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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大陸透視 法令天地 資通安全 科技新知 健康生活 生態保育 文與藝 友善校園、快樂學習 其他

是目前28座地方原住民文化館中最高大雄偉的建築，亦是全國第一座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教育研究及文化中心。

悠遊原藝—臺灣原住民世界中的博物館悠遊原藝—臺灣原住民世界中的博物館

臺北市凱達格蘭文化館臺北市凱達格蘭文化館

◎李莎莉

　　妳(你)可知道早期在總統府前的介壽路為何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嗎？妳(你)是否知道在臺灣北部地區最早的平埔族群是凱達格蘭族人嗎？介壽路的

改名為的是要紀念與傳承在地凱達格蘭族的文化歷史，而臺北市有許多地名都是凱達格蘭族人的話語，例如艋舺(萬華)、八頭(北投)、八芝蘭(士林)等。

想要了解凱達格蘭族、平埔族群及臺灣原住民各族群的文化歷史，不妨到北投的溫泉觀光景點之一，凱達格蘭文化館走一趟。

凱達館外觀 二樓平埔展區

　　民國92年7月正式開館的凱達格蘭文化館，位於北投溫泉博物館的斜對面，對面為新北投公園以及最具綠建築代表的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隸屬於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由於地處臺北都會區，交通便利，具有多方優勢，如搭捷運北投線到新北投站，再步行5分鐘即可到達。

由8樓眺望綠建築的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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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舍整體概況共為10層樓，是目前28座地方原住民族文化館中最高大雄偉的建築。地下一樓為藝文特展空間，提供原住民藝術創作者、文化工作

者、影像紀錄者等團體展示。一樓為原住民諮詢服務空間／文物展售空間，設置文物展示區；除販售原住民文物工藝、紀念品外，另設置諮詢服務功

能之資訊服務台，提供遊客有關館務活動、主題導覽等諮詢服務。二樓是平埔族群展示區，透過多功能電子媒介（電視牆放映）及多層次展示空間

（文字、圖片、模型等展示），呈現平埔族群的起源、分布區域、生活樣貌等。三樓為介紹各族群文化的展示區及小劇場，以影像放映、平面展示等

展現臺灣原住民各族的風貌，並定時推出劇場，表演原住民的神話傳說故事。

　　四、五樓為會議及表演空間，設置挑高燈光及音響等設備，提供各界交流會議使用外，也可成為小型表演場地。六樓是原住民主題圖書室，設置

原住民主題圖書空間，收集原住民相關資料（書刊、國內外雜誌期刊、研究文獻、影音資料等），提供從事原住民研究者及關心原住民議題之社會大

眾，相關資訊的取得管道。七樓樓層自97年12 月起，暫借給客委會使用，成為臺北市北區客家文化會館。八、九樓為技藝研習空間，採活動式之隔間

設備，不定期舉辦研習課程或提供教學場地，是學習原住民手工藝、族語之良好場地。十樓為行政空間，供行政主管、業務單位人員辦公場所。

四樓的高機體驗區 大門口有趣的裝置藝術

地下一樓特展區
三樓日常器具展區2

　　該館提供免費參觀，經常舉辦文化與研習活動：如「南島文化祭」一月一族系列活動、「神話傳說故事館」話劇表演、「Mi Ha Hai」原住民傳統

樂舞、原住民文化創意藝品體驗營，以及凱達格蘭文化系列活動配合在地溫泉活動，如湯花戀等。

　　該館主要任務在傳承都市原住民的文化、語言、歷史、藝術，設計為全國第一座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教育研習及文化中心，展現原住民當代藝術文

化之優勢，提升文化能見度，建構都市原住民生活網絡，增進族群競爭力，以文化技藝研習、語言教育訓練、資訊網絡及文化藝術為發展主軸；並運

用文化產業展售及原住民技藝研習，加強與溫泉業界合作，發展異業結盟，以共同舉辦大型活動等方式，進行行銷知性之旅與文化觀光的串聯，同時

活絡地方的文化產業。

　　經常到北投泡湯的朋友們，不妨撥一點時間到凱達格蘭文化館，進行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藝術的深度之旅。

