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t.3 
沙巴、沙勞越是值得細細品味的聖地，若熱愛大自然，一去再去將可預期，因為探險的心將

滿足著。回味二訪婆羅洲，記錄足跡點點…………………… 

 

Kiulu River 的泛舟驚喜  
多樣化的活動，真的是沙巴的重要賣點。 

設備新穎，嚮導幽默有趣，帶領遊客認真講

解，短短的泛舟行程，規劃詳盡，電腦化的設備

技術加入支援，令人不得不佩服。 

根據在台泛舟的經驗，總覺得這是危險隨時

有翻船狀況的戶外活動，比較適合年輕人，隨著

年齡漸長，總先顧慮安全的原則。但是，聽說今

天這一條路線是屬於平緩級的體驗，〝出國要勇於

嘗試〞的想法又勝出，終於在歷經 20 年之後，又

再度體驗泛舟的樂趣了。 

從排列整齊有致的裝備中挑選適合自己的

size，打點好之後列隊聽取 guide 的說明，逗趣的

表演與說明很快的讓我們知道如何應對即將面對

的問題。大家迫不及待的下水，迎向清涼的 White 

Water Rafting。聽著 guide 的指令〝forward〞，船

上的 6 人一致向前，橡皮筏平順的順流而下，有

時，在面對急流，guide 會〝forward〞〝back〞齊

用，但是看得出來，真正掌握方向控制速度的是

他，我們只是坐在筏內，輕鬆以對。當他說〝Now 

we can relax〞時，更是東張西望，甚至拿出防水

相機取景，拍下泛舟旅程。 

平緩的行程因為〝海盜船〞的出沒，而顯得

緊張有趣，錯身而過的膠筏，會在玩心大發的誘

使下，彼此以槳波弄水珠濺濕衣物，甚至別船的

guide 會伸出魔手，提起遊客的救生衣，將人丟入

水中享受清涼。面對這令人錯愕的一幕，我們開

始死命的抵坐在筏內，不讓 guide 有機可趁。當

然，他們也不會如此莽撞，會根據遊客的反應決 

 

定是否手下留情，畢竟這是他們的生存之道，如

此做的目的只是要增加刺激感，否則太平順的旅

程可能會睡著。倒是同團團友玩瘋了，不手下留

情玩的不奕樂乎，連自家船上的團友也一併拉下

水，就這樣，既要緊張防備又要見人就潑水，還

要使心計的說〝No,baby in the boat.” 或是〝We are 

friends.〞，除中途休息 20 分讓大家游泳外，將近

2 小時的行程很快就結束了。 

梳洗完

畢 ， 簡 單 的

buffet 填飽我

們 的 飢 餓

感 。 神 奇 的

是，電視中放

映 著 我 們 幾

個團體剛剛泛舟的動態畫面。工作人員的神速不

僅秀出了 MOV 檔，連個別橡皮筏的泛舟勇姿也

在電腦螢幕中重覆播放，只要我們有興趣，提供

羅婆 洲 文、圖／黃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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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體驗(掃描自購買的照片)

