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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生長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有著很想瞭解台灣的心情，於是，我們興起了探

究臺灣氣候的興趣，但是，台灣雖只有短短的幾百年歷史，氣候方面可是一點都

不簡單，如此浩瀚的宇宙，要以何為研究重點呢？在聊天的過程中，忽然地，我

們找到了我們想要的重心了，那即是—以大家熟悉且常用的諺語及歌謠來切入，

既平易近人，又頗好玩的，於是，報告就這樣，開始了…….. 

二、研究方法： 

既然主角是諺語及歌謠，我們找了不少有關台灣諺語的書，也多虧了鄉土

意識的增長，使坊間充斥著不少相關的書，於是，我們就從尋找和氣候相關的文

句來著手。至於歌謠方面，大都是我們集眾人之力所想出的相關歌曲，再從網上

或詢問父母來得知其全貌，而它和氣候的關係呢？當然是從歌詞裡尋求啦！！之

後再參照和台灣氣候相關的書籍來說明氣候現象，用如此對應以求得諺語及歌謠

和台灣氣候的關係。不過，需先聲明的是，因為這二者均是由長期的習慣中所演

化出來的，所以所涉及的並非是台灣的變異氣候，而是台灣長期的氣候趨勢。 

三、研究內容： 

（1）台灣諺語 

＊正月寒死龜，二月寒死牛，三月寒死播田夫 
這是形容台灣地區在冬末春初，強烈寒流頻頻來襲時，寒冷情況之氣象古

諺，意思是說，一月份強烈寒流來襲時，連烏龜也會被凍死；二月份強烈寒流來

襲時，連牛也會被凍死；三月份強烈寒流來襲時，連農夫也會被凍死，根據現在

氣象學之統計和研究，台灣地區一至三月遇有強烈寒流來襲時，氣溫的確常降至

攝氏十度以下，十分寒冷。 
台灣地區的冬春季寒冷低溫按照發生的條件來說，可分為下列三種： 

（一）平流低溫 
當中國寒流南下，侵襲台灣地區時，常會出現平流低溫。平流低溫出現時，

氣溫較低，持續時間較久，最長可歷數日夜。在台灣，隆冬及早春最容易出現在

這種平流低溫，尤其是北部及東北部地區，因地形之影響，隆冬之際每當寒流來

襲時，在低雲幕不易消散的情況下，無論是白日或夜晚都容易出現平流低溫。 
（二）輻射低溫 
此與地表面夜間之輻射冷卻作用有關，在晴朗無風之冬夜，由於地面大量向

外輻射熱量，使近地面氣溫降到攝氏十度以下。一般而言，這種低溫強度較弱，

而且在地勢較高之地區才容易出現，故對農作物之危害性較小。 
（三）平流輻射低溫 
這種低溫是上述兩種因素混合作用而造成的。首先，寒流從中國北方向華南



及台灣移動，於是引起氣溫急遽下降，但此時還不足以引起攝氏十度以下低溫出

現，需夜間輻射冷卻作用才會使氣溫降到攝氏十度以下，此即平流輻射低溫，它

常出現在隆冬初春時，常使平地及山麓地區出現霜凍，對農作物及沿海養殖漁業

之危害甚大。 
根據低溫發生之早晚，台灣地區之寒冷地溫可以分成兩種： 

（一）隆冬低溫 
每年十二月及一月，台灣地區每當有強烈寒流南下。並伴隨夜間輻射冷卻作

用，使地面或近地面氣溫下降到攝氏十度以下，甚至降到足以引起農作物遭受寒

害之最低溫度以下時，就會形成霜凍，對農作物和魚塭養殖業之危害甚大。 
（二）初春低溫 
此時農作物多已播種、插秧，果樹也已到開花階段，如有強烈寒流南下，加

上日夜間天晴，輻射冷卻作用旺盛，就容易出現寒冷低溫，對農作物、園藝作物

及果樹之危害甚大。 
