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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鄉土微旅行
林彥佑 高雄市林園國小教師

前言—放逐自我，保持社交距離

的單人旅行

礙於疫情，這兩年來，出國的旅次急遽降

低，隨之而來的，便是臺灣的個人或家庭輕旅

行。我原本就是一位喜歡旅行的人，總覺得，透

過旅行，可以放鬆自我，也可以為自己的下一階

段任務繼續努力。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我便是一

邊讓心靈放空，一邊為所感受到的事物賦予教學

的意義，成為我教學的素材。

墨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一個人的鐵道旅

行：台灣鐵路小旅行，路線規劃指南》，它帶給

許多新手旅行的勇氣，讓對鐵道旅行不熟悉的朋

友，也可以跨出家門，來一趟簡單的鐵道旅行，

並探訪車站附近的小景點。而這次的旅行，我便

是以鐵路為主，輔以客運、單車、步行，來完成

小小壯遊。

於我而言，旅行的意義，其實「體驗」的成

份大於「享受」。體驗偏重於五感的全然開放與投

入，哪怕是負面的印象，都能成為旅行的經驗書

寫；而享受，則更重於美好的體驗過程，側重於成

功的經驗、正向的價值，讓人有共鳴的心靈契合。

兩種的旅行層次，各有所好，也各異其趣。我特

別喜愛「體驗」，因為把自己放空，任由所有的感

官來刺激自己，那才是我旅行記憶的重要資產。

近幾年來，隨著青年旅店、背包客環島的風

氣逐漸興起，各種關於走訪臺灣的計畫補助也越

來越多。有的以蒐集臺灣各地的百年老校為目

的，有的以臺灣民主景點的蒐集為目的，有的以

各地的燈塔為旅行的首要條件，有的走入鄉間，

和耆老對話，聆聽不同時代的故事；有的負責紀

錄老樹、有的以自己的專長到偏鄉服務一天、有

的刻意蒐集不同地名、路標……。不同的旅行目

的，都有自我的旅行意圖。

這次，趁著八月底疫情稍緩，也正逢開學

前，我便來一趟北海岸到東臺灣，再搭著南迴鐵

路，一路回到居住地高雄。其實，我也沒有特別

的旅行企圖，或是蒐集哪些資料，我僅僅，想成

為一位放逐自我的背包客罷了；《單人床旅行：

總有新床伴的隻身冒險》一書，是藝人宥勝的背

包客經驗；我也期許，可以擁有這樣的勇氣，獨

享生活，也為疫情生活下的微旅行，留下些許的

足跡。

有時，在臺灣旅行，我不愛大景點、人潮沸

騰之地，反倒是鮮為人知、充滿鄉土味道、堪稱

秘境之處，更是我安排的首選。

漁港風情—萬里區野柳

圖文創作者徐志宏，在基隆正濱漁港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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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創作了這本以漁港日常為基調的《看海的地

