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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的生態旅遊指南　　?劉克襄

瀛苑副刊

編者按：英文系將於十月廿一、廿二日，舉辦國際生態文學會議。這是台灣首度結合

生態與文學的會議。內容將以臺灣本土的生態文學為立足點，關懷在全球化的影響下

，包括科技、經濟、環保、台灣本土、原住民意識與「全球化」的種種互動。本文節

錄作家陳克襄即將於會中發表之論文5.90年代台灣生態旅遊指南的趨勢6.的一小節《

90年代初期的生態旅遊指南》，以響讀者。 

 

 

 

90年代初時，最早引發我興趣的旅遊指南是《三峽》一書。它是遠流深度旅遊系列的

開始。這本厚不過一百出頭的旅遊小書，以適於攜帶的小開本出版，顯見其以戶外實

用為考量的用心。之後，又陸續有《淡水》、《鹿港》、《基隆》等城鎮，乃至論地

質、地理景觀的《北部海濱之旅》、《台北地質之旅》等同樣開本、形式的旅遊指南

出版。 

 

這一系列以「小區域」為特色的指南，強調深度旅遊。強調緩慢的旅行。在製作上

，不論田野調查功夫，或者編輯過程的繪圖、圖解和文字內容都相當扎實，充滿精緻

和嚴謹製作的態度。當時，不少喜愛旅遊的作家都認為，對旅遊指南來講，它是國內

相當具有革命性的旅遊書。在當時重視吃喝玩樂的風潮下，這一系列深度旅遊像一股

清流，改變了80年代以來的休閒風潮。《三》書系列一出版後就有如下的好評： 

 

「這本書的精心策劃，除了涵蓋三峽的人文地理風貌外，也為台灣旅遊業所標舉的

“精緻與深度”，作了絕佳的示範。特別是年輕學子，動輒“單宿單飛“自助旅行

，《三峽》更適合推薦給有心”行遠必自邇“的知性旅遊者……」──莊裕安「牽動

全身的每一髮」。 

 

「《淡水》強調它在現代時空下，歷史橫面區性點破的旅遊方法；逐一從過去枯燥、

單調、餘文化的地方志裡抽煉，篩濾出重要的人文與自然景觀，給予活潑圖像化，把

那些學者、專家才有興趣的事物“還原”給民間……」──劉克襄評「開啟新視野的

旅遊指南」。 



 

綜觀後來相關的旅遊指南或圖鑑書籍的成績，這一支編輯團隊堪稱是台灣最嚴謹組合

的本土編輯群。但或許是編輯的系統出自漢聲雜誌，此外這一系列旅遊著重的範圍在

一個小鎮的整體文化特色，不在自然環境，在內容上無可避免地偏重於古蹟文物、風

俗物產的導覽。當時已經方興未艾的自然觀察並未太多著墨。縱使偶有觸及，不過一

二篇章，在知識的引領上亦未見活潑，兼及實用。 

 

唯值得一提的是《北部海濱之旅》、《台北地質之旅》。這兩本書光看書名即知是以

自然生態為主題，有別於其他幾本的內容和風格。仔細翻讀內容，作者都能將過去生

硬的知識，以淺顯的解說、圖解，生動的敘述表達出來；而且考慮到實用性，列舉了

相關的環境和旅行的步道。這兩本書的功能早已超越旅遊的範本，具有教科書的實用

價值了。 

 

有趣的是，一般讀者對這系列深度旅遊的反應卻不見熱情。在人文風物的解說上，因

為過於翔實，原本用心敘述的美意，意外地竟成為旅遊者美麗的負擔。究其本質，畢

竟旅遊者期待的是身心休閒的放鬆，仍舊偏重感性的直接接觸。旅遊者或許希望有些

知性，卻沒有多少人喜愛旅遊時像上課一樣，還要背負知識的包袱。這一系列指南儘

管叫好，一時卻不見得叫座，猜想不脫這個因由。對台灣的旅遊品質來說，它們是提

早出版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