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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區養護工程處處長 ◎作者

近年來，環保生態意識抬頭，築路工作也好比是幸福夢工廠的創造者，尤其在具有豐富資源

的北部濱海公路，集結了各項觀光資源，如：本島極北和極東的燈塔、就地取材的石頭屋、漁

獲豐富的小漁村、適合親子探索的潮間帶、挑戰自我的衝浪活動、奇特的奇岩怪石、亮麗特別

的老梅綠石槽和連綿的自行車道，總讓旅人帶回餘溫蕩漾的幸福回憶。

本處對於道路拓建與維護向來不遺餘力，尤其在維護生態環境的用心，使更多讓人忽視的動

物，得以繼續生存、綿延，位於瑞芳的蝙蝠洞公園，每年端午節後出現的蝙蝠出洞，總吸引廣

大的人潮觀賞。另外透過生態廊道的設置，帶給許多動物安全覓食與回家的道路。

生態意識需要向下紮根，我們特別規劃了《山與海的綠色公路》繪本，透過父與子的單車旅

行，來認識北部濱海公路的各種動植物生態，每年 4到 9月的臺灣百合、8月下旬至 10 月底的

金花石蒜，是北部濱海公路特殊的景致，許多動物的介紹也打開孩子的視野，期盼能讓故事的

溫度深入每個孩子的腦海之中，未來才得以身體力行，因為生態需要永續，也需要多樣化的生

「路殺」是這幾年我教書和演講時，會分享的環境議題之一。我之所以會關心這個議題，源

自於十年前，我回老家的路途中，反應不及，撞死一隻疾速穿越馬路的野貓……

這件事，促使我開始將視野放到了其他物種身上，例如每年清明節前後，在我的故鄉雲林縣

林內鄉，會有大批越冬紫斑蝶北返，牠們經過高速公路時也會遭遇路殺。無獨有偶，綠島抱卵的

奧氏後相手蟹，同樣要越過公路，才能抵達大海孕育下一代，但路殺就在此發生。不止如此，還

有苗栗石虎、玉山獼猴……

開路，是不是一種原罪？

直到撰寫這本關於公路、生態的繪本，使我幸運的能接觸到公路總局，從幾次實際踏查北部

濱海公路的過程中，理解到既然開路已成事實，那麼還可以並願意為東亞摺翅蝠、食蟹獴、白鼻

心、麝香貓等其他生命做點什麼事，本身就是很珍貴的事，這些都已成為這本繪本的故事內容。

至少在我看來，北部濱海公路是一條有溫度的公路。

溫度，亦是我想傳達的。不只是人與其他生命之間有溫度，人與人之間也有，我特別融入父

子之間的親情故事，使孩子能在這樣一條父親奉獻了一輩子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理解父親與自己

的成長之路、溝通之路、溫情之路。在撰寫繪本期間，我帶著妻兒也一起走過這條路，它不只是

我的寫作之路，也是親情之路。

最後，非常感謝遠景出版社發行人葉麗晴小姐的邀請，我才有機會能與公路總局合作與學習，

謝謝公路總局的范良鑫主任工程司、張育瑋段長、朱木山大哥以及明靈的多次協助，讓我能體驗

「一日公務員」，看見那些珍貴的動物通道與生態足跡。還有專案負責人吳建衛老師，親切和善

專業，使我能安心創作繪本故事。感謝劉伯樂老師專業且高超的繪圖，從生動的畫面裡，我方能

一再回味這條山與海的綠色公路，這條有溫度的長路……

一條適合生態旅行的道路 通往溫情的長路

命力才得以促成，今年恰逢交通部的「自行車旅遊年」，北

部濱海公路充滿獨特的鄉土人文風情、豐富的生態景觀，是

優質友善的旅遊勝地，實在非常適合各類型的旅客來探訪。



雲陽一家住在可以望見海的基隆

市區，雲陽媽媽說，老家原本位

於宜蘭頭城，因為雲陽爸爸工作

調任的關係，才舉家搬來基隆。

雲陽爸爸在公路總局擔任養護工

程司，今年已經是第三十年，每

天早出晚歸、披星戴月，忙碌得

不得了，尤其遇到颱風、地震、大

雨的時候，更得全天待命。

在雲陽的眼中，皮膚黝黑的父親

沈默寡言、不苟言笑，實在難以

親近。

雲陽媽媽是這麼形容她的丈夫、

雲陽的父親，他給人的感覺就像

是馬崗海邊的黑色礁岩，非得有

海浪拍打，才會讓人注意到他。

而這樣的父親，卻跟雲陽說：「等

你十八歲時，我送你一個禮物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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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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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雲陽十八歲的

生日了，雲陽爸爸似乎

忘了這件事，自從那次

之後也沒有再提起過，

仍舊忙於工作。雲陽似

乎有些習以為常了，畢

竟爸爸工作的關係，時

常得犧牲家庭時間或一

些承諾。

「成年禮？爸爸沒那麼

浪漫。」雲陽內心邊嘀

咕邊用手機聯絡一些同

月生日的同學，準備夜宿和平島，一同在阿拉

寶灣迎接十八歲的第一道日出。

爸爸下班後，卻走到房間，語氣平淡的跟他說：

「你還記得我說過的禮物嗎？明天我帶你去體

驗。騎腳踏車喔！」雲陽虛應了一聲，爸爸便回

房了。

和平島涼亭

基隆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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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普照的假日，爸爸轉

身對他說：「我們沿著濱

海公路騎，跟緊我，注意

安全。」雲陽「喔」的一聲，

心裡卻想濱海公路不就是

爸爸上班的路線，為什麼

還要騎一遍呢？

爸爸騎在前頭，出了市區、

過八斗子漁港、入潮境公

園，腳下的鏈條一步一步

地將山海之景送到眼前，

而他的背影也融進山海之

中，彷彿成為一座移動的

山巒。

爸爸騎過深澳、瑞濱直到

焿 子寮，看見景點路標再

彎進小路，因為風大，海

浪的聲音越來越大，視野

也更加開闊，父子兩人抵

達蝙蝠洞公園。

八斗子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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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指著前方的綠色山坳，轉身跟

他說：「有段時間，你和媽媽在家吃

晚餐時，我都在這裡工作和紀錄。」

雲陽發出「咦」的一聲，爸爸繼續說：

「那時的摺翅蝠，總會在傍晚時分飛

出洞穴，我總覺得集體行動的牠們

像一陣巨大的黑色炊煙。」

現在仍是大白天，雲陽只能透過想

像去理解爸爸口中巨大的黑色炊

煙，但他其實也領略爸爸那段話的

意思，即是他工作時仍會想到他和

媽媽。

隨後，爸爸略帶哀傷地說：「那時，

有許多小蝙蝠是沒有飯吃的。」

蝙蝠洞

道路維修專線
02-24551908

基隆工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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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移情作用，雲陽爸爸觀察、

