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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序 - 謝愷宸

<< 淺山出任務 >> 的誕生，是首次由我發想的故事結構以及完成繪製的作品，感謝林秀

穗校長還有施創華老師，讓我放手去嘗試，以及專家學者們的細心建議，才得以逐步完成。

世界這麼大，尤其在藝術的世界裡，無論如何熱愛都很難知道自己的程度到底在哪裡，但

隨著作品的累積有沒有進步則是相當顯而易見的；於是在桃園市政府環境教育系列繪本四上面，

比之前都更花時間去架構、繪製，以及反覆的推敲修正，都只為了推升出一點進步，最後的成

果相信只要是關注我們的朋友、前輩，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努力，若能藉此對環境、為教育有所

助益，那就太棒了。

期待我們對環境能有更深的思考 : 生態好，我們才能生活得好，珍視所有生命的可貴，把

握每個契機，再造美好的未來。

2019 年末 特對「以繪為本」的創作精神立志

愷宸 謹筆

Story graphic



陳情書

三百年來，我們節節敗退，從原本居住的平原、平緩的河邊，一直

退到海拔 800 公尺以下的淺山區域。

我們都已經一再退讓了，但是人類還不斷地進逼，不斷的毀壞我們

的家園，使得我們所有的族群都急速下降。如果再不有所行動，人

類族群與其他動物族群想要和平共處的理想終將破滅。

我們已經退無可退了，所以一定要集結大家的力量，守住淺山的防

線。我們一定要不分族群，一起努力，以實現我們三百年來夢寐以

求的理想 -- 人類與我們動物族群和平共處在平等恩惠的土地上。

陳情書

    三百年來，我們節節敗退，從原本居住的平原、平

緩的河邊，一直退到海拔 800 公尺以下的淺山區域。

    我們都已經一再退讓了，但是人類還不斷地進

逼，不斷的   ㄏㄨㄟ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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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隊長看著秘密基地裡的動物們哭成一團，

大家氣憤難過地訴說著委屈。

鳳頭蒼鷹：「我飛了一整天都找不到食物餵寶寶，

牠們都快餓死了。」

台灣獼猴：「我們也好慘，找到食物了，卻被人

類用鞭炮攻擊，嚇死了！」

野兔：「我們更慘，常常被野狗軍團追得四處躲

藏，有的還被咬死了，嗚嗚嗚…..」

穿山甲：「我們也找不到食物，而且家旁邊的土

壤還都變成有毒的，好可怕啊！」

貓頭鷹：「最早是人類開墾務農，表面上和我們

共存，但已開始迫害的行為。他們砍伐樹木，破

壞我們的居住環境；舖設柏油路，切斷我們日常

的去路；還使用化學藥品，把我們的家園弄得無

法生存。人類不斷建造堡壘、圍牆，擴建地盤，

將我們逼退，我們也曾試著反擊，卻犧牲了好多

的夥伴 ...」

「隊長，那我們就只能看著人類毀了我們的家，

等著我們的孩子餓死嗎 ?」動物們大聲哀號……

貓頭鷹：「別灰心，我們還有淺山保衛隊的特派

員—石虎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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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基地裡的秘密門被打開了，一道光芒劃破愁

雲慘霧的基地。

「特派員蔓莉回來了！」貓頭鷹隊長開心地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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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十年前，受傷的小石虎蔓莉被誤認為是幼小家

貓，因而被收留在友善農場中，由喬治照顧。

貓頭鷹隊長找到小蔓莉時，看到她已安然無恙，於是

就請小蔓莉當淺山保衛隊的特派員，留在人類的世

界，一方面了解人類世界，一方面積極蒐集情報。聰

明的蔓莉經過努力的學習，她能破解人類溝通的密

碼，聽得懂人類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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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她發現人類之中常有不同的意見，雖然有政府

組織，但也有反對政府的組織，有時候堅持反對想法

的人會聚集上街頭，好像非常生氣，就叫做抗議。雙

方對峙一段時間，然後會用新的約定來解決紛爭，好

像又叫做法律。

所以，這次她回來，就是準備把大家集結起來，一起

想辦法。



蔓莉：「人類的街頭抗議，需要申請並遞交連

署書。就像宣戰的動作，好讓雙方擺出陣勢。」

蔓莉拿出一疊連署書，要動物們在上面印上掌

印、爪印或蹄印。

11 12

蔓莉：「人類的街頭抗議，需要申請並遞交連

署書。就像宣戰的動作，好讓雙方擺出陣勢。」

蔓莉拿出一疊連署書，要動物們在上面印上掌

印、爪印或蹄印。



這時，台灣獼猴在秘密基地外發現了友善農場的喬治，原來他是來尋找

失蹤的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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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員蔓莉利用人類的通信設備，打出密碼給他看，請喬治

幫忙拿著那疊動物們的連署書，去找人類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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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接受了動物們的請託，將連署書送到了相關單位。

沒想到收件的人員看過之後卻哈哈大笑，把連署書丟進垃圾桶裡。

喬治回到秘密基地把事情經過告訴蔓莉及淺山保衛隊。

動物們得知後極為惱怒，認為人類不重視牠們的意見，

應該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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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隊長於是派出傳令兵台灣藍鵲，告訴所有動物開始集結。

