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泥岩惡地區域內的獨特地質景觀、自然生態與

人文內涵，具備參與 的充分條件！

這惡地裡藏不住的綠意，蟄伏於漫長的乾旱；只待

天降甘霖，便倏然地的萌生歡唱！

高 雄 泥 岩 惡 地 地 質 公 園
Mudstone Badland Geopark

Kaohsiung, TAIWAN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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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高雄泥岩惡地地質公園經營輔導及網絡交流計畫

地質公園並不等於「地質的公園」或
「公園的地質」，而是以所在區域的
地質和地景環境為基礎，挖掘人類在
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涵養出來的在地
生活、價值、技藝等，足以凸顯人類
社會與環境的關係。

地質公園的核心價值包含了地景保育、環境教育、地景旅遊
及在地參與。

地景保育是保護重要的地質與地形特徵，讓社會能因認識
它們而產生力量與行動，包括守護有代表性的岩石、礦石、
化石、地形、文化景觀等。

經營管理良好的地質公園可提供地球科學知識、人類與環境
互動的因果關係等知識，創造大眾正確認識與珍惜環境的基
礎。地質公園是實踐環境教育的優良場所。

地質公園作為促進地方產業發展的
所在，需要居民在地參與投入。
透過在地的動員與相互學習，增
強地方社群概念，是地質公園推
動的重要動力。

獨特的地質與地理環境孕育
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內容，正是
社區民眾參與生態或地質旅遊
解說及保育在地環境的利器。良
好的在地環境教育啟發創意產業與文化，
成為永續社會經濟的沃土。

透過地質與地景環境的學習，地質公園可成為在地保育的推
手。經由適地適性的地質公園經營管理，可活絡在地社會文
化與經濟。

地質公園的實踐，有益於地方感與鄉土認同的涵養；在地社
區因瞭解自身所處環境與其機制，進而投身保育，不但實踐
珍惜特殊地景與尊重文化價值，一生懸命於在地價值可成為
重要的態度。

在地社群培力與地質公園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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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97 年提出「促進各地
特殊地質景點形成全球網絡」計畫，從全球的視野整合國家
級與跨國的保育景點之成果，將具有代表性、特殊性、不可
取代性、一旦破壞即不可回復等特質的地景，做為社會了解
地球環境的基礎材料，以利進行積極的環境保育的整合，提
供在地發展具有地方特質的各種社經與文化之可能，並以地
質公園之名提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地質公園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環境保
護與促進小區域的社會、經濟、文化等的維護與提升，整合
自然與人文資源使成永續的一體。藉由提升大眾對地球遺產
與其價值的認知，增進人們對地球環境承載力的認識，使能
明智使用地球環境資源，達到人與環境間的平衡與永續關係。

臺灣設立地質公園除了保育特殊地質、地形景觀之外，更藉
此紮根環境教育，使地質/生態遊憩或休閒行為能具有環境
承載的敏感度與實踐；透過在地社區參與經營管理和保育，
創造居民所處環境的獨特地方感，以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的永
續發展。

島國臺灣有許多具獨特性、代表性、特殊性的地質或地形景
點，配合在地環境與社會文化襲產的發展需求，突顯不可取
代的環境特質和生活方式，可成為有特色的地質公園!

這裡有一群惡地裡的好人，早已準備了外人不知的

豐盛美好，等待與妳/你相遇！

以地方為舞台，揮灑自然與創意；以全球為視野，

展望未來！歡迎妳/你的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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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文化
• 環境智慧
• 世代責任
• 技能增進

