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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講到七股，很多人會馬上想到「黑面琵鷺」。因為，這種

嘴巴局局長長，兩隻腳細細長長，嘴像琵琶'腳像白鷺鷥的國際

著名稀有鳥類，每年冬天總要千里迢迢地飛來台灣七股曾文溪口過冬，

第二年春天再飛回去;除了名聲響。當。當的黑面琵鷺外，近來常在媒體曝

光的還有七股鹽山 。 到過七月史玩的人，總會搭上竹我或膠我改造而成的

遊艇，橫渡七股瀉湖，穿越養殖牡蠣的蚵差，登陸到沙洲上去看看鷺鷥

的鳥穴，看看滿地商LJli色的和尚蟹，然後回到岸邊，品嚐新鮮的海產!

黑面琵鷺南來北返，七股鹽場堆積如 山的鹽山、內海仔、蚵差、和尚

蟹、膠我 .. . . ..伴隨著七股沿海的漁民，年復一年;但這些過去被認為習

以為常的事與物，在生態旅遊的熱潮下已經開始被賦予不同的意義，特

別在「雲嘉南潰海國家風景區」成立，政府大量資源投入後，由這些事

與物所搭建起來的場景將會越來越豐富 。

在看得到的景象背後，發生在這裡的反對清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的環保

運動，卻逐漸被淡忘 。

1993年起，有兩個財團計畫到七月史開發渚南工業區，興建煉油廠 、 石

化廠、大煉鋼廠與工業:巷，讓這個原本沒沒無名的漁鄉，從此登上環境

保護與經濟發展爭議的舞台 . .

到目前為止，這場爭議已經超過 12年 。 雖然開發計畫的環境影響評估

已在 1999年 12 月 17 日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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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有條件通過，但《演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

論卻因環評委員與學者專家的質疑，一直拖到2006年 l 月 19 日才由環保署

予以公告 。

也許是大家都講到不想再講的關係吧，也許有人認為一切都已經不了

了之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曾經並肩打拼過的朋友，見了面也很少再談

起這檔曾經發生在七股的故事;但，也許是年紀漸長的關係吧，我開始

去想，如果不趕快把故事的來龍去脈整理記錄下來，再過個十年，這場

「愛鄉土 ﹒ 反七輕 」 的抗爭史就會像打散的拼圖片，再也沒有人可以得知

它的全貌 。

2005年年初，我開始著手整理資料，決定以當年與蘇煥智合著的 〈 黑

面琵鷺的鄉愁 〉 為基礎，把故事的全貌拼起來 。 這本書在2005年8月就已

大抵完成，但對於如何為這個還沒結束的故事定調，實在很頭痛!加上

不久之後又有縣長選舉，因此，紛了自己一個暫時迴避的理由:等年底

還後再定調 。 等到縣長選舉結果揭曉後，當時的銜勁卻又不見了，一直

到年初回鄉過年，跑了一趟龍山探望重病中的家旺伯，看著他戴著呼吸

器，有氣無力地問我報紙報導環保署公告清南案環評報告書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跟他一樣，我也是事後才從報紙上看到報導的，無奈的我只好

安慰他:可能是環保署依法行政吧!已經不錯了，從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到環評公告，也 << - L 了六年了 。 他輕輕嘆了口氣，反而安慰我:多

謝，大家都已經盡力了 。

想到家旺伯，想到當年一起奮鬥的朋友，想到環評報告書定稿本的公

告，想到這場不曉得還要打多久的環境保衛戰，我決定先為過去十二年

「愛鄉土 ﹒ 反七輕 」 的故事畫一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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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先介紹事件的發生地點，以及它的地理變遷滄桑史，然後再依

時序的軸線來切割故事的發展，包括 「 雀屏中選 粉墨登場 1993~

1994 J 、「一階環評提前暖身 1994~1995 J 、「攻防焦點 轉往台北

1995~1996 J 、「環評挫敗蹲下再起1996~1997 J 、「二階環評準備

開戰 1996~1997 J 、「二階環評 輪番上場1998~1999 J 、 「環評過關

原貌重現1999~2000 J 、「環評定稿 一波多折2000~2006J 與「實踐理

想 面對挑戰2001 ~2006 J 等 。 也就是說，這本書試圖從七股如何「雀

屏中還 」 、被財團相中談起，介紹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的形成過程、內容

與後續環境影響評估的進行，以及現場、街頭與環評會場間的進進出

出、攻防過程輿論述，以及環繞故事所在地最近幾年的變遷與發展 。

這個故事，雖然因為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的有條件通過，以及環評

報告書定稿本的公告而暫告一段落，但故事還沒有結束!先畫個句點，

暖身之後還是要再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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