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頂湖自然生態公園人文溯源

頂湖自然生態公園位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是阿里山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近年規畫生態旅遊的重要據點之一。由臺 18線

阿里山公路進入，過了「石棹」後，於公路 66K處依指示左轉村

莊的聯絡道路大約 4.5公里，沿途可見臺灣原生種轎篙竹與孟宗

竹林，在雲霧中搖曳著青翠的枝葉，恍如進入「臥虎藏龍」的電

影拍攝場景，幸運者還能與藍腹鷴不期而遇。抵達頂湖時，森林

環抱的茶園映入眼簾，這時可盡情地大口吸氣、大口吐氣。關掉

森林環抱的茶園，日治時期原為日本海軍的蔬菜種子農場。

手機，風聲、樹聲、鳥聲之森林音樂饗宴

即刻開始，此時你我只要放鬆、放鬆、再

放鬆⋯⋯。

日治時期稱頂湖為「上寮」，後又稱

「上湖底」，這個地名的由來，是因為當

地有大凍山、芙蓉山、霹靂山等群山環繞，

使平整的頂湖地形如同湖的底部一般，故

而得名。頂湖原為伐木林區，屬於臺南州

嘉義郡小梅庄科子林地段，主要生長樟樹、

牛樟、雜木等原始闊葉森林，也是山羌成

群覓食的地方。

日據時代此處經由日本海軍農務科探

索發現，頂湖無論是氣候、土壤均與日本

鄉村頗為類似，便將伐木過的空地設立第

一農場與事務所 (在「下湖底」的地方設

立第二、第三農場 )，把蔬菜類種子如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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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❶

