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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7      樟    樹 
學名：Cinnamomum camphora (L.)  J.Presl 

科名：樟科 

別名：樟、本樟、鳥樟、栳樟。 

形態特徵：常綠喬木，全株具芳香氣味，樹幹縱向深溝裂。葉薄革質，卵形或橢

圓形，三出脈，葉背脈腋有腺窩。圓錐花序頂生或腋生，花甚小，綠白色。

核果球形，徑約 6㎜，熟時黑色。 

生態分布：臺灣的樟樹蓄積非常豐富，全島約 1,800m以下之中海拔山區或平地都

很適宜樟樹的生長。 

胸高直徑：140公分；樹高：15.7公尺。 

樹冠涵蓋面積：400平方公尺。 

所在位置：大湖鄉大窩段 570-36地號 ；座標：X：238303,Y：2698913 

製作告示牌日期：109 (2020) 年 2月 

應用：全株可供提煉樟腦、樟油，亦可供建材、家具、雕刻等用途。常見綠美化、

林園、行道樹或植為防風林均普遍，亦為本縣之縣樹。 

    因品系之不同，本樟(香樟)，會產生一粒粒白色的結晶，也就是樟腦，

俗稱腦砂。芳樟則不結晶，只能提煉樟腦油，作為香料。人類史上第一種

合成塑膠「賽璐路」發明，曾廣泛用於梳子、鈕扣、膠卷、玩具等消費品。

煙霧較少的「無煙火藥」發明，也是使用樟腦油。 

苗栗縣政府製 

與該樟樹相關的伯公祠祭祀與民俗 

大湖鄉大窩段 570-36地號-樟樹   大湖鄉大寮村古樟奇藤伯公樹 

    該伯公名為”古樟奇藤伯公”之原因是老樟樹旁有老魚藤（胸徑 54公分），攀

繞整棵樟樹但並未相纏，相依相偎，但該老魚藤之主幹於數年前(-2014-)枯死，主

幹於 2016年颱風時吹落倒下，目前仍有一分枝（胸徑 20公分）仍攀附於樹間。原

供奉石頭神位被樹根包於內，該石頭中央刻有「福德正神香位」，目前所見只是石

頭的右側邊緣。 

    祖父輩居於該伯公旁邊之徐松政先生(民國 46年生)表示，他從小就覺得該樹

已經很大了，約於民國-58-年，他伯父欲將該樟樹賣給木材商作為雕刻之用，所得

金額作為興建伯公祠基金，但得不到伯公允准，至今仍維持樹型。 

    該伯公樹不但是鄰近居民的信仰中心，其旁有老魚藤（胸徑 20公分），攀繞整

棵樟樹並未相纏，相依相偎，蔚為奇觀，假日吸引大批熱愛大自然人士或遊客前來

賞樹與祭拜，是大窩自然生態區的熱門景點。 

    目前健康狀況良好，樹型優美且極為雄偉。樹上除有一株魚藤外，與其附生一

起的蕨類有六種（海州骨碎補、山蘇花、槲厥、抱樹石葦、伏石厥、崖薑厥）除此

外，尚有其他維管束植物與多種動物棲息，名副其實的「老樹共和國」。 



    -1985-年之前，當地居民有小孩認此伯公樹為樹爺，之後未有聽說新認此伯公

樹為樹爺者。 

    -1985-年之前，農曆正月十五日晚上，有項特殊的民俗祭祀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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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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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之後，已不見此傳統，日後甚至有流失之危機，人與伯

公之關係也因舊有民俗活動之減少而日趨淡薄，殊為可惜。 

    2006年，吳兆玉、彭宏源等人的「尋找先民的守護神」一書，由苗栗縣文化

局出版，於此伯公樹下舉辦新書發表會，地方耆老述說伯公的歷史與傳說，社區歌

謠班演唱客家山歌，意義別具。 

    徐順基（昭和 6年生， 1931）口述，以前(-1980-)有一范姓小孩見伯公樹上

開有美麗花朵之蘭花，未徵得伯公允准而爬上樹拔取蘭花，返家後肚子痛了數天，

針藥無效，經問神得到「得罪神明」之啟示，范姓小孩之家長幾經摸索思考，才想

到必是爬上伯公樹拔取蘭花之事引起，後來辦妥三牲果品，帶著全家大小前來請求

伯公赦宥，祭完返家後小孩便不藥而痊。(吳兆玉等，2006) 

 

 

 

 

 

 

 

 

 

 

 

 

 

 照片 1：樟樹樹形優美枝葉茂密      照片 2：樹型雄偉，樹下遮陰面積廣 

 

 

 

 

 

 

 

 

照片 3：曾於伯公樹下舉辦「尋找         照片 4：樟樹、老魚藤、石頭 



    先民的守護神」新書發表                   所共同組成的伯公 

 

 

 

 

 

 

 

 

 

       照片 5：樟樹之枝葉              照片 5：樟樹之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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