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風櫃里是澎湖擁有 4處港口的社里，更具有典

型漁村的特質，3間主要宮廟的強烈信仰特質，傳

統三甲頭 1的祭祀領域圈，讓人口僅僅不到 2,000

人的聚落，能夠維持終年不斷的香火。從年老到年

輕一輩的從業結構，一直是該村的人口組成。座落

於澎湖群島的一處聚落，三面臨海，自古以來，漁

業（延繩釣）便是極為重要的生活支撐。沿著澎湖

201縣道，沿途包括興仁、鐵線、鎖港、山水、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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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交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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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apping Generations: the Life Memory of the Fishe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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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王殿是在地居民的重要信仰中心

本文以澎湖風櫃里的討海記

憶、世代背景為探討，在文化

記憶中找尋各自的生活軌跡、

現代與傳統世代的討海認知。

老一輩與年輕一輩的彼此認知

與作為，是技藝的傳承，也是

記憶的延續，並實踐一日為海、

終身為海的生活信念。

井垵、嵵裡，以及尾端的風櫃，合稱澎南地區。位

處半島地形西側最尾端的風櫃，南、北、西面皆有

天然海灣，東鄰青灣、嵵裡，是主要的對外聯絡道

路，面積約 1.4平方公里，地勢北高南低，住宅大

多座落於地勢較低的南邊一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

境，造就漁村居民的豪爽性格，知命的人生觀，更

是促成在地知識不斷繁衍的因素之一。

2021 臺灣博物季刊 149　40 卷．第 1 期｜ 6｜

｜記憶的延續－傳統與現代的激盪／ The Continuation of Memory －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



居民本身對於生活漁場的運用，男女之間的使

用模式，或老少對於環境的詮釋觀點等，皆有其差

異。本文集結與在地居民的訪談與實地觀察，欲理

解世代漁民之間的生活認知。這些人的身體實踐經

驗已內化為個人的生活知識。老一輩的觀念，仍接

收著早期那種看天吃飯的任何信息，訊息的發送與

接收，實踐於討老人海 2的沿岸作業，或是三五好

友群聚時的一場對話。居民每日走出家門，或在海

1 	 �風櫃里依人口分布、結構以及聚落範圍分為東甲、中甲、西甲。
2	 �從事魷魚拖釣、釣小管等多半為較年長的漁民，故又稱「討老人海」，意謂這些漁作活動比起延繩釣而言，是較為輕鬆的方式，出海作
業時間大致一天往返。討老人海象徵漁民討海至一個歲數或階段時，自然而然在年紀與體力的認定之下，轉換跑道，轉往單人作業的
簡易漁法，作為後半人生的規劃。

3	 �段義孚（1999）。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7-16）。臺北：國立編譯館。

上作業，憑藉著多年以來的經驗，加深對所處環境

的理解與認識。生活漁場的發現、使用、分享等，

完全在於人的感官作用之下，建構出具有感覺的經

驗世界。每一人的漁場經驗連結，取決於學習能力、

思想過程、環境感知、五感運用等。3

風櫃生活場域的時間流動，包括男、女人之間

的作息、分工、相處模式。家中男人不在家，出海

風櫃漁船上的彩繪，處處充滿討海人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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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魚，女人必須承擔家務一切大小事，裡裡外外：

