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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家住橋頭，離集合地點有點距離，心想

提早出門比較妥當，沒想到集合時間未到，鳥友

已經全部到齊。一上車才發現人數爆量，我被安

排坐車掌座，而擔任領隊兼導遊的林理事長竟然

全程〝打地舖〞！他為了這趟鄒族文化之旅已先

到阿里山麓探勘了五、六趟，不但跟當地原住民

混得極為熟稔，據說還差一點被招贅為頭目呢！

犧牲奉獻到這種程度，難怪大家都說鳥會理事長

真不是人幹的。 

    夏季阿里山多雨，加上颱風湊熱鬧，憑添旅

程許多不確定因素。車行三個鐘頭進入阿里山半

山腰的巃頂梅園休息站等候俊輝與昭瑜夫婦，他

們很早就報名卻因未及通知繳費硬生生被擠掉，

只好自行開車前往。離開都市紅塵的煩囂，身處

空氣清新的群山雲霧中，無風也無雨；遠方傳來

大冠鷲熟悉的鷹嘯，此起彼落，頓覺神清氣爽。

似乎諭示這趟達邦行必然諸事順遂，收穫滿行囊。 

    十一時左右，我們來到到阿里山鄉公所旁的

米洋溪步道口，這裡屬鄒族樂野部落，沿途鳥況

不錯，有繡眼畫眉、冠羽畫眉、大彎嘴、山紅頭、

鉛色水鶇，還有叫聲如鳥鳴的斯文豪氏赤蛙等。

步道途經一處鄒族特色建築 kuba（庫巴），是族

中長老議事中心，同時也是青少年集訓、舉行成

年禮的禮堂。建築結構以杉木為樑柱，並以黃藤

牢綁成十分堅固的雙層涼亭，底層供奉永不熄滅

的火種及出草擄獲的敵人頭顱，上層鋪以木板形

成長屋，可坐、可臥。屋頂則就地取材覆以芒草，

看似簡陋其實蘊育與環境融而為一、互惠共生的

精神，令人欽佩。 

    一路上，理事長反覆強調，中午只供應簡陋

便當，請大家將就一下。等走進餐廳，赫然發現

滿桌的山珍海味早已熱騰騰的等著我們了。好多

菜色一輩子也沒嚐過，食材皆取自周遭環境，應

屬鄒族風味餐：明日葉花苞生炒山豬肉、清蒸苦

花魚、炸豆腐涼拌山葵絲、白斬山雞、紫蘇煎蛋、

炸溪蝦、山蘇培根捲、筍干梅花扣肉、牛雜湯及

冰鎮樹番茄汁。每一道菜都盛滿餐館主人的用心

與愛心，當然也喚來陣陣的驚嘆聲，又累又餓，

我狠狠地連嗑兩大碗南瓜飯，還把滿桌佳餚掃得

精光。 

    下午進駐給巴娜民宿，四周群山環繞，風景

秀麗的谷地盡頭，斷崖直落溪澗，寧靜山居的達

邦令人舒坦得一下車就不想離開了。民宿主人安

先生在當地警局服務，夫婦倆親切招待，帶我們

認識環境，還為大家解說當地風土民情。鄒族祖

先來自安平港〈現仍有紀念碑留置台南〉，在台灣

的原住民中算是最早接觸荷蘭人的，也跟他們通

婚，後來才遷徙至阿里山區稱北鄒族。族人膚白、

鼻高、眼深，身材高大像歐洲人，另有一支世居

高雄縣三民鄉及桃源鄉的南鄒族，長相、語言都

跟他們大異其趣。目前鄒族人口約 6,000 人，迷

你的族群孤懸在布農部落強鄰環伺下，極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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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固有文化、力爭上游。由於世仇，他們與

