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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海洋生態作家廖鴻基：尊重海洋  
翰林驚聲

 

主辦單位：海洋與水下科技研究中心

 

時間：112年5月2日上午10時至12時

 

地點：商管大樓B119

 

講題：文學視域中的海鮮文化

 

主講人：海洋生態作家廖鴻基

 

　文學視域中的海鮮文化，也可以說是「魚文化」，臺灣是個魚類資源非常豐富的國

度，到處都是漁港。臺灣漁港的密度也可能是全球第一，可見漁獲能力相當強。但談

到「魚文化」三個字，很多人總會認為：魚有什麼文化？

 

　其實魚文化講的是：「人和魚的關係」也可以說是：「整體人類和魚的關係是什麼

？」「臺灣這個社會和魚的關係是什麼？」答案其實很明顯，在臺灣社會一般就是腸

胃型的關係：人們聽到魚直接會想到怎麼料理、清蒸的好吃？還是紅燒的好吃？大多

數人都會如此回答。

 

　我曾經在屏東海生館擔任駐館作家，因為時間多，有機會在大洋池遊走、觀察海生

館的種種，常看到許多遊客對著一群魚指指點點，會聽聽看他們在討論些什麼。結果

聽到答案，大部分都在討論怎麼吃魚。

 

　難道魚沒有其他的養分嗎？其實我們可以從魚獲取養分、建立關係。腸胃型的關係

等同生存等級的關係，屬於較低層級的連結。與周遭的萬物相比，我們位居食物鏈高

層，没有毒的生物皆可食用。但人類與萬物的關係，並不單單只是填飽肚子而已。舉

例來說：有個朋友專門研究魚類、成為少數的魚類博士，他得到的養分是「學術性」

的。

 

　因為從小喜歡魚、喜歡觀察魚的流線和斑紋，也出海捕過魚，甚至看到魚，心情就

會激動起來。這讓我有很多機會去抒寫魚的故事，也成為海洋文學作家。而各位熟悉

的「鬼頭刀」，是我第一篇海洋文學作品。在海上捕魚的日子裡，春天能看到鬼頭刀

與飛魚的關係、與漁人的關係，也發現了魚生動的靈魂，因此將牠們記錄下來。這是



我從魚得到「藝文方面的養分」。

 

　捕魚的人和魚屬於「漁撈的關係」，也有「生態關懷的關係」等，希望各位不要只

停留於最低層級－腸胃型的關係，至少能願意從生態關懷的角度了解魚。因為目前的

海洋資源，已經處在相當有壓力的情況，若我們能多一層關懷，也許讓魚在海洋裡多

存留一些時間。

 

　魚早早就與人類建立了關係，人類社會與魚的關係一直停留在很低的等級，不太懂

得珍惜牠們。但是魚和人類可追溯到20萬年前，那個年代的人類終於站了起來，過著

二、三十人的群居生活。主要以撿拾植物的果實、狩獵動物維生。

 

　當時的獵具僅是在木棍上綑綁石頭，狩獵困難且辛苦，獵到的動物體型也不會很大

，因為這些工具只能傷了牠們，無法一擊斃命。祖先們之後發現，在海邊的潮間帶

，有著許多「潮池」，不會跑的螃蟹、貝類常常出沒，可以輕鬆地獲取，不像在荒野

狩獵一樣辛苦，一天花在填飽肚子的時刻也不會太久，填飽肚子後，有空餘的時間在

牆上畫畫，因此創造出屬於人類的文明。我想這就是魚提供給人類的幫助吧。

 

　創作力來自行動，靈感來自平靜。回到海洋文學來說，我在一本書上這樣形容海洋

：「他是安靜的，他也是暴動的。」而安靜與暴動之間，還有許許多多的起伏轉折。

也因為接觸海洋，想分享這些經歷而開始寫作。

 

　文學是文化精神的美學展現，與人分享，使用文字的美學就叫文學，可以透過講故

事、創作音樂、美術、電影，也可以使用肢體語言、用各種各樣的媒材，將你所看見

的分享給大眾。感官是老天給我們每個人最好的資產，我常覺得，感官是藏在身體裡

的生命與外在環境連結的天線，身體器官皆能夠體會「環境中的美」。而這些感受

，人們能夠運用不同的媒材將它表達，因此每個人都是藝文工作者，只因我們在成長

過程中，較少專注於周遭環境及大自然，這些感官就頓化了。

 

　當延伸到海上生活，文學將有翻不完的書頁，也有寫不盡的稿紙。藉由海洋生物

，為陸地與海洋搭建一座又一座的橋樑。只要走過這些橋樑，就可以豐富生命、體會

海洋的種種。這輩子我與海洋的計畫、海上的生活與寫作，皆是一次次的痕跡，期望

能夠扭轉臺灣的海洋格局。願大家皆能夠走過這些橋樑，看見海，也開始學習尊重海

。（文／陳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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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作家廖鴻基蒞校演講，期望扭轉臺灣的海洋格局。呼籲大家尊重海洋。（攝影／李而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