動物們七手八腳地製作秘密武器，準備要出任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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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隊長帶領著動物們趁著夜色掩護，集結在通往人類政府的街道上。

天亮後，人類很快地注意到出現在街道的動物們，越來越多人把動物們

圍起來，然後看著牠們的布條議論紛紛。

動物們在貓頭鷹隊長及特派員石虎蔓莉的領導下

逐步前進，試圖藉著標語表達牠們的想

法，並準備遞交陳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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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動物們的舉動，人類不清楚動物的想法，因此迅速地展開維安警戒。

整排刺刺的鐵網和喀嚓喀嚓的聲響，還有拿著盾牌和棍棒的人類，讓動

物們非常的害怕，一度停下了前進的步伐。

動物們雖然害怕，但是卻明白世界上沒比失去淺山家園更可怕的事了，

於是在隊長及特派員的帶領下，還是持續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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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台灣藍鵲大喊 :「就是他把我們的連署書

丟進垃圾桶的 !!」

藍鵲衝向前開始啄他，動物們也按耐不住情緒的

往前衝了…

蔓莉和喬治也趁機衝向大門。

四周的環境越來越吵雜，動物與人

類對峙的氣氛越來越緊繃，突然有

一個人站上高台，拿著麥克風準備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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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中，蔓莉和喬治好不容易衝到了門前，大門打開了，出現了一個人看著蔓莉他們，

喬治從蔓莉的背包拿出複製好的連署書，想交給那個人。

此時，後方有兩個人高高舉起了手上的武器，動物們心想：「危險！這是什麼可怕的

東西？難道我們又要輸了嗎 ?」

就在這時，蔓莉和那個人同時大喊 :「住手 !...!.!!!!!!」，

空氣和聲音彷彿瞬間凍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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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人接下動物們的連署書，在喬治的

幫忙下，他了解動物們的訴求。

他邀請動物們與人類共同開會進行協

議，最終大家達成對環境友善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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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們不安地等候在大門外，就在大家焦躁不已

正要往前衝時，門終於打開了，蔓莉站在喬治的

肩上，手高舉著一疊紙大喊 :

「我們可以回家了 !」

動物們高興得齊聲歡呼、歌唱，就如同快樂的節

慶遊行般，開心地返回淺山的家園。

人類與動物和平公約

建造馬路時，也建設生態廊道。

設立友善農園，分享收成。

停用有害的化學物品，不再危害土地和水源。

設立野生動物醫院，協助醫治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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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

淺山的動物們有了自己的通道

乾淨的土壤和水源

照顧養傷的機構

限制開發的山林家園

人類終於意識到         

所有的生命都應共享這片天地



走 訪 淺 山 守 護 者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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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生態記者專訪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淺山生態
生態指導 : 李雪、林玉琴、蔡木寬

採訪帶隊老師 : 施創華、李彥龍、梁政道老師

感謝桃園市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江增平理事長接受專訪

感謝專家學者提供生態知識與照片

小小生態記者 : 請問江增平理事長龍潭大北坑三洽水的淺山保育概念的緣起為何 ?

江理事長 : 這塊土地在七十年尾八十年初受到南部高山茶的抨擊，然後這邊的茶園大量荒廢。荒廢掉之後整個農村

沒有經濟產值，對於水土的保持也沒做好。於是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就跟水土保持局台北分局進行造林的合作，

從八十三年至今已經種植了將近十四萬多棵的樹，面積多達四十幾公頃。早期種植的區域目前已經成林了。

小小生態記者 : 請問江增平理事長如此的造林與水土保持行動對當地野生動物的保育有明顯的成效嗎 ?

江理事長 : 有，近年來陸陸續續看到早期非常難見的野生動物，像是白鼻心、鼬獾、蛇類、松鼠、鳥類，讓這個淺

山區域成為生態相當豐富的地方。尤其如鳥類，像是喜鵲、五色鳥甚至台灣藍鵲這些鳥類都出現了。最近四、五

年來，大北坑出現以往不曾出現的夏候鳥「噪鵑」，原先的棲息的區域是每年的三月份至七月在台灣沿海，近年

來竟然出現在淺山環境。我們也請教過專家學者，所以淺山的造林與水土保持為野生動物營造出許多友善的棲地。

讓候鳥的遷徙的路線往淺山延伸，這是大北坑致力於生態面豐富多元的具體成效。

小小生態記者 : 請問江理事長那所謂的「生態」、「生產」、「生活」三生的三大齒輪，大北坑的淺山區域如何實踐 ?

