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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轉眼間，「臺灣科學節《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已來到第四屆，又到了可以一探學子們天

馬行空作品的時節。本屆活動主題訂為「鯨豚與我」，希望孩子們了解這群生活在海裡的哺乳類「遠

房親戚」，也期盼學生能藉由閱讀走近海洋，並透過文字或圖像與鯨豚連結，不管是樸實地敘述鯨豚

的生態特徵，又或者是充滿想像情節，與鯨豚相遇的奇幻故事⋯⋯感謝每一位參賽者，你們的創作精

采了本次活動，也成就了這本作品集的出版。

　　2020年發生在臺東的藍鯨擱淺事件讓人印象深刻，而本屆作品中也有眾多以「藍鯨」作為主題

的作品，其中幾則優秀創作也從中脫穎而出：有透過鮮明色彩描繪藍鯨特別的攝食構造與食性的繪圖

作品；也有以文字敘述藍鯨在生態的重要地位，並反思人類與海洋的關係的文章。有不少同學在提及

自身接觸鯨豚的經驗後，省思人類該如何在親近鯨豚的同時，亦不打擾鯨豚的生活環境。也有諸多同

學在親眼見證海洋汙染的嚴重性後，提出自己已經實踐以及規劃履行的海洋保育大小行動。

　　海生館身為教育型博物館，多年來也持續思索如何藉由多元展示方式，兼顧展覽的教育性與多樣

性，希望在讓民眾一探海洋奧秘同時，亦能兼顧自然保存；同時透過研究解密海洋生物，進而運用研

究結果協助野外族群所面臨的生存困境。除了多年前寫下的〈白鯨宣言〉，承諾不再引進保育類野生

海洋哺乳類生物外，亦持續嘗試以標本、數位互動，甚至是水下直播等方式，讓民眾能以多面向的方

式認識海洋。海生館也不定期在Facebook等平台進行水下直播，期望透過科技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

讓民眾不必時常遠道而來，一機在手即可跟著海生館探索海洋。

　　本屆得獎作品亦如往例，將在本年度的《城市遇見海生館》特展展出，今年展覽來到了屏菸1936

文化基地，期盼透過孩子真摯的文字與童趣的繪畫，不只向大眾展現鯨豚的可愛，同時也科普鯨豚獨

特的生理與生態，我們也期盼眾多作品疾呼的海洋保育理念，能夠傳遞到參觀民眾的心中。

國 立 海 洋 生 物 博 物 館  館 長

館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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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錄

鯨豚與我⸺㈲
記2023第四屆臺灣科學節《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
文 | 海生館出版中心  林佳慧   　圖表 | 海生館出版中心  游文甄

　　自2020年起，海生館為鼓勵12年國教學子以「閱讀」探索海洋，每年舉辦以海洋為主題的「《奧秘

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2021年納入為本館臺灣科學節系列活動之一。本屆「2023第四屆臺灣科學節

《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累計877件投稿，將評選出76件優秀作品獲獎，以及由民眾票選出12件

人氣獎，並於九月中旬公告得獎名單。雖說獎項有限，難免有遺珠之憾，但每位同學創作的作品和傳達

的理念，皆是海洋教育日後研究與發展的寶貴資源。

　　本屆題目訂為「＿＿＿（鯨豚）與我」，配合海生館即將展出的藍鯨骨骼標本展覽，希望同學透過

閱讀深入了解鯨豚，藉由文學家、科學家筆下的文圖，認識鯨豚的形態與構造、對海洋生態的影響，還

有與人類的關係。也希望學子們在閱讀後得以反思，同理這群與人類有密切關聯的海洋生物，並在未來

生活中實踐保育海洋的行動。

　　而指定書籍因應本屆題目，選擇十本鯨豚相關主題的讀物，並涵蓋不同年齡層適合閱讀的書籍。包

含海生館出版之《奧秘海洋》指定期數，有關於白鯨、藍鯨、鯨豚演化等科普文章，以及以白鯨為主角

的漫畫；也從各出版社的書籍中精選出文學、攝影集、繪本等三大類著作，推薦同學進行閱讀。其中以

《奧秘海洋》96期〈我．白鯨〉最多人選讀，而《奧秘海洋》部落格也在徵稿期間吸引了近4萬次的線

上點閱，提供民眾接觸海洋科普的多元管道。而其次多人選讀的是《回家吧！小虎鯨安安》，讓眾多

學子了解鯨豚救援工作，以及認識「小虎鯨」這種跟虎鯨名稱相似的鯨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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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組】