（作者任職藝術廣場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作者任職藝術廣場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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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恐龍滅絕、滄海桑田之巨變、仍孑遺活存於世界，銀杏是極為寶貴的裸子類活化石植物。

有植物「活化石」之稱的銀杏（下）有植物「活化石」之稱的銀杏（下）

◎陳文樹

　　自距今2億5,000萬年前的中生代侏羅紀起，銀杏樹便已在地球上生長得極為茂盛，是當今全世界最古老的孑遺植物，在約五十萬至一百萬年前之冰

河時期，銀杏曾面臨滅絕的危機，幸而有一部分能安然度過而留存至今。從遺留的銀杏化石結構組織來探測，可以知悉兩億多年前的銀杏樹，居然與

現在的銀杏樹幾乎完全相同，無愧其活化石的稱譽。目前，天然野生的銀杏樹林已經甚少，大都為人工栽植的群生林木；在中國大陸常是改以嫁接或

插扦方式來栽植銀杏，俾視如經濟作物般地獲取銀杏樹所結成的白果。

　　裸子植物大都是高大的木本植物，甚多巨木、神木級的古老樹木，幾乎俱是裸子植物。臺灣的原生裸子植物計有蘇鐵科、杉科、穗花杉科、三尖

杉科、紅豆杉科、松科、羅漢松科以及柏科等8科、17屬、20種和8變種，當中僅屬臺灣特有且其他各地皆無的裸子植物則有13種和5變種，彌足珍貴。

屬於銀杏科的銀杏樹，固非為臺灣原生之裸子植物，然而卻可於臺灣地區中、高海拔之山林中，順利成長壯大。

銀杏株體枝葉和種子的生態構造銀杏株體枝葉和種子的生態構造

　　屬落葉性喬木的銀杏，其植株為雌雄異株，樹幹可高達25公尺，樹徑則可達4公尺，幼苗樹皮呈淺灰色的平滑狀，長大後轉為灰褐色且具有不規則

之縱裂；根與莖的構造和同屬裸子植物的松樹相似，但未如松樹一般會泌生脂液。枝椏頂端常有3至5枚的葉片叢生在一起，葉片呈扁扇形狀並具長

柄，葉片中央端緣會出現淺裂，雌株尤為明顯，葉脈之間並無橫脈相連。在所有的裸子植物中，銀杏葉子是少數具闊展開來之扇狀者，極易於識別，

而葉片的奇特形狀，乃是銀杏顯著有別於其他植株的特徵。入秋後，葉片會轉呈黃紅之色，再紛紛飄落墜地，因此在深秋或嚴寒季節觀賞銀杏樹林，

常會感覺彷彿只剩些許寥落的葉片，猶掛飾於幾近空疏的枝幹上。

　　銀杏樹常在4月下旬至5月中旬之間開花，球形花卉生長於短枝的葉腋處；雄花的雄蕊呈穗狀，每一雄蕊各有2勺花藥；雌花有長梗，頂端具有兩

叉，叉端並各附生有胚珠，每一胚珠日後會發育成一顆種子。胚珠於受精後，來自雄花的花粉先在花粉腔中發芽而成為管狀，花粉管再伸入珠心組織

中發育。每年8至9月間所結出具長梗的種子，在10月時即趨於成熟；它們不會結成果實而是直接從枝椏上長出種子。銀杏種子於成熟之際，外形呈卵圓

形，與杏樹種子頗為相似，且其外種皮係肉質化，會有一層銀白色的粉屑狀，故名為銀杏。只不過，成熟時會變為黃色，同時散發出一種辛辣且帶有

毒性的臭味；骨質的中果皮則變為白色的硬殼，有兩條縱稜；最內的內果皮乃一層紅色的薄膜，包覆著可以食用的金黃色種核，種核即是通稱的白

