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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諺語的文學性 

人類在未發明文字以前，任何生活經驗、思想傳達與文化傳承，其賴

以維繫的溝通和傳播橋樑，即為語言；而語言的傳遞功能，訴諸於結構性

或組織性的思想、情感表達，便是所謂的「口傳文學」或「口頭文學」。

就如同劉大杰所言：「語言的產生，標誌著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進步。語言

是人們交際的工具，主使口頭文學上有很大的進展。1」發明文字之後，

不僅便於語言的紀實，更為人類的文明開創出多采多姿的心靈饗宴2。於

此，並不意指著文字取代了語言，而是指語言有了文字功能的催化與記

錄，更豐富其表達與傳達的內涵。 

民間文學是民眾間口耳相傳的口頭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形象的表

達，舉凡民眾生活與思想的意識型態、知識與情感的傳達、信仰、信念、

道德倫常、價值觀和風俗民情等民俗文化內涵，藉由民眾的想像力、智慧

累積、經驗傳承的諦造所創構而成。如民間的神話、傳說、世俗故事、童

話、歌謠、諺語、歇後語等，皆是民間文學的範疇。是故，鄭師於〈「民

俗文學」的研究範疇及其展望〉中曾提到： 

「民俗文學」是以「民間文學」為主要範疇的學術研究領域。⋯⋯

                                                 

1 劉大杰：《校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市，華正書局有限公司，民 87

年 8 月，p.2。  

2 這裡所指的心靈饗宴，是指透過文字的運用與記錄，人類思想、情感的表達

，發展出文學、哲學、宗教學、藝術⋯等各種學科，以及達成文化傳承、

思想傳達與溝通、傳播之效。於第二章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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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學術領域是莫基於民間文學採集的基礎上，可以說是民眾集體

創作的口頭文學，不同於文本化的文學形式，其文本的整理還是要

回到口語傳播的民俗情境之中。⋯⋯「民俗文學」確實是很難定位，

基本上應該是屬於「文學」研究的領域，但又不同於以「文本」為

主的文學研究，而是重建「語言文本」，是種特殊語言藝術，超出

了傳統文學的討論範疇。3 

明代江永《古韻標準例言》云：「里諺童謠，矢口成韻，古豈有韻書

哉？韻即其時之方音，是以婦孺猶能知之協之也。4」這是在說明《詩經》

初期的誕生，是一種以方音為主的口傳文學，渾然天成，不費雕琢。然「里

諺童謠，矢口成韻」，正點出了民間文學中諺語音韻的特質。5而諺語產

生的過程，係為動機、創意、造句、認可、傳述6，五個步驟所形成，亦

歷經歷史時空文化的演進，以及語言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焠煉，所孕育出的

語言菁華。於此可知，諺語是「民俗文學」的研究領域，是一種「語言文

本」和特殊的語言藝術，雖超出了傳統文學的討論範疇，但仍有潛在而特

殊的「語言文本」之文學意涵，不僅是具備「文學」的文本形式，更蘊藏

濃郁「民俗文化」事象與情境內涵的指涉。如台灣閩南諺語7﹙以下簡稱

台閩諺﹚云：「人生親像大舞台，苦齣笑料攏公開」，所謂「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人生的酸、甜、苦、辣與喜、怒、哀、樂，不是如同戲台上

的演員，在演一齣人生之戲，扮演好角色，各司其職、各盡本分嗎？而戲

                                                 

3 鄭志明：〈「民俗文學」的研究範疇及其展望〉，收入《文學民俗與民俗文

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民 88 年 6 月，p.27。  

4 資料引用，同註 1，p.56。  

5 許多學者在民間文學的分類上，將諺語歸入韻文，如徐蔚南、陳光堯、張紫

晨，詳見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台北市，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民 81 年 7 月，p.6-13。以及高國藩：《中國民間文學》，台北市，臺灣

學生書局，民 84 年 9 月，p.570。  

6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台北市，新興書局，民 53 年 12 月，p.236。  

7 台灣閩南諺語早期以台灣諺語代稱，但為了尊重生活在台灣的其他族群語言

，如客家、原住民及大陸各省方言，故特別區分，但非有省籍與族群情結

，只是為了研究方向與主題的確立。至於「閩南語」，有的學者稱河洛語

或福佬語，本論文採周慶華的語系分類名稱—閩南語，詳見周慶華：《語

言文化學》，台北市，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6 年 8 月，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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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身呈現的社會功能與民俗文化內涵，意味著人生哲理的醒示，代表著

人生處世思想的存在實質意念，以及文化型態的體現。8正如同鄭師在〈臺

灣諺語的宗教思想〉中所言： 

所謂諺語，是百姓口耳相傳的產物，彰顯出全民共有的宇宙觀、人

生觀與社會觀，是大眾所共同認可允許的識見與智慧，而屢用在口

頭上，以代表思想上的某種意念。9 

諺語是先民智慧經驗累積的結晶，是大眾思想意識型態的意念傳達，

其所呈顯的特殊語言藝術，在於事理與人物的刻劃描繪上，亦具有「傳神」

美學之處。而所謂「傳神」，即是在美感經驗中，唯有契會人物之深刻的

一面，才能進一步以各種媒介傳其神、其美；媒介之運用如能引發人的心

靈契握其神、其美，即謂「傳神」。10如台閩諺云：「好譽人，乞食命」、

「做人著磨，做牛著拖」，前一則諺語以富者和貧者的強烈對比，來襯托

富有的人視錢如命，一分一毫捨不得花用，簡直是錢的奴隸，為錢所驅策

和苦惱，宛如是乞丐命一般，為「五斗米」折腰。後一則諺語原本在消極

意義上，是指人與牛同命運，必須受他人鞭策、驅使般的無奈；而在積極

意義上，是勉人要「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即所謂「不經一番寒澈

骨，哪得梅花撲鼻香？」之意指。這些皆指陳出諺語語言藝術之美，泌入

人之心靈傳神的指涉，以及諺語語言多義性與含蓄性的美學風格11。 

由於哲學是藉理智探究人生真諦和理想的一門學問，包括宇宙萬有的

一切原理原則。文學所重視的是人類情感的宣洩和滿足，其本質是藉想像

表現人生和藉對宇宙人生作深入而透徹的描寫和表達，因而美化淨化人

生。12所以，諺語的文學性，是建立在「語言文本」的形式上，藉由語言

的傳承、演化，傳達民眾的生活意識型態與文化風貌，不僅具有文藝實用

                                                 

