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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見過的貝類化石，學生說在路邊常會看到啊！第一次邂

逅的化石，竟就是在這樣的交會場景。很震憾，也很感嘆，

於是我對樟湖的化石油然生起想一探竟的好奇心，企圖

想瞭解樟湖化石的來龍去脈。

適巧，幾乎是同時，當年的校長也命我開始指導學生科

學研究，以便代表學校參加科學展覽。於是我就開始利用

中午時間，邀約學生到學校旁的茶園梯田裡大小石塊尋

找化石遺跡、到149公路邊坡測量化石層厚度與傾斜角度、

到清水溪觀察化石密集層，並且和社區當地人打成一片建

立感情，爾後便不時獲贈一些化石做為研究素材，家長逢

家裡地面要開挖地基時，也會熱心的通知我前往找尋他們

已挖掘到的化石，讓我自由挑選拿回學校典藏研究。

因為茶園梯田裡的石塊風化速度很快，存著能蒐集到

一個化石算是拯救一個生命的心理，拼命蒐集數以千計

的化石，而地主也鼓勵學校可以將之做為學校教材，同時

我也盡可能想要蒐集到各類樟湖化石以利統計研究，於

是蒐藏量在三年內便塞滿學校倉庫和我宿舍房間整個床

底下空間。我心裡那時其實正盤算著一個企圖與想望，期

許將來要為牠們找一個家，成立一個樟湖化石博物館。讓

這個館場也是村民或遊客一個生命教化的場域，一個生

當化石來敲門∼
化石博物館的教育槓桿作用
When Fossil is Knocking at Your Door : The Educational Leverage of 
Huang Hu Elementary School Fossil Museum
廖宏彬 雲林縣古坑鄉樟湖國民小學
Liao, Hong-Bing   Huang Hu Elementary School

當
化石與人產生關聯，它就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石頭，

透過人的解說與故事加溫，它傳遞著人與人之間

的感動與認同，連結社區與學校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一

同於這塊土地產生同一悲喜的脈動，共享人際歡喜與光

熱。化石博物館空間場域連結了人與化石，從此樟湖之名

就等同於化石，藉化石教育生態觀光「發展觀眾」，化石自

此轉變成為有價值的學習商品，引導開創社區發展契機，

也透過此一展覽場所溫存社區內人與人的價值互動，活

到老學到老，以邁向終身學習健康心理的幸福社區為依

歸。樟湖化石對樟湖來說等同於機會，當機會來敲門，我

們打開門，敞開心靈接受這樣的在地特色，以熱情為化石

加溫，透過自己的口說，建構述說化石的故事，無疑的化

石可發揮教育槓桿作用，成為讓人看得見的社區亮點。

從「將化石 回家」的故事說起

1995年我從西螺廣興國小調到樟湖國小，擔任全校自

然科任老師，平日住於學校宿舍，甫一開學，前往離學校

1.5公里處的石橋聚落，停好摩托車就發現到有一略遲回

到家的孩子，沿路踢著石子回到家，我問他你踢什麼東

西，他說這是化石啊，我揀拾起來仔細瞧，果然是圖鑑曾

雲林縣樟湖國小

樟湖鯊魚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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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教育的啟迪機會，它絕不只是一個科學教育的小小陳

列室而已，或許它可以成為社區營造的動力源。心中著實

有這樣一個夢想願景縈迴於心頭。沒想到，爾後，臺灣發

生一個九二一大地震，搭上重建校舍列車，直接催生了化

石博物館誕生，實現了第一個願景。

一個危機一個契機

1999年，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行政院成立跨部會的

重建委員會，雲林縣古坑鄉是中部災區之一，在臺灣大地

遭受九二一地震蹂躪之後，樟湖村搭上災後重建推動「樟

湖地區生態休閒旅遊活動計畫」之便，在當年李振哲校

長、陳瑩聰主任支持下，得以設置生態博物館，規劃設計

陳列櫃來展覽樟湖地區化石。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之機，因為甫自90年代開始，生態

