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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蕨類臺灣的蕨類

◎ 李慶恭

　　所謂蕨類植物，是一群不會開花、不會結果，具有維管束構造，且以孢子繁植的植物家族，它們具有明顯的世代交替現象。在植物學上，以植物

的形態、構造、親緣關係，以及演化程度為分類基礎，將植物分為藻類、地衣、苔蘚植物、蕨類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又依植物體內維管束的

有無，大分為維管束植物與無維管束植物兩類群。蕨類中的木賊科、石松科，早在三億四千萬年前就已是維管束植物原始的一群。

　　在陰涼潮濕的環境中最容易見到蕨類植物。輕翻葉背，找找看有沒有孢子囊群，成熟的孢子囊群通常是深褐色、鐵眾色或黑色。另外，蕨類植物

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它們的嫩芽通常捲旋如『？』形，而後漸漸展開為葉子。

　　電影「侏羅紀公園」中，恐龍生活的森林是由高大的植物組成，連樹蕨也高大如巨木。那麼高大的蕨類為何會跟著恐龍滅絕？據植物學家推測，

可能是在大型蕨類興盛的石炭紀，地球造山運動正劇烈，火山爆發頻仍，導致特大型蕨類在地球上消失，僅餘中小型株體存留下來；也或者是種子植

物的出現，造成植物社會重新洗牌，蕨類從主流植物變為非主流地位。

臺灣有種數豐富的蕨類臺灣有種數豐富的蕨類

　　地球上約有一萬餘種蕨類，臺灣的蕨類已知至少有六三三種，其中約六十種為特有種，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十。臺灣不僅蕨類資源豐富，單位面積

的蕨類種數更居世界之冠。

　　臺灣蕨類植物種類為何如此豐富？根據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資料，蕨類植物的組成原則是，熱帶地區種類豐富度優於溫寒帶地區、潮溼地區優於

乾旱地區、恆濕地區優於乾溼季明顯地區、地形變化大的地區優於沒有或缺乏變化的地區、山區優於平原地區、棲地多樣化的地區優於缺乏變化的地

區、氣候多樣的地區優於沒有或缺乏變化的地區、種源來源多的地區優於缺乏足夠種源的地區。

　　綜合以上原則，我們便可以歸納出臺灣蕨類豐富的原因：位於熱帶與溫帶的交界，使得臺灣可以同時擁有兩帶的蕨類植物。

　　地形方面，臺灣海拔高度落差極大，植被自然分化成熱帶、亞熱帶、溫帶、寒帶等區域，使臺灣可以兼容不同氣候帶的蕨類植物；臺灣受海洋氣

候調節，年降雨量豐富，利於偏好溫暖潮溼的蕨類植物生長。

　　冰河期所造成的植被帶昇降及海平面下降，使得臺灣與亞洲大陸相連結，不僅利於下降植被的遷移，避免大規模滅絕，且陸橋的形成也有利於彼

此物種的交流。舉凡全世界在冰河期曾遭受大規模冰河覆蓋的地區，其蕨類植物組成大都十分貧乏，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即屬歐洲（一五二種）和北美

地區（四○六種），在這方面臺灣可說是得天獨厚，臺灣未曾受到大規模冰河侵擾，不僅冰河期時蕨類未發生大規模滅絕現象，反成為許多北方物種

的避難所，增加了臺灣蕨類組成的多樣性。又，臺灣居亞洲大陸、日本琉球群島及菲律賓群島的樞紐地位，且彼此相距不遠，利於蕨類種源交換。

　　氣流系統方面，臺灣冬季的東北季風從日本、夏季的西南氣流從菲律賓群島及中南半島帶來孢子，造成臺灣高比率的邊緣分布現象，增加臺灣蕨

類組成的多樣性。東北季風帶來的冬雨現象，使臺灣低海拔形成北部恆溼及西南部乾濕季明顯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棲地系統，利於不同物種的生長。冬