對內，是相夫教子，任勞任怨；對外，廟務的參

與，祭祀、求願，成為另一半的左右手，特別是處

理陸地上的所有事務。海上作業時，相信心靈寄託

的力量，絕對是來自於自家、宮廟與神明。宿命的

安排，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一代傳一代的討海生

活，已是命中註定的結果。對於一位稚氣濃厚的孩

子而言，同輩之間的另一成長課題，即是面對上船、

出海這件事。在生活背景使然之下，濱海生活的風

櫃人，坦然接受眼前的一切安排。環境是漁場，經

驗是智慧，勤勞是機會，討海知識附著在從一位男

孩蛻變為一位男人的身上。每一位居民，可被視為

在地知識的開創者；每一次出海或採捕，無非是經

驗的提升。本文試以澎湖風櫃里居民的討海記憶、

世代背景為探討，在文化記憶中找尋各自的生活軌

跡、現代與傳統世代的討海認知。老一輩與年輕一

輩的彼此認知與作為，是技藝的傳承，也是記憶的

延續，並實踐一日為海、終身為海的生活信念。

在地年輕漁民的討海認知

海是風櫃孩子的遊戲天地，自幼小起，尚屬小

學生階段，便是在港內與長輩學會游泳，與同學共

同嬉戲的海囡仔。放學後的一場約定，來到西滬港

游泳，乃基於此處漁船不多，可安心又自由自在地

戲水。風櫃洞前的海域，是風櫃孩子游向大海的成

年禮場域，那是隨父親等長輩同去，蛙鏡、蛙鞋穿

在身，純粹是練膽量的必經之路。至於懼怕這回事，

因有長輩隨身保護、瞻前顧後，那份太過的緊張感

似乎就不存在了。周邊海域環境對風櫃孩子而言，

有著密不可分的生活陪伴，課餘或休假之際，風櫃

西港總會看見孩子在港邊釣魚、釣魷魚的畫面，手

中拿著長輩給予的漁具，技能的形塑與技術的純熟

多少來自於家長或兄長的教導與個人的摸索與嘗

風櫃洞附近海域是風櫃居民從小到大的生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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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孩子口中的無師自通，其實是與後天環境互動

學習所產生的階段性認知。

對於一位大學畢業，年約 25歲的風櫃青年來

說，返鄉與家人共同討海的動機為何？生活漁場知

識又如何在他成長中接收並透過實地參與的學習，

去面對這份非同鄉區朋友們對返鄉決定抱持疑問的

工作？以下是這位顏氏青年的現代自述與記憶：

我剛接觸討海快一年了，現在深深覺得先人

很厲害，如果各種儀器故障的話，他們要如何利

用周遭環境，像是水流、天氣、風向等條件來作

業，都是很重要的學習。

漁民之間彼此會交流一些技術，不過對於漁

場，哪裡有魚，一般不會提供很明確的訊息，因

為這是每艘漁船吃飯的地方，如果別人也知道

了，漁獲就會變少了，好的地方會一直好，一般

會把好的地方註記在衛星電子海圖，我們已經

有好多好的地方，密密麻麻的。除非是很要好的

朋友，頂多提供一個公礁訊息，是一般大家都知

道的地方，也會有魚在那裡，只是漁獲不見得會

有很多。

我們的船是 CT2，大概有 40幾尺長，一趟

出去可載 4、500個 籃，船上作業很累，不過

就是照 SOP流程做就對了，船長說下，我們就

把 放到海裡，他說起，我們就把 收起。一般

下一次 大約也要 1小時，收也要 1小時，船上

貼餌也要 2個小時，一天大概有 4次的下 ，把

握無流的時間作業。

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家中排行最大的

我，底下有一位妹妹。因為是老大，所以會有壓

力，以後要接手父親的討海家業，我爸媽在我這

個年紀（25歲）時，他們已經結婚，而且我當

時已是 2歲了。另外跟我小學同一屆的同學，也

有 2個小孩了，現在從事水電工作。所以我也很

想結婚，跟他們一樣先成家後立業也可以。這個

工作可以穩定下來，投資也是一種想法，除了

討海之外，也可以跟朋友投資，只要好好地評

估。我周遭朋友或同學都認為我回來捕魚沒有不

好，覺得擁有自己的船，像是船老闆或船老大

的感覺。

我是大學畢業，覺得之前唸的東西好像沒什

麼用，行銷的部分可能可以用在日後的漁業發

展。像是地方發展方面，我一直有想法想要做一

些改變，不過這個地方很重長輩觀念，長幼倫

理，對權力的掌握也很重視，也要有一定的人

脈。我覺得或許要等到結婚生子之後，那時候講

話的份量可能就會不一樣了，別人看你的方式也

就不同。

五段話，涵蓋著晚輩對長輩討海知能的感佩、

漁民日常的交流、討海工作的感受、未來的打算以

及身分地位的強調等。年輕一輩的在地漁民，口中

對於先人漁民的厲害，即所謂的討海知識，是現代

科技所無法比擬的地方。當一艘作業漁船的所有儀

器都故障、停擺，過去傳統知識的那一套經驗傳承

便顯得十分重要。老一輩漁民懂得水流、天候、風

向等傳統知識的運用與判斷，自過去一直實踐至

今，令人佩服不已。然而，現代漁民的交流話題，

仍不離任何漁事，許多談話內容多半以技術為主，

談論彼此的作業方式、漁獲多寡等，但對於哪裡有

魚或哪個位置有魚的話題卻不輕易透露，這方面的

資訊，彼此皆有默契幾乎絕口不提，頂多是聊一下

眾所皆知的公開漁場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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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紀不到 30歲的風櫃居民，選擇返鄉投