果。

　　銀杏雖有承耐寒冷天候、強風吹刮和抵抗害蟲侵擾的強韌生命力，但株苗於成長過程或移栽期間卻勿澆水過多，否則若因土質過黏、妨礙排水，

將使銀杏樹根浸泡過久，根系腐爛，導致株苗死亡。另有一非常特別之處，即是根部已經爛壞的銀杏居然仍會拖延一陣子方才放棄生命， 亦即根部已

爛死的銀杏在後續一段時期， 株體仍能發芽並長出小葉，這如同人體已經「腦死」、軀體卻仍活存之情形，直至樹體內的水分、養分耗盡，枯萎的枝

條方才停止長葉並終結其生命；反之，有些被移植的銀杏會在移植後的1至2年內一直斂縮而不長出新葉，但枝條卻不會枯萎乾縮，表皮仍光滑清新，

至第3年才再開始萌長新葉，這種彷似「幼眠」般的特性，又被森林園藝界的專家戲稱為銀杏的「假死現象」。

　　在適合栽植銀杏的地區，所植造出的整片銀杏樹林，得兼收蘊涵水源、防風定沙等保護水土以及淨化空氣的功效，對改善林相、保育林產具有重

要的意義。銀杏木質柔軟而細密，呈淡黃色光澤，向有「銀木」或「銀香木」之譽；紋理直、易於加工塗漆、結構佳而不會翹曲裂開、耐腐蛀能力頗

強，並會散發獨特的香味，得供建築或製作高級家具、樂器、工藝品及雕刻品。

密長成簇的銀杏葉 銀杏葉子具有細長的葉柄，葉片會呈中裂 

應用於醫藥上之功能應用於醫藥上之功能

　　在中醫界，認為白果具有潤肺益氣、治療喘縮、擴張微血管、促進血液循環等療效，尚可使肌膚爽潤，整平面部皺紋。但若不慎誤食銀杏外種皮

的毒素，則會有嘔吐、腹痛、腹瀉、昏迷和呼吸困難等癥兆，繼而出現抽搐、神智不清的現象，嚴重者還會因呼吸衰竭而危及生命；解毒的方法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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瀉清胃，和以5%至10%葡萄糖液靜滴俾稀釋毒素、加速排泄。相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後的翌年春天，即有一棵銀杏樹

苗率先破土冒出綠芽，因此遂普遍盛傳銀杏可以抗阻輻射的訊息，但此點則尚未經過科學上的證實。

　　早在千餘年前， 我國中醫界便以銀杏做為重要的醫療兼食補藥材，但全球最早獲享以銀杏製成藥品之專利權者則是德國人。在德國，曾有醫藥界

的學者從銀杏葉內萃取成分，經科學試驗分析發現其葉中所含的黃酮體、雙黃酮體、銀杏內酯類化合物?等物質，能活化血小板，避免血液凝結成塊，

同時得使血管擴張，促進動脈、靜脈的血液流動，因此可廣泛性地用以預防心血管疾病、腦血栓與中風。主要的原因乃是，黃酮體具有抗氧化的作

用，可使身體免受自由基（Triphenylmethylradical ，是指體內性質不穩定的離子，乃因其電子未屆達盈滿之數，故必須拉取附近電子加入其中以保持安

定，遂名為自由基）的干擾。現今，若干由銀杏葉萃取提煉的製劑，已獲德國醫政部門核准得以做為許多疾病的合法用藥。

　　另美國紐約醫學中心在1997年公布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自銀杏葉中提煉出的一種名為EGb761的物質，得減緩老年癡呆症的病情惡化，並活化人