江理事長 : 在民國八十一年做休閒農業區的轉型，已經朝向三生共存的方向來走，我們還成立三水的水土保持戶

外教室，戶外教室呈現水保生態、水保生產、水保生活的方式來營造與建構。大北坑的休閒農業區也是以這三大

主軸為出發，如今大北坑確實做到了，生產的部分以東方美人茶與桃園紅茶為主，再加上其他農產品，生態部分

每年的四月底至五月初有螢火蟲的動態園區，在五

月底到十月底區間還有斑蝶觀察區，六月中至七月

中也有獨角仙的觀察區，這是較容易觀察得到的，

我們也成立了一個生態野溪公園，以生態工法興建

營造，親水溪流步道水淺而緩，讓水生更為豐富，

讓酷熱的夏季時期成為水生動物活躍的環境，為重

要的親水與水棲生物資源。另外也有許多生態漫遊

的輕旅步道，如龍泉步道與江申步道等，政府設置

完善的公共設施，增加生活面的機能，我們也積極

推行文化面向，尤其是早期的客家生活，如客家風

情磚雕藝術牆、四季平安棧還有人文藝術的戶外藝

廊，未來也將與政府共同攜手規劃大北坑客家文化

休閒農業區，將客家早期的生活面用意象的方式

一一呈現。

小小生態記者 : 非常感謝大北坑農村發展協會江增

平理事長接受我們的訪問。

▲噪鵑幼鳥 /蔡木寬

▲噪鵑雄鳥 /蔡木寬

噪鵑在台灣原列為稀有過境鳥，在金門則
列為普遍夏候鳥（因為會繁殖），現今在
石門水庫也有繁殖記綠了，噪鵑在台灣已
改列為稀有過境鳥及夏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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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守護者 - 大溪工作站

採訪 : 周櫻雀

生態指導 : 李雪、林玉琴、蔡木寬

感謝大溪工作站劉景國主任、陳清源先生、黃文韡先生、國家森林解

說志工謝永康先生接受專訪 

感謝林務局新竹林管處大溪工作站及專家學者提供生態知識與照片

桃園市大溪區街道上有間特別的機關，負責管理桃園市復興

區和部分新竹縣的國有林班地，它是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轄下

的「大溪工作站」。位於市郊的大溪工作站，周遭行道樹高大繁

茂，頗有大隱於市的氛圍，走訪一回，發現它所負責的任務極為

重要，工作站三個字雖然簡簡單單，但是轄管的工作可不簡單！ 

◆收納山林的大溪工作站

工作站究竟做了哪些不簡單的事？主任劉景國提到，工作範

疇主要分為五大類，包含林政、造林、保育、育樂以及治山防洪

等。例如較為一般人熟知的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的經營管理，

就是育樂業務；其他像是溪流魚類調查、野生動物監測、台灣獼

猴監測與自然保留區的經營管理，則屬於保育業務。而一般民眾

較少關注的植樹造林、漂流木清運、林地危木緊急處理、林地占

用排除與森林防火等則歸屬於林政與造林業務。

工作站裡的森林護管員（巡山員）是保護國有林的第一線人

員，平日進行林地巡視，察覺有遭人開挖整地、墾殖占用及遭人

棄置廢棄物等情形，立即呈報工作站承辦人進行後續處理；發現

盜伐竊取林木情事亦需立即時呈報，由承辦人員製作相關書面資

料，移送檢警，協助偵辦查緝，防止國家林地被破壞或珍貴林木

遭不肖人士盜取。另外還要進行各項生物資源調查，例如以紅外

線攝影機進行拍攝野生動物資源，建立基礎資料，除了作為各項

經營管理方針訂定的參考基礎外，也是森林遊樂區生態解說和校

園環境教育的重要素材。

工作站的業務工作種類繁雜，森林的保護與管理，除了

人跡罕至的深山峻嶺外，和人類生活不斷交集重疊的淺山區

域，也在工作站的業務之列。大溪工作站轄管的淺山區域範

圍，主要包含復興區羅浮、桃 118 線至關西交界、大溪區石

門水庫周邊及部分龍潭區林地，民眾所熟悉的北部橫貫公路

（台七線）西段，沿途所經的角板山、東眼山、拉拉山…等

都包含在內。

◆林務二三事

工作站要面對的對象有人、有樹木、有河川、有動

物……，事多且雜，絕對超乎想像，幾位資深的工作人員分

享它們寶貴經驗：

一、可以種不能砍

一般人較陌生的林地使用，其實有部分是開放給民眾承租

栽種的，但承租的林農對於自己種下的林木可以說砍就砍嗎？ 

早期承租的林農們在林木長成後，可以砍伐供造屋建材使用。

最近幾年為了水土保持與生態環境均衡，森林的林木與林相都

在管制之列，不可任意砍伐。不過為了照顧承租戶的生活，開

放特定地區栽種綠竹筍和桂竹筍，收成後可以出售營生。

二、前山後山大不同

山區分界，前山後山，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在桃園地區

有以角板山、羅浮做為分界，也有以三民或是百吉隧道為分

界，並沒有一定，原則上往北橫方向東行是後山範圍，因為

區域不同，工作重點也有所不同。

▲烏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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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山林木繁茂，蘊藏珍貴木材，有著台灣扁柏、紅