入捕魚行業，其從事動機多少受到周邊親朋好友的

影響。大學畢業的學歷，理應可以留在臺灣一展長

才，或學以致用，但在現實環境考量與身為家中長

子的雙重壓力之下，毅然決然地重返家中，為日後

的家業接棒作準備。他的主觀意識與想法，可能來

自於這些年出外求學而養成。風櫃對他而言，是鄉

下，是家鄉，也是想要離家出外的暫居地，而這也

是澎湖孩子普遍的機會與命運。

大學商管背景畢業的顏氏青年，討海經驗雖僅

僅 1、2年，卻從小在如此耳濡目染的漁村環境長

大。因此，出外求學後的返鄉抉擇，絕非首選之路。

身為長子的他，握有一條接手家業之路的選擇，長

子在現今家庭觀念的角色是負責任的榜樣。身旁同

年的同學的成家，促使他有想婚的動念，先成家後

立業，仍在嚮往中。同輩之間的看待，似乎已看得

很開，手中握有一艘自己的漁船，象徵具有獨立生

活、賺錢養家、長大成人、說話有份量等種種現象。

說穿了，其實是自己想當老闆，不需受僱於他人之

下，聽命於別人之差遣，進而換來更多人的肯定

與稱羡。

至於風櫃未來發展如何？想法一直在他腦海盤

旋、轉動，同學、朋友不時地拋出建議，卻礙於目

前的身分、年齡及角色，似乎有種有志（願）難伸

的無奈感，但他仍堅持自己的想法，認為能將所學

運用於現代漁業，特別是行銷管理這方面。在他認

知裡，風櫃的民間信仰、人文風情、漁業資源等，

具有發展潛力。然而，對於漁業技術發展，現代儀

器的進步並非是討海的真功夫，真正落實於周遭環

境觀察的認知與運用，是令人不得不佩服先民烙印

在身上一輩子的生活實踐。

另外一位年輕的在地居民，從小出生在討海的

家庭環境，兒時常隨父親出海，是風櫃里為數不多

的 20幾歲漁民之一。以下的一段自述與談話，提

及個人與討海的淵源以及目前風櫃漁船從業人口

的結構。

我是 83年次，16歲以前就跟父親去討海，

那時是用躲的出去，後來也被海巡抓到。16歲

考到船員證，也受完訓，正式討海到現在也有

10年了。因為我是有興趣釣魚，釣魚釣魚，啊

不然下來討海，討海，人講艱苦，但是我討就袂

艱苦，有些暈船會艱苦，有些出去幾趟就不想出

去。我是不會暈船，變成說閣做有勢，落來做討

海這個工課。以前就聽人家講說，討海有多艱

苦，有多艱苦，結果剛開始沒有自信，也不太敢

下去，到了 16歲的時候，我就在想說，不然可

以辦船員證，我就去跟人家辦船員證。船員證都

可以辦，只是說有船的可以優先錄取。

現在都是 50幾年次的在當船長，然後 80幾

年次，70幾年次下來討海的，10個以內，60跟

70年次的斷一層很大層，因為這一層，4、50年

次的不想讓 6、70年次這段的小孩子討海捕魚。

風櫃延繩釣現代作業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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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說他們這一層斷得很大的時候，到我 83年

