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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壹、前⾔

      「海洋的故事」是聯經出版公司所出版《臺灣風⼟系列》叢書之⼀。該系列以各主題，諸如海洋、河流、動

物、植物、⼭脈等為主軸，透過故事敘寫描繪臺灣的風⼟⺠情，包含⾃然、⼈文、科學、歷史及⽣活等，搭配精細

的插圖，讓讀者穿透文字圖畫，認識臺灣本⼟多元的風貌。

貳、臺灣別稱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臺灣位處⻄太平洋花綵列島的中間，是亞洲南北交通航線必經之處。臺灣別稱「福爾摩沙」，是美麗之島的意

思。回顧臺灣的開發歷史，的確在近代的⼈類海洋文明中，占有璀璨炫⽬的⼀⾴。在海洋霸權時代，荷蘭⼈、⻄班

牙⼈、⽇本⼈等，都曾經在這個島上留下了許多印記，然⽽居住在島上的臺灣⼈，對周圍這⼀片海洋，卻似乎相對

的陌⽣。

參、傳續中原文化思維，疏離寬廣海洋視野

       16世紀時期明末清初之際，中國⼤陸與臺灣島之間海上船隻往來頻仍，福建沿海包含⾦⾨等地的閩南、客家族

群，紛紛出海往南洋發展，使得這片海域，具有亞洲乃⾄世界貿易與海運的樞紐地位。原屬流布於⼤陸的固有中原

文化思想，也隨著遷徙渡臺的先⺠開始⼤量移入臺灣，再經20世紀的國共內戰，散居各省移⺠隨國⺠政府播遷抵

臺，歷史因素導致臺灣成為中原文化的匯聚之地，固然保存了⼤量中華文化精粹，但受兩岸嚴峻的政治對峙氣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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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政府⻑期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對於海岸地區、海域出入與海洋活動採取嚴格管制，⼀般⼈⺠不能輕易接近海

洋，逐漸也弱化了居⺠對海洋環境與意識的理解與重視，甚⾄忘卻了⾃⾝所處是海洋⽣活圈的⼀分⼦。

肆、以海洋思維為教育主軸認識親近熱愛海洋

       體認⾃⾝所處環境與⽣存空間，原來與海洋如此密不可分，認識海洋、理解海洋、善⽤海洋乃⾄保護海洋，本

應成為國⼈公⺠意識的⼀環。政府近年來積極發展海洋教育及⼈才培育，以國家海洋政策綱領為海洋政策之指導⽅

針，據此陸續發布「海洋政策⽩⽪書」、「海洋教育政策⽩⽪書」等（教育部，2017），作為增進國⼈海洋素養的

指導⽅針；對於臺灣沿海的漁港、海岸風景區等，也積極增設休閒活動區，⿎勵⼈⺠多接近海洋，讓⼈⺠能夠知

海，進⽽親海、愛海。本書作者即從這樣的出發點，藉由說故事的⽅式，娓娓介紹臺灣各個海洋的故事；有趣的

是，隨著故事流轉，字裡⾏間如涉及學術或專有名詞，會將海洋⽣態中各種動物，或者是地質地形的介紹，及⼈文

⽣態的補充等，以圖文標註於書本的上⽅，讓這本書分成上下⼆個空間，讀者在閱讀文本的同時，亦能對於書中知

識內容有更深⼀層的理解。

伍、筆觸帶領讀者想像臺灣本⼟文化和海洋密不可分

       書中的故事，從「噶瑪蘭族的海祭」開始談起，到「達悟族⼈的招⿂祭」，敘說臺灣的原住⺠，是最早接觸海

洋的⺠族。靠海的原住⺠，⾄今仍存有許多對於海洋的文化傳統。噶瑪蘭族的烏嫚，在海邊踏著海浪撿拾螺⾙，開

始了最初對海洋的探索。看著⾃⼰的⼟地被漢⼈占據，要離鄉背景到另⼀個陌⽣的地⽅，充滿著無奈的⼼情，然終

⽽思索頓悟於悠悠⼤海的包容，來到這島上的⼈們擁有各⾃不同多元文化背景，原是應兼容並蓄共存共榮。達悟族

的卡布，則是和⾃⼰的親⼈⼀同駕著獨⽊⾈出海，捕捉族⼈們⽤恭敬的⼼對待⾶⿂，配合⾶⿂洄游特性律定⼯作與

⽣活，警醒提⽰⼈們需尊重感恩和珍惜⾃然。

      「海外仙⼭―臺灣」，⼜是另⼀個探索海洋的故事。⻑⽣隨著家⼈從泉州渡海來到⼈稱「台員」的地⽅，這時還

是荷蘭紅⽑番據臺時期，在⽣動的筆觸下彷彿讓讀者神遊回到了當時的景況。⽽隨著越來越多⼈出海，在經過臺灣

海峽險峻的⿊⽔溝，每到東北季風南下時，偶會發⽣海上的災難，「媽祖海上顯靈威」這個故事，讓我們了解，信

仰在討海⼈的⼼中是根深蒂固的。

       風平浪靜的⼤海撫慰焦躁不安的⼈⼼，深邃動盪的⼤海亦隱藏危機。海運不斷地發展，臺灣附近的海域越來越

多商船，⿊潮流域遇到船難機會不少。「澎湖海域的古沉船」讓讀者知道，當初在繁華熱鬧的航道上，在這⼀片表

⾯上看起來平靜的⼤海，底下也埋藏著許多的⾎淚辛酸；隨著時間的演進，臺灣成為了海上往來各國必爭之地，

「海上來的敵⼈」與「臺灣的海防重鎮」，可以知道當初臺灣在海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之地。

