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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山林哲學的行動與建構 
 

蔡智豪 

 

摘 要 

臺灣是造山運動所隆起的高山島，森林具有極強的自我復育

能力。脆弱的中海拔是國土保安的核心區，但檜木林卻在上個世

紀被砍伐殆盡，且因農業上山，而讓天然林遲遲無法恢復。臺灣

山林的問題，是因許多人對森林生態不瞭解所造成，山林教育很

重要，但一切都要從基礎開始。山林復育不只是復育，其目的是

藉行動啟發思想，因為對人類社會而言，許多問題的關鍵都在思

想！ 

每一個人的基因、思想都是永世永存的，不會因為形體消

滅，而消失。形體像海浪一樣，在時空因緣之下，聚集而成，來

來去去。人性因利他助人的本質，而使大部分的人們都想追求有

意義的生命，時間就是衡量意義的一把尺，推動山林復育，復育

後的森林，在五十年後仍會存在，其中善待土地的價值，亦將影

響人的意識由個體延伸到生命共同體的存在感，這將使人的思想

重組成新思想，而影響人類的社會。 

臺灣尚未脫離類殖民地。臺灣的人們為自己負責，是擺脫殖

民地的最後的一哩路。負責是願意承擔脫離殖民後，在不剝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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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土地的原則下，以有限的收入來調整生活的方式，也願意以這

塊土地為家，與所有住在這裡的人一起努力。只有擺脫類殖民

地，臺灣才有機會建構出人們在這塊土地上的環境倫理，也才能

撫平這四百年來殖民所造成的傷害！ 

 

關鍵詞：山林復育、類殖民地、環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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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aiwan Forest Philosophy 

 

Jr-Hao Tsai 

 

 

Abstract 

Taiwan is a mountainous island formed by orogeny; the forests are highly 

capable of self-restoring. While mid-elevation areas are vulnerable to natural 

hazards, and being the core area of homeland security, the immense forests of 

Taiwan Red Cypress and Taiwan Yellow Cedar were cut down in last century. 

Additionally, due to agriculture in mountain areas, natural forest can’t restore 

itself. The problems of Taiwan forests are caused by misunderstanding of forest 

ecology, therefore, edu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should be provided to 

improve the basic knowledge. The intention of the thesis is to explore and 

develop forest philosoph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reforestation. Reforestation 

is more than just about trees; the purpose is to inspire the way of thinking. To 

human society, the answers to many questions lie in the ways of thinking.  

The genes and thinking of each individual last forever, and will not be 

destroyed when death comes. Bodies come and go as waves, gathering between 

time and space. Because the human values of altruism and helping others, most 

of us ultimately want to lead meaningful lives. Time serves as a ruler to measure 

meaningfulness. By promoting reforestation and the restored forests will still 

exist in fifty years. Furthermore, the value of treating land well will exte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to life community as a whole, leading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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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to a new way and influence human society.  

Taiwan has been under quasi-colonial rules. The people in Taiwan being 

responsible is the key to end colonialism. The responsible people are to decide 

not to exploit the land and make adjustments to live on limited incomes. The 

people are to decide to work on the land and treat the land we live on as home. 

Only by breaking-away from colonialism, can the people build environmental 

ethics on the land and to heal the wounds of 400 years of colonialism. 

 

Keywords: Reforestation, quasi-colonial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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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山林哲學的行動與建構 

 

蔡智豪 

一、臺灣森林的演替與開發的變遷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殼的隱沒帶，菲律賓海板塊推擠歐亞大陸

板塊，推擠造成地層的變化，此即「造山運動」。歷經 250 多萬年

無數次的擠壓，臺灣浮出海面成為一座高山島。目前最高的是玉山

主峰，海拔 3,952m。 

造山運動產生地震，加上臺灣也是颱風侵襲的必經之地，故山

區經常性崩塌。這 250 多萬年來，森林與造山運動共同演化，臺灣

的森林不斷的崩塌與重生，結果讓臺灣的森林產生極強的自我復育

能力。 

在臺灣的山區中，降雨量愈高的區域，崩塌就會愈嚴重。很多

人上山看「雲海」，雲海是行經臺灣的氣流的水氣受到高山屏障效

應所造成的。雲海的海拔高度 1,800-2,500m，此區域稱「雲霧帶」，

中海拔的雲霧帶降雨量大，環境相對脆弱，但此區域分佈著巨大的

樹木「紅檜、扁柏」，這些樹木猶如天然的地錨，將山牢牢的固

定。 

「雲霧帶」理應為國土保安的核心區，但卻遭嚴重的開發與破



 

