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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大標對齊左邊

曾經任教的國中坐落在宜蘭山腳下。

沒有圍牆的校園面對著青山，只有兩棵挺

拔的木棉樹標記著校門口。宜蘭的生活適

合發呆，在課餘閒暇時我常呆望著校園裡

的景致，像是看著有些魔幻色彩的默片：

細潤無聲的霧雨、飄然而至的鷺鷥、趾高

氣昂的孔雀，還有木棉樹上剎那盛開又凋

落的木棉花。

木棉花總來得突兀。打掃校門口的學

生抱怨著被雨打落沾溼滿地的落花，我問，

你們知道有首歌叫〈木棉道〉嗎？「紅紅

的花開滿了木棉道，長長的街好像在燃燒

⋯⋯」不知道，學生給我一個懶得理你的

表情，不耐地繼續跟落花奮鬥。 

不是每一棵樹都有自己的主題曲

〈木棉道〉是首台北的歌，紅紅的花

燃燒著年輕的熱情。作曲人馬兆駿回憶起

1978年熱戀中的自己說，「我每次送她回
家，都會經過國父紀念館 ，看到長長一排
的木棉花開，覺得好美，印象特別深刻」，

於是便譜成〈木棉道〉。這首傳唱不已的民

歌，直到 1990年代仍是台北民歌餐廳中演
唱率最高的歌曲。

台北市民曾經如此鍾愛木棉，最晚自

1950 年代後期起，木棉便開始成為台北
常見的行道樹；除了光復南路國父紀念館

段之外，羅斯福路、仁愛路四段，忠孝東

路三段及四段、復興南路、辛亥路、木新

路等處都是知名的賞木棉路段。1980 年
代，台北市政府更把以木棉道著稱的仁愛

路列為行道樹示範道路之一，有外國人來

台北參觀路樹時，工務局的公園路燈管理

處便會帶領他們到仁愛路見識木棉的英雄

氣概。

木棉是故鄉、是男性，也是春天

如果說殖民時期的椰子樹是因為日本

植物學者的熱帶想像，而成為台灣主要的

行道樹，那麼戰後的木棉道所代表的陽剛

氣質與熱鬧春意又從何而來呢？對許多戰

後來台的文人雅士來說，木棉有著獨特的

英雄氣概以及雄性美，也與故鄉的記憶連

結。他們常憶起以木棉聞名的棉城廣州，

或者潮汕地區春天木棉花盛開時「萬盞燭

天」的景色。樹的印象與家的記憶相連，

於是「當我在客地撿起了一朵木棉花時，

彷彿拾起了童年片斷的夢」！

木棉道‧道木棉

▎許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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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木棉樹形高大，便有畫家和詩人

用作品來歌頌它，拿它譬喻為男性與英雄

的化身。如張曉風為人熟知的〈木棉花〉

一文，劈頭便是「所有開花的樹看來都該

是女性的，只有木棉花是男性的」。1949年
來台的張曉風還提到，自己是在廣東第一

次看見木棉樹，當時還小，覺得「那是全

世界最高的一種樹了」。

1947年來台的作家楊子更以「男性
美」來形容木棉樹，是「赤裸裸的展示自

己，像一個個雄偉碩壯的男人，光著軀體

的挺立著，豪情萬丈而溫文爾雅」。即使

是樹幹上長得密密的尖刺，在詩人余光中

眼裡卻更能彰顯木棉與眾不同的氣質，「剛

柔都備於一身，有那麼溫柔的棉絮，也有

這麼剛烈的刺」，展示出「勻稱而豪健的抽

象之美」。

不同於其他樹種先葉後花，在綠葉扶持

中開花的生長時序，木棉先花後葉，在走過

冬天的光溜樹幹上以一片火紅的姿態昭告春

天到來的景象，也被戰後文人視為是一種不

從流俗而熱情的表現；而木棉樹在冬季脫落

一身葉片的特質，也被形容為可以為沒有隆

冬的寶島添上幾許北地的氣氛。如 1949年

來台的作家羅英所言，「那像火一般、像愛

情一般、像喧嘩沸騰的生命一般的橘紅色

喲，常常是我夢底顏色。」而 1951年因白

色恐怖受難的廣東人黎子松，在獄中也寫了

一首情歌〈南方的木棉花〉來象徵春天、熱

情、勇敢與希望，以之與受難獄友相互鼓舞。

寶島處處是木棉

即使 1970年代起已有人指出，木棉樹

因枝葉不茂而無法有效減少如噪音、空污

等都市汙染，因而不能算是一種合宜的行

道樹，但因它獨特的美感仍舊成為廣受歡

迎的都市樹種，是「最鬧春意的行道樹」。

對木棉的欣賞也慢慢由台北向外擴散，

1980年代，台中豐原、南投中興新村、彰

化、雲林都有賞木棉花景點，屏東縣泰武

鄉平和村的泰武國小平和分校更因坐落於

一大片木棉樹林之中，而成為知名的觀光

景點。台中縣與高雄市都把木棉選為市花，

桃園市、平鎮市及中壢市也以木棉為市樹，

在全台各地開始由上而下推廣種植。

木棉花做為熱情的象徵，特別受到港都

市民的歡迎。高雄市不但曾以木棉花為名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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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文藝季，民間更有以木棉花為名的社團組

