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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

 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隨著人類經濟
和科技高速的發展，地球村這樣天涯
若比鄰的型態早已不新鮮，然而隨著
全球化發展，傳統文化也面臨發展的
危機，而所謂「慢城運動」（Cittaslow 
Movement）最早起源於 1999 年義大利
奧維托（Orvieto）為抗議速食文化進
入，危害當地傳統飲食文化，因此發
起慢食運動抵制，而其慢活精神進而
演變成「慢城運動」以健康、生態保
育為出發點的生活哲學，推廣「慢活、
慢食、慢遊」，非以犧牲經濟利益換
取緩慢的生活型態，著重在地生産消
費等一連串的經濟行為，有助於文史
保存、觀光旅遊及公民參與，提升生
活品質的永續發展。並且奧維托也與
布拉（Bra）和波西塔諾（Positano）
等地市長，共同發起國際慢城組織
(Cittaslow International )，提出
倡導保護環境、保護當地風俗習慣與
文化資產、推行健康飲食方式等主張。
於是他們提出慢城認證，共涵蓋七大
面向、八大公約與 72 項指標。

關於慢城



  在台灣獲得此國際慢城組織認證的慢城分別是苗栗南庄 .苗栗三義 . 嘉義大林和花蓮鳳林，我想透過實
際走訪這些小鎮，思考關於全球化下的文化衝擊，以及偏鄉小鎮對於自身傳統工業、傳統文化的態度與應
對，並且我額外加上了台東的池上，這美麗的鄉里雖還未獲得國際慢城組織的認證，但她自 2012 年起便
不斷為這項認證努力，包括台東也不斷推廣在地文化也響應慢食，舉辦慢食節，相關市集和活動等等，我
認為池上在自身文化上的認知和發展上，都具有良好的掌握能力和企圖心，值得一觀。並且我會參加此次 
2020 東海岸大地藝術節，參訪駐地藝術家的作品與開放工作室，期望能與當地或受邀藝術家進行交流，
還有與藝術節共同舉辦的月光海音樂會，已歷行多年的此項活動一直以來皆關心土地與人的互動，彼此相
依相存猶如潮起潮落，共退互生。而我希望能藉由此次活動的體驗，給自己一個與台灣東部土地交流情感
的經驗。

動機與目的



  事實上，我覺得這些慢城小鎮便是在全球化下，與快時代的生活
步調抗衡並得到不錯成效的很好的例子，這對於來自台北的我是個
很好的體驗機會，在台北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似乎不會有人慢下
來欣賞也許天空中的一朵浮雲，或是用心凝視路旁城牆上歲月的痕
跡、坐下來仔細品嘗一首詩 ; 又或認真地看看身邊的人的模樣 ( 我
們傾向做個低頭族 ) 而令我覺得有趣的是，向台北這樣高度發展的
城市反而容易遺忘如何生活，不禁讓我思考和好奇，這樣的生活型
態是否是全球化下的產物呢 ? 或者說自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以來，
人類的城市生活便無可避免地被制約成某種填塞般的型態 ? 我始終
記得金城武拍的一則廣告中，很有意思的一句話 : 「世界越快，
心，則慢」那時我不甚理解其中含意，如今我雖然能模稜兩可的大
致理解，但這也讓我更加渴望動身前往那些真正將這項理念付諸實
行的小鎮們，而根據韓國慢城官方網站對慢城運動的定義，並不是
要將所有現代人的「速度崇拜」轉變為「慢速崇拜」不能否認快速
有其效率性和功能性，而慢城強調地區性和傳統為基礎的個人生活
方式，活用地區的歷史及文化傳統性，透過地方發展，傳統工藝的
提倡與保存，發展地方觀光，培育本地文化，保護當地風俗習慣與
文化資產，而創造出了所謂的「慢城經濟」帶動了地方觀光，創造
了地方工作機會並且吸引青年返鄉創業。
  在了解到這些關於慢城的資訊後，我很想親自去看看當地人的生
活，我很好奇這趟旅程會給我怎樣的新的思考，到底何為「慢」的
城市哲學 ? 擺脫了都市化和速度至上主義，人們依舊活在全球化的
體系中，但他們是如何跳脫其中框架，並且很重要的，善用全球化
帶來的便利性以及技術，與傳統文化並存，從快與慢，農村與都市，
地方化與全球化中調和出生活的步調，我想，這是我此次計畫很大
的一個動機。



