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讀後感 

1. 專書及作者簡介 

本書《我們的島-台灣 30年環境變遷全記錄》是作者柯金源以文

字輔以自身所拍攝紀錄環境的照片累積而成，從 1980至 2017年間，

訴說著台灣環境變遷的點點滴滴。柯金源說：「如果海需要我，我就

跳進海裡；如果山需要我，我就走進山裡。」顯見作者是一位浪漫且

務實的文化工作者。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作者投身台灣環境紀錄所

累積的重要成績和心得。作者柯金源是彰化伸港人，從事媒體業，過

去長期以各種環境變遷事件為議題在平面媒體發表專欄寫作，其雖以

媒體為業，《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更形容柯金源是一位「職人」，

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始終執迷不悔的職人」，柯金源的精神值得

我們學習，「柯師傅」也是他其中一個外號，顯見大家對柯金源的經

業態度以及工作專業皆感到相當敬佩。 

二、專書內容概述及心得感想 

本書一共分為十個章節，每個章節的名稱都能讓讀者還未翻閱就

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從「失落的地平線」、「喧嘩的眾生」、「傾聽

山林聲息」……饒富詩意及特色的標語，讓人充滿好奇與期待，究竟

30年的期間，人類的生活到底影響了台灣多少？本書的內容相當充



實，如無法細細品味作者的文采，其實藉由柯導所拍攝的各張照片也

能充分體會其所欲表達的理念！書中非常多的篇幅在介紹海岸線及

溪河周邊的變遷，可能是因為作者小時後的家鄉便在河海口交會處，

以及各種小時後的記憶所致⋯⋯「長大離開家鄉之後，兒時的沙灘與母

親調製的牡蠣醬，成為我海洋銘記」，作者一開始紀錄（田野調查）

水域的重點是放在生物多樣性，紀錄物種的特徵、行為，後來觀察的

過程中卻不斷看到被破壞殆盡的生態資源⋯⋯心中備感疲憊、無奈甚至

憤恨「若將這生命演化的驛站破壞殆盡，等於扼殺了生命多樣性，更

扼殺了人類的未來。」 

作者以新北市淡水、八里、嘉義好美寮、台南七股、破黃金海岸、

高雄旗津、西子灣和台東大武海岸為例，表達環境變遷速度之 高令

人憂心的程度！猶記得台南黃金海岸是我大學時期常去的景點，讀了

本書後才知道，當時政府為了興建海岸遊憩區，各種施工的規劃，讓

海岸環境破壞殆盡，並成了「典型的補破洞永續工程」，可謂名符其

實民間、政府、自然「三輸」的代表作；另外風景怡人的東北海岸公

路，在近幾年的拓寬工程下，造就了交通的便利、貨物的暢通，卻犧

牲了路旁的自然景觀、生態環境及聚落文明……令人惋惜且無奈，「交

通便利的最大受益者，是以圈地開發的財團為主，一般民眾也有所獲

益。然而，對自然景觀造成傷害，破壞生態環境，猶如殺雞取卵的發



展模式，實在難謂明智。」道出了心酸與悲憤。作者心心念念生命的

發源地-海洋，並思索著如何保護它、維持它，內心也很掙扎到底如

何看待這樣的環境變遷。 

除了對環境變遷、破壞訴說種種感慨，書中也介紹人類與生物交

互作用下產生的各種現象……，作者為了能更寫實、細膩地呈現出現

實的樣貌，除了花費大量的時間外，常常也讓自己身陷於危險之中，

有一次他為了拍攝彈塗魚與招潮蟹爭奪地盤的畫面，讓自己身體平躺

在泥土之中，最後要結束工作時差點趕不及漲潮的時間⋯⋯實在讓人非

常感動且敬佩。從作者觀察各種物種的生活日常，除能感受到生命力

量的堅強與韌性外，更難能可貴的應該就是「人類與生物應該要互相

扶持」！在本書第 3章中，敘述到台灣最重要的海岸濕地之一「彰化