博物館建構之風，大受公部門支持（慕思勉，1999；李怡

燁，2001；林陽杰，2002；童鈺華2006；陳淑吟，2007）。李

怡燁自博物館學研究觀察到，90年代這波地方小型生態

博物館趨勢，只要能符合地方特色、展現民眾參與力量規

準，對促進地方認同與建構人、環境、生和諧關係預期卓

有貢獻時，若中央或地方有經費，公部門此時期都普遍支

持設置各種類型的生態博物館。

導源於國際70年代法國生態博物館運動趨勢，慕思勉

分析臺灣90年代這波自地域認同、重建族群自主性、遺

產經營到地方產業發展等不同的博物館計畫中，「生態博

物館（ecomuseum）」是影響90年代臺灣博物館發展的最具

代表性的論述。樟湖化石館就在這樣的國內外博物館運

動氛圍，於行政院農委會「樟湖地區生態休閒旅遊活動計

畫」項目下設置成立。

 建構「博物館學校」的想法

博物館學校想法其實蘊釀於1995∼1999四年間，當時

隨著樟湖化石的研究蒐集數量日漸增多，社區人士也不

斷慨贈，這現象促使我預立一個夢想願景，想將學校博物

館化，讓樟湖化石在地資源，不僅成為學校博物館展覽素

材，更進而形塑整個學校成為一個博物館，素樸地、簡約

地、地方化、生活化的成為「博物館學校」。

學校教育與博物館教育的夥伴合作，可以是一個連續

的光譜：「博物館雲端教材虛擬學習」、「學校教師參加博物

館專業成長學習」、「博物館到校服務」、「學生到博物館校

外參觀」、「學生參加博物館學習計畫」、「博物館專家駐校

服務」、到「博物館學校」。學生的課程越是趨向「博物館學

校」，則博物館教育的學習越是深入，運用博物館做為教

學資源越是徹底。

而博物館學校的建構，其實也可以是一個連續的光譜，

自「典型博物館機構學校化」、「博物館機構分駐於學校」、

「學校博物館化」計有三種層次。廣義來說，上述三個類型

都是「博物館學校」類型。如同Susannah Cassedy O’Donnell

於「紐約市立博物館學校∼一個學習過程」一文中（謝文

和，1997），描述一所學校每週於紐約市立博物館內正式

上課三天，在這所博物館學校教師使用真的實物來進行

教學，如化石、寶石、藝術品⋯等，這例子是一個「典型

博物館機構學校化」的過程。

對實際上，對很多學校來說，博物館仍然是遙遠的豐

美資源，甚至遑論於博物館學校的建構。不過，學校教育

上，至少可以如同劉國華（2007），規劃學校教育活動朝向

博物館精神辦理：如樟樹國小於校內設置了一個「神奇

箱（Magic Box）」DIY互動學習區，他們於箱內裝配mp3 

player與自製條碼學習機 ，讓學生DIY按出多種蟲鳴鳥叫

或蛙聲，類似這樣向博物館學習的學校課程素材，卻是學

校可以低成本的先行建置。

廖宏彬指導化石研究鶉螺化石

清水溪化石區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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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積萬年地力 竟成天工精石

