濁 不送氣  入 dz    

鼻  音 濁  毛 m  年 n 雅   

邊  音 濁    柳（l）   

擦  音 清   時 s   喜 h 

零聲母    

 

（二）元音部分 

鼻化韻母的部份，本文採用國際音標的標示法，在該音節的主要元音

上方標以「~」符號，例如「i、a、u、o、e」的鼻化音就是「ĩ、ã、ũ、õ、

ẽ」。當/m-、n-、-/這 3 個聲母後面接主要元音時，後面的主要元音也會加

上「~」符號，例如：「滿」muã51。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27 
 

              舌面前    舌面央      舌面後  

          展唇，圓唇              展唇，圓唇  

  高     i   y                /    u 

      半高     e                 7    o 

                        ) 

  半低      (            

     0 

       低                 a     

圖 4：元音舌位圖 

  

（三）聲調部分 

在聲調的標記上，採趙元任的「五度標記法」，音高由 5→1 遞減。音

值的標記以容易理解和辨識為要。趙元任（2001：61-62）談論〈四聲〉時：  

……某一個聲所以為那一聲，它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用不

著像音樂裡頭分得那麼細。……聲調這種東西是一種音位，音位最

要緊的條件就是這個音位跟那個音位不混就夠。 

本文聲調音值的標記，和其他研究者在調型上是一致的，只是調值的

高低略有不同。標記調值時，本調是在該音節上使用字型較小、偏右上方

之阿拉伯數字表示；若標記變調，則將表示調值之數字字型縮小，標於音

節的右下方，例如：「捧場」paq33 tiD13。 

輕聲調的標示法為，在該音節前加上﹝·﹞符號，且將輕聲調值標記

於音節的右下方，例如：「活的」ua5·e11。  

部分語料務必標註調類別時，則採用全形之阿拉伯數字表示，其對應

如表 12 所列：  

表 12：聲調調類對應表  

調類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喉陰入  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喉陽入  

調類代碼  1 2 3 4 4 5 6 7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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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符號說明 

本論文中使用的符號，如下所列：   

「>」：表示「…變成…」，例如「流血」lau11 huew3>lau11 huiw3，表示

lau11 huew3 變成 lau11 huiw3，有時也以單箭頭「→」符號表示。 

「~」：標示在元音上方，則表示鼻化韻，如：「滿」muã51。
 

「/  /」：音位符號，標示於雙斜線中的音標，表示音位，例如/p/表

示 p 是一個音位，該符號亦可省略不標示出來，直接寫 p。  

「  」：音值接近 in 的 iŋ 於下方加註下底線，如「老妓間」l55 ki13 kiq55。 

「□」：表示在「詞彙集」中有音義，但沒有合適的漢字。  

  其他臨時使用的符號，則隨文標註，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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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與探討 

文獻回顧與探討分為三節。檳城福建話是馬來西亞檳城華人除了華語之外，

主要使用的語言。李如龍（2000：109）：「早期到新馬定居的福建南部泉州、漳

州和廣東東部的潮州一帶的人居多，因而閩南方言（在新馬通稱『福建話』）成

了當地華人的共通話。」不僅是檳城通行福建話，放大來看，早期新馬地區通用

的語言也是閩南話。因此，第一節的「東南亞福建話相關研究」，除了馬來西亞，

另外探討同樣具有漳州腔特色的印尼蘇門答臘北部的閩南方言做文獻回顧。 

第二節主要討論「語言接觸後的詞彙特色」。馬來西亞是多種族、多語言的

國家，語言接觸必然會發生。於此，特別著重馬來語及漢語之間的語言接觸現象。

峇峇語是語言接觸下的產物，洪惟仁、曹逢甫（2012）鑑定峇峇語後，認為其中

有許多漳州腔成份，尤其是具有漳州次方言「角美腔」。 

第三節「街名、語言景觀相關理論語研究」，藉由討論街道名稱與商店招牌，

探究其中的符碼與真實世界的互動。檳城的商店招牌、街名是多語交響的，透過

對這些實體招牌、街名的分析，讓我們更加了解在地的語言及文化環境。 

第一節 東南亞福建話相關研究 

東南亞的福建話，包含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地。中國移民

東南亞國家的移出地，包含福建的漳州、泉州、廈門等地。移出人數的多寡、時

間先後都可能影響當地語言的樣貌。以下的討論以較具漳州腔特色的印尼蘇門答

臘北部的閩南語與檳城的福建話做探討。 

（一）高然（2000）〈印尼蘇門答臘北部的閩南方言〉 

這篇文章的研究範圍是蘇門答臘北部亞齊省華人社區內通行的閩南話。文

章分為 3 大部份，分別是語言特點、詞彙特點及印尼蘇北閩南方言的語法例句。

聲母包含零聲母有 18 個，韻母有 72 個，聲調有 7 個。聲母/j/與漳州腔、泉州腔、

廈門腔相比，較泉、廈多出/j/，與漳相同都有/j/。但是有/j/，尚不能用以判斷較

接近哪個腔調。因為漳州多數地方都有聲母/j/，泉州部分地方也是有/j/。王建設、

張甘荔（1994：34）： 

同屬閩南方言的漳州話、潮州話均保留著「入」母的讀法，台灣地區亦

有部分人保存該讀法。泉州的鯉城區雖沒有保存「入」母，可在永春縣

的蓬萊、仙俠、湖洋和安溪縣的龍涓、惠安縣的南埔等的卻都還可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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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早期的廈門話也是有「入」母的。 

雖然不能以此判斷腔調，但另一種意涵卻是/j/可能有兩種來源，兼具漳、泉

的特色。高然（2000：167）：「……從整個移民史看來，漳州腔的「底層」卻是

顯而易見的」。韻母的部分，單元音中沒有漳州話中特有的//，漳州讀//的於此

讀/e/。單元音/u/，如「魚」、「豬」（遇合三）讀音跟廈門郊區一帶一致，有別於

廈門市區、漳州的/i/及泉州的//。這一點和張屏生（1996：19）的角美註解一

樣：「角美是屬於漳州腔，不過《彙音妙悟》的『居』韻的例字，角美卻讀/u/韻，

這和漳州不同。」角美位於漳、泉交接地帶，兼具漳、泉音韻特色，但在《彙音

妙悟》「居」韻字中讀為/u/，為其特色。其他漳州腔特徵的尚包含/uĩ/韻，如黃/uĩ/、

園/huĩ/，廈泉這類字多讀為黃/ng/、園/hng/。韻塞韻尾與其他韻尾相應的韻母也

呈現漳州腔的特色，如/e/，例字有「八」、「節」。/e/韻則是跳躍在/e/與/uĩ/間，

但以/uĩ/為主流，例字如「飯」。聲調部分，高然（2000：171）列出蘇北閩南話

與廈漳泉三點聲調的比較表，如表 13： 

表 13：蘇北閩南話與廈漳泉三點聲調的比較表  

     地點 

調類 

廈門 泉州 漳州 印尼閩南話 例字 

平 陰平 55 陰平 33 陰平 45 陰平 33 東真詩 

陽平 35 陽平 24 陽平 23 陽平 24 同秦時 

上 上聲 53 陰上 55 上聲 53 上聲 53 懂振死 

陽上 22 動盡是 

去 陰去 21 去聲 41 陰去 21 陰去 21 棟進四 

陽去 33 陽去 33 陽去 22 共大樹 

入 陰入 21 陰入 5 陰入 21 陰入 5 督質薜 

陽入 55 陽入 24 陽入 121 陽入 23 毒疾蝕 

資料來源：高然（2000：171） 

 

聲調上的比較，蘇北閩語的平聲與入聲與泉州腔較相近。蘇北閩語的陽入

和廈門腔差別較大，與漳州相近。陽平調部分，蘇北閩語與三地都很接近。上聲、

去聲與廈、漳接近，但去聲的部分，高然（20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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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去與陽去也有別於泉州的去聲合二為一且讀成高降調 41，而與廈漳的

幾乎完全一致（陽去比廈門稍低點，漳州的陽去實際上也很低，所以在

這兒可以說是幾乎一致）；…… 

如果僅以三點聲調的比較表來看，蘇北閩語和漳州、廈門都有多處相似的

地方。但因為作者提出與漳州更像的細部差異，如上文所述。綜合來看，聲調特

點雖然有泉腔、廈門的特點，但仍是以漳州腔為主流。 

詞彙再分 7 小類，標示出「純『漳州話』的詞」、「純『泉州話』的詞」、「漳

泉共有的詞」、「印尼─馬來語借入的詞」、「詞形與漳泉有差異，但從整體上看一

然是閩南方言的詞。」、「與其他漢語方言相同的詞」、「部分詞語搭配用法」。從

詞彙的結構上來看，大多數的詞序、詞綴用法仍與漳、泉一致，如：「豬母」、「狗

公」。馬來語借詞的部分，將詞彙借進來後，會以閩南語的習慣將源語言的詞彙

改造，如多了聲調、或是其他聲韻母。如：馬來文 kalau 意義是「假如」，當地

閩南語唸「膠絡」ka33 lk5 55。在馬來語中沒有舌根不送氣清塞音/k/，但借進閩

語後多了/k/與聲調。馬來文 baru 意義是「剛剛、新」，當地閩南語唸「峇汝」ba33 

lu53。馬來語中有捲舌音/r/，借進閩南語後以舌尖邊音/l/替代。同樣是漳州腔底

層的檳城福建話，在馬來語借詞的對應上也有相同的情況，因為沒有/r/聲母，而

以/l/做對應。 

由以上的討論來看，印尼蘇門答臘北部的閩南方言具有漳州腔的底層。但

在語音及詞彙上也兼具泉、廈的特色。相較於純漳腔或是純泉腔的詞彙，亦漳亦

泉的詞彙更佔大多數。從馬來語借進來的詞彙在高然調查的 800 多個詞彙中，只

有 21 個。數量不多，卻也能具體而微的觀察其借詞方式。 

 

（二）李如龍（2000）〈《華夷通語》研究〉 

早期到南洋的人，多數是生活較為困苦的人民，受教育的機會較少，以自

身語言為主要溝通語。出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與人溝通交際之時，遇到使用

同一種語言的華人，雖然可用本身會的語言與其溝通，但若是遇到當地的馬來人

或是印度就行不通了。因此，若是學會一些常用的生活用語，對他們的生活、經

商有益無害。在這樣的需求下，《華夷通語》因應而生。李如龍（2000：109）：「《華

夷通語》是 100 多年前在新加坡出版的，用漢字為馬來語注音的馬來語和漢語的

                                                 
55 「膠絡」、「峇汝」語料及拼音來自高然（200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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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詞對照詞彙。」《華夷通語》的前身是《通夷新語》。在《華夷通語》書前的

序，是駐叻領事官左秉隆撰於中國光緒九年重陽節日所寫： 

南洋羣島舊本巫來由部落自通商以來我華人寄居其地者實繁有徙而閩之

漳泉粵之潮州稱尤盛焉但其初履異域者每因言語不通遂致經營難遂林君

衡南有見於此爰取巫來由語註以漳泉潮音輯成一書名曰華夷通語使我華

人熟習而強記之自可與彼族交談暢所欲言洵快事也是書初名通夷新語刻

於光緒三年迄今葛裘屢易猶覺光景常新然而林君之意則欲新益求新也近

復出其書於李君清輝反復校正並易今名蓋視初刻益加美備矣書既成林君

屬余為序情詞懇切余重違其意爰□□□□□□見吾華之人淂讀是書而言

語相通經營日遂是則予所厚望也夫 

由此可知，初版的《通夷新語》是在 1877 年（中國清光緒 3 年）出版，再

版的《華夷通語》是 1883（中國清光緒 9 年）年印刷。古友軒是林衡南於 1860

年在新加坡創立的印書館。此外，他還於 1890 年創辦《星報》（Sing Pau），1898

年停刊。寫這本書的緣由，林衡南在書前的例文說明的後頁寫道： 

……此編輯成只為家叔侄輩初抵星嘉未通夷語艱於應對因不揣固陋遠訪

旁搜以為後生助之耳故文不雅馴字多俚俗尚束諸高閣之不暇豈敢遽刷而

售世乎適粵省潮郡茂才陳鳳人者覽是書而贊之曰善哉是編夫為戲聽歌祇

以娛一時之耳目何為習語通夷足以謀奕世之身家已與其私之己曷若公於

人爰命工人刷成售世。凡居夷而有心特務者惟能致意於是編焉則熟於心

自有水乳交融之妙發於口斷無齟齬不合之端矣。 

這段話後面署名「浯江林衡南再識」。這是《華夷通語》的編寫源起與改版

過程。此書採用漢字的閩南音為馬來語注音，在當時是最能適合當地華人需要的。

它的重要性，李如龍（2000：110）： 

據馬來語專家楊貴誼先生研究，《華夷通語》是至今所發現的新馬華人最

早編寫的用閩南話注音的馬來語、漢語雙語詞典。 

《華夷通語》分上、下兩卷。參酌《華夷通語》的目錄，知其按類別將常

用詞分為 25 類：天文類、地理類、數目類、時令類、房屋類、器用類、人倫類、

工匠類、身體類、疾病類、藥材類、綢布類、顏料類、國寶類、律例類、瓜菜類、

食物類、滋味類、菓子類、花木類、禽獸類、昆蟲類、魚蝦類、埠頭類、船政類。

再按字數多寡分為：單字類、二字類、三字類、四字類、長句類。天文類至花木

類為上卷，禽獸類至長句類為下卷。從這些詞目來看，都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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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食、衣、住、行及商業，並能反映當地的事物。也符合林衡南在「《華夷通

語》讀法」後所說的「凡自幼未入儒門有志熟覽是書不但貿易字體精通且熟覽生

巧記明字樣即小說諸書亦易讀矣」。「《華夷通語》讀法」中的說明，其中有二： 

1.「附加聲調的說明」：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下平聲 下上聲 下去聲 下入聲 

 関   管   貫   决    權     倦     貫     懖 

2.「創造了三個附加符號，必要時加在字入」：「○」表解說，「△」表泉音，

「、」表漳音。 

第一點，李如龍認為聲調的標注乃是沿用《彙音妙悟》的體例。李如龍（2000：

111）認為： 

《彙音妙悟》是嘉慶五年（1800 年）印行的泉州話韻書，到了光緒年間已

經廣為流行。當時的泉州音和現在一樣，陰陽去已經混同，所以去聲和下

去聲都用「貫」作例字。 

代表下入聲的「懖」字，《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中的「觀韻」、「求母」、「下

入聲」中僅收 3 字。第 1 字為「厥+木」56，字義為杙也。第 2 字為「橛」，字義

亦為杙也。第 3 字僅有解釋意義57沒有字，字義與「懖」58字的意義不同，意即

並不包含「懖」字。《彙音妙悟》的「川韻」、「求母」、「下入聲」中收有此字，

注釋為「善身易也」，音為 kua̍t。 

第二點，「解說」的意思是字的白讀音。李如龍（2000：111-112）： 

至今，在泉州一帶，字的「讀音」指的是文讀音，「解說」則指的白讀音。

在《彙音妙悟》，字的白讀音稱為「土解、俗解、土音、土話、土、解、

俗語」。……在《華夷通語》的注音中，凡注解說符號者是白讀音，字下

未加解說符號者是文讀音或無文白異讀的音。 

而「泉音」代表的是泉州音，「漳音」代表的是漳州音。潮州音和漳州音相

近無需另標59。漳、泉音雖然有些細部差異，但還可以互通。用以標注馬來語時，

                                                 
56 該字打不出來，以「厥+木」表示木的位置在厥之下。「杙」的意思是著小木樁；撯栓、繫。

參考網址為「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b/frb/frb01617.htm（2015
年 5 月 11 日查詢）。 

57 字義注解：鉤逆者謂之。出自：《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卷二觀橜。 
58 「懖」字意義為：拒善而自以為是。段注本‧說文解字：「懖，歫善自用之意也。」四聲篇海‧

心部：「懖，愚人無知也。」參考網址為「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c/frc/frc03982.htm（2015 年 5 月 11 日查詢）。 
59 李如龍（20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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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泉音恰巧可以用來補充標示讀音時的不足處。試舉例說明，如表 14： 

表 14：《華夷通語》部分詞目舉例 

詞目 注音 馬來語讀音 閩南話讀音 備註 

星 民冬 

     ○ 

bintang bin2 taq1 冬，文讀 tq1，白讀 taq1 

喜 須甲 

△ 

suka su1 ka7 須，漳音 si1，泉音 su1 

日 夏利 

△ 

hari ha5 li5 夏，漳音 h6，泉音 ha6 

資料來源：李如龍（2000：112） 

 

一字多音的特性，加上漳、泉音與文、白讀的差異，豐富了在標注音上的

便利性，讓注音的準確性可以更高。但也無法百分百做到語音的完全對應。因為

馬來語和閩南語的語音系統並非完全對等，音節結構也不盡相同。李如龍（2000：

114）提出 3 點： 

1.馬來語輔音有 d/l/n/r 對立，閩南語只有一個類似 l 和 d 的音（《彙音妙悟》

記為「柳」，一般標為 l），對音時就無法加以區別。 

2.馬來語許多輔音都可至於音節的末尾，閩南語則只有塞音可處音節末尾，

且不除阻送氣，如末尾帶輔音的馬來語詞譯音就難免不準。 

3.韻母方面，閩南話只有q, 沒有 oq、uq, 只有 un, 沒有 um, 只有k, 沒有

uk, 因而馬來話的 ong/ung, un/um, uk/ok 的差異也就無法反應出來。  

以上這 3 種情況，閩南語無法完全準確的將馬來語的差別反映出來。除了

聲母、韻母的差異外，兩種語言之間的聲調對應也能探討。尤其是沒有聲調的馬

來語與有聲調的閩南語之間的聲調對應規則。只是這需要馬來語發音人與閩南語

發音人的配合才能成事。 

《華夷通語》的詞語體系，李如龍（2000：115）「……而是一種文言白話

兼用、官話土話相雜、書面語口頭語互混的文字。」透過這些詞彙的觀察，還能

再歸類出與現在閩方言一致的用語；早期南洋福建話的說法；閩南語及馬來語的

相互借詞。在紀錄方言詞的用字部分，新造了不少俗字標記馬來語。李如龍（2000：

123）：「這批本來方言區沒有用過的俗字―或稱標音字都是用加口旁的形聲字來

表示的。」如：「五」，馬來語 lima，寫為「里嗎」；「月」，馬來語 bulan 寫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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囒」。這些方言詞彙的用字都具有這樣的特色。《華夷通語》所收錄的詞彙雖然只

是日常用語，但也正因如此，成為研究者的珍貴材料。 

 

（三）楊迎楹（2013）〈檳城閩南語語音研究〉 

這本碩士論文以「檳城閩南語」60的語音為研究主體。全文共分五章，首章

為「緒論」，介紹檳城概況、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綜述。第二章為「檳城

閩南語音系」，介紹其語音系統、音位歸納、語音特點及聲韻調配合表。第三章

是「其他語言對檳城閩南語音系的影響」，以馬來語、英語對檳城閩南語的影響

為討論。第四章是「語言接觸下的檳城閩南語」，討論漳泉方言在檳城的接觸及

其影響、與馬來語和英語的接觸及其影響、上聲調研究、語言接觸在檳城閩南語

音系上的複雜表現。第五章為「結語」。全文緊扣檳城閩南語的語音研究。 

由於檳城閩南語處於多語環境，除了同是漢語的潮州話、粵語的影響外，

馬來語跟英語的影響不容小覷。楊迎楹歸納出兩個層次，一個是以閩南語音系主

體的一級層次，另一則為語言接觸後的次級層次（楊迎楹，2013：1）。 

筆者於 2011、2015 年的調查結果，檳城福建話有 15 個聲母，其中/b-（m-）、

l-（n-）、g-（-）/呈現互補分佈；77 個韻母；7 個聲調，其中，陰上調僅有高降

調，無升調的調值出現。同一的地區，研究結果會隨著調查對象與訪談內容的不

同而形成差異。因此，即使是年代相近的研究，研究結果也無法完全相同。而這

也是本文與楊迎楹研究的差異。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及相關次方言的比較，如

本文第三章的討論。楊迎楹的發音人有 3 位61，其研究結果，檳城閩南語有 18

個聲母；83 個韻母；6 個單字調、7 個變調。楊迎楹（2013：17、18、20）： 

檳城閩南語有十八個聲母，十五個聲母音位，其中[m、n、q]和[b、l、g]

是互補關係，[b、l、g]在鼻韻母前念[m、n、q]。為了方便閩語之間的比

較，這裡把兩者分開62。 

檳城閩南語有八十三個韻母，比中國的閩南語（如漳州、泉州、廈門閩

語）少了[iat、w、uew、iuw、iauw、Pw、P\w、tP\w、\Ptw]等韻母。這是

                                                 
60 本文稱呼當地閩南語為「檳城福建話」，是按檳城當地人慣用的稱呼。此篇論文以「檳城閩南

語」代稱，在討論這篇論文的部分，筆者尊重論文作者的使用習慣。 
61 楊迎楹（2013：17）檳城閩南語的 3 位發音人：「（1）陳基生，56 歲，祖籍福建，現住檳城北

海。除了檳城閩南語、還會說華語、馬來語。（2）黃啟灝，33 歲，祖籍海南，現住檳城青草

巷。除了檳城閩南語，還會說粵語、馬來語、華語、英語、韓語、法語。（3）楊迎楹，26 歲，

祖籍廣東，現住檳城北海。除了檳城閩南語，還會說潮州話、粵語、馬來語、華語、英語。」。 
62 楊迎楹（2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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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多《方言調查字表》裡的字已經念不出來了，加上教育政策以及

方言使用環境的改變導致檳城閩南語丟失許多文讀音63。 

檳城閩南語有六個單字調，七個變調。去聲在單字不分陰陽，不過可通

過連讀變調來區別陰陽，陰去連讀時變調，陽去連讀不變調64。 

表 15：檳城閩南語聲調表 

調類 代號 調值 例子 

陰平 第一調 / 1 44 朱山觀天星 

陽平 第二調 / 2 13 奇華土寒民 

上聲 第三調 / 3 53 / 35 米苦敢險演 

去聲 第五調 / 5 21 趣過定外護 

陰入 第七調 / 7 1 / 5 答踢確册借 

陽入 第八調 / 8 3 十七綠木白 

資料來源：楊迎楹（2013：20） 

 

18 個聲母中，包含/dz/。83 個韻母，舒聲韻有 52 個，包含陰聲韻有 20 個，

鼻化韻有 14 個，陽聲韻有 16 個，聲化韻 2 個。入聲韻有 31 個。音位歸納的部

分，輔音音位歸納為 15 個：/p、p、b、t、t、l、k、k、g、ts、ts、s、dz、h、

w/。元音音位歸納為 14 個：/i、u、a、e、 、o、、t、\、P、ẽ、Z、õ、D/。聲

調有 6 個單字調，7 個變調。聲調的討論主要以「上聲調」為主。檳城閩南語的

上聲調有兩種調型，一個是高降調 53，一個是中升調 35。楊迎楹（2013：17、

18、20）： 

檳城上聲聲調與漳、廈一樣不分陰陽，但是卻有兩個調值。兩種不同的調

值並不是互補對立關係，同一個自同一個發音人可以時而讀成 53 調，時

而讀成 35 調，沒有特定的規律，是一種自由變體。 

這樣的情況在閩南語中並不常見。臺灣臺語、漳州話、廈門話的上聲不分

陰陽，陽上讀為陽去。泉州話則區分陰陽。沒有同一個聲調卻有兩種調值的現象。 

台約爾（Rev. Samuel Dyer, 1804-1843）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於 1838 年編

著《福建漳州方言詞彙》（Vocabulary of the Hok-Këen Dialect as Spoken in the 

County of Tshëang-Thsew.）。楊迎楹（2013：79）： 

                                                 
63 楊迎楹（2013：18）。 
64 楊迎楹（2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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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Dyer 的字彙可以發現在接近兩個世紀以前檳城閩南語的上聲仍然是

一個高降調，也就是說上聲出現 35 調值乃兩百年之內的事。 

透過台約爾的紀錄，楊迎楹認為 35 調是較近期發生的改變。關於檳城上聲

調有兩種調值的研究，Sarah Lee 在 2006 年的文章也提出這樣的看法。既然 35

是較後期的發展，楊迎楹（2013：82-83）推測來源可能是受粵語的影響： 

Sarah 推斷檳城閩南語上聲調的 35 變體及有可能是與當地潮州話接觸而

來。的確，除了潮州話的陽上為 35 調以外，其他閩南語的調類並無中升

調。不過，筆者認為檳城閩南語上聲調的 35 變調受潮州話影響的可能性

不大，……。筆者認為，35 調極有可能是源於粵語陰上調轉移到檳城閩

南語裡頭。 

對於 35 調值的來源，Sarah Lee 與楊迎楹的看法不同。檳城閩南語上聲調的

調值，值得再深入討論。除了聲調外，檳城閩南語較其他閩南語多了/uei/、/ueiw/

這兩個韻母。台約爾的《福建漳州方言詞彙》中也有記錄/uei/、/ueiw/這兩個韻母。

楊迎楹（2013：73）：「這些韻母現在在漳州已經變為[ue]、[uew]，而檳城仍然保

留該韻母。」 

探討馬來語借詞帶來的新音節中，檳城閩南語的新音節增加 77 個65。英語

借詞帶來的新音節中，新音節增加 79 個66。這是因為馬來語、英語被借入時，

難免會遇到閩南語沒有相同或相近的音節組合，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會產生新

的音節，以符合所需。除了音節組合數量的增加以外，檳城閩南語也因為馬來語、

英語借詞之故，增加了韻目的數量，楊迎楹（2013：33）： 

馬來語（16 個）：)、)n、0n、um、iq、(q、oq、ioq、Pn、Pq、et、0w、

tt、Pt、Pw、Bw。 

英 語（18 個）67：)、[、\、em、(m、)n、on、iq、(q、tn、(p、0p、)t、

0t、(k、aik、iuw、aiw。 

檳城閩南語的馬來語音譯借詞，楊迎楹收有 182 例68。檳城閩南語英語借詞

的數量則有 74 個69。透過這些借詞，整理出檳城閩南語與馬來語、英語借詞的

輔音、元音、入聲韻尾的匹配關係，及其聲調關係。楊迎楹認為較完整的聲韻調

                                                 
65 楊迎楹（2013：49）。 
66 楊迎楹（2013：65）。 
67 受英語影響多的韻目數量，楊迎楹（2013：33）內文寫 17 個，但後面列出的韻母數有 18 個。 
68 楊迎楹（2013：36）。 
69 楊迎楹（20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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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應當將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語音成分置入語音系統內。因此，最後整理出的

檳城語音系統：聲母 21 個（因接觸形成的有 3 個70），韻母 112 個（因接觸帶來

的有 29 個），聲調 6 個71。除此之外，其他如「一字多音」、「一字多聲調」、「文

白對立的減少」、「大量借詞進入檳城閩南語」這些都是多語言接觸的結果。 

 

 

 

 

 

 

 

 

 

 

 

 

 

 

 

 

 

 

 

 

 

 

 

                                                 
70 楊迎楹（2013：75）內，馬來語借詞使檳城福建話增加一個舌尖前濁塞音聲母[d]；英語借詞

使檳城福建話增加唇齒擦音[f]和[v]聲母。 
71 楊迎楹（2013：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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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語言接觸後的詞彙特色  

第二節選 2 篇期刊，1 篇碩士論文。洪麗芬（2009）、周凱琴（2010）都是

著重在馬來西亞漢語跟馬來語借詞的研究，提出借詞方式與借詞在各類領域的分

佈和對比。第三篇則是語言接觸後產生的峇峇語，透過方言比較的方法，鑑定峇

峇語中的閩南語成份，研究認為峇峇語的底層以漳州話為最大宗，其他尚有數量

較少的泉州話、潮州話與粵語的借詞。 

（一）洪麗芬（2009）〈華語與馬來語的詞彙交流——馬來西亞文化融合的表現〉 

語言接觸在馬來西亞是無法避免的語言交流。洪麗芬透過比較的方法，討

論有關華語和馬來語借詞的相關研究。發現華語和馬來語在借詞上有著共通點：

借詞多集中在閩南語和馬來語，詞彙類型則以生活化的事物名詞為主。洪麗芬文

章中對「華語」及「華人方言」的解釋，洪麗芬（2009：84）： 

廣義的「華語」應包含「華人方言」，在下文中，「華語」取狹義，指馬

來西亞華人所使用的，具有當地語音、詞彙和語法特色的漢語，是跨各

方言群的華人語言，而「華人方言」則指華人所屬籍貫的語言，比較常

見的有福建話（即閩南語）、客家話、廣東話、潮州話和海南話，都各具

有語音特色，與華語的語音差異也頗大。 

亦即，「華語」指的是華人所說的語言。「華人方言」才是指華人所屬籍貫

的語言。華語與馬來語詞彙相互借用的種類，分為 4 種，洪麗芬（2009：85）： 

1.音譯，即把借入的馬來語詞按其原有的馬來語語音形式，用漢字轉寫出

來，而漢字並不表示意義。例如：馬來語 laksa 音譯成「叻沙」。 

2.部分音節音譯，部分音節意譯，使人易於理解。例如：「檳榔嶼」即馬

來文中的 Pulau Pinang，Pulau 是「島嶼」之意，Pinang 是「檳

榔」樹，屬音譯。 

3.音譯加注釋，以說明事物類別。例如：「巴冷刀」即馬來文中的 Parang，

是一種比較闊的長刀，一般用來砍樹開路，屬音譯，「刀」字是

另加上去，以更好地說明其意思。 

4.音義兼譯，即選擇音譯的音節時也照顧到詞義。例如：「紅毛丹」即馬

來文中的 rambutan，是一種表皮紅色多毛的熱帶水果，大如雞

蛋，這種譯法譯得色形皆俱，而且「丹」字也與音節 tan 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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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外來詞應該包含意譯詞，如馬來人的日常食物 nasi lemak 譯為「椰漿

飯」，nasi 指「米飯」，lemak 指「椰漿」。但洪麗芬採用的是較狹義借用方法的外

來詞，因為這樣的詞彙表現形式較清楚。 

在「馬來語借用華語的特點」中，特點之一是在華語借詞中，以閩南話詞

彙佔大多數，其他方言所佔的成份非常少。閩南語借詞多，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

閩南人與馬來人的交流密切。當地華人雖多從閩粵移民過去，但閩南語的流通性

卻較粵語強72。若從詞彙上來看，洪麗芬轉引孔遠志（2000：335-354）的研究，

馬來語裡的 456 個閩南語借詞中，名詞佔了 80%，幾乎都是日常生活中具體事物

的名稱。從吸收的方法來看，馬來語中的華語借詞基本上多採用「音譯法」，大

部分都是根據華語的發音73。 

在「華語借用馬來語的特點」中，在華人諸多方言內，以閩南語中的馬來

語借詞最多。這與馬來語中的閩南語借詞數量成正比。也更加強在華人方言群中，

閩南人和馬來人的關係密切。華語（主要是閩南方言）中的馬來語借詞，多為日

常生活詞彙，從詞義上來分，可分為 9 類：飲食類、農產品類、……日常用品類……。

而借用方式多數採用音譯法。就詞類來看，以名詞性借詞最多74。 

華語跟馬來語的雙向交流，除了相互借用詞彙之外，還有一種是馬來語跟

華語相結合的形式75。如 kopi o「咖啡烏」，代表不摻牛奶的黑色咖啡，kopi 是馬

來語的「咖啡」，o 是閩南語的「烏黑」。dukun chu「老君厝」，代表醫院，dukun

是馬來語的「巫醫」，chu 是閩南語的「厝」，即房子。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作

者藉由分析前人對馬來語、華語借詞所做的研究，再次進行比較、歸納，得出馬

來語的華語借詞，以閩南語數量最多，且多是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名詞性詞彙。這

些借詞的存在，也體現了不同語言、文化的融合是相互影響的。 

 

（二）周凱琴（2010）〈馬來西亞漢語和馬來語借詞相互滲透之研究〉 

這是一本討論馬來西亞漢語及馬來語借詞互動的碩士論文。共分六章，首

章緒論，第二章梳理詞彙借用理論與漢語及馬來語借詞的相關研究。第三章討論

漢語和馬來語借詞的分類，包含借詞來源、借入方式分類、文化領域分類。得出

在各領域內的借詞數量，以飲食類與稱謂類數量最豐富，因此第四、五章分別討

                                                 
72 洪麗芬（2009：86）。 
73 洪麗芬（2009：86）。 
74 洪麗芬（2009：87）。 
75 洪麗芬（2009：87）。 

 



41 
 

論這兩類。最後一章為結論。 

借詞的來源主要是參考雙語和單語詞典，再輔以其它的文獻資料。馬來語

中的漢語借詞主要參考楊貴誼、陳妙華編的《現代馬來語詞典》（1984）；楊貴誼、

陳妙華編的《現代馬來語詞典（修訂版）》（1988）；Hajah Noresah bt. Baharom 編

的《德宛詞典》（Kamus Dewan）馬來語權威詞典，參考兩個版本：第 3 版（1994）

與第 4 版第 2 刷（2005）。漢語中的馬來語借詞，材料主要來自 Chia, Cheng Eng 

1999 年的碩論《馬來西亞漢語中的馬來借詞》，並參考其他文獻如孔遠志 1995

年的〈漢語中的馬來借詞〉。 

周凱琴（2010：11）對借詞的定義是：「借詞，也稱為外來詞，是本族語言

借用了外族語言的詞彙，通過音譯、意譯或音譯兼顧的借入方式，進入本族語言

詞彙系統的詞語。」其中，音譯兼顧再分為「半音譯半意譯」、「音譯加義標」。

文中所討論的馬來語中的漢語借詞及漢語中的馬來語借詞，都是以音譯詞為主

（周凱琴，2010：37）。根據借詞的文化意義和所涉及的領域範圍，將借詞分為

8 類。漢馬借詞的借入方式比例與在各類的分佈情況，如表 16、17 所示： 

表 16：漢馬借詞借入方式對比  

漢馬借詞借入方式對比 

借入方式 馬來語中漢語借詞 百分比 漢語中馬來語借詞 百分比 

1 音譯 513 99.6% 88 80.7% 

2 意譯 ─ ─ 8 7.3% 

3 音譯兼顧 

（1）半音譯半意譯 

（2）音譯加義標 

 

2 

─ 

 

0.4% 

─ 

 

4 

9 

 

3.7% 

8.3% 

數量 515 100.0% 109 100.0% 

資料來源：周凱琴（2010：43） 

 

表 17：漢馬借詞數量在各類領域的分佈和對比 

漢馬借詞數量在各類領域的分佈和對比 

文化領域 馬來語中漢語借詞 百分比 漢語中馬來語借詞 百分比 

1 飲食 113 21.9% 39 35.8% 

2 稱謂 92 17.9% 23 21.1% 

3 日常事物 78 15.1% 10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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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事物 50 9.7% 9 8.3% 

5 服飾外貌 36 7.0% 8 7.3% 

6 宗教習俗 57 11.1% 5 4.6% 

7 娛樂藝術 44 8.5% 5 4.6% 

8 其他 45 8.7% 10 9.2% 

總數 515 100.0% 109 100.0% 

資料來源：周凱琴（2010：44） 

 

由以上的兩個表格可知，兩種語言的詞彙互借，在數量與文化類別上並非

對等。漢語借詞與馬來語借詞的數量大概是 5 比 1。借入方式以「音譯法」為主。

馬來語是拼音文字，因此以譯音法為主是很自然的事。漢語重視字的意義，因此

在借字上雖然音譯法仍佔多數，但也會額外採用意譯法與音譯兼顧法。「飲食」

與「稱謂」不論是在漢語或馬來語中，都是借詞比例較高的兩類，作者透過描寫、

分析借詞的文化屬性，說明漢馬借詞雙向流動不對等的現象。 

在「飲食」類的討論中包含具體的餐具、食物、飲料，以及無形的事物，

如飲食習慣、口味、烹飪方式、及飲食文化包含的精神內涵（周凱琴，2010：43）。

漢語中的馬來語借詞，漢語主要吸收馬來辛辣食品，如羅惹（rojak）、叻沙（laksa）、

沙爹（sate）、巴拉煎（belacan）、三巴（sambal）等。還有熱帶水果的馬來名稱，

如榴槤（durian）、冷殺果（langsat）等。借用詞彙的動機之一是「需要」，在本

族語言缺乏某一事物或概念時，直接借用是方便與經濟的方式。 

馬來語中的漢語借詞，周凱琴分有關華人食品和飲食方式兩類說明。馬來

語主要吸收的是華人食材的名稱，並學習華人製作或種植這些食材的方法，如：

mi（麵）、bihun（米粉）、kuetiau（粿條）、tauhu（豆腐）、pecai（白菜）、tauge

（豆芽）等（周凱琴，2010：53-54）。馬來語也吸收中國閩粵地區盛產的水果名

稱，與有關飲料、湯品、甜點的漢語食品名稱，如：angki（柿子）、lai（梨）、laici

（荔枝）、kokesom（高麗蔘）、beleko（麥芽糖）、popia（薄餅）。華人的烹飪方

式有許多種，蒸、煮、炒、炸、悶等都是。馬來語借用 siok（燒）與 tim（蒸或

燉）。周凱琴（2010：43）：「馬來語沒有借用漢語裡其它的烹調方法名稱，究其

原因，主要是華巫兩族飲食口味和習慣不同的關係。」由借詞看飲食文化流動的

不對等性，可看出這兩個族群是根據本身的需要來接受與吸收需要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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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謂」類分為兩大類：親屬稱謂語與社會稱謂語。周凱琴（2010：64）： 

根據《中國百科全書》（1995），親屬指的是：因婚姻、血緣和收養而產生

的、彼此間具有法律上權力與義務的社會關係。《現代漢語詞典》（2005）

則將親屬界定為：跟自己有血緣關係或婚姻關係的人。社會稱謂語，即是

指在親屬關係之外的社會交際中使用的稱謂語。 

親屬稱謂的部分，漢語跟馬來語的借詞完全不對等。馬來語單向吸收 17 個

漢語借詞，如 empek（伯伯）、enci（姐姐）、engtia（岳父，公公）、tangmin（同

門，連襟）等。周凱琴（2010：69-70）：「馬來語稱謂系統缺少對父母親屬的細

分，這些漢語借詞正能補充這方面的不足，也能夠展現父母親屬之間的親疏關係。」

社會稱謂的部分，周凱琴又分 5 類：社會通稱、職稱、特定社群、人稱代詞和蔑

稱、勛銜和頭銜。馬來語中的漢語借詞以「職稱」類為多，比如 tauke（老闆，

雇主）、singse（先生，特指中醫）。漢語中的馬來語借詞則以「勛銜和頭銜」為

大宗，並且只有單向的漢語向馬來語借入 13 個。比如：蘇丹（Sultan）、東姑

（Tengku）、拿督（Datu, Dato, Datuk）、拿汀（Datin）等等。周凱琴（2010：83）：

「這些稱謂語是馬來西亞特殊社會和語言環境的產物。都是從馬來語中音譯過來

的借詞。」華人生活在馬來西亞社會中，自然會將這些漢語中沒有的勛銜和頭銜

借入。 

由此看來，借詞的產生與「需求」有關，尤其是語言中缺乏的，除了自創

以外，借詞常用的方式。借入的方式，不論是漢語借自馬來語或是馬來語借自漢

語的部分，兩者都是以音譯詞為主。再借由借詞類別分析，尤其是經由「飲食」

類與「稱謂」類這兩大類，呈現出兩個族群間因為文化、習俗的差異，各自吸收

需要的詞彙，導致借詞的不對等性。如同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r）（2007：

173）說的：「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因此，不同的語言、族

群與文化接觸時，自然會吸收缺乏的養分，讓生活與溝通都更為便利。 

 

（三）洪麗芬、羅榮強（2012）〈閩南語與馬來語的詞彙互借現象〉 

文章首先說明在馬來西亞，馬來語是馬來族群的母語，而閩南語是華人族

群的方言之一，也是閩南方言群體最常使用的語言。馬來語和閩南語的詞彙互借

現象，反應了這兩大族群的關係密切、互動頻繁。洪麗芬、羅榮強（2012:21）

認為這有其人文背景條件： 

第一，近幾百年來，馬來西亞的華僑中，閩南人佔了相當大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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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馬來西亞出生的華人中，閩南籍占最多。…… 

第三，閩南人在當地商業中經濟力量較大，其中小零售商的行業，閩南人

佔了絕大百分比，…… 

第四，閩南人的作業和聚居都是在以較發達的經濟文化區，影響力自然比

居住在城外的其他籍貫華人大。 

第五，閩南人與馬來人通婚的比例也比其他籍貫的華人高。…… 

因為這些因素，使得馬來語和閩南語在馬來人和閩南人的交往、互動中，

進入了彼此的語言內。洪麗芬、羅榮強（2012）的研究依據是前人對馬來語和華

語（指華人的語言）借用的研究，包含馬來語辭典中閩南語借詞的相關研究，與

在檳城進行實地調查，訪問與觀察各約 200 人的各階層閩南語群與馬來族公眾人

士，以收集這兩種語言的借詞76。再各別分析「馬來語借用閩南語詞彙的特點」，

與「閩南語借用馬來語詞彙的特點」。 

「馬來語借用閩南語詞彙的特點」的討論，從數量、借用方法、詞類和語

義 4 方面進行。數量上，洪麗芬、羅榮強（2012:23-24）引用 Kong, Yuanzhi（1997）

年的文章：「與其他華人方言相比，馬來語向閩南語借用的詞彙占最多，其他華

人方言所占成分非常少。」借用以「音譯」和「音譯加注釋」這兩種方法為主。

馬來語中閩南語借詞的種類，多以名詞為主，特別是日常生活中具體事物的名稱。

洪麗芬、羅榮強（2012:25）：「馬來語中的華語詞彙以華人文化色彩濃厚、有關

日常生活的用字占最多，反應了兩族文化通過生活交往的自然融合。」最後一項

馬來語中閩南語借詞語義的轉移，表現在詞義的縮小或擴大、轉移、延伸、色彩

的變化與詞義範圍和程度上的變化。 

「閩南語借用馬來語詞彙的特點」由數量、借詞種類、借用方法這 3 方面

做討論。數量上，洪麗芬、羅榮強（2012:26）：「華人方言中，以閩南語中的馬

來語借詞最多。這與馬來語中的閩南語借詞數量最多是相符的，更有力地說明了

在華人方言群中，閩南人和馬來人的關係最密切。」借詞種類以名詞性借詞最多，

洪麗芬、羅榮強（2012:27）：「馬來文化和華人文化的交流是建立在生活和物質

上的，而不是精神、思想或宗教上。」借用方法有 3 種：「音譯」、「音譯加注釋」

和「音義兼譯」。另外特別提到，洪麗芬、羅榮強（2012:28）：「華人借用馬來語

詞主要是以當地的馬來語變體為準，根據自身需要而借用。」因此處於不同馬來

                                                 
76 洪麗芬、羅榮強（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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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域的閩南語中的馬來語借詞，可能會有所不同。 

就兩個語言間的借詞而言，主要是以名詞性借詞居多，所吸收的詞彙具有

在地性。語音上，洪麗芬、羅榮強（2012:29）：「……總體上都是在語音和語義

上服從於主體語言的音系，多多少少與原詞有所差別，是兩種語言形式上的融合。」

借詞反應出早期當地馬來住民和閩南華人移民之間有著密切的接觸互動。 

 

（四）洪惟仁、曹逢甫（2012）〈峇峇語的閩南語方言鑑定〉 

這篇文章架構分為 6 部分：「前言」、「研究方法」、「非閩南語特色詞」、「閩

南語單一方言特色詞的分析」、「跨方言共同特色詞」與「結論」。首先說明什麼

是「峇峇語」（Baba Malay）77，再限定峇峇語的語料主要根據魏天福（William Gwee 

Thian Hock）2006 年出版的 A Baba Malay Dictionary: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Compendium of Straits Chinese Terms and Expressions.這本書為主，1993 年出版的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為輔。研究方法採用「漢語比較方言學」，

尤其是閩南語比較方言學的觀點，鑑定峇峇語的漢語成分的方言來源78。比較的

方言包括泉州話、漳州話、潮州話、海南話、粵語，主要以前 3 者為比較主軸。 

「前言」中的文獻回顧，對於雲惟利（1996）〈峇峇話〉一文提出 3 點看法，

其中一點是「語言移借的音理解釋問題」。關於「峇峇語沒有喉塞音，所有的喉

塞音都唸成塞音-k，如『著』tio̍h 唸成 tiok，『客』kheh 唸成 khek。79」這部分，

洪惟仁、曹逢甫（2012：3）不同意雲惟利的解釋，提出： 

顯然峇峇語喉塞音塞音化的現象是因為馬來語沒有喉塞音，因此峇峇語借

入閩南語時就用-k 塞音來對譯-h，所有閩南語的喉塞音韻尾-h 在峇峇語都

唸成-k，造成-h 和-k 混同的現象。 

研究成果發現除了借自閩南語外，也有從廣府話借入的詞彙，但這樣的詞

彙並不多，只有 8 個，因而非該文討論的重點，詞彙的來源主要仍是以閩南語為

主。方言鑑定上，依據同一字類或詞的地理分佈情況，分為 3 種情況：1.「單一

方言分佈」，這個是可以確定峇峇語借詞來自單一方言的來源，具有最強的方言

鑑定力。2.「跨方言分佈」，能確定峇峇語借詞跨方言的來源，但能排除的方言

                                                 
77 洪惟仁、曹逢甫（2012：2）：「漢人移民遷居至麻六甲一帶，最先便要解決謀生、吃住、溝通

等問題，而且需要在極短時間內解決。為了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他們就在馬來語共通話的

所謂「市場馬來語」（Bazar Malay）移借了大量詞彙，並且用閩南語語法把它們組織成句。

演變至今，就是本文討論的「峇峇語」（Baba Malay）。」 
78 洪惟仁、曹逢甫（2012：5）。 
79 洪惟仁、曹逢甫（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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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是次要的鑑定力。3.「閩南語一致性」，這個無法鑑定閩南語的來語，只

能鑑定該借詞屬於閩南語來源80。 

經過閩南語單一方言特色詞的分析，峇峇語沒有一個海南話特色詞，顯示

峇峇語和海南話可能無關。潮州話的部分，斷定潮州話不是峇峇語的主要來源，

甚至連次要來源都能排除。泉州音中，能直接斷定為泉州音的借詞只有 6 例，分

析後推斷這些泉州音是隨著少數表層的文化詞彙借入的特殊發音81。漳州方言的

特色詞數量有 75 個，進一步討論具漳州次方言「角美腔」82的特色詞。〈居居〉

字類，文白同音，泉州音-ir，潮州音-er，漳州音-i，這裡出現的變體是-u，正是

角美腔的呈現。〈箱薑白〉字類的例字「傷」、「唱」沒有鼻音也是保存了角美腔

的特色83。 

經由將峇峇語的漢語借詞依照其所反映的漢語方言特色，逐層分析其來源

的可能性，並統計詞彙數量如下，洪惟仁、曹逢甫（2012：20-21）： 

（1） 廣府話特色詞：8 個 

（2） 疑似潮州話特色詞：2 個 

（3） 泉州話特色詞：6 個 

（4） 漳州話（包括角美腔次方言）特色詞：82 個 

由上面的數據立刻發現漳州特色詞佔著絕對多數。總計非漳州方言詞只

有 16 個，而漳州特色詞共 82 個。漳州方言特色詞是非漳州方言來源詞

的 5.125 倍。由此數字即可推斷峇峇語的漢語借詞主要來源是漳州話。 

……既然峇峇語漢語借詞中源自漳州話的可能性遠比其他方言高，我們

很有理由推斷峇峇語漢語借詞絕大多數都借自漳州話。推論早期移民南

洋的唐人（即所謂「土生華人」）之中，漳州人的人口比例最高。由 4.4

節的討論，我們也可以推論漳州人之中，來自角美方言區的移民最多。 

透過不同語言、方言的比較，逐層篩出「峇峇語」的借詞底層：以漳州話

為最大宗外，泉州話、潮州話與粵語的借詞數量雖然不多，但也顯示當時華人族

群的多元。藉由對詞彙的探討，有助於了解當時華人族群的組成，而語言接觸後

的詞彙特色更隱藏著族群互動的痕跡。 

                                                 
80 洪惟仁、曹逢甫（2012：6）。 
81 洪惟仁、曹逢甫（2012：8-9）。 
82 洪惟仁、曹逢甫（2012：13）：「〈居居〉字類唸-u 的漳州腔就是西岸的杏林、海滄、角美的口

音，我們把這個方言叫做『角美腔』。」 
83 洪惟仁、曹逢甫（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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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街名、語言景觀相關理論與研究 

《實體世界的語言》是呂奕欣翻譯自 Ron Scollon / S.W. Scollon 的書籍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主要參酌其地理符號學中的

符碼優先理論。Landry, Rodrigue and Bourhis, Richard Y.（1997）的文章在討論語

言景觀的定義及相關實驗。而梁震牧（2014）的碩論則討論泰國曼谷耀華力周遭

漢字的書寫實踐，跨文化情境下的書寫具有其「在地性」。 

（一）Ron Scollon & S.W.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實體世界的語言》 

這本書共有十章，是一個研究計畫的成果，研究範圍橫跨各洲數國84。前四

章說明：「地理符號學」、「指示性」、「互動秩序」、「視覺符號論」。第五章「進入

地理符號學」。第六到九章都與地方符號有關，分別是地方符號的「符碼優先」、

「銘刻」、「放置」、「時間與空間的論述」，討論這些次系統（符碼優先系統、銘

刻系統、放置系統）在社會互動交會時，產生的符號聚集有什麼特質。最後一章

則是「指示性、對話性及行動選擇」。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122）對地理符號學（Geosemiotics）

的說明是：「研究世界上符號的實體位置所產生的社會意義。所謂『符號』指任

何符號系統，含語言與論述。」語言除了動態的言語溝通之外，也能化為靜態的

文字符號，隨著擺放位置的不同，產生不同的指示意義。例如一個寫著「禁止游

泳」的告示牌，若是設置在川流不息的馬路邊會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但若擺放在

海邊，則會產生警告、提醒的意義。而「符號」（sign）一詞，代表一個實際的

物體，也能指涉自身之外的東西85。現在閱讀中的文字、圖片、招牌、交通規則

裝置等等，都是符號的一種。而這些符號必須置於實體世界中，才能產生相應的

意義。因此，與符號相關的人、事、時、地、物變相當重要。由誰設立？給誰看？

要傳達什麼訊息？設立的地點？這些都是需要關注的符號訊息。語言的這種特質

稱為指示性（indexicality）。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29）進一步

指出：「地理符號學的目的就是把語言，以及語言穿梭在空間、社會關係和時間

所產生的義意結合起來。」 

「視覺符號」，可以指稱在視覺範圍內所有建構意義的方式，但此書引用奎

斯與范李文（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2001）、Multimodality（2001）書籍內

                                                 
84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序言 ix）。 
85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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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將視覺符號的範圍限縮在「有框架的影響及圖片上」，如圖表、書集、

海報、照片……商店標誌或廣告
86
。書中對圖片、文字放置的位置進行討論，並

援引奎斯跟范李文的分析。87檳城商店招牌上有些會有圖像，如小吃店招牌上有

食物的圖片，但是這樣的數量並不多，因此本文不討論商店招牌上的圖像與文字

關係，著重在招牌上文字的使用。《檳城新報》內的廣告較多圖文並列的廣告，

討論時關注圖文之間的對應關係及使用文字的選擇。 

討論地方符號上的符碼優先（code preference），特別要注意象徵跟指示之

間的差異。當多種符碼聚集在一起時，符碼之間怎麼放置呢？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132-133）： 

一個符碼之所以被選用，可能是因為它指示了這個地點位在世界的何處，

例如位於說阿拉伯語的社區（商店或國家）；或因為這個符碼與某社會團

體有所關聯，而象徵那個社會團體，例如餐館招牌上寫著中文，表示這是

一家中式料理餐廳。無論我們關心的是地緣政治所指示的符碼優先，或是

社會文化關聯所表現出的象徵，都必須從符號本身之外來做決定。 

……當不只使用一個符碼時，符碼優先由主要符號資源所產生，其被放置

在圖像或實體空間裡。 

……優先符碼會放在上面、左邊或中心，而不重要的符碼就放在下面、右

邊或邊陲。 

在符碼優先的討論上，作者舉例香港地鐵招牌與加拿大渥太華的交通標誌

為例，看到符碼從框架中的位置跨越到世界上的位置。Scollon & Scollon 著、呂

奕欣譯（2005：138）： 

……符碼優先指出了社會文化或社會政治的演進過程，我們也可以知道許

多社會政治的改變過程，會透過符碼優先系統，書寫在世界的時間與空

間。 

符碼的擺放也是地理符號學的核心之一，這也包含文字的書寫方向。例如

在中國除了古老寺廟、古蹟外，較少能找到由右往左寫的
88
。本文將運用符碼優

先理論觀看檳城現代招牌與早期《檳城新報》內的廣告，透過符碼的擺放位置與

                                                 
86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13）。 
87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102）：「基本訊息結構有兩個：中心化與兩極化。而

兩極化的又可分兩種系統：左右系統（已知的與全新的）以及上下系統（理想與真實）。」 
88 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170）說明原因為：「因為政策規定書寫方向為從左到

右，和英文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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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優先符碼的選擇，檢視使用語言組合類型及文字書寫向量的差異，觀察符碼在

實體世界中的地位。 

 

（二）Landry, Rodrigue & Bourhis, Richard Y.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文章開頭先對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下定義，Landry & Bourhis (1997：

23)： 

Linguistic landscape refers to the visibility and salience of language on public 

and commercial signs in a territory or reg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may serve important informational and symbolic functions as a 

marker of the relative power and status of the linguistic communities 

inhabiting the territory. 

「語言景觀」指的是：語言在一定區域被當做公眾和商業告示的能見度和

顯著的程度。語言景觀提供重要的資訊與象徵功能，並做為語言社區內相對權利

與地位的標誌。本文有三個目的，第一個部份是藉由檢視語言規劃介紹社會語言

學 中 的 新 觀 點 ： 語 言 景 觀 的 概 念 。 第 二 個 部 份 是 語 言 景 觀 和 語 族 活 力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簡稱為 EV）及雙語發展之間的討論。第三個部份以語

言景觀探討加拿大的法語少數人其與語言活力、語言行為的結果。總和來說，這

篇文章提出的概念為：語言景觀是多語環境中促成語族活力的一個重要社會語言

學要素89。 

比利時跟魁北克的語言規劃學者是最早藉由語言進行領域標誌的，運用範

圍包含公共標誌、告示牌、街名、商業招牌與地名90。再進一步區分為私人標誌

（private signs）與政府標誌（government signs）。Landry & Bourhis (1997：26)： 

Private signs include commercial signs on storefronts and business institutions 

(e. g., retail stores and banks), commercial advertising on billboards, and 

advertising signs displayed in public transport and on private vehicles. 

Government signs refer to public signs used by national, regional, or 

municipal governments in the following domains: road signs, place names, 

street names, and inscriptions on government buildings including ministries, 

                                                 
89 Landry & Bourhis（1997：23-24）。 
90 Landry & Bourhis（19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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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s, universities, town halls, schools, metro stations, and public parks.  

由上可知路標、地名、街道名；商店或是商業機構的招牌、廣告，不論為

私人或是政府標誌，都包含在語言景觀的範圍中。這些語言景觀主要有兩個功能：

資訊功能（informational function）及象徵功能（symbolic function）。資訊功能包

含標記某語言族群居住的地區，並標明該語言與其他相鄰語言社區（language 

community）的語言領土範圍。在某一個語言景觀中使用同一種語言，可以促進

劃定相鄰語言群體之間的語言界線（language boundary）。可以區分我群與他群。

因此，語言景觀具有告示使用其他語言的群體，是否已經進入某一個語言界線內

91。語言景觀還能反映出該地區語族勢力的相對情況，Landry & Bourhis（1997：

26）： 

Given that language territories are rarely linguistically homogeneous,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can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ciolinguistic 

composition of the language groups inhabiting the territory in question. Public 

signs can be unilingual,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thus reflect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language groups present in the given territory. The predominance of one 

language on public signs relative to other languages can reflect the relative 

power and status of competing language groups (Bourhis, 1992).……At this 

point, it is usefu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rivate signs and government signs 

(Leclerc, 1989). 

由上段引文可知，語言景觀可以提供關於語言群體的社會語言資訊。政府

標誌可以是單語（unilingual）、雙語（bilingual）或是多語（multilingual），從而

反映存在於特定地區的語言群體的多樣性。優勢語言相對於其他語言來說，在政

府標誌的呈現上，更能夠體現出語言群體間的競爭、相對權力和地位。在這種情

況下，即使是雙語或多語，政府標誌大都是以優勢語言為標誌，弱勢語言群體的

語言在政府標誌上較少出現。於此，政府標誌與私人標誌的分別是有其作用的。 

政府標誌與私人標誌共同組成當地的語言景觀。政府藉由語言政策，對公

共標誌的管制較多，而對私人標誌的影響則較少92。在某些情況下，私人標誌與

公共標誌的資料也可能非常相似，形成協調的語言景觀。但也有非常不一致的情

                                                 
91 Landry & Bourhis（1997：25）。 
92 Landry & Bourhis（19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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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出現。通常的情況下，私人標誌的語言多樣性會較公共標誌來得豐富。93私人

標誌與公共標誌之間的大差異，可視為語言景觀的特色。Landry & Bourhis（1997：

27）： 

Sociolinguistically, language diversity in private sings may most realistically 

reflect the multilingual nature of a particular territory, region, or urban 

agglomeration. As such,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present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can be seen a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ethnolinguistic groups inhabiting a particular administrative 

territory or region. 

私人標誌是最真實的反應出在多語環境內，某一特定領土、地區、附近城

市內的語言多樣性。因此，語言景觀中的多樣性，可以視為該語族在領土或行政

地區內語言及文化的具體呈現。另一個象徵功能，作用是傳遞較為主觀的社會語

言感知。Landry & Bourhis（1997：27-28）： 

Having one’s own language enshrined on most private and government signs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feeling that the in-group language has value and status 

relative to other languages within the sociolinguistic setting.……The symbolic 

function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s most likely to be salient in settings 

where language has emerg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dimension of ethnic 

identity (Sachdev & Bourhis, 1990). It is in such settings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in-group language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can contribute most directly 

to the positive social identity of ethnolinguistic groups.……The no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can also be linked to the concept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Bouthis, Giles, & Rosenthal, 1981; Giles et 

al., 1977). 

出現在政府標誌與公共標誌上的語言，有助於提升該語言價值與地位。無

形中也會增加對語言的認同感，與語言景觀的資訊功能是相輔相成的。語言景觀

在某種程度上也和客觀、主觀的語言活力有所關係。它呈現了在這個語言社區內，

我群（in-group）語言和其他語言族群的使用痕跡。政府標誌上的語言景觀，象

徵著該語言是受到國家機構認可的。並受其他機構的支持，表現在文化生產

                                                 
93 Landry & Bourhis (1997：27) 轉引自 Leclerc(1989)：「More often than not, there is greater language 

diversity in private signs than in government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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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roduction）、商業與宗教活動。因此，語言景觀是否存在於特定場域

中，象徵著競爭中的語族的語言活力。Landry & Bourhis（1997：28）： 

Thus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rival languages in specific domains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can come to symbolize the strength or weakness of 

competing ethnolinguistic groups in the intergroup setting. 

