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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地區客語次方言語言態度的研究 * 

徐富美 

元智大學 

本文以問卷調查和統計的方式，討論台灣桃、竹、苗地區（分別代表三

種說客語的類型），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語言態度的差異，項目包括：好聽、

唱歌、吵架、柔軟，以及重等五種語言特質。結果發現了一些相似以及對比

的有趣現象，本文嘗試提出「呈現自我，重己輕人」原則來解釋。  

關鍵詞：客語、桃竹苗、語言態度。  

1. 前言 

也許，我們在歲月推移的成長過程中，曾經聽到這樣一段話：「唉唷！那個男生講

台語，好沒水準！」這可能是不經意的玩笑話，卻也反映了人們對於語言使用的態度，

存有不同的價值標準。「那個男生講台語」是事實陳述；「好沒水準」就有了價值判斷。

事實陳述沒有是非對錯；而價值判斷則涉入了個人的主觀取捨。 

台灣這個面積說起來並不十分大的地區，卻擁有不少族群。加上歷來政權轉移的影

響，造就了錯綜複雜而又相當有趣的語言面貌。國民政府以來的台灣，由於官方語言的

政治魅力，加上國語政策的壓力，這兩種挾帶而來的衝擊，使得台灣地區除了「國語」

之外，其他族群的母語流失情形相當嚴重。一般而言，在社會集體意識的運作中，人們

會逐漸向代表權力中心的語言靠攏，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實。台灣地區代表官方語言的國

語成為高階語言，常常在正式場合中使用；而其他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則侷限於像

傳統市場、部落等市井社會中，屬於低階語言。因此有些受過較高教育的人，不知不覺

會「向上聚合」，選擇放棄自己的母語而向國語靠攏。久而久之，就會出現「方言是低

俗的」這種刻板印象（黃宣範 1993：239）。八○年代以來大規模的本土文化運動如火

如荼的推動，其實是上述那兩股勢力衝擊而來的反思。 

                                                 
* 本文承蒙台北市萬福國小徐鳳生老師在統計上的協助。 



徐富美 

 

 

 
92 

然而，這種明顯帶有政治色彩的觀察，並不是本文的重點。本文所要觀察的，是排

除了政治的優勢影響之後，各個次方言之間所存在的感受差異。當然，次方言彼此之間

也可能同樣存在有優勢音和非優勢音的差別。 

語言之下會有若干方言，而方言之下又可以有若干次方言。就以台灣地區的客語來

說，客方言主要分為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 1，這些次方言之間有若干差異，說這些次方

言的人們大致上都可以聽得懂對方所說的話。有趣的是，說這些次方言的人們，對於這

些次方言之間會有感受上的差異，這種感受差異是主觀上的認知感受。有人認為四縣客

語比較好聽；有人則認為海陸客語比較好聽。有人認為四縣客語像在吵架；有人則認為

海陸客語像在吵架。有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有人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這樣的

主觀感受，似乎並不是少數幾個人的看法而已，而是普遍存在於說這些客語的人們心中。 

這樣的現象，並不能用聲調來解釋。一般而言，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在聲母以及韻

母方面有若干差異，但是這些零星的差異，遠遠不及聲調上系統性的相反。四縣客語有

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等六個聲調；而海陸客語的去聲則有陰去和陽去

兩個調，所以比四縣客語多了一個調，共七個調。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除了在聲調數目

不同之外，最主要的差別是他們彼此之間的調值恰巧呈現相反的現象。例如四縣客語的

陰平是升調；海陸客語則是降調。四縣客語的上聲是降調；而海陸客語的上聲則是升調。

四縣客語的陰入是低調；而海陸客語的陰入則是高調。「這個有趣的對比，可能在其他

方言中不易找到（羅肇錦 1990：112）」漢語是個有聲調的語言，聲調和旋律又有某種

程度的相關，而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在聲調上又呈現如此相反的對比，即使如此，上面