(白玉蘿蔔 )、高麗菜、玉米帶來頂湖育種，

並招募約五十戶的平地漢人在農場工作，

農場就像個株式會社，分有燒炭、鋸板、

砍材、牛車道運輸、種蔬菜種子等不同單

位。當時在此工作的漢人享有糧食配給，

經濟生活穩定，並設有農場事務所，居民

生孩子有時甚至就在事務所。日本人後來

復舊造林，在頂湖四周遍植柳杉，以求伐、

種平衡，直到抗戰勝利，日本因戰敗解散

了農場、伐木等經營事業。

日軍的撤離使得產業停滯、人口外流，

留住在頂湖的居民尚有詹、葉、楊、簡姓

等家族，當時廣種地瓜等雜糧自給自足，

另種竹子、棕櫚等高收入經濟作物，因此

現在看到的竹林很多是後來種植的。在美

國援助時期，由中央政府農業復興委員會

省農林廳，委託嘉義縣農會與當地居民契

作，繼續經營農場。之後林務局實施林班

地清查時，就將土地承租給當地的農民使

用至今。

目前中央的山谷地居民，以茶園經

營為主要經濟來源，而遊客則能在商店街

品嚐到「渾厚」的檸檬野生愛玉和清甜的

在地竹筍湯，再加上居民奉上的一杯高山

茶，不僅以最純真的味道滋潤每一為遊客

胃腑，也洗滌了每一顆在水泥叢林裡蒙塵

的心靈，這一方山村的人情、土地、美物，

讓來過的人心生迷戀，不時聽到她輕聲呼

喚，而屢次造訪不倦。

早期國小生的上學之路

進入頂湖的主要商店街，第一家茶行

的主人葉欽忠，是此地最早的居民之一，

六歲時跟著 28歲的父親—漢文老師葉金

信來到「上寮」，當時父親受雇於日軍擔

任農場的農務管理者。另一位詹月螽則是

同時期受雇擔任牛車道運輸工作的早期居

民，詹月螽育有 11個孩子，女兒詹也是老

大，她和青梅竹馬的葉欽忠結為連理。

詹月螽也談到臺灣光復後，約在民國

36-37年間，頂湖附近沒有小學，孩子們

必須走山路到奮起湖中和國小讀書，每天

來回約需四小時路程。男孩放學後，若家

中沒有米，還得順道從奮起湖背一斗米回

家。頂湖海拔 1,680公尺，冬天寒冷甚至

地面結霜，詹月螽也因赤腳走路常被凍得

皮開血流，在沒有什麼藥品可用的年代，

她總是抓一把泥土摻和口水搭在傷口上，

說也奇怪，第二天傷口竟然就結痂了，真

是天公疼憨人啊！

住在頂湖的小學生，往往由高年級生

領頭帶著低年級的孩子組隊一起上學，大

孩子有時調皮，會先躲在前面的樹叢中嚇

唬小孩子，尤其著名的「石獅象」附近山

區，曾有美國飛機因沒有越過大凍山而失

事墜毀，每每路過此處，孩子們總覺得格

外心驚膽顫。頂湖的孩童會在大自然中就

❶ 相傳遠古時期此地因造山運動從水面隆起，頂湖地標
「觀音石」表面便留有貝類等生痕化石紋理，是觀察

地質景觀最佳天然教室。

❷ 頂湖主要道路兩側是茶園、森林與商店街，路邊種植
銀杏樹與櫻花樹。

❸ 頂湖國小生的上學之路，現為大凍山登山口必經之途，
山徑旁柳杉與竹林交錯，畫眉、山雀清脆的啼聲不絕

於耳。

❸

地取材製作童玩，例如以堅韌耐用的竹子

製作竹仔槍，將筆直的竹管作為槍身，選

取可以塞入竹管的細竹當作發射器，填入

的子彈則是利用滿山遍野的佛手瓜，切下

果肉塞在竹管裡，再從後面施壓，射程還

蠻遠的呢！也許就是在路上玩耍的耽擱，

而上學之路又如此遙遠，經常來不及趕上

升旗典禮，遂被老師叫去罰站，甚至飽嘗

一頓「竹筍炒肉絲」是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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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家長委員的詹月螽發現這種情

