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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田中博士」的吳聲昱老師，

不僅在桃園市龍潭區成功復育俗稱「雷

公蛙」的臺北赤蛙，成果豐碩之外，他

也是國內第1位成功復育原生種「臺灣
萍蓬草」的專家。

吳聲昱老師自幼就喜歡自然，長大

後到臺北發展，成為承攬工程包商的老

闆。會跟環境結緣，投入臺灣萍逢草的

復育及臺北赤蛙的保育工作，是因為30
多年前（75年），碰到一個在當老師的
兒時友人，他需要水草給學生作為教學

教材，拜託他回新埔老家幫忙尋找水生

植物，不料回到熟悉的家鄉，才驚覺已

成陌生的地方。因現代化的關係，高樓

大廈林立，導致土溝砌成水泥，記憶中

美麗的水草、蜻蜓、池塘早就不見了，

只剩福壽螺、琵琶鼠等外來物種，找水

草已變得困難，但他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後，終於在廢水田中找到稀疏的幾株水

草，雖然勉強交差，但之後又有許多老

師找他幫忙，草根性十足的吳聲昱老師

就直接對友人說：「我在老家有一畝

田，乾脆我來種給你！」。因此，他就

毅然還鄉，憑藉著水電知識跟養殖經驗

在老家水田種水草，好讓老師們拔個

夠，至此，便開啟了研究水草起端，後

來更進行稀有水生植物的復育及臺北赤

蛙的保育工作，當時連母親都罵他「頭

殼壞掉」。

雖然早期被罵了好幾年，但在這30
幾年來，走在環境與人類相依共存探索

的道路上，吳聲昱老師相信，只有運用

個人介紹

服務單位：大茅埔水生植物工作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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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亮水中光明燈，照亮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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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方法，才能讓環境回歸到最純真

的時代。

越投入大自然懷抱，吳聲昱老師已

無法割捨對自然環境的關愛，於是持續

研究各種環境改善的工程工法，融合易

經原理，思考在現實的人為環境中，如

何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領會生態環境

生息永續運作的結合方式，創建了太極

生態工法，強調「一草一功能、一草一

特色」、自然萬物間相生相剋、陰陽調

和的道理，就如同太極的原理一般，最

終可達到世界萬物生生不息地永續境

界。

「大自然是一本無字天書，我天天

讀，幾十年也不厭倦。」吳聲昱老師一

身課本學不到的活知識，他不藏私，誰

若請教，就傾囊相授，環境教育已成為

他的日常作息。他幫助超過50所中小學
認養並整頓水池，帶領學生認識溼地生

態，他教導學生把課本上的水生植物逐

一栽種出來，這其中最讓人欣慰的，莫

過於很多小朋友對水生植物從陌生到瞭

解的過程當中，能夠切身體會大自然的

奧妙與美麗。這或許就是他推動的使

命，讓下一代也能有親水、近水，自然

無憂的童年，他會持續的把這份熱忱延

續下去。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水生植物的守護者-復育臺灣萍
蓬草

50年以前，桃園的埤塘仍滿布臺灣
萍蓬草，石門水庫和大圳完工後，埤塘

慢慢喪失蓄水和灌溉功能，有的改為養

殖池，福壽螺和螯蝦進入後，更大肆掠

奪臺灣萍蓬草的生存空間；有的填土建

設，撈出的萍蓬草被棄於池邊，極度令

辦理水生植物繪畫課程

與社區大學共同改造桃園平鎮麥家農場

點亮水中光明燈，照亮身邊的人



16

人不捨；於是，吳聲昱老師開始復育臺

灣萍蓬草的工作。

透過雙手雙腳，走遍臺灣大小溼地

與八大污染河川，將374種植物種源帶
回，復育在自家池塘裡，每天早上4時
起床下田「玩草」，玩到7時30分去上
班，下班頂著頭燈繼續玩，有時候一直

泡在田裏直到半夜，觀察水生植物的原

棲地，日照、風向、氣候、土質，花了

數十年慢慢摸索，領悟到棲地營造的重

要。反覆試驗之後，才發現，這些被認

為無價值的水草，居然是水質的救星，

有了這些經驗作基礎，93年吳聲昱老師
應用溪流水草生態工法，為新竹縣頭前

溪作水質淨化工程，得到環保署全國示

範工法第1名，分別透由以下10個過濾

池步驟，運用「一草一生物，一草一功

能」的奧祕，透過污水淨化池、柔性淨

化池、除臭沉澱池、自然滲透池、菌類

生化池、藻類處理池、系統觀察池、生

化過濾池、流量控制池及泉源再生池，

達到淨水、潔水及復育與保育之目的。

拯救瀕危物種-復育臺北赤蛙
吳聲昱老師是在野外調查中意外發

現臺北赤蛙，被赤蛙特別的叫聲和美麗

的外觀吸引，引起他的注意，於是就和

臺北赤蛙結緣！早期在臺灣西部的水

田、草澤、埤塘裡，經常可以看到個體

嬌小的臺北赤蛙，流線型的身材，叫聲

跟一般蛙類很不同，繁殖期接近春夏交

際、春雷大作的時候，因此又有「雷公

蛙」的稱號。

早在53年石門水庫
啟用後，埤塘逐漸消

失，功能從灌溉轉為蓄

水、養殖，至今大多改

為其他建築用地，但也

因此導致許多物種消

失；桃園市政府在101年
公告劃設為野生動物保

護區，因此高榮野生動

物區不僅僅只是保護臺

北赤蛙與溼地生物，也

保存了桃園的埤塘文化

歷史與生態網絡系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所師生參觀八卦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所師生