 

160 《應用倫理評論》第 64期

壞。1912 年日治時期阿里山二萬坪砍下了第一批的檜木，後因機械

化的發展，而讓砍伐速度愈來愈快。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為

了「反攻大陸」，以農林培養工商，大量砍伐森林。1959 年更公布

臺灣林業經營方針：下令「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

景之用者，檜木以 80 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 40 年為清理期，分

期改造為優良之森林。」 

臺灣的山區在上個世紀，歷經了全面性的砍伐後，取而代之的

林相改造與農業上山的傷害，讓農業在中海拔山區的大肆發展，而

造成國土潰爛。失去森林保護的山區，滑動的土石引發土石流，大

量的土石隨著溪流，最後沖進水庫的庫區，以致水庫失去調節的功

能，進而影響臺灣社會的運作。 

二、臺灣天然林的復育 

臺灣山區的面積佔全島總面積 74%，至今臺灣社會尚未討論

「臺灣需要保護多少面積的天然林？」 

因為這些原生的天然林，才具有生態保育、國土保安的功能。

天然林係指天然原始林，以及天然原始林林地曾被砍伐利用或遭受

天然災害，能經由自然演替恢復為原始林狀態的林地。 

許多人看到臺灣山林的破壞，紛紛投入山林復育的工作，但卻

因對山林生態不瞭解，而造成事倍功半，甚至誤把經濟造林當作天

然林復育，而造成山林的二度傷害。 

泰國清邁大學於 2005 年出版的森林復育手冊，經臺灣的特生

中心全文翻譯，已釐清了森林復育與造林是不一樣的，森林復育是

在重新建立之前原有的森林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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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山林復育協會為了讓推動天然林的復育，提出以下看法： 

（一）認知自然生態是維生系統 

自然生態不是人工化的景觀公園，生態是複雜的食物鏈，所形

成的網絡。各類型的生態對棲息於此的生物而言，生態即維生系

統。人也是一種生物，棲息在臺灣島的人們，若摧毀這裡的自然生

態，也等同於在摧毀自身的維生系統。 

（二）認知天然林與經濟林的差異 

天然林是指未被開發的原始林，或森林遭天災及人為開墾後，

再經演替恢復為原始林狀態的林相。天然林具備生態保育、水土保

持、水源涵養的功能，可蓋括為國土保安的功能。但經濟林卻是透

過人工種植單一樹種，為取木材為目的的樹林，這種人工林等同於

「農作物」，由於物種單一、基因多樣性低，且須採伐，故經濟林

沒有天然林所具有的生態功能。因此經濟林無法取代天然林，故就

算種再多經濟樹木，讓滿滿山坡都是樹，這些也都是沒有生態功能

的樹林。 

（三）以殘存的天然林作為復育藍圖 

天然林的復育著重重建森林的生態系統，由於臺灣北、中、南

的森林植物社會各自不同，西部與東部也不同，不同海拔亦分布不

同類型的森林，故天然林復育無法一體適用，而須因地制宜。若該

地要復育天然林，就需以附近殘存的天然林做為藍圖，如同蓋房子

一樣，需要有藍圖，而人為的介入，是以不影響演替為前提，種植

天然林的骨幹樹種（庇蔭種），來加速森林的恢復。 



 

 

162 《應用倫理評論》第 64期

 

