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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雅風景區內每一個地方，都有一段動人的故事，期待您用心來探尋～

漫遊鄉野 趣西拉雅漫遊鄉野 趣西拉雅

◎王玟傑

　　旅行，可以簡單到只帶著一顆心，尤其在鄉村西拉雅。將心歸零，感受自己和自然相應的脈動；盡情投入，品味在地「食」尚與人文采風。且讓我

們漫遊鄉野，「趣」西拉雅吧！

　　西拉雅，她是一個平埔容顏的名字，她與「臺灣」名稱的起源關係密切。原來明代所指的「大員」，閩南語發音就是Taiwan，這可能源自臺南安平

港一鯤鯓西拉雅族分支Tayouan社群的名稱，所以西拉雅族可說是臺南地區原本的主人喔！ 　

　　民國94年西拉雅國家風景區誕生了，她跨越臺南市與嘉義縣，面積９萬5,470公頃。這裡是臺灣第一塊人類化石的發現地，昔日以為消失的平埔文化

在此保存，這裡也有全臺最大的傳統閩南式建築群－江家聚落，距今已有二百年左右歷史；另外，明清時期的鬥蟋蟀重現虎頭埤，還有全臺唯一的泥

漿?泉、全臺最美的惡土地形地貌……。這些都是你所知道的西拉雅，但仍有更多淳樸善良的人情味與深具產業內涵的鄉村景致等你一一探尋。

　　為了讓您方便體驗西拉雅鄉村旅遊特色，有三條鮮明友善的鄉村旅遊線在此介紹給您，包括以關子嶺及烏山頭為雙核心的「浪漫美湯線」，可讓您

徜徉在泥漿溫泉與歷史懷舊之中；以大內、左鎮及新化組成的「繽紛藝境線」，提供充滿人文與奇幻的景致。最後還有臺３線沿線自然野趣的旅遊廊道

─「歡樂鄉野線」。 　　

　　首先來到浪漫美湯線，此處有臺灣獨一無二的白河關子嶺濁泥泉，關子嶺溫泉常伴隨細粉般的泥沙流出，溫泉顏色宛如泥漿，且在溫泉水竄出的過

程中，經常伴隨微量的石油與天然氣一同湧出，水質因而帶有滑柔的感覺，所以稱為「泥漿溫泉」或「黑色溫泉」；除了是臺灣唯一的泥漿溫泉之外，

亦是世界稀有的溫泉類型之一。且由於泥漿溫泉含有微量的鐳元素，所以對皮膚過敏、消除疲勞等有其顯著效果。泡溫泉也講究技巧，入池時，先慢慢

浸泡至胸部以下，等適應後再全身浸入湯池；若感覺心跳加速，要立即起身休息，每次浸泡時間建議以15分鐘為宜，入浴前後應多補充水分。此外，泡

湯前不適合飲酒，飯後則要先休息一段時間再泡湯。在關子嶺除了可享受泡湯的樂趣外，當地亦有口味?佳的甕仔雞等地方美食挑動您的味蕾。

　　接著走訪擁有「八田與一無國界之愛」美名的烏山頭水庫。八田技師生於1886年，日本石川縣人，24歲從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學部畢業後來臺工

作。烏山頭水庫不同於其他水庫以大量水泥做為壩體，其水泥使用量僅為一般水庫的萬分之五，主要係利用水的壓力將鵝卵石、砂礫、細沙、黏土等均

勻分配並夯實，此一工法稱為「半水成式工法」；美國《土木學術會誌》還曾特別介紹過，並稱之為「八田水壩」。 　　

　　烏山頭水庫歷經10年興建，於1930年完工，當時八田技師親自寫了一篇悼念文，將134位殉職英雄逐一列名。在烏山頭水庫旁有一座八田與一紀念園

區，記錄著臺灣人與八田的故事，是一座充滿浪漫、歡樂與值得回憶的園區，主要就是將「愛‧無國界」的精神流傳後世，重「心」搭起你我交流的橋

樑，讓世界看見臺灣，以國際視野觸動每個人的心靈。

　　而連接關子嶺與烏山頭的「175東山咖啡公路」，是一條充滿香味的公路，沿路側邊斜坡上的各種果樹，依循不同時序，定期綻放著龍眼花、咖啡

花、荔枝花、椪柑花；隨後各種果實陸續成熟，加上咖啡飄香，更吸引旅人循香造訪。在小農們的細心照料和不斷精進的技術下，咖啡樹逐漸適應東山

的氣候環境，並經馴化後成為在地樹種，造就出擁有濃厚臺灣味的「東山咖啡」。而在地咖啡小農進一步貼心地以咖啡為素材，精緻地烹飪出咖啡大

餐，如咖啡雞、咖啡排骨、咖啡梅花肉、咖啡雞湯與咖啡米布丁等；這份用心，在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協助行銷下，東山咖啡料理就曾登上華航