簡單的格局，buffet 填飽我們



guide 的名字，他們會迅速的打開資料夾，讓遊客

瀏覽，滿意的，A4 大小單張 RM40 元，4*6 大小

的 4 張合輯則 RM50 元，現場列印馬上帶回家。

若現場猶豫不決的，返家之後，打開網際網路，

依然可以下單。面對這樣的服務，我只能說，點

子、團隊、技術加國際化，是他們成功的要件。 

在陽光尚稱溫和且不時有水花濺在身上，並

跳入水中享受清涼的航行中，情緒是很複雜的，

卻從未想過曬傷這件事。但，大腿竟然痛及發癢

了兩週，極度不舒服，返家之後才脫皮。經常在

外面啪啪走的我竟然會曬傷，只怪大腿太嫩了。 

Mulu 山國家公園

    自亞庇來到沙勞越的 Mulu 山國家公園，需

要兩段國內航線，在機上可以看到沙勞越米里

(Miri)城市中整齊有致的油棕田，而在國家公園的

領空，樹冠層連綿的雨林幾乎無邊，區內的

Melinau 河蜿蜒，猶如黃色大蛇一般盤據在綠色

森海中。交通的不便，讓來到 Mulu 山國家公園

的人數受限，但是在旺季卻也是一票難求。沒有

過度的開發與遊憩的壓力，是保存一塊原始環境

最佳的方式。 

Mulu 山國家公園是沙勞越第一大的國家公

園，其主要魅力來自於泥炭沼澤、石灰岩洞以及

熱帶雨林各式各樣的植物生態而聞名，並且區內

有第二高峰～Mulu 山。公園內已發現超過 1 千 5

百種花卉植物，包括 10 種著名的豬籠草。 

    雖然住在國家公園中，我們的餐點卻自米里

採買而來，並且委託當地的居民料理，在傳統民

宅中用餐，餐後捧著一杯咖啡或是紅茶，坐在走

廊下俯望蜿蜒混濁的河水，聽鳥鳴、看綠色環繞

的森林，體驗非主流文明卻也舒適自在的生活節

奏。在 Mulu 山國家公園待了 3 天，參觀四個石灰

岩洞，作 2 次夜間觀察，驚奇又豐富的生物相令

人不想離去。 

    本以為自己觀察尋找昆蟲的能力已足夠，同

行 的 大 哥 們

更 是 箇 中 高

手，初訪 Mulu

山 國 家 公 園

便 在 薑 科 植

物上，發現了

白臘蟲，爾後

相隨，也頻頻

發 現 不 同 的

物種，雖然翻

遍 購 買 回 來

的圖鑑，亦無

法比對出種 

名，只能欣賞再欣賞，並對造物的神奇致上最敬

禮。 

來到此地遊玩的人必定會在離開清水洞之

後，齊聚在外面的木製平台上昂首企盼，以不同

身姿仰望著石灰岩洞與高空的界線，等候著傍晚

時分自洞中向外集體外出覓食的蝙蝠群。這種覓

食奇觀只可能自國家地理頻道或是 discovery 頻道

才得以一窺全貌，巨觀或是微視，掠食或是被獵，

在高科技的鏡頭下，看的比現場觀賞還真實。我

們這批遊客等待的報酬不是撲天蓋地的席捲樣

貌，而是曲折不規則的線條揮灑在傍晚的天空

下，偶而伴隨沙沙的翼動聲。  

Similajau綿延的海岸線  

燃燒一般的紅霞，將我引到海邊，迴避滿是

漂流木的木麻黃林，迎向變化莫測的海灘黃昏。

退潮時刻，微潤的沙灘上，延伸著招潮蟹的藝術

創作，小小擬糞不規則排列，大大小小的圖紋，

任憑想像力飛騁，在夕陽的烘托下，帶著迷人的

韻味。暖暖的海風吹送，踱步在只屬於我們 20

人的水域，木麻黃林的頂邊是陰曆 14 的月亮，接

近完美的圓，慢慢升空與太陽輪流守護天際，散

發不同的光芒，帶來浪漫的心境。 

↑造型奇特的竹節蟲、令人驚喜的白臘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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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勞越的 Similajau 國家公園擁有 30 公里的

