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們的島 

－「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讀書

心得 

一、 前言 

作者柯金源說︰「如果海需要我，我就跳進海裡；如果山需要我，

我就走進山裡。」人稱︰「柯師傅」。人如其名，一句話道盡他的工

作態度與專業精神。 

這本書以現場目擊者的視角，見證三十多年來的變化，當臺灣環

境的真實面被再一次重現，是否能讓我們反思過往對待環境的方式，

並直面環境災難的因由，以及，我們是否已具備足夠的修復能量？ 

在三十年的紀錄過程中，他秉持堅定的信念，歸納出︰唯有符合

這片土地健康的經濟體系，才是島嶼未來想像的方向。文章中，他除

了呈現環境變遷，更記錄了底層小人物的面貌與悲苦。 

他在自述中呈現，這麼多年來環境紀錄的執著，從追尋美感到直

面真實，再現問題本質其實經過幾個轉折。從 1980年到戒嚴的轉念︰

「如果環境被嚴重破壞，美麗質樸的家鄉消失，縱然大家滿手鈔票，

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安康的生活環境，還可得嗎？」說明，環境的重

要性是凌駕於物質生活之上的。 

1994 年他再轉焦點到環境生態，當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步伐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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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境，但賴以維生的島嶼環境卻似乎每況愈下。於是他「再度將關注

的焦點對準環境生態…」，他也因紀錄而真實看到環境的殘破，心裡

滿是心疼。 

於是他立下「環境紀錄與資訊傳遞」的目標，做為自己生命的承

諾與志業，選擇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艱困道路，獨行三十餘載。 

二、 專書重點歸納 

(一) 水線-失落的地平線~海陸交界地帶的驚嘆 

    柯師傅為了探尋自然海岸消失的原因，從十二處沿海保護區

開始，但發現環境變遷的速度比想像中更加快速，因此將紀錄視

角延伸到全臺海岸線，紀錄樣區也持續擴增到一百多處。 

    從「自然海岸逐漸消失與崩壞」的觀點來看，自然海岸比例

只剩下約 43.7%，更顯現出臺灣海岸水泥化的嚴重性，而這也使

得海岸沙洲愈來愈小，防風林愈來愈小，但政府的工程經費卻愈

來愈龐大，水泥建設也愈來愈多。而當我們用心計較跟大海搶

地，就離海愈來愈遠；而海岸地帶建置大量人工設施之後，也可

能為人們招來更多禍害。例如︰海岸瘋狗浪(人工海岸導致波浪

與防坡堤、消波塊產生交互作用)、海岸公路瀕臨暴潮帶(破壞自

然樣貌外，更造成行車危險性。 

    到底我們地平線為何失落，海洋夢又何以變調至此？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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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柯師傅以「河口海岸」、「海岸線」、「海岸公路」及「海岸水

泥化」幾個主題，分析其原因及造成的環境影響，本文中列舉幾

個例子說明︰ 

    在「河口海岸」案例中， 從曾文溪口-臺南七股海岸的例子

中，更反映出了臺灣西部海岸近百年來出現急遽變化，從堆積型

慢慢轉化為侵蝕地形。近百年來，因為南部地區進行河川整治、

興建水庫、海岸工程以及大型漁港建設，阻斷了漂沙堆積機制，

因此，沙洲的沙源補充不足，導致海岸沙洲嚴重侵蝕。臺南的濱

外沙洲是否還有未來？ 

    在「海岸線」的案例中，嘉義布袋好美寮~北港溪至八掌溪

的砂，因海岸開發、港灣工程、河川砂石開採與整治，導致海岸

環境變遷加劇，國土遭受侵蝕而消失。柯師傅分析海岸發生侵蝕

的原因︰河川輸砂量降低、海岸沙源堆積減少，加上人工的海岸

離岸堤、港口防波堤阻斷季節性漂沙的動態平衡及港灣疏浚與抽

砂填海造陸工程，更攔截漂沙補充海岸的功能。從以上內容中，

可以發現人們的工程，似乎加速海岸侵蝕及流失的速度。 

    而在「海岸公路」的案例中，花東台 11 線交通便利最大受

益者，是以圈地開發的財團為主，一般民眾也有獲益。但對自然

景觀造成的傷害破壞生態環境，卻是難以恢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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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海岸水泥化」的案例中，高雄蚵仔寮海岸因阿公店溪