計畫執行方式
透過網路的力量，我與 4 位不同的當
地生活者展開了一場交流，令我印象
深刻，受益匪淺，我將詳細的過程紀
錄在後頭。

  我於苗栗南庄，嘉義大林、花蓮鳳
林以及富里透過網路找到了四位志願
者與我一同參與此次計畫。內容很
簡單，從參與當地志願者的一頓飯開
始，從市場採買或自家農地採收，到
在他們家料理並一同在餐桌上享用，
我想透過叨擾他們一頓飯與之交流，
作為回報，我會畫一幅畫送給招待我
的主人，內容便端看我們交流的經驗
而定。我一直覺得要真正認識一個地
方，那你一定要去逛逛當地的菜市
場，市場反應了一地的人文與居民最
平凡的日常，不是經過矯飾包裝的觀
光景點，藉此也能回應慢城運動中很
重要的一項精神，慢食，從產地到餐
桌，注重季節食物，有機栽培，使用
當地食材，並與當地民擁有一場餐桌
上的交流，我相信這會是一個不錯的
深入當地生活的嘗試。我們可以彼此
互相交流學習，交換彼此的生命經
驗，相信來自不同背景的生命個體，
能帶給我許多新的認知與想法，幫助
我離開同溫層和自己的思考慣性。

苗栗南庄

嘉義大林

花蓮

富里



啟程
旅行第一天

苗
栗
南
庄

  7/26 我從基隆出發苗栗南庄，旅行的第
一天就約好了與南庄當地的民宿 : 栗田庄
民宿主人，陳老師參與這次的計畫，陳老
師本身是個非常喜歡藝術的人，他與我聊
當年他如何一磚一瓦的整理這片荒地，自
己蓋房子，引導天然水源流進庭園，到和
我說起當年南庄還未被觀光化時的狀況，
也與我分享他自己的藝術收藏。說實話，
南庄與我對於慢城的印象很不符合，擁擠
的老街，纂動的人頭，根本就是小型的九
份，但這也讓我看到關於慢城的提倡帶來
的效益，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這個小城鎮
的復興，關於地方文化的保存與再生，也
許是個很好的例子。

南庄戲院外牆 栗田庄老闆與我分享他的收藏 老闆和我說起他的故事

南庄老街



南庄老街

南庄洗衫坑

南庄老街

南庄老街 南庄老街

南庄戲院

  南庄的氛圍環繞著一種朝氣的感覺，白天遊客湧入，
店家忙著叫賣做生意，入夜後，人潮退散，街頭又恢
復寧靜，我趁著這個空檔觀察南庄，一些客家文化圖
樣的布織，客家的餐館，客家手做的編織物，在白天
被人潮淹沒後終於在夜晚浮現，我騎著機車隨意在街
頭晃晃，在這時候才感覺到南庄慢活的氣息，沒有車
輛，沒有喧嘩，這裡的店家也休息的早，只有幾家燈
火還亮著，我覺得很有趣，回想起我去的台灣另外幾
個慢城，南庄著實是最令我訝異和出乎意料的一個。



苗栗三義

  7/27 我離開南庄來到三義，冒著雨，搭上
前往龍騰斷橋的舊縣道小火車，一路上很幸
運認識了一個親切的家庭，一個人旅行的好
處就是很容易認識陌生人，事實上，我在整
個旅行中最大的收穫恐怕也就是認識到了許
多不一樣的人們，那些我無法在我的生活圈
觸及到的人。

  這些不期而遇的人，每個都擁有自己的背景
和故事，我想，旅行就是在離開自己的舒適
圈，去看看這個世界，而途中遇到的或好或壞
的事，在我歸來後，都變成人生中有意思的事
情，回想其中酸甜苦辣，也許這就是我一直追
求的人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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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早晨，我去了三義當地的菜市場，隨處可見人和人之間
的熱情互動，大街小巷彼此都是老鄰居，我一個外來客打扮頓
時吸引不少目光，這與我在台中時的感受很不一樣。其實停留
台中是我臨時的念頭，原本預計前往嘉義的區間車停在台中一
段時間，我便心血來潮，中途下車，來到這個與苗栗風光很不
一樣的城市。而也許因為我在台中時去的市場比較靠近火車站
市區，外來客較多，販賣的東西自是也很不同，苗栗給我較為
在地的感覺，而台中則給我一種熟練的商業運作感，是我熟悉
的台北的感覺。



大林

  短暫在嘉義市區停留一宿，7/29 我搭火
車來到大林，今日也透過網路約了住在大林
的心騏姐姐見面，心騏姐姐從小在大林長
大，在當地開了間中藥堂，兩個孩子的外公
外婆對我非常友善，中午婆婆也煮了些家常
菜和我分享，心騏姐姐也帶我到大林菜市場
和附近已經落寞的大林萬國戲院走走，她和
我說在他爸爸小時候，常常來這裡看電影，
有時也會舉辦聚會活動，時代變遷，後來
就逐漸荒廢，現在則是由社區的組織負責，
不定期會播出一些懷舊電影，作為當地慢城
的重要指標之一 ，我覺得有趣的是，心騏
姐姐走在街頭時會不時想起小時候模糊的記
憶，也和我聊許多地方上的舊聞，哪家是以
前的 " 喝茶 " 處 ( 也就是性交易的地方 ) 或
者哪個地方以前的環境規劃，但因為里長換
人後便就無疾而終等等，沿途常常路過許多
荒草叢生或者荒廢的廢墟，但大林有趣的
是，在這些無人管理的荒地，我總能感覺到
一種時間洪荒留下的足跡，這種感覺很奇
妙，尤其身邊又有一個從小在這裡長大，見
證了這片土地的興衰的當地居民和我隨意聊
聊，許多已成過往的事物，或多或少成為他
們成長的一部分。

