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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的話　　伴我一生的良友　　對於一般人來說，水生植物不過是澤地裡的一堆雜草，然而對
我而言，它們不僅是美麗的觀賞植物，更是伴我一生的良友。
　　栽培花卉是我從小的興趣，猶記得小學時經常忍著吃零食的慾望，把每日兩三元的零用錢存起來
，到了一定數目，趁著假日騎乘腳踏車，到市場買株玫瑰或太陽菊回家種植。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舉動有些?，卻也奠定了往後對植物栽培與野外探詢的紮實基礎。
　　植物家族的種類繁多，形態各異，每位愛好者都可以針對自己喜愛的對象加以培育或研究。
水生植物對我而言，充滿了魔幻般的吸引力，不過在1988年以前，它們只不過是我養殖熱帶魚的陪襯
物而已，後來才漸漸了解這群植物的迷人之處，演變至今早已成為我畢生的最愛。
　　早期認識的水生植物，多以水族流行的外來觀賞種為主，久而久之才查覺到，在這些漂亮的水草
群裡，也包含許多台灣的原生物種，例如三角葉﹝擬紫蘇草﹞、一點紅﹝盤線蓼﹞、小圓葉﹝圓葉節
節菜﹞、小穀精﹝白藥穀精草﹞及寶塔草﹝無柄花石龍尾﹞等，進而著手找尋它們的野生族群，旋即
陷入一場永無終止的水草追逐夢！
　　資料取得十分困難　　剛開始接觸原生水草時，所有的物種都充滿了新鮮感，能夠叫得出名字的
成員卻十分有限，它們的身份如何釐清，成為棘手問題。
當時坊間書局能夠找到的植物圖鑑稀少，而且幾乎全為樹木或野花叢書。
唯一可靠的資料『台灣植物誌』卻是英文版，國家編制這套書籍的意義，好像只是針對外國人的需求
。
　　不過還是由文獻中得知多數物種的採集地點與全台灣的分佈狀況。
可喜的是，到了1990年以後綠生活及水族生活雜誌，開始有一些原生水草的報導文章，多由顏聖紘先
生撰寫，他可說是台灣第一位將原生水草資訊普及化的功臣。
幾年下來認識的同好日漸擴張，也得到更多的資訊。
　　發現稀有水生植物之旅　　在1992年以前，找尋水生植物的範圍，集中在家鄉的宜蘭縣境內，尤
其雙連埤的分佈物種之多，簡直可說是「水草天堂」，像黃花狸藻、蓴菜、水虎尾、野菱、卵葉水丁
香、絲葉石龍尾、連萼穀精草、克拉莎、寬柱扁莎、田蔥、水社柳、假荸齊、馬來刺子莞及繖房刺子
莞等稀有植物，輕而易舉便能找到它們。
分佈其他縣市的珍貴成員，只有看過夢幻湖中的台灣水韭、七星山穀精草、小莕菜及蘭嶼島上的蘭嶼
小莕菜。
　　1993年春季，第二次拜訪宜蘭南澳神秘湖時，才真正了解湖中精彩的植被生態，如微齒眼子菜、
尖葉眼子菜、東亞黑三稜、金魚藻、小葉四葉葎、南方狸藻與小茨藻等群落。
不過當時卻把尖葉眼子菜當成是綠色型的微齒眼子菜，南方狸藻則鑑定成野狸藻，直到2000年才更正
錯誤。
同年秋季，因為電視台的邀約，於桃園楊梅接觸了台灣萍蓬草、水杉菜、烏蘇里聚藻、針葉燈心草、
桃園石龍尾及大葉穀精草的產地。
　　隔年，也就是1994年夏季，前往宜蘭草埤，如願找到了圓葉澤瀉及宜蘭蓼的倩影，同時也認識了
分株假紫萁及小花蓼。
到了秋天，於南投蓮花池濕地，攝得南投穀精草、香蓼與細葉雀翹的影像。
接著又在屏東的南仁湖山區與恆春半島，見到了南仁節節菜、恆春水蓑衣、紫蘇草、聚花草、菲律賓
穀精草與絨毛蓼。
　　1995年的苗栗之行，在銅鑼鄉的水田環境見到大量的瓜皮草、直立半邊蓮、墨西哥節節菜、五蕊
節節菜及擬長箭葉蓼。
夏季的一趟新竹鴛鴦湖之行，觀察了四角藺、單穗苔、箭葉蓼及軟稈燈心草等溫帶植物的生態魅力。
　　發現龐大的水車前族群是1996年的夏天在台北三芝的水田環境。
也於宜蘭頭城沿海沼澤裡，見到了宜蘭水蓑衣的風采。
秋季先行記錄了桃園龍潭沼池的龍潭莕菜身影，又在台中清水沿海水潭邊找到大安水蓑衣的族群。
