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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山風鈴響
文、圖／洪長源

每年 5月至 7月是毛地黃花開季節，

每一朵花都像一個風鈴，滿山遍野串串風

鈴響。

從大雪山下來，準備經由 230林道，

前往中雪山，然後由大雪山森林遊樂區走

出東勢，結束 5天的雪山西稜之行。在接

上林道之前必須先走一段乾河谷，這是大

安溪上游支流大雪溪的最高源頭。因為是

最高源頭，除非雨季，平時都成了乾河谷。

兩側各生長著一棵大樹，不管上山或下

山，都須從這兩棵樹中間穿過，因此這兩

棵樹被山友們稱為「大雪山之門」，有人

在樹幹上用油漆噴上「大雪山之門」字樣。

是的，它就是進出大雪山唯一的門戶。

穿過「大雪山之門」後，看到乾河谷

上一棵正開紅花的毛地黃。兩旁森林綠意

蒼蔥，乾河谷則是灰白一線，其中點綴一

點紅，任誰都要訝異、要驚喜的！以為她

是這裡獨特的一棵，高興的由不同角度拍

了好幾張相片。心滿意足的往前走，結果

發現不只一棵，而是一片，又發現一棵與

眾不同開白花的，更是高興的卸下背包，

蹲在半山腰拍攝，也以為她是唯一；可是

再前進，毛地黃生長愈密，最後，哇！滿

溪谷都是，有艷紅、紫紅、粉紅、純白，

簡直成了花花世界，想想剛才看到第一棵

時驚豔的心情真是好笑，如果知道有這麼

▲ 走向大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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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還會癡戀第一棵嗎？不過也因癡戀

才有痴情，有了癡情才會付出，付出後自

然記憶深刻，下山之後我們猶記那一片美

麗，那孤挺於重山翠巒間的小花，陪伴我

燈下思想，做為我寫作的最佳題材。

此後到中雪山、230林道、大雪山林

道，一路都是盛開的毛地黃相伴，一直到

大雪山遊樂區處處可見紫色艷麗、白色嬌

柔的毛地黃花串，在綠色山野綻放，顯得

十分耀眼，成為遊客駐足觀賞及拍照的焦

點。

在這將近 3,000公尺的高山上，除了

杜鵑，就屬毛地黃最艷麗了，每年 5月到

7月是花季，我們 6月上山，真是來對季

節了，才能夠有緣盡情地飽覽她們的風姿

在臺灣，毛地黃是不小心種成的美麗

吧？日治時期（約 1910年）日人將原生

於歐洲的毛地黃，引進臺灣種植，原本只

是作為裝飾辦公室外的景觀花卉，但其驚

人的繁殖與適應能力，卻自行在臺灣野外

衍生開來，常見於中海拔山區。如阿里山

與太平山亦可觀賞到她們美麗而豐富的族

群。「大雪山之門」是目前毛地黃分佈的

最高界線，不過看來還是有機會繼續往上

擴充地盤的。因為當她初臨此地時想必只

是在森林遊樂區一帶繁殖，藉著大自然風

雨的力量，慢慢往林道上方繁殖，經過百

年的演進，終於推進到海拔約 3,000公尺

的「大雪山之門」。

生長在大雪山與中雪山之間的毛地

黃除了美麗還多一份高傲挺拔，因為在這

3,000公尺的高山上無任何植物能與它媲美

爭艷，無花能比它更吸引山友的相機聚焦。

雖然有毒，我們不採不食不摸，只有用相

機攝入它的倩影帶回家，至於花開花落就

讓它們留在山上生生不息。

 雖然一開始是一個美麗的錯誤，但經

過百年來的馴化，她們早已融入我們的土

地，成為臺灣本土的一份子了，就讓她們

的美麗身影一直傳承下去吧！現在以攀越

百岳為目標的山友多，當山友們走一趟雪

山西稜，由武陵農場一路走來，第 4天來

到這裡都是一身疲倦，但看到這一片美麗

的毛地黃花海 +，一定有身心舒暢、消除

疲勞的功能。

家鄉南彰化平原每到冬季農田休耕都

會種植油菜花或波斯菊或向日葵當綠肥，

花開時像大地的一塊塊織錦，好不吸睛！

人們稱之為花海。230林道上的毛地黃分

佈雖無遼闊像鄉間的萬頃花海，但紅色的

花開在翠綠山林中，無絲毫造作之感，美

的自然、美的真實。若說鄉間的是「花

海」，那麼這裡的就是「花山」，「花山

花海」各有吸引人的魅力。

登過許多高山，高山的壯麗大同小異，

唯獨中雪山與230林道的毛地黃獨具特色，

與合歡西峰及盆駒山的杜鵑是其它光禿嶙

峋高山所沒有的花山景觀，也許多年後，

我會忘了大雪山的草原、會忘了圓柏倒映

的翠池、會忘了冰雪作用下的雪山圈谷、

會忘了頭鷹山磅礡的崩壁，但我必然忘不

了中雪山美麗的毛地黃，每一朵花都像一

個倒掛的風鈴，每一棵樹上都有數十個排

列整齊的風鈴，當上百上千棵叢生簇擁在

一起，數不完的風鈴，串串風鈴串串歌。▲ 岩縫中的毛地黃。

▲ 白紅相間的毛地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