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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於 2009、2010 年公布了兩批「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

其中第一批編號 260 的「細義」一詞，其詞義和用法皆相當於臺灣閩

南語中的「細膩」。從音、義兩方面來探求本字，究竟孰優孰劣？本

文除了比較臺灣閩、客語的用字用例，也從中國大陸閩、客原鄉的辭

書用法用例中探討分析，提出修正建議，期有利於臺灣本土語言文字

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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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Discussion on Hakka Chinese Characters (細義,Se 
Ngi) Recomme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un-Lung Chiang*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nounced two lists of recommended 
Taiwanese Hakka characters. 細義(se ngi, No.260) was defined to share 
the similar meanings and word usages with Taiwanese 細膩(sè-jī). After 
the exploration of their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which one is superior 
to another? In addition to the comparison of the use cases of diction in 
Taiwanese and Hakka, this article also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use cases 
of diction in the aborigin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southern Fujian and 
Hakka. It also proposes some amendments, beneficial to the promotion of 
Taiwanese local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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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翻檢有關閩南語、客家話的辭典、方言志或調查報告等工具書不

難發現：針對現代漢語共同語表「細心」或「小心」等義項的閩南語

詞條，一般都書寫成「細膩」；而客家話則寫成「細義」。兩者之間究

竟孰優孰劣？或者各有所本？這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考證的方法

不外從音、義兩方面來著手，希望藉由訓詁學尋音、探義以求本字的

方法將閩、客語的本字問題加以釐清。 

二、閩南語工具書對「細膩」一詞的解釋 

閩南語表「細心」或「小心」等義項時，一般常用「細膩」這個

詞，試引幾本工具書資料觀察： 

（一）《廈門方言詞典》 

細膩：sue li  1.小心：路否不好行走，天各暗黑，著細膩  細膩無

蝕本小心不吃虧2.細心：伊做代=志=真點=陳=[t i a m Ö t i n ÿ ] 細膩很周詳細心（《廈

門方言詞典》，頁 107） 

（二）《臺灣閩南語辭典》 

細膩：se3j i7  1.做事小心謹慎 2.非常客氣（《臺灣閩南語辭典》，

頁 1140） 

（三）《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細膩：1.做事小心謹慎。例：你做代誌愛較細膩咧。（你做事要小

心謹慎點。）2.客氣。例：今仔日這頓我請，你做你食，毋通細膩。（今

天這餐我請客，你只管吃不要客氣。）（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

辭典》）1 
                                                 
1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 檢索日期：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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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閩南語基本上所採用的詞形都一樣，但內容不盡相同，其中

的差異後面將再討論。 

三、客家話工具書所採用的對應詞 

上節所述閩南語表「細心」、「客氣」或「小心」義的說法，在臺

灣客家話工具書中，多半以「細義」來表示；大陸地區客家話則無「細

膩」或「細義」的說法。底下先列舉臺灣客家話的文獻資料來比較： 

（一）《客話辭典》 

細義：se  ¯i 小心或客氣。如「卡細義也」是注意一點；「毋使

細義」是不必客氣。（《客話辭典》，頁 686） 

（二）《現代客語詞彙彙編》 

細義：se ngi 小心。（《現代客語詞彙彙編》，頁 535） 

（三）《客語辭典》 

細義：1.客氣。2. 小心。（《客語辭典》，頁 541） 

（四）《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細義：1.客氣。表示禮讓的客套話，或是請對方不必太過拘泥於

禮節。例：「恁細義！來食飯還帶等路。」（「這麼客氣！過來吃頓飯

還帶了禮物。」）2.小心注意。例：「細義兜仔！下擺莫打爛玻璃了。」

（「小心些！下次別再打破玻璃了。」）3.形容十分細心。例：佢拚掃

盡細義，掃到房間裡背看不著塵灰。（他打掃很細心，掃到房間裡面

看不到灰塵。）（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2  

中國大陸《梅縣方言詞典》記錄了「小心」一詞的用法，與國語

（共同語、普通話）相同： 

                                                 
2 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檢索日期：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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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s i a u Ÿ s i m ë 留神：路滑，行路愛小心。（《梅縣方言詞典》，

