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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處長序

玉山國家公園幅員遼闊，涵括南投縣、嘉義縣、高雄縣以及花蓮

縣，拜「玉山」之賜，南投縣是一個重要轉運地帶，行八通關日治越

道、清朝八通關古道、馬博橫斷及南二段，必須碰觸南投地域。因此；

南投縣為觀光登山之熱點，為親臨聖山，就要通過塔塔加，可知塔塔加

與玉山之臍帶關係無從切割。

塔塔加的地景為自然生態、四季變遷的周始，他的重要性是山道樞

紐，更是中、南部地區的重要上游集水區，豐富的山林，孕育多元植物

及動物群，吸引登山、健行、攝影、研究愛好民眾上山。自然的呼喚是

本世紀一直在思考的，人如何與大地共處，已經變成人類文明之後的反

思，現代許多觀念從人本轉化為自然生態為中心，塔塔加是教育及知識

寶庫，提供有心人挖掘分享。

國家公園的環境是亟需被保護的地方，它是屬於全人類及後代子孫

的資源，我們是暫時向他們借用的，如果我們有多一點的自然觀，山林

就會減少一些破壞，能感受大地的生命，就不會冒犯上蒼，以「從心做

起」，我們的環境將會更美好，人們進入山林帶著善良，許多景物將會

留在自然效益中永續發展。

推薦序

生態的議題是目前台灣要思考的問題，環境教育是終生教育，也是

台灣每一位國民應該知道並需學習的，不應該只是教育的某一部份，生

態是攸關每個人的一生，你怎能排除在外，生態是生活，也是工作，更

是教育。

國家公園的設立有許多的理想及目標，這些目標是崇高與願景，需

要長時間的努力及付出，我們應該從自己做起，把自己的本分做好，落

實並執行生態關懷。

這本書已醞釀多年，是邦卡兒在工作以及生活的觀察紀錄，以深入

及思考的面向自我提出質疑，帶領我們進入山林意境，圖文的內容是豐

富多元，應該是不同於一般的解說叢書。

楊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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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這是我的第一次，感謝許多人的鼓勵與支持，師長、朋友與家人的

全心力助，是這本書可以完成的動能，我希望我的書也成為一種激勵與

聯繫溝通，尤其在布農族人身上。

塔塔加遊憩區為南投縣與嘉義縣交會地區，以鹿林山稜為界，由西

向東延伸至塔塔加鞍部陡下，山峰連綿，有鹿林前山、鹿林山降下，上

至麟趾山，站在山頂可眺望至阿里山山脈、玉山山脈、陳有蘭溪、神木

溪、楠梓仙溪、沙里仙溪等多處河谷，在多處展望良好地點也可提供人

們的好去處。在山林環境中忘卻煩憂、釋放舒壓，塔塔加地區是極佳的

所在。因此，在規劃有登山步道（舊日治），伐木林道（楠溪林道、玉

山林道），形成四通八達的環狀步道使遊客健行區域可經過森林、草

原、箭竹林，坡度不同山區環境，達到登山健行效果。

國人深知在台灣中央之處有此善地，假日之餘上山享受山林之美，

為了使前來遊客有更豐富的感受，將觀察多年塔塔加山區駐守經驗，轉

化成敘述、形容及記錄，把塔塔加地區內山脈、河川及景物或各步道資

料詳盡的呈獻給大家，依現今所規劃的步道區、林道區，盡量完整介紹

沿線步道之資源分佈，概述塔塔加地區的人文風情，並附上一些小故

事，提供遊客上山深度之旅之參考。

第一章

遺忘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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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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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遺
忘
的
傳
說

塔塔加是鄒族的傳統領域，以前是極重要的獵場，由許多地名以台

灣水鹿為主，可見此地水鹿居多，如鹿林山的地名即是以鹿為稱呼。除

此之外，區域內的生物歧異度大，其區域內具備豐富的動物、植物資

源，由日人開啟登山風潮，更使之成為重要的登山入口。

塔塔加自國家公園成立後，聲名大噪。新中橫（台21線，台18線）

通車之後，更成為台灣的攬勝之地。南部以嘉義，北部以南投為起點，

進入塔塔加都很容易，沿線公路蜿蜒而上到最高處，風景優美，有溪

谷、雲海、森林、霞霧，因此塔塔加成為著名景點。

塔塔加是一個傳奇之地，在鄒族、布農族兩族之間扮演緩衝區域，

但以鄒族在此區域活動頻繁度居多。據耆老回憶，布農族人上山至塔塔

加區域內，以東埔山活動即可，鮮少進入以南的區域，在此區域出沒的

動物以水鹿居多，水鹿以草原地形活動為主，平時躲在樹灌叢中，清晨

或傍晚會至草坡上覓食。

塔塔加地區的火災有一定的模式，造成植被以草坡地形為主，這也

是日治時期日人在塔塔加養殖牧牛的原因。為了養牛，日人在山坡處特

意挖小水池，讓牛在野外放牧時有水飲用，目前塔塔加山坡有幾個小水

池就是這樣產生的。中央山脈最負盛名，由水鹿所築的水池就是大水

窟，其他的黑水池、小水池也都是出自水鹿的傑作。牧牛沒有野生動物

的智慧，豢養的家畜自生能力已消失，不會自己挖池蓄水，須由人先挖

好供其飲用。牧牛的養殖是因為日治時期南進政策的戰備因素，物資大

量需求，以提供前線戰區使用，除了衣、食之外，其他物資也陸續栽

植，養蠶、種稻、蔗糖、樟腦等，可以想像日治時期對資源利用的全面

化，每一區域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前面談到鄒與布農之間的衝突不斷，原因無非為了獵場，後來經日

人調停，並在塔塔加地區的某一處訂下分隔線，明定兩族互不侵犯，必

須和平相處，兩族之間紛爭才稍有降息。最近有些學者想找出這一塊木

製告示牌，但沒有著落，這個告示牌內容為二族的平等協定。當時在豎

立之後，塔塔加發生過兩次大火，會不會因此燒成灰燼，已無從考證。

臺18線公路鹿林山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