接著繼續旅行前往嘉義白水湖，找尋海生植物，如卵葉鹽藻、貝克鹽藻與流蘇菜的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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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則在恆春半島，如願見到泰來藻、線葉二藥藻與單脈二藥藻等珊瑚礁植物的群落。
也在佳樂水的沿海濕坡地上，目擊到為數可觀的鹵蕨族群。
　　人的一生總有理想要去實現，若能達成便不枉此生，這樣的念頭一直盤旋在腦海裡，到了1997年
決定放下手邊工作，全心致力於台灣水生植物的探詢，這一找就是三年的時間。
　　當時我開著一部小型的箱型車，看著『台灣植物誌』的採集地點，逐一找尋那些充滿謎團的物種
。
一趟出門就是十幾二十天，車子就是我的家，盥洗就找無人的野溪解決，過程雖然辛苦卻很快樂。
　　1997年可說是我尋獲稀有水生植物的精華年代。
這一年我在新竹北埔發現了柳葉水蓑衣的北埔型及恆春半島南仁湖區的新物種「南仁水蓑衣」。
夏季認識了日本友人須田真一，由他贈與豐富的彩色日本植物圖鑑，才真正快速明瞭水生植物的分類
方向。
隨後於台北三芝巧遇窄葉澤瀉的稀世身影，事隔一個月後又在台北貢寮鄉境內，目擊到槐葉蘋的龐大
族群。
　　同年由林再田先生的帶領，得以拍攝東部地區的稀有植物，包括花東水蓑衣、紫果藺、短穗蠶繭
草與光葉水柳，也在家鄉的冬山鄉地區，親臨「品萍」這種夢幻植物的僅知生育地。
　　讓人記憶深刻的是，秋季一日的夜晚，抵達蓮花寺濕地上端的丘陵地後，便將車門打開，撐起蚊
帳就寢，準備隔日一早探詢食蟲植物。
凌晨居然有人拉扯我的後腳跟，驚醒過來的剎那間，心想完蛋了，可能有人要搶劫，沒想到卻是幾位
全副武裝的警察。
身分證、駕照一一查證，我說明找尋水生植物的原委，對方還是無法理解。
他一直問我到底跟兇嫌有什麼關係，車上為何有圓鍬之類的工具，我聽的是一頭霧水！
　　片刻之後我才終於明瞭，原來我的名字與某兇嫌僅相差一字，而且他們可能就藏匿在附近的山區
裡，我的行蹤又十分可疑，在一切查證都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才驅趕我離開。
　　隔天一早我又回到現場，蓮花寺濕地裡的植物，簡直讓人迷醉，像長葉茅膏菜、寬葉毛氈苔、長
距挖耳草、光巾草、蔥草、矮水竹葉、水莎草、點頭飄拂草、雙穗飄拂草及毛三稜等，都是我初次接
觸的珍稀物種，那種振奮人心的感覺，一掃昨日的驚魂。
　　1998年春季在李松柏老師的帶領下，前往台中清水的水田環境與大甲溪口，完成台灣水蕹及甘藻
的拍攝工作。
隨後在桃園龍潭找到小倉茨藻的身影及楊梅的柳葉水蓑衣族群。
繼而又認識了莊宗益老師，見到了高雄彌陀沿海的布朗氏茨藻與花蓮壽豐的芡實族群　　5月時由邱
錦和先生處得知宜蘭崙埤池與中嶺池分佈許多不知名水生植物，便與南投特有生物中心的黃朝慶先生
同行，前往鑑定物種，意外見到蓴菜族群，並發現擬針藺這種新紀錄植物。
隨即的松蘿湖之行，又發現大量的貝殼葉荸薺、狼把草與七星山穀精草的新產地。
同時在水土埤沼澤區裡，記錄到少量的南仁節節菜及白穗刺子莞族群。
　　梅雨季節過後不久，查閱到金門地區分佈不少的濕地植物，便啟程前往探勘，一下子就找到了硬
葉蔥草、紫花蝴蝶草、金門母草、金門水莎草及姬穗飄拂草等新物種。
後來在高雄美濃見到異葉石龍尾與龍骨瓣莕菜的族群時，已是1998年的秋季，同時也在台南林鳳營的
睡蓮田裡，巧遇小水莞的身影。
　　冬天的一日，就讀於屏東科技大學的古訓銘同學帶領我在屏東佳平溪上游尋覓，拍攝了探芹草、
屏東石龍尾、冠瓣莕菜與類雀稗等熱帶物種，同時他也提供了豐富知識與文獻。
而中興大學的謝東佑同學，更幫忙翻譯許多植物文獻，也在一次的恆春半島之行，共同發現了墾丁水
薄荷的蹤影。
　　人生的轉折　　到了1999年，幾乎大多數台灣的水生植物物種都已找到，先前只要是稀有植物，
便會取得種源，種植在家園旁的空地與花圃間，後來根本容納不下眾多容器的擺設，便與家人商量，