8 戲劇的社會功能、民俗文化內涵與文化型態的體現，詳見本論文第二章。  

9 鄭志明：〈臺灣諺語的宗教思想〉，收入《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嘉義縣

，南華管理學院，民 88 年 6 月，p.444。  

10 李正治：〈文學零縑〉，收入《至情祇可酬知己—文學與思想世界的追尋

》，台北市，業強出版社，民 75 年，p.263。  

11 諺語語言多義性與含蓄性的美學風格，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  

12 蕭傳文：《文學概論》，台北市，禹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66年 9月，

p. 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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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學藝術之美、哲理智慧的內涵、社會倫理的規範，更蘊含著民俗文化

與「民俗文學」精神價值的深層文化結構，以及人生哲學思想的探尋與傳

神寫照。13 

二、諺語的意涵與界定 

﹙一﹚諺語的意涵 

自古至今，對諺語下過定義與指涉其意涵的作者或學者相當多，以古

代為例，如《說文解字》云：「諺，傳言也」14、三國．吳．韋昭注《國

語．越語》云：「諺，俗之善謠也」、劉勰《文心雕龍．書記篇》云：「諺

者，直語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唐代顏師古注《漢書．五

行志》云：「諺，俗所傳也」、清代杜文瀾《古謠諺》凡例：「諺字從言，

彥聲。⋯⋯，蓋本係彥士之文言，故又能傳世之常言。」於此，可發現古

代只對「諺」做解釋，是一種習俗、通俗或鄙俗的傳言、善謠、直語、傳

世之常言。《說文解字》云：「語，論也」15，又云：「論，議也」16，「語」

在古代有「論」與「議」之效用，而議或論必得據之以理，訴之以法，甚

至動之以情，以能辯駁是非，維繫公理或公道。所以，以古代對諺語的觀

感，理應是普遍口耳相傳正直良善的言語，藉以明辨是非和維護社會規

範。雖然簡約，無法充分闡釋，但已有教化思想的涵義存在。 

民國以來，許多學者或研究者對於諺語的研究不遺餘力，其所指涉的

意涵與定義，亦較為具體，茲列舉如下： 

1.朱介凡《中國諺語論》：「諺語是風土民性的常言，社會公道的議

論，深具眾人的經驗和智慧，精闢簡白，喻說諷勸，雅俗共賞，

                                                 

13 這裡的傳神寫照，是指諺語能「引發人的心靈」，對於人生哲學思想的刻

劃，人生命本質的描繪，文化內涵的探究，皆有深層觀照之處。詳見其餘

各章的論述。  

14 漢．許慎：《說文解字》﹙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補﹚，台北市，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79 年 8 月增訂 7 版，p.95。  

15 同前註，p.90。  

16 同前註，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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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縱橫。」17 

2.阮昌銳〈從諺語看台灣的婚姻觀念〉：「諺語為流傳各地的俗語，

是前人經驗與智慧的結晶，有勸善、補過、警世與勸俗的功能。

因而，諺語可作為人群行為的準則。」18 

3.周榮杰〈細說台灣諺語〉：「諺語乃是人類社會體驗的累積，從悠

久民族生活體驗中產生出來的民眾智慧，也是社會的公斷。它

反映一個社會或一個民族的生活觀照、感受、智識、經驗和特

性。」19 

4.熊仙如《《古謠諺》中諺語的研究》：「諺語是一種通俗簡練，和

諧生動的韻語或短句。它經常以口語形式，在民眾間廣泛的流

傳使用。它是人們表現對外界事物觀照的一種日常經驗與智慧

的結果，可以看出每個國家、時代、區域特有的風土民情與價

值觀。」20 

5.簡正崇《臺灣閩南諺語研究》：「諺語是人類經由細密觀察及生活

體驗，所創造出簡練生動，雅俗共賞的韻語或短句。在群眾之

間口耳相傳，廣泛使用，具有傳授經驗智識及教訓勸戒的作

用。」21 

綜合上述學者或研究者的定義，可歸納出構成諺語的若干要件： 

1.來源：大眾社會與生活經驗累積的智慧結晶。 

2.傳播方式：民眾間口耳相傳。 

3.形式：精闢簡練而通俗的韻語或短句。 

                                                 

17 同註 6，p.62。  

18 阮昌銳：〈從諺語看台灣的婚姻觀念〉，《史聯雜誌》第 1 卷第 1 期，民

69 年 12 月，p.81。  

19 周榮杰：〈細說台灣諺語〉，《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16 卷第 1 期，民 76

年 6 月，p.74。  

20 熊仙如：《《古謠諺》中諺語的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民 77 年 6 月，p.5-6。  

21 簡正崇：《臺灣閩南諺語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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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內涵：雅俗共賞的民族生活觀照、感受、價值觀與風土民情的呈現。 

5.功能：具有社會公道的議論、勸善、補過、警世與勸俗的功能，以

及傳授經驗智識和教訓勸戒的作用，而可作為人群行為與社會

公斷的準則。 

而這些構成諺語的要件與意涵，仍有不完備之處。如「來源」，忽略文藝

實用趨勢與詩教的影響；「傳播方式」，忽略大眾媒體的傳播，乃因許多

大眾媒體亦使用口語陳述，如說唱、戲劇、廣播、電視媒體等，並非僅止

於口耳相傳的唯一傳播媒介；「形式」，忽略語言特質的敘述，如諺語語

言的特性﹙尤其是諺語語言多義性與含蓄性的意境指涉﹚與生命力；「內

涵」，所敘述的是民俗文化事象與情境的一部分，可用民俗文化來涵括；

「功能」，所敘述的是社會教化意涵的一部分，亦可用社會教化來涵括。

22 

總括而言，諺語是人類民俗文化內涵、文藝實用美學趨導，所融合諦

造的「語言文本」智慧寶典，蘊含語言多義性與含蓄性的意境，藉由口耳

傳授與大眾媒體的傳達，歷經歷史時空、文化傳遞、語言特質的演化，具

有社會教化的意涵、規範與功能，深蘊雅俗兼容並蓄的文化人生型態。 

﹙二﹚諺語的界定 

諺語的起源相當早，訴說著先民生活思想意識型態與精神理念的心

語，反映出民俗文化事象與情境的內涵，然在定位上，常有混淆不清之處，

如與成語、格言、歌謠、歇後語、俗語之間的界定關係。其中以諺語與俗

語的定位更不易辨別。本文試就釐清諺語與俗語的關係為主，以諺語與成

語、格言、歌謠、歇後語的界定為輔，來確立諺語的定位。 

諺語與成語最大的不同在於來源和語句的結構方面。成語構成的來源

大多來自古文、典籍與典故，大多出自文人之手，有跡可循，而諺語是民

間的集體創作，具有語言的匿名性質；諺語的語句結構是具有任意性與結

構性結合的語言，可任意性的創新而符合語言結構性，以及含有語言變異

                                                                                                                                

