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推薦序▕

潘大州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 理事長

全書以作者豐富的植物學識為基礎，以族群植物運用為主軸，描繪出「台灣民族植物

圖鑑」，對各民族植物不同運用的詮釋，突顯其民族特性，本書兼具圖鑑與族群認識雙重

功用，讀者從書中可認識多樣性植物廣泛利用在各族群中，體會先民就地取材的智慧。

巴宰族有許多善用植物特性之傳承，如用竹編器具到溪裡捕撈魚蝦，帶回青苔以涼

拌入菜；外出打獵時採回食茱萸等野菜食用，密植刺竹於部落四周，藉以防禦外敵入侵。

巴宰族先人以臭腥草食療強身改善體質，但在泰雅部落中，個人亦曾受到族人以臭腥草引

膿，如同書中提及植物運用在各族是有些差異性。

民族植物運用存在你我周遭，竭誠推薦讀者可透過「台灣民族植物圖鑑」，以了解台

灣豐富多樣化的物種及各族群先人的智慧結晶。

邦卡兒海放南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遊憩服務課課長

這本「台灣民族植物圖鑑」內容相當豐富，有許多島上各族群使用的相關資料，對於

住在台灣的人是一本極佳的植物書籍。布農族的我在欣賞的同時，內心亦隨雀躍，作者花

了相當的時間蒐集以及整理，值得我們細細品味裡頭的花香，非常高興作者為台灣留下族

群的腳跡，這都是許多耆老的共同記憶，從他們臉上紋路的歲月漣漪，以及書中各種植物

的利用，足以窺探出祖先的智慧，我們應更加珍惜愛護我們的土地。祝福每一位讀者：健

康、平安，天天快樂。

楊勝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教授

台灣近幾年來出版各種圖鑑，獨缺原住民族植物圖鑑。作者鍾明哲與楊智凱先生致力

於植物分類研究，以多年野外經驗撰寫完成此民族植物圖鑑，精神令人敬佩。本書以說故

事方式描述植物特性，圖文並茂，深入淺出，對一些容易誤判的相似物種以圖文作簡易區

分；物種鑑定與學名考證相當慎重，植物圖片清晰且拍攝重要特徵；更詳載原住民如何利

用植物各種部位及其特殊用途，使民族植物資料庫得以永續保存，是研究台灣民族植物不

可或缺的書籍。全書如實的陳述相當吸引人，是值得您細嚼品味、一窺全貌的好書。

葉慶龍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兼任教授

當認識了都會空地、牆角的野花野草，您會更想知道台灣各民族對常用植物的傳統利

用方式；坊間的民族植物應用書籍，大多以單一地區的特定民族為對象，或以某一民族的

單一用途為專書；本圖鑑有系統地整理各民族對同一種植物的傳統利用，內容囊括形態特

徵、分布、各民族的應用方式、引進栽培史等，以優質的圖像、雋永的文筆，呈現植物在

食衣住行育樂、醫藥、禮俗、信仰與禁忌等之應用方式與製造成品，誠為一本民族植物智

慧結晶的好書，值得先睹為快！

鄭元春  ●國立台灣博物館  前植物學組組長

好的民族植物圖鑑首重圖文並茂，圖片不僅要清晰，更要拍到重點、拍到足供辨識與

說明的特徵；除了文字通暢，還得會說故事，將植物分類、植物地理與植物生態等專業知

識帶進有限的篇幅中。翻閱這本書，讓我頗有欣喜與豐收之感，明哲與智凱都是植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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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生態學的新銳，既年輕又充滿幹勁，他們風塵僕僕地走訪台灣各地，用心訪談、記錄

並拍照，且焚膏繼晷地整理與書寫，終於完成這本賞心悅目的佳作，值得嘉許與鼓勵也！

個人從事植物科普化的工作已三十有五年，迄今仍孜孜不倦、不敢懈怠。但年逾耳

順，田野工作每每有力不從心之感，亟待有更多的賢達後進一起耕耘。本書的出現，讓我

深感後繼有人，且更為精進，民族植物學乃至一般的花草愛好者真的有福了！

呂勝由  ●林業試驗所

大約二十幾年前，在一次石垣、西表島採集旅程中，為了查閱當地植物的相關資料，

去了一趟石垣市立圖書館，該館採開放式閱覽，有關當地的人文及自然的藏書極多。令我

驚訝的是，我的日本友人深石隆司（博物學家）告知：那些書的作者很多都是當地的作

家，他們把日常所見所聞，一點一滴詳實的記錄起來，在這裡您可以查到任何有關石垣島

的事物，這讓我體驗到文化傳承的重要。

我們知道，許多臨床的藥物是來自民族（俗）植物的研究，例如全球使用最廣的成藥

阿斯匹靈（Aspirin），就是從歐洲合葉子（Filipendula ulmaria ）提煉出來的（台灣的高

山也有生長一種該屬的植物－奇萊合葉子）。在原始森林裡面，究竟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

聖藥還未被發現？透過研究不同民族尚未公諸於世的經驗或秘方，說不定可以找到治療不

治之症的藥方。這也是民族植物研究重要的目的之一。

「民族植物」就是先民對各種植物資源的利用，我們若能將其完整、有系統的記錄下

來，將有助於先民文化遺產的保存。據悉即將出版《台灣民族植物圖鑑》的兩位作者，目

前正在國立台灣師放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能夠在百忙之中，抽空為讀者們

撰寫科普的書籍，誠屬不易。《台灣民族植物圖鑑》採取綜合性的方式論述「台灣」的民

族植物，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作者的用心與專業。這是一本植物愛好者入門學習及專業參考

的好書。本人能夠受邀寫序，感到無比的榮幸與快樂，除了要與讀者一起分享讀書的樂趣

之外，也預祝兩位好友學業有成，再創事業高峰。

歐辰雄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
植物長期以來提供人類文明發展的所有素材，舉凡食、衣、住、行之所需，無不包括

在內，不僅種類眾多，應用的層面既深也廣。智凱是年輕一代學者中，從事森林植物分類

的佼佼者，也是我門下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在溪頭林管處公務之餘，仍不時出入山野、採

