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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大眾爺廟的老樟樹與領角鴞 
● 呂昇陽 

 

 

一直喜歡樟樹的清雅，老樹的蒼古，喜歡貓頭鷹的呆萌，……喜歡台灣這塊土地

上許許多多的自然風景。最近聽說南投・集集・大眾爺廟前的樟樹公的高高的樹幹上

，有一個像極台灣形狀的樹洞，其上有一對領角鴞孵出了三隻萌翻的寶寶。這個新聞

讓我怦然心動，所以 2021/10/28、30我也來到集集朝聖。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自然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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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來過大眾爺廟，一走過廟旁的小徑，映入眼簾的便是巨大橫披的老樟樹(樹高

30 公尺)，祂有別於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那棵一柱擎天的老樟樹(樹高 46 公尺)1，祂彷

彿多了一份敞開胸懷庇蔭眾生的慈悲。集集鎮公所的資料上說祂已經七百多歲了，那

不就是蒙古鐵騎馳騁江南的年代嗎?啊，如此的遙遠。而也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大眾爺廟

靜靜依偎在祂的樹蔭下的一隅，顯得和諧而靈巧。 

我在樹外徘徊許久，想要看看祂的樹型結構與特色，以前我較常看過的是崢嶸向

上的老樟樹，像這樣樹冠幅達九百平方多公尺的卻是首見。難怪我總覺得移步幻形，

不論怎麼看都無法掌握它的全貌，於是我也只能閉上眼睛試著在微風中以心靈感應祂

，因為也只有虛懷若谷的胸襟才足以包藏宇宙。 

而當我終於從樹外走入祂的庇蔭時，隨著現場許多凝望的眼神與相機鏡頭的方向

，我也終於找到了站在高高樹洞上的兩隻領角鴞親鳥。多麼棒的保護色啊，樹鳥一體

，渾然天成。領角鴞，體長約 25 公分，屬於中小型貓頭鷹，眼睛為橙紅色，體灰褐色

，有一對豎立時常被誤認為耳朵的角羽。台灣首次的記錄來自英國駐打狗領事 Robert 

Swinhoe(史溫侯)於 1863 年的發現。2因為牠是完全夜行性的鳥類，白天躲在茂密的枝

葉或樹洞中睡覺，晚上才開始活動，再加上牠的飛行無聲，所以縱使牠可能早已入住

你位在淺山的村子或是都市的微型森林中，你卻可能永遠也無緣一見，雖說你可能在

行經暗夜的林子裡時曾經聽過牠「勿-勿-勿」的鳴聲。 

  

 

                                                
1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的這棵老樟樹，是世界最高的樟樹。「南投信義鄉神木村有一棵樟樹公，高 46.4

公尺，去年台灣團隊『找樹的人』經過測量，在世界神木網站登錄，成為全世界最高的樟樹。」《華視

新聞網》(2019/08/01) 
2 劉小如等著:《台灣鳥類誌》(中)(台北：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2012)，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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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角鴞與其牠絕大多數的鳥類有很大的不同，野鳥一般都很神經質，一有任何的

風吹草動便會驚飛，可是領角鴞的神經卻很大條，極具學術專業度的《台灣鳥類誌》

說牠「相當不畏懼人類」3。再者，根據林文隆〈台灣中部森林領角鴞繁殖生物學初探

〉一文的研究，森林中的領角鴞一般多選在五、六公尺高的樹洞營巢4，可是眼前的巢

洞估計有十五公尺高，天高皇帝遠的，難怪廟方主委說：「貓頭鷹在樹洞築巢已七、八

年，每年農曆八月大眾爺聖誕就會飛回來，就算廟會放鞭炮、辦活動也不會被嚇跑。

」5所以我看牠完全不在乎樹下的人類活動，只是站在洞口閉目養神，彷彿老僧入定；

縱使偶爾微張雙眼，也顯得悠然自在，任由鳥人砲陣與遊客熙攘，也不曾豎起警戒的

角羽。而這樣的模樣，不禁讓我想起龔定盫的詩句—「偶開天眼覷紅塵」，不同的是牠

只是冷眼看待下界眾生為牠而起的貪嗔癡愛。(待續) 

 

 

                                                
3 劉小如等著:《台灣鳥類誌》(中)，頁 401、402。 
4 林文隆：〈台灣中部森林領角鴞繁殖生物學初探〉《台灣猛禽研究》( 2003)，頁 32。 
5 劉濱銓：〈廟會炮聲嚇不跑！廟前樹洞貓頭鷹 入定萌樣好療癒〉《自由時報》( 2021/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