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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景觀美化上、水土保持上，或食用、藥用方面均有其價值，確實值得大量栽培及推廣。

楊梅與恆春楊梅楊梅與恆春楊梅

◎沈瑞琛

　　請問您吃過一種叫做「樹梅」的蜜餞嗎？那甜中帶酸、酸中帶甜猶如初戀般的滋味，是否讓您覺得意猶未盡，難以忘懷呢？

　　俗稱「樹梅」的蜜餞加工品，其實它真正的學名叫做「楊梅」（Myrica rubra Sieb. et Zucc.），屬於楊梅科(Myricacea)楊梅屬(Myrica)，別名又稱銳葉楊

梅、椴梅、樹梅或朱紅。李時珍《本草綱目》中記載：「其形如水楊子，而味似梅，故名。」

　　楊梅植物在運用方面已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因其果實酸、甘、溫，故有「酸甘化為陰，甘溫養陽。楊梅有從陰補陽，從陽補陰之妙，故可止渴，

和五臟，能滌腸胃，除煩憒惡氣」之功效；此外楊梅也常被進行加工，或以酒浸之、以糖漬之、以鹽藏之，或醃脯製乾，甚或做成果醬、果酒、果汁

以及罐頭。除果實有多種用途外，楊梅的樹皮、根皮亦可入藥，樹皮還可製成染料。而楊梅的樹性則甚強健，抗風、抗污染、抗病蟲害力均強，且根

部有固氮的根瘤菌寄生，在貧瘠的土地上仍能成長良好，非常耐旱耐瘠。其樹高可達十數公尺，樹冠呈圓傘形，樹姿優美，葉片綠而有光澤，極適合

當作行道樹、庭園觀賞樹、誘鳥樹、綠籬等。

楊梅之植株 呈地墊式灌叢型態之恆春楊梅

　　　楊梅科在臺灣僅有１屬２種，屬為楊梅屬；至於２種，除上述提及之楊梅外，尚有另一種為臺灣特有且稀

有的「恆春楊梅」(Myrica adenophora Hance var. kusanoi Hayata)，別名又稱青楊梅或小葉楊梅。在分類上該科植物因

花被極端退化且非以蟲媒傳粉，而與木麻黃、殼斗、蕁麻、胡桃等部合稱為葇荑花序類。

　　楊梅大多為喬木，樹高可達10至20公尺；有腺體；小枝光滑或幾近光滑；葉常叢生於小枝頂端，長５至７公

分；單葉，互生；雄葇荑花序單生，數個簇生或多個成圓錐狀，有時前端有雌花；雄花生於苞腋；雌葇荑花序多

腋生，雌蕊單生於苞腋；核果呈球形；雌雄同或異株。恆春楊梅則為小喬木或灌木；高度常受生長環境影響而有

極大差距；小枝有毛；葉為倒卵長橢圓形，葉長２至５公分，葉厚紙質；花亦為葇荑花序，雌雄異株；果實為核

果，橢圓形。楊梅與恆春楊梅之葉背均具痂鱗，兩者差別在於楊梅之葉基楔形，葉緣上部三分之一處有鋸齒，果

為圓形，徑１公分以上；恆春楊梅之葉銳心基，葉小於７公分，二分之一處有鋸齒，果為橢圓形，徑１公分以

下。此外楊梅新芽紅色，樹枝深綠；恆春楊梅之芽蒼綠，樹枝白灰綠。

　　無論是楊梅或恆春楊梅，其族群對環境的適應力都很強，兩者均屬陽性植物，喜歡陽光充足的地方，對乾

旱、強風和貧瘠的土壤耐受性高，能在ㄧ些較惡劣的環境，如稜線或衝風區存活，其生命力相當強韌。

　　楊梅植物之族群散見於臺灣全島低中海拔之森林或灌叢中。地處桃園縣之楊梅鎮，其鎮名係由「楊梅樹」而

來，而楊梅也是楊梅鎮的鎮樹，因臺灣開發初期該地區集落附近有很多野生的楊梅樹，曾陪伴先民們走過披荊斬棘的歲月，且已融入當地的開拓史

中。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及土地的大量開發與利用，野生的楊梅樹已漸漸消失，目前大多以人工方式栽種，繁殖方式則採播種或扦插；又為利於果實

之採收，樹姿均已矮化。相對來說，楊梅生長速度較為緩慢，由種子萌發到能開花結果的成樹常需要５至10年的時間，這可能是楊梅不易大量推廣、

普遍栽植成為經濟果樹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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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利吉層之恆春楊梅