將植物全數移植到祖產的田地上。
當時村落的人都一致認為我的腦筋有問題，田地不種植稻米，反而帶回一車車的野草，對我的異常行
為大家都在竊竊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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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幾年的水生植物探尋下來，積蓄全數耗盡，唯一不足萬元的固定收入，便
是替雜誌社撰寫原生水草的專欄報導。
後來也賣掉一組心愛相機，以換取底片繼續拍攝水生植物。
也因為文章散見於報章雜誌，竟然有出版社邀約出版水生植物圖鑑。
　　因為出版社的邀稿，讓我在1999年的大半時間都投入於新書的撰寫上，同時也在台北汐止地區路
旁的水池邊見到柳葉水蓑衣的「線葉型」族群，也於新竹關西的水田環境，目擊到龐大冠果草的茂盛
族群。
到了2000年新世紀的來臨，新書順利出版，隨後書籍之暢銷及眾人對台灣水生植物的狂熱跟進，更是
出乎意料之外。
　　繼續前進　　往後所得日漸優渥，還有40種在台灣滅絕多時的水生植物一定要想辦法看到，所幸
它們皆非台灣特有種，在中國、日本及東南亞國家亦有分佈，便開始收集海外文獻，一有機會就出國
找尋這些物種。
　　2000年春季在東馬婆羅洲山區，看見了華湖瓜草及大麃草族群，普遍生長在稻田邊的沼澤裡。
接著於蘭陽家鄉的小埤，找到新紀錄植物「毬果苔」，也於雙連埤確定了小果菱的存在。
5月受邀於龜山島的生態考察，在龜尾潭畔見到消失許久的大茨藻族群。
6月前往嘉義彌陀濕地，又記錄到泰山穀精草、湖瓜草、皺果珍珠茅、裂穎茅、胡麻草及刺齒泥花草
的稀世身影。
8月在台北內湖巧遇大偽針茅與膜稃草伴生的景緻。
秋季則於高雄澄清湖邊緣的濕地上，找到十餘株的假絨毛蓼。
同時也在南投蓮華池，尋獲小莞草這個新物種。
　　2001年春天的泰國之行，拍攝到野生稻、四稜飄拂草、尖穗飄拂草的生態魅力，也找到瓦氏節節
菜真正的族群，並於馬來西亞中部見到石龍芻倩影。
夏季一趟的中國雲南探訪，察看了莕菜、印度莕菜、水鱉、五角金魚藻、尖果母草及多花水莧菜的生
活狀況。
回國後與林志皓老師前往台北新店探查地筍的下落，隨即在台中清水見到了澤芹的蹤影。
　　2002到2003年間，因為水生植物的緣故，認識了新竹北埔綠世界生態農場的負責人，那兩年幾乎
將多數時間投入在園區的規劃上。
2004春天開始設計打造屬於自己的農莊，繼續為水生植物奮鬥。
之後於家鄉發現了土薄荷、匍伏莞草與蒲的野生族群，並於印尼的蘇拉維西島，觀看紫蘇草的原始模
樣，與台灣產的紫蘇草差異頗大。
　　2005年的金門之行，又在後?及田埔濕地找到針葉飄拂草、圓葉齒果草、異花草與狹葉花柱草的混
生族群。
也在台南尖山埤一帶的池塘巡禮，發現了大量的膜稃草伴生在絨毛蓼族群間，也在宜蘭產水柳族群裡
，發現一種枝條帶有托葉的新物種「托葉水柳」的存在。
　　2006年為了解決菱科植物之謎，前往湖北省尋找十餘種成員的身影，受到東方高爾夫球場集團潘
方仁先生的諸多幫忙，才得以順利尋獲它們。
不過，菱科植物的分類問題不但無法解決，反而衍生更多的疑惑，同時也目擊到櫻蓼及菖蒲的野生風
采。
　　2007年10月再次前往金門島探勘金門水韭、桐花樹與老鼠?的生育情況，大多要歸功於發現者陳西
村大哥的陪同，才能快速了解它們的生態。
月底與友人周英勇及張庭豐，於桃園龍潭沼池發現「三葉石龍尾」這個全球新物種。
11月在恆春半島沿海的草原沼池裡，見到大量的銳棱荸薺與少數的三穗飄拂草族群。
並得到後壁湖潛水教練鄭毓毅先生的幫助，才有緣一睹深海中的毛葉鹽藻風采。
12月如願於中國海南見到角果木的倩影。
　　2008年的5至6月間兩度前往金門島，確定疏穗飄拂草與矮形光巾草的存在。
6月中旬進入南投合歡山區，拍攝三花燈心草與掌葉毛莨之生態。