方》，他說，臺灣是一個海島，我們離海那麼近，

但對許多人來說，漁港既親近又陌生。關於漁港

的一天，又是怎樣的開始與結束 ?當天，因為時

間的關係，我無法於基隆停留；我問了在地人，

他們說，再往北海走去的萬里、金山，其實有很

多的漁港，而且更迷人。

於是，第一站，我就記錄了最富鄉土味道的

—野柳漁港。無論清晨、午后至夜間，野柳街

上與漁港，永遠是滿盈的海味、魚味、腥味，而

越靠近漁港，就越有油料味、排煙味，雖然不怎

麼好受，卻是最真實的海邊紀實。

我問了一下在漁船旁工作的人，皮膚因海上

生活而顯得黝黑。他們說，每逢六日，總有絡繹

不絕的遊客和賣活魚的漁民，每個時節也都有著

不同的漁獲。例如，春天有黃雞仔、龍蝦、九孔；

夏季有石斑、薯鰻、紅目鰱、赤槽、小卷；秋天

有瓜子鯧、黃鰭鯛、花蟹；冬天有旗魚、紅鯽、

白帶魚、黑毛；他們說著，我記錄著；其實，都

市長大的我，對魚類也不甚瞭解；我就聽著、寫

著，也是一種學習呀！

他們說，野柳最有名的便是萬里蟹，也難怪

我在萬里的招牌、旗幟，常可看到「蟹」的意象。

那一次，我往稍遠的龜吼漁港走去，真的在市集

中看到滿滿的螃蟹，就在漁市場裡，待價而沽，

而有更多的遊客，正在市集裡的餐桌上，大快朵

頤了一番！

旅行，在某個程度上，「食」是一項重要的

記錄點。而更多的旅行手冊或導覽中，也將「食」

列為臺灣之光呢！

鄉林田野風情—冬山到蘇澳 

關於宜蘭小旅行的書，也所在多有。我在

《宜蘭 PLUS》中，也發現了許多宜蘭的奧秘。

順著鐵道南下，我也在宜蘭冬山鄉住上一宿，感

受夜晚陪蛙鳴入夢、晨間被鳥鳴喚醒的感覺。

隔天一早，我便在鄉野間騎乘。你很難想

像，有山有河有田地有遠山，對居住在高雄市區

的我而言，是一大享受。一邊騎著，一邊任由暖

風吹拂，雖然燠熱，心境卻無比的滿足。我沿著

指標，一路騎到冬山河畔；冬山河畔是我自幼，

便經常聽聞之景點，如今，親臨此地，漫遊在筆

直的河畔，騎乘於林蔭中，一旁就是冬山河，似

乎所有的思緒煩惱都溶入於河中了。

騎著騎著，我看著亮紅色的利澤簡大橋、冬

山河上輕艇隊的選手，彷彿體力都因此而被激發

出來了。我又一路遨遊至蘇澳鎮；就這樣，一路

又騎了近 20 公里到蘇澳，看到蘇澳冷泉、蘇花

公路、南方澳、蘭陽隧道、遠方的龜山島；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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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都是在社會課本上才會出現的地名呀！前

往蘇澳，在地人說，有二條主要道路，一條是台

九線，屬山路，另一條是台二線，屬海線；我各

選一條做為往返，風景各有不同，但都是美麗的

象徵。

太平洋濱的放逐—新城鄉

提及花蓮，大家總是把花蓮市區做為住宿的

首選。其實，我刻意避開市區，而選擇住在新城

火車站（太魯閣火車站）附近。

平日的新城夜晚，盡是漆黑，走在鄉間，也

難免心生恐懼，尤其從車站下來，走了十多分鐘

的幾乎沒有路燈的鄉間小路，鄰近一旁便是公

墓，這種小旅行確實需要勇氣。

入住之後，隔天清晨，東海岸早已竄出第一

道曙光。往常、大學時代，我們總愛到七星潭賞

日光，然而，這次我刻意選擇寧靜的新城海邊。

我沿著地標，按圖索驥，騎了一段新城海堤，再

行經一片沙地，需要四輪傳動的車輛才能駛抵的

立霧溪口。立霧溪，很熟悉的名稱，往上溯源，

便是太魯閣國家公園，而我正在立霧溪口，與太

平洋交會之處。這裡，山勢如此巍峨，海域多麼

清湛，視野有多遼闊，世界就有多寬大呀 !

作家廖鴻基先生寫了一本《23.97 的海洋哲

思課》。我很喜歡這本書，他提到了，臺灣並不

大，也許可以透過「多認識一座城市」、「多認識

一段海岸」、「多認識一片海」……為行動意念，

走出去、航行出去，就如同他所說的「海洋無可

預約，但值得期待」。過往，我們總是往「陸地」

出發，現在，我們可以嘗試向「海洋」出發，換

個角度閱讀島嶼臺灣。我在花蓮大海旁，就這麼

回憶起我曾讀過的這本書；而廖鴻基老師有更多

關於海洋文學的記錄，也值得系列閱讀。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一個人，這麼悠閒的在

這裡渡過。我坐在海邊，望著大海，就算什麼事

都不做，也不覺得浪費時間。遠方，幾艘船隻，

似走若停，似停若走，更遠處，就是美國了。海

的這邊，是太魯閣延伸出來的山脈，更遠處，便

是蘇花公路、宜蘭方向。

我體驗到，疫情之下，少了社交距離，我反

而可以一個人、把自己放逐，放逐到大海邊。這

是一種難的體驗，而不是一種懲罰呀！

其實，別小看新城鄉，這裡除了粼粼波光的

太平洋，還有一條老街哦！其實，現在的新城天

主堂，便是日本時代的神社；而街道上還留有老

房子、老照相館，這些都見證了新城的歷史，也

莫怪乎，新城街上還立了一個「新城老街」的意

象 !