織，如「木棉花關懷俱樂部」便是一個女性

乳癌病友團體，取木棉花紅熱情且棉絮柔軟

如乳房之意。此外，港都也曾舉辦「木棉花

媽媽」及「木棉花小姐」選拔活動，高雄市

文化中心甚至有「木棉花義工團」。

有趣的是，如當時任教中山大學的余

光中所觀察，高雄市的木棉樹其實不多，

令他不禁有「孤獨春天」之感。因此余光

中與高雄市府於 1987年還共同發起「預約
一個春天」活動，號召市民一同種植木棉，

讓春天從高雄出發，把高雄「文化沙漠」

的醜名吹走，預約一個火紅的春天。

除了美觀，一無是處

隨著地方政府的推廣，木棉在全台各

地廣泛種植，成為最受歡迎的路樹之一。

然而，約莫自 2000年起，各地陸續開始出
現批評的聲浪。雖然絕大多數的民眾仍愛

木棉花火紅不群的姿態，但由於它的花形

碩大堅硬，且多於三、四月雨季盛開，許

多都會居民開始抱怨它的花瓣黏液不但弄

髒停放在下方的車輛或路面，花朵落地後

也往往造成路過機車騎士的不便，甚至造

成交通危險。

更引人詬病的是，木棉花謝結果後，

於每年四、五月間果實迸裂棉絮漫天飛舞，

不但造成如居家清潔、行車視線障礙等的

生活起居不便，各地也開始有人反映棉絮

會誘發氣喘、呼吸道疾病及過敏。

於是，景觀詩意、生活便利，以及健

康風險之間開始拔河，木棉樹被形容為除

了美觀外一無是處的不良行道樹種，與黑

板樹並列。雖然喜愛木棉樹的民眾認為目

前仍未有足夠研究證實木棉與過敏之間的

關係，且木棉四季變化分明的美麗樣態是

良好的生態教育教材及景觀樹種，但這並

無法說服每年木棉花季過後飽受各種呼吸

問題所苦的民眾。

木棉曾是全台最受歡迎的路樹之一。（圖片來源：

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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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誘發過敏的風險，許多學校、

社區或政府機關開始主動或被動地移除木

棉樹，或以清除果實及噴灑藥劑的方式避

免棉絮飛揚。把木棉移植至離住宅區較遠

並另外設立景觀公園或步道，則是另一種

常見的折衷方案。如果無法順利把木棉自

生活周遭移除，部分憤怒的民眾甚至會設

法自力救濟，用鹽酸灌注或者幫樹幹剝皮

等方法讓木棉枯死。

由於木棉已逐漸從人人讚揚的英雄樹

轉變成為許多人喊打的生活夢魘，官方對

木棉的態度也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台中

縣的木棉數量自 2000年起快速下降，縣市
合併之後，2011年更決定因應民眾對木棉
及黑板樹的反感重新票選市花市樹，以強

調台灣原生種身分並象徵堅忍不拔的五葉

松取代黑板樹，而用象徵純潔、高尚的山

櫻花取代挺拔熱情的木棉花。

一顆樹的生命史

要如何敘說一顆樹的故事，它的生命

史？除了學名、特徵、分布、功用及生長

特性之外，我們還能說些什麼？我想告訴

我宜蘭同學們木棉的古怪前世今生，「他」

曾經是個熱情挺拔、春意盎然，卻又剛柔

並濟的男人，但也是現在製造髒汙、危害

健康、人人喊打的不良樹。我想要細數木

棉背後的曲調、詩詞、生態及傳說，卻發

現他們早都打掃完畢，一溜煙地跑光了。

我搖搖頭，轉身走回安靜無人的校園，想

著週末是否又該回台北一趟。宜蘭三月細

雨潮溼，在這，木棉花離春天還有點遠。

許宏彬
中興大學歷史系

聲明啟事

《科學發展》月刊第 503期〈3D 列印的發展現況〉一文有關「2012 年美國密西根大學之醫學應用」
之敘述有誤（主文第 36頁第 22 行至第 25行），正確者應為：
「除此之外，2012年美國密西根大學也有小兒科醫師利用生物可吸收材料 3D列印氣管支架，幫助一
位先天氣管塌陷，只有 3個月大的嬰兒正常呼吸，且接受治療後，嬰兒目前已經超過 20個月大。」

林鼎勝 謹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