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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島閱讀心得 

台灣是二千三百多萬人民共同的母親，一粒砂，一滴水，清新的

空氣，無一不是在島上的子民，賴以生存的元素，但又有多少人能像

書中之作者，為了公義挺身而出，放下成就自我的追尋，深刻體悟到

我們的島在周邊的生活環境，才是我們更應關懷的核心價值，身在島

上的子民，每個人的血液裏都應有充滿著行俠扙義的胸懷，更有著阿

甘苦行僧的精神，一步一腳印地為著我們自身生活的理想環境，盡一

份責任而貢獻一份心力，如此才能使我們下一代自強不息地傳承未

來。 

歷經多少三十年環境變遷的歲月穿梭不返，反覆呈現因人類的私

慾與貪婪無知，造就許多環境崩壞的景像，就如同作者所述，如果環

境被嚴重破壞，美麗質樸的家鄉消失，縱然人人滿手鈔票名車豪宅，

卻忽略了環境生態保護等弱勢議題的關照，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安康的

生活環境還能渴望得到嗎？透過多少年來環境變遷與時間軸線比對

的歷史鏡頭，是否能讓共同生活在島上的人民，反思過往的一切對待

自己生存環境的方式，以及未來我們是否覺醒具備修復的能量，窮盡

一生的志業，促進人類更加了解自身與自然界的脈動，時時刻刻喚起

自己的良知與道德，自己的鄉土自己守護，包括海岸、山岳、森林等

所有島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我們生命的泉源，掌握著每一階段改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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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友善環境的契機，人類才能扎扎實實地永續發展於這塊土地上，環

境保護與自然生態永續每個人都朗朗上口，口號喊得響亮，但是實際

的行動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見微知著」每一件良善的態度，都能

從己身的行為影響身旁的親人，進而喚起大眾的共鳴，如小時從最基

本的不能亂丟垃圾開始、資源回收、淨灘、不濫墾濫伐、破壞山林等

有益環境永續發展的行動或策略，無私地用盡一己之力來守護著我們

美麗的家園。 

台灣四面環海，它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也是最熟悉的親人，就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望著一片汪洋無際的大海，就像媽媽溫柔的臂

膀緊緊地懷抱著我，伴我度過多少青春歲月年少輕狂的日子，悲傷失

志、興奮快樂的時候總免不了想去海岸或河口散心，吹拂著海風大聲

對著大海傾訴著心裡的點點滴滴，或分享日常生活中遇到種種幸運之

事，就在這島嶼與海洋交界的領域裡，更有許多令人充滿驚奇生命活

力的亮點，如濕地、潮間帶等都是生態資源生產力最豐富的領域，千

變萬化的生物多樣性處處充滿著生機，造就了一片安生立命的新樂園。

不過世事難料，凡是走過的沙灘、踩踏過的泥灘或面對著大海一起拍

照打卡的景物，往往就又在一陣陣狂風暴雨巨浪的洗禮過後，霎那間

崩壞消失地無影無蹤，這片美麗海洋與陸地交會的新樂園，是生命演

化新生物誕生的搖籃，如果隨著海岸環境變遷無情的破壞，人類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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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廣益地加以維護護持，例如：運用各項工程科技拋石保護、突堤