84 年 6 月，p.38。  

22 文藝實用趨勢與詩教的影響、諺語語言的特性與生命力、民俗文化事象與

情境之探究，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社會教化意涵的界定，詳見本章第二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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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23只要大眾的認可、傳述即行，而成語的語句結構大多已被定型，

無法具有任意性的功能，如「狼心狗肺」24，若說成「狗肺狼心」，這一

句成語就不知所云，意即成語是一種定型化的書面語，但若約定俗成，只

要大眾認可並傳述，是可成為諺語。 

諺語與格言最大的不同在於來源與內涵指涉的差異性。格言的來源亦

是出自典籍、文人之手，大多是可考證的書面語，而其內涵的指涉，大多

偏重於立身處世的做人之道，是一種「法語之言」﹙《論語．子罕篇》﹚，

意即正言勸誡的話，如格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出自《論語．衛

靈公篇》﹚；諺語內涵的指涉除了具有「法語之言」外，更具有多義性與

含蓄性的意涵存在，且富含民俗文化內涵，而來源的差異性如前述。 

諺語與歌謠雖皆具音韻，但最大的不同在於形式方面。歌謠是以歌唱

或哼唱為主，句子較長，可反覆歌詠，如《搖子歌》中〈搖金子〉：「搖

金子，搖金子，搖豬腳，搖大餅，搖檳榔，來相請。25」而諺語是口語的

陳述，語句較短。 

諺語與歇後語最大的差異在於形式組合結構與性質不同。張復舜在

《台灣閩南語歇後語研究》中言： 

歇後語由兩部分﹙結構段﹚組成，即一個意思用兩種不同的方式表

達：前半部分﹙語面結構﹚用精簡的語言敘述某一事象做為「引子」，

類似謎語的謎面；後半部分﹙語底結構﹚則是用判斷、評議、推理

等方式對前半部分進行解釋或說明，指出本意或轉義﹙引申義、比

喻義或假借義﹚，類似謎語的謎底。26 

如台灣閩南歇後語：「蚊子釘牛角—無採工」，意即白費心機、徒勞無功

或無關痛癢；而諺語的語句沒有結構段﹙語面與語底結構﹚的形式組合結

                                                 

23 諺語語言的任意性、結構性與變異性質，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  

24 出自《醒世恆言》卷三十，詳見《學生成語大辭典》，高雄市，鐘文出版

社，民 87 年 1 月，p.466-467。  

25 資料內容，取自吳瀛濤：《臺灣諺語》，台北市，臺灣英文出版社，民 64

年 2 月，p.405。  

26 張復舜：《台灣閩南語歇後語研究》，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8 年 12 月，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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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其性質是具多義性與含蓄性，不是猜謎性質。 

諺語與俗語兩者的關係曖昧不明，許多學者和研究者亦作過許多釐

清。如潘昌文在《明清俗語研究》中提出俗語的性質： 

1.形式自由：字數與形式比較沒有一定的規範，字數不一，語句形

式從語詞到句子皆有例子可循。 

2.描述性：就俗語本身而言，大致分成形象的塑造和現實狀況的描

寫，兩種表現方式使描述狀態更為清楚。 

3.非教訓性：不刻意以嚴肅的立場來說明主題，僅是加強自己立場

的正當性和說服力，不強調經驗上的傳授。 

4.順口性：俗語容易琅琅上口，不需要刻意去思考，自然而然就可

以脫口而出。 

5.功能性：俗語除了能作為日常生活常用的語彙外，作為語言的材

料，也可以充當比喻連接語氣或引語的功能。27 

由俗語的性質和諺語來作比對，可發現些許的不同，玆說明如下： 

1.語言特性：兩者語句的構成皆具任意性、結構性、匿名性、地域性、

口傳性、變異性，28其不同之處，是含蓄性和多義性。如俗語

云：「活見鬼」，是為「不完整」的語句，必須有上下文的引

領或明白此意才知悉，但非含蓄性；又如「飆車族」，一見語

詞便知涵義，以明白貼切的語詞結構為主，不具多義性。 

2.功能性：兩者皆可成為語言的材料，可以充當比喻連接語氣或引語

的功能，也可加強自己立場的正當性和說服力。然俗語以不強

調經驗上的傳授為主旨，而諺語是以文化經驗上的傳授為依

循。 

朱介凡《中國諺語論》云：「俗話或稱俗語，乃對雅言而說，其主要

性質：一、通俗的。二、風俗的。三、土俗的。四、行俗的。五、流俗的

                                                 

27 潘昌文：《明清俗語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6 年 6 月，p.61。  

28 這些語言特性的意涵，詳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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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稱語。」29俗語的特徵與風格在「俗」，而諺語則是雅俗兼容並蓄，在

風格內涵上則有不同之處。然從古代的諺語定義，可得知諺語亦具有「俗」

的性質，是故高國藩《中國民間文學》中曾言： 

俗話裡包含有一定科學的道理、人生的經驗、生活的知識，它幫助

我們理解世界萬物、人類社會、做人的意義，這些俗話，我們便稱

它為諺語。30 

由此觀之，諺語富含民俗文化內涵與人生哲理，而俗語非必要性存有。但

反觀之，廣義的俗語是包含諺語，而狹義的區分是兩者為同等地位。31所

以，在釐清諺語與俗語的差異，必得在狹義中作比對。是故，諺語俗稱：

「俗語話」、「古早話」、「古早人講的」、「老先覺講的話」，32意味

著大眾的認同與廣義的界定不致於牴觸，亦解決許多爭論的問題。 

總而言之，對於諺語的界定，除了重點式地釐清與成語、格言、歌謠、

歇後語、俗語之間的曖昧不明關係外，更襯托出諺語的特色與定位。 

三、台灣閩南諺語的研究概況 

目前台灣研究台灣閩南諺語的專書、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相當多。而

對這方面的文獻資料，較齊全的進行整理與蒐集者，理應是簡正崇所撰的

《臺灣閩南諺語研究》33。而於民國 84年以後，所出刊有關台灣閩南諺語

的文獻資料，大多在於資料的蒐羅，諺語的釋義，語音的讀法，諺語淵源

的考證等方面下工夫，然其中許多文獻資料，不乏對於台灣閩南諺語的研

                                                 

29 同註 6，p.81。  

30 高國藩：《中國民間文學》，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84 年 9 月，p.551

。  

31 詳見潘昌文的歸納論述。同註 27，p.9-15。  

32 莊永明：《台灣金言玉語：台灣諺語淺釋﹙一﹚》，台北市，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7 年 4 月修訂二版 13 刷，p.16。  

