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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彭紹恩、陳君夷     整理報導／陳君夷

與戴昌鳳老師聊珊瑚

 趁「第七屆兩岸珊瑚礁研討會」的空檔，我們很榮幸邀訪到戴昌鳳

老師，覺得對珊瑚的認識一下子增加了半甲子功力啊！以下是一個

小時的談話整理，內容實在太精彩很想全文照登，但礙於版面，精

選一些與大家分享。

戴昌鳳老師 小檔案

美國耶魯大學生物學博士。從事臺

灣珊瑚礁生態研究三十餘年，潛水

足跡遍及臺灣、離島及東沙、南沙

太平島及世界各大洋等。曾任臺大

海洋所所長，發表論文百餘篇，專

書數本。著有「台灣珊瑚礁地圖」

（天下出版）、「台灣珊瑚圖鑑」

（貓頭鷹出版）等書。

Q 老師當初是如何選擇踏入這
個領域的呢？

A  其實也不是選擇，我考上臺大海洋研究所碩士班的時候，

剛好核三廠正在興建，墾丁國家公

園在規劃階段，都需要人做珊瑚生

態調查，我在臺大海洋所的老師，

他的專長是鮪魚資源研究，對於珊

瑚了解甚少，但是當時國內需要有

人做珊瑚生態研究，他接了這兩個

計畫，一個是核三廠的珊瑚生態監

測，另一個是墾丁國家公園的海洋

資源調查，重點都是珊瑚。那時候

會潛水的學生很少，當老師知道我

會潛水時，就直接指定我去做那兩

個計畫。那時候在後壁湖有一個臺

大海洋所的研究站，於是我整個暑

假就住在那裡，每天騎著摩托車，

帶著潛水器材，到海邊做珊瑚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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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早的珊瑚研究紀錄─臺大海洋所
專刊 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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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攻擊對方。另一種方式，就是有些

珊瑚會把身體內的腸繫膜絲吐出來覆

蓋在對方珊瑚體上，把對方的組織消

化之後再收回來；這些通常在晚上發

生，有時候隔天早晨還可看到白白的

東西蓋在對方珊瑚體上面，但只有石

珊瑚會翻出腸繫膜絲攻擊對方，軟珊

瑚不會。

Q依老師30多年的潛水經驗，

目前水下生態環境與從前落

差多大？

A差太多了，真的非常多！最明

顯的就是魚類，以前我們所看

到的石斑魚都很大隻，相當常見，而

調查，一天大概游數百公尺，就這樣

把整個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從後灣到

南仁的珊瑚礁都調查一遍。

Q臺灣最早的珊瑚研究紀錄為

何呢？

A在我們開始研究珊瑚之前，大

概是1972年左右，當時臺大海

洋所剛成立不久，就有夏威夷大學和

關島大學的學者來協助推動臺灣的海

洋生態調查，第一個目標就是恆春半

島海域，成果刊載於「臺大海洋所

專刊」的第一號。當時國外學者希

望能帶領國內學者繼續做海洋生態研

究，可惜當時參加的老師沒多久就離

職了，只留下一些珊瑚骨骼標本。由

於以前沒有網路，文獻很難找，也沒

有彩色圖鑑，因此我剛開始作珊瑚就

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經由不斷比

較珊瑚活體和骨骼特徵，慢慢找出線

索，一直到1980年代後才陸續有比

較完整的澳洲大堡礁珊瑚分類文獻出

版，才開始做有系統的整理。

Q老師今天演講中有提到珊瑚

會打架，是怎麼個打法呢？

A珊瑚礁的空間有限，為了爭奪

空間，珊瑚經常打架，但通常

發生在夜晚，因此牠們打架的過程不

容易被觀察到，我們多半是看到打完

架的結果。珊瑚有不同的打架方式，

攻擊性比較強的珊瑚，會用牠特化的

掃把觸手或是掃把珊瑚蟲打對方，這

些觸手或珊瑚蟲會伸得比一般的長很

多，而且有特殊的刺絲胞當武器，用



▲臺灣珊瑚多樣性高，是極珍貴的自然資產。拍攝於綠島大白沙（照片提供：戴昌鳳；2006年1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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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少看到了，可說幾乎已被捕光。

整體說來，過度捕撈和環境污染可說

是造成墾丁珊瑚礁生態系改變的主要

原因。

Q可以跟我們聊聊小琉球這幾

十年來的變化嗎？它從嚴重

被破壞，到現在居民自覺的保育行

動，這之間是怎麼轉換的呢？

龍蝦的差異更大，我民國68年在後壁

湖潛水，我們老師很喜歡去一個海底

峽谷，峽谷底部有個洞穴，龍蝦就停

在那邊滿滿的！像松山機場晚上的停

機坪一樣，那時候的龍蝦每隻都有好

幾斤重，可是現在幾乎都看不到了。

以前潛水也經常可看到大隻的夜光蠑

螺和大法螺，但是在1990年代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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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珊瑚多樣性高，是極珍貴的自然資產。拍攝於綠島大白沙（照片提供：戴昌鳳；2006年1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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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積物覆蓋在珊瑚表面，使珊瑚窒息

