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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洋日—愛上大海我的家 
 

●黃宗舜／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 

 
 
 

  【海】這個字在中文的造字上就隱含著無比的深意，把字拆開就接直看到：

【水】、【人】、【母】，引申的含意著【這一片水是人類的母親】，就好像在述說著

生命的起源本來自於此；然而生在四周環海的台灣島上子民們，【海】又曾經在您的生

命中有過什麼印象呢？在曾經的問答中，大部分的答案都有著負面的思想。這本是我們

應該要去了解，要去認知的【海】，卻是距離我們如此的遙遠；過去的種種追憶已不再

重要，當今的我們應該要如何？才能讓我們孩子們【不要再有這種感受】呢？ 

  從1992年起，在每年的6月8日—— 聯合國【世界海洋日】（World Ocean Day）在世

界各地及政府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外加多種的宣示，而過了這一天後的我們，海洋依

舊漂著垃圾、餐桌上依然有著魚翅、大海依然是大海，人類依然在破壞……，這一切沒

有因為這一天而有所改變，那這一天的用意為何？我們應要有何作為才能來改變些什麼

呢？也許就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2011年「世界海洋日」活動中的致詞：「這是一個

認識到與海洋相關的很多嚴峻挑戰的時機，使我們有機會思考海洋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性……」，有位環境哲人曾說過：「若人們對環境沒有絲毫的敬意，那麼不管做任

何的事，那也只是一種對環境的破壞」，而人們對海洋不也如此嗎？在過去人們只知從

海洋中取得資源的想法是不是應該要有所轉變呢？對海洋的尊敬是否應該重新來檢討

呢？在多年的基層海洋環境教育經驗中發現了一個現象，大多數人對身旁環境的漠視，

學生如此，老師也不例外，也許這也不能怪罪任何人，因為整個大環境不是也如此嗎？

當然有不少人在嘗試及努力的改變這一切，他們都應獲得掌聲，但這畢竟是不夠的！ 

  在【世界海洋日】的呼喚下，身為海洋國度的我們可以做什麼呢？有一件很容易去

做到的事，不必有高深的學問及理論，那就是—— 走到離家最近海邊，看看那裡的風

光，不管美醜，那都是你的家鄉，不管如何您都應該知道的，不是嗎？也許充滿了垃

圾、或許有著美麗的夕陽！您有多久沒到家鄉的海邊走走了？不管是不是【世界海洋

日】都該要好好關心自己的家鄉不是嗎？這是尊重海洋的起點也是愛護海洋最好且直接

的方法—— 關心自己家鄉的海洋。在台灣不管您住在哪裡都可以在兩小時內到海邊，這

麼好的海洋環境教育場所，台灣人可曾正視過呢？ 

  台灣這美麗寶島的海邊，您可曾下車來好好的觀察駐足呢？在此選擇美麗可達世界

標準的東部海岸線開始介紹，由北往南：若以基隆港為起點到和平島上的地質景觀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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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精彩的，千疊敷、蕈狀岩，經過千百萬年來磨蝕下，展現出迥異美麗，而望海巷豐富

