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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島嶼岸邊―台灣海國圖誌》

一書時，初看覺得親切無比，因為書中的每

一個地方，海岸、灘地、島嶼、潟湖，就算

是海角荒陬，都是我曾一步一腳印勘探過

的，但是愈看卻愈覺得冷汗淋漓，因為這一

批年青的作者，對這些海嶼水湄，除了以往

坊間類似書籍所常介紹的生物圖鑑、地理特

性外，更將它的自然形成、人文歷史、民俗

傳統、產業變遷，甚至典故、軼事、滄桑，

都用簡練、流暢，但又優美的文字，一一

陳現。它讓我對臺灣海洋發展史自以為是的

「一甲子」功力，突然變得渺小，也讓讀者對

臺灣以往管中窺豹，只見一斑的海洋觀，認

知中只有珊瑚、貝殼、鯨豚、海龜、漁撈、

汙染……悲情又侷限的格局，重開天眼。

其實寫海洋、海岸的書還頗困難的，過

去幾十年來，最流行的是單一內容的生物介

紹，因為討喜，有照片，又可不時表達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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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溼地保護聯盟理事長

對環境變化民胞物與的同情心，加上近年來

海洋遊憩人口增加，看圖片識生物，淺顯通

俗，自然蔚成風尚；也有些地理誌類的書，

海邊的地景怪石崢嶸，奇岩陡削，若作者本

身又能將這些美景的身世說個明白，自然令

讀者增長知識，賞心悅目。至於一些民俗典

故的彙編，因為多為地方風物文獻，就更侷

限在區域發行的刊物，有限的閱讀族群中流

傳了，是以整體而言，能完整表達台灣海洋

及與它緊緊相連的人文會社的發展書籍，其

實鳳毛麟角。《島嶼岸邊》顯然想打破僵局，

為台灣海洋的自然與人文著作，立個新的里

程碑。

在大的架構方面，它涵蓋了臺灣東南

西北四方的海面，並旁及所有具代表性的離

島，在地區的查訪、考證、記錄上，則都始

自最原始的地質形成過程，自然景觀特性，

然後是與人類的聯結，民俗傳統的演變，產

業進化的過程，終及於環境變遷的現狀，持

續發展的瓶頸，以及在希望和自省中，對未

來願景的期許。所以在看它的時候，讀者依

稀會覺得在心中的臺灣海洋地圖上長出了一

棵樹，從它井然有序的成長脈絡裏，窺及臺

灣島嶼海岸發展變遷的全貌，頗收提綱挈

領，言簡意賅之效。

在看書的過程中，心情不由自主的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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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章節起伏：一開始談到基隆港和八斗子

