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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婪漁業　招致自我毀滅貪婪漁業　招致自我毀滅

2014-05-18  記者 黃筱雯 文

《獵殺海洋：一部自我毀滅的人類文明史》一書以曾經豐饒的海洋生態情景，對比人類漁業活動

蓬勃發展後，海洋生物資源大幅減少的情形。藉此作家卡魯姆．羅伯茨提倡以設置海洋保留區來

恢復海洋豐富的生機。

 

地理大發現　海洋危機來臨地理大發現　海洋危機來臨

作家卡魯姆．羅伯茨為了揭露海洋生態在人類漁業活動之下，從魚比水多的情景，衰變成資源崩

潰狀態，因而創作海洋生態書籍《獵殺海洋：一部自我毀滅的人類文明史》（以下簡稱《獵殺海

洋》）一書。作家以俄國海洋探險隊登陸布滿海獺、海牛的白令島，揭開人類大量獵殺海洋生物

的貪婪情形。地理大發現時代，水手們無須費力尋找，只要拿起魚叉隨意往因擁擠魚群而變得烏

黑的海洋叉去，就能捕獲肥美鮮魚。然而，在人類漁業技術從魚叉、垂釣、陷阱，逐漸改進到大

範圍的海底拖網後，海洋資源成長的速度遠比不上人類捕捉的速度，因此許多海洋生物不只數量

減少、尺寸變小，甚至被列為瀕臨絕種物種，例如大西洋鱈魚。

《獵殺海洋》揭露人類如何貪婪地獵捕海洋生物。

（照片來源／黃筱雯攝）

除此之外，書中也提及自從發現新海域後，每當發現當地生物具有經濟利用價值，就會引發獵捕

熱潮。海洋哺乳類動物，像是鯨魚、海牛、海獅及海狗等也難逃此趨勢，皆成為商業貨品的首要

目標。這些海洋動物的油脂可以用來點亮燈火，其中海狗的毛皮細軟也能輸出至中國，利用價值

很高。然而，往往在舊有資源減少後，轉而捕捉當地經濟價值較低的海洋生物，直到資源枯竭，

探險隊又會開始尋找新漁場。在不斷地惡性循環下，全球可利用的海洋資源因此持續消耗減少。

雖然海獅的毛皮較為粗硬，不利運用，但仍難逃人類獲取其體內油脂的需求。

（照片來源／blackto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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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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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味口吻　分析生硬議題人情味口吻　分析生硬議題

作者運用探險家故事作為開頭，以新奇的冒險吸引讀者。而這些故事是作者依據探險家航海日誌

中所描述的情景為參考創作而來，並非憑空杜撰出來的故事情節。在吸引讀者的注意後，接著才

帶出較為生硬的生態議題。作者在分析議題的過程中，也會穿插船長或探險家的紀錄，以及圖畫

來說明當時海洋情景，除了能緩解嚴肅議題的乏味，還能將其中呈現的數據資料以較具人情味的

口吻描述，讓讀者輕易了解海洋資源的差異。然而，針對相同議題時，雖然是不同人物的紀錄，

卻多有相似之處，一再重複出現的情況，反而讓文章變得冗長，消耗讀者閱讀動力。

藉由圖畫輕易了解當時海洋生物的體積。

此圖為船員戲弄鯊魚的景象。

（圖片來源／《獵殺海洋》內頁）

結構上分為大航海時代的漁業行為、工業化後的海洋生態變化，以及最後對於衰竭情形提出的改

善方法與佐證實例。在大航海時代章節中，大多以海洋物種作為劃分，以縱切面的方式呈現不同

年代特定物種，因漁業活動增加而數量減少的實際情形。相較於大航海時代，工業化後的章節內

容中，作者能取得的資料數據較為詳細明確，篇幅因而增加，顯得文章生硬許多。不過明確的資

料讓整本書所要揭露的事實更具說服力。

 

海洋保育生物學家海洋保育生物學家

《獵殺海洋》作者卡魯姆．羅伯茨從取得充分的航海日誌、相關學術研究的資料數據，以及對海

洋保育區的緣起與成效相當了解，可以得知卡魯姆．羅伯茨已投入多年時間關注海洋生態。本身

即是一位海洋保育生物學家，並在英國約克大學環境系任教，他致力於探討人類活動對海洋生態

系統的影響。在二○一二年也曾出版《海洋生命》（暫譯）一書針對海洋遭受塑料汙染、浮油、

冰層融化和珊瑚礁分解等現象影響進行詳細分析。曾經在加勒比海的聖路西亞研究海洋保育區成

效，因此他也在《獵殺海洋》書末描述自己在聖路西亞海洋保育區的發現，並且大力提倡海洋保

育區的重要性與可行性。

《獵殺海洋》作家卡魯姆．羅伯茨致力於海洋保育。（照片來源／TheGuardian）

 

海洋保育區　恢復大海資產海洋保育區　恢復大海資產

發現新大陸的目地從原先的宗教意義，在聽聞探險家的新奇故事後變質。每項探險家帶回的新發

現，在引起商業野心人士的注意，都成為了有利可圖的新商機。卡魯姆．羅伯茨除了點出豐富海

洋資源在毫無限制的漁業活動影響下快速衰減，不僅危害海洋生態系統，淨化水質、養分循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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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多元創意　單一主題同人展

臺灣的同人誌販售活動日益興盛，更出現限定
特定主題的「單類型同人誌販售會」，顯示同
人活動的多樣面貌。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碳儲存等功能也會隨之降低，間接造成全球環境變化。就如同此書的副標題「一部自我毀滅的人

類文明史」，闡述人類若長期忽視保育海洋生態系統，終究會將自己推向毀滅。

他也依據法國漁業科學家馬歇爾．艾胡貝爾曾經提出過的海洋保留區概念，提倡設置保留區。而

這個想法的前提是海洋保留區內必須完全禁止漁業行為，當區域內生態恢復穩定後，其中過多的

海洋生物會往外「溢出」，此時漁民就能在保留區外捕捉到尺寸更大、數量更多的魚、蝦、貝類

。雖然在恢復過程中，可能需要十或二十年的時間，漁民也必定會抱持懷疑的態度，但相較於好

幾世紀的資源消耗，如此的等待並不漫長。

臺灣是島嶼型國家，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同樣需要管理單位介入保護生態系統。目前已經

設置共二十三處海洋保育區，其中又以東部最多，共有十二處。除了各個國家設置的海洋保育區

，綠色和平組織在二○○六年時，即認為全球的海洋保育區應設在受最少保護的公海領域，才能

逆轉過去漁業發展的不利影響，但現今尚未達成協議，並無實行。而海洋生命逝去的責任，仍然

需要大家共同承擔、努力，才能達到恢復大海豐富資產。

臺灣海洋保育區分布，共計二十三處。（圖片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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