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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走進太魯閣國家公園，發現自然的美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花蓮有一座世界級景觀－太魯閣國家公園，經歷好幾千萬年河流侵蝕與地

殼不斷隆起上升，造就面積擁有 92000 公頃。整座公園連接了花蓮、南投、台
中三個縣，其以太魯閣峽谷、立霧溪流域及中橫公路東段沿線為主體，並涵蓋南

湖中央尖連峰、奇萊連峰、合歡山群、太魯閣大山、清水斷崖、三棧溪流域，主

要以高山和峽谷為地形特色，中橫公路太魯閣到天祥的立霧溪河谷，兩岸皆由大

理石岩層構成，因此有大理石峽谷的稱謂。太魯閣峽谷、長春祠、九曲洞、長春

飛瀑、高山湖泊蓮花池等，都是著名風景據點。且擁有台灣百嶽中的中央尖、山

羊頭山、合歡群峰、奇萊連峰等 27座。而它的氣候及地形環境很適合高山動植
物生存，因而造就出多元且繁複的植被，更提供了高達一千兩百多種的動物絕佳

的棲息環境。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優點及特色就是有雄偉壯麗、幾近垂直的大理岩

峽谷、斷崖、連綿曲折的山洞墜道、溪流等等的風光，讓遊人無不讚嘆造物者之

鬼斧神工，如何將這世界級的美景推廣至世人的眼中是我們探討的主要目的！ 
 
二、研究目的 
 

由這次的小論文研究來深入了解太魯閣國家公園。我們將介紹它的所在位

置、人文與歷史、園區內的美景以及部分定期都會舉辦，且受歡迎度相當好的活

動，並分析遊客人數、交通問題，來一步一步發現它自然的美。推廣走進太魯閣

國家公園，關懷與分享活動。本篇論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介紹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地理位置。 
（二）介紹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人文與歷史。 
（三）介紹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優美景觀。 
（四）介紹太魯閣國家公園所舉辦的活動（馬拉松）。 
（五）分析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人數、交通問題 

 
三、研究方法 
 
採文獻研究法分析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各種景點、活動及陸客的觀光次數，觀

察陸客的增加及減少的原因，找到缺點來並提出改善的說明。透過網路多方面的

資訊來搜尋資料再加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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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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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地理位置 
 

太魯閣國家公園坐落於花蓮、台中及南投三

縣區，範圍以立霧溪峽谷、東西橫貫公路沿線及

其外為山區為主，總面積為九萬二千公項。境內

的河川以脊樑山脈為主要分水嶺並向東西奔

流。東側是立霧溪流域，面積約國家公園的三分

之二，主流貫穿公園中部；脊樑山脈西側狹長的

區域是大甲溪上游；東南角為三淺溪流域；西南

角為濁水溪與木瓜溪流域。 
圖二 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 Google網站 
 
二、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人文與歷史 

 
（一）人文 
 
傳統的生計方式是以山田焚墾為主，狩獵、採集及漁撈為輔，主要的農作物

為小米。狩獵是專屬於男性的工作，女性不得參與，更不能碰觸獵具。親族制度

實行父子繼承，嫁娶婚的核心家庭生活。傳統的工藝以男子的藤編、女子的紡織

最具特色。紡織技藝十分發達，因為人從出生到老所需要使用的布都是仰賴女人

所織成，也因此女性的社會地位與其紡織技藝的精湛來判定，一直到現今，織品

仍然在太魯閣社會中所使用，可以作為日常生活之用或是嫁妝之用。文面習俗在

傳統文化上具有相當特殊的意義，相信這一點大家都知道！每個太魯閣族人在年

齡約七、八歲時，都會刺上額紋來作為識別族群之用，到了年齡約十四、十五歲

時，男孩獵得第一個人頭（出草習俗禁止後，改採獵山豬，就可以刺上頤紋；而

女孩則是需要熟練紡織技藝就能刺上頰紋，來表示男孩、女孩已經長大成人了，

也具備了成家立業的資格。文面不僅具有美麗的象徵，更是離世時歸返祖靈地的

護照，證明亡靈已經通過嚴格的成年考驗，可以獲准安然度過彩虹橋（Hakaw Utux

指靈魂之橋），與祖靈相聚。 
 
（二）歷史 
 
根據文獻的記載，太魯閣的山林有著非常複雜的道路系統，原住民的獵徑、

戰後的蘇花公路、日治時代的合歡越嶺古道等等，但有些路早已隨著時間隱沒在

現今的地圖上了。南迄花蓮志學，北路北起蘇澳，全長有一百七十四公里，費時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走進太魯閣國家公園，發現自然的美 
 

