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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2      黃連木 
學名：Pistacia chinensis  

科名：漆樹科 

別名：爛心木。 

形態特徵：落葉大喬木。樹皮呈鱗片狀剝落，老樹心材常腐朽中空，故別稱「爛

心木」。奇數羽狀複葉，小葉 6～10對，對生或近對生，披針形或卵狀披

針形，全緣。花單性，雌雄異株，圓錐花序，果實為核果，球形稍扁。產

中、南部低海拔地區。由於葉形有點類似雞油（櫸樹），且具特殊氣味，

故客語又名「臭屎雞油」。 

生態分布：生長於新竹、台中、嘉義、高雄、屏東、花蓮低海拔之河岸山谷及海

邊礫石地區。 

胸高直徑：80公分；樹高：9公尺。 

樹冠涵蓋面積：180平方公尺。 

所在位置：苗栗市嘉盛段 140地號。   座標：X：232571,Y：2720146 

製作告示牌日期：109 (2020) 年 2月 

應用：材質堅硬緻密，花紋漂亮，早年常被寺廟取作脊樑或神像雕刻材料，亦是

作為槍托的好材料。居民建築一般只用作柱子、門板，很少作為脊樑或桁

仔用材。幼葉可食，亦可採其嫩葉製茶，名為黃鸝茶。 

苗栗縣政府製 

與該黃連木相關的庶民生活與歷史 

苗栗市嘉盛段 140地號嘉志閣雞油崗伯公樹 

    黃連木客語為：臭屎雞油，非大眾所說的「雞油(櫸樹)」。以前嘉志閣地區

的地形並非如目前的平整，附近有 9個土墩，土墩如同高出之小山崗，而該地就

是其中之一，在此小山崗上有一株極大之黃連木(客語名：臭屎雞油、爛心木)，

需 3人合抱，因此將此小山崗稱之為雞油崗。先民在此黃連木樹下設立伯公，故

而稱為雞油崗伯公。祠後方之低地形沒多大改變，祠前之稻田原先與祠後方地形

相仿，較為低窪，經土地重劃後填平為目前之水田。 

    原老黃連木與石棚型伯公位於現祠室東北方，該老黃連木之主幹大部分已腐

朽且空心，健康不佳，約於民國 44年(-1955-)，將黃連木伐除，於目前這株黃

連木前方改建為石室型制，再於民國 83年新建為現在型式，當時承蒙地方士紳

羅吉華、徐阿滿、賴包妹等捐地供作建祠所用，地方善信大德熱心樂捐建祠經費，

工程順利如期竣工。該祠為馬背屋脊磚造式，前有拜亭。早期在祠室右後方有 3

穴彭家祖墳，相傳因地形不吉利，已遷往他處。而伯公樹已由這株較小的黃連木

取代，為原老樹落下的種子所長成。臭屎雞油並非俗名「櫸樹」的「雞油」，祭

祀圈居民多數不知該樹是黃連木，更有必要設立解說牌加以說明，以免混淆。 

    民國 83年新建之現在型式，馬背屋脊磚造式，前有拜亭，祠門為仿三川門，



以不鏽鋼門加鎖，平時早晚常來上香之信士擁有鑰匙，以利管理。 

拜亭聯：「福而有德庚山碧玉源源進  正直為神麗水黃金滾滾來」 

仿三川門聯： 

「福佑群生千家吉慶  德被百姓集祉迎祥」 

    神龕有一尊石質伯公神像，高度約 60公分，舊石質神位牌「福德正神香位」

崁入神像後方龕壁，前置一金屬香爐。改建時於右前方廟埕外增設供奉好兄弟「普

地公香座位」，右側設供桌、香爐，祠前設金屬天神爐，磚造金爐則設置於祠室

右側，。 

    過去的農家除了不定期的農事、工程之起工、完工或民間重要節慶時，都要

祭拜伯公，且幾乎都在白天祭拜，夜晚祭拜者極為少見，只有在農曆正月十五日

晚上，該伯公有項特殊的民俗祭祀活動，非常有趣。 

    彭慶水(昭和 18年生；1943)回憶，民間普遍相信，伯公樹亦具有靈性，所

以對伯公樹極為崇敬，不敢折枝或損傷，頂多只有小孩會爬上伯公樹玩耍，然而，

這樣的禁忌在每年的正月十五日晚上，卻有完全不同的化身。早期農家幾乎都有

飼養雞鴨、牛豬等牲畜，正月十五日晚上家家戶戶均到伯公廟祭拜，非常熱鬧。

當晚祭拜儀式結束返家前，有「抓大閹雞」(折樹枝)與「抓大豬」(取土團)等傳

統習俗，樹枝帶回插於雞舍，土團則置於豬舍，彭銀忠(49年生；1960)則表示，

也有些人是挖草皮，將草皮置於豬舍，不論是草皮或土團，其意指伯公之庇佑及

於萬物，可保佑牲畜健康長大，此習俗因現今飼養牲畜的農家驟減而逐漸式微，

約於民國-70-年之後便已無此傳統，殊為可惜。 

 

 

 

 

 

 

 

 

 

 

 

 

  照片 1：黃連木位於祠室後方        照片 2：祠室周邊有數株老樹 

 

 

 

 

 

 



 

 

 

 

 

 

 

 

 

 

 

 

  照片 3：黃連木樹型優美健壯        照片 4：祠室周邊建有休閒設施 

 

 

 

 

 

 

 

 

 

照片 5：奇數羽狀複葉，對生或近對生      照片 6：串串果實掛於枝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