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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臺灣，我好像是從上了大學參加社團之後才開始認真地了解它。那

是大二的暑假，為了規劃兒童夏令營的活動，我與夥伴們分工準備各個景點的

自然生態或人文歷史的介紹，當時我負責的是「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的解說

工作。那是我第一次上臺面對觀眾，而且還是四十位小朋友，為了這項工作，

我到圖書館找了許多臺灣原住民文化的相關書籍，猛K資料。從此，我就開始

愛上「認識臺灣」這個行列。

2009年，我在製作《臺灣開發故事》（全五套）的改版工作時，在封面

寫下：「愛臺灣的最好方式，就是大手牽小手，大家一起『慢遊』，步行、騎

單車，出去走走，實地踏查拜訪各地，親炙人與鄉土。你當會重新發現臺灣而

豐富自我！」這是我認識臺灣的最佳詮釋，您呢？想深入認識我們這塊土地

嗎？有各種不同的管道與方式。

壹、來聽臺灣的故事

如果您家裡有學齡前的寶寶，「有聲書」是絕佳認識臺灣的視聽饗宴，

優良的有聲書會以兒童能懂的經驗、語言，用說故事的方式，引導孩子進入臺

灣的開發歷史。記得在聽《說給兒童的臺灣歷史》時，有一個單元是介紹國外

生物學家、地理學或人類學專家在臺灣各地進行的研究調查故事，其中講到目

前臺灣溪邊常見的「拉都希氏赤蛙」時，才知道原來牠是被英國生物學家拉圖

許（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所發現的。豐富的劇本、好聽的歌曲與配

樂，把臺灣的歷史變得生動又有趣，且更重要的是認識臺灣的歷史不該僅是

「年代觀」的單一面向，更該包括宏觀的美術、音樂、地理等，且臺灣的歷史

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質，因此像是：民主運動的發展、西方傳教士對臺灣的貢

獻、數百年來常民的生活故事…等，藉此讓孩子輕鬆入戲，獲得聽故事的快樂

與歷史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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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眼睛飽讀臺灣

1980、1990年代以降，在民間地區自發性的古蹟導覽及解說員培訓、社

區總體營造、全國文藝季、地方文史社團等推廣教育的推波助瀾之下，有關

「臺灣」的研究百花齊放，相對亦帶動了「臺灣學」專書的出版熱潮，包括

公部門及民間出版社，視野廣達自然、族群、民俗、文學、風土、民主政治

……，成果相關豐碩。

現代孩童最幸福了，坊間有許多以臺灣為主題的「繪本」或「橋梁

書」。以剛剛獲得臺北市立圖書館「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的《臺灣平埔族生

活圖誌》為例，這本繪本是根據清朝官吏六十七繪編的《臺灣番社風俗》古畫

冊重新企畫製作的，《臺灣番社風俗》主要是繪製了18世紀中葉臺灣平埔族的

民情與生活。21世紀的今日，為了可以讓更多讀者認識臺灣平埔族的文化智

慧，國家圖書館與小魯文化共同企畫了《臺灣平埔族生活圖誌》，有繪本可供

閱讀，還有動畫延伸學習的電子書形式。而為了更貼近孩子們的閱讀，增設了

古今兩位小朋友相遇的橋段，由於平埔族是母系社會，所以小女孩是古代平埔

族的「拉雅」，另一位是現代小男孩「仔仔」，胖胖的，戴眼鏡，時下典型小

朋友的代表。透過拉雅與仔仔的相遇，帶領大家穿越時空，體驗先民尊重生態

和諧以及文化智慧。

臺灣平埔族？您或孩子們曾聽過嗎？他們可是臺灣非常早期的原住民

呢。四百年前，漢人尚未移墾臺灣之前，臺灣西部沿海平原散居著許多原住民

部落，因其居住在平野地帶故被稱為「平埔族」，根據中央研究院李亦園教授

的分類，從北到南共分為雷朗、凱達格蘭、道卡斯、巴布拉、巴則海、貓霧

拺、和安雅、西拉雅等族。

《臺灣番社風俗》共有十二幅古畫，分別是捕魚、捕鹿、捕野牛、猱

採、種芋．遊車、刈禾、收貯、乘屋、守隘．瞭望、沐兒．讓路、渡溪、教

讀．臼舂，這些主題都與平埔族的食衣住行育樂有關。當時在蒐集歷史文獻資

料時，發現早期平埔族人其實是非常敬重自然的。因此，像在「捕魚」單元，

主要在傳達平埔族人只捕大魚，不抓小魚，也不大量撈捕，「夠吃」即可，如

此萬物才能生生不息的觀念。這個環保生態觀同時也顯現在拉雅與仔仔的對話

中，仔仔說：「拉雅，你的小魚都溜走了！」拉雅回答：「我就是不想一網打

盡啊！」在「捕鹿」單元，介紹鹿是平埔族人的主要獵物，肉可以吃、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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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皮衣或墊子…等。這個單元最適合讓讀者了解臺灣舊地名沿革及生態環