雨也同時在東北部、東部海岸山脈及中央山脈南段等海拔九○○—一六○○公尺的地區，形成類似熱帶地區的山稜脊霧林，使專門生長在這種環境的

蕨類，如禾葉蕨科、膜蕨科、舌蕨屬等，得以入侵生長，更增加了臺灣蕨類組成的多樣性。

蕨類的葉片構造變化多端蕨類的葉片構造變化多端

　　蕨類的根、莖構造較一般開花結果的植物簡單，但葉片卻極為複雜多變，那也是最吸引人的焦點所在。蕨類分兩大系統：擬蕨類與真蕨類。擬蕨

類以莖為主體，構造簡單，僅具少數的維管束構造，如石松科、木賊科、松葉蕨科、卷柏科、水韭科等；真蕨類則以葉身為主體，維管束及葉片構造

複雜，如金星蕨科、鱗毛蕨科、鐵角蕨科等。

　　蕨類的葉片種類有不具分叉的單葉、二或三回羽狀複葉及裂葉，甚至更複雜細緻的多回羽狀複葉或裂葉（四或五回），那真是大自然最美麗的傑

作呀！

蕨類的用途蕨類的用途

藥用——

　　多種蕨類植物皆可供藥用，較常用的如瓶爾小草、海金沙、木賊等。

裝飾——

　　部分蕨類可製成裝飾品，如芒萁可做成美觀的籃子，金狗毛蕨製成的金毛狗飾品。

指標植物——

　　蕨類大都生長於潮濕環境，故常作為潮濕環境之指標；另外，芒萁常被作為酸性土壤的指標植物；頂芽狗脊蕨則作為鹼性土壤的指標植物。

食用——

自古以來人們即知部分蕨類的嫩葉、幼芽及根莖可以食用，臺灣最常見的食用蕨類有過溝菜蕨與山蘇（鳥巢蕨）等。

觀賞——

　　鐵線蕨、鹿角蕨即為觀賞蕨類的代表。其實，任何一種蕨類都有它獨特的美，或株形之美，或葉形之美，或顏色之美。

　　想觀賞蕨類，中、高海拔山區當然有，如果不想如此辛苦地爬山涉水，也同樣可以得到賞蕨之樂，例如北部的陽明山、臺中市郊的大坑、高雄市

的壽山和打狗山。如果連這些特定地方都懶得去，那麼，公園裡、溝渠邊、潮濕的空地、行道樹上，甚至家園的屋角牆邊?臺灣有傲視全球的蕨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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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到處都能找到它的芳蹤。

認識蕨，欣賞蕨，心思會跟著細緻起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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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情人湖」生態記行基隆「情人湖」生態記行

