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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材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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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報資料—簡報 1諺語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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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簡報 2戶外參訪-五條港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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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講義 1 從俚諺看五條港在地文化 

民間文學又稱口傳文學、口述文學、口語文學，也

就是口口相傳、流傳於民間的故事、歌謠等。它與作家

文學成一對比，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口耳相傳的語言

藝術。 

民間文學的產生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是人民生

活的寫照與投射。因而在流傳的過程中會因不同時代、

不同區域，甚至不同族群各展現出該時、該地、該族群

特有的文化或知識。是一個民族世代傳承的文化遺產，

也是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具有悠久的歷史，

與靜態的歷史文物不同，它始終保持著新鮮生命力是活

的文化現象。 

有關民間文學的範疇，大體上可分為故事散文和歌

謠韻文兩類體裁，包含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含笑話）

以及歌謠、諺語、謎語和歌仔冊等等。其傳講方式也是

有敘事體（故事體）和歌謠體兩種，只是故事的傳講也

不單單僅用散文敘事方式，也是可以用歌謠的體裁來說

唱。 

本單元我們將認識諺語的基本概念，並從與五條港

相關的諺語中，探索五條港的在地文化。 

 



 

 

37 

一、 俚諺的基本概念 

〈一〉定義 

諺（proverb）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1，也就

是結合人們實際的生活經驗之結果，並用美的言詞來表

現，可以公然使用日常談話中，並且可以規範人的行為

之言語2。日文諺語「コトワザ」之意是謂實地經驗的事

業，用一種言語來發表的3。這些都是強調俚諺是可以呈

現生活經驗的言語。 

〈二〉、俚諺的特質及功能 

1.民族性 

平澤丁東所蒐集《台灣俚諺集覽》，內田嘉吉為其序，

其言俚諺： 

                                                      
1
 朱自清，《中國歌謠》（原 1929-1931 年間的大學講稿），復旦大學

出版社，上海，2004.8，頁 6。 

2
 「諺是人的實際經驗之結果，而用美的言詞以表現者，於日

常談話可以公然使用，而規定人的行為之言語」郭紹虞，《諺

語的研究》，商務印書管，上海， 1924.1 初版，頁 6。 

3
 郭紹虞，《諺語的研究》，商務印書管，上海，1924.1 初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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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習慣的結晶，民族思想的寫照，其言簡，其意

深，可言經百年的精鍊所致，藏有無量的妙趣片語，

寓有無限諷刺社會風俗根基，窺出地方民情極細，

體會出在本島從事各業者，豈可無視台灣俚諺的研

究。4 

日本學者視俚諺為「風俗習慣的結晶」、「民族思想的寫

照」是獨具一個民族本有的特質，因為它是生活經驗累

積的精粹，蘊藏著各行各業的心聲，所以可以將民情很

細微地傳達出來。 

而有關俚諺的價值在《台灣俚諺集覽》中既認為它

是「風俗習慣的結晶，民族思想的寫照」，豈可無視於它

的研究。因為任何民族的文學都是和它的民族歷史、民

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獨有的特點相聯

繫著5。更何況它是「平民的作品」，蘊藏地方民情，是族

群最深層、最基礎、最真切的表現，也因為這樣就成了

瞭解「民族」特性的要項，因而想要瞭解「異民族」的

底層思維，透過俚諺是一個途徑。 

2.治國功能 

                                                      
4
 平澤丁東所蒐集，《台灣俚諺集覽》序，台灣總督府，台北，

1914.5。 
5
 劉魁立，〈關於民族文學研究之一〉，今收入《劉魁立民俗學論集》，

上海文藝出版社，上海，1998.10，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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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岡巖于在《日台俗諺詳解》自序中提及： 