在政府標誌中缺席的語言，不利於語言的發展與認同。但還是可以透過一

些方法，如增加街道名稱的標誌、地名等方式，以提升能見度，扶持弱勢語言。

藉由對語言景觀的觀察，可以知道在語言社群中，語言間的互動與強、弱勢關係。

張學謙（1999：160）談論語言景觀與語言保存規劃時提到：「一般而言，強勢語

族通常霸佔整個語言景觀，而弱勢語族則隱而不見，反映出雙言現象（diglossia），

顯現出社會語言的不平等。」 

檳城的私人標誌都很豐富，街道名稱呈現出不同族群在同一土地上的活動

痕跡。如 Lo Man Yuk（1900）〈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中，番仔戲

園街（Hoan-á hì-huîn ke）、巴虱街（pá-sat ke）。街道名稱透露出語言接觸的線索，

如「巴虱」一詞是吸收字馬來語的 pasar，市場之意。戲園唸 hì-huîn，而非 hì-hn̂g，

顯是當地福建話有漳州腔底層的特徵。檳城的商店招牌有在地特色，透露出族群

間的權力角逐，並留下當時的語音紀錄。因此，檳城的語言景觀是本文探討的重

點之一。 

 

（三）梁震牧（2014）〈跨文化情境下的讀寫實踐：以曼谷耀華力周遭的漢字為

例〉 

該論文分為六章，分別是：導言、田野概況、漢字構成的街景、漢字與仕

紳典型的遺緒、文字與「地方性」的再生產、結論。以「書寫系統的轉換」為論

文切入點，檢視在泰國脈絡中，原本使用漢字的實踐活動怎樣被泰文字取代，但

內在其實延續了相同的文化邏輯。論文採取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法，在泰國曼谷公

認的「中國城」Yaowarat94進行參與觀察。論文首先討論街景中的招牌，分析招

牌對於華人並非只有商業意義，以此回應「語言地景」研究中對北美中國城的論

述。再者，華人重視家族觀念，因此追求留名、光宗耀祖這樣的傾向也反映在「儒

                                                 
94 梁震牧（2014：43）：「現在被普遍稱為曼谷中國城的地區，泰國人慣稱為 Yaowarat，主要由

『石龍軍路』（Charoenkrung）和『耀華力路』（Yaowarat）這兩條平行的大路所劃出來的區域

為主，大致與曼谷行政劃分的 Samphantawong 區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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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風範」的價值上，具體呈現在當地報刊與社團刊物上的賀詞上，泰華的領導階

層仍以漢字作為交際媒介。廟宇內的銘刻也是一種留名的方式，但因為不需要進

入領導階層，因此泰文字被接受並取代漢字成為廟宇銘刻的書寫方式。在討論宗

教上的佈告、經文、紙紮、誥文中，漢字扮演的是一種溝通抽象觀念不可或缺的

媒介。 

「漢字構成的街景」作者分四節討論：「文字商業化的問題」、「華人匯聚而

成的泰國都市」、「『字號』的意義」與「小結」。開頭先點出前人對於中國城「語

言地景」的研究是一種將文字商品化的策略。針對這點，梁震牧提出在臺灣、中

國、香港、北美，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幾乎都會出現同樣大量文字密集的街

景。舉例在 19 世紀末的廣州街市充滿各種招牌，也就是說密集的招牌在很久以

前便存在，而早期的廣州設置許多招牌並非為了展現異國情調而使用漢字。以此

回應語言地景研究者在北美中國城的「文字商業化」論述，但目前梁震牧尚無法

解釋為何 19 世紀末的廣州街市會有這麼多的招牌。 

將焦點移回曼谷中國城上的漢字招牌，與招牌相關的條例有二：1939 年的

招牌條例中，梁震牧（2014：50）： 

這項新規定按照招牌面積徵稅，但如果招牌上有一半以上非泰文字，稅率

要增加十倍，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許多原本使用漢字的招牌都換成了泰

文字，因為華人原本就是招牌的大宗使用者，這個強烈針對性政策打擊到

許多華商的尊嚴（Skinner 2010:269）。 

再依據泰國現行的法律，梁震牧（2014：50）： 

對招牌的管理法源是 1967 年訂定的〈招牌稅務條例〉（Phra ratcha banyat 

phasi pai），條文裡規定全泰文的招牌每五百平方公分收費 10 銖；泰文字

附加其他文字每五百平方公分收費 100 銖；完全沒有泰文字或泰文字低於

或被其他文字覆蓋，每五百平方公分要收費 200 銖，所有種類的費率都是

三個月收費一次。 

1939 年與 1967 年的收費標準差不多，招牌上有無泰文字的規費相距較大。

或許這個法條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今日曼谷地區，招牌用泰文說外語的現象95。就

作者的田野經驗發現，包含 Yaowarat 地區跟其他都市中的家戶，家門上常可見

一塊牌子或是直接鑲在牆壁上的字，文字的使用以漢字跟泰文並列。這似乎透露

                                                 
95 梁震牧（2014：50）轉引自（Huebn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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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當時的華人即使在規費的壓力下，仍不願輕易拋下「招牌」。這類的雙語招牌

有個特色，梁震牧（2014：51）： 

通常這類雙語招牌使用的泰文字恰好成為漢字的拼音，如圖 11 的招牌漢

字是「溫源興隆」，泰文字拼出的音其實是潮州話的”un nguan heng long”，

因為「興」、「發」、「源」和「昌」等都是華人喜歡放在店名裡的詞，有些

招牌上會真的對照詞義翻成對應的泰語如 charoen 或 phatthana，但更多的

都是像圖 11 一樣，將泰文字當成拼音來用。 

有些家戶已經不從事商業行為，這樣的招牌就被視為是「歷史遺物」的裝

飾品，不收取費用。只有仍以原來招牌進行商業活動的才需要繳納規費96。在面

對規費的壓力下，泰國華人選擇「折衷」的方式延續漢字招牌的使用。 

梁震牧以三聘（Sampheng）97中的招牌探討華人使用招牌的意義。他將蒐

集到的招牌分成 4 種類型：1.全漢字招牌。2.將泰文字當成漢字的注音字並置的

招牌。3.將漢字意義翻譯成相近泰文並置的招牌。4.全泰文的招牌98。第 1 種類

型的招牌完全找不到，只有在餅店內看到一塊全漢字的大牌子。第 2 種類型的店

家招牌，數量不少，這類型的招牌，店家比較傾向移至店裡或是被新招牌遮起來。

第 3 種類型的招牌也有一定的數量，往往會掛在店門口很顯眼的地方，這一類的

「招牌」比較多直接印在牆壁上而不是另外用牌子，招牌上面用的泰文多是老闆

的名字。這樣的現象，跟泰國 20 世紀初的姓名改革條例有關，梁震牧（2014：

58）整理招牌上的文字後，認為轉譯的過程是： 

這個轉譯的過程是上一代透過「姓名+店名」的實踐讓「姓」可以固著在

招牌上，而店名成為姓氏後，因為下一代感覺自己的姓氏在招牌上所以會

繼續維護這塊招牌，即便讓他們感覺到連結的其實不是原本的漢姓。 

這是當地華人因應政策所採取的變通方式。第 4 種類型的數量較少。這四

種招牌使用文字的方式雖然不同，但卻有一個共通的規則，梁震牧（2014：

59-60）： 

 

                                                 
96 梁震牧（2014：51）。 
97 梁震牧（2014：54）：「以前的 Sampheng 街現在的名字叫 Soi Wanit，也就是 Wanit 巷，而今日

的正式路名被改成 Wanit 頗令人玩味，因為 Wanit 是商人的意思，正好是這條路上最多人從

事的行業。……這條路位於『耀華力路』下方與之平行，被切成西起『三聘直街』東至『三

聘米街尾』的區段，但我在當地沒聽到有人用過這些路名，只有 Soi Wanit 或是 Sampheng 兩

種叫法，而最常用的還是後者，因為新的路名太『正式』。」 
98 梁震牧（2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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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都會把家族的姓氏放在上面，就如同它字面上的意思，招牌必須

是「字號」，過去的研究中經常討論華人企業模式具有「家族企業」的特

質，使用招牌的現象儼然像是這種模式的縮影。 

對於招牌與家業之間的連結，作者採用 Gell, Afred（1998）的理論進行分析，

梁震牧（2014：63）： 

……家族的概念在這個例子裡做為一種「原型」（prototype）而存在，讓

從事商業的人感覺到需要製作一塊東西加以彰顯，對華人來說意味著製作

一塊寫有家名的招牌，在最簡單的狀況裡，製作招牌的人是「行動者」

（agent），招牌則是「指引」，商家藉由招牌以產生「能動性」（agency），

讓自己家族的人能珍視招牌所代表的字號如重視自己的家族，過客看到招

牌也會意識到這是屬於某某家族，繼承人和客人都是該能動性的「受眾」

（patient）。……Gell 曾指出器物的確可以作為「社會行動者」（social agent）

而存在，以此論證「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能夠以器物的形式將自

己具體化。 

簡單來說，便是「漢字」跟「重視家姓」都是華人性的一部份。但是泰文

字屬於另一個文化，新的招牌必須是泰文字家姓才能讓受眾，也就是繼承者感受

到與「原型」的連結，接受度才會比較大。如此一來，就產生了新型態的原型，

梁震牧（2014：64）：「新的社會行動者―泰文家姓的招牌產生了，某種程度上也

產生了新型態的原型。」這樣的新形態是泰國三聘街上招牌的特色之一。 

馬來西亞檳城的招牌，也有其特色存在。語言景觀中屬於私人標誌的商店

或商業機構店名招牌，上頭的拼音標記了當地的族群。陳慕真、蔡惠名、王桂蘭

（2013：135）： 

由於馬來西亞是多元族群的國家，每一個招牌的讀者並非只有該族群的人。

因此在招牌上，規定除了漢字外，必需要再加上該語言的讀音，讓其他族

群的人也可以了解。在這樣的環境下，不論是閩南人、客家人、廣東人等

其他不同語言的讀音，都被保留了下來。當地的招牌也成為族群的標記，

我們得以借由這些拼音化所記錄下來的音，辨別不同的族群。  

舉例來說，招牌名稱如「雲吞麵」念 uan-tan-mĩ，是粵語讀音；「牛肉粿條」

念 beef kue-tiau，則是當地福建話和英語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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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的招牌，本論文分為「飲食招牌」、「其他行業招牌」、「指示牌」、「機

構名稱與牌匾」4 個部分討論，發現檳城招牌上的語言使用有著跨族群、跨文化

的特色，和泰國的漢字招牌不同。尤其在第 2 類型的差異最大，梁震牧（2014：

55）：「2.將泰文字當成漢字的注音字並置的招牌。」檳城的招牌不將馬來文字當

成漢字的注音字。 

透過對「東南亞福建話相關研究」、「語言接觸後的詞彙特色」、「街名、語

言景觀相關理論與研究」這 3 個部分的文獻回顧，在先前研究者的基礎上加強論

述，期許檳城福建話的研究輪廓更為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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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檳城福建話的語言特色 

檳城福建話的研究在近年來日益熱絡，如 Sarah Lee（2006）對檳城福建話

聲調的分析，再到近年來楊迎楹（2013）、C.T. Chuang, Y.C. Chang, F.F. Hsieh.

（2013）、董忠司（2016）及筆者的調查。第一節列舉檳城福建話的語音

系統，並與其他研究者的記錄做討論。第二節將檳城福建話與其他地區的

閩南語做比較。第三節透過語言接觸的角度看檳城福建話的詞彙特色。 

第一節 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 

（一）聲母系統 

檳城福建話有/p-、p-、b-（m-）、t-、t-、l-（n-）、ts-、ts-、s-、dz-、k-、

k-、g-（-)、h-、-這 15 個聲母，其中/b-（m-）、l-（n-）、g-（-）/呈現互補

分佈。「免費」的「免」字有兩讀：/miãn51/與/bian51/的音，這兩種唸法並沒有

形成語意上的對立，因此歸納為同一個音位。雖是如此，但考量描寫的便利性，

仍將/b-、m-、l-、n-、g-、-/分開書寫。《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入」母的例字，

大部分都是唸成/dz- /，例如：「字」唸/dzi33/、「日」唸/dzit5/；只有少數例字會唸

l-，如「然」有兩讀，一為/dzian13/，另一讀音為/lian13/，語義上並無差異。 

表 18：聲母總表 

 雙脣 舌尖前 舌尖 舌根 喉 

塞  音 
清 

不送氣 邊 p  地 t 求 k  

送  氣 普 p  他 t 氣 k 
 

濁 不送氣 門（b）   語（g）  

塞擦音 
清 

不送氣  曾 ts    

送  氣  出 ts    

濁 不送氣  入 dz    

鼻  音 濁  毛 m  年 n 雅   

邊  音 濁    柳（l）   

擦  音 清   時 s   喜 h 

零聲母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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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韻母系統 

檳城福建話有/a、、o、e、、、i、u/ 8 個單元音，/ i、u/ 2 個介音，

/i、u、m、p、n、t、q、k、/ 9 個韻尾所組成。  

檳城福建話的韻母有 77 個。舒聲韻有 48 個：a、i、u、e、o、、、

、ai、au、ia、io、iu、iau、ui、ue、ua、uai、P、t、B、D、Z、ãi、ãu、

iP、iãu、ĩu、uP、iD、uĩ、uãi、am、an、a、im、in、i、un、uan、m、

、iam、ian、ia、i、?、e。促聲韻有 29 個：a、i、u、e、o、w、

w、ẽ、Z、ã、au、ap、at、ak、ia、iã、io、k、ip、it、ik、iap、

iat、ik、ua、ue、uPw、ut、uat。在馬來語、英語借詞中產生新的韻母，

外來詞新韻母不列入，如「庇能」pi11 nẽn51，Penang 檳城。/ẽn/不列入韻

母系統內。韻母可分成以下幾種類型：  

1. 陰聲韻  

（1）開口韻母：14 個  

a：焦 e：䫌 ：補 ：馬  

P：麻  B：暝  D：吾  Z：諍  

ai：拜 au：包  o：刀 ：無 

ãi：奈  ãu：貌    

 

（2）齊齒韻母：10 個  

i：伊  ia：車  iu：酒  iau：夭  

t：天  iP：影  ĩu：癢  iãu：鳥 

io：小  iD：張    

 

（3）合口韻母：8 個  

u：龜  ui：桂  ua：歌  uai：怪  

ue：火  uĩ：軟  uP：肝  uãi：妹  

 

2. 陽聲韻  

（1）雙唇鼻音韻尾：4 個  

am：探  m：松  im：音  iam：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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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舌尖鼻音韻尾：5 個  

an：趁  in：真  un：粉  ian：電  

uan：灣     

 

（3）舌根鼻音韻尾：5 個  

a：放  ia：漳  ：王  i：祥  

i：丁     

 

3. 入聲韻  

（1）雙唇塞音韻尾：3 個  

ip：立  ap：十  iap：汁   

 

（2）舌尖塞音韻尾：5 個  

it：筆  at：躂  ut：鬱  uat：發  

iat：熱     

 

（3）舌根塞音韻尾：4 個  

ak：殼  k：國  ik：浴  ik：褥  

 

（4）喉塞音韻尾：17 個  

a：肉  i：覕  e：狹  w：冊  

ã：嘛  u：擼  ẽ：呢  Z：歇  

o：桌  au：軋  ia：額  ua：袚  

w：囉  ue：月  iã：嚇  uPw：綽  

io：著     

 

（5）聲化韻：2 個  

?：姆  e：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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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母系統說明： 

1. 檳城福建話的韻母有 77 個，其中舒聲韻有 48 個，促聲韻有 29 個。 

2. /ik/中間略有過渡音[]，如「熟似」sik5 sai33，本文略去不寫。但有時/ik/的

[]並不明顯，音值接近[ek]，如「無的確」bo33 tik5 kak3，唸起來像 bo33 tek5 

kak3。為了音類歸併的考量，本文仍記為/ik/，不另分韻。 

3. /iq/中間略有過渡音[]，如「一間」tsit1 kiq55，本文略去不寫。但有時/iq/的[]

與[q]並不明顯，音值接近[en]或[in]，如「跤跍間」ka11 ku11 ken55 與「老

妓間」l55 ki13 kin55。「間」字讀 kiq、ken 或 kin，並不因為發音不同而

使語義有所區別，可視為無定分音（free variant）。為了音類歸併的考量，

本文仍記為/iq/，不另分韻。但於標音下做記號，音值接近接近 in 的則加

註下底線，如「老妓間」l55 ki13 kiq55，音值接近[en]的則不加註，「跤跍

間」ka11 ku11 kiq55。 

4. /ian、iat/的音值接近[ien、iet]，有時也會唸成[en、et]，如「電火」tian11 hue51、

「真鬧熱」tsin33 nãu11 dziat5。可以將[ien、iet]、[en、et]看成是無定分音，

為了音類歸併的考量，本文仍記為/ian、iat/。 

5. /?、e/是鼻音自成音節，只出現在韻母，如「媒人婆」h?11 laq11 po13、「湯」

te55。其中/?/只拼聲母 h-、-，/e/可拼聲母/p-、m-、t-、t-、n-、ts-、ts-、

s-、k-、k-、h-/。但是在聲母/p-、m-、t-、t-、n-、ts-、ts-、s-、k-、k-/和

韻母/e/相拼時，中間會有一個過渡音[]，例如：「檳榔」pin33 ne13 本文略去

不寫。 

6. 【□□】aq55 nãq51 不講理的人。/aq/因為受到/n/的影響產生鼻化/ãq/，

除了這個詞彙，沒有其他詞彙有/ãq/，因此不列入韻母個數的計算。  

 

（三）聲調系統 

檳城福建話有 7 個聲調，沒有陽上調。陰去和陽去處於未完全混合的

狀態，單字調音值雖有部分相同，但也有所差異。以下先列出基本調的單

字調的基本調值：  

1. 基本調  

(1) 陰平調調值/55/、 /44/都有。  

(2) 陰上調調值是/51/。   

(3) 陰去調調值/11/、 /21/都有。  

 



61 
 

(4) 陰入調調值是/3/。  

(5) 陽平調調值是/13/。  

(6) 沒有陽上調。  

(7) 陽去調調值/33/、 /21/都有。  

(8) 陽入調調值/5/、/4/都有。  

 

表 19 整理檳城福建話研究者所標記之單字調調值。陰平調所有研究者

都有紀錄到/44/，但另有/33/、/55/這兩種音值，是語流中交互出現的。上聲調主

要有兩種，一為高降調，另一則是高升調，這是兩種差異較大的類型，不易混淆。

Sarah Lee（2006）、楊迎楹（2013）、C.T. Chuang et al.,（2013）的紀錄都是高降

調、高升調並存。楊迎楹（2013：22）對聲調調位的說明中：「上聲調調值有[53]

和[35]兩讀，發音人有時念[35]調有時念[53]調，並且沒有察覺自己出現兩個調值

的混用。但是兩種調值不具區分意義的作用，因此還是歸為一個音位，[53]和[35]

被視為上聲調位的自由變體。」董忠司只有高升調的紀錄。在筆者的調查中，並

沒有記錄到高升調，只有高降調。 

陰去調主要是低平調與低降調，音值差異並不大。同一個字在同一位

發音人的訪談中，也會出現不同的調值，發音人並沒有察覺這樣的混用情

況，也沒有因為 11/21 而使語義有所改變。 

陰入調、陽入調都是較短促的聲調。Sarah Lee、C.T. Chuang et al.,、董

忠司與筆者的陽入調調值皆較陰入調高。楊迎楹（2013：22）對聲調調位的說

明中：「陰入調調值有[1]和[5]兩讀，但是兩種調值沒有區分意義，因此是陰入調

位的自由變體。」陰入調以一個音值的紀錄為多。 

陽平調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低升調，只是音值略有差異。陽去調的部分，

有低平調與低降調兩種，但是差異並不大，與陰去調相近。Sarah Lee（2006）文

章所用的陽去代表字為「鉤」（kao）「pluck（fruit from tree），「交」（kao）「to hand 

over，pay（as fee）99」但「鉤、交」兩字都是陰平字，故所標的調值暫且存疑。 

陰去調調值為/11/與/21/，陽去調調值為/33/與/21/，都是各自調內的自由變

體，並不具辨義功能。也因為這樣的交集特性，使得有一些原本分屬不同聲調的

詞彙聽起來像是同一個聲調，如：「誤會」g11 hue21 和「五歲」g11 hue21 同音。

                                                 
99 陽去調代表例字引自 Sarah Lee（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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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數詞彙的陰去調為/33/，如「尊敬」tsun33 kiq33，主要還是以/11/、/21/為

多。楊迎楹與董忠司的陰去調與陽去調音值皆相同。C.T. Chuang et al.,的音值則

略有小差異。筆者所調查的陰去調和陽去調單字調調值，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與

差異，像是一個將融合而未融合完全的狀態，/21/是陰去調與陽去調的交集。 

 
圖 5：檳城福建話陰去調與陽去調音值交集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表 19：檳城福建話單字調調值100 

研究者 陰平 1 陰上 2 陰去 3 陰入 4 

Sarah Lee（2006） 44 53/35 21 3 

楊迎楹（2013） 44 53/45 21 1/5 

C.T. Chuang, Y.C. 

Chang, F.F. Hsieh.

（2013） 

44/33 51/53/445 22/21 3 

董忠司（2016） 44 45 22 1 

王桂蘭（2017） 55/44 51 11/21 3 

研究者 陽平 5 陽上 6 陽去 7 陽入 8 

Sarah Lee（2006） 13 ― 33 5 

楊迎楹（2013） 13 ― 21 3 

C.T. Chuang, Y.C. 

Chang, F.F. Hsieh.

（2013） 

24/23 ― 21 4 

董忠司（2016） 13 ― 22 4 

王桂蘭（2017） 13 ― 33/21 5/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00 檳城福建話單字調調值資料來源分別為：Sarah Lee（2006：13）。楊迎楹（2013：20）。C.T. Chuang, 

Y.C. Chang, F.F. Hsieh.（2013：2）。董忠司（2016：58）。筆者的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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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連讀變調  

陰平調、陽平調與陽去調的連續變調，楊迎楹（2013）、C.T. Chuang et 

al.,（2013）、董忠司（2016）都有一樣的調值：21 或 22。這兩個調值都是

低調，在檳城福建話中已經趨同，不具辨義作用，因此可以視為相同的低

調。Sarah Lee（2006）與王桂蘭（2017）的陰平調與陽平調的連續變調都有

中平調 33，但是王桂蘭的多了 1 個低調，和另外 3 位研究者一樣，陰平、

陽平調都有低調的調值。陽去調的連讀變調，除了 Sarah Lee（2006）以外，

都是記為低調的 11 或 22 或 21。Sarah Lee（2006：22）陽去調的討論用字為陰

平字的「鉤」（kao）「hook fruit」，因此陽去變調的調值雖記為 21，尚且存疑。 

陰上調的連讀變調，除了王桂蘭（2017）記為 55 外，其他 4 位都記為

44，具有高調的共性。陰去調的連讀變調，Sarah Lee（2006：23）用來討論陰

去調連讀變調的例字是「厚布」（kao33 po53）「thick cloth」與「夠了」（kao21 liao44）

「enough already」。「厚」為陽去字不適合用來討論陰去調的連續變調，「夠」雖

為陰去字，但因搭配助詞「了」，無法顯現出連讀變調的變化，暫且不討論。4

位研究者的陰去調的連讀變調，有兩個共性，一個是高平調：55 或 44，另一是

高降調：53 或 51。 

陰入調的連讀變調，基本上是高而短促的 4 與 5，王桂蘭（2017）的

51 是出現在喉陰入的例字中。陽入調的連讀變調，共性是中、低且短促的

1 與 3，王桂蘭（2017）的 11 是出現在喉陽入的例字中。  

 

 

表 20：檳城福建話的連讀變調101 

研究者 陰平 1 陰上 2 陰去 3 陰入 4 

Sarah Lee（2006） 33 44 33 5 

楊迎楹（2013） 21 44 44、53/35 3/5 

C.T. Chuang, Y.C. 

Chang, F.F. Hsieh.

（2013） 

22/21 44 53/44 4 

董忠司（2016） 22 44 44 4 

王桂蘭（2017） 33/11 55 51、55/44 5、51 

                                                 
101 檳城福建話連續變調調值資料來源分別為：Sarah Lee（2006：13）。楊迎楹（2013：26-29）。

C.T. Chuang et al.,（2013：2）。董忠司（2016：58）。筆者的調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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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陽平 5 陽上 6 陽去 7 陽入 8 

Sarah Lee（2006） 33 ― 21 3 

楊迎楹（2013） 21 ― 21 1 

C.T. Chuang, Y.C. 

Chang, F.F. Hsieh.

（2013） 

21 ― 21 3 

董忠司 2016） 22 ― 22 1 

王桂蘭（2017） 33/11 ― 11/21 1、1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21：檳城福建話的連讀變調詞彙列舉表  

   後字  

前字  

陰平  

55/44 

陰上  

51 

陰去  

11/21 

陰入  

3 

陽平  

13 

陽去  

33/21 

陽入  

5/4 

陰平  

55/44 

西  瓜 

se33 kua55 

新  米 

sin33 bi51 

花   菜 

hue33 tsai11 

烏   色 

033  sik3 

新   鞋 

sin11  e13 

烏    豆  

 033  tau33 

三   月 

sã33 gue5 

陰上  

51 

媠   衫 

sui55  sã55 

洗   米  

se55  bi  51 

世    界  

se55  kai21 

紫   色  

tsi55  sik3 

泔   糜  

am55 muãi13 

感    謝  

kam55 sia21 

九    月  

kau55 gue4 

陰去  

11/21 

菜    心  

tsai51 sim55 

喙    䫌  

tsui55pe51 

芥    菜  

kua55 tsai11 

退   色 

te55 sik3 

喙     唇  

tsai51 tau13 

菜    豆  

tsai51 tau33 

四   月 

si51 gue5 

陰入  

p.t.k 

 

3 

國   家 

kk5  ka55 

竹     筍

tik5 sun51 

福    氣  

h0k5  ki21 

漆    色  

tsat5 sik3 

曲     盤  

khik5 puã13 

博     士  

pk5  su33 

出  力 

tsut5 lat4 

借    衫  

tsio51 sã55 

借    米  

tsio51 bi51 

借    厝  

tsio51 tsu21 

肉   色 

ba51 sik3 

鐵    球 

ti51  kiu13 

肉    豆  

ba51 tau33 

八    月  

pe51 gue4 

陽平  

13 

紅   衫 

a33  sP55 

危   險 

hui33 hiam51 

芹    菜  

kin33tsai11 

鹹   澀  

kiam33siap3 

榴   槤 

liu11 lian13 

塗   豆 

t033 tau33 

柴    屐 

tsa33  kia5 

陽去  

33/21 

大   燈 

tua11 tiq44 

號    碼  

ho11 b51 

豆    菜  

tau11 tsai21 

面    色  

bin11 sik3 

地     圖  

te11  t13 

大    話  

tua11 ua21 

二    月  

dzi11 gue4 

陽入  

p.t.k 

 

5/4 

曝    乾

pak1 kuã44 

木    耳  

b0k1 nĩ51 

納    數  

lap1 siau21 

墨    筆  

 bak1  pik3 

日     頭  

dzit1 tau13 

綠    豆  

lik1  tau33 

六    月  

lak1 gue4 

食    薰  

tsia11 hun55 

食    飽  

tsia11 pa51 

白    菜  

p11 tsai21 

白    色  

p11 sik3 

石     榴  

sia11  liu13 

學   話  

o11  ua33 

蠟    月  

 la11  gue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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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檳城福建話與其他次方言的比較 

檳城早期的開發和華人的移民有深刻的關係，尤其是福建人的移墾。《馬來

西亞檳榔嶼三都聯絡局 105 周年紀念特刊（1900-2005）》中，檳州首席部長丹斯

里許子根的〈獻詞〉中首先說到：「我國華裔先賢從中國移居南洋，當以福建人

為最早，尤其是檳城福建人中，三都人最早登陸檳榔嶼。102」檳城的五大姓與檳

城的發展密切，著名的五大公司全座落於檳城島喬治市。五大姓中除了陳姓外，

其他邱姓、謝姓、陽姓、林姓的先民都來自於清代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三都境內的

村社103，現在劃入廈門市的海滄區。漳州府的縣、市104中，海澄縣在 1960 年的

漳州行政區改置中，海澄縣內的海滄有一部分被併入廈門市，這其中包含三都。

而海澄縣的另一部分也與龍溪縣合併為龍海縣。1993 年龍海撤縣建市為省轄縣

級市。海滄臨近同安，語言上難免受到同安腔的影響，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

4）：「至於遠郊的集美、杏林和灌口，有些字則帶有同安腔，東孚、海滄一帶有

些字則帶有龍海腔。同安縣各鄉鎮的讀音，有些字跟廈門市區有差別。」可見海

滄、龍海、同安、漳州、泉州等地雖然不是完全相鄰接，但語言上已經相互影響。 

語言隨著人群移動，做為優勢語的檳城福建話，與移出地的漳州、龍海及

廈門市海滄區關係密切。因此，本節的討論主要選定漳州、龍海、廈門、同安、

及泉州做比較。 

 

（一）與漳州、龍海、同安、廈門、泉州的比較 

以下由聲母、韻母與聲調系統 3 個部分進行比較。首先，在聲母部分，檳

城、漳州、龍海、同安都具有p-、p-、b-（m-）、t-、t-、l-（n-）、ts-、ts-、s-、

dz-、k-、k-、g-（-)、h-、-/這 15 個聲母。同安的聲母數量，一般只有 14 個，

但是老年層還保有/dz/，因此聲母表羅列 15 個105。廈門和泉州都沒有的/dz/。廈

門研究者主張將/m-、n-、-/獨立出來，再加上沒有/dz/，因此聲母數量為 17 個。 

                                                 
102 許子根（2015：3）。 
103 陳耀威（2015：135）：「邱氏自新江社（現海滄區新垵村），謝氏自石塘社（現海滄區石塘村），

楊氏自霞陽社（現海滄區霞陽村），林氏自鯊冠社（吾貫）社（現海滄區吾冠村），錦里社等。」 
104 包含九縣一市：漳州市、龍海縣、長泰縣、華安縣、南靖縣、平和縣、漳浦縣、雲霄縣、東

山縣、詔安縣。 
105 張屏生（1996：7）在聲母表下方的第一個說明中：「同安方言的聲母大多數的人只有 14 個，

沒有/dz-/，舊韻書中的“入”母和“柳”母都讀成/l-/；如“日”/lit5/、字/li33/、二/li33/，但也有少

數把舊韻書的“入”母唸/dz-/的。」在後方的註釋中，張屏生寫到就他當時的調查中，唸/dz-/
的只存在老年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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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研究者的對於歸類方式與標記習慣的不同，如/b-（m-）、l-（n-）、g-（-）

/是否呈現互補分佈的情況，整體而言 6 個方言點的聲母是一致的，較大的差別

在於/dz/的有無。 

表 22：檳城福建話與其他次方言點的聲母系統106 

方言點 唇音 舌尖音 齒音（舌齒音） 舌根音 侯音 

檳城 p p (m) b t t (n) l ts ts dz s k k (ŋ) g h  

漳州 p p (m) b t t (n) l ts ts dz s k k (ŋ) g h  

龍海 p p (m) b t t (n) l ts ts dz s k k (ŋ) g h  

同安 p p (m) b t t (n) l ts ts dz s k k (ŋ) g h  

廈門 p p m b t t n l ts ts  s k k  g h  

泉州 p p (m) b t t (n) l ts ts  s k k (ŋ) g h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韻母的數量，各個方言點不一，韻母特色於下文的音系特點討論。檳城有

78 個韻母，漳州有 85 個，龍海有 83 個，廈門有 82 個，同安有 94 個，泉州有

87 個。就單元音而言，檳城、同安與泉州都有 8 個單元音，漳州、龍海都是 7

個，廈門最少，只有 6 個。/a、、o、e、i、u/這 6 個元音是各方言點都有的。

檳城、漳州與龍海都有//，顯示//為漳州腔特色。/ /與//是同安腔的特色元音。

//則是泉州腔特有的元音。//只有檳城與泉州有。 

表 23：檳城福建話與其他次方言點的單元音 

方言點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檳城 a  o e      i u 

漳州 a  o e      i u 

龍海 a  o e      i u 

同安 a  o e      i u 

廈門 a  o e      i u 

泉州 a  o e      i u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06 檳城福建話與其他漳州腔的比較資料來源分別為：筆者的調查整理。漳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

會編，1999，《漳州市志》（第五冊）。黃劍嵐主編；陳吳泉、張日慶副主編，1993，《龍海

縣志》。張屏生，196，〈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廈門方言研究》。泉州市鯉城區地方

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鯉城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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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韻母表來看，雖然檳城福建話與另外 5 個方言點的差異性不大。/、、

Z、Z、m、p、iD /是檳城、漳州、龍海有，而另外 3 個方言點沒有的。//只有

檳城和泉州有。/iw/只有漳州有。/、w、m /只有泉州有。/ 、 w、、w、iai 

/是同安腔的特色韻，表內其他方言點沒有。/n /只有檳城有。鼻化的/uẽ/只有廈

門和同安有。/uaq、uak/只有同安和泉州有，/uaq/是泉州音的特色107。韻母表的

有著同中存異，異中存同的差異。在共同都有的韻母以外的差異韻母，呈現出檳

城、漳州和龍海是較為相近。 

表 24：檳城福建話與其他次方言點的韻母表 

方言點 檳 城 漳 州 龍 海 廈 門 同 安 泉 州 

數  量 77 個 85 個 83 個 82 個 94 個 87 個 

開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口 ã ã ã ã ã ã ã ã ã ã ã ã 

呼 e e e e e e e e e e e e 

 ẽ ẽ   ẽ ẽ ẽ ẽ ẽ ẽ ẽ ẽ 

             

 Z Z Z Z Z Z       

            w 

         w   

          w   

            w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D  D D D D D D D  D D 

 ai  ai  ai  ai  ai aiw ai  

 ãi  ãi  ãi  ãi  ãi ãiw ãi ãiw 

 au au au au au au au au au au au au 

 ãu  ãu ãu ãu ãu ãu ãu ãu ãu  ãu 

 am ap am ap am ap am ap am ap am ap 

                                                 
107 張屏生在討論金門縣金城鎮閩南語音系的部分詞彙的陰讀特殊時，第 5 條說到（2007：28）：

「『風』唸 huaq55 是泉州音的特色，金門還保持這個特色，另外還有『嚾』uaq1（uan1）、麻

『瘋』ba11 huaq55 也唸 uaq韻。（小金門唸 hq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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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p m        

           m  

 an at an at an at an at an at an at 

  n           

 aŋ ak aŋ ak aŋ ak aŋ ak aŋ ak aŋ ak 

 ŋ k ŋ k ŋ k ŋ k ŋ k ŋ k 

 ?  (?) ? ? ? ? ? ? ? ? ?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齊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齒 ĩ  ĩ ĩ ĩ ĩ ĩ ĩ ĩ ĩ ĩ ĩ 

呼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a 

 iã iã iã iã iã iã iã iã iã iã iã iã 

         iai    

 io io io io io io io io io io io io 

 iD  iD  iD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ãu  iãu iãu iãu iãu iãu iãu iãu iãu iãu iãu 

 iu  iu iu iu iu iu iu iu iu iu iu 

 iũ  iũ  iũ  iũ  iũ iũw iũ iũw 

 im ip im ip im ip im ip im ip im ip 

 iam iap iam iap iam iap iam iap iam iap iam iap 

 in it in it in it in it in it in it 

 ian iat ian iat ian iat ian iat ian iat ian iat 

 iŋ ik iŋ ik iŋ ik iŋ ik iŋ ik iŋ  

 iaŋ  iaŋ iak iaŋ iak iaŋ iak iaŋ iak iaŋ iak 

    iw         

 iŋ ik iŋ ik iŋ ik iŋ ik iŋ ik iŋ ik 

合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口 ua ua ua ua ua ua ua ua ua ua ua ua 

呼 uã uã uã  uã  uã  uã uã u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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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 ue ue ue ue ue ue ue ue ue ue ue 

        uẽ  uẽ   

 ui  ui  ui  ui ui ui ui ui ui 

 uĩ  uĩ  uĩ  uĩ  uĩ uĩ uĩ uĩ 

 uai  uai  uai  uai uai uai uai uai  

 uãi  uãi uãi uãi  uãi uãi uãi uãi uãi uãi 

 un ut un ut un ut un ut un ut un ut 

 uan uat uan uat uan uat uan uat uan uat uan uat 

         uaŋ uak ua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陰平調的單字調基本上是個平調，除了泉州是中平調外，其他的方言點都

是高平調的/55/或/44/。陰上調以高降調為多，差別在/51/或/53/。但是同安的音

上調有兩種情況，若是帶-w 的陰上調，和陰入調同音，其他則是降調的 31。張

屏生（1996：11）：「同安方言陰聲韻的陰上調帶-w是閩南話中比較特殊的地方。」

表內其他方言點沒有這樣的情況。泉州的陰上調讀高平調是與其他方言差異較大

之處。陰去調主要是低調，/11/或是/21/，泉州的去聲不分陰陽，為高降調的/41/。

陰入調多是中調略帶下降的短促調，但是泉州為高調的/5/。 

陽平調有/13/、/35/、/24/3 種調值，調型都是上升調。除了泉州有陽上調外，

其他方言點並無陽上調。陽去調有/33/、/22/、/11/、/21/，/33/與/22/較為接近，/11/

已是低平調。泉州的陽去調為/41/，和其他方言點的差異較大。陽入調多是/5/或

/4/，漳州的/121/和泉州的/24/較為不同，不僅不是高促調，反而是差異較大的低

調與升調。 

連讀變調的部分，陰平調多為/33/和/22/，廈門與檳城都有/11/的出現，泉州

的陰平與陽上兩個調類連讀時不變調。陰上調在檳城、漳州、龍海與廈門都是/55/

和/44/，泉州是升調的/24/，同安較為特別108，有中平調與升調兩種。陰去調的

                                                 
108 張屏生（1996：12）連讀變調表下的說明（1）：「陰上變調分兩類，後字如果是高調（如陰平

/55:/、陽入/5:/、陰去和喉陰入變調/51:/）或升調(如陽平/13:/、陰上變調/35:/）變為/33:/，其

他（包括/11:/和帶-p、-t、-k 的/11:/）則變為/35:/；這是同安方言在連續變調上的最大特色。

這種特色是反應在兩個相鄰聲調之間“升調”徵性和“升調”、“高調”徵性有不能同時存在的異

化作用，所以前字變調必須在“原變調”/35:/的基礎上衍生出“再變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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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檳城、漳州、龍海與同安都有高降調，而檳城與泉州都有兩種調值109，皆

有高平調 55 的出現。陰入調的連讀變調主要有高調與高降調兩種，收喉塞韻尾

的為高降調，其他則為高促調。泉州的陰入調若收喉塞韻尾不變調110。 

特別看到陰去調的部分，變調後除了與陰上同調外，還有與陰平同調的情

況，如下表的舉例。陰去調變為陰上或陰平調並無辨義作用，不造成語意的歧異。

如第 1 到 3 個詞彙，在語流中同一個詞彙交互出現時，會有兩讀的狀況。 

表 25：檳城福建話陰去調變陰上、陰平調的舉例 

陰去 >111 陰上 陰去 > 陰平 

11/21 > 51 11/21 > 55/44 

【喙䫌】tsui51 pe51 臉頰。 【喙䫌】tsui55 pe51 臉頰。 

【細膩】se51 dzi33 小心。  【真細膩】tsin33 se55 dzi33 很客氣。  

【相片】siq51 pĩ11 照片。  【老相片】lau11 siŋ55 pĩ11 老照片。  

【對面】tui51 bin33 對面。 【拜拜】pai55 pai11 敬拜神明的動作。  

【菜豆】tsai51 tau33 一種蔬菜。 【睏醒】kun55 tsẽ51 睡醒。  

【四月】si51 gue5 四月份。 【做粞】tso55 tse11 磨要做米食的米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檳城福建話有部分陰去調詞彙的變調是升調。在比較的方言點中，只有廈

門的陰去調連讀變調後是升調。但這樣的數量不多，主要還是變為陰上、陰平調。 

表 26：檳城福建話陰去調變陽平調的舉例 

陰去 > 陽平 

11/21 > 13 

【莫挵倒】mãi55 lŋ13 to51 別撞倒。  

【放水】paŋ13 tsui51 放水。  

【放米】paŋ13 bi51 放入米。  

【捻喙鬚】lian13 tsui13 tsiu55 很閒的意思。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09 泉州市鯉城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1180）連讀變調表下的說明 2：「去聲有兩種變調：

聲母屬於古代清音的，調值由 41（ ）變成 55（ ），如：棟樑[tq  liq  ]；聲母屬古代濁

音的，調值由 41（ ）變成 22（ ），如：洞口[tq  k’au  ]。」 
110 泉州市鯉城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1180）連讀變調表下的說明 3：「陰入的變調有兩

種情形：收喉塞韻尾[-w]的，連讀時不變調，如甲級[kaw  k’ip  ]；收塞音韻尾[-p] [-t] [-k]的，

調值由 5（ ）變為 24（ ），如：甲第[kap  te  ]、結頭[kat  t’au  ]、角鐵[kak  t’iw  ]。」 
111 在「>」之後的表示為變化後。 

 



 

陽平調的連讀變調，

龍海與泉州都是/22/，檳城

值，如下表的舉例。陽去調的變調有低平調

泉州不分陰、陽去調，於此暫且不論

檳城與同安的陽入連讀變調一致

海則是較高的中降調。 

表 27：檳城福建話陽平

陽平 > 陰去

13 > 11/21

【爬欄杆】pe11 lan11

【纏綿】tĩ11 mĩ13 

【提拔】ti11 puat3 

【榴槤】liu11 lian13

【重陽】tiŋ11 iŋ13

【晟養】tsiã11 iŋ5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綜觀檳城福建話的聲調系統

即便如此，還是能看出差異最大的是泉州

觸下形成的，不全然同於移出地的龍海或是漳州等地

（2016）的研究也點出這樣的特性

提出（2016：57）：「本文認為檳榔嶼閩南語的聲調基層不是漳腔

腔，如前所言。」語言接觸後的影響不僅是在詞彙上

以龍海為例，它本身也受到同安話的影響

得語言接觸會造成聲調系統的變動

多的「衍餘空間114」，以利於和其他方言群的人溝通

                                                
112 董忠司（2016：59）：「檳榔嶼閩南語的聲調系統

閩南語次方言接觸下，採取漳泉兩腔的共同成分

的格局，建立一種多元族群能互相接受的共通模式
113 董忠司（2009：42）：「就龍海

經開發，在行政上曾經隸屬於泉州

陽入調的格局就是同安話的影響

擇漳州式七調的路子，應該就是語言接觸的結果
114 董忠司（2009：29）：「『衍餘空間

的運作空間。從語音來說就是由於語音的系統建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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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升調變為平調，除了檳城有/33/外

檳城、同安與廈門是/11/，檳城兼具中平調與低平調兩種調

陽去調的變調有低平調/11/和低降/21/調兩種，檳城兩種兼備

於此暫且不論。陽入調的連讀變調有低平調與低降調兩種

檳城與同安的陽入連讀變調一致。漳州與廈門一致，泉則是略高於

 

陽平調變陰去、陽去的舉例  

陰去 陽平 > 陽去 

/21 13 > 33/21 

11 kan55 【爬欄杆】pe33 lan33 kan

【纏綿】tĩ33 mĩ13 

 【紅布】aŋ33 p11 紅色的布

13 水果名稱。  【眩船】hin33 tsun13 暈船

13 重陽節。  【無 】b33 siaŋ13 不一樣

51 養育。  【芹菜】kin33 tsai11 一種蔬菜

作者整理 

綜觀檳城福建話的聲調系統，與漳州、泉州等次方言都有相同與相異處

還是能看出差異最大的是泉州。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受多語影響接

不全然同於移出地的龍海或是漳州等地，而是兼容並蓄的

的研究也點出這樣的特性112。董忠司在檳城福建話上聲變異的研究中

本文認為檳榔嶼閩南語的聲調基層不是漳腔，

語言接觸後的影響不僅是在詞彙上，也會造成語言系統的改變

本身也受到同安話的影響導致陰入調低於陽入調的格局

語言接觸會造成聲調系統的變動。但也因為這樣的變化，讓聲調調值的有了更

以利於和其他方言群的人溝通。 

         
檳榔嶼閩南語的聲調系統，在以閩南語泉州腔和漳州腔為主體的諸種

採取漳泉兩腔的共同成分，陰陽入聲及其字調詞調的高低對立

建立一種多元族群能互相接受的共通模式。」 
就龍海（舊海澄、龍溪）來說，地近泉州同安，早在漳州建置之前已

在行政上曾經隸屬於泉州，原本就有同安話的影響，目前在聲調方面

陽入調的格局就是同安話的影響。同安話屬於泉州話而不走早期泉州八聲調的路子

應該就是語言接觸的結果，接受了漳州話祖調的影響

衍餘空間』在此的意思是：從對立和相輔系統衍生出來的伸展或模糊

從語音來說就是由於語音的系統建立之後，各音素和規律可以衍伸而不會妨礙

外，其他漳州、

檳城兼具中平調與低平調兩種調

檳城兩種兼備，

陽入調的連讀變調有低平調與低降調兩種，

泉則是略高於/11/的/22/，龍

 

kan55 

紅色的布。  

暈船。  

不一樣。 

一種蔬菜。 

相同與相異處，

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受多語影響接

容並蓄的，董忠司

在檳城福建話上聲變異的研究中更

，而是海上通行

也會造成語言系統的改變。

陰入調低於陽入調的格局113，可見

讓聲調調值的有了更

在以閩南語泉州腔和漳州腔為主體的諸種

陰陽入聲及其字調詞調的高低對立、互變

早在漳州建置之前已

目前在聲調方面，陰入調低於

同安話屬於泉州話而不走早期泉州八聲調的路子，反而選

接受了漳州話祖調的影響。」 
從對立和相輔系統衍生出來的伸展或模糊

各音素和規律可以衍伸而不會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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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檳城福建話與其他次方言點的聲調系統 

方言點 陰平 1 陰上 2 陰去 3 陰入 4 

單字調 連讀變調 單字調 連讀變調 單字調 連讀變調 單字調 連讀變調 

檳城 55/44 33/11 51 55 11/21 51、55/44 3 5、51 

漳州 44 22 53 44 21 53 32 5、53 

龍海 44 22 53 44 21 53 32 53、4 

同安 55: 33: -w3:；31: 35:；33: 11: 51: 3: 5: 

-w 51: 

廈門 55 11 53 55 21 35 32 53、5 

泉州 33 ─ 55 24 41 55] 22 5 ─] 24 

方言點 陽平 5 陽上 6 陽去 7 陽入 8 

單字調 連讀變調 單字調 連讀變調 單字調 連讀變調 單字調 連讀變調 

檳城 13 33/11 ─ ─ 33/21 11/21 5/4 1、11 

漳州 13 22 ─ ─ 22 21 121 21 

龍海 13 22 ─ ─ 22 21 4 32 

同安 13: 11: ─ ─ 33: 11: 5: 1:  

-w 11: 

廈門 35 11 ─ ─ 11 21 5 21、21 

泉州 24 22 22 ─ 41 55] 22 24 2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檳城福建話的音系特點 

檳城福建話的音系特點，分橫、縱兩個面向討論。一為檳城福建話與其他

漳、泉系方言點的比較，是為橫向；二為現代檳城福建話與百年前檳城福建話的

對照，是時間縱軸的討論。以下先列出 16 條音系特點，後續的討論與此相關： 

1.《彙音妙悟》中的「居」韻（《雅俗通》「居」韻）例字唸大部分唸 u 韻，

如「魚」hu13、「豬」tu33。  

2.《彙音妙悟》中的「科」韻（《雅俗通》「檜」韻）白讀音例字唸 ue 韻；

如「火」hue51。  

3.《彙音妙悟》中的「科」韻（《雅俗通》「伽」韻）白讀音例字大部分唸 e、

少部分唸 ue 韻；如「短」te51、「退」tue55/ te51。  

 

                                                                                                                                            
語音和語義辨認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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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彙音妙悟》中的「科」韻（《雅俗通》「糜」韻）白讀音例字大部分唸 uãi、

少部分唸 e 韻；如「糜」be13/ muãi13、「妹」muãi33。  

5.《彙音妙悟》中的「雞」韻（《雅俗通》「稽」韻）白讀音例字唸 e/ew 韻；

如「雞」ke55、「節」tse3。  

6.《彙音妙悟》中的「杯」韻（《雅俗通》「稽」韻）部分白讀音例字唸 e 韻；

如「買賣」be55 be33。  

7.《彙音妙悟》中的「恩」韻（《雅俗通》「巾」韻）例字唸 in 韻；如「斤」

kin55。  

8. 《彙音妙悟》中的「關」韻（《雅俗通》「官」韻）部分白讀音例字唸 uPi

或 uã 韻；如「關」kuãi55、「橫」huP13。  

9. 《彙音妙悟》中的「關」韻（《雅俗通》「觀」韻）部分白讀音例字唸 uan

韻；如「懸」kuan13。  

10.《彙音妙悟》中的「青」韻（《雅俗通》「更」韻）部分白讀音例字唸 Z

或 ẽ 韻；如「病」pZ33、「星」tsẽ55。  

11.《彙音妙悟》中的「箱」韻（《雅俗通》「薑」韻）例字唸 iD 韻；如「薑」

kiD55。  

12.《彙音妙悟》中的「熋」韻（《雅俗通》「檜」韻）部分白讀音部分例字

唸 i韻，如「橂」tiq33，「反」piq55。  

13.《彙音妙悟》中的「飛」韻（《雅俗通》「檜」韻）部分白讀音例字唸 ue

韻；如「血」hue3。  

14.《彙音妙悟》「毛」韻（《雅俗通》「扛」韻）白讀音例字唸 D 或 e 韻；

如「毛」mD13/ me13。  

15.《彙音妙悟》「毛」韻（《雅俗通》「褌」韻）白讀音例字大部分唸 uĩ 韻，

少數唸 e 韻；如「飯」puĩ33/pe33、「軟」nuĩ51/ne51。 

16.《彙音妙悟》「香」韻（《雅俗通》「姜」韻）文讀音例字唸 i /ik 韻；如「相」

siq21、「將」tsiq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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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檳城福建話與其他漳、泉系方言點的比較 

「入」母字，檳城與漳州、龍海都有/dz/，同安/l/、/dz/兩個聲母都有。「居

居」在檳城讀/u/，廈門有/u/、/i/兩種韻母，但廈門主要是以/u/為主，和漳州、龍

海的差異較大，同安、泉州分別是//、//。「科檜白、雞稽白、恩巾115、杯稽白、

飛檜白」都是檳城、漳州、龍海韻母相同的。 

「關」、「橫」二字同屬「關官白」韻，但卻有不同的讀音：/uãi/、/uã/。讀/uã/

的與漳州、龍海同音，/uãi/與同安、廈門同音。「毛扛白、毛褌白」116有兩讀，但

主要以/D/和/uĩ/為主。「毛」字/D/讀音與漳州、龍海相同，/e/則與同安、廈門、

泉州相同。「飯」、「軟」若是讀/uĩ/與漳州、龍海相同，/e/則和同安、廈門、泉州

相同。這 3 個音類呈現出泉州音系對檳城福建話有所影響。 

「科伽白」、「關觀白」、「熋經白」都是檳城、漳州、龍海、廈門同音。「科伽白」

檳城的「退」字雖有兩讀，但主要以/e/為主。「青更白」、「香姜文」完全是檳城、

同安、廈門、泉州同音。「科糜白」117的兩個例字：糜、妹。「妹」字與各方言點

都不同，「糜」字其中一個音和廈門音同。因此「科糜白」雖然是以/uãi/為主，

但在類型上歸於與廈門同音。「居居」在檳城讀/u/，廈門有/u/、/i/兩種韻母，

與其他次方言差異較大，「居居」歸類和廈門接近。 

表 29：檳城與其他次方言點的音類表 

音類118 例字 檳城例音119 檳城 漳州 龍海 同安 廈門 泉州 

入入 日 

二 

dz dzit5 

dzi11 

dzit121 

dzi22 

dzit4 

dzi22 

lit5/dzit5 

dzi33 

lit5 

li11 

lit24 

li41 

居居 豬 

鼠 

u tu33 

tsu51 

ti44 

tsi53 

ti44 

×120 

t55 

ts51 

ti55 

tsu53 

t55 

ts33 

                                                 
115 「青更白」的「斤」字，廈門市區讀 /un/韻母，東孚、海滄讀 /in/韻母。（周長楫、歐陽

憶耘 1998：5）  
116 「毛褌白」的「飯」字，廈門市區讀 /q/韻母，東孚、海滄讀 /uĩ/韻母。（周長楫、歐陽

憶耘 1998：5）  
117 「科糜白」的「糜」、「妹」字，廈門市區讀 /e/韻母，東孚、海滄讀 /ãi/韻母。又註明此

二字 bãi=mai。（周長楫、歐陽憶耘 1998：4-5）  
118 音類的第 1 個字取自《彙音妙悟》，該書是黃謙於 1831 年纂輯，是一本以泉州腔為主的閩南

語韻書。本文使用的版本是「清道光辛卯年間孟春重鐫」、「桐城黃澹川鑒定」。第 2 個字來自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是謝秀嵐於 1818 年編纂，是以漳州腔為主的閩南語韻書，簡稱《雅

俗通》。 
119 檳城例音來源是檳城例字的音，由於本文以檳城為主，因此僅列出檳城的例音。當例音有兩

讀時，加( )者代表非主要例音。主要例音的判斷方式為訪問調查過程中，以發音人出現次數

較多的為主要讀音。 
120 「×」，表示資料內沒有收錄這個字，不代表該方言點沒有這個字。 

 



75 
 

科伽白 短 

退 

e、(ue) te51 

tue55/ te51 

te53 

te21 

× 

te22 

t 51 

t 1 

te53 

te21 

t55 

t41 

科檜白 火 ue hue51 hue53 hue53 h 51 he53 h55 

科糜白 糜 

妹 

uãi、(e) be13/ 

muãi13 

muãi33 

bãi13 

bãi22 

× 

× 

b 13 

b 33 

be35 

mẽ35 

b24 

b41 

雞稽白 雞 

節 

e/ew ke55 

tse3 

ke44 

tse32 

ke44 

tsew32 

kue55 

tsue3 

kue55 

tsue32 

kue33 

tsue5 

恩巾 根 

斤 

in kin55 

kin55 

kin44 

kin44 

kin44 

kin44 

kun55 

kun55 

kun55 

kun55 

× 

kun33 

杯稽白 買 

賣 

e be51 

be33 

be53 

be22 

be53 

be22 

bue3 

bue33 

bue53 

bue11 

bue55 

bue41 

飛檜白 血 ue hue3 hue32 huew32 hui3 hui32 hui5 

關官白 關 

橫 

uãi/uã kuãi55 

huã13 

kuã44 

huã13 

kuã44 

huã13 

kuan55 

huãi13 

kuãi55 

huĩ35/huãi35 

× 

huĩ24 

關觀白 懸 uan kuan13 kuan13 kuan13 kuãi13 kuãi35 kuĩ5 

青更白 生 

病 

(ĩ)、ẽ sĩ55 

pẽ33 

sZ44 

pZ22 

sZ44 

pZ22 

tsĩ55 

pĩ33 

sĩ55 

pĩ11 

sĩ33 

pẽ41 

熋經白 橂 

反 

iŋ tiŋ33 

piŋ55 

tiŋ22 

× 

tiŋ22 

piŋ53 

tãi33 

pũi51 

tiŋ11 

piŋ53 

× 

pũi55 

毛扛白 毛 D、e mD13/ me13 bD13 bD13 me13 me35 be33 

毛褌白 飯 

軟 

uĩ、(e) puĩ33/pe33 

nuĩ51/ne51 

puĩ22 

luĩ53 

puĩ22 

luĩ53 

pe33 

ne51 

pe11 

ne53 

pe41 

le55 

香姜文 相 

將 

iŋ siŋ21 

tsiŋ55 

siaŋ44 

tsiaŋ44 

siaŋ44 

tsiaŋ44 

siŋ11 

tsiŋ55 

siŋ21 

tsiŋ55 

siŋ41 

tsiŋ4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依照音類與各方言點同音的情況，分為 6 類，並計算個數與比例，如表 30。

比例依序為 A、C、D、F、B、E 類型，佔 4 成比例的 A 類型是檳城與漳州、龍

海相同的類型。若再進一步範疇化，將檳城與各方言點相同的個數單獨抽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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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31。可知檳城福建話與漳州、龍海較相近，兩者相加的比例有 56.6%，其他

依序是與廈門、同安接近，與泉州的差異最大。 

表 30：音類與各方言點同音的個數表 

類型 方言點 個數 比例 音類 

A 檳、漳、龍 6.5 40.6% 科檜白、雞稽白、恩巾、杯稽白、飛檜白、

（關官白）121、（毛扛白）、（毛褌白） 

B 檳、漳、龍、同 1 6.3% 入入 

C 檳、漳、龍、廈 3 18.7% 科伽白、關觀白、熋經白 

D 檳、同、廈、泉 3 18.7% 青更白、香姜文、（毛扛白）、（毛褌白） 

E 檳、同、廈 0.5 3.1% （關官白） 

F 檳、廈 2 12.5% 居居、科糜白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31：範疇化後的類型比例 

類型 方言點 個數 比例 

A 檳、漳 10.5 28.3% 

B 檳、龍 10.5 28.3% 

C 檳、廈 8.5 23% 

D 檳、同 4.5 12.2% 

E 檳、泉 3 8.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洪惟仁列出幾個峇峇語（Baba-Malay）的角美腔特徵詞，將之與現代檳城

福建話、龍海話角美片比較，如表 33。由下表來看，「居居」韻以/u/為主要讀音。

而洪惟仁、曹逢甫（2012：13）對於「唱」字的討論： 

峇峇語「唱曲」chiokek 中的「唱」字，中古屬於陽聲字，閩南語屬於〈箱

薑白〉字類，漳泉都有鼻音，Gwee（2006）的峇峇語詞典收了 7 個箱薑

白〉字類的字，都有鼻音（-ionn）。但有兩個字沒有鼻音（-io），即「傷」

和「唱」。現代閩南語方言「唱歌」唸成 tshiò-kua 就是角美腔。因此峇峇

                                                 
121 加（）的音類代表檳城的讀音有兩讀，分別與部分方言點的讀音相同，因此在計算上該音類

為 0.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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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這個沒有鼻音的「唱」字唸 chio 可以說是保存了角美腔的特色，這個

例子也可以旁證峇峇之中角美腔人口的比重。 

訪談中，有出現「唱」字的有「唱歌」tsio51 kua55、tsiũ51 kua55，「歌唱

片」kua33 tsio51 pĩ11，「演唱會」ian55 tsiũ51 hue11，「唱」tsiD11，「唱聲」tsiaq51 

siq55。雖然現代檳城福建話仍有沒有鼻音/tsio51/，卻也出現了有鼻音的/tsiũ51/、

/tsiD11/。同屬「箱薑白」的「癢」字，檳城福建話也有兩讀：/tsiũ33/、/tsiD33/，

都有鼻音。 

表 32：峇峇語角美腔、現代檳城福建話與龍海話角美片的語音表122 

編號 音類 例字 峇峇語例音 現代檳城福建話 龍海話角美片 

1 居居 魚 hu hu13 × 

2 居居 汝 lu lu51 × 

3 居居 豬 tu tu33 tu44 

4 箱薑白 唱 cho tsio51/tsiũ51/tsiD11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角美腔是龍海話下的 4 個次方言之一，在《龍海縣志》內著著墨不多，語

料僅有「龍海話內部差異比較表」。表 33 是「龍海話內部差異比較表」中龍海話

角美片的例字與現代檳城福建話的對照，差異性不大。從檳城福建話與各方言點

的對照，現代的檳城福建話雖然也有泉州腔的特色，但卻與漳州腔關係更密切。 

表 33：現代檳城福建話與龍海話角美片的例字語音表123 

編號 例字 現代檳城福建話 龍海話角美片 

1. 瓜 kua55 kua44 

2. 花 hua55 hua44 

3. 豬 tu55 tu44 

4. 煮 tsu51 tsu53 

5 糜 be13/ muãi13 bãi13 

6 毛 mD13/ me13 bD13 

7 森 sim44 sm44 

                                                 
122 語料來源分別是：洪惟仁、曹逢甫（2012：12）。筆者調查。黃劍嵐主編；陳吳泉主編、張日

慶副主編，1993，《龍海縣志》。 
123 語料來源分別是：筆者調查。黃劍嵐主編；陳吳泉主編、張日慶副主編，1993，《龍海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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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杆 kuã55 kuã53 

9 歇 hZ3/ hiow3 hẽw32 

10 肩 kiq44 kiq44 

11 關 kuãi55 kuã44 

12 橫 huã13 huãi13 

13 張 tiD55/tiũ55 tiD44 

14 香 hiaq55/hiD55/hiũ55 hiD44 

15 龍 liq13 liq1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 現代檳城福建話與百年前檳城福建話的對照 

現代檳城福建話的語料來源是筆者的調查，百年前檳城福建話的來源是 Lo 

Man Yuk 於 1900 年發表在《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這份期刊上的資料〈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這份資料的

討論請見第五章。此處的討論以〈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內的語言

特色與現在檳城福建話做對照。 

在 15 項音系特色中，有 8 項產生變化，分別是：「杯稽白、毛扛白、香姜文、

卿經、熋經白、關官白、關觀白、青更白、」韻，其中「珠居」韻的例字「乳」，只

是讀法的不同，不算是語音的改變。 

「杯稽白」檳城福建話主要仍以/e/為要，但是出現/ue/的音。「毛扛白」的「毛」

字除了/D/以外，也有/e/。「香姜文」現代福建話沒有收到入聲，暫不討論。「香

姜文」讀為 /iaq/是漳州腔的特色，/iq/則是較偏泉腔的讀音，早期的「香姜文」

舒聲韻都讀為/iaq/，但現代有/iq/、/iaq/兩讀，且是以/iq/為主。「卿經」韻

早期收入的音是/in/，現代則為/iq/。「熋經白」早期收入的是/iq/，現代除了

/iq/之外，還有音值接近/in/的/iq/。  

「關官白」早期收入的是 /uãi/，現代收入的是 /uã/。 /uãi/具有同安腔與

漳州腔的特色， /uã/與漳州、龍海相同，雖然有改變但仍在漳州腔的範圍

內。「關觀白」早期收入的是 /uãi/是同安特色，現代收入的是 /uan/則是漳州

腔特色。「青更白」早期收入的是/ĩ/，現代收入的是/Z、ẽ/，早期為泉州腔、

同安腔的音，現在則轉為漳州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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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1900」與「現代」這兩個時間點的資料，可知語言會隨著語言

接觸而有所變化，語言特色中既有漳也有泉。變化較明顯的是「杯稽白」、「香

姜文」、「關觀白」、「青更白」。前兩者由具偏漳腔特色轉為偏泉腔，後兩者則

是由同安、泉腔轉為具偏漳腔的韻。  

表 34：現代檳城福建話與百年前檳城福建話的對照表 

編號 音類 路名例音 檳城福建話例音 例字 路名白話字 檳城福建話 

1-1 科檜白 ue ue 火 hoé hue51 

1-2 尾 boé bue51 

1-3 過 koè kue11 

2 雞稽白 e e 街 ke ke55 

3-1 杯稽白 e/e e/(ue) 批 phe pe55/ pue33 

3-2 賣 bē be33 

3-3 八 pe̍h pe3 

4-1 毛褌白 ũi uĩ 磚（罇） chuiⁿ tsuĩ55 

4-2 廣 kuíⁿ × 

4-3 門 muîⁿ muĩ13 

4-4 園 huîⁿ huĩ33 

4-5 黃 uîⁿ uĩ13 

5 毛扛白 D D/e 毛 mô͘ mD13/ me13 

6-1 香姜文 iaq /iak iq/iaq 香 hiang hiaq33 

6-2 商 siang siq11 

6-3 相 siang siq21 

6-4 上 siāng siq11 

6-5 爵 chiak × 

7 卿經 in /it iq 興 hin hiq55 

8 熋經白 iq iq/iq 間 keng kiq55/ kiq44 

9 關官白 uãi uã 橫 hoâiⁿ huã13 

10 關觀白 uãi uan 懸  koâiⁿ kuan13 

11-1 青更白 ĩ Z/ẽ 井  chíⁿ tsZ51 

11-2 姓  sìⁿ sZ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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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病  pīⁿ pẽ33 

11-4 鄭  tiⁿ tẽ33 

12-1 居居 u u 居  ku ku44 

12-2 女  lú lu51 

12-3 魚 hû hu13 

12-4 嶼  sū su33 

12-5 呂  lū lu33 

13-1 居艍 i/u i/u 司  si si33 

13-2 師  su su55 

13-3 事  sū su11 

14 珠居 i iq 乳  ni liq55 

15-1 入入 dz dz 人  jîn dzin13 

15-2 

 

二 jī dzi11 

15-3 日  jı̍t dzit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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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言接觸下檳城福建話的特色詞彙 

檳城族群豐富，語言多元，檳城福建話與其他語言必然有所互動。洪麗芬、

羅榮強（2012：21）：「語言接觸和社會生活在語言上的反應往往首先是詞彙變化。」

這一節要討論的有兩個部分：吸收外來語的詞彙，在地的特色詞彙。 

（一）檳城福建話吸收外來語的詞彙 

馬來語是馬來西亞的國語，英語則為國際語言，這兩種語言是當地除了漢

語之外的兩大優勢語。因此外來語詞彙的探討，以馬來語和英語借詞做討論。 

1. 馬來語借詞 

第 1-4 個借詞中，馬來語都有/r/，當/r/出現在音節末時，檳城福建話省略不

發音。/r/出現在音節首時，由於檳城福建話沒有/r/，採取/l/做對應。「夜市」的

構詞以「市場」pasar 加上「夜晚」malam 做組合。第 5 個詞，「垃圾」sampah

的音節末是/h/，檳城福建話省略不發音。第 6、7 個詞彙，當/l/出現在音節末時，

福建話對應為/i/。第 7 個詞彙，/g/出現在馬來語音節首時福建話對應為/k/。第 8

個詞，「廁所」jamban，檳城福建話原本就有/dz/，因此馬來語音節首的/j/直接

以/dz/對應，檳城福建話雖然有/b/，可以直接對應馬來語的/b/，但因為受到 jamban

第 1 個音節末順同化124的影響，第 2 個音節首的/b/，檳城福建話唸為/m/。  

第 9 個詞「峇峇」baba，兩個語言的聲母、韻母皆相同，聲調有兩讀，在

對語語流中自然出現，不具辨義作用。「峇峇」有兩個意思，一為多在馬六甲

出生的男性僑生，以馬來語為第一語言；二為男性僑生的後裔125。第 10 個詞「禁

忌」pantang，馬來語音節末的/ng/，檳城福建話對應為/ŋ/。 

舉「娘惹」niD33 niã55 為例，在複合詞中，前段具有變調環境的詞彙，被借

入檳城福建話的馬來語，會隨著檳城福建話的變調系統產生變調。如「娘惹粿」

讀為 niD21 niã21 kue51，「娘惹峇峇」niD33 niã33 pa33 pa55、「娘惹峇峇」niãu33 niãu33 

pa33 pa55，恰巧與檳城福建話的陰平調、陽平調的變調情況相同。 

 

