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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台湾》

内容概要

在台湾旅行，从不会生腻、乏味。不必担心保存期限，更不会过期。台湾各小镇小城的没落、挣扎，
或者它们的热 闹、温暖，此回，都想经由“里”的亲密漫游，跟大家一起分享。- 刘克襄
不论行走百年地景、小村小镇，或是采采乡野，他都一直在寻找一个最贴近当地的角度，烙印这片土
地的铭记。赏鸟时，它是候鸟交会的驿站。倘若漫游台南府城，那是五个圆环，以此为核心一层一层
包围，不仅蕴蓄了古都的街景美学，台南人的生活巧思也镶嵌其中。又如流连淡水老街，则是一家面
包店、一间二手书屋，让淡水继续吐露憧憬。或者在东石，密密麻麻的蚵架像方形图阵的诡异密码，
仿佛搭乘航天飞机驶抵未来的某一星球国度；而当你轻咬当地的小吃蚵仔包，澎湃十足的海洋风味，
又将你拉回现实，蚵田蚵海蚵屋蚵的人生尽在其中⋯
全书以“百年地景”为起头，发掘台南府城、淡水、阳明山等经典地标的另一面；接续是“小镇流光
”，从垦丁到九份，一路向北，于风情小镇的旧时光中溯游；最后由“采采一方”压轴，走访偏远渔
港，车站，离岛⋯ “里”是此次行旅的关键词，近乎“亲密”之意。可以和现今蔚成风潮的轻、慢、
小，更进一步对话，激荡更多生活的趣味和巧思。这一切淬炼成这本私房旅行手札。以对岛屿的关怀
之心，由生态、乐活、环保、社区营造、城市规划等角度切入，一步一步用脚走出风景，一笔一画绘
出有温度的漫游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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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台湾》

作者简介

刘克襄，台湾自然书写领航者，漫游达人，生态保育工作者。习惯摊开地图，寻找富有创意的漫游路
线，或者尝试推翻旧有的思维，摸索出一种率性和单纯的满足。年轻气盛时，经常骑着“野狼125”驰
骋四方。那时山刀、望远镜、相机、画簿和笔记本之类配备，几乎样样俱全。走访之地多是岛上的 湿
地和山林，旅行心境很接近十九世纪博物学者深入异地，充满探险的乐趣，崇拜的也都是这类勇于奔
赴异地的人物。得子后因孩孺的牵绊，开始探索住家附近的闲置野地。囿于一小方天地，仍有万般发
现，总是急忙记录和绘图，不减狂热的心志。当孩子渐长，带他们访野地、溯小溪、眺大海、搭火车
、逛小镇⋯⋯旅行的视野除了自然，逐渐增添生活的气息，晚近菜市场更是走访乡镇必逛之处。现在
继续背着背包，不停地走路，看山水风物，看台湾的内里，也照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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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台湾》

书籍目录

百年地景
高雄只有一座柴山
永远的台南府城
阿里山花事掠影
红茶照明潭
站在台中最高点
流浪之外的淡水
还好，还有阳明山
不一样的太鲁阁
三角形的花莲
知本重游
小镇流光
迷路的垦丁大街
35 路的旗津半岛
南鲲对面的小渔村
意面、蜂炮之外的盐水
东石的青蚵生息
别在集集下车
台湾第一镇，员林
和犁头店一起老去
内湾的美丽与哀愁
走路到九份
平溪线的缓慢
采采一方
不存在般的小琉球
回到过往的左营湿地
北港火车回来时
偏远的大城
桃米生态村
桐花下的挑炭古道
朝阳渔港的下午
七星潭的太平洋
小站旁的五味屋
遇见美好的池上小镇
走过阿朗壹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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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台湾》

