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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與罌粟         

金三角的嬰粟花種植有百餘年歷史，一開始由列強引入，作為鴉片的原料，

之後歷經中國內戰、緬共內戰等大小戰事，殘存於撣北高原、泰北的國軍餘部、

當地的反政府軍，從當地民眾種植的罌粟中，攫取了維持生計的方式：由毒品販

賣中賺取利潤。事實上，當地居民的生活卻從未由罌粟的種植更加富裕，相對地，

他們不僅部分也沉迷於鴉片的朦朧煙霧裡，甚至是「越種越窮」了。觀看十九世

紀以來的世界變遷，鴉片普遍於中國各個階層間，但西方也廣泛地使用鴉片作為

鎮痛劑，像詩人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最後因為病痛而大量求助於鴉片；
只是，罌粟花最終成為人類眼中的惡魔，她間接傾覆了一個國祚將近 300年的王
朝，更在二十世紀成為首惡之源— 毒品的原料，同時為人間帶來美麗與罪惡、富
裕和貧窮的對比，也不時挑起犯罪者的欲望和國際紛爭，金三角是個極佳的例

子，當地的人民因她維持生計，軍隊因毒品交易得以對抗政府，卻又給這個世界

的人類多少災難和絕望。 

一、金三角的範圍 

金三角的地域概念長久以來混淆不清，一說是位於緬甸、泰國、寮國三國的

交接地帶，以泰國的美斯樂最為有名，是人人熟知的「小金三角」；一說為「大

金三角」，包括泰北邊境清萊、清邁兩府北部與緬甸東北接壤、緊臨寮國之地i；

兩者範圍相距甚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網站所指，將「湄公河（在我國

境內稱瀾滄江）和夜賽河交彙處的一個三角洲」及「緬甸北部的撣幫、克欽邦，

泰國的清萊府、清邁府北部及老撾的琅南塔省、豐沙裏、烏多姆塞省，面積約

15-20萬平方公里」定義為金三角地區ii。 
金三角地區多山，氣候炎熱，雨量充沛，卻成了種植罌粟的大本營，境內民

族紛雜，有「撣、佤、佬、苗、瑤、克欽、僳僳、拉鈷、阿卡（哈尼）、漢等民

族在此定居，總人口逾百萬」（公安部網站，2004）iii。事實上，金三角的名字一

直是多種因素的代稱，是和中亞「金新月」、南美「銀三角」並列為世界三大毒

品生產區，是多民族文化交流場所，是國際交通隘道（中、寮、泰、緬），是南

北商業貿易物流交換之地，與紛雜的民族文化、沉痛的歷史血痕、反政府軍的槍

炮、罌粟花的香味緊緊聯繫在一起。 

二、金三角的山居歲月 

罌粟花佇足此地長達百年，殖民者的野心與貪欲讓罌粟種子在這樣的邊城開

花結果，遺毒卻遍及全世界。最早在 1852年英軍佔領下緬甸，就開始廣設鴉片
館和種植罌粟，儘管初期藥用的考量大過於販售鴉片的利潤，但列強的競爭遊戲

並未結束，當時的中國提供大好的前景供列強賺取經濟利益、展現國家勢力，加

以金三角地區多崇山峻嶺，不利於糧食種植，卻適合罌粟的生長，1900年後，
罌粟即在撣部山地盛情地開放著。1893年法國擁有了寮國，正式參與這場利益
的角逐戰，根據《金三角真相》一書指出，法國在寮國北部地區主導當地的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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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種植罌粟，1939年同樣也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已有數十萬人吸食鴉片，貨
源來自寮國北部。泰國在政治歷史上雖從未受任何列強的入侵，但經濟力量上卻

得屈服於列強的國力，《金》一書便指出，如大英帝國在 19世紀中葉便介入暹羅
國販售鴉片的商業機制。鴉片的猖獗間接覆滅了搖搖欲墜的滿清帝國，但世人此

時已對鴉片有強烈的憎惡。在 1925年曾簽署一項遏止鴉片毒害的國際協定，二
次大戰的爆發卻只是讓情況惡化，《金》書又舉出另一個驚人的數據，在 1940
到 1944年間，寮國北部鴉片生產總量從 7.5噸上升到 60.6噸。iv 
不過，列強在金三角一帶的勢力僅止於 1950年代。國共內戰後，國民黨在

雲南的殘餘部隊逃往泰北與撣北，在維持生計的考量下，部隊往鴉片販賣的利潤

靠攏，美國在其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暗中支持罌粟的種植，當時的段希文、雷

雨田、李文煥都曾主導販賣事宜。70到 90年代是金三角的鼎盛期，緬甸國內情
勢的動盪不安，國內民族間的戰爭與緬共政權的建立，都促成反政府軍為維繫軍

備所需，轉向毒品製造販賣等情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可說是羅星漢將軍與昆沙
v。作為一位舉世皆知的毒梟大王，昆沙從一個山區的馬幫子弟，佔山為首起義

成立撣邦獨立軍，著手於撣邦人民生活的改善與毒品交易，是當代影響緬甸政府

及毒品市場響叮噹的人物，當時伴隨著越南內戰與美國嘻皮文化的流行，讓毒品

貿易只增不減，此時，由罌粟汁液中粹煉出的海洛因，是主要的產品，透過「泰

國通道」與「香港通道」通行全球，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海洛因產自此區 vi。1996
年後，昆沙歸順緬甸政府，他的名號也許隨著時間褪去，但毒品的生產、交易、