《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

評審的話

王 浩 文  

德國慕尼黑大學  自然科學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  教授兼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主任

　　很榮幸有機會參與這一次「2023第四屆臺灣科學節《奧秘海洋》徵文暨繪圖活動」的評

審，在評審過程中，非常高興看到好多同學們在閱讀主辦單位指定的相關書籍或文章後，又

融入了自己過去的相關生活經驗，以短文方式呈現的成果。

　　從參賽同學們的文章中，除了看到大家用活潑、生動的文字，針對自己所選擇的主題

描繪屬於自己的成長歷程、生活經驗分享，或對於重要議題進行專業描述，更令我感動的

是，可以確實地發現與感受到，「海洋生物保育」這個議題，在臺灣從立法、推動、落實

到深入大家的觀念與生活中。過去這33年來，海洋生物保育的觀念很不容易地漸漸普及到

全社會，透過許多實際發生過、對於海洋環境或生物有衝擊的案例，更加引發了大家對於

海洋環境、海洋生物保育的省思，進而回頭去推動檢視、改善與落實等更進階層次的海洋

生物及環境保育的執行。

　　謝謝主辦單位，謝謝參賽者大家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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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鯨
與
我

　　紊亂的雨滴在窗外肆意潑灑，而窗邊掛著的虎鯨玩偶，在風雨的
鼓動下，不規律的搖曳出生機，那黑與白交錯的身影，便在紺青而無
星的夜空裡泅泳著。

　　夜雨紛飛，而虎鯨也在我的思緒裡紛飛。
 
　　首次認識虎鯨這種海洋生物，是透過幾張兒童讀物上的圖片。猶
記得那通體的黝黑，搭配上眼後極其惹眼的乳白色塊，像極了卡通裡
狡詐的江湖大盜。

　　年幼的我著實被這印在書本上的、嘴裡充斥小小刀山的「大魚」
嚇了一跳，而除了略顯兇猛的外表外，那本童書還告訴我，虎鯨有個
令人聞風喪膽的稱號「殺人鯨」。不過，興許是虎鯨的白斑點綴了牠
們如墨的風衣，瞧著瞧著，我竟也發覺虎鯨們那彷彿參加面具舞會的
貴族般冷淡高雅的外貌下，其實也有著幾分不易察覺的可愛。

 　　略長大以後，我開始從各種書籍、影音中，找到關於虎鯨的幾抹
身影。

　　網路上的各種資訊，不乏許多關於虎鯨的可怕之處的描述。而漸
漸地，在不知不覺間，我再看虎鯨的圖片時，竟望而生畏。

　　不過，後來的我在一本由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所著的《鯨生
鯨世》中，發現了虎鯨黑白色的、帶著微笑弧度的溫暖身影，而非是
先前殺手般的冷峻影像。
 
　　《鯨生鯨世》這本書中對於虎鯨著墨較多的篇章，便是〈黑與白
⸺�虎鯨〉了。

　　我看著作者與虎鯨的相遇過程，從因為天氣因素而略顯消沉的意
志，到虎鯨突然現身時的血脈賁張，文章的每一個細節，無一不在訴
說著，作者遇見虎鯨時的興奮與對於鯨豚的熱愛。

  
 

陳歆恩
臺南市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選讀
《鯨生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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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游泳，虎鯨也會游泳，我會玩水，虎鯨更是如魚

得水，如果有一天，遙遠的虎鯨與我能一同戲水衝浪⸺�

晶靈、睛靈、驚靈，鯨靈不只是精靈；天靈靈、地靈靈，

許下我的願望！

黃品謙
花蓮縣
南華國民小學

選讀
《鯨生鯨世》

虎
鯨
與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