單車悠遊的旅程—關山鎮

第三天，順著火車，抵達關山。雖然連二天，

體力也稍有疲憊，但火車一路南下，望見綿延的

自然風光，也真令人想置身於此；因此，在關山

辦妥住宿手續後，我便先在小鎮稍微騎乘，認識

在地。身為臺東縣的第二大城 -關山鎮，其實約

莫晚間八點便靜默一片了，任何一點風吹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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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足以清楚聆聽。

隔天一早，沿著環鎮自行車道騎乘，12 公

里，乍聽之下，有些考驗，但其實看到遠方的稻

浪山色都映在眼簾、看到陽光灑落在田園間、看

到各種筆墨難以形容又讓人想永遠停佇於此境

中……，看著看著，也忘了疲倦。除了車道，關

山的親水公園，也是值得悠遊。若行有餘力，騎

過電光大橋，直至電光部落，又或騎到崁頂部

落、紅石部落，而這些充滿原住民風格的部落文

化，也絕對讓我們的心靈，盈滿更多人文元素。

微笑台灣編輯團隊，在 2019 年出版了《鐵

馬款款行：十場自行車的隨心浪遊》一書，蒐集

了十位破風手領路、十條慢騎路線，並以單車時

速 15 公里的速度，慢慢欣賞沿途風光。關山環

鎮自行車道，雖然沒有寫進一書中，但我在騎乘

的過程，便一點一滴地浮現書中所呈現的畫面。

也許地理位置不同、路況不同，但騎乘單車的悠

閒恬適感，卻都是相同的。

與漁業共存的小鎮—東港鎮

眾所周知的東港鎮，莫過於櫻花蝦、黑鮪

魚、王船祭。其實，我更喜歡找找東港的鄉土景

點，來滿足我的旅行需求。那一次，在枋寮下了

火車，便轉客運到東港，我便在鎮上走走，從華

僑市場一帶到市區，約莫於舊火車站一帶。

華僑市場，是知名的魚市場，裡面有許多新

鮮魚貨，還有更多可以內用的桌椅。其實，不論

走在市場內，或是外圍，都可以聞到濃濃的魚腥

味，也確實充滿本土味呀！魚市場附近，有個

小漁港，停了不少船隻，總可以看到許多臺灣、

東南亞的漁人，奮力地為漁獲量而努力著！這也

是我這麼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漁人的生活。這一

帶，製冰的、修船的、漁業的、海產的小店，全

都羅列在街道旁。

日本作家安江理惠，在《魚市場》一書中這

描述到：「凌晨四點，小清睡眼惺忪的被媽媽叫

醒，但她很快打起精神，因為今天要去魚市場，

看看爺爺和爸爸、媽媽平常工作的地方。哇！魚

市場裡面各式各樣新鮮的漁獲，一箱一箱的，一

盒一盒的，好多蝦、蟹和貝類，看起來都好新

鮮，有的只在餐廳裡才看過，有的出現在家裡餐

桌上，誰會來買這些漁獲呢？」這是一本可以和

孩子分享的生活書，從中也可認識不同行業的工

作情形。書中透過小清的眼睛及高度和爺爺的帶

領及解說，讓我們知道原來魚市場是這樣的一個

地方，有這麼一群人在這裡工作。而東港的漁市

場，就是書中所呈現的樣貌。

東港鎮上，有一條東港河，近年也修築得更

讓人親近了。我就坐在海堤上，看著鮮紅色的進

德大橋，藍天下，色彩多麼豔麗；更遠的地方，

就是外海，也是小琉球所在。遠離東港鎮，還

有一個鎮海公園，若腳力許可，可以慢跑或騎乘

單車到大鵬灣，這裡視野極佳，海天一色，心覺

不知不覺就開闊了起來。而再往南，同一條海堤

上，便往林邊、佳冬前去。

東港旁邊有個小鄉鎮，是為新園鄉。那一

天，我走在新園鹽埔漁港，赫然發現在某個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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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放置了一艘被燒毀的大型漁船，問了當地

