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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6 月時我應邀在「臺灣─法國

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漁業及養殖研討會」

上演講，談養殖池內水車曝氣機所產生的噪

音，對養殖魚、蝦生理可能造成的影響。在

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自己有個很驚訝的

發現：「那就是法國的面積約是臺灣的34倍

大，但是水產養殖的產量與產值，卻遠比臺

灣來的小。」在研討會上我刻意放了這張載

有比較數據的幻燈片，果然如預期所料的，

在會後引起與會的法國科學家們的熱烈討

論。當然，臺灣四面環海、亞熱帶的溫暖氣

候、以及黑潮就從大門口流過都是我們成功

的因素，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法國所沒有

的像黃丁郎、林烈堂這種人材，類似他們這

種人材存在於臺灣，是使得我們能以彈丸之

地，而在水產養殖的產量上，勝過法國和

許多國家的主要原因。

臺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締造

了舉世稱譽的「臺灣奇蹟」。而

「臺灣奇蹟」是個多方面力量匯集所

造就的事實。國史館在張炎憲館長的推

動下，要記載那些成就「臺灣奇蹟」的默默

耕耘的菁英人士。這本由國史館出版的出類

拔萃人物訪談錄第四集，所報導的就是兩位

對水產養殖發展很有貢獻的黃丁郎、林烈堂

的口述歷史。從我唸大學時，就知道這兩位

水產養殖同業的名字，後來也見過面、握過

手、聚過餐，但是對他們的成就也是所知有

限。等到讀過這本書後，才真正的瞭解到他

們的貢獻，就是我們臺灣的水產養殖能以小

搏大生活下去的主因之一。

這本書共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以 133 

頁的篇幅介紹黃丁郎，而後半部則以 114 頁

的篇幅介紹林烈堂。由於是以口述歷史的方

法來記載訪談，因而這本書前、後半部讀起

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很是忠實的反

映出我所知道的兩位先生描述事情方式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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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也可以說負責訪談及記錄整理的薛月順