東北亞航線班機，成為機上供應餐點。當然，到這裏您不能錯過的就是參加一場「175小旅行」，體驗村野情趣。在李子園社區，居民會帶領大家探訪

咖啡園，認識公豆母豆，並介紹咖啡烘焙過程，教您煮咖啡、品咖啡；南寮社區則有逛椪柑園、學調枝、採桂竹筍、採野菜、夜訪火金姑等活動。不但

能讓您學得多樣生態知識，體驗咖啡、椪柑的生產過程，並能盡情享受鄉村的樂趣！　　來到繽紛藝境線一定要去體驗的是「火焰協奏，驚艷月世

界」。在風景區的南端，擁有如月球表面凹凸不平的草山月世界地型，此種白堊土地形為青灰岩地質，土壤鹽分高導致草木難生而光禿荒涼，所以有

「惡地」之稱。這種土質乾燥時硬如石頭，遇水則鬆軟如泥，故在長期雨水的沖刷切割下，產生火焰般嶙峋而綿延的懸崖峭壁。無論清晨、黃昏或夜

晚，銳利的山形烘托湖水，形成獨特的湖光山色，亦有如滇緬異域般的牧羊景色。而在耐旱的刺竹襯托下，依循春夏秋冬四季節奏，從紅色、綠色、橙

色至枯黃，景致如夢似幻。 　　

　　「惡地」搭配氣象變化，經常呈現一種夢幻美，最著名的地點就是左鎮的二寮，其為全臺最低海拔觀賞雲海的絕佳視點，不同的色溫和光線幻化出

迷人的雲彩。二寮不僅可欣賞到草山月世界的特殊景觀，也是賞日出、日落、夜景變化的人氣景點。每年元旦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都會在二寮舉辦

迎接曙光活動；當太陽光芒逐漸緩升，全場屏氣凝神的瞬間，萬道光束穿透白堊山峰，光芒七彩閃耀伴隨著變幻莫測的飄渺雲霧，此情此景真令人醉心

啊！

　　來到自然野趣的旅遊廊道「歡樂鄉野線」，就必須介紹嘉義縣大埔鄉。背山面水的大埔有不少美麗的傳說，其中最浪漫的一個，就是關於大埔村舊

址地名的由來。大埔村舊名「紅花園」，據說當初有一位名喚紅花的鄒族少女，愛上這裡的漢族少年郎，少女在得知族人即將血洗情人的聚落後，以羽

翎箭通知情郎，使得當地村民躲過一劫；然而在事件結束後，紅花卻失蹤了，村民為感念她的救命之恩，也為了紀念這段感人的愛情故事，於是把這個

地方取名為紅花園。在民國56年開始興建曾文水庫後，紅花園已全部沈入湖底，現在只有在枯水期，水庫的水位下降，舊時的遺跡才可望浮出水面。現

今村子裡六、七十歲的老人家都還記得，當年水庫即將興建時，大埔村面臨遷村，但村民對於用竹筒搭建的老房子實在依依不捨，於是決定搬家時連同

屋子一起搬。據說當時村民不分男女老幼，大家通力合作把舊屋拆下來的竹筒等建材一家一家地分次搬遷，因此有「扛厝一條龍」的景觀，就這樣合力

完成了遷村的工作；而搬遷上來重建的舊屋（即竹筒厝），集中在茄苳腳一帶，至今仍可看到。近年，大埔的村民努力產業轉型，致力發展觀光，經過

幾年的社區自主營造，大埔的觀光有了全新的體驗行程；水庫在高水位時，可以體驗釣魚、欣賞鷹群、遊湖觀景、登山健行；低水位枯水期時，可以觀

賞環山草原、探訪紅花園聚落遺跡。大埔隨著四季變化而有不用的玩法，是一個深度體驗型的旅遊景點。對研究老鷹及山豬興味濃厚的作家劉克襄曾讚

嘆：「大埔有山豬、老鷹，臺灣幾乎沒有哪個鄉同時有這些東西，簡直是太不可思議！」

　　西拉雅很美，人情味很濃，當您下次再來時，希望西拉雅依舊很自然、很親切，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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