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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第七組 

參與者：黃仲倫、黃光裕、謝家靖、鍾

懿 

壯遊時間：2018.1.23~1.25 

壯遊地點:臺東、綠島 



行程安排: 

第一天: 

台中→台東→租車→前往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開車前往鹿野

高台→在台東市區享用美食→前往泓泉溫泉飯店→享受溫泉。 

第二天: 

 在飯店吃早餐→搭車前往富岡漁港→搭船去綠島→到達後，租

借機車→前往統祥飯店→騎車去綠島人權公園→環島一周，參觀景

點→來街上吃快炒→回飯店。 

第三天: 

 早上前往朝日溫泉→回飯店收拾行李→搭船返回台東→返回中

興大學。 

 

 

 

 

 

 

 

 



 

 

 

 

 

 

 

 

 

 

 

(行程安排手稿) 



 

壯遊剪影: 

第一天: 

  

(訂票) 

(到台東了) (泡溫泉) 



 

 
(史前文化博物館) 



(大門口) 



(買票，還有送筆) 

(巧遇附近學校的展覽) 



 

 

 

 

(石雕模仿秀) 

(人獸玉玦) 



 

 

 

 

 

(司機大哥) 

(鹿野高台風景) 



 

 
(滑翔翼起飛處) 



 

 (滑草前準備) 

(我望向遠方～) 



 



第二、三天: 

 

 

 

 

 

 

 

 

 

 

(很酷的研究所) 

(朝日溫泉) 



 

 

 

 

 

 

 

 

 

 

(綠島監獄) 



 

 

 

 

 

 

 

 

 

 



 

 



 

 

 、動植物及台灣地形的改變，透過遺址的文物，使我們可以清

晰的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及相仿之處。 

第二天我們來到綠島，即便只是半小時的船程，顛簸的船身依然使

得不少人忍不住變色嘔吐，上岸後雙腳依然感受不到穩定，很難想

像在這樣的環境中，靠海維生的船員們需要多少的訓練才能克服生

體上的不適。 

浮潛，是來綠島不可錯過的行程，即便不會游泳也可以享受這項體

驗，冬天的浮潛更是有趣，整個海面上只有我們一行人，不必在旺

(很冷的浮潛) 



季與人人擠人，海水是冰冷的、水裡的生物們卻是熱情的，他們豪

不害怕的圍繞在我們身邊，顯然已經將人類當成朋友，可惜的是太

多人不懂得珍惜，或許再過若干年，人類帶來的生態迫害就將使得

綠島的生態完全變了樣，令人不禁唏噓。 

講道綠島，一定脫離不了監獄這個詞彙，我們參觀了當時關壓政治

犯的綠島監獄，現已改建成人權公園，課本上的白色恐怖只是一個

詞彙，絕大多數人無法體會其中的意涵，在人權公園裡，我們聽到

大大小小各種不同的故事。政府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其一的規

範，使得人人提心吊膽，太多太多人被誣陷、被錯判，這樣一個丟

在歷史長河中起不了半點波瀾的故事，卻活生生抹殺了當然數以萬

人的家庭與人生，我們所習慣的民主，得來不易。 

整趟旅程，我們不隨著觀光客所愛的特殊食品及觀光勝地，而是盡

量使得自己在地化，吃著和當地人一樣的早晚餐、欣賞著與他們一

樣的風景，短短三天，我們有太多太多精采來不及體驗，卻置身於

真正的當地文化。 

 

黃仲倫: 