集拍攝，今與鍾明哲先生合力將其田野調查所得的原始資料編著成冊，不僅材料豐富、圖

片精美而清晰，說明流暢，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看到智凱的努力，已有豐碩成果，我

感到很開心，所以很高興在此向讀者推薦此圖鑑！

郭長生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

本書羅列民族植物的基本特徵與分布資料外，用途典故更是重點所在，諸多各民族的

奇聞軼事讓人耳目一新！配合精美圖片與特別編排的小圖註，一眼就能認識植物的主要用

途、花季、株高及性狀等。在有限的篇幅內作者處處用心，將訪查收集的資料和照片巧妙

地安排，圖文並茂，當作工具書查對使用或是隨意翻閱品讀均是賞心悅目。這是一本對藥

用、民俗及植物學相關領域有興趣的讀者都會喜歡的好書。特別鄭重推薦加以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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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跨時代的民族植物

與一株生意盎然的植物相見，您有什麼念頭？油然地評賞它的個頭、儀態、

芬芳？制式地陳述它的葉形、花序、種實？老練地說出滋味、藥效、順手採摘它一

把？還是摸不著頭緒地匆匆一瞥？

「都會野花野草圖鑑」的誕生，便是把這樣的場景套用在人口稠密的都會區，

設想這些藏身在都市叢林的綠色精靈，如何與隨時和時間賽跑的「都市人」邂逅。

其實無論都會或鄉野、平地或山間、海濱或內陸，人、生命與萬物都沿著時間的長

河賽跑。阿公阿嬤曾經留意樹梢的新芽與花苞，決定稻穀、菜籽下種的日子，好為

今年的豐收做準備；留意同樣的芽苞，阿爸阿母曾為此算準日子，以省吃儉用的積

蓄去賞櫻、賞楓，好放鬆長期緊張的情緒；新一代的台灣子民呢？透過日新月異的

虛擬科技，天地萬物都「躍然紙上、螢幕上、網路上」，真實的世界似乎原封不

動地保留在字裡行間、個人硬碟或是雲端伺服器裡，獨不見大自然與人類的真實接

觸。

真實的世界其實正隨著歲時更迭而漸變。每年吐露新芽、花苞、果實的櫻花

年年成長、茁壯；春天布滿花朵的草地，因為訪客帶來新的種類、品系或族群，開

出形形色色的花草；綠草如茵的河畔，因為樹苗奮力的扎根、沉積，逐漸陸化而穩

固。人們對於自然的印象隨之改變，阿公阿嬤不用再抬頭仰望，就能準時下種、耕

耘；不用再留意時令與當年的氣象變化，只為找尋一味草藥、野菜，反正勤奮的園

丁會隨時更換花圃內的植栽、介質。「人對自然環境的記憶」成為現代人的回憶，

化做不同世代間的「代溝」，在時代進步、科技發達的現代化成果下，不同世代對

於土地、萬物不同的價值觀，也加速了傳統智慧與民族記憶的流失。不用再漏夜備

料、辛勤翻炒、細心綑綁、細火蒸煮，就能享用原本端午節才能吃到的肉粽；場景

從龍舟賽道轉移到文昌廟埕，吃粽子的目的不再是為了紀念屈原，而是互相祝福金

榜題名、考試包中。平地漢族的傳統生活流失至此，更何況是離鄉背井、長路迢迢

來到都市討生活的原住民族？傳統的干欄高架草屋被厚重的紅瓦鋼筋水泥取代，只

有豐年才能喝到的香醇美酒早已成為隨身飲料；或許不用多久，就再也聽不到有人

用親切的族語名呼喊：小米、紅藜、刺桐、巨竹了！

這本「台灣民族植物圖鑑」的構想由此而生，期望它成為每一位長老腦海中

「傳統記憶百科全書」的那條紅色緞帶，當成每處藍衫村落裡，夾在生活回憶中的

樹葉書籤，成為回鄉過節時重回田野的那支木杖、竹柺，作為西風東漸下找尋在地

文化的那一處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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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民族植物祕境

聖經記載最早的人類—亞當與夏娃，乃由上帝利用泥土所捏造而來，創世紀

的起初，在美麗伊甸園中，亞當與夏娃利用無花果樹的葉子編製裙子，成為人類自

製的第一件衣服。

熱門電影《賽德克巴萊》陳述了1930年日本殖民台灣時所發生的抗日行動，

電影配樂中所傳來的陣陣口簧琴聲音，乃是利用桂竹或者玉山矢竹加上銅片所製

作，早年較常使用口簧琴的通常是年輕男性，除了在慶典上提高歡樂氣氛之外，也

是男女戀愛的利器。當男生心儀某位女生時，就會邊吹奏口簧琴邊繞著對方跳舞，

當女生看上眼時就會駐足欣賞，不喜歡則逕自離去。每當約會成功一次，就會在口

簧琴的綿線上打一個代表女方家族的獨特繩結，這些「結」是未來嫁娶最有利的證

據，長輩們認為，結越多越是象徵雙方兩情相悅。除此之外，由於每個部落之間母

語皆有些微差異，且口簧琴的聲音也不同，因此不同族人所吹奏的口簧琴，在不知

情的外人看來會以為只是純粹的樂器演奏，但實際上卻是「暗通款曲」，過去要獵

殺部落亦是透過口簧琴來進行溝通，似「摩斯密碼」般的神奇，所以在日治時期遭

到禁吹，違者要被砍斷手指。

從古到今，當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便開始與植物打交道，從此建立了千百萬

年的親密關係。 台灣這個蕞爾小島有著豐富植物資源，奇特多樣的地域差異和絢

麗多彩的民族多樣性，包含了閩南、客家及最具有特色的原住民族群，在漫長的歷

史過程中，利用植物的豐富經驗，各自透過文字、圖形、實物、語言和風俗習慣，

一代代地流傳下來，部分經驗經過專家學者的研究、鑑別、整理、記錄，已為人們

普遍知曉和廣泛使用，但是許多尚未整理和研究，也無正式文字記載的經驗，卻藉

由反映在日常生活和傳統習慣中，成為各民族一種獨特的文化形式。隨著科學技術

的進步與發展，世界經濟和社會生活快速變遷，迅速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習慣與價值

