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東鸞山森林博物館‧  
是一處沒有網路廣告 DM，不做路標，堅持不用現代電力，採總量管制以保有真正原始的野地世

界；更不歡迎沒有預約而貿然上山的不速之客，讓此區山林不因過度開發帶來的遊憩壓力，而遭

受破壞！                                                                     文、圖／白水 

 

這個地方叫鸞山，是一處值得愛好自然的人

們前往探索的森林世界。多數人一聽到鸞山這個

地名的反應多是：「它在哪裡？」「是一個怎樣的

地方？」是的，對於喜好走觀光旅遊路線的遊客

而言，鸞山是一個不見經傳或是從未聽過的地方。 

誠如主人阿力曼先生所說，森林博物館不是

一個觀光景點，也不是以民宿或農場的模式來招

攬客人的地方，它以最簡單的生活設施，讓前來

的朋友體驗原汁原味的布農族生活方式，然後帶

著滿滿的「兩憶」回家；這兩憶就是「記憶」與

「回憶」。 

「遠離你的舒適圈，走進野地跟大自然做

朋友，跟自己的身體心靈對話。」這句話是我

走向山野的座右銘，也是我和朋友上山健行最愛

的心得分享。旅程中，用最低的物質需求，最簡

單的生活方式，放慢腳步和節奏方能體會自然之

美。如同品嚐自製的南瓜煎餅，看似樸實無華，

但若細細咀嚼，自有一番風味。 

初抵鸞山，部落主人之一穿山甲老師已經等

候多時，車子跟隨其後向森林前進，一路左彎右

拐，沒有路標指示或引導的確無法到達森林博物

館，因為它就藏在一片沒開發的森林之中。山路

隨山勢盤繞，山下卑南溪也忽左忽右的出現，路

的兩旁，蔥綠的梅樹正孕育著纍纍梅子果實。據

曾經世居此地的學長告訴我，鸞山屬延平鄉梅山

社區，因山上廣植梅樹，又稱梅山，在冬季梅花

綻放時刻，滿山雪白甚是美麗。 

森林博物館就位在海岸山脈卑南族聖山都蘭

山的西麓，面對卑南溪及中央山脈，可俯瞰山下

鹿野高台、初鹿牧場；正西方向遠眺，可見台灣

棒球發源地~紅葉部落，聞名遐邇的紅葉溫泉亦在

附近，整條鹿野溪流域周邊景觀盡覽無遺，視野

開闊，在此居高望遠令人心曠神怡。 

取名鸞山博物館，其意為森林是一座大自然

的寶庫，是森林的金控銀行，以保護這整片山林

裡的動植物不被外來勢力給破壞或消費。提到這

座等同森林保護區的森林博物館，不得不提主人

阿力曼先生的用心良苦。當年阿力曼先生在得知

此區將被財團收購，預定闢建渡假村及靈骨塔的

計畫後，便以一己之力號召族人共同募款購地，

藉收購土地來保護台東延平鄉布農族這塊「飛出

來的土地」1。阿力曼先生努力奔走，一度讓族人 

                                                 
註 1：翻開地圖，延平鄉東與卑南、鹿野兩鄉交界，而這塊飛

出來的土地，就從鹿鳴橋開始，沿鹿野溪兩側向東穿越卑南

溪直到都蘭山與東河鄉交界，形成一塊狹長凸出的土地範

圍，在行政區域劃分上，為台灣僅有。也就是說卑南鄉與鹿

野鄉實際上並未交界，而是被擁有整條鹿野溪流域的延平鄉

給分割了。 

這 



    

 

 

 

 

 

 

 