書曰：一喻能興國亦能亡國，視何人在治其國，其

國之比喻語要知其要，更要有多言，能得使用咸宜，

仍須數千言者，能以一語感動聽者不可。6 

在此更將俚諺的功能性更具體化，片岡巖認為「一

喻」（俚諺之含義）7可以治國的亦可以亡國，同樣地，一

國的政績的好壞，也可以投射在俚諺中。也就說俚諺它

不僅隱藏著民族性，而且透過它來窺視政績的好壞，具

有治國之用，尤其基於殖民者的立場，既然台灣的俚諺

是「台灣人思想的結晶」，更是不可忽略的一環。 

至於俚諺所呈現的特色，《台灣俚諺集覽》也指出「言

簡意深」的特色，是以「妙趣片語」來書寫，它不是散

文體，而是簡短的隻字片語，雖是隻字片語卻承載了無

限知識的累積，同樣在隻字片語中也隱藏著無限的諷刺，

諷刺著社會種種的現象。因此它是民眾最真實的表現。 

3.地域性 

再則，俚諺也有區域性，對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

                                                      
6
 片岡巖編，《日台俗諺詳解》序，台灣語研究會，台南，1913，

頁 1。  
7
 俚諺除了字面上的意義外，往往指涉著更豐富的意涵。 



 

 

40 

理解，在片岡巖蒐集《日台俗諺詳解》的采錄過程中，

片岡巖發現為南部所需用者，未必在北部能使用，而此

地的諺語者，在彼地也有被否定者，因此彼此互有遺漏，

這也是隨著區域不同所呈現的俚諺也就有不同的傾向8。

這正是瞭解地方特色的最佳的途徑，自有其采集蒐羅的

重要性。只可惜書中的編輯，並未標示出地點或區域性，

無從做一相互比較。不過，這個遺憾，後來至廖漢臣〈台

南の俚諺〉9可作個彌補，在〈台南の俚諺〉一文中呼應

了片岡巖所言「俚諺有區域性」的觀點，且舉出實例來

說明，其言： 

俚諺是人類生活體驗的集合，但是因地方和環境的

不同，在形式、內容上也有些許的差異。例如，被

譽為「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台南，以往是本島政治

中心的所在地，也是文化、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因

此，在這裡產生的俚諺也就特別的多，並且有別的

地方所沒有的典雅味道。10 

                                                      
8
 片岡巖編，《日台俗諺詳解》例言，台灣語研究會，台南，

1913，頁 1。 

9
 廖漢臣，〈台南の俚諺〉，金關丈夫主編，《民俗台灣》（日文版），1942.8，

頁 8-11；林川夫主編，《民俗台灣》第六輯（中文版），1990.12，頁

238-247。 
10

 廖漢臣，〈台南俚諺〉，林川夫主編，《民俗台灣》第六輯（中文版），

1990.12，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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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廖漢臣凸顯了台南俚諺的「典雅味道」及

「地域性」，如「安平迎媽祖、台南伏地虎」（原意為安

平正熱鬧舉行媽祖祭典，台南卻沒有如此盛大。用以說

明地方人士相對立的惡習）；「草地胡蠅也想要食縣口香

餅」（原意為鄉下蒼蠅也想吃縣口的香餅。用以輕蔑那些

與身份不相應想法的人）；「上帝廟埁墘，水仙宮簷前」（原

意為上帝廟的石階高度和水仙宮的屋簷一樣高，這主要

說明台南市原本是一塊丘陵地，土地高低相差甚遠）等，

這些俚諺都是針對台南的民情風俗、地方特色或地形地

勢而產生的，自具有當地獨有的特色。 

二、諺語中的五條港文化 

〈一〉與五條港有關的俚諺 

在五條港此區域流傳的一些諺語皆可窺探出早期當地的在

地文化。列舉一二如下： 

安平是臺灣的門戶，五條港是府城的門戶 

有看見針鼻，無看見大西門 

較擠嘛大西門 

一個錢看做大西門 

城外七里瘦，城內水較好城外肥 

上帝廟岑墘，水仙宮簾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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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宮前避債戲 