與高屏溪補充沙源減少，海岸侵蝕日益嚴重，1952年水泥堤防，

1970年消波塊、離岸堤補救，其效果有待商榷。 

    海岸大多擺置消波塊、離岸堤與鋼筋混凝土堤岸，自然海岸

快速消失。全台自然海岸比例，只剩下 43.71%。 

(二) 跨界-新世界的迷思 

    三百年來土地利用觀的迷思，是海岸環境崩壞源頭，演進的

脈絡︰海埔地農墾、魚塭、濕地鹽田填海造陸、港口建設與工

業區，以及濱海公路與新市鎮的開發晚近有國家風景區、國家

公園與濕地保護區的設置。 

    目前，臺灣海岸環境與海洋系統基礎資料目前仍相當缺乏︰

因資料不足，導致人們還來不及瞭解、認識當地環境生態資源，

環境就已被破壞掉了。不論喜不喜歡，一切現況都源自我們，也

同歸我們所有。 

    就幾個部分分別說明︰其一是「濱海工業區」， 台塑麥寮工

業區的開發，犧牲環境創造的財富，價值該如何衡量？濁水溪出

海口南岸的泥灘地興建石化工業區，造成雲林海岸居民牡蠣養殖

區完全消失，而再填海造陸，除了因抽海砂，讓海岸線侵蝕後退

外，居民的健康也成為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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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發現該地區有機汙染物的模擬濃度偏高，具致癌風

險。住在六輕十公里範圍至少滿五年的居民，其肺、肝與腎功能

以及血液與心血管系統都有受到影響。 

    其次全癌症的發生比率上都有隨營運時間而增加的趨勢。而

當環境被破壞之後，首先受害者通常是當地弱勢族群，然而石化

集團仍否認一切環境汙染的指控。 

    其二，談到「造鎮、造陸」的主題時，不得不提及淡海新市

鎮的開發，原本淡水河出海口北岸(台灣著名的沙崙海水浴場)外

圍是北台灣的重要漁場，其北側近岸海域擁有珊瑚礁群聚的生態

系，但因淡海新市鎮開發需增垃圾及汙水處理用地，1995年於田

溪北側潮間帶築堤造地，雖保育人士使盡全力，仍不敵利益的勢

力。為了建造陸地上的新市鎮，卻毀了一座海底老社區(重要漁

場、珊瑚礁群聚的生態系)，代價是否值得？ 

    其三，提及「海埔新生地」的發展，得先從新竹港南地區、

客雅溪口說起，1959年 9月，退輔會的新竹海埔地開發小組於客

雅溪以北六公里的海岸線築堤圍墾造陸工程，提供農民申購種植

水稻。 

    其四，「港口」建設的部分，則不得不提及臺灣「沙港與沙

灘」傳奇-新北市和美漁港，從 1988年漁港工程後，突出海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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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防波堤導沙入港(成沙港)，到了 2004 年把沙抽回金沙灣海水

浴場養灘，拆北防波堤；可是，2005年颱風來襲，灣沙漸少，港

沙增多，政府為了延長港口南側突堤碼頭，止沙入港，再投入資

金，但港口使用不高，轉變為人工海釣場。最後是漁港沒用，沙

灘沒了。 

    從滿懷期待到夢想成空的花蓮鹽寮漁港，則是成為烏龍漁

港」。 

    而無奈的永續工程-臺東大武漁港一座漁港蓋了六十幾年，

還無法正常使用，真是臺灣永續工程的典範(不斷投錢的錢坑)。 

    其四，那「海岸」的狀況又是如何？臺 9 線(東部)~海岸新

生地，則是因南興路段海岸嚴重侵蝕後退，養護單位採突堤養

灘、填土造陸，海岸新生地未來又該如何使用？ 

    海岸~多淤積的漁港，根據 2004年統計，全國 239處漁港，

位於臺灣島有 150處；2006年營建署資料平均每 8-9公里就有一

處漁港，其中有 43處已面臨淤積問題。 

(三) 海岸浮世繪到天大地大的啟示 

    要深「入」現場，只能捲起褲管；想要瞭解海岸地帶的風土

民情故事，就必須捲起褲管，跟著漁民一起走入泥灘地。 

    作者搜集及彚整資料發現，養牡蠣與種樹，同樣是固碳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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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綠色產業，因為牡蠣在成長過程中會吸收環境中的二氧化