歷年來台灣各地出現低於攝氏十度以下之日數，以一月份最多，二月份次

之，三月份又次之，這是因為大陸冷氣團在一月份和二月份最為強盛，而三月份

以比較減弱之故。 
遇到特強寒流來襲時，低於攝氏十度以下之寒冷低溫持續之時間亦甚久，以

地區而論，隆冬初春出現低於攝氏十度之日數以台中地區居首，嘉義和台北地區

次之，此乃因台中地區地理位置及地形影響，當寒流南下時，台中地區毫無屏障

之故。 
由此可見，台灣先民所說的「正月寒死龜，二月寒死牛，三月寒死播田夫」

這一條諺語是正確的，只是現在人、畜禦寒措施比以前進步，已不易被凍死，反

而是魚塭中之虱目魚等養殖漁業以及地瓜、園藝作物、果樹等容易受到寒害了。 
    在中國粵東的客家人也流傳有類似這一條的氣象諺語，即「正月凍死牛，二
月凍死馬，三月凍死耕田仔。」意思和此諺語相同。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搖船入市；秋甲子雨，稻生兩耳；冬甲
子雨，雲飛千里。 
    這是台灣先民反應台灣一年四季氣候特點的氣象諺語，意思是說：如果立春
（二月四日或五日）後第一個甲子日（即立春後第二天）下了雨，則整個春天下

雨機會將很少，以致赤地千里。如果立夏（五月五日或六日）後第一個甲子日（即

立夏後第二天）下了雨，則整個夏日將多雨，以致漲大水，市面上可行船入市。

如果立秋（八月七日或八日）後第一個甲子日（即立秋後第二天）下了雨，則秋

雨多，晚稻易生芽。如果立冬（十一月七日或八日）後第一個甲子日（即立冬後

第二天）下了雨，那此年的冬季雨雪將特多。 
表面上看起來，因使用甲子日作為預測的關鍵日，所以，似乎迷信色彩濃厚，

實則不然。如果我們站在氣候的階段性立場來看，就會發現其道理。何謂階段性？

是指某一段時間內盛行某一種天氣的意思，一個階段通常是十天到一個月，或者

更長，關鍵日的天氣有時不但可以代表整個階段，甚至可代表整個季節的氣候。 



    因為立春時是國曆二月初，如果此時北方冷空氣已大為減弱，南方暖濕空氣
亦不明顯，則冷鋒勢力不強，所以鋒面過境時降的雨水少，於是就易出現旱災，

台灣中南部地區在冬、春因位處中央山脈背風處，更適合此說法。而在台灣北部

地區某些年份裡，如果春季北來冷空氣甚強，南來暖濕空氣亦非常旺盛，則冷暖

空氣交會的鋒面雨十分顯著，不但立春和第一個甲子日會「春雨連綿」，往後的

「雨水」節和「驚蟄」節這一段時間中，也多陰雨連綿的天氣，所以又有「春甲

子雨，爛泥千里」之諺。 
    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台灣正值梅雨季節，若立夏時（五月上旬）梅雨鋒就
提早到來，則表示台灣的梅雨季入梅日早，梅雨季中所下的雨量極易比常年梅雨

季所下的雨多。 
    至於立秋前後的一段時間中，由於北方冷空氣開始增強，鋒面開始南下到台
灣，若又遇上巴士海峽或呂宋島的颱風，則颱風雨加上鋒面雨、東北季風雨，那

真是「水上加水」，所以秋雨多，易導致晚稻發芽。 
    而立冬前後如果下雨，則表示北方冷空氣和寒潮頻頻南下，所以該年不是暖
冬年，雨雪量將增多，於是台灣地區也有「冬甲子雨，牛羊凍死」之諺語。 
    在中國各地有很多地區流行類似的氣象諺語，如：春甲子雨，牛無食；夏甲
子雨，鳥無食；秋甲子雨，人無食；冬甲子雨，魚無食。—中國‧山西、安徽 
＊未驚蟄，四十九日烏，雷打驚蟄，冊九日雨。 
驚蟄的意思是說，春天降臨大地之後，氣溫逐漸回升，春雷一響，於是冬眠