導流堤、離岸潛堤、丁壩等海岸防護工程，來減緩海岸侵蝕現象之發

生，但施工之同時要兼顧海洋自然動態平衡的力量，避免形成突堤效

應嚴重干擾了沿岸居民的生活與季節漂砂的循環規律，導致海岸侵蝕

與港內淤沙問題加劇，雖然工程的護持可暫緩海岸消失的危機，但也

隔絕了海洋與人類之距離，而使最親近的好朋友卻成為最熟悉的陌生

人，新生命的演化如不在延續，沿海及河岸的居民生計將無所依靠，

人類之未來也將面臨崩落命運的考驗。 

受限美麗寶島狹長型的土地資源，欲想跨界創造另一番新天地，

不同時期的執政者都想善用與開發海岸地帶，以創造更多的財富，創

造更多人民就業的生機，從海埔新生地農墾，養殖魚塭、溼地鹽田、

填海造陸、港口建設與工業區及新市鎮的開發等等，每一項施政政策

的優先皆以選民為主角考量，絕不是以環境影響層面設想，因此沒有

投票權的原生種的動植物生態鏈，就成了最佳之犧牲品漸漸消失在這

世俗的國度裡，擁有海洋立國的我們更應該重新審思，如何能為這跨

界(水陸)交界的海岸地帶生物群們，創造或建構一個優質的生態環境，

為萬物在此爭奇鬥艷中尋找另一新出路，成為生物蛻變永續繁衍的舞

台，大眾萬物更是依此獲得生命之滋養，潮來潮往、寒暑更替生生不

息。曾幾何時希望能夠倒轉回到，在這美麗島嶼生活之島民幾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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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樣貌，純樸的農漁民見證過許多環境變遷的歷程，在貧瘠的砂

質農地上，在潮來潮往的潮間帶上，揮汗辛苦耕耘農漁作物，取之於

大地用於大地互相依存，也曾驕傲自豪地聲稱「大海是我們的冰箱，

泥灘地是我們的提款機，而腳下所踩過的每一寸土地，都擁有我們童

年難以忘懷的庶民小吃(如烤番薯)」先民的農耕漁撈風情，真情流露

了令人動容的樸實生活情境，著實地刻印在每個島民的心裏，傾刻間

各種生態萬物的群像一一地浮現往日繁華，但也不要忘記弱勢生態鏈

之一偶，亦隨著潮汐的起落也逐漸地為島民所遺忘，只有默默暗自心

裡祈禱，期望這不是最後一張畢業照。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台灣是十足年輕動力的島嶼，

天候變化多端、地質多樣脆弱，地理位置又位於西太平洋颱風的路徑

要衝，這種地理的特殊性，總會為島上的居民造成不可預測及毀滅性

的災害威脅，樂天知命的島民也早已學會逆來順受的心境，還好隨著

科技防災的進步，防災的武器也愈來愈先進，如無人機應用於偵測天

候的變化，地震科學的偵測設備預知地震，發生前數十秒提供人民逃

生的機會，事前也都能未卜先知的準確預防潛在危害風險的發生，並

加強居民防災意識及緊急避難的觀念，減少災害對人民生命財產的影

響，更重要的未來本島將遭受全球氣候暖化對環境造成劇烈的影響，

風勢的強度、雨量的大小，將愈來愈難以掌握，因此島上之住民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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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有災害之危機意識，時時刻刻都要有準備好，應付災變來臨時之

防災或逃生緊急應變之能力，尤以台灣地理及地質的特性，地震、颱

風、水災、乾旱等四種天然災害，將是台灣最為嚴重的威脅，每一種

災害都有可能成為電影情節般一幕幕地輪番登場，實際上除影響島上

住民之日常生活外，更衝擊國內經濟的發展，無助的人民除平常燒香

拜佛，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以外，更應該多從自己生活環境關心

做起，避免因為人為破壞再加上氣候變遷之影響，如水患與乾旱交相

逼迫之狀況，而造成不可收拾更巨大之災害(土石流、地層下陷等現

象)。睿智之執政者更應為了人民的福祉，嚴實把關並負責提出因應

策略做好管理工作，台灣地理環境常會遇到複合型的災害，颱風、豪

雨、土石流、旱災、地震等相互交替，居住當地的住民為了身家財產

生命安全，也只能無助地在島內到處遷徙躲避災難，不同地區居民雖

自有一套因應災害之經驗，但治標性質的防災計畫，往往無法應對詭

譎變化多端的災害狀況，從這數年災難之教訓，唯有深刻了解自身安

生立命的環境特性，順應天地四季無常的脈動，再配合政府有效的監

督管理機制，方能因地制宜破解困境。 

陽光、空氣、水與乾淨的土壤，是人類生存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元

素，然而從世代的經濟政策改變，致力推動產業轉型，試圖引進範圍

更大的產能經濟，來替代產值較低的農漁行業，人們也就必須遷就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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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部分優質的生活環境，來成全經濟成長的目標，但是所有資源一旦

