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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正月，持續的疫情封閉了國境，一切原訂計畫也隨風而

逝。坐困愁城之時，意想不到的奇遇卻於焉展開。 

 

故事的起源還得從大一的普生課程說起。遙遠的北極圈內，有

座末日種子庫，在這個人口不多的挪威小鎮上，儼然是個特別的存

在。科學家在凍土內興建了一條隧道，保存世界各地蒐羅而來的種

子，一包包種子就在凍土之下被妥善保存，靜靜等待，直到人類有

需要使用這些種源的那一天到來。這個植物方舟的概念也播遷來到

台灣，爾後就在屏東的泰和農場成立熱帶植物保育中心，以異地保

種、活體植栽的方式，來保種世界各地瀕危的原生物種。透過留存

植物的原始基因，保種中心得以維持物種的基因多樣性，為地球上

的永續保存做出貢獻。在老師的介紹之下，神秘的植物基地悄悄飄

移進腦海之中，促成了熱帶植物保育的實習申請。 

 

驅車來到遙遠的高樹鄉下，放眼望去，燈火幾稀，只有不時傳

來的唧唧蟲鳴。道路兩旁都是田壟溝渠，保種中心的幾座溫室就坐



落在田野之間。簡單報到後，我們就被分配到各自的宿舍。這是一

棟建在雙子葉科溫室裡的水泥屋舍，裡面不但有交誼聽，更有廚房

可開伙，設備方面那是一應俱全。因為到最近的鎮上採購食物還要

一段路程，所以練習廚藝的機會所在多有。本次計畫的實習生有二

十幾人，大多來自生科、園藝、森林等相關科系，我和 Vicky的醫

學背景在眾人之中，顯得頗為與眾不同。但嘗試新領域，走出同溫

層，展開一段新的冒險，本來就是我們所期待的目標之一，倒也不

會因此十分不安，反而暗自期待豐富多彩的植物世界，會有什麼火

花產生。 

 

    保種中心的植物蒐藏幾乎都以溫室栽培為主，共有 17 棟溫室

散佈在園區內。不同的蒐藏科別，溫室設計上也會稍有差異，有單

純的黑紗網室，也有水牆溫室或恆溫房，專供水生、食蟲、秋海

棠、苦苣苔和野牡丹科等植物的培養與馴化。為了方便分類管理，

每一株植物的盆器上都附有標籤條碼，好比數位身分證，可隨時查

詢植物名及產地，方便後續的研究。如此詳盡的建檔歸類實有必

要，因為保種中心的蒐藏真的非常豐富，截至今年，已有近 35000

種植物，是世界等級的熱帶植物園。其中我所選的實習科別:蘭花、

秋海棠及蕨類收藏更是世界之最，每每徜徉在造型各異的秋海棠之

間，總令我驚嘆萬分。費心到世界各地收集了整屋子的秋海棠種



原，然後成功復育保存，需要多少毅力和歲月支撐。一座龐大植物

園的維護和照顧，更讓這個植物方舟的計畫顯得別具意義。  

 

    實習的內容很充實也十分緊湊，總共為期三週的時間，一、二

週每天早上都在大交誼廳有共同基礎課程，從中心的歷史到各個分

科的蒐藏現況介紹，進一步有各科植物的分類和辨別，還有相關的

種植技巧等等。我在每個蒐藏經理的授課中都看到了滿滿的熱忱，

談及稀有品種時更有著不凡的自豪之情。帶我們參觀溫室時，細數

每個植物的來歷和特性，彷如收藏家向嘉賓們介紹畢生的心血。伴

隨陣陣驚呼，大家的笑容如水花般漾起。溫室裡也可見到各種巧

思，天南星科多有攀藤植物，為了便於養護，一根根高聳的黑柱拔

地而起，外覆保水性強的不織布，裏頭包著水管。如此一來，既省

成本也不必建造一堆柱子，影響溫室的動線設計，攀藤植物牢牢的

束縛在黑柱上而不會四下蔓延，植物錯落有致的布滿空間，灑落的

陽光映著石頭步道，別有風情。走遍一間間溫室，大家不自覺被感

染了興奮之情，也紛紛決定了想要深入實作的科別溫室。 

 

    前兩週的下午和整個第三週則都是實作，在技術員的指導下，

大家會協助溫室的不同工作任務。偌大的園區裡，工作人員卻只有

三十多人，所以實習生們都是重要勞動力。大家一批批的來到這兒



學習，再帶走對植物的熱愛和不同的實務經驗，對於植物保種的工

作達成了巧妙的平衡，也讓更多人關注到瀕危的植物與消失的種原

問題。 

 

