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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台灣檳榔的現代形象 

一、 檳榔會導致亡國滅種：從「土石流」（生態、環境）到毒品（食物、藥

物） 

二、 吃檳榔是低下階層的不良習慣：不「衛生」（個人習性）的勞動者（社

會階層） 

三、 吃檳榔是原始民族的陋俗：不「文明」（習俗、風尚）的原住民（族群、

種族） 

貳、如何剖析「檳榔」？ 

一、 解剖檳榔族I（使用者的族群歸屬）：南島語族（台灣、東南亞、太平群

島）、南亞語族（中南半島、印度）、印歐語族（印度）、漢藏語族（中

國）、阿爾泰語族（北亞、東北亞）。【不分東西南北？不分黑白紅黃？】 

二、 解剖檳榔族II（使用者的社會階層/群體）：君王（南朝皇帝）、貴族（南

朝帝室、大族）士大夫（沈約、庾信、韓愈、柳宗元、黃庭堅、蘇東坡、

朱熹、劉伯溫）、高僧（玄奘、智者）、醫師（張仲景、吳普）、巫師、

道士（葛洪、陶弘景）、庶民、勞動者、奴隸。【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貧

富貴賤？】 

三、 分析檳榔的物質功能：食物（消食與止飢、微醺與醒酒）、藥物（口香、

去痰、下蟲、除疾、辟瘟）。 

四、 分析檳榔的社會/文化功能：外交貢品、定情與婚嫁（折林與賓郎）、釋

怨解仇、賞賜與貢獻、供養與祭祀。 

五、 分析檳榔的負向作用：治病與致病、微醺與醉酒、禮物與色欲、紅脣與

黑齒、生態破壞、環境汙染。 

六、 認識檳榔的「物自身」與「物質文化」：生物特徵、生長環境、地理分

布、使用者、使用目的、使用方法、使用爭議。 

七、 解構檳榔的「使用經驗」：身體的感知（生物）、社會的品味（流行）、

文化的薰習（風俗）、知識的建構（權威）、價值的選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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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檳榔族」的使用告白 

一、 嚼食檳榔初體驗。 

二、 嚼食經驗的反思。 

肆、「檳榔文化」的觀察報告 

一、 檳榔風尚的觀察與記錄。 

二、 檳榔風尚的論述與評判。 

伍、「檳榔知識」的建構與解構 

一、 檳榔知識的建構與解構者：醫者、宗教人、食用者、栽種者、行銷者、

政府、知識人。 

二、 建構與解構的成敗因素：經驗、慣習、權威、利益、強制、論述、生態、

變遷。 

陸、結語：檳榔研究的路線與面向 

一、 「物自身」與「物質文化」。 

二、 「身體感知」（生物面）、「經驗訴說」（社會面）與「行為抉擇」（文

化面）。 

三、 個體研究、社會現象與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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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資料：《古今圖書集成•檳榔部》，頁67519-6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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