縣伸港鄉濕地」，因為政府的無作為導致遭受環境污染，最可悲的是

早期的政府居然視這樣珍貴的自然資源為糞土，想要以垃圾填海的構

想，將污染大自然的事實合法化，後來雖因環保團體強烈的抗爭、民

眾的反對、輿論的譴責而作罷，但卻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以及無可挽

回的後果……因為人類的恣意破壞，導致海水漲潮機能，彰化伸港濕

地生態系已嚴重失衡，除了居住在此的招潮蟹等生物數量也大量減少，

也影響了整個區域的生態系！ 



除了人類為了私慾造成的環境變遷，台灣也不斷地遭受各種天災，

說是「天地不仁的島嶼災難史」一點也不為過。台灣因為地形、氣候、

地理位置的因素，氣象變化莫測，尤其颱風、地震的發生，每每令我

們措手不及……書中所紀錄的天災皆為台灣帶來損失慘重的後果，例

子不勝枚舉：2009年莫拉克颱風的超大豪雨，導致高雄小林村消失、

2001年納莉颱風讓整個台灣首都台北市淹大水，捷運系統也停擺、

1999年集集 921大地震，夜裏震驚了所有台灣居民……歷年來的災

害讓我們見證了人不一定勝天，反而是我們應該更深入了解環境變遷

下的意義，試著適應大自然的作息，也要隨時做好環境反撲的準備。

「天災」的一體的兩面便是「人禍」，從每次風災後大量的漂流木均

會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超抽地下水造成雲林沿海地區的地層下陷，

地震震出不肖廠商的偷工減料⋯⋯這些現象幾乎是人類自私貪婪的後

果，不同時代的政權，卻有著同樣剝奪自然資源的行為。「台灣為了

追逐經濟成長指數，輕忽許多外部成本的代價」。金錢財富或許可以

讓我們得到暫時的滿足，但環境的污染、破壞卻會讓我們的下一代看

不到未來。 

書中也介紹道，台灣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國土規劃與土地使用，

以農舍為掩護的違章建築、農業的濫用、工業區所造成的空汙及工業

污染等等……，本書以阿公店溪出海口一條因工業廢水排放而死去的



魚的畫面作為第 6章開頭，這幾年來，政府似乎以無法處理工廠排放

工業廢水的課題，其所衍生的危機，已悄然的在台灣各鄉鎮發酵，就

如同另一條二仁溪，也因為二仁溪流域周遭的工廠主要從事相關重金

屬產業，更有不肖廠商直接焚燒金屬廢棄物，也產生了「綠牡蠣事件」，

還有許多河川遭受到重金屬污染；工業區所造成的另一個問題便是空

氣污染，雲林六輕工業區問題爭議層出不窮，新聞媒體更常常以大篇

幅報導周遭居民的健康問題；另外還有彰化線西的戴奧辛毒鴨蛋等等，

在在顯示當政府與民間企業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工商建設，卻完全忽

視、輕判環境污染所產生的沈痛代價，除對於週遭水、空氣、土壤品

質的嚴重破壞，對於附近居民的身體危害更不能輕視！ 

另外本書最令我感興趣的篇章就是第 8章「島群-世界的中心了」，

因台灣是由眾多島嶼組成的國家，其中包含金門、馬祖、澎湖、南沙

太平島、東沙環礁、烏坵、蘭嶼、綠島等數百座島礁，島嶼給人的印

象通常是海洋資源豐富、自然環境良好，然而經過了 30年的變動，

是否仍保有最初的美好呢？書中也有詳盡的介紹。近年來，台灣離島

的觀光產業蓬勃發展，每當夏日旅遊旺季，人們失控的行為似乎也讓

島嶼上的生態環境負荷不了！例如綠島蘭嶼的珊瑚礁，因為很多旅客

不遵守規定、不愛護環境，很多珊瑚礁、珍貴魚種已不已不復見！抑

或是夜觀活動，讓當地物種改變了生活作息等等，種種現象提醒我們



若不儘速正視問題，觀光資源及自然景觀漸漸失去原有的風貌，近幾

年時常倡導的永續政策，只是膚淺的紙上談兵；另一個觀光勝地蘭嶼，