    因為棟與棟之間距離遙遠，所以中心配發腳踏車給大家使用。

每天早晨上工時，拂面的涼風伴隨晨間田野的味道，顯得朝氣蓬

勃。經過一大片鳳梨田後，轉進石子小路，悠靜的早晨往兩側綿

延，直到遠處被朦朧的山巒遮住視線。回過神來，已經騎到中央林

道了，這條柏油路沿途有許多的溫室座落，許多大型的木本植物也

種在旁邊，算是園區的交通幹道。向右望去，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巨

大的水池，可以當作園區的緊急消防供水。水面之上，一條木棧道

劃開左右，延伸到盡頭的水幕溫室，那間溫室特別涼冷，每次進去

總感覺有水氣附著全身，所以專門儲放一些性喜濕寒的蘭花。 

 

    印象深刻的是有個下午，我們被分派為一個工作小組來除草，

因為水分充足的關係，所以每一個小盆栽上的蕨類雜草都特別多，

我們的工作就是消滅這些不相干的植物，讓原本的巨蘭幼苗好好生

長。鐵架上整整齊齊放了上千個小盆栽，看起來是個不小的工程。

大家逐個清理過去，眼明手快，一抬手就一束雜草飛落，看到整理

過後的盆栽只剩幼苗和一片黑土，對比尚未整理過的滿盆狼藉，頓



覺清爽。拔草是農事工作中避不開的勞動，單調重複，有時難免枯

燥，但一起勞作大大減少了那種煩悶。相比於同伴分享的經驗，在

豔陽之下揮汗整地拔草，水幕溫室是一個天堂般的工作場地了。 

 

    有的種源因為數量稀少，又或者因為復育活動需要，中心會進

行組織培養。取下的小部分植物組織放在營養液裡，裝進數百個玻

璃瓶中，待其長成翠綠小苗後，我們則接手出瓶的工作。戴上手

套，隔著厚布袋打碎瓶子，然後再小心翼翼的把珍貴的幼苗出瓶，

清洗掉原本的培養液後，給予適宜土壤，種進新的盆栽。看著每一

株幼苗掙脫玻璃瓶的束縛，搬遷至小盆栽，然後和其他架上的植物

一般，可以放鬆地延伸葉片，吸收水霧的滋潤，想必這就是迎接小

生命的驚喜感吧。 

 

    我跟隨的蒐藏經理業務範圍相當廣泛，所以在三週的實習過程

中，總有機會到他管轄的各個科別溫室探險。如果要選一座此時最

漂亮的溫室，毫無疑問的，絕對是山茶花科溫室。時值寒冬之末，

氣候仍舊涼爽，舞台燈光所及，盡是山茶花苞翩然起舞，有如茶盞

般玲瓏半吐的，也有豪放盛開如碗口大小的。粉紫藍紅黃，溫室裡

的斑斕色彩令人炫目，繽紛了相機鏡頭。山茶花科有獨特的幽香，

更有著千變萬化的栽培種。穿梭在絕美花叢中，我一一記錄下每株



花名和她們嬌豔的身影，當能明白文人墨客的悸動。奼紫嫣紅的山

茶花，總被比擬為傾國傾城的人兒，不是沒有原因的，兩者都有醉

人心神的魔力。在和植物朝夕相處的過程，你可以漸漸感知，每間

溫室都有自己的時辰，在這一方天地裡，萬物不受打攪，萌芽，抽

枝，產花苞，盛放，時序的輪轉無聲無息，悄悄地塑形出變幻萬千

的樣貌。恰當的時間造訪，總會給人帶來許多意外驚喜。 

 

    山茶花科溫室的工作量其實頗為繁重，但在群芳中工作，不啻

為一種特別的感官享受。那天我和夥伴們受命整理溫室，每一個盆

栽上的老舊樹皮塊已無營養，除去。黑色的遮草墊要整片拔起，最

後同樣的，盆栽裡的雜草必須除之後快。一株株茶樹盆栽擺放的其

實相當密集，所以我們要低身貓腰，在巨大盆器之間穿梭，才可以

清理樹叢深處的盆器。大手一揮，把樹皮塊都掃進桶子裡，其實有

著莫名快感，遮草墊與表土分離的嘶嘶聲也很動聽，裂帛之聲大抵

如此吧！ 

 

    整間溫室清出的樹皮塊和雜草其實是很嚇人的，四個人分工了

一下午，也才清完半間溫室而已，更別提山茶花科其實是連棟的兩

間巨大溫室，想要全部清完，還真的不是普通的耗時耗力。因為植

株數量繁多，所以在種植時都會以最簡便化來考量，但這次清理出



來的廢棄物足足裝了四大桶，還是令人咋舌的多。體力勞動是照顧

植物的辛苦之處，但就是這種希望植物可以有更好生長環境的愛護

心態，才可以讓大家努力的完成這些工作，而忘卻過程中的辛苦。

山茶花科的亮麗實在令我印象深刻，也讓我更為期待接下來的各項

挑戰與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