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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臺灣友人聽說我去香港，只是為了健行或爬山，都會

反問我，「香港有山嗎？」、「香港有郊野嗎？」

連香港人也以為，臺灣旅客訪港都是為了購物和美食，根

本不信我對香港的戶外活動竟是這樣喜好。反之，也是一種對

自己家園的懷疑。臺灣有大山大林，他們不信香港有何可以吸

引之處。

看來華人都有類似的偏見，竟忘了這個亞洲大都會，早年

在英國人治理下，最重要的特色是被自然環境重重地包圍。綜

觀華人現今的都會環境，擁有廣闊溼地和森林分布的城市其實

也不多，香港早在上個世紀即釐定這等綠色內涵。

翻開香港地圖便知，城市大樓只占了四分之一。近75％都

是郊野環境。這些地方少有蛛網般密佈的公路，因為不少地方

規劃為郊野公園，道路明顯受到限制。譬如碩大的大嶼山和西

貢等地，往往只有三、四條公路，其它鄉野幾乎都是靠著村徑

的密佈在往來。著名的旅遊景點南ㄚ島，更只有一條狹小的村

徑南北聯絡，連消防車都得刻意縮小車身，配合那不過一公尺

寬的路面。

村徑是這裡的主要鄉道，小村間聯絡的生活孔道，更是一

般人郊野漫遊時最重要的山路。村徑也不是一般城市公園那種

必須鋪陳的小徑，刻意地存在。它狹窄而素樸地蜿蜒於鄉野之

間，連接著各地的小村。有時更細瘦，只聯絡二、三戶人家。

進入山區更是典雅，利用了當地的石材，舖成錯落有致的石磴

古道。任何人來去，除了依靠走路和單車，其它車輛難以進

來。村徑帶我們認識過去的香港鄉野，以及嶺南的森林美學。

這些繁複的村徑在偏遠之地，更好像微血管伸向末梢神

經，活絡了整個香港的質地，更讓它的繁忙步調迅速降溫。當

我們看到這個城市活絡的地鐵和船舶，便捷地通往各地時。村

四分之三的香港
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

作者：劉克襄

出版：遠流

日期：2014年 4月



652015年 3月
第 118期 

名人
導讀

Writer’s 

徑在鄰近的離島和邊界，提供了一

個緩衝的空間。

對照臺灣，我們對城市旁邊

的鄉野小路，恐怕較欠缺這種思

維。不知珍惜它對城市的意義，反

而不斷地想擴大為開闊的柏油路。

直言之，村徑是香港獨特的

生活美學。只可惜，翻開現有的旅

遊指南，很少相關描述。我們以為

香港是追求流行時尚精品和美食的

消費社會，其實一離開中環、灣仔

等金融中心，它有另一個極端從容

的世界，快速地降溫。

每次到香港，我都酷愛找幾

條村徑漫遊。村徑有時沿著海邊蜿

蜒，時而穿梭於密覆的森林，或者

清朗地橫陳於開闊的稜線。習慣臺

灣山區的人也會驚奇，香港山徑竟

是可以穿短褲健行，不用擔心迷

路，更不必煩惱蚊蟲的叮咬。這是

一個漫遊的天堂，旅人藉由村徑的

引領，走進遊客很少探訪的村落。

我最享受的行山，大概是走

個一、二小時，穿過茂密的森林

後，抵達一座古老小村。小村依山

傍林，周遭都是熱帶風情的鄉野，

黃皮香蕉、龍眼樹，刻畫了極致的

嶺南氛圍。有些小村人去樓空，但

也有人口活絡的，甚至有不少外國

家庭寄宿。仔細探問，多數人都在

中環、灣仔工作。白天在金融大街

忙碌，下班時選擇這座安靜的郊

野，遠離了喧囂。

沿著一條又一條的村徑緩

步，隨興漫遊，不知覺又繞抵另一

個小村，又是一番閒淡的鄉村風

景。這樣的繞路好像不切實際，但

我清楚而踏實地感覺，自己的旅行

有了一個不同的開始，從這個城市

最緩慢的位置，拉開另一個視窗。

本書是我自2006年9月旅居香

港，長時在郊野行山的見聞和記

錄。我依地理環境和區域，選擇

二十四條不同特色的山徑，展現不

同區域的內涵。有些山路，都走過

好幾回。每條村徑，我也都親自繪

製地圖路線，搭配文章的行走過

程。

香港在地也有諸多登山書

籍，搭配文章和地圖，但較少文字

的細密陳述，或者提供一個生態美

學的觀點。我嘗試由此都會郊野，

提出南方美學。而整本書，竟是由

一個臺灣人書寫，且以豐厚的動植

物知識做為基礎，觀照一座城市的

生態環境和鄉村人文歷史，確實讓

香港讀者感到驚喜。或許，這本書

會在兩岸三地得到諸多好書獎項的

肯定，應該是這個原因。

我也很期待，這類異地異城

市的自然書寫，日後能夠成為自

己未來創作的重要議題之一。

(劉克襄) 

1 	 蚺蛇尖是香港大浪灣徑的要角。

2 	 木板橋是香港鹹田灣的特色景
貌。

3 	 作家劉克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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