檜、台灣肖楠等一級針葉木，有些在這片山林已固守數

千年，是我們所稱的神木，因為材質貴重，向來就是盜

木者垂涎的標的，防止珍貴林木被盜採是守護者的大挑

戰，森林護管員肩負著重責大任。

前山接近人類生活，栽植的林木需求在於存活率要

高、方便砍伐利用以及適合水土保持，大多廣植本土樹

種，包括有烏心石、楓香、台灣肖楠、台灣櫸等。

三、保安林的淨水功效

台灣因受板塊撞擊，容易產生破碎岩層與風化地

形，一遇上極端暴雨，土石坍方時有所聞，每每颱風過

後，水庫的泥沙量暴增，產生用水危機，因為關乎生存

的水源源於山林，保安林可以保護山林減少這些衝擊。

保安林不是一般的森林，而是帶有多功能性的森

林，作用包含水源涵養、防風、固砂、美化環境等面向，

因此可減緩岩層破碎帶的土石衝擊，避免裸露土石沖刷

而下，造成下游水庫淤積污染，進而達到水土保持的功

效。缺乏類似地下水庫的保安林這道防線，不僅容易發

生缺水危機，也會造成飲用水水質純淨度不足，影響民

眾的健康。

四、山林的美好動物最知道

國家森林解說志工謝永康老師，經常在東眼山國家

森林遊樂區擔任解說工作，深深感受到美好的森林對動

他也提到東眼山的野兔，體呈灰色，是台灣原生種，前些年

因為人類活動範圍擴大，導致野兔棲地縮小，數量也跟著逐漸縮

減；後來減少人為干擾，維持森林環境，讓野生動物產生安全感，

不需一直搬遷，野兔的繁衍數量開始趨於穩定。

◆淺山保育

生態保育受到重視，愈來愈多的野生動物回到淺山，出了大

溪市區沿台七線前行，不遠處的百吉與十三份，有食蛇龜、穿山

甲、台灣藍鵲等野生動物的蹤跡，羽色艷麗的五色鳥和稀有的八

色鳥也常會現蹤。在羅馬公路所架設的紅外線攝影機也捕捉到山

羌、台灣獼猴、鼬獾、白鼻心與山豬的影像。90、107 林班地也

傳來佳音，有山羊和棕簑貓的身影出現於攝影機內。

野生動物物種與數量的與日俱增，顯現淺山保育的成效。大

溪工作站陳清源先生提到，夥伴們會定期到現場巡視，發現捕鳥

網或是捕獸夾立即拆除，避免動物們受到危害，定點架設的紅外

線攝影機更為野生動物的數量與種類做最新的統計。

除此之外，劉景國主任還為我們介紹其他動植物的保育工

作，會依不同的屬性而分別處置，像是一季一做的溪流魚類調

查，在霞雲部落的庫志溪和巴陵地區的塔曼溪進行，為台灣溪流

魚類多樣性和自然資源保育留下重要資料。

▲上山窗螢幼蟲獵捕蝸牛

▲台灣獼猴

▲八色鳥

植物生存與生態的影響，也發現人為干預的減少有助於森林物種的豐富性。

他最常舉的例子就是螢火蟲，他說在東眼山森林遊樂區的螢火蟲種類多且很活

躍，步道、林道上常見牠們成群飛舞，因為這裡的森林茂盛，地被層植物豐富，以植

物嫩葉為食的蝸牛隨處可見，以蝸牛為食的螢火蟲幼蟲，食物來源也就無虞了。這樣

的場景在人口密集處甚或市郊都很難見著，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土壤與水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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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東眼山，不難在山徑中發現開著紫紅色花的長距根節蘭

