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象諺語篇》 

跟地理有關ㄉ氣象諺語: 

 

龜山戴黑帽，若瞇雨就落： 

龜山就是宜蘭的龜山島，就是說如果龜山島上有烏雲籠罩的話，蘭陽平原就要下

雨了。 

 

淡水這號天，雨傘偎門邊： 

這句話說淡水一年到頭都很容易下雨，所以雨傘也不必收了，就放在門邊，因為

隨時用得到。 

 

米甕無米，三貂角也毋通去： 

這句話形容冬季台灣東北角東北季風的強勁，還有海浪的兇險。所以就算家裡沒

米糧了，也不可冒著生命危險到三貂角去捕漁哦。 

 

跟四季有關ㄉ氣象諺語: 

 

春日天，囝仔面： 

不懂事的嬰兒是不是喜怒無常？一下子哭、一下子笑，這句諺語就是形容春天天

氣像小嬰兒的脾氣，很難捉摸。 

 

夏風向西北，熱到皮欲剝： 

夏風向西北，就是夏天吹東南風，這使得天氣更熱，不穿衣服都覺得受不了呢。 

 

一場秋雨一場寒： 

秋天天氣慢慢轉涼，每當鋒面來襲，下過雨之後，冷空氣下來，天氣又變得更涼

爽了。 

 

冬天雨卡貴麻油： 

冬天在中南部是乾季，雨下得很少，說雨水比麻油還貴，就是形容冬天雨水的珍

貴。 

 

跟月令有關ㄉ氣象諺語: 

三月三月，一日剝皮，三日蓋被： 

農曆三月，台灣的天氣一下熱、一下子冷，天氣還沒有很穩定，所以一下子熱得

穿不住衣服，一下子又冷得要蓋被子。 

 

 



 

 

五月雨，驚查某： 

為什麼五月雨會讓女人害怕，不是他們沒膽子，而是因為他們要忙的事太多，而

五月的西北雨來得太突然，會讓他們措手不及。 

 

十月燒，乞食睏破蓆： 

農曆十月是秋天，別以為天氣一定很冷，別忘了有「秋老虎」哦，有時候熱到乞

丐只睡破草蓆都嫌熱呢。 

 

跟氣節有關ㄉ氣象諺語: 

立春落雨到清明： 

這是形容台灣從立春到清明多春雨的現象。 

 

大暑熱無透，大水風颱到： 

大暑的天氣應該很熱，如果不夠熱，當年颱風來襲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 

 

處暑處暑，熱死老鼠： 

一般人以為過了立秋之後，天氣就涼了，這句諺語告訴我們，還早得很，即便立

秋後的處暑，天氣都還很熱呢！ 

 

霜降，風颱走去藏： 

台灣從五月進入颱風季，到什麼時候才能擺脫颱風的威脅？這句諺語說大概霜降

過後，颱風就躲起來了。 

 

跟節慶有關ㄉ氣象諺語: 

好上元好早稻，好中秋好晚稻： 

這是利用節日來預測稻穀的收成，如果中元節、中秋節好天氣，就各代表一期和

二期稻作會有好收成。 

 

無食五月粽，破裘毋甘放： 

這是我們常聽到的一句諺語，說過了端午節之節，天氣就不會再變涼，大衣、棉

被也可以收藏起來了。 

 

食過八月半龜，破裘上身軀： 

八月半是中秋節，以前的人要吃麵龜。而這時候也是天氣轉涼的開始，所以大衣、

厚裘都要準備上陣了。 

 

 

 



 

 

跟動物有關ㄉ氣象諺語: 

田嬰結堆，著穿棕簑： 

不知道你現在是不是還容易看到蜻蜓？如果看到一大群蜻蜓群聚低飛，表示要下

大雨了呢。 

 

狗翻肚，落大雨： 

看不到蜻蜓沒關係，台灣的野狗很多，注意看，如果狗兒在地上翻滾不停，聽說

也是下大雨的徵兆哦。 

 

狗蟻搬徙走，大雨欲來到： 

螞蟻搬家了，大人一定會告訴你，因為快要下雨了。螞蟻對大自然的變化比較敏

感，所以下不下雨，牠們比人類還早知道。 

 

跟自然有關ㄉ氣象諺語: 

罩茫罩昧開，戴笠披棕簑： 

如果霧氣久久不散，這表示我們四周的水汽太多，所以表示快下雨了，以前的人

會戴斗笠穿簑衣，而你就得趕快穿雨衣了。 

 

東北風，雨太公： 

東北季風一吹，處於迎風面的宜蘭、基隆就特別容易下雨。一有風就有雨，所以

說東北風是雨的祖公。 

 

西北雨，落昧過田岸： 

台灣的夏天最多午後雷陣雨，不過這種雨來得急去得也快，而且下雨的範圍也不

大，所以說它落昧過田岸。 

 

跟神仙有關ㄉ氣象諺語: 

二月十九，無風水也號： 

農曆的二月十九日是觀世音菩薩的誕辰日，據說為了顯威靈，這一天都會有下雨

或颳風的情形發生。 

 

大道公和媽祖婆鬥法，風雨齊到： 

大道公和媽祖的生日分別在農曆的三月十五和三月廿三日，傳說中大道公聖誕當

天會颳大風，而媽祖誕辰那一天則會下雨。 

 

六月十二彭祖忌，無風也雨意： 

彭祖活了八百二十歲，也被神格化了，民間相信在祂忌日六月十二日這一天，一

定會有颳風或下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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