來去看水仙宮廟壁（歇後語：話仙） 

鹿耳門寄普 

西羅殿的大輦 

千年鎖萬年龜 

媒人毋進無尾巷，凍酸人住在無尾巷 

巴禮講道，家治攏對 

落教死無人哭 

陳林李許蔡，天下占一半 

蔡拼蔡，神主牌仔摃摃破 

惹熊惹虎，毋通惹著郭大虎 

弟子若姓郭，食紅龜吐甲滿地紅」 

大郭食小郭，紅龜食去吐滿地紅 

較雄蔡牽 

運河無蓋蓋，欲跳家治去 

食巧兮毋是食飽兮 

行阿行，行到王宮港吃肉粽 

臺南阿兄食飽飽閒閒等死 

 

水守爺腳翹蹺，面皺皺，保庇大豬來進稠 

來空空，去憨憨 

邀袋任阮摸 

暗路敢行，某囝罵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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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計罵著忍氣又吞聲 

（許丙丁 小封神） 

 

〈二〉諺語所呈現的當地文化 

以下將針對這些與五條港有關的諺語說明其當地文化。 

1.標的位置及地理形勢 

五條港是昔日清朝時存在於今臺南市中西區裡的五

條商用港道，由北到南分別是新港墘港、佛頭港、南勢

港（或稱北勢港）、南河港與安海港，其範圍約在今中正

路以北、新美街以西、成功路以南左右，是以前臺灣府

城最重要的商業門戶，所以有句「安平是臺灣的門戶，

五條港是府城的門戶」說明了五條港對府城的重要性。

而「有看見針鼻，無看見大西門」「較擠嘛大西門」「一

個錢看做大西門」都是藉由此處的大西門的「大」「繁華」

「人潮」作依相對性的延伸。 

另外流傳「上帝廟埁墘、水仙宮簷前」諺語則指出

上帝廟的石階高度和水仙宮的屋簷一樣高，說明著台南

市原是一塊丘陵地，地形上高低差距所造成的諺語。「好

柴沒流過安平鎮、美查某沒流在四鯤身」從地理位置而

言，台南港道由五條港（新港墘港、佛頭港、南勢港、

南河港、安海港）後至安平港出海，於是上游如果有好

東西早就被撿走了，也說明著台南市的地理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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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還有一句「五馬朝江一馬回」的諺語。此在

福建省南安縣石井鄉的江口，有五塊巨石兀立在江上，都

像馬形。其四昂首作奔向海外狀；其一卻是翹首回望石井

鄉。俗傳：“假如五馬齊奔海外，那鄭氏便成帝王大業。

可惜地靈所鐘，氣數天定。為了祇有四馬奔海，就感應了

鄭氏四代的榮顯；因為一馬回頭，所以鄭氏祚業不能續到

第五代。”如此更將五代的地靈說，配合著特殊地形而加

以附會鄭氏的棠祚，卻由於「一馬回」，因而鄭氏王朝不

能延續到五世。只有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鄭克塽等四

代。而此諺語流傳到了台灣，隨著地理環境的改變，則

成了傳講台南市五條港附近一帶廟宇諺語，意指大部分

的廟宇都是朝著西向（水仙宮、西羅殿、海安宮）只有

藥王廟向東。 

2.五大姓勢力的碼頭文化 

在此地各條港道都有其特定的勢力範圍，有所謂

「五大姓」之說，如「陳林李許蔡，天下占一半」。佛

頭港街到藥王廟一帶的「蔡姓」，新港墘港、老古石街

一帶的「黃姓」，北勢街一帶的「許姓」，南河港、南勢

街、鎮渡頭一帶的「郭姓」，以及南河港接上游的一帶

的「盧姓」。由於民風強悍，所以儘管在台服役的阿兵

哥軍紀極差，善良百姓畏之如虎，但兵丁只要看到五條

港五大姓的工人，也不敢自找麻煩，道光末年來台的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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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論劉家謀也記載了這事，說兵丁最怕的有四種人，

