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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論文以「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為主題，並以《張三郎賣茶故事》

「十大齣」作為分析依據。筆者從文學角度出發，對客家戲「棚頭」議題進行較

深入之探討，冀能對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文學面向，有更清楚且深入

之認識與研究。客家三腳採茶戲在整個客家戲體系中有一定之地位，而「棚頭」

又於客家三腳採茶戲表演系統中，佔有一席之地。且「棚頭」表演在客家三腳採

茶戲演出中，具有相當之特殊性，甚至影響至客家大戲之發展，其研究價值之重

要性不言而喻。 

    本研究之目的，亦即研究結果在於：可以顯示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

之內涵與特色；可以建構完整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理論體系與知識架

構；可以闡明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客家民間文學特性內涵及類別；可

以凸顯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文學表現與文學特色等。 

本文之撰寫試圖建立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理論體系與知識架構，

並闡釋、凸顯「棚頭」之客家民間文學特色與價值等，進而界定其在民間文學史、

客家文學及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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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筆者針對進行此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審視前人研究成果與現

況、及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等，來說明本論文之研究方向與重心所在。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為客家戲曲之基礎戲齣，亦為客家戲曲之重要源頭，代

表客家族群特有之戲曲藝術。但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傳統表演今已不多見，原

因在於： 

 

  三腳採茶戲在台灣受到其他大戲劇種流行風潮的關係，吸收了許多大戲的

表演要素，因而漸漸分化為二，發展路徑其一，是仍保留三腳採茶戲之原

始樣貌，因編制小的優勢，潛藏於民間活動，…另一條發展路徑則是往大

戲的模式邁進，使三腳採茶戲表演進入往大戲階段發展，而成為現今採茶

戲曲表演的主流。1 

 

可知，目前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呈現方式大致有二：一為「傳統」方式，

客家三腳採茶戲以原始特色存在；另一為「轉變」方式，客家三腳採茶戲表演往

大戲階段發展。客家三腳採茶戲在整個客家戲體系中有一定之地位，其中「棚頭」

                                                 
1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03。 



又於客家三腳採茶戲表演系統中，佔有一席之地。且「棚頭」表演在客家三腳採

茶戲演出中，具有相當之特殊性，甚至成為客家大戲重要表演元素之一，並影響

至客家大戲之發展，故「棚頭」之地位與研究價值之重要性不言而喻。 

筆者審視以往學者、研究者探討有關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文章並不多，

且多以單篇論文或短文方式呈現，其討論「棚頭」之主題與問題意識等，則多趨

向於全面性與概念性之淺嚐即止，或傾向於泛論性質之文章。至今學術界對臺灣

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議題，尚未有較完整與深入之研究論文，且由於筆者想

認識與瞭解此一客家戲曲文學之瑰寶－「棚頭」，進而引發對「棚頭」之研究興

趣。故本論文試圖以「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作為研究主題，並以文學

角度出發，冀能對民間客家採茶小戲之「棚頭」議題，進行較為深入之探討。 

 

貳、研究目的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表演內容與形式相當特殊，其在客家三腳採

茶戲之地位甚為重要。從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此一研究課題出發，尚有許多

研究討論之空間。本論文以期在客家民間文學之範疇，建構「棚頭」之文學理論

與實踐之完整性，並藉由本論文之完成，以達成下列研究結果： 

一、可以顯示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內涵與特色。 

    二、可以建構完整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理論體系與知識架構。 

    三、可以闡明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客家民間文學特性內涵及類別。 

    四、可以凸顯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文學表現與文學特色。 

    本論文之撰寫試圖建立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理論體系與文學架構，目

的在凸顯、闡明「棚頭」之文學特色與價值等，以期對「棚頭」有更清楚且深入

之認識與研究。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與現況 

 

回顧歷年來前人討論或研究客家戲曲之專著與論文並不多，而探討客家三腳

採茶戲之論著，則又更少。以下分為專著、學位研究論文及期刊單篇論文專題發

表等三部分，且從客家小戲至客家大戲之發展階段，呈現客家戲曲之內容，來說

明前人研究之成果與現況： 

 

壹、專書論著 

 

徐進堯《客家三腳採茶戲的研究》（1984 年）：此為臺灣地區第一本有關三

腳採茶戲之研究專著。此書錄下三腳採茶戲之曲譜與唱詞，以後場樂師莊木桂所

提供之資料為主，依序介紹三腳採茶戲「十大齣」其中使用之曲腔，並簡說張三

郎故事情節發展，較屬於紀錄性之作品。但該書對於大部分引用內容版本及出

處，並未詳加註解說明。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2001 年）：作者以實踐傳承者之圈內

人身份，此書切入之重點在「實踐面」，研究資料來自作者自身演出經歷與相關

前輩藝人訪談內容為主體，以文獻資料內容、前人已發表之研究論述為輔助，論

述三腳採茶戲之歷史淵源、發展脈絡歷程與唱腔音樂、表演特色等，並就其長期

參與採茶戲演出之實務經驗與心得，整理台灣三腳採茶戲「十大齣」之劇本與曲

譜，為台灣三腳採茶戲在戲曲史之定位與文化價值發表個人觀點。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2002 年）：書中

記錄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曲調、棚頭內容與文武場之伴奏等，並論述台灣客家

戲曲之發展與演變，其中包括客家戲劇小戲與大戲階段，及探討台灣客家戲之特

色等。 



貳、學位論文 

 

一、小戲部分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音樂

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此為第一篇具代表性研究有關客家三腳採茶戲之學

位論文。其研究資料主要來自田野工作，及莊木桂所提供手抄本之資料，並參考

徐進堯《客家三腳採茶戲的研究》一書。藉由研究客家三腳採茶戲以了解臺灣客

家戲劇之源流、最初型態、表演形式與內容等問題，探討賣茶郎故事之棚頭、歌

詞內容、音樂曲調與伴奏形式分析，並介紹三腳採茶戲之戲班組織與演出方式等。 

 

二、從小戲到大戲 

 

謝一如《臺灣客家戲曲之流變與發展－從客家三腳採茶戲到客家大戲》（中

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年）：其論文延續陳雨璋初步建立之三腳

採茶戲架構，探討客家採茶戲後續之發展與變遷，根據其田野調查訪問及文獻資

料的歸納與整理，來探討台灣客家戲劇此一獨特之表演藝術，介紹客家戲之表演

特色，及對於客家戲劇之流變做一個初步之整理，並強調客家戲在台灣戲劇史上

之歷史價值。 

 

三、大戲階段 

 

    黃心穎《臺灣客家戲劇現況之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6 年）：其論文以田野調查資料為重點，並佐以文獻、影音資料蒐集，探討臺

灣客家戲之歷史發展，主要側重於民間客家大戲劇團演出及戲班之經營等現況，



並兼論及劇團未來可能之發展情況，其形式類似於報導文學。 

    蘇秀婷《臺灣客家改良戲之研究－以桃、竹、苗三縣為例》（國立成功大學

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研究資料主要以藝人訪談及收集客家改良戲之

一手資料為主，輔以文獻資料及報章期刊之查閱分析。其論述以內台時期客家大

戲之演出特色為主軸，及其對後來客家改良大戲之關係，並說明客家改良戲之戲

班組織及演出特色。 

    范韻青《從情意觀點探討客家改良採茶大戲－以〈乞米養狀元〉等十二齣戲

為例》（市立台北師範學院應用語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此論文以 1991

年代台灣坊間所錄製之「客家改良採茶大戲」錄影帶為例，並輔以文獻考察、田

野調查等方法，來探究其中演出之「情」、「意」戲劇意念。本文重點在「客家改

良採茶大戲」故事主題內容作一分類，剖析此十二齣戲之故事情節中所傳達之戲

劇意念為主，並從文學欣賞與教育之角度，來探討客家改良採茶大戲對社會產生

之情、意教育影響。 

    何東錦《臺灣客家改良戲唱腔研究－以榮興客家採茶劇團 2003 年演出之〈錯

冇錯〉為例》（東吳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在客家改良戲唱腔研

究方面，已有學者針對腔與調之概念做明晰之整理，並從歷史演化過程及音樂本

身做分析，對於日後研究客家戲曲唱腔之研究者提供較完整之介紹。本文從唱腔

音樂特色之整理，並藉由分析榮興客家採茶劇團於 2003 年演出《錯冇錯》這齣

戲之唱腔，進而探討語言聲調與曲調之關係，研究依字行腔於「山歌腔」與「採

茶腔」之運用及虛、襯字使用之情形。 

    麥楨琴《臺灣客家改良戲之音樂研究─以「平板」唱腔演變為例》（國立台

北師範學院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鑒於過去對於【平板】唱腔演變過

程之研究多以歷史性之敘述居多，鮮少呈現改良過程中音樂內容本身之詳細遞變

樣貌，本研究廣泛搜集自客家改良戲形成伊始以迄於今之有聲資料，其中包括民

國初年至五○年代以留聲機播放之 78 轉唱片與以電唱機播放之 33 又 1/3 轉唱

片，及實地採訪現今客家改良戲資深藝人之現場錄音。透過對上述有聲資料之採



譜以及對不同時期之音樂特徵進行分析與比對，我們得以系統化之檢視【平板】

唱腔音樂細緻之演變過程，並進而深入了解其音樂內涵。 

 

參、期刊與專篇論文 

 

一、兩岸地區探討客家戲曲之論文 

 

《復興劇藝學刊》（1997 年）收錄劉信成〈從臺灣戲曲之現況談「客家戲曲」

之危機〉等。 

《苗栗縣客家戲曲發展史》（1999 年）其內容性質偏向論述報告。書中有多

篇關於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文章，如鄭榮興〈苗栗地區客家採茶戲活動現況簡

論〉、范揚坤〈文獻中所見的客家採茶戲史料與分別的一個初步探討〉、謝一如〈試

探台灣客家戲劇之發展〉、劉新圓〈外來劇種對客家戲劇之影響〉、劉美枝〈採茶

戲音樂〉及蘇秀婷〈採茶戲藝人生活面面觀〉等。 

《文化視窗》（1999 年）收錄范揚坤〈海峽兩岸客家戲曲風貌〉及〈客家戲

曲文化傳承與實踐者--榮興客家採茶劇團剪影〉等。 

《茶鄉戲韻－海峽兩岸傳統客家戲曲學術交流研討會實錄》（1999 年）中收

錄相關之論文有：劉美枝〈臺灣客家小調曲目初探〉、范揚坤〈把「片岡巖」打

造成「呂訴上」：一段描述客家採茶戲文字的變遷考〉等，及大陸學者如流沙：〈採

茶三腳班的形成與流傳〉、毛禮鎂：〈九龍山茶與茶戲藝術〉等，亦可作為參考。 

《客家雜誌》（1999 年）收錄楊寶蓮〈客家戲曲之美〉及〈客家戲曲的危機 ﹖

轉機 ﹖〉等。（2004 年）收錄劉信成〈客家戲曲曙光乍現〉、黃心穎〈從成長班

看客家戲曲的傳承〉等。 

《兩岸小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 年）中收錄鄭榮興〈台灣採茶小戲及

其特色〉以及大陸學者毛禮鎂〈江西採茶戲淵源與流派的形成〉等。 

http://readopac.ncl.edu.tw/cgi-bin/ncl9/ncl9detail?632c39323032373830392c724b6a70685a75585843697243692c32302c


《客家文化：兩岸客家表演藝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 年）中收錄鄭榮興〈論

三腳採茶十大齣〉、林曉英〈台灣客家採茶戲的發展與變遷－以各時期有聲出版

為中心的討論〉，及大陸學者流沙〈採茶燈戲再探〉、蘇子裕〈贛南採茶戲發展歷

史及其藝術形態〉等。 

《臺灣戲專學刊》（2002 年）收錄林曉英〈客家戲曲的傳承--以文化遞傳史

觀的討論〉、蘇秀婷〈採茶戲開鑼了--客家戲曲教學研究初探〉等。 

《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3 年）收錄蘇秀婷〈客家改良大戲之形成--兼論

客家戲曲與其他劇種之互動〉等。 

《客家文化季刊》（2003 年）收錄黃心穎〈客家戲曲筆記--打遍戲路走天下 

〉等。（2004 年）收錄陳雅莉〈光環舞集、兜搭、魅戲偶劇團以現代手法表現傳

統--客家戲曲展現新創意〉等。 

《藝術欣賞》（2005 年）收錄何慧慈〈淺論客家戲曲的藝術性及發展性〉等。 

 

二、單篇討論客家採茶戲「棚頭」文章 

 

鄭榮興〈淺談台灣客家採茶戲之「棚頭」〉《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傳統藝

術研討會論文》（1997 年）。 

徐清明〈真古琢－談「採茶戲棚頭」用字問題〉、〈當毒真當毒--談「採茶戲

棚頭」用字問題- 2 -〉、〈記得真記得--談「採茶戲棚頭」用字問題- 3 -〉、〈生趣真

生趣--談「採茶戲棚頭」用字問題- 4 -〉《客家雜誌第八十四、八十七、八十九、

九十三期》（1997、1998 年）。 

陳運棟〈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的表演藝術〉《客家文化月：兩岸客

家表演藝術研討會論文集》（苗栗縣文化局，2001 年）。 

黃心穎〈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四

期（2001 年）。 

http://readopac.ncl.edu.tw/cgi-bin/ncl9/ncl9detail?632c36383930303034382c724b6a70685a75585843697243692c32302c
http://readopac.ncl.edu.tw/cgi-bin/ncl9/ncl9detail?632c36383730303138302c4e7967694756437272425a4e425a2c32302c
http://readopac.ncl.edu.tw/cgi-bin/ncl9/ncl9detail?632c36393230303536332c58486c646b696f4c4c75705875702c3230
http://readopac.ncl.edu.tw/cgi-bin/ncl9/ncl9detail?632c36393430303038312c58486c646b696f4c4c75705875702c32302c


歷來研究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著作特色，大多著重於史料、現況與音樂戲

劇藝術等之資料蒐集分析，前人多以歷史、音樂、藝術與戲劇表演等角度，來作

研究探討。研究者卻鮮少從文學之觀點切入，甚至在客家三腳採茶戲中重要之客

家民間文學特色，長久以來一直為人們所忽略。傳統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屬於民

間小戲，以十分傳統之型態演出「一丑二旦」故事，此一劇種被公認為是客家族

群珍貴的文學藝術代表之一，其中更蘊含著許多豐富之客家民間文學之內容、特

性與價值等，值得再深入探討。故筆者擬以客家民間文學之角度出發，來審視臺

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中「棚頭」之文學性，以期呈現出「棚頭」之客家

民間文學特色與價值。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壹、研究範圍 

 

本論文所稱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蓋指流傳在「臺灣」地區之客家三

腳採茶戲，故不包括中國大陸原鄉之客家三腳採茶戲劇種。所謂「臺灣客家三腳

採茶戲」，蓋指在清末民初時，出現並流行於臺灣客家聚落地區，獨特之一種地

方戲曲劇種。傳統客家三腳採茶戲由於演出時演員編制是二至三人，但通常為三

個角色，即一丑二旦（「三腳」）或一丑一旦（「兩小」），因而有「三腳成班，兩

小當家」之說法，歷來被稱為「三腳戲」；因客家三腳採茶戲以茶為題演唱山歌，

是以「採茶」、「採茶戲」作為劇種演出內容名稱，又客家三腳採茶戲簡稱為「三

腳採茶」，俗稱「老時採茶」。 

在傳統戲曲劇種分類中，通常將客家三腳採茶戲劃歸於「小戲」2劇種，關

於「大戲」與「小戲」之定義，向來是學界討論之重大基本課題之一，且「小戲」

一詞目前尚未統一在一種定義之下。如《辭海．藝術分冊》「小戲條」，有兩種說

法： 

 

由說唱藝術或民間歌舞發展而成的戲曲劇種的通稱。如各種花鼓戲、花燈

戲、採茶戲、灘黃戲等都是。…腳色一般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為

主，偏重歌舞，並以手帕、傘、扇等為主要道具。 

 

折子戲（單齣戲）、獨幕劇等的泛稱。3 

 

                                                 
2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4。 
3 見《辭海．藝術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 年 2 月），頁 11、12。 



「小戲」亦即從說唱或歌舞此類之民藝發展而來、以三小為主之劇種，或是

折子戲之類戲齣，皆可稱為「小戲」。又如曾永義說明「小戲」之定義： 

     

      所謂「小戲」，就是演員少至三兩個，情節極為簡單，藝術形式尚未脫離

鄉土歌舞的戲劇之總稱；反之，則稱為「大戲」，也就是演員足以扮飾各

色人物，情節複雜曲折，藝術形式已屬完整的戲劇之總稱。大抵說來，「小

戲」是戲劇的雛形，「大戲」是戲劇藝術完成的形式。4 

 

將客家三腳採茶戲劃歸為「小戲」，因客家三腳採茶戲之特色包括： 

一、題材：客家三腳採茶戲通常以「茶」為題，其題材反映一般人民生活，

男歡女悅，生產勞作，市井情趣，鄉間生活等內容。 

二、音樂：客家三腳採茶戲曲調為九腔十八調，其音樂為山歌採茶、村坊小

曲亦即小調，音樂調式不複雜，每折小戲一般用三、四支或五、六支曲子。 

三、行當：以「兩小戲」、「三小戲」居多，也見長。藝人常說：「三腳成班，

兩小當家」。客家三腳採茶戲基本行當為「一丑二旦」。 

四、服飾：客家三腳採茶戲演員服飾風格，基本上是生活化之裝束，如頭戴

斗笠，手中常拿扇子、手帕與雨傘等生活小道具以幫助表演，小戲演員充分利用

手中之小道具，逐漸形成扇子功、手帕功等。 

五、表演：客家三腳採茶戲演員表演動作單純、簡約，通常載歌載舞。民間

藝人流傳說：「唱了不舞，觀眾看得苦；又唱又舞，觀眾笑痛肚。」且小戲基本

上沒有程式化動作。5 

客家三腳採茶戲展現小戲之特色，且以張三郎（即賣茶郎）賣茶故事為主之 

 

                                                 
4 曾永義：《詩歌與戲曲》（台北：聯經出版社，1988 年 4 月），頁 116。 
5 薛若琳：<說小戲>，《兩岸小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 年 5 月），

頁 107。 



戲齣與其他相褒6小戲之總稱，客家三腳採茶戲之相褒戲意義，是就表演方式而

言，劇中兩個角色互相用著誇張逗趣之言語，來稱讚對方或數落對方，以此種方

式進行劇情之發展。 

若探討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發展淵源及藝人師承關係，諸多文獻資料7顯

示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源自中國大陸南方地區，即江西、廣東及福建一帶。臺灣

客家三腳採茶戲從大陸傳至臺灣之年代，由目前所知資料及其出現年代關係，臺

灣關於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活動，至少在清光緒年間就有記錄，可見，臺灣客家三

腳採茶戲至少應該在清朝中晚期時候，就已經傳入。至於臺灣北部客家三腳採茶

戲藝人間之傳承，最重要之師承關係，目前可追溯之師承關係，最早亦僅止於「何

阿文」一人，至於何阿文之前或大陸方面之藝人師承關係，至今仍不可追索。但

即使僅就何阿文活動期間為推論範圍，亦仍能看出至少在清光緒年間，臺灣即已

經有客家三腳採茶戲之存在。8關於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淵源史料與藝人師承此

部分之探討及論述，則不在本論文討論範圍之內。 

本論文研究之主題為「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研究」，首先關注之

重心在於何為「棚頭」？欲探討「棚頭」一詞，並非僅限於客家戲曲範疇，客家

三腳採茶戲「棚頭」之義不同於在梨園戲與四平戲等之「棚頭」。故本文探討之

重心將置於「客家戲棚頭」部分，不包含其他劇種之「棚頭」範圍。 

本文探討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中之「棚頭」，重心在於何謂「十

大齣」？此「十大齣」即為研究之範圍。所謂「十大齣」，為臺灣傳統客家三腳

採茶戲戲齣以「張三郎賣茶故事」為核心，漸次發展出與「茶」相關的生活主題

之十齣戲，或說是十個段落之戲齣，如《上山採茶》、《勸郎賣茶》、《送郎挷傘尾》、

《糶酒》、《勸郎怪姐》、《茶郎回家》、《盤茶、盤堵》等「前七齣」劇目，之後加

                                                 
6 相褒戲：指劇中角色互相調侃，稱讚對方或數落對方，以此種方式進行劇情之發展。後來「相

褒戲」成為一種小戲的專有名稱，是在台灣客家地區三腳班流行後，有人利用這種演出的方便

性，發展出一種名為「相褒戲」的小戲，以相褒方式演出。 
7 依據《中國戲曲志》、《中國戲曲曲藝詞典》、《戲曲聲腔劇種研究》等書，檢視中國南方幾省的

採茶歌舞小戲。 
8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財團法人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月），頁 44。 



入外借之《問卜》、《桃花過渡》、《十送金釵》等「後三齣」劇目，形成一系列「張

三郎賣茶」故事，此十齣劇目被臺灣民間劇界慣稱為「十大齣」，為臺灣傳統客

家三腳採茶戲中之基礎戲齣。 

    目前坊間出版之專書或論述，對於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各戲齣名目與段落之

分別說法不盡相同。例如： 

日人片岡巖在《台灣風俗誌．台灣的雜念》（1921 年）之題名為：《上山採

茶》、《勸兄》、《哭別十里亭》、《糶酒》、《茶娘尋夫》、《度伯開船》、《過渡》、《勸

郎怪姐》、《茶郎回家》、《姑嫂接哥》、《海棠山歌對》、《海棠尾》、《盤茶頭》、《盤

賭》及《叫妻回家》等。 

楊佈光談論到客家採茶戲之十個戲目9
是：一、上山採茶，二、嬌妻送茶郎，

三、糶酒，四、勸郎怪姐，五、酒女送茶郎，六、五更歌，七、苦力娘，八、茶

郎回家，九、接哥，十、盤堵，此十齣可以連貫起來。 

陳雨璋把「賣茶郎故事」分為六齣10，主要以較原始的戲齣為範圍：一、上

山採茶（包括「上山採茶」及「採茶」兩曲調），二、送郎（包括「送哥」、「送

郎送到十里亭」、「挷傘尾」三段歌詞），三、糶酒，四、勸郎怪姐（包括「送茶

郎回家」及「勸郎怪姐」兩曲調），五、賣茶郎回家（包括「賣茶郎回家」、「陳

仕雲」、「接哥」三首曲調），六、盤茶．盤堵。 

徐進堯將客家三腳採茶戲分十齣11，臚列如下：一、上山採茶：包括「上山

採茶」、「採茶」兩種曲調，二、送郎出門，三、送郎十里亭、挷遮尾，四、糶酒：

曲調與一般的賣酒稍有不同，五、送茶郎回家（酒娘送茶郎）、勸郎怪姐。六、

賣茶郎回家（盤茶）：包括賣茶郎回家、陳仕雲、接哥三種曲調，七、山歌對、

打海棠，八、十送金釵，九、盤堵，十、桃花過渡：包括撐船頭、尋夫歌、撐船

                                                 
9 楊佈光：《客家民謠之研究》（樂韻出版社，1983 年 8 月），頁 193。 
10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40。 
11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

頁 12。 



歌三種曲調。 

    根據藝人曾先枝之說法，客家三腳採茶戲嚴格算只有七齣，即《上山採茶》、

《勸郎賣茶》、《送茶郎、挷傘尾》、《糶酒》、《酒娘送茶郎》、《姑嫂接茶郎》、《盤

茶、盤堵》七齣。此外，《問卜》、《桃花過渡》、《十送金釵》三齣可穿插到此七

齣中演出，而形成十齣。  

就鄭榮興「十大齣」說法12，可從「師承延續」以及「圈內圈外」兩方面來

思考，日人片岡巖在判斷認知上，若不是與事實有一些偏差，誤將客家三腳採茶

戲認做是「雜念」13，便是他講的確實是「雜念」之表演內容，何況他並非處於

傳承體系裡；而陳雨璋為一個研究者之身份，亦非圈內人，所得資料與解釋單從

一人而出，訊息與資料且已轉過多手；至於楊佈光主要從「客家民謠」的立場切

入，僅簡單的在書中提及客家採茶戲，未做深入探討；徐進堯亦非圈內人，況且

他的資料主要亦是只從後場樂師莊木桂而來；而鄭榮興不僅具有圈內人身分，得

自「何阿文－梁阿才－鄭美妹－鄭水火－鄭榮興」的傳承系統14，加上客家三腳

採茶戲藝人曾先枝之經驗傳授，鄭榮興所知之「七齣」理論上應是最接近事實之

說法，同時亦是「張三郎賣茶」系列故事不可或缺之部分。 

鄭榮興以為從上述戲齣名目交叉比對之後，可以清楚明白，何者為「張三郎

賣茶」故事重要關目（包括情節、身段與唱腔），亦即該系列戲齣演出不可或缺

部分，而哪些部分又是可以穿插使用，視情況增減。15即就「實踐」之層面去評

量「十大齣」之形成，若能依此去斷定其說法之真確性，或許會更加具體而有實

質意義。16鄭榮興依照藝人曾先枝說法，「十大齣」之結構是在後來才完成。亦即

在《上山採茶》、《勸郎賣茶》、《送郎挷傘尾》、《糶酒》、《勸郎怪姐》、《茶郎回家》、

                                                 
12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105。 
13 片岡巖將客家三腳採茶戲「前七齣」戲齣，未認定為「戲劇」表演，而歸類於「雜念」，卻恰

好與客家三腳採茶戲重視「說白」，以及經常穿插「數板」類押韻的表演相吻合。 
14 客家三腳採茶藝人之師承關係：淵源自何阿文，其所傳承的徒弟至少有梁阿才、何火生、阿浪

旦、阿才丑、卓清雲等人。詳見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51~57。 
15 戲曲演出時，某些戲齣段落，經常被當做「過場」使用，有時用來交代故事前情，有時用來填

補空餘時間，這種情形十分常見。 
16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102~107。 



《盤茶、盤堵》七齣之外，將《問卜》、《桃花過渡》、《十送金釵》三齣穿插到前

七齣中，構成完整之十齣。故張三郎賣茶戲齣新形成之組合關係順序為《上山採

茶》、《勸郎賣茶》、《送郎挷傘尾》、《糶酒》、《問卜》、《桃花過渡》、《勸郎怪姐》、

《茶郎回家》、《盤茶、盤堵》、《十送金釵》，鄭榮興將其稱之為「十大齣」完成

結構。17 

在研究版本方面，筆者以為，鄭榮興處理張三郎賣茶故事「十大齣」齣目之

爭議問題，其態度與論述算是中肯與客觀，有破有立，再加上筆者蒐集比對目前

坊間客家三腳採茶戲版本後，以鄭榮興之「十大齣」版本內容，是較為完善與詳

盡。故筆者選擇鄭榮興之「十大齣」齣目內容版本，以此作為本論文探討分析之

主要依據與重心。 

    在臺灣傳統之客家三腳採茶戲表演系統中，所謂「十大齣」，即十齣可成套

之戲齣，其表現內容主要配合著「茶」之生活主題，「十大齣」在演出劇情上，

藉由一丑角扮演，叫做「張三郎」（或稱茶郎、賣茶郎）之核心角色前後聯繫，

各齣劇情可連貫成為一個連續、相互關聯之故事。其劇情內容表現茶農上山採茶

之田園生活，到製茶、賣茶，最後回家算茶錢，由其中各個階段，漸次發展出與

生活息息相關之各齣，可以獨立演出之小戲齣。故在「十大齣」18中以張三郎（賣

茶郎）賣茶故事內容為發展主軸，十大齣可單齣獨立演出，各有其主題內容，亦

可將十齣之小戲群串連演出，稱為「串戲」，一系列故事情節內容發展下來： 

    第一齣《上山採茶》：故事描述張三郎和妻子、妹妹三人相偕上山採茶，一

邊採茶、一邊歌唱的情形，雙方在戲謔逗趣的氣氛中相偕採茶。 

    第二齣《勸郎賣茶》：故事描述張三郎自上山採茶歸來後，完全沒有外出賣

茶的意願，張三郎的妻子及妹妹二人為維持家計，共同商勸張三郎出門到外洋賣

茶做生意。 

    第三齣《送郎挷傘尾》：張三郎與妻子及妹妹採茶回家後，整日在家無所事

                                                 
17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95。 
18 依鄭榮興先生「十大齣」版本為依據。 



事，張三郎原本無意出門賣茶，在妻子及妹妹二人一起勸說下，決定外出賣茶。

這日，姑嫂二人送張三郎出門，一路上叮嚀張三郎賣完茶要早早回家，相送來到

老龍渡口，終於要分別了，三郎的妻子扯住三郎的雨傘不願他走，表現出依依不

捨的情態。「挷傘尾」一段情節與其身段表現為此齣戲之重要特色。 

    第四齣《糶酒》：故事描述張三郎外出賣茶賺了錢，來到酒館，看見貌美的

酒大姊，張三郎便和酒大姊打情罵俏的情節，此齣戲一般亦可稱為《扛茶》。 

    第五齣《問卜》：《問卜》一戲加進「十大齣」中，排序為第五齣。此齣情節

描述一婦人（林桃花）的丈夫外出賣茶，出門在外多年未回來，一日，婦人到街

上尋得算命先生卜卦，問丈夫歸期。此段故事充分表現客家三腳採茶戲詼諧逗趣

之特色。雖然《問卜》是外借來，但因劇情恰好可用以表現張三郎妻子在家等候

時之焦急心情，且又能充分表現客家三腳採茶戲詼諧逗趣的特色，因此被安插到

「十大齣」中，成為系列故事一員。 

    第六齣《桃花過渡》：《桃花過渡》加入「十大齣」中，排序為第六齣。此齣

情節講述張三郎出門賣茶，一去數年，沒有音信，妻子桃花與妹妹金花相偕要去

找張三郎，姑嫂二人來到渡口想要過河，船夫見兩位漂亮的姑娘，建議唱對山歌

比賽，姑嫂二人若贏了，可以免費渡河，二人如果輸了，則要與他做老婆，因而

與桃花、金花對唱起山歌。此為客家三腳採茶戲中典型之相褒戲。 

    第七齣《勸郎怪姐》：劇情講述張三郎出門賣茶，數年未返家，在外終日流

連於酒肆，風月聲色度日。一日，張三郎接獲家書急急催返，不得已決定返回故

鄉，臨行前喚出宿店酒肆的酒大姊，說明前情，並與酒大姊相互道別。酒大姊表

示願為張三郎送行一程。在送行途中，三郎與酒大姊一路上互相笑謔勸怪，酒大

姊唱「十勸」，張三郎唱「十怪」。劇中「送行」後段唱【勸郎怪姐】曲調與曲詞

內容，即為本齣小戲之所以被命名為《勸郎怪姐》之根據。 

    第八齣《茶郎回家》：劇情講述張三郎出門賣茶，經年未返。三郎接獲家書

催促，兼程返鄉。抵家之際，在自家門口叫喚妻子與妹妹，由於時近深夜，其妻

子與妹妹二人不確定叫門者身份，遲遲不敢開門，只好問起當年分別的情形，張



三郎回答無誤，才得入家門。三郎與妻子、妹妹許久未見，劇情安排以插科打諢

方式，表現三人許久未見相互問候之情形。 

    第九齣《盤茶．盤堵》：劇情講述張三郎出外賣茶，多年未返家，三郎接到

家書後，便啟程返家。張三郎回到家後，妻子殷勤招呼三郎，問起賣茶錢，張三

郎心虛答稱所賺錢財，剛好都當了盤纏，一再推託，支吾其詞。妻子惱火，搜三

郎的身又無所獲，認為三郎一定是賭錢輸光了，妻子非常不滿，便盤問起三郎賣

茶的經過。兩人你來我往，問得張三郎一急，轉而問起妹妹，妻子在家的情況。

不料，妹妹竟說起嫂嫂的是非，氣得嫂嫂跑回娘家，張三郎一看不妙，一起和妹

妹到岳家求妻子的原諒，三郎將妻子背回，一家團圓。 

    第十齣《十送金釵》：《十送金釵》放進「十大齣」中，排序為第十齣。劇情

講述財子哥挑著貨擔四處賣雜貨，來到阿乃姑家，原是為了兜售雜貨，見到阿乃

姑貌美，轉而追求起阿乃姑，為討她歡心，財子哥將貨擔裡的物品都送給了阿乃

姑。張三郎賣茶系列故事，將此齣戲串進來，改成賣貨郎到張三郎家中賣雜貨給

三郎之妻。 

以上為「十大齣」之主要劇情內容大綱，大致以「茶」為情節發展之主題，

並以「一丑二旦」為主要演出角色，角色可視劇情內容需要而靈活調動。 

此外，本論文主要以「文學」之角度切入，探討內容則包括客家民間文學等

範疇。故有關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音樂、曲調、唱腔及表演形式等方

面探究，亦不在本文探討範圍之內。 

 

貳、研究方法 

 

本論文主要採取之研究方法，從二個方向進行研究： 

一則以文獻版本學為基礎，本文主要以鄭榮興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

版本為依據，分析其內在特質。在前人既有之研究成果上，蒐集相關且重要之臺



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資料，將書面資料作一整理統合，並參考其他各家相

關諸作之論點，以作為論證分析之依據，且秉持所有之推論與引申，必須建基在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棚頭」原典資料之相應上，方具有較高可信度。

在此言必有證、論必有據之大前題下，針對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種種相關議

題，作較深入之探討，以期對「棚頭」有較完整之理解。 

    一則以歸納分析法為研究方式，在論述過程中，歸納、比對與分析臺灣客家

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意義、特色及表演內容等，並觀察「棚頭」在整個客家三

腳採茶戲表演體系中，具有何種特色與價值？以了解「棚頭」是否具有獨特之處？

進而闡述、凸顯「十大齣」「棚頭」之客家民間文學之類別與內涵，及其文學表

現、特色與價值等，並經由以上論述闡釋「棚頭」整體之文學面向，進而界定臺

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在民間文學史、客家文學史與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 

 

 

 

 

 

 

 

 

 

 

 

 

 

 

 



 

第二章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形式內容之分析 

  

    探討「棚頭」一詞，並非僅限於客家戲曲之範疇。而「客家戲的『棚頭』一

詞，其意義不同於梨園戲所稱的『十八棚頭』或四平戲的『四大棚頭』的『棚頭』；

梨園戲、四平戲的『棚頭』為『劇目』之意，屬於一種單位量詞，與客家戲中所

稱不同。」19 

本章節探討之重心將置於「客家戲棚頭」部分，故不包含其他劇種之「棚頭」

範圍，探討內容涵蓋「棚頭」釋義、「棚頭」與「定場詩」、「楔子」等之關係、

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說法等及分析「十大齣」「棚頭」之形式內容等。期

望藉此探勘之工，歸納分析歷來各家對於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說法，試圖

建立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理論體系與知識架構。再者，文本方面主要依鄭

榮興之「十大齣」「棚頭」版本為重心，並佐以徐進堯、陳雨璋等之客家三腳採

茶戲「棚頭」版本，相互對照比較，以探討「十大齣」「棚頭」之形式與內容等

議題。 

 

第一節 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說 

 

                        壹、「棚頭」釋義 

 

「棚」，《說文解字》：「棚，棧也，從木，朋聲。」段注引通俗文曰：「板閣

曰棧，連閣曰棚，析言之也。許云：『棚，棧也。』渾言之也。今人謂架上以蔽

                                                 
19 陳運棟：〈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的表演藝術〉《客家文化月：兩岸客家表演藝術研討會

論文集》（苗栗縣文化局，2001 年），頁 174。 



下者，皆曰棚。」20「棚」字此意謂是一種「架上以蔽下」之建築物，近似於「戲

棚」之意。早期臺灣客家地區野台戲之演出，多以露天「戲棚」為表演場地，又

可分固定舞臺與臨時戲台二種方式，所謂「固定舞臺」指戲棚上頭以固定水泥砌

建，而戲棚底部通常用水泥固定砌成；而「臨時戲台」則是戲台上頭以臨時尼龍

帆布作遮蔽，或底部臨時用四至六根柱子構成，此二種方式皆把表演臺面整個撐

高，臺下觀眾則必須昂首向上看，相對於戲棚上演員，觀眾是處於戲臺下棚腳位

置。就《說文解字》中釋「棚」字之義來看野台戲之戲棚，此二者在形式上應可

相互結合，或者亦可說以「戲棚」之「棚」來印證「棚」字本義。但「戲棚」一

詞，除外形上意義外，更具有表演場所之作用。 

 

一、梨園戲與四平戲之「棚頭」指戲碼、劇目 

 

在四平戲之傳統劇目裡，《呂蒙正衣錦還鄉》、《蘇秦六國封相》、《蔡伯喈不

認前妻》與《劉文龍菱花鏡》等幾齣戲碼，被稱作「四大『棚頭』」。21亦即四大

劇目之意。 

而「梨園戲」劇種現今統一在南音、泉腔體制表演下，藝術派別分為三系，

專擅劇目（「棚頭」）不同。三系棚頭皆有「內」、「外」之別，舊說認為「外棚頭」

是指移植劇目，而屬「十八棚頭」者稱做「內棚頭」。（「基本劇目」被稱做「內

棚頭」，也是「十八棚頭」。）22就梨園戲而言，其三流派所保留之劇目，通稱為

「十八棚頭」。由於客家戲之「棚頭」與梨園戲之「棚頭」一詞書面名稱相同，

二者之間是否有關連性？在客家戲「棚頭」之來源推斷上，如鄭榮興言及： 

 

                                                 
20［東漢］許慎撰《說文解字》，［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265。 
21 邱坤良：《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自立晚報文化出版部，1994 年），頁 170。 
22 曹珊妃：《「小梨園」傳統劇本研究－以泉州藝師口述本為例》（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2000 年），頁 36。 



      …而客家「三腳採茶」的發展，基於地緣尚有著受梨園戲影響的相當條件，

故而客家「棚頭」一詞的由來使用，應當與梨園戲有著一定的關係。23 

 

    可知，客家「棚頭」一詞由來，在地緣因素上與梨園戲有相當程度之關係。

「客家戲之「棚頭」與梨園戲所稱之「十八『棚頭』」，於字面上看似相同，其意

義與發音卻都不同。梨園戲之「十八『棚頭』」，為十八齣「劇目」之意，為單位

量詞，與客家戲曲之「棚頭」相對照，除非有更明確證據，否則並不容易看出其

直接之關連性。」24  

 

二、「棚頭」一詞泛稱指戲棚裡頭、前頭與下頭 

 

    此種說法一般是將「棚頭」實指戲臺上「戲棚」（搭景、布景、招牌…等）；

一個戲班布景如果講究、華麗，便會得到觀眾認同與稱讚：例如「這棚頭真靚」

云云： 

 

      棚頭就係（是）戲棚頭，上下介（的）支架；裡背（面）安到（叫做）戲

棚背。 

      棚頭係（是）講戲班出布景，……係講外觀、布景真靚，像人家講「這棚

頭真靚。」25 

 

    就上述說法而言，「棚頭」一詞是一種泛稱，其範圍涵蓋戲班之戲棚頭外觀、

布景等層面，但並未專指是客家戲之棚頭，此應屬於「棚頭」形式上之詮釋。 

                                                 
23 鄭榮興：〈淺談台灣客家採茶戲之「棚頭」〉，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傳統藝術研討會，1997

年。 
24 黃心穎：〈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1 年 12 月，第四

期），頁 54。 
25 同前註。 



三、客家戲之「棚頭」指一棚戲開頭，即在正戲上場前之演出 

 

    從「棚頭」之形式意義至內涵意義，以鄭榮興詮釋客家戲「棚頭」之義為例： 

 

…「棚頭」一詞所指為何呢？…在民間，「棚」所指的就是「戲棚」之「棚」，

即是指在野外搭起台子供表演的一個空間，而在「戲棚」上演出一台戲，

便稱作「一棚戲」，那麼「棚頭」的意思就應當不難理解，凡「一棚戲的

開頭」便稱作「棚頭」，客家「棚頭」所指的便是此意。26 

 

    以上文字清楚指出客家「棚頭」之意為，「一棚戲的開頭」便稱作「棚頭」。

此涉及客家戲之表演內容範疇，所謂一棚戲之開頭，是指在正戲上演之前，「棚

頭」之功能是否類似「定場詩」、「入話」與「楔子」等特性，它們之間有何相似

處或相異處？以下就它們之名稱涵義及其間關係作討論。 

 

     貳、「棚頭」與「定場詩」、「入話」、「楔子」等之內容性質 

 

一、何謂「定場詩」、「入話」 

 

