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 谈 台 湾 的
“

槟 榔 文 化
”

文 高 景 州

最 近 几 年 来
,

随 着 本 土 意 识
的 高 涨

,

台 湾 本 土 文 化 抬 头
,

小

小 槟 榔竟 然 成 为 最 具代 表 性 的 本

土 食 物 而 出 尽 风 头
,

身 价 暴 涨
。

围 绕 着 槟 榔 所 衍 生 的 消 费 者行 为

与 文 化 也 成 为 台 湾 最 具本 土 意 义

的 象 征 之 一
。

台 湾 近 年 来 在
“

福 佬 泛 称

台 湾 人
、

外 省
、

客 家
、

原 住

民 ”

四 大 族 群 之 外 又 兴 起 一 个 人

为 的 第 五 大 族 群
,

即 有 一 支 人 口

数 超 过 !� � 万 的
“

红 唇 族
”

迅 速

崛 起
。 “

红 唇 族
”

指 的 并 不 是 女

性族 群
,

或 演 艺 圈 中 的 新 潮 少 女

族
,

而 是 指 那 些 因 吃 槟榔 而 染 得

满 口 血红 的 人 们
。

目 前 的 台 湾
,

由 于 社 会 风 气 的 变 迁 和 生 活 习
#

质

的 多 元 化
,

槟 榔 成 了 各 种 交 际 应

酬 场 合 中 的 上 品
,

在 全 台 各 地 公

共场 所 中
,

每 天 槟 榔 的 消 耗 量 惊

人
,

它 已 和 香 烟
、

茶 水 一 样
,

成

了 人 们 公 关 必 备 的 礼 品 � 更 是 台

湾 大 小 选 举 中 必 备 的 消 耗 品
,

被

谑 称 为
“

中 国 口 香 糖
” 。

槟 榔在

市 场 上 已 成 为 畅 销 的 食 品
,

买 卖

兴 隆
。

由 于
“

槟 榔族
”

在 各 阶 层 的

影 响 力 非 常 大
,

国 民 党 在 上 次 举

行 的
“

省 市 长
”

选 举 中 不 敢 小 视

这股 庞 大 的 势 力
,

曾 紧 急 印 制 了

!� � 万 个 槟 榔 盒 子
,

上 印
“

支 持

宋 楚 瑜
”

字 样
,

通过 槟 榔包 装 盒

公 会 分 送 各 地 槟 榔 摊
,

正 式 向

“

红 唇 族
”

拉 票
。

槟 榔 与 当地传 统 文化

槟 榔为 棕 桐 科植 物
,

古 时 候

是 作 为 防 治 疫 病之 用
。

在 台 湾
,

本 来 是 原 住 民 嗜 食 的 食 物
,

过 去

住 高 山 地 带 的 民 众 以 吃 槟 榔 来 御

寒
,

一 直 被 视 为 中 下 劳 工 阶 层 的

专 属
。

由 于 嚼 槟 榔 产 生 的 槟 榔 渣

汁 被 吐 的 遍 地 都 是
,

因 而 被 中 上

阶 层 认 为 不 雅 不 洁
,

因 此 槟 榔 这

种
“

食 品
”

的 地 位 以 往 是 居 于 社

会 的 最 底 层
。

但 同 时
,

槟 榔 又 可

做 为 宴 席 上 的 一 种 高 级 美 食
。

台

湾 先 儒连 横 在
“

雅 言
”

中 说
,

台

南 奇 特 的 菜 肴 中
,

有 一 种
“

半 天

笋
” , “

半 天 笋 者
,

槟 榔 也
,

干

高 二 三 丈
,

叶 如 凤 尾
,

摇 曳 空

中
,

遭风 摧折
,

取 其 叶 心
,

切 片

炒 肉
,

较 之 春 笋
,

叶 尤 甘 脆
” 。

“

半 天 笋
”

