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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犬引導員搜救犬引導員 袁明桂袁明桂

2011-04-28  記者 黃萱如 報導

一一踏入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搜救犬馴養中心的大門，不難發現一整排閃爍著金光的耀眼獎盃及獎
牌陳列在木櫃中，彷彿訴說著一個個英勇救人的事蹟；轉個彎進到馴養中心後面的房舍，一聲聲

響亮的狗吠此起彼落，大約五、六隻德國狼犬從鐵欄杆裡探出頭，朝闖入者發出警告。「安靜！

」威嚴的喝斥聲來自一個身穿著深藍色的工作制服的人，他手持著水管沖洗著狗舍，且毫不在意

被沾濕的褲腳，他，是袁明桂，一位搜救犬的資深引導員。

他的出現讓所有的狗像是吃了定心丸似地乖乖趴伏於屬於他們的鐵籠中，除了擁有收服「狗」心

的本領之外，同時他還是高雄地區搜救犬馴養中心成立時的元老功臣，為第一批前往韓國這個搜

救犬發展重鎮的引導員。

眉飛色舞地介紹著每面獎牌的來由，講到興奮處還會以手比劃，

充分感受到袁明桂對於這份工作的榮譽感。（攝影／黃萱如）

袁明桂原先是個行政警察，後來因緣際會之下進入消防局，當時前高雄市長謝長廷和前消防局長

受邀視察韓國的搜救犬中心，深感台灣搜救體制的不足，回國之後加緊腳步建蓋馴養中心。而袁

明桂受到局長的看重，特地前往韓國受訓，學了三個月後將韓國的技術帶回來，也為高雄第一批

專業救難犬的誕生立下地基。這段受訓使袁明桂收穫匪淺，他為了更能夠直接地理解韓文書籍，

於是勤奮地學習，練就一口好韓語，也通過韓語檢定，連韓國當地認識的朋友來台灣觀光都樂得

請他擔任導遊兼翻譯。

設身處地的互惠教育設身處地的互惠教育

基本上要當一個合格的訓練者除了愛狗以外，還必須符合幾個條件，「其實人格特質很簡單，有

愛心、同理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袁明桂別強調耐性的重要性，他覺得當引導員就必須

設身處地地站在狗的立場想，要有允許牠們犯錯的空間，就如同教育自己的小孩一樣疼愛與責罰

並施。「當然也不能夠怕狗！」袁明桂開懷地笑著說。選人有條件當然選狗也有條件，搜救犬的

性格要穩定且體能佳，各方面能力都呈現平均值最理想，而性別倒是不列入重點考量，「最好要

是娘娘腔的公狗或男人婆般的母狗！」袁明桂燦笑說如此一來才能夠平衡性格缺點。

人類和狗之間就算是絕佳的默契或深厚的情感，還是無法透過精確的語句表達心意，以至於引導

員本身的包容性要夠大，才能將口令和動作慢慢地使搜救犬學會。透過反覆不斷地訓練犬隻，讓

狗兒從一竅不通到對每個指令精準做出反應，袁明桂發現自己個性被磨得圓滑，也變得有耐心多

了，連帶地家人也受惠。袁明桂打趣地說：「小孩比較少被修理，會更理性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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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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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狗兒不能完全理解人在說甚麼，不過經由人的語氣高亢或低沉，

以及動作的意圖，可以讀懂引導員的情緒和指令。（攝影／黃萱如）

 