觀。科學家們已經注意到，民間利用植物的傳統知識是尋找新藥物、新型食品、新

工業原料的巨大寶庫，為搶救這一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廣泛發展民族植物學的調

查和研究已是刻不容緩。筆者希望透過本書整理的台灣各個民族對植物的認識和利

用，讓讀者了解人類活動與植物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藉由照片與文字的描述，讓

台灣民族植物的知識寶庫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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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
科

308

科　　名　樟科Lauraceae

花
期

樟
科

309

相似種比較

↑ 樹皮具多數短而交錯

的縱向細淺皮孔。

↑ 葉片革質，具明顯的離基三出脈。

↑ 陰香是偶見的栽培樹種，新生枝條略帶

紅褐色。

↑ 聚繖花序的花朵同樣具有兩輪可稔雄蕊。

↑ 花朵具4輪雄蕊，其中2輪可稔，能散出可

萌發的花粉。

← 土肉桂的精

油具香氣。

泛分布於全島中北部中、低海拔

闊葉林。土肉桂的外觀與台灣早期引

進，現已廣泛種植並逸出的同屬植物

陰香（C. burmannii）相近，然而，
土肉桂的葉背灰白色，小枝常綠色，

且宿存花被片先端鈍形，而陰香的葉

背綠色，小枝紅色，宿存花被片先端

截形，可供區隔。

著名的香料「肉桂」，即是採用

樟屬植物的樹皮烘製、研磨而成；土

肉桂也是如此，經過研磨後，土肉桂

的樹皮、葉片與樹根都能作為香料使

用，經由農會的輔導，目前已轉型為

特色商品加以販售。此外，以往賽夏

族人將土肉桂的根部熬煮後，用來治

療內傷；唯孕婦不能食用，以免造成

流產的悲劇發生。

中型常綠喬木，樹皮與葉具樟腦味，小分支光滑。

葉對生或互生，卵形至卵狀橢圓形，先端銳尖至漸

尖，基部鈍形至圓形，表面光滑，葉背灰白，具三

出脈。聚繖花序，頂生或腋生，花少數，長橢圓形

花被6枚，先端鈍形，被面被氈毛。核果橢圓形。

英 文 名　Odour-bark cinnamon, Indigenous 

cinnamon tree

屬　　名　樟屬

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ira

土肉桂

食 藥 用 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台灣特有種

別　　名　台灣土玉桂、假肉桂

本書精選260種常見且具代表性、長期以來被台灣各

民族所利用的植物類群，除了形態特徵外，並說明其地理

分布、特殊利用方式以及作者多年來的觀察心得等。讓您

如何
使用本書

外來種

表示植物為
外來種

台灣特有變種
表示植物為
台灣特有變種

台灣特有種
表示植物為
台灣特有種

1.食用
●直接食用

●飲料或釀造

2.藥用

3.�編織與染料

4.�應用材料
●  芻料、椴木

與綠肥

●薪柴與火種

●  器物（食物

器皿）

●  武器、獵具

或陷阱

●洗濯

5.��建材與交通
工具

6.��樂器、裝飾
與信仰

圖示資訊

介紹該植物族群的分

布環境、形態特徵、

相似種辨識，並詳細

介紹該植物有何種利

用方式。

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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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
科

308

科　　名　樟科Lauraceae

花
期

樟
科

309

相似種比較

↑ 樹皮具多數短而交錯

的縱向細淺皮孔。

↑ 葉片革質，具明顯的離基三出脈。

↑ 陰香是偶見的栽培樹種，新生枝條略帶

紅褐色。

↑ 聚繖花序的花朵同樣具有兩輪可稔雄蕊。

↑ 花朵具4輪雄蕊，其中2輪可稔，能散出可

萌發的花粉。

← 土肉桂的精

油具香氣。

泛分布於全島中北部中、低海拔

闊葉林。土肉桂的外觀與台灣早期引

進，現已廣泛種植並逸出的同屬植物

陰香（C. burmannii）相近，然而，
土肉桂的葉背灰白色，小枝常綠色，

且宿存花被片先端鈍形，而陰香的葉

背綠色，小枝紅色，宿存花被片先端

截形，可供區隔。

著名的香料「肉桂」，即是採用

樟屬植物的樹皮烘製、研磨而成；土

肉桂也是如此，經過研磨後，土肉桂

的樹皮、葉片與樹根都能作為香料使

用，經由農會的輔導，目前已轉型為

特色商品加以販售。此外，以往賽夏

族人將土肉桂的根部熬煮後，用來治

療內傷；唯孕婦不能食用，以免造成

流產的悲劇發生。

中型常綠喬木，樹皮與葉具樟腦味，小分支光滑。

葉對生或互生，卵形至卵狀橢圓形，先端銳尖至漸

尖，基部鈍形至圓形，表面光滑，葉背灰白，具三

出脈。聚繖花序，頂生或腋生，花少數，長橢圓形

花被6枚，先端鈍形，被面被氈毛。核果橢圓形。

英 文 名　Odour-bark cinnamon, Indigenous 

cinnamon tree

屬　　名　樟屬

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ira

土肉桂

食 藥 用 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台灣特有種

別　　名　台灣土玉桂、假肉桂

在欣賞美麗植物的同時，悠遊於歷史的長河之中，希

望透過本書的介紹，讓您看見、了解、體認台灣的多

元民族與自然之美！

將該植物的開花時

間以色塊標示。

開花周期

提供該種所屬科名

以便物種查索。

科名側欄

將各植物分為草

本、灌木、喬木及

藤本植物作為類群

簡單檢索。

檢索書眉

為了幫助讀者能夠

清楚辨識植物形

態，特針對幾個容

易讓人混淆的相似

種提出細部特徵來

做解說。

相似種比較

簡示植株高度，草

本、藤本植物以

圖鑑高度 22.5cm
為基準，灌木、

喬木以一般人身高

170cm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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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植物是某民族傳統上認識與