碳，而且封存的速度，粗估超過樹木百倍。也就是說，消費者買

牡蠣、吃牡蠣，用嘴巴就可以做環保。以臺灣沿海濕地的牡蠣養

殖產量來推估，平均每公頃約可生產二十噸的牡蠣殼；而牡蠣殼

成分 99%是碳酸鈣，如再換算為二氧化碳的固定量，約為八.八九

公噸，而且是以更穩定的形態存在。 

    而海岸、濕地因人類自以為是的開發及破壞，蝦猴、鱟、陸

蟹、寄居蟹、彈塗魚、鳥類、黑面琵鷺未來命運又是如何？   

    蚵農常說，「只要這一片海岸環境能夠持續維持著，這裡幾

乎沒有失業的問題。」但這樣的微小盼望真的能實現嗎？沒人知

道，除非人們早日醒覺，否則，每一個物種消失，代表的也是人

類未來的命運。 

    鏡頭轉至人們賴以維生的土地呢？地質脆弱、強降雨、環境

人為擾動，人類為了生存，生活在此相對不穩定的環境，災難於

焉產生。 

    淹水處處有？都會區淹水︰大多是土地過度開發，占用行水

區、滯洪池。西南部淹水區-連續豪雨、區域排水系列的整治與

管理不善，是水患的主因；而超抽地下水更引起地層下陷。 

    在淹水問題的處理上，城市居民以沙包保衛家園，沿海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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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陷區的居民，則墊高建築基地，或準備好膠筏當交通工具，把

拍水的家具用品全部架高，山區居民？全看老天的臉色，決定生

存方式。可是人們明明自知天災無法避免，人禍又無力嚇阻，仍

要繼續留在開墾地，面對頻繁颱風、豪雨，地震與土石流的挑戰，

只能祈求上蒼憐憫。 

(四) 土殤-體檢生命要素 

    生命的救贖來自~一口新鮮空氣、一方乾淨土壤。關於土壤

的部分，人們為了提升作物產量與品質，加上化工業者的誘導資

訊，農民高度依賴農藥、化肥，以農地單位面積的使用量來看，

臺灣的農藥量是世界第一，化學肥料使用量則是排名第二。農業

生產成本提高的同時，農地土壤中的微生物卻大量死亡，地力改

變了，地下水亦受到汙染，農民與消費者的健康承受巨大的風險。 

    空氣品質、汙染的部分，據調查結果發現，臺灣兒童罹患氣

喘病的比例高達 11%，北部地區甚至達 20%，每 5 位兒童就有一

位曾經是患者。2015 年 3 月康健雜誌報導中，M2.5 排放當量及

站 PM2.5濃度影響最大均為六輕。這代表什麼？環境汙染區的居

民，承擔了較高的健康風險。財富可能無法代代相傳，但汙染卻

會殃及數代。 

    而現在台灣面臨的土地汙染問題一簍筐，林林總總包括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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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河川、重金屬汙染、農地、河海交界汙染-重金屬(香山濕

地)、工業廢水、海洋汙染(核能效應)、油汙、空氣汙染(工業區)、

外來因素、廢棄物垃圾汙染…。 

    根據資料(1997 年 5 月)，臺灣三一六鄉鎮市的垃圾場，有

五十五處位於十八條河川水系的行水區上，其中十三處位於水

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直接影響水源；另有二十八處位於海

岸，影響海洋生態。2007 年 3 月統計，臺灣有五三七處垃圾掩

埋場，已填滿封閉三八三處。 

(五) 源鄉-傾聽山林聲息 

   珍貴的生態多樣性基因庫~樹的命運就是人的生命，森林危機

~狩獵與盜伐、森林盜伐何時休？森林保育運動？採礦-花蓮亞泥

~開山破肚、毀滅生靈-亞泥採礦權爭議？蘇花公路臺灣石粉礦場

-海岸山區的採礦問題 

    農業上山，丹野農場及梨山與福壽山農場的開墾，造成無法

恢復的林地；而阿里山山葵的種植-瓦解森林底層植物，阿里山

公路開發引動了臺灣森林保育運動；觀光災害，清境農場，因觀

光而帶來危機。 

(六) 島群~世界的中心到未竟之戰 

    島嶼生計的榮衰與海洋環境的榮枯，絕對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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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師傅聲聲的疾呼，「二十年前，主政者以經濟發展為由，

破壞在先；二十年後，又以能源轉型必要的犧牲代價，執意而為。

我們是否願意在經濟疲弱的時候，依然以環境為優先？是否願意

降低需求，減少環境的負擔？這是一場為維護環境必須不斷前進

的未竟之戰。」 

    他相信，只要真實記錄、傳播，人心與環境就有改變的可能

性，只要持續去做，先不要問成敗！而臺灣的未來的前途，唯賴

島上住民的自覺，而不是寄望於某個國家或某個政黨！此外，環

境只要給它足夠時間，它有復原能力。 

三、 心得啟示 

(一) 從無感到震撼 

    隨著時代及科技的演進，人們獲取資訊的方式，已由單純的

紙本轉變成為網路資訊及電子報，而什麼樣的主題會引起人眾的

注意？通常是即時與我們利益相關的事；至於漸次被破壞的環境

問題，由於沒有「即時」性，所以不但引不起媒體的青睞，更引

不起大眾的興趣。 

   看到柯師傅歷經三十年的環境變遷記錄的鉅作，讓曾經無

知、盲目，耽於安樂的我，在閱讀每個章節時，心裡都糾結、嘆

息不已，一直問著︰「這是真的嗎？」、「我們美麗的島嶼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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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成這樣？」我們常認為生活能接觸的範圍只要沒事，便天下太