人，也查詢了相關網站，才知道，這在一年多前，

曾發生過火燒船事件。而如今，漁船也成了另類

的裝置藝術，成了一種紀念性的地標吧！

高雄市區的後花園—旗津區

提起旗津，也許大多數的人第一個印象就是

海產，接著便是海洋。在無意中瀏覽地圖之際，

我還找到一個我從未踏查的景點—星空隧道。

其實，旅行有時候就是一種「無意中發現」

的感覺，時而驚奇，時而卻帶點未知的忐忑，但

到底來說，那都是難忘的經驗。《科學小實驗，

思辨大發現》、《小翻頁大發現》、《農場裡的大

發現》、《眼睛大發現》……；其實，關於「發現」

的書，不勝枚舉。在這些書當中，也都傳達了一

種「生活中無奇不有」的現象，只要我們善於打

開五感，對萬事萬物多一點好奇心，就可以看到

驚奇之處。就像，雖然我住在高雄，旗津離我不

遠，但我卻從未發現星空隧道的景點。

在進入星空隧道的停車場前，視野不錯，可

望見一旁的旗津沙灘和湛藍大海，也不定時有戲

水的遊客在海上衝浪、進行水上活動、或做沙灘

日光浴。星空隧道入口處，有一種斑駁的古味，

它是開鑿於日治時期的軍事戰備隧道，穿越旗後

山，全長不過一百公尺，卻有一種令人置身於海

洋之感，被星空與海洋包圍。在全臺灣自行車運

動蔚為風行之際，高雄市政府於 2005 年重新整

建，將旗津環島觀光自行車道，特地穿越此處，

成為全國第一個海景自行車道。

看似有點歷史滄桑的外表，其實內在是豐美

的。隧道內，點綴著燈光投影，還有彩繪壁畫；

投影打在隧道兩旁與頂端，把原本陰暗的此處，

都照射得絢爛奪目。隧道內的藝術，也融合了在

地的海洋韻味，彩繪了各種魚類、水母、海龜、

章魚，當然還有各式各類僅有魚類專家才有辦法

辨別的魚種。走在隧道內的木棧道上，各式海洋

生物穿梭，不管是從身旁悠遊而過，或是從頭頂

上飄過，都別有一番滋味，彷彿置身於海底世

界。

結語—疫情，改變了旅行的習慣

疫情之下，我們的旅行生活方式，確實改變

了。我們無法再三五結伴、參加旅行團、飛往國

外，但是透過一個人的旅行，也可以深度體驗一

個地方的在地風土民情。不論是人文的、自然

的、歷史的、有故事的、有生命力的……，其實

每個地方，都有專屬於它的特色與自己的生活步

調。

我喜歡師父斯瓦米 ‧ 拉瑪《大師在喜馬拉

雅山：斯瓦米 ‧ 拉瑪的開悟旅程》所提到的觀

點。師父說，「走上出家這條路，就像是走在剃

刀的刀刃上。只有極少數幸運者可以如此，不是

所有人都能。無所依戀，認識自己，是這條路上

的兩個要件。」、「認識種種不同的道途，能引

導你形成自己的見地。你認識的越多，就會越想

多學。當你把自己明辨的智性磨得銳利了，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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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地踏上你的道途，不再有疑。」。而，旅行，

雖然沒有如師父所說的如此高尚，但探索自我內

心，邁自己人生想要的目標，不正也有類似的過

程嗎？

提升孩子專注
力，家長自己來
：40個鍛鍊腦力、穩定
情緒、促進學習的整合運
動

社
會
科
學

張老師 /11011/168 面 /23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6939594/ 529

本書特色

特色 1：香港協康會資深物理治療師經驗分享讓

每個學生都是在整合狀態下學習，而非在生理緊

張中學習。特色 2：完全圖解，專業知識一目了

然兩百多幅案例照片與解說插圖，讓你秒懂有礙

成長學習的七大原始反射。特色 3：詳列自行檢

測要點，及早發現問題提供簡易測試和觀察重點，

讓家長立即評估孩子學習困難的背後原因。特色

4：多種居家整合運動，時時激發腦力介紹 40 種

動作簡單、不需特殊器材的運動，讓孩子在家隨

時做全腦開發。（張老師）

鮑杏儀 著

喚醒天賦
：正是時候啟動 3〜 9 歲
創造力開關

社
會
科
學

天衛文化 /11010/192 面 /23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4905423/528

作者以學術研究的基礎，蒐集卓越創新者案例，

從孩童身心發展特性與啟發孩子創意潛能的角

度，提出分齡開發孩子的五力及創意腦策略；尤

其本書中激發孩子創造潛能的「十五堂親子練習

課」，不但簡單易操作，且能透過故事、音樂與

遊戲，幫助孩子跳脫思考框架、玩出創意思維習

慣。在喚醒孩子與生俱來的創造力上，家庭是發

展的沃土，父母是灌溉的園丁，而這本書是不可

或缺的工具！對教導創作力的老師來說，更是一

本實用寶典！（天衛文化）

蔡怡怡 著；顏寧儀 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