紀錄蝙蝠時總是想到家人；也許是育

子行為，母蝠生育之後，會把孩子緊抱

在胸前哺育牠們，而等到孩子長大後則會

倒吊在母親的肩膀、頭部，練習如何飛行，

再過些時日母子便會一起出門練飛。

雲陽爸爸隨即想起，在雲陽一歲多時自己

曾用臂膀讓他盪鞦韆，同時浮現出他稚嫩

且無畏的笑聲。

那段時間，爸爸幾乎每天都能在蝙蝠洞前的道

路上，撿拾到大小、慘狀不一，被「路殺」的蝙

蝠屍體。出門吃飯對人類來說，是如此輕而易

舉，但對蝙蝠來說，竟變成得付出生命為代價。

爸爸心想：自己早些年就算開車撞到、輾過什

麼小動物，也不會特別放在心上，自己是什麼

時候開始對小蝙蝠那麼在意？

摺翅蝠

學　名：Miniopterus fuliginosus

俗　名：東亞摺翅蝠

門　類：翼手目摺翅蝠科

毛色為黑褐色或褐色，部分個體於換毛時，頭部為棕色而身體為暗褐色。體長4.5~5.5公分，為中型蝙蝠，

耳殼短圓，耳珠呈短曲狀。第三指之第二指骨長度較長，約為第一指骨之三倍，故收翼時會反摺於翅內，

分布於全島低至中、高海拔山區森林，棲息於岩洞，群集數量可從數十隻到數萬隻，北部瑞芳為最大族

群，常與臺灣葉鼻蝠或臺灣小蹄鼻蝠共用洞穴，以昆蟲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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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爸爸剛考上公路總局時，總覺得積極開路、

建設交通才能真正造福人群，卻忽略了其他生

命會因一條便捷公路而消失。

雲陽爸爸一想到這件事，心情就像斷

了魚線的鉛墜一樣沉入海底。瑞芳蝙

蝠洞最大的危機，來自於車輛通行。

好幾次，雲陽爸爸親眼目睹小蝙蝠被

車輛通過的氣旋捲下。接著被撞擊而墜落於公

路之上，甚至慘遭車輛輾過。

正因不想讓濱海公路成為一條「動物的不歸

路      」。爸爸告訴雲陽，他們和「臺北市蝙蝠保育

學會」多次商討、合作，以不做工程或防護的方

式降低對蝙蝠的干擾，選擇在海濱隧道內外，

增設了好幾個限速可變標誌牌面 (CSLS)、投影燈

和蝙蝠圖示，並採用了季節性、時段性的降低

速限措施，每年6月至8月傍晚六至八點，

限速 40 公里，讓人車知道他們將經過一

條空中的、看不見的、蝙蝠專屬的「空中

秘境」。

是指在快抵達蝙蝠洞前設置速限可變標誌牌面（CSLS）
警示駕駛人，於 6 月至 8 月，晚上 18 時至 20 時，實施
車輛降速，速限由原本每小時 60 公里降為 40 公里。

季節性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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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和爸爸騎過陰陽海而不停，反而轉進一條通

往公墓的道路，經過第一棵風剪樹，大約再二十

個海浪拍打聲後停了下來，那處的岩壁長滿了桔

梗蘭，這是他心目中水湳洞的最佳觀賞點。

陰陽海

「實在很難想像早期住在水湳洞的居民，要到焿  

子寮、基隆得搭船。」爸爸望著陰陽海回憶起當

地一個耆老所說：「要去南雅、鼻頭、龍洞除了走

山野小徑之外，只能選擇從海邊『跳石』過去。」

雲陽接在父親的話後頭說：「原來以前沒公路啊！

那是什麼樣的生活？」

　　　爸爸輕聲嘆氣說道：「現在開條公路自然 

　　　容易，但同時要將人以外的生命也一併納 

　　　　　入考慮，那是最困難卻也是最值得去 

　　　　　　　　做的。」爸爸將單車調頭時對 

　　　　　　　　　　雲陽說：「你現在有看見 

　　　　　　　　　　　馬路上有其他動物在 

　　　　　　　　　　　　走嗎？」公路上車水 

　　　　　　　　　　　　馬龍，雲陽搖搖頭 

　　　　　　　　　　　　　說：「沒有。」

　　　　　　　　　　　　　　爸爸笑笑地說： 

　　　　　　　　　　　　　　　　　　　　「 我 也 看 不 見。 

　　　　　　　　　　　　　　等一下帶你去 

　　　　　　　　　　　　　看『秘境公路』。」 



冰淇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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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南子吝山，入南雅社區，這裡是著名的南雅

奇石區。據說「南雅」原名為「湳仔」，意指大

水澆淋。這裡有著名的冰淇淋岩、竹筍岩、海狗

岩、珍珠扇貝、虎鯨岩等造型奇特的岩石。最貼

切的說法是，當地漁人將冰淇淋岩視為「燭台

仔」，好比神明供桌上的燭台，總令討海人安心。

爸爸回憶起曾經在這裡辦了淨灘活動，體積最

大的除了漂流木之外，便屬保麗龍浮球，數量

最多者，則是寶特瓶等塑膠垃圾，這些垃圾最

遠有伊朗來的罐頭，最離奇的應該是神主牌了。

爸爸說：「如果規定撿一個海漂垃圾就要寫一

個故事的話，我想不出幾年，臺灣應該就會出

一位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一旁的雲陽

聽完後，忽然大笑了起來，想不到爸爸竟然也

會開玩笑，根本不像在家那般不苟言笑。

雲陽心想，是不是自己從沒好好認識眼前自己

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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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到子母岩前，爸爸讓雲陽特意抬起頭望向山崖，

雲陽很快的在一整片鐵絲網與雜草之中，發現了好

多隻金黃色的蜘蛛攀爬在上頭，不，雲陽定睛一看，

那並不是蜘蛛，而是金花石蒜。

濱海公路依山傍海，其實是一條相當危險的道路，

因為山壁經常會落石，因此公路總局養護單位延續

前輩們的經驗，以掛網方式加固邊坡，既可保護用

路人的安全，也能減少破壞原有的植被。

這一路上就有射干、臺灣百合、臺灣山菊、柃木等等，

但爸爸認為：「在這麼惡劣之地，卻能開出絕美之

花，當屬金花石蒜。」

雲陽爸爸一直覺得自己學工程出身，跟所謂的「美

感」經驗大概是絕緣了，但是「美」並不是一種知識，

而是自己對於事物的一種感受，不讓自己麻木的生

命體會。

金花石蒜

臺灣百合

學　名：Lycoris aurea

俗　名：龍爪花

門　類：石蒜科石蒜屬

學　名：Lilium formosanum

俗　名：野百合

門　類：百合科百合屬

金花石蒜花色黃澄亮麗，花姿優雅，是秋天濱海公路山坡上難得一見

的嬌客，由於花色呈金黃，花瓣往外翻轉猶如龍爪，也有「龍爪花」

之稱，金花石蒜的生長過程也相當特別，花謝之後植株葉片才會長出

來，到了隔年 4、5 月間葉片會枯萎脫落，之後進入一段休眠期，到

了9月才會抽梗開花，每年9月至11月為金花石蒜的花期，形成了「有

花無葉、有葉無花」的特殊景象。

臺灣百合屬多年生的被子植物，為臺灣特有的百合屬植物，是四種臺

灣原生百合之一，花冠呈現六角形喇叭狀，葉子為線狀披針形排列，

莖細長直挺且少有分枝，鱗莖深植於土壤中，單株通常只開 2 朵或數

朵的花朵，開花時間平均為 4 月到 9 月，分布極廣，南從屏東，北至

東北角風景區沿海及各小島，地點從海岸邊到海拔 3000 多公尺的高

山上都可發現到它們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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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兩人沿著這條綠色公路一直騎，在這

