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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意：作者廖鴻碁所要傳達的是，關於台灣花東地區這塊土地，景觀

是如此美麗、動人，尤其「台 11 線」，沿途風景更是壯觀，作者在書中描繪出

這塊「後山」的美麗風景，最重要的，也在文中描寫了人為開發以後或觀光活

動對當地、大海所帶來的環境污染、破壞。 

 

會選擇這本書是因為一開始被它的封面所吸引，小小的一本書，看似不起眼，封

面卻是台灣花東地區沿岸非常漂亮的風景，看起來心情格外輕鬆、愉悅，且作者

在書中以輕鬆的口吻來表達台灣花東地區的美，並以嚴肅的心情來談論人為對這

塊土地的嚴重破壞，讀完之後令人深深地反省自己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破壞，並提

醒自己，身為台灣人，就應該為台灣這個寶島盡一份心力，先不論自己是否對台

灣社會有貢獻，但必須先自省是否有愛惜台灣的每一寸土地。 

 

此外，更應該將這個體會與學生分享，希望學生也都能養成愛土地、珍惜漂亮環

境的好習慣，並從隨手做起，至少，不可亂丟垃圾、作好垃圾分類等等，應該從

小細節做起，千萬不要覺得因為是件小事情就不去做，希望藉此培養學生「懂得

珍惜」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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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廖鴻碁，一九五七年出生，花蓮人，花蓮高中畢業。曾經在沿海漁船工作，

一九九六年組成尋鯨小組於花蓮海域從事鯨豚生態觀察，一九九七年參與賞鯨船

規劃，並擔任賞鯨船海洋生態解說員，一九九八年發起黑潮海洋文教基金會任創

會董事長，致力於台灣海洋環境、生態及文化工作，二 000 年執行「墾丁鄰近海

域鯨豚纇生態調查計畫」，二 00 一年隨台灣魷釣船遠航至南太平洋紀錄台灣遠洋

漁業。寫過「討海人」、「鯨生鯨世」、「漂流監獄」、「海洋遊俠」、「尋找一座島嶼」、

「山海小城」等書。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散文累評審獎，吳濁流文學獎小說正獎，

台北文學獎文學年金等。 

     

●內容簡介 

    廖鴻碁將這本書分為一段一段的小故事，總共分成六十六個，有些是他想將

花東地區、海岸山脈等這個美麗的「後山」，刻意介紹給大家，也些則是廖鴻基

自己的心情寫照。他愛海，尤其是這個所謂的「台十一線」，無論是道路拓寬之

前或之後，他從 20 歲起便走過千千萬萬遍，從來不會厭倦，而且每走過一次都

有新的發現、新的感覺。在這本書中，作者從故事中簡介以前居住在台十一線的

居民與後山在以前所發生的一些戰爭、歷史故事，也介紹拓寬以後的台十一線的

情形，或帶給附近居民在生活上的「便利」及「繁華」，並且在文中抒發他對這

一片大海的情感；最重要的，作者也在文中描寫了人為開發以後或觀光活動對當

地、大海所帶來的環境污染、破壞。這本書讀來讓人感覺很輕鬆、心情愉悅，因

為作者不僅僅只有使用優美的文字來描寫這片海洋，還時時附有豐富的圖片，美

麗的風景圖、海岸圖，還有一些原住民或他們平日生活的圖片，以及人們辛苦耕 

作或捕魚、採集時候的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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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從「台十一線藍色太平洋」，選取幾段自己比較喜歡、覺得有趣或者描