利用的植物類群，其相關的學門—

「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包含

各民族長期以來利用的植物及其互動

關係。先民對未知的植物種類進行

探索、嘗試，便對有用或特定的種

類給予名稱、加以描述，累積相關經

驗與知識後代代相傳，成為特定民族

共享的祖先智慧。台灣社會由多民族

組成，包括：太魯閣、巴宰、布農、

西拉雅、阿美、卑南、邵、泰雅、

排灣、魯凱、凱達格蘭、達悟（雅

美）、道卡斯、鄒、漢、撒奇‧萊

雅、噶瑪蘭、賽夏、賽德克等民族；

加上台灣地處東亞交通輻輳，先後有

西班牙、荷蘭、日本與中國移民遷

入，使得民族組成極為豐富，隨著外

來文化傳入的傳統與經濟作物，讓台

灣民族植物豐富而多元。

人類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極度仰

賴其他動植物與環境。在藉由一次又

一次的嘗試錯誤中累積經驗，得知哪

些植物的果實、種子或根莖能夠取

食；從觀察其他動物攝食後的反應得

知食用方式與後果，獲悉不同植物各

部位的藥效；哪些種類具有足以傷害

動物的銳刺、難以下嚥的纖維，使得

饑腸轆轆的動物望之卻步；哪些物種

具有獨特的香氣、精油與醣類，甚至

具有怪味、毒性（或是藥效），或是

鮮豔的「警戒色」，令誤食的動物

終身難忘。人口的增加、聚落的形成

與溝通能力的出

現，使得眾多植

物的用途、食用

方法與藥效得以

口耳相傳、綿延

不斷。

民族與民族植物

← 達悟族的生活和海洋息息相關（攝自東

清，Jason Fai 提供）。

↑ 魯凱族的傳統服飾包含現今流行的頭巾元

素（攝自台東金峰）。

↑ 假山藥薯為新進栽培的藤本農作，其地下

塊莖可供食用。

→ 日本菟絲子是近年引進

的寄生性藥草。



民
族
與
民
族
植
物

13

人類對於植物的利用不僅於此，

高大的樹木乃至柔軟的葦草，都能化

身為日常用品、燃料或是建材。為了

遮風避雨的居住環境，人類除了利用

天然形成的岩穴、樹洞外，也能利用

堅硬的石材、燒製的磚瓦、動物的排

遺建造居所，然而最廣泛利用者，莫

過於維管束植物的莖葉了。纖維素為

自然界含量最高的有機物質，大量的

纖維素便是累積在綠色植物之中。利

用較易加工的木材與竹材，建造許多

傳統建物的主柱棟樑，搭配前述的磚

瓦石材，建構出堅固耐用的房屋。易

於加工的木竹材，也被製成各式各樣

的日常用品，如進食用的鍋碗瓢盆、

起居用的門窗桌椅、生產營利的農工

商具、搬有運無的車馬舟楫、乃至保

家衛民的刀劍兵器，都看得到它們的

身影。燃燒是民族植物利用當中重要

的一環，藉由乾燥或乾餾後的柴與木

炭，或是富含油脂的莖葉種實，能夠

產生熱能，得以烹煮食物、煮沸飲

水、燒製陶器、冶煉金屬琉璃，為人

類在暗夜中帶來光明與溫暖，也使公

共衛生得以改善。

↑ 向日葵的種子富含油脂，除了食用之外，

也成為生質能源之一。

← 卑南族的高架

式建築「達古

範」利用竹稈

作為支架。

↑ 木材因易於加工、材質獨特，即使工具與

材料進步，依然無法自日常生活中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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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史料記載早期有些台灣的平

地居民僅用樹皮、樹葉或極為精簡的

布料遮身，甚至赤著身體便能馳騁原

野（包括近代的綠島居民），然而許

多民族具有精緻且完整的揉皮、紡織

技術與衣飾卻是不爭事實。藉由多種

植物汁液加以染色，或是利用貝殼、

金屬等材料加以點綴，增加了傳統衣

著的光采與內涵。不同族群的傳統衣

著不僅是各民族最顯而易見的表徵，

也反映了各民族對於纖維與相關技藝

的利用與發展。隨著更多的移民與交

通貿易，棉、蠶絲等其他布料也輾轉

影響各民族的服裝材質與樣式。

除了民生必需品外，植物也能作

為童玩之用，外觀賞心悅目的植物種

類可能成為令人心花怒放的盆景、花

材，花期穩定、植物景觀四季分明

的物種以往為歲時記事的重要依據。

特定的民族信仰中，祭祀與信仰相關

的特用植物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

地位，語言發達的民族，甚至利用植

物名稱的諧音，取其吉利與避穢的意

含，豐富了人類的生活。

每一民族對於生活周遭植物取用

的種類及其經驗的累積，形塑了各地

獨特的「民族植物」組成。即使科技

發達的現代，許多傳統民族植物利用

與習俗，仍然存在於你我身邊。

↓  一針一線，織出傳統排灣族人的背袋。

↓ 根據瀨川吉孝的記載，西荷時期引進的阿

勃勒被南鄒族視為歲時指標之一。

↑ 西拉雅族人祭祀與信仰的民族植物：華澤

蘭、檳榔與香蕉葉，具有獨特的精神與歷

史意義。

↑ 阿美族吸納多方文化，豐富了自身的衣飾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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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麥為以往經由雜交育種而來的糧食作

