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你先欣賞林茂賢老師的語音朗讀後， 

將適當的答案連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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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生活中， 

自然環境影響人文發展，宜蘭人的特殊生活經驗， 

衍生出深具在地特色的猜謎、俗諺、歌謠等。 

這些口傳文學是在地知識與生活經驗的累積， 

能反映宜蘭當地的自然人文特色。 

聽到這類歌謠時，會讓人對宜蘭的想像 

更加鮮活、更加貼近。 

 

猜謎 

俗諺 

唸歌與唱曲 

 

單元內容 猜謎 

溪頭洗桌布，溪尾有味素 ‧ 

溪底沒水 ‧ 

九十九歲猶在抹粉點胭脂 ‧ 

火車行到蘇澳港 ‧ 

水崩崁子腳 ‧ 

火車駛到大洲 ‧ 

董老大死埤口 ‧ 

二月初八 ‧ 

 

 

 

 

‧ 猴猴庄 

‧ 礁溪 

‧ 濁水溪（蘭陽溪） 

‧ 盡磅 

‧ 猶可以回頭 

‧ 人看人 

‧ 王公走代先 

‧ 有功打無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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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俗諺由林茂賢老師朗讀。 

請你聆聽欣賞後，閱讀下列問題，並選擇適當的答案。共有四關喔！ 

 

 

（    ）宜蘭地區經常下雨；因為雨水豐沛，所以宜蘭的女子都長得很漂亮。 

（    ）龜山島上空如果烏雲籠罩，就表示大雨即將來臨。意同「龜山那崁頭，大雨隨時到」。 

（    ）冬山河整治之前經常洪水氾濫，因此民眾戲稱：假如冬山河三年不淹水，就要打金耳

環給母豬戴。意謂冬山河水患之頻繁，三年不做水災是不可能之事。 

（    ）因為宜蘭常下雨，所以雨傘都不時的擺放在門邊，以便隨時可以撐傘使用。 

（    ）春天立春時分，清晨時的山頭若是清明，就可以判斷今天不會下雨；到了冬天就要看

海口，若海口的地方烏雲密佈，就表示今天會下雨。 

（    ）叭哩沙、清水湖、破布烏、二萬五（今萬富村）、紅柴林（今貴林村）、桕腳廍均為三

星鄉境內之舊地名。三星鄉靠山區多雨，這些地方每次演戲總會碰到下雨。 

（    ）當彩虹出現在龜山島的後側，表示颱風即將到來；一旦出現在龜山島前方，就不會有

颱風。 

 

 

 

 

 

 

 

 

 

 

 

 

 

 

 

 

 

 

 

 

D龜山戴帽，大水浩浩。 

E龜山後風颱無等候，龜山前風颱做未成。 

C阿藝倌真正水，噶瑪蘭厚雨水。 

A三年無做大水，豬母就有金耳勾通掛。 B宜蘭淡水天、雨傘囥門邊。 

F春天看山頭，冬天看海口。 

G叭哩沙、清水湖、破布烏、二萬五、紅柴林、桕腳廍、見做戲、見落雨。 

 

 

（    ）即使到了九月進入秋季也可能會有颱風，仍應小心防範。 

（    ）六月吹東風，七月吹西風，則必將有水災或颱風。 

（    ）如果看到夜鷺往山裡飛去，那就得把笠仔棕蓑拿來披戴在身上，因為很快就要下雨了；

如果看到了夜鷺往海口的方向飛去，那麼笠仔棕蓑就可以擺放在一旁用不到了。 

（    ）農曆二月初二（土地公生）大約在陽曆三月初，如果這時候打雷，表示節氣正常，今

年也會風調雨順，稻穀粒粒飽滿，稻穗彷彿比秤錘還要重喔！ 

（    ）九月已是秋末，如果還打雷代表天候異常，會是個壞年頭，大家要找道士消災，道士

因此賺大錢；如果十月還打雷，代表年歲失序，牲畜不安，就怎麼養也養不肥。 

（    ）如果驚螫日前就先打雷，表示今年的春天天候異常，接下來可能陰雨綿綿連月不開了。 

（    ）夏至後已出梅雨季節，而進入颱風季節；霜降後，颱風季節也跟著結束，開始冬天的

節氣。 

（    ）颱風在離開台灣後，風向轉為偏南風，天氣也漸漸好轉。 

 

