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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早在荷蘭時代（1624-1661），荷蘭東

印度公司（荷蘭語：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的調查報告已經有臺灣原

住民和漢人移民種植、食用西瓜的紀錄。清康

熙二十四年（1685）《臺灣府志》則是對臺

灣西瓜有四時皆有的描述。到康熙五十二年

（1713），閩浙總督覺羅滿保（1673-1725）把

大內的「西瓜籽」帶到臺灣試種，並配合氣候

和農作時序，在九、十月芝麻割收後的深秋種

下；西瓜待隆冬收成，趁三月康熙帝（1654-

1722）萬壽節，被貢獻到京師的經歷，就讓臺

灣西瓜因此出現「萬壽果」的別稱。隨著「萬

壽果」故事流傳，冬月收獲一事，也就成為清

代臺灣方志對臺灣西瓜的主要記述。

  然而臺灣的西瓜，卻也對清代臺灣的夏季

節俗有著重要意義：乾隆二十七年（1762）由

臺灣知府余文儀（1705-1782）纂修的《臺灣府

志》（又名《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三〈風俗〉

中，關於臺灣的風俗記事，在五月五日有：「清

晨燃稻梗一束，向室內四隅熏之，用楮錢送

路旁，名曰『送蚊』。門楣間艾葉、菖蒲，

兼插禾稗一莖，謂可避蚊蚋；榕一枝，謂老

而彌健。」各種應對端午毒月惡日的身體保健

與居室環境消毒活動之外，又見有「彼此以西

瓜、肉粽相饋遺」的行事。清代臺灣「春種、

夏熟」類型的西瓜，在夏季既應景多產，果物

的清涼屬性，對於仲夏炎熱時節的端午，就是

消暑美食。在清代臺灣的端午節在傳統的粽子

之外，又有相互饋贈西瓜的禮俗。從《臺灣府

志》看臺灣的西瓜文化，西瓜融入夏季節慶，

讓吃西瓜成為臺灣端午節必要的一環，豐富了

在地傳統歲時節日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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