宋人話本，無論長篇或短篇，皆有其共具之結構。此種結構，乃基於說話之

需要而產生。宋話本於「定場詩」之後，正文之前，常插入一段「入話」。蓋說

話人當聽眾尚未畢集之際，既不便言歸正傳，又不能使先到聽眾枯坐以待，故先

講一段與正傳有關之故事或閒話，然後由此轉入正傳。入話又名「得勝頭迴」。

                                                 
26 鄭榮興：〈淺談台灣客家採茶戲之「棚頭」〉《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傳統藝術研討會論文》，

1997 年。 



入話有長有短，說話人視當時情形運用。27故宋話本之基本開場結構為「定場詩」

→「入話」→「正文」，其中「定場詩」術語定名於元雜劇。 

    元雜劇之角色出現在舞台上時，在賓白之前，大都先唸一首七言絕句或五言

絕句。但這並不是正式之歌唱，沒有什麼特別調子，只是隨口唸唸而已，大概與

現代之中國戲劇一樣，此種詩之術語叫做「定場詩」。在唸完「定場詩」後，便

是自我介紹之「白」，接著也有各角之間對話。如此，對劇情之端倪有交代，主

角便開始唱曲子。28故「定場詩」與「入話」結構皆出現在正文之前，但「定場

詩」之形式為七言絕句或五言絕句；「入話」之形式則為有長有短之說白。 

 

二、釋「楔子」29 

 

    「楔」，《說文解字》：「楔，櫼也，從木，契聲。」段注：今俗語曰楔子，先

結切。30許慎說文以「楔」與「櫼」二字互訓，我們無法從中望文生義。段注「櫼」

曰，「木工於鑿枘相入之處，有不固，則石斤木札楔入固之，謂之櫼。」此木工用

之「櫼」，即許慎說文中與櫼互訓之楔。從段玉裁之詮釋中，可大致瞭解「楔子」

意為引起（聯繫）別個東西之媒介。將「楔子」用於話本中，其主要目的在於聯

繫故事之情節。 

    元雜劇之結構以一宮調之曲一套為一折。普通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

案《說文》：「楔、櫼也。」今木工於兩木間有不固處，則石斤木札入之，謂之楔

子，亦謂之櫼。雜劇之楔子亦然。四折之外，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之。昔人謂

北曲之楔子，即南曲之引子，其實不然。元劇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間，大

抵用﹝仙呂‧賞花時﹞或﹝端正好﹞二曲。31「楔子」用於元雜劇中，其是為補

                                                 
27 葉慶炳：《中國文學史》（下冊）（台灣學生書局，1987 年 8 月），頁 183、184。 
28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雜劇研究》（藝文印書館，1987 年 10 月四版），頁 10。 
29 詳見莊因：《話本楔子彙說》（聯經出版社，1986 年 5 月二版），頁 1~5。 
30［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說文解字注》，頁 259。 
31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及其他〉《王國維戲曲論文集》（里仁書局，1993 年 9 月），頁 117。 



充作用。 

    元人雜劇結構以一劇四折－即分為四段－為通例。這是沿襲宋金雜劇院本之

由豔段、正雜劇（兩段）、雜扮四段而成之舊例。在四折以外，亦有使用稱為「楔

子」一小段。楔子以冠於一劇之首，做發端用者為多；或亦有置於折與折之間，

用以前後之連絡。一劇四折之法則，為作家所嚴守，幾乎沒有例外。32元人雜劇

每本雖限四折，但得視情節之需要酌加楔子。楔子普通只用一個，置於全劇之首；

置於折與折之間，或用兩個楔子者，均屬少數。楔子亦有曲有白，但曲子不用成

套，只有一兩支。楔子曲文雖亦一人獨唱，然並不限定正末或正旦。33 

    「楔子」二字最早出現於元雜劇中，之後出現在明清話本與寫本小說。元雜

劇楔子溯源可上推至唐宋，元雜劇楔子受宋代說唱文學之影響，而宋代說唱則又

為唐代俗講所孳乳。唐宋時代雖未賜給它像「楔子」這樣一個固定之名稱，但卻

已有楔子之實：如唐代俗講變文中之「押座文」，宋代說書中有許多不統一之名

稱像「得勝頭回」等。 

 

三、話本中幾個「楔子」異名詮釋34 

 

（一）得勝頭回（迴）：其範圍應包括開卷詩、閑話與一則（或一則以上）故

事。換言之，整個在正文前面文字，都在得勝頭迴範圍之內。實際上，「得勝頭

回」即現在所謂之「開場白」。 

（二）笑耍頭回：「笑耍」意即「聊博一笑」，表示一種非正式次要之意。「笑

耍頭回」四字即「聊供諸位聽眾一笑的開場白」。但久之沿用成習，變成說書人

口頭上並無特殊意思之一術語，一個有名無實之名詞。 

（三）入話：在章回小說中，常有「閒話休提，言（書）歸正傳」之類話語，

                                                 
32 青木正兒著．隋樹森譯：《元人雜劇序說》（長安出版社，1981 年 11 月），頁 17。 
33 葉慶炳：《中國文學史》（下冊）（台灣學生書局，1987 年 8 月），頁 228。 
34 詳見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雜劇研究》（藝文印書館，1987 年 10 月四版），頁 157~172。 



而「入話」正等於「正傳」之前的「閑話」一樣。把「入話」與正文分開，其性

質作用即是「楔子」。 

（四）致語：所謂「致語」，即「致辭」或「楔子」。其致於最前，具用以引起

正文或正事之功用。致語內容當與京本通俗小說、古今小說中諸短篇小說正文前

「得勝頭回」或今日彈詞每回之前「開篇」相同。 

（五）開話：所謂「開話」與「入話」性質相同，即「開始正文之前的閒話」，

正是用作「引起下文」，此即楔子之另一稱謂。 

（六）引辭、斷送引辭：所謂「引辭」，就其字面意思為：「引起下文的話語」，

而「話語」是指唱詞而言。元雜劇之結構以楔子為始，即是襲用諸宮調之法則。

反之，諸宮調前之「引辭」，即諸宮調之「楔子」。而所謂「斷送引辭」中之「斷

送」即是「送」，即是「白送」、「白饒」，故「斷送引辭」按白話文解釋該是：「白

饒（送）的一段曲子」，此曲子即是「楔子」，楔子即是開場白，亦即是「白饒的

一段開場白」。 

 

四、客家戲「棚頭」與「定場詩」、「入話」、「楔子」等之異同 

 

  （一）客家戲「棚頭」與「定場詩」、「入話」、「楔子」等之相同處 

    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與「定場詩」、「入話」、「楔子」等，相同處在

性質與功能方面。廣義而言，「棚頭」與「定場詩」、「入話」、「楔子」等皆在正

戲或正文之前，其性質與作用具有用以引起、帶出正戲或正文之功用。 

1、「定場詩」在賓白之前。 

2、「入話」又名「得勝頭迴」，即現在所謂之「開場白」。 

3、「楔子」以冠於一劇之首，做發端用者為多。 

4、而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則置於正戲上演之前。 

 



  （二）客家戲「棚頭」與「定場詩」、「入話」、「楔子」等之相異處 

    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與「定場詩」、「入話」、「楔子」等之相異處在內容

形式方面。 

1、「定場詩」之形式為一首四句之七言絕句或五言絕句。 

2、「入話」之內容形式有長有短，說話人可視當時情形自由運用。 

3、「楔子」內容有曲有白，但曲子形式不用成套，只有一兩支。楔子曲文雖亦

一人獨唱，然並不限定正末或正旦。 

4、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內容形式，除「數板」（敲仔板）形式外，亦包

括「幫腔」、「搭腔（答腔）」、「道白」、「台白」及「詞白」等表演方式。 

 

五、客家「棚頭」一詞用法有所引伸 

 

  （一）客家「棚頭」引伸用法：「拖拉」 

在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中之「棚頭」段表演形式，大致運用「數板」、

「幫腔」、「搭腔（答腔）」、「道白」、「台白」及「詞白」等多種方式靈活運用而

成。就「十大齣」單齣而言，少則運用三種方式，多則運用五種表演方式。例如

第十齣〈送金釵〉之棚頭段表演，運用「數板」、「搭腔（答腔）」、「道白」、「台

白」及「詞白」等多種形式，「棚頭」演出之時間相當長，「棚頭」表演拖拉，稱

之謂「棚頭按大」。 

「棚頭按大」一詞若用於日常生活中，形容為人處事不乾淨俐落，拖拖拉拉，

花費很多時間。如與人約好出門的時間，卻裝扮很久，拖拖拉拉，以致讓人久候，

此情形亦可稱之為「棚頭按大」。 

  （二）客家「棚頭」引申用法：「打嘴鼓」 

「棚頭」之演出可長可短，其內容方式亦可視情況自由運用，但有一主要目

的即是引出正戲之上演。從「棚頭」之義引申至「打嘴鼓」一詞，所謂「打嘴鼓」



即意謂沒有拘束或主題的聊天或寒暄，但卻有其目的性。引申為「打嘴鼓」之義

是就「棚頭」表演內容而言，「棚頭」演出內容多充滿節奏韻律或詼諧逗趣，儘

管起初與後面正戲內容完全沒有特殊或直接之關連性，但「必須在『棚頭』表演

的末了，將說白的內容牽引到正戲上的規則。而由於多數的『棚頭』內容，與後

面接續的正戲並未產生必然的連接關係，這部分的連接也往往考驗演員的臨場反

應，有經驗的演員可以視現場的情況，隨時即興編詞，將固定的『棚頭』段內容，

帶引到相關話語上，做巧妙的銜接。」35 

 

參、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說 

 

客家三腳採茶戲中所謂「棚頭」，即為一齣正戲前所演段落稱之，相當於一

棚戲之起頭。關於客家戲「棚頭」一詞，筆者將所蒐集之資料，臚列如下： 

首先在文獻上出現是徐進堯的説法： 

       

棚頭俗稱敲仔板，又稱「台白」或「詞白」。即丑角出場時所唸的台詞，

唸時以梆子和拍板伴奏。內容有趣又有押韻，為的是要博人一笑。36 

 

    而陳雨璋所調查之系統，與徐進堯說法大致相同，但在棚頭之演出形式及內

容上有所補充： 

 

棚頭是丑角一登場就配合著敲仔板唸的一段歌謠，長短不一，短的十三句

長的達五十四句，丑角必須熟記，不能隨口編撰。其內容與戲劇故事完全

無關，只是些引人發笑的滑稽內容，句子多押韻，唸來頗像數來寶，顯然

                                                 
35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70。 
36 徐進堯：《客家三腳採茶戲的研究》（育英出版社，1984 年 2 月），頁 65。 



是吸取民間講唱文學的部分。由於在丑角自讚姓名、履歷、情懷之前，就

先唸棚頭，因此棚頭也像戲的「上場詩」。三腳採茶戲的演出，常是一晚

演一兩齣，餘者為民謠小調表演。或是演出多齣，但其間穿插民謠演唱，

因而丑角登場唸棚頭時，就表示即將上演「採茶戲」了。37 

 

賴碧霞說法則甚為簡略： 

 

      小丑出台常用詞（又名棚頭）。38 

 

徐清明之棚頭說法： 

 

這係頭擺採茶戲正式演出之前，阿丑上台來唸个台詞，就像大陸个「打竹

板兒」，台詞全部係押韻个句仔，取材多半係日常生活中奇奇怪怪个事情，

弄人笑，輕鬆一下。39 

 

    鄭榮興詮釋棚頭為： 

 

客家說唱之「說」的藝術形式中，最重要的即為「棚頭」的演出：在「三

腳採茶」小戲的正戲開始之前，乃先由劇中丑、旦行演員（若為一人時，

定為小丑；二人則定為小丑與小旦），以「台白」或「道白」或「數板」

的方式進行相褒，有時演員亦同場面打鼓佬搭腔，內容多為詼諧逗趣之雙 

 

                                                 
37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103。 
38 賴碧霞：《台灣客家民謠薪傳》（樂韻出版社，1987 年），頁 213。 
39 徐清明：〈真古琢－談「採茶戲棚頭」用字問題〉《客家雜誌》（第八十四期，1997 年 6 月），

頁 62。 



關語，並伴以逗趣動作表演，主要以博笑為主，此即「棚頭」。40 

 

    陳運棟則以為： 

 

客家戲所稱的棚頭，為三腳採茶上演前，丑角上場，配合敲仔板所念的台

詞，相當於一棚戲的起頭。這些台詞是為了博觀眾一笑，也為三腳採茶演

出前的預告，每一段戲齣有其專屬的『棚頭』；然這些『棚頭』雖大體上

是固定的，視演出情況，丑角還是可任意加長或縮短，以配合實際情況。

41 

 

    黃心穎說明「棚頭」： 

 

      「棚頭」一般為丑角所用，多有押韻，內容詼諧逗趣。主要伴奏樂器是敲

仔板，出現在戲的開場之前，有預示的作用。……由「頭」字，可了解「棚

頭」二字的「起始」之意很明顯；在客家三腳採茶戲的開頭，丑角上場，

配合敲仔板、藉著清脆的聲響來吸引觀眾，所念的臺詞，相當於一棚戲的

起頭；這些臺詞的目的是為了搏觀眾一笑，除了有「熱場」的功能，也可

為三腳採茶戲演出前的預告。42 

 

    謝一如之說法： 

 

      「棚頭」是客家三腳採茶戲一項非常大的特色。在演出三腳採茶戲之前往

                                                 
40 鄭榮興：〈淺談台灣客家採茶戲之「棚頭」〉《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傳統藝術研討會論文》，

1997 年。 
41 陳運棟：〈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的表演藝術〉《客家文化月：兩岸客家表演藝術研討會

論文集》，（苗栗縣文化局，2001 年），頁 174。 
42 黃心穎：〈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1 年 12 月，第四

期），頁 62、63。 



往有一段「棚頭」來吸引觀眾的注意，「棚頭」簡單地說，就是在演出正

戲之前為了招睞觀眾，由丑角演出的一段說說唱唱，有鬧場、使場面熱鬧

起來的功能。「棚頭」有時往往與接下來要演的戲的情節沒什麼關連，它

是類似相聲及數來寶的一種說唱表演，配合拍板的節奏進行。「棚頭」的

內容，為了吸引人的注意，往往說些誇張、詼諧，甚至有些驚世駭俗的小

故事。43 

 

以下分別討論各家關於客家戲「棚頭」說法： 

徐進堯「棚頭」說法：首先說明棚頭之釋名與別稱；棚頭通常為「丑角」此

一戲劇角色所擔任演出；丑角出場表演棚頭之方式，為「唸」台詞；而棚頭之內

容，有趣又有押韻，其功能為博人一笑。值得注意的是：「在徐先生的說法裡，

是將小丑出場所用的敲仔板通稱作『棚頭』；雖然小丑常常是在正戲開始前出場，

但文章裡並未確實提到『棚頭』是否絕對出現於正戲開始之前。」44此為「棚頭」

在客家三腳採茶戲中之定位問題。就徐進堯說法，筆者提出幾點疑問：「棚頭」

亦即「敲仔板」（數板），二者劃上等號是否妥當？「棚頭」是否一定為「丑角」

所擔任演出？表演「棚頭」之方式為「唸」台詞，有無其他之演出方式？ 

關於陳雨璋「棚頭」說法： 

1、「丑角」登場表演棚頭之方式，「唸」詞句式自由化長短不一，句數十三

句至五十四句，在句數方面，仍需再進一步去探討。 

2、棚頭之內容與戲劇故事完全無關？筆者對此提出質疑，「棚頭」為一齣戲

之開頭，其性質與作用類似楔子，主要之功用亦即引出正戲之演出，試問棚頭之

內容是否可與戲劇故事脫節或毫不相干？ 

3、「棚頭」唸來像數來寶，只念、說而不唱。「棚頭」吸取民間文學講唱部

                                                 
43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2002 年 4 月），頁

166。 
44 黃心穎：〈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1 年 12 月，第四

期），頁 55。 



分，所謂「民間說唱是韻散相兼有唱有說的敘事性的民間文學的類別。」45而棚

頭類似民間話本只說不唱，用來敘事。且棚頭之說唱體制，應屬於「講念體式，

即在說唱當中，不加入曲牌，其韻文不配上流行歌曲，只配上一些簡單的樂器講

講念念。」46而「棚頭」主要的伴奏樂器，即敲仔板－指梆子和拍板。試問「棚

頭」表演形式－只「唸」而不唱，此是否為通則？有無其他表演方式？ 

4、「棚頭」之特定形式及通常演出順序為，丑角登場、唸棚頭→丑角自讚姓

名、履歷、情懷→正戲。陳雨璋將丑角「唸棚頭」與丑角「自讚姓名、履歷、情

懷」分成兩部分，試問「丑角自讚姓名、履歷、情懷」部分是否應同屬於「棚頭」

表演範疇？「棚頭」之表演形式是如此程式化？ 

5、明確說明丑角唸「棚頭」，是出現在客家三腳採茶戲上演正戲之前。 

賴碧霞「棚頭」說法僅點出：表演「棚頭」之戲劇角色為「小丑」，至於小

丑上台表演方式，並未說明；而小丑表演內容之「常用詞」為何？也未多作說明。 

徐清明「棚頭」說法：「棚頭」表演在客家三腳採茶戲正式演出之前；「棚頭」

為「阿丑」（丑角）此角色所演出，而表演方式為「唸」台詞；「棚頭」像「打竹

板兒」，此即所謂「敲仔板」；而「棚頭」台詞之內容，係日常生活中奇怪之事，

其功能即為弄人笑，輕鬆一下。 

鄭榮興闡釋棚頭：說明「棚頭」演出之重要性，更說明擔任演出「棚頭」之

角色，除丑角外，還有旦角（或打鼓佬），其表演「棚頭」之方式為「台白」或

「道白」或「數板」等，而「棚頭」之內容多為詼諧趣之雙關語，其功能主要以

博笑為主。並提出「棚頭」之釋名與意義由來。 

陳運棟「棚頭」之說法：「棚頭」可用來聚集人群，具有熱場之性質，且大

致說明「棚頭」之釋義內涵、演出形態及功能等特色。 

黃心穎根據其蒐集資料分析「棚頭」之演出形式，所得到之結論，包括「棚

頭」之表演角色、內容、伴奏樂器、目的、作用與功能等。 

                                                 
45 詳見高國藩：《中國民間文學》（臺灣學生書局，1995 年 9 月），頁 383~385。 
46 同前註，頁 384。 



關於謝一如「棚頭」說法：說明「棚頭」之功能、演出方式與內容。「棚頭」

演出在正戲之前，有招睞觀眾、鬧場之功能。「棚頭」演出方式是一種配合拍板

節奏之說唱表演，其內容為誇張、詼諧之小故事。 

    綜上所述，有關闡釋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說法，可作如下結論： 

1、 在客家三腳採茶戲「說」之藝術形式中，最重要即是「棚頭」之演出，「棚

頭」為一大特色。 

2、 「棚頭」之演出，在客家三腳採茶戲正戲之前，一般為丑角出場時所用，

但除丑角之外，還有旦角等。 

3、 「棚頭」表演之數板形式，其主要伴奏樂器為敲仔板。此外，亦有道白、

台白等表演方式。 

4、 「棚頭」之句子多有押韻，而其內容調笑滑稽、詼諧逗趣。 

5、 「棚頭」之功能，主要以輕鬆、博笑為主。 

6、 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表演形式，是十分機動、靈活，可變化。 

以上統整歸納大致之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一詞概念，將於本章下節具體

探討分析「棚頭」文本之內容形式，以與「棚頭」理論相互對照印證。 

 

 

 

 

 

 

 

 



第二節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形式內容之分析 

 

此節根據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文本，以具體討論「棚頭」之形式內

容與特色。在選擇分析版本方面： 

徐進堯版本：棚頭資料主要來自後場樂師莊木桂（卓清雲之子）之手。 

陳雨璋版本：棚頭對白及歌詞，歌詞得自莊木桂提供的資料，並參考徐進堯

編著的「客家三腳採茶戲的研究」，對白以 72 年 10 月 25 日在龍潭南天宮的演出

及中華民俗基金會出的唱片「客家三腳採茶戲」資料為主。47 

徐清明版本：1997 年《西湖鄉志》「藝文篇」第四節，蒐集「採茶戲棚頭」

十二則。48 

鄭榮興版本：「十大齣」說法，從「師承延續」及「圈內圈外」兩方面來思

考，同時鄭榮興具有圈內人身份，兼得自「何阿文－梁阿才－鄭美妹－鄭水火－

鄭榮興」的傳承系統，加上客家三腳採茶藝人曾先枝的經驗傳授，鄭榮興所知的

「七齣」理應是最接近事實的說法，同時也是「張三郎賣茶」系列故事不可或缺

的部分。49「十大齣」即包括「前七齣」與外借之「後三齣」。 

陳運棟版本：就陳雨璋所收集的棚頭內容，將其演出內容與形式結合，做一

分析與說明。50 

黃心穎版本：列舉陳運棟所收集的「棚頭」內容，配合陳雨璋與徐進堯之著

作，將「棚頭」的演出內容與形式結合，透過「賣茶郎」故事，做出簡單之示範，

並略加說明之。51 

                                                 
47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101。 
48 徐清明：〈真古琢－談「採茶戲棚頭」用字問題〉《客家雜誌》（1997 年 6 月，第八十四期），

頁 62。 
49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105。 
50 陳運棟：〈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的表演藝術〉《客家文化月：兩岸客家表演藝術研討會

論文集》，（苗栗縣文化局，2001 年），頁 175。 
51 黃心穎：〈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1 年 12 月，第四

期），頁 57。 



謝一如版本：棚頭資料採用「苗栗榮興客家採茶劇團」、「龍鳳園歌劇團」未

出版之客家三腳採茶戲劇本，及徐進堯所採集之棚頭部分。 

就以上有關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版本之來源，筆者以為鄭榮興之「十

大齣」版本內容，較為完善與詳盡，且理論與實際兼備，故本文以此作為主要分

析依據，並佐以徐進堯與陳雨璋等人之版本為輔，以探究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

頭」之內容、形式與特色等議題。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演出『棚頭』，常是由正戲中擔任丑行與旦

行的演員上台，演出中並不穿插唱段，而僅以數板道白方式來「說」，演出一段

與正戲內容無關的相褒調笑戲，在此段表演的最後，再將說白內容扯回，在引說

幾句與正戲相關的話之後，其後才接著開始後面正戲的演出。……依演出規矩，

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每一齣戲之前都要安排一段『棚頭』。但三腳採茶戲的『棚

頭』其實不只十種，這些『棚頭』段子都各自獨立，而為了配搭正戲情節，也會

發展出不同的段子，方便套上去運用。『棚頭』段子與正戲的配搭頗為自由，經

常可以相互調動，但也有些是固定的，只能和某一個戲碼配搭。」52就以上鄭榮

興說法，來看其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棚頭」文本，需要補充說明的是： 

1、「十大齣」之「棚頭」演出，主要丑角由張三郎擔任，及旦角或與後場演

員、後台樂師（通常為打鼓佬）等一同表演棚頭，故「棚頭」表演並不僅限於丑

角一人演出。 

2、「棚頭」在正戲表演開始之前，先演出一段與正戲內容無關的相褒調笑戲，

在此段表演的最後，再將說白內容扯回，在引說幾句與正戲相關的話之後，其後

才接著開始後面正戲的演出。可見，表演「棚頭」最終之目的，即是引出正戲之

演出。「棚頭」與「正戲」之間是相互銜接，二者並非完全無關。 

3、依演出規矩，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每一齣戲之前，都要安排一段

「棚頭」。照理說，「十大齣」應該有十段「棚頭」，此情形是在「十大齣」獨立 

                                                 
52 鄭榮興：〈台灣採茶小戲及其特色〉《兩岸小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 年 5月），頁 35。 



演出之時，但在「十大齣」串演時，稱為「串戲」，實際上有時丑角表演「棚頭」

段可靈活變化，可視當時演出狀況，來決定調動或表不表演棚頭段。 

4、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子與正戲情節搭配頗為自由，可以相互調動，但

也有些是固定的，只能和某一個戲碼配搭。 

 

一、棚頭段子與正戲情節搭配，可以相互調動。 

 

棚頭段子與正戲情節搭配，可以相互調動，此亦即同一個棚頭段子之「數板」

部分，可用於不同客家三腳採茶戲齣，或同一戲齣不固定使用一種棚頭段子。 

「同一個棚頭段子「數板」部分，可用於不同客家三腳採茶戲齣。」儘管棚頭

段子之「數板」內容大致相同，但同中有異，相異處在各家文字描述稍有不同，

以下說明之。53 

徐進堯：第九齣〈盤賭〉、陳雨璋：第六齣〈盤茶、盤賭〉與鄭榮興：第一

齣〈上山採茶〉，用同一個棚頭段子之數板。 

徐進堯：（二）棚頭、陳雨璋：第五齣〈賣茶郎回家〉與鄭榮興：第二齣〈勸

郎賣茶〉，用同一個棚頭段子之數板。 

徐進堯：（四）棚頭、陳雨璋：第二齣〈送郎〉與鄭榮興：第三齣〈送郎挷

傘尾〉，用同一個棚頭段子之數板。 

徐進堯：（一）棚頭、陳雨璋：第四齣〈勸郎怪姐〉與鄭榮興：第七齣〈勸

郎怪姐〉，用同一個棚頭段子之數板。 

徐進堯：（三）棚頭及〈夫妻相駁〉、陳雨璋：第一齣〈上山採茶〉與鄭榮興：

第八齣〈茶郎回家〉，用同一個棚頭段子之數板。 

「同一齣客家三腳採茶戲齣，不固定用一種棚頭段子」，亦即一齣客家三腳

採茶戲齣，無須使用固定棚頭段，可用不同棚頭段子之數板。例如：〈上山採茶〉、

                                                 
53 參照附錄三徐進堯、附錄四陳雨璋、附錄五鄭榮興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劇本內文。 



〈勸郎賣茶〉、〈送郎挷傘尾〉、〈勸郎怪姐〉、〈茶郎回家〉及〈盤茶盤堵〉等戲齣。 

 

二、棚頭段子與正戲情節搭配是固定的，只能和某一個戲碼配搭。 

 

例如：〈糶酒〉棚頭段子之數板與正戲情節搭配是固定的： 

徐進堯：第四齣〈糶酒〉【棚頭】54 

 

（丑）記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凍

死一隻龜，後堂凍死一隻鱉。三人扛不起，四人扛一側，扛也扛，

扛到城門東。拿來秤，秤不起，拿來退，退不得，拿來犀刂，犀刂

到三十六盆血，拿來食，食不得。人家朋友對我講，算來算去真真

了不得與無了不得。三十暗晡出一隻大月光，瘸手个出來偷拔秧，

睛盲个來看到，啞狗講捉來搒，喊到兩個跛腳就去追，喊到兩個跍

腰就來扛，扛到山頂直直上，一暗晡無睡到天光，走去人个灶下偷

食人一碗番薯湯，人愛同我捉去剝皮撐礱糠與無撐礱糠。 

 

陳雨璋：第三齣〈糶酒〉55（賣酒）。（角色：張三郎及酒大姐） 

 

﹝鼓介，丑角登場﹞，裝出清喉嚨聲；「嗯咳咳咳咳」，接著唸棚頭：「記

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凍死一隻

龜，（厥）後堂凍死一隻鼈。三人扛，（就）扛不起；四人扛，（就）扛

一側；扛呀扛，扛到城門東。拿來秤，（厥就）秤不起；拿來退，（就）

                                                 
54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

頁 28。 
55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72~75、109、110。 



退不得；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盆血；拿來食，（就）食不得。朋友喊

亻厓看，看也不中看。算來算去真真了不得嘛了不得。」唸完此段還要

講一段「三十暗晡出一個大月光。瘸手出來偷拔秧，瞎子來看到，啞狗

（啞巴）講捉來榜（打），喊到兩個跛腳就去追，喊到兩個姑腰（駝背）

就來扛，扛到山頂直直上，一暗晡沒睡逛滿庄，走去人个灶下偷食人一

碗番薯湯，人要同亻厓捉去撥皮撐隴糠也無撐隴糠。」 

 

鄭榮興：第四齣〈糶酒〉【棚頭】56 

 

【丑上】 

丑    唸：【數板】 

               記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 

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 

前堂凍死一隻龜，後堂凍死一隻鱉， 

拿來送，送不動， 

拿來推，推不得， 

請了人來扛，扛到城門東， 

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盆血， 

拿來吃，吃不得， 

遇到阿才哥，佢講亻厓真正了不得來了不得！ 

三十晚上出一個大月光， 

…… 

 

    以上〈糶酒〉棚頭段之數板部分，儘管大致內容相同，但在文字及形式上有

                                                 
56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24~227。 



所差異。 

此外，客家三腳採茶戲外借而來的〈問卜〉、〈桃花過渡〉及〈送金釵〉三齣，

其棚頭段子與正戲情節搭配是固定的。例如〈問卜〉： 

徐進堯：「問卜」57算命先生出台用（口白） 

 

各位男女先生，大家詳細聽，亻厓無講你也毋知驚，甲子歌背毋出，學人

做先生，專門畫虎靈，雞胲亂亂嗙，看見男人來，毋敢講大聲，見到婦人

家，開容笑面目釘釘，八字排毋出，稱說自家大先生來大先生。 

 

鄭榮興：第五齣〈問卜〉【棚頭】58
 

 

丑白：【數板】 

           小樹怕藤纏，大樹怕刀碾。 

           唐山怕老虎，臺灣怕生番。 

泥鰍怕黃鱔，魚兒怕鱸鰻。 

石壁怕推山，扛轎怕轉彎。 

蚊子怕火煙，挑擔怕轉肩。59 

富家講來年，窮人講眼前。 

三十六行業，行行出狀元來，出狀元。 

…… 

 

                                                 
57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

頁 101。 
58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32~235。 
59 小樹怕藤纏，大樹怕刀碾。唐山怕老虎，臺灣怕生番。泥鰍怕黃鱔，魚兒怕鱸鰻。石壁怕推山，

扛轎怕轉彎。蚊子怕火煙，挑擔怕轉肩：（客語）小樹驚藤纏，大樹驚刀碾。唐山驚老虎，臺

灣驚生番。泥鰍驚黃鱔，魚兒驚鱸鰻。石壁怕推山，扛轎驚轉彎。蚊子驚火煙，挑擔驚轉肩。 



在客家三腳採茶戲中〈糶酒〉、〈問卜〉、〈桃花過渡〉及〈送金釵〉等戲齣之

棚頭段之數板與正戲情節搭配是固定的。 

    在「十大齣」之棚頭段之演出形式，其主要特色為「說」，除了上述之「數

板」形式外，亦包括「幫腔」、「搭腔（答腔）」、「道白」、「台白」與「詞白」形

式等，故「棚頭」之表演方式，依說話角色人物來分類，大致可分成幾種類型： 

  1、「數板」形式，由前場丑角一人擔任，配合數板（主要是敲仔板）唸棚頭。 

  2、「幫腔」形式，當前場丑角演出時先說一句話，應答者（通常為後台演員或

後場樂師等）則應以最後一個字。 

  3、「搭腔（答腔）」形式，則由前場丑角與後台演員或後場樂師等相互對答。 

  4、「道白」形式，主要指丑角張三郎或其他角色之一人道白。 

  5、「台白」形式，則是指演員角色之間相互對白。 

  6、所謂「詞白」形式，指表演「棚頭」中所穿插之唱段，通常唱段是屬於外

加部分，演員可自由唱或不唱。以下分別說明之。 

 

                       壹、「數板」形式 

 

    「棚頭」之「說」，有「上板」（「上韻」）與「不上板」之分別。「上板」部

分即「上韻」，「不上板」部分，則多「不上韻」。以份量來講，「棚頭」「不上板」

部分，比起「上板」部分還是來的多。「上板」此部分，即是以「數板」方式來

道白，亦可直接稱為「數板」，但民間一般多以「扣仔板」、「課仔板」60稱之。一

定得照著拍子（節奏）走，說白需要與節奏緊密搭配，即與客家採茶戲之「啦翻

歌」相似。「棚頭」之「上板」部分除了要上節奏外，它還必須「上韻」。押韻模

式基本上還是有平聲字與仄聲字之區別，然句子看起來並不限於固定某字數，亦

                                                 
60「扣仔板」、「課仔板」亦即「敲仔板」。 



可用長短句之方式說，唯需配合節奏。61 

由以上鄭榮興說法，可看出棚頭之「數板」形式，主要需要配合節奏；棚頭

之「說」形式即「不上板－不上韻」多於「上板－上韻－數板－上節奏」。「十大

齣」棚頭段皆有「數板」之形式，通常置於劇首，僅有少數為求結構變化，而非

置於劇首。 

（一）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之「數板」置於劇首，例如：徐進堯、陳雨璋

棚頭版本皆將「數板」置於劇首，為丑角一出場時所表演。又如鄭榮興「十大齣」

之第一齣〈上山採茶〉、第二齣〈勸郎賣茶〉、第三齣〈送郎挷傘尾〉、第四齣〈糶

酒〉、第五齣〈問卜〉、第七齣〈勸郎怪姐〉、第八齣〈茶郎回家〉及第九齣〈盤

茶盤堵〉。將「數板」部分置於劇首，為一般棚頭段之表演形式。 

    （二）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之「數板」非置於劇首，亦即置於劇中。例如：

鄭榮興「十大齣」之第六齣〈桃花過渡〉擔任棚頭段唸數板之角色，除了丑角外，

還有旦角等。又如第十齣〈送金釵〉丑角在劇中有二段表演數板部分。將棚頭數

板非置於劇首，是為一般棚頭表演形式外之變化方式，可使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

段表演更靈活，且富有變化。 

 

貳、「幫腔」形式
62
 

 

    在「十大齣」棚頭段之演出過程中，開口說話之角色並不限於前場演員（丑

角－張三郎），有時會有後台演員或者後場樂師等也需幫忙應答，應答之模式分

為二種，一為「幫腔」形式，另一為「搭腔（答腔）」形式，亦是「說」之特殊

形式之一。 

    「十大齣」之「幫腔」演出模式，是當演出者（丑角）說了一句話，應答者

                                                 
61 鄭榮興：〈台灣採茶小戲及其特色〉《兩岸小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 年 5月），頁 35。 
62 鄭榮興：〈台灣採茶小戲及其特色〉《兩岸小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 年 5 月），頁 36、37。 



（內白）則應以最後一個字。例如，鄭榮興「十大齣」之第四齣〈糶酒〉棚頭段

之「幫腔」模式。 

               

                …… 

三十晚上出一個大月光， 

內    白：光！ 

丑    唸：瘸手的跑去偷摘秧， 

內    白：秧！ 

丑    唸：青暝來看到， 

內    白：到！ 

丑    唸︰啞巴講抓來碰， 

內    白：碰！ 

丑    唸：請到跛腳去追， 

內    白：追！ 

丑    唸：瘸手來抓到， 

內    白：到！ 

丑    唸：駝背出來扛， 

內    白：扛！ 

丑     唸：扛到屋後直直上， 

內     白：上！ 

丑     唸：一夜沒睡就遊滿莊， 

內     白：莊！ 

丑     唸：跑到廚房吃了三碗公的番薯湯， 

內     白：湯！ 

丑     唸：打了一個大臭屁， 

內     白：屁！ 



丑     唸：爆爛一個大醃缸來大醃缸。 

 

    「幫腔」63之演出模式是加重句尾字，並重述句尾末字，重述演員道白之最

後一個字，其作用有：一有加重語氣之作用；二給場上演員（丑角）在一長串道

白中，有間歇喘息之時間；三在整個節奏形式表現上，也顯得較為活潑而有變化。

若去掉內白應答之部分，由場上演員（丑角）一直唸下來，說白就會變成：例如 

徐進堯：第四齣〈糶酒〉【棚頭】64 

 

（丑）記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

凍死一隻龜，後堂凍死一隻鱉。三人扛不起，四人扛一側，扛也扛，扛

到城門東。拿來秤，秤不起，拿來退，退不得，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

盆血，拿來食，食不得。人家朋友對我講，算來算去真真了不得與無了

不得。三十暗晡出一隻大月光，瘸手个出來偷拔秧，睛盲个來看到，啞

狗講捉來搒，喊到兩個跛腳就去追，喊到兩個跍腰就來扛，扛到山頂直

直上，一暗晡無睡到天光，走去人个灶下偷食人一碗番薯湯，人愛同我

捉去剝皮撐礱糠與無撐礱糠。 

 

陳雨璋：第三齣〈糶酒〉65（賣酒）。（角色：張三郎及酒大姐） 

 

﹝鼓介，丑角登場﹞，裝出清喉嚨聲；「嗯咳咳咳咳」，接著唸棚頭：「記

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凍死一隻

龜，（厥）後堂凍死一隻鼈。三人扛，（就）扛不起；四人扛，（就）扛一

                                                 
63 鄭榮興：〈台灣採茶小戲及其特色〉《兩岸小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 年 5 月），頁 36、37。 
64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

頁 28。 
65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72~75、109、110。 



側；扛呀扛，扛到城門東。拿來秤，（厥就）秤不起；拿來退，（就）退

不得；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盆血；拿來食，（就）食不得。朋友喊亻厓

看，看也不中看。算來算去真真了不得嘛了不得。」唸完此段還要講一

段「三十暗晡出一個大月光。瘸手出來偷拔秧，瞎子來看到，啞狗（啞

巴）講捉來榜（打），喊到兩個跛腳就去追，喊到兩個姑腰（駝背）就來

扛，扛到山頂直直上，一暗晡沒睡逛滿庄，走去人个灶下偷食人一碗番

薯湯，人要同亻厓捉去撥皮撐隴糠也無撐隴糠。」 

 

    丑角唸法若此，大致上其缺點有：唸白之演員（丑角）沒有間歇喘息之機會；

觀眾沒有足夠時間，去回味演員所說的話；在一長串之說白內容中，不容易分出

段落；整個節奏形式更顯得平淡無奇。故棚頭段運用「幫腔」之演出模式，可改

正以上所說之缺失，故「幫腔」形式有其存在之特殊作用。 

 

參、「搭腔（答腔）」形式 

 

    至於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搭腔（答腔）」之模式，是由場上演員（丑角）

說一段道白（丑白），再由應答者（內白）答上一句話，或者數句，反覆應對幾

回，常藉著因字音相近而產生之訛義，而形成有趣笑料。 

   「十大齣」棚頭段之搭腔（答腔）形式主要表現於第五齣〈問卜〉、第八齣〈茶

郎回家〉與第十齣〈送金釵〉中，其「搭腔（答腔）」66之模式是由一人負責與場

上演員互動對答。和場上演員（丑角）應答之人，多由後台演員擔任，有時則由

後場樂師負責，由後場樂師擔任「搭腔（答腔）」工作時，多由功力較深之一位

樂師與場上演員對答，這位樂師並沒有嚴格之限定，他可以是打鼓佬，亦可以是

                                                 
66 鄭榮興：〈台灣採茶小戲及其特色〉《兩岸小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 年 5 月），頁 37、38。 



琴師。有時候場上演員甚至會設計簡單問題，引發台下觀眾與之對答互動。「搭

腔（答腔）」模式之作用，主要是藉著字音相近而產生之訛義或歧義，讓觀眾產

生異想或遐思，相當具有舞台效果。 

     

在「十大齣」之第五齣〈問卜〉棚頭段「搭腔（答腔）」中，因字音相近而

產生訛義之處有：（1）「胡來」－就湊亂來。（2）「胡靈仙」－不是唬令仙。（3）

「我今年三十六歲，算命有一百多年了」－四代人都在算命，合起來一共一百多

年。此屬於字義上的誤解。（4）「今日要出山」－出師要下山，不是去世要出山。

（5）「如今我不是人了」－我不是普通的一般人，人人說我半仙。（6）「粄仙」

－不是粄仙，是半仙。本段棚頭所運用因音近而產生訛義之技巧，就有六處之多。 

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段「搭腔（答腔）」中，亦因字音相近而產生訛義之

處有：（1）這是學堂，不是浴堂。（2）腳講あし，不是氣死。（3）老師，你怎知

我是腐子弟？－日語六講むつつ，排行六你也知。（4）好來交官。－你好扛上山

了。－我說和我開市叫交官。（5）淨筆管，套下去，哎喲！老師講話偷罵我。（6）

拜託你做一個引路忙。－你還半路死！（7）那你就鼻孔捏著直直去。－我說擔

頭挑著直直去。（8）溜腸頭（橋頭）。－你會嘔腸油？（9）你就傷噹（上段）。

－老師生大病，要入院！（10）見去見踢，鬼敢去？－我說挑去的貨色，加減都

踢。（11）五更落霧－晨濛承蒙。（12）日後係癢，就入來坐玩。－如有上下，經

過要進來坐玩，待我擔頭挑來去。以上可見「搭腔（答腔）」形式特殊與靈活之

表演特色。 

 

肆、「道白」形式 

 

