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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到海人廖鴻基
　　最深邃的海洋記憶，最原初的生命感動
　　一趟趟搏魚、鏢魚、拉網、拔繩，受創的漁獲將鮮紅的血液灑入水裡，舷邊團團紅霧很快流水散
去。漁港、漁船、出海、返回、甲板、海面、水下，漁撈是一場陸與海、空氣和水裡，兩個世界數個
空間的劇烈拉拔。每個漁人都是一艘船，徘徊在自己的生命大海，尋找不可能的安定。──廖鴻基
　　因為遭逢人生關卡而啟航的廖鴻基，藉由花蓮港、幾艘沿海漁船、幾位老漁人，航向二十多年來
使他生命開闊的海洋，記錄漁人搏浪拔魚的故事片段和深埋心底不曾落幕的黑潮漁撈大戲。
　　本書描寫黑潮裡隨季節更迭游來的不同魚類，以及海上漁撈生活剪影。原來不是只有飛蛾會撲火
，踏浪高手的飛魚也愛飛上船來「吃火」；公魚會跟母魚雙雙對對至死相隨，但母魚在公魚被捕獲時
卻會甩頭游走；雨傘旗魚在酷暑熱海不用去避暑，是因為這魚有一把美麗的傘？而從事艱苦鏢魚工作
的老漁人，倚靠眼力、體力、耐力擲鏢射魚，其搏鬥精神展現如《老人與海》裡的強勁力量。廖鴻基
用將近三十篇溫暖動人的散文篇章，輔以個人攝影作品，帶領我們攀上甲板，穿越海陸邊界，徜徉在
擁擠人世外那片廣袤無垠的生命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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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0、回到沿海
1、沒有刻度的時鐘
2、風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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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媽祖生
8、飛烏與飛烏虎
9、牽草囹
10、飛烏虎
11、放棍
12、起棍
13、鉤子上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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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油壓樂器纖棉話機
16、熱海火燒埔
17、雨笠仔
18、雙雙對對
19、掃囹
20、北風微
21、丁挽
22、鏢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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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海岛不该只有海鲜文化，还要有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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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生長在內陸，一個多山的地區。開門見山，久了便逐漸習慣山沉靜的性格。山總是兀自矗立在
地平線，不語；群山像是彼此攀爬在前一排山的背上，縱使站在高處眺望，也只是看到更柔美流暢的
山線，遮擋了地平線，隱匿了晨輝與夕陽。我似乎從未懷疑過山的那邊還是山的信念，直到國中讀到
一首詩「在山的那邊」，「在山的那邊，是海！⋯⋯那雪白的海潮啊，耶耶奔來，一次次漫濕了我枯
乾的心靈。」從此，心中多了一個澎湃的渴望——到山的那邊看大海，大海應該是洶湧熱情的，海浪
卷著能量日日向陸地奔湧。年歲漸增，很多次海近在咫尺，我都已經聞到海風鹹濕的味道，仍錯過了
走向大海的機會，直到我第一次在七星潭走進太平洋。那並不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春季的花蓮天氣變
化極快，午後一場驟雨急停，沖刷了七星潭的石子海灘，也洗淨了空氣中的一些庸擾。天清朗泛著灰
白，遠處的海天交接因水汽迷蒙看不清顏色與界限。一切都沒有了想像中的浪漫情思，還不是眩木的
藍，也沒有金黃的沙灘，海潮卷著灰色的海水沖刷在石子灘上。頭一次見面的心情略有失望，適逢勢
力仍然強盛的北風在海面興風作浪，巨大的水霧迷蒙了進一步想探索它的眼睛，浸潤了全身的衣服，
如同那天的海水，鹹、澀、黏。後來去過淡水、高雄、墾丁和台東的海，尤其對西子灣壯麗的海景落
日和墾丁藍天白雲藍海白浪金沙灘念念不忘。興許是受老師書的影響，再次去七星潭，竟懷念起第一
次的天氣與心情。與其他供人遊憩的海不同，七星潭是花蓮的漁業重地，至今漁船仍然在與太平洋搏
擊拉拔，漁人仍在飄搖的海上尋找不可能的安定。「他視野悠遠，從遠天盡頭仿佛屬意這座島，老遠