石質灰濛面目 原是靈動活物

教撥普羅混沌 何離成人之美                              

育就文化願景 直逼真善生命  （廖宏彬2001.3.23）

樟湖國小化石陳列室，不啻為了服務學生，推廣化石

科學教育，更希望藉此提高樟湖村民自我信心、社區能

見度與增進社區幸福感，進一步營造成為社區發展的契

機。

社區發展是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強力倡導的

世界性運動，是一種組織並教育民眾，運用當地居民集體

合作力量共謀改善或解決社區問題策略。現今，於全球一

片社區化、在地化的社區主義時代趨勢中，臺灣地區社政

部門倡導「社會福利社區化」、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環

保署「社區環境總體改造」、衛生署「社區健康營造」、經濟

部「形象商圈」、教育部「學習型社區」、營建署「城鄉新風

貌」，各部門都企圖在各自專業上促使社區居民能發揮力

量，運用社區內外資源（如動員社區人力資源），共同提升

社區生活水平（詹秀員，2009）。

而社區要順利發展，社區領導人要懂得運用「社區諮商

（community counseling）」概念原理，因為社區諮商主要目

的，就是發展人與人之間的心理健康與相互依賴感，透過

提升個人發展與個人、社區安適（well-being）的綜合性助

人結構處遇策略和服務，目的在促進所有個人與社區的

身心健康與幸福。如果樟湖化石博物館的設置，可以引領

社區趨向健康幸福社區邁進，無疑的，這是成立學校博物

館的最高效益，與兼善天下理想願景的實現。

發揮教育槓桿作用─化石導覽解說創造需求與想像

由於空間與經費限制，樟湖化石館僅有平方公尺大，但

做為雲林縣第一所社區型生態博物館，且是設於學校的

地方博物館，具有其指標性意義：

旅外學者劉婉珍（2010）說得好，博物館能否成為人們

的學習資源，端視人們之於博物館的需要與想望。化石館

成立不久，自2000年起各處擁入本校觀摩民眾絡繹不絕，

此時期本人於課間便擔任主要導覽解說員之責，最高記

錄曾連續進行化石解說八小時之久。透過實際解說經驗

累積，我也意識到博物館課程建構，主要是由導覽員依據

學習者能力及展覽內容相關性，選擇與組織解說內容，並

透過肢體、五官表情、口訣、趣味比喻等導覽技巧，以激

發起觀眾對博物館的想望與學習理解。

但對樟湖國小來說，一開始的目標設定就很高，我絕不

能滿足「向博物館借鏡式的學校活動」，我的想法是企圖

建構一個「博物館學校」。

回溯我這想法的動機，主要有表層與深層兩個層次：

首先，就我個人的想望，迫切希望能建立博物館學校的

內在動機，表層的動機是基於教育熱情與專業，能藉由博

物館展覽化石實物，指導學生進行第一手的觀察、分析、

與累積探索經驗。

其次，就深層的動機（也就是人生哲學信念部份）來說，

是希望藉由化石館引領樟湖社區發展，提高人類生命善

性價值，實現幸福社區夢想與激發社區發展。

基於這樣的想法，學校於規劃化石陳列空間，也不忘擅

用零碎空間，設置心靈之語，文以載道、啟笛遊客胸懷。

化石來 吾未來 混沌盤古開

化石在 吾不在 前世幾千載 （李振哲 2001）

指導學生化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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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化石

