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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台灣狐蝠數量稀少，但在花蓮市卻有固定的族群居住，非常特別，可以說是花蓮的吉祥

物，因此我們興起想要了解牠的慾望。後來在查資料的過程中發現，蝙蝠對於環境而言是很

重要的存在，無論是植食性的蝙蝠還是食蟲性的蝙蝠都一樣，是天然捕蚊燈，也是農夫小幫

手，但人類卻對牠卻有很深的誤解(尤其在疫情期間)。我們自己一開始對蝙蝠的印象也算不

上太好，甚至覺得有點噁心恐怖，但在深入了解蝙蝠之後，也開始對蝙蝠改觀。我們希望可

以透過自己小小的力量讓更多人認識蝙蝠，改變大家對蝙蝠的刻板印象，讓更多人一起關心

與照顧蝙蝠。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台灣狐蝠與常見的東亞家蝠 

（二）了解國小學生對蝙蝠的印象以及對台灣狐蝠的認識 

（三）為校內的蝙蝠打造蝙蝠屋 

（四）讓更多人認識蝙蝠  

 

三、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 

 

 

▲圖 1 研究流程 

確認主題

•參加夜觀活
動，親眼見到
台灣狐蝠!!

文獻資料蒐集

•從影片、期刊、
書籍和網路資料
中建構對蝙蝠與
台灣狐蝠的認識。

問卷調查與整理

•好奇大家對蝙蝠的
第一印象是什麼

•好奇大家對台灣狐
蝠的認識有多少

訪談

想要對台灣狐蝠及
其研究有更深入的

了解

製作蝙蝠屋

確定校園內有東亞家蝠居
住後，我們決定製作蝙蝠
屋掛在校園裡，看看是否
能夠吸引蝙蝠入住。

動畫製作

把與阿任老師訪談的
資料寫成一個故事、
拍成動畫，希望能夠
讓更多人認識並關注
台灣狐蝠。

入班推廣

討論並設計30分鐘的
入班推廣活動，希望
能夠讓更多人認識並
關注台灣狐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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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 文獻資料蒐集 

我們先是透過公視「我們的島」節目認識蝙蝠族群與環境的關係，接著老師給我們一些雜誌

和期刊的資料閱讀，最後我們還利用網路搜尋更多與蝙蝠和蝙蝠屋有關的資料。 

2. 問卷調查 

利用問卷調查研究法可以快速蒐集到大量資料，而且選填的時候有較長的思考時間，所以老

師教我們用 Google 表單設計問卷為自己解惑。透過問卷蒐集到的資料不僅可以為我們解

惑，也幫助我們思考之後如果要在校內進行蝙蝠推廣，可以怎麼做。 

3. 訪談 

訪談法分為個人訪談與團體訪談，多為面對面交談，但也可以透過電話或視訊軟體進行。透

過對話的方式，可以取得受訪者對特定議題的具體意見和看法，利用訪談法可以蒐集到更具

體且深入的第一手資料。我們這次針對主題提出的好奇，邀請專家接受我們的訪談，為自己

解惑。 

4. 製作蝙蝠屋 

在蒐集蝙蝠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蝙蝠屋這種東西，覺得超級有趣，後來在校園中也發

現蝙蝠的排遺，在確定校內有蝙蝠生活的蹤跡之後，我們就覺得做幾個蝙蝠屋掛在校園裡，

不但增加他們的居住空間，我們也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是個好主意，於是便動手開始蒐集前

人製作蝙蝠屋的經驗，並製作了三個分別為黑、白、原木色的蝙蝠屋，打算後續觀察校內蝙

蝠對蝙蝠屋顏色的偏好。 

5. 拍攝動畫 

在訪談完阿任老師之後，我們覺得阿任老師和台灣狐蝠之間的故事真的太有趣了，而且很令

人感動，所以就用他跟我們分享的內容創造了一個故事—狐蝠媽媽的一天，並利用影像創意

課學習逐格動畫的機會將這個故事變成動畫。 

6. 設計入班推廣活動 

因為我們自己在還沒有深入了解蝙蝠之前，對於蝙蝠的印象也不是太好，但在深入了解蝙蝠

之後，對蝙蝠的印象卻有了很大的轉變，我們深刻地感受到珍古德博士說的 :「唯有了解，

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才會行動；唯有行動，生命才有希望。」我們想要讓更多人經歷跟我