33 簡正崇將民國 84 年以前研究諺語的資料，分為專書、博碩士論文、單篇資

料及論文三類，這三類內容皆是研究有關諺語﹙包含各類方言諺語﹚，以

及本土語言的相關資料，內容豐富。且簡正崇對這些前人研究的文獻，作

一部分的簡明評析與介紹，詳細內容，同註 21，p.11-31。本論文便不再贅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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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深入探析之處。本論文試就對於台灣閩南諺語較有深入研究的文獻，

或者是有涉及到台灣閩南諺語社會教化方面的著述，作一簡析與探討。 

﹙一﹚專書方面： 

以莊永明所著述的《台灣諺語淺釋》34，是較有深入解析台灣閩南諺

語的特質，其主要的論述方式，是以一句諺語，成一單篇的短文，來敘述

諺語的多義性與含蓄性的指涉，以及傳統社會文化徵象的解析，並把諺語

賦予現代意義，陳述現代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其中蘊含社會教化思想與

功能的表述。然而未能作一結構性的統籌論述，以及對於台灣閩南諺語的

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未能深究與探析。 

﹙二﹚學位論文方面： 

目前著重於台灣閩南諺語研究的學位論文有五，以下概略分述之。 

1.紀東陽：《台灣諺語之傳播思想初探》，民國 81年輔仁大學大眾傳

播研究所碩士論文。作者以傳播學的角度來探究台灣閩南諺

語，是最早一本研究台灣閩南諺語的學位論文論著，其內容主

要是研究台灣閩南諺語的語文與非語文的傳播思想，以及台灣

閩南諺語中的人際傳播思想。 

2.林寬明：《台灣諺語的語言研究》﹙A Linguistic Study of Taiwanese 

Proverbs﹚，民國 83年輔仁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內容全

文以英文書寫。作者以語言學的角度探析台灣閩南諺語的語言

現象，其內容主要是研究台灣閩南諺語的語言特徵與語言功

用。 

3.簡正崇：《臺灣閩南諺語研究》，民國 84年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作者蒐集的資料相當豐富，提供後學打開研究臺

灣閩南諺語方便之門，其主要內容是研究諺語的定義、界說與

淵源，以及臺灣閩南諺語的發展變化、形式、內容與價值，唯

可惜沒有深層的探析。 

4.許蓓苓：《台灣諺語反映的婚姻文化》，民國 89年東吳大學中國文

                                                 

34 莊永明：《台灣諺語淺釋》﹙共十冊﹚，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各冊出版年月，詳見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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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作者以台灣閩南諺語中所呈現的婚姻文

化現象，如婚姻的宿命觀與報應觀、婚姻禮俗的過程、意義與

擇偶觀、夫妻之道與家庭生活、家庭問題、媒人的作用、特殊

婚姻﹙招贅、童養媳、妾、典妻、冥婚﹚、再婚等研究方向，

作一全面而完備的探究，雖其中不乏探究社會教化思想與功

能，但未深層剖析。 

5.高芷琳：《澎湖諺語研究》，民國 89年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

所碩士論文。作者以澎湖諺語作為研究素材，雖是台灣閩南諺

語的研究範疇，但作者努力的蒐錄與考證澎湖諺語資料，使其

研究內容頗具地方文化的色彩，其最主要的研究內容是將澎湖

諺語分成自然氣候、產業活動、生活狀態、婦女生活、民間習

俗、傳說典故、處世箴言、笑言謔語、歇後語九大類，雖其中

不乏含有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的探究，但未深層剖析。 

上述五本學位論文，對於台灣閩南諺語的研究，有其各領域的研究方向與

重點，唯獨對社會教化功能沒有深層的究析與論述，換言之，其研究的方

向與重點不在於此。 

﹙三﹚期刊文獻與單篇論文方面： 

較有涉及到社會教化功能著述的，如潘孟鈴的〈由台灣諺語看傳統社

會的宗教思想特色〉35，其內容涉及的層面不廣；而周榮杰的〈細說台灣

諺語〉36與〈台灣諺語之社會觀的探討〉37，雖有較深層一些的探索，但社

會教化的「功能」與意涵並不彰顯；其餘有關台灣閩南諺語的期刊論文，

有的只是對於諺語的定義去探討，而對於涉及到社會教化功能描述的，亦

只是零星地散佈其文中，未有深入的探索。然而真正對於台灣閩南諺語社

會教化功能較有深究剖析的，應是鄭師的〈臺灣諺語的宗教思想〉38與〈臺

                                                 

35 潘孟鈴：〈由台灣諺語看傳統社會的宗教思想特色〉，《高市文教》第 57

期，民 85 年 6 月，p.94-97。  

36 同註 19，p.73-96。  

37 周榮杰：〈台灣諺語之社會觀的探討〉，《台南文化》新 29 期，民 79 年 6

月，p.17-48。  

38 同註 9，p.44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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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諺語的處世哲學〉39，鄭師以台灣閩南諺語所呈顯的社會教化內涵，探

析台灣民間的宗教思想、處世哲學、人文現象、社會現象與文化深層結構

的關懷，並論及儒家教化思想的影響，以及民間與儒家教化思想的差異性。 

四、社會教化功能的研究意義 

陳紹馨在〈諺語之社會學的研究〉一文中提到： 

為什麼我們研究諺語？最淺近的回答，就是：為著學習教訓。諺語

是由數千年的生活體驗浸透出來的，自然包含著很多切實透徹的教

訓；但是也有它的界限。因它大都是由鄙俚平民的直接生活經驗發

生的，⋯⋯。它所傳遞的處世訓保身訓，難免消極退嬰，甚至尖酸

刻薄，損人利己。 40 

「教訓」所指涉的意涵，是一種社會教化思想的知識傳輸，以及喻說諷勸、

警世勸俗的社會教化功能欲求。而這種功能欲求，是指一種對維持社會結

構均衡有用的適當活動；也可以視為效果；亦可視為是控制體系內結構與

過程運行的條件。41所以，諺語本身的社會教化功能欲求，在於控制與維

持社會結構均衡，以達社會群體和諧的效果，所諦造出的語言智慧寶藏。 

鄭師在〈台灣文化與文化台灣〉一文中曾言： 

鄉土不是古董式的教材，也不是替代式的教育，原本就是一種真實

的生活，⋯⋯在生活中擁抱真實的台灣，體驗自身的文化生

命⋯⋯，以理性的認知觀念來關懷生存環境的具體和諧，延續著文

化的傳承與生命的再造。 42 

台灣閩南諺語是先民智慧的結晶，是一種活教材的「語言文本」，歷經大

                                                 