「綠島」又稱「火燒島」、「雞心嶼」，這塊小如雞心的島嶼一百多年

來承載著許多人沉痛的回憶，同時島上的樣貌更迭也象徵著台灣本

島局勢的改變；「火燒島」由來有許多的說法，以清嘉慶年間大火焚



燒島嶼之說最為大眾採信，日治時期沿用此名設「火燒島庄」，直至

戰後才改名為至今通人所知的「綠島」；但，比起這些名子，更深刻

許多人心中記憶的是那永無天日的牢房，以及禁錮自由人靈魂的枷

鎖；「綠島」對這些人來說，已經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小島，而是他們

花費大半輩子人生居住的另外一個家；這個家既令人痛恨，又讓人

離不開。 

出生在 1987 年後的我們，生活在自由的空氣中，「緊張、害

怕，甚至令人憤怒的空氣」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地陌生。唯一能夠讓

我們了解過去，就是靠文化的保存和再創造，以及音樂那令人著迷

的渲染力。閃靈樂團的「火燒島」歌詞是這麼寫的「孤島頂咱連心

海攏揣沒岸；鐵壁內咱連腦門攏拍袂開；教條句句催生完全的麻

痺；人人相倚體驗真正的孤單」，短短的四句歌詞令人感到無比沉

重，卻也激發了我殷切地想知道，到底當時生活在島上的人過著怎

麼樣的生活。恰巧學校有個機會能夠滿足我那求知好奇的心，這也

是為什麼我此趟旅程選擇綠島的原因。 

那趟旅程至今也有幾個月，我們玩遍所有觀光客來到綠島必經

的行程，浮淺、夜遊、觀海以及溫泉等；但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那

距離村落不到一公里遠的「新生訓導處」；此處坐落於島上東北角，

站在訓導處門口望過峭壁的是無止盡的太平洋；聽起來無害的名



詞，實際上過去卻是進行行為與思想再造的監獄。 

館方導覽人員在導覽之前，每個人發一本導覽手冊，內容大致

寫著獄內每個角落的古今往來以及令人敬畏的人名，希望我們於參

觀時能夠更投入當時的情境。在那裏，可以看見與其他歷史文物導

覽不同的是，導覽員賣力的跟我們講解每一個角落所發生的事情，

以及牽涉其中的人名，深怕有哪一個地方遺漏掉或者是沒有描述清

楚的部分。整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導覽員的熱情，

但同時我們也感受無形的壓力以及空氣的沉重，那一刻好像過去發

生的事情就真實地呈現在我們眼前；英文參考書之神「柯旗化」、王

子雜誌創辦人「蔡焜霖」等人皆受過新生訓導處的洗禮而更積極發

揮它們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就以綠島作為他們生命中最後一站；甚

至有人做完數不盡晝夜的黑牢後，重見光日並呼吸自由空氣的那

天，卻感到全身不自在、恐慌、沒有方向，甚至於央求看守訓導處

的獄卒能否回去。 

訓導處旁近年落成的「綠島人權紀念碑」，上面刻畫著無數白色恐怖

時期受難者名單，走進迴廊，密密麻麻的名子進入眼簾，此刻的我

更感珍惜所呼吸的空氣。迴廊邊牆上刻寫作家柏楊所題的碑文：「在

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

泣。」 



坐船離開綠島的航程上，我回頭望著前幾天經歷的一切，不禁讓我

思考過去所發生的事，對於今日處在自由中的我們有何當代的意

義，我們要以什麼樣的身分角度去連結過去的一切呢？ 

 

正經歷轉型正義以及民主憲政深化的台灣，該如何去看待過去這一

段不可抹滅的歷史呢？會不會五年、十年後，綠島令人著稱的再也

不是枷鎖的回憶了，而是爛漫、自由奔放的海島生活，新生訓導處

的一切會不會就此再度回到歷史的洪流之中。這樣的問題至今在我

心中圍繞，保羅．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在《紀念館》一書中

所說：「紀念館將和遺忘的未來戰鬥；紀念館到底是培養自憐自艾的

文化，還是能幫助、鼓勵觀眾對抗不義的奮鬥？」 

 

鍾懿: 

「欸，鍾懿，要不要一起來場壯遊呢？」我答應朋友的邀約，湊成

四人團前往台灣最美的東部，第一站是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看到

這間博物館時，我就在想，一個這麼偏遠的地方，幹嘛開一間博物

館呢？進去後才發現，這博物館裡面的展示品是許多我們常在課本

上看到的古物展示品。 

        來到台東，說真的，什麼都不熟，開著車，想往哪裡就往

哪裡，每個風景，每個角落，都是那麼的新奇、美麗，即使陌生，



卻不會感到害怕.也因為是淡季的關係，我們不用塞在擁擠的車潮，

不用徘徊在一位難求的停車場，看到鹿野高台草原上綠油油一片，

零星人群，他們或許跟我們一樣，也來探索這美麗的地方。 

        來到綠島後，人文特色依舊，但卻少了中央山脈的壓迫

感，那個最高的地方只有幾個時程就可以到，到了港口，我們找尋

著綠島接待人-阿德，但找了很久，也連路不到，我們也找不到借車

的地方，這時綠島的人情味就來了，附件車行老闆打給阿德，發現

阿德人既然在台灣本島，我們頓時被逗得很快活，但因為是淡季的

關係，可能忘了自己這個時候其實有一批客人。 

        到了統祥飯店，看了簽到簿，整棟飯店只有五間有住人，

剛好店家們都利用淡季整理、裝潢、補充旺季所需要的東西，我們

看著老闆一家人在飯店粉刷，就覺得一個行業聯繫著一家人的生

活，任何一個決策，都會影響到很多人。 

        來到舊綠島監獄，當時肅殺的氣氛以不存在，留下的只是

好幾個破碎的家庭，一家之柱，莫名其妙被帶來綠島，他的妻子想

來綠島探望，但路途實在太過危險，甚至連綠島都沒到就葬身海

裡，從監獄出來，一切又讓人難以適應。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為

了達到高壓統治的目的，在歷史上留下這麼殘忍的事件，這一切值

得嗎？一個領導者常迷思在當下的權力，卻不知道，一個決定，會



讓自己遺臭萬年。 

 

黃光裕: 

思考過去百年來臺灣及國民政府間由血淚交織而成的歷史，站 

在由歷史鑿出的傷痕上，不禁讓我思考，我們該如何走出這傷痛，

又該從何而去?  