海岸線，卻緊鄰著熱帶雨林，白淨的沙灘在對的

時機會有海龜產卵的奇景，與沙灘間隔排列的珊

瑚礁遺世存在，在退潮時節，海蝕的痕跡、海蝕

的造景妝點著海岸線。 

河與海的交會地帶，滿是紅樹林植物，高大

的支柱根如八爪魚一般的抓緊土壤，捍衛著土

地。彈塗魚、鱷魚、水鳥一起享用這片濕生環境，

在規劃良好的步道上，尚可觀看胎生的水筆仔及

上樹的相手蟹。9 條任君挑選的步道，最長 10 公

里，只要看著樹幹上的紅漆，加上簡單的路標，

讓人在用心觀察之餘不需特別花心思辨識路徑。 

沿 著 海 邊

前 進 的 Turtle 

Beach Trail，是

我們此行的目

標，步行期間仍

可聽到南中國

海的潮水聲，在漲落間與海岸持續進行拉鋸戰，

海灘因這股力量而時有變化，想要一探究竟，找

個可見灘頭的缺口向外切出，也許見到橫陳的木

頭堆滿岸邊，也許是遺世的珊瑚礁岸寧靜佇立，

林投、瓊崖海堂、羅漢松、木麻黃，這些海岸植

物不分國界的駐守海邊，有他鄉遇故知的歡欣。

滿足之餘再回到步道內，隨著紅色的指引邁向目

標。 

踩踏滿是落葉的林徑，柔軟快意，小心別踩

了寄居蟹，眼力不用太好足可辨識野豬刨土的痕

跡，在鬆鬆軟軟的暗黑沙土間，牠們曾經活躍的

撥弄。喜愛攝影的我，走在如此野趣的步道中，

竹節蟲、青蛙、蝴蝶、象鼻蟲及美麗花卉才是鎖

定的目標，哪會在意不是海龜產卵季節的 beach

呢！我漫遊在 Similajau 的森林步道中，忍著悶

熱、忍著肚子餓，在另一次的夕陽餘暉中領略

Similajau 的美。 

Niah 的石灰洞穴  

突然的傾盆大雨，見識到水淹碼頭的景象，

也讓我們前往 Niah 的石灰洞穴備感迢迢。收起大

相機，帶著防水機同行。雖然步道的鋪設有著防

滑的作用，趕路的老外卻頻頻摔倒，不自覺的更

用心走著路，絲毫不敢大意。 

Niah 國家公園內的尼亞山洞，於 1958 年考

古發現之後便聲名大噪，諾大的洞穴埋藏了 4 萬

年前的人類頭骨及出土文物，牆上簡單以赤鐵描

繪的圖畫及挖出的木棺，都為此地留下神秘的色

彩。長久以來一直深藏在濃密的森林中，只有當

地的住民知道。從自然的觀察中，晨昏輪流飛翔

的燕子與蝙蝠，讓他們有了謀生的工具。靠著藝

高膽大及堅固不朽的木竿，他們刮取附著在岩壁

上的燕巢，洗淨之後與中國換取珠寶與瓷器，至

今依然是新加坡、香港市場交易的高級貨。至於

蝙蝠的糞便因為富含磷與鉀，收集之後是很好的

肥料，也是重要的生財之道。 

尼亞洞的燕窩採集一年分兩次，分別是 4-5

月，另一次則是 9-10 月，只有 50 張的採燕窩證

書，卻不時會見到偷採的人。進入洞穴之中，刺

鼻的味道迎來，靠著手電筒的光束才能前進，高

大的洞穴，根本無法以手電筒的微弱光芒看清停

棲其上的金絲燕和蝙蝠，僅就空氣中傳來的聲響

知道牠們的存在。或許是因為很大吧，又有人在

撿拾糞便，所以步道乾淨，不像沙巴的 Gomantong 

↑紅漆顯示路徑  ↓步道中迷人的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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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e(黑燕洞)，既濕滑，扶手鋪滿便便，還有到處

亂爬的蟑螂，走起來步步為營。 

尼亞洞的採燕窩人，所使用的登高器具是此

地的鹽木，只用接準的技巧連接，聽說百年不壞，

攀登的技巧實在難以想像。而沙巴的採燕人，所

用的顯然安全許多，在黑燕洞外可以看到採集的

模型。不管以何種方式，這種行業真的是搏命。

想想，燕子的唾液竟然讓大部分的華人願意花大

把鈔票購買，其實木耳的營養成分與之相當，又

何必與燕子爭燕巢呢！ 

    回程中，雨勢漸歇，喜愛潮濕的生物紛紛在

步道中享受，顏色黃綠白相間的蝸牛、如珊瑚蛇

一般紅黑色相間排列的笄渦蟲、穿著雪靴會跳舞

的臘蟬，讓我一路哀嚎與讚嘆，誰叫自己電池已

用盡呢！ 

潔淨沙灘慵懶情  

看著毒辣的太陽，實在沒有勇氣下水，更何

況泛舟的曬傷依然發紅搔癢。與友人躺在租來的

草蓆上，慵懶的享受難得的沒有作為。眼睛注視

海中行駛的船，看著團友穿帶浮潛用具在浮球圈

圍的安全範圍內練習，看著韓國青少年在教練指

揮下顯現青春活力。對於這般熱情的沙灘，我懶

懶的捧著「燦爛千陽」續讀，深深感慨著主角的

命運。不同的國度、不同的命運，女主角無言的

忍耐也勇敢的面對，若是自己的話會如何呢？我

不敢想，感謝生於幸福的國度、自由的國度。風

徐徐的吹，蓋著帽子、護著肚子，竟然睡著，足

見體力的負荷已到極限，是該回家的時候了。 

馬努干島(Pulau Manukan)是東姑阿都拉曼海

洋公園(Tunku Abdul Rahman Park)中的一個海

島，離亞庇只有 10 多分鐘的航行時間，每天往返

的快艇將旅客由繁華帶到清澄的海域，戲水、發

呆、浮潛與從事其餘的海上活動。在碼頭上往水

中望，群聚取食的魚五彩游竄，黑色的魔鬼海膽

就在目光可及的海床，沿岸的淺灘及透明的水域

帶給遊客立即的震撼，水的清涼也自淺綠與深藍

中湧出。島的東邊是個沙灘，沿岸的木麻黃林佈

著桌椅，遊客三五成群群聚嬉戲，帶著餐點享受

平民化的海邊假期；不遠的彼端，RM90 的

buffet，排場浩蕩，白色的輕紗隨風飄揚，充滿熱

帶風情的躺椅、抱枕靜立，等待著肯花錢主人的

到訪。一樣的海灘，不一樣的消費，不一樣的心

情，選擇什麼，是自己可以決定的。 

今天不想過著在叢林啃麵包的日子，也不讓

自己太招搖，點一客炒麵，與友人滿足的享受份

量剛好的在地料理。原來幸福可以很簡單～自由

的選擇、一陣風、一道菜、一抹夕陽。 

預約婆羅洲的魅力  

就是這樣的魔力，沙巴、沙勞越不應只是短

暫拜訪，它們是值得細細品味的聖地，若熱愛大

自然，一去再去將可預期，因為探險的心將滿足

著。在心中，我盤算著丹農谷地、海龜島、巴戈

國家公園…。 

 

↑模型---黑燕洞的攀登採集工具

↑一隅，海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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