們一樣改變的過程，所以就要將蝙蝠的資料傳遞給更多人，希望有更多人能夠跟我們一樣，

因為了解而扭轉原本對蝙蝠的負面印象。 

 

貳●正文 

 

一、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文獻資料蒐集 

1. 台灣狐蝠 

    台灣狐蝠是全台灣體型最大的蝙蝠。體型特徵：頭體長約 20 公分，前臂長 13~14 公分，

翼展約 100 公分，體重約 300~500 公克；身體背部和腹部為暗褐色，在頸部有一圈金黃或乳

白色的毛，頭顱大型，眼睛大而亮，耳殼為卵圓形，吻端突出像狐狸一樣。 

    台灣狐蝠是夜行性動物，清晨和黃昏是活動的高峰期，不同於其他類型蝙蝠的回聲定位，

臺灣狐蝠是用視覺與嗅覺行動，且臺灣狐蝠是素食主義者，以植物果實與花蜜為食，所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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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稱作牠為「果蝠」。台灣狐蝠進食的時候，不但可以順便幫助植物授粉，且經過消化後排

出的種子發芽率會提高，可說是生態環境中的好幫手。 

    台灣狐蝠為一級保育類動物，全台目前大約只剩下 200 隻，目前已知在花蓮及龜山島有

穩定的族群，在花蓮的族群約有 50 隻左右，多沿著美崙溪畔分佈；從歷史資料中也可以得知

過去在綠島曾有穩定的族群居住，但現在就很少見了。 

2. 東亞家蝠 

    東亞家蝠是台灣低海拔地區最常見的小型食蟲性蝙蝠，頭體長約 4~5 公分，翼展約 20

公分，體重約 3~7 公克。身體毛色呈灰褐色，耳殼為略長的三角形，以回聲定位協助行動與

覓食，主要以蚊及飛蛾等昆蟲為食。東亞家蝠為居家型蝙蝠的代表，最常棲息在人類住宅的

內部夾層、閣樓或屋簷縫隙等隱密處，牠們數量龐大且與人類毗鄰而居，是最容易觀察到的

蝙蝠種類。 

3. 蝙蝠屋 

    因為人類在自然環境中快速開發，使很多野生動物失去棲地，蝙蝠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之

一，於是牠們與人類的生活範圍開始重疊。過去人類的建築設計多屋簷與凹凸夾層，剛好為

蝙蝠製造了適合的棲息空間，但現在的建築風格與建材改變，適合蝙蝠棲息的空間也大幅減

少，所以蝙蝠屋的製作就像是一種生態補償的做法。蝙蝠屋是根據對蝙蝠棲息地的瞭解而設

計的，有很多種款式，如:小型單層蝙蝠屋、加熱型蝙蝠屋、四隔間可掀門款蝙蝠屋、掛磚

式蝙蝠屋等等。 

 

（二）訪談 

    我們訪談的對象是花蓮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的阿任老師，他常常帶領民眾認識狐蝠，我

們之前參加過阿任老師的夜觀活動，聽說阿任老師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各地尋找狐蝠的蹤跡，

