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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寶地大作戰》是作家周姚萍透過

孩子的眼睛，看見了農民抵擋不當開發，

捍衛自己土地的故事。周姚萍擅長從真實事

件取材，再以兒童文學的手法創作。作品

有《山城之夏》、《日落臺北城》、《臺灣小兵

造飛機》、《我的名字叫希望》、《會笑的陽

光》、《單手女孩向前跑》、《鐘聲喚醒的故

事》等書。

故事的題材，是幾年前苗栗縣後龍科

技園區開發案，要徵收許多私有土地。可是

多數的農民想要繼續耕種，強烈反對土地徵

收。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灣寶里農民展現

強大的意志力，結合環保、農運團體不斷提

出抗議。他們動員公眾，北上抗爭十多次，

獲得學者專家的支持，農委會後來也表達維

護優良農地的立場，不同意農業用地變更。

內政部營建署以整體而言「區位選擇不恰

當」駁回這項開發案。

  小說的場景

寫小說就是寫故事，小說要有意義，

一定要有個好故事。因為有了農民抗爭的真

實事件，本書沒有一點牽強和不自然的成分

在內。小說的場景在苗栗後龍的灣寶社區。

爭議許久的開發案，強制徵收私有農地，農

民害怕被迫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對未來充

滿擔憂，因此當地居民強力反對。三年來社

區的居民不斷抗爭，誓死不願出賣自己的土

地。周姚萍便以灣寶事件為背景，寫了《守

護寶地大作戰》這個故事。

徵收土地引發的抗爭，和對生態帶來的

衝擊，其實是成人讀者都很熟悉的議題。周

姚萍以平淡卻深入的文筆，將原本是常識的

內容，交織成具體問題與生活細節，懇切地

敘述，透過思考與討論，在平靜地表面下，

提供獨特的視野，希望讓小讀者們藉由這個

故事，不要對純樸的農村只懷有一種浪漫

或感傷的態度，而是萌生對土地與大自然的

愛，感受與土地、大自然的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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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介紹

打開書，有份跨頁的「人物介紹」，為讀

者呈現小說中主要人物的生活及彼此間的關

係，還有具體的人物肖像，引領讀者更容易

認識故事中人物角色性格，快速融入「守護

家園」的故事主題與問題探討。

陳保棣     小名寶弟，喜歡惡作劇的五

年級頑皮男生。

洪曉潔     保棣的同學。行動力強，常

常喜歡主持正義。

陳爸爸     保棣的爸爸，失業後回家鄉

種田，開始有機種植。

洪媽媽     曉潔的媽媽。社造員，發起

「守護家園」活動。

里長     凝聚全村力量，反對縣府徵收

土地蓋科技園區。

洪媽媽是「社造員」，平日就引領社區的

人討論社區的事，反映社區的問題。她不但

籌畫村裡的西瓜節，活化了社區活動中心，

更把村子的歷史整理出來。譬如在辦理老照

片展覽時採訪陳奶奶，記下來的：「我常常跟

他們說，我們的田地就是我的父母，也像是

他們的父母，養活了一大家子。要是沒有這

些田，我是絕對沒有辦法支撐下來的。」洪媽

媽了解社區的願望，竭力服務社區，獲得居

民的肯定。科技園區的開發建設，會使農民

沒有了土地。沒有了田要靠什麼活下去呢？

村裡的人成立自救會，積極爭取權益。對土

地有深厚感情的洪媽媽發起了「守護家園」

活動，幫里長統籌徵地抗爭的事。

陳爸爸失業後回鄉開始學種田，他對

田地充滿感謝。為了愛惜環境，關心健康，

要好好對待土地，不該讓農藥和化學肥料毒

害土地。陳爸是村子裡最早開始有機種植的

人，後來種出很棒的有機稻米，讓他們一家

過得很不錯。他把有機農業當作是所選擇的

一種生活方式，他對他的田還有稻子，都非

常認真，代表了村子近一代的歷史，體現出

田地的新意義。

  守護家園

故事中的農民一心只想保護自己土地，

因為「不能放棄生養萬物的土地。」、「地一被

徵收，大人小孩都會受到影響。」、「能在自

己喜歡的土地上，安安穩穩地生活，比較踏

實。」農地是他們最重要、最安心的依靠。這

些很單純，只想在祖先傳下的土地上生活和

耕作的農民。發起「守護家園」活動，也不

過是想保有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

《守護寶地大作戰》故事的主角是兩位

小學生。寶弟與曉潔從相互鬥嘴、玩鬧到為

了村子徵地的抗議活動而站在同一邊。他們

為了讓反對徵地問題引起較大迴響，身體力

行，跑來跑去，做東做西，顯得相當聰明、

活潑，一點也不被動，更不會人云亦云，反

而相當獨立且具備思考能力。他們也參與社

區營造，組織義工隊，成立西瓜節導覽隊，

把村子的歷史和西瓜介紹給遊客，對「守護

家園」的活動有不小的貢獻，也因為投入公

共服務而覺得很有成就感。

小魯文化在企劃《守護寶地大作戰》

時，理解到保護家園組織的成員們，要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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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付諸實施是何等困難。他們是非常普通、

樸實的人，缺乏專門知識，沒有嚴密的社會

結構。保護自然環境的意識和相應的行動，

也並非一開始就存在。條件極為有限，總是

受到阻礙。聽到當地農民說「只想在祖先傳

下的土地上生活和耕作。」為了這句話，便下

定決心出版這本書。

  小孩也會思考

一般兒童文學好像多半是甜美、浪漫

的情節，意外、完美的結局。許多民間故事

傳說和童話故事像《灰姑娘》、《睡美人》，

就算有不合邏輯與矛盾之處，還是讓人相信

每個人最後都能夠成功，即使是窮人和社會

底層的人。《守護寶地大作戰》一書包括小

學裡的兒童自治市小市長選舉與政見發表，

學習民主，學會自主和自治。「看到不公不

義，不能沉默，要站出來爭取正義。」亞里

斯多德曾說：「有教養的心靈有個特點，即

使不接受某個想法，還是能夠思考它。」同

理不盡然是同意，本書能夠透過議題呈現的

方式，討論「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

將正確的觀念透過小說情節傳達出去，自有

其意義與價值。

小魯文化執行長沙永玲說：「其實抗爭、

環保、互相幫助、公民議題等，也是很重要

的，這是『價值觀』的建立，對於我們腳下

的這片土地，臺灣的居民是如何奮鬥過來

的、如何愛護故鄉的，應該讓孩子們知道。

希望把『與環境共享、共存、共榮』的信念

傳遞給大家。」於是，就出版了這本書。（6

月 19 日臺北新書發表會）

《守護寶地大作戰》一書想要給予讀者

的啟示是：「孩子從來都不小，孩子的思考廣

度與高度，也從來不該受限。」只要給他們

機會燃起熱情，激發他們最大的好奇，他們

可以想得更深、更廣！也可以做得更多、更

好！這也是兒童成長小說的初衷：讓每個孩

子，看到身邊的人與環境，認識身邊的人與

環境，也讓每個孩子，看到了自己，認識了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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