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秉性好奇，浪遊過不少地方，見過不少

珍奇的花草樹木，上期本刊已登出拙文〈人

類與動物相處的感人故事〉，本文擬將與人

類關係較深的有趣植物提供數則，與同道分

享。

壹、東西琥珀與新舊琥珀廳故事

多明尼加產：有包蟲的琥珀

琥珀是松科植物的樹脂化石，其狀態透明

似水晶，色澤如瑪瑙。琥珀能製成各種裝飾

品，是古往今來世人重視的寶石。琥珀有血

珀、金珀、蜜蠟、金絞蜜、香珀、花珀、蟲

珀等類型。模仿天然琥珀產生過程、以松香

及昆蟲製成的產品稱為「人工琥珀」。

中國古代認為老虎死時，精魄隨即進入地

下，化為石頭，故稱之為「虎魄」，後改稱

「琥珀」。

四千萬年前，歐洲北部有大片森林。那時

氣候溫暖，樹脂由今日松杉的祖先植物裡淌

下。經過快速的地層掩埋、擠壓與地熱變

化，使樹脂逐漸變成化石。許多北歐大片的

地方變成了海底，這就是世上的琥珀大多出

產於波羅的海沿岸的原因。

丹麥是全球第一個發現琥珀的國家。在哥

本哈根我特別去琥珀博物館參觀，它共有三

層樓，展示內容豐富，且難得有中文說明，

除了有堪稱世界最大之一的波羅的海原石和

精美的琥珀古董文物外，還收藏了一些稀世

罕見令人嘆為觀止的昆蟲琥珀。

幾年後我們去波羅的海三小國，在立陶宛

首都一威爾紐斯，看到當地也有私人開的琥

珀博物館，收藏來自地上與海底的各種琥

珀，除展示首飾與各種精品外，還可出售。

地方不大，但精品極多，有些大塊的琥珀雕

成大船，在別處難得一見，精彩極了。琥珀

裡頭有包昆蟲，像蚊子、跳蚤或蒼蠅的，比

沒有包的要貴。千萬不要以為包有昆蟲，便

是有瑕疵，那可是大錯特錯了。因為琥珀在

形成過程有昆蟲不小心被松脂液體黏住而被

包了起來，比較難得，物以稀為貴，只是這

點外行人不易了解。此地琥珀品質據說比中

美洲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還要好，可惜價錢

不菲，只好拍照留念。我們在立陶宛的特拉

植物與人生
楊崇森＊

＊本文作者係紐約大學法理學博士，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顧問，前中央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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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古堡外面，看到有好幾家攤販出售紀念

品，其中尤以琥珀碎片黏貼的壁畫最有特

色，且價格便宜，許多人搶購。

一般人以為只有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有琥

珀，其實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也盛產琥珀，

國人可能不大知道。我在該國首都聖多明

各，看到特產店販售各式大小琥珀和龜殼

等，印象極為深刻。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俄國琥珀廳的故事。在

俄國聖彼得堡的葉卡捷琳娜宮，是彼得大帝

的女兒伊麗莎白女皇下令興建的夏日別墅。

華美的巴洛克式建築，堪稱世界建築史上的

一大精品。這棟金碧輝煌的建築與花園，超

像俄國版的凡爾賽宮，使用大量純金裝飾內

部與外觀。金碧輝煌的大廳，一間接著一

間，築成一條300公尺長的金色走廊。其中尤

以琥珀廳，全由琥珀與黃金裝飾而成，極度

奢華，深深淺淺的琥珀鑲崁出繁複的視覺效

果，最令人驚艷。

原來當彼得大帝與普魯士的威廉一世達成

同盟協議想對抗瑞典後，由威廉一世致贈了

大量琥珀給彼得大帝，後經凱薩琳大帝用了

超過55平方米，重達6噸的琥珀，花費了工匠

10年的時間建造，把琥珀廳完工。琥珀宮先

是放置在俄國的冬宮。後來被放置在聖彼得

堡郊外的葉卡捷琳娜宮內直到1941年，並在

前蘇聯時期一度成為旅遊勝地。1941年二戰

德軍侵佔聖彼得堡後，把琥珀廳拆解裝成27

箱運回德國。二戰結束後，這一稀世珍寶卻

告離奇失蹤。曾有許多人猜測和勘探過其下

落，但都沒有結果，使其成為20世紀最著名

的懸案之一。直到1979年蘇聯政府使用六噸

的琥珀，耗時24年的努力，才有今日的琥珀

廳（amber room）重現，有世界八景之一的美

稱。可惜我們上次去聖彼得堡時，可能限于

時間，加上我們當時資訊不足，導遊沒帶我

們進去參觀，至今深以為憾。

聖多明各特產店的大琥珀

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館展示品之一

俄羅斯琥珀廳一隅

貳、埃及紙莎草紙畫比蔡倫的紙發

明孰早？

大約在公元前三千年，古埃及人就開始使

用莎草紙（英語：Papyrus），就是用當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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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於尼羅河三角洲的紙莎草的莖製成紙張。