影響卻仍存在於世界各個角落中。 

三、從美麗到罪惡 

切開罌粟朔果流出白色汁液，乾燥形成棕色鴉片，其中含有 25種生物鹼：
嗎啡（Morphine）、可待因（Codeine）、蒂巴因（Thebaine）、那可汀（Narcotine）
和那碎因（Narceine）等。其中嗎啡經乙醯化作用可製成粉末狀海洛因，為國際
上主要的毒品之一 vii。 

從鴉片中可提煉出來的毒品除了海洛因外，尚有安非他命、黃皮等。根據聯

合國的統計，到 2003年為止，緬甸是第二大毒品生產國，寮國第三，哥倫比亞
第一。 

四、回首禁毒之路 

歷經百餘年種植罌粟，金三角地區的人民並沒有因為毒品一翻再翻的高昂價

格顯得富有，反而，他們面對的是貧瘠的山野與荒涼的村落，長年戰亂只給予不

安定的生活條件，反政府軍與政府軍之間的對立，挑起情勢的不安穩，負責種植

的人民只圖餬口，有的還染上煙癮，終身墮落煙霧繚繞之中。為拯救日益惡化的

金三角地區，各國政府無不費盡心力整頓，成果有好有壞，但求喚起人類心底最

後的良知與毅力。 
泰國自 1969年起便發起「泰北山地農業開發計劃」，由親王畢沙迪主持，農

業大學巴汶教授執行，幫助山地部落戒除鴉片並保護山地資源，我國的宋慶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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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錢企越先生也先後參與此計劃協助當地居民種植替代作物 viii。多年的努力

早已在滿山高經濟收益的果樹而不見罌粟的場景中實現，現今泰國的毒品產量可

說是金三角三國中最低的，《金》一書提及這三國與東南亞毒品的產量，其中泰

國在 2000年僅生產鴉片 6噸、海洛因 1噸；但緬甸礙於新的軍事力量，毒品產
量仍遠高於寮國和泰國 ix。雖然泰國境內控制鴉片生產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卻因

邊境關係，難防從緬甸滲透進口的大宗毒品，兩國在 2002年曾因逮捕被通緝的
毒梟魏學剛一事鬧出齟齬，對泰國而言，如何在邊界問題與禁毒策略取得有效控

制，將是一大考驗 x。 
緬甸自 1996年後昆沙歸順政府，已致力推動禁滅煙毒之措施，包括種植替

代作物、捨棄罌粟田等，困於撣北少數民族的需求和國際的壓力，緬甸政府卻不

敢貿然要求當地居民改種植其他作物，以免他們投向反政府軍的懷抱，卻又懾於

國際情勢，硬著頭皮向反政府軍尋求解決之道，防制西方國家的反彈 xi。緬甸的

佤邦政府定下 2005年將佤邦地區所有的毒品禁絕，迫於當地農人固守罌粟田的
執念，進行一次次大規模的遷村行動，期盼移民能因另一個地方糧食作物的豐

收，放棄罌粟的栽培，如果此法真能收效，對世界的毒品經濟將是一個具影響力

的打擊，佤邦政府也能擺脫毒品加身的窮困形象 xii。 
寮國於九零年代也開始禁毒政策的加強執行，主要還是以替代種植、緝毒工

作的實行為要，目前在寮國北部罌粟面積的大幅度減少是最明顯的成績，但 2003
年仍產出鴉片 117.5噸，可能與寮國政府所制定的《2001-2006年寮國禁種罌粟
戰略計劃》中，所表現出的緩刑態度有關 xiii。 

五、結語 

罌粟特殊的成分的確是百餘年來迷惑人的來源，但驅使她眩目人心的卻是人

類原始追求權力、金錢、地位的欲念，生生世世，糾纏至今。罌粟也許是形塑世

界歷史及文化一個重要的因子，不過，隱藏在花後那雙人類的手，才是扭轉人類

命運的原動力，簡言之，是人改變了環境，環境又藉人之手改變人類。金三角內

民族情結、毒品貿易糾葛起起落落，不管被美國通緝的毒梟換了誰，金三角內的

罌粟種植，將因為缺乏環境變更的要素，一切都不變，當地居民的生活終舊因為

山高水長，封閉在小小的村落裡貧乏至老死，全都是為了人類的基本需求奔波，

也都是為了起起落落的軍方保持政權而存在著。 
    人類很少在歡樂時自覺於己身的無助，尤其是歡樂的來源是操控在人手中
時。從 400萬年前，人類就嘗試掌握自我的命運，歷經百萬年的採食階段、舊石
器時代，直到 10000年前，人類才真正踏上創造未來的試煉之路：農業的產生。
一處處偉大的文明龐然恃著高聳的城牆而起，也一個個如流星般殞落，人類在這

時間的洪流中，究竟是改造了環境，還是間接被環境所控制，似乎仍是一個謎。 
歐洲人改良馬鈴薯為糧食作物，暫時分散近代人口急劇上升的壓力，但愛爾

蘭卻在 19世紀中葉飽受馬鈴薯欠收之害，不但造成了大飢荒，也導致後來有 550
萬陸續湧入新大陸的移民潮，為人類遷徙史寫下震撼的一頁。清末一場致命的鴉

片戰爭洞開舊中國封閉 200餘年的門戶，引領清代漸漸走向衰敗之途。更早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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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世紀更是列強為爭奪香料、利益馳騁海洋你爭我奪的殖民地保衛站。植

物無法言語，卻無意中給予人類在地球上興盛、延續、及衰敗的指令。 
植物從來沒有刻意改變過什麼，人類卻認為它改變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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