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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一個小型社會的縮影，是人類生命泉源的孕育所，也是人類人

格陶冶、知識概念傳導、生活習慣、思想、情感、社會化過程的培化地。

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家庭的倫理體系，宛如網狀結構的觸角，不斷地

在延伸與壯大，形成一個龐大的家族結構，甚至是宗族、氏族的人際脈絡

體系，誠如金耀基在《從傳統到現代》一書所言：「中國的家是一『展延

的、多面的、巨型的家』﹙extended，multiple，great family﹚1。」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倫理觀念是由一定的家庭關係、社會組織以及

經濟生產方式而來的，也就是說在某一種經濟生產方式之下產生某一種社

會組織，在某一種社會組織之中產生某一種家庭關係，因為某一種家庭關

係才有某一種倫理觀念。2中國素來以農立國，以禮義之邦著稱，對於家

庭的概念相當濃郁，而倫理觀念的內在深化，以及倫理規範的外在制約，

是維繫整個家族倫理觀的社會文化意識型態。而倫理就是建立並維持基本

人際關係的道理或原則，在基本人際關係中，各人如何處其應該處的地

位，如何各在其地位上發揮互相對待的行為，或扮演互相對待的角色。3然

各人處其應該處的地位，以及各在其地位上發揮互相對待的行為，或扮演

互相對待的角色，是如同孟子所云：「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五倫效應所致，也是

中國傳統倫理規範的指標，其規範中的成員必得盡其本分，注意其角色的

行為表現是否合乎規範或家族的認同。而所謂角色的行為表現是行為者對

自己所擔任角色的知覺與角色建構的一種結果，也是個人對自己角色所扮

                                                 

1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縣，作者自印發行，民 55 年 11 月，p.22

。  

2 馬森：《文化．社會．生活》，台北市，圓神出版社，民 75 年 1 月，p.51-52

。  

3 楊懋春：《中國家庭與倫理》，台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民 70 年 5 月，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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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角色之權利、義務、職責了解程度的一種外在行為表現。4這些外在行

為表現，不僅是為人處世的角色定位規範，亦是家族成員，人人必得遵奉

的做人之道，是故林有土在《倫理思想的演進》中曾言： 

倫理原來是指人的輩分類序，而輩分類序是用來劃分人與人關係的

等第的，每一種關係就是一倫，每一倫的行為標準或道德規律，就

是那一倫的倫理，所以倫理一詞，就是人和人相處的道理，也就是

做人的道理。 5 

這些做人的道理，在每一倫當中，各有其奉行的圭臬，這些圭臬，在家族

倫理關係中，是一種道德價值的規範與規章，即是所謂的家規或族規，而

貫徹家規或族規的目的，在於促進家族倫理的人際關係與家族的和諧秩

序。 

由於家族倫理體系，是由夫妻、直系血親、旁系血親、姻親與其他關

係的成員所構成，大傳統的社會教化觀，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小傳統的

社會教化思想，但小傳統的人文意識型態，卻有不同於大傳統的社會處世

規範，其社會教化功能的指涉，亦有所差異性。本章便以台灣閩南諺語所

呈顯的常民世俗文化，來探究家族倫理觀的社會教化功能。 

第一節  夫妻關係 

生民之初，男女雖然有性的結合，只是基於人類保種的自然法則而

已，並沒有夫妻的名義，也沒有婚姻這回事，這種兩性關係的表現，不是

一種社會現象，而只是一種自然現象，等到人類知識發展以後，男女的結

合逐漸有了規範，才構成婚姻制度。6是故婚姻制度的產生，是人類邁入

文明化的一種社會制度，而這種社會制度，是人類超越男女性結合為目的

自然現象，亦是人類文化模式的人倫規範。 

                                                 

4 陳政見：〈談父職角色〉，《教師之友》第 41 卷第 1 期，民 89 年 1 月，p.55

。  

5 林有土：《倫理思想的演進》，台北市，幼獅文化公司，民 61 年，p.5。  

6 劉昭仁：《應用家庭倫理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民 82 年 9 月，p.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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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與人倫規範，是故台閩諺中提到：「男大當

婚，女大當嫁」，意味著男女適值結婚年齡之際，必得論及婚嫁，以免違

反人倫規範，所謂「查某飼大就加嫁，不通剃頭做尼姑」、「魚趁鮮，人

趁仔」，皆是指涉出不可錯過婚嫁之時機而有違倫常之道；又如台閩諺云：

「甘願無官，不通無婚」，亦是意指著婚姻一事，是人生最重要的歷程與

階段。而傳統社會中，婚姻的選擇權，不在於男女雙方兩造，而在於其家

長，便是所謂的「奉父母之命」；包括婚禮的程序與儀式，亦是由雙方家

長全權負責。於此，在傳統社會的婚禮程序與儀式上，亦特別地慎重其事，

一切必得講求「禮」的規範性與「俗」的合宜性。如傳統社會中，在婚姻

的程序上，有所謂的「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納采：係指男方家族經慎重抉選與考慮之後，最後決定哪家的小姐為結婚

對象；決定之後，必須帶一份禮物去女方家，若女方家同意這門婚事，便

會接受這份禮物，是一般俗稱的「小訂」。問名：係指納采之後，要尋問

女孩子生母的姓名，以及女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帶回家占卜其吉凶。納吉：

係指問名之後，若得吉兆，再告知於女方。納徵：納吉之後，男方必須送

豐厚的禮到女方家去，即是所謂的「下聘」，而一般俗稱「大訂」。請期：

納徵之後，男方選擇黃道吉日，徵求女方的同意，以決定婚期。親迎：係

指新郎親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的儀式。然而在親迎的當天，女方會視男方

納采與納徵的聘金或聘禮多寡，而「陪跟」嫁粧給予男方，如同台閩諺云：

「聘金來聘金去」，這種禮尚往來的禮俗，不僅是一種顧及人情世故的印

象整飾，更是為的只是「做乎看」，以免有失禮儀與遭致「他人」的議論。

所以，在傳統社會的婚禮程序上，實質的禮俗文化意義，指涉出禮俗文化

的倫理規範、人情世故的法則與天命思想的意識觀。 

經過六禮的程序之後，在結婚當天，亦有婚禮的儀式，如一拜天地、

二拜祖先、三拜高堂、夫妻對拜四道儀式，而這四道儀式的含義，誠如楊

懋春在《中國家庭與倫理》一書中所言： 

第一拜是宗教性的。其含義是祈求上蒼，祝福這件婚姻，使夫妻成

為「天作之合」的一對。第二拜是家族性的。其含義是將此新進媳

婦向祖先引見。祖先之靈要接受她成為這個家族的一份子。第三拜

的含義是新郎帶新娘見過公婆。新娘自現在起，要在公婆前作個好

媳婦。第四拜的含義是夫妻平等，互相尊重。⋯⋯中國古時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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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含著宗教、家族、文化、倫理各種意義。 7 

結婚儀式完成之後，當天擺下喜筵宴請賓客，在家族與親朋好友的祝賀和

見證下，兩人便成為正式夫妻。所以，從以上的婚姻禮俗可得知，古代傳

統婚姻文化型態，是一種宗教、家族、文化、倫理所融合的禮俗制度與規

範體系，而這種體系更是意味著「承先啟後」的人文意義，以及肩負起責

任與義務的開端。如《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

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意指出婚姻制度是男女雙方執

行人倫規範的開端，兩家族禮俗文化的交流，保有血緣命脈的源源不絕，

告慰祖先的倫理意識，以及宣告世人的作用8。因此，傳統社會的婚姻禮

俗，雖然繁文縟節，但也看出人們對於婚姻禮俗的重視，以及呈顯出民俗

文化的倫理本質與涵攝人倫的生命情懷，如戴朝福曾言： 

中國文化以倫理為本質，「禮俗」即是人倫中順適人性、合乎真情

所表現出來之約定成俗的形式，而其中所蘊存的理，所涵攝的精

神，都是莊嚴神聖的。 9 

劉昭仁在《應用家庭倫理學》一書中提到： 

我國古代婚禮分為三個階段，就是婚前禮、正婚禮與婚後禮。婚前

禮就是訂婚，表示對婚姻的敬慎；正婚禮是結婚或成婚，表示夫婦

的合體；婚後禮就是成妻或成婦與成婿之禮，表示婦順夫責之意。

10 

然而「婦順」之意，是意指出婦女「三從四德」的教化規範，這是古代傳

統社會對婦女的倫理教化模式。而所謂「三從」是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指陳出婦女一輩子皆要依附於男權之下，如同台閩諺云：「在

家由爸，出嫁從夫」，指涉出婦女在傳統社會的世俗文化中，是毫無地位

可言，幸福的享有，皆賴父與夫的作為，年老之時，又得仰賴兒子的奉養。

                                                 

7 同註 3，p.10。  

8 宣告世人是指男女雙方在眾人的見證下，正式結為夫妻，要履行夫妻之道的

責任與義務；並告知世人，兩人皆有所歸屬，不得有旁人再進行說媒之事

。  

9 戴朝福：《中華文化的省思》，台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 85 年 11 月，p.57

。  

10 同註 6，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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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四德」是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而言。婦德是指婦女應具有的美

德，這種美德涵義很廣，舉凡婦女柔順的印象整飾訴求、相夫教子、孝順

父母與公婆、尊敬長上，以及所謂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等，皆是婦德的

範疇。婦言是指婦女的辭令而言，如《後漢書》云：「擇辭而說，不道惡

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是意味著婦女說話要得體，不可

指謫別人而言人之短，不可搬弄是非，且要適時機說該說的話，不可插嘴

而多言。婦容是指婦女的儀容，如《後漢書》云：「盥浣塵穢，服飾鮮絜，

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是指陳出婦女的儀容要端莊整潔。婦

功是指婦女需具備的基本工作與技藝，如紡織、刺繡、縫紉等女紅之事。

所以，「三從四德」的倫理教化規範，事實上是塑造婦女容忍性格的養成，

這種容忍性格的養成，是將婦女教養成保守、退縮與逆來順受的人格傾

向，而這種教養方式，經倫理規範與文化的制約作用，深化於婦女的認知

「心意識」與潛意識驅力之中，使得男權更加穩固，婦女的地位愈見低落，

男尊女卑的徵象，更呈惡化，這也指陳出婦女的人生起訖之間，完全無法

自己掌握，形同男人的私有財產。 

由於婦女的人生起訖之間，完全無法自己掌握，是故，台閩諺云：「嫁

雞趁雞飛，嫁狗隨狗走，嫁乞食佩茭荐斗」，意味著婦女出閣之後，隨著

夫婿的工作、地位或家境因素，便有不同的際遇與命運，所謂「男怕入錯

行，女怕嫁錯郎」，古代婦女若嫁錯郎，是一輩子幸福的苦痛，如同台閩

諺云：「割著歹稻望後冬，嫁著歹翁一世人」。這是因為古代女子嫁為人

婦之後，便要終身死守於夫家，不得違背「三從四德」與倫理規範，這種

倫理規範，即是「從一而終」的教化意識觀；所以，台閩諺云：「隨夫貴，

隨夫賤」，意指著婦女在傳統社會的價值觀，是隨夫婿的貴賤而定，若嫁

給不好的丈夫，只能注定受苦一輩子，如同台閩諺云：「歹翁累某，破旗

累鼓」，這也是因為古代傳統社會的離婚制度中，只有丈夫有權「休妻」，

而妻不能有「休夫」的訴求，意即離婚制度在古代社會中，是男人的專利

權；況且在古代社會的刻板意識觀中，被離棄的婦女，大多被認為是不守

婦道或未遵「三從四德」之女子，不僅會遭「現世」社會之人的唾棄，就

連娘家之人亦會認為顏面無光，而予以鄙視。另者，傳統社會中男人掌握

經濟命脈來源，被離棄的婦女，不但得承受世人與娘家成員的異樣眼光，

而且物質生活亦會失去依靠。是故，古代婦女在種種倫理規範與現實因素

的考量，委曲求全是必然的現象。所以，台閩諺云：「無人嫁翁正業債，

十世無翁不敢嫁」，意指著古代婦女若嫁錯郎，不僅賠上一生的幸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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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只有逆來順受與容忍的份，只能當成是「還債11」來慰藉心靈的苦痛，