精彩短评

1、刘克襄是纪录片《鸟瞰台湾》的撰稿人，是在地人的视角，关注生态、自然、环保，同时又有台
湾文人的文艺与温柔，做导引不错，但对每个问题都是浮光掠影，不深入，散文的通病
2、这么贵，是有几好？？？
3、看完都不想去了 太平淡了
4、如果当初去台湾时看到了这本书该多好，不过没关系，可以带着《里台湾》再去！
5、没读完，觉得有点无聊。
6、台湾本来就该这样游。从里到外，而非从景点到景点。
7、平淡无奇的一本书，或许如黑白照般有韵味，但是乍读下来并不引人入胜，暂且搁笔，待旅途归
来，自己会有怎样的故事
8、在刘克襄笔下，仿佛看到了我游过的台湾，每一处的描绘都很贴切，情感也真实得令人心疼。
9、提到许多去过的地方。台湾是一个难忘的地方。
10、台湾的自然之美，风土人情，都值得纪念书写。
11、很多很难去到的有趣角落。生态、环保、城市建设，不止风景。是真正在地人的关怀。想再去台
湾了，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走过。
12、没去过台湾。却为台湾感到庆幸，有这么些人用心发现她的美，并竭尽全力去保护。
13、图书馆浏览
14、比《少年绿皮书》好，然保育启蒙者角色甚重，不自觉中常有优越之感，是其可憎一面。
15、时有金句的旅行手账，然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吃货，去台南竟然不吃虾仁饭，哼哼。（更喜欢《
少年绿皮书》）
16、还可以吧，但感觉思路比较发散
17、备战GMAT的时候在图书馆看见的，因为书脊特别好看所以心心念念等考完了GMAT借来看。唔
但是看完还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吧，虽然文笔很好，书的设计很好，但是可能是因为写的东西很平实，
总让我觉得读了之后没有一种强烈的触动，也没有想去台湾旅游的特别强的愿望。另外，可能因为作
者自己本身职业的原因吧，总是在谈环保啊现代与传统啊，如果只是一两篇真的还好，但如果每一篇
都在结尾的时候讲这个，读起来真的会疲倦。
18、装帧很别致，内容很一般。
19、不如舒国治写的好
20、看景不如听景
21、笔墨重心不在小吃，不在线路，不在景观，甚至不在历史，只是与阿里山门口这一株经年老樱花
树谈论她这些年的花色；步道与观鸟台，还是太游客视角了⋯⋯高雄只有一座柴山。（弹幕：如何开
发，真是可以从这本书里得到经世致用之处）。念兹在兹，没法当游记看。刘作家对徒步、野趣的推
崇里，是几十载过往的念想乌托邦。书的设计，清淡文字，手工地图，明信片上手写体带了拙意的句
子（插图），配上陈明章的曲子《流浪到淡水》，翻到内页老照片花莲的公正包子店（N载未变的模
样，上一次站在门口排队，然后坐下来吃早饭），就完全缴械在这种幽幽的回味里了。但，对读者（
过客）而言，窗外一阵风过来，仿佛来自随处可以停靠的一只船上的帆裹过的各种风。如果台湾自助
游，这本书加上纪录片《打拼》，不妨作为个人自动配置。
22、想去台湾了。
23、文字华美而不失简练，景点虽多而各具特色，阅读中仿佛身临其境，一个富有人文色彩的台湾栩
栩如生地映在了脑海里。比余秋雨之流的泛泛游记不知好了多少。
24、没有讲景点，也没有写耳熟能详的地方，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节奏晃悠。但是文字比较差，读起
来索然无味，比不上之前初读铁道旅行的清晰逻辑，和饱满的文字及感情
25、脚步也好，镜头也好，重要的永远是正在行走正在观看的那个人；在这本书里，时光变得很慢，
很慢，很慢，慢得让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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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台湾》