老遠地就望著這段沿海洶湧而來。」後山黑潮，台灣東海岸最得天獨厚的資源。黑潮從赤道曬飽了炎
陽一路北上，台灣這個島是他漫長征途中最靠近的陸地，隨黑潮而來的豐富魚類是他每年與漁人的約
定和慷慨的饋贈。「每個人的家譜追溯到遠古/你知道嗎，都是一條魚/深海遠洋，才是我們最早的故
鄉，懷鄉正是懷古/望海的眼睛，因此，都著迷」漁獵擁有比陸上打獵更悠長的歷史，大海無私給予人
類這個來自陸地的越界者。我曾獨自坐在海邊傾聽海浪聲。每一陣打上岸的海浪不僅激起形態各異的
浪花，其拍打海岸的聲音頻率和音調都是不一樣的。有的急促有的和緩，但生生不息孜孜不倦。一波
浪剛剛慢散在石頭岸的縫隙中，另一波又積蓄了更大的力量前來。但往往遇到上一波退去了潮水又消
減了剛才在遠處轟轟的浪與力量。無論是沙灘還是石灘，近岸都被海浪衝擊成一個傾斜的坡面，很容
易辨出海浪衝擊的最遠距離（當然在一般時候而非漲潮）。我突然覺得這是大海渴望接近完美，想要
觸摸擁抱這個島。它一次次來，積蓄了力量沖上岸，又一次次被退下去的水消減，一次次地失敗。高
潮低落，仔細聽就像他的低聲絮語，它是多麼渴望與這個島擁抱啊。一個朋友對我說：「我在海裡游
泳的時候才發現滄海一粟，人有多麼渺小。」大多數人是懼怕大海的，也許是因為生理限制，讓我們
對廣袤深邃的三維空間有著本能的害怕。可是人類又是世上最懂得使用工具的獵人，爲了生存，上天
下海，沒有什麽可以阻攔我們。我們製造各種先進的船，可以乘風破浪，但暈船是來自生理原始恐懼
的呼喚。或許是恐懼太深，人類才想要征服。正如老師所說：「我們一直背對大海，有海鮮文化卻沒
有海洋文化。」人類一開始就誤讀了海洋。它擁有調皮的個性，那翻騰巨浪風暴都只是它渴望親近人
類與這個海島的極端表現罷了。大多數時候，它只是默默遣派海潮一次次衝擊海岸，輕輕地呢喃，希
望有人可以聽到它的心聲。人類的笑總是帶著溫柔的寒意，征服的表現之一就是瘋狂攫取海洋資源，
尤其是漁業資源。圍網、拖網和刺網是人們發明的捕撈網具，從潮間帶-沿海-近海=遠洋，雖然人沒法
在大洋中編織一張碩大的網，但是一艘艘漁船散佈在不同的海域，將大海劃分成若干區域，然後占地
索取。如今不過十幾年，書中描繪了如滾水般的魚潮再難看見。也許魚的智慧不高，但是數千萬年的
進化也讓它學會趨利避害，要麼不再靠近這個海島這片海域，要麼下潛到更深的水底，讓漁人們在海
上孤獨等待一無所獲。「聽得懂海豹的狂吠嗎/鯨魚的腹語，海鷗的悲啼」。因害怕而征服，因征服而
破壞，人永遠背對海洋的真誠與無私，是學不會尊重與保護的。一個四面環海的島，海生生不息奔流
不止，我們才是孤獨的流浪者。靠海生存，轉過身看看這片海，聽聽海的低語，表現出應有的尊重！
「上船吧 探險的潛艇/會帶你深入墨蘭的夢境/去探寒武或侏羅的現場/蝦蟹從不吐露的隱情。」書中描
繪了開春的鑼鼓鬧場、炎夏熱海卡涼、北風微鏢丁挽直到一年中冷底，四季討海人與黑潮各種魚類搏
擊拉拔的精彩生活。每一次出港、尋魚、下棍、起棍、漁獲的過程都是一場海洋與人的大戲。這些表
演通常沒有一個觀眾，空有那麼無極限的舞臺。作者記錄下這些生活剪影不僅想與人分享，也想鼓勵
更多的人去認識大海。認識是保護的基礎。「你是我的海島，我是你的海島子民。」海島子民怎能對
最親密的海洋一無所知？鯨豚、魚、黑潮、漁業，這些都是海島人的基本素仰。我在屏東的海生館看
到從幼稚園到國中的孩子，看他們興致勃勃地聽老師講活化石鸚鵡螺的故事。是該感到欣慰的，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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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又一顆接納海洋的心，就要堅信海洋文明後繼有人，而不用像傳統的鏢漁業傳承中斷。反觀成
人，更應該接受海洋教育，特別是對漁業文化的保護。科技進步，漁船上「油壓樂器織棉話機」，捕
撈方式也發生重大變化。海洋漁業文化作為海洋文化的重要內容，值得保護，後代才可以瞭解祖先與
海洋的故事。人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一代又一代人性命終結，海洋濤聲依舊。最後分享余光中先生的
一首詩「海不枯 石不爛」，文字雖然畫上句點，但所獲卻將終生于耳邊迴蕩，就像那不息的海潮湧來
⋯⋯每個人的家譜追溯到遠古你知道嗎，都是一條魚深海遠洋，才是我們最早的故鄉，懷鄉正是懷古
望海的眼睛，因此，都著迷似乎記起了什麼，卻說不清楚水族的歷史，人類的身世在岸上，在藻間，
在水底？聽得懂海豹的狂吠嗎鯨魚的腹語，海鷗的悲啼？迷霧與羅盤之間，神話從何處起頭呢，而科
學在何處接手？恐懼與好奇該如何區分？星隕、海嘯、地震我們的星球，雷摧，電劈火災與水災交替
的地獄要等幾億年才到人間？這歷劫的驚險，要問倖存的盲鰻與鸚鵡螺或向紅龍與巨魷去求證？上船
吧，探險的潛艇會帶你深入墨藍的夢境去探寒武或侏儸的現場蝦蟹從不吐露的隱情

Page 6



《回到沿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