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閩南氣象諺語﹝教材大綱﹞ 
 
洪木利 
 
一、古人與天氣的關係 

﹝一﹞以農耕為主的基本需求 
﹝二﹞「靠天吃飯」的基本需求 
﹝三﹞從環境體會天氣的變化 

二、大自然中能量循環 
﹝一﹞地球所用能量的來源 
﹝二﹞能量的轉換 
﹝三﹞生態之間的能量交互作用 

三、為甚麼談這個主題 
﹝一﹞氣象報告的準確度 
﹝二﹞氣象報告是「統計」資料的分析結果 
﹝三﹞認識前人的智慧 
﹝四﹞欣賞閩南﹝河洛﹞語之美 

四、諺語哪裡來 
﹝一﹞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氣象 
﹝二﹞不同時間氣候變化不同 
﹝三﹞先人們憑經驗的組合、累積 

五、諺語拾遺 
﹝一﹞有關當天氣象的諺語 

1. 早落早霽，暗雨著暝。 
2. 早日不成天。 
3. 日照埔，明載黑，日照楹，明載霽。 
4. 月圍箍，明載黑，月含雲，明載傾盆。 

﹝二﹞有關月份或跨月份間的諺語 
1. 初一落，初二散，初三落，到月半。 
2. 上﹝頂﹞看初三，下看十八。 
3. 正月寒死豬，二月寒死牛，三月死作田夫，四月寒死假龜 
4. 二、八好行舟 
5. 六月火燒埔，七月無乾土。 
6. 六月天，七月火。 
7. 九月九，沒風海也哮。 
8. 九月九閃日，憨慢查某理 勿會 直。 
9. 西北雨落不過田岸。 

﹝三﹞有關季節或節氣的用語 
1. 春天後母面。 
2. 春寒雨若濺，冬寒苦大旱。 



3. 沒吃五月節粽，破裘不甘放。 
4. 冬至黑，年暝蘇。 
5. 冬至月頭，要寒年暝兜，冬至月尾，要寒正貳月，冬至月中央，沒雪又沒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