其除了因發展觀光所衍生的環境問題，最有爭議及令人最不捨的應該

就是存放核廢料了！作者也寫道，「蘭嶼最大的危機是外來文化入侵」，

除了政府強勢的行政干預、建設發展，另外就是垃圾處理的問題。在

這邊應呼籲大家應多花時間看待我們所處的環境，誠信的面對海洋環

境的變遷，與自己身處的島嶼相依相偎，視彼此為共同體而非附屬品，

以維護各個島嶼豐富的海洋資源與難能可貴的海底景觀！ 

據本書所載，依相關物種調查紀錄來看，台灣已命名的物種有五

萬多種，但是有相當多的物種，因為人類的獵殺、侵略，已有很多生

物變成了稀有動物或是瀕臨滅絕的代名詞，例如台灣石虎、櫻花鉤吻

鮭、台灣黑熊、台灣帝雉等等，現在要見到這些生物已困難重重。人

類應當省思「不同的物種，在同一時空相處，感受彼此的善意、默契、

責任、信任，這是人與其他生物共存的至高境界。」誠如作者所言，

生物系統的構成要件，乃是藉由生物鏈的連接，不斷地讓所有物種能

夠順利地進行繁衍的過程，如果某種生物因為某種因素消失不見，那

麼隨之而來的很可能就是整個系統的崩壞。生命有誕生便有消失，這

是很正常的現象，但是人類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殘忍的殺害或威脅其

他生物，這樣所產生的罪過與問題，絕對是我們無法去承擔的！另本



書提到台灣少見的古老生物綠蠵龜，近年來常常在尋覓影響程食物時，

誤以為人類所製造的垃圾為食物，或是漁民為了增加收入，無限度的

捕撈黑鮪魚，使得黑鮪魚的數量越來越稀少，只能透過繁殖的可能性

亡羊補牢的減少度……。再者國人「無翅不成宴」的文化，也嚴重影

響著鯊魚生存危機。身為地球的一份子，我們理當重視眾生生存的權

利，切莫再自私自利的為所欲為導致不可挽救的結局！「希望我們都

不要用失去來學會珍惜。」 

這本書的最後是在描述與紀錄台灣這 30年來的環境運動變遷，

在民生凋敝的過去，「以環境為優先的理念」顯得格外珍貴，也考驗

著我們人類「是否願意降低能源需求，減少環境的負擔」，本書最後

一個章節「空想-未竟之戰」以「六輕環境運動」、「新公民環境運

動」作為敘述的主軸。其中六輕曾於 90年代擬設點於宜蘭縣，當時

中央政府極力支持財團興辦，表面上看起來是以「國家整體利益為考

量。」實際上卻是以「經濟發展」為掛帥，這樣的行為遭到當地居民

強烈抗議，最終居民保護環境的決心終究獲得了勝利；相對的，雲林

縣六輕工業區，就成了當地居民的夢魘了，因為根據科學數據顯示，

週遭居民罹患疾病人數相當多，雖然經濟活動帶來就業機會、稅收增

加，但犧牲在地居民的健康、環境的影響，這樣真的值得嗎？ 

三、結語 



讀完這本厚厚的書後，內心是無比沈重的，台灣經過十幾年的時

間，許許多多的的挑戰不斷迎面而來，而且很多的困境都是前所未見

的，但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更需要盡自己的綿薄之力，為環境保護盡

一份心力，我們可能無法和作者柯導一樣，走遍台灣每個角落、每個

島嶼進行田野調查、紀錄每一個問題。但我們能學習他堅持信念的精

神，犧牲奉獻的心理，為這個土地做一些什麼事情，讓這個島嶼恢復

過往的美麗、讓台灣上所有的生物共存共榮。「當我們因瞭解而深刻

熱愛我們的島時，也將是一切環境意識的起點」，只要我們能持續的

去瞭解、發現問題，表持續地去改善他，這樣就沒有遺憾了。希望居

住在地球人們拋金磚引玉，如果能夠藉由自己的行為，慢慢地改善地

球的環境，那麼所費的心思與資源，將是以一種更有價值的方式延續

在這一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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