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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集錦 

 

活 動 名 稱 112年度客語基礎詞彙教學運用-生活禁忌 

活 動 時 間 110年 08月 25日 

執 行 單 位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活動內容 

從許多研究台灣語言保存的調查資料中可以發現客家族群的母語流失相當嚴重，

甚至不亞於原住民語言。曹逢甫(1997﹕43)的研究比較原住民、客家與閩南這三個族

群的三個年齡層的母語能力和國語能力。結果顯示母語能力喪失最多的是客家人，由

於先前辦過醫護客語..等相關主題，反應非常良好，這次想藉讓一些想更加想對於教

學上有興趣的民眾，在真正自學或礁島他人時謹慎運用，不要犯了忌諱。讓日常生活

中，更順心快樂。 

生活禁忌語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習俗下，由於某一詞語的詞義容易讓人聯想到不祥

的事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多採用與此相關或相反的字詞進行避諱的一種語言禁

忌現象。例如，“豬血”“見血”，“血”有“人或動物體內循環系統的紅色的不透

明液體”的義項，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血光之災，不吉利。為何 4 會成為很多人認為是

禁忌呢?例如賣房子或送禮都會避開 4的個數字，是因為因為「四」與「死」發音相同，

所以人們常把它視作不吉利的數字，在生活中極力迴避它。關於送禮的部分有幾個主

要的代表，也容易造成他人的誤解，，例如：梨子假如對方沒有特別要求建議不要送

梨子，因為「梨」的發音與「離」的發音相似，代表要與你分離。傘也是大家常聽到

長輩建議不要送傘，「傘」的諧音是「散」，也有離別、分離的意思，所以要送傘給



對方時也要顧慮到收禮物的人會不會在意這點！ 

我們經由小組依不同的禁忌語做討論並發表感想，發現既便身為客家人不同年齡

對這些不同的禁忌語都相當有興趣，讓我覺得透過這次的「語基礎詞彙教學運用-生活

禁忌」活動，除報名參加的人數超乎想像踴躍外，活動後更表示沒想到禁忌語這麼多

學問，學員們紛紛表示太有趣的課程。 

這次報名參加的學員相當踴躍，顯見身為客家人依然對於語基礎詞彙教學運用-生

活禁忌存著濃厚的興趣，也期待能讓參與的學員有更大的收穫。 

活動海報及照片 

 



  

課程由講師活潑生動的基本客語詞彙

開始活動的序幕。 
講師講解各種客語生活禁忌。 

  

學員對於不了解的地方提出來討論 學員對於不了解的地方提出來討論 

  

講師參與學員們小組討論 課程結束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