所述的主觀感受上的差異似乎與此現象無關。因為大陸吳方言以及台灣布農語，次方言

之間並沒有聲調相反的現象，卻也存在著主觀感受不同的類似現象，認為某某話比較好

聽或是好像在吵架（徐富美 2002a，2002b）。尤其是原住民語言，並沒有聲調，仍然

有主觀上的感受。這也可以說明上述的現象似乎與聲調無關。另外，下文將會說明，上

述的主觀感受與說四縣客語或是海陸客語有關。 

台灣的客語人口主要分佈於南部的屏東、高雄地區，中北部的苗栗、新竹、桃園地

區，以及東部的花蓮、台東等地區。本文主要集中於台灣中北部的桃竹苗這三個地區，

分別作為客語三種不同典型的代表。其中苗栗地區主要是講四縣客語的集中地區。新竹

地區則擁有較多講海陸客語的人口。桃園地區則一半一半，中壢、龍潭、平鎮等鄉鎮有

較多講四縣客語的人口；而觀音、新屋、楊梅等鄉鎮則有較多講海陸客語的人口 2。 

在本文之前，我曾經針對桃園地區進行類似的問卷研究，初步得出了有趣的結果（徐

                                                 
1 饒平客語和詔安客語則逐漸消失。 
2 參董忠司〈台灣地區客家語簡述〉，收入詹伯慧(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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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美 2000）。但當時並不確定那些結果是特定於桃園地區，抑或是涵蓋面更廣的普遍

現象。因此建基在那樣的架構上，今擴及新竹以及苗栗地區，同時剛好可以作為三種不

同典型的代表。 

本文主要是透過問卷訪談和統計分析的方式來進行。桃園的問卷主要於 1999 年下

半年施行，共做了 578 份有效問卷；新竹和苗栗則於 2000～2001 年施行，新竹問卷 241

份，苗栗問卷 224 份。 

2. 哪種客語比較好聽？ 

2.1 問卷所呈現的現象 

地 
區 

常講 
哪種 

比較好聽 總 
數 3 四縣 海陸 差不多 不知道 

桃 
園 
地 
區 

四縣 108 
52.1﹪4 

26 
12.6﹪ 

67 
32.4﹪ 

06 
2.9﹪ 207 

海陸 18 
12.8﹪ 

59 
41.8﹪ 

58 
41.1﹪ 

06 
4.3﹪ 141 

兩種 10 
14.9﹪ 

10 
14.9﹪ 

45 
67.2﹪ 

02 
3.0﹪ 67 

總數 136 95 170 14 415 

新 
竹 
地 
區 

四縣 17 
63.0﹪ 

03 
11.1﹪ 

05 
18.5﹪ 

02 
7.4﹪ 27 

海陸 27 
26.5﹪ 

41 
40.2﹪ 

29 
28.4﹪ 

05 
4.9﹪ 102 

兩種 01 
3.7﹪ 

00 
0.0﹪ 

22 
81.5﹪ 

04 
14.8﹪ 27 

總數 45 44 56 11 156 

                                                 
3 本文所用的表主要是以「較常講」為參考點，故其總數要比原來所做總數來得少。 
4 所列的比例是「列」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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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地 
區 

四縣 70 
57.4﹪ 

12 
9.8﹪ 

37 
30.3﹪ 

03 
2.5﹪ 122 

海陸 01 
3.7﹪ 

16 
59.3﹪ 

10 
37.0﹪ 

00 
4.8﹪ 27 

兩種 00 
0.0﹪ 

04 
17.4﹪ 

19 
82.6﹪ 

00 
4.5﹪ 23 

總數 71 32 66 03 172 

2.1.1 桃園地區 

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好聽的比例最多；講海陸客語的人，有較多的

比例認為海陸客語比較好聽，同時也有相當多的比例選擇「差不多」。講兩種客語的人，

則認為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差不多一樣好聽的人數比例最多。 

2.1.2 新竹地區 

新竹地區有較多的人講海陸客語。講海陸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語比較好聽的比例

最多；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好聽的比例最多；講兩種客語的人，則認為

兩種客語差不多一樣好聽的人數比例最多。 

2.1.3 苗栗地區 

苗栗地區有較多的人講四縣客語。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好聽的比例

最多；講海陸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語比較好聽的比例最多；講兩種客語的人，則認為

