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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 齊柏林空

拍 20 年的堅持與深情讀後感 

壹、前言 

齊柏林導演於 2016 年 6 月 10 日，為拍攝「看見台灣 2」與

助手搭乘直昇機前往花蓮勘景，不料回程遇上死劫，直升機墜

毀在豐濱鄉新長虹橋附近，兩人和機師均不幸罹難。一時之間，

各界喧然。齊柏林曾經說過：拍山讓他很惶恐，也很快樂。而

這個恐懼，最終成為事實，台灣的土地痛失了一個忠實的記錄

者與守護者。  

齊導演的書與「看見台灣」影片是同時發行的，因為當時影

片發行時內容太令人震撼，我一直沒有注意到他有出書。直到

這次參與了讀書心得寫作，才知道原來也有文字創作，也才對

他的投入高空攝影生涯有所瞭解。書是對他投入空拍心路歷程

中的描繪，也對幾個重要畫面，諸如花蓮玉里水田上的九個大

腳印，以及原住民小朋友在玉山頂唱歌等等有較深刻感人的描

繪。他的好朋友說：「齊柏林在我們心中是唯一的，在台灣、世界

都是唯一，短期內很難出現第二個齊柏林」... 就趁這個機會，再

回味他為我們打開的視界，再回到他所看見的天空，省思他所

拍攝山林與環境的控訴。  

貳、專書重點歸納 

一、因為經濟能力有限而成全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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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柏林來自一個經濟中下的家庭。熱愛大自然又懂事的他，

為了滿足自己對藝術的喜愛，加入了學校的攝影社，拿著他

父親一台舊型的匣式老相機，幾乎不必花什麼錢，就能完成

他的藝術夢想。他說「拍下裡大自然的一切景物，童年裡兩

個讓我狂熱觀景框的元素：大自然、藝術，在那一刻被同時

滿足了」；而從小在山邊成長的日子，讓他始終熱情於拍攝

大自然的一切。而山，也是他投入空拍記錄，一個開始的啟

發。 

因為拍山，他看見了台灣的山令人摒息旳美，因為拍山，

他看見山除了冬天的白以及夏天的綠外，還有一個像傷口一

樣的土黃色。那是人為破壞加上極端氣候所刻劃的傷痕。也

因為親眼見證這些土地上的傷痕，讓他有感於自己不能袖手

旁觀，於是，他將所看到的一切，透過攝影的方式，送到我

們的眼前。 

二、以絕對的熱情與生命投入 

書中一個令人動容之處是他對自己所愛的事做好做滿的

熱情。因為喜歡高空攝影，讓有懼高症，甚至連雲霄飛車、

海盜船都不敢搭的他變得大胆；假日常常為了等好天氣，無

法跟孩子出遊，也常常車子開一半，發現天氣突然轉晴，就

把孩子丟給太太或妹妹，一人出發去拍照。因為要拍攝「看

見台灣」，拿一家人住的房子去抵押，還讓念高中二年級

的兒子問他還有沒有錢可以讓他念大學。拍攝工作對他的身

體也造成很大的傷害，他說：拿著攝影機的壓力「像是提著

數公斤的啞鈴維持固定的姿勢」近三小時，「腰酸背痛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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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常便飯」。他的兒子更回憶起他小時候，齊柏林的身體

