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50      樟    樹

學名：Cinnamomum camphora (L.) Presl

科名：樟科

別名：樟、本樟、鳥樟、栳樟、Camphor tree。

形態特徵：常綠喬木，全株各部位均有芳香氣味，樹幹常縱向深溝裂。葉薄革

質，卵形或橢圓形，平滑無毛，離基三出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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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岔，132；66公分；樹高：17公尺。

樹冠涵蓋面積：320平方公尺。

所在位置：三義鄉雙湖村燈籠福德祠後方坡地(雙草湖段97-4地號)；

          座標：X： 227591,Y：2701715

製作告示牌日期：109(2020)年 12月

應用：樟樹全株除可供提煉樟腦、樟油外，可供建材、家具、雕刻等用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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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樟)則不結晶，只能提煉樟腦油，作為香料，精

製樟腦除為賽璐珞的重要原料，可製造硝酸鹽攝影軟片，亦為重要的醫

藥原料。

苗栗縣政府製

與該樟樹相關的伯公祠祭祀與民俗

三義鄉雙湖村三角山下的燈籠福德祠後方坡地-樟樹   

    該樹已於民國 108年公告為苗栗縣受保育老樹，該受保育樟樹位於祠室後

方，地方耆老均說樹齡已超過百年，據說早期有一夫婦膝下無子，向伯公祈求

生子，之後真如願生下一子，該夫婦便於伯公掛上燈籠，因此後人就將伯公祠

取名為「燈籠伯公」。另有一說，該處原地名叫燈籠絲，每逢夜晚在山下往這

裡看，可以看到螢火蟲閃爍的亮光像極了燈籠一絲絲的燈光，因此後人就將伯

公祠取名為「燈籠伯公」(羅錦田)。於-56-改建為水泥磚造馬背式祠室，在改

建前是燕尾式石室祠，更早的型式與創設人則不可考，民國-70-年之前，附近

住戶很多，目前幾已搬遷外移，不過，伯公下方的住戶每天早上均有信眾前來

上香，加上前往三角山的登山者絡繹不絕，順道祭拜者不計其數，祠旁有一鋼

架鐵皮屋，屋內置有桌椅，提供登山者與信眾在此休息。(吳森崗)

    原地主劉慶貴生前開設中藥店，家中供奉藥師佛，過世後中藥店結束，將

藥師佛的牌位(孫思邈真人)遷移至此共同接受庄民祭拜。地方信眾認為伯公神

像應左右對稱並取陽數，所以又請一尊財神爺來坐鎮，形成三神合祀，福德正



神坐中間，孫真人在龍邊，虎邊為財神爺。(羅錦田)

    附近雖已無住戶，但福德祠所需的電費與金香開支均有信眾樂捐，在祠內

列有捐款芳名，雙湖村吳鄰長(民國 35年生，1946)每天早上均前來上香奉茶，

吳鄰長表示，早期有一些病患會前來祈求藥師佛保佑平安，無開藥方，單純許

願而已，過去有些病患因此痊癒，例如有一病患病入膏肓，必須去醫院開刀，

心中忐忑無信心，行前請求藥師佛保佑開刀順利平安，結果順利且痊癒健康歸

來，回來後買蠟燭在祠內燃點，一直持續十餘年，至往生為止，也還有其他信

眾有類似情形，不過，現今醫學與科學發達，已漸無前來祈求者。(吳森崗)

    又於民國 92年稍微修建，貼瓷磚與增建前方拜亭，伯公神像後方龕壁鑲有

原伯公石質神位牌，「福德正神香位」。祠室內仿三川門聯「福澤長留萬罄香 

德恩永照波光明」，橫批「光明正大」，祠門聯「福而有德千家祀  正則為神

萬世尊」，祠前加建鋼架拜亭。

    每逢農曆初一、十五及初二、十六和過年過節附近居民都會自備供品前往

祭拜，另農曆二月二日伯公生及重要節日，附近住戶會自行前往祭拜。

    另天神福一年有兩次活動，農曆正月15為祈福，10月 15為還福。這兩次

活動中，正、副爐主和首事們會從上庄天神爺專用屋宇開始沿途吹奏八音鑼鼓

浩浩蕩蕩於前一日(14日)傍晚來到伯公廟恭請伯公前往列席作客，接受善男信

女的祭拜，次日依照順序送伯公歸位。(羅錦田)

    該株老樹2分岔，分別是132、66公分；樹高：17公尺，生長優勢且樹型

優美，樹上有部分枝條附生石葦，旁邊有一香楠，胸高直徑：98公分；樹高：

21公尺，也是少見的香楠老樹，與老樟共同成為茂密的老樹群，主幹有1胸徑

16公分的雀榕纏勒該樹，建議將雀榕移除，以免危及該香楠。

     

照片1：樟樹位於福德祠後方               照片2：祠室內堂



                                         

                                      

     照片3：伯公樹生長旺盛茂密             照片4：祠內供奉 3尊神明

                

照片5主幹有雀榕纏勒該樹                照片6雀榕纏勒該樹嚴重



         照片7：樟樹之枝葉                照片8：樟樹之果實

資料來源

訪談吳森崗(35年生。1946)

訪談羅錦田(44年生。1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