（四）不亂種樹，依循演替，回歸自然 

臺灣的森林自我復育的能力很強，若遭破壞，約 60 年可恢復

（中低海拔）。但若種「錯樹」，因為「一個蘿蔔一個坑」，這些

「錯樹」把位置佔去了，因此讓野生的樹苗沒有空間或光線生長，

所以就必須一直等到這些「錯樹」死掉之後，自然的森林才有機會

再回來。若這些「錯樹」可以活 100 年，也就代表種「錯樹」的行

為，讓森林延緩了 100年後才回來。 

（五）以國土占比30%做為復育的目標 

臺灣的森林受到高度保護的區域，位在三座高山國家公園內，

但面積僅占國土面積約 7%，且大部分位於海拔 2,500公尺以上。而

海拔 2,500 公尺以下的山坡地，如保安林 (13%)、林班地 (17%)，大

部分都不是自然的森林，因此造成許多野生動物（如黑熊、石虎）

瀕危，及嚴重的環境及生態的問題。因此天然林的復育須以國土占

比 30%以上為目標，這樣才有辦法緩解這些問題，讓臺灣可以永續

經營。 

（六）推動森林法第24條的修法 

森林法是國民政府於 1932 年在中國訂定的。其中第 24 條

「⋯⋯各種保安林，應分別依其特性合理經營、撫育、更新，並以

擇伐為主。」 

撫育是「定期割草排除競爭者（含野生樹苗），以利人為種植

的苗木可以順利生長」；更新指「清除原生森林，改種植符合人需

求的樹木」；擇伐為「汰弱留強，讓人工種植的樹木，可以長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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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壯」。 

保安林的功能是國土保安，但森林法對保安林經營管理的規

定，卻是經濟林的思維。這條有問題的法，在臺灣施行了 72 年，

未曾修改，故造成臺灣大部分的保安林都不是自然的森林。為復育

天然林，臺灣須推動森林法第 24 條的修法「⋯⋯各種保安林，分

別依其特性合理經營，並以恢復天然林為主。」 

三、行動啟發思想 

一般而言，一個小孩對數學算式作答錯誤，應不是故意的，而

是他不會。 

依此常理，我們不會因為他作答錯誤，而扣上他各種故意的大

帽子。 

他不會，若老師卻用打罵的方式來教，相信這個小孩一定會很

討厭數學，且成績也不會太理想，反之，老師若耐心教、不打罵，

相信他學會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因此一個人做錯事，理應也是不會。山林的問題亦同，許多人

做錯事，造成許多問題，原因也都是他們「不會」。但大部分的人

看待這個問題，卻違反常理，認為這些人是故意的，更用罵的方式

來對這些不會的人。在此惡性循環下，山林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

造成「不會的人」拒絕學習。 

既然有這麼多的人，不瞭解臺灣山林生態運作的概況，那該如

何來教育？ 

一般的學習，大部分都要歷經具體的臨摹，再到抽象的思考與

應用。因此在初期，具體、臨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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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對他人描述蘋果，若有吃過蘋果的人，他腦海裡不會只

有出現「蘋果」這二個字，而會浮現出果實的氣味、咬下去的口

感、果汁順喉而入的感覺⋯⋯，這些都是因為有過去的經驗，才能

對「抽象代碼」的語言文字，進行解碼轉化。 

但在臺灣，大部分的人對森林，腦海裡只會出現「森林」二個

字，閉起眼睛想像森林是如何，畫面可能會是電視「動物星球頻道

(Animal Planet)」。這是因為大部分的人沒有體驗過天然的森林，故

「森林」對許多人而言，只是一種幻想、一種自己的想像。在這樣

的狀況下，這些人在面對山林的問題時，就用「想像的方式」來決

策，以致結果有如賭局般，大部份是輸的！ 

因此讓臺灣的人們對天然森林有實質的感受，是解決山林問題

的第一步！ 

臺灣森林類型的分布主要受到環境因子的影響，其中又以「溫

度」與「雨量」影響最大。臺灣這座高山島，因環境的多樣性，故

涵容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森林，這樣的變化，如彩虹的全彩漸層，有

時也像碎花布的補釘，也因這樣的多樣性，才讓臺灣島如同諾亞方

舟，維繫著地球上重要的維生系統。 

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些文字就算寫得再詳盡，也無

法成為每個人的經驗。故二年前，一群人為改善山林問題，成立了

臺灣山林復育協會，每月定期舉辦山林生態之旅，用設置樣區生態

調查的方式，地毯式介紹一花一草一木，再透過生態研究者、美學

創作者、山林教育者，來協助參與者認識臺灣的山林。 

二年來，這些「具體」的山林生態之旅，引發了漣漪效應！陸

續有檳榔園、果園、茶園、公園等，幾十公頃的山坡地，願意為社

會投入示範性的森林復育，成為臨摹學習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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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復育目的在重建森林的生態功能，故復育前，會事先調查