一是轎夫，二是羅漢腳，一是大西門外蔡郭五大姓，還

有便是大南門邊的擔糞人。如此一來，自成了貨物、工

人集散、流通及易滋事的碼頭文化。因而在這所產生民

間諺語「蔡拼蔡神主牌子摃摃」即是各地角頭為了搶奪

勢力範圍所形成的。另一句「惹熊惹虎，毋通惹著郭大

虎」「弟子若姓郭，食紅龜吐甲滿地紅」「大郭食小郭，

紅龜食去吐滿地紅」也是說郭姓人家的惡勢力為眾人所

畏懼。因此對於這些姓氏兇狠地掌控著五條港商品運輸  

，因此當地人把兇狠說成「較雄瑜蔡牽」。「雄」指兇狠

殘暴。蔡牽是名海盜，有關蔡牽的史實記載於倪贊元《台

灣採訪冊》：「蔡牽，泉之同安人。出僱工自食，繼為寇，

出沒海上，遂成巨懟，成為浙、閩、粵三省大患。」11提

到他是福建泉州同安縣人，出沒於浙江、福建、廣東海面

的大盜。連橫的《台灣通史》記載更為詳盡：「蔡牽，福

建同安人，素為盜，犯法亡入海，嘯聚黨徒。肆劫殺，遂

併其眾。而陸上不逞又接濟之，北至山東，南迄兩粵，沿

海商務大遭損。嘉慶八年夏六月，牽劫毫米數千石。」12

又「嘉慶十年正月廿五日‥‥提督李長庚，海壇鎮孫大剛乘

夜開駕湄州、竿塘等洋堵剿蔡牽。」蔡牽劫掠海域實為廣

                                                      
11

 倪贊元，《台灣採訪冊》，（台北：台灣銀行，1959），頁 47。 
12

 連橫，〈海寇列傳〉，《台灣通史》卷 31（台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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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北及山東，兩粵，橫跨了黃海、東海、南海、台灣海

峽等海域。不過，蔡牽雖然被稱為「巨懟」，是一名東南

亞海域的巨盜。既然蔡牽是名巨盜，把人形容比他還兇狠，

可見他是多麼兇暴。 

3.在地廟宇的週邊文化 

五條港一帶的廟宇眾多，每一條港道旁都有廟宇。這些

廟宇早期成了當地居民聚集的地方，所以在此不僅是信

仰的重鎮，更是人們生活機能的核心地。「水仙宮前避債

戲」說明著過年期間水仙宮一帶居民都會演大戲慶祝，

如果有人為了避債躲逃到後台，即便是債主已經追到此，

債主也不得前往討債，因為過年期間留個人情，同時也

不要破壞大家看戲的興致。於是此時此地所演的戲即具

有「避債」功能。而「台南阿兄吃飽飽閒閒等死」說的

是聚集在佛頭港的景福祠前的「阿兄」，「阿兄」在此是

種職業，即抬棺人，因此他們在此等著有人過世時，才

有事情做，所以才有閒閒等發死人財。另外，「鹿耳門寄

普」。「西羅殿的大輦」都是當時的宗教大事所遺留下來的。 

在這個廟宇林立的區域，獨獨在南河港區有間「看西街」

教會。之所以有這間教會，主要是為了紀念 1864 年馬雅各

醫生在此醫療傳道，當時他在今仁愛街 43 號設置醫館，前

方為禮拜堂，後方為醫館。不僅為本地區引進西方醫療也帶

進了基督信仰，然而當地居民對西方醫療、信仰的不解，而

有了一連串的衝突，尤其「落教死無人哭」的恐懼更深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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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4.繁華下的娛樂文化 

