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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蔡麗華老師的通知，今年的布農族部落之旅，訂於四月二十六、七、八三

天，希望能預留時間，我立即應允將隨隊前往，心想三年了再度重遊布農族部落，

名之為布農族部落之旅，其實是到台灣的後山去沉澱，這是蔡根松老師當年邀約

的用語，已經前往四次，這次又應邀再度前往，一則是自我身心的沉澱放鬆，瀏

覽東台灣的好山好水，再則與幸福老友們相聚，享受三天的忘憂之旅，從歷次的

參訪獲得一個結論，布農族部落的參訪是一種精神的慰藉，真正的讓我自己在這

種心無罣礙的情境下，享受東台灣的崇山峻嶺與綠野平畴的翠綠與靜謐，讓自己

身心沉澱，放眼壯闊的太平洋，心胸頓時開朗平靜，此乃我退休老年人之生活方

式的一種。 

蕃薯寮休息區 

我們從台北國父紀念館的捷運站口搭乘遊覽車出發，經國道三號穿過雪山隧

道，開上蘇花公路，抵達南澳後為因修築道路而延誤一些時間外，到和平之後就

一路順暢，行程中到花蓮第一站就是觀賞蕃薯寮休息區，在此處主要的是觀賞附

近的芭崎瞭望，十八號鐵橋建造在兩岸溪谷上，相當壯觀，從橋上可以向下看，

別看十八號橋好像只是一座壯觀的「橋」，橋西是沉積岩，被河川侵蝕成小丘陵

及盆地，橋東則是火山集塊岩所組成。一橋兩側之隔，構成田野與峽谷兩造天地。

從芭崎寮塔上俯瞰，蕃薯寮溪切割而成的深峻峽谷剎時感受到大自然宏偉。因此

這裡也有「小太魯閣」的稱號。雖然有小太魯閣的稱號，但還是比不上太魯閣那

種沿線都美的景觀。番薯寮是當年農民在此種植蕃薯所建造簡單的工寮，作為休

息以及中午烹煮食物的工寮，現在已幾家農民住在此耕種。 

在此我們使用廁所時，我發現新建的洗手間相當的先進，在男士們的洗手間

門口畫上等候線，以免在裡面造成擁擠，要使用者都在門口排隊，出一個補進一

個，這是一項文明的做法，使用者井然有序的排隊等候，在這高山上觀景區的洗

手間有這種規範是高水平的設施。 

加路籣海岸遊憩區 

第二站我門參觀加路蘭海岸景觀，坐落在台東縣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約在台

11 線 157.7 公里附近，鄰近小野柳風景區，是一處結合觀景台、裝置藝術的遊憩

區與休息站。加路蘭的阿美族語為「kararuan」，意指洗頭髮的地方，因附近溪

流富含黏地礦物質，洗髮後潤澤亮麗而得名。 

遊憩區原為空軍建設志航基地機場的廢棄土置場，後由東管處接手，並以生態工

法整建多次後，增建了停車場、觀景台及漂流木裝置藝術，這裡也是創作愛好者

的新據點，每年都會擇期舉辦手創市集，推廣販售他們的創意商品，也讓遊憩區

結合了自然、藝術及海洋風情，為趕行程我們用眼睛放眼觀賞這裡的海岸，用心

記下我曾經到此一遊。 

愛嬌姨餐廳的晚餐 

晚餐在鹿野愛嬌姨餐廳，這是一家當地相當出名的餐廳，記得上次來訪也在此晚



餐，可以說是舊地重遊，我們坐定，先嚐一粒粽子，立即上菜，由於遊客不多，

