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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著耀眼金黃的黃槐其實並非槐樹 
 
    黃槐，從名字上很容易讓我們直覺地以為它是一種開著耀眼金黃花朵的槐

樹（Sophora）。雖然它和槐樹都是豆科的成員，在形態上也有相似之處，但黃槐

真正的身分其實是決明屬（Senna）的一員，有著蘇木亞科的花冠形態，和開著

蝶形花冠的槐樹是分屬於不同的亞科（豆科之下依其花冠形態可區分為含羞草

亞科、蘇木亞科及蝶形花亞科）。而且黃槐雖是頗受歡迎的庭園植栽，但在歷史

和文化內涵的層次上，恐怕還不足以和地位崇高的槐樹等同而論。 

    我們常聽到「指桑罵槐」這句成語，其雖是孔明三十六計中的其中一計，

但早自周朝，就有在的宮廷之內栽種三槐九棘的規定。朝廷之中，位居最高官

銜的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朝見天子時便須分坐於三棵槐樹之下。自此，

槐樹就成了代表官府的樹木，對照於廣植農民百姓之家的桑樹，便有著官家對

小民的地位差距意涵。對於高高在上的官府，小老百姓心中即便有滿腔怨言也

不敢明目張膽地對著官家表達不滿，只能「指桑罵槐」，拐個彎罵人以抒發一下

情緒罷了! 

    也因為「三槐只許三公面」的崇高地位，後人為期勉子孫能出人頭地，當

上足以位列三公的朝廷大官，於是總愛在自家庭院種上三株槐樹來討個期望。

不過倒還真的有人因此美夢成真呢! 據說，《宋史》中就記載了一位叫王佑的兵

部侍郎，親手在自家庭院內種植了三株槐樹，並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老，

此其所以志也!」。果不其然，他的次子王旦，後來果真當到了宰相。因三株槐樹



而顯赫的王氏家族也以「三槐堂」做為傳世不絕的堂號。     

 
↑黃槐的複葉雖形似槐樹，但實則黃槐是偶數羽狀複葉而槐樹則為奇數羽狀複葉 

 
↑羽狀複葉上的小葉不僅能隨著光照調整角度，晚上也會進行睡眠運動  

 



黃槐既非槐，之所以被冠以槐字，主要還是那相似的羽狀複葉!不過槐樹較

適合生長於華北的氣候，在台灣所見主要都是黃槐，要混淆的機會不大，倒是

不少人錯把馮京當馬涼，以為黃槐就是槐樹！ 

 
↑黃槐的花苞構造，此時兩片翼瓣將旗瓣包覆在內，這是蘇木亞科花冠的特色 

 
↑呈左右對稱的花冠結構 



    蘇木亞科的花冠雖看似輻射對稱形態，實則已演化成左右對稱形式，花瓣

雖不像蝶形花那樣分化成明顯的旗瓣、翼瓣和龍骨瓣，但也已稍具雛形且大小

不一，而分化成長短兩型的 10 枚雄蕊更是與雌蕊營造出一個昆蟲授粉的平台！ 

 
↑黃槐的莢果扁平，種子間具有明顯的隔膜 

 
↑和繁花決明一樣，黃槐是荷氏黃蝶等多種黃蝶幼蟲的食草               家茜老師/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