寫較為優美的小故事，並從中擷取一小段文字來分享。 

第 08 則名為「來到海邊」。來到海邊，來到了陸地的盡頭。海邊，是陸地的

邊緣，海洋的盡頭。海邊景貌截然不同於陸地、又不屬於海洋，是海洋與陸地兩

個世界的交界面。海邊是陸地與海洋這對情人千萬年來或恩恩愛撫或激烈爭鬥下

的凝姿。來到海邊，也許是我們腳步的終點、卻也是我們無窮視野的起點……。 

第 17 則為「日出海岸」。後山日先照，走海邊看日出是東海岸尋常生活的一

個場景。夜幕鬆動，天色朦朧淡轉，海風彷彿接受了天地將要劇變的指令而輕輕

拂動起來，這時，太陽還深沉在海天交際處的深深海底。先是浮在高空的積雲和

山脈嶺頂收晨曦感染露出了微光嫩顏。水面下有一只看不見的火爐持續為微光加

溫。粉霞漸漸燃點淡紅，嫩顏酣城霞紅……。天色全都亮了，破曉晨曦自高空漸

次下降，海面和沙灘仍留在晦暗混沌裡等候……。 

第 28 則名為「驚豔」。細雨迷濛，我走在台 11 公路上，旁過路邊一座小山

崙後跟眼前豁然開朗，我看見路邊梯田階階下探直達那海波交界處，一小段海濱

浮在兩座蒼翠的小山崙間，我心頭直覺那就是我尋覓多時的「天涯海角」。 

第 46 則是「葛瑪蘭族」。這是個悽涼的原住民平埔族的故事。這族群叫葛瑪

蘭族，目前人口數約一千兩百人，除了在花蓮東海岸新社附近仍保留一他們傳統

的靈魂信仰習俗外，如秋風枯葉，葛瑪蘭族及葛瑪蘭文化幾近完全消失……。經

葛瑪蘭族人多年的奔走爭取，終於在二 00 二年十二月二十五日由行政院正式宣

布葛瑪蘭族為台灣原住民第十一族，從此葛瑪蘭人可以不必再「隱形」，不必再

像一些人一樣「隱姓埋名」……。 

第 66 則是最後的一則，名為「走不完的海灘路」。故事到了段落，卻還要繼 

續。東海岸是立體的、生動的，東海岸的每一段都有其獨特的風貌，如同每個人 

獨一無二的外觀及其生命特質。每天，陽光在海面上綻開細碎亮點，我們的島， 

用清晰的輪廓迎接了這一日的開始，也是西太平洋這頭巨鯨又一個航程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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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妳千遍也不厭倦……」有首歌的歌詞這麼唱著，對我來說，東海岸是「行腳

千遍也不厭倦」的地方。我知道東海岸將是我生命裡永遠也走不完的海灘路。 

 

●讀後心得： 

從小時候開始，我就超級喜歡「水」的，尤其是一整片的「海洋」，蔚藍的

天空以及顏色有漸層變化的海洋，遠遠望去儼然成為「一線天」，實實在在是一

幅渾然天成的美麗風景畫，每當我一見到這個畫面，便會不知不覺陶醉在其中。

不知道為什麼，「海」總是會給我一種很輕鬆、很愉快、很清涼的感覺，跟「山」

比較起來，「海」才是我的最愛。每當我一看到一大片清澈的海，我的心就會隨

著整個大海而去，心情不知不覺地愉悅起來；無論是聽、看，或者用心去感覺

「她」，都能給我無盡的歡喜。海洋對我而言是有生命的，「她」跟我們一樣，是

有情緒起伏、有喜怒哀樂的，若是用心去感受，絕對可以體會得出來；然而，我

們從「她」的情緒變化中，可以獲取到各種不同的景色，並且能有不同的感受，

無論在視覺、聽覺上都有不同的感受。換言之，每當我們走在沙灘上，或是在海

邊，若是我們可以用心去體會，就會發現原來我們的心情是會受到「她」的影響

而有所不同的。 

這本書的作者廖鴻碁，是一個實實在在喜歡大海的人，他用他靈敏的感官去

接觸大海，用流暢的文筆、優美的文字以及真實的圖片，將整個切身感受描述出

來，描寫在這本書中，讓讀者能有更深刻、身臨其境的感覺，並且可以激發我們

的感官，讓我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在面對海洋時，都能變得更靈敏、更有感情。

其實剛接觸到這本「台 11 線藍色太平洋」的時候，首先吸引我的是書本中的優 

美的圖片，作者按下了無數的快門，將台十一線沿岸優美的景象與人們耕種、捕

魚、海邊採集等在動態所拍到的真實畫面，真真實實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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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大海，看見這些圖片便更加感動。因此，我毫不猶豫地決定 

以這本書為主題。 

在書中，其實除了描寫「後山」優美的景觀以及台十一線沿途美麗的風景之

外，其實作者最重要的目的還是在諷刺人為的過度開發所導致的後果。不論是在

海岸邊勉強築起的防波堤，人為開發的觀光遊樂區、發電廠，為了觀光利益而不

顧生態景觀強迫拓寬的道路，或者是嚴重遭到污染、破壞而滿目瘡痍的沙灘，甚

至是枉顧生態循環的捕魚方式，都讓整個後山、花東、海岸山脈遭受到前所未有

的浩劫。西部地區在人們過度開發之下，導致整個生態景觀嚴重失衡，然後，人

們便在這個生態失衡的環境之下「享受其繁華便利的生活」，而且樂此不疲。然

而，怪手、挖土機在西部地區找不到任何一個地方下手的時候，貪得無饜的人們

便又將「破壞之手」往東部後山地區伸展，極度希望將後山也開發成「繁華先進」

的地區。台十一線就是這個計畫之下的產物，乍看之下，拓寬之後的道路的確能

夠便利到此地遊玩的觀光客，而且在此地居住的人民，生活上似乎也比以前便利

許多，何樂而不為？不過，當海上漂來骯髒的垃圾，當沙灘上不再發現成群的生

物，當海洋不再孕育豐富的魚類，當大海為此狂風怒吼所導致的人口死傷、房屋

倒塌等等嚴重後果之後，我們將會深刻地體會到人們所犯的錯誤是多麼不可原

諒、不可挽回。 

然而，這一切的一切，我們卻不可能靠一己之力而避免的；可能基於這些原

因，廖鴻基便透過文字的描寫、圖片的呈現，希望大家都能感受到這片海洋、這

塊淨土是多麼美麗，是台灣僅存還未被嚴重破壞的地區，藉此呼籲人們能好好地

保護後山及海洋，並正視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其實在西部土生土長的我們，都已

經感受到開發後的便利性及繁華了，不過，若是我們可以切切實實地像作者一

樣，走一趟台十一線藍色太平洋，相信我們一定會被她的美麗與偉大所深深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