似乎只有我們這一車的用餐者，烏龍茶煮的飯，綠茶炒的麵，每人一個糯米粽，

湯是剝皮辣椒無鹽湯滿有風味，在用餐時蔡老師告訴我，當年他們班辦同學會時

也在此餐廳用餐，導師屠炳春老師還在牆上題詩留念，我一聽很驚訝，兩人立即

去查看屠老師的提壁詩，找遍了他記憶中的位置，可惜卻找不到，也請老闆來幫

忙找也是無法找到，心中不免也些遺憾，但是我心中想屠老師以九十一高齡將他

的所做的詩詞都印成冊，回台北我會再找告訴老闆我會寄給他，可惜回到台北遍

找卻找不到，在屠老師的詩集中有記載蔡老師曾向屠老師說似乎有遺漏處，屠老

師也加補三首，卻無愛嬌姨餐廳所提的詩，真可惜，因為老師去年已經升天，如

今再也無法求證了，只有空遺憾空思念了。 

夜宿竹林樓 

我們每一次參訪布農族都住在竹林樓，一座獨立的二層樓房，背後是一條通往

鹿鳴部落的道路，前面就是一條乾涸的鹿鳴溪上游，晨起沿著庭園道路散步，這

是幾次前來布農部落早起必做的功課，趁著住在這裡享受這裡獨特的空氣，觀賞

早起的鳥兒吃蟲的幸運。抬頭觀賞白雲從東邊的山腰飄過的自在，享受這幅自然

界的美景。第二天則沿著鹿鳴溪，河邊道路散步，偶而聽到村落狗的叫聲，觀賞

竹林在晨曦中的景觀，在沿著道路周邊觀賞布農族人所種植的鳳梨結實累累，一

大片的紅藜垂掛，當年我們到布農族時會觀賞她們的表演，這次的重臨布農族部

落沒有也安排這些節目了。 

竹林樓周圍的山色卻是清新蒼翠，尤其用過早餐後每一位夥伴領取一杯熱咖啡

或者是一杯落神花茶，坐在觀賞台上，看看竹林居後的山峰，清新的令人陶醉，

白雲飄過山腰，雲從山中起，風從谷中來的韻味，構成一幅山水畫的美景，讓我

們都沉醉在這種的深山美景中，不由得拿起照相機拍下值得回味美景照片。 

聖經的勉勵語辭 

每次到布農族部落會看到路旁鐫刻在石板上這兩句聖經上的話，當我走在布農

族社區中來來回回都會看到，壓傷的蘆葦，它不會折斷; 將殘的燈火，它不會吹

滅。看著兩句聖經裡的證詞，讓我心中湧起了對白牧師的發心為布農族族人的教

育與文化的傳承，苦心孤詣的建設社區，提供族人改善社區的生活與環境，起了

無限的敬佩心，心中總會念著這兩句話，無形中給我一股精神力量，尤其是殘障

或是老年人，念起來就有著一股勇氣升起，不向環境屈服，不向命運低頭，要勇

敢的活下去，即是在困難重重中要勇敢的向前行。此也印證蔡老師夫婦關愛布農

族的心永不退縮 奉獻的心永不缺少的操持。 

 

知本國家森林司林遊樂區 

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位於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知本溪中游附近，佔地面積約為

110.08 公頃、海拔最高處約 650 公尺，知本國家森林遊樂區乃為林務局台東事業

區第 33 林班國有林地，後經林區管理處以 4 公頃原有的苗圃地為中心，將周邊

約 10 公頃的造林地一起規劃整合後成為國家森林遊樂區，是民眾來到台東知本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726.html