嘉義



  心騏姐姐帶我在菜市場走走的時候，我能感覺到這個地方的純樸，
與苗栗一樣，都是些相熟的老鄉們，家裡左鄰右舍也是親朋好友，
彼此互相照應，大林真的給我一種鄉下特有的人情味的感覺，縱觀

我整趟旅程，這點比我在任何地方都強烈，這
裡大都是年邁的長輩，鮮少年輕人，就連心騏
姐姐自己也是搬到台南居住，這次趁著假期帶
著兩個小孩來探望他們的外公外婆，走在大林
街頭，這片土地與這裡的人們似乎存在某種相
互依存的緊密關係，熱鬧卻給我清靜的感受，
也許是這裡的人們的生活步調，也許是舊舊的
民房堆疊出人們生活的樣貌，親切的人們自然
地對我這個外來客微笑打招呼，我能想像這裡
的日常，單純而美好。
  吃午餐的時候，我有種回到小時候在楠梓外
公家的日子的既視感，舊舊的房屋，復古的玻
璃窗，墨綠的地磚，一種老房子特有的味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心騏姐姐的兩位孩子意外
教會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 快樂其實很簡單 !
兄妹倆在吃飽後玩起他們隨意發明的尋寶遊
戲，一個普通的水壺便成了他們要突破困難獲
得的寶藏，兄妹倆玩得不亦樂乎，天真快樂的
模樣讓我在一旁忍不住加入，很瑣碎的小事也

能令他們快樂地尖叫，彷彿回
到小的時候我與哥哥打鬧的時
光，長大後的我們似乎很少大
笑，汲汲營營，甚至不知所為
何物，都忘了其實快樂不需要
任何理由。



台南

  7/30 我來到台南，台南是一座開發得早的老城市
了，我挺喜歡馬路旁座落的古蹟，像是隨處可見的
樣子但其實彌足珍貴的感覺讓我很喜像這樣的台南
的舊氛圍，騎著摩托車瀏覽市區，可以發現其實台
南新的建設和開發著實不少，但重要的文化和遺址
也能統善利用和保存。
  隔天 7/31 我去參觀了台南美術館和文學館，特別
喜歡日本作家佐藤春夫關於他在 1920 年時在台灣的
旅遊紀聞，他的文字總給我種清淡卻深遠的感覺，
有一段描寫台灣熾熱的天氣他寫道 :" 白熱的正午，
把陽光完全吸沒的海水，層層推擠到水平線的細碎
浪頭。...... 間歇地，有如瘧疾患者的喘息，悶鬱
的微風吹動，這一切，形成一種內在的風景，一種
象徵，宛如惡夢 " 我覺得這其實很寫實，身處熱帶
的台灣，正中午的溫度著實令人窒息。另一個我印
象很深的展覽是韓良露辭世五周年的特展，特別喜
歡像韓良露女士這樣的人生，他在 33 歲成為全職旅
行家，浪跡各國，品嘗異國美食美酒，透過他的文

字，延伸他對土地人文的觀察，慢活，慢
食，慢行是他一貫的姿態，也與我此行關
注的慢城精神不謀而合，我彷彿看到了自
己未來想成為的樣子，心底悸動莫名。
  在一切看似都很順利地進行下，我的相
機沒有任何預兆的壞了，這可以說是我此
趟旅行中遭遇的很大的一個困難，心急心
慌恐懼和煩躁，各種情緒一下湧了上來，
我坐在文學館角落的椅子給自己一些時間
冷靜，手上的相機一直以來都細心呵護著， 這時在我手上安靜地像具冰冷的屍體，

我開始嘗試解決眼前的這個問題，我找
了當地幾個相機維修的店家，仍然無
解，無奈之下也只好接受，待回程時再
找原廠修理，但心緒難免沮喪，我想，
至少讓我看見自己在面對問題時的應變
能力吧，調整好心態後，繼續前進。
  在台南美術館中，我很喜歡右下圖中
的那幅作品，因為與我風格類似，給我
一種很親切的感覺，也非常對照我那時
相機壞掉的失落和鬱悶，有如看見自己
咬牙切齒，掙扎著往上，旅途中碰到的
大小困難和委屈其實也不止這一個，但
現在回想起來，我需要他們，我需要這
些來提醒我成長，回去看看自己的內
心，好好面對自己的不成熟和脆弱。
  晚上有幸參加青旅舉辦的烘炒咖啡豆
的 DIY 體驗，和不認識的房客們一起烘
豆磨豆，在把它放進自己的慮掛網裡，
成為一個值得紀念的物品，但收穫最多
的還是藉此認識了萍水相逢的旅人們，
我有時會想，人的緣分很奇妙，讓我們
相遇，卻在隔天各奔東西，也許此生就
只會見這麼一面了，這樣的感覺在我往
後的旅程中越來越強烈。