雖悔不當初，但也無法違抗男權社會的倫理規範與現實因素的無奈。 

反觀之，男人亦深怕娶到惡妻而艱苦一輩子，如同台閩諺云：「娶著

好某卡好做祖，娶著歹某一世人艱苦」。雖然古代離婚制度是男權的專屬，

但是婦女有所謂的「三不去」，如《大戴禮記．本命》云：「婦有三不去：

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意味

著婦女有功無過，不能任意休妻，然而這只是士紳階層或富貴人家的文化

倫理模式，而在一般庶民的生活情境中，有時連娶妻皆成問題，若休妻之

後再娶妻，則無法再支付龐大的婚禮費用，亦只能以「還債」的藉口聊以

自慰。另者，古代傳統社會的意識觀中，夫妻若步上離異之途，亦會遭人

議論紛紛，面子問題掛不住，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其指涉

意涵也於此。是故，台閩諺云：「娶著歹某，卡慘三代無烘爐，四代無茶

壺」，這也指涉出婚姻的結合，在人的經驗型態上與刻板印象中，是一輩

子幸福的賭注，男人也無法把握能娶到「三從四德」的如意賢妻，尤其是

在「現世」文化徵象中，所謂「惡妻孽子無法通治」，意指著男人娶到惡

妻，基於現實因素與面子問題的權衡，亦只有認命的份。 

所以，「好翁」、「歹翁」與「好某」、「惡妻」，是擇偶條件價值

觀的刻板印象與現實因素的衡量，是一種對於未可知幸福的「心意識」驅

力，這種「心意識」驅力是一種價值認知的渴求與懼怕所致。然而真正面

臨夫妻生活之時，才是夫妻相處之道的開始。 

台閩諺云：「翁趁某理」，傳統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是一種責

任與義務分配的刻板模式，所謂「人人嫁翁傳後世」、「娶某來顧家」，

女人在家庭的責任與義務，除了家事之外，即是生育、繁衍子嗣、相夫教

子與照顧公婆，便是台閩諺所謂的「一個某，較好三個天公祖」；而男人

掌握經濟命脈與對外的應對進退，所謂「某會不如翁賢」，一切皆以男人

為中心與重心。夫妻相處久了，各司其職，各盡本分，所謂「日久生情」，

夫妻的感情也愈加深厚，如台閩諺云：「翁生某旦，暝日相看」、「你阮

二人做伙睏，卡好滾水泡冰糖」，所謂「翁某第一親」，這種夫妻的情誼，

                                                 

11 這裡的「還債」，係指古代傳統社會意識觀中，有所謂「翁仔某相欠債」

、「無冤無家，不成夫妻」，認為今世會結成夫妻，是前世的孽緣或恩怨

所定，是一種天理輪迴的因果意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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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感情的因素之外，更是一種相互「感恩」的「心意識」驅力，內化於

個人的心靈深處與潛意識之中，而外顯於「翁某同苦同甜」的相處意識行

為表徵，所謂「一夜夫妻，百世恩」，這種「恩」，是一種「感恩」與「恩

愛」的微妙心理狀態與相對待行為，也由於夫妻之間的微妙心理狀態與相

對待行為，產生各種類型的夫妻相處之道，如有的夫妻如膠似漆，有的夫

妻只是噓寒問暖，而有的夫妻則是「上床是翁某，下床是君子」﹙相敬如

賓﹚，所謂「翁某相惜一世人」，皆是傳統社會中，夫妻之間從陌生到感

情的昇華—感恩，所綻放出的情感意境。由於夫妻的感情濃厚，為夫之人

亦會疼惜自己的枕邊人，如台閩諺云：「愛某為某苦，惜某為某勞」，所

謂「枕頭神，上靈聖」、「聽某嘴，大富貴」，這些皆是夫妻相處的情形，

外人亦不得論及評斷是非好壞，所謂「講到乎你識，嘴鬚好打結」，夫妻

相處的微妙心理狀態，其義旨也在此。 

台閩諺云：「嘴和舌，也會相礙」，因為夫妻本是生命共同體，難免

在生活細節上，會有意見相左和不合的情形發生，如台閩諺云：「某張不

蓋被，翁氣不食糜」，生活並非天天甜情蜜意，所謂「鳳梨好吃酸又甜」，

甜酸苦辣的夫妻生活，總是司空見慣，所謂「清官難斷家常事」，唯有「解

鈴人，仍需繫鈴人」，才能理得清，如台閩諺云：「無冤無債，昧成夫妻」，

所謂「床頭撲，床尾和」，唯有在夫妻吵架之時，發洩情緒與平時的怨氣

或怨言，以增進彼此的了解與立足點，進而達成共識與溝通，才能促進彼

此相惜一生的情誼，而夫妻彼此相惜一生情誼的相互依賴，是如同「焦不

離孟，孟不離焦」那般地形影不離，所以，台閩諺云：「翁仔某，褲帶結

相粘」；是故台閩諺中提到：「幼不通無母，老不通無某」、「中年失妻，

真像三歲囝仔無老爸」，珍惜另一半，是夫妻生活永續經營的共同理念。

倘若是「娶某冊不讀，嫁翁腳不縛」，彼此不肯多用心思去經營夫妻生活，

那只是一對真如「相欠債」的怨偶罷了。 

然而人是一種易遺忘的動物，夫妻的感情再怎麼濃郁，倘使另一半因

故辭世，為了現實因素的考量，仍會有再婚的可能性，如台閩諺云：「死

某換新衫，死翁拆扁擔」、「死某換新衫，死翁換飯硿」、「死某若割韭

菜，死翁若換破蓆」，而這種再婚的結合，如同台閩諺云：「半路夫妻」，

是否會幸福或相扶持到終老？皆看兩人的夫妻生活之道，如何去經營了，

然究其現實因素而言，再婚的結合，於男女雙方不外乎是追尋性的需求與

情感皈依的訴求，這些需求與訴求，是生物本能傾向的驅力，以及原本的



- 102 -  台灣閩南諺語之社會教化功能研究 

相互依賴感，頓時失去平衡與皈依，所產生的孤獨感與失落感所致。另者，

早期傳統社會男人是經濟需求的來源，是女人現實生活的憑藉；而男人需

要女人安頓家庭與照顧老、小，雙方皆是基於現實功利為前提而考量的。

於此，這種婚姻的結合，已超越「一女不嫁二翁」、「一馬不掛兩鞍」的

大傳統教化原型模式；所謂大傳統教化的原型模式，是指大傳統中婦女應

守著「貞節牌坊」，克盡婦道，忠於夫婿或先夫，孝順長上，撫育幼子或

遺孤，終其一生皆是男方家族的一份子，或稱為男方家族的私有財產，沒

有自由意志選擇的權利，只有善盡道德傳統原型模式的義務。 

台閩諺云：「好某無好漢，天下一大半；好漢無好某，天下一大堆」，

意味著「一好配一歹，無二好可相排」，這是一種主觀意識的天命藉口，

所謂主觀意識的天命藉口，是指人的主觀意識判決夫妻的結合，是建立在

「翁仔某是相欠債」的輪迴天命意識型態上，所謂「五百年前，註定姻緣」，

五百年前種下的「因」，今世便要食下其「果」，是為消極的認命「心意

識」驅力之處世觀，這種處世觀是以天意命定的輪迴觀為藉口，以救贖內

心的不安與生活的苦楚，唯有歸咎於「天」與「贖罪」的「認命」心態，

才能消弭內心的不平與夫妻之間相處的隔閡感。如同台閩諺云：「別人某

卡 」，總以為別人的妻子內外兼備，深不知「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看

到的只是別人光鮮亮麗與美好的表面徵象，殊不知別的夫妻是下過工夫去

經營夫妻之道，或者只是一種外在的印象整飾之假象，所謂「家醜不可外

揚」，其指涉的意涵也於此，乃因夫妻雙方是由原本兩個家庭不同環境或

家教因素的薰習、陶冶，所形成不同的人格特質、知識、經驗、風俗習慣

與處世觀的結合，難免在觀念和處世態度上，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性。 

以上論述，皆是著重於正常型態的夫妻關係，這種正常型態的夫妻關

係，是指一夫一妻制的夫妻型態，然而在古代傳統社會中，較有錢的人家，

卻呈顯出異質型態的夫妻關係，即是一夫多妻的現象—納妾。由於傳子嗣

的問題，或者是「剉竹遮筍」﹙喜新厭舊的心態﹚，以及性需求的不滿足

與佔有慾的因素，如同台閩諺云：「睏破三領蓆，掠君心未著」，而形成

有納妾的情形。納妾，是古代傳統婚姻習俗特有與特權的現象。台閩諺云：

「前某打到死，後某不甘比」，元配相處久，知道其性情，一方面，唯有

教訓元配，使其不敢欺負新妾與持反對意見，以建立自己的威權與獨裁風

格，而促進家庭表面的和諧；另一方面，對於妾卻是百般討好，以逞其所

慾與目的，宛如台閩諺云：「嘴笑目笑，細姨不甘指」，這種情形亦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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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詩人杜甫〈佳人〉一詩中所云：「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

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為夫之人，若沒有感同

身受，是無法體會與理解「新人笑」與「舊人哭」之別，這也完全摧毀原

本的夫妻關係與相處之道，而元配在古代傳統社會中，亦只有委曲求全與

「認命」罷了；所謂「欲嫁擔蔥賣菜，不嫁佮人共翁婿」，會與元配「共

翁婿」，其實大多是為了一己之私利而委身下嫁，其目的在於求得男方家

族的家產與安身立命之處。然而「十婦，九妒」，表面的家庭和諧，只是

一種偽飾的徵象，暗地裏卻是波濤洶湧，如同台閩諺云：「多牛踏無糞，

多某無地睏」，這完全是自作自受。台閩諺云：「一壺金魚，未堪得一尾

三斑」，為了爭奪在家中的地位與受寵程度，妾與妻常在暗地較勁，如同

台閩諺云：「家欲齊，置兩犁；家欲破，置兩妻」、「街婦進房，家敗人

亡」，其結果是咎由自取。於此，不管是置妾或怨偶，皆可能產生「親怨

12」的情形，這種「親怨」的情形，也導使家庭不和睦與瀕臨破滅的危機，

所謂「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元稹〈遣悲懷〉其二﹚，

亦是另一種現實功利人性心態的「親怨」。 

總括而言，夫妻關係的相處之道，因人而異，而在台灣閩南諺語中，

所呈顯的夫妻關係與相處百態，正是古代傳統社會家庭的寫照，從媒人的

功利心態，兩方家族婚前的利害關係評估，以及再婚可能性的現實考量，

皆指陳出現實人性心態的觀照。而夫妻之間的相處，亦由陌生到恩愛、疼

惜的情境，皆是夫妻雙方展現無限包容心與情意的相處哲學，這種相處哲

學，是建立在「感恩」、「相互珍惜」與「第一親」的「心意識」驅力內

化於心靈深處，而外顯於同心協力的處世行為上，但仍脫離不了男主外、

女主內的刻板模式中，如同台閩諺云：「某若會食氣，翁著會掌志」，有

如此的賢內助，夫婿也會參酌妻子的意見，共商大事，如同台閩諺云：「尪

公聖不值尪媽定」、「聽某令，卡贏敬神明」。所以，台灣閩南諺語於夫

妻關係中，其所指涉的社會教化思想，如台閩諺云：「嫁女揀好翁，不通

索重聘」、「娶媳婦求女德，不通計較嫁粧厚薄」，所謂「揀後著，不免

揀大富」，一切以人品為重，不要為了貪得眼前利，而斷送男女雙方的幸

                                                 

