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大社國小推動母語一週一俗諺
週次 俗諺

1 閩語 打狗看主人

2 閩語 和尚頭、掠虱母

3 閩語 大目新娘，找無灶

4 閩語 生即都無夠﹐那有通曝干

5 閩語 即人一口﹐還人一斗

6 客語
大路毋行，草會生塞；話久無

講，舌嬤會打結。



7 閩語 面頂燒滾滾，下腳澇涼粉

8 閩語 頭過，身著過

9 閩語
嚴官府出寇賊﹐嚴父母出阿里

不達

10 閩語
人矮只是腳較短，志氣才來拼

高低

11 客語 拈燒怕冷，一事無成

12
原住民(卑

南語)教學

你好 I na va u

大家好   I na ta mapiya

謝謝  Layu wan



13 閩語 心歹無人知，喙歹上厲害

14 閩語 愛出頭，著損角

15 閩語 一命二運三本事

16 閩語 看田面，毋好看人面

17 閩語 貪食無補，漏屎真艱苦

18 複習週 一時風駛,一時船

19 複習週 狗吠火車

20 複習週
新年快樂(閔語、客語、原住民

卑南語)



104年大社國小推動母語一週一俗諺
解釋

狗有主人，打不打它，要看給其主人留不留情

面。比喻處理壞人下事要顧全其後台的情面。

和尚已經無頭髮，還想在和尚頭上抓頭虱。比

喻人想要抓人把柄，連不可能發生事情去找問

題，有點吹毛求痴。

意指眼睛很大，明明就在眼前卻沒看見之意

自己用都不夠了，哪有餘力借給你或幫助你。

意謂受人家恩會必湧泉相報之意

大馬路久沒有人走，會長滿雜草；語言久沒

有講，說起來會很拗口。

大馬路久沒有人走，會長滿雜草；語言久沒

有講，說起來會很拗口。



這是形容穿衣服的諺語。「面頂」指的是

上半身，「下腳」是下半身。天氣冷的時

候，下半身只穿著輕輕薄薄的衣服，即使

上半身穿得非常厚重，也不足以禦寒。這

句話可以用來糾正他人天寒不恰當的穿著

，也有點嘲諷做事不能周全的意思。

嬰兒經由母親的產道降生，嬰兒身體比例以頭

最大，媽媽的產道狹小，頭能通過產道，那身

體、手腳就沒什麼問題了。這句要勸勉人遇到

事情不必太著急，只要把關鍵性那個部分解決

了就沒事了。

法治嚴苛的政府容易產生盜賊，嚴格的父母容

易教出心術不正、或敗家子之類的下一代。

個子矮小只是腿比較短而已，和一個人的成就

沒有直接關係。人能不能成功、有沒有出息是

決定在他有沒有崇高的理想和堅強的意志。這

句話是告訴大家不要太在意身體外型，不要因

為身體缺陷而自卑，只要志向遠大，志氣高昂

，一樣可以和那些外在條件很好的人相抗衡。

指做事情怕這怕那的，什麼事情都不敢做，

到頭來任何事情都做不成。



心是一個人的內在，好不好無法一眼看出來，

需要較長時間接觸才會了解。嘴巴長在外頭，

與人應對間，口德不好，會傷害別人於一瞬間

，比壞心傷人更厲害。一個人好不好，是很容

易從他說話的內容判斷出來的。證嚴法師說：

「一個人心好，嘴巴不好，也不能算是好

人。」這句話勸勉大家要努力在口德上修行。

意思是自身受到損傷之意。名利的誘惑之下，

很少人能全身而退

意思是命運雖然會影響我們,但是最重要的還

是自己要有真本事,否則時機來時也沒轍

「看田面」是指努力耕種，土地不會騙人，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最是實在。「看人面」就是

看人臉色。好壞隨人，生殺大權握在別人手上

，隨時都得擔心害怕。這句話告誡大家要相信

自己、相信大自然，而不要放棄自主權，仰人

鼻息

貪心不足吃太多東西，本來以為多吃可以補身

，沒想到超過身體負荷，最後拉肚子，真是得

不償失。告誡我們，凡事適可而止，不可貪多

強求。



有些客家人，不懂得愛惜自家的祖宗

言，平常時總是講國語，很少講客家

話；一旦要叫他講的時候就「踢踢凸

凸」講不出來；這就是俗話說的：

「大路毋行，草會生塞；話久毋講，

舌嬤會打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