身影，以及有雪白色花瓣的白鶴蘭，它們是台灣的原生種蘭花，也

是園區復育的重點，為東眼山森林遊樂區美化增色不少；另外，東

眼山林道還有新店當藥和胡麻花等美麗花草，園區刻意為它們保留

的棲地，為這些台灣原生物種創造更多生機。工作站這些年的努力

營造，我們看到物種多樣性被維護，也看到許多綠色廊道被打造，讓

更多野生動物活得更自在、更安全。       

除了保育復育等再造任務，還有一些「除之而後快」的工作也刻

不容緩，那就是對外來物種的移除；像是在秋天進入大量繁衍的外來

種植物小花蔓澤蘭，繁殖力強，又稱綠癌，是台灣原生植物的大敵，

每年清理，就為了掙得原生物種的生存空間；另外，在春天會大量

繁殖的荔枝椿象已造成農作物的生態浩劫，大溪工作站也針對這蟲

蟲危機加強宣導防治；最近有民眾發現鼬獾的屍體，工作站也緊急

送檢，以預防各種病毒擴散，也免除民眾的恐慌。

劉景國主任也特別提醒，淺山所經營的林地多為國有地，由於

常與私有地毗鄰，導致林地常遭人故意或非故意占用，這些都會影

響淺山山林保護和保育工作的成效，因此必需加強防範林地遭人占

用或濫墾。

這些年，我們發現淺山生態很不同於過往，野生動物回來了，

生物種類增加了，不論是民眾自覺或是公權力伸張的原由，我們喜

迎淺山生態多彩的新面貌。

保育觀念的推廣

大溪工作站除了執行山林保護任務，也積極辦理宣導工作，讓

森林保育觀念不斷擴展。承辦保育推廣業務的黃文韡先生提到，相

關宣導工作是林務局基礎工作，學校不需要特別申請，如有需求，

工作站可安排時間到學校進行宣導，讓保林、愛林、護林等環境教

育觀念向下扎根。

▲長距根節蘭

108 年，大溪工作站為復興區三光國小的孩子們進行森林保育宣導

活動，有兩大主題，其一是森林護衛隊，其二是森林防火隊。森林護衛

隊不僅名稱酷炫，內容更是精彩，主要介紹巡山員在山林巡守的內容，

包括國有林的巡查，查看有無盜伐、濫墾情事；還有小朋友們喜愛的生

態保育調查，讓孩子們更了解每天接觸的山林，也深入思考美麗家園潛

藏的危機，進而能身體力行，愛護與保護自己的山林。

森林防火隊的宣導目的就在避免火光之災，之前媒體轉播的澳洲與

美國加州森林大火，讓人觸目驚心，我們的森林也存在著這樣的危機，

當大火來臨，林木會大面積損毀，釋放大量二氧化碳，導致溫室效應加

劇、氣候變遷、生物棲地被破壞還有物種減少……，影響深遠。而森林

火災很常因為人為因素而發生，森林防火隊的宣導主要就是要避免相關

的人為因素，包括亂丟煙蒂、引火、森林炊煮等行為。這些觀念，透過

宣導，孩子們會懂，會警愓，也會把觀念帶回家中，讓家人們共同來珍

惜我們的美麗山林。

除此之外，林務局平時有製作防範盜伐、勇於檢舉盜伐、防止森林

火災的宣導海報，讓民眾能多關心我們的山林。並透過每年植樹活動，

推廣民眾植樹造林之觀念，加強大眾環教觀念之建立，藉由教育宣導將

保育觀念落實於民眾，喚醒大家共同守護台灣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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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眼山螢况最好的是在四月下旬至五月

初，黑翅螢及大端黑螢的數量最多，林

緣空曠處、林道上都是牠們喜歡出沒的

位置，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季節，出現

的螢火蟲種類就會不一樣。

白鶴蘭 _ 林玉琴攝

▲黑翅螢

山林守護需要有你

山林，大家所共有，保住山林的美好，才能嘉惠

到我們人類身上，人與動物與自然環境之間，一直都

是息息相關的！山林保護是一條艱辛漫漫長路，感謝

一直堅守崗位的大溪工作站夥伴，更期待全民參與，

共同成為山林守護者！

▲大端黑螢

▲夜空中飛舞的螢火蟲，為山林增添美景。



胡麻花 _ 林玉琴攝新店當藥 _ 林玉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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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藍鵲 _ 蔡木寬攝

五色鳥 _ 蔡木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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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野山羊 _ 張育誠攝食蛇龜 _ 蔡木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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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鼻心 _ 洛桑攝 山羌 _ 洛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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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蟹 蒙 )

棕簑貓又名食蟹獴，食蟹獴因嗜食螃蟹而得名。頭部尖

細、粉紅色吻端突出、身體流線型且中段略為膨大，四肢細短，

各具 5 趾，趾間略有新月形的蹼。

牠們身體和尾巴長著蓬鬆而堅硬的土灰色長毛，且末端

稍白，嘴角至臉頰有一道明顯的白色鬃毛。這獨特的毛皮，像

披著一件簑衣，故俗稱棕簑貓。

食蟹獴獴以清晨或傍晚光線較暗時為活動的高峰時段，晚

上也會出來覓食。牠們喜歡棲息在溪流附近的森林中，住在岩

洞、樹洞或自掘洞穴中。

食蟹獴獴善於游泳和潛水，常在溪流附近或陰濕林下覓食，

為偏肉食之雜食性動物，除螃蟹外亦會捕食魚類、鳥類、鼠類、

蛙類及蝌蚪等。

食蟹獴 獴主要分布在低至中海拔山區森林溪流附近，牠們

是溪流環境的指標物種之一。有食蟹獴獴棲息的溪流，代表該地

區環境污染與開發程度較低。1970 年代後，由於土地開發、

溝渠水泥化、環境污染及人為獵捕等因素，造成其棲地環境的

破壞，平原及人煙稠密的低海拔地區，變得愈來越稀少。

棕簑貓 _ 洛桑攝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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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
智慧的象徵

「選我！選我！」

如果要挑選最能代表充滿智慧

象徵的鳥類，一定非我們貓頭鷹莫

屬！

貓 頭 鷹， 是 鴟 鴞 科 鳥 類 的 通

稱，大多是留鳥喔。我們的視覺敏

銳，連昏黑的夜晚也能把周遭看得

清清楚楚。不只是視覺敏銳，聽覺

也很厲害喔。另外，我們的頸部可

是有其他鳥類無法達到超過 180 度

的旋轉能力呢。小型哺乳動物、鳥

類及昆蟲是我們的食物，當吃到難

以下嚥的骨頭、羽毛時，就會以食

繭的方式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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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角鴞，是鴟鴞科中最接近

人類的貓頭鷹，在平地至低海拔

山區闊葉林中出現，白天會在枝

葉茂密的樹上休息，不仔細看還

真的不容易被發現呢！黃昏以後

就是我們活動、捕食，大顯身手

的時刻了。

我們不挑食，紅鳩、麻雀、

白頭翁、老鼠、青蛙、蜥蜴甚至

是蟑螂等昆蟲都是我們的食物，

但因為不會築巢，如果天然的樹

洞遭受破壞，就得四處找尋適合

住下來及繁衍下一代的地方。

我們主要生活在淺山裡，但也會出現在

校園中，像是生態豐富的永福國小、仁

美國中，都是我們喜歡的地方呢！歡迎

你來看我們喔！

丁伯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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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頭蒼鷹