頁 121） 

至於中國梅縣客家話表「客氣」、「感謝」的客套話則用「多謝」

或「拘禮」： 

多謝：toë t shiaŸ 客套話，表示感謝。（《梅縣方言詞典》，頁 70） 

唔使多謝：[m11 sI31 t o44 t shi a52]不用謝，別客氣。（《梅縣客家方言

志》，頁 134） 

莫拘禮：[m ok5 ki44 li44]別客氣，不用多禮。（《梅縣客家方言志》，

頁 135） 

拘禮：[gi l i]拘守禮節，引申為客氣：唔使安拘禮（別這麼客氣）。

（《客家話詞典》，頁 68） 

拘禮：[ki l i]客氣。在交際場合講究禮貌。例：「無脈個東西好食

個，大齊家唔好拘禮，隨便夾來食。」（沒什麼東西好吃的，大伙兒

不要客氣，隨便夾來吃。）（《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頁 45） 

可見，用「細膩」或「細義」來兼表小心或客氣義的用法，只限

於臺灣客家地區和兩岸的閩南語區；中國大陸的客家話，則分用「小

心」、「拘禮」或「多謝」來表示。如此看來，臺灣客家話的「細義」

和閩南語「細膩」一詞的發展有共同的路徑。 

四、「膩」字的現代閩、客語音讀 

客家話不用「細膩」一詞的原因，一方面是認為「膩」字的客家

話讀[ni]或[ne]，用在指「油膩」；另一方面是認為古代漢語和現代漢

語共同語「細膩」的詞義與客家話難以聯繫。現在先考查音讀的問題。 

有關「膩」字在歷代韻書中的音讀資料，首先舉《廣韻》為例： 

膩．肥膩，女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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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韻》去聲至韻底下，「膩」和「二」的聲母不同，前者反

切為女利切，根據反切上字系聯的結果3，歸於娘類；後者反切為而

至切，歸入日類。關於娘母和日母的音值構擬，各家的看法大致如

下：4 

（一）娘母 

1. 羅常培舉梵文「字母」的譯音為證，主張讀捲舌音[ņ] 。 

2. 李方桂從音理和《切韻》音系的聲母分配情形著眼，亦主張

讀捲舌音[ņ]。 

3. 高本漢、陸志韋認為六世紀初漢語並無真正的捲舌音。 

4. 王力反駁羅常培的看法，他認為音譯只是近似，不是完全同

音，所以不能根據梵文對譯斷定知徹澄是捲舌音。 

5. 陳新雄也從羅常培的《中原音韻聲類考》中將知徹澄擬作舌

尖面混合聲母[ t S ]，[ t Sh ]，如此一來，從《廣韻》到《中原音韻》再

到國語的知母是[ţ8][ t S ][ tș 8]，「這種先是捲舌音，再變舌尖面混合

聲，又回到捲舌聲一類的發展，也是不合邏輯的。」 

6. 竺家寧把舌上音四母擬作： 

 知   徹   澄   娘 

[  ]  [ ¤ ]  [  ]  [  ] 

他說：「這套音在中古時代經常用來對譯梵文的捲舌音，是因為

它們的發展較接近舌尖，和梵文的 ţ8系較為接近。這樣，我們既能解

決擬為捲舌音的諸多困難，也能顧到譯音的問題。事實上，在現代方

言中捲舌音並不是一個普遍的讀法，在古音中大量擬訂捲舌音（如知

系和莊系字）並不適合。」 

                                                 
3 詳見竺家寧《聲韻學》頁 240。  
4 詳見竺家寧《聲韻學》頁 342-345，35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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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母 