次開始，漸漸又開始又有人從事這個漁業。

因為小時候常與長輩出海從事海上作業，當釣

魚一上手，便與海結下成長過程中的不解之緣。憑

著不暈船的優勢，以及手腳俐落的身手，從原本只

是跟著大人出去半做半玩的心態，一直到慢慢適應

海上生活與節奏，這位年輕的漁民在 16歲時正式

成為船員。這份決心來自肯吃苦的意志力，完成階

段性學業後便留在家中與父親同心協力，共同打

拚，分擔家中經濟開銷。一般而言，討海是被認定

為一件極為辛苦的工作，多數人的半途放棄自然會

影響判斷與信念，但經由一回生、二回熟的體驗之

後，加上長輩看在眼裡的肯定，讓心中的不安終能

拋在腦後，專注於眼前的討海行業。據他表示，一

開始上船時，身兼船長的父親會不時地教導有關海

上作業的所有事項，包括船上儀器操作與開船。而

他自己也會時時觀察父親的一舉一動與海上任何動

態，作為個人經驗的提升。

在他數十年的討海經歷裡，以過來人的身分，

點出目前風櫃漁民的年齡層狀況。50幾歲年齡層是

目前船家船長的主結構，其父親即屬其中一員。60

年次與 70年次的從業者幾乎微乎其微，主要是 4、

50年次這代不想讓小孩子從事這項工作，因此中間

的年齡層有所斷層。之後的 80年次，反而受就業

市場、個人興趣、家庭情況等因素影響，返鄉或留

在家中，接手家中船隻作業的經營。生活記憶中的

討海認知，來自於親身經歷的每一階段，父親的討

海經驗、親友的技術交流，塑造成青年漁民的種種

能力。如此父傳子的漁業從業結構，正為風櫃漁業

發展帶來嶄新的面貌，也為時代下的年輕人注入一

股新的地方形象。

老一輩耆老仍履行著與海共生的生活理念

老一輩漁民的討海生活記憶

風櫃老一輩的居民，曾經歷過物資有限、生活

困苦的那個年代。當時的漁船設備仍停留於技術欠

佳、無動力的階段，需要擁有良好的討海能力與豐

富的漁場知識，方能在海上得心應手地作業，讓漁

獲順利進帳。所有的漁場知識全憑經驗，長年觀察

的累積與長輩身教的學習，加上自己的領悟與融會

貫通，一套屬於個人的生活漁場知識便隨身一輩

子。目前居住在風櫃的耆老，討海技能伴隨人生至

今，對他們而言，每日天象與海象徵兆、現象的觀

察，是出海前或未出港的一種慣性行為，出門串門

子或散步在防波堤，總是能夠就當下、眼前的天候、

海況，或海面上的種種情形說出箇中的變化關係。

討海這條路，對他們而言，似乎是命運與環境所造

化而成的生存意義。以下二段自述與經驗談，是退

休漁民畢生以來的討海認知。

煮食囡仔，在小學畢業，甚至是沒畢業或沒

唸書時上船，起初是什麼事情都做，雜嘴工、清

、綁餌、煮飯煮菜，12、13歲便都要做這些事。

民國 60、70幾年，放 船上仍以人力方式拉繩，

在我 18歲時就有用拉繩器捲繩，只是當時的機

器不好使用。早期是以船份方式分配工資，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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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船有 9人，1位大公，8位夥計（船員），大

