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胞衣跡（二） 
楊政男 

胞衣跡，原指埋嬰兒胎盤的地點，後被稱為某人的出生地。 

胞衣是維護胎兒、包裹在外的一層膜。當婦人生下胎兒，產婆

將嬰兒取出、臍帶剪斷後，胞衣就被當作穢物，產婆會將此穢物交

予家人處置；處置的情況，視家人對他的看法而定，有的當穢物以

垃圾處理、有的視為聖物珍惜掩埋。從前人處置胎衣也受社會重男

輕女觀念的影響，若是女的可能被輕率地掩埋或丟棄，男的會較重

視。通常把胎衣包好放入陶罐中，埋入床下、牆下，或住宅旁園角

大樹下，較不易被人踩到的地方。 

埋藏胞衣的習俗，在東南亞與日本各地都有。民間認為：胞衣

是小孩的元神，不可任意丟置。臍帶和胞衣與人身斷離之後，仍可

能與人身有某種交感聯繫，而且人一生的禍福安危都和胞衣有關。

如果胞衣處置得好，他將一生幸運；反之，如被蹂躪或汙損，他的

一生將因而多災多難，因此要選擇一個合適的地方埋藏。講究的人

家會請風水師選擇地點、吉日，埋藏時還說些禱詞，比如埋在大樹

下的會說「樹高千尺，人高萬丈」等美好的祝願。埋胞衣須說「踏

胞衣」，忌說有死之意的「埋」而要說「踏」；埋時要埋得深、踏

得實，除了防淺露被動物掘食外，一般認為：埋得越深，孩子的

腸肚就越深厚，吃奶時比較不易吐奶，會比較好養、容易長

大。早期還有人在嬰兒一旦溢奶時，會認為是胞衣埋得不夠深，

就要到埋胞衣的地點再次踏實，以期嬰兒不再吐奶。 

胞衣又稱為「胎盤」，中藥將它稱為「紫河車」，認為有益氣

養血、補腎益精之效，是珍貴的藥材。因此早年有人會去偷挖

埋入土中的胞衣，尤其是男嬰的，民間認為這將不利於嬰兒

的養育。為了避免小孩的胞衣被盜取，所以埋胞衣時會暗中

進行，以免被他人發現。 

安徽安慶地區把裝置胞衣的「胞衣罐」一詞，用作罵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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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說他是「草包」或「廢物桶」之類；而客家人卻把埋胞衣的

「胞衣跡」稱做人出生地的代稱詞，這表示客家人對出生地、對自

己鄉土的認同與重視，告訴你：「這裡是你的出生地，你的根就在

這裡。」一向安土重遷的客家人，尤其早期農業時代，既生於斯、

長於斯，就要安於斯、死於斯，愛鄉愛土的觀念深植於每個人心

中。縱使為了生計離鄉背井，在臨老死之前，最終一口氣也要留回

家，壽歸正寢，不願死在他鄉。因此把埋藏自己胞衣的地方稱為自

己的出生地，以誌永不忘懷故鄉。 

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在婦女都在醫院生產，幾乎沒有在家

由產婆接生了；而胎盤也都由醫院來處理，把胎衣帶回家、

踏胎衣的習俗也漸漸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