透過化石解說，人與5百萬年前的樟湖化石，產生了奇

妙的關連，聽眾也許想像到栩栩如生一幅幅的生命圖像，

一隻隻海相生物活生生的活於淺海中⋯

化石館深化地方認同感

樟湖化石館的存在，對社區來說就是一個價值。博物館

內的一切，都是教育，都是課程資源。透過化石陳列、典

藏、研究與寓教於樂的功能，社區對當地化石資源由疏遠

到認同。每逢國定節日，遠遊子弟返村時，村民帶著獻寶

心理邀遊樟湖化石館，緬懷孩兒時期目睹過的樟湖化石

容顏。社區或校友觀看的不是生硬的樟湖化石知識，也許

是兒時記憶，也許是鄉土情懷，深化地方認同與自信。

戶外河床生痕化石

外地遊客透過樟湖化石館觀察，瞭解到臺灣化石的生

成原因，於知性之旅中，也得到一場生命教育饗宴。

臺灣生態休閒旅遊年推動與樟湖化石館創新影響力

行政院農委為配合國際生態旅遊（ecotourism）潮流，明

定2002年為「臺灣生態旅遊年」。樟湖地區自2001年，化石

館已成立之後，配合中央規劃，先行利用於2000年於此一

館開始舉辦「雲林縣生態導覽解說員培訓」。本校為協助

社區生態規劃，本人採地景生態學（landcape ecology）研究

取向編定解說教材，分別率先撰寫了《樟湖地區地景生態

規劃與生態教育導覽》（2002 ISBN957-01-1028-7，本書被

列為國家自然公園閱讀書目）及《樟湖地區化石解說入門》

（2003 ISBN957-01-3053-9）。為了驗收樟湖社區導覽員的

成效，化石館內的室內培訓課程一結訓，便實際安排社區

戶外生態導覽解說實習，以收生態課程之效。

樟湖生態導覽解說課程生動活潑，於2000∼2003年

間曾先後對全臺灣召開舉辦創意十足的樟湖化石選美

比賽、樟湖之美生態攝影比賽、樟湖生態休閒旅遊導覽

等。2003年後，學校與社區解說員進階班成員，還一起設

計生態解說展示牌內容（40x50cm），並合作進行《樟湖植

物導覽調查研究》（2004 ISBN957-01-7768-3），凡此皆是

全國之創例。

基於樟湖化石館的在地性與特殊性，本人自2003年後，

也多次申請教育部科學教育專案計畫，累積化石專業著

作。不斷塑造化石教育專業形象，強化符應樟湖化石館主

要存在意義。

特別的是，《兒童繪本樟湖化石奇幻之旅》（2010 ISBN 

978-986-02-4964-4），是國內第一本兒童化石科學教育繪

認識化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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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主人翁是單體珊瑚。孩子創作化石繪本的過程，

是藉由創意編寫一個虛構的故事，佐證有科學根據的單

體珊瑚生態，和想像推論單體珊瑚受埋藏成為化石的可

能成因。這教學歷程，無疑是國內外一大創舉，亦是臺灣

孩子的創意考驗與成就。於此截錄一段孩子繪本創編的

一段話，分享並就教讀者。

單體珊瑚家族推舉出小英做自我介紹：「我們單體珊瑚的

體壁基部，分泌鈣質底盤，整個外形是錐狀形，固著在海底生

長發育。我們身體的主要構造是『隔壁』，不同排列型態的隔

壁，代表著不同種的單體珊瑚。」

「隔壁？」時空旅遊隊員富真不解的抓抓頭，充滿疑惑。

「最初，每隻珊瑚蟲都由腸繫膜分泌出六個隔壁，每一輪的

生長又增加六個隔壁，這些直立的隔壁就是珊瑚蟲的骨骼結

構。成長到了成年期，隔壁數就不會再增加了。數數看，我們

的隔壁數是六的幾倍?」

「單體珊瑚的隔壁數是二十四，四倍！」柏昇因發現這道理

而興奮的大叫。

大家沉醉在探索單體珊瑚的生長奧秘，全然忘記單體珊瑚

們即將面臨的可憐遭遇。就在這時，一片強勁的泥流襲擊過

來，即將掩埋美麗的單體珊瑚群、海扇貝群，當然也包括其牠

許許多多的海洋生物們，這是一場殘酷的生態浩劫！時空導遊

怕單體珊瑚被掩埋，一時間也動了惻隱之心，忘了時空旅遊規

定，他本能的運用魔法變出一面牆，希望能抵擋住這股泥流!