只是古代莎草是尼羅河邊的一種特產，世界

上其他地方並不生長此草，因此無法大批量

產，原料的局限性使得莎草紙價值昂貴，且

不易普及。

埃及風俗畫

埃及古時畫

原來古埃及人最初是將紙捲成捲軸使用，

後來為了方便，就裁為一張張以便製成抄

本，這樣書本就出現了。現在莎草紙偶爾還

用於繪畫，但水質的顏料會使紙張變形。而

且莎草紙相當仰賴乾燥的氣候，只適合在氣

候乾燥的地方，如埃及和西亞各國製作使

用，且只有乾燥環境下才能保存得很好。如

在潮濕的環境下就容易被黴菌毀壞。若空氣

中水分稍重，紙張就會受潮破損，無法書

寫，更無法保存。因此在希臘和義大利大量

引進使用的莎草紙最終大都損壞時，在埃及

還能發現保留下來的若干紙草書卷。不過由

於在地中海等地區莎草紙的使用局限性太

多，早期埃及人雖將這種特產出口到古希臘

等古代地中海文明地區，甚至歐洲內陸和西

亞。但在羊皮紙牛皮紙盛行後逐漸式微，在

阿拉伯地區也終因中國造紙術的傳播，而退

出了歷史舞台。

令人遺憾的，莎草紙消亡以後，製作莎草

紙的傳統技術也因缺乏記載而失傳。幸虧20

世紀工程師哈桑拉賈（Hassan Ragab）從法國

將紙莎草引種回埃及，又經過無數測試的逆

向研究，終於在1962年重新發明了新的莎草

紙製法，成為現在大眾所知的莎草紙製程。

我曾去過埃及旅遊，土產店內遍掛著各色

各樣的風俗畫。我很欣賞埃及流行的紙莎草

畫，據傳埃及的紙莎草畫是世界最古老的紙

畫。埃及人採集尼羅河畔的紙莎草（即蘆

葦），去除它外皮後，將其莖切成薄薄片

狀，並交叉相疊，最後再用機器加工完成。

我在離開埃及前曾親自跑到長著這種莎草的

河邊，拔下這種草，試著黏在一起，果然成

為簡陋的紙張。試過製作後，覺得很簡單，

也很神奇。我們歷史書都說漢代蔡倫發明

紙，不知他與埃及人紙的發明誰比較早，如

按埃及人的說法，他們的紙莎草畫恐比我國

蔡倫造紙歷史更早，如此一來，恐要打破我

國歷來四大發明的歷史，而且變成只有三大

發明了。不過高品質的紙莎草畫是由師父一

筆一畫勾勒而成，需花不少時間，如今紙莎

草畫成了埃及最受歡迎的紀念品，紙莎草畫

通常都和埃及的故事息息相關。

茲將哈桑拉賈重新發明的莎草紙製法錄之

於下，俾供關心人士參考：

生產莎草紙的原料是紙莎草的莖。先將莎

草莖的硬質綠色外皮削去，把淺色的內莖切

成40厘米左右的長條，再一片片切成薄片。

切下的薄片要在水中浸泡至少6天，以除去所

含的糖分。然後將這些長條並排放成一層，

接著在上面覆上另一層，兩層薄片要互相垂

直。這兩層薄片也常以相互交叉的方式編織

成網格狀，形似織物。將這些薄片平攤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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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亞麻布中間，趁濕用木槌捶打，將兩層薄