人狗關係人狗關係 由深入淺由深入淺

一般來說，搜救犬依據搜救能力分為山難搜救犬、倒塌房屋搜救犬、雪崩搜救犬及水中搜救犬等

。一隻成熟的搜救犬至少要訓練18個月，目前袁明桂正積極培養的搭檔──「萊利」，為了要通

過有國際搜救犬組織〈英文簡稱IRO〉派遣來台灣的教練監考的能力檢定，一直不懈怠地訓練。

而台灣本身因為缺乏穩定發展和政府重視，沒有一套標準考試規範，必須邀國際搜救犬組織定期

派員來台舉辦檢定。而考試內容包含服從性、障礙物以及搜尋能力三大項目，囊括搜救犬的全面

能力；依分數高低分成三個階級，由低到高分別為基礎、A級和B級。所有不同的級數考試內容都

大同小異，差異只在於狗兒表現時機的掌控好壞及完成度。

袁明桂實際帶著蓄勢待發的萊利示範，熟練地操演所有的考試項目，萊利精準的動作使人眼睛眨

都不敢眨一下，轉身和跳躍都一氣呵成，通過障礙物時絲毫不拖泥帶水，非常迅速，這看來似乎

短暫的幾分鐘，卻是由無數辛勤苦練而滴下的汗水所堆疊出來，也驗證了袁明桂優異的特訓成果

。袁明桂數度提及這隻狗，表情都非常溫柔，帶著一些驕傲意味，不厭其煩地訴說他和萊利之間

發生的趣事。而閒暇假日如果沒有值勤待在狗舍，袁明桂會帶著萊利四處溜達，簡直是當成掌心

肉般愛護有加。袁明桂解釋，此時期主人和狗之間的關係是像朋友介於老闆之間，既不能展露威

權，又不能太放縱。「在韓國是人和狗都變成朋友，但在台灣應該要分為三階段，幼兒期、朋友

期和老闆期。」袁明桂認為應該循序漸進地讓狗從很愛親近你，到對口令言聽計從。

在指定項目跨越障礙物或是搜尋都表現得可圈可點，

萊利是袁明桂重點培訓的明日之星。（攝影／黃萱如）

通常要使帶有一些野性的狗完全馴服，把訓練者當成是老大一樣看待是需要下功夫的。這個訣竅

就在於信任感的建立，袁明桂為讓狗放鬆戒心會搬進狗舍和牠們一起睡覺，打個地舖就可以一人

一犬同室共寢，「不過要注意的是也不能讓狗當老大，所以絕對不能同床，要讓牠們睡在地板。

」對於階級不能跨越的疆界，袁明桂十分堅持，不過縱使無法睡柔軟的床鋪，搜救犬的居住環境

品質仍是令人欣羨，有電風扇和冷氣，以防厚毛的牠們會適應不了台灣的熱天氣而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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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台灣救難觀念台灣救難觀念 有待加強有待加強

為了打造一隻優秀的搜救犬可說是不惜成本，耗費大量人力和心力，然而這些努力全然沒有白費

，在真正的災難發生時不僅派上用場，還立下大功。袁明桂回憶起一樁往事，讓他意識到搜救犬

的重要還有民眾觀念的偏誤。在前年重創台灣的八八風災時，在慘遭覆滅的嘉義縣梅山地區，救

難隊員在災區搜索如廢墟一片的石堆二十天仍然一無所獲。心急如焚的家屬希望能早日看到遺體

而有些許怨懟，氣氛瀰漫著沉重和壓迫，當時馴養中心派了一隻救難犬前往協助，卻被當地居民

質疑「有屍臭可以讓狗聞到，早就看到一堆蒼蠅了，狗豈會找人？」，沒想到只花一天就找到屍

體，甚至還保有全貌，於是家屬感激的不得了，還送一堆喝不完的茶。袁明桂印象非常深刻，他

表示搜救犬在現場的功用是標的，比不會變通的死機器還機靈，也會應付各種狀況，快又有效，

現在每個先進國家都用搜救犬，且一支國際上被認可的搜救團隊要稱得上是完整的團隊，一定會

配備搜救犬，而這一點認知台灣還遠遠落後。

比擬其他救難設備精良且完善的國家，台灣整體來說還是差別人一大截。袁明桂感概地描述當初

他們前往海地救援遇到的窘況，當別國的人員和裝備都用專用軍機承載，安然無恙且迅速抵達救

災地點，而台灣沒有專機，他們只能無可奈何地提著沉重裝備跟著旅客排隊驗證護照。而一罐罐

為了運作發電機儲備的油要帶上飛機也要透過安檢，或被打回票，連搜救犬也要經過嚴密檢疫，

回想起那時候前往海地救援遭攔的荒唐畫面，袁明桂他不禁啞然失笑。

而此時此刻，也許政府後知後覺，看到別的國家擁有如此好的技術和設備想迎頭趕上，但不願意

當默默等待的被動腳色，袁明桂決定以自己的力量努力。「我剛開始在成立中心時就有建議上級

，不能等搜救犬老去之後才訓練新狗，會來不及，因為狗不是機器，大概九歲就退休了。」而和

上級建議卻無法獲得共識，於是袁明桂便自己著手進行挑選及訓練的事宜，盡量不讓犬隻年齡產

生斷層現象。有鑑於國內零散的教戰手冊不敷使用，憑著自己的韓語專長和熱忱，袁明桂將國外

的教科書翻譯成中文，加上自己實戰經驗裡的所獲所學記錄下來，主內容則是他和萊利之間的訓

練日記，紀載點點滴滴，完全照著訓練發生的錯誤或是領悟來記錄，等到真正考過檢定那天，就

是他出書之日，也是台灣搜救犬領域的一大跨步。

這些搜救犬代表著災難發生時人類生命延續的希望，

希望政府更有效率且更重視其發展。（攝影／黃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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