花蓮

  8/1 我搭乘南迴火車來到花蓮，一到車站，第三位志願參與我此次交換計畫的
Jannie 姊姊就立刻帶我衝往吉安鄉的阿美族豐年祭活動，托他的福，我很榮幸能坐下
來與他們一起吃圓桌菜，也在吃飽後很開心人生第一次和這些原住民朋友們一起進大
園圈裡跳舞，儘管彼此是陌生人，他們還是對我非常友善，尤其當我欣賞她們跳舞的
時候，可以看到他們眼裡閃著光，臉上的表情是沉醉的，整個會場散發著無憂的氣息，
我至今印象深刻，彷彿闖入了平行世界的烏托邦，看得我這個在都市叢林打滾已久的
都市小孩眼花撩亂，心裡莫名感動，原來這個世界還是存在如此純粹的人們，既奔放
又豪爽，是我學不來的那種灑脫，這帶給我很多新的感受，也為未來的創作添加不少

靈感。
  下午 Jannie 姊姊帶我去一間非常有意思的獨
立小店，老闆是一位獨自從香港來的年輕女生
( 左下圖 ) 因為愛上了花蓮所以決定在此生活，
他的咖啡店非常特別，每個座位皆是一個人的
獨立座位，因為她希望每個來的客人可以試著
學習與自己獨處，事實上，這是一門再重要不
過的功課，一個人旅行的時候，所有的感官都
是被放大的，我能更清楚的感受到周遭發生的
事情，一草一木皆是風景，敏感的心幫助我更
容易與自己溝通，遭遇的每件事情，友善的，
溫暖的 ; 灰暗的，甚至不願再想起的，不管好

的壞的，都幫助我更加清
楚的認識自己，看見自己
與人的應對和交流，待人
處事的態度，對隨機事件
的處理，都讓我學習成為
更好的人，而這些在和咖
啡店老闆聊天的時候，我
能感覺到她的成熟必也是
經歷了打磨和歷練，旅途
中遇到的人都令我更加堅
定要繼續走下去的信念。 



  8/2 我來到鳳林，台灣的第一座慢城，
我是唯一在這個小站下車的乘客，一出車
站就有數台計程車司機盯著我，彷彿難得
一見的肥美獵物，可見此地平日裡的清
靜。鳳林是個很有味道的眷村，已經廢棄
的菸樓裡無人維護，堆滿時間的痕跡。我
在這裡遇到一位有意思的老爺爺，見到我
便非常自然的聊起天來，甚至熱情的自願
帶我到他的家附近走走，我很小的時候阿
公就不在了，已經很久沒有與長輩開心的
交談的我，久違的與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
家在街邊的長椅上隨意閒聊，給我一種很
奇特的感受，現在想來也不免嘴角上揚，
深深感受到鳳林這個地方的美好。這裡的
步調真的很慢，下午的街道沒有行人，更
沒有遊客，居民們多半都在睡午覺，陽光
穿過樹葉撒在老舊的磚牆上，空氣中的灰
塵微微漂浮，我能感受到這裡的時光，一
種不經意的慵懶，悠悠蕩蕩。

  也許這就是在面對全球化下的
時代的另一種生活態度吧，不必
匆忙，不須喧嘩，想起台北的車
水馬龍，頓覺繁華皆是浮雲，認
真生活，活在每個當下，當下有
自我，那才是真的。
  晚上來到 Jannie 姊姊家中共進
晚餐，飯後小酌心血來潮，我們
便跑到秘境沙灘躺著看星星，聽
著浪潮聲，我徹底忘了台北的束
縛和煩惱。

林家菸樓與我 有趣的老爺爺 秘境沙灘看星星

鳳林的國際慢城座標

鳳林的午後陽光

Jannie姊姊(右)及她的室友



  Jannie 姊姊是個豪爽有趣的人，大學就讀基隆的海
洋大學航海系，讓我有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當我問
她航海系在做什麼的時候，她笑著說 : 就是要去找寶藏
阿哈哈 ! 後來我才知道她是一位拖船駕駛員，負責引導
大船在入港和出港時的轉向，她還是台灣第一位女性拖
船長呢 ! 她和她的室友對我很好，我待在花蓮的這幾
天，晚上我也會帶一些吃的喝的去他們家裡搭伙，邊吃
晚餐我們就邊看部電影或聊聊天，一點也不像是前幾天
才第一次見面的樣子，儘管姊姊們都大我約 20 歲，但
我總能很輕鬆地與他們相處，就像是一般的朋友那樣，
Jannie 姊也告訴我她的人生故事，我也會跟他聊聊最
近的想法，包括我最近旅途中遇到的人事物，激發的新
想法或一些創作上的感受和習慣，其實經過旅程這幾日
的洗禮，我發現學校能教的東西實在太有限了，很多東
西是要自己親身去體驗才能學會的，我在一些創作上的
瓶頸和遲疑經過這次旅行也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很多事情真的是一體兩面，有時候我會困在
自己的世界中走不出來，也沒辦法跳脫框架找
到出路，我想，這也可以算是此次出走的一個
小動力，我在 8/3 的時候很高興在路上與兩位
同班的朋友相遇，能在異地看到熟悉的人總叫
人分外高興，而每當我迎著中央山脈騎著租來
的機車前進時，身旁就是一片稻田，筆直的道
路，四下無人，我不只一次發自內心的大笑出
來，真的是太爽快了 !我好似找到了自己喜歡
的模樣，自由的生活，這一刻我彷彿找到了自
己，這種感覺說不出來，但很真切。