山與海之間，兩人各有念想……

雲陽自認與爸爸的關係，不如與媽媽那般

親密，可以無話不談。從小學開始只要放

學回到家，雲陽總是迫不及待地跟媽媽分

享學校發生的所有事，即使爸爸也在家。

雲陽媽媽曾形容雲陽爸爸像礁岩似的，但

他可不是那海浪，父子兩人關係還是有些

距離。

雲陽在小學作文題目曾寫過「我的爸爸」，

當時還以為爸爸是道路的清道夫，因而在

親戚間傳為笑談，長大才知道爸爸是在公

部門之工務單位。

交通部公路總局

雲陽一直不理解爸

爸和他的工作，直

到這一次共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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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爸爸雖騎在前頭，負責領路，卻不時往後看，留心

雲陽是否跟上，雖然他的兒子已經十八歲了。

雲陽剛出生時，爸爸因工作繁忙，時常無法參與或見

證雲陽許多重要時刻，例如他修整掛網時，雲陽會沿

著軟墊往前爬喊「把拔」；填補路面時，雲陽長了第一

顆門牙；進行明隧道工程時，雲陽第一天上幼稚園而

大哭；記得要慶祝雲陽及雲陽媽媽生日時，卻碰巧有

颱風或地震攪局，就得回到單位待命與搶修。雲陽爸

爸一直想和兒子多親近，卻總是苦無機會，直到這一

次共騎……

公路承載了太多他們一家人的重要時刻，這條公路似

乎伴隨著雲陽成長，也伴隨著雲陽爸爸變老……

明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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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潛水勝地的龍

洞灣，以及人潮

熱鬧的福隆後，

黑鳶

學　名：Milvus migrans

俗　名：老鷹

門　類：鷹科鳶屬

黑鳶身長約 58-69 公分，翼展約 157-162 公分，相較於其他個性較孤傲的猛禽，黑鳶顯得與眾不同，除了

繁殖期外，黑鳶常群聚在一起，彼此間也常有追逐、抓樹枝等遊戲互動，到了黃昏準備夜棲前，也常有群聚

盤旋的行為，被賞鳥人士稱之為「晚點名」；黑鳶其生活離人類很近，常在港口、魚塭或農田找尋食物，基

隆港邊常有黑鳶覓食的身影，更因此被選為基隆市鳥！

雲陽爸爸騎車的速度放得更慢了，慢得都能留

意到好幾隻黑鳶在福隆上空來回的盤旋。轉個

彎，草海桐在左前方遮蔽了大海，雲陽爸爸在

一叢林投樹前停了下來，轉頭跟雲陽說道：「終

於抵達另一條秘境公路了！」雲陽左看右看，除

了車輛不停南北穿梭的濱海公路之外，什麼也

沒有看見。

雲陽爸爸笑著指了指一旁的水溝蓋：「就在這

裡。」兩人在山的這頭蹲下一探，一如動物的視

野，一條隱藏在路面之下、圓形的「公路」在眼

前延伸，越過長長的「公路」後就看得見草海桐

了，而大海也在那裡。



麝香貓

穿山甲

穿山甲主要分布於臺灣中低海拔山區，前爪很大且很有力，非常適合爬樹，但後腳因爪較小

而不易於抓住樹幹，所以牠們會用尾巴輔助後腳，藉由尾部的鱗片抓住樹幹，因此不易滑落，

並以螺旋的方式向上攀爬。下樹時則以頭上腳下的方式倒退爬行。以舉尾蟻和白蟻為食。會

用前爪挖開蟻巢，使螞蟻逃出，再用長舌頭舔食，遇到危險時，會縮成球狀，讓掠食者沒辦

法下手。

學　名：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俗　名：臺灣鯪鯉

門　類：穿山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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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這條『秘境公路』根本沒人會發現，哪

有什麼動物會走？」雲陽不可置信地說。雲陽

爸爸笑著回：「『秘境公路』就是『動物通道』，

濱海公路我們設置了好幾條，食蟹獴盟、白鼻

心、臭鼩、鼬獾、麝香貓甚至連穿山甲都曾走

過喔。」雲陽爸爸語氣一轉：「其實判斷有沒

有動物走，看人走的濱海公路就知道了。」

雲陽爸爸回憶，曾有貢寮在地的媽媽說，她

接送孩子上下課的路途中，便時常看見被路

殺的食蟹獴盟、白鼻心。有次夜間還曾目睹一

隻尾巴九節黑白相間的麝香貓過馬路時，先

被一輛疾駛而過的轎車所驚嚇，逃竄中又被

紐澤西護欄擋住去路，只得往回走，就在這

瞬間又是一輛大貨車疾駛而來。

食蟹獴蒙

食蟹獴體長約 36-47 公分，尾長約 16-28

公分，因喜食螃蟹而得名，其頭部細長、

吻端突出、體型修長具流線型且略為膨

大，四肢細短為暗褐色，各具 5 趾，趾間

略有呈現新月形的蹼。全身體毛與尾毛均

長，毛質膨鬆而堅硬，大致呈土灰色且末

端稍白，嘴角至臉頰有一道明顯的白色鬃

毛，又因外形像披著一件簑衣，故俗稱棕

簑貓。

學　名：Herpestes urva formosanus

俗　名：棕簑貓

門　類：獴科

麝香貓大多分佈於低海拔至 1000 公尺左右的山區，主要棲息在濃密的原始闊葉林中。頭體長 52-55 公分，

尾長約 30-31 公分，體重約 2-4 公斤。頭細長、鼻尖，皮毛黃褐，喉部色較淡，身體上半部有小黑點，後

背自頸部至尾部身體末端有數條排列整齊的黑褐色縱紋，為肉食性動物，包括昆蟲、蚯蚓、鼠類及爬蟲類，

牠們會把腺體所分泌的特殊氣味塗在岩石或樹幹上，作為領域標示的記號。

學　名：Viverricula indica taivana

俗　名：九節貓

門　類：靈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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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難形容一個生命頓時像一片離枝的落

葉般是什麼樣的感覺。」那位媽媽是這麼跟雲

陽爸爸說的：「每次開車經過好像都能聞見牠

身上分泌的氣味，死亡的氣味。」雲陽爸爸從她

的眼中彷彿看到了那隻無助的、顫抖的麝香貓，

心想或許牠也是一個媽媽，或許牠只是為了捕

獵食物，回去養育牠的孩子，或許⋯……

雲陽爸爸手機裡有一個資料夾，儲存著一具具

食蟹獴盟、白鼻心、麝香貓的屍體照片，彷彿他的

手機是一個冷凍冰櫃似的。雲陽爸爸說：「看不

見，不代表不存在。牠們用生命來告訴我們，牠

們生活在這裡。」這裡既是路殺的熱點，不也可

以是人心的熱點？

１、以隨身攜帶的智慧型手機或數位相機拍下現場，記錄 
　　拍攝日期和拍攝地點。
２、連線至路殺社官網上傳記錄或以路殺紀錄 APP 上傳。
　　https://roadkill.tw/app
◆照片說明欄請務必填寫拍照日期及地點，因為資料完整 
　的紀錄才具有後續研究價值。
◆遭路殺的動物遺體也可用塑膠袋裝好，寄到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供有關單位研究與防範類似事件的發生。

