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48      櫸 樹

學名：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科名：榆科

別名：雞油，臺灣櫸、櫸木。

形態特徵：落葉大喬木；幹皮灰褐色，雲片狀剝落，有雲形剝落痕。葉厚紙質，

長卵形，長3～10㎝，寬2～5㎝，先端漸尖，基部圓形，表面粗糙，單

鋸齒緣，葉柄長2～6㎜。花與新葉同開，單性，花被凹形，4或5淺裂。

核果幾無梗，斜卵狀圓錐形，上面偏斜，凹陷，底徑約3㎜，具背腹脊，

網肋明顯。

生態分布：產臺灣全島海拔300～1,000公尺山區。分布大陸及日本、韓國。

胸高直徑：左分岔：98公分；樹高：16公尺;右分岔：98公分；樹高：16公尺。

樹冠涵蓋面積：320平方公尺。

所在位置：大湖鄉東興村興榮段15地號；座標：X：237418,Y：2697299

製作告示牌日期：109 (2020) 年 12月

應用：櫸樹樹型高大優美，木材強韌堅硬，為闊葉樹中最優良木材之一，是家

具、扶手、地板、建材之極佳材料，亦樹供景觀及盆栽。

苗栗縣政府製

與該櫸樹相關的庶民生活與歷史

大湖鄉東興村興榮段15地號-櫸樹  

    該樹已於民國108年公告為苗栗縣受保護老樹，該老樹矗立於大邦水口福

德祠後方，因樹冠巨大優美，於東興產業道路旁，該老樹明顯醒目；本伯公於

清光緒年間（-1895）初墾焗腦的時候即已創設，因此該櫸樹之樹齡已超過百年。

日政時期，由原始的大樹巨岩伯公，改建為石室祠，年代欠詳。戰時（1937-

45），皇民化運動進行寺廟整理，本祠遭日人拆廢。戰後民國34年（1945），

庄民將石室祠復建。民國40年代（-1960），加建磚瓦屋拜亭遮雨，以利祭祀

活動。

    民國78年（1989）成立改建委員會，由傅新隆任主委，吳慶壽任副主委，

募得境內外信眾 277位捐贈現金與附屬器物，改建成仿宮廟式鋼筋水泥結構祠

室。於同年11月吉日落成。同時，將 11鄰水南伯公及12鄰上坑尾寮水澗頭伯

公請入合祀。合祀的三尊伯公均為木雕像，正中為水口伯公，左尊為水南伯公，

右尊是水澗頭伯公。

神跡與靈驗傳說(吳兆玉等，2006)

    相傳有位人稱『黃狗昂』者，見伯公雞油樹（櫸木）粗壯的根盤踞地表，

心想抽取一小段應無妨，用來做豬的食槽正合適。不料一斧頭砍將下去，雞油

根好端端的，全新的斧頭柄卻突然斷裂，人差一點受傷。驚覺這回幸虧伯公祇

是存心警告，嚇得從此不敢再打伯公樹的歪念頭。



※附（一）：大邦水南福德祠

    本祠原址在現今東興村11鄰 53號邱屋舊伙房側角，清光緒年間（-1895）

創設，原始伯公型制與創建人欠詳。日政時期，改建為石室祠，年代欠詳。戰

時（1937-45），皇民化運動進行寺廟整理，本祠遭日人拆廢。庄民乃將土地伯

公遷至現在11鄰 55號吳慶壽屋側角的柿仔樹下，暗中奉祀。戰後民國34年

（1945），庄民就地將石室祠復建，座西北西朝東南東。後來，加建磚瓦屋拜

亭遮雨。

    由於本鄰水北、水南住戶外遷，兩祠均面臨香火漸稀與改建問題，而現在

產業道路密佈，兩岸人車往來便捷，合祀並無交通困擾。因此，合力改建水口

福德祠，將本祠伯公移往合祀。

※附（二）：上坑尾寮水澗頭伯公

    本祠位在東興村12鄰上坑尾寮尾黃春豐老屋側角，為大樹伯公，因屬坑水

源頭地帶，故得稱。創設於日明治年間（-1911）。原住 3戶先後搬遷，老屋成

工寮，伯公變不定時奉祀。住下濫湖的黃家女婿吳盛海，乃憑筊獲允，配合水

口伯公祠改建，移入合祀。

    已逝世多年的黃春豐先生，一生勤儉，每次下山賣香茅油、山產剩下的閒

錢，都換成黃金。回家將金子埋藏在伯公祠的案桌底下後，照常作息，左鄰右

舍無人知曉。如此經年累月，托土地伯公保管的藏金多達數斤，毫釐無差。到

兒子師範學校畢業，在台北教書、結婚，全部變現給兒子買新居時，竟被懷疑

黃金的來歷有問題，花費了好一番唇舌解釋，店家方才放心收購。事後，黃向

友人道嘆：『買難，賣也難』。黃春豐伯公下藏金的故事，始在地方上流傳，

至今仍為庄民所津津樂道。

   

照片1：樹型優美健壯的伯公樹    照片2：櫸樹位於大邦水口福德祠後方



    

照片3：水口福德祠祠室內部         照片4：水口福德祠供奉 3尊伯公

      

照片5：櫸樹核果果實液生          照片6：櫸樹樹皮雲片狀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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