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蟲或介殼蟲生活的植物或作物上。為什麼？因為親
代一定是把卵產在幼蟲孵化後就可以找到食物的地
方啊！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就有不求甚解的人把
草蛉卵當成是三千年一遇的奇蹟，甚至把它當成是
植物優曇婆羅花（udumbara）看待。只要一段時
間就會看到新聞媒體報新聞，把出現在牆上或是任
何奇特地方的草蛉卵講成是神跡。而且剛開始應該
是把已孵化的草蛉卵才當成是優曇花，現在連看到
剛產出未孵化的卵都會說是優曇花了。至於這些草
螟卵的廬山真面目，請參考臉友李文德先生的顯微
攝影集：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
et=a.2655351814709820&type=3

優曇婆羅為梵語，意為
靈瑞花、空起花、起空花。
優曇婆羅花是拘那含佛悟道
時 身 後 那 棵 遮 陽 避 雨 的 樹
種。花朵被稱做優曇缽或者
優曇婆羅花（udumbara），
簡稱優曇花，經上又名“靈
瑞 花 ”。 但 是 實 際 上 它 是
屬 於 桑 科 的 聚 果 榕（ 也 就
是 無 花 果 ）， 請 見 胖 胖 樹
的 熱 帶 雨 林 介 紹：https://

raywang1016.pixnet.net/blog/post/460824611。

總之呢，佛經上提到世稱其花三千年一開，在
金輪法王及佛出世時方現，喻極為難得的不世出之
物。常用以喻佛法之難得，如《法華經•方便品》
云：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缽華，
時一現耳。“曇花一現”的成語，即源出於此，但
是現在的曇花一現又是形容夏季夜間開花一夜即凋
萎的仙人掌科曇花。像霧峰林家林朝崧（1875 －
1915 年）著作《無悶草堂詩存》中次韻答撫松處士
曾寫道：富貴百年內，一霎優曇華；所以源道人，
甘心逃煙霞。從文意中就可以看出優曇華是曇花一
現，快速煙消雲散之意。

往中外歷史及文學作品中尋找優曇華的蹤跡，
可以在日本平安時代中期（1000 年前）的《源氏物

語》卷五若紫中就有僧都答詩看到：

優曇華の　花待ち得たる　心地して
深山桜に　目こそ移らね 

意思是「專心盼待優曇華，山野櫻花不足觀」
（形容帥帥的光源氏就像優曇花一樣是三千年一遇
的帥哥）。而《竹取物語》（輝夜姬）中求婚的五
人中，庫持皇太子被要求要帶著「蓬萊玉枝」才能
求婚成功，後來皇太子是帶著優曇花來到上京而引
起騷動（雖然最後還是被識破造假）。在這個時間
點，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以優曇華對比深山櫻，蓬萊
玉枝對比優曇華，可知這時日本的文學作品中提到
的優曇華顯然都指向是植物。

如果尋找全唐詩及宋詞，提到優曇花的詩詞寥
寥可數。《康熙字典》中講到缽時，有提到 : 又無
花果名優曇鉢。《廣志》狀似枇杷，不花而實。又
叶音瞥。也再次證實優曇缽（婆）就是無花果，連
形狀都描述出來了。

到了 19 世紀末期，一些日本的文獻中除了提到
優曇婆羅花的三千年一現外，也提到了當時有草蛉
卵被誤認為是優曇婆羅花的迷信。可見在 100 多年
前，就已經證實在牆上或燈光附近看到的所謂優曇
婆羅花是蟲卵。也就是說，草蛉卵被誤認為優曇花
已經至少是百年以上的事情了，但是這種謬誤，一
直到 2022 年的今天，網路都這麼發達了，還是繼
續在以訛傳訛。試想如果說草蛉卵這種東西會三千
年才一遇，為什麼 google 草蛉卵跟優曇婆羅花會有
幾十頁啊 ? 我在野外看了無數次草蛉卵，那我不就
成為了千萬年老妖了嗎 ?

我們已經知道草蛉卵不是優曇婆羅花了，當這
些卵孵化之後就會成為幼蟲，剛孵出的幼蟲就已經
具有捕食性，因為會吃蚜蟲，所以就被稱為蚜獅。
草蛉卵之所以會有絲柄的存在，有個說法是說這樣
剛孵化的幼蟲就無法爬上另一個絲柄去捕食其他幼
蟲。不過這種說法在集束的卵串上應該就直接破解
了吧？

至於幼蟲的生態又有另一個有趣的名字 ( 負蝂 )
跟它可能有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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