所謂「道白」形式，是指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中丑角張三郎或其他角色之

一人道白。主要由丑角張三郎一人道白，通常以「小子（或在下），張三郎……」



方式呈現，如鄭榮興「十大齣」之第一齣〈上山採茶〉、第二齣〈勸郎賣茶〉、第

三齣〈送郎挷傘尾〉、第四齣〈糶酒〉、第七齣〈勸郎怪姐〉、第八齣〈茶郎回家〉

及第九齣〈盤茶盤堵〉棚頭段等，皆有丑角三郎之道白。此外，由於第六齣〈桃

花過渡〉是外借而加入「十大齣」，故丑角非為張三郎，而是朱阿久之道白，為

「不才，朱阿久……」。「道白」形式首先自報姓名，接著說明大意內容，主要交

代主旨與動機。 

而陳雨璋六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版本中，皆有丑角張三郎一人道白部

分，其內容即丑角自讚姓名、履歷、情懷等。 

「道白」形式通常在丑角唸完棚頭段數板之後，其形式類似自報家門，為丑

角先「自報姓名」→「交代主旨」→「說明動機」。丑角簡單扼要地說明來意與

動機，為故事劇情作一開頭，延續故事劇情之發展，並得以承接正戲之內容。 

 

伍、「台白」形式 

 

所謂「台白」形式，是指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中角色演員間之相互對白。

依角色別區分為： 

 

一、一丑二旦之三人「台白」 

 

（一）「一丑」為張三郎、「二旦」為旦甲張妻、旦乙三郎妹。如「十大齣」

之第一齣〈上山採茶〉67、第二齣〈勸郎賣茶〉68、第三齣〈送郎挷傘尾〉69棚頭

段中皆為丑角張三郎與旦甲張妻、旦乙三郎妹之相互對白。此三齣之台白形式具

                                                 
67 第一齣〈上山採茶〉台白部分，參照附錄五：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68 第二齣〈勸郎賣茶〉台白部分，參照附錄五：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69 第三齣〈送郎挷傘尾〉台白部分，參照附錄五：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有承上啟下之銜接作用，「承上」之棚頭段數板、道白等部分，而「啟下」之棚

頭段詞白部分，以帶引出正戲之上演。此三齣之台白內容方面，一丑二旦以日常

口語相互對白，用語淺白、不多雕琢，並大致說明主旨大意，以作為正文、正戲

之引言。 

（二）「一丑」為張三郎、「二旦」為酒大姊旦甲徐花嬌、旦乙徐秀嬌。「十

大齣」之第四齣〈糶酒〉棚頭段「台白」形式，為丑角張三郎與酒大姊旦甲徐花

嬌、旦乙徐秀嬌之相互對白。其「台白」內容包括猜「謎語」、「對聯」、「歇後語」

及「雙關語」等形式。如猜「謎語」－「上好老酒」之台白；「對聯」之內容形

式：「風吹馬尾千條棉。水打桃花萬點紅。」「日進千香寶。時招萬里財。」其「對

聯」有二：一為七字聯上聯「風吹馬尾千條棉」對下聯「水打桃花萬點紅」；一

為五字聯上聯「日進千香寶」對下聯「時招萬里財」。劇中角色以輕鬆有趣之對

白方式介紹對聯。另一種為「客家諺語」形式，在角色相互對答中運用客家諺語

類之「針不離線」、「沒事不登三寶殿」等成語，與「阿鳩鵑打更，要吃酒」等師

傅話。又如「雙關語」形式，「九文九文」即為「久聞久聞」之雙關語等。 

（三）「一丑」為朱阿久、「二旦」為旦甲桃花、旦乙金花。由於第六齣〈桃

花過渡〉為外借而來，因而「台白」為丑角朱阿久與旦甲桃花、旦乙金花之相互

對白，其「台白」內容以調笑戲謔之「相褒」方式進行。劇中人物之台白運用因

文字音近而產生訛義，形成有趣笑料，即「燒水（艄水）」、「要搭你的肚（渡）」

及「你姓朱來名狗，豬狗！豬狗！」等。此外，亦有「師傅話」形式，如「你的

頭顱結白帶，孝都孝」、「你的屁股攝紙煤，想人拂了」、「喉頭生蛾，堵到了」、「姑

娘屁股頭吊冬瓜，大禍（貨）臨門了」及「竹頭尾吊替身，假風神」等。 

 

二、一丑一旦之二人「台白」 

 

（一）「一丑」為丑角張三郎「一旦」為旦甲酒大姊。「十大齣」之第七齣〈勸



郎怪姐〉70之「台白」為丑角張三郎臨行告別旦甲酒大姊之相互對白。 

（二）「一丑」為丑角張三郎「一旦」為旦甲三郎妻。第九齣〈盤茶盤堵〉71

之「台白」為丑角張三郎回家後，其妻（旦甲）盤問三郎茶錢何在之相互對白。 

（三）「一丑」為丑角胡靈大仙「一旦」為旦角林桃花。由於「十大齣」之

第五齣〈問卜〉為外借而來，故〈問卜〉之「台白」72形式丑角為胡靈大仙與旦

角林桃花之對白，或因音近義訛，如「是胡靈大仙，不是唬令仙」、「姓江，名宜

巴，不是講你爸」等，而產生有趣笑料，胡靈大仙與林桃花之台白充分展現詼諧

逗趣之特色。 

（四）「一丑」為丑角財子哥「一旦」為旦角阿乃姑。第十齣〈送金釵〉亦

是外借而來，而〈送金釵〉之「台白」73
則為丑角財子哥與旦角阿乃姑之二人相

互對白，其中有因音近義訛部分，如「賣十歲（什細）」、「講斷氣（句）」、「小殮

（念）」、「拜託你嘔白一點。請你說明白一點」等。運用台白來猜謎語，「什麼叫

做步步跳？－繡花針」、「什麼叫做對面相？－鏡子」、「一寸長，夜夜放在你閨房，

一夜用到光，只見短來不見長。－蠟燭」及「下不下，上不上，換阿乃姑的半中

央。－阿乃姑沒雙，我孤單，兩人湊一雙。－就是要換阿乃姑給你做老婆」等。

在「師傅話」部分，如「聽說漂亮的小姐好比棺材沒底。－騙死人」等。其「台

白」內容為以貨換貨、討價還價，輕鬆而有趣味。 

陳雨璋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版本之「台白」部分，主要由丑角三郎及旦角三

郎妻、三郎妹之相互對白，以日常用語之對話方式呈現。74 

（一）一丑二旦之三人台白：第一齣〈上山採茶〉、第二齣〈送郎〉及第五

齣〈賣茶郎回家〉為丑角張三郎與旦角三郎的妻子及妹妹之三人相互對白。 

（二）一丑一旦之二人台白：第三齣〈糶酒〉及第四齣〈勸郎怪姐〉為丑角

                                                 
70 第七齣〈勸郎怪姐〉台白部分，參照附錄五：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71 第九齣〈盤茶盤堵〉台白部分，參照附錄五：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72 第五齣〈問卜〉台白部分，參照附錄五：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73 第十齣〈送金釵〉台白部分，參照附錄五：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74 參照附錄四：陳雨璋「棚頭」劇本內文。 



張三郎與旦角酒大姐之二人相互對白。而第六齣〈盤茶、盤賭〉則為丑角三郎及

旦角張妻之二人相互對白。 

 

陸、「詞白」形式 

 

所謂「詞白」形式，是在表演「十大齣」「棚頭」中所穿插之唱段，通常唱

段是屬於外加部分，則為非必要條件，演員可視情況自由唱或不唱。例如「十大

齣」之第四齣〈糶酒〉中所按之「十二月古人」與「瓜子仁」曲腔，演員可自由

運用，可唱亦可不唱。又如第五齣〈問卜〉中之「老腔山歌」與「老時採茶」，

在傳統〈問卜〉一齣中原無此段，此唱段是外加，演員可自由唱或不唱。此外，

在第六齣〈桃花過渡〉中之「老山歌」及第十齣〈送金釵〉中之「賣什貨」，屬

於不上板，亦即可唱、可唸。 

第四齣〈糶酒〉棚頭段之「詞白」部分為【十二月古人】。【十二月古人】75

屬於小調。歌詞中丑角說明離鄉背井去外洋賣茶，並向顧客推銷各色茶。接著二

旦唱【瓜子仁】，而【瓜子仁】76亦屬於小調。歌詞描述二旦之身份背景，及做生

意、兜售物品之情形。【十二月古人】與【瓜子仁】之詞白相似處，同為描述做

生意之事，差異在於兜售物品之不同，丑角賣茶，而二旦賣酒並賣菸等。棚頭段

中之【十二月古人】與【瓜子仁】曲腔使用較為自由，完全由演員決定唱或不唱。 

                                                

第五齣〈問卜〉棚頭段之「詞白」部分為【老腔山歌】【老時採茶】。此【老

腔山歌】與【老時採茶】是鄭榮興多加進去，演員不一定要唱【老腔山歌】與【老

時採茶】，此兩唱段亦可直接略去。 

第六齣〈桃花過渡〉之「詞白」，包括【撐渡船】、【老腔採茶】及【老山歌】

等曲腔，皆非此齣不可或缺之唱腔，故演員可自由唱或不唱。首先以丑角唱【撐

 
75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86。 
76 同前註。 



渡船】曲調為開場，但此齣不一定要唱【撐渡船】，其詞白主要為丑角即船夫之

自我介紹及單身欲娶妻之告白。接著二旦上場唱【老腔採茶】77又稱【老時採茶】，

屬於採茶腔。此劇之二旦，一為張三郎妻桃花，一為張三郎妹金花，不過，姑嫂

二人身份，亦可改為是妻妾，那麼情節便改成是兩人一起尋夫。二旦一上場，唱

出當年送茶郎賣茶之心情，以及今日不見丈夫音信之憂慮與思念之情。可知，客

家三腳採茶戲之演出角色可靈活調動，配合劇情需要作適當之安排。〈桃花過渡〉

劇齣巧妙地運用專門用來相罵相褒之【老山歌】，以表現單身船夫與貌美之姑嫂

二人用言語相互調笑揶揄，是以相褒之方式鋪陳進行。 

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段之「詞白」，安排【賣什貨】、【雜貨節】等唱段，

目的在凸顯丑角財子哥「賣貨郎」之身份與角色。【賣什貨】可唱、可唸，亦可

不唱。在【賣什貨】歌詞中，丑角賣有各式各樣之雜貨，可供顧客挑選，並順便

點出欲娶妻之心聲。丑角「一上場，賣貨郎張財子唱著【賣什貨】，來到學堂旁，

學堂先生告訴他可以到阿乃姑家賣什貨，財子哥歡喜的唱【什貨節】78，去到阿

乃姑家。這是這一段唱腔主要的情節。」79 

「十大齣」棚頭段演出形式之「數板」、「幫腔」、「搭腔（答腔）」及「道白」

形式等，其內容或可與正戲故事劇情無關。但棚頭段之「台白」與「詞白」形式，

則必定與正戲劇情內容有關，藉以帶引出正戲之上演。值得注意的是80，棚頭段

雖為「十大齣」演出結構一部分，但有時客家三腳採茶戲表演，丑角可視演出狀

況，來決定調動或表不表演棚頭段。故棚頭段之演出形式並未完全固定化，尚有

許多可以調動的空間；而它卻隨著觀眾之高度認同，無形中構築某種觀賞心理慣

性，成為「十大齣」演出內容之一部分。 

 

                                                 
77 同註 75，頁 98。 
78【什貨節】即【雜貨節】。 
79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100。 
80 參照黃心穎：〈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1 年 12 月，

第四期），頁 65。 



客家「棚頭」原為非正戲，原本僅為正戲開始前，透過博笑的表演手段來

吸引觀眾進入劇場，進入正戲的一種簡單的演出形式，但因其廣受觀眾歡 

迎與喜愛之故，卻逐漸變成客家「三腳採茶」裡必然不可或缺的成分。81 

 

戲劇「文學的功用，往往還得和實際演出的狀況互相結合，畢竟，戲曲演出

還得考量到觀眾的情緒變化，而小戲更是深入民間，與人民有著密切的互動關

係；如果內容本身和劇情相關性不大，顯然，是有著配合現實因素的設計與考慮

的。」82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之內容，多為貼近人民日常生活之人、事、物，

加以誇張化、趣味化，以達到輕鬆逗趣、吸引人之目的。儘管起初棚頭段之數板、

幫腔、搭腔（答腔）及道白等之內容，或可與正戲劇情相關性不大，但在棚頭段

表演最後之台白與詞白部分，會將說白內容扯回，即言歸正傳，或在引說幾句與

正戲相關的話之後，其後才接著開始後面正戲之演出。於是，從整齣客家三腳採

茶戲來看，棚頭段內容與正戲劇情之間，二者並非完全無關，而客家三腳採茶戲

表演「棚頭」最終之目的，即是要引出正戲之演出。 

綜上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內容形式之分析，歸納出二個棚頭段之定義： 

 

一、「狹義之棚頭段」定義 

 

此説法是從戲曲藝術表演者之角度而言，在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段中，其主

要不可或缺之結構為「數板」（敲仔板）形式，以場上演員一人（丑角）唸「數

板」為其主要表演特色。故狹義棚頭段常定義為，「棚頭」即是「數板」，數板部

分內容調笑滑稽、詼諧逗趣，或可與正戲劇情故事完全無關。而「十大齣」棚頭

                                                 
81 鄭榮興：〈淺談台灣客家採茶戲之「棚頭」〉《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傳統藝術研討會論文》，

1997 年。 
82 參照黃心穎：〈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1 年 12 月，

第四期），頁 65。 



段皆有數板部分，數板之句數最少四句，至多則不限，其句式自由化，為長短句，

並多以韻文體裁表達，且多有押韻，丑角配合敲仔板節奏數板道白，易於朗朗上

口。  

 

二、「廣義之棚頭段」定義 

 

此觀點是就學術研究者角度出發，從整個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演出結構

來看，包括「狹義之棚頭段」之「數板」形式，並搭配丑角與後台演員與後場樂

師「幫腔」或「搭腔（答腔）」之特殊形式，以及「道白」、「台白」與「詞白」

等多樣形式結合，靈活運用，更豐富棚頭段特殊「說」之表演方式。故完整之「棚

頭」定義，應包括「數板」、「幫腔」、「搭腔（答腔）」、「道白」、「台白」與「詞

白」等多樣形式結合，83此為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定義，最廣義之解釋。可

知，廣義棚頭段並非僅單純指「數板」形式而已，就整齣客家三腳採茶戲演出結

構來看，在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表演形式方面，棚頭段形式之運用相當靈

活變化；而探討棚頭段內容與正戲劇情間之關係，表演棚頭段用以銜接正戲故事

劇情，二者在內容方面有相當之關連性。 

 

 

 

 

 

 

 

 

                                                 
83 參照附錄二：各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形式內容結構表。 



 

 

 

 

第三章「十大齣」「棚頭」客家民間文學之特性 

 

 

    客家三腳採茶戲源自於中國大陸南方江西、廣東及福建一帶，其中江西贛南

地區則為客家採茶三腳班之發源地。至於客家三腳採茶戲在大陸地區之起源與發

展情形，並不屬於本文討論之範圍，故略而不述。客家三腳採茶戲一直到清末民

初時，由中國大陸原鄉傳到臺灣，並流行於臺灣客家聚落地區，成為「臺灣客家

三腳採茶戲」。 

    客家三腳採茶戲從大陸流傳到臺灣，一直流行於庶民百姓階層，此種為庶民

百姓所喜聞樂道之文學，屬於「民間文學」範疇。因「民間文學」之名稱命名原

本多分歧，各家各派說法不一，關於學者對俗文學、民間文學及通俗文學等基本

命義，或以創作者與流行對象為名，稱民間、民眾、大眾、平民等文學；或以性

質特色為名，稱民俗、通俗等，或逕稱通俗文學。在中國語言命義前提之下，所

謂「民間文學」、「俗文學」、「通俗文學」，事實上是「三位一體」，不過是在不同

角度說同一件事而已，它們之間根本沒有什麼不同。84本文採用「民間文學」一

詞來概括，所謂「民間文學」，就中國語文之意義而言，是指流行民間，為大眾

所創作、所喜好之文學。而客家三腳採茶戲則屬於「客家民間文學」之內涵。 

    本章節所探討之內容，筆者擬就客家民間文學之角度切入，重心以臺灣客家

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棚頭中所呈現之客家民間文學內涵為主題。筆者從以下三

方面展開討論：一、關於「十大齣」「棚頭」所蘊含之客家民間文學意義內涵為

                                                 
84 詳見曾永義：《俗文學概論》（三民書局，2003 年 6 月），頁 3~24。 



何？並歸納探討「十大齣」「棚頭」之客家民間文學類別。二、在「十大齣」「棚

頭」中所呈現之客家民間文學特性為何？三、凸顯「十大齣」「棚頭」之客家民

間文學價值，並賦予其在客家民間文學之地位。本文目的在於藉由此探究之議

題，呈現出「十大齣」中「棚頭」之客家民間文學特色與意義價值。 

第一節「十大齣」「棚頭」客家民間文學之類別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內容為客家三腳採茶戲藝人口耳相傳，流行於民間，為

群眾所喜愛，屬於民間文學領域。就「十大齣」「棚頭」之客家民間文學內涵與

分類而言，依據其客家民間文學內容形式與文體結構，分成六類：一、客家俗語，

二、客家令仔，三、對聯，四、客家歌謠，五、客家說唱，六、民間故事等類別。

以下分別就其內涵與類別說明之。 

 

壹、客家俗語 

 

「俗語」是指流行於民間口頭通俗之固定詞語，「俗語代表我同胞們的集體

智慧與集體幽默。裡面常含有顛撲不破的真理，嘻笑怒罵的機智，以及面對無可

奈何的人生的自我嘲弄。……它同樣地源於人類行為的復演論；能使語言豐富、

精練和形象化；加強了語言的穩定性和藝術性。」85以上說明廣義俗語之意義內

涵、由來及功能。「客家俗語」則指約定俗成、通俗流行於民間之客語語句稱之。 

就「十大齣」棚頭段中之客家俗語而言，其代表客家族群之智慧與語言特色，

客家俗語類包括客家俗語、客家師傅話及成語等，具有濃厚之客家民間文學內

涵，客族人們以其生活經驗提煉出人生智慧，且用極其具體生動語言，予以概括

描述。 

                                                 
85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122。 



 

一、 客家俗語 

 

「俗語」顧名思義是指通俗流行的語句，或約定俗成廣被應用的語句。86「俗

語」又稱為俚語、鄙語等。而「俗諺…等，以及各方面能獨立表意的詞組、短句，

其特點大都約定俗成，結構固定，往往多引申、比喻等用法。」87大抵而言，諺

語也是俗語的一種，諺語是「前代故訓，傳世常言」，諺語之形式有四要素：句

主簡短，調主整齊，音主諧和，辭主靈巧。88其往往結構嚴密、對偶整齊、音韻

和諧，藝術文學性高，諺語亦是一種富有哲理性、經驗性與科學性之俗語。 

俗語、諺語因性質較接近，故其界限歷來不清。一般而言，對俗語（或稱俗

話）有兩種不同的理解，一種是廣義的，一種是狹義的。廣義之俗語包括諺語、

成語、格言、歇後語等；狹義的俗語，是指流行於口頭的通俗易懂的短語，不包

括諺語、成語、格言、歇後語。89本文所討論之客家俗語，為廣義的俗語，包括

俚語、鄙語、俗諺及諺語等。「客家俗語」範圍是指特定之客家族群與客家語言。 

「諺語」是民間口耳相傳之產物，為人類智慧和生活經驗所累積，而創造出

具判斷推理、風格通俗、形式簡練定型之韻語或短句，在民間口耳相傳，使用廣

泛，用以傳授經驗知識、教訓勸戒為主要目的之一種熟語語類。而「臺灣客家諺

語」則是指流行在臺灣地區，以客家話為傳播工具的民眾，在生活實踐當中所使

用的諺語，稱之。90諺語內容特點是富於哲理性與科學性，其形式最大特點是精

練。客家諺語以生活、人物取材者為最多，如「十大齣」第四齣〈糶酒〉棚頭段

中，「人家說，珍珠瑪瑙結腰頭，吃用兩字不用愁。91」句中「人家說」意指人們

                                                 
86 曾永義：《俗文學概論》（三民書局，2003 年 6 月），頁 87。 
87 劉葉秋等編：《成語熟語詞典序例》（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月。 
88 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論集．諺語的研究》（臺北：丹青圖書出版公司，1985 年），頁 11。 
89 楊冬英：《臺灣客家諺語研究》（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頁

41。 
90 同前註，頁 55。 
91 吃用兩字不用愁：（客語）食著（吃穿）兩字唔使愁。 



約定俗成之說法：「珍珠瑪瑙結腰頭，吃用兩字不用愁。」句式與句數為七言二

句，前一句「珍珠瑪瑙結腰頭」為客家諺語之描述主體事物；後一句「吃用兩字

不用愁」則為引申、比喻之說法－意指人非常富有。此諺語之內容應屬於哲理性

「生活諺」92之飲食類，主要是傳授經驗與知識，是人們社會生活經驗的結晶，

含義深刻。此客家諺語在語言形式上，是判斷明確的完整句子，且其語法功能大

都是獨立成句，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即使是充當句子的某種成分，亦起判斷或

推理之作用，其語言風格說理性強，平易近人卻不失莊重。客家諺語具有一般性

與通俗性，淺顯易懂又平易近人，故能為庶民大眾廣泛地採用，其在日常生活中

的功用主要在語言溝通與情感交流。增加彼此間說話的雋永深刻，詼諧幽默及生

動性與趣味性，或依實際情境說出適切之言語，提昇雙方溝通層級與成效，亦增

進彼此之情感交流。 

「客家俗語」在語言形式上，是通俗化、口語化之習用固定語句，亦是一種

句子形式之熟語，主要在客語口語中使用，往往是含義明確之短語。在內容上，

其意義淺顯易懂，有一定之形象比喻，所用比喻多係一般生活現象，通過生動活

潑之客語，來點破事實真諦，或描述與形容事物之狀貌，或刻劃人物行為、狀態

形象。如「十大齣」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段中之客家俗語：有人說，「鴉鵲飛

落鳳凰山，你叫孤來我叫單，啞巴吃飯單枝筷，93心想湊雙開口難」。此俗語應屬

於婚姻愛情類，其形式為七言四句結構。開頭為「有人說」與「人家說」意義相

同，亦即約定俗成之說法。此俗語大致可分為前半部「鴉鵲飛落鳳凰山，你叫孤

來我叫單」二句以動物喻人，與後半部「啞巴吃飯單枝筷，心想湊雙開口難」二

句，其結構相同，前一句為事件描述之具體事物，後一句則為引申、比喻說法－

意指單身欲婚配之心聲，其中暗示意味相當濃厚。這是一組結構相當完整之客家

俗語，此內容應屬於生活俗語之婚姻類。又如第七齣〈勸郎怪姐〉與第八齣〈茶

郎回家〉棚頭段中：「四角燒了三角，大約非常緊急」，用以比喻事情或情勢非常

                                                 
92「生活諺」：為反映各種生活常識、情趣及養生方法的諺語。 
93 你叫孤來我叫單，啞巴吃飯單枝筷：（客語）你叫孤來亻厓叫單，啞茍食飯單只筷。 



緊急之意。又如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段中：「十樣欠九樣，做了也不像」，比喻

事前工作、器物未準備妥當，以致成效不彰。此二則含有數字之客家俗語，以事

件比擬的方法，其內容應屬於生活俗語之事理類。 

將客家俗語等通俗用語，巧妙地運用於「十大齣」「棚頭」中，不僅提高客

語方言之豐富性與靈活性，更延展語言言外之意，使民眾對「棚頭」之演出具有

一種特殊親切感。 

 

二、 客家師傅話（老古人言、歇後語） 

 

將客家師傅話（或稱老古人言、歇後語等）歸類於客家俗語類，師傅話是一

種形象化之俗語，為通俗、詼諧、含蓄、風趣、生動活潑之群眾口頭創作。客家

「『師傅話』是最具有鄉土風味，即不直講真意，而用其他涵意代之，當聽了之

後用頭腦去『心領神會』一番，其話中有話，奧妙所在、幽默不已。……『客家

師傅話』是客家人生活經驗中智慧結晶的累積，大致可分四類：1.句子分二部，

提示前半部，後半部讓人猜，如同北京話的『歇後語』或『俏皮話』，2.諧音，

即同音異字，3.有上句無下句，4.『鈴仔』
94
，即猜謎。」

95
故客家師傅話簡言之，

即類似國語之「歇後語」，客家人用帶有典故意味之師傅話，可使日常說話用語

更形簡潔有力，皆各有含意。更具體說，客家師傅話主要是運用多種修辭方式，

形象、含蓄、風趣地表達一種對人世的認識。在語言結構形式上，師傅話之語言

結構形式特別，每個師傅話皆分為前後兩半，前半是喻體，後半是本體，後半與

前半是引注關係。在語言風格上，師傅話主要以口語形式存在，其基調是幽默風

趣，俏皮、幽默是師傅話之特色，並具有通俗、生動、活潑、清新、輕鬆及風趣

等之語言風格。在功能方面，師傅話多用於形象之感染。師傅話是一種輕鬆、風

                                                 
94 筆者將「鈴仔」即「令仔」，另外劃分成一類。 
95 廖德添：《客家師傅話》（南天書局，1999 年 10 月），〈封面摘要〉。 



趣、俏皮的現成話，它似乎談不上表達出什麼深刻道理，更談不上對實踐有什麼

指導意義。96 

如「十大齣」第四齣〈糶酒〉棚頭段之客家師傅話：「阿鳩鵑打更，要吃酒。

97」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段之師傅話：「伯公打屁－滿神氣喲！」「老虎食蚊，

口氣按大！」「看你頭上插禾串，好撩鳥。」「你的頭顱結白帶，孝都孝。」「你

的屁股攝紙煤，想人拂了。」「喉頭生蛾，堵到了。」諧音：遇到了。「姑娘屁股

頭吊冬瓜，大禍（貨）臨門了。」諧音：大禍臨門。「你也竹頭尾吊替身，假風

神。」「遮子98無頂，盡柄了。」諧音：盡全力拼了。第七齣〈勸郎怪姐〉與第八

齣〈茶郎回家〉棚頭段中之師傅話，則為「爛網打鰗鰍－走的走，溜的溜。99」

喻：家破人亡－妻離子散。又如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段中之師傅話：「聽說漂

亮的小姐100好比棺材沒底－騙死人」。「狐狸打蚊，有打沒吞。」喻：一無所得。 

以上客家師傅話之內容形式結構，主要由二部分（結構段）組成，即一個意

思用二種不同方式表達：前半部分（語面結構）用精簡語言敘述某一事象，作為

「引子」，為引導作用，類似謎語之「謎面」，透過具體形象之事物作類比推理；

後半部分（語底結構）是語意重心，則用判斷、評議、推理等方式，對前半部分

進行解釋或說明，指出本意或引申義、比喻義或假借義，類似謎語之謎底。此二

部分相互搭配，簡短凝鍊、形象生動、通俗易懂且幽默風趣，通常師傅話只說出

前半部分，而將後半部分之解釋或說明「歇」去，不說出來，以諧音或比喻方式

讓人猜，卻仍可推測與領會出本意或喻意，此即師傅話真正欲表達之意思。師傅

話前後間之意義承接，二者緊密配合，極具巧思，頗見創意，在意義、字句扣合

下，表達出完整、清晰之概念。 

創作客家師傅話之目的與原因，或為吸引注意、婉曲表達、尋求變化、比喻 

                                                 
96 楊冬英：《臺灣客家諺語研究》（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頁

43、44。 
97 要吃酒：（客語）要呷酒。 
98 （客語）「遮子」：雨傘。 
99 走的走，溜的溜：（客語）走介走，溜介溜。 
100 漂亮的小姐：（客語）靚靚介細妹仔。 



說明、對比強調、歧義與別解及摹仿，101並使語意表達詼諧跌宕、生動巧妙，在

敘述過程中是前後二部分一併說出，中間語氣雖稍有停頓，並不影響語意之明確

表達，其內容取材於客家口語、俗語，較為具體、淺顯通俗、明白易懂，多是一

句現成話，表示一個概念或對事情之評判。師傅話往往直接且真實地反映客家人

民之人物思想感情、生活態度、社會生活及風俗習慣等，顯示出師傅話在日常生

活中之通俗性、重要性與趣味性。 

 

三、 成語 

 

客家俗語類除了包括客家師傅話（老古人言、歇後語）等，此外，尚有成語

一種。「成語」是指一種以四言型式為主、意義精闢、型式簡潔，而為人們習用

之書面語熟語類型。它和歇後語一樣，在意義和型式上都比較固定，表達的大都

只是一個概念；而且在文章中大都充當句子成分，很少以獨立的句子出現。102 

如「十大齣」第四齣〈糶酒〉棚頭段中之成語：「針不離線」及「沒事不登

三寶殿」。「針不離線」為通俗化成語，「針線」為用作刺繡縫製等事之總稱，針

與線不離，二者缺一不可。「沒事不登三寶殿」中之「三寶殿」源自於佛教典故。

103而「無事不登三寶殿」，本義指一般人於困難臨頭時，才去佛殿拜佛，祈求神

                                                 
101 詳見賴光宏：《歇後語研究－歇後語的界說、形成、結構與特色》（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1993 年），頁 87~99。 
102 賴光宏：《歇後語研究－歇後語的界說、形成、結構與特色》（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1993 年），頁 62。 
103「三寶殿」：明代學者歸有光解釋，指佛、法、僧三大活動場所。「佛」的活動場所，指教徒登

場辦事的地方；「法」的活動場所，指佛家珍藏經書的樓閣；「僧」的活動場所，指和尚、尼姑

睡覺的禪房。佛門清淨，寺院教規中，上神聖的佛殿必須恭敬肅穆。由於只有進行禮拜、誦經、

供養等，才允許入殿，因此，閒雜人不准隨意到那三處閒逛、聊天和駐足憩息；可自由進出的，

都是佛門弟子。外人若要入殿，千萬注意，不可從大門（正門）跨入，應從兩側小門（側門）

走入。入大殿後，當行禮佛三拜；禮佛完畢，有事要見住持法師，即由知客師引進見之。見出

家師父，務必行禮作拜，有事直言，而後請法。出家師父開示完畢，請益者感激教導之恩，當

再行三禮拜，這樣，事情才算圓滿。但不少佛教信徒未加詳察，將「大雄寶殿（主祀釋迦牟尼

佛、藥師佛、阿彌陀佛，配祀迦葉、阿難二尊者的佛殿。「大雄」一詞，為佛教對佛祖悉達多‧

喬答摩的尊稱。）泛稱「三寶殿」，乃是誤解、窄化「三寶殿」原意。 



佛保佑，以度難關；然而，世俗之人卻轉用語義，指「有事求人」，比喻沒有事

情不敢來麻煩，來了必定有事情。此外，在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段中之成語為

「名不虛傳」與「如雷貫耳」。「名不虛傳」在古代典章辭句義為：「名不虛傳」 

指人的名聲與實際之品德行徑相符，並非虛傳。又作名不虛立、名不虛得。而「如

雷貫耳」則譬喻人的名聲極大，為眾所共聞。也作「如雷灌耳」。如明．凌濛初

《拍案驚奇．卷之三》，少年道：「久仰先輩大名，如雷貫耳。」104又如清．吳敬

梓《儒林外史．第二十八回》，季葦蕭道：「先生大名，如雷灌耳。」105以上成語

可在中國古籍文獻中找到出處。 

成語之型式，多由四個字所組成，具有相當之穩定性，多數是不能隨意更改。

而成語之語言性質是以書面語為主，文言詞語較典雅工整，語義多深奧，語言結

構亦較緊密；且大部分成語皆來自古代典籍，在文獻上大都可探源，知其出處來

源。成語所表達之意義，不論是字面意義或引申義，皆由各語素所相互建構，故

每一個詞語在語意表達上，皆具有相同地位。 

 

貳、客家令仔 

 

「謎語」一詞又稱隱語、廋辭、射覆、離合、諧隱、詩謎、字謎、燈謎、文

虎、燈虎等。「今之燈謎古之廋詞也，考之於經，左氏為多，麥麴之間，庚癸之

呼，皆廋詞也。厥後淳于東方，雜以滑稽，伯喈文舉，出以典雅。隱語之流傳遂

沿為文家一種遊戲之作……」106此段文字說明謎語之起源與流傳情形。所謂謎語

即為一種「隱語」，用隱晦之話語，要人猜出其中真正的意思，為民間猜謎活動

的產物。謎語創作目的即為了讓人猜射，重在鬥智與巧妙構思，其表達方式是提

                                                 
104（明）凌濛初：《拍案驚奇》（桂冠圖書，1994 年 4 月），頁 46。 
105（清）吳敬梓：《儒林外史》（華正書局，1986 年 1 月），頁 278。 
106 王文濡：《春謎大觀》（上海進步書局，1920 年），頁 1〈序〉。 



問式。一則謎語大致由謎面、謎目、謎底三部分組成，在進行謎語猜射過程中，

分二階段講說，講者先說出謎面，謎面字數、句數不拘，讓聽者進行猜射，說出

謎底，謎底多為一字一物或人名、地名；若聽者猜不出、猜不中，才由出題者揭

示謎底。謎語多運用隱喻手法，間接點出後面的說明、謎底，其語言結構較鬆散，

在描述上較為抽象，一般用作語言遊戲、語文遊戲或文字遊戲，較少用以一般語

彙使用。就謎語之形式與內容而言，其特徵為「結構簡單固定，形式活潑多樣」、

「語言簡潔精煉，描述具體鮮明」、「藝術風格卓立，感情收放自如」及「題材包

羅萬象，古今巨細囊括」等，107以呈現出謎語之趣味性、文學性、知識性、隱射

性、思想性與地域性等特性。 

客家人稱謎語為「令仔」，猜謎語叫「揣令仔」，做謎語給人猜叫「做令仔分

人揣」。令仔大致可分為三大類：物謎、事謎與字謎。在「十大齣」「棚頭」中之

客家令仔以對白方式呈現，如第四齣〈糶酒〉棚頭段之客家令仔，以人物對話方

式呈現，其謎題為字謎： 

第一字謎面為「一點一直落，下面一橫長長」，謎底為「上」。 

第二字謎面為「一個女生和一個男生兩人攬在一起」108，謎底為「好」。 

第三字謎面為「這個老阿伯拿一枝拐棍子」，謎底為「老」。 

四字中已有三字猜出來，第四字直接作聯想。 

－斷四個字，謎底為「上好老酒」。 

 

    此客家令仔之猜射法，應屬於會意法。謎面是謎語之主體，描述某一文字之

特點，即通過謎面所表示之意義，去領會、猜射謎底特點之令仔。謎目是「斷四

個字」，意即請猜四個字。謎底即該文字之本體，為「上好老酒」。「字謎」是謎

底以字為謎之令仔，根據中國漢字方塊式之特殊結構、一字多音或一音多字特

點，通過對某一具體字之形體組合、偏旁部首、字與字之搭配，將各部分型態功

                                                 
107 參考洪伍雄：《謎語的理論與應用》（天工書局，2001 年 10 月），頁 120~131。 
108 一個女生和一個男生兩人攬在一起：（客語）一介細妹仔和一介細賴仔兩啥攬啾啾。 



用，加以分析、描繪，以此多種形式去表現謎底。故透過字謎之製作與猜射，對

熟悉、解析字的筆劃、結構，了解古今繁簡字的演化，掌握偏旁、部首的規範、

運用，領會漢字形、音、義的轉換、應用等，能夠起到一定的輔助和促進的作用。

109又如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段中之客家令仔亦以對話方式表現，其「令仔」謎

題為物謎、事謎等，影射生活中常見之物品名稱，並運用特殊比喻，以達到詼諧

機智效果。 

1、 謎面為「什麼叫做步步跳？」110 

        －斷一物品，謎底為「繡花針」。 

2、謎面為「什麼叫做對面相？」111提示「打扮用的」。 

－斷一物品，謎底為「鏡子」。 

3、謎面為「一寸長，夜夜放在你閨房，一夜用到光，只見短來不見長。」 

－斷一物品，謎底為「蠟燭」。 

4、謎面為「下不下，上不上，換阿乃姑的半中央。」 

謎底為「阿乃姑沒雙，我孤單，兩人湊一雙」。 

 

此種客家令仔之猜射法為比喻法，即用明喻、暗喻或借代等修辭手法，來反

映物品或事物之特徵。謎面是謎語之主體，描述某一物品或事物之特點，即通過

謎面所表示之意義，去領會、猜射謎底特點之令仔。謎目是「斷一物品」，意即

請猜一樣東西。謎底即該事物之本體，如「繡花針」、「鏡子」、「蠟燭」等。 

客家令仔之內容，基本上皆假借自然景觀、生活狀況、農耕作息等為題材，

影射常見之現象或物品名稱，尤其是利用客語諧音或特殊比喻，達到機智性與趣

味性之效果與答案。112客家令仔是客家民間文學中一種獨特體裁，其語言藝術含

蓄精巧，寓教於樂，有益智與娛樂作用，亦具有潛移默化之藝術陶冶作用。 

                                                 
109 洪伍雄：《謎語的理論與應用》（天工書局，2001 年 10 月），頁 81。 
110 什麼叫做步步跳：（客語）麼介喊做步步跳？ 
111 什麼叫做對面相：（客語）麼介喊做對面相？ 
112 黃子堯：《客家民間文學》（愛華出版社，2003 年 8月），頁 100。 



 

參、對聯 

 

    「對聯」可謂是中國獨特精緻之文學藝術形式，亦稱對子、楹聯、楹帖、春

聯、聯語、聯句等，其句式自由，長短不拘，詞語精煉，寓意深長，對仗工穩，

聲情和諧，文采激揚，趣理盎然。它與群眾文化生活密不可分，亦可與書法、建

築、民俗等藝術相結合。其可以做為立身之格言，可以為諷刺之利器；可以是文

人騷客之益智遊戲，更可以是百姓之文藝活動。113故「對聯不但不僅是『駢儷文

中附庸之附庸』，倒應該算做民間文學主體之一，而且在廟堂文學、士大夫文學、

山林文學和文學家詩人文學中都占有一席地位。」114可知，「對聯」不僅成為廟

堂文學、作家文學，更為民間文學主體之一。以「對聯作為一種形式獨特的文學

作品，區別於其他文體的根本特徵，就在於它的格律性。……對聯的靈魂與精髓

就是對仗。所謂對聯的對仗，即是上下聯語言的對偶，把同類的、相關的或對立

的概念並列起來，做到字數相等、詞性相同、結構相應、節奏相稱、平仄相對、

內容相關，共同構成一個特定而完整的意義。換句話說，同時具備以上特徵的，

才能稱作對聯。」115 

在「十大齣」「棚頭」中之對聯以有趣之對白方式呈現，如第四齣〈糶酒〉

棚頭段中之對聯形式可分為七字對聯及五字對聯。 

一、七字對聯：上聯「風吹馬尾千條棉」對下聯「水打桃花萬點紅」。 

（一）字數相等。上下聯字數相等為七個字，是對聯構成之首要條件。 

（二）詞性相同。上下聯中處於相同位置之之詞或詞組，必須有相同詞性才

能構成對仗形式。如此副對聯中的「風」（名詞）對「水」（名詞）；「吹」（動詞）

                                                 
113 參照曾永義：《俗文學概論》（三民書局，2003 年 6 月），頁 145。 
114 周策縱：《棄園文粹．對聯體估價》（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 年），頁 255。 
115 吳同瑞、王文寶、段寶林編：《中國俗文學概論》（北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 1 月），頁 296。 