片壓成一片並擠去水分，再用石頭等重物壓

（現在一般用機器壓制），乾燥後用浮石磨

光就得到莎草紙的成品。由於只使用紙的一

面，在書寫的一面要進行施膠處理，使墨水

在書寫時不會暈開。

參、香料與新大陸發現

所謂香料（SPICE）是指由植物採集具有香

氣的根、枝幹、花苞、種子、果實、葉子或

莖等部位，直接或經乾燥再磨成粉狀使用的

各種調味料。

我國烹飪一般調味靠葱蒜，薑，八角、番

椒，醬油蝦油，很少用香料。我去過南洋數

次，包括馬來西亞（包括東馬与西馬，即婆

羅洲）、爪哇與新加坡等地，印度更去過三

趟，深覺這些地區各地飲食喜好用各種香

料，才能有各種特殊的風味。在歐洲中古時

期，香料不但是美食的調味品，還用來醃

肉，保存食物，防止腐敗。歐洲人還相信香

料有醫療效果，且用於敬拜神祇，但當地不

生產香料，取得不易，致使這些香料變成珍

貴的奢侈品，甚至成為地位和權力的象徵，

以致當時市場價格極為昂貴，有時甚至與黃

金一樣價值連城，說來也許令今日讀者不易

置信。

近代西方探險家努力航行到東方，目的就

在探尋各種香料，包括胡椒，丁香、肉桂、

豆蔻、（還有糖、瓷器、絲綢、茶葉、象

牙、檀香木、麝香、番紅花）。尋找香料是

地理大發現時代歐洲人探索全世界的動機，

引發了歐洲國家向外探險和殖民擴張，尋找

新航路結果，竟意外發見了新大陸，重新畫

出了世界地圖。

原來自中世紀以來香料貿易一直為威尼斯

商人所控制，在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人征服

東羅馬帝國之後，土耳其人控制了東西方陸

路貿易的要塞—君士坦丁堡，同時航海知識

先進的阿拉伯人也掌握了非洲南部的海路。

在如此重重壓力下，出於商業利益的開拓及

民族自尊，葡、西、英、荷等西歐諸國在12世

紀至17世紀先後展開了新航路的開拓、竟意

外發現了新大陸、以至後來荷蘭、西班牙、英

國先後進入東南亞從事貿易權的爭奪與殖民

地的建立，逐漸改變了這些島嶼的政治與經

濟面貌。香料在其中無疑扮演了一個強大的

推手角色，不容小覷。最後，西洋人對香料怎

麼不像昔日熱衷了？許多書本似乎略而不

提，令人遺憾。筆者窮究結果，據說英國成功

地把肉豆蔻移植到錫蘭、馬來西亞的檳榔嶼

（我在檳城與南卡威看到胡椒與豆蔻樹）與

蘇門答臘的明古連等地。而且法國和英國獲

取了香料的種子並在自己的殖民地模裡西斯

與格瑞那達等地引種成功，香料變成了尋常

的商品，不再價值連城。我在印度與伊朗市

場都看到各種各式香料，令人大開眼界。昔

日有名的香料群島最後的奧秘也就煙消雲

散，結束了香料「物以稀為貴」的時代。

肆、茶（尤其普洱茶）與茶馬古道

我在雲南麗江附近看到幾個馬幫在騎馬。

他們跑的〈茶馬古道〉我過去學生時代從未

聽過。原來是昔日大西南地區馬幫走的山

路，基於中國軍隊對於馬的需求與西藏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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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愛好（以肉食為主，缺乏蔬菜，需要茶