其在花蓮的路上

碰到兩位同班的好朋友

鳳林

Jannie姐姐和我們的晚餐

 一起看電影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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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期待已久的月光海音樂會，與台東大地藝術節一同舉辦，
這個活動已力行多年，提倡環保，會場販售的市集都是經過篩
選評估，注重環保的店家和手作物，甚至還會舉辦環保餐具的
設計大賽，可見主辦單位對這塊土地的用心，事實上在舒米恩
來到課堂上演講關於他們對台東都蘭這塊土地的努力與熱愛
時，我便十分嚮往這片擁有靈氣的地方，許多世界各國來的藝
術家在此駐村，創作出許多與土地共鳴的裝置作品，每次我都
看得心中澎拜不已。在這次參加了一起舉辦的月光海音樂會後，
我深深感受到許多人對這份土地的認真，這個我在台北實在少
見人談論台北盆地與人們的共生共創，與人的連結，人們對這
塊土地的情感等等 ( 但又或許只是我孤陋寡聞 )，心中感嘆，
我連續參加了兩日的音樂會活動，5 號的時候心血來潮，3 點起
床梳洗，從市區直奔太麻里看日出，整個海岸只有我一人，海
平面被染成一片紅黃色的光輝，整個世界彷彿只剩下我與海，
與手下細碎的石子微微傳來刺痛的感覺，很多隱微的感受真的
要親自嘗試才能體會，在這裡就不贅述了。太麻里的日出

月光海音樂會 市集的食物用荷葉包著 音樂會現場

會場烏雲密布，連續兩日都下了一陣大雨

台東美術館德瑜老師的作品



  下午的時候非常開心能趕上王
德瑜老師在台東美術館的個展
NO.101，作為當天的第一個客人，
德瑜老師的作品強調與觀眾之間
的互動，山與海的意象，我尤其
喜歡海洋的那件作品，能很深
刻體會老師想表達的人與海洋，
與這片土地的互相牽扯與拮抗作
用，尤其因為自己來的早，無人
打擾，能靜靜品嘗與體會，工作
人員也非常熱心的主動說要幫我
拍照，還很高興的要我在作品上
面打個滾，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經
驗。

太麻里平交道

都蘭海平面與彩虹

熱心的工作人員幫我拍照，讓我玩的不亦樂乎

著名的太麻里平交道與我



玉里
  8/6 前往玉里，當地有座日治
時期留下的神社，頂著烈日，沿
路經過當地人家，如我所想，大
多皆是長輩在此居住，年輕一
輩的大多去外鄉工作了，事實上
像是大林或鳳林這樣的小城鎮，
也有一樣的情況，也許是現今經
濟體制下難以避免的情況，所以
慢城精神在這樣的情形下孕育而
生，發展當地文化和傳承成為小
鎮的努力目標，利用現有優勢再
創造出觀光人潮，吸引青年回鄉
創業，今日來到玉里，此地雖不
是慢城，但總給我相似的熟悉
感，邊走邊想，終於來到神社的
入口，藏在巷弄間，兩側便是當
地居民的住家，其實十分隱密，
神殿於二戰中日軍撤退時被毀，
本已埋沒在荒煙蔓草中，直到民
國 98 年才再度被發現，我能在
今日有幸拜訪此地著實不易。
而每次拜訪古蹟時，我總不免生
出種脆弱的感嘆，在時間的洪荒
下，也許沒有什麼是絕對的，我
知道這樣的想法我已不是第一次
感覺，好好把握當下也許是此行
的另一個收穫。

玉里神社拜殿遺跡，後方為正殿遺跡

回去的路上風雨欲來，讓我
想起家鄉基隆，我有種安心
的感覺

玉里小巷的哈哈鏡與我熱心的路人為我拍下神社的第二鳥居與我



富里

  8/7來到有如世外桃源的富里，
由於整個旅程主要的交通工具都
是火車，我漸漸培養出在火車上
記筆記和塗鴉的習慣，很喜歡在
火車上安靜下來的時光，看車窗
景色變幻，光影錯落，時閃時
現，人來人去，恍若一生。有時
候我會想很多，火車規律的匡噹
聲很好的幫助我沉澱今日所見所
感，很喜歡這樣無人打擾的獨處
時間。而今日約了最後一個計劃
的參與者，一個來自外鄉但因為
愛上富里這塊土地，決定在此買
房定居的民宿老闆，因為民宿在
一片田中間，便取名叫做田中先
生鄉村民宿，老闆是個非常熱中
地方事務的青年，身兼地方委員
其中一員，許多富里的推廣及在
地活動都是他致力促成，像是在
富里的稻穀秋聲草地音樂節，已
經辦了數年，今年也是在他們的
努力下預計在 10 月底展開，老
闆本身還有拍片，偶爾兼職做個
Youtuber，再加上民宿的事物，
老闆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他也
跟我分享了很多他自己過去在外
做媒體業時的大小辛酸，還有自