月底發現桃園楊梅的富崗濕地，面積比蓮花寺濕地還大，生育其間的寬葉毛氈苔、長葉茅膏菜、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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氈苔與其他狸藻科植物族群數量之龐大，令人難以置信，也是線葉蟛蜞菊僅知的產地。
　　7月上旬海南友人王裕旭先生來電告知尋獲茅膏菜，幾日後啟程拍攝，當地的茅膏菜居然生育在
五指山的稜線濕壁上。
我們攀爬了6個小時才抵達現場，沿途吸血螞蝗不斷入侵，導致失血不少，雖然疼痛難忍，為了一睹
茅膏菜倩影，還是值得前進。
誇張的是，先前友人對於茅膏菜完全陌生，只是聽我口述便巧遇其身影，真是令人驚喜。
不僅如此，隨後友人更尋獲新種「海南萍蓬草」，這種全球已知唯一分佈於熱帶的萍蓬草屬植物，推
翻了許多植物起源的理論，影響力之深遠，一時還難以評估。
　　回國後拜託日本友人須田真一，找尋子午蓮、紫花澤番椒、茅膏菜、濕地挖耳草、日本菱、日本
浮菱、長戟葉蓼、櫻蓼、地筍、印度莕菜、彎果茨藻、角果藻、冠果眼子菜及海灘莎草等台灣滅絕物
種的確切地點。
隨即於家園旁的水田裡，發現太平洋莎草這種新紀錄植物。
9月初與友人許美玲小姐一同踏入成田機場，幾日來友人須田真一、池田和隆、山崎誠與桶田太一不
辭辛勞的帶領，列舉的物種幾乎全數拍攝成功，留下難以忘懷的探詢之旅。
　　最後看了台灣水生植物的名單，還欠缺幾種，決定10月再次前進斯里蘭卡找尋藍睡蓮、印度莕菜
、龍骨瓣莕菜、黃花莕菜、水禾、華刺子莞與繖形飄拂草的倩影。
不過真的很困難，參考『錫蘭植物誌』的採集地點找尋，即使流乾了汗水與耗盡旅費，還是無法如願
見到黃花莕菜與繖形飄拂草。
還好地陪Shantha Perera的領路，至少不必擔心迷路問題，其他物種還是成功拍攝完成。
隔月又繼續前往海南島拍攝水社野牡丹及探詢小田島氏穀精草的身世之謎。
　　致謝　　如此密集尋找台灣的水生植物，除了本身的興趣外，2006年夏季得到天下文化的出版首
肯與大樹文化總編輯張蕙芬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全面衝刺，將台灣曾經記錄過的水生與濕地植物全
數彙集完成。
本書內容包括516種水生與濕地植物物種，其中包含408種原生種，61種歸化成員及47種文章中論及的
相關種類，並網羅了『台灣植物誌』裡記載關於水生及濕地生的所有種類以及許多新發現的物種。
調查的範圍包含台灣全島、蘭嶼、綠島、龜山島、澎湖群島、大小金門及馬祖列嶼等。
　　未能拍攝到的細角金魚藻、彈裂碎米薺、黃花莕菜、紅茄苳、雙室聚藻、長葉水蘇、小狸藻、彎
果茨藻、角果藻、冠果眼子菜、海灘莎草、赤箭莎、布朗氏刺子莞、繖形飄拂草、雙稃草及明潭羊耳
蒜等物種，則交由陳士鉅與林麗瓊伉儷以植物繪圖展現。
　　長達兩年的撰寫期間，感觸良深，台灣許多夢幻般的物種，處理起來格外困難，也曾想過放棄某
些物種的介紹，但是完美主義的本性又不斷浮現，假如當下沒能立即著手匯集它們的話，其真實面貌
與知識傳達恐怕將永遠石沈大海，幸而堅持到底，最後任務還是圓滿達成。
　　這些日子以來，特別感謝海南友人王裕旭，日本友人須田真一、池田和隆、山崎誠、桶田太一，
台灣友人許美玲、陳西村、潘方仁、張庭豐、周英勇、林在田、鄭毓毅、黃靜芬、楊□玉及謝長富教
授等諸君的協助，才得以圓滿達成任務，當然讀者的熱情回應，才是我們這群自然生態創作者的原動
力，再次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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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資源豐富，但原生環境已面臨嚴苛的考驗，作者鑽研水生植物多年，以最大