日母字在上古和泥，娘的關係密切，唐末的三十字母以「知徹澄

日」合為一組，則日母字應為鼻音聲母。各家擬音頗為分歧：5 

1. 高本漢擬作鼻塞擦音。 

2. 董同龢擬為舌面鼻音[]。 

3. 李榮用梵文對音來支持[]的擬音。 

4. 王力認為日母字由上古到中古前期都是[]，晚唐以後變成

了[ r ]。 

5. 李新魁支持高本漢的擬構，認為日母的發展如下，請見圖 1： 

  （娘）  
ndj  ─   

  ¸（日） ¸     

圖 1、李新魁擬構日母字從上古至今的發展關係圖 

資料來源：竺家寧《聲韻學》 

6. 陳新雄也同意高氏的[¸]。他說：「¸ja 演變成北方話的  
¸ja，  失落了。國語再變作 ¸。南方比較保守，仍保存鼻音  。

所以方言中才有讀擦音和鼻音的分歧。」 

7. 竺家寧也擬作[¸]，同時認為：「三十字母以『知徹澄日』相

配，是依據了一個日母念[]的方言，這個方言反映了日母早期的念

法。」 

很多語料都顯示日母字在上古是和泥母、娘母相通的，客家話今

天仍然將「日、娘、女、而」等字聲母讀如[ N ]或[  ]（鼻音聲母），

符合南方方言的保守性。再者，《廣韻》「膩」和「二」的反切雖然不

                                                 
5 詳見竺家寧《聲韻學》頁 35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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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膩」字的聲符「貳」却屬於「二」（而至切）以下的五個同

音字（二、弍、貳、樲、髶）之內，所以「膩」這個字的客家話讀音，

應該和「二」同音，讀作[ Ni ]或[ i ]。 

至於閩南語「膩」字的中古音反切（女利切），與現代閩南語「細

膩」的「膩」唸法相符。 

五、「細膩」一詞的詞義演變 

查考「細膩」一詞的詞義演變情形，是一個頗富趣味的課題，針

對臺灣本土語言和共同語（國語）的詞義差別，可以探討訓詁學上的

詞義變遷理論。 

（一）臺灣閩、客語與中古漢語的不同 

中古漢語「細膩」的義項大致有二： 

1. 細緻潤滑。〈爾雅翼‧釋獸‧兕〉「挬犀之角，文理細膩，斑白

分明。」〈杜甫‧麗人行〉「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2. 精細，細密深入。〈元稹‧內狀詩寄楊白二員外詩〉「彤管內

人書細膩，金匳御印篆分明。」〈朱子語類‧尚書一〉「書序恐不是孔

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大辭典》

頁 3626） 

臺灣閩、客語「細膩」的義項也大致有二： 

1.做事小心謹慎。 

2.非常客氣。 

拿臺灣閩、客語和中古漢語來做一比較，針對「細膩」一詞的內

涵 ， 本 文 試 圖 先 提 取 兩 者 共 同 的 義 素 （ semantic component 或

sememe），為[+細密]；接著運用二元對立法找出其間的區別性義素，

為[具體]。亦即中古漢語「細膩」的描述對象不論是「人」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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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具體的指涉；而臺灣閩、客語的「細膩」則是描述做人做事的態

度或性格，是抽象的。茲將兩者差別用矩陣體現，請見表 1： 

表 1、臺灣閩、客語和中古漢語「細膩」的義素分析 

 
                 詞 
義素 

中古漢語「細膩」 臺灣閩客語「細膩」 

細密 ＋ ＋ 
具體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古今漢語的不同 

中古漢語「細膩」的義項如前述：1.細緻滑潤。2.精細、細密深

入。現代漢語「細膩」的義項則是： 

1.精細周密。 

2.光滑潤澤。（《國語日報辭典》頁 630） 

較新的資料如《新世代國語辭典》：6 

1.細緻滑潤。這家麵包店特製的布丁，口感細膩，廣受歡迎。 

2.精細周密。她的心思細膩，是個善解人意的女孩。 

其實古今漢語的義項和用例大體相同，差別只在細微處，即：現

代漢語直接點出了心理活動的精細周密如「心思細膩」；而中古漢語

所謂「書序細膩」、「人書細膩」所指的還是文章、文字，比較具體，

不如現代漢語來得抽象。其實，近代漢語已有向抽象發展的情形：《西

遊記》第九十三回：「悟淨說得好。獃子粗夯，悟空還有些細膩。」

指的是心思；《金瓶梅》第八十九回：「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嬝宮腰

                                                 
6 見該書頁 689。本書為莊雅州教授總校閱，陳廖安教授主編，2002 年出版，臺北：康軒文

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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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膩。」對象是人；而《紅樓夢》第九十二回：「眉目口鼻以及出手