12 所謂親怨是指撫育者與被撫育者之間的怨恨，包括上對下，下對上以及夫

妻平行關係。詳見鄭志明：〈從殺害骨肉事件談基層社會的宗教與文化意

識〉，收入鄭志明：《臺灣新興宗教現象— 傳統信仰篇》，嘉義縣，南華管

理學院，民 88 年 1 月，p.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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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與促成兩家族的交惡。而夫妻的相處之道，如台閩諺云：「夫妻相和合，

琴瑟與笙簧」，所謂「驚某大丈夫，打某豬狗牛」，要互敬、互尊、互重；

至於異質型態的夫妻關係問題，如台閩諺云：「一翁一某無人議，一翁二

某卸四代」，是深怕「他人」的輿論非議，而使自己家族與祖先顏面無光，

以及懼怕家庭的和樂幸福，會被摧毀，如同台閩諺云：「門戶破毿，豬狗

亂竄」；另者，除了夫妻要各盡本分、各司其職之外，更要忠誠於彼此，

不可有外遇的情形發生，才能達到夫妻關係幸福和樂的境界，否則只是「蝴

蝶貪花花下死」，以及獲取「男無義，女無情」的冷酷無情下場而已。因

此，在台灣閩南諺語中，於夫妻關係所指陳的社會教化功能，在於夫妻關

係的和諧與「親怨」的阻遏，所謂「好翁歹翁總是翁」、「歹歹翁食未空」，

這種關係的建立，是一種以男性為主軸，女性為輔佐的階級層面為起點，

所謂「查某囝仔無才便是德」，男性必得是家庭中心的主導者，如此階級

層面建立之後，才由夫妻共同同心協力，即使是「三碗飯，二碗菜」的艱

困生活，也要共同去面對與經營夫妻的感情生活，而這種共同經營的理

念，亦是天命思想意識的社會教化規範，使人不踰矩，以相互的包容心、

互信、互諒、互尊、互重去相對待，以感恩與珍惜的心境去相互疼惜，以

諦造「家和萬事興」的地步。 

第二節  直系血親 

夫婦一倫是人倫的開端，也是人類生命之本。13夫妻的結合，其另一

層重大的意義，為傳宗接代。是故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孟

子．離婁上》﹚趙岐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

孝也。」14古代傳統庶民社會的家族倫理觀，將「無後」視為大不孝的倫

理意識，乃因維繫「香火」不絕的刻板意識，是關係到家族的延續與家族

結構的茁壯程度，所謂「一人三子，六代千丁」，家族結構的壯大與擴張，

促使人際脈絡的交流，有著更深遠的利益與勢力。另者，傳統社會皆是以

                                                 

13 同註 6，p.147。  

14 資料內容的引用，取自謝冰瑩、李鍌、劉正浩、邱燮友編譯：《新譯四書

讀本》，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 74 年 2 月修訂 9 版，p.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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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力為主的農業生活，必須要有許多勞力人員的支撐與協助。所以，夫婦

盡人倫之道後，不僅是對家族與父母盡了基本的義務，然而對於子女的撫

育與教化，才是責任的開始，如同台閩諺云：「生子師仔，飼子師父」、

「娶某無師父，飼囝纔是師父」。 

父母對於小孩的呵護與養育，可說是備嘗憂患與艱辛，如台閩諺云：

「不是哮，就是笑；不是屎，就是尿」，常常處在「抱囝半眠，飼囝半飽」

的狀態，所謂「父母之情，愛子之心，無所不至」。父母對子女的疼愛之

心與情感，是出自於人類的一種天性，這種天性來自於「血濃於水」的血

緣「心意識」驅力，乃因「奴須用錢買，囝仔須破腹生」，而對於子女的

教養是一種責任，也是義務。台閩諺云：「三歲乖，四歲歹，五歲著押去

」，小孩小時候就得實施家庭教育，所謂「三歲雕皮，五歲刻骨」，最

忌憚的就是溺愛小孩，如台閩諺云：「細漢若無鬱，大漢鬱未屈」、「葉

無拔不成欉，囝仔無摃不成人」，所謂「盛子不孝，盛豬爬灶」，這種嚴

格而帶有威權形態的教養方式，是執著於「嚴父出孝子」的刻板印象與刻

板教養意識模式中，如同陳政見在〈談父職角色〉中提到： 

昔時，聖賢表現在父子﹙女﹚之親子關係，不免帶有權威至上的情

形，彼此之間存有上對下的關係，因此父親對子女之教導往往採用

「訓」的方式，缺乏雙向溝通。15 

這種訓誡的家庭教育，不僅是聖賢如此，一般庶民教育更是因襲代代相傳

的口傳教養與本身經驗、知識、性格的揉合，以及憑藉啟蒙讀物的規範，

去執行家庭規範，誠如文崇一在〈傳統規範在現代社會的適應性〉中曾言： 

中國人家庭規範﹙包括家族與姻親﹚的來源，大約有三途：一是口

傳教養，二是啟蒙讀物，三是儒家經典的演繹。一般人的規範多來

自前二者，士紳階層則除前二者外，尚援引儒家經典，這就造成士

紳階層規範的特殊化。16 

這種口傳教養與啟蒙讀物的教化規範灌輸，與其說是單向的溝通，不如說

是直接而強化與威嚴的教養方式，為的是建立父權的角色行為。 

                                                 

15 同註 4，p.55。  

16 文崇一：〈傳統規範在現代社會的適應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15

卷第 11 期，民 71 年 11 月，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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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

莫大焉。」﹙《孟子．離婁上》﹚古代的人易子而教，是怕傷害了父子間

的親情關係，是畏懼產生「親怨」的現象，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是

需得身教與言教並行的規範，然而無法以身作則與懼怕心理的內化作用，

只得用嚴苛的倫理規範去制約與教化下一代，這種制約與教化的控制手

段，即是「孝道」。而孝道的條件是建立在「順」與「慕」上，如孟子曰：

「怨慕也」、「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大孝終身慕父母」﹙《孟

子．萬章上》﹚；又如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

不怨。」﹙《論語．里仁篇》﹚整個倫理規範架構，皆著重下對上的尊、

敬、順、慕、不怨的倫理行為，而忽略或漠視上對下的角色行為表現，如

《左傳．石碏諫寵州吁》中所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然而父慈與子孝，原本是雙向交流的倫理行為，理應

是父慈，才有子孝，但由於孝道倫理規範的異質化，反而是著重於子孝，

這種倫理規範異質化的歸因，如同鄭師於〈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所反映的社

會庶民倫理〉中所言： 

父慈子孝是儒家彰顯人類至情的內在美德，然而民間在實踐的過程

中，因受到外在環境多元性與特殊性的支配下，著重在化解父母與

子女間的衝突，為了維護既有的社會秩序，較少言「父慈」而集中

在「子孝」，且要求一切行為在孝的大前提下絕對地服從權威，來

調整自己以避免發生二代間的衝突。17 

於此，扣緊「孝道」的死胡同，以建立父權的權威形象，使得子女不敢與

不能違抗這種以「孝道」為控制體系的社會機制，以免被「他人」指責為

豬狗不如的不孝子，而遭「他人」唾棄。《孝經．三才》云：「夫孝，天

之經，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經．聖治》云：「父母之道，天性也。」

《春秋繁露．玉杯》云：「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天地制定的孝

道，人民僅能恭敬的奉行，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能奉行孝道，是

有違天意與天理的倫常規範，是天地或人人可得而誅之的。這也使得孝道

的社會機制，更蒙上了天意命定的天理色彩。於此，天理強制於外，家長

                                                 

17 鄭志明：〈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所反映的社會庶民倫理〉，收入鄭志明：《

文學民俗與民俗文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民 88 年 6 月，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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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於內，個體只有泯滅個性恭順於家長的權威。18然而，這種以「孝道」

為控制體系的社會機制，在常民文化的意識型態上，除了以外在的天理倫

常規範來制約之外，其實內在是一種所謂「飼後生，養老衰」的功利心態

之欲求，誠如馬森在《文化．社會．生活》中曾言： 

在西方國家中認為父母養育子女是一種責任，是一種義務，做父母

的人並不期望於子女的報答，因為子女還有自己的子女去養育；在

我國父母養育子女則常常抱著投資的觀念，所謂「養兒防老，積穀

防飢」是也。19 

這不僅透露出中西養育子女的觀念與倫理文化意識型態的差異性，更呈顯

出中國傳統庶民教養子女的投資心態，以及「現世」文化環境的功利現象。

如台閩諺云：「有囝憑囝勢，無囝做到死」，有子嗣等於拿到將來年老力

衰的長期飯票，沒有子嗣等於孤苦老死，這也是古代沒有現今文明社會的

老人福利設置，所呈顯的特殊功利人文意識模式；所以，「五十歲食爸，

五十年食囝」，前半生仰賴父母的養育，後半輩子輪到享受兒子的奉養，

這種代代相傳的投資養育觀念，使得父母對子女的撫育工作，由責任、義

務轉變為功利心態的權利獲取。 

由於功利心態的利害權衡，所謂「女兒坐頭胎，男兒隨後來」，使得

重男輕女的現象，一直深植人心，如同台閩諺云：「飼後生養老衰，查某

囝別人的」，產生對於撫育女孩子的價值偏差，所謂「飼查某囝，食了米」、

「查某囝仔人，捻頭飼也會活」，對於女人的輕視，是基於養育女兒，其

最終仍是要嫁人，所謂「嫁查某囝卡慘著賊偷」，不但不能為家中帶來任

何利益，更視為「賠錢貨」一般的看待。所以，在古代的常民社會，女子

受教育的機會，簡直是難上登天，而對於女孩子的教養，是建立在一種「不

落人口實」的「他人」取向上，如同台閩諺云：「盛豬爬灶，盛子不孝，

盛查某囝未落人家教」，深怕「他人」與親家的指責和批評，所謂「父母

天地心，大小無厚薄」，是指著對待撫育兒子的態度行為上。於是乎，這

種差別待遇，也促成婦女人格地位的卑微與人性尊嚴的低落。因此，古代

之所以能維持家族的平穩，是以子女犧牲其個性、自我，女性喪失其獨立

                                                 

18 楊維中：〈傳統孝道與家庭倫理的現代化〉，《中國研究月刊》第 3 卷第 1

期，民 86 年 4 月，p.56。  

19 同註 2，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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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獨立人格為代價的。20 

