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刺竹 

 

 

學名 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e 

中名 刺竹 

別名 鬱竹、大勒竹。 

株型 叢生，高5~24公尺。 

莖 
徑5~15公分，節間長13-35公分，近基部節處環生氣根，竿肉厚0.8~3公分。小

枝節隆起，每節有1~3枚彎曲銳刺。 

稈籜 
落葉，革質，表面密生暗紫色毛，內光滑。籜耳闊大，上端叢生褐色鬚毛。

籜舌明顯，，邊緣生短毛。籜葉三角形。 

葉 
落葉性，一簇5~9枚，長10~25公分，寬0.5~2公分。背面近基部主脈兩側生有

柔毛。葉舌淺截形。葉耳向外凸出，上端有鬚毛。 

花 

小穗2~6聚生枝節，長25~40公釐，成熟時淡紫色。每小穗含4~12朵花。護穎2

；外稃卵橢圓形，長6~9公釐，寬2.5~4公釐，先端尖，表面無毛；內稃長7公

釐，寬1.8公釐，先端雙裂。龍骨上密被毛。倒卵形鱗被3，邊緣有毛。 

果 橢圓或長橢圓形穎果。 

臺灣分布 各地低海拔平地、丘陵。 

《臺灣植物誌第二版 第五卷、台灣原生植物全圖鑑 第三卷》 

圖 5. 刺竹叢與枝節上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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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農家的種作，馬頭山一

帶最外顯的植物就是刺竹了！遠

遠的便能看見小山頭坡上一叢一

叢連成片的刺竹林。這裡的年降

雨量不低，尤其是夏季午後的雷

陣雨，雨勢又猛又急，若是裸露

的惡地形土壤是很容易被沖刷掉

的。盧宗正大哥說：「落大雨時

，土足𠢕流去，在林務局栽刺竹

落去，造刺竹林了後，伊水土保

持比一般種樹的較好，譬如阮這有栽一片竹仔，對半山腰共看，竹林流下的水，通常濁度不

高，表示流走的沙土有限，但是像阮厝後壁這栽檨仔了後，著無這功能啊……，落雨時，水

就濁濁，土一直流去。」刺竹在這裡又稱為「大竹」，有些是造林種的、有些是自家種的，

「種刺竹差不多是清明、雨下來前，要選用一年生的嫩竹、老竹不行，取中段（約1/3），

二節切成一段一段（帶有芽的節），集中放一處，上面覆一層土、蓋一層草，然後澆水，維

持濕度，等待節上的芽開始生長，大概是清明後了，等芽長約50~60公分高時，下部的根也

長得差不多了，再挖到想要的地方種。定植時有足夠水分的話，成功率蠻高的，可以達百分

之九十五！」盧大哥說著：「這凊采栽、凊采活啦！」 

除了栽種用的嫩竹外，一般作為竹材使用的，多是成熟的老竹，俗語說「清明前、冬至

後」，說的是採竹要在入冬一陣子，清明節以前，竹子比較乾的時候。採下來會先泡水幾個

月，像是放在埤塘裡，去掉裡面的糖份，這也算是一種防腐處理，再曬乾，才會耐久使用，

不然很容易就被蟲蛀或腐朽。「千年衫、萬年竹，焦千年、澹萬年，半澹半焦毋免半年」說

的便是竹子要嘛全乾、要嘛泡在水裡，都可以放很久，一下乾一下濕的，很快就壞了。品質

好的，可以做各種材料，稱做料竹，會再依各種用途分類，洪阿伯說：「像柱仔料，24尾啊

會使搭架、36尾啊著就海哩用的（蚵仔架）。24尾的頭大概剪10~14尺，著是人哩𫞼柱仔用

的，像𫞼木瓜啦、香蕉啦。」品質比較差的，像是太嫩的、彎彎曲曲的，這類品質最差，難

以直接利用的，便送去造紙廠，絞碎了當造紙的原料，稱為紙竹。以前嘉義、東山、關廟、

圓潭（旗山區）都有造紙的工廠，但因為要將竹纖維軟化，需要使用大量的蘇打，廢水處理

不易，環保稽查嚴格了之後，用竹造紙的工廠也幾乎沒了。 

雖然這一帶產竹，但並不是竹產業興盛的地區，鄰近竹產業興盛處，當是再往北一些，

紫竹寺到二仁溪上游一帶的區域。六、七十年前，二仁溪上游的竹農，每年會採伐一些竹子

 