的動物和昆蟲就驚醒過來，而開始活動了。為什麼到了三月份驚蟄節前後一段時

間，就會出現春雷呢？這是因為春天來到以後，氣溫正逐漸回升，強盛的對流雲

（會產生雷雨）出現的機會也愈來愈增加。當暖濕的西南氣流從南中國海上來以

後，氣溫急升，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氣交會衝擊，於是就在鋒面前方和鋒面上出現

對流雲和雷雨，所以就常常會出現開春以來的第一聲響雷。 
我們的先民在台灣累積兩三百年的經驗以後，終於歸納得知春雷之早晚和春

雨下得多不多有密切的關係，他們說：「未驚蟄，四十九日烏。」意思是說，如

果春雷響在驚蟄節之前，那麼這一年春天的暖濕空氣就會很活躍，春雨就會發得

早，形成陰雨連綿天氣，台灣和中國華南地區過去有些年份也曾經出現過，所以

華南地區就有「雷打驚蟄前，二月雨綿綿。」「未過驚蟄先打雷，四十九日天雲

不開」之諺語。 
如果驚蟄節前後一兩天響雷，那麼春雨情形和「未驚蟄，四十九日烏」一樣，

所以台灣先民就說：「雷打驚蟄，冊九日雨。」甚至更誇張地說：「雷槓（公）蟄，

百二日（雨）。」台灣民間還流傳一句「驚蟄陣雷，米似泥」的諺語，意思是說

如果驚蟄節時響雷，那麼這一年春天雨水將十分充足，稻米也將豐收，米價將十

分便宜，意思和此相同。 
如果驚蟄節過後（大約三月二十一日以後）才響雷，那就表示暖濕空氣活躍

得晚，天氣就比較熱，烏兒就飛出來停在樹枝上曬太陽，所以台灣民間就流傳「雨

打驚蟄後，鳥仔曝雙翅」之諺語。在中國華南地區，農民春耕要靠春雨，如果「雨



打驚蟄後」，則雨水不多，高山地帶無法種水稻，只好種豆，所以此區就流傳「雨

打驚蟄後，高山好種豆」之諺語，性質也和此句相同。 
＊九降風和冬報尾、春報頭 
每年十月以後，台灣西北部之桃園、新竹、苗栗、以及位居台灣海峽中央的

澎湖縣等幾個縣市，常常連續颳著風速每秒二十公尺，甚至相當於颱風風力的「九

降風」，它盛行的季節有半年之久，所以它是台灣最有名的鄉土氣象之一。 
    「九降風」一諺最早見於清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在《台灣府志》卷七〈風土
志〉風信條中所說的：「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俗稱為九降風。」清康熙

五十九年，陳文述在修《台灣縣志》卷一〈輿地志‧風信篇〉時也有記載到；乾

隆十七年，王必昌在修《台灣縣志》卷二〈山水篇〉時對九降風有更詳細的記載；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周凱在《廈門志》卷四附〈風信篇〉中也有說明；清穆宗同

治元年，陳培桂在《淡水廳志》中也有紀錄。可見「九降風」或「九橫」或「九

廟風」一詞，已有三百年的歷史。 
    冬季的東北季風（九降風）最強盛的時期是在冬末，所以說是「冬報尾」。
根據現在的氣象學統計，冬季大陸冷高壓之強度在十月以後是逐月增強的，且月

最大風速也是如此情形，如此可證明「冬報尾」是正確的。 
    春天來臨以後，雖然大陸冷高壓出現的日數和強度比十二月和一月份減少並
減弱，但是，因為冷暖氣流都很活躍，所以鋒面活動十分頻繁。台灣地區每次冷