己去澳洲打工度假的經歷，我也和他
聊了我最近在思考的事情，關於畢業
之後的去向，因為我早有去國外歷練，
去多看看的想法，他很鼓勵我去打工
度假，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很重要，也
提醒我不要在國外只與文化相近的亞
洲人親近，多與世界各國的人交流絕
對能幫助我很好的長長見識，眼界打
開後才知道這世界真的很大，我深以
為然。
  富里的黃昏很美，田中映照著夕陽
餘暉，將大地染成一片溫柔的橘，夜
晚沒有光害的田間，滿天星斗，一顆
流星劃過，那一瞬間，我感覺就是永
恆。

一個人，時光彷彿靜止，很平靜，一種安心的感覺，那一刻我很貼近自己

接兒子從幼稚園放學回來的
田中先生

下午的陽光

傍晚的富里

田中老闆養的雞



富里

池
上

  8/8 早晨醒來，騎著老闆借我的小小破機車，憑
著一股勁兒，衝往六十石山上去，沿途美景越往
上越清晰，我忍不住被路旁一處能仰望整個山腳
下平原的美景吸住，在路邊不知不覺便停留了大
半個時辰，結果金針花沒來得及看，倒是整個富
里的村莊景色已讓我心滿意足，陽光照耀下的大
地顯得肅穆而平靜，依稀能看見小點般的人們在
田間辛勤的工作著，微微上帝般的視角給我很奇
妙的感覺。回到落腳的山丘小鎮中，居民們拉著
塑膠椅子閒話家常，這裡鮮有外人，對於我的到
來他們顯得格外熱情與友善，筆直的小路盡頭是
高聳的山和藍天，兩側盡是老舊的傳統平房，舊
舊的鄉下氛圍又令我想起我外公來，深吸一口氣，
靜靜感受這片土地對我說的話，我很喜歡這樣的
感覺，一個人旅行總是能很好的靜下心來，去感
受大地，感受空氣中的氣味，遠方傳來的話語聲，
偶爾幾聲雞鳴，感受陽光曬在膚上的灼熱，去好
好感受自己，感受自己真切地存在著。這些很簡
單的事情，在台北時我卻忘得很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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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石山中央往山腳平遠望去

傳統親切的中式早餐

富里山中小鎮

碰巧參與一場西洋老歌演奏會 路的盡頭是山

曬著金針花的居民家



池上
  8/9 早晨，沿著熱情的民宿主人的推薦，來到
當地有名的百年教會，藤蔓爬滿教堂灰黑色的岩
石外牆，寧靜祥和的氛圍壟罩我，沒有人，在這
裡開啟我今日前往池上的旅程，因為是假日的關
係，這裡的人潮擠得令人反感，我躲進一家人少
的咖啡店在筆記上隨手塗塗寫寫，給自己一些時
間記錄一路下來的內心小劇場，我並不喜歡打卡
似的趕景點，一直以來，我皆是很隨意的來到一
處，隨心所欲的閒晃，或者說不刻意追求什麼，
相信一切皆有最好的安排，路上遇見的每個事
物，每個人，每個不經意的眼神，都是最美好的
風景，即便也許下一秒我們便會分別，各自踏上
自己的旅程，也許這就是旅行或者說人生中我所
要學習的，關於分離吧 !在筆記本上隨意記錄下
這些，也許多年後，我再次翻開它，又是另一番
感受吧 !

  8/10 起了個大早，為了避開遊客與
人潮，獨享池上的美，儘管眼睛累得幾
乎要黏在一塊，精神和心靈卻很滿足，
早晨池上微風徐徐，當地的農人們早已
經開始幹活，與大地相互交織成一片祥
和的樂園景象，遠方山巒層層疊疊，視
覺的顏色讓它成為種飄渺淡漠的山水
畫，池上的美不須那些花俏的行銷和包
裝，她一直在那裏，像是默默說著某種
冥冥中的真理，來到這塊土地，什麼都
不必做，也毋需多言，就是讓自己安靜
下來去感受，把那些多餘的，庸人自擾
的，遺忘在咖啡館桌上，遺忘在橋墩階
梯，遺忘在一冊詩集夾頁中，遺忘在暮
夏的暖風徐徐。