葉補充維生素）所形成的貿易路線。馬幫是

茶馬古道上的主要運輸方式，在首領的帶領

下跑「長途運輸」。在7世紀，唐代與吐蕃時

代已經開始交易。20世紀達到高峯。從雲南

南部到西藏、緬甸、印度及尼泊爾，也有以

四川成都或雅安作為起點，橫跨長江（金沙

江）、瀾滄江、怒江及雅魯藏布江各流域，

進行貨物與文化交流。主要交易雲南地區的

鹽、茶、銀製品、食品、布品、日用品與西

藏地區的毛織品、藥草毛皮等。馬幫非常辛

苦，由於路途險惡，往往要行走大半年才能

完成一次茶馬交易，而且不時會有騾馬和馬

夫遇險消失在途中。沿線許多城鎮是為了接

待馬幫而形成。茶馬古道帶動了各民族間物

資與文化的交流。主要沿線的藝術、宗教和

風俗文化也共生並存，相互包容、相互影

響。西南邊疆少數民族也逐漸被納入中華民

族文化的大圈內。雖然茶馬古道的重要性與

知名度不如絲路，但其貢獻與影響深值有識

之士注意！上一世紀中葉，隨著西南地區各

級公路之修築延伸，以致這古道已逐漸沒

落。但現今這個古道的遺址、驛站、牌坊、

橋樑、碼頭、會館及宗教建築等都列入文物

保護。因此茶馬古道名氣與影響雖遠不如絲

路，但其貢獻實不容我們等閒視之。

伍、東南亞的橡膠與油粽

橡膠本來只生長在南美的亞瑪遜河地區與

非洲的剛果地區，後來由英國人自南美竊取

種子，在倫敦植物園研發成功，後來努力移

植到東南亞，結果大為成功。早期到南洋打

工墾殖的華人不少由於種植橡膠致富。包括

民國初年在廈門成立的廈門大學，就是愛國

僑領陳嘉庚因經營橡膠行業發財所興辦回饋

祖國的。我年輕時到馬來西亞，也實地看過

開採橡膠乳汁的過程，十分有趣，也很辛

苦。風水輪流轉，在上一世紀70年代，橡膠

沒落了，由油粽加以取代。今日在東南亞許

多地方的野外往往可以看到高約20米，樹葉

寬大，籽一團一團有幾十斤百餘斤重的樹，

那就是油粽，對當地民生發展助益太大，前

途無量。因為採橡膠比較需要人工，一早就

需採集，工作辛苦，工資較貴，工人難找。

而油粽籽果實可榨油，即所謂粽櫚油，是一

種植物油和食用油，比椰子油健康，又可用

在工業，如製造肥皂、化妝品⋯等，極富於

經濟價值。油粽存活三十年左右，第三年起

就可收成，易於採集，且可採25年左右，單

位面積生產量遠高於其他植物。這油粽也是

由英國人或荷蘭人在1920年左右從（南美或

非洲）移植成功。據說現在印尼比馬來西亞

更加擴展種植油粽，成為他們重要經濟作物

或支柱。兩國所產油粽數量已幾乎佔了世界

的牛耳了。

陸、沙漠住民的恩物—椰棗

椰棗，又名海棗、波斯棗等，為棕櫚科的

植物。棗椰樹具有耐旱、耐鹼、耐熱而又喜

歡潮濕的特點。樹齡可達百年。果實產量

高，是北非與西亞一些國家的重要出口農作

物。棗椰樹在阿拉伯神話和伊斯蘭教中具有

重要地位，沙烏地阿拉伯國徽的上方就是棗

椰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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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草網目》，椰棗又稱無流子，

《本草拾遺》中提及椰棗性溫，溫中益氣，

除痰止咳，而在西醫角度富含膳食纖維、

鉀、錳、銅、鎂、鈣、維他命B及維他命A，

有益身心。記得十多年前我們隨團去北非旅

遊，有一次在沙漠中行走，見到沙漠綠洲旁

邊有鹹水湖，有的湖已經乾涸，湖邊有很多

野生高矮不一的椰棗樹，上面都還有乾乾的

椰棗。我們把它採下來吃。導遊說這些椰棗

耐乾旱，生命力非常強，是駱駝的食物，也

是人類非常滋補的食物，只要吃幾顆，就能

維持一天的體力。這椰棗實在是上天賜給沙

漠住民的恩物，它是西亞和北非沙漠綠洲中

常見的綠色喬木，外觀接近棕櫚。果實味道

酷似大棗，在沙漠走累或餓了，採野生的

一二顆吃下，包你精神恢復。成分是單純的

果糖，非常易於消化，脂肪及膽固醇極低，

有豐富的維他命與礦物質，既可作糧食和水

果，又可製成各種糖果糕餅和菜肴。

我更早幾年前去約旦、敘利亞時偶爾吃過

椰棗，但沒有機會看到果樹，後來北非之

行，接觸機會更多，認識更深，而且愛上了

它，吃上癮了。近年台灣已進口椰棗，想吃

椰棗的人有福了。

柒、三個一千年的胡楊林

我去過新疆，也去過內蒙古及寧夏，對於

漠北的胡揚林的美麗，早就看過照片，讚嘆

之餘，更衷心嚮往，只是季節不對，致失之

交臂。

美麗的胡楊林，維吾爾族稱許胡楊為托克

拉克，意為“最美麗的樹”。

由于它具有驚人的抗乾旱、御風沙、耐鹽

鹹的能力，能頑強地生存繁衍于沙漠之中，

因此被人們贊譽為“沙漠英雄樹”。人們誇

贊胡楊巨大的生命力是“三個一千年”，即

活著一千年不死，死後一千年不倒，倒後

一千年不朽。聽說全世界90%的胡楊林分布在

中國，全中國的胡楊又90%分布在南疆。新疆

東部哈密附近的伊吾，是國內胡楊林分布最

集中的地方，被稱為新疆最美的胡楊林，景

區規模很大，胡楊林千奇百怪，被譽為“第

三紀的活化石”，一年只美21天（通常在10

月8日至10月15日這段時間顏色最美）只看到

金葉掛滿枝頭，密密匝匝，金光燦爛，至純

至美；遠望一片片金色的胡楊把大漠裝點得

如詩如畫，匯集成金色的海洋，美得令人陶

醉，甚至窒息！

胡楊林

捌、奇異的冬蟲夏草

我去過雲南與四川，當地的高原山區自古

有一種罕見的特產一冬蟲夏草。這蟲草是由

蟲與草所共同構成，真是造物者奇妙的作

品！所謂冬蟲，指的是蝙蝠蛾的幼蟲，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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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蟲草屬」的一種真菌。夏天時，蝙蝠