下班後不是在觀察狐蝠，就是在尋找狐蝠的路上。我們對於阿任老師對台灣狐蝠的熱情印象

深刻，所以就鎖定他為訪談對象。我們想要透過訪談對台灣狐蝠有更多了解，另外我們也好

奇阿任老師為什麼會對台灣狐蝠情有獨鍾，以及我們身為小學生，可以用哪些方式保護台灣

狐蝠。根據訪談的內容整理如下。 

1.台灣狐蝠的生存環境 

    我們查到的資料中大部分顯示狐蝠會吃果實及其汁液，但阿任老師最近有觀察到狐蝠也

會吃花粉和花蜜，另外更特別的是阿任老師還曾經觀察到狐蝠會吃樹葉，也有蒐集到牠吐出

來的葉渣，狐蝠吃樹葉是一種很特別的行為，因為樹葉不是高醣也不是高熱量的食物，但因

為國內外的文獻都不曾有過狐蝠吃樹葉的紀錄，所以他也不清楚狐蝠吃樹葉的原因。 

    台灣狐蝠數量減少的原因大多和人類的捕捉以及食物減少有關。狐蝠在綠島面臨最大的

天敵就是人類，另外阿任老師也提到曾在北濱公園觀察到台灣狐蝠在育幼時，有褐鷹鴞在周

圍，褐鷹鴞會補食東亞家蝠，但不曉得會不會攻擊台灣狐蝠的幼蝠，有趣的是，褐鷹鴞是二

級保育類動物。另一個會直接影響狐蝠生存的，就是物候變化，例如颱風會摧毀狐蝠賴以為

生的樹種，造成狐蝠的食物匱乏，阿任老師的團隊每逢颱風過後就會四處搜索有沒有狐蝠的

屍體。目前沒有研究顯示城市中的各項污染會直接影響到狐蝠生存，但狐蝠賴以維生的植物

的確是會受到汙染影響的。狐蝠也很害怕突如其來的聲音或光線，所以在觀測狐蝠的時候要

留意音量和手電筒的光度。另外很有趣的是，阿任老師曾經觀察到東亞家蝠愛吃的蚊子對台

灣狐蝠也會造成微量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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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蝠的個體差異十分大，光是在臺灣不同地區的狐蝠就會有很大的差距。光看外觀不容

易判定身體健康狀況，去年 3 月曾有通報狐蝠受傷的照片，狐蝠通常是不會落地的，因為牠

們爬行速度慢，一落地就可能遇到很多危險，如果看到狐蝠躺在地板上，那就不妙了，要趕

快通報。雖然光靠外觀難以辨別牠有沒有生病，但是性別可以喔!近看的情況下，可以用有

無生殖器官的方式辨別性別。 

    最後，破壞保育類動物會用到的樹種，以及持有牠們的食渣及排遺，都不是犯法的行

為，但是干擾及持有身體部位，就是犯法的行為。 

 

2.台灣狐蝠的研究工作 

    阿任老師覺得台灣狐蝠數量稀少且只有在晚上出沒，所以非常難觀察。研究的過程中也

曾發生很多有趣的事情，例如在撿臺灣狐蝠排遺與食渣的時候，又有新的食渣掉到他的身

上，他也曾經拍攝到台灣狐蝠分娩的影片，那是全台第一筆台灣狐蝠分娩的影像資料呢! 

    我們蒐集到的資料中，對於臺灣狐蝠預估數量的說法差異很大，有的說大約有 250 隻，

有的說 200 隻左右，阿任老師解釋這個數量分別來自兩個不同單位(特生中心與台北大學研

究團隊)，而他們使用的估計方法不同，自然得到的結果就有落差。 

    我們發現阿任老師下班後的時間不是在觀察狐蝠，就是在前往觀察狐蝠的路上，他說自

己第一次看見臺灣狐蝠是在美崙溪的營隊活動，當時非常感動，後來之所以會對臺灣狐蝠這

麼有熱情，是因為數量十分稀少，但比起同為一級保育類動物的台灣黑熊和金門水獺又更容

易見到，而且出沒地點還在距離人類鬧區這麼近的地方，如果連住在城市裡的人都不關心

牠，那麼可能很快就會消失了，所以他想要幫台灣狐蝠做一些事情。阿任老師分享了在研究

的過程中有很多要點，例如:要慢慢的拉近與台灣狐蝠的距離，而且每次研究時都盡量穿同

一套衣服。他還說，他在研究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有很多想要拍狐蝠的人，這些人有

的會發出很大的聲音，有的會開閃光燈，這對臺灣狐蝠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干擾。 

    最後，因為對於蝙蝠傳染 COVID-19 給人類的說法眾說紛紜，我們也想知道阿任老師對

這件事的看法，阿任老師表示，台灣狐蝠身上的確帶有一些冠狀病毒，雖然目前得知的訊息

顯示這些冠狀病毒裡面並不包含 COVID-19，他不知道其他病毒會不會傳給人類，但要觸摸

蝙蝠或牠的食渣、排遺，盡量帶著手套，摸完也要記得洗手。阿任老師說，如果我們想要為

臺灣狐蝠做一些事情，建議我們可以在學校做樹木維護和觀察等工作。 

 