池上的早晨

百年教會 池上傍晚的彩霞



  旅程走下來，想想我遇見的，碰巧的，無心的
這些與那些，一如張愛玲所說的，皆是那樣剛好
的，於千萬年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
之中，時間的無涯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
晚一步，剛巧趕上了，沒有別的話可說，唯有輕
輕地問一聲 :" 噢，你也在這裡 ?" 我初讀時不甚
懂其中含意，在踏上此次旅程後卻深深感到生命
中關於緣分的欣喜與無奈，這些高興的，難過
的，都化作養分更加堅定我要盡自己所能地往更
大的世界去看看，因為我發現自己很喜歡也很享
受這樣的關於人生的體悟，而這些若我只待在家
裡，不邁出那一步便永遠體會不到，對此我很感
激對這個計畫付出許多時間的學校老師們以及當
初願意勇敢嘗試未知的自己。

池上

箸名的金城武樹

早晨的耕耘機與土地，煩躁的時候看著這張照片總能令我平靜

民宿的貓貓

池上蓮花池



金崙

  8/11 心血來潮決定來到太麻里的隔壁
站，金崙，不巧颱風正壓境，整個海岸線
一片烏雲慘淡，狂風暴雨，無處可去的我
只好躲在咖啡廳塗塗寫寫，下大雨的壞天
氣剛好給我個空白的時間沉澱，今日也已
經自離家過了兩個禮拜多，認識了一些平
常接觸不到的人，感受了很多新鮮的體
驗，發現自己很喜歡這樣獨自與自己相處
的日子，感覺像是頭一次認識自己般，發
現自己喜歡的模樣，想要的生活方式，沉
溺的慣性思路，種種既陌生又熟悉的自
己，在遇到各種狀況裡顯現和醒悟。
  隔日風雨依舊猖狂，不甘心沒看到金崙
的海就此回去，我還是冒著大風大雨來到
沒有任何遮蔽物的海邊，怒吼的狂風肆
意，翻騰躁動的海和幾處閃電，身處其
中，大地無情肅穆，有種邪魅的美感。蹣
跚回到青旅，身子已大半濕透，颱風天跑
到海邊，雖然瘋狂但很爽快，一路上走走
停停，趁著雨勢變大躲進某家人的屋簷廊
下，隨意看看居民的日常，其中一個老奶
奶燒著柴火，似乎在蒸烤著什麼，香味四
溢 ...... 我心想，幸好我有吃早餐 ...

颱風肆虐中的海邊

整個海岸線只有我一人與眼前這位看起來有點心事
的男子

大雨中，讓我肚子餓的
烤著什麼

被我三口吃完的早餐



南迴 高
雄

  12 號傍晚搭著南迴火車到達高雄，南迴鐵路的美在數日前從
台南來花蓮時已印象深刻，那時碰巧遇到一位很有意思的印尼華
僑，他是成大的碩士生，我們用英文隨意地聊起來，推薦他許多
台灣有趣的景點也順便推銷家鄉基隆，而當他告訴我他和他朋
友此行在台東站下車，哪兒也不去直接原地坐車返回台南，只為
了在車上欣賞東部海岸線的美景時，我忍不住大笑，這真的很瘋
狂，我們一致同意，後來我們又聊了許多，我忍不住覺得幸運，
倘若他們不是一時興起，我不是在今日此時帶著行囊離鄉，或者
坐在某個別的車廂，不同的班車，也就不會認識這樣有趣的朋友
和回憶了吧。
  南迴鐵路是真的很美的一段路，儘管我早已不是第一次見識，
仍舊目不轉睛，睡意全無，帶著一點貪戀的心情在高雄停留了五
日，這裡是我小時對外公家的記憶，雖然人去樓空，空氣中仍殘
存一點點外公的形貌聲音，和那種老房子獨有的木頭香味，我
想，這裡挺適合作為此行旅程的告別。

火車上認識的Clifford西部的海和東部很不一樣，多了種溫柔的親切

南迴火車上的海岸線

某日某個傷心的塗鴉



  來到高雄後總有種類似回到家的安心感但與
那種我厭倦的日常又有些不同，我決定任自己
隨心而去，在高雄的日子剛好做為旅程的總結
和沉澱之處，能讓自己多一些時間把過去來不
及細想的情緒整理一下也很好。在金崙的時
候，很幸運的再次碰到之前在台南的青年旅館
認識的一位正在徒步環島的男生，那日他沿路
南下剛好走到東部，而我坐火車早已在東部流
浪多時，而我心血來潮到金崙一遊便又很巧的
與他住到同一間青旅，他告訴我關於工作的不
順心，職場的種種，而另外幾位也在環島的室
友也告訴我自己人生的取捨與瓶頸，說實話，
旅途中我遇到環島的人著實不計其數，每個人
皆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掙扎，自己的理想和
揮霍，我們都用自己的方式在探索台灣這塊土
地，短暫相談後他們便又各自揹起沉重的背包
各自上路，沒留下姓名或一絲眷戀，擁有那種
我學不來的瀟灑，對於分離和相遇彷彿是同一
件事，皆是彼此生命中美好的缺憾和圓滿。
 另外一位我在高雄有幸認識的也正在火車環
島的淡江大學生是個頗有趣的人，今年畢業正
在等兵單的他決定出來到處看看，我看著他有
種看見未來自己的樣子，關於畢業後的迷茫，
即使我心底種下了出國遊歷的種子，仍舊不免
徬徨，沒有答案的我只好相信船到橋到自然
直，暫且隨遇而安吧。

