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63      龍 眼

學名：Dimocarpus longan Lour.

科名：無患子科

別名：桂圓，牛眼。

形態特徵：常綠喬木。葉為一回偶數羽狀複葉，小葉2～4對，互生，橢圓狀卵

形或披針形，先端微鈍，基部偏斜，全緣，長6～15㎝。花淡黃色，花

徑約0.8㎝，排成頂生或腋生的圓錐花序，雜性同株。果實6～8月間成

熟，果皮褐色，假種皮肉質，可食。

生態分布：龍眼為大陸南方各省重要果樹之一，尤其以福建栽植最普遍。臺灣

係由福建先民引入，目前在臺灣，已馴化成野生狀態。

胸高直徑：96公分；樹高：8公尺。

樹冠涵蓋面積：100平方公尺。

所在位置：三灣鄉銅鏡村北銅鏡段547地號；座標：X：246676,Y：2729192

製作告示牌日期：109 (2020) 年 12月

應用：果供生食，營養豐富，我國自古即列為補品，有益智，補脾之效；亦可

加工成龍眼乾、龍眼肉或製罐頭，釀酒等；生長速度慢，木材質地堅實，

色澤美觀，為家具、農具用材；花為優良蜜源，可用於養蜂；樹形優美，

亦為理想的行道樹及景觀樹。

苗栗縣政府製

與該龍眼相關的庶民生活與歷史

三灣鄉銅鏡村北銅鏡段547地號-龍眼  

    該龍眼樹已於民國108年公告為苗栗縣受保護老樹，老樹位於三灣鄉銅鏡

社區關帝廟旁，胸高直徑96公分，高約8公尺，於約1.5m處 3分岔，樹高2m

處附生一株纏勒植物雀榕，目前仍細小，直徑約1公分。地主古錦明(昭和 15

年生，1940)無償提供土地予銅鏡社區關帝廟使用，目前所有權仍屬古先生，由

於關帝廟是銅鏡社區的信仰中心，前方有廣場與石質桌椅等休憩設施，龍眼老

樹下亦有石質桌椅，是社區居民聊天休憩極佳場所，龍眼樹生長緩慢，依耆老

說明，推測該數已超過百年，該老樹與關帝廟已成不可分割的信仰共同體，庄

民極為珍惜，過去龍眼成熟時，古家與庄民會採摘食用，近年極少採果，他小

時候的記憶，該樹胸徑就已超過 1尺，目前生長狀況健康。                 

關帝廟於地震後移至此

    清嘉慶 20 年（1815）黃祈英招募朋輩開墾三灣荒埔，至道光 11 年

（1831），客籍墾民30 餘人，合股開闢小銅鑼圈與大銅鑼圈。當時有余阿申、

余阿庚兄弟於現今銅鏡村2 鄰處取得耕地，落戶於此，家中開始供奉關聖帝君

以祈求平安。迄至日政昭和 10年（1935）4月 21日，關刀山大地震後，關帝廟

遭大地震全毀，昭和 11年（1935），遷移至現址重建，改稱「永隆宮」，余家



同意將關聖帝君供庄民共同祭拜，地主古錦明先生亦慨捐土地興建廟宇於此。

(黃鼎松，2007)

    日本戰敗初期，民生凋敝，庄中幅員狹小，所能集資有限，所建廟宇只能

供遮風避雨，較為簡陋，民國90 年（2001）集資修建屋頂成鐵皮屋，民國92 

年（2003）再加蓋拜庭遮雨棚，使參拜信眾免受雨淋。

    關帝廟之廟宇雖小，卻是小銅鑼圈庄民的信仰中心，每年各項重要廟會活

動均於此熱鬧舉行，匯集村民向心力，並於民國91 年（2002）4 月完成寺廟

登記，92 年 2 月成立管理委員會，目前副祀有觀世音菩薩、褒忠義民爺、福

德正神(三尊伯公合祀，水頭伯公、水尾伯公、製腦伯公)。長期以來，

關聖帝君庇蔭莊民安居樂業。(黃鼎松，2007);( 林泉明、邱鎮森，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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