物。

↑ 豌豆是長期育種下的豆科作物，也是重

要的芻料來源。

 為有系統地介紹每一種民族植物的用途與涵義，我們將民族植物依照相

關性與使用習慣歸併成六大項，概述如下：

食用

日常生活中無需特別食用、外

用的植物，當有疾病損傷時採用的

民族植物，甚至是具有毒性，非到

緊要關頭不能取食的救命藥。

植物的纖維直接利用或經過精

製，作成人類使用的衣物或配件，

或是用於染飾植物纖維的其他植物

種類；其半成品可能用於其他器皿

的表面或輔助其功

能，但不妨礙或

干擾該器

皿的主

要用途。

藥用 編織與染料

↑ 由於白花型的益母草藥性較強，廣獲

民眾栽培，因此紅花型日益少見。

→手藝細緻的

　泰雅族藤編帽，

　採用山區少見的海貝加以裝飾。

1. 直接食用：包括各民族的植物性主食、副食與食材來源物種，作為熱量

與風味的來源，無需經過沖泡、發酵，絕大多數人都能直接送入口中而

無礙。

2. 飲料或釀造：用於沖泡、發酵過程中的用材，並非熱量來源，許多人都

能採用的植物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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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竹編製成的鹽簍，能耐鹵水浸泡。 ↑ 竹稈多通直而不易彎曲，時常作為晾曬

物品的支架。

1. 芻料、椴木與綠肥：在傳統農林漁牧業中應用，用以增加地利、促使農

作與家禽家畜生長、發育，或是培養其他植物、真菌的植物用料。

2. 薪柴與火種：用於起火、助燃或有助於延續燃燒的草本或木本植物，多

為乾燥後的莖幹與細枝，少數為較為潮溼者，或是特定種類的葉片。

3. 器物（食物器皿）：能夠用來製作任何工具器物的植物種類，包括正常

使用下無礙人體健康，或是能夠特別製成食物器皿、協助取食的物種，

但不包括交通工具的特用結構零件。

4. 武器、獵具或陷阱：進行打獵漁撈時應用器具的特定植物取材，或是用

來引誘狩獵目標的用餌，以及曾經記錄用來殺取、防禦自身安全的用材

來源。

5. 洗濯：植物體內含有特定化學物質，具有界面活性劑去污、局部清潔的

功能。

應用材料

用於搭築房屋與海陸傳統交通工

具的木材、草料等主建材，或是易發

生毀損、必須更換的房舍與交通用具

耗材。

建材與交通工具

→ 石材為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重要

建材（攝自屏東縣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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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維管束植物高達三十萬餘

種，能供作糧食、藥材、具有實用

或觀賞價值的物種不計其數；原產

美洲的馬鈴薯、甘薯、玉米；原產亞

洲的小麥、甘蔗、稻米、茶；原產非

洲的咖啡、鳳凰木等這些習以利用的

作物，與它們相關的植物知識便隨著

民族的擴張而流傳。不同的民族接觸

時，往往造成食品、貨物、生活習慣

的交流或融合：原產中南美洲的甘薯

傳入大洋洲後，便隨著南島語族的

遷移流傳於太平洋島嶼之間，

輾轉進入東方世界。到了大航

海時代，亞洲與美洲的諸多糧

食與嗜好作物伴隨著黃金，被

帶入了歐洲與它們所占領的殖

民地：多次由美洲引進的馬鈴

薯，能生長在溼冷的愛爾蘭，

解決當地多次的饑荒問題；早

族群融合的見證—外來種民族植物

→ 昭和草相傳是用飛機撒下種子而引進

台灣的野菜，故俗稱「飛機草」。

已被中南美洲原住民與南島語族利用

的甘薯，也被歐洲殖民船隊帶回歐

陸，再傳入所屬的亞、非洲殖民地。

許多經濟作物被刻意引進殖民

地栽植。原產東南亞一帶的秀貴甘

蔗，隨著歐陸皇室對於蔗糖的喜愛

與殖民主義的擴張傳入美洲、非洲；

為了便宜的茶葉，英人福均（Robert 

Fortune）從中國南方夾帶種原與勞

工，將茶從中國帶入印度大量栽種；

抽食「菸草」的舉動隨著殖民主義的

應用於精神層面的寄託、享受與

滿足，於傳統風俗中被常民與特定社

會階級採用或特用，藉以達成抽象或

具體願望的實現。

由於部分植物種類的功能用途眾

多，甚至被深深崇拜，因此多數種類

的用途不只一種，極為分歧。

樂器、裝飾與信仰

→ 竹稈中空，能藉此發出具巨

大聲響，創作獨特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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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為台灣全島溼潤多雨、土壤排水性佳

的山坡地可見的經濟作物。

↑  今日多以開出花朵的「唐菖蒲」取代單

調的「水菖蒲」，於端午時節懸掛在漢

人門旁。

擴張融入全球許多原住民的日常生

活，日本政權在台時，於美濃平原一

帶推行菸草種植，使得菸樓成為當地

的建築特色。就這樣，外來物種被各

民族自願或非自願地利用，進入了人

們的生活圈與族群的記憶之中，甚至

取代了原有習俗，成為生活必需品。

時至今日，新奇的外來植物或作物流

傳的速度更加地快速，古老的利用經

驗也迅速流失。像是基於美觀與取得

方便的考量，漢族端午節時門戶懸掛

的「水菖蒲」，早以外觀呈鐮形、開

出美麗花朵的「唐菖蒲」取代；以往

間作以增加茶園土壤肥力的魯冰花

（黃花羽扇豆），早被換成廉價的化

學肥料。

有些可供利用的外來物種被現代

科技取代而自生，或是逸出「歸化」

後，大規模改變原有的植物景觀，成

為「入侵植物」。像是最初可能為了

提供大量而穩定的蜜源，引進而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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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寬葉馬偕花自藥草園逸出後，肆虐於