公可分得 2份，其餘每人 1份。之後，外籍漁工

的引入，船長 1位，3至 4位漁工，薪資固定，

但亦有夥計與船長協調五五分帳或四六、三七分

帳等。船上用膳時間，若遇到下 時段，幾乎無

時間吃飯，每個人輪流拉 ，清 等工作，掌握

作業時機點。

我小學畢業（讀完）就開始討海，沒有食頭

路，就是討海。討海很艱苦，特別是放 ，幾乎

沒夜沒日。起 ，裝餌，下 ，雖然是趁流水歇

的時陣，不過也要趁流透的時陣收起，否則被流

拉斷。一般都在東吉、七美、花西附近海域作業，

也有遠到中沙比較無流的地方作業。有 80至 90

籃的漁船，也有可載 500籃以上的漁船。跟以前

不能比，以前魚比較厚（多），一次出去都千斤

的漁獲現在都掠完了，卡挖仔，或是大陸漁船影

響都有。也有現出去、現回來的作業，大都在虎

井、桶盤附近海域，當天來回通常是 2人作業。

臭肉、狗蝦等餌料都有，也有某一種魚 4只吃固

定的餌。以前是用柴箱，四方形的 箱，比較傷

本，後來改用這種篩仔，上面加一層保麗龍，方

便繩子固定。以前柴箱則用「崁」，直接掛在箱

子上，後來也以保麗龍方式固定每一門釣仔。一

般細 是 90門釣仔或 80幾門，釣仔有寸半至 3

寸不等。細、中、大 。大 掠國格、鯊。現在

較沒辦法凍沒夜沒日，而且在船上也難煮食，有

時候餅乾簡單吃吃。以前是股東的，看今天賺多

少，大家分一分，都是自己社里的人，而現在則

是船主一個人，再請外籍的（漁工），所以不用

像以前那樣。

煮食囡仔是指未成年小孩剛上船的一種職務別

稱，等同於是新手，資歷最淺的儲備船員，必須負

責船上所有雜七雜八的事務，包括煮飯燒菜。當時

剛上船的囡仔（小孩），一切重頭做起，煮飯是首

要職責，負責船上所有的餐食，此為取得正式船員

前的一項磨練與考驗。放 ，即當地對延繩釣 5的

另一別稱，也是自古以來的主要漁法，發展已有一

段時間，可謂是伴隨風櫃生活的一項重要生活課

題。口中的「艱苦」，專指這項漁法的一切作業，

必須忍受在海上不分晝夜的所有流程、步驟，幾乎

需與時間賽跑，十分消耗體力的一項工作，加上

早期沒有電力設備，所有操作需依靠人力，費時

又費力。而魚的吃餌特性、漁場位置的變化、作

業漁船的出海天數、漁具材料的更迭、作業組織

的結構……每一項談話內容的提及，都在親身經

歷中形成一組又一組的知識連結。例如：放 用

的 箱（ 籃），是以木料製成，四方形的形狀，

已不符合現代作業使用，過去的笨重、高成本，

已被塑膠材質取代。勾子大小決定漁具規模，大、

中、小的專業俗稱，更是彼此溝通、理解的語言。

一位高齡 70幾歲的老漁民，在他那個年代，

如果沒有出外工作或謀得一份穩定職業，留在家裡

的唯一選擇便是與家人或朋友一起捕魚。投入的年

齡通常在完成小學學業之際，即決定日後的發展之

路。在家庭環境不允許之下，以及不愛唸書之前提，

討海機會是當時有限的唯一選項，即便是一份吃力

不討好的差事，在現實環境所逼，以及身邊朋友或

同學皆如此的情況之下，無奈、坦然地接受，為了

往後的生活日子，也得欣然面對之。

4 	例如鰱仔偏好狗蝦餌料。
5	風櫃延繩釣漁船目標漁獲有來麻、嘉鱲、大目、雞魚、龍尖、嘉志、青嘴、鱠仔、鰱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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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工作自人力階段走入機器操作時代，凡遇

作業期間，連吃飯時間也沒有，掌握作業時機才能

有所收穫。1970、1980年代左右，當時的漁船人力

組織仍以合夥共同經營，船上除 1位大公（船長）

之外，尚有夥計 8位左右，船份收入分配乃大公 2

份，其他每人各得 1份。隨著漁業環境的改變，合

夥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外籍漁工引進之後的固定

配給。男人與男人之間的問候或談話幾乎圍繞著漁

事議題，這也顯示漁村文化的一種生活形態。而

村內漁業結構隨著年齡的變化，各自形成一段時

空記憶。

結語

風櫃生活漁場知識的差異性一般表現於新一代

與老一輩漁民的認知表述。甚至是迎合時代的需

要，尋得最適切的調整狀態。傳統生活漁場知識的

延繩釣漁具整理，即清 作業，乃門口常見的生活常景

地方性，必須立基於日常生活中，討海人每日朝夕

相處的一部分，是與海的關係，是與漁場的接觸，

透過在海上作業的後天學習，累積出一套討海知

識。這套知識，受到漁具設備與漁船構造的演進影

響，仰賴的程度不似以往，漁民漸漸拋除過往老一

輩的口傳心授，取而代之的，是一組又一組的現代

儀器。現代漁民的討海接棒，象徵一種技術導向的

操作思維，論其討海經驗與所處海域的生活連結，

其強烈程度似乎已不似過往以身體感知為主導的在

地知識表現。從人的觀點立場出發，深入於田野過

程，與在地居民一同生活，敍事閒談中的每一漁

事。漁事記憶包括：關於時空背景的變動、關於經

驗知識的延續等。討海生活儼然已是在地居民無法

切割的一部分。透過海域的參與層次，隨個人技術

的實施，每一段正在進行的經驗法則以及過去有過

的作業方式，已然是這群人生命中，記憶承傳的媒

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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