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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竹類在台灣所生長的，大概有麻竹、刺竹、桂竹、烏

葉竹、綠竹、箭竹等六大類，在農業時代，帶給人類編織等使

用最廣闊的材料，並每家每戶老少都會編一些粗糙用具來使用

外，搭蓋屋舍或架設橋及河裏運送人物等的竹筏（竹排）和籬

芭、樂器等外，採取它的纖維打繩及製紙類等裡，最多的是竹

編類在貧富家庭都有擺設及使用，一般家庭不必購用外，行商

及公職人員、醫學類者及富豪家庭要購用，擺設精緻編織的細

密，並加羱上生漆及亮光透明的桐油精品，有「𥺆䈪」類有手

提及一對用挑的類似「籮䈪」圓形，而分多層盛貴重禮物，在

喜慶裝送嫁娶親及生日祝壽等的禮品，或門窗竹簾涼蓆及早年

竹、木組合成的娶親，富豪人家或出巡官員

及神明遶境等，及一般老弱或病危者乘座的

各種不同型式「轎」和換季衣裳存放「衣櫃

籠」，及竹製桌凳廚櫃等外，比較粗糙的籃

筐、雞鴨籠、畚箕、茶魚䉂、紙籠、炭籠、

米篩等，及有編織師傅製的毛籣、背箕、麻

籬菇、米蘿、圓篩、籠床及籠床蓋等竹編

類，最多在使用家具，竹又用於建築或籬

芭，圍籬裏的彈性最佳，而在屋周邊及飼養

雞鴨或通路邊的危險處設圍來防止安全等，

另架設橋及渡過河的竹筏（竹排），魚柵、

蝦公笱、毛蟹笱、上水笱等，用途在農業時

代是不得缺少的材料，是蒼天賜給人類的使用，並可採它的幼

芽「竹胎」，竹筍在烹飪，並曬乾或醃製在週年可享用的美味

菜餚外，連竹葉、竹筍殼、及竹枝（竹修仔）、竹瓤等全都無

損失是先民對生態愛護，並保育的勤儉節省習慣傳承美德，在

時代的演變裡，在流亡台灣政權帶來貪念，而大量破壞自然生

態帶來末日臨頭有何用的享福日子，害後裔們走上無法無天行

為，使社會的亂偷風俗入腦手段丟棄了列祖列宗冒險渡過黑潮

大浪，在寶島費下心血，我們不得在此消失好嗎。

在台灣，無論是栽種或天然生長的竹類中，從最大形的麻

竹談起⋯麻竹高達四五丈及二十公分粗大，是有天然及栽植的

都生長陰瀝裏的原因，是怕被狂風颳得連頭並根

倒下的淺根植物類，很容易從根盤斷裂無法在根

盤發芽出新筍延伸生長，並它適合生長在陰溼處，

可生出粗大的筍，給人類烹飪用，有更採起的生

筍，切塊煮肥湯或多半燙煮熟撈起剖開兩片或四片

用大瓷缸醃，或酸筍或曬乾的筍乾外，生長兩年內

的幼竹可砍來製紙類或打竹繩等，並竹葉可採來包

粽類，最適合材料裏要燙過來後，每片疊層整齊綑

綁小把存放來包粽仔外，老竹可採來架設輸水用的

水筧（道）裏，所有竹類竹幹部份會有彎弓向的配

合地勢而架設，從泉源冒湧出口下方挖個水窟儲

存OK，並下方出口處架設第一支麻竹水筧的竹頭

竹類與用途漫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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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前端方式沿路放排好水筧接