兩種客語差不多一樣好聽的人數比例最多。 

2.2 小結 

很顯然的，四縣客語和海陸客語哪種比較好聽，主要決定於人們說甚麼話。如果說

的是四縣客語，就認為四縣客語比較好聽；如果說的是海陸客語，就認為海陸客語比較

好聽。如果兩種都說，則認為差不多一樣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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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反映，很容易理解。大部分的人總是認為自己的話比較好聽，是基於日積月

累的熟悉與感情。進一步來說，如果沒有受到權力中心的政治色彩干涉的話，人們對於

自己的語言總是充滿信心與自豪的。這一份豪情，放在桃園、新竹或是苗栗地區皆然。 

3. 哪種客語好像在唱歌？ 

3.1 問卷所呈現的現象 

地 
區 

常講 
哪種 

好像在唱歌 總 
數 四縣 海陸 差不多 不知道 

桃 
園 
地 
區 

四縣 54 
26.1﹪ 

74 
35.7﹪ 

36 
17.4﹪ 

43 
20.8﹪ 207 

海陸 50 
35.7﹪ 

37 
26.4﹪ 

34 
24.3﹪ 

19 
13.6﹪ 140 

兩種 17 
24.6﹪ 

11 
15.9﹪ 

34 
49.3﹪ 

07 
10.1﹪ 69 

總數 121 122 104 69 416 

新 
竹 
地 
區 

四縣 16 
59.3﹪ 

05 
18.5﹪ 

03 
11.1﹪ 

03 
11.1﹪ 27 

海陸 54 
51.9﹪ 

16 
15.4﹪ 

16 
15.4﹪ 

18 
17.3﹪ 104 

兩種 08 
30.8﹪ 

01 
3.9﹪ 

13 
50.0﹪ 

04 
15.4﹪ 26 

總數 78 22 32 25 157 

苗 
栗 
地 
區 

四縣 34 
28.3﹪ 

52 
43.3﹪ 

16 
13.3﹪ 

18 
15.0﹪ 120 

海陸 08 
29.6﹪ 

08 
29.6﹪ 

09 
33.3﹪ 

02 
7.4﹪ 27 

兩種 05 
21.7﹪ 

08 
34.8﹪ 

07 
30.4﹪ 

03 
13.0﹪ 23 

總數 47 68 32 23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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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桃園地區 

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語好像在唱歌的比例最多；講海陸客語的人，認為四

縣客語好像在唱歌的比例最多；講兩種客語的人，則認為差不多。  

3.1.2 新竹地區 

講四縣客語和講海陸客語的人，都認為四縣客語好像在唱歌的比例最多；講兩種客

語的人，則認為差不多。 

3.1.3 苗栗地區 

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語好像在唱歌的比例最多；至於講海陸客語和講兩種

客語的人，則看不出明顯的差異。 

3.2 小結 

當初在設計問卷的時候，我以為「哪種客語比較好聽」和「哪種客語好像在唱歌」

是正相關。也就是說，如果認為四縣客語比較好聽的人，應該也會認為四縣客語好像在

唱歌；如果認為海陸客語比較好聽的人，應該也會認為海陸客語好像在唱歌。比較好聽

和好像在唱歌似乎是近義詞。但令人好奇的是，實際上不然，如果說的是四縣客語，卻

認為海陸客語好像在唱歌；如果說的是海陸客語，就認為四縣客語好像在唱歌。5 

這樣的結果與原先的預期大相逕庭，卻似乎反映了某種甚具意義的訊息。到底是怎

樣的一種機制，導致了呈現這樣的訊息？下文將有說明。 

                                                 
5 新竹地區說四縣客語的人，可能是受到海陸人口佔優勢的影響，下文「比較柔軟」的新竹問卷反映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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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哪種客語好像在吵架？ 