39 鄭志明：〈臺灣諺語的處世哲學〉，收入《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嘉義

縣，南華管理學院，民 88 年 6 月，p.465-485。  

40 陳紹馨：〈諺語之社會學的研究〉，《人文科學論叢》第 1 輯，民 38 年 2

月，p.282 之 10。  

41 葉至誠：《蛻變的社會—社會變遷的理論與現況》，台北市，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民 86 年 3 月，p.320-321。  

42 鄭志明：〈台灣文化與文化台灣〉，《鵝湖月刊》第 21卷第 3期，民 84

年 9月，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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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播、口耳相傳與文化型態的融通共合，原本就是先民真實生活的呈

現，鄉土文化生命內涵的表徵，可體會到先民們文化創造的價值意識型

態，以及感受到先民們面臨文化變遷時的因應之道與處世性格。所以，研

究台灣閩南諺語，不僅是延續著文化的傳承與生命的再造，更可探索民俗

文化的生命架構，以及深究先民現實生活的生命情調與人生哲理的思想內

涵，而此種生命情調與人生哲理，是先民關懷生存環境具體和諧的價值意

識系統，這種價值意識系統，是社會義理與倫理道德規範的追尋，其目的

在於透過社會教化思想的傳布與社會化的知識傳輸，以能欲求社會教化功

能的價值呈現，進而控制與維持社會結構均衡，以促進社會群體和諧的效

果。 

鄭師於〈文化台灣的理想與實踐〉中云：「以『文化』來經營臺灣是

各行各業可以做的事，知識分子不只是要做觀念的導師，更要作具體行動

者，以行動來共同地成就臺灣。43」有鑑於此，本論文以台灣閩南諺語作

為研究素材，是基於「台灣閩南諺語之社會教化功能」，是個值得可深究

的研究方向與重點，亦是研究動機的主要驅力所在，而構成其驅力的因素

有三：其一，是因為在諸多前人研究文獻中，未有深層的研究，筆者依循

鄭師的研究步履，將台灣閩南諺語之社會教化功能的研究範疇，再加以擴

展與深層探析。其二，是諺語本身具有文學性格、民俗文化內涵、社會教

化傳布的實用性格，而且此三者彼此之間具有依存性、關係性與相互濡染

性，構成庶民整體社會教化功能的文化價值系統。其三，是藉以研究此社

會教化功能的文化價值系統，以呈現先民智慧菁華的人生哲理，以具體行

動來傳承文化與探究流傳於台灣文化真實存在的民間哲諺，冀求達到社會

教化思想的傳布，進而有社會教化功能的作用之價值呈現。 

第二節  「社會教化」的意涵 

諺語是先民智慧的結晶，是一種流傳於民間文化的語言，不僅有著文

化傳承的指標意義，更有「社會教化」的傳播思想規範與精神內涵。然什

麼是「社會教化」呢？首先必得從「教化」談起。 

                                                 

43 鄭志明：〈文化台灣的理想與實踐〉，《鵝湖月刊》第 21卷第 11期，民

85年 5月，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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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思想萌芽於周代，至戰國末始形成理論形態，到漢代，教化作為

統治階級的治民術而全面推開。44中國古代「政教合一」的統治術，從周

公「敬德保民」的治國策略開始，「敬德保民」的意指，朱克良作了說明： 

一、天子、國君要脩「君德」、「政德」。要勤政無逸，不貪圖享

受，⋯⋯在臣民中樹立一個「大德」的形象，作為萬民的表率。 

二、「保民」首先必須惠民，使老百姓安居樂業，⋯⋯使刑罰起著

「裕民」的作用，即誘導人民去惡向善。 

三、在惠民和慎刑的基礎上，教導人民「作新民」，使他們符合周

統治者所規定的道德準則。⋯⋯古時候的人還相互訓告，互相扶

植，互相教誨，小民沒有互相欺騙詐惑的。45 

周公的立意，無非是先要求君主的言行，以作為人民的表率，而使民風相

互敦化，進而達到去惡向善的理想目標。所以，在周公時期，「教化」一

詞，是意指著「上行下效」的含義。 

於此，「教化」一詞，從周公時期開始，即是先執行「教」，再達成

「化」的成效，如《說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46而施教

者多為君主、聖賢，受教者皆為平民百姓，於是乎，子曰：「不教而殺謂

之虐」﹙《論語．堯曰篇》﹚孔子點化了教化民眾的重要性，而孟子強調

人倫規範的執行，是人道最基本的標準訴求，如孟子曰：「規矩，方員之

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

子．離婁上》﹚孔孟的教化思想無非是以道德觀、禮義、德治與人倫規範

的精神心靈塑造，以使人改過向善，促進社會的穩定，進而天下太平。 

然而荀子進一步地，提出他對教化思想的觀感與義旨，如荀子曰：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荀子．人臣》﹚ 

禮義教化，是齊之也。﹙《荀子．議兵》﹚  

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謂之化也。﹙《荀子．七法》﹚ 

                                                 

44 朱克良：〈「教化」含義初探〉，《孔孟月刊》第 33卷第 3期，民 83年

11月，p.48。  

45 同前註，p.45。  

46 同註 14，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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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雖將教化的思想與政治、禮義、刑罰的觀念結合而一，使得教化的政

治政令意味，更加濃郁，但荀子直接意指出「化」的義旨—漸也，順也，

靡也，久也，服也。意即透過「教」，使人民能長期的漸遞沐染，「潛移

默化」而順從教化思想的倫理道德規範。是故，《禮記．經解》云：「故

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所以，

「化」本身有著「潛移默化」的意涵。而「潛移默化」是一種無形的影響，

就是說，通過各種途徑，培育一種淳厚的社會風氣及和諧的心理氛圍，使

人們「日遷善而不自知」。47 

但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罷絀百家」，將儒家的教化思

想與政權統馭密合，企圖嚴格控管人民的思想與行為，以達政權的穩固和

維持社會的秩序，如《春秋繁露．對賢良策》云： 

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

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提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

者，其提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

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

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矣。  

使得教化思想成為政策政令施行的利器，也使得後代文學內涵充斥著「文

以載道」、「文以明道」實用性格與教化性格的走向。48 

而這種政策性的教化思想，自從漢代以來，在帝國君主主義的統治權

謀執行下，以及在文學實用性格與教化性格的涵養中，儼然是以「政教合

一」的權威規範，以促使「移風易俗」的形成，達到教化理念的完全貫徹。

這種教化理念的目的，如同詹康在《明代的教化思想》中所言：「教化的

目的在於正人心、明人倫、務本分、一道德、厚風俗、扶世教、補世道。

49」所以，教化就是運用各種政治的、道德的、禮儀的、教育的等手段，

                                                 