 

 

                                                 
124 葛本儀（2003：170）：「順同化是指前面的音同化後面的音，如廣州語[kam jat]（今日）> [kam 

mat]；逆同化則是後面的音同化前面的音，如北京話「金榜」[tin paq] > [tim paq]。」 
125 引自 Dr. Anwar Ridhwan 編輯顧問、Lai Choy B.A. (Hons.)編輯《全新精編馬華英大辭典 Kamus 

KEMBANGAN》(20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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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馬來語借詞 

編號 馬來語 檳城福建話 對音類型126 華語翻譯 

1 pasar pa33 sa11 -r127□- 市場 

2 pasar malam pa33 sa11 mã33 lam55 -r□- 夜市 

3 lori l33 li
55 -o□-；r-□l- 卡車 

4 baru ba11 lu55 r-□l- 剛剛  

5 sampah sam33 pa55 -h□- 垃圾 

6 akal a33 kai51 -l□-i 知識、智慧  

7 gatal ka11 tai51 g-□k-；-l□-i 癢 

8 jamban dziam55 mPn33 j-□dz- 廁所  

9 baba ba33 ba55 

ba11 ba13 

 峇峇 

10 pantang pan33 taŋ55 -ng□-ŋ （宗教上或風俗上

的）禁忌、禁戒12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以下討論 10 個馬來語借詞的飲食詞彙。第 1 個詞「烤肉串」sa33 te
55 和馬來

語 sate 的聲、韻母相同，只是加上檳城福建話的聲調。第 2-5 個詞彙的馬來語中

都有/o/，不論是位於音節末或是音節中，檳城福建話都對應為//。第 2 個詞彙「咖

啡」是指加入牛奶或奶精的咖啡，馬來語 kopi 詞源來自英語的 coffee。第 3 個詞

彙「魷魚」，當地已有飲食招牌寫為「蘇東」。第 4、6 個詞，馬來語的/r/位於音

節首時，對應為/l/，位於音節末則不發音。第 5 個詞彙「類似酸辣湯的湯品」，

馬來語 tomyam 詞源來自泰語，是一種有肉、蝦、菜的酸辣湯，音節首的/y/，檳

城福建話對應為/i/。第 6 個詞「薏仁」pa11 li
13，音節首的/b/對應為/p/，「薏仁水」

pa11 li33
 tsui51 是指薏仁漿，其變調規則同陽平調。 

第 7 個詞「叻沙」laksa 是一道味道酸辣的道地小吃。有兩讀，lak1 sa11 與

la11 sa11，差別在於是否有保留入聲韻尾/k/。第 8 個詞 gado-gado，為馬來式涼

拌菜，是一種鮮魚加菜的食物。馬來語位於音節首的/g/對應為檳城福建話/k/，

音節首的/d/對應為/l/，音節中的/o/發音不變，對應為/o/。 
                                                 
126 董忠司（2013：108）：「目標語（或目的語）和來源語（或稱外來語言）這種兩語言間的語音

對應折換，就是“對音”，其語音對應折換的種種樣態，可以稱為“對音類型”。」於此寫

出兩種語言間對應有差異的部分，相同的省略不寫。本文的目標語為檳城福建話，來源語為

馬來語、英語。 
127 以「□」區隔兩個語言，前為馬來語，後為檳城福建話。 
128 引自 Dr. Anwar Ridhwan 編輯顧問、Lai Choy B.A. (Hons.)編輯《全新精編馬華英大辭典 Kamus 

KEMBANGAN》(2010：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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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個詞 masak lemak 是加椰漿煮的咖哩。馬來語音節末的/k/，檳城福

建話對應為喉塞韻尾/w/，音節末的/e/對應為央元音//。第 10 個詞 masak titek

是娘惹菜餚，用巴拉煎、野老葉、胡椒煮的湯。音節末的/k/一樣對應為/w/，

音節中的/e/對應為/i/。 

表 36：馬來語借詞（飲食詞彙） 

編號 馬來語 檳城福建話 對音類型 華語翻譯 

1 sate sa33 te55  烤肉串 

2 kopi k33 pi55 -o□- 咖啡 

3 sotong s33 tŋ55 -o□-；-o-□--； 

-ng□-ŋ 

魷魚 

4 roti  l33 ti55 r-□l-；-o□- 麵包 

5 tomyam tm33 iam55 

 

-o-□--；y-□i- 類似酸辣湯的湯

品 

6 barli pa11 li13 -r□- 薏仁 

7 laksa lak1 sa11 

la11 sa11 

-k□-k 

-k□- 

叻沙  

8 gado-gado ka33 lo33 ka33 lo51 g-□k-；d-□l- □□□□ 

9 masak lemak mã33 saw5 l33 mãw5 -k□-w；-e□- □□□□ 

10 masak titek mã33 saw5 ti33 tiw3 -k□-w；-e-□-i-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將以上兩個馬來語借詞的對音類型整合在一起，對音不同的列出如下表，

對音相同的若是有需要做對照才列出。同樣的音，即使位於相同的音節位置，也

可能對應到不同的讀音，如馬來語音節末的/-k/，對應到檳城福建話有/-k/、/-/、

/-w/這 3 種情況。檳城福建話沒有/r-/，出現在音節首、末時，分別對應為/ l-/與/-/。

馬來語的/o/不論位於音節中或是音節末，檳城福建話皆對應為//。馬來語的/e/

位於音節中時，檳城福建話對應為/i/，位於音節末則對應為//。 

表 37：馬來語借詞的對音類型 

編號 對音類型 音節 馬來語（檳城福建話）詞彙 

1 r-□l- 首 lori（l33 li
55）；baru（ba11 lu55）；roti（l33 ti55） 

2 -r□- 末 pasar（pa33 sa11）；pasar malam（pa33 sa11 mã33 lam55）；

barli（pa11 li13） 

3 -l□-i 末 akal（a33 kai51）；gatal（ka11 ta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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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k- 首 gatal（ka11 tai51）；gado-gado（ka33 lo33 ka33 lo51） 

5 -k□-k 末 laksa（lak1 sa11） 

6 -k□- 末 laksa（la11 sa11） 

7 -k□-w 末 masak lemak（mã33 saw5 l33 mãw5）；masak titek

（mã33 saw5 ti33 tiw3） 

8 -ng□-ŋ 末 pantang（pan33 taŋ55）；sotong（s33 tŋ55） 

9 j-□dz- 首 jamban（dziam55 mPn33） 

10 -h□- 末 sampah（sam33 pa55） 

11 d-□l- 首 gado-gado（ka33 lo33 ka33 lo51） 

12 y-□i- 首 tomyam（tm33 iam55） 

13 -e-□-i- 中 masak titek（mã33 saw5 ti33 tiw3） 

14 -e□- 末 masak lemak（mã33 saw5 l33 mãw5） 

15 -o-□-- 中 sotong（s33 tŋ55）；tomyam（tm33 iam55） 

16 -o□- 末 lori（l33 li
55）；kopi（k33 pi55）；sotong（s33 tŋ55）；

roti（l33 ti5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以上是由 20 個馬來語借詞例子所整理出來的對音類型，之後若是有更多的

借詞做對照，便能整理出更多種類的對音類型。下方的討論為英語借詞，列舉

10 個詞彙為例，不另外區分飲食詞彙或是一般詞彙。 

2. 英語借詞 

下表中的 10 個英語借詞，都是以音譯的方式吸收進檳城福建話。第 1 個詞

彙「捷徑」，在檳城福建話內有著迅速、減省的意思。位於音節首的/ʃ/，檳城

福建話對應為/s/；由於檳城福建話的韻母沒有/t/，因此在這個但詞彙中的第一

音節末的/t/，檳城福建話對應為/k/，第二個音節末的/t/，檳城福建話就能對應為

/t/；音節中的英語/ʌ/，檳城福建話對應為/a/。 

第 2 個詞彙「螺絲起子」，英文音節中的兩個/r/，皆對應為不發音；英語音

節首的/d/，檳城福建話對應為/l/聲母，因此以其他方式做對應；英語音節末的/ɚ/，

檳城福建話對應為//；檳城福建話因為語言接觸產生聲母/v/，但不列入聲母表中。

第 3 個詞彙「草莓」，英語音節末的//，檳城福建話對應為/o/，音節中的//

對應為/e/，/r/則對應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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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個詞，檳城福建話用以稱呼無血緣關係的女性長輩，語音的對應上，

英語音節首的/æ/對應為檳城福建話的/a/。第 5 個詞，檳城福建話用以稱呼

無血緣關係的男性長輩，英語音節首的/ʌ/，檳城福建話對應為/a/，音節末

的/ŋ/，檳城福建話對應為/n/；英語的/k!/檳城福建話對應為/ko/。  

第 6 個詞「紅蘿蔔」，英語音節末的/æ/，檳城福建話對應為/e/；音節

首的/r/，檳城福建話對應為/l/，音節中的//對應為//，音節末的/t/則對應

為/k/。第 7 個詞「停車」，英語音節中的，檳城福建話省略不發音。  

第 8 個「印泥」，英語音節中的/ŋ/檳城福建話對應為/n/，音節末的/k/，

檳城福建話則省略。第 9 個詞「海關」，英語音節中的/ʌ/，檳城福建話對

應為/a/，音節末的/z/，檳城福建話省略不發音。第 10 個詞「執照；許可證」，

英語音節末的/s/，檳城福建話不發音。  

表 38：英語借詞 

編號 英語  檳城福建話 對音類型 華語翻譯 

1 shortcut 

[ˋʃɔrt͵kʌt]129 

sk5 kat5 ʃ-□s-；-t□-k； 

- t□-t；-ʌ-□-a- 

捷徑  

2 screwdriver 

[ˋskru͵draɪvɚ] 

si11 ku11 lai33 v51 -r-□--；d-□l-； 

-ɚ□-；-v-□-v- 

螺絲起子  

3 strawberry 

[ˋstrɔbɛrɪ] 

si11 to33 be33 li55 -□-o；-ɛ-□-e-； 

-r-□-l- 

草莓  

4 auntie 

[ˋænti] 

an33 ti55 æ-□a- 伯母；嬸母；姑母；

姨母；舅母 

5 uncle 

[ˋʌŋk!] 

an33 ko55 ʌ-□a-；-ŋ□-n； 

k!□ko 

伯父；叔父；姑父；

姨丈；舅父 

6 carrot 

[ˋkærət] 

ke33 lk5 -æ□-e；r-□l-；  

--□-- 

紅蘿蔔  

7 park 

[pɑrk] 

pak5 -r-□-- 停車  

8 ink 

[ɪŋk] 

in55 -ŋ-□-n-；-k□- 印泥  

9 customs 

[ˋkʌstəmz] 

ka55 si11 tm11 -ʌ-□-a-；-z□- 海關  

10 license 

[ˋlaɪsns] 

lai55 sn55 -s□- 執照；許可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129 英文詞彙下的[ ]內是 KK 音標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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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詞彙借入的方式 

透過音譯的方式吸收馬來語或是英語詞彙當詞根（radical element），詞根是

表現詞的基本的詞彙意義的詞素。經過第 1 階段的直接借入後，外來語演變成構

成新詞的語素，再進行第 2 階段的附加，即「音譯加注釋」法。當兩種語言互相

接觸、融合時，會產生「合璧詞」（hybrid word）130。合壁詞分為兩大類，一類

是異義複詞，一類是同義複詞。異義複詞是「兩種不同語言的成分，語義不同，

結合成一個新詞。131」，例如第 1 到 8 個詞彙。第 9、10 個詞彙不是名詞，要呈

現的是借入後的詞彙可以再加上程度副詞或是動詞使用。 

表 39：「音譯加注釋」構詞詞彙 

編號 檳城福建話 詞彙來源 華語翻譯 備註 

1 sam11 pa55 taŋ51 馬來語 sampah  垃圾桶 □□桶 

2 mã55 ta51
 tsu11 馬來語

mata-mata  

警察局 □□厝 

3 pa11 li33
 tsui51  馬來語 Barli 薏仁漿 □□水 

4 po55 li55 tiã55 英語 police 法庭 保理廳 

5 po55 li55 tsu51 英語 police 法官 保理主 

6 k33 pi33 55  馬來語 kopi 咖啡 羔丕烏 

7 pa11 tu11 e
13 馬來語 batu  皮鞋 □□鞋 

8 nã33 tk5 kŋ55 馬來語 datuk 當地神祇  拿督公，當地

神祇。 

9 tsk5 ka11 tai51 馬來語 gatal 很癢 足□□ 

10 tiau55 si55 lai55 sn55 英語 license 吊銷執照 吊死禮申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 1、2、3 個詞彙的構詞方式都是音譯馬來語當詞根，後加福建話的「桶」、

「厝」、「水」構成新詞。第 4、5 個詞彙都是由英語借入後再延伸。法院除了法

官（審問者）、嫌犯人（被審問者）以外，還有許多的警察駐守，以維持秩序。

因此第 4 個詞彙加上「廳堂」的概念，延伸為法庭。第 5 個詞彙則是加上「法庭

上做主的人」，以決定審判結果的人這樣的概念建構新詞。 

 

                                                 
130 鄒嘉彥、游汝傑（2007：277）：「微觀的語言融合是指兩種不同語言的成分交配成一個心的語

言單位―詞或較固定的詞組，在其中一種語言裡使用。這樣的詞可以稱為『合璧詞』（hybrid 
word）。」 

131 鄒嘉彥、游汝傑（200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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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個詞彙「咖啡烏」這個詞的詞序比較特殊。點餐時如果只講「咖啡」，

那麼服務人員送上來的會是有加奶精或牛奶的咖啡，顏色比較白。「咖啡烏」則

是指單純的咖啡，不加奶精或牛奶，顏色是黑的。這個詞彙的概念可能是來自英

文的「白咖啡」與「黑咖啡」。類似的概念還出現在紅茶「茶烏 t33 55」與茶「茶

t13」，如果只有講茶「茶 t13」，那麼服務人員端來的會是有加奶精或牛奶的茶，

相對的若是講「茶烏 t33 55」才會是紅茶或是其他不加奶類的茶飲。要再精確一

點，則可以講「□□茶 s11 lq11 t13」，這是茶葉的一種，比較不會額外加奶類。

「茶烏冰 t33 33 piŋ55」則是指有加入冰塊的紅茶，是購買冷飲時較快速、簡潔

的訂購講法。 

第 7 個詞彙「皮鞋」這個透露出不同語言背後隱藏的思維，英語稱皮鞋為

「leather shoes」，臺灣臺語稱為「皮鞋 pue33 e
13/pe33 ue13」，同樣是以「皮革」

的材質來指稱這種鞋子。但是檳城福建話的 pa11 tu11 e
13，則是認為這種鞋子像石

頭一樣硬硬的，故以馬來語的「石頭」加上檳城福建話的「鞋」製造新詞。 

第 8 個詞彙「拿督公」為當地神祇，接近土地公、守護神的概念。意

自馬來語 datuk，再加上檳城福建話用以表示男性神明、偉人的「公132」，以

形成新詞。第 9 個詞彙是「很癢」的意思，將馬來語 gatal 音譯後，加上福建話

的程度副詞「足」，用以說明很癢的狀態。第 10 個詞彙是音譯英語 license 後，

加上檳城福建話有取消、收回意義的「吊」字，以表達執照被取消的意思。 

外來語的吸收，多以音譯的方式納入，並以目標語的語言系統調整來源語

讀音。能直接對應的就直接對應，這是較經濟、省力的方式，如「（宗教上或風

俗上的）禁忌、禁戒」的直接對應。若是兩個語言之間有接近、類似的可以對應，

就做微幅調整，如「捷徑」的對音類型 s-□ʃ-，位於英語音節首的/ʃ/，檳城福建

話對應為/s/。超出目標語之外的，若是無法微調因應，就會採取借入來源語成分

的策略，如「螺絲起子」的對音類型出現聲母/v/，-v-□-v-，聲母/v/原是檳城福

建話系統中沒有的。原本沒有固定聲調的馬來語，借進檳城福建話後，檳城福建

話會賦予該詞彙聲調，且隨著變調習慣變調。如「娘惹粿」、「娘惹峇峇」這類

的複合詞，或是「捲起 gulong」ku33 lq51 及後續言談中，「捲起 gulong」ku33 

lq55 不位於句末後接其他話語有變調環境時，會隨著檳城福建話的變調系統做

調整，這樣的策略性調整能讓來源語能更加融合在目標語內。 

                                                 
132「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ppt.cc/TMAVO（2017 年 5 月 11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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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檳城福建話的在地詞彙 

在檳城落地生根的福建話，因著環境的變化，族群的接觸，已經發展出和

移出地有所不同的檳城福建話。以下討論的詞彙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檳城福建

話與漳州、臺灣的比較；另一為檳城在地特色詞彙。各選 10 個詞彙做比較。 

1. 檳城、漳州、臺灣詞彙的比較 

經由檳城福建話與其他詞方言的比較，可知相較於泉州，檳城福建話與漳

州更接近。檳城和臺灣都有來自中國的移民，閩南話分別在兩地在地化。於此以

移出地的漳州和同是移入地角色的臺灣做對照。第 1 個詞彙「流產」，檳城福建

話有兩種說法，第 1 種是借自馬來語，第 2 種是三個地方都有的說法，「胎」字

的選用，檳城選擇文讀音的「tai55」，漳州與臺灣都選用白讀音的「te44/ the」。

《龍海縣志》（1993：1044）的紀錄是「落胎 lau21 te44」、「落身 low4 sin44」，一樣

是選用白讀音。 

第 2 個詞彙「眼淚」，檳城與漳州都有目油、目（睭）油的說法，但是臺灣

的目油指的是「眼油」，而非眼淚。第 3 個詞彙「家具」，檳城與漳州都有「傢

俬」的用法，臺灣稱為「家具」。第 4 個詞彙「耳環」，檳城福建話有 3 種說法，

第 1 種是借自馬來語，「耳環」是檳城、漳州、臺灣共有的說法，「耳穿」、「耳

鉤」分別是檳城、臺灣使用。 

第 5 個詞彙「辣椒」，檳城的第 1 種說法借自馬來語，第 2 種說法為「番

椒」，漳州和臺灣共通的是「番薑」。第 6 個詞彙「蜜餞」，檳城與臺灣都有「鹹

酸甜」的用法，漳州則是「鹹彌甜」。第 7 個詞彙「商標」，檳城、漳州都是借

自英語的 mark，臺灣直接說商標。第 8 個詞彙「木匠」，只有檳城是以「柴木

師」、「柴工」稱呼，漳州和臺灣分別用「做木的」和「木工」、「木匠」來稱呼。 

第 9 個詞彙「老年癡呆」，檳城與漳州、臺灣用詞迥異，在檳城，「顛倒 tian33 

tow5」的意思是做事太過認真，太過斟酌，略帶負面意涵。比如要給人家

的東西，一下子覺得給太多，拿起來後又覺得給太少，一直在斟酌。又如

請別人挖洞，一下子覺得洞太小，擴大後又覺得太大了，反反覆覆在同一

件事情上衡量斟酌。而不是「老年癡呆」的意思。語意已經產生變化。第

10 個詞彙，檳城福建話以「歪心」表示偏心，「歪心」沒有心術不正的意

思，漳州與臺灣共通的是用「大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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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檳城福建話與漳州、臺灣的詞彙比較表133 

編號 檳城 漳州 臺灣 華語翻譯 

1 gugor ku33 gk5  

落胎 lo11 tai55 

落身 low121 sin44 

落胎 lau21 te44 

流產 liû-sán 

落胎 làu-the 

流產 

2 目油 bak1 iu13  

目油 bat1 iu13 

 

目滓 bak121 tsai53 

目（睭）油 

bak121（tsiu44）iu13 

目屎 ba̍k-sái 眼淚 

3 傢俬 ke33 si55 傢俬（頭仔）k44 si44

（tau13 a53），家具、用

具、工具。 

家火頭仔 k44 hue53 

tau13 a53 

家具 ka-kū/ka-khū 家具  

4 enting an33 tin55 

耳環  hi11 kuan13 

耳穿 hi11 tsuĩ55  

耳環 hi22 kau44 

 

耳環

hīnn-khuân/hī-khuân 

耳鉤 hīnn-kau/hī-kau 

耳環  

5 cabai tsa11 bai55 

番椒 huan11 tsio51 

番薑 huan44 kiD44 薟薑仔 hiam-kiunn-á 

薟椒仔 hiam-tsio-á 

番仔薑 huan-á-kiunn 

番薑仔 huan-kiunn-á 

辣椒  

6 鹹酸甜  

kiam33 se33 tĩ55 

鹹彌甜 

kiam13 bĩ44 tĩ44 

鹹酸甜 kiâm-sng-tinn 

李仔鹹 lí-á-kiâm 

蜜餞 

7 嘜頭 mãk1 tau13  嘜頭 bak121 tau13 商標

siong-phiau/siong-piau 

商標  

8 柴木師 tsa33 bak1 

su55，木匠。  

柴工 tsa33 kae55，與

木頭相關的細活。  

做木的 tso21 bak121 e· 木工 ba̍k-kang 

木匠 ba̍k-tshiūnn 

木匠 

9 老模 l55 mD33，老人

癡呆。  
老顛柁 lau22 tian44 

tow121，老年癡呆。 

老顛倒 lāu-thian-tho̍h

指老年人腦力和記憶

老年癡呆 

                                                 
133 資料來源：筆者的調查整理。漳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1999，《漳州市志》（第五冊）。教

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http://ppt.cc/dC1y，沿用辭典內的標音，不另改為 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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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模 lau11 lo55 

mD3，老癡呆。  

力衰退，說話做事顛三

倒四。 

10 歪心 uai33 sim55，不公

平。 

大細目 tua22 se21 

bak121，偏袒。 

大細目 

tuā-sè-ba̍k/tuā-suè-ba̍k 

大細心

tuā-sè-sim/tuā-suè-sim 

偏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 檳城在地特色詞彙 

第 1 個詞彙「洋行」，檳城福建話說「幔仔店 muã33 a55 tiam11」，這是早

期對洋行的稱呼，因為裡面有賣「幔」、洋貨等等的商品，類似現在的百貨公

司。第 2 個詞彙「喜愛、喜歡」，是借自馬來語 suka，有喜歡、有好感、

歡樂的意思，也可以用來說男女之間的喜歡。第 3 個詞彙「找出路」，檳

城福建話講「揣空頭 tsue11 kaq33 tau13」。「空頭」在臺灣臺語有「花樣、

名堂。不存善意的念頭或手段。」、「比喻有名無實或不具任何作用效力的。134」

的意涵。和檳城福建話的「尋找生路、活路、工作。」語意有所差異。  

第 4 個詞彙「桌體仔 to55 te33 a51」，是指南洋第二位老婆生的兒子。

由於並非中國大老婆所生的兒子，所以不受重視，就像是桌子旁多出的一

個身體而已，並不重要，不能入族譜。但若是這個小孩有生育後代，就能

入族譜。這是早期時空背景下產生的特殊詞彙。第 5 個詞彙「醫院」，「老君厝

lo55 kun33 tsu11」是指西醫的醫院，因為西醫叫「老君 l55 kun55」，臺灣稱醫院

為「病院」，這是受到日語的影響，漢字寫為病院，日語拼音則為びょういん。

而菲律賓的咱人話135稱醫院為「病厝 pĩ11 tsu11」，意思是給病人住的房子。檳城

福建話與菲律賓福建話皆用「厝」當詞尾。 

第 6 個詞彙「出生證明」，檳城福建話稱「報生紙 po55 sẽ33 tsua51」。第 7

個詞彙「紅綠燈」，檳城說「紅青火 aq33 tsẽ33 hue51」。和華語「紅綠燈」一樣都

是先講紅再講綠，但是臺灣臺語則相反，先講綠再講紅。詞尾部分，臺灣臺語「青

紅燈」和華語「紅綠燈」相同，都用「燈」，檳城福建話則用「火」字。第 8 個

詞彙「被困住」，檳城說「徛囚」，以被拘禁的概念表達遇到困境，被困住。  

                                                 
134 引自 http://ppt.cc/LFHov（2017 年 5 月 11 日查詢）。 
135 菲律賓的福建話，當地華人稱咱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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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個詞彙「銖」，檳城說「跋」，語源來自泰語 baht，銖，泰國的貨

幣名稱。泰國的吞吐里王朝（The Kingdom of Thonburi, 1768-1782）時期，

曾將泰國勢力向南延伸至馬來半島，一度將檳城和丁加奴（Terengganu）

納入版圖136。1909 年 3 月，拉瑪五世皇與英國簽署的「英暹協定」（The 

England-Siam Agreement of 1909），才確立了今日泰國與馬來西亞的邊界137。

檳城與泰國的關係密切，有許多泰國人到檳城工作、旅遊，在語言、文化

的接觸下，吸收泰國貨幣的名稱也是自然之事。「跋」字在「教育部臺灣

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內，有「跌、滾落」、「賭博」的意思，沒有錢幣的意

涵。當「baht」借進檳城福建話時，以讀音接近「baht」的字替代，而非

選用具錢幣意義的字。第 10 個詞彙「兜風、旅遊」，語源來自馬來語 makan，

「吃」的意思；angin，「風」的意思。不是直接音譯借入，而是以意譯借入。鄒

嘉彥、游汝傑（2007）提到語言移借有 2 種方法：捨音取義、取音捨義138。第

10 個詞彙便是捨音取義，第 9 個詞彙則是取音捨義的例子。  

表 41：檳城在地特色詞彙表 

編號 檳城福建話 華語翻譯 備註 

1 幔仔店  

muã33 a55 tiam11  

洋行  早期對洋行的稱呼。  

2 思覺  

su33 ka3 

喜愛、喜歡  借自馬來語 suka。   

3 揣空頭  

tsue11 kaŋ33 tau13 
找出路  尋找生路、活路、工作。 

4 桌體仔  

to55 te33 a51  
南洋第二位老婆生

的兒子  

 

5 老君厝 

lo55 kun33 tsu11 
醫院 也可以說「醫生館」i33 

siŋ33 kuan51 

6 報生紙  

po55 sẽ33 tsua51  
出生證明   

7 紅青火 

aŋ33 tsẽ33 hue51 
紅綠燈  

8 徛囚  被困住 遇到困境，被困住。  

                                                 
136 顧長永（2013：214）。 
137 顧長永（2013：216）。 
138 鄒嘉彥、游汝傑（200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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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a11 siu13 

9 跋  

puat3  

銖  十仙為一跋，十跋一箍

（元）。  

10 食風  

tsia11 hŋ55 

兜風、旅遊  來自馬來語 makan，「吃」

的意思：angin，「風」的

意思。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以上的 20 個詞彙是「檳城福建話與漳州、臺灣的比較」及「檳城在地特色

詞彙」。有一些詞彙是單一說法，有些則是馬來語借詞與檳城福建話並用，「語言

移借139」、「語言替代140」並存。鄒嘉彥、游汝傑（2007：247）： 

語言移借與語言替代相互間的關係很明顯，語言移借可以視為文化替代的

開端，而語言替代又是語言移借穩定發展的結果。 

檳城福建話與馬來語、英語的互動密切，詞彙間的借用、替代無法避免。

也因為這樣的語言接觸，讓檳城福建話產生有別於漳州、龍海等地的在地詞彙。 

 

 

 

 

 

 

 

 

 

 

 

 

                                                 
139 鄒嘉彥、游汝傑（2007：244）：「受惠語言承用或摹擬施惠語言的詞語謂之『語言移借』。」 
140 鄒嘉彥、游汝傑（2007：246）：「語言替代是指用施惠語言的詞語代替受惠語言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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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分為 3 個部分討論，首先列舉檳城福建話的語音系統，並和其他

研究者的記錄做討論。再來是將檳城福建話與其他地區的閩南語做比較，

探究其中的共通處與差異處。最後則是透過語言接觸的角度看檳城福建話

的詞彙特色。 

本文調查中，檳城福建話有 15 個聲母，77 個韻母，7 個聲調，沒有陽上

調。將檳城福建話與漳州、龍海、廈門、同安、及泉州做聲、韻、調的比較，

雖和各次方言都有相似處，但和漳州、龍海最接近，與泉州差距最大。長時間在

檳城落地生根，已然形成與移出地有所差異的檳城福建話。 

由於語言接觸的關係，檳城福建話的詞彙有著馬來語、英語的借詞。多數

是以音譯的方式借入，再以檳城福建話的語言系統做對應，無法完全對應的，會

產生新的聲母、音節。如英語借詞「screwdriver」螺絲起子，進入檳城福建話

後讀為 si11 ku11 lai33 v51，產生新的唇齒濁擦音/v/聲母。  

語言的互動是雙向的，不單單只有檳城福建話單向的接受馬來語、英語，

馬來語中也有許多閩南語的借詞141。由於本文聚焦在檳城福建話，因此馬來語中

的閩南語借詞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 

 

 

 

 

 

 

 

 

 

 

 

 

                                                 
141 高然（2000：166）：「新加坡學者楊貴誼、陳妙華編著的《馬來語大詞典》和《馬來語外來語

詞典》所收的馬來語借用的閩南話的讀音和詞也是「漳州腔」佔著較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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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符碼優先理論看檳城招牌與《檳城新報》 

招牌是語言景觀中重要的一環。招牌上的文字，有時候僅有店家名稱，如：

「新珍香」；有時候只有專名，即說明該店性質的文字，如：「福建麵」；也有店

家名稱與專名都有的，如：「辛慧欣神料商」。這個章節討論到的招牌主要是檳城

喬治市內的招牌，拍攝期間是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29 日。招牌的拍攝範圍不

限於飲食，舉凡是商店招牌、小吃攤招牌，或是掛在門前的匾額、堂號，都在拍

照的範圍內，共有 371 張照片。扣除模糊不清及此次暫不列入討論範圍內的招牌

照片，本文實際使用的照片為 234 張，可使用率為 63%。 

馬來西亞是多語國家，使用語言包含漢語、馬來語、英語及淡米爾語。1967

年的《1967 年國家語言法》中，規定馬來文為唯一官方語文（葉玉賢 2002：48），

將英語視為第二語言（葉玉賢 2002：152）。本章的招牌文字限定在漢字招牌上，

若是雙語招牌，其中一種語言包含漢字，也在收入範圍內，但若是都沒有漢字，

那麼僅能當對照型招牌使用，不另外分析。因此，並非檳城喬治市內的所有招牌

都在討論範圍中，只選擇符碼擺放位置不同類型的漢字招牌做討論。 

本文討論 1895、1900、1905、1910、1915、1920、1925、1930、1935、1940

這 10 個年份的《檳城新報》，2,223 篇內的煙、酒廣告。主要觀察廣告上符碼擺

放位置的互動關係，屬綜觀式的，並非針對某個煙、酒品牌廣告的歷史回顧。因

此該廣告在年度內的出現次數，文案內容，並非關注焦點。本文聚焦在語言上，

若是同一個品牌廣告的語碼放置格式相同，即使其中的圖片有所變動，本文也視

為同一種格式。整理出 134 筆煙類廣告，212 筆酒類廣告。 

第一節 由符碼優先理論看招牌文字的選用 

符碼優先系統的運作，有其模式存在。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

133）：「優先符碼會放在上面、左邊或中心，而不重要的符碼就放在下面、右邊

或邊陲。」符碼位置有時會受到法規的限制，如呂奕欣譯（2005：133）： 

在香港與魁北克等地，兩種官方語言的相對位置是受法律規定，且有一致

規定，標誌上方位置的符碼是優先的，下方位置的符碼式次要的，如圖

6.5 所示。而魁北克的優先符碼是法語，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比其他次要或

邊陲的符碼明顯。 

違反這些法定政策的情形當然會發生，特別是在法令不太重要的領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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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香港的街道與公家機關確實受到嚴格規定，但商業標誌或私人公告則不

受政策規範。 

每個國家對於招牌語言的規定與適用範圍不盡相同。林凱祺、洪麗芬（2014：

80）在馬來西亞飲食業的中文招牌命名研究中提及： 

馬來西亞飲食業中文招牌的制定並沒有受特別部門干涉。在國家法律規定

下，各類招牌的注冊語言必須是馬來語。只要馬來語的使用合乎規範，招

牌即可順利登記，掛上店門使用。業主亦可自行在招牌上加上其他語言，

其語言規範與否並不受管制。由於華人飲食業者的中文水平參差不齊，很

多年長業者甚至只諳方言，因此掛上的中文招牌在語法和結構成份的排列

上不完全統一。 

此外，郭熙（2003：110）一文中，提及： 

由於檳城是一個多語社會，所以街上到處是多種文字的招牌和廣告。使用

漢字是華人商店的標誌。儘管政府規定漢字招牌在尺寸上不得大於馬來文，

但漢字招牌和廣告仍然非常顯眼，看到這些漢字招牌，你甚至根本不會想

到已經置身國外。除了標準漢字外，檳城到處可以看到方言或普通話極少

用到的字，常見的有“叻、吡、峇、杪”等等。 

由此看來，各類招牌的註冊，只要註冊語言是馬來語便能順利登記，招牌

上是否要另外加上其他語言，可以由店家自行決定，沒有特別的語言規範。招牌

的尺寸，漢字招牌不能大於馬來文招牌。以下以符碼優先理論討論四種招牌類型

的招牌文字選用。 

 

（一）飲食招牌 

飲食招牌，顧名思義，即是與飲食相關的招牌。其他行業招牌則是排除飲

食招牌之外的招牌。按照飲食招牌實際內容的放置，招牌可以再分成 3 種類型：

即「有店名的招牌」、「無店名的招牌，招牌菜即招牌」、「店名再加招牌菜的招牌」。 

1. 有店名的招牌 

同一塊招牌上，符碼放置的組合方式有 12 種類型。如表 42 所示： 

檢視招牌上語言符碼的放置位置，在單純店名的招牌上，位於上方位置的

語言，較多的類型是書寫漢字、馬來語，其次才是拼音142、英語。位於招牌左邊

                                                 
142 此處的拼音是指當地福建話、客家話、海南話或是廣東話的拼音。但僅能分辨是非華語的拼

音，至於該拼音是福建話、客家話、海南話或是廣東話，有待進一步的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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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漢字跟拼音。當上方是漢字時，下方的文字為拼音與英文，或是兩者相拼。

上方是馬來語時，下方一定有漢字，再佐以拼音。招牌的左、右方，漢字與拼音

互為左、右方，少數會放上價格。店名招牌上單純只有漢字的並不多見。 

表 42：「有店名招牌」符碼放置類型表 

上漢；下英 

上漢；下拼 

上漢；下拼+英 

上漢；中拼；下英 

上左漢；上右拼；下價格 

上馬；下漢 

上馬；中漢；下拼 

上馬；中拼；下漢 

上馬；左拼+英；右漢 

左拼；右漢 

上英；下漢 只有漢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將表 42 內符碼放置類型，依語言、擺放位置重新做範疇化的統計。如若該

類型為「上漢；下拼+英」，則分別在漢語的上方位置、拼音的下方位置、英語的

下方位置各記數一次。如果該招牌內僅使用一種語言，那麼便將其歸類在重要的

上方位置內記數一次。以這樣的方式範疇化符碼的類型如表 43，本節其他範疇

化的表格皆如此記數。觀察範疇化後的類型表，上方、左方這兩個較重要的位置，

擺放的語言符碼為漢語及拼音，中間位置則是拼音。圖 6 的招牌為「多春茶座」，

語碼放置為上方漢字；下方拼音+英語。 

表 43：「有店名招牌」符碼放置類型表（範疇化） 

擺放位置 拼音 漢字 英語 馬來語 價格 店家資訊（地址、電話） 

上方位置 1 6 1 4 0 0 

中間位置 2 1 0 0 0 0 

下方位置 3 3 3 0 1 0 

左邊位置 2 1 1 0 0 0 

右邊位置 1 2 0 0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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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多春茶座」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2. 無店名的招牌，招牌菜即招牌 

同一塊招牌上，符碼放置的組合方式有 21 種類型。這個類型的招牌，上面

通常寫著招牌菜，並註明價格，不另外起店名。招牌上方、左方通常書寫漢字，

下方、右方書寫拼音、英語，或是拼音加上英語的雙拼詞彙，且多數是拼音類型

多，較少是單獨寫英文的。當上、下、左、右都有時，上方或是上左，都是先書

寫拼音，上右方、右方、中間才是寫漢字，較少寫英文。全漢字的只有一個類型，

且於下方標注價格。菜餚價格多是寫在右邊、下方，寫在右上方的只有一個類型。 

範疇化後的類型表，置於上方、左邊位置的多數是漢語，其次為拼音，中

間位置為拼音。在「無店名的招牌，招牌菜即招牌」這種類型的招牌上，價格也

是重點之一，讓顧客可以在看到招牌菜的同時也看到價格。由於餐點的內容才是

主要重點，因此價格多數是放置在招牌的右邊、下方位置。圖 7 的招牌為「福建

麵、鹵麵」，語碼放置為上方漢字；中間拼音；下方價格。 

表 44：「無店名的招牌，招牌菜即招牌」符碼放置類型表（範疇化） 

擺放位置 拼音 漢字 英語 馬來語 價格 店家資訊（地址、電話） 

上面位置 4 13 1 0 1 0 

中間位置 5 1 2 0 0 0 

下方位置 12 0 10 0 7 0 

左邊位置 6 8 4 0 0 0 

右邊位置 2 5 0 0 9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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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福建麵、鹵麵」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3. 店名再加招牌菜的招牌 

同一塊招牌上，符碼放置的組合方式有 16 種類型。漢字的擺放位置，一樣

以上方、左方為要點。右邊、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拼音，其次才是雙拼式的英+拼

或是拼+英，使用馬來語相拼的，有一種是與拼音雙拼，另一種則是「英+馬+拼」

三拼。未見英語、馬來語式的雙拼。 

範疇化後的類型表，置於上方、左邊位置的多數是漢語。拼音和英語於「店

名再加招牌菜的招牌」此類型中，多處於核心的中間位置與次要位置的下方，可

見得拼音和英語雖非如漢語放置於上方位置，但重要性也僅次於漢語。招牌上偶

而會有價格與店家資訊，但通常位於下方或是中間位置。圖 8 的招牌為「佳味餐

室（魚頭米粉）」，語碼放置為上左方馬來語；上右方漢字；中間位置是拼音+英

語；下方為地址+電話。 

表 45：「店名再加招牌菜的招牌」符碼放置類型表（範疇化） 

擺放位置 拼音 漢字 英語 馬來語 價格 店家資訊（地址、電話） 

上方位置 1 13 1 2 0 0 

中間位置 6 1 6 1 1 0 

下方位置 9 3 7 1 3 1 

左邊位置 1 9 0 1 0 0 

右邊位置 8 2 3 1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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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佳味餐室（魚頭米粉）」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綜合以上 3 種類型，得知漢字書寫通常位於招牌的上方、左邊的位置，其

次放置的是拼音，再者為英語，最後是馬來語。在華人的飲食招牌中，有馬來語

出現的類型最少。招牌格式上，橫式書寫的招牌，店家名稱都是寫在上面的位置，

下面才放招牌菜名稱。直式書寫的招牌，店家名稱都是寫在左邊的位置，右邊放

招牌菜名稱。菜餚價格通常寫在招牌的右邊、下面。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

欣譯（2005：175）：「優先符碼會放在上面、左邊或中心，而不重要的符碼就放

在下面、右邊或邊陲。」在檳城的飲食招牌中，也有著同樣的現象。 

「漢字」是華人認同的重要語言符碼，無法識得漢字的華人，可以藉由拼

音得知招牌上店名的意義，拼音的重要性僅次於漢字。馬來語是馬來西亞的官方

語言，英語是重要的第二語言，也是全球化的語言之一。招牌上有這兩種語言也

是自然的事情，但包含英文出現的類型數多於有馬來語的招牌類型。由以上招牌

的放置順序來說，呈現出上面、左邊的重要位置，優先符碼為漢字，下面、右邊

為拼音，其次為英語及馬來語。 

 

（二）其他行業招牌 

其他行業招牌，是指除了飲食招牌以外的其他招牌，如「當舖」、「菜種公

司」、「汽車」……不同的行業招牌。依據招牌型式，分為「一塊式招牌」、「兩塊

式招牌」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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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他行業招牌：一塊式招牌 

同一塊招牌上，符碼放置的組合方式有 44 種類型，範疇化後的類型表如表

46。在「其他行業招牌：一塊式招牌」的上方位置，以放置馬來語的類型居多，

其次為漢字與拼音，英語為最少。若再加上放置於左邊、左上方的，語言放置的

排序不變。招牌內有時會於下方標明商店地址、電話等店家資訊，或是在最左、

右兩端放置商標，放置的位置都很固定。若將地址、電話、商標、圖片、數字等

非店名資訊移除，並將相似類型進一步整併，則有以下情況： 

上面位置放置漢語、馬來語的類型數在伯仲之間。上面放置漢語的，除了

有一個類型是「上漢；下英」外，其他次要位置一定有拼音出現，再分別加上英

語或是馬來語。可見得漢字的拼音在招牌上，重要性是僅次於漢字的。 

上面位置放置馬來語時，漢字的位置不全然都在最末端，有一半的類型，

馬來語後就接漢字，其次才放置拼音與英文。另外一半，中間位置放置拼音，意

即在同樣都是使用字母的情況下，拼音還是較英文來得熟悉。因為拼音有著標註

漢字讀音的功能，也承載招牌業主廣告上用字的讀音，有助於閱讀者了解招牌。 

上面的位置放置拼音時，漢字都是被放置在下方，中間放置英語、馬來語，

此時這兩個語言不混搭。以這幾種類型來看，在上面是拼音時，漢字不會被放在

中間位置，而是以英語、馬來語為第 2 順位，漢字居末端。 

以英語放置在上面、左邊位置的，只有 3 種類型。招牌上只有放置漢字的，

也只有一種，招牌數量並不多。以上這麼多元的類型，代表符碼放置位置相當自

由且多元，並沒有受到特殊的規範。 

範疇化後的類型表，置於上方位置的以馬來語為要，其次為拼音與漢語。

左邊位置的這 4 種語言差距並不大。中間的核心位置以拼音、漢語為多。下方位

置則是漢語居多，拼音、英語其次。置於右邊位置的以拼音最少。「其他行業招

牌：一塊式招牌」整體而言，以上方、中間、下方的位置為主要放置空間，拼音、

漢語、英語的使用都很頻繁，馬來語多位於上方位置。店家資訊都放置在下方位

置，不放置價格。圖 9 的招牌為「辛慧欣神料商」，語碼放置位置為上方拼音；

下方為漢字。 

表 46：「其他行業招牌：一塊式招牌」符碼放置類型表（範疇化） 

擺放位置 拼音 漢字 英語 馬來語 價格 店家資訊（地址、電話） 

上方位置 14 12 5 24 0 0 

中間位置 13 11 9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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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位置 12 19 12 4 0 13 

左邊位置 5 2 3 4 0 0 

右邊位置 2 7 6 5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9：「辛慧欣神料商」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2. 其他行業招牌：兩塊式招牌 

兩塊式招牌，第一塊招牌上的語言較豐富，第二塊都只有放漢字。以下表

格列的都是第一塊招牌內的語言。符碼放置的組合方式有 8 種類型，如表 47 所

示。如果將招牌上的「數字」移除，那麼只有 3 大類型。上面位置，以拼音及馬

來語為兩大主軸。當拼音為首時，中間位置多是先放英文，其次才是馬來語。而

以馬來語居前時，中間位置放置的是拼音，末端才放英語、馬來語。拼英是在漢

字之外，時常被放在上面位置的選擇，而英文則未被置於第一塊招牌的最上方。 

表 47：「其他行業招牌：兩塊式招牌中第─塊招牌」符碼放置類型表 

上拼；下馬 

上拼；中英；下馬 

上拼；下英 

上數字；中拼；下英、馬 

上馬；中拼；下英 

上馬；中拼；下馬 

上馬；下拼 

只有拼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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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化後的類型表，置於上方位置的以拼音、馬來語為要。核心位置的是

拼音。下方位置則是馬來語和英語。以「其他行業招牌：兩塊式招牌中第─塊招

牌」的整體而言，拼音與馬來語是較為重要的。圖 10 的招牌為「百昌堂」，語碼

放置位置為上方馬來語；下方為拼音。 

表 48：「其他行業招牌：兩塊式招牌中第─塊招牌」符碼放置類型表（範疇化） 

擺放位置 拼音 漢字 英語 馬來語 數字 價格 店家資訊（地址、電話） 

上方位置 4 0 0 3 1 0 0 

中間位置 3 0 1 0 0 0 0 

下方位置 1 0 3 4 0 0 0 

左邊位置 0 0 0 0 0 0 0 

右邊位置 0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10：「百昌堂」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其他行業招牌語碼位置的呈現，不同於飲食招牌。推測可能與行業屬性、

客源不同所致。飲食招牌，代表的是飲食業。對於飲食的需求，嚐鮮是人的本性，

但仍會習慣吃平日熟悉的食物。舉例來說，華人通常會到華人所開設的料理店用

餐，馬來人則到馬來人的餐館吃飯，當然也會有華人到印度風味的餐館，或是相

反的情況也有。但大體來說，人們還是習慣吃熟悉味道的餐點。因此在飲食招牌

上，漢字書寫就顯得重要，因為主要客源是當地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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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行、五金行、中藥店、文具店這一類功能性的行業，客源不一定侷限

在華人，如果各個族群的人都能上門光臨是最好不過。招牌上語碼位置的安排，

上面位置通常放置漢語及馬來語，尤其是放置馬來語的類型數較飲食行業來得多，

拼音緊接在後。其他族群的人，即使看不懂漢字，但藉由讀出拼音仍能了解意思。

在招牌語碼的位置上也能看出這點，拼音擺放的位置時常優於英文。 

總體而言，在招牌上的語言，就其語碼放置位置來看，漢字與拼音是重要

的，不僅是當地華人招牌的使用習慣，更是檳城招牌語言景觀的特色。 

 

（三）指示牌 

標語及指示牌，包含在華人廟宇外的指示牌，引導停車位的指示牌，或是

飲食餐館內的指示牌，屬於私人性質的，公家機關的指示牌不列入。收集原則不

限定必須有漢字的指示牌，而是依不同場所、類型的指示牌為收集目標，因此不

需要將檳城內的每一個指示牌都列入討論。符碼放置的組合方式有 15 種類型。 

置於上方、左方位置的，以漢字類型居多，後接拼音與英文，接馬來語的

類型只有一種。上方位置為英文的是第 2 多的類型，第 3 多則為馬來語。指示牌

中出現全漢、全馬、全英 3 種類型，但是沒有出現全拼音的指示牌。Scollon & 

Scollon 著、呂奕欣譯（2005：175）： 

……在雙語公告中使用兩種語言，語碼優先系統會把最上面和最左邊的語

言當作是優先符碼，而位置較低或右邊的語言則是次要的符碼。 

雙語公告中，優先符碼會被置於最上面、最左邊，次要符碼則放置在位置

較低或是右邊。在現有材料的檳城的指示牌中，以漢字符碼為優先符碼的類型數

是最多的。範疇化後的類型表，置於上方位置的是漢語，其次為英語、馬來語。

放置在核心位置與左邊位置的為漢語。顯見漢語是指示牌較重要的符碼。圖 11

的招牌為「世德堂謝公司」，語碼放置位置為上方拼音；中間漢字；下方是英語。 

表 49：「指示牌」符碼放置類型表（範疇化） 

擺放位置 拼音 漢字 英語 馬來語 指示牌資訊（地址、電話） 

上方位置 1 6 4 3 0 

中間位置 1 2 1 1 0 

下方位置 2 2 5 2 1 

左邊位置 0 1 0 0 0 

右邊位置 0 0 1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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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世德堂謝公司」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四）機構名稱與牌匾 

機構名稱指的是會館、公會、大廈名稱、學校名稱這類機關型的機構，如

「南安會館」、「同安金廈公會」。牌匾則是指掛在店家門口上的牌匾，有時是個

人的名字，如「陳大猷」；商店名稱的牌匾，如「洽發」，商店招牌另外統計於「飲

食招牌」內；公司組織的牌匾，如「龍山堂邱公司」。以下分兩類說明： 

1. 機構名稱 

「機構名稱」符碼放置的組合方式有 23 種類型。於此僅放置範疇化後的表

格，如表 50 所示。機構名稱的符碼，沒有單純只有馬來語、淡米爾語的類型，

但有全漢字、拼音的。沒有漢字在內的，只有拼音加上英文的有一種類型。位居

上面位置的，漢語及馬來語不相上下。以漢字在前方者，後多接拼音，或是拼音

與英語雙拼，放置馬來語在中間位置的只有 3 種類型。上方語碼為馬來語者，中

間或是下面一定有放置漢字，再其次的位置才放置拼英或英語。淡米爾語的放置

位置，不論是在哪種類型中，都居於下方。 

由範疇化後的類型表來看，上方位置主要是漢語和馬來語。核心的中間位

置主要為漢語。英語多置於下方，淡米爾語是僅置於下方。拼音則是每個方位都

有，但仍以下方位置居多。圖 12 的招牌是「檳榔㠘楊氏公會」，語碼放置位置為

上方漢字；下方拼音+英語。 

表 50：「機構名稱」符碼放置類型表（範疇化） 

擺放位置 拼音 漢字 英語 馬來語 淡米爾語 機構名稱資訊（地址、電話） 

上方位置 4 11 0 9 0 0 

中間位置 3 7 1 2 0 0 

下方位置 6 2 10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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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位置 1 0 0 0 0 0 

右邊位置 1 1 2 0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12：「檳榔㠘楊氏公會」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機構名稱」內漢語和馬來語這兩大優先語碼壁壘分明。同鄉會館這類的

機構，機構名稱上放置漢字是重要的認同感，尤其對離開故鄉在他鄉打拼的異鄉

人，對於故鄉地名的同鄉會，是極富感情的。漢字在此脈絡下，成了被高度仰賴

的語碼，於此情況下，漢字之後會再放上拼音或是英文，輔助其他族群的人閱讀。

而以馬來語放置在前面的，多是屬於公會型、大廈名稱、學校名稱這類機構，前

往的民眾不限於華人，馬來人、淡米爾人有需求也會去。因此在前方放置馬來語

後，中間位置會放置漢語，其次才接拼音與英文。 

 

2. 牌匾 

「牌匾」符碼放置的組合方式有 6 種類型。「牌匾」中的語碼，漢字是不可

或缺的。上面位置放置馬來語的只有一種類型，且是與拼音結合在一起的。漢字

通常居於上位，其次為中間位置，沒有放在下面的類型出現。在「牌匾」的語碼

排序中，漢字是最為優勢的語碼。 

在華人的招牌內，漢字是重要的象徵，也代表著對自己身分的認同，更是

重要的文化核心。梁震牧（2015：114）： 

類似的論述都直指在華人的概念裡，文字是文化的核心，有文字的地方才

是有文化的（cultured）場所，使用漢字具有劃開「自然的」與「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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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領域的意義，使用漢字的人群有一種必須將周遭環境「人文化」

（Humanise）的傾向。 

在華人的招牌中，漢字是相當重要的元素，在「飲食招牌」、「其他行業招

牌」、「指示牌」、「機構名稱與牌匾」這四大類型中，根據「符碼優先」原則來看，

居於優勢位置的語碼通常是漢字居多，其次為拼音、馬來語，再者為英語、淡米

爾語。若是漢字不在第一優選位置，緊接的是表達漢字讀音的拼音，拼音就如同

是漢字的影子，當馬來語、英語在前時，拼音就代替漢字守護在次要的位置，並

不以馬來語為漢語的拼音字，而這也是檳城招牌的特色。 

從範疇化後的類型表來看，上方位置與核心位置主要是漢語。下方位置才

是拼音、英語和馬來語。圖 13 的招牌是「陳大猷」，語碼放置位置為上方漢字；

下方拼音。 

表 51：「牌匾」符碼放置類型表（範疇化） 

擺放位置 拼音 漢字 英語 馬來語 「牌匾」資訊 

上方位置 1 5 0 1 0 

中間位置 0 1 0 0 0 

下方位置 4 0 2 1 0 

左邊位置 0 0 0 0 0 

右邊位置 0 0 0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13：「陳大猷」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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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飲食招牌」的 3 種類型，放在上方、左邊的通常是漢字、拼音，中

間位置的，主要是拼音，價格和店家資訊通常放在下方、右邊。從放置位置對應

語碼放置的情況，歸結出語碼的著重性為漢語、拼音、英語和馬來語。 

其他行業招牌的「一塊式招牌」和「兩塊式招牌」，上方位置拼音、漢字、

馬來語和英語都有，但主要放置的是拼音和馬來語。下方放置的是店家資訊，不

放置價格。 

「指示牌」中，放在左邊、核心位置的是漢語，其次為英語、馬來語。「機

構名稱與牌匾」，不同類型的機構名稱著重的語言不同。同鄉會館相關機構名稱

上主要放置漢字，其次才放拼音或是英文。大廈、學校相關機構，前方放置馬來

語，中間放置漢語，其次才是拼音與英文。「牌匾」的上方與核心位置主要放置

漢語，下方放置拼音、英語和馬來語。 

總結招牌文字的選用，因著招牌類型與主要閱讀群的不同，著重的語言也

相異。飲食招牌主要以漢語、拼音為主。其他行業招牌則是拼音和馬來語為主。

價格、店家資訊通常位於右方或下方。指示牌、牌匾和同鄉會館相關機構名稱上

主要放置漢字。大廈、學校相關機構，主要放置馬來語和漢語。多元語碼的招牌

也成為檳城多語環境的最佳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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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景觀 

本節討論《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景觀。分為 4 個部分：廣告語

言數、語言類型、整體文字向量、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觀看使用語言種類及其

語碼放置位置。 

 

（一）《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語言數量 

在 1895、1900、1905、1910、1915、1920、1925、1930、1935、1940 這 10

個年份內的 2,223 篇報紙中，煙類篩選出 134 則廣告，酒類有 212 則廣告。煙、

酒兩類廣告所使用的語言數量，分別如表 52、53。此處的語言數量是指在一則

廣告內所使用的不同語言數量。煙類廣告中，有近 6 成是在同一則廣告內運用到

兩種語言。酒類廣告運用兩種語言以上的比例有 78.8%。可見得不論是煙或酒類

廣告，過半數以上都使用兩種甚是兩種以上的語言，使用多語言是常態。 

表 52：煙類廣告語言數量 表 53：酒類廣告語言數量 

語言數量 廣告則數 比例 

1 種 56 41.8% 

2 種 78 58.2%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語言數量 廣告則數 比例 

1 種 45 21.2% 

2 種 92 43.4% 

3 種 75 35.4%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 

語言組合類型是指同一筆廣告內所使用的語言，有通篇單用同一種語言，

也有不同語言的組合。其中，「福華話143」指的是福建話與華語使用同樣的漢字

表達同一種煙、酒廣告的名稱、標題，且廣告內無拼音、語序等輔助方式協助判

斷，此類難以區辨的便歸納為「福華話」。語言數量的計算上，「福華話」算兩種，

因為既是福建話也是華語。檳城雖然有其他如潮州話、海南話等語言的存在，這

些語言和華語也是共用漢字，但在以福建話為主流語言的檳城，筆者將之歸納為

福建話與華語共通的詞彙。 

煙類廣告的語言組合類型有 7 種，單用華語的比例最高，有 41.8%。其次

為華語加英語的組合，有 36.6%，兩者合起來為 78.4%。具有福建話成分的類型

                                                 
143 「福華話」的例子如：「狗頭標」、「白蜜酒」，福建話與華語使用同樣的漢字。「狗仔標」、「烏

蜜酒」則為福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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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為：10.4%+3.7%+3%+1.5%=18.6%，比例只有將近 5 成。具有英語成分的類

型比例為：36.6%+10.4%=47%，將近 2 成。包含粵語的只有 4 則廣告，僅占 3%。

華語使用得最多，其次為英語、福建話、粵語。 

表 54：煙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 

語言組合類型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56 41.8% 

華話+英語 49 36.6% 

福華話+華語+英語 14 10.4% 

福華話 5 3.7% 

福建話+華語 4 3% 

華話+粵語 4 3% 

福華話+華語 2 1.5%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有 15 種，較煙類多元。單用一種語言的，數量排序

為華語、福建話、英語。雖然酒類廣告中有許多進口洋酒，但由於販賣地點在檳

城，因此除了原本的外文名稱外，還是需要有翻譯名稱，才能更貼近消費者。 

表 55：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 

語言組合類型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41 19.3% 

華語+英語 36 17% 

福建話+華語+英語 34 16% 

福華話+華語 22 10.4% 

福建話+華語 19 9% 

福華話+華語+英語 19 9% 

福建話+福華話+華語+英語 14 6.6% 

福華話 6 2.8% 

福建話+福華話+華語 5 2.4% 

福建話+英語 4 1.9% 

福華話+英語 4 1.9% 

福建話 3 1.4% 

福建話+福華話 2 0.9% 

福建話+福華話+英語 2 0.9% 

英語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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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我們將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進一步整合，將組合類型中具有華語、福建

話、英語的都集合在一起，範疇化後得出表 56。顯見具有華語的為最大宗，其

次為福建話。具有福建話的與具有英語的相差 9.4%。而半數以上的酒類廣告都

有英語。 

表 56：酒類廣告語言組合類型（範疇化） 

語言組合類型（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204 96.2% 

具有福建話的 134 63.2% 

具有英語的 114 53.8%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整體文字向量 

文字向量的討論，以漢字為著眼點。漢字有由左至右、由右至左 2 種向量，

但英文只有由左至右 1 種。134 則煙類內，廣告整體文字向量，全數都是由右至

左的書寫。212 則的酒類廣告中，有 21 則廣告是由左至右，集中在 1930、1935

年這兩個年份。 

表 57：煙類廣告整體文字向量 表 58：酒類廣告整體文字向量 

廣告整體向量 廣告則數 比例 

由左至右 0 0% 

由右至左 134 100%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廣告整體向量 廣告則數 比例 

由左至右 21 9.9% 

由右至左 191 90.1%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此處討論廣告內主標題的文字向量位置，為精確討論向量位置，將廣告切

為九等份，並賦予每個區塊數字，如表 59。文字向量的記錄上若是「321」代表

該主標題書寫的位置、方向是廣告欄位中最上方由右至左的書寫方向。若為「369」，

代表位於廣告欄位內最右邊由上至下的書寫。主標題的認定為該廣告欄內標題最

大、最顯著的標題，相較之下較小的標題為次標題，其餘的為廣告內容的說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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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廣告向量位置九宮格表 

1 2 3 

4 5 6 

7 8 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經過統計，134 則的煙類廣告主標題有 30 種向量，另外有一種是沒有主標

題的。比例前 3 高的向量位置是「321」佔 23.1%、「369」佔 16.4%、「36」佔 12%，

都是由右邊開始向左、向下的書寫。 

表 60：煙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前 3 高） 

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廣告則數 比例 

321 31 23.1% 

369 22 16.4% 

36 12 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煙類廣告欄位內，最上方、最下方的位置，都是由右至左的書寫比例高於

由左至右，且最上方的位置是主標題放置位置數量較多的地方。直行書寫的部分，

顯然是廣告欄位內右側欄位數量多於左側欄位。顯見在煙類廣告內，主標題文字

的向量多落在右上往左上書寫與右上往右下書寫，尤其交集位置 3，是重要的擺

放位置。 

表 61：煙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範疇化） 

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包含類型 廣告則數 比例 

3→1 3、31、32、321 47 35.1% 

1→3 1、12、123 4 3% 

9→7 9、97、98 5 3.7% 

7→9 78、789 4 3% 

3→9 3、36、369 43 32.1% 

1→7 1、14 3 2.2%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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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則的酒類廣告主標題有 34 種向量，另外有一種是沒有主標題的。最大

宗是「321」。其次為「123」，這是因為在酒類廣告內，有許多洋酒都是以酒的外

文名稱當主標題，因此有「123」這樣的文字向量出現。第 3 高為「369」，與「123」

僅有微幅差距。 

表 62：酒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前 3 高） 

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廣告則數 比例 

321 93 43.9% 

123 21 9.9% 

369 19 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欄位內，最上方、最下方的位置，都是由右至左的書寫比例高於

由左至右，且最上方的位置是主標題放置位置數量較多的地方。直行書寫的部分，

顯然是廣告欄位內右側欄位數量多於左側欄位。和煙類廣告的情況一樣，主標題

文字的向量多落在右上往左上書寫與右上往右下書寫。 

表 63：酒類廣告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範疇化） 

主標題文字向量位置 包含類型 廣告則數 比例 

3→1 3、31、32、321 103 48.6% 

1→3 1、12、123、13 25 11.8% 

9→7 98、987 3 1.4% 

7→9 789 2 0.9% 

3→9 3、36、369 33 15.6% 

1→7 1、14、147 9 4.2%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綜合「語言數量」、「語言組合類型」、「整體文字向量」、「主標題文字向量

位置」這 4 個部分來看，《檳城新報》內煙、酒廣告的語言景觀，不論是煙、酒

廣告，多語言的使用是常態。煙、酒類廣告的語言組合類型分別有 7、15 種，比

例前 3 高的組合皆為「華語」、「華話+英語」、「福華話+華語+英語」。廣告整體

的文字向量，煙類的一致為由右至左的書寫，酒類廣告多數是由右至左，但有

9.9%的比例是由左至右，可知由左至右的書寫是當時主要方向。而這也和主標題

的文字向量對應，不論是煙或酒的廣告，主標題文字的向量多落在右上往左上書

寫與右上往右下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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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特色 

本節討論《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的語言特色。分為 4 個部分：主標題

語言、次標題語言、聲明文語言、主標題翻譯方式，審視不同語言之間的互動。

《檳城新報》主要的閱讀者是檳城的華人，所使用的語言包含殖民者的語言英語，

華人的語言，如：福建話、華語、粵語。尤其以英語、福建話、華語為最大宗。

Sick, Goh-Ngong（1971：18）整理出 1960 年馬來西亞各種族語言的人數，在 Sick 

的分類中，馬來半島華族的前 3 名語言為福建話（Hokkien）、客家話（Hakka）、

廣東話（Cantonese）。可見得福建話是使用人數多且較為優勢的語言。1900 年代

初期的教育除了英語學校的建立外，各族群也開始發展各自的語言學校，不僅是

福建話，華語也漸漸進入當時的馬來亞地區。葉玉賢（2002：12）的研究中：「以

華人而言，在1900-1910年間中國政府前往馬來亞地區為海外華人籌設華語學校，

其師資與教科書多從中國而來。」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於華語和淡米耳語學校的建

立，採取的態度並非積極性的規畫籌設144，1924 年馬來西亞各語言學校的入學

人數，華語學校的入學人數有 27,476 人145。雖然有推動華語，但華語尚未受到

重視。葉玉賢（2002：12）： 

在馬來亞地區的語言教育方面，巴恩報告書建議成立國民學校制度來達成

社會整合的目標，並希望以英語或馬來語為教學用語的國民學校取代現存

的方言學校，其中華語課與淡米耳語課則被視為一教學科目（Hashim, 1996: 