對「打」（動詞）；「馬尾」（名詞）對「桃花」（名詞）；「千條棉」（形容詞＋名詞）

對「萬點紅」（形容詞＋名詞），皆為同類詞相對，十分工整。 

（三）結構相應。此對聯上下聯在句法結構上互相照應，彼此對稱。 

（四）節奏相稱。對聯與詩詞相同可以吟咏，具有音樂性，且亦具有節奏性，

此上下聯節奏應為「二－二－三」。 

（五）平仄相對。對聯具有聲調和諧、抑揚頓挫之特點，講究用字的平仄，

如此副對聯之上聯為「平平仄仄平平平」對下聯「仄仄平平仄仄平」，基本上為

平仄相對。可使對聯讀起來節奏分明，富有旋律，形成一種音樂美。 

（六）內容相關。「對聯」顧名思義不僅要對偶，而且要相聯。上下聯應圍

繞相關之主題，內容密切相關。此副對聯內容應屬於名勝聯，如山水、園林等景

物描寫。 

二、五字對聯：上聯「日進千香寶」對下聯「時招萬里財」。 

（一）字數相等。上下聯字數相等為五個字，符合對聯構成之首要條件。 

（二）詞性相同。上下聯中處於相同位置之詞或詞組，必須要相同的詞性才

能構成對仗。如此副對聯中的「日」（名詞）對「時」（名詞）；「進」（動詞）對

「招」（動詞）；「千香寶」（形容詞＋名詞）對「萬里財」（形容詞＋名詞），皆為

同類詞相對，十分工整。 

（三）結構相應。此對聯上下聯在句法結構上互相照應，彼此對稱。 

（四）節奏相稱。對聯與詩詞一樣可以吟咏，具有音樂性，亦具有節奏性。

此上下聯節奏應為「二－三」。 

（五）平仄相對。對聯具有聲調和諧、抑揚頓挫之特點，講究用字之平仄，

如此副對聯之上聯為「仄仄平平仄」對下聯「平平仄仄平」，為平仄相對。使對

聯讀起來節奏分明，富有旋律，形成一種音樂美。 

（六）內容相關。對聯內容不僅要對偶，且要相聯。上下聯應圍繞相關之主

題，內容密切相關。此副對聯內容可用於行業聯－招財進寶之用。 

以上之七字與五字對聯屬於單句對，對偶趨工整。第一、意義分量相等。第



二、語言長度相同、詞性相同。第三、平仄相反。第四、名詞類別相近。第五、

詞句結構形式相同。116此二副對聯之形式獨特，內容豐富，不僅字句相對，且意

義相聯，產生精緻美妙之文學。 

 

 

肆、客家歌謠 

 

    所謂「客家歌謠」，蓋指客家族群以客語口頭所傳唱之歌謠稱之。歌謠偏重

抒情，直抒胸臆，主於情而可歌，其充分具備民間文學特徵。且客家歌謠內容豐

富而具體，針對具體之人、事、物有感而發，其多限於時代性，一旦時代社會變

遷，其作用就僅存歷史與文學價值。客家歌謠之分類，尚未有定論，且諸家說法

不一，筆者採古國順說法：「凡以客家話唱的歌謠都算是客家歌謠，包括山歌、

小調、童謠和現代人創作的時代歌曲。」117在「十大齣」棚頭段中所運用之客家

歌謠，依其形式與內容區分為二類，一是客家山歌；另一為客家童謠。以下分別

討論之。 

 

一、客家山歌 

 

    「山歌」，顧名思義就是在山上所唱的歌，和漁歌、海歌一樣，是因為唱者

所處的特殊環境而命名。118此定義概括說明山歌是因「地」而命名。後來當人們

遷徙，山歌隨著人們而傳播，範圍擴大至河邊、平原等，此後「山歌」並不只限

                                                 
116 曾永義：《俗文學概論》（三民書局，2003 年 6 月），頁 162。 
117 古國順：〈客家歌謠的本質與語言藝術〉《台灣客家語論文集》曹逢甫、蔡美慧編（台北：文

鶴出版社，1995 年 2 月），頁 229。 
118 賴碧霞：《台灣客家山歌－一個民間藝人的自述》（百科文化事業，1983 年 1 月），頁 3。 



於山上所唱之歌。段寶林：「山歌是我國南方各省對民歌的統稱，流傳在西南、

中南、江南等廣大地區。」119只要是大陸江南地區之民歌，即稱為山歌。當客家

先民從中國大陸原鄉遷徙至臺灣，於是由原本因歌唱環境而定名之山歌更成為廣

泛代稱，故客家歌謠不管在山上或平原上傳唱，幾乎以「山歌」為名，其原因就

在此。由於用客家話來唱，充滿客家族群特色，屬於客家人歌謠，在眾多山歌中

突顯其與眾不同之風味，於是客家山歌在山歌群中佔有一席之地。120 

在「十大齣」第二齣〈勸郎賣茶〉棚頭段中之客家山歌形式：丑角（張三郎）

與旦甲（三郎妻）、旦乙（三郎妹）之山歌對唱，運用【山歌號子】旋律唱腔表

現，【山歌號子】雖有「山歌」之名，然與四縣腔語言為基礎之「山歌系統」分

屬於不同山歌，長期為客家三腳採茶戲所運用，將之歸於「採茶腔」。【山歌號子】

開始時，會先呼喊一聲「嘿ㄟ」。妻子因張三郎說要過些時日再外出賣茶，因而

與小姑一起和三郎輪流對唱質問。121將【山歌號子】運用在第二齣〈勸郎賣茶〉

棚頭段中，嚴格說來，其性質類似於念白、雜念仔，通常被視為道白，而不能算

是正式的唱腔。【山歌號子】句式長短不一，內容以勸郎賣茶為主，由姑嫂二人

輪流詢問三郎不去賣茶之原因，三郎則應答理由。 

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中，【老山歌】曲調為一種即興歌唱方式。丑角

（朱阿九）與旦甲（桃花）、旦乙（金花）三人運用【老山歌】唱腔曲調輪流對

唱，充分表現出「相褒」122特色。丑角與旦甲、旦乙在船邊對唱，一來一往之間，

調笑戲謔，足以說明客家山歌即興特徵，且充分表現山歌隨口對唱特色。 

    客家山歌之文學基本形式是七言四句，歌唱時加入一些襯字或對白，這些加

添方式，可使曲調旋律更有變化，且避免形式單調，增加山歌之流暢與婉轉。在

「十大齣」「棚頭」中之【山歌號子】與【老山歌】主要運用問答式之對唱方式，

                                                 
119 段寶林：《中國民間文學概要》（北京大學出版社，1985 年 10 月），頁 112。 
120 彭素枝：《台灣六堆客家山歌研究》（文津出版社，2003 年 12 月），頁 11。 
121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78。 
122 客家三腳採茶戲之「相褒」意義，是就表演方式而言，即劇中兩個角色互相用著誇張逗趣的

言語稱讚對方，或數落對方，以此種方式進行劇情的發展。 



它是一種語言結構手法，所謂問答式，是以雙方對話、對唱方式敘述某種事物或

事情的描寫方法，主要是通過對話、對唱方式，來刻畫人物形象，傳遞思想情感，

如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徵，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反映人物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

係，摹擬人物的神態、語態等；其次，還可以交代事件線索，發展故事情節，表

現主題。123透過問答方式，並經由客家山歌之一來一往的對唱，顯現出客語口語

自然生動之趣味，亦能體現當時情境之真實感。 

 

二、客家童謠 

 

歌謠與童謠二者內涵雖不同，但皆為口傳文學。所謂廣義之「童謠」，簡言

之，即是適合孩童念誦之歌謠，凡訴求對象以兒童為主，由兒童所唱誦的，皆可

稱做童謠。而所謂「客家童謠」亦即適合孩童念誦之客語歌謠。《爾雅．釋樂第

七》：「徒歌謂之謠。詩云我歌且謠。」124凡不合樂而唱者，均屬之。故童謠未配

曲，而以念誦、說講、吟哦等方式表達。 

「客家童謠」內容大都取材自人們生活周遭，多吟詠農村、日常生活事物等，

民間鄉土性濃厚。其語言淺白、句式自由，又富趣味，易引發孩童之共鳴，具有

潛移默化與寓教於樂之功能。在臺灣客家地區最為流行之童謠，應屬〈月光光〉

此首客家童謠，「月光光，好種薑」125童謠歌詞為： 

 

月光光，好種薑，薑筆目126，好種竹， 

竹開花，好種瓜，瓜會大，摘來賣， 

賣到三個錢127，學打棉128，棉線斷，學打磚， 

                                                 
123 參考劉勵操：《寫作方法一百例》（台北：國文天地，1990 年），頁 371。 
124 （晉）郭璞注：《宋本爾雅》（藝文印書館，1988 年），頁 48。 
125 鄧榮坤：《客家歌謠與俚語》（武陵出版社，1995 年 11 月），頁 106~109。 
126 （客語）筆（蓽）目：發芽之意。 
127 三個錢：（客語）三介錢。 



磚斷節129，學打鐵，鐵生魯130，學殺131猪， 

猪會走，學殺狗，狗會咬，學殺鳥， 

鳥會飛，飛到那裡，飛到榕樹下， 

 

撿到一個爛冬瓜，拿轉去132，瀉到滿廳下133。 

 

此首以「月光光，好種薑」起興之客家童謠，具有濃厚之趣味性，其內容包

括植物、動物與從事之職業等產生一連串連鎖事件。由於每一句皆押韻，詞中並

善用修辭學上之「頂真」手法：好種薑，薑筆目。好種竹，竹開花。好種瓜，瓜

會大。摘來賣，賣到三介錢，走去學打棉，棉線斷，走去學打磚，磚斷節，走去

學打鐵，鐵生魯，走去學犀刂豬，豬會走，走去學犀刂狗，狗會咬，走去學犀刂鳥，

鳥會飛，飛到那裡。此首客家童謠唸誦或吟唱時，頗為順暢，不抝口是其廣為流

傳原因之一。 

另一「月光光」134客家童謠版本為： 

 

月光光，好種薑，薑蓽目，好種竹， 

竹開花，好種瓜，瓜吂大，孫仔摘來賣， 

賣無一點錢，學打棉，棉線斷，學打磚， 

磚斷節，學打鐵，鐵生鐪，學犀刂猪， 

猪會走，學犀刂狗，狗會逃，學做籮， 

籮挑穀，磧爛阿婆个鑊頭督。 

 

                                                                                                                                            
128 學打棉：走去學打棉。 
129 磚斷節：即磚斷裂。 
130 生魯：即生鏽。 
131 殺：（客語）犀刂。 
132 （客語）拿轉去：即拿回去。 
133 （客語）滿廳下：即滿客廳。 
134 馮輝岳：《客家謠諺賞析》（武陵出版社，1999 年 1月），頁 107、108。 



此首客家童謠內容與上一首「月光光」相較，歌詞中除「狗會逃」一詞，與

「狗會咬」不同，因客語中「逃」與「咬」不同韻。此外，事件內容之前因及後

果亦大相逕庭，如「瓜會大，摘來賣，賣到三個錢」與「瓜吂大，孫仔摘來賣，

賣無一點錢」，其意完全相反。二者之結果亦迥然不同，分別為「撿到一個爛冬

瓜，拿轉去，瀉到滿廳下。」與「籮挑穀，磧爛阿婆个鑊頭督。」「月光光」童

謠起句相同，其後自由變化，於是產生多種不同結尾之版本。 

    客家童謠版本間特殊之處在「變形」，此亦即變異性，只要韻腳相同或意思

稍相近，即將其切割、拼湊而成。或採移花接木之技法，將乙首後段，移接到甲

首後面；或將二首完整童謠，一前一後銜接成一首，如此移接、拼湊，除獲得改

造趣味外，亦有韻腳連響帶來之歡愉，考察它們移接痕跡，幾乎全靠韻腳搭架，

至於意義之連貫，並不十分講究。135影響客家童謠的變形因素，或因合樂、或因

訛傳、或因時代更迭、或因環境變遷等，於是產生「同一母題」或「起句相同，

而後文各異」多種版本之客家童謠。 

「月光光秀才郎」136此首為客家庄流傳甚廣童謠版本之一，其歌詞137為： 

 

      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蓮塘， 

蓮塘背，種韭菜，韭菜花，結親家， 

親家門前一口塘，放介鯉嫲138八尺長， 

長介拿來煮酒食， 

短介拿來討哺娘139。 

                                                 
135 馮輝岳：《客家謠諺賞析》（武陵出版社，1999 年 1月），頁 23、24。 
136 鄧榮坤：《客家歌謠與俚語》（武陵出版社，1995 年 11 月），頁 20~23。 
137 此首「月光光」童謠內容可解讀為：在皎潔的月光下，一位年輕的秀才騎著白馬，緩緩行過

植滿蓮花的池畔。這個蓮花池的後面種植韭菜，而韭菜的花可以送給親家。親家的門前有一

口池塘，養的鯉魚有八尺多長，長的鯉魚是要煮酒的，而小的鯉魚要賣出去，將賣來的錢來

娶媳婦。 
138（客語）鯉嫲：即鯉魚。 
139（客語）哺娘：客家人稱自己的太太為哺娘。 



 

此首「月光光」客家童謠以頂真手法串連整曲，其形式為逗趣類之「連鎖歌」

140是聲音的連響，這種歌謠往往把音韻上相協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像鍊索

一樣串連起來，故為連鎖。除了娛樂效果外，在無意中讓兒童記憶住許多語彙，

亦頗具教育作用。此客家童謠內容之重點在秀才郎欲與人「結親家」、「討哺娘」

即娶媳婦。 

又如〈月光光〉客家童謠另一常見版本： 

 

月光光，秀才郎， 

船來等，轎來扛， 

一扛扛到河中央， 

蝦公毛蟹拜龍王， 

龍王腳下一蕊花， 

拿分阿妹轉外家， 

轉到外家笑哈哈。141 

 

〈月光光〉這首客家童謠版本很多，流傳在臺灣各地之內容略有不同，其內

容題材不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或以身體器官為逗趣題材，或以動物、植

物形象為逗趣題材，此與兒童生長環境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儘管內容不同，但

其表現手法皆以「月光光」起興，然後以一物引起一物方式呈現。以〈月光光〉

為起興之客家童謠用語自然質樸，具有活潑自由、善用比興、意念奔放、想像奇

特、情趣深厚、意境清新與順口成章等特質，其極富有節奏音韻之美，唸起來朗

朗上口。 

    在「十大齣」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段中出現之「月光光」： 

                                                 
140 曾瑞媛：《桃竹苗客家童謠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年），頁 71。 
141 黃子堯：《客家民間文學》（愛華出版社，2003 年 8月），頁 134。 



 

丑      唸：【數板】 

                  月光光，好種薑，騎白馬過蓮塘， 

                  我142來入妳間，妳來邀我上眠床143， 

                  妳是我的親妻子，我是妳的親夫郎。 

     

 

撐船郎朱阿九（丑角）單身未娶妻、沒哺娘，借代著名之客家童謠「月光光」，

結合「月光光，好種薑」與「月光光秀才郎」等版本內容，此即「月光光」客家

童謠之變形，成為「月光光，好種薑，騎白馬過蓮塘」，以「月光光」為起興，

其後說明主題內容，撐船郎主要向貌美的桃花（旦甲）與金花（旦乙）姊妹暗示

欲「討哺娘」之意圖。撐船郎以數板方式表現，語詞淺白俚俗。 

 

                         伍、客家說唱 

 

    客家說唱文學有其特殊型式，在「十大齣」「棚頭」中屬於客家說唱文學者，

以其內容區分為二類：一為數板（敲仔板），一為客家啦翻歌，其共同形式為只

「說」而不唱，說詞多有押韻，以簡單樂器伴奏如敲仔板，故數板又稱敲仔板；

而客家啦翻歌雖名為「歌」，但其表演方式亦以數板道白呈現。一般而言，數板

之韻語內容，配合敲仔板「說」－頗能流傳，因韻語多有整齊字句、連環、排比

等句式，如此或便於記憶傳誦。數板道白之趣味性與豐富性，在「十大齣」「棚

頭」中具有一定之功能與特殊地位。 

 

                                                 
142 我：（客語）亻厓。 
143 妳來邀我上眠床：（客語）妳就招亻厓上眠床。 



一、數板（敲仔板） 

 

    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基本上十齣棚頭段，皆有數板道白部分，「數板」

通例是置於劇首，少數特例為求變化，而置於劇中。144數板在「十大齣」「棚頭」

中之表演情形如何？ 

就演出角色而言，數板通常為客家三腳採茶戲中「丑角」登場時所用。但客

家三腳採茶戲之主角為何是「丑角」？而非生角。一般的「戲文角色，除生、旦

主要角色採一人一角承包制外，其他次要角色的演員，一人要兼演劇中許多人

物，所以這些兼演情形，除了戲班組織的實踐結果，也造就了丑角成為近全能配

角型的重要人物。」145客家三腳採茶戲之特色即在於「三腳（即三個角色）」，「以

丑為主角」有其特殊性，不完全是插科打諢而已，丑角是劇情進行的主要人物，

亦喜運用詼諧逗趣之方式逗弄旦角。客家三腳採茶戲演出主要在不同段落，三人

之角色可以不斷地轉換：以丑角為主角，主要扮演張三郎，或改扮算命先生、撐

船郎或賣貨郎等，二旦為三郎妻、妹，或改扮酒大姊、桃花姊妹或阿乃姑等。演

員活潑機動調配，所以必須頭腦夠靈活，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甚至文武場伴奏

皆可來上一段，如「棚頭」中之內白幫腔。此可謂客家三腳採茶戲藝人因應演藝

生活所展現出之高度韌性。 

就表演方式而言，「丑角基本表演上要保持：矮、諧、幽的訣竅。所謂矮，

是身材短小，起於古代的侏儒而創造的形象，一出場讓人看了就覺得好笑，所以

今天丑角一出場即走矮步；諧則是詼諧，言語機伶，口齒伶俐；幽是幽默，言語

滑稽，令人發笑而自己安然不動聲色，所謂『冷面滑稽』。」146在戲劇中「丑」

是個相當特殊的行當147、最難演的行當，其作用卻不容小覷，為全劇演出錦上添

                                                 
144 參照附錄五：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145 李殿魁：《傳統戲劇中的丑角》（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 年 12 月），頁 23。 
146 同前註，頁 34。 
147「行當」是中國戲曲特有的體制名稱，演員根據所扮演劇中人物的性別、性格、年齡、地位等，

在化妝、服裝、表演等方面加以強調後，就將所扮演的人物分成幾種類型，這些類型就稱為「角



花，具有映襯、烘托主角之作用。而在客家三腳採茶戲中之丑行是主要行當，整

個劇情發展主軸即在於丑角，其成為貫穿整個戲齣之靈魂人物，故丑角在戲班中

自有其崇高地位，此角表演視實際演出情況作適度施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除基本功外，多賴丑角之臨場機智、隨機捏合。而客家三腳採茶戲之丑角表演數

板時，配合著敲仔板伴奏，只唸而不唱。 

    就音樂伴奏而言，數板之伴奏樂器單純，配合著敲仔板唸，以梆子和拍板伴

奏。就說詞內容而言，數板說詞多採韻文方式，句子多有押韻，內容有趣又滑稽。

數板是一種「敘述體」表演，只是敘事中的摹擬，以言語表達主要思想或意旨，

不要求過多的形體動作，及複雜的面部表情。 

 

二、 客家啦翻歌 

 

所謂客家「啦翻歌」雖名為「歌」，實際上是以說白之數板方式呈現，專門

說倒反話、講顛倒話，把現實生活中的事物顛倒過來說，扯一些與事實邏輯相反，

或者根本不存在之事，形容得好像真實的一樣。「啦翻歌」主要表現在第一齣〈上

山採茶〉棚頭段中，說的都是在現實生活中不可能發生之現象，其內容可分為： 

與自然現象相反：即「趨鴨上山吃樹葉，趕羊下水覓田螺。古井肚裡下鳥窩，

竹頭尾頂釣溪哥。高山頂上裝沖河，磨利禾鐮斬大樹，生鑥斧頭來割禾。雞公生

卵咯咯咯，雞子半天打鷂婆。」丑角說了一連串實際生活上不太可能發生的錯亂

現象，如鴨子上山吃樹葉，羊到水中找田螺，井水裡有鳥窩，竹尾上有鯰魚……

把這些荒唐無稽的事，說得煞有其事。事實上是趨羊上山，趕鴨下水。井裡有鯰

魚，竹尾有鳥窩。山上無河，用鐮刀割禾，用斧頭斬樹。母雞生蛋，老鷹抓小雞。 

與社會現象或人們行為（非自然現象）相反：即「光頭相打專扭毛，亻厓看

亻厓公娶老婆，亻厓姆行嫁亻厓扛轎，看人打笛歕銅鑼。亻厓姆先生亻厓老弟，後來

                                                                                                                                            
色行當」或「行當」，簡稱「行」，例如「生行」、「旦行」和「丑行」等。 



再生亻厓大哥。飛機飛對月球過，亻厓與嫦娥和山歌麼和山歌。」祖父娶祖母婚嫁

情景親眼見，母親出嫁時我幫忙抬轎，看人打笛子、吹銅鑼。先出生的是弟弟而

不是哥哥…。但事實上，光頭無毛打架時如何扭毛？自己是無法親眼看見祖父娶

祖母；母親結婚時，我還沒有出生，所以我不可能扛轎。正確是看人「吹」笛「打」

銅鑼。母親先生我大哥，再生我弟弟。普通的飛機不可能飛到月球，我更不可能

和嫦娥這個傳說人物一同和山歌。客家啦翻歌把荒唐無稽的事說得一本正經，其

內容把事實顛倒倒置，以博人一笑。 

 

                         陸、民間故事 

 

    「民間故事」的概念，有廣義與狹義之分，而其廣義、狹義之範圍，各自之

標準亦不同。本文採「狹義的民間故事」概念，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工作手冊》

作品分類編碼方案中，把狹義的民間故事分作八大類，算是最為周延的，其分成

動物故事、幻想故事（及民間童話）、鬼狐精怪故事、生活故事、機智人物故事、

寓言、笑話及其他等八大類，而每一大類又包含若干系列。148以「梁祝故事」為

例，應劃歸為狹義民間故事概念中－生活故事之愛情婚姻系列。 

曾永義則特別提出「民族故事」一詞的觀念，何謂民族故事？簡要而言，凡

能夠傳達一個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思想、情感、意識、文化，而其流播空間遍及全

國，時間逾千年的民間故事，就是民族故事。在眾多民間故事中，如梁祝故事之

源遠流長，內容豐富，尤富有深廣的民族文化意涵，因此為最具代表性民族故事

之一。149 

「梁祝」為民間長期流傳之愛情故事，相傳他們是東晉時人。但梁祝故事情

節雛型，直到晚唐．張讀《宣室志》才有較詳細記載： 

                                                 
148 曾永義：《俗文學概論》（三民書局，2003 年 6 月），頁 396。 
149 參照同前註，頁 411。 



 

      英臺，上虞祝氏女，偽為男裝游學，與會稽梁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

仁。祝先歸。二年，山伯訪之，方知其為女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

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為鄞令，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

舟過墓所，風濤不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裂陷。祝氏遂

並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150 

 

    故事其中情節如英臺喬裝，梁祝同窗，山伯訪祝，祝適馬氏，墓裂同埋等重

要關目，皆已見於此。梁祝故事至宋代更有化蝶之說，例如南宋．薛季宣〈游祝

陵善權洞詩〉句中云：「蝶舞凝山魄，花開想玉顏。」151
之後有清．吳騫《桃溪

客語》：「昔有詩云：『蝴蝶滿園飛不見，碧鮮空有讀書壇。』俗傳英臺本女子，

幼與梁山伯共學，後化為蝴蝶。」152等傳說出現。大抵說來，梁祝故事到了宋代

已經根幹枝條俱成，此後就是紛披長葉，蔚為大樹；其枝蔓展延的方法，一方面

渲染可能的事實，使之更富趣味；一方面轉變神奇的傳說，使之更能滿足人們的

心靈。153此後梁祝故事發展，更以各種不同形式的文學與藝術呈現，如地方戲劇

本、歌仔冊及改編小說等。而在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第六齣〈桃花過

渡〉棚頭段中之梁祝： 

 

旦乙唸：一條大路透天長，河邊有個撐船郎， 

              昔日有個梁山伯154，同窗一個祝九娘， 

              山伯因為英台死，閻羅殿前來判斷， 

                                                 
150（唐）張讀：《宣室志》，收入《原刻影印百部叢書集成》（臺北：藝文印書館，1965 年），第

73 冊，《稗海》，第 8冊。 
151（宋）薛季宣：〈游祝陵善權洞詩〉，路工編：《梁祝故事說唱集．寫在前面》（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5 年），頁 5。 
152（清）吳騫：《桃溪客語》，收入《原刻影印百部叢書集成》（臺北：藝文印書館，1965 年），第

637 冊，《拜經樓叢書》，第二冊本，卷二，頁 14。 
153 詳見曾永義：《俗文學概論》（三民書局，2003 年 6 月），頁 487、488。 
154 梁山伯：客語為「梁仙伯」。 



              你是我的親生子，我是你的母親娘。 

 

此處借代中國傳統之梁祝故事情節，其中仍延用英臺喬裝、梁祝同窗等關

目。而不同之處是，「山伯因為英台死」，並加入冥間閻羅判斷一事。「十大齣」

〈桃花過渡〉中單身的撐船郎（丑角）向貌美的桃花姊妹示愛，金花（旦乙）用

梁祝故事之情節與結局，說明二人不可能共結連理、成為夫妻。更以二人是母子

關係為喻，「你是我的親生子，我是你的母親娘。」其中透露出明顯的揶揄成分。

此段主要藉由梁祝故事襯托出主題－〈桃花過渡〉中之相褒戲成分，即在於撐船

郎與桃花姊妹以誇張逗趣的言語互相逗弄，用對唱與數板方式等表演，但多調

侃、數落對方之意味。 

以上論述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棚頭」客家民間文學之類別，包括「客

家俗語」、「客家令仔」、「對聯」、「客家歌謠」、「客家說唱」與「民間故事」等，

其中富含客家民間文學之內涵，並藉此進一步去探討其客家民間文學之技巧，以

呈現出其客家民間文學之重要特色與價值所在。 

 

 

 

第二節 「十大齣」「棚頭」客家民間文學之技巧 

 

將客家三腳採茶戲視為一種文學，它與其他文學類型最大不同之處，即在於

「語言」。「十大齣」「棚頭」在文學方面最大特色，即在於客語方言之展現，其

藉「以鄉土各種生活瑣事為內容，流露鄉土情懷，展現庶民所傳承的思想觀念。

因為它是『滿心而發，肆口而成』，所以就文學而言，其最大的特色是語言的豐



富活潑所展現在敘事、寫景、抒情等方面不假造作的機趣橫生。」155而在文學中

「所謂表現就是藝術的完成，所謂內容就是作品裡面所說的話；所謂形式就是那

話說出來的方式。」156故「十大齣」「棚頭」之表現亦即文學之完成，而「棚頭」

之內容蘊含民間客族人們之思想感情，其文學之表現形式，展現在客家語言文

字，而語言是文學創作之工具，亦為文學賴以依存之憑藉。以上在在凸顯出「客

語方言」在客家三腳採茶戲文學表現上之重要性。 

    「十大齣」「棚頭」之內容與形式為客語方言之靈活運用所形成，其中保存

許多豐富之民間用語及地方特色，故「棚頭」文學表現方式之一，即在於展現豐

富、活潑之客語方言語彙。以下就「棚頭」之用語特性，作為探討其文學表現之

起點，並進一步探究，用客語方言創作而成之語文修辭技巧及文學表現手法等，

以呈現出「十大齣」「棚頭」之文學面貌。 

 

 

壹、「十大齣」「棚頭」之用語特性 

 

    「十大齣」之「棚頭」表演源於民間生活，而「棚頭」之產生原因多「有著

商業上的意義及考慮，尤其在過去需要『跑江湖』生活的年代裡，如何在一開始

就招來顧客，對演出者的生計有莫大的影響。」157可知，「棚頭」是以口頭客語

方言為表達工具，在「棚頭」中客語方言運用相當特殊，要能契合人民心理，與

一般民眾達成溝通互動之功能。故在探討「十大齣」之「棚頭」用語特性時，主

要關注焦點著重在「棚頭」中巧妙地運用一些特殊方式：一是「字詞手法之運用」，

二是「客語方言語彙詞性之運用」。「棚頭」中運用獨特之民間客語方言，包括許

                                                 
155 施德玉：《中國地方小戲之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99 年 4 月），頁 143。 
156 朱光潛：《談文學》（國文天地出版社，1990 年），頁 94。 
157 黃心穎：〈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2001 年 12 月，第四

期），頁 63。 



多具體形象性詞語，呈現出時代、地方及環境上之特色，更使得「棚頭」語言展

現出文學上之張力與感染力。 

 

一、字詞手法之運用158 

 

分析「十大齣」「棚頭」之內容，關於字詞手法之運用，可分為句首連屬手

法、句中連屬手法、句末連屬手法及首句或末句疊詞手法等，茲舉例說明之。 

（一）句首連屬手法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數板：「亻厓姆行嫁…。亻厓姆先生…。」第四齣

〈糶酒〉棚頭數板：「記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拿來送，…拿來推，…

拿來犀刂，…拿來吃。」第五齣〈問卜〉棚頭台白：「莫順人心，莫逆鬼意。」「

講好莫歡喜，講壞莫愁慮。」第七齣〈勸郎怪姐〉棚頭數板：「專門吃那鹹薑母，…

專門放臭屁。」第八齣〈茶郎回家〉棚頭數板：「有鞋不穿打赤腳，有事不做打

迄蹉。」第九齣〈盤茶盤堵〉棚頭數板：「莫在福中不（唔）知足。莫來草蜢撩

雞公。」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搭腔（答腔）：「洗了返精神，…洗了不會緊罵人。」

棚頭數板：「誰來和我交，送他一支金鬢挑，誰來和我好，送他一領泉州襖，誰

來和我結主顧，送他一塊上海布。」棚頭台白：「可以做旗袍，…可以做綁頭布。」 

（二）句中連屬手法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數板：「亻厓姆先生亻厓老弟，後來再生亻厓大哥。」

第四齣〈糶酒〉棚頭數板：「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凍死一隻龜，後

堂凍死一隻鱉。」「送不動，推不得，吃不得。」棚頭詞白：「相公來飲酒，老妹

來划拳。」第五齣〈問卜〉棚頭數板：「小樹怕藤纏，大樹怕刀碾。唐山怕老虎，

臺灣怕生番。泥鰍怕黃鱔，魚兒怕鱸鰻。石壁怕推山，扛轎怕轉彎。蚊子怕火煙，

                                                 
158 參考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

1984 年），頁 106、108、111、117、120、122、123。 



挑擔怕轉肩。」「富家講來年，窮人講眼前。」棚頭搭腔（答腔）：「樹尾緊搖就

是起風，房屋緊搖就是地動，眠床緊搖就是娃娃加工，緊攝亮就是響雷公。放雨

白就會做風災，雨下不停就會做水災，雨下不成就是旱災。」棚頭台白：「外卦

準為乾，內卦準為坤。」「講好莫歡喜，講壞莫愁慮。」第六齣〈桃花過渡〉棚

頭台白：「上又無路，下又無橋。」棚頭數板：「河邊有個撐船郎，昔日有個梁山

（仙）伯。」第七齣〈勸郎怪姐〉棚頭數板：「亻厓就溜溜走，跟人溜溜去。」「教

亻厓學作戲，喊亻厓學阿丑，…教亻厓學吹笛。」「上床要人攬，下床要人揹，吃飯

要人飼。」第八齣〈茶郎回家〉棚頭數板：「有鞋不穿打赤腳，有事不做打迄蹉。」

「耕田人就掘田角，打蛤蟆就掩嘴角，釣大魚就放長索。」第十齣〈送金釵〉棚

頭搭腔（答腔）：「親報親，鄰報鄰。」棚頭台白：「一岡過一岡，一莊過一莊。」

棚頭數板：「胭脂並水粉，…擔頭並柴，…擔子並頭托。」「大包並小包，八角並

胡椒。」棚頭台白：「放著不會壞，沒穿不會爛。」「下不下，上不上。」「洗得

就曬得。穿得就挑得。」 

（三）句末連屬手法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數板：「雞子半天打鷂婆，…大聲小聲喊鷂婆。」

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台白：「燒水無。滾水無。」棚頭詞白：「出陣還是馬較

雄。雖然馬比牛較雄。」第七齣〈勸郎怪姐〉棚頭數板：「暗晡頭來聽到，…鄰

舍來聽到。」第八齣〈茶郎回家〉棚頭道白：「早一日轉，…慢一日轉。」第九

齣〈盤茶盤堵〉棚頭數板：「所有茶商大賺錢。…賺的剛好做盤錢。」第十齣〈送

金釵〉棚頭搭腔（答腔）：「萬年筆、狼毛筆、水彩筆、鉛筆、鋼筆、圖筆。」棚

頭數板：「我賣有鯽魚釣、蛤蟆釣、蝌蚪釣、楊公釣、阿姆客哥釣！」棚頭台白：

「洗得就曬得。穿得就挑得。」 

（四）首句或末句疊詞手法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數板：「亻厓與嫦娥和山歌麼和山歌。」第二齣〈勸

郎賣茶〉棚頭數板：「無空真無空。」「笑到嘴子合不攏來合不攏。」棚頭詞白末

句：「叫我姑嫂靠何人靠何人？」「你也不敢取笑我取笑我喔！」「為兄實在做不



到來做不到。」第三齣〈送郎挷傘尾〉棚頭數板：「搭足真搭足。」「男子人真真

冇食祿來冇食祿。」第四齣〈糶酒〉棚頭數板：「記得真記得。」「佢講亻厓真正了

不得來了不得。」棚頭幫腔末句：「爆爛一個大醃缸來大醃缸。」棚頭台白：「趕

快端一杯茶給客倌解渴解渴。」第五齣〈問卜〉棚頭數板末句：「行行出狀元來，

出狀元。」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台白：「妳的頭首伏低又伏低。」第七齣〈勸

郎怪姐〉棚頭數板：「生趣真生趣。」「娶來暗晡頭，玩生趣來玩生趣。」第八齣

〈茶郎回家〉棚頭數板末句：「害亻厓整暗晡打咳喲來打咳喲。」第九齣〈盤茶盤

堵〉棚頭數板末句：「又嫌沒新鮮介魚肉來介魚肉。」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搭

腔（答腔）：「希望大家多多來牽成，多多來牽成。」 

 

以上不論是句首、句中、句末連屬手法、首句或末句疊詞手法，皆有助於演

員表演「棚頭」時，可以更順暢，且有加重語氣、強調之意味，尤其當首句與末

句皆使用疊詞手法時，更使得「棚頭」在整個結構上，具有整體統一效果。 

 

二、客語方言語彙詞性之運用 

 

就「客語」內容而言，包含「方言」與「俗語」兩大部分。「方言」屬於地

方性語言，且方言彼此之間，更有著地域性、地區性之差異。故客語「方言的使

用，對懂得此種方言的人，有一種親切感；對不懂此種方言的人，有一種新奇感。」

159方言俗語具有通俗化之口語特徵，可用以抒發民眾共同之生活習慣與感受。以

下舉例「十大齣」「棚頭」中之客語方言詞彙（與國語對照），依詞性可分成名詞、

代詞、動詞、形容詞及副詞等部分來探討。 

    （一）名詞 

                                                 
159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138。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阿伯」160：伯父。「哺娘」：妻子、太太。「老妹」161：

妹妹。「暗晡」：晚上162。「禾鐮」：鐮刀。「禾」：稻子。「溪哥」：鯰魚。「雞公」163：

公雞。「卵」：蛋。「雞子」：小雞。「鷂婆」164：老鷹。「公太」：曾祖父。「阿哥」：

哥哥。第二齣〈勸郎賣茶〉：「頭路」：工作。「街巷」：市區街上。「哺娘」：妻子。

「髻鬃」：髮髻。「答滴」：囉嗦。「嘴子」：嘴巴。「六月冬」：節氣在立秋前、大

暑後，此時早冬稻可以收割了，而慢冬稻準備要插秧。第四齣〈糶酒〉：「舊年」：

去年。「五月節」：端午節。「青暝」：瞎子。「碗公」165：大碗。「生理」：生意。

第五齣〈問卜〉：「樹尾」：樹梢。「地動」：地震。「眠床」：床。「攝亮」：閃電。「放

雨白」：颱風來臨前的前兆。「風災」：颱風。「（吃）不畏」：不膩。「達代」：滿意。

第六齣〈桃花過渡〉：「豬嬤」：母豬。「遮子」：傘。第七齣〈勸郎怪姐〉：「頭家」：

老闆。「暗晡頭」：晚上。「豬仔」：豬。「細阿姐」：小姐。「薑母」：薑。第八齣〈茶

郎回家〉：「尚公」：道士。「整暗晡」：整個晚上。 

（二）代詞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亻厓」：我。第二齣〈勸郎賣茶〉：「佢」：他（們）。

「咱」：我們。第四齣〈糶酒〉：「佢」：他。「亻厓」：我。 

（三）動詞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兜」：端。「趨」：趕。「覓」：尋找。「相打」：打架。

「歕」：吹。「攬」：抱。第二齣〈勸郎賣茶〉：「食」：吃。「揪」：扯。「樁」：槌、

打。第四齣〈糶酒〉：「犀刂」：殺。「打」（了一個大臭屁）：放（了一個大臭屁）。

第六齣〈桃花過渡〉：「呷」：吃。第七齣〈勸郎怪姐〉：「飼」：餵、養。「阡」：刺、

                                                 
160「阿＋稱謂」：對長輩。 
161「老＋名稱」：一般用。 
162 「暗晡」：晚上，一般指日落，約七時以後的時間。只有一個〈晡〉原指天將暗的狀態，但在

構詞上〈晡〉已經虛化，客家人本身不知『pu』是什麼字，也不知是什麼意義。……〈晡〉前

常用〈昨〉、〈今〉、〈暗〉而不用〈明〉（〈明天〉是天光日，構詞法不同）。〈晡〉後常有〈夜〉、

〈日〉、〈時〉，但不加〈年〉、〈月〉。 
163 在〈雞公〉後的〈公〉不是全後綴，而是指雄性的補足成分，是實的成分。 
164 鷂婆的〈婆〉：並不代表母的，與叔婆、伯婆的後綴有意義不同，是完全虛化的名詞，與〈哥〉

相同，同在動物。 
165 客語中〈公〉當後綴是完全失去詞彙意義的附加成分。可以表自然界，可以指人、動物或非

生物。 



殺。「訂落去」：訂下（訂婚）。「攬」：抱。第八齣〈茶郎回家〉：「掘」田角166：

挖鬆、弄平。「歕」：吹。 

（四）形容詞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生鑥」：生銹。第六齣〈桃花過渡〉：「按」（靚）：

如此（漂亮）。第七齣〈勸郎怪姐〉：「古椎」：可愛。「細」：小。第八齣〈茶郎回

家〉：「古椎」：可愛。「打迄蹉」：閒晃，無所事事。「惹屑」：不舒服。「夭壽」（惡）：

非常（兇）。「天光了」：天亮了。 

（五）副詞 

如第二齣〈勸郎賣茶〉：「恁」（重）：如此、這麼（用力、大力）。第五齣〈問

卜〉：「緊」：一直、持續。 

以上例子就詞性不同，各具其特色：如「名詞」具有相當之時代性與地域性，

形成特殊之客語詞彙，且至今仍流傳在一般民眾口中，屬於「活」語言。「動詞」

則具有生動之形象性，可表現出具體動作的狀態與程度，亦具有鮮明之寫實性。

用「形容詞」來呈現出人、事、物之狀況或情貌，具有高度的具象性，亦有加強

描寫程度之作用，而「副詞」作用主要是用來修飾或描述動詞的詞義。 

就「十大齣」「棚頭」中常用特殊詞彙而言，歸納其客語方言語法特色之「綜

合特點」。「客語一般常用的語詞與國語或其他方言不同的地方，頗為廣泛零碎，

所以用『綜合』來涵蓋它。這些綜合語詞可分保存古義、詞義較廣、詞義特殊、

單音詞多四部分。」167 

1、保存古義：「棚頭」語詞中有不少保存古代文言字義，臚列如下，前者為

客語，括號內為國語。例如：烏（黑）、暗（黑）、走（跑）、索（繩）、禾（稻）、

食（吃）、卵（蛋）及覓（找）等。 

2、詞義較廣：一般而言，客語詞義較廣，「棚頭」中許多用詞都代表今天國

                                                 
166「掘田角」：田地轉角的四個地方，牛犁田犁耙或耕耘機沒法到達，每坵田的四個角，都會留

下一小塊，耕田人只好自己動手挖掘。 
167 詳見羅肇錦：《客語語法》（臺灣學生書局，1988 年 9 月），頁 284~293。 



語用詞的兩種或兩種以上的意義。例如，「講」：有「講」、「說」、「談」三種意義。

「爛」：包含「破碎」、「腐爛」兩種意義。「凳」：不分「有靠背」、「無靠背」都

稱凳子。「走」：有「逃」與「跑」兩種意義。「追」：有「趕」、「追」兩種意義。

「扛」：有「扛」、「舉」兩種意義。 

3、詞義特殊：「棚頭」中的常用詞，從字面上看是非常普通而又慣用字詞，

但它所表達的意義卻與字面不一樣，或意義與字面一樣但用法和國語不同的劃歸

為詞義特殊。例如：鰗鰍（泥鰍）、鷂婆（老鷹）、天光了（天亮了）、轉（回）

去、細（小）、細阿姐、細阿妹（小姐）、細妹仔（女生）、細賴仔（男生）、利（銳）、

暗晡（晚上）、街巷（市區街上）、生理（生意）及生趣（有趣）等。 

4、單音詞多：客語用詞在單音與複音之間常常相反，大體上客語的單音詞

比國語多。但在「棚頭」中較多的是客語複音，而國語單音，例如：眠床（床）、

薑母（薑）、雷公（雷）、豬哥、豬仔（豬）及巴掌麻（巴掌）等。  

從用語特性來看，「十大齣」「棚頭」之用字遣詞表現在字詞手法之運用、客

語方言語彙之運用等方面，是於通俗平易中巧具深意。故歸納「棚頭」在語言方

面之特點有三：一為用語簡練自然，二為字詞平易素樸，三為語彙樸直俐落。其

無須太多的矯揉造作、刻意雕飾，卻能將人們生活智慧與道理寄寓於其中，亦能

充分展現出客語方言中之生活氣息與地方色彩。 

 

