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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爸爸回家了，小強們顧不得爸爸好多天沒洗澡，送給爸爸熱情的擁抱，阿

諾準備營養的酪梨牛奶給蟑螂補一補。小強們圍著爸爸，迫不及待聽聽災區的情況

與救災的過程，蟑螂捧著酪梨牛奶，語重心長的說：這次災情真得很慘、很恐怖，

我們能全家坐在一起講話真是太幸運了。 

    回想 8月 11 日中午，蟑螂爸爸接獲「南搜」（註 1.）出任務的通知，當晚要準

備前進甲仙協助救災。阿諾獲知消息，立刻替蟑螂張羅個人裝備。下午，電話獲知

更改任務，要協助「特搜」(註 2.)前往霧台搜尋墜機的人員，於是又緊急增添一些

溯溪裝備。就在忙裡忙外張羅裝備的同時，蟑螂爸爸的電話沒有停過，一下子通報

要影印 2500 比例尺的地形圖、一會兒要補給岩釘和岩槌…，裝備的內容與數量不停

的增加。集合的時間和地點也不斷的更改：前十分鐘通知今晚要到台南機場與特搜

隊會合，過十分鐘通知明早才有飛機、今晚待命，下一通電話獲知今晚全員到台南

機場待命。阿諾和小強於是連忙協助將裝備上車，豈料還沒到達機場，又更改行程，

當晚要到內埔農工集結，準備第二天開車進入，整個準備過程一再變化，弄得大家

都好緊張。 

連續五天的支援過程，蟑螂的感觸很多，也有很多的小插曲。8 月 11 日晚上出

門，首先到成大附近影印地形圖，影印店的老闆見到蟑螂攤開地圖，立即問：「為什

麼印這圖？是要去救災對不？沒問題，要怎麼印？馬上替你處理！」熱心的老闆立

刻放下手邊的工作，印製蟑螂的圖。由於霧台伊拉谷地的位置恰在四張圖幅的重疊

處，因此，需要放大、接合、裁切、加註座標等麻煩的步驟，老闆專業的親自動手

操作，還特別使用彩色放大、額外加上防水護膜，花了兩個小時、複製成十張放大

的彩色精美地形圖，而且，全部免費！感謝影印店美麗又熱心的小姐，你的真誠讓

台灣好溫暖，也讓蟑螂趕赴救難的使命更加堅定。 

蟑螂到了內埔集結地點，拿出地形圖分發給工作人員，在場的特搜部隊、消防

署、國防部隊都睜大眼：「你怎麼有這麼專業又清楚的圖？」地形圖果真發揮實際功

能，讓蟑螂和隊員得以在最短的時間完成定位，並找到三位墜機的英雄大體，蟑螂

護送大體一起被吊掛上直昇機，完成第一個任務。 

    因為高雄縣的災情比較嚴重而且緊急，完成霧台的任務，蟑螂馬上轉往美濃與

南搜隊員集結。消防局對於高雄縣的救災動線有兩條，就像電視新聞的圖示：一條

為從旗山沿 21 號省道(旗山溪)向北推進甲仙、小林、那馬夏鄉，另一條為由美濃沿

27 號省道（荖濃溪）向北推進六龜、新開、寶來，兩條動線都是南北向的。可是，

從甲仙到寶來之間的南橫公路(20 號省道)沿線有幾個村落卻一直無法得知狀況。特

搜曾嘗試徒步進入，但是地形實在太艱險、連同記者無功而退。南搜的隊伍於是挑



起重擔，從甲仙一步步向東挺進，沿途紀錄、清查、回報、協助吊掛外送，大家心

裡都知道這一趟路不好走，而且要花很多天。 

    有四位記者想跟著南搜進入，全身重裝的南搜隊員問那些只穿短褲、背著小包

包的記者：「你進去要吃什麼？怎麼過夜？」記者仍堅持要跟。在路上，蟑螂曾拿營

養口糧給記者，記者看了看口糧、拒絕了，「可能她不餓吧！」。南搜的隊員全是經

驗豐富的登山或溯溪好手，基於自救的前提下，每個人的裝備齊全，向來出任務都

是採取食宿自理的原則，因此記者們只好向有後援補給的義消們要吃的。說實在，

記者總是用聳動的媒體語言：「獨家徒步進入還沒被發現的災區…」，事實上，記者

自己「獨家」是辦不到的。 

    14 日到達荖濃、寶來，雖然荖濃、寶來對外的交通完全中斷、成了孤島，但是

災情還好，並沒有緊急危險，村民們也堅持留在山區。蟑螂發現，其實山地村落都

保有昔日的民防體制，這兩個村在風災後就自動完成清查和自救的重要工作，這也

是得以繼續留在山區的主要因素，只是這些清查結果並不知道要向消防單位回報，

