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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嗣田  
彭欽清 

雖然俗語有云：「人無橫財不富，馬無夜草不肥」，但是，自古以來，

古今中外，對靠自己勤苦奮鬥而事業有成的人總是褒揚有加，而對輕易取

得錢財的暴發戶常加揶揄，而且，總認為錢來得快，去得也快。英諺 

Easy come，easy go. 不正是客家人常說的：「好賺好使」。客家人對「發橫

財」的典型批判可以用「無嗣田」的傳說來說明。 

從前老人家會叮嚀年輕人：有錢莫買無嗣田。「無嗣」，顧名思義，即

無子嗣之意。先民來臺墾荒，披荊斬棘，歷盡千辛萬苦，才掘出一畝畝的

田，或是辛苦半生，才有錢購置幾畝良田，總希望能把這些田傳給子孫。

可惜，「人會算，天會斷」，有人未有子嗣即已身亡，有人全家遭橫禍去

世，田地無人承繼，這就是「無嗣田」的由來。 

可是，人可無嗣，田則一定會有人耕種，有些心狠的人，就把「無嗣

田」占為己有，並加以轉賣。根據民間傳說，「無嗣田」的主人在地下眼

見自己的田為人占據，死不瞑目，便開始作祟。所以凡是耕「無嗣田」的

人，據說都得不到好下場。因此，「無嗣田」通常都比較便宜。以前的人

買房子或田地，都會在意買的房產是否「乾净」。這裡的「乾净」，指的就

是會不會有「那個東西」作怪，所以凡是由墳場開挖出來的田地都比較沒

人要買，房子更不必說。「無嗣田」雖然不是開挖墳場而來，但也屬不乾

淨的田地，即使再便宜，知道的人都不會買，買的人大多是不知底細的外

鄉人。 

鬼神之事，信者恆信，不信者恆不信。不過民間「無嗣田」的傳說，

顯然想傳達一項訊息，那就是不可隨意霸占別人財產，不要貪小便宜，篤

實賺得的財富才能持久，客家人腳踏實地的特性，在「無嗣田」的傳說中

完全表達出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