台閩諺云：「有子有子命，無子天註定」，古代庶民的傳統觀念，認

定有無子嗣是上天的安排，若養育出「歹子」，除了無可奈何之外，亦帶

有天意命定的輪迴觀，如同台閩諺云：「爸欠囝債，翁欠某債」。所謂「好

子好 ，歹子不如無」，「好子」除了能養兒防老之外，更不敢忤逆父

母；而「歹子」卻是「一句來，一句去」、「應嘴應舌」，所謂「氣身惱

命」、「氣死驗無傷」，只是徙增生活的憂患，更不敢奢求養兒防老或孝

行了。如同台閩諺云：「一尾龍卡贏狗母蛇一大堆」，若能真心奉養，執

行孝道的兒子，只要一個，就於願足矣與老有所養了，所謂「多囝無認散，

歹囝不如無」，雖然「多囝餓死爸」，但咬緊牙關，沒有「歹子」的心靈

負荷，仍不致於遭受煎熬與折磨，所謂「三個新發財，不值著一個了尾仔

囝」，再多積蓄或家產，可能在「了尾仔囝」的手中，花用殆盡，如同台

閩諺云：「祖公仔屎食會了」。所以，在庶民的親子觀念中，除了天意命

定的輪迴意識型態，亦呈顯許多現實人性的「心意識」衝突，如台閩諺云：

「有囝是勞，無囝是苦」、「無的驚子大食，有的驚子不食」，由於養兒

防老的功利心態與現實世俗環境的多元影響，使得「處中」的心境與矛盾

「心意識」情結，呈現一種價值與規範的混淆現象。乃因價值與規範是一

體兩面，價值著重於態度方面，規範著重於實際行為方面。21這種混淆現

象，是因為將有否子嗣的傳宗接代，視為一種價值態度的認知，而將教養

下一代的投資行為，視為利益所得的倫理規範，這種將子女視為私有財產

化的「心意識」驅力，往往產生教養與撫育的偏差行為，而這種偏差行為，

是一種符合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態，而不考慮子女的興趣、性向和喜好，所

建立的權威掌控模式，為的是自己年老時，不致於孤苦伶仃或無幸福可

言，如同楊維中在〈傳統孝道與家庭倫理的現代化〉提及： 

望子成龍心態的價值標準是家庭的道德理想、家庭利益及父母的幸

福觀，而這些外在於個體的行為模式能否實現，完全依賴於個體及

社會的客觀條件和主體的主觀努力。22 

                                                 

20 同註 18，p.58。  

21 文崇一：《中國人的價值觀》，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 78 年

10 月，p.55。  

22 同註 18，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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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稍有能力的家庭，對於子女的教養投資心態越濃郁，沒有能力的家

庭，唯有建立在「不認窮」與「盡孝道」的價值態度行為上，所謂「好田

地，不如好子弟」，其指的意涵也於此。 

以上所論述的，是教養子女的投資功利心態，然而對於自己的父母，

在於常民文化型態上，又另有一番倫理關係與對待行為。台閩諺云：「一

家，一業」，夫妻共同組織一個家庭之後，必得共同經營與盤算家計生活，

尤其是長子，在庶民的倫理規範觀念下，長子大多肩負起奉養父母的責任

與義務，所謂「家用長子，國用大臣」，形成與父母同往的三代同堂結構，

然而對於父母的親情行為，則有不同的徵象。如台閩諺云：「娶一個媳婦，

過繼一個囝」，所謂「未娶是母生，娶後是某生」、「細漢母仔子，大漢

某的子」，因家計生活必得夫妻共同經營與維持，父母再也不是財援對象，

所謂「翁親某親，老婆仔拋車轔」、「老婆空厝間」，皆是現實人性功利

心態的現實寫照，所以「飼某飼到肥脺脺，飼爸母飼到一肢骨」，所謂「食

翁的坐著食，食囝的跪著食」，皆是「現世」文化中人倫功利的悲情現象，

如同台閩諺云：「會生得囝身，未生得囝心」。於此，台閩諺云：「爸母

疼囝長流水，囝惜父母真像樹尾在搖風」，由於對待子女的疼惜之心，是

為了「防老」，但對待自己的父母，乃因要供養，基於現實心態的利益權

衡，是一種只有投資，而沒有獲利的投資報酬率行為，於是呈顯出天壤之

別的差別待遇現象，如台閩諺云：「飼囝較快，飼爸較難」，所謂「囝仔

嘴食到畏，纔有通落公媽嘴」，唯有以撫育自己的小孩為優先，有餘的部

分，才供養父母，如同台閩諺云：「食飽，憶著爸」。所以，基於孫子是

未來傳宗接代的後人與「好歹皆是親生子」的意識型態下，必得委曲求全，

所謂「狗屎都是寶」、「惜花連盆，疼子連孫」，以及人在屋簷下，不得

不低頭的現實考量下，亦得褪除原本的權威角色行為表現。是故「飼囝無

論飯，飼爸母算頓」，皆是處於利益考量的心態在前，而泯滅親恩之心在

後的功利投資行為。 

台閩諺云：「久病無孝子」，當父母親長期臥病不起，懼怕拖累家計，

有的子女甚至棄之如敝屣，等到死後才「瞞生人目，答死人恩」，以盡孝

思，是為了怕「他人」的指責、批評或非議，所謂「見靈不哀，不如無來」，

皆是一種在意「他人」取向的印象整飾作用，所產生的假孝道行為，是故

岳慶平在〈孝與現代化〉中提到： 

儘管美國不存在孝的文化，並以個人本位著稱於世，但其絕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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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對於老年父母的態度和行為卻足以使那些虐待或遺棄老年父

母的中國子女們汗顏和反省。23 

所以，這種假孝道行為，真是令人不勝唏噓，所謂「生食一粒土豆，較好

死拜一個豬頭」，所以，台閩諺云：「子女乃是眼前歡」，這種無奈而無

言的控訴，可說是「晚景淒涼」矣。 

總而言之，在台灣閩南諺語中，所顯現的直系血親倫理關係，是一種

父權角色行為的建立，是一種功利投資心態的反映，是一種以孝道作為倫

理規範體系的控制手法為準繩，亦是一種以天意命定的天理倫常為人生哲

理依歸的道德價值，所產生的血緣關係模式型態，亦透露出假孝道的「他

人」取向行為。是故在台灣閩南諺語中，所呈現的社會教化思想，如台閩

諺云：「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不要鑽營於外在利益獲得的多寡，

而忽略子女的教養問題，所謂「愛養，也愛教」；切不可形成溺愛的行為

傾向，誠如戴朝福在《中華文化的省思》中所言： 

父﹙母﹚之道在慈愛，而慈愛不是溺愛，語云：「溺愛不明」，溺

愛即是一不明的愛，一無理智的愛，父母溺愛，將養成子女驕寵、

任性，求所欲求，為所欲為，目空一切，小不如意，即忿言相向，

不知尊親敬長，而好逸惡勞，坐享其成的結果，也將使子女失去獨

立自主的能力，這種不教以義方，使子女墮落，愛心變質如此，正

是父母對子女的不慈。24 

所以，不可特意留很多家產給予後代子孫，以為是為子女的將來著想，其

實是「不慈」與「不智」之舉，如台閩諺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所謂「三代粒積，一代開空」，理應是教化兒女建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

的觀念，所謂「好男不靠爸公業，好女不想爸母嫁粧」，這才是教養子女

的根本目的，如同台閩諺云：「子孫自有子孫福，莫為子孫作馬牛」，做

得再多、再好，子女若沒有感恩之心，亦是枉然。台閩諺云：「親生囝不

值腰帶錢」，為人父母者，亦不要持著養兒防老的投資心態，所謂腰纏萬

貫，毋庸依賴子女，否則無形中給予子女奉養的壓力，而蒙上血緣的功利

關係現象。而對待自己的父母，理應飲水思源，如同台閩諺云：「食果子

                                                 

23 岳慶平：〈孝與現代化〉，收入喬健、潘乃谷主編：《中國人的觀念與行

為》，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87 年 4 月，p.184。  

24 同註 9，p.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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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樹頭，食米飯敬鋤頭」，所謂「飼子無惜 一隻豬，飼父母那惜添一雙

箸」，父母親養育我們備極辛勞，所謂「雙手抱囝仔，憶著父母時」、「養

子方知父慈」，理應克盡孝道與孝思；況且父母跟著我們生活的時間不長

久，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屆時才想到要盡孝道，

則為時已晚。台閩諺云：「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孝的子女期望

父母早死，以能得家產或省卻奉養的工夫，如此對待自己的父母，如同台

閩諺云：「序大無好樣，序細討和尚」，其子女亦會上行下效，所謂「有

其父必有其子」、「苦瓜母生苦瓜囝」，屆時其子女亦會如出一轍，如台

閩諺云：「不孝生囝免歡喜，忤逆元生忤逆兒」，所謂「草索拖阿公，草

索拖阿爸」，其所指涉的義旨也於此。所以，台灣閩南諺語所指陳出的社

會教化功能，在於對待父母要持著感恩之心與飲水思源之道，去執行孝

道，如台閩諺云：「抱囝更飼爸，好囝不免多」，是建立在身教與言教並

行的理念上，雖內在因素雜陳著功利關係，但卻是庶民文化中的行為準則

與規範，這種行為的準則與規範，僅是直系血親中人倫孝道的最低訴求—

「能養25」。台閩諺云：「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囝」、「食爸食母不

成人」，雖是建立在「他人」取向的規範中，但也達到社會教化的功能與

取向。是故台閩諺云：「世間難得財子壽，若有開化免憂愁」，有沒有子

嗣的奉養，不必太在意與苦惱，所謂「生女免悲傷，生男兒免歡喜」，好

好地教養與培育子女，讓先子女先感受父慈的親情與孝順長上的真情，才

能得取子孝，如同戴朝福所言： 

父母之於子女，雖有分位的上下關係，然而個別的人格價值是絕對

平等的，此即「各盡其性，各當其分」⋯⋯，亦即個別自求承擔其

分位上所應負的道德責任﹙倫理所講的是對對方的義務，而不講自

我的權利﹚之絕對平等，這種道德責任出於自我的自由與要求，而

無任何外在的驅迫，因此父慈子孝，都出於自願，而互不求對方回

報，這種只求盡己而不求回報，正是倫理道德的本質。26 

於此，台閩諺云：「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動物皆知報答親恩，

何況是有血有肉的人呢？所以，「某賢翁禍少，子孝父心寬」，唯有孝順

                                                 

25 《大戴禮記．曾子大孝》云：「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能養」是孝道最基本的準則與規範。  

26 同註 9，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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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教養與培育子女，盡到個人己身的倫理責任與義務，發揮倫理道德

的本質，才能共享天倫之樂。 

第三節  旁系血親 

旁系血親，係指父子、祖孫直系關係以外的親屬，如兄弟、姊妹、伯

叔、甥姪等。27在台灣閩南諺語中所顯示的常民文化模式型態中，旁系血

親的倫理結構，大多是敘述兄弟與舅甥的倫理關係，乃因在傳統社會的倫

理體系，婦女沒有獨立人格與家庭地位，如台閩諺云：「兄弟若手足，某

囝若衫褲」，兄弟手足情深，有血濃於水的親屬關係，而妻子卻如同衣服

般地，可任意更換，不僅沒有家庭地位，更是沒有倫理規範的保障；又如

台閩諺云：「查某囝別人的家神」，女兒長大終究要嫁人，如「潑出去的

水」一般，是未來夫家家族的人，只要培育好家教﹙三從四德﹚、會家事

和女紅等事務，以不落人口實為原則即可，如台閩諺云：「好囝事爸母，

好女事大家」，這在古代傳統社會中，是世俗所認同的賢淑女子了，所謂

「大姊做鞋，二姊看樣」，即意味著大姊做好婦德的榜樣，以供妹妹們效

行。而舅甥關係是係屬於母系親屬的旁系血親，且舅舅是母系親屬中權威

人物的角色形象，如台閩諺云：「母舅公卡大三界公」。於此，本節所論

述的旁系血親倫理規範，是以兄弟與舅甥的倫理關係為主。 

一、兄弟倫理關係 

台閩諺云：「大是兄，小是弟」，先出生於世的為兄，後出生的為弟，

是人理倫常的符號意識觀，亦是長幼有序的兄弟倫理關係之開端。所謂「兄

弟是骨肉」，係指本是同父母所生的血緣親屬，所以，兄弟又有手足之稱，

如同台閩諺云：「兄弟若手足」。然而，基於古代傳統父系社會的家庭倫

理觀，若是同母異父的血緣關係，是視為「他人」，如同台閩諺云：「同

爸隔母是該親，同母隔爸是他人」；若是同父異母的血緣關係，所謂「細

姨仔囝大某的」，仍視同是兄弟關係，這也是古代傳統父系社會家族倫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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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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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認知意識型態取向。 