 

第  一  關 
 

第  二  關 
 



 

 

 

 

 

 

 

 

 

 

D九月颱、無人知。 

H暗光飛上山，棕蓑笠仔提來幔；暗光飛落海，棕蓑笠仔提來埰。 

A二月初二陳雷，稻尾較重秤鎚。 

G九月雷，師公肥；十月雷，豬仔狗仔吃未肥。 

E驚蟄未過先陳雷，四十五日雲未開。 

C夏至風颱就出世，霜降風颱走去藏。 

F風颱作了轉回南。 

常設展/參觀活動單 

3 

 

（    ）農曆一、二、三月的天氣都很冷。 

（    ）播田（插秧）要在清明節之前，豆類則在穀雨之前播種，必需把握時機，不可逾時。 

（    ）如果中秋節天氣晴朗，則第二期稻作也將會豐收。 

（    ）端午節前，天氣有時雖熱，卻未到真正的夏天，尚不敢收拾厚重衣物 

（    ）西北雨來得快，去得也快，下不久。 

（    ）凡是先打雷後下雨，則雨勢不會持續太久；反之，如果先下雨後打雷，那將會陰雨綿

綿了。 

（    ）立春到清明這段季節裏，幾乎都陰晴不定。 

（    ）清明當天放晴，當年雨水充足，一年耕稼順利；反之，雨量少，魚兒死在埤下，稻田

也遭殃。 

 

 

C正月寒死豬，二月寒死牛，三月寒死播田夫。 D清明田，穀雨豆。 

B好中秋，好晚稻。 A未食五日節粽，破裘仔不敢放。 

F西北雨落未過車路。 

H前雷後雨，落未澹土；前雨後雷，落到塗塗塗。 

E交春落雨到清明，一日落雨一日晴。 

G清明晴，魚子上高坪；清明雨，魚子杈下死。 

B六月東、七月西、無大水也風颱。 

第  三  關 
 

第  四  關  綜合考驗 
 恭喜你完成以上三關！藉由這些俗諺，相信你對宜蘭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試試看你認識了多少？ 

 

（    ）這些俗諺中，大部分是和什麼有關？ 

 1.氣候      2.交通      3.宗教      4.人物 

 

（    ）由俗諺中可以了解，宜蘭的氣候如何？ 

        1.多雨      2.乾旱      3.多風      4.酷熱 

 

（    ）俗諺反映出宜蘭常受到哪一種天然災害的為害？ 

    1.地震      2.火山爆發    3.水災      4.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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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諺反映出宜蘭常受到哪一種天然災害的為害？ 

        1.地震      2.火山爆發    3.水災      4.海嘯 

 

（    ）在沒有氣象局作氣象預報的年代，天氣的觀察與預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此流傳了很多預測氣候的俗諺。但下列哪一句並不是有關天氣的預測？ 

        1. 龜山戴帽，大水浩浩。 

        2. 前雷後雨，落未澹土；前雨後雷，落到塗塗塗。 

        3. 暗光飛上山，棕蓑笠仔提來幔；暗光飛落海，棕蓑笠仔提來埰。 

        4. 阿藝倌真正水，噶瑪蘭厚雨水。 

唸歌與唱曲 
這幾段曲子由布馬陣大師林榮春先生所唸唱。古樸的曲調、道地的閩南語，配上濃厚的宜

蘭腔，相信能帶給你不同的聽覺感受。 

 

丟丟銅（紅尾答丟）、火車起行、火金姑、唸歌詩、竹篙趖 1、竹篙趖 2、好話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首呢？請寫出你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