52; Mok Soong Sang, 2000: 33-34）。 

「巴恩馬來文教育報告書」（The Barnes Report）是由英國牛津社會訓練學

院院長 L. J. Barnes 於 1951 年所發表。1951 年的「巴恩報告書」對華語的學習規

劃僅將其當作教學科目之一，那麼在更早期的華語教學狀況與學習成效，成果更

為受限，處境更為嚴峻。福建話為檳城多數華人使用的語言，因此廣告上出現福

建話，也是自然之事。只是福建話、粵語、華語都使用漢字表意，因此需要藉由

詞彙、語序、拼音等線索輔助判斷語言類別。 

 

 

                                                 
144 Hashim, R. (1996：37)：「The British administrators and missionary societies set up English and 

Malay vernacular primary schools, but provided no vernacular schools for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ommunities as they were considered transitory migrants.」 

145 Hashim, R. (19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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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主標題語言 

煙類廣告的主標題除了無標題的以外，有 7 種類型。比例前 3 高者為「華

語」、「英語」、「華語+福建話」。單用 1 種語言的以華語、英語較高，福建話較少。 

表 64：煙類廣告主標題語言 

主標題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92 68.7% 

英語 17 12.7% 

華語+福建話 15 11.2% 

無主標題 5 3.7% 

華語+英語 2 1.5% 

福建話 1 0.7% 

福華話 1 0.7% 

華語+福華話 1 0.7% 

煙類廣告則數 134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將主標題內具有華語、英語、福建話的集合在一起，得出表格 65。具有華

語的主標題比例最高，其次為英語、福建話，兩者的差距不大。 

表 65：煙類廣告主標題語言（範疇化） 

主標題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111 82.8% 

具有英語的 19 14.2% 

具有福建話的 18 13.4%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的主標題除了無標題的以外，有 17 種類型。比例前 3 高者為「華

語」、「福華話」、「英語」、「華語+福建話」。單用 1 種語言的和煙類廣告一樣，以

華語、英語較高，福建話較少。 

表 66：酒類廣告主標題語言 

主標題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74 34.9% 

福華話 23 10.8% 

英語 17 8% 

華語+福建話 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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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福華話 15 7.1% 

福建話 14 6.6% 

無主標題 12 5.7% 

華語+福建話+福華話 10 4.7% 

福華話+華語 7 3.3% 

福建話+英語 6 2.8% 

福華話+福建話 4 1.9% 

福建話+福華話 3 1.4% 

福建話+華語 3 1.4% 

華語+英語 2 0.9% 

英語+華語 2 0.9% 

福建話+華語+福華話 1 0.5% 

福華話+華語+福建話 1 0.5% 

華語+福華話+福建話 1 0.5% 

酒類廣告則數 212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有華語的主標題比例最高，其次為福建話、英語。相較於煙類

廣告，酒類廣告的主標題語言範疇化後，具有福建話的主標題語言遠多於具有英

語的廣告。 

表 67：酒類廣告主標題語言（範疇化） 

主標題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169 79.7% 

具有福建話的 105 49.5% 

具有英語的 25 11.8%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次標題語言 

煙類廣告的次標題除了無標題的以外，有 7 種類型。由於有主標題在，廣

告內並不一定需要次標題，因此無標題的比例較高。比例前 2 高者為「華語」、「華

語+福建話」、「華語+粵語」。單用一種語言的以華語較高，福建話、英語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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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煙類廣告次標題語言 

次標題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無次標題 85 63.4% 

華語 39 29.1% 

華語+福建話 3 2.2% 

華語+粵語 3 2.2% 

福建話 1 0.7% 

英語 1 0.7% 

福華話+福建話 1 0.7% 

華語+英語 1 0.7% 

煙類廣告則數 134 99.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具有福建話、英語的。第 2、3 種

語言數量的次序和煙類廣告主標題語言相反。 

表 69：煙類廣告次標題語言（範疇化） 

次標題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47 35.1% 

具有福建話的 5 3.7% 

具有英語的 2 1.5%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的次標題除了無標題的以外，有 12 種類型。除了無次標題的以外，

比例前 3 高者為「華語」、「英語」、「福建話」。單用一種語言的以華語較高，英

語、福建話居次。 

表 70：酒類廣告次標題語言 

次標題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無次標題 110 51.9% 

華語 36 17% 

英語 35 16.5% 

福建話 10 4.7% 

華語+英語 7 3.3% 

福建話+華語+英語 3 1.4% 

福建話+英語 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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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福建話 2 0.9% 

華語+福華話 2 0.9% 

英語+華語 2 0.9% 

福華話 1 0.5% 

福建話+福華話 1 0.5% 

華語+福建話+福華話 1 0.5% 

酒類廣告則數 212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具有英語、福建話的。但此處具

有華語的與具有英語的次標題比例較接近。第 2、3 種語言數量的次序和煙類廣

告主標題語言相反。 

表 71：酒類廣告次標題語言（範疇化） 

次標題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55 25.9% 

具有英語的 49 23.1% 

具有福建話的 22 10.4%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說明文語言 

煙類廣告的說明文除了無說明文的以外，有 4 種類型。由於有主標題、次

標題在，廣告內並不一定需要說明文，因此有無說明文的情況。除了無說明文的

以外，比例前 3 高者為「華語」、「華語+福華話+英語」、「華語+福華話」。單用

一種語言的僅有華語，其他都是多種語言搭配使用。 

表 72：煙類廣告說明文語言 

說明文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88 65.7% 

無說明文 27 20.1% 

華語+福華話+英語 14 10.4% 

華語+福華話 4 3% 

華語+英語 1 0.7% 

總數 134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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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化後，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具有福建話、英語的。和煙類廣

告次標題語言相同。 

表 73：煙類廣告說明文語言（範疇化） 

說明文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107 79.9% 

具有福建話的 18 13.4% 

具有英語的 15 11.2%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酒類廣告的說明文除了無說明文的以外，有 10 種類型。比例前 3 高者為「華

語」、「華語+福建話」、「華語+福華話」。單用一種語言的以華語較高，福建話、

英語居次。 

表 74：酒類廣告說明文語言 

說明文語言 廣告則數 比例 

華語 114 53.8% 

華語+福建話 35 16.5% 

華語+福華話 18 8.5% 

無說明文 16 7.5% 

華語+福華話+福建話 11 5.2% 

福華話+華語 8 3.7% 

華語+英語 6 2.8% 

福建話 1 0.5% 

福華話 1 0.5% 

英語 1 0.5% 

華語+福建話+福華話 1 0.5%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以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具有福建話、英語的。和酒類廣

告主標題語言相同。 

表 75：酒類廣告說明文語言（範疇化） 

說明文語言（範疇化） 廣告則數 比例 

具有華語的 194 91.5% 

具有福建話的 75 35.4% 

 



119 
 

具有英語的 7 3.3%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檳城新報》煙、酒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 

歸納完煙、酒類廣告的「主標題」、「次標題」、「說明文」後，發現「主標

題」無主標題的部分是最少的，相較之下較為完整，也是廣告的重點。因此，翻

譯方式以主標題做討論。 

翻譯方式基本上有：「音譯」、「意譯」、「圖譯」，並搭配「注釋」使用。「音

譯」係指外來語詞按其原有的語音形式，選用語音接近外來語詞的漢字轉寫出來，

漢字並不表示意義。「意譯」為將外來語詞按其意義，翻譯為漢字詞彙，漢字具

有表達外來語意義的作用。「注釋」用以說明、加註事物的類別、屬性。「圖譯」

乃因應廣告需求而生，部分標題除了包含音譯、意譯、注釋，有時會因商品圖片

或是商標題片而增加說明性文字。這些文字並非因外來語詞而增加，係因圖片之

故，故增加「圖譯」。如「（果利斯）香烟枝」為音譯加注釋，而「（果利斯）騎

馬標香烟」為音譯加注釋加圖譯。 

  

圖 14：（果利斯）香烟枝 圖 15：（果利斯）騎馬標香烟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01/30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12/31 

 

本文依煙、酒類主標題廣告翻譯情況區分「音譯」、「意譯」、「音譯加意譯」、

「音譯加注釋」、「意譯加音譯加注釋」、「音譯加圖譯」、「音譯加注釋加圖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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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加注釋加圖譯」、「注釋加圖譯」這 9 種類型，另外一種是無翻譯。範例如表

78 所示。 

煙與酒都能再區分為是否為洋貨。廣告中，洋煙、洋酒廣告出現的則數都

高於非洋煙、非洋酒，如表 76、77。但這並不是指洋煙的種類多於非洋煙，而

是指洋煙廣告則數多於非洋煙廣告。具有外來語詞名稱的商品要進入使用華語、

福建話等語言的地方銷售，若有翻譯名稱相伴，能提升消費者對商品的理解度。 

表 76：煙類廣告洋煙、非洋煙數量 表 77：酒類廣告洋酒、非洋酒數量 

煙品的來源 廣告則數 比例 

洋煙 98 73.1% 

非洋煙 36 26.9%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酒品的來源 廣告則數 比例 

洋酒 183 86.3% 

非洋酒 29 13.7% 

酒類廣告則數 212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並非所有煙類廣告的主標題都有翻譯，像有一些煙品不是洋煙，自然不需

要翻譯，還有部分洋煙的主標題是稱讚該商品的優點，也沒有翻譯的成分。除了

沒有翻譯的以外，煙類廣告有翻譯的主標題有 7 種類型，「音譯」與「音譯加圖

譯」的數量為零。翻譯類型比例前 3 高的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音譯加注釋」、

「意譯加音譯加注釋」，都有注釋的成份。 

表 78：煙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 

類型 數量 比例 主標題範例 

無翻譯 58 43.3% 19401226 水仙牌香煙之王 

意譯加注釋加圖譯（意注圖） 30 22.4% 19250701 三個五標香烟 

音譯加注釋（音注） 17 12.7% 19250702（果利斯）香烟 

意譯加音譯加注釋（意音注） 12 9% 19300712 金點牌佛及尼亞香煙 

意譯 11 8.2% 19300710 金點（GOLD SPOT） 

注釋加圖譯（注圖） 3 2.2% 19300328 雙鵝標朱律烟 

音譯加注釋加圖譯（音注圖） 2 1.5% 19251231（果利斯）騎馬標香

烟 

音譯加意譯（音意譯） 1 0.7% 19250701 先得輦峇得里公司 

（SANDILANDS, BUTTERY 

& COMPANY, PENANG.） 

音譯 0 0% 無 

音譯加圖譯（音圖） 0 0% 無 

煙類廣告則數 134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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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面 7 種類型範疇化後，分成 4 項。若不論「無翻譯」這類型，其他 4

項比例中最高的是「含注釋的」，佔了近 5 成的比例，代表在翻譯的過程中，將

商品類型的品項點出是重要的。後面依序是「含意譯的」、「含圖譯的」、「含音譯

的」。將煙類商品外包裝上的英文翻譯成好聽、好記的漢字名稱，如「GOLD SPOT」

翻譯為金點，似乎較直接音譯為「夠斯吧」這類的名稱更具正面的商品形象。在

煙類主標題的翻譯中，相較之下，音譯的成份反而不如意譯來得重要。廣告的圖

文並茂可以加深閱讀者、消費者的記憶，在許多廣告內主標題商品的名稱常是與

註冊商標或是煙、酒外包裝有關，圖譯是廣告中重要的一環。 

表 79：煙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範疇化） 

類型 數量 比例 

含注釋的 64 47.8% 

無翻譯 58 43.3% 

含意譯的 54 40.3% 

含圖譯的 35 26.1% 

含音譯的 32 23.9% 

煙類廣告則數 1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扣除「無翻譯」這類，酒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有 9 種類型。比例前 3 高

的分別是「音譯加注釋」、「音譯加注釋加圖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與煙類

廣告的主標題一樣，都有注釋的成份。 

表 80：酒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 

類型 數量 比例 主標題範例 

無翻譯 68 32.1% 19250701 陳李濟葯酒 

音譯加注釋（音注) 52 24.5% 19300830 嗎爹萬蘭池酒

（MARTELL） 

音譯加注釋加圖譯（音注圖） 26 12.3% 19350425 益梳鉄線標萬蘭池

（EXSHAW COGNAC 

BRANDY） 

意譯加注釋加圖譯（意注圖） 21 9.9% 18950810 鎖匙標蜜酒出賣

（KEY-MARK） 

音譯加意譯（音意譯） 15 7.1% C207-19400117 白馬標威士忌

（WHITE HORSE Scotch 

WHISKY） 

音譯 9 4.2% 19250701WHISKY（委寔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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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譯加音譯加注釋（意音注） 9 4.2% 19300201 蜂巢標佛蘭地酒

（Beehive Brandy） 

注釋加圖譯（注圖） 8 3.8% 18950810 狗頭蜜酒出售 

意譯 2 0.9% 19150908 請試葡萄補血酒

（OUD'S TONIC WINE 「DO 

AS I DO」） 

音譯加圖譯（音圖） 2 0.9% 19350105 軒尼士三星斧頭標萬

蘭池（HENNESSY） 

酒類廣告則數 212 99.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範疇化後，「含注釋的」與「含音譯的」主標題翻譯方式比例都超過半數，

顯見為重要的翻譯方式。而圖譯、意譯的比例都不到 3 成。酒類廣告比較多都是

將酒的外語名稱音譯為漢字，但在選字的過程會顧及選用具正面形象的用字，如

「文家宜百補酒（WINCARNIS）」，並搭配適合闔家飲用、老少咸宜、強健身體

這類的圖像廣告進行宣傳，如圖 16。此外，酒類廣告有時也會放入女性形象廣

告，營造出喝酒是一種適宜交際、優雅、上流的氛圍，如圖 17。 

 

表 81：酒類廣告主標題翻譯方式（範疇化） 

類型 數量 比例 

含注釋的 116 54.7% 

含音譯的 113 53.3% 

無翻譯 68 32.1% 

含圖譯的 57 26.9% 

含意譯的 47 22.2% 

酒類廣告則數 21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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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文家宜百補酒（WINCARNIS） 圖 17：軒尼士三星斧頭標萬蘭池

（HENNESSY）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1/04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7/24 

 

（五）廣告用字討論 

廣告上的用字會透露出隱藏在背後的語言訊息。此處的廣告用字不限於煙、

酒內廣告，在查閱報紙的過程中，看到具語言互動的其他商品廣告或告示，筆者

也會留心其用字。「1930/02/01 金點（佛及尼亞芬枝）」廣告中，「佛及尼亞」是

VIRGINIA 的音譯，「金點」是 GOLD SPOT 的意譯，以「芬枝」指稱香煙。「芬」

字的福建話發音為「hun55」，華語為「ㄈㄣ」，客語為「fun24」146，粵語為「fan55」

147。「芬」字的福建話讀音與福建話香煙「薰 hun55」148的讀音相同，客語的香煙

讀音為「菸 ien24」，粵語的煙草意義的煙讀為「煙 jin55」。由此判斷該標題中含

有福建話成份。這類的例子不僅出現在煙、酒類廣告中，如「1915/01/02 利美領

頂上香水」，「利美領」是音譯自 DIVINIA，「領」字福建話發音為「niã51」與 NIA

的音相呼應。 

                                                 
146 「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2017 年 4 月 2

日查詢）。 
147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2017 年 4 月 2 日查詢）。 
148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ppt.cc/5Hybf（2017 年 4 月 2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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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金點（佛及尼亞芬枝） 圖 19：利美領頂上香水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0/02/01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2 

 

廣告中有時也會有拼音出現，尤其是在註冊商標內。如「福茂號」的註冊

商標內就有「HOOK MOH」這樣的福建話拼音。檳榔嶼賣布的商家「錦泉公司」

在商標上寫著「GIM CHUAN PENANG」，標題上還有「烏布」的字樣，是華語

黑色布料的意思。一樣是賣布的商家「忠源號」，標題上寫著「TEONG GUAN 

PENANG）」，廣告內說明文的內容一樣使用「烏布」指稱黑布。「和豐銀行有限

公司」的「和豐」寫為「HO HONG」，為福建話拼音，粵語豐字為「fung55」，客

家話為「fung24」。 

 

 

圖 20：福茂號註冊商標 

（HOOK MOH）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9/24      

圖 21：錦泉公司 

      （GIM CHUAN PENANG）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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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忠源號 

（TEONG GUAN PENANG） 

圖 23：和豐銀行有限公司 

（HO HONG）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12/31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01/10 

日本產品的「仁丹」，廣告內的「告白」是現代「廣告」的意思149，商標上

不僅有拼音，還有日文「ジンタン」。「粵東富安藥行」起事」，標題下方有「FOO 

ON YOK HONG」的粵語拼音。 

  

圖 24：仁丹之告白（JINTAN）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6 

圖 25：粵東富安藥行啟事（FU ON YOL 

HONG）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10/31 

                                                 
149 衣若芬（2009：67）：「『告白』即今所謂之『廣告」。梁啟超被認為是率先使用『廣告』一詞

者。梁啟超於日本橫濱所創辦的旬刊《清議報》，在 1899 年 4 月 30 日出版的第 13 期中附有

『廣告料』一則，即公布刊登廣告的價格。見由國慶（編著），與古人一起讀廣告（北京市：

新星，200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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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洋煙的香煙銷售對象不限定在華人，站在販賣者的角度，如果能有越多

人買產品當然是越好，因此在外包裝上也會有不同的語言出現。1920/12/01 中國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廣告內，「大飛船」與「愛國」這兩種香煙的外包裝上分別

有「AIR SHIP」「NGAIKUO」的拼音與翻譯。「大飛船」採取的是意譯策略，而

「愛國」則是用拼音方式。「愛」字福建話、華語會拼為「AI」，客家話拼為「OI」，

粵語拼為「OI」或「NGOI」，聲母有「NG」的僅有粵語。同樣是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的「百雀香烟」直接翻譯為「HUNDRED SPARROWS」，並在外包裝畫上許

多飛翔的麻雀。 

  
圖 26：新到各種特色香煙 圖 27：十支包庄百雀香烟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0/12/01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2/21 

 

酒類廣告中「Whisky」名稱的寫法有 6 種：委實杞、委寔杞、威實杞、威

士忌、威寔杞、威士杞。寫法都很相近，只是幾個字在變化組合。這些字的共通

點是聲、韻母相同，只是聲調上有所差異。對於「Whisky」的音譯，採用「委」

或「威」讀起來的差異不大。但是特別的地方在於「委」、「威」的福建話為「ui51」、

「ui55」，華語為「ㄨㄟˇ」、「ㄨㄟ」，以福建話做發音更能貼近「Whisky」的讀

音，顯然漢字選用「委」、「威」具有福建話的讀音成份。 

「實」、「寔」、「士」這組華語的讀音相近，分別為「ㄕˊ」、「ㄕˊ」、「ㄕ

ˋ」，只有聲調上的差異。福建話的差異較大：「sit5」、「sit5」、「su33/ s33」，較前

面使用的字是「實」、「寔」，「士」是較晚些才採用的字。這 3 個字的共通點為：

聲母皆為「s」，可與「Whisky」的第 2 個音節（syllable）對應。 

「杞」、「忌」這組字在 6 種寫法中只有一種用「忌」，整體數量也少見。華

語讀音為「ㄑㄧˇ」、「ㄐㄧˋ」，只有韻母相同。福建話為「ki51」、「ki33/ khi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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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對應「Whisky」的第 3 個音節，以福建話的讀音較為接近。 

這些字都有彼此相似、共通的地方，因此才有以上 6 種的組合。組合之間

沒有特殊的規律。即使是同一家公司的同一支酒廣告，用字選擇也有所變化，如

荷美㖇的 Whisky 就有 3 種寫法：委實杞（1895/08/10）、威實杞（1900/01/03）、

威寔杞（1915/01/02）。這樣的情況有可能是因為文案書寫者不同，致使選用字不

同。而這些選用字讀音大抵相近，語音上並無大變化。 

  

圖 28：荷美㖇委實杞酒出賣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895/08/10 
圖 29：五王帽標委寔杞酒出售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0/03/29 

  

圖 30：威實杞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0/04/04 

圖 31：畢陳能蘇格蘭威士忌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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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荷而威寔杞美酒發兌 圖 33：地華白紙標威士杞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2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12/02 

 

酒類廣告中「Brandy」名稱的寫法也有 6 種：萬連池、萬蓮池、萬年池、

萬蘭池、佛蘭地、白蘭地。前 4 種的相似性較高，只有差別在第 2 個字的「連」、

「蓮」、「年」、「蘭」，聲母「n」、「l」的發音部位皆為舌尖音，不同處在於發音

方法「n」為鼻音，「l」為邊音，福建話於此皆採用「l」聲母的讀音，以更符合

「Brandy」的第 2 個音節。檢視這些用字的福建話、華語讀音，會發現整體上來

看前 4 種寫法較接近福建話的讀音，尤其是「池」與「地」，要對應「Brandy」

的第 3 個音節，選用「池」的福建話讀音較華語讀音接近。後面兩種寫法與華語

的用法較接近，現在的「Brandy」寫法多為「白蘭地」。 

表 82：「Brandy」用字的福建話、華語讀音 

用字 福建話 華語 

萬 ban33 ㄨㄢˋ 

佛 put5/hut5 ㄈㄛˊ 

白 peh5 ㄅㄞˊ 

連 lian13/ni13 ㄌㄧㄢˊ 

蓮 lian13 ㄌㄧㄢˊ 

年 lian13/ni13 ㄋㄧㄢ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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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lan13 ㄌㄢˊ 

池 ti13 ㄔˊ 

地 ti33/te33/tue33 ㄉㄧ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 34：國力萬連池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0/01/02      

圖 35：頂上萬蓮池酒出售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05/01/03 

 

 

圖 36：法國訖申酒廠自製頂上各欵萬年

池酒出兌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2 

圖 37：歐洲三點星人馬標萬蘭池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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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Beehive Brandy 蜂巢標佛蘭地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25/01/03 

圖 39：馬泰老牌白蘭地酒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10/26 

 

1915 年的「棉荷典馳名高哥粉招售（VAN HOUTEN'S COCOA）」，以「高

哥」對應 COCOA。1930 年的「紅字嘜羔菓粉（BOURNVILLE COCOA）」，選

用「羔菓」對應 COCOA。1935 年的「能得利唂咕」，能得利是「Rowntree'S」

的音譯，「唂咕」則對應 COCOA。同年還有另一則廣告是「羔羔精」，「羔羔」

對應 Coco。同樣是 COCOA、COCO，選用的漢字不同，尚未有一致的漢字出現，

只要發音上相近就有可能是被選擇使用的漢字。 

表 83：「COCOA」與「COCO」用字的福建話、粵語、客家話、華語讀音 

英文 漢字 福建話 粵語 客家話 華語 

COCOA 高哥 ko55 ko55 gou55 go55 ko24 ko24 ㄍㄠ ㄍㄜ 

COCOA 羔菓 ko55 ko51 

kue51 

ke51 

gou55 gwo13 

gu13 

ko24 ko31 ㄍㄠ ㄍㄨㄛˇ 

COCOA 唂咕 kok3 koo51 guk5 

juk3 

luk3 

gu55 kok3 ko11 ㄍㄨ ㄍㄨ 

COCO 羔羔 ko55 ko55 gou55 gou55 ko24 ko24 ㄍㄠ ㄍㄠ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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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棉荷典馳名高哥粉招售（VAH 

HOUTEN’S COCOA）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15/01/08 

圖 41：紅字嘜羔菓粉 

（BOURNVILLE COCOA）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0/12/19 

 

 

圖 42：能得利唂咕（Rowntree'S Cocoa）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4/22 

圖 43：羔羔精（Cocomalt） 

資料來源：《檳城新報》1935/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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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探討實體世界的語言如何呈現在檳城的招牌上。藉由「飲食招牌」、「其

他行業招牌」、「指示牌」與「機構名稱與牌匾」觀看現代性的招牌。前 3 類的優

先符碼為漢字，通常位於招牌的上方或是左邊的位置。而「其他行業招牌」的優

先符碼為馬來語，其次為拼音與漢語，這有其原因。其他行業包含的營業項目較

多，不若飲食招牌來得單純。各個族群有自己習慣、熟悉的料理方式與口味，華

人雖然也吃馬來料理、印度料理，但還是最常吃中式料理，飲食招牌較有其固定

性。其他行業所賣的商品比較沒有族群上的問題，通常是希望各族群的顧客皆能

上門消費，因此在招牌上的語碼組合類型較飲食招牌更為多元。 

招牌上的語言擺置會透露出當地使用族群的訊息，在這些招牌、指示牌與

牌匾中，被放置在重點區塊的與較優勢的為漢字的使用，其次為拼音的輔助。英

語是共通性的語言，使用的數量也不少。馬來文為唯一官方語文，時常出現在招

牌中也是可以預期的，只是馬來語並不一定被放置在重要的位置裡，而是一個輔

助訊息的角色。淡米爾語是在檳城的實體招牌內最少，也最弱勢的語言。透過對

招牌語言的分析，得以窺見不同族群在此地的足跡，也呈現出多元文化的特色。 

《檳城新報》內使用的語言包含福建話、粵語、華語、英語，沒有馬來語。

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報紙的主要讀者群為華人，二來當時的馬來語還不是唯一的官

方語文，因此並沒有規定在報章雜誌內必須要使用馬來語。但英國殖民者的英語

不論是在早期的《檳城新報》或是現在的廣告、指示牌上都隨處可見。 

《檳城新報》的語言景觀多元而豐富，不論是煙或酒類廣告的語言數量以

多語言是常態。語言組合類型中，煙、酒類廣告皆以華語使用得最多，其次為英

語、福建話、粵語，而半數以上的酒類廣告都有英語。以漢字為主的整體文字向

量的主要是由右至左，煙類廣告全數都是如此，但酒類廣告在 1930、1935 年的

這兩個年份中有 21 則廣告是由左至右的廣告。在主標題文字向量的位置上，不

論是煙或酒類廣告，文字向量多集中在由右上往左上與右上往右下的書寫，尤其

交集位置 3，是重要的擺放位置。由於文字書寫向量的改變，在當代廣告中，以

左上的位置為擺放重點，但在早期的《檳城新報》內，優選的位置則是在右上。 

《檳城新報》的語言特色，從煙、酒類廣告的主標題、次標題、說明文的

語言，及主標題的翻譯方式談起。前 3 者的語言都是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

福建話、英語，粵語只有少數。主標題的翻譯方式分為：「音譯」、「意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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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並搭配「注釋」使用。煙類翻譯類型比例前 3 高的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

「音譯加注釋」、「意譯加音譯加注釋」，都有注釋的成份。酒類翻譯類型前 3 高

的分別是「音譯加注釋」、「音譯加注釋加圖譯」、「意譯加注釋加圖譯」。除了「音

譯」、「意譯」外，「圖譯」是廣告中重要的一環，圖文並茂的版面讓讀者更易於

了解商品，「注釋」則是用以輔助說明商品的種類。 

《檳城新報》廣告用字的討論是挑選幾則語言互動有趣的廣告文字做討論。

觀察被選用的漢字與英文之間的翻譯情況，其中不乏英文翻譯為福建話的，或是

華語翻譯為英文的商品。並且注意到部分註冊商標內有放置商家店號的拼音。

「Whisky」和「Brandy」的音譯名稱各自有 6 種寫法，「COCOA」與「COCO」

也有不同的用字，顯示出當時同一種商品的名稱寫法並未固定，只要不與外語的

讀音差距太大即可，而這些不一致的音譯字，也成了不同語言之間互動的線索。 

語言景觀具有傳遞訊息和象徵的功能，透過對早期《檳城新報》與現代廣

告招牌的討論，傳遞出檳城當地多元的族群互動，除了英語、馬來語外，福建話、

華語較粵語、客家話來得活躍。這也符合除了英語、馬來語外，檳城當地是以福

建話、華語為主流語言的狀況。這些看得見、讀得到的報章雜誌與招牌，能加強

當地人對語言的感知與認同，是非常具有意義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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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隱藏在街道名稱文獻中的語言特色及文化語詞 

第五章分為四節。以 Lo Man Yuk 於 1900 年發表在《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這份期刊上的資料〈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為主要分析材料。分別於第一、二節討論其中的語言特色，第三節討

論文化語詞，最後再做小結。 

檳城中文路名的研究，有蘇美紅（2014）的碩士論文。論文內中文路名的

來源是官方的民間調查紀錄，即 Lo Man Yuk（1900）這份資料，並參考杜忠全

（2011）《老檳城路志銘：路名的故事（改版）》與其他檳榔嶼的地方性史料。蘇

美紅針對路名的內容做分析，包含通名分析、路名的結構分析、命名方法及類型，

還有路名中反映出的文化內涵。 

本章同樣 Lo Man Yuk（1900）的路名為材料，聚焦福建話路名的分析，以

隱藏在路名中的語言特色及文化語詞為切入點。路名語源、路名的通名、專名分

析已有研究成果不再贅述。 

第一節 百年前街道名稱文獻中的語言特色 

（ㄧ）〈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背景介紹 

1877 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成立，1878 年出刊《英國皇家亞洲學

會海峽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SBRAS），以下簡稱做《海峽分會學報》，1923 年更名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

馬來亞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1964 年再度更名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西亞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MBRAS）。該期刊為馬來西

亞研究留下許多語言、政治、經濟、宗教與文化方面的紀錄。 

《海峽分會學報》內與華人相關的研究有 23 篇，研究重點可以歸納為 3 方

面：民俗、會黨與路名150。檳城、麻六甲和新加坡早期的路名記錄，就在這樣的

情況下被保留下來。《海峽分會學報》內有 5 篇和路名相關的文章，如表格 84： 

 

 

 

                                                 
150 廖文輝（201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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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海峽分會學報》內記錄路名的文章及其使用語言與拼音151 

編號 年代 期數 作者 篇名 頁數 

 

福建話 廣東話 客家話 

漢 

字 

拼 

音 

漢 

字 

拼 

音 

漢 

字 

拼 

音 

1 1891.6 23 H. T. Haughton Native names of 

streets in Singapore 

49-65 ● ●     

2 1900.1 33 Lo Man Yuk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197-246 ● ● ● ● ● ● 

3 1905.1 42 H.W. Firmston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 in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53-208 ● ● ● ●   

4 1906.6 45 M. A. Knight 

（A.K.）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287-288  ●     

5 1906.12 46 Tan Kee Soon An Index in 

Romanised Hokkien 

and Cantonese to 

“Th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and Places 

in Singapore,” 

published by Mr. W. 

H. Firmstone. in 

Journal No. 42. 

Complied by Mr. Tan 

Kee Soon, and 

Revised by Messrs, 

A. W. Bailey and F. 

M. Baddeley.  

195-213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H. T. Haughton 是官方派任的麻六甲參政司，亦負責土地稅收。1897 年 2 月

8 日 The Straits Times 的第 2 頁，右下方有一部份是 appointments（任命、職位），

第 2 段寫著「Mr. H. T. Haughton acts as Resident Councillor of Malacca, in addition 

                                                 
151 廖文輝(2012：170)：「另外四篇不在以上範圍內的是：M. Schaalje, “Ancient Chinese Colony in 

North Borneo, NQ2:31-32, JMBARS, 15(June 1885); E. W. Brich, “The Vernacular Press in the 
Straits”, JSBRAS, 4(Dec 1879): 51-55; S. M. Middlebrook, “Pulai: an 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in 
Kelantan”, JMBRAS, 11(Dec 1933): 151-156; A.E. Coope,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JMBRAS, 14(Dec 1936): 24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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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is duties as Collector of Land Revenue, with effect from 2nd instant.」152。此外，

《海峽分會學報》第 23 期資料，H. T. Haughton 在路名、街名之前，寫了一頁多

的說明。在前面的部分提及（1891：49-50）： 

Acting under the powers conferred by section 143 of the Municipal 

Ordinance 1887, the Commissioners have affixed at the corner of every street 

in the town of Singapore a board on which is inscribed “the name by which 

such street shall be known.” But, as most of the residents are aware, the 

names given by the Municipality to the various streets are only used by the 

European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Chinese, Tamils and Malays have 

names for the street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 Municipal titles.…… 

……The Chinese names are given in the list as pronounced by the 

Hokkien Chinese. 

H. T. HAUGHTON 

根據 1887 年市政府第 143 條律令，規定委員會要在新加坡的路口、轉角刻

上該街道的名稱。但大多數居民都知道，市政府公布的名稱可能只有部分的歐洲

人比較常使用，華人、淡米爾人與馬來人使用的路名和市政府所使用的不一定相

同。在這種情形下，H. T. Haughton 開始做市政府公布的路名與在地路名的對照。

而 且 每 一 個 族 群 的 路 名 都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 他 很 感 謝 他 的 朋 友 Mr. J. O. 

ANTHONISZ 協助他整理淡米爾的路名；Messrs. LI A SIK and TAN TIANG 

SIONG 幫他一起準備路名的漢字。並註明名單內漢字路名的發音主要是用福建

話。然而，此處福建話讀音的拼音沒有標示聲調。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這篇文章的作者 Lo Man Yuk，從名字

的拼音來看，只透露出他是廣東人，目前還查不到其他的相關資料。檳城與新加

坡有一些路名的漢字是重複的，因此 Lo Man Yuk 以 H. T. Haughton 發表於《海

峽分會學報》第 23 期的資料做參考。〈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全文

分為 4 部份。197 頁是秘書寫的英語介紹文；198-222 頁是一般的路名；222-241

頁的內容，包含政府機關名、公司名、檳城附近島嶼的名稱……，分類較細，每

一項資料數量並不多；242-246 頁是路名檢索。 

 

                                                 
152 1897 年 2 月 8 日 The Straits Times 第 2 頁：http://bit.ly/1YUsDfx（2015 年 4 月 22 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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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7 頁中，由秘書所寫的介紹文大致上說明：這篇文章是 Lo Man Yuk 根

據 H. T. Haughton 1891 年 6 月發表在《海峽分會學報》內，有關新加坡城鎮漢字

路名的名冊，裡面有一些漢字路名是相同的。Lo Man Yuk 有做完整的喬治市的

路名、街名、巷子名稱的清單，包含福建話及廣東話的漢字路名。這兩種是檳城

華人社群中最重要的兩個部分，並且有漢字路名的意義及其如何命名的說明、解

釋筆記。 

從這些說明筆記可以觀察到漢字路名一般在稱呼路名時，會按照一些明顯

的建築物、風景中的物體、他們所歸屬的民族/族群，或是當地較特殊性的職業。

無論如何，一些較新、偏僻遙遠的地方沒有漢字路名，但是為了要有完整的清單，

於此先寫英語名稱，漢字部份就先空格，等改天有漢字路名時再補充。名冊有 4

個部分：（1）喬治市有名的建築物或是地區名稱（2）一些城鎮與內陸行政區名

（3）檳城附近的小島及其附近地區名稱（4）威島（Province Wellesley）跟天定

（Dindings）部分地名。 

最後，Lo Man Yuk 想要對提供他珍貴資訊、對編輯有幫助的朋友表達謝意，

尤其是對 Mr. Cheam Cheow Heng 的感謝，他是警察法庭的高級中文通譯。這份

資料是為了對照市政府公布的路名與在地路名而作，能被記錄在其中的路名是具

有普遍性的，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當時多數人的講法與讀音。 

Lo Man Yuk（1900）的焦點在檳城，路名對應語言包含福建話、廣東話、

客家話這 3 種不同的語言。漢字路名主要是以福建話、廣東話為主，直到第 235

頁記錄較鄉下地方、檳城附近島嶼的路名時，才有客家話出現，數量並不多。第

242-246 頁的目錄是福建話拼音與英語的路名對照。這份資料是 5 篇路名相關資

料中，福建話有標聲調並且是較齊全的，標音方式採用白話字。從這些拼音得以

了解、歸納當時的語音特色，也能夠藉由這些路名觀察與華人生活相關的文化語

詞。資料內部的廣東話和客家話都沒有標示聲調，本文聚焦在福建話，廣東話及

客家話不在討論範圍內。 

 

（二）兼具漳、廈特色 

拼音化文字能記錄當地的語言。雖然在當時並非特別有意識要留下這些拼

音，但這些拼音在現代來看是彌足珍貴的資料，尤其是白話字能將口中說的話記

錄下來。這份文獻雖無法用來代表此時的檳城福建話，但卻能呈現出百年前檳城

福建話的特色。討論「兼具漳、廈特色」與第二節的「外來語的吸收方式」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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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時，範圍不限定在 Lo Man Yuk（1900）內第一部分的路名，包含後面的

公司、組織、堂號及島嶼名稱，只要是有標記白話字的、有漢字的都在討論範圍

內。有幾個路名是從英語、馬來語翻譯而來，再填上相同或最接近字音的漢字。

比如「色蘭乳巷」（Sek-lân-ni (Serani) hāng），「色蘭乳」雖是翻譯詞，但拼音與

漢字能相對，因此也將「乳」字收入討論範圍。 

語言隨著人移動，人去到哪裡，語言就在哪裡落地生根。由 Lo Man Yuk（1900）

整理出 38 個有語音特色的路名、機關名稱，如表 85。 

表 85：有語言特色的路名153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154 福建話漢字155 路名後方的說明 

1 Gladstone Road hoé chhia lō ͘ 火車路 “fire carriage road”; the fire carriage 

is the Tramway. 

2 Gertak Sanggul Boé ô ͘ 尾湖 “last lake.” 

3 Bridge Street（1） Koè káng-á 過港仔 “passed rivulet,”the other side of the 

Prangin Ditch. 

4 Acheen Street（2） Phah chio̍h ke 打石街 “striking stone street;”so called from 

the stone-cutters’ shop there.  

5 General Post Office Phe koan 批關 “Letter office.” 

6 Stamp Office（1） Bē ang-á thâu 

ê koan 

賣尩仔頭之關 “Selling doll-head Office” 

7 Heriot Street koè káng-á tē 

pe̍h tiâu lō ͘

過港仔第八條

路 

“passed rivulet, number eight street;” 

i.e. the eighth street after crossing the 

Prangin Ditch from Beach Street. 

8 Bakar Bata Chuiⁿ á iô 罇仔窰 “Brick-kiln.” 

9 King Street（2-1） Kuíⁿ-tang toā 

peh kong ke 

廣東大伯公街 Kuíⁿ-tnag is the Hokkien 

pronunciation of Quang-tung, a 

province in South China. Toā peh 

                                                 
153 「門」是有特色的字，在資料內有「大門樓」、「大門樓內」、「新大門樓」、「大門樓橫街」，有

些路名很相似，若要看「門」，為避免重複列舉，僅在表格內選 1 個字代表。如：「番仔戲園

街」、「柑仔園」、「蘭椒園」、「四角園」、「新園」也是同樣的情形。第 85 個表格的內容大部分

是路名，只有有 1、2 個是島嶼名稱與堂號，因此標題仍是用「路名」稱呼。 
154 表格內的福建話拼音按照期刊內的拼音原文書寫。 
155 表格內的福建話漢字按照期刊內的原文用字書寫。 

 



139 
 

kong means god, so called because 

there is a temple there built by 

subscriptions raised solely from the 

Cantonese. 

10 Chulia Street（2） Toā muîⁿ lâu 大門樓 “big archway”; formerly there were 

two big archways to a large compound 

house here（see Sek Chuen Lane）. 

11 Kuala Kangsa Road Hoan-á hì-huîⁿ 

ke 

番仔戲園街 “foreigners’ theatre,” so called from 

the Malay theatre there. 

12 無 Sìⁿ Uîⁿ 黃 

Kong-si 

黃 Chop Chí Ièn Tông 紫燕堂 Jelutong 

13 Farquhar Street（3） âng mô͘  lō͘ 紅毛路 “red hair road”the road where 

Europeans live.（Northam Road has 

the same name.） 

14 Hong Kong Street Hiang káng lō ͘ 香港路 hiang káng is the Hokkien 

pronunciation of Hongkong. 

15 Chamber of 

Commerce 

An̂g mô͘ siang 

kong-si 

紅毛商公司 “European merchants’ Kong-si.” 

16 Leith Street Siang hó chhù 

chêng 

相好厝前 “Siang hó’s house front.” 

17 Hongkong & 

Shanghai Bank 

Siāng hái bang 上海銀行 “Shanghai bank.” 

18 Penang Road（2-2） Lêng chiak 

chhù chêng 

寕爵厝前 “Leng Cheak’s house front” 

19 Church Street Gī-hin ke 義興街 “Gī-hin street”after the kong-si 

house of the Gī hin secret society, 

which stood where now the family 

residence of Captain Ah Quee is. 

20 Carnarvon Street

（3-3） 

Cha̍p-keng-ch

hù 

十間厝 “the house ”; formerly there was a 

row of ten houses of the same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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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21 Cintra Street（1） Sin-ke hoâiⁿ 

ke 

新街橫街 “Campbell Street, Cross Street”─the 

street crossing Campbell Street. 

22 Acheen Street（1） koâiⁿ lâu-á 高樓仔 “a small high tower,”the high tower 

is the four-storied corner house at the 

junction of Acheen Street and Beach 

Street. 

23 Carnarvon Street

（3-2） 

Sì-kak Chíⁿ 四角井 “square well”;formerly there was a 

square well near the junction of 

Kimberley Streets. 

24 Seh Tan Court Sìⁿ Tân 

kong-si 

姓陳公司 after the Kong-si house of the Seh Tan 

clan. 

25 Hospital Road Pīⁿ chhù lō ͘ 病厝路 “sick house road” = road leading to 

the General Hospital. 

26 Kimberley Street（4） Sìⁿ Tiⁿ kong-si 

ke 

姓鄭公司街 after the Kong-si house the seh Tiⁿ 

clan, which was formerly in this 

street. 

27 Market lane Kóng hok kū 

hāng 

廣福居巷 kong hok ku is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Penang Mutu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the premises of which are 

in of this lane. 

28 St. George’s Girl’s 

School 

Lú o̍h 女學 “girl’s school.” 

29 Prangin Lane Kiâm hû tiâⁿ 鹹魚埕 “salt-fish yard,” so called because 

salt-fish are dried and cured there, i.e., 

at the back part of the shops facing 

Prangin Roak. 

30 Tanjong Tokong Pún thâu kong 

sū 

本頭公嶼 “God’s islet.” 

31 Bishop Street（2） Lū-sòng 呂宋禮拜堂前 “Armenian Church front,” Lū-s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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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pài-tn̂g 

chêng 

being a corruption of Luz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32 Chinese Protectorate

（4） 

Chèng bū si 

koan 

政務司關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official’s 

office.” 

33 Solicitor General’s 

Department 

Kong-pān-gê 

chn̄g su 

公班衙狀師 Kong-pān-gê = company, i.e.,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and chn̄g su means a 

lawyer. 

34 Chinese Consulate Tāi chheng 

kok lèng sū 

hú156 

大清國領事府 “The Great Pure Kingdom 

Consulate..” 

35 Love Lane Sek-lân-ni 

(Serani) hāng 

色蘭乳巷 Eurasian lane, this lane was formerly 

inhabited chiefly by Eurasians. 

36 Downing Street（2） Tāi jîn koan 大人關 “the Taijin’s office” =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37 Noordin Street Koè káng-á tē 

jī tiâu lō͘ 

過港仔第二條

路 

“passed rivulet, number two street” 

i.e., the second street after crossing 

the Prangin Ditch from Beach Street. 

38 Cintra Street（2-1） Jı̍t-pún ke  日本街 That part of this street which runs 

between Chulia Street and Campbell 

Street is often called Jı̍t-pún ke 日本

街 meaning Japanese Street─the street 

where the Japanese brothels are.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由 85 表內福建話的拼音，整理出表 86。表格內共有 38 個字，以韻的讀音

分類，歸納出 15 項語言特色。分類方式參考《彙音妙悟》（簡稱《彙音》）、《彙

集雅俗通十五音》（簡稱《十五音》）、《廈英大辭典》157（簡稱《廈英》）、《潮正

                                                 
156 Lo Man Yuk（1900：229）「領」的拼音寫為 lèng，應當是 léng 才對，但不影響韻的結構。另

外，「領」字未收入語音特色的討論。 
157 《廈英大辭典》是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在 1873 年編的辭典。第 18 頁的縮寫說明

「EXPLANATION OF ABBREVIATIONS, AND OF PECULIAR MARKS, &c.」中寫到 A. Amoy 
dialect. 表示廈門方言；C. Chang-chew dialect 表示漳州方言；Cn. Chin-chew dialect 表示泉州

 



 

兩音字集》158（簡稱《潮正

正》是外國傳教士編的辭典

英》收的腔口較多，包括漳州腔

用來輔助討論。《廈英》、《

讀音下方劃下底線。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人人口數較多的是福建人

Steele, B.A.（施約翰）編

有受到潮州話的影響。 

表 86：語言特色對照表

編號 例音160 音類161 例字

1-1 ue / ue 科檜白 火 

1-2 尾 

1-3 過 

                                                                                
方言；col. colloquial or vernacular, as opposed to the literary or reading form.
reading or literary style, as to sound or meaning.

Chiuⁿ- .表示漳浦音；T. dialect of Tung
「ORDER OF ALPHABETI
placed just after the corresponding 
follows toh; and töng follows tong. I am not sure whether this be the best plan to follow, but it is the 
arrangement which I at present use.

158 《潮正兩音字集》是施約翰
159 杜向榮（2009：39）：「《杜典

れる閩南語下位方言の分析

等。」《廈英大辭典》又稱《

詞的後面都會註明該音的腔口

格內只選擇一條最適合的當代表
160 音類標示的擬音與文章內韻類的描寫

拼音則保留資料內原本的拼音
161 音類的第 1 個字取自《彙音妙悟

142 

潮正》）。《彙音》與《十五音》是傳統韻書，《

的辭典。討論主要以《廈英》紀錄的資料做對照

包括漳州腔、泉州腔、同安腔……，159《彙音》

》、《潮正》裡面紀錄的音若是和要討論的字同音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紀錄的是 1900 年代的資料

福建人與潮州人（陳劍虹 2010：27-28）。因此，以

編纂的《潮正》做潮州音的對照，檢視資料內的

 

對照表 

例字 路名白話字 廈英大辭典 

hoé P.122-123 hé 

(R. ), (C. hoé; Cn.

), 

boé P.15 bé 

(R. bí), (C. boé, T. Cn.

), 

koè P.203 kè 

(R. kò), (C. koè; Cn.

                                                                                
col. colloquial or vernacular, as opposed to the literary or reading form.

reading or literary style, as to sound or meaning.……表示文讀音；P. dialect of Chang

T. dialect of Tung-an or Tâng-oaⁿ. 表示同安方言。

ORDER OF ALPHABETIC ARRANGEMENT IN THIS DICTIONARY.」，寫著

placed just after the corresponding syllables which are formed with o; e.g. t  and t
follows tong. I am not sure whether this be the best plan to follow, but it is the 

rrangement which I at present use.」。 
施約翰（John Steele, B.A.）於 1909 年編的，由上海長老教會出版

杜典》則兼收各方言音，其收入之方言，按《「廈英大辭典

分析》所列，有收入以下幾種方音：漳州、漳浦、泉州

又稱《杜典》，因為是杜嘉德編的辭典。也因為《廈音》

詞的後面都會註明該音的腔口，1 個詞的說明不只 1 個。為避免列出過多重複的詞條

格內只選擇一條最適合的當代表，而這並不影響語言特色對照的判斷。  
類標示的擬音與文章內韻類的描寫，皆以國際音標（IPA）拼寫。音類後面例字與引文內的

拼音則保留資料內原本的拼音。 
彙音妙悟》，第 2 個字來自《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廈英》和《潮

資料做對照，因為《廈

》與《十五音》

字同音，就在該

年代的資料，當時華

以 1909 年 John 

檢視資料內的路名是否

潮正兩音字集 

P.48 hó 

火 huo3 R. v. húe 

P.58 húe 

R 火 huo2 hó 

P.7 búe 

尾 wei3 (múi 

P.156 múi 

尾 wei3 R. V. búe 

P.97 kô 

過 kuo4 v. kùe 

                                                            
col. colloquial or vernacular, as opposed to the literary or reading form.表示白話音；R. 

P. dialect of Chang-poo or 

另外，第 19 頁的

寫著「 and ö are 
and tö follow to; töh 

follows tong. I am not sure whether this be the best plan to follow, but it is the 

由上海長老教會出版。 
廈英大辭典」に見ら

泉州、同安、灌口

》收的腔口較多，

為避免列出過多重複的詞條，在表

類後面例字與引文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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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7 kò 

過、过 kuo4 R. v. kùe 

P.104 kùe 

過、过 kuo4 kô kò 

2 e / e 雞稽白 街 ke P.241-242 koe 

(R. ke), (C. Ke, Cn. 

köe), 

P.87-88 ki 

街 chieh2 R. v. koi 

P.97 koi  

街 chieh2 (ki 

3-1 e / e 杯稽白 批 phe P.402 phoe 

[R. phe, the official 

written answer to 

petitions, &c.; to 

criticize; a written 

comment or gloss; a 

document like a lease], 

(C. phe), 

P.188 phi 

批 p’i1 R. v. phoi 

P.191 phoi 

批 p’i1 (phi 

3-2 賣 bē P.24-25 bōe 

(R. māi), (C. bē), 

P.5 bōi  

賣 mai4 (mãi 

P.147 mãi  

賣 mai4 R. v. bōi 

3-3 八162 pe̍h P.383 poeh 

(R. pat), (C. peh), 

P.173 pat 

八 pa1* R. v. poih 

P.181 poih  

R 八 pa1* (pat 

4-1 ũi 毛褌白 磚163（罇） chuiⁿ P.579-580 tsng 

(R. tsoan), (C. tsuiⁿ), 

P.262 tsng  

磚 chuan1 (tsuan 

P.267 tsuan  

磚 chuan1 R. v. tsng 

                                                 
162 Lo, Man Yuk.（1900：208）「八」的拼音寫做第 8 調的 pe̍h，應當是第 4 調的 peh。但於此並

不影響韻的結構，因此也將之納入討論。 
163 「罇仔窰」的解說是「Brick-kiln.」，意思是燒磚塊的窯場，一般寫做「磚仔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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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廣 kuíⁿ P.226 kńg 

[R. kóng, broad], (C. 

kúiⁿ). 

P.96 kńg 

廣 kuang3 v. kuáng 

P.104 kuáng 

廣 kuang3 kńg 

4-3 門 muîⁿ P.330-331 mn̂g 

(R. bûn), (C. mûiⁿ), 

P.153 mn̂g  

R 門 mêu2 

4-4 園 huîⁿ P.136 hn̂g 

(R. oân), (C. hûiⁿ), 

P.47 hn̂g 

園 yüan2 (ièn 

P.70-71 iên 

園 yüan2 R. v. hn̂g 

4-5 黃 uîⁿ P.340-341 n̂g 

(R. hông), (C. ûiⁿ), 

P.163 n̂g  

R 黃 huang2 (huâng 

P.57 huâng  

黃 huang2 R. v. n̂g 

5 D / D 毛扛白 毛 mô͘ P.331 mn̂g 

(R. ), (C. ), 

P.148 mâu 

毛 mao2 v. mô 

P.153 mô 

R 毛 mao2 mâu 

6-1 iaq /iak 香姜文 香 hiang P.133-134 hiong 

[R. fragrant, incense, 

=col. hiuⁿ], (C. hiang). 

P.43 hiang 

R 香 hsiang1 hieⁿ 

P.44 hieⁿ 

香 hsiang1 v. hiang 

6-2 商 siang P.441 siong 

[R. a merchant; to 

consult], (C. siang). 

P.204 siang 

30164 商 shang1sieⁿ 

6-3 相 siang P.440 siong 

(R. id., =col. saⁿ, sio). 

(C. siang), 

P.204 siang 

109165相 hsiang1 sie 

sièⁿ siàng 

P.205 siàng 

                                                 
164 《潮正兩音字集》第 204 頁，「30」是寫在「商」字前的索引數字，並非頁數。 
165 《潮正兩音字集》第 204 頁，「109」是寫在「相」字前的索引數字，並非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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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hsiang3 v. siang 

P.206 sie 

相 hsiang1 v. siang 

P.207 sièⁿ 

相 hsiang4 v. siang 

6-4 上 siāng P.442 siōng 

[R. above; to ascend; 

first-class; =col. chiūⁿ, 

chhiūⁿ, siūⁿ, siāng], (C. 

siāng). 

P.205 siãng 

1166上 shang4 chiẽⁿ 

chiēⁿ chhiẽⁿ 

P.17 chiẽⁿ 

上 shang4 v. siãng 

P.17 chiēⁿ 

上 shang4 v. siãng 

P.27 chhiẽⁿ 

上 shang4 v. 167 

6-5 爵 chiak P.54 chiok 

[R. a ceremonial cup, a 

rank of nobility], (C. 

chiak). 

P.13-14 chiak 

爵 chio2*  

7 in /it 卿經 興 hin P.124-125 heng 

[R. to prosper; to rise], 

(C. hin). 

P.39-40 heng 

134168興 hsing1 hèng 

P.40 hèng 

興 hsing4 v. heng 

8 iq /ik 熋經白 間 keng P.207 keng 

[R. kan, a room; a 

dwelling; between], (C. 

kan, P. keng, T. kaiⁿ, Cn. 

küiⁿ), 

P.82 kan 

間 chien1 v. kòiⁿ 

P.93 kien 

間 chien1 R. v. koīⁿ169 

P.94 kièn 

                                                 
166 《潮正兩音字集》第 205 頁，「1」是寫在「上」字前的索引數字，並非頁數。 
167 《潮正兩音字集》第 27 頁內是這樣寫，對照「上」的其他讀音，應該是 siãng。 
168 《潮正兩音字集》第 40 頁，「134」是寫在「興」字前的索引數字，並非頁數。 
169 《潮正兩音字集》第 93 頁內是這樣寫，對照「間」的其他讀音，應該是 koiⁿ。 

 



 

9 uãi 關官白 橫170 

10 uãi 關觀白 懸171

（高）

11-1 ĩ 青更白 井  

11-2 姓  

                                                
170 洪惟仁（2009：20）：「〈關官

但漳州《十五音》分為兩類字母

（高）」字屬於〈關觀〉。 
171 「高度」的白讀音，一般寫為

（2015 年 4 月 27 日查詢）。
172 《潮正兩音字集》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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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âiⁿ P.143 hoâiⁿ 

(R. hêng), (Cn. ; C. 

hoâⁿ), 

）  

koâiⁿ 高 P.237 koâiⁿ 

(C. koân; Cn. ), 

chíⁿ P.40 chíⁿ 

(R. chéng), (C. ), 

sìⁿ P.424 sìⁿ 

(R. sèng), (C. ), 

         
關官〉與〈關觀〉兩個韻類在《彙音妙悟》的系統同屬

分為兩類字母：〈官〉字母與〈觀〉字母。……」「橫」字屬

 
一般寫為「懸」。參見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http://bit.ly/1QrpCjI

。 
，「7」是寫在「井」字前的索引數字，並非頁數。

間 chien4 R. v. koiⁿ 

P.98 koiⁿ 

間 chien1 kan (kien 

kòiⁿ (kièn kien 

P.98 kòiⁿ 

chien4 v. koiⁿ 

  

P.56 huâng 

橫 hêng2 R. v. hûeⁿ  

P.58 hûeⁿ 

橫 hêng2 huâng 

P.44-45 hiên  

懸 hsüan2 R. v. hûiⁿ 

P.60 hûiⁿ 

懸 hsüan2 (hiên 

P.84 kau  

R 高 kao1 ko kuiⁿ 

P.97 ko  

高 kao1 v. kau 

P.105 kûiⁿ  

高 kao1 v. kau 

P.8 chéⁿ 

7172井 ching3 chéng 

P.10 chéng  

井 ching3 R. v. chéⁿ 

P.199 sèⁿ 

姓 hsing4 (sèng 

的系統同屬〈關〉字母，

字屬於〈關官〉，「懸

http://bit.ly/1QrpC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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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0 sèng 

姓 hsing4 R. v. sèⁿ 

11-3 病  pīⁿ P.369-370 pīⁿ 

(R. pēng), (C. p ⁿ), 

P.174 pēⁿ 

病 ping4 (pēng173 

P.175-176 pẽng 

病 R. v. pēⁿ 

11-4 鄭174 tiⁿ P.493 tīⁿ 

[R. tēng, a surname; an 

ancient state], (C. ), 

P.226 tēⁿ 

鄭 chêng4 (tẽng 

P.227 tẽng 

鄭 chêng4 R. v. tēⁿ 

12-1 u 居居 居  ku P.248 ku 

[R. to dwell; to reside], 

(C. ki; Cn. kü). 

P.87-88 ki 

居 chü1 R. v. kṳ 

P.106 kṳ 

居 chü1 ki 

12-2 女  lú P.323 lú 

[R. female; a daughter], 

(C. lí; Cn. ). 

P.146  

女 jú3 v. nńg 

P.159 ní 

女 nü3 R. v. nńg 

P.161 nńg  

R 女 nü3 (ní   

) 

P.293   

女 ju3 R. v. nńg 

P.293   

女 nü4 v. nńg 

12-3 魚 hû P.155 hû 

(T. ), =A. hî, a fish (Cn. 

).  

P.41 hî 

魚 yü2 R. v.  

P.62  

                                                 
173 《潮正兩音字集》第 174 頁內是這樣寫，對照「病」的其他讀音，應該是 pẽng。 
174 Lo Man Yuk（1900：210）「鄭」的拼音寫做 Tiⁿ，應當是 Tīⁿ 才對，於此並不影響韻的結構，

因此也將之納入討論。 

 



 

12-4 嶼  

12-5 呂  

13-1 u 居艍 司  

13-2 師  

13-3 事  

14 i 珠居 乳  

                                                
175 《潮正兩音字集》第 201 頁
176 《潮正兩音字集》第 2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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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ū P.461 sū 

(R. id), (C. sī ; Cn. ). 

lū P.323 lū 

(R. id), (C. lī ; Cn. ), 

si P.459 su 

[R. to take charge of, as 

an office; an official; 

=col. si], (Cn. sü). 

su P.460 su 

[R. a teacher, =col. sai], 

(Cn. sü), 

sū P.462 sū 

(R. id.), (Cn. ), 

ni P.186 jú 

[R. milk], (C.jí). 

P.299 leng 

[R. nái, mother, teat, 

milk, =col. né, loé; lin, 

niⁿ], (T. lin), 

P. 310 lin 

[R. nái], =leng, niⁿ (v. 

         
頁，「30」是寫在「司」字前的索引數字，並非頁數

頁，「50」是寫咧「師」字前的索引數字，並非頁數

R 魚 yü2 (hî 

 

P.220  

嶼 hsü3 

 

P.133-134 lí 

呂 lü3 R. v.  

P.134 lĩ 

呂 lü3 R. v.  

P.146  

呂 lü3 (lĩ (lí 

[R. to take charge of, as 

P.201 si 

30175司 ssũ1 (sṳ 

P.220 sṳ 

司 ssũ1 R. v. si 

[R. a teacher, =col. sai], 

P.196 sai 

師 shih1 v. sṳ 

P.220 sṳ 

50176師 shih1 (sai 

P.220-221  

事 shih4 v.  

P.221  

事 shih4   

P.159 nĩ 

乳 ju3 v. zú 

P.291 zú 

乳 ju3 nĩ 

並非頁數。 
並非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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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 

15-1 dz 入入 人  jîn P.182-183 jîn 

[R. a man; another man; 

a person (either male or 

female), =col. lâng]. 

P.79 jîn  

人 jên v. nâng 

P.157 nâng 

R 人 iên2 v. jîn 

15-2 

 

二 jī P.179 jī 

[R. two; second]. 