貳、「十大齣」「棚頭」之修辭技巧 

 

    就「十大齣」之「棚頭」表演而言，隨口即興是相當重要一部分，演員並不

會特意去字斟句酌，而棚頭作品經由適當之語言形式，表達一定的思想內容，以

增強語言效果的技巧，即是所謂的「修辭」。而所謂「修辭格」168，是人們在長

                                                 
168 張德明：〈論修辭手法和藝術手法的關係〉《錦州師院學報．哲社版總第 56 期》（1993 年 1 月），

頁 106。 



期使用語言文字過程中創造的具有特殊表達效果的修辭格式或模式，或稱「修辭

方式」或「修辭手法」，簡稱「辭格」或「辭式」，它是一種積極修辭的手法。但

目前學術界對修辭格之定義不一，修辭之辭格及分類，各家所言雖不同，也沒有

一定的標準。然而實際上，常用的修辭方式各家所述則大致相同。 

本文以黃慶萱《修辭學》、沈謙《修辭學》之修辭理論與辭格方式，作為主

要分析依據，並參酌他書有關辭格之詮釋或補充。筆者根據「十大齣」「棚頭」

之內容特色，歸納出幾種較為常用修辭方式，並配合修辭學理論，分為表意修辭

與形式修辭二方面來作探討，藉以呈現出「十大齣」「棚頭」獨特之修辭技巧，

以下歸納舉例說明之。 

 

 

一、表意修辭 

 

    在「十大齣」「棚頭」表意修辭方面，包括設問、摹寫、夸飾、譬喻、雙關、

倒反、示現等修辭技巧。 

（一）「設問」：所謂「講話行文，忽然變平敘的語氣為詢問的語氣，叫作設

問。」169亦即講話行文，刻意設計問句之形式，以吸引對象注意之修辭方法，是

為設問。其中又可分為三類：1、疑問：內心確有疑問之問句，屬於普通問句。2、

提問：自問自答。先提出問題，引起對方好奇與注意，再自行作答。3、激問：

問而不答，以問句表達確定之意思，增強語勢。答案必在問題之反面，故又作反

問、詰問。嚴格說來，修辭方法中之「設問」，僅包括「提問」與「激問」。設問

可用在篇首以提示全篇主旨，用於結尾以增進文章餘韻，也可連續設問以製造文

章氣勢。170 

如第二齣〈勸郎賣茶〉棚頭「激問」：「旦甲唱：堂堂一個男子人，有茶不賣

                                                 
169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35。 
170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258、259。 



何原因？有心採茶無心賣，叫我姑嫂靠何人靠何人？」「做好色茶你不賣，怎般

養活一家人？」第三齣〈送郎挷傘尾〉棚頭「提問」：「買魚並割肉，人人問他做

麼介？假作觀音生，講是還豬福。」第四齣〈糶酒〉棚頭「提問」：「何不來去蘇

州街上吃上兩杯酒暖暖身，有何不可？待我快去吃上兩杯酒。」又「丑白：不是

狀元府，也不是城隍廟。這到底是什麼地方？旦甲白：外面有匾牌為記。」丑角

提出「疑問」，由旦甲回答。此外，謎語的表現形式，多以提問與對話問答方式

呈現。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激問」：「一隻鴛鴦哀哀哭，還有一隻在何方？」

第七齣〈勸郎怪姐〉棚頭「提問」：「有人來問亻厓娶來做什麼？娶來暗晡頭，玩

生趣來玩生趣。」在「十大齣」「棚頭」中多提問、激問與一問一答的方式。擅

用設問句可使得作品內容多波瀾，語氣強烈而發人深思，比判斷句及敘述句更能

引人注意。 

    （二）「摹寫」：「對事物的各種感受，加以形容描述，叫作『摹寫』。……其

實摹寫的對象，不僅為視覺印象，同時也包括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等的感

受，所以改稱為『摹寫』。」171摹寫即是敘述眼之所觀、耳之所聽、鼻之所聞、

口之所嚐、體之所觸及心之所思等自然景物與人情世故。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聽覺之摹寫：「各位哥嫂笑呵呵。」「雞公生卵

咯咯咯。」視覺之摹寫：「叔公阿伯靜靜坐。」第四齣〈糶酒〉棚頭－體之所感：

「去蘇州街上吃上兩杯酒暖暖身。」觸覺之摹寫：「男生跟女生抱著緊緊的（細

賴仔和細妹仔兩啥攬啾啾。）。」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觸覺之摹寫：「待我

船頭小安眠，鬆鬆身。」聽覺之摹寫：「他全家被我罵到哇哇哭。」視覺之摹寫：

「妳的頭首伏低又伏低。」「面紅耳赤頸歪歪。」第七齣〈勸郎怪姐〉棚頭－聽

覺之摹寫：「就像豬仔阡不死，嘛咿又嘛咿。」第十齣〈送金釵〉棚頭－聽覺之

摹寫：「玲玲瓏瓏…咿咿呀呀…哩哩喀喀。」聽、視、味、觸覺等摹寫是巧妙地

藉由摹寫方式之運用，且具有重疊性質，可將「棚頭」表演內容更具體、生動與

自然的呈現出來。 

                                                 
171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51。 



    （三）「夸飾」：「言文中誇張舖飾，超過了客觀事實的，叫作『夸飾』。」172

語文中夸張舖飾，遠超過客觀事實，使其所表達之形象情意鮮明突出，藉以加強

讀者或聽眾印象之修辭方法，是為「夸飾」。夸飾之種類，依題材對象約有五類：

1、空間的夸飾，2、時間的夸飾，3、物象的夸飾，4、人情的夸飾，5、數量的

夸飾。依表達方式分放大與縮小兩種。而夸飾之效用在於寫景狀物則極態盡妍，

凸顯聲貌；抒情言志則聳動情感，加強印象。173夸飾即運用誇張手法，通過現實

生活中之某一具體事物，加以誇大擴張，恰到其處，使之更鮮明，更突出，給人

留下深刻的印象。174夸飾法巧妙運用在注意之人、事、物焦點上展開想像，且經

由夸飾所表現出來的形象特色有二：1、具體可感－其具有具體性與形象性。2、

抽象誇張－其通常超越事物常態。 

如第四齣〈糶酒〉棚頭：「前堂凍死一隻龜，後堂凍死一隻鱉，拿來送，送

不動，拿來推，推不得，請了人來扛，扛到城門東，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盆

血。」「打了一個大臭屁，爆爛一個大醃缸來大醃缸。」屬於物象方面之放大夸

飾，其經由夸飾所表現出來的形象特色，從具體可感到抽象誇張，呈現出之內容

鮮明與突出，令人莞爾，其目的在於吸引人注意。 

    （四）「譬喻」：「譬喻是一種『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

事物中有類似之點，說話作文時運用『那』有類似點的事物來比方說明『這』件

事物的，就叫『譬喻』。」175譬喻種類之運用，1、明喻－基本構成方式是甲（喻

體）像、猶、如、似、好比（喻詞）乙（喻依）。2、隱喻又稱暗喻－基本構成方

式是甲（喻體）是（喻詞）乙（喻依）。3、略喻－基本構成方式是甲（喻體）－

乙（喻依）。4、借喻－基本構成方式是甲（喻體）被乙（喻依）所取代。喻體、

喻詞省略，只剩下喻依。5、博喻－基本構成方式是一個喻體，多種喻依。176譬

                                                 
172 同前註，頁 213。 
173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118。 
174 李彬生：〈淺談傳統客家情歌〉黃綠清、陳修副主編《客家研究輯刊》第 1期（1993 年），頁

59~63。 
175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227。 
176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2。 



喻是以此一事物之某種情狀，來比喻另一種同類事物之情狀，有一種含蓄蘊藉、

暗示且韻味悠長之效果，增強作品之感染力。 

如第五齣〈問卜〉棚頭「略喻」：「人人說我半仙。」我（喻體）－半仙（喻

依），省略「是」（喻詞）。「隱喻或稱暗喻」：「你是半仙。」你（喻體）是（喻詞）

半仙（喻依）。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明喻」：「姊妹好比狼狗公。」姊妹（喻

體）好比（喻詞）狼狗公（喻依）。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明喻」：「靚啊靚姑

娘，好比天上五彩雲。」靚姑娘（喻體）好比（喻詞）天上五彩雲（喻依）。「我

今好比山溪水。」我（喻體）好比（喻詞）山溪水（喻依）。「明喻」為喻體、喻

詞、喻依三者兼備。「棚頭」之譬喻精妙，表現鮮明生動之形象，使得「棚頭」

表演靈動，引人共鳴。 

    （五）「雙關」：「雙關」是一種機敏雋永、趣味盎然、語涉雙關之修辭法。

即「一語同時關顧到兩種事物的修辭方式，包括字義的兼指，字音的諧聲，語意

的暗示，都叫作『雙關』。」177亦即一語詞同時關顧到兩種不同事物或兼含兩種

意義之修辭方式，是為「雙關」。可分為三類：1、諧音雙關：一個字詞除了本身

所含意義之外，兼含另一個同音或音相近字詞之意義。2、詞義雙關：一個詞語

在句中兼含兩種意思。3、句義雙關：一句話或一段文字，雙關到兩件事物或兩

層意思。「雙關」運用得當，可使文章蘊藉，文字風趣，語言鮮活。178 

如第四齣〈糶酒〉棚頭：「喔！酒大姐就是妳嗎？哎喲！十八個銅錢兩次算，

原來就是九文九文，見下一禮。」其中「九文九文」，即「久聞久聞」之雙關，

此屬於詞義雙關，利用語詞意義關聯，構成同音異字之雙關。又如第十齣〈送金

釵〉棚頭：「你就講斷氣來。」句中之「斷氣」即「斷句」，此則為諧音雙關，利

用語詞聲音相同或相近，在客語中「氣」與「句」語音相近，而構成音近異字之

雙關。在「棚頭」表演內容中，巧妙地運用「雙關」修辭，可使語言表達更含蓄

雋永生動、寓想餘味深長。 

                                                 
177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305。 
178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62。 



    （六）「倒反」：「倒反」在修辭學上，可分倒辭與反語兩種。而客家「啦翻

歌」應屬於「倒辭」形式，所謂「倒辭是把正面的意思倒過來說，中間並沒有含

有諷刺的意思。」179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數板「啦翻歌」：與自然、動植物景象倒反－「趨

鴨上山吃樹葉，趕羊下水覓田螺。風吹磨石跌落河。古井肚裡下鳥窩，竹頭尾頂

釣溪哥。打開秧地曬早穀，高山頂上裝沖河，磨利禾鐮斬大樹，生鑥斧頭來割禾。

雞公生卵咯咯咯，雞子半天打鷂婆。」與非自然、人文情況倒反：「光頭相打專

扭毛。亻厓看亻厓公娶老婆，亻厓姆行嫁亻厓扛轎，看人打笛歕銅鑼。亻厓姆先生 

亻厓老弟，後來再生亻厓大哥。」表演啦翻歌，主要目的為博人一笑。 

    （七）「示現」：「語文中利用人類的想像力，把實際上不聞不見的事物，說

得如見如聞的修辭方法，就叫作『示現』。」180「示現」即指透過豐富之想像，

運用形象化之語言，將某一項人、事、物描繪得神氣活現，狀溢目前，讓讀者感

覺如身歷其境，親聞親見之修辭方法，可分三類：1、追述示現：將過去的事情

描述得彷彿仍在眼前。2、預言示現：將未來的事情描述得好像已經發生在眼前。

3、懸想示現：將想像的事情說得就像在眼前。示現原則主要在運用側筆，主動

呈現；馳騁想像，激發共鳴。181故「示現」即指用回想、預想、懸想的方法，把

已經過去的事，將要發生的事，或者既未出現、也不會發生的事，生動地顯現出

來。 

如第二齣〈勸郎賣茶〉棚頭數板：「有日亻厓對街巷過；一個大約佢哺娘，一

個量必佢老公……因為去年六月冬，相爭一只爛火熜；害亻厓當時來聽到，笑到

嘴子合不攏來合不攏。」又如第四齣〈糶酒〉棚頭數板：「記得真記得，記得舊

年五月節，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遇到阿才哥，佢講亻厓真正了不得來

了不得！」以上皆屬於追述示現，就是把過去的事情說得彷彿還在眼前一樣，引

                                                 
179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322。 
180 同前註，頁 365。 
181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204。 



起人們的想像力，將過去的情景播放到眼前，使觀眾如同身歷其境一般，將追述

示現極致發揮。 

 

二、形式修辭 

 

    在「十大齣」「棚頭」形式修辭方面，以類疊、對偶、排比、層遞、頂真等

修辭技巧來作探討。 

    （一）「類疊」：「同一個字詞語句，接二連三反復地使用著，叫作『類疊』。」

182類疊不但能使詞面整齊，還可因字詞重疊而豐富其意涵，因疊沓其音節而更具

音樂性，其主要作用即在於突出思想感情，增添文辭美感。故類疊之作用有七：

一是增強語勢，渲染氣氛；二是通過雙聲疊韻，表達感情；三是形象如畫，具體

生動；四是同聲同韻，具有音樂美；五是可以突出重點，強調重點；六是可以增

強敘述的條理性與生動性；七是可以增添旋律美，加強節奏感。183類疊可分四類：

一、疊字：同一字詞之連接使用。二、類字：同一字詞之隔離使用。三、疊句：

語句的連續出現，或稱「連接反復」。四、類句：語句隔離的出現，或稱「間隔

反復」。類疊原則即在摹聲繪狀，曲盡情態。反復強調，語重心長。噴薄而出，

因情立文。184從類疊內容來看，它能再現形象或觀念，從而加重語氣，增強表現

力。所謂「重疊法」：「指同一個字或語表重複一次產生新詞的辦法叫重疊法。」

185重疊法被巧妙地運用在「十大齣」「棚頭」內容中，無形中造成文學效果，更

豐富「棚頭」之文學性語言。 

1、「疊字」： 

                                                 
182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411。 
183 蔡宗陽：《應用修辭學．類疊的解說與活用》（台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2001 年 5 月），頁

158。 
184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424。 
185 羅肇錦：<四縣客語附著成分結構>《「臺灣客家語概論」講授資料彙編》（臺灣語文學會出版，

1996 年 5 月），頁 149。 



（1）「名詞重疊」：在「客語名詞重疊的很少，本來按照漢語構詞形式規律，

除動詞、形容詞之外，一般都不重疊，唯有名詞、量詞代表〈每一〉的時候有重

疊形式。」186如第五齣〈問卜〉棚頭：「行行出狀元來，出狀元。」此處的「行

行」指的是「每一個」行業，含有泛指之意。第八齣〈茶郎回家〉棚頭：「人人

講亻厓真古椎。」句中的「人人」有「眾多」之意。故在客語中名詞類的重疊詞，

是含有不同意思的，屬於名詞及量詞的重疊。 

（2）「形容詞重疊」：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各位哥嫂笑呵呵。」用「呵

呵」一詞來形容人們的笑聲，亦有摹聲之意。第四齣〈糶酒〉棚頭：「何不來去

蘇州街上吃上兩杯酒暖暖身。」句中「暖暖」一詞是形容溫暖、暖和的意思。第

七齣〈勸郎怪姐〉棚頭：「從小生癩痢，險險死掉去。」用「險險」一詞來形容

差一點就死去。 

（3）「副詞重疊」：「客語副詞重疊的很少，都是構詞的重疊，而非構形（語法

功能）的重疊。」187用「副詞重疊」來形容動詞的狀態。如第一齣〈上山採茶〉

棚頭：「叔公阿伯靜靜坐。」若以「坐」字為動詞來探討，可表過去完成－「已

經」坐下、現在進行－「正要、剛剛」坐下的狀態，並以「靜靜」一構詞重疊，

來表示「坐」動作的狀況。「靜靜」在動詞「坐」前當修飾用。第二齣〈勸郎賣

茶〉棚頭：「婦人專專揪下面。」「剛好畀亻厓來看到，緊緊和佢佔對中。」及「婦

人到底過答滴，一張嘴子囁囁動。」第四齣〈糶酒〉棚頭：「扛到屋後直直上。」

第七齣〈勸郎怪姐〉棚頭：「亻厓就溜溜走，跟人溜溜去。」第八齣〈茶郎回家〉

棚頭：「釣大魚就放長索，慢慢牽、慢慢剝。」「亻厓哺娘來發覺，巴掌麻亂亂捉。」

以上例句中，副詞重疊詞有「專專」、「緊緊」、「囁囁」、「直直」、「溜溜」、「慢慢」

及「亂亂」等，皆在形容、修飾動詞的狀態，副詞重疊作用在於補充說明動詞，

在程度上來說，具有加強語氣及強調意味。 

（4）「動詞重疊」：如第四齣〈糶酒〉棚頭：「流流連連，離鄉背井有三年。」

                                                 
186 同前註，頁 125。 
187 羅肇錦：《客語語法》（臺灣學生書局，1988 年 9 月），頁 135、136。 



其「流流連連」為疊義，而「流連」一詞屬動詞性質，主要是描摹長時間持續的

動作狀態，用「流」與「連」重疊，有加重語氣的意味。 

2、「疊詞」：如「十大齣」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亻厓與嫦娥和山歌麼

和山歌。」第二齣〈勸郎賣茶〉棚頭：「無空真無空。」「笑到嘴子合不攏來合不

攏。」「叫我姑嫂靠何人靠何人？」「你也不敢取笑我取笑我喔！」「為兄實在做

不到來做不到。」第三齣〈送郎挷傘尾〉棚頭：「搭足真搭足。」「真真冇食祿來

冇食祿。」第四齣〈糶酒〉棚頭：「記得真記得」「佢講亻厓真正了不得來了不得！」

「爆爛一個大醃缸來大醃缸。」「想送奴情哥，想送奴情哥，食到瓜子想到娘，

食到瓜子想到娘。」第九齣〈盤茶盤堵〉棚頭：「又嫌沒新鮮介魚肉來介魚肉。」 

「十大齣」「棚頭」運用重疊詞的重要作用，在豐富「棚頭」之詞彙形式與

內容；有修飾語句及加強語氣的功能；造就語言延展的感覺，且使語言富有音韻

和諧、節奏整齊的效果。故用重疊形式增加聲音的抑揚起伏，形成聯綿和諧之韻

律，是語言運用上之重要表現，更增加「棚頭」表演之感染力。 

（二）「對偶」：「語文中上下兩句，字數相等，句法相似，平仄相對的，就

叫『對偶』。」188將語文中字數相等、語法相似、詞性相同文句，成雙作對地排

列之修辭方法，是為「對偶」。對偶依句型可分為四類：1、當句對：同一句中，

上下兩個短語，自為對偶。又名「句中對」。2、單句對：上下兩句，字數相等、

詞性相同、平仄相對，是對偶中最常見者。3、隔句對：第一句與第三句對，第

二句與第四句對。又名「扇對」。4、長偶對：奇句對奇句，偶句對偶句，至少三

組。又稱「長對」。對偶原則即在對仗工穩，錦心繡口。意境高遠，自然成趣。

對偶異於排比映襯。189運用「對偶」，整齊美觀，音律和諧，便於記誦。 

如第四齣〈糶酒〉棚頭之對聯，即運用對偶之單句對：1、七字對聯：上聯

「風吹馬尾千條棉」對下聯「水打桃花萬點紅」。（1）字數相等。上下聯字數相

等為七個字。（2）詞性相同。上下聯中同類詞相對，如「風」（名詞）對「水」

                                                 
188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447。 
189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452。 



（名詞）；「吹」（動詞）對「打」（動詞）；「馬尾」（名詞）對「桃花」（名詞）；「千

條棉」（形容詞＋名詞）對「萬點紅」（形容詞＋名詞）。（3）平仄相對。上聯「平

平仄仄平平平」對下聯「仄仄平平仄仄平」，基本上為平仄相對。2、五字對聯：

上聯「日進千香寶」對下聯「時招萬里財」。（1）字數相等。上下聯字數相等為

五個字。（2）詞性相同。上下聯中同類詞相對，如「日」（名詞）對「時」（名詞）；

「進」（動詞）對「招」（動詞）；「千香寶」（形容詞＋名詞）對「萬里財」（形容

詞＋名詞）。（3）平仄相對。上聯「仄仄平平仄」對下聯「平平仄仄平」，平仄相

對，十分工整。 

（三）「排比」：「用結構相似的句法，接二連三地表出同範圍同性質的意象，

叫作『排比』。」190
排比依語言結構可分「單句的排比」與「複句的排比」。排比

原則有二：1、充分發揮排比功能，敘事寫人，清晰鮮明。抒情寫景，淋漓盡致。

說理透徹，具體深刻。2、確實掌握排比特性，鮮明地表現多樣的統一，具體地

表達共相的分化。191 

如第四齣〈糶酒〉棚頭：「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凍死一隻龜，

後堂凍死一隻鱉」、「拿來送，送不動；拿來推，推不得；拿來吃，吃不得」、「人

來扛，扛到城門東；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盆血。」相似句法幾乎兩兩一組，

此應屬於單句的排比。第五齣〈問卜〉棚頭：「小樹怕藤纏，大樹怕刀碾。唐山

怕老虎，臺灣怕生番。泥鰍怕黃鱔，魚兒怕鱸鰻。石壁怕推山，扛轎怕轉彎。蚊

子怕火煙，挑擔怕轉肩。」其句法結構為「…怕（驚）…」，有事物相生相剋之

意，為複句的排比。而「富家講來年，窮人講眼前。」句法結構為「…講…」，

為單句的排比。「樹尾緊搖就是起風，房屋緊搖就是地動，眠床緊搖就是娃娃加

工，緊攝亮就是響雷公。放雨白就會做風災，雨下不停就會做水災，雨下不成就

是旱災。」其句法結構為「…就是（會）…」，有因果關係－「前因後果」，此亦

為複句的排比。經由排比之氣勢與力量，有助於增強表達效果，突出人、事、物

                                                 
190 同註 188，頁 469。 
191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480。 



之形象與特徵，深化「棚頭」意境與中心思想。 

（四）「層遞」：「凡要說的有兩個以上的事物，這些事物又有大小輕重等比

例，而且比例又有一定秩序，於是說話行文時，依序層層遞進的，叫『層遞』。」

192層遞又可分兩類：1、單式層遞：（1）前進式，排列次序從淺到深、從低到高、

從小到大、從輕到重、從前到後、從始到終，或稱「遞增」、「遞昇」。（2）後退

式，排列次序從深到淺、從高到低、從大到小、從重到輕、從後到前、從終到始，

或稱「遞減」、「遞降」。2、複式層遞：（1）反復式：由前進式、後退式層遞前後

連接而成。（2）並立式：由兩組同性質層遞並列而成。（3）雙遞式：甲乙兩現象

有因果關聯，乙現象視甲現象的層遞而自成層遞。層遞原則即在一貫的秩序，適

度的變化。193
運用「層遞」可使思想逐步加深，感情逐步強化，從而增強語言的

說服力與感染力。 

如第五齣〈問卜〉棚頭：「子丑寅卯，饅頭菜包，辰巳午未，人喊請就來去。…

申酉戌亥，白菜大頭菜。」「甲子乙丑海中金，…丙寅丁卯爐中火，…戊辰己巳

大林木，…」依照天干與地支十二時辰的次序層層遞進，有秩序有層次地遞增，

逐步推進。隨著時間的進程、空間的變換、動作的轉移等，層層加深事物情態，

層層推向高潮。 

（五）「頂真」：「頂真」是使用相同字、詞或句的緊密承接，造成形式上前

頂後接，首尾蟬聯，促使語氣貫通，便於表達回環複沓的思想感情，增強節奏感

的修辭法。「前一句的結尾，來作下一句的起頭，叫作『頂真』。」194「頂真」即

「頂針」，亦即後面的開端，與前面的結尾，重複同樣的字詞或語句，前後緊接，

蟬聯而下，使得文章緊湊而顯現上遞下接趣味之修辭方法，是為「頂針」。頂針

可分為三類：1、段與段之間的頂針：又名「連環體」，是文章上一段末尾，與下

一段開端用同樣句子或字詞。2、句與句之間的頂針：又名「聯珠格」，是前一句

                                                 
192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481。 
193 同註 191，頁 506。 
194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1992 年 9 月增訂六版），頁 499。 



末尾，與下一句開端用同樣字詞。3、句中頂針：是同一文句中片語與片語之間

用同一字詞來頂接，貌似疊字，其實字疊而語析。頂針原則有，首尾蟬聯，上遞

下接。節奏緊湊，音律和諧。為情造文，文質合一。195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我說哺娘啊老妹，老妹我哺娘呀！」第二齣

〈勸郎賣茶〉棚頭：「叫我走我就走，走到東邊唉。」「我又走，走到西邊過。」

「我又走，走對叔公屋前過。」「兩人行前告訴我，我也不敢取笑你，你也不敢

取笑我取笑我喔！」第四齣〈糶酒〉棚頭：「記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

「拿來送，送不動。」「拿來推，推不得。」「請了人來扛，扛到城門東。」「拿

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盆血。」「拿來吃，吃不得」等。 

以上舉例為「十大齣」「棚頭」中常見之修辭方式，從辭格分析發現，在同

一齣「棚頭」有時常是運用兩種或兩種以上之修辭技巧，在此民間題材及樸實內

容中，蘊藏著相當豐富之修辭技巧與文學內涵，呈現出「棚頭」豐富且多樣之修

辭方式與文學性，十分引人入勝。 

第四章「十大齣」「棚頭」文學之特色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為客家戲曲發展之最初根源，其屬於民間小戲文學，是

臺灣社會與客家族群生活之反映，它在客家戲曲文學上，有著重要之地位。臺灣

客家三腳採茶戲內涵是為客家文學，所謂「客家文學」196即是有客家人特色之文

學，它反映客家人之社會生活，描繪客家人所處之生活環境，表現客家人之思想

感情。此外，凡客籍、非客籍作家或藝人不論採用何種方式方法，只要在文學作

品或戲劇表演中，以客家地區之事物為內容，並描繪客家人之生活環境，反映客

家人之社會生活，表現客家人之思想感情，這些作品亦理所當然地屬於客家文

學。而客家文學之內涵應包含：凡是用客家人之生活語言－以客方言為載體之文

                                                 
195 沈謙：《修辭學》（國立空中大學，1995 年 1 月），頁 526。 
196 參照羅可群：《客家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年 11 月），頁 4。 



學作品，如「十大齣」「棚頭」中之客家俗語、客家令仔、客家歌謠及客家說唱

等類別，皆為客家文學。可見，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客家文學內容甚為豐富，

因其客家之特色，且屬於民間文學範疇，故它在客家文學史、民間文學史及中國

文學史上，皆應有一席之地。 

本章節闡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棚頭」之文學特色與表現，以

呈現出「棚頭」之文學價值，其文學價值展現在內容特色－渾樸自然風格，及表

現技巧－展現客家語言藝術等，並肯定與賦予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在文學史上之

地位。 

 

 

 

 

 

第一節「十大齣」「棚頭」文學之價值 

 

    客家三腳採茶戲屬於民間文學，其源於廣大群眾，早於廟堂文學與作家文

學。「所謂文學，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人生的反映，是人們內心感情的流露。」

197而客家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亦表現時代精神－「棚頭」表現的正是客家族群的

時代精神；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棚頭」反映客家人民的社會生活；文學是

人們內心感情的流露－「棚頭」紀錄臺灣客族人們的生活感情。 

 

壹、「十大齣」「棚頭」之文學價值 

 

                                                 
197 糜文開、裴普賢著：《詩經欣賞與研究（四）》（三民書局，1984 年 1 月），頁 347、348。 



一、文學價值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文學價值，包括形式內容部分： 

（一）形式方面： 

1、客家三腳採茶戲為客家小戲之源頭、客家大戲之祖，其中之「棚頭」更

為重要部分。客家三腳採茶戲以後所發展的客家大戲，其表演方式與技巧多由客

家三腳採茶小戲開其端，且客家大戲對客家三腳採茶戲表演之法，有所取材與學

習。 

2、「棚頭」豐富而多樣「說」之演出形式，且在「十大齣」「棚頭」中，依

說話角色人物而言，可分為「數板」、「幫腔」、「搭腔（答腔）」、「道白」、「台白」

及「詞白」形式等，充分展現「棚頭」特殊表演形式。 

（二）內容方面： 

「十大齣」「棚頭」中之客家民間文學類別，舉凡客家俗語、客家令仔、對

聯、客家歌謠、客家說唱及民間故事等，皆各具文學之內容特色與價值。 

將文學內容形式巧妙地運用於「十大齣」「棚頭」中，使得劇中人物對話內

容描述更深刻，文中事物描寫更細緻，表演藝術更加豐富而多采，充滿濃厚之生

活氣息。且其包含之客家民間文學內容廣泛，或可加以運用於客家文學作品之寫

作，以增加文學藝術之感染力。 

 
二、娛樂價值 

 
    在臺灣未有收音機、電影、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之前，社會大眾娛樂之一即

是觀戲，從民間「落地掃」形式之小戲到戲台上之戲劇，故民間戲劇自然有著極

重要之娛樂功能。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為「小戲」型態，屬於跑江湖藝人的飯碗，

因此，具備娛樂及經濟功能。至客家三腳採茶戲步上戲台，則具備民間戲劇的各



項社會功能，如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娛樂的、社交的、教育的功能。而後

「三腳班」也如其它民間戲劇一樣受到社會轉型，經濟結構改變及電視、電影衝

擊下而漸漸消失。198臺灣地區早期在傳播媒體不發達之際，多藉由觀看戲劇如客

家三腳採茶戲之演出，其表演內容詼諧、逗趣、戲謔，於農閒之餘提供客家人抒

發情緒、娛樂消遣的管道，是臺灣客家人農村生活的重要娛樂之一，並藉由其通

俗性與趣味性來強化其娛樂功能，而娛樂性、消遣性則是客家三腳採茶戲最顯著

之功能與特性。客族人民在注重文教之生活態度影響下，顯現出對生活娛樂之積

極態度，其娛樂活動多與生活背景有極密切的關係，其內容多與家庭或工作等日

常生活題材有關，且在「寓教於樂」中，發揮道德教化、匡正世俗之教育效果。 

 

 

三、教育價值 

 
    民間戲劇演出內容大多採擷傳統社會中的忠孝節義故事，或生活寫實片斷。

不論是那一類內容，皆在戲劇一遍遍的演出中，形成知識體系，而教化民眾。因

此，雖是目不識丁的人們，也可藉戲劇演出，了解到傳統社會所強調、所遵行的

行為規範。另外，民眾在整體性的活動中，得以分享、學習、傳承、轉換…等種

種共有的訊息，具有個人對自我、對個體、對群體及群體等互動及應對的關係，

是種社會性的教育。民間戲劇不僅藉戲劇內容，也藉活動本身來教育大眾，所以

具有教育的社會功能。199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內容經常將人生道理融入戲劇中，

透過劇中人物之對話與勸說，間接對觀眾產生教育作用。 

例如「十大齣」第一齣〈上山採茶〉及第二齣〈勸郎賣茶〉之內容，十分貼

                                                 
198 詳見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

1984 年），頁 18~25。 
199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21。 



近茶農採茶、賣茶生活，反映出客族人們特有積極進取之生命力與勤奮工作之生

活態度。如第四齣〈糶酒〉中客家諺語與成語之教育功能層面廣泛。客家諺語長

期流傳在民間，代表先民集體智慧結晶，經過時代與時間的錘鍊，客家諺語雖通

俗，卻也雅俗共賞，易為大眾接受。而它取材於世俗義理，凡是生活經驗愈豐富

的人，愈能體察客家諺語的意義。臺灣客家諺語除了有整齊排偶，容易朗朗上口

的韻律外，更重要的是客家諺語富含耕讀的教育內涵，側重啟發，對生命的啟示，

對於價值的探討，對於精神的提昇，其具有傳授經驗知識、教訓勸戒的功能。故

若將客家諺語與成語作為學習語文工具，不但可使學習者易於精通，且可在生活

之潛移默化中陶冶其品德，以收事半功倍效果。 

又如「十大齣」第九齣〈盤茶盤堵〉棚頭段中： 

 

丑唸：【數板】200 

人生在世愛惜福，莫在福中不（唔）知足。 

莫來草蜢撩雞公，早慢會給（分）雞公啄。 

有介婦人家真真不知足，朝朝睡到日頭晒屁股。 

三餐老公親自碌，煮便菜來煲便粥。 

恁樣又還不（唔）滿足，又嫌沒新鮮介魚肉來介魚肉。 

   

    在此「棚頭」數板之說詞中，勸諫世人要「知足、勤勞、惜福」之教育意味

濃厚，觀眾在無形中受到潛移默化之影響。且客家三腳採茶戲之內容古樸無華，

卻洋溢著客族人們之生活趣味，更充分反映其達觀樂天之處世態度與勤奮耐勞之

生活態度等。 

 
四、研究價值 

                                                 
200 資料來源自鄭榮興手抄本〈盤茶盤堵〉「棚頭」數板。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從大陸原鄉流傳至臺灣地區，一直以傳統小戲之原始型

態表演，其在客家戲曲之價值與地位無庸置疑。「十大齣」「棚頭」就其所反映之

內容與形式表現而言，許多研究領域與議題可藉此出發，以資參考與佐證。 

戲劇藝術表演研究領域，涉及客家三腳採茶戲之音樂、唱腔、身段及扮相服

裝等，可再加以深入探討與研究，以建立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表演藝術之完整知

識架構及理論體系。 

語言學與文學方面，研究「十大齣」「棚頭」客家民間文學內涵與類別，在

語言學之範疇，如客家俗語、令仔、對聯、客家歌謠及客家說唱等，以科學方法

研究語言學的語音、構詞、句法、語意及變化等，其語言形式包括押韻、節奏、

修辭與句型等，可作為客語語言學研究之材料。 

在哲學方面，從「十大齣」「棚頭」中含有之人生哲理，反映出客家族群對

宇宙人生的看法及生活態度，以了解臺灣客家族群對人生哲學之解讀，針對客族

人們對宇宙人生的各種問題作全盤探討，而建立一套客家哲學理論系統。 

民俗學方面，藉由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中所反映之客家民族特色，其中有關

客家民風民俗表現是重要部分，研究客族民間流傳之生活信仰及風俗習慣等，以

建立客家民俗學之研究。客族人們傳統之風物民情、風俗習慣或保存或消失，及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搬演或已隨時代逐漸消失，可從其中尋覓痕跡，此為提供

研究客家民俗學最直接可靠之資料。 

民族學方面，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是客家民族生活文化之縮影，從「十大齣」

「棚頭」切入研究臺灣客家族群，藉以瞭解臺灣地區客家族群之歷史、地理、生

活態度及風俗習慣等議題。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是民間群眾生活的生動反映，表現客家民間文學之多樣

性，更結合客族人民智慧與生活藝術等多方面之文學表現，豐富客家民間文學之

題材內容，呈現出文學、娛樂、教育及研究等多方面之價值。 



 

 

 

 

 

 

 

 

 

 

 

 

 

第二節「十大齣」「棚頭」之文學特色 

 

    客家三腳採茶戲是當時時代之產物，是農業社會人生之反映，是客族人們內

心感情之流露，為民間客家小戲文學。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題材多集中於農村生

活、市民生活與家庭生活三方面，帶有臺灣客家地區之地域色彩，其內容是以描

寫民間生活為主要素材，與民間生活息息相關，其民間生活之色彩相當濃厚。 

 

壹、「棚頭」題材內容之文學特色－渾樸自然風格 

 

    客家族群生活文化的特殊，其原因與客家人自古以來不斷遷徙的過程，有密

切的關係，正因長期的遷徙，漂泊的旅程，與生活在貧困山區的環境，表現出與



其他族群不同的文化特色。201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內容十分貼近人民日常生

活，其中反映出客族特有之思想與生活態度。在「十大齣」內容多以家庭故事、

勞動生活與市民生活等為重心，此內容特點與大陸「三角戲」之特點頗為相同： 

 

      三角戲……大多反映農村勞動生活和農民家庭故事。劇中人物多以夫妻、

兄妹為主。所以民間流行三角戲是「沒有皇帝沒有官，窮人越看越心寬」

的諺語。202 

 

    客家三腳採茶戲在臺灣地區，除演出家庭故事、勞動生活題材外，更加入以

城市為背景之市民生活。其原因在於「台灣的客家三腳採茶所表現，除了農民生

活之外，也有關於城市中小市民的生活與活動，這也不是長期在山區農村發展流

傳的大陸客家採茶戲所會出現的劇情。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所以會開始有反映城市

小市民生活活動的劇情，與台灣本身的生活環境應該有一定的關係，特別是，由

於台灣在地理特性上，屬於一個區域較小的海島，城鄉之間的路程距離也比較

近，所以，相對於大陸幅員廣闊，農村與有規模的城市之間路程遙遠，自然比較

容易接觸到城市生活與活動，進而運用在戲劇的劇情之中。」203此說明客家三腳

採茶戲流傳到臺灣後，因臺灣外在條件－地理環境之特殊性及地方人文風物等特

質，進而影響到故事劇情之題材內容呈現。故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建立賣茶郎故

事連續性劇情之「十大齣」，亦即建立一種專屬臺灣客家地區之演出形式與藝術

風格。 

 

一、豐富多樣之題材內容 

                                                 
201 曾學奎：《臺灣客家〈渡台悲歌〉研究》（國立新竹師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3 年），頁 141。 
202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中國戲曲志．福建卷》（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年 12 月），

頁 90。 
203 鄭榮興：〈論三腳採茶十大齣〉《客家文化月：兩岸客家表演藝術研討會論文集》（苗栗縣文化

局，2001 年），頁 300、301。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內容反映早期客家農村生活面向，或可稱它為當時社會

之一面鏡子。就「十大齣」「棚頭」整體內容而言，其題材內容豐富而多樣，若

就單齣而言，各自之特點亦甚為突出，以下舉例說明之。 

（一）刻畫人物性格 

如第二齣〈勸郎賣茶〉棚頭：表現三郎不想去賣茶的矛盾心理－「丑白：這…

嘻嘻…我想說慢加幾日，過些時候再去賣茶。」姑嫂二人為家庭生計，共同勸三

郎去賣茶－「旦甲唱：…堂堂一個男子人，有茶不賣何原因？有心採茶無心賣，

叫我姑嫂靠何人靠何人？」「旦乙唱：嘿…苦啊…做好色茶你不賣，怎般養活一

家人？」三郎在不捨親情與現實生活間掙扎－「丑唱：…我是三聲沒奈何，一想

起父母年又老，二想起兄弟姊妹這麼相好，三想起你嫂年少會寂寞，路途遙遠山

又高，為兄實在做不到來做不到。」 

第四齣〈糶酒〉棚頭：三郎出外賣茶賺了錢，就想喝酒享樂－「姓張名三郎，

流流連連，離鄉背井有三年。出來賣茶，生理做得不錯，賺到了這麼多的錢，…

聽說蘇州有賣好老酒，何不來去蘇州街上吃上兩杯酒暖暖身，有何不可？待我快

去吃上兩杯酒。」 

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丑角朱阿九喜愛與人對唱山歌，充分表現相褒戲

特色。「丑唱：本人生來愛唱歌，遠近知我山歌多；姑娘山歌勝過我，船錢不要

你半毛。」「丑白：我此船喊著風吹樂暢船。坐我船一要和山歌，二要唱歌相罵。

罵得我贏，撐妳過，罵輸我麼，給我做老婆。」 

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朱阿九自述其個性、脾氣－「丑白：我常性子急，

只要有人嫌我的貨貴，我就不賣他，經常做不到生意。」「丑白：我一向脾氣不

好，如果嫌到我的貨，有錢賺我也不賣！」 

（二）描述生活情狀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道白：茶農採茶生活狀況－「小子，姓張名三郎，