與西部相比，我更喜歡東部海岸的砂礫等待兵單中的迷茫吃貨朋友



返
程  在高雄停留了數日後，終於在 17 號邊收拾著自己和行李邊上路，在車上攤著筆記本，腦袋轉著許多複

雜不一的念頭，高鐵將時間與距離壓縮得讓我頗不能適應，這一切有如一場遙遠的夢，沒幾個起落我便回
到那我熟悉到不行的台北，一切如舊，彷彿我從沒有離開過一樣，人群穿梭，人們總在不斷的交錯與錯過，
內心有某種澎拜，突然發現原來最難的不是出發，而是返還，面對自己當初逃離的日常，該以什麼樣的心
態，或者說如何將這趟旅行的回饋好好的吸收，然而其實這些都不急，我只告訴自己，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想我不需要一個總結，旅途中每個啟程與抵達便是一次的提起與放下，不管是好是壞，我都珍惜，
也慢慢學習著去接納每個面貌
的自己，灰暗如亂麻的，快樂
叛逆的，天真不甘的，每個自
己我都高興我發現了他們並試
著誠實以對，我想，也許這是
此次環島，與自己獨處近三個
星期多很大的一個收穫。若要
說我最喜歡的一段旅程，便是
在台東台 9 縣騎車的日子，海
闊天空，筆直無車無人的馬路
上，陪伴我的只有壯麗的太平
洋，一個人騎著，打從心底快
樂，太陽將我的兩隻手臂曬出
深深的曬痕，心底偷偷高興，
台東的伴手禮 ! 很喜緩這樣無
拘無束奔放的模樣與時光，其
中又似乎有某種簡單我卻一直
沒察覺的道理，在這一刻驀然
回首，原來很多事情只是我將他想得太難太複雜了。回到家後，旅行並沒有結束，反而有種感覺，這會是
一個開端，我一直知道自己有一顆想出走的心，躁動不安，也許有一天當我終於不想再四處流浪，我該是
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和冀求了吧。
  最後我將綜合了對拜訪的村莊，土地，人群與自己做一個連結，創作了四幅分別要送給此次參與我的計
畫的四位有緣人，有許多很內心的，很幽微難明的，便交付我的作品替我好好挽留。



《
親
愛
的D

》

  這是送給位於苗
栗南庄的栗田庄民
宿老闆的作品，靈
感來自於庄內的梯
田地形，從而發展
成與我對此地，與
老闆，與今日所遇
之人群作為情感連
結，融合了我自身
對 時 間 感 的 理 解
以及人地關係的想
法，更多的還是關
注在與老闆聊天的
過程，與人的互動，
他給我的回饋，他
的人生故事，與我
的共鳴，以及許多
自身對於這次旅行
的反思及感受。



  關於大林，這裡給我的感覺很溫柔，興許是他有種令我想起
外公來的舊眷村氛圍，有種難言的親切感，來到大林之前我的
身心狀態其實沒有很好，遇見了心騏姐姐一家人後，不禁受到
兩個孩子的單純感染，深深覺得自己實在庸人自擾，對於這個
部份給我很深刻的感受，這幅作品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關於我對
此地的歷史，老市場，古老的戲院遺跡，廢棄的荒地，以及在
此地長大的長輩們對我所說的關於他們和這些時間足跡的連結
與記憶，從而再回到心騏姐身上，關乎我對於她的感受，對她
的祝福，以及我自己對這土塊地的情感。

《流淌》

  位於富里的田中先生民宿老闆很有趣，從
言談間我能感受到他的掙扎，甚至憤世嫉俗，
也因此他離開長大的台北，離鄉來到這塊土
地，盡自己努力對這片淨土付出，躁動而平
靜的，這兩個看似衝突的特質在田中先生甚
至富里這個美麗的小鎮都毫不違和，也許這
很主觀，但我想這就是我要的，將所見所感
內化成為創作的靈感。

《躁動的平靜》



  我個人很喜歡最後一幅送給
花蓮的 Jannie 姊的作品，主要
關注在和 Jannie 姊的對談與互
動，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
關係，以及當天很榮幸參與的
阿美族豐年祭，對於大地的敬
畏，祖先祖靈的尊敬，我從他
們身上感受到的純粹，幾乎讓
我感動得起雞皮疙瘩。綜觀整
個旅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
奇妙，似乎可觸也不可及，複
雜但也容易，Jannie 姊姊是個
豪爽的女子漢，但也幽微的感
到孤獨，又或許，這只是我的
內心情感投射，每個人皆有他
的堅強及脆弱，對於這些細微
的情感，我很高興能以此作為
與我創作的其中一個連結，一
如花蓮的山，藍天，空氣與海，
溫柔也孤寂。

《曠野與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