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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秋分白雲多，處處好田禾，一場秋雨一場寒，十
場秋雨好穿棉。」「秋分天氣白雲多，到處歡歌好晚禾，最怕
此時雷電閃，冬來米價貴如何。」

秋分時斗指己，太陽黃經為180度，時值公曆9月23日前後

。此時南北兩半球晝夜均分，秋分剛好是秋季九十天的中分點

，所以稱之為中分。正如春分一樣，陽光幾乎直射赤道，晝夜

的時間再次相等，可以說秋分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日子。從這一

天起，陽光直射的位置繼續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因此北半球

開始晝短夜長。在現代的天文學上，是把秋分做為夏季的結束

和秋季的開始，更正確的說，北半球的秋天是從秋分開始的。

從秋分以後，每日降水量不是很大，暴雨和大雨的機會非常小

，但降水的次數卻增多起來，正是「一場秋雨一場寒，十場秋

雨好穿棉」。

秋分三候為：「一候雷始收聲；二候蟄蟲坏戶；三候水始
涸」。古人認為雷是因為陽氣盛而發聲，秋分後陰氣開始旺盛

，第二候中的「坏」字是細土的意思，也就是說由於天氣變冷
，蟄居的小蟲開始藏入穴中，並且用細土將洞口封起來以防寒
氣侵入。「水始涸」是說此時降雨量開始減少，由於天氣乾燥

，水氣蒸發快，所以湖泊與河流中的水量變少，一些沼澤及水
漥處便處於乾涸中。中秋節是秋分中最熱鬧、溫馨的節慶，自
魏晉以來，即流傳著中秋賞月的風俗，亦即中秋佳節當中，闔
家團圓賞月，故又稱「人節」，與七月半「鬼節」相應。

從秋分節氣開始，人們的秋燥症狀一般屬於涼燥。秋分以

前尚有暑熱的餘氣，故臨床上多見溫燥；中秋之後，秋風漸密

，寒涼漸重，所以多出現涼燥。其實秋燥之溫與涼的變化除了

受節氣的影響之外，還與人的體質反應有關。秋燥一症主要表

現為咳嗽綜合症，溫燥咳嗽是燥而偏熱的類型。常見的症狀有

乾咳無痰，或有少量黏痰不易咳出，甚者可見痰中帶血、兼有

咽喉腫痛，皮膚和口鼻乾燥、口渴心煩、舌邊尖紅、苔薄黃而

乾，初發病時或有發熱與輕微怕冷的感覺。涼燥咳嗽是燥而偏

寒的類型，病發時怕冷重而發熱輕，頭痛鼻塞、咽喉發癢或乾

痛、咳嗽、喀痰不爽、口乾唇燥、舌苔薄白而乾。秋燥咳嗽雖

然不是大病，但如不及時治療，病邪便會深入，症狀會加重，

體弱之人、慢性消耗性病人、老人或兒童還會發生其他病變，

而出現高熱、抽搐、出血等嚴重現象（古代溫病學稱之為熱毒

入心包、或熱毒入營血），所以應及早治療及預防。

秋分以後氣候漸涼，是許多胃病復發的季節，傳統醫學認

為腸胃道對於寒冷溫度、不節食物的刺激非常敏感，如果不注

意飲食和溫度的調節就會引發腸胃道疾病，因而出現反酸、腹

脹、腹瀉、腹痛等症狀，禍使原來的胃病加重，所以患有慢性

胃炎的人，要特別注意胃部的保暖。飲食應以溫、軟、淡、

素、鮮為宜，並且做到定時定量，少食多餐，不吃過冷、過

燙、過硬、過辣、過粘的食物，更應忌諱暴飲暴食，禁煙禁

酒，保持精神愉快，情緒穩定，避免緊張、焦慮、惱怒等不良

情緒的刺激，同時也要注意勞逸適中，防止過度疲勞而殃及胃

病的康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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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秋分節氣，天氣開始轉涼。告別炎熱酷暑，秋天已然到

來！從校園俯瞰蘭陽平原，只見水澤遍佈，還以為是前些日子的

暴雨積水未退所致。原來是前陣子稻子收割之後，今年即不再種

稻，而將水引入田中，形成秋季時蘭陽平原特有的季節地景。

9月19日，9月的第三個週末，本系與宜蘭縣政府文化局共同

舉辦的「2009全國古蹟日」活動順利落幕。當日天公做美，陰天

，偶爾飄點細雨，驅走了熱氣，使得「青山綠水‧蘭陽古蹟鐵馬

行」的自行車導覽活動相當舒爽；宜蘭國寶狀元林榮春老先生的

「布馬陣」文化展演，亦吸引不少人的觀看。 本期將有「古蹟日

」活動的相關報導。 （本期爐主 蔡明志）

從宜蘭學苑民權路側經過，可見到宜蘭公園內矗立著一座高

大的紀念碑。此碑名為「獻馘碑」。一般人對「馘」字不太瞭解

，因此也難以明瞭此碑建造之源由。「馘」，音ㄍㄨㄛˊ ，原意

是指古代戰爭時割取敵人左耳以建功。亦指「割下首級」，所謂

「馘首」；做名詞用時，則指「首級」

臺灣原住民向來有出草馘首的舊慣，尤其是世居臺灣北部山

區的泰雅族原住民，更將出草獵人頭視為是男子成年禮必經的過

程，或是用所馘異族群的首級來祭拜祖靈。因此，自漢人來台開

墾，即不斷遭遇到原住民出草的侵擾與傷害。這樣的問題直至日

治時期才透過日人殖民理蕃政策方解決。

臺灣總督府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治理，是自臺灣漢人的抗日運

動稍息之後方開始積極進行，以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在1906
（明治39）上任後所執行的「五年理蕃計畫」最具代表性，採取