47 同註 44，p.47。  

48 「詩教」、「文以載道」與「文以明道」，以及道家對人文教化的影響，

詳見第二章第一節論述。本節是著重於社會教化意涵的界定。  

49 正人心是端正世人的心慮；明人倫是實現人與人的適當關係；務本分是每

個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及不做非分之事；一道德是統一世人的思想和行

為；厚風俗是使人民心態、生活規律、社會行為寬厚祥和，減少衝突澆薄

；扶世教是樹立教化所根據的教義；補世道是補益社會風氣習俗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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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影響人們道德心理的形成，從而建立起穩固的統治秩序。50意即古代的

教化思想，於人民的思想行為規範裡，完全受到政策政令的掌控，宛如是

「上施下行」的權威模式，是一種借重政令的執行，禮義的薰陶，教育的

手段，倫理道德規範的意志理念涵養，先執行「教」，再達「化」的目標，

以能使人們「日遷善而不自知」，移風易俗，導正社會風氣，維持社會和

諧秩序。 

於此可知，古代的教化思想意涵，偏重於「上施下行」的權威模式，

這種權威模式，是傳統社會所謂「大傳統」的教化思想規範。這種規範與

模式，也影響「小傳統」文化的教化思想。51如鄉約、祠堂、族譜、地方

官學的設置52，這些設置無非以政令政策的執行為主，以達教化實質的目

的為依歸。如詹康曾提到： 

教化是在一個社群中，其領袖依據某種教義，教導社群的人民遵守

理想的生活規範，與感化社群人民的身心。目的是造成全體人民的

思想、行動一致，奉行社群的政策以實現社群的共同理想，促進社

群的和諧，及每個人民都能成就理想的人格。53 

意即教化是一種上對下的教導，以「感化」為前提，奉行規範而促進社群

的和諧，儼然是「政教合一」的另一種教化規範。這種教化規範，也指涉

出「社會教化」的外在意涵，如謝長法在〈鄉約及其社會教化〉中提到： 

鄉約是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揭示了鄉約在宣講過

                                                                                                                                

詳見詹康：《明代的教化思想》，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82

年 7 月，p.1。  

50 同註 44。  

51 「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教化思想模式與意涵，詳見第三章第六節的論

述。  

52 有關鄉約、祠堂、族譜、地方官學的設置、立意、目的與教化作用，請參

考謝長法：〈祠堂及其社會教化〉，《孔孟月刊》第 34卷第 11期，民 85

年 7月，p.42-48；〈鄉約及其社會教化〉，《中國研究月刊》第二卷第九期

，民 85 年 12 月，p.19-24；〈清代地方官學與社會教化〉，《孔孟月刊》第

35卷第 6期，民 86年 2月，p.40-43；〈清代族譜的纂修及其倫理教化〉，

《中國研究月刊》第 3 卷第 1 期，民 86 年 4 月，p.61-65。  

53 同註 49，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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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通過彰善糾惡和諭文的宣講對士人和平民產生的社會教化作

用。⋯⋯，從而對端正民風民俗、維繫社會安定、保持社會秩序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54 

謝長法將「社會教化」定義於透過宣講﹙傳播﹚途徑，以達彰善糾惡、端

正民風民俗、維繫社會安定，以及保持社會秩序。這種透過宣講﹙傳播﹚

途徑，是民間社會化知識傳輸的主要途徑，以及約定俗成的行為規範，誠

如鄭師在〈臺灣諺語的處世哲學〉中提到： 

民間的社會教化偏重在個人良好人際關係的建立，表面上似乎弘揚

了儒家倫理，但在內容上處處遷就流俗，壓制個人以順應社會，透

過社會化的價值傳遞，建立一套為大眾許可的處世哲學，在約定俗

成的行為規範中，力求避免社會衝突，維持社會秩序。55 

鄭師一針見血地指涉出民間社會教化的意涵，意指民間社會教化，是大傳

統教化所演化出的社會教化觀，雖兩者有著共通性與共同處，但仍有不同

層面的差異性存在。乃因大傳統的「教化」，偏重於儒家道德觀、禮義、

德治的精神心靈塑造；而外在因素，是利用法治政令的規章傳達，來約束

士人與人民的思想行為規範，企圖改造民風民俗的特性，以達政權統治、

政教合一與政治倫理化的目的。換言之，「社會教化」的意涵比「教化」

的含義更為廣博，乃因民間文化原本即是各階層社會文化的反映。 

彭懷真曾提到社會的特殊功能之一為教化功能，並云：「社會有教育

的組織，使其份子得到社會化和發展，以獲得教導和了解新知」。56於此

觀之，「教化」和「教育」似乎有著曖昧關係。而「教育」一詞，以現代

的意涵觀之：教育的含義，實包含著人格感召、精神感化的作用，旨在糾

正不善，以培養健全的人格。57且教育的意義在於幫助個人適應其生活環

境的歷程，促進個人心能開展、訓練與形成，以及社會化的過程，更是文

                                                 

54 謝長法：〈鄉約及其社會教化〉，《中國研究月刊》第二卷第九期，民 85

年 12 月，p.19。  

55 同註 39，p.476。  

56 彭懷真：《社會學概論》，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88 年 11

月修訂版三刷，p.69。  

57 王連生、周嘏瑞、陳迺臣、饒朋湘編輯：《教育概論》，台北市，正中書

局，民 69年 8月，p.4。  



- 18 – 台灣閩南諺語之社會教化功能研究 

化陶冶的活動與歷程。58然漢寶德認為： 

「教」是指知識的灌輸與技能的傳授；「化」是指非強制性的教育，

是潛移默「化」，在無形中達到教育的目的。學習過程中，出於興

趣而得到的東西都近於「化」。 59 

意即「教」是「教育」的本質含義，而「化」是意味著改變或教導使向善

60。所以，「教化」本身就包含「教育」的意涵，而且更加因出於興趣或

意願，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以收「潛移默化」之效。 

然而社會教育是一種全民的、全面的、長期的、繼續的、終身的教育。

61於是教育本身即是社會教育的一環，乃因社會的本體，是宗教、政治、

經濟、家庭、學校、社區等文化組織，以及社會行為、民主思潮、社會問

題、社會風氣、民風民俗、處世心態與方針等社會現象的綜合體系。於此

可推論，社會教化遠比社會教育、教化、教育的意涵，更加廣泛而具有社

會文化性的義旨。所謂社會文化性，是指全民社會整體的文化內涵、事象

與情境，以台閩諺為例，如云：「百善孝為先」，意味著善良本性的啟發，

是從培育孝道的規範與觀念為開端，包含著傳統的「教化」思想；「輒罵

昧聽，輒撲昧痛」，意指恩威並行的「教育」方法，旨在人格感召、精神

感化的作用，以能糾正不善，培養健全的人格；「一枝草，一點露」，鼓

勵人要奮勉不懈，不可因挫折而自暴自棄或怨天尤人，所謂「有樣看樣，

無樣家己想」，只要依循社會義理與道德規範，捫心自問，對得起自己的

良心即可，這是一種終身而長期的「社會教育」理念與價值觀。因此，社

會教育、教化、教育不等同於「社會教化」，而且「社會教化」比社會教

育、教化、教育涵蓋的範疇更廣泛。 

總歸前述，社會教化仍有政令宣導的意味，但不是強制的政治倫理化

與掌控民風民俗的風氣，如台北市政府宣導的廣告詞：「『喝酒不開車，

                                                 