大頭茶擠壓生存空間 恆春楊梅之花

 

　　至於恆春楊梅之植物族群，生態幅度狹窄，在恆春半島靠近太平洋海岸線之山區衝風處，是為人習知的分布地

點；目前族群數量較多的生育地則分別為旭海、九棚、出風鼻等地。其族群於衝風地多呈灌木狀，避風處則為小喬

木。因其僅見於此地之特殊性而被稱為衝風灌叢之指標種，通常以地墊式灌叢之型態出現於受風坡。

　　其族群之消長與周遭環境之變化頗有關係，原本多數人認為山區放牧或燒墾將影響其生長，惟經觀察發現，放

牧或燒墾對其族群數量所造成的影響不見得是負面的。就以旭海草原的恆春楊梅族群為例，十多年前，該片草原仍

放任民眾隨意放牧，那時期草原上的恆春楊梅族群數量頗豐；惟今年經筆者再重新前往調查，由於草原已管制放

牧，致使大頭茶族群趁勢大肆繁殖，形成草原上最優勢之樹種，反而擠壓了恆春楊梅的生存空間，導致族群有減少

之趨勢。另經前人調查，以開花豐欠情況比較而言，在適度保持燒曠跡地所形成之草生地上的恆春楊梅，可多出三

分之一的結實量，因而本植物可謂乾生適生種，適當地火燒或乾生環境對其生長、分布反而有一定程度之助益。

　　恆春楊梅之族群分布除上述所提及之地區外，在臺東縣197縣道之公路旁，屬於利吉泥岩層明顯出露處，由南

之富源、利吉、鸞山，及往北之寶華、電光、池上，直迄花蓮富里一帶亦可發現其蹤跡。有趣的是，經調查發現其

族群分布可說是「隨著利吉層走」，且均位於北或東北坡，海拔高度則在100至300公尺間。而生長在這些泥岩層生

育地的恆春楊梅植株外型，完全不似恆春半島上低矮或地墊式的灌叢相，其植株多為小喬木，最大胸徑甚至可達20

至30公分，高可達６、７公尺，花期也較恆春地區來得晚（恆春為１至３月，此地為８至10月），除此外，其葉、

花、果等外觀特徵並無二致。其族群實際上也可說是臺灣東部特殊化育地（岩泥地）的指標植物。

　　恆春楊梅的繁殖方法可利用播種或扦插繁殖，播種繁殖須以層積溫度處理來解除休眠，發芽情況並非良好；扦

插繁殖存活率較低，且生長緩慢。恆春楊梅的樹型優美，果實鮮豔可愛，近年來常被當做盆栽或庭園觀賞樹種。也

或許因其族群繁殖不易，再加上市場的需求日漸增多，恆春楊梅之野生植株這幾年被大量濫採，尤以恆春半島為最，族群數量已急遽減少；更嚴重的

是大部分被盜採的植株是雌株（因其會有滿樹結實纍纍、鮮紅欲滴的景象，比雄株來得賞心悅目且更添繽紛），實為其族群生存與繁衍埋下潛在的危

機。畢竟昔日在恆春半島還算常見的物種，如今卻只能在少數地區才有緣相見，怎不令人為其續存擔憂呢！

　　楊梅與恆春楊梅，其在自然生態上都有一定的地位，本身又具多用途，無論在景觀美化上、水土保持上，或食、藥用方面均有其價值，確實值得

大量栽培及推廣。惟該如何突破其在族群繁殖及生長上的劣勢，並在利用及保育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未來研究上的重要課題。

（作者現為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經營管理組助理研究員）（作者現為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經營管理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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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豎立陶瓷或泥塑的風雞，具有鎮風避煞，護宅保平安的意義。