旅遊不可不去的旅遊景點之一，享受最原始的大自然芬多精，徹底放鬆心靈。 

遊樂區分區花線枝本百草園區、吾名台東區、原民之森區、季風穿林區、嬉遊

一林森區、景觀步道，森林浴步道、好漢坡步道、榕蔭步道、水流腳底按摩步道。 

我選擇了爬好漢的路線，我心想人生的旅程已經超過上蒼所付于的能量，今天有

機會就要勇於承擔，樂於嘗試，把每一次都當最後的一次來掌握當下，恰巧趙將

軍問我要不要試試看，於是我們相約而行，看看標誌全長三百二十公尺的路程，

高低差是一百五十公尺，階梯是 1088 階，心想應該是有能力爬上去，於是和趙

將軍並肩而上，每爬一段路程先看看我已經用了多少熱量，回頭向下看看，我現

在的高度，並沒有讓我心驚，直到千根榕樹處稍微停下觀賞千根榕樹雄姿，再往

上去就有一棵巨大的百年酸藤，這是全國最大的酸藤，本來還要繼續向上爬，卻

發現有告示牌，因為登山路受損尚未修復，好漢波只能爬到此處，於是只好回頭

走，我跟內人講既然是第一次來到東部的國家森林公園，就要探個究竟，於是就

從森林浴步道向下走，這段路因為受到颱風的侵襲沖刷，路況不佳，坎坎坷坷，

繞過生態池，水流腳底按摩區再到嬉遊林間區，景觀步道後經過季風穿林區回到

遊客中心觀賞知本森林國家公園的簡介，然後與大夥兒一起下山登車結束今天的

森林公園的遊覽。 

台東的濱海公園的陸海空景觀 

一早我們離開布農族部落前往台東的濱海公園，原來這是一處垃圾掩埋場，經過

政府的規劃整理成為台東知名的觀光遊樂場所，有廣闊的草坪以及蔚藍的天空，

沿著海堤觀賞壯闊平靜的太平洋。在門口就有腳踏車租車處可以租用腳踏車及機

車，在這裡奔馳或者前往琵琶湖，站在海堤上可以眺望廣闊的太平洋，海連天天

連海，在草坪上矗立著一個紅色的像框，讓遊客用照相機拍下自己所美麗的姿勢

框在此處作為留念，在另一端又有一個狀似鳥巢的用竹藤所編的大圓球體，有的

夥伴說他是鳥巢，因為在這座地標上有不少的小鳥在棲息與跳躍，蔡老師說他狀

似台東的最有名的飛行傘的形狀，這個地標留給遊客許多想像的空間，我坐在一

棵大樹下，放眼看去地上是大草坪。種植著熱帶的樹木，草地可讓你翻滾也可讓

你徜徉，站在海堤上遠眺廣闊的太平洋，海天一色，讓你心胸開闊，你可靜下心

聽聽海水成浪由遠而近的朝著沙灘衝過來，激起陣陣的浪花，激起我無限的遐

想。再仰望天空，欣賞白雲在天空中飄過，更不時的空中爆出隆隆的軍機在空中

飛行，看著飛機起降的雄姿，夾雜這震耳欲聾的隆隆聲，這裡就是台東的空軍基

地，軍機在這裡升降，站在公園中任何一處都可以觀賞到公園中海陸空的奇特景

觀。 

生隨和邱阿普德(鹿野高台觀景) 

我們登上鹿野高台攬勝，因為是早上，全場只有我們這群遊客，所有的商店都未

開門，因為不是假日她們要到下午才開門做生意，只因為行程安排從南往北走，

因此一大早就安排鹿野高台為第一站。我們登上高台三層木造的景觀台，蔡老師

介紹說這座景觀台是一位留美的建築師鄭自才所設計建造的，從平面走上高台，

眺望海岸山脈，美麗的都蘭山在眼前，腳底下是一片碧綠的草原是提供遊客滑草



的場所，工人正用剪草機在修剪草坪，白雲在山間飄，後面就是中央山脈的尾端，

之後再前往飛行傘的起飛處，因為時間早我們在這裡輕鬆自在的談天說笑，商店

沒有開門，只有兩位老農民在販售他自己種植的農產品，我也趨前去參觀，只見

在販受的小攤位上，掛著兩塊紙牌，一張寫著生隨，另一張寫著秋阿普德，我好

奇的問同行夥伴，甚麼叫做生隨，原來閩南話桑甚就叫做生隨，秋阿普德則是閩

南語的樹葡萄的譯音，讓我領略商人的方便與國台語運用之妙，這位農夫隨即將

紙版發轉，就是用國語的桑葚與樹葡萄的水果名稱 。 

 