作茶維生，今年春茶大好，尤其山裡的嫩茶正是好價。喊我的哺娘老妹，準備茶

簍上山採茶。」 

第二齣〈勸郎賣茶〉棚頭道白：茶農採茶作茶，且需要出外賣茶謀生活－「張

三郎。自幼耕茶園維生，今年春茶夏茶全做好了，想要外洋做生意。」「旦甲白：

姑嫂已經將茶做好，不知夫郎何時出門賣茶？」 

第五齣〈問卜〉棚頭：算命家族的生活狀況－「丑白：我的曾祖父、祖父、

父親以及我，四代人都在算命，合起來一共一百多年，怎麼沒有？從前祖上算命，

不會與人收驚或打符制送，也不會看風水，所以賺不到錢。後來我去灶頭山、籠

床洞，拜一位甜粄大仙為師，三年之久，今日要出山。」 

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撐船郎朱阿九，單身一個人，撐船度日子。「丑

唱：新做渡船（呵呵），（還係）向上天來（呵呵），（還係）向上（哪）天！撐得

人多真賺錢，大姊上，對亻厓講撐船郎沒哺娘，（還係）不值（哪）錢（喔）！」 

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描述賣貨郎的生活與心理狀況－「丑唱：離別家鄉

五六春，四處都走盡，…為著家貧賣雜貨，命苦真無奈，人人叫我財啊財子哥，

年將三十沒老婆。大街小巷我的主顧多。」 

（三）描摹動植物或自然形象 

如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啦翻歌：1、描寫動物形象－「趨鴨上山吃樹葉，

趕羊下水覓田螺。古井肚裡下鳥窩，竹頭尾頂釣溪哥。雞公生卵咯咯咯，雞子半

天打鷂婆。」2、描寫植物或自然形象－「風吹磨石跌落河。打開秧地曬早穀，

高山頂上裝沖河，磨利禾鐮斬大樹，生鑥斧頭來割禾。」 

第四齣〈糶酒〉棚頭：描寫的霜雪景象幾乎不可能在臺灣出現，且誇大龜鱉

的動物形象－「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凍死一隻龜，後堂凍死一隻鱉，

拿來送，送不動，拿來推，推不得，請了人來扛，扛到城門東，拿來犀刂，犀刂

到三十六盆血，拿來吃，吃不得。」 

第五齣〈問卜〉棚頭：1、描寫植物形象、自然現象－「小樹怕藤纏，大樹

怕刀碾。石壁怕推山。」「樹尾緊搖就是起風，房屋緊搖就是地動，緊攝亮就是



響雷公。放雨白就會做風災，雨下不停就會做水災，雨下不成就是旱災。」2、

描寫動物形象－「唐山怕老虎，泥鰍怕黃鱔，魚兒怕鱸鰻。蚊子怕火煙。」 

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以人與動物相比擬，且呈現動物相剋性質－「丑唱：

雖然馬比牛較雄，妳是老鼠我貓公。」「旦乙唱：我說貓公莫逞兇，姊妹好比狼

狗公，貓見狼犬骨頭軟。」「丑唱：老虎比妳狼較兇，被我一呷肉會溶。」「旦甲

唱：你是老虎我武松，…」 

第八齣〈茶郎回家〉棚頭：描述人們對物品的感受、自然現象－「爛草蓆真

惹屑，爛枕頭刺腦殼。水打田鑿石坡。」 

第九齣〈盤茶盤堵〉棚頭：描述動物形象－「莫來草蜢撩雞公，早慢會給（分）

雞公啄」等。 

 

二、渾樸自然之風格特色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棚頭」之題材內容，展現出純樸自然之風

格特色，反映臺灣地區客族人們農村勞動生活、市民生活與農民家庭故事，具有

一般民眾鮮明之生活情感。 

（一）反映農村勞動生活 

生產勞動是農村生活的重心，是人們維持生計的來源。「十大齣」「棚頭」內

容以「茶」為主題，串聯十齣，描寫有關茶農採茶、賣茶與茶錢等事。如第一齣

〈上山採茶〉主要表現茶農採茶工作與生活情形。張三郎一家以茶維生，今年春

茶大好，收成不錯，尤其山裡的嫩茶正是好價。〈上山採茶〉棚頭敷演一丑二旦

準備茶簍上山採茶，一方面表現採茶之愉悅，另一方面影射採茶之辛勞。 

（二）反映市民生活 

市民生活不同於農村生活，市民生活因城市經濟或商業交易行為而產生，而

市民生活之題材更呈現出客家三腳採茶戲在臺灣地區之特色。如第四齣〈糶酒〉



棚頭描述三郎出外賣茶賺了錢，便到蘇州街上酒館吃上兩杯酒，並且結識酒大

姊。第五齣〈問卜〉棚頭講述林桃花因丈夫外出賣茶，經過多年未回家，一日，

到街上找算命先生卜卦，詢問丈夫歸期。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敷演丈夫出外

賣茶，一去數年，沒有音信，妻子桃花與妹妹金花相偕尋夫，二人來到渡口想要

渡河，撐船郎說，坐我船一要和山歌，二要唱歌相罵。罵得我贏，撐妳過，罵輸

我麼，給我做老婆，因而與桃花、金花對唱山歌。第十齣〈送金釵〉棚頭劇情為

賣貨郎財子哥挑著貨擔四處賣雜貨，來到貌美的阿乃姑家，為追求阿乃姑，討她

歡心，財子哥將雜貨都送給阿乃姑。 

（三）反映家庭故事與家居生活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題材描寫主軸為家庭生活故事，其家庭成員間存在著夫

妻、兄妹與姑嫂等關係。如第二齣〈勸郎賣茶〉棚頭敷演張三郎不想出外賣茶的

矛盾心理。三郎無心賣茶，因為一想起父母年又老，二想起兄弟姊妹這麼相好，

三想起你嫂年少會寂寞，但姑嫂二人勸郎為養活一家人應出外去賣茶。此充分反

映出三郎家庭生活和諧幸福，及面對現實生計的無奈。第八齣〈茶郎回家〉棚頭

描述三郎出外賣茶多年未歸，因家中的書信催促，三郎才急急忙忙返家。 

（四）具有鮮明平民生活情感 

透露客族人們生活情感：如第三齣〈送郎挷傘尾〉棚頭敷演三郎收拾好包袱

要外出賣茶，姑嫂二人依依不捨的相送三郎，其中反映出深厚的夫妻、兄妹之情。

第七齣〈勸郎怪姐〉棚頭敷演三郎與酒大姐之情。因三郎出門賣茶，在外終日流

連於酒館，一日，接著家中來信摧返，三郎不得不回家。臨行前喚出酒大姐，說

明前情原委，酒大姐表示願意送三郎一程。第九齣〈盤茶盤堵〉棚頭敷演三郎出

外賣茶回家後，面對妻子詢問賣茶錢，三郎推說，這次生意不好做，賺的剛好做

盤錢。妻子不相信，要三郎交代清楚賣茶的詳細情形。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所蘊涵之題材內容：「表現時代思想」－勤奮

觀念之提倡、凸顯節儉勤勞之美德與知足惜福之人生觀。「社會生活反映」－農

民勞動生活、家庭故事之描述與市民生活之寫照。「人民感情流露」－表現在採



茶工作之愉悅、離鄉悲情之感傷與夫妻團圓之和樂。「棚頭」題材於平易的內容

中，展現渾樸自然風格，故渾樸自然成為「十大齣」「棚頭」最顯著之風格特色，

所謂渾樸自然，即不飾雕琢、古樸無華之意。藝人演出「棚頭」以清新活潑之客

語，及直率樸實之多變手法，表現劇情中人物之鮮明形象，並蘊含著客族人民淳

樸之思想感情，其中沒有雕琢之痕跡，給予觀眾一種淳正樸素之感受。而「棚頭」

之所以具有渾樸自然之特色，最根本原因是它源自民間，沒有貴族文人之氣息，

在風格上、情調上亦不專事雕琢，最直接而最鮮明地反映出平民生活、思想與感

情，此即早期臺灣農業社會中客家先民生活智慧之累積，亦是當代人民生活之寫

照及思想感情之流露。 

 

貳、「棚頭」表現技巧之文學特色－展現客家語言藝術 

 

一、靈活變化之句法 

 

    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源自於民間，故在內容與形態上帶有相當濃厚之民

間鄉土色彩。在早期資訊不發達之環境中，「棚頭」演出透過演員之語言聲音、

姿勢與表情等，作即興式自然而生動之表演，以抒發平民之思想情感，並藉由客

家三腳採茶戲藝人之靈活運用「棚頭」表現技巧，表現出客語方言之傳神動人。

以下舉例說明「十大齣」「棚頭」展現客家語言藝術之表現技巧，以考察客語方

言之口語特性，運用在「棚頭」句法中靈活變化之情形。 

（一）感嘆式：藉由語言或歌唱方式，表達人物內心感受與慨嘆。如第二齣

〈勸郎賣茶〉棚頭：「丑唱：我是三聲沒奈何，…路途遙遠山又高，為兄實在做

不到來做不到。」三郎感嘆現實生活的無奈。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旦甲

唱：當初送郎出外洋，郎疼心來妹疼腸，可嘆中秋團圓日，兩人望月各一方。旦



乙唱：秋季裡來落葉黃，池塘缺隻美鴛鴦，一隻鴛鴦哀哀哭，還有一隻在何方？」

桃花與金花姊妹慨嘆不知夫君的下落，夫妻無法團圓。 

（二）問答式：問答式即台白形式，在「十大齣」「棚頭」中為常見的語言

結構手法之一。所謂「問答式」，是以雙方對話的方式敘述某種事物或事情的描

寫方法。在對話的方式來看，它同於對話式結構方法。而「對話式」主要是通過

對話來刻畫人物，如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徵，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反映人物之間

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如摹擬人物的神態、語態等；其次，還可以交代事件線索，

發展故事情節，表現主題。204透過問答方式表現，能顯現出客語口語自然生動之

趣味性，亦能再現當時情境之逼真感。「十大齣」「棚頭」除第八齣〈茶郎回家〉

外，其他戲齣皆有一丑二旦之問答式，藉由演員間一問一答之對話，表現各單齣

之主題。 

（三）襯句式：在「十大齣」「棚頭」歌詞部分，演員視演出情況而定，可

唱可不唱。歌詞中或加入一些襯字、襯詞或襯句，襯字之使用略具有即興性，或

因人因時而做少許變動，然大致上已固定化，成為歌詞的一部分。如第四齣〈糶

酒〉棚頭歌詞：【十二月古人】為整齊之七言句，在演唱時加入襯句－「噯呀咿

膨鬆」，而襯字、襯詞與襯句的方式，通常以括弧表示。第六齣〈桃花過渡〉棚

頭歌詞：【撐渡船】歌詞形式為長短句，其中加入襯詞－（呵呵）、（還係）及襯

字－（哪）、（喔）。第十齣〈送金釵〉棚頭歌詞：【雜貨節】為整齊之七言句，在

演唱時則加入襯句－「哎哎哎哎喲」。在歌詞中加入襯字、襯詞與襯句，是依曲

調之不同而有所不同，但通常襯字與襯詞是無意思，只為配合音樂節奏而唱，而

襯句則多有抒咏性質。歌詞中因襯字、襯詞與襯句的加入，在音樂上有其特殊效

果，或在改變節奏，使得節奏更明快、活潑。 

    （四）反覆式：「反覆」是同一說法，再一次出現；它往往一而再，再而三，

甚至還可以作幾次以上的出現。大致分為：字的反覆，詞的反覆，句子的反覆，

                                                 
204 劉勵操：《寫作方法一百例》（台北：國文天地，1990 年），頁 371。 



情節的反覆等四類。反覆的目的，是為了有助於突出其思想意義或某種特殊的韻

味，或使之更便於記憶。在童謠、兒歌中，採用的尤多。205如第四齣〈糶酒〉棚

頭：「旦甲旦乙唱：【瓜子仁】…想送奴情哥，想送奴情哥，食到瓜子想到娘，食

到瓜子想到娘。」歌詞中為句子的反覆，且運用聯想法－「食到瓜子想到娘」。

第十齣〈送金釵〉棚頭：「丑唱：【雜貨節】…希望有朝出江游，希望有朝出江游。…

牧童遙指杏花村。牧童遙指杏花村。」歌詞中亦為句子的反覆，且運用借代法－

「牧童遙指杏花村」。 

    以上扼要地呈述「十大齣」「棚頭」中一些顯而易見之語言風格，表現出「用

字樸實，不事雕琢」、「用語直接，口語濃厚」與「感情率真，明快爽朗」等特色。 

 

二、豐富之客語詞彙與表現手法 

 

    （一）「十大齣」「棚頭」之客語詞彙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棚頭」中運用各種各樣表現力極強之客語

詞彙，且具備多種表現手法。以「疊字」為例，其具有很強之形象性。 

1、描寫聲音－如「各位哥嫂笑呵呵」、「雞公生卵咯咯咯」、「這…嘻嘻…」、

「（鑼）匡匡匡」、「（鼓並鑼）咚咚匡」、「一隻鴛鴦哀哀哭」、「船上狗牯叫汪汪」、

「他全家被我罵到哇哇哭」、「鈴鈴咚咚」、「玲玲瓏瓏」、「咿咿呀呀」、「哩哩喀喀

」。 

2、描寫顏色－如「石灰牆壁白兮兮」、「蠟燭點火金吱吱」等。 

3、形容詞－如「男子人真真冇食祿來冇食祿」、「險險死掉去」、「吃上兩杯

酒暖暖身」、「鬆鬆身」、「小小生理要現錢」、「摸起來又平平的」、「下面一橫長長

」、「男生跟女生抱著緊緊（啾啾）的」、「冇冇有八成」、「面紅耳赤頸歪歪」、「有

介婦人家真真不知足」、「多多來牽成」、「害我唸到囉囉長」、「一條溝長長」、「會

                                                 
205 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論》（台北：貫雅文化事業，1992 年），頁 129。 



被蔥尾尖尖刺死」等。 

4、副詞－如「叔公阿伯靜靜坐」、「婦人專專揪下面」、「一張嘴子囁囁動」、

「扛到屋後直直上」、「溜溜走、溜溜去」、「慢慢牽、慢慢剝」、「巴掌麻亂亂捉」、

「我說擔頭挑著直直去」、「還有步步跳」等。 

5、名詞－如「奴奴姓林名桃花」、「行行出狀元」、「情哥夜夜來」、「夜夜無

影」、「朝朝睡到日頭晒屁股」、「處啊處處有」、「人人叫我財啊財子哥」、「項項有」、

「樣樣有」、「其他的通通有」、「人人講我按風流」、「夜夜放在你閨房」等。   

6、動詞－如「流流連連」、「出去看看」等。 

將疊字運用於「棚頭」中，可使之形象生動、鮮明。而「十大齣」「棚頭」

之語言風格，是樸素、平易之具體表現，即語言乾淨俐落、單純流暢，不專事雕

琢，亦不矯揉造作，且寓深刻的道理於淺顯語句中，是一種極其通俗，又善於表

現人民的思想、生活的語言。「十大齣」「棚頭」表現主題，刻劃人物，在作品中

運用形象精煉的語言，富有生活氣息與地方色彩，可使作品增加其生動性與活潑

性。

認識

                                                

 

（二）「十大齣」「棚頭」之表現手法 

1、「賦」之表現手法：「賦」即直敘，就是鋪陳其事，直接說出來，此手法

運用在「棚頭」中最為普遍。「賦」即白描，而「白描就是在語言上毫不修飾地

直說，如能抓緊事物的本質，只要很樸素的語句就會說得很中肯、明白、有力，

事物的形象給說的很真實，道理也說的很深刻。」206所謂運用白描手法，即是以

樸實文字敘述與透過自然流露之描寫呈現，並簡煉傳神地勾勒出鮮明生動之形

象。而「賦」亦是民間文學最根本表現手法之一，需要對客觀事物或道理有深刻

，並擅於運用此表現手法。「賦」為高度樸素之語言與真誠自然之感情流露。 

在「十大齣」「棚頭」中之文字語言，以樸質無華、平鋪直述的白描手法，

佔大多數。如第四齣〈糶酒〉棚頭：「旦甲旦乙唱：【瓜子仁】老妹待在大路邊，

 
206 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論》（台北：貫雅文化事業，1992 年），頁 119。 



有賣燒酒有賣菸，相公來飲酒，老妹來划拳，小小生理要現錢。…」第六齣〈桃

花過渡〉棚頭：「丑唸：【數板】姑娘生來怎按靚，不知喊著何姓名？問到同姓做

兄妹，若是別姓就來行。」「丑唱：【老山歌】本人生來愛唱歌，遠近知我山歌多；

姑娘山歌勝過我，船錢不要你半毛。」第十齣〈送金釵〉棚頭：「丑白：【數板】

大包並小包，八角並胡椒，誰來和我交，送他一支金鬢挑，誰來和我好，送他一

領泉州襖，誰來和我結主顧，送他一塊上海布，…」劇中文字直述其言、淺顯易

懂，

象，來比喻難

於

說漂

亮

                                                

生動有趣。 

2、「比」之表現手法：「比」就是用易於理解之具體事物或現

理解之複雜事物或道理。207其種類可分為明喻、暗喻與借喻。 

（1）「明喻」208
也稱為顯喻、直喻、明比，就是以類似的事物，比擬特定的事

物，二者在某一方面，如性質、形態、動作、功用、情味等，總有某種類似之處，

二者之間常用比喻詞「似」、「如」、「像」、「好像」、「好比」等來比擬。在「十大

齣」「棚頭」中最常見的是「比」之明喻。如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姊妹好

比狼狗公」－將姊妹比喻成狼狗公，以動物比喻人。第十齣〈送金釵〉棚頭：「靚

啊靚姑娘，好比天上五彩雲。」－將漂亮的姑娘比喻成天上五彩雲，以自然景象

比喻人。「我今好比山溪水」－將我比喻成山溪水，以自然景象比喻人。「聽

的小姐好比棺材沒底」－將漂亮的小姐比喻成棺材沒底－「騙死人」。 

（2）「暗喻」手法是用暗示方式將真意藏在其中，讓人們去體會與想像。「隱

喻」209也稱為暗比，就是把類似的事物與被比喻的特定事物之間的「比喻詞」省

去，用「是」、「成了」、「當成」、「變成」之類的喻詞，使人一聽（一看）而知，

這是比喻。如第五齣〈問卜〉棚頭：「人人說我半仙」，「人人說我（是）半仙」

－省略喻詞「是」。「你是半仙」－喻詞為「是」。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你

係鳳凰亻厓雉雞」－用鳳凰比喻成你，用雉雞比喻我，以動物比喻人。「妳是老鼠

 
207 同前註，頁 121。 
208 同註 206，頁 122。 
209 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論》（台北：貫雅文化事業，1992 年），頁 122。 



我貓公」－用老鼠比喻妳，用貓公比喻我，以動物比喻人。「你是老虎我武松」

－

打鬧情形，三

郎自

。以「比」之表現手法表達人物感

情，不僅極其形象，且具有深刻之思想性。 

「聯想」的關係，它既有引起下文的發端作

用

藉秋天葉黃之景物形象「起興」，用鴛鴦的形單影隻，比喻夫妻分離

的

                                                

用老虎比喻你，用武松比喻我，暗示武松打虎故事。 

（3）「借喻」就表面上看描述的是一事物或現象，但從其所用之比喻中，可領

略出另外之意義。如第二齣〈勸郎賣茶〉棚頭：「丑唱：賢妻呀…喂…叫我來我

就來，…叫我走我就走，…走對叔公屋前過，看到叔公打叔婆，兩公婆打得背駝

駝，兩人行前告訴我，我也不敢取笑你，你也不敢取笑我取笑我喔！」歌詞內容

前半段描述妻子要他如何他就如何，而後半段描述叔公與叔婆二人

嘲自己與叔公處境相似，用以借喻老公怕老婆的個性寫照。 

「比」類似所謂的譬喻，但「比」不等同於修辭技巧上之譬喻，譬喻只是「比」

中的一部分，而「比」之範圍則更廣泛些。比喻是使語言文學具體化、形象化的

一種表現手法，用極其生動具體之形象描述，充分表達之內心想法。「比」的形

象與劇中人物所要表達的事理結合得更為緊密

 

3、「興」之表現手法：「興」就是即興，有感而發，觸景生情而作，通常皆

在文章或歌謠之首，經由形象思維，接著再敘述主題。「十大齣」「棚頭」中之起

興手法，即「借物起興」，就是通過眼前景物聯想到某一件事情，藉以表達自己

的思想感情。210故「起興」多了一層

，又有比喻或象徵事理的作用。 

（1）含有象徵意義之「興」。劇中人物之思想感情，藉客觀之自然景物形象描

寫，具有比喻或象徵事理之作用。如第六齣〈桃花過渡〉棚頭：「旦乙唱：秋季

裡來落葉黃，池塘缺隻美鴛鴦，一隻鴛鴦哀哀哭，還有一隻在何方？」桃花姊妹

觸景生情，

情況。 

 
210 李彬生：〈淺談傳統客家情歌〉黃綠清、陳修副主編《客家研究輯刊》第 1期（1993 年），頁

60。 



（2）描寫自然環境或人文現象，以烘托情境之「興」。如第六齣〈桃花過渡〉

棚頭：「丑唸：【數板】月光光，好種薑，騎白馬過蓮塘，我來入妳間，妳來邀我

上眠床，妳是我的親妻子，我是妳的親夫郎。」此「興」之情與景自然地緊密融

合為一體。《月光光》此首客家童謠表現手法，是以「月光光」起興，即以一物

引起一物，從「月光光」此一最為常見、最能引人聯想之事物出發，用具體意象

去啟發思維。「棚頭」起興之表現在童謠「月光光」中，即以起興出發，從眼前

事物指點－「月光光，好種薑，騎白馬過蓮塘」，以引起較遠事物之形象與歌詠，

此即為真正的意思－「我來入妳間，妳來邀我上眠床，妳是我的親妻子，我是妳

的

著「開頭」與起韻作用。此類之「興」，在「十大齣」

則偏重於抒情，觸景生情，借

物合

容及表現技巧方面，反映人民生活、思想與

情感

出「十大

齣」「

人類感情之流露－「棚頭」記錄客族

人們

                                                

親夫郎。」 

（3）與正文或劇情沒有直接聯繫之「興」。在內容上很難找出與正戲劇情有什

麼聯繫，但在形式上它卻起

「棚頭」中幾乎不存在。 

    表現手法之「比」與「興」二者不同之處，即「比」偏重於講理，以物比人，

也得要合乎邏輯，「比」愈恰切就愈妙；而「興」

情，合情則可，所興之物不能用理去推。211 

「十大齣」「棚頭」在形式、內

，呈現出文學之特色與風貌。 

「形式方面」：在「棚頭」用語特性上，率情率性，自然流露，且語言通俗

而白描，用平易生動之日常客家語言，來表達客族人們生活感情，呈現

棚頭」豐富之意象、活潑多變之句式與平易近人之口語風格。 

「內容方面」：文學是時代之產物，文學亦表現時代特色－「棚頭」是當時

時代之作品，表現客家族群之時代精神；文學是社會生活之反映－「棚頭」反映

客族人民之農業社會與家庭生活等；文學是

之思想感情，情感豐富、自然蘊藉。 

 
211 參照黃順炘、黃馬金、鄒子彬主編：《客家風情》（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年 6 月），

頁 232。 



「表現技巧方面」：在「棚頭」用字遣辭上，善用賦、比、興之表現手法，

真摯自然，且修辭技巧多樣而精闢。且客家三腳採茶戲藝人使用「十大齣」「棚

頭」之表現手法相當靈活，藝人表演「棚頭」態度活潑自然，視當時演出情況隨

機調配，將劇情中所欲表達之思想情感與自然景物緊密結合，形成情景交融之意

境，

時代精神、民間生活氣息

緊密

成為彌足珍貴

之民間小戲藝術，更具有相當重要之客家民間文學價值與地位。 

 

給予觀眾無窮之餘味。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文學特色，即在於通過古樸無華之藝術形式，及渾樸

自然之表現手法，在一定程度上，反映出臺灣客族農民生活與人民之思想感情。

而「十大齣」「棚頭」在文學語言方面，藉由句型句式、用語特性及修辭技巧等

之外在形式，展現其豐富之題材內容、生活情感與口語化之風格，並呈現出內容

形式與藝術結合之完整性與文學性。可知，「十大齣」「棚頭」不僅具有深刻之思

想內容，亦具有高度之戲劇藝術形式，在客家文學上與

地結合，具有鮮明之客家族群特色與地方色彩。 

客家三腳採茶戲是客家民間的戲劇文學，屬於民間小戲藝術，其藝術特色

有：「結構單純，情節集中」，集中表現一個主題、一個事件或一種思想，即張三

郎賣茶故事。「人物簡單，集中刻畫」，即在情節中刻畫一丑二旦之人物性格特點，

及其形象與表演。「詼諧逗趣，富生活性」，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以調笑滑稽、

詼諧逗趣見長，生動有趣的情節與活潑詼諧的語言表現，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

「語言豐富，生動簡練」，客家三腳採茶戲的語彙豐富、語言形式多樣，生動活

潑，富有動作性與形象感。故客家三腳採茶戲在客家戲曲文學中，

 

 

 



 

 

 

 

 

 

 

 

 

 

 

第五章 結論 

 

「棚頭」在客家三腳採茶戲演出中，其存在與價值無庸置疑。本論文依據前

人研究資料來審視「棚頭」之基本定義內涵、及其在「十大齣」中之表演形式內

容等方面之呈現，來作分析與探究，冀能凸顯出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文學

特色與價值。且本文論述之重心，旨在釐清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基本

概念，並為「棚頭」賦予新的定義： 

「棚頭」為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重要特色之一。「棚頭」意謂在戲棚上演出

一棚戲，而這「一棚戲的開頭」，即稱作「棚頭」；凡在正戲上場前之演出，皆可

稱作「棚頭」，故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棚頭」，即上演客家三腳採茶戲「這棚戲的



開頭」，在客家三腳採茶戲正戲上演之前。 

廣義之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形式，以「數板」為主，並搭配「幫腔」、「搭

腔（答腔）」、「道白」、「台白」、「詞白」等形式組合而成。所謂「數板」－由前

場丑角一人擔任，配合敲仔板節奏數板，數板句數最少四句，至多則不限，其句

式自由化，為長短句，多為韻文體裁，且多有押韻，易於朗朗上口；「幫腔」－

當前場丑角演出時先說一句話，應答者（通常為後台演員或後場樂師等）則應以

最後一個字；「搭腔（答腔）」－由前場丑角與後台演員或後場樂師等相互對答；

「道白」－指丑角或其他角色之一人道白；「台白」－指演員角色（丑行與旦行）

之間相互對白；及「詞白」－指表演「棚頭」中所穿插之唱段，通常唱段是屬於

外加

白」形式，要將「棚頭」內容牽引帶到與正戲相關的話語上，

將「

式並

上等號，稱「敲仔板」

即是

 

部分，演員可自由唱或不唱。演員表演「棚頭」可靈活運用這些形式，而表

演「棚頭」之最終目的，即是要引出正戲之上演。 

「棚頭」之內容包括客家俚語、諺語、師傅話、啦翻歌、令仔、雙關語及對

聯等，多詼諧逗趣，充滿節奏韻律，或以相褒方式進行。「棚頭」有一個重要原

則，儘管「棚頭」表演之「數板」、「幫腔」、「搭腔（答腔）」、「道白」形式，其

或與正戲內容完全無關，或者有或多或少之關連性，但演員必須在「棚頭」表演

最後之「台白」、「詞

棚頭」與「正戲」之間，做一個巧妙銜接。等到「棚頭」表演結束，隨即是

真正的好戲上場。 

「棚頭」表演內容詼諧逗趣，與正戲內容作一巧妙銜接，且「棚頭」演出形

不固定，演員可視實際演出情況，來靈活搭配，決定調動或表不表演「棚頭」。

以上對「棚頭」之意義、表演形式內容等，有所補充與說明，並重申幾個論點： 

「棚頭」之釋名與定義：所謂「棚頭」即是「敲仔板」？「棚頭」之主要伴

奏樂器是為敲仔板，但若將「棚頭」直接與「敲仔板」劃

「棚頭」，此應為狹義之說法，因「棚頭」除「數板」（敲仔板）方式外，還

有幫腔、搭腔（答腔）、道白、台白及詞白等表演方式。

「棚頭」之演出角色部分：一般說法僅說是丑角一人表演，但廣義而言，除



丑角之外，亦包括旦角、後場演員和後台樂師等角色。 

「棚頭」之內容方面：例如陳雨璋「棚頭」說法為－「其內容與戲劇故事完

全無關，只是些引人發笑的滑稽內容。」212此為狹義之說法。而鄭榮興說法－棚

頭為「演出一段與正戲內容無關的相褒調笑戲，在此段表演的最後，再將說白內

容扯回，在引說幾句與正戲相關的話之後，其後才接著開始後面正戲的演出。」

213就整體三腳採茶戲「棚頭」演出而言，「十大齣」表演「棚頭」最終目的，即

是要

，演員可視當時演

出情況，自由 家三腳採

茶戲而言，「棚頭」是不可或缺的部分，更佔有一席之地。 

 

壹、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展現之客家民間文學 

客

家民

                                                

引出正戲之演出。且「棚頭」與「正戲」之內容間是相互銜接，二者並非完

全無關。 

「棚頭」成為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特殊「說」之形式，其特殊性質表現在其

演出形式結構中，「棚頭」之表演可有可無，且形式並不固定

調動、靈活變化，此為「棚頭」相當特殊之處。對整齣客

第一節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文學性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為民間群眾生活之反映，呈現出臺灣地區客家族群特有

之風格特色。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之「棚頭」展現出豐富而多樣之

間文學類別，包括客家俚語、諺語、客家師傅話、啦翻歌、客家令仔及對聯

等，具有獨特之客家民間文學風格，並呈現出客家民間文學形式之多樣性。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文學特色，即在於透過古樸無華之藝術形式，渾樸自

然之表現手法，及展現客家語言藝術之表現技巧，反映出臺灣客族農民生活與人

 
212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103。 
213 鄭榮興：〈台灣採茶小戲及其特色〉《兩岸小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1 年 5月），頁 35。 



民之思想感情。而「十大齣」「棚頭」在文學語言方面，藉由客語方言之句型句

式、用語特性及修辭技巧等之形式，展現其豐富之題材內容、生活情感與口語化

之風

簡練」等。而「棚頭」更結合客族人民智慧

與生活藝術等多方面之文學表現，豐富客家民間文學之題材內容，具有文學、娛

樂、教育及研究等多方面之價值。 

 

 

貳、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民間文學之特性 

」為題，敘述的是張三郎賣

劇表演，它長期流行在民間，

備民間文學之基本特徵，且觀察其民間文學之藝術特點、創作及流傳方式。筆

者歸納出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之民間文學特性： 

 

格，以呈現出內容形式與藝術結合之完整性與文學性，並凸顯出「棚頭」之

文學特色。 

客家三腳採茶戲為客家民間戲劇文學，屬於民間小戲，其藝術特色包括：戲

曲「結構單純，情節集中」、角色「人物簡單，集中刻畫」、內容「詼諧逗趣，富

生活性」，及語言「形式豐富，生動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為民間小戲，其特質自然質樸，生活氣息濃厚，且其故

事情節單純，劇目內容以生活戲與愛情戲為大宗，大多取材於民間群眾日常生活

片段，如客家農村之採茶生活，其演出內容多以「茶

茶故事，其主要之內容情節大抵由藝人師徒間「傳承」下來，只是後來之客家三

腳採茶戲藝人，或多或少增添故事之「變異性」。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是屬於客家廣大民眾之戲

具



一、口傳性與書面性相輔相成 

文學作

品

度反映當時

當

表現手法多樣化，從思想到藝術，富有客

家

有鮮

化，卻是

法用書面完全紀錄。故口傳性與書面性二者相輔相成、密不可分。 

 

二、傳承性與創作性相得益彰 

與藝人

作上之特點，結合傳承性與創作性，以呈現出客家民間文學之風貌。 

 

    傳統客家三腳採茶戲長期在民間流傳，「口傳」即成為其創作與流傳之主要

工具與表現形式，故「口傳性」在客家三腳採茶戲之創作、表演、傳播中，實為

民間文學極其重要之根本特徵。「棚頭」是客家戲劇中最具代表性之口頭

，而「口傳性」展現在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表演藝術中之特點： 

（一）「棚頭」表演易於「即興即景」，密切聯繫群眾日常生活，適

地的風物民情，具有民間鄉土色彩之題材、主題、人物、事件。 

（二）「棚頭」藝術形式生動活潑，

民族色彩、地方色彩與生活氣息。 

（三）「棚頭」之口頭語言藝術與表演、動作、音樂等藝術形式靈活結合，具

明之藝術表現力量。從創作到流傳，活在口頭上，生動靈活，便於運用。 

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的口傳性是「活」的，即使藝人用書面文字將其民

間文學作品記錄下來，但「棚頭」之精髓，隨機的表演、曲調與歌詞變

無

 

    客家三腳採茶戲源於中國大陸原鄉，至清末民初時，流傳到臺灣地區之客家

族群，其流傳性打破時間、空間及國境之限制。客家三腳採茶戲在長期流傳中形

成珍貴的口傳民間文學作品，傳達客家族群特殊情感與獨特之語言、文化特色

等，凸顯出民間文學之傳承性特徵，且在客家三腳採茶戲藝人口耳流傳中，使得

個人創作作品得到新的啟發。故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在民間流傳

創



 

三、變異性與穩定性二者並存 

    客家三腳採茶戲在民間流傳過程中，由於「棚頭」以活的客語口語為創作、

傳播工具，往往產生同一母題的異文，探討其產生變異性的原因，或因講說者的

個性喜好、記憶誤差等不同，而形成不自覺之變異。或因聽者、觀眾之接受程度

不同而變異，更或因時代社會、生活環境之不同而變異，即在人民生活中或在當

時當地時代社會中，產生重大事件或變革，融合傳統與創新，除創作全新的民間

文學作品外，亦將一些傳統作品的主題、題材、詞句、人物形象及表現手法等，

加以變更，以取得新的時代精神。由於以上變異的結果，產生民間文學作品之相

對穩定性，即產生同一母題而大同小異的作品，如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內容，

常產生雖是敘述同一「棚頭」主題內容，但各家說法與語言文字記錄，卻有些許

異，呈現出「棚頭」活潑多樣化的一面。 

 

四、文學性與功能性產生結合 

    客家三腳採茶戲是民間文學，從思維方式來看，表演者運用感性材料和思想

情感交織成一幅生動的形象，而這種思維方式常用在比興上，是屬於形象思維的

範疇。其次，就審美觀而言，「棚頭」最主要的審美特徵，是以真情實感和樸實

無華的藝術形象取勝。若從「棚頭」流傳角度來看，它比一般文學擁有更多的觀

眾，他們從精神上受到思想情感的啟迪、感染和薫陶，從而得到快適、滿足和愉

悅的享受。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文學性又與多功能性產生結合。客

 

差

 

214

                                                 
參照吳蓉章：《民間文學理論基礎》（四川大學出版社214 ，1988 年），頁 35。 



家三腳採茶戲早期在農餘休閒時進行，以「落地掃」215表演方式受到民眾歡迎，

讓講說者、表演者與聽者、欣賞者之間得以溝通交流，使得客家三腳採茶戲演出

種原型與母題，探究其民間文學內容，包含理論之文學性與實用之功能性。 

 

第二節 未來可再研究之議題與方向 

壹、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從臺灣地區溯源至大陸原鄉 

                                                

性質，具備教化、酬庸、交際、應對、娛樂等多功能性。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在民間經過長時間醞釀與傳播過程中，從藝人口頭傳述

到寫成書面文字，經過流傳與傳承下來，並賦予其新的創造力，其中或因講說者、

聽者或觀眾及時代社會、生活環境等因素，而產生變異性，但也漸漸地穩定形成

一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來自於中國大陸南方，依據文獻216所載，應是由中國大

陸南方的江西、廣東、福建一帶的採茶歌舞，而發展成的歌舞小戲。客家三腳採

茶戲從大陸原鄉流傳至臺灣地區，一直以傳統客家採茶小戲之原始型態表演，但

「若比較現今大陸與台灣的採茶戲表演與其劇目，可知，台灣採茶戲發展走向注

 
215「落地掃」：臺灣客家地區的三腳班，一開始因地制宜，形式簡陋，並沒有正式的舞台，往往

是不搭舞台，走到哪就演到哪，俗稱「落地掃」。 
216 依據《中國戲曲志》、《中國戲曲曲藝詞典》、《戲曲聲腔劇種研究》等書，檢視中國南方幾省

的採茶歌舞小戲。 



重在『唱』與『說』，中國大陸則注重『身段』。最明顯的就是台灣採茶戲音樂『九

腔十八調』的發展，與大陸採茶戲表演明顯有許多繁複身段的差異。」217其中，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特色，即為「唱」－九腔十八調之唱腔，與「說」

－棚頭特殊說之形式。本文探討之範圍，僅只於「臺灣」地區之客家三腳採茶戲

「棚

三腳採茶戲「棚頭」在中國大陸原鄉之意義、發展、表演形式與特

色等

比較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在中國大陸原鄉與臺灣地區之關連性與差

異性

三、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其他民間小戲之比較等問題。 

 

貳、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版本之蒐集與整理 

說法有所不

同，

名218。 

十齣可以連貫。 

                                                

頭」研究，未來研究者可再深入探究之方向： 

一、客家

議題。 

二、

。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版本學，目前仍未有專人或專書完整之蒐集、

整理與比對。現今坊間出版之專書或論述，對於各戲齣名目與段落之

其中或名異而實同，或名同而內容實有所差異等問題。例如： 

一、日人片岡巖在《台灣風俗誌．台灣的雜念》（1921 年）的題

二、楊佈光將客家採茶戲分為十個戲目219，此

 
217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02、203。 
218《上山採茶》、《勸兄》、《哭別十里亭》、《糶酒》、《茶娘尋夫》、《度伯開船》、《過渡》、《勸郎怪

姐》、《茶郎回家》、《姑嫂接哥》、《海棠山歌對》、《海棠尾》、《盤茶頭》、《盤賭》及《叫妻回家》

等。 
219《上山採茶》、《嬌妻送茶郎》、《糶酒》、《勸郎怪姐》、《酒女送茶郎》、《五更歌》、《苦力娘》、《茶

郎回家》、《接哥》、《盤堵》。楊佈光：《客家民謠之研究》（樂韻出版社，1983 年 8 月），頁 193。 



三、徐進堯將客家三腳採茶戲分為十齣220。 

四、陳雨璋把「賣茶郎故事」分為六齣221，主要以較原始之戲齣為範圍。  

    五、曾先枝說法，客家三腳採茶戲嚴格算只有七齣222。此外，《問卜》、《桃

花過

結構是在後

構完整之臺灣 白的一頁。 

參、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各戲齣之研究探討 

來之

                                                

渡》、《十送金釵》三齣可穿插到此七齣中演出，形成十齣。  

六、鄭榮興「十大齣」說法，依照藝人曾先枝說法，「十大齣」

來才完成的，即將後三齣
223穿插到前七齣224中，構成完整之十齣。 

    未來需要研究者投入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版本蒐集、整理工作，以建

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目錄版本學，為學術界補充空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十大齣」可分為十齣之單齣表演。以「十大齣」戲齣

與其他家作比對，單齣戲齣可獨立作為研究主題如：「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上

山採茶》、《勸郎賣茶》、《送郎挷傘尾》、《糶酒》、《問卜》、《桃花過渡》、《勸郎怪

姐》、《茶郎回家》、《盤茶．盤堵》、《十送金釵》之研究」，其中包括外借而

戲齣，探討其名稱、題材內容、表演形式、音樂曲調與舞台伴奏等方面。 

    臺灣與中國大陸之客家三腳採茶戲淵源與比較議題，如「從學者毛禮鎂所提

『贛南採茶戲』之『祖宗戲』－《姊妹摘茶》一劇，與台灣『十大齣』之『上山

採茶』之劇本結構與唱腔安排觀察，二者間應有淵源關係。」225若以單齣為研究

 
220《上山採茶》、《送郎出門》、《送郎十里亭、挷遮尾》、《糶酒》、《送茶郎回家（酒娘送茶郎）》、

《勸郎怪姐》、《賣茶郎回家（盤茶）》、《山歌對、打海棠》、《十送金釵》、《盤堵》、《桃花過渡》

等十齣。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頁 12。 
221《上山採茶》、《送郎》、《糶酒》、《勸郎怪姐》、《賣茶郎回家》、《盤茶．盤堵》六齣。陳雨璋：

《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

頁 40。 
222 即《上山採茶》、《勸郎賣茶》、《送茶郎、挷傘尾》、《糶酒》、《酒娘送茶郎》、《姑嫂接茶郎》、

《盤茶、盤堵》為前七齣。 
223《問卜》、《桃花過渡》、《十送金釵》為後三齣。 
224《上山採茶》、《勸郎賣茶》、《送郎挷傘尾》、《糶酒》、《勸郎怪姐》、《茶郎回家》、《盤茶、盤堵》