精彩书评

1、李宗盛唱过一首歌叫《鲸》：“每年冬天你们从北方来，定居在温暖的热带，生下你们的小孩；
每年夏天你们回北方去，漂泊在冰冷的北极，四处捕捉小虾鱼⋯⋯”而歌词作者正是台湾作家刘克襄
。念及这可爱的孩童视角版的语言，也就完全不奇怪这个大男人为什么会对信天翁着迷到如数家珍的
境地，会和都市转角里的那些流浪狗对话，会流连菜市场探寻食材的脾性水果的身世，还被大家公认
为是“自然观察解说员”了。刘克襄，绰号“鸟人”，“山人”，常年行走在山野乡间，博物学家，
生态保育工作者，而这些奇怪的头衔和疯狂的举动其实共同指向了一件事——他是一个有野趣的人，
一个接地气的人。久久浸润于大自然，给刘克襄带来了种种神秘的灵感与启示，就像“里台湾”这个
书名的由来，也是因为他在台湾南部乡下走访一家制作酱瓜的腌渍工厂时，打开了一罐封藏多时的老
瓮，霎时感觉，旅行就如这瓮里乾坤，食材在瓮里逐渐脱水发酵历经微生物的转化最终酝酿出独特的
风味，而在台湾的旅行，也因为“里”的酝酿，呈现出繁复迷人的风貌。而这个“里”的酝酿，恐怕
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耐心。刘克襄从年轻时就每年都要绕行台湾岛两三回，几十年来足迹遍布台湾的
小镇小城，他知道什么时节的清晨从哪一条路走到九份距离最短且最能感受北地的情绪；他知道阿里
山的樱花分为哪些品种、甚至知道哪种鸟最喜欢到哪种樱花下觅食；他知道台南之所以最适合步行游
览，其实都源于它不同于一般城市的五个圆环放射出去的城市格局，他知道池上人拥有比其他乡镇居
民更多一分的由稻米而生的独特自信⋯⋯他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台湾这座岛屿大大小小许多个面向，每
年台北文学季都会请他来担任文学地景走读活动的领路人。刘克襄始终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即便书
里写到的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阿里山、太鲁阁、花莲、垦丁，可他文字摄影绘图构建的立体导引下，
还是会更加多出“里”的迷人。“里”是一种内敛和沉淀，“里”是深入的脉络梳理，“里”是微妙
的情绪变化，“里”是安于在地的体验，《里台湾》所呈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台湾。对多数旅行
者来说，幸福就是这样的：窗外，面朝大海，桌前，味蕾大开。但是，你不大可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别
人没有发现的独享整座璀璨星空的小镇，或者吃上一家只有本地人晓得的私房美味，因为对刘克襄来
说，旅行不是为了汲取疗愈内心的力量，旅行不是为了从烦躁的生活里喘口气才出发的，旅行不是姿
态更不是目的，而只是借以接近和观察自然的途径。旅行，就是为了和自然真诚对话。人生最难的是
找到方向，旅行也是。所以我其实很羡慕刘克襄这样坚定又不懈的旅人，即便看似只是在巷弄与巷弄
里漫步，也从不会迷失。因为无论是他早期的观鸟，高山古道的探查，还是后来的老街漫游，11元的
铁道旅行以及无数次的环岛游走，其根本，都是刘克襄不遗余力地在向读者介绍和推广他对大自然和
台湾这座岛屿的观察和喜爱，这样一种素人般的旅行美学，几乎是和当下追求虚华情调的旅行风潮的
对抗。而同样身为散漫晃荡的旅人，刘克襄也和舒国治那种知识分子的文艺流浪气质不同，他的旅行
中更有一种憨憨的纯真，就像还会在镜头前比画V字手势那样，总是一副生龙活虎背包就走的状态，
即便年纪很大仍保持着对世界的无穷好奇心。事实上，比起读完这本书后收获的那些新的富有创意的
人文漫游路线，那些微观宁静鲜为人知的宝岛风景，这个四处游走的大叔身上所包蕴的那种从不自我
设限的开放性，那种无论多大年纪都敢于探索未知的勇气，那种终身在自然中学习的能量，是更让我
觉得珍贵的养分。书评人 周璇原刊《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7月4
日B08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07/04/content_585523.htm?div=-1
2、文｜秋风江上在《里台湾》中，在台湾生活了近六十年的漫游达人刘克襄像一个好客的老友，向
读者介绍台湾每一处风景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特色小吃，及人文风貌。娓娓道来，有喜悦，有自
豪，有惋惜，有伤痛，毫不隐晦。品读此书，读者在欣赏坦诚美妙文字的同时，亦能触到作者质朴的
情感。1957年出生于台湾的自然写作者刘克襄，关心鸟类、生态、动物、环保等。身为“自然观察解
说员”，他从事自然观察、历史旅行与旧路探勘数十年。台湾是刘克襄的家乡。他在那里生活了近一
个甲子。他热爱旅游，每个年代都会绕行台湾两三回。在他看来，在台湾“ 旅行一如腌渍的瓮里乾坤
”。游得越多，感味就越浓。因而，他对台湾的了解是“里”的，而非“表”的。这种“里”是一种
质朴的热爱。也因此，刘克襄的游记散文不同于文人骚客般的多情，也非历史学家般的考究， 更不像
那些走马观花的游客那般轻浮。他用朴实筋道的文字，描写叙述风景的个人感受。一座山，一湾水，
一个小镇，一种小吃。时而沉醉其中，时而清醒地看待。因为熟悉，在《里台湾》中，才会有“在府
城并不适合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最适合的方法就是走路”的直白，才会有 “走这段猫兰山，若不涉猎
这段红茶的起落，仿佛进入森林，不见各种鸟兽”的感触，才会有“每次去台南，都会去吃肉燥饭，
假如没有吃着，那一回等于没去”的断言。因为喜爱，才会有“马路和马路斜角的交会，巷弄和巷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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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台湾》