五條港最繁華時期是郊商聚集之處，人來人往，人潮

擁擠也帶動起特種行業。「水守爺腳翹蹺，面皺皺，保庇大

豬來進稠。來空空，去憨憨。邀袋任阮摸。暗路敢行，某囝

罵毋聽。伙計罵著忍氣又吞聲」（許丙丁 小封神）另外「賁

鼓吹送客兄」「鼓吹娘仔害棟棟」都是對於煙花女子看待這

人來人往的過客的描寫。 

 

總而言之，俚諺是人們生活經驗所累積而來的智慧語言，透

過簡短、整齊的形式，讓人琅琅上口，從中可得知人們過往

生活情景、世態人情，以達慎行警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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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講義 2 第四單元  民間文學內容--諺語 

時間：                                

引導問題 

1 生活中最常聽的是那些諺語？ 

2.諺語在日常生活可以呈現出什麼作用？ 

3.是否聽過家鄉在地化的諺語？ 

腦力激盪 

 

 

觀念講述 

1 諺語的特質及類別 

2 有關社會議題的俚諺所反映的社會現象及時代意義。 

理論介紹：阿蘭‧鄧迪斯《世界民俗學》-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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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釋義 

﹝一﹞  

1.是一種社會上所流行，可公然用於談話的。 

2.根據於實際的經驗，即受當時風俗的影響的。 

3.體裁主於典雅，用美的言詞以表現的。 

4.規定人行為的標準，即使人可以照著奉行。 

※ 諺是人的實際經驗之結果，而用美的言詞以表現者，於日常談話可

以公然使用，而規定人的行為之言語。 

 

﹝二﹞諺語與各種類乎諺語的比較 

 1.諺非歌謠：                                                   

 2.諺非格言：                                                   

 3.諺非寓言：                                                   

4.諺非其他各語：                                               

※ 諺語的成立是基於一輩人選擇出來淘汰出來的雋語。 

 

二性質 

諺語以短簡、意義、譏警三種要素。 

(一)形式─美：四種要素，有一個共同的作用：便於記憶 

 1.句主簡短：                                                   

 2.調主整齊：                                                   

 3.音主諧和：                                                   

 4.辭主靈巧：                                                   

※ 特點：簡潔凝煉、口語色彩、定型化 

 

(二)內容─真、善 

1. 真：◎觀察人事界而得者，以世態人情為材料：貧富、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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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天然界所得者，以經驗知識為跟據：天文、地理等 

 

2. 善：以訓誡諷諭為宗。 

      ◎道德 

      ◎宗教 

三類別 

1. 政治諺語：                                                 

2. 生活諺語：                                                 

3. 農業諺語：                                                 

4. 風土諺語：                                                 

 

參考例子：與五條港區域有關的諺語 

安平是臺灣的門戶，五條港是府城的門戶 

有看見針鼻，無看見大西門 

較擠嘛大西門 

一個錢看做大西門 

城外七里瘦，城內水較好城外肥 

上帝廟岑墘，水仙宮簾簷 

水仙宮前避債戲 

來去看水仙宮廟壁（歇後語：話仙） 

鹿耳門寄普 

西羅殿的大輦 

千年鎖萬年龜 

媒人毋進無尾巷，凍酸人住在無尾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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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禮講道，家治攏對 

落教死無人哭 

陳林李許蔡，天下占一半 

蔡拼蔡，神主牌仔摃摃破 

惹熊惹虎，毋通惹著郭大虎 

弟子若姓郭，食紅龜吐甲滿地紅」 

大郭食小郭，紅龜食去吐滿地紅 

較雄蔡牽 

運河無蓋蓋，欲跳家治去 

食巧兮毋是食飽兮 

行阿行，行到王宮港吃肉粽 

臺南阿兄食飽飽閒閒等死 

 

水守爺腳翹蹺，面皺皺，保庇大豬來進稠 

來空空，去憨憨 

邀袋任阮摸 

暗路敢行，某囝罵毋聽 

伙計罵著忍氣又吞聲 

（許丙丁 小封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