（三）國小學生對蝙蝠的感受與對台灣狐蝠的認識調查問卷分析 

    我們在蒐集更多與蝙蝠有關的資料之後，發現自己原先對蝙蝠的感受有了改變。我們也

想要知道同為國小學生，大家對蝙蝠的印象是否跟我們一樣。在大家一起討論後，製作了這

份問卷，問卷一共有 10 題，內容分為對蝙蝠的感受與對台灣狐蝠的了解。我們總共回收了

131 份有效問卷，以下針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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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問卷統計分析表 

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 

填答問卷者性別 

 

男女生比例差不多，所以這份問卷蒐集

到的資料應該可以代表普遍小學生的想

法。 

 

填答問卷者年級分布 

 

在所有的題答者中，四年級人數最多，

占 43.5%，將近一半，而六年級的填答

人數最少，只有 7.6%，三年級 27.5%

和五年級 21.4%，人數居中。 

我們猜測這份問卷對於六年級學生的想

法比較難具代表性。 

對蝙蝠的印象 

你覺得蝙蝠是一種什麼動物? 

 

這個題目是開放複選的，從問卷調查結

果可以得知，問卷填答者們對蝙蝠的印

象是負向>中立>正向，大多數人對蝙

蝠的印象仍是比較負面的，和我們自己

一開始對蝙蝠的第一印象不謀而合。 

蝙蝠會讓你聯想到什麼? 

 

此題也是複選，大部分的人想到蝙蝠會

聯想到蝙蝠俠或吸血鬼，我推測是因為

大部分的小學生都有看過這兩個故事。

另外，也有 34.4%的人會想到傳播病

毒，我們猜測應該是因為 2019 年大爆

發的 COVID-19，有很多未經科學證實

的訊息傳遞，導致與蝙蝠有關的謠言四

起，讓大家對蝙蝠產生誤解。 

請問你有聽過「台灣狐蝠」嗎? 

 

在問卷填答者中，有聽過和沒聽過台灣

狐蝠的小學生各占一半，調查結果與我

們原本預期的落差很大，我們原本以為

聽過台灣狐蝠的人很少，但後來想到，

學校簿本曾出現過台灣狐蝠插圖，也許

是因為這樣，所以有更多人對台灣狐蝠

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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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台灣狐蝠 

請問你是透過什麼管道聽過台灣狐蝠的呢? 

 

大部分填答者都是在學校、

網路與書籍得知有台灣狐蝠

的資料。另外還有將近四分

之一的人是透過導覽活動得

知台灣狐蝠的。可見這些管

道對於推廣台灣狐蝠都有幫

助。 

根據你的印象，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約有一半的填答者可以正確

選擇關於台灣狐蝠的資訊，

但也有將近半數的人沒有選

擇正確的選項。我們覺得大

部分的人雖然聽過台灣狐

蝠，但對牠的了解並不深。 

另外仍有四位填答者覺得台

灣狐蝠是吸血蝙蝠。 

我們想要帶大家一起去尋找台灣狐蝠(有百分之 90 的機率可

以見到本尊)，想了解大家參與的意願。(共 64 則回應) 

 

70.3%的人對夜觀有興趣，

但有 29.7%的人卻不感興

趣，我猜測可能是會影響到

安親班等等活動的時間，或

他們不想在晚上出門。 

因為台灣狐蝠屬於夜行性動物，所以尋找台灣狐蝠的活動會

辦在晚上，我們想要調查大家比較方便的時間。 

 

大部分的人選擇假日晚上，

也有近半數的人平日和假日

晚上皆可，猜測是因為小學

生在平日晚上比較多補習的

活動。 

不曾聽過台灣狐蝠 

我們想要帶大家一起去尋找台灣狐蝠(有百分之 90 的機率可

以見到本尊)，想了解大家參與的意願。(共 67 則回應) 

 

所有的填答者中，有四分之

一的人想親眼看看狐蝠，我

猜可能是因為不認識台灣狐

蝠才想看牠；不感興趣的人

可能是因為對牠的未知引起

了恐懼，因此不想看到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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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台灣狐蝠屬於夜行性動物，所以尋找台灣狐蝠的活動會