漁港由盛而衰，讓我想起 42 年前在臺灣省水

產試驗所基隆總所做實習生時，親睹它們城

開不夜的繁榮，以及鄰近東北角海岸天然海

蝕平臺鬼斧神工的美景，怎麼也沒料到時光

荏苒，在冠蓋滿京華的台灣成長中，這兒卻

成了獨自憔悴的斯人。

書中談及彰雲海岸，也是許多環保人士

極力非議的「水泥化海岸」，作者的用辭卻讓

人耳目一新，他們稱它為「泥灘」海岸，真

是神來之筆，因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

分不出這段海岸和「臺灣西部從新竹香山以

南延伸的沙岸」有什麼不同，其實它是不折

不扣另類的海岸生態系，因為 41 年前我在

鹿港水產試驗所時曾一掬一掬的從沙泥地中

挖出豐富的蛤類、蠕蟲、猴蝦，甚至土龍，

而深知它是如假包換，河川沿海岸沖積的溼

地及灘塗，有著比沙質海岸更豐富的生物種

類與更高的生產力，但是直到過去幾年「溼

地」成為熱門話題之前，這塊地區眾多建設

的環境評估，學者和環保人士都是以沙灘生

態系在看它，導致後來環境補償措施的成

效，牛頭不對馬嘴。《島嶼岸邊》的作者們都

不是自然生態背景，卻能清楚的點出環境的

本質，雖然晚了些，但若讓日後的復育策略

更適合自然原本的特性，善莫大焉。

嘉南沙洲海岸和高屏洲潟海岸的報導同

樣切中了許多核心的問題，二十幾年前因緣

際會同時調查了七股潟湖和高雄港區內的水

域生態結構，電腦程式在完全沒有任何主觀

意識影響下的資料分析結果，居然顯現這兩

處地理上相隔了 50 公里，開發時間差了一百

年（高雄潟湖在百年前就已開始港口設施建

設）的潟湖，裏面生物群社的組成像鏡子般

相似，準確的科學當場給了我們兩項啟示，

黑呼呼的高雄港水面下仍有一群鮮活的生

命，只要能提出有效的復甦方法，就可再造

一片生機滿眼的水域，這個想法，日後也直

接促成了高雄港各項生態保育政策。

另一項啟示就是七股潟湖未來的地理變

化終將會類似高雄港，記不記得旗津外海很

早就設了許多防止沙洲侵蝕的攔沙堤，所以

七股就算沒開發成石化區，百年之後潟湖外

側的沙洲也會流失殆盡，同樣保不住這片水

域。書中提到了曾文溪的輸砂因曾文水庫而

銳減，造成沙洲侵蝕，事實不只如此，臺南

縣的每一條主要河流上游都有水庫，當年因

興趣曾從事臺灣淡水魚研究，調查完臺南的

溪流時，和學生們站在高山上溪水的岸邊，

遙向著遠方的海岸對他們說：「七股潟湖就算

能保留下來不做大工業區，大海還是會將它

收回去的。」這不是一語成讖，而是科學的必

然，在《島嶼岸邊》一書中，諸多雜述，迂

迴曲折，但作者們居然拼湊出了類似的預期

命運，功力深厚。

恆春的珊瑚礁海岸是個人一生中投入最

多心力的地方，從 37 年前撲通一聲跳入從沒

有人調查過，清澈又美麗的臺灣原始珊瑚礁

生態系開始，一路上看它遭人破壞，被人炒

作，群雄倂起（專家學者各持已見），順風煽

火（全球暖化下的珊瑚危機），以及各式各

樣追名逐利的明爭暗鬥，令人在讀這段報導

的時候，百味雜陳。但仔細思量，墾丁的珊

瑚危機搬上社會輿論也談了二十多年吧？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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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算一代，學者、專家、官員也流轉了二、

三個世代，怎樣談的還是跟二十幾年前一樣

的傷逝、懷舊、濫情、指責，難道新生的一

代，不論是學、官、官，都沒有研發出具體

解決問題的方法，創造新局的願景嗎？其實

在全書中，這種情緒，一直瀰漫，受訪者不

是在跟以前比，就是在跟國外比，或許這是

臺灣環保運動的通病，同樣的熱心、熱衷，

甚或熱門的人士在不同的場合和議題抒發同

樣的愛心，就像現今最流行的名嘴一樣，既

沒有去瞭解問題的本質，更無力提出專業負

責的具體解決方法，讀這本書時若能突顯社

會此一沈疴，甚至進而謀求反省解決之道，

或許是著書立說，另一種意料之外的收穫！

臺灣的離島，除了幾個熱門的旅遊島

嶼外，因為地處遙遠，交通不便，生活條件

簡陋，向來乏人聞問，更少人登臨，《島嶼

岸邊》的作者能想方設法，一一前往，工

作的精神，令人欽佩，其中最難去的當然

就是烏坵，島孤地瘠，社群封閉，書中的著

墨，自然相對較少。我大約在十幾年前也去

探勘過，記憶中大坵小坵，兩座怪石嶙峋的

山，如鋼鐵般聳立在海中央，島上幾乎沒什

麼樹，綠色盡來自短淺的野草皮和四伏碉堡

外牆上的深綠迷彩漆。當時查訪了附近捕撈

的一些魚類，不過觸目所及多是大陸漁船，

更常有炸魚的不當行為，個人保存檔案中唯

一一張違法炸魚時水花正從海面飛濺幾公尺

高的照片，就是從烏坵獲得的。

宜蘭的龜山島就比較有趣了，開放觀光

前曾經有機會登島做過那兒的水域環境生態

調查，記得還在龜尾潭邊的一個小水池中，

找到了臺灣絕跡已久的一種塘鯉，和書中報

導的稀有生物，狐蝠、紅頭綠鳩、黑框蟾蜍

相互呼應，看樣子在現今的社會中，「島不在

小，無人則旺」。

《島嶼岸邊》描述的最後兩處海疆是東

沙環礁和南沙太平島，東沙環礁在以往的文

獻上都叫東沙島，因為過去的人都只登上了

那露出水面，在漲潮時幾乎不到一點一二平

方公里的陸地而已，直到一九九○年，高雄

市漁管處委託我前往調查，才因詳細的潛水

勘探發現它其實是一個藏在水下，直徑 20

公里，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里，洋洋大觀的

「活」珊瑚環礁，也因此日後國內的相關文獻

正式改用了「東沙環礁」這個名稱，並且認

識到在軍事意義以外，我國南疆蘊藏著重要

的海洋生態及生物資源。

一九九四年中央政府進一步提出了《南

海政策綱領―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計

畫》（八三科技 2.15 漁 13），責成我組織了

57 位研究人員，共同完成了臺灣第一次對

南海（東沙環礁到太平島）整體海洋資源的

調查與規畫，後來這項成果促成了東沙海洋

國家公園及太平島保育與管理策略的制定。

《島嶼岸邊》寫出了我國南疆海島的歷史，

也描繪了它們的現狀，不過這一段小小的文

字補遺，或許是從歷史演變到現狀最關鍵的

轉折點。

海洋的書其實很難寫，如此大的空間，

如此多的面相，如此散佚的資訊，如此遙遠

的距離，但是在過去的十幾年，臺灣寫東西

想要沾些「海味」的，其實還蔚為風潮，為

數不少，不過真要算的上角度創新又涵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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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完整的作品，記憶中只有三件，其一是

早年齊柏林和《大地》地理雜誌合作的《飛

覽台灣海岸線》，其二是林洲民建築師二○○

五年參加第二屆鹿特丹雙年展，在文建會支

持下所出的一本《海洋台灣》集子，第三本

呢？由《經典》雜誌所出版的《島嶼岸邊》，

自然是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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