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指物。 

這說明了「細膩」一詞在古今發展上，有從具體詞義的基礎上，

朝著抽象概括的方向演變的趨向，這和漢語詞彙的整體發展趨向是吻

合的。從具體到抽象，這一點，正是後來「細膩」一詞的用法能在南

方方言中擴大範圍的主要原因。 

（三）閩、客語的同與不同 

中國大陸的閩、客語比較，本文以廈門和梅縣兩地的語料為基礎

進行討論。 

如前所述，閩南語「細膩」一詞，《廈門方言詞典》有兩種用法：

一是提醒對方當心、小心、注意的意思；二是用來形容一個人做事情

的細心周延。關於第一種「小心」的用法，更早的語料中已有記載，

如明本《潮州戲文五種》7中的「細二」即「小心」義。8戲文往往簡

寫，用同音字替代的情形十分普遍，「細二」即「細膩」。 

梅縣客家話不說「細膩」，以上兩種義項的對應詞語分別是：「小

心」和「子細」。「小心」的用法見本文第三節；「子細」的用法可觀

察謝棟元《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詞典》的說法： 

子細[t sï sE]：對送禮者說的道謝話。與「破費」相當。 

例：做脈個咁子細，拿倒咁多東西來。（幹嗎這麼破費，拿這麼

多東西來。）案：子細本義是細心，認真的意思，客家表示感謝的意

思由此引申而來。9 

梅縣客家話的「子細」，除了與「破費」意思相當，也相當於「客

                                                 
7 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 
8 見曾憲通〈明本潮州戲文所見潮州方言綴述〉收錄在《第二屆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 183。 
9 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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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意思。「子細」的發展，後來在兩岸客家話之間出現了微幅的

變化，下面進行兩岸客家話比較時再討論。 

臺灣閩、客語「細膩」一詞的義項比較，透過《臺灣閩南語辭典》

和《客話辭典》（細義）來觀察，所得結果是相合的，亦即都包括「小

心」和「客氣」兩個義項，使用對象和搭配關係也都一樣，可以說是

閩、客詞彙融合的實例。 

（四）兩岸的不同 

1.兩岸閩南語比較 

第二節提到閩南語內部對於「細膩」一詞的內涵不盡相同。兩岸

閩南語共同的用法是第一個義項：「小心」、「注意」，習慣上都有「細

膩無蝕本」（小心不吃虧）的說法；不同處是另一個義項，中國大陸

閩南語用來表「細心」、「周詳」，這個義項在《臺灣閩南語辭典》中

無，在《華台英詞彙句式對照集》中羅列的十個臺灣方言點則出現了

分歧的現象；新竹、梧棲、馬公、鹿港、台南、台東的「細心」義，

用「細膩」來表示；艋舺用「小心」（s i o2 s i m1）來表示；高雄用「酙

酌」（cim1 ciok4）來表示；宜蘭、台中用「頂真」（t i n g2 ci n1）來表示
10。筆者親自訪問了台中、彰化一帶的耆老，都能清楚分辨「細膩」

和「頂真」的不同。「小心」和「細心」這兩個義項在臺灣閩南語中

分別獨立成「細膩」和「頂真」（或「酙酌」）兩組詞，是來臺後的發

展。有趣的是，艋舺對此出現了和國語相反的移位現象，請見圖 2： 

表 2、國語和艋舺閩南語用詞「細膩」和艋舺的對應關係 

國語 艋舺閩南語 
細膩 小心 
小心 細膩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0 見該書頁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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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表做事細心周到用「細膩」，艋舺的對應詞是「小心」；而國