辦在晚上，我們想要調查大家比較方便的時間。 

 

這個部分的回應和有聽過台

灣狐蝠的人差不多。 

 

（四）製作蝙蝠屋 

    我們一開始在未來少年雜誌中接收到蝙蝠屋的資訊，就覺得非常好奇，後來在校園角落

找到蝙蝠的排遺，才確認了校園中的確住著蝙蝠。有一次張恆嘉老師來幫我們上課的時候，

還在校園中架設豎琴網，並抓到一隻小公蝠(東亞家蝠)，老師在觀察排遺時又提到，住在這

裡的蝙蝠種類可能不只一種，讓我們覺得很興奮。 

    確定校內住著蝙蝠之後，大家就決定嘗試製作蝙蝠屋，我們先分頭蒐集資料，後來決定

參考黃金蝙蝠生態館網站裡的「四隔間可掀式蝙蝠屋」，這正是由張恆嘉老師設計的，且根

據研究資料顯示，這款蝙蝠屋是蝙蝠最喜歡的款式。張恆嘉老師後來有針對我們製作的蝙蝠

屋給一些建議，例如他們在西部有研究蝙蝠最喜歡哪個顏色的蝙蝠屋，但東部目前還沒有累

積這方面的資料，所以我們就決定將三個蝙蝠屋的顏色設為黑、白和原木色。 

    最後決定架設蝙蝠屋的地點，就是當初我們在校園中發現最多蝙蝠排遺的三樓無障礙樓

梯扶手旁壁面(如下圖)，也就是張恆嘉老師捕捉到小公蝠的地方。希望架設之後不久就可以

傳來好消息，也希望在校內架設蝙蝠屋，能夠引發更多同學一起認識並關注蝙蝠的生態。 

     
▲圖 2 在校內三樓無障礙坡道扶手旁發現蝙蝠排遺 

 

▲圖 3 蝙蝠屋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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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拍攝以蝙蝠為主題的動畫 

    訪談過程中，阿任老師分享了一個有趣又感人的故事，以及狐蝠分娩的影片。大家都喜

歡看動畫，我們覺得如果把這個故事拍成動畫，就可以很容易讓更多人看見，也可以更輕易

地傳遞與蝙蝠相關的訊息，所以就將這個故事拍成動畫。請掃描下面的 QRcode 欣賞我們的

動畫成品「狐蝠媽媽的一天」。 

 

▲圖 4 逐格動畫拍攝過程及成果影片 QRcode 

 

（六）設計推廣蝙蝠的活動 

    在課堂上認識蝙蝠之後，我們就發現自己以前對蝙蝠有很多誤會，不但如此，我們還發

現自己因為認識、了解而開始會關心蝙蝠的生態，我們覺得如果可以讓更多國小學生也認識

蝙蝠，那麼應該就會有更多人一起關注蝙蝠生態，所以想要在學校辦裡入班分享活動。我們

分享的內容有學弟妹創作詩、臺灣狐蝠小百科、蝙蝠與人類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我們拍攝的

動畫，最後設計了有獎徵答和台灣狐蝠造型摺紙活動做為結尾。 

   

▲圖 5 入班分享活動及台灣狐蝠摺紙教學影片 QRcode 

 

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一）台灣狐蝠和東亞家蝠都是屬於蝙蝠家族的一員，台灣狐蝠屬於植食性與樹棲性蝙蝠，

利用靈敏的視覺與嗅覺行動，是台灣的蝙蝠種類中體型最大的；而東亞家蝠屬於食蟲

性與居家型蝙蝠，利用人類聽不到的超音波行動，體型上屬於小型蝙蝠。 

（二）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得知，國小學生對蝙蝠的印象是負向>中立>正向，最多人覺得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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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神秘」；有將近半數的小學生聽說過台灣狐蝠，來源以學校課程、書籍、網路及

導覽活動為主，雖然大部分的人有聽過台灣狐蝠，但是他們對於台灣狐蝠的了解並不

深。 

（三）我們在確定校內有蝙蝠居住後，做了三個分別為黑、白、原木色的蝙蝠屋，預計架設

在當初發現蝙蝠的牆面，希望能夠吸引蝙蝠入住。 

（四）認識與了解是關心與行動的基礎，所以我們透過拍攝動畫與入班分享推廣蝙蝠的資

訊，希望有更多人一起關注蝙蝠生態。 

 

