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R-Code資料 

編號   58      榕  樹 
學名：Ficus microcarpa. 

科名：桑科 

別名：正榕，鳥松。 

形態特徵：大喬木，氣生根細長，幹多分枝。有托葉痕，葉橢圓形或倒卵形，長

5～8㎝，寬 1.5～9㎝，革質平滑，表面深綠，背面的顏色略淡，中肋於

表面下凹，背面隆起，側脈 5～8 對。雄花、雌花及蟲癭花生長於同一花

托內；隱花果(榕果、隱花果以及隱頭花序之名稱都一樣)，球形，成對或

單生，果皮初為綠色被白點，後轉為粉紅，成熟時則為黑紫色，徑 5～12

㎜。 

生態分布：臺灣原生種，產臺灣全島平地。分布華南、日本、印度、馬來、菲律

賓、澳洲。 

胸高直徑：第一分岔：70公分，第二分岔：94公分，第三分岔：54公分。 

樹高：12.6公尺。 

樹冠涵蓋面積：400平方公尺。 

所在位置：西湖鄉鴨母坑段 1317地號。 

座標：X：226333,Y：2715568 

製作告示牌日期：109(2020)年 2月。 

應用：生長迅速，適應性強，樹型優美，為常見之園林樹，在臺灣平地之伯公樹

極為普遍，園藝上栽培變種亦甚多。 

                   苗栗縣政府製 

 

與該榕樹相關的庶民生活與歷史 

西湖鄉鴨母坑段 1317 地號-榕樹 

    榕樹，樹木胸高直徑，第一分岔：70公分，第二分岔：94公分，第三分岔：

54公分，樹高約 12.6 公尺。老樹立地環境優良，根系盤根錯節，露出地表延伸

到祠前腹地全部，枝葉發展旺盛，有少數乾枯，大致還算健康。 

    整株榕樹看起來有如一叢，有數根分枝，每根分枝均互有相連，有些是支柱

根健壯而成，甚至有支柱根已經離主幹 5公尺以上，驗證了榕樹是「會走路的

樹」。 

    該伯公保留了典型的老樹石室祠伯公，在民國-50-年，祭祀圈包括鄒家、江

家，鄰近住戶共約近 20戶，民國 50-年之後陸續遷出，目前只剩 2戶。 

    107年過年時鄒家與親友於年初一凌晨前往拜伯公，其中一位親友遇見伯公

顯靈，告訴他，該伯公長年罕人前來祭拜，請鄒家幫忙能多帶一些人來祭拜，鄒

家乃遵伯公指示積極辦理相關事宜，首先須加強周邊環境之改善與鋪設通往伯公

之道路，以方便信士前來祭拜，包括徵得伯公所在地地主楊秀瑕(時任鄉長)同意、



鋪設鄒家通往伯公之水泥農路(原先是泥土農路)、接電源至伯公設置照明系統、

水源接至伯公樹下設置洗水槽、前方鋪設停車坪、修建金爐等等，原先亦請示伯

公，欲將伯公祠前之榕樹根、卵石以水泥鋪平以利行走與祭祀活動，但未得伯公

允准而保留原狀，於 107年 3月 18日完工，之後前來祭拜者絡繹不絕，目前除

該地 2戶祭拜外，於民國 50多年搬遷至同村 3鄰，擔任職業駕駛的江明忠先生，

每逢初一、十五均會前來祭拜。 

    該伯公非常靈驗，據鄒家表示，親友中有參加求學考試者、求職者、受傷生

病者，前來祈求均能如願，生產之水果亦連年豐收與熱賣，伯公顯靈與靈驗傳奇

不脛而走，諸多信士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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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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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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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無此傳統，殊為可惜。 

 

 

 

 

 

 

 

 

 

 照片 1：榕樹位於燥坑福德祠後方     照片 2：根系盤根錯節於祠室周邊 

 

 

 

 

 

 

 

 

   照片 3：氣生根多與幹多分枝          照片 4：祠前鵝卵石凹凸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