圖6. 馬頭山周圍的刺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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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下來的竹子，依照外型通不通直、生長年分作等級區分，到了七、八月雨季時，溪水豐

沛了，便把竹子綁成一片一片，像竹筏一樣，再一片一片接連成長串，最長可以串接六節，

再像划竹筏一樣，這需要兩個人——一對手，一前一後，後面的控制方向，讓竹子順著二仁

溪水往下游流，這放流運竹的形式，也就是所謂的「流竹」，過程是相當辛苦的。竹子流到

出海口的茄萣一帶，賣給當地使用，像竹竿、蚵架等，盧大哥說：「這蚵仔架一定要用刺竹

，嘛毋知影為啥物，別種竹仔下去，蚵仔就是袂來卡。」而竹子也不一定幾天可以賣完，所

以放筏人就會睡在當地的廟邊，等竹子賣完了，才走回山裡，回程時也會買或換一些漁獲、

日常用品帶回去。放流竹是一種互工文化，需要的不單是放流竹上的對手兩人，在放流前要

有人先做地型勘查，清整容易淤塞的地方，放流時也有先遣部隊，隨時有狀況時，回報給對

手，大家互相幫忙。 

農家通常手巧，許多自家用的工具都想辦法自己找材料、自己做，把取來的竹料（至少

要兩年生的刺竹）剖成不同粗細的竹篾、竹段，做成各式各樣的竹用具，像竹篾編織的簍子

、斗笠、抓魚抓蝦的陷阱、作為女孩嫁粧的生孩子椅、籤擔、扁擔等等。籤擔是整支圓的像

竹竿一樣，兩端削尖，用來擔草捆用的。扁擔則是竹子剖開，修成扁的，兩頭稍微突出防止

繩子滑落。盧大哥說：「要選竹肉夠厚的刺竹，韌性才夠做扁擔，不然撐不了多重。」根據

當地擅長製作竹器的耆老陳明號阿伯說：「做一隻扁擔，是很講究的，得選用三或四年生的

刺竹，才不容易被蟲蛀掉。標準的長度是五節間長，單數的節間，這樣擔東西時，才不會有

節在肩胛頭上，若是節在肩上，是欸砧肩啊！這決定好長度的竹子鋸下來晾乾之後，再剖開

來作扁擔，但因為竹子都有一點弧度，所以只會有一邊適合作成扁擔。」不同擔子的重量，

適用不同弧度的扁擔來挑，而一隻耐重的扁擔，堅固又有彈性，可以挑上八、九十斤以上的

貨！ 

還有一種叫做「雞筅」的農具，可以拍打地面，發出恰恰恰的聲音，用來趕雞；也是宋

江陣裡的一種兵器，用來拍打地面，讓塵土飛揚，使敵人看不清，以為兵馬很多的一種欺敵

戰術。社區耆老洪見意老先生年輕時有過一些趣事，馬頭山一帶山路崎嶇，白日已不算好走

，晚上更是不容易，以前有些外地來作工或賭博的人，不熟路況，也怕盜匪與鬼魅，便需要

引路人，洪老先生年輕的時候就當過引路人，帶這些外地來的人，在夜裡行走出崎嶇的山路

。但其實洪老先生心裡也害怕，便在背後揹了把刺竹做的雞筅，雞筅跟著腳步一邊走，一邊

發出恰恰恰的聲音，心祈它能趕鬼，也讓自己覺得好像很熱鬧、人很多，除了給自己壯膽子

，它能安了自己的心，這才是最重要的。 

蓋房子用的大竹則至少要三年以上的熟竹才夠堅固，作為房子的主結構，主結構間的長

竹則是長枝仔，再覆上一層竹篾，四牆面的下半以竹編夾泥牆為之，有些會只用泥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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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點的，外層就會再抹一