很健康，但拍了「看見台灣」後，身體狀況變差，讓他

直呼心疼  。 

而在高空拍攝工過程中，則必需要掌握各種天氣資料，才

能確保飛行安全以及拍到好照片。他在書中提到，有一項氣

象資料最難預判的就是氣流狀況。山谷間的氣流變化，幾乎

是瞬息萬變，連資深的飛行員都難有百分百把握。每次遇到

不穩定的氣流，幾乎都是生死交關，但即使是這些種種，都

還是沒能停止他想飛的決心，因為，回到地面上，看到一張

一張的照片整理出來，他的熱情和使命感就繼續點燃。他就

這樣一直飛，飛到生命的盡頭。 

三、由拍攝者變成紀錄者 成就台灣最賣座的記錄片「看見台灣」 

  二十多年來，齊柏林拍過各種災難的現場，包括九二一

地震、空難現場等，但在拍攝 2009年的八八風災後，讓他下

定決心，辭去了穩定的公務員工作，儘管離退休只剩三年的

時間。因為進入八八風災災區後，他看見許多原始的山林坍

塌走山規模是小林村的好幾倍，只是因為小林村是聚落集居

處而造成嚴重傷亡而備受注意與報導。而這些原始山林坍塌

走山的情況與背後的成因，也應該被記錄、被重視與探討，

否則以後還不知道會有多少個小林村的悲劇。對他而言，這

樣的記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事—「記錄工作的意義不僅是單

純記錄台灣這片土地的景色、樣貌，還能進一步去觀察和警

戒環境災難」—於是他立志拍攝一部記錄全台灣的空拍影

片—「看見台灣」。這部片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透過直升

機飛行的鏡頭，紀錄下高山、海洋、湖泊、河流、森林、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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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魚塭、城市…等景觀，也看到在各種環境面對人們的開

發，所造成的改變、破壞和傷害。我們看到被工業廢水染黃

的後勁溪和被染紅的五股觀音坑溪；我們看見六輕及林園等

石化工業區工廠煙囪排放大量白色氣體。我們看見地下水超

抽引起地層下陷的問題...。而這部影片也成為台灣影史上最

賣座的紀錄片，並獲得了 2013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同時也

喚起了國人開始對環保議題的重視，當時行政院亦依循紀錄

片內容，列出 16項指標性議題，由「國土保育專案小組」進

行調查、列管與改善。 

參、影響 

一、政府成立「國土保育專案小組」 

當時的行政院長江宜樺在看完「看見台灣」紀錄片，對於

影片中破壞國土、污染環境等不法行為感觸良多，並當場向齊

柏林承諾，政府一定會努力解決這些問題。隨後，江宜樺責成

簡太郎副秘書長擔任「國土保育專案小組」召集人，邀集相關

部會共同解決問題。「國土保育專案小組」將「看見台灣」紀

錄片中有關國土保育問題臚列出 16項，包括盜採砂（土）石、

以廢棄物回填；水庫淤積；和平水泥開挖污染及破壞生態問題；

超抽地下水引起地層下陷；莫拉克風災造成土石流及漂流木等

問題；高山公路興建，破壞邊坡地質穩定及生態發展；嘉義縣

阿里山祝山車站邊坡崩坍；原鄉部落周遭的嚴重坍塌；山坡地

超限利用；漁港密集開闢、消波塊等破壞海岸線；海岸濕地遭

受污染、面積逐漸減少；河川污染；工業區的空氣污染、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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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排放與非法排倒廢水；早期設於海岸邊垃圾場逐漸崩落及

流失；河川行水區違建；以及住宅社區緊鄰危險坡地問題等。 

由行政院提供的資料可以看到有些問題已經解決，如阿里

山祝山車站下方邊崩坍、花蓮市海岸邊垃圾場崩落已復育成為

環保公園等。其他沒有完全改善的部份也在「逐年減少」和「加

強管控」中。以盜採砂石為例，「河川盜採土石件數，由 年 53 

件，逐年減少至本(102)年 3 件；陸上盜 採土石，由 92 年 212 

件，逐年減少至本年 20 件，已見成效。 」；雖然，這些表

面上已見成效的成果在許多民間團體的檢視下脆弱得不堪一

擊，但至少我們看見了公部門努力在做回監督者的角色。 

二、喚醒台灣人的環保意識 

透過「看見台灣」的影片，我們才知道原來我們認為

是享受的事情，背後要付出多少環境代價。我們才知道

原來清境農場的民宿原來只有四家是合法的。高山蔬菜

和頂級茶葉很多是山地超限利用的產出。我們以為是在

親近山，結果是在傷害山。而他的影片中拍攝位在太魯

閣國家公園內的亞洲水泥礦區，在 2017 年 5 月時，齊柏

林再次飛過亞泥礦區上空，拍下照片傳給友人，感慨「比

五年前拍自見台灣的時挖更深了」。隨著齊柏林身亡，

照片曝光後，由環保團體地球公會發起，要求撤銷亞泥

礦權期限展延的連署人數在短短三天，由原來的 4.2 萬，

增到突破 20 萬人。而面對來自台灣人民的壓力，亞泥也

表示將主動縮減近四成鄰近國家公園的礦區。民間自主

的力量總是勝過公部門的苦口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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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讀後感 