體腦部功能，增強記憶力。美國紐約醫學中心的實驗人員，曾讓309名老年癡呆症的患者服用EGb761之萃取製劑後，發現患者病情惡化的速度比服用安

慰劑的對照組病患減緩甚多，也發現彼等的記憶力顯有改善。紐約醫學中心並讓受實驗者分別服用40mg、120mg與240mg的銀杏樹葉萃取物，再檢測其

腦波反應，結果發現服用劑量愈高的銀杏葉萃取物，所產生的認知能力、意識清晰程度皆愈明顯。然而，銀杏也可能與其他藥物像是阿斯匹靈等產生

作用而引致危險，故必須在醫師指示下服用，即便是以白果做為藥膳用材，也宜由中醫師診斷服用者的體質，再依中醫師指示之用量食用。

臺灣溪頭的銀杏樹林，再過不久即可大量結出種果－即「白果」了臺灣溪頭的銀杏樹林，再過不久即可大量結出種果－即「白果」了

　　臺灣亦不難見到銀杏樹的蹤影，例如南投縣鹿谷鄉的大崙山區和臺灣大學溪頭實驗林區，即分別有全臺灣最遼闊的天然生長暨人工植造銀杏林

區，彌足珍貴。尤其在溪頭的臺大實驗林區內，於距離神木1.8公里處，所栽植一大片由逾百株銀杏樹構成的樹林區，乃是全臺灣最具規模的人工植造

銀杏林，其樹型粗碩高拔，茂然成林，林下植立有解說牌，可讓原本對銀杏未甚了解的遊客，體認其刻正處於珍貴的銀杏森林內。咸信大家在目睹整

片?密成林的銀杏樹之後，必將對它的高雅風情愈加著迷；而鹿谷鄉則得繼擁有「凍頂烏龍茶之鄉」的令名後，另再冠添「臺灣銀杏之鄉」的美譽！

　　銀杏樹林和孟宗竹林暨占地最廣的杉木林，並稱為溪頭森林區的三大林景；每逢入秋時分，原為翠綠濃密的樹葉會轉為亮麗耀眼的橙黃色，至深

秋將盡、冬意悄然降臨大地之際，倏即紛紛飄落地面，愈發散逸其詩情畫意之美。而溪頭森林區附近，則有若干頗具知名的觀光旅館，特地選用銀杏

樹那圓扇形狀且帶有長柄之葉片作為其代表徽記。由於屬裸子植物之銀杏，在30至90樹齡時僅能結出為數稀少的種子－「白果」，大都是在逾九十歲的

高齡之後，才會大量結出種子；而溪頭的銀杏林樹齡已達八十餘年，故約再數年即可見到它們陸續結出大量的種果，屆時勢將吸引甚多的識寶之客前

去瞻睹其風采。

結　　語結　　語

　　2億5,000萬年前便已出現於地球上、歷經恐龍滅絕、滄海桑田之巨變，仍孑遺活存於世界上的銀杏，是極為寶貴的裸子類「活化石植物」。在臺灣

或其他國家的城市中，甚少見到以銀杏做為行道樹的景象，這或許和它必須歷經極久的時間，方能開枝散葉的漫長生長期有關；倘能以銀杏植成夾立

於路旁的行道樹群，必將愈增風情。日本東京的明治神宮外苑和東京車站附近，各有一條馳名遐邇的銀杏林蔭大道，從明治神宮外苑直行前往聖德太

子紀念館的「青山通」，便是由近約一百五十餘棵銀杏樹構組而成的大道，經常成為拍攝秋景的景地，並屢出現於電影、電視劇中，東京市民並將銀

杏樹譽稱為「東京之樹」。

　　臺灣各地的街道，雖然甚少見到銀杏之植株，但臺北市部分的公園或大學校園內，仍可發現銀杏的芳蹤麗影，例如臺灣大學地質學系前的園景

區，便長有一株栽植於日據時期的銀杏，除冬季會飄落葉片，顯得較為稀疏外，通常則呈顯枝葉茂密、蓬勃青翠的景象，容係臺北都會區內最美麗的

銀杏樹了！

（作者任職於郵政研究所）（作者任職於郵政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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