輸送方式距離到目的地後，從水

源的起點處開始選竹的依照山勢及竹彎曲

勢方向的頭尾間水手竹勢上向，必削除三

分之一，並留竹頭第一目（節）外，全支的

竹目要修葉來通水後，採一些丫形樹枝來撐住

水簡，使輸水時可撐穩固方式，在每支同樣架設

的流來水在下枝筧頭架設在下方來接送至使用處，

是必在每支的架設穩單使用年的水流暢通，和苗眉竹

及桂竹的架設類似外，苗眉竹及桂竹是用鐵棒打穿竹目

來輸送方式不同原因是麻竹粗大長，而無法撐起來用鐵

棒打通方式，而用削棄方式外，削棄的不會受凋落的葉類阻擋

塞住，苗眉樹兩者經常被雜物塞住的不通，水流的速度由架設

時的斜度有關，要配合使用需要而施工的順序，使水暢通外，

麻竹配合桂竹搭蓋屋舍裏的柱棟桁樑主要結構來配合桂竹編織

圍牆壁，並蓋屋頂外，剖竹篾片綑牢固方式或屋頂蓋茅草或稈

棚等，多半用桂竹片打掉竹目來蓋的好處，是不必每年加蓋或

翻修及強盜、生番出草等，放火不容易著火的好處在早年的經

濟缺乏，在鄉下到處可見閂鑿及榫頭方式組合的簡便屋舍的蹤

影。在另麻竹橋有三支拼合或多支拼合的是配合地方的需要寬

度，而搭建外一般橋有水平形或弓形及多渡架設和河中不加橋

柱棟避免洪水等外，在急流處怕行人頭暈，而多加欄桿可扶手

之用外，在架設麻竹的橋面裏要加橫式固定橋面不散開及縫隔

不使腳盤卡住的穩固通行的，各處綑綁用黃藤皮或竹篾片來綁

取鋪設使用外，橋的兩端必堆起馬頭的石 ，並壓住鋪設竹的

穩固，而不容易被沖斷等。麻竹又可造竹排（竹筏）來渡河的

必採取每支竹頭前端有弓彎式的來拼排，使船前端作為船頭行

駛，一般竹排從一公尺至二公尺餘的寬

度都有，由使用乘載量來配合及長度

是每支生長的開枝上三四目處長

度約五、六公尺之多，在拼排好

竹筏面類似竹橋在間隔半公尺

綁一度橫向押住手衡固的簡單

組成渡河運人質的運輸工器，

在農業期被編「撐船歌」的山

歌流行至今，無論是舟或竹排在

河裏維生的到處都有，而在行舟中

撐船阿哥會問長問短或介紹各地的人

文史跡裡，插一些山歌來吸引乘

客來對唱等，化解一天裏疲勞並快

樂，是當年行船者的生活過月，

麻竹葉是最適合採來包粽仔類

美食品裏有它的特殊香味

添加在粽仔裡，外面採的

生竹葉最適合包（鹼）

粽的香味，或曬乾存放

來使用，必每片堆疊起

約十公分厚一把方式用禾

稈（乾稻草）綑存使用不

皺完整在周年可不缺貨等。   

其次是「刺竹」，在住家

屋後方栽種，主要原因是可防盜夜間的搶劫外，可防狂風暴雨

的刷打外，可和麻竹類似可用以蓋竹屋的支架材料，及適合製

作「牛軛」（牛擔）的方式是首先用兩枚厚木板上畫出牛軛形

各一半片刻出模型，夏初竹類發新芽的竹筍用模板押住，使生

長的幼筍依模型溝長出成形後，約一年可剝開模形至三年後可

取下需要部份修整使用，因竹類是空心植物很容易散熱功能，

而牛肩不被燙傷等，另刺竹的彈性好取來扛東西用的竹幹，

或剖片制作挑物品的擔竿（扁擔），或和麻竹都可取來制作水

壺同樣盛水或食品的一目（節）外，可取多目的長度盛水夯

（扛）到園處或工寮飲用及煮食等，刺竹發出粗壯的竹枝可當

手提的把手外，可削棄竹青皮份減輕及留下竹瓤不容易龜裂耐

用好材料，在農業期使用外，它的竹筍非常苦味性，而不採來

食用。

「苗眉竹」的竹瓤很厚，竹幹比桂竹粗大一些及生出的竹

筍有帶細毛並有苦味帶甘甜，及竹筍量無桂竹筍的半數，原因

是它只有兩年內的幼竹根才會發筍芽，並不像桂竹在每節竹根

