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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二
〇
一
五
年
，
鄭
安
睎
老

師
受
壽
山
國
家
自
然
公
園
籌

備
處
委
託
執
行
﹁
黃
蝶
翠
谷

及
周
邊
地
區
常
民
生
活
路
徑

調
查
計
畫
﹂，
與
美
濃
愛
鄉

協
進
會
共
同
合
作
，
將
計
畫

成
果
集
結
成
︽
瀰
濃
山
下
的

時
光
︾
小
冊
。
美
濃
愛
鄉
協

進
會
後
續
將
內
容
擴
充
， 

將

耆
老
故
事
完
整
收
錄
，
完
成

︽
行
讀
美
濃
山
︾
一
書
。

　

美
濃
、
瀰
濃
，
一
個
熟

悉
又
親
切
的
地
方
！

　

一
九
八
九
年
偶
然
機
會

裡
，
轉
學
進
入
省
立
旗
美

高
中
就
讀
，
青
綠
色
的
制

服
與
綠
意
盎
然
的
後
山
，

十
分
搭
配
，
山
腳
下
有
著

碩
大
的
操
場
，
校
地
的
後

方
即
是
旗
尾
山
，
常
常
可

見
二
十
、
三
十
隻
以
上
的

臺
灣
獼
猴
，
攀
爬
在
高
壓

電
線
桿
上
，
其
中
有
隻
體

型
較
大
的
猴
王
正
虎
視
眈

▲鄭安睎（前排右三）客語流利，得助於就讀旗美高中時的學習，現為台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
  發展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古道的年輕學者。

眈
的
望
者
我
們
，
彷
彿
訴

說
著 

，  

﹁
這
是
我
們
的
傳

統
領
域
，
不
要
干
預
我
們

的
方
活
方
式
﹂。
想
起
年

輕
歲
月
中
，
閒
暇
無
事
的

午
後
，
幾
位
同
學
便
聚
在

一
起
，
來
自
桃
源
區
的
原

住
民
同
學
，
拎
起
一
把
吉

他
，
在
操
場
旁
的
椰
子
樹

下
，
即
刻
彈
起
和
弦
，
心

中
便
想
起
黃
品
源
的
那
首

歌
：
對
你
的
思
念
是
一
天

又
一
天
，
孤
單
的
我
還
是

屬
於
美
濃
人
的「
里
山
」生
活

沒
有
忘
記
，
歌

詞
還
蠻
洗
腦
，

年
輕
懵
懂
的
情

愁
，
苦
澀
中
，

帶
有
一
點
淡
淡

的
哀
傷
，
似
乎

導
引
著
多
年
後

的
我
再
次
回
到

家
。

　

幾
年
前
在
偶

然
的
機
會
裡
，

我
主
持
美
濃
山

徑
調
查
計
畫
，

透
過
跨
組
織
的

團
隊
合
作
，
包

括
：
孝
伸
、
靜

慧
、
元
鴻
、
曼

儀
、
威
潭
等
人

協
助
下
，
除
了

進
行
耆
老
訪
談

外
，
仔
細
踏
查

山
區
古
道
︵
舊

路
徑
︶
與
文
化

資
產
，
包
括
：

茶
亭
古
道
、
靈

山
越
嶺
道
、
月

光
山
越
嶺
道
、

旗
尾
山
祠
、
故

黑
川
校
長
紀
念

碑
、
朝
元
寺
等

等
，
也
發
現
了

許
多
美
濃
珍
貴

的
文
化
資
產
，

但
也
別
忘
記
了
美
濃
山
區

有
著
豐
富
的
山
林
資
產
，

包
括
：
樹
薯
、
柚
木
、
刺

竹
、
山
茶
等
等
，
而
位
於

廣
興
上
游
的
黃
蝶
翠
谷
更

有
鍾
理
和
紀
念
館
，
孕
育

出
文
學
步
道
。

　

經
過
一
年
多
的
調
查
，

美
濃
有
著
厚
實
的
人
文
歷

史
底
蘊
，
外
加
豐
富
的
自

然
生
態
，
近
年
來
，
美
濃

人
並
效
法
日
本
的﹁
里
山
﹂

概
念
，
日
文
發
音
為
さ
と

や
ま︵satoyam

a

︶。
傳
統
是

指
如
定
期
輪
伐
的
橡
樹

林
、
松
樹
林
、
竹
林
等
次

生
林
，
以
及
可
作
為
覆
蓋

屋
頂
、
牲
畜
飼
料
與
堆
肥

等
用
途
的
草
地
，
呈
現
地

景
多
樣
的
的
日
本
傳
統
農

村
環
境
。

　

近
年
來
，
在
美
濃
愛
鄉

協
會
與
當
地
學
校
合
作
之

下
，
透
過
環
境
教
育
把
兒

童
帶
入
自
然
，
期
望
把
後

代
培
育
成
新
一
代
的
地
球

公
民
，
因
此
所
有
的
活
動

設
計
，
朝
向
環
保
、
永
續
、

自
然
、
減
碳
、
無
毒
的
遊

憩
方
式
，
也
不
同
於
一
般

的
戶
外
教
育
。
對
於
異
鄉

遊
子
的
我
來
說
，
在
二
十

多
年
後
有
機
會
再
次
參
與

故
鄉
的
新
社
區
營
造
計

畫
，
也
倍
感
榮
耀
，
期
望

未
來
屬
於
美
濃
人
的
﹁
里

山
﹂
生
活
，
可
以
儘
速
實

現
，
未
來
更
可
擴
及
臺
灣

所
有
的
農
村
！

︽
行
讀
美
濃
山
︾
推
薦
序 

台灣山林百年紀新書分享會暨簽書會

台灣的山林政策是什麼樣的歷程？對環境又造成什麼影響？感謝一
直關注著環境議題的李根政老師願意出書，才能讓我們更知道台灣
這片土地的山林史。
歡迎大家一起來聽聽根政老師分享他寫下的這些故事，為我們導讀
這本《台灣山林百年紀》

《台灣山林百年紀》內容簡介

「假如一棵樹在森林裡倒下而沒有人在附近聽見，它有沒有發出聲
音？ 」
本書記錄了自 1912 年以來台灣森林變遷的歷史，鉅細靡遺的論述不
同時代的執政者分別採取什麼樣的林務政策，而這些政策又是如何
影響到當時的森林，甚至是影響到我們現在的居住環境。對大多數
住在大都會的人來說，山林中的樹木，是在觀察範圍以外的。但是
透過這一本書，讓讀者不必進入圖書館，就可以從詳細的數字以及
作者拍攝下來的相片中，淺顯易懂的接觸到台灣的森林史。
山林沒有簡單的答案，作者希望藉由這本書，可以開啟台灣關於山
林議題新一波的討論。希望能夠讓讀者，聽到山林的聲音。

・新書資訊：http://bit.ly/2VnvYrY

【時間】1 月 26 日 （六）19:00 – 21:30
【地點】慢熟咖啡（美濃區自強街一段 442 號）

【費用】自由樂捐（全數捐給地球公民基金會）

【報名】https://bit.ly/2QimkDa

• 提供飲料及點心，敬請填寫報名表報名，方確定有座位

• 提供現場購書，有需要者可於報名表中註記

一棵種子需要多久的歲月才能長成一棵大樹？
那麼，長成一片山林呢？

但砍掉一棵樹、挖空一座山的時間，卻可能沒有想像中的久。

美濃場

美 濃 愛 鄉 協 進 會
（ 0 7 ） 6 8 1 0 3 7 1

【 購  買  資  訊 】

文
／
鄭
安
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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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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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與
社
會
發
展
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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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