58 同前註，p.6-7。  

59 漢寶德：〈「教」「化」之間〉，《博物館學季刊》第 5卷第 4期，民 80

年 10月，p.1。  

60 《新學友國語辭典》，台北市，台灣新學友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79 年 3

月，p.102。  

61 劉昌博：〈社會教育的新課題〉，《社會教育年刊》43屆，民 80年 3月，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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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不喝酒』、『不要在捷運站養老鼠』」，是透過政務的宣導與傳播，

以達彰善懲惡的目的。是故，社會教化包含道德意識、倫理觀、宗教思想、

社會行為、民主思潮、社會問題、社會風氣、民風民俗、處世心態與方針

的教育涵化，以維持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祥和。因此，社會教化即是運用

民眾之間約定俗成的社會、道德、倫理、宗教等規範的制約與教育，大眾

媒體的傳播，以及法治的彰顯，使之潛移默化，淨化人心、揚善懲惡，避

免社會衝突，端正社會風氣與民風民俗，促進個人人格與精神的感召和感

化，以及陶冶個人社會化和維持社會祥和的秩序。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疇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是將台灣閩南諺語的深層文化內涵、社會教化思想與功

能，做一個有系統的了解與研究，並透過相關的文獻及書籍中，去做分析、

描述、比較與詮釋，以能對傳統庶民的民俗文化之生命意識形態，作一價

值的呈現。 

於此，本論文將其研究的方法，如下所述： 

﹙一﹚概念的分析：針對儒、道、釋三家的思想內涵、諺語的定位界

定與文學性，藉由文獻、書籍與理論的探討，作一概念的釐清

與分析。 

﹙二﹚描述性敘述：針對諺語的語言特性與生命力，諺語的內涵—文

學性、社會性、實用性、教化性，大、小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

加以剖析、綜合與描述。 

﹙三﹚普遍化的分析：以史的觀點，從「語言文本」的產生，文藝實

用趨導的影響，文學思潮的涵養，民俗文化的濡染，將有關諺

語的文獻、書籍，作一比對、描述、分析與探究，以探討在整

個文學理論與民間文學的脈絡中，諺語與社會教化的關聯性。 

﹙四﹚比較分析：將諺語所呈顯的小傳統文化內涵、社會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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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傳統的文化內涵、社會教化思想，加以排比，找尋相互間

的差異性及所處的層次與方位，經由此一定位，呈顯台灣閩南

諺語的文化內涵、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之特質所在。 

﹙五﹚詮釋性分析：針對諺語的意涵、社會教化意涵、民俗文化義旨、

人性定義、天命思想、天理觀，藉由文獻、書籍與理論的探討，

一一詮釋，並將台灣閩南諺語所呈顯的人性觀、家族倫理關係、

社會處世關係、宗教觀的各種人文性格與思想、價值觀、社會

文化現象與問題，從相關的文獻與書籍，作一佐證、分析、論

證與詮釋，以探究庶民人生哲理中的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62 

二、研究範疇的界定 

本論文以台灣閩南諺語，作為研究素材，主要是採用吳瀛濤《臺灣諺

語》63、周榮杰《臺灣諺語詮編》64、洪惟仁《台灣哲諺典》65和莊永明《台

灣諺語淺釋》66為取材研究的範圍，乃因將這四本書所蒐集的諺語加以綜

合，較為完備，雖其中夾雜有大陸諺語、台灣閩南歇後語、俗語的語詞，

因非本論文的研究方向與範圍，故不採用，除非是為了引證或本論文的論

述需要。且為了增加論述內容的需要，也採用期刊論文和報紙文刊中的台

                                                 

62 這五種研究方法的項目，取自王文科《教育研究法》之內容分析研究法﹙

王文科：《教育研究法》，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 75年 3月

，p.413-414。﹚，雖是教育類別的研究法，但仍可適用於文學性質的研究。

乃因文學性質的研究，是以內在研究與外緣研究來作探討，而內在研究主

要是對文學作品﹙台灣閩南諺語﹚的闡釋、分析；外緣研究是以相關文獻

、歷史與社會文化背景、文學思想與理論、時代文化的脈動來佐證、論證

。於此，這五種研究方法皆涵括在內，且更為細緻而完善。  

63 同註 25，書中內容除了台灣閩南諺語之外﹙p.1-260﹚，尚有格言、歌謠、

民謠、童謠、歇後語等的蒐錄﹙p.261-747﹚。  

64 周榮杰：《臺灣諺語詮編》，高雄市，大舞台書苑出版社，民 67 年 8 月，

書中含有大陸諺語﹙如「爺親，娘親，沒有一盆火兒親」。P.190。﹚與俗

語﹙如「拍嘮涼」，p.387。﹚。  

65 洪惟仁：《台灣哲諺典》，台北市，台語文摘雜誌社，民 82 年 4 月。  

66 同註 34，其中附錄有童謠、囝仔歌等文本，詳見各冊有附錄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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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閩南諺語之語句為輔67。 

諺語是早期農業社會流傳於一般百姓口耳相傳的產物，是一種口傳文

學，亦是「語言文本」所反映的民俗文化徵象，這種民俗文化徵象，是受

到大傳統文化的濡染，所塑化而成的小傳統文化價值體系，蘊含著文學

性、實用性、社會性與教化性的深層內涵。且諺語在口耳相傳之際，難免

因不實用、不常用而隨著時代文明的傳承，而有所流失，且諺語的語言經

流傳之後，會產生變異性或有新的語詞語義出現，以及諺語本身具有多義

性，使用在不同的場合與人、事、物的表達上，便有不同的意象與意境，

這些均是本論文的研究範疇。 

由於諺語是民俗文化的表徵，是庶民生命意識形態的呈現，富含許多

人生哲理，而這些人生哲理中，蘊含著人性觀、家族倫理規範、社會處世

型態、宗教思想的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於是乎，本論文以台灣閩南諺語

中，所呈顯的人性、家族倫理觀、社會處世關係、宗教之社會教化功能，

作為主要的研究方向、重點與範疇。 

三、研究步驟 

本論文共分成七章，除了第一章之外，各章節研究的重點與步驟如下

所述。 

第二章為「諺語與社會教化的關聯性」，本章主要是研究諺語的文學

內涵，歷經文藝實用、民俗文化、歷代文化時空交流的焠煉，具有「語言

文本」的文學性、實用性與教化性之智慧語言經典。第一節「語言的文學

性與實用性」，主要敘述「語言文本」的演化，與其文學性格和實用性格，

儒、道兩家思潮與文學性格對諺語的涵養。第二節「民俗文化的文學性與

教化性」，主要是界定民俗文化的意涵，探討民俗文化的文學性與教化性，

以及民俗文化內涵對諺語的涵養。第三節「諺語的語言特性與生命力」，

主要是探索諺語的語言特性—具有集體性、匿名性、地域性、口傳性、變

異性、多義性、含蓄性，以及探討諺語的語言生命力—生、老、病、死之

語言型態。第四節「諺語的社會性與教化功能」，主要是敘述諺語是世俗

                                                 

