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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啟仁老師（下稱啟仁老師）家住

苗栗縣後龍鎮（下稱後龍鎮）漁村小村

落，「讀冊無幾冬」，自37年入學堂，
從「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

戲」到「ABC狗咬豬」，斷斷續續到
國中，經歷了53個寒暑歲月，雖然表達
能力有限，但有句名言「堅其志、苦其

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持續努力

不懈，這就是「庄稼伯」啟仁老師。

啟仁老師因為兒時家境不好，只有

國小畢業，為了生計與養家，出外打零

工、做粗活，退伍後才回到後龍鎮從事

菜販、魚販工作，直到孩子都長大獨

立，才有自己的時間。20多年前，啟仁
老師擔任苗栗縣後龍鎮外埔合興宮總幹

事時，有感於廟裡缺乏歷史紀錄，開始

進行田野調查、撰寫沿革史，也成為啟

仁老師投入文史工作的契機。啟仁老師

在撰寫《合興宮沿革史》的過程，深感

必須再進修，因此到苗栗縣立後龍國民

中學補校就讀，89年取得國中學歷；之
後擔任苗栗縣後龍鎮海埔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接觸到更多地方文史資料，也

因此對鄉土人文歷史產生興趣，不因只

有國中補校學歷而卻步；55歲以後才開
始接觸電腦，利用手寫板在電腦上整理

資料、撰寫鄉土人文歷史書籍，每一本

著作，都是這樣一字一字慢慢「寫」出

來的。多次透過訪問耆老、蒐集史料等

方式，整理、出版《外埔庄思想起》等

地方文史書籍10餘冊。
104年5月間，啟仁老師取得環境教

個人介紹

服務單位：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志工講師

　王 啟 仁
一位用生命愛石滬，愛家鄉的「庄稼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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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員認證，並全心投入環境教育推

動，遍訪沿海漁民，實地觀察記錄石滬

潮汐的時辰，整理出「外埔庄石滬潮汐

時辰表」（石滬專用時辰表），將先民

砌築石滬撈捕的時間完整呈現，讓想一

探石滬真面貌，到後龍進行采風之旅的

民眾，不會敗興而歸。為了方便研究、

解說外埔庄石滬文化，啟仁老師還利

用小石頭、保麗龍等材料自製「漁滬」

「石滬」等模型。

啟仁老師說，他寫的書或製作的模

型「不見得最好」，但總得有人先做，將

資料整理並保存下來，以後希望有人能接

續撰寫更詳實的外埔庄文化，讓故事能

永續傳承給後世，引領下一代認識，並

守護後龍石滬文化薪傳，更期待人們願

意為了環境永續，用行動來保護生活環

境。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庄稼伯以「活到老，學到老」的精

神和一股不服輸，一分對文化保存的使

命感與熱忱，以及一顆對生命熱情的

心，投入於地方文史工作，以推廣石滬

保存工作為終身志業，希望每個人都能

愛護環境，秉持著從自身出發，深耕地

方、社區、學校，探訪耆老、修復文史

資料，編輯出版石滬文化書籍，且透過

與中外學者交流，將後龍西海岸石滬文

化向外推廣，讓更多人認識在臺灣本島

保存最完整的後龍石滬群，進而慕名前

來，帶動地方旅遊觀光發展。

身體力行 智慧薪傳
年近八旬的庄稼伯足跡遍布苗栗縣

各鄉鎮市，深入社區鄰里積極推動石滬

守護石滬探索趣課程

一位用生命愛石滬，愛家鄉的「庄稼伯」

環境教育工作室石滬文化節宣導 修復石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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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地文化資產的保存，並推行海岸

