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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潭距花蓮市

約18公里，是花蓮人晨昏散步，外地人假日休閒

的好去處。與一般的風景名勝地區沒有兩樣，……

在台灣叫做鯉魚潭的地方至少有三個……，這是

一個很通俗地地名，卻有著不平凡的身世。……

原來鯉魚潭乃因山得名，兩者相伴，這種組合是

其他也叫鯉魚潭的地方所無……

我的花蓮港街地圖是繪在記憶與夢的底片

上的，一切街道、橋梁、屋舍、阡陌……皆以熟

悉、親愛的人物為座標。……穿過我童年的是一

條大水溝。……過了詩人楊牧家住的節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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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路是王禎和小說裡經常出現的街道……從中

正路，東流二十公尺，就是小說家林宜澐生長的

中華路。……

……如果我站在一九三○年，站在一張參

與……的照片裡……

每回看到野台戲演出，

記憶大神總會在瞬間把我送回五歲之前的童稚歲

月。……太陽一下山，鄉間田野的夜晚總是黑漆

漆地，大家只能拿著稻草綁成的火把照路……

墨黑的大地突然這兒那兒的冒出一朵朵的小火

苗……，那便是分頭奔向土地廟前進地看戲隊

伍。隊伍裡夾雜著人聲，使閃亮的小火苗變成一

串串飄浮的音符……

……為什麼『五

道口』（北京地名）的口不用捲舌，而『地鐵口』

的『口』就需要捲舌…… ……這兩個

『行』差在哪裡？關鍵在於台灣人習慣把ㄥ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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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成ㄣ的音，ㄒㄧㄥ ˊ 變成ㄒㄧㄣ ˊ，ㄥ原有

的鼻音都消失不見……

……當年我胸懷大志走向全世界，最後找

到的竟是這個從小就熟得不能再熟的地方……這

裡是神聖的，而且是我的心靈真正能得到休憩的

地方

……我想起曾經讀過的一篇文

章，一位中國地記者數次來到台北，寫下觀察到

的所有一切。文章中，他花了不少篇幅只描述

台北街頭的巷弄景致……非常平凡的日常景象被

他仔細地描繪出來，我當下竟感覺一股奇怪的憂

傷……覺得所踩的這塊土地屬於自己，發生在這

塊土地上的事情也都關乎自己，這好像才是故鄉

真正的含義

注釋

1. 八木澤里志著；張秋明譯。《在森崎書店的日子》（臺北市：馬可
孛羅，2011）。

2. 學科領域是明確的指涉，如：科學、理學、工學、文學、哲學、
社會學……等等，基本上會以○○學指稱。

3. 觀覽後可發現其性質多為一地的採訪、訪談文章合輯，並非民族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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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憲作著。《鯉魚潭自然誌》（花蓮縣：花蓮文化局，2013），頁
31-32。

5. 陳黎著。《想像花蓮》（臺北市：二魚文化，2012），頁 4。
6. 同上注，頁 6-12。
7. 吳敏顯著。《老宜蘭的腳印》（宜蘭市：宜蘭文化局，2005），頁

21-33。
8. 同注 5，頁 171-178。
9. 梁瑜著。《沒什麼事是喝一碗奶茶不能解決的……：我的人類學田

野筆記》（臺北市：大塊，2017），頁 54。
10. 同注 9。
11. 「我發現我以前曾經數次在幾個路線上被繞路，都是在我剛到北

京，對環境非常不熟悉、口音還相當好辨識的時候……在我學會
這些套詞，並認真地實際演練以確保口音不會出錯之後，被繞路
的情況確實少了很多」（梁瑜，2017：56）。

12. 「經過我對自己的觀察發現，我在四川時的確有著盡力將普通話
說得標準的傾向……，到了田野調查地，北京普通話似乎成為了
一種屏障，提供我較好的自信和專業感……，以獲得在地的一些
禮遇和尊重」（梁瑜，2017：60）。

13. 「我們都不能輕易地對『真實』進行定義和指涉。但在一些微小
的事件裡發現，原以為看見了的『生活』模樣，實際上情況遠不
只這般簡單。所以，我不只看見他們的，同時也見證了我自己在
新疆生活的模樣……」（梁瑜，2017：46）。

14. 同注 1，頁 82-83。
15. 同注 9，頁 156。

參考書目

1. 八木澤里志著；張秋明譯。《在森崎書店的日子》（臺北市：馬可
孛羅，2011）。

2. 吳敏顯著。《老宜蘭的腳印》（宜蘭市：宜蘭文化局，2005）。
3. 梁瑜著。《沒什麼事是喝一碗奶茶不能解決的……：我的人類學田

野筆記》（臺北市：大塊，2017）。陳黎著。《想像花蓮》（臺北市：
二魚文化，2012）

4. 黃憲作著。《鯉魚潭自然誌》（花蓮縣：花蓮文化局，2013）。



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