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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盆地為台灣政治、文化、經濟重心，工商業發

達，繁榮昌盛之地，四周圍繞著大大小小的山系。

經我三十年登山經驗，發現這些山似有九條龍的象徵。我的

山友多是中南部的人，多從工或商均有所發展。有次在登山

休息休閒閒聊時，我有感而發說：台北乃九龍遊金盆之地，

專發你們外鄉人。他們回說：你不也是外鄉人嗎？大家哈哈

一笑。他們問我何為九龍？我說請聽我慢慢道來。

九龍遊金盆專發外鄉人臺灣

王文法

台灣九龍遊金盆專發外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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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九條龍要從淡水河出海口東西兩岸說起：

1、東岸龍頭是大屯山系，其有大屯主峰及南峰兩邊；

西邊有向天山，南側有竹仔與七星山，是為之龍頭，也即是

第一條龍。

2、接著七星山走經竹高山、小草山至鵝尾山止於山下

的內外雙溪，過溪則由圓山起經大崙頭山、五指山以迄海，

是第二條龍。

3、過基隆河由台灣大學附近蟾蜍山，經南港山九五峰，

大尖山迄八堵止為第三條龍。

4、走過景美溪，由小獅山經待老坑山，深坑山止至二

格山，為第四條龍。

5、走過小溪，則為直潭山與二龍山為第五條龍。

社區旁有一次領隊帶大夥從小峰山過社區後走約兩公

里產業道路，有三四戶人家，有一立體神像全身，走進一看

此神竟是李師科，為計程車業者敬為祖師，難怪台灣的廟宇

很多。

6、再看淡水河西岸龍頭為觀音山系，經牛崗山山腰，

有一廖添丁洞，相信昔日為其藏身處，過林口台地至大同山

與大洞山至鶯歌山止，這是一條巨龍橫臥於淡水河西岸為第

六條龍。

7、過大漢溪與鶯歌山，遙遙相對峙的為三峽區的鷂子

山（昔日傳言，有鶯鷂為爭空中與地盤而群鬥，鶯敗落山為

石之說），再經大溪、石門止於腳板山，是為第七條龍。

8、走過大豹山，由白雞山經新店山，大刀山，烏來止，

是第八條龜型的巨龍。

9、由此走過長城溪及火炎山，五城山迄南勢角、秀朗

橋止是第九條龍，也是眾龍中最小的一條龍。

以上諸龍與山系的組合，是我個人多年登山觀察所得，

正確與否，尚請諸山友前輩與識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