       除了海運之外，⼈們也利⽤海洋的資源進⾏經濟的活動。「近海漁業的貴族⿂種―烏⿂」、「養蚵⼈家的⽣

活」、「海上牧場風光」，這三個故事，讓讀者了解漁⼈如何應⽤海洋開發資源，創造經濟的奇蹟，然⽽正也因為

如此，衍⽣⽇後許多環境⽣態的問題。

       時間漸漸回到現代，臺灣已經歷經了許多的波折。為了讓海上航⾏的船隻，以及在海上作業的漁⺠，能夠順利

通過⼤海的挑戰回到溫暖的家，「為船隻指引⽅向的燈塔」便成為政府積極在海岸線建設的建築。⽽「海岸線的景

觀」介紹臺灣沿海的⾃然與⼈文的地形地貌，讓我們領略海岸⽣態之美。

       在捕撈與航運發展的今⽇，海洋的汙染與⿂類資源的匱乏，已成為新的環境問題。為提倡海洋環境的保育，在

「珊瑚的⽣態」、「海⿔脫逃器」及「臺灣海域的海豚和鯨⿂」三個故事中，藉由介紹海洋的珊瑚從多姿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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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織相伴、熱鬧非凡，後因⼈為因素⽽寂靜凋零，凸顯臺灣周遭的海洋⽣態已遭受到嚴重的破壞，無論是珊瑚、

海⿔或者是鯨豚，均⾯臨⽣存空間的威脅。此外，由於⼈們對於海洋⽣物的認識不⾜，乃⾄對名稱的斷章取義，造

成許多迷思與誤解，例如殺⼈鯨其實是虎鯨，喜群體⾏動，⼀般不會出現攻擊⼈類的⾏為；海豚是哺乳動物，⽽非

⿂類等。近年來，更由於海洋遭受嚴重汙染，引發問題事件層出不窮，例如屏東縣⼩琉球的漁⺠發現⼀隻綠蠵⿔，

⿐孔上插著飲料吸管；國外紀錄片「中途島」上的信天翁，在其死亡遺骸中，發現肚⼦裡滿是塑料垃圾，其中牙

刷、打火機、塑膠紙上出現繁體中文字樣，顯⽰這些垃圾極可能來⾃臺灣。2018年1⽉新聞媒體報導，綠⾊和平組

織在菲律賓海岸上建造⼀座裝置藝術，⼀隻栩栩如⽣的死亡鯨⿂模型，滿嘴塞滿垃圾，期望透過驚悚的畫⾯提醒⼤

家，現今海洋汙染的嚴重性，已超乎常⼈想像。諸如此類觸⽬驚⼼的景況，在在提醒著我們，重視海洋、保護海

洋、喚醒海洋意識，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國⼈由於⻑期對於海洋知識的貧乏以及公⺠意識的⽋缺，導致嚴重

後果已⽇漸浮出檯⾯。在對當前環境問題有所認知之後，如何在⾃然保育和資源開發之間取得平衡？慎思海洋與⾃

⾝的緊密關聯性，採取善待海洋的永續經營⽅式，才是讓海洋得以永保⽣機、⼈類萬物存續發展的唯⼀途徑。

陸、重建與海洋的連結孕育海洋素養

       教育之⽬的在培育適應未來⽣活的地球公⺠，在世界各國紛紛重視全球化永續發展的思維下，對於占有地球表

⾯積71％的廣⼤海洋，⼈們不可⼀無所知。我國的海洋教育政策，內涵包含海洋資源、海洋⽣態、海洋保育、海洋

開發、海洋文化等不同⾯向。在這本書中，雖然沒有明顯地將這些⾯向分⾨別類，但是細細品味，可以發現在平凡

的敘事中，這些意涵已然融入於故事，讓讀者沒有太多沉重的壓⼒，適合各階層學⽣閱讀。

       你我均屬⽣活在這座島上的⼦⺠，⽣活與海洋息息相關，以海洋思維取代傳統⼤陸思維才能適切合乎現況，體

認我們⾝處海洋環抱的地理位置之中，必須對海洋具有更多的理解認識，擔負更多的責任義務。在付諸⾏動之前，

需對所及事物有所認知與情意認同，培育公⺠素養必須來⾃對周遭情境的熟識了解。在國⼈普遍需要提升海洋素

養，閱讀有關海洋文本的學習需求下，本書以⽣活故事引入，配合鞭辟入裡的敘寫⼿法，值得作為學校師⽣及社會

⼤眾認識臺灣與海洋文化的入⾨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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