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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勇⼠堡之間，已重新種植了⽊⿇黃的⼩樹苗。

乍暖還寒，昨天的天氣不到⼗度，在陣風六級的東北東風吹拂之下，⼩樹苗們搖頭晃腦，進⾏它頑

強的⽣命歷程。

⾺⼭到勇⼠堡之間的⽊⿇黃道，因為樹齡老化或⼯程毀損等原因，變得疏疏落落。為了替⾦⾨保留

⼀處原始⾏道樹，⾦⾨國家公園管理處已在隙處補植了⽊⿇黃的樹苗，有朝⼀⽇，將可恢復原有的

景觀。

再造⾺⼭聯外道路的⽊⿇黃景觀，是⾦⾨國家公園管理處、⾦⾨縣政府、⾦⾨林務所去年共同會勘

後所做成的決議。

這個決議的背景，是⺠間對⽊⿇黃仍存有好感，並夾雜著懷舊、感恩等文化的、歷史的、⼼理

的：：各種因素。當然，也有⼈為了⽊⿇黃⼀再遭到無⼼或刻意的砍伐，⽽感到忿怒或不捨。

⾄於政府單位決定重植⽊⿇黃，主要還是基於適地適⽊等專業上的評估及考量。

⽊⿇黃的⽤途包括⾏道樹、防風樹、綠籬等。它是少數具有根瘤的非豆科植物。根瘤裡的根瘤 可以

固定空氣裡的氮，使⽊⿇黃可以在貧瘠的⼟壤中存活。

豆科的植物如花⽣等，有⼀個秘密的肥料來源，那就是根結內的根瘤細菌，可以幫助它們抗乾旱，

耐瘠薄，還能提⾼⼟壤的肥⼒，⽽⽊⿇黃也擁有這種天賦。

⽊⿇黃的中文俗名包括⽜尾松、⽊賊葉⽊⿇黃、⽊賊樹等。⾦⾨有⼀段克難時期，是靠⽊⿇黃鬚來

當做柴火，那是⾦⾨由逆境⾛向順境的⼀個轉捩點。⽊⿇黃鬚就是⽊⿇黃的枝條⽽不是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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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的葉⼦已經退化成輪⽣的細齒狀鱗片。⽊黃鬚是⼀節⼀節的，要把節與節的地⽅拔開，才會看到

鱗片狀的「葉⼦」。

由於⽊⿇黃鬚是細細⻑⻑、⼀條⼀條的，因此可以讓風由間隙中穿過，把強風的壓⼒分解。

⽊⿇黃分布的地⽅原本是在緬甸、⾺來半島、印尼、印度、澳洲等地，⼀九⼀零年到⼀九⼀三年

間，被引進到臺灣；⺠國四⼗⼀年(⼀九五⼆)年，胡璉將軍⼜把它引進⾦⾨。胡璉當年種⽊⿇黃並非

⼀種就能活，客⼟要⼀⼈⾼，還必須先種印度⽥青，再種⽊⿇黃。印度⽥青⻑到兩年後，就得把它

砍掉，只留下⽊⿇黃。種印度⽥青是因為它可以在地下供應根瘤菌，主要是當成⽊⿇黃的保⺟。

胡璉就⽤這樣的⽅式，才讓⽊⿇黃在⾦⾨島上活下來。當⽊⿇黃樹苗存活下來後，他是這樣形容它

們的：「⽊⿇黃臨風搖曳，恰似稚童學步。」

胡璉在⾦⾨立下許多功績，被⾦⾨⼈稱為「新恩主公」；種樹就是其中最了不起的⼀項，⽊⿇黃則

是最先聽得懂「將軍令」的樹種。在中國⼤陸，福建省東⼭縣的⼀位已故縣委書記(⾕文昌)，也曾發

覺⽊⿇黃有抗風耐鹼、不怕乾旱、喜愛強光照射、能防風固沙等特性，便領著百姓⼀起奮鬥了⼗幾

年，讓⽊⿇黃成為百餘公⾥海岸線的綠⾊屏障，因⽽立下了東⼭島經濟發展的基礎；他也被當地⼈

歌頌為⼤好⼈。

⽊⿇黃⼜在⾺⼭道上立了起來，「恰似稚童學步」！以⾦⾨現在的環境，種樹已經不像過去⼀樣艱

難。⽊⿇黃會是永恆的綠⾊隧道？還是會在環境變遷下，淪為⿃盡⼸藏的典型？這並非只是適者⽣

存的問題，還是得看⾦⾨⼈對它的觀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