知卡宣公園 

知卡宣公園是我們這次旅遊最後的景點，車抵公園門口我們下車進入參觀，這是

一座規劃完整的公園，知卡宣森林公園位於花蓮縣吉安鄉，原名為南埔綠

森林公園，占地約為 11 公頃，在日治時代曾是空軍基地，這幾年經過

政府重新規畫整修，種植了多樣的樹苗植物，成為了一座休閒與生態教

育的多功能休憩公園，知卡宣公園主要以童話式的設計風格為主，總共

分為 8 項重點，分別為一進門的中央廣場、風向儀廣場、以及綠色地

帶的原生植物園區、水生植物園區、龍骨溫室，再來就是最適合小朋友

的趣味蜻蜓塑像、兒童遊樂區、花園迷宮。廣大的森林園區是假日親子

童的最佳休憩場所。若是喜愛騎單車，也可以帶著自己的鐵馬來此自由

自在地騎乘，享受徐徐微風，體驗只有在童話故事中才見的到的各種場

景。由於時間的關係，大夥兒只是繞一圈巡禮一番即登車離去。  

陳家姐弟的歌唱餘音繞樑 

在我的記憶中，每一次的布農部落之旅，就有素蘭姊弟妹家族同行，這一個

家族成員都具有歌唱的音樂細胞，人人會唱，不僅會唱而且唱得好，當素玉小姐

拿起麥克風時，一首首悅耳的流行歌曲就從麥克風傳出，從台北出發到回來的旅

程中，時時都有他美妙的歌聲縈繞耳際，這種能量真的令人刮目相看，兩個哥哥

渾厚的嗓音不亞於妹妹，他兄妹輪流唱接唱的功力，讓整個車中盪漾著美妙的歌

聲，有如鄧麗君再世，尤其兄妹的十萬元的對唱和對白，就是綜藝舞台上的精采

演出，令人側耳傾聽，拍掌呌絕，尤其健志燦鴻兩兄弟的輪唱，不時唱到蔡根松

老師的心坎裡，要求接唱的心聲時時響起，增添快樂的氣氛，的確這個家族成員

的歌唱不僅是自娛也是娛人，真是一次愜意的咖拉 OK 的歡唱大會。 

 

今年吳老師意外相見﹗(想起上次歌聲感動呉老師的眼淚) 

回程到吉安鄉祝樂餐廳午餐，當我們用過午餐後，一位興雅退休後回到吉安鄉

居住的吳甜老師，特地由他妹妹駕車前來與老友們會晤，她對老同事一一擁抱訴

離情，好幾位女老師擁抱時都熱淚盈眶，頻頻拭淚，場面感人，這也見證興雅老

同事的感情深，兩年沒見面，相見之下卻兩眼淚汪汪，吳老師還特地送給每一位

同遊夥伴一盒花蓮名產沙琪瑪作為見面禮，也歡迎大家常來花蓮旅遊，此情此

景，我腦海中立即浮起上次吳老師為大夥兒拍照的情景。以下是上次的紀錄 



(在車中隊員們盡量的點歌，盡情的歡唱，讓廖貴田老師有機會為大家服務，

麥克風不時傳出請用男調，請用女調，降一個 key，坐在後座的一位女老師，也

盡情的唱他很客氣的自稱是剛學習唱歌，卻是很勇敢的在歡唱，他唱出了歌曲的

涵義，唱出歌曲的韻味，卻讓坐在前座的呉老師，感動得流下傷感的眼淚，趴在

椅背傷感不已，我們也感到驚奇，原來這位女老師所唱的歌觸動了他的愁腸，攪

動了他的傷感情緒，也唱出他的傷心處，之後頻頻向吳老師致歉，這也證明他唱

得好，唱出歌曲的內涵，真是以歌會友，以歌傳情的功能，娛己樂人。 

而呉老師是法鼓山的義工，全團惟獨他一人吃素，每餐他都單獨默默的享受這種

不同風味的素食，但是卻是活耀風趣的一位女老師，他手持照相機，時時都派上

用場，獵取隊員倩影留下美好的回憶，在北回歸線景區，在中途休息站都會以興

雅隊、幸福隊隊的隊員來拍照，以興雅的女老師，男老師，夫妻檔的隊員為單位，

替各個組群的成員拍下興雅團體照片，為大家留下倩影。) 