蛾幼蟲在土中受到這種真菌感染，成為宿

主。蟲草菌在幼蟲體內寄生，吸取其養分而

成長。到了冬季，幼蟲被蟲草菌寄生死亡

後，體內組織、外殼會與菌絲結合成堅硬的

菌絲體，因為外表還是如幼蟲的外型，這時

就被稱為「冬蟲」，雖然幼蟲已經死去，但

體內已經全部化為堅硬的菌絲，形成「菌

核」，但仍維持僵直幼蟲的模樣，這就是所

謂的「冬蟲」。到了夏天，真菌活躍起來，

突出地面，外觀狀似植物，長出棒狀子囊座

並且露出地面形成「夏草」，共同組成了一

個完整的「冬蟲夏草」。

換言之，冬蟲夏草就是一種麥角菌科真

菌，呈細長棍棒型狀，褐色，長約4至10公

分。在冬天時寄居於蝙蝠蛾或其他昆幼蟲的

身體內，藉由吸收蟲體之養分而成長。在這

期間菌絲體會把幼蟲內部吃淨到外觀只剩表

皮。到第二年春天來臨，菌類的菌絲開始生

長，到夏天時從菌絲體內長到泥土外，從蝙

蝠蛾幼蟲的頭部長出像植物般。蟲體好似

蠶，長約4公分，直徑約5公分，表面深黃色

至黃棕色，有二十幾條環紋，近頭部環紋較

細，頭部紅棕色；足8對，中部4對較為明

顯。它氣微腥，味微苦。基本上冬蟲夏草是

真菌的一種，就像存在自然界中食、藥兩用

的菇類真菌一般，如靈芝、樟芝等。冬蟲夏

草生長在海拔3500至5000公尺高寒地帶的高

原上，因營養價值高，採集困難，是自古以

來中國珍貴的補藥之一，價格非常昂貴。十

幾年前台北有商人專門以人工方式培育冬蟲

夏草營運起來了，我也參觀過，效果如何，

不是太清楚。

冬蟲夏草

玖、美麗的木化石

我曾在美國芝加哥附近一間小城的博物館

門前，看到不少堅硬如石，表面晶瑩剔透的

圓形石柱，一問之下才知道它們就是木化

石。當然在美國不少販售石材作為裝飾或藝

術品的店家也看到小型木化石飾品。原來矽

化木，又稱木變石，是遠古樹木的遺骸經過

長期的化學元素替換過程（特指矽化過程）

而形成的化石。生物以木質樹的植物形式在

地球上出現已久，遍及世界各角落，在世界

六大陸都能發現。其中以松柏目的矽化木為

多。矽化木雖然較為常見，但它擁有極高的

科學價值，可用於民間醫藥，也享有較高的

美術價值，是裝飾業中的上品。矽化木還可

鋸成板狀，用於桌面和鐘面。

美國在經濟大蕭條後，人們開始湧向山區

和沙漠，希望發現特別的石頭增加收入。於

是發現了包括矽化木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岩

石。於是愛好者在美國各地成立了許多岩石

俱樂部或岩石商店，出售各式各樣石材商

品，相當多彩多姿，且富於教育性。我在美

國考察與求學時很欣賞這些店家。在北非的

摩洛哥也看到好多精彩的原石與化石。

後來很多國家為了配合科學研究與商業生

產的需求，都相繼設置了矽化木國家公園，

以避免盜採。聽說中國黑龍江省伊春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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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矽化木標本，美國亞利桑那州石化林