思路由臺東開始，踏入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一點一滴的審

視，這座鯨魚島的過 往今來，最先的住民，是怎麼在這美麗的土地

上生活的；晚上，在熱鬧的臺東市 區吃點觀光客食物，下榻知本的

溫泉飯店，在東部這純淨無暇的星空下，準備明 日踏上我們此行的

目的地─綠島。  

隔日，第一次坐越洋船班的我，在黑潮的搖晃下，看著一望無

際的太平洋，聽著 耳邊不敵黑潮的嘔吐聲，我期待，期待踏上這座

乘載著歷史血淚及臺灣民主進程 的島嶼。 

 綠島，一個小而巧，坐落在太平洋一隅，有著濃厚自然與人文

氣息的島嶼，島上 的自然風光在兩天的停留中，我們走遍每一個角

落，包括朝日溫泉、哈巴狗島、 綠島燈塔、過山古道、觀音洞、夜

訪梅花鹿、睡美人岩、孔子岩、牛頭山、將軍 岩、浮淺，每一個觀

光客該去的景點我們都細細品味了其中的自然氣息，不過最 令我無

法忘懷的，還是「綠島人權紀念園區」。  



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紀念了 60 年代的悲歌，1951 年臺灣省警

備總司令部在綠 島成立「新生訓導處」，監管、改造思想或政治上

有問題的犯人，直到 1987 年 解嚴才得以平反，而在 1997 年，

當時的立法委員向行政院提案，要求將此改為 史蹟館，經過一連串

的籌備 2002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綠島人權紀念園 區正

式啟用。  

一踏入其中，我不禁想像當年被關押在此的無辜遭受政治迫害

的政治犯，會有多 麼的難熬，本來在臺灣這片土地大家安居樂業，

突然間國民政府來了，一連串的 戒嚴、集權統治、白色恐怖，而這

些人因為有想法，說了點話、看了點書、做了 點事，而這無恥的政

府為了鞏固自己在臺灣的政權，竟把所有異議分子冠上莫須 有的罪

名關押在這個小島，從此綠島永遠與黑牢畫上了等號，這群無辜政

治犯， 在島上耕種、開發小島，望著一望無際的太平洋，想著大海

一旁的家人，心中肯 定潸然淚下。 

 館方導覽開始前，我拿了一本導覽手冊，內容記載了獄內每個

角落的故事，刻劃 上每個值得紀念的人名，整個導覽當中我感受到

這片土地的哀嚎、血淚，那一刻， 我彷彿看到了 60 年代的一切在

我面前上映；許多活著出去的人，例如:柯旗化先 生、蔡焜霖先生

等人因為受過新生訓導處的洗禮而更積極發揮他們生命的價值； 但



有些人就以綠島作為他們生命中最後一站…。 

 看著其中當年的改造思想標語，像是「共產即共慘，臺獨即臺

毒」、「我愛國旗， 我愛國家」(配上中華民國國旗)、「滅共復國」、

「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我心中的靈魂覺醒了，不禁對

著標語豎起了中指，這根中指象徵著我對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的憤

怒，以及對這個大時代悲歌的所有犧牲者的致敬。 參觀完人權紀念

園區後，我的情緒久久不能平復，我感受到整個綠島，因為當年 的

事件，蒙上了一股灰色的濾鏡。  

 歸途，又是那被黑潮用力搖晃的船班，這次我已經習慣這個

搖晃了，可以利用這 時間理清腦袋的思緒，這趟旅行，成長了很

多，也學習了很多，更堅定了我的臺 灣意識，看著歷史的血淚，發

誓絕不能讓他再發生，看著逐漸遠去的綠島，我知 道我們的旅途即

將結束了，但民主的旅途還沒，臺獨的路程還在走，大時代的悲 

歌，我會放在心裡成為我前進的力量，我們都應該記取教訓，想想

自己來自哪裡? 又該往哪裡去?現在效忠的國家，真的是我們的國家

嗎?還只是為了反攻大陸、鞏 固自己在臺灣合法統治所以才洗腦人

民─中華民國就是臺灣的，看著逐漸接近的 臺灣，正在經歷民主化

以及轉型正義的臺灣，我彷彿像是搭著時光機，從象徵 60 年代的

綠島，回到現代的臺灣，從黑暗走向光明，我的心中響起一首我很



喜 歡的歌，滅火器的島嶼天光，歌詞中提到:「天色漸漸光，遮有

一陣人，為了守 護咱的夢，才做更加勇敢的人」，「天色漸漸光，咱

就大聲來唱著歌，一直到希望的 光線，照著島嶼每一個人，天色漸

漸光，咱就大聲來唱著歌，日頭一(足百)上山就會使 轉去啦」，「現

在是彼一工，勇敢的臺灣人」，身為一個臺灣人，我的意識裡寫著 

勇敢，身為一個臺獨工作者，我的意識裡，寫著堅持，我會記取前

人的貢獻，就 像牛頓曾說:「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我會站在這

些臺獨巨人的肩膀上，接著 他們的腳步，走完他們沒有走完的路，

迎來真正島嶼天光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