目就會發筍芽主因，苗眉竹的竹幹頭約三十公分以下的每節

只有五公分間隔密集竹目，在竹筍出土約十五公分長就要採

取，不然再長的筍很苦，而產量不多原因。苗眉竹用於蓋

房子時的營架來施工外，在農業期的專靠苦力年代之多，

另在喜喪事時，臨時搭蓋的帆蓬及蓋竹屋的桁樑是最適合

材料，及製作家具類的扁擔最佳有彈性，使挑夫比較不會

疲勞等，所以在山歌裏編有竹擔于歌曲在表演場非聽的一首

歌就是指苗眉竹所製作的竹擔竿而來。    待續下期

籮 搖籃

蓋 仔

毛 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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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事： 山區石壁或林緣經常可以看見土人蔘，它的莖、葉多汁翠綠，摘採當蔬菜食用非常可口。它的花開的小而艷麗，種子紅紅的讓人

愛不釋手。它的根肥厚，長的很像人蔘；因此大家都稱它為「野蔘仔、山蔘仔」。到野外採集一株種在家中花盆，不久就會變成

一整盆，開花時，淡紫色的花，能讓家中帶來暖暖的氣氛，而後紅色珠粒的種子，更能給家中帶來喜氣，因為此時已近年節了。

 ◎圖文∕戴德泉　拍攝地點：東村

科 屬：馬齒莧科、土人蔘屬

學 名：Talinun paniculatum（Jacq.）Gaerth.

別 名：野人蔘

客 語 名：野蔘仔、山蔘仔

生長環境：低至中海拔石壁、路旁、林緣。

特 性：多年生草本

莖   ：光滑，多汁，少分枝，常帶紫、綠色。
葉   ： 螺旋排列，基部對生，無托葉；橢圓形至倒卵

形，先端漸尖至銳尖，光滑肥厚。

花   ： 成聚繖花序而後排成圓錐狀，粉紅色；花瓣5；

雄蕊5至多數；花柱3裂；萼片2，早落。

果   ： 蒴果紅或橘色，3裂或不規則裂。

土人蔘

客
語
新
詩

十殿閻王圖 之一
生死簿在若个手頭項

人間生命个夭壽、短長

簿仔項寫到幼幼詳詳

牛頭馬面，鬼差使卒一出

黃泉路麼人也走毋死

上到孽鏡臺鑑照

行善抑係積惡一面一面重現

在世行善施德个人

行過金橋銀橋往生極樂天堂

在世善惡參半个人

送審各殿閻王判決轉世投胎

在世惡多善少个人

送審各殿閻王判處苦難地獄

總係分人愐毋解

行上金橋銀橋

往生極樂天堂个魂

全全官帽官袍

毋知係毋係畫毋著

還係孽鏡臺

出吔麼个問題

時間：107年7月28日上晝9-11點
地點：臺灣客家文化館（銅鑼客家園區）

講題：長流水 
講師：客家詩人邱一帆先生

～歡迎前往聆聽～

十殿閻王 之二
功勞無上金銀橋

頭七鑑照孽鏡臺

陽間做壞積惡業

二七定著魂過來

在世欺負善良人

又拐又騙梟灰人

佔人錢財號土地

傷人身體陷害人

貪財貪心枉殺生

奸奸詐詐出賣人

賊手賊腳害人命

活大地獄受苦刑

各人功德各人修

各人惡業各人擔

為著鬼道來做七

還係世間來行善

 
◎

文
／
邱
一
帆

好客文學 作家
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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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文∕邱瑞君