就 是 现 在 说 的
“

槟 榔

心
” ,

因 为 必 须 砍 掉 整 棵 槟 榔 树

才 可 有
,

价 格 很 贵
,

也是 餐 厅 的

一 道 高 级菜
。

据 槟 榔 业 者 说
,

他 们 的 祖 师

爷 是 唐 朝 的 韩 愈
。

传 说
,

韩 愈 流

放 南 方 时 不 适 应 当 地 瘴 气 而 生

病
,

吃 了 槟 榔 才 痊 愈
。

古 籍 记载

中 有 不 少 大 官 和 文 人 都 嗜 食 槟

榔
,

并 且 以 槟 榔 招 待 宾 客
。

例

如
,

宋 朝 的 苏 东 坡
、

黄 庭 坚
、

朱

熹 等 人
,

都 有 吃 槟榔 的 习 惯
,

还

写 了 一 些 有 关槟 榔 的 诗 句
。

自古

以 来
,

槟 榔 还 被 看 成 一 种 药
。

在

中 医看 来
,

槟 榔 可 以 驱 虫 健 胃
。

台 湾 府 志 上 也 说
, “

食 之 能 醉

人
,

可 以 去 瘴
” � 日 据 时 代 也 有

医 生 研 究
,

吃 槟 榔 虽 然 会 使 牙 齿

磨 损
、

变 黑
,

也 较 容 易 得 牙 周

病
,

但 是 可 以 预 防 蛀 牙 和 结 核

病
。

今 天
,

吃 槟 榔 则 被 视 为 口 腔

癌 的 祸 首
。

台 湾 的 原 住 民 生 活 习 惯 中 处

处 可 见 槟 榔 的 影 子
。

在 生 活 里
,

在 祭 礼 中
,

在 歌 谣 里
,

在 爱 情
中

,

槟 榔 在 原住 民 的 文 化 上
,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
。

台 湾 的 原 住 民

九族 之 中最 大 的 一 族 排 湾 族 叫 槟

榔 是 %& �( ) (
,

有 关 槟 榔 的 传 说

最 多
。

在 排 湾 神 话 中
,

提 到 槟 榔

树 高 高 耸 立
,

象 征 通 往 天 国 之

路
,

所 以 祭 祀 少 不 了 用 槟 榔 做 祭

品
�

而 排湾 的歌 谣 更 是 经 常 出 现

槟 榔 一 词
,

认 为 槟 榔 树 干 直 直

的
,

形 容 人 的 品 行 耿 直 不 欺
,

就

像 汉 族 人 说君 子 如 竹 子
,

直 而 有

节 � 另 外 排 湾 情 歌 里 头 唱
“

槟

榔
” ,

是 用 以 表 现 男 女 之 间 情 感

的 忠 贞
,

因 为 槟榔 的 果 实 是 结 在

一 枝 干 上
,

不 分 枝 的
,

代 表 情 人

之 间 的 情 感持 续 而 永 远 不 变
,

并

且 这 情感 的 表 现 也 同 样 反 映 在 其

他 原 住 民 的 歌 谣 中
�

在 原 住 民 嫁

娶 时 的 聘 礼 中
,

槟榔 也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槟 榔 的 枝 干 砍 下 来
,

枝 干

尾 呈 牛 角 状
,

像 个 圆 环
,

表 示 新

娘 是 完 璧
,

同 时 祈祝 未 来 婚 姻 圆

满 � 槟 榔对 原住 民 来 说
,

也 是 一

种 生 活 的 润 滑 剂
,

人 们 在 言 谈 之

! �



间 嚼 着 槟 榔
,

象 征 着 人 生 的 甜

美
,

认 为 体会 生 活 的 甜 美 就像 嚼

槟 榔 一 样
,

要 慢 慢 地 嚼
、

慢 慢 地

品 味
。

槟榔的经 济 价 值及 影响

在 台 湾
,

槟 榔 的 产 地 主 要 在

屏 东 地 区
,

其 次 是 南投
、

嘉 义
、

花 莲
、

台 中 等 地 区
,

依 产 期 不 同

上 市
。

在 过 年 前 后 槟 榔 产 量 最

少
,

槟 榔摊 的 价 格 从最 便 宜 的 一

粒 几毛 钱
,

涨 到 最 贵 的 一 粒十 几

元 新 台 币
,

下 同
。

另 外
,

也

有 从 东 南 亚 地 区 走 私 进 岛 的 槟

榔
,

不 过 品 质 不 如 台 湾 本 地 产

的
。

在 槟榔 产 地
,

包下 整 批槟 榔

的
“

青 仔 主
”