的熱情和強烈的使命感，蒐羅了台灣五百餘種水生與濕地植物，堪稱是最完整的生態大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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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春吉　　1966年生於蘭陽平原，孩提時代起對於自然界中的魚類、蝦類、蘭花、蝴蝶、甲蟲、
水生植物、森林樹木、兩棲爬蟲、鳥類、哺乳動物、恐龍及U.F.O充滿熱情與興趣，也奠定了往後寫
作和生態攝影的基礎。
目前在蘭陽平原的自家庭園中培育多種水生植物、魚類、蝶類、蘭花及其它野生樹木花草。
著有『台灣淡水魚蝦生態大圖鑑』﹝上下兩冊﹞、『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大圖鑑』﹝上下兩冊﹞
和『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大圖鑑』﹝上中下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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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內文試閱生命網路的啟動者　　對於生態體系深刻了解的人都知道，水生植物在自然環境中所扮
演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
只要有它們出現的地方，必能熱絡物種的豐富性，讓一條溝渠或一方水塘，成為生機盎然的自然園地
。
　　比方分佈於桃竹台地的台灣萍蓬草，本身就是一種優美的水生植物，然而它的存在與否，也關係
到其他生物的命脈延續。
有一種水生金花蟲，幼蟲攝食它的地下塊莖，成蟲則輔助其授粉，一旦台灣萍蓬草消失，食性專一的
水生金花蟲，也將隨之滅絕。
　　同樣在蘭陽蘇澳的沿海地區，有條大型流水溝渠，裡頭佈滿了龍鬚草與馬藻，大量蝦類繁衍其間
。
進而引來食性獨特的淡水海龍，牠們似乎特別喜愛偷襲蝦類身上的卵粒，沒有蝦子的存在，相信淡水
海龍也難以生存。
而蝦類的主要依附便是水生植物，可見彼此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小黃斑挵蝶是一種沼澤性蝶類，雌蟲選擇產卵的對象，便是禾本科中的李氏禾，牠小巧的身影穿
梭在各類袖珍型的濕地植物間幫助授粉，生態角色功不可沒。
　　再來看看以往的雙連埤，為何被冠上「濕地王國」的稱號，主要是因為沼池中生長水生植物後，
各類水棲昆蟲相繼駐留，掠食的魚類及兩棲類隨之而來，又吸引了鳥類的覓食。
越來越多的水鳥穿梭其間，濕地植物面相就不斷擴增，生物多樣性也相對大為提高。
　　水生植物可說是生命網路的啟動者，讓一塊毫不起眼的水澤荒地，變成萬物聚生的家，許多生物
在這裡都欣欣向榮、繁衍不已。
　　什麼是水生植物？
　　植物遍佈世界各地，從溫暖潮溼的熱帶雨林，到冰寒乾燥的荒漠極地，再從海洋深處延展到高山
峻嶺，都有它們的蹤跡存在。
或許因為彼此間的生育場所差異懸殊，各自演化出一套適應環境的生活形態，水生植物便是其中的佼
佼者。
　　水生植物指的是一群生活在沼澤、海洋與濕地環境之間的植被群落，它們的嗜水性遠勝於陸地植
物。
然而水與植物之間的親密關係，要達到何種程度，才能歸類為水生成員，這似乎沒有絕對性的定義。
　　本書對於水生植物的界定，概括了兩項重點，其一是「必須具備有沉水葉、膨大的氣室、海綿質
根莖及竄出土表的呼吸根等，能夠適應水濕環境的特殊器官的物種」。
其二是「不管植物長什麼樣子，只要自然分佈侷限於沼澤或水濕環境中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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