67 若有使用到期刊論文和報紙文刊的台灣閩南諺語之語句，皆以附註標示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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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喻說諷勸、警世勸俗和社會教化思想傳布的語言經典，並具備雅、俗

兼容並蓄的文學內涵，有其深層的社會作用與教化功能。第五節「小結」，

將本章歸納總結之外，並論及台灣閩南諺語的社會教化功能指向。 

第三章為「台灣閩南諺語中人性的社會教化功能」，本章主要是研究

台灣閩南諺語中，庶民所呈現人性的社會教化功能，並比對大、小傳統的

人性觀、人格徵象、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的差異性。第一節「人性的定義」，

從前人的文獻去界定人性的定義，並敘述台灣閩南諺語裡與民俗文化內涵

中，對人性的界定與觀感。第二節「性善的驅力」，主要探討人性有欲求

動機心態的善與行為實踐的善之兩個層面。第三節「性惡的驅使」，主要

探索人性有欲求動機心態的惡與行為實踐的惡之兩個層面。第四節「中庸

之道的善惡觀」，先探究儒家理想層面的「中庸之道」義旨，落實於現實

社會的人文徵象，成為現實「中庸之道」的處世心態—模稜兩可、曖昧不

明、立場模糊。第五節「現實的人性」，主要以利他與自利、印象整飾

﹙impression management﹚、逢迎之道、刻板印象、心口不一，來探究俗世

現實社會的功利與鄉愿心態。第六節「小結」，將本章歸納總結之外，並

論及常民的社會處世心態、人性的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 

第四章為「台灣閩南諺語中家族倫理觀的社會教化功能」，本章主要

是研究台灣閩南諺語中，家族關係的生活與往來情形、家庭教育、倫理規

範、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並比對大、小傳統的家族倫理關係型態、社會

教化思想與功能的差異性。第一節「夫妻關係」，探討傳統社會的婚姻程

序與儀式、男尊女卑的社會現象、擇偶條件、夫妻相處之道與百態、再婚、

納妾、婚姻的宿命觀。第二節「直系血親」，探索傳統社會三代直系血親

之間，相互奉養的心態與價值意識觀、孝道與倫理規範、兒子與女兒養育

的差別待遇和心態。第三節「旁系血親」，以兄弟與舅甥倫理關係二個方

向，來探究旁系血親的相處百態與相對應處世行為。第四節「姻親關係」，

探討兩方親家相處禮儀、婆媳問題、前妻子女與後母的倫理關係。第五節

「其他」，是指特殊家族倫理關係的結構成員，如贅婿、養子、童養媳、

奴僕與奴婢，探究其倫理的關係與行為規範。第六節「小結」，將本章歸

納總結之外，並論及庶民家族倫理關係的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 

第五章為「台灣閩南諺語中社會處世關係的社會教化功能」，本章主

要是研究台灣閩南諺語中，庶民所呈現社會處世關係的社會教化功能，並

比對大、小傳統社會處世觀、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的差異性。第一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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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階層化的關係」，構成社會階層化的主要因素為：工作與生活機會的驅

策、政治影響力的因素、社會地位的認可；尤其是在傳統社會中，政治影

響力的因素是構成傳統社會階層化的最大因素，而透過台灣閩南諺語的內

涵呈現，探究出庶民生活的苦難、社會教化思想與處世型態。第二節「社

會取向的現象」，主要以家族結構的影響、關係脈動的導向、權威機制的

追尋、「他人」結構的依循四個項目，來探索台灣閩南諺語中，庶民的處

世性格﹙功利、鄉愿、認命﹚、社會處世技巧與因應之道。第三節「社會

競爭與衝突」，透過台灣閩南諺語的典故，了解早期社會的競爭與衝突，

是源自於利益糾葛、面子因素，所產生許多大大小小的械鬥事件。第四節

「社會和諧的潤滑劑—溝通、交涉與協調」，早期社會的競爭與衝突，必

須靠具有身份取向的仲裁者，去完成溝通、交涉與協調。第五節「小結」，

將本章歸納總結之外，並論及庶民的社會處世關係、處世性格與社會教化

思想與功能。 

第六章為「台灣閩南諺語中宗教的社會教化功能」，主要是研究台灣

閩南諺語中，庶民的天命思想、宗教的人文信仰與崇拜價值意識觀、宿命

論、神秘理論、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並論及儒、道、釋三家思想對庶民

宗教信仰的影響。第一節「天理」，探討傳統社會庶民的天命思想、天人

關係、天理報應觀。第二節「神明信仰」，從台灣閩南諺語中，探究台灣

民間神明信仰的價值觀與目的性，以及神人關係型態。第三節「鬼神信

仰」，從台灣閩南諺語中，探究台灣民間鬼神信仰的價值觀與目的性、鬼

靈意識情結，以及鬼神、鬼靈與人之間的關係型態、不肖神職人員的嘲諷

與不信任。第四節「命運」，探討庶民宿命的人生觀、神秘理論的信仰、

命相師的存疑、聽天命而盡人事的處世觀。第五節「緣」，探究庶民的因

緣果報觀，以及有緣、無緣、良緣、孽緣相對應關係的合理化與自我防衛

機制。第六節「『地理』與『風水』」，以「地理」與「風水」兩個研究

方向，來探討庶民的人文風水、神秘理論的信仰與崇拜觀，以及對風水師

的質疑心態。第七節「小結」，將本章歸納總結之外，並論及庶民的宗教

思想、終極意義、終極關懷、功利訴求、天理報應與因果輪迴觀，以及宗

教的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 

第七章為「結論」，主要是將本論文作一個總結，並敘述庶民的人生

觀與態度，以及天理報應與因果輪迴觀的社會教化思想與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