層石灰來防蟲、防蛀，這種用竹

材蓋的房子稱作「柱仔腳厝」。

盧宗正大哥說：「這柱仔腳厝夏

天住著是夏涼啦，但是冬天住著

就蠻寒冷的。」一旁盧大嫂補充

著說：「那要土做的土角厝才會

冬暖夏涼。」 

那時家裡比較有錢的，就會

請師父，師父蓋的還是比較漂亮

；比較沒錢的就自己來，這時附近村民也會來幫忙。蓋柱仔腳厝用的竹子有些是自家種的，

有些是採野生的，蓋一間房子，得花上一整年或更多的時間來準備材料，看哪隻竹子好，一

隻一隻挑選，等到材料夠了，就請木工來鑽洞，大竹做柱仔腳、桁仔，長枝仔做櫳仔，竹子

的部分完成後，屋頂再蓋上茅仔（白茅草），材料準備好後，一般約一個多月到兩個月，便

可蓋好一間房子；或是有多少材料就先做多少工，所以有時也是要蓋個幾年！ 

泥牆用的土，並不是產自惡地青灰岩

質風化的「海銀土」，而是一種黃色有黏

性，當地稱作「大土」的泥土，盧大哥說

：「稻草鏨鏨咧，攪水、啊牽牛落去搜，

因為咱人傷輕啦！搜搜咧，愛閣反爿。」

這混合的土經過重力反覆不斷的踩輾、翻

攪，便會有很好的韌性跟彈性，再一層一

層塗上去，等它乾，就成了屋子下半這層

泥牆了。盧大哥說：「這泥牆撐個三、四

十年沒問題，通常上半部維持得比較好，

靠近地面的三十公分濕氣較重，加上雨水

打擊，比較容易風化崩壞，如果沒有補，

就會有一些像小老鼠啦、長長的啦（蛇）

、蜈蚣啦從破洞跑進來屋裡，那個晚上睡

覺時，實在是很有壓力，所以都要睡蚊帳

裡！」除了修補外，有的人家也會在蓋房

 

圖7. 柱仔腳厝屋頂的竹結構。 

 

圖8. 竹編夾泥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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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時候就多做一些防潮的結構，讓屋子更耐久用，像盧大哥小時候住的家要蓋前，阿公跟

爸爸那一輩的先到溪邊去找大石頭回來，在底下鋪上一層，把屋子墊高些，柱仔腳厝再蓋在

上面，可以隔絕一些濕氣，也比較不受地面雨水影響。盧大哥說：「這個除了可以防潮外，

也有個好處，地震的時候比較不會倒，頂多有點傾斜而已；不過颱風天的時後，房子會搖晃

，但也不至於整個倒下來壓到啦！是有過有的人家屋頂被掀走，剩下周邊的竹框框，啊真的

就是開天窗啊啦！哈——」 

盧大哥說：「崁一遍草，差不多擋三冬。了後就要翻掉，閣重崁草。草要崁三重，一重

差不多四公分，較袂漏。喔！這厝尚驚火燒，拍袂花！」除了泥牆，屋頂也是一陣子會需要

修補，茅仔有點爛爛時，就堆疊一些新的補上去，壞得太厲害才會整個翻新，黃會長說：「

以前人都是能修就修、能補就補。」屋頂重新翻修時，有些人家經濟好一點了，就不蓋草，

改換成更耐用的水泥瓦。 

除了蓋房子，早年建築需要搭建的鷹架——搭架，也是用大竹，這需要選用竹子中段以

上比較直的地方，洪阿伯說：「這個比較安全，很少發生整片倒下來的狀況。」但因為是一

根一根綁，拆裝費事，現在都被金屬模框取代了。 

現在熟悉這蓋柱仔腳厝技藝的一輩逐漸凋零，南部會做這木工的人大多不在了。社區居

民為了讓年輕一輩參與早年大家一起蓋房子的生活記憶，並保留一些相關的技藝文化，民國

109年時，選在馬頭山腳下的農塘旁，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利用工作空餘的時間

，一起蓋了一個可以遮陽避雨的簡易複刻柱仔腳厝，此處現在也成了社區各種活動的重要基

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