風雞的故鄉－烈嶼風情風雞的故鄉－烈嶼風情

◎林金量

　　烈嶼又稱小金門，位於金門本島西南方，居金門與廈門之間，地處大陸福建省東南方九龍江口外、廈門灣內，

並包括大膽、二膽、復興嶼、猛虎嶼、獅嶼等諸小島，距離大陸最近者只有5,000公尺，在昔日戰略位置上可以說是

「外島中的外島、前線中的前線」。

　　烈嶼鄉行政區域劃分為５村，分別為林湖村、上岐村、西口村、黃埔村、上林村，人口總計約八千人，總面積

16.228平方公里。烈嶼鄉風景名勝羅列，有展現豐富史蹟的823紀念碑、文化館、戰史館、八達樓子，以及遠近馳名

的將軍堡、鐵漢堡、勇士堡、保生大帝廟、媽祖廟、關帝廟、烈女廟等；更有蜿蜒的濱海大道、白色晶瑩的沙灘及

波濤壯闊的海岸。主要特產有香酥芋頭、竹葉貢糖、各類海鮮等。樸實的農村景色、傳統的閩南聚落，更呈現出離

島獨有的魅力。

　　風雞是小金門特有的民間信仰，是小金門的吉祥物，能鎮風煞、辟除邪魔及化解風水沖煞，守護著村社家戶。

全鄉現存風雞約二十二隻，基本造型為蹲臥和立姿，外觀神情隨匠師發揮創作力而各具特色，都在表現風雞長保斯

土、佑護斯民的蘊涵。風獅爺是大家對金門的第一印象，卻鮮少人知道風雞。事實上，風雞與風獅爺一樣，都具有

鎮風避煞、護宅保平安的意義。風雞是小金門特有的民間信仰，亦是小金門的吉祥物，如同風獅爺之於大金門。

　　晉朝王嘉撰《拾遺記》記載：帝堯在位時，有衹支國進貢「重明鳥」，眼如雞，鳴則似鳳凰，能驅除妖怪，搏

擊豺狼虎豹。唯此鳥獻予堯不久，便飛離；有時一年回來數次，有時幾年均未返，人們咸盼其能常返，皆灑掃門戶

以待之。重明鳥未至時，便以木雕或金屬鑄其形安置屋上，同樣有驅邪之效，妖魔鬼怪均望而卻步。古籍對雞具有

神力亦多有記載，例如：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的「巽為風為雞，雞鳴於五更者，日至巽位，感動其氣而然也」；西漢劉安《淮南萬畢術》記「雞羽

焚之可以致風」；李時珍《本草集解》「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為泥」；宋朝蘇軾所撰《格物麤談》有「竹雞叫可去壁蝨、白蟻」。

　　小金門的西方、南塘、東坑等地外緣，皆豎有泥塑的公雞，前二者雞身漆成白色，村民稱為「白雞」，也叫「風雞」。相傳很久以前小金門地區

有一戶善良的農家，平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作勤奮，過著簡單樸素、與世無爭的生活；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無情的旱災、蟲

災、風災吞食了農家的田園，粉碎了他們的夢想。農夫面對滿目瘡痍的農田及搖搖欲墜的房舍，對人生的未來充滿惶恐與猶豫。正當他們一籌莫展、

瀕臨絕望之際，忽然從遠方飛來一隻紅冠白羽的風雞；雙翼展翅，昂然挺立，牠踏過的每一個地方，馬上又恢復往日的生機。農夫為了感謝上蒼的厚

愛及風雞的恩澤，特別將風雞的神采豎立在村落旁及屋頂上，成為後代子孫供奉、追念、膜拜的對象。

　　烈嶼供奉白雞之各聚落，均分布在西、北方位上。諺語有：「近山多雨、近海多風」。村舍濱臨海岸，缺少山丘屏障，強烈東北季風來襲，首當

其鋒。昔日先民深受風害之苦，印證今日造林之功。

　　島嶼多強風易生白蟻，昔日以木造為主的廟宇深受白蟻侵蝕損壞之害，因而以混凝土塑成的白雞座落於廟宇附近，隱含啄食白蟻防災之意。公雞

有守時報曉功能，嘹亮的叫聲似乎是要斥退邪惡與黑暗，迎接希望與光明，表現勇敢與信心，這樣的民間信仰，又賦予白雞民俗靈力。風雞面朝強勁

季風吹襲的方向，則隱含著擋風的用意，後遂衍生成白雞具有鎮邪制風煞的作用；因此村民在屋頂豎立陶瓷或泥塑的風雞，就是期待牠的鎮風煞、驅

邪避災、護宅保平安。

　　古時「白雞」，今日稱為「風雞」。「雄雞一鳴天下曉」，祈願風雞能為世界帶來希望與光明，斥退邪惡與黑暗，衝破風雨如晦的長夜。鄉內南

塘、西方、東坑等聚落均有風雞的足跡，歡迎大家蒞臨烈嶼，探訪饒富情趣的烈嶼鎮鄉之寶－風雞。

（作者是金門縣縣議員）（作者是金門縣縣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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