鋒面過境時，就風向急變、風速猛增，並出現雷雨和冰雹，不但農作物受損，也

使海上船隻來不及防備，造成海難事件，而且使民航機駕駛員措手不及，造就飛

機失事事件，所以「春報頭」正可反應此種情況。例如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二十八

日晚上，冷鋒面過境時，花蓮曾出現九級狂風，許多招牌和鷹架紛紛被吹落、吹

倒，且一艘滿載汽車、吊車、麵粉的海雄號貨輪亦在烏坵附近海面被其所引起的

巨浪襲擊，以致沈浪，所以「春報頭」比「冬報尾」還要恐怖。 
＊久晴遇震必雨，久雨遇震必晴 
早期台灣先民並沒有如今先進的氣象資料和高科技來進行氣象預測，他們只

能憑祖先累積下來的傳統經驗和觀察自然界特殊現象，來進行經驗式天氣預報，

此諺語就是其中之一例。 
這一詞最早出現於清宣宗道光九至十年，林棲鳳、石川流等人合撰之《台灣

采訪冊》之〈氣候占驗篇〉，原文曰：「台地多震，久晴遇震必雨，久雨遇震必晴。」

意思是說，台灣一年到頭經常發生地震，此等地震和天氣之晴雨變化有密切的關

係，也就是說，地震是天氣晴雨變化的前兆。中國古代記載此現象的文獻很多，

例如四川嘉慶《射洪縣志》即記載清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發生的地震，說：

「五月霪雨十日，至十九日夜大雨如注，是夜地震，泛水漲數丈，次日隨即轉霽。」

這是久雨遇震必晴之一例。《虞鄉縣志》也記載著清嘉慶二十年山西地區發生相

同事件。此外，《淡水廳志》、《台陽見聞錄》等文獻，也曾經記載地震和氣象變

化之關係。 
另外，據劉昭民先生多年來的觀察，亦曾發現：冬季和春季，久晴之後，若



有氣旋鋒面即將通過台灣北部地區時，即先發生地震，接著鋒面通過，隨即下雨。

冬季和春季久雨後，鋒面即將東移時，亦先發生地震，接著鋒面隨即東移，離開

台灣地區，台灣各地天氣乃轉晴。因此可見「久晴遇震必雨，久雨遇震必晴」雖

然不是百分之百正確，但是有時候也是蠻靈驗的。 

〈2〉歌謠 

有關傳統民間歌謠方面，我們往往常含糊懵懂而不解其內在涵義，只是覺得

朗朗上口，而沒有仔細去體會其歌詞意境或其來由，而在這邊我們就來歌詞意境

大解剖吧！ 
1.西北雨： 
西北雨直直落  (台灣童謠) 

