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種樺樹的故事 

 

樺樹的身影在全世界涼爽的北方氣候帶到處可見。在日本北阿爾卑斯山脈，最具代

表性的樺樹品種有兩個：一種是白樺（Betula platyphylla）；另一種是岳樺（Betula 

ermanii）。樺樹是天然的高度計，不同品種生長的海拔不同，生長帶極少重合。蜿蜒穿

行在通往乘鞍岳頂峰的林間道路，攀爬至海拔 1500 公尺左右的沿途，入眼便是白樺樹

那引人注目的灰白色樹幹。再往上走，身邊景色將逐漸變成岳樺的粉棕色樹幹，它們的

生長區間是 1500公尺至 2500公尺。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兩種樺樹還有更多顯著區別。除了樹皮色澤不同，葉片形狀

也各有特色。白樺的樹葉呈三角形，底邊齊平，有 5 至 8 對葉脈；岳樺的樹葉則是略細

長的鏟形，葉脈為 7至 12對。白樺的樹枝往斜上方伸展，而岳樺枝條的伸展方向與樹幹

接近直角。兩種樺樹的樹皮都會像紙片一樣剝落，但成熟的岳樺樹上明顯斑駁的痕跡更

多。 

白樺和日本文化有著特別的關聯。櫻花象徵新生，或時時還會勾起些許對無常的感

傷；耀眼的紅楓喚醒的是秋季熱烈而轉瞬即逝的美；白樺觸發的則是多姿多彩的高原休

閒場景。白樺樹猶如一個歷史符號，讓人們聯想起二戰後高山戶外活動在日本大眾間蓬

勃興起的那段時光。看到它們，大家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那些高級山地度假村的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