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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從這裡開始路從這裡開始

2011-12-11  記者 施勗皓 文

「林克孝」，這個在多數人耳裡聽起來仍隱約記得，一個逝去且讓人惋惜的名字。他在宜蘭縣南

澳鄉的山區裡，歷經無數次的探索，從登山健行到深入山林裡的每個故事，林克孝將自己與一群

自稱「Klesan」的泰雅族人所共同擁有的記憶，寫在這本《找路》裡。

由林克孝所寫的《找路》，以月光開頭，莎韻作主軸，Klesan為輔。（圖片來源／Google）

走上莎韻之路走上莎韻之路

擔任過金控公司總經理的林克孝，在金融界曾經是個佔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他從小就跟著父母登

山健行，學生時期熱中參與登山社團，更創立了成功高中登山社，可見他對於登山活動的喜愛。

熱愛山林的他，因為一首＜月光小夜曲＞，就此展開踏入南澳山林的旅程。＜月光小夜曲＞其實

是翻唱自日治時期的歌＜莎韻之鐘＞，莎韻是南澳的泰雅族女孩，在雨天裡為了送日本老師到山

下，路途中被暴漲的溪水沖走，而就此失蹤。後來這個故事被日本當局拍成電影《莎韻之鐘》，

而林克孝也因這首電影主題曲，深深迷上這段淒美的故事，開啟他對於南澳和泰雅族的迷戀。

林克孝開始追尋當年那段莎韻之路，想以親自走訪的經歷，來印證當年莎韻的故事，是否吻合心

中的揣測和想像。因為他心裡的這段故事，與外人所理解的事實大相逕庭。書中提到，泰雅語的

Sayion，政府以「莎韻」作為官方的譯名，而他卻選擇使用「沙韻」，他認為在「沙」字上添加

草字頭，只是漢人畫蛇添足的行為。此外，曾經轟動一時的悲劇，如今只剩下蘇花公路旁一座不

起眼的涼亭，鮮少人會注意到。跟著他的文字，從莎韻落水的地點沿途上溯到荒廢的泰雅古老部

落，每次的推進都讓林克孝對莎韻的故事多一些發現和了解。也曾站或坐在莎韻當時的部落，親

身感受故事的氛圍，想像那些已逝去的人們是如何在這塊土地生活的。一如他所說的「今天戰爭

已遠，留下來的恨已消逝，只有無言的喜悅。動物喜歡這裡，獵人喜歡這裡，我也喜歡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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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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14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在台九線公路旁的莎韻之鐘紀念鐘樓，現今的鐘是仿製品。（圖片來源／Google）

剛踏入山裡，對一個平地人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不熟悉的山。就連熱愛登山的林

克孝也不例外。即使攀登過許多嚴山峻嶺的他，在南澳山區活動時也常常碰到釘子，幸好有許多

泰雅族人出力相助，才讓他能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也正因如此，林克孝與當地泰雅族人開始

熟識，日漸發展出深厚的情誼。書中深刻描繪他每一次進入山林的歷程，從一開始身為局外人，

自己看著古地圖走入山裡，面對著未知的古道，總要耗費許多精神和體力。後來認識越來越多當

地的泰雅族人，藉由他們的帶領、陪同，讓旅途中多了同伴，也讓林克孝更親近山林裡的文化，

將古老的泰雅文化和遺跡仔細地閱覽一番，也讓他由衷敬佩泰雅族耆老，對大自然的一切是如此

相處得宜。

 

找路　找曾經的路找路　找曾經的路

在《找路》中，林克孝以淺白的文字，帶領讀者翻閱他尋找莎韻之路，與進出南澳山林的歷程。

對於山嶺的形勢，高山深谷的地形，都能用專業卻不艱澀角度詳細描繪，讓讀者能夠輕易地勾勒

出山中的景色，無意間讓自己融入當下的時空環境。最特別的是，書的開頭附了一張簡易的手繪

地圖，讓讀者先透過地圖了解南澳山區的概況，和他探索的約略路線。在內容裡不斷反覆提及許

多古老地名與現稱，並且不厭其煩地解釋其各自的含意。林克孝對這些地名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使人們重新看見這些已經被人遺忘的名字，及它們存在的價值。

《找路》中的南澳地圖，生動且詳細描繪出林克孝經歷過的路線。（圖片來源／Google）

也許是登山人特別的執著，林克孝幾乎走遍了南澳地區的大小古道，有時會遇到路況好的路段，

但有時候也會遇到地形險峻，或是路面已經被植物覆蓋的路段，他總是希望能夠親自走完。一方

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欲望，另一方面也為了泰雅文化的傳承。他深深感受到，現在的年輕人

仍會上山打獵或回到舊部落的已經非常稀少了，而祖先耆老們留下的記憶和文化價值，卻是深藏

在原始部落中，藉由一條一條的古道串聯在一起。進入山裡，他就像是一個正統泰雅族人，對於

山河的尊敬，和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讓自己暫時脫離都市人的身分，享受在深山裡暢遊森林的時

光。

永遠的泰雅之情永遠的泰雅之情

身為一個都市出身的人，林克孝在書中卻一再提到都市的缺點，「辦公室裡讓人悄悄地從身體內

部開始崩塌，直到剩下一張體力還不錯的嘴。」諷刺現代人對於大自然和原住民的不理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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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藉著音樂的力量，使
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並以尊
重的態度看待生命。

自以為是。卻從來沒有停下腳步去欣賞山野中不同的風貌，只是一味的尋求自身利益，而忽略了

最可能瀕臨消失的東西。迷戀上泰雅族文化的林克孝，將自己沉浸在山野原始裡，讓在台北工作

的他，找到另一份屬於自己和南澳的歸屬感，也在書中寫道「原來莎韻之路的追尋，最後這麼徹

底地拿掉一些我身為城市居民的盾殼。」

作者林克孝，因為莎韻之鐘的故事，開啟了他在南澳精彩的山林歲月。（照片來源／Google）

林克孝與南澳泰雅族人的友好情誼，讓泰雅族人也待他如自家人一般，融入部落生活，彼此間的

交流互動更是如同摯友一般的親切、頻繁。今（2011）年十一月上映的國片《不一樣的月光》，

就是由南澳泰雅族導演陳潔瑤所執導。而林克孝也非常支持她，除了以資金贊助外，在《找路》

的最後，也提及這部當時尚未完成的電影；甚至在《不一樣的月光》片尾，也打上「獻給林克孝

大哥」等字樣，可見林克孝與泰雅族人之間的親密與尊重，同時卻也讓人看來格外感慨。 一個全

心投入南澳山野的人，生命的路途也在這裡結束，這樣的結局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但卻讓更多的

人知道，在台灣這個土地上，有著這麼不一樣的故事，和更多值得被保留下來的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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