及曾品滄，在進行口述歷史工作上的功力的

確不錯。

黃丁郎先生在從高雄水產學校（今天

的高雄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科畢業後，就到

水產試驗所臺南分所服務。這些來自水產職

業學校的畢業生，應該是戰後十多年歲月

中，水產試驗所最重要的現場工作人員。也

因此我所認識的這一輩從業人員都與黃丁郎

一樣，擁有很深厚的實作經驗。他們對臺灣

水產養殖的急速發展，扮演了很重要的無名

英雄的角色。黃丁郎的實作經驗，是在臺南

分所服務的二十多年間逐步培養出來的。這

期間，他也曾擔任四年分所長的職務。由於

在水產試驗所服務，因而除了參與許多魚、

蝦類繁養殖工作外，也有機會被送到外國受

訓。依他自己說，兩次到日本受訓，很顯然

對他後來的思維方式有很大影響。

第一次受訓，讓他使用在日本學到的技

術，在1967年繁殖出數萬尾的斑節蝦苗，為

臺灣後來相當成功的蝦類養殖事業打下了先

基。另外黃先生也提到他返國後，做了兩件

他自己認為很滿意，且對臺灣水產界有深遠

貢獻的事。那就是：（1）說服了林書顏先

生將養蝦中心（後來的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

所，現在稱為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設在屏東

縣的東港，而不要設在宜蘭縣的頭城。（2）

建議鄧火土選定水產試驗所臺南分所（現在

稱為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的現址。我個人

1976至1980年曾服務於東港分所，而兩年前

返國後則服務於距宜蘭縣頭城不遠的中央研

究院礁溪臨海研究站，因而我深知黃先生為

何會認為「氣候溫暖」、「種魚、蝦易取

得」、「廣大腹地」，這三因素是東港比頭

城好的原因。以過去兩年五個月來，我在頭

城附近居住和與這兒養殖業者交往的經驗而

言，一過了十月中旬就每日陰雨綿綿，要到

隔年六月才放晴。冬季時只要有東北季風來

襲，頭城就是首當其衝，魚池的水溫可在短

短幾小時內驟降5至8度，是這兒養殖業者深以

為苦的。這兒冬季低水溫期遠較東港長，因

而與東港相比，宜蘭地區的確並不是發展水

產養殖的最佳地點。黃先生當年的判斷真是

有遠見的。對我這曾在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

所渡過五年光陰的人來說，要讀了這本書才

知道何以當初養蝦中心會落腳在東港的來龍

去脈。現在來想，若當時養蝦中心是設在頭

城，那後來臺灣養蝦是否能那麼的成功呢？

我在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服務時，

知道黃先生寧可放棄臺南分所長的位置，到

海外擔任魚技團長的工作。這種不要功名的

作法，在當時的同儕間是被認為很不可思議

的。對黃先生的決定之疑問，要到讀過這段

歷史後才知道答案。原來黃先生有先見之

明，知道以他高雄水產職校的學歷，留在水

產試驗所面臨洶湧而來的新一波有碩、博士

學位的同事，在學歷上是會吃虧些的。因而

他選擇了可以發揮他實務經驗的機會，在海

外為臺灣的外交工作而努力。據我所知，日

後有許多位擁有碩士學位的同事們被派往海

外擔任幾個魚技團長的職位，但由於缺乏深

厚的實作經驗，因而在整體工作上的成效卻

不如預期所料。由此可見黃先生在水產養殖

上的功力，不是可以用高等學位的有無來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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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我們都知道讀歷史書籍的目的，最重

