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裡的泰雅故事（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

長久以來，雪霸國家公園不斷地致力於環境教育，且視其為傳遞保育觀念的重要一環。在這期間

進行諸多環境解說教育活動，並出版許多各種主題解說出版品。而在眾多相關環境教育

活動中，最重要的對象即是孩童，孩童是未來的保育尖兵，亦是認識環

境行為與價值觀念的重要時期。

因此，雪霸國家公園除了至各學校進行環境教育，亦計劃出版一

系列孩童專屬的國家公園解說童書，冀望以淺顯易懂的語言帶領孩童探

索雪霸國家公園豐富的自然及人文資源，並將環境知識、生態保育及尊

重人文與自然的觀念，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

雪霸國家公園首部解說童書——森林裡的泰雅故事，便是在這樣的遠景

下出版。希望藉由故事中的人物，讓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牽小手，一同

遨遊在雪霸國家公園學習的領域中，發現這裡的一花一草一木及人文，體會

這上天賜予的寶藏，學習並珍惜我們生存的環境，讓美好且珍貴的環境能代代

相傳，得以永續。

而故事中的都市女孩——艾娃，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遠離自然的人。有

一天艾娃遇見了足以啟發她的引子——或許是一個泰雅少年、一個愛好自然的解說員，又或是一本讓人感動

的書籍，那麼艾娃就不再是那個遠離自然的都市女孩了。

希望這本書是個引子，可以引領更多的艾娃走進自然的邀約中。

山徑百年（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

根據太魯閣人的口傳，約在兩、三百年前，太魯閣人在狩獵途中發現了立霧溪的山林原野，族人於是越

過奇萊北峰進入立霧溪、木瓜溪流域繁衍定居，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執

行開山撫番的政策，開鑿北路，太魯閣人與統治者的接觸由此展開。

太魯閣山林中曾布滿如蜘蛛網般的山徑，太魯閣族人的部落獵徑，有清末的北路，有日據時期的合歡越

嶺道、臨海道，有台灣光復後的蘇花、中橫公路，還有60年代台鐵的施工道路，越嶺穿山，深入荒夷。滄海

桑田、人事更迭，部分路徑早已淹沒於荒煙蔓草間，逐漸被歷史洪流吞噬。

讓我們循著千百年來山徑發展的軌跡，探尋太魯閣人文歷史演變的脈

動，藉由一張張泛黃老照片的引領，走入時光隧道，進入百年來時空

交錯的太魯閣山林，感知一段段隱藏在圖像背後撼動人心的過往。並期

待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勾勒出更完整的太魯閣過往，導引人們對這塊

土地緬懷省思，就讓我們從走入太魯閣的山徑開始，學習體悟自然的奧

祕，尊重生命，期望再現你我記憶中的福爾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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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包里大路導覽手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

本書係配合行政院營造雙語環境計畫之新製出版品，書名「金

包里大路中英文版導覽手冊」，書目主題分為古道歷史介紹、路線

圖、旅遊景點及旅遊資訊等四項。

本書介紹生態旅遊資訊，藉以引導遊客親近自然，推動生態旅遊，

提供不同的旅遊經驗與理念。金包里大路是一條串聯金山及士林的歷史

古道，沿路而行，傾聽流水潺潺、鳴蟲呤唱，遙想當年辛苦的過路人行

走其中，也會因有此大自然樂章而忘卻辛勞。

「草山風，竹子湖雨，金包里大路」向來是形容陽明山景物的台語俗

諺。走在金包里大路的旅程，彷如進入時光遂道一般，所見所聞，是魚路古

道也好、是婚姻道、茶道、行軍道也罷，就讓我們緬懷先民的勸奮刻苦、開

荒拓土的精神，一同為保存愛護這條國家公園區內的古道——金包里大路，付

出一份心力。

墾丁四季（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

1874年的冬天，清廷船政大臣沈葆楨踏訪了這片溫暖的土地——墾丁，12月的暖冬恰如內地的初春，於

是他將此地命名為「恆春」。

位於恆春半島的墾丁國家公園，四季並不分明，如果您有一份敏銳的興致、一顆細膩的心情，您依然可

以發現墾丁是這般殷勤熱誠地，以陽光、以山水、以色彩、以躍動的生命，唱和著人間四時之樂。

本書用視覺饗宴的方式，讓讀者共享墾丁的四季動、植物之美。春天逐漸升高的溫度、溼度，每一個小

小的生命都蓄勢待發，野牡丹大方地散放新春的喜悅與歡暢，嫩黃的鵝鑾鼻決明鋪陳了春天的花

毯，春夏之交，墾丁海域一年一度的珊瑚生殖也登場了，呈現生命的傳承與光

彩。夏天是陽光雨水的季節，所有生命都迫不及待地展現旺盛的

生命力，蟬兒齊鳴，喧天價響，把盛夏帶到最高點。

進入天清氣爽的秋季，山芙蓉、野棉花的粉彩色系取代了夏

日的豔紅豔紫，動物們進行著過冬的準備，遠道而來的羽衣嬌客

也過境墾丁。而落山風是冬季墾丁的主宰者，風和河流的拔河，造

就了砂河、砂瀑等景觀。

天地間的四時運行，各得其序，生命也就在這周而復始的循環

中，生生不息。墾丁的四季之美，歡迎您來細心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