    西北雨直直落，鯽仔魚卜娶某。 

鮕鮐兄拍鑼鼓，媒人婆仔土虱嫂， 

日頭暗揣無路，趕緊來火金姑， 

做好心來照路，西北雨直直落。 

西北雨直直落，白鷺鷥來趕路。 

搬山嶺過溪河，找無岫跋一倒， 

日頭暗卜怎好，土地婆做好心來帶路， 

西北雨直直落。  

絕情雨   

雨落這呢粗，   

阻礙著愛情的路途   

熱戀的溫度渥甲淡糊糊，   

無代念阮的愛才起步，   

雨若一點一滴滴落土，   

心著一陣一陣的甘苦， 

你敢是刁意故，你敢是起怨妒，   

一落歸下埔，將阮的愛擔誤。 

*成因─西北雨是由強烈上升氣流形成積雨雲後所下的雨。積雨雲垂直發展至高

空可達 10公里﹐雲的下半部 0℃以下為水滴組成﹐雲的上半部在 0℃以上是由冰



晶組成﹐積雨雲內部上升及下降氣流都很強﹐雨滴大﹐甚至有冰雹﹐所以落下的

雨滴和雨勢都很大﹐下雨前的下降氣流會帶來高空溫度較低的涼風。由於積雨雲

的水平範圍只有數公里或數十公里﹐所下的雨時間短暫﹐下雨地區也不大，才會

有東邊下雨西邊晴的奇景。以前在台北稱午後雷陣雨為西北雨，是和台北盆地的

地形有關，淡水河口位於台北盆地的西北方﹐夏季的西南風和來自西北方淡水河

口的海風﹐配合熱對流﹐容易在盆地的東南山坡形成對流雲﹐並發展成積雨雲而

形成雷陣雨﹐從東南方移向西北方﹐所以才叫西北雨。因其為對流層大氣受到太

陽輻射，而發生熱力對流作用，所造成的熱雷雨，所以也叫做『氣團性雷雨』。

這種熱雷雨，在氣象上屬於中小尺度對流天氣系統。 

*由來─有關『西北雨』一詞的由來，眾說紛紜，而在此就以民間和官方的說法

來作整理： 
A.民間說法─ 

a.據〈新編台語溯源〉第 284至 286頁的記載說：西北雨為『獅豹雨』
的訛音，因為這種雨來勢兇猛，有如獅豹奔騰；另有人認為是『三八雨』

的變音，因為這種雨來臨時，好似一個三八婦女，幾近瘋狂，蠻不講理。 
b.另一種說法是說，因為西北雨都是在午後太陽〝西〞斜時發生，這是
『西』字的出處，而北字代表水〈北方壬癸水〉，並無方位的意思。所

以『西北雨』就是指太陽西斜後所下的雨水，此一說法，似乎給「落西

北一詞作了較合理的詮釋。但此說法缺乏古籍的佐證。 
c.另有人說西北雨一詞原係福建方言，福建地勢西山東海，此指西北方
山區移來的驟雨。雖然台灣西部地勢恰與福建相反，但仍沿用此詞來說

明夏天這來的急，去的也急的現象。 
B.官方說法─ 
    其實西北雨一詞早在三百年前就有史書和方至的記載： 

a.清聖祖康熙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六四年〉，高拱乾在《台灣府志》卷
七〈風土志〉風信條中說：「五、六、七月〈指農曆〉間，風雨俱至，



即俗所謂西北雨，風時雨也。」 

b.清高宗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王必昌在修《台灣縣志》卷
二〈山水篇〉時，也說：「凡疾風挾雨，驟至而驟止，俗呼為西北雨，