周邊殘存的天然林，以此天然林為藍圖，復育區則保留自然長出的

小樹，再依藍圖補植在地的樹種，來加速演替的過程！ 

但這些努力，若是用萬年的尺度來看，對大自然而言，人們對

生態的為與不為，皆會被浩瀚的時空所撫平。換言之，人們所作所

為，非常渺小，並不偉大。 

那山林復育這些努力的意義在哪裡？ 

這個意義會是行動時所啟發的思想，而生態學的知識，僅在輔

助此思想的建構，因為對人類社會而言，只要有人存在的一天，思

想就對人有影響，山林哲學的新思想，可以讓人認識自我、天地眾

生，進而意識到「生命共同體」。 

山林問題的重點在教育，因為做錯事，是「不會」；具體臨

摹，到抽象思考，這些都要從基礎開始。復育目的不只是復育，而

是啟發「思想」，因為對人類社會而言，許多問題的關鍵都在「思

想」！ 

四、生命共同體，我是我們的一部分 

看著日前友人從英國帶回來的機械式「懷表」，上緊發條後，

秒針滴滴滴的走動。送這份禮物的朋友說，因為時間像是生命，不

停地在流動，而志業也因有限的生命，才展現出意義。 

生命到底是什麼？對人來說，這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因為生

命不只是生理的運作，還包括意識等複雜的心理層次。而生命又像

一個旅程，若旅程目的地不明確，人不知生命終極的去處，那整個

人生就會陷入迷惘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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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一個海浪的故事，敘述一個小海浪享受著和煦的陽光、

海風，非常的愜意、非常的快樂，但慢慢的，當他快靠近到岸邊的

時候，他看到其他的海浪拍擊到礁岩，變成了浪花不見了。他突然

間變得很憂愁，旁邊的海浪問小海浪你怎麼了？小海浪告訴完原由

後，旁邊的海浪跟小海浪說，小海浪、小海浪，我們並沒有不見，

我們永遠是大海的一部分⋯⋯ 

的確，人的生命也是一樣，我們的「形體」消失後，我們依然

存在，因為我們是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 

人的「形體」是一個載體，承載了基因、思想。每個人的基因

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經由繁殖的過程，傳遞獲得的，透過「形

體」的承載，而讓這些基因一直存在著。思想亦同，也是以人為載

體在傳遞。換言之，我們的基因、思想，不會因為「形體」消滅，

而消失。「形體」就像是海浪一樣，在時空因緣之下，聚集而成，

來來去去。 

人的基因與其他生物有著不同大小的重疊，相似度架構出演化

的族譜，換言之，所有的生物都是一家人，而每個人也都是七十四

億人的一部分。 

「形體」承載著思想，每個人的思想細小片段，也像基因一

樣，會進行插入或重組，產生新的思想。「形體」也因不同的思

想，而讓行為有所差異。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生命到底是什麼？如果每一個人的基因、

思想，都是永世永存的，那「我」是什麼？「我」是一種意識感、

存在感⋯⋯。而這樣的意識感，若由個體延伸到群體，一個人如果

能感受到自己是七十四億人的一部分，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這樣

延伸將使人的思想重組，而引發二十一世紀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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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終極的去處明確，人就會平靜，面對「永存」的概念，

「我們」並不會消逝，如小海浪永遠都是大海的一部分，若人能感

覺到「我們」，那人類社會在此世紀，也將因此而改變。 

五、時間是衡量意義的一把尺 

二月初，怡文來山佳伊咖啡館，她的女兒珊珊去年曾和臺灣山

林復育協會一起去宜蘭南山部落探訪扁柏的原始林。怡文說珊珊在

探訪山林的生態教育中，觀察很細微，曾問復育天然林，我們力量

那麼小，為什麼不讓這些有能力的大公司來做呢？ 

珊珊的提問，讓人不禁想要知道這些正當經營的企業，若事業

有成，這些老闆們在想什麼？這些打拚了一輩子的企業家，若年收

入超過千萬，當年紀六十好幾，人生剩下最後十年，他們又在想什

麼？ 

山珍海味嗎？可能食之無味，因為這些不知吃過幾輪，該嘗鮮

的，也早已吃過了。環遊世界嗎？美麗的風景，最後還是會回到內

心跟自己的對話，都在觀看自己。 

一個人的生命進入最後的十年，到底什麼才是重要的？在這樣

的階段，人們可能會不斷地問自己，該做些什麼，會比較有意義？ 

這個問題，也讓人思索著人的天性到底是「貪婪、自私自

利」，還是「慈悲、利他助人」？但目前這二種爭論，於當今的研

究都一致認為是後者，因為後者會帶來內心深層的喜悅，前者不

會，故人的天性是利他助人的，而這些企業家也理應如此。 

人們為了追求有意義的生命，而讓許多人為了讓其他人一起投

入他所關注目標，故用各種的方式來吸引人們。但我們該用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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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來衡量這些目標的「意義」呢？ 