發現野生動物遭路殺的回報

鼬獾

鼬獾頭體長 35-40 公分，尾

長 14-20 公分，體重 1-1.75

公斤，臉部呈黑褐色，由頭

頂經後頸至背中央有一白色縱

帶，額頭至眼睛周圍有明顯的

白毛，類似國劇人物之化妝臉

譜，故有「花臉貍」之稱，吻

端突出似豬鼻，又有「小豚

貓」之稱，全身披深灰褐色粗

毛，身體瘦長，四肢細短呈污

灰色，爪尖銳而長，尾部具白

色長毛，略為蓬鬆，鼠蹊部有

味道濃厚之臭腺，故又被稱為

「臭貍」。

學　名：Melogale moschata  subaurantiaca

俗　名：臭腥貓

門　類：貂科

白鼻心

白鼻心為臺灣特有亞種，分布由低至高海拔山區皆有，但以中

低海拔山區及開墾地為主，主要棲息在中低海拔常綠闊葉林或

森林邊緣、偶爾亦可在開墾地發現，經常可見利用溪谷兩岸或

路邊乾溪溝行走，白天大多穴居於中空的倒木或岩洞，白鼻心

雖屬於食肉目動物卻偏食果性動物，多以核果、漿果為食。

學　名：Paguma larvata taivana

俗　名：果子狸

門　類：靈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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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更加好奇的問父

親：「那你們做了哪些

事？」雲陽爸爸卻反過

來問：「如果你是食蟹

獴盟，你會希望人類怎

麼做？」雲陽看了看四

周：「讓我知道走哪裡

是最安全的就好。」

雲陽爸爸回說：「我們不曉得牠

們知不知道，但在許多專家的

協助下，我們利用既有的設施

來做通道，包含通道兩側會用

網或竹柵欄隔絕，或種植植栽，

動物通道

導引動物至涵管。紐澤西護欄也改為鋼

鈑護欄，希望能幫助動物可以順利穿

越。最重要的是在通道的出口，營造牠

們覓食的自然環境，這樣牠們才會願意

走。」

雲陽第一次覺得這條公路是有「溫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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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爸爸拿出手機播放紅外

線攝影機紀錄的影像，影片

裡食蟹獴盟家族從山的那頭下

來，經過這條「秘境公路」到

海的那頭覓食，四隻出門，四

隻回家，彼此交替前進，也輪

流保持警戒。

食蟹獴盟家族證實了這條「秘

境公路」的重要性，「秘境公

路」某種程度還原了牠們的

生活，使我們能看見牠們攜

家帶眷、手足情深的那一面。

雲陽爸爸從不識食蟹獴盟，到

設置「秘境公路」後，才慢慢

了解牠的生活習性。

他從中體認到，如果海漂垃

圾可以當作大海的縮影，那

麼珍貴稀有的食蟹獴盟不也暗

示著臺灣乾淨的溪流環境同

樣如此「珍貴」？似乎瀕危的，

不只是那些稀有的野生動

物，也是我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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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秘境公路」後，雲陽爸爸帶著雲陽繞進了卯

澳、馬崗兩個漁村，村裡有許多石頭厝，以及各式

各樣、顏色漸層如絨毯般的石花菜，兩人在村裡買

了兩碗石花凍。

雲陽爸爸若有所思的輕聲問雲陽：「你覺得東北角

最美的是什麼？」雲陽看看四周說：「也許是眼前

遼闊的大海吧。」

雲陽爸爸也望著大海：「對，從沒變過。但我覺得

美的，還有石頭厝、海女文化。石頭厝是一種人

情之美，以前的卯澳、馬崗人順應當地環境，蓋

房子都是就地取材，左鄰右舍、親朋好友都會來 

                       幫忙，所以你的家不只是你的 

                         家，他的家自然也有你的一份 

                          努力與敬意。

卯澳石頭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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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爸爸一邊指指手上的石花凍一邊說：「賣

石花凍的阿婆叫做阿水嬸，她是個花甲之年的

海女。她曾告訴我採集石花菜要學會藏水跟站

山之外，採好的石花菜還要反覆曬乾、搓洗，從

深紫色曬到米白色才能收起。像阿水嬸這樣的

海女，生活是靠海養活一家人。」

雲陽回想剛剛見到的阿水嬸，真是非常平凡的

漁村漁婦，但是他從爸爸的言談中，卻不自覺

的對阿水嬸肅然起敬，像她這樣的海女們，一

雙手「半世紀」以來所收穫、累積的石花菜，也

許可以曬滿一整個臺灣。

雲陽爸爸說：「通往過去最美好的，或許也是一

條看不見的『秘境公路』吧。」

石花菜生長在近岸海底的石頭上，採集時需要潛水，臺語
叫「藏水」。紫菜長在浪花拍打處的岩石邊，水深較淺，
不需潛水，彎著腰就能採到，當地叫「站山」。

藏水和站山

石花菜

石花菜是一種生長於海岸潮間帶的藻

類（紅藻），但通常位於潮間帶下層，

平常不管漲退潮都不太容易在陸地上

看見，而是必須潛到海中約一到五公

尺深的底層礁岩去拔取。每年農曆三

至五月初之間盛產，家家戶戶曝晒石

花菜成為貢寮沿海一項特殊的景觀。

石花菜是那種非常挑剔水質的植物，

只要海水愈清澈、海域流動愈快速，

品質就愈好。

學　名：Gelidium amansii

俗　名：石花菜、寒天

門　類：石花菜科石花菜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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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看臺灣山羌的腳印嗎？」過萊萊後，忽然

有一大群的臺灣藍鵲從海那頭飛入山林之中，

雲陽爸爸在公路一旁停了下來，用手撥開了一

條小徑，帶著雲陽走了進去。裡頭，原來是一個

小竹林，午後的陽光穿透綠色的竹葉，光影在

泥地上前後晃動，就好比有看不見的動物們在

奔跑似的。

雲陽爸爸指著泥地說：「找到了！」雲陽反覆的

看了看，然後說：「沒有啊！我看不到。」雲陽爸

爸拿起枯枝將腳印描繪出來，笑著說：

山羌

山羌分布全島低至高海拔山區、以中低海拔為主，未被開發之森林地都有其蹤跡，並不成群活動，雌雄都有

一定領域，日行性，植食性，多吃植物嫩葉、嫩芽，屬於草食性動物，原生於臺灣和中國的華中與華南地區，

也屬於可食用野生動物，為臺灣原住民的傳統獵物之一，山羌多數獨居，其領域幾乎不會重疊，於一隻雄性

的領域中可能會有三、四隻一起的雌性。

學　名：Muntiacus reevesi

俗　名：羌仔

門　類：鹿科麂屬

臺灣藍鵲

臺灣藍鵲為臺灣特有種

鳥類，主要分布在中、

低海拔的闊葉林裡，除

繁殖季外多成群行動，

性情兇悍，特徵是兩根

長尾羽，牠們的繁殖季

在 3 月至 7 月，每年生

兩窩，每窩大約有 3 至

8 顆蛋，牠們的飛行方式

採直線飛行，排列有序，

叫聲是聒噪的「嘎、嘎、

嘎」聲，屬雜食性鳥類，

食物包含植物的果實（如

漿果、木瓜、香蕉）或

根莖、巢中的幼鳥或蛋、

昆蟲、蜥蜴、蚯蚓、蛇

類、蛙類和小型哺乳類。

學　名：Urocissa caerulea

俗　名：臺灣暗藍鵲、紅嘴山鵲、長尾山娘

門　類：鴉科藍鵲屬

「眼睛這麼大還找不到，這裡呀，二蹄像一個尖尖

的倒心。」雲陽驚訝眼前的父親為何看得見？

雲陽爸爸順著倒心型的腳印，往山裡一指，說道：

「這一條就是獸徑。還好做了防護網，否則牠夜間

活動可能會溜達 到公路上。」接著走到靠近公路

的那頭，用枯枝指了指水溝蓋下方。

「秘境公路！」雲陽驚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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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爸爸看獸徑的技能，其實是一個