亦曰風時雨。」 

c.清穆宗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陳培桂在《淡水廳志》卷十一

〈風俗篇〉中曾描述西北雨的特性：「五、六月間，盛暑鬱積，東南雲

蒸，雷聞震厲，滂沱立至，謂之西北雨。蓋東南風一送雨，仍歸西北也。

此雨不久便晴，多連發三午。」 

由 a與 b此兩種說法可知，其所指的西北雨是指受颱風影響所造成

的勁風驟雨，也可以指夏日午後之氣團雷雨〈熱雷雨〉。而另外從 c這

篇記載中我們更可明顯的看出，它是指台北盆地夏日午後所出現的雷陣

雨，故多連續出現三個下午。因為從東南方移向西北方，所以又叫做『西

北雨』。 

    由上述民間與官方說法總的來看，較被大家所認同的是此來源乃出自大陸原

鄉，然而為何台灣先民沿用台晚海峽對岸的福建方言「西北雨」一詞三﹑四百年

之久呢？可能是因炎夏裡日曬強烈，蒸發量隨之增加，屢導致旱災。古時台灣住

民泰半以農為生，此季正是插秧期，不可缺水，農民渴望甘霖。可是，除了颱風

與西北雨之外，幾乎無法降水。颱風侵襲台灣的機率較多，台灣先民珍惜有如救

星般的這句「西北雨」，並且沿用至今的關係所致。 

2. 落山風 

落山風 

阿阿黃昏的落山風 

請你得聽我講 

又在留戀有啥路用 

*成因─落山風的季節大約自 11月至次年 3月，共五個月。而落山風的成因與恆

春半島的地形有關，且又由於東北季風風層深厚，不受地形阻擋，越過台灣山脈

南端，沿著山坡下衝，在恆春半島造成強勁的下衝氣流，並且具有輕度焚風現象，

與繞過台灣島西部南下的氣流匯合後成為強烈且乾燥的氣流。由於此地面風暴的

盛行區是在東北季風與恆春半島的下風區，風越山而過，有如東北季風翻山越嶺

後，由山頂直落而下一般，所以一百多年來，當地居民即稱之為「落山風」。因

恆春半島連日受落山風的影響水份蒸發急遽，常使附近溪流乾枯，農田龜裂，狂

風揚沙塵，高達百分之八、九十，因而當地人患砂眼者數量之多高居全島之冠。 

*由來─落山風一詞由來是由先民口耳流傳下來的，史籍無從查考。 

    有關落山風的形容，鳳山縣治載有:「十一、十二兩月朔風凜冽，無日不風。」

又重修鳳山縣志載:「有春冬頻旱。」由此兩史籍之記載，便可瞭解落山風的特

色是連日的乾燥烈風，終日的狂風怒吼，甚至飛砂走石，行人難以睜開眼睛，有

時候甚至被風吹得無法前進，其風之猛烈可想而知。而根據氣象觀測，顯示恆春



半島的落山風呈閒歇性，時強時弱。而在民國 76年 11月 28日到 12月 1日，在

強寒潮侵襲下，恆春就連續吹了四天的落山風，最大風速曾經達到每秒 37.2公

尺，已經遠超過輕度颱風每秒 17.5公尺的風速，難怪電線桿被強風吹倒，農作

物全被吹得七零八落，損失慘重。 

3. 梅雨 

拜訪春天 

那年我們來到小小的山巔  有雨細細濃濃的山巔 

你飛散髮成春天  我們就走進意象深深的詩篇 

你說我像詩意的雨點  輕輕飄上你的紅靨 啊 

我醉了好幾遍  我醉了好幾遍 

今年我又來到你門前  你只是用柔柔烏黑的眼 

輕輕的說聲抱歉  這一個時節沒有春天 

雨中即景 

    嘩啦啦啦啦下雨了  看到大家都在跑 

    叭叭叭叭叭  計程車他們的生意是特別好 

    (你有錢坐不到)嘩啦啦啦啦淋濕了好多人 

    臉上嘛失去了笑  無奈何望著天  嘆嘆氣把頭搖 

    感覺天色不對最好把雨傘帶好不要雨來了 

    見你又躲又跑 (哈哈) 

    轟隆隆隆隆打雷了膽小的人都不敢跑 (怕怕) 

