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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館開業歌》概述

一、版本

本書據瑞成書局 1935 年出版的《經濟館開業歌》。

二、本書性質

本書屬廣告的說唱文學。以經營客店(比旅館稍小)為主：「恐驚旅館有恰貴，來(歇|

宿)經濟第一對。」「小弟不是濫滲呼，旅館空宿愛一圓，每夜三角是少數，尚伸七角開

別途。」既是廣告，當然免費奉送，故最後說：

經濟勤儉是有準，一人來宿送一本，參考有益是無損，修身治家就教本。

在傳統社會教育不發達的環境中，唸歌、歌仔冊兼有勸世的作用以吸引人聽讀，其

主旨是以「正心」、「勤儉」、「經濟」(費用儉省)為主：

日食費用亦着儉，知影不敢格(恬恬|沾沾)，編出這歌送恁念，字那不着恁再添。

能勤能儉有租業，父母某子(會|个)和協，此層大大着交涉，大細分担有職業。

正心治家好家風，亦能顯祖甲榮宗，不通邪念格康康，四繪(佮|恰)人典凸風。

有關廣告的說唱文學請參見《遊台勸世歌》。

二、本書語言

本書的營業場所在台中市，編者者應是台中人，今日台中人多屬偏漳腔； 但分析

本書語言卻是偏泉腔。內文有很多特有的泉腔字詞，如：

1.野：還(又)。泉腔音 iá，漳腔音 iáu。「老母功勞野恰重」。

2.井：井：音 tsínn，幼嫩，借音字。「不管青年井共老」。

3.姿娘：女人。「姿娘嫁着好尪婿」。泉州特殊詞。

4.三替：互相幫忙。用三(sann)標泉音「相」字；漳腔音 sio。「妯娌不通相挨胎，作那袂

去着三替。」

5.鬥：音 tàu，幫忙之意。「好呆咱着罩打算，姉妹姑嫂想久長。」罩音 tàu，泉腔音，與

鬥同音；漳腔音 tà。

6.巴隻：脊背，泉州話叫巴脊。《泉州市方言志》：「巴脊：脊背。」一般叫「尻(kha)脊」。

「細漢專是伊照顧，背治巴隻困歸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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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哖：如此。「哖」音 ni，是語末助詞。「應該安哖世傳世」。漳腔音 án-ne。

8.押泉韻：

(1)「勸恁姉妹着賢(慧|會)，妯娌不通相挨(推|胎)，作那袂去着三替，仝一家人無

問題。」

本葩押-ue 韻，會是定韻字。胎、替、題三字要收-ue 韻，泉腔；漳腔收-e 韻韻。

(2)「兄弟姉妹塊稱呼，大姉第一有功勞，細漢專是伊照顧，背治巴隻困歸埔。」

本葩押-oo 韻，呼顧埔是定韻字。勞字音 lôo，泉腔；漳腔音 lô。

有一處是漳腔音字：「秧子大漢个看活」，看活音 khuànn-uh ，泉腔音 khuìnn-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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