平，哪裡會知道臺灣環境變遷的速度比我們想像的快速、嚴重。 

(二) 環境變遷給我什麼啟示？ 

    美麗的福爾摩沙之島，曾經以綿延一千多公里的天然沙質、

岩質海岸線而自豪，可謂與海為鄰的「海之子」，曾幾何時，為

了經濟發展或人們的私欲，一塊塊的水泥消波塊、一座座的水泥

防波堤…在海岸四處林立著，目的不一，或有防止沙子流失，或

有阻隔海浪侵蝕，可是每一個「人為」的干擾，都成了破壞天然

海岸線的劊子手，天然環境一旦失去，便無法回復。 

    以前居住新竹巿區的我，把南寮海岸當做走馬看花的休閒場

所，沒什麼感覺；現在居住南寮的我，與海親近的距離只需要十

分鐘。週末帶兒女在海邊拍照時，看到海岸線布滿消波塊，總在

尋找那一小片無人為干擾的天然沙灘，原因無他，親近自然，總

不想再看到太多醜陋的人造物。 

    三十、四十年的發展，發展了經濟，圖利了財團，我們獲得

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環境又被改變成了什麼模樣？在感嘆

的同時，我能做些什麼呢？ 

(三) 身為教師的我，可以為環境做些什麼？ 

    這本書喚醒了我對臺灣環境的重現，真想替她做些什麼，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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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有喘息的機會。逝者已矣，但未來的我可以做些什麼？ 

    其一，課堂教學︰我會將視角集中在環境議題的報導上，而

不再只是追求主流媒體的「有限」報導，吸受更多資訊，以便在

教學中融入，讓學生從小有機會「看見臺灣」真實的面貌，進而

引發其愛護、保護自身周遭環境，因為環境保得住，未來才得保。 

    其二，善用網路媒體的力量︰拜科技發展所賜，訊息傳播速

度只在一彈指間，因此在瀏覽關於環境相關議題的影片或文章

時，能利用 FACEBOOK 頁面，進行分享，如蜘蛛網絡的方式，將

訊息一傳十、十傳百…，便可讓更多人「看到」，甚至分享，增

加更多人對環境變遷的覺知力，進而關心環境、愛護環境。 

    其三，從自身做起︰因為對於環境變遷有了基本覺知，所以

關心環境議題訊息時，會試著在生活中實踐節能減碳，甚至在開

車時與孩子的對話，都用「你覺得今天空氣好嗎？看得見山嗎？」

因為南寮前往新竹巿區的路上，如果空氣好，便可看見數公里外

的山群；反之，則一片迷茫。從小讓孩子關心自己的生存環境、

空間是現在必須要做的事。 

    改變世界從小事開始，不難，但要有開始，我決定現在開始，

學習柯師傅的精神，盡一己之力為環境努力。雖然我無法上天下

海，但能做到上面三件事，希望微小力量能漸次匯流成河，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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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機會認識環境問題，進而保護環境，愛護環境。 

四、 結論︰了解自己生存環境，停止破壞，SAVE HER！ 

就在讀完柯師傅「我們的島」一書後，想起柯師傅聲聲的疾呼，

「二十年前，主政者以經濟發展為由，破壞在先；二十年後，又以能

源轉型必要的犧牲代價，執意而為。…」 

言猶在耳，卻又看到在 2020.6.15中看到一則由天下雜誌的調查

報導「20 年造林一夕砍光 屏東拿綠電取代綠樹，值得嗎？」，其

中，該雜誌進行如︰「全國大規模造林的始祖，一年吸碳 20萬噸」、

「當年沒想到的效益：綠色觀光」、「為什麼要砍樹種電？」、「未考慮

適地適種，造林品質參差」、「砍樹後，蜜蜂、遊客還會來嗎？」、『反

對者憂「假農業、真種電」』、「二擇一只是假議題：貿然砍樹跟倉促

造林，都無助於居民」…等討論，心裡真是五味雜陳，「以能源轉型

必要的犧牲代價，執意而為」短視近利的政策又再次在這片土地上出

現。經濟發展的腳步不可免，能否在決策前蒐集充足資料、對當地環

境有充分瞭解、認識當地環境生態資源，之後經過審慎評估後，再做

出對環境影響最小的決定，誠如柯師傅說︰「唯有符合這片土地健康

的經濟體系，才是島嶼未來想像的方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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