    無奈何望著天  嘆嘆氣把頭搖 

從上面這兩首傳統民謠中的歌詞意境，可以隱約感受到台灣春天的特色─綿綿細

雨，而此種情形的起因源於每年五、六月的台灣梅雨季。 

*成因─台灣梅雨之產生係由於在五、六月間大陸冷氣團與太平洋暖氣團勢力相

當，常在華南至台灣、琉球一帶相持不下，形成一道滯留鋒（又稱梅雨鋒）；鋒

面帶上常有低氣壓擾動發生並伴隨中到大雷陣雨，為台灣地區帶來豐沛雨水。 

*由來─梅雨之名起源於六、七月間中國江南一帶梅子成熟季節連綿降雨而得，

由於久雨不晴，器物容易發霉，又稱霉雨。 

    而在有關梅雨的文字記載部分，可從台灣早期的文獻中得知：乾隆元年，黃

叔擏在《台海使 錄》卷一〈風信篇‧氣候條〉中，談到台灣的氣候時說：「台灣

環海孤峙，即東南之奧，氣候與彰泉相似，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



山溪水漲。」另外在乾隆二十八年，黃任在《泉州府志》卷二〈氣候篇〉中也談

到台灣福建地區的梅雨，文曰：「大海〈指台灣海峽〉浸其東南，氣候最為溫暖，

一冬不見冰雪，有時略損微霜，亦不殺草，四月以後，梅雨郁蒸，磚礎皆濕。」 

4. 龍捲風 

龍捲風   

情變卦親像一陣的龍捲風， 

來的時拵一片白茫茫，我的心內， 

還未準備，已經看無你形蹤， 

啊⋯⋯過去，過去的種種， 

一切怪我太懞憧，卡使講，若是有， 

擱再一擺相逢，一定未放你擱去流浪 

    啊⋯⋯過去，過去的種種， 

一切怪我太懞懂，卡使講，若是有 

擱再一擺相逢，一定未放你擱去流浪 

*成因─龍捲風(Tornado)是一種由積雨雲(Cb,亦稱雷雨雲)中，下垂觸及地面上成
漏斗狀劇(強)烈轉動的空氣柱，龍捲風是最具破壞力的局部天氣現象，龍捲風的
強度及大小不一，風速從每小時 150公尺到超過 500公尺都有，直徑多數十公尺
到數百公尺，視地區及強度不同而異，強烈龍捲風經過之處，拔樹倒屋，幾乎所

有建築物都被摧毀，災情嚴重。台灣地區亦有龍捲風，因為陸地面積不大，所以

每年發生的龍捲風次數較少，強度亦較小，根據鮑學禮先生的研究，1951-1970
年之 20年間，共計有 37個龍捲風，每年平均有 1.8個，由於龍捲風尺度很小，
都由民眾、報章雜誌或電視所提供、報導，所以近 20年來，因資訊發達，龍捲
風之平均值數目會略為增加。 
    而在台灣西南部和東部地區不但陸地上有路龍捲出現，而且近海海面上亦偶
有水龍捲的出現。所以自清初以來即有有關於水龍捲和路龍捲之記載。例如：在