構建自主防災社區一直是我們員林社

區想做的一件事情，有鑑於近年來聽到很

多的地方降雨造成山區嚴重土石流、堤防

潰決、橋樑沖毀、路基流失及居民房舍遭

土石掩埋等，導致當地民眾生命、財產及

重大公共工程之嚴重傷害及損失。員林社

區為加強社區成立自主防災，以發揮守望

相助及同舟共濟精神，自主完成警戒、疏

散、引導及安全收容目標。當發生土砂災

害導致聯外道路塌陷形成孤島，公部門無

法即時救援災時，社區居民能互助互救，

減少傷亡或將災害降至最低。

在因緣聚會認識了苗栗縣紅十字會張

中隆總幹事，每次提到社區自主防災演練

要如何做，張總幹事問我員林村想辦社區

自主防災演練嗎？我告訴張總幹事這是我

們很多年前就想做的事情，但是問了幾個

公家單位都沒辦法出錢辦理社區自主防演

練，既然張總幹事可以幫忙我們員林社區

做「構建自主防災訓練」我當然會邀請社

區鄉親一起來完成這個活動啊！於是我和

張總幹事達成共同的理念，我們就開始籌

畫員林村自主防災社區行程規畫表。

因為我們員林村（員林社區）比較特

別分了三個小

部 落 （ 小 南

埔、屯營、下

員林三個部落

進行三場自主

防災演練的村

民的說明會，

讓村民知道什麼是自主防災演練。

第一站︰員林村下員林三聖宮辦理第

ㄧ場社區自主防災說明會，第二場在崇聖

宮珍喜文康中心辦理說明會，第三場在屯

營社區活動中心辦理說明會，感謝苗栗縣

支會紅十字會陳主任的詳細說明，讓鄉親

瞭解防災的方向，更感謝主席邱梓增，代

表黃順源，村長溫伊柔，村長爸溫森

銶，社區理監事及鄉親們的踴

躍參加，讓自主防災說明會辦

的成功圓滿。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自主社

區防災課程為期三個月，感謝

鄉親的踴躍參與，社區辦理自

主防災社區教育訓練，歷經三場

次的說明會及一次教育訓練洗鍊

後，出席人員更加踴躍，從第一

次40多人，第二次50多人到第三次課程之

後越來越多鄉親一起來參與到3個月課程結

束突破大約500餘人次，在南庄地區出席

狀況實屬難得，課程中也有代表會邱主席

分享歷次災害經驗，增加互動性，本活動

已逐漸展現效益。

構建自主防災社區
南庄鄉員林村(員林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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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防災說明會
106年12月9日辦理員林社區辦理千守護家園員林村自主社區防災演

練活動。《本活動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補助辦理》，擬定社區防災演練計

畫、逃生路線規劃、緊急避難場所規劃、救援物資儲存管理、通訊設備、

防災相關圖檔、緊急通報系統等。結合在地相關單位與資源，使民眾熟悉

各種備災避難運作流程，並藉由實際演練檢討改進使符合社區需要。

建置防災資料庫：研究社區弱勢族群之受災影響、進行獨居長者、幼

童與行動不便人士居所調查與其撤離路線與方式、建構災防與災後重建資

源網絡等。

今天感謝紅十字會總會高專員，議員鍾東錦秘書林維森、嘉義紅十字

會嘉賓及所有長官、鄉親ㄧ起參與社區自主防災演練，今天在演練的過程

整個男主角是由我們村長爸溫森銶帶領員林社區守望相助的隊員ㄧ起共同

演出，在整個演練的過程逼真，演員都很賣力演出，讓員林社區自主防災

演練圓滿落幕。 在此感謝員林守望相助隊全體隊員，苗栗縣政府消防局，

苗栗縣政府警察局，社區志工及苗栗縣紅十字會志工的協助，讓今天自主

防災演練圓滿成功。有您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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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文∕李湞吉