說到都會區、公園、校園內常

見的老鷹，非我「鳳頭蒼鷹」莫屬

了。因為我腦袋後面長著一小撮稱

為冠羽的羽毛，所以大家都以「鳳

頭」稱呼我，很特別吧！

天氣晴朗的日子，如果抬頭看

到在空中盤旋的我，還會發現我尾

巴下方的羽毛顯得又白又蓬鬆呀，

因為這樣，大家都戲稱我包著白尿

布到處跑，真是沒禮貌！

說到吃，我是個不挑食的好寶

寶，舉凡公園裡出現的鴿子、校園

裡的松鼠、田野間的青蛙、樹上的

蜥蜴，都是我愛吃的餐點。而且我

是個膽大心細、技巧優異的飛行高

手，在追捕獵物的過程中，主動飛

行尋找或是伏擊等待是我最常用

的技巧，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抓到

想吃的食物。

近年來，我們的同伴愈來愈

常在人類活動的地方出現，有時

候會在高樓林立附近的小公園現

身，甚至在行道樹上築巢養育下

一代，近距離與人類的接觸後，

我們發現沒有受到太多的干擾，

四週環境也適合我們生存。可是

有時候人類製造出看不見的有毒

物質讓小動物吃下肚，當我們抓

到有毒的獵物再吃下去後，可能

就會死亡，因此希望人類可以減

少使用化學藥物或是毒餌，以保

護我們的生命。

我們喜歡居住在淺山，但也會住在熱鬧

城市的森林公園裡，人們稱住在城市裡

的我們為「城市遊俠」。

蔡木寬攝



台灣藍鵲

「嘎、嘎、嘎」！各位小朋友

好，我的名字是 - 台灣藍鵲，因為

有著長長的尾巴，所以大家也稱呼

我為 - 長尾山娘，外觀華麗的我也

是桃園市、台北市跟雲林縣票選出

來的市鳥跟縣鳥喔！

 我喜歡在中海拔的山區玩耍，

雖然有時候也會跑到都市靠近山邊

的地方，但是想要欣賞我優美的姿

態，還是到山上來吧！如果你在山

上聽到「嘎、嘎、嘎」的聲響，抬

眼看到一抹藍色身影拖著長長的尾

巴在空中閃過，那恭喜你，應該就

是我本人出現來跟你打招呼囉！看

仔細，我的體型修長，嘴和腳是紅

色、頭到頸部間是黑色、身體閃耀

著淡藍色的光彩，很好認的。我們

是家族制，大多數時間我們都是

三五成群結隊遊玩覓食的，所以

聰明的你應該不會認錯的。

我吃東西不挑食，野外水果、

昆蟲、人類的廚餘…，甚至動物

屍體我都愛，也喜歡跟我的鳥類

好友分享食物，或是把一些吃不

完的食物儲存起來，待日後再來

慢慢享用。

雖然平常我們看起來很溫和

儒雅，但是在照顧小寶寶的時候，

我們可是十分兇悍的。每年 3 到

9 月份我們的繁殖季節，請小朋友

們用望遠鏡，遠遠的觀察就好，

讓我們可以專心的將鳥寶寶撫養

長大，這樣，才能時常看到我們

在樹林間優雅飛翔的身影。

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在台灣生態豐富的

山林裡，跟每位喜愛我們的大朋友、小

朋友們，來場偶遇的驚喜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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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伯強攝



石虎

台灣原本生活著兩種貓科動

物， 一 種 是 可 能 已 經 絕 種 的「 雲

豹」，另外一種，就是我了，我的

名字叫石虎，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

說過呢？

我的體重大約 3~6 公斤，動作

非常靈敏輕巧，人們常常把我和家

貓搞混，其實我和家貓最大區別就

是我的耳朵後面有白色斑塊，兩眼

內側有兩道白色的條紋，看起來特

別的帥氣可愛呢！而且因為我身上

有很多像錢幣大小的黑色斑點，所

以人們也幫我取了「錢貓」的綽號。

現在我們大都住在苗栗、台中

和南投低海拔的山區或丘陵地，

不過都是晚上才出來覓食，另外

我們可是不挑食的好寶寶，老鼠、

松鼠、蜥蜴或昆蟲等等，都會列

在我的菜單裡喔！

因為你們人類進行土地開發、

道路建置、墾伐山林，嚴重破壞

了我們的棲息地，加上有人非法

獵捕，導致我們數量銳減，現在

我的同伴已經少於 500 隻了，再

不好好保護，我們就會絕種，永

遠離開你們了。

所以希望你們多保留一些自

然的土地空間給我們，讓我們能

和人類共同生活在這個美麗家園。

好好保護環境，就容易看到我們優雅靈

巧的身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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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

哈 囉！ 小 朋 友 們， 我 是 穿 山

甲，又稱鯪鯉，老一輩的人都用閩

南語叫我『ㄌㄚ ˇ ㄌㄧ ˋ』。我

的頭又尖又小，嘴巴裡面沒有牙

齒，背部佈滿了又硬又厚的咖啡色

鱗片，它可以保護我，抵擋敵人的

侵襲， 另外肚子可是佈滿了性感的

胸毛喔 ~

我 的 個 性 很 害 羞， 白 天 都 躲

在洞裡睡覺，只敢在晚上出來，用

我帶著黏液的長舌頭尋找螞蟻和白

蟻吃。你可不要因為我害羞內向又

動作緩慢就小看我喔，看我被叫做

『穿山甲』就知道我的本領可大

著呢！不但能爬上樹、能下水，

還能遁地，翻山越嶺根本難不倒

我，就只差無法飛上天而已，厲

害吧 !