台閩諺云：「大尊大，細尊細」，從小的家教規範，除了長幼有序之

外，更要兄友弟恭，意即哥哥對弟弟要友愛，弟弟對哥哥要恭敬，不得大

欺小或小欺大而違反家規倫常，如同台閩諺云：「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

是為了建立家庭的和諧秩序與避免「親怨」的現象產生28。由於因為是同

輩的關係，難免在小時候會因父母親或長輩的對待行為不公或小事，以及

利益的糾葛，而有爭風吃醋或爭吵的行為發生，如台閩諺云：「多囝多兒

多冤家，無囝無兒活神仙」，這是現實人性心態的不滿足與「心意識」驅

力的矛盾情結所致，所謂「兄弟狗，咬無 」，這些情形在父母親的訓斥、

排解與適當的管教下，大致上，皆不會影響兄弟間的情誼，如同台閩諺云：

「五支指頭咬落去，各支痛」；倘若是父母親的管教不得宜，亦可能兄弟

間在小時候，即種下「親怨」的刻板印象，如台閩諺云：「魁扇頭拍人未

痛」，便是打者無心，而受者有意，這種刻板印象即是認定父母親偏心意

識的負向月暈作用，只是礙於父權的嚴格管教，不敢突顯內心的不平與不

悅罷了。 

台閩諺云：「十個囝仔十樣生」，意即同胞兄弟，雖是同父母的遺傳

與家教規範，但個性互異，若能團結同心，則形成一股龐大的家族結構勢

力，如台閩諺云：「兄弟若同心，烏土變黃金」，促使外人不敢得罪與欺

壓，如同台閩諺云：「肉要與人食，骨不與人囓」，所謂「指頭仔，屈入

無屈出」，是一種兄弟倫理情誼的家族取向意識感，這種家族取向意識感

是建立在私心或私慾的集體意識型態上，所謂「卡歹也是家己人」，即使

是自家人有任何不對的行為，只有自己執行族規或家規在後，也容不得「他

人」的指責與欺侮在前，這是一種為了保護自家人與顧及家族權威形象或

面子的集體意識取向，這也是古代傳統社會家族，常因利益、形象或面子

問題，而有家族械鬥的情形，如台閩諺云：「吳、蔡 ， 到血流流29」；

                                                 

28 這裏的「親怨」，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子對父的怨懟，其二是兄弟間的怨

懟。兄弟雖是同輩的平行關係，但在傳統的家族倫理觀，仍具有上下的倫

理關係，所謂「長兄為父，長嫂為母」，是意指著長兄具有兄弟倫理關係

的權威角色形象。  

29 傳說清末年間，嘉義縣北港鎮劉厝吳姓與新街蔡姓雙方的小孩，因在池塘

戲水起衝突，而導致雙方家族互起干戈，從此結怨，且至日據時期，兩姓

猶不通婚。詳見周榮杰：〈從臺灣諺語來談分類械鬥〉，《史聯雜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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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台閩諺云：「撲虎掠賊著親兄弟」，兄弟之間同舟共濟的目的行為，

是一種功利取向的驅使。倘若兄弟間因個性互異之故，而不能同心協力，

遇有利益糾葛時，仍會形同陌路而導致兄弟鬩牆，如台閩諺云：「兄弟刀

槍 ，血予外人踏30」，所謂「甘願飼虎，不願飼狗」，有好處或有利可

圖，也不願分一杯羹給自己兄弟；所以，台閩諺云：「兄弟相害，不如獨

子」、「兄弟相害，不如獨立」。 

台閩諺云：「樹大分枝，人大分家」，為了避免手足的爭端，或者是

兄弟各奔前程，以及獨立一個家庭時﹙俗稱「分吃」或「分家」﹚，兄弟

之間的情誼，會因小時候的情分或情感、個人性格、環境、文化等因素的

雜陳，而形成不同的對待情境組合，如台閩諺云：「小時是兄弟，長大各

鄉里」，由於各人須得為將來的前程奮鬥，形成接觸的機會較少，感情亦

漸為淡薄，所謂「兄弟分開五服外」，各人的思想、觀感與社會化之故，

亦漸浮現現實人性的功利心態現象，如台閩諺云：「兄弟是兄弟，過江須

用錢」，即是所謂的「親兄弟，明算帳」；尤其是各人有各人的家庭與家

計要照料時，情感的濃郁程度，總抵擋不住現實生活的物質需求，如同台

閩諺云：「兄弟是兄弟，某子隨人飼31」、「一人一家代，公媽隨人拜」；

若是遇到「懼內」的手足，更是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如同台閩諺云：

「聽某嘴，乖骨肉」，所謂「人不親，飯碗上親」，這些兄弟情誼的情境

對待，皆是常民文化中兄弟倫理關係功利現象的橫陳。 

台閩諺云：「死了江山讓別人」，家庭中父親辭世後，使得家庭中的

權威結構產生分化作用，兄弟除了分家產之外，亦呈顯兩種不同的現象，

第一種現象，如台閩諺云：「在生無人認，死後歸大陣」，父親生前大多

皆由長子照料，父親死後，兄弟們是因覬覦財產分配，而紛紛回來奔喪，

如同台閩諺云：「錢銀纏半腰，免驚銀錢無人燒」；或者是懼怕「他人」

或族人輿論的指責與批評，所謂「死者為大」，是一種在意「他人」的印

象整飾行為而盡假孝思。第二種現象，是家庭中的權威結構，早在「分吃」

時即已產生分化作用，乃因無利可圖，父親年老之時，即是家計的累贅或

負荷，父親死後，更是乏人問津，如同台閩諺云：「死某踏破磚，死爸無

                                                                                                                                

15 期，民 78 年 12 月，p.49。  

30 李宗興提供，《自由時報．台灣精諺》，民 89 年 7 月 26 日。  

31 楊為球提供，《自由時報．台灣精諺》，民 8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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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問」，所謂「認錢不認人」，令人不禁髮指與寒顫。這兩種現象皆道出

世間冷暖與現實人性的功利心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篇》﹚儒家思想著重家庭的和諧與倫理道統

規範，於是在家孝順父母，出門恭敬長上，言行須得謹慎信實，對他人要

博愛，親近有仁義德性之人；又如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

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篇》﹚能遵循家庭倫理道統規範—

孝弟，是君子務本之道，亦是行「仁」之本源。孟子曰：「義之實，從兄

是也。」﹙《孟子．離婁上》﹚指涉出長幼有序之兄弟有義。所以，儒家

思想對於兄弟的倫理關係，是建立在「序」、「義」與「兄友弟恭」的倫

理道德規範上。而庶民文化的兄弟倫理規範，雖受到儒家道統思想的薰

染，亦是建立在「序」、「義」與「兄友弟恭」的家規倫理上，但是遇到

利害關係之時，卻呈顯出現實人性的功利性格徵象，這種現實人性的功利

性格徵象，亦指陳出小傳統的處世文化模式型態—功利現象。 

總之，在庶民的倫理關係中，兄弟一倫，遠比夫妻、父子關係的情感

取向來得淡薄，是一種功利型態的依存，這種功利型態的依存，若沒有利

害關係的糾葛，一般而言，兄弟之間仍保有一定的情誼，而台灣閩南諺語

中，對兄弟倫理的社會教化功能指向，如台閩諺云：「爸母著孝順，兄弟

著協和」，是建立在家庭和諧與孝道的倫理規範上，所謂「爸囝和家未退，

兄弟和家不分」，是意味著家庭的和諧需親子與手足間的同甘共苦與同心

協力，如台閩諺云：「相尊食有剩，相搶食無份」，兄弟之間互尊互敬，

尋求溝通之道，互相忍讓，以達兄友弟恭，才能互蒙其利，此「利」即是

家庭和樂之利，若是一昧地處心積慮，想要從兄弟之間掙取好處，則會引

起公憤或遭天譴的，如同台閩諺云：「蝕兄弟，僥夥計，趁錢未過後世」。 

二、舅甥倫理關係 

在古代傳統社會的倫理觀，舅舅是俗世文化中，於母系親屬裡最具權

威形象的角色，如台閩諺云：「天頂天公，地下母舅公」，尤其是兩家締

結連理時，在婚姻習俗的禮儀上，舅舅的權威形象不容忽視與免俗，如同

台閩諺云：「母舅坐大位」。舅舅是母親的胞兄或胞弟，所謂「外甥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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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因具有血緣關係，是故舅舅又有「舅父」之稱。於此，基於血緣親

屬與兩家姻親關係之故，一般而言，舅舅對於外甥大多疼愛有加，如台閩

諺云：「外甥食母舅，親像食豆腐」，意味著舅舅將外甥視如己出，然而

外甥對舅舅的關係與情感，總不如夫婦、父子與兄弟的情誼來得深，如台

閩諺云：「外甥是狗，食了就要走」、「飼豬仔好 ，飼外甥去不來」，

是意味著疼愛外甥，是白費心機，乃因外甥不懂得感恩或知恩圖報，只是

基於有求必應與有利可圖的現實利益欲求，而與舅舅親近。所以，在台灣

閩南諺語中，對於舅甥倫理關係的社會教化功能指向，在於舅舅對外甥仍

需恩威並行，意即除了對外甥好之外，不可溺愛，所謂「盛伊上踏板，續

要上眠床」，使致外甥得寸進尺、予取予求，理應扮演好舅「父」的角色

行為表現；而外甥理應對舅舅視同長輩一般的尊敬，並要知福惜福與感恩

圖報，所謂「外甥打母舅，世間無人有32」，意即要維繫良好的舅甥倫理

關係與行為規範，並維持倫理秩序與家族和諧。 

 

第四節  姻親關係 

姻親關係，係指男女雙方因婚姻的成立，而形成的親戚關係。如兩家

族成員因婚姻產生後的相互倫理關係﹙如親家關係﹚、媳婦與除了夫婿本

人之外的夫家家族成員﹙如媳婦與公婆、小叔、小姑的關係﹚、女婿與除

了妻子本人之外的妻家家族成員﹙如女婿與岳父母、小舅子、小姨子的關

係﹚等。這種姻親關係的締結與串聯，在古代傳統社會中，亦常是人情脈

絡與人際關係交流的方便之途，如「攀關係」，是人際交流常見的行為現

象；但也因時代的變遷、文化型態的改變、人情世故的疏離與人文、人「心

意識」的變革複雜等因素，而產生姻親關係斷離的現象，如同台閩諺云：

「一代親，二代表，三代無了了」。 

由於男女雙方因婚姻的結合，兩方家族順理成章地成了姻親關係，在

常民文化的禮俗稱呼為親家，所謂「對面親家，禮數原在」、「隔壁親家，

禮數原在」，即使左右鄰居是親家，也不得疏於禮儀而有所怠忽，意即不

                                                 

32 張裕豐提供，《自由時報．台灣精諺》，民 8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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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一般左鄰右舍的相處之道來對待，如台閩諺云：「草地親家，坐大位」，

