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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淚泣別的山大雪山
文、圖／洪長源

▲ 大雪山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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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淚泣別的山

大雪山山名的由來，因為其大草原風

光與日本北海道的大雪山相像，故日本人

亦將他命名為「大雪山」，與雪山並無關

連。大雪山原是南方佳陽社與北方新竹泰

雅族的獵區分界線，昔日兩地彼此通婚，

佳陽社的新娘嫁到北方時，族人將新娘送

至大雪山大草原，揮淚泣別而回，因此泰

雅族人又稱大雪山為「含淚泣別的山 (Babo 

Rinisan)」。

雪山是雪山往西延伸的稜脈，所以稱

為雪山西稜。除了大雪山之外，尚有中雪山

與小雪山，中雪山是百岳之一，小雪山已不

足 3,000 公尺，故未列入百岳。大雪山雖

然多一個「大」字，但論高度與氣勢皆遜雪

山，不過他還是不折不扣的大山，美麗的高

山草原，是中部地區愛山者一日遊的最佳山

岳。

大崩壁

從翠池到頭鷹山是鑽不完的箭竹林，

過了大雪山到中雪山也是一段密箭竹林，只

有頭鷹山到大雪山這段是大草原景觀。人間

六月天，雖然是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上，

陽光依舊把人曬得眼冒金星，汗流浹背，不

過比起在箭竹林中穿梭，無視野，又一身齷

齪，箭竹被撥動，過敏源吸入鼻腔，連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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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嚏好多了。也比遇上霧雨天氣好，霧雨

天氣欣賞不到美麗景觀，全身還溼答答的。

所以雖然陽光高照，汗下如雨，也要心存

感謝，感謝天公賜與我們好天氣。

頭鷹山大崩壁只能從側面看，大雪山

北峰大崩壁可以從正面看，而且由遠而近，

從頭鷹山就可以看到，到了奇峻山，又看

得更清楚，一步一步走近，景觀愈來愈險

峻，直走到邊沿，步道貼著崩塌地，如不

小心將滾入數丈深谷，想要再爬上來，不

容易啊！可以想像，這崩塌地遇到下雨，

必然愈崩愈嚴重，愈來愈深、愈寬廣，小

心翼翼通過，終於走上大雪山北峰。過了

北峰，大雪山主峰就在眼前，但仍有數個

假山頭，不斷的升高再升高，本來在奇峻

山可以明確的看到大雪山，可是過了大雪

山北峰，反而看不到真正的主峰在哪裡？

只好埋頭苦幹的一步一步接近他，俟看到

前面的山友在山頂上歡呼，才確定主峰已

不遠，加緊腳步，10分鐘應可登頂。

大雪山標高 3,530公尺，二等三角點，

編號 1545。從奇峻山西南鞍開始經大雪山

北峰、大雪山直到匹匹達山為廣大的高山

矮箭竹草原，可媲美能高安東軍的草原。

晚上我們要宿在 28.5K營地，行程不

趕，有時間在此多流連些時候。「朝見青

山雪，暮見青山雲；雲山無斷絕，秋思日

紛紛。」雖然無法等待落日與晚霞，但看

看雲海與彩霞，也是人生樂事。

嚮導說由大雪山到宿營處只要一個多

鐘頭，後來我們發現嚮導是一個善意的謊

言，我們走了 2個多小時。來到大雪山與

志摩山之間的鞍部，雖然是六月下旬，杜

鵑花猶開滿整個山坡，雖然以前在合歡山、

南二段已拍過好多好多杜鵑花，但是在這

裡看到杜鵑花仍然忍不住一拍再拍。

大雪山之門

路邊的路條註明直走往志摩山與中雪

山，但我們不走這條路，我們要下切大雪

溪河谷接 230林道。山友在網路上找到的

資料說，如果由鞍部往志摩山與中雪山，

在下 26K林道，將可減少約 700公尺的上

下，因為鞍部高度將近 3100公尺，中雪

山高度 3172公尺，幾乎等高，但如下切

河谷再由林道 26K處登中雪山，登山口為

2450公尺，得再攀登 700公尺高。不過嚮

導說：如此我們必須在志摩山紮營，但志

摩山無水。的確，登山水源是最重要的，

一切還是以水源為最重要的考量，嚮導不

會錯，一切聽他的，所以今天先下 600公

尺，明天登中雪山再爬高 700公尺。

離開鞍部，一路往下切，左邊山坡上

的森林，生長得很整齊，看來是人工造林，



73

YUAN MAGAZINE 低碳旅行

可是看不到昔日的林道在哪裡？兩邊的坡

地很整齊的向中間斜落，順著凹地最低處

往下走。這是大安溪的支流大雪溪的源頭，

由於源頭地帶平時並無水流，大部分時候

都成了乾溪谷，到處都是裸露的岩石，就

在乾溪谷的最上方，兩側各生長著一顆大

樹，不管上山或下山，都須從這兩顆樹中

間穿過，像是大雪山之門，如果西稜是由

西往東走，那麼經過這個門，大雪山就在

望了，現在我們是由東往西走，經過這門，

算是已離開大雪山，進入中雪山的範圍了，

所以將他形容為「大雪山之門」。

毀壞的林道

230林道全長有 70多公里，直達火石

山下，但是從翠池一路過來，卻是不見林

道蹤跡。直到 28.5K處才出現林道的原始

模樣。林道可通汽車時，登山方便多了，

但採集山林資源也方便多了！如今林道不

通，登山必須走更遠的路，但山林也獲得

休養生息之機會。

林道早已廢棄，且無公里數的標示，

這 28.5K的數據是從何而來？翻開一份

民國 69年戶外生活雜誌社印製的山岳地

圖，林道上主要的目標點都有標示公里

數，所以這些數據是林道尚在使用時就留

下來的，因此是可信的。今夜紮營於林道

28.5K處，與大雪山遙相對望，明天再登

上中雪山後，就真的要向大雪山揮手說再

見了！

▲ 大雪山之門。 ▲ 大雪山上美麗的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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