  4 

半年，清領時期北路的開通開啟了漢人大量入墾花蓮的歷史。日治時期，日本政

府在蘇澳、花蓮間修建臨海道路並加以整修，改名為「蘇花公路」。而太魯閣國

家公園內最早的一條官方修築的路—北路，即清同治十三年因為牡丹社事件，清
政府著手開山撫番的工作，闢築了北、中、南三路，而北路在現在稱為蘇花古道。

蘇花古道以前稱為後山北路，是花蓮人心中的洄瀾北路，從開築到現在已經有一

百二十六年的歷史了。全程就是一頁血淚斑斑的後山開發史與族群歷史，許多的

歷史人物與圖像是不應該被遺忘的，這份人文最想表達生命情感，希望藉著蘇花

古道歷史事件的重現，讓花蓮人能感受到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靈動生命，並且

更熱愛這片可愛的鄉土。 
 
穿越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中橫公路是台灣第一條橫越中央山脈的公路，於民國

四十五年七月七日開工，因為經常受到颱風、地震與豪雨的威脅，使人員傷亡、

工程及器材損毀，更耗費了四億三千萬元、費時三年九個月又十八天，不過最後

終於在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九日全線通車。主線東段起自太魯閣閣口，溯立霧溪而

上，是目前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主要道路。這條中橫公路可以讓世人一窺太魯閣磅

礡壯麗的美景。 
 
三、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優美景觀 
 
（一）太魯閣峽谷 
 
太魯閣峽谷的大理岩岩層厚度高達好幾千公尺，而這些大理岩是由石灰岩受

變質作用轉變成大理岩。由於菲律賓板塊的碰撞，擠壓了亞洲大陸邊緣隆起而成

為褶皺山脈：中央山脈，上升約四千公

尺的高山，使大理岩層逐漸露出地表。

中央山脈不斷的隆起，使得上覆的岩層

受風化侵蝕作用而剝失，深處的大理岩

便逐漸抬升露出地表。地殼不斷隆起使

豐沛河水的立霧溪不斷切割太魯閣這塊

地質上已是古老的大理岩層。而大理岩

緻密不易崩落的特性使其在立霧溪快速

的下切作用下，形成近乎垂直的谷壁，

因而造就今日的太魯閣峽谷。在峽谷的

峭壁上有許多因為地下水流長期的溶蝕

作用，逐漸形成的洞穴，常常吸引雨燕

成群而來，因而有「燕子口」的名稱。 
圖三 太魯閣峽谷圖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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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水斷崖，又稱清水大山 
 
清水斷崖位在蘇花公路 185公里處，在和平、崇德之間，長達二十多公里，

幾乎以九十度垂直降至太平洋，宛如一條空中走廊。自海平面直上海拔 2408公
尺之清水山，波瀾壯闊，美不勝收，為台灣的八景之ㄧ真是實至名歸！清水斷崖

在地質構造上屬於斷層海岸，以大

理石和片麻岩所組成，公路曲折蜿

蜒。清水山區的石灰岩生植被保有

許多特種植物，清水斷崖是蘇花公

路中最驚險、最壯麗的景觀，更是

蘇花公路的精神所在，上臨斷崖，

下臨大海，除了是花東沿岸壯觀的

景色以外，也是欣賞日出、日落的

最佳去處，是台灣著名的賞景地點。 
圖四 清水斷崖圖 

資料來源 旅遊資訊王 
 
（三）長春祠 

 