語用「小心」一詞是提醒注意，對應艋舺的說法則是「細膩」，恰恰

相反。 

臺灣閩南語「細膩」的義項新增了「客氣」義，這和梅縣客家話

「子細」的發展很類似，都是從「細心」這個義項引申而來的。 

2.兩岸客家話比較 

梅縣客家話無「細膩」或「細義」等詞彙，相關詞彙是：「多謝」、

「小心」、「子細」、「拘禮」。這四個詞當中，「多謝」一詞在臺灣變成

了動詞的用法，如「真多謝你」（很謝謝你）；「子細」一詞變成了固

定詞組「恁仔細」（謝謝），自成特色而與原鄉不同。上述四個梅縣客

家話詞彙在臺灣全部以「細膩」來代替，用法上變得與閩南語相同了，

請見圖 2： 

 

多謝                                 細膩 

小心 

子細 

拘禮 

圖 2、兩岸客家話表「客氣」用法的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茲將第三節和第五節的梅縣用例改寫成臺灣客家話的習慣說法： 

唔使多謝唔使細膩（不用謝） 

路滑，行路愛小心路滑，行路愛細膩（路滑，走路要小心） 

做脈個咁子細，拿倒咁多東西來做脈個咁細膩，拿倒咁多東西

來（幹嘛這麼破費，拿這麼多東西來） 



教育部推薦客語漢字「細義」商榷 95 
 

莫拘禮莫細膩（別客氣） 

兩岸客家話的發展已有所不同，臺灣客家話的演變有本身內部發

展的動力，亦有與鄰近閩南語接觸、融合的痕跡。 

另外，從詞形結構和詞義上來說，客家話用「細義」不如用「細

膩」來得好。「細膩」是並列式複合詞，用來表示一個原始詞義具有

引申後的意義比偏正式複合詞「細義」來得更有可能。況且，客家話

「細」是「小」的意思，偏正式「細義」的詞義解釋只是「小義」，

讓人聯想到「小仁小義」，這樣的「小義」反而很難跟「細緻、周密」

或「客氣」、「小心」的意思相連結，甚至毫無關聯。《客家話詞典》

中以「細」為首的詞條，凡偏正式皆帶有「小」義，並列式則具有更

大的引申空間： 

偏正式：細茶（精緻的茶葉）、細孻欸（小兒子）、細妹欸（小女

孩兒）、細貨欸（小家伙）、細哥欸（小男孩兒）、細姆（舊稱父親的

妾）、細心舅（舊時的童養媳）、細雨（小雨）、細人欸（小孩兒）。 

並列式：細遽（瘦小而機靈）。 

反觀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當中，由「細義」構成的

詞或詞組，有「假細義」（假客氣）、「愛細義」（要小心）、「細聲細義」

（語音細小、應對謹慎），這裡面的「細義」不能從「小義」去理解，

在語義上跟「客氣」、「小心」、「謹慎」等義項無法聯結。 

六、結論 

本文從音、義兩條線索探討閩、客語的用字問題。從聲音上來說，

「膩」的讀音在閩、客語中所指為一，客語辭書用「義」代「膩」其

實兩字同音，不必強生分別。從意義上來說，由「細膩」中所包含的

「細心」、「小心」進而引申為「客氣」的客套語，是有跡可尋的，正

可以印證詞義演變的理論。再者，從詞的內部結構而言，並列式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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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更有可能做較大程度的引申，如國語詞彙裡的「手足」引申為「兄

弟」；「骨肉」引申為「子女」；「開關」由動詞變為名詞等是。閩、客

語的「細膩」由「小心」、「細心」義引申為「客氣」義，其為並列式

的可能性較高。 

閩、客語「細膩」一詞的發展，兩岸明顯不同，兩種臺灣語言皆

脫胎自原鄉母語，有所繼承，但亦有所發展、創新。臺灣閩南語直接

從「細膩」中的「細心」或「小心」義引申出「客氣」的新義來；臺

灣客家話則是先從「子細」一詞中的「細心」義，先引申出「客氣」、

「破費」的義項，來臺後再與閩南語結合，改「子細」為「細膩」，

詞形是借閩南語的，但讀音卻是客家話的，因此，在字形上，本文力

主應選用「細膩」，揚棄「細義」的用法。建議教育部於客語用字會

議上再行考慮修訂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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