形，便找機會邀請了校長和老師們，實地

走一趟孩子們的上學之路，前來頂湖做家

庭訪問。當老師們體驗到學生上學艱辛的

過程後，不但不再責罰他們，每逢冬季來

臨，太陽下山得早，還免除他們的降旗與

打掃環境工作，得以提早返家。如今這條

上學之路是頂湖往大凍山登山口的必經之

路，路面鋪設石板，沿途有牛樟巨木、石

獅象巨石可觀，林相優美。

直到民國 58年，中和國小位於石棹

的分校，獨立設置為中興國小，孩子們就

近轉到中興國小就讀，當時居民合力開闢

一個通道，就是現今的焙仔桶林道，作為

下一代國小生的上學之路，來回路程縮短

為 3小時。當時仍處於無電力的時代，國

小生回家的作業，都趁著天黑前趴在路上

的大石頭或倚靠於樹幹上寫畢。冬天天黑

得早，父母會到路程的三分之一處接孩子

回家。這時期國小生的便當裡經常是醬油

炒飯加菜脯蛋，在寒冷的冬季穿著單薄的

卡其制服，手提著竹篾小炭爐，胸前懷抱

著熱騰騰的便當，這便是上學之路最溫暖

的回憶！

焙仔桶林道當時滿是生長茂密的竹林

與柳杉林，茂林脩竹的羊腸山徑，如今鋪

設成柏油路，林相沒有多大變化，卻是現

今頂石棹通往頂湖郊遊踏青的絕美路段，

路徑中分叉點設有「霧之道」、「茶之道」

等森林茶園步道，近年來到此健行的遊客

甚多，卻鮮少有人知道是走在 50多年前國

小生的上學之路。

鳳姐的天公牌冷氣機

鳳姐，是詹月螽兒子詹興議的太太，

她提到嫁到頂湖的過程，第一句話就是「被

騙來的」！ 43年前，她是嘉義小姐，6月

相親認識詹興議，10月迎娶。相親過程中，

鳳姐提起嫁妝除了生活用品之外，特別希

的，她才發現這山區沁涼的溫度、清新的

空氣，是山下享受不到的珍寶。

現今鳳姐在頂湖開蔬果雜貨小舖，除

了賣高山茶，店門外放著野生愛玉的攤車，

鳳姐與小女兒「公主」親切溫暖的笑容，

總是讓店內店外的客人絡繹不絕，至於為

何被稱為「公主」？鳳姐的女兒回憶起

二十多歲時，一批登山隊伍前來預訂四十

杯的愛玉，當時母女倆一人洗一鍋，鳳姐

洗得急而用力，以至於洗出不少泡泡；女

兒則細細地揉、慢慢地搓，成形的愛玉顯

得光滑透亮，且一點泡泡都沒有。經登山

望要有個電風扇，當時詹興議笑嘻嘻地說：

「不需要電扇，家裡有天公牌冷氣機，而

且冷氣走到哪裡吹到哪裡。」，當時有冷

氣機的家庭鳳毛麟角，鳳姐感覺這家人日

子過得挺舒服的，心裡對這段婚事便更加

篤定！

結婚當天，親朋好友簇擁著新娘在嘉

義火車站，搭上阿里山小火車前進奮起湖，

威風的柴油動力火車頭發出笛聲，吐出濃

濃煙霧，轟隆轟隆地緩步通過木橋和山谷，

穿梭在蓊蓊鬱鬱的原始森林裡。當坐在木

板椅上的屁股開始微微發疼，奮起湖也抵

達了。山裡陣陣清爽的空氣，讓平地人坐

火車的辛勞倏忽消失，鳳姐一行人開心地

換乘鐵牛車繼續前往石棹。

這時在石棹等候的新郎老早擺好陣

勢，恭候大駕，鳳姐抬眼看見 12輛機車一

字排開，嚇了一跳以為是搶親隊伍，細問

之下，原來是新郎的迎親車隊。新娘子坐

著新郎的機車，騎上顛顛簸簸、漫長蜿蜒

的石頭路，兩旁雖然景致宜人，但因為害

羞不敢攬著新郎的腰，雙手只得死命拉住

機車後架，心情緊張到無暇欣賞美景，到

了夫家時，只見雙手已紅腫僵硬，全身筋

骨幾乎散癱。

婚宴熱鬧地持續進行，隨著時間愈晚，

新娘覺得愈冷，悄悄地問能否把冷氣關掉，

這時新郎告訴她天公牌冷氣機是沒有開關

❶ 焙仔桶林道全程約 4.5公里，道路平坦，竹林涼爽，
為老少咸宜的健行步道。

❷ 牛樟巨木

❷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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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比較後，覺得女兒洗的愛玉，口感較

Q彈厚實略勝一籌，於是大夥兒起哄封她

為「愛玉公主」，「公主」之名不脛而走，

沿用至今。

鳳姐現在仍堅持用產自阿里山區的野

生愛玉製作，使用二號砂糖摻入紅糖，搭

配當季檸檬、橘子、鳳梨等果汁，並隨客

人喜好加入膠質豐富的山粉圓，目前仍不

斷實驗用當地作物搭配愛玉，希望能開發

獨特的好滋味。「公主」自信地說，野生

愛玉洗後顏色明亮，透明度高，Q度也更

佳，口感確實無法名狀啊！

安溪女兒頂湖媳

出生於福建安溪的昱庭，本名張清雪，

23歲時，父親作主讓她和頂湖居民楊弘圳

締結姻緣。隔年三月，她來到頂湖並在自

宅舉行婚宴，當天晚上下了一場百年難得

的瑞雪，正和她的名字—清雪吻合，老天

似乎也在歡迎著頂湖的第一位大陸新娘定

居。

福建安溪素有「鐵觀音的故鄉」之稱，

從小就在茶園長大的昱庭，跟著父親種茶

品茶，培養出常人不能及的撿茶敏銳度。

10多歲時便離開家鄉來到廣東中山開茶

行，當時普洱茶正開始被炒熱，因此生意

做得挺不錯。過了幾年，父親的結拜兄弟

和楊弘圳到福建製作「茶葉萎凋架」。父

親對兄弟半開玩笑地說：你要不要帶我女

庭和先生商議成立自家的品牌。她以自己

的小茶室為基地，以臉書為對外的宣傳，

曾買多肉植物「七福神」試種，發現這種

植物很會生長，且適合山上的溫溼度，數

百種的品類各有可愛的造型，於是和朋友

交換品種種植，在網路上學習組合盆栽的

方法，運用木頭、貝殼、珊瑚、鋁線等材

料搭配多肉植物，路過的客人喜歡便用

「肉」結緣，既療癒了自己，又能賺點外

快，使家裡的庭院充滿了盎然綠意的生機。

愛玉 DIY和無菜單料理是她另一個創

意，先生親自指導的愛玉洗法，再加入火

龍果、果醬，稱為「紅粉佳人」的愛玉，

常接待預約的團體進行 DIY休閒活動。

問昱庭對頂湖的看法，她覺得住在這

裡的人是有福氣的一群，空氣清新、環境

清幽，連外地就學的孩子們都說讀完書要

鮭魚返鄉。

正因為頂湖的美景、自然地資源，還

能預見臺灣特有的動、植物。頂湖的居民

們也要請大家，若來到阿里山頂湖遊玩，

試著關掉手機，聆聽大自然的森林音樂饗

宴，感受與大自然融合的生態之美。兒去作「好厝邊」？順勢遞給他昱庭的名

片。沒過多久，完全沒見過面的昱庭和楊

弘圳以一通電話、互寄照片開始交往，兩

年後便結婚。

三個孩子接連來報到，讓她作了十多

年的家庭主婦，直到孩子們都入學讀書了，

昱庭便開始做起自己最拿手的工作—撿

茶。她挑得精準、乾淨且快速，茶農們的

茶也都會請她撿，漸漸地，她也自己買茶

葉焙茶，重操舊業。

因緣際會，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為了拓

展當地觀光，行銷茶業，舉辦「茶旅達人」

培訓，並取頂湖一片優美的樹林設置茶席

區，規劃幾組石桌石椅，因這裡的環境溫

溼度適於苔癬、地衣等植物生長，故取名

為「地衣森林」。昱庭立馬參加培訓，之

後又在社區呼朋引伴一同參與，成為協助

當地茶會活動的靈魂人物。

「我不喜歡做和別人一樣的事」，昱

❶ 頂湖地衣森林設置多組石桌石椅，提供茶旅達人舉辦茶會活動 (圖為示意圖 )。
❷ 牛溫濕適宜的氣候讓頂湖的農特產品質優良可口，植物欣欣向榮。

❷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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