台灣中南部。

↑ 假吐金菊為原產美洲的外來物種，偶被誤

認為原生種山芫荽。

↑ 小花蔓澤蘭入侵台灣後，排擠原生種蔓澤

蘭的生存空間。

壯、入侵的第一道、也是最有效的防

線；若是若干因素使得原生物種族群

消失，原有的生育地便成為外來近緣

物種成長、繁殖的溫床。在台灣，許

多菊科、豆科、禾本科、茄科及旋花

科物種歸化，成為台灣最大的外來入

侵植物分類群，其中不乏許多台灣民

族以往所採用的民族植物，以及傳入

後改用、甚至是誤用的植物種類。因

此，成為民族植物的外來物種往往具

有趣味的流傳野史，值得大家留意。

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刈除、防

治的大白花鬼針；具有藥效的寄生植

物：日本菟絲子、匍匐草本：小花寬

葉馬偕花，與攀緣性灌木：香澤蘭引

進後，經過自然或刻意的散播，不僅

大幅改變地貌，也危害栽種與原生植

被的健康。

此外，新引進的外來物種，可能

因為具有相似的化學成分、生物特性

或外觀，取代原先被應用的民族植

物。常見於都會公園草坪的矮小多年

生草本：「假吐金菊」，便常被誤認

為罕見的草藥「山芫荽」；「小花蔓

澤蘭」由於外觀與成分相似，已能取

代原生的纏繞藤本植物：「蔓澤蘭」

作為青草藥用；全株具有濃郁香氣的

菊科灌木：「美洲闊苞菊」，便被

許多民間草藥愛好者誤認為另一種草

藥：「艾納香」。由於近緣物種間常

具有相似的生長習性、物候、棲地需

求及天敵，當外來物種進駐時，常與

近緣原生物種競爭上述資源。若是當

地的原生植群健全，生長及繁殖情況

良好，原生物種便是抵禦外來物種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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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名　千日紅屬

樂

↑ 七夕七娘媽生日時，油飯、胭脂與「圓仔花」

是必備的貢品。

科　　名　莧科Amaranthaceae

外來種

一年生、多年生直立至斜倚草本，莖二叉分支，表面被絨

毛。葉對生，橢圓形至長橢圓形，先端圓鈍至銳尖，基部

楔形。球形或圓柱狀穗狀花序頂生；紫紅色花瓣5枚，披
針形，先端漸尖，表面或基部被絨毛；雄蕊5枚，花絲癒
合成管狀，雄蕊筒5裂，裂片深2叉；胞果為宿存雄蕊筒包
被。種子扁圓形，具光澤。

別　　名　圓仔花

英 文 名　Bachelor button, Globe amaranth

Gomphrena globosa  L.

千日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莧
科

千日紅原產熱帶美洲，可能是大

航海時代經荷蘭人引進亞洲栽培，遂

成為台灣民族植物之一。植株直立至

斜倚，全株被毛，能生長在較乾燥的

環境。

千日紅的花色豔麗而持久，是製

成乾燥花的好材料；以往漢人農

曆七月初七祭拜織女或七娘媽

時，總會加上一束千日紅一同祭

拜。傳說七娘媽是未成年小孩的

守護神，台南市的七娘媽廟每年

七月初七仍會循古禮，請當年剛

成年的人前往祭祀，以感謝七娘

媽過去的照顧。千日紅是客家人

於男丁新生時，製作「新丁粄」

陪襯的花材之一；也是西拉雅族

常栽培並奉祀「阿立」的花材之

一。

另外，在台灣南部人工常踩踏或

刈草的草地或荒野，另有斜倚或匍匐

而生的「假千日紅」，花序較小且為

白色，在許多草地及操場旁開出球形

至圓柱狀無柄的穗狀花序，外觀與千

日紅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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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千日紅栽培出白花品系，與歸化種

「假千日紅」相似。

↑千日紅的葉片橢圓，對生於草質莖上。

↑粉紅色品系的千日紅。

莧
科

相似種比較

↑ 假千日紅為匍匐至斜倚草本，歸化於

台灣平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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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名　文珠蘭屬

藥 用 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科　　名　石蒜科Amarylidaceae

Crinum asiaticum  L.

石
蒜
科

文珠蘭

↑ 膨大的子房壁內含大型種子，能隨海潮傳播。

↑ 文珠蘭的花呈輻射

狀開展，花瓣細長

且反捲。

廣布於印度至中國南部、

琉球與日本。台灣海濱地區可

見，並廣泛栽培為景觀植物。

許多具有美麗花朵的植物，中

名常被冠上「蘭」這個字，在

分類學上卻不歸入蘭科之中，

文珠蘭便是一例。文珠蘭的葉

片大型，線形的葉片具光澤，

基部淺色且肉質，環抱於莖

上；葉叢中伸出直挺的花莖，

開出一朵朵雪白的花朵，不論

是成片或零星生長都極具觀賞

價值。

文珠蘭的果實也頗具特

色，球形的果實先端具有一枚

長喙，當果實成熟開裂後，花

莖便會倒下，讓裡頭灰白色的

大型種子滾出。可別以為它就

這麼安身立命地在老家繁衍，

生長在海濱的它，輕飄飄的種

英 文 名　Giant crinum lily, Grand crinum lily,

Poison bulb, Spider lily

大型草本，具球莖及直立莖。葉肉質，帶狀線形，

先端漸狹，基部鞘狀而抱莖，表面光滑且微具光

澤。繖形花序具多數花，苞片線狀長橢圓形，先端

驟漸尖。花白色，花被裂片廣線形；雄蕊花絲纖

細，白色帶紫色。蒴果近球形，先端具喙。種子球

形或圓形，先端具鈍角，種皮灰白色，海綿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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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花瓣中央有纖細且呈紫紅色的花絲。

石
蒜
科

↑ 文珠蘭的植株大型，以往常被栽種於地界上以供標記。

子能隨著來去的潮水傳

播，到下一個灘頭靠岸

萌芽。

文珠蘭的植株顯

眼、栽培容易，加上植

株大型，不易刈除，因

此廣受各民族栽培為景

觀植物，甚至刻意種植

為地界之用。許多山區

民族也衍生出其他用

途，達悟族人以往用它

的汁液塗抹於患部藉以

止血，排灣族人則摘取它的葉片，天

氣熱時敷在額頭上避暑，賽夏族人則

把它的葉鞘烤火後，熱敷於患部藉以

化瘀；這些利用可都是藉由它肥厚的

葉片，內含豐富黏稠的汁液而達成的

喔！在濱海而生的達悟族人眼中，將

文珠蘭淺色的葉鞘灑入海中能吸引魚

群的注意；用傳統製程製造石灰時，

需要用文珠蘭的葉鞘封閉陶甕，藉以

蒸煮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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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名　天南星科Araceae