可是因為我住得太靠近人類

了，所以我的家常被人們破壞，

過馬路也要擔心被車子撞，貪心

的獵人和商人們又常常用獸夾設

陷阱抓我去賣，害得我不知道要

躲在哪裡好，有時候擔心得把自

己捲得像一顆球偷偷的哭泣，求

求你們幫我想想辦法好嗎？

我的家被破壞，我的同伴被抓去吃，讓

我傷心得只能捲起來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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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獼猴

大家好，我是台灣野生動物中

最調皮也最聰明的「台灣獼猴」，

是台灣的特有種，也是人類之外，

台灣原生種動物中唯一的「靈長

類」動物！

在台灣，從平地到海拔 3500

公尺都有我們活動的蹤跡，棲地分

布很廣，但是因為你們人類過度開

發的緣故，破壞了我們的棲地，也

造成和你們活動範圍的高度重疊。

我們是社會性的動物，在一

起時很喜歡幫彼此理毛，這是我

們維繫彼此之間的友好關係及表

現社會地位高低的方式，也是讓

我們猴群社會可以凝聚的一個主

要的動力呢！

秋天及冬天是我們交配的季

節，這時候會看到母猴子的屁股

開始會變紅，跟著變腫，等到春

天的時候，就是我們小猴子出生

的季節了。

我們是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

雜食性動物，平時以各類植物的

果實，搭配嫩的葉子、嫩的枝條，

做為主要的食物，如果是生長在

比較高海拔的地方，也會去吃草

或是草根。不過我們也需要動物

性蛋白質，所以有時候也會去吃

蝸牛、昆蟲，甚至會去找鳥蛋、

青蛙、蝌蚪來吃呢！我們可都是

不挑食的好寶寶喔！

小朋友們，如果在野外看到我們，請不要

餵我們食物，因為人類的食物雖然好吃，

但對我們的健康卻會有傷害，也會讓我

們失去野外覓食的能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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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救傷 友善農園  
「救命啊！救命啊！」誰快點來幫

忙打 119 叫救護車，我的腿斷了，「好

痛好痛！」。一隻從高處掉落的鳳頭蒼

鷹不停地呼喊。

我感覺全身無力又好虛弱，無法飛

行，腳似乎也摔斷骨折了，完全不能移

動。馬路上巨大又快速的車輛讓我好害

「老師！老師！我種的小白菜被蟲吃了，怎麼辦？」

「我阿嬤說，噴點辣椒水就可以了。」

「哇！你阿嬤好厲害喔！」。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噴灑農藥呢？這樣菜長得又快、又漂