誤解為何要阻撓當地的開發建設？在籌措所需購

地資金貸款申辦方面也屢被銀行賞閉門羹，幾度

受挫卻從不放棄。「精誠所至，金石為開」，憑藉

不屈不撓的精神，也獲得貴人的襄助，終於將這

塊土地給保留下來，但目前仍是負債累累。商業

周刊也因阿力曼先生保護這塊森林淨土的感人故

事，而專文專題報導，有興趣者請見 2012 年 1

月 9 日出刊的 1259 期商業周刊內之《嚴長壽：不

要阿曼，只要阿力曼》，或至商業周刊網站搜尋。 

來到鸞山森林，您將入住沒有門窗、電器設

施，廁所、浴室都在外頭的布農族傳統屋，親身

體驗原住民在山林裡的生活智慧。這裡沒有燈

光，但是有滿天星星，在農曆三月的季節，此區

想必是天上星光，地上螢光的「觀光世界」。 

初來乍到的訪客，主人將以布農族接待方式

迎賓，您將被延攬至所謂的迎賓所，主人會用香

蕉與原住民的可爾必思(小米酒)來招待，同時人

手一支竹叉串肉，一起圍著火塘烤火及烤肉，既

暖身也暖胃。在等待用晚餐的空檔，引領伙伴入

住四壁蕭然的茅屋，以一般旅遊者而言，這住宿

環境的確簡陋，然這無異是最貼近大自然的居住

環境。你隨時可以聆聽屋外的風聲、雨聲、蛙鳴、

鳥囀和唧唧又唧唧的蟋蟀聲。如果你聽過屏東的

舊好茶部落，如果你想體驗原住民的生活又不想

揹負沉重背包走上四、五小時山路的話，建議你

可以到鸞山來，一樣可以感受舊好茶山居「簡樸

安康」簡單的幸福生活。 

受限於行程設計及下雨因素，本次鸞山行無

法長時間廣區域的實施鳥口和夜間觀察，已知此 

 

 

 

 

 

 

處有蜂鷹、緋秧雞記錄，加上此行黃仲央大哥夫

妻與李俊輝大哥夫妻共同發現的稀有鳥類~白頭

鶇，相信鸞山的鳥類、兩爬類和植物生態將會是

熱愛野鳥、爬蟲、植物觀察的伙伴，一處難得的

森林寶庫，值得鳥人們到此一探究竟，有關本次

鳥類觀察記錄附於文後。 

鸞山歸來，自我評量本次旅程是否應修正住

宿點，以推廣給更多伙伴藉此認識鸞山。然而幾

個改良行程列出來，怎麼看都不對勁！？「不入

虎穴，焉得虎子！」「不住鸞山，焉得寶藏2？」

在結束旅程前，向同行伙伴用非正式的書面實施

對於本次旅程滿意度調查，普遍覺得鸞山值得專

程前往且會向親友們推薦。非常感謝伙伴們支持

這個「簡樸安康」的旅程，如果下次有機會再為

鳥會服務，開團行程設計仍將以本次為標準，讓

願意接近大自然的伙伴，更接近原始的森林世界。 

附錄一‧鳥類觀察記錄：19 科 36 種 

蜂鷹、大冠鷲、竹雞、緋秧雞、翠翼鳩、珠頸鳩、紅

鳩、綠鳩、鵂鶹、領角鴞、黃嘴角鴞、小雨燕、五色

鳥、小啄木、家燕、洋燕、赤腰燕、樹鵲、灰喉山椒、

棕耳鵯、紅嘴黑鵯、烏頭翁、白眉鶇、赤腹鶇、白頭

鶇、頭烏線、綠繡眼、繡眼畫眉、大彎嘴、小彎嘴、

山紅頭、綠畫眉、棕面鶯、黑枕藍鶲、小卷尾、樹鷚。 

附錄二‧鸞山地理位置介紹： 

隸屬台東縣延平鄉，居民多為布農族，海拔高約 600

多公尺，境內有 197 公路貫穿連結池上和台東，有鸞

山大橋向東連結鹿野鄉與台 9 線公路。 

                                                 
註 2：指豐富的森林動植物生態。 

↓↘簡樸的住宿點-布農族的傳統屋，讓您體驗原汁原味的布農族生活。                                    ↓爬樹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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