二、研究建議 

（一）本次訪談對象只有一位，未來如果要繼續進行類似的研究，可以增加訪談對象。 

（二）在問卷調查的部分，我們這次的對象只有針對三到六年級的學生，建議之後可以把對

象的範圍變得更廣，例如國高中生或社會人士等等。 

（三）製作蝙蝠屋前先做模型，可以讓討論更具體，也更好想像；另外也可以參考其他蝙蝠

屋的形式，或者加入其他變因做實驗。 

（四）蝙蝠屋架設時間與地點，地點建議選在方便長期觀察且不易受到外人干擾的地方，或

是有發現蝙蝠排遺的地點。 

（五）利用問卷了解入班活動對於推廣蝙蝠的成效，可以驗證自己的做法是否有實際上的效

果。 

 

三、研究心得 

（一）彥緯 

這一年來，我們從對台灣狐蝠和其他蝙蝠只有一點點認識到現在經歷了很多事情，為牠做蝙

蝠屋、入班讓大家認識牠甚至把牠拍成動畫，這一切，全都是為了牠。現在的我看到有關牠

們的新聞都會不小心打開看看，台灣狐蝠和蝙蝠已經愈來愈融入我的生活了。還記得珍古德

博士說的那句話：「唯有認識，才會了解，唯有了解，才會關 心，唯有關心，才有行動，唯

有行動，生命才會有希望。」我們會這麼熱衷的研究牠們，就是因為我們喜歡牠，當然我們

也希望大家可以像我們一樣認識牠們、了解牠們、關心牠們、為牠們付出行動，真誠的去愛

牠們。 

（二）又仟 

雖然我們剛開始沒有深刻體會到臺灣狐蝠會面對到這麼多的困境，因此在研究過後才突然驚

覺台灣狐蝠在生存上實著不易及艱難，像是棲息地被人們破壞，逼著牠們只能到城市中，無

法住在屬於牠們舒適的森林裡；也因森林過度砍伐，導致食物缺乏......，以上種種原因，一

切都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之慾。我們這一路探索了解保育狐蝠後，深深地覺得，台灣狐

蝠其實沒有這麼可怕也沒有長的那麼不討喜。 

事實上經過一連串的研究了解後，發現台灣狐蝠對人們還是有一些幫助的，像在我們的生活

中，有一些植物就仰賴台灣狐蝠為媒介來播種種子。 

希望大家透過我們的分享，可以屏除對台灣狐蝠的刻板認知，暨而更關心台灣狐蝠的保育，

不要再做會對牠們有傷害的事情，例如:看到牠們時，不要開閃光燈、不要砍樹......，這些都

可以讓台灣狐蝠越來越多，讓人們越來越幸「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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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卓燊 

這一年來，我是從一個覺得蝙蝠是一種危害環境的生物的人，變成一個蝙蝠小專家，對我來

說這並不是很容易的事。一開始，只是在找蝙蝠是否是 covid-19 來源，慢慢的，參加了阿任

老師的夜觀課，那一刻，就是我第一次看見台灣狐蝠。從看見了台灣狐蝠之後，就與蝙蝠產

生了難以形容的感情。後來就與狐蝠專家阿任老師訪談。這時，我對蝙蝠的感情已經成為了

比宇宙還大的面積。我們也拍了關於台灣狐蝠的逐格動畫、建造蝙蝠屋、設計狐蝠的造型摺

紙、入班推廣、蝙蝠的資訊圖表、在學校尋找蝙蝠等等。因為認識，所以才有機會了解，因

為了解，才會產生關心，因為關心，才有行動。珍古德博士的這句話與我在研究一樣，我慢

慢的了解狐蝠和蝙蝠，開始關心牠們，訪談，然後製作蝙蝠屋與入班推廣來幫助牠們。我第

一次看見牠以霸氣的模樣飛翔時，那一刻讓我非常感動，牠可是很稀有、珍貴的生物，但就

生活在在車水馬龍的明禮路，我們應該要好好珍惜，畢竟牠這麼的珍貴!這一兩年我發現有

了了解很多事都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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