也 算老照片（二）

消失了的紋面國寶
民國75年冬，南江村永承宮慶成圓滿集福建

醮，放水燈之日，我拎著相機在醮區找尋鏡頭。

在熙來攘往的群眾中突然眼前一亮，這位住在東江

新村的泰雅族戴婆婆，獨自挂杖緩緩而來，我趕緊

南庄國小三楓香
這張照片攝於民國70年代。畫面中間那棵楓香樹，就長在

緊靠文化路邊邊坡上，底下民居建議砍除，校方為安全考量也

從善如流，是最先消逝的；左邊那棵，在90年代一次風大雨大

過後之假日，順勢臥倒瞑目，算是壽終正寢，學校還隆重舉辦

祈福送終儀式；僅存的右邊這棵經樹醫鑑定診治，也已截肢去

頂，四週支架牢靠保護，現已枝繁葉茂四季展現不同風貌。不

過不再是我們那年代的學生爬竿戲耍之所在了。

「羊屎烏」不見了
民國101年冬，盛兄要我拍幾張這棵百年「羊屎烏」（杜英

樹）週邊的照片，他說也許有人要來開發這地段。今年（107）

媽祖遶境踩街時，從十三間中山路底，左轉到戶政事務所上方

時，嚇見朗朗青天毫無遮攔。這棵小時上學前（40年代），

常冒寒先拐來樹下，撿拾果實當零嘴的「羊屎烏」樹竟不見蹤

影，心裡不免悵然若失。再想世上哪有永存之樹？長對地方或

許能存活更久一點。跟人一樣，消亡是註定的，遲早而已。經

此一思，也就釋然。

九芎樹
民國70年代，有一天跟阿福到蓬萊大湳老家山

上採藥草，也順便到18林班巡視曾經去過的牛樟枯

木處看有無新生成的靈芝（牛樟芝）好刮。

從高山青橫越到月球石的途中，看到山溝邊一

棵要三人才能合抱的超大九芎樹，令我大開眼界嘆

為觀止。這棵樹齡沒有千年也該有幾百年吧！

匆匆30年又過去，這棵沒礙到誰，又無特別經

濟價值，令「山老鼠」覬覦（如牛樟、紅豆杉）的

普通樹種，該還很健在的安享牠的山中歲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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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按下快門。之後又陸續發

現三位賽夏原住民紋面長者，也都

一一入鏡。暗忖「今天真是好運連

莊」，之後卻悔恨太「儉省」幻燈

片，不敢多拍幾個角度。現苗縣僅

餘泰安兩位紋面國寶，南庄早就沒

了。兩三年前，無意中發現家

住鹿山的泰雅戴姓青年也紋了

面。驚豔之餘，也曾到鹿山拍

了他一些照顧果園工作的照

片。可惜聽說去年因搜集虎頭

蜂蜜而意外身亡。原民的紋

面文化也隨時代環境潮流之

變遷而消逝了。

▲泰雅戴姓青年的紋面

▲賽夏原住民紋面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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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此一紀念文物石柱可說是偶然的奇遇。早年在南庄國