• 永續發展
• 環境監測
• 團結守護
• 耆老智慧

• 休閒遊憩
• 生態旅遊
• 社會經濟
• 社群關係

• 保育實踐
• 美學素養
• 教育紮根
• 韌性深化





308高地位處台南左鎮與高雄內門交界，因屬硬質砂岩，故山勢突出，置身

其上可飽覽北自台南玉井曾文溪溪谷以南，迄於北高雄大崗山之間的廣闊

淺山與平原間之景致；東望可及中央山脈南段、玉山山脈及阿里山山脈

連綿相疊的山巒，西眺可達台灣海峽。黃昏時刻欣賞夕陽餘暉

照射的海面、平原與惡地丘陵，光輝霎變，

怎不令人喟嘆自然之美。



主體由石灰岩組成，突出於相對鬆軟的泥岩之間，出露的岩壁上

時而可見貝殼、珊瑚礁等化石。山腰多數竹林，每逢端午前後

正是竹筍採收季，等身高如火箭筒般的黑麻竹筍是本地的

家常美食，古法製作的筍醬、筍乾價廉味美！

在地團隊：高雄市燕巢區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移動於台南/高雄的公路與鐵路上，

妳或許曾經由車窗東望，眼下陪伴妳的是

一座橫亙在近山丘陵與平原的山丘，他總是

靜靜陪伴著旅人，迎接晨起的陽光與夜空。

他是大崗山，自古便是本地人的寄託，不論是物質上的飲水

或是精神上的宗教，他都日復一日地無私地給予。

大崗山由石灰岩組成，地底為厚實的泥岩地層，北依二仁溪

沖積平原，南方後山則為阿公店水庫集水區。石灰岩地形常

見的孔隙，成就了大崗山天然儲水庫的機能，自古以來即為

民生灌溉之用，擁有獨特的一線天、減肥洞與石母乳等景觀，

更有許多在地傳頌的故事

在地團隊：大崗山人文協會



泥岩質地鬆軟，遇水易受侵蝕而崩塌滑動，古亭坑層的泥

岩惡地形更受二仁溪的流水切割，形成發達的曲流，河道

一路蜿蜒直抵大崗山腳；鬆軟的泥岩與發達的曲流，共構

了河道襲奪的牛軛湖樣貌。河道襲奪所成的牛軛湖，如今

成為農人開墾的水塘與果園。



燕巢的泥岩惡地與鄰近的田寮、內門一脈相連，

加上鄰近以上層堅硬砂岩為主體的中寮山脈，

燕巢的泥岩中偶而可見砂岩石塊錯落其中，

出露於地表的惡地形則多被鄰近茂密蔥

鬱的樹林環抱；發源於惡地山丘的溪

流，順著山勢侵蝕出山溝無數，

形成大小不一的獨立山谷

錯落其間，而順應地勢

開墾的農地，更在惡地

山嶺的阻隔下各自

獨立存在，令人頗

有一方天地之概。

在地團隊：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田寮區古亭社區發展協會

農業社會交通不便的年代，田寮、燕巢往來旗山溪州最近的路線，

便是徒步翻越海拔421公尺的中寮山，山頂有一口終年不乾涸的泉水，

成為旅人歇腳的所在，山頂的中繼站正因地理位置與水利之便，逐漸

聚集人煙，形成聚落，極盛期有超過3,000人口，更設有國民小學。

中寮山今日人口多外移，唯一的小學也廢校了，村民賴以維生的泉水因開鑿

高速公路隧道，而逐漸乾涸；然而，村庄的人情依舊，品質極佳的無絲薑與

循柴燒古法、純手工製作的薑糖，更是鄰近鄉里爭相購買的溫補聖品！

走一趟中寮山，感受山頂村落的恬靜、坐擁山神賜予的美景，

東南西北飽覽壯麗大武山脈、廣闊的高屏溪

橫跨打狗、阿緱，更遠方的台灣海峽乃至於

台南玉井的山海美景，怎不令人驚嘆!

在地團隊：高雄市旗山區中寮社區發展協會

行走於烏山蔥鬱深處蜿蜒的山林小徑，隱隱可聞低鳴

的轟隆聲響，循聲探訪，見竹木綠蔭深處，有著一處

處冒著聲響的泥漿水池與土丘；沿著小徑的山溝溪流

是泥濘混濁的泥漿水，而它所散出的瓦斯氣味，由遠

而近，益發濃烈，正是科學探索的起點！

這裡是台灣唯一的泥火山自然保留區，在核心區的方

圓3公里內，有著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泥火山，堪稱

渾然天成的泥火山自然博物館！

在地團隊：高雄市燕巢區援剿人文協會

惡地入墾以來，馬頭山即成為往來內門、旗山、

田寮與台南之間的顯著地標，以硬質砂岩形成的馬頭山，

昂首聳立在廣袤的鬆軟泥岩丘陵，遠看如同一匹自東北向西南

奔馳的駿馬，成為世居山腳的村民的守護神，尊稱「白馬將軍」！

馬頭山之於在地村庄，不但是獨特的地景與地標，更提供了珍貴的水資源；

在地耆老傳說的馬槽、馬尿及豐沛的地下湧泉，使馬頭山山腳處

成為乾旱泥岩惡地區的綠洲，不僅是人類安身立命的所在，

也是萬物眾生的寶貴家園。

來到馬頭山，可要留心腳步，放慢速度，梅花鹿、穿山甲、

食蟹獴、黃灰澤蟹、獨角仙與皇蛾等可愛動物，

可會不經意地現身，讓你的旅程充滿驚喜！

在地團隊：高雄市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本區為自然保留區，進入者請攜帶身分證或護照

路是人走出來的！

古道的路徑，正是一條穿越時空的文史讀本！高雄內門與台南龍崎

的交界處，相傳有一條清朝康熙60年的台灣皇帝鴨母王朱一貴起兵

走過的路，其後更有無數的官民循此路徑往來於台灣府城與本地，

入墾舊稱「羅漢內門」的內門縱谷平原。

這條由府城通往羅漢內門的路線，途經蜿蜒的二仁溪谷與崎嶇的

泥岩惡地丘陵，除需翻山越嶺，多雨季節還需撐起竹筏方能

渡溪。今日行走其間，是否仍難以理解先民為何選擇這塊

艱難刻苦的土地安居落戶?

歷史的偶然與地理的必然，或可引導我們理解這惡地惡水

如何成為300多年來平埔族與漢族互通有無的家園。

在地團隊：羅漢門文史工作室、山南宮

圖片出處：劉天賦、劉國明 (2016)，《土地、生活詩篇：大岡山常民影像暨劉國明攝影集》，高雄市政府歷史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