P.77 jĩ 

二 êrh4 v. nõ v. jī 

P.77 jī 

R 二 êrh4 nõ  jĩ 

P.161 nõ 

二 êrh4 v. jī 

P.293  

二 êrh4 R. v. jī 

15-3 日  jı̍t P.184-185 jı̍t 

(R. id.), 

P.80 jı̍t 

R 日 jih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與《廈英》比較之後發現：第 1-7 組有漳州腔的特色。第 8 組無法直接判斷

是廈門腔或是漳州腔，因為「間」字的讀音與廈門腔、漳浦腔同音。第 9、10、

11、13 組和廈門腔177一樣，但是第 9、10 組較特別，雖然與廈門腔一樣，卻有

同安腔的特色。第 12 組是角美腔178。第 14 組無法判斷腔口，因為是「乳」的發

音紀錄的音是白話音。前 14 組都是看韻母，最後 1 組則是看聲母是否有[dz]。 

《潮正》內有 12 個字和檳城路名白話字的聲母、韻母、聲調都同音，另外

有 2 個字是聲、韻一樣但是聲調不同。集中在「科檜白」韻、「毛扛白」韻、「香姜

文」、「珠居」韻和「入入」母字，「居艍」韻只有 1 個字相同。潮州話和檳城路名

的白話字同音的部分，和漳州話與檳城路名的白話字同音的部分有部分是重疊的，

                                                 
177 《臺灣文獻書目解題（十八）第五種語言類》（1996：272）：「杜嘉德所謂『廈門話』（the language 

of Amoy）指的是包括漳、泉、廈門、永春、台灣、南洋等地漳泉系閩南語，但不包括潮州、

海南島的閩南語。雖然他知道它們是由福建移民去的，但仍把它們歸為其他語言（other 
languages）。」 

178 張屏生（1996：6）：「民國以前同安縣的行政區域包括現在的金門、廈門、集美及龍海市的角

美等地。」。另外，第 19 頁的第一個註解：「角美是屬於漳州腔，不過《彙音妙悟》“居”韻

的例字，角美卻讀/u/韻，這和漳州不同。（19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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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與廈門腔、同安腔、角美腔沒有重疊的地方。 

以下選 7 組韻、1 組「入」母字討論：「毛褌白」韻、「香姜文」韻、「卿經」

韻、「關官白」韻、「關觀白」韻、「青更白」韻、「居居」韻、及「入入」母字。 

「毛褌白」韻、「香姜文」韻、「卿經」韻是偏漳腔的特色，一般印象中宜蘭

偏漳腔的「酸酸軟軟 suiⁿ-suiⁿ-nuíⁿ-nuíⁿ」、「食飯配滷卵 chia̍h-puīⁿ phoè ló-͘nuīⁿ」，

和 Lo Man Yuk（1900：231）的「Sìⁿ Uîⁿ 黃 Kong-si Chop Chí Ièn Tông 紫燕堂 

Jelutong」，「黃」讀 Uîⁿ 也是。《十五音》的「褌」韻(屬佇《彙音妙悟》的「毛」韻)

例字讀 \i 韻是漳州腔的特色180。宜蘭羅東是偏漳腔，桃園新屋鄉永興村（大牛

椆）是一個偏漳腔的閩南話方言島，「香姜文」韻都是讀 iang /iak 韻，如「央」ia55、

「約」iak3 181。《潮正》的紀錄中，「香」、「商」、「相」、「上」、「爵」也都是 iang 

/iak 韻，「上」寫做 siãng，這並不是代表該字有鼻音，a 上方的符號是用來標記

聲調是第 6 調的意思182。「卿經」韻的泉腔是讀 ing，漳腔讀 in183。另外，「熋經白」

韻的部分，「熋」韻讀 ainn 是同安腔的特色，但是這裡的「間」字讀 keng，和廈

門腔、漳浦腔同音，無法直接判斷是偏廈門腔或漳浦腔，因此下文統計路名腔調

時，此字不列入。 

「關官白」、「關觀白」韻和「青更白」韻，路名白話字的讀音和《廈英》的廈

門腔相同。廈門在中國宋朝時期是嘉禾嶼，屬於泉州府同安縣，稱為嘉禾里，……

（周凱 1832 卷二：15）。1933 年設立廈門市，1981 年廈門市變為經濟特區，行

政區又再調整一次。184廈門話內部也有差異，185包含有同安腔、龍海腔與其他不

同腔調的存在。186這幾個韻和廈門腔同音，同時也是偏泉腔重要的韻類之一。「關

                                                 
179 重疊的韻類是：「科檜」韻、「毛扛」韻、「香姜」韻。「居艍」和「珠居」同音的音都是資料

內選用白話音紀錄的字。 
180 張屏生（2007：59）。 
181 張屏生（2007：49、58-60）。 
182 張屏生（1993：204）對《潮正兩音字集》「聲調方面」的說明。 
183 洪惟仁（2009：50）。 
184 李榮，（1998：引論 4）：「現廈門市轄有廈門島上的思明區、開元區、湖里區、鼓浪嶼島上的

鼓浪嶼區，以及廈門島外的杏林區、集美區、海滄經濟開發區以及同安縣。」  
185 李榮，（1998：引論 4）：「廣義的廈門話指今廈門市(包含市區和郊區)當地人所說的話。但當

地人通常認為廈門話是指廈門本島的人所說的話，舊市區(今開元、思明兩區)的人習慣上把

本島東面胡里山以外，西面東渡一帶，北面梧村以外等近郊區所說的廈門話叫做鄉下腔，可

見廈門本島的市區話和鄉下腔略有差別。廈門本島的人把本島以外遠郊區集美、杏林、灌口

等一帶的廈門話叫做同安腔或龍海腔，因為這些地方歷史上分別隸屬同安縣或龍海縣；把廈

門市屬縣同安所說的話直接叫同安話。總的說來，廈門話內部的地域差別跟舊市區的遠近成

正比。離舊市區越近，差別越小；離舊市區越遠，差別略大。」 
186 徐睿淵（2008：2）：「廈門方言內部有口音上的差別。廈門島中西部和南部（即原開元、思明

和鼓浪嶼）的口音是老城區口音，也是廈門方言代表口音；島嶼北部近郊的禾山、東部鐘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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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白」、「關觀白」韻的讀音不同，如「關」字就有兩種讀音，張屏生（2007：88）： 

「關」有 k\i、kuPi 兩種形式，唸 k\i 的是偏泉腔，唸 kuPi 的是偏漳腔，

而「縣」、「懸」有 kuPi、kuan 兩種形式，唸 kuPi 的是同安腔，其餘

唸 kuan。 

「關官」的例字，包含「關」、「橫」。雖然資料內也有「關」字，如「Downing 

Street（1）外關（Goā koan）」，呈現的是「關」的文讀音是 kuan，不是白讀音

（有 kuaĩ / kuĩ 這兩種），而「關官」要討論的是白讀音，因此，我們討論的例字

不包含「關」字。但是，「關」韻可以當成是判斷同安腔的韻類之一，王桂蘭（2010：

43-44）： 

「關」韻可以用來區分偏漳腔和偏泉腔，更可以再進一步做為區辨偏泉

腔中同安腔的特色韻類。淡水閩南話在這 4 例字，皆唸為/uPi/。台北和

金門的「關」唸為/\i/；「橫、縣、懸」皆唸/uPi/。馬公則是無一例唸為同

安腔的/uPi/。由此韻類可看出，淡水閩南話保留同安腔的色彩較為濃厚。 

從引文中可見得「關」韻例字讀 uaĩ 是同安腔的特色。路名中的「關」韻

例字無論是「橫」或是「懸」，都是讀 uaĩ 韻，與同安腔相同。再看洪惟仁的資

料，「橫」讀 huaĩ 的，有同安腔與漳州腔，安溪腔讀 huĩ。「關觀」韻的讀音，「懸

（高）」讀 kuaĩ 的是同安腔特色，安溪腔和漳州腔都讀 kuan187。從例字讀音來

看，「關官白」、「關觀白」韻這個部份具有同安腔特色。 

「青更白」韻若是泉州腔會讀 ĩ，漳州腔讀做 ẽ。資料內的例字「井」、「姓」、

「病」、「鄭」全讀 ĩ，呈現出偏泉腔的特色，也與廈門腔、同安腔188同音。其他

韻類，如「科檜白」韻的「火」、「尾」、「過」這 3 個字，照表 86 的對照來看，廈

門腔韻母都讀 e，漳州音讀 ue，泉州音讀 189，特別要注意的是這 3 字的同安腔

的韻母也是讀 。190 

「雞稽白」韻的「街」字，廈門腔及漳州腔韻母都讀 e，泉州腔讀 e，同安

腔讀 ue。191「杯稽白」韻的「賣」、「批」、「八」字，若是廈門腔、同安腔192韻母

                                                                                                                                            
等地是山場腔；遠郊的灌口、集美、杏林帶有同安腔；東孚、海滄一帶則是偏龍海、長泰腔。

這種口音上的差別，方言母語者可輕易覺察，但相互之間交流無阻，可懂度甚高。」 
187 洪惟仁（2009：20-21）。 
188 張屏生（1996：302-303）同安方言同音字表內的紀錄。 
189 根據杜向榮（2009：43），《廈英大辭典》的 ö 對應 IPA 的[ ]。董忠司（2001：38）：「3-8.海

口『鍋』ㄜ er [ ]（代表漢字是『鍋』，稱為『海口鍋』，或稱為『泉州鍋』。）」。《臺灣閩南

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冊》（2007：7）寫為 er，er 的發音是[]，ere 的發音是[e]。 
190 張屏生（1996：294）同安方言同音字表內的紀錄。 
191 張屏生（1996：350）同安方言同音字表內的紀錄。 

 



 

都讀 ue/ueh，漳州腔讀為

母都讀 ng，漳州音讀 D194

「居居」韻較特殊。

讀 u 韻的是同安腔，讀 i

87）。洪惟仁將「居居」

漳腔（洪惟仁 2009：49）。

泉腔的。表 86 內《廈英

州腔讀 。196但是在檳城

討論「漳州次方言特色詞

腔特徵詞，洪惟仁、曹逢甫

表 87：峇峇語的角美腔特徵詞

 峇峇語 

1. hu een / oo een 魚圓

2. hu sit 魚翅

3. lu 汝

4. tu 豬

5. tu kuan 豬肝

6. tu sim 豬心

7. chokek 唱曲

資料來源：洪惟仁、

前 6 字屬於〈居居

這裏出現的變體是

海滄、角美的口音

洪惟仁認為「角美腔

或是漳州攏是弱勢，峇峇語閩南語

                                                                                
192 張屏生（1996：350-351）
193 張屏生（1996：356-357）
194 根據杜向榮（2009：41），《

使用手冊》（2007：9）寫為
195 洪惟仁（2009：49）。 
196 根據杜向榮（2009：43），《

口『於』  ir []（代表漢字是

羅馬字拼音方案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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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eh。「毛扛白」韻的「毛」字，廈門腔、

194，而若是老泉腔會讀做 ng、老漳腔讀做

。在臺灣，「居居」韻有 3 種形式，讀  韻

i 韻的是偏漳腔，臺灣普通腔也是讀 i 韻（

」韻讀 u 歸為泉州腔下的新泉腔，讀 i 歸為

）。若是以臺灣的情形來看，「居居」韻讀

廈英》的紀錄：「魚」的同安腔讀 hû，對應廈門腔

檳城，「居居」韻讀 u 韻卻是「角美腔」的特色

漳州次方言特色詞：角美話成分」時，列出峇峇語（Baba-Malay

曹逢甫（2012：12-13）： 

角美腔特徵詞 

漢字 例音 例字 音類 

魚圓 hu / oo 魚 居居 

魚翅 hu 魚 居居 

汝 lu 汝 居居 

豬 tu 豬 居居 

豬肝 tu 豬 居居 

豬心 tu 豬 居居 

唱曲 cho 唱 箱薑白 

、曹逢甫（2012：12） 

居居〉字類，文白同音，泉州音-ir，潮州音-

這裏出現的變體是-u。……〈居居〉字類唸-u 的漳州腔就是西岸的杏林

角美的口音，我們把這個方言叫做「角美腔」。 

角美腔」是漳州話的次方言。但是「角美腔」

峇峇語閩南語的借詞中，〈居居〉字類有 7 個角美腔特色詞

                                                                                
）同安方言同音字表內的紀錄。 
）同安方言同音字表內的紀錄。 

），《廈英大辭典》的 對應 IPA 的[D]。《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寫為 onn。 

），《廈英大辭典》的 ü 對應 IPA 的[]。董忠司（2001

代表漢字是『於』，稱為『海口於』，或稱為『泉州於』。

》（2007：7）寫為 ir，ir 的發音是[]。 

、同安腔193的韻

做 D195。 

韻的是偏泉腔，

（張屏生 2007：

為漳州腔下的老

讀 u 韻是較為偏

對應廈門腔的 hî，泉

特色。洪惟仁在

Malay）的角美

 方言 

 角美 

 角美 

 角美 

 角美 

 角美 

 角美 

 角美 

-er，漳州音-i，

的漳州腔就是西岸的杏林、

」無論是在閩南

角美腔特色詞，

                                                            

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

2001：39）：「3-9.海

』。）」。《臺灣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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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南洋的峇峇可能有許多人是從角美腔地區遷徙過去的197。Lo Man Yuk（1900）

的〈居居〉韻有 5 個例字，都讀 u。《潮正》紀錄的「居」、「女」、「魚」、「嶼」、

「呂」這五字和 u 韻母接近的都讀 ṳ，不是 u。 

「居艍」韻的「司」字在路名資料中的紀錄是讀 si，《廈英》的廈門腔讀 su，

泉州腔讀 sü，白話音讀 si，潮州話有 si 也有 sṳ。此處的「司」字選用白話音的

si，無法度判斷漳、泉或是角美的腔口。因為資料中的「司」讀 si，不讀 su，倒

是和潮州話的 si 同音，是「居艍」韻 3 個字中唯一一個和路名同音的字。「師」、

「事」這兩個字的讀音和廈門腔相同，潮州話讀 ṳ 韻。「珠居」韻只有一個字：「乳」，

路名資料內讀 ni，《廈英》的「乳」字在「leng」的說明中有：「[R. nái, mother, teat, 

milk, =col. né, loé; lin, niⁿ], (T. lin)」，表示 ni 是白話音的其中一種讀法。潮州話是

讀第六調的 ni。 

綜合「居」韻字相關的「居居」、「居艍」、「珠居」這 3 組韻來看：「居居」

韻呈現出「角美腔」特色，「居艍」韻除了白話音那個字外，其他兩個字和廈門

音讀相同。「珠居」韻無法度判斷腔口。潮州話的那兩個字因為白話音的關係才

與路名同音，其他的字讀音都不同。由此看來，「居」韻較不可能受潮州話影響。 

並非每一個閩南方言的「入」母字皆讀 j。有些方言的聲母沒有 j；有些讀 l；

也有一種情況是雖然有 j，但在某種條件下會讀為 g。張屏生（2007：72）描寫

屏東市的閩南話音系： 

屏東的閩南話有 15 個聲母，但是 dz-聲母在和以 i 起頭的韻母相拼時，

dz 會變成 g-，如「寫字」sia55 gi33。 

但是有些地方沒有變化。例如屏東縣的小琉球也是有 dz，但是 dz-後接 i 開

頭的韻母，合在一起時不會變為 g- 198。「入入」是否有 dz，無法用來判斷百分

之百的方言差。就像老泉腔和新漳腔皆有讀 dz-，但是新泉腔讀 l-，新漳腔讀*g- 

199。在張屏生調查的 19 個閩南語部分次方言的聲母對照表內，有 6 個方言點沒

有「dz」，13 個有 dz，包含偏泉腔、偏漳腔與普通腔200。《潮正》紀錄的「人」、

「二」、「日」這 3 個字的聲母都讀 dz-。雖然無法用來判斷腔口，但是我們可以

看到資料中的「入」母字有讀 dz。 

                                                 
197 洪惟仁、曹逢甫（2012：13）。 
198 張屏生（2007：41）。 
199 洪惟仁（2009：6）。 
200 張屏生（20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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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以上 15 組語言特色來看，有 8 組韻較偏漳州腔；201有 4 組韻較偏廈門

腔，尤其是有同安腔的特色。第 12 組有角美腔特點。有 1 組無法歸納。潮州話

和白話字同音的地方和漳州腔有一部分是重疊的。最後一組的「入」母字讀 j。

雖然例字不是很多，卻也能呈現檳城福建話的特色。 

在 38 個字中，潮州話有 12 個字是聲、韻、調都同音，比例為 31.5%。除

了那 2 個「白話音」的字以外，其他潮州話與路名同音比例都和漳州腔的字仝音，

那些字的音在漳州腔內也是這樣讀。從族群移民的角度來看，1900 年代附近的

檳城，主要是以漳州、泉州的移民較多，潮州人主要集中在威島202。如此看來，

路名的音是否有受到潮州話影響？於此尚無法確定是否有受其影響，只能說有出

現讀相同音的字。 

按表 86「語言特色對照表」和後面的討論，整理出「漳州腔」的字有：火、

尾、過、街、批、賣、八、磚（罇）、廣、門、園、黃、毛、香、商、相、上、

爵、興、居、女、魚、嶼、呂，有 24 個字。「廈門腔」的字有：橫、懸（高）、

井、姓、病、鄭、師、事，有 8 個字。「白話音」的字有：司、乳，有 2 個字。

「入」母字有：人、二、日，有 3 個字。進一步做出圖 44：「路名腔調特徵比

例圖」。Lo Man Yuk（1900）資料內的語音特色是「兼具漳、廈的特色」。其中，

漳州腔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廈門腔。 

 
圖 44：路名腔調特徵比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01 角美腔是漳州腔的次方言之一，所以第 12 組歸納在漳州腔內。 
202 陳劍虹（201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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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來語的吸收方式 

檳城族群複雜，有馬來人、淡米爾人、華人，還有有殖民者，如荷蘭、英

國等等，語言環境較單語國家豐富。從資料中的得知，當時的檳城福建話面對馬

來話，有製造新詞的能力。比如：馬來話「Kampong」是「村莊」的意思，福建

話寫為「鑑光內 Kàm-kong lāi」，先將 Kampong 照音翻譯後，再加上福建話中用

來表示在內部意思的方位詞「內 lāi」以形成新詞。外來語詞的借用，不單單限

定在飲食或是稱呼上，只要是有「需要」就有借入的動力。 

福建話面對馬來話、英語這些外來語，採取什麼方式將之納入語言中？參

考洪麗芬（2009：85）的 4 種華語與馬來語詞彙相互借用種類，本文根據資料內

的街道名稱、島嶼名稱的實際命名，分為以下 5 種類型討論：音譯、意譯、音譯

加意譯、音譯加注釋、意譯加注釋。數量的算法，只要有福建路名、地名、島嶼

名稱的就算一個，即使同一條大馬路分有 2 個福建路名，數量就算 2 個。在不同

地方出現相同的名稱，也以 2 個計算。語源不確定的街道名稱、島嶼名，無法分

辨借入方式的名稱不列入分類中。 

 

（一）音譯 

將借入的外來語詞按其原有的語音形式，用漢字轉寫出來，而漢字並不表

示意義。例如：馬來語 Batu 音譯成「峇抵」。藉由「音譯」方式產生的詞彙有

41 個，其中有 4 個是人名的音譯。包含：「吉寕仔萬山」（Kling Bangsal）203、「吉

寕萬山」（Kling Bangsal）、「麒麟虎」（Green Hall）、「惹蘭亞丁」（(jalan) a-téng204）、

「鑑光麻六甲」（Kampong Malacca）、「亞逸倒潤」（Ayer Terjun）、「亞逸倒崙」（Ayer 

turjun）、「亞逸依淡」（Ayer Itam）、「匯豐𠻾」（Hui hong bank）、「查噠𠻾」（Chartered 

bank）、「和蘭𠻾」（Holland bank）、「浮爐」（Pulau）、「浮羅池滑」（Pulau Tikus）、

「浮爐蜜洞」（Pulau Betong）、「浮爐蜜洞」（Pulau Betong）、「浮爐兒惹」（Pulau 

Jerijak）、「浮爐結只」（Pulau Kechil）、「峇抵夷淡」（Batu Itam）、「峇抵閩漳」（Batu 

                                                 
203 括號內是說明街道名稱或島嶼名稱的借字來源，來源有可能是馬來語或是英語。取材自官方

公佈的街道名稱或是福建話釋義內，有時不一定和後方的福建話釋義說明完全一致。例如：「吉

寕仔萬山」，福建話釋義為「Kling market」，marker 的意思是市場，而「萬山」一詞則是借自

馬來語 Bangsal 的音譯。因此在「吉寕仔萬山」的說明中，為能說明借字來源，便以較貼切

的「Kling Bangsal」取代「Kling market」。以下 5 類的中的路名外來語說明皆是如此。 
204 Lo Man Yuk（1900：209）：「a-teng is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for Hutton.」例子括號內的英文

皆按原文標示，因此英文的大、小寫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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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ang）、「峇抵閩」（Batu Uban）、「奢立」（Sheriff）、「玻璃」（police）、「峇唻」

（balai）、「日落洞」（Jelutong）、「望脚蘭」（Pengkalan）、「公巴」（Kumbar）、「亞

刺古打」（Ara Kuda）、「淡汶」（Tambun）、「武吉丁牙」（Bukit Tengah）、「高巴三

夢」（Kubang Semang）、「高淵」（Krian）、「汶噍」（Buntar）、「本拿呀」（Penaga）、

「峇東夏里」（Permatang Bandahari）、「峇東㷛」（Permatang Pau）、「新邦安拔」

（Sempang Ampat）、「擾夷」（Jawi）；人名的音譯有 4 個：「緞羅申」（Tungku 

Hussain）、「緞巴尼」（Mr. Paddy (Pail)）、「羅粦街」（Mr. H. M. Noordin）、「寕爵

厝前」（Leng Cheak）。文中不逐一討論，僅列出 9 個詞彙，如表格 88： 

表 88：「音譯法」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說 

1 Batu Itam Batu I-tām 峇抵夷淡 無 

2 Parit Buntar（2） bûn ta 汶噍 無 

3 Pulau Tikus Phû lo͘ tî kut 浮羅池滑 無 

4 Pulau Betong Phû lô͘ bı̍t tōng 浮爐蜜洞 無 

5 Bukit Tengah Bukit téng-gâ 武吉丁牙 無 

6 Ara Kuda À-lah kú-tá 亞刺古打 無 

7 Teluk Kumbar Kong pá 公巴 無 

8 Chartered Bank Cha-ta bang 查噠𠻾 “Chartered bank.” 

9 Waterfall Road A e̍k tò-lūn 亞逸倒潤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for Ayer 

Terjun, which means’ 

water plunging.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以外來語的發音轉譯為福建話的標音，漢字的標示不是找「本字」，205而是

尋找音能相對應的漢字替代，漢字的意義和路名沒有絕對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

這些漢字多是「假借字」。206比較無法直接看漢字就知道命名的意思。第 1 個詞，

福建話的標音是直接按馬來話讀，使用的漢字也需要用福建話唸，音才會準。語

音部分，「Batu」對應為「Batu」，馬來語的/B/，一樣對應做/B/。楊迎楹（2013：

                                                 
205 本字：指音、義與字形契合。（林慶勳 2004：204） 
206 假借字：借音不借義。訓讀字：借義不借音。（林慶勳 200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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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馬來語雙唇濁塞音 b-在音節首位置時，檳城閩南語讀作雙唇濁塞音 b-。

檳城閩南語馬來語借詞沒有以雙唇濁塞音為韻尾的詞。」在第 1、2、4、5、8 個

詞中的/b/，都是同樣的對應情形。 

第 2 個詞「Parit Buntar（2）」，（2）是資料內底的編號。第 1 個字「Parit」

沒有翻譯，只翻譯「Buntar」做「bûn ta」，漢字寫做「汶噍」。「汶噍」在漢字內

沒有特別的意義，只是選用假借字書寫。語音上，音節末的/r/對應//，即不發音。

另外有一種看法：檳城福建話有一些字是借自馬來半島北部的馬來方言，源頭不

一定是現代標準馬來語。北部的馬來方言會將音節末的/r/全都讀做/ʁ/，因此

Buntar 會讀為 Buntaʁ。 

第 3 個詞「Pulau Tikus」，Pulau 的意思是島嶼，Tikus 的意思是老鼠，但此

處並非以意義進行翻譯，而是直接照音讀為「Phû lo͘ tî kut」，漢字「浮羅池滑」

也是要用福建話唸，讀音才能相符。「Tikus」對應為「tî kut」，音節末的/s/不發

音。這有兩種可能性，第 1 種是像楊迎楹的研究（2013：39）：「馬來語舌尖清擦

音 s-在音節首位置時，檳城閩南語一般讀作舌尖前清擦音 s-，……在音節末位置

時，檳城閩南語有的讀-t 入聲韻尾，有的讀前高展唇元音-i，有的讀喉塞-韻尾，

有的不發音。……」第 3 個詞呈現不發音。第 2 種可能性是音節末/s/都讀/ɪħ/，

原本的 Tikus 就會變成 Tikuɪħ。但是這種音對非馬來人的人來講，比較沒辦法聽

出來，因此借過來時的漢字並沒有寫出來。 

第 4 個詞「Pulau Betong」，照音翻譯為「Phû lô͘ bı̍t tōng」，漢字寫做「浮爐

蜜洞」，漢字的選用與拼音做結合。「Betong」對應做「bı̍t tōng」，馬來語的/e/對

應做/i/，楊迎楹（2013：41）：「馬來語的央中展唇元音 e[ ]，檳城閩南語有的讀

作半高展唇元音 e，有的讀作前半低展唇元音 ，個別的有讀作前高展唇元音 i，

以及複合元音 ie。」於此出現的是對應為/i/的情形。 

第 3、4 的詞，都是「Pulau」、「Phû lô」͘，但是選用的漢字卻不同，這也表

示在這兩個字（羅、爐）在當時的讀音是類似的，甚至有可能是相同的。第 5

個詞「Bukit Tengah」，福建話直接吸收 Bukit，不另外標音，「Tengah」馬來話的

意思是中央、中部，標音寫為「téng-gâ」，使用音讀相近的「丁牙」為該詞彙的

漢字。語音上，「Tengah」對應「téng-gâ」，音節末的/h/不發音。楊迎楹（2013：

37）：「馬來語喉清擦音 h-在音節首位置時，檳城閩南語讀作 h-；在音節末則不

發音。」在這個部分，文獻上的資料與現代檳城福建話內的馬來語借詞有類似的

情形。 

 



158 
 

檳城福建話與馬來語是不同的語言，詞彙對應之時，發音自然不可能完全

一致。即便是同一個音，也有可能因為在不同的音節位置，而有不同的對應。楊

迎楹（2013：39）： 

表 89：檳城閩南語語音和馬來語詞彙語音的對應 

馬來語 檳閩語 音節 閩語馬來語詞彙（檳城閩南語語音） 

r l 首 rasa (la5 sa1), lorong (l5 lq3), bicara (bi5 tsa5 la2) 

t 末 acar (a1 tsat71), ekar (i1 kat75), pasar (pa5 sat71) 

 末 berlian (bu5 lien2), hormat (h1 mãt3), merdeka (m5 te1 ka3) 

資料來源：楊迎楹（2013：39） 

馬來語舌尖顫音 r-在音節首位置時，檳城閩南語讀作邊音 l-。在第

二音節末尾位置時，檳城閩南語讀作-t 韻尾，而在第一音節韻末尾

時則不發音。 

以馬來語的/r/來看，在音節首或音節末，檳城福建話的對應便不同。有 3

種可能性：/l/、/t/、//，這是近代檳城福建話與馬來語對應的情形。若是對照百

年前的資料，發現有些規則相同，但也有不同處。這就需要另外評估借詞來源是

否一定都來自現代標準馬來語？就如同上方第 2 個詞來說，北部的馬來方言會將

後面的/r/讀做/ʁ/，不是/l/、/t/、//這 3 種情形。借詞的語言來源是馬來方言或是

標準馬來語？這是需要考慮的部分207。 

第 6 個詞也同樣直接將「Ara Kuda」照音收入，漢字找讀音相近的來寫。「Ara」

第 2 音節的/r/對應為/l/，而且有入聲韻尾。「Kuda」第 2 音節的/d/對應為/t/，與

楊迎楹（2013：37）：「馬來語舌尖濁塞音 d-在音節首位置時，檳城閩南語有的

讀作舌尖前濁塞音 d-，有的讀作邊音 l-，也有個別的讀作舌間前清塞音 t-和鼻音

n-。閩語馬來語借詞沒有以-d 為韻尾的詞。」所歸納的現象相符合。 

第 7 個詞「Teluk Kumbar」，直接翻譯第 2 個字「Kumbar」。福建話內沒有

捲舌音，因此拼音上省略「r」，「r」不發音，變成「Kong pá」。第 8 個詞的意思

是渣打銀行，福建話的標音「Cha-ta」是「Chartered」的音，「bang」是「bank」

的音，漢字「查噠𠻾」雖然和現在使用的「渣打」不同，但讀音仍相近。語音上，

在音節末的/r/有「Char」與「ter」，都是對應//，不發音。「Bank」的/k/對應為/ng/，

                                                 
207 洪麗芬、羅榮強（2012：28）：「華人借用馬來語詞主要是以當地的馬來語變體為準，根據自

身需要而借用。由於馬來語存在地域變體，處於不同馬來語域的閩南語中的馬來語借詞可能

不同。因此，馬來語借詞不完全一致是因地域或個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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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借自英語，於此不討論。 

第 9 個詞，在路名解說中講是「Ayer Terjun」的中文發音，意思是瀑布。漢

字直接照「Ayer Terjun」的讀音寫為「亞逸倒潤」，字面上並無意思，必須用福

建話讀才能讀出「Ayer Terjun」的音。語音部分，「Ayer」對應為「亞逸 A e̍k」，

「亞」字讀音為 a，「逸」字有 3 個讀音208：iat、ı̍k、ı̍t，文獻內的紀錄顯然是選

用 ı̍k 讀音，音節末的/r/對應為/k/，與楊迎楹（2013：39）歸納/t/或是//的情形不

同。「Terjun」對應為「tò-lūn」，音節末對應為//。另外「jun」對應為「lūn」，與

楊迎楹（2013：37）：「馬來語舌面濁塞擦音 j-在音節首位置時，檳城閩南語讀作

舌尖前濁塞擦音 dz-。閩語馬來語沒有以-j 為韻尾的詞。」所歸納的現象不同。

由「兼具漳、廈的特色」這個部分，得知檳城福建話有/j/的音，但是在此處仍以

/l/做對應。 

由以上這 9 個例子來看，可知即使是直接借音或按音翻譯，也並非原封不

動吸收進來。是在借入語及被借入語中做一些調整，取得可以對應的音。通常經

過音譯後的詞，對借入詞彙的語音準確度、要求就會降低209。如第 2 個、第 6

到 9 個例子，同樣是/r/，會因為音節位置的不同而對應不同的音，多數是對應為

//。整體來看，有些對應與現代檳城福建話內的馬來語借詞相同，有的則有自己

的變體。總的來說，還是必須在語言規則內進行翻譯與對應。 

 

（二）意譯 

即把借入的外來語詞按其意義，翻譯為漢字詞彙，漢字具有意義。例如：

英語 Letter office 意譯成「批關」，office 意譯為關，有「機關、機構」的意思。

藉由「意譯」方式產生的詞彙有 11 個，包含：「地租關」（land rent office）、「外

關」（outer Government office）、「外關」（Outer Official）、「大人關」（the Taijin’s office 

=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關仔角」（Government office corner）、「護衛司關」

（Protecting Official’s Office）、「政務司關」（the government business official’s 

office）、「海關」（Harbour office）、「批關」（Letter office）、「打銅線關」（striking 

brass wire office）、「紅毛學前」（red hair school front）。文中不逐一討論，僅列出

3 個詞彙，如表 90： 

                                                 
208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2017 年 7 月 29

日查詢）。 
209 鄒嘉彥、游汝傑（200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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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0：「意譯法」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說 

1 Land office（2） Koan-á kak 關仔角 “Government office 

corner” = the corner of 

the Government 

offices. 

2 Land office（2） Tē cho͘ koan 地租關 “land rent office.” 

3 Farquhar Street（1） âng mô͘ o̍h 

chêng 

紅毛學前 “red hair school 

front,”the front of the 

Penang Free School.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第 1 個詞彙「關仔角」，意味著這是一條在政府辦公室角落的路，由

Government office 意譯為關、關仔，corner 意譯為角，角落的意思，「關仔角」

的首、末構詞皆是由意譯而來。第 2 個詞彙「地租關」，「關」字的來源也是 office，

「大人關」、「護衛司關」等等路名的關字都是意譯詞。第 3 個詞彙「紅毛學前」，

可以拆成三個部分來看，「紅毛」由 red hair 意譯而來，不是真的指紅色毛髮的人，

而是由具有金黃色頭髮的人衍生為外國人。「學」指的是學校，「前」意思是前方，

組合起來就是外國人學校前面的那條路。 

 

（三）音譯加意譯 

一部分音節音譯，一部分音節意譯，使人易於理解。例如：「牛干冬」，英

文是 cattle pen，馬來文為 kandang lembu。「牛」是意譯，「干冬」是馬來文 kan-dang

的音譯，畜欄之意。藉由「音譯加意譯」方式產生的詞彙有 16 個。包含：「牛干

冬」（kandang lembu）、「時排埔」（si pâi = sepoy ; po͘ = field）、「唎郎官」（Lelong 

official）、「新萬山」（new bangsal）、「新峇唻」（new station）、「新把」（new forest）、

「大峇唻」（the Balei is the Pitt Street Police Station.）、「大咯」（big court）、「鑑光

內」（Kampong inside）、「北間內」（pekan inside）、「倒蒙內」（Trubong inside）、

「玻璃口」 （“Police mouth” entrance to the Police Courts.）、「巴東尾」 （Batang 

end）、「呂宋禮拜堂前」（Armenian Church front, Lū-sòng being a corruption of 

Luz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色蘭乳學前」（serani school front）、「玻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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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back）。文中不逐一討論，僅列出 9 個詞彙，如表 91： 

表 91：「音譯加意譯」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說 

1 Chulia Street（3） gû-kan-tàng 牛干冬 “cattle pen”; gû means 

cattle and kan-tàng is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for the 

Malay word 

“kan-dang” meaning a 

pen. 

2 Sepoy Lines Si pâi po͘ 時排埔 si pâi = sepoy ; po ͘= 

field 

3 Sheriff Department（3） Lê-long koaⁿ 唎郎官 Lelong is a 

Malay-Portuguese 

word meaning auction, 

and koaⁿ means 

official. 

4 Market Street Ghaut Sin bān-san 新萬山 “the new market,”i.e. 

the Central market. 

Bān-san is a corruption 

of the Malay “bangsal”, 

meaning a shed. 

5 Supreme Court Toā ko̍k 大咯 “big court, ko̍k being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for 

court.” 

6 Carnarvon 

Lane 

Kàm-kong lāi 鑑光內 “Kampong inside,” 

within the Kampong（or 

village）so called 

because formerly these 

was a Kampong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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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ty. 

7 Che Em Lane Pak Kan lāi 北間內 “pak kan inside”; pak 

kan is the Chinese 

prounciation of the 

Malay word pekan, a 

village. 

8 Light Street Po lê kháu 玻璃口 “Police mouth” 

entrance to the Police 

Courts. 

9 Maklom（2） Pa-tang

（Batang）boé 

巴東尾 “Batang end.”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第 1 個詞彙「牛干冬」解釋如上。第 2 個詞彙「時排埔」，「時排」是由 sepoy 

音譯而來，意思是英國殖民時代，英國陸軍軍隊中的印度兵210，「埔」則是 field

的意譯，意思是草埔。第 3 個詞彙「唎郎官」，「唎郎」音譯自馬來語、葡萄牙語

詞彙「Lelong」，拍賣之意，「官」則是指 official。第 4 個詞彙「新萬山」，釋義

是 the new market，「新」是 new 的意譯，「萬山」是馬來語 bangsal 的音譯，意

思是 shed，指的是囤積貨物的小倉庫或小棚子，也可以做為南北乾糧與蔬果魚肉

的批發市場211。第 5 個詞彙「大咯」，「大」為 big 的意譯，「咯」是 court 的音譯，

法庭的意思，即大法庭之意。 

第 6 個詞彙「鑑光內」，意思是「在村莊內」，「Kampong」先音譯為「Kàm-kong」，

「inside」意譯為「內」，表示在某個範圍、內部的意思。第 7 個例子「北間內」，

「Pak Kan」是馬來話「pekan」的音譯，資料後面的註解是「a village」，是村莊

的意思。《全新精編馬華英大辭典 Kamus KEMBANGAN》內另外有「鎮、市鎮

town;市集、市場 market；一星期（七天）a week（seven days）」212這些不同的意

                                                 
210 《全新精編馬華英大辭典 Kamus KEMBANGAN》(2010：1592)：「sepoi，（舊時英國軍隊中

的）印度兵。」 
211 蘇美紅（2014：15）。 
212 《全新精編馬華英大辭典 Kamus KEMBANGAN》(2010：1278)：「I 〈名〉1.鎮，市鎮 town. 

bandar. 2.市集，市場 market. pasar. 3.一星期（七天）a week（seven days）.……II〈名〉

[植]  bunga ~ 1.素馨花，茉莉花 jasmine （Jasminium curtistii）. 2.一種灌木 a type of shrunb 
（Azima tetracantha）. 3.一種喬木 a type of tree（Dehaasia microcarpa）. 4.  ~ betina = ~ hu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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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再加上「inside」的意譯「內」，形成「北間內」這個路名。 

第 8 個詞彙「玻璃口」，「玻璃」是 police 的音譯，「口」是 entrance 入口、

門口的意譯，意即警察局門口。第 9 個詞彙「巴東尾」，「巴東」是馬來語 batang

的音譯，Batang 的意思有很多種，包含樹幹、（鋤頭、槳等的）柄、杆、竿、長

條狀物213的意思，「尾」則是 end 的意譯。 

 

（四）音譯加注釋 

一部分音譯後，再加上注釋，以說明事物類別、屬性。例如：「望葛里巷」，

「望葛里」是 Bengali 的音譯，「巷」字是另外加上去的，說明這裡有一些 Bengali

人住在這個巷子裡。「色蘭乳學」，「色蘭乳」是 Eurasian 的音譯，「學」則說明這

附近有一間 Eurasian 學校。藉由「音譯加注釋」方式產生的詞彙有 23 個。包含：

「亞也依淡路」（Ayer Itam Road）、「日落洞路」（Jelutong Road）、「鑑光內橫路」

（Carnarvon Lane cross street）、「吉寕仔街」（Kling Street）、「咭寕仔街」（Kling 

Street）、「亞片公司街」（Opium farm street）、「巴虱街」（pasar street）、「馬交街」

（無）、「望葛里巷」（Bengali lane）、「色蘭乳巷」（Eurasian lane）、「色蘭乳巷」

（Eurasian lane）、「色蘭乳禮拜堂後巷仔」（Serani Church back lane）、「寔担關」

（Stamp Office）、「牙蘭關」（grant office）、「押栖關」（hasil Office214）、「水栖關」

（water rate office）、「馬打寮」（police house）、「巡海馬打寮」（inspecting sea police 

house）、「色蘭乳禮拜堂」（Eurasian Church）、「呂宋禮拜堂」（Luzon Church）、「色

蘭乳學」（Eurasian School）、「巡海峇唻」（Marine Police balai）、「淡媽山」（Damar 

hill）。文中不逐一討論，僅列出 10 個詞彙，如表 92： 

表 92：「音譯加注釋」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說 

1 Jelutong Road Jı̍t-lo̍h-tōng-lō ͘ 日落洞路 Jı̍t-lo̍h-tōng is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for Jelutong. The town 

end of this road is 

called ē-tōng 下洞 or 

                                                                                                                                            
= ~jantan 一種茉莉花 a type of jamine（Jasminium blfarium）. melur.」。 

213 《全新精編馬華英大辭典 Kamus KEMBANGAN》 (2010：147)。 
214 Lo Man Yuk（1900：227）：「Ah sè koan 押栖關 ah sè = the Malay word hasil, meaning tax, and 

koan mean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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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ē-tōng 下洞 which 

means the lower tōng, 

and the country end of 

this road is called 

téng-tōng 頂洞 or 

siāng-tōng 上洞 which 

means th upper tōng, i. 

e., cave. 

2 Chulia Street（1） Kiet-lêng-á ke 吉寕仔街 “Kling Street,”so called 

from the Kling 

shop-keepers there. The 

word Chulia itself is a 

Bengali word meaning 

Kling.（Vide King street 

PART IV）. 

3 Market Street Pá-sat ke 巴虱街 Pá sat is a corruption 

for pasar, a Malay word  

meaning market. 

4 Argyle Road Bang-ka-lí 

hāng 

望葛里巷 “Bengali lane;”so 

called because there 

used to be many,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Bengalis living there. 

5 Muntri Street（1） Sek-lân-ni 

hāng 

色蘭乳巷 Eurasian lane. 

6 Land office（1） Gâ-lân koan 牙蘭關 gâ-lân = grant. 

7 Municipal Office（1） Ah sè koan 押栖關 ah sè = the Malay word 

hasil, meanbing tax, 

and koan means office. 

8 Police Station（1） Ma-táⁿ liâu 馬打寮 “polic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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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rine Police Station

（2） 

Sūn hái ba lái 巡海峇唻 無 

10 Bukit Minyak Tām-má

（Damar）soaⁿ 

淡媽山 “Damar hill.”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此處的例詞多數是前為譯音，後加上說明事物屬性的詞彙。第 1 個詞彙「日

落洞路」，「Jelutong」音譯為「Jı̍t-lo̍h-tōng」，再加上「路」做事物類別的說明，

按照路頭、路尾再分為頂洞/上洞、下洞。第 2 個詞彙「吉寕仔街」，「吉寕」音

譯自 Keling215，後面再加上「街」。第 3 個詞彙「巴虱街」，「Pá-sat」是馬來話

pasar 的音譯216，後方再加上「街」，形成「巴虱街」。「巴虱」這個詞彙不僅僅是

粵語這麼說，檳城福建話也有吸收這個詞彙。 

第 4 個詞彙「望葛里巷」，「Bengali lane」孟加拉巷，因為之前有孟加拉人

住在這裡，因而命名之。「望葛里」是 Bengali 的音譯，唸為「Bang-ka-lí」，再加

「巷」做說明。第 5 個詞彙「色蘭乳巷」，「Sek-lân-ni」是「Serani」的音譯，再

加上「巷」，之前有歐亞混血（Eurasian）「生理人」，也就是資本家217，住在那條

巷子裡。資料內在不同處有兩筆「色蘭乳巷」，都列入計算。第 6 個詞彙「牙蘭

關」，牙蘭」，「Gâ-lân」音譯自「grant」，地契之意，再加上性質「關」，代表這

是個辦公單位、地方。第 7 個詞彙「押栖關」，「押栖」是馬來話 hasil 的音譯，

是稅的意思，後面加上「關」，說明這條路位於稅務局附近。 

第 8 個詞彙「馬打寮」，「police house」，寫做「Ma-táⁿ liâu」，「Ma-táⁿ」是馬

來話「mata-mata」的音譯，「liâu」是福建話的「寮」，「寮」的意思是臨時搭建

的、簡陋的小屋或棚子218。第 9 個詞彙「巡海峇唻」，「峇唻」是由馬來語 balai

音譯而來，意思是「局」219，再加上 Marine Police 譯為海巡警察的簡稱，兩個

詞彙結合後就變成「巡海峇唻」。第 10 個詞彙「淡媽山」，「淡媽」是 Damar 的

音譯，hill 是小山、丘陵之意。另外說明「馬交街」是因為有澳門的人士聚集於

                                                 
215 蘇美紅（2014：15）：「『Keling』源自古印度東南方的地名『Keling』（羯陵伽國，又名卡林加

國）。早期的印度人多從吉寧來到馬來半島，故華裔市民稱印度人為『吉寧』或『吉寧仔』。」 
216 蘇美紅（2014：15）：「『巴虱』是粵語方言借自馬來語『pasar』的音譯詞，指的是有固定場

地、設施、每日開市的集貿市場。」 
217 高麗珍（2010：150）。 
218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ppt.cc/oPgfZ（2015 年 4 月 27 日查詢）。 
219 蘇美紅（2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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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街道上因而得名220，「馬交」音譯自 Macau。從這些例子來看，除了直接翻譯

字音以外，在後面加上意義、性質，也能創造新詞運用在路名、機關名稱上。 

 

（五）意譯加注釋 

一部分意譯後，再加上注釋，以說明事物類別、屬性。例如：「賣尩仔頭之

關」，「尩仔頭」在此處指的是郵票（Stamp），有時郵票上會印有重要人物的圖像

（doll-head），或是一些在當地具有特殊意義的圖案。「關」則是由 office 意譯為

關，有「機關、機構」的意思。藉由「意譯加注釋」方式產生的詞彙有 10 個，

包含：「紅毛路」（red hair road）、「紅毛舊塚」（red hair old cemetery）、「紅毛商

公司」（European merchants’ Kong-si）、「紅毛公館」（European club）、「紅毛大禮

拜堂」（European big church）、「紅毛學」（European school）、「紅毛城」（European 

city）、「二王關」（No. 2 King’s office; the Governor being the No.1 King.）、「關仔

角罇岸」（Koan-á kak = R. C. O. front, and “pabian” is a Malay word for jetty）、「賣

尩仔頭之關」（Selling doll-head Office）。文中不逐一討論，僅列出 3 個詞彙，如

表 93： 

表 93：「意譯加注釋」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說 

1 Chamber of Commerce An̂g mô͘ siang 

kong-si 

紅毛商公司 “European merchants’ 

Kong-si.” 

2 Fort Cornwallis Ang mô͘ siâⁿ 紅毛城 “European city.” 

3 Old Jetty Koan-á kak 

pabian 

關仔角罇岸 Koan-á kak = R. C. O. 

front, and “pabian” is a 

Malay word for jetty.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第 1 個詞彙「紅毛商公司」、第 2 個詞彙「紅毛城」，中的「紅毛」於意譯詞，

已於討論「意譯」時的「紅毛學前」做過說明。這兩個路名都是意譯詞再加上說

明事物類別、屬性的詞彙。第 3 個詞彙「關仔角罇岸」，「關仔角」指的是辦公室

的轉角處，「罇岸」則是指磚岸，以磚塊砌成的碼頭，「pabian」是馬來語，意思

是碼頭。福建話標音保留「pabian」，福建話漢字則加上「罇岸」直接說明這是

靠近辦公室轉角附近的碼頭。 
                                                 
220 蘇美紅（20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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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 5 種方式，按數量多寡依序是「音譯」有 41 個、「音譯加注釋」有

23 個、「音譯加意譯」有 16 個、「意譯」有 11 個、「意譯加注釋」有 10 個，總

數量為 101 個。以比例來看，使用音譯法的數量是最高的。亦即，檳城福建話面

對外來語時，直接使用音譯法將之納入是最常是用的方式。 

 

圖 45：吸收外來語的五種方式比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福建話面對外來語時應變的 5 種方式，大致來說就是音譯、意譯再加上注釋，

這 3 種方法互相搭配使用。可以單獨使用「音譯法」，直接吸收外來語，將音轉

為福建話後使用。也能在這基礎下，進一步在後面加上意義，使路名更為明確、

具體，也就是另外加上注釋。再者，可以單純使用「意譯法」，或是在意譯後再

加以注釋說明。「音譯」加上「意譯」同時併用的也不在少數。要選擇哪一種方

式吸收外來語，語言使用者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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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百年前街道名稱文獻中的文化語詞 

路名，是語言與文化結合的產物，背後蘊藏著相關的歷史記憶。路名有兩

種層次，一種是官方制定的，一種是民間使用的。路名的使用可以先由官方制定，

再公佈給予民間使用；或者是民間使用一段時間後，約定成俗，官方沿照民間使

用習慣，公告為正式路名後繼續使用。有時候官方與民間路名的差異不大，但有

確也有可能會有極大的差異性。和人民生活較接近的俗名，一般會與當地的職業、

活動有關221。上百條的路名，我們可以將其分類。例如吳彥鴻就將新加坡的路名

大致分為 10 種，（吳彥鴻 2008：5-6）： 

（一）和英國殖民地有關的街名 

（二）和種族與方言群有關的街名 

（三）以馬來文命名的街道 

（四）紀念歐籍名人的街名 

（五）紀念亞洲籍名人的街名 

（六）描繪性的街名 

（七）和主題有關的街名 

（八）以數字命名的街道 

（九）以新加坡的舊稱命名的街道 

（十）以神話傳說命名的街道 

從分類名稱就知道這些路名是探究當地歷史、文化的線索。10 項分類中，

包含了幾個元素：殖民、種族、方言群、名人、傳說。不管是殖民者或是在地人，

使用何種語言？哪個族群？以誰的名稱命名？總歸這些元素，都與「人」有關。

以下的討論，便以「人」為出發點。聚集在這邊的人是誰？當人們聚集在一起時，

有什麼相關的公司、組織？從事什麼職業？宗教信仰為何？是否有以當地名人的

名字命名？「人」，是文化的創作者，歷史的刻畫家。此處要討論的文化語詞，

以「人」為中心，分為「職業」、「族群、方言群」、「公司、組織」、「宗教」與「人

名」這 5 種類型來討論。 

Lo Man Yuk（1900）內容包括路名、商業組織、公司、會館、島嶼名稱。

路名文化語詞的討論範圍僅限定在「路名」部分。數量的算法，只要有福建路名

的路名就算一個。例如，同一條「Armenian Street」分為 Part I.與 Part II.，但裡

                                                 
221 吳彥鴻（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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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本頭公巷」、「建元街」、「打銅街」3 個福建路名，這樣就算是 3 個路名。

從第 198 頁到第 222 頁，共有 176 個路名。 

類型的判斷以該路名是否有相關的字為主要判斷方式，後面的命名說明為

輔助判斷。舉「人名」為例，「縀巴尼」222字面上看起來不像是人名，但是從後

面的路名命明說明中，可以確定這是一條以人名命名的路名。每一種類型的路名

計算方式，該路名有類似出現的字者，一種算 1 個。如「打鐵街」與「打鐵街巷

仔」分別屬於「Beach Street（5）」和「Toa Aka Lane（1）」這兩條不同的路，這

樣就算為兩個路名。以下的討論沒有將每條路名都列出來，只有舉幾個具有代表

性的路名為例。 

 

（一）與職業相關的詞彙 

與職業相關的路名有 27 個，是數量最多的一類。在海峽殖民地時期，族群

與職業有很高的關聯性。張翰璧（2013：172）：「族群間的職業區隔，也受到殖

民政府都市規劃與族群分類架構的影響。」會形成這樣情況，並不難理解。尤其

是商業通常牽涉商業利益，基本上多數商家都會維護自己人。長此以往，自然會

形成「專門」。舉當舖為例，當舖尤其和數字有關係，要討論價格時，若是要和

自己人討論，比較保險的方式是用別人聽不懂的「術語」溝通，才不會輕易洩漏

機密。如「麼、夾、川、交、抓、流、粘、撇、鉤、拾」，這是客家人數一到十

的隱語223。 

對照麥留芳（1985：67）「海峽殖民地主要方言在職業上的分佈」，上頭與

相關的路名，有一些可以和族群做對應，就像表格 94 的舉例。如「打銅街」，從

是打銅職業的主要是潮州人；「打石街」，從事打石生意的主要是福建人224。另外，

「打鐵街」，從事打鐵生意的主要是客家人；「漆木街」，從事與木材、木匠相關

的主要是廣東人。「柴埕」，這個路名後面的說明，點出此處是檳城賣木柴的主要

地方。雖然不是所有的路名攏能和族群的分佈對應得相當完整，但也呈現出部份

的特色。 

 

 

                                                 
222 命名的來源是 Lo Man Yuk (1900：208)：「Mr. Paddy (Pail) formerly owned a large portion of land 

here.」。 
223 客家隱語轉引自張翰璧（2013：190），張翰璧引自何謙訓（2005：129）。 
224 麥留芳（1985：99-100）。 

 



170 
 

表 94：資料內與職業相關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釋 

1 Acheen 

Street（2） 

Phah chio̍h ke 打石街 “striking stone street;”so 

called from the stone-cutters’ 

shop there.  

2 Armenian 

Street（2） 

Phah tâng ke 打銅街 “Striking copper street,” from 

the Malay braziers’ shops 

there. 

3 Beach 

Street（5） 

Phah thı̍h ke 打鐵街 “striking iron streer, ” from 

the black-smiths’ shops there. 

4 Bishop 

Street

（1-1） 

Chhat bok ke 漆木街 “painting wood street,”from 

the furniture makers’ shops 

there. 

5 Maxwell 

Road（1） 

Chhâ tiâⁿ 柴埕 “firewood yard”; this is the 

principal place where 

firewood is sold in Penang.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二）與族群、方言群相關的詞彙 

與族群、方言群相關的路名有 26 個，數量排名第 2。「呂宋禮拜堂前」225、

「日本街」226和「香港路」227這 3 個路名沒有收在其中，因為無法確定是否真的

有菲律賓人、日本人與香港人住在這邊。228蘇美紅（2014：31）： 

然而，有關街道的實際命名卻含有弦外之音，並非純粹以國家名稱命名。

首先，日本街跟馬交街指的是來自日本和澳門的人士經常聚集在該街道上；

                                                 
225 命名的來源是 Lo Man Yuk (1900：201)：「“Armenian Church front,” Lū-sòng being a corruption of 

Luz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226 命名的來源是 Lo Man Yuk (1900：206)：「That part of this street which runs between Chulia Street 

and Campbell Street is often called Jı̍t-pún ke 日本街 meaning Japanese Street─the street where the 
Japanese brothels are.」。 

227  命名的來源是 Lo Man Yuk (1900：208)：「hiang káng is the Hokkien pronunciation of 
Hongkong.」。 

228 蘇美紅（2014：31）：「然而，有關街道的實際命名卻含有弦外之音，並非純粹以國家名稱命

名。首先，日本街跟馬交街指的是來自日本和澳門的人士經常聚集在該街道上；其次，香港

街指的是來自香港的貨物雲集於此地；最後，蘇格蘭路則音譯自英語『Sco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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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香港街指的是來自香港的貨物雲集於此地；最後，蘇格蘭路則音譯

自英語『Scotland』。 

「日本街」、「馬交街」的地名由來是因為時常有日本和澳門人士聚集於那

條街道上，但無法確定是否為長期居住。「呂宋禮拜堂前」也無法確定是否有很

多呂宋人定居於此地。而「香港街」僅是貨物集散地。Lo Man Yuk（1900）路名

資料中沒有「蘇格蘭路」。因此，以上這些路名都不列入計算中。 

與族群相關的路名，不是華人的有：色蘭乳巷、望葛里巷、番仔塚、咭寕

仔街與紅毛路。華人方言群有福建街、潮洲街、汕頭街、新海南公司街、惠洲公

司街和廣東街。唯獨沒看到客家，但這並不表示客家族群不存在，比如惠州就是

客家的一部分。雖然路名沒有直接寫明「客家」，但會黨名稱中有客家會黨的存

在，可以旁證客家的存在。有一條路名是「King Street（3）；Kū Hô-seng kong-si 

ke；舊和勝公司街，Hô-seng is the name of a secret society, which formerly had its 

Kong-st house there.」229，和勝會社是客家會黨230。在 Lo Man Yuk（1990：233-234）

的「D. KHEH or HAKKA. Names romanized in Kheh sound.」中，也有列客家會館。 

按路名與方言群的對應，可以畫出當地方言群聚集的地方。麥留芳（1985：

102-103）畫出馬六甲、檳城與新加坡的「三州府市街內中國方言群的聚落型態」。

若是那條路有不同方言群的名稱，這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該族群在不同的時代

曾經佇在那裡，另外一個可能性是同一個族群在同一個時間內住在不同的路231。 

另外，客家人時常被與廣東人或是其他方言群的人混在一起。如 19 世紀中

葉，檳城警察署警長胡翰（J.D. Vaughan）將華人分為兩類：「澳門人」（Macao men）、

「閩南人」（Chinchew）232兩大類別（Vaughan 1854/1971；轉引自高麗珍 2010：

165）。哪一些族群被歸為「澳門人」？哪一些是「閩南人」？高麗珍（2010：165）： 

胡翰認為「澳門人」分為客人（Kehs or Keh-langs）和廣府人（Ahyas），

包括：新寧（Sin Neng）、鶴山（Hiong Shan）、增城（Chen Sang）、嘉應

                                                 
229 Lo Man Yuk（1900：211），原文為「Kū Hô-seng kong-si ke；舊和勝公司街，Hô-seng is the name 

of a secret society, which formerly had its Kong-st house there.」，這裡的 Kong-st 應當是

Kong-si。 
230 麥留芳（1985：100）。 
231 麥留芳（1985：103）。 
232 高麗珍（2010：165）論文內第 18 個註腳：「在辭典上，Chink 或 Chinkie, Chinky 是含有貶意

的「中國佬」之意。“Chinchew”狹義而言是指「漳州人」，廣義則是指閩南人。」但是，有其

他的資料表示「chinchew」代表泉州。如《廈英大辭典》（1993：18）：「C. Chang-chew dialect
表示漳州方言；Cn. Chin-chew dialect 表示泉州方言……」Chin-chew 的意思是泉州。《廈英大

辭典‧補編》（1993：273、276）：「Chang-chiu 漳州 changchew；Tsoân-chiu 泉州 Chinchew……」

Chin-chew 的意思也是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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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Ku Yin Chew）……多屬地緣性組織。「閩南人」（Chinchew）主要來

自「漳州府」（Chan-chan-fu）以及鄰近鄉鎮，分為「福建土著」（natives 

of Fuhkien）以及閩省西北部的移民，主要以「姓」（Seh）為組成單位。……

（Vaughan, 1971/1854）。 

胡翰的分類以現在來看並不完全正確。尤其是「『閩南人』（Chinchew）主

要來自『漳州府』（Chan-chan-fu）以及鄰近鄉鎮……」這段話中，閩南人的後面

標記做 chinchew 泉州，但又說主要從漳州府府來。這幾句話透露的訊息是：閩

南人主要從漳州遷徙而來，但從泉州移民來的應該也有一定的數量才是。移民的

來源，按前述語言特色的分析，存在「兼具漳、廈特色」的語言現象也能映證。

客家部分的誤解可能與當時的情形有關。張翰璧（2013：82）： 

將客家人劃入「澳門人」的人群類別，或許與客家人和廣府人多從此出

海有關，也與當時興盛的人口貿易有關聯，因為澳門是苦力貿易的主要

書出港口之一。 

雖然在路名上沒有看著直接冠上「客家」的路名，但是從其他的人口資料、

方言群普查、會黨名冊，方言群職業紀錄這些方面，都能輔助我們對當地族群結

構的了解。第 95 個表格是資料內有關族群、方言群相關詞彙的 11 個例子。 

表 95：資料內與族群、方言群相關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釋 

1 Love Lane Sek-lân-ni 

(Serani) 

hāng 

色蘭乳巷 Eurasian lane, this lane was 

formerly inhabited chiefly by 

Eurasians. 

2 Argyle 

Road 

Bang-ka-lí 

hāng 

望葛里巷 “Bengali lane;”so called because 

there used to be many,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Bengalis living 

there. 

3 Carnarvon 

Street（2） 

Hoan-á 

thióng 

番仔塚 “foreigners’cemetery ”the old 

Malay cemetery. 

4 King Street

（3） 

Kiet-lêng-á 

ke 

咭寕仔街 “Kling Street”; this part of King 

Street was formerly inhabited 

chiefly by Klings (vide Chulia 

Street,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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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arquhar 

Street（3） 

âng mô͘  lō͘ 紅毛路 “red hair road”the road where 

Europeans live.（Northam Road 

has the same name.） 

6 Beach Street

（7） 

無 福建街 “Hokkien Street”by the 

Cantonese, because most of the 

shopkeepers there are Hokkiens. 

7 Kimberley 

Street（1） 

Tiô-chiu ke 潮洲街 Te chiu is the name of a 

prefecture in the Quang-tung 

Province in South China, better 

known as Chao-chow-fu 潮洲府

from which the Te-chiu people 

come. …… 

8 Kimberley 

Street（2） 

Soaⁿ-thâu ke 汕頭街 “chiu chau girl street.” 

9 Muntri 

Street（3） 

Sin hái-lâm 

kong-si ke 

新海南公司

街 

“new Hailam kong-si street,” 

after the new Kong-si house of 

the Hailams. 

10 Prangin 

Road（2） 

Huī Chiu 

Kong-si ke 

惠洲公司街 “the street where the Kong-si 

house of the Huī Chiu people is. 

Huī Chiu is the name of a 

prefecture in South China 

whence the Khehs or Hakkas 

come.” 

11 Penang 

Street（2-1） 

Kuíⁿ-tang ke 廣東街 Kuíⁿ-tang = Quang-tung 

Province in Southern China and 

ke = street; so called because this 

part of Penang Street is 

principally occupied by 

Cantonese shop-keepers.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174 
 

（三）與公司、組織相關的詞彙 

與公司、組織相關的路名有 17 個。此處的「公司」聚焦在華人的宗親類組

織，有血緣或是親緣類的才有算。「組織」限定在華人組織，如秘密會社、黨派。

不包括公家機關，如「舊脚樞」233這類路名就不包含在內。第 96 個表格是資料

內與公司、組織相關的詞彙，舉 10 個路名為例。 

初來乍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人不親土親」，很自然就會和語言會通、生活

習慣相近的人聚合在一起。尤其是從同一個地方移民過來、講同一種話的人。華

人宗親組織網絡很強，特別是以「姓氏」為主的組織。如檳城五大公司：龍山堂

邱公司、宗德堂謝公司、植德堂楊公司、九龍堂林公司與穎川堂陳公司234。這裡

的公司（Kongsi）235和一般認知中的公司行號概念不同，一般「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的起源是從 13 世紀的法國開始236。此處的公司，除了是一個血

緣、親族組織，還有「公共管理」的性質。可以運用在家族組織，也能用在秘密

組織、幫會、會社中，比論講姓張公司、義興公司。這裡的會館、組織都有各自

的方言意識和祖籍地域性。 

組織之間會互相幫忙，但也可能因為一些利益發生衝突，甚至是與政府作

對。這對管理者、殖民者來說，是個需要趕緊解決的問題。1877 年，英國成立

專門處理華人事務的華民護衛司署，第一任華民護衛司（Protector of Chinese）

是畢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 1840-1907）。為能了解華人的組織與管理上的必

要，畢麒麟在《海峽分會學報》上發表兩篇跟秘密會社研究相關的文章237。這是

與馬來半島相關領域研究中早期且重要的成果之一238。 

                                                 
233 命名的來源 Lo Man Yuk (1900：215)：「“old jail” = the old Criminal Prison, which was formerly 

situated at the present vacant piece of ground opposite the Chowrasta market.」。 
234 高麗珍（2010：163）轉引自「Lo, 1900/1965; Ooi, 2002；許雲橋，1960」：「至於閩南人的姓

氏公司，則散布在朱利亞路以南，以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結盟的龍山堂邱公司、九龍堂林公司、

宗德堂謝公司、植德堂楊公司以及穎川堂陳公司，合稱『福幫五大姓氏公司』」。 
235 高麗珍（2010：160）：「『公司』一般叫作 Congsi 或者 Kongsi，原本是流行於華南與南洋地區，

達數世紀之久的閩南方言，從字面上解讀，原本是『公共』、『管理』的複合詞。在東南亞華

人社會的『公司』，除了具有百業百工集資共享、共同管理、共同經營等多重意義之外，通常

與『行會』或『幫會』同義。狹義的『公司』，可以理解為一般性的社團組織或者行號；廣義

的『公司』，則與三合會、洪門、天地會……互為表裡。」 
236 高麗珍（2010：159）：「『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淵源於十三世紀的法國；1600 年

倫敦商人集資組成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號稱『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貿易

公司」，也是最早按照投資比例獲取利潤的『合股公司』。萊特與史谷特（James Scott）於 1787
年合夥組成『史谷特公司』（Scott & Co.），應該是檳榔嶼最早的合股公司。」 

237 這兩篇文章分別是 W. A. Pickering,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 , JMBARS,  
1(1878):63-84; W. A. Pickering, “Chinese Secret and Societies”, JSBRAS, 3(Dec 1879): 1-18. 

238 廖文輝（201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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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Man Yuk （ 1990 ： 230-234 ）， 第 234 頁 的 標 題 是 「 CHINESE 

KONGSI-HOUSE.」，分為 6 個部份： 

A. HOKKIEN. (Names romanised in Hokkien sound.)：除了檳城五大公司，閤

有「Sìⁿ Uîⁿ 黃 Kong-si」、張「Sìⁿ Tiuⁿ 張 Kong-si」、王「Sìⁿ Ong 王 

Kong-si」。 

B. CANTONESE. (Names romanized in Cantonese sound.)：包含「寕陽會館」、

「會館」、「會寕館」、「香邑館」、「伍氏家廟」、「梁氏家廟」、「黃氏家塾」、

「李氏館」、「瑞芬館」、「古城會館」、「五福書院」。 

C. TE-CHIU. Names romanized in Te-chiu sound.：包含「韓江家廟」。 

D. KHEH or HAKKA. Names romanized in Kheh sound.」：包含「嘉應會館」、

「惠州會館」、「增龍館」、「仁勝館」、「永大館」kap「從清會館」。 

(e) HAILAM. Names romanized in Hailam sound.：包含「瓊州會館」kap「蘭

亭閣」。239 

(f) SHANGHAI and NINGPO. Names romanized in Mandarin sound.：包含「三

江公所」。 

上頭的資料不僅呈現出多樣的族群，也能看出其血緣、地緣關係間的聯繫

網絡很強，並且有其地域性，同時此處也是華人聚集的中心。 

表 96：資料內與公司、組織相關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釋 

1 Cannon 

Square 

Liông San 

Tông lāi 

龍山堂內 “Liong San Tong inside”; 

Liông San Tông is the Chop of 

the Seh Khu Kong-si 姓邱公

司 which is inside this square. 

2 Seh Tan 

Court 

Sìⁿ Tân 

kong-si 

姓陳公司 after the Kong-si house of the 

Seh Tan clan. 

3 Chulia 

Street 

Chaut（2） 

Sìⁿ Iûⁿ 

Kong-si ke 

姓楊公司街 called after the Kong-si house 

of the Seh Iu clan. 

4 Kimberley Sìⁿ Tiⁿ 姓鄭公司街 after the Kong-si house the 

                                                 
239 第 234 頁標題的編號完全照期刊上的內容：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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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4） kong-si ke seh Tiⁿ clan, which was 

formerly in this street. 