一、專心做自己喜歡的事 

「要專心做自己喜歡的事。」這句話他在國工局工

作時的長官歐晉德局長告訴他的。進入公部門的他，開始以

工程記錄的角度，拍攝當時各項重大工程的建設過程。在工

程單位，拍照工作者是相對非主流的工作，但歐晉德鼓勵他，

只要不斷的拍，拍個十年、二十年，二十年後，他就會是全

國知名的空照專家，而這些照片也有了歷史意義。而今，他

果真成為一位全台數一數二的優秀空照專家，更用他的專業，

在環保議題發揮影響力。 

想想我們在做任何一件事又何嚐不是如此。事不論大小，

只要我們願意投注的心力越多，成功的機率就愈高。而當我

們在一個領域的技術煉到爐火純青時，自然也就在市場上佔

有了一定的位子。三十多歲就揚名法國料理界的名廚江振誠

如此，只有國中畢業、 不知道一斤就是十六兩但寫下烘焙界

傳奇的吳寶春師父如此。我在學校工作，時常耳聞學生因為

父母的期待而進入自己不喜歡的科系就讀，學生輕則學習成

就低落，重則家庭關係失和，或者產生情緒上的障礙而自傷。

學習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找到一件真心喜歡的事，那麼在

過程中所受的挫折和辛苦，也就變得比較容易忍耐，也比較

能全心投入，而做一件事，能全心投入的話，應該就已經成

功一半了。 

二、環保—世界公民的普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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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來，各界的意見領袖，都在努力用他們的影響力，

大聲疾呼世人重視環保議題。從 2006年起，美國副總統高爾

主演的氣候變遷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象」，喚醒我們對

全球暖化議題的重視；到 2016年，奧斯卡影帝李奧納多狄卡

皮歐監製的氣候變遷紀錄片「洪水來臨前」上映，他更親身

走訪全球各地，其目的也是希望喚起全球對於暖化議題的重

視。 東方則有中國中央電視台前主持人柴靜報導大陸霧霾問

題的「穹頂之下」。齊柏林則是把我們居住的島嶼的問

題攤開在我們眼前。  

高爾於 2016 年於 Ted talk 的台上，從各個層面再次

揭露目前全球暖化的現況，種種數據仍然讓人怵目驚心。

高爾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改變。那麼我們有機會改變嗎？

幸運的是，高爾給的答案相同：「是」，我們正在改變，

往變好的路上。氣候、空氣、水；我們從來不曾離開也

不可能脫離的生存元素都需要我們投入大量心力去改

變，去變好，否則等在我們前面的則是生存危機。  

伍、結語 

  誠如齊柏林在書中所說的，山是一切的起點，蘊育、涵養了

一切生命。我在 2015年因為一場大病而奄奄一息。幸運躲過死神

召喚，也開啟了自己邁向山林之路。初期只能在郊山或屬於肉腳

型的步道中行走。即便如此，也讓也見識到台灣的山林令人無法

自拔的美麗。在山裡，才感受得到四季的脈動。有次在驚蟄日造

訪朋友的山居，夜間在山間隱隱聽得雷聲。朋友告訴我，每到驚

蟄日山上必有雷聲。當下也才深深體認到惟有回歸山林，才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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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二十四節氣的季節流動。人在山林中也特別容易入眠，除了

蛙鳴松濤起落有致的韻律之外，少了電磁波和都市內擁擠的人類

集體意識干擾，人很容易就鬆了，就被撫慰了。而在山裡，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也被拉近了。不管逢早趕晚，不相識的山友迎面而

來，就是一句句溫暖的問候與加油。 

  山是人的修復地，我們在掠奪了許多山林資源而成就現代的

舒適生活，殊不知背後藏著的巨大風險。齊柏林以生命拍攝的作

品，除去我們眼前的面紗，讓我們看見真象，他的驟然離世，讓

很多環境的議題再被拿出來討論。希望，這不是一時的熱度，而

是能激發出你我心中對台灣的愛，轉化成為守護台灣的最堅強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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