人的一生風風雨雨，最後都會離開世上，五十年後，這些努力

還剩下什麼？而時間就是衡量意義的這把尺。每個人善舉，只要在

五十年後，仍然存在，哪怕是一點點，這些都具有無比的意義，後

人得以接續前人的成果，繼續前進。 

為了推動臺中大肚山天然林的復育，這半年來，向許多扶輪社

分享「時間就是衡量意義的這把尺」的想法：「這輩子我們努力過

很多事，但五十年後，很多都不會存在，但唯有大肚山天然林的復

育，若成功，這片森林將會一直在大肚山上，且會生生不息。而最

重要的是，我們不只留下了這片森林，還留下了如何善待這片土地

的價值。大肚山的天然林已消失百年以上，如果我們一起努力，這

片天然林就有機會回來。」 

這樣的演說，讓許多扶輪社 3462 地區「1-1 分區、1-2 分區、

1-3 分區」的企業家非常認同！他們在今年 (2018)的「世界森林

日」三月二十一日，在臺中都會公園舉辦大肚山天然林的母樹種

植，並希望繼續培養一批又一批的樹苗，廣植在大肚山上，直到天

然林恢復為止。 

種樹活動需事前的準備，如樹苗整理、竹竿標示、樹穴挖

掘⋯⋯，「時間是衡量意義的一把尺」的價值，吸引了許多人前來

擔任志工協助這些工作。每個志工挖二個樹穴，只種一棵樹，另一

個樹穴留給關懷這片土地的企業家，讓他們在活動當天來種下。 

像這樣只要更多的人認同這樣的價值，且繼續傳遞，相信五十

年、一百年後，這樣的價值會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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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擺脫類殖民地 

臺灣在上個世紀，因政治的關係，去臺灣化，人們流失了母語

及對環境、社會、歷史、文化的認識。也因過去不願落地生根的政

治目標，斬斷了人們與這塊土地最深的連結，而衍生許多負面的影

響。 

生態學的基本概念，一個生物的族群在有限的空間、水、食物

等條件下，個體數量的成長最後會趨於小幅擺盪的穩定，若刻意使

之無限成長，則會造成崩解。換言之，臺灣最重要的是「人口政

策」，因目前看到的各種問題，大多是「人口超載」直接或間接所

造成的，如能源、汙染、水資源、糧食等。 

臺灣這塊土地上，過去原住民的祖先在此居住數千年，近四百

年來，因其他族群與文化的進入，而讓臺灣處於「殖民地」的狀

態。殖民統治者的目的在掠奪這裡的自然資源、農產、勞動

力⋯⋯，因此所有思維聚焦在經濟的產能。 

過去荷蘭殖民時，掠奪了數百萬的鹿皮，造成梅花鹿的浩劫；

清領時，伐樟取腦，摧毀低海拔生態系統；日治時，大量檜木、農

產往母國輸出；國民政府來臺，所有資源一切為反攻而犧牲⋯⋯ 

現今這個社會雖經過民主的選舉，但其體制未擺脫「類殖民

地」，透過現代版的「殖民系統」，臺灣從自然資源、農產，轉而被

掠奪乾淨的空氣、水、土壤。乾淨的環境被轉化為錢，再透過全球

經濟巧妙的運作，讓這塊土地的血汗持續被輸出。而這些「殖民

者」可能是跨國企業、可能是某個國家，但都在此系統中被隱藏了

起來。 

臺灣未擺脫「類殖民地」，另一個特徵就是至今沒有「人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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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高密度的人口下，仍鼓勵多生，因為殖民地的目標「一切

為生產」，其中人口即代表了生產力！ 

有些人瞭解這樣的狀況，故不論政局如何演變，他們就是不願

參與體制，因為他們不願成為殖民加害的幫兇。 

臺灣若要擺脫「類殖民地」的困境，這個社會就必須一起學習

「為自己負責」。負責是願意承擔脫離殖民後，在不剝削這塊土地

的原則下，以有限的收入來調整生活的方式，也願意以這塊土地為

家，與所有住在這裡的人一起攜手合作，一起努力。 

「為自己負責」是擺脫殖民地的最後的一哩路，也唯有如此，

臺灣才有機會建構出人們在這塊土地上的環境倫理，也才能撫平這

四百年來殖民所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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