5 Muntri 

Street（3） 

Sin hái-lâm 

kong-si ke 

新海南公司

街 

“new Hailam kong-si street,” 

after the new Kong-si house of 

the Hailams. 

6 Pitt Lane Tiô-chiu 

kong-si āu 

潮洲公司後 “Te-chiu kong-si back,” 

behind the Te-chiu Kong-si 

house in Chulia Street, where 

it joins Queen’s Street. 

7 Prangin 

Road（2） 

Huī Chiu 

Kong-si ke 

惠洲公司街 “the street where the Kong-si 

house of the Huī Chiu people 

is. Huī Chiu is the name of a 

prefecture in South China 

whence the Khehs or Hakkas 

come.” 

8 Armenian 

Street 

Kièn goân ke 建元街 Kièn is evidently taken from 

the name of the Kien Tek 

Kong-si referred to in（1）. 

Goân means origin, and Ke 

street. 

9 Market 

lane 

Kóng hok kū 

hāng 

廣福居巷 kong hok ku is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Penang Mutu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the 

premises of which are in of 

this lane. 

10 Queen 

Street（2） 

Kū Hô Ha̍p 

kiā ke 

舊和合社街 “old Ho Hap society street,” 

called after the Kong-si 

because of this society there.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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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宗教相關的詞彙 

與宗教相關的路名有 11 個。包含：色蘭乳禮拜堂後巷仔、本頭公巷、城隍

廟路、番仔塚、廣東大伯公街與觀音亭前，第 97 個表格舉這 6 個路名為例。按

路名知道此地以華人信仰的宗教為主，「禮拜堂」的數量較少。「塚」，是人過世

後安葬的地方，常常與宗教儀式有關係，所以也將「塚」算在宗教相關詞彙內。

「塚」主要是以馬來人的塚命名路名，華人的義山沒有出現在路名中。城隍爺、

大伯公、觀音菩薩是華人普遍信仰的神明，華人聚集地時常能看到相關的廟宇。

11 個路名內，有 6 個和華人信仰相關的，是比例較高的部分。 

表 97：資料內與宗教相關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釋 

1 Argus Lane Sek lân ni

（Serani） 

lé-pài-tn̂g āu 

hāng-á 

色蘭乳禮拜

堂後巷仔 

“Serani Church back 

lane”=the lane behind the 

Church of Assumption. 

2 Armenian 

Street（1） 

Pún-thâu-kong 

hāng 

本頭公巷 “God lane;”so called after the 

Kong-si house of the Toā Peh 

Kong 大伯公 otherwise 

known as the Kièn Tek 建德

secret society, where they 

kept their gods; the remains 

of that Kong-si house may 

still be seen 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n Street and Pitt 

Street. 

3 Bridge 

Strtte（3） 

Sêng-hông biō 

lō. 

城隍廟路 “Seng Ong Temple,”called 

after the Temple of the 

tutelary God of the town. 

4 Carnarvon 

Street（2） 

Hoan-á thióng 番仔塚 “foreigners’cemetery ”the old 

Malay cemetery. 

5 King Street

（2-1） 

Kúiⁿ-tang toā 

peh kong ke 

廣東大伯公

街 

Kuíⁿ-tnag is the Hokken 

pronunciation of Quang-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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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vince in South China. 

Toā peh kong means god, so 

called because there is a 

temple there buile by 

subscriptions raides solely 

from the Cantonese. 

6 Pitt Street

（1） 

Koan im têng 

chêng 

觀音亭前 “Koan im temple front,” front 

of the temple of the Goddess 

of Mercy. The Straits-born 

women often pronounce 

Klam or Kolam instead of 

koan im, by way of 

contraction.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五）與人名相關的詞彙 

與人名相關的路名有 8 個，是數量最少的一類。8 個路名中，有 5 個和華人

相關，另外 3 個是其他族群的人名。5 個華人相關的名字中，「亞貴街」和「景

貴街」講的是同一個人：鄭景貴（1821-1901），他是海山黨領袖。1862-1873 年

間受封為「大小霹靂華人甲必丹」。1883-1886 捐款六百大員建造「平章公館」，

也是平章公館的第一任董事240。邱明山（Che Beng）是 19 世紀初期，代表「義

興公司」承攬「餉碼」的華人領袖之一241。李丕俊是李心鈃的兒子，是檳城當地

的華人領袖之一。1867 年檳城發生大暴動時，李丕俊擔任海峽殖民地政府調查

委員，也曾擔任檳城監獄巡查員242。 

「寕爵厝前」，寕爵是由 Leng Cheak 翻譯而來的路名，因為那條馬路就在

他的房子前面，因而直接以其名命名。寕爵全名是林寕爵（Lim Leng Cheak），

他是檳城出名的商人，1850 年出世於檳城，父親 Lim It Kim 是從中國廈門三都

                                                 
240 高麗珍（2010：178）。 
241 高麗珍（2010：167）。 
242 http://bit.ly/1R544Li，網站內對丕俊路的解說：「李丕俊爲當日泉系領袖李丕耀、丕銓的兄弟；

胡泰興爲客幫的活躍分子，他們都對「邦客械鬥」事件的調解居功至偉。因此，丕竣路（Phee 
Choon Road）及四條路（Tye Sin Street），分別爲紀念他倆而命名。」（2015 年 12 月 7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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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地方遷徙過來檳城的。243 

「緞羅申」是人名的轉音，244因為那個地方有一部分的房子是 Tungku 

Hussain 的，因此就用他的名字命名。「Chulia Street」的福建話是「羅粦街」，根

據印裔回商 H. M. Noordin 的名字命名。「縀巴尼」是 Paddy（Pail）音的翻譯。

前兩位都是商人，Mr. Paddy（Pail）是否為商人尚無法確定。 

無論是華人或是其他族群的名人，若非是在政治上著名，不然就是經商有

成的生意人。資料內用被用以命名為路名的人，沒有檳城殖民官員的名字，主要

以商人、當地有名望的人命名路名。代表著這些人在當地是頗負盛名，對當地是

重要的、有貢獻的，因此才以他們的名字命名。 

表 98：資料內與人名相關的詞彙 

編號 路名 福建話標音 福建話漢字 解釋 

1 Ah Quee 

Street 

A kuì ke 亞貴街 called after Captain Ah Queen 

who presented it to the 

Municipality. 

2 Beach Street

（4） 

Toan lô-͘sin 緞羅申 Lô͘-sin is Hussain, i.e., Tungku 

Hussain,who formerly owned 

most of the houses in this part 

of Beach Street. 

3 Chian Street 

Chaut（2） 

Bêng san 

lō͘-thâu 

明山路頭 Bêng san, Mr. Khoo Bêng san, 

a Chinese merchant, had a 

shop there. 

4 Chulia 

Street（1-2） 

lô͘-lîn ke 羅粦街 Lô͘-lîn is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for Noordin and 

ke means street, so called after 

the business premises of Mr. 

                                                 
243 Wu, Xiao An(2010：45)：「Lim Leng Cheak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nang Chinese towkays 

with large business concerns in Kedah. He was born in humble circumstances in Penang in 1850. 
His father was Lim It Kim (died in 1873), who emigrated to Penang from the coastal village of 
Sandu, in the vicinity of Xiamen (Amoy) in Fujian province, the earliest place from which these 
Chinese e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Th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Penang Chinese community, like 
the Khoo, Lim, Tan, Ong, Cheah and Yeoh clans, came mainly from the villages in this area.」 

244 杜忠全（2011：136）：「老檳城說的緞羅申，說開了來，那只是 Tuan Hussien 的一音之轉。早

期華人社群喚它做緞羅申，那是因為早期這街區鄰近的土地或街屋產業多由亞齊裔殷商

Tuanku Syed Huddien 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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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Noordin. 

5 Green Hall

（1） 

toān pá-lí 縀巴尼 Mr. Paddy (Pail) formerly 

owned a large portion of land 

here. 

6 Keng Kwee 

Street 

Kéng kuì ke 景貴街 named after Captain Ah 

Queen, who built this street 

and connected it with Penang 

Road. 

7 Penang 

Road（2-2） 

Lêng chiak 

chhù chêng 

寕爵厝前 “Leng Cheak’s house front” 

8 Phee Choon 

Lane 

Phi Chùn lō ͘ 丕俊路 Peh Choon is a part of the 

name of Mr. Li Phee Choon. 

資料來源：整理自 Lo Man Yuk（1900） 

 

Lo Man Yuk（1900）內有 176 個福建話路名，以上 5 種類型加起來有 89 個，

佔 50.5%，亦即半數以上都與「人」的活動有關。圖 46 是「五種路名類型比例

圖」。「職業」和「族群、方言群」佔半數以上。「公司、組織」是海外華人重要

的聯繫網絡，大約佔 1/5。「宗教」及「人名」雖然比例不高，卻能呈現出在地性。

「宗教」以華人信仰、祭拜的神明為主，「人名」大多數也是在地出名的華人。 

 

圖 46：五種路名類型比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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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隱藏在街道名稱中的訊息很豐富。Lo Man Yuk（1900）不僅呈現百年前的

檳城路名，更是變相紀錄下當時的語音及文化。語言特色有著「兼具漳、廈特色」，

「漳州腔」的比例最多，特別是「角美腔」的存在。檳城福建話面對外來語，使

用「音譯」、「意譯」、「音譯加意譯」、「音譯加注釋」、「意譯加注釋」這 5 種方式

吸收新詞。使用音譯相關方式吸收外來語的，佔「音譯」40.6%、「音譯加意譯」

15.8%、「音譯加注釋」22.8%，佔 79.2%。使用意譯相關方式吸收外來語的，佔

「意譯」10.9%、「音譯加意譯」15.8%、「意譯加注釋」9.9%，佔 36.6%。相較之

下，以音譯相關方式進行外來語的吸收是使用比例較高的方式。 

文化語詞上，以「人」為中心，分有「職業」、「族群、方言群」、「公司、

組織」、「宗教」和「人名」這 5 種類型，相關詞彙很豐富。由此，可看到海外華

人在血緣、地緣、業緣這 3 方面的互動性很高，也有自己的文化內涵在其中。雖

然路名記錄只是一種半民間、半官方性的資料，但也因為這樣的特性，讓我們對

19 世紀檳城華人的生活與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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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語 

第一節 結論 

本文以檳城福建話為中心，關注語言景觀，包含招牌、廣告與街道名稱，

探究檳城福建話如何呈現在這其中。首章先簡介馬來西亞現況，再說明檳城華人

的來源與組成，包含福建人、客家人、廣東人、潮州人等不同華人族群，但以福

建人為最大宗。福建話為當地共通語，不論是客家人、廣東人或是馬來人、印度

人，多少都能使用福建話進行溝通。 

當語言隨著華人移民腳步落腳檳城，華人定居於此，語言亦隨之落地生根。

在地化後的檳城福建話，與移出處的福建話有所差異。先將調查所得資料整理出

語音系後，再和相關次方言做橫向比較。基於檳城福建話移民背景的考量，以漳

州、龍海、同安、廈門、泉州這 5 個方言點做共時比較。結果是檳城福建話與漳

州、龍海較相近，其次依序為廈門、同安，與泉州的差異最大。 

Lo Man Yuk（1900）資料內街道名稱的語音特色，考量盡量以同時代的字

典做對照。因此以 1873 年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的《廈英大辭典》和 1909

年施約翰（John Steele, B.A.）的《潮正兩音字集》對照。整理出 24 個具有「漳

州腔」的字，8 個「廈門腔」的字，2 個「白話音」的字，3 個「入」母字。呈

現「兼具漳、廈的特色」，潮州話沒有顯著的影響。  

將現代檳城福建話與 1900 年記錄的檳城福建話比較，15 項音系特色

中有 8 項產生了變化。分別是：「杯稽白、毛扛白、香姜文、卿經、熋經白、關官白、

關觀白、青更白、」韻，其中「珠居」韻的例字「乳」，只是讀法的不同，不算是

語音的改變。變化較明顯的是「杯稽白」、「香姜文」、「關觀白」、「青更白」。「杯

稽白」、「香姜文」由具偏漳腔特色轉為偏泉腔，「關觀白」、「青更白」則由同安、

泉腔轉為具偏漳腔的韻。  

屬於漳州腔「角美腔」，特點是「居居」音類的例字唸-u，百年前的

檳城福建話和現在檳城福建話的「居居」音類都是以/u/為主要讀音。不論是

現代或早期的檳城福建話，都是透過「音譯」、「意譯」搭配「注釋」吸收外來語

的借詞。特別是透過「音譯」方式是最普遍。並以目標語的語言系統調整來源語

讀音，目標語內能直接對應來源語的就直接對應，無法對應的才吸收來源語的語

言成分。沒有固定聲調的馬來語，借入到檳城福建話後會被賦予聲調，並隨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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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語的變調習慣做調整。 

檳城立體的語言景觀，呈現在街道名稱、招牌與廣告上。招牌文字的選用，

因著招牌類型與主要閱讀群的的不同，著重的語言也相異。飲食招牌主要以漢語、

拼音為主。其他行業招牌則是拼音和馬來語為主。價格、店家資訊通常位於右方

或下方。指示牌、牌匾和同鄉會館相關機構名稱上主要放置漢字。大廈、學校相

關機構，主要放置馬來語和漢語。多元語碼的招牌也成為檳城多語環境的最佳具

體呈現。早期街道名稱的紀錄，主要以福建話、廣東話為主，也有少數的客語。

街道名稱表現出當時人們的職業、族群、方言群、公司、組織、宗教和當地名人

的文化內涵。現在街道名牌的使用語言多語並置，馬來語、英語也包含在其中，

特別是觀光客多的旅遊景點。 

平面的語言景觀，透過《檳城新報》的煙、酒類廣告來探索。不論是煙、

酒廣告，多語言的使用是常態。煙、酒類廣告的語言組合類型比例前 3 高的組合

皆為「華語」、「華話+英語」、「福華話+華語+英語」。廣告整體的文字向量，煙

類的一致為由右至左的書寫，酒類廣告多數是由右至左，但有 9.9%的比例是由

左至右，可知由左至右的書寫是當時主要方向。 

《檳城新報》的語言特色，煙、酒類廣告的主標題、次標題、說明文的語

言都是具有華語的為多數，其次為福建話、英語，粵語只有少數。語言主標題的

方式分為：「音譯」、「意譯」、「圖譯」，並搭配「注釋」使用。在煙、酒的種類中，

洋酒多於洋煙，因此酒類翻譯類型較煙類更著重「音譯」。報紙廣告中靈活運用

「圖譯」提升商品的形象，這是實體廣告招牌內較難以使用的部分。報紙內的廣

告，可以在一個時間內幾幅廣告輪流刊登，但固定的實體招牌廣告一但懸掛上去，

短時間內比較不容易撤換，對於圖像的使用不若報紙廣告來得豐富。 

《檳城新報》內的廣告用字，不乏英文翻譯為福建話的，或是華語翻譯為

英文的商品。選用字雖然不一致但差異不大，只要不與外語的讀音落差太大都能

被選用。這些不一致的用字，恰是語言互動中相互紀錄的一塊。語言景觀具有傳

遞訊息和象徵的功能，透過對早期《檳城新報》的廣告與現代廣告招牌的討論，

傳遞出檳城當地多元的族群互動。 

本文以檳城福建話為中心，探索內部的語言系統與外部的語言景觀。時間縱

軸上，檳城福建話仍以漳州腔為底層，但也有其他次方言的特徵。表現在實體世

界中的語言，若閱讀對象為華人，則以漢字、拼音為主要使用。其他則視情況搭

配馬來語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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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展望 

當下的研究總有其限制與未竟之事。檳城的華人移民眾多，包含福建人、

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和廣東人，早期也有族群群聚的方言地區。時至今日，

福建話是檳城最主要使用的語言，不論是哪個籍貫的華人都能說上幾句。因為移

民結構的關係，檳城福建話有其主體性，即以漳州腔為其底層。由於語言接觸的

頻繁，不僅內和同為漢藏語系的潮州話、粵語等語言接觸，外緣還有與馬來語、

英語的語言接觸，形成不同於移出地的福建話。 

臺灣早期的移民豐富，臺語在時間的淬煉下已經形成共同腔。檳城福建話

應當也有共同腔，只是在不同的小地方還是會有所差異。就如同臺語有著鹿港腔、

宜蘭腔的差別。本次的調查以祖籍為中國福建省海澄縣（現為廈門市海滄區）三

都的謝清祥先生為發音人，謝先生世居檳城，以其為檳城福建話的發音人沒有問

題。但目前所做的研究僅是現代時間軸下的一個剖面點，期望之後能再做不同時

間點的調查，讓檳城福建話的各個面向更為完整。 

檳城和麻六甲、新加坡早期同為海峽殖民地，也都是以華人為多數的市鎮。

新加坡已經獨立為一個國家，受到當地語言政策的影響，由於提倡「講華語運動」

與推展英語的關係，降低了新加坡閩南語的活力。這兩國三地在不同脈絡的發展

下，可以想見語言景觀會有相似處，也有所差異。但具體的差異還是必須實地前

往做紀錄才能呈現出來。 

早期的《檳城新報》與現在檳城暢銷的《光華日報》可以再做對照，觀察

其語言的差異。甚至是以跨世紀的長壽商品，如「阿華田」、「軒尼士酒」在當地

所刊登的廣告中，其廣告標題與文宣內容所用文字的差異，探究在不同的時代、

年份下的廣告標題是否也有所不同。而外來進口商品與本地商品的的廣告標題，

著重的語言、使用的語言是否相同？這些都是有趣並值得深究的議題。 

檳城福建話可以研究的面向很多，但在此時無法全部兼顧，只能聚焦幾處

做「點」的研究。期盼未來能有更多「點」的研究，串成「線」，進一步使檳城

福建話的研究能更具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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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1R544Li（2015 年 12 月 7 日資料查詢） 

 



192 
 

附錄 

〈檳城福建話語彙集〉 

分類總索引目錄 

發音人為謝清祥先生，詞彙集內容部分來自謝清祥（2010）《檳城福建話（閩

南話）》內的詞彙，部分來自訪談過程中衍生出的詞彙。本調標在音節的右上方、

變調標在音節的左下方，採寬式記音法，如「保庇」po55 pi11。詞彙集裡的漢字

以臺灣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為主。 

一、天文地理                  

（一） 天文                  

    （二） 自然地理              

    （三） 國名、地名 

 （四） 檳城地名 

二、時間節令                  

三、方位                      

四、日常用品   

（一） 一般用品              

    （二） 家庭用品              

    （三） 廚房用品                

五、農工用品                  

六、糧食蔬菜   

（一） 莊稼作物             

    （二） 蔬菜               

七、水果                      

八、飲食                      

（一） 一般食品              

    （二） 調味佐料              

    （三） 酒類                  

    （四）當地小吃              

    （五） 味覺口感的形容 

九、礦物及其他自然物          

十、動物                      

（一）禽、獸類                  

    （二）爬蟲、昆蟲類      

    （三）魚蝦海獸                

十一、花草樹木                

十二、衣裝被服鞋              

十三、建築物、機關名稱、店舖       

十四、姓氏、人名                

十五、親屬稱謂                    

十六、婚喪                

十七、人體部位           

十八、交際應酬                 

十九、各色人稱、活動          

二十、交通科技                

二十一、商業活動             

二十二、疾病                  

二十三、風俗、宗教活動                      

二十四、文化娛樂                

教育類 

二十五、壞人壞事                        

罵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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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動詞                  

    （一）與煮東西有關的動作     

（二）與眼有關 

（三）與口有關              

（四）和腳有關               

（五）家務事             

（六）用刀              

（七）用棍子或其他工具       

（八）和手有關的一般動詞                 

（九）手指動作                 

（十）身體動作                  

（十一） 其他   

   （十二） 心理活動           

（十三） 社會關係方面 

二十七、數量詞                

（一）數詞              

（二）量詞              

長度、重量 

二十八、形容詞        

（一） 一般物態性狀形容詞     

   （二） 關於人的形容詞         

   （三） 顏色詞                 

二十九、副詞                             

（一） 表示然否              

    （二） 表示程度              

三十、虛詞                         

    （一） 連接詞             

    （二） 助詞           

三十一、代詞                      

    （一） 人稱代詞           

    （二） 指示代詞           

    （三） 疑問代詞 

三十二、俗諺、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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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文地理 

（一）天文  

【起風】ki55 hq55 颳風。  

【霆雷公】tan33 lui33 kq55 打雷。兩

塊異性電荷雲層接觸時，會產生強

大的閃光及聲響，即閃電跟打雷。 

【天虹】tian33 kiq21 彩虹。  

【虹】kiq21 彩虹。  

【沃雨】ak5 h21 又讀 ak5 h33 淋雨。  

【星】tsẽ55 星星。  

【日】dzit5 

【日頭】dzit1 tau13 

【小雨】sio55 h033 

【細雨】se33 h033 小雨。 

【風雨】hq33 h033 

【潑雨】pua55 h033 

【有雨】u11 h033 

【大雨】tua11 h033 雨勢很大。 

【落雨】lo11 h033 下雨。 

【月輪】gue11 lun13 像月亮一樣有圓圓

的弧度。 

【落雨天】lo11 h11 tĩ55 下雨天。  

【ca(ha)ya】tsa33 ia51 閃光。  

【閃光】siam55 kuĩ55 

【雨】u51 空氣中的水蒸氣遇冷凝結而

降落的水滴。 

【雨】h33 

【火】hue51 

 

（二）自然地理 

【島嶼】to55 su33 

【海湧】hai55 iq51 海浪。  

【海墘】hai55 kĩ13 海邊、海濱、海岸。

鄰接海洋邊緣的陸地。 

【溪】ke55 

【溪水】ke33 tsui51 

【溝仔】kau33 a51 小水溝。  

【壟溝】lq11 kau55 大水溝。  

【景緻】kiq55 ti21 風景、景色。  

【街頭巷尾】ke33 tau13 haq11 bue51 

【街路】ke33 l33 馬路。  

【街路邊】ke33 l33 pĩ55 街道旁、路

旁。  

【街邊】ke33 pĩ55 街道旁  

【巷仔】haq21 a51 巷子。  

【江】kaq55 

【園丘】huĩ33 ku55 田園、農地，可

用以耕作。  

【井】tsZ51 

【地動】te33 taq21 

【地界】te11 kai11 區域、地盤。  

【自然】tsu11 lian13 

【草埔】tsau55 p55 草場、草地。  

【路】l33 

【半路】puã55 l33 一半的路程。  

 

（三）國名、地名 

【麻六甲】mã33 la55 ka3 

【漳州】tsiaq33 tsiu55 

【泉州】tsuan33 tsiu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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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e11 muĩ13  

【山西】suã33 sai55  

【河洛】ho11 lo51  

【國家】kk5 ka55 

【澳門】o51 muĩ13 

【馬來西亞】ma55 lai33 se33 a
55 

【中國】tiq33 kk3  

【海澄】hai55 tiq13 

【龍坑】liq33 kẽ55 

【番爿】huan11 piq13 南洋。  

【廈門海滄】e11 muĩ13 hai55 tse55 

【福建】hk5 kian11 

【福建省】hk5 kian55 sẽ51 

【省都】sẽ55 t55 

【福州】hk5 tsiu11 

【香港】hiaq33 kaq51 

【東山】taq33 suã55 位於漳州境內。  

【漳浦】tsiaq33 p51 位於漳州境

內。  

【漳州市】tsiaq33 tsiu33 tsi21 位於漳

州境內。  

【吉打】kiat5 ta13 

【泰國】tai51 kk3 

【太平】tai51 pĩ13 

【武吉】bu55 kiat3 

【庇能】pi11 nẽn51 Penang 檳城。  

【吉隆坡】kiat5 laq13 p55 

【印尼】in55 nĩ13 

【新加坡】sin33 ka33 p55 國家名

稱。  

【鄉里】hiD11 li51 

（四）檳城地名 

【檳榔嶼】pin33 ne33 su33 又讀 pin33 

nẽn33 su33 

【觀音亭後】kuan33 im33 tiq11 au33

檳城街上的一條路名。  

【觀音亭】kuan33 im33 tiq13 檳城街

上的一間廟宇。  

【光大】km33 ta55 檳城內的

Komtar 廣場。  

【姓林橋】sẽ55 lim33 kio13 林姓姓氏

橋。  

【pulau tikus】pu33 lau33 ti33 ku51 

suw3 Pulau 為馬來語島嶼之意，

tikus 為馬來語老鼠之意。  

【Penang Road】pi11 nẽn55 l51 

【棺材路】kuã33 tsa33 l21 又讀 kuã33 

tsa33 l33 因為該條路上很多賣棺

材的，故名。  

【棺材街】kuã33 tsa33 ke55 因為該條

街上很多賣棺材的，故名。  

【湳田仔】lam55 tsan33 nã51 早期路

名。  

【賣菜街】be11 tsai51 ke55 

【二奶巷】dzi11 nãi55 haq33 又讀 dzi11 

nãi55 ha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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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節令                  

【時間】si33 kan55 

【今仔日】kin33 nP55 dzit 5 今天。  

【今日】kin33 dzit5  

【明仔載】mĩ33 a55 tsai11 又讀 mã13 

tsai11 明天。  

【頂日】tiq55 dzit5 那天，早幾日前。  

【昨昏】tsa33 huĩ55 又讀 tsaq13 昨天。  

【後日】au33 ·dzit1 後天。  

【後日】au11 dzit5 

【今年】kin33 nĩ13 

【明年】mẽ11 nĩ13 

【後年】au11 nĩ13 

【舊年】ku11 nĩ13 

【前年】tsiq33 nĩ13 

【黃昏】hq33 hun55 

【下昏時】e33 he33 si13 黃昏後。  

【早起】tsa55 ki51 早上。 

【早起時】tsa55 ki55 si13 早上。  

【中晝】tiq33 tau11 中午。  

【規日】kui33 dzit5 整天。  

【早暗】tsa55 am11 早晚。早晨與晚

間。 

【暗暝仔】am55 mẽ33 a51 晚上。  

【暗暝】am51 mĩ13 又讀 am55 mẽ13

晚上。  

【暗時】am55 si13 晚上。  

【兩點鐘】ne11 tiam55 tsiq44兩個鐘頭。 

【一點半】it5 tiam55 puã11 時間一點

半。  

【五點十个字】g11 tiam51 tsap1 e33 

dzi33 五點五十分。  

【點聲】tiam55 siã55 又讀「點鐘」

tiam55 tsiq44 小時。  

【九點聲】kau55 tiam55 siã55 九點

鐘。  

【三更半暝】sã33 kẽ33 puã51 mẽ13 又

讀 sã33 kẽ33 puã55 mẽ13 三更半

夜。  

【當今】tq33 kim55 現在。  

【現在】hian11 tsai11 

【這馬】tsit5 mãi51 現在。  

【baru】ba33 lu51 現在、剛剛、這個

時候。馬來語新、剛剛的意思，

引申為「現在」的意思。  

【到今】kau51 tã55 

【時陣】si33 tsun33 又讀 si33 tsun21 時

候。 

【這見】tsit5 kian11 這次。 

【頭先】tau33 siq55 一開始。 

【新正】sin33 tsiã55 新年，農曆正

月。  

【年節】nĩ33 tse3 

【做年做節】tso51 nĩ33 tso51 tse3 過

年節，過節日。  

【古早】k13 tsa51 

【由早是】iu33 tsa55 si11 早期是。  

【古時】k55 si13 古時候。  

【元宵】guan33 siau55 元宵節。  

【清明】tsiŋ33 biŋ13 又讀 tsiŋ11 

biŋ13 清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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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墓】sau55 bq33  

【培墓】pue11 bq33 掃墓。  

【五日節】gD11 dzit3 tse3 端午節。 

【端午節】tuan11 qD13 tse3 端午節。  

【端午】tuan33 qD51 端午節。  

【中元】tiq11 guan13 中元節。  

【中秋】tiq33 tsiu55 中秋節。  

【重陽節】tiq11 iq13 tse3 重陽

節。  

【重陽】tiq11 iq13 重陽節。  

【冬至】taq33 tsi11 冬至。  

【唐人】te11 laq13 指稱舊曆、農曆。  

【紅毛】aq11 mD13 指稱新曆、國曆。  

【正月】tsiã33 gue5 一月份。  

【二月】dzi11 gue4 二月份。 

【三月】sã33 gue5 三月份。 

【四月】si55 gue5 四月份。 

【五月】g011 gue4 五月份。 

【六月】lak1 gue4 六月。  

【七月】tsit5 gue5 七月份。  

【八月】pe51 gue4 八月份。  

【九月】kau55 gue4 九月份。  

【十月】tsap3 gue5 十月份。  

【十一月份】tsap1 it5 gue11 hun33 十

一月份。  

【十二月】tsap3 dzi11 gue4 十二月

份。  

【臘月】la11  gue4 十二月。  

【初一】tse33 it3 

【二四】dzi11 si11 二十四號。  

【初四】tse33 si21 四號。  

【初八】tse33 pe3 

【彼陣】hit5 tsun33 當時。  

【做年兜】tso51 nĩ33 tau55 年尾、年

跟腳。指年終歲暮將近過年的那幾

天。 

【二九暝】dzi11 kau55 mẽ13 年尾、年

跟腳。指年終歲暮將近過年的那幾

天。 

【一陣一陣】tsit1 tsun21 tsit1 tsun21

一陣一陣的，如一陣一陣風，一

陣一陣痛。  

【慢且】ban33 tsia11 且慢。  

【一慢仔久】tsit1 mPi13 a55 ku51 一

會兒。  

【太晏了】tai55 uã11 nã11 時間太晚

了。  

【食中晝】tsia11 tiq33 tau11 吃午

餐。  

【正日】tsiã51 dzit5 指真正的、確切

的日子。  

【拜幾】pai51 kui51 星期幾。  

【拜二】pai55 dzi33 星期二。  

【禮拜】le55 pai11 周日。  

【彼站的時】hit5 tsam33 e33 si13 那個

時候。  

【天欲光】ti55 be55 kuĩ55 天快亮

了。  

【天光了】ti55 kuĩ33 liau51 天亮了。  

【天光】tĩ55 kuĩ55 天亮。  

【生日】sẽ33 dzit5  

【以前】i33 tsi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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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pun55 lai13 原本。  

【古早】k13 tsa51 以前、早期。  

【小等一下】sio55 tan51 tsit1 le3 稍

等一下。  

【後尾來】55 bue55 lai13 比較晚來

的。  

【後尾來】au55 bue55 lai13 比較晚來

的。  

【綴後來】tue51 au11 lai13 比較晚來

的。  

【頭先】tau33 siq55 剛開始  

【早時】tsa55 si13 以前之意。  

【當時】taq33 si13 有時候、那時候。  

【連鞭】liam33 mĩ33 馬上。  

【連鞭就來】liam33 mĩ33 to11 lai13 馬

上就來。  

【古代】k55 tai21 

【雄雄】hiq11 hiq13 突然、猛然、

一時間。 

【三不五時】sam33 put5 g11 si13 有

時。  

【□點聲】tu11 tiam13 siã55 躊躇、

浪費時間。有些故意拖延時間的

感覺。  

【不時】put5 si13 

【停待】tiq33 tai11 等待。  

【當面】te33 bin21 又讀 te33 bin33 

【當初】tq33 ts55 

【煞尾】sua51 bue51 末尾、最後。收

尾、終止。  

【臨時】lim33 si13 

【enok lusa】e33 sk55 lu55 sa51 拖

延。  

【延遲】ian33 ti13 

【hari besar】ha55 li55 p33 sa51 節日、

假期。  

【大日子】tua11 dzit1 tsi51 重要的日

子。  

【趕狂】kuã55 kq13 趕時間。  

【袂赴】be11 hu11 來不及了。  

【暫時】tsiam11 si13 

【坎站】kam55 tsam33 終點、限度。  

【假期】ka55 ki13 

【暫時】tsiam11 si13 

【永遠】iq55 uan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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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位                      

【對面】tui51 bin33 對面。 

【落南】lo11 lam13 向南方移動。  

【頂面】tiq55 bin33 上面、上方。  

【後面】au33 bin33 

【後尾】au11 bue51 最後。後面、後

頭、後來。 

【後壁】au11 pia3 後面。 

【頭前】tau33 tsiq13 前面。  

【胸前】hiq33 tsian13 

【所在】s55 tsai33 地方。  

【內底】lai11 te51 裡面。  

【邊仔】pĩ55 a55 旁邊。  

【墘】kĩ13 旁邊的意思。  

【下底】11 te51 下面。  

【歪一爿】uai33 tsit3 ping13 歪一邊。 

【另外這爿】liq11 gua11 tsit5 piq13 另外

這邊。 

【仝爿】taq11 piq13 同一邊。 

【放】paq11 放下東西  

【所在】s55 tsai33 地方。  

【內面】lai55 bin33 裡面。  

【hati】ha55 ti51 心、中心。  

【中心】tiq33 sim55 

【身邊】sin33 pĩ55 

【蹛】tua11 在。表示位置。 

【門口】me33 kau51 

【中原】tiq11 guan13 中心點。  

【別位】pat5 ui33 其他地方。  

【逐个位】tak1 e33 ui33 每個地方。  

四、日常用品  

（一）一般用品  

【秤】tsin21 度量物體重量的器具。 

【錘】tui13 鉈。舊式秤子中的一部分，

為一掛在秤桿上的小鐵塊，移動它

直到兩邊平衡，便可測得重量。 

【秤錘】tsin51 tui13 秤砣。掛在秤

桿的一端，可以左右移動，衡量物

體輕重的金屬重錘。 

【秤盤】tsin51 puã13 

【鐵錘】ti51 tui13 

【雨傘】h33 suã21 

【坩】kã55  

【剪刀】ka33 to55 

【英國鞋】in33 kk5 e13 英國款式的

鞋子。  

【手環】tsiu55 kuan13 

【腳環】ka33 kuan13 

【enting】an33 tin55 耳環。  

【耳環】hi11 kuan13 

【耳穿】hi11 tsuĩ55 耳環。  

【liante】len33 te55 項鍊。  

【面盆】bin11 pun13 洗臉盆。  

【水盆】tsui55 pun13 

【筆】pit3 

【鉛筆】ian33 pit3 

【墨筆】bak1  pit3 

【批信】pue33 sin11 信件。  

【簸箕】pua51 ki55 盛糧食的用具。  

【索】so3 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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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仔】so55 a51 繩子。  

【鎖匙】so55 si13 鑰匙。  

【篩斗】tai11 tau51 又讀 tai33 tau51

篩具。  

【草笠】tsau55 lew5 斗笠。  

【旗杆】ki33 kuã55 

【鉸刀】ka33 to55 

【矸】kan55 

【花矸】hua33 kan55 

【酒矸】tsiu55 kan55 

【cincin】tsin33 tsin51 戒指。  

【手指】tsiu55 tsi51 戒指。  

【鑷子】qẽ11 ã55 

【screwdriver】si11 ku11 lai33 v51 螺

絲起子，來自英語。  

【口琴】kau55 kim13 樂器名稱。  

【罰單】huat1 tuã44 罰單。  

【報生紙】po55 sẽ33 tsua51 出生證

明。  

【紙】tsua51 

【鐵球】ti51 kiu13 

【蠟燭】 la11 tsik3 

【anak anak】an33 nã33 an13 nã51 洋娃

娃。  

【尪公仔】an33 kq33 qã51 泛指所有

的人偶。用土、木、金屬等材料製

成的人像或圖像。洋娃娃。 

【鼓槌】k55 tui13 鼓棒。  

【鎖匙】so55 si13 

【相】siq21 

【相片】siq51 pĩ11 照片。  

【老相片】lau11 siq55 pĩ11 老照

片。  

【肖影】siau55 in51 又讀 siau33 in51

相片、照片。  

【柴梳】tsa33 se55 木梳。木頭做的

梳子。  

【水轉頭】tsui55 tsuan11 tau13 水龍

頭。  

【手囊】tsiu55 lq13 手套。  

【盒仔】ap3 ba51 

【印章】in51 tsiq33 

【ink】in55 印泥，來自英語。  

【准證】tsun55 tsiq11 核准證、執照。  

【桶仔】taq55 qã51 桶子。  

【火機】hue55 ke44 打火機。  

【拍火機】pa51 hue55 ke44 打火機。  

【大燈】tua11 tiq44 門口外掛著的寫

有姓氏的燈籠。  

【樹乳管】tsiu11 liq33 kq51 塑膠水

管。  

【粉】hun51 粉末。  

【垃圾】la51 sap3 骯髒。汙穢，不乾

淨。 

【物件】mĩ11 kiã33 用品、東西。  

【sampah 桶】sam33 pa55 taq51 垃圾

桶。sampah 為馬來語，垃圾、廢

物、廢品的意思。  

【燈火】tiq33 hue51 

【機器】ki33 ki11 

【魁儡】ka11 le51 

【紅線】aq33 suã11 紅色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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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po51 

 

（二）家庭用品  

【枕頭】tsim55 tau13 

【眠床】bin11 tse13 床舖。  

【喙齒膏】tsui51 ki55 ko55 牙膏。  

【屏】pin13 屏風。  

【隔屏】k51 pin13 屏風。  

【交椅】kau33 i51 

【桌頂】to55 tiq51 

【bangku】baq33 ku33 凳子。  

【凳仔】tiq33 qã51 小凳子。  

【gelai】k33 lai51 玻璃杯。  

【杯仔】pue33 a51 杯子。  

【交椅】kau33 i51 椅子。  

【kerusi】k33 lo33 si55 椅子  

【小珠】sio55 tsu55 小珠子。  

【磚】tsuĩ55 磚塊。  

【甕】aq11 一種口小腹大，可用來盛

裝東西的陶製容器。 

【水甕】tsui55 aq11 一種口小腹大，

可用來盛裝東西的陶製容器，如盛

裝水。 

【家伙】ke11 hue51 產業或遺產。  

【家私】ke33 si55 家具。  

【家私店】ke33 si33 tiam11 家具店。 

【lakap puluh】la33 kap3 pu33 lw51

抱枕。  

【抱枕】p11 tsim51 

【枕頭抱枕】tsim55 tau33 p11 

tsim51 用來抱著睡覺的枕頭。  

【電視】tian11 si33 

【物件】mĩ11 kiã33 東西、物品。  

 

（三）廚房用品 

【鼎】tiã51 用來煮、炒的鍋子。  

【鼎仔】tiã55 a51 鍋子。  

【舂粉的】tsiq33 hun51 ·e11 舂粉的器

具。  

【dusong】lu33 sq55 碾具、舂臼。  

【舂臼】tsiq33 ku21 臼。中間下凹的

舂米器具。也可以用來搗碎辣椒。 

【石磨】tsio11 bo13 用來磨米漿的工

具。 

【石磨仔】tsio11 bo33 a51 用以磨米

漿的工具。  

【磨仔】bo33 a51 磨具。 

【giling】g33 li55 碾香料之石床。  

【炊桶】tsue33 taq51 一層一層的炊

具，可以用來蒸熟食物。  

【麵粉】mĩ11 hun51 

【米粉】bi13 hun51 

【調羹】thiau33 kiq55 茶或湯匙。  

【□籮】ka11 lo51 桌上蓋飯菜的用具。

即臺語的桌罩 to51 ta11。  

【籠床】nã33 se13 蒸籠。用竹篦、木

片製成的蒸煮食物的器具。 

【竹床】tik5 se13 蒸籠。用竹篦製成

的蒸煮食物的器具。 

【箸】tu33 筷子。  

【碗】uã51 

【bok kieng】bk1 kiq33 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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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仔】ue33 a51 鍋子。  

【霜櫥】se33 tu13 冰箱。  

【khankhan】kan33 kan55 一種白鐵

製成的碗。  

 

 

 

 

 

 

 

 

 

 

 

 

 

 

 

 

 

 

 

 

 

 

 

 

 

 

五、農工用品 

【鋤頭】tu11 tau13 

【掘物件】kut1 mĩ11 kiã33 用器具翻

土，如鋤頭。 

【犁田】le11 tsan13 耕田。用犁翻攪

田土，準備耕種。 

【掘塗】kut1 t13 掘土。 

【簸箕】pua51 ki55 一種以竹篾或柳條

等編成的器具。 

【槌】tui13 敲擊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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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糧食蔬菜 

（一）莊稼作物 

【番薯】huan33 tsu13 又讀 huan11 tsu13

地瓜。  

【糯米】tsut1 bi51 

【茈】tsĩ51 嫩。  

【茈薑】tsĩ55 kiD55 

【老薑】lau11 kiD55 

【cabai】tsa11 bai55 辣椒。用辣椒抹

在人的嘴裡，是一種處罰。  

【番椒】huan33 tsio55 辣椒。  

【kunyit】ku33 nĩw5 黃薑。  

【黃薑】uĩ33 kiD55 黃薑。  

【kacang】ka33 tsaq51 豆子。  

【豆】tau33 

【barli】pa11 li13 薏仁，來自馬來語。  

【烏豆】033 tau33 黑豆。 

【塗豆】t033 tau33 花生。 

【綠豆】lik1 tau33 

 

（二）蔬菜 

【菜】tsai11 

【韭菜】ku55 tsai11 

【芹菜】kin33 tsai11 

【豆菜】tau11 tsai11，又稱 tau11 ge13

豆芽菜，一種蔬菜。 

【菜頭】tsai51 tau13 白蘿蔔。  

【蔥】tsaq55 

【蔥頭】tsaq33 tau13 洋蔥。  

【薯粉】tsu33 hun51 

【鮮葉】tsẽ33 hiow3 生的、未經烹

飪的葉子。  

【茄子】kio13 

【carrot】ke33 lk5 紅蘿蔔，來自英

語。  

【紫菜】tsi44 tsai11  

【高麗菜】ko33 le33 tsai11  

【花椰菜】ka55 la33 hua55 花椰菜，

以 tsẽ55、pw5 區分綠色、白色

的花椰菜。  

【花菜】hua33 tsai11 花椰菜。 

【芫荽】uan33 suĩ55 香菜。 
【芹菜】kin33 tsai11 一種蔬菜。 

【紅毛芹菜】aq33 mD33 kin33 tsai11

西洋芹。  

【菜心】tsai51 sim55 一種蔬菜。 

【芥菜】kua51 tsai11 或 kua55 tsai11

一種蔬菜。 

【菜頭】tsai55 tau13 白蘿蔔。 

【菜豆】tsai51 tau33 一種蔬菜。 

【蕹菜】iq55 tsai11 空心菜。 

【敏豆】bin55 tau33 四季豆。 

【竹筍】tik5 sun51 

【肉豆】ba51 tau33 一種蔬菜。 

【木耳】b0k1 nĩ51 

【白菜】p11 tsai11 一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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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果 

【果子】kue55 tsi51 水果  

【水果】sui55 ko51 水果。 

【榴槤】liu11 lian13 水果名稱。  

【紅柿】aq33 ki33 

【紅棗】aq33 tso51 

【甘蔗】kam33 tsia11 

【竹蔗】tik5 tsia11 

【桔仔】kiat5 la51 桔子  

【楊桃】iD11 to13  

【檨仔】suãi11 a55 芒果。  

【芒果】mẽn11 ko13 芒果，來自英

語。  

【蓮藕】lian33 qãu33  

【□□】dziam55 bu33 番石榴，芭樂

的意思。  

【橄欖】kã11 nã55  

【紅毛茄】aq11 mD11 kio13 番茄。  

【紅毛□□】aq33 mD33 nã33 nã55 釋

迦。  

【紅毛蓮霧】aq33 mD33 dziam55 bu33 

【紅毛榴槤】aŋ33 mD33 liu33 lian13 

【strawberry】si11 to33 be33 li55 草莓，

來自英語。  

【楊桃】iD33 to
13 一種水果。 

【西瓜】se33 kua55 西瓜。  

【石榴】sia11 liu13 一種水果。 

【龍眼】giq33 giq51 龍眼。 

 

八、飲食  

（一）一般食品 

【粿】kue51 糕的總稱，指用糯米或粳

米等做成的食品。 

【發粿】huat5 kue51 一種粿。  

【米】bi51 

【湯】te55 

【肉】ba3 

【卵】nuĩ33 

【伙食】hue33 sit5 飲食、飯菜。 

【狗肉】kau55 ba3 

【糕】ko55 

【粿】kue51 

【雞卵糕】ke33 nuĩ11 ko55 

【娘惹粿】niD21 niã21 kue51 

【粥】tsk5 沒有米粒的稀飯，黏黏、

稠稠的。  

【米】bi51 

【米粒】bi55 liap5 

【洘頭糜】ko55 tau11 muãi13 湯水很

少的稀飯、稠稀飯。 

【啉品】lim33 pin51 喝的東西，如

汽水。  

【脯】p51 乾製或醃製而成的脫水食

品。 

【泔糜】am55 muãi13 又讀 am55 be13

稀飯。指飯粒很稀疏，米湯很多的

稀飯。 

【泔】am51 稀的。米湯。 

【糜】muãi13 有米粒的稀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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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糜】ba51 muãi13 食物名稱。 

【菜脯】tsai51 p51 

【糝配】sam51 pue21 用來吃飯的菜

餚。  

【哺荖葉】p11 lau55 hio3 嚼檳榔。 

【食檳榔】tsia11 pin33 ne13 嚼檳榔。  

【荖葉□】lau55 hio11 tsian55 裡面包

有白灰、青葉的檳榔。另外有一

個意思是指大人在說話，如果小

孩子站在旁邊聽話聽大人說話，

小孩會被叫去其他地方，別在那

裡當「荖葉□」，聽大人說話。  

【白灰】p11 hue55 

【圓】ĩ13 湯圓。  

【鹹酸甜】kiam33 se33 tĩ55 

【菜燕】tsai51 ian11 洋菜、洋粉。由

石花菜或龍鬚菜等紅藻體內抽出來

的膠狀物質，可用於製造布丁、羊

羹等食品。 

【豆漿】tau11 tsiD55 

【barli 水】pa11 li33
 tsui51 薏仁水是薏仁

漿的意思。 

【瓜子】kua33 tsi51 

【雜菜】tsap1 tsai11 雜菜。  

【bedak】pw1 lak5 米製的水粉  

【水粉】tsui55 hun51 

【gulai】ka11 lai55 咖哩。  

【豆餡】tau11 ã33 

【羹湯】kĩ33 te55 糊狀的食湯。  

【油炸粿】iu33 tsia11 kue51 食物名

稱。  

【麵線】mĩ11 suã11 食物名稱。  

【茶米】te33 bi51 茶葉。  

【茶葉】t33 hio5 

【霜】se55 冰。  

【瘦肉】san55 baw3 不肥的豬肉。  

【赤肉】tsia51 ba3 瘦肉、精肉。  

【滾水】kun55 tsui51 白開水。  

【牛油】gu33 iu13  

【roti】l33 ti55 麵包，來自馬來語。  

【新米】sin33 bi51 新的米。 

【肉粽】ba51 tsaq11 

【冰水】pin33 tsui51 冰的水。  

【冷水】liq55 tsui51 冰的水。  

【熱茶】dzua3 t13 熱的茶。   

【羔丕】k33 pi55 加入牛奶或奶精的

咖啡。  

【羔丕烏】k33 pi33 55 沒有加牛奶

或奶精的咖啡。  

【橙汁】tsam33 tsiap3 柳橙汁。  

【茶】t13 有加奶精或牛奶的茶。 

【茶烏】t33 55 沒有加奶精或牛奶的

茶。 

【□□茶】s11 lŋ11 t13 茶葉的一

種。  

【茶烏冰】t33 33 piŋ55 有加入冰塊的

紅茶，是點冷飲時較快速、簡潔的

點法。 

【凊飯】tsin51 pe21 冷飯、隔夜飯。 

【凊飯】tsin51 puĩ21 冷飯、隔夜飯。 

【淨水】tsiq11 tsui51 乾淨的水。  

【薰草】hun33 tsau51 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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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hun55 香菸。用薄紙捲細菸草做

成的紙菸。 

【塗豆】 t33 tau33 花生、落花生。 

【水餃】tsui55 kiau51 

【汁】tsiap3 

【霜角】se33 kak3 冰塊。  

【丸】uan13 

 

（二）藥品 

【補品】p55 pin51 進補。  

【燖補品】tim11 p55 pin51 燉補品。  

【當歸】tq33 kui55 中藥材名稱。  

【人蔘】dzin33 sm55  

【藥】io5 藥物、藥品。 

【肉桂】dzik1 kui11 

 

（三）調味佐料  

【芥辣】kai55 luaw5 

【胡椒】h33 tsio55 

【豉醋】sĩ11 ts11 用醋將生鮮的食物

如蔬果、肉類、海鮮等，醃漬成醃

漬品。 

【豉糖】sĩ11 te13 用糖將生鮮的食物

如蔬果、肉類、海鮮等，醃漬成醃

漬品。 

【acar】a33 tsat1 醋漬的。  

【cinchlok】tsin33 tsa33 lk5 細蝦

醬。  

【蝦仔膎】he33 a55 k13 醃製的蝦子。 

 

（四）當地小吃  

【叻沙】la11 sa31 又讀 lak1 sa31 當地

的食物名稱。  

【鮮魚糜】tsẽ21 hu11 muãi13 食物名

稱。  

【煎蕊】tsian33 lui33 當地小吃名

稱。  

【acar cawah】a33 tsat1 tsau33 a55 漬

雜菜，什錦菜，雜菜。  

【acar ikan】i33 kan55 是醋漬之魚  

【acar limau】li33 mau51 醋漬之桔

子。  

【acar timun】tĩ11 bun13 醋漬之黃

瓜。  

【apong berkuah】a33 pq55 bo33 

kua51 一種沾甜汁吃的鍋餅。  

【apong manis】a33 pq55 ma33 nĩ55

甜鍋餅。  

【assam koh】a33 sam33 ko55 一種用

來煮咖哩的酸果之膏。  

【assam koh 水】a33 sam33 ko33 tsui51

一種用來煮咖哩的酸果之膏。  

【福建麵】hk5 kian51 mĩ33 食物名

稱。  

【balacan】bu33 la33 tsan55 

【gado-gado】ka33 lo33 ka33 lo51 馬來

式涼拌菜，是一種鮮魚加菜的食

物。  

【椰漿】ia11 tsiD55 又讀 iã33 tsiD55。 

【咖哩】ka33 li51 食物名稱。  

【叻沙】la11 sa11 食物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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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麵】l55 mĩ33 當地的一種麵食。  

【雲吞麵】uan11 tan33 mĩ33 

【□□】sam33 mai55 

【hulam】hu33 lam55 蔬菜或豆加辣

椒醬吃的食品。  

【kuih talam】kue33 ta33 lam55 上面

放椰漿的糕。  

【kuih ketayap】kue33 k33 taw5 一種

包糖及椰絲刨成薄餅型的糕。  

【sate】sa33 te55 烤肉串。 

【masak lemak】mã33 saw5 l33 mãw5

加椰漿煮的咖哩。  

【masak titek】mã33 saw5 ti33 tiw3 娘

惹菜餚，用巴拉煎、野老葉、胡

椒煮的湯。  

【masak hulam】na11 s11 hu33 lam55

鹹魚、野老葉、胡椒、薑汁混合

的飯。  

【masak kunyit】na11 s11 ku33 nĩt5 黃

薑飯。  

【tomyam】tm33 iam55 是一種有肉、

蝦、菜的酸辣湯，馬來語 tomyam

詞源來自泰語。 

【□□魚】lun11 pa11 hu13 辣椒魚。  

【酵母】ka55 bo51 

 

（五）味覺口感的形容 

【甜】tĩ44 

【辣】lua3 味道是辣的。  

【汫】tsiã51 味道淡、不鹹。 

【鹹酸苦澀】kiam33 suĩ33 k55 siap3 

【酸】suĩ55 

【澀】siap3 

【assam】a33 sam55 酸  

【manis】ma33 nĩ55 甜 

【assam pedas】a33 sam33 p33 la51

酸辣味道  

【辣】luaw4 

【bau】ba11 u51 味道；行為或人為。  

【味□】bi11 s11 滋味。  

【滋味】tsu33 bi33 

【芳】paq55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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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礦物及其他自然物 

【樹乳】tsiu11 liq55 橡膠。  

【金】kim55 

【mas】mã51 si11 金。  

【火烌】hue55 hu55 灰，粉塵。  

【abu】a33 bu55 灰，粉塵。  

【batu】ba55 tu11 又讀 ba55 tu33 石頭，

來自馬來語。  

【berlian】b11 len13 鑽石  

【鑽石】suan11 tsiow5 

【石頭】tsio11 tau13 

【石仔】tsio21 a51 小石頭。  

【錫】sia3 

【白鐵】p11 tiw4 白鐵、鍍鋅鐵 。 

 

 

 

 

 

 

 

 

 

 

 

 

 

 

十、動物  

（一）禽、獸類 

【龍】liq13 

【鳥鼠】niãu55 tsu51 

【豬】tu55 

【豬肉】tu33 ba3 

【豬公】tu33 kaq55 

【孔雀】kq55 tsik3 

【狗】kau51 

【狗囝】kau55 kiã51 

【火雞】hue55 ke55 

【鳥仔】tsiau55 a51 小鳥。  

【拍鳥】pa51 tsiau51 打小鳥。 

【馬】b51 

 

（二）爬蟲、昆蟲類  

【cacing】tsia11 tsin51 蟲。  

【蟧蜈 】la33 gia13 長腳蜘蛛。  

【蜘蛛】ti33 tu55 蜘蛛。 

【狗虱】kau55 sat3 

【紅蟻】aq33 hia33 紅螞蟻。  

【狗蟻】kau55 hia33 螞蟻。  

【蜻蜓】tsiq33 tiq13 又讀 tsiq21 tiq13 

【胡蠅】h33 sin13 蒼蠅。  

【虼蚻】ka33 tsuaw5 蟑螂。  

【𧌄蜅蠐】am33 p55 tse13 蟬。 

【kacang】kat5 tsiang55 青蛙。  

【katak】kat5 taw1 青蛙。  

【kacang bulu】kat5 tsiang33 bu33 lu51

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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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蜍】tsq11 tsu13 蟾蜍。  

 

（三）魚蝦海獸  

【魚】hu13 

【鮮魚】tsẽ33 hu13 又讀 tsĩ33 hu13 

【魚刺】hu33 tsi11 

【蝦】h13 蝦子。  

【幼蝦】iu55 h13 小蝦子。  

【sotong】s33 tq55 魷魚。 

 

 

 

 

 

 

 

 

 

 

 

 

 

 

 

 

 

 

 

 

 

十一、花草樹木  

【花蕊】hua33 lui51 

【花欉】hua33 tsaq13 

【樹欉】su11 tsaq13 又讀 tsiu11 tsaq13 

【根】kin55 

【木】bak5 

【木】bk5 

【檳榔】pin33 ne13 檳榔。  

【荖葉】lau13 hio3 包檳榔的葉子。  

【青葉仔】tsĩ33 hio33 a51 綠色的葉

子。  

【籽】tsi51 

【biji】bi33 tsi51 籽、種子。  

【栽花】tsai33 hua55 

【鮮花】tsĩ33 hua55 

【梅花】bue33 hua55 花卉名稱。  

【桂花】kui51 hua55 花卉名稱。  

【蘭花】lan33 hua55 花卉名稱。  

【玉蘭】gik1 lan13 

【玉蘭花】gik3 lan33 hua55 

【荷花】ho33 hua55 花卉名稱。  

【菊花】kik5 hua55 花卉名稱。  

【生青苔】sẽ33 tsẽ11 ti13 長青苔。  

【青苔】tsẽ11 ti13 青苔。  

【樹林】tsiu11 nã13 

【樹林仔內】tsiu11 nã33 a55 lai33 

【紫竹林】tsi55 tik5 nã13 

【月桂】guat3 kui11 

【bunga chimpa】bun33 nã33 tsin33 

pa51 玉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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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ga getah】bun33 nã33 ket1 ta51

一種白色的小花，娘惹用來圍髮

髻的。  

【bunga kentang】bun33 nã33 ket1 

tan55 薑花，可放在咖哩內煮的。 

【bunga melor】bun33 nã33 mo33 lo51

茉莉花。  

【bunga tanjiong】bun33 nã33 tan33 

dziq51 鳳凰花。  

【daun】tau13 e11 葉子。  

【葉】hiow4 葉子。  

【daun pandan】dzaq33 pan33 nã51 香

葉，一種具有香味的植物。  

【芳草】paq33 tsau51 具有香味的

植物。  

【芳葉】paq33 hiow5 具有香味的植

物。  

【軟葉】nuĩ55 hiow3 軟的葉子。  

【kumtum】kum33 tm55 花蕾、幼

芽。  

【花穎】hua33 ĩ51 花蕾、幼芽。  

【森林】sim21 lim13 

【森】sim44 

【山芭】suã33 pa55 山林、森林。  

【菖茅】tsaq11 mãu13 

【茅草】h?11 tsau51 

【相思樹】siD33 si55 tsiu33 樹木名

稱。  

【樹枝】tsiu11 ki44  

【樹根】tsiu11 kin44 

【松樹】sm33 su11 文讀音的松樹。 

【松樹】tsiq33 tsiu11 白讀音的松

樹。  

【keliling bunga】k33 lin33 hua55 圍

在髮髻上的花。  

 

 

 

 

 

 

 

 

 

 

 

 

 

 

 

 

 

 

 

 

 

 

 

 

 

 

 



211 
 

十二、衣裝被服鞋  

【衫】sã55 衣服。 

【旗袍】ki33 pau13 一種服裝的款

式。  

【古裝】k13 tsq55 

【䘥仔】ka51 a51 開襟絨線衫。  

【手䘼】tsiu55 e51 袖子。  

【裙】kun13 裙子。  

【唐山款】te11 suã21 kuan51 唐山風

格的衣服。  

【絲綢】si33 tiu13 

【英國帽】in33 kk5 bo11 英國款式

的帽子。  

【裙□】kun11 o51 傳統華式服裝。  

【腰兜】iu11 to51 肚兜。  

【頷垂】am11 se13 圍兜。小孩子穿掛

在胸前，用來承接口水，防止衣服

弄髒的衣物。 

【幔】muã55 沙籠 sa11 lq51，馬來語

的 sarong。  

【水幔】tsui55 muã55 水巾，洗澡時

用來擦澡的毛巾。  

【水巾】tsui55 kin55 洗澡時用來擦澡

的毛巾。  

【被單】pue33 tuã55 

【棉被】mĩ33 pue33 

【褥】dzik4 舖在棉被下方的床褥。  

【褥仔】dzik1 a51 舖在棉被下方的

床褥。  

【頭巾】tau33 kin55 

【包頭的】pau11 tau13 e33 頭巾。  

【彩】tsai51 

【紅綢仔彩】aq33 tiu33 a55 tsai51 

【布袋】p55 te21 

【白衫】p11 sã55 

【布】p11 

【baju panjang】ba33 dzu33 pan33 

dziang51 早期娘惹穿的一種長

衫。  

【長衫】te33 sã55 

【kebaya(baju)】k33 pa33 ia55 娘惹

搭配沙龍穿的，有繡花的衣服。  

【manek ay】mãn11 nẽ11 e13 小珠刺

繡的鞋。  

【皮鞋】pa11 tu11 e
13 馬來語石頭 batu，

加上福建話鞋構成的詞彙。 

【柴屐】tsa33 kia5 木屐，一種鞋子。 

【雨鞋】h011 e
13 

【新鞋】sin11 e13 新的鞋子。 

【紅布】aq33 p11 紅色的布。  

【鞋】e13 鞋子。  

【百褶裙】pa51 tsi51 kun13 百褶裙。 

【鉼針】pin55 tsiam55 別針。一種用

來將物品暫時固定或密合的針。 

【kerosong】k33 lo33 sq55 鉼針 

【穿插】tsiq11 tsa3 穿著、打扮。 

【鈕仔】liu33 a51 鈕扣。  

【弓鞋】kiq11 e13 

【刺鞋】tsia51 e13 

【刺繡】tsia51 sui11 

【刺花】tsia51 hua55 

 



212 
 

【針黹】tsiam33 tsi51 

【紅衫】aq33 sã55 紅色的衣服。  

【雨衫】h033 sã55 雨衣。 

【舊衫】ku11 sã55 舊衣服。 

【媠衫】sui55  sã55 漂亮的衣服。  

【俗衫】si0k3 sã55 便宜的衣服。 

【便宜衫】pan11 gi13 sã55 便宜的衣服。 

【襪】bue5 襪子。  

【制服】tse55 hk3 一種服裝，如學

校的制服。  

【烏巾】33 kin55 黑色的布。  

【線】suã11 

【穿插】tsiq33 tsa11 裝扮。  

 

 

 

 

 

 

 

 

 

 

 

 

 

 

 

 

 

十三、建築物、機關名稱、店舖 

【厝】tsu11 房子。 

【體育場】te55 ik1 tiD13 

【體育館】te55 ik1 kuan51 

【外廳】gua11 tiã55 

【門跤】me33 ka55 指門的下方。  

【戶橂】h11 tiŋ
33 門檻。門下所設的橫

木。 

【門】muĩ13 

【崁門】kam51 muĩ13 又讀 kam51 

me13 關門。  

【開門】kui33 muĩ13 又讀 kui33 me13 

【關門】kuãi33 me13 又讀 kuãi33 

muĩ13 

【鎖門】so55 muĩ13 

【閂門】tsuã51 muĩ 13 插上門閂，把

門關緊。 

【掩門】iam55 muĩ13 

【跤跍間】ka11 ku11 kiq55 監獄。  

【監牢】ka11 lo13 監獄。  

【老妓間】l55 ki55 kiq55 又讀 l55 

ki13 kiq44 妓女戶早期的說法。  

【老君厝】lo55 kun33 tsu11 醫院。  

【醫生館】i33 siq33 kuan51 醫院。  

【病樓】pẽ11 lau13 病房。  

【房】paq13 房間。  

【jamban】dziam55 mPn33 廁所。  

【toilet】t55 i11 let1 廁所。  

【法庭】huat5 tiq13 

【保理】po55 l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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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理（玻璃）廳】po33 le33 tiã55