要視同貴賓蒞臨，使親家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這種相處之道的行為，彷彿

增添了隔閡感，所謂「歹歹人客，較贏一個好好親家」，意味著親家的到

訪，是大費周章之事，為的是面子問題與增加彼此的好感和人情，期使對

方留下好印象，所做的印象整飾，反而呈顯出現實人性的功利心態，並非

實質的情感或情義交流。如台閩諺云：「女死男門斷，男死女返厝」，意

味著親家的姻親關係，會因男女雙方夫妻關係的終結，而產生變異與斷

絕，如同台閩諺云：「有姑是姑丈，無姑是野和尚」﹙姻親關係隨時易斷﹚。 

台閩諺云：「囝婿半子」，女婿在家族倫理觀上，視為「半子」，所

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一般而言，丈母娘會特別的疼愛，是

故「丈母厝好 」，這是因為丈母娘疼女婿，是希望女婿能多疼惜她的

女兒，所謂「戇雞母孵鴨孫，戇外媽疼外孫」，亦是希望藉疼愛外孫之情，

使外孫喜歡外婆，以能讓女兒多回娘家；而且女婿若能出人頭地，則女兒

的幸福更有著落，為人父母者也較安心，如同台閩諺云：「錢銀幾萬千，

不值得囝婿出人前」。這些皆是人性功利心態的現實寫照。是故女婿好當，

但媳婦難為矣，如台閩諺云：「嫁出去的查某囝，像潑出去的水」，在古

代傳統社會的家族倫理觀，女兒出嫁後，視同夫家之人，與娘家關係如同

覆水難收一般，關係漸為淡薄，如台閩諺云：「翁某保老，管伊外家死絕」，

意味著只是冠上姻親關係的記號行為，沒有情感的交流，所以，古代婦女

的出嫁，如同人生另一個階段的新生活，所謂「在厝是查某子皇帝，出嫁

是查某嫺仔大細33」，這種人生另一個階段的新生活，即是肩負起家庭重

擔的開始，如同奴婢一般地忙裡忙外，無法像在娘家家中那般地自由自

在。然而新婚婦女一開始即要面對夫婿的夫妻生活，以及適應夫家家族成

員的生活習慣與型態、人格特質、知識、觀念、家規、處世風格、習俗等

差異現象，可說是一大挑戰與倍感艱辛和憂慮，所謂「新來新娘，月內囝

仔，極快慣勢」，意味著媳婦要體認到自己的角色行為表現，是一種傳統

家族倫理規範的刻板意識觀。於此，王維〈新嫁娘〉詩中云：「三日入廚

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深怕與憂慮婆婆對廚藝有

所不滿與挑剔，而留下不良刻板印象的月暈作用，是故「會曉小姑大姑額，

未曉小姑無地食」，小姑也樂意幫嫂子的忙，而嫂子有好處，亦會分享給

                                                 

33 陳婉萍提供，《自由時報．台灣精諺》，民 89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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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可說是一種功利現象的交易行為，以互求所需；然而即使是過了小

姑品嚐這一關，也未必會得到婆婆的讚賞，如同台閩諺云：「材料夠，不

是媳婦賢」，即使是媳婦做得再好，皆可能被雞蛋裡挑骨頭。所謂「赤腳

大家」，係指諸多對媳婦嘮叨不休的婆婆，所以媳婦只有虛心受教的份，

不能有違抗之意，如同台閩諺云：「大家有嘴，媳婦無嘴」。另者，媳婦

也不能強出頭，如台閩諺云：「新婦教大家剸臍」，只會引起婆婆的不悅

或嫉妒；亦不能覬覦婆婆的應有的物品，如台閩諺云：「新娘不食婆仔額」，

即使是婆婆不要的東西，沒有婆婆的允許，也不能欲得。這些婆婆對待媳

婦的苛刻行為，是婆媳之間永無休止的問題，更是傳統社會家庭紛爭的根

源。如孔祥明曾言： 

「孝道」文化規範再加上傳統施行「父系居」制度，使得中國社會

的婆媳問題儼然成為千年來已婚婦女理所當然逃脫不掉的無解難

題，亦是令其談之色變卻又揮之不去的夢魘。34 

是故媳婦總是要屈服於父權體系的「孝道」文化規範，屆時等到「媳婦熬

成婆」時，才有翻身的機會，這種代代相傳的倫理規範，隱喻著惡性循環

的人倫文化模式，如同台閩諺云：「一人看出一家，新婦看出大家」，意

即婆婆的苛責與挑剔行為，是因她的婆婆亦是如出一轍，意味著婆婆有媳

婦的進門與「孝行」，只要將媳婦「壓落底」，便可高枕無憂、享清福，

所謂「高椅坐，低椅掛腳，燒茶捧來哈」，是婆婆權力政策後，安享私慾

利益獲取的家庭現實寫照。台閩諺云：「夫死，遇到歹大家」，倘若丈夫

辭世，頓時失去倚靠，傷痛之餘，又加上惡婆婆的為所欲為，則是雪上加

霜，亦可能被冠上「剋夫」的刻板印象，而終身受苦受難。這種苛虐媳婦

的婆婆，總無法像自己女兒一般地疼愛媳婦，亦無法或不肯體認同是為人

媳婦的苦楚；而尋常之日或辭世之時，只是換來媳婦虛情假意的「孝心」

或「孝行」，如同台閩諺云：「新婦哭禮數，查某子哭腸肚」。 

反觀之，在婆媳過招的徵象裡，有的家庭卻呈現婆婆被欺虐的現象，

如台閩諺云：「一年媳婦，二年話抵，三年師父」，由於媳婦在家庭中漸

了解家庭成員的性情，且又遇到懼內或「惜某」的丈夫，則可能掌控家庭

權力核心或產生紛爭不斷，如同台閩諺云：「盛囝不孝，盛某吵家」、「卡

                                                 

34 孔祥明：〈婆媳過招為哪樁？：婆婆、媳婦與兒子﹙丈夫﹚三角關係的探

討〉，《應用心理研究》第 4 期，民 88 年 12 月，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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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生蕃把路頭」，則婆婆可能連立足之地皆無，如同台閩諺云：「老婆無

空厝間」，所謂「媳婦大家，查某囝娘奶」，意味著媳婦大逆不道的行徑。

台閩諺云：「死媳婦，好風水」，意指著婆媳不睦，媳婦的去世，婆婆認

為好運將至，不再受冷落或冷眼相向，指陳出婆婆昔日敢怒不敢言受委屈

的寫照。另者，台閩諺云：「多囝多媳婦」，多子、多媳、多孫，理應代

表著多福氣，以及更多媳婦替婆婆分憂解勞，但事與願違，如台閩諺云：

「多囝多扒腹，多媳婦多推托」，多媳婦只是換來相互的推諉，即使是嘮

叨不休的婆婆，亦無可奈何，如同台閩諺云：「雜念大家，遇著蠻皮媳婦」，

只是增添煩心勞神罷了。然而，在古代傳統家族倫理觀，公公或夫婿理應

是家庭的權力核心，為何會出現媳婦苛待婆婆的行為徵象呢？乃因是「現

世」文化中人倫功利的悲情現象所塑成35，所謂「不癡不聾，不成大家倌」，

是為了不想介入女人爭端的是非漩渦中，以及礙於投資功利心態的卻步行

為，而呈顯逃避的「心意識」驅力所致。 

孔祥明曾於〈婆媳過招為哪樁？：婆婆、媳婦與兒子﹙丈夫﹚三角關

係的探討〉中指出： 

婆媳間會出問題並非因為婆婆或媳婦地位﹙status﹚的差別，而是

在互動過程中彼此對對方角色﹙ role﹚的扮演是否符合自己的期望

或是感到舒服自在。36 

這是另一種婆媳問題的徵象，而非相互有爭權奪利、地位主從之爭與苛虐

的行為現象，是因個人的知識、經驗、觀念、行為模式、處世態度與主觀

意識的不同所引發的問題，必須要相互的適應、溝通與體諒，才不致於產

生負向的月暈作用，而有隔閡感、疏離感與對峙觀。所以，在台灣閩南諺

語中，所呈顯的社會教化功能，如台閩諺云：「序大若是做得好，媳婦無

人敢夯篙」，乃因媳婦初進門，萬事皆不熟悉，有戒慎恐懼之心，婆婆理

應以過來人的心境去體諒媳婦的處境，悉心講解家中倫理與事務，以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的態度去對待媳婦，視媳婦如自己女兒一般的疼愛與教

導，使媳婦感受母愛，而有感恩之心，促進婆媳間的情感；而媳婦也應視

婆婆如自己母親一般的孝順，多替婆婆分憂解勞，多主動與婆婆溝通，使

婆婆感受到媳婦的用心與孝心，以不致於讓婆婆有一種權力、地位或親情

                                                 

35 詳見本章第二節的論述。  

36 同註 34，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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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母子關係﹚被剝奪的感覺；而妯娌之間理應和衷共濟、分層負責、分

工合作，不可小心眼與萬事計較利弊得失，而使婆婆煩心費神，以達家庭

和樂的目標。 

另者，在姻親關係中，有一特殊的倫理現象，即是前妻子女與後母的

倫理關係，如台閩諺云：「前人囝，不敢食後母奶」，乃因前妻子女並非

後母所生，感情程度比不上親生母親，而且後母苛虐前妻子女的故事，時

有耳聞；倘若後母子女與前妻子女吵架，後母大多偏袒自己的子女居多，

這是一種私心的現實功利取向所致，使得前妻子女對後母有畏怯之感，所

謂「春天後母面」，意味著後母性情的乖戾。然而，並非所有的後母皆是

如此，有的後母有心疼愛前妻子女，甚至欲求得前妻子女對她身為「母親」

的認同與尊敬，不惜對自己子女管束甚嚴，以刷清家族與「他人」對後母

的刻板印象；但不管後母表現得再好，仍是繼母的符號名分，如同台閩諺

云：「銅鑼卡拍銅鑼聲，後母卡好後母名」，這是世人對繼母殘酷的刻板

意識符號觀，亦指陳出好繼母難為，深怕「豬仔飼大，不認豬哥做老爸」。

誠如周榮杰在《臺灣諺語詮編》中提到： 

父母的離異，母親的死亡，父親的再娶等家庭變故，都使孩子難於

適應新的家庭環境，也在他的心裡投下了暗影。他怕生存的不安

全，他思慕死去的母親。從而自然地會懼怕、排斥、迴避、厭惡一

切可使他感覺「不安全」和「不快樂」的人。據於此，故繼母與前

妻之子間的感情多難於建立。37 

所以，在台灣閩南諺語的社會教化功能指向，是藉喻諷勸前妻子女仍應視

繼母為母親，以盡孝思與孝道，而繼母也應視前妻子女為自己子女，公平

待遇、勿縱勿枉、耐心教養、悉心照料。 

第五節  其他 

在古代庶民傳統家族的倫理關係中，有某些特殊家族倫理關係的結構

成員，如贅婿、養子、童養媳、奴僕與奴婢的真實存有現象，皆在本節加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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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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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究。 

唐代與宋代把贅婿說成「疣贅」，顯示出自古以來社會上對入贅女家

的男子多予輕視；在台灣諺語裡也反映著對招贅婚姻的負面情緒：「無卵

葩的人才予人招。」38這在古代傳統社會父權主義角色行為表現的刻板印

象裡，是一種特殊的婚姻倫理關係，亦是入贅男子尊嚴的自我剝奪與屈

服，如台閩諺云：「有一碗通食，不肯與人招」，是礙於現實物質生活的

無奈，以及為五斗米折腰的行為表徵。而招贅的現象，是因女方為了增加

勞力人員，或者是為了傳宗接代之故，而產生的特殊婚姻現象；若是為了

延續香火，則所生的子女中，必須有的從母性，即所謂的「抽豬母稅」；

況且有的女方家族會要求入贅男子冠上女方姓氏，無怪乎在古代傳統的社

會意識觀，多對入贅男子予以輕視，視為「無卵葩」的軟腳蝦。 

台閩諺云：「有錢成囝，無錢賣囝」，古代傳統社會貧富懸殊相當大，

養得起小孩的人家，大多不會販子，除非家徒四壁、三餐不繼，必須販子

以解決困境。是故在古代傳統社會，收養男孩或買子的現象，是古代傳統

社會家族倫理觀中，特殊的倫理關係與人文風俗的奇特型態，所謂「招夫

養子勢出無奈」，是因怕斷了香火而有的風俗現象，如台閩諺云：「一千

銀不值著親生囝」，畢竟是出於無奈而收養男孩或買子。然而養父母對於

養子，一般而言皆疼愛有加，視如己出般地教養，所謂「家雞拍著團團轉，

野雞拍著滿天飛」，是意味著不能太過嚴苛地對待養子，否則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所以，這也呈顯出兩者關係的投資交易功利現象。因此在台灣

