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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在花蓮各地國小舉辦海洋繪本講座， 

劉曉蕙(圖右)為《海豚時鐘》一書的畫家，也協助說故事的活動。 

劉曉蕙藉著親切的問答遊戲，帶動氣氛， 

與富源國小的小朋友們有良好的互動。 

 

富源國小離海邊有段距離，活動一開始便調查，孩子們對海的知識與印象不多。 

劉曉蕙播放許多海洋與海洋生物的圖片，在對海洋有基本的認識後，再開始說故事。 



 

經由上半場的解說與故事介紹，下半場讓孩子們親自畫出心目中海洋的模樣。 

 

 

小朋友動手畫了想像中的大白鯨還有紅色燈塔，表示有一天一定要出海！ 

 



 

這是孩子們心目中五顏六色的海！ 

活動結束後小朋友們拿著自己的圖畫開心的合照。 

劉曉蕙表示孩子心裏頭有許多想發需要激發，他們的想像力甚至多於成人， 

而像是這個講座便是扮演著推動大輪的角色。 

 

 

2011年東北季風體驗營，黑潮志工金磊(圖右)擔任解說員，向都市裡的大學生們介紹花蓮漁港。 



 

港邊熱心的店家阿姨看見有大群學生，熱情的搬出自家各種魚類，說：「你們在都市生活看不到的！」 

 

魩仔魚非指一種魚類，而是數十至數百種類的魚苗之總稱。 

長年下來的捕獲，使得海洋生態受到極大的影響，許多以魩仔魚作為主要食物來源的魚

類也逐漸減少，因此近年來已經有不少禁捕魩仔魚的活動，設法捕救這些年來對海洋所

造成的傷害。 

農委會已體認到這一點，擇定每年 5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之連續 3個月為禁漁期，請愛

護台灣海洋資源的朋友們用力配合這項政策，保護屬於你我的海洋生機。 



 

在《莫吃掉海洋生機─作者 廖鴻基》台灣公論報中有一段寫著： 

「現在的魚仔，連談戀愛的機會都沒有。」 

意指沒有小魚，哪來的大魚呢？值得人們省思。 



 

岸上的漁民們，熱心的提供「鬼頭刀」給解說員金磊做介紹， 

原來鬼頭刀可以藉由頭型分辨雌雄， 

雄魚的頭形會隆起(如右圖)，而雌魚頭型較尖(如圖左)。 

 

 

 

 

 



 

黑潮志工之一的江文龍船長，熱心提供自己的船隻， 

讓大家上船體驗，並趁機瞭解一般船隻構造，讓學生們十分興奮！ 

 

江文龍船長(如圖左)在示範的過程中也表示，鏢旗魚是台灣少數的傳統漁獵技法之一， 

因魚獲量不高，以生態觀來看，是較健康的技法，也希望能留下傳統漁獵文化。 



 

花蓮溪出海口，因大雨過後漲潮時，出海口與外海交界處來回沖撞， 

而引起洄瀾大波，故花蓮有「洄瀾」一稱。 

 

黑潮與慈濟大學張永洲等老師合作，進行淨灘活動，在活動一開始，何姿樂（圖左）會先

解釋為何要淨灘，黑潮參與了 ICC國際淨灘海洋守護行動，2010年全球有 114個國家， 61

萬多人參與。 

淨灘不只是撿垃圾，黑潮將撿到的垃圾數量做了紀錄，透過教育的手段，讓大家知道如何

改變日常生活習慣以保護海洋。 

 



 

 

在淨灘活動進行中，何姿樂（上圖中）向學生解釋，因漁民會在半夜凌晨時間，在出海口

撈捕鰻魚苗，推測應是為了保暖用才有那麼多藥酒瓶罐。 

而這些藥酒瓶政府並不回收，所以都有大量的酒瓶被隨意丟棄在海岸邊，讓花蓮溪出海口

有可觀的廢棄物問題。 

 



 

去年因為淨灘活動，發現塑膠飲料杯也是占大量，因此黑潮等環保團體，向環保署提出，長

期飲料杯的監測量。 

在長期的紀錄下，可提出證據，要求政府提出政策，改善塑膠飲料杯過量的問題。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提供) 



 

 

蒐集的垃圾會秤重做紀錄，民國 101年的第一次淨灘，垃圾總量達 152公斤， 

單藥酒瓶便有 154支，在 101年第二次淨灘，總量也達 148公斤，而且垃圾還沒完全撿完。 

環 境 的 保 護 ， 應 是 由 垃 圾 減 量 開 始 。



 

東華大學戴興盛老師與黑潮志工蔡韶雯，帶著蒐集十年前魚類分布、數量等資料，前往花

蓮港口部落與當地青年討論護海一事。 

花蓮石梯坪的南端，有一個阿美族的海港部落，在地漁民說：「海依然那麼藍，只不過海

底下死掉的珊瑚已白成一片…」，人家說海無國界，該從何保護起？ 

於 2003年 9月在南非舉行的「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呼籲世界各國擴充及加強全球保

護區系統，並在 2012年前成立一個海洋保護區代表性網絡。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10 年 9 月所公告的國家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也明確要求

2020年台灣的海域將距岸 12浬內水域的 20%的範圍被劃入保護區，並有效管理。 

但至 2011年止，台灣海洋保護區僅占領海面積 6%。 

 

 

 



 

「在我們還小的時候，大海就像我們的冰箱，肚子餓的時候跳下海，晚上便有豐盛的晚餐

了！」大家無奈的開著玩笑說如今得撈個老半天。 

在地青年憑著在海邊捕魚的經驗，與志工們帶來的資料做比對，可以評估出哪一塊海域最

需要受保護。 

 

海港部落海洋教室的校長安查(圖中)，希望將海港部落改成一個觀光生態區，不但可以復

育海洋，授予部落裡的人們關於海洋更深層的知識，可以做解說員傳遞知識給遊客，帶客

人去浮潛，但在這之前要準備的事情太多，光要如何圈起護海範圍就是一個大工程，畢竟

海是大家的。 

現在台灣也有劃定生態保護的海域，但成效不彰，大夥群眾起義，但像是加強海域巡邏、

劃定公定界線、訂定法律條文等硬性條件，也仍需要政府的協助。 



 

黑潮海洋協會辦公室賴威任主任(圖左)，在《把垃圾撿回來》一活動中，帶著志工們來參

觀滿出來的垃圾場，還有被亂堆置廢棄物的海岸，讓大家了解，花蓮岌岌可危的海岸問題。 

 

花蓮市垃圾掩埋場，近年綠美化復育改為環保公園，但隨著氣候變遷、邊坡逐漸被海浪掏

空，漲潮時浪可至七公尺高，陡坡填補的土牆，有部分已被侵蝕刷落，黑潮與許多環保組

織擔心將來浪會將垃圾捲回海水中，造成海洋汙染。 



 

花蓮市工業用廢棄石材，被亂置於海岸邊，也是花蓮美麗海岸的亂源之一。 

雖然東海岸比起西部海岸已乾淨許多，但是還是有一些隱在的問題，大家都看得到這些問

題一一浮現，居民們是否真正關心？還是環保觀念根本未在心中扎根？而政府又為何不理

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