布農族是不相婚配的，聽說最近部落裡有個年輕

人愛上布農族少女，有情人終成眷屬，兩人步上

紅毯的代價是 100 萬元的聘金，著實令人乍舌。 

    「給巴娜」的鄒族語意思是「背包」，據說當

年異族入侵，埋伏於此山谷，伺機侵擾部落，幸

好族人及早偵知，夥同族中勇士追擊，敵人不支

潰逃。慌忙中連背包都來不及帶走而棄置滿地，

為了紀念此一光榮事蹟，安先生的家也就因此冠

上了個這麼具有英勇傳奇故事的「給巴娜民宿」

了。部落道路兩旁的行道樹上爬滿蔓藤，上面結

了好多拳頭大的果子，有黃有綠，細看之下原來

是此地特產～愛玉。給巴娜民宿的第一個餘興節

目便是洗愛玉子，大夥兒七手八腳地搓，一不小

心愛玉子溜出袋口，沉澱到底層跟愛玉凍攪和在

一起。自己洗的愛玉似乎特別好吃，一會兒便鍋

底朝天了，我很幸運排最後，將鍋底一粒粒的愛

玉子全包了，在嘴裡細嚼慢嚥竟也能嚼出愛玉凍

來，真是神奇。 

    下一個節目是搗麻糬，原住民將糯米、小米

及巴蕉合煮，熟透後倒入杵臼內以槌杵用力搗

爛，即成別具風味的鄒族麻糬。剛開始大家還搶

著搗杵臼，當臼中的澱粉黏度越來越高後，搗起

來就越來越吃力，到最後幾乎要費盡吃奶之力才

能拔杵，後來就乏人問津了。鄒族麻糬吃起來很

具嚼勁，不須加任何添加物即很可口，算得上是

第一流的養生食品。整個黃昏就這麼吃個不停，

等到豐盛的主菜上桌時我們已經半飽了。老闆好

客，少不了以竹筒斟滿小米酒在營火中溫熱了以

饗貴客，美麗的老闆娘則端起吉他，展開充滿磁

性的歌喉自彈自唱起來，眾鳥友也跟著一起合

唱。情歌一首接著一首，小米酒一杯接著一杯，

現場的氣氛 HIGH 到不行，不一會兒整罈的小米

酒就見底了。鳥友都是性情中人，酒逢知己千杯

少，乾完小米酒，接著喝老闆特調自釀的紅葡萄

酒加 58 度金門高梁，那滋味兒可就只有神仙才配

享了。有詩為證： 

把酒當歌，人生難得幾回醉？最是夢醒時

分，難忍寂寥山中月。憶故人，舞長鋏，望斷來

時路，陌陌菅芒掩珠露。彩彤當空，萬鈞塵緣一

肩挑，應是俗人，難逃晨間早起時。 

    一直到隔天下午臨別送行時，老闆娘還依依

不捨地懷念著昨夜飆歌的熱勁兒呢！ 

    第二天早上走了兩個行程，其中之一是達德

安步道，好像邁入熱帶雨林一般，地上鋪著一層

又一層的青苔，又濕又滑。有的隊友走到涼亭稍

事休息，脫下鞋襪發現足部血流如注，原來沿途

到處是螞蝗，人一經過，原本縮成一團芝麻粒大

的螞蝗，一感知人的體溫立刻硬挺成一寸長的鋼

釘般，再厚的襪子都阻擋不了牠的攻擊。牠的口

器在叮咬人體時會釋出抗凝血物質，讓人體血液

中的血小板喪失凝血功能，以利其吸血。實在太

恐怖了！其他夥伴看見那一隻隻全身滿佈鋼毛的

醜惡東西，不禁也人人自危起來，每一個人都自

顧自地翻遍全身，深恐一個閃失會將吸血鬼帶回

家似的。 

    這趟達邦行雖然是在候鳥未到、青黃不接，

鳥人最難熬的八月，鳥況還算不錯，幾個臭皮匠

湊一湊還是記錄到 40 種鳥種。詳列如下，僅供參

考： 

大冠鷲、鳳頭蒼鷹、竹雞、深山竹雞、黃頭鷺、

小白鷺、灰林鴿、長尾鳩、野鴿、綠鳩、翠翼鳩、

五色鳥、小啄木、小雨燕、洋燕、赤腰燕、白面

白鶺鴒、白頭翁、紅嘴黑鵯、白環鸚嘴鵯、鉛色

水鶇、小剪尾、白尾鴝、大彎嘴、白耳畫眉、藪

鳥、頭烏線、繡眼畫眉、冠羽畫眉、山紅頭、棕

面鶯、斑紋鷦鶯、黃腹琉璃、紅頭山雀、茶腹鳾、

青背山雀、綠繡眼、麻雀、大卷尾、小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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