清高中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王必昌在《台灣縣志》卷二〈山水篇〉

中即有以下之記載：「海船中見有黑氣一條湧出海面，漸及半天，名曰鼠尾風，

乃龍起也。」這是指出現在海面上的水龍捲，當時稱之為『鼠尾風』，後來也一

直為後人所使用。另外，連橫在他的《台灣通史》卷久〈災祥篇〉中也記載台南

一帶所出現的龍捲風，文曰：「光緒三年〈西元一八七七年〉六月，台南旋風所

過之處，屋瓦盡撤。」 

四、結論： 

台灣有關氣候的古諺與童謠真的是包羅萬象，這實乃源於台灣島這塊土地位



於歐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板塊的交界帶，因此在氣候上夏季盛行西南季風，冬季

盛行東北季風，又因中央山脈由北至南貫穿全島中央，加以地形複雜且風向與山

脈走向相交等等因素的結合，終而創造出如此多變的氣候現象，真可說是『氣象

萬千』啊！ 
這次我們在整理這份報告最大的收穫便是，發現這些大家朗朗上口諺語與童

謠其實都是其來有自的，有些可能來自大陸原鄉經由移民而流傳於台灣，另外也

有起源於本地的，而其中一些現象的預測真的令我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見微知

著，常人說〝處處留心皆學問〞，或許這與古人依賴大地維生的經濟型態有極大

的關連，且又因當時科技不發達，沒有天氣圖、海上氣象資料，或是雷達、衛星

的觀測，因此促使他們得仔細聆聽大自然所發出來的訊息，但也終而創造出十分

美妙有趣的俗語。而這些俗語再透過了本地的韻律節奏，街坊的腔調語言後，又

更加使得這些諺語童謠更易為人所熟記，也因此這些童謠諺語能流傳至今綿延不

衰。 
另外，有關這次的報告中，我們也發現其實有很多有關氣候現象的紀錄除了

可以在地方志或官方資料中找尋外，還有很多的蛛絲馬跡可以在其他文獻中發現

喔！像是黃曆這種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資料啊，其實仔細瀏覽一番，都可以有

很大的收穫喔，當然，一些民間生活中鄉親耆老的經驗，口耳相傳的訊息等，也

都是蒐集的重點喔，且又因他們是最接近人民生活，因此亦能直接的呈現出民間

風俗文化。這應該也算是以另一種角度去觀察氣候變遷吧！ 
    我們都知道語言是人類這一物種所獨有的特徵，也是可以流傳久遠的媒介，

而台灣族群的語言，含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言等，但在國民黨強制的語

言同化政策下被極力壓抑，使得台灣這一族群及其後代患了嚴重的「失語症」，

且伴隨著失語症而來的，便是文化認同與族群自信的危機，這正是有志之士所擔

憂的。其實，很多台灣諺語，取喻生動，優美如詩，可惜大家多知其表面意義，

而不知它的背景來源，若能從現在開始，偶爾看看其含意，在日常生活應用上一

定被覺順手及可親可愛！ 

五、心得感想： 

◎這次其實我們在選定主題方面有點倉促，事前沒有先討論，是在要報告

主題那一天的課堂上才驚覺，阿~我們還沒有頭緒耶！就這樣我們左思右想，甚
至連旁邊一些閒雜人等也幫我們出點子，一陣喧囂過後，突然有人冒出一句〝歌

謠〞，喔！那時整個時間似乎定格了，大家都楞了一下，噫~好像還不錯，於是就
這樣子確定了我們的報告主題─研究台灣的諺語及童謠與氣候之間關係，說起來

還真有點曲折離奇。 
在收集尋找有關這次報告的內容時，我們碰到了一些障礙，因為有些歌曲都

是藉由氣候來表達其內心的意境，因此常只是以其型態或特色來表達，而沒有用

到重點名稱，所以我們歌曲的選擇在取捨上有點小困難。不過在收集的過程中，

總會有一些不預期的小收穫，讓我們驚喜連連，如：原來可以用雷或虹來預測颱



風等等的小常識。且在這些資料中，我們也可以更貼近台灣先民的生活，去了解

當時的氣候環境。總之，真的是十分的新鮮有趣。 
 
      ◎沒想到，小小的一個台灣，竟會有那麼多諺語，真是令人佩服先人的智
慧，多虧了他們，今日才有生活的參考依歸，尤其是對農業的貢獻，更是功不可

沒，因為，至今相關農業的諺語仍頗有使用價值，是農夫種植的手冊，也因此，

和農業相關的諺語是流傳最廣也最久遠的一部份。不過，在報告進行的過程中，

有許多看不懂甚至無法唸出的字句，令我不禁深深感嘆當時英明的政府，為了便

於統治人民而施行的語言同化政策，造成不少文化的流失以及文化的斷層，這是

十分可怕的事，幸而有志之士已著手進行改革，相對下，我們這輩似乎要更努力

自修，否則，跟不上時代的，就是咱們了！可惜的是，在眾多台灣諺語中，似乎

沒有客家語或原住民語，是他們沒有諺語嗎？還是一樣所以沒寫呢？抑或根本無

人編纂呢？這是我心裡頗深的疑惑，因為重視台語的現在，我們是否也不自覺地

扼殺了其他弱勢的文化呢？這樣似乎和先前沒啥兩樣吧！總而言之，諺語的確有

其存在的價值與運用的地位，它涵蓋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有告誡人的警語也有可

愛生動的譬喻，雖說現今的生活和以往不盡相同，氣候也有些微的變異，但是其

中仍是有值得玩味之處，閒暇無事時，看看諺語，聽聽老歌民謠似乎是不錯的享

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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