4.1 問卷所呈現的現象 

地 
區 

常講 
哪種 

好像在吵架 總 
數 四縣 海陸 差不多 不知道 

桃 
園 
地 
區 

四縣 44 
22.1﹪ 

24 
12.1﹪ 

45 
22.6﹪ 

86 
43.2﹪ 199 

海陸 12 
8.9﹪ 

20 
14.8﹪ 

27 
20.0﹪ 

76 
56.3﹪ 135 

兩種 17 
24.6﹪ 

11 
15.9﹪ 

34 
49.3﹪ 

07 
10.1﹪ 69 

總數 71 58 116 219 464 

新 
竹 
地 
區 

四縣 12 
46.1﹪ 

08 
30.8﹪ 

02 
7.7﹪ 

04 
15.4﹪ 26 

海陸 09 
9.0﹪ 

44 
44.0﹪ 

17 
17.0﹪ 

30 
30.0﹪ 100 

兩種 01 
3.7﹪ 

02 
7.4﹪ 

14 
51.9﹪ 

10 
37.0﹪ 27 

總數 22 54 33 44 153 

苗 
栗 
地 
區 

四縣 33 
29.5﹪ 

21 
18.7﹪ 

19 
17.0﹪ 

39 
34.8﹪ 112 

海陸 02 
7.7﹪ 

07 
26.9﹪ 

09 
34.6﹪ 

08 
30.8﹪ 26 

兩種 01 
5.3﹪ 

02 
10.5﹪ 

08 
42.1﹪ 

08 
42.1﹪ 19 

總數 36 30 36 55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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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桃園地區 

這題的選擇異於前面兩題之處在於，這題的遺漏值（missing value）增多，用空著

不答來回應。除了避免回答之外，也相對地增加了許多的比例選擇第三項「差不多」或

是第四項「不知道」。 

如果撇去選擇差不多和不知道的人數，那麼，講四縣客語的人，有較多的比例認為

四縣客語好像在吵架；講海陸客語的人，有較多的比例認為海陸客語好像在吵架。 

4.1.2 新竹地區 

    同樣的，這題的選項「差不多」或是「不知道」的比例增加許多。講四縣客語的人，

有較多的比例認為四縣客語好像在吵架；講海陸客語的人，有較多的比例認為海陸客語

好像在吵架。講兩種客語的人，則認為差不多。 

4.1.3 苗栗地區 

一如前面，這題的選項「差不多」或是「不知道」的比例增加許多。如果撇去選擇

不知道的人數，那麼，講四縣客語的人，有較多的比例認為四縣客語好像在吵架。 

4.2 小結 

「吵架」似乎是比較負面的字眼。在我們的問卷中，當我們問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有許多人的反應是「沒有」，也就是說沒有像吵架這回事；而且選擇「差不多」或是「不

知道」的比例也明顯增加許多。 

    這更令我們好奇了！如果像前面「哪種客語比較好聽」所說，人們多半會認為自己

的語言比較好聽，那何以會認為另一種客語好像在唱歌？甚至認為自己的這種客語好像

在吵架？ 

    「比較好聽」不是應該和「好像在唱歌」同一類嗎？「比較好聽」不是應該要和「好

像在吵架」對立嗎？這些問卷的反映，完全超出當初設計問卷時的想像和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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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哪種客語比較柔軟？ 