青 仔 就 是 采 下 的

槟 榔
,

转 运 给 各 县市 的 批发 市

场
,

再 分 送 到 众 多 的 槟 榔 零 售

摊
。

当 天 在 产 地 采 下
,

隔 天 就 可

以 运 到 各 县 市
。

槟 榔摊 拿 到
“

青

仔
”

后
,

清 洗 干 净
,

加 上
“

红

灰
”

和
“ 白 灰

”

有 专 门 调 配 石

灰 的 连 锁 业 者
,

据 说 还 加 了 当

归
、

人 参
、

梅 子 粉
、

冻 顶 茶
,

以

增 加 口 味 以 及 叶 子
,

就 可 以 卖

了
。

在 品 质 上
,

槟榔 一 般 有
“

特
幼

” 、 “ 白 肉
”

和 等 级 之 分
。

其

中有 称 为
“

幼 齿
”

的
,

指 的 是纤

维 质 比 较 细 的
,

吃 起 来 比 较 甘

甜
,

有 大 的 也 有 小 的
。 “

幼 齿
”

的 槟 榔来 自 改 良 的 品 种
,

或 是种

植 在 高 地
,

此 外 与 树 龄 也 有 关

系 � “

老 朴
”

的 就 是 比 较
“

粗

丝
” 了

。

在 包 装 上
,

以 前 只 用 塑

料 袋 装
,

后 来 一 般 都 是纸 盒 装
,

很 多 还 在 盒上 印 了 美 女 相 片 � 还

有 一 种 高 级包 装
,

每 一粒 都 用 一

个 小 袋 子套起 来
。

以 往槟 榔摊 就像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烟 摊
,

不 挂 招 牌 也 不 做 宣 传
,

最 多 只 挂
“

槟 榔
”