花
期

屬　　名　海芋屬

食 藥 用 樂

↑ 果序上布滿紅熟

的漿果。

Alocasia odora  (Roxb.) C. Koch

姑婆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肥厚的葉柄間抽出包裹著綠色佛燄

苞片的「肉穗花序」，花序上聚生了

大量的單性花；雌花群聚在花序基

部，雄花聚生於花序中段，花序末端

則有錐狀的附屬物。雌花成功授粉

後，佛燄苞邊緣便逐漸枯萎，留下苞

片基部緊緊地保衛著雌花，讓它慢慢

地長成果實。漿果成熟後，佛燄苞基

部便像剝香蕉皮般地裂開，露出鮮紅

色的外觀，吸引貪吃的鳥獸攝

食。在台灣，尚能在野外

看到同屬海芋屬的「台灣

姑婆芋」。台灣姑婆芋

又稱「尖尾芋」，葉片

如手掌般大小，先端漸

尖；花序也比姑婆芋小

一號。除了在野外生長

外，台灣姑婆芋也被當成

姑婆芋廣泛分布於東亞及東南亞

一帶，台灣低海拔山區及蘭嶼、小蘭

嶼海濱至淺山林下可見。姑婆芋是台

灣低海拔與平地常見的大型多年生

草本植物，能在遮蔭、半遮蔭的森林

或路邊發現它寬大的卵形葉片，有時

葉緣皺褶呈波浪狀，加上葉片光亮，

植株又極為耐陰，因此成為室內觀葉

植栽。在野外，全年皆可看到姑婆芋

英 文 名　Giant upright elephant ear, Night-scented lily

多年生直立草本，葉廣卵形，先端漸尖，葉基心形

至戟形，表面光滑，葉緣全緣或波浪緣。佛焰苞長

橢圓狀披針形，肉穗花序先端銳尖，綠色。雄花位

於肉穗花序上半部，雌花位於下半部，其間具群聚

的不孕雄花。漿果成熟時呈鮮紅色。

← 肉穗花序由下往上有：雌花、

不稔花、雄花與附屬物。
↑  姑婆芋的葉脈成為墊料上自然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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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種比較

↑葉片心形，葉柄盾狀著生於葉基。

園藝植物栽種在庭園、花圃中。

姑婆芋寬大的廣卵形葉片是

許多人在山區遇到驟雨時，順手

採用的「克難雨傘」；也是遊客

撿拾野果時，信手捻來的「臨時

包裝紙」。其實走一趟傳統市

場，許多魚販攤位上，仍用滿山

遍野生長的姑婆芋葉片作為襯

墊。雖然姑婆芋的全株具有晶

簇，誤食會引起消化器官的灼

痛，汁液觸及眼睛會造成劇痛，

但是只要避免折斷葉脈或記得洗

手，姑婆芋的葉片還真是好用的

環保餐具跟雨具。

雖然救荒時需要用大量清水

稀釋「草酸鈣晶簇」後才能供人

們取食，豬隻倒是能忍受姑婆芋

帶來的灼熱感，因此成為傳統部

落餵豬的飼料之一。此外，行走

於山林間潮溼處時，一旦被台灣
↑ 台灣姑婆芋的葉片與佛燄苞邊緣較小。

常見的蕁麻科植物「咬人貓」咬上一口

時，可善用一旁的姑婆芋汁液塗抹於傷

口處，具有緩解酸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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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名　Dasheen, eddo, Green taro, Taro, Water taro

科　　名　天南星科Araceae

屬　　名　芋屬

2 3 4 5 6 7 81 9 10 11 12

食 藥 用 樂

芋是多年生作物，埋藏於地底的

塊莖表面具有一圈圈的葉痕與鬚根，

層層包疊的葉柄先端頂著心形葉片。

肉穗花序外具有淺黃或稍深色的

佛燄苞片，包圍著中央的花序軸，花

序軸自基部往上為雌花區、不稔花

區、雄花區及先端附屬物；在雌花區

綠色的雌花間，參雜著些許淺色或白

色的不稔花。您瞧過長出走莖的芋頭

嗎？以往部分學者認為此一具有長走

莖的類群應為一獨特的變種：檳榔芋

（C. exculenta  var. antiquorum）；然
而根據近年來學者的論點，野生的芋

具有大而明顯的主塊莖與長走莖，主

塊莖旁偶具有小而多的側塊莖，長走

莖先端可長出葉叢以進行營養繁殖；

此一特性在馴化歷史較短的族群中較

為常見，偶見於長期栽培的族群，因

此應為一不穩定的形態特徵。

科　　名　天南星科Araceae

Colocasia esculenta  (L.) Schott in Schott & Endl.

外來種芋

多年生常綠草本，具塊莖，偶具長走莖。葉廣卵形

至卵心形，先端銳尖，邊緣全緣，葉基心形，綠

色，盾狀著生；葉柄褐色或至少近基部帶褐色。花

序腋生。佛燄苞白色，長橢圓形，捲曲狀，先端漸

尖，中央明顯驟縮；肉穗花序花單性，雌花區綠

色，不稔區域纖細，雄花區白色；附屬物細長。

↑ 芋以往是許多原住

民族的主食，現多

為養生或副食品的

來源之一。

芋原產熱帶亞洲，包括中國南部

與印度，並廣泛栽培於熱帶及亞熱帶

地區，根據人類學者的推論，水田栽

種的芋原應為東南亞等地的主要栽培

作物，直到在水稻馴化成功之後，水

稻方成為水田的主要作物，至今仍以

水耕芋為主食的地區僅存太平洋諸島

民族與蘭嶼的達悟族。台灣全島各民

↑ 除了小米以外，芋也可以

製成排灣族的奇那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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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的佛燄苞僅展開一個

小縫讓傳粉者進入。

族雖有栽培並食用芋頭與

芋梗，但仍屬達悟族人與芋

頭之間的關係最為密切，不

僅栽培環境有水田與旱田之

分，直接蒸煮後食用的口感

也與台灣其他地區生產者不

同。不僅如此，芋頭更在達

悟的生命禮俗中不可或缺。

↑葉叢生於地下塊莖先端，葉片盾狀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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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名　芋屬