為前七齣。 
225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02。 



主題如：「客家三腳採茶戲《上山採茶》、《勸郎賣茶》、《送郎挷傘尾》、《糶酒》、

《問卜》、《桃花過渡》、《勸郎怪姐》、《茶郎回家》、《盤茶．盤堵》、《十送金釵》

在臺灣地區與中國大陸之比較」，探討其歷史淵源、內容特色、音樂唱腔與身段

表演等問題，及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如何脫離原型而發展成獨具特色之表演？ 

 

肆、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其他議題 

    

體系等問題，在客家三腳採茶戲、

梨園

藝術表演範疇、哲學領域，

及民俗學方面、民族學方面等客家文化議題探討。 

 

伍、從臺灣客家三腳採茶小戲「棚頭」到客家大戲 

                                                

 

許多研究領域與議題可藉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出發，以資參考與佐證。 

一、探討「棚頭」一詞之意義、特色及表演

戲與四平戲等不同劇種中之比較議題。 

二、凡涉及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之戲劇

 

    「客家三腳採茶戲在演出形式上，演員、劇本及舞台（包括伴奏在內）是三

者合一的，演員是導演、是編劇、是文武場，他掌控所有演出的一切，而這項特

質運用在現今客家大戲上，也能表現過去三腳戲的特色。」226客家戲劇由最初之

「客家三腳採茶小戲」演進到「客家採茶大戲」，二者一脈相傳。其在內容方面，

表演傳統的歷史故事及民間傳記等，演員口白是客語，在音樂上仍以客家山歌曲

調與九腔十八調為主，而客家採茶大戲表演形式或穿插客家三腳採茶戲部分表演

方式與身段，故客家採茶大戲是在客家三腳採茶戲基礎之上，而發展其特色。 

    以上說明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對客家改良戲、客家大戲表演產生具體之影

 
226 邱慧齡：《茶山曲未央－臺灣客家戲》（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0 年 12 月），頁 110。 



響，但深入探討究竟客家改良戲如何吸收客家三腳採茶戲之表演成分？客家採茶

大戲表演形式沿用或穿插客家三腳採茶戲部分表演方式與身段為何？現今客家

三腳採茶戲以何種方式呈現？如何融入到客家大戲表演中？客家三腳採茶戲與

客家大戲二者產生如何的關連性？又「棚頭」對客家大戲之表演有何意義？此種

種問題需要研究者論著專書，作更具體深入之探究。且客家三腳採茶戲之研究領

域與知識體系尚未成型，從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出發，仍有許多研究課

，值得再開發、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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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1.上山採茶 

 

 

2.勸兄 

 

 

 

3.哭別十里

亭         

4.糶酒 

 

 

 

5. 茶 娘 尋

夫、度伯開

船、過渡 

 

 

6.勸郎怪姐 

 

 

 

 

7. 茶 郎 歸

家、姑嫂接

1.上山採茶 

 

 

2.嬌妻送茶

郎        

 

 

3.糶酒    

 

4.勸郎怪姐 

 

 

 

5.酒女送茶

郎        

 

 

 

6.五更歌  

 

 

 

 

7.苦力娘  

 

1. 上 山 採

茶：上山採

茶、採茶 

2.送郎  

送哥、送郎

送 到 十 里

亭、挷傘尾

3.糶酒  

 

4.勸郎怪姐

送 茶 郎 回

家、勸郎怪

姐 

5.賣茶郎回

家： 

賣 茶 郎 回

家 、 陳 仕

雲、接哥 

6.盤茶、盤

堵 

1. 上 山 採

茶：上山採

茶 、 採 茶

2.送郎出門

 

 

 

3.送郎十里

亭、挷遮尾

4. 糶 酒

曲 調 與 一

般 賣 酒 稍

有 不 同

5.送茶郎回

家（酒娘送

茶郎）、勸

郎怪姐 

 

6.賣茶郎回

家 （ 盤

茶）：賣茶

郎回家、陳

仕雲、接哥

7.山歌對、

打海棠  

前七齣： 

1.上山採茶 

 

2.勸郎賣茶 

 

 

 

3.送郎挷傘

尾       

4.糶酒    

 

 

 

5.勸郎怪姐 

 

 

 

 

6.茶郎回家 

 

 

 

 

7.盤茶、盤

堵      

1.上山採茶 

 

 

2.勸郎賣茶  

 

 

 

3.送郎挷傘

尾 

4.糶酒 

 

 

 

5.問卜  

 

 

 

 

6.桃花過渡

 

 

 

 

7.勸郎怪姐

 



哥、海棠山

歌對、海棠

尾 

8.盤茶頭、

盤堵、叫妻

回家 

 

 

 

8.茶郎回家

（陳仕雲） 

 

9.接哥 

 

10.盤堵 

 

 

 

8.十送金釵

 

 

9.盤堵  

 

10. 桃 花 過

渡 ： 撐 船

頭 、 尋 夫

歌、撐船歌

（ 後 三 齣

穿 插 到 前

七齣 ） 

後三齣： 

1.問卜    

2.桃花過渡 

3.十送金釵 

 

 

 

8.茶郎回家

 

 

9.盤茶、盤

堵        

10. 十 送 金

釵 

 

 

 

 

 

 

 

 

附錄二 

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形式內容結構表 

 

版 本 戲 齣 名 稱 數 板 幫 腔 搭 腔 道 白 台 白 詞 白 



1.上山採茶 ˇ      

2.送郎出門 ˇ      

3.送郎十里亭、

挷遮尾 

ˇ      

4.糶酒 ˇ      

5. 送 茶 郎 回 家

（ 酒 娘 送 茶

郎）、勸郎怪姐 

ˇ      

6. 賣 茶 郎 回 家

（盤茶） 

ˇ      

7.山歌對、打海

棠  

ˇ      

8.十送金釵 ˇ      

9.盤堵 ˇ      

10.桃花過渡 ˇ      

11.問卜    ˇ   

徐 

進 

堯 

12.夫妻相駁 ˇ      

一、上山採茶 ˇ   ˇ ˇ  

二、送郎送哥、

送 郎 送 到 十

里亭、挷傘尾 

ˇ   ˇ ˇ  

三、糶酒 ˇ   ˇ ˇ  

四、勸郎怪姐、

送茶郎回家 

ˇ   ˇ ˇ  

陳 

雨 

璋 

五、賣茶郎回家 ˇ   ˇ ˇ  



 六、盤茶、盤堵 ˇ   ˇ ˇ  

一、上山採茶 ˇ   ˇ ˇ  

二、勸郎賣茶 ˇ   ˇ ˇ ˇ 

三、送郎挷傘尾 ˇ   ˇ ˇ  

四、糶酒 ˇ ˇ  ˇ ˇ ˇ 

五、問卜 ˇ  ˇ   ˇ ˇ 

六、桃花過渡 ˇ   ˇ ˇ ˇ 

七、勸郎怪姐 ˇ   ˇ ˇ  

八、茶郎回家 ˇ  ˇ ˇ   

九、盤茶盤堵 ˇ   ˇ ˇ  

鄭 

榮 

興 

十、送金釵  ˇ  ˇ  ˇ ˇ 

 

 

 

 

 

 

 

 

 

附錄三 

徐進堯：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劇本內文 

 



第四齣：〈糶酒〉【棚頭】
227

 

 

    （丑）記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凍死

一隻龜，後堂凍死一隻鱉。三人扛不起，四人扛一側，扛也扛，扛到城門東。拿

來秤，秤不起，拿來退，退不得，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盆血，拿來食，食不得。

人家朋友對我講，算來算去真真了不得與無了不得。三十暗晡出一隻大月光，瘸

手个出來偷拔秧，睛盲个來看到，啞狗講捉來搒，喊到兩個跛腳就去追，喊到兩

個跍腰就來扛，扛到山頂直直上，一暗晡無睡到天光，走去人个灶下偷食人一碗

番薯湯，人愛同我捉去剝皮撐礱糠與無撐礱糠。 

 

第九齣：〈盤賭〉【棚頭】
228

 

 

    （丑）（棚頭）棚下阿哥笑呵呵，叔公阿伯恬恬坐。眾人聽聽亻厓念个拉翻歌

來拉翻歌。吂有亻厓公，先有亻厓婆。亻厓婆行嫁亻厓擎彩，騎轎、扛馬、打笛（嗩

吶）、歕銅鑼。先供亻厓老弟，後來供亻厓哥。深潭肚裡委鳥竇，眉干頂上釣旗篙。

打開秧地晒早穀，高山頂上張松河。獵鴨上山食樹葉，把羊下水摸田螺。磨利禾

鐮斬大樹，生鹵斧頭來割禾。雞嫲生卵哥過過，雞子半天打夜婆。人人問亻厓唸

麼個，唸這條安都拉翻歌來拉翻歌。 

 

（一）【棚頭】
229

 

 

    生趣真生趣，亻厓姆供到亻厓，細細生辣痢，差一點消忒去。亻厓爸講無愛，

亻厓姆拈來飼，飼到十三四。狂狂走，狂狂去，去到台南並嘉義，想起無頭路就

來學做戲，堵到一個戲頭家，對亻厓真細意，就喊亻厓學做戲。喊亻厓學大花，官

刀擎啊起，險險官刀磧死去。喊亻厓學阿旦，硬硬毋會做該眼箭戲。喊亻厓學挨弦，

曉得挷過來，硬硬不曉挏過去。喊亻厓學打鼓，鼓槌擎啊起。硬硬毋曉責落去。

                                                 
227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

頁 28。 
228 同前註，頁 75。 
229 同註 227，頁 100。 



咳！想到實在還費氣。狂狂走又狂狂去，想起無頭路，就來牽豬哥，牽豬哥是打

豬雌。冷水潑啊去，肛肛供十二。一半牯就一半雌。眠床下睡著依依又依依。咳！

牽豬哥愛來講四句，想到實在還費氣。狂狂走，又狂狂去，堵到一個細妹仔，實

在還中意。問佢愛嫁嘸？其姆正來有主意。問得其姆聘金愛幾多？一千兩百二。

亻厓就扌老佢訂落去，順續扌老佢討轉去。三餐食該三碗公个鹹薑嫲，四碗公个鹹

豆鼓，食落去，鹹到麻痺又麻痺。上眠床愛人攬，下眠床愛人飼。別人問討來做

麼個？討來搞生趣嘛搞生趣。 

 

（二）【棚頭】
230

 

 

    無空真無空，食飽走西東，想起台灣無頭路，去到廈門並廣東。佢該邊扌老

這邊，但但無相同，亻恩這邊專門老公管哺娘，佢該邊專門哺娘管老公。兩公婆

講無三句話，拖也拖，中也中，一儕即核卵，一儕揪髻鬃，頭那打到大麻孔。我

來看到毋像勢，遽遽扌老佢站對中，麼個哥麼個嫂，毋好打毋好中，兩儕情理講

來分亻厓聽麼儕有卡通。婦人家聽啊到，扌老亻厓手仔牽著去，一張嘴業業動，罵

到他老公，夭壽仔，過毛仔，因為舊年六月冬，相爭一個爛火窗，害亻厓聽啊到，

笑到毋會定動。 

 

（三）【棚頭】
231

 

 

    古拙真古拙，耕田人就改田角，釣蛤蟆是揞嘴角，牽豬哥是兩條索，做覡公

是歕牛角，爛眠帳是蚊叼腳，爛草蓆是恁虐蠚，爛枕頭是刺腦殼，水打田是著石

壁剝，台灣頭算到台灣尾，亻厓个哺娘姐第一惡。有時來冤家，扌老亻厓捉去跪該

尿桶角嘛尿桶角。 

 

〈夫妻相駁〉【棚頭】
232

 

                                                 
230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

頁 100~101。 
231 同前註，頁 101。 
232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

頁 93。 



 

    （丑）（棚頭）嘿嘿嘿嘿！古拙真古拙，滿天星就花筆壁，釣蛤蟆是揞嘴角， 
牽豬哥是兩條索，做覡公就歕牛角，爛枕頭是刺腦殼，爛眠帳是蚊叼腳，爛草蓆

是恁虐蠚，水打田是著石剝，台灣頭算到台灣尾，亻厓个哺娘姐最一惡，有時來

冤家，扌老亻厓捉去跪該便所角，害我嗆啊到，強強會打官若嘛打官若哦！ 

 

                       （四）【棚頭】
233

 

 

    台地花來台地花，台灣出有婦人家，實在毋入俗，渡一個情哥帶入屋。去到

街上糴該烏秥穀，拿去挨來拿去舂，舂到白速速。去到街上買個糖，割个係豬肉。

上晝打粄圓，下晝打个米篩目，人人問亻厓做麼個，上晝假个觀音生，下晝假个

還豬福，佢老公帶在前門轉，佢情哥帶在後門出，過毛仔，夭壽仔，干干無食祿

來無食祿。 

 

（五）【棚頭】
234

 

 

    懶屍胚來懶屍胚，其姆其爸講到項項佢也會，講到做帽子佢也會，做個帽子

像鍋蓋；講到接線佢也會，接个線子一菜還一菜；講到做衫佢也會，做个衫子打

摺袋；講到做褲佢也會，做个褲子三個嘴；講到做鞋佢也會，做个鞋子蟾蜍嘴，

蝦公毛蟹聽到打亂退，打亂退。 

 

 

（六）【棚頭】
235

 

 

                                                 
233 同前註，頁 101。 
234 同前註。 
235 徐進堯、謝一如：《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與客家採茶大戲》（新竹縣文化局發行，2002 年 4 月），

頁 101。 



    「問卜」算命先生出台用：（口白） 

各位男女先生，大家詳細聽，亻厓無講你也毋知驚，甲子歌背毋出，學人做先生，

專門畫虎靈，雞胲亂亂嗙，看見男人來，毋敢講大聲，見到婦人家，開容笑面目

釘釘，八字排毋出，稱說自家大先生來大先生。 

 

（七）【棚頭】
236

 

 

    乞食哥來乞食哥，乞食原來事無多，又清閒又快樂，樹下坐等笑呵呵，夜夜

單身睡，有公又無婆。亻厓看世間人，貧窮多快樂，富貴多煩勞，酒肉毋使錢來

買，少食當得多，看見世間人，做到背駝駝，毋當亻厓來乞食哥，一庄過一庄，

一窩過一窩，行到腳底斷條毛，扌老人分扌老人討，討得有也真好，討係無放佢餓，

阿腸哥阿肚嫂，兩儕相打合相告，啊，合相告。 

 

 

 

 

 

 

 

 

 

 

 

 

 

 

 

 

附錄四 

陳雨璋：客家三腳採茶戲「棚頭」劇本內文 

 

                                                 
236 同前註，頁 102。 



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
237

 

 

    （角色：丑角是三郎，旦角是三郎的妻子和妹妹） 

    ﹝鼓介，丑登場﹞，裝出清喉嚨聲「嗯咳咳咳咳」接著唸棚頭：「古道真古

道，耕田人就鋤田角，釣蛤蟆就蒙嘴角，牽豬哥就兩條索，做善公就歕牛角，爛

眠帳就蚊刁腳，爛草蓆就恁弱削，爛枕頭就刺腦殼，水打田就作石壁，台灣頭算

到台灣尾，亻厓的老猴嫲就第一惡，有時來冤家，把亻厓捉去跪厥尿桶角嘛（尿桶

角）。」 

    丑：「在下，張三郎欵。想亻厓（我）沒做麼個（什麼）頭路，僅耕茶園而已， 

這陣茶到了，準備來去採茶，喊亻厓輔娘（妻子）勞（和）老妹（妹妹）

出來。」 

    丑：「亻厓輔娘啊，老妹；老妹啊，輔娘，出來喂。」 

    ﹝鼓介，二旦出，此二旦是三郎的妹妹及妻子，下面以妹及妻稱之。﹞ 

    妻：「聽到麼個聲，向前問個花（問明白）。」 

    丑：「講好今本日（今天）要去採茶，爾（你）兩姐姑，樣般（為什麼）睡

到七晝八晝（七晚八晚）呢？」 

    妻：「唉噢！你還會唔知（不知道）呣？細妹人（女人家）愛靚（愛漂亮）

唔！足亢起來（起床）要梳粧打扮，打扮好就恁晝（這麼晚）了呣！」 

    丑：「恁樣係嗎？（這樣子的嗎？）厥（那）爾茶水飯包準備好了吂（沒）？」 

    妻：「多少有準備了啦。」 

    丑：「厥準備好了，就來去了。要去茶園還恁（很）遠，厥山歌唱著來去，

較快到。」 

    妻：「要去採茶，就要山歌唱著來去喔？」 

    丑：「是啊，較快到啊。」 

    妻及妹：「好啊，厥就來去了。」 

    妻、妹及丑：「來去了！」﹝這句句尾會拖長，如同傳統戲曲的「叫板」。﹞ 

 

 

第二齣：〈送郎〉【棚頭】
238

 

 

                                                 
237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56、57、104、105。 
238 陳雨璋：《臺灣客家三腳採茶戲－賣茶郎故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頁 60~62、106~108。 



（角色：三郎、妻子及妹妹） 

    ﹝鼓介，丑角登場﹞，裝出清喉嚨聲；「嗯咳咳咳咳」接著唸棚頭：「當毒真

當毒，講到台灣婦人家實真沒目，老公一下走，客哥帶入屋，將厥去，買牛並割

肉；別儕問其買來做麼個？假意觀音生，講要還周福，老公一下轉，客哥拼對後

門出，矮凳仔，梗吓到，阿攔撲，真真沒食祿厥沒食祿。」 

    丑：「在下，張三郎。」「啊，想亻厓張三郎茶摘轉來，做好了，準備要來去

賣了，喊亻厓輔娘勞老妹出來。」 

    丑：「欵，啊老妹輔娘，輔娘啊老妹。」 

    ﹝鼓介，妻及妹出場。﹞ 

    妻：「欵，爾會講話還是唔會講話？麼個啊老妹輔娘，輔娘啊老妹？」 

    丑：「厥是為到省時間呢，輔娘勞老妹唸到供下（一起）。」 

    妻：「欵，三郎，爾想要省時間是嗎？亻厓教爾，要省時間喔，厥三餐食的飯

減幾碗，壽命就會減幾年，厥正（才）是省時間啦。」 

    丑：「欵，那有恁樣（這樣）的，恁道（這叫）省時間哇。」 

    妻：「爾唔係（不是）講要省時間呣，恁樣就是省時間呣。」 

    妻：「較話要講較慢點兒，厥一句還一句，講清楚點。」 

    丑：「好啦，知了。」「亻厓同爾都（你們）講，厥茶做好了，亻厓要去賣茶了。」 

    妻：「厥爾那久（何時）要去賣茶呢？」 

    丑：「今本日就愛去了。」 

    妻：「啊！今本日就要去喔！」 

    妹：「樣（為什麼）恁快哪？正講啊到就要去了喔。」 

    妻：「喂，老的。」 

    丑：「樣般行？（怎麼樣？）」 

    妻：「爾一走，就存（剩）亻厓兩儕（兩人），厥亻厓兩姐姑要樣個捨？（怎麼

辦）亻厓就會唔慣（不習慣）呢。」 

    丑：「唔怕（不要緊），亻厓走一年半載就會轉。亻厓走時，爾兩姐姑要好好看

顧家庭，唔使（不用）掛念亻厓，好好好保重身體較重要。」 

    妻：「厥會啦！有人像亻厓兩姐姑恁相好的啦。」「厥好啦，為到家庭冇奈何

（無可奈何），厥就恁樣行了（那就這麼辦了）。」 

    妻：「喂，三妹啊，俺己落來去（進去）準備包袱勞（和）傘仔分佢（給他）。」 

妹：「好，俺己落來去。」 

    ﹝二人進去，一會兒出來，出來時有鼓介，妻拿著傘，妹拿包袱﹞ 

    妻：「亻厓準備好了，不過，就恁樣行交畀爾（交給你），亻厓又唔捨得，厥 

        亻厓送爾一程好了。」 

    丑：「厥恁功夫呣！（那麼周到呀！）」 

    妻：「唔會啦。」 

    丑：「好啊，要送就來送，厥就來去呢。」 

    妹：「阿哥，厥亻厓也要送爾。」 



    丑：「老妹，爾也要送喔。」「亻厓走了以後，爾兩姐姑要較好點喔。」 

    妹：「厥會啦。」 

    丑：「厥就來去了。」 

    妻及妹：「來去了。」 

 

第三齣：〈糶酒〉【棚頭】
239

（賣酒） 

 

    （角色：張三郎及酒大姐） 

    ﹝鼓介，丑角登場﹞，裝出清喉嚨聲；「嗯咳咳咳咳」，接著唸棚頭：「記得

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前堂凍死一隻龜，（厥）

後堂凍死一隻鼈。三人扛，（就）扛不起；四人扛，（就）扛一側；扛呀扛，扛到

城門東。拿來秤，（厥就）秤不起；拿來退，（就）退不得；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

六盆血；拿來食，（就）食不得。朋友喊亻厓看，看也不中看。算來算去真真了不

得嘛了不得。」唸完此段還要講一段「三十暗晡出一個大月光。瘸手出來偷拔秧，

瞎子來看到，啞狗（啞巴）講捉來榜（打），喊到兩個跛腳就去追，喊到兩個姑

腰（駝背）就來扛，扛到山頂直直上，一暗晡沒睡逛滿庄，走去人个灶下偷食人

一碗番薯湯，人要同亻厓捉去撥皮撐隴糠也無撐隴糠。」 

    丑：「在下，張三郎。」「出門來賣茶過台灣，賺也唔會少錢。聽人講起，南

樓之上來了非常多的細阿姐（小姐），生到靚靚的，心想來去行行嫐嫐

兒，來去來去哦。」 

    ﹝鼓介，旦角出場，此旦角為酒大姐﹞ 

    旦念：「姐嫂店門開，煎茶等待客官來，不將勤苦力，難得世間財。開店食

資波，賣得香又磨，客官在此過，食得大醉何。」 

    旦說：「奴家，姓徐名花嬌，在街頭賣酒度過春秋，人人叫我酒大姐。」「這

幾日落大雨做大風，並沒客官到來食酒。今日天氣清和，不免將招牌

掛起店門外。」 

    丑：「嗯咳咳咳咳。」 

    旦：「爾看，厥邊有個客官到來，不免在此等候。」﹝旦坐下﹞ 

    丑：「聽講南樓之上，來了非常多的細阿姐，非常靚哦，快快來去哦。」 

    丑：「唷！爾看呢！果然唔會正差（果然不錯），三行四行，行到三叉路口坪，

爾看呢，厥牌匾吊到恁大個兒。可惜亻厓就唔識字，看到一高一凹，摸

啊到又平平。唔係講其（它）不識亻厓，硬硬是亻厓不識其麼個。爾看呢，

一點一直落又一橫，怕是（可能是）耕種人的湯耙的『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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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不是，『上』字。」 

    丑：「哦，『上』字喔，亻厓以為是燙字呢，上燙一樣，參多（差不多）啦。

唉喲！爾看，下背（下面）還有一個，厥一個男人勞一個婦人家攬著共

下（一起），怕是『樂』字呢。」 

    旦：「不是，『好』字。」 

    丑：「唔使講，男人勞婦人家攬著，唔使講也好。爾看，下背還有一個字，

厥老阿伯坐著，腳翹著，厥怕是『翹』字。」 

    旦：「不是，『老』字。」「上好老酒。」 

    丑：「哦，『上好老酒』喔，講到酒啊，亻厓的鼻孔扭就是扭（扭動不停）。欵，

這邊還有詩對。這怕是大耕種人，『一日燒一千擔草』哇！」 

    旦：「不是，『日進千香寶』。」 

    丑：「『日進千香寶』喔，亻厓以為是一日燒千擔草的大耕種人。爾看，這邊

還有詩對呢，怕是開暗間半夜門的，『客哥夜夜來』。」 

    旦：「不是，『時招萬里財』。」 

    丑：「哦，『時招萬里財』喔。亻厓以為是『客哥夜夜來』。厥裡背（裏面）講

話聲恁嬌，是男人還是婦人家？」 

    旦：「一派婦人家。」 

    丑：「樣唔（為什麼不）出來相見哪？」 

    旦：「來了。」﹝（鼓介）且站起來走出迎接三郎﹞「客官，請爾進來坐。」    

﹝丑坐下﹞ 

    旦：「客官，爾是要來問路也係（還要）食酒，也係食茶哪？」 

    丑：「問路，食酒、食茶還吂要（不要），因為亻厓初來這種店，唔知酒店規

矩，請爾講來畀亻厓聽。要食正（才）來食哪。」 

    旦：「亻厓這酒店有三等三樣酒。」 

    丑：「三等三樣酒喔？」 

    旦：「是啊。頭一等是竹葉青。」 

    丑：「頭一等竹葉青喔！麼個人（什麼人）食的？」 

    旦：「來往官府人食的。」 

    丑：「做官人食的喔！第二等呢？」 

    旦：「厥第二等酒就是狀元紅。」 

    丑：「狀元紅喔！麼個人食的哪？」 

    旦：「來往開店的財主食的。」 

    丑：「哦，有錢人食的喔，厥第三等呢？」 

    旦：「厥第三等是嘛……」﹝把丑從上到下打量一番﹞ 

    丑：「唷，樣恁樣形（怎麼這樣子）看人的呢？」﹝丑角邊說邊站起來﹞ 

    旦：「第三等嘛就是像你這般夯擔干走大路的人食的。」 

    丑：「樣般畀佢看到恁冇掉去呢（怎麼被她看的這麼扁呢）？」「張三郎堂堂

開一個大茶行的人，講亻厓是夯擔走大路的人。」「厥第三等是麼個酒？」 



    旦：「就是蕃薯酒、糯米酒，三個錢買十過斤（十餘斤）。」 

    丑：「十過斤喔。」 

    旦：「爾係食唔會醉嘛……，亻厓推爾就會鈴欽了。」（鈴欽：酒醉） 

    丑：「厥假如食唔掉呢（那假如喝不完呢）？」 

    旦：「厥食唔掉，爾拿轉去也好洗身。」 

    丑：「唔使講，就是沒食，畀爾推也會鈴欽。厥麼個都唔使講（什麼都不要

說），先端杯茶來食，正來打算。」 

    旦：「厥亻厓就來哪。」﹝旦轉身端茶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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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三郎及酒大姐） 

    ﹝鼓介，丑角登場﹞裝出清喉嚨聲：「嗯咳咳咳咳」接著唸棚頭：「生趣真生

趣，亻厓姆降到亻厓，細細生辣痢，險險消得去。亻厓爸講無愛，亻厓姆撿來飼，飼

到十三四。狂狂走，（就）狂狂去，想到沒頭路，就來牽豬哥，牽豬哥就打豬雌。

冷水潑吓去，剛剛降十二，一半牯就一半雌，眠床下睡著依依又依依。咳！牽豬

哥（就）要講四句，想到實在很費氣。狂狂走，（又）狂狂去，想到沒頭路，就

來學做戲，堵到一個戲頭家，對亻厓真細意，喊亻厓學大花，官刀夯吓起，險險官

刀（來）壓死去；喊亻厓學阿旦，硬硬唔會做厥眼箭戲；（厥眼箭戲）。喊亻厓學拉

弦，曉得挷過來，硬硬唔曉送過去；（厥送過去）。喊亻厓學打鼓，鼓槌夯吓起，

硬硬唔曉擊落去；（厥擊落去）。咳！想到實在很費氣。狂狂走，（又）狂狂去，

看到一個細阿妹，（厥）實在很中意，問佢要嫁冇？其姆正來（厥）有主意。問

其姆聘金要幾多？一千二百二。亻厓就勞佢訂落去，順撤勞佢討轉去。上眠床要

人攬，下眠床要人飼。三餐食厥三碗公的鹹薑麻，（厥）四碗公的鹹豆鼓，食落

去，鹹到麻痺又麻痺。別人問亻厓討來做麼個？討來玩生趣嘛（玩生趣）。」 

    丑：「在下，張三郎欵。想亻厓賣茶，唔多知（不知不覺）流流連連也有兩三

年，今本日，接到屋下（家裏）來的一封書信，四個角燒掉三個角，大

約怕係恁蠻（非常）緊急呢。打開一下看，果然唔會正差。『緊回三日，

一家團圓，慢回三日，爛杆打鬍鰍，走的走就留的留。』厥今本日沒轉

做唔得（不回去不行）。」 

    丑：「喂……，酒大姐」﹝鼓介，酒大姐出場﹞「亻厓來爾這店中也有兩三年

了，今本日接到家書，唔轉做唔得，亻厓要來轉了。」 

    旦：「爾愛轉，厥亻厓送爾一程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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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好，厥來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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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三郎、妻子及妹妹） 

    ﹝鼓介，丑角登場﹞，裝清喉嚨聲：「嗯咳咳咳咳」接著唸棚頭：「沒空真沒

空，食飽走西東，想起台灣沒頭路，去到廈門（就）並廣東。其厥邊勞這邊，但

但沒相同。俺這邊全部老公管輔娘，其厥邊全部輔娘（厥）管老公。兩公婆講冇

三句話，拖就係拖，中就係中，一儕擠核卵，一儕揪髻鬃，頭顱打到大麻孔。 

亻厓來看到唔像勢，快快勞其占對中，麼個哥麼個嫂，唔好打，（就）唔好中，兩

儕情理講來畀亻厓聽看麼儕有吓通。婦人家聽吓到，勞亻厓手仔牽著去，一張嘴業

業動，罵到佢老公，夭壽仔，高毛仔，因為舊年六月冬，相爭一個爛火窗。害 

亻厓聽吓到，笑到唔會定動。」 

    丑：「在下，張三郎。」「想亻厓賣茶，唔多知流流連連也有兩三年，今本日

接到屋下一封書信，四個角燒掉三個角，中央並之雞毛，『早一日回家，

一家團圓，慢一日回家，爛缺打鬍鰍，走的走就留的留啊。』今沒轉做

唔得。」「店主頭家，亻厓愛轉囉。」 

    頭家：「厥包袱傘仔就交畀爾了。」 

    丑：「厥亻厓就來去哦！」 

 

第六齣：〈盤茶、盤賭〉【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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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三郎及妻子） 

    ﹝鼓介，丑角登場﹞，裝清喉嚨聲：「嗯咳咳咳咳」接著唸棚頭：「棚下阿哥

笑呵呵，叔公阿伯靜靜坐。眾人聽亻厓念厥辣山歌來辣山歌，吂有亻厓公，（厥）

先有亻厓婆，亻厓婆行嫁亻厓夯彩，騎花轎，扛白馬，打笛、歕銅鑼，先降亻厓老弟，

後來降亻厓哥，深潭肚裡委鳥巢，眉干頂上釣棋高，打開秧地晒早穀，高山頂上

漲松河，獵鴨上山食樹葉，把羊下田摸田螺，磨利禾鐮斬大樹，生鑥斧頭來割禾，

雞嫲生卵喀喀喀，雞子半天打夜婆，人人問亻厓唸麼個？唸這條恁道辣山歌來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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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同前註，頁 89、90、120、121。 



山歌。」 

    丑：「在下，張三郎。因為出外兩三年去賣茶，今日轉來家中，唔知亻厓輔娘

走那位去？等亻厓喊幾句。」「老姐！爾嫂！」 

    ﹝鼓介，旦角上場﹞ 

    旦：「喂，爾幾時轉來？」 

    丑：「亻厓就正轉來。」 

    旦：「哎喲，爾樣（為什麼）滿面鳥屎呢？」 

    丑：「亻厓沒那睡（沒地方睡），走出伯公下睡，堵到（遇到）阿啾箭伯勞母

相打，唧唧啾啾，同亻厓屙到一面屎。」 

    旦：「亻厓扛盆水來畀爾洗面。」 

    丑：「厥是好。」 

    旦：「等亻厓拿水來。」﹝旦入內拿盆水﹞，出來時唱道： 

    旦：「銅盆扛水郎洗面，亻厓郎賣茶兩三年，這班茶仔真好價，必定亻厓郎賺

大錢。」 

    丑回唱：「得蒙賢妻恁有緣，銅盤扛水郎洗面，這班茶仔無好價，賣來剛好

做盤錢。」接著有段對白： 

    旦：「厥爾沒賺錢喔？」 

    丑：「沒賺錢啊！」 

    旦：「假如沒賺錢，爾走到那位？同亻厓講。」 

    丑：「厥爾聽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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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榮興：「十大齣」「棚頭」劇本內文 

 



第一齣：〈上山採茶〉【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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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上】 

【棚頭】 

    丑      白：各位哥嫂笑呵呵，叔公阿伯靜靜坐， 

                聽亻厓念個啦翻歌，啦翻兜凳顛倒坐。 

                趨鴨上山吃樹葉，趕羊下水覓田螺。 

                光頭相打專扭毛，風吹磨石跌落河。 

                古井肚裡下鳥窩，竹頭尾頂釣溪哥。 

                三十暗晡月光好，亻厓看亻厓公娶老婆， 

                亻厓姆行嫁亻厓扛轎，看人打笛歕銅鑼。 

                亻厓姆先生亻厓老弟，後來再生亻厓大哥。 

                打開秧地曬早穀，高山頂上裝沖河， 

                磨利禾鐮斬大樹，生鑥斧頭來割禾。 

                雞公生卵咯咯咯，雞子半天打鷂婆， 

                亻厓牽亻厓爸坪頂坐，大聲小聲喊鷂婆。 

                又攬亻厓公去機場，揹著公太機頂坐。 

                飛機飛對月球過，亻厓與嫦娥和山歌麼和山歌。 

    丑      白：小子，姓張名三郎，作茶維生，今年春茶大好，尤其山裡的嫩

茶正是好價。喊我的哺娘老妹，準備茶簍上山採茶，不知準

備好沒？我說哺娘啊老妹，老妹我哺娘呀！ 

    旦    內白：來哦！ 

    【旦甲旦乙上】 

    旦乙    白：阿哥！ 

    旦甲    白：丈夫。 

    丑      白：哺娘啊老妹，要上山採茶，準備好了嗎？ 

    旦甲旦乙白：準備好了。 

    丑      白：春茶正出，咱們採一些回來。我說賢妻啊老妹，那就關門出。 

    旦乙    白：什麼關門出？ 

    丑      白：不是，是出去關門。 

    旦乙    白：是啦！ 

    丑      白：那就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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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唸：【數板】 

                無空真無空，食飽走西東， 

                想到沒頭路，走去廈門並廣東， 

                佢那邊和咱這邊；有一些個不相同， 

                咱裡老公管哺娘；佢個哺娘管老公， 

                有日亻厓對街巷過；一個大約佢哺娘， 

                一個量必佢老公；兩人揪等樁個樁， 

                婦人專專揪下面；男人專門揪髻鬃， 

                剛好畀亻厓來看到；緊緊和佢佔對中， 

                什麼姐來什麼嫂；下面不可揪恁重， 

                恐怕老命會見祖宗；兩人就來手放鬆， 

                婦人到底過答滴；一張嘴子囁囁動， 

                開言就罵佢老公；因為去年六月冬， 

                相爭一只爛火熜；害亻厓當時來聽到， 

                笑到嘴子合不攏來合不攏。 

    丑      白：小子，張三郎。自幼耕茶園維生，今年春茶夏茶全做好了，想 

要外洋做生意，又捨不得嫩嬌妻。 

    旦甲旦乙白：走！到了進去！ 

    旦甲    白：三郎。 

    旦乙    白：阿哥。 

    丑      白：嘻嘻！我來了！哺娘啊老妹，老妹我哺娘！ 

    旦甲    白：喔！你到底會講話還是不會講話？怎麼說「老妹我哺娘」？ 

    丑      白：因為省時間的關係，哺娘與老妹連在一起講。 

    旦甲    白：老公講話也要省時間，我教你，三餐食飯減吃二碗，壽命就會

減吃幾年，那就省時間了。 

    丑      白：那有人這樣省時間的？ 

    旦甲    白：你說要省時間，就只有這樣了。講話一句就是一句，講給他清 

楚來，不可黏泥帶水。 

    丑      白：好啦！朝晨這麼早，哺娘和三妹來到堂廳做麼介東西？ 

    旦甲    白：姑嫂已經將茶做好，不知夫郎何時出門賣茶？ 

    丑      白：這…嘻嘻…我想說慢加幾日，過些時候再去賣茶。 

    旦甲    白：啊！還要慢加幾天？ 

    旦甲    唱：【山歌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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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苦啊… 

            堂堂一個男子人， 

            有茶不賣何原因？ 

            有心採茶無心賣， 

            叫我姑嫂靠何人靠何人？ 

    丑        唱：賢妻呀…喂… 

            叫我來我就來， 

            鞋子拖忒穿草鞋， 

            叫我走我就走， 

            走到東邊唉， 

            打得三下鑼， 

            匡匡匡。 

            我又走， 

            走到西邊過， 

            打得三下鼓並鑼， 

            咚咚匡。 

            我又走， 

                  走對叔公屋前過， 

                  看到叔公打叔婆， 

                  兩公婆打得背駝駝， 

                  兩人行前告訴我， 

                  我也不敢取笑你， 

                  你也不敢取笑我取笑我喔！ 

    旦乙      唱：嘿…苦啊… 

                  男子本來有恆心， 

                  賢妹言語句句真， 

做好色茶你不賣， 

怎般養活一家人？ 

    丑        唱：嘿…賢妹啊… 

              三妹不用來激哥， 

              我是三聲沒奈何， 

一想起父母年又老， 

二想起兄弟姊妹這麼相好， 

三想起你嫂年少會寂寞， 

路途遙遠山又高， 

為兄實在做不到來做不到。 

    旦甲      白：喂…三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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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唸：【數板】 

               搭足真搭足，一介婦人家， 

住在我下屋，有點冇面目， 

老公一下走，情哥帶入屋， 

急急上街去，買魚並割肉，人人問他做麼介？ 

假作觀音生，講是還豬福， 

老公前門轉，情哥後門出， 

矮凳子梗腳骨，一下按暗撲， 

鼻孔跌出血，斷了兩枝邊排骨， 

婦人家冇福氣，男子人真真冇食祿來冇食祿。 

    【旦甲上】245 

旦甲    白：我的丈夫說要去賣茶，點心、包袱、傘都幫他準備好了，小姑

不知好了沒？小姑！ 

旦乙  內白：喂！ 

【旦乙上】 

旦甲    白：小姑，包袱你準備好了嗎？ 

旦乙    白：準備好了。 

旦甲    白：好了是嗎？去叫你哥哥出來。 

旦乙    白：阿哥，好了沒有？ 

旦甲    白：丈夫，準備好了嗎？ 

丑      白：準備好了，你嫂啊老妹。 

旦甲    白：我捨不得你，想要送你一程。 

丑      白：不用這麼功夫啦！ 

旦甲    白：夫妻之情應當的。 

丑      白：好好好。 

旦乙    白：阿哥，我也要送你一程。 

丑      白：你也要送，老妹，阿哥不在，你們姑嫂要和氣。 

旦乙    白：自古道兄當父來嫂當母。 

丑      白：這樣我就放心了，那就來去。 

旦甲旦乙白：那就讓我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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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上】 