名叫阿靈的退休獵人教他的。阿靈年

輕時尋獸跡、設陷阱、認植物無一不

能，據說他只要看腳印的深淺，就能

精準判別這頭山羌懷孕與否。

年僅半百、獵藝高超的阿靈很早就退

休，轉型為生態保育的推廣者，每每

有人問他為何退休、為何轉型？阿靈

總是用靦腆的傻笑帶過，所以從未有

人曉得他退休的真正原因。

在雲陽爸爸的眼中，阿靈為何退休不

是重點，而是每每聽他指著地上的腳

印、樹上的爪痕解說那一個個神秘

的、看不見的動物們，就好像牠們是

他的朋友似的。雲陽爸爸記得阿靈有

次開的生硬玩笑：「假如你和野生動

物成為好朋友了，你還會設一個陷阱

捕捉你的『好朋友』嗎？」雲陽爸爸也

回開了一個玩笑：「一定會。」

兩人笑成一團。

用石膏來為動物的腳印拓模
可以把野外發現的動物腳印帶回家

野生動物腳印拓模教學

１、準備一個寶特瓶、一個攪拌容器、一包石膏、一瓶水和一個攪拌棒。
２、先將寶特瓶從中間切開，向下罩住腳印後往下壓。
３、將石膏與水混合後（4：1），快速倒入寶特瓶中，等待凝固。
４、靜候 10 到 15 分鐘，動物的腳印就成了手中的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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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市界，便是「開蘭

第一城」的頭城鎮了。

龜山島則在左手邊一路

跟隨著他們。雲陽爸爸

忽然在一個路口右轉，

領著雲陽離開濱海公路，

騎進一條不起眼的山路。

雲陽爸爸氣喘吁吁、車速驟降，

而年輕體力好的雲陽這時

超越了爸爸，只是超越後

又不知道爸爸要去哪，

於是又退回爸爸後頭，

就這樣兩人時而並肩、

時而一前一後共騎。

沿途的這一切，包含

什麼路通往哪裡，哪條

路邊長了什麼樹，從小

在頭城生活成長的雲陽

爸爸都很熟悉。現在的宜

蘭比以前更加繁榮，但爸爸

總有鄉愁，希望能找到一條通

往兒時的故鄉路。

那條路，其實也算是爸爸內心的

秘境公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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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父子兩人抵達目的地。

山腰間一小塊不起眼、長滿雜草的山坡荒地。雲

陽爸爸熟練地撥開雜草，露出一條幾乎被湮沒的

石板小徑，走沒幾步路，視野為之開闊。

湛藍且風平浪靜的太平洋、孤懸而神秘的龜山島、

廣闊而富饒的蘭陽平原 ⋯⋯在父子眼裡如幅長軸畫般

開展。

雲陽爸爸直視前方，內心五味雜陳，因為眼前這

幅景色早已不是兒時之景，此地曾是雲陽已經過

世的爺爺，努力踩踏著「幸福牌」腳踏車，吃力

的一步一步載著他來的私人秘境，那是他這輩子

永遠無法忘記的幸福時光，況且位於頭城的老家

已改建了，就只剩這裡最貼近父親、貼近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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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雲陽爸爸又帶著自己的兒子舊地

重遊、口述回憶，並指了指雲陽站的地

方說，那便是雲陽爺爺用黑白相機拍照

的地方。此時，雲陽終於想起來，為什

麼他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原來就是雲陽

爺爺拍的黑白相片，而那張老照片就掛

在爸爸房裡。雲陽隱隱約約明白了爸爸

為什麼會帶他來這裡。

「雖然這裡地處偏遠、腹地狹小，卻是

我們世世代代薪火相傳的地方，如今你

將和我一樣，繼承這裡。」雲陽爸爸相

當平靜的說，而雲陽一點也不曉得家裡

原來還保留著這麼一小塊偏遠的「故

鄉」，他只曉得文學裡所談到的「故鄉」

從不是以價錢計，而是內心的份量。

故鄉在哪，鄉愁就在哪，根也就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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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後，雲陽爸爸往回

騎，領著雲陽騎回舊草

嶺隧道。進隧道後，雲

陽忽然聽到爸爸在前頭

哼唱著「火車行到伊都，

阿末伊都丟，唉唷磅空

內……」

其 實， 舊 草 嶺 隧 道 在

1985 年以前，不僅是火

車專用鐵道，更是雲陽

爸爸的兒時記憶，他總

記得在漆黑的隧道中，

雲陽爺爺為了安撫怕黑

的他，總會唱著《丟丟

銅仔》。

「磅空的水伊都，丟丟

銅仔伊都，阿末伊都，

丟仔伊都滴落來。」低

沉渾厚的歌聲迴盪在隧

道內，這是雲陽第一次

聽見爸爸唱歌，不知為

何有種心安的感覺。

舊草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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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隧道後，父子兩人在福

隆車站搭火車返回基隆。

車廂內，父子並肩而坐，隨

車廂裡迴盪著「控控、控

控、控控」那鋼輪經過鐵軌

接合處的聲響，雲陽開始

回憶與父親共騎濱海公路

的這一天，更加了解自己

的父親，體悟了父親的工

作，學習與其他生命共處，

並跟著父親一路從基隆騎

回故鄉，緬懷故土風采，承

擔一些新的責任。成長的

路還好長好長……

這是一條山與海的綠色公

路，也是人與動物的秘境

公路……，雲陽父親的生日

禮物充滿了驚奇，除了規

劃建造一條用路人安全回

家的路，也讓野生動物能

夠永續生存，提供牠們安

心覓食、沒有路殺的平安

日子，讓雲陽感受到爸爸

身為公路人的榮耀，以及

公路養護團隊的努力。
福隆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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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
北部濱海公路

大冠鷲　Ⅱ級保育類

大冠鷲又常被稱作蛇鵰，是蛇類的剋星，牠停棲時，常豎起頭部後方
黑白相間的冠羽，以蛇類為主食，青蛇最常被捕食，除了蛇類之外，
牠也會捕食地棲性的小型動物，如蜥蜴、蟾蜍、螃蟹等等，甚至連昆
蟲、蚯蚓等也都是牠們的菜單，整體來說大冠鷲頗能適應人為干擾過
的環境，從次森林、果園、茶園到城市近郊地區都可以見到牠們的蹤
跡，碩大的體型、喜愛鳴叫的特性，在野外非常容易搜尋到牠的身影。