閩南諺語的社會教化思想，所謂「生的倚一邊，養的功勞卡大天」，是意

味著養子要心存感恩，視養父母如自己父母一般地孝順，不可忤逆，否則

會遭天譴。於此，這也是一種以天意輪迴觀的意識型態，去執行社會教化

的功能。 

古代社會除了有收養男孩或買子的人文風俗現象之外，亦有蓄養童養

媳的情形，台灣閩南語一般俗稱「媳婦仔」。所謂「媳婦仔」，係指女方

父母於女兒在未成年之際，即先行與男方訂立婚約，且預先將女兒送進男

方家庭中撫養，做為幼媳，以備日後成年之時，擇日與男方的兒子完婚，

成為男方的兒媳婦，這種情形的女孩，即是童養媳。而在古代傳統的社會

                                                 

38 許蓓苓：〈台灣諺語中特殊的婚姻形態〉，《歷史月刊》第 141期，民 88

年 10月，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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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觀與倫理規範上，對於童養媳的收受，有著約定俗成的條件，如許蓓

苓在〈台灣諺語中特殊的婚姻形態〉中提到： 

根據《台灣私法》的記載，通常要稱為「童養媳」者，需要具備下

列條件：﹙一﹚養家須有將來可與之婚配的男子。﹙二﹚必須與此

男子不同姓。﹙三﹚已由男家收養。因為基於同姓不婚的理由，所

以必須為異姓，否則即是「養女」﹙養他人之女為己女﹚；如果只

約定婚姻，但未入養家者稱為訂婚，民間的「指腹為婚」即是。其

中也有收養之時，養家並無可婚配的男子，但是日後另養一子與之

婚配的情形，即台灣諺語所說的「無米有舂臼，無子抱媳婦」。39 

而領養幼媳的目的是為了省卻一大筆的聘金、媒人禮與婚慶等所需的費

用，是一種經濟效益所衍生的目的行為與功利心態的「心意識」驅力所致，

如同台閩諺云：「省一注錢」。而且較貧困的家庭，在三餐不虞的情況下，

皆有領養幼媳的情形，所謂「等大，不通等娶」，意即等待童養媳長大成

年而完婚較易達成心願，而要等待存有錢之時，再來明媒正娶，對於貧困

人家而言，可說難如登天，乃因古代婚俗的花費，所費不貲。另者，領養

幼媳的另一種好處，即是解決婆媳不睦的問題，以及增加家事與勞力的分

擔，如台閩諺云：「同頓乳頭，卡同心」，有的童養媳在很小的時候，即

被男方抱養，與未來夫婿同食男方母親的奶水，是故從小相處與一手帶

大，母親與婆婆雙重角色並行，生活習慣、知識、觀念與性格的教養，皆

能如其所願與適應，以減少或避免婆媳之間的摩擦。於此，台閩諺云：「飼

查某囝別人的，飼媳婦仔做大家」，在現實利益的考量下，抱養幼媳遠比

飼養女兒，還來得具有經濟效益，所以，有的貧困家庭乾脆將女兒給別人

當童養媳，而自己卻領養別人的女兒當幼媳，以為兒子與荷包盤算；而且

待兒子與童養媳皆成年之後，通常選擇農曆十二月二十九日成親，是俗謂

「送做堆」的婚姻習俗，如同台閩諺云：「無時無候二九老40」。這種經

濟效益的投資交易行為，也道出女子與童養媳命運的悲慘和無奈，所謂「媳

婦仔命」，即是在男尊女卑的傳統社會體系中，任由男權社會操控的犧牲

                                                 

39 同前註。  

40 俗以臘月二十四送神以後，眾神已昇天，故已無顧忌，又以為除夕係黃道

吉日，是日結婚，可以不擇時，又可保白頭偕老。故當圍爐後，老人家就

囑咐兩人雙雙進房，結成一對夫妻。資料引用，同註 37，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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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台閩諺云：「飼後生替老爸，飼媳婦仔替大家」，皆是現實社會與

家族倫理觀中，所呈現的功利現象。然而也有的家庭認為飼養幼媳，可能

會造成家庭糾紛或受到連累，亦會斷然拒絕送進門的童養媳，41如同台閩

諺云：「三年做大風颱，都不養人媳婦仔栽」，更顯現童養媳命運的多舛

與人性尊嚴的低落，亦如台閩諺所云：「送人食，擱乎人嫌臭臊」。 

貧困家庭以抱養童養媳為一種利益博取的經濟效益政策，而富貴人家

卻是蓄養一批奴僕與奴婢，以供勞力與家庭事務所需。奴僕即台灣閩南語

所稱的「奴才」、「長工」；奴婢即稱「查某 」，與富貴人家成員是奴

和主的關係，甚至有的奴僕或奴婢是買來的，必須冠上家族姓氏，另取新

名。因與主人家族成員朝夕相處，亦有相處之道的倫理規範，是古代傳統

社會富貴家族特殊現象的寫照。台閩諺云：「新媳婦洗灶額，新長工洗犁

壁」，奴僕在主人的家族中，供主人使喚，大小雜事、耕作等皆一手包，

是故奴僕以勞力獲取食宿與工資，是建立在利益互取所需的功利現象上。

台閩諺云：「童僕勿用俊秀」，意味著奴僕最忌諱用俊美的男子，是為了

杜絕家中女子與奴僕有情愫的情形，而亂了倫理關係，是故奴僕大多是其

貌不揚或相貌平平，是一種現實人性功利心態的考量。另者，台閩諺云：

「奴欺主，食昧久」，意味著奴隸就是奴隸的階層，要認清自己的本分，

不得踰矩與凌駕主人之上，亦不可有非份之想，否則隨時被趕出門，而遭

致「他人」的批評與指責，於此，奴隸處事必得卑躬曲膝，說話必得低聲

下氣，毫無自尊與人格可言，這也是貧窮因素所造成有人甘願為奴的現

象。然而奴僕與奴婢於古代傳統社會中，雖同樣是屬於奴隸階層，若以勞

力付出程度而言，奴婢是比奴僕輕鬆許多，乃因奴婢是專屬家族中女性成

員的貼身侍女。而奴婢稱女主人閩南話為「娘」，所謂「做娘快，做 難」，

是意指出奴婢除了家事要做之外，亦是「娘」的出氣筒，凡是有好處或利

益，皆歸「娘」獨享；而有壞處或出差錯之事，皆由奴婢獨自承擔。台閩

諺云：「凊飯不食，查某 的」，意味著主人吃剩餘的菜飯，才是奴婢所

吃的餐飯，所謂「查某 攜肉，生看，熟無份」，奴婢只有買肉的工作，

沒有吃肉的份與權利，指涉出奴與主階層化的階級符號意識取向。是故台

                                                 

41 有的男方家庭認為送來的童養媳，可能掩飾八字，所謂「女命無真」，深

怕有相剋的情形，而造成家庭糾紛或不幸，尤其是在男方家庭家道中落，

或者是有變故、親人去世之時，有時會怪罪於童養媳，認為她是災星或掃

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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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諺云：「娘快做， 難學」，是指陳出奴婢要盡主人滿意，得看主人的

心情與性情，這也道出奴婢生存與處世的無奈和苦楚，除非有朝一日，奴

婢飛上枝頭變鳳凰，被男主人納為妾，才有可能翻身，如台閩諺云：「只

有丫頭做太太，不有長工做老爺」，這也是古代傳統社會特有的家族倫理

婚姻結構現象，所謂「 美妾嬌，非閨房之福」，意指出這種婚姻結構現

象，亦隱含著家庭紛爭的禍源，藉以勸戒世人守本分，不可貪圖享樂與沈

溺色慾，以建立良好的倫常秩序。 

總括而言，男子入贅、養子、童養媳、奴僕與奴婢，是古代傳統社會

特殊的家族倫理關係現象，指陳出貧富懸殊的人文社會風俗型態，也道出

婦女獨立人格與地位的低落，以及人性尊嚴的扭曲，這種扭曲的現象是父

權體系下男尊女卑的意識型態所塑成。而且在功利主義與現實人性心態的

導引下，人們生存空間受到擠壓，以及「現世」環境的摧殘，這些特殊倫

理關係的真實存有，儼然成為古代「現世」文化的一種家族倫理結構，而

這種倫理結構的構成，皆是在貧窮的因素前提下，所塑造成的特殊倫理關

係與規範。所以，在社會教化功能的理念上，亦是一種冀求各人各盡其職

與本分，安分守己、不踰倫常規範的價值欲求，進而能促進家族倫理秩序

與和諧。 

第六節  小結 

中國文化傳統的民族意識觀，對於「家」的意識情結相當濃郁，這種

意識情結是歸結於對家庭倫理關係的責任與義務，以及家族情感認同觀的

訴求所塑成，這是中國家族倫理體系對於人倫與禮儀規範的涵化作用所

致，為的是促成個人獨立於天地之中，各司其職、各盡本分，使人朝向於

制度化與規範化的角色表現行為。如《易．序卦傳》云：「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意指著人倫體系皆必須合乎「禮」的規範之訴求下。 

《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第十二章﹚儒家思想的

君子之道，從夫妻之間的相處之道與人倫規範發端，是為人處世倫常的基

本原則。由夫婦兩人共同組織成家庭開始，家庭即是人類社會教化最初的

基本機構。乃因家庭比其他任何組織提供更多生活經驗，尤其是早年經

驗，父母不但需要照顧子女，也應對其子女的道德及心智發展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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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家庭對子女社會化的責任，還有家庭價值觀、家人關係對人格的發展影

響甚鉅，孩子經過家庭之薰陶及照顧，由「生物人」變為「社會人」。42據

於此，人類「愛與溫柔」的傾向最初係得自與母親的關係，這一點也許是

一個孩子所可能擁有的最重要經驗，因為他從這個經驗了解到有另外一個

值得信賴的人存在。43所以，在人類社會中，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模

式，往往是嚴父與慈母的二元角色形象，以對小孩施行恩威並重的教養方

式，這種教養方式是欲求子女對於制度、家庭倫理規範與社會化的認知。

然而《詩經》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的恩情如同天高海深，

永遠也報答不了。將父母的恩情與教養方式的締結，冠上天意命定的意識

觀，形成一種倫理體系的社會控制機制，使得子孝遠比父慈的倫理責任更

加重大。如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離婁上》﹚事奉

父母是實行「仁」的實質意義；而不能有不孝的行為產生，如同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

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

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很，以危父母，五不孝

也。」﹙《孟子．離婁下》﹚一切以顧慮父母的顏面與奉養問題為孝的基

準，不可為非作歹，而有辱於父母；並且人倫規範不得有違逆的現象，如

《左傳．石碏諫寵州吁》中言：「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

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又如《孝經．聖治》云：「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一切必得合乎