死亡，導致珊瑚覆蓋率大幅降低；後

來，小琉球發展箱網養殖，更是雪上

加霜，殘留餌料和魚類排泄物造成珊

瑚礁生態系改變。大概從民國75年開

始到95年，小琉球的海洋生物資源一

直在谷底徘徊，漁民的漁獲減少，觀

光客減少，當地居民收入也少了，可

A 在民國60至70年代，小琉球可

說是相當繁榮的離島，觀光和

漁業都很興盛；但在當時漁民用盡各

種方法捕捉珊瑚礁魚類，並且採取珊

瑚當飾品販賣，造成整個生態系逐漸

破壞，還有來自高屏地區的土石流和

污染物質，經由高屏溪輸入海中，其

中很多都沖到小琉球海域，帶來泥沙



▲戴老師於墾丁南灣潛水調查時的英姿（照片提供：
戴昌鳳； 攝影：蔡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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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海域生態保護區」的設置，

依規定是完全禁止人為干擾的海域，

但很可惜並未落實執法和管理，一般

遊客和漁民幾乎都可進入，毫無保育

效果，因此珊瑚礁保育最重要的就是

落實有效管理。此外，陸地的治理也

很重要，因為珊瑚礁海域的污染幾乎

都來自陸地，有效的管理陸地上的開

發和污染排放，其實就能大幅減少對

珊瑚礁生態系的衝擊。

Q臺灣研究珊瑚的人多嗎？

A跟外國比較起來，在臺灣從事

珊瑚研究的學者和學生其實很

少，主要因為工作機會少，當然它也

有代代循環的原因。例如在以色列，

他們的珊瑚礁海岸總共只有16公里，

人口少於850萬人，可是他們國家從

事珊瑚研究的學者有50人以上，學生

有數百人；相較之下，臺灣的珊瑚礁

海岸至少數百公里，人口超過2300

說是相當蕭條。

    後來一些返鄉和在地青年開始反思，大概從民國95年起逐漸發展出自覺

性的保育行動，直到現在海洋生態已

逐漸恢復生息，遊客也增加了，這是

很好的現象，但是未來如果沒有妥善

管制，也可能重蹈覆轍。當然現在居

民對環境保護和生態保育的意識都已

提升，顯然是往正面的方向發展。這

個例子告訴我們，當經歷一段長期的

低潮，民眾就會警覺到保育的重要

性，國外的很多例子都是這樣，因此

如果要落實海洋保育，當地民眾的自

覺和積極參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

靠海巡或警察執法，其實是不夠的，

當地民眾如果把自家附近海域當成自

己的資產或“水產銀行”，了解需要

保護才會有漁獲和觀光的利息收入，

就會積極投入保育工作，這是最有效

的保育方法。

Q全世界目前對於珊瑚

保育的趨勢是怎麼樣

呢？

A基本上就是“設立海洋

保護區”，減少人為干

擾，尤其是禁止進入的保留

區，像澳洲大堡礁，它以前

的保護區，大概只有10%面積

是真正完全禁止人為干擾的

保留區，幾年前他們已經把

它擴大至約40%，這些珊瑚礁

區完全禁止人為干擾，只有

少數科學研究者，經申請後

才能進入。臺灣的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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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般民眾大概很少了解臺灣周

圍的海洋！二十幾年前我帶一

些碩士班學生去澳洲開會，在海邊走

一趟，和當地小學生對談，才發現我

們碩士班學生對珊瑚的了解竟比他們

小學生還少，這是讓我感到很汗顏的

事。澳洲學生從小就接觸很多海洋和

珊瑚相關的信息，而我們的學生是在

進入碩士班之後才開始認識珊瑚，當

然落後很多。事實上，我們的中小學

教科書裡面，即使是高中地球科學教

科書，都很少提到海洋或珊瑚礁相關

的知識，天文方面的篇幅都比海洋多

很多，對於四面環海的臺灣來說，這

是很諷刺的事情。其實臺灣民眾很容

易接觸到海洋，可是我們卻對周遭的

海洋都不了解，從各級學校的教材裡

就很少提到海洋，即使濱海學校都很

少從事海洋相關的教學活動，這是相

當離譜的事情。因此，增進社會大眾

對海洋的認知，應該從基層教育做

起，比如說墾丁地區的國中小學生，

如果從小就建立他們對於自己周遭海

洋和珊瑚礁生態的了解，將來要推廣

海洋保育就很容易，因為他們就會自

動自發的去保護自己的海洋、自己的

家園。

萬，可是真正從事珊瑚研究的學者不

到10人，學生則少於50人；追根究

底主要原因是臺灣教育體系長期以來

的陸地思維，臺灣雖然四面環海，可

是海洋從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例

如國內各大學的生命科學系所都以從

事陸域生物研究為主，很少人從事海

洋生物相關研究，教出來的學生當然

也以從事陸域生物研究為主，如此一

代代循環，從事海洋生物研究者始終

都是少數。反觀日本、澳洲等海洋國

家，他們國內的生命科學相關系所，

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學

者從事海洋生物相關研究，如此教出

來的學生就有相當多的海洋生物研究

人才。因此，臺灣如果要改善海洋人

才培育不足和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需

要有遠見的高層教育掌舵者，在教育

政策上做基本改變，從基層教育增加

海洋相關師資和教材做起，使學生多

認識海洋環境和生物，如此經過十或

二十年之後，或許可讓臺灣陸域與海

域生物的研究有比較均衡的發展，民

眾對海洋也有較多了解。

Q我們住在一個海島，但對海

洋的了解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