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筆記】冬 
   暖暖冬陽 
遲來的寒冬在二月時才報到，清晨草地
上遍是晶瑩白霜，對面的奇萊山頭積了
些白雪，但積雪的速度趕不上溫暖陽光
的威力，今年的冬天特別溫暖，森林裡
的夥伴們也感受到了嗎？ 

梅花原產自中國，它雖然能耐較低溫度，但並

非「越冷越開花」，適合生長的年均溫為16-

23℃， 太 寒 冷 的 環 境 會 讓 它 「 凍 未 條 」 

。梅峰的梅花來源，大部分是民國七十年代

「梅花協會」與日本的協會合作，引進梅花諸

多品種之樹苗，並決定種在年均溫約15℃適合

梅花生長的梅峰農場，其中‵唐梅′據說是唐朝時

期中國即有的古老品種呢！ 

梅峰的冬季，有許多落葉樹呈現休眠狀態，光禿禿地一片蕭瑟，人類常賦予此情此景幾分

寂寥，沉沉地融入這份寂寥中，似乎覺得可以想透什麼，卻什麼也沒想通。我也試著在一

片蒼白中尋找著，畢竟就像人有不同個性，花草樹木中也有喜歡在冷冰冰冬季開花或結果

的物種，就由梅峰的「梅」開始說起吧…… 

文／何采庭  

詹芳瑜 攝 

唐梅 

梅花於寒冬盛開，象徵堅忍不拔，自古以來

深受文人喜愛，常被寫入詩詞或作為國畫題

材。唐朝黃檗禪師：「塵勞回脫事非常，緊

把繩頭做一場；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

撲鼻香。」便是以梅花為例，提醒修行之人 

，道途艱辛，仍須時刻精進、不得鬆懈。 詹芳瑜 攝 



清晨散步至梅園，白濛濛的天

光從山間射下，灑落在紅紅粉

粉的梅花林，眼睛凝望著這幅

美景，臉頰感受到冷冽空氣，

陣陣幽香飄入鼻腔，花叢中傳

來青背山雀、冠羽畫眉及紅頭

山雀等山間小精靈的鳴唱，僅

是佇立於梅園一隅，即有最自

然純粹的五感體驗。 曾样霖 攝 

梅峰因為有了這群梅花夥伴成了名符其實的「梅峰」，其實此地名原緣自「沒風」 

，因地形的關係，平常少有風吹進農場，因此以「沒風」為名，也許您心裡會疑惑：

真的都沒有風嗎？不信的話，就等您來感受一下喔！ 

農場尚保存有十多個梅花品種，有重瓣 

、單瓣，有桃紅、深粉紅、淺粉紅及白

色，各具特色，趨前聞聞，儘管都是梅

花特有的芬芳，但不同品種之氣味有微

妙的差異。今年冬天溫暖，有些品種的

梅樹開得不盛，但幾株樹形與眾不同的

垂枝梅開得漂亮，就像觀看一場「粉紅

雨」，尤其是清晨露珠在花瓣上閃閃發

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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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梅後，行經山桐子步道，

此時溫暖陽光照耀枝頭，森

林越來越熱鬧了！山桐子鮮

紅果實是鳥兒爭食的目標，

自入冬以來，樹上紅果數量

一天天減少，時常可見害羞

的冬候鳥白腹鶇及赤胸鶇等

迅速穿梭，性情較不驚慌的

黃腹琉璃亦是山桐子的忠實

食客，吃得圓滾滾的肚子十

分逗趣，令人莞爾。有趣的

是，眼見森林裡的山桐子果

實日趨減少，然而宿舍路口

處一棵長得健壯、果實纍纍

的山桐子卻乏「鳥」問津，

推測應是附近為宿舍區，員

工人來人往，鳥兒亦不願用

餐時備受干擾，飛來這裡不

是飽餐一頓，反而是飽受驚

嚇吧！人類用餐時也希望能

放鬆心情盡情享用，以免影

響消化。因此在森林賞鳥時 

，也得輕聲細語、動作輕巧 

，以免驚嚇到鳥朋友們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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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桐子與黃腹仙鶲♂ 

宿舍路口的山桐子 

山桐子與赤胸鶇 



冬季的「鳥餐廳」還有通脫木（蓪草）

呢！秋季開花吸引了許多昆蟲尤其是蝴

蝶來此吸食花蜜，冬季結果時則吸引了

眾多鳥類前來飽餐一頓，因此稱為鳥餐

廳，例如白耳畫眉、冠羽畫眉、紋翼畫

眉等，連常出現在低海拔的臺灣擬啄木

（五色鳥）也來享用豐碩的蓪草了。有

些朋友對蓪草或許不陌生，只是不曉得

其名而已，蓪草的白色髓心質地輕軟 

，摸起來像保麗龍，以前被取出作為勞

作材料、瓶塞或針插等，早期新竹地區

還生產高級畫紙「蓪草紙」外銷，別小

看這一張薄又細緻的蓪草紙，要受過訓

練且技術高超的師傅才有辦法刨出勻薄

的紙片，可惜這個產業已逐漸沒落。此

外，蓪草髓心也是一種中藥材，某日拜

訪坐月子的友人，她很開心地與大家分

享她的蓪草湯，據說這是一種能幫助媽

媽產生奶水的藥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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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鳳蝶吸食蓪草花蜜 

五色鳥與蓪草 蓪草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