5.1 問卷所呈現的現象 

地 
區 

常講 
哪種 

比較柔軟 總 
數 四縣 海陸 差不多 不知道 

桃 
園 
地 
區 

四縣 63 
31.2﹪ 

83 
41.1﹪ 

39 
19.3﹪ 

17 
8.4﹪ 202 

海陸 63 
44.1﹪ 

40 
28.0﹪ 

31 
21.7﹪ 

09 
6.3﹪ 143 

兩種 20 
29.4﹪ 

13 
19.1﹪ 

33 
48.5﹪ 

02 
2.9﹪ 68 

總數 146 136 103 28 413 

新 
竹 
地 
區 

四縣 15 
57.7﹪ 

05 
19.2﹪ 

04 
15.4﹪ 

02 
7.7﹪ 26 

海陸 54 
52.4﹪ 

22 
21.4﹪ 

15 
14.6﹪ 

12 
11.6﹪ 103 

兩種 05 
18.5﹪ 

02 
7.4﹪ 

16 
59.3﹪ 

04 
14.8﹪ 27 

總數 74 29 35 18 156 

苗 
栗 
地 
區 

四縣 47 
38.8﹪ 

55 
45.5﹪ 

14 
11.6﹪ 

05 
4.1﹪ 121 

海陸 08 
28.6﹪ 

10 
35.7﹪ 

7 
25.0﹪ 

03 
10.7﹪ 28 

兩種 08 
34.8﹪ 

08 
34.8﹪ 

06 
26.1﹪ 

01 
4.35﹪ 23 

總數 63 73 27 09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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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桃園地區 

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的比例最多；講海陸客語的人，認為四縣

客語比較柔軟的比例最多。講兩種客語的人則認為差不多的比例最多。 

5.1.2 新竹地區 

    講海陸客語的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的比例最多；講四縣客語的人，也有比較

多的比例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講兩種客語的人則大部分認為都差不多。 

5.1.3 苗栗地區 

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的人數比例最多。講海陸客語和講兩種客

語的人，則看不出明顯的差異。 

5.2 小結 

    「比較柔軟」的反應，與「好像在唱歌」有相平行之處，都是認為另一種客語比較

柔軟。如果說的是四縣客語，就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如果說的是海陸客語，那麼就

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如果兩種客語都說，那麼就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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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哪種客語比較重？ 

6.1 問卷所呈現的現象 

地 
區 

常講 
哪種 

比較重 總 
數 四縣 海陸 差不多 不知道 

桃 
園 
地 
區 

四縣 90 
43.9﹪ 

50 
24.4﹪ 

41 
20.0﹪ 

24 
11.7﹪ 205 

海陸 37 
26.2﹪ 

66 
46.8﹪ 

24 
17.0﹪ 

14 
9.9﹪ 141 

兩種 19 
28.8﹪ 

15 
22.7﹪ 

26 
39.4﹪ 

06 
9.1﹪ 66 

總數 146 131 91 44 412 

新 
竹 
地 
區 

四縣 11 
40.7﹪ 

09 
33.3﹪ 

05 
18.5﹪ 

02 
7.4﹪ 27 

海陸 08 
7.7﹪ 

61 
59.2﹪ 

19 
18.5﹪ 

15 
14.6﹪ 103 

兩種 03 
11.5﹪ 

04 
15.4﹪ 

14 
53.9﹪ 

05 
19.2﹪ 26 

總數 22 74 38 22 156 

苗 
栗 
地 
區 

四縣 64 
52.5﹪ 

28 
23.0﹪ 

20 
16.4﹪ 

10 
8.2﹪ 122 

海陸 04 
62.7﹪ 

14 
7.2﹪ 

06 
25.3﹪ 

04 
4.8﹪ 28 

兩種 05 
21.7﹪ 

08 
34.8﹪ 

07 
30.4﹪ 

03 
13.0﹪ 23 

總數 75 50 33 17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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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桃園地區 

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重的比例最多；講海陸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

語比較重的比例最多；講兩種客語的人，則大部分認為都差不多。 

6.1.2 新竹地區 

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重的比例最多；講海陸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

