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被現代所遺忘的邊境 

 

  前言:  

        「萬物充滿生機，空氣清新自然」大多數人對臺東的印象僅止步於此。作為在臺

東成長的一份子，我清楚故鄉的故事絕不是以隻言片語就能道盡的，所以請讓我用一

些故事來向您介紹我的故鄉——一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 

 

 

 

(臺東的天空與外地截

然不同) 

 

 

 

 

 

         

 

 

        有人說: 幸福生活不只在于豐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藍天。 

        小學時有段時間住在臺北工業區，家外車水馬龍，煤煙肆意排放，若放到現在煤

氣指數肯定會超標，但那時的我年紀尚小，只覺得很常過敏、感冒、打噴嚏，看天空

有些霧茫茫，因故轉到臺東後我才發現，以前居住地的空氣品質原來這麼糟糕，陽光

普照、天空蔚藍，是以前的我未曾看過的，長大後回想原因，我想是因為臺東不多重

工業，空氣不受燃煤影響，才和外地有很大的落差。 

 

 

梁宇辰 



 

 

 

(記憶中的臺東三仙

台美景) 

 

 

 

 

 

 

        以前住在臺北時不太喜歡去遊樂園玩，大多時間都在排隊，常常沒玩到幾項設施

就已日落西山，一天的精力就這樣消耗殆盡，不過回到臺東後，這項問題就不曾出現

了，而原因在於臺東並沒有偏向於「人文建設」的遊樂園，相反，自然造景居多，三

仙台、八仙洞更是有名的臺東地標，以前去過一次三仙台，雖然都在走路，但我也見

到了壺穴、海蝕凹壁等自然奇景，搭配上民間故事，也使得我感受到了別樣的情趣，

「不必過多修飾，靜待歲月推移，風和雨，就是最好的雕刻刀。」便是我認為對八仙

洞最貼切的形容。 

 

 

 

 

 

(我最愛的臺東特產──釋迦) 

 

 

 

        放暑假了，在臺東過暑假是很熱的，整間房屋熱氣沖天，這種日子裡若是冷氣壞

掉，那更是「火炎焱燚」，而在這炎炎夏日裡，最快樂的，便是能拿到一碗剛從冰箱

裡拿出來的釋迦冰來冰鎮一夏，我一邊享受它的清涼，也一邊回顧它的由來。 

  位在熱帶氣候且面山近海，所以也產生出了眾多名產，若是談到臺灣自然資源的豐



富，臺東絕對是榜上有名:柴魚、釋迦、金針和洛神花等，皆在臺東的伴手禮店當常

客，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生長在平原上的釋迦了，之前偶然翻閱臺東雜誌，看

到了臺東最開始種釋迦的契機，原本在 1977 年以前臺東主要種植果樹為柑橘和鳳

梨，不過後來因為產銷開始失調、病害滋生、價錢和成本等因素，柑橘與鳳梨種植面

積逐年降低，農民為求生存，只能另尋替代作物，而此時他們找到的便是適合生長在

臺東的釋迦，此後由於技術進步，養活了許多人，因此，也可以說釋迦是飼育了農民

的「臺東珍果」。 

 

 

 

 

    (阿美族豐年祭) 

 

 

 

       

        回到臺東上學，發現班上許多人都是原住民，他們的信仰、文化、生活方式都和

我有些微不同，以前不了解原住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可以在平日請公假，以為是

放鬆玩耍，但在後來被朋友拉來幫助阿美族準備豐年祭後，才感受到了原住民的辛

苦；豐年祭較偏向是祭祀活動，從清晨就得開始準備布置場地和飲食，忙了一天後不

知不覺到了夜晚，依照傳統，到夜晚便是正式揭開豐年祭的序幕，時間持續三天，休

息時間，我吃著阿美族飲食小米糕邊四處張望，總覺得有些奇怪，後來才發現在現場

完全沒看到女生，問了朋友，他說依照傳統，第一天禁止女孩子參與，不過最後一天

則是女孩子必須全部參加，他也提了些豐年祭的注意事項，像是遲到要罰錢，舞蹈時

也須依傳統由年齡或階級高者帶頭領唱等。 

 

        聽他滔滔不絕的講述規範，也為我的原住民知識上了一課，在和原住民相處的過

程中能感受到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敬重，縱然某些制度已經消失，但每年的祭祀活動仍

盡量遵守傳統年齡階級的規範在運作，使傳統的生活、歌舞的訓練可得以延續。 

 



 

 

 

 

 

 

 

(臺東油菜花田美不勝收) 

 

       

        上了高中後，我發現了臺東的一項問題:年輕人口嚴重外移，扶養比直線上升，究

其原因，我想是因為前面所提到的臺東不多重工業，這是優點，亦是缺點，雖然保障

了空氣品質，但卻是變相的讓勞動力下降，再加上臺東有大多數老一輩家庭皆為第一

級產業，年輕人對此沒興趣，種種原因交疊下，臺東人口外移率非常之高，導致臺東

勞動力和從事農業者都處於不足，若想改善，則勢必要請政府想辦法留住或吸引年輕

人來此居住，否則最終只會走向滅亡。 

 

        最後我想提到我所制定的標題，也就是「被現代所遺忘的邊境」:日常生活周遭常

會使用到新聞、社群媒體和瀏覽器，但無論是哪家新聞或報社，關於臺東的資訊總是

寥寥無幾，在搜尋引擎搜尋時，若不是特別搜索，幾乎不會跳出關於臺東的情報，有

時在使用社群媒體和其他都市的好友談天時，更是偶然會產生一種「不屬於世界上任

何一個地方」的錯覺，就好像被遺忘般，

因此「被現代所遺忘」，便是現在我寫臺

東時的第一個念頭。 

 

        被現代所遺忘的邊境究竟是好是壞?

有人認為被遺忘會使地方產業逐漸沒落，

最終走向滅亡，也有人認為被遺忘是保留

了最後一塊淨土，保存萬物生機，每個人

都有各自的看法，沒有誰對誰錯，畢竟 

「幸福生活不只在于豐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