的珊瑚礁生態是潛水客們的最愛，這裡的海洋是必須深入研究及保護的，因為也許不久

的將來蕃子澳灣若建起碼頭，這些美景就消失了～往南進入新北市的金瓜石，由於長期

以來開採銅礦的結果，也讓溪水裡滿是離子沈澱的痕跡，更造就了陰陽海的奇特景觀。

鼻頭角、龍洞岬都是北海岸地質景觀相當豐富且能長時間駐足的地方，在廣闊的海蝕平

台上細心尋找，有著各種的海膽化石及海洋生物的生痕化石四處可尋。若在夏天前往，

許多人就會希望能往海水更親近些，踏浪、游泳……等，漫步在夕陽餘暉的沙灘上，金

沙灣曾經是北海岸相當重要的一個濱海遊憩點，也是人們可漫步浪遊的海岸線；在這海

洋產生一種有趣且易於親近的感受，但若接近時請給予基本的尊重，要了解潮汐時間，

如此才不致發生任何的狀況。 

  三貂角是台灣本島最東邊的海岸線，而岸邊的一座座斜插入水的單面山，在浪花拍

打沖刷下，許多長在岩石上的藻類被沖刷入海，吸引了許多的魚群覓食、聚集，在此是

釣客們的天堂。再走下去，宜蘭的海岸線又是完全不同的景觀，一道道綿延不絕的沙

崙，有天然消波的效果，具完整的保護海岸作用，近年的開發令人憂心海岸線的安危；

在這裡人們可以追逐海浪，人與海是沒有距離的，您可以聽到海的吟唱聲，您也可以見

到海欲與人相擁的渴望，美麗海洋在此與您對望著。 

  蘇澳以下蘇花海岸的壯美，是讓各國旅人都驚艷、驚嘆的壯麗，水面上兩千米高聳

入雲，水面下也兩千米直切入底，只是斷崖底下無法通行，若要接近只能用走到盡頭再

折返的方式，但這絕對是一趟令人回味無窮的旅程；海洋常給人們不可親近的感覺，這

裡絕對可以感受到，山與海如此接近，而人們走在兩者中間時，那種人類的渺小，大自

然的偉大在此有強烈的感受，人們一輩子在爭什麼呢？再怎麼爭回歸自然時又只剩什麼

呢？這是大海給的重要啓示不是嗎？ 

  從花蓮市一直到台東的末端的海岸線，都是可以輕易停車而接近的海岸線，近年來

腳踏車運動的盛行，也讓這段的海岸線多了許多曝光的機會。最近在新聞上仍然非常熱

門的阿朗壹古道，由於新聞性十足，已成為非常大眾化的海岸健行路線，您若用雙腳走

上一段，對海洋觀念將有著大幅的改觀。基本上在台灣的東部沒有什麼非常嚴重的人為

破壞，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設施大量放置的消波塊，已成為破壞景觀的元凶。然而這段

海岸線給人們的感覺是可以輕鬆漫步的，找到好的步伐即可享受美好的海洋感受了。 

  台灣西半部也有非常多的可看性，但過度的人工化，卻讓許多人望而卻步，但若能

近距離的觀察，也許會更多的反省及深層的省思，更是值得前往深究，也許在未來人們

的改革會因此而誕生。在此作些簡介，由北而南：在台灣的最北端基隆沿線大都為岩石

經海侵蝕所形成的海岸，而且每一段的特色不同，不管是海蝕洞或是海蝕平台或是單純

的懸崖海岸，著實讓人感覺得到海洋的多變，基隆海岸線有很長的一段步道可供行人來

步行，但卻也因此與海洋產生了距離，而且即使是岩岸地形依然有一半的海岸線是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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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消波塊所「保護」！新北市的野柳海洋世界，此是世界級地質景觀，令人感到震撼

的，這裡的岩岸地形是西岸少數值得一走再走的一段海岸線。一路往南到了新竹又是另

一個世界，用水泥或人工步道所建構成的十七公里腳踏車專用道，讓人有絕對不同的感

受；人工的感覺是不怎麼愉快，但若以接近海洋為出發點，這一切都是可以被忽略的。

苗栗的海岸線是值得一提的，在苗栗的龍鳳港附近海洋生態維護完整，由當地的漁法及

漁獲可得到證明，因為在過去台灣西岸有一種漁法叫「牽罟」，目前在其他地方都已成

為觀光用途，而此地卻仍是正常漁獲方式，而且收穫還非常豐富，在此是一個值得前往

的海岸線；這亦是西岸人與海相處最和諧的一段，因此在這裡您可以好好觀察大自然給

予的美好，而且在這裡天氣好時，您可見到的海天一色絕對讓您永生難忘。 

  台中、彰化及雲林由於河川及海流的雙重影響下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海岸線—— 溼

地，在這裡海岸若只看人工的設施，那就無趣了，因為在漲潮時「海天一色」，到退潮

時的卻變成了「泥天相接」，但這個特色並不迷人，因為在此人們與海共存的歷史文化

及生活藝術更加使人動容。不管是白沙屯媽祖的海神文化特色，或是人們用盡智慧在溼

地中討生活的點滴，都是吸引人的目光焦點。台中港、台中火力發電廠及六輕的四周，

卻是令人生厭的人工建築；人類造成的海與人的完全隔離，在此應表現的非常完整，感

覺絕對是不令人愉悅。嘉義、台南、高雄一直到屏東的墾丁國家公園之前的海岸雖然是

水泥化的極致表現，但各種海洋文化也在這些地方滋長。值得一提的是養殖業在此些地

段非常發達，所以岸邊的巨大水管，也是另一個海岸線的特殊景觀。墾丁珊瑚礁海岸，

可見到海洋的美麗壯闊及多變綺麗的潮間帶，也是令人留連忘返的區域；人們在此忘掉

世間的紛擾應是相當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外島的澎湖群島海岸線也相當值得前往探訪，

各式各樣的玄武岩及美得令人讚嘆的沙灘，加上先民在這裡艱苦生活的點滴，這樣的海

岸線當您以慢活的方式前往，這裡讓您停留個把月您都不會想要回到現實的都會生活；

大海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空氣中就可以享受他的存在，而學習與大海和平相處，來這

裡應是最適當的。 

  深深的期盼社會大眾，用心去體會大海給我們的啓示，用行動去保護我們的環境，

不管【世界海洋日】與否，愛護海洋就從家鄉的海岸線開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