線及社區環境的維護、生態延續及綠

色消費宣導，同時也將綠色飲食等觀

念導入社區樂齡生活，紮實推動環境

教育宣導。啟仁老師也進入校園宣導

鄉土文化與石滬知識，以說學逗唱活潑

的教學方式介紹石滬生態及人文特色，

並結合「石滬小旅行」體驗活動，讓知

識與實作雙管齊下，激發學生對生活周

遭事物的觀察力和好奇心，進而培養發

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後以石滬

為主軸，串聯地方特色景點，規劃「後

龍石滬文化生態旅遊」行程，帶領外地

遊客進行石滬文化解說導覽，透過實地

走訪、親身接觸，並與在地耆老進行交

流對談，提升石滬文化的認知及環境素

養。統計近2年所觸及參與人數達4,220
人。

文化保存為終生學習志業，一
筆一畫記錄後龍在地故事

成立文史資料工作室，進行文史資

料彙整、分類及數位化建置，妥善保

存；編撰《海埔里鄉土史》《台灣通

用風土俗語》《外埔庄 思想起》《消
失中的漁村風貌》等鄉土文化著作，

藉由宣導活動傳遞相關知識，讓文化

得以延續。另外，發揮創意產出石滬文

化教材，如石滬環境教育歌曲、石滬模

型等，並搭配動靜態的的授課方式，由

淺入深，一步步帶領參與者解析先民智

慧與古老工藝結晶；長時間觀察並記錄

潮汐，藉由訪問耆老與沿海漁民，整理

出「外埔庄石滬潮汐表」，讓想一探後

龍石滬真面貌的民眾，不會因為潮汐不

對，敗興而歸。

透過「石滬」這個共同的語
言，與中外學者交流、對話

後龍石滬群有3、4百年歷史，是苗
栗縣內珍貴的文化資產，更是臺灣本島

保存最完整，功能尚存的石滬群，老一

輩漁民至今流傳的俗諺「水漲掘草埔、

水退填石滬」，就是描述海邊漁民半農

半漁的生活寫照；退潮時，漁民到石滬

撈魚，還得時時填石塊維修。這樣的歷

史背景，吸引許多專家學者慕名而來，

庄稼伯則以後龍石滬研究者的身分，與

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公開討論石滬的資

訊，交流心得、學術論文、著作發表，

藉由「石滬」這個共同的語言，一同探

討如何保存傳統及文化資產，並且持續

經營「石滬」這個先民的智慧結晶。

發揚石滬文化，愛鄉、愛土、
愛環境

積極參與各單位活動邀約，分享石

滬文化專題演講及擔任石滬生態導覽解

說員，並且協助地方辦理104年「智慧
薪傳石滬牽罟探索趣」；105年「守護

辦理鄉土文化導覽課程外埔庄石滬潮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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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滬探索趣」「後龍石滬文化節」；

106年後龍鎮石滬文化節「一起來守
滬」等全國性環境教育活動，1,500人
次參與。

過程中，透過活動帶領民眾親身體

驗石滬文化，深入討論、省思石滬文化

資源該如何保存及喚起對海洋資源的重

視，進而提升全民對石滬文化的認知及

環境素養，並強化石滬資產維護。相關

作為也成功吸引遊客走訪苗栗，打造地

方觀光亮點，同時帶動地方經濟與發

展，讓更多人認識石滬，走入後龍，看

見苗栗特色之美，藉此傳遞愛鄉、愛

土、愛環境的精神，將環境教育理念深

石滬文化導覽 石滬生態導覽

辦理石滬生態導覽課程

石滬小旅行戶外課程 石滬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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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擴散，一同為永續環境、愛護海洋共

盡心力。

推動心得
回首過去歲月，我曾擔任苗栗縣後

龍鎮外埔合興宮（海上漂來王船廟）總

幹事（83年—88年）、苗栗縣後龍鎮海
埔發展協會總幹事（89年—100年），現
任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志工講師（101
年迄今），經歷過日本殖民環境生活、