要的是要鑑往知來。黃先生在第四章談到永

續經營的幾個議題及解決方法，都是以他從

事水產養殖整整五十年所累積的經驗而提出

的對策。相較於許多國家，臺灣的水產養殖

仍佔領先的地位，但因為內、外大環境的改

變加上許多病毒的肆虐，今天在臺灣要經營

很成功的水產養殖業，已經比二十年前難多

了。我們規劃水產養殖事業政策的官員們，

該可以從黃先生所提出的看法中，擬出一些

具體方法，來協助臺灣水產養殖事業的永續

發展。

林烈堂先生不是水產學校科班出身。

他是初中畢業後，就留在埔里家中跟隨父親

做四大家魚的繁殖工作。我在屏東佳冬他的

養殖場與他相識時，並不知道他過去從事淡

水魚繁殖的經驗。然而從他的口述歷史裡，

我們可以知道，他在埔里那段自我摸索，透

過向李長醫師買的顯微鏡，而打開了自學式

的研究視野，其實是對他日後在烏魚、虱目

魚、鯛類及石斑魚的人工繁殖的成功扮演了

很重要的決定性的角色。譬如說：他自己設

計出來的鯁魚苗量產的漏斗形孵化吊網，就

是在埔里那段歲月中所開發出來的。我大學

時修習鄧火土教授的水產概論時，所提到的

「林氏吊網」，好似功勞都歸諸於漁管處林

茂春先生的推廣。然而在本書第 200 頁林烈

堂披露，原來是林茂春仿照林烈堂給他的圖

示而製作的。他在口述歷史中提到「……所

以現在通稱的林式吊網，林式指的是林組

長，而不是我。當年他是官場中人，我一個

老百姓怎能和他計較那個名？」。我想，當

時林烈堂心中一定有著百般無奈的。不過同

是這本書的第 46 頁，黃丁郎先生則是很清

楚的交待了，林烈堂的確是這個吊網的發明

者。他發表在《中國水產》月刊上的文章也

稱呼它為「林式吊網」。我想歷史總算透過

黃丁郎的口述歷史，還了林烈堂一個公道。

事實上，臺灣水產界的同仁們也都知道，黃

丁郎先生也有不少原創性的工作內容，也曾

被會「白紙寫黑字」的人拿去發表，而搶了

「頭香」。這也是臺灣水產學術界曾有過的

一段很奇怪的歲月。或許是黃丁郎先生看得

遠、看得開，因而他選擇以漁技團長的位置

遠離是非之地。不過黃先生在口述歷史中，

倒是很客氣的不提及當年有人搶他「頭香」

的過往。

臺灣南部有將近三百年的虱目魚養殖

歷史，傳統上養殖所需的魚苗多來自漁民們

從沿岸捕撈，再經由臺南市地區三十多家魚

苗中盤商轉售給養殖業者放養。而終結這個

為時三百多年虱目魚苗買賣行業的人就是林

烈堂先生。林先生如何以人工繁殖的方式，

達到大量繁殖虱目魚苗從而贏得「虱目魚之

父」的頭銜之過程，在本書 212 頁到 218 頁

有作了些簡單的交待。我在省水產試驗所東

港分所服務時，也曾參與廖一久博士帶領的

團隊做虱目魚人工繁殖的工作。到我 1980 年

離職時，我們都無法達成催熟種魚的目標。

從林烈堂的口述歷史中，我們知道虱目魚至

少要到達 7-12 歲時才有可能成熟。而當時我

們忙著為 4-6 歲魚打針催熟，事實上是過早

了些。不過讀者們也要瞭解，研究單位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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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級單位的壓力，必須在一定期間內有工

作的成果，因而有時反而造成「欲速則不

達」的反效果。林烈堂在虱目魚人工繁殖的

工作上得以拔頭籌，與他的沉得住氣，精湛

的淡水魚、烏魚苗飼養技術作背景都是有細

密關連的。這點在公家研究單位，人來人往

留不住人才的狀況下，是無法與林烈堂數十

年如一日的執著相較量的。

林烈堂口述歷史第三部分談的「一路

走來」所透露的是，何以他能領先他人的地

方。以他自己的評斷：他敢不斷嚐試新的挑

戰，也有靈活的生意頭腦，是使得他得以成

功的主因。當然的，在大環境的運作下他也

有許多的無奈，譬如說因為產銷難以掌控的

結構，就造成臺南六家賣虱目魚苗的「行

口」，以林烈堂的觀點來看「是抓著生產者

的拳頭去撞石獅，自己又不會痛」。另一方

面，生產業者之間也會惡性競爭，造成沒利

潤可賺的狀況。對這些狀況，林烈堂的口述

中也是透露出許多扼腕的痛楚。當然，讀來

最令人心驚的是林烈堂認為「臺灣養殖漁業

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只能自求多福，儘

量減少成本的支出」。這是他為臺灣未來要

繼續維持養殖漁業的發展所開的處方，業者

及官方應可以瞭解這訊息所代表的意義。

這本口述歷史記載了臺灣水產養殖界

過去五十年來，兩位腳踏實地的從業者的成

長歷程與對產業的深遠貢獻。黃丁郎與林烈

堂，兩位皆沒有顯赫的學歷，沒有著作等身

的報告，但他們都能憑藉著本身的努力與毅

力，為臺灣水產養殖事業的長期發展挹注了

很大的力量。外行人可以把這本口述歷史當

故事書唸，但對於全臺灣修習水產科學的高

中、大學及研究生們，這該是一本必讀的指

定書籍。讀者們一定可以從黃丁郎與林烈堂

的口述歷史中，為自己未來想從事的行業找

到許多靈感的。事實上類似黃丁郎與林烈堂

兩位具有創意，而對戰後臺灣水產養殖的發

展很有貢獻的人士，還有好幾位值得國史館

後續作口述歷史的記載。總括而言，這是本

很忠實的口述歷史，是本值得擁有和閱讀的

好書。國史館的確為本書作了很好的準備及

發行工作，他們為保存臺灣這段獨特歷史而

作的心血，是我們納稅人該給予鼓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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