國家公園⋯亦然。

美國的木化石

拾、檀香與沈香

我去過夏威夷。夏威夷過去首府華人稱為

檀香山，因為早期當地盛產檀香木，而且大

量運到中國，華人遂稱其為檀香山。檀香樹

是一種半寄生性植物。原產地為馬來西亞半

島等東南亞地區，經由海上貿易傳播到印

度，澳洲，再隨佛教來到中國。品質純正的

檀香是一味中藥材，分為檀香片和檀香粉，

放在專用的檀香爐中燃燒，可以使人清心、

凝神、排除雜念，是修生養性的輔助工具。

我在法國參團作普羅旺斯之行時，曾去過

製作各種有名香水的〈香水之都〉的格拉斯

（Grasse）地方的代表性香水工廠，參觀製作

香水、香精與香皂的過程。他們的香水原料

也包括檀香⋯等三百種花卉或植物。

最近台北販售沈香的店家似乎不少了。原

來沉香其實不是木頭，它是帶有香氣的「樹

脂」。沉香木若沒有結出這種樹脂，便只是

普通的植物而已，沒有什麼價值。這種樹脂

被喻為天地孕育的日精月華，製造香水的原

料。因為它的生成需要非常多的機緣和巧

合，即使符合了所有條件，也需再經歷數十

至數百年的時間孕育。

沉香木植物樹心部位當受到外傷或真菌感

染刺激後，會大量分泌帶有濃郁香味的樹

脂，會因感染或受刺激程度不同而產生分泌

的差異，受到較輕微感染或刺激的，分泌較

少沉香脂，結合木質後半沉於水或是漂浮於

水，稱之為板沉香。反之，受重度刺激或傷

害後，分泌較多沉香脂，一樣體積的木頭

裡，含有更多的沉香脂，重量密度大於水，

因而沉入水底，故稱水沉香。水沉香數量極

為稀少，價格十分高昂。

在東亞地區，沉香被商家包裝為珍貴的香

料，被用作燃燒薰香、提取香料、加入酒

中，或直接雕刻成裝飾品。

陰乾的含有樹脂的沉香木也是一種中藥

材。它味辛苦，微溫，有止痛、止嘔、平喘

等作用，可用來治療於腹痛、胃寒、嘔吐、

氣喘等藥方的藥引。

拾壹、西方的珍饈—松露

松露（法語:Truffe）與蘑菇、靈芝一樣都是

真菌，和魚子醬、鵝肝並稱為「西方三大珍

饈」，屬於西餐中的高檔食材，市場上近年來

有新鮮松露和保存在鹽水中的松露。因為價

格昂貴，而且味道濃烈，烹煮時松露一般只用

一點點。白松露一般是生食，磨碎後撒在義大

利麵或煎蛋上。松露可以切成薄片插在肉裡

一同燒烤，或用來烤鵝肝。有些奶酪中也添加

了松露。我在法國有幸嚐過松露，可能廚師只

用了一點點，倒不覺得滋味有何突出。

黑松露的味道不如白松露濃烈，可用來做

松露鹽或松露蜂蜜。過去松露要去皮，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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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採用研磨避免浪費。松露大約有十種品

種，多數在闊葉樹的根部著絲生長，散佈在

樹底120~150公分地帶，塊狀主體藏於地下

5~40公分。松露是菌根真菌，因此通常較易

在與樹木的根部緊密聯繫的位置找到。松露

孢子是通過吃真菌的動物來完成擴散。

松露有一股濃烈帶有性荷爾蒙的氣味，在

歐洲自古就使許多人為之著迷。法國著名美

食家布裡亞-薩瓦蘭在其著作《味覺生理學》

中便盛讚松露為「廚房的鑽石」。

松露由於生長在地下，不問天然松露或人

工種植，採集甚為不易。自昔都是利用豬或犬

的靈敏嗅覺來尋找及挖掘。尤其以母豬最為

敏感，是天生的松露獵人，不過也由於母豬特

別喜食松露，所以常直接將找到的松露吃下，

採集人不易控制。而且豬用鼻子拱開地面時

會破壞松露的菌絲體，因此近年來義大利政

府禁止使用豬來發掘松露。至於狗，牠的嗅覺

也很靈敏，更容易控制。但一般都需經過訓

練，以便記住松露的氣味。松露以義大利產的

白松露和法國產的黑松露為最優良。聽說近

來國內高檔餐廳也可吃到松露了。

拾貳、最高仙人掌

仙人掌是熱帶的植物，種類繁多，甚至有

人把它作為小盆栽，在家中擺設。美國阿里

桑那州的仙人掌，就我所知，恐怕是地球上

最為高大的仙人掌。在該州旅遊時，在原野

裡常常見到高大的仙人掌樹聳立在沙漠中，

令人印象十分突出，難以忘懷。尤其該州的

圖森是美國最大型仙人掌的生長地，碩大的

巨人柱仙人掌是最具美國西部風情的象徵。

遊客能在此處欣賞巨型仙人掌與輝煌沙漠日

落相互映襯的壯麗美景。

阿里桑那州最高的仙人掌

尤其索諾蘭沙漠（Sonoran Desert）內有仙

人掌國家公園（Saguaro National Park），代

表性植物就是巨柱仙人掌。這種仙人掌可以

長到超過20公尺高，只是生長過程非常緩

慢，往往要75年才會長第一個分叉。通常在

四月或五月的夜晚集體開花，並介由蝙蝠來

傳播花粉。它的壽命約200年。

我在巴黎吃過仙人掌的果實，不難吃，還

有點甜。

仙人掌開花了

拾參、雲南的特殊美食—菌類

雲南複雜的地形地貌，多種多樣的森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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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土壤種類以及得天獨厚的立體氣候條