戒嚴時期的環境生活，最後是自由民主

的環境生活；從自然環境教育而學習，

歷經環境的變遷，以資源回收再利用的

思維看我自己，雖然現在已經是7、80
歲的老傢伙，還在無法間斷地尋找失落

的文化，同時也在尋找自我的價值。

我對發掘歷史淵源、推動環境教育

及推廣文化保存有極大熱忱，不遺餘力

埋首探究石滬文化多年，進行田野調

查，與中外學者交流石滬資訊，進而編

輯石滬文化書籍，第1本書出版的時候
已經61歲了。活了1甲子之後，在生活
環境裡著手另一項重要的規劃，覺得老

人更需要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寫作與

藝術能讓晚年活得更踏實絢麗和心靈自

在。雖然只有國中補校的學歷，但憑著

一股毅力而投入，相信社會上有許多可

以請教的士紳、學者、前輩，憑著「只

要能請教得到的人，都是我的老師」

自勉。8年來，我到處訪談耆老，四處
請益，蒐集不少珍貴的史料，起先以鋼

筆、毛筆撰寫，進入國中補校進修後，

改以電腦輸入，但這先進的科技產品卻

令我吃足苦頭。書寫一本《海埔里鄉土

史》，大約3、4萬字，但時常因為不會

守護石滬探索趣

教材王船模型

出版著作

智慧薪傳牽罟探索趣

生態田野調查

手寫萬字出書

低碳飲食碳排計算

石滬生態導覽解說課程

石滬小旅行室內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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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或忘了存檔，所打文字資料全都流

失，又得再重新打過。但憑著不放棄的

精神，終於不負苦心完成編撰。

文化保存與傳承這段路走得並不輕

鬆，但我堅信「堅其志、苦其力、事無

大小、必有所成」，今天能夠有這樣的

成績，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石滬是相

當好的文化教材，雖然現今沒有了經濟

價值，但「金錢可以用勞力去賺，文化

是賺不回來的」。石滬是無價之寶，趁

著我還有能力時，為地球、為人類、為

這塊土地、為環境教育，做多少，算多

少。

未來展望
從小在海邊長大，現在變成看海的

老人，因為我對臺灣西海岸石滬文化，

有深度的瞭解，這個10甲良田都無法替
換的海中良田，在過去，1次收穫甚至
可以幫兒子娶老婆，付完聘金還有剩

的，如此富足年代，無疑是拜先民們最

聰明捕撈魚獲的方法所賜；水滿淹石滬

的自然捕撈方式，既能享受大海恩賜的

珍饈，又能保護海洋資源。現今由於海

洋環境污染及過度捕撈，導致海洋漁業

資源枯竭，同時也造成石滬漁獲量嚴重

減少，經濟價值降低，導致缺乏維護意

願；加上人口老化、外流及突堤效應，

傳承及維護的斷層，種種的環境變遷因

素，都造成中港溪到後龍溪間28座石滬
逐一消失。如今只剩位於後龍外埔的合

歡及武乃2座石滬，也是臺灣目前保留
最為完整，仍維持常態使用的漁業活文

化。

我是一個文史工作的熱愛者，我能

做的就是將這份對文化的思念，以我知

道的方式傳承下去。不斷地深入地方，

請教耆老們，並翻閱相關的文史資料，

「堅持」自己的興趣，將推廣石滬保存

工作視為終身志業與使命，持續蒐集記

錄—石滬及在地鄉土文史資料，電子化

保留珍貴歷史；持續參與石滬文化專題

演講及志工培訓講師和石滬文化體驗課

程；持續提升海岸線及社區環境的維

護、生態延續及綠色宣導，強化石滬傳

統捕魚文化及在地文化資產價值的保存

與推廣。「不見得是最好的」，但是，

我願意跨出這一步。

希望我曾做過的努力，能夠引領下

一代來認識，並守護後龍石滬文化，將

先民智慧傳承給更多人暸解及參與；更

期待村莊裡的年青人回鄉，藉由結合觀

光旅遊，讓年青人因為家鄉而驕傲、而

努力，強化創意及生產力。後龍鎮有非

常豐富的文化資產、人文歷史與史蹟、

觀光遊憩景點、休閒農漁產業，而我將

持續盡我最大努力，將石滬鄉土文化推

廣成為苗栗縣後龍鎮最具特色的亮點場

所。

蒞臨學校辦理環境教育宣導鄉土文化導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