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這一場滂沱冬雨，想不到路過埔里，

在大黑松小倆口元首館休息時，雨勢稍

歇。理事長陳三井說，大家都是福將，

老天爺特別賞臉，現在雨停了，大家都

放下身分、地位、職位、財富與煩惱，

好好大玩特玩。本會是社會團體，會員

聯誼就是社會團體的主要目的，期盼此

行，大家都能滿載而歸。

抵日月潭午餐時，太陽露臉，雨過

天青，天空特別湛藍。用餐的地點就在

日月潭碼頭邊，往窗外一瞧就是湖光山

色，再加上滿桌佳餚，尤其是燉到骨頭

都酥脆的豬腳圈，除令人食指大動外，

也費神想知道這道菜是怎麼做成的。

日月潭美景名聞遐邇，尤其是環潭

自行車道，更是令人稱道，號稱全球最

美麗的自行車道。我們走在向山自行車

道觀景台，欣賞日月潭360度全景。潭水

清澈，空氣新鮮，深呼吸，通體舒暢，

再吐氣，忘掉煩瑣。美中不足的，就是

停留時間太短了。因為要繼續往高山前

進，從海拔四百公尺的日月潭，再爬升

到一千多公尺高、玉山腳下的東埔。

東埔是信義鄉的一個村落，以溫泉

梅花綻放賜我以美景
「東埔 車埕 集集」會員聯誼之旅

▓水沙連

105年伊始，元旦假期過後，1月6
日、7日，本會舉辦東埔、車埕、集集兩

天一夜的會員聯誼之旅。在海拔一千多

公尺的東埔村，泡溫泉、走吊橋、觀瀑

布；在風櫃斗的柳家梅園，盡賞大肆綻

放的梅花雲海；在車埕，走鐵軌，逛老

人街，繞貯木池；駐足集集車站，心情

放輕鬆。兩天下來，足跡踏訪的景點與

天籟自鳴的樂事，值得回味再三。

1月6日一早，我們一行55人在傾

盆大雨中，分乘兩輛甫出廠的嶄新遊覽

車，從總會出發。本以為此行就將會毀

▲風櫃斗柳家梅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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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情畫意，再配上唐裝古服，猶似回

到古中國歷史的情境裡，蘭亭曲水流

觴，只是以茶代酒而已。

車埕，早期是伐木集散地，一棵棵

百年甚至數千年巨樹成為這裡等待肢解

的巨大木材。及至森林保護意識覺醒，

獨留廢棄廠房、鐵道、貯木池供後人憑

弔。數年前，觀光旅遊、文創思潮鋪

天蓋地而來，這裡化腐朽為神奇，蛻變

成全台灣最美麗的車站。集集車站小而

美，重建的車站則是集集從九二一大地

震中站起來起的見證者，倒了沒關係，

就怕不想站起來。

龍潭晚宴上，陳理事長致贈運將老

大哥及導遊紅包，感謝他們兩天來的辛

苦。

拜高速公路順暢之賜，抵台北總

會，亥時剛過。子時就寢時，或為此行

暢快之遊，帶著笑意進入夢鄉。（作者

為本會會員）

▲車埕站合影。

▲車埕美景。

著名。信義鄉是全台灣第二大鄉1,400
平方公里，比台北市272平方公里，要

大上許多，但全鄉不是高山就是峻嶺，

每到颱風豪雨季節，這裡的天災新聞特

多，因為發源於玉山的陳有蘭溪，平時

溫馴，大雨來時猶如猛獸出柙，道路橋

樑，無堅不摧，因此奪走一位名為陳有

蘭的郵差，故以他之名命名。台灣最高

峰的玉山就在東埔，而此地也是布農族

的故鄉。

趁著太陽落山前，我們區分兩路

賞景，一路攻彩虹橋及彩虹瀑布，另一

路往東埔吊橋及父子斷崖。美景當前，

皆興致勃勃，然雙腳卻不聽使喚，幾乎

全數中途折返，惟僅一人攻頂，前不見

古人，後不見來者，頗有四顧心茫茫之

感。

是晚餐會，特為適逢生日的會員黃

福慶備大蛋糕與一月分壽星一起慶生，

並請他們許願，皆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就

是福。

歌唱比賽，黃信麗主持，妙語如

珠，逗得大家笑呵呵，而人人有獎，更

是皆大歡喜。

旅館大廳布農族舞蹈演出，陳理事

長特贈紅包感謝他們的精彩演出。

東埔夜晚，靜謐得讓喧囂遁逃，獨

留淙淙溪水聲；仰望天空，星星密密麻

麻，數也數不完，怎麼比台北夜空多那

麼多。

翌日一早，分乘六輛九人座車，

前往梅花盛開的私房景點，短短數百公

尺道路兩旁，數千株梅花大肆綻放，形

成一片潔白花海，怎麼拍怎麼美。在這

裡，相機不分貴賤，技巧不分高下，人

不分俊俏美麗，碩大就是美。

梅樹與葡萄樹是信義鄉雙絕，梅花

賜我們以美景，青梅與葡萄賜我們以健

康，釀青梅配上葡萄冰沙，酸中帶甜，

甜中帶酸，讓我們的體質由酸變鹼，真

正顧健康。陳理事長大方致送每人葡萄

乾伴手禮，顧大家健康。

風櫃斗的梅王與梅后，百多年來，

繁衍子孫真是族繁不及備載，據說這裡

的梅樹都是他們的子嗣。佔地數十公

頃的柳家梅園，正舉行「畫梅‧話梅茶

會」，我們無心插柳，因緣際會，得以

欣賞到在梅花盛開的梅樹下品茗是多麼

▲日月潭向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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