小讀書時，必走乃木坡石階，可看到大禮堂講台旁乃木大將武裝

全身木雕立像，聽過乃木親臨南庄，關懷體恤鄉民、師生，泥坡

難行，率先捐款築路，鄉民飲水思源，歷史感情，親切取名乃木

坡（日語乃木崎）的軼事。日俄大戰，乃木將軍以身作則，大公

無私，讓二子親赴前線，雙雙為國壯烈捐軀，更是早期故鄉家喻

戶曉，津津樂道的忠烈故事。

南庄公學校（國小）校歌（意譯）
	 馨香撲鼻		櫻花滿開	 汗流浹背		鍛鍊體魄

	 綠意盎然		松樹茂盛	 蒼松本色		吾輩標竿

	 朝日普照		光輝耀目	 乃木將軍		一代忠烈

	 堅毅吾輩		南庄公校	 踏乃木坡		堅忍前進

歌辭在砥礪師生薪火相傳，充滿懷念乃木，溫馨、自信、

忠誠的期許，顯露重情義南庄人的本性。

1957（46）年8月奉派返母校南庄國小服務擔任教職，整個

大環境尚存排日風氣，社會避講日語，不談日本情事，以免遭受

誤會，徒增麻煩橫禍。在此情境下，有一天，某報副刊突刊登了

日本乃木大將的故事，顯得自然又獨特。其中提到二次世界大戰

後，聯軍駐日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二度親臨乃木墓園獻花致

敬一事，尤顯突出。蓋當時麥帥駐日位高權重為督導輔佐，日人

重建，並實行民主政治之領袖，以戰勝國至尊之統帥，向戰敗國

的乃木軍人致敬，令人驚訝不已，原來麥帥也敬佩日本一代名將

忠義精神，重其節也。

全文敘述乃木高風亮節的德操和忠誠謙遜的精神，簡明扼

要，史實義理具備，期勉國人激勵全民，無論文武大小人物能重其

精神，感人至深，數讀不厭，為一好文，彌足珍貴，即剪報收存。

1963（52）年9月11日葛樂利颱風侵襲南庄，暴雨驟降，

南庄鄉公所後前方護河堤，被水沖毀，激流成河，分駐所前街上

部份房屋，首當其衝瞬間全毀，我家同為受災戶，所有傢俱物品

含前剪報，同時流失，與難民避住南庄教會，未久，遷往南庄舊

郵局前相鄰乃木坡上端的南庄國小宿舍居住。

某日傍晚，獨坐圍牆外石頭上納涼，目睹乃木坡石階，觸

景思人，緬懷

一代名將，想

到其民胞物與

的胸襟，若

有所思，目

注身旁一大

堆廢土石，

發覺一石柱

頭突出，隨

手挖掘，獲得完整原始乃木坡石柱(附件二)，原石柱何時被拆棄

置，何人所為，眾說紛紜已不可考。認為鄉土文物史蹟存有歷史

意義，大環境雖略有疑慮，又恐日久被搬移掩埋散失，幾經思

慮，毅然搬回宿舍收藏，希望有一天還原史實，原柱歸還故鄉，

或許鄉親能見賢思齊，發揮忠義情操，親土愛鄉。

1972（61）年轉任公務員，到台北服務，1975（64）年全

家遷居台北，原收藏宿舍石柱，考量自己為中央公務人員身分，

當日時空，仍易引起誤會，考量再三，不宜攜往台北住所，再藏

於宿舍後牆外隱密處潛藏。

1991（80）年三月，有機會參與中央公務人員出國進修研

究，前往日本筑波大學，專題研究日本司法考試制度六個月，研

修期間住學校松代區專屬研修者宿舍，室友四人，其中一位是

大阪教育大學小林正雄教授，因其父曾任台灣嘉義某國小校長，

相談甚歡，閒談中提到乃木大將在台日各種軼事，我也透露非常

偶然機會收藏石柱一事，小林教授認為歷史史蹟文物珍貴，盼我

返台後相片相送，十月將乃木石柱相關相片寄送筑波大學小林教

授，他又將相片轉送日本中央乃木會。

乃木大將，在日武德盛享尊崇，被譽為“軍神”，與我民

間相傳關公的忠誠節義故事相互輝映，傳為美談。民間有乃

木會，中央乃木會，總社設在東京都港區赤坂，專司紀念事

務、出版書刊。十二月收到中央乃木會謝函及致贈紀念品，並

將台灣南庄“乃木坂”登錄在中央乃木會報第83號。（平成4 

(1992)年7日1日刊）(附件三)，無意間竟成一件民間文化交流。

待續下期

鄉土史蹟乃木坡石柱收藏記
(上)

 ◎  文∕劉正男    圖∕戴得泉

一 二

為【送溫暖愛心基金】捐款芳名
106年聖誕愛餐參與人士 ＄10,042
大安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
葉明貴 ＄3,000
劉　壽 ＄1,000

為【南庄人刊物專戶】捐款芳名
張竹玉 ＄1,000
潘榮貴 ＄2,000
詹增祥 ＄1,000
戴素梅 ＄1,000
劉正章 ＄2,000
陳木桂 ＄1,000 
林秀男 ＄1,000

林晃輝 ＄1,000
劉松茂 ＄1,000
羅光政 ＄1,000
賴廣吉 ＄1,000
葉仁龍 ＄1,000
客家委員會106年度補助 ＄50,000
南庄鄉公所106年度補助 ＄4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