的是武力鎮壓與教育感化兼行的方式。1909（明治42）年，宜

蘭的泰雅族群「南澳社」與「溪頭社」獻出其所馘首級235個以

及兵器，以示降服，並永禁出草惡習。宜蘭仕紳為撫慰被馘先靈

並紀念此事，即倡議興建紀念碑。該年9月27日向臺灣總督府提

出申請，10月9日即獲得許可。紀念碑最初名為「首塚碑」，設

置在今宜蘭高中校地內，但因該地土質不穩，於1910（明治43
）年變更位置，改設於宜蘭神社公園內，即今日之宜蘭中山公園

，並易名為「獻馘碑」。

獻馘碑高29尺6寸，以大南澳大理石為材興築。塔分臺基、

塔座、塔身與塔頂四部分。臺基與塔座皆為方形，塔座正面刻有

前清廩生林拱辰所書之碑文，陳明建碑緣由；塔座四角隅則分立

四根方形短柱。塔身為圓柱體，正面以篆體書以碑名「獻馘碑」

，塔頂則覆以半圓頂蓋。此碑共花費4410圓。此外，由當時建築

圖面來看，塔座內填充以卵石與沙土，塔座扣除石材所餘之空間

並不大，推測兩百餘個頭骨與兵器並未被埋置於此。

「獻馘碑」為宜蘭縣境內規模最大、造型與施工均屬上乘之

紀念碑，相較於臺灣其他知名碑碣毫不遜色。此外，此碑也是少

數能夠體現日人理蕃政策治績成果的紀念碑，富歷史性與藝術性

之價值。目前保存狀況相當良好，2004年被指定為宜蘭縣縣定古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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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之一的西鄉隆盛（西鄉吉之助），就是此碑所紀念的宜

蘭日治時期首任廳長西鄉菊次郎的父親。西鄉隆盛曾在1851年來
到臺灣刺探情報一年，即居住在南方澳，據說還與一位平埔族女

性結婚生子。西鄉菊次郎擔任宜蘭廳長後，治績甚多，但最重要
的就是興造了堤防（人稱「西鄉堤」），使得宜蘭河南岸的民眾
不再受到兇猛的宜蘭河氾濫的影響，此碑即在紀念其德政。

在員山大三鬮的農田景觀中，可以見到一棟相當古色古香的
傳統宅第，即是大三鬮林宅。由青黑色「烏磚」所構成的牆面、

正身護龍皆翹脊的作法、外牆上遍佈的槍孔，都使得這座百年古
厝在宜蘭的地方發展史上獨具特色。尤其正身尾間的窗板以大木

鉤予以固定，更是在臺灣傳統民宅中鮮少見到。而門樓所書之門
額「菊美矣」三字，眾人不曉其意，據說就是台語很漂亮的意思
，不禁讓人莞爾一笑呢！曾是這棟宅第主人的林燈先生，是國產

實業集團的創辦人，旗下事業包括了大家所熟知的復興航空與中
興保全。林燈先生過世時即將其遺產稅二億八百萬元全數捐給員
山鄉公所以興辦各種社會福利事業，至今仍為員山鄉民所感念。

此次蘭陽古蹟鐵馬行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要對宜蘭相
當獨特的歷史空間「宜蘭南機場」進行最後的巡禮。宜蘭南機場
曾是日治時期神風特攻隊的基地，跑道與附近的軍事設施都是由
宜蘭老一輩人所構築，對宜蘭民眾而言是富含特殊歷史年代集體

記憶的場所。過去白蝴蝶、紅蜻蜓、竹飛機的故事，仍為老人們
所津津樂道。這些故事都透過這些軍事設施的保存，以社區營造

的方式重新展現。例如金六結營區旁的思源機堡上，設置了透過
耆老的記憶重造的太平洋戰爭末期用以欺騙美軍轟炸的竹飛機；
進士里的機堡則再生為社區學習音樂的空間，前面仿神風特攻隊

飛機形狀塑造的花圃也訴說著過去的記憶。但最富場所精神的要
屬南機場的跑道了！筆直的跑道直直向著龜山島，讓人很容易就
能體會到神風特攻隊員當時望著龜山島準備殉國的心情。這樣的