迂回的相遇，或者大街与小巷的萦绕邂逅，不仅蕴蓄了台南古都的街景美学，台南人的生活巧思似乎
也由此应运而出”的诗意，才会有“这一诡异的热带植物，又名雷公枪，平时是看不到的。唯有春日
雨水渐丰，滂沱大落时，平日深隐于地下的根茎，才以发芽的状态，自然间快速地冒出地面神奇地长
出一两米的花株”的精致。因为惋惜，才会有“一切为观光产业，环境永续摆一旁。混乱而失序的政
策，要把日月潭的自然美景破坏殆尽，形成负面的旅游教材”的埋怨（《红茶照明潭》），才会有“
百年来，我们的接触着重于自然山水的壮丽，却疏忽对此地群族的关怀”的悲悯（《不一样的太鲁阁
》），才会有“在老街日益商业化的内涵下，这家面包店的异质存在，无疑很具启发性又或者如小小
的独立书店，有河book的出现”的欣喜和期待。刘克襄漫游台湾，绝不是在消费风景，而是在感受人
与风景的和谐，感受时代的步伐。这是对美好家园、秀丽景色的自觉维护，温暖而深沉。尽管时代变
迁， 使得台湾不少小镇小城在没落、挣扎， 而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不少美丽的景色失色，作者对
故土流露出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情感。 但他并没有失望，尽管有所怨言。他对故乡的爱，对希望这片
土地拥有更好的未来，文字之间，真情流露。因而，他说：“ 在台湾旅行，从不会生腻、乏味。不必
担心保存期限，更不会过期。 ” 
3、提到台湾，那总是我想去的地方。在那些看过的台湾小清新影视中，对台湾的印象是如明信片般
的静美。它是《海角七号》中恒春的海滨和风吹沙观星草原，白色小房子和蓝色大海，蕴含着浓浓南
台湾风情的山海渔村；它是《练习曲》里骑车环台湾岛的沿途风景和途中形形色色的台湾居民，记载
着当地人对家园纯朴的热爱；它是《夏天协奏曲》中金门的候鸟、高粱酒、沙滩的海风和夏日青春纯
美的记忆；它是《台北飘雪》中诗意盎然一眼宁静的菁桐古镇；它是《这里发现爱》中诸如阿里山、
日月潭、垦丁的著名风景区和大街小巷的特色美食。读到刘克蘘的《里台湾》，便起念想带着这本介
绍台湾风景的书，去台湾旅行。刘克蘘先生的称谓较多，漫游达人、自然诗人、旅行作家。在这本书
中，我见到的，是一个有着温静的心，抒写着台湾地景的记录者。他写“里”便是想把眼中的台湾，
心中的台湾，写到里面去，写到那些难以洞彻的美好里面去。这本书是安静内敛的，连它的用词用语
都不讨喜不华丽，但却能在这种平淡中，看到一束摆放在时光角落的光影，任由人随时随地，取之回
忆，想念。《里台湾》里，每写到一个地方，都有几张专属于那个地方的风景照片，更有 “百年地景
”印章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那些短短的只言片语小心情小情怀，让每地每景都被写满遇见中的每一丝
小小的美好。“阳明山是一座诗的山，也是最多水手流浪的地方。”“真幸福，我在旗后燈塔観看，
大船出港。”“快過年了，员林的小朋友也出来逛街。” 刘克蘘传递出来的这种赤诚欣赏心，是一种
开怀拥抱每一处风景的可爱心境。然这本书正文描写叙述地景的文字，作者却是很少带用自己心情去
写作的。他都是在尽力还原当地最真实的面貌形象来记录，是那种多次踏足顿足或生活在那里的人才
有的陌生熟悉。因此《里台湾》中的台湾，是热闹的，是清静的，是温暖的，是期待被人发现的。“
曾经喧嚣，曾经寂静。在小村小镇游荡，随性邂逅人情世俗，感受岁月流转。偶然一个转弯，或有灵
光乍现的风景，让心思好好地沉淀，在此领悟这片土地的定位。”台湾的小镇流光，书中的日出日落
，古色古香的民宿老街，穿梭在小镇郊区的火车，都让台湾地景蕴藏着满是文艺的灵光，难怪《千与
千寻》的布景灵感也是来自于台湾。看了《里台湾》，我更加向往与台湾有一次漫长的亲密相遇。“
不会生腻、乏味，不必担心保存期限”，台湾，我也想，亲见到，你的里！
4、游记一向少看，有这些时间看游记，不如背包游行。山川大海，高山海洋，又有哪里不能去？因
为，带着一颗骄傲的心，不看游记，只写属于自己的故事。《里台湾》是第N本拿起的游记，却是唯
一一本看完的游记。初见这本书，便被封面美到。读点东西的人，都会被他的封面美到。线装装帧，
古朴、典雅的封面，编辑在这本书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一页一页翻去，书香满溢，香气怡人。这是一
本作者珍爱、编辑喜爱的书，我甚至有点嫉妒，人不如书，真的不如书。世人常见与萌物争宠之人，
我这种与美书争宠的，倒是独一份儿。扯远了。初遇刘克襄，却不是《里台湾》。记得不久之前，翻
过他的一本小札记《十三颗小行星》，被文字感动。午夜无睡意，竟看了一个通宵，看完了整本书，
之后念念不忘里面的亲情、感情、台湾情。刘克襄是个真心爱台湾的人，他的爱，都倾注在了他的文