亮。是呀，使用化學藥品又快又有效，而且還可以提升產量，

為什麼不用呢？

因為當我們使用化學藥品時，會增加了土地的負擔及人

為汙染，讓土地的循環使用壽命變短，也破壞了周遭生物的

多樣性，土壤裡的蚯蚓不見了，開花時看不

見採蜜的蜜蜂，可愛的小瓢蟲也無法停靠在

植物葉片上，更不用說在草地上揮舞著大鐮

刀的螳螂等，這些益蟲都會因此消失。

所以為了讓生態環境恢復生氣，營造對

野生動物與昆蟲的友善棲地，讓牠們有個安

心棲息與覓食的場域，我們可以採用對自然

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不但可以讓人吃的安

心，也讓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動物放心喔！

怕，幸好一位好心的潘先生停下來用

毛巾把我包裹住，遮住我的眼睛以減

少我心中的驚嚇，才讓我沒被車壓死。

潘先生打電話向專業救傷單位求助，準

備送我去急救，一路上將我留在具有透

氣孔，底層鋪有報紙的紙箱中靜靜的休

息。

到了救傷中心後，親切的獸醫仔細

檢查我的傷勢，幫忙補充少量的水分、

固定我骨折的腳後，就讓我好好靜養。

▲桃園市野鳥學會救傷志工施創華救護鳳頭蒼鷹 ▲  停駐在枝椏上神氣活現的鳳頭蒼鷹

友善農園的耕作方式例如，不施用化學

肥料、不噴灑農藥等，自製無毒驅蟲劑，

以環保的方式驅蟲；利用廚餘、落葉等

做成有機堆肥來替蔬菜施肥，這樣我們

都會更健康喔！

經過幾個月後的復建，我的傷勢逐漸好

轉，於是就將我送回老家，臨走前醫生

還告訴我要好好的活下去，希望有一天

還能在野外再見面。

在離開的那一瞬間，我的心中充滿

了無比的溫暖與感動，我們沒繳健保費，

卻有人願意為我們全力進行醫療照顧，

而且還全年無休，他們靠著一股熱忱，

就是希望可以保護更多野生動物的生命

與價值，讓我大聲向你們說聲「謝謝」！

蔡木寬攝



食物鏈和食物網

•食物鏈：

在生態系統中，通常綠色植物只要吸收日光、空氣和

水分，就能夠靠自己產生營養，因此被稱為「生產者」；

而動物們無法自行合成養分，必須要靠吃植物或其他動物

來獲取能量，稱為「消費者」。他們之間存在著吃與被吃

的關係，這種各種生物之間因為食物關係而形成的一種聯

繫，叫作食物鏈。食物鏈一般以植物為基礎，由植物到食

草動物，再到食肉動物，後者可以捕食前者，例如：草→

蝗蟲→蛙→蛇→貓頭鷹。

食物鏈上的各種生物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一環扣一

環。如果某一環節發生“故障”，生態系統就會發生紊亂。

•食物網：

一個生態系統中，往往有很多條食物鏈，它們彼此交錯連

接，形成網狀，我們稱之為食物網，如右圖

 人類排放的有毒物質 ( 如重金屬、化學農藥 ) 進入生態系

統後，這些有毒物質一般不易分解、不易排出，會通過食物鏈

不斷積累，最終威脅人類自身。例如曾經是最著名的合成農藥

和殺蟲劑 DDT 進入食物鏈後，容易被生物吸收卻不容易被排

出，沿著食物鏈傳遞越積越多，位於食物鏈末端生物體內的有

毒物質含量最高。例如右圖：在“草→鼠→蛇→貓頭鷹”這條

食物鏈中，貓頭鷹位於食物鏈的末端，體內 DDT 的含量最高．

如下頁附錄圖是淡水生態系統中的一條食物鏈，即：A 微

小的水生生物→ B 劍水蚤→ C 蜻蜓的幼蟲→ D 小魚→ E 大魚

→ F 人類。圖中的黑色小點是排入水中的有毒物質。在此食物

鏈中，大魚位於較高階級，它體內的有毒物質較多，人類捕食

大魚，吃入最多有毒物質。

大自然萬物與人類的關係息息相關，尤

其是經由食物鏈、食物網的關聯，所以

一定要愛惜自然萬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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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 施創華黏貼處 黏貼處 黏貼處 黏貼處 黏貼處 黏貼處

▲  將P73底稿影印下來，讓孩子們塗上色彩，再
用剪刀沿虛線剪下，思考如何運用食物鏈原則黏
貼成美麗的食物鏈吊環或是手環。

▲  可唸出英文讓孩子找出對應的生物杯子，也可以
與孩子們玩食物鏈疊杯遊戲，更可以串成食物鍊
吊飾，佈置於教室或走廊。隨風擺動非常有趣，
孩子們都停下腳步玩了起來。



蔡木寬

李   雪

林玉琴

1949 年生，台中縣人。因為在大學及研究所學

的是機械，所以進入中山科學研究院第二研究所服

務並於 2003 年退休；因為機緣湊巧，所以在 1994

年桃園市野鳥學會成立時加入迄今，歷任 2008-2011

年兩屆鳥會理事長；因為想善盡個人餘力做點有意

走入荒野做自然生態觀察及引導解說於今已有

20 年餘，從當初的懵懂，漸進練習摸索所積累的養

分，這些都是日後成為物種生態調查及環境教育解

說引導，事先所必須經歷的艱辛路程。

※ 專長領域：陸域生物資源昆蟲相調查、生態

環境教育解說、生物多樣性實務操作。

學校階段學的是文科，但平時就喜歡遊山玩水，

台灣百岳山頭也留下不少的足跡；越是深入，越能

體驗到台灣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與豐富度，於是從事

與大自然環境有關的活動成了最大的樂趣。目前除

了生態調查與解說工作外，也在玉山國家公園與林

Bird
Insect
Plant

義的事，所以退休後加入新竹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

解說志工隊服務迄今，曾任 2006 年志工隊隊長；

2010 年在桃園市環教輔導團活動推廣組的邀約下加

入團隊，一起為桃園埤塘野鳥觀察的戶外教育活動

課程而努力。

※ 著作編輯：環境教育繪本 1- 池塘王國、台灣

產金花蟲科圖誌 1、2、3 系列叢書、北海岸探奇金

山萬里生態之旅、北海岸探奇三芝石門生態之旅、

北海岸探奇觀音山生態之旅、蕨美草山、日月潭解

說員自然體驗活動手冊、親親校樹、東眼山戶外教

學活動手冊。

務局新竹林管處當解說志工，有機會可以深入了解

台灣各種特殊環境，期待將台灣這片美好土地上的

多樣性物種，透過文圖與解說的呈現，引起共鳴，

讓我們一起來共同珍惜與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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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媽媽回家

淺山的女兒。請原諒人類

還找不到讓妳安全回家的方法

沒有妳專屬的斑馬線

刺眼的車燈和閃爍的紅綠燈

只會讓妳心更慌

每晚妳不停在找尋那安全的光波段

能夠指引妳平安回家

與寶寶們重逢相聚吧！

     夜歸的           人們啊 !

你 們 的 馬 路   開 進 淺 山

有 專 屬 的 斑 馬 線 與 紅 綠 燈

那 就 請 開 慢 點 ! 再 開 慢 點 !

今 晚 台 灣 的 夜 行 性 動 物 們

全 家 都 有 個 溫 馨

甜 而 美 的 夢

好入眠

施創華  謹上

桃 園 市 永 續 發 展 與 環 境 教 育 輔 導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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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眠的石虎

▲救援落難的遊隼猛禽，鳥會即刻救援，順利野放。施創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