食蟹獴　Ⅲ級保育類

食蟹獴因外形像披著一件簑衣，故俗稱棕簑貓，在臺灣屬於三級保育
類野生動物，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食蟹獴全
身體毛與尾毛均長，毛質膨鬆而堅硬，大致呈土灰色且末端稍白，嘴
角至臉頰有一道明顯的白色鬃毛，以清晨或傍晚為其出沒活動的高峰
時段，平時棲息於溪流附近的森林中，以岩洞或自掘之洞穴為居所，
善於游泳與潛水，覓食時，常會移至溪流附近，主要偏肉食之雜食性，
除螃蟹外亦會捕食魚類、鳥類、鼠類、蛙類等。

摺翅蝠

摺翅蝠是一種小型食蟲性的蝙蝠，體長大約 4.6 至 5.4 公分，身體呈
黑色或褐色，腹面較淡，體毛極密，前肢特化伸長，具有飛膜，鼻端
有細溝明顯分半，僅拇指有爪，蝙蝠也是唯一會飛的哺乳類，大都以
昆蟲為主食，幫助生態系的平衡，是人類的好朋友，新北瑞芳有一個
臺灣地區最大的蝙蝠洞，為摺翅蝠群聚育幼的地點，蝙蝠洞的摺翅蝠
白天在棲所內休息，天黑前後才會外出覓食，要觀察牠們出洞的情形，
應該耐心的在洞外等牠們外出，切勿在白天騷擾牠們或趕牠們出洞。

鼬獾

鼬獾屬於食肉目貂科，是臺灣的特有亞種，在臺灣並非保育類的動物，
是夜行性動物，鼬獾黑白斑紋對比明顯，在額頭至眼睛周圍有明顯的
白毛，形成神似國劇人物的化妝臉譜，故也有花臉貍之稱，鼬獾相當
的溫馴，由於身材短胖，所以身手不像其它貂科動物那麼靈活，但發
達的前爪是挖掘的利器，尤其尖長的鼻子也利於拱進鬆軟的土中利用
敏銳的嗅覺找尋食物，因此他的主食為土壤中的蚯蚓、甲蟲的幼蟲，
也會吃果實、昆蟲、動物屍體、老鼠或地棲型鳥類等等。

白鼻心

白鼻心常出沒於森林和灌叢田野，屬夜行性動物，多於夜晚活動，且
單獨活動，樹棲性，喜吃多汁果實，俗稱「果子狸」。體色為灰褐色，
從頭頂到鼻中線由一條白線貫穿，外觀與鼬獾相似，但白鼻心的體型
較大，且額頭白斑延伸至鼻端，而鼬獾頭部白斑不連續。錐形的吻部，
有 40 顆牙齒；頸部身體長、尾巴也很長，四支粗短膜端黑色，足具
五趾且有銳爪，特殊的腳掌構造，讓他們可以在樹枝或細藤上行走，
是最棒的爬樹高手。

麝香貓　Ⅱ級保育類

麝香貓為臺灣特有亞種，屬第二級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毛色為黃褐
色，胸腹佈滿不規則的黑褐色斑點，背有數條整齊排列的黑褐色縱狀
條紋，體型細長約 50 公分，會分泌特殊氣味的「麝香腺」作為領域
標示，為單獨活動的夜行性肉食性動物，以小型齧齒鼠類、甲蟲、昆
蟲等，於地面活動的動物為主食，通常出沒於茂密的原始闊葉林、蕨
類之中，遇到危險時則迅速躲入草叢中，相當隱密，但麝香貓棲地多
遭人為破壞消失，加上長期被濫捕獵殺，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

穿山甲　Ⅱ級保育類

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是食蟲性動物，以白蟻、螞蟻為主食，頭呈圓
錐狀，吻端尖，眼小，眼瞼厚，全身都覆蓋著灰褐色的鱗片，四肢短，
具有五爪，且前肢發達，口腔中沒有牙齒；野外的穿山甲遇到危險時，
會捲成一球，以求自我防衛，模樣相當討喜，但在人類頻繁的開發下，
棲地已大幅縮減，加上傳統「入藥」的市場需求，穿山甲已淪為《野
生動物保護法》定義的「珍貴稀有野生動物」，因此民眾是不能隨意
買賣、陳列、輸入、飼養或繁殖牠們。

臺灣藍鵲　Ⅱ級保育類

臺灣藍鵲特有的華麗長尾占全身將近三分之二的長度，嘴紅色，眼睛
黃色，胸、頸以上黑色；碧藍豐碩的身形，嬌豔鮮紅的嘴喙及爪子，
以及藍色尾羽末端的一抹留白，是令人驚豔的特徵，在國家公園裡常
常看到牠們成群掠過的美麗身影。主要棲息在中、低海拔的針、闊葉
林及附近的果園或開墾地，為低海拔闊葉林中不普遍的鳥種，成小群
活動，繁殖期會互相照料下一代，也屬雜食性鳥類，取食範圍包括小
型鳥、鼠、蛇、蜥蜴、昆蟲、果實，甚至廚餘剩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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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鳶　Ⅱ級保育類

又稱老鷹，體型長約 65 公分，中型猛禽，全身大致為暗褐色，頭部
顏色較淡，嘴爪彎曲銳利，眼睛為褐色，臘膜為藍灰色，腳為灰褐色，
尾羽略呈凹狀似魚尾，飛行時雙翼狹長順著氣流滑行，初級飛羽基部
有明顯白斑，鳴叫聲似吹簫聲。黑鳶常見於山地、森林及河流沿岸上
空飛翔、滑翔盤旋，主要以鼠、兔為食，也食魚、蛙及昆蟲，或小型
鳥類與家禽，黑鳶棲息在原始山林間，因為人類活動與開發影響其棲
地的破壞，包含獵捕、觀察、或農藥的使用，皆形成其生活或繁殖的
危機，導致族群成片段化分布，且數量大幅下降，現為臺灣瀕危物種。

金花石蒜

有「黃金花」之稱的金花石蒜，屬石蒜科石蒜屬的野花，又名忽地笑、
龍爪花、黃花石蒜等，臺灣早期大都生長於北部濱海地區的山坡，如
金山、萬里、石門及瑞芳鼻頭角等地，花色黃澄亮麗，花瓣邊緣具有
波浪略向外翻捲，花型姿態突出優雅，是臺灣秋天濱海山坡上難得一
見的嬌客，鱗莖外形狀似水仙，表皮黑褐色，最大特點是「見花不見
葉，見葉不見花」，原來葉片得等到花謝了以後才長出來，花期是每
年九至十月，花姿挺拔、花色鮮麗，甚具觀賞價值。

臺灣百合

臺灣百合為臺灣特有種，又稱福爾摩沙百合、高砂百合、野百合，是
百合科百合屬下的植物，東北角的臺灣百合，在台 2線濱海公路自石
門至貢寮沿線山壁可發現野生的臺灣百合，純白色花朵大而美麗、呈
喇叭狀，還具有淡淡的芳香，相當優雅迷人，棲地多在灌木草叢、草
原或是岩壁縫隙，常與低矮型的禾本科植物或小灌木共生，是極耐惡
劣環境的物種。

鐘萼木

鐘萼木屬於鐘萼木科，是冰河期孑遺的一屬一種單種科落葉喬木，也
是冰河期遺留下來的臺灣國寶級植物，開花時像倒吊鐘而得名的鐘萼
木，又稱伯樂樹或鐘古樹，花朵盛開時成串綻放，臺灣的鐘萼木是固
有種，分布在臺灣東北部季風帶迎風面，海拔 700 公尺以下的潮濕山
區，喜歡陰濕環境的樹種，因此都分布在山谷地形，其中以猴硐為主
要產地，因其材質優良，花形大、色豔麗，是既可用又可觀賞的珍貴
樹種。