◎ 馬豫平

　　初聞「情人湖」這個名稱，您一定和我有著想同的想法——那必然是一處浪漫、絕美、清幽、隱密的人間仙境，心中並期盼著能早日造訪此一山

水勝景，看看「她」到底有何等魅力？

　　事實上，情人湖的確是個絕美的景點，它位於基隆市郊外木山一帶的山區，在群山環抱中，匯集各方溪澗形成一座天然湖泊，四週蓊鬱蒼翠的山

林，環抱一池碧綠的湖水，湖面漾著粼粼波光，映著山林倒影，加以早春時節，常有薄霧瀰漫整個湖面，不免讓人興起古人「陣籠寒水」的那份詩情

畫意，霧裡的情人湖的確是美得讓人陶醉！

　　就整體而言，情人湖目前大致仍保有自然原始生態，所以植物相繁複，森林生態系亦處於穩定狀態。

　　入口處右側有二棵高大的雀榕，雄糾糾、氣昂昂地聳立著，枝枒間已吐露出一叢叢的新綠，展現出一股旺盛的生命力。

　　沿著赭紅的階梯拾級而上，兩旁綠籬邊的空地上散生的黃鵪菜、紫背草、通泉草、霍香薊、大花咸豐草、紫花酢漿草??等，這些春天的草花，為大

地鋪陳了一片燦麗繽紛。

　　來到遊客中心，在階梯轉角處有棵青蔥翠綠的大樹，乍看之下以為是平凡無奇的榕樹，但細瞧之下卻不見那一綹綹的長鬍鬚（氣生根），實際上

卻是罕見的本土植物「森氏紅淡比」。登上平台，在面對遊客中心的右側，有一棵枝開葉展的紅楠，它有個奇特的別名叫做「豬腳楠」，早春時節，

你注意觀察它新生的芽苞就知道此一封號的緣由。

　　循步道蜿蜒而上，幾株臺灣欒樹早已褪了舊衫換上新裝，紅艷的珊瑚刺桐花序，昂然挺立枝頭，朵朵小花都是「綠繡眼」的最愛。

　　步道的頂端，湖光乍現，一泓碧綠的湖水，泛起漣漪陣陣，頓時感受到一股靈秀飄逸的氣息。湖的對岸，襯著一座弧形的小山丘，在這早春時

分，山丘上紅紅綠的新葉，深淺明暗、高低錯落，宛如畫家彩筆下的畫作，也像詩人吟頌的詩篇。

　　環湖路沿途的植被以成熟的次生林為主，喬木類主要以香楠、紅楠及陽性植物山黃麻、血桐、野桐、白匏子為主，其餘尚有低海拔常見的樹杞、

杜英、青剛櫟??等；第二樹冠層則以江某、頷垂豆、小葉赤楠、柃木、野鴉椿、水冬瓜、水同木、九節木為主；其中尚間雜著樹蕨類的筆筒樹、臺灣桫

欏；林下的植物相則更豐富，姑婆芋、鼠刺、菁芳草、通泉草、黃鵪菜、小月桃、火炭母草、大花細辛、山寶鐸花，還有蕨類家族的芒萁、觀音座

蓮、山蘇花、伏石蕨、鐵線蕨、鐵角蕨、腎蕨、水龍骨、海金沙、鬼桫欏、箭葉鳳尾蕨、半邊羽裂鳳尾蕨??，這裡真是個引人入勝的植物「大觀園」。

　　湖岸邊，有一大片「密密相思林」，遠觀其樹型像一團團的「雲朵」，所以有人稱之為「雲朵樹林」。如此茂密的相思林，應係人工栽植而成，

這可能與早期基隆地區開採煤礦有關，因為相思樹材質硬實，是做為礦坑支柱的最佳材料（防止岩盤崩落）；其次係因相思樹製成的木炭最為耐燒，

早年尚無電力供應，亦無瓦斯可用的時期，薪炭是民間生活最重要的必需品之一。

　　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季風及地形是影響氣候最主要的因素，而基隆地區位於東北季風的迎風面，是個冬夏均多雨的地方，故有「雨港」的封

號。正因為高溫多濕的氣候型態，造就了情人湖豐富的植物相，在這片綠意盎然的山林裡，更孕育了鳥類、蝶類、蛙類、哺乳類、兩棲類等許許多多

物種。

　　另外就水土資源保育而言，一片完整的森林，其植被必然具有喬木層、灌木層、草本層及枯枝腐葉層。這些「地表覆蓋」層，能完全吸收雨滴因

重力加速度對地表所產生的打擊能量，當然是最完善的保護層面。其次地表的枯枝落葉及複雜根系，亦能減緩雨水「逕流」的速度，有相當的保護作

用避免造成「蝕溝」現象。情人湖週邊生態系保存完好，近年來歷經多次強烈颱風侵襲及豪雨沖蝕後，仍然毫髮無傷地適存於世，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從吊橋附近的涼亭右轉，直通「老鷹岩」，登上岩頂，極目四望，正前方是一望無際的蔚藍海面，東邊可看到外木山陡峭的山崖，視線延伸到更

遠的海域中，還有一座孤懸的小島，那就是基隆嶼；左側則為瑪鍊山和突出海面的野柳岬，中間則為澳底漁港和一彎弧形的白色沙灘，景觀十分優

美。

　　若問「老鷹岩」名稱因何而來，並非以此地出產老鷹而得名。事實上，外木山區確實曾為老鷹的家，然近年來因人為過度開發，自然生態已有

「很受傷」的感覺，當然連帶影響老鷹族群亦日趨減少。至於「老鷹岩」名稱由來，係因為由對面的澳底漁村往回望，聳立山頭的這塊大岩石（成分

為砂岩），其外形猶如老鷹的頭部，再搭配兩側對稱且略呈弧形的山稜線，活脫脫就像隻振翅高飛的大老鷹。

　　由於情人湖位於外木山一帶山區，據資料記載，本區出露的岩層為「中新世」早期的木山層，它係由「陸台」沈積環境逐漸形成的，時間大約在

二千三百萬年前。岩層內含煤，並有三個可採煤層，厚度從三、五分分至五、六十公分不等。因木山層之岩層走向為由海岸向內陸傾斜，所以面向海

的坡面十分陡峻，而另一面則較為平緩，並多丘陵起伏，這種地形景觀一般稱為「單面山」。

　　在情人湖這個區域範圍內，經調查登錄的鳥種多達六十七種，蝴蝶更有七十多種以上，其他還有許多兩棲類、哺乳類、爬蟲類等各類物種，這些

都是彌足珍貴的天然資源。

　　說了許多關於情人湖的種種，是以野人獻曝的心情，提供您一個自然、感性、精緻的生態旅遊。美好的自然生態及景觀，是要細細觀察、體會、

接觸和學習的，它不只是用來烤肉、玩團康和唱卡拉Ｏ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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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濱散記》的作者「梭羅」，曾在「華登湖」畔獨居了兩年，並在靜思及沈澱的心情下，撰寫了這部文學名著。他在「大地回春」這個篇章

中，曾說過這麼一段頗有深意的話：「如果不是有這麼一片原始森林圍繞著我們人類所獨創的『水泥文化』，實在很難想像日子要怎麼過？身為『城

市獵人』，我們更需要不時的走入曠野來補充營養，免得心靈的養分流失殆盡。到森林來走走，跟松鼠說聲哈囉，聽聽畫眉鳥唱歌，不知不覺中，就

能穿透過這片『夜矇矓、鳥矇矓』般的霧林，與一座美若天仙的『處女湖』做第一次的照面。」

　　「情人湖」是個「傾聽自然」的好所在，尤其是在這浪漫又詩意的春天裡。且把俗事塵囂揮別腦後，好整以暇地來一趟「情人湖」生態之旅，把

心靈流失的養分澈底補充回來吧！

（註：基隆市文化中心編印有「情人湖公園解說手冊」，內有交通路線圖及詳細生態介紹，對「自導式」生態旅遊頗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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