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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得靠本事了。我的住處外是一般道路，常聽到公車拼了命的按喇叭，

只為了提醒過馬路的行人，但公車並不會因此減速，幾次看到驚險畫面，

讓我每次過街都是跟著當地人屁股後面走，否則五分鐘還過不了街。 

 

春天裡的冬天---水里鄉上安村踏青 

期刊組   施麗珠 

2005 年過完農曆年後，近半個月的時光都在陰雨綿綿的氣候中度過，

似乎「濕」與「冷」是今年春天裡的回憶。幾天前，看見一位家庭主婦

用大塑膠袋將門前所種的樹包起來，天冷的程度似乎連樹木也得穿上雨

衣避寒才行。3 月 3 日早上同學的一通電話，邀我週末去南投水里走走，

很高興有機會走向鄉間，去看看山川與大地的面貌，體會大自然的生態。 

從台中開 2 個小時的路程即可抵達水里，我們一行人要去的目的地

是上安村， 它曾是桃芝颱風受創最嚴重的災區之一。民宿的主人陳老

闆熱忱的歡迎我們的到來，並為大家解說當地盛產的農產品，如梅、葡

萄、水蜜桃、柿、茶等的特色。以陳老闆豐富的人生經驗，跟我們一群

人作理念與知性的交流，其中有兩個觀點讓我印象深刻：一是分享「賞

梅」的心得，陳老闆認為賞梅可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從每年的 12 月

25 日到隔年的 1 月 25 日，可以欣賞梅樹枝幹之美。第二階段，可以欣

賞梅花盛開時的景象。第三階段，則是踏著梅花瓣去採梅，有一首歌「踏

雪尋梅」就是描述此時尋梅的心境。 

另外一個觀點：陳老闆提到他務農二十多年了，早就不用化學農藥，

但是要真正的生產出「有機產品」實在非常的困難，因為除了不用化學

肥料以外，要注意的還有灌溉所用的水源是否無汙染？以及空氣的品質

是否良好等問題？目前大家所稱的「有機的農產品」，實際上應該稱為「安

全的農產品」，我個人十分認同陳老闆提到的這種想法，用於人的身上亦

然，人要有健康的身體，除了要吃健康的食物外，新鮮的空氣與無污染

的水源，也是人生存的必需品。 

陳老闆也詳細的解說當地周邊的文化特色，以鵲橋為中心，附近可

以踏青的地方很多，有梅園、茶園、葡萄園、酒莊、香菇生態區、梅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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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品店等。陳老闆很自豪的說：「探訪這些地方是不需要花很多錢，還