臺灣野豬

體長 93-180 公分，成體為黑灰色，身體遍佈剛毛，頸背部及腰部的
毛較長；體型圓胖成水桶狀。脖子短，口鼻部突出，前鼻骨支撐平盤
狀的吻端。鼻尖好像被切斷了一樣。公豬上下顎皆具一對發達的犬齒，
也就是俗稱的獠牙，母豬獠牙較短，外觀不易看見，雌性有3對乳腺。
幼體為黃褐色，有黑色條紋。野豬具特殊的前鼻骨支撐平盤狀的吻端，
可以平貼地面聞嗅，因此有靈敏的嗅覺，突出的長鼻子就像堆土機，
能一邊翻動石頭一邊尋找食物。

臺灣山菊

臺灣山菊為多年草本植物，葉為卵形、心形或腎形，葉緣圓形鋸齒狀，
葉脈掌狀，頭花多數，花冠黃色。別名很多，如：八角烏、金缽盂、
活血蓮、獨角蓮、一葉蓮、大馬蹄香、大馬蹄、馬蹄當歸、鐵冬莧，
花開時期，長長的花莖一枝枝挺出於植株，綻放出一朵朵鮮黃色的頭
花，小巧但非常耀眼，花期約在秋末至初春，大屯山、七星山一直到
五指山、基隆山區，東北角山區及岬角，都有機會見到耀眼奪目的臺
灣山菊成群綻放，秋天真是賞山菊的最佳時機。

臺灣山羌

小型鹿科動物，全身黃褐色，有黑色雜毛。大部分鹿科動物雄性頭上
都長角、角均有分岔、每年都會掉落更新，雌性無角，頭上僅有骨質
隆起，雄性有一對簡單叉角，角基前方有小隆起。小山羌出生後身上
佈滿保護色的斑點，約 45 天會消失。草食性，喜食灌木、蕨類植物
的葉子，尤其是嫩葉及嫩芽。晨昏型，一整天都有機會活動，早晨與
黃昏為活動高峰。生性膽怯，遇到危險會先靜止、躲藏，若遇天敵接
近則舉起短尾巴，露出下方白毛迅速逃竄，並發出一連串單音短促高
揚如狗叫吠聲。

臺灣獼猴

頭圓臉平，具有頰囊，耳朵小。背部冬季為灰褐色，夏季為橄欖綠色；
四肢及尾巴顏色較深。腹面為灰白色；臀部有紅色肉墊；尾巴粗而長。
以植物的果實及嫩芽為主，偶爾也會吃昆蟲、小型的哺乳類，食物種
類會隨著季節而改變。日行性的動物，主要活動時間集中在清晨及黃
昏。以樹棲活動為主，也會到地面覓食。棲息環境為濃密的天然林、
裸露的岩石地及水源區附近。為群居性動物，由雄猴為首，每一群的
數量並不固定，一般為 10-50 隻，群中的組成為一隻雄性的成猴，數
隻成年雌猴、亞成年雄猴及幼猴；在野外也可以觀察到獨居或成光棍
群的雄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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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梅綠石槽

老梅石槽又稱綠石槽海岸，因為大片海藻附著在石槽上，放眼望去，
綠意盎然，故而得名，為全臺少見的特殊景觀，通常出現在三月中旬
到五月上旬，以清明期間最美，整個海岸溝槽上面會附滿海藻，形成
一條又一條的「綠石槽」，石槽的岩脊紋理美麗，有點像是一隻隻瘦
骨嶙峋的綠色海豚成排躺於沙灘上，又像是被大廚切成一塊塊長條狀
的魚肉，整齊地排列著，在東北季風強勁時，海浪沖擊在成行的石槽
上，激起朵朵的浪花，好像施放煙火一般壯觀美麗。

望幽谷

望幽谷又稱為忘憂谷，位在八斗子和長潭里之間的一個Ｖ型山谷，是
一片翠綠谷地，長年皆綠草如茵、起伏有致，近看八斗子漁港、遠望
海中的基隆嶼，好像可以忘卻許多憂愁，所以名為忘憂，海灘遍佈海
蝕平臺、豆腐岩等地質景觀，中央有一平台式的坡地可容納三、四十
人紮營，適合撿貝殼、捉螃蟹、游泳、戲潮……等等，也是觀察海洋
生物的天然教室，登上丘頂平台，向四方展望，碧波萬頃，入夜後，
海面上點點的漁火與濱海公路的燈火互相輝映，交織成亮麗的夜景。

南雅奇岩

南雅奇岩位於台2線82公里至95公里處，除了有霜淇淋岩、竹筍岩、
還有著名的海狗岩，每到日出及日落時分，吸引許多遊客駐足拍照，
由於此地海岸陡峭，海崖及海蝕風化岩最為發達，加上岩層屬於大埔
層砂岩，砂岩的特性也堅硬不易受侵蝕，岩塊的垂直紋理很多，各層
岩石的硬度與厚度不同，受侵蝕的抗力、侵蝕速率也不同而產生造形
奇特的地貌，形成各種千奇百怪的岩石景觀及獨特的紋路，凹凸不平、
深淺不一，是新北市最豐富的地形地質景觀資源。

象鼻岩

深澳岬角是東北角優美賞景觀海勝地，因為地形氣候因素，形成許多
奇岩怪石的特殊地質變化，象鼻岩步道就在深澳漁港底，進入步道後，
視野豁然開朗，深澳岬角突出於海中，有點類似半島地形，被大海包
圍，東北角的天空往往也是很藍的，海水很透澈，會有出國度假的感
覺，深澳岬角上一面可看九份，另一面可看基隆嶼，兩面的景色各有
特色，因為怕遊客太接近懸崖易造成危險，已圍起護繩，請遊客勿越
線，美景固然重要，但生命更可貴。

蝙蝠洞公園

蝙蝠洞公園位於濱海公路海濱隧道旁（即台 2線 75k 處），設有賞蝠
平臺，提供遊客賞蝠之用，公園可經社區道路（為濂洞支線拆除之鐵
道）通往海濱社區，道路原為舊鐵道，目前尚有海濱車站遺跡，此處
更是東亞最多摺翅蝠的聚集之處，每年四到九月蝙蝠棲息季節，2010
年起政府每年夏季藉由賞蝠活動推動蝙蝠保育，現在的蝙蝠洞公園經
過整修，設有蝙蝠生態導覽設施、涼亭、步道設施、裝置藝術等等，
是一個美輪美奐又身肩生態保育責任的小公園。

福隆海水浴場

福隆海水浴場位於新北市貢寮區雙溪河口，因為雙溪河在福隆入海，
形成內河、外海的雙重景觀，彎月型拱橋連結兩處，內河河面寬廣、
水流平穩，適合獨木舟、風帆、拖曳傘、游泳、衝浪、滑水的理想區域，
是夏日親水的最佳去處；每年暑假舉辦「福隆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
總是吸引大批年輕族群前往觀賞，還有「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活動」
的舉辦，也常造成轟動，福隆遊客服務中心，是一棟紅瓦白牆的建築，
提供東北角海岸的自然生態、人文史蹟等各種展覽及簡報解說。