樟湖化石館是社區亮點更是社區發展動力源

此外，本校於樟湖生態休閒旅遊計畫硬體研發上，對

發揮創意也不遺餘力，其中，較得意的是本人曾於2001

年參與規劃一幢木造的生痕化石涼亭設計，這涼亭稱為

「石頭的家」，是國內首創於戶外將全臺灣最大一個生痕

化石岩塊與木構涼亭地景結合的設計，特色全國獨一無

二。每每有遊客徜徉悠遊其間，享受化石知性與木構亭台

感性之美。

除此，生態解說導覽員培訓、自發性社區老人學習（胡

琴班）、及莫拉克心靈重建課程（手工藝、舞蹈⋯），社區

醫療義診，地點都離不開化石館空間應用，樟湖化石館已

然是社區幸福之所寄與學習充電站。幾乎樟湖村重要的

決議案，舉凡社區托兒所分班設立溝通協調會、簡易自來

水工程決策、樟湖國小遷建會議，也多半是選擇在樟湖化

孩子解說化石館化石

樟湖生痕化石解說 樟湖化石館解說

化石館是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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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館內議決的。雖說樟湖化石館很小，但現今已成為幸福

社區夢想與激發社區發展的基地。自2006年樟湖被教育

部列為百大遊學路線之一，到2011年社區成功爭取到的

低碳社區與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專家委員們最後也都是

在樟湖化石館，於學校博物館氛圍中，聽取簡報報告而受

青睞勝出的。成功的關鍵，應在於社區與學校化石館建立

的相互依賴感，令人印象深刻吧？！

同時也因樟湖化石研究資料豐富，學校也自

2007∼2012連續六年榮獲教育部發展特色學校方案全國

優等或特優。由於未來樟湖國小將遷校到離現址六公里

以外的地方，今年的教育部發展特色學校方案，樟湖國小

新校舍建好之後，舊校區將朝向化石公園之建構。發揮樟

湖現有空間之剩餘價值，對遊客學習者朝向更大的開放。

至於新校區，2010年莫拉克風災後的校舍認養單位（長

榮集團），建築設計圖中便格外重視化石館之再設置。

樟湖化石館的下一步

以樟湖化石館引領社區趨向健康幸福社區邁進，是校

內外同時需要整合的。不僅要對社區高度開放空間使用，

達到學校社區化之外，更要統整校內課程

2012甫奪得教育部整合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方案全國

特優的樟湖國小是雲林縣今年唯一入選團隊，主題名稱

也是延續樟湖化石研究基礎：「樟湖公民讚─雲遊樟湖玩

化石 品茶嚐咖遊學樂」。此方案最大的特色，是希望能運

用資訊雲端思維，建置無界的樟湖化石分享平台。此方

案，我們將發揮化石知識來自於人的感動與建構，每一

個人都有權利紀錄他自己的化石故事，將之上傳到Yutub

或Google等雲端平臺，每一學習者也可以透過二維條碼

與無線網路分享的方式，看著移動式平台（手機、平板電

腦），即時享受無界的學習機會，讓此一化石公園都是化

石博物館，而曾經在樟湖國小讀書的孩子，或是有緣的訪

客也都能在校園任一角落，分享留下化石解說的故事，創

造自己對土地的關懷依戀與歷史記憶。

未完成的故事

回首樟湖社區前後因遭逢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風災，

而承受空前危機，莫拉克風災後，樟湖更因此被列為遷村

對象（目前已有二十戶住到永久屋去了）。

但危機就是轉機：九二一大地震後開啟了樟湖生態休

閒旅遊計畫，開創了樟湖化石館；莫拉克風災後開啟了張

榮發基金會認養樟湖中小學計畫（1.5億），重建會與教育

部提供學校0.8億（水保計畫案、教學設備案、學校與社區

共享簡易自來水方案），讓樟湖重獲新生的力量。這關鍵

的力量在於張榮發基金看見樟湖的亮點─學校的教育力

量，而這教育的力量實源自於樟湖化石館予人的印象與

影響。無庸致疑的，樟湖化石館起了個很大的槓桿作用，

這一切都肇始於化石與樟湖國小的緣。然而來樟湖國小

與化石結緣，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的故事，主事者或是引門

人雖然不斷更迭，但只要提升人際善性的價值不會改變，

化石啟發的教育故事不會停止建構。 

師生化石繪本討論

海膽化石複製 我會複製化石與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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