件，孕育了豐富的野生食用菌資源，其種類

之多，分布之廣，產量之大，名揚四海。有

一次我和數位國大代表赴西雙版納考察，並

應省府副主席之邀宴，他希望我們多帶台商

去雲南投資，因而吃到不少珍異雲南菌類。

原來雲南食用菌占全世界食用菌一半以

上，中國食用菌的2/3。雲南野生食用菌，生

于山林、長于山林，是天然綠色食品，它富

含多種維生素、優質蛋白及其他有益于人體

的成分，營養豐富，風味獨特。至於哪一種

最為可口？由於各有千秋，很難排比，不過

當地一般以下列這幾種菌最受歡迎：

一、牛肝菌

因肉質肥厚，極似牛肝而得名，是名貴稀

有的野生食用菌，為“四大菌王”之一，主

要有白、黃、黑、紅牛肝菌幾種。

二、雞樅

又名雞松，是一種美味山珍，號稱菌中之

王，其肉肥碩壯實，質細絲白，味鮮甜脆

嫩，清香可口，可與雞肉媲美，故名雞樅。

雲南的雞縱產量大、分布廣。

三、松茸

是一種純天然的珍稀食用菌，歷來也被視

為菌中珍寶，只能生長在原始無任何污染的

松樹林地中，從出土到成熟，一般只需7天，

菌体成熟48小時後會迅速衰老，每年9月、10

月為採摘旺季。

四、羊肚菌

是一種珍稀食用菌品種，因該菌蓋表面凹

凸不平、狀如羊肚而得名，是一種珍貴的食

用菌和藥用菌。

五、干巴菌

是雲南珍稀野生食用菌，大陸其他省份及

國外都無法生長。主要產于7月和8月雨季，

生長在滇中及滇西的山林松樹間。干巴菌表

面灰黑，帶有一層白色，老熟時變成黑褐

色，香味酷似腌牛肉干。

六、竹蓀

竹蓀又名竹笙，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種

隱花菌類。常見可供食用的有長裙竹蓀、短

裙竹蓀、棘托竹蓀和紅托竹蓀，其中以紅托

竹蓀風味最佳。具有深綠色的菌帽，雪白色

的圓柱狀的菌柄，粉紅色的蛋形菌托，在菌

柄頂端有一圍細緻潔白的網狀裙從菌蓋向下

鋪開，被人稱為“雪裙仙子”或“山珍之

花”。過去我未去雲南前，遇有宴會吃到竹

笙時，問友人或夥計都說不清楚竹笙究竟長

在何物之內，及如何形成，到了雲南後才明

白了。後來臺北也出現專門以烹調各種菌類

的餐廳，提倡環保與素食，但種類似不如雲

南多，且不數年似乎不大看到，頗為可惜。

竹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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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植物界的生存競爭一西雙版

納的故事

雲南的西雙版納是中國熱帶生態系統保存

最完整的地區，向來有「植物王國」、「動

物王國」、「生物基因庫」、「植物王國桂

冠上的一顆綠寶石」等美稱，擁有中國唯一

的熱帶雨林自然保護區。八十年代有數個同

事組團去西雙版納看看有沒有投資機會，我

也好奇加入。我們參觀了猛倫熱帶植物園，

發現這裡有許多令人驚異的珍奇植物，也增

長了許多新知：

一、跳舞草

跳舞草為蝶形花科小灌木，又名風流草，

雖貌不驚人，但葉片兩側生有大量的線形小

葉，對聲波非常敏感，特別在陽光下，受到

聲波刺激時，會隨之連續不斷上下擺動，猶

如飛行中輕舞雙翅的蝴蝶，又似舞臺上輕舒

玉臂的少女。遊人只要對它拍手，或高歌一

曲或開收音機，它的葉子就會搖擺起來，如

非我親眼目睹，真令人難以置信。

跳舞草

二、望天樹

為了奪得更多的陽光雨露，這樹拚命往上

長，達近百米，高聳入雲，宛如遮日巨傘。

三、箭毒木

見血封喉，有劇烈毒汁，摻合毒藥射野獸

必死無疑。

四、西米樹

高約二十米，樹幹光光，根部和頂部細中

間粗，砍倒剖開取出澱粉，漂洗灑乾加工成

為大眾喜愛的食物—西谷米。

五、神秘果

也可說是變味果，吃了它一顆果實，再吃

酸味水果，酸味就變成甜味。

六、相思豆

這就是古人〈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的跳豆，因為豆內包著活著的小蟲，所以才

會跳動。

七、龍血樹

龍血樹是製造血竭（止血、活血，生肌去

血污的作用）的原料。

八、獨樹成林

榕樹一般具有板根、老莖生花、空中花

園、獨樹成林和絞殺現象，是熱帶雨林的重

要特徵。榕樹枝椏皮層受損後，傷口在陰濕

條件下會長出數條氣根，這些氣根長入土壤

後，迅速吸收其中水分和養分，很快長大，

成為支撐粗大枝椏的樹幹，這些樹幹少則數

十棵，多達數百棵，從而形成獨樹成林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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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樹成林