字里。“伫立茶改场最宜眺望日出，似乎也看到一个产业和风景的新希望。再往前行，山势略陡，锡
兰橄榄老树夹道巍然林立。登顶处海拔逾千，远远几座著名大山，诸如九份二山、集集大山，庞然高
耸，由此鸟目更是心旷神怡。”《里台湾》便是如此，随笔寥寥，登山、赏樱、观花、望川，我随刘
克襄走遍了里台湾，不觉得累、不觉得乏，但觉心旷神怡，浑身通透。他的文字似有魔力，吸引着你
与他同步前往。他在看，你也在看；他在笑，你也在笑；他在吃，你仿佛吃的人是你。电影中，常有
虚影手法，表现人在灵在的状态，而我看书的感觉，便是如此诗情画意，怡然自得。仿佛我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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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影，随主人之意行走。若《里台湾》仅仅是这样一本游记，也就不值得我说些什么了。好在，它不
是。刘克襄对于城市历史、市政环保，是心心念念的。初看《里台湾》，是游记；次看《里台湾》，
是历史演义；三看《里台湾》，是环保主义者的环保手记。“在毫无节制的观光建议下，生态环境遂
遭到大肆破坏。最直接的危害，应该是每天载着观光客奔驰的游艇。原本无浪的日月潭，不断出现浪
潮侵蚀岸边。一些建筑边坡长期遭受侵蚀，崩塌愈发严重。每天挤入上千人的新型豪华旅馆，不少暗
管污水直接排入谭区，更是潜在的环境威胁。”大陆人写游记，记录的心情，刘克襄写游记，记录的
却是自然。作为环保主义者，他心心念念的是老城市的保护、自然环境的安然。我联想到的是云南。
至今未去，却听归来的朋友诉说那里的情形，一听便知，那里也被旅游开发搞得乌烟瘴气，商业意味
浓厚，却再也不见古朴的风景和安静的山间小道了。有时候，不禁觉得矛盾，究竟旅游拯救了我们的
经济，还是旅游毁掉了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我从不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只要轻轻地来，轻轻地走，
带走自然的气息，不留下太多人为的印记便可。刘克襄在书里，那些淡淡的担心，我都感受到了。他
是轻描淡写的，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烙印。曾去台湾，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但书呆子到了台湾，
一没去吃小吃，二没去观海、看山、看水，却泡在台北的小书店里，一泡五天，及至要走，默默可惜
。或许以后再有了机会，我还能再去一次台湾，这一次我要去台中、台南走一走，带着好心情，带着
刘克襄的《里台湾》。
5、文/惊蛰小白毕业那年背包去厦门旅游，去了胡里山炮台。炮台东面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我倚着铁
栏杆，顾不上一手铁锈味儿，面朝大海情怀万丈地喊了句：“台湾，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啦——”这一
举动无疑引来了其他游客侧目，于是大家默契地笑成一片。那就是我距离台湾最近的一次，好像只要
插一对翅膀，扑腾两下，就能穿越海峡。其实，我并不真的了解台湾，我了解的或许只是教科书里那
个孤独的岛屿，只是台湾偶像剧的说话腔调，只是康熙来了里调侃的尺度，只是鸡排奶茶凤梨酥那些
流行小吃，又或者只是台湾导演镜头下色调泛黄泛旧的街道小巷，还有机车突突突的声响。然而在刘
克襄这本《里台湾》中，台湾不见了，我此前认识的台湾不见了。他笔下，并非旅行记述或是游玩攻
略，而是私人化的“地方作息的感怀”。他写一些地方美食，但并不教你如何逛吃逛吃，比如在《东
石的青蚵生息》里，他写蚵仔包精致内敛，蚵嗲粗犷于外，“一个似福袋，一个如飞碟，都从那无数
星罗棋布的蚵田带来海洋的生息”，这样的表达真有意趣，寻常情况下，人们哪里会把天外飞碟和一
道小吃联系在一起呢？所以说，作者描绘的是一种情境，一种想象，是把一条历史人文的脉络，随性
地指给你看：喏，这里就该这样。你看，“蚵壳积成小山，仿佛是小村唯一的丰饶。”他笔下的，是
大部分读者无法体验，无法触摸到的台湾，是若非经过若干年生活文化浸淫，就无法感知的幽微的审
美解读。我贴上去，睁大眼睛仔细看，却永远只有旁观的份儿，无法融入其中。这种无法快速获得的
感受，因时间沉淀而不可复制，也就极易勾起人的羡慕和向往。比起他在自序里用老瓮渍物，比喻他
在旅行中对台湾贴地般的观察和解读，我更喜欢他在《站在台中最高点》的一种说法：Hotel ONE像