两 个 大 字
,

直

到 近 十 年 来 嚼 槟榔 之 风 遍 及 全 岛

后
,

槟 榔 大 批 发 商 愈 来 愈 多
,

于

是 各 槟 榔摊 的 广 告
、

招 牌 也就 热

火 起 来
。

台 湾 的 槟 榔 摊 遍 布 各

处
,

难 以 计 数
,

这 种 不 必 缴税 的

生 意 愈 来 愈 多
。

据 台 湾 官 方 统

计
,

台 湾 各 地 共 有 + 至 ,� 万 个

槟 榔 摊
,

消 费 人 口 数 则 在 ,� 。 至

! �� 万 人 之 间 � 其 男 性 嚼 食 率 为

, .
/

0 1
,

女 性 为 , 1
�

原 住 民 男

性 为 2.
/

+ 1
,

女 性 为 �� 1
。

一

些 摆 在 繁 华 地 区 的 摊子
,

可 以 月

收 入 ,3 万 元 以 上
,

十 分 可 观
。

因 槟榔 粗 放
、

省 工
、

栽 培 容 易
、

虫 害 少
、

价 格 高
、

收 益 丰
,

全 世

界 只 有 台 湾 将 最 好 的 农 田 用 来 种
植 槟榔 树

,

农 民 更 视槟 榔 为 摇 钱

树
,

称 之 为
“

绿 色 钻 石
” 。

在 槟

榔 生 产 淡 季
,

行情 紧 俏 得 很
,

一

粒 槟榔 可 卖 一 斤 鸡 蛋 的 价 钱
。

从 前周 漩 唱 红 了 一 首
“

采 槟

榔
” ,

现 在 成 龙 也 有 一 首
“

槟 榔

西 施
” 。 “

槟 榔 槟 榔 我 爱 你
” ,

已 成 为 一 种 台 湾 文 化 了
。

在 台

湾
,

吃 槟 榔 的 人 虽 以 司 机
、

工

人
、

商 人 占 大 多 数
,

但 是 已 遍 及

社 会各 阶 层
,

甚 至 在校 学 生 也 有

这 一 习 惯
,

而 从 教 育 程 度 来 看
,

大 专
、

高 中 程 度 者 占 有 相 当 比

例
。

台 中 兴 大学 学 者黄 万 传 的 调

查 显 示
,

槟 榔族 有 日 趋 年 轻化
、

职业 多 元化
、

教 育水 准 提 高
、

都

市 化 的 特 性
,

而 槟榔 文 化 的 象 征

是
“

豪 迈
、

亲 切
、

打 拼 及 朴

拙
” ,

目 前 成 了 休 闲 与 交 际 应 酬

的 食 品
,

同 时 也 就 成 为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台 湾 文 化 之 一
。

而 台 湾 人 嗜

食槟 榔
,

不 顾 家 计 负 担及 健 康后

遗 症
,

也 是 台 湾 社 会 一 大 怪 现

象
。

红 唇 族 日 益 增 多
,

槟 榔 的 身

价 因 而 水 涨船 高
,

十 年来 不 知 翻

了 几 番
。

台 湾 屏 东 一 带 的 山 坡 地

纷 纷 改 种 槟榔
,

贸 易 商进 口 的 数

量 以 集 装 箱 计
。

台
“

省 农 林 厅
”

的 农 业 年报 显 示
,

, 0 0 � 年 全 台 槟

榔 的 种 植 面 积 为 2
/

2. 万 公 顷
,

总 产 量 为 , �
/

4 万 吨
,

其 产 量 使

得 槟 榔 的 总 产 值 在 台 湾 仅 次 于 稻

米
,

而 居 台 湾 所 有 农 产 品 的 第 二

位
。

而 在 , 0 4 , 年 时
,

全 台 槟 榔
的 种 植 面 积 才 不 过 , . �4 公 顷

,

短 短 !! 年 间 就 增 长 了 近 �� 倍
,

其 增 长 速 度 可 说 是 居 全 岛 农 作 物

之 冠
。

在 有 农 业 大 县 之 称 的 屏 东

县
,

种 植 槟榔 的 面 积有 ,
/

� 万 多

公 顷
,

已 远 远 超 过 水 稻
,

是 全 岛

种 植 槟 榔 最 多 的 县
,

而 且 槟 榔 的

年 收 入 多 达 . � 亿 元
,

是 水 稻 的 �

倍
,

成 为 屏 东 县 农 民 收 益 最 多 的

农 作物
。

, 0 0� 年
,

台 农 业 经 济 学 者 薛

玲 针 对 台 湾 地 区 槟榔 产 销 问 题 进

行 调 查 后 提 出 报 告指 出
,

台 湾 人

对 槟 榔 的 年 消 费 量 为 4
/

. 万 多

吨
,

消 费 值高 达 ! +0 亿 元
,

而 据

估 计
,

全 台 吃 槟 榔 的 人 口 当 时 有

, �� 万 之 多
,

几 乎 占 了 全 部 人 口

的 十 分 之 一
。

, 0 0 � 年 统计 数 字 表

明
,

全 岛 估计 有 !� � 余 万 人 的 槟

榔 消 费 群
,

年 消 费 值 为 �2 � 亿

元
,

又 比 四 年 前 增 长 了 三 倍 左

右
。

最具争议 性的农作 物

在 台 湾 所 有 的 农 作 物 里
,

槟

榔 是 最 特 殊
、

最 具 争 议 性 的 一

种
。

曾 获 诺 贝 尔 化 学 奖 的 台 湾
“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长
”

李 远 哲 博士

曾 在 一 次 演 讲 中 以 健 康 为 理 由
,

主 张 应 对 嚼 食 槟榔 者 加 重 其 健康

保 险 费 负 担
,

藉 以 减 少 嚼 食 人

口
,

引 起 了 台 湾 传 媒 的 重 视 与 讨

论
。

虽 然无 论 从 槟 榔 种植 者 或 是

消 费 者 的 立 场 来 看
,

槟 榔 都 可 说

是 台 湾 数 一 数 二 重 要 的 农 作物
,

然 而 由 于 它 的
“

不 卫 生
、

不 健

康
、

不 高 雅
”

等 消 极 因 素
,

台
“

卫 生 署
”

把 嚼 槟 榔 与 抽 烟
、

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