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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槟榔业

及其独特的槟榔文化
"林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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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榔是一种多用途中药

槟榔（’()*+ *+,)*,-），棕榈科药用植物。它的干

直立，不分枝，亭亭玉立，是著名的热带园林绿化

树种。叶长 !& . / $& % 厘米，羽状全裂，裂片线状披

针形，长 .% / 0% 厘米。花单性同株，肉穗花序生于

叶束下，多分枝，呈圆锥形，基部具黄绿色佛焰苞；

雄花小而多，生于分枝上部；雌花较大而少，着生

于总轴或分枝基部，子房上位，! 室。坚果卵形，红

色。花期 . 1 2 月，果期 !! 月至次年 3 月。种子扁

球形或圆锥形，高 !& 3 / .& 3 厘米，直径 !& 3 / .& %
厘米，表面淡黄棕色或淡红棕色，具稍凹下的网状

沟纹。质坚硬，不易破碎，断面可见棕色种皮与白

色胚乳相间的大理石样花纹。性温，微苦。槟榔，俗

称槟榔籽，是著名的中药。它的化学成分主要是槟

榔碱、槟榔次碱、去甲槟榔碱、去甲槟榔次碱等，并

含鞣质和脂肪油。功能与主治：杀虫消积、降气、行

气。对绦虫、蛔虫、姜片虫病、水肿脚气有特效，是

著名的中药材。

台湾称槟榔为“青仔”，与石灰、栳叶三者合在一

起咀嚼，有健胃、御寒及提神的功能。果皮称 “大腹

皮”，能行气、利水、消气、消肿。木材外部坚硬，可作

屋柱或隔板。槟榔原产东南亚，在我国除台湾和海南

外，云南、广西、广东和福建南部地区亦有种植。

$& 农民一窝蜂抢种槟榔树

台湾槟榔最早由荷兰人从东南亚引进，优雅飘

逸的带有浓郁热带风情的槟榔树，在汉族移民到

台湾的 .%% 至 4%% 年间，一直是民宅四周的装饰植

物，以后才慢慢地扩种至山坡与海边。然而，谁也

没想到，在 $% 世纪 2% 年代短短的 !% 年间，槟榔却

神话般地改写了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它从园林美

化植物为主的身份，蜕变为药用植物的身份，并其

产值成为仅次于稻谷的第 $ 大经济作物，产值占农

产品比重的 .& 35 ，形成了新兴的槟榔产业。

栽培槟榔技术简单，管理不必特别费神，又没

有什么病虫害，抗逆性强。它这种易种易管的特性，

农民乐于种植。在人们喜欢嚼槟榔成风的时代，农

民趁此良机一味扩种。以屏东为例，!""4 年种植槟

榔的面积已达到 !& . 万公顷，比 !"06 年的 $4% 公

顷提高了 3. 倍，已远远超过水稻的栽培面积，比水

稻收益的 $% 亿元新台币提高了两倍，成为该县农

村收益最高的作物，对繁荣当地农村经济关系甚

大。农民亲切地把槟榔看作“绿宝石”。据悉，全台湾

的槟榔种植面积己达到 3& 4 万公顷。在台湾南部的

平原或山区举目可望婆娑多姿的槟榔树。槟榔在台

湾已形成规模经营，成为台湾的重要产业。目前台

湾靠槟榔产业为生的人已超过 !% 万人。

.& 槟榔族年嚼食大量槟榔

据台北市“卫生局”!""0 年的调查资料表明，该

市约有 45 的市民有嚼食槟榔的经验。以台北市

$6% 万市民计算，台北市约有 !% 万人嚼食过槟榔；

台北市“议员”秦慧珠曾以书面质询指出，其实嚼食

槟榔对健康的危害不亚于吸烟。据医学研究表明，

“嚼食槟榔易导致口腔癌”。调查显示，台北市一年

约吃掉$& $ 亿颗槟榔。有关部门以邻里抽样的方式

实际调查，发现受访的 $2.4 人中，曾有嚼食槟榔经

验的有!!$ 人，所占比例为 .& "35 。秦慧珠指出，若

扣除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及占人口 ! # 4 的青少年和

孩童，台北市成年男性嚼食槟榔的比例更高。

以此推算，全台湾约有 $6" 万人嚼食槟榔，每

天要嚼食约 63%% 万粒槟榔。难怪农民大种槟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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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台湾特有的槟榔产业。