別　　名　山芋

科　　名　天南星科Araceae

Colocasia formosana  Hayata

台灣青芋

台灣青芋多生長於海拔

1500m以下潮溼山區，是台灣
常見的林下植物。台灣青芋的

佛燄花序短於葉柄，若不撥開

心形的葉片，實難發現它綠白

的花序；剝開佛燄苞後，常有

成群的果蠅飛出，這些果蠅是

被它花序先端附屬物所散發的

氣味吸引而來，成為台灣青芋

傳粉的媒介。

雖然台灣青芋的塊莖曾經

供人類食用，但是經過多次水

洗後，嘗過的人卻表示不堪入

口，因此除非萬不得已，還是

別為了口腹之慾而取用它，不

過許多原住民族都有採集塊莖

餵豬的經驗。除此之外，台灣

青芋的葉片也是野外用來盛

水、野食的環保器具之一。 ↑ 佛燄苞邊緣不甚張開，花期結束便枯萎，僅留下

佛燄苞基部綠色的部分。

2 3 4 5 6 7 81 9 10 11 12

食 藥 用 樂

多年生，具塊莖常綠草本，具走莖。葉廣卵形至卵心形，

先端銳尖，邊緣全緣，葉基心形，盾狀著生葉柄；葉柄綠

色。肉穗花序腋生，佛燄苞白色，長橢圓形，捲曲狀，先

端漸尖，中央明顯驟縮；雌雄同株，雌花區綠色，不稔區

域纖細，雄花區白色；附屬物短於佛燄苞片，不外露。漿

果長橢圓形，橘至紅色。

台灣特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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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芋是中、低海拔山區潮溼地可見的小型草本，具有寬心形的葉片。

↑ 果序成熟後漿果轉為紅色。

↑ 塊莖常伸出延長的走莖，藉以擴張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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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名　天南星科Araceae

花
期

屬　　名　半夏屬

藥

↑ 花序於冬末抽出，具有延長的附屬物。

半夏分布於中國、韓國、日

本與琉球。台灣北部中、低海拔

與海濱可見。為多年生草本植

物，每年初春由成熟的塊莖中央

抽出葉柄與花序。半夏具有細長

的肉穗花序以及外圍翠綠的佛燄

苞片，佛燄苞圍成管狀，在先端

開口處泛著紫色邊緣；中央的肉

穗花序由基部往先端依序為：雌

花區、雄花區以及細長且外露於

佛燄苞外的附屬物。

與其他台灣產天南星科植物

不同的是，半夏的雌花區花序軸

與佛燄苞合生，因此所有的雌

花皆向一側生長。野地裡的半夏

結實率甚高，在花季後往往可見

功成身退的佛燄苞包裹著米粒般

的米色漿果，等待落地後生根發

芽。半夏的葉片為三出複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別　　名　地文、三不掉

英 文 名　Crow-dipper

Pinellia ternata  (Thunb.) Breit.

半夏

塊莖球形。葉柄常具有一不定芽。葉少數，小葉3枚，卵
狀長橢圓形至長橢圓形，先端漸尖至銳尖，葉基銳尖至

鈍。花序梗長於葉柄，佛燄苞綠色，先端圓，簷部披針

形，開口帶紫色緣，內部中段具隔；肉穗花序直立，雌

花區花序軸與佛燄苞癒合，附屬物絲狀，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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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燄苞的內簷將花序軸區分為雌花區與

雄花區。

↑ 果實成熟後將佛燄苞基部撐開。

三片小葉的基部時常可見帶有金屬光

澤的顆粒，這可是半夏繁殖的祕密武

器。除了米粒般的漿果外，葉腋間閃

亮的不定芽落地後，也能長出一顆成

熟的個體，這也難怪半夏總是成群出

現在嚴冬方才離開的草地上。

半夏是具有毒性的中草藥，生的

半夏塊莖會對口腔、喉頭、消

化道等處之黏膜引起強烈刺

激，少則口舌出現麻木感，若

服用過量則會灼痛、腫脹、流涎、嘔

吐、全身麻痺、痙攣，甚至呼吸困難

而死亡。然而適量並去除其中的生物

鹼後正確使用，內服有化痰、止吐，

外用則能消腫止痛。
↑ 三出複葉上具有褐色的不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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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名　千年芋屬

食 藥

↑ 肉穗花序從基部往末端，分別由雌花、不稔花、

雄花與附屬物組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Xanthosoma sagittifolium  (L.)
Schott in Schott & Endl.

外來種千年芋

科　　名　天南星科Araceae

英 文 名　Cocoyam

別　　名　旱芋、山芋、四年芋

原產南美洲，引進並栽培

於台灣低海拔山區及平野。

隨著栽培人口的成長，加上生

活環境相似，千年芋出現在台

灣低海拔山區的數量與地點日

漸增多。千年芋的植株大型，

葉形與外觀皆與廣泛分布的姑

婆芋神似；然而姑婆芋的心形

葉基具波狀緣，基部的耳突圓

鈍，不若千年芋的心形葉基常

為戟狀，耳突銳尖；此外，千

年芋的葉柄直接與葉片基部邊

緣相連，不像姑婆芋盾狀著生

於葉背。

千年芋寬大的葉片也能如

姑婆芋般權充野外的臨時小

傘、墊料、小碗或水杯，供野

炊或健行者使用。不過，千年

芋的地下塊莖可食，在許多部

落中稱為「山芋」，與姑婆芋

多年生草本，葉卵形，全緣，葉柄綠色。佛燄花序單生或

數枚聚生於植株近頂端葉片間，佛燄苞卵形至橢圓形，中

段緊緊包裹中央的肉穗花序，宿存；肉穗花序單性花密集

排列，雄花區長於雌花區，雌花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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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種比較

↓ 千年芋的塊莖內呈白

色，具有白色乳汁。

↑千年芋曾於二次大戰期間由日本人引進台灣作為救荒糧食。

↑ 紫柄千年芋的葉片較為狹長。

有毒的地下塊莖有所不同；然而

它們都是大型的天南星草本，外

形神似，若是無法分辨，還是遠

觀而別輕易褻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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