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類知道不要做危害自己生存的事， 
但要更進一步做到尊重其他生物生存的權利。             

──聖嚴法師《禪的世界》 

  有一年春天，在前往東海岸瓦

拉米的半路，走下一處無人的溪

邊，尋找高山鯝魚時，我在半山腰

的石縫裡，巧遇了一種造型詭異的

菌菇，高約十五公分左右。 

 

  俯身近看，隨即嗅聞到一股惡

臭味從其身上發出。但那奇怪的味

道卻吸引不少蒼蠅、蚊蚋的集聚。

後來我查出，它叫「鬼筆菌」。這

一棵菌頭烏濁而黏稠，菌傘呈鏤空

網狀，肥大的菌柱下方還有菌托包

裹。這種菌如今在野外並不常見，

多半隱身於綠竹林裡。發現後，我

興奮地轉身爬回橋頭取相機拍攝。

可是等我再回去時，它已被其他隨

隊的朋友踩毀。朋友以為是不祥之

物，看到了令人不悅，遂有此莽撞

的舉措，讓我扼腕不已。最近我在

住家小綠山附近，因看到類似的鬼

筆菌──不同屬種，才想起了這段

往事。 

 

  這種野生的鬼筆菌，其實是很

好吃的一道中國名菜叫「竹蓀」。

已經有專門種植、栽採。但一般人

吃時，多半是曬乾的外形，所以認

不出來它的原貌。像我在野外遇見，且

生長於石頭旁隙縫，想必很少見。 

 

  這棟的意義又在哪裡呢？一、這種

鬼筆菌選擇生長的地點往往很挑剔，原

則上只長在土地肥沃的環境；二、雨水

足夠的梅雨季之後，才會生長。所以能

夠遇見它，應該要感謝上蒼。它的出現

代表著，所站的土地依然富饒，雨水仍

然豐沛。 

 

  如此這般，我們如果再遇見了這種

外形最醜陋的蘑菇時，不要再以訛傳

訛，誤以為是不祥之物，請視為福菇

吧！這是上蒼繼續厚愛我們生長土地的

指標。反觀之，假如在野外始終看不到

「鬼筆菌」時，那才是一種悲哀呢！ 
 

──節錄自《山黃麻家書》，劉克襄著 

【延伸閱讀】神奇蛋－鬼筆目的菇類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訊-第252期 

文‧圖／周文能 

鬼筆目(Phallales)菇類的外型不同於一般的菇

類，其中鬼筆科(Phallaceae)正如其名，它們的

孢托(成熟子實體)常為筆狀、海綿質，頂部有鐘

形子層托，上有青綠色的孢子黏液物覆蓋，還

不時發出惡臭，因而吸引蠅類、蝸牛及螞蟻咬

噬，外觀看起來就很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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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揹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 

或沉思悠悠低谷，或停頓蓊鬱林道、或勇闖巍峨山巔 

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 

有風的時候  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 

走過崎嶇，就能讀享蔚藍晴天。          \\天下雜誌 

新知鮮聞 

「開南商工/線上資料庫
知識管理平臺」提供多
項免費知識庫： 

 小魯數位有聲書 

 教室電影院公播大平
台 

 風潮音樂文化音像數
位資料庫 

 親親數位圖書館 

 華藝線上圖書館 

 好書周報原版知識庫 

 商業周刊知識庫 

 HyRead ebook自主學
習電子書 

 HyRead ebook看漫畫
輕鬆學 

 HyRead ebook兒童青
少年行動閱讀電子書 

 HyRead ebook隨身電
子雜誌 

 臺灣百年寫真 

 遠流精選電子書庫 

 We Online全英語線
上互動課程 

 自然系圖鑑 Online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臺灣生態筆記資料庫 

 Access-->Science跨
領域STEM資料庫 

 公共電視教育影音公
播網 

 敬請全校師生多加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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