$% 嚼槟榔危害责任在当局

台湾当局对农民种植槟榔一事一直采取 “不

辅导、不鼓励、不禁止”的放任政策，消极地默许农

民种植槟榔；同时，鼓励农民造林的奖金又太少，

根本不够农民维持生计。因此，农民只能利用有限

的土地，种植高经济价值的槟榔树。以致这几年槟

榔的种植面积跃升至 &% $ 万亩，成为仅次于稻谷的

台湾第 ! 大种植业。

嚼食槟榔，乱吐渣汁，有碍环境美观，许多风

景名胜的墙上及地面因此污迹斑斑。因而 “环保

局”宣布，要加强取缔，规定乱吐一口槟榔汁要罚

款 $&"" 元新台币。

从医学上说，嚼食槟榔对台湾民众的健康危害

极大，据统计，口腔癌居台湾 ’" 大死亡疾病的第 &
位，而 (")罹患口腔癌者的致癌原因是嚼食槟榔。

医学专家认为，长期嚼食槟榔除易患口腔癌外，还易

造成牙周病、口腔粘膜疾病；还会使食欲减退、流涎、

呼吸器官和心脏活动受到影响，严重危害身体健

康。医学专家的研究还发现，槟榔萃取液会产生活性

氧化物，引起对 *+, 的伤害。台湾阳明大学药理学

研究所和台北荣总教学研究部的研究，证实了上述

说法。研究还表明，槟榔中的单宁及儿茶素所形成的

活性氧化物不但容易致癌，而且还会加速衰老。

从农业上说，种植槟榔对台湾的水土保持危害

严重。!" 多年来，台湾的槟榔种植面积由 ’-"" 公顷

骤增至 &% $ 万公顷，现今台湾岛几乎无处不见槟榔

树。’..- 年的一次台风，袭击南投和嘉义，造成这

两个县的重大灾害。有识人士认定，这与山坡地滥

垦乱植槟榔树有关。这次台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

台湾开始重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水土保持的问题，

采取了提高造林奖金、砍除不利水土保持地段的槟

榔树及种植林木等措施。但这些措施未必能为长期

依靠槟榔谋生的农民所接受。

&% 槟榔业产生了槟榔文化

台湾种植槟榔较早，但早期多为生活在高寒

地区的山民作为御寒而嚼食，或作为缺医少药的

偏远地区解毒除湿的中药。早期原住居民曾视槟

榔为宝物，成为婚嫁必备的礼物之一。

嚼食槟榔目前已成为台湾全民性的嗜好，不

论是学生或是教师，不论是官员或是百姓，都离不

开槟榔，已形成特殊的槟榔文化景观。在岛内已形

成一支人数超过 !"" 万的 “红唇族”，即那些整天

嚼食槟榔满口血红渣汁的 “嚼食槟榔族”。嚼食槟

榔的人如此之多，促使销售槟榔的商店急剧增多

起来。台湾街头销售槟榔的摊点林立，达到 “五步

一摊，十步一铺”。据说全台湾拥有销售槟榔的大

小摊点 & 万 / ’" 万家。

资料表明，在旺季 ’ 粒槟榔的价钱与 ’ 个鸡蛋

等同；而在淡季则可以与 ’ 斤鸡蛋等值。南部产区

为防止歹徒到槟榔园盗窃，入夜时园中灯火通明，

园主携狗巡逻，巡逻队持棍守卫，形成槟榔园保卫

战的槟榔文化新景观。

拥有几百亿元的槟榔消费市场，产生了特珠

的台湾槟榔文化。不少人为麻痹自己，以求得在沉

重的社会中，消除工作、学习及生活的压力，获得

片刻的宁静与解脱而嚼食槟榔。有资料表明，槟榔

含有多种植物碱，能麻痹神经，对于那些希望解

脱、刺激与提神的人来说，槟榔是最容易获得的药

品。因此，许多人选择了槟榔，并且经嚼食后，确实

刺激了交感神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兴奋、快感与

满足。

大量的槟榔交易，导致社会治安问题。黑道及

色情趁台湾当局取缔赌博性电动玩具之际，业者

纷纷改变谋生方法，介入槟榔买卖，因此就出现了

“槟榔西施”。台湾当局决定通过各部门的协作管

理，期望以 & 年时间消除台湾的 “槟榔文化”。然

而，能否如愿，的确令人怀疑，因为作为台湾特有

的“槟榔文化”，早已深植于民众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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