禮與德的道統倫理規範，所以，《禮記．曲禮上》云：「夫禮者，所以定

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整個倫理規範模式，宛如佈下人倫

網綱，欲求各人有各人的職責，失去人類自由選擇意志驅力的活潑性，也

使得人在各種繁文縟節與規範的壓制下，不免顯得令人無所適從與動輒得

咎之覺。如同文崇一在《中國人的價值觀》中提到： 

過強的道德約束力所造成的另一種現象是言行難以一致，不要說後

世，就以孔子當時來說，就使人有「動輒得咎」的感覺。於是有些

                                                 

42 黃迺毓、黃馨慧、蘇雪玉、唐先梅、李淑娟編著：《家庭概論》，台北縣

，國立空中大學，民 84 年 8 月，p.23。  

43 阿弗烈得．阿德勒﹙Alfred Adler﹚：《了解人性》，蔡美玲譯，台北市，遠

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79 年 6 月，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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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不免「滿嘴的仁義道德，私下裏男盜女娼」。44 

尤其是傳統孝道的涵括層面相當廣泛。舉凡從做官到做生意，從打仗到拳

鬥，從吃喝到奕棋，從平日起居到夫妻閨房之樂，都在孝的管轄範圍內。

45這種傳統的孝道，陳義高，範圍廣，行孝艱苦，不惜摧殘肢體，如刲股

療親，臥冰求鯉，而不孝之懲罰又極嚴酷：為社會所不恥，國法所不容，

天打雷劈，墮落地獄上刀山、下油鍋，結果使孝變成可怕的惡魔。46這是

由於儒家倫理思想規範，在「現世」文化中的轉化作用所塑成，這種轉化

作用，是現實人性的功利心態與人「心意識」驅力的功利性格涵化所致，

為的是威權形象的塑造，以便融合於倫理道統之中。由於威權形象的塑

造，加上「父系居」的倫理觀念，使得婦女與子女，必須服從於威權形象

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一方面是天意命定的天理意識觀，另一方面

是欲求捨去人欲的「心意識」驅力，是為一種「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

法統規範，為的是鞏固威權結構與控制人文秩序，以能彰善懲惡，執行家

族規範。如同鄭師在〈醉古堂劍掃所顯示的社會人格〉中云：「天理與人

欲的相互結合即是以超自然的力量來維持人文的秩序，使得個人的存在投

射在宇宙中加以延伸與放大。47」這種維持人文秩序的手段，運用於庶民

文化的「現世」環境生態中，儼然成為庶民倫理規範的極權取向，所謂「君

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從」、「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只有下對上盡責任與義務，而沒有上對下的倫理規範，是故子女、媳婦、

養子、童養媳、贅婿皆要盡孝，奴僕與奴婢皆要盡忠。於此可知，婦女的

地位低落與人性尊嚴的剝奪，不是儒家倫理思想所促成，是常民在人倫規

範實際運作中，為了突顯男權主義形象的一種權力與權利掌控的極權利慾

心態，所形成男尊女卑的社會形態，如同鄭師於〈敦煌寫本家教類的庶民

教育〉中所言： 

                                                 

44 同註 21，p.51。  

45 朱岑樓、吳自甦：〈生活與孝行﹙代序﹚—現代社會思想新探〉，收入吳

自甦：《社會思想與倫理大義》，台中市，國彰出版社，民 76 年 3 月，p.21

。  

46 同前註，p.20。  

47 鄭志明：〈醉古堂劍掃所顯示的社會人格〉，收入鄭志明：《文學民俗與

民俗文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民 88 年 6 月，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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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地位的低落不能怪罪於儒家思想，而是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下為

了維持家族的整體利益，牽就於現實的和諧委婉巧變下容忍性格，

如此婦女的貞潔便難免委屈曲折，成為男權社會下的犧牲者。48 

所謂「查某囝仔人，胡麻菜子命」，不管是為人之妻或為人之母，或者是

童養媳、奴婢與妾，意味著命運與遭遇的坎坷，如同「胡麻菜子」一樣，

落在何處，無法自己去選擇與掌握。這也是庶民文化以儒家思想倫理為理

論根基，自行於「現世」文化的實際運作上，所形成的威權倫理規範。這

種威權倫理規範，更以天理思想與報償心態的思維意識觀，運用於五倫的

行為準則與規範裡，以進行倫理秩序的整合與調節。如鄭師曾云： 

將交互報償視為五倫應對的準則，構成了一套由文化制約而成的社

會機制，教導他人如何在實際的社會互動情境中找到滿足需求的人

生態度。49 

這種文化制約而成的社會機制，是泯滅子女個性、婦女地位，以及控管奴

隸階層的機制，亦是下對上關係順從的制約行為，以欲求個人委曲求全，

避免家族各階層次序的磨擦與衝突，作為一種人生態度與行為倫常規範的

指標。 

然而，威權形象的建立，只是一種目的行為，在庶民「現世」文化的

實際生活運作中，由於威權性格、功利性格、現實人性心態與人文風俗複

雜因素的雜陳，目的行為往往只是一套文化制約的模式或樣本而已，只是

對於女權的壓制較產生效用，而男權仍是古代傳統社會的主流階層；乃因

子女長大，亦有家庭要兼顧，兒子已形成家中的掌權者，父親漸已褪除威

權角色，所謂「好種不傳，歹種不斷」，兒子未必如預期地乖順與屈服威

權，投資報酬未必得到正比例，反而是「一代新人換舊人」、「長江後浪

推前浪」，取而代之。所以，庶民倫理在利益權衡評估的驅使下，這種倫

理規範便淪為機械性的相互對待行為—能養。如同鄭師在〈敦煌寫本王梵

志詩所反映的社會庶民倫理〉中所言： 

民間倫理的主要目的在於尋求社會的秩序與人心的穩定，透過社會

                                                 

48 鄭志明：〈敦煌寫本家教類的庶民教育〉，收入鄭志明：《文學民俗與民

俗文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民 88 年 6 月，p.117。  

49 同前註，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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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吸收了儒家的人生智慧，成為百姓的生活準則，雖類似儒家的

倫理教化，但是在自我利益的要求下，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減少，只

淪為技術性的機械性格。50 

這種技術性的機械性格，是現實人性的功利取向，如杜甫〈佳人〉詩中云：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意指著世俗之人，皆輕視貧賤，沒有人間

情感的關懷，萬事的變化境移，似同燭光之火被風吹轉一般，指涉出人情

世故的關係危如風之燭，情感的交流淡如走馬燈，如同台閩諺云：「窮人

無富親」。所以，當倫理體系是以利害關係作為判斷的基準時，道德的原

創精神無法自覺地朗現，重視的僅是在他人面前表現出端莊嚴肅的客觀罷

了。51 

於此，常民文化的處世模式，在於家族倫理觀的角色行為表現上，雖

然夾雜著現實人性的功利色形，呈顯出投資心態、功利性格、威權主義、

男尊女卑意識與主奴的階級型態，但仍有一套倫常文化的道德規範與教化

理念，如台閩諺云：「茶要好飲就愛第二泡，尪某感情要好愛半老52」，

意味著夫妻由陌生到熟悉，以至達到相知相惜、互諒互信的程度，必須要

有長時間的容忍與溝通，才能相互感恩，是故台閩諺云：「查甫莫學百里

奚，查某莫學買臣妻53」，是勸戒世人，夫妻的情誼與名份，不能以貧賤

富貴之處境，而有所變異，所謂「死爸死母眾人扛，死翁死某刮心腸」，

這種「刮心腸」的夫妻情感，如元稹〈遣悲懷〉其三所云：「同穴窅冥何

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生平未展眉。」指陳出夫

妻情深似海的人生寫照。 

台閩諺云：「也著笞，也著糜」，對於小孩的教養，不可溺愛，所謂

「爸一頭，母一擔，公婆一菜籃」，父母親與爺爺、奶奶皆有責任與義務，

不可「教歹囝仔大細」，而形成「小時偷針，大時偷金」的現象。且父母

親亦要以身作則，注重身教與言教，先執行父慈的倫理親情，而不是一味

                                                 

50 同註 17，p.170。  

51 同註 48，p.114。  

52 黃漢宗提供：《自由時報．台灣精諺》，民 89 年 4 月 20 日。  

53 百里奚一朝得志遂休妻，故謂男人不要學他；朱買臣貧時被其妻去，故謂

女人不應學之。資料引用，詳見吳瀛濤：《臺灣諺語》，台北市，臺灣英

文出版社，民 64 年 2 月，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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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豎立威權形象，使子女不敢親近，而適得其反，乃因可怕的權威教育很

能夠消除孩子可能擁有的快樂54，這種童年快樂的剝奪，易使孩子促成人

格不統整﹙ integrity﹚的情形，而人格不統整的深層理由在於道德沒有內在

化，成為人生中的絕對堅持55，這種絕對堅持，是意指著是非善惡、倫理

規範價值觀的混淆現象，而導致有「親怨」的情形產生，所謂「上不正，

下則歪」，就難以有子孝的親情回報與對待。台閩諺云：「子無嫌母醜，

狗無嫌家散」，為人子女要有感恩與飲水思源之心，不可嫌棄父母而有忤

逆的行為現象，所謂「至親莫如父子」，人類的血緣情感，是與生俱來親

情的本能傾向，即使是「養兒防備老，種樹圖蔭涼」的功利投資現象，亦

是人倫之常情，畢竟父母親年老力衰之時，需得有人奉養與照顧，為人子

女者知恩圖報，不僅是天經地義的家庭倫常之道，更是能讓下一代子女有

機會教化的身教榜樣。台閩諺云：「序大無好叫，序細無好應」，藉喻諷

勸家族成員要互相尊重，以及遵循倫理規範，所謂「父子和而家不困，兄

弟和而家不分」，是意指著父子同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才能共存共

榮、家庭和諧與共享天倫之樂。所以，常民家族倫理的社會教化思想，仍

是以個人的良心或良知作為價值判斷的依據，這種價值判斷的依據，是基

於天理報應、天意命定的輪迴觀與倫常規範社會機制的驅使和涵化所導

引，雖然呈顯出現實人性的功利心態與性格，且偏重於外在「現世」文化

規範的威權形象塑造上，但是仍無法完全褪除人性「心意識」驅力的道德

運作與良心、良知自覺意識的訴求，不失去其人性自我含融的理性精神56，

這種人性自我含融的理性精神，即是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人倫道德意識本

心。 

於此，台灣閩南諺語於家族倫理觀的社會教化功能，是指陳出家族倫

理成員，必須各司其職，各盡責任、義務與本分，安分守己、安貧樂道，

如《中庸》所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乎矣！』」﹙第十五章﹚，指

涉出夫妻有情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上對下需具關愛與教養，下對上

                                                 

54 同註 43，p.270。  

55 孫效智：〈生命智慧與道德教育〉，《教育資料集刊》第 25 輯﹙道德教育

專輯﹚，民 89 年 11 月，p.72。  

56 同註 48，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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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知感恩與敬奉，飲水思源，知福惜福，以達家族和諧與倫常秩序，如台

閩諺云：「萬兩千金未為貴，一家安樂值千金」，意味著家和萬事興，以

及家族安樂的重要與可貴，以能促進家族與個人幸福的交融；倘若違逆倫

常規範，則會遭致天譴，如同台閩諺云：「 墘滴水57」，無非是庶民倫

理彰善懲惡之報應觀的社會教化集體意識型態。因此，整個家族倫理觀的

社會教化功能指向，在於「和」，以及個人道德本心的自覺朗現與本分的

自守和自律，如台閩諺云：「但能依本分，終須無煩惱」、「千書萬典，

孝義為先」，形成庶民家族和諧秩序與倫常規範的生活準則。 

                                                 

57 此諺語是筆者的岳祖母蔡樓女士提供。「 墘」，指的是屋簷下的堂前台

階。此句的引申義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不孝於父母，其子女亦不孝

於他，是一種天理輪迴的報應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