境的變遷，在兩位故事主角的俏皮對話中，拉雅說：「走！我帶你到鹿港捕

鹿。」仔仔疑惑地：「鹿港有鹿？」帶出從前臺灣西部平原到處都可以看到

鹿。尤其是梅花鹿！後來荷蘭人來臺灣後，大量捕殺鹿隻賣到海外，鹿就漸漸

減少了；像「鹿港」的地名也源自於此，除了鹿港，臺灣還有很多叫鹿寮、鹿

野的地方，這些都跟昔日的捕鹿活動有關。古畫中有一群群奔跑的梅花鹿，在

動畫電子書中，也可以讓孩子點選畫面中的鹿隻，螢幕上會跳出「梅花鹿」的

知識解說－－梅花鹿，分布在東亞，從西伯利亞、日本、中國東北到臺灣、越

南等西太平洋島嶼。每年10至12月為梅花鹿的交配期，隔年6至8月生產，因

此，以前的平埔族絕不會在這個時節獵鹿。17世紀以來，臺灣的梅花鹿因受到

人為的捕殺而滅種，經過保育人士的努力，目前綠島、墾丁國家公園正在進行

野放復育計畫。

繪本傳達了知性之美，電子書展現了動畫的趣味，加上古今對照的編輯

設計，提供了大朋友、小朋友認識臺灣平埔族文化的管道。

對於五、六年級生，過去中學的歷史教育常常是叫我們畫重點、背下

來，但考完之後很快就會忘記了。如果您喜歡閱讀小說，不妨從「歷史小說」

開始親近臺灣，這些歷史小說經常以「地方」為故事背景，除了精采的文本情

節發展外，還融入當地的人文歷史。像：已故作家李潼先生的作品，就是最佳

的媒介，他最具代表性的《少年噶瑪蘭》，便是透過噶瑪蘭後裔少年－潘新

格，回到1800年噶瑪蘭祖先居住的加禮遠社，在這段穿越時空的歷史之旅，我

們得以印證宜蘭的開發史，而書末的「歷史時空寶盒」，則是讀者延伸進修宜

蘭深度知識的途徑。而連著兩年獲得臺北市立圖書館「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

的《夏日鷺鷥林》、《尋找中央山脈的弟兄》也是李潼先生為讀者書寫臺灣的

最佳作品。想了解「東西橫貫公路」的開鑿歷史嗎？李潼先生結合了歷史、地

理、自然與族群文化，詮釋這條臺灣史上重要的工程建設。而有些作家會藉由

旅行見聞而寫下膾炙人口的小說，像幸佳慧女士在一趟與親友共遊金門的旅程

中，發現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金門史蹟，觸發了她融合金門地誌、奇幻氛圍與初

戀情懷的文學作品。故事從一位少女離家獨自踏上陌生的外島－－金門說起，

透過這段不平凡的旅程，讀者彷若一同出發探訪金門的歷史印記。

對於想深入認識各縣市或鄉鎮的讀者而言，「文學」當是最佳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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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雙腳踏查遊覽臺灣

認識臺灣，我最鼓勵「雙腳閱讀」的理念，用雙腳去印證書本的知識，

且藉由適合全家大小的親子共遊活動，領略臺灣的美。想認識臺灣平埔族，大

臺北地區的民眾可以就近到北投的「凱達格蘭文化館」，那裡有相關歷史文件

及老照片的展示。旅程中也可以認識臺灣，開車、搭火車…等，路途中的交通

工具或設施也是臺灣歷史的一部分，說到臺灣的鐵道歷史就不可不知「劉銘

傳」的故事，臺灣許多現代化的建設都是從他開始的；臺灣的第一條高速公路

到現今國道五號的「蔣渭水高速公路」，這其間歷經了多少辛酸，為什麼會取

名為「蔣渭水高速公路」？那是為了紀念日本時期出身宜蘭推動民族運動的先

鋒－－蔣渭水先生；而著名的「雪山隧道」，是世界第五長的公路隧道，這麼

長，您是否也了解內部的工程結構呢？再者，親身體驗各地的節慶文化活動也

是認識臺灣的好方式，媽祖進香活動、原住民傳統祭典……。

準備好了嗎？選擇一種最適合您認識臺灣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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