丑    唸：【數板】 

              記得真記得，記得舊年五月節， 

五月落大霜，六月落大雪， 

前堂凍死一隻龜，後堂凍死一隻鱉， 

拿來送，送不動， 

拿來推，推不得， 

請了人來扛，扛到城門東， 

拿來犀刂，犀刂到三十六盆血， 

拿來吃，吃不得， 

遇到阿才哥，佢講亻厓真正了不得來了不得！ 

三十晚上出一個大月光， 

    內    白：光！ 

丑    唸：瘸手的跑去偷摘秧， 

內    白：秧！ 

丑    唸：青暝來看到， 

內    白：到！ 

丑    唸︰啞巴講抓來碰， 

內    白：碰！ 

丑    唸：請到跛腳去追， 

內    白：追！ 

丑    唸：瘸手來抓到， 

內    白：到！ 

丑    唸：駝背出來扛， 

內    白：扛！ 

丑     唸：扛到屋後直直上， 

內     白：上！ 

丑     唸：一夜沒睡就遊滿莊， 

內     白：莊！ 

丑     唸：跑到廚房吃了三碗公的番薯湯， 

內     白：湯！ 

丑     唸：打了一個大臭屁， 

內     白：屁！ 

                                                 
246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24~227。 



丑     唸：爆爛一個大醃缸來大醃缸。 

丑     白：小子，姓張名三郎，流流連連，離鄉背井有三年。出來賣茶，

生理做得不錯，賺到了這麼多的錢，人家說，珍珠瑪瑙結腰頭，

吃用兩字不用愁，聽說蘇州有賣好老酒，何不來去蘇州街上吃

上兩杯酒暖暖身，有何不可？待我快去吃上兩杯酒。 

    丑      唱：【十二月古人】 

                離別家鄉兩三春， 

                日出賣到日黃昏， 

                春茶夏茶並秋茶， 

                也有凍頂正烏龍， 

               （噯呀咿膨鬆） 

（噯呀咿膨鬆） 

各位老顧客， 

也有著園和膨風。 

    旦甲旦乙唱：【瓜子仁】 

                老妹待在大路邊， 

                有賣燒酒有賣菸， 

相公來飲酒， 

老妹來划拳， 

小小生理要現錢。 

手端瓜子滿盤香， 

手巾包來手中藏， 

想送奴情哥， 

想送奴情哥， 

食到瓜子想到娘， 

食到瓜子想到娘。 

    旦甲    白：奴家，姓徐名花嬌。 

    旦乙    白：秀嬌正是。 

    旦甲    白：姐妹在十字街頭賣酒度春秋，人人稱咱姐妹酒大姊，這幾天起

風落水，沒客人來，今天日天氣晴和，不免將招牌掛起來。 

    旦乙    白：準備來！ 

    旦甲    白：招牌掛在欄杆上。 

    旦乙    白：引通四方君子來。 

    旦甲    白：招牌掛好了，你看前面有人講話，一定是要來店裡吃酒的，姐

妹入內等他。 

    旦乙    白：曉得！ 

丑      白：三走四走，哎！這間就是城隍廟大廟口！ 

旦甲    白：不是。 



丑      白：不是？莫不是狀元府？ 

旦甲    白：也不是。 

丑      白：不是狀元府，也不是城隍廟。這到底是什麼地方？ 

旦甲    白：外面有匾牌為記。 

丑      白：外面有大餅好吃？ 

旦甲    白：知道你想吃，有招牌為記。 

丑      白：招牌是嗎？那個招牌呢？喔！一點一直落，下面一橫長長，這

是什麼字呢？可能是耕田人「淌穀」的那個「淌」。 

旦乙    白：不是，那是「上」。 

丑      白：「上」、「淌」都是一樣。 

旦乙    白：差多了。 

丑      白：喔！唉！這第二個字，一個女生和一個男生兩人攬在一起，這

讀什麼？這讀「忒」。 

旦甲    白：不是，那是「好」。 

丑      白：那當然好，怎麼會不好？男生跟女生抱著緊緊的，不用說也是

「好」啦！哎！這個老阿伯拿一枝拐棍子，不用說一定是

「巧」。 

旦乙    白：不是，那是「老」，「上好老酒」。 

丑      白：哎喲！講到酒，鼻孔就會扭，喉嚨就會打鞦韆，口水一直流。

待我進去看一看。哇！怎麼對聯寫了這麼多？看起來一凹一凸

的，摸起來又平平的，可惜你認識我，我又不認識你，要怎麼

念呢？ 

旦甲    白：風吹馬尾千條棉。 

丑      白：蜂叮尾椎喊可憐。喔！是這樣讀的，這邊的又要怎麼讀呢？ 

旦乙    白：水打桃花萬點紅。 

丑      白：水打鼻頭會穿孔，這麼簡單。唉！還有一對要怎麼念？ 

旦甲    白：日進千香寶。 

丑      白：這家大耕種，一日要燒一千擔草。哎喲！這對呢？ 

旦乙    白：時招萬里財。 

丑      白：我來對了，情哥夜夜來，來這間就對了。 

旦乙    白：嘿！一筆三家醉，酒店十里香。上好老酒。 

丑      白：不見影來只聽聲，這個妹子不知有幾靚？拿一個銅錢手上跌，

聽到這個聲音，冇冇有八成，裡面講話那麼嬌聲，是男人？還

是婦人家？ 

旦甲    白：一派婦人家。 

丑      白：那就可歎了，一半像苦瓜，小時候沒照顧好，麻…麻臉才是吧！ 

旦甲    白：一派婦人家！ 

丑      白：是婦人家呀！那何不出來相見？ 



旦甲    白：老妹，客倌來了，外面看一看。 

旦乙    白：我出去看。客倌，您是來問路？還是食茶？ 

丑      白：針不離線，沒事不登三寶殿，阿鳩鵑打更，要吃酒。 

旦乙    白：請進，請進。 

旦甲    白：客倌請坐。 

丑      白：同坐。請問大姊那方人氏？ 

旦甲    白：蘇州人氏。 

丑      白：高姓大名？ 

旦甲    白：姓徐，名花嬌，人人稱咱247姊妹酒大姊。 

丑      白：喔！酒大姊就是妳嗎？哎喲！十八個銅錢兩次算，原來就是九

文九文，見下一禮。 

旦甲旦乙白：誇獎了。 

旦甲    白：老妹，客倌來了，趕快端一杯茶給客倌解渴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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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白：【數板】 

          小樹怕藤纏，大樹怕刀碾。 

          唐山怕老虎，臺灣怕生番。 

          泥鰍怕黃鱔，魚兒怕鱸鰻。 

          石壁怕推山，扛轎怕轉彎。 

          蚊子怕火煙，挑擔怕轉肩。 

          富家講來年，窮人講眼前。 

          三十六行業，行行出狀元來，出狀元。 

    丑白：在下，胡來。 

    內白：嗄！胡來，就湊亂來。 

    丑白：你聽到哪裡去？我姓胡，名來，外號靈仙。 

    內白：嗄！唬令仙。 

    丑白：不是唬令仙，我的堂號是胡靈大仙。我今年三十六歲，算命有一百多

年了。 

    內白：你在放屁！今年才三十六歲，怎麼可能算了一百多年的命？ 

    丑白：我講給你聽，我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以及我，四代人都在算命，合

                                                 
247「咱」字為漏字之誤。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27。  
248 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32~235。 



起來一共一百多年，怎麼沒有？從前祖上算命，不會與人收驚或打

符制送，也不會看風水，所以賺不到錢。後來我去灶頭山、籠床洞，

拜一位甜粄大仙為師，三年之久，今日要出山。 

    內白：要不要請陣頭？ 

    丑白：出師要下山，不是去世要出山。如今我不是人了。 

    內白：嗄！你不是人，那你就是鬼了？ 

    丑白：哎喲！你怎麼這樣說！我不是普通的一般人，我已學到會推會算，五

百年前五百年後算的來，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人人說我半仙。 

    內白：粄仙！ 

丑白：不是粄仙，是半仙。 

內白：先生，你是半仙，那明天會下雨還是好天？ 

丑白：待我算來。樹尾緊搖就是起風，房屋緊搖就是地動，眠床緊搖就是娃

娃加工，緊攝亮就是響雷公。放雨白就會做風災，雨下不停就會做

水災，雨下不成就是旱災。子丑寅卯，饅頭菜包，辰巳午未，人喊

請就來去。肥的我不要，瘦肉吃不畏。申酉戌亥，白菜大頭菜，豬

肚炒福菜，這樣來吃就有達代。 

內白：先生，你專門講吃的。 

丑白：人生在世做生做死，不是為吃，還為什麼？不要與你多說，今日天氣

清和，準備東西上街做生意。 

    丑唱：【老腔山歌】 

          辰時出門到酉時， 

          要看風水並地理。 

          甲乙丙丁是天干， 

          子丑寅卯是地支。 

    丑白：來到街頭，傢伙擺起來，等候客倌到來。 

    【旦上】 

    旦唱：【老時採茶】 

          奴奴姓林名桃花， 

          我夫出外去賣茶。 

          一走三年沒音信， 

          不知何時轉回家。 

    旦白：妾身，林桃花，我夫出外洋去賣茶，離家至今無信無息，聽說十字街

頭有一位算命先生非常的準，不如去請他幫我算一算。哎喲！你看，

那位就是算命先生，招牌有寫胡靈大仙。先生，你就是唬令大仙嗎？ 

    丑白：喔！是胡靈大仙，不是唬令仙，要講好。這位小姐，你要算命是不是？ 

    旦白：是啦！算我的老公到外洋賣茶，一走兩三年，無信無息，不知道什麼

時候才會回來？請先生算一算。 

    丑白：你的老公叫什麼名字？  



    旦白：江宜巴。 

    丑白：我他公。 

    旦白：姓江，名宜巴，不是講你爸。 

    丑白：今年幾歲？何時出生？ 

    旦白：今年三十歲，農曆七月十五日酉時出生。 

    丑白：鬼子。 

    旦白：先生，你怎麼這樣說？ 

    丑白：本來就是，七月是鬼月，七月出生的就是鬼子，三十歲甲子年出生，

屬鴨。 

    旦白：先生，怎麼有屬鴨的呢？ 

    丑白：古時是十二生肖，鼠牛虎兔龍蛇馬羊猴雞狗豬，現在因為人口暴漲，

十二生肖不夠用，外加十二生肖，魚蝦鰻鴨，田螺月鴿，狐狸水獺，

蚌蛤吃水「含答」。 

    旦白：先生，什麼是「含答」？ 

    旦249白：蚌蛤有泥，放在清水養，蚌殼會打開，看到手去，立刻合起來，發

出聲音「答」！就是「含答」。你老公屬鴨，甲子乙丑海中金，鴨

母帶子水中心，丙寅丁卯爐中火，你先生小時候學走路時常跌倒，

戊辰己巳大林木，你老公尿尿向缸入，你尿尿向缸出。 

    旦白：先生，你算的很準。 

    丑白：庚午辛未路旁土，無米落鍋家裡苦，奉請奉請夜夜情哥走到眠床上，

有影也無影？ 

    旦白：夜夜無影，三日來一次有影。 

    丑白：有影再來拜請，西岐文王、周公孔子、五大聖賢、雲夢山頭鬼谷先師，

人有誠心，卦有分明。 

    【旦將籤全部抽掉】 

    丑白：噯！沒命了。 

    旦白：先生，莫非我的老公死了嗎？ 

    丑白：不是，因為籤支全部被你抽掉，哪裡有命可算？ 

    旦白：真是的！ 

    【旦將籤支全部丟回桌上】 

    【丑收回籤支】 

    旦白：先生，你的眼睛不是看不到嗎？ 

    丑白：我是二分目。 

    旦白：先生要抽幾支？ 

    丑白：抽一支就好。 

    旦白：抽一支。 

                                                 
249原文為「旦白」，應更正為「丑白」。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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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換盤】 

    丑白：外卦準為乾，內卦準為坤。莫順人心，莫逆鬼意，再求再應。再抽一

支。 

    旦白：再抽一支。 

    丑白：講好莫歡喜，講壞莫愁慮，先生算命是鐵口無褒硬頓的。 

    旦白：先生會頓死掉。 

    丑白：大嫂聽錯了，是硬斷，不是硬頓。大嫂，按照此卦算來，你的老公端

午節會回來。 

    旦白：端午節如果沒有回來呢？ 

    丑白：七月半一定會回來。 

    旦白：七月半如果沒有回來呢？ 

    丑白：冬至會回來。 

    旦白：冬至如果沒有回來呢？ 

    丑白：年三十夜一定會回來。 

    旦白：先生，你算的什麼卦？如此往下猜，我也會算。 

    丑白：大嫂，算命是竿枝點火眼前事，你問這麼多未來事要清楚，我帶你到

我家中，請出我的仙師「能都神」，詳細講分明。 

    旦白：先生，到你家有多遠的路程？ 

    丑白：百過個崗。 

    旦白：嗄！一百多個山崗！ 

    丑白：不是，過一個山崗就到了。雖然不遠，因為我視力不好，要走快的話，

你必須牽我才行。 

    旦白：如果不遠，那我就牽你回去。 

丑白：有勞大嫂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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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上】 

    丑      唱：【撐渡船】 

                新做渡船（呵呵）， 

                （還係）向上天來（呵呵）， 

 （還係）向上（哪）天！ 

撐得人多真賺錢， 

大姊上，對亻厓講 

                                                 
250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42~246。 



撐船郎沒哺娘， 

（還係）不值（哪）錢（喔）！ 

臘鴨拿來（呵呵）， 

（還係）配燒酒來（呵呵）， 

（還係）配燒（哪）酒（喔）！ 

單身哥對風流娘， 

夜夜有（還係）過新（哪）鮮（喔）！ 

    丑      白：哎！不才，朱阿九。單身一個人，撐船度日子。朝晨到現在，

未見搭渡介人。待我船頭小安眠，鬆鬆身。 

    旦甲乙內白：走呀。 

    【旦甲旦乙上】 

    旦甲    唱：【老腔採茶】 

                當初送郎出外洋， 

                郎疼心來妹疼腸， 

                可嘆中秋團圓日， 

                兩人望月各一方。 

    旦乙    唱：秋季裡來落葉黃， 

                池塘缺隻美鴛鴦， 

                一隻鴛鴦哀哀哭， 

                還有一隻在何方？ 

    旦甲    白：奴家，桃花。 

    旦乙    白：我就是金花。 

    旦甲    白：妹妹。 

    旦乙    白：姐姐。 

    旦甲    白：我的丈夫出外洋去賣茶，這麼久還沒回來，我想去找他，不知

妹妹意下如何？ 

    旦乙    白：姐姐既然要去找老公，我想陪妳結伴同行。 

    旦甲    白：如此，多謝妹妹的照顧。唉喲！來到這裡全無人家。 

    旦乙    白：上又無路，下又無橋，可能要搭渡。 

    旦甲    白：老妹，妳看，那邊有一位渡船哥，喊他撐過來分咱坐。 

                喂！燒水（艄水）。 

    丑      白：燒水無。滾水無，冷水一大河，要食妳就食，不食也無奈何！ 

    旦乙    白：不是啦！是艄水。 

    丑      白：做什麼啊？ 

    旦甲    白：要搭你的肚（渡）。 

    丑      白：什麼？要割我的肚？喔！我要妳的腸頭來炒酸醋。 

    旦乙    白：不是啦！要搭你的渡。多少錢我會付。 

    丑      唸：【數板】 



姑娘生來怎按靚，不知喊著何姓名？ 

問到同姓做兄妹，若是別姓就來行。 

    旦甲    唸：撐船滿嘴都生毛，就像羊牯鬚按多。 

                河伯水官做生日，載頭羊牯祭江河。 

    丑      白：姑娘，本人姓朱，名阿九，有人喊我阿九哥，不是狗牯，是九，

七八九的九，不是狗！ 

    旦甲    白：你姓朱來名狗，豬狗！豬狗！ 

    旦甲    唱：【老山歌】 

                船上狗牯叫汪汪， 

                也敢講話撩姑娘； 

                撩到姑娘心火起， 

                推落江中見龍王。 

    丑      白：唉呀！伯公打屁－－滿神氣喲！ 

    丑      唱：【老山歌】 

                本人生來愛唱歌， 

遠近知我山歌多； 

姑娘山歌勝過我， 

船錢不要你半毛。 

    旦乙    唱：你想連我沒按該， 

一要江水戽乾來， 

二要日頭西邊出， 

三要月光跌下來。 

    丑      白：唉呀！老虎食蚊，口氣按大！待我上岸來看一看。 

                哈哈！兩位姑娘不知喊著何姓名？ 

    旦甲    白：我叫桃花。 

    旦乙    白：本姑娘就是金花。 

    丑      白：兩位小姐，可知我撐船的規矩？ 

    旦甲    白：有什麼規矩？請你說明白。 

    丑      白：我此船喊著風吹樂暢船。坐我船一要和山歌，二要唱歌相罵。

罵得我贏，撐妳過，罵輸我麼，給我做老婆。 

    旦甲    白：哈哈！相罵麼？我罵得十三庄人贏。 

    丑      白：有什麼見證呢？ 

    旦甲    白：上次我那庄百歲公死，他全家被我罵到哇哇哭。 

    丑      白：哈哈！那人家孝子，本來要哭得。 

    旦乙    白：我比姊姊過厲害，啞巴被我罵到沒一句聲。 

    丑      白：那啞巴本來不會講話，待我用唸。聽著… 

    丑      唸：【數板】 

                月光光，好種薑，騎白馬過蓮塘， 



                我來入妳間，妳來邀我上眠床， 

                妳是我的親妻子，我是妳的親夫郎。 

    旦乙    白：你聽著。 

    旦乙    唸：一條大路透天長，河邊有個撐船郎， 

                昔日有個梁山伯，同窗一個祝九娘， 

                山伯因為英台死，閻羅殿前來判斷， 

                你是我的親生子，我是你的母親娘。 

    丑      白：哎喲！ 

    丑      唸：姑娘講話怎按狂，敢講我的母親娘， 

                我今食酒沒菜配，借你鍋頭炒豬腸。 

    旦甲    唸：撐船契弟沒哺娘，耳大肚大嘴筒長。 

                尋隻豬嬤來配種，正是女貌對才郎。 

    丑      白：看你頭上插禾串，好撩鳥。 

    旦甲    白：你的頭顱結白帶，孝都孝。 

    丑      白：你的屁股攝紙煤，想人拂了。 

    旦乙    白：喉頭生蛾，堵到了。 

    丑      白：姑娘屁股頭吊冬瓜，大禍（貨）臨門了。 

    旦甲    白：你也竹頭尾吊替身，假風神。你輸了，快打調251板。 

    丑      白：好！上船再與妳拼輸贏。 

    【上船身段】 

    丑      白：【老山歌】 

                講唱山歌不當亻厓， 

亻厓是鳳凰妳雉雞； 

鳳凰飛對山頂過， 

雉雞一見不敢啼。 

    丑      白：咻！阿老妹，妳的頭首伏低又伏低。 

    旦乙    白：【老山歌】 

                你係鳳凰亻厓雉雞， 

                可惜鳳凰在學啼； 

                方才聽你啼兩句， 

                面紅耳赤頸歪歪。 

    丑      白：真糟，被她一說，變成歪頭雞了。 

    旦乙    唱：【老山歌】 

                哥單身來妹沒雙， 

                今日二人初相逢， 

棋逢對手分高低， 

                                                 
251 原文為「調板」，應更正為「跳板」。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

會，2001 年 2 月），頁 245。 



看看誰人較精功。 

    旦甲    唱：撐船不必逞威風， 

                百句言來五十雙， 

                水牛過嶺盡命走， 

                出陣還是馬較雄。 

    丑      唱：雖然馬比牛較雄， 

妳是老鼠我貓公， 

聽到我聲妳都驚， 

爬墻走壁鉆入孔。 

    旦乙    唱：我說貓公莫逞兇， 

姊妹好比狼狗公， 

貓見狼犬骨頭軟， 

被我一追走無蹤。 

    丑      唱：老虎比妳狼較兇， 

                被我一呷肉會溶。 

    旦甲    唱：你是老虎我武松， 

                一拳打爛你鼻孔。 

    旦甲    白：你輸了。 

    丑      白：妳沒輸，我沒贏，算打平。轉換過用十二個月來罵，如何？ 

    旦甲    白：好！遮子無頂，盡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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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場鑼鼓】 

【丑上】【丑做清喉聲】：嗯啊，嗯啊… 

丑唸：【數板】 

生趣真生趣，亻厓姆生到亻厓， 

從小生癩痢，險險死掉去， 

亻厓姆講不要，亻厓爸撿來飼， 

飼到十三四，亻厓就溜溜走， 

跟人溜溜去，走到戲棚下， 

看個採茶戲，頭家看到亻厓， 

古椎又生趣，教亻厓學作戲， 

喊亻厓學阿丑，不會講滑稽，笑科的四句， 

                                                 
252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52、253。 



教亻厓學吹笛，日時間還過得， 

暗晡頭來聽到，就像豬仔阡不死，嘛咿又嘛咿， 

鄰舍來聽到，險險給人罵死去， 

看破亻厓又走，雲林併嘉義， 

看到那個細阿姐，非常中亻厓意， 

問她幾多歲，去年八十一，今年八十二， 

亻厓問她要嫁嗎？她姆來主意， 

她姆都講好，聘金二十四， 

亻厓就與她訂落去，良時併吉日，把她娶回去， 

上床要人攬，下床要人揹， 

吃飯要人飼，專門吃那鹹薑母，併個烏豆鼓， 

吃了整日子，專門放臭屁， 

有人來問亻厓娶來做什麼？ 

娶來暗晡頭，玩生趣來玩生趣。 

丑白：小子張三郎，離鄉背井來賣茶，不知不覺兩三年的時光。今日接到

家中書信，四角燒了三角，大約非常緊急，打開一看信中有寫：「早

三日回家，一家團圓。慢三日回家，那就爛網打鰗鰍––走的走，

溜的溜」。今日不回不成，叫酒大姐出來和她商量。喂！說酒大姐

在那裡？ 

【旦上】 

旦白：來了！有聽茶郎喊聲揚，奴家移步到廳堂，見過茶郎。 

丑白：不用。酒大姐，亻厓來你店中有兩三年之久了，今日接著家中來信

叫亻厓回家，不轉作不得囉！雙親年紀老邁在家。 

旦白：既然茶郎要回家，奴就來送你一程吧！ 

丑白：怎可如此工夫！ 

旦白：等一下，亻厓送你一程。 

丑白：要送就來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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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上】 
丑唸：【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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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講亻厓真古錐，有鞋不穿打赤腳， 
          有事不做打迄蹉，耕田人就掘田角， 
          打蛤蟆就掩嘴角，釣大魚就放長索，慢慢牽、慢慢剝。 
          牽豬哥二條索，做尚公歕牛角， 
          做乩童打赤膊，銅針拿來刺嘴角， 
          包粽子剝竹殼，爛草蓆真惹屑， 
          爛枕頭刺腦殼，水打田鑿石坡， 
          台灣頭到台灣角，亻厓哺娘夭壽惡， 
          有時走去坐四角，打紙牌兼那小麻將， 
          亻厓哺娘來發覺，巴掌麻亂亂捉， 
          捉得亻厓耳屎整角，順便罰亻厓跪那尿筒角， 
          害亻厓整暗晡打咳喲來打咳喲。 

丑白：在下張三郎，想亻厓賣茶不知不覺走了兩三年，今日接著家中書信，

四角燒了三角，中央放一支雞毛，叫亻厓早一日轉，一家團圓；慢一

日轉，爛網打鰗鰍，走的走、溜的溜。亻厓別了酒娘，到此店中投宿，

天光了，店主頭家，亻厓要回家了。 

    內白：包袱在此交畀你，上下再過來。 

    丑白：明年有茶好賣會再來。告別！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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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唸：【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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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愛惜福，莫在福中不（唔）知足。 

莫來草蜢撩雞公，早慢會給（分）雞公啄。 

有介婦人家真真不知足，朝朝睡到日頭晒屁股。 

三餐老公親自碌，煮便菜來煲便粥。 

恁樣又還不（唔）滿足，又嫌沒新鮮介魚肉來介魚肉。      

【丑上】255 

【旦上】 

旦甲唸：銅盆裝水郎洗面，我郎賣茶走三年； 

      聽說今年茶價好，所有茶商大賺錢。 

丑  唸：我的哺娘最一賢，銅盆裝水郎洗面； 

      這次生意不好做，賺的剛好做盤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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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茶戲研究》（慶美園文教基金會，2001 年 2 月），頁 268。 



旦甲白：你就沒賺錢囉！ 

丑  白：賺到剛好當盤錢。 

旦甲白：哪……你去什麼地方賣茶，一五一十講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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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上】 

丑唱：【賣什貨】 

    離別家鄉五六春， 

    四處都走盡， 

處啊處處有， 

靚啊靚姑娘， 

好比天上五彩雲。 

姑娘愛買胭脂並水粉， 

大包小包並胡椒， 

不大不小繡花針。 

為著家貧賣雜貨， 

命苦真無奈， 

人人叫我財啊財子哥， 

年將三十沒老婆。 

大街小巷我的主顧多， 

金釵包頭緞子襖， 

價錢誠實真公道。 

丑白：賣什細，噯哉！這裡什麼地方？內面恁熱鬧，待我招鼓搖起來，喔

－－鈴鈴咚咚，賣什細喔－－項項有，說不盡講不啾，專賣家庭用

的東西，花鋤頭，小畚箕，大笠麻，並簑衣，小鍋蓋，並米篩，洗

鍋把，兼湯匙，大甕好裝水，小甕釀豆腐乳。 

      內白：喔，財子哥，你好笨，你的東西這裡無合用。 

      丑白：這裡恁多人，怎般不合用？ 

內白：這裡是學堂。 

丑白：啊！是浴堂，浴堂用的我最新，也有長毛巾，短毛巾，也有菜瓜布，

洗圓身，肥胖人洗一次減兩斤，洗一個月減五十斤，香肥皂、洗髮

精、大面盆、洗頸筋、小面盆洗下身，正茶皂，洗舊衫全變新，痴

呆症來，洗了返精神，老噥哢來，洗了不會緊罵人。親報親，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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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希望大家多多來牽成，多多來牽成。 

內白：這是學堂，不是浴堂。 

丑白：啊！學堂不是浴堂。先生！你也好發狂，學堂騙我浴堂，害我唸到

囉囉長！這也無妨，學堂用的東西我齊全。萬年筆、狼毛筆、水彩

筆、鉛筆、鋼筆、圖筆、戒尺日語講ものさし，剪刀講はさみ，衛

生紙講ちいがみ，拌下身講ふんとし。 

內白：聽你講話實在會氣死。 

丑白：老師，腳講あし，不是氣死。 

內白：你講什麼東西？ 

丑白：耳朵講みみ，柺杖講すてき，你我兩個人講ふだり，恁吵鬧講やが

ましい。 

內白：財子哥，我看你是腐子弟。 

丑白：老師，你怎知我是腐子弟？我十兄弟，排行第六。日語講五いつつ，

六講むつつ，排行六你也知。老師，好來交官。 

內白：你好扛上山了。 

丑白：老師你誤會了。我說和我開市叫交官。 

內白：好啦！你的嘴恁甜，我的筆管掉了，你有筆管賣麼？ 

丑白：淨筆管，套下去，哎喲！老師講話偷罵我。老師，筆管沒有，有一

枝無心筆，送你要麼？ 

內白：那個我自己有，財子哥，我不想教書，想開藥店，東西項項都買齊，

一項沒買，你有碾槽麼？ 

丑白：那樣東西，說來參考。 

內白：碾藥用的東西，碾槽。 

丑白：碾藥用的碾槽，一條溝長長，碾來碾去，哎呀！老師想我的屁股，

老師，碾槽沒有，碾錘一枝要不要？ 

內白：其他項項我有了。 

丑白：老師，我早上到現在未有開張，拜託你做一個引路忙。 

內白：你還半路死！ 

丑白：老師，你誤會了。我的意思是說報一個好做生理的地方。 

內白：好啦，那你就鼻孔捏著直直去。 

丑白：老師，我鼻孔捏著直直去，那我就沒命啦！ 

內白：聽錯了，我說擔頭挑著直直去，轉個彎，溜腸頭（橋頭）。 

丑白：老師，你會嘔腸油？ 

內白：你又聽錯了，過一個長橋，轉個曲，你就傷噹（上段）。 

丑白：老師生大病，要入院！ 

內白：聽到哪位去？我說上個小段，看轉山下一座大瓦屋，石灰抹壁白兮

兮，蠟燭點火金吱吱，人人稱她阿乃姑，見去見踢。 

丑白：老師，這樣地方報我去，見去見踢，鬼敢去？ 



內白：你又聽錯了，我說挑去的貨色，加減都踢。 

丑白：唔…我早早聽著阿乃姑名聲，老師，五更落霧，晨濛承蒙。日後係

癢，就入來坐玩。 

內白：什麼癢？ 

丑白：老師聽錯了，我是說，如有上下，經過要進來坐玩，待我擔頭挑來

去。 

丑唱：【雜貨節】 

人人講我按風流， 

因為無雙為原由， 

我今好比山溪水， 

希望有朝出江游， 

（哎哎哎哎喲）希望有朝出江游。 

烏雲遮日像暗昏， 

路上行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去， 

牧童遙指杏花村。 

（哎哎哎哎喲）牧童遙指杏花村。 

      丑白：教書先生還不錯，他對我說，財子哥，你要賣什貨，應該從這條路

一直走下去，轉個彎，過一條長橋，上一個階梯，就會看到石灰牆

壁白兮兮，蠟燭點火金吱吱，那就是阿乃姑的家。聽說只要到阿乃

姑家去做生意的人，貨全部都賣掉。哎喲！一岡過一岡，一莊過一

莊，什貨背到這裡，汗流浹背，好像到了，將招鼓拿出來，叫賣一

番。喂…賣十歲（什細）。 

旦白：賣給我做兒子，是嗎？ 

丑白：哎喲！你這莊人沒有嫁老公是不是？ 

旦白：怎麼說？ 

丑白：要不然為什麼要買孩子？ 

旦白：你不是說賣十歲？ 

丑白：哈哈！西山人長衫錯認為茶袋，我是賣什細！ 

旦白：你就講斷氣（句）來。 

丑白：斷氣就死了。 

旦白：不是，你要講有斷句，賣些什麼小殮（念）給我聽。 

丑白：你被扛去大殮！ 

旦白：你說什麼？ 

丑白：你不是說我小殮？ 

旦白：不是，我是問你賣些什麼？念給我聽。 

丑白：拜託你嘔白一點。 

旦白：你還嘔紅的喲！ 



丑白：不是，請你說明白一點。 

旦白：是的。 

丑白：聽著！ 

丑白：【數板】 

      玲玲瓏瓏，胭脂並水粉， 

      咿咿呀呀，擔頭並柴， 

哩哩喀喀，擔子並頭托， 

樣樣有，除了金眠床石杵臼。 

旦白：那兩樣要多少錢？ 

丑白：金眠床石杵臼，有誰挑的起來？ 

旦白：挑不來的不要念，有挑來的才念。 

丑白：除了這兩樣，其他的通通有。 

旦白：那些我都有了。 

丑白：我還有… 

旦白：還有什麼？ 

丑白：【數板】 

      大包並小包，八角並胡椒， 

      誰來和我交，送他一支金鬢挑， 

誰來和我好，送他一領泉州襖， 

誰來和我結主顧，送他一塊上海布， 

我賣有鯽魚釣、蛤蟆釣、蝌蚪釣、楊公釣、阿姆客哥釣！ 

      旦白：財子哥，近日的生意大概不錯。 

      丑白：普通、普通。 

旦白：我就知道，貨賣完了，沒有東西可賣，阿姆客哥釣也挑出來賣。 

丑白：哎喲！這回被糗大了！什麼亻厓姆客哥釣？ 

旦白：是你自己說的呀！ 

丑白：鯰子釣、帕哥釣，連在一起，鯰子帕哥釣。 

旦白：那你就應該講清楚。外面做生意的不知道是誰？出去看看……哦！

原來是你！ 

丑白：小姐要如何稱呼？ 

旦白：阿乃姑就是。 

丑白：哦！阿乃姑就是你。名不虛傳，你的名聲如雷貫耳。 

旦白：真的嗎？ 

丑白：是學校的老師做個引導人，說阿乃姑是個大客戶，原來阿乃姑就是

你。亻厓姓張名財子。 

旦白：你就是財子哥？ 

丑白：哦！叫亻厓財子就好。 

旦白：財子哥，出門人能言善道，做這麼多的生意了，會不會口乾呢？ 



丑白：嗯！就是你心地最好，亻厓去過兩三家，沒有人要問亻厓要不要喝茶。 

旦白：先進來喝茶，再做生意。 

丑白：多謝，多謝。 

旦白：財子哥，裡面的茶有涼的也有熱的，請你不用客氣，自己取用。 

丑白：真多謝，這壺太燙了，有較涼的嗎？ 

旦白：有的，在裡面，你自己取用好了，喝完再來做生意。財子哥！有沒

有喝？ 

丑白：有！謝謝你的茶。 

旦白：不知你還有賣哪些東西？ 

丑白：阿乃姑，通通有，有金釵、包頭、剪刀、鏡子、尺…… 

旦白：你念的我都有了。 

丑白：都買有了，還有步步跳。 

旦白：什麼叫做步步跳？ 

丑白：繡花針。 

旦白：哎喲！繡花針又不說，說什麼步步跳！－－那個我也有了。 

丑白：還有對面相。 

旦白：什麼叫做對面相？ 

丑白：打扮用的。 

旦白：哎喲！鏡子又不講，說對面相。－－那我也還有。 

丑白：哎！還有一樣。 

旦白：什麼呢？ 

丑白：一寸長，夜夜放在你閨房，一夜用到光，只見短來不見長。 

旦白：你說的什麼話？我聽不懂。 

丑白：蠟燭。 

旦白：哎喲！蠟燭又不講，現在不用了，……還有別的嗎？ 

丑白：阿乃姑，新式的布你要嗎？ 

旦白：拿出來我看一看。……哎喲！這是什麼布？真漂亮！ 

丑白：這塊布沒處可找，放著不會壞，沒穿不會爛。 

旦白：你不講我也知道，當然放著不會壞，沒穿不會爛。 

丑白：我是說這布料非常好。你看這花布，可以做旗袍，剩下做內褲，還

剩一小條，明年給你先生運動會時，可以做綁頭布。 

旦白：我還沒有嫁老公。……這布很漂亮，一尺要多少錢？ 

丑白：別人要算五塊錢，阿乃姑要算六塊錢。 

旦白：你賣我比較貴，我不要。 

丑白：不是啦！別人要，算六塊錢，阿乃姑要，算五塊錢。 

旦白：賣我比較便宜，我就跟你買，剪八尺給我好了。 

丑白：八尺！你還真懂得剪布！ 

旦白：你在找什麼？哎喲！財子哥，你的尺怎麼跟別人的不一樣？又不是



一尺，也不是三尺，半長短，究竟是幾尺？ 

丑白：哎呀！你不知道，剛剛在路上，遇見一條黑狗，往我身上一撲，我

嚇了一跳，拿尺將它一打，尺就斷了一截。 

旦白：尺斷了，要怎麼量？ 

丑白：沒差，我就原來是三尺的呀！就當三尺算好了！ 

旦白：已經斷了一截，還當三尺算，我不要。 

丑白：不是啦！斷一截，量兩次算三尺。 

旦白：這樣還差不多！ 

丑白：八尺。 

旦白：是，八尺。……財子哥，尺頭才是路頭，你要量好。 

丑白：不必擔憂，我一定會多量給你。 

旦白：你現在量了這麼多。 

丑白：你沒有幫我算？ 

旦白：我哪有幫你算！你要自己算呀！ 

丑白：好，這裡剛剛好。 

旦白：財子哥，你在找什麼？ 

丑白：糟了！剪刀不知是否在上個村子做生意時，被小孩拿走了。 

旦白：哎喲！財子哥，你做的什麼生意？十樣欠九樣，做了也不像。 

丑白：大家也這麼說。 

旦白：是啊！現在你要如何剪？ 

丑白：我這是直紗，用嘴咬。 

旦白：準不準？ 

丑白：一定準。 

旦白：哎喲！財子哥，你的布腐腐的，送我也不要，一撕會發出噗聲，我

不要。 

丑白：阿乃姑，撕會發出聲音的布是好的，如果不響的才是腐掉的。 

旦白：真的？好啦！一共多少錢？ 

丑白：三三是八，三四十一，二九算十七，算四十錢好了。 

旦白：請你坐一下，哎喲！你看這財子哥真有趣，看他古董古董的，乾脆

騙他說沒有錢，看他的反應如何？財子哥，真對不起，布又剪了，

進去拿錢，抽屜打開沒有看到錢，欠帳好不好？ 

丑白：阿乃姑，不要這樣嘛！這麼好的蘆草，怎會沒鳥巢？ 

旦白：錢銀三不便，真巧就沒有錢。 

丑白：隨便找一找，也有四十個錢。 

旦白：剛好都用光，就是沒有錢。 

丑白：真的？ 

旦白：等你下一回來時，我再拿給你。 

丑白：這麼一點點東西，欠帳要怎麼辦？來收帳也沒有走路的工錢。 



旦白：沒關係啦！下次來我會補你。 

丑白：說什麼阿乃姑是大客戶，八尺布都要欠帳，再來一回，爬這段坡我

會累死。 

旦白：怎麼脾氣這麼壞……會做生意你就門外倚，不會做生意你就走千里。 

丑白：嘿！這樣說也有理，我常性子急，只要有人嫌我的貨貴，我就不賣

他，經常做不到生意。去年端午節進的貨，今年端午節過了還沒有

補貨。 

旦白：財子哥，我看你已經離開了，怎麼又回來了？ 

丑白：阿乃姑，你早上是不是有吃生薑配豆豉？ 

旦白：怎麼樣？ 

丑白：放一個屁。 

旦白：你怎麼這樣講？ 

丑白：不是啦！講這一席話真有道理。 

旦白：怎麼說？ 

丑白：我一向脾氣不好，如果嫌到我的貨，有錢賺我也不賣！所以去年五

月節進貨，今年五月節過，還沒補貨。 

旦白：原來就這樣賣不到錢，好，那就給我欠帳，下次來再算給你。 

丑白：真的？欠帳？ 

旦白：是啊！ 

丑白：哎喲！我再來三次會累壞，這坡又這麼陡。嘿！他說還沒嫁老公，

我三十還是單身哥，你看她，好像十七八的嫩姑娘。 

旦白：財子哥，你還不出去？ 

丑白：嘿…… 

旦白：要做什麼？ 

丑白：我不知道要從何說起！ 

旦白：你自言自語走來走去，有什麼事？ 

丑白：我們來貨換貨好不好？ 

旦白：貨換貨？你要換我什麼東西呢？ 

丑白：我看到中意的就給我，我的東西你中意的就送你。 

旦白：好，你中意的我就換給你。 

丑白：院子的那隻公雞好。 

旦白：不行，公雞只有一隻，要留來啼晨。 

丑白：那個母雞好。 

旦白：也不行，小雞還小，需要照顧。 

丑白：噯！阿乃姑，這塊大鏡子好。 

旦白：哪有大鏡子？ 

丑白：這個… 

旦白：那個，不是喲！是我家的祖宗牌位，要，你就請回去。 



丑白：哪我才不要請個別人的祖宗牌位去供奉。 

旦白：不要，那你還想換我的什麼呢？ 

丑白：阿乃姑，這個茶壺我家有，那個大茶壺來換給我。 

旦白：哪裡？那個……哎喲！那不是茶壺，那是尿壺。 

丑白：騙人的，剛才這壺很燙，我去加那壺較涼的，喝下去。 

旦白：這邊的你不加，去加那邊的。 

丑白：那我就喝到尿了。 

旦白：是啊！ 

丑白：那是誰用的尿壺？ 

旦白：我媽媽用的。 

丑白：我就知道，那老太婆的尿，好難喝喲！ 

旦白：財子哥，不是啦！你沒看看這床鋪這麼華麗，阿乃姑睡的，所以那

尿壺是阿乃姑用的。 

丑白：阿乃姑用的。……我就知道是阿乃姑用的，聞起來不怎樣，吃起來

還不錯。 

旦白：你要嗎？要就換給你。 

丑白：不要，阿乃姑，我看到一項。 

旦白：什麼？ 

丑白：不敢講。 

旦白：說出來做參考。 

丑白：我做謎語給你猜。 

旦白：好啊！ 

丑白：下不下，上不上，換阿乃姑的半中央。 

旦白：財子哥，你說的什麼鬼話？我聽不懂，要換人的半中央。 

丑白：下不下，上不上，要換阿乃姑的半中央。 

旦白：我一直看也沒看到。 

丑白：找清楚一點。 

旦白：怎麼看也沒看到。 

丑白：有一個東西。 

旦白：沒有什麼啊！ 

丑白：洗得曬不得。 

旦白：洗得的東西就曬得。 

丑白：你想清楚一些。 

旦白：洗得就曬得。 

丑白：穿得挑不得。 

旦白：穿得就挑得。 

丑白：挑不得。 

旦白：挑得。 



丑白：阿乃姑，你不知道說阿乃姑沒雙，我孤單，兩人湊一雙。 

旦白：呀！你的貨換貨打平過，就是要換阿乃姑給你做老婆。 

丑白：是啦！ 

旦白：真的嗎？ 

丑白：有人說「鴉鵲飛落鳳凰山，你叫孤來我叫單，啞巴吃飯單枝筷，心

想湊雙開口難」。 

旦白：好啊！ 

丑白：如果是好，我的什貨通通送給你。……不可以。 

旦白：怎麼不可以？ 

丑白：聽說漂亮的小姐好比棺材沒底。 

旦白：怎麼說？ 

丑白：騙死人。 

旦白：財子哥，我不會騙你。 

丑白：我的貨通通送給你，以後你不要我，那我不就狐狸打蚊，有打沒吞。 

旦白：你放心吧！我不會騙你的。 

丑白：不行，你要發誓。 

旦白：什麼呀！要我發誓給你聽？ 

丑白：是啊！ 

旦白：好呀！現在我阿乃姑要和財子哥交情，日後若有變心，我經過阿嫂

的菜園會被蔥尾尖尖刺死。 

丑白：這樣有真心，那我就送給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