紀念開闢中橫公路殉職人員的長春祠祠旁溪溝長年流水成散瀑，取名為「長

春瀑布」，供奉中橫公路興建工程殉職的 212 位榮民靈位，唐式風格的建築依地
勢嵌入山壁間，清新的泉水自山壁湧出形成一道飛瀑。周圍具環形步道，能飽覽

峽谷及曲流風光，祠後有個高 380階石梯能通往觀音洞，祠下方的飛瀑因為河水
不段的撞擊、掏挖坡腳，使邊坡呈平行的

方式後退。祠後峭壁闢的有階道上觀音

洞、太魯閣樓、鐘樓，過一吊橋可至禪光

寺，俗稱「天堂步道」。 
 
到太魯閣國家公園觀賞美景，長春祠

可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呢！它有一座橋，站

在橋上往下看時景觀真的相當美麗，可以

看到清澈的小小瀑布、呼吸到新鮮空氣，

讓人感到全身舒暢、輕鬆自在又涼爽。沿

著那段長長的路線走，也可以看到許多不

同角度的美景，所以沒去過的各位不妨就

去長春祠觀賞吧！ 
圖五 清水斷崖圖 

資料來源 旅遊資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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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砂卡礑步道（神秘谷） 
 
砂卡礑步道是在 2001年 2月才正式開放，全長為 4.5公里、寬 1公尺，往

往返需約四小時。步道平坦，非常適合健行活動。不同於其他步道，沿途景點豐

富，例如大五間屋、攔砂壩等都是太魯閣地區相當著名的觀光旅遊景點。溪海拔

約 60公尺、長約 16公里處，溪床上鋪滿了大大小小以大理石和片麻岩為主的石
頭，由於溪水中的微酸溶解大理岩中碳酸

鈣成分，因此常呈現藍綠色，景色相當優

美。來到砂卡礑很適合靜靜的欣賞，這裡

的水可是又清澈又冰涼呢！步道沒有太大

的坡度，行走起來就會比較輕鬆，如果累

了，沿途還設有許多可供休息的觀景台，

或是到解說站觀看太魯閣族人與土地的故

事。一邊欣賞美景一邊享受清靜的自在，

砂卡礑步道真是非來不可。 
圖六 砂卡礑步道圖 
資料來源 旅遊資訊王 

 
四、太魯閣國家公園所舉辦的活動 
 
（一）太魯閣峽谷馬拉松 

 
太魯閣國際馬拉松自 2000 年開始舉辦，於 2010 年 11 月 6 日邁入第十一屆

了！原本從一個國家公園與地方政府所合辦的活動，變成現今全世界知名的國際

馬拉松，參賽人數更從以往的幾千人，增加到現在都必須限制報名人數！就可以

知道它所受到的歡迎度。馬拉松分成三個組別：馬拉松組（42.195公里，限制人

數 1900人）、半程馬拉松組（21公里，限制人數 5100人）以及全民健跑組（５

公里，限制人數 3000人），目前限制參賽人數 10000人。通常參賽選手第一次都

會先挑戰全民健跑組，第二次再一路往上挑戰，直到完成了全程馬拉松，這也是

活動越來越盛大的原因之一。參加比賽的選手有校團體組隊的代表、有名的國內

外選手，像是來自於香港、美國、加拿大、日本、等等二十二個國家，更多的是

愛好跑步的同好，各種職業、年紀都有，是老少咸宜的路跑活動，其中有不少人

是為了要欣賞風景而前來的。選手們奮勇地跑著，抬起頭還可欣賞到峽谷的壯觀

美麗，雖然跑的汗流浹背、滿身疲累，但是心裡卻是感到無比的舒暢，這活動不

但是運動也是一趟美好的旅遊！ 在比賽之餘選手也會安排幾天的旅遊，因而創
造出不小的商機。才短短幾天的活動竟把花蓮的美介紹給全世界，太魯閣峽谷的

壯麗景觀，這塊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傑作深深烙印在參賽選手的腦海裡，無形中提

升了花蓮在國際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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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圖可知，近年來馬拉松的參加人數起伏不大，是因為此活動的參加人數