是整合的體系出現問題。 

    蟑螂就前線作業的親身經歷分析，像「南搜」這類由登山專業人士組織的救難

團體，與警消或軍方救難單位最不一樣的是：「南搜」設置自己的前進指揮所，作為

與消防單位聯絡的單一窗口，並且全程掌握搜救隊員的狀況，發揮分層負責的精神；

另一特別的是，隊員人人全副武裝、採食宿自理的方式，可以放出去四、五天獨立

完成委託任務，路上找到安全的地方就可紮營過夜，除非緊急狀況、否則不需要後

援補給，警消或軍方單位則一定要到達村落的活動中心才能過夜，必須仰賴後勤補

給便當與飲水。政府與民間團體各有專業技術與資源，若能有效的整合就可以發揮

強大的救災功能。 

    15 日下午，軍方接管救災指揮權，緊急徹離山區居民的工作接近尾聲，南搜的

任務結束，所以，蟑螂可以回家待命囉。但是，差一點出不來！並不是又有緊急任

務，而是，人車實在太多、太混亂了！大家都滿腔熱血要進入災區盡一份力，人車

全都塞在路上，進不去、也出不來。救災人員非常感慨，大家真的知道災區是什麼

樣嗎？真的知道災區需要什麼嗎？知道進來災區要幫忙什麼嗎？憑心而論，只要是

車子開得到的地方，什麼物資都不缺乏，現在開車進入只是妨礙救災，嚴重影響重

型機具和阿兵哥車隊的運補；車子開不到的地方靠直升機空投，可能人車進入也幫

不上忙。 

    緊急救災的工作接近尾聲，接續則是靠重型機具與大量人力的清理和搶修公共

設施與公用設備等任務，這工作需要很長的時間和人力、物力，有滿腔熱誠的台灣

人，不需要急於一時的短暫進入災區，應該將時間和能力投入後續長期的重建工作，

可能對災區更有助益。 



    聽完蟑螂的心得，阿諾將幾天來新聞的重要內容和網路上所見的討論重點提出

說明，小強們好奇的發問、對照、應證，我們深深覺得，救災人員、記者、災民、

官員和學者、民眾等，因為不同角度看待事情就有不同的反應和講法，每個人考慮

的層面或顧慮的觀點不一樣，出現了相異的意見和作法。走在最前方挖路、架繩的

技術人員，完全無瑕發表心得或言論，最危險的路段絕對不會出現在畫面上，因為

災區現場救命比攝影重要。記者為了新聞的可看性，所講的內容或安排的畫面，知

道就好；大家對於各種議題所提出的意見或抗議言論，聽聽就算了；令人難過的景

象和畫面加上周邊言語的刺激下，大家情緒性的抱怨、氣憤、吼叫等反應，都是可

以理解的，發洩完後該冷靜下來，協力重建才是明智的舉動。 

    蟑螂終於可以洗澡、躺在床上安穩的睡覺。山區的訊號不良，阿諾這幾天守

著電話，被動的等著蟑螂的消息，每次電話響起，總會牽動起伏的心情，在處理完家

務事的空檔，阿諾選擇用畫畫的方式平靜自己。這期間，謝謝親友們溫馨的問候，謝

謝大家的關心與祝福；也感激蟑螂所服務的廠商的體諒，台南地區斷水多天，害你們

的工廠或營業場所沒有空調，蟑螂又無法緊急替你們排解，廠商們多能體諒、忍耐到

蟑螂回來再處理，並且打電話來轉達對蟑螂參與救災的感恩。 

台灣還是很溫暖、美好的，祈求老天爺繼續保佑台灣，讓美麗的山河快快恢

復美貌。想一想在風雨中搶修道路的工人，他們每天都在處理這些永無止盡的土石，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完工」；再抬頭看看掛在電線桿上的台電工人，冒著雨搶

修線路；遙望在天空起起落落的直升機，我想，不論是不是災害過後，在任何時段、

每一個角落，有許多人在流汗、在付出，不一定要深入災區，不一定要讓人知道，每

個人可以用自己關心的方式，耐心的、持續的互相關懷這一片土地。 

大家加油！台灣加油！ 

 

註 1.「南搜」是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南區山難搜救委員會的簡稱 

註 2.「特搜」是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救隊的簡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