可以學習到一些東西，而這裡的居民很有人情味，都會主動與遊客打招

呼，許多一再來訪的遊客們，就是喜歡上這個小鎮的純樸氣氛。」 

這個以鵲橋為中心稱為所謂的「槑休閒農區」，「槑」字的唸法與「梅」

同音，將這個「槑」字一分為二，每個「呆」字就代表一個梅子二片葉

子。水里鄉梅樹種植面積約 700 多公頃，到處可見梅樹的蹤影，目前樹

上已長滿了一顆顆翠綠的青梅，深入了解屬薔薇科的「梅」對人類的貢

獻實在很大，從欣賞、止渴、到入菜，有很多的功用，但其中最令騷人

墨客喜歡的是它那不畏風霜的傲骨精神。這是個視野遼闊的梅園休閒農

區，不論早晚都很適合散步。不過，在夜晚散步時，可提燈籠夜遊，體

驗山林寧靜的另一種夜景。 

鵲橋下的河川整治工程仍在進行中，就地取材，利用的材料是桃芝

颱風時沖刷下來的大、小石頭，這方法與溪頭的整治工程是一樣的。看

到那麼多的石頭，可以想像桃芝颱風來臨時的情況，是多麼的恐怖，連

奪門而出的時間都沒有，一瞬間住在河邊的住戶就這樣在滾滾洪水中不

見了，因為在自然的反撲之下，喚醒了人類對自然的關懷，更應該還給

大自然原有的風貌。走累了，路邊有木造的涼亭可歇腳，涼亭旁並建有

造型特別的枕木公廁，方便旅客使用。與山林實際接觸，不同時間看看

山林裡的各種風貌；透過欣賞大地與山川變幻無窮的景觀，無形中也對

大自然的力量，升起敬畏之心。 

在風光明媚的上安村住了兩天，山林處處散發著大自然的光與熱，

整個社區洋溢著一股蓬勃的朝氣，讓人感覺心情愉快。一大早，很多早

起的人就在附近散步，這附近有一個地方文化特色，是別的地方所看不

到的，那就是到處可見鐵道枕木。這些原屬於集集火車站的鐵道枕木，

因 921 地震而遭拍賣，建築出身的農場主人為了讓田園景觀更有特色而

標下了下來。而鵲橋這座吊橋所鋪設的也是枕木，在上面行走感覺很平

穩。從民宿走到吊橋，邊走邊發現前面的枕木已留有很多的腳印，再看

看自己走過的地方，也留下了足跡，才發現山上的霧氣實在很重，無形

的霧氣若不是枕木的關係，它的存在常被人們所忽略。望著整座吊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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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錯重疊沾滿露水的足跡，由近到遠，足跡的排列組合，遠遠看上去，

就像一幅水墨畫，枕木是現成的畫板，走過的人無意中參與了這項的創

作，透過鏡頭卡嚓的一聲，卻留住了時光，成了永恆的記憶。 

來到玉山下的山城住了一晚，藉由對岸山上白白一片的雪跡，可預

測山上仍然下著雪；但是上安村這地方的天氣，卻是出奇的好，不僅豔

陽高照，而且氣溫也回升了許多。早上吃飯時，特別選擇坐在有陽光照

射的桌子吃飯，順便脫下外套，讓外套裡裡外外曬一曬陽光，吃著主人

所準備的傳統式稀飯---地瓜稀飯。之後，擅長品茶的主人開始教我們如

何品茶：事先在長桌上已排好兩列七種不同風味的茶葉，依序從不發酵

的「碧羅春」到完全發酵的「黑茶」，主人教大家先依次序聞七種不同風

味的茶葉後，再依序取一茶匙的茶水試喝，品嚐其中滋味，每個人各有

不同的喜好，而我覺得條狀的包種茶既清香又潤喉。之後，大家在陽光

的陪伴下，踩著輕鬆的腳步，踏上這片青山綠地去踏青了。 

雖然已是三月，冬天的空氣依然凜冽，還好適時來到風光明媚的山

城，聞到了春天的氣息。除了看這一大片綠色風光，聆聽當地人生命的

故事，感受城市裡聽不到的雞啼聲，欣賞梅林枝條茂密的景色，學習品

嚐各種韻味的茶香，享用現採的新鮮蔬果，似乎所有的器官都因此得以

伸展開來，在寒冬裡感覺特別的溫暖和幸福。鄉間與城市最大的區別，

在於住在鄉間的人是和大自然在過日子，隨時隨地都得留意周邊景象的

變動，感覺比較敏銳。而生活忙碌的城市人則是被時間追著跑，每天都

是來去匆匆的在侷限的空間裏轉換不同的殼子，如汽車、公車、辦公室、

房子等，溝通的對象不是跟電腦，就是跟手機、電視這些號稱時代最進

步的機器，很少有機會坐下來看看山林、光影、雲彩等自然色彩的變化。

日久下來，城市人少了鄉間人的快樂與滿足，卻多了一份疏離和麻痺。

所以，住在城市裡的人，得學會自我抽離，給自己片段的時間，到山林

裡享受視野寬敞的環境，讓心靈沈澱下來，在寧靜的空間裡使身心得到

舒緩。山城匆匆的一瞥，透過一張張亮麗的照片，在今年延長的冷冬裡，

至少保存了春天溫暖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