被徵收、挪用恐就不再有回復的一天。農地、水資源、工業汙染每一

項污染的指標都離不開經濟，財富雖可滿足人們一時慾望，卻也可能

將汙染禍延世代子孫，熟輕熟重值得深思呀！更何況所有污染的惡果

最終還是會回饋至我們消費者自己身上，例如農民辛勤耕作的回報，

絲毫也沒有一絲的喜悅，為了提高農作物生產量高度依賴農藥化肥，

以農地單位面積使用量，台灣農地農藥量均占世界鰲頭，除了稻米可

能受到汙染之外，不同土地種出來的根莖類以及蔬菜等農作，都有可

能超過重金屬管制標準，衍生許多食品安全之疑慮，更有許多違法工

廠以農舍名義興建，並緊鄰社區聚落，將未經處理的生產廢水直接流

入灌溉渠道，農民長期賴以維生的灌溉水源受到汙染，再加上乾旱時

期水資源的調度，農田只好被迫休耕，養殖漁業亦為了爭奪充沛的水

資源，農漁民們只好自力救濟花錢鑿井地下水源使用，雖然暫時解決

燃眉之急，但又可能形成另一環境的隱憂--地層下陷。除此台灣位處

於東北大氣汙染物的下風處以及南亞生質燃燒西風帶傳輸路徑上，遇

到季節性季風風向飄移的同時，容易把空氣汙染物帶入國境，對國民

身體健康造成極大之危害，海洋廢棄物更因洋流風向之影響，悄悄地

漂流至海岸地帶，諷刺地是境外漂流來台的垃圾，政府卻必須每年耗

費納稅人的公帑去處理汙染等等問題，當我們每個人都想享受優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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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品質，誰又可曾想過我們這幾十年來，對國土環境變遷之維持是

正向還是負面的，期望下次當經濟成長與環境價值在取捨時，我們都

應審慎判斷能兼顧到天秤的兩端，找回原來樸實的社會公義。 

島嶼最珍貴的資產源自山林豐富的生態多樣性，富饒的山林孕育

的生態系統，相當複雜且多樣環環相扣，每一棵珍貴的林木就有數十

數千種各式各樣依存的生態樣本，猶如人體的肺臟，每天都製造供給

我們呼吸的新鮮空氣，仔細傾聽山林呼吸的信息，也可感受的到生命

的活力，連結著這世界呼吸的脈動，任何一塊千年巨木年輪的紋路，

都在細說著這島嶼演化與變遷的故事，每一樹種遷徙過程中，所扎根

出的 DNA都屬於台灣這片土地最真且最原始的活化石教材，讓子子孫

孫都能體驗到生命的脈動和美好，山林的價值絕不僅有木材的產出來

看，從水土涵養、呼吸的源泉、生物多樣性的依存，甚至影響全球氣

候變遷，減少溫室效應的貢獻，及為全人類永續生活的福祉守護著，

另從面積來看，它就佔據台灣將近三分之二強，可惜近百年來因為經

濟因素，許多山林已被嚴重破壞，山林大火、濫墾濫伐、採礦與觀光

等，肆意因貪圖私人利益所造成，尤其森林大火本是自然演替的一環，

只不過近年來隨著觀光或農耕經濟等因素，部分林火卻指向人為的刻

意或疏忽，延伸至中高海拔山區的火災，造成山林成千上萬生靈塗炭

無法收拾的後果，經濟與保育的輕重緩急，熟輕熟重著實考驗每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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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人的智慧，台灣除了山林面積廣大以外，本島外圍更是由許多小

島嶼暗礁所組成的離島，但是我們對於這些偏遠島嶼的了解實在太少

太少，各島嶼的生態資源與環境變遷的狀況，是否因為社會價值觀念

改變？抑或環境資源枯竭？所造成離島生計興衰的現象，每一離島著

實有其偏鄉特色的發展條件，但最主要的還是要回歸自然生態保育的

根本問題上，才能更進一步做到永續發展的產業聚落或新創工作機會，

讓在地的住民願意繼續留下來深耕奮鬥，當我們高喊著還我「社會公

義」的口號，同時特別需要高度關注我們自己生活數十年的環境，而

每一項環境問題發生的根本，不只是單單的解決汙染源就可以了，而

是要從住民小時候所看到家鄉的樣貌，和數年後環境變遷的過程中從

新學習成長，當台灣子民以無畏的勇氣，進行各種因環境問題所發起

自力救濟與保衛家鄉抗爭的決心，期望能繼續督促執政者加快腳步，

為人民福祉謀求一片安生立命的美麗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