石門洞

石門洞風景區的主要景致為海蝕洞，又稱為海蝕拱門，高度約十多公
尺，是長期的海水與風化侵蝕而形成的洞穴，後來因地殼上升海蝕洞
未繼續遭受海水沖刷所留下的地質奇觀；尤其石門洞的位置明顯高於
海平面，成為大地變動的見證，若是再走進石門仔細觀看，可發現岩
層一層層清楚的堆疊，每一層裡都有細砂、火山噴發出來的碎屑以及
礫石，大小並不均勻，全部混雜在一起；穿過石門洞後便可看見沿著
海岸線鋪設的步道觀景平台及涼亭、情人橋，走在步道上可以盡情欣
賞海景的寬闊視野，貝殼沙灘及潮間帶更是體驗生態學習的好去處。

蘭陽博物館

蘭陽博物館外觀是斜三角形，設計概念就是依照北關海岸常見的單面
山，從遠方看起來像是一座小島嶼突起於海面，外牆採用有質感的石
材做排列組合，仿造單面山的岩石紋理，並隨著四季與天色的光影變
化而有不同的色調，由左到右分別為春夏秋冬，館前的大片濕地是烏
石礁的遺址，也是重要的生態保育區，提供民眾親近自然的空間，館
內常設展結合建築特色，分別設立山之層、平原層、海之層、時光廊，
藉由這些展覽來表現宜蘭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以及豐富的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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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納造船廠遺址

阿根納造船廠的誕生最早可追溯至從日治時期，當時被作為運送砂礦
的碼頭，而後隨著日本殖民結束，砂礦產業也跟著停擺，無人使用的
廠房接著承租給以建造遊艇為主的美國阿根納造船公司，不過阿根納
後來退出臺灣，留下荒廢了的巨型建築空殼，並被政府列為歷史建物，
經過海風與時間經年累月的侵蝕，可以看到剝落崩壞的混凝土、斑駁
石牆，三層樓高的高聳建築，讓人看得驚心動魄，彷彿置身電影拍攝
場景，隨處都是外露的鋼筋與鐵條，四周圍雜草蔓生，行走其間一定
要放慢腳步、注意自身安全。

舊草嶺隧道

舊草嶺隧道就是臺灣民謠中「丟丟銅」歌曲裡提到的「磅空」，這在
當時可是全臺最長的隧道，全長 2,167 公尺的舊草嶺隧道，北口上方
立有「制天險」門額，表示地形之險惡，南口的「白雲飛處」門額，
歷經歲月風霜，燻黑的石額仍看得出當年蒼勁有力的筆跡，現在則闢
成自行車道，這個鐵馬隧道結合了歷史、文化及觀光，騎著單車感受
他的原始風貌是最好的體驗方式，隧道內冬暖夏涼，地面的鐵路軌道
和懸掛的油燈燈罩，濃濃復古風味，彷彿騎著騎著就穿越了時空，更
跨越了兩個縣市－新北市及宜蘭縣，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隧道。

陰陽海

水湳洞陰陽海位於新北市瑞芳區水湳洞聚落北側，為東北角濱海地區
的一大特殊地理景觀，因為當地特殊的地形地物所造成的自然現象，
在金瓜石的岩層中含有大量的黃鐵礦，同時東北角屬於多雨的地區，
大量的雨水滲入礦石，使礦石沾滿了氫氧化鐵，染成黃褐色的礦水又
流入海中，使海水含高量黃褐色的氫氧化鐵浮泛於海面，加上海灣的
海水又不易擴散，因此最後形成了陰陽海的特殊奇景，這是天然礦物
所形成的自然現象，最獨特之處就是海水「一半金黃、一半碧藍」。

三貂角燈塔

三貂角為臺灣最東的岬角，沿岸滿佈的巨石長時間受海浪不斷的拍打，
形成特殊景觀，是全臺灣最早看到太陽的地方，也就是每日在這裡迎
向第一道曙光，沿著山路登上燈塔所在之處，映入眼簾的是三大白色
建築物：頭頂足球狀的民航局航路雷達、小教堂以及三貂角燈塔；有「臺
灣的眼睛」之稱的三貂角燈塔，燈塔內有展示館，在燈塔主體下設陳
列室，陳列著全國燈塔的分佈圖、郵局發行的燈塔郵票與財政部關稅
總局的主要業務，還有不同的燈具零件和模型。

鼻頭角燈塔

鼻頭角燈塔建於日治時代，為六角形鐵造燈塔，二次大戰時毀於美軍
轟炸，民國 60 年才又在原址重建，這次是用鋼筋混凝土造的圓形燈
塔，前往燈塔的步道會經過鼻頭國小及望月坡，抵燈塔處為觀賞海景
之最佳據點，因鼻頭角突出岬角為黑潮及親潮交會處，可觀看到北邊
海象平靜東邊海象浪大，為此地最重要的觀景重點，但鼻頭角步道燈
塔線因地勢陡峭、目前岩層石風化龜裂嚴重，有土石崩落之危險，為
維護遊客安全，暫時封閉不開放通行，鼻頭角燈塔亦不開放參觀。

馬崗潮間帶

馬崗潮間帶就在靜謐的馬崗漁港旁，隨著海浪長年的拍打沖刷，造就
了東北角豐富多樣的地形風貌，在潮起潮落之間，更成為了臺灣海岸
線生態最豐富、綠藻最多的潮間帶之一，走在長寬約百餘公尺的自然
步道，會與許多小生物巧遇，在潮池裡或石塊下，有小魚苗、海葵、
蜑螺、鐘螺、珠螺、海兔和緩慢移動的小寄居蟹，低潮帶附近則有小
杉苔、珊瑚藻、海葵、藤壺和海鞘生長，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風情，也
都可以觀察到潮間帶生物，漫步在馬崗潮間帶，俯拾皆是小小生物，
是親子生態之旅的最佳地點。

卯澳石頭屋

卯澳漁村原是一個石頭屋聚落，全村不是屋瓦石頭屋就是茅草石頭屋，
會蓋石頭屋，當然有其環境條件，就地取材，以前村落到處都是石頭，
請石匠打鑿之後就可蓋房，能將遼闊的山海景緻盡收眼底，到卯澳漁
村一定要看的就是此地獨有的百年石頭厝，石頭屋砌法可以分為平行
砌、人字砌、亂石砌等三種工法，其中吳家樓仔厝可見三種不同的砌
法並存，是非常具有獨特性的建築，此石頭屋是二層建築，距今已有
150 多年歷史。

富貴角燈塔

富貴角燈塔位於新北市石門區富貴岬角，於西元 1896 年建造，原名
富基角燈塔，塔身原為八角形鐵造，由於二次世界大戰毀損，西元
1962 年改為八角形混凝土塔身，富基角燈塔外表為黑白相間的塔身，
同時也是臺灣本島最北的燈塔，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及氣候，秋冬季
節常出現濃霧，因此在塔內附設「霧笛」，這是首次在臺灣出現的航
路標誌，富貴角燈塔為拍攝「懸日美景」的著名地標，當太陽緩緩落
下，火紅懸日正好落在燈塔中間，橘黃色光線照亮天際，形成難得一
見，期間限定的「燈塔懸日」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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