法庭。  

【保理（玻璃）廳】po55 li55 tiã55

法庭。應該是「保理廳」，因訛讀

而成玻璃廳。  

【宿舍】sik5 sia11 

【埕】tiã13 院子、廣場。  

【茶埕】tsa11 tiã13 用以曝晒茶葉的

場地。  

【稻埕】tiu11 tiã13 晒穀場。用以曝晒

稻穀的場地。 

【釘牌關】tiŋ51 pai33 kuan55 又讀

tiŋ51 pai11 kuan55 交通局。  

【電火局】tian11 hue55 kik5 供電

局。  

【清澄關】tsiq33 tiq33 kuan55 海關。  

【海關】hai55 kuãi55 

【過關】kue51 kuan55 出海關。  

【棧間】tsan51 kiq55 貨艙。  

【貨倉】hue51 tse55 倉庫。  

【學堂】o11 te13 學校。  

【牆】tsiD13 牆壁。  

【壁】piaw3 牆壁。  

【米糕店】bi55 k33 tiam11 賣米糕的

店家。  

【麵食攤】mĩ11 tsia11 tuã55 賣麵的

小攤販。小販的意思。  

【小販】siau13 huan11 

【攤】tã11 可推動式的小攤販。  

【洋行】iD11 haq13  

【百貨公司】pa51 hue51 kq33 si33 

【幔仔店】muã33 a55 tiam11 早期對

洋行的稱呼。因為裡面有賣幔等

等的商品。  

【頭庫】tau33 k11 大商行。  

【商行】siq11 haq13 

【店頭】tiam51 tau13 店鋪。  

【店號】tiam51 ho33 店名。  

【當店】te51 tiam11 當舖。  

【羔丕店】k33 pi33 tiam11 咖啡店。 

【飯店】pe11 tiam11 

【棺材店】kuã11 tsa33 tiam11 賣棺材

的店家。  

【吉寧仔萬山】kiat5 lin13 a55 ban13 

sai55 

【新街頭萬山】sin33 ke33 tau13 

ban13 sai55 

【菜市】tsai51 tsi33 又讀 tsai51 

tsi21 又讀 tsai55 tsi33 在街道旁的

菜市。  

【菜店仔】tsai55 tiam55 mã51 雜貨店

的舊稱。  

【雜貨店】tsap3 hue51 tiam11 

【pasar】pa33 sa11 馬來語的市場。  

【malam】mã55 lam51 馬來語的夜市

場。  

【pasar malam】pa33 sa33 mã55 lam11

又讀 pa33 sa11 mã33 lam55 馬來語

的夜市場。  

【萬山】ban13 sai55 又讀 ban13 san55

又讀 ban11 sai33 在建築物內或是有

遮蔽物的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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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仔】tsai51 tsi33 a51 

【夜市】ia11 tsi21 

【政府】tsiq55 hu51 

【電信局】tian11 sin55 kik5 

【灇浴間】tsaq33 ik1 kiq55 浴室。檳

城當地有一些惠安人稱浴室為灇

水間 tsaq33 tsui55 kiq55。  

【車站】tsia33 tsam33 

【油站】iu33 tsam33 

【學校】hak1 hau33 學校  

【石階】tsio11 kia11 用石頭舖成的階

梯。  

【階仔】kia33 a51 階梯。  

【樓梯】lau33 tui55 

【欄杆】lan33 kan55 用金屬或竹子、

木頭等條編成的柵欄，通常建在橋

兩側、涼臺或看臺等邊緣，有阻擋

以及防止掉落的功能。 

【水龍間】tsui55 lq33 kiq55 消防

局。  

【水稅關】tsui55 se33 kuan55 水務局，

管理水的稅務的機關。  

【電信局】tian11 sin55 kik4 管理電

的稅務。  

【賣香店】bue11 hiũ33 tiam11 金香舖。

賣金紙。  

【羔丕店】ko33 pi33 tiam11 咖啡店。 

【公辦衙】kq33 pan11 ge13 政府部

門。  

【customs】ka55 si11 tm11 海關，

來自英語。  

【兜】tau55 家、居住所。 

【家】k55 

【居】ku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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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姓氏、人名 

【姓】sZ11 姓氏。  

【名】miã13 名字。 

【毛】mD13 姓氏。  

【方】hq55 姓氏。  

【羅】l13 姓氏。 

【邱】ku55 姓氏。  

【黃】uĩ13 姓氏。  

【呂】lu33 姓氏。  

【鄭】tẽ33 姓氏。  

【林】lim13 姓氏。  

【姓林】sẽ55 lim13 

【謝】tsia33 姓氏。  

【王】q13 姓氏。  

【梅】bue13 

【嬌】kiau55 

【祥】siq13 

【沈先生】sim51 ·sian11 sĩ11 沈先生。 

【南安會館】lam33 uã33 hue11 kuan51 

【晉江會館】tsin51 kaq33 hue11 

kuan51 

【安溪會館】an33 ke33 hue11 kuan51 

【楊麗花】iũ33 le11 hua55 人名。  

【薛平貴】si51 piq33 kui11 人物名

稱。  

【孫中山】sun33 tiq33 san55 人名。  

【孫逸仙】sun33 ik1 sian55 人名。  

【陳元光】tan33 guan33 kq55 歷史人

物。  

 

十五、親屬稱謂  

【父母】p11 bo55 

【老母】lau11 bo51 

【媽媽】mã55 ·mã11 

【外媽】gua11 mã55 母親的母親。  

【媽】mã55 奶奶、祖母。外婆。老婆

婆。 

【大家】tua11 k33 又讀 tã33 k55 婆婆。

婦女對他人稱自己丈夫的母親。 

【大官】ã33 kuã55 公公。婦女對他人

稱呼自己丈夫的父親為「大官」。 

【某】b51 老婆。  

【翁某】aq33 b51 夫妻。  

【翁】aq55 先生、老公、丈夫。  

【後生】hau11 sẽ55 兒子。  

【妹】muãi33 

【小妹】sio55 muãi33 

【小弟】sio55 ti33 

【adik】a33 lik5 小妹小弟  

【大舅】tua33 ku11 大舅舅。  

【兄弟姊妹】hiã33 ti33 tsi55 muãi33 

【囝孫】kiã55 sun55 

【囝婿】kiã55 sai11 女婿。  

【囝兒】kiã55 dzi13 子女。  

【後母】au11 b51 繼母。母親過世或

離婚之後，父親再娶的妻子。 

【前人囝】tsiq33 laq33 kiã51 又讀

tsiq11 laq11 kiã51 前夫或前妻所留下

來的小孩子。 

【夫人】hu11 dzin13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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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兄】ke51 hiã33 父親的領養兄弟，

屬父執輩。 

【契囝】ke51 kiã51 義子、乾兒子。

經由拜認而非親生的兒子。 

【妹婿】muãi11 sai11 稱謂。自己妹妹

的丈夫叫做妹婿。 

【姊夫】tsi55 hu55 稱謂。稱呼姊姊的

丈夫。 

【細嬸】se55 tsim51 弟媳、小嬸子。

稱謂。男子稱呼弟弟的妻子或是女

子稱呼丈夫弟弟的妻子。 

【兄嫂】hiã11 so51 嫂子、嫂嫂。稱謂。

稱呼兄長的妻子或對朋友妻子的敬

稱。 

【倌】kuã55 早時對女婿、妹夫、姑

爺或顧客的一種稱呼。  

【阿祖】a33 ts51 

【阿公】a33 kq55 爺爺、祖父。外公。

老公公、老爺爺。 

【阿媽】a33 mã51 奶奶、祖母。外婆。

老婆婆。 

【阿伯】a33 pw3 

【叔】tsik3 叔叔。  

【嬸】tsim51 嬸嬸。  

【丈人】tiũ11 laq13 岳父。稱謂。男子

稱妻子的父親。 

【姊夫】tsi33 hu33 

【乾仔孫】kan33 nã55 sun55 曾孫。稱

謂。指稱兒子的孫子。 

【親情】tsin33 tsiã13 親戚。  

【ba chi】ba33 tsi51 最小的兒子。  

【細漢囝】se51 han51 kiã51 又讀 se51 

han55 kiã51 最小的兒子。  

【□】tsi51「細漢」、小的意思。  

【同姒仔 】kaq33 sai33 a51 妯娌。稱謂。

兄弟的妻子彼此互稱。 

【同姒】taq11 sai21 妯娌。稱謂。兄弟

的妻子彼此互稱。 

【同門】taq11 muĩ13 連襟。稱謂。姊

妹的丈夫彼此互稱。 

【外家府】gua11 k33 hu51 娘家。  

【查仔】tsau13 a51 女兒。  

【查某囝】tsa33 b55 kiã51 女兒。  

【後生】hau11 sẽ55 兒子。  

【後生查仔】hau11 sẽ33 tsau33 a51 兒

子女兒。  

【煞尾囝】sua51 bue55 kiã51 最小的

孩子。  

【nya chi】niã33 tsi51 娘惹的小女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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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婚喪 

【訂親】tiã11 tsin55 訂婚。  

【結婚】kiat5 hun55 結婚。  

【媾姻】kau11 in13 結婚。  

【嫁】k55 

【嫁】k11 

【聘金】piq51 kim55 男子娶妻時贈給

女方的禮金。 

【娶來】tsua33 ·lai11 娶進門。  

【娶某】tsua11 b51 娶老婆。  

【新娘】sin33 niũ13 

【踏廳】ta11 tiã55 早期的結婚儀式

之一。  

【上頭】tsiũ11 tau13 早期結婚前一

晚的儀式之一。  

【梳頭】se11 tau13 早期結婚前一晚

的儀式之一，「梳頭做大人」的簡

稱。  

【捧茶】paq33 t13 新娘向新郎的親

戚奉茶。  

【做三日】ts51 sã33 dzit5 新婚第三

天。  

【做六日】ts51 lak1 dzit5 新婚第六

天。  

【十二日】tsap1 dzi11 dzit5 新婚第十

二天。  

【洞房】tq11 paq13 

【匹配】pit5 pue11 許配。  

【許配】hi55 pue11 

【嫁娶】ke51 tsua33 男婚女嫁之事。 

【陪綴】pue33 tue21 人與人之間的交

往酬酢，如婚喪、遷居等時的相互

贈禮。 

【門當戶對】me33 taq55 h11 tui21 

【我娶你進贅來】gua55 tsua11 li55 

tsi51 tso11 lai13 我將你招贅進來。  

【招】tsio55 招贅。  

【收煞】siu33 sua3 離婚的意思。  

【離婚】li11 hun55 結束婚姻關係。  

【做月內】tso55 gue11 lai33 婦女產後

坐月子。  

【生囝】sẽ33 kiã51 生小孩。  

【墓】bq33 墳墓。  

【烏事】oo33 su33 辦喪禮。  

【紙錢】tsua55 tsĩ13 

【庫錢】k51 tsĩ13 

【師公】sai33 kq55 

【跤尾紙】ka11 bue55 tsua51 跤尾

錢。  

【功德】kq33 tik3  

【做功德】tso51 kq33 tik3 

【做功德戲】tso55 kq11 tik5 hi11
 

【燒大厝】sio33 tua11 tsu22 

【過橋】kue51 kio13 

【死】si51 死亡。  

【孤魂野鬼】k11 hun13 ia55 kui51 

【墓壙】bq33 kq11 墓穴。埋葬棺木

的洞穴。 

【墓壙空】bq11 kq51 kaq55 墓穴。

埋葬棺木的洞穴。 

【墓】bq33 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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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kuã11 tsa13 

【壽板】siu11 pan51 棺材較文雅的說

法。  

【墓牌】bq11 pai13 

【死人】si55 laq13 

【進贅】tsin51 tso1 入贅。  

【進贅賣大燈】tsin51 tso11 be11 tua11 

tiq44 男生入贅後跟女方的姓氏。  

【送嫁姆】saq55 k33 ?51 送嫁婆，

通常是老人家擔任。媒人婆不一

定擔任送嫁姆的角色，要另外請

送嫁姆來幫忙送嫁。類似於現在

的新娘秘書。  

【送嫁公】saq55 k51 kq55 早期峇峇

結婚時有，現在沒有了。  

【出嫁】tsut5 k21 

【送嫁】saq51 k21 

【媒人婆】h?11 laq11 po13 

【妝新娘】tse33 sin33 niD13 為新娘化

妝打扮。  

【跪起跪落】kui11 ki55 kui11 lo5 形

容娶親時，新娘一直在跪拜的過

程。  

【添丁】tiam33 tiq55 生產男嬰。  

【上頭衫】tsiũ11 tau33 sã55 又讀

tsiD11 tau33 sã55 上頭時要穿的衣

服，是白色的。新婚第一夜也要

穿這一件。  

【內家】lai11 ke55 lai11 k55 又讀入

贅男性原本的家庭。  

【代】tai33 世代。  

【歲壽】hue51 siu21 壽命。一個人的

生命，生存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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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人體部位  

【頭毛】tau33 me13 

【指甲】tsiq55 ka3 

【手指】tsiu55 tsẽ51 手指頭。  

【喙唇】tsui51 tun13 嘴唇。  

【胸坎】hiq33 kam51 胸膛、胸部。

人體軀幹正面上部，內有心臟、肺

臟等器官。 

【尻川 】ka33 tse55 屁股。  

【尻川䫌】ka33 tse33 pe51 屁股、

臀部。  

【跤盤】ka11 puã13 腳背、腳面。  

【跤頭趺】ka33 tau33 u55 膝蓋。大腿

與小腿相連處的外部關節。 

【跤肚趺】ka33 t33 u55 膝蓋。大腿

與小腿相連處的外部關節。 

【跤後蹬】kau33 au11 tẽ33 腳跟、腳

後跟。腳掌的後部。 

【跤目】ka33 bak5 走路時，因磨擦

而產生的一粒硬硬的突出部分。  

【腹內】pak5 lai22 腹部內器官。  

【腸】te13 腸子。  

【肝】kuã55 肝臟。  

【尺】tsio3 胰臟。 

【跛跤】pai55 ka55 跛腳。  

【鬢繐】pin55 sui51 臉頰兩旁貼近耳

朵垂下的頭髮。  

【喙下斗】tsui51 11 tau51 又讀

tsui51 e11 tau51 下巴、下顎。 

【喙唇】tsui51 tun13 嘴唇。  

【頷頸】am11 kun51 脖子。  

【頭毛】tau11 mD13 頭髮  

【毛管聳】mD33 kuĩ51 tsaq11 起雞皮

疙瘩。  

【痣】ki33 

【肩胛頭】kiq33 ka51 tau13 

【肩頭】kiq11 tau13 肩膀。  

【肩】kiq44 

【舌】tsiw5 

【目睭】bat1 tsiu55 眼睛。  

【目仁】bat1 dzin13 眼珠。 

【烏仁】33 dzin13 黑眼珠。 

【目睭金】bat1 tsiu55 kim44 形容眼睛

明亮，或是視力好。 

【血根】hue51 kin55 血管。  

【酒窟】tsiu55 kut3 酒窩。  

【喙齒】tsui33 ki51 牙齒。  

【kulit】ku33 lit5 皮。  

【皮】pue13 

【跤腿】ka33 tui51 

【大捗拇】tua11 pu11 bo51 大拇指。  

【旋】tsuĩ33 髮旋。  

【□□□】ba11 ki33 tia11 腋下。  

【喙䫌】tsui51 pe51 又讀 tsui55 pe51

臉頰。 

【𡳞鳥】lan11 tsiau51 男性的生殖

器。  

【身軀】siq33 ku55 身體。  

【耳】hi11 耳朵。握把，如茶杯的握

把。  

【目眉】bak1 bai13 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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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屎】bak1 sai51 眼屎。  

【目油】bat1 iu13 又讀 bak1 iu13 眼

淚。  

【屎尿】sai55 dzio22 

【頭殼】tau33 kak3 頭部。  

【頭鬃】tau33 tsaq55 束成一把的長

髮。  

【頷仔頸】am33 mã55 kun51 脖子。  

 

 

 

 

 

 

 

 

 

 

 

 

 

 

 

 

 

 

 

 

 

 

十八、交際應酬  

【熟悉】sik1 sai33 熟悉。 

【相捌】sio33 bat3 相互認識。  

【相爭】sio33 tsẽ55 相互爭奪。  

【相識】sio33 sik3 

【捧場】paq33 tiD13 

【拜託】pai51 tk3 

【款待】kuan55 tai33 

【安排】an33 pai13 

【發落】huat1 lo5 安排。  

【antak】an33 tat3 安排、交代。  

【交代】kau33 tai11 

【吩咐】huan11 hu11 交代。  

【pakat】pa33 kat5 巴結。  

【和平】ho33 piŋ13 

【袂開錢】be11 kai11 tsĩ13 捨不得花

錢。  

【毋甘開】?11 kam33 kai55 捨不得

花錢。  

【聯絡】lian33 lk5 

【hormat】h55 mãk5 尊敬。  

【尊敬】tsun33 kiq33 

【面水】bin11 tsui51 體面、面子的意

思。  

【顧面水】k55 bin11 tsui51 顧面子。  

【面色】bin33 sik3 臉色。  

【賀禮】ho11 le51 

【鬥跤手】tau55 ka11 tsiu51 幫忙。 

【鬥幫忙】tau51 paq33 baq13 幫助他

人做事或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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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uan33 k55 吵架、爭吵。  

【苦勸】k55 ke11 又讀 k55 kuĩ11

苦口婆心的勸說。  

【孤𣮈】k33 kut5 孤僻。不喜歡交

際。 

【介紹】kai55 siau33 

【料理】liau11 li51 處理。不是指吃

的料理。  

【禮貌】le55 mãu22 

【gadoh】ga33 lo13 吵架、投訴。  

【相罵】sio33 mZ33 吵架。  

【厚禮節】kau11 le55 tsew3 太多禮，

對禮節太細心。  

【lawan】lau55 uan55 反對、吵架、

打架。  

【反對】huan55 tui11 

【相拍】sio33 paw3 打架。  

【安達】an33 tat3 安排妥當。  

【安排】an33 pai13 

【指教】tsi55 kau11 

【指點】tsi55 tiam51 

【請教】tsiq55 kau11 請益。  

【接洽】tsiap5 hiap5 

【參詳】tsam33 siq13 商量、交換意

見。 

【沐手】bak5 tsiu51 插手、幫忙。沾

惹、接觸某件事或某個人。 

【鬥跤鬥尾】tau55 kha11 tau55 bue51

幫忙的意思。  

【社】sia33 社團。如仁愛社。  

【擔誤】tam55 g33 

【說情】sue51 tsiq13 哀求原諒，求

人原諒。  

【思量】su33 liq13 商量、討論。  

【褒騷】po33 so55 誇獎。安撫、打

圓場的意思。  

【鋪排】p11 pai13 拍馬屁，奉承阿

諛的話。  

【免客氣】miãn55 ke51 ki11 不用客

氣。  

【捨施】sia55 si44 施捨。  

【請帖】tsiã55 tiap3 

【輸贏】su11 iã13 勝負、勝敗。 

【champor】 tsam55 po51 摻、來往。 

【手段】tsiu55 tuã21 

【割捨】kua51 sa11 又讀 kua51 sia11

人逝世後或是要離開某地方前，

將遺產或物品交給其他人。  

【辦法】pan11 huat3 辦法、方法。 

【世界】se55 kai21 又讀 se51 kai21 

【安慰】an33 ui11 

【呵咾】o33 lo51 又讀 o11 lo51 稱讚。 

【把握】pa51 ap3 

【使弄】sai55 lq33 

【行為】hiq11 ui13 又讀 hiq33 ui13 

【人情】dzin11 tsiq13 

【貢獻】kq33 hian11 

【參加】tsam33 ka55 

【款待】kuan55 tai11 

【風聲】hq33 siã55 謠傳。傳聞、傳

說。  

【代表】tai11 piau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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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規群】kiat5 kui33 kun13 結成群。  

【結伴】kiat5 puã33 

【做伙】tso51 hue51 又讀 tso55 hue51

在一起。  

【做伴】tso51 puã21 在一起。  

【誤會】g11 hue21 

【反僥】huan55 hiau55 原本預定好的

又突然反悔、改變主意了。  

【利用】li11 iq21 

【鼓吹】k55 tsui55 提倡鼓動、宣揚

推動。 

【再會】tsai51 hue33 

【環境】kuan11 kiq51 

【環球】kuan11 kiu13 

【跟隨】kin33 sui13 

【綴】tue21 跟、隨。 

【效勞】hau11 lo13 

【拍噗仔聲】pa55 pk3 a55 siã55 掌

聲。  

【掌聲】tsiq55 siq55 

【各人的】ko51 dzin13 ·e11 私人的。 

【私人的】su33 dzin13 ·e11 

【生活】sẽ33 ua5 

 

 

 

 

 

 

 

十九、各色人稱、活動  

【稱呼】tsiq33 h55 

【人】laq13 

【唐人】te11 laq13 特指唐代子民之

後裔，尤其是南方漢人。  

【三都人】sam33 t11 laq13 又讀 sam11 

t11 laq13 漳州海澄三都人。  

【番爿新婦】huan33 piq13 sin33 pu33 

【番爿人】huan11 piq11 laq13 指當地

的原住民。  

【番仔】huan11 a55 指當地的原住

民。  

【查某𡢃】tsa11 bo33 kan51 婢女。  

【唐山人】te33 suã33 laq13 

【潮州人】tio33 tsiu33 laq13 

【北方人】pak5 hq11 laq13 中國北

方的人。  

【烏塗仔】33 t33 a51 緬甸人。  

【暹仔】siam11 mã51 泰國人。  

【印度人】in55 t11 laq13 

【山芭人】suã33 pa33 laq13 未開化的

人。  

【福建人】hk5 kian51 laq13 

【漳州人】tsiaq33 tsiu33 laq13 

【泉州人】tsuan11 tsiu11 laq13 

【福州人】hk5 tsiu33 laq13 

【廣府人】kq55 hu55 laq13 

【惠安人】hui11 uã33 laq13 

【夥計】hue55 ki11 受人僱用，替人

做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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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kaq33 laq13  

【百姓人】pe51 sẽ55 laq13 尋常百

姓。  

【農夫】nq33 hu55 

【跤馬仔】ka11 b55 a51 屬下。  

【卒仔】sut5 la51 嘍嘍。  

【小卒】sio55 tsut3 嘍嘍。  

【契兄】ke51 hiã33 情夫、姘夫。與

已婚女性發生姦情的男性。 

【細姨】se55 i13 小老婆。   

【二奶】dzi11 nãi51 小老婆。  

【阿婆】a21 po13 

【客倌】k51 kuã55 顧客。  

【乞食】kit5 tsiaw5 乞丐。靠要錢、

要飯過活的人。 

【查埔】ta33 p55 又讀 tsa33 p55 男人、

男性、男生。 

【查某】tsa33 b51 女人、女性、女生。 

【查埔人】tsa33 p33 laq13 

【查某人】tsa33 b55 laq13 女性。  

【囡仔】gin55 nã51 小孩子。  

【朋友】piq11 iu51 

【kawan】kau55 uan55 朋友。  

【隔壁厝邊】ke51 pia51 tsu51 pĩ55 鄰

居。  

【孤女】k33 lu51 

【皇帝】hq11 te11 

【保理（玻璃）主】po33 le11 tsu51

法官。  

【保理（玻璃）主】po55 li55 tsu51

法官。  

【車夫】tsia33 hu55 司機。  

【生份人】sẽ33 hun11 laq13 陌生人。

完全不認識的人。 

【新婦仔】sin33 pu33 a51 又讀童養媳。

未成年就被領養以備將來做兒媳婦

的女孩。 

【先生】sin33 sẽ55 老師。  

【學生】hak1 siq55  

【老師】lau11 su55 

【中醫生】tiq33 i33 siŋ55 中醫醫

生。  

【老君】l55 kun55 西醫醫生。 

【醫生】i33 siŋ55 

【dukun】lo55 kun55 醫生。  

【老人】lau11 laŋ13 老年人。 

【趁食人】tan51 tsia11 laq13 靠辛苦

賺錢維持家計的人。做粗工、打工

的人。 

【頭家】tau33 ke55 老闆。  

【知識份子】ti55 sik5 hun11 tsu51 

【桌體仔】to55 te33 a51 南洋第二位

老婆生的兒子。由於不是大老婆

生的兒子，不被重視，就像是桌

子旁多出的一個身體而已，並不

重要，無法入族譜。但若是這個

小孩有生育後代，就能入族譜。  

【番爿囝】huan33 piq33 kiã51 在馬來

西亞這邊出生的小孩。  

【番婆】huan33 po13 早期對馬來女

性的稱呼。  

【大狗】tua11 kau51 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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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a】mã55 ta13 又讀 mã11 ta13 警

察，來自馬來語。  

【警察】kiq55 tsat3。 

【白腳蹄】p11 ka33 te13 

【千金】tsian33 kim55 

【柴木師】tsa33 bak1 su55 木匠。  

【柴工】tsa33 kaq55 與木頭相關的

細活。  

【斬菜頭】tsam55 tsai51 tau13 指女

性敲詐男性的錢。  

【交際花】kau33 tse51 hua55 

【戇菜頭】gq11 tsai51 tau13 喻被女

性騙錢的男性。  

【賊】tsat5 

【anak】an55 nã51 孩子、子女。  

【囝】kiã51 

【anak jantan】dzen13 tan51 男孩子。  

【anak perempuan】pun13 puan51 女

孩子。  

【查埔囝】tsa33 p33 kiã51 男孩子。  

【bibik】bi33 bit5 老娘惹。  

【老娘惹】lau11 niD33 niã55 

【娘惹峇峇】niãu33 niãu33 pa33 pa55 又

讀 niD33 niã33 pa33 pa55 土生華人。 

【峇峇】ba11 ba13 又讀 ba33 ba55 男性

的土生華人。 

【娘惹】niãu33 niã55 又讀 niãu33 niãu55

女性的土生華人。 

【查某𡢃】tsa33 b55 kan51 婢女。  

【kepala】k33 pa55 la51 工頭。  

【工頭】kaq33 tau13 工人的領班。  

【hampa】ham55 pa55 傭人、奴隸。  

【奴才】l33 tsai13 

【傭人】iq11 laq13 

【lemak】l33 mãw5 放椰漿煮的食品；

風騷的女性。  

【mak chi】mãw1 tsi51 上了年紀的女

性。  

【當今人】tq33 kim33 laq13 現代

人。  

【刺耙某】tsia51 p11 bo51 兇悍的老

婆。  

【司機】su33 ki55 又讀 si33 ki55，也

可以直接說英語的 driver。  

【auntie】an33 ti55 稱呼無血緣關係

的女性長輩，來自英語。  

【uncle】an33 ko55 稱呼無血緣關係

的男性長輩，來自英語。  

【人】dzin13 

【博士】pk5 su33 

【古早人】k55 tsa55 laq13 早期的

人。  

【老人】lau11 laq13 老年人。  

【祖人】ts55 laq13 老年人。  

【少年的】siau55 lian13 ·e33 年輕人。  

【少年人】siau51 lian11 laq13 年輕

人。  

【Hitam】hi55 tam51 又讀 hi33 tam55

黑，娘惹喜歡用的乳名。意思是

皮膚黑的孩子。  

【六合彩】lik1 hap1 tsai51 博弈的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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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筊】pua11 kiau51 

【香港演員】hiaq33 kaq55 ian55 

guan13 

【先生】sin33 sẽ55 

【女士】lu55 su21 

【縛跤人】pak1 k33 laq13 纏足的

人。  

【做官】tso51 kuã55 

【將軍】tsiq33 kun55 

【暗牌】am51 pai13 偵探。  

【少年】siau55 lian13 年輕時。  

【囡仔人】gin55 a55 laq13 小孩子。  

【少年家】siau55 lian13 ke55 年輕

人。  

【老查某】lau11 tsa33 b51 有年紀的

女性。  

【好額人】ho55 gia11 laq13 有錢人。 

【遊行】iu11 hiq13 

【種族】tsq13 tsk5 

【勢頭】se51 tau13 勢力。  

【拐仔】kuai55 a51 會騙人的人。  

【老輩】lau11 pue21 老一輩的人。  

【性命】sẽ51 miã33 

【orang tua】33 laq13 tua21 大人、老

人。  

【贖身】sik3 sin55  

【各位】kok5 ui33 

【逐人】tak1 laq13 每個人。  

【評理】piŋ11 li51 

【無影跡人】bo33 iã55 tsia51 laq13 不

正當的人。  

【男男女女】lam33 lam33 lu55 lu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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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交通科技 

【火車】hue13 tsia55 

【火車頭】hue55 tshia11 tau13 火車站。 

【坐船】tse11 tsun13 搭船。  

【眩船】hin33 tsun13 暈船。  

【車】tsia55 車子。  

【窒車】tat5 tsia55 塞車。  

【花車】hua11 tsia55 

【船】suan13  

【船】tsun13 

【划船】ko51 tsun13 

【港口】kaq55 kau51 用以停泊船

隻。  

【歇船】hZ51 tsun13 船停泊。  

【lori】l33 li55 卡車。 

【飛船】pue33 tsun13 飛機。  

【開車】huã11 tsia55 

【park】pak5 停車，來自英語。  

【紅青火】aŋ33 tsẽ33 hue51 紅綠燈。  

【車牌】tsia11 pai13 

【taxi】tak3 i55 計程車。 

【車輪】tsia33 lun13 又讀 tsia33 

lian51 車子的輪胎。  

【順路】sun11 l33 

 

 

 

 

 

 

二十一、商業活動 

【買】be51 

【買冊】be55 tse3 買書。 

【買賣】be55 be33 

【抽稅】tiu33 se55 

【納稅】lap1 se55 繳納稅款。  

【納數】lap1 siau21 繳納帳款。  

【門牌稅】muĩ33 pai33 se55 

【電火稅】tian11 hue55 se55 電稅。  

【利錢】lai11 tsĩ13 利息。  

【銅錢】taq33 tsĩ13 銅幣。古代銅質硬

幣，多為圓形而中有方孔。 

【錢】tsĩ13 

【鐳】lui55 錢。  

【duit】lui55 鐳，錢的意思。  

【盧比】lu55 pi11 rupee，印尼的貨

幣名稱。  

【跋】puat3 語源來自泰語 baht，銖，

泰國的貨幣名稱。十仙為一跋，

十跋一箍（元）。  

【註冊】tsu51 ts3 

【換名】uã11 miã13 更改名字。  

【厝契】tsu51 ke21 房契。房屋的所

有權狀。也指房產買賣契約書。 

【過名】kue51 miã13 過戶。當動產或

不動產的所有權移轉時，到相關的

機構辦理更換物主姓名的手續，稱

為過名。 

【估價】k55 k11 

【價錢】ke51 ts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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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錢】miãn55 tsĩ13 不用錢。  

【免費】miãn55 hui11 又讀 bian55 

hui11 不用錢。  

【手頭絚】tsiu55 tau13 an13。形容

生活困窘，不寬裕。 

【擼職】lut5 tsit3 撤銷職位。  

【落職】lo11 tsit3 撤銷職位。  

【升職】siq33 tsit3 提升職位。  

【埠頭】po11 tau13 市鎮。  

【坡底】po11 te51 市鎮。  

【便宜】pan33 gi13 又讀 pan11 gi13 

【標頭】piau33 tau13 商標。  

【嘜頭】mãk1 tau13 商標。  

【上班】siq11 pan55 又讀 tsiũ11 pan55 

【倒貼】to55 tiap3 虧本、賠本。 

【抾鐳】kio51 lui55 收集錢、收取

錢。  

【抾錢】kio51 tsĩ13 收集錢、收取

錢。  

【減價】kiam55 k11 

【經手】kiq33 tsiu51 處理、辦理。  

【cari lubang】tsa33 lu55 baq51 找生

路、活路。  

【找空頭】tsue11 kaq33 tau13 找生

路、活路。  

【找生路】tsue11 sẽ33 l33 找生路、

活路。  

【生路】sẽ33 l33 出路、活路。  

【賣菜】bue11 tsai11 

【便宜】pan11 gi13 便宜。 

【水稅】tsui55 se55 水的稅。  

【稅厝】se51 tsu11 又讀 sue51 tsu11

租房子。  

【厝稅】tsu51 se55 房租。  

【出稅】tsut5 sue13 那個房屋要出

租了。  

【賣香】bue11 hiũ55 賣金紙。  

【零星錢】lan21 san11 tsĩ13 散錢  

【散錢】suã55 tsĩ13 

【來往】lai33 q51 交際、往來、交往。 

【薪勞】sin11 lo13 薪水、酬勞、工

錢。  

【趁鐳】tan51 lui55 賺錢。  

【追數】tui33 siau22 追帳。  

【追債】tui33 tse11 

【討趁】to55 tan11 找工作。  

【便宜米】pan11 gi13 bi51 便宜的米。 

【俗米】si0k3 bi51 便宜的米。 

【借衫】tsio51 sã33 借衣服。 

【借米】tsio51 bi51 

【借厝】tsio51 tsu21 

【捧場】paq11 tiũ13 

【食頭路】tsia11 tau33 l33 工作。  

【精進】tsiaq33 tsin11 爭氣。  

【粗俗】ts11 sik5 粗糙通俗、便宜

的。 

【經濟】kiq33 tse11 

【工課】kaq33 kue11 工作。  

【加工】ke33 kaq55 增加工作。  

【扣折】kau55 tsiat3 折扣  

【無值錢】bo33 tat1 tsĩ13 

【開銷】kai33 siau55 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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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費】s55 hui22 費用、花費、經

費。  

【車費】tsia33 hui22 車資。  

【憑據】piq33 ku21 憑據、證據。  

【證據】tsiq51 ku21 

【根據】kin33 ku11 

【新款】sin33 kuan51 新的樣式、款

式。  

【管理】kuan55 li51 

【機密】ki33 bit5 

【風險】hq33 hiam51 

【價值】ke55 tat5 

【揣空頭】tsue11 kaq33 tau13 尋找

生路、活路、工作。  

【借字】tsio51 dzi11 

【借去用】tsio51 ki51 iq33 

【kuasa】kua51 sa11 受權、割捨、遺

書。  

【損失】se55 sit3 

 

 

 

 

 

 

 

 

 

 

 

 

二十二、疾病 

【生腳目】sẽ33 ka33 bak5 腳走路時，

因磨擦而產生的一粒硬硬的突出

部分。  

【結趼】kiat5 lan55 長繭、結繭。手腳

皮膚因過度摩擦而長出粗糙的硬

塊。 

【老模】l55 mD33 老人癡呆。  

【老老模】 lau11 lo55 mD3 老癡呆。 

【神經病】sin55 kiq33 pẽ33 

【破病】pua51 pẽ33 又讀 pua51 pẽ21

生病。  

【倒床】to55 tse13 重病。  

【重病】taq11 pẽ21 

【改薰】kai55 hun44 戒菸。  

【angin】an33 dzin51 氣、脹風、風

濕。  

【癢】tsiD33 又讀 tsiũ33 形容皮膚受到

刺激而產生需要抓搔的感覺。 

【gatai】ga11 tai51 癢 

【真癢】tsin33 tsiD33 很癢。  

【gugor】ku33 gk5 墮胎。  

【落胎】lo11 tai55 墮胎。  

【頭瘋】tau33 hŋ55 發瘋。  

【看病】kuã55 pZ33 看醫生。 

【□□色白】mã55 ta55 sik3 p5 眼睛歪

歪的，眼睛內眼球白色的部分少於

黑色的部分。 

【拍鳥仔】pa51 tsiau55 a
51 白內障。 

【老人目】lau11 laq33 bak5 老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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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花】bak1 hua55 老花眼。 

【目睭花】bat3 tsiu55 hua55 眼花。 

【血】hue3 

【臭耳聾】tsau55 hi11 laq13 耳聾。  

【聽袂著】tiã33 bue11 tio3 聽不

到。  

【青盲】tsẽ11 mẽ13 失明、瞎眼。指

眼睛失去視覺能力。 

【腫】tsiq51 皮肉浮脹。 

【喙齒蛀】tsui51 ki51 tsiu11 蛀牙。 

【漏屎】lau33 sai51 腹瀉。  

【破病人】pua51 pẽ11 laq13 生病的

人。  

【變態】pian51 tai11 

【傳染病】tuan33 liam55 pẽ33 

【nyanyok】niã33 niDw5 老人失神。  

【近視】kin11 sĩ33。 

【驅風】ku33 hq55 袪風。  

【傷痕】siaq11 hun13 

【食袂落】tsia11 be11 low4 吃不下，

沒胃口。  

 

 

 

 

 

 

 

 

二十三、風俗、宗教活動  

【灶君】tsau55 kun55 神祇。  

【媽祖】mã55 ts51 神祇。  

【拿督公】nã33 tk5 kq55 神祇。拿

督二字來自馬來語 datuk，類似土

地公、守護神的概念。  

【土地公】t55 ti11 kq55 神祇。 

【大士爺】tai11 su11 ia13 神祇。  

【七月十九】tsit5 gue11 tsap1 kau51

大士爺的生日。  

【送神】saq55 sin13 送神。 

【接神】tsi51 sin13 接神。也可以說

tsiap5 sin13。 

【迎神】iã33 sin13 迎神。 

【九皇爺】kau55 hq11 ia13 神祇。  

【尪公】an33 kq55 神祇。  

【尪公生】an13 kq33 sẽ55 神祇的生

日。  

【天公】tĩ33 kq55 神祇。  

【灶尪公】tsau51 aq33 kq55 灶君，

神祇。  

【大伯公】tua11 p51 kq55 神祇。  

【龍山寺】liq33 san33 si33 艋舺龍山

寺。 

【開臊】kui33 tso55 開葷。  

【回教】hue33 kau11 宗教之一。  

【新教】sin33 kau11 宗教之一。  

【拜拜】pai55 pai11 敬拜神明的動

作。  

【做戲】ts55 hi11 酬神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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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棚】hi51 pZ13 戲臺。  

【還願】hẽ33 guan33 又讀 hẽ33 guan21 

【還願】hãi33 guan33 

【還願】huan33 guan11 

【還願】hiq33 guan11 

【謝願】sia11 guan21 

【謝】sia33 謝願、還願的簡潔說法。  

【真興】tsin33 hiq55 很興旺、靈驗。  

【保庇】po55 pi11 保佑。  

【風俗】hq33 sik5 社會上長期形成

的風尚、習慣、習俗等的總稱。 

【教堂】kau55 te13 

【做禮拜】tso51 le55 pai11 去教堂做

禮拜。  

【祈禱】ki33 to51 

【佛教徒】hut1 kau51 t13 

【香煙】hiD33 ian55 燃香所產生的煙

塵。 

【香烌】hiD33 hu55 燃香或燒符所餘下

的灰燼。  

【香】hiD55 用木屑加香料製成的細條，

燃燒後能發出特殊的氣味，常用在

祭拜之時，或驅趕蚊蟲。 

【剪頭鬃】tsian55 tau33 tsaq55 剪掉

中國清朝時期綁辮子的習俗。  

【縛跤】pak1 ka55 綁小腳。  

【敨跤】tau55 ka55 解放纏足，指不

再纏足。  

【團圓飯】tuan33 ĩ33 puĩ33 

【肖虎】siũ51 h51 生肖屬老虎。  

【肖羊】siũ51 iũ13 生肖屬羊。  

【奉教】hq33 kau11 基督教。  

【基督教】ki33 tk5 kau11 

【天主教】tian33 tsu55 kau11 

【跳童】tiau51 taq13 起乩。乩童被神

靈附身，而後開始了跳舞、說話、

傳達神明的旨意等行為。 

【抽籤跋桮】tiu33 tsam33 pua11 

pue55 抽籤。擲筊。丟擲以木頭或

塑膠做成二片半月形狀的杯筊求神

問卜，藉此與鬼神對話。 

【搭天公桌】ta51 tĩ33 kq33 to3 架

設結婚前一晚祭拜天公的祭祀

桌。  

【觀音】kuan33 im55 

【成道】siq33 to33 

【得道】tik5 to33 

【守寡】tsiu55 kua51 

【gosok java hoon】k33 sk5 tsia55 

ba11 hun55 刷菸草，用菸草來刷

牙齒。是娘惹的一種僻好。  

【□頭】kq51 tau13 巫術。  

【返主】huan55 tsu51 華人出殯請魂

回府祭拜的儀式。  

【月內】gue11 lai33 坐月子期間。  

【出世】tsut5 si13 出生。  

【滿月】mã55 gue5 小孩出生滿一個

月。  

【唸咒】liam11 tsiu11 唸咒語。  

【三寸金蓮】sã33 tsun51 kim33 lian13 

【縛跤】pak1 kha55 纏足。  

【佛教社】hut1 kau51 si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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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院】hut1 kau51 ĩ33 

【佛學會】hut1 hak1 hue33 

【新正團拜】sin33 tsiã33 tuan33 pai11

新春過年的恭賀活動。  

【□□】pan33 taq55（宗教上或風俗

上的）禁忌、禁戒。語源來自馬來

語 pantang。  

【龕】kam55 神龕。供奉神像的櫃子。 

【尪公龕】am33 kq33 kam55 供奉神

像的櫃子。 

【爐】hiD33 l13 

【禁忌】kim51 ki11 

【咒】tsiu11 咒語。  

【尪公間】an33 kq33 kiq55 廟宇。  

【求前求後】kiu11 tsiq13 kiu11 au22

形容很虔誠的拜拜、祈求。  

【煞】sua3 

【卜卦】pk5 kua22 

【誦經】siq11 kiq55 唸經。  

【致蔭父母】ti55 im55 p11 bu51 又讀

ti55 im55 p11 bo51 讓父母享福。  

【添油】tiam33 iu13 增添佛前供奉

的油燈內的油。  

【拜佛】pai55 hut5 

【注定】tsu51 tiã33 

【開化】kai33 hua11 

【kesah】ket5 sa51 環境、家庭背景。  

【家庭】ka33 tiq13 

【背景】pue11 kiq51 

【八字】p51 dzi33 

 

二十四、文化娛樂 

【文化】bun33 hua11 

【歌仔戲】kua33 a55 hi11 歌仔戲。 

【臺灣戲】tai11 uan13 hi11 指稱臺灣

的歌仔戲。  

【戲台】hi51 tai13 戲台。 

【演唱會】ian55 tsiũ51 hue21 

【電影】tian11 iã51 

【流行】liu11 hiq13 

【流行歌曲】liu33 hiq33 kua33 kik3 

【曲盤】khik5 puã13 

【桃花鄉】to33 hua33 hiũ55 歌曲名

稱。  

【歌唱片】kua33 tsio51 pĩ11 

【遙遠寄相思】iau33 uan51 ki51 siũ11 

si55 電影名稱。  

【恩情深似海】un33 tsiq13 tsim33 

su55 hai51 電影名稱。  

【龍山寺之戀】liq33 san33 si33 tsi33 

luan13 歌曲名稱。  

【影碟】iã55 tiap3 

【歌詞】kua33 su13 

【老片】 lau11 pĩ11 較古早的影片。 

【夜總會】ia11 tsq55 hue33 

【食大頓】tsia11 tua11 tuĩ11 吃豐盛的

料理。  

【趨趨板】tsu21 tsu21 pan51 溜滑

梯。  

【唱歌】tsio51 kua55 

【音樂】im33 gak5 

 



232 
 

【鬥鬧熱】tau51 lau11 dziat5 又讀

tau55 lau11 dziat5 共襄盛舉。參加熱

鬧的事情。 

【族譜】tsk1 p51 

【電信劇】tian11 sin55 kik5 電視

劇。  

【食風】tsia11 hq55 兜風。來自馬

來語 makan，「吃」的意思；angin，

「風」的意思。 

【makan angin】mã33 kan33 an33 

dzin51 兜風。  

【相鬥走】sio33 tau55 tsau51 跑步比

賽。  

【跑馬】pau55 b51 

【跑狗】pau55 kau51 

【跑場】pau51 tiD13 

【歷史】lik3 su51 

【地圖】te11 t13 

【唱歌】tsiũ51 kua55 

【𨑨迌的】tsit5 to13 ·e11 玩物、玩

具。可供遊戲的東西。 

【韆鞦】tsian33 tsiu55 鞦韆。一種遊

戲和運動的器具。 

【流行的】liu hiq13 ·e11 

【運動】un11 tq33 

【𨑨迌】tsit5 to13 遊玩。 

【節目】tsiat5 bk3 

【話劇】ua11 kik5 

【故事】ko55 su21 

 

教育類 

【讀冊】tak1 ts3 讀書。  

【冊】ts3 書籍。  

【字】dzi33  

【原字】guan33 dzi33 原本的字，本

字的意思。  

【漢字】han55 dzi21 

【北方話】pak5 hq11 ua11 指稱華

語。  

【國語】kok5 u51 

【華語】hua33 u51 

【閩南音】ban11 lam33 im55 

【閩南語】ban11 lam33 u51 又讀 ban11 

lam11 u51 

【閩語】mãn11 u51  

【閩南話】bãn11 nãm33 ua33  

【福建話】hk5 kian51 ua33 

【廈門音】e11 me33 im55 

【廈門話】e11 muĩ33 ua33 

【廈語】ha11 u51 

【漳州音】tsiaq33 tsiu33 im55 

【漳州話】tsiaq33 tsiu33 ua21 

【泉州音】tsuan33 tsiu33 im55 

【臺語】tai11 gi51 

【潮州話】tio33 tsiu33 ua21 

【潮州音】tio33 tsiu33 im55 

【檳城福建話】pin11 siã13 hk5 

kian51 ua33 檳城當地的福建話。  

【官語】kuã33 u51 官方的語言。  

【普通話】p55 tq33 ua33 

【福州話】hk5 tsiu11 u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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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府話】kq55 hu55 ua21 

【古文】k55 bun13 

【唐山音】te33 suã33 im55 

【唐音】te33 im55 

【海澄話】hai55 tiq33 ua33 

【腔】kiD55 

【河洛話】ho11 lo55 ua21 

【土話】t55 ue33 

【白音】p11 im55 白話音，土音。  

【字音】dzi11 im55 讀書音，字音。  

【白話】p11 ue33 白話音。  

【番爿腔】huan33 piq33 kiD55 說話

帶有馬來西亞當地的腔調。  

【huanpin lagu】huan33 piq33 la33 

gu51 帶有番邊音的本地話。  

【番仔話】huan33 a55 ua33 當地原住

民說的話。  

【番仔音】huan33 nã55 im44 又讀

huan33 nã55 im55 

【土字】t55 dzi33 未經考核審定的

用字。  

【教示】ka51 si11 教訓、訓示。教導

訓誨。 

【讀】tak4 

【管教】kuan55 kau11 

【上學】tsiũ11 ow5 上學  

【教】kau11 

【知識】ti55 sik3 

【考冊】ko55 tse3 考試。  

【akal】a33 kai51 又讀 a11 kai55 知識、

智慧好，來自馬來語。  

【捌字】bat5 dzi33 識字。 

【歇寒】hZ51 han13 放寒假。 

【演講】ian13 kaq51 

【字典】dzi11 tian51 

【南音】lam33 im55 南管。  

【古早冊】k55 tsa55 ts3 早期的書

籍。  

【學話】o11 ua33 

【晟】tsiã13 教導、養育。 

【晟囝】tsiã11 kiã51 養育小孩。  

【讀】tak5 

【晟養】tsiã11 iq51 養育。  

【扶養】hu33 iD51 

【教訓】kua55 hun33 

【教示】ka55 si33 

【罔飼】bq55 tsi21 撫養人家的孩

子。  

【規矩】kui11 ku51 

【技術】ki11 sut5 

【技能】ki11 liq13 

【用詞】iq11 su13 

【金牌】kim33 pai13 

【金盾】kim33 tun51 

【句】ku11 句子。  

【家後】ke33 au33 家庭的意思。  

【問題】bun11 t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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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壞人壞事 

【苦毒】k55 tk5 虐待。  

【僥倖】hiau33 hiq33 又讀 hiau11 hiq33

行事不義，有負其他人。 

【揣空揣榫】tsue11 kaq33 tsue11 

sun51 故意找人家的弱點、麻煩。 

【講騙話】kq55 pian51 ua33 說謊

話。  

【白賊】pe11 tsat5 謊言、說謊。  

【bohong】b55 hq51 騙、瞞騙、說

謊。  

【講騙話】kq55 pian51 ua33 說謊。 

【哺舌】p11 tsi5 搬弄是非，亂罵

人。  

【喙口話】tsui51 kau55 ua33 隨便講

講的話。  

【歹囝浪蕩】pãi55 kiã51 lq11 tq33

遊手好閒。指放蕩不羈，四處閒遊

不務正業的人。 

【失德】sit5 tik3 

【無道德】bo33 to33 tik3 沒有道德。 

【七拐八騙】tsit5 kuai51 pe51 pian11

騙子。  

【□□】kau55 sua55 男性（動手動腳）

騷擾女性。  

【chchok】tsu55 tsk5 挑弄是非。  

【挑弄是非】tiau33 lq11 si11 hui55

挑撥是非。  

【下火】hZ11 hue51 點火，喻放火、

來亂的意思。 

【□】si11 ku33 lu55 指被罵、被洗臉，  

h11 laq33 s11 ku33 lu55 就是指被

罵。  

【走反】tsau55 huan51 逃難。  

【罵】mZ33 

【欺騙】ki33 pian33 

【欺負】ki33 hu21 

【諞】pian51 詐欺、拐騙。  

【諞人】pian55 laq13 詐欺、拐騙。  

【拐】kuai51 騙人。  

【走路】tsau55 l33 跑掉，帶有負面

意思的跑掉。  

【走稅】tsau55 se55 走私。  

【跋輸筊】pua11 su11 kiau51 賭博沒

有贏。  

【做失德】tso51 sit5 tik3 做了缺德的

事情。  

【陷害】ham13 hai33 以言語或計謀使

他人的利益受損。 

【反背】huan55 pue33 

【出賣】tsut5 bue21 

【勒索】la55 sua51 又讀 la55 so51 勒索，

從馬來語來的。  

【凌遲】liq33 ti22 欺凌。  

【苦毒】k55 tk5 

【死刑】si33 hiq13 

【四散講】si55 suã33 kq51 到處散

佈。  

【四散投】si55 suã51 tau13 四處告

狀。  

【赦罪】sia51 tsue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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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罪】su51 tsue33  

【多端】to33 tuan55 喜歡惹事生非。 

【欠錢】kiam51 tsĩ13 

【欠數】kiam55 siau11 欠錢。  

【勾纏】kau33 tĩ13 勾引。  

【palan】pa33 lan55 相對、報應、活

該。  

【報應】po55 iq21 

【okong】o33 kq55 被罰款。  

【暗崁】am51 kam11 又讀 am55 

kam11 將好東西或好處私藏起來，

不讓別人知道。  

【食虧】tsia11 kui55 吃虧。  

【蹧躂】tsau33 tat3 輕侮對待。 

【雜唸】tsap3 liam33 嘮叨。囉囉嗦嗦

話說個不停。 

【一直唸】it5 ti11 liam33 不停碎唸。 

【唸東唸西】liam11 taq33 liam11 sai55

說一些話語，不停碎唸。  

【創治】tsq55 ti21 又讀 tsq51 ti33

捉弄、欺負。  

【kacar】ka55 tsau51 作亂、吵亂。  

【吊死禮申】tiau55 si55 lai55 sn55 吊

銷執照。語源為英語 license。  

【吊牌】tiau51 pai13 吊銷執照。  

【口供】kau55 kiq55 

【充公】tsiq33 kq55 又讀 tsq33 

kq55 

【罰款】huat1 kuan51 

【做得來】tso51 tit5 lai13 自己所做事

情所得的後果。  

【牽拖】kan33 tua55 牽連。  

 

罵人語 

【講歹話】koq55 pãi55 ua21 說不好

的話。  

【粗話】ts33 ua33 

【遐僥倖】hia51 hiau33 hiq33 行事太

不義，有負其他人。 

【臭人】tsau51 laq13 壞人。  

【臭名聲】tsau51 miã33 siã55 名聲不

好。  

【名聲很臭】miã33 siã55 tsin33 tsau11 

【臭心肝】tsau51 sim33 kuã55 心地

不好，心很毒。  

【下賤】ha11 tsian21 

【真下賤】tsin33 ha11 tsian21 

【現世】hian55 si33 丟臉、丟人現眼。 

【臭事】tsau55 su33 丟臉、不光彩

的事情。  

【真現世】tsin33 hian55 si33 很丟人現

眼。  

【家婆】ke11 po13 指人愛管閒事。 

【管家婆】kuan55 ke11 po13 指人愛管

閒事。 

【悾歁】kq11 kam51 罵人愚蠢。  

【亂亂講】luan11 luan11 kq51 胡言

亂語。   

【烏吐白吐】33 t51 pe11 t11 罵人

的話。  

【berlepek】b33 pk5 亂講話  

【烏白亂講】33 p11 luan11 kq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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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jak】bi55 dziak5 誇張、說大話。  

【cakap besar】tsia55 ka51 bo33 sa51

講大話、誇張。  

【講大話】kq55 tua11 ua33 又讀 kq55 

tua11 ua21 吹牛、誇口。 

【cakap banyak】tsia55 ka51 mã55 

niã51 多嘴。  

【真厚話】tsin33 kau11 ue33 

【真濟喙】tsin33 tse22 tsui11 

【苦毒】k55 tk4 

【毋三毋四】?33 sã11 ?11 si21 又

讀?33 sã33 ?33 si21 沒有水準的人

或東西。不三不四。  

【毋三不四】?33 sã55 put5 si21 沒有

水準的人或東西。  

【無水準】bo33 tsui55 tsun51 沒有水

準。  

【模神】mD11 sin13 瘋子。  

【笨跤笨手】pun11 ka11 pun11 tsiu51 

【無大無細】bo33 tua33 bo33 se21 不

分大小、沒禮貌。  

【毋知輕重】?11 tsai33 kin33 taq33 

【厚面皮】kau11 bin11 pue13 喻不知

羞恥。  

【袂曉見笑】be11 hiau51 kian51 siau11

不懂得羞恥。  

【chelaka】ts55 la55 ka51 鬼祟的人，

不正當的行為。是一句罵人的

話。  

【下流】ha11 liu13 

【罵人】mZ11 laq13 

【kacang iupa】ka33 tsiaq33 lu33 pa33

忘恩負義  

【kacang iupa kulit】ka33 tsiaq33 lu33 

pa33 ku33 lit5 忘恩負義  

【忘恩負義】bq11 un55 hu11 gi33 

【夭壽】iau55 siu33 

【戇大呆】kq33 tua11 tai55 大傻瓜。 

【虛偽】hi33 ui13 

【剾削】kau33 sia3 挖苦、譏諷。 

【厚面皮】kau11 bin11 pue13 

【相削面皮】sio33 sia51 bin11 pue13

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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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動詞                  

（一）煮東西有關的動作 

【煮】tsu51 烹調、料理。  

【masak】mã33 saw5 煮  

【煮食】tsu55 tsiaw5 烹飪。  

【磨粞】bo11 tse11 又讀 bo33 tse11

磨要做米食的米胚。  

【做粞】tso55 tse11 磨要做米食的米

胚。  

【撋粞】nuã55 tse11 推揉糯米團。 

【挨粿】e33 kue51 磨年糕。  

【放米】paq51 bi51 又讀 paq13 bi51 放

入米。  

【放水】paq55 tsui51 又讀 paq13 tsui51

放入水。  

【下鹽】hZ11 iam13 放鹽巴。  

【下糖】hZ11 te13 放糖。  

【燖雞】tim13 ke55 燉雞。  

【燖藥】tim11 io5 燉雞。  

【炊粿】tsue33 kue51 蒸製米粿。 

【炊飯】tsue33 puĩ33 將飯蒸熟。 

【炊】tsue55 以隔水加熱的方法把食

物蒸熟。 

【煮糜】tsu55 muãi13 煮稀飯。 

【煮飯】tsu55 puĩ33 又讀 tsu55 puĩ21 

【曝乾】pak1 kuã44 將食物晒乾以便

長久保存。 

 

 

（二）與眼有關  

【睏】kun11 睡覺。  

【盹龜】tu51 ku55 打瞌睡。  

【金金看】kim33 kim33 kuã11 凝視、

注視。目不轉睛，專注又仔細的看

著。 

【睏醒】kun55 tsẽ51 睡醒。 

 

（三）與口有關 

【食補】tsia11 p51 進補。  

【食圓】tsia11 ĩ13 吃湯圓。  

【食菜】tsia11 tsai11 吃素。  

【食肉】tsia11 ba3 

【唱】tsiD11 唱歌、演唱。  

【漉喙 】lk1 tsui21 漱口。  

【啉】lim55 喝、飲。  

【吮】tsuĩ51 用嘴巴吸取、剔除。 

【吮魚刺】tsuĩ55 hu33 tsi11 用嘴巴

吸取、剔除魚刺。 

【舐】tsĩ33 

【齧】ke11 

【齧瓜子】ke55 kua33 tsi51 

【囔】dziaq51 呼喊，大聲叫喊。不是

大聲罵人的意思。 

【大聲嚷】tua11 siã33 dziaq51 大聲嚷

嚷、叫罵。 

【講】kq51 說。 

【唸】liam33 朗誦、讀出或背出文字。

吟唱。嘮叨。 

【咬】ka33 

【叮】tiq21 

 



 

【流瀾】lau33 nuã33 流口水

【吼】hau51 哭泣。  

【哭】kau11 因悲傷、痛苦或激動而

流淚。 

【喝】hua3 大聲喊叫。

【喝燒】hua51 sio55 

【哽魚刺】kẽ55 hu33 ts

刺哽住。  

【著積】tio11 tsik3 吃得太快而被塞

住。  

【講話】kq55 ue33 

【lalu】la33 lu51 經過、

下）。  

【唱聲】tsiaq51 siq55 以言語大聲威

嚇、撂狠話，表示警告與不滿

帶有挑釁意味。 

【綴人講】tue51 laq33 kq

別人的說法。 

【問人】mũi11 laq13 詢問人問題

 

（四）和腳有關  

【迒過戶橂】huã11 kue51

過門檻。 

【迒】huã33 跨過。 

【踢著跤】tat5 tio11 k

【走】tsau51 跑。  

【跑】pau51 跑。  

【傱過】tsq13 kue21 慌亂奔忙闖過

去。  

【傱】tsq13  

【去】ki11 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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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口水。  

痛苦或激動而

。 

i11 喉嚨被魚

吃得太快而被塞

、味道（吃得

以言語大聲威

表示警告與不滿，並

q51 跟隨、採用

詢問人問題。 

51 h11 tiq33 跨

ka55 踢到腳。 

慌亂奔忙闖過

【jalan kaki】dzia33 lan

走路。  

【行路】kiã33 l33 走路

【jatoh】dzia11 to51 跌倒

【跋倒】puat1 to51 跌倒

【lipat kaki】li11 pat3 ka

【 山】p51 suã55 爬山

【去菜市】ki55 tsai55

場。  

【勻勻仔行】un33 un33 

地、謹慎小心地走路

【慢慢行】ban11 ban11 ki

謹慎小心地走路。 

【緩仔行】uan33 a55 ki

慎小心地走路。 

【徛】kia33 站立。  

【踅】sew5 來回走動、

是散步。 

【四界行】si55 ke55 kiã

【倒轉】to55 tuĩ51 回來

【轉】tuĩ51  

【蹽過水】liau11 kue51

行。  

【起行】ki55 hiq13 啟程

【出門】tsut5 muĩ13 

【曲跤】kiau33 ka55 翹二郎腿

示悠閒的樣子。 

 

（五）家務事 

【裁縫】tsai11 hq13 

【洗衫】se55 sã55 

lan33 ka33 ki51

走路。  

跌倒。  

跌倒。  

ka33 ki51 翹腳。  

爬山。  

55 tsi21 去菜市

 a55 kiã13 慢慢

走路。 

kiã13 慢慢地、

ã13 慢慢地、謹

、繞行、盤旋或

ã13 到處跑。  

回來。  

51 tsui51 涉水而

啟程。  

 

翹二郎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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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衫】tsiD33 sã55 衣服加漿，讓其看

起來較為筆挺。 

【洗米】se55 bi 51 將米洗乾淨。 

【熨衫】ut5 sP13 燙衣服。 

【抿塗跤】bin55 t33 ka55 刷地板。  

【撋衫】nuã55 sã33 搓洗衣服。  

 

（六）用刀 

【斬】tsam51 

【斬雞】tsam44 ke55 

【剁】tk3 剁碎。  

【剁碎肉】tk5 tsui51 ba3 將肉剁

碎。  

【割】kuaw3 

【切菜】tsiat5 tsai11 

【belah】pw1 law5 切成薄片。  

【cinchang】tsin55 tsan51 剁。  

【剁幼幼】tk5 iu51 iu11 剁得很細

碎。  

 

（七）用棍子或其他工具 

【撈】h13 從水中取出東西。 

【挖空】55 kaq55 挖洞。  

【挖洞】55 tq33 

【掘】kut5  

【掃】sau11  

【拍鼓】pa51 k51 

【攪】kiau51 混和、摻雜。擾亂、打

擾。 

 

 

（八）和手有關的一般動詞  

【寫名】sia55 miã13 寫名字。  

【舂臼】tsiq33 ku21 臼。中間下凹可

搗碎米、辣椒的器具。 

【舂番椒】tsiq33 huan11 tsio44 碾碎

辣椒。  

【鎖門】so55 muĩ13 

【拭】tsit3 擦拭。  

【拭桌頂】tsit5 to55 tiq51 擦桌子。  

【拭烏板】tsit5 33 pan51 又讀 tsit5 

11 pan51 擦拭黑板。  

【拭身軀】tsit5 siq33 ku55 

【洗身軀】se55 siq33 ku55 

【扲】gim33 把東西緊緊地握在手中。 

【扲的】gim13 ·e11 用手拿的、握

的。  

【扲袋仔】gim33 te11 a51 掏袋子。  

【捶】tui13 

【扒癢】p33 tsiũ33 抓癢。  

【伸手】tsun33 tsiu51 伸出手臂

來。  

【牽手】kan33 tsiu51 指手牽手，沒

有老婆的語意。  

【搝搝搦搦 】kiu55 kiu51 lak1 lak5

拉拉扯扯。一方抓住不放，另一方

想奮力掙脫。 

【搝】kiu51 拉扯。 

【敨】tau51 打開、解開。  

【敨袂來】tau55 be11 lai13 解不開。  

【敨袂行】tau55 be11 kiã13 解不開。 

【捋】lua5 梳、撫。用手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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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捋頭毛】lua11 tau11 mD13 梳頭

髮。  

【擼】lu3 用手指順著抹過去。  

【轉】tsuan33 以手或工具旋、扭。 

【捒】sak3 推，如：推門。  

【捒開】sak5 kui55 推開。  

【抌】tim11 投、擲、丟 。 

【捧】paq13 

【夯】gia13 拿。  

【夯鋸仔】gia33 ki55 a51 拿鋸仔。  

【拿香】gia33 hiD55 拿拜拜的香。  

【折】tsiw5 折斷、斷裂。 

【遏折】at5 tsiw5 折斷。  

【櫼】tsĩ55 塞、擠。  

【抾】kiow3 籌錢或東西。  

【抾物件】kio51 mĩ11 kiã21 撿起物

品。  

【寄批】kia51 pue55 寄信。  

【寫批】sia55 pe55 寫信。  

【漿】tsiD55 泛稱較濃稠的液體。把衣

服用粉汁或米湯加以浸洗，使衣服

變得筆挺。 

【㧻頭殼】tk5 tau33 kak3 敲頭。  

【㧻門】tk5 muĩ13 敲門。  

【㧻破】tk5 pua11 敲破。  

【敲電話】ka55 tian11 ua21 打電話。  

【搝斷】kiu55 te33 扯斷。  

【沖水】tsiaq33 tsui51 

【沖水】tsiq33 tsui51 

【潑水】phua51 tsui51 

【揀】kiq51 

【舂】tsiq55 

【舀水】iD55 tsui51 用瓢子或杓子汲取

液體。 

【拍】paw3 打。  

【dukong】lu55 kq51 抱。  

【抱】po33 

【包】pau55 

【inti】in33 ti55 填餡。  

【lipat】li33 pat5 又讀 li33 pat3 摺疊。  

【寫】sia51 開罰單的動詞。  

【抄牌】tsau33 pai13 抄牌，開罰單

的意思。  

【抽碼子】tiu33 b55 tsi51 抽籤。  

【夯】gia13 拿。 

【沃花】ak5 hua55 澆花。  

【揤落去】tsi11 lo11 ki11 壓下去。  

【揤落底】tsi11 lo11 te51 壓到底。  

【抌物件】tim51 mĩ11 kiã33 丟東西。  

【拗】au51 摺、折。摺痕。使物體因

彎曲而斷裂。強詞奪理、刻意曲解。 

【拗彎】au55 uan55 把東西從直的折成

彎的。 

【摺】tsi3 摺疊。  

【摺紙】tsi51 tsua51 

【挽花】ban55 hua55 摘花。  

【抿牙齒】bin55 tsui55 ki51 刷牙。  

【揉身軀】dziu33 siq33 ku55 用濕的

布巾或其他清潔用品擦拭身體。  

【摻糖】tsam11 te13 加糖。  

【晾】nẽ13 把東西吊掛起來曝晒，或

置於通風處使其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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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te5 