語比較重的比例最多；講兩種客語的人，則大部分認為都差不多。 

6.1.3 苗栗地區 

講四縣客語的人，認為四縣客語比較重的比例最多；講海陸客語的人，認為海陸客

語比較重的比例最多；講兩種客語的人，則看不出明顯的差異。 

6.2 小結 

「重」的概念不易界定，我們只能說有點像硬梆梆的感覺，不然就只好憑他們個人

的感覺來決定。我們所問的這題「比較重」的反應，與「好像在吵架」有相平行之處，

都是認為自己的客語比較重。如果說的是四縣客語，就認為四縣客語比較重；如果說的

是海陸客語，那麼就認為海陸客語比較重。如果兩種客語都說，那麼就差不多。 

7. 「呈現自我，重己輕人」原則 

   延續上面所說，如果說的是四縣客語，則認為四縣客語比較好聽；如果說的是海陸

客語，則認為海陸客語比較好聽。人們總是認為自己的話比較好聽，這樣的問卷反映，

不難理解。  

「好像在唱歌」和「好像在吵架」基本上成對立的分佈；「比較柔軟」和「比較重」

成對立的分佈。也就是說，如果認為四縣客語好像在唱歌，大致上就會認為海陸客語好

像在吵架；如果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那麼就會認為海陸客語比較重。海陸客語的情

形反之亦然。 

    有趣的問題是，如果自己說的是四縣客語，那麼會認為四縣客語比較好聽，但同時

也會認為四縣客語好像在吵架，而且比較重。如果自己說的是海陸客語，那麼會認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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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語比較好聽，但同時也會認為海陸客語好像在吵架，而且比較重。也就是說，「比

較好聽」和「好像在吵架」「比較重」是同一類；而不是和「好像在唱歌」「比較柔軟」

同一類。這就奇怪了！「吵架」不是比較負面的字眼嗎？既然認為對方的客語比較柔軟、

好像在唱歌，又為什麼說自己的客語比較好聽？既然認為自己的客語比較好聽，又為什

麼認為比較重、好像在吵架？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內在機制，使得這些問卷選擇，呈現這樣有趣的反映現象？ 

    徐富美（2000：170）曾經提出「先入為主、重己揚人」原則。本文修正為「呈現

自我，重己輕人」原則。何謂「呈現自我，重己輕人」原則？ 

    人生在世，即使道承肉身，也不免侷於有限。以這個有限的個體看世界，常常要戴

著自我的眼鏡才得以窺見。人會呈現自我，方感覺肉體生命的存在。自我是憑藉，也是

侷限，這是沒辦法的事。因此我們聽到別人講的話，總有若干感受，這種感受是以自我

為出發點。 

所謂「重己」，就是對於自家語比較看重。這樣的看重，當然雜揉了許多原因，例

如日積月累的熟悉與感情、親切與認同，都可以沈澱成看重。如果沒有外在強有力的干

擾，那麼自己的小孩永遠最聰明；自己賣的瓜永遠最甜。因此，認為自己所說的客語最

好聽，一點也不令人意外。而這樣的看重，又可以延伸出其他意義：激烈、高亢、有權

威、起伏變化大。因此也會覺得自己的客語比較「重」，甚至不惜以承認「像吵架」來

表達。也因此好聽與比較重、像吵架同一類。 

所謂「輕人」，並不指鄙視人，而是帶點詼諧輕邈之意，對於相對應於自己的另一

種客語，覺得比較輕揚。這樣的輕揚，是因為比較不熟悉、陌生與可以輕忽。雖然唱歌

有旋律，柔軟又輕快，但畢竟比不上「吵架」擲地有聲，讓人驚異、啞然和印象深刻。

這樣的輕揚，可以延伸出其他意義：陌生、柔軟、沒力氣、沒個性、沒氣概。因此自然

覺得另一種客語比較柔軟，好像在唱歌。 

也許，也可以這樣解釋，在「較好聽」「像唱歌」「像吵架」「較柔軟」「比較重」

這五個選項當中，「較好聽」的主觀程度最強，因此當我們問及這個問題時，人們所表

現出來的自信與自衛也最強，不容許自己背叛。至於其他四項則趨於中性描述，人們基

於「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習性，總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別

人講話像唱歌，其實很柔軟很好聽；自己講話反而硬梆梆，像吵架。但礙於自我，於是

「比較好聽」跑了票，於是產生了矛盾衝突。 

也有人說，這是台灣客家人的困境。客語在台灣，不算是優勢語言，社會上還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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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對客家人存有偏見 6。客語既不屬於優勢語言，於是客語族群的人在自己的語言態