臺東天巴洛的風味午餐 

參訪台東濱海公園之後，我們到卑南鄉的天巴洛餐廳用午餐，這是在原住民地區

相當有水平的餐廳，偌大的餐聽只有我們這一車四桌的遊客在用餐，顯得相當冷

清，首先是一個糯米粽子，再來是一隻烤雞，餐廳準備手套與塑膠手套，讓我們

用手去撕裂烤雞，還有山豬炒肉，炸的小河蝦與小魚滿好吃的味道，再配上當地

出產的蔬菜，我們吃得津津有味。 

感人的鏡頭--牽手 

這次報名參加的團員共有三部分，大部分是興雅退休的老同事，其次是蔡老師夫

婦歌唱隊的歌友，以及當年一起打羽毛球的球友，再次是興雅的學生，這個團體

名為幸福隊，顧名思義應該是老年人經歷的幸福感，七老八十仍能攜伴參加，老

伴同行多麼幸福啊，最高年齡為八十七歲的邱先生及夫人，這次我看到鄭秋蘭老

師，他說腿已經退化，所以他必須要用柺杖拄著行走，但是我卻發現她的另外一

半賴老先生，時時刻刻都牽著他的手，充當令外的一枝柺杖，看在眼中感動在心

中，這就是鶼鰈情深的寫照，所以蔡根松老師特地為她們獻唱牽手這首歌，獲得

大家熱烈的掌聲。 

老當益壯的趙將軍 

空軍退役的趙將軍這次是第一次受邀參加，也是夫妻一起參加，他主動的向代理

車掌小姐蔡麗華老師說他要獻唱，他唱愛拼才會贏，和唱心梅的舞女的快歌，帶

著湖南的鄉音唱閩南語歌，中氣十足，歌聲宏亮，獲得滿堂的掌聲。在回程將結

束時，他又將參加次此次旅遊的心得透過麥克風向大家分享，對蔡老師夫婦以及

廖貴田夫婦和遊覽車司機白先生一一表達感謝之忱，最後他又清唱閩南語歌作為

感謝之意，真令人讚嘆，八十多歲的退役將軍精神钁鑠，中氣十足，不僅健步如

飛，還征服了知本森林公園一 O 八八階梯的好漢波，足見寶刀不老，我讚嘆他

真是了不起。 

我的笑話故事 

三天的行程在車上的時間比較多，一路上耳聽著這群歌友和興雅畢業的校友，學



生們的歌聲縈繞在車中，眼則觀賞著台灣東海岸的山光水色，心中靜靜的享受自

然界的美景，真是幸福的一員，心想既然是幸福隊的一份子，不能只有享受，也

該要盡一點義務，提供隊友們的幸福感，在這群具有音樂素養的隊友中，既然無

法用歌聲來表達，總是要想出辦法，在行程中張筑豐老師穿插講了幾則當年在小

學教書時不會講台語，與家長和學生所產生的台國語笑話，以及在大陸旅遊時聽

聞焦姓男士球衣與護士對話的笑話讓人捧腹，蔡麗華老師不時穿插小故事和笑話

以娛樂大眾。於是我在回程中藉著空檔，講幾則小故事，提供大家換換口味的機

會，以激起另類的迴響，於是我引用上次聽到的小故事，從小孩子到老年人，從

現代的到古代的，從一家人都是推事，校長退休後陪小孫女上幼稚園哄小孫女的

技巧，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的娶二十八歲翁小姐的趣事，乾隆皇帝和劉羅鍋農

夫的夫字的寫法，這是中國文字的妙用與趣譚，不僅是一道小菜，卻是值得人心

思維的社會現象。 

經濟的蕭條的事證 

此行三天的旅程，我們第一個夜晚在愛嬌姨餐廳用晚餐，當年去用餐要等前一隊

的遊客用完餐，再讓我們進入，用餐後的喝茶也要排隊的盛況已不見。如今只有

我們這一團的遊客在此用餐。其次第二天在卑南的天巴洛餐廳用午餐，這是一間

裝潢設備夠水準的餐廳，中午也只有我們這一團在用餐，可容納四五十桌的大餐

廳，卻是顯得空蕩蕩的，回程在花蓮吉安祝樂餐廳的午餐，也是只有我們這一團

的遊客在用餐，餐廳牆上掛滿著與各級政要及名人的合照，今天卻是門可羅雀，

這些都在說明台灣前經濟與觀光旅遊的蕭條，是為什麼值得深思。 

老年人的失落感 

在回程中廖貴田老師說他去辦理旅遊保險時，承辦單位問要投保多少，他說依

規定辦理，承辦人一看名冊大部分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家，因此告訴他依規定

只能投保一百萬，再審視隊員時又發現有五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家，因此又只能

投保六十萬，保險費只要二十五元，所以辦理保險費就退換十六元，我聽了以後

心想這是老年人的幸福與悲哀，保險公司對老年人的歧視感，當今社會對老人家

是有各種優待措施，例如搭乘公車免費，捷運四折，到各種遊樂區是免費或者是

半價優待，在大陸老年人還會優先入場或者是登機乘車，唯獨對旅遊老人保險卻

是只能保最低的六十萬的保險費，這未免是對老人家的生命的不尊重，每一個人

都會老，這不是人為的是自然的現象，應該要為老人家多保一點才是正常的關愛

老人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