逐年增加，使得主辦單位才必須限制人數，第一、二屆的報名人數只有大約三至

四千人左右，而第三屆至第五屆則遽增到萬人之多！也在 2011 年開始從限制的

10000人增加到 10500人，由這點就可知道其歡迎度。不僅僅只有參賽人數增加，

連活動的貴賓、贊助單位、配合演出的表演團體等也逐年在增加，使太魯閣國際

馬拉松成為重要而具有國家代表性的休閒遊憩活動。而第六屆（2005 年）人數

較少的原因是因為受到近兩年較頻繁的豪雨、落石與颱風所影響，為了大家的安

全著想，也將馬拉松路跑路線作了部份的變更，來避開落石較多的峽谷路段。  

 

太魯閣峽谷馬拉松近年參加人數

2006年

12%2010年

15%
2007年

16%

2009年

15%
2008年

15%

2011年

17%

2005年

10%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圖七 太魯閣峽谷馬拉松近年參加人數 
資料來源 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 

 
（二）太魯閣峽谷音樂節 
 
太魯閣峽谷音樂節是由 2002年開始舉辦，漸漸成為花蓮秋季的活動，每年

都會吸引五、六千以上的民眾到場，同時還提供了免費接駁專車。坐在草地上以

最輕鬆、最自在的方式靜靜欣賞每一場的音樂演出，讓你陶醉其中，難以忘懷。

美妙的音樂在峽谷間迴盪著，藉著這音樂來探索太魯閣國家公園，並點燃我們對

這片土地的熱情，使大家能認識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重要以及它優美的景觀、豐富

的生態環境，也讓它們能受到重視。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更試圖將音樂與大自

然相結合，引導大家從藝術的角度來走入太魯閣，欣賞它獨特的美。 
 
五、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人數、交通問題 
 

2011 年 10 月 27 日蘇花公路嚴重坍方，路過當地的陸客團遊覽車落海，導
致 20人罹難。當時出後方的遊覽車上的領隊、導遊及時通報，將訊息傳回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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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公會立刻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來協助處理，罹難者家屬來台也有專人陪伴。

台九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蘇澳→東澳、南澳→和平、和中→清水）環

境影響說明會專案小組，對於這項改善方案單位會詳細考量如何兼顧建設、產業

與環境的平衡發展，並儘速在 12月前審議完成。許多人都在討論是否要興建蘇
花高速公路，興建後又會帶來哪些影響呢？正面的影響是改善長期以來交通上的

不方便、大幅減低城鄉差距，在經濟方面也能夠有好轉；負面的影響則是嚴重破

壞生態環境、污染了這一塊淨土，甚至經常發生土石流的情形，但又為了讓花蓮

的觀光能更進一步的發展，而產生了許多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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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人數 
資料來源 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 

 
参●結論 

 

雖然在這次的專題研究過程中碰到了許多困難，像是時間上的不足、圖書館

的相關書籍過少，導致沒有更多的參考資料，但我們還是努力一一克服了。太魯

閣國家公園是花蓮地區的代表性景點之一，我們深入了解到太魯閣國家公園是個

地質好、環境佳且生態資源相當豐富的地方，許多遊客雖然造訪過此處，卻未必

真正地去體會它的美，只有親自走進大自然才能體會到天地有美！他們會定期舉

辦活動，例如馬拉松、音樂節等等，其中太魯閣國際馬拉松從過去只有幾千人參

加，到現在卻必須限制人數，更吸引了許多國內外的選手前來參加，非常的歡迎，

此外馬拉松活動所帶來的商機也不小呢！就因為太魯閣家公園多元的活動，以致

於每年都吸引了將近四百多萬的觀光客前來觀賞，但有時會因為有落石發生，造

成觀光客受傷，導致旅客人數下降，這是蠻可惜的一點。我們還蒐集了陸客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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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次數，來描述人口減少以及人口增加的原因，要如何改善這個缺點，又要如何

增加觀光人數。台灣擁有這麼好的地質，我們都應該共同努力來維持大自然，讓

它能永遠保持下去，而不是因為人為的蓄意破壞，失去了這塊值得一賞的土地，

更要推廣太魯閣國家公園，讓每個人都能體會到它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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