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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洪寶林 ■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林政課課長

一、前言

早期荷蘭人稱台灣為福爾摩沙，就是看見

台灣森林的美麗，在這綠色斗篷下是萬物孕育

的源頭，因為有它，這不大的島國有了萬千變

化。如此美麗的環境裡，卻有人覬覦它的財

產，圖一己之私且鋌而走險想竊取它的寶藏。

台灣森林面積，佔全國土地面積約58％以

上，為隨時了解、掌握並保護山林資源的狀

況，特別是人煙罕至之處的深山地區，林務局

特別要求各林區管理處工作站現場人員組成深

山特遣隊，秉持著使命感，在崇山峻嶺間總是

從有路走到沒路，沒路自己找路，只為了順利

達成任務，確保散布其間的巨木們都能安穩地

繼續為全民守護著大地，每趟任務雖辛苦，但

這群人卻甘之如貽。

展現專業素養的山林守護任務－

屏東林區管理處深山特遣隊紀實

二、穿山越嶺的山林守護者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潮州工作站轄區內

不僅有肖楠、台灣櫸及牛樟等貴重木為莠民所

覬覦外，近年來因庭園樹的興起，轄內蒼勁有

力、扭轉有形或奇模怪樣之七里香、九芎或山

黃梔等皆成為盜挖之目標，另轄內豐富的野生

動物資源，亦讓盜獵的壓力變大，為強化深山

不易抵達區域之查緝取締強度，並加強對轄內

貴重木之標定，唯有組成特遣隊進行5天以上的

長程巡護，才能順利完成前述的多目標任務。

每當要派員組隊執行深山巡護工作時，出

發日一大早集合後，工作站主任總是會語重心

長的叮嚀同仁，一切以安全為第一，亦希望能

替台灣的森林盡一份心力等勉勵的話語後整裝

出發，每次的特遣任務，除了家人的擔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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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主任應是在這個期間最緊張的人了，在

還沒看見同仁安全下山前，一顆心總是懸在半

空中。

三、蛛絲馬跡來防盜

前輩曾告誡我們，在山裡行走更應懂得敬

山，所以當抵達林班時，走在最前頭的老鳥總

會停下腳步，引領大家向山神祈禱，希望此次

行動能一切平安，順利完成任務。行走在潮濕

的林下小徑，一會兒，只見老鳥劉育宗指著橫

在小徑上的樹枝，他跟大夥解說，這是上次下

山時故意擺置的，可藉此觀察有無人員進入，

現在看到之前所擺放的樹枝沒有被移動或踩扁

的跡象，可見這段時間應無人上山(對新進同仁

可是相當寶貴的經驗教學)；又走了近三小時，

終於來到第一紮營地點，卸下約25公斤背包

後，由老鳥帶領大家往水源地取水，一到水源

地，大家不約而同的掬起清涼溪水洗手洗臉擦

汗，感覺神清氣爽後再提水回營準備晚餐。

四、十八般武藝讓使命必達

特遣隊的工作因需長時間待在山裡且長途

跋涉，無十八般武藝的人無法勝任，任務包括

查緝非法、警方聯繫、資源調查及採集牛樟穗

特遣隊於林班地中清查 發現破損之獸夾

莎卡蘭大社溪底巡查 特遣隊員穿越巡查於楠櫧林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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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種子)或標本等多目標工作，這些都需要參與

的成員除加強體能訓練外，更應具備動植物調

查、野外求生及危險判斷等能力，才有辦法勝任

愉快。還記得之前有一次進行貴重木標定、動植

物資源及母樹林(台灣櫸、木荷)調查等多目標深

山巡護任務時，當隊員們進入台灣櫸母樹林內

時，循序進行母樹林標定註記，為確實查看每株

母樹是否安好，隊員只能按圖索驥依序查看，結

果其中一位隊員因只顧尋找母樹，一腳踩空，瞬

間即不見人影掉進樹洞之中，還好身體並無受到

傷害，爬起來拍掉身上枯枝落葉後，又繼續清

點，好似沒發生任何事一樣(或許是山神保佑，

因為它知道我們是守護者)，看見每株母樹依然

安好無樣，是同仁最感到辛慰的。

跋山涉水，愈往深山移動，沿途發現愈多

動物痕跡，如台灣野山羊、山豬及水鹿的排

遺、腳印或磨樹痕跡等，亦曾看見被我們嚇到

而立即跳入草叢逃竄之山羌，可見近年來的保

育效果，特遣隊的成員把沿途所見皆一一加以

記錄，帶回辦公室建檔後，希望這些資料將來

能成為生態系經營的參考數據。另外，在巡護

的過程中往往也會發現盜獵者的棲身地－獵寮

或山老鼠的工寮，此時特遣隊成員就會在這些

據點附近裡裡外外的進行地毯式搜索，確認周

邊有無新發生的案件以及犯罪工具等，隨後即

將其拆除，另外沿途若搜到獸夾或鋼索等盜獵

工具時，也會加以拍照並清查附近有無其他獵

具後，一併帶回營地；辛苦了一天，終有落日

時，看著落日餘輝總是能讓人忘了一天的辛苦

疲憊，拍著酸痛疲累的雙腿，此時心想若有冰

啤酒那就更美了。

五、貓頭鷹達人秀

潮州工作站有位貓頭鷹達人，每到晚餐大

夥酒足飯飽後，這位達人更是充滿活力(因為這

時候就是他跟老朋友打招呼的時間囉)，常常會

興致勃勃地帶領隊員一起去調查貓頭鷹族群，

看他到達定點後，先請同仁別發出聲音，然後

他展現長才，「呼」「呼」⋯「呼」學貓頭鷹

叫著，果真不一會工夫，遠處樹梢亦傳來相同

聲音，讓隊員可以順利地記錄了出現的種類、

數量及雌雄等資料後，可以再往下一定點繼續

進行調查。這個神乎其技的專長，讓同仁覺得

大開眼界，紛紛請教呼喚貓頭鷹之技巧，這種

特殊的「生態旅遊」只有跟著這位達人才能得

到體驗；他還教導新進同仁，夜間行走或觀察

時，若發現青蛙等小動物，應特別注意周遭有

無跟著「長長的」動物，這也正是古人「螳螂

捕蟬黃雀在後」生態智慧的體現；忽然遠方傳

來疑似狗吠聲(山羌叫聲)，似乎提醒我們夜深

了，該回去休息了，別打擾牠們的美夢。

特遣隊員至沙溪林道末端沿大崩壁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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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能體驗台灣最原始又最美麗的寶藏，畢竟

是少數人獨有的福氣，每次來到未經斧鑿的山

林飛瀑時，大家總不約而同的卸下背包，光著

腳ㄚ泡在冰涼溪水中，任由芬多精或陰離子吹

彿，待灌飽守護山林的勇氣後，就會起身走向

更深更遠的山林，或許是心之嚮往，才讓我們

不感疲憊而繼續這守護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