度上，就有了「語言不安全感」。除了表現自信或自衛最強的「比較好聽」故作鎮定之

外，在比較中性的概念裡，終究顯露出客語族群的不安來 7。 

當然，這些假設還需要輔以「質性」的深入研究。不過到目前為止，徐富美（2000）

針對桃園地區所作的問卷結果，也適用於新竹和苗栗地區。其中差異之處在於，新竹地

區說四縣客語的人，也有比較多的比例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好像在唱歌。本文認為，

這是因為新竹地區的優勢客語是海陸話，新竹地區說四縣客語的人，連帶也承襲了這樣

的印象所致。 

有另一種「會講哪種客語」的問卷統計分析顯示，會講兩種客語的人，會因為客語

的地區不同而反應不一樣。在會講兩種客語人口比較平均的桃園地區，認為四縣客語好

像唱歌（∕好像吵架∕比較柔軟∕比較重），和認為海陸客語好像唱歌（∕好像吵架∕

比較柔軟∕比較重）的比例相差不多。在說海陸客語較多的新竹地區，則會講兩種客語

的人，有比較多的比例認為海陸客語比較重、好像在吵架；而認為四縣客語比較柔軟、

好像在唱歌。在說四縣客語較多的苗栗地區，則會講兩種客語的人，有比較多的比例認

為四縣客語比較重、好像在吵架；而認為海陸客語比較柔軟、好像在唱歌。 

有兩種客語並存的時候，其取向同於當地優勢客語。也就是說，如果會講兩種客語

的人，是在海陸客語較多的新竹地區，那麼「比較重」一項，會有較多的比例認為海陸

客語比較重，與只會講海陸客語的人反應一樣。如果會講兩種客語的人，是在四縣客語

較多的苗栗地區，那麼「比較重」一項，會有較多的比例認為四縣客語比較重，與只會

講四縣客語的人反應一樣。這是受到當地優勢客語影響所造成的結果。 

8. 結語 

「比較好聽」「好像在唱歌」「好像在吵架」「比較柔軟」「比較重」是個不易精

確的概念，很難定義。從說這些次方言的人們，其主觀認定的問卷統計分析來看，雖然

給我們的印象仍有些模模糊糊，但其實也告訴了我們若干訊息。那就是語言伴隨人們作

息生活，密不可分，但在人們心裡，「百姓日用而不知」不代表沒有差別。這樣的差別，

不是政治勢力的介入，但有優勢語言的影響。台灣是個小而巧的地方，有許多族群，產

生了微妙的互動關係。這些語言現象的反映，其實都有社會學上的意義，都在社會集體

的運作中生生不息。 

                                                 
6 這是生活中接觸所及的印象，倒未做過實際調查。 
7 其實在大陸「惠州」客語地區，也有相類似現象。參徐富美（20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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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如果客語的這種「呈現自我、重己輕人」原則得以成立，那麼仍需要

接受更多的檢驗和比較，本文是個起步。但由於目前研究語言態度的相關文獻，多半偏

向討論標準語與方言之間的差異；不然就是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之間的比較。對於標準

語之外的次方言探討，就目前接觸所及，尚未有所見。因此本文雖然只是個起步，卻具

有開創之功，在台灣語言社會學上，具有相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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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s’ Attitudes towards Hakka Sub-dialects 
in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Counties 

HSU Fu-mei 

Yuan Ze University 

This paper, focusing on field work and statistics, deals with speakers’ 
attitudes towards Hakka sub-dialects in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counties all in Taiwan. Those surveyed were asked to describe sub-dialects 
with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pleasant sounding, sounding like a song, 
sounding like quarrelling, sounding soft, and sounding heavy. In this paper I 
offer the ‘My way sounds the best’ hypothesis to describe speakers’ attitudes 
towards Hakka sub-dialects. 

Key words: Hakka, Tao-yuan, Hsin-chu, Miao-li, language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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