【搔】so55 搔癢。  

【挲挲】so33 so55 撫摸。  

【挲挲咧】so33 so55 ·le3 撫摸。  

【撋】nuã51 以手用力推揉、搓揉。 

【淋水】lam11 tsui51 

【翕】hip3 照相、拍照。  

【牽】kan55 

【㧒 】hiat3 丟棄、亂扔。 

【㧒去】hiat5 ki11 丟過去。  

【□捔】hak5 kak5 丟掉。  

【㧒捔】hiat5 kak5 丟掉。  

【扶起】hu11 ki51 扶起來。  

【拍電話】pa51 tian11 ua33 打電話。  

【開火】kui33 hue51 開瓦斯。  

【穿手囊】tsiq11 tsiu55 lq13 穿手

套。  

【掀】hian55 揭開、翻開。翻閱書本。

揭穿。 

【掀起來】hian55 ·kit1 ·lai11 掀開。 

【拍】pa3 用手打、打架。 

【崁印】kam51 in11 蓋印章。  

【袚衫】pua11 sã55 晾衣。把衣服披

展開來晒乾。 

【晾衫】nẽ33 sã55 把東西吊掛起來曝

晒，或置於通風處使其乾燥。 

【袚】pua5 披、掛。 

【潑水】pua51 tsui51 

【穿手環】tsiq11 tsiu55 kuan13 戴

手環。  

【抹粉】bua51 hun51 

【抹油】bua51 iu13 

【倒去㧒捔】to51 hi51 hak5 kak5 倒

掉。  

【掠】lia4 捉。 

【剃頭】ti51 tau13 理頭髮。  

【剃鬚】ti51 tsiu55 刮鬍鬚。  

【吊】tiau21 懸掛。取消、收回。 

【掛】kua21 懸掛。  

【斟水】tin33 tsui51 倒水。  

【斟酒】tin33 tsiu51 倒酒。  

【透水】tau55 tsui51 用水沖淡。  

【搧喙䫌】sian55 tsui55 pe51 打耳

光。  

【鑢】lu11 像刷洗一樣來回用力摩擦

的動作。 

【gulong】ku33 lq51 又讀 ku33 lq55

捲起。  

【hamtam】ham55 tam51 打、擊。  

【捶骨】tui33 kut3 推拿。  

【舒】tsu44 舖上墊底物。  

【鑢鑢的】lu51 lu11 ·e11 刷洗、刮洗。  

【插旗】tsa51 ki13 

【漏水】lau55 tsui51 將水裝滿。  

 

（九）手指動作 

【拈來食】liam33 lai33 tsia5 用手輕

輕拿起來吃。  

【拈來食】nĩ33 lai33 tsia5 用手輕輕

拿起來吃。  

【捻來食】liam51 lai33 tsia5 用手指

頭將食物捏取一小塊下來吃。 

 



242 
 

【cubit】tsu11 bi33 捻的馬來語。  

【搦】lak5 用五隻手指撿起來，如搦

飯、搦沙。 

【擘開】p5 kui55 用兩手指把東西

分開、剝開。 

【擘開】p51 kui55 又讀 pe51 kui55

用兩手指把東西分開、剝開。 

【擘榴槤】p51 liu11 lian13 剝開榴

槤。  

【量】niD13 量尺寸。  

【量物件】niD33 mĩ11 kiã33 用尺度量

物品的大小。  

【抾】kiow3 撿拾。  

【濺水】tsuã33 tsui51 又讀 tsuã11 

tsui51 灑水。  

【指】ki51 

【cubit】tsu11 bi55 捏、捻。  

【捻】liam11 捏、擰。 

【geli(gelitek)】k33 li51 搔癢。  

【擽】qiãu55 搔癢。  

【拜】pai11  

【捏】tẽ33 用拇指與其餘手指夾住。擠

壓、掐。 

【擤鼻】tsiq51 pĩ21 手捏住鼻子，用

力噴氣讓鼻涕排出。 

【擤鼻】tsiq55 pĩ21 手捏住鼻子，用

力噴氣讓鼻涕排出。 

【撚】lian51 用手旋轉。  

【挼】dzue13 揉、搓。  

 

（十）身體動作 

【坐】tse33 

【偝囡仔】iaq11 gin55 nã51 將小孩背

在背上。  

【擔菜】tã33 tsai21 以肩挑起菜籃。  

【䖙】te55 身體半躺臥，小憩。 

【穿】tsiq33 

【pakai】pa33 kai51 穿。  

【褪衫】te51 sã55 脫掉衣服。  

【反覆】piq55 pak3 胸腹朝下臥倒。  

【幔】muã55 將衣物披在身上。 

【偝】iaq21 背，專指背人。  

【穿襪】tsiq55 bue5 穿襪子  

【灇浴】tsaq33 ik5 沐浴、淋浴、沖

澡。  

【磕頭】kap3 tau13 以頭觸地跪拜。 

【跋倒】pua11 to51 跌倒。  

【摔倒】siak5 to51 

【摔摔倒】siak5 siak1 to
51 摔倒。  

【擔擔】tã33 tã21 挑。  

【趒】tio13 彈跳、跳動。 

【趒起來】tio13 ·kit11 ·lai11 因受驚

嚇而跳起來。  

【摒屎】piã51 sai51 將大便倒掉。  

【摒尿】piã55 dzio22 將小便倒掉。  

【抨㧒捔】piã33 hak5 kak5 丟掉。 

【放屎】paq55 sai51 大便。  

【洗】se51 清洗。  

【爬欄杆】pe33 lan33 kan55 

【捙倒】tsia11 to51 打翻、推倒。  

【捙捙倒】tsia33 tsia55 to51 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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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  

【挵倒】lq55 to51 撞倒。  

【莫挵倒】mãi13 lq13 to51 別撞倒。 

【斡去】uat3 ki11 轉過去。  

【倚】ua51 靠近。  

 

（十一）其他 

【關】kuãi55 

【閂】tsuã11 關閉門戶用的橫木。 

【開】kui33 打開。  

【鎖】so51 

【舒下底】tsu33 e11 te51 墊在下方。 

【頕頭】tim51 tau13 點頭。  

【點頭】tiam55 tau13 

【磕頭】kap1 tau13 以頭觸地跪拜。 

【趒】tio13 彈跳、跳動。 

【沾胡蠅】tsam33 h33 sin13 被蒼蠅

碰觸或沾到。  

【囤】tun51 囤貨。  

【藏】tsaq11 藏起來。  

【藏前藏後】tsaq51 tsiq13 tsaq51 

au33 東西藏來藏去。  

【衝】tsiq55 

【走傱】tsau55 tsq13 

【豉】sĩ33 把生鮮的食物如蔬果、肉類、

海鮮等，醃漬成醃漬品。 

【濺尿】tsuã33 dzio33 撒尿。  

【敆】kap3 接合。  

【敆做伙】kap5 tso51 hue51 接合在一

起。  

【堅】kian55 凝固、凝結。  

【basil】ba55 se51 餿（食物）、謝

（花）。  

【臭酸】tsau51 suĩ55 食物變餿、壞

掉了。  

【謝】sia33 花凋零。  

【摻】tsam55 加入、混合。  

【車落去】tsia55 lo11 ki11 操作以輪

軸轉動的機械，是縫紉機縫紉的動

作。 

【軋】kau3 碾。  

【搭】ta3 

【退色】tue55 sik3 或 te55 sik3。 

【漆色】tsat5 sik3 

【排】pai13 

【曝】pak5 曬太陽。  

【硩】t3 壓住。  

【添】tĩ55 添加。  

【添火】tĩ33 hue51 加火。  

【振動】tin55 taq33 挪動、移動、搬動。 

【震動】tsin55 taq33 搖動。 

【耍】se51 玩耍、弄亂東西。  

【鑿著針】tsak5 tio11 tsiam55 被針

刺到。  

【鑿著】tsak5 tio3 刺到。  

【捲】kuĩ51 捲的動作。  

【寄】kia11 寄送物品、郵件。 

【加】k55 添加。 

【壓倒】ap5 to51 

【覕起來】bi3 ·kit1 lai13 躲起來。 

【尋】sim13 尋找。  

【揣】tsue11 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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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tsau55 sim13 尋找。  

【找揣】tsau55 tsue21 尋找。  

【調查】tiau11 tsa55 

【鎮路】tin51 l33 擋路。  

【鎮路頭】tin51 l11 tau13 占路頭，

指妨礙他人通行。 

【走揣】tsau55 tsue33 尋找。  

【探聽】tam51 tiã55 

【溶】iD13 

【禁止】kim55 tsi51 

【發】huat3 

【開始】kai11 si51 

【掩】iam51 

【棄嫌】ki51 hiam13 嫌棄。  

【相爭】sio33 tsẽ55 

【爭】tsẽ55 

【詳細聽】siq11 se51 tiã55 注意聽，

聽仔細。  

【出力】tsut5 lat4 

【重】tiq33 重視。  

【生】sĩ55 生長。 

【對】tui21 由、從。  

【建立】kian55 lip4 

【分別】hun33 piat3 

【下】hZ21 又讀 hẽ21 放置。  

【揣】tsue33 找。  

【借】tsio3 

【順手】sun11 tsiu51 

【伺候】su33 hau21 又讀 su33 hau33 

【鼓勵】k55 le33 

【錄音】lk1 im55 

【看覓】kuã55 bai33 

【反變】piq55 pĩ11 轉變、應變、變

化、改變。  

【生成】sẽ11 siq13 天生。  

【消滅】siau33 biat5 

【lapit(lapis)】la33 pit3 墊、世代。  

【照顧】tsiau55 k11 

【決定】kuat5 tiq33 

【解決】kai55 kuat3 

【催】tsui55 促使行動開始，或加速

進行。 

【控制】kq51 tse11 

【改換】kai55 uã33 改變。  

【湊湊】tau55 tau11 聚集的意思，如：

湊錢。  

【入去】dzip5 .ki11 進去。  

【離開】li11 kui55 

【連累】lian33 lui33 

【消滅】siau33 biat5 

【染色】nĩ55 sik3 

【指示】ki55 si33 

【漏水】lau21 tsui51 水漏出來。  

【用】iq21 使用。  

【倒頭栽】to55 tau33 tsai55 倒立。  

【jaga】dzia55 ga11 小心、照顧、管

理。  

【結冰】kiat5 piq55 

【攪擾】kiau55 dziau51 

【蹛】tua11 住。  

【交落】kau33 lo5 東西掉了。  

【顧門】k55 mu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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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tse55 派遣，使喚。  

【做】tso11 

【阻止】ts55 tsi51 

【阻擋】ts55 tq11 

【霸占】pa51 tsiam11 

【拋棄】pau33 ki11 

【歇工】hZ51 kaq55 停工。  

【歇喘】hZ51 tsuan51 停下來休息。

喘息、喘口氣。短暫的休息。 

【分離】pun33 li13 

【還】huan13 歸還。  

【還】hiq13 歸還。  

【來】lai13 

【分開矣】pun33 kui55 ·a11 分開了。 

【keliling】k33 li33 lin55 圍 

【收尾】siu11 bue51 收場結尾、結束、

善後。 

【纏綿】tĩ33 mĩ13 又讀 tĩ11 mĩ13 

【死綿】si55 mĩ13 纏綿。  

【落落來】 lak3 ·lo11 ·lai11 掉下來。 

【交落】kau33 lo5 物品掉落在地上。 

【拍毋見】paq51 kĩ22 東西不見、弄

丟了。  

【落】lak3 掉落、脫落。  

【鎮】tin11 占。如：鎮路頭。  

【閃過】siam51 kue11 

【過】kue11 過去。  

【經過】kiq33 kue11 

【澄清】tiq33 tsiq55 把事情弄清楚明

白。 

【合】hap4 

【撚來撚去】lian55 lai33 lian55 ki11 

【踅來踅去】se11 lai13 se11 ki11 繞來

繞去。  

【改過】kai55 kue11 修改過。 

【轉來】tũi55 lai13 

【倒轉】to55 tũi51 回去。 

【揣路】tsue11 l33 

【來回】lai33 hue13 

【袂過】be11 kue11 無法通行。  

【出去】tsut5 ki21 

 

（十二）心理活動  

【驚】kiã55 驚。 

【笑】tsio11 

【歇】hZ3 

【斟酌】tsim33 tsik3 形容做事小心

謹慎。 

【欣賞】him33 siq51  

【欣羨】him33 sian33 羨慕。  

【糊塗】h33 t13 又讀 h11 t13 指腦

筋不清楚，做事情忘東忘西，或是

不明事理。 

【煩瑣】huan33 suan55 有囉嗦的意

思。  

【真煩瑣】tsin33 huan33 suan55 很囉

唆。  

【煩惱】huan33 lo51 

【佮意】ka51 i11 喜歡。欣賞。  

【歡喜】huã33 hi51 

【覺醒】kak5 tsẽ51 

【掛念】kua51 lia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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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su11 liam33 

【□□】ka11 ku55 彆扭，不順，覺

得好像有那裡不對勁，不舒服。  

【礙虐】gai11 giow5 又讀 kai11 gio5

彆扭，不順，覺得不舒服。  

【ganggu】kam13 gu51 感覺不自在。  

【袂自在】be11 tsu11 tsai33 不自在。 

【慣勢】kuan55 si21 習慣。 

【習慣】sip3 kuan11 

【快樂】kuai55 lk3 

【樂】lk5 

【放棄】hq55 ki21 

【心悶】sim55 bun21 心情覺得很

悶。  

【艱苦】kan33 k51 

【顛倒】tian33 tow5 做事太過認真，

太過斟酌，帶有負面意涵。比如

要給人家的東西，一下子覺得給

太多，拿起來後又覺得給太少，

一直在斟酌。又如請別人幫忙挖

洞，一下子覺得洞太小，擴大後

又覺得太大了。反反覆覆在同一

件事情上衡量斟酌。  

【寂寞】tsik5 bk4 

【捶心肝】tui33 sim33 kuã55 捶胸。表

示非常痛心、悔恨或憤怒。 

【慼心】tse51 sim55 灰心。因怨恨而

傷心、絕望。 

【試看覓】tsi51 kua51 bai33 

【試探】tsi51 tam11 

【食醋】tsia11 ts11 

【怨妒】uan51 t33 

【無張持】bo33 tiD33 ti13 不小心。  

【無膽】bo33 tã51 

【歹勢】pãi13 se11 對不起，不好意

思。  

【張】tiũ55 使性子。  

【空虛】kq33 hi55 

【懊惱】au55 nãu51 心中鬱悶悔恨。 

【起懊惱】ki55 au55 nãu51 心中產生

鬱悶悔恨的感覺。 

【鬱卒】ut5 tsut3 心中愁悶不暢快。 

【徛囚】kia11 siu13 遇到困境，被困

住。  

【覺悟】kak5 qD21 

【makan cuka】mã33 kan33 tu33 kaw3

吃醋、嫉妒。  

【manja】mãn11 tsia11 撒嬌  

【歪心】uai33 sim55 不公平。  

【真無愛】tsin33 b33 ai11 很不喜歡、

不想要。  

【痛苦】tq55 k51 

【信心】sin51 sim55 

【悲哀】pi33 ai55 

【向望】e51 baq21 盼望、希望。  

【毋好意思】?33 h55 i33 su11 

【對不住】tui51 put5 tsu33 對不起。  

【毋甘心】?22 kam33 sim55 

【真奇怪】tsin33 ki33 kuai21 

【光榮】kq33 iq13 

【後悔】hio11 hue51 事後悔悟。  

【犧牲】hi33 siq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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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情】k11 tsiã13 懇求、情商、央求。

低聲下氣地向他人央求。 

【嚇驚】hẽ51 kiã55 用言語或行為嚇人，

使人害怕。 

【幸福】hiq33 hk3 

【放袂記】paq55 bue11 ki11 忘記。  

【□□】tsi33 i13 驚異。  

【真□□】tsin33 tsi33 i13 很害怕、

很驚恐。  

【足□□】tsik5 tsi33 i13 很害怕、

很驚恐。  

【傷心】siq11 sim55 

【享福】hiq55 hk3 

【享受】hiq55 siu11 

【戇數想】gq33 siau51 siD33 白日

夢。  

【歇睏】hZ51 kun11 休息。  

【歇睏】hio51 kun11 休息。  

【歇】hiow3 休息。  

【歇一下】hZ3 ·tsit1 ·te1 休息一

下。  

【好佳哉】ho55 ka33 tsai11 幸虧，還

好。  

【堅強】kian33 kiq13 

【堅持】kian33 tsi13 

【激氣】kik5 ki11 忍氣，忍耐。忍

耐脾氣。  

【計算】kik5 suĩ21 計較。  

【計算】ke51 suĩ21 計較。  

【乞善】kit5 sian21 可憐、同情。  

【了然】liau55 dzian13 沒希望。  

【內疚】lai33 io5 

【思覺】su33 ka3 喜愛、喜歡。從

馬來語 suka 而來，有喜歡、有好

感、歡樂的意思，也可以用來說

男女之間的喜歡。  

【思想】su33 siq51 

【喜愛】hi55 ai11 

【歡喜】huã11 hi51 

【hangat】han55 dziat5 熱、憤怒。  

【起性地】ki55 siq51 te33 發脾氣。  

【heiran(gairan)】he33 luan55 驚訝。 

【愛去】ai55 ki11 想要去。 

【細膩】se51 dzi33 小心。  

【刁持】tiau33 ti13 故意、存心；特

地、特意。  

【壓力】ap5 lik3 

【壓迫】ap5 pik3 

【生驚】tsẽ33 kiã55 又讀 tsĩ33 kiã55

驚嚇。  

【著驚嚇】tio11 kiã33 hiãw5 受到驚嚇、

嚇到。 

【怪怪】kuai51 kuai11 感覺怪怪的。 

【絕情】tsuat1 tsiq13 

【無平等】bo33 piq11 tiq51 不平等，

不公平。  

【疼惜】tiã51 sio3 

【疼痛】tiã51 taq21 疼惜。  

【刁工】tiau33 kaq44 故意。  

【刁苦】tiau11 k51 為難。  

【吞忍】tun33 lun51 受辱。  

【忍辱】dzim55 dzi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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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dzim55 siu21 

【擔枷】tã33 k13 挑起一切任務、責

任。  

【擋袂牢】tq51 bue11 tiau13 忍不

住。  

【拖磨】tua33 bua13 

【折磨】tsik5 bua13 

【靈感】liq33 kam51 

【sorry】s55 li11 對不起。  

【latal】la33 ta51 慌張。  

【記持】ki51 ti13 記憶、記性。  

【公平】piq13 

【看破】kuã51 pua11 

【寄託】kia55 tk3 把理想、希望、

情感等交付在某人或某種事物上。

託付。 

【感謝】kam55 sia21 

【感覺】kam55 kak3 

【感情】kam55 tsiq13 

【感激】kam55 kik3 

【忍耐】dzim55 nãi33 

【反抗】huan55 kq11 

【對抗】tui55 kq11 

【火著】hue51 to4 憤怒的意思。  

【惜】sio3 疼惜。 

【意思】i51 su11 

【影響】iq55 hiq51 

【袂過心】be11 kue51 sim44 過意不

去。  

【無了解】b11 liau55 kai51 不了解。  

【惜福】sio51 hk3 感恩。  

【偏心】piq11 sim55 

【公道】kq33 to33 

【比較】pi55 kau11 

【帶念】tai51 liam13 體念、顧念。細

心的體貼顧念。 

【存心】tsun33 sim55 故意。  

【精神】tsiq33 sin13 活動。精神、活

力。  

【生疏】sẽ33 s55 陌生、不熟悉。 

【發覺】huat5 kak3 察覺。  

【小心】sio55 sim55 

【明白】biq33 pik4 

【不敢當】put5 kam55 tq55 

【自由】tsu11 iu13 

【退路】te51 l33 

 

（十三）社會關係方面  

【插手】tsap5 tsiu51 干預、干涉、

介入。 

【插喙】tsap5 tsui11 插嘴。別人講

話時，從中插進去說話。 

【做人譀譀】tso51 laq13 ham51 ham11

人生是虛幻、虛而不實的，要看開

一點。 

【罕行】han55 kiã13 早時老人用來歡

迎客人的開口話，但現在已經很

少使用這個詞彙。  

【再會】tsai51 hue21 再見。  

【聯絡】lian33 lk5 

【歡迎】huan11 hiq13 

【交關】kau33 kuan55 又讀 kau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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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55 買賣、光顧。  

【交陪】kau11 pue13 交情。應酬、交

際往來。 

【搬戲】puã33 hi11 原意為演戲、表

演，引申為「演戲，虛偽的表情」，

裝模作樣。  

【吵家鬧計】tsa55 k33 lau11 tse11

吵鬧全家不安寧。  

【吵家抐計】tsa55 k33 la11 tse11 吵

鬧全家不安寧。  

【態度】tai21 t33 

【理由】li55 iu13 

【無理由】bo33 li55 iu13 

【pangkat】pan13 kat3 地位。 

【地位】te11 ui33 

【pangsa】pan55 sat3 行為。  

【行為】hiq21 ui13 

【牽成】kan11 siq13 栽培、提拔。 

【栽培】tsai33 pue13 

【提拔】ti11 puat3 

【才調】tsai33 tiau33 本事。  

【機會】ki33 hue33 

【趁機會】tan55 ki21 hue21 把握機

會。  

【政治問題】tsiq51 ti11 bun11 te13 

【賑濟】tsin55 tse11 

【kuat】kuat5 勇猛；權力。  

【權勢】kuan33 se11 

【障礙】tsiq55 gai33 

【阻礙】ts55 gai11 

【懷疑】huai11 i13 

【霸權】pa51 kuan13 

【事】su11 

【無相干】bo33 siq33 kan55 

【無事代】bo33 ti11 tai33 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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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數量詞  

（一）數詞 

【一】tsit5 數詞。  

【二】nD33 數詞。  

【三】sã55 數詞。  

【四】si11 數詞。  

【五】g33 數詞。  

【六】lak5 數詞。  

【七】tsit3 數詞。  

【八】pew3 數詞。  

【九】kau51 數詞。  

【十】tsap5 數詞。  

【十一】tsap1 it3 數詞。  

【十二】tsap1 dzi33 數詞。  

【十五】tsap1 g3 數詞。  

【二十一】dzi11 tsap1 it3 數詞。  

【二箍二】ne11 k33 dzi33 金額兩塊

二。  

【三十箍】sã33 tsap1 k55 三十元。 

【五十箍】g11 tsap1 k55 五十元。 

【一跋】tsit1 puat3 

【兩跋】nD11 puat3，幣值相當於兩

角。  

【三跋】sã33 puat3 

【四跋】si51 puat3 

【五跋】g11 puat3 

【六跋】lak1 puat3 

【七跋】tsit5 puat3 

【八跋】pe51 puat3 

【九跋】kau55 puat3 

【十跋】tsap1 puat3 

【兩人】nD11 laq13 兩個人。 

【六十箍】lak3 tsap3 k55 六十元。 

【二十箍】dzi11 tsap3 k55 二十元。  

【五歲】g11 hue21 

【七歲】tsit5 hue21 

【八十二歲】pe51 tsap3 dzi11 hue11 

【六號】lak1 ho33 

【五十年】gD11 tsap3 nĩ13 五十年

代。  

【六十年】lak11 tsap3 nĩ13 六十年

代。  

【1960】it5 kau55 lak3 tsap5 1960

年。  

【一仙】tsit1 sian55 

【兩仙】nD11 sian55，幣值相當於兩

毛。  

【三分一】sã33 hun33 it3 比例，三分

之一。  

【一句】tsit1 ku11 一句話。  

【幾成】kui55 siã13 百分比的比例。 

【號碼】ho11 b51 

 

（二）量詞  

【一間】tsit1 kiq55 一間。 

【一輪】tsit1 lun13 一圈。 

【一塊布】tsit3 te51 p11 

【一間厝】tsit1 kiq33 tsu11 一間房

子。  

【張】tiD55 計算紙、信、犁等的單位。 

【□】uaq51 馬來語 wang，錢、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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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貨幣的意思。  

【仙】sian51 馬來語 sen、senan，貨

幣單位，一分，來自英語的 cent。  

【一箍】tsit1 k55 一元。  

【新加坡錢】sin33 ka33 p33 tsĩ13 

【令吉】rin55 ki11 馬來語 ringgit，

馬來西亞貨幣，一元，等於一百

仙。  

【一令吉】it5 rin55 ki11 一元。  

【一鐳兩鐳】tsit1 lui55 ne11 lui55 

【一仙兩仙】tsit1 sian51 ne11 sian51 

【一對】tsit1 tui21 

【一齣】tsit1 tsut3 

【第一簿】te11 it5 p33 第一齣。  

【三簿】sã33 p33 三個部分。  

【一對箸】tsit1 tui13 tu33 一雙筷子。  

【一雙箸】tsit1 siaq33 tu33 一雙筷

子。  

【層】tsan11 計算樓房、階梯等重疊、

累積物的單位。 

【一層】tsit1 tsan11 一層。  

【二層】nD11 tsan11 二層。  

【一重】tsit1 tiq13 一層。  

【二重】nD11 tiq13 二層。  

【重】tiq13 層。計算重疊、累積物的

單位。 

【沿】ian13 計算重疊、累積物的單位。 

【一沿】tsit1 ian13 層，計算重疊、累

積物的單位。 

【一沿一沿】tsit1 ian11 tsit1 ian13 一

層一層。  

【一塊】tsit1 te11  

【一頂車】tsit1 tiq55 tsia55 一輛車。  

【集】tsip5 集數。可用於書本的冊

數或電視劇的集數。  

【第幾集】te11 kui55 tsip5 

【逐擺】tak1 pai51 每次。  

【batang】ba55 taq13 一枝、一尾、

一條。  

【一條】tsit1 tiau13 

【一枝】tsit1 ki44 

【兩個】nD11 le13 

【一捾】tsit1 kuã33 計算成串的東西。 

【六蕊】lak1 lui51 計算花和眼睛的單

位。 

【一群】tsit1 kun13 

【位】ui33 個人所身處的地點或階級；

指人事物所在的地區或地點；計算

人數的單位。  

【逐】tak4 每一、每個。 

【杯】pue55 盛置水、酒、飲料的容器。

計算杯裝物品的單位。 

【甌】au55 杯子，尤其是有耳朵的杯

子。計算杯數的單位。 

【一杯】tsit3 pue55 一杯。  

【一甌】tsit3 au55 一杯。  

【一劃】tsit3 ua3 劃線、筆劃、線

條。  

【一撇】tsit3 piat3 計算筆畫或撇形

物的單位。 

【一劃】tsit1 ua5 一劃。  

【一間】tsit3 kiq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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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鳥仔】tsit1 tsia51 tsiau55 a51

一隻小鳥。  

【加減】k33 kiam51 多多少少。  

【加減】ke11 kiam55 多多少少。  

【掩一爿】iam55 tsit1 piq13 掩上一邊

的門。  

【一家伙】tsit1 ke21 hue51 一家人。  

【一口灶】tsit1 kau55 tsau11 一家

人。  

【規家人】kui33 k33 laq13 全家人。 

【一盤塗豆】tsit1 puã33 t33 tau33

一盤花生。  

 

長度、重量 

【尺】tsiow3 

【尺聲】tsio51 siã55 量度，尺上面

的刻度。  

【尺度】tsio51 t33 尺上面的刻度。  

【掠尺度】lia11 tsio51 t33 衡量物品

的長度、寬度。  

【吋】tsun11 

【幾尺聲】kui55 tsio51 siã55 衡量物

品大小時的多少量度。  

【幾吋】kui55 tsun11 

【紅毛尺】aq33 mD33 tsiow3 英國的

尺。  

【十二吋一尺】tsap1 dzi11 tsun11 

tsit1 tsiow3 

【一支尺】tsit1 ki33 tsio11 

【斤】kin55 

【長短】te33 te
51 

二十八、形容詞  

（一）一般物態性狀形容詞 

【生魚生肉】tsẽ33 hu13 tsẽ33 ba3

未經烹調的魚、肉。  

【生】tsẽ33 新鮮，未經烹飪的。  

【無煮的】bo11 tsu51 ·e11 還沒煮的。  

【熟】sik5 煮熟。  

【無熟】bo33 sik5 還沒煮熟的。  

【熱】dzua5 

【艱苦】kan33 k51 

【簡單】kan13 tan55 

【容易】iq11 i11 

【奇巧】ki33 ka51 奇妙、珍奇。少見

而且精緻的。 

【平】pZ13 平整。  

【懸崎】kuan55 kia33 又高又陡。  

【懸】kuan13 高。  

【橫】huã13 

【高】ko55 

【崎】kia33 斜坡。陡峭。 

【黏黏】liam11 liam13 黏黏的。  

【斜】tsia13 

【滑】kut5 

【滇】tĩ21 滿。  

【滿】muã51 

【碎】tsui 11 

【脆】tse21 質地不堅固、容易折斷。 

【媠】sui51 漂亮。  

【短手】te55 tsiu51 手比較短。  

【長手】te33 tsiu51 手比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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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繃】pĩ55 緊繃的感覺。  

【平平】pZ11 pZ13 平整。  

【敆水】kap5 tsui51 含水。  

【皺】dziau13 皺皺的。  

【皺皺】dziau11 dziau13 皺皺的，不

平整。  

【清氣】tsiq33 ki11 乾淨。  

【厚殼】kau11 kak3 殼比較厚。  

【亂】luan33 

【垃儳】la11 sam13 骯髒。  

【chomot】ts55 mw5 骯髒。  

【齷齪】k5 tsk3 惡臭及汙染的感

覺。  

【□□】la11 tai51 骯髒。  

【軟】nuĩ51 

【酸軟】suĩ33 nuĩ51 

【硬】qẽ33 

【lembut】lum33 but5 軟、爛。  

【短】te51 

【貴】kui11 

【shortcut】sk5 kat5 迅速、減省，

來自英語。  

【豐富】hq33 hu11  

【危險】hui33 hiam51 

【真歹】tsin33 pãi51 很兇。  

【狹】e5 狹窄。  

【真狹】tsin33 e5 很狹窄。  

【絚絚】an33 an13 緊。 

【真絚】tsin33 an13 緊。 

【縛絚絚】pak5 an33 an13 嚴密，不放

鬆。 

【真毒的】tsin33 tk5 ·e11 很毒的。  

【白直】p11 tit5 直白。  

【粗】ts55 

【溡】tsi13 又讀 tsi55 潮溼的、溼潤

的，形容返潮的樣子。衣物、物品

濕了之後要乾未乾的感覺。 

【焦】ta55 形容物體乾燥，沒有水分。 

【澹】tam13 濕。  

【溼】sip3 含有微量水分而覺得潮溼

不乾爽。變潮溼。 

【冷冷溡溡】liq55 liq51 tsi33 tsi13

又讀 liq55 liq51 tsi11 tsi13 濕濕冷

冷，要乾未乾的感覺。  

【bising】bi55 sin51 吵、吵鬧。  

【𤲍】kew3 擁擠，擠。  

【真𤲍】tsin33 kew3 很擁擠。  

【相𤲍】sio33 kew3 緊緊擠靠在一

起。  

【熟】sik4 指農作物或蔬果已經長成

到可以收成的程度。 

【䆀】bai51 不好。  

【欠用】kiam51 iq33 有需要。  

【脹】tiũ11 吃得過飽而造成腸胃不適

的樣子。 

【利】lai33 鋒利。  

【愛焦閣毋焦】ai51 ta55 ko55 ?11 ta55

要乾不乾的樣子。  

【閣澹閣毋澹】ko55 tam13 ko55 ?11 

tam13 

【燒】sio55 

【疼】tiã11 痛。  

 



 

【煏開】piak5 kui55 裂開

裂。 

【吊鼎】tiau55 tiã51 賺不到錢

吃的。斷炊。無米可煮

子吊起來閒置；比喻斷炊

【鬧熱】lau11 dzua5 熱鬧

熱烈。 

【鬧熱】lau11 dziat5 熱鬧

熱烈。 

【真鬧熱】tsin33 nãu11 

鬧。  

【頭等】tau13 tiq51 

【天氣熱】tĩ33 ki11 dzua

【破洋洋】pua51 iD11 i

穿得破破爛爛。  

【荏餒餒】lam11 lui55 lui

穿得破破爛爛。  

【荏餒】lam11 lui21 形容衣服穿得破

破爛爛。  

【清幽】tsiq33 iu55 

【爽】sq51 

【細】se11 

【盤捙】puã33 tsia55 麻煩

煩。 

【惡】k3 

【力】lat5
 

【聳】tsaq11 毛髮蓬亂毛燥的樣子

【nyi buay】ĩ33 bue51 髻尾

髻下面一把梳成關刀型

【關刀尾】kuan33 to21 

尾的髮型。  
254 

裂開、斷裂、迸

賺不到錢、沒有

無米可煮，所以把鍋

比喻斷炊。 

熱鬧。場面高興、

熱鬧。場面高興、

 dziat5 很熱

dzua5 

iD13 形容衣服

lui11 形容衣服

形容衣服穿得破

麻煩，形容很麻

毛髮蓬亂毛燥的樣子。 

髻尾，娘惹髮

髻下面一把梳成關刀型的頭髮。  

 bue51 類似馬

【main main】mãi55 m

玩耍。  

【坎坷】kam11 kiat3 

【翹】kiau11 

【厚工】kau11 kaq55 麻煩

【費氣】hui51 ki11 麻煩

【費神】hui51 sin13 費精神

【齊到】tsiau33 kau11 周全

【和諧】ho33 hai13 

【 】siaq13 一樣。 

【無 】bo33 siaq13 不一樣

【相 】sio11 siaq13 一樣

【相 款】bo33 siaq11 kuan

【無相 】bo11 sio11 sia

【亂做】luan11 tso11 隨便亂做

【無清氣】bo33 tsiq33 k

不清潔。  

【硬硬無】qẽ11 qẽ11 b

有。  

【袂祭孤】bue11 tse51 

見不得人。 

【好勢】ho55 se21 妥當

【袂好勢】be11 ho55 se11

【真好勢】tsin33 ho55 

【厚工】kau11 kaq55 對工作太詳細

【歹看】pãi55 kuã11 難看的

【蹺蹊】kiau33 ki55 蹊蹺

【亂】luan33 

【烏暗】33 am11 黑暗

【陰陰的】im33 im55 ·e

【陰陰暗暗】im33 im55

mãi51 不認真、

 

麻煩。  

麻煩。  

費精神。  

周全。  

不一樣。 

一樣。 

uan51 不一樣。 

siaq13 不一樣。 

隨便亂做。  

ki11 不乾淨，

b13 明明就沒

 k55 喻難看、

妥當。  

11 不好的狀態。 

 se11 很好。  

對工作太詳細。  

難看的、醜。 

蹊蹺。  

黑暗。  

e11 

55 am51 a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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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u】ka33 ku55 疙痼，不好。  

【kilat】ki33 la51 光亮。  

【新的】sin55 ·e11 

【粗重的工】ts33 taq11 e33 kaq55 粗

重的工作。  

【相反】siq33 huan51 

【倒頭反】to55 tau11 piq51 相反。 

【好歹】ho55 pãi51 好的與壞的。反

正、無論如何。 

【濁】lo13 混濁。  

【無對中】b33 tui51 tiq55 沒有對準中

間。 

【□□□□】kit5 kit5 kk5 kk3

形容木屐走路的聲音。  

【稀罕】hi11 han51 

【款】kuan51 樣子。  

【真濁】tsin33 lo13 很混濁。  

 

（二）關於人的形容詞  

【激大空】kik5 tua11 kaq55 沒錢裝

闊綽。近似於臺語的膨風 pq51 

hq55。  

【負心】hu11 sim55 

【出名】tsut5 miã13 

【有名聲】u11 miã11 siã55 有名望。  

【喙尖薄利】tsui55 tsiam55 p11 lai33

喜歡講話傷人。  

【頇顢】ham13 ban21 形容人愚笨、遲

鈍、笨拙、沒有才能。 

【耳空輕】hi11 kaq33 kin55 指人耳

根軟，容易聽信別人的話。 

【性地】siq55 te33 脾氣、性情。 

【顧人怨】k51 laq33 uan11 招人討厭、

嫌棄。  

【孤獨】k33 tk5 孤單、寂寞。  

【孤獨】k33 tak4 孤僻、寡合。指人

的性情乖異，不喜歡與人交際、親

近。 

【好額】ho55 gia4 

【勤儉】kin33 kiam33 

【較勤儉】ka51 kin33 kiam33 形容

人比較節儉。  

【軟汫】ne55 tsiã51 指人的個性軟弱。 

【使態】sai11 tai51 使性子。  

【細膩人】se51 dzi11 laq13 有修養的

人。  

【真細膩】tsin33 se55 dzi33 很客氣。 

【得人疼】 tik5 laq33 tiã11 有人緣。 

【笑容】tsio51 iq13 

【忠厚老實】tiq33 h33 lau55 sit5 

【侗戇】tq51 gq33 裝傻。  

【大空】tua11 kaq55 浪費者。  

【大出手】tua11 tsut5 tsiu51 出手闊

綽。  

【無肚量】bo33 t11 liq33 

【猖狂】tsiq33 kq13 

【討債】to55 tse11 花冤枉錢、浪費。  

【狠】hiq13 

【抾食】kio51 sit5 捨不得將食物丟

掉。  

【窮】kiq13 貧乏、貧困。白讀音。  

【窮】kiq13 貧乏、貧困。文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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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赤】san55 tsia51 貧窮、窮困。缺

乏錢財，生活拮据困乏。 

【狡□】kau55 tse11 心腸狹窄。  

【真狡□】tsin33 kau55 tse11 心腸狹

窄。  

【計較東計較西】ke55 kau51 taq55 

ke55 kau51 sai55 

【狡怪】kau55 kuai11 狡獪、奸詐。 

【狡狡怪怪】kau55 kau55 kuai51  

kuai11 

【厚話】kau11 ua21 話太多。  

【改頭換面】kai55 tau13 uã11 bin33 

【jampi】dziam33 pi55 唸咒、嘮叨。 

【唸唸參參】liam11 liam11 tsam33 

tsam55 嘮叨  

【lenggang】len33 gam55 走路搖搖擺

擺。  

【搖搖擺擺】io33 io33 pai55 pai51 走

路搖搖擺擺。  

【𠢕】gau13 能幹、有本事。 

【起瘋】ki55 hq55 發火，發怒。  

【福氣】kk5 ki21 

【衰】sue55 倒楣。  

【拗蠻】au55 ban13 野蠻、蠻橫無理。

個性固執而不通情理的人。 

【受氣】siu33 ki11 生氣。  

【幼秀】iu51 siu11 秀氣、輕巧。  

【喪方人】sq51 hq33 laq13 窮人。  

【喪方】sq51 hq55 沒有錢的人。  

【無錢人】bo33 tsĩ33 laq13 

【幼秀】iu51 siu11。 

【倯】suãi13 很土，鄉巴佬。  

【真倯】tsin33 suãi13 很土，鄉巴佬。  

【激氣的】kik5 ki11·e11 很忍耐的。 

【熱心】dzua3 sim55 

【□□】aq55 nãq51 不講理的人。  

【真□□】tsin33 aq55 nãq51 很不講

道理。  

【講毋聽】kq55 ?11 tiã55 講不聽。 

【是非不分】si11 hui55 put5 hun55 不

分是非。  

【諍】tsZ11 強辯。沒理硬要說成有理。 

【無路用】bo33 l11 iq33 沒有用、不

中用。 

【無定無著】bo33 tiã33 bo33 tio5 靠

不住。 

【反來反去】huan55 lai13 huan55 ki11

形容人意志不堅，經常變換主意。 

【無依倚】bo33 i11 ua51 沒有依偎、

倚靠。 

【無依靠】bo33 i33 ko11 沒有依靠。 

【無頭神】bo33 tau11 sin13 健忘、沒

記性。  

【恬恬】tiam13 tiam33 安靜無聲。  

【生狂】tsẽ11 kq13 做事慌慌張張的

樣子。 

【□命】giap1 miã21 命苦的意思。  

【歹命】pãi55 miã21 苦命、不幸。命

運不好、沒有福份。 

【鹹澀】kiam33 siap3 吝嗇。  

【囉嗦】lo11 so55 

【見笑】kian51 siau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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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喙鬚】lian13 tsui13 tsiu55 很閒

的意思。  

【上𠢕上勥】siq11 gau13 siq11 

kiaq11 形容有智慧、能力又強。  

【壓霸】a51 pa11 惡霸。霸道、蠻橫不

講理。 

【吵亂】tsa55 luan33 打擾、搗蛋。  

【面色】bin44
 sik3 臉色。 

【悽慘】tsi33 tsam51 

【忝】tiam51 疲累，慘重。  

【粗魯】ts33 l51 粗暴魯莽。 

【綽】tsuã5 炫耀、誇耀的，講究排

場的。  

【體面】te55 bian21 面子、光采。美

觀、好看。 

【歹聲嗽】pãi55 siã33 sau11 疾言厲色。

形容人說話的口氣、態度不好或粗

暴。 

【肅清】sik5 tsiŋ44 

【肅靜】sik5 tsiŋ33 

【狼狽】liq33 pue33 

【扮頭】pan11 tau13 榜樣。  

【pandai】pan11 nãi51 聰明。  

【驕傲】kiau33 qD33 

【卑鄙】pi11 pi51 

【kesian】ket5 sen33 可憐。  

【猛勇】biq55 iq51 勇猛  

【出頭】tsut5 tau13 出人頭地。  

【出頭天】tsut5 tau33 tĩ55 

【過份】kue51 hun21 超過。  

【過頭】kue51 tau13 過份。  

【相反】sio33 huan51 

【凊彩】tsin55 tsai51 隨便、不講究、

馬馬虎虎。 

【隨便】sui33 pian11 

【才調】tsai33 tiau33 本事，能力。  

【成樣】tsiã33 iD21 像話，像樣的。  

 

（三）顏色詞  

【白色】p11 sik3 

【白白的】p11 p5 ·e11 形容白白的。 

【白的】p5 ·e11 白色的。 

【金□□】kim33 sut5 sut3 

【金】kim55 

【青色】tsZ33 sik3 又讀 tsẽ33 sik3 綠

色。  

【綠色】lik1  sik3 

【烏】55 黑色。  

【烏色】033 sik3 黑色。 

【紅色】aq33 sik3 

【藍色】lam11 sik3 

【肉色】ba55 sik3 皮膚色。 

【紫色】tsi55 si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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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副詞  

（一）表示然否 

【會曉】e11 hiau51 會。  

【毋】?33 不要、不願意。  

【無啦】bo13 la3 沒有啦！  

【免】miãn51 不用。  

【免啦】miãn51 ·la3 不用啦。  

【毋通】?33 taq55 不可以。  

【無了】bo33 liau55 沒有了。  

【毋知】?11 tsai55 不知道。 

【是啊】si33 a3 表示認同。 

【猶未】ia55 bue33 也可以唸 au55 

bue33 還沒有。  

【猶未做】au55 bue11 tso11 還沒做。 

【會得過】e11 tit5 kue11 過得去  

【莫】mãi11 不要。表示禁止或勸阻之

意。 

【毋莫】?33 mãi11 不要。 

【毋免】?11 miãn51 不用。 

【無】bo13 沒有。否定詞。 

【無的確】bo33 tik5 kak3 說不定、

不一定。 

【無的確會來】bo33 tik5 kak5 e11 

lai13 不一定會來、說不定會來。 

【無定著】bo33 tiã11 tio5 也許、說

不定。 

【無定著會來】bo33 tiã11 tio11 e11 

lai13 不一定會來、說不定會來。 

【袂曉】bue11 hiaq31 不會、不懂。  

【kalilo】ka33 li55 lo13 還沒開始。  

【捌做過】bat5 tso11 kue11 曾經做

過。  

【未曾做過】bue11 tsiq11 tso11 kue11

還未曾做過。  

【袂使】be11 sai51 不可以。  

【袂條直】be11 tiau11 tit5 事情難以獲

得解決、擺平，或尚未解決。 

【袂合】be11 ha5 合不來、不適合。  

【袂和】be11 ho13 不合。不和睦、合

不來。划不來、不划算。 

【袂了離】be11 liau55 li13 永遠沒有

結束。  

【做袂了】ts51 be11 liau51 做不完。  

【袂條袂直】be11 tiau13 be11 tit5 沒

完沒了。  

【欲】bue3 要、想，表示意願。  

【要】iau11 

【愛】ai11 

【欲】ik3 

【無毋著】bo11 ?11 tio5 沒有錯誤。  

【毋著】?11 tio5 錯誤。  

【會使】e11 sai51 可以。  

【著】tio5 對、正確。  

【大概】tai11 kai11 大約。  

【得確】tik5 kak3 一定。  

【穩當】un55 taq21 一定、確實。安

穩、妥當。  

【允准】un13 tsun51 允許、准許。  

【批准】pue11 tsun51 允許、准許。 

【確實】kak5 sit5 

【可】ko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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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ko55 i51 

【袂】be33 不。否定詞。 

【就是】to11 si11 就是、正是。表示

確定的語氣詞。  

【定著】tiã11 tio5 一定。  

【假的】k51 ·e11 

【正實】tsin51 sit5 真實的。  

【真正】tsin33 tsiã11 真的。  

【正式】tsiq55 sik3 正式的，不是假

的。  

【猶袂】a55 bue33 還沒。  

【即使】tsik5 su51 

【假使】ka55 su51 

【清楚】tsiq33 tso51 

【無加縒】bo33 ka55 tsua51 沒有用。 

【無較差】bo33 ka51 tsa55 沒有差

別。  

【免去】miãn 55 ki11 不用去。  

 

（二）表示程度  

【較好】ka51 ho51 

【較緊】ka51 kin51 比較快，更快。  

【較快】ka51 kuai11 比較快，更

快。  

【真濟】tsin51 tse33 很多。  

【真𠢕算】tsin33 gau33 suĩ11 形容很

會算計。  

【淡薄】tam11 po5 一點點。  

【淡薄仔】tam11 po33 a55 一點點。  

【拄仔好】tu55 a55 ho51 巧合、剛好。  

【無量】bo33 liq33 

【無限】bo33 han33 

【輕重】kin33 taq33 處境、嚴重性。  

【夠用】kau55 iq21 

【夠額】kau55 giaw5 足夠。  

【加較多】ke33 ka51 tse33 多一點。 

【較少】ka51 tsio51 

【較緊】ka51 kin51 快一點。  

【過分】kue51 hun33 

【差不多】tsa33 put5 to55 

【可能是】k55 liq13 si11 

【差不多】tsa33 put5 to
33 

【遮爾】tsia51 nĩ11 多麼、這麼。  

【bangyak】mã33 iã51 很多。  

【真濟】tsin33 tse33 很多。  

【真𠢕】tsin33 gau13 很厲害。  

【定定】tiã11 tiã33 常常。  

【我捌啦】gua55 bat3 ·la1 我懂啦！我

知道啦！ 

【無彩工】bo33 tsai55 kaq55 徒勞無

功、白費工夫、枉費工夫。 

【無法度】bo33 huat5 t11 沒有辦

法。  

【無了時】bo33 liau55 si13 白費時間，

永無終止。 

【做袂離】ts51 be11 li33 做不完。  

【陣陣仔疼】tsun11 tsun11 a55 tiã11 

【攏總】lq55 tsq51 總共。  

【總共】tsq55 kiq11 全部。  

【食薰】tsia11 hun55 抽菸。吃飽。 

【食飽】tsia11 pa51 吃飽。 

【貯滿了】te11 muã55 liau33 裝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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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悽慘】kau55 tsi11 tsam51 很悽

慘。  

【真艱苦】tsin33 kan33 k51 很艱難、

艱苦。  

【真精神】tsin33 tsiq33 sin13 很有精

神、活力。  

【真活動】tsin33 ua11 taq33 很有活動

力。  

【真活潑】tsin33 ua11 puat3 很生動，

不呆板。  

【真懸】tsin33 kuan13 很高。  

【高級】k33 kip3 

【真加工】tsin33 ke11 kaq55 很麻煩，

要多費工夫。  

【真好】tsin33 ho51 

【非常】hui33 sq13 

【真費神】tsin33 hui51 sin13 很費精

神。  

【真費氣】tsin33 hui51 ki11 很麻煩。  

【誠】tsiã13 很。  

【真濟人】tsin33 tse11 laq13 很多人。  

【較近】ka51 kin33 比較靠近、接

近。  

【較快】ka51 kuai11 快一點。  

【較懸】ka51 kuan13 

【常】tsiã13 常常。  

【遮歹看】tsia51 pãi55 kuã11 這麼

難看、醜。  

【攏是】lq55 si33 都是。  

【恬恬】tiam11 tiam33 有兩個意思，

一為常常，二為安靜之意。  

【偌仔濟】gua13 a55 tse21 形容很多

的意思。  

【集體】tsip1 te51 總體。  

【較斟酌】ka51 tsim33 tsik3 比較小

心謹慎。 

【較注意】ka51 tsu55 i11 比較小心謹

慎。 

【夠顛倒】kau51 tian33 tow5 形容做

事太過認真，太過斟酌，帶有負

面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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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虛詞  

（一）連接詞 

【juga】dzia33 ka11 也。  

【本來】pun55 lai13 

【也是】ia11 si33 

【因為】in33 ui21 

【按怎】an55 tsuã51 怎麼樣。  

【已經】i55 kiq33 已經。 

【欲閣】be55 ko3 還要。 

【著閣】tio1 ko3 就要。 

【叫做】ki51 tso51 被稱為，被認為是

某種物品、名稱或說法。 

【但是呢】tan11 si11 nẽ33 又讀 tan11 

si11 nĩ55 轉折詞，但是，不過。  

【所以】s55 i51  

【予】h33 給予。  

【予你】h11 li51 給你。  

【予伊】h33 i33 讓、給他。  

【按怎】an55 tsuã51 怎麼樣。  

【按呢生】an55 nẽ55 sĩ55 又讀 an55 

nẽ55 sẽ55 這樣。  

【但是】tan11 si21 

【閣】ko3「卻」的意思。如：「閣

去閣愛睏」，想要去卻又想要睡

覺。  

【閣】ko55「卻」的意思。  

【卻】kik3 

【當】tq55 

【pasal】pa33 sai51 因為、有事情。  

【親像】tsin33 tsiũ11 好像。  

【較想】ka51 siD33 不管怎麼

想……。  

【準做】tsun55 tso11 當作。  

【共伊】ka11 i33 把他。  

【也是】ia11 si21 

【原在】guan33 tsai11 一樣。  

【尤其是】iu33 ki33 si21 

【原來】guan11 lai13 原本。 

【本來】pun55 lai13 

【是講】si11 kq55 是說。  

【其實】ki33 sit5 

【按呢款】an55 nẽ55 kuan51 這樣

子。  

【平平】pẽ11 pẽ13 一起去哪裡或做

什麼事情。  

【平平行】pẽ11 pẽ11 kia13 一起走。  

【平平去食】pẽ11 pẽ11 ki51 tsia5 一

起去吃。  

【落來】lo11 lai13 接續為、接下來

是。  

【將】tsiq55 

【順勢】sun11 se11 

 

（二）助詞 

【□】hã11 表示、肯定認同的語助詞。 

【□】nãu11 發語詞。  

【呢】nẽ3 表示讚許、得意或加強語

氣的語助詞。 

【嘛】mã1 語尾助詞，可用來表示肯

定、撒嬌、催促、要求等語氣。 

【啊】ã33 發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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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la3 語尾助詞。 

【喔】3 

【哎唷】ai33 io3 感嘆詞。 

【a joh】ai33 io51 娘惹喜歡用的感

嘆詞。  

【adoi】a33 tu55 i11 娘惹喜歡用的感

嘆詞。  

【amboi】an13 bue33 娘惹喜歡用的

感嘆詞。  

【啊】a3 句末語助詞、句首助詞。 

【汰】tai11 不要、別、算了。 

【汰啊】tai55 a51 算了吧！  

【了】liau51 之後。  

【唅】hã3 對話時表示認同，類似

華語的「嗯」。  

【咧】le33 置於句末，用以加強語氣。 

 

 

 

 

 

 

 

 

 

 

 

 

 

 

三十一、代詞  

（一）人稱代詞  

【你】lu51 第二人稱代詞。 

【我】qD51 第一人稱代詞，文讀音。 

【我】gua51 第一人稱代詞，白讀音。 

【我人】gua55 laq13 我們，第一人稱

複數代名詞。不包含聽話者。  

【你人】lu55 laq13 你們。  

【阮】guan51 我們，第一人稱複數代

名詞。不包含聽話者。  

【□】lun51 你們。  

【阮】gun51 我們。  

【恁】lin51 你們。  

【伊人】i33 laq13 他們。  

【家己】ka33 ti33 自己。  

【自己】tsu11 ki51 自己。  

【我佮你】gua51 ka51 lu
51 我和你。  

【你佮伊】lu51 ka51 i
33 你和他。  

【你和我】lu51 ka51 gua51 

【咱】lan51 我們，包含聽話者。  

【伊】i33 第三人稱代詞。 

 

（二）指示代詞 

【這个】tsit5 le
13 這個。 

【遐】hia55 那邊。 

【彼个】hit5 le13 那個。  

【彼个人】hit5 le33 laq13 那個人。  

【這兜】tsit5 tau55 這邊。  

【彼款】hit5 kuan51 那種。  

【彼兜】hit5 tau55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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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爿】hit5 piq13 那邊。  

【彼工】hit5 kaq55 那天。  

【這逝】tsit5 tsua33 這行（文字）、這

趟（路途）。  

【踮佇咧遐】tiam51 ti11 e55 hia55 在那

裡。 

【這雙】tsit5 siaq55 

【遐】hia55 那、那裡、那邊。 

【彼爿】hit5 piq13 那邊。  

【踮佇遐】tiam51 ti11 hia55 待在那

裡。  

【踮】tiam11 在……。  

【來到塊】lai33 kau51 te11 來到這

裡。  

【過來遮】kue51 lai33 tsia55 來這裡。 

【這款】tsit5 kuan51 這樣。  

【這爿】tsit5 piq13 這邊。  

【彼款】hit5 kuan51 那種。 

 

（三）疑問代詞 

【啥物】siã55 mi5 什麼。 

【□物】ha55 mi5 什麼。  

【欲去佗落】be55 ki51 ka33 lo5 要去哪

裡。 

【欲去佗位】be55 ki51 to55 ui33 要去哪

裡。 

【□】hã13 疑問詞，對話中用以表

示知道嗎？了解嗎？  

【偌濟】gua11 tse21 詢問多少、幾個

的意思。 

【底時】ti11 si13 何時。什麼時候。 

【幾跋】kui55 puat3，檳城唐人、馬

來人、吉寧仔買東西時，詢問價

格會問「幾跋？」。  

【你蹛佇佗落】li55 tua51 ti11 ka33 

lo3 你住在哪裡。  

【□】hio3 疑問語氣詞。 

【□】hã13 什麼，疑問語氣詞。 

【□】?33 疑問語氣詞。 

【咧】le35 疑問語氣詞。 

【可能是】k55 liq13 si33 或許、也許、

可能性。 

【akal】a33 ka33 以為、猜。如：我

以為他有來，我猜他有來。或是

做得差不多就好，不要太過份。  

【barangkali】bo33 laq33 ka33 li51 也

許。  

【親像】tsin33 tsiD21 好像。  

【□落】ka33 lo5 哪裡，與佗落同

意思。「你去□□？」li55 khi51 ka33 

lo5？你去哪裡？  

【□】h?13 尋求確認的疑問詞。  

【毋】?13 表示疑問的語末助詞，用

在句尾表示反問的意思。 

【假使】ka55 su51 假如。  

【敢若是】kan55 nã55 si33 好像是。  

【放佇佗落】paq55 ti11 ka33 lo5 放在

哪裡。  

【mana】mã55 nã51 哪裡、怎會。  

【□物人】ha55 mĩ55 laq13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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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俗諺、句子 

【重陽食補較好過食一年補】tiq11 

iaq13 tsia3 p51 ka55 ho55 kue51 

tsia11 tsit3 nĩ33 p51 重陽節時吃補

品，效果比吃一整年的補品好。  

【好額分無額】ho55 gia5 pun33 bo33 

gia5 一個有錢人要把錢分給所

有的人，再多錢也不夠分。  

【囡仔有耳無喙】gin55 nã55 u11 hi33 

bo33 tsui21 斥責小孩子不要亂問大

人的事，就算聽見了也不可以亂

傳。 

【食焦焦明年生峇峇】tsia11 ta33 ta55 

mẽ33 nĩ13 sẽ33 ba33 ba55 結婚時說

的吉祥話。  

【閹雞綴鳳飛】iam33 ke55 tue51 hq11 

pue55 不自量力的想模仿別人。  

【得罪土地公飼無雞】tik5 tsue11 

t55 ti11 kq55 tsi11 b33 ke55 用以

比喻從事各行各業的人都不能得

罪當地的主管或角頭，否得就很

難在當地有很好的發展。  

【豆袂記皮】tau33 bue11 ki51 pue13

喻忘恩負義。  

【日頭曝尻川】dzit1 tau13 pak1 

ka33 tsuĩ55 日頭曝尻川。  

【先搭車後補票】siq33 ta51 tsia55 

au11 p55 pio11 

【來也無影去也無蹤】lai13 ·ia11 

bo33 iã51，ki11 ·ia11 bo33 tsq55 來

無影去無蹤。  

【無要緊啦】bo33 iau55 kin55 la3 沒關

係啦！ 

【毋免著買矣】?11 bian55 tio11 be55 a
55

不用買啊！  

【你坐一咧】li55 tse33 ·tsit1 le11 你坐一

下。 

【無人知】bo33 laq33 tsai55 沒有人知

道。 

【掠你來出氣】lia11 li55 lai33 tsut5 

ki11 拿你來出氣。  

【挈一張紙】ke11 tsit1 tiũ11 tsua51

拿一張紙。  

【我囔足大聲的】gua55 dziaq55 

tsik5 tua11 siã55 ·e11 我喊得很大

聲。  

【閣親像是】ko55 tsin33 tsiũ11 si21

又像是，又比如是。  

【你袂用得去】li55 be11 iq13 ki11 你

不能去。iq13 為 e11 iq33 的合音。  

【無可奈何】bo33 ko51 nãi11 ho13 不

得已、沒有辦法怎麼樣。 

【無聲無說】bo33 siã33 bo33 sue3 形

容寂靜沒有一點聲音的狀態。 

【無影無跡】bo33 iã55 bo33 tsia3 子

虛烏有、毫無根據。 

【你共蹧躂甲遮爾忝】li55 ka33 tsau33 

tat5
 ka51 tsia51 nĩ11 tiam51 你欺負

他欺負成這樣子。  

【天光唸到下昏】thĩ55 kuĩ55 liam11 

kau51 e33 he55 天亮唸到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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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毋捌看過】li55 ?11 bat5 kuã11 

kue11 你不曾看過。  

【敢若有鬼的】kan55 nã55 u11 kui55 

e13 好像有鬼。  

【你毋免出半項】li55 ?11 bian55 

tsut5 puã55 haq33 你一樣東西都

不用提供。  

【毋免做半項】?11 bian55 tso55 puã55 

haq33 什麼都不用做。  

【我有偌仔濟錢】gua55 u11 gua13 a55 

tse11 tsĩ13 我有非常多的錢！  

【袂振袂動】be11 tin55 be11 taq11 叫

不動。不動作。無法移動。  

【教東教西】ka51 taq33 ka51 sai55 指

使別人做很多事情。  

【做東做西】tso51 taq33 tso51 sai55  

【嫌東嫌西】hiam33 taq33 hiam33 

sai55 

【伊綴番爿款囉】i33 tue55 huan11 

piq11 kuan55 l3 他跟隨馬來西

亞在地的習俗。  

【你一家伙仔】li55 tsit3 ke11 hue33 

a51 你們一家人。  

【姑不而將】k33 put5 dzi11 tsiq55

無可奈何。  

【真乞善咧】tsin33 kit5 sian33 le3

看起來很可憐的樣子。  

【裂做兩爿】li11 tso51 nD11 piq13 裂

成兩邊。  

【應喙應舌】in55 tsui55 in55 tsi5 頂

嘴。  

【賴予別人】lua11 h11 pat1 laq13 誣

賴給別人。  

【予伊去做】hoo11 i33 ki51 tso11 讓

他去做。  

【讓予伊啦】niD11 h11 i33 ·la3 讓給

他啦！  

【倚壁壁倒】ua55 pia3 pia3 to51 形

容人很衰。  

【倚豬公死豬母】ua55 tu33 kaq55 si55 

tu11 bo51 形容人很衰。  

【敢做就敢當】kã55 tso11 to11 kã55 

te55 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勇於負

責、承擔。  

【梳頭做大人】se33 tau13 tso51 tua11 

laq13 又讀 se11 tau13 tso51 tua11 

laq13 早期結婚前一晚的儀式之一，

「上頭」儀式中，新郎、新娘做

在「簸箕」內將頭髮梳起來，表

示變成大人了。  

【滿身荏餒】muã55 sin33 lam11 lui21

形容衣服穿得破破爛爛。  

【破衫破褲】pua55 sã33 pua55 k11 

【是按怎咧】si11 an55 tsuã51 le13 是怎

樣的情況呢？  

【閣搭倒轉來】ko3 ta3 to55 tũi55 lai13 

【幾下間店】kui55 e11 kiq33 tiam11 好幾

間店。 

【感謝你的掌聲】kam55 sia11 li55 e33 

tsiq55 siq55 

【真時行的】tsin33 si33 kiã13 ·e11 很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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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个字】tsit5 nD11 e33 dzi11 這兩

個字。  

【我定著來】gua55 tiã11 tio11 lai13 我

一定來。  

【我一定來】gua55 it5 tiq11 lai13 

【起山落嶺】ki55 suã55 lo11 niã51 爬

山過嶺。  

【盤山過嶺】puã33 suã33 kue55 niã51

翻越山嶺。  

【十交代八交代】tsap1 kau33 tai11 

pe51 kau33 tai11 一直不斷重複的

交代。  

【人少少矣】laq13 tsio55 tsio51· a11 沒有

很多人。 

【無啥滿意】bo33 siã55 muã55 i11 不

怎麼滿意。  

【兩句做一句】nD11 ku11 tso51 tsit1 

ku11 兩句話併成一句話說。 

【傷人的心】siq11 laq33 e33 sim55 

【閣再來】ko55 tsai51 lai13 又再來。 

【真麻煩欸】tsin33 mã33 huan13 ·e11

很麻煩。  

【趕走矣】kuã33 tsau51 ·a11 趕走了。  

【袂免的】be11 bian55 e11 無法避免

的，一定會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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