九、絞殺者歪葉榕

榕樹果實被鳥類帶到其他喬木枝椏，遇到

適當的氣候，會發芽長出“寄生根”，這寄

生根沿著喬木的樹幹伸到地面插入土中，並

且常從枝幹上長出枝條，像胳膊一樣纏住喬

木，向上攀援，把陽光強奪過來，使對方因

缺少陽光空氣而死亡。最終大樹倒下，不久

徹底腐爛，留下絞殺榕枝條織成的網狀樹幹

傲然而立。

絞殺者歪葉榕

參觀了西雙版納的猛倫熱帶植物園及藥用

植物園這些樹木後，我們才覺悟出植物界生

存競爭激烈程度，比動物界似乎不遑多讓。

而且過去以為植物沒有感官和神經系統，只

能被動接受外界的刺激，無法做出行為反

應。現在才瞭解植物其實具備口感、觸感、

嗅覺等感知機制，並且能夠作出反應。可惜

達爾文當年沒有去過這裡，否則他的進化論

一書恐怕要修改不少了！

拾伍、世界最大的花—臭味花

我在倫敦KEW植物園曾經很難得地看到臭

味花的標本。所謂臭味花又稱為屍花或臭

花，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種花。原生於馬來

半島及婆羅洲、無根無莖也無葉，是一種寄

生植物，靠吸收葡萄科的崖爬藤屬養分為

生。其直徑可達1.4公尺。開花時會釋出腐肉

般的臭氣，靠吸引蒼蠅與甲蟲為其傳粉。

臭味花

其中最大的一種是叫做阿諾爾特大花草，

其花直徑能夠長達3尺。這種花雖是植物，因

為只有幾片花瓣，沒有根、莖、葉等一般植

物的部分，不能進行光合作用，而是靠著寄

生在葡萄科藤屬一類的熱帶藤類上吸收養分

存活，已如上述。而且它從長出花苞到開花

需9個月的時間，花期為3天到1周左右。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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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時大花草會發出一種淡淡的香味，而隨後

會變成一種腐肉般的惡臭，使人掩鼻而走。

並藉由這種味道吸引蒼蠅等食腐昆蟲替自己

傳播花粉。這種稀有的花被發現在婆羅洲和

蘇門答臘的雨林。它可以長到3英尺，重達15

磅，但它只生長在原生熱帶雨林中。過了開

花期後，它會崩塌成一團類似燒焦的黑色黏

稠物質。

拾陸、牡丹vs帝王花

我在東京上野公園看過牡丹花展，牡丹花

在我國自昔是非常名貴的花卉，稱為「花中

之王」或「國色天香」，為富貴、吉祥、幸

福、繁榮的象徵。傳說武則天曾在嚴冬酒

醉，寫下詔書"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

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眾花神不敢違背旨

意，先後綻放，只有牡丹沒有綻放，武則天

盛怒之下便把牡丹貶植洛陽。不想此後洛陽

牡丹，天下最盛。可惜我遊洛陽時，季節不

對，錯過觀賞牡丹節慶的盛況。

我去南非在開普敦桌山，看到南非的國花

一帝王花（protea）。它外型奇特，花朵碩

大，像一個花球，中間有很多花蕊，四周則

被巨大色彩豐富的苞葉所包圍。高貴艷麗，

可愛奪目。花球苞葉的顏色從乳白色到深紅

色，但淡粉紅色，稍帶銀色光澤的身價最

高，在全球被譽為最富貴華麗的花卉，由於

獨特、色彩繽紛而又高貴優雅的外型，被稱

為「花中之王」。帝王花是多年生灌木植

物，花期長，久開不敗，生命期可達100年以

上。因此也被譽為是「全世界最富貴華麗」

的鮮花。也許牡丹可與它較量一番，爭個高

下吧。

帝王花

拾柒、瑞士野栗子

我與朋友們在一個秋天在瑞士蘇黎世地方

開會，在街上看到路邊滿地都是可愛的“栗

子”，心想：面對如此好吃的水果，當地人怎

麼任它丟棄於地，不聞不問呢，覺得機會難

得，就撿一布袋背回去旅館烤吃，沒想到這

“栗子”味道又苦又澀，最後只能倒掉。後來

問了旅館的人才知這些東西是假栗子，有毒

不能食用。真慶幸沒有吃成，否則後果不堪

設想。可見世界之大，真是無奇不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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