參觀吳家池棲地

指導桃園市南興國小學童生態池

環境教育原生魚放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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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吳聲昱老師接受桃園市政
府農業局委辦「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

區臺北赤蛙棲地改善委託案」，針對影

響臺北赤蛙棲地重要環境因子進行監

測，並調查保護周邊臺北赤蛙分布情

形，經過環境生態調查及棲地改善的努

力，臺北赤蛙數量從原本以為消失到觀

察最多數量有15隻，表示棲地的改善有
利於臺北赤蛙生長，且臺北赤蛙數量有

增加情況，這是他所樂見的，也確保後

代子孫還能有機會看到臺北赤蛙生存在

這片土地上。

推動心得
由於工業化和都市化迅速將許多自

然棲地吞沒，生態遭受破壞，導致水生

植物日漸消逝。當返回熟悉的家鄉，

卻驚覺已成陌生的地方，土溝砌成水

泥溝，河水變色惡臭，水草、蜻蜓、

蝴蝶也不見蹤影。吳聲昱老師透過雙

手雙腳，走遍臺灣大小溼地與八大污染

河川，將374種植物種源帶回，復育在
自家池塘裡。這個位於桃園龍潭的這片

農場，不種艷麗的奇花，不養討喜的珍

獸，放眼望去，只有幾口池子，伴生綿

延簇擁的水草。水草，它背負民眾誤

解、食客遺忘、農人厭惡的坎坷命運，

卻被研究水生植物近30年的我當成寶。
外來種入侵，福壽螺和螯蝦進入

後，更大肆掠奪臺灣萍蓬草的生存空

間，有的填土建設，撈出的萍蓬草被棄

於池邊，我極度不捨，整車載回老家大

茅埔，開始復育臺灣萍蓬草。

身為客家子弟的我，對臺灣萍蓬草

有另一番感情，因為它屬於民俗文化中

的傳情植物，當客家女子出嫁3天後回
娘家，夫妻雙方要各帶5種物品交換，

復育國寶級水生植物臺灣萍蓬草

帶領桃園市南興社區志工進行環境改造觀察保育類動物臺北赤蛙超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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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客家人大都會帶臺灣萍蓬草。除了傳

情，臺灣萍蓬草亦具有藥用價值，它的

根莖能去血滯，治療婦科疾病，它也可

以淨化水質，而心形蓮葉更能發揮遮陽

功效，減緩埤塘的水蒸散，維持生態平

衡。

經過多年復育，臺灣萍蓬草已經重

現桃園許多埤塘。復育的生態工法，首

要考慮的要件便是水質的淨化；水質淨

化的方法則是藉著水流迴路的設置，再

加上各個植物的特性，有的吸收水中的

有機廢物，防止水質優氧化，有的可以

吸附重金屬，而達到淨化的效果。我思

考要如何進行水質淨化，為了要找出方

法，因此跑遍了臺灣八大污染河川，研

究為什麼會有植物可以在已經被污染的

河川中生存；於是，逐漸的改進過濾系

統，並從易經太極的領會與生態環境生

息永續運作結合，就現實人為環境與自

然環境如何能夠和諧共處，以柔克剛的

建立了一個循環融合的共生機制。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化學製品充斥，

包括洗衣精、沐浴乳、浴廁清潔劑、食

用油等生活廢水，而這些生活廢水的處

理現況，大致上區分為都市區下水道系

統集中到污水處理廠或一般城鄉住宅區

的個別污水處理槽，處理後排放到排水

溝，甚至是農舍的農田灌溉水系統中。

透過記錄植物的淨水功能，利用百

種水草分類出10大淨水工法，視污染源
種植不同的水生植物，運用在溪流生

態、溼地淨化、復育水生植物處理污水

等項目，獲學界和實務界認同。更協助

榮獲公共工程品質獎第1名的新竹頭前
溪生活污水處理進行棲地營造及物種安

排；桃園八德埤塘生態公園、青塘園及

大溪埔頂生活污水處理的大嵙崁人工溼

地也是由我協助設計。

解說棲地保護及臺北赤蛙復育

蘇澳海事學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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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我做的這些事，背負著傳承的使

命，只是為了讓下一代，也能有親水近

水的童年。」，秉持著這個信念，且不

捨小時濃濃的回憶被工業化剷除、取

代，多年來在桃園境內進行環境改造、

棲地復育推廣等，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單

位響應，盡己微薄之力，貢獻於在地湖

鏡當中。

展望未來，期盼短期目標（1年）
為發展水生植物課程、太極工法、客家

文化，並培養吳家池環境教育人員團隊

（新陽平社區大學駐點），以及結合6
所社區大學及桃園市、新竹縣市5所中
小學合作，進行生態池推廣，並建置專

屬個人網站，推廣生態保育、復育與教

育觀念，培訓種子教師。

中期目標（2-3年）規劃為增加埤
塘與「人」、愛上臺灣萍蓬草課程，以

及培訓吳家池的團隊人員通過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與企業簽訂夥伴意向書，並

結合科技廠異業合作，推動埤塘認養工

作，擴展企業社會責任；社區與棲地改

善維護及生態工法推廣，強化深化經驗

傳承。

最後在長期目標（5-10年）上，希
望發展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發展自

家污水自家清課程；協助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教育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推廣環境教育、自然保育及復育，讓

夥伴擴展至全國；落實臺灣北區自廠污

水自然清，以及建立桃園埤塘人文生態

展示館，永續傳承。

解說埤塘生態環境

吳聲昱老師和眾多朋友共同守護吳家池

帶領中壢社區大學參觀新竹頭前溪

人工溼地開放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