一个界碑，若由火车站往七期重划区行走，经过这里，就是另一个新的台中。我站在界碑的位置上。
作者的视角和立场，大多是站在新旧变化的边缘，向内里看，向过去看。阳光照出了事物的阴影，他
则立在分割黑白的一线上，看着旧日时光远去，心中是明知道不可逆转，却难消无奈，是明知道不可
留恋，却仍旧怀念，也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走过自然和历史的交界，走出更多土地的关怀
。一代一代走过，生命就会记取，烙印着这座岛屿重要的铭记。”若哪一天，我真的踏上了前往台湾
的旅途，那我的背包里，该着有一本《里台湾》。
6、文/夏丽柠“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
蕉、玉兰花”。每当听到台湾原住民歌唱家胡德夫面朝大海波涛，边弹钢琴边唱那首《美丽岛》时，
我的眼眶都是湿湿的。小小岛屿、顽强生命和百年地景，构成了台湾人民热爱美丽岛的全部情愫。对
于《里台湾》的“里”字，刘克襄试图从很多视角解释它赋予台湾的意义：变化、内敛、体验、趣味
和亲密。他说，“看着老瓮漆黑无限的里面，我无从叙述那难以洞彻的美好。好像只好一个‘里’字
，即足以说明一切”。我以为，里台湾，就是走进台湾，打破以往的视觉界线，用心去体会一个你从
未见识过的台湾，与它建立一种亲密关系。刘克襄是台中县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在“土地”上
。数十年来坚持自然观察，著有《野狗之丘》、《风鸟皮查诺》、《11元的铁道旅行》等著作，曾获
得吴三连文学奖、台湾自然保育奖、中国时报叙述诗推荐奖和台湾诗奖等。在自序里，刘克襄说，“
书分三辑，百年地景为起头，接续是小镇流光，最后由采采一方压轴。三个篇章的城乡、郊野，多半
是读者熟稔之处，纵使未去过，想必也都有耳闻”。那么，就让我们跟着“刘导”一起，对即熟悉又
陌生的台湾，来一趟纸上神游吧！素有台湾“自然观察解说员”之称的刘克襄，必然令我们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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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多山，高雄的柴山似乎是最孤单的一座，可它的大气却代表了高雄的气质。“什么样的山，造
就什么样的人”。一座山就代表一个城市，这样的山与城与人的关系，好像只有台湾才会有吧。“高
雄的环保人士认为，柴山不只是一座山，还是南部环境生态保育运动的发源地”。只有一座城真正融
入居民的血脉，它才会有生命。高雄人爱柴山，就像台湾人爱台湾一样，这里的人怎么可能不保护环
境，不创造城市文明呢？“百年地景”里提到的阿里山、太鲁阁和花莲等地，令我们在樱花与鸟、茶
树与水、老街与城的氛围中感受到了人文气息。在谴责日月潭过度开发旅游业的同时，我们也知道，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确存在某些矛盾。可是，如果人类能够稍微克制一点自己的欲望。那么，我们
的子孙后代，依然可以流浪到淡水，依然可以爬上阳明山顶沐浴日光，享受我们留下的“美”！台湾
是不是一个可以令心灵安家的地方？一家到垦丁旅行的香港人说：“香港太小，海岸不够宽，旁边都
是高楼大厦，而且香港没有这种蓝天”。不言自明，台湾的小镇多迷人！刘克襄写到“小镇流光”这
辑时，一定少了许多有关环保话题的感伤，多了一些作为台湾人的自豪感！就拿台湾北端的“九份”
来说吧，荒凉却独具韵味，“任何在城市感到抑郁、压抑的人，仿佛都能在此寻获一回生命的定位。
”这也许是对“九份”最高的评价，也是引领现代人安心的最好导语。最后一辑“采采一方”里提到
的地方，真的算是刘克襄的独家秘闻了。小琉球、左营湿地、北港火车站、桃米生态村和挑炭的古道
，这些偏僻和穷困的地方，也许游客们一生都到不了。可从自然美学的角度来讲，美丽不输给任何地
方！刘克襄在文中表现出的关切与爱，让我们知道台湾的每一寸土地都会在人文关怀下走向美丽。《
里台湾》里的所有篇章都是写给美丽岛的情书，引领你贴近小岛的内心。那是只有深爱台湾的人，才
写得出，才读得懂，才尝得到的“美丽”。杂志用稿，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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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里台湾》的笔记-第128页