歷史空間在臺灣可謂絕無僅有。可惜這片土地即將成為新竹科學
園區城南基地與清華大學宜蘭校區的所在地，就在寫這篇報導的

同時，正在舉行著動工典禮。透過這次的古蹟日活動，帶領宜蘭
與外地的民眾一同來認識、體驗這樣獨特的歷史空間，但卻也可
能是最後一次的巡禮了。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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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年起，文建會將每年九月的第三個週末訂為「全國
古蹟日」，聯合各縣市政府文化局舉辦系列活動、免費開放古

蹟，以向民眾推廣保存文化資產的觀念。今年，宜蘭縣政府文
化局與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首次攜手合作，推出「青
山綠水‧蘭陽古蹟鐵馬行」活動，帶領宜蘭縣民騎乘自行車、
以慢速體驗的方式，同時認識宜蘭的文化資產與生態環境。

此次活動的構思，是嘗試從多元的管道讓民眾去認識、體
驗宜蘭在地珍貴的文化資產，包括了活動現場的「蘭陽經典文
化資產」展覽、「青山綠水‧蘭陽古蹟鐵馬行」，並贈送參加

民眾由本系設計的「蘭陽經典文化資產大富翁」遊戲，讓民眾
從展示、騎乘鐵馬實際體驗與遊戲等多元方式，認識我們宜蘭
的文化資產。除古蹟此類有形文化資產外，宜蘭亦有豐富的無

形文化資產，近年來即登錄了「本地歌仔」、「北管戲曲」與
「宜蘭布馬陣」為縣定傳統藝術，以及「頭城搶孤」、「二龍

競渡」、「宜蘭放水燈」、「利澤簡走尪」以及「冬山八寶掛
貫」為縣定傳統民俗。此次活動即特別邀請宜蘭布馬陣祖師爺
林榮春，為民眾進行布馬陣的展演。

活動當日（19日），天公頗為作美，一早下了些小雨，消

除了連日來的暑氣。雖然在九芎埕藝術廣場佈置會場時仍不時
飄著雨，但報名前來參加騎鐵馬遊古蹟的民眾幾乎都早已前來
報到，並參觀現場「蘭陽經典文化資產」的展覽。在簡短的開

場後，第一梯次的自行車古蹟導覽即順利展開，沿著宜蘭河自
行車道，參觀了西鄉廳憲德政碑、思源機堡、員山忠烈祠、大
三鬮林宅與員山機堡等五處文化資產。下午第二梯次的導覽，

則參觀了進士里的天主教救主會教堂、兩個機堡、陳氏鑑湖堂
與登瀛書院、宜蘭南機場相關設施、開蘭進士楊士芳擺厘舊宅
旗杆座。

受到日本歷史大劇「篤姬」的影響，西鄉廳憲德政碑近來

有相當多日本觀光客前來參觀。片中主角、也是日本明治維新

此次的古蹟日活動，相當難得的邀請到宜蘭布
馬陣祖師爺林榮春阿公為宜蘭民眾展演。阿公今年

已82高齡，仍勤於布馬陣的展演與傳承。當天率領
著他長期在海天醫院員山康復之家所訓練的院生們
一同表演。在康復之家，看到林榮春阿公不時鼓勵

院生們不要愁眉苦臉，要開朗，透過布馬陣的學習
與展演讓他們找回失去的自信。或許當天的展演讓

民眾們覺得有些生澀，但若知道這些展演者的背景
，就會理解並深刻地認同。

整場表演阿公真的是使出渾身解數，表
演逗趣精彩，大家看了都哈哈大笑，相當
愉悅。尤其阿公看到有外國人來參加，就

不斷上前透過表演與他對話，趣味十足。
此外，阿公還邀請觀看表演的民眾們一同
來學習布馬陣的一些基本動作。阿公真的

是閱歷無數，幾乎都點到本系的師生。大
二的彥奇練習「涼傘」的動作，原本以為

只是虛晃幾招，沒想到阿公就讓他操演了
十來分鐘，不過也就能體會布馬陣的展演
並不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後來，阿公突然

脫下「公揹婆」服裝到處找人。原來阿公
看上了我們的翁主任，想找她上來扮演公
揹婆的這個角色呢！只見翁老師換好服裝

，左手拿著粉紅絲巾，右手持著粉紅蒲扇
，跟著彩船、蛤仔跳將起來！曉恬、之君

也都試著扮成蛤仔，大家快快樂樂地跟著
阿公的鼓聲暢跳。我想這對翁老師與系上
同學來說，都是相當難得又難忘的體驗。

為了讓民眾也能透過遊戲認識宜蘭在地文化資產，我特別設
計了一套「蘭陽經典文化資產大富翁」的遊戲組，選擇了36個蘭
陽地區卓有特色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把傳統大富翁的土地權
狀改成有介紹這些文化資產的圖文書籤，並在命運、機會卡中納
入了文化資產保存的一些基本觀念，期使民眾在遊戲中也能夠認

識、暢遊宜蘭在地文化資產，獲得相當不錯的迴響。感謝燕申的
鼎力協助，使得大富翁的版面設計美輪美奐。

這是本系首次嘗試承辦此類活動，還有很多改進的空間，希
望明年可以集結本系全體師生的力量共同籌辦，敬請期待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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