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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專案助理

探索海洋臺灣，在地知識交流分享會活
動側記

張育君＊

一、前言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多元族群的海

洋觀及與海對話的實踐方式。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承接文

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於2021年起推動

海洋臺灣在地知識的梳理與記錄計畫，

為進行臺灣海洋在地知識的交流，於

2022年9月12日，在宜蘭縣蘭陽博物館

（以下簡稱蘭博）舉辦「探索海洋臺灣

在地知識」交流分享會，分成「我們為

什麼踏上漁村文史調查這條路？」、「依

海而生的在地知識：馬祖傳統蝦皮漁具

的製作與使用」2場次，邀請深耕地方漁業調查的南風澳文史工作室及珊瑚法

界博物館創設者賴榮興、海波浪 seabelongs創設者黃建圖及八斗子漁村文物館

圖1 探索海洋臺灣在地知識活動海報
照片來源：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司製作，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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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者許焜山與會，由臺史博張隆志館長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黃貞燕副教授兼

所長主持，一同探究多元的臺灣海洋文化。

張隆志館長提及本活動結合宜蘭、基隆與馬祖三地漁法漁具調查記錄者的

分享，期許持續擴大交流，促進大家對於海洋臺灣的理解與重視。蘭博陳碧琳

館長接著表示地方漁業文化快速消失，幸有文史工作者長期投入調查，與蘭博

合作出版一系列書籍而留下紀錄，也期許未來有更多夥伴加入。

第1場次的「我們為什麼踏上漁村文史調查這條路？」，主持人黃貞燕副

教授認為過往提及「海洋臺灣」，多著重於海洋生態，或從國際交流史面向，

以海洋作為一條通往臺灣島外與海外國家交流的道路，此次活動著重於臺灣海

洋的在地知識，亦即在臺灣依海而生的島與人，在生活當中如何認識與理解海

洋？如何從海洋汲取資源？如何從海洋得到獨特的觀點及經驗？黃貞燕接著分

享3位分享人的共通點：一、皆為漁村調查對象的當地人，二、皆以一己之力

進行記錄，目的都是為了保留快被遺忘的漁村歷史文化；第三、約略在同一時

期行動，這也與臺灣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地方文化館的脈絡密切相關。此次3個

案例，可以給我們更多對海洋臺灣在地知識的深化認識與想像。

圖2 賴榮興分享漁村調查的記錄方式
照片來源：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司拍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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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蘭南方澳：賴榮興的漁村文史調查經驗

賴榮興於1960年於北方澳搬遷到南方澳，他提及日本時代時，殖民政府

為了開港而進行人口遷移，並鼓勵日本漁民移民。二戰爆發，大量日本人遭徵

調赴戰場，漁民的空缺轉由臺灣漁民頂替，因而使臺灣人有機會學到日本的漁

業技術。戰後漁業發展快速，南方澳吸引臺灣各地，尤其是澎湖與小琉球的漁

民前來。基本上男性出海捕魚，女性則在加工廠處理魚獲。

2001年起，賴榮興開始進行地方漁業的調查記錄，起初難以找到物件來

說明漁法或產業，再加上漁業內容較生硬，一般人不易親近。在賴榮興的兒女

回來加入一起協助後，轉而從地方漁業的內涵文化出發，透過親子書如《沙頸

岬上的老人與海：來自北方澳的漁夫畫家》及社區報等方式推廣，也將調查成

果出版，如《北方澳》、《寶石珊瑚》等。

（二）宜蘭縣龜山社區：黃建圖的漁村文史調查經驗

黃建圖為龜山島人遷居宜蘭龜山島社區（時稱仁澤社區）的第1代，1977

年政府因軍事需求將龜山島封島，他的父親跟隨集體遷村至臺灣本島。1994

年，宜蘭縣政府舉辦「歸來吧！龜山」活動，使龜山島人有了再次上島的機

會，大家也因此產生記憶保留的急迫感，於2005年成立漁村文化館，展示早

期島上生活樣貌。

2017至2018年文化館與蘭博合作，邀請志工及地方青年整理館內地方漁

具及生活器物，以物件為媒介，請長輩分享島上生活的樣貌，剪輯為〈龜山島

來的人〉影片。透過盤整，發現長輩們的身體技藝─記憶仍在，還有再現的可

能，新一代龜山島人也因此對島上生活產生更多好奇。

回顧過往，對自身的理解越多，越能清楚說出我們是誰、來自哪裡。當時

龜山島島民幾乎全賴漁業為生，離開龜山島後，主要移住宜蘭的大溪，但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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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南方澳、花蓮及基隆；而大溪漁港除了是地方的觀光漁港外，也因龜山島

人移居產生多元的變化。

（三）基隆八斗子漁村文物館：許焜山的漁村文史調查經驗

許焜山為八斗子漁村人，對於大海和漁村有著濃厚情感，感受到往日漁村

生活事物快速流失，因此加入漁村文史調查的行列。

許焜山於2006年成立文史工作室、2013年成立「記錄漁村歷史、保存漁

村文物及關心漁村發展」為宗旨的八斗子漁村文物館，以八斗子漁村為基地，

蒐集典藏臺灣的漁村文化與故事，展示漁船模型、漁具，以及海洋相關書籍、

文書及畫作，並規劃「八斗書屋」，舉辦漁民文學交流及寫作讀書會，目前

已出版《北方海岸的漁村故事》及《沒有掌聲的討海人：走過八斗子海灣60

年》。

八斗子漁村文物館的核心工作為漁村的耆老訪談與田野調查，記錄地方史

事、討海人生活、捕魚圈、捕魚法、漁村婦女及宗教信仰等，並透過導覽及出

圖3 黃建圖分享龜山島人遷村後第1次返島的場景
照片來源：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司拍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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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東北風》刊物將所蒐集到的資料公共化及交流對話。

過程中也遭遇許多困難，如耆老凋零、能以閩南語與耆老對話漁業用語及

漁撈俗諺者稀少，及隨著機械漁法的演進，地方漁法、漁具消失。而文物館開

館至今以私人經營為主，是否開放公共經營或如何邀集夥伴加入，是一直以來

面臨的課題。

二、 依海而生的在地知識：馬祖傳統蝦皮漁具的製作與
使用

第二場次「馬祖傳統蝦皮漁具的製作與使用」由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

司郭美君副執行長分享。

馬祖聚落型態以一村一澳為主，來自福建的長樂連江一帶的馬祖先民，因

馬祖擁有豐富的天然漁場，吸引許多漁民並依澳口往陸地發展。1956年起，

國軍在金門馬祖實施戰地政務，帶給漁業許多限制，如出海需申請漁民證並須

配合開放時間等，同時帶來許多現代化建設，如引進機動漁船。

過往臺灣漁業紀錄多著重漁法、漁業發展或漁村，較少針對漁具本身，因

此希望融入物質文化、文物詮釋的觀點，調查記錄造型結構、名稱、使用及製

作細節等。

對象選定盛行於南北竿的傳統蝦皮定置網，場域選定為北竿鄉橋仔村，因

橋仔外海有得天獨厚的漁場，村落內有兩個澳口，是馬祖具代表性的漁村，且

現今村內還有1位對於傳統漁法十分熟悉的漁人－黃鵬武先生 1。

1 據訪談得知，1950年出生的黃鵬武先生13歲開始跟隨父親出海協助船上的作業；17歲時當上船長，現

今仍對於馬祖的傳統漁法漁具十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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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式漁具引進後，傳統漁法已無人

使用，加上1960年代大量馬祖人移居臺灣本

島，難以找到有經驗的漁人重現，因此紀錄方

法調整為口述歷史為主，漁具模型為輔，從中

蒐集漁具各部位的名稱、命名邏輯、使用需

求、材質，盡可能記錄黃鵬武先生的經驗與觀

點。模型雖無法完整重現漁人的身體感與空間

感，但透過模型製作，可呈現整體立體結構、

組件關係，亦可示範關鍵操作技術，同時成為

收集口述歷史的溝通媒介。整體記錄重點，聚

焦於漁具製作及使用，探索漁村整體社會分工

及漁人對自然環境、漁場等之理解。

三、漁村經驗交流－綜合討論

2場次分享後，賴榮興補充耆老訪談中分享地捕魚經驗、漁法的平均壽命

以及今昔漁人捕魚心態差異等；黃建圖則提及龜山島漁民會在漁港港口祭拜豬

公，賴榮興也回應南方澳早期會在港邊祭祀老大公及好兄弟來保佑平安，媽祖

廟蓋好後，這項文化才逐漸消失。郭美君提及國軍來了之後，馬祖從原先因海

而生轉而須與海保持距離，在不同時期地方與海的關係真的很不同。

南方澳人白俊逸先生提及，姐姐從南方澳嫁到野柳漁港，南方澳人也會到

野柳抓小卷，到高雄茄萣捕烏魚，到馬祖補黃魚，只要哪邊有魚，就到哪邊

去。黃建圖提及南方澳漢聖宮內或是花蓮美崙福德宮土地公廟（原為鳥踏石

仔）的沿革都可發現龜山島人的足跡，意味著龜山島人被遷村後，不只宜蘭龜

山島社區，還有許多地方都有龜山人的足跡。

圖4 郭美君分享承接臺史博漁
具調查的過程

照片來源：原典創思規劃顧問有限公
司拍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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