        一大瓢馅料放妥，随即摆上肥嫩的鲜蚵。我虽未细算颗粒，直觉一定比台北多。接着，打颗蛋于
上。收尾时各地又有差异，东石的略为打折便收成包裹形状，布袋的较讲究，总会在面皮边缘捏出褶
裙条纹，再封口。最糟的是台北，往往不讲究此一功夫，直接包裹成球。没此诚意，对我来说就不算
蚵仔包，也不布袋不东石不嘉义了。
包裹就毕，东石的往往直接下锅，但布袋的便讲究了，此完整样物先放铁板油煎，将封口处定型，好
让汤汁锁在面皮里头，油炸时才不致漏失。等表皮略显金黄，再丢进油锅。两边热炸的时间都差不多
，七八分钟后，一个外表酥脆、内头鲜美的金黄蚵仔包，饱满地问世了。

2、《里台湾》的笔记-第184页

        我买了两盒香肠，回到台湾，遇见骆以军，剩下一盒。

     ← ← 感觉像被打劫了o(*≥▽≤)ツ┏━┓ 

3、《里台湾》的笔记-第238页

        七星潭幸存了，虽然剩下不多，但还可以走一段颇长的海滩之路。
⋯⋯在这里，随便哪个方向都能听到，那远远就已经开始轰隆喟叹的，海之呼唤。
有人说七星潭是过去的花莲，消失的花莲。我觉得不止，那是消失的台